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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吳、南唐)→宋→元

武城(34→40→53)派，公元(770→950→1330)年

江西吉陽→寧化石壁分遷

進士武 34 派：770 曾舊，公元 742-830 年，檢校尚書左射僕，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告老辭官後，從吉陽徙雲蓋鄉望仙里

角坡大坑，配王、趙、呂三氏，生三子：宥、儣、德。

武 35 派：800 曾宥裔衍崇仁及永豐等

地；曾德，行十四郎，居琪山。曾

儣，一書曾礦，名彬，字起潛，辛

丑(821年)科貢元，配羅氏，撫大房

堂兄曾暉次子國俊。

武 36 派：830 國俊(807-897 年)，名

雋，字孝敘，號延枻，行小三郎，

乙丑（845 年）科進士，官袁州（今

江西省宜春市）太守，後避黃巢亂，

歸隱吉水縣雲蓋鄉望仙里中團莊，

舍傍種菊，後名知府坵，愛種菊，

故號菊坡，配嚴、張、吳三氏，生

子三：萬、千、彝。

唐山祖武城 34 派：770 年 曾舊公像

公元 742～8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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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派曾萬征討南康蠻夷 譜表 4.51

國俊長子武 37 派：860 曾萬，字持盈，行五郎，奉令征伐蠻夷，開拓

南康，建有奇功而不仕，時人以南康逸士名之，而以軍功賜田虔州虔化

縣清泰鄉鎬源中村，今寧都縣東韶鄉好源村，水田千石為業。

南康即為古虔州，其地隋前舊名南康郡。曾萬所征伐的「蠻夷」，指

畲、瑤（徭）等，是江西當時有實力組織集體反抗力量的少數民族，他

們與當地漢人共同構成客家的先民。曾萬的戰功，使他和西晉末的武 24

派：320 曾勰齊名，而為族人所稱道。

雖然曾萬在虔州經營賜田，但其家族仍以吉州永豐縣雲蓋鄉望仙里為

基地。曾萬有三子：泳、淵、沂，在唐末吳國割據獨立時，都成為開國

功臣，俸祿優厚。

吳開國功臣 38 曾泳 譜表 4.51，史地 4.51

曾萬的長子武 38 派：890 曾泳，字期大，號作勵，行五郎，他從雲蓋

鄉中團庄，徙瓦子圍。吳國割據獨立時，泳公快 60 歲，累官直閣車騎將

軍，贈封為吳「開國侯」。

唐朝覆亡的前五年(902 年)，在財賦富裕的江南地區，古稱揚州之地，

有二個藩鎮割據獨立，一是節度使錢鏐興起的『吳越國』(902–978 年)，

國都杭州，轄今浙江全境。另一是由節度使楊行密興起的『吳國』(902–937

年)，國都揚州（廣陵），轄今江蘇，安徽南部、江西等地。

次子武 38 派：890 曾淵，字期遠，行十二郎，他從雲蓋鄉中團庄徙查

坑。吳國割據獨立時，淵公年 50 多歲，官南豐縣令（今江西省南豐縣長），

升檢校司空。淵公衍南豐的後裔，發展成江南望族之一。

三子武 38 派：890 曾沂，字期達，號庭椿翁，行十三郎，官南豐令尹、

豐城縣令，累贈光祿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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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4.51 五代十國後期(930～970 年代)

江南獨立：吳國→南唐

唐朝雖於 907 年覆亡，但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之子存勗，不久復

出，瓦解後梁的北方防線，稱帝自立，恢復李家的國號為唐，史稱

『後唐』，移都洛陽，於 923 年滅後梁，統合了華北三大勢力。當時

軍人擁立風氣盛行，新的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以割燕雲十六州向契

丹稱臣為『兒皇帝』，結援北邊契丹強敵壓境，趕走後唐將帥，改國

號為晉，史稱『後晉』，後唐立國僅 14 年(923–936)。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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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東南的節度使徐知誥，乃乘機改名為李昇，以李家後代之

名，接收南渡的後唐官兵及餘眾，聲勢大振，翌年(937)，東進攻減

『吳國』，恢復國號為唐，史稱『南唐』。南唐建國後，恢復唐朝典

章制度，實施官制（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分權制）、兵制（兵農分

業的募兵制）、均田制（兩稅制）、唐律、科舉取士制度等。南唐沒

有宦官亂政，沒有藩鎮割據問題，帝王在位時間長，政局相當穩定，

社會一片繁榮。南唐是唐朝李姓藩鎮的變相和延長，是南方版圖勢

力最大的國家，與北方政權形成抗衡局勢。

曾家徙虔化縣 史地 4.51-53

政局改變了，曾家三兄弟：泳、淵、沂，雖是吳國割據獨立時的開國

功臣，享受優厚俸祿。但到南唐時的下一代就需重新思考。曾沂配楊、

王二氏，生子三：蟠、蟾、虹，曾蟠出嗣為曾泳之後。南唐滅吳的 939

那年，吉州永豐縣雲蓋鄉望仙里的曾家，便處於相當漂泊狀態。

武 39 派：920 曾蟾終於決定與弟曾虹舉家它遷，曾蟾徙居虔州虔化縣

城西門，曾虹徙居虔化縣清泰鄉鎬源上村。譜載，曾蟾，字可大，南唐

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配戴、卜二氏，生子五子：洪祥、洪立、中

立、中美及中彥，都通過科舉為官。

 洪祥：南唐朝議大夫

 洪立：南唐修職郎

 中立：南唐員外武功郎

 中美：南唐朝議大夫

 中彥：南唐官通直郎

宋滅南唐，40 中彥遷寧化石壁 譜表 4.51-52

公元 975 年宋滅南唐，天下大亂，曾家又陷入不安的年代，兄弟星散

各處，洪祥衍廣東增城；洪立衍贛東南豐；中立留虔化；中美則隨父親

曾蟾居虔化西門，其後徙廣東南雄軍保昌縣，裔衍廣東保昌、始興、廣

州、南雄、新會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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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武 40 派：960 中彥，居虔州府寧都縣，配吳氏，生子三：美、良、

俊。宋滅南唐之際，中彥帶著三子曾俊，經石城，越過武夷山隘口，安

身於閩西的寧化石壁。次子曾良則留在石城定居。長子武 41 派：980 曾美

則帶著一家大小，遷到稍北的江州新淦，另謀發展。傳二代到武 43 派：1030

曾澄時，遷回寧化石壁，歸曾祖父中彥公的住家。

寧 化 石 壁

寧化，尤其是石壁，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自然條件，在北

宋以前，這裡兵革未及，社會安定，開發較早，交通方便，是個「世

外桃源、戰爭避風港」。唐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唐乾符年間的黃巢

民變，及靖康之亂的宋室南移等，幾次社會動亂引發的大移民潮，

紛紛舉族、舉家逃到這裡，墾荒拓殖，肇基立業，繁衍生息，經數

百年而孕育成客家民系。

石壁的地理概念 史地 4.52-53

石壁或曰玉屏，山明水秀，地廣面平，蒼松翠綠，萬卉森羅。石壁是

村名、鎮名、也是個地域代稱。石壁村是石壁鎮的一個行政村，地處石

壁盆地中央。石壁盆地的地域海拔在 350-400 米之間，它與江西石城縣相

鄰，由武夷山分界，海拔 500-1000 米。石壁地區是三江之源，即閩江源

頭之一，贛江主源貢江之源頭，亦是汀江的源頭。往東、往西北，水路

很方便。石壁地理概念是寧化西部的泛稱。這裡高山環抱，地平水美，

資源豐富，交通方便，得天獨厚，地靈人傑。

遷寧化石壁原因

當地人說，客家人從四面八方集中到寧化(石壁)，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自然條件。石壁是一個擁有 200 平方公里的平坦盆地，土地肥沃，

提供了優越的生息條件。客家人主流是經江西來的，閩贛交界有武夷山

相隔，石城到石壁的隘口比其他閩贛交界的隘口更為低矮，交通方便，

且寧化是閩江、贛江、韓江的源頭，水路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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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人為條件。寧化，特別是石壁，開發較早，這一地域在南宋之前

無戰亂，社會安定。唐末黃巢起義軍轉了一大圈，並未進入寧化，寧化

便成為“世外桃源”。遷居以石壁為中心的客家人，在安定的環境裏生

息繁衍數百年，他們把中原漢人的文化、語言，同當地原住民（畬族、

瑤族）的文化、語言相結合，產生了一種既保留中原古風又有新變化的

一種文化、語言，被稱為客家文化、客家話，由此也形成了客家民係。

寧化客家姓氏

石壁這一地域範圍雖然不大，但孕育和產生客家民系時期，曾經居住

過 200 多個姓氏的客家人。據余保雲對寧化石壁姓氏的統計，早在東漢

至隋代，就有 11 姓氏，因西晉永嘉之亂而避遷石壁。唐代時，有 41 姓

氏，因黃巢之亂而避遷石壁。

到五代十國時，有 12 姓氏因全面戰亂而避遷石壁。北宋時，有 36 姓

氏因宋滅南唐之戰而避遷石壁。最後是南宋時，有 45 姓氏因靖康之難而

避遷石壁。其實，寧化石壁土地面積，能供養的人口總數有限。傳到南

宋時，有些姓氏開始向外遷移，尋找新地拓墾。

以我曾姓為例，宋滅南唐之戰時

（975 年），40 派：960 中彥從虔州虔

化縣清泰鄉，避遷汀州寧化石壁的

懷德鄉。住了 150 年，繁衍五代之

後，因 1127 年的靖康之難，有一家

曾氏（石壁 4 世曾安國）南遷上杭

縣另覓新地為生。還留居石壁的曾

氏，傳到南宋末葉時，也紛紛南遷

到永定、平和、南靖，或更遠的梅

州蕉嶺、豐順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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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淵源是追溯先民先祖的重要依據，客家後裔從家譜中找到自己的

祖先源自石壁。這裡構築了世界唯一的客家人總家廟――客家公祠，被

世界客家人公認為客家祖地。

遷入寧化石壁姓氏統計

遷 入 時 期 主 要 姓 氏 計 主要原因

東漢至隋代 25-618 年 管、鐘、鄭、丘、許、

巫、羅、蒙…..等

11 姓 西晉

永嘉之亂

唐代時期 618-907 年 杜、紀、賴、李、陳、

黃、劉、楊…..等

41 姓 黃巢之亂

五代十國時 907-970 年 謝、何、吳、王、藍

、郭…..等

12 姓 全面戰亂

北宋時期 970-1127 年 曾、康、蕭、宋、古、

林、蔡、簡…..等

36 姓 宋滅

南唐之戰

南宋時期 1127-1279年 沈、袁、石、梁、洪、

金、朱、周…..等

45 姓 靖康之難

資料來源：《寧化客家姓氏》目錄，余保雲，海風出版社，2010，福州。

40 中彥→44 曾澄房：石壁分遷

《平和譜》載，隨父徙寧化石壁的武 41 派：970 曾美，行念三郎，

不久又遷回江州新淦縣，另謀生路發展。曾美生二子：庭、洸。武 42

派：1000 曾庭，行少一郎，生一子：澄。曾澄，行十三郎，從新淦縣

遷回寧化懷德鄉橄欖村的高祖父家。其後，傳到元滅宋時的武 51 派：

1270 允倡、曾耀、曾掌，曾家在寧化石壁住了 300 年。

石壁家譜分遷 譜表 4.52

依族譜年代尺標推算，石壁 4 世武 43 派：1030 曾澄之時，約合北宋仁

宗在位時期，西夏稱帝建國，連年入寇，宋軍屢敗。乃有范仲淹提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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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計畫，但因宋朝積習已成，反對者眾，未能實行。

石壁 5 世武 44 派：1060 曾權之時，約合北宋神宗在位時期，西夏有內

亂，宋發動大軍五路進討，結果宋軍大潰。宋的積弱現象，乃因軍、政

措施失當造成。於是有王安石提出變法運動。

曾權，字惟謹，行大二郎，配劉氏，生子三：益甫、益用、益角。到

石壁 6 世武 45 派：1090 益甫、益用之時，約合宋神宗元豐年間，因保守分

子反對新法，黨爭因而加劇，王安石在群小包圍及社會輿論攻擊下，離

職引退，失意而終。

靖康之難北宋亡 譜表 4.52

石壁 7 世武 46 派：1120 曾攸、曾佳之時，約合宋哲宗、徽宗在位期間，

松花江的女真族興起稱帝，建國號金。宋約金攻遼，金先期出兵，連戰

皆捷，而宋軍則一再失利，大失軍實，啟金輕宋之心。金乃藉口大舉侵

宋，直驅汴京。徽宗於倉皇中下罪己詔，讓位於欽宗。靖康二年(1127 年)，

金既破汴京，盡擄徽宗、欽宗及宗親、大臣等三千餘人北去，汴京文物、

府庫為之一空，是為「靖康之難」，北宋滅亡。

石壁 8 世武 47 派：1150 曾球、繼淙之時，宋室南渡，高宗即位，雖有韓

世忠、岳飛等名將力戰，以及北方義軍的擁戴，奈高宗聽信主和者言，

一昧避戰，導致南宋與金的和戰，宋淪為金的屬國，雙方維持了 20 年的

和平。其後，兩國之間續有戰爭，大體是宋居於劣勢，均賴簽訂巨額歲

幣條約而得維持和局，但大量的歲幣，嚴重損傷了宋的國力。

石壁 9 世武 48 派：1180 曾蓮、世昌之時，黑龍江上游的蒙古族崛起。到

石壁 10 世武 49 派：1210 問忱、炆亮之時，蒙古鐵木真年長，受擁戴為成吉

思汗，即積極向外發展勢力，西征歐亞，東歸攻西夏，公元 1227 年西夏

亡。

蒙古三次侵宋亡 史地 4.54，譜表 4.52

石壁 11 世武 50 派：1240 茂森、茂桂、茂松之時，蒙古窩闊台繼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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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侵與西征並進。窩闊台採假道於宋境的東進策略，與宋成立同盟攻金，

直逼汴京，公元 1234 年金亡。宋會蒙古滅金後，宋利用蒙古退兵之際，

收復汴京、洛陽等地，引起蒙古干涉，宋兵敗潰，雙方長期的戰爭從此

開始。幸好，長江上游形勢穩固，蒙人難於得逞。

到蒙哥汗時代，侵宋態度轉趨積極，一度分道攻宋，蒙哥汗率大軍由

陝西進入四川，忽必烈自河南南下，南宋有被切斷為東西二部之勢。此

時，蒙哥汗戰死(1259 年)，忽必烈急欲北歸，才接受宋相乞和，撤軍北

歸，使戰事暫時中止。

石壁 12 世武 51 派：1270 允倡、曾耀、曾義、曾掌之時，忽必烈於北歸

途中，於 1260 年在開平，自即帝位，是為元世祖。1264 年遷都大都（燕

京），1271 年改國號為「元」，並揮軍南下，掀起第三期侵宋戰爭，1276

年宋恭帝被俘。宋臣繼續在東南一帶抗敵，其中以陸秀夫、張世傑與文

天祥的史稱「宋末三傑」，抗元運動最為壯烈，汀州寧化石壁人紛紛加入

文天祥的抗元運動。宋末三傑先立端宗於福州，元軍進逼廣東，不久天

祥被俘，端帝病死。秀夫又立帝昺，元軍猛攻不捨，秀夫抱帝投海自沉，

公元 1279 年南宋遂亡。

石壁客家人外遷 史地 4.52

據劉善群著《論石壁》，寧化人口在唐開元前（710 年）約有 5 千餘

人，多數是畬族人。到唐昭宗乾寧元年(894 年)，寧化人口約達 3 萬人，

這是畬族人與南下漢人構成的民族融合，但畬族人仍占多數。到北宋之

後，漢人占多數，到北宋末漢人則占絕大多數。

但是到「靖康之難」後，寧化和石壁的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是這裡人

口過飽和，南宋寶祐年間(1250 年代)全縣人口達到 11 萬多，已不是「地

廣人稀」，而是到了「人滿為患」，生活的物質條件發生根本變化。二是

宋室南移，社會動盪，寧化和外地的農民武裝起義不斷，兵燹為患。三

是閩西、粵東，特別是嘉應地區，仍然地廣人稀，尤其在抗元失敗之後，

「地之為虛」，對已失去「世外桃源」條件的寧化人來說，也是一種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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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所以南宋開始，寧化客家人便大批往外遷徙。這

一遷徙運動，直至明代，寧化人口從南宋的 11 萬多，下降至明代不足 3

萬人。

漢人帶來中原文化，遠遠優於當地土著文化，這樣在長期磨合和交流

之中，既相互接納對方的優點，又形成了漢文化的優勢地位，這便是客

家文化的特徵，也就孕育第一代客家人。正因如此，寧化或石壁的客家

祖先，大多數被其後裔尊為始祖。接著，才是從石壁外遷的當地開基祖。

史地 4.52 寧化石壁客家曾氏南遷

上杭

永定 南靖

梅州 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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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化石壁曾氏南遷 譜表 4.52，史地 4.52

元朝閩西汀州路所屬六縣的長汀、寧化、清流、武平、上杭、連城，

可謂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生靈塗炭。根據《元史•地理志》載，汀州路

的戶數，從宋末元初大約 22 萬戶，到元末只剩 4 萬餘戶，其中少了 19

萬戶，不是死亡，便是逃亡，人數相當驚人。

曾氏譜史記載，元朝寧化石壁南遷主要支脈：

(1) 50 茂森→  53 裕振遷梅州蕉嶺鎮平。

(2) 50 茂桂→  56 萬八郎遷漳州南靖豪岡。

(3) 50 茂松→  52 百五郎→54 友益遷汀州永定太平寨。

(4) 50 茂松→  52 拓庵遷平和古林，54 圓山遷平和九峰

(5) 50 茂松→  52 素庵→55*／57 端峰遷漳州平和九峰。

55*／58 曾軒遷平和洋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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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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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4.53 唐末宋初亂世分遷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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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4.51 唐山祖曾舊→40 中彥房：避遷寧化石壁

武 33 派 武 34 派 接譜表 4.40；會訊 59 頁；平和 249; 329 頁 家盧陵吉陽

曾 丞 舊 公● 742-830，776 年進士，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

唐山始祖 檢校尚書左射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趙、呂氏，吉陽徙雲蓋鄉

潘鎮大亂

武 35 派：800 曾 儣 羅氏，家江西盧陵雲蓋鄉

毀天下佛寺 入嗣伯父曾暉次子

武 36 派：830 國 俊 807-897，嚴、張、吳氏，845 年進士，官袞州太守，

曾萬、曾千、曾彝 避黃巢亂，歸隱永豐縣雲蓋中團庄，舍傍種菊，號菊陂。

晚 唐 吳國／南唐 北 宋

黃巢之亂

武 37 派：860

寧都 1 世

唐 亡

武 38 派：890

寧都 2 世

吳 國

武 39 派：920

寧都 3 世

南 唐

武 40 派：950

寧都 4 世

宋滅南唐 澶淵之盟

武 41 派：970 武 42 派：1000

寧都 5 世 寧都 6 世

曾 萬

持盈，行五郎

何、楊、李氏

奉令征伐有

奇功，蒙賜

田畝，今江

西贛州寧都

清泰鄉鎬源

村。

曾 泳 行五郎，期大，累官直閣車騎將軍，贈吳開國侯。徙瓦子圍。

曾 淵 行十二郎，期遠，官南豐縣令，升檢校司空。居查坑。

曾 沂

行十三郎

楊、王氏

期達，官豐城令

累贈光祿大夫

從子虹徙虔州寧

都鎬源村

曾 蟠 出嗣為泳後

曾 蟾

字可大，

戴、卜氏

金紫光祿大夫

國子祭酒。

939 年徙虔州

(贛州)府西門

洪 祥

洪 立

中 立

中 美

南唐朝議大夫，970 年代徙廣州

南唐修職郎，衍南豐市

南唐員外武功郎，衍寧都縣

南唐朝議大夫，衍廣東

石壁 1世 石壁 2世 石壁 2世

中 彥

吳氏

南唐官通直郎

虔州府寧都縣

晚年徙寧化縣

懷德鄉

曾 美 曾 庭

行念三郎 曾 洸

徙九江新淦， 孫曾澄徙石壁

曾 良 譜表 4.52

衍江西石城縣

曾 俊 懷 仁

衍寧化石壁 懷 義

曾 虹 可久，累官銀青光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御史大夫

上柱國。939 年由永豐縣雲蓋鄉徒虔州府寧都縣。

晚

唐

41 派曾美未同父徙汀州，自己從

江西虔州徙臨江府新淦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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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4.52 石壁 40 中彥→44 曾權房：寧化石壁分遷譜

唐山祖 石壁 1 世 接譜表 4.51；會訊 201 頁

舊 公● 中 彥 徙寧化縣懷德鄉（石壁）

武 34 派

宋滅南唐

石壁 2 世武 41 派：970 曾 美 北徙九江新淦 曾 俊 隨父徙石壁

石壁 3 世武 42 派：1000 曾 箴 居新淦 懷 義

石壁 4 世武 43 派：1030 曾 澄 徙懷德鄉石壁同居 安 國 ●進士，陳氏

范仲淹提變法

石壁 5 世武 44 派：1060 曾 權 行大二郎，劉氏 恩 一 范氏、黃氏

王安石變法

石壁 6 世武 45 派：1080 益 甫 古氏 益 用 則行，徐氏 江、淮、河、漢

石壁 7 世武 46 派：1110 曾 攸 李氏 曾 佳 劉氏 上杭譜 94 頁

靖慶之難 五子

石壁 8 世武 47 派：1130 曾 球 徐氏 繼 淙 王氏

石壁 9 世武 48 派：1150 曾 蓮 世 昌

石壁 10 世 問忱、問悅 炆 亮

南 宋 元 朝

蒙古西征

武 49 派：1180

石壁 10 世

蒙古西征

武 50 派：1210

石壁 11 世

宋蒙滅金

武 51 派：1240

石壁 12 世

蒙侵宋亡

武 52 派：1270

石壁 13 世

元世祖 元帝相爭

武 53 派：1300 武 53 派：1330

石壁 14 世 石壁 15 世

問 忱

信用，王氏

居寧化石壁

茂 森

瑞琪，王氏

茂 林

茂 村

允 倡

進倡，于氏

紋 光

李氏

譜表 9.00

裕 振 天 秩

1271 生 1295 生，聶氏

念二郎 天 禎

陳氏 范氏

炆 亮

李氏

居寧化石壁

茂 桂

裕承，徐氏

曾 耀

遷上杭縣

曾 榜 曾 泰 譜表 10.00

經永定湖坑鎮，入漳州南靖,

茂 松

裕捷，號敦溪

曾 義

曾 掌

經上杭縣→徙汀州永定 譜表 10.00

經上杭縣→徙漳州平和 譜表 11.00

南

宋

梅

州

蕉

嶺

南遷上杭運勝里

藍家渡拓墾家園

北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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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元朝汀州路百年(1270～1370 年)天災人禍事件

年 代 天 災 人 禍 事 件 備 註

1270 年

元朝第三次南侵，南宋江南西路吉州廬陵縣人，贛州知府文

天祥號召漢畲人民起兵勤王，其武裝活動地點即在閩西、贛

南、粵東一帶的客家山區，文天祥最後在蒙古的鐵騎下慘敗，

包括閩西在內的中國全境從此淪入元朝的統治，此際又有更

多江西人逃到閩西，並進一步往粵東移動。

51 曾耀、曾掌、

曾義，

避遷上杭勝運里

（見第 10-11 章）

1280 年 閩西江浙等處中書省汀州路、漳州路一帶，有廖得勝等抗元。

1281 年

有自號鎮閩開國大王之陳吊眼繼起。該年元朝以汀州路所屬

六縣（長汀、寧化、清流、武平、上杭、連城）為元世祖女

兒魯國大長公主囊家真的封地，六縣的達魯花赤（縣令）由

其陪臣擔任，苛捐重賦，民不聊生。

1282-87 年
元廷命征蠻元帥完者都等收捕陳吊眼餘黨，又有畲民鍾明亮

起義。

1315 年
贛州路寧都縣變民蔡九五陷寧化，稱蔡王，元廷詔遣江浙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驢（章律）討之，蔡九五伏誅，餘黨悉平。

1339 年
汀州大水，溺死災民八千餘人，發生大瘟疫。

（見第 9 章）

裕振支脈

石壁 →蕉嶺

1346 年

連城縣寇羅天麟、陳積萬陷長汀。羅天麟原為連城軍士，以

罪拒捕，索性與陳積萬聯手攻路治，乘勝劫掠，汀州路六縣

皆因之而為殘破，江浙行省右丞總都不花，合江西行省右丞

禿魯，統兵三路同討之。

1352 年
寧化又有曹柳順作亂，為明溪驛巡檢陳有定擒之，諸寇之據

堡砦者，悉以次平。

1354 年
汀州路發生大飢荒，竟至發生人相食之慘劇。

（見第 8 章）

佑孫支脈

石壁 →五華

1361-63 年
再有漢帝陳友諒陷汀州、漳州、延平等路，元福建行中書省

延平路總管陳友定討復之。公元 1363 年朱元璋滅陳友諒。

1367
朱元璋滅張士誠及方國珍，即位於金陵，明軍克大都元亡。



4.80 第四章：《江西廬陵曾氏支脈分遷譜》

汀州寧化石壁尋根之旅

公元 2014 年 8 月

汀江母親河

寧化石壁百家姓祖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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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末的武 15 派：前 10 曾據，挈族二千餘人渡江，南遷到

江西盧陵之吉陽算起，到中唐的唐山始祖武 33 派：750

曾丞為止，傳 18 代，另加 6-7 代失記譜，合計傳 24-25

代族譜，稱為「曾氏太宗世系譜」。在這 760 年間，歷經中國歷史的

東漢、三國吳、西晉、東晉五胡亂華、南朝、隋、唐等改朝換代。

其後分遷為武 34 派：780 曾珪、曾舊、曾略三支脈的唐山祖。

東漢末年的曾氏族人

東漢武城 16-21 派曾氏家族人丁極為興旺，歷代讀書識字，嚴守儒家

思想，深受朝廷重用，出仕為官人數甚多。東漢末黃巾之亂，陷入三國

混戰年代，江西盧陵屬孫吳轄地，盧陵位於贛江流域兩側，盛產造船用

的豫樟大樹。於是，依序整理了下列提綱：

(1) 東漢江西盧陵曾氏人丁興旺：

 歷代曾氏出仕官職

 曾氏人丁成長

 三國孫吳置盧陵郡

(2) 漢末亂世時的盧陵曾氏

 盧陵盛產樟木造船

 三國時的水師作戰

(3) 盧陵曾氏所處的混戰環境：

 赤壁之戰、夷陵之戰

 諸葛誕叛亂

 晉滅吳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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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朝時曾氏族人遞減，族譜失記

晉朝分為二段：西晉 53 年(265-317 年)；與東晉 102 年(318-419 年)，

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殘酷的戰亂年代。北方多個游牧民族政權間，連年

相互征戰，造成中原大批氏族衣冠南渡，遷入江西之地。早在東漢初就

南遷到江西盧陵的曾氏族人，受到衣冠南渡氏族的擠壓，生活變得格外

辛苦。缺糧災害引發盜匪作亂，帶來無數災難下，整理了下列提綱：

(4) 西晉時江西盧陵曾氏，受到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人口銳減，

族譜失記了一代，

(5) 東晉五胡亂華時，接連有淝水之戰、孫恩之亂、盧循之亂等，

曾氏族人遞減，族譜連續失記了三代。

晚唐時曾氏支脈分遷

唐朝國祚 289 年(618-906 年)，政局環境分為三段：武后稱帝之前的

「前唐」，凡 87 年(618-704 年)：唐中宗復位傳到德宗的「中唐」，凡 100

年(705-804 年)：及其後到唐滅亡的「晚唐」，凡 102 年(805-906 年)。

(6) 前唐時的曾氏太宗世系譜失記了二代。

(7) 晚唐黃巢民變，曾珪房的 36 派延世，避遷泉州晉江之龍山頭為

家。

(8) 晚唐曾略官撫州節度使，傳到 38 派洪立官南豐縣令為家。

曾舊房的支脈分遷

(9) 晚唐曾舊房的 37 派曾萬，奉令征伐畬族亂有奇功，蒙賜田畝而

徙虔州寧都縣。

(10) 宋滅南唐時，40 派中彥房避遷寧化石壁，住了 300 多年。

(11) 靖康之難宋室南渡時，45 派開始避遷上杭。

(12) 到蒙古侵宋亡，進入元朝統治時，52～54 派開始分遷到梅州蕉

嶺、汀州永定，漳州南靖及平和等地拓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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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網站下載：

 大司馬、都鄉侯、尚書令、東漢

 古代揚州

 三國、三國官制

 司馬昭

 晉朝、崛起與統一

 八王之亂、永嘉之亂

 阮孚、鎮南將軍、曾勰、諸葛誕

 揚州刺史毋丘儉

 衣冠南渡、南北朝：南朝

 中國人口在歷史上的演變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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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章郡、盧陵郡

 歷史上十次種族滅絕

 東晉歷史、五胡十六國

 符堅、肥水之戰

 高平陵之變、蘇峻亂

 孫恩、盧循之亂

 夷陵之戰、赤壁之戰

 晉滅吳之戰

 給事中、武則天

 唐之官制

 開元盛世、安史之亂

 武后廢中宗、盧陵王、李敬業討武曌

 家譜「郎名」的由來

 黃巢之亂、王緒

 光州、固始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