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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章 導 讀

桃園市曾氏宗親會中壢分會 曾祥毅

2016 年 3 月

聖公曾子，名參，17 歲拜孔子為師，勤學好問，善於

向師兄們學習。孔子去世前，把孫兒孔伋（字子思）

託付給曾參，孔子去世後，曾參與同學們一起研究孔

子的思想，編撰成儒學經典之著《論語》。

正統儒學思想

曾子一生的主要事業為講學，39 歲設教於魯國武城，一面著書立說，

作成儒家經典著作《大學》，「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曾子的處世思想

之一。子思上承曾子中庸之道，編著《中庸》。傳到戰國時代的孟子，主

張人性本善的民本思想，與弟子一起著述編成《孟子》，逐漸形成一個完

整的儒家學說思想。到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增置“五經博

士”，儒學成為古代正統思想。

孔家衍聖公

秦始皇時封孔子的 9 世孫孔鮒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漢高祖封孔鮒

弟孔騰為奉祀君。此後，漢元帝、成帝、平帝、安帝，都相繼封孔子嫡

長孫，封號以褒成侯為主。其後，曹魏、晉、劉宋、北魏、北齊、北周、

隋朝、唐初，到唐玄宗開元年間，封孔子嫡長孫為文宣公。

北宋仁宗改文宣公為衍聖公，之後歷任相沿不改。宋高宗南渡，衍聖

公孔端友隨帝播遷，居浙江衢州，是為孔氏南宗。北方則立孔端友弟孔

端操為代理「衍聖公」，自此兩宗分立，史家以南宗為嫡宗，北宗為庶流。

明武宗正德拜孔氏南宗衍聖公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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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聖顏子

顏回（公元前 521-481 年），又稱顏子、顏淵，春秋魯國人，孔子七

十二門徒之首。他不張揚自己的優點，不無故勞役百姓，具謙虛與仁愛

的本性。顏回 29 歲，頭髮盡白，31 歲去世，孔子非常難過。顏回受宋代

思想家譽為超凡入聖的師表，能持之以恆，保持操守，是完美典範，最

接近成聖，未能大成只因早夭。

自漢代起，顏淵因為較為易查考的關係，被列為七十二賢之首，祭孔

時獨以顏淵配享。此後歷代統治者不斷追加諡號，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

年）改封「復聖」。

亞聖孟子

孟子（公元前 322-289 年）名軻，東周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

在十五、六歲時到魯國受業於子思的門人，他曾仿效孔子，帶領門徒遊

說各國，但不被當時各國所接受，退隱與弟子一起著述編成《孟子》（書）

七篇傳世。孟子思想主要分為政治哲學，即仁愛，以及人生哲學，即性

善。性善論對傳統思想影響很大，宋代以後流傳的《三字經》，第一句話

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善論也成為後來儒家的正統觀念。孟子的

政治思想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

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後。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

權利。

唐代哲學家韓愈在儒學式微，釋、道盛行之際，力辟佛、老，致力於

復興儒學。他把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出

現了孟子的「升格運動」，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取代了顏回成

為「亞聖」。

宗聖曾子

曾子（公元前 505-435 年），名參，春秋末期魯國南武城人，儒家主

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參十六歲拜孔子為師，後積極推行儒家主張，是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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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學說的主要繼承人和傳播者。孔子的孫兒孔伋（字子思）師從曾子，

而孔伋的門人又傳授孟子。

在思想上，曾子提出「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主張，又提出「吾日

三省吾身」的修養方法，即「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

不習乎？」。曾子著述有《大學》、《孝經》等儒家經典，後世儒家尊他為

「宗聖」。在儒家文化中，與孔子、孟子、顏子、子思共稱為儒家五大聖

人。

曾氏挈族渡江南遷

西漢末葉步入衰運，外戚王氏權力日漸強大，新都侯王莽，儒家學派

鉅子之一，見時機成熟，篡漢即位天子，改國號為「新」，西漢結束。當

時，曾子 15 傳嫡孫曾據，官都鄉侯，恥事新莽，挈族二千餘人，渡江南

遷楊州豫章之盧陵吉陽鄉，自此曾氏無人留居魯國武城（今山東嘉祥），

江西盧陵則成為曾氏第二發脈中心。挈族南遷曾氏傳到東漢末的 21 派達

萬餘人，孫吳乃將揚州的豫章郡分為三：豫章郡、盧陵郡、臨川郡，而

盧陵郡就是當時曾氏主要聚居之地。

百餘年戰亂傷亡殘重

「黃巾亂」之後，東漢名存實亡，天下演變成曹魏、蜀漢、孫吳三國

鼎立之局，戰爭方式演變成方船江河之戰。曾氏聚居的盧陵郡，正巧是

孫吳造船場的大本營，操練水師的教練場。從史上的赤壁之戰、夷陵之

戰，到晉展開滅吳之戰（公元 279 年），戰至吳國士兵深夜逃亡，無兵可

守而亡，盧陵郡曾氏死傷慘重。

其後是西晉宗室歷時 16 年（291-305 年）的「八王之亂」，及塞外部

族內遷趁機參加歷時 52 年（265-317 年）的「永嘉之禍」，導致西晉滅亡，

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南遷。到東晉時，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五胡十六

國，連年征戰。其後，又因三吳地區大饑荒，引起持續十餘年（399—411）

的民變之亂，兩次路經掠奪贛江流域的盧陵郡死傷殘重，很多逃亡山區

演進成為江西土著曾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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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主要封贈

曾氏因挈族渡江南遷，其後遭受百餘年戰亂傷亡，一度幾乎被歷史遺

忘。曾子自唐高宗總章元年（668）始有封贈，唐玄宗贈曾子為郕國伯。

唐代韓愈致力於復興儒學時，曾子的地位開始浮出，北宋大宗晉升為瑕

邱侯，徽宗改封為武城侯。

南宋朱熹輯定《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四書教本時，曾子地位

漸受朝庭重視，南宋度宗升為郕國公，列四配。元文宗加封為郕國宗聖

公。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 年）敕封曾子為「宗聖公」，訪求曾子後裔，

授以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民國 24 年，中華民國政府廢清朝世襲「五經博士」，改為無給職「奉

祀官」。

曾國藩叩謁宗聖祖廟

曾國藩奉命督師剿平捻亂，駐札江蘇徐州時，就近赴山東濟寧嘉祥，

沿途叩謁了至聖、亞聖和復聖三廟，見狀都保護完好，了卻了曾國藩生

平一大心願。但看到了宗聖廟，先是一怔不敢相信，繼而是一股淒涼悲

哀的情緒湧出，倘若不是門頂上掛著一塊“宗聖廟”的豎匾，怎麼也不

可能令人想起這便是建于曾參老家的聖廟。

行三跪九叩大禮及禱告之後，曾國藩捐祭祖銀千兩給宗子，去買點田

地，養活幾個管理廟宇的人，一年四季給宗聖公上幾道祭菜。再有點剩

餘，則資助給嘉祥書院，培養幾個舉人、進士出來，光大嘉祥曾氏門第。

同治五年(1866 年)，時年 56 歲的曾國藩，督師剿平捻亂不如預期順

利，乃自請解職，由李鴻章繼之。曾國藩返鄉組織全國人力、物力，進

行編成《武城曾氏重修族譜》，流傳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