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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38→42→45→62→65→73)派

公元（900→1020→1110→1620→1710→1930)±20 年

江西吉陽→湖南衡州茶陵→衡陽唐福→湘鄉荷葉塘→徙台

載，曾國藩，1811-1872 年，譜名傳豫，號滌生，湖南長

沙府湘鄉人，宗聖曾子七十世孫，系出曾氏南宗，晚清名

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同治年間封一等毅勇

侯，諡文正。曾約農，1893-1986 年，曾國藩嫡系曾孫，1949 年避難

香港，隨後轉徙台灣。因此，本節為：湖南湘鄉曾國藩→約農徙台

譜系。

南宗 42 派孟魯遷茶陵 譜表 5.23，譜表 5.51

曾氏南宗譜載，始祖武 38 派：900 曾偉，873-933 年，官吳吉州都押衙，

居江西吉安鄉睦陂，生一子：輝。39 派曾輝，南唐鎮南節度使，檢校國

子祭酒，收復祖業，建四大宅院，生四子：鼎、鄴、德、禎。第三子武

40 派：960 崇德，南唐盧陵佐史，生三子：澄、敬、從。不久，南唐亡於

宋。宋初的武 41 派：990 從修，受宋與北遼戰敗賠款影響，生活日益艱難。

到武 42 派：1020 孟魯時，於北宋慶歷年間(1041-1048 年)，偕子道亨，由

江西吉安睦陂，遷湖南衡州茶陵。

45 派曾埧遷衡陽唐福 譜表 5.51

武 43 派：1050 道亨，拓墾茶陵郡西陽鄉篡溪家園。到武 44 派：1080 定

洛時，北宋罷新法，政局呈現不穩。傳到武 45 派：1110 曾埧時，宋金聯盟

滅遼，約定事成之後，宋以輸遼之歲幣輸金，金則以燕雲十六州還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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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宋請如約，金則以宋參戰不力而索求。靖康二年(1127 年)，金藉口大

舉侵宋，盡擄徵宗、欽宗及宗親、大臣等北去，是為「靖康之難」，北宋

滅亡。45 派曾埧乃在此時，避遷衡州府衡陽，落籍唐福，派系繁衍自此

開始。

曾家居衡陽、衍唐福 譜表 5.51-53

南宋衡陽 1 世武 45：1110 曾埧，生一子：仕珪。衡陽 2 世仕珪，翰林院

學士。從此傳→3 世思禹→4 世量聲→5 世梆錦→到衡陽 6 世 武 50 派：1260

淙榮時，蒙古滅宋。接著，元代時的 7 世沮粹→8 世允秀→9 世協深→10

世言謹→而到衡陽 11 世武 55 派：1370 彥光時，已進入明代。

到大明王朝時，傳→12 世祖仔→13 世旼贊→14 世友近→15 世仲明→

16 世大光→17 世學貴→18 世孟學，這一支脈在衡陽唐福住了 520 年，傳

18 代。

遷湘鄉荷葉塘 譜表 5.53

明末萬曆年間，武 62 派：1620 孟學，1602-1680 年，先由衡陽唐福衡

山白果，繼遷湘鄉荷葉塘，生七子，依武城 63 派“宏”字輩取名。清初

湘鄉 2 世武 63 派：1650 宏佑，1628-1701 年，傳→湘鄉 3 世聞富→湘鄉 4

世武 65 派：1710 貞禎，號元吉，定居荷葉塘大界，荷葉塘曾氏奉元吉公為

始祖，建有專祠。

湖南湘鄉曾國藩家世譜

譜表 5.53-54

清康熙年間，湘鄉大界始祖武 65 派：1710 貞禎，1694-1764 年，傳

→66 派尚庭→67 派衍勝→68 派興罔→69 派毓麟，已經到清道光年

間了。湘鄉大界 5 世武 69 派：1820 毓麟，又名麟書，生五子：藩、潢、

華、荃、葆。湘鄉大界 6 世武 70 派：1840 國藩，號滌生，譜名傳豫，

配歐陽氏，繼娶陳氏，生三子：紀弟（早夭）、紀澤、紀鴻。四弟國

潢，族中排行第四，因此被曾國藩稱為四弟，曾氏兄弟間皆以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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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相稱。六弟國華，鎮壓太平天國時戰死於三河鎮。九弟國荃人

稱「曾老九」，鎮壓太平天國的用力之時，官至兩江總督。季弟國葆，

兄弟五人中年紀最小，病死於雨花台。

曾國藩早年入仕途

嘉慶十六年(1811 年)，曾國藩生於湖南長沙府湘鄉荷葉塘大界，父親

麟書是一名塾師，履試不第，年近五十方才進學，成為生員（秀才)。麟

書自忖功名僅能及此，從此在家鄉一心一意栽培長子國藩科考。

曾國藩五歲啟蒙，15 歲應長沙府童子試，19 歲前往衡陽唐氏宗祠讀

書，一年後轉入湘鄉漣濱書院，22 歲應湘鄉縣試，考取秀才。曾國藩 23

歲進長沙嶽麓書院演習，參加湖南鄉試科中舉人，並動身入京師準備來

年的會試，直到 27 歲終於中試賜同進士出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年(1840 年)，曾國藩 29 歲散館考試，授翰林院檢討，32 歲

升侍講，充文淵閣校理，33 歲升侍講學士，不久李鴻章入京會試，投其

門下受業一年多。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曾國藩 36 歲升任內閣學士，

38 歲授禮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侍郎。

曾國藩圍剿太平軍

道光三十年(1851)，洪秀全在廣西發動金田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爆發。

同年，曾國藩生母去世，丁憂回籍，此時太平軍已攻入湖南，氣勢正盛。

咸豐二年(1853)底，曾國藩接到幫辦湖南團練旨，前往長沙與湖南巡撫商

辦團練事宜。一月後，太平軍攻佔江寧（今江蘇南京），且定都於此，改

稱天京。

曾國藩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複雜的人際關係，以湖南同鄉為主，

仿傚已經成軍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並整合湖南各地武裝，稱

湘軍。咸豐三年（1853 年），曾國藩獲准在衡州練兵，並派人赴廣東購

買西洋火炮，籌建水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5%9A%E5%8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A2%E7%BB%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8%E5%86%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A1%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5%B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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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70 派：1840 曾國藩 (1811～1872)

咸豐四年(1854)，發布《討粵匪檄》，率師出征，不久在靖港水戰中

被太平軍擊敗，投水自盡，被部下所救。休整後，重整旗鼓，當年攻佔

岳州、武昌。咸豐帝大喜過望，賞曾國藩兵部侍郎頭銜。咸豐六年(1856

年)坐困南昌，嗣因洪楊內訌，史稱天京事變，南昌解圍。咸豐八年(1858

年)，湘軍攻佔九江，氣勢頗盛；十年(1860 年)，湘軍圍安慶。

同治三年(1864 年)，湘軍破太平天國的天京（南京），對無辜平民展

開屠殺與搶掠，十餘萬眾盡殲滅，是為湘軍版的「南京大屠殺」。遍擾

十六省，破城六百餘，死人數千萬，歷時十四年的太平天國終告覆滅。

流竄各地的餘眾，亦逐一被消滅，部份與捻匪合流。朝廷加曾國藩太子

太保、一等侯爵。曾國荃賞太子少保、一等伯爵。因而引起政敵關注，

奏准裁撤湘軍二萬五千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6%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B%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B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6%98%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2%B8%E8%B1%90%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5%E9%83%A8%E4%BE%8D%E9%83%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5%E9%83%A8%E4%BE%8D%E9%83%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98%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A%AC%E4%BA%8B%E5%8F%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98%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6%B1%9F%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A%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A0%E6%AE%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AD%90%E5%A4%AA%E4%BF%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AD%90%E5%A4%AA%E4%BF%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E%AF%E7%88%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E%E5%9B%BD%E8%8D%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AD%90%E5%B0%91%E4%BF%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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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隸總督回任兩江

同治七年(1868 年)，曾國藩改任直隸總督。朝廷命其處理「天津教

案」。曾國藩十分驚恐，他深知當時中國遠非西方列強對手，因此主張

對外讓步。隨後釋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紳民的不滿，全國

輿論大嘩。

同治九年(1870 年)，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平民刺殺，朝廷命曾國藩再任

兩江總督，前往南京審理該案。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國藩在金陵總督轅門

病逝。朝廷追贈太傅，諡文正。

叩謁嘉祥宗聖祖廟

同治五年(1866 年)六月，曾國藩奉命督師剿平捻亂，駐札江蘇徐

州時，就近赴山東齊寧嘉祥，叩謁宗聖祖廟。赴濟寧途中，在鄒縣

拜謁亞聖孟子廟，接見孟氏宗子孟廣鈞；在曲阜拜謁至聖先師廟，

會見衍聖公孔祥珂；還拜謁復聖顏子廟，見顏氏宗子顏紀清。

到嘉祥縣時，宗聖宗子五經博士曾廣莆，前來拜見中堂大人，報

告宗聖曾子廟墓、嘉祥書院情形。以下記述摘錄自長篇歷史小說《曾

國藩》第三部，唐浩明著，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 年。

叩謁曾子廟墓摘錄

1) 五經博士的期望：

五經博士武 72 派：1830 廣莆，五十多歲年紀，面容黃瘦，精神萎靡，全

不像宗聖之后的樣子，頗令人失望。嘉祥曾氏家族幾個頭面大人物會議，

都說如今我們曾家出了一位頂天立地的偉人，而要重修一次族譜，期望

由曾國藩出面主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9%9A%B6%E6%80%BB%E7%9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E6%95%99%E6%A1%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E6%95%99%E6%A1%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9%E6%B1%9F%E7%B8%BD%E7%9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9%E6%B1%9F%E7%B8%BD%E7%9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6%B2%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9%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9%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D%85%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D%85%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5%BB%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82%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0%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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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嘉祥宗聖廟的情況：

這次由徐州來齊寧，沿途叩謁了至聖、亞聖和復聖三廟，了卻了曾國

藩生平一大心願。至聖廟氣宇輝煌，令人直欲不敢仰視。亞聖廟雖不及

至聖廟之氣概，但廟宇整肅，古柏森森，亞聖及其父母之墓都保護完好。

復聖廟規模比亞聖廟又略小一點，清靜完好。兵火年代，三聖廟都能保

持這個樣子，已足令天下讀書人欣慰了。

但看到了宗聖廟，曾國藩先是一怔，不敢相信，繼而是一股淒涼悲哀

的情緒湧出，這是一棟魯西南常見庄稼人的住宅。正面一扇矮檜木門，

四周圍著一道一人高的土牆，牆頂糊著用來擋雨水的高梁桿，牆上大大

小小的窟窿隨處可見，推開大門，現出一間年久失修的舊瓦房，瓦隙裡

長著高高低低的茅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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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行三跪九叩大禮及禱告：

但這畢竟是祭祀先祖的廟宇，曾國藩乃整肅衣冠，對著正面那座色彩

斑剝，通體不成比例的泥塑曾參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三跪九叩大禮，最

後祝道：“宗聖在天之靈安妥，七十代不肖孫國藩虔誠禱告，愿我聖祖

保佑剿捻軍事順利，捻亂早日平息，百姓早得安樂，國家早得升平，待

海晏河清，國泰民安之時，不肖孫再來叩謁我聖祖，率合族人重修廟宇，

擴建書院，讓聖祖道德文章世代相傳，永不中斷。”

4) 五經博士的家：

出宗聖廟向左拐，走過百來步，便到了五經博士的家，住宅占地面積

倒不小，但只有兩間舊屋，從地面上保存的痕跡可以看出當年鼎盛時期

的概貌，高大的頭門，寬廣的堂屋、回廊，以及約有百把丈長的圍牆，

可是現在一概頹毀無存。曾廣莆在空坪上擺了兩張桌子，上面放了些茶

水、果點。曾國藩略坐一坐，站在門口看了一眼宗子的內室。內室窄小

陰暗，擺設簡陋不堪，就連雍正帝親賜的“省身念祖”匾，也無懸掛之

處，只擱置在一張舊桌上。曾國藩在心裡嘆息不已，宗子家尚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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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聖後裔的狀況可想而知了。

5) 南武山的曾參廟墓：

第二天只好又到嘉祥城外四十里的南武山曾參的墓地。此處也有一個

宗聖廟，比起縣城那個廟來要強多了。廟在南武山下，周圍一帶全是頑

石，不生草木，因而廟內外二百多株嘉慶年間所植柏樹，顯得特別珍貴，

托出一派森森古柏饒聖廟的肅穆氣氛，令曾國藩稍覺欣慰。廟宇保管得

還算是完好，曾參的塑像無損壞。從廟裡走出來，曾國藩又去看了看曾

參的墓。墓道兩旁豎立著幾個石馬、翁仲，但享堂已片瓦無存，長著亂

草的圓墳前有塊石碑，刻著“郕國公宗聖曾子之墓”九個字，曾國藩對

著墓碑又一次恭行三跪九叩大禮。

對曾子廟墓的期許

曾國藩道：“我雖是宗聖后人，但我家這一支遷到南面已近二千年了，

再由我出面修嘉祥境內曾氏族譜不太合適，且我軍務在身，也無暇辦這

個事。”

曾國藩又道：“這兩天看了嘉祥和南武山兩處宗聖廟和墓地，為宗聖

后裔的衰微深感痛心。這固然是國家不安定，嘉祥貧瘠所致，更因曾氏

族人淡忘了宗聖公的教誨，也忘了雍正爺『省身念祖』的聖諭。宗廟不

修，祖宗不祀，還有什麼曾氏家族可言？更不必去指望它興旺發達，人

才輩出了。根本之事不辦好，汲汲皇皇去修族譜，族譜修得再完備，又

有什麼用呢？”

“當然，這不能怪你一人。”曾國藩嘆了一口氣，說，“嘉祥曾姓闔

族都有責任。曲阜的孔廟誠然不可去高攀，但鄒縣孟廟那樣的規模，是

可以做得到的，鄒縣並不比嘉祥富裕，但孟氏后人對先祖恭敬之心，遠

遠超過了我們曾家。我們難道不覺得慚愧嗎？”

曾國藩又說，“說來你可能不信，我所積的銀子也不過就只二萬兩，

有心資助你們重建宗聖廟和書院，也無力做到，我只能捐祭祖銀千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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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用它去買點田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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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又再說，“伯仕，你作為嘉祥曾氏宗子，所居也太簡陋了，雍

正爺的賜匾都不能懸掛，未免使人大酸楚。我再送你四十兩銀子，你把

房子修繕一下，再添一套新衣服，平時也好體面地會見外來的客人。”

曾約農、曾寶蓀徙台灣台北

譜表 5.54

曾約農、曾寶蓀，均為武 70 派：1840 國藩的嫡系曾孫，1949 年避

難香港，隨後轉徙台灣，定居台北市。1974 年，以台灣曾氏宗親會

為骨幹，聯合世界各地曾氏宗親，組織成立世界曾氏宗親總會，編

印會訊報導會務，蒐集嘉猷，藉以互相呼應，修纂譜牒，得以次第

推行。

創立世界曾氏宗親總會

武 73 派：1930 約農，1893-1986 年，為清朝名臣曾國藩嫡系曾孫。自

幼博通經史，卓爾不群。弱冠考取第一屆庚子賠款赴英留學，在倫敦大

學攻讀礦冶。1916 年畢業後，旋入劍橋皇家礦冶學院研究，歸國後創辦

藝芳女校於長沙。1925 年任湖南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參與籌建省立湖

南大學。對日抗戰勝利後，創辦湖南克強學院。

1949 年避難香港，隨後轉徙台灣，受聘為台灣大學教授，後於 1955

年被東海大學董事會推舉為首任校長。1956 年中華民國政府派其為出席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席代表，以其博識宏論蜚聲國際論壇。1956 年起被

聘為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E%E5%9C%8B%E8%97%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9A%E5%AD%90%E8%B3%A0%E6%AC%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8D%E6%A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8D%E6%A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7%9D%E8%8A%B3%E5%A5%B3%E6%A0%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B2%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9%96%E5%8D%97%E5%85%8B%E5%BC%B7%E5%AD%B8%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5%B7%E5%A4%A7%E5%AD%B8_(%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E6%95%99%E7%A7%91%E6%96%87%E7%B5%84%E7%B9%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8%BD%E7%B5%B1%E5%BA%9C%E5%9C%8B%E7%AD%96%E9%A1%A7%E5%95%8F


第 5.5 節：湖南湘鄉曾國藩→約農遷台譜 5.61

1974 年，以台灣曾氏宗親會為骨幹，聯合世界各地曾氏宗親，組織

世界曾氏宗親總會，並擔任會長。曾約農會長 93 歲逝世，將遺留房舍捐

贈給世界曾氏宗親總會。

曾寶蓀一生以教育為業

武 73 派：1930 寶蓀，1891-1978，光緒十五年進士曾廣鈞之女，祖父曾

紀鴻，清末著名數學家。曾祖父即清朝名臣曾國藩。曾寶蓀一生以教育

為業，終身未婚。她於 1911 年，留學英國，取得倫敦大學理科學士，其

後入讀劍橋大學、牛津大學。1917 年回國，創辦藝芳女校，歷任湖南省

立長沙第一師範及第二女中校長。抗戰時赴武昌開救國團成立會。1947

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湖南省代表。

1949 年避難香港，隨後轉赴台灣，歷任婦女工作會委員、聯合國婦

女地位委員會中華民國首席代表、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國大主席團。1974 年，組織世界曾氏宗親總會，擔任名譽理事長。

曾寶蓀八秩之慶，將舊藏歷百劫而僅存之先人手澤，如《文正日記》及

《惠敏手蹟》等，獻存於國立中山博物院（即故宮博物院），不為一姓

之私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E%E5%BB%A3%E9%88%9E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63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6379.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8D%E6%A9%8B%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6%B4%A5%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7%9D%E8%8A%B3%E5%A5%B3%E6%A0%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5%B1%86%E5%9C%8B%E6%B0%91%E5%A4%A7%E6%9C%83%E6%B9%96%E5%8D%97%E7%9C%81%E4%BB%A3%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E5%A9%A6%E5%A5%B3%E5%9C%B0%E4%BD%8D%E5%A7%94%E5%93%A1%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E5%A9%A6%E5%A5%B3%E5%9C%B0%E4%BD%8D%E5%A7%94%E5%93%A1%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5%BE%A9%E5%A4%A7%E9%99%B8%E8%A8%AD%E8%A8%88%E7%A0%94%E7%A9%B6%E5%A7%94%E5%93%A1%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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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5.51 曾國藩房祖：

遷湖南茶陵→衡陽→湘鄉曾國藩→曾約農徙台

徙台灣台北市

73約農、寶蓀

42孟魯 徙湖南茶陵

45曾埧 徙衡州衡陽唐福

62 孟學 遷衡山

62 孟學 繼遷湘鄉荷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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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51 遷湖南衡州茶陵→衍衡陽曾氏

武城(38 → 50)派，(900 → 1240)±20 年，

家盧陵永安鄉→遷湖南衡州茶陵，衍衡陽唐福

接譜表 5.23；會訊 39 頁

武 38 派：900 曾 偉 873-933 吳吉州都押衙，湯氏

武 39 派：930 曾 輝 鎮南節度使，檢校國子祭酒，蕭氏、羅氏

武 40 派：960 崇 德 盧陵佐史，蕭氏、易氏，居盧陵永安鄉睦陂堡上羅源

宋滅南唐

武 41 派：990 澄 修 敬 修 從 修 郭氏

宋遼和戰 南宗譜 裔衍盧陵河埠

武 42 派：1020 孟 魯 荀氏，徙衡州茶陵

王安石變法

武 43 派：1050 道 享 止齋，周氏，家湖南衡州茶陵郡西陽鄉篡溪

罷新法

武 44 派：1080 定 澗 小溪，胡氏 定 洛 東村，胡氏

北金興起

衡陽 1 世武 45 派：1110 靜 藩 靜 芬 曾 埧 耿氏、汪氏 徙衡州府衡西相

裔未詳 落籍衡陽唐福派系，繁衍自此開始

靖康之難

衡陽 2 世武 46 派：1140 曾 梆 裔未詳 仕 珪 曾珍、曾禮、曾義、曾燕

南 宋 元 代

靖康之難

武 46 派：1140

衡陽 2 世

宋金和議

武 47 派：1170

衡陽 3 世

伐金敗績

武 48 派：1200

衡陽 4 世

蒙古西征

武 49 派：1230

衡陽 5 世

蒙古侵宋 元世祖

武 50 派：1260 武 51 派：1280

衡陽 6 世 衡陽 7 世

仕 珪

玉堂

翰林學士

何氏

思承、思泳

思 禹

李氏、黎氏

居衡陽十八都

四區唐富田心

老祖山

衍唐福

量 聲

濕榮

羅氏、駱氏

居衡陽十八都

量 信

梆 錦

繡若

汪氏

梆 銘

居衡陽十八都 譜表 5.52

淙 榮 沮 粹

耀甫

萬氏、李氏

淙 輝 祖彝、祖奕

周氏 祖 信

北

宋

宋

初

南

唐

吳

南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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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52 遷衡陽唐福曾氏

武城(51 → 60)派，(1280 → 1540)±20 年，家湖南衡陽唐福，

宋亡、元世祖 接譜表.5.51；會訊 168 頁

衡陽 7 世武 51 派：1280 沮 粹 盎然，趙氏，家湖南衡陽唐福

元世祖

衡陽 8 世武 52 派：1300 允 秀 麗光，李氏 允 程 裔不詳

帝位相爭

衡陽 9 世武 53 派：1320 協 深 如臨，萬氏 協 淵 裔不詳

元順帝

衡陽 10 世武 54 派：1340 言 謹 紋若，王氏

明洪武

衡陽 11 世武 55 派：1370 彥 光 彥 萼 裔不詳

明 朝

明洪武

武 55 派：1370

衡陽 11 世

洪武、永樂

武 56 派：1400

衡陽 12 世

仁、宣、英

武 57 派：1430

衡陽 13 世

成化、弘治

武 58 派：1470

衡陽 14 世

弘治、正德

武 59 派：1500

衡陽 15 世

嘉 靖

武 60 派：1540

衡陽 16 世

彥 光

崇榮，萬氏

祖 仔

1362-1448

肇基，王氏

祖 肩

裔不詳

旼 贊

1395-1465

美士，周氏

旼 質

友 遠

1434-1507

鵬程，魏氏

友 近

1438-1505

公卿，邱氏

居衡陽十九都

仲 年 大 滄 裔不詳

仲 余

1467-1523

玉文，王氏

大 若 1500-1586

大 伯

1504-1568

仲 道

1469-1527

紹清，劉氏

大 海 1501-1587

大 湖 1503-1570

仲 明

譚氏

仲 連

裔未詳

大 光

譜表 5.53

大汶、大貫

大 忠

1535-1596

大

元

明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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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53 遷潭州湘鄉曾氏國藩譜

武城(60 → 68)派，(1550 → 1800)±20 年，

家湖南衡陽唐福→遷湘鄉荷塘

嘉 靖 接譜表 5.52；會訊 181 頁；曾國藩家譜

衡陽 16 世武 60 派：1560 大 光 1527-1593，盎然，趙氏，家湖南衡陽唐福

萬 曆

衡陽 17 世武 61 派：1590 學 貴 1554-1626，廖氏，遷衡陽十四都一區大花堰社

萬曆崇禎

衡陽 18 世武 62 派：1620 孟 榮 孟 弟 孟 學 1602-1680，屈氏

湘鄉 1世 字少南 字少東 字少林，性耿直，才略過人

遷潭州衡山，繼遷湘鄉荷塘

清兵順治

湘鄉 2 世武 63 派：1650 宏佑、宏奉 宏麟、宏臣、宏鶴、宏欽、宏茂

清 初 清 朝

清兵順治

武 63 派：1650

湘鄉 2 世 宏

康 熙

武 64 派：1680

湘鄉 3世 聞

康熙雍正

武 65 派：1710

湘鄉 4 世貞

雍正乾隆

武 66 派：1740

湘鄉 5 世 尚

乾 隆 乾隆嘉慶

武 67 派：1770 武 68 派：1800

湘鄉 6世 衍 湘鄉 7世 興

宏 佑

1628-1701

字世佑

號和宇

魯氏、劉氏

聞 富

1655-1717

字潮富

號榮湘

段氏

聞 方

貞 莒

貞 連

貞 瑞

貞 楨

1694-1764

號元吉

劉氏

荷葉塘大界建

祠

貞 祥

貞 鴻

尚 梁

尚 庭

號輔臣

尚 榜

尚 懷

尚 位

尚 烈

譜表 5.54

衍 勝 興 岡

字竟希 字玉屏

彭氏 王氏

宏 奉

1631-1703

聞 榮

1667-1716

清

初

明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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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54 湖南湘鄉曾國藩→曾約農徙台譜

武城(68 → 73)派，(1800 → 1930)±20 年，

家湖南湘鄉荷塘→遷台

乾隆嘉慶 接譜表 5.53`；曾國藩家譜

湘鄉 7 世武 68 派：1800 興 興 岡 玉屏，王氏

道 光

湘鄉 8 世武 69 派：1820 毓 麟 書 江氏，同縣江霈霂之女

道光咸豐

湘鄉 9 世武 70 派：1840 傳 國 藩 國 潢 國 華 國 荃 國 葆

戰死三河鎮 官兩江總督 病死雨花台

清 末 民 國 中華民國（台灣）

道光咸豐

武 70 派：1840

湘鄉 9世 傳

同治光緒

武 71 派：1870

湘鄉 10 世 紀

光緒民國

武 72 派：1900

湘鄉 11 世 廣

抗 戰

武 73 派：1930

湘鄉 12 世 昭

戰後重建

武 74 派：1970

湘鄉 13 世 憲

國 藩

1811-1872

歐陽氏

陳氏

紀 第 早夭 世界曾氏宗親會會長

約 農 1949 遷台，東海大學校長，

昭 潤 20 歲病亡

昭 揆 憲 文

紀 澤

賀氏

廣 銓

李氏

廣 鑾

紀 鴻

數學家

郭筠

廣 鈞

陳氏

昭 杭

昭 華

憲 衡

寶 蓀 1949 遷台，

世界曾氏宗親會名譽理事長

廣 鎔

廣 珊 女

廣 銓

昭 柯

昭 億

昭 揆

昭 楗

昭 棉

昭 諫

憲 和

憲 華

憲榮、憲森

憲 怡

憲 文

廣 鍾

蕭氏

昭 權

昭桓、昭榕

清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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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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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是由春秋末期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 年)創立，經曾

子→子思的傳承，到戰國時代孟子(公元前 372～前 289 年)

所建立的儒家學說。漢武帝(公元前 140～前 87 年)罷黜百

家，獨尊儒術，設立太學，增置五經博士，儒家乃成為「古早正統

儒學思想」。唐朝開始設立翰林院，置翰林學士擔當起草詔書的職

責，明朝繼承宋朝制度。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 年)，首詔孔氏子孫

襲封衍聖公，世襲知縣。景泰二年(1451 年)釋奠召取聖賢子孫觀禮，

置顏、孟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各一人，以主祀事，而曾子之後獨不

得沾一命之榮。

曾氏太宗世系譜

實因武 15 派：前 10 曾據，恥事新莽，挈族二千餘人南遷江西盧陵之

吉陽，於是曾氏無一人留居山東嘉祥。歷經漢末黃巾之亂、三國吳混戰、

西晉滅吳、東晉五胡亂華、南朝五代、隋唐的改朝換代，曾氏族人數目

降到幾乎被滅絕的慘狀。直到中唐武 33 派：750 曾丞之時，譜牒曾氏族人

剩下沒有幾個，其它大都避難山區缺乏譜系可考，演變成今日的江西土

著曾氏。

自中唐武 33 派：750 曾丞之后，才從江西盧陵的吉陽鄉開枝散葉，經

晚唐、吳、南唐、北宋、南宋、大元的朝代更替，到明嘉慶初的武 59 派：

1510 尺標時，曾氏又傳了 26 代，支脈繁茂，分遷地區極為廣闊。明嘉慶

十二年(1533 年)，史部左侍郎翰林學士顧鼎臣有感於衷，奏呈 准照景

泰間顏、孟二氏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

代代承襲，俾守曾子廟墓，以主祀事萬古斯文。

http://zh.wikipedia.org/wiki/a?￥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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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求相應者一人

因歴代久逺，譜牒無傳，若非精訪博求，難免偽冒之弊。主事官奉

欽依，諮行都察院轉行山東巡撫，巡按各官，一體查訪，務得其人，具

實奏聞，但不許輕易起送前來，以啟寅椽爭訟之端。曾丞宗祧繼承世系

譜，傳到嫡長孫武 37 派：870 曾慶有二子：長曾偉、次曾駢。經天下南北

查訪，核對族譜史料，在湖南寧鄉縣麻田找到嫡長子曾偉之後的武 59 派：

1550 潮瑤，應合起送承祀，但因事奉老母不願北徙山東嘉祥承襲。依兄

終輔以弟及的繼承宗法，乃以次子曾駢支脈，後嫡孫武 59 派：1520 質粹，

自江西吉陽永豐，北歸山東嘉祥奉祀，後稱「曾氏東宗」，而居湖南寧鄉

的曾煒後嫡孫則稱「曾氏南宗」。

湘鄉曾國藩→約農遷台譜

曾氏南宗，晚清名臣武 74 派：1840 曾國藩，湖南長沙府湘鄉人，兩江

總督。其嫡系曾孫曾約農、曾寶蓀，1949 年避難香港，隨後轉徙台灣，

創立世界曾氏宗親總會。

歷代編修曾氏族譜

族譜是一個家族繁衍的歷史記錄，敬重譜系是漢人數千來的雅風。周

朝設國史掌握譜牒，秦漢則設圖譜局，置郎令史專管，唐初還以宰相管

譜牒。後來漸廢，士大夫則自為之修譜，於是譜牒學盛行於宋代。

明崇禎十二年(1639 年)，五經博士 63 派宏毅在曾氏譜序中說：

『 ….曾子 8 派孫尚書令曾煒於西漢初始作家譜《曾氏世家》，

史稱《漢譜》。東漢 19 派尚書曾譚（湖北人）續修《曾氏世家》。後

世稱這兩修《世家》為《武城譜》或《老譜》。

隋朝 29 派曾興續修漢《老譜》。唐貞觀四年，中書舍人溫彥博、

史部尚書高士廉合撰《曾氏舊譜首序》，其後，32 派曾誼修《唐譜》，

共 33 冊。接著，唐末 39 派曾輝、曾耀等合作《吳譜》，共 45 冊。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E%E9%A7%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E%E8%B3%AA%E7%B2%B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E%E5%AD%90%E4%B8%96%E7%B3%B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E%E7%85%92&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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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44 派曾匪、曾朝及南宋 49 派曾渙等人合修《宋譜》，共 28 冊。

元朝時 51 派曾晞顏、52 派曾巽申等人合編《元譜》，共 10 冊。

到 55 派狀元曾子啟、解元曾鼎於明永樂年間，訪天下曾姓之譜，

匯成《總譜》，這就是後世族譜中所說的《新譜》。接著，58 派曾嵩、

曾浩盤，及 61 派曾泰等人，跑遍南北，訂正歷修族譜，竭十年心力，

於崇禎十二年(1639 年)，編成《續新譜》，以上兩修新譜，統稱《明

譜》。…. 』

還有，64 派曾吉庵於清康熙年間又匯各譜而新之，67 派曾衍泳，69

派曾毓樽及 70 派曾國藩等人，於道光至同治年間，組織人力、物力，

全國統一進行編成《武城曾氏重修族譜》，流傳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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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曾氏族譜編修者

參見譜表 武城派序年代 編 修 者 朝 代 史 料

譜表 3.20 武 8 派：前 240 曾煒 (前 274 – 189)，西漢尚書令

譜表(待補) 武 19 派：120 年 曾譚，湖北人，東漢尚書

譜表 4.30 武 29 派：570 曾興，南陳末，隋朝初

譜表 4.40 武 32 派：720 曾謀，唐開元年間

譜表 5.23 武 39 派：930 曾輝(914-994)、曾耀，南唐

譜表(待補) 武 44 派：1110 曾匪、曾朝，北宋

譜表(待補) 武 49 派：1230 曾渙，南宋

譜表 5.33 武 51 派：1260 曾晞顏(1227-1289)，元朝初葉

譜表 5.33 武 52 派：1290 曾巽申(1282-1330)，元朝中葉

譜表 5.33 武 55 派：1400 曾子啟(1372-1432)、曾鼎，明永樂年間

譜表 5.34 武 58 派：1520 曾嵩、曾潔盤，明嘉靖年間

譜表(待補) 武 61 派：1620 曾泰， 明末

譜表 5.44 武 63 派：1620 曾宏毅(1610-1641)，翰林五經博士，明末

譜表 (待補) 武 64 派：1710 曾吉庵，清康熙雍正年間

譜表 5.35 武 67 派：1810 曾衍泳(1795-1849)，南宗譜局總理，道光年間

譜表 5.45 武 69 派：1760 曾毓樽，翰林五經博士，清乾隆年間

譜表 5.54 武 70 派：1840 曾國藩(1811-1872)，清咸豐同治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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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曾氏歷次修譜譜序：67 派衍泳譜序、63 派宏毅序

歷代奏牘、案牘：

 吏部尚書高士廉奏

 史館修撰巽申公奏

 准設武城書院教授咨文

 翰林學士顧鼎臣奏

 袞公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札付

 曾衍泳添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呈奏

 承業公請祭田疏

 四氏學疏

 祭田記

 宗聖廟重修記

 乾隆丙辰奉重修宗聖廟碑

 文正公增置祀田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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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網站下載：

 曾國藩

 曾約農、曾寶蓀

 曾氏優免差徭、優遇

 曾氏南宗

 曾氏東宗世系

 四氏學

 曾子廟墓

 宗法制度

 衍聖公

 翰林院五經博士

 聖裔

 氏族誌、姓氏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