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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姓氏族譜的編修包括二大部份：一是從大陸原鄉祖

籍向上溯源到姓氏始祖的直系譜，二是從渡台開基祖

傳到現今的派下家譜。前者屬姓氏淵源譜範疇，後者

屬個別來台祖的派下家譜範疇。台灣漢人渡台，起自 17 世紀末

葉的明鄭時代，渡台高峰出現在 18 世紀中葉的乾隆年間，到 19

世紀中葉的道光年間台灣已無新地可拓墾，人口漸趨飽和。在

這將近 180 年的渡台移民過程中，大都遭遇了下列困難，以致

來台祖的史料蒐集相當不易：

來台祖史料蒐集的困難

清初對台移民禁令

清初(公元 1684 年) 佔領台灣，即公佈〈台灣編查流寓例〉，把人民移

入台灣視為「流寓」，對移民台灣定有三大禁令：

(1) 嚴禁無照渡台。想渡航台灣的人，必先在原籍地申請渡航許可

證，並經「分巡台廈兵備道」及「台灣海防同知」審驗核可，

才可渡台。

(2) 渡台者一律不准攜家帶眷，既渡台者，也不准招致家眷。

(3) 不准廣東人來台，清廷認為「粵地屢為海盜淵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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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康熙 34 年(公元 1696 年)施琅辭世之後，有關不准廣東人來台的

禁令才逐漸鬆弛，廣東客家人才開始渡海來台，已經落後閩南人的來台

約二十年。

一律不准攜家帶眷的海禁

清廷厲行這種海禁政策時間相當長，其間對「一律不准攜家帶眷」的

禁令，僅有短暫的數次弛禁。清初對台移民禁令，造成來台祖史料蒐集

的幾項困難問題：

(1)單身偷渡來台未帶家譜：

移民政策雖多門檻，然而閩粵移民卻不斷湧入台灣，閩粵沿

海在人口多耕地少的經濟壓力下，而台灣當時還是地廣人稀、有

待開發的地方。有的人正式持有照單入台，有的人通不過申請關

卡的，只好買通船頭，冒險偷渡來台，往往是「六死，三留，一

回頭」。幸運存活留台的，大半不知要抄錄家譜來台，以致後裔無

從蒐集族譜史料。

(2)入贅平埔族之家而失記：

當時申請來台的大都是單身一人，偷渡來台也多為單身男子，

使得台灣早期移民社會，產生陰衰陽盛的特殊狀況。恰好當時台

灣原住民平埔族多是母系社會，由女人繼承家業，而且招男子入

贅於家。

清朝政府為此透過政令改變平埔族的服裝，同時賜「漢姓」給

平埔族。許多改了漢姓的平埔族，再傳幾代之後，當初入贅平埔

族的漢家郎祖先姓名，就逐漸失去記載。今天，可參考相關資料，

建立族譜年代尺標，找出渡台祖因入贅於平埔族而被「失記」的

世代。有些族譜則以「曾祖」表示渡台祖的世代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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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錄族譜攜眷來台

康熙 60 年(1721 年)爆發的朱一貴事件平定之後，清廷認為與台灣流

氓問題有關，乃於雍正 10 年(1732 年)，准予渡台有產業者攜眷來台，以

安定台灣流氓的生活。於是，有許多人返回祖籍原鄉，搬移眷口來台。

返鄉者並到宗祠祖堂，抄錄一份族譜攜帶來台，做為傳家之寶。如今看

起來，也發現幾點問題：

(1)天干地支1的生歿年：

用天干地支記載的生歿年，因書寫筆畫過於簡單相近，分辨不

易，常會導致錯認。又因加添的朝代紀元誤植，也會造成換算成

公元年代的差錯。

(2)縣邑世代排序：

明初皇帝朱元璋，命令全國各縣邑姓氏修譜，需以明朝時的

共同開基始祖，尊為該縣邑的一世祖，訂定世代排序。各姓氏推

算到現今（公元 2016 年間）的排序，大都傳到第 21～23 世之間。

明萬曆十五年(1587 年)，准山東巡撫按御史奏《四氏學疏》，

而孔、顏、曾、孟以四氏並稱，四氏家譜有「通天譜」之說，自

武城開派始祖曾子（公元前 505～435 年）算起，傳到武城 63 派

為「宏」字輩。有些曾氏族譜則以更早 100 年前，去邑為曾氏的

一世祖曾巫起算，以致在「武城派序」與「曾氏世代」之間，容

易產生對照錯亂。

(3)奏祖法名或郎名：

「奏祖法名」或「郎名」，是唐宋明的道士為往生者做法事時，

常用簡單的「大、小、百、千、萬、念」代表字輩，配合個位數

字，再加「郎或娘」的排序，希望死後取一個法名到極樂世界，

是唯一的途徑。明朝編修族譜時，還相當流行，尤其寧化石壁孕

1 計時符號：『甲 乙 丙 丁 戉 己 庚 辛 壬 癸』的 10 天干；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末 申 酉 戌 亥』的 12 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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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為客家人，甚至取代了族譜諱名，而導致祖先姓名的被誤植現

象。

曾氏宗親會的修譜文獻

台灣宗親會的形成與發展，大致始於日治時期。民國 43 年之後，

政府為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特別鼓勵民間組織宗親會。各地乃

紛紛成立姓氏宗親會，敦親睦族。以曾氏為例，民國 40 年間各地已

有宗親會的組織，民國 55 年擴大成立台灣曾氏宗親會。民國 63 年

連絡海外華僑，成立世界曾氏宗親會。修纂族譜為其首要目標之一。

曾氏會訊族譜

台灣曾氏宗親會自成立起，即編印一種不定期的「曾氏會訊」，登載

蒐集曾氏族譜資料。民國 72 年 6 月，曾文墨宗賢將曾氏會訊第 1 期至第

26 期選要族譜，編成〈曾氏世系考〉的合訂本，計 100 多頁的豐富資料

內容，計有：

● 曾氏淵源

● 族派分支

● 遠祖世系

● 合族總系

● 太宗世系

● 東宗與南宗世系

● 曠公鎮平九嶺房世系

● 龍山世系

● …..

曾氏會訊合訂本轉載各地宗親會和祭祀公業所提供的房系族譜史

料，計達 150 多頁：

 台灣崁頂曾氏世系（龍山教公房）

 台南佳里葵公房系（龍山襲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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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新屋永安世系（略公南豐房）

 新竹竹北泰和村（廣東陸豐西山）

 福建惠安縣曾氏世系

 福建海澄縣西曾厚境世系

 湖南茶陵湘鄉曾氏世系

 福建平和縣曾氏衍派、永定、大埔等曾氏世系

上述重要參考史料，少了族譜系統圖表，似有美中不足。

中國大陸重修的曾氏族譜

公元 1987 年 7 月，蔣經國總統發布命令，宣告台灣解除戒嚴，接著

開放台灣居民往中國大陸探親。其後，探親條件逐漸放寬，台海兩岸的

交流進入了新階段。台灣各地宗親紛紛組團，赴大陸祖籍原鄉祭拜祖先，

蒐集族譜相關史料。台灣宗親也將渡台祖攜帶的手抄家(族)譜，請他們設

法找出現今的脈絡線索。於是大陸各地紛紛掀起重修族譜的熱潮。

以漳州平和縣為例，於公元 1991 年成立曾氏淵源研究會，蒐集文物

史料，理順關係脈絡，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自公元 1996 年起陸續出版平

和重修《武城曾氏族譜》十卷，計達 4,500 多頁。

其後，還透過各種管道蒐集到更多大陸各縣邑重修的族譜文獻：

 汀州《武城重修曾氏族譜》

 上杭《曾氏重修族譜》2013

 豐順《曾氏聯修族譜》1999

 廣東蕉嶺續修曾氏族譜 2013

 廣東五華《宗聖公祠修譜》2012

 泉州曾厝垵《重修曾氏族譜》

 《曾從龍學術研究文集》2012

 南靖豪崗《重修武城曾氏族譜》2014

 曾廣新裔孫《五華梅林法行公系史譜》1997



1.12 第一章：《曾氏台灣淵源譜的編撰》

台灣重修族譜二次

台灣各姓淵源研究會以學術查訪方式，分別以主要贊助單位負責人之

名，出版台灣重修《曾氏族譜》二本：

(1) 台灣 1999《秋圖譜》：

公元 1999 年版由台中縣曾氏宗親理事長曾秋圖贊助，簡稱

1999《秋圖譜》。查訪區域包括苗栗縣、台中縣市、豐原市、

南投縣市、彰化縣。

(2) 台灣 2001《水照譜》：

公元 2001 年版由世界曾氏宗親總會理事長曾水照贊助，簡

稱 2001《水照譜》。查訪地區包括台北縣市、桃園縣（桃園、

中壢、平鎮、八德、大溪、楊梅、新屋、觀音、大園）、新竹

縣市、彰化縣市、宜蘭縣、花蓮縣及台東縣。

《秋圖譜》及《水照譜》，都以來台開基祖為單元，用 9 代欄位的吊

線圖，繪製世代系統圖。當時每本訂購新台幣 3,000 元，留有通訊地址、

電話號碼，系統表頁碼，及祖籍家譜的人事篇等。有高度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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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網站族譜史料搜尋

時間至公元 2000 年，世界已邁入電腦網路時代，學者專家將各

種資料放在網際網路(Internet）上，任由需要的人點閱搜尋，打入「關

鍵語」按下搜尋，就會出現成千上萬條目，再依語言列繁體漢字、

地區列台灣等條件，縮小搜尋範圍，選擇相關鍵語條目，進入查閱

找出所要的資料，而成為姓氏編修族譜的史料。以曾氏台灣淵源譜

為例，可在官方網站搜尋下列史料：

春秋諸侯方國

「鄫國」是夏朝就存在的古老諸侯國，早在公元前 12 世紀的周初大

封諸侯之前，鄫國已經有八百多年歷史，在進入東周的春秋時代，鄭國

侵入吞佔鄫國方城之地，迫使鄫國乃分二路避難它遷：由鄫國世子帶領

的一路東遷，遷到山東蒼山附近的古鄫村，最後被莒國所滅，世子巫乃

去邑為「曾」。

另一路由當時鄫國的伯爵帶領，南遷到湖北隨州，成為「一國隨(曾)

二名」，其後在西陽建立「曾國」。進入戰國之初，楚國因戰略需要而

滅了西陽曾國。

鄫國是春秋時代歷史最優久諸侯方國，但在孔子著《春秋》，左秋明

續編《春秋左傳》之前，鄫國已經被莒國滅了三代之久，所以都沒有鄫

國或曾國的記載。為彌補這一缺憾，可在維基百科官方網站的「諸侯方

國」，如噩國、東虢國、申國、鄭國、宋國、邾國、莒國、魯國、楚國、

鄫國、齊國、晋國等搜尋，重建上古遠祖鄫氏的遷徙史料。



1.14 第一章：《曾氏台灣淵源譜的編撰》

歷史地圖及故事

中國歷史五千年，朝代更替帝王新建紀元，戰爭奪權不斷。除學校歷

史教科書本之外，還可在官方網站，搜尋與遷台曾氏淵源有關的史料，

例如：

1) 西漢末年的王莽纂位：

瞭解武 15 派：前 10 曾據，為什麼及如何挈族二千餘人，從魯國武

城渡過長江，南遷到江西盧陵之吉陽鄉？

2) 五胡亂華時的戰役：

應用族譜世代尺標，可發現西晉與東晉的五胡亂華期間，曾氏太

宗世系譜失記了四代，那時中國歷史有：八王之亂、永嘉之亂、淝

水之戰、孫恩之亂及盧循之亂等。其中，東晉末葉的盧循之亂線路

（公元 405～411 年），二次路經曾氏人口密集的江西盧陵吉陽，造

成曾氏傷亡無數。避難山區的曾氏族人，逐漸演進為江西土著曾氏，

無從溯源自己的譜系。

福建廣東現代地圖

在網際網路上，也可經由 Google 地圖搜尋中國大陸福建、廣東的古

代鄉村地名，而與族譜記載的古地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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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漢民籍貫史料調查

台灣先民率多由中國大陸渡海來台，其中以閩南、粵東沿海

居民為最多。閩南泉州因靠近澎湖與台南，其移民較早，多分

布在西部沿海平原，台北及澎湖島附近。閩南漳州人入台稍晚，

多分布於西部平原的內緣，北部丘陵、宜蘭平原以及台東縱谷

的南北兩端。粵東人士入台較晚，多分布在山麓地帶，以桃、

竹、苗及高屏地區為中心，人數較少。

台灣居民的姓量，於日本據台前並無調查。光復後才有若干規模較小

的姓量調查。直到民國 57 年，有學者陳紹馨與傅瑞德，依據民國 45 年

人口普查資料，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姓量調查研究，結果指出，陳、林、

黃、張、李排名前五大姓，合計占台灣總人口的 36%之多。

其後，楊緒賢在民國 67 年做一次較大規模調查，台灣當時總人口數

1,695 萬人，其中曾姓人口有 23 萬 800 人，佔 1.35%，排第 17 名。

台灣居民之祖籍調查，最早係起於日治時期，根據台灣總督府在公元

1926 年〈台灣在籍漢民鄉貫別調查〉的官方調查報告，當時台灣漢民有

371 萬人，籍貫人口分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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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台灣在籍漢民籍貫調查 (公元 1926 年)

閩

籍

泉

州

府

安溪 441,600 人 11.89%
1,681,400 人

45.28%同安 553,100 人 14.89%

三邑 688,700 人 18.55%

漳州府 1,315,900 人 35.44% 1,358,400 人

36.58%
汀州府 42,500 人 1.14%

其他省、州、府 73,000 人 1.96%

粵

籍

嘉應州(梅州) 296,900 人 7.99%
599,900 人

16.15%潮州府 138,400 人 3.73%

惠州府 154,600 人 4.16%

參考資料：〈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姓氏篇，民國 86 年。

曾氏渡台祖原鄉籍貫調查（公元 1999 及 2001 年）

武 34 派珪公房系：泉州龍山派渡台祖計 25 人。

武 34 派舊公房系：蕉嶺 53 派裕振支脈計 17 人；

南靖 56 派萬八郎支脈計 36 人；

永定 53 派友益支脈計 19 人；

漳州平和支脈計 25 人。

武 34 派略公房系：五華 53 派佑孫支脈渡台祖計 13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