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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57→71)派

公元(1370→1820)±20 年

平和縣坂仔→遷台中、大溪、宜蘭等地 

仔 6 世武 62 派：1530 崇俸，公元 1498-1567 年，

銅湖房敦德公長子，由例貢出身，初任河北冀州

二守，署河北武邑知縣事，升河北榮府審理正堂。

配林氏諡庄慈，公元 1498-1583 年，生二子：榮全、誠吾。萬

曆庚寅年(公元 1590 年)，公妣合葬平和坂仔銅鼓徑。銅湖房崇

俸公，在河北為官，告老還鄉後，便遷居平和縣坂仔鎮。位於

平和縣東南部，花山溪上游，地處閩南金三角腹地，素有“中國

香蕉之鄉”美稱，是世界文化大師林語堂的故里。譜載，坂仔曾

家與林家，建立幾個世代的婚姻關係。

遷居平和坂仔曾氏 譜表 11.71

譜載，平和 7 世武 63 派：1550 榮全，公元 1522 年生，無娶，嗣子：

懋孝（誠吾次子）。誠吾，公元 1529-1601 年，生平事蹟同父崇俸公（待

考），配林氏大姐，生五子：長、懋孝（過房）、三、懋中、懋敬。

平和 8 世武 64 派：1580 懋孝，公元 1547-1601 年，配朱氏，生一子

文朝。平和 9 世武 65 派：1610 文朝，公元 1582-1627 年，配洪氏，生三

子：尚德、尚彭(公元 1611 年生)、尚村。這是曾氏最早依武城派序，63

派為”宏”，66 派為”尚”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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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坂仔遷居詔安縣

譜載，平和 8 世武 64 派：1580 懋敬，公元 1567-1641 年，配張氏，

生二子：長（無考）、次文貞。平和 9 世武 65 派：16100 文貞，公元 1595-1649

年，庠生，崇禎 16 年(公元 1643 年)特任詔安縣知縣事，卒順治丑(公元

1649 年)。妣配及生子嗣，均失記。

平和 10 世武 66 派：1640 尚彭，公元 1611-1691 年，16 歲喪父，隨寡

母遷居詔安縣投靠時任詔安縣知縣事的叔父文貞。

尚彭應招募渡台打工

公元 1635 年，荷蘭人招募大批閩南沿海漢人渡台打工，時年 20 多

歲的尚彭與尚村兄弟便與其他詔安縣人，一同渡台來到台南，投入種

稻、插蔗、捕鹿的生產行列，地點可能在講詔安口音的雲林縣二崙鄉、

崙背鄉或西螺鎮一帶。尚彭公也因而會說一口流利的「詔安腔閩南語」。

往來台灣～詔安之間打工賺錢的尚彭公晚婚，妣李氏慈儉(公元

1623-1710 年)年齡小 12 歲。直到鄭成功攻打台灣，趕走荷蘭人之後，

渡台打工才告一段落，一連生三子：衍井（天井）、衍嶺（天嶺）、衍恕

（天恕）。家人全都講詔安腔閩南語。

隨鄭成功部隊徙台 譜表 11.72

台灣 1999 年《秋圖譜》第 81 及 127 頁登載二筆詔安縣徙台的世系

表：

(1)漳州詔安縣竹港鄉的 10 世指派公，渡台大甲船頭埔；

(2)漳州府詔安縣的 12 世曾祖，渡台神岡系統。

又查，《平和譜》卷六 863 頁，平和 9 世武 65 派：1620 文貞，公元

1595-1649 年，崇禎十六年(公元 1643 年)特任詔安縣知事，清兵公元 1646

年入閩後的第三年（公元 1649 年）歿，沒有他的妣配及子嗣的記載。依

《秋圖譜》記載分析，文貞公有二子，族譜尺標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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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 10 世武 66 派：1650 失記 D1

平和 10 世武 66 派：1650 失記 C1

依族譜尺標推算，這兩人都是隨 2 萬多名的鄭氏部隊渡海攻占台灣。

趕走荷蘭人之後，跟詔安縣籍的福佬客，一齊屯田於今台中市的西屯區、

及北屯區。又據平和世系分析，大甲船頭埔的平和 10 世武 66 派：1650 失記

D1，入贅已布拉族的母系社會，生一子：指派，族譜尺標可更正為：

平和 11 世武 67 派：1680 指派

徙台中神岡系統的 12 世曾祖，其上二代失記：失記 C1及失記 C2。

這三代都是入贅巴則海族的母系社會。

衍井、衍嶺渡台打工 譜表 11.71

《平和譜》卷六 863 頁又載，平和 10 世武 66 派：1640 尚彭，於康熙

25 年(公元 1686 年)丙申 75 歲全家遷回平和縣城（在今九峰鎮）的西門

外陳坑鄉尚德宮大塘徙居住，並建祖祠。這表示在鄭成功時期，尚彭公

渡台帶打工賺錢，一直到清廷攻打台灣的公元 1682 年才真正退休返鄉，

建造祠堂。

這時已是清廷占領台灣的第三年。平和 11 世武 67 派：1690 的衍井(公

元 1663-1727 年)及衍嶺(公元 1663-1740 年)兄弟，已經 20 多歲了，乃跟

隨父業渡台打工，到台中的西屯及北屯一帶，詔安縣籍較多地區打工賺

錢。

興寶、興玉兄弟徙台

依族譜尺標推算，渡台打工的衍井、衍嶺兄弟，都很晚才娶妻

結婚。衍井配林氏，生二子：興寶、興登。衍嶺配許氏，生二子：

興金、興玉。他們在青少年時，台灣爆發「朱一貴」民變事件，主

戰場在台灣南部的諸縣羅、台灣府與鳳山縣之間，清廷當局派部隊

抵台鎮壓，高屏地區客家人墾民則組成義民軍協助清兵，終於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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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721 年平息這場民變事件。

朱一貴事件平息後，台灣社會秩序比較穩定些，時年 20 多歲的

興寶、興登、興玉兄弟，乃於雍正年間渡台謀生。起初可能到台中

西屯區、北屯區一帶講詔安腔閩南話的地方，受雇打工賺錢，一面

尋找拓墾新地的機會。

興寶北上打工攜眷來台 譜表 11.71

據家族史料流傳及年代尺標推算，平和 12 世武 68 派：1730 與寶，

1703-1774 年，諡純厚，於公元 1730 年前後到台北北投的唭哩岸一帶，

從事採集硫磺礦的工作，賺錢贍養原鄉老母、及妻兒。

滿清政府終於在雍正十年(公元 1732 年)第一次放寬禁令，准渡台有

產業的良民，返鄉搬移眷口來台。興寶公在公元 1735 年返平和坂仔原

鄉，攜妻陳心善(公元 1709-1778 年)，並抄寫一本族譜來台，長子質朴

(1732 生)則留在原鄉陪伴老母林慈勤(公元 1680-1753 年)。

興寶公每年還需帶錢返回平和坂仔，贍養老母及長子，順便告知原

鄉族人有關台灣社會進步情形，前後連續二 坂十多年，直到 仔老母往生，

長子質朴娶妻成家為止。因此，平和坂仔很多曾氏族人，其後也跟著渡

台謀生。

台 2 世曾德裕拓墾家園

興寶 公攜眷來台的第二年，台 2 世武 69 派：1760 德裕出生，他在北

投的唭哩岸一帶長大，娶張慈儉為妻。這對夫妻遷到台北秀郎橋一帶佃

耕，連生了六個台 3 世武 70 派：1800 “傳”字輩男丁，然後溯大姑崁溪

而上，到大溪的公館缺子拓墾一塊家園。可惜，因不熟悉清廷當時的「一

田二主」制度，以致淪為板橋林家的小租戶。

公元 1790 年代，漳州漳浦縣人吳沙率領閩粵移民共二千餘人，武裝

入墾宜蘭平原。大溪曾家乃有三位台 3 世武 70 派：1800 傳字輩兄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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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跑到宜蘭，在三星鄉大粗坑、員山鄉深紅溝、羅東鎮十六份莊等地，

取得該有的耕地。因此，德裕公，1736-1820 年，諡信直，派下定居宜

蘭的裔孫約占 25%。來台祖興寶→台 2 世德裕的渡台遷徙定居線路，是

當時典型模式之一。

興玉渡台打工攜眷來台 譜表 11.71

平和 12 世 武 68 派：1730 興玉，公元 1702-1776 年，是衍嶺公的次子，

他渡台打工贍養家室的時間比較長。直到乾隆十三年(公元 1748 年)第二

次放寬攜眷禁令之時，他才返鄉攜帶妻吳氏，及六個兒子，遷移來台，

初在台北秀郎橋一帶佃耕。隨父來台的六子，僅大老文撰及老二文俸長

大成人，其餘四人因水土不服而青殤。

台 2 世武 69 派：1760 文撰，13 歲隨父移台，長大後遷到南港耕作，

到台 3 世武 70 派：1800 伯聰、伯江時，適逢吳沙率領武裝入墾宜蘭平原，

這兩兄弟乃從南港遷到宜蘭壯圍，然後再羅東十六份，分得墾地機會，

派下後裔乃在宜蘭羅東發展。

老二台 2 世武 69 派：1760 文俸，則從台北秀郎橋，溯大姑崁溪而上，

到大溪內柵拓墾新地。

文撰、文俸二兄弟自此失聯，其後裔經二百多年的努力，終於在公

元 2016 年編撰《曾氏台灣淵源譜》的資料蒐集時，讓宜蘭羅東十六份的

曾銘唐，與桃園大溪內柵的曾慶銘，彼此取得聯絡見面的機會。

尚彭公後裔徙台

桃園大溪崁仔於公元 2003 年修建來台祖武 68 派：1730 興寶 公，

諡純厚，派下佳城時，發現一個寫著「剛毅」的骨骸罐，經比對族

譜史料得知，平和 10 世武 66 派：1640 尚彭，公元 1611-1691 年，諡

「剛毅尚奇」，他在荷蘭時期就應招募渡台打工，直到明鄭的後期，

才知老歿葬原鄉。據分析，修建大溪崁仔佳城時，從大溪三層頭寮

的曾氏祖塔移來剛毅公的骨骸罐。再早，就是興寶 公的長孫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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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世武 70 派：1790 信義，於乾隆末葉的公元 1790 年代，廢止攜眷

渡台禁令時，從漳州平和背到台灣桃園大溪，交給台 2 世武 69 派：

1760 的二叔德裕，公元 1736-1820，諡信直。這段二百年前的家族故

事，幾乎都給遺忘了。尚彭公還有幾位後裔渡台如下：

70 派信義徙宜蘭 譜表 11.71

台灣 2001《水照譜》134 頁載，12 世興寶（諡純厚）偕妻陳心善徙

台時，留長子朴質（公元 1732-1801 年）在原鄉，陪伴祖母林慈勤。

乾隆末葉到雍正初葉時，吳沙率眾進攻趕走噶瑪蘭族人，開墾宜蘭

平原之時，朴質之子武 70 派：1790 信義，背著高曾祖父剛毅尚奇的金斗，

徙桃園大溪缺仔交給叔父德裕公，以便安置在曾家祖塔。然後，轉徒宜

蘭拓墾家園。後裔大都衍今宜蘭市內。

70 派傳炮徙宜蘭

台灣 2001《水照譜》153 頁載，武 67 派衍嶺的長子，平和 12 世武

68 派：1730 興金，公元 1698-1763 年，就是興玉的胞兄，傳到長孫平和 14

世武 70 派：1790 傳炮之時，也渡台徙宜蘭拓墾新地。

衍恕房後裔渡台大溪

台灣 2001《水照譜》133 頁載，尚彭公的第三子，平和 11 世武 67 派：

1700 衍恕，生一子興數，傳三孫：

平和 13 世武 69 派：1780 毓坐、毓成、毓義

毓成、毓義兄弟於乾隆末葉渡台，徙桃園大溪。毓坐則再傳到長孫

平和 15 世武 72 派：1820 繼發時，渡台徙桃園大溪。至此，曾尚彭公派

下後裔，經過前後五代 150 年的渡台過程，已於公元 1820 年全部移民到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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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11.71 平和坂仔 62 崇俸房→渡台譜

平和九峰 2 世 九峰 4 世 九峰 5 世 九峰 6 世 接譜表 11.60

子 仁 宗 乾 廷 規 敦 德 崇 俸 1498-1567 林氏，號南山，銅湖房

武 58 派 1443-1494 1469-1526 例貢出身，初任河北冀州二守

《平和譜》卷六子亮房第 862 頁 卒葬坂仔 署武邑知縣事，升河北榮府審理正堂

嘉靖

平和 7 世 武 63 派：1550 宏 榮 全 1522 生 誠 吾 1529-1601 林氏， 坂卒葬 仔

隆慶萬曆

平和 8 世 武 64 派：1580 聞 懋 孝 1547-1601 懋孝 懋敬 1567-1641 張氏 坂，卒葬 仔

朱氏，卒葬坂仔

萬曆天啟 譜表 11.72

平和 9 世 武 65 派：1610 貞 文 朝 1582-1626 文 貞 1595-1649，卒葬坂仔河頭祠堂

洪氏 1591-1665 1643 任詔安縣知縣事

崇禎順治／荷蘭明鄭 《水照譜》131 頁

平和 10 世 武 66 派：1640 尚 尚德、尚彭、尚村 失記 C1 失記 D1

清 初 清 代

荷蘭明鄭

武 66 派：1640

平和 10 世尚

康 熙

武 67 派：1690

平和 11 世衍

雍正乾隆

武 68 派：1730

平和 12 世興

乾 隆

武 69 派：1760

平和 13 世毓

乾隆嘉慶 道 光

武 70 派：1790 武 71 派：1820

平和 14 世傳 平和 15 世繼

尚 彭◆

1611-1691

李氏慈儉

1623-1710

諡剛毅尚奇

渡台打工

1685 全家回

平和縣城西

門外陳坑鄉

建祖祠

衍 井◆

天井 1663-1727

林淑順 18歲卒

林慈勤

1680-1755

渡台打工

贍養家資

告老返鄉

卷六第 864 頁

興 寶★

台 1 世

1703-1774

諡純厚

陳心善

1709-1778

徙台北秀郎

水照譜138頁

朴 直

1732-1801

信 義★ 篤恭、篤敬

徙大溪，轉宜蘭 水照譜 134 頁

台 2 世 台 3 世 台 3 世

德 裕

生於台灣

1736-1820

諡信直

張慈儉

1739-1801

遷桃園大溪

造 生

返平和

傳 奪 乾火、乾兩

遷宜蘭冬山 乾 萬

傳 面 繼瑞、繼居

繼捷、繼琳

傳 審 繼業、繼抱

傳 滿 永水、永發

遷宜蘭員山 永賀、永言

傳 奔 繼攀、繼波

傳 榜 繼 源

明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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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11.71 平和九峰：子仁→崇俸房徙台譜 (續)

清 初 清 代

荷蘭明鄭

武 66 派：1640

平和 10 世尚

康熙

武 67 派：1690

平和 11 世衍

雍正乾隆

武 68 派：1730

平和 12 世興

乾隆

武 69 派：1770

平和 13 世毓

乾隆嘉慶 道光

武 70 派：1820 武 71 派：1850

平和 14 世傳 平和 15 世繼

水照譜 13 頁

興 登☆ 失聯

台 2 世 台 3 世 台 3 世

衍 嶺◆

天嶺

1665-1740

許氏

1665-1735

渡台打工

水照譜 154 頁

興 金

良金 698-1763

吳氏

明 曲

邱氏

傳 炮★ 繼 錐

徙宜蘭 水照譜 153 頁

興 玉★

台 1 世

1702-1776

良玉

徙台北南港

文 撰

遷宜蘭羅東

伯 聰 錦針、錦坐

伯 江 雙全、雙美

雙慶、雙純

文 棒

遷大溪內柵

文祿、文鈴

文 生

伯 讓 錦柳、錦盛、錦劍

衍 恕

天恕

水照譜133頁

興 數

朱氏

水照譜

133, 160 頁

毓 坐 火 生 繼 發★ 永 潭

益 酉 永 豐

桃園大溪

毓 成★

林氏 大溪

毓 義★

謝氏

傳 軸 繼城、纓縣、繼對

傳 輅 繼殿、乾山、三連

傳 德 繼求、繼道、繼屘

喜還、世扑



第 11.7 節：〈平和坂仔 62 崇俸房→渡台譜〉 11.89

譜表 11.72 平和遷詔安 65 文貞房→渡台中大甲神岡譜

平和九峰 2 世 九峰 5 世 九峰 6 世 接譜表 11.60

子 仁 宗 乾 廷 規 敦 德 崇 俸 1498-1567 林氏，號南山，銅湖房

武 58 派 1443-1494 1469-1526 卒葬坂仔 例貢出身，初任河北冀州二守

《平和譜》卷六子亮房第 862 頁 署武邑知縣事，升河北榮府審理正堂，

平和 7 世 武 63 派：1560 宏榮 全 1522 生 誠 吾 1529-1601 林氏，例貢出身

卒葬坂仔 初任冀州二守，署武邑知縣事

萬曆 升榮府審理正堂

平和 8 世 武 64 派：1590 聞懋 孝 1547-1601 懋 孝 懋 敬 1567-1641 張氏

天啟崇禎

平和 9 世 武 65 派：1620 貞 文 朝 1582-1626 文 貞 1595-1649， 坂葬 仔河頭祠堂

順治／荷鄭 譜表 11.71 1643 任詔安縣知縣事

平和 10 世 武 66 派：1650 尚 失記 C1 失記 D1◆入贅巴布拉族

平和 11 世 武 67 派：1680 失記 C2 指 派 《秋圖譜》81 頁

清 初 清 代

康 熙

武 67 派：1680

平和 11 世

康熙雍正

武 68 派：1710

平和 12 世

乾 隆

武 69 派：1740

平和 13 世

乾 隆

武 70 派：1770

平和 14 世

嘉 慶 道 光

武 71 派：1800 武 72 派：1830

平和 15 世 平和 16 世

失記 C2

入贅巴則海

族

秋圖譜 127 頁

曾 祖

入贅巴則海

族

文 耀★

葉氏

徙台中神岡

朴 直

又名娘喜

諡樸誼

郭氏、張氏

成 接 萬枝、萬生

張、陳氏 善 全

成 和 萬昌、萬勝

鄭氏 萬 達

指 派★

徙台中大甲

船頭埔

秋圖譜 81 頁

梧 官

又名桐梓

李樵

琳 安

又名正直

余早

登 賀

楊杰

闊 嘴 來旺、來興

陳糖 來賜、曾圍、金波

丁 壽

謝查某

曾 泉 曾炳、曾傳

曾 圳 允成、允招

柌香 允明、允風

曾 池 曾欽、允清

陳刪 允 漳

清

初

明

末



11.90 第十一章：《漳州平和曾氏→渡台譜系》

平和坂仔尋根之旅
公元 2013 年 3 月

蘇洋永隆廟前的觀音石像。

平和坂仔甘棠坑曾氏住家。

平和坂仔鄰居林語堂祖厝。

李氏慈儉(1623—1710)之墓

（編者註：武 66 派：1640 尚彭，1611—1691，

諡剛毅，配李氏慈儉，荷蘭時期最早自詔安

縣渡台西螺一帶打工。清康熙 1684 年佔領台

灣後，全家遷回平和縣城西門外陳坑鄉黃田

村大塘下居住，其子衍井、衍嶺均渡台打工，

孫興寶、興登、興玉等遷徙台灣。70 派嫡孫

信義遷台時，背剛毅金斗到桃園大溪，交給

70 派傳面公，現安厝于大溪缺子信直公祖

塔。見《平和譜》卷六 863 頁及譜表 660）

九峰往大埔公路旁的陳田鄉黃田村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