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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曾氏宗親會大溪分會長 曾慶助

2016 年 3 月

憶三年多前，2013 年春節的一個夜晚，有先祖託夢說需要

返平和原鄉宗聖廟謁祖，並到平和坂仔橋頭，打探大溪開

基祖信直公二弟返鄉後的音信，算起來這已是 260 多年前

的我家片段歷史記憶。為達成這個期望，乃將託夢之事告知同屬漳州平

和的金助、文敬、繁藤等宗親，立刻得到回應，並希望借此蒐集平和族

譜史料，於是商請桃園曾氏宗親會献斌理事長協助，聯絡平和宗聖廟管

委會長慶雲宗長，安排一個謁祖尋根之旅。

短短一個星期的尋根旅行程中，讓我們有機會看到平和原鄉面貌，聽

到幾則平和九峰曾氏傳說史話。正巧，献斌理事長也是一位熱愛探討曾氏

族譜淵源的宗長，在謁祖尋根交談中，逐漸醞釀形成編撰這本《曾氏台

灣淵源譜》的議案。

平和族譜難懂失傳

三十多年前，宜蘭羅東的曾金標（慶字輩，時年近 60 歲）宗長為平

和曾氏武城派序多出 2 或 3 代的問題百思不解，乃透過福建平和縣國台辦

協助，聯絡到平和宗聖廟的宗長們，探討書信往來數十封，引起平和曾氏

宗親重視，終於導至 1991 年成立“平和縣曾氏淵源研究會”，組織人力，

蒐集族人收藏史料，在各方經濟支持下，於 1992--95 年陸續出版平和重

修《武城曾氏族譜》3 卷。

宜蘭羅東金標宗長將《平和譜》3 卷寄桃園大溪，經查閱，卷一「總

譜」的 40 派中彥→45 派益用→50 派茂松房系，發現 51 派後的派序複雜



11.4 第十一章：《漳州平和曾氏→渡台譜系》

難懂。卷二「歷史文獻」的“家譜拾貝”對平和始祖的來歷及失傳原因，

有多篇爭辯。而卷六「子仁公房」的“修緝房系譜之世系大事摘記”中，

有一段：

【(四) 58 派子安公 端峰公長子，出祖廣東博羅。舊譜載：“明英宗

正統 14 年（公元 1449 年）以前，始祖宗祧，長房（子安）主之。

長房避亂，偕孫文實，遷居廣東博羅以后，蘇洋家祀，次房（子仁）

承之“。又譜載：”按端峰公以上素庵公，生卒壽葬，莫得其詳。始

祖以下，復有三代，亦無可考，即有葬在某處，今亦無據。要皆明

正統 14 年（1450 年），英宗北狩避亂，遂至世系失傳，悲夫！“】

《平和譜》卷三、四、五的解謎

平和重修武城曾氏族譜共計 10 卷，於 1997 年以前陸續編修出版，

平和宗聖廟慶雲會長，特於 2014 年影印一套寄來台灣。主編繁藤博士閱

讀厚達 4,000 多頁的 10 卷《平和譜》之後，找到平和族譜難懂的解謎，

盡然是在 1995 卷三《古林房》、1997 卷四《圓山公房》及 1996 卷五《軒

公房》之中，主因是這 3 卷的房系史料，沒受到上述“明英宗北狩避亂，

遂至世系失傳”的影響，保存端峰公以上的曾家房系史料，確認 1992

年卷一「總譜」的武城派序誤植原因，乃係元代動亂避難遷徙時，重覆

記載了三代「奏祖法名」所致。

平和遷台淵源譜

平和縣境地處博平嶺南段，縣境四周群山環袍，開墾不易，直到明

代以前還是人煙稀少之地。元至治元年（1321）析龍溪、漳浦、龍岩縣

地，設南勝縣，治所在今平和南勝，至正 16 年（1356）遷縣治到靖城，

更名為南靖縣。到明正德 12 年（1517），才析南靖、漳浦縣地，置平和

縣。平和縣的西北側，與明成化 1 年（1475）剛從上杭析出的永定縣比

鄰。在元代動亂時期，40 派中彥→50 派（茂桂、茂松）房後裔的避難遷

徙路線是：寧化石壁→上杭→永定→（平和、南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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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入明代有 200 年的國泰民安時期，各地人口快速成長，族譜資料

量極為龐大，乃從原訂的第十章中，析出平和縣遷台譜部份，單獨編撰

為第十一章。

平和族譜相當龐大

即使單獨析出專章編撰，平和族譜依然相當龐大，原因之一是平和

九峰始祖端峰公，開設打鐵鋪致富，成為平和縣的首富，九峰二世的四

子都娶三妻四妾，九峰三世也是妻妾眾多，各房系人口興旺成長，極少

外移謀生，大都聚居在祖籍原鄉，以致子女長大結婚時，因找不到足夠

的他姓配偶，而有相當高比例的曾姓男子，娶曾姓女子為妻。雙方同是

曾姓的結婚成家現像，從明初一直延續到清末。

此外，元末明初遷入平和縣的還有古林、圓山公及軒公等 3 個房系，

增加了平和族譜的資料量及複雜度。

平和的來台祖

平和九峰端峰公房系，家祀由次子子仁房承祀，傳到九峰 5 世武 61

派：1490 敦立公的晚年時，倡議建平和縣治，並編修平和族譜，到裔孫 7

世武 63 派：1550 曾璋、曾瑄，於嘉靖甲寅年（公元 1554）續修完成，特

稱《甲寅譜》。屬於端峰→子仁→敦立房系的裔孫，於清乾隆年間返鄉攜

眷來台時，大都會從原鄉祠堂，抄一份曾氏族譜隨身帶來台灣，做為傳

家之寶。有些以依親之名渡台的，不見得會抄族譜隨身來台，隔幾代後，

就不知道自己的房系。

《平和譜》卷三到卷十的譜碟資料，許多記載“往台”二子，但台

灣 1999《秋圖譜》或 2001《水照譜》卻找不到來台祖名子，他們大都是

“偷渡”來台的。依照台灣古諺：「六死，三留，一回頭」，大概只有 30%

的“往台”結婚傳有後代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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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坂仔曾氏攜眷移台路線

平和九峰 6 世銅湖房武 62 派 1520 崇俸，1498-1567，例貢出身，署武邑

坂知縣事，升任河北榮府審理正堂，卒葬平和 仔。傳到 66 派尚彭、尚村

兄弟因父親文朝早逝，投靠當時任詔安縣知事的堂叔文貞，于荷鄭時便

與詔安人一同渡台打工，後裔攜眷移台：

渡台祖及後裔 路 線 渡台地點

(1) 66 派尚彭（謐剛毅）；尚村

 清康熙時，尚彭遷回平和九峰西門

外，陳坑鄉黃田村大塘下居住

史地 11.82

史地 11.83

史地 11.84

荷鄭時代，雲林西螺一帶

與詔安人一起打工。

(2) 67 派衍井、衍嶺：

 坂告老返鄉，遷平和 仔橋頭居住

康熙時代，台中西區一帶

與詔安人一起打工。

(3) 68 派興寶、興登、興玉：

 興寶、興玉北上，到唭哩岸打工

 興寶于 1735 年返鄉攜眷來台

 興玉于 1746 年返鄉攜眷來台

史地 11.84

史地 11.85

雍正乾隆年間

初到台中西區一帶

與詔安人一起打工

(4) 台 2 世 69 派德裕、文撰、文俸：

 (興寶 →德裕)、(興玉→文俸)：

 (興玉→文撰)：

史地 11.85

史地 11.87

乾隆年間

遷桃園大溪

遷台北南港拓墾

(5) 70 派信義、台 3 世“傳”子輩：

 信義背剛毅金斗渡台到大溪交給

傳面，然後往宜蘭拓墾

 台 3 世傳奪、傳滿、台 4 世繼琳等

往宜蘭拓墾

 文撰全家往宜蘭五結、羅東拓墾

史地 11.86

史地 11.87

嘉慶道光年間

大溪傳面公：曾慶助的房祖

三星繼琳公：曾金助的房祖

羅東文撰公：曾金標的房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