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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聖公曾子：

曾點是孔子的第一批門生，38 歲時妻子上官氏才為他生一子，孔子便

拿出一棵東北蔘做為賀體，帶回家為妻子補養身體，曾點為了感激孔子贈

蔘，於是給兒子取名曾參。

曾參長到五、六歲時，曾點就教他識字斷文，到 17 歲時就把兒子帶進

孔門，拜孔子為師，父子倆都成了孔子喜愛的弟子。曾參勤學好問，善於

向師兄們學習。孔子去世前，叫曾參到跟前，把孫兒孔伋（字子思）託付

給曾參。孔子去世後，曾參與同學們服喪三年期間，一起回顧孔子的教導，

研究孔子的思想，編撰成《論語》。

曾子一生主要事業是講學，38 歲時受武城大夫所聘，設教於武城。主

要著述有三：《曾子》、《孝經》與《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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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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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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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太學，增置“五經博士”，儒學成為古代正統思想。

儒家孔孟傳承譜系
公元前(550→300)年代

傳 承 譜 系 生平摘要 代表作品

春

秋

末

期

 三十歲起在魯國從事教

育事業，三千弟子人。

 帶領眾弟子周遊列國，

均未獲重用。

● 思想家、哲學家。

● 教育家。

● 儒家創始人。

● 史書《春秋》。

 38 歲設教魯國武城。

 出國為官意見不合，抱負

難實現。

 繼續設教，講學。

● 吾日三省吾身。

● 慎終追遠，忠恕之道。

● 《論語》。

● 《大學、孝經》。

 上承曾子中庸之學。

 下開孟子心性之論。

● 著《中庸》、

● 發揮中庸思想。

● 儒家誠道德觀。

● 天道與人道合

戰

國

時

代  帶領門徒遊說各國，不

被當時各國所接受。

 退隱與弟子著述。

● 著《孟子》。

● 人生哲學性善。

● 政治哲學仁政、

● 王道、民本思想。

亞聖
孟子

前(372～289)

述聖 子思
前(483–402)

子思門人

孔子
前(551–479)

至聖

顏子
前(521– 481)

復聖

宗聖 曾子
前(50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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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 8~10 派仕官家譜： 譜表 3.30、史地 3.30

曾家在魯國武城以開辦學堂為業，派下子孫受儒家教養，在中央朝廷

或地方縣郡任職，甚受器重。從秦亡到漢初期間，武 5 派：曾碍房系的家戶

成長：

武 8 派：前 240 曾煒等 5 戶／5 丁

武 9 派：前 210 曾樂等 7 戶／7 丁

武 10 派：前 180 曾浼等 6 戶／10 丁

其中出仕為官者甚多：

武 8 派：曾煒 仕漢尚書

武 8 派：曾盈 東陽太子太傅，撫州長史

武 8 派：曾慎 官建安太守

武 9 派：曾惠 官泗洲別駕

武 9 派：曾樂 官山陰縣令，加封都鄉侯

武 9 派：曾江 徙長沙茶州

武 9 派：曾僑 官太子東宮使

武 10 派：曾浼 官上穀太尉

武 10 派：曾況 官徐州太守

武 10 派：曾游 官御史大夫，衍豫章

武 10 派：曾基 官青州刺史，衍袁州

武 10 派：曾扶 徙荊州衍廣東

武 10 派：曾太 衍襄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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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 15~16 派仕官家譜： 譜表 3.31，史地 3.30

武 10 派：曾浼房系傳到西漢末葉的房系家戶有：

武 15 派：前 10±曾據等 10 戶／12 人

武 16 派：20 曾闡等 25 人

其中在朝廷為官及新增官職計有：

武 15 派：曾據 官河北冀州御史、諫議大夫，有功封都鄉侯，西漢

成帝綏和元年(公元前 8 年)加封關內侯。

武 15 派：曾萬 湖南長沙令

武 15 派：曾倜 大司馬

武 15 派：曾援 官都鄉侯

武 15 派：曾儀 大司馬

武 15 派：曾杰 大司馬

● 諫議大夫：秦時郎中令屬官有大夫，掌議論、顧問、應對。漢武帝

置諫大夫，東漢時改稱諫議大夫，秩比六百石。

● 都鄉侯：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都鄉侯，傳中言都鄉侯者甚多。

亭侯、鄉侯、縣侯都是列侯，沒有高低之分，只有租稅收入

的差別。

● 關內侯：秦置。爵第十九級，位次於列侯。有其號，無國邑。

● 長沙令：長沙縣令。

● 大司馬：漢武帝（劉徹）廢太尉設大司馬，光武帝（劉秀）又廢大

司馬為太尉，故大司馬即太尉，為掌管軍政和軍賦的最高官

職，即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東漢時與司徒、司空並稱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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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事新莽、曾據挈族南遷

關內侯武城 15 派：前 10 曾據公像

公元(前 42～後 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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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新朝覆亡，進入東漢：

王莽的改革包括政治、社會、經濟等重大問題，牽涉極廣，但沒有

詳密的計畫，和次第推行的步驟，以致諸多失當，不僅豪強地主商賈反對，

一般人民亦未蒙其利。劉秀以復興漢室為號召，以少數步騎，大破王莽的

四十萬大軍，攻入京城，王莽被殺，新朝覆亡，凡 15 年。

劉秀即位為光武帝後，偃武修文，尊崇儒術，與民修養生息，輕徭

薄役，廣求民間疾苦。東漢士大夫都以名節自勵，重視操守，崇尚氣節成

為東漢士風的特徵。光武在位 32 年，繼位的明帝 17 年、章帝 12 年為東漢

治世，史稱「明章之治」（公元 25-88 年）。

武城 16~21 派人丁興旺：

武城 15 派曾據於公元 10 年挈族南遷江西盧陵，開墾新地、建設家園，

家戶生活安逸，人丁成長旺盛。到東漢黃巾之亂的 184 年時，已經傳到 21

派，以曾據一個直系家戶就成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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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16 派：30±20 曾闡等 2 戶／2 丁

武 17 派：60±20 曾植等 6 戶／8 丁

武 18 派：90±20 曾耀等 8 戶／12 丁

武 19 派：120±20 曾培等 16 戶／17 丁

武 20 派：150±20 曾德等 21 戶／24 丁

武 21 派：180±20 曾均等 46 丁

漢未釐置盧陵郡：

漢末黃巾亂起，朝議認為地方武力太弱，決定賦予州牧、刺史兵馬大權，

於是漢末州郡擁有自己的武力。州郡遂脫離中央，形成群雄割據之局。東漢

的統一帝國，陷於分崩離析，最後分別兼併至曹操據華北大部分州郡、孫權

據有江東之地、劉備投奔荊州劉表，屯駐河南新野的三國鼎立局面。

挈族南遷揚州豫章郡的曾家，屬孫權據有江東之地。東漢興平元年(194

年)，孫策將揚州的豫章郡分為三：豫章郡（原治南昌縣）、盧陵郡(治西昌

縣，即今泰和縣)、臨川郡(治南城縣)。這時，留居盧陵郡約 1,800-2,500

戶曾氏族人的參考參考尺標為：

武城 21 派：180±20 年

其後就進入三國晉混戰的亂世年代。

三國亂世年代的失記譜：

依武城族譜記載試算，從公元前 10 年的 15 派曾據，到公元 770 年的

34 派曾舊，計傳 19 世代。但依族譜尺標的一世代平均間隔約 30 年統計，

間隔 780 年應相傳約 26 個世代，推算其間有 6-7 世代的族譜史料失記。

其中在三國混戰及五胡亂世的長期年代(250～450 年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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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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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陵曾氏族人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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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氏族南遷：

八王之亂是導致西晉覆亡的直接原因，諸王自相殘殺殆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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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華北士族的「僑姓」：

「王、謝、袁、蕭」

(2) 東南孫吳的「吳姓」：

「朱、張、顧、陸」

(3) 中原士族的「郡姓」：

「林、陳、黃、鄭、詹、邱、何、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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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4.30 盧陵曾氏失記譜 (續：曾勰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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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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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海

楊氏

官襄州

錄事參軍

曾 璜

謝氏

曾 興

張氏、羅氏

《曾氏族譜》

曾 隆

宋氏，迪惠

曾 陳

曾 陂

孔氏

曾 鈞

譜表 4.40

曾 鑒

曾 熔

曾 每

曾 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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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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盛世與武則天：

唐朝（618-907 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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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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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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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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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給事中曾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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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王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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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族譜生歿年史料，曾舊武 34 派：780 與曾鈞的尺標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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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城 32~34 派之間失記 2 代

http://zh.wikipedia.org/wiki/61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90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E%86%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6%9C%9D%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9%AB%98%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8D%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8D%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5%90%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5%90%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65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6%98%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4%B8%AD%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7%9D%BF%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7%9D%BF%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0%A5%E5%8F%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87%E8%BB%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87%E8%BB%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97%E4%BE%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5%8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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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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司空兼尚書令曾丞：

族譜載：33 派曾丞，官司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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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尚書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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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丞徙盧陵吉陽上黎堡，生子三：珪、舊、略，參考尺標為：

盧陵吉陽武 33 派：750±20 曾丞 司空兼尚書令

中

唐

前

唐

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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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4.40 唐代曾氏太宗世系分遷譜

玄宗開元盛世

武 32 派：720 曾 謀 字以忠，高氏，撰《曾氏族譜》

中 唐 晚 唐

天寶、安史亂

武 33 派：750

潘鎮割據

武 34 派：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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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空兼尚書令

徙盧陵吉陽

上黎堡

唐山始姐

曾 珪

河北道博州

封魯郡開國

公、平江侯

唐山姐

曾 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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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暉

，居廣州

國 傑 宗祧繼承

幗 俊

曾 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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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儣 

貢元

國 俊 曾 萬 曾 沂

845 進士 曾千、曾彝 裔徙寧化石壁

曾 略

節度使撫州

曾 揚

楊氏

曾 詠 曾 筠 洪 立

言志 檢校大司空 南豐縣令

居江西 虞州南豐 譜表 8.00

唐末曾氏支脈分遷：

(1) 曾珪房：宗祧繼承支脈

(2) 曾珪房：36 延世支脈→遷福建泉州

(3) 曾舊房：國俊→40中彥支脈→遷寧化石壁

(4) 曾略房：曾詠→38洪立支脈→遷江西南豐

中

唐

檢校尚書左

僕射中書門

下同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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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4.53 唐末宋初亂世分遷路線

34：略公

中唐 780 年代

38 洪立
890 年代

唐首都西安

34 舊公中唐

780 年代

36 國俊
晚唐 850 年代

37 曾萬→

39 曾蟾

40 中彥→41 曾俊
975 年

41 曾美
970 年代

43 曾澄
103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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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入寧化石壁姓氏統計

遷 入 時 期 主 要 姓 氏 計 主要原因

東漢至隋代 25-618 年 管、鐘、鄭、丘、許、

巫、羅、蒙…..等

11 姓 西晉

永嘉之亂

唐代時期 618-907 年 杜、紀、賴、李、陳、

黃、劉、楊…..等

41 姓 黃巢之亂

五代十國時 907-970 年 謝、何、吳、王、藍

、郭…..等

12 姓 全面戰亂

北宋時期 970-1127 年 曾、康、蕭、宋、古、

林、蔡、簡…..等

36 姓 宋滅

南唐之戰

南宋時期 1127-1279年 沈、袁、石、梁、洪、

金、朱、周…..等

45 姓 靖康之難

史地 4.52 寧化石壁客家曾氏南遷

上杭

永定 南靖

梅州 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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