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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曹雪芹先祖的遷徙足跡* 

曹雪芹的高高祖曹世選早在萬曆朝宦居瀋陽之前已著籍遼陽，其

家自認是漢曹參、魏曹操、唐曹霸、北宋曹彬和曹瑋、南宋曹孝

慶等名人之後，並透過「聯宗」交結了不少同姓之人。本章藉由

對大量相關史料以及古代社會運作方式的深入掌握，嘗試釐清曹

雪芹家族的祖籍（其家著籍遼陽，至曹世選始宦居瀋陽，但仍以遼陽

為故里），希望能因此更豐富對其先祖們生命足跡的認識。 

 

曹雪芹（約 1716-1763）及其同時代的人，1 可能均想像不到這位在世時
籍籍無名的落魄八旗文士，會在後世以一部《紅樓夢》就進入中國文學史

的最高殿堂。2 然而，我們對這位年少時過著「烈火烹油、鮮花着錦」般生

活（小說第十三回對賈家的描述），稍後陡然遭抄家籍沒，終致潦倒一生的作

家，卻長期因文獻不足而欠缺較清晰的認識。 

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一文於民國十年問世後，其所揭舉的新紅學

形成一新典範 (paradigm)，不少當代學者相信《紅樓夢》就是曹雪芹的自敘

體，故致力於考證曹雪芹的家世與生平，認為「《紅樓夢》是以曹家史實

及雪芹個人經驗為骨幹和藍本，然後加以穿插、拆合」，期盼能因此理解

《紅樓夢》的要旨與情節。3 此趨勢令原本屬文學領域的「紅學」延伸 

                                                
 * 本章部分內容曾發表於拙著〈曹孝慶家族在江西遷徙過程新考〉(2011)、〈重探

曹學視野中的豐潤曹氏〉(2011)、〈傳曹雪芹家族現存六軸誥命辨偽〉(2015)、〈曹
雪芹祖籍新探：生命足跡與自我認同〉(2016)。 

 1 曹雪芹的生卒年請參見黃一農，《紅樓夢外：曹雪芹《畫冊》與《廢藝齋集稿》
新證》，頁 18-23；黃一農，〈曹雪芹卒於「壬午除夕」新考〉。 

 2 曹雪芹雖還有《廢藝齋集稿》及《種芹人曹霑畫冊》等作品，但迄今仍少受人關
注。參見黃一農，《紅樓夢外：曹雪芹《畫冊》與《廢藝齋集稿》新證》。 

 3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頁 1-8、41-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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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史學範疇的「曹學」研究，4 但隨著我們對曹家史事的掌握愈多，就愈發
現這部小說遠非只是單純的雪芹自敘。 

拜一個世紀以來紅友們鋪天蓋地搜尋相關資料之賜，加上大數據時代

資料豐富的研究環境，我們現在或已耙梳出存世文獻中直接關涉曹雪芹的

多數記載，但這些顯然僅能呈現其生命歷程裡的零星足跡，本書因此將透

過歷史研究中對清代社會運作方式的掌握，嘗試經由合乎情理的推論，把

原本間接或點狀的材料連成線段。此外，本書亦將「詳人所略、略人所詳」，

5 努力帶入最嚴謹的學術要求，以重新還原曹家最接近真實的歷史。從胡
適揭舉新紅學以迄新冠疫情肆虐的今年，剛好時逢百週年 (1921-2021)，筆

者謹以此書表達個人對上一輩學者的誠摯敬意，即使他們的部分學術觀點

已稍嫌過時，但始終激發著後世研究者的熱情與思考。 

本章即站在一整代紅學前輩的肩膀上，從筆者已出版之《二重奏：紅

學與清史的對話》再出發，嘗試有系統地疏理曹雪芹的祖籍問題以及相關

文獻，希望可導正部分人云亦云的錯誤，進而對曹氏先輩的生命故事有一

較深刻且正確的了解。 

                                                
 4 「曹學」一詞首出顧獻樑(1914-1979)師，他於臺灣新竹清華大學開設「藝術欣賞」

通識課程時，筆者甫考入物理系，一心肖想在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極感興趣卻又無法突破的「統一場論(Unified Field Theory)」上有所發揮，不僅修
課期間從不知顧師的紅學研究，當時且尚不曾完讀過《紅樓夢》，因而失去向先

生親炙並一窺堂奧的機會！參見顧獻樑，〈「曹學」創建初議：研究曹霑和石頭

記的學問〉。 
 5 先前之研究如見李廣柏，《曹雪芹評傳》(1998)；劉上生，《曹寅與曹雪芹》(2001)；

周汝昌，《曹雪芹新傳》(2007)；周汝昌，《紅樓夢新證》(2016)；馮其庸，《曹
雪芹家世新考》(2014)；張書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2009)；吳新雷、黃進
德，《曹雪芹江南家世叢考》(2009)；樊志斌，《曹雪芹傳》(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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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雪芹祖籍問題的釐整 

曹璽（雪芹曾祖）於康熙元年被工部織染局派駐江寧擔任「公織造」官

員，三年因該局歸併內務府而成為首位「專差久任」的江寧織造。6 除他在
康熙二十三年過世後的八年期間，曹家的璽、寅、顒、頫等三代四人共先

後擔任該織造近一甲子，直至曹頫一家於雍正六年因抄沒而被迫歸旗北京

（圖表 1.1）。其時十三歲左右的曹雪芹，自此在京度過三十多年的歲月。 

曹家作為八旗的一份子，理應只問旗屬不問籍貫，然因曹氏流著漢人

血液，且於曹振彥（璽父）舉家從龍入關後相繼出仕，因與被統治的漢人互

動日增而深受漢文化的薰陶，此在工詩詞、戲曲的曹寅（璽子）身上表現尤

其明顯。先祖的認同與譜系的溯源，或因此成為曹家在鋪陳家族底蘊時必

須補上的功課，也成為今人研究曹雪芹生平時不能跳過的一環。 

家族籍貫往往是時間長軸上一連串動態遷徙過程所留下的生命足跡，

曹雪芹雖生長在江南並老死於北京，然其家在關外以及此前其它長期居停

過的地點，就成為許多地方文史工作者卯足全力希冀能證真的目標。先前

紅學界對明清以來曹雪芹祖籍的認知，主要分成「豐潤說」（以周汝昌為代

表）、「遼陽說」（以馮其庸為代表）、「瀋陽說」與「鐵嶺說」，但大家

對曹家何支、何代，於何時遷至遼東，又落腳何地，中間有無定居過河北

豐潤，再往前可否追溯至江西南昌等問題，雖已有十幾本專書論此，卻始

終各說各話，眾說紛紜。7 
                                                
 6 先前多誤以其於康熙二年任江寧織造，此據胡鐵岩，〈曹璽首次赴江寧與任職江

寧織造時間及旗籍考辨〉。惟胡文有關旗籍的討論頗待商榷。 

 7 如見周汝昌，《紅樓夢新證》(2016)；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2014)；劉繼
堂、王長勝主編，《曹雪芹祖籍在豐潤》(1994)；王暢，《曹雪芹祖籍考論》(1996)；
馮其庸、楊立憲主編，《曹雪芹祖籍在遼陽》(1997)；李奉佐，《曹雪芹祖籍鐵嶺
考》(1997)；劉世德，《曹雪芹祖籍辨證》(1998)；辰戈，〈曹雪芹祖籍問題論爭
概觀〉；張慶善，〈曹雪芹祖籍論爭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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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曹雪芹家族世系圖。訂正自拙著《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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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無法獲得共識的主因，在於先前研究者往往只選擇對己說有利的

材料，並加以發揮，而未能探究各個材料的本質及其表述的視角，以致將

曹家的遠祖（多屬無實證的主觀攀附）、入遼後的足跡（根據其他遼東曹氏的

朦朧說法）、入關後與其他曹氏的族屬稱謂（多因聯宗所產生的親誼），均從

實看待，無法析辨其為客觀事實抑或主觀認定，遂始終未能提出一可全面

理解各文本記述的統合看法。 

譜牒類文獻雖然通常會追溯先祖及其遷徙過程，但在無法獲得血緣證

據且各譜又往往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下，我們或許該先嘗試析探其可信度。

此外，在討論籍貫時，我們對內容出自曹雪芹家族中人或其親友的文本，

應給予較大權重。只有掌握了這些自我形塑或認同的內容，才較可能具體

理解紅學研究中某些透過「官場聯宗」或「攀親結姻」所形成的人際網絡。 

翻查曹雪芹祖父曹寅的著述《楝亭詩鈔》《楝亭詩別集》《楝亭詞鈔》

《楝亭詞鈔別集》《楝亭文鈔》等，共有十五處自署「千山曹寅子清」，

曹寅《楝亭書目》也有「千山曹氏家藏」字樣。此外，《國朝詩的》亦稱

曹寅是「千山」或「遼左」人（圖表 1.2）。8 千山應指遼陽城南的千頂山，
乾隆四十二年遼陽王爾烈的〈詠千山詩〉即有「千華千頂孰雕鎪」句（圖表

1.3），註稱「千華山、千頂山皆見，香巖寺明代碑記曰“千山” 者，蓋俗

簡其字」，又謂「按張玉書〈遊千山記〉：“遼陽城南五十里為千頂山……

山多奇峰，巑岏稠疊，不可指屈，故名千頂。”」9 知千山乃千頂山（又名
千華山）的簡稱。王氏並稱「千山發脈於長白」「吾地有千山之盛」，且引

                                                
 8 陶煊選，張璨輯，《國朝詩的》，書首、卷 2，頁 6。 
 9 此為其撰於康熙二十一年的〈遊遼東千頂山記〉。參見張玉書，《張文貞公集》，

卷 6，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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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望千山詩〉「華嶽泰岱應齊峻」句，稱許遼陽千山的秀拔可與華

山、泰山擅勝生輝。10 

再者，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宋趙伯駒漢宮圖》上鈐有「千山耿信公

書畫之章」，耿昭忠，字信公，平南王耿仲明之孫。由於仲明墓位於遼陽

東南梅家花園村南，耿家的宗祠懷王寺亦在城內，11 知千山（今歸鞍山市）
因是地理名勝，時人（包含曹寅）確有以之代指遼陽的情形。 

此外，康熙朝之《江寧府志》與《上元縣志》皆可見雪芹曾祖曹璽的

小傳，分別記稱「曹璽，字完璧，宋樞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寶宦瀋陽，

遂家焉」「曹璽，字完壁【璧】，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著籍襄平。

大父世選令瀋陽有聲」（圖表 1.4及 1.5）。12 襄平乃古代遼陽的別名，13 遼
陽知州何夢瑤於雍正十年登城西南的首山（係千山之首），並賦有〈襄平雜

詠〉組詩；14 王爾烈亦於乾隆五十八年為去職的奉天府遼陽州學正元振采
撰《元大司鐸去思碑》，文末稱「偕遼陽州紳士公立」，並謂「幸襄平有

賢師矣」；遼陽白塔頂上所發現的隆慶五年《重修遼陽城西廣祐寺寶塔記》

銅碑，亦謂「吾襄平為全遼都會」；現藏遼陽民俗博物館的天聰四年《重

建玉皇廟碑記》也稱：「昔襄平西關西門外不越數趾，有玉皇廟焉……」；

這些均坐實清人常以襄平為遼陽的代稱。 

 

                                                
 10 周汝昌誤認遼陽城南有千頂山一事「與曹寅署千山的真意義無關」。參見王爾烈，

《瑤峰集》，卷上，頁 1-2；周汝昌，《紅樓夢新證》(2016)，頁 83。 
 11 張成良主編，《遼陽鄉土文化論集》，頁 71。 
 12 于成龍纂修，《江寧府志》，卷 17，頁 27；唐開陶纂修，《上元縣志》，卷 16，

頁 9-10；武念祖修，陳栻纂，《上元縣志》，卷 6，頁 12-13。 
 13 邱華東，〈再論遼陽即古襄平：“曹雪芹祖籍鐵嶺說”商榷〉。 
 14 翟文選等修，王樹枏等纂，《奉天通志》，卷 251，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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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2： 記載曹雪芹家族籍貫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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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3： 遼陽王爾烈寫於乾隆朝的〈同遊千山詩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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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4： 《江寧府志》與《上元縣志》中的〈曹璽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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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5：  曹錕於 1932年壬申歲所題之武惠王曹彬遺像。15 曾貴為民國
總統的曹錕亦與曹雪芹家同以曹彬為顯祖。 

 

由於上元縣與江寧縣乃同城而治，均屬江寧府，而曹家的璽、寅、顒

和頫三代四人在次第擔任江寧織造期間，又恰與修志過程相重疊，知半個

世紀以來作為宦居當地最顯赫的八旗望族，前述曹璽小傳之內容不應與曹

家的自我認知有差，且情理上亦應曾諮詢過曹家。亦即，如考慮出版時間

的先後，《上元縣志》所敘述的「後著籍襄平。大父世選令瀋陽有聲」，

應是對較早成書之《江寧府志》「及王父寶宦瀋陽，遂家焉」的具體補充，

強調其家原本「著籍襄平」。再者，曾於《楝亭圖》上為曹寅、曹荃兩兄

弟跋詩的鄧漢儀，16 在其康熙十七年成書之《詩觀》二集中，收錄三首曹

                                                
 15 中國嘉德 2018春季拍賣會《筆墨文章：信札寫本專場》第 2008號。 
 16 落款為「荔軒、筠石兩年先生題畫正，舊山鄧漢儀拜書」。參見高樹偉，〈中國

國家圖書館藏四卷《楝亭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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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的詩，並記其簡歷曰：「子清，雪樵，奉天遼陽人，《野隺堂草》。」

而此詩集的編選體例是根據作家自行提供的內容，知該三詩應摘自曹寅的

《野隺堂草》（今佚），且曹寅著籍遼陽的敘述也很可能直接出自作者。17 

至於曹寅在其助印且校閱的施閏章《學餘全集》中署名「長白曹寅子

清」，友人韓菼（音「毯」）於〈織造曹使君壽序〉中稱他為「三韓曹使君

子清」，吳綺文集的參訂姓氏中亦記「三韓曹寅子青」，18 寅弟荃在序《四

言史徵》時自署「長白曹荃」（圖表 1.2），應均是用「三韓」與「長白」

來泛指遼東（指遼河以東的地區），此為明清文士圈常見不直用地名的儒雅

做法，類似情形亦可見於三湘、嶺南和八閩等例。 

「三韓」原指朝鮮半島南部的馬韓、辰韓和弁韓三個小國，由於遼聖

宗開泰五年 (1016) 耶律世良大破高麗軍時，除斬首數萬級，還將大量來自

三韓的俘虜遷置遼東，故當瀋陽、遼陽等地在明末被金國攻陷後，遼人遂

將遭遇相近的遼東以「三韓」稱之（「長白」的用法亦然）。19 康熙《遼陽
州志》的跋文即明指「遼陽昔為三韓總會之區」，康熙《寧遠州志》亦因 

                                                
 17 黃一農，〈重探曹學視野中的豐潤曹氏〉。 
 18 「子青」因與「子清」同音，故亦被曹寅用為別字（古人不乏此例），如錢澄之

即撰有〈與曹子青〉，張雲章也曾賦〈贈曹鹺使子青〉。參見韓菼，《有懷堂文

稿》，卷 6，頁 8、卷 8，頁 8；吳綺，《林蕙堂全集》，卷首；錢澄之，《田間
尺牘》，卷 3，頁 5；張雲章，《樸村詩集》，卷 8，頁 7。 

 19 清初劉廷璣批評時人不該用「三韓」稱遼東；顧炎武嘗曰：「開泰中，聖宗伐高
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據此，乃俘三國之人置縣於內地，而取三韓之名爾……

今人乃謂遼東為三韓……原其故，本於天啟初失遼陽以後，章奏之文遂有謂遼人

為三韓者……今遼人乃以之自稱。」王棠亦稱「今人乃謂遼東為三韓」；《重修

大同鎮城碑記》（圖表 2.13）可見「三韓馬公諱之先」和「三韓彭公諱有德」，
耙梳資料庫知「初籍金州衛」的馬之先嘗被稱作奉天或遼東人，「金州衛生員」

彭有德為奉天或遼東人。亦即，奉天、遼東或三韓均可用來指代較廣的地理範疇。

參見顧炎武，《日知錄》，卷 29，頁 846-847；劉廷璣，《在園雜志》，卷 1，頁
48-49；王棠，《燕在閣知新錄》，卷 30，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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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曹雪芹的家族印記

此稱寧遠是「關東一要會也……雄麗甲三韓，為遼、瀋門户」。20

更有甚者，大量與曹家人歷宦過程相涉的清代方志類官書中，有謂振

彥是「遼陽人」「奉天人」「遼東人」「奉天遼東人」「奉天遼陽人」或

「遼東遼陽人」，曹璽是「遼東漢軍人」「漢軍，世居瀋陽」，或指曹寅

是「奉天人」「千山人」「世居瀋陽」「世居瀋陽地方」（圖表 1.2）。由

於順治十四年始在盛京瀋陽城內置奉天府，下轄遼陽、撫順、鐵嶺、開原

等地，並一直沿用至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知這些記載多與前述之遼陽說若

合符契，21 前人往往糾結於遼東、奉天、三韓、長白、千山、襄平、遼陽

等地名的不同，而不知它們彼此間並無矛盾，只是涵蓋範圍有別，22 至於

瀋陽與遼陽兩地名則是宦居與祖籍間的差異！

綜前所論，曹雪芹的先輩一直「著籍遼陽」（此說與目前包含方志在內

的幾乎所有一手文獻的敘述皆若合符契），直至其高高祖世選因在瀋陽中衛任

官始遷住瀋陽。23 天啟元年三月瀋陽城陷時（八日後遼陽亦陷），世選舉家

被俘或降，《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略稱《通譜》）因此稱曹世選「世居瀋

陽地方」（圖表 1.6），但曹家仍以遼陽為祖籍。24 在馮其庸原藏的同治《曹

氏譜系全圖》（與《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最後增補材料的時間大致相同，然此

                                              
20 楊鑣纂修，《遼陽州志》，末跋；馮昌奕等修，《寧遠州志》，卷 8，頁 5。
21 在圖表 1.2所整理出的約四十個記事當中，與此說不合者僅見劉然輯《詩乘初集》
（約收 200人）、彭廷梅輯《國朝詩選》（約收 1550人）、汪觀輯《清詩大雅》
（凡 117卷），稱曹寅為「奉天寧遠人」或「奉天鐵嶺人」，由於三書的編者均
未出現在曹寅現存的詩文集中，疑其與曹寅並無私交，或是編者在收錄大量詩作
時未能一一核實作者資料所致。

22 王洪勝，〈曹雪芹家世祖籍研究的重大發現〉。
23 先前學界多理解成曹世選於歸金後因任官而移住瀋陽，但《通譜》中清楚記載作

為第一代包衣的世選並未出仕。
24 從《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另見 94個尼堪家族「世居遼陽地方」一事，判斷曹家雖
著籍遼陽，但當時已長住在政經中心的瀋陽，故被稱作「世居瀋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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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一章  曹雪芹先祖的遷徙足跡

圖似已佚）上，25 於四房的振彥、寅、璽、鼎名下，有「向聞分住遼陽，譜

失莫記」等字（此句應描述的是振彥及其祖籍；圖表 1.7）！26

另，曹寅亦透過別號「柳山」顯露他對遠祖的認同。曹寅幕友張雲章

嘗稱其「柳山先生」，並註稱「公以柳山自號」。27 查士標《梅花冊》上

有六幅畫的題詩署名「柳山」，且鈐用「曹寅之印」「荔軒」「楝亭」「楝

下客」。28 博爾都（字問亭）命曹寅在石濤所繪《臨眾爵齊鳴圖》寫賦時，

寅自署「柳山弟」，圖上曹寅手書的「雲漢高尋」引首，亦署「柳山寅題」，

並鈐「楝亭」等印。29 石濤為博爾都臨摹的《蓬萊僊境長卷》上，也有「柳

山寅題并識」之跋。30 此外，曹寅自序《太平樂事》雜劇時末署「柳山居

士」；31 在題明•馬守真（號湘蘭）所畫之《蘭竹》時，署名「柳山聱［音

“敖”］叟」（因其曾患「耳閉」之疾）；且於《北紅拂記》末題「柳山自識」，

程麟德跋此書時亦盛讚「柳山先生材大如天」（此段參見圖表 1.8）。32

                                                
25 此圖之上應以十七世惠慶的事跡最晚，其小傳稱他：「湖南岳州府通判，歷署巴

陵縣知縣，平江縣知縣，賞加同知銜，以直隸州知州盡先補用。題陛武岡州知州，

遵旨奏調山東幫辦營務，以歷次克復城寨打仗，奉旨免補直隸州，以知府留東補

用，賞戴花翎」，查惠慶在同治元年至二年出任平江縣知縣後，雖題陛武岡州知

州，但遵旨襄贊山東營務，因以軍功候補知府。同治七年九月他獲丁寶楨保奏並

送部引見，十年十二月惠慶卒於山東曹州府知府任內。參見馮其庸，《曹雪芹家

世新考》，頁 27；張培仁修，李元度纂，《平江縣志》，卷 34，頁 8；《清穆宗
實錄》，卷 242，頁 355、卷 326，頁 307。

26 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頁 15-33。
27 有以張雲章〈奉陪曹公月夜坐柳下賦呈〉詩中有「柳山先生性愛柳，山坳一樹百

年久」句，故認為此即曹寅以柳山為別號之故，然此號應還有另一層更深的意涵。

參見周汝昌，《紅樓夢新證》(2016)，頁 137。
28 顧斌，《曹學文獻探考》，頁 371-381。
29 黃斌，《清宗室博爾都《問亭詩集》校注與研究》，頁 367-368。
30 陳國平，《石濤》，冊上，頁 512-513。但書中誤將「柳山寅」繫為康熙十二年進
士曾寅（江西清江人），並在無論證的情形下，逕指曾寅號柳山。

31 顧平旦，〈曹寅《太平樂事》雜劇初探〉。
32 上海圖書館藏《北紅拂記》的尤侗序出現三處「柳山」，但該文在收入《艮齋倦

稿》後則都改成「荔軒」。參見周興陸，〈試論曹寅的《北紅拂記》〉。

國
科
會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14  曹雪芹的家族印記
  

 

圖表 1.6：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中曹錫遠家族的滿漢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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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7：《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與《曹氏譜系全圖》的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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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8： 記載曹寅以「柳山」為自號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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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山亦為名岳，33 在江西隆興府（明清改稱南昌府）武寧縣西南三十里，

其命名乃從曾隱居此地的唐•柳渾之姓。34 由於不少曹譜以南宋曾知隆興

府的曹孝慶為南昌始遷祖，並稱該支後有遷豐潤者，故曹寅之所以別號「柳

山」，不僅因其「性愛柳」，應也是藉以表明自己為曹孝慶後人。35

曹寅詩文中另可見不少與其遠祖相關的敘述：如他在賦贈曹鋡時有「吾

宗自古占騷壇」「吾宗詩淵源，大率歸清腴」句，就以曹操父子（「三曹」

以詩歌名世）為遠宗；袁瑝題《楝亭圖》時，亦謂「惠、穆流徽，朝野重，

芳名循譽」，譽他上承曹彬（諡號「武惠」；圖表 1.5）與曹瑋（諡號「武穆」）

父子的家聲；曹寅和李煦的幕友張雲章也透過「俶（音 “觸”）裝繼相蕭為

侶，取印提戈彬作倫」「俶裝終擬繼蕭何」句（圖表 1.9），盛贊曹寅功業

堪與漢初繼蕭何為相的曹參比擬，並期許其新得的孫兒可以允文允武的曹

彬做榜樣（附錄 7.1）；納蘭成德則用「籍甚平陽，羨奕葉，流傳芳譽」句，

揄揚知交曹寅出身累世（即所謂的「奕葉」）流芳的平陽侯曹參世家；杜岕

（音 “介”）寄詩甫任蘇州織造的曹寅時，其「倘遇蓋公輩，蒼生可以安」

句，亦用曹參以蓋公之言治齊因而大治的故事相勉。36 此外，敦誠作詩寄

懷摯友雪芹時，亦有「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

後，於今環堵蓬蒿屯」句，37 指其為魏武帝曹操以及唐代將軍曹霸的裔孫。 

                                              
33 柳山乃以南宋•白玉蟾的〈湧翠亭記〉聞世，亭在山麓，白玉蟾本姓葛，名長庚，
後出繼白氏，為道流名人，如《文淵閣四庫全書》中即有 120部書提及其人其事，
《御定佩文韻府》也出現「白玉蟾」38次、「葛長庚」186次。

34 許應鑅等修，曾作舟等纂，《南昌府志》，卷 2，頁 22。 
35 曹文安等，《南昌武陽曹氏宗譜》；李雪菲，〈曹雪芹祖籍問題新說〉。
36 劉上生，《曹寅與曹雪芹》，頁 150-151。
37 此用少陵野老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之典，唐•曹霸以善畫馬聞名，官至
右武衛將軍，傳為魏少帝曹髦（操之曾孫）後裔。因杜甫詩中稱其「將軍魏武之

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敦誠以雪芹是曹
霸之後（「君又無乃將軍後」句亦有作「嗟君或亦將軍後」），遂在詩中稱其與

「為庶為清門」的先祖境遇相似，過著「環堵蓬蒿屯」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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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9： 張雲章涉及曹寅和李煦的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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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曹雪芹家族應自認是漢曹參、魏曹操、唐曹霸、北宋曹彬和曹瑋、

南宋曹孝慶諸名人之後，故其親友才有前述贊詞。無怪乎，曹寅或因此在

他創作的傳奇《續琵琶》（《紅樓夢》第五十四回賈母曾提及此作品；附錄 4.3）

中，替其遠祖曹操「故為遮飾」，以重塑一較正面的形象。38 當然，這些
曹氏名人間的世系連結，在欠缺史料的情形下，多已無法從血緣上具體印

證，而較可能屬於自高世系的追攀行為。下節即藉由現存的族譜材料，探

索可否將曹雪芹家族的先祖回溯至遼東以前。39 

二、難以溯源的武陽曹與豐潤曹 

因曹寅家自認是曹參、操、霸、彬、瑋、孝慶諸名人的裔孫，故年代

最近的曹孝慶就成為大家關心的焦點。孝慶登南宋淳祐元年 (1241) 進士，

咸淳元年 (1265) 知江西隆興府，歷官至權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浙江圖

書館藏康熙《南昌武陽曹氏宗譜》鈔本，稱孝慶長子善翁（名浩）因卜居隆

興府城南四十里的武陽渡（在府治南昌縣的長定鄉），遂稱作武陽曹氏，並

以孝慶為始祖（圖表 1.10）。 

而據康熙《南昌武陽曹氏宗譜》及光緒《浭陽曹氏族譜》（現藏唐山市

豐潤區文物管理所，豐潤古名浭陽），豐潤始遷祖曹端明（字伯亮）乃於明永

樂年間「由南昌武陽遷豐潤」，其弟端廣則「由武陽遷居遼左之鐵嶺衛」

「卜居遼東」「占籍遼東，後人失載」「遷遼左」。40 該自武陽→豐潤→
鐵嶺的遷徙說法，就成為紅圈追索曹家先祖移居遼東之前籍貫的關注焦點。 

 

                                                
 38 樊志斌，《曹雪芹家世文化研究》，頁 87-100。 
 39 均請參見黃一農，〈曹孝慶家族在江西遷徙過程新考〉。 
 40 趙東海，〈曹端廣：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鐵嶺說駁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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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0： 康熙《南昌武陽曹氏宗譜》中的始祖曹孝慶。41 

 
  

                                                
 41 此譜雖稱曹端廣卜居遼東鐵嶺衛，然目前並無任何證據指出端廣支與「著籍襄平」

的曹世選支有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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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自 2010年春起曾多次赴進賢、南昌、湖口、都昌、上海、南京、
北京、豐潤等地，儘可能綜覽相關的譜牒和碑刻。然因各譜中的世系常記

載不一，故我們應有必要將宗族歷史的文本放到大歷史的脈絡中加以對照，

以辨定各譜涉及遠祖之記述是否可信。42 在《中國家譜總目》著錄的曹氏
譜牒凡 275部，43 學界有從其中的幾部判定孝慶是宋靈壽（今河北石家莊市

靈壽縣）曹彬 (931-999) 玄孫曹實（原名「晟」，靖康元年遭金人北擄，因避金

太宗完顏晟而改名「寔」，通「實」或「是」）之子，亦有指其是唐豫章（今

南昌市進賢縣）曹端禮十三世孫應龍之姪孫，惟此兩支曹氏似無直接關係。 

考量曹彬、曹實、曹應龍與曹孝慶均為史書中可考之人物，筆者遂透

過幾個大型的文史資料庫，嘗試疏理其生平事跡，並在 2011年新竹清華大
學圖書館裝置《中國方志庫》的測試中，第一次檢索就成功於乾隆《湖口

縣志》的進士名錄發現曹孝慶，令學界首度得知孝慶為江西湖口人。接著，

筆者又耙梳了約二十種曹譜以及大量志書和宋元著作，且赴當地覓得孝慶

葬於湖口文橋走馬嶺的「西真寺祖墓」（圖表 1.11），更縷析出曹孝慶家族

於唐宋時期的移居路徑：從安徽宣州南陵縣→江西江州彭澤縣→饒州都昌

縣龜山→江州湖口縣，知其入贛後大致不出鄱陽湖周遭地區。無怪乎，《南

宋館閣續錄》中曾以孝慶「貫南康」，此或因都昌縣在當時乃隸南康軍。

44 此外，筆者還自南宋紹興四年 (1134) 成書的《古今姓氏書辯證》中，發

掘出靈壽曹氏自彬以下五代百餘人的世系，以及曹實（譜牒中有稱其是孝慶

之父）、曹浩（又名善翁，有稱是孝慶之子）的事跡。45 

                                                
 42 下文中的相關討論均請參見黃一農，〈曹孝慶家族在江西遷徙過程新考〉。 
 43 其中始祖為曹彬者約 23 部、曹參 8 部、曹良臣 2 部。參見王鶴鳴主編，《中國

家譜總目》，冊 5，頁 2808-2835。 
 44 陳騤，《南宋館閣續錄》，卷 8，頁 18。 
 45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卷 11，頁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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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1： 曹孝慶祖墓所在的湖口縣走馬嶺西真寺。46 遺址在今文橋鎮
的曹寺新村，尚存康熙二十二年重建之功德碑。47 

 
 

                                                
 46 西真寺現僅存遺址，該寺原本應為曹家的功德寺，招僧人以守護其旁的祖先墳塋，

此故，寺旁之村原名「曹寺灣」。查宋代類似曹孝慶位階之大臣，常在遷居地區

指占或新建寺院作為其家族的功德寺，至於獲朝廷賜額者，更可享有寺產免除科

敷的優待，知孝慶家族至少到他這一代應已落籍湖口。參見魏峰，《宋代遷徙官

僚家族研究》，頁 118-125。 
 47 筆者於 2010 年田調時，在村外一處廢棄農舍發現此碑，並花費幾小時逐頁拍攝

村中老人自閣樓拿出的一套以錦袱包裹的線裝曹譜，離開時因天色已晚，屋外無

路燈，乍然見到曾經很熟悉且伴我年輕時逐夢的滿天星斗，不禁想起多年前當職

業天文學家時，在美國麻州的 Quabbin 水源保護區，獨自一人操作直徑 14 米之
FCRAO射電天文望遠鏡（2011年拆除）探索銀河系奧秘時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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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家譜總目》所收錄的兩百多部曹譜，僅《南昌武陽曹氏宗

譜》以孝慶為南昌的始祖，尤有甚者，曹孝慶的進士科名並未見於湖口縣

以外它地志書的選舉志，且他在出任隆興知府之翌年即轉知浙江婺州軍事，

疑曹孝慶本人並不曾遷籍隆興。又，經考慮年齡的差距以及取名的規矩（曹

彬後代依序以帶玉、人、言、日、水字根的字表示行輩字派），我們也可推斷孝

慶絕不可能是相差一百多歲的駙馬都尉曹實之子，且亦非應龍姪孫（因孝慶

較應龍早三年中進士），而曹浩也不會是孝慶之子（有譜稱浩於咸淳八年除大

理寺卿，然與孝慶同榜的黃應龍在五年前才授此職）。疑修譜者為攀援名人，

遂硬將孝慶插入曹彬後裔曹實與曹浩兩父子當中。 

綜前所論，南宋末年知隆興府的湖口曹孝慶為曹彬或曹端禮裔孫的說

法，應均屬附會，且曹孝慶似亦非像康熙《南昌武陽曹氏宗譜》所稱是南

昌的始祖。在江西地區的一些曹譜中，有關孝慶父子三代的記述或因此常

出現全不搭嘎的情形：如進賢曹氏所編的《贛鄂湘合修曹氏宗譜》(2009)，

稱恒省生一子孝慶，孝慶娶萬氏，有一子浩；而在龜山曹氏所編的《曹氏

大成宗譜》(1988)，則記忠甫生子三，長名孝慶，娶柳、帥、王、夏氏，有

思、愚、應三子！ 

經詳加比對史實之後，我們可發現武陽、進賢或豐潤曹譜所記孝慶以

下四代裔孫的仕宦經歷多屬虛構，而豐潤曹氏較可靠的記載應起自端明。

至於豐潤曹再遷遼東的歷程，亦同樣無從核實。在武陽曹的主導以及豐潤

曹鼎望與曹首望的監修之下，康熙三十二年重修的《南昌武陽曹氏宗譜》

應為已知存世最早的南北曹合譜。該譜指稱孝慶之曾孫端明於明成祖永樂

年間攜弟端廣從江西往北發展，結果端明占籍直隸豐潤，端廣則出關並卜

居遼東鐵嶺衛。然目前並無任何文獻證據指出曹端廣支與「著籍襄平」的

曹世選支有直接關係，而鐵嶺與遼陽分別在瀋陽的東北與西南方各約六十

公里處。亦即，我們欠缺堅實的歷史材料，可將曹雪芹先輩們的遷徙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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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至河北豐潤和江西武陽，此故，續編自順治《遼東曹氏宗譜》的同治

《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下文簡稱《五慶堂曹譜》）中，就從未言及武陽曹

或豐潤曹，而是將遼東五慶堂諸曹（包含雪芹祖先在內）之鼻祖，附會成元

末安徽壽州安豐人的曹良臣（詳見後）。 

曹鼎望在其監修的康熙《南昌武陽曹氏宗譜》中，不僅將武陽曹與豐

潤曹合譜，並期望未來能考訂淵源，補足「遼陽一籍，闕焉未修」的情形

（圖表 1.10）。曹寅亦認同武陽曹（標舉曹孝慶為其始祖），並以豐潤曹與遼

東曹乃同支，遂與鼎望三子釗、鈖、鋡骨肉相稱，且用位於隆興府的柳山

為號（間接指稱其家源出曾知隆興府的曹孝慶）。事實上，學界對曹雪芹家族

在宋元之前和遼東之外先祖（曹參、曹操、曹霸、曹彬、曹瑋或曹孝慶等）所

進行的追索，恐已很難得到合乎史實或基於血緣的客觀關係。然曹家對顯

祖的自我定位，不僅重塑了家族的歷史感與文化層次，更透過聯宗通譜成

功開展了一連串的社會網絡。 

三、《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中的曹家 

疏理曹雪芹家的祖籍問題時，肯定不能避開同治朝編輯的《五慶堂重

脩曹氏宗譜》（遞編自清初所編但目前已佚的《遼東曹氏宗譜》），因其是目

前所見唯一收錄有雪芹祖先（但無雪芹及其後輩；圖表 1.7）的清代譜牒。48 
此書乃 1962年北京市文化局在調查雪芹家世時發現，翌年首度公開。茲嘗
試析探此譜內容的可信度，及其與曹家祖籍遼陽說可否呼應。 

據曹士琦撰於順治十八年的〈《遼東曹氏宗譜》敘言〉，此譜乃其季

弟士璘遵父致中之志初編，序中自認其家之鼻祖乃元末的曹良臣 (?-1372)，

                                                
 48 馬希桂，〈記《遼東曹氏宗譜》和《浭陽曹氏族譜》的發現〉；王暢，《曹雪芹

祖籍考論》，頁 26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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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稱良臣籍隸揚州儀真，因追隨明太祖立功而封安國公，諡忠壯，其長子

曹泰襲宣寧侯；次子曹義 (1390-1460) 封豐潤伯；三子曹俊襲指揮使，後調

瀋陽中衛，49 遂定居該處。該序並稱： 

歷代承襲以邊功進爵為職者又三、四人，子孫蕃盛，在瀋陽者

千有餘人，號為巨族，而金州、海州、蓋州、遼陽、廣寧、寧

遠俱有分住者……後因遼、瀋失陷，闔族播遷，家譜因而失遺

兵火中，從前世系、宗支茫然莫記。 

知曹士琦以明初的曹俊為入遼始祖，譜中並依俊所生的昇、仁、禮、智、

信析分成五房。明末時其族人已散處遼東，居瀋陽者達千餘人，50 乃當地
大姓，且有三、四位世襲衛所武職，惟其家譜於金國攻陷瀋、遼時亡佚。 

此譜共收錄三百多人的資料，詳略各異，以三房第十五世之清保最晚，

清保所生惠慶、溥慶、榮慶、積慶、裕慶（五兄弟均不用漢姓曹51）就是「五

慶堂」的命名由來，今所見鈔本出自溥慶之三傳孫曹儀簡家，內容應是從

順治年間至同治八年不斷遞編而成。52 其體例迥異於平常以世系為析分準
則的表格形式，或因材料受戰亂亡佚，故收錄的小傳較詳於編纂者所屬的

三房以及明末以後的部分長房，其它內容則多為揣度或轉錄自相關文獻，

以致小傳中不僅常無生卒時間，甚至屢屢可見「前/後失考」的敘述。 

                                                
 49 瀋陽中衛建於洪武二十年(1387)，領所五，設指揮使三十二員。嘉靖《全遼志》記

該衛約有戶一千八百、口五千人，馬、步軍六千二百人。隨著人口日增，萬曆《四

鎮三關志》記該衛已「領所七」。參見楊賓，《柳邊紀略》，卷 2，頁 3；李輔等
修，《全遼志》，卷 2，頁 4-5、11、59及卷 3，頁 31；劉效祖，《四鎮三關誌》，
卷 8，頁 145-146。 

 50 張書才，〈明代遼東寧遠衛曹氏的關內原籍〉。 
 51 如《清實錄》中嘗稱「山東候補知府惠慶」及「署曹州府知府積慶」。參見《清

穆宗實錄》，卷 242，頁 355；《清德宗實錄》，卷 58，頁 805。 
 52 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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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五慶堂譜中所記的四房第九至十四世，僅列曹錫遠（世選）支共十一人，

其內容或主要抄自《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圖表 1.6及 1.7），甚至還把《熙

朝雅頌集》卷九的曹寅小傳及其 55首詩全都照錄於譜末。因《通譜》僅臚
列有官銜或科名者，曹譜編者遂在未能增補的情形下，闕載白身的曹順、

曹頔、曹顏，並將曹頎錯歸於曹宜（形近「宣」字）名下，且把《通譜》中

所記與曹顒、曹頫同輩的曹天祐，誤為曹顒子（附錄 1.1）。 

 
 

曹天祐最可能是曹宜之子 

乾隆九年完成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乃清代涉及八旗歷史的重

要官書，始修於雍正十三年，資料隨時訂補，如書中正文即有二十一

條出現乾隆繫年之事，最晚者記正黃旗常明於乾隆七年七月初五日病

卒。53 查《通譜》在編纂時，奉旨監理的弘晝以及擔任總裁的鄂爾泰，

亦同時負責編修《八旗通志初集》，這兩部官書不僅勾勒出清朝崛起

的大歷史，更記載眾多八旗家族的發跡過程或襲職資料，因關涉這些

人物的歷史定位以及權益，故其內容通常相當嚴謹。 

《通譜》嘗記曹錫遠（即曹世選）以下有職銜的共三代裔孫曰： 

其子：曹振彥原任浙江鹽法道。孫：曹璽原任工部尚書，曹

爾正原任佐領。曾孫：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

護軍參領兼佐領，曹荃原任司庫。元〔「玄」字之諱改〕孫：

曹顒原任郎中，曹頫原任員外郎，曹頎原任二等侍衛兼佐

領，曹天祐現任州同。54 

根據此書體例，乃將「凡初來歸依、有名位可考」者，依其輩分高低臚 

                                                
 53 弘晝等，《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 72，頁 1-2。 
 54 弘晝等，《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 74，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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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第一章  曹雪芹先祖的遷徙足跡
  

 

列，故常未能表示父子關係。「現任州同」的曹天祐（有版本作「佑」

「祜」，滿文音為 “io”）顯然與曹顒、曹頫、曹頎同輩。55 

耙梳《通譜》只有另一位「現任州同」者：鑲白旗包衣管領下人趙

世綸。我們從「中國方志庫（二集）」可查出他在雍正十二、三年前後

曾擔任昆陽州之州同。56 鑒於《通譜》中另有一名「現係候補州同」、

三名「現係候選州同」、三名「原任州同」、四名「原係候補州同」，

「候選」指具有做官資格但還未授官，「候補」則謂未能補授實缺但已

分發到某處聽候委用，用詞相當謹嚴，知曹天祐當時應實授州同。 

惟因現存方志數位化的情形尚不完善，故曹天祐究竟在何時何地

擔任州同，仍有待進一步查找。尤有甚者，曹天祐之漢名亦可能改用

滿名之音譯，或略去原漢姓，如《養吉齋叢錄》記八旗姓氏曰： 

凡公私文牘稱名不舉姓，人則以其名之第一字稱之，若姓

然。其命名或用滿語或用漢文，用漢文准用二字，不准用三

字，以其與滿語混也（嘉慶間有旨禁止，如諭改和申保為和

保，清永泰為永泰之類）。漢軍或繫姓或不繫姓，祖孫父子

無一定。57 

此一情形將令州同曹天祐的生平資料更難掌握。 

鑒於在《通譜》成書之乾隆初年，曹璽孫頂多只剩已革職的曹頫，

故天祐頗有可能是曹宜之子，當然我們也不排除他是曹宜兄弟所生，

或源出振彥之兄弟支，或出自璽和爾正的其他兄弟（圖表 1.1）。58 又，
                                                
 55 有學者不顧官方文獻的記載，將實任州同的曹天祐硬說成是晚一輩的曹雪芹，若

然，雪芹就不應在《紅樓夢》中把鼓吹仕途經濟的人罵為「國賊祿蠹」，並稱自

己「一事無成，半生潦倒」。參見歐陽健，《紅樓詮辨》，頁 10。 
 56 現有之資料庫頗不完備，如「中國方志庫」預計分五集輸入約萬種方志，惟迄今

僅完成三集，「初集」即因此未能查得趙世綸的任官材料。參見鄂爾泰等監修，

靖道謨等編纂，《雲南通志》，卷 7，頁 45。 
 57 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 1，頁 3。 
 58 曹寅有〈與從兄子章飲燕市中〉及〈虎丘雪霽追和芷園看菊韻，寄松齋大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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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曹雪芹的家族印記

  

 

屈復於乾隆八年作詩緬懷曹寅時，曾慨歎其家「何處飄零有子孫」，59 
亦印證當時尚出任州同的曹天祐應非曹寅已四處流離的直系後代。 

先前有學者因《易經》有「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句，且孔子釋稱

「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而主張曹順（滿

名赫達色）可能又名曹天祐，然因內務府在康熙二十九、四十及四十八

年的滿文文件中，分別稱其為曹順、赫達色及曹順（圖表 6.6），故他
在三十多歲後又改名曹天祐的機會應不大。60 倒是筆者新發現《詩經‧

大雅‧生民之什》有「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

右命之，自天申之」句，其中「右」通「祐」字（《禮記•中庸》引《詩

經》此句則作「佑」），而根據曹家取名字常與經典關合之傳統（圖表

1.12），天祐有可能就是曹宜之子。若曹天祐亦有以「頁」字為偏旁之
單名，則或名「曹顯」，當然，此仍屬臆測。 

此外，由於文獻中記載曹璽孫輩明確漢名的，僅有順、頎、顒、

頫，皆同為以「頁」字為偏旁之單名，疑《通譜》中複名的曹天祐應非

曹璽孫，61 或屬曹爾正支。更因爾正子曹宜小曹寅二十幾歲，62 故曹

宜子確較有可能在《通譜》編成時「現任州同」。曹宜於雍正十三年仍

在正白旗包衣第四參領第二旗鼓佐領兼護軍參領（從三品）任上，並負

責「巡察圈禁允禵地方」等事，知其頗受雍正帝信任，乾隆初應仍在

世，是曹世選家族在雍、乾之際官階最高者（圖表 7.25）。 

                                                
  筠石二弟〉二詩，由於曹爾正較兄曹璽年輕許多，故年紀較長的子章應與曹寅同

曾祖。亦即，曹世選可能不只曹振彥一子，但他子因不曾出仕，故未列名《通譜》。

至於「松齋大兄」，也可能是聯宗的關係。參見曹寅著，胡紹棠箋註，《楝亭集

箋注》，頁 72、409-410。 
 59 屈復，《弱水集》，卷 14，頁 42。 
 60 《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頁 125；崔川榮，〈曹雪芹名和字異說〉。 
 61 吳世昌著，吳令華編，《吳世昌全集》，冊 7，頁 135。 
 62 曹宜年紀較寅或荃均要小一截，約生在康熙十九年之後不久，此因其於雍正七年

已當差三十三年，通常旗員子弟至十八歲就應當差。參見允祹等，《欽定大清會

典則例》，卷 32，頁 8-9；《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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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第一章  曹雪芹先祖的遷徙足跡

圖表 1.12： 曹雪芹家族取名字時所可能借用經典上之關合。

名或字號 經典上之關合 

世選（原名寶，
又名錫遠）

《尚書‧盤庚〉有「世選爾勞」「無總于貨寶」句，
疑寶和世選是名與字的關係，後並以字行

爾玉（後名璽）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顯示世選子的行字為「爾」

爾正（又名鼎） 同上

寅（字子清，號
荔軒、楝亭）

《尚書‧虞書》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句。「寅
清」原為官吏箴戒之辭，謂言行敬謹，持心清正

宣（後改名
「荃」，字子
猷，號芷園）

「芷園」或取自《楚辭‧離騷》：「蘭芷變而不芳兮，
荃蕙化而為茅。」又，《詩經‧大雅》有「秉心宣猶
［通 “猷”］，考慎其相……維此聖人，瞻言百里」，
《宋史‧樂志》有「亞聖宣猷」句，「宣猷」本謂施
展謀劃，康熙四十五年冬趙執信曾題贈「聖宣曹二
兄」，或指曹宣

宜 《詩經‧周南》有「宜爾子孫」句。此與乃父之行字
「爾」有所關合，指「曹宜乃爾正之子孫」

順（小名珍兒） 《詩經‧大雅》有「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歎」
句，與其父曹宣之名相連，並冀望能子孫繁盛，而「既
庶既繁」之「庶」字不知是否點出順乃庶出？

頔（小名驥兒） 宋•胡瑗《周易口義‧復卦》有「希驥之馬亦驥之乘，
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句。驥乃良馬，顏即顏回，此謂
見賢思齊亦可若是。南朝梁•顧野王《玉篇》以及宋•
陳彭年《廣韻》均釋「頔」為「好」，此與「驥兒」
之取名有所關合。再者，顏較頔晚生兩年，亦暗合先
驥後顏之排序

頎（滿名桑額） 《詩經‧國風》有「碩人其〔或作「頎」〕頎，衣錦
褧衣」「猗嗟昌兮！頎而長兮」句

顏 《詩經‧睟風》有「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句。顯
示寅（字子清）生顏，冀其能揚清抑濁，為長房增光

顒（字孚若，原
名「連生」）

《易經‧觀卦》有「大觀在上，順而巽……有孚顒若，
下觀而化也」句，隱指顒在順後

頫（字昂友） 《詩經‧大雅》有「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句。「卬」
（通「仰」）與「頫」（通「俯」）對應，隱指顒、頫
為親兄弟，頫取字「昂友」或期許能與兄顒相友愛

天祐 《詩經‧大雅》有「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
保右命之」句。「右」通「祐」，疑天祐為宜子

霑（字雪芹、閏
周）

《詩經‧小雅》有「雨雪雰雰……既霑既足」句。《疏》
言「霑潤」，而「閏」通「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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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慶堂曹譜》在遼東四房第十二世記「寅……生二子，長顒，次

頫」，第十三世記「顒……生子天佑」，其中兩見的「顒」字，皆避嘉

慶帝顒琰之名諱而缺末二筆（圖表 1.7）。63 此房最末有「十四世：天
佑，顒子，官州同」句，但其筆跡明顯與其它各世不同，且「顒」字未

避諱。知此一主要內容為同治朝遞編的曹譜，乃依清代規定避嘉慶帝

諱，而譜中曹顒小傳以天祐為其子之說，或誤解了《通譜》（《五慶堂

曹譜》三房十世的純中小傳就曾提及此書）上的記事，將曹錫遠條在最

末所記玄孫顒、頫、頎、天祐四個名字當中未使用相同部首的天祐，誤

作顒子（否則，依《通譜》體例應會在天祐之前標明為「四世孫」，該書

乃以此用語指稱玄孫之下一輩），先前部分紅圈中人亦有此錯誤認知。

至於很可能在民國以後才補上的十四世（未避清諱），同樣因襲前誤，

只是從《通譜》中增錄了天祐的官銜。亦即，天祐為顒子之說並不可

信，應誤推自《通譜》。 

 

《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在記曹家的誥贈封號（未見於《通譜》）時，

亦因自行揣摩而有多處失實。如譜中以曹振彥誥授中議大夫，然此封號應

是乾隆三十六年之後始自「中大夫」改名（附錄 1.2）。編者且因不知八旗

武職的品官封號初用文銜，64 逕自依乾隆五十一年的新規定，畫蛇添足地
將曹爾正、曹宜、曹頎分別繫以武義都尉、武功將軍、武義都尉等武銜封

號。65 下文即從制度變遷與具體實例兩角度切入，嘗試掌握前述論證所必
需的歷史事實，而這些多是先前學界較陌生的知識。 

                                                
 63 耙梳「中國方志庫」內嘉慶以後的清代刊本，缺末二筆的情形似乎較缺末一筆者

還常見，此或因前者在雕版刻字時較順手所致。 
 64 允祹等，《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 110，頁 1-4。 
 65 北京大學現藏一軸雍正十三年曹宜祖父母（曹振彥夫婦）之誥命，另，吳恩裕原

藏一軸雍正十三年曹宜父母（曹爾正夫婦）之誥命，兩者因用字屢見舛誤且與體

例不合，故均已被論證為假文物。參見黃一農，《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

頁 17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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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封號「中大夫」改名「中議大夫」時間小考 

清初規定「官員遇有覃恩及三年考滿，例給封贈：一品至五品，皆

授以誥命；六品至九品，皆授以勅命」，順治五年且定封贈職級：一品

封贈三代，二、三品封贈二代，四至七品封贈一代，其曾祖父、祖父、

父俱如子、孫官，八、九品封本身而止。正六品以下的封階均稱「郎」，

而在從五品至正一品的封號當中，除從三品官員為三個字的「中大夫」

（此在宋代為從四品散階，明代則為從三品），餘皆為四個字的「○○

大夫」。66 「中大夫」之名一直行用至乾隆初期，如儲麟趾之父即於
乾隆十六年誥贈中大夫。67 惟在乾隆五十二年成書的《皇朝文獻通考》，
此階已被改作「中議大夫」，68 然史籍或二手研究中迄未見其改名的
具體時間。69 下文即透過大數據耙梳相關記載與案例以深入析探。 

首先我們得掌握乾隆朝曾給與封典之各次恩詔的時間，經以「封

贈」二字耙梳《清高宗實錄》後，可發現有十次：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

日即皇帝位、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崇慶皇太后尊號、乾隆二年

十二月初四日冊立皇后、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崇慶皇太后徽號、二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崇慶皇太后徽號、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崇

                                                
 66 惟八旗貢士胡文燁在順治九年四月序《雲中郡誌》時，自署「中議大夫知陽和府

事今陞分廵河東兼管鹽法水利兵備副使」，他是順治三年八月（或其後不久）自

高登庸手中接任昌平知州，七年知陽和府，由於順治五年（月日不詳，疑為年底）

才定從三品的封號為「中大夫」，故疑清朝此前的誥敕乃採用明制的「中議大夫」

之階。胡氏應是順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頒追尊列祖恩詔時，以加級封中議大夫。

參見吳輔宏修，王飛藻纂，《大同府志》，卷 11，頁 17、卷 18，頁 27；吳都梁
修，潘問奇纂，《昌平州志》，卷 9，頁 16；伊桑阿等，《大清會典》，卷 13，
頁 8-9；《清世祖實錄》，卷 27，頁 233。 

 67 儲壽平等，《豐義儲氏分支譜》，卷 7之 2，頁 6-7。 
 68 張廷玉等，《皇朝文獻通考》，卷 90，頁 1。 
 69 馬鏞，〈清代封贈制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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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皇太后徽號、四十二年三月十六日上孝聖憲皇后尊諡、四十五年元

旦七旬聖壽、五十年元旦五十周年國慶、五十五年元旦八旬萬壽。 

查乾隆《諸城縣志》在〈誥勅表〉中記稱王㮣「乾隆二十六年任廣

東鹽運使，授中大夫」，因他於二十五年始獲授鹽運使，70 知此應是
以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的覃恩而誥授中大夫。又，陶洽在序《恩平

縣志》時自署「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歲初秋，誥授中大夫、廣東分巡肇羅

道兼管水利、督理太平關稅務，加二級又隨帶加一級」，71 而之前最
近一次涉及封典的覃恩亦在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此外，卒於乾隆

三十八年之達明（三十六年九月已為福建鹽法道）的墓誌銘，記其官銜

為「皇清誥授中議大夫、福建鹽法道、前福建糧驛道分巡福州福寧等

處……」，72 該「中議大夫」應是依上一次覃恩（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
日）所誥授。又，朱筠於乾隆二十六年敕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正

七品］加二級」，三十六年十一月遇覃恩時則誥授「中議大夫、提督安

徽學政、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從四品］加二級」。73 

依據前述幾個實例，我們或可判斷在誥敕上改中大夫為中議大夫

的時間，應始於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所頒的上崇慶皇太后徽號

恩詔。此故，北京清華大學所藏寶名堂《乾隆三十年春大清搢紳全書》

及榮錦堂《乾隆三十年冬爵秩新本》書前的〈官階品級〉，皆稱從三品

                                                
 70 李文藻等纂，宮懋讓修，《諸城縣志》，卷 24，頁 30；阮元修，陳昌齊等纂，《廣

東通志》，卷 44，頁 5。 
 71 曾萼纂修，《恩平縣志》，前序。 
 72 張琴編修，《莆田縣志》，卷 15，頁 32；盛昱，《雪屐尋碑錄》，卷 14，頁 15-

16。 
 73 清初允許官員依加級（每品分正、從，每兩級可陞至上一品）後的官品授與誥命，

至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始嚴定官員加級的上限，規定：「內外文武七品、八品、九

品官員加級者，俱不准過五品；五品、六品官員加級者，不准過四品；三品、四

品官員加級者，不准過二品；二品官員加級者，不准過一品。」參見姚名達，《朱

筠年譜》，頁 27；張金杰，〈朱筠傳狀的史源學梳證〉；《清聖祖實錄》，卷 241，
頁 39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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誥授中大夫，而該校收藏的世錦堂《乾隆四十二年秋大清搢紳全書》

則記從三品誥授中議大夫。74 

 

清初遇覃恩或考滿時常給官員誥敕，覃恩乃謂皇帝在重要典禮時賜予

官民的恩宥（但不一定涉及封贈），如在順、康、雍三帝的 92年間，只有 20
次恩詔曾頒封典（圖表 1.13）；75 考滿則指官員任職一定時間後考核其政
績，通常「內四品、外布政使以下各官，俸滿三年才能考滿」，順治十一

年始頒給考滿（自八年正月十二日親政起計俸）者誥敕，康熙二年罷此途。76 

順治初年恭遇恩詔時，定八旗武職的二品官封資政大夫，三品官封通

議大夫，但綠營武職的從二品官則封驍騎將軍，正三品官封昭勇將軍。康

熙三年題准「八旗武職封典，舊隸吏部，今改歸兵部職掌，其品官封號仍

用文銜」。乾隆二十年重定武職封階，令八旗與綠營制度畫一，稱： 

今一品武臣既封大夫，其二品至四品宜亦改稱大夫，五品以下

則皆改稱為郎，但各冠以「武」字可耳。令軍機大臣等擬定字

樣，候朕酌奪載入《會典》，以昭典制，其從前已領誥勅，亦

不必追改。 

將從二品綠旗官員原封的「驍騎將軍」改成「武功大夫」，正三品原封的

「昭勇將軍」改成「武義大夫」。乾隆五十一年又規定： 

                                                
 74 然在一些刊刻於乾隆三十六年之前的清代縉紳錄中，往往依循明代的封號（從三

品初授亞中大夫，陞授中大夫，加授太中大夫；正四品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

大夫，加授中議大夫）誤稱從三品是誥授中議大夫。 
 75 順、康的恩詔條文均見《大清詔令》，至於康、雍的《實錄》中，僅書「詔內恩

款凡○條」，無具體內容。另，《雪屐尋碑錄》等文獻散見許多誥命內文。 
 76 此段參見黃一農，《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頁 157-161；薛剛，〈清初文

官考滿制度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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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職正一品至從二品俱應封為將軍，正三品至從九品應分別酌

與都尉、騎尉、校尉等字樣，遞為差等，以示區別。 

從二品原封的「武功大夫」因此改稱「武功將軍」，正三品的「武義大夫」

則作「武義都尉」。77 知分別生活在康熙至乾隆初年的曹爾正、曹宜、曹
頎，不可能有《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上的封號！ 

雖在《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中，曹家人以武職所獲封階之名多出現

問題，但因其家歷來所獲之誥命，迄近世仍尚存四軸（順治八年曹振彥夫婦、

康熙六年曹璽祖父母、康熙十四年曹璽祖父母及其父母；圖表 1.14及 1.15），故

我們應可合理懷疑在編纂四房有關曹世選支的內容時，部分相關材料或文

物或仍有人過眼。茲先假定《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中涉及曹世選（即錫遠）

等文官的封階有所據，再依誥敕頒賜的規定，析探其中有無不合情理之處。 

曹振彥因順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的皇帝大婚恩詔，以從五品吉州知州

授階奉直大夫（圖表 1.14）。他且因十四年三月初十日的太祖太宗配祀上帝

恩詔，以從三品鹽法道授中大夫（乾隆中改稱「中議大夫」）。康熙十四年十

二月十四日再因冊立皇太子恩詔，以擔任江寧織造、三品郎中加四級之子

曹璽貴，78 晉贈光祿大夫（圖表 1.15）。79 《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因此記
曹振彥「浙江鹽法道，誥授中議大夫；子貴，晉贈光祿大夫」，其中「誥

授」乃謂當事人，封贈尊長時，「封」指生前，「贈」為死後。 

                                                
 77 此段參見托津等，《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 462，頁 1-14。 
 78 順治初以郎中為三品，十五年改正五品，十六年陞正四品；康熙六年仍改三品，

九年定正五品，遂成定制。參見《清世祖實錄》，卷 119，頁 924、卷 125，頁 964；
《清聖祖實錄》，卷 21，頁 294-295；趙爾巽等，《清史稿》，卷 114，頁 3272。 

 79 清初允許官員依加級（每品分正、從，每兩級可陞至上一品）後的官品授階，至
康熙四十九年始規定「五品、六品官員加級者，不准過四品；三品、四品官員加

級者，不准過二品」。參見《清聖祖實錄》，卷 241，頁 39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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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3： 清前期部分恩詔中的封典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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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4：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曹家之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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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5： 康熙十四年曹璽祖父母及父母獲賜之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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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世選則因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世祖章皇帝配饗天地恩詔，以

孫江寧織造郎中加一級曹璽貴，並因當時特賜「在京文武官員俱著各加一

級」，80 而獲贈正二品的資政大夫。81 康熙十四年曹世選又因冊立皇太子
恩詔，以孫郎中加四級之曹璽貴，晉贈光祿大夫（圖表 1.15）。由於《五慶

堂重脩曹氏宗譜》記「錫遠：從龍入關，歸內務府正白旗；子貴，誥封中

憲大夫；孫貴，晉贈光祿大夫」，指其生前曾因子振彥的表現，而封正四

品的中憲大夫，若此屬實，則時任從五品知州的振彥，應是在順治十一年

以三年考滿，又因加一級而授正四品的中憲大夫，並推恩到父母。 

曹顒因於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補放江寧織造，五十四年正月卒，這段期

間恰逢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的六旬聖壽恩詔，故他應可透過加級誥授正四

品中憲大夫。曹頫在其兄顒卒後，旋即奉旨入繼長房，且補放江寧織造，

至雍正五年十二月以「騷擾驛遞」等罪名遭革職，他在遇逢康熙六十一年

十一月二十日的新帝即位、雍正元年二月十九日的上康熙皇帝尊諡或雍正

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冊立皇后三次恩詔時，皆有機會以從五品員外郎加

級誥授為從四品朝議大夫。至於曹寅以正三品通政使誥授從二品通奉大夫、

曹荃以正七品內務府司庫誥授從五品奉直大夫，均有可能是加級所致。 

綜前所論，《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中曹錫遠（世選）支的資料，應均

據乾隆九年成書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增補入，惟因當事者不諳此官書

之表述體例，遂誤判了天佑（天祐）的輩分，他應是曹振彥之曾孫而非玄孫。

至於小傳中的一些封贈散階，則是遞編者於乾隆五十一年以後才在無具體

                                                
 80 《大清詔令》，卷 5，頁 26。 
 81 《雪屐尋碑錄》中收有十七名同於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覃恩獲得誥命的官

員，其中四人為郎中，分別是戶部掌印郎中加一級色黑、兵部郎中加二級卜書庫、

工部郎中加一級金泰、戶部郎中加一級穆成格，他們全獲授資政大夫。疑當時或

將品秩屢遭大幅上下調整的郎中視為特例，只要加級（無論加一級或二級）就等

同於正二品官封贈。參見盛昱，《雪屐尋碑錄》，卷 4，頁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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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情形下逕自新添的（此從「武功將軍」及「武義都尉」的出現可推得），

故頻見錯誤。第十四世的天佑條因筆跡與其它各世均不同，且不諱「顒」

字（圖表 1.7），應是更晚（甚至有可能入民國後）才附入。也就是說，《五

慶堂重脩曹氏宗譜》所記曹寅家族的世系資料，並非出自獨立的一手文獻，

故不可盡信。 

由於遼東曹譜在明清鼎革的亂世中多已亡於兵燹，故在遞編《五慶堂

重脩曹氏宗譜》時，為豐富並拔高家族的歷史位階，因此出現攀附山東定

陶曹邦輔、安徽壽州安豐曹良臣、揚州儀真曹義等名人的情形。有些科第

的記事也出現與史實不合的情形，如譜內記六人擁有科名，卻只有入旗的

曹焜和曹炳可核實。又因順治間初編家譜的曹士璘以及同治朝遞編的惠慶

等皆屬第三房，故此譜的內容明顯以此房最多且最詳。而第四房唯一收錄

的曹錫遠支、第五房唯一收錄的曹恭誠支以及「不知房分」的曹邦支，其

內容或均摘錄自《欽定八旗通志》《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等官方文獻，但

每一小傳末所增記的誥贈封號（如曹爾正、曹宜、曹頎等八旗武職的封贈依例

該用文銜，但編寫者因不知此規矩，遂均誤繫成漢人武官之封號）與所揣摩的生

子情形（如以天佑為顒子、頎為宜子），則屢有失實之處（附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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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內容的可信度 

先前有關《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簡稱《五慶堂曹譜》）的研究，

應以馮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用力最勤。下文即在此書的基礎上，

進一步與獨立史料（尤其是具有官方性質者）中所記載的相關人、事相

對照，希望能更深入了解《五慶堂曹譜》的可信度。 

此譜內擁有科名者六：長房十一世的曹天錫為康熙丙午科舉人、

三房八世的曹行為舉人、三房九世的曹養直為進士、三房九世的曹國

用為舉人、五房十三世的曹焜為康熙丁酉科武舉、五房十三世的曹炳

為雍正乙卯科舉人。然弔詭的是，只有入旗的曹焜和曹炳可核實，82 「中
國方志庫」以及乾隆四十四年的《欽定盛京通志》，均查無其他四人的

科第資料。83 

經耙梳馮其庸公布的《曹氏譜系全圖》（此應出自五慶堂同宗較早

所編的「另譜」），84 亦未見曹天錫和曹行的科名，且記曹養直為歲貢
而非進士。至於該圖另見之科第則多可核實，如稱十二世曹興隆（與其

父得位均入正藍旗）為康熙二年舉人，十三世正藍旗曹雲龍登乾隆四十

八年武舉、十三世鑲藍旗曹秉順中乾隆元年舉人。85 只有十世曹國用
之武舉以及十五世曹繼祥之道光丙午科舉人無考，而三世曹鼐雖確為

宣德八年 (1433) 狀元，但因其籍隸河北寧晉縣，86 故很可能屬攀附。 

                                                
 82 鐵保等，《欽定八旗通志》，卷 105，頁 41、卷 109，頁 6。 
 83 阿桂、劉謹之等撰，《欽定盛京通志》。 
 84 此「另譜」所記三房曹禮以下一百五十五人的名字、世系，皆同於今本《五慶堂

重脩曹氏宗譜》（兩者均出自曹儀簡家），但「另譜」之上所附的一些簡歷以及

它房的世系，則與《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出現不少差異，後者亦增添了如曹邦

等世系不明之人。參見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頁 15-33。 
 85 鐵保等，《欽定八旗通志》，卷 105，頁 10、卷 106，頁 3、卷 110，頁 29。 
 86 伊承熙等修，張震科等纂，《寧晉縣志》，卷 4，頁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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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五慶堂曹譜》長房所記諸人乃以第十世邦輔的宦跡最盛，其

小傳有云：「崇政子，巡撫、左都御史、提督五軍，晉封光祿大夫。」

並稱其祖伯珍、祖母張氏住「遼東瀋陽城東魚橋寨」。此雖與《明實

錄》所記邦輔於嘉靖三十四年 (1555) 陞應天巡撫、隆慶四年 (1570) 以
提督京營兼左都御史的身分專督五軍營的經歷相合，87 然據山東《定
陶縣志》，曹邦輔籍隸該縣，墓在縣東之柳林村，且從志中所收錄之誥

敕，其父應名良廣、祖剛、祖母馬氏，88 均明顯異於五慶堂譜！此外，
《五慶堂曹譜》中的仕宦事跡雖多可考，但亦有少數未見於史書，如

遼東三房十世任「江西贛州府通判」的致中即不見方志記載。89 

《明實錄》稱曹良臣於洪武三年 (1370) 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宣寧侯、食祿九百石」，五年六月戰歿後，贈

光祿大夫，並追封安國公，諡忠壯，由子曹泰襲爵，然此官書另處卻明

指良臣為安徽壽州安豐人，90 而非《五慶堂曹譜》中所謂賜葬「儀真
縣西南隅五壩頭」的揚州儀真人。尤有甚者，壽州或安豐的方志均稱

良臣是安豐人，且歸葬安豐，塋墓就在壽州城南的井亭舖前。91 此外，
明清兩朝五次纂修的《揚州府志》亦皆未收錄曹良臣。前述種種與史

料不合的情形，令人懷疑《五慶堂曹譜》的編纂者是在名人效應下攀

附不同籍貫的曹良臣、曹邦輔，且浮誇了養直、天錫、行的科名。 

查《國朝獻徵錄》所收劉定之撰寫的〈豐潤伯曹公義墓誌銘〉中有

云： 

公諱義，字敬方，先世居揚州儀真。曾祖花一；祖勇，燕山

左衛副千户；父勝，指揮僉事；皆以公貴，贈奉天翊衛宣力

                                                
 87 《明世宗實錄》，卷 422，頁 7329；《明穆宗實錄》，卷 45，頁 1128。 
 88 趙國琳修，張彥士纂，《定陶縣志》，卷 1，頁 13。 
 89 魏瀛等修，鍾音鴻等纂，《贛州府志》，卷 34。 
 90 《明太祖實錄》，卷 58，頁 1133、卷 94，頁 1639、卷 228，頁 3344。 
 91 栗永祿纂，《壽州志》，卷 2，頁 24；柳瑛纂修，《中都志》，卷 5，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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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臣，特進榮祿大夫、豐潤伯……居京師奉朝請，久之，以

疾卒，時天順庚辰正月二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一……今

當襲爵者振也，振卜葬公於宛平縣玉河鄉之原。92 

清楚記載曹義上三代之名（亦見於《儀真縣志》93），然其中並無曹良

臣。倒是洪武十二年曾以指揮僉事新掌鎮海衛的「曹勝」，才較可能是

曹義之父。94 事實上，曹良臣殉國之時曹義都還未出生！又，曹義的
墓誌銘明確記載其祖籍為揚州儀真，且《明實錄》在記載豐潤伯曹義

逝世一事時，也直指他是直隸揚州儀真縣人，95 此皆與壽州安豐籍的
曹良臣有差。 

馮其庸在仔細對照相關史料後，亦推論五慶堂譜的真正始祖是曹

俊，至於其父一世祖安國公曹良臣（安豐人）以及其兄二世祖曹泰、豐

潤伯曹義（儀真人），都是「撰譜人強拉入譜或訛傳竄入的」。96 檢晉
武帝時曾遷置江左流民於尋陽（隸屬廬江郡），並僑立安豐郡，遙隸揚

州府，至晉安帝時才降格為安豐縣，唐屬安徽鳳陽府壽州，明初立安

豐衛，旋廢。五慶堂譜的編纂者遂利用歷史上安豐此一複雜的隸屬狀

況，將曹良臣的籍貫安徽壽州安豐衛附會成揚州儀真。其實，揚州儀

真自明清以來從無任何行政建置出現「安豐」之名！97 也就是說，《五
慶堂曹譜》中提及曹良臣時所謂「賜葬安豐衛儀真五壩隅」「儀真安豐

衛人」的描述，均屬混淆視聽，且曹良臣和曹義兩名人應非父子關係。 

                                                
 92 焦竑，《國朝獻徵錄》，卷 9，頁 51-52。 
 93 申嘉瑞修，李文、陳國光等纂，《儀真縣志》，卷 9，頁 9。 
 94 王鏊撰，《姑蘇志》，卷 25，頁 3。 
 95 《明英宗實錄》，卷 311，頁 6533。 
 96 此段參見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頁 1-33。 
 97 夏夑，《明通鑑》，前編，卷 3，頁 30-31；李賢，《明一統志》，卷 7，頁 14；

萬繩楠，〈晉、宋時期安徽僑郡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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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曹義之父應為指揮僉事曹勝，且曹良臣亦無子名為義或俊，

其獨子曹泰在襲爵後被指控與欲謀反的藍玉結黨而遭明太祖處決，98 
疑順治年間曹士璘初編《遼東曹氏宗譜》時，為自高世系，遂將曹良

臣、曹義皆攀緣為先祖，並亂點兩人為父子。 

再者，曹士琦序《遼東曹氏宗譜》時有云： 

後因遼、瀋失陷，闔族播遷，家譜因而失遺兵火中，從前世

系宗支，茫然莫記。猶幸豐潤伯處全譜尚存，不意未及繕

錄，又罹闖逆之變，叔豐潤伯匡治及兄勳衛鼎盛俱盡忠殉

難，而家乘益無徵焉。99 

知籍隸遼東的士琦自認與豐潤伯同族，且知後者當時仍有族譜全稿，

他更以叔、兄親切稱呼匡治及鼎盛父子。因疑祖籍同是儀真的五慶堂

曹氏與豐潤伯曹義（與其曾孫曹愷均歸葬宛平）或曾「聯宗」，無怪乎，

《五慶堂曹譜》對歷代豐潤伯之世系以及襲替資料均頗有掌握，100 編
者很可能見過涉及豐潤伯曹家世系的一些原始材料。 

又因順治間初編的曹士璘及同治朝續編的惠慶五兄弟皆同屬第三

房，故《五慶堂曹譜》的內容明顯以此房最多且詳盡，如長房第四至六

世、二房第四世之後、四房第四至八世、五房第四至九世均失載。至於

長房末列的十幾位「莫知世次者」，其中出仕的有二：萬錫，順治十六

                                                
 98 譜中卻將曹泰的除爵說成是因得罪藍玉而遭其誣諂所致。又，文獻中有稱「子秦

薨，無子，國除」或「子恭襲爵」，其中「秦」「恭」應均為「泰」之形誤。參

見焦竑，《皇明人物考》，卷 1，頁 23；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 12上，
頁 31-32；趙岡，〈曹氏宗譜與曹雪芹的上世〉。 

 99 前人多將官銜「勳衛」誤為人名。據明代典制，「凡勲衛、散騎舍人，舊制擇公、
侯、都督及指揮嫡長、次子為之，俸秩視八品侍衛，直宿外或令署各衛所事及聽

差遣」。《明實錄》亦見「茂先，中山武寧王達之孫，勳衛添福之子」的記事。

參見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卷 142，頁 7-8；《明太宗實錄》，
卷 11，頁 188；曹革成，〈曹雪芹關內祖籍的六點考證〉。 

 100 曹義世系已略見於馮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頁 57-59），現再據《明實錄》、
劉定之〈豐潤伯曹公義墓誌銘〉、劉玉〈豐潤伯曹公墓誌銘〉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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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任江南河道總督右營遊擊；光肇，順治十八年任江南漕運總督右營

遊擊。二人皆見於《江南通志》，惟曹萬錫為京衛人、曹光肇為順天

人。101 

同樣地，五房僅列恭誠支共六世八人。其中明副將曹恭誠於天聰

五年在大凌河降金，崇德元年授二等梅勒章京。102 《欽定八旗通志》
（三房十世的純中小傳就曾提及此書）記載恭誠→熙麟→秉桓→煐→焜
→國培→廷鑰→文蛟的承襲過程，103 此恰為《五慶堂曹譜》所收曹恭
誠一支的襲爵者。由於恭誠家不太可能世代皆如此單傳，卻又人人襲

爵，而《五慶堂曹譜》竟不曾收入任何未出仕者，因疑該譜乃自嘉慶四

年 (1799) 出版的《欽定八旗通志》中收錄曹恭誠支的材料。 

至於《五慶堂曹譜》末列的曹邦一支共三世六人，雖稱「僅記世

次、官爵，不知房分，存俟考證」，然崇禎三年投順金國並入旗的曹邦

實為豐潤曹氏，與五慶堂似無直接關係。據光緒《浭陽曹氏族譜》，曹

邦有元、重（又名忠）、庶三子，惟在《五慶堂曹譜》中長子元被誤為

次子，次子重被誤為長子，曹庶之子秉泰被誤作曹元之子，曹元之子

秉和被誤作重子，這些內容應亦出自《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惟因其中

常只記輩分，故有前誤，且因該書僅收錄有官銜或科名者，故未記曹

元之次子秉謙及曹重之獨子秉鈞。104 至於《通譜》中所見的曹邦曾孫
阿爾蘇及曹景岱，則被《五慶堂曹譜》遺漏。 

事實上，從三房以外零星的譜牒內容，讓人合理懷疑此或均是編

者自行從各種文獻中纂輯，甚至是竄入的。綜觀全書，筆者認為其他

四房並不曾提供修譜者具體的世系資料，加上「因際播遷，譜失莫考」

「播遷譜失，名俱莫記」，書中遂常可見「名失莫記」「名失考」或「以

                                                
 101 趙弘恩等監修，黃之雋等編纂，《江南通志》，卷 111，頁 15、19。 
 102 《清太宗實錄》，卷 10，頁 141、卷 30，頁 382。 
 103 鐵保等，《欽定八旗通志》，卷 275，頁 54、卷 304，頁 14。 
 104 此段參見黃一農，〈豐潤曹邦入旗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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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失考」「後失考」「前後失考」等敘述。亦即，雖然此譜乃遼東曹氏

（尤其是五慶堂三房）的自我認知，應絕無可能是近人造偽，105 但其

中的部分內容則仍待核實。

清保的長子惠慶於同治八年任山東曹州知府時，106 曾請薛福保為

其所擁有的遼東曹氏族譜作序（圖表 1.16），107 文曰：

蓋明二百餘年之間，遼東之曹千有餘家，或襲職，或以仕起

家，或散于野，要皆出懷遠而祖儀徵之曹，至德先兄弟而遼

東之曹始大崇封。

強調遼東曹家多出懷遠將軍曹俊之後，108 並以其祖源自儀徵（雍正元

年為避雍正帝嫌名，改儀真為儀徵）曹良臣。由於薛序並不見於今本《五

慶堂重脩曹氏宗譜》（出自清保次子溥慶家），疑當時五慶堂均以各自

的鈔本請名人作序，封面遂可見「恭呈叩求賜序」題籤，而三房的鈔本

上也因此有同治十三年衍聖公孔祥珂 (1848-1876) 所題的〈明宣寧侯、
安國公、忠壯公像讚〉。

                                              
105 方曉偉，〈《曹氏榮慶硃卷》芻議〉。
106 孫葆田等，《山東通志》，卷 55，頁 1890。
107 胡文彬，〈曹寅、李煦家世生平史料八則〉。
108 2012年 5月在瀋陽市大東區榆林堡出土了曹輔的墓葬，其碑書「贈懷遠將軍曹公
墓誌，明成化二十一年」。懷遠將軍為明代武官的散階，從三品者初授懷遠將軍。
曹輔之名亦見於瀋陽長安寺院內成化二十三年(1487)所立的《重修瀋陽長安禪寺
碑》，內及他於明天順二年(1458)任瀋陽中衛指揮，然曹輔是否為曹俊的裔孫，
則仍待考。參見吳炎亮主編，《遼海記憶：遼寧考古六十年重要發現 1954-2014》，
頁 377-379；https://read01.com/QejEDR.html；https://kknews.cc/travel/59bx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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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6： 薛福保於同治間所撰的〈曹氏族譜序〉。109 

 

五慶堂曹氏三房第十世的曹致中共生士琦、士珣、士璘三子，入清

後僅士琦一人出仕，相關方志均以士琦為「遼東瀋陽人」或「奉天人」，
110 但其家似未入旗（見後）。士琦在其順治十八年所撰的〈《遼東曹
氏宗譜》敘言〉中，稱此譜乃士璘遵父志所編，並自江寧寄給時任雲南

布政使司參政的他索序。111 由於士珣曾住在江寧府所屬的上元縣，士
璘第六子永芳一支在出繼堂叔士璧後亦入籍上元，知編修《遼東曹氏

宗譜》的曹士璘家族為民人，且與康熙三年起長期擔任江寧織造的曹

璽家族頗有地緣關係，兩支曹氏稍後或因所認遠祖相同而敘譜。 

                                                
 109 薛福保，《青萍軒文錄》，卷 1，頁 14-15。 
 110 李英纂修，《蔚州志》，卷上，頁 36；趙弘恩等監修，黃之雋等編纂，《江南通

志》，卷 109，頁 12。 
 111 《清世祖實錄》，卷 142，頁 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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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五慶堂曹譜》將入遼始祖曹俊的五子昇、仁、禮、智、信析

分成五房，但由於材料缺佚，故負責修譜的三房遂以該房的內容為主。

又因長房從第七至十世的人數成等比級數增長，疑編纂者亦曾掌握該

房的一些信息。但四房唯一收錄的曹錫遠支、五房唯一收錄的曹恭誠

支以及「不知房分」的曹邦支，或均只是編者摘錄自《欽定八旗通志》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等官方文獻的結果。亦即，譜中所記曹寅家族

的資料應非獨立且可信的。 

總而言之，或為攀鱗附翼，《五慶堂曹譜》一方面以明代封爵的曹

良臣、曹義等同姓之名人為顯祖，另一方面則與八旗新貴（如降順入旗

的正黃旗曹紹中、正白旗曹恭誠、鑲藍旗曹純中、正白旗曹寅、正紅旗［

亦有作正藍旗］曹邦等家；詳見第二章）的幾支曹氏，陸續透過敘譜以

求建立「同氣連枝之誼」。雖然在無 DNA驗證技術的古代，往往無從
確知彼此是否真為親近之血親，但此類行為主要建立在雙方的主觀認

知，只要兩造自認有共同的祖先，且有強烈的意願聯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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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清代硃卷履歷看曹氏間的通譜 

晚近發現的咸豐十一年辛酉科《曹氏榮慶順天拔貢硃卷履歷》（圖表

1.17），112 提供了從另一角度析探《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所呈現中國傳
統社會的通譜現象。此類履歷乃科舉考試時由考生本人提供，除記載當事

人的姓名、字號、行第、生年、籍貫、戶籍、功名、師承，還會詳列同胞

以及從堂、嫡堂等數代以上族人的譜系。榮慶籍隸正黃旗漢軍，在五兄弟

中行三，前述硃卷履歷記載其家從高高祖義先（紹中第三子）至胞姪共六代

一百五十幾位男性的名字與簡歷。內容除以五慶堂三房義先一支為主外，

亦收錄「長房」之天錫、「四房」之璽（雪芹曾祖）、鼎（應即爾正）、寅、

荃、宜、顒、頫、順（應為頎），「五房」之熙麟（恭誠子）、秉桓、炳、

煐、焜、國培、廷鑰，以及不知房分之豐潤曹的元（邦子）、忠（即重）、

秉和、秉政、秉泰（此五人皆入旗）、鼎望、首望。該咸豐十一年順天拔貢

履歷所提及最晚的人與事，乃「山東候補知府、鹽運使銜、賞戴花翎」的

積慶（光緒三年署山東曹州府知府，九年實授），此很可能是鴉片戰爭後始開

捐翎之例的結果。113 

《曹氏榮慶順天拔貢硃卷履歷》臚列的族人當中，有少數不見於《五

慶堂重脩曹氏宗譜》，如榮慶的從堂高伯叔祖秉順、嫡堂伯叔祖繼柱、從

堂伯叔景雲以及嫡堂伯富興、三音保、五保、定保，就僅見於《曹氏譜系

全圖》（附錄 1.3）。至於嫡堂伯叔祖的世豐、世顯（稱兩人是乾隆二十四年

己卯科「兄弟同榜」），則世系不明。知榮慶的硃卷履歷並非單純參考《五

慶堂重脩曹氏宗譜》而已，無怪乎，此履歷在從堂高高伯叔祖曹璽之下，

                                                
 112 胡鐵岩，〈曹雪芹家世研究資料的又一新發現〉；方曉偉，〈《曹氏榮慶硃卷》芻

議〉。 
 113 孫葆田撰，《山東通志》，卷 54，頁 1890；福格，《聽雨叢談》，卷 1，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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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了「鼎：原任佐領」，而非五慶堂譜所記「爾正：另譜名鼎，振彥二子，

原任佐領」（圖表 1.7）！ 

又因榮慶的履歷沿襲了五慶堂譜的錯誤，將曹爾正、曹宜、曹頎的封

號記成武義都尉、武功將軍、武義都尉，114 且又將「頎」誤刻為形近的「順」，
知《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中所記四房第九至十三世的內容，應編於咸豐

十一年榮慶考取拔貢之前，而非近人造偽。 

至於《曹氏榮慶順天拔貢硃卷履歷》中所載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同榜

的世豐和世顯兄弟，頗引人關注。經耙梳《欽定八旗通志》後，發現曹世

豐曾以印務章京管理正紅旗漢軍第四參領第一佐領，後緣事革退，但從未

獲得科名，而曹世顯（隸正紅旗臧士霖佐領）則確於乾隆二十四年中舉。再

查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恩科的《曹氏貴林順天鄉試硃卷履歷》，發現除曹世

顯外，另記曹世德於乾隆十七年中舉（時隸正紅旗臧應聘佐領，乾隆三十年隸

臧士霖佐領），115 惟該履歷並未見曹世豐（圖表 1.18）。亦即，《曹氏榮慶

順天拔貢硃卷履歷》中所載世豐小傳確有浮誇之嫌。 

                                                
 114 由於年代久遠、文獻散佚，故古人在記先祖的封贈名銜時，往往自行加以揣測。

如榮慶的硃卷履歷記其高祖興祖（與曹寅同輩）「誥授建威將軍」，然正一品的

八旗武職在康熙朝時原封建威大夫。此外，貴林的硃卷履歷記希洙「鎮守陝西西

安府協領，誥授通議大夫」、愚「清河縣學訓導，敕授儒林郎」、世德「原任四

川常寕縣知縣，敕授文林郎」，然其族姪保昌的硃卷履歷卻記希洙「鎮守陝西西

安府協領，誥授武義都尉」、愚「清河縣學訓導，敕授文林郎」、世德「原任四

川常甯縣知縣，誥授承德郎」（圖表 1.17及 1.18），同一人獲授的最高封號竟出
現不同！至於前述康熙朝得到誥授的曹希洙，雖為武職但其封號應較可能是文銜

的通議大夫，而非乾隆五十一年才新定的武義都尉。 
 115 鐵保等，《欽定八旗通志》，卷 106，頁 13；秦國經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

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冊 19，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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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7： 曹氏榮慶的硃卷履歷（部分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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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8： 曹爾素裔孫貴林及保昌的硃卷履歷（部分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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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應聘和士霖父子曾相繼管理正紅旗漢軍第四參領第三佐領，此原係

天聰八年將位於義州城北白土廠之人丁整編而成，臧應聘曾祖臧國祚乃於

天命七年（1622，天啟二年）正月金國攻陷廣寧時降順，116 獲賜世管佐領。
117 知曹世顯、曹世德、曹世選（與曹璽祖父同名）、貴林（正紅旗臧振岐佐
領下）、保昌（正紅旗崇繼佐領下，貴林族姪）或均隸此佐領，世德為保昌曾

祖，貴林祖則為世選，並以世顯、世德為堂伯叔祖；其始祖名璧，御賜名

爾素（圖表 1.18），為河北寶坻縣的旗下邑紳，順治二年從員外郎銜筆帖式

改內弘文院侍讀，八年七月陞本院侍讀學士，十三年殉清，子孫世襲拜他

喇布勒哈番。118 

從貴林與保昌的科舉履歷，我們可發現二人均單純地以曹爾素為始祖，

而未與其他曹氏聯宗。然咸豐十一年的《曹氏榮慶順天拔貢硃卷履歷》雖

收錄了乾隆二十四年舉人曹世顯，卻未見其上幾代仕宦較顯的爾素、希洙

（世襲騎都尉、鎮守陝西西安府協領）、宗憲（世襲騎都尉），也未見下幾代

的涵（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平樂縣知縣）、濟康（嘉慶十五年舉人）、潤普（嘉

慶十八年舉人，署廉州府知府）、保昌（咸豐八年舉人）。同樣地，榮慶的履

歷亦收錄道光二十年庚子科進士選庶吉士的曹炯（甘肅蘭州皋蘭縣人；授編

修，改内閣中書）。119 疑榮慶在填寫履歷時，為豐富世系，乃將己所知之同
姓官員或科第名人納入同族，此舉或不曾得到對方的允許，惟當事人因受

同姓之人看重，可能也不會太在意。 

                                                
 116 「天命」嚴格說來並非年號，此因原始文獻或當代文物中從未見「天命○年」的

記法，而皆是在「天命」之後加干支，故疑努爾哈赤或因不願奉明正朔，金國之

人遂以干支配合尊號「天命汗(abkai fulingga han)」以紀年。但由於學界已相因成
習，本書因此仍從俗。參見盧正恒、黃一農，〈先清時期國號再考〉。 

 117 鐵保等，《欽定八旗通志》，卷 25，頁 17-18、卷 106，頁 13及 18。 
 118 《清世祖實錄》，卷 15，頁 134、卷 58，頁 461；洪肇楙修，蔡寅斗纂，《寶坻

縣志》，卷 11，頁 37-38。 
 119 張國常纂修，《重修皋蘭縣志》，卷 23，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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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9： 與曹雪芹家族祖籍相關的重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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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前所論，《曹氏榮慶順天拔貢硃卷履歷》以及薛福保〈曹氏族譜序〉

的發現，讓我們得以確證以三房為主的《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絕非是近

人編造的，但其中涉及遠祖以及它房的部分內容，則不乏負責修譜之三房

的主觀認知或攀緣比附，應不能逕視為一手文獻（圖表 1.19）。 

五、小結 

曹雪芹的籍貫之爭在相關學界一直是難解的重大課題，「豐潤說」「鐵

嶺說」與「遼陽說」等派長期相互辯難，除了數百篇論文外，迄今更已有

十幾本專書析探此事，惟因大家不斷往前追溯遠祖，而譜牒中的相關記事

又常出現攀附或闕漏，以致始終各說各話，無法得到足夠共識。加上祖籍

的追索，究竟對紅學研究有何較積極的學術意義，也迭遭質疑，令此課題

的熱度在近十年間大幅消退。 

鑒於古人無從獲得科學性的血緣證據，且因動亂或遷徙等種種因素，

也很難得到可信度較高之譜牒（唯一記有曹寅家族的《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

雖非近人編造，然其世系資料卻非一手文獻）或戶籍文件的支撐，故對遠祖的

認同常屬自我形塑的結果，此應是類似課題所面臨的共同宿命。 

先前紅圈中人對曹家祖籍的認識往往陷入一誤區：將曹雪芹家族（或

間接透過其親友）視歷代一些曹姓名人為先祖的看法，皆逕當成了歷史事實。

而以乾隆之前地方志和詩文別集為主的十幾種清代文獻，在提及曹家中人

的籍貫或故里時，雖分別記載為遼東、遼左、奉天、三韓、長白、千山、

襄平、遼陽或瀋陽（圖表 1.2），但這些不同的地名多是因視角不同所致，

且皆與本章所疏理出的結論相合：曹雪芹的先輩入遼後或一直著籍遼陽，

至曹世選始因任官而宦居瀋陽，但仍以遼陽為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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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科舉考試的硃卷履歷也提供一些曹氏後人對其先祖或彼此宗親

關係的認知。如籍隸正黃旗漢軍的榮慶，在咸豐十一年辛酉科的《順天拔

貢硃卷履歷》中，就指稱其先祖為五慶堂三房的曹義先，並臚列長房之天

錫，四房之璽等，五房之熙麟等，以及不知房分之豐潤曹元等。此一相互

通譜的情形與《五慶堂重脩曹氏宗譜》相合，知五慶堂的各房應自認為同

宗。 

然榮慶的硃卷履歷也包括不屬於五慶堂的乾隆二十四年舉人曹世顯，

後者之名雖亦可見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恩科的《曹氏貴林順天鄉試硃卷履

歷》以及同治十三年甲戌科的《曹氏保昌會試硃卷履歷》，但貴林及其族

姪保昌（先祖曹爾素為寶坻旗下邑紳）的履歷中卻不見五慶堂之人！疑清代

文獻中的聯宗記載，除兩造為求相互攀緣而有意為之，也有一些只是單方

面當事人的自我認同，彼此並未敘親或通譜。 

再者，通譜者之間的親緣關係常屬主觀認定，故往往只有少數當事人

相互認知，稍後也有可能因交情不再熱絡或子孫不再深交，而讓此一鏈結

遭到解消脫鉤。類似情形亦見於《紅樓夢》的第二回，賈雨村在與友人冷

子興聊天時，提及都中同姓的榮國府賈家，笑道：「寒族人丁卻不少，自

東漢賈復以來，枝派繁盛，各省皆有，誰逐細考查得來？若論榮國一枝，

卻是同譜。但他那䓁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至今越發生踈难認了。」第

六回所提及的劉姥姥女婿王狗兒，亦復如此，其祖上因曾當過小京官，故

認了王夫人之父為伯父，但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以及在京的

王夫人等少數幾人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認識」。 

下章即嘗試疏理曹家在以漢姓包衣的身分「從龍入關」後，如何透過

聯宗與誼親的經營，進一步擴建其人脈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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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 

回想 2010 年 3 月當我決定進入陌生的紅學領域時，選擇的第一個切
入點就是曹雪芹的祖籍問題，並曾先後遠赴河北豐潤、江西武陽、進賢、

都昌、湖口等地進行田調。但在戮力多時後，因發現家譜中對遠祖的記載

常流於虛渺，且又感覺追索曹家入遼之前的祖籍一事，對了解《紅樓夢》

的成書背景幫助或不大，加上曹家於明代降順金國以前的事跡幾乎無考，

旋即轉移至其它議題。然在準備此章文稿時，又得再度思考治史過程該如

何去面對印象與真相間的分際，發現雖因受限於材料，我們往往無法確切

掌握事件的真實性，但自我認知或印象（不管是否有確鑿證據）對其後的歷

史有時亦能或多或少產生影響。120 

 

                                                
 120 筆者曾研究的類似案例，如見〈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覲禮之爭新探〉〈正

史與野史、史實與傳說夾縫中的江陰之變(1645)〉〈史實與傳說的分際：福康安
與乾隆帝關係揭祕〉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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