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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 (33→38→41→56→59→74 派)

公元（750→900→990→1440→1560→2020)±20 年

江西吉陽上黎堡→吉陽鶯鄉新陂→湖南寧鄉麻田

氏太宗世系傳到唐玄宗天寶年間，只有武 33 派：750

曾丞一人留存。其後四傳到唐末嫡孫武 37 派：870 曾

慶，御史大夫，生二子：偉、駢。明嘉靖十二年(1533

年)，以山東嘉祥無曾氏，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

院五經博士，俾守曾子廟墓，以主祀事。曾慶長子武 38 派：870

曾煒支脈嫡孫，傳到武 59 派：1550 潮瑤不願自湖南寧鄉北歸，故

以曾慶次子武 38 派：870 曾駢支脈嫡孫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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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寧鄉的曾煒嫡孫則稱「曾氏南宗」。

曾氏南宗世系譜 譜表 5.30

唐末梁初，揚州割據建吳國時，曾慶的長子武 38 派：900 曾偉，公元

872-933 年，吉州都押衙，生一子：輝。不久，南唐滅吳，武 39 派：930

曾輝，南唐節度使，檢校國子祭酒，生四子，由第三子崇德承嫡祀。南

唐武 40 派：960 崇德，生三子：長子澄修繼承南宗世系譜，次子敬修裔衍

盧陵河埠，三子從修 裔徙衡州茶陵，衍湖南湘鄉，為清同治道光年間

的曾國藩房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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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武 41 派：970 澄修，吉州團練使，後裔發展為書香世家，計有：

武 44 派：1060 朝陽●進士、載陽●進士

武 45 派：1090 曾銳●進士

武 49 派：1210 必徒●進士、曾恂●進士

武 51 派：1260 晞邦●進士、晞顏●進士

武 52 派：1290 雷順◆科解元

武 52 派：1290 巽申◆翰林，1282-1330

武 55 派：1400 子棨●壯元，1372-1432

不願北徙山東嘉祥承襲

經天下南北查訪，核對族譜史料，在湖南寧鄉縣麻田找到武 59 派：1550

潮瑤，應合起送承祀，但他以奉養老母為由，不願北歸。讓與堂叔武 58

派：1520 曾嵩、曾袞，應合起送承祀。推算明嘉靖 16 年(公元 1537 年)訪

求時，58 派曾嵩、曾袞已 60 多歲。曾嵩以暮年，憚於遠徙，不願承襲，

堅欲讓弟；曾袞則因居母喪，甘願處南方，不願北徙山東嘉祥。

於是依「兄終輔以弟及」的嫡長子繼承制，以 37 派曾慶次子武 38 派：

870 曾駢後嫡孫武 59 派：1520 質粹，自江西吉陽永豐，北歸山東嘉祥，授

翰林五經博士，以主祀事。

曾衍詠添襲翰博呈奏

平和譜卷一奏牘 120 頁又載，曾衍詠添襲翰博呈奏，大意是：

『…武 67 派：1810 衍詠，湖南寧鄉縣邑庠生，以先賢曾氏萊蕪侯，

開派嫡祖宗聖曾子。….，是山東于宗聖曾子已有翰博而奉祀事

矣。…，生本長房曾偉后，為宗聖曾子 67 代孫，即為先賢萊蕪侯 68

代孫，實為長嫡，于南楚城內，倡族修復宗聖廟宇，又立先賢曾氏

萊蕪侯專廟，歲時子弟讀書兩廊，既蒙長沙府縣，均給印示玉成。…，

先賢曾氏萊蕪侯，春風鼓瑟，允矣卓越，其家學是與同窗之閔、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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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卜，后來之朱、程、關、張共相並美于千古。應宜援閔冉仲卜

朱程關張之例，同襲翰博，祀先賢于南楚。….』

清嘉慶 23 年(1818 年)，湖南巡撫曾奏請立 67 派曾衍詠為翰林院五經

博士，但並未准，改授鉅野屯官，晉奎文閣典籍廳典籍、敕贈修職郎，

例授文林郎，貤贈奉政大夫。他並創「曾氏南宗修譜總局」，督修海內

通譜。

優遇翰博

歷代帝王對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給予三項優遇：(1)賜祭田百餘頃；

(2)賜民佃耕田地、守廟門、禮生樂工等；(3)賜府第、官衙、內宅等。對

翰博族人則優免差徭，甚至敕免稅糧、免賦役、免雜役等。對翰博族人

的子孫，享受教育和科舉取仕的優待。清嘉慶年間，清政府始賜給入譜

曾氏後裔優免差徭的特權。優免差徭促進了曾氏修譜的積極性，其間數

十年，天下曾姓要求聯修族譜者絡繹不絕。

優免差徭促進曾氏修譜

《平和譜》卷一第 139 頁《長沙府優免碑》載：

『…，案據湖南寧鄉庠生員曾衍詠稟稱，詠氏族眾原籍山東，分

居楚寧（湖南寧鄉），實係宗聖曾子嫡裔，請照孔顏氏例，優免差徭

一案，奉各憲批飭如詳，准其優免在案。本府查武 67 派：1810 曾衍詠

支傳一貫三湘，宗聖后裔，派系昭然可考。溯源流之有自，當共沐

夫 殊恩，自應照孔顏二氏之例，于正供外，一律優免雜派差徭，

俾道隆，賢胄既有別于齊民，而禮恤， 皇仁使無征于力役，除行

寧鄉知照外，合行勒石曉諭。

為此，示仰合屬軍民人等知悉，該曾氏子孫除正供外，凡屬城鄉

甲保區首、團總社長、運丁夫役，行舖船戶採買倉谷，及一切雜派

差徭，毋得任派曾氏子孫承辦，以仰副聖朝崇儒重道令典。倘有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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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混派滋擾者，許該族人等指名稟究，各宣凜遵毌違。特示。嘉慶

12年(公元 1807 年)四月 日勒石署前。』

曾氏修譜程序

至清代，各地曾姓譜牒混亂，多有偽冒之嫌。南宗 67 派曾衍詠乃倡

修通譜局，道光 14 年(1834 年)東宗派人到南宗修譜總局，匯核各房支系，

釐其誤謬。東、南兩宗協同修譜，確保宗聖後裔一脈流傳，正名為《武

城曾氏重修族譜》，係規模最大的一次修譜活動。

曾氏修譜程序規定如下：

(1) 清世宗賜給“省身念祖”四字圖章，需在族譜上逐頁加蓋此章， 以

存真杜冒。

(2) 南宗設局，東宗查核，以杜混冒，呈公府核印後由東宗翰博蓋鈐

印。

(3) 譜首封面統一印刷大紅龍圖，和奉旨《敕修宗聖族譜》、《武城曾

氏重修》字樣，以示重視。

太平天國亂後修譜慎重

清咸豐同治年間，中國陷入太平天國軍之亂(1851-1864 年)，族譜被

焚，以致譜局工作暫停。射利之徒因而冒稱南宗嫡裔，伙同梓人，偽造

印譜，詭用圖章，濫邀優免差徭。長沙府寧鄉縣乃發出《嚴禁冒稱曾氏

嫡裔濫邀優免告示》。

湖南寧鄉縣生員群，乃公舉武 69 派：1870 毓郯設南宗修譜局總理，規

定曾氏修譜必由南宗核修，照舊修管，加議規章，逐頁戳蓋『省身念祖』

圖章為憑。並呈衍聖公府加蓋紫印，以昭慎重，以杜冒濫。每冊如係首

頁，必須請蓋寧鄉縣印、學印，以杜弊混，而優免應由台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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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30 曾氏南宗繼承譜系

朝 曾 氏 直 系 譜

晚

唐

接譜表 5.23

武 33 派：750 曾 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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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吉州都押衙

檢校御史大夫，端方正直有父風

武 39 派：930 曾 輝 914-994，鎮南節度使，檢校國子祭酒

御史中丞，上柱國散騎侍郎收復祖業

武 40 派：960 崇 德 盧陵佐史

曾 駢 59 派質粹

《東宗譜》
吳

南

唐

北

宋

武 41 派：990 澄 修 吉州團練使 《南宗譜》 從 修 《國藩譜》

武 42 派：1020 曾 肅

武 43 派：1020 知 溫 989-1057

武 44 派：1050 載 陽●將士郎，徙鶯鄉新陂

孟 魯 徙衡州茶陵郡西陽鄉篡溪

道 享

定 洛

武 45 派：1080 曾 銳● 舉禮部進士

武 46 派：1120 與 道

武 47 派：1150 彥 輿

武 48 派：1180 曾 煙

武 49 派：1210 曾 悱 官迪功郎，融水簿尉

曾 埧 徙衡州府衡西相衡陽唐福

仕 珪 翰林學士

思 禹 居衡陽十八都唐富田心老祖山

量 聲

梆 錦

南

宋
武 50 派：1240 沅 老 1200-1256，迪功郎，

官漲西提舉，累贈朝請郎

武 51 派：1270 晞 顏● 1227-1289 ，連州教授

居永豐龍潭 監察御史，兵部侍郎等

武 52 派：1310 巽 申 1282-1330 儒學提舉

翰林院國史編修官，

淙 榮

沮 粹

九 秀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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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31 曾氏南宗繼承譜系

朝 曾 氏 直 系 譜

元

未

接譜表 5.30

武 52 派：1310 巽 申 1282-1330 翰林院國史編修官，三歷撫贛學官，舉茂才授大樂署丞

武 53 派：1340 如 瑤 官集賢司直

明

初

武 54 派：1370 曾 潼

武 55 派：1400 子 集 東直大夫，裔衍

徙湖南寧鄉縣麻田

武 56 派：1440 曾 芝 1410-1503 邑庠生

家江西吉安永豐

芝 蘭 附貢生，授沅州知州

明

代

武 57 派：1480 曾 安 甯鄉典史文林郎

壽 105 歲

曾 定 縣鄉飲大賓文林郎，壽 85歲

武 58 派：1520 曾 銓 廩貢生儒學教職

武 59 派：1560 潮 瑤◆邑庠生奉養老母

不願北歸

曾 袞★ 句曲訓導，攸縣知縣，壽 90 歲

1537 因居母喪，不願北徙襲翰博

1573-1577 襲翰博

曾 鎮 早卒 曾 填 早卒

明

末

武 60 派：1590 盟 鏗 太學生，壽 92 歲

武 61 派：1630 日 新 1597-1669，由庠生入大學，官光祿寺署丞

清

初

武 62 派：1660 月 桂 邑庠生，能詩文

武 63 派：1690 宏 焚 官登士郎，忠厚仕郎，施於甲邑

武 64 派：1720 聞 迪

清

代

武 65 派：1750 貞 連 官登士郎，好義樂施

武 66 派：1780 尚 休

武 67 派：1810 衍 詠 1795-1849 清嘉慶 23 年，湖南巡撫曾奏請立為翰林院五經博士，

但並未准，例授文林郎，創曾氏南宗譜修譜總局，督修海內通譜。

武 68 派：1840 興 樗 字白盧舉孝廉方正授詩禮堂啟事例，授文林郎，晉贈儒林郎

清

末

武 69 派：1870 毓 郯 由太學生晉翰林院待詔，南宗譜局總理。

武 70 派：1900 傳 進 南宗譜局總理。

民

國

武 71 派：1930 紀 鑣 南宗譜局總理。

武 72 派：1960 廣 蘇 南宗譜局總理（2010 年現任）。

武 73 派：1990 昭 從

武 74 派：2020 憲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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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32 曾氏南宗世系譜

武城(38 → 50)派，(900 → 1240)±20 年，

家盧陵永安鄉睦陂→徙鶯鄉新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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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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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 澄 修 吉州團練使，陳氏 敬 修 從 修

宋遼和戰 裔衍盧陵河埠 裔衍湖南湘鄉國藩譜

武 42 派：990 曾 肅 周氏

武 43 派：1020 知 溫 989-1057，子思，周氏，家盧陵永安鄉睦陂

王安石變法

武 44 派：1060 朝 陽● 周氏，歐陽氏，仲舒 載 陽● 宋氏，徙鶯鄉新陂

荊南石首縣令，忠州推空 春鄉，將士郎

罷新法

武 45 派：1090 仔肩、泳肩、曾會、枻美、枻基、正矩 曾 鑄 曾 銳● 進士，陳氏

北 末 南 宋

罷新法

武 45 派：1090

北金興起

武 46 派：1120

靖康之難

武 47 派：1150

宋金和議

武 48 派：1180

伐金敗績 宋蒙滅金

武 49 派：1210 武 50 派：1240

曾 銳●

舉禮部進士

陳氏

與 道

彥安

解氏

彥 輿

維先

官將士郎

張氏

曾 諮

曾 許

煙卿，陳氏

曾 諶

曾 諤

旻、鼎、冕、翼、晟、晏

後裔徙甯都東門

森、彬、杞、梓

必正● 必紋、必達

曾 煙

唐卿，宋氏

鶯鄉新陂

曾 恂●

曾 悱

羅氏

官迪功郎

曾 恪

曾 懷

譜表 5.33

沅 老

1200-1256 鄒氏

沅 英

官翰林院編修，

徙吉水螺陂

北

宋

宋

初

南

唐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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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33 曾氏南宗譜系 (續：沅老房)

武城(50 → 57)派，(1230 → 1480)年，

家江西吉陽永豐→徙湖南寧鄉縣麻田

蒙古西征 接譜表 5.32；會訊 43 頁

武 50 派：1230 沅 老 1200-1256 迪功郎，鄒氏，官漲西提舉，江西鶯鄉新陂

方叔，累贈朝請郎

宋亡、元世祖

武 51 派：1260 晞 邦● 授文林郎 晞 顏● 1227-1289，達檉，蕭、王、沈氏

昭慶軍節度使 連州教授，監察御史，兵部侍郎等

蒙古侵宋

武 52 派：1290 雷 順 1255-1302 曾 裕 巽 申 1282-1330，胡氏，

科解元，陳氏

元 朝 明 朝

蒙古侵宋

武 52 派：1290

元世祖

武 53 派：1320

順帝、洪武

武 54 派：1360

永 樂

武 55 派：1400

仁、宣、英 成化弘治

武 56 派：1440 武 57 派：1480

雷 順◆

1255-1302

復初，陳氏

科解元

如 圭

苛質

太平儒學教授

劉氏

曾 浤

曾 汗

曾 涇

曾 泣

伯遠，官惠州知事，陞本路推官，旋授朝列大夫

仲淵，官興和路寶昌州學正

淑沅，官永新州稅務副使

季沅

巽 申

1282-1330

巽初，胡氏

翰林院國史編

修官

三歷撫贛學官

舉茂才授大樂

署丞

如 璋

苛禮

新淦州峽江稅

務副使，熊氏

如 瑤

苛賢

官集賢司直

周氏

翰林院侍讀

曾 洵

1330 生

淑用，張氏

通諸子百家

子 棨●第一

1372-1432

復奸，鍾氏

曾 秬

曾 積

曾 種 譜表 5.34

曾 潼

淑固

丁氏

子 集

復盛

東直大夫

羅氏

家永豐，衍瓏潭

榮、梨

棋、俚

曾 芝 曾 安

1410-1503 曾守、曾官

光顯，邑庠生 湖南寧鄉縣麻田

何、殷氏

芝 蘭 曾 定★

光秀，王氏 曾 斌

附貢生，授沅州知州

元

朝

南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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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34 曾氏南宗譜系 (續：子集房)

武城(55 → 65)派，(1480 → 1740)年，

江西吉陽永豐→遷湖南寧鄉縣麻田

.永 樂 接譜表 5.33；會訊 45 頁

武 55 派：1410 子 集 羅氏，家江西永豐

正統景泰

武 56 派：1440 曾 芝 1410-1503 何氏、殷氏 芝 蘭 王氏

成化弘治 遷湖南寧鄉縣麻田

武 57 派：1480 曾 安 魁傑，壽 108 歲，王氏 曾 定 魁俊，王氏、劉氏，

湖南甯鄉縣典史，文林郎 文林郎，壽 85歲

正德嘉靖

武 58 派：1520 曾 銓 時裔，沈氏 曾 嵩 時瞻 曾 袞★ 時淙，蕭、許氏

廩貢生，儒學教職 廣西平南縣知縣 官句曲訓導，壽 90 歲

攸縣知縣 1573-1577 翰博

嘉 靖

武 59 派：1550 潮 瑤◆ 邑庠生， 曾 樞 曾 鎮 曾 填

奉養老母不願北歸 邑庠生 邑庠生

武 60 派：1590 盟 鏗

明 末 清 初

慶隆萬曆

武 60 派：1590

萬曆天啟

武 61 派：1620

崇禎清兵

武 62 派：1650

康 熙

武 63 派：1680

宏

康 熙 雍 正

武 64 派：1720 武 65 派：1750

聞 貞

盟 鏗

十瑟

太學生

毛氏

壽 92 歲

日 新

1597-1669

號潔盤

由庠生入大學

官光祿寺署丞

詹氏

月 桂

瑞枝

邑庠生

能詩文

賀、謝、周氏

月 梧

宏 焚

鏡澄

官登士郎

忠厚仕郎

施於甲邑

劉氏

聞 迪 貞 潤

斐章，黃氏 貞 匯

太學生 貞 漣◆

好學力行 譜表 5.35

聞 遠

聞 道

明

朝

58 派曾袞壽 90 歲，二子曾鎮、曾填均先亡故，依昭穆排序應由 59 派潮瑤北歸，

奉祭祀。但因潮瑤需奉養老母，不願自湖南寧鄉北歸，故以 37 派曾慶之次子曾駢後

裔 59 派質粹北歸山東嘉祥奉祀，後稱曾氏東宗。

明

初 家江西吉安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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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35 曾氏南宗譜系 (續：貞連房)

武城(65 → 73)派，(1740 → 2020)±20 年，家湖南寧鄉縣麻田

雍 正 接譜表 5.34；會訊 46 頁

武 65 派：1750 貞 貞 漣◆ 紋水，張氏，官登士郎，好義樂施

乾 隆

武 66 派：1780 尚 尚 佑 1724 生啟仁 尚 仲 敬專 尚 休◆ 次園，胡氏

嘉 慶

武 67 派：1810 衍 記、詞、課 謵、璋、譔 衍 讚 衍 詠◆ 1795-1849 丁氏

創曾氏南宗修譜總局

道光咸豐

武 68 派：1840 興 興 樗◆ 興槎、興橒

字白盧舉孝廉方正授詩禮堂啟事例

同治光緒 授文林郎，晉贈儒林郎

武 69 派：1870 毓 毓 郯◆ 由太學生晉翰林院待詔

【註】：◆ 南宗譜修譜局總理

清 末 民 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同治光緒

武 69 派：1870

毓

光緒民國

武 70 派：1900

傳

抗 戰

武 71 派：1930

紀

文化大革命

武 72 派：1960

廣

改革開放 新世代

武 73 派：1990 武 74 派：2020

昭 憲

毓 郯◆ 傳 進◆ 紀 鑣◆

汝霖

號志一，監生

廣 蘇◆

受之

號福時

昭 從 憲 迎

猛龍 名大明

志超

 65 派貞漣由庠生請襲翰林五經博士，但並未准，主修省縣總祠，統章海內族譜。

 湖南巡撫曾奏請立 67 派衍詠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但並未准。改授鉅野屯官，晉

奎文閣典籍廳典籍、敕贈修職郎，例授文林郎，貤贈奉政大夫。

 67 派衍詠創「曾氏南宗修譜總局」，督修海內通譜。

清

朝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