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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 (1→15→33→43 派)

公元（前 470→前 10→750→1060)±20 年

山東魯國嘉祥→盧陵吉陽→分支他遷

《平和譜》卷一第 64 頁《宏毅譜序》載，山東嘉靖的

東宗武 63 派：1640 宏毅(1610-1660 年)，與湖南寧鄉縣

麻田的南宗武 61 派：1640 潔盤，(1597-1669)，竭十餘

年心力匯總譜告成。他說：〔加註族譜尺標及年代〕

『宗聖曾子八傳武 8 派：前 240 曾偉，十九傳武 19 派：120 曾潭，均尚

書，去聖人之世未遠，作春秋戰國譜及漢譜(公元前 470-120 年)。自是以

來，武 29 派：570 曾興，武 32 派：720 曾誼，作隋唐譜(450-720 年)。武 39

派：930 上柱國曾輝，東宮使曾耀，始敘而作吳譜(720-930 年)。武 44 派：

1050 著作郎曾匪，武 49 派：1210 推官朝陽秘書少監曾渙，作宋譜(900-1210

年)。武 51 派：1260 侍郎晞顏，武 52 派：1300 翰林巽申，作元譜(1210-1300

年)。明朝續新譜者，武 55 派：1400 狀元曾棨、解元曾鼎。匯真譜者，武

58 派：1520 例選儒學教諭曾絟、廣西知南平縣曾嵩。燈燈相接。此宗子

譜之大凡也。』

天下曾姓之譜北上 譜表 5.21

《宏毅譜序》又載，其餘支庶，各自為譜，約千餘焉。嘉靖己亥(1539

年)，詔訪嫡裔。天下曾姓之譜，紛紛北上。曾氏族譜始自春秋末期武 1

派：前 470 曾子，經戰國時代的 2→7派，到秦統一的 8 派，進入西漢年代

的 9→15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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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末，王莽首開中國歷史上透過篡位作皇帝的先河，身為儒家代

表的曾氏家族，無法接受王莽篡漢的罪行，於是武 15 派：10 曾據挈族二

千餘人，於始建國 2 年(公元 10 年)，渡江南遷到江西盧陵之吉陽，從此

曾氏便無一人留居山東嘉祥。這段稱之為『曾氏合族世系』。

曾氏太宗世系譜 譜表 5.22

從武 15 派：10 曾據挈族播遷江南，徙居江西盧陵吉陽鄉，今永豐縣，

十八傳至唐朝中葉的司空兼尚書令武 33 派：750 曾丞，歷經七百五十年的

改朝換代戰亂：

(1) 東漢：公元 25-220 年

 184 年黃巾亂，漢末州郡割據。

 194 年置盧陵郡，曾氏約 2000 戶。

(2) 三國：公元 220-265 年

 208 年赤壁戰

 221 年夷陵戰

 257 年諸葛誕叛亂，

 263 年蜀漢亡

 279 年晉滅吳之戰。

(3) 西晉：公元 265-318 年

 291-306 年八王之亂

 永嘉亂，317 年西晉亡。

 華北士族衣冠南遷。

(4) 東晉五胡亂華：公元 318- 419 年

 383 年淝水之戰

 399-402 年孫恩之亂。

 403-411 年盧循之亂，多次路經江西盧陵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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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北朝：公元 420-589 年

 劉宋→蕭齊→蕭梁→南陳

 四次改朝換代。

(6) 隋：公元 589-618 年

 隋的統一戰爭。

 三征高麗的戰敗

(6) 前唐→中唐：公元 618-750 年

 684 年武則天廢唐中宗為盧陵王，揚州舉兵反武曌。

 755-763 年安史之亂

以上七次改朝換代戰亂，造成人口傷亡流失，尤以在西晉八王亂時

曾氏族譜失記一代，五胡亂華時失記三代，前唐武則天時失記二代，曾

氏族人面臨嚴重傷亡絕滅。以致唐玄宗天寶年間，曾氏譜系只剩武 33 派：

750 的曾丞一人，這段族譜稱之為『曾氏太宗世系』。

宗祧嫡長子世系

譜表 5.23

唐玄宗天寶年間，司空兼尚書令武 33 派：750 曾丞生三子：長子河北

道博州曾珪，次子金紫光祿大夫曾舊，三子撫州節度使曾略。依傳統宗

法制度，由嫡長子武 34 派：780 曾珪繼承，家盧陵吉陽上黎堡（今永豐縣

境內）。曾珪生五子：寬、綽、豐、暉、隱。嫡長子武 35 派：810 曾寬生一

獨子：莊。武 36 派：840 曾莊，吉州都押衙，生一獨子：慶。唐末黃巢民

變年間，武 37 派：870 曾慶，御史大夫，生二子：偉、駢。依宗法制度，

長子曾偉為嫡，次子曾駢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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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曾氏開基祖丞公紀念碑 武城 34 派：770 曾珪公像

嫡長子宗祧繼承制

嫡長子繼承制是宗法制度的一項最基本原則，它確立於夏朝，發展

到商朝的父死子繼，輔以「兄終弟及」的繼承制度，完備於周朝。宗祠

習慣上稱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進行祭祀的場所，被視為宗族的象徵，

又稱為宗廟。

中國封建社會的繼承制度，發展到漢朝，明確規定「嫡長子才能繼

承封爵」。但在財產繼承上，則受井田制均田思想的影響，而實行財產諸

子平等均分制。到唐代時期，已經明確將宗祧繼承（身份繼承的一種）

與財產繼承加以區別。宗祧繼承名義上是繼承祭祀的權力，實際上是與

標懺政治權力的官爵繼承緊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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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子曾偉宗祧譜系 譜表 5.23

唐末武 38 派：900 曾偉，873-933 年，家居江西盧陵吉陽上黎堡（今

永豐縣），長大成人之時，唐亡於後梁，楊行密在楊州割據獨立為「吳國」，

轄地包括江西。曾偉在吳國擔任吉州都押衙，檢校御史大夫的官職，生

一子：輝。

公元 937 年，吳國被南唐取代，武 39 派：940 曾輝，914-994 年，官

南唐鎮南節度使，檢校國子祭酒，御史中丞，上柱國散騎常侍，地位崇

高。曾輝遷居盧陵永安鄉睦陂堡上羅源，配蕭氏，繼娶羅氏，生四子：

鼎、鄴、德、禎，建大宅院分給四子：

(1) 長子崇鼎房：

長子崇鼎，居東宅，生七子：奇修（進士）、載修、蘊修、懿修、

全修、進修、能修。裔衍新淦、神光源、峽江等地。南唐被宋滅後，

逐漸散失。

(2) 次子崇鄴房：

次子崇鼎，居南宅，官吉州司馬，生三子：霸修、沖修、普修。

南唐被宋滅後，三子的音訊全無。

(3) 三子崇德房：

三子崇德，居西宅，官盧陵佐史，生三子：澄修、敬修、從修。

武 41 派：990 澄修，宋初吉州團練使，生三子：裕、肅、中行。武 41

派：990 從修，生一子孟魯。其後就進入北宋變法時代。

(4) 四子崇禎房：

四子武 40 派：980 崇禎，居北宅，生二子：裔修、絢修。派衍郡

西，後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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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曾駢宗祧譜系

唐末武 38 派：900 曾駢，吳御史大夫，生一子：耀。武 39 派：930 曾

耀，南唐官檢司，旋為真州刺史，生一子：範，由睦陂徙木塘，在江西

吉安府，今永豐縣。南唐武 40 派：970 崇範，太子洗馬，家富典籍，名噪

一時，生二子：膺、茂。

北宋武 41 派：990 延膺，陰授部馳使兼資庫使，陞直果州兵馬監督，

生五子：頻、頊、頁、顏（進士）、碩（進士）。其後進入北宋變法時代。

北宋武 41 派：990 延茂，生四子：顗、顥、顯、頡。裔衍河源大湖田後，

失聯不詳。

北宋變法失敗

宋以十七年（963-979 年）的時間統一中國，想乘勝收復燕、雲十六

州失地，乃對北遼發動戰爭，宋軍失敗，1004 年賠鉅款求和。接著，西

夏也連年入寇，宋軍屢敗，終以宋的歲幣言和。

北宋士大夫對於國勢積弱不滿，乃倡導變法。一次在仁宗慶曆年間

(1041-1048 年)，主事者為范仲淹，但因積習已成，反對者眾，未能實行；

另一次在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 年)，主事者為王安石，切中時弊，但

為貪官污吏所乘，破壞良法美意，在群小及輿論攻擊下，離職引退。

北宋變法前後，曾氏在朝宰相有二：

 曾珪房：裔衍福建泉州的武 44 派：1030 公亮，999-1078 年。

 曾略房：裔衍江西南豐的武 43 派：1040 曾布，系唐宋八大文學家

曾鞏的堂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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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21 曾氏合族世系譜

朝代 曾 氏 直 系 譜

春秋

末期

曾 1 世：前 580 曾 巫 姒巫，前 567 年去邑為曾氏始祖，魯國大夫。

曾 2 世：前 560 曾 夭 魯國季孫氏家宰

曾 3 世：前 530 曾 阜 魯國叔孫氏家臣

曾 4 世：前 500 曾 點 前(542-480?)，魯國孔子的第一批學生

曾

氏

合

族

總

系

曾 5 世：前 470

武城 1 派：前 470
曾 子 前(505-435)，名參、武城書院講學，後世尊稱宗聖

武 2 派：前 440 曾 元 仕魯 曾 申 武城書院講學 曾 華 仕齊

戰國

時代

武 3 派：前 410 曾 西 前(444-369)，仕魯

武 4 派：前 380 曾 欽

武 5 派：前 350 曾 礙 官平海侯

武 6 派：前 310 曾 羨 楚官於徐州

武 7 派：前 280 曾 遐 楚官於楊州

秦 武 8 派：前 240 曾 煒 前(274-189)，官漢尚書令，修撰《曾氏族譜》

西漢

武 9 派：前 210 曾 樂 官山陰縣令，有功加封都鄉侯

武 10 派：前 180 曾 浼 官上殼太尉

武 11 派：前 150 曾 旃 仕西漢為中壘校尉，旋任冀州太守

武 12 派：前 120 曾 嘉 官任安縣主簿

武 13 派： 前 90 曾 寶 官任安縣，官武威太守，車騎侍郎

武 14 派： 前 50 曾 埮 官任安縣 曾 璜 官司業大將軍 曾 璟 官穎州太守

武 15 派：前 10 曾 據 前 43-後 35，官都鄉侯，南遷始祖 曾 援 官都鄉侯

新莽
武 16 派： 20 曾 闡 曾 瑒 曾 瓊 曾 琪 曾 理

挈族二千餘人，渡江南遷，家江西盧陵之吉陽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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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22 曾氏太宗世系譜

朝代 曾 氏 直 系 譜

新莽 武 15 派：前 10 曾 據 公元 10 年挈族南遷盧陵吉陽鄉。尊「南遷始祖」

武 16 派：後 30 曾 闡

武 17 派： 60 曾 植

武 18 派： 90 曾 耀 諫議大夫，福州刺史

武 19 派： 120 曾 培

武 20 派： 150 曾 德 184 年黃巾之亂。漢末州郡割據。

武 21 派： 180 曾 珣 194 年置盧陵郡，曾氏人口約達 2000 戶。

武 22 派： 210 曾 渙 208 年赤壁戰，221 年夷陵戰，257 年諸葛誕叛亂。

武 23 派： 240 曾 梓 263 年蜀漢亡，279 年晉滅吳之戰，人口北遷。

曾

氏

太

宗

世

系

東漢

三國

西晉 失記 1：280 失記一 291-306 年八王之亂。接著永嘉之亂，317 年西晉亡。

武 24 派： 320 曾 勰 287-364，官鎮南將軍司馬。華北士族衣冠南遷。

失記 2：350 失記二

失記 3：380 失記三 383 年淝水之戰，399-402 年孫恩之亂。

失記 4：410 失記四 403-411 年盧循之亂，多次路經江西盧陵郡。

東晉

五胡

亂華

南

朝

劉宋

蕭齊

蕭梁

南陳

武 25 派： 450 曾 端

武 26 派： 480 曾 鉉 官大司馬

武 27 派： 510 曾 海 官襄州錄事參軍

武 28 派： 540 曾 璜

武 29 派： 570 曾 興 編修《曾氏族譜》

隋統一 武 30 派： 600 曾 隆

武 31 派： 630 曾 鈞 597-650，唐給事中

失記 5： 660 失記五 684 年武則天廢唐中宗為盧陵王，揚州舉兵反武曌。

失記 6： 690 失記六 705 年立盧陵王為皇太子，唐中宗第二次即位。

武 32 派： 720 曾 謀 撰《曾氏族譜》，712 年唐玄宗即位

武 33 派： 750 曾 丞 官司空兼尚書令，通稱「唐山始祖」

前唐

中唐

武 34 派： 780 曾 珪 曾 舊 742-809，進士 曾 略 節度使撫州西城

遷台曾氏支脈 福建泉州 漳州、汀州、廣東梅州 廣東潮州、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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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5.23 曾丞宗祧嫡長子世系

接譜表 5.22；會訊 37; 167 頁

武 33 派：750 曾 丞 何氏、羅氏，司空兼尚書令，徙江西吉陽鄉上黎堡

武 34 派：780 曾 珪 蕭氏，字子玉，家吉陽上黎堡

武 35 派：810 曾 寬 何氏

武 36 派：840 曾 莊 蕭氏，吉州都押衙

武 37 派：870 曾 慶 鄒氏，唐御史大夫，立朝鮫直，遠近憚立

武 38 派：900 曾偉、曾駢

唐末 吳 南 唐 北 宋

唐亡、吳

武 38 派：900

南 唐

武 39 派：940

宋滅南唐

武 40 派：970

宋遼和戰 宋夏和戰 范、王變法

武 41 派：1000 武 42 派：1030 武 43 派：1060 年

曾 偉

873-933

湯氏

吉州都押衙

檢校御史大

夫

端方正直

有父風

曾 輝

914-994

蕭氏、羅氏

鎮南節度使

檢校國子祭酒

禦史中丞

收復祖業

居盧陵永安鄉

睦陂堡上羅源

東宅崇 鼎

劉氏

南宅崇 鄴

吉州司馬

黃氏

西宅崇 德

盧陵佐史

蕭氏、易氏

北宅崇 禎

奇修●、載修 、懿修、全修、進修

裔衍新淦、神光源峽、輞川立虞部等地

霸修、沖修、著修

澄 修

陳氏

吉州團練使

敬 修

曾 裕 知 古 譜表 5.30

曾 肅● 知 溫 南宗譜

周氏 知良、知恭

中 行 曾 純

曾 泊 曾 言 徙盧陵河埠

從 修

郭氏

孟 魯 道 享 國藩譜

荀氏 徙衡州茶陵 譜表 5.50

裔修、絢修

曾 駢

王氏

禦史大大

註：● 進士

曾 耀

劉氏

南唐宮檢司

真州刺史

由睦陂

徙永豐木塘

崇 範

劉氏

南唐太子洗馬

延 膺

魏氏

蔭授部馳使

直果州

兵馬監督

曾 頻 武昌監督

曾 頊 福州閩縣主簿

曾頁、曾顏●進士 譜表 5.40

曾 碩● 承 倡 東宗譜

進士 翰、晁、順、資

延 茂 曾顗、曾顥 徙河源大湖田

劉氏 曾顯、曾頡

晚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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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