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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台灣淵源譜的編撰，依調查清代渡台祖 130 多人的

原鄉祖籍支脈，向上溯源到晚唐，世居江西吉陽的曾

氏“唐山祖”33 派曾丞，溯源到上古遠祖受封於鄫的

鄫 1 君主：前 2020 曲烈，計 2,700 多年的前段，屬曾氏合族的共同淵

源，簡稱「曾氏合族淵源譜」。後段是從 34 派的珪、舊、略三

個支脈算起，一直到分遷各地祖籍，渡海來台拓墾，傳宗到台 3

～5 世，或清道光年間的公元 1840 年代為止，計約 1,000 多年

的族譜，簡稱「曾氏台灣支脈分遷譜」。

曾氏台灣淵源譜的章節

曾氏台灣淵源譜的章節架構如表 1.31 所示，介紹如下：

第二章：上古鄫氏遠祖史地

【夏商周→春秋末期】

山東與河南之間不斷遷移

【鄫(1→53)君主】

公元前(2020→580)年

公元前 2060 年的夏王朝時，少康封次子曲烈於鄫（繒），位於今山東

省蒼山縣境，在《中國歷史地圖集》夏時期全圖，可看到“繒”位於羽

山西側，上古時代以邑地為國，是為『鄫國始祖』，族譜尺標寫成：

鄫 1 君主：前 2020 曲烈。



1.26 第一章 《曾氏台灣淵源譜的編撰》

傳到鄫 53 君主：前 610 時泰時，女兒嫁為莒國夫人，生一子為時泰的

外孫。野心渤渤的莒國乃利用聯姻關係，挾持時泰欲立外孫為世子。鄫

國世子姒巫奔到魯國，向母舅魯襄公求救，但被莒國打敗，依宗法制度

視同鄫國被莒國所滅，姒巫乃去邑為曾，是為「曾氏始祖」。

從鄫 1 君主：曲烈到鄫 53 君主：時泰，長達 1440 多年的上古鄫氏，在

山東．河南之間，因尋找水源、改朝換代受封新地、或受他國侵略而避

遷，歷史章節計有：

 夏少康封次子曲烈於鄫；

 夏商時期鄫氏遠祖遷徙；

 西周復封鄫國於方城；

 鄫國世子東遷奔魯去邑為曾；

 鄫伯南遷去邑為曾之謎。

第三章：魯國武城曾氏合族總譜

【春秋戰國→秦漢→新朝→東漢】

聚居山東魯國嘉祥南武城

【曾(1→5)世；武城(1→15)派】

公元前(580→470→10)年

曾氏始祖曾巫，傳三代均為魯三桓家臣，但到曾 4 世：曾點時，因三

桓瓜分魯國財產，而淪為一般百姓。曾 5 世：曾參，得孔子一貫之道，在

武城設教館講學，後世尊稱曾子。明嘉靖 18 年敕封曾子為『宗聖』，曾

氏乃以宗聖為武城開派始祖：

開派始祖武城 1 派：前 470 曾子。

曾氏自春秋末期起，歷經戰國時代到西漢盛世，家譜記載詳實完整。

西漢末年，王莽纂位，違背了自古以來的正統儒學思想，15 派曾據官都

鄉侯，恥事新莽，乃挈族二千餘人，渡江南遷到江西盧陵之吉陽為家，

曾氏便無一人留居山東魯國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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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曾氏台灣淵源譜章節排序表

夏 禹 公元(前 2196～前 2096)年

鄫前 1 代祖：前 2060 少 康 (前 2016-前 2000)年在位，天子中興

夏朝政權趨於穩固

鄫 1 君主：前 2020 曲 烈 封於繒/鄫（今山東蒼山附近），世襲爵位

魯僖公鄫 53 君主：前 610 時 泰 被莒國滅

魯襄公曾 1 世：前 580 曾 巫 奔魯去邑為曾，曾氏始祖

魯哀公武城 1 派：前 470 曾 子 前(505-435)，武城書院，宗聖，開派始祖

西漢末武 15 派：前 10 曾 據 前 43-後 35，官都鄉侯，挈族南遷江西盧陵

尊為「南遷始祖」

唐玄宗天寶

安史之亂武 33 派：740 曾 丞 司空兼尚書令，尊為「唐山始祖」

唐代宗德宗 唐山祖

官弄權武 34 派：780 曾 珪 曾 舊 尚書左射僕 曾 略 節度使

742-830 徙居雲蓋鄉 徙撫州西城

第四章：江西盧陵曾氏世系譜

聚居江西盧陵郡 750 年

第三章：魯國武城曾氏合族總譜

聚居山東武城 570 年

第二章：上古鄫氏遠祖史地

山東、河南間遷徙 1,450 年

夏

商

周

春

秋

戰

國

西

漢

東

漢

唐

朝

魏

晉

南

北

朝

第 5, 6, 7 章 第 9, 10, 11 章 第 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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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江西廬陵曾氏世系譜

【東漢→三國晉→南朝→隋→中唐】

聚居江西盧陵吉陽鄉

【武城(15→33)派】

公元(前 10→後 740)年

武城 15 派：曾據挈族渡江南遷江西楊州盧陵的曾氏家族，傳到東漢黃

巾亂之前的武城 21 派：，盧陵曾氏已成長到上千家戶，人口達萬人的規模。

楊州屬東吳轄地，乃將楊州的豫章郡分為三：豫章郡、盧陵郡、臨川郡。

其中，盧陵郡為曾氏族人聚居之地。

黃巾之亂東漢陷入三國鼎立的混戰局勢，方船江河之戰成為新的戰爭

形態。三國鼎立，中國陷入晉室八王之亂、永嘉之禍、五胡亂華、南北

朝的長期分裂。曾氏聚居的江西盧陵，成為長期分裂戰爭線路，曾氏族

人傷亡慘重，人口快速流失，甚至族譜失記好幾代。

族譜失記表示四處逃難到山區，與當地原住民族（如畬族、瑤族）混

居通婚，沒有建祠堂以主祀事，沒有族譜留下，因而不知道譜系淵源，

僅保留“曾姓”而已，遂成為『江西土著曾氏』。

依宗祧繼承宗法制度，15 派曾據為嫡孫世系，較有可能保存或記載

族譜留傳至今，特稱為『曾氏太宗世系』。曾氏流傳一句諺語：『天下一

曾無二曾』，意指天下有族譜可考的曾氏，都是曾氏太宗世系的派下員，

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否則應歸屬江西土著曾氏。

曾氏太宗世系傳到唐天寶年間的 33 派曾丞，官司空兼尚書令，生三

子：珪、舊、略。自 34 派之後分為珪公、舊公、略公三個唐山支脈，於

是丞公稱為「唐山始祖」，其族譜尺標寫成：

唐山始祖 武城 33 派：740 曾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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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支脈分遷譜

唐山祖各房後裔，受下列亂世影響，不斷南遷避亂：

 公元 874 年掀起一場十多年的「黃巢之亂」。

 公元 975 年的「宋滅南唐」之戰。

 公元 1127 年金國侵略宋國的「靖康之難」及宋室南渡。

 公元 1270 年代的蒙古侵宋戰爭，宋亡。

 公元 1294 年元世祖逝世後，汀州寧化石壁的天災人禍。

 元未泉州爆發一場 10 多年的色目人「亦思巴奚兵亂」。

直到公元 1368 年，朱元璋以民族革命為號召，將元朝蒙古人趕回北

方，建國號為明，改元洪武。14 世紀中葉，華北地區陷入一場空前規模

的鼠疫流行，中國人口大量減少。明初乃實施大移民政策，從人口較多

地區向較少地區填補，以恢復適當的人口發展，並命令「明初遷入姓氏

從第一代算起家譜。」

當時，福建及廣東尚處於人煙較少地帶，避難遷入拓墾的曾氏各支

脈，大都也從第 1 代起算，享 200 多年的國泰民安生活，人口成長 8-9

代到土地生產供養壓力形成飽和時，便會向外遷徙，尋找新的墾地。到

明末清初的第 10-11 代時，台灣還是地廣人稀、有待開發的地方，對他們

產生吸納作用。清初移民政策雖多門檻，然而閩粵移民卻不斷湧入台灣，

其遷徙如譜表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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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1.32 曾氏台灣支脈分遷章節排序

第 5～11 章

唐玄宗天寶

安史之亂

武 33 派：740 曾 丞 司空兼尚書令，居江西吉陽鄉上黎堡，

唐代宗德宗 尊「唐山始祖」

宦官弄權

武 34 派：770 曾 珪 742–830 唐山祖 曾 舊● 曾 略 節度使

徙雲蓋鄉 徙撫州城西

潘鎮大亂

武 35 派：800 曾 寬 曾 隱 曾 煬

黃巢亂

武 36 派：830 龍山 1 世 延 世 國 俊

歸隱舍旁

種菊

武 37 派：860 曾 慶 曾 萬

蒙賜田畝

於寧都

武 38 派：890 洪 立 南豐 1 世

南豐縣令

武 40 派：950 石壁 1 世 中 彥

徙寧化石壁
第 8 章

五華佑孫支脈

第 6, 7 章

泉州龍山派

第 5 章

宗祧繼承

北

宋

閩

吳

南

唐

晚

唐

中

唐

第 9, 10,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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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曾氏宗祧繼承及湖南遷台譜

【中唐→宋元→明清→民國】

山東嘉祥→湖南寧鄉→台灣台北

【武城(33→59→74)派】

公元(740→1520→1940)年

明嘉靖十二年(公元 1533 年)，前翰林院學士顧鼎臣，請采訪曾子後裔

疏：以山東嘉祥無曾氏，懇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

經博士，俾守曾子廟墓，以主祀事。依嫡長子繼承制，武城 33 派：曾丞嫡

孫曾慶的長子曾煒，傳到嫡孫武城 59 派：潮瑤，因奉養老母不願自湖南北

歸；故以曾慶次子曾駢，後嫡孫武城 59 派：派質粹，自江西吉陽永豐，北

歸山東嘉祥奉祀，後稱「曾氏東宗」，居湖南寧鄉曾煒則稱「曾氏南宗」。

湖南長沙府湘鄉武城 70 派：曾國藩，宗聖曾子七十世孫，系出曾氏南

宗，晚清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整合湖南各地武

裝，成立『湘軍』，圍剿太平軍，歷時十四年的太平天國終告覆滅。

武城 73 派：曾約農為曾國藩的嫡系曾孫，公元 1949 年避難香港，隨

後轉徙台灣，定居台北市。公元 1974 年，以台灣曾氏宗親會為骨幹，聯

合世界各地曾氏宗親，組成總會，追遠溯流，以弘祖德，修纂譜牒，並

將台北房舍捐給宗親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E%E6%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E%E7%85%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E%E6%BD%AE%E7%91%A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E%E6%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E%E9%A7%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E%E8%B3%AA%E7%B2%B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E%E5%AD%90%E4%B8%96%E7%B3%B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E%E7%85%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8%E5%8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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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七章：唐山祖曾珪：泉州龍山派曾氏渡台譜

【晚唐→(閩、南唐)→宋元→明清】

武城 34→42→54→(64～67)派

光州固始→泉州晋江→蘇州常熟→泉州各地→渡台

公元 770→1020→1380→(1670～1700)年

晚唐武城 35 派：曾隱，唐山祖 34 派曾珪的第五子，自江西吉陽徙河

南光州固始縣。其子 36 派延世，光州團練副使，因避黃巢之亂，舉家從

固始縣佐南遷到福建泉州，以晉江龍山頭為家，開基創業為「龍山派始

祖」，族譜尺標寫成：

龍山 1 世武 36 派：840 延世

唐亡後，王氏在福建割據建立「閩國」，龍山曾氏成長到 46 戶。其後

因南唐滅閩，及宋滅南唐的傷亡，只剩 6 戶進入宋代。

宋代優寵並大量錄用文人，給予豐厚待遇。泉州曾氏有 30 多位登科

進士。宋代龍山派曾氏，有因當官任職而遷徙他鄉。靖康之難，宋室南

渡時，龍山派曾氏並未受什麼影響。但是蒙古第三次侵宋時，多人隨瑞

宗帝從蘇州常熟入閩，擇居廈門曾厝垵、晉江東石等地。

進入元朝之後，泉州地區有六、七十年的繁榮景象。但到元末，泉州

爆發一場近十年(公元 1357–1366 年)，以波斯色目人「亦思巴奚軍」為主

的軍閥混戰。百姓飽受戰亂，死傷無數，因而變成荒無人煙的空地，帶

給還需土地者的大好機會。明初，龍山曾氏乃重新遷入南安九郡、安溪

上壇、惠安獺江、晉江西頭．新市等地開基。

到明末清初，泉州曾氏傳了 10 代，耕地不足以養活日漸增多的人口。

荷鄭時已有晉江新市曾氏渡台到台南一帶謀生。清康熙占領台灣後，有

更多渡台分布在彰化水美、芬園、新港、美和一帶。稍晚才渡台的，則

到台北三峽、淡水，及桃園龜山一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E%E5%A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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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唐山祖曾略：廣東五華佑孫支脈渡台譜

【晚唐→(吳、南唐)→宋元→明清】

武城 34→38→53→(66～69)派

撫州南豐→寧化石壁→廣東五華各地→渡台

公元 780→890→1340→(1720～1810)年

晚唐武 34 派：780 曾略，唐光祿大夫，節度使，徙撫州西城甘山。嫡

孫洪立，官南豐縣令，南門節度使，守南豐南城，從此便在南豐開基，

族譜尺標寫成： 南豐 1 世武 38 派：890 洪立

從唐末的南豐 1 世洪立起，到南宋末的南豐 13 世，這一支脈 380 年

間，保持極高品質的書香家世譜。蒙古於公元 1273 年掀起第三次侵宋。

南豐 13 世曾紆的胞弟希周，避遷寧化石壁。其後，贛州路民變頻繁，元

兵擾攘，不能安居，南豐 14 世武 51 派：1280 曾惇，乃於公元 1292 年徙寧

化石壁，與年邁的叔父希周同居。

元未武 53 派：1340 佑孫，號裕振，度名法綱，配羅氏，繼娶溫氏，生六

子：廣深、廣淵、廣盟、廣通、廣新、廣泰。公元 1354 年，汀州路發生

大飢荒。佑孫公乃舉家避遷廣東嘉應州長樂縣（今五華縣）：

五華 1 世武 53 派：1340 佑孫

佑孫公的七個「廣」字輩兒子，共生了 29 個「甫」字輩孫，及 100

多個曾孫，家族支脈極為龐大。遷徙台灣章節整理如下：

 (廣深→授甫)：陸河→渡台通霄

 豐順曾溫氏→渡台觀東、竹東

 (廣淵→褓甫)：陸豐→渡台新屋

 (廣淵→祥甫)：陸河水唇鎮→渡台

 (廣用→宗甫)：揭陽龍潭→渡台楊梅

 (廣新→良甫)：長樂梅林→渡台龍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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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1.33 唐山祖曾舊支脈分遷章節排序

中唐武 35 派：780 曾 舊 唐山祖

南唐武 40 派：950 中 彥 石壁 1 世

宋滅南唐

武 41 派：980 曾 美， 曾 俊

靖康之難 遷上杭拓墾

武 45 派：1100 益 甫 益 用 江淮、河漢

勝運里

武 50 派：1230 茂 森 茂 松 茂 桂

藍家渡

蒙古侵宋亡 漳州平和

武 51 派：1270 曾 義 曾 掌 曾 耀 希、友

武 52 派：1300 啟杰 啟仁 曾覬 曾 榜

蕉嶺始祖

武 53 派：1330 裕 振 圓 山

永定 始祖

武 54 派：1360 秩、禎 端 峰 友 益

平和 始祖

九峰

武 55 派：1390 仁、亮、全、顒

南靖始祖

武 56 派：1420 萬八郎

明

初

北

宋

第九章

梅州蕉嶺

侵

宋

元

朝

第 11 章：

漳州平和支脈

南

宋

第 10 章

漳州南靖

第 10 章

汀州永定

第 10 章

汀州上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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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唐山祖曾舊：梅州蕉嶺裕振支脈渡台譜

【南唐→宋→元→明→清】

武城 40→45→53→(65～71)派

虔州府寧都縣→寧化石壁→梅州蕉嶺各地→渡台

公元 1100→1330→(1690～1860)年

武 40 派：950 中彥的晚年時，宋滅南唐，乃偕第三子曾俊，從虔州府

寧都縣經石城，越過武夷山隘口，遷到福建汀州寧化石壁的懷德鄉柑欖

村，他的長子曾美則徙九江新淦謀生，傳二代到 43 派曾澄時，才遷回石

壁懷德鄉柑欖村一同居住。

南宋 170 年期間(公元 1127-1297 年)，石壁 6 世武 45 派：1100 益甫房

居懷德鄉柑欖村，傳到石壁 14 世武 53 派：1300 裕振，念二郎，生二子：

天秩、天禎。天秩元官大理寺評事，因兵亂歿葬於江西，配聶氏，生四

子：源、溪、滄、海。

公元 1339 年，汀州大水，災民溺死八千餘人，並發生大瘟疫，大批

難民南遷。添秩的遺孀聶氏，帶四子及小叔添禎，肩挑翁姑骨骸，跟著

大隊難民，由寧化石壁遷粵東梅州程鄉縣徐溪（今蕉嶺縣新鋪鎮徐溪）

白渡桃柳村，建立新家園，後裔乃尊裕振公為『蕉嶺始祖』：

蕉嶺 1 世武 53 派：1300 裕振

蕉嶺各房後裔繁衍人口成長，分支他遷發展。55 派啟溪的次子開新，

遷潮州揭西縣五經富，打鐵致富。啟滄房北遷塹垣西山拓墾新地，徙台

經商致富。天禎的長子啟瑞房，留居新埔同福門向東，後裔致力編修曾

氏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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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唐山祖曾舊：(汀州永定、漳州南靖)→渡台譜

【宋→元→明→清】

武城 45→51→(66～69 派

寧化石壁→汀州上杭→1949 拉夫徙台

汀州永定→渡台

漳州南靖→渡台

公元 1100→1270→(1720～1820)年

靖康難時，41 派曾俊這一脈，傳到南宋初的武 45 派：1100 時，北方女

真族興起建立金國。金藉口大舉侵宋，盡擄徽宗、欽宗，是為「靖康之

難」，北宋於公元 1127 年滅亡。武 45 派：江、淮、河、漢四兄弟，乃從

石壁南遷到上杭運勝里藍家渡等地，拓墾新地建立家園，傳 30 代的 900

年後，有 10 多人於 1949 年被拉夫隨國民政府軍遷徙台灣。

蒙古三次侵宋之時，45 派益用這一脈，傳到 51 派：1270 的曾義、曾

掌、曾耀三兄弟，從石壁南遷到上杭勝運里的藍家渡，投靠早先就遷到

那裡的族親。可是上杭運勝里藍家渡（今藍溪鎮）的耕地不足，盜匪猖

獗，生活不得安寧，眾兄弟乃商議分遷，另謀生路。其中：

(1) 友益公為汀州「永定始祖」：

曾掌→武 52 派：1300 曾覬，行百五郎，攜子曾箴、圓山，往來於

上杭、漳州府、白礁之間，以山童海激，不可奠居，返回上

杭勝運里。其後，曾箴為謀生計劃，攜曾模（字友益）徙永

定太平寨拓墾開基，后裔遂以友益公為汀州「永定始祖」。

(2) 萬八郎為漳州「南靖始祖」：

曾耀→武 52 派：1300 曾榜，在上杭勝運里住了一代，53 派曾泰徙

永定縣，54 派鐘魯在永定縣湖坑鎮六聯村建“曾屋寨”。武

56 派：1390 萬八郎出生於曾屋寨。57 派百五郎遷漳州南靖縣

船場葛山村，到武 58 派：1440 十八郎遷高港（今豪岡）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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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拓墾，建崇源堂，後裔尊萬八郎為漳州「南靖始祖」。

汀州永定太平寨曾氏，傳到永定 12-13 世之時，因耕地不足養活眾多

人口，開始渡海來台，入墾台中豐原、大里、霧峰一帶，多以入贅於巴

則海族(Pazeh)之家，達成傳宗接代。

漳州南靖豪岡曾氏，傳到南靖 11-12 世之時，也因耕地不足開始渡海

來台，集中入墾原屬洪安亞族 (Hoanya) 南投社的內轆蕃地。拓墾到第三

代，南投內轆曾氏缺少耕地的，乃轉徒宜蘭尋找新機會。

第十一章：唐山祖曾舊：漳州平和曾氏遷台譜

【元→明→清】

武城 51→57→(67～71)派

寧化石壁→汀州上杭→漳州平和各地→渡台

公元 1270→1340→(1690～1810)年

漳州平和曾氏淵源譜複雜難懂，需較多時間理順關係，其中武城派序

銜接二祧或三祧的疑惑，是歷史因素所形成。平和曾氏宗賢於公元 1991

年組成“平和曾氏淵源研究會”，重修《武城曾氏族譜》，於公元 1996-97

年陸續出版共計十卷。內容相當充實。

從蒙古元世祖公元 1273 年揮軍南下，掀起第三次侵宋戰爭，到朱元

璋於公元 1368 年即位於金陵，將蒙古人趕回北方蒙古草原，前後長達 100

年期間，有三人先後遷入漳州平和：52 派的啟杰、啟仁，及 53 派的圓山。

(1) 端峰公為「平和九峰一世祖」

52 派啟杰，行四十三郎，號素庵，徙漳州白礁、蘇洋等地，卒葬

漳州府。裔孫 54 派曾輔，號端峰，開打鐵鋪致富，生五子，

遷居九峰鎮，個個三妻四妾，曾家族人快速成長，后裔乃尊

端峰公為「平和九峰一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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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林房不祧宗祀

52 派啟仁，號拓庵，徙漳郡豪州坡尾，其子曾途擇居平和古林，

不祧宗祀盡悠悠。

(3) 古爽房少數渡台

53 派圓山，係 52 派曾覬，百五郎，續娶賴氏所生，往來於漳州

白礁、三都、九峰之間飯賣牛隻，又稱“牽牛公”，娶九峰

朱氏為妻，後裔分衍平和岩坑、古爽、桂竹等地。因交通不

便，古爽房僅有少數渡台，岩坑及桂竹房則到清末官辦移民

時來台，也有是 1949 拉夫徙台。

遷居九峰鎮的 54 派端峰房系，占總人口的 90%以上。平和九峰 5 世

曾敦立於明正德 13 年(公元 1518 年)呈請奏准添置平和縣治，並著手編修

平和曾氏族譜。其孫 7 世曾璋、曾瑄於甲寅年(公元 1554 年)續修完成，

特稱平和《甲寅譜》。

平和《甲寅譜》載，平和九峰銅湖房的 7 世誠吾，例貢出身，初任冀

州二守，署武邑知縣事，升榮府審理正堂，退休卒葬平和坂仔。裔孫 9

世文貞，公元 1643 年任詔安縣知縣事。這一支系的渡台祖后裔，都與講

詔安腔閩南語的族群有關。平和《甲寅譜》又載，平和九峰上湖房的 4

世廷玉，在九峰建石門大樓一座，石門樓曾氏有多人，於清雍正乾隆年

間渡台移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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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曾氏淵源簡譜摘要

本章作為淵源譜的總結，希望台灣 20 多萬曾氏宗親都能在幾

張簡譜表上，找到自己的來台開基祖名、原鄉祖籍，向上溯源到

曾氏始祖，甚至再溯源到最初的鄫氏遠祖譜系。為此，我們以唐

朝中葉武 33 派：750 曾丞為「唐山祖」的參考點，整理出一份曾

氏淵源祖籍地遷徙直系簡譜，有：

(1) 上古鄫國遠祖遷徙路線圖及直系簡譜：各一張

從上古鄫氏始祖鄫 1 君主：曲烈→到鄫 53 世子：巫奔魯，去邑為曾，

成為曾氏始祖的曾 1 世；曾巫。

(2) 魯國武城曾氏直系簡譜：一張

從曾氏始祖曾 1 世；曾巫，到武城開派始祖城武 1 派：曾子，到西

漢末葉的城武 15 派：曾據於公元 10 年挈族南遷江西廬陵，至

此曾氏無一人留居魯國武城，而江西廬陵則成為曾氏旺族中

心，也是曾氏第二發脈地。

(3) 江西盧陵曾氏直系簡譜：一張

從南遷始祖武 15 派：曾據起，到唐朝中葉的唐山祖武 33 派：750 曾

丞計 760 年，江西廬陵初在東漢時有 180 多年的安居樂業日

子，曾氏族人成長旺盛。其後，進入三國晉混戰的亂世年代，

持續數百年的戰亂，造成中華氏族南遷大移民。在殘酷戰亂

下，廬陵曾氏一代又一代的遞減，有幾代族譜甚至失記。失

記曾氏族人都避難山區，無族譜記載可考，而演變成今日江

西土著曾氏。

分遷開基路線及直系簡譜：各一張

江西廬陵的唐山祖武 33 派： 曾丞有三子：珪、舊、略。大房珪公之

後的 36 派：延世，因唐朝末年的黃巢亂而遷到泉州晋江龍山頭為家，後

裔子孫大都在泉州繁衍，而講閩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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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略公，唐節度使，徙撫州西城，傳 38 派：洪立，南豐縣令，到南

豐 14 世武城 51 派：曾惇時，蒙古第三次侵宋，乃避遷寧化石壁，到 53 派：

佑孫，因 1354 年汀州大飢荒而遷到廣東五華拓墾開基，其後裔於是講客

家話。

二房舊公，進士，此後 200 多年的曾家書香門弟，仕官順利。公元

975 年宋滅南唐，武 40 派：中彥晚年越過武夷山隘口，安身於寧化石壁。

住 150 年到武 45 派：益甫、益用時，爆發靖康之難，北宋亡，大批難民

湧入石壁。其後，蒙古第三期(1268～1279)侵宋，寧化石壁曾家兄弟被迫

分遷四地：

1) 45 派：益甫→50 派：茂森 →53 派：裕振房，因 1339 年汀州大水，

隨難民遷到梅州蕉嶺拓墾開基，後裔尊裕振公為蕉嶺始祖，講

客家話。

2) 45 派：益用→50 派：茂桂 →51 派：曾耀房，先遷到上杭勝運里藍

家渡的親族安身，54 派：再遷到永定。元朝滅亡，進入明朝之

時，58 派：萬八郎在永定出生。其後，59 派：百五郎遷到漳州

南靖縣找機運，其子 59 派：十八郎在終於在南靖豪岡，找到新

地拓墾開基，建「崇本堂祖祠」，尊萬八郎為南靖始祖，後裔

講閩南話。

3) 45 派：益用→50 派：茂松 →51 派：曾掌房，也是先遷到上杭杭勝

運里藍家渡安身，再到遷到永定。元朝中葉時，52 派：百五郎

偕子 53 派：念二郎，與素庵公父子，一同經歷一場 20 多年的

漳州路尋找新機會的探險之旅後，決定帶 18 歲的 54 派：友益

返回永定金豐里拓墾，建太平寨，後裔乃尊友益為汀州永定始

祖，講客家話。

4) 45 派：益用→50 派：茂松 →51 派：曾義房，也是先遷到上杭杭勝

運里藍家渡安身。元朝中葉，52 派：素庵公偕子 53 派：曾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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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百五郎父子，一同經歷漳州路尋找新機會的探險之時，素庵

公 1321 年卒葬漳州府。其後，53 派：曾習決定遷到漳州平和

蘇洋，開一家打鐵店。曾習之子武城 54 派：名輔，號端峰，1345

年生，繼承父業打鐵，人稱「打鐵公」。靠打鐵技術致富的武

城 54/57*1派： 端峰生五子，衍平和九峰，在三妻四妾下，傳到

明弘治正德年間的平和九峰五世武城 61 派：1490 家戶超過千

人。後裔乃尊端峰為漳州平和九峰始祖，講閩南話。

1 平和曾氏宗親會 1997 年出版《武城曾氏族譜》時發現早年修譜，重複

誤植三代的奏祖法名，導致以武城 54/57*派：端峰 註解方式補救，以免

更動 1992 年已經編印出版的整本族譜。換言之，端峰公五子的族譜世代

尺標，寫成武城 58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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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