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姓十五位宰相 

 

一、东汉灵帝宰相曹嵩 

汉灵帝时，曾是朝廷要臣，官至太尉，位列三

公之一，延康元年(220 年)魏文帝曹丕继任魏王后，

追尊曹嵩为太守。 

二、东汉献帝宰相曹操 

曹操曾坦途东汉丞相，后加封魏王，奠定了曹

魏立国的基础，去世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

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三、东汉献帝宰相曹丕 

魏武帝曹操之子曹丕，自幼文武双全，博览经

传，通晓诸子百家学说。建安 22 年(217 年)，曹丕

击败了其弟曹植，被立为魏王世子。建安 25 年(20

年)，曹操逝世，曹丕继任丞相，魏王。 

四、魏文帝宰相曹仁 



 

 

曹仁(168-223 年)，字子孝，汉族，沛国谯(今

安徽毫州)人，曹操从弟(从祖弟)，三国曹魏名将。 

五、魏文帝宰相曹休 

曹休(-228 年)，字文烈，沛国谁(今安徽毫州)

人，三国曹魏将领，曹操族子。 

六、魏文帝宰相曹真 

曹真(-231 年)字子丹，沛国谯(今安徽毫州)人，

三国时曹魏名将，魏武帝曹操族子。 

七、魏明帝宰相曹字 

曹宇，字彭祖，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中国

时期魏国宗室，曹操与环夫人之子，与曹冲为同父

同母兄弟，被封为燕王 

八、魏明帝宰相曹爽 

曹爽(  -249 年)，字昭伯，沛国谯(今安微毫

州)人，大司马曹真长子，三国时期曹魏宗室，权臣。 

九、西晋怀帝宰相曹馥 



 

 

曹馥，豫州沛国谯郡人。三国时期魏国名将曹

洪之子。曹洪死后，继承了乐城侯的爵位。魏国灭

亡后，入西晋任尚书右仆射。 

十、唐懿宗宰相曹确 

曹确，唐懿宗时为相，后遭贬谪，死于岭表。 

十一、五代十国吴越宰相曹仲达 

曹仲达(882-943 年)，本名弘达，避王钱弘佑

名更之。五代吴越名将曹圭之子，临平人。曹圭任

苏州刺史时，仲达途经杭城，钟镠见而奇之，以妹

许仲达。未几，授仲达台，虞两州刺史，钱谬卒，

元罐袭位，命仲达权知政事，拜丞相。仲达治政，

治军有方，内外咸服。终年六十二岁，赠谥曰“安

成”。 

十二、明英宗宰相曹鼐 

曹鼐，明朝政治家，正统年间内阁首辅，明宣

宗宣德八年(1433 年)癸丑科状元，初授修撰，累官



 

 

于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正统十一年七月至十四

年八月(1446-1449 年)任当朝首辅。曹鼐大魁天下

后，入翰林，授修撰。英宗即位后，充经讲官撰成

《宗实录)后，进侍讲，锡三品章服。正统元年(1441

年)由宰相杨荣、杨士奇推荐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 

十三、明武宗宰相曹元 

曹元，字以贞，大宁前卫(原籍安徽含山)人，

柔佞滑稽不修士行。成化进士，明朝兵部尚书。 

十四、清嘉庆宰相曹振镛 

曹振镛(1755—1835 年)，字俪生，号怿嘉，安

徽翕县人。乾隆朝户部尚书曹文埴之子，魏武帝曹

操之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进士，历任翰林院

编修，侍读学士。少詹事，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

书，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上

书房总师傅，以平定喀什噶尔功绩晋封太子太师，

旋晋太傅，并赐画像入紫光阁列次功臣之首。卒谥



 

 

“文正”入祀贤良阁。 

十五、清道光宰相曹毓瑛 

曹毓瑛(1813-1866)一名毓英，字子瑜，号琢如，

江苏江明人，晚清大臣。道光二十五年举人，历官

军机章京，鸿胪寺少卿，同治初军机大臣，兵部尚

书。 

  



 

 

古代名人 

 

曹刿:春秋时期鲁国名将。鲁庄公的时候，齐攻

打鲁，他求见庄公，随庄公战于长匀，利用齐军“一

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时机，叫庄公鸣鼓进

攻，结果获得了长匀之战的大胜。 

曹参:西汉名将大臣。字敬伯，江苏省沛县人，

秦末随刘邦起义，汉朝建立后，他被封为平阳侯，

曾任宰相九年。协助高祖平定陈颛、英布等异姓诸

侯王的叛乱。 

曹操:字孟德，安徽毫州人，东汉末年著名政治

家、军事家，诗人。曹操是个被历史误会、被(三国

演义)丑化的人物有人说他原本姓是夏侯，但复旦大

学历史系最新研究，曹操的父亲曹嵩(注:经过复旦

大学古 DNA 验证，曹操之父来自曹氏宗族。)原姓诸

侯，东汉末年宦官中常侍大长秋曹腾的族内养子，



 

 

依然是曹家人。建安元年，他统一了中国北部。其

子曹不称帝，追尊为武帝。 

曹丕:即魏文帝。三国时曹魏政权的建立者，曹

操之子。他还被尊为当时文坛领袖，精于诗歌创作，

其代表作为《燕歌行》，另著有《典论  论文》一书。 

曹仁:(168 年-223 年，字子孝，汉族，沛国谁(今

安徽毫州)人，曹操从弟(从祖弟)。三国曹魏名将。

曹仁好弓马骑射，少时不修行检，及至长成为大将，

则变得严整，奉法守令。从曹操多年，为魏朝立下

汗马功劳。破袁术，曹仁所斩获颇多，大破陶谦军

及陶谦部将吕由，攻克句阳，生擒吕布的部将刘何，

官渡之战中，在隐强打败刘备军、鸡落山之战又战

胜袁绍军。赤壁之战兵败后，曹仁镇守江陵与周瑜

拖了一年之久，为曹操重整旗鼓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渭南破马超，破反将苏伯、田银、侯音，襄樊之战

中挡住了关羽的进攻，与徐晃共攻破陈部，进军襄



 

 

阳，魏国建立后曹仁拜车骑将军，统率荆州、扬州、

益州军事，晋封陈侯，曹丕代汉建魏，封曹仁为大

将军，又迁大司马，不久卒于军中，时年五十六岁，

谥日忠侯。 

曹洪:(？-232 年)，字子廉。沛国谁(今安徵毫

州)人。汉末至三国曹魏时期名将，魏武帝曹操从弟。

曹洪早年随曹操起兵讨伐董卓。曹操于荣阳兵败失

马时，曹洪舍命献马，并救护曹操，使其免于厄难。

后多随军征伐，平究州、征刘表、讨祝臂。官渡之

战时，曹操令其驻守本阵。汉中之战时，与曹休在

下辩抵御刘备，破斩吴兰、任夔，逼退张飞与马超。

曹丕即位后，拜曹洪为骠骑将军。曹丕后因私事寻

衅，欲处死曹洪，因卞太后求情，将其免死，贬为

庶民。魏明帝曹即位，拜曹洪为后将军，更封乐城

侯。太和四年(230 年)，复拜隳骑将军。太和六年

(232 年)，曹洪逝世，追谥恭侯。正始四年(243 年)，



 

 

从祀曹操祖庙。 

曹爽:(  -249 年)，字昭伯，沛国谯县(今安徽

毫州)人，大司马曹真长子，三国时期曹魏宗室、权

臣。曹爽体态肥胖，自少以宗室身份出入宫廷，谨

慎持重，曹叡即位后任散骑侍郎，累迁城门校尉，

加散骑常侍，转任武卫将军，公元 231 年(太和五年)，

其父曹真逝世，曹爽袭封邵陵侯爵位，公元 239 年

(景初三年)，明帝曹叙病危，拜曹爽为大将军，假

节钺。与司马懿并为托孤大臣。少帝曹芳即位之后

加侍中。改封武安侯。 

曹冲:(196-208 年 5月甲戍)，因未到及笄，故

未行冠礼，自然无字。小名仓舒，东汉末年人物，

曹操之子。从小聪明仁爱，与众不同，深受曹操喜

爱。留有“曹冲称象”的典故。曹操几次对群臣夸

耀他，有让他继嗣之意。曹冲还未成年就病逝，年

仅十三。 



 

 

曹植:著名诗人。三国时曹操之子，曹丕之弟，

以诗文著称于世，他的《七步诗》时至今日仍广为

流传。再丕之孙为魏国皇帝。其后裔曹霸，武卫将

军，又极善画马。 

曹㕡：魏明帝（203--239）时年 36 岁在位

（226--239）十三年，曹不之子即位后以司马懿为

大将军，多次打败蜀相诸葛亮的进攻，但他好靡奢，

喜女色。魏国政治开始衰落。 

曹芳：魏少帝（232-274）时年 43 岁，在位

（239--254）十五年，曹操的曾孙曹楷儿子。魏明

帝无子，死后由曹芳即位。在位时被司马懿篡权，

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掌权，254

年，曹芳被废。 

曹髦:魏高贵乡公(241-260)时年 19 岁在位

(254-260)六年，曹丕孙曹霖的儿子。十四岁即位。 

曹奂 :魏 元 帝 (246-302) 时 年 57 岁在位



 

 

(260-265)五年，曹操孙燕王曹宇的儿子。265 年被

司马炎所废，被封为陈留 

曹娥:东汉上虞人。其父溺死於江中，不得尸骸。

娥时年上四，沿江嚎哭十七昼夜仍不见其父尸首，

乃在五月一日投江而死，五日后，抱父尸浮出。世

传为孝女。（端午节纪念之一）。 

曹世表:(475-528)，字景升。北魏东魏郡(治今

历城)人。出身读书世家，幼年丧父，白小博览群书，

擅长词章。早年历任国子助教、司徒记室、左将军

府司马，皆非所愿，不久即辞官。为官清廉公正。 

曹霸:谯郡人，唐代杰出画家，官武卫将军。擅

画马匹，杜甫曾赞其所画御马是“一洗万古凡马空”。 

曹唐:字尧宾，桂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

人，唐代诗人，初为道士，后举进士不第。咸通中，

官至使府从事。存诗三卷，今编二卷。 

曹松:唐代诗人。字梦微。舒州(今安徽省潜山



 

 

附近)人。生卒年不详。早年曾避乱栖居洪都西山，

后依建州刺史李频。李死后，流落江湖，无所遇合。

光化四年(901 年)中进士，年已 70余，特授校书郎

而卒。著有诗 1卷，《唐诗百名家全集》收录时，编

作《曹松诗集》2 卷。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

子传》。 

曹确:唐懿宗时为相。 

曹彬:字国华，真定灵寿(今属河北省)人，北宋

大将，历任右骁卫上将军、侍中、武宁军节度使、

都监、枢密使等职。成平二年(999 年)病死，终年

69 岁。 

曹翰:北宋大名将(今河北大名东人)。初隶后周

世宗帐下从征高平与瓦桥关，人宋，又从平李筠之

叛。乾德二年(964)，为均州刺史兼西南诸州转运使，

督运军饷供应入蜀大军，先后参预镇压全师雄及吕

翰领导的土兵起事。开宝间，主持塞河有成绩。又



 

 

预击平南唐，攻克江州(今江西九江)。太平兴国四

年(979)从太宗灭北汉，旋从攻契丹。次年，为幽州

行营都部署。以私市兵顺，流锢登州。雍熙间，起

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分司西京。 

曹友闻:(？-1236 年)，字允叔，同庆府栗亭(今

甘肃徽县)人，宋初名将曹彬十二世孙，以忠义闻名。

宝庆二年进士。历仕绵竹尉、天水军教授、知府，

眉州防御使、沔州知府，与元军大战于大安，与弟

曹友万俱战死，卒谥毅节。 

曹璨:(950 年-1019 年 8月 16日)，字韬光，真

定灵寿(今河北省灵寿县)人。北宋初年将领，济阳

郡王曹彬长子。善射，知韬略，屡战有功，历官供

奉官、东京旧城都巡检使，彰国、保静、武宁、忠

武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天禧三年(1019 年)卒，

赠中书令，谥号武懿。 

曹琮:北宋将领，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 



 

 

曹偕:为卫洲防御使。 

曹玮:(973 年 7月 22日-1030 年 2月 21日)，

字宝臣。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北宋名将，枢密

使曹彬第四子。曹玮出身将门，沉勇有谋，喜读书，

通晓《春秋三传》。少年时便随父亲在外任职。宋真

宗即位后，任渭州知州，驭军严明，赏罚立决。知

镇戎军时，招降外族、袭破李继迁，并据地形修筑

工事巩固边防。李继迁死后，曹玮上疏请趁机攻灭

李氏政权，但未获准许。他亲自率军带回归降的河

西大族，使李德明不敢轻举妄动。此后与秦翰破章

埋族于武延川，分兵灭拨臧于平凉，屡立战功。大

中祥符九年(1016 年)，吐蕃李立遵部入侵，曹玮于

三都谷大破其军斩获颇多。此后累迁至宣徽北院使、

签书枢密院事。天禧四年(1020 年)，因宰相丁谓诬

陷，连贬为莱州知州。晚年历知青州及天雄、永兴、

河阳军，官终彰武节度使，封武威郡公。天圣八年



 

 

(1030 年)，曹玮去世，年五十八。获赠侍中，谥号

“武穆”，后世遂称其为“曹武穆"。嘉祜八年(1063

年)，配享仁宗庙庭。宝庆二年(1226 年)，绘像昭

勋崇德阁，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曹端:字正夫，河南省渑池人，明代著名学者。

永乐中举人，授霍州学正，学者称月川先生。《明史

儒林传》谓其五岁见《河图》、《洛书》，即画地以问

其父。及长则专心性理之学，读周敦颐《太极图说》、

《通书》及张载《西铭》，叹日:“道字是矣!”平生

以倡明绝学为己任，其学务躬行实践，著《太极图

说述解》一卷、《通书述解》二卷、《西铭述解》一

卷。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 

曹顶:通州(今江苏省南通)人，明代抗倭英雄。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应募入伍，大败倭寇于江上。

次年倭寇 300余人围攻通州城，曹顶率兵出击于城

外，倭寇被迫退却。嘉靖三十六年四月，曹顶追击



 

 

倭寇，战于城北 30里之单家店，因天雨泥泞，坐骑

滑倒，不幸牺牲，时年 44 岁。 

曹申吉:(1635—1680)字锡余，别号澹余，安丘

城区东关人，祖籍莲花池。曹一麟玄孙，清初大臣。

他天资聪颖，风姿优雅，八岁即能下笔成文，十七

岁中举。1655 年(清顺治十二年乙未)以第二甲五十

五名中进士，选内翰林庶吉士.1657 年(顺治十四年)

授国史院编修。顺治帝每两个月举行一次御试，他

屡居第一，不久升为日讲官，充顺治随从，1658 年

10日补湖广下荆南道参议。当时该道的竹溪、竹山

二县多盗贼，他以计招抚，相继归籍者两千余家。

1659 年调任河南眦陈兵备副使，他抑骄弇，雪冤狱，

社会秩序井然。1660 年转左道政，晋正二品大理寺

正卿。1667 年(康熙六年)充当皇帝的读卷官，任礼

部右侍郎。1670 年 11 月调任吏部右侍郎，清洗坏

人，革除弊端。1671 年正月调任工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使、贵州巡抚。抵达贵阳后，他悉心治

理，贵州太平;同时兴办教育，培养人才。1673 年，

平西王吴桂在云南判清，贵州兵力有限，省城失守，

他被俘于阳明洞。1680 年(康熙十九年)图谋归正，

事泄后被劫于云南，是年十二月五日在昆明双塔寺

被害，年仅四十六岁。康熙帝起初以为他降吴，定

他为“逆臣”，传是被纪晓岚参，安丘曹氏祖辈诫告

后人与纪氏有世仇，不得通婚。后事情昭然，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其灵柩由云南运回故里。 

随后雍正帝撤销其罪名，乾隆帝为他彻底平反，

准入忠烈祠他不仅政绩卓著，且为名诗人。被捕后，

感怀身世，寄情于诗，悲壮苍凉，著有《又何轩诗

集》，此外还著有《澹余集》六卷《南行日记》二卷、，

(黔行集》四卷，《贵州通志》若干卷，《清诗别裁集》

有其简介及诗三首。 

曹寅:清代文学家，曹雪芹之祖父，作品有《楝



 

 

亭诗钞》、《续琵琶记》等，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宁

织造、巡视两淮盐漕监察。 

曹不兴:吴兴(今属浙江省)人，三国时东吴著名

画家，擅画人物、佛像，时人称其作品为：“曹家样”。 

曹仲达:南北朝时北齐著名画家，擅画人物。“曹

衣出水”便是对其所绘人物画风及层次的赞扬。 

曹霸:谯郡人，唐代杰出画家，官武卫将军，擅

画马匹，杜甫曾赞其所画御马是“一洗万古凡马空”。 

曹时:唐代诗人，初为道土 

曹松:唐代诗人。 

曹启宗(唐 874-879)，唐昭宗乾宁四年，殁于

王事，时年廿四岁，追赠光禄大夫“配何氏，何氏

由河南中州迁至湖南衡山，曹启宗夫妇成为湖南省

南岳衡山谁国堂曹姓始祖。 

曹彬:北宋大将，历任右骁卫上将军、侍中、武

宁军节度使都监、枢密使等职 



 

 

曹翰:北宋初年名将。 

曹承辉:(859 年-1043 年)寿 86 岁，字耀衡，湖

南衡山人北宋仁宗朝兵部尚书，赠银青光禄人夫，

大庸光禄大夫，曹启宗三世孙。 

曹仕泰:北宋末年生(110 年)，字安伯，湖南衡

山人，任枢密使，大唐光禄大夫，曹启宗几世孙。 

曹之白:元代著名画家，字又玄，号云西，人称

贞素先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曹之白善画

山水，师法李成、郭熙，从中演变成一种清疏简淡

的风格。作品多以柔细之笔勾皴山石，极少渲染。

早年笔墨较秀润，晚年变为苍秀简逸。 

曹学俭:福建省侯官(今福州)人，明代文学家、

诗文家、诗选家、学者。字能始，号石仓，又号泽

雁。著有《石仓诗集》等。 

曹廷杰:湖北省枝江人，清代学者，一生著述颇

丰，义理精审，为后人研究东北历史地理提供了宝



 

 

贵的资料。 

曹雪芹:清代小说家，著名文学家。素性放达，

常以阮籍自比。贡生。他的名著《红楼梦》为中华

民族留下了一部宝贵的遗产。他不仅是后人推崇备

至的曹姓名人，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曹振镛:(1755-1835 年)字俪生，号怿嘉，安徽

省歙县人，清代大臣，官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

编修、学政、大学士、军机大臣。 

曹福田:直隶静海(今属天津市)人，清末义和团

首领之一，后被清政府杀害。 
  



 

 

 

近现代名人 

 

曹锟: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中华民国第五任

总统，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

将。 

曹沁泉:一作心泉，近代戏曲音乐家，名法，安

徽怀宁人。 

曹汝霖:上海人，曾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袁

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曾协同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

《二十一条》，后在汉奸组织“华北临时政府”中任

职，新中国成立之时，避居国外。 

曹学楷:鄂豫边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人之一，曾历

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参谋长、中共鄂

东和鄂东北特委委员、红军第一师和红四军第十一

师政治部主任、第十三师政治委员等职，1931 年冬



 

 

牺牲。 

曹靖华:(1897-1987)，原名曹联亚，河南省卢

氏县五里川路沟口村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家、散文

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1919 年在开封省立第

二中学求学时，投身于五四运动。1920 年在上海外

国语学社学俄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派往莫

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 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7

年 4重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列宁格勒东

方语言学院任教。1933 年 10月回国，先后在北平女

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授。1939

年去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主编《苏联文

学丛书》。1948 年应聘赴北平清华大学任教。建国后

任北京大学教授、俄文系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

编辑兼外国文学编辑部主任。1956 年加人中国共产

党。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顾问，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翻译工作



 

 

者协会顾问。1987 年 5 月获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荣誉

博士学位;8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各国人

民友谊勋章，以表彰他在加强中苏文学合作方面的贡

献。1923 年开始翻译介绍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

最早翻译的是契河夫的独幕剧《蠢货》。此后陆续翻

译了爱伦堡、瓦西列夫斯卡、高尔基、费定、卡达耶

夫、列昂诺夫、西蒙诺夫、阿·托尔斯泰、萧洛霍夫

等人的作品。著名的散文集有《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