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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 (33→38→59→65→70→74→78 派)

公元（750→900→1510→1680→1790→1940→1990)±20 年

江西吉陽上黎堡→吉安永豐木塘→山東嘉靖南武城

靖十八年(1539 年)，江西布政及按察二司查勘報告：『…，

親詣永豐縣據曾質粹送到譜系，…，查勘曾氏自遷江南而

言，居永豐者為嫡，徙虔州雲蓋、樂安者為支。自永豐一

派而言，出曾輝后者為嫡，出曾耀后者為支。輝后現有永豐廩生曾

嵩、曾袞，各文行修飾，若應勘合之求，則合立嫡之法。但曾嵩兄

弟面稱生長南方，不樂北徙。惟曾質粹素念遠祖，追求不已，仍前

肯行。集結稱曾質粹譜系源流，真正明白，原系合族推舉，讀書循

理，委無別項違礙，應合起送，承守宗聖祀事一節，為照。』嘉靖

十八年九月奉 聖旨曾質粹係先儒曾子之后，准照孟顏二氏例，援

翰林院五經博士，承主祀事。

曾氏東宗嫡系譜 譜表 5.42

曾氏東宗嫡系譜起自武 38 派：900 曾駢，吳國御史大夫，四傳到北宋

仁宗年間，曾家出現三位進士，一時聲名大噪：

武 42：1010 曾頁●、曾顏●、曾碩●

這時，北宋面臨宋遼和戰(1004 年)輸銀絹，及宋夏和戰(1044 年)賠款

歲幣的困局，有識之士大夫感到責任重大。范仲淹乃提出「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號召，要求變法改革(1041-1048 年)，但反對

者眾，未能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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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後，宋神宗即位，在 44 派曾公亮（註：泉州龍山派）、43 派

曾布（註：二位宰相力挺下，重用王安石 (1068-1077 年) 推行變法，可

惜為保守分子反對，離職引退，失意而終。宋朝大量推廣科舉考試的結

果，卻反應在軍備不修，以致缺乏戰鬥能力。但邊事吃緊，又極需武力，

只好再增兵額，結果是竭天下之財，養無用之兵，兵愈多而國勢愈弱。

這種現象反應到東宗族譜，從北宋的武 42 派：1010 曾碩，到南宋的武

49 派：1200 上忠，代代單傳，乃因都被抓兵戰死。進入大明王朝，才有一

段國泰民安的好日子，東宗曾氏從武 55 派：1390 利賓起人口才有明顯成

長，接受縣邑庠生教育，識字讀書。

漳州平和曾璋參稽譜牒

據《平和譜》卷六第 109 頁載，明嘉靖十八年(1539 年)，質粹 47 歲，

奉旨北徙山東嘉祥襲翰博。嘉靖 21 年(1542 年)，質粹 50 歲，在京城與

來自漳州平和九峰的武 63 派：1550 曾璋 32 歲相見，參稽宗聖譜牒。曾璋

返漳州平和九峰後，覺得祖父武 61 派：1490 敦立公首修《曾氏族譜》的譜

系不夠明確，乃與弟弟曾瑄，上溯始祖，下及旁庶，取歐陽氏、蘇氏家

譜的實例，匯次成帙，於嘉靖 33 年甲寅(1554 年)家譜修成，特稱漳州平

和《甲寅譜》。

質粹病故承襲陷入困境 譜表 5.43-44

武 59 派：1520 質粹，1492-1560 年，配楊氏，生一子：旻。質粹 47 歲北

徙山東嘉祥襲翰博時，配有祀田土地居住，但勞動生產力單薄，生活相

當辛苦。嘉靖三十九年(1560 年)，質粹 68 歲病故時，其子曾旻已先故，

止遺一孫武 61 派：1580 繼祖，年幼雙目失明，是否能再襲翰博，以主祀事，

確實令人掛念。

嘉靖 45 年(1566 年)，山東布政司起送曾繼祖，承襲祖職緣由，到部

查得他雙目具眇，不堪承襲，別無應襲之人，公文緊急。於是到江西吉

安府，永豐縣曾氏長老，商討找尋相應者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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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袞世襲翰博付札 譜表 5.34 及譜表 5.44

明萬曆元年(1573 年)，年近 90 歲的武 58 派：1520 曾袞，向江西按察

司提書札，轉呈史部云：「今從立嫡之法，曾袞既系長房子孫，況又有族

長曾坤等眾所推舉，相應承繼曾子之后。」乃北徙山東嘉祥承襲翰博至

1577 年壽終。其後，由年幼的武 62 派：1600 承業，于 1577 年世襲翰博。

四氏學疏與武城派序輩字

明萬曆十五年(公元 1587 年)，准山東巡按御史奏“四氏學疏”禮

部有載：「國家設立三氏學優崇聖賢后裔，亦以胥教誨而育才俊也。

但止及孔顏孟，而不及曾子者。緣曾氏子孫流寓江西，至嘉靖年間，

奉 旨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始復還山東，依守廟墓。今雖子孫微弱，

尚未蕃衍，但均系先賢之后，教養作興，委實讀書方向，堪以作養

者，俱許入該學。其考選應試廩增起貢，悉照三氏例施行。至于遇

有朝庭大典禮，與孔顏孟子孫一體行取，赴京觀禮。」

歷代以來有封祀孔子為至聖、顏子復聖、曾子為宗聖、孟子為亞聖，

孔伋為述聖。因而孔、顏、曾、孟以四氏並稱。四氏家譜有「通天譜」

之說，即四姓家譜輩字天下相同，四氏統一，其實並非如此。因為顏氏

與孔子沾親，當時無法推斷顏回與孔子母親的輩份關係。所以顏氏自顏

回六十二世孫時，開始另用字輩。

四氏家譜輩字

明建文二年，明惠帝賜孔氏八字行輩：「公彥承弘聞貞尚胤」。由於

56 代及 57 代衍聖公孔希學及孔訥，先後於明洪武時襲封，所以「希」「言」

亦用行輩排在「公」之前，日後又因為避雍正帝，乾隆帝諱，所以實際

為十個輩字：「希言公彥承宏聞貞尚衍」。明崇禎年間續十字，即：「興

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清康熙年間，御賜孔、孟、曾統一字派。清

同治年間，再續十字，即「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83%A0%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B8%8C%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8%A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D%E6%AD%A3%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E%E9%9A%86%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6%B2%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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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918 年，衍聖公孔令貽又擬 86 代至 105 代字輩「建道敦安定，

懋修肇彝常，裕文煥景瑞，永錫世緒昌」，上報大總統徐世昌，得到批

准。故此，孔、孟、曾的通用輩字為：

武城 63 派：

希言公彥承，宏聞貞尚衍；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

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

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煥景瑞，永錫世緒昌。

孔孟曾家譜起用通天譜輩字：

 孔氏自 56 代啟用希，或 61 代宏。

 孟氏自 56 代啟用希，或 61 代宏。

 曾氏東宗及南宗，自 63 派啟用宏：

東宗武 63 派：1640 宏毅；

南宗武 63 派：1680 宏焚；

曾氏東宗家族復興

譜表 5.44

嘉靖三十九年(1560 年)，曾氏東宗質粹病故時，其子曾旻已先

故，止遺一孫繼祖，年幼雙目失明，不堪承襲，別無應襲之人，即

陷入祀事困境。其間幸祖妣賴氏拉拔維持家計，高齡近 90 歲的 58

派曾袞北徙山東襲翰博四年(1573-1577 年)，指導協助。終於，繼祖

也能長大成人，娶薛氏為妻，生二子：業、佑。

武 62 派：1600 承業到兒童之年時，便於 1577 年請襲翰林五經博

士，以主祀事，接著請帑修廟，收復祭田，敦宗收族，遠近咸賴其

功，天啟辛酉年(1621 年)，敕授修職郎。配楊氏，繼娶孔氏，均封

儒人，子一：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D%E5%9C%A3%E5%8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D%E5%9C%A3%E5%8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90%E4%B8%96%E6%98%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E%E6%B0%8F%E5%8D%97%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E%E6%B0%8F%E5%8D%97%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E%E6%B0%8F%E5%8D%97%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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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62 派：承佑，四氏學邑庠生，天啟四年(1624 年)駕幸大學恩貢

陪祀，崇禎二年(1629 年)幸學敘用，授河南通許縣教諭，配孟氏，

子二：仕、猷。曾氏東宗家族由是復興起來。

63 派「宏」字輩 譜表 5.44

曾氏從 63 派啟用武城「宏」字輩。武 63 派：1630 宏毅，1619-1641

年，崇正戊辰(1628 年)襲翰博，旋贈儒林郎，配朱氏贈安人，副室陳氏

封太安人，子三：達、迪、道。63 派宏毅與南宗武 61 派：1620 潔盤先

生，竭十餘年心力，於 1639 年彙編完成曾氏族譜。

武 63 派：1650 宏仕，1627-1670 年，奉祀生，順治壬辰(1652 年)駕

幸大學，恩貢生，考授州同，旋贈文林郎，配高氏，封太儒人，子一：

進。武 63 派：1650 宏猷，官廟林舉事，配梁氏，繼娶黃氏，子一：通。

64 派「聞」字輩 譜表 5.44

武 64 派：1650 聞達，崇禎辛巳(1641 年)襲翰博，順治初年改授內翰林國

史院，世襲五經世士，1656 呈請戶部優免族人差徭，1657 年贈徵仕郎，

配顏氏贈孺人，副室高、張、許、王四氏，生子八：豫、泰、震、巽、

隨、節、墳。

武 64 派：1660 聞迪，奉祀生，歸江西永豐木塘源祭掃祖墓，任福建省

福寧直隸州州同，旋授官儒林郎。聞道，邑庠生，順治壬辰(1652 年)駕

幸太學，恩貢生，考授州判。武 64 派：1670 聞進，邑庠生，康熙已酉(1669

年)駕幸太學，恩貢生，1682 年授紅旗教習，1684 年取陪祀，1686 年授

湖廣德安府雲夢縣知縣，督修族譜。聞通，太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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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 65 貞豫北徙入嗣承襲翰博

譜表 5.44 及譜表 11.32-33

漳州平和譜卷三《古林房》第 1 頁載，55 派啟仁房系的 55—65

派世系圖中，譜表 11.32 自武 59：曾宗至武 65 派：貞豫之間，其中（60

至 64 派）五代族譜失記。而在第 5 頁載 65 派貞豫房系的 65-74 派世

系圖中，譜表 11.33 也失記（66 至 69 派）四代了。

在譜表 11.33，從武 70 派：傳鎮、傳錫兄弟起，傳到武 74 派：憲

佑、憲楨、憲祐、憲祁等，有世襲翰博五經博士的譜牒記載內容。

它與民國 72 年《曾氏會訊選要合訂本》第 58-59 頁所載東宗譜的世

襲翰博內容相符一致。證實，漳州平和譜《古林房》的 65 派貞豫，

與東宗譜的 65 派貞豫於公元 1668 年襲翰博，實為同一人！。這又

該如何解釋呢？

平和《古林房》的變遷

據漳州平和譜卷三《古林房》載，古林曾氏原有之舊譜，文革動亂時

大部燒毀。1991 年倡議修譜時，乃根據 65 派以下的僅存資料，及部份宗

親獻出的手抄家譜，理順 55～65 派的接續，才得知曉古林房系的繁衍概

況。漳州平和《古林房》傳到萬曆年時，地方宗族互爭地盤，鬥爭尖銳，

陵墓被挖，祠堂被拆為平地。各支宗祖為了生計，不得不先後離開古林，

從 65 派「貞」字輩開始各奔東西，其中貞豫遷回山東，衍居嘉祥。

東宗世襲尺標推算 譜表 5.44

我們擬從東宗族譜尺標的探討著手。幸好，曾氏會訊的東宗譜牒，有

每一代翰博的世襲年代，那就是上一代翰博的歿年。東宗譜牒還有 63 派

宏毅的生於 1610 年，及 66 派尚溶生於 1668 年。根據這些年代資料，可

推算 62～69 派的七代翰博，一代平均間隔 22.8 年，表示平均壽命不到

50 歲，生活條件相當艱苦。

可據以寫出各代的族譜參考尺標，算出各代世襲翰博時的年齡，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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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享壽歲數。例如武 65 派：1670 貞豫★，歿年 1690 年，公元 1668 年 18

歲襲翰博，享壽約 50 歲，推算貞豫生於公元 1650 年前後。

自平和古林徙山東嘉祥

回顧明末清初歷史，1644 年清軍入關後鎮壓農民軍、消滅南明諸政

權的漢族反抗武裝，一系列由北至南戰爭，1647 年戰場推進到福建、兩

廣、江西、湖南、四川一帶。這場抗清戰爭於 1652 年到達高潮，直到 1661

年南明永曆帝被俘絞殺之時才終止。

東宗世襲翰博尺標推算

武 59 派：1520 質粹★ 1492-1560 年，47 歲時 1539 年襲翰博，享壽 58 歲。

武 60 派：1540 曾旻 青傷。

武 61 派：1570 繼祖 雙目失明，末請襲。

武 58 派：1520 曾袞★，1487-1577 年，86 歲時 1573 年襲翰博，享壽 90 歲。

東宗家族復興

武 62 派：1600 承業★歿年 1628 年，7 歲時 1577 年襲翰博，享壽 58 歲。

武 63 派：1630 宏毅★1610-1641 年，18 歲時 1628 年襲翰博，享壽 31 歲。

武 64 派：1650 聞達★歿年 1668 年，11 歲時 1641 年襲翰博，享壽 38 歲。

武 65 派：1670 貞豫★歿年 1690 年，18 歲時 1668 年襲翰博，享壽 50 歲。

武 66 派：1700 尚溶★1668 生，歿年 1730 年 22 歲時襲翰博，享壽 62 歲。

武 67 派：1720 衍扎★歿年 1739 年，30 歲時 1730 年襲翰博，享壽 39 歲。

武 68 派：1740 興烈★歿年 1761 年，19 歲時 1739 年襲翰博，享壽 41 歲。

武 69 派：1760 毓撙★歿年 1796 年，21 歲時 1761 年襲翰博，享壽 56 歲。

http://baike.baidu.com/view/1222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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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平和譜卷三《古林房》前言載：

「古林二百餘年修譜系，建立開基墓和大宗祠一座。但據云古時

地方宗族互爭地盤，鬥爭尖銳，陵墓被挖，祠堂拆為平地，宗祖為

了生計，不得不先後離開古林。從派開始各奔東西。(1) 貞豫遷回

山東衍居嘉祥；….」

從明末清初，清兵入關的戰爭來看，平和古林曾氏於 1646-1652 年的

抗清戰爭高峰期，避難遷離古林。那時長江以北由滿清完全控制，相對

是比較安寧。再從族譜尺標來看，65 派貞豫生於 1650 年前後，他北徙時

還是一個剛出生不久的小娃娃，由父母帶到山東嘉祥，可能就在南武城

64 派聞達公的宅院幹活謀生，維護曾子廟墓庭院。

入嗣聞達公收為繼子

依族譜尺標推算，64 派聞達於 1641 年襲翰博時年僅 11 歲。1650 年

前後，聞達公與顏氏結婚，其後又有副室高、張、許、王四氏，生貞豫

及其他六子，於 1668 年逝世，享年 38 歲。從族譜尺標參考年代推論，

64 派聞達公與元配顏氏沒有生育，而決定收養 65 派貞豫為嗣子。其他六

子（貞泰、貞震、貞巽、貞臨、貞隨、貞節），則是四位副室所生。依立

嫡承繼制，聞達公於 1668 年逝世，由入嗣的嫡長子貞豫承襲翰林五經博

士，以主祀事。

近代東宗世襲翰博

譜表 5.44-45

清初武 65 派：1670 貞豫世襲翰博之後，傳到乾隆年間的武 69 派：1760

毓遵，公元 1761 年襲翰博，授徵仕郎，晉階文林郎，配伸氏，副室夏氏，

生子七子。嫡長子武 70 派：1790 傳鎮，1796 年襲翰博，授徵仕郎，生一

子：連。其後發生一些問題，71 派紀連，原名從玉、從連，奉旨更今名，

繼承翰博被議，遭革職，改由二叔傳錫承祀。

武 71 派：1810 紀瑚，傳錫長子，1813 年科拔貢，1827 年經閤族共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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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衍聖公府會同禮部具題奉旨承襲翰博，主奉祭祀，承祧世襲，授徵仕

郎，贈奉政大夫，慎重祠宇，竭誠祀典，復跋涉請修宗聖廟林，並冒暑

捐修宗聖書院，因致疾終，年僅五十，配楊氏，繼娶張氏，生三子：芳、

莆、芝。其後面臨繼承的難題。

清末東宗的繼承 譜表 5.45

依立嫡承繼制，武 72 派：1830 廣芳，應襲翰博，但已早於 1829 年殉節，

撫子一：嗣（係撫入二叔廣莆長子）。但因嗣子年幼未能主奉祭祀，經閤

族公呈衍聖公咨部註冊，檄委廣莆代理，於道光二十年(1840 年)襲翰博。

武 72 派：1830 廣莆，授徵仕郎，繼諸先志，啟請上憲，並移會嘉祥縣，

捐廉重建宗聖書院，查復欽撥宗聖廟南旺湖祭田，勸同鄉里重修城池，

督辦團防，力保危城，例授奉政大夫。

73 派昭嗣，青殤，由長子武 74 派：1880 憲祐，於光緒十二年(1886 年)

襲翰博。其後是 75 派慶源、76 派繁山，相繼世襲末代翰博。

民國初改為奉祀官 譜表 5.45

滿清政府被推翻後，也代表封建制度流傳的翰林院五經博士，已經不

合現今時代潮流。民國 3 年改為奉祀官，民國 24 年(1935 年)改稱宗聖奉

祀官。第一任奉祀官，76 派曾繁山於公元 1940 年逝世，無子，由 69 派

毓撙的五子傳錄，第五代孫武 74 派：1940 憲褘，經曾約農：曾寶蓀及族人

推薦，接第 2 任宗聖奉祀官，並於公元 1942 年奉令承襲，1949 年奉令遷

到台灣。

武 77 派：1970 祥符，繁山嗣子，中國大陸族人於 1949 年奉為東宗宗

子。現今中國奉祀官為武 78 派：2000 令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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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祥曾子廟大門，上鐫『宗聖廟』，西坊鐫『一貫心傳』。

曾子廟始建於周考王十五年(公元前 426 年)，原名“忠孝祠”。明正統

九年(1444 年)重建後改稱“宗聖廟”。明萬曆七年(1579 年) 62 派五經

博士曾承業秦請重修，奠定了現在的佈局和規模，保留鮮明的明代

建築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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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聖曾子墓建于魯國東魯，今山東臨沂平邑縣曾子出生地。

乾隆禦碑亭位於宗聖殿正前方。乾隆十三年(1748 年)，清高宗禦書“宗

聖曾子”讚，1784 年，六九派五經博士曾毓遵遷立於宗聖殿前，並建亭保

護。74 派曾憲梓博士於 2002 年捐資重修。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4%b9%be%e9%9a%86%e7%a6%a6%e7%a2%91%e4%ba%ad


5.44 第五章：《曾氏宗祧繼承及湖南遷台譜》

宗聖廟大玄關 宗聖公曾子神位

宏澤，○○、隆泉，義雄，昭鋆，献斌，華郡，金助，文煌，信忠、

○○、繁藤、○○、○○、…….

○○、○○、○○、○○、○○、○○、○○、○○、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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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5.40 曾氏世襲翰博遷徙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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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40 曾氏東宗襲翰博譜

朝 曾 氏 直 系 譜

晚

唐

接譜表 51-C

武 33 派：750 曾 丞 唐山祖，司空兼尚書令，徙盧陵吉陽上黎堡。

武 34 派：780 曾 珪 家吉陽上黎堡

武 35 派：810 曾 寬

武 36 派：840 曾 莊 家吉陽上黎堡

武 37 派：870 曾 慶 唐御史大夫，立朝鮫直，遠近憚立

武 38 派：900 曾 偉 873-933， 曾 駢 御史大大，因長子後嫡孫不願北歸山東

《南宗譜》 吉州都押衙 嘉祥奉祀，以駢後嫡孫為嗣，是為曾氏東宗。
吳

南

唐

武 39 派：930 曾 耀 南唐宮檢司真州刺史，由徙江西吉安永豐木塘源 《東宗譜》

武 40 派：950 崇 範 南唐太子洗馬

北

宋

武 41 派：970 延 膺 蔭授部馳使兼資庫使，升直果州兵馬監督

武 42 派：1000 曾 碩● 宋淳化壬辰登第，南雄州軍事判官導江知縣、朝奉郎大理寺丞。

武 43 派：1020 承 倡

武 44 派：1050 萬 敵

武 45 派：1080 公 整 1034-1119

武 46 派：1110 九 思 1063-1132

南

宋

武 47 派：1140 紋 傑

武 48 派：1170 浩 古

武 49 派：1200 上 忠 好學力行，孝友著於都邑

武 50 派：1230 敬 父 邑庠生，最孝事親

武 51 派：1260 沅 德 1211-1277，郡庠生

元

武 52 派：1290 价 翁 邑庠生

武 53 派：1330 汝 霖

武 54 派：1360 崇 紋

明

初

武 55 派：1390 利 賓 邑庠生，孝友忠厚，施與鄉里

武 56 派：1420 輔 志 邑庠生

武 57 派：1450 德 胄 邑庠生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7%A5%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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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41 曾氏東宗襲翰博譜

朝 曾 氏 直 系 譜

明

代

武 57 派：1450 德 胄 邑庠生

武 58 派：1480 奮 用 好讀書善施與

武 59 派：1510 質 粹★ 1492-1560，性孝友，好學力行，心切追遠。明嘉靖 12 年(1533)，

北返山東嘉祥奉祀，後稱「曾氏東宗」。

武 60 派：1540 曾 旻 早卒未襲

武 61 派：1570 繼 祖 少病目眇，以父祖連喪，未請襲，其子襲封。

明

末

武 62 派：1600 承 業★ 1577 襲翰博

武 63 派：1630 宏 毅★ 1610-1641 泰東儒林郎 ，1628 襲翰博

清

初

武 64 派：1660 聞 達★ 翰林國史院，1641 襲翰博

武 65 派： 嗣子貞 豫★ 授徵仕郎，奉直大夫，1668 襲翰博（註：見平和古林譜表 852）

武 66 派：1700 尚 溶★ 1668 生，賜省身念祖，1690 襲翰博

清

代

武 67 派：1700 衍 扎★ 恩授修職郎，1730 襲翰博，宴賜修廟立祀，族皆感戴

武 68 派：1730 興 烈★ 贈文林郎，1739 襲翰博

武 69 派：1760 毓 遵★ 官授徵仕郎，文林郎，1761 襲翰博

武 70 派：1790 傳 鎮★1796 襲翰博 傳 錫

武 71 派：1810 紀 連☆因事革職 紀 瑚★ 1813 襲翰博

武 72 派：1830 廣 芬 早卒未襲 廣 莆★ 1832 代理

武 73 派：1850 昭 嗣 早卒未襲

武 70 派：1810 傳 錄

1949 奉令到台灣

1942 奉祀官

清

末

武 74 派：1880 憲 祐★ 1887 襲翰博

武 75 派：1900 慶 瀤☆ 代 慶 源★

武 74 派：1940 憲 褘◆

武 75 派：1970 慶澂、慶泓代

民

國

武 76 派：1930 1914 改奉祀官 繁 山◆

武 77 派：1960 嗣子 祥 符◆ ，

武 78 派：1990 令 光◆

武 79 派：2020 德 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9%9D%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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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42 曾氏東宗譜系

武城(40 → 51)派，(930 → 1250)±20 年，

家盧陵永安鄉睦陂→徙鶯鄉新陂

接譜表 5.40；會訊 48 頁

武 38 派：900 曾 駢 吳御使大夫，王氏

武 39 派：930 曾 耀 南唐宮檢司，真州刺史，劉氏

武 40 派：950 崇 範 南唐太子洗馬，劉氏

宋滅南唐

武 41 派：980 延 膺 蔭授部馳使，直果州兵馬監督 延 茂 劉氏

宋遼和戰 魏氏 裔衍河源大湖田

武 42 派：1000 曾 碩● 進士，官黃州從事，軍事判官

宋夏和戰 大理寺丞，累階朝奉郎，江氏

武 43 派：1020 承 倡 子思，張氏，家盧陵永豐

王安石變法

武 44 派：1050 萬 敵 惟仁，徐氏

罷新法

武 45 派：1070 公 整 1034-1119，容莊，羅氏

北金興起

武 46 派：1100 九 思

北 宋 南 宋 元 初

北金興起

武 46 派：1100

靖康之難

武 47 派：1130

宋金和議

武 48 派：1160

伐金敗績 宋蒙滅金 蒙古侵宋

武 49 派：1190 武 50 派：1230 武 51 派：1260

九 思

1063-1132

成義

羅氏

紋 傑

卓庵

浩 古

徽柔

劉氏

上 忠 敬 父 沅 德

省己 存誠 譜表 5.43

好學力行 最孝事親 沅 義 裔未詳

孝友著於都邑 邑庠生， 沅 美 徙望仙里

張氏 教 父 子二均往外發展

北

宋

宋

初

南

唐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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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43 曾氏東宗譜系 (續：沅德房)

武城(51 → 59)派，(1250 → 1510)±20 年，家江西盧陵永豐

蒙古侵宋 接譜表 5.42；會訊 51 頁

武 51 派：1250 沅 德 1211-1277，諱旋吉，郡庠生，黃氏

元世祖

武 52 派：1290 福 翁 鄭氏 价 翁 諱瑑，邑庠生，姚氏

武 53 派：1320 可 禮 汝 霖 字雨蒼，宋氏

武 54 派：1350 崇 道 崇 紋 崇 學

元朝 明 朝

順帝、洪武

武 54 派：1360

洪武永樂

武 55 派：1390

永樂、仁、宣

武 56 派：1420

英宗、景宗

武 57 派：1450

成化弘治 正 德

武 58 派：1480 武 59 派：1520

崇 紋

字益雅

羅氏

利 賓

字翼甫

邑庠生

孝友忠厚

施與鄉里

鍾氏

用 賓

輔 枻

1385-1456

王氏

輔 佐

1392-1462

郭氏

良 胄

正 胄

英 胄

長 胄

嘉 胄

俊 胄

奮興、奮起

奮卓、奮達

振、翼、飛

奮斐、奮發

庸、吉、雅

奮 起

輔 志

邑庠生

德 胄

字好懿

邑庠生

彭氏

碘 胄

莊 胄

奮衡、奮充 譜表 5.44

奮 用 質 粹★

志行號則庵 1492-1560

好讀書善施與 質 青

金氏 字東漢邑庠生

奮 莎 舉鄉飲大賓

仍居木塘源

元

朝

南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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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44 曾氏東宗譜系 (續：質粹房)

武城(59→68)派，(1520→1740)±20 年

家江西盧陵永豐→徙山東嘉祥縣

正德嘉靖 接譜表 5.43；會訊 54 頁

武 59 派：1520 質 粹★ 1492-1560，號南武，楊氏孺人，性孝友好學力行，心切追遠

嘉 靖 1533 奉詔東歸，初以衣巾奉祀，1539 蒙授翰博，乃舉世襲。

武 60 派：1550 曾 旻 欽一，號又蒼，青殤，徐氏

慶隆萬曆

武 61 派：1570 繼 祖 雙目失明，未請襲翰博，薛氏孺人。由南宗武 58 派 曾 衮 北上

襲翰博(1573-1577)至 1577 年 90 歲壽終。其後交給年幼的承業。

萬 曆

武 62 派：1600 承 業★ 1577 襲翰博，楊、孔氏 承 佑 振沅，邑庠生

崇 禎

武 63 派：1630 宏 宏 毅★ 1610-1641 儒林郎 宏 仕 宏 猷

1628 襲翰博，朱氏，陳氏 文林郎 官廟林舉事

順 治

武 63 派：1650 聞 聞 達★ 聞 迪 聞 道 聞 進 聞 通

儒林郎 考授州判 督修族譜 太學生

清 初 清 代

順 治

武 64 派：1650

聞

康 熙

武 65 派：1670

貞

康 熙

武 66 派：1700

尚

康熙雍正

武 67 派：1720

衍

乾 隆 乾 隆

武 68 派：1740 武 69 派：1770

興 毓

聞 達★

翰林國史院

1641 襲翰博

配顏氏

副室高、張

許、王氏

嗣子貞 豫★

授徵仕郎

奉直大夫

1668 襲翰博

宋氏、俞氏

貞泰、貞震

貞巽、貞臨

貞隨、貞節

尚 溶★

1668 生

賜省身念祖

1690 襲翰博

孔氏、程氏

尚 溥

尚茨、尚泗

尚潔、尚匯

衍 札★

恩授修職郎

1730 襲翰博

宴賜修廟立祀

族皆感戴，

劉氏孺人

衍 模

衍枚、衍樸

興 烈★ 毓 撙★

贈文林郎 譜表 5.45

1739 襲翰博

路、張、趙氏

明

朝

59 派質粹於嘉靖六年(1526 年)永豐閤族推公祭掃宗聖廟墓。癸巳(1533 年)奉詔訪嫡裔，

乃東歸山東嘉祥武城。初以衣巾奉祀，已亥(1539 年)蒙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舉世襲。

明

末

清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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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45 曾氏東宗譜系 (續：毓遵房)

武城(68 →74 →78 )派，(1740 →1930 →1990)±20 年，家山東嘉祥縣

乾 隆 接譜表 5.44；會訊 58 頁

武 69 派：1760 毓 毓 撙★ 官授徵仕郎，文林郎，1761 襲翰博，伸、夏氏

乾隆嘉慶 五子

武 70 派：1790 傳 傳 鎮★授徵仕郎 傳 錫★ 李氏 傳 錄 武 70 派：1800

1796 襲翰博，田氏

嘉慶道光

武 71 派：1810 紀 紀 連☆ 因事革職。 紀 瑚★ 楊氏

道光咸豐

武 72 派：1830 廣 廣 芬 早卒未襲 廣 莆★ 史氏

同 治

武 73 派：1850 昭 昭 嗣

光 緒

武 74 派：1880 憲 1832 襲翰博 憲 祐★ 憲 禕◆ 武 74 派：1940

【註】：◆ 宗聖奉祀官。

清 末 民 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光緒

武 74 派：1880

憲

清末民國

武 75 派：1900

慶（倩）

抗戰

武 76 派：1930

繁

文化大革命

武 77 派：1960

祥

改革開放 新世代

武 78 派：1990 武 79 派：2020

令 德

憲 祐★

奉遠

又字石齋

慶 源★

倩源，養泉

慶 瀼☆代

繁 山◆

靜齋

嗣子祥 符◆ 令 光◆ 德 宗

大陸族人一般奉為宗主

中華民國 (台灣) 中華民國 (台灣)

退居台灣

武 74 派：1940

憲

建 設

武 75 派：1970

慶

全面直選

武 76 派：2000

繁

第一任 76 派繁山，民國 3 年改為奉祀官，民國

24 年改稱宗聖奉祀官，民國 29 年逝世。無子，宗

聖奉祀官由 75 派慶瀼代理。後由毓墫第五子傳錄

之五代孫憲禕，接任宗聖奉祀官第二任。
憲 禕◆

偉生，號曲窗

慶 澂

慶 泓

清

代

清

末



5.52 第五章：《曾氏宗祧繼承及湖南遷台譜》

登爬泰山最高峰玉皇殿。泰山是齊魯文化的中心，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

一。此山經常是皇帝設壇祭祀祈求國泰民安和舉行封禪大典之地。第一個在此舉行大規

模封禪儀式的是秦始皇，相傳遠古時代就有 72 位首領來此巡狩祭祀。

曾献斌、曾隆泉、曾萬港、曾令霞、曾華郡、

曾繁藤、曾祥符、令霞三叔、曾德宗、

曾令光(宗主)

接待會由嘉祥曾子文化學會理事長曾

令霞介紹，她是第一任奉祀官曾繁山

的長孫女。父親祥符過繼給繁山嗣

子，弟弟令光在大陸一般奉為宗主，

德宗是他的長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D%8A%E9%AD%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6%96%87%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1%E7%A6%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A6%E5%A7%8B%E7%9A%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