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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五胡亂華）→南朝→隋

武城(24 → 【失記三代】→ 25 → 31)派

公元(250 → 630)±20 年

家盧陵吉陽鄉 → 避難散居江西山區 → 盧陵吉陽鄉

末群雄割據，將近百年的分裂局面，雖然統一於晉，但甚

為短暫。晉統一天下後，實行封建，大封宗室及子弟為王，

以郡為國，得自選文武百官，擁有自己的軍隊。王國的軍

隊成為國家的主要武力，造成外重內輕之局。諸王對於朝政多有野

心，其後遂釀成骨肉相殘的「八王之亂」，歷時十六年之久（291-306

年）。接著五胡亂華，中國自此陷入長期分裂。曾氏聚居的江西盧陵，

成為長期分裂主戰場所經線路之一，曾氏族人傷亡慘重，四處逃難，

流離山區數百年後，成為江西土著曾氏。在這 200 年分裂期間，有

四代族譜失記，隋初 29 派曾興及中唐 32 派曾謀，編修《曾氏族譜》

時沒有發現，以致成為現今曾氏失記譜。

西晉失記一：280 的尺標 譜表 4.30

據舊譜，盧陵 20 派德公房記載：「24 派勰
ㄒ
ㄧ
ㄝ公́：梓子勰，官鎮南將軍

司馬，生於西晉太康丁未(287 年)二月，於東晉興寧甲子(364 年)卒，配文

氏，合葬荊田鄉。生子一名曰端。」依據曾勰生歿年資料，它與 23 派曾

梓的族譜參考尺標為：

武 24*派：320±20 曾勰 (287-364)

武 23 派：240±20 曾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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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間隔達 80 年。推知至少失記一代尺標為失記一：280±20。原因可

能有三：

a. 曾勰出生後不久，他的父親便在 279 年晉滅吳之戰喪生。曾勰

沒有記下父親的名字；或

b. 晉滅吳後，曾勰的父親被遷往北方散失，盧陵家譜沒有留下名

字；或

c. 被長沙王司馬乂征召，在晉八王之亂戰死在洛陽，留下曾勰約

16 歲。

西晉八王之亂 武城失記一：280±20

八王之亂的混戰過程中，家居揚州盧陵的曾氏族人屬長沙王司馬ㄇ
ㄚ
ˇ乂ㄞ

ˋ

的封國境內。公元 302 年，河間王司馬ㄇ
ㄚ
ˇ顒ㄩ

ˊ聯合長沙王，討伐齊王司馬ㄇ
ㄚ
ˇ

冏
ㄐ
ㄩ
ㄥ，̌結果司馬乂戰勝，取得獨攬洛陽政權，司馬冏一黨滅亡。隔年，河

間王司馬ㄇ
ㄚ
ˇ顒ㄩ

ˊ部將領兵七萬，與成都王司馬ㄇ
ㄚ
ˇ穎ㄧ

ㄥ
ˇ20 多萬，起兵討伐獨攬洛

陽的長沙王司馬乂，連戰了幾個月。因戰事太久，司馬乂軍糧食缺乏，

但將士們願意效死，固守洛陽。

這時在朝廷任職司空的東海王司馬越，乘司馬乂不備，聯絡司馬顒的

部屬，抓拿司馬乂，活活燒死，司馬乂的手下非死即降。盧陵武城失記一：

280±20 曾氏，可能在公元 303 年這場八王亂中，戰死洛陽，留下曾勰

(287–364 年)，時年約 16 歲。

西晉永嘉之亂 武城失記二：350±20

塞外部族移遷邊境及內地者，日漸增多，並與漢人雜處，趁著晉室內

爭的機會，起而參加中國的內亂。晉懷帝永嘉四年(310 年)，劉淵死，子

劉聰篡位，率部下殲晉軍十多萬人於今河南鹿邑，並俘殺太尉王衍等人。

劉聰又遣大將率兵攻洛陽，屢敗晉軍，前後殲滅三萬餘人，縱容部下搶

掠，俘虜晉懷帝，殺太子、宗室、官員及士兵百姓三萬多人，並大肆發

掘陵墓、焚毀宮殿，史稱「永嘉之禍」或「永嘉之亂」等，歷時五十二

年(265–317 年)的西晉滅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8B%E6%80%80%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8B%E6%80%80%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31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8%81%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8%A1%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9B%E9%98%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89%E6%87%B7%E5%B8%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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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亂以後，華北長期陷於戰爭，民生經濟大受破壞，人口銳減，

晉室政權南下，改都建康，建立了東晉。

衣冠南渡

八王之亂是導致西晉覆亡的直接原因，在諸王內訌期間，皇帝成為

被挾持的俘虜，朝廷則成為無政府狀態。諸王每次發動政變或彼此間的

衝突，都爆發激烈的戰爭和殘酷的殺戮，自相殘殺殆盡。朝廷受到威脅，

晉元帝率中原漢族臣民大戶、官宦士紳南渡，史稱「永嘉之亂，衣冠南

渡」，是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南遷。

華北士族南遷，號稱「僑姓」，居首者有四：琅ㄌ
ㄤ
ˊ琊ㄧ

ㄝ
ˊ王氏、陳郡謝氏、

汝南袁氏、蘭陵蕭氏，合稱「王、謝、袁、蕭」。東南地區，自孫吳以來

的當地大族，號為「吳姓」，以「朱、張、顧、陸」為大。

留居中原的士族，並沒有因動亂而衰落，為了區別胡漢，乃於姓氏之

上冠以郡名，號為「郡姓」，如范陽盧氏、太原王氏、穎川陳氏、滎ㄧ
ㄥ
ˊ陽ㄧ

ㄤ
ˊ鄭

氏等。大規模遷入福建的主要八姓為：「林、陳、黃、鄭、詹、邱、何、

胡」。

中原氏族南遷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5%98%89%E4%B9%8B%E4%B9%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AF%E5%8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5%BA%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9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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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五胡十六國

東晉，中國朝代名（公元 317-420 年），乃西晉司馬氏政權的延

續。因內遷的北方游牧民族造反，建都洛陽的晉朝（西晉）亡國，

琅琊王司馬睿在群臣擁戴下在建康（今南京）即位，即晉元帝，史

稱東晉。當時北方多個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連年征戰，史稱五胡十

六國時期。

東晉世族把持

東晉雖然是司馬氏政權的延續，但本身司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整

個朝廷都由世族大家把持，最初是出身琅琊的王導，其後又有陳郡的謝

安、謝玄、王敦等等。而世家大族中的代表，有南下的王、謝、袁、蕭

等僑姓，和本身居於江南的朱、張、顧、陸等吳姓。

最初東晉有賴權臣王導主持大局，一方面拉攏江南士族，一方面又安

排從中原南下的士族，並以司馬家族作為共同擁戴的對象。世家大族本

身並不真正忠於司馬氏，尤其是他們本身都擁有大量田地，以至擁有自

家部隊（即所謂「部曲」），有足夠實力抗衡司馬氏政權。最初有王導

主持大局，東晉政權得以穩定。但晉元帝以降則內亂頻生，有早期的王

敦之亂(322-324 年)、蘇峻之亂(327-329 年)，後期又有孫恩(399-420 年)、

盧循之亂(403-411 年)等。

公元 383 年，前秦苻堅率兵南侵，東晉宰相謝安力主抗擊，派謝石謝

玄率軍，在淝水之戰大獲全勝，苻堅隻身逃回北方，南北分立之勢從此

而成。東晉也曾多次試圖北伐，但由於內部不團結，除了劉裕取得一定

成果外，其餘都無建樹。後有桓玄叛亂，廢安帝，自立為天子，為大將

劉裕所平，擁恭帝，然大權落於劉裕。420 年，劉裕篡位，東晉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31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42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9B%E9%99%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5%E7%90%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9%A6%AC%E7%9D%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5%BA%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89%E5%85%83%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B8%E7%89%A7%E6%B0%91%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8%83%A1%E5%8D%81%E5%85%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8%83%A1%E5%8D%81%E5%85%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5%E7%90%8A%E7%8E%8B%E6%B0%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5%E7%90%8A%E7%8E%8B%E6%B0%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9%83%A1%E8%AC%9D%E6%B0%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C%9D%E5%AE%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C%9D%E5%AE%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C%9D%E7%8E%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95%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2%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3%91%E5%A7%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1%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B3%E5%A7%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E%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A8%E6%9B%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89%E5%85%83%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95%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95%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5%B3%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6%81%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2%E5%BE%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38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8D%E7%A7%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8D%E7%A7%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B0%E7%9B%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B0%E7%9B%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C%9D%E7%9F%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C%9D%E7%9F%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0%A2%E7%8E%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7%9D%E6%B0%B4%E4%B9%8B%E6%88%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B%E5%9D%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C%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8%A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1%93%E7%8E%8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8%A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42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8%A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8%A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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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世系譜失記三代

族譜史料，如平和譜 244-246 頁，會訊 36,284 頁等記載：

 武 24 派：曾勰，字思協，生於西晉太康丁末(287 年) 二月二十五日，

官鎮南將軍司馬。卒於東晉興寧甲子（364 年），配文氏，夫妻

合葬於荊田鄉斧形山。生子一：名曰端。

 武 25 派：曾端，字正翼。配胡氏，生子二：名曰鉉、道始。

 武 26 派：曾鉉，字道遠，官大司馬。配蕭氏，葬仁壽鄉。生子一：

名曰海。

 武 26 派：道始，諱宏，官任「梁」車騎將軍，有功加封開國侯。配

吳氏，家交州，子孫繁衍虞州。

這段舊譜史料有幾項疑點：

(1) 曾端往生後，沒有記載其葬地，表示客死他鄉，記載有待考證。

(2) 據曾虛白恭錄《魯國曾氏溯源圖》：「二十五端，宗聖志云：生

子二，長鉉，次道始，梁車騎大將軍開國侯，于此可知端鉉二世

當蕭梁時。」

(3) 據史料年代，公元 502 年，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東下，取代蕭齊，

國號梁，齊亡。因此，26 派道始的生年參考尺標，應含括蕭梁

建國初的公元 502 年。最接近的參考尺標為：

武 26 派：480±20 道始

(4) 又從 24 派曾勰(公元 287-364 年)生歿年資料，寫出其尺標為：

武 24 派：320±20 曾勰 (287-364 年)

(5) 問題出在，從 24 派到 26 派的間隔 160 年，至少應傳五代，但舊

譜史料只有間隔二代，則失記三代的尺標應為：

武城失記二：350±20 失記二

武城失記三：380±20 失記三

武城失記四：410±20 失記四



4.32 第四章：《江西廬陵曾氏支脈分遷譜》

(6) 接著 25 派曾端的家譜尺標，可寫成：

武 25 派：450±20 曾端

鎮南將軍司馬曾勰

《晉書》卷七載：「晉成帝(326-342 年)咸和三年(328 年) 十月

庚午，前交州刺史張璉據始興反，進攻廣州，鎮南司馬曾勰等擊破

之」。舊譜史料對 24 派曾勰的生歿年及官職有更清楚的記載。曾勰

擔任鎮南將軍阮孚的司馬，阮孚(278-326 年)比曾勰年長 9 歲，有關

曾勰記事，可從阮孚史料找到：『阮孚的母親是鮮卑裔的婢女，阮孚

長大後進入西晉政府工作，最初任職於太傅府，其後調任騎兵屬。』

永嘉之亂發生後，阮孚跟隨一些北方士族流亡至江南，並繼續任職

於東晉朝廷。

阮孚為安東參軍

晉元帝委任阮孚為安東參軍，任職丞相從事中郎、車騎將軍長史、

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等職。阮孚終日披頭散髮，不理公事，只顧飲酒，

常被彈劾，但晉元帝(318 -322 年)一直沒有處罰他。在委任阮孚為車騎將

軍司馬ㄇ
ㄚ
ˇ裒ㄆ

ㄡ
ˊ手下的長史時，晉元帝曾勸他少飲酒、多做事，但阮孚仍沒有

聽從。後來阮孚以金貂官帽換酒喝，又遭彈劾，晉元帝仍然赦免他。

晉明帝(322-325 年) 即位後，阮孚轉任侍中。因為他平王敦之(322-324

年)時有功，獲封南安縣侯。後來朝廷擢升他為吏部尚書兼領東海王師，

但阮孚以健康理由推辭，晉明帝命令阮孚在家就任。晉成帝(325-342 年)

即位後，阮孚被委任為丹陽尹。阮孚對庾太后和庾亮輔政持不同意見，

認為庾ㄩ
ˇ亮經驗不足，不能服眾，相信將會有禍亂發生。他對親信發表自

己意見後不久，廣州刺史劉顗ㄧ
ˇ去世。阮孚主動請求朝廷委任自己繼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82%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8%8E%E5%85%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5%98%89%E4%B9%8B%E4%BA%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3%AB%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9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89%E5%85%83%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8%E9%A6%AC%E8%A3%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89%E6%98%8E%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E%8D%E4%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95%A6%E4%B9%8B%E4%B9%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E%AF%E7%88%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F%E9%83%A8%E5%B0%9A%E6%9B%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89%E6%88%90%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9%E9%99%BD%E9%83%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BE%E6%96%87%E5%90%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BE%E4%BA%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5%B7%9E_(%E5%8F%A4%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89%E9%A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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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南將軍司馬曾勰

在朝中主政的王導等人以阮孚性格放蕩不羈，不適合在中央任職，決

定批准他的請求，任命他為「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兼

任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阮孚受命赴任，途中患病去世，終年 49 歲。

不久蘇峻之亂(327-329 年) 爆發，有識之士認為阮孚有先見之明。

上述記事推知，24 派曾勰在西晉洛陽時就一路追隨阮孚，阮孚受命

當鎮南將軍時，曾勰為鎮南將軍司馬，掌理軍政事務。326 年，阮孚赴廣

州途中患病逝時，曾勰年約 40 歲。328 年，交州刺史張璉占據始興郡造

反，並進攻廣州時，遭鎮南將軍司馬曾勰等擊破。族譜記載，24 派曾勰

生於西晉太康丁末(公元 287 年)，卒於東晉興寧甲子(公元 364 年)，享壽

78 歲。依理推算，曾勰逝世時，子女也應該 40 歲左右，可惜沒有留下史

料，到底發生什麼重大事件？

五胡亂華百餘年

續武 24 派：320±20 曾勰之後，接著五胡亂華起，淝水之戰、孫恩

之亂及盧循之亂等，江西盧陵不幸淪為戰場線路，曾氏族人傷亡殘

重，四處逃難，流離山區數百年後，成為江西土著曾氏。

淝水之戰 武城失記三：380±20

公元 357 年，前秦符堅奪得帝位之後，以漢人王猛為相，東滅前燕、

南取梁州、益州，北併鮮卑拓跋，西兼前涼，遠征西城，統一了北方。

符堅便想南下侵略東晉，王猛曾加以勤阻。王猛死後，符堅即於 383 年

以步騎 80 萬大軍南下。是時，東晉謝安當國，以存亡攸關，命謝石、謝

玄等督軍八萬抵禦，兩軍隔淝水而陣。

晉軍利於速戰，謝玄遣使請秦軍稍退，讓晉軍渡過淝水一決勝負。符

堅欲使晉軍半渡時截擊，不料一退不可復止。謝玄乃命精銳的北府兵五

千，渡河急擊，秦兵望風崩潰，自相蹈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符堅敗退

北方。淝水之戰，以晉軍全面勝利告終。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B0%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4%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A7%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5%B3%BB%E4%B9%8B%E4%BA%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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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戰 武城失記三：380±20

383 年戰場：淝水（今安徽合肥附近）

前秦

符堅、符融

東晉

謝玄、謝安、謝石

兵 力

動員 87 萬人

實際參戰 30 萬人
8萬人

傷 亡 與 損 失

宣稱 77 萬人

實際 15 萬人
5千人

淝水之戰時，家居盧陵的武城失記三：曾氏族人，可能有被徵召為晉

軍，參與戰爭。

孫恩之亂 武城失記四：410±20

孫恩之亂民變有五斗米道的背景，但實際起因是人民不滿東晉朝廷的

統治，讓領導者可以乘時而起。事件因領導者而劃分為「孫恩之亂」

(399-402 年)及「盧循之亂」(403-411 年)。兩次起事均威脅東晉京師建康

(今江蘇南京市)。

孫恩家世代信奉五斗米道，叔父孫泰因拜杜子恭為師，學習秘術而

吸引平民乃至士族人士相信，更因而獲會稽王司馬道子任命為官員。隆

安二年(398 年)，王恭叛亂，孫泰以為東晉快要覆亡，借此煽動百姓，招

集信眾，並獲很多三吳地區人民響應。事件遭到會稽內史謝輶揭發，孫

泰因而遭司馬道子處死。孫恩及後逃到海上，召集到百多人，等待機會

復仇。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6%96%97%E7%B1%B3%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5%BA%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5%BA%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98%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6%81%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6%B3%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9C%E5%AD%90%E6%81%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9%A6%AC%E9%81%93%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39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81%AD%E5%8F%9B%E4%BA%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90%B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C%9D%E8%BC%B6&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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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恩之亂 武城失記四：410±20

公元 399-402 年

戰場：三吳地區，逼近建康

東晉政府 五斗米道信眾

兵 力

晉將劉宣

晉將劉裕

部眾 20 萬人

一千多艘樓船

民 變 結 果

勝 孫恩投海自殺

隆安三年(399 年)，會稽世子司馬元顯下令三吳各郡，公卿以下被轉

為蔭客的官奴都移置建康，稱作「樂屬」以補充朝廷兵員。然而此舉卻

令各郡士庶都十分不滿。孫恩看準當時人心不穩，於是起兵叛晉。

這場持續三年的叛亂，直到劉裕率兵討伐，多次戰鬥後大破孫恩軍，

孫恩實力於是由盛轉衰，被逼沿海退走，劉裕率軍追擊，孫恩於是投海

自殺，孫恩之亂至此結束。史學家對孫恩之亂的看法：

 孫恩起兵於三吳地區，除戰爭外亦有擄掠縱火，對當地造成重大

破壞。孫恩亂平定的同一年，三吳地區大饑荒，當地戶口減半，

富人亦擁著財寶餓死。

 出身陳郡謝氏的謝琰於孫恩之亂中戰死，其位由劉牢之取代，此

後的東晉世族，再無門閥子弟掌有重兵。三吳地區的莊園亦多受

戰火毀壞，令門閥士族於軍事及經濟上的力量大為削弱。

 劉裕於孫恩之亂時，雖然是劉牢之的下屬，不過已表現出其傑出

的軍事才能。桓玄篡位後亦看重劉裕的軍事才能，寄望他助自己

平定後秦，不作加害。

http://zh.wikipedia.org/wiki/39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9%A6%AC%E5%85%83%E9%A1%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C%9D%E7%90%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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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循之亂 史地 4.31-32 武城失記四：410±20

盧循娶了孫恩的妹妹，就在孫恩自殺後，其殘餘部眾就推盧循為主。

當政的桓玄為安撫經受過三年戰亂的三吳地區，於是任命盧循為永嘉太

守，盧循亦接受任命。

盧循之亂 武城失記四：410±20

公元 403-411 年

戰場：江州、建康、荊州、交廣

東晉政府
盧循

徐道覆

兵 力

晉將劉毅

晉將劉裕

沿途虜掠部眾無數

製作樓船無數

民變結果

勝
徐道覆退始興郡被殺

盧循逃交州投海被斬

盧循雖然已經成為朝廷官員，但其部眾仍舊作亂。元興二年(403 年)，

劉裕於永嘉郡擊敗盧循，並追擊至晉安郡，盧循唯有循海道向南逃走。

元興三年(404 年)，盧循到達南海郡，並登陸進攻，兵向廣州治所番禺(今

廣東廣州市)。盧循入城後焚燒府舍及民居，生擒廣州刺史吳隱之，並自

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

另一方面，盧循又命姊夫徐道覆攻下始興郡。次年(405 年)，盧循派

使者向東晉進貢，當時東晉朝廷無力討伐盧循，於是分別授予盧循和徐

道覆廣州刺史及始興相職位。盧循於是獲得了廣州作為其根據地。

義熙五年(409 年)，劉裕親率軍隊北伐南燕，徐道覆聽聞後就勸盧循

乘虛襲擊建康，但盧循拒絕。徐道覆於是親往番禺游說，盧循至此雖然

不願，但因無法駁倒徐道覆，只好聽從。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5%98%89%E9%83%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40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8B%E5%AE%89%E9%83%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4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B5%B7%E9%83%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5%B7%9E_(%E5%8F%A4%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5%AA%E7%A6%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5%B7%9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90%E9%81%93%E8%A6%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7%8B%E5%85%B4%E9%83%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4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40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7%8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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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圖 4.31-32 為東晉盧循之亂線路，摘要如下：

公元 409 年：徐道覆命人在南康山砍伐木材，準備製作船鑑。

公元 410 年春：盧循沿贛江北上，攻取南康、盧陵、豫章三郡。徐

道覆北上攻取長沙郡。再會合攻取江州尋陽郡。盧徐合力東

下建康。

公元 410 年夏：遭遇晉軍劉裕守城反擊。

公元 410 年秋：盧徐轉向荊州擬攻進江陵郡，遭荊州刺史劉道規反

擊。

公元 410 年冬：盧徐回到尋陽郡，遭到江州刺史反擊及劉裕等追擊。

盧循只得沿豫章、盧陵返回廣州，沿途收集流散的兵眾。徐

道覆亦敗歸始興郡。

公元 411 年春 ：劉裕大治水軍，循海道襲取番禺，追殺始興郡徐道

覆。

公元 411 年夏 盧循敗亡蒼梧→寧浦→合浦郡，擬逃至交州龍編

郡，遭交州刺史杜慧度反擊，盧循投海自殺，杜撈起盧屍體

並斬首，送呈建康。至此，盧循之亂終結。

盧循亂對曾氏造成兩次重大傷亡：

第一次：公元 410 年春，盧循沿贛江北上，攻取南康、盧陵、豫章

三郡時，虜掠聚居盧陵的曾氏族人及糧食。

第二次：公元 410 年冬，盧循、徐道覆沿豫章、盧陵退敗逃回廣州，

沿途虜掠丁男，收集流散的兵眾，盧陵曾氏族人再次被虜掠。

盧陵曾氏族人遞減

漢高帝初年（約於公元前 202 年），設豫章郡（贛江原稱豫章江，盛

產枕木「豫」及樟木「章」），郡治南昌，江西從此作為明確的行政區

域建制。舊譜載，武 15 派曾據於始建國二年（公元 10 年）挈族武 16 派二

千餘人，渡江南遷，家豫章盧陵之吉陽鄉。廬陵郡最早設立於東漢興平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9%AB%98%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B1%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B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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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公元 194 年），那時曾氏在盧陵吉陽已聚居 180 多年，傳六代到

武城 21 派，估算人口成長：

較小成長估算：(1.4)6 = 7.5 倍 或 15,000 多人

較大成長估算：(1.5)6 = 11.4 倍 或 23,000 多人

早在設立盧陵郡之前，已有 2 萬曾氏祖先住了 180 多年，而成為江西

土著曾氏。其後，經過三國晉的混戰，五胡亂華的斯殺及叛亂，曾氏太

宗世系譜有四代失記，證實盧陵郡曾氏人口持續遞減。

盧陵人口遞減速度

依先前的推算，東漢末年聚居盧陵郡的曾氏武城 21 派：190 人口，約

成長到 2 萬人。進入三國晉的混戰年代，經五胡亂華的殘酷斯殺，及孫

恩、盧循之亂，曾氏太宗世系譜失記了 4 代，若以失記一代，表示人口

遞減一半，推估江西土著曾氏人口遞減速度如下：

 武 21 派：190±20 盧陵曾氏有 2 餘萬人

 晉滅吳戰 武城失記一：270 曾氏遞減為 1 萬人

 五胡亂起 武城失記二：350 曾氏遞減為 5 千人

 淝水之戰 武城失記三：380 曾氏遞減為 2.5 千人

 盧循之亂 武城失記四：410 曾氏遞減為 1.2 千人

其後，進入南朝的宋、齊、梁、陳變遷時代，曾氏太宗世系譜恢復記

載，曾氏族人1開始成長。

1 中國江西省 2007 年戶籍人口有 4,300 萬人，其中 99.7%都為漢族戶籍。

江西曾姓有 40 多萬人，在百家姓人口數中，曾姓排第 12 名。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4%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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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代的變遷

譜表 4.30

自公元 420 年東晉王朝滅亡之後，在南方先後出現宋、齊、梁、

陳四個朝代，是中國歷史上朝代更迭較快的時間，史稱南朝(公元

420-589 年)。南朝繼承了東晉的領土，其範圍為中國南方秦嶺淮河

以南的地區。其中：劉宋最大，北疆達到黃河；南陳最小，只有江

陵以東、長江以南的狹小國土。南朝時，南方的商業和手工業也有

很大的發展。另外，閩江、珠江流域也得到初步的開發。南朝相對

北朝，局面安定。各個王朝都對經濟進行大開發，使南方人口大量

增加。曾氏太宗世系譜，才得以恢復正常記載。

劉宋 凡 60 年(420-479 年)：武 25 派：450±20 曾端

宋朝的開國皇帝劉裕，是東晉末年發展起來的新興力量。他在與東晉

四大家族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於公元 420 年廢掉晉帝，自立為王，國

號宋。為區別於後世趙匡胤建立的趙氏宋朝，史學家常稱之為「劉宋」。

劉裕即宋武帝，他出身寒門，即位後生活樸實，注意民生，抑制豪門，

力矯奢淫風俗。可惜在位二年即告崩逝。劉宋兩傳至文帝，注意和吏治，

政治清明，史稱「元嘉之治」，使南方人口大量增加。其後因北伐失利，

劉氏骨肉相殘，結果朝政為蕭道成掌握，進而篡宋自立為齊，史稱「蕭

齊」。

蕭齊 凡 24 年(479-502 年)：武 26 派：480±20 曾鉉

蕭道成，低級士族出身，頗思有所作為，在位二年而崩。武帝繼位，

十餘年間，安定富庶，是蕭齊的盛世，文學頗多成就。但宗室相殘，和

劉宋如出一轍。雍州刺史蕭衍起兵取代，國號梁，史稱「蕭梁」。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88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4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6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48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4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4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015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6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015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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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梁 凡 56 年(502-557 年)：

武 27 派：510 曾海、武 28 派：540 曾璜。

蕭衍即梁武帝，在位 48 年，勤政愛民，提倡學術文化，是南朝不可

多得的皇帝。可惜晚年迷信佛法，政治逐漸廢弛，又接納東魏降將侯景，

不久侯景叛變，攻入建康，幾為廢墟，百姓流亡，武帝憤死。賴陳霸先

等起兵討平，而梁亦終為陳霸先所篡。

南陳 凡 33 年(557-589 年)：武 29 派：570 曾興，修曾氏族譜

陳霸先即陳武帝，陳朝承大亂之後，當時江北之地全失，長江上游又

有西梁，在南朝之中，疆域最小的時期。傳至後主叔寶，荒淫無度，國

力更加衰弱，為隋所滅。



4.3 節 江西土著曾氏失記譜 4.41

史地 4.31 東晉盧循亂線路 (1/2)
(公元 405-4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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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4.32. 東晉盧循亂線路 (2/2) (西元 405-4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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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4.30 盧陵曾氏失記譜 (續：曾勰房系)

武城(23 → 31)派，公元(250 → 630)±20 年

家盧陵吉陽→四處避難

諸葛誕叛亂 譜表 42 ；會訊 36-37 頁；平和譜 244-248 頁

武 23 派：250 曾 梓 丁氏

晉滅吳戰、

失記一：280 失記一 八王亂

永嘉亂衣冠南渡

武 24 派：320 曾 勰 287-364，官鎮南將軍司馬，文氏

五胡亂起

失記二：350 失記二 五胡亂起

淝水之戰

失記三：380 失記三 孫恩之亂

盧循之亂

失記四：410 失記四 盧循之亂， 多次路經盧陵郡 (405-411 年)

劉宋

武 25 派：450 曾 端

南 朝 四 代 隋統一 唐

劉 宋

武 25 派：450

蕭 齊

武 26 派：480

蕭 梁

武 27 派：510

蕭 梁

武 28 派：540

南 陳

武 29 派：570

開皇之治

武 30 派：600

貞觀之治

武 31 派：630

曾 端

胡氏，正翼

曾 鉉

吳氏，道遠

官大司馬

道 始

車騎將軍

加封開國候

家交州

子孫衍虔州

曾 海

楊氏

官襄州

錄事參軍

曾 璜

謝氏

曾 崎

言氏，家襄陽

官黃門侍郎

曾 興

張氏、羅氏

《曾氏族譜》

曾 田

曾 儔

羅氏

曾 隆

宋氏，迪惠

曾 陳

李氏

曾 陂

孔氏

曾 卓

曾 早

曾 鈞

譜表 4.40

曾 鑒

曾 熔

曾 每

曾 釧

曾 沉

曾 默

1 戶／2 丁 1 戶／1丁 2戶／2丁 2戶／3丁 4 戶／5丁 7 丁

西

晉

東

晉

五

胡

亂

華

南

朝

三

國

 曾氏族人遞減

 江西土著曾氏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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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