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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前唐→中唐→晚唐

武城(30 →31 →失記→32 →38)派

公元(630 → 900)年

家江西吉陽 → 唐末分遷支脈

國自西晉五胡亂華以來，經過近三百年的南北長期分裂，

到隋文帝楊堅時，才又歸於統一。隋統一後，積極推行措

施成功，國勢蒸蒸日上，戶口增加，據魏晉南北朝的戶口

統計，隋統一前的公元 581 年：北周 360 萬戶，南陳 60 萬戶，合計

420 萬戶。到隋大業五年(609 年) 的 28 年間增為 890 萬戶。隋文帝

為政躬行節儉，勤政愛民，治績輝煌，史稱「開皇之治」。可惜傳到

其子煬帝時，好大喜功，輕浮侈靡，不惜民力，嚴重影響人民生計。

三征高麗促成大亂，加以天災肆虐，未能開倉濟恤，導致民怨，群

雄割據，終為部將所弒。

隋能滅陳的原因

北 方 南 方

隋文帝勵精圖治，國勢強盛。 陳後主寄情文酒，政治廢弛。

實行府兵制，戰鬥力強。 重視文風，武力不振。

北方在異族統治下，力爭上游。 世族生活安逸，社會腐化。

注重經學，講究經國濟民之道。 崇尚玄學，有消極頹靡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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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唐 盛 世

唐朝（618-907 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唐朝的文化、

制度、社會特點幾乎全部承襲隋朝，唐朝李家和隋朝楊家更有親戚

關係，唐朝在一定程度上是隋朝的伸展。唐王李淵於公元 618 年 6

月逼隋恭帝禪位，取代隋朝，國號為唐，尊稱大唐。李淵為人寬厚，

富有才略。起兵之後，指揮作戰有方，又能除隋苛政，終於撫定天

下。他的二子明爭暗鬥，終於在一場玄武門之變中，李世民奪得繼

承權，改元貞觀，是為唐太宗。

貞觀之治 武城 31 派：630

唐太宗 (627-649 在位) 勵精圖治、納諫如流，使得唐朝國運蒸蒸日

上，唐太宗也成為一代有為之君。在內政方面，唐太宗推行均田制、實

行租庸調制。對外方面，原為突厥所支配的蒙古高原納入版圖，唐朝西

北方的諸民族尊稱李世民為天可汗。貞觀十五年（641 年）；唐太宗派文

成公主與吐蕃贊普松贊幹布通婚，穩定唐蕃兩國的關係。

在職官制度上，則承繼秦漢以來的宰相制度，發展並完善隋朝所開創

的三省六部和科舉選士制，對於限制皇權及打破隋代之前統治階層的世

襲制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為後世所效仿。唐太宗不計出身，網羅一大

批精明強幹的大臣。此外，唐太宗派官員四處詢問百姓的生活情況，然

後把各官員的功過寫在屏風上，以便褒貶。

貞觀時期社會秩序安定，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史稱「貞觀之治」。

《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四年(630 年)一斗米不過三、四錢，全年死刑犯

僅二十九人。其政績的總結《貞觀政要》成爲日本和新羅帝王的治國教

科書，亦為後世君主模彷學習的對象。

隋唐時，盧陵曾氏分布在當時尚稱隸屬盧陵郡的今永豐、吉水、樂安

三縣境內。唐朝中葉安史亂及潘鎮割據之後，武城 34 派：770 形成祖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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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睦陂（以後來的屬縣稱之）的曾珪，樂安雲蓋望仙里的曾舊，及臨

川后湖田的曾略等三大房。

唐給事中曾鈞 譜表 4.40

舊譜史料戴：31 派曾鈞，字洪舉，生於開皇丁巳年(597 年)，官唐給

事中，永徽庚戍年卒(650 年)，葬荊田鄉斧形山，配王氏，合葬大左。生

子一，名曰謀。曾鈞家鄉盧陵郡吉州，族譜尺標：

盧陵吉陽武 31 派：630±20 曾鈞

給事中，中國古代官職之一，秦時，給事中是附加的銜稱，任何官

職如將軍、列侯、九卿，加上給事中之頭銜，可出入宮庭，常侍皇帝左

右。漢魏相沿。隋文帝開皇六年(586 年)，吏部設給事郎，唐高祖武德三

年(620 年)改名給事中，是皇帝身旁傳送文書的親信文官。依唐朝官職表，

給事中在職官九品級中，屬於「正五品上」，與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國子博士等同品級。

才人武媚娘→昭儀→皇后→太后→武則天

唐太宗於公元 650 年死後，李治即位，是為唐高宗(628-682 年)。

高宗從感業寺取回太宗的才人武媚娘入宮，封為昭儀，之後又立武

氏為皇后。自公元 656 年以後，高宗因健康原因，將許多政事都交

給武皇后處理，武后成為唐朝的實際最高統治者，與高宗並稱「二

聖」。在武后輔佐高宗的時期，唐軍于公元 659 年消滅西突厥，疆

域達到極盛；與新羅聯合滅掉高句麗和百濟，並打敗日本援軍，促

使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唐朝在半島北部設立安東都護府，恢復自漢

朝末年失去的領土。

高宗死後，太子李顯即位，是為唐中宗。因為與中宗不合，武太后不

久廢中宗為廬陵王，改立四子李旦為帝，是為唐睿宗。平定公元 6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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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業的反叛後，武太后於公元 690 年廢睿宗帝號，即皇帝位，改國號

為周，遷都洛陽（號稱神都），改立李旦為皇嗣。武氏是中國歷史上唯

一的女皇帝。由於武氏死後的諡號中有「則天」二字，所以近代學者多

稱她為「武則天」。

武則天掌權半世紀

在武則天掌權的半個世紀，國家較貞觀時期有更大的發展，史稱

「貞觀遺風」。均田制的繼續推行發展農業生產；科舉制度進一步發展，

武則天開創「殿試和武舉」，並大力提拔科舉出身官員，打擊北魏以來

的世家勢力；對外戰爭鞏固並拓展國家疆域；文化藝術亦有所進步。武

則天對佛教大力推崇，武周時期的佛寺興建頻繁。

其間為壓制反對勢力，武則天曾行高壓政策，一面任用酷吏，一面又

濫開告密之門，欲藉誅殺以立威。結果唐宗室諸王及大臣被殺者，為數

甚多，朝野不安。在後世經常受到史學家的批評。武則天又設北門學士，

常繞過門下省，中書省直接對官員發號施令，開破壞官吏制度的先例。

公元 683 年，唐高宗病逝，臨終遺詔：太子李顯於柩前即位，軍國大事

有不能裁決者，由武則天決定。四天以後，李顯即位，是為唐中宗。武

后被尊為皇太后。

盧 陵 王

公元 684 年二月，中宗欲以韋后父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力諫不聽，

武后遂廢唐中宗為廬陵王。立第四子豫王李旦為帝，是為唐睿宗，武后

臨朝稱制，自專朝政。

同年九月，徐敬業、徐敬猷兄弟等以扶助支持廬陵王為由，有駱賓

王撰文《為李敬業討武曌檄》號召天下〔武則天入宮前的原本姓名為「武

曌ㄓ
ㄠ
ˋ」 〕，起兵於揚州，部隊很快增至十餘萬人。武則天遣梁郡公李孝

逸統兵三十萬人征討。李敬業先南渡長江攻陷潤州，再北向與李孝逸戰

於高郵，敬業初戰獲勝，但久戰兵疲，十一月李孝逸以火攻大敗敬業軍，

敬業逃往潤州，為兵敗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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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則天的高壓下，盧陵王李顯先後被軟禁於均州（今湖北省均

縣）、房州（今湖北省房縣）14 年，天天活在擔驚受怕之中。

揚州舉兵反武曌 失記五：660 、失記六：690

公元 684 年 9-11 月

主戰場：揚州之北的高郵

唐大將軍：李孝逸 徐敬業、徐敬猷等

兵 力

率兵 30 萬征討 士卒 10 多萬人

舉兵反武曌結果

勝 徐敬業兵敗自殺

唐朝族譜失記 代的探索

譜表 4.40

依族譜生歿年史料，曾鈞尺標為武 31 派：630 ，曾舊武 34 派：780 ，

前後相隔 150 年，其間插入武 32 派：720 曾謀、武 33 派：750 曾丞，則失

記二代的武城尺標應為：

武城失記五：660 失記五

武城失記六：690 失記六

武城族譜失記二代的原因，可能與武則天的兩項命令有關：

可能原因(1)：修訂氏族誌時被除名

史載，公元 650 年李治即位為唐高宗之初，立王玉燕妃為皇后，並從

感業寺娶太宗的才人武媚娘回宮，封為昭儀。武昭儀地位穩固後，找天

下有學問之士到長安，交待《修訂氏族誌》，有計畫地將皇后王氏相關族

人，從氏族誌中除名，不留傳給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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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 30~34 派之間失記 2 代

開皇之治

武 30 派：600 曾 隆

貞觀之治

武 31 派：630 曾 鈞 597-650 給事中，王氏

高宗武昭儀→武后 武昭儀命修訂氏族誌

武城失記五：660 失記五 刪除王氏生子之名

太后→武則天 武后廢中宗為盧陵王

武城失記六：690 失記六 揚州舉兵反武曌而失記

開元盛世

武 32 派：720 曾 謀 撰《曾氏族譜》

天寶、安史亂 藩鎮大亂

武 33 派：750 曾 丞 司空兼尚書令，

武 34 派：780 曾珪、曾舊、曾略

前已述及，武 31 派：630 曾鈞，生於開皇丁巳年（597 年），官唐給

事中，永徽庚戍年卒（650 年），配王氏，生子一，名曰謀（註：有誤）。

也即，31 派曾鈞娶王氏為妻，可能與皇后王玉燕的族人有關，而欲將曾

鈞的子孫二代，從氏族誌中除名。

唐太宗執政不久，即下令申國公高士廉等修《氏族志》，排定各姓氏

名人的等級高下。《氏族志》是唐代君主為了加強皇權（即關隴集團），

打擊尚婚姻的山東門閥集團。唐高宗時，改名為《姓氏錄》，將各地《氏

族志》全部收回並焚毀。至唐玄宗即位，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

中

唐

前

唐

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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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2)：討伐武曌戰役傷亡

公元 684 年二月，唐中宗李顯被其母后貶為盧陵王，這個「盧陵」與

唐給事中曾鈞家鄉吉州的盧陵郡，有極高的關聯。同年九月，徐敬業1 等

以扶助支持廬陵王為由，駱賓王撰文《為李敬業討武曌檄》號召天下，

起兵於揚州，部隊很快增至十餘萬人。因曾鈞家居盧陵郡，族人理應響

應反武則天的號召，父子加入這場舉兵反武戰爭中喪生。依家譜參考尺

標推算，公元 684 年時兩位年齡：

武城失記五：660 失記五：約 54 歲

武城失記六：690 失記六：約 24 歲

那時，失記六可能已經結婚，夫人還為他生下一子：

盧陵吉陽武 32 派：720 曾謀：幼兒

武 32 派：720 曾謀，由寡母或善心人士扶養長大。從《氏族誌》記載，

只知道自己是唐給事中曾鈞的後裔，但不知道父親、祖父的名字，以致

族譜失記了二代祖名。

昏庸中宗被毒死

武后晚年良心發現，立盧陵王為皇太子。公元 705 年正月，81 歲武

則天病篤，被迫禪讓與太子李顯，是為唐中宗第二次即位，時年 50 歲。

中宗昏庸，韋后亂政，韋皇后有意成為第二個武則天。公元 710 年，韋

皇后和安樂公主合謀，毒死中宗，並欲加害相王李旦。

李旦的兒子，提前發動唐隆之變，誅盡韋皇后、安樂公主及武氏殘

餘勢力，擁立李旦復辟稱帝。睿宗李旦繼位後，其妹太平公主與其子李

隆基又發生權力之爭，睿宗左右為難。公元 712 年，睿宗禪讓帝位與太

子李隆基，是為唐玄宗，又稱唐明皇。

1 李敬業(636-684 年)，又稱徐敬業，是唐初將領李勣（原姓徐，賜姓李）之

孫，李震之子，因父早死，直接承襲了祖父的英國公爵位。他是反武則天起事

的領導者。

http://zh.wikipedia.org/wiki/68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90%E6%95%AC%E6%A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710%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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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AA%E8%AE%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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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89%87%E5%A4%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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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2%86%E5%AF%BC%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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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開元盛世之後

武城 32 派：720

唐玄宗一登基，立刻起用人才姚崇。玄宗曾道：「朕委姚崇理

政，大事與朕共議，小事自行決之。」群臣都認為玄宗曉得君臣之

體，有大將之風。開元之初，玄宗開始重視農業發展，以免征五年

賦稅來刺激生產；接著又推行屯田制，令邊關軍區自給自足；他還

下令全國上下百姓一律不得奢靡厚葬，皇親寵臣犯法與庶民同罪。

大唐國力蒸蒸日上，空前強大，全國人口比唐初增加一倍半以上。

玄宗本人多才多藝，更大力提倡文化藝術。著名詩人李白、杜甫、

孟浩然和王維等皆活躍於這一時期，史稱「開元之治」(713-741 年)。

安史之亂天下 武城 33 派：750

唐玄宗改元天寶(742-755 年)後，志得意滿，放縱享樂，納兒媳楊太

真為貴妃後，更加沉溺酒色，從此不問國事，荒於政事用人不當，政風

日壞，唐代盛況遂趨沒落，終釀成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是指安祿山、史思明等人的叛亂。胡人安祿山身兼三鎮節

度使，擁兵二十萬，兵勢之盛，甲於天下。天寶十四年（755 年），安祿

山以討楊國忠為名，舉兵叛亂，自范陽南下，勢如破竹，輕陷洛陽，旋

又西破潼關，玄宗逃往成都，叛軍因之入長安，肆行殺掠，自行稱帝。

二年之後，叛軍內訌，勢力減弱，唐軍才可乘機反攻，一場大亂前後九

年(755-763 年)才告平定。唐帝國元氣為之大傷。

藩鎮 vs 宦官 武城 34 派：780

安史之亂後，唐朝開始步入衰亡。藩鎮割據、宦官專權與朋黨之爭

成為唐朝政治的毒瘤。代宗(763-779 年)是唐朝歷史上第一個宦官擁立的

皇帝。代宗即位後，雖然一心希望改革朝政。但是國家受創巨大，邊防

空虛，外患嚴重，東南地區又爆發民變。吐蕃軍隊也攻入關中，長安一

度淪陷。藩鎮割據的局面在代宗晚期正式形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A8%E5%A4%AA%E7%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A8%E5%A4%AA%E7%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B4%E5%A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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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4%BB%A3%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90%E8%95%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D%E6%B2%B3%E5%B9%B3%E5%8E%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5%AE%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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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代宗的是長子李適，號為德宗(780–805 年)。德宗即位後，一直

試圖削滅藩鎮之禍害，但無法達成，只好與藩鎮妥協，條件是取消王號，

朝廷承認他們在當地統治權，從此割據局面進一步深化。

此外，德宗在位期間，宦官開始掌控禁軍，擔任監軍，宦官濫權的

局面也宣告形成。從此以後唐朝皇帝的廢立都掌握在宦官手裏。德宗甚

至聽信奸臣讒言，而誤殺能臣，之後就對大臣非常猜忌。以致唐朝的政

治環境江河日下。

司空兼尚書令曾丞

譜表 4.40

族譜載：33 派曾丞，官司空2兼尚書令3。徙盧陵吉陽上黎堡，配何氏，

合葬石獅嶺上窟坳蜘蛛形。繼娶羅氏，葬吉州盧荻塘寅向。生子三：珪、

舊、略。曾丞的參考尺標為：

盧陵吉陽武 33 派：750±20 曾丞 司空兼尚書令

檢校尚書僕射曾舊 譜表 4.40

舊譜史料戴：34 派曾舊，字惟人，生於天寶元年壬午（742 年），登

大歷丙辰（776 年）進士第，纍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贈上柱國魯郡開國公。元和二年(809 年)由吉陽徙雲蓋鄉

望仙里角陂大坑，今稱大含。這筆史料可得：

(1) 從曾舊的生年資料，可寫出他的參考尺標：

盧陵吉陽武 34 派：770 曾舊

2 司空：西周始置，東漢時掌管水土及營建工程，與司馬、司徒合稱三公。

3 尚書令：秦時始置，為尚書台首長，直接對皇帝負責、掌管一切政令的首腦。

尚書令的副手為尚書僕射，曹魏置尚書僕射，並置左右僕射。若尚書令缺，由

左僕射代行令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9%80%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5%BE%B7%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1%E8%BB%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B%A3%E8%BB%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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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 33~37 派曾氏家譜

天寶、安史亂

武 33 派：750 曾 丞 司空兼尚書令，唐山始祖

藩鎮大亂

武 34 派：780 曾珪、曾舊、曾略 唐山祖

宦官弒帝

武 35 派：810 寬、隱、礦、德、揚

朋黨傾軋

武 36 派：840 莊、祚、俊、詠

黃巢作亂

武 37 派：870 慶、教、運、萬、筠

(2) 進士：隋煬帝時，首建進士科，由士人自行報名，參加策試，及

第者得任官職，是中國科舉制度的開始。

(3) 金紫光祿大夫：是武則天時代制定的正三品的文散官，其職官相

當於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等。

(4) 檢校尚書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省長官同為宰相，但因唐

太宗即位前曾任過尚書令，所以無人敢再擔任此官，遂以其副職

左、右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中書令、侍中並為宰相。

(5) 上柱國魯郡開國公：上柱國為勳章，開國郡公是爵位，是武則天

時代制定的正二品等級。

(6) 從參考尺標所示年代顯示，34 派曾舊是唐德宗(780–805 年)在位

時，在朝廷任官。公元 809 年他 67 歲時由吉陽徙雲蓋鄉望仙里

角陂大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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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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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長官各有官署，但遇軍國大事需共同商議。唐初他們的議事地點

在門下省，稱政事堂。玄宗時改稱「中書門下」。後來又有以「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的頭銜行宰相事。這樣一來，尚書僕射如不加「同平章事」，

反而不能參與宰相機務了。唐朝中葉以後，以中書令、侍中等宰相虛銜

授與地方藩帥的做法，以示恩寵。這樣的地方大吏如來朝廷任職，為了

與真宰相區分，便在官稱前加「檢校」字樣。

撫州節度史曾略 譜表 4.40

舊譜史料戴：34 派曾略，官銀青光祿大夫節度史，徙撫州西城。這

筆史料可得曾略的參考尺標為：

撫州西城武 34 派：780±20 曾略

 金紫銀青光祿大夫：其中「金紫」二字應為誤植，武則天時代制

定的銀青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秘書監、國子祭酒等，同屬從

三品的文散官。

 節度史：官名，唐代駐守各道的武將稱都督，都督帶使持節的稱

節度使。

 徙撫州西城：是指 34 派曾略為撫州西城的節度使，其後裔就不

再遷回吉州盧陵了。

節度使初置時，作為軍事統帥，主要掌管軍事、防禦外敵，而沒有管

理州縣民政的職責，後來漸漸總攬一區的軍、民、財、政，所轄區內各

州刺史均為其節制，併兼任駐在州之剌史。安史之亂後，國中遍置節度

使，各統一道或數州，軍事民政，用人理財，皆得自主，父死子繼，號

為留後而不待朝命，朝廷無力討伐，往往姑息了事，世稱藩鎮，迄於唐

亡。

http://www.hudong.com/wiki/%E5%B0%9A%E4%B9%A6%E4%BB%86%E5%B0%84
javascript:linkredwin('银青光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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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祖 法 名

唐代道教流行，唐宣宗尤其崇信道教。其中葬俗做道場的名目及

規定很多，做道場法事要為已故之人一個名字叫奏祖法名，因此就

出現了，給死去的長輩取名，希望死後可上天得道。死後取一個法

名到極樂世界去是唯一的途徑。當一個人去逝以後，族人在一起，

對整個家族做一個議事，商定一個以始祖「世次排行」的秩序，來

代表死者本人，這個順序的數位稱之為法名。

郎名 & 娘名

奏祖法名的男性數位後加「郎」命名，後來女性的數位後亦加「娘」

命名。家譜是多年後的族人口述的，因此為讓先祖得道成仙而將奏祖法

名寫入家譜中。這種習慣在唐代末葉前一度非常盛行，可見各姓族譜。

遷徙路經虞州、汀州的曾氏族譜也如此。

曾德 行十四郎 譜表 44

舊譜史料戴，35 派曾德，行十四郎，居琪山。在這裡，曾氏家譜第

一次出現「行十四郎」的郎名。據考，自隋唐以來，郎名已經在中原漢

人出現。在當時，普通人之間稱呼並不用正名（即書名），而是用行輩

稱呼，以示尊重。特別是在宗族內，行輩稱呼更因突顯族人間的親密關

係，而得到廣泛使用。

很多唐代詩歌文章中，按排行稱呼的人都是這個意思。如水滸中的阮

小二，小五，小七也是按排行的。有的家族大人多，又在一個聚集地，

按九族內同輩進行排列，因此就出現幾十之多的現象。

這種法名得到百姓認可，滿足心裡的需求，北宋後的客家人聚集地，

如寧化石壁。不斷被採用傳播。奏祖法名以 6 個輩分一回圈來取。當然

取奏祖法名的方式不是一成不變的，有其靈活性：

 大、二(或小)、三、四、千、萬；

 十、百、千、萬、念；或

 大、小、百、千、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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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曾氏支脈分遷

史地 4.40；譜表 4.40

黃巢之亂渡過長江四次，黃河兩次。這位歷史上空前的流寇，發

現唐帝國中有無數的罅隙可供他自由來去，各地官員只顧本區的安

全，從未構成有效的戰術將黃巢網羅。黃巢三次進出光州（今河南

固始縣），並曾渡江南下路經盧陵吉陽（今江西吉安），曾氏族人乃

避難分支如下：

曾珪房：宗祧繼承支脈

33 派曾丞→34 派曾珪→35 派曾寬→36 派曾莊是曾氏太宗嫡長子支

脈，居盧陵吉陽的上黎堡，武 36 派：840 曾莊官南唐吉州都押衙。傳到北

宋的武 43 派：1030 道享，遷徙湖南衡州茶陵西陽鄉，其後 45 派曾埧落籍

衡陽唐福，62 派孟學經衡山，繼遷到湘鄉荷塘，成為 70 派曾國潘的房

祖。

曾珪房：36 延世支脈→遷泉州

曾珪的五子曾隱，遷河南光州固始縣，其子武 36 派：860 延祚，號延

世，武進士，官光州團練副使4。延祚公（配王氏，係固始縣佐王潮之妹）

避黃巢亂，挈家自河南光州固始縣，從縣佐王潮入閩，歷由汀、漳、福

諸郡，方於泉州之晉江而家，成為泉州龍山派始祖。

曾舊房：國俊→40 中彥支脈→遷石壁

武 34 派：780 曾舊(742-809)，進士，檢校尚書左射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自吉陽徙雲蓋鄉。舊公生三子：宥、礦、德，分為三房。第二房

礦公，字起潛， 貢元及第，配羅氏，撫入堂兄曾暉公之次子幗俊，更

4 武后當政期間進一步發展科舉制度，於進士科加試雜文（詩賦），又增設武

舉，選拔武官，同時，創設殿試辦法，親試貢生。延祚公是曾氏第一位武進士，

任光州團練副史，其父 35 派曾隱因而從江西盧陵吉陽，徙河南光州固始縣。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4%B8%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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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國俊。武 36 派：840 國俊，進士，官袁州太守，避黃巢亂，歸隱雲蓋

鄉。歸隱中團庄，舍旁種菊，號菊陂。國俊公配嚴氏，繼娶張氏，三娶

吳氏，子三：萬、千、彝。

武 37 派：870 曾萬奉令征伐平亂有奇功，蒙賜田畝贛州寧都清泰鄉鎬

源村。北宋初的動亂年代，武 40 派：940 中彥徙汀州寧化石壁，繁衍十多

世代，孕育成為客家人，其后裔分支為：

(1) 武 52 派：1300 素庵為漳州平和始祖；

(2) 武 53 派：1300 裕振為廣東梅州蕉嶺始祖;

(3) 武 54 派：1360 友益為汀州永定始祖；

(4) 武 56 派：1430 萬八郎為漳州南靖始祖。

曾略房：曾詠→38 洪立支脈→遷南豐

武 34 派：780 曾略，遷臨川郡，為撫州西城節度使，裔孫武 38 派：900

洪立官虞州南豐縣令，遂以南豐為家。傳到武 51 派：1280 曾惇時，蒙古侵

宋，避遷寧化石壁。到元末武 53 派：1340 佑孫，官鎮南參政，汀州發生大

饑荒，乃隨難民潮遷粵東五華，成為廣東五華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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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譜失記成為江西土著曾氏

據《武城宗聖族譜》記載，隋初 29 派曾興首次編修〈曾氏族譜〉，到

唐玄宗時，32 派曾謀撰〈曾氏族譜〉，成為武城派序標定依據。依族譜尺

標的生歿年史料，三國鼎立時武 22 派：210 曾氏族人興旺，成長到最高

峰。從可考族譜史料，得到下列曾氏族譜的武城參考尺標：

 三國吳:武 22 派：210 曾渙，吳國官景陽侯

 西晉： 武 24 派：320 曾勰(287—364)，鎮南將軍司馬

 隋初：武 29 派：570 曾興，首撰曾氏族譜

 前唐：武 31 派：630 曾鈞(597—650)，唐給事中

 中唐：武 32 派：720 曾謀，再撰曾氏族譜

 晚唐：武 34 派：770 曾舊(742—809)，左僕射中書門下

同平章事

依一世代平均間隔 30 年的統計分析，可推算曾氏族譜參考尺標中，

失記了六個世代的接續：

(1) 西晉時，在武 24 派：320 曾勰之前失記一代：

武城失記 1：280 失記一

(2) 東晉時，在武 24 派：320 曾勰之後連續三代失記：

武城失記 2：350 失記二

武城失記 3：380 失記三

武城失記 4：410 失記四

(3) 前唐時，在武 31 派：630 曾鈞之後失記二代：

武城失記 5：660 失記五

武城失記 6：690 失記六

失記曾氏族人大都避難江西各地山區，與蠻夷（畬、瑤）混居，演進

成為今日江西土著曾氏，沒有族譜史料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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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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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4.40 廢唐中宗為盧陵王與曾氏族人聚居盧陵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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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4.40 唐代曾氏太宗世系分遷譜

武城(30 → 38)派，公元(600 → 900)±20 年，家盧陵吉陽→唐末避難分支

太宗貞觀之治 接譜表 4.30；曾氏會訊；平和譜卷三 248-252, 329-331 頁

武 31 派：630 曾 鈞 597-650，字洪舉，王氏，唐給事中

高宗、武后

武城失記五：660 失記五 揚州舉兵反武曌

盧陵王、武則天

武城失記五：690 失記六 揚州舉兵反武曌

玄宗開元盛世

武 32 派：720 曾 謀 字以忠，高氏，撰《曾氏族譜》

曾丞、曾巹

中 唐 晚 唐

天寶、安史亂

武 33 派：750

唐山始姐

潘鎮割據

武 34 派：780

唐山姐

宦官弒帝

武 35 派：810

朋黨傾軋 黃巢民變 殘唐亡

武 36 派：840 武 37 派：870 武 38 派：900 年

曾 丞

何氏、羅氏

司空兼尚書令

徙盧陵吉陽

上黎堡

曾 巹

不詳

曾 珪

子玉，蕭氏

官河北道博州

封魯郡開國

公、平江侯

曾 寬

何氏

曾 莊 曾 慶 曾 偉

吉州都押衙 873–933 譜表 5.00

裔徙湖南衡州茶陵 曾 駢

曾 綽 王氏

曾 豐 吳氏

曾 暉

楊氏，居廣州

曾莅、曾嚴 遷吉源鄉 宗祧繼承

曾 莅 

國 傑

幗 俊

曾 隱

王氏，河南光州

延 祚 曾 教 曾 盈 譜表 6.00

武進士 曾 運 曾 浤 譜表 7.00

徙泉州晉江 福建泉州

曾 舊

742-809，進士

王、趙、呂氏

雲蓋鄉望仙里

曾 宥諱森

曾 儣貢元

起潛，羅氏

曾 德琪山

曾 亮 裔衍崇仁、永豐等 譜表 4.51

國 俊 曾 萬 曾 沂

845 進士 曾千、曾彝

袁州太守 裔徙寧化石壁

曾 略

范氏、危氏

節度使撫州

曾 揚

楊氏

曾 詠 曾 筠 洪 立

字言志 檢校大司空 南豐縣令

錢氏 居江西 虞州南豐 譜表 8.00

前

唐

中

唐

檢校尚書左

僕射中書門

下同平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