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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996 年重修《平和譜》計十卷，卷六到卷十為九峰的

端峰公支脈，記載列祖的生卒壽葬、生評事蹟等史料相

當完整，資料量極為龐大，需要幾道處理程序，才能篩

檢出徙台部份，並建立其譜系。先是繪製一張平和 2 世到 5 世的總

譜表，再以平和 5 世武 61 派：1500 為單元，逐一查看是否有徙台宗親

的記載，結果若是『查無』，就可略過不再細看。（見譜表 11.40）

其次就徙台部份的世系，將 12x10 天干地支的生歿年記載，全

部換算成公元年代，加入族譜尺標及歷朝紀元，逐一繪製成新的徙

台世系譜表，確定徙台宗親於何時渡海來台。再將徙台資料全部彙

整，製作一張平和曾氏徙台統計總表。（見譜表 11.50 系列）

請注意，因子仁二公房系的徙台過程較為特殊，在第 11.6

節另述。

同姓聚族而居

同宗同姓聚族而居是平和農村姓氏分布的一個重要特點。平和縣各

鄉鎮有幾個大姓聚居，俗稱「九峰朱、曾」；「蘆溪葉、陳」，即指此而言。

九峰鎮總人口 4.34 萬人中，就有朱姓 1.01 萬人，曾姓 2.25 萬人，兩姓

合計 3.26 萬人，占全鎮總人口的 75.16%。其他鄉鎮也與此類同。

同姓聚族而居的結果，造成男婚女嫁選擇對象的極大困難。以道光

年間九峰福田村的平和 14 世武 70：1830 世代為例，就有高達 30%娶曾姓

女子為妻的現象。近親結婚繁衍，是平和曾氏的重要特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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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台時代及統計 譜表 11.50

渡海徙台始於荷蘭時代的公元 1630 年間，止於二次戰後的公元 1950

年，不同時代背景離開祖籍原鄉，遷徙來台統計如下：

(1) 荷蘭明鄭時代：公元 1630-1682 年

敦立公派下，石門樓五房的 65 派啟先（公元 1586 年生）是平和曾氏最

早的渡台先峰，他在荷蘭人招募下，來台投入種稻、插蔗、捕鹿的生產

行列，賺取工資，返鄉建設家園，光宗耀祖。

接著是敦德公派下的 66 派尚彭，及 67 派衍井、衍嶺等一大家族計 7

人，先後徙台打工，贍養家資，告老返鄉。

(2) 渡台禁令時代：公元 1683-1795 年

清康熙公元 1683 年占領台灣，頒布渡台三禁令，經雍正到乾隆末葉

的公元 1795 年，其間有幾次間短的放寬禁令，准台灣良民返鄉，持照搬

移眷口來台。沒辦法取得照單的，就偷渡來台，而形成渡海徙台的高峰

期。據統計，68, 69, 70 派曾氏共有 38 人徙台。其中 18 人集中在子仁房

系，持有照單渡台；另 20 人分散其他各房，可能是偷渡的，在台灣 1999

《秋圖譜》或 2001《水照譜》找不到他們的名字。

(3) 禁令放鬆時代：公元 1796-1861 年

這時台灣西部土地已被墾盡，僅剩下東北部的蘭陽平原還有一些機

會，雖然禁令放鬆，但渡台人數不多。據統計，70 及 71 派平和曾氏，

在上一代人的牽引下，有 15 人徙台。

(4) 官辦移民時代：公元 1862-1895 年

公元 1860 年，閉關自守的滿清帝國被英法等國的條約而迫，終於在

台灣開港通商，並展開「開山撫蕃」的工作。意味著原本清廷不准漢人

入墾的蕃界，已經成為新的可開墾區域。清廷因而取消原有的渡台禁令，

以官辦移民方式鼓勵漢人徙台投入生產事業。清廷在大嵙崁（桃園大溪）

設撫墾總局，進行對原住民的緩撫政策。在這一新政策下，71～73 派平

和曾氏有 5 人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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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治時期徙台：公元 1896-1944 年

公元 1894 年，清帝國與日本帝國爆發甲午戰爭，翌年馬關議和，台

灣被割讓給日本。台灣開始有計畫地推動各項現代化建設，使台灣開始

產生脫胎換骨的變化。台灣對福建祖籍原鄉的宗親來說，依然充滿許多

吸引創業的新機會。

在平和譜的徙台人群中，如屬公元 1875～1920 年出生的，大概都是

日治時期遷徙台灣。果然，卷五《圓山公房》有 73 派五人，74 派八人，

合計十三人於日治時期徙台。

(6) 戰後遷台：公元 1945-1950 年

公元 1945 年八月二次大戰結束，撤退到大後方的中國國民政府成為

戰勝國，在倉促中接管台灣。派員接管台灣的以 22～35 歲知識份子居

多，他們出生於公元 1910～1923 年間。

接著戰後點燃國共內戰，國民黨戰敗，於 1949 年撤退到台灣帶來高

達 160 萬軍民。其中，有 60 萬軍人年約 15～25 歲，出生在 1920～1930

年前後。其他 100 萬人則是逃難百姓及政府官員，以 20～40 歲居多，生

於 1905～1925 年間。

據此，可在平和譜找尋合於上述出生年層的徙台世系，計有：

 卷五《圓山公房》73 派一人、74 派六人、75 派三人徙台。

 卷七《子亮房》77 派一人徙台。

 卷八《子全房》73 派三人，74 派四人徙台。

 卷九、十《子顒房》74 派二人徙台。

來台祖曾登興譜系考

公元 2013 年 3 月中旬，桃園曾氏宗親會的文敬、慶助等一行，

前往九峰雍睦堂尋根問祖時，文敬希望找尋“14 世祖，68 代，興字

輩，先祖曾登興 (俊德)，配江氏，渡台灣台中潭子，祖籍地平和縣

城西門外黃田水車庵。”尋根旅程時，我們曾到平和縣城西門外陳

坑鄉黃田村附近，就是九峰往大埔的公路邊，尋找慶助的先祖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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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尚彭公媽李氏慈儉的祖墳，回程在黃田村石碑休息留影。因為有

“黃田”的相似地名，而引起許多聯想。

「登興 vs 興登」之名？

據台灣 2001 年《水照譜》195 頁，整理直系譜如下：

13 世衍 67 代：曾 祖

14 世興 68 代：登 興 江氏，渡台中潭子

15 世毓 69 代：阿 科 朴實，蕭氏

16 世傳 70 代：七 掌 大成剛裕，劉昔，遷桃園南崁河底

這裡的 14 世祖，是從平和一世祖啟杰公排序算起；但興 68 代則是

從平和 3 世端峰公的武城派序算起。據平和九峰 1996 年編修的《武城曾

氏族譜》，登興應屬平和 12 世，才能與該譜接軌。

公元 2014 年 5 月第二次組團尋根時，特向平和宗聖廟管理委員會要

求，影印 1996 年績修的〈武城曾氏族譜〉全套十卷，共計 4,000 多頁。

經查對全部十卷譜表後，確認查無“登興”相符之名。那麼，依武城派

序的字輩排名，它是否會是前後倒置的“興登”呢？據〈平和譜〉卷六

第 864 頁載，武城 68 派平和 12 世興寶的弟弟，名曰“興登”。

又查，66 派尚彭→ 67 派衍井→ 68 派興寶的三代渡台打工路線（見

史地 683, 684 及 685），興寶．興登渡台之初，曾在台中潭子一帶的詔安

人結集地打工謀生。這與前述曾登興的“渡台灣台中潭子”，有一吻合

之點。在沒有找到其他資料佐證之前，2015 年編撰平和淵源譜稿時，乃

假定“登興 vs 興登”係屬同一人，而興登比興寶少 2 歲。

登興派下宗親駁斥

桃園蘆竹 68 派登興公派下的志宏宗親經多方察考，對平和淵源譜的

初稿提出駁斥，主要論述有：

 15 世 69 代的阿科公生於乾隆癸末年 (1763)，顯與譜表 660 的族

譜尺標武 69 派：1770 不相符。

 若 14 世的登興公被推測為 1705 年生，則老祖先 59 歲才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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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阿科公？可能嗎？

經志宏駁斥後，確認“登興 vs興登”實為不同的二人。

「登興 vs 興興」之謎

平和宗聖廟管委會於 2013 年三月下旬回函有關尋根問祖的查詢，指

出：

(1) 歷史以來，平和各大房對各房已故先祖的排“世”，很不一致，

有的以素庵公為一世祖，有的以端峰公為一世祖， ….

(2) 翻閱〈武城曾氏族譜〉第十卷，經過反復比照、分析、查找、

核實，推論如下：

 台灣先祖： 68 代，14 世，興字輩，曾登興

 平和族譜： 68 派，12 世，興字輩，曾興興

(3) 並用表格列出平和興興先祖的直系譜，以供參考。 然而，

卻又多出新的“登興 vs 興興”是否為同一人之謎？

解謎之鑰：族譜尺標 譜表 11.56

平和九峰 57 派端峰公支系的五公子顒派系非常龐大，分別載於 1996

年〈平和譜〉第九卷 (計 710 多頁) 及第十卷 (計 760 多頁)，大都有生歿年的記

載，可據以書寫族譜尺標如下：

平和 1 世武 57 派：1370 端 峰五子，1345 生

平和 2 世武 58 派：1420 ⑸ 子 顒八子，1390-1449

平和 3 世武 59 派：1470 ⑺ 宗 旭 1444-1507

平和 4 世武 60 派：1500 ⑶ 欽 德 1478-1541

平和 5 世武 61 派：1530 ⑴ 宜 敦八子，1497 生

在各世代的眾多兄弟中，58 派子顒排行老五，59 派宗旭排行老七，

族譜世代間間隔拉長為 50 年。59 派宗旭遷黃田村拓墾。傳到 61 派宜敦

時，生子八：景、旬、瓊、瑞、介、磷、琅、珀，其中，老大文景、老

三文瓊有后裔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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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派文瓊興建雍睦堂

平和 6 世武 62 派：1560 文瓊，一生樂善好施，尊敬祖宗，明萬曆初

年(1570 年代)與堂弟大裕公，共同捐資興建九峰西衛的雍睦堂，得享功

勛龕。四百多年來，逐漸成為現今平和九峰的曾氏宗聖家廟。

66 派尚奇移居汀坑頭

黃田的文瓊房系，自 65 派貞早起依武城字輩取名。他的第七子尚奇

族譜世代間隔增長 10 年為：平和 10 世武 66 派：1680 尚奇。原居黃田的

66 派尚奇又生子八：台、紀、迎、層、圍、通、辭、苓，乃於康熙五十

年(1711年)移居汀坑頭，建祠黃田下樓頂埔東門厝。他的第八子衍苓族

譜世代間隔增長 20 年為：平和 11 世武 67 派：1730 衍苓

68 派“興興”的族譜尺標 譜表 11.56

平和譜第十卷 609 頁載，67 派衍苓配朱氏，生子五：興寶、興興、

興財、興眾、興實 (簡體字：兴宝、兴兴、兴财、兴众、兴实)，族譜尺

標為：平和 12 世武 68 派：1760 興寶、興興、興財、興眾、興實

平和曾氏家廟函指出，台灣先祖的 68 代曾登興，就是平和族譜的 68

派曾興興。今將台灣曾登興第三子阿科的生歿年，1763-1835，寫成族譜

尺標：武 69 派：1790 阿科 1763-1835

兩相比對 68、69 派的族譜尺標，年代間隔完全相符，證明台灣譜的

曾登興，與平和譜的曾興興，實乃同一人。依平和譜卷十第 609-613 頁

的 65-69 派譜表統計，66 派尚奇派下員成長為：

康 熙

武 66 派：1680

平和 10 世 尚

雍正乾隆

武 67 派：1730

平和 11 世 衍

乾 隆

武 68 派：1760

平和 12 世 興

乾隆嘉慶

武 69 派：1790

平和 13 世 毓

道光

武 70 派：1820

平和 13 世 毓

尚奇 1人 衍字輩 8 人 興字輩 38 人
毓字輩？

人丁突然銳減

69 派後大都無傳，

不知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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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據以導引出幾項疑點：

(1) 嘉慶年間的平和 13 世武 69 派：1790，汀坑頭曾氏發生重大變

故，66 派尚奇派下突然銳減，甚至到全家滅絕程度，變故

待考可能有：

 汀坑頭爆發瘟疫、傳染病流行：或

 房親間爆發深仇大恨的族群械鬥事件：或

 集體渡台時，不幸發生船難沉沒事件：或…..

(2) 查遍各姓氏取名習俗，幾乎找不到“輩”與“名”為同一字

的實例，“興興”或“兴兴”，必有其他典故待考。

(3) 67 派衍苓的五子原先取名“興寶、興登、興財、興眾、興

實”。興登 坂渡台中潭子之時，正巧有來自平和 仔興寶、

興登、興玉 (見譜表 660) 中的興登留在那裡，汀坑頭的興

登乃改名為登興。

(4) 平和譜簡體字「兴登、登兴、兴兴」之間的筆誤。

“開成規兆瑞，恒奕善綿邦”10 字派語

譜表 11.56

依四氏家譜輩字，在「希言公彥承，宏聞貞尚衍」之後，明崇

禎年間續十字：「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清康熙御賜孔、孟、

曾統一字派。傳到乾隆中葉時，已經排序到“毓”字輩了，那時有

人想到接續的 10 字應該是什麼？。

據平和宗聖廟管委會秘書長曾繁城說：「開成規兆瑞，恒奕善

綿邦」10 字派語，係清乾隆進士 69 派曾萼提出。但 1992 年平和重

修〈武城曾氏族譜〉時並未採納，而是統一採用同治年間再續的「令

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10 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4%87%E7%A5%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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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萼提出派語的時間 譜表 11.56

平和九峰黃田村的 62 派文景房系，自 64 派起依武城“聞”字輩取

名。到康熙年間的 66 派尚禎生子四，接著有 67 派衍字 4 名、68 派興字

12 名、69 派毓字 32 名。這個房系傳到清末的 73-74 派，都有詳實譜系

可考。

〈平和譜〉載，黃田村 69 派曾萼，1721-1797，譜名毓萼，乾隆 15

年(1750)舉人，次年又中進士。曾萼歷任廣東恩平知縣、潮陽知縣、電

白知縣，升任廣州海防周知，上北京吏部，乾隆皇帝賜封奉政大夫，調

補廣東直隸連州知府。乾隆 39 年(公元 1774 年)，因父母年邁，奏章告

歸從養。

曾萼提出 10 字派語的時間可能有二：一是在乾隆 16 年(公元 1751

年)，他 29 歲考中進士，光榮返鄉，創建咸山書室，教授生徒之時提出

10 字派語 ；或是在乾隆 52 年 (公元 1787 年)，父母先後去世後，曾萼

在家鄉黃田村設教壇，教授生徒時提出 10 字派語。

平和曾氏抄錄派語徙台

乾隆初葉是平和曾氏渡台的高峰期，族譜尺標相當於武城 68 派：1740±

20 的“興”字輩。當清廷放寬渡台禁令，准良民返鄉搬移眷口時，許多

返鄉攜眷徙台的先祖，大都抄寫一本族譜隨身來台，那時曾萼所提的「開

成規兆瑞，恒奕善綿邦」10字派語，也帶來台灣。

經 250 多年後，傳到現今桃園大溪一帶的武城 77 派：1990“祥”字輩

時，有許多武城 78 派：2020 就用“開”字輩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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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11.51 平和九峰：子亮房→渡台譜

平和九峰 1 世 九峰 2 世 九峰 4 世 九峰 5 世 接譜表 11.40

端 峰 子 亮 觀 壽 方 隆 敦 厚 1457-1477 朱氏，

武 54*／57 派 武 58 派 武 60 派 家居平和九峰

《平和譜》卷七子亮房系第 12 頁

平和 6 世 武 62 派：1520 崇 達 1477-1549 朱氏

平和 7 世 武 63 派：1550 曾 瑜 林氏

平和 8 世 武 64 派：1580 德 新 1537-1605 葉氏

平和 9 世 武 65 派：1610 適 宇 張氏

平和 10 世 武 66 派：1640 君 德 張氏

平和 11 世 武 67 派：1670 曾 寶 1641-1712 林氏

平和 12 世 武 68 派：1700 志 盛 1677 生

平和 13 世 武 69 派：1730 天 升 1710-1782 陳氏

平和 14 世 武 70 派：1760 承 堪 1739-1805 朱氏

平和 15 世 武 71 派：1790 繼 澧 1765-1822 朱氏

平和 16 世 武 72 派：1810 廣 山

清 代 清 末 中華民國（台灣）

嘉 慶

武 72 派：1810

平和 16 世

道 光

武 73 派：1840

平和 17 世

咸豐同治

武 74 派：1870

平和 18 世

光 緒

武 75 派：1900

平和 19 世

民國 退據台灣

武 76 派：1930 武 77 派：1960

平和 20 世 平和 21 世

廣 山

1795-1862

吳氏

衍下坑大空里

卷七第 40 頁

昭 瑞

1827-1862

朱氏

憲 然

1850-1917

林氏

慶 樂

慶 成

慶 榮

1879-1947

謝氏

繁 祺 鴻 槽☆ 仁志

1905-1937 1926 生 1966 生

朱氏

昭 崇

清

代

明

代



11.64 第十一章：《漳州平和曾氏→渡台譜系》

譜表 11.52 平和九峰：子全→61(敦義、敦元)→渡台譜

平和九峰 1 世 九峰 2 世 志 聞 廷 政 敦 元 接譜表 11.40

端 峰 子 全 宗 凱 廷 璉 敦 義 朱氏

武 54*／57 派 武 58 派 武 59 派 武 60 派

《平和譜》卷八子全四公房系

第 12 頁 第 80, 105 頁

平和 6 世 武 62 派：1530 崇 岳 楊氏 崇 珍 1491-1535 游氏

平和 7 世 武 63 派：1560 道 祥 袁氏 守 約 1508-1580 朱氏

平和 8 世 武 64 派：1590 前 峰 朱氏 一 乾 1552-1628 吳氏

平和 9 世 武 65 派：1620 育 萬 張氏 養 可 1583-1655 江氏

平和 10 世 武 66 派：1650 發 嵩 葉氏 仁 尊 1614-1692 鄭氏

平和 11 世 武 67 派：1680 德 和 陳氏 大 客 1639-1695 羅氏

平和 12 世 武 68 派：1720 禎 誼 1683 生陳氏 予 衡 1665-1741 朱氏

平和 13 世 武 69 派：1760 曾 精 1725 生吳氏 世 春 1728-1780 朱氏

平和 14 世 武 70 派：1790 勤 善 1751 生朱氏 瑞 廩 1756-1825 宋氏

平和 15 世 武 71 派：1820 悅 坤 錦 發

清 代 清 末 中華民國（台灣）

嘉 慶

武 71 派：1820

平和 15 世

道 光

武 72 派：1850

平和 16 世

咸豐同治

武 73 派：1880

平和 17 世

光緒民國

武 74 派：1910

平和 18 世

退據台灣 台灣

武 75 派：1950 武 76 派：1980

平和 19 世 平和 20 世

悅 坤

1794 生，陳氏

遷霞北溪埧

娘 萬

1819 生，江氏

卷八第 38頁

昭 硯

1847 生

葉氏

英 烈

1887-1952

葉氏

慶 錐★ 戎風、戎威

1927 生 戎漂、戎征

居台北內湖區

錦 發

1786-1848

貢生

朱氏

卷八第115頁

得 均

1817-1880

群增生剿匪

有功

朱氏

宗 燎

1851-1932

福建船政局

報舉五品

朱氏

開 疇

1883-1950

先 進★ 鴻 佳

開 念★

黃埔軍校畢

慶 和

開 來★

台北糧食局

卓群、秀群、卓章

卓倫、卓勛、卓宇、卓議

開 張★ 乙寰、乙鳴

乙尖、乙君

清

代

明

代



第 11.5 節：〈平和九峰曾氏→渡台譜〉 11.65

譜表 11.53 平和九峰：子全→61 敦纓→渡台譜

平和九峰 1 世 九峰 2 世 九峰 3 世 九峰 4 世 九峰 5 世 接譜表 11.40

端 峰 子 全 志 聞 廷 亮 敦 纓 1492-1560，黃氏

武 54*／57 派 武 58 派 武 59 派 武 60 派

《平和譜》卷八子全第 270 頁

平和 6 世 武 62 派：1550 崇 猷 1520-1605 朱氏

慶隆萬曆

平和 7 世 武 63 派：1580 功 遂 1539-1616 周氏 功 秀 1559-1611 羅氏

萬曆

平和 8 世 武 64 派：1610 一智 一視 1597-1632 克 軒 1572-1642 朱氏

崇禎順治

平和 9 世 武 65 派：1640 曾遜 曾約 曾 銳 郁 東 1630-1675 石氏

康熙

平和 10 世 武 66 派：1680 任宰 欽賜 曾可 曾 引 玉 友 1648-1697 張氏

康熙雍正

平和 11 世 武 67 派：1710 曾順 曾六 曾稱 裔千 又 爵 日 周 1698-1765 張氏

乾隆 卷 8第 360 頁

平和 12 世 武 68 派：1750 曾 秀 曾 扶 曾練 曾泮、曾壁 曾亮☆ 延 吉 1735-1800 張氏

平和 13 世 武 69 派：1790 □□☆曾 秋 ☆ 曾龍、紹南 國 框

清 代 清 末 中華民國（台灣）

嘉 慶

武 69 派：1800

平和 13 世

道 光

武 70 派：1830

平和 14 世

咸豐同治

武 71 派：1870

平和 15 世

光緒民國

武 72 派：1910

平和 16 世

退據台灣 台 灣

武 73 派：1950 武 74 派：1980

平和 17 世 平和 18 世

曾 秋

1765-1838

黃氏，居坑頭

曾 光

1795-1871

陳氏

漢 水

1851-1924

楊氏

連 豐

1891-1949

張氏

怡 能☆ 裕 順

1926 生葉氏 其 南

徙台北 卷八第 285 頁

曾 龍 曾 宰★

紹 南

1743 生

曾 扁

守管祖祠

失記 A1 泮 水

卷八第 324 頁

鄉 郵 全 和☆ 慶 成

1892-1942

國 框

1767 生

江氏

曾 潭★

曾 玩

卷八第 371 頁

清 堂★

清 顯★

清

代

明

代



11.66 第十一章：《漳州平和曾氏→渡台譜系》

譜表 11.54 平和九峰：子顒→61(宜萬、宜恭)→渡台譜

平和九峰 1 世 九峰 2 世 欽 仁 宜 恭 接譜表 11.40

端 峰 子 顒 宗 磷 欽 玉 宜 萬 游氏

武 54*／57 派 武 58 派 武 59 派 武 60 派

《平和譜》卷九子顒房系

第 44 頁 第 279 頁

平和 6 世 武 62 派：1530 文 良 1504-1572 朱氏 文 漢

嘉靖隆慶

平和 7 世 武 63 派：1560 友 祿 1525-1564 朱氏 朝 琮 1519-1551 劉氏 朝 璩

平和 8 世 武 64 派：1590 龍 湖 1549-1627 黃氏 聞 聘 1542-1595 蕭氏 聞 質

萬曆天啟 第 44 頁 第 433 頁

平和 9 世 武 65 派：1620 淳 真 1596-1649 游氏 貞 粹 1576-1628 黃氏 受 浩

平和 10 世 武 66 派：1650 仕 錦 1636-1685 尚 寰 1603-1636 賴氏 尚 桓

平和 11 世 武 67 派：1670 諱 台 1665-1757 衍 熙 1636-1716 溫氏 衍 立

康熙

平和 12 世 武 68 派：1700 爾 荊 1700-1772 興 旺 興 賴 失記 B1

平和 13 世 武 69 派：1730 毓 體 毓 金 毓 素 失記 B2

平和 14 世 武 70 派：1760 傳 腥☆ 傳 淦☆傳 練☆

清 代 清 末

雍正乾隆

武 69 派：1740

平和 13 世

乾 隆

武 70 派：1770

平和 14 世

嘉 慶

武 71 派：1800

平和 15 世

道 光

武 72 派：1830

平和 16 世

咸豐同治 光 緒

武 73 派：1860 武 74 派：1890

平和 17 世 平和 18 世

毓 素

1712-1805

陳氏

中 員

1743-1825

黃氏

紀 潭

1778-1837

周氏

廣 次 昭 來★ 憲 察

居台南

失記 B2

居九峰福田

失記 B3 失記 B4 失記 B5 桓 足 金 鉤☆

清

初

明

代



第 11.5 節：〈平和九峰曾氏→渡台譜〉 11.67

譜表 11.55 平和九峰：子顒→61 宜醇→渡台譜

平和九峰 1 世 九峰 2 世 1467-1548 1497-1578 接譜表 11.40

端 峰 子 顒 宗 旭 欽 和 宜 醇

武 54*／57 派 武 58 派 武 59 派 武 60 派

《平和譜》卷十子顒房系第 80 頁

平和 6 世 武 62 派：1560 文 璋 1525-1585 林氏

萬曆

平和 7 世 武 63 派：1590 持 衢 1561-1626 陳氏

平和 8 世 武 64 派：1620 挽 先 1565-1628 陳氏

順治康熙 第 258 頁

平和 9 世 武 65 派：1650 子 祖 1623-1702 朱氏

平和 10 世 武 66 派：1690 元 璞 1657-1725 蘇氏

康熙雍正

平和 11 世 武 67 派：1720 曾 岩 1696-1774 朱氏

平和 12 世 武 68 派：1760 英 卿 1731-1814 吳氏

乾隆

平和 13 世 武 69 派：1790 天 凝 1771-1829 陳氏

平和 14 世 武 70 派：1820 天 凝

清 代 清 末 中華民國（台灣）

嘉慶道光

武 70 派：1820

平和 14 世

道光咸豐

武 71 派：1850

平和 15 世

同治光緒

武 72 派：1880

平和 16 世

光緒民國

武 73 派：1910

平和 17 世

撤退台灣 台灣

武 74 派：1940 武 75 派：1970

平和 18 世 平和 19 世

傳 桃

居九峰黃田

第 262 頁

友 元 失記 C1 梅 花

1902-1981

林氏

紹 坤☆ 慶堂、水權

1921 生 野觀、文宏

清

初

明

末



11.68 第十一章：《漳州平和曾氏→渡台譜系》

譜表 11.56 平和九峰：子顒→61 宜敦→渡台譜

1345 生 1390-1449 1444-1507 1478-1541 1497 生 接譜表 11.40

端 峰 ⑸子 顒 ⑺ 宗 旭 ⑶ 欽 德 ⑴ 宜 敦八子

武 54*／57 派 武 58 派 武 59 派衍黃田 武 60 派

平和 6 世 武 62 派：1550 文 景 1516-1612 文 瓊 1525-1580

朱氏 公元 1573 年捐資興建雍睦堂

平和 7 世 武 63 派：1580 宏 日 華 1552 生，林氏 應 享 1565-1607，陳氏

卷十子顒房系第 331 頁

平和 8 世 武 64 派：1610 聞 聞 恒 1577-1656，黃氏 萬 瑞 1603-1678，張氏

平和 9 世 武 65 派：1640 貞 貞 晚 1612-1662，游氏 貞 早 1625-1670，陳氏、占氏

平和 10 世 武 66 派：1670 尚 尚 楨 尚 奇

清 初 清 代

康熙

武 66 派：1670

平和 10 世 尚

康熙雍正

武 67 派：1700

平和 11 世 衍

乾 隆

武 68 派：1730

平和 12 世 興

乾 隆

武 69 派：1760

平和 13 世 毓

嘉 慶

武 70 派：1790

平和 14 世 傳 憲

尚 楨

1640-1703

游氏

卷十第423頁

衍 紀

1665-172 吳氏

衍 縱

黃氏

興 敏

游氏

興 綽

毓 萼●

1721-1797，

毓 鐵★

往台灣，失聯

名易、名昂

名 寅

〈平和譜〉卷十 計 4 衍 計 12 興 計 32 毓 多半傳至清末的 74 派之後

康 熙

武 66 派：1680

平和 10 世 尚

雍正乾隆

武 67 派：1730

平和 11 世 衍

乾 隆

武 68 派：1760

平和 12 世 興

乾隆嘉慶

武 69 派：1790

平和 13 世 毓

道光 咸豐同治

武 70 派：1830 武 71 派：1860

平和 14 世 傳 平和 15 世 憲

尚 奇

張氏

原居黃田

移汀坑頭

建祠黃下樓

頂埔東門厝

卷十第609頁

台、紀、迎

層、圍、通

衍 辭

衍 苓

朱氏

水照譜 195 頁

興 寶

興 興★

登興、俊德

台中豐原潭子

興 財

興 眾

興 實

曾 邦

曾 周

阿 科

1763-1835

又名朴實

蕭氏

天生、阿元

阿喜、水養、水神

七 掌 子連、子全

劉昔 登謀、登貴

遷桃園南崁 登壽、登齊

河底 天 祿

〈平和譜〉卷十 計 8 衍 計 38 興 計 6 毓？ 69 派後大都無傳，不知何故？

清

初

明

末



第 11.5 節：〈平和九峰曾氏→渡台譜〉 11.69

譜表 11.57 平和渡台接續待查

清 初 清 代

康 熙

武 67 派：1700

雍正乾隆

武 68 派：1730

乾 隆

武 69 派：1760

乾隆嘉慶

武 70 派：1790

嘉慶道光 道光咸豐

武 71 派：1820 武 72 派：1850

新洋宇水庫庵→

秋圖譜 122 頁

益 華★

石甘

徙台中西區

必 河

必 慶

必 湖

觀 水 新 塘

觀 寶 桂源、活源

湧源、索源

觀 權 新 桂

平和縣古林鎮→

秋圖譜 121 頁

文 良★

蔡儉守娘

徙嘉義竹山鎮

丁 智

丁 利

丁 賢

丁 壬

曾 祖 曾 祖 曾 定

曾 忠 蕃薯、雙喜

曾 祖 曾 祖 曾闊、永連

曾 祖 曾 皮

水照譜 161 頁

元 祿★

陳純厚

曾 強 日 秀 石 頭

恩 義 達 仁 鬆 屘

平和 12 世 平和 13 世 平和 14 世 平和 15 世 平和 16 世

西門外下路坑

青 草 湖

→

正 等★

吳刊娘

水照譜 186 頁

曾 拔

賴范

曾 委◆

遷宜蘭羅東

曾 別

曾 甕不詳

曾 臨 娘 寶

喟 然 金發、再樂

陽 山 義學、阿番

水 山 桂 枝

水 壽 龍 潭

平和縣

水照 192 頁

玉 鈴★

陳在

曾愛泉☆

來 成

劉敏

阿 族◆

張春玉

遷宜蘭壯圍

永 源 查某、阿呆

游允 石隆、曾屋

西門外

刺仔園鄉

旗 崴

水照譜 159 頁

秀 老 榮 良★

蔡淑

徙大溪美華里

贈善、繼送

文 獻 廣山、廣盛

廣旺、廣福



11.70 第十一章：《漳州平和曾氏→渡台譜系》

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