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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57→72)派

公元(1370→1820)±20 年

平和縣九峰→遷嘉義、台中、大溪、宜蘭等地

和曾氏流傳二則蘇洋打鐵公致富的傳說。一則是永定太

平寨裔孫相傳，平和曾氏第一金堆“左插金釵”的故

事，內容因堪輿地理師的鬼神迷信，使人感到好奇。另

一則是依平和九峰曾氏家廟的又一“左插金釵”金堆傳說，內容與

元未明初歷史背景比較吻合。因此，可確定：

(1) 武 57 派：1370 端峰公，在蘇洋開一家打鐵鋪。

(2) 繼承父親武 56 派：1330 曾習公的打鐵技術。

(3) 元未明初，打鐵鋪在亂世中獲得塗黑的銀錠，將它鍊

成銀元或銀塊而致富。

九峰各房三妻四妾 譜表 11.40

平和蘇洋的武 57 派：1370 端峰，諱輔，公元 1345 生，居蘇洋，以打

鐵致富，妣鄭氏二十一娘，生五子：子安、子仁、子亮、子全、子顒，

分為五房，都是三妻四妾，尊為端峰公為平和一世祖。

長房，平和 2 世武 58 派：1390 子安，在蘇洋跟隨父親打鐵，舊譜載，

明英宗正統 14 年(公元 1449 年)以前，始祖宗祧，由長房子安主持。公

元 1449 年，長房避亂遷廣東惠州博羅縣鐵崗失聯之後，蘇洋『雍順堂』

家祀，由次房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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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房，平和 2 世武 58 派：1400 子仁，公元 1365-1437 年，號易齋，衍

居九峰，元配鍾氏十三娘，生三子：貴賢、宗乾、宗壬。副室劉氏五娘，

少室陳氏九娘。子仁公性溫和仁厚，竭力事親，撫率諸弟。比他小 27

歲的五弟子顒，賴公帶大成人。

三房，平和 2 世武 58 派：1400 子亮，公元 1367-1442 年，號惠齋，衍

居九峰，文林郎，廣東揭陽縣知縣，元配王氏十娘，生子二：勝福、觀

壽。少室沈氏。子亮公洞悉陰陽之理，祖考吉地，皆所親擇。

四房，平和 2 世武 58 派：1400 子全，公元 1373-1450 年，號純齋，衍

西門溪邊樓，元配江氏三十一娘，副室楊氏，再副室杜氏，生子三：宗

廷、宗榮、宗聞。明景泰庚午(公元 1450 年)恩賜八品冠帶壽官。

五房，平和 2 世武 58 派：1420 子顒，公元 1392-1449 年，字納齋，別

號剛毅，由長兄子仁帶領長大，衍蘇洋、福田、黃田一帶，元配朱氏，

二室朱氏，三室鍾氏，少室何氏。共生八子：宗敏、宗寶、宗磷、宗鑑、

宗瑛、宗旭、宗瓊。子顒公為人剛方正直，不容人過，視人猶已，困苦

患難，不忍坐視。時值盜賊警發，恆率眾捍拒，鄉鄰賴以保全，不幸於

正統末年，為寇中傷而卒。

平和九峰曾氏族人快速成長

永 樂

武 58派：1400

平和 2世

帝位相爭

武 59 派

平和 3 世

景泰天順

武 60 派

平和 4世

成化弘治

武 61 派

平和 5 世

正德嘉靖

武 62 派

平和 6 世

嘉 靖

武 63 派：1550

平和 7世

家戶 4 戶 17 戶 29 戶 82 戶 估 220 多戶 估 450 多戶

世代倍

率

4.0 倍 4.25 倍 1.71 倍

土木堡變

2.83 倍 2.6～2.8 倍 2.1～2.3 倍

人口 32 人 130 人 230 人 650 人 1,600 人 約 3,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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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統計

家境富裕的打鐵公派下各房，三妻四妾，子孫很快就從蘇洋，散居

九峰、福田、黃田、祭頭等地，逐漸擴大占地拓墾。據統計，傳到平和

5 世已經建立了 82 戶，每一世代家戶平均成長 3.0 倍。每一家戶平均 8

口，明成化弘治年間曾氏已達 650 人。

過一世代，以 2.5～2.8 的倍率推估，到明正德嘉靖年間，平和曾氏

有 210～230 戶，每戶平均 7.5 口估算，平和曾氏人口成長到 1,500～1,800

人。再下一世代，以 2.1～2.3 倍率推估，明嘉靖年間的平和曾氏有 450

～500 戶，人口成長到 3,000～3,500 人的規模。家戶人口不斷擴增，各

種社會治安管理問題隨之而起。曾氏族長甚至建請朝廷，設置縣治管理。

【備註】： 平和永定始祖傳說故事，系將 51 派“曾掌、曾義”拚為「掌

義」同一人，及 52 派“啟杰（素庵）、曾覬（榮，百五郎）”

拚為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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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堆“左插金釵”傳說故事

永定太平寨裔孫相傳，平和曾氏第一金堆“左插金釵”故事

明初洪武年間，先祖端峰公（打鐵公）安居蘇洋後，家境順利，

追念先祖父素庵公，攜帶家小，避亂來平和開基，至戰亂安定後，

他又帶長子孫（友益）返回三都白礁，後又再返上杭故鄉。而後，

素庵公、賴氏太先後都卒葬在上杭勝運里。念二郎（皆公），隨父返

上杭後，只隔數年又移居永定太平寨，在永定定居後，念二郎晚年

又將父母骨骸（金斗）移葬太平寨。

先祖端峰公想求得先祖父母能夠來平和作為開基祖，念祖心

切，想盡辦法，背著在永定堂兄友益公，暗地里親自星夜前往太平

寨挖祖骸（金斗）背回蘇洋村。安知星夜挖掘背回的，不是先祖父

素庵公，而是先祖母賴氏媽太。福人自有天命，請名師選擇吉地，

恰巧合妣形“左插金釵”名地。擇吉時辰，將賴氏媽太金斗，安放

在時坑對面五鳳山。

吉葬時，雷雨大作，金斗沉沒，黃土覆蓋，天成金堆。名師指

點，天葬金堆，不必建坟，葬後，靈氣顯赫，鬼子暗地運金銀，打

鐵公回家打鐵時，發現黑黑鐵塊變金銀，遂發家致富。傳下五子，

長子留居蘇洋，四子先後移居河頭社（九峰村）。

明朝初期，子孫興旺，家業大發，可說財丁貴俱進。相傳五代，

家財百萬，遂成為九峰名門望族。明初開設縣治時，五世長老敦立

公，建城平寇有功，受朝廷嘉獎“治建其功”，此皆老祖媽之墓靈

也。

開基祖媽一堆墓土，靈氣顯赫，裔孫及外族鄉親，前往求子求

財求平安，歷來有求必應，長年香火不斷，“左插金釵”金堆，遠

近鄉親皆頌傳為平和老聖祖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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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左插金釵”金堆傳說

據平和九峰曾氏家廟傳說

元朝末期，戰亂頻繁，打鐵公一家，避亂由漳州白礁搬居來蘇

洋後，在路旁開設打鐵埔。其時在戰亂中，漳郡官兵欲押解軍餉往

粵東，化裝成一隊商賈民夫運生鐵，星夜取道清寧里，在押解途中

被民軍截擊潰敗，部份挑夫至蘇洋後，有近十擔生鐵星夜寄存在打

鐵鋪，運鐵民夫寄存後，星夜就迅速逃命離去，後經很久很久時間，

沒有回來認領。

打鐵公在安葬好賴氏太後，想預借些生鐵出來先用，才發現寄

存生鐵全是塗黑的銀錠，後來再也沒有人回來認領，就這樣發家致

富。打鐵公後來才移居河頭社（九峰），現在家廟居址，蓋房居住。

這就是先祖天送金銀的又一美麗傳說。

平和曾氏致富傳說屬實：

(1) 搬遷的主角：打鐵公一家，由漳州白礁搬居蘇洋，沒有提及

永定。元朝末期的打鐵公，應指 53 派曾習（四六郎），或 54

派六九郎。

(2) 賴氏太卒葬蘇洋：據平和譜卷五《軒公房》載，素庵公（公

元 1259-1321 年）卒葬漳州府城南門外。遺霜賴氏三十四娘，

於元順帝六年(公元 1338 年)，偕子 53 派曾皆（四六郎）．曾

習（四八郎）避亂搬居蘇洋。時賴氏太年近八十歲，卒葬蘇

洋。

(3) 檢骨二次安葬：屍體埋葬數年後，需擇黃道吉日重新開墳，

撿拾清洗骨骸及或陪葬的金飾，擇另一吉日再次安葬，這就

是所謂撿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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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添置平和縣治疏

據平和譜卷二 16 頁載，明弘治年間(公元 1488-1505 年)，南靖

地方起因人口成長太快，耕地面積不足，而導致盜匪搶劫不已，百

姓生活不得安寧。到明正德 12 年乃有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

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蘆溪、平和、長樂等地，地理遙

遠，政教不及，小民岡加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

禍。….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人

煙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既敷，盜賊自息。….』

又據南靖縣民鄉老武 61 派：1490 曾敦立，公元 1463-1552 年，林

大俊（註：林語堂的先祖）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蘆溪、流恩、山

崗接徑，…...，皆系窮險賊巢。…，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

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公元 1507 年)，雖蒙統兵剿捕，未曾

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蒙調兵剿撫，雖少寧息，誠恐

漏網之徒，後踵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

移風易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

檢骨屬於一種二次葬禮的活動，現今依然流行於閩南人、客家

族群。傳統習俗認為『屍葬為凶、骨葬為吉，因骨葬裝載金斗甕內』。

所以，大部分台灣民眾依然保持檢骨這項生命禮儀習俗。賴氏太葬

詩坑對面仙人石下麻寮坑右側，“倒插金釵卜字穴”。應該就是指

檢骨二次安葬，詩坑對面的麻寮坑，距蘇洋村僅約十里的山丘路。

(4) 蘇洋村的位置：蘇洋村位於福建漳州平和，前往粵東梅州大

埔饒平的路上，打鐵公在路旁開打鐵鋪是很正常的。元朝末

期，農民軍往返頻繁，擊潰押解軍餉的漳郡官兵，應屬較為

可信的傳說。

http://www.4480.com.tw/service-adm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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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縣治

平和譜卷二載，該呈請添設縣治文，由都御史王守仁受理，與南靖

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

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堪以建設縣治。將南靖縣清寧、新安

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於是進行建城準備：

 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

 有山者，願聽工砍伐以助木石；

 有人力者，忻然相聚挑築士基；

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尚有餘剩，各人願鑿山採石，挑士築城，砍伐樹

木，燒造磚瓦，數月之內，大功告成。照得縣名須合當地土習俗，都御

史王守仁乃委歷諸朝，詢知南靖縣河頭等鄉俱屬平河社，以此議名為『平

和縣』。首任知縣乃於明正德 13 年(公元 1518 年)三月到職。

平和縣治沿革 史地 11.40

元朝至治年間(公元 1321-1323 年)，析龍溪、漳浦、龍岩縣地置南勝

縣，縣治設今平和南勝。元至元三年(公元 1337 年)遷今小溪鎮舊縣村，

公元 1356 年遷今靖城，更名南靖縣。

明正德十二年(公元 1517 年)，析南靖、漳浦縣地置平和縣，屬漳州

府，治所河頭大洋陂（今屬九峰鎮），公元 1949 年遷至小溪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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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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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11.40 漳州平和曾氏聚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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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11.40 平和九峰：端峰支脈徙台統計

石壁 11 世 上杭勝運里 平和 1 世 接譜表 11.30

茂 松 曾 義 啟 杰 1259-1321 號素庵，賴氏

武 50 派 武 51 派

平和蘇洋 武 56 派：1340 曾 皆 曾 習 四八郎

順帝北逃，明洪武 卷五〈軒公房〉 平和譜卷六到卷十〈端峰支脈〉

平 平和九峰 1 世武 57 派：1370 曾 輔 1345 生，七二郎，號端峰，

鄭氏二十一娘，自蘇洋遷九峰開基

平和九峰 2 世 子 安、 子仁、子亮、子全、子顒

明 代

渡台家戶列祖

永 樂

武 58 派：1400

平和九峰 2 世

帝位相爭

武 59 派：1430

平和九峰 3 世

景泰天順

武 60 派：1460

平和九峰 4 世

感化弘治

武 61 派：1490

平和九峰 5 世

子 安 失記 A 文 寶 避遷廣東惠州博羅縣之鐵崗，失聯。

子 仁

1365-1437

易齋

鍾、劉、陳氏

譜表 11.60

譜表 11.70

平和譜

卷六計1,080頁

貴 賢 失記 B 適饒平縣石井劉公

宗 乾

1407-1476

張、陳、黃氏

徙居九峰

宗 壬

廷 玉

1427-1507

衍石門樓房

敦 性 上湖蘇洋房 查無

敦 立
1463-1552

石門樓大、五、六房

69～73 派計 17人

敦 睦上湖三北門埕 查無

廷 規

1443-1494

衍銅湖

敦 德

坂→詔安縣→平和 仔

66～70 派計 13人

敦輝、敦明、敦琳 均查無

廷 矩

1458-1507

霞湖房

敦 寵 查無

敦 泰 查無

敦 顯 70 派計 3 人

明

初

元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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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亮

1367-1442

惠齋

宗 海

1414-1484

楊氏

輿 祖 敦 顒 查無

方 正 敦興、敦明、敦敬 查無

方 中 敦 惺 查無

黃氏、沈氏

平和譜

卷七計 70 頁

觀 壽

1418-1450

方 隆

衍下坑大空里

敦 厚 譜表 11.51 77 鴻 槽

敦仁、敦重 查無

孟 良 早卒

子 全

1373-1450

江、杜、楊氏

平和譜

卷八計 450

頁

宗 迋

1412-1444

宗 榮

廷 璉

衍澄溪內新

塘、竹頭背

敦 義 譜表 11.52

衍霞峰溪埧

75 慶 錐

敦機、敦善

敦仁、敦和

查無

志 聞

1418-1458

朱氏

衍背間、闊洋

雉翠山

廷 政 敦 元 譜表 11.52

衍九峰下厝場背間

74 開念、開來、

開張

敦道、敦亨 查無

廷 璋 敦成、敦守、敦篤 查無

廷 亮 敦 昂 查無

敦 纓 譜表 11.53

1492-1560

黃氏，居坑頭

68 曾亮、曾練

70 曾宰、曾潭

71 清堂、明顯

73 怡能 74 全 和

廷 顒 敦正、敦風

敦環、敦藍

家居九峰 74 派娶曾

姓為妻多達 30%

子 顜

1392-1449

納齋、剛毅

朱、朱、

鍾、何氏

平和譜

卷九計710頁

宗 敏

朱氏

衍際頭

秉 成 敦 華 查無

秉 端 仕明、仕敏、仕達 查無

秉 融 敦 逸 查無

秉 旭 宜宣、宣洪、宣璞 查無

宗 寶 廷 賽 宜秩、宣敘 查無，衍蘇洋

宗 磷

1415-1447

衍福田

欽 玉

1436-1508

宜器、宜泰

宜确、宣穆

福田 72派娶曾姓

為妻多達 30%

宜 萬 譜表 11.54 70 傳 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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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 仁

1441-1509

宜 恭 譜表 11.54

居九峰福田

70 傳淦、傳練

73 昭來☆ 74 金鈞

宜寬、宜信

宜敏、宜惠

查無

平和譜

卷十計 780

頁

欽 睿 宜範、宜春、宜中 查無

宗 鑑

1427-1499

陳、朱氏

衍福田

欽 洪 宜清、宜浩、宜深 查無

欽 瓚 宜壁、宜重、宜章 查無

欽 禮 宜文、宜甫 查無

欽 爵 宜 德 查無

宗 瑛

鍾氏

衍九峰

欽 裕 宜爵、宜封

宜綱、宜卿

查無

欽 獻 宜 達 查無

宗 旭

1444-1507

何氏

衍黃田

宗 瓊

衍廣東

欽 和

1467-1548

宜疇、宜榮 查無

宜 醇 譜表 11.55 74 紹 坤

欽 斌 宜澄、宜懷

宜謙、宜貢

查無

欽 德

1478-1541

移居九峰黃田

宜 敦 譜表 11.55 68 興(登) 興

69 毓萼● 進士

69 毓 鐵

宜潛、宜釗 查無

4 戶 17 戶 29 戶 82 戶



第 11.4 節：〈九峰曾氏倡議添置平和縣治〉 11.53

平和九峰尋根之旅

公元 2013 年 3 月、2016 年元月

。

永隆廟觀音像是九峰一世祖端峰公自永定

肩挑來的。

九峰曾氏家廟位於九峰鎮中心，明正德年

間平和縣治築城于此地。

平和坂仔甘棠坑碧山樓寨遺址。

平和九峰“左插金釵”金堆墓前。

平和宗聖廟歡迎來訪賓客。

平和九峰鎮內二世祖子顒六公之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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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