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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章 導 讀

桃園市曾氏宗親會蘆竹分會會長 曾華郡

2016 年 3 月

族譜編修是件非常繁雜浩大的工作，由衷感謝獻斌理事長率

領的團隊：繁藤博士主編、萬港執行長、八個分會長、與祥毅、

榮貴、經煉、文雄、新衡等編修小組成員，及出錢出力熱心的

幕後宗長大家同心協力，共襄盛舉才得以完成！

特別是獻斌理事長多次先勘察再率領博士、編修小組及各派

成員，深入大陸各地考察求證，訪視宗賢、實勘祖墳、宗廟、

比對當地記載的譜系等等…，使以往誤記的族譜能夠明朗，搭

錯世代派別的譜系能夠訂正，模糊失記的資料得以補正延續，

理事長及這群熱心者在族譜編修工作上值得大家讚佩、學習。

武城 36 派：860 年 曾延世公像



6.4 第六章：晚唐 36 延世公遷泉州龍山支脈》

龍山派始祖延世公

山派始祖延世公，原名延祚，行三十一郎。原籍河南光州

固始縣（編者按：延世公的隱公原籍江西廬陵吉安，遷居

河南光州)。生於唐武宗會昌三年癸亥（843 年）。20 歲時

娶固始縣令王潮妹（王審知姐）婉貞為室。官團練使，光州府刺史。

延世公的祖父圭公，父親隱公，都常年居外當幕僚。他家境清貧，自

幼受慈母諭訓；天資穎悟，才思敏捷。七八歲時就熟讀《論語、大學》，

並開始學作詩文。11 歲受業於四伯父暉公門下，始涉《孫子兵法》。

暉公伯學問淵慱，他常教延世公讀書方法，給他講歷史和稗官野史，

開拓了少年延世公的眼界，豐富了他的知識，啟發了他的思路，學業大

為長進。延世公 14 歲便中了秀才，在當時被視為神童。16 歲補廩生，18

歲考上舉人。唐咸通四年癸未（863 年）應會試，中二甲進士，出任光州

刺史。任內大小諸獄隨到隨審，使胥吏沒有機會從中作弊，杜絕官吏貪

汙腐敗，避免發生冤獄。

光州府係災荒州郡，旱澇頻仍，延世公一面盡心救災脤民，一面籌措

資款，興修水利，又教民進學讀書，識字為文，政績蜚然。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 年），黃巢作亂，中原士民紛紛避難。廣明間

（880-881 年），延世公輔助王潮、王審知率義軍攻打福建，翦除地方割

據，轉戰於汀、漳、泉、福諸州郡，旋於光啟二年（886 年）定居晉江城

西龍頭山一帶。後建宗祠於龍頭山，為曾氏「龍山派始祖」（摘錄自《延

世公傳略》）。

龍山派直系譜

武城始祖曾參公傳至 36 代曾延世公簡譜系如下：

曾參(武城 1 世始祖)＞ 曾元(武城 2 世)＞ 曾西(武城 3 世)＞ 曾欽(武

城 4世)＞ 曾礙(武城 5世)＞ 曾羨(武城 6世)＞ 曾遐(武城 7世)＞ 曾煒(武

城 8 世)＞ 曾樂(武城 9 世)＞ 曾浼(武城 10 世)＞ 曾旃(武城 11 世)＞ 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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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 12 世)＞ 曾寶(武城 13 世)＞ 曾琰(武城 14 世)＞ 曾據(武城 15 世)＞

曾闡(武城 16 世)＞ 曾植(武城 17 世)＞ 曾耀(武城 18 世)＞ 曾培(武城 19

世)＞ 曾德(武城 20 世)＞ 曾珣(武城 21 世)＞ 曾渙(武城 22 世)＞ 曾梓(武

城 23 世)＞ 曾勰(武城 24 世)＞ 曾端(武城 25 世)＞ 曾鉉(武城 26 世)＞曾

海(武城 27 世)＞ 曾璜(武城 28 世)＞ 曾興(武城 29 世)＞ 曾隆(武城 30 世)

＞ 曾鈞(武城 31 世)＞ 曾謀(武城 32 世)＞ 曾丞(武城 33 世)＞ 曾珪(武

城 34 世)＞ 曾隱(武城 35 世)＞曾延世(武城 36 世)【龍山 1 世祖】。

龍山派泉州支脈譜

龍山曾延世公與王婉貞生二子：長子曾教（官右衛大將軍），次子曾

運（官東昌司馬兼兵馬都總管）。唐朝覆亡二年後，王審知在福建割據獨

立，國號為「閩」，曾氏家族興旺，從龍山 2 世的 2 戶，成長到龍山 5 世

的 43 戶。其後經過南唐滅閩（945 年），及宋滅南唐（975 年）的兩場戰

爭傷亡，跨入北宋時的曾氏龍山 7 世只剩 6 戶，其中，裔衍分支渡台的

有二：

（延世→曾教）房：龍山 7 世敬宗，官宋州司理

（延世→曾運）房：龍山 7 世曾穆，官德化縣知縣

譜載，北宋龍山 7 世曾穆，於太平興國二年（977）為德化縣的知縣，

兩娶辛氏姐妹，生五子：會、愈、介、俅、休，皆登科及弟，傳為佳話。

北宋時，龍山派各房人丁興旺，宋室南渡後的人丁依然昌盛。到蒙古侵

宋時，仕官蘇州常熟的曾氏後裔，護駕末代宋帝南遷之際，遷回南安、

內坑、廈門曾厝垵等地。

泉州為宋、元的貿易港，元代泉州成為萬國商旅的東方第一大港，外

國僑民中，以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勢力最大，人口最多。

元朝末葉局勢動蕩，各地民眾起兵反元事件頻繁，福建泉州以波斯色目

人為主的「亦思巴奚軍」，也加入為期十年（1357-1366 年）的軍閥混戰，

對泉州、興化一帶的社會經濟產生極大破壞，百姓飽受戰亂，死傷無數，

許多墾地田園因而荒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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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明朝時，泉州境內居民大遷移，重新覓地開基立業，形成今日各

姓氏泉州主要支脈，其中龍山派曾氏支脈譜有：

(1) (曾教→敬宗)房：

遷同安大路尾，曾秘開基同安大路尾 譜表 6.21

(2) (曾運→曾穆)房：

遷興化縣→曾會→曾懷遷蘇州常熟 譜表 6.22

(3) 常熟曾懷房：

遷南安、內坑、曾厝垵開基 譜表 6.23

(4) (曾穆→曾愈)房：

遷晉江龍山、同安→南宋狀元曾從龍. 譜表 6.24

(5) (曾穆→曾介)房：

開基同安、安溪譜系 譜表 6.41

(6) (曾穆→曾俅)房：

開基惠安獺江譜系 譜表 6.42

泉州曾氏大宗祠 龍山行派玄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