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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閩→南唐)→北宋

公元（830→1020)±20年

武城(36→36→43派)

河南光州固始→福建泉州龍山

天寶年間安史亂(755-763 年)之後，唐朝歷史由盛轉衰，

藩鎮割據、宦官專權與朋黨之爭，成為唐朝政治的毒

瘤。這顆毒瘤經過一百多年晚唐的漫延腐化，社會貧富

差距日漸增大，階級矛盾上升，民變爆發四起。公元 875 年，終於

釀成黃巢民變，禍延大唐半壁江山。

僖宗駕崩，接替的昭宗(888–903 年)雖有恢復之心，但藩鎮勢力

已坐大，昭宗改革遭受失敗，致意志日益消沉。終為黃巢反正降唐

朱溫（即朱全忠）所控制，弒昭宗，進而篡位自立，唐朝至此滅亡，

享國 290 年(618-907 年)。

黃巢之亂（民變）

公元 874 年唐僖宗即位時，正是連年災荒農業經濟破產，百姓生活艱

難，地方官吏為本身前途，不肯以實情報告中央，吏治不良使百姓更加

痛苦，天災加人禍，百姓只有鋌而走險，以身為盜。

先是關東水、旱為災，王仙芝起事於今山東，黃巢應之。會仙芝敗死，

餘眾盡歸黃巢；於是四出縱掠，擾遍大半河山，然後攻陷洛陽，入長安。

旋因各地援軍會至，巢將朱溫也返正降唐，賊勢乃挫。黃巢被迫走山東，

最後在李克用追擊下，自殺身亡。餘黨由秦宗權率領，繼續為亂，屠掠

更為凶殘，再過五年(889 年)，始為朱全忠（即朱溫）所討平。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6%98%AD%E5%AE%97


6.8 第六章：晚唐 36 延世公遷泉州龍山支脈》

黃巢民變 武城 37 派：870

公元 875 年～884 年

主戰場：江南及部份黃河流域

結 果：黃巢敗亡，但破壞了唐朝賴以維生的江南

經濟命脈。

參戰方和領導者

大齊（黃巢所建） 唐 朝

黃 巢

王仙芝

餘黨：秦宗權

唐僖宗

朱溫（原黃巢部下）

李克用

兵 力

不詳 不詳

傷亡與損失

兩軍計達 830 萬人死亡

泉州龍山始祖延世公

史地 6.11-12；譜表 6.10

唐末武 36 派：830 延祚，841-923 年，字延世，唐武進士，官團練副使，

配王氏，娶妻固始縣佐王潮之妹婉貞，生子二：教、運。唐僖宗時（875

年），黃巢之亂起，王緒陷壽州，復陷光州。廣明元年（880 年），36 派

延世公隨王潮投降攻陷光州的壽州（約今安徽省淮北市）王緒民變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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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蔡州節度使秦宗權來攻光州，光州五千軍民乃隨王緒、王潮南下

流竄長征，越長江，進入江西，經江州、洪州、吉州下虔州，取道南康

縣境越過武夷山，於唐僖宗中和五年（885 年）正月由汀州長汀縣進入福

建，經漳州到泉州晉江。延世公帶二子九孫，舉家避黃巢亂入閩，居泉

州晉江之龍山頭為家，成為「龍山派」曾氏開基始祖。

龍山 1 世武城 36 派：860 延世

建設閩地

王潮於漳州兵變取代王緒而起後，延世協助王潮出任福建觀察使，

次第征服福建各地。王潮徙福州時已經 70 多歲，縣政治理交給胞弟審邽、

審知二人。遵照唐的典章制度、改良農具、加強灌溉、工商活動、飲食

衣著，使府庫充裕，戶口增加，百姓擁戴，儼然成為閩地的郡主。

閩地防衛及兵制，由武 37 派：870 曾教、曾運兄弟，沿襲隋唐兵民合

一制，將百姓納入戶籍，平時農耕、教戰，有事則出征保衛鄉土，形成

閩地新藩鎮勢力。唐末，褒獎曾教為唐右衛大將軍，曾運為唐兵馬總管。

割據獨立建「閩國」

唐朝覆亡的二年後（909 年），王審知在福建割據自立為帝，國號為

『閩』。王審知已經 70 多歲高齡，帝位繼承問題，在後裔兄弟間爭奪。

閩國政權不穩定，立國僅 36 年就傳了 7 主，終於在公元 945 年被後起的

南唐國所滅。

五代十國的(閩、南唐）

唐末黃巢亂以後，黃河流域藩鎮勢力，變相延長為後梁(907-923 年)、

後唐(923-936 年)、後晉(936-947 年)、後漢(947-950 年)、後周(950-960 年)，

五個先後相承 54 年的政權，史稱『五代』。五代的勢力只能控制黃河下

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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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流域以南的藩鎮，則有十個國家興起，割地稱雄時間有先後，並

非都在同一時期。其中與曾氏有關者，先是居家吳國(902–937 年)的虔州

曾氏，與剛剛遷入閩國(909–945 年)的晉江龍山曾氏，接著是南唐(937-975

年)的年代。割據興亡之際，通常也是曾氏族人遷徙的時候。

十國的興亡年代

閩國縮為清源 史地 6.13

據中國歷史地圖，945 年南唐併吞閩國西側汀州、建州、劍州時，東

北側的福州也被吳越併吞。閩國範圍縮到只剩泉州、漳州之地，稱為『清

源』，直到 975 年被宋所滅。

『清源』以清源山得名。清源山則以多清泉而得名，又名泉山，泉州

地名亦源出於此。清源山風景名勝區位於福建晉江下游的泉州市境內，

泉州向以風景優美、文物薈萃而聞名於海內外。它最早開發于秦、漢，

中興于唐、宋，鼎盛於元、明清，經歷代的開發建設，留下了許多廟宇

寺觀、石雕石刻，計有彌陀岩、南少林寺、三世佛石雕造像、清源天湖、

世界伊斯蘭教的第三聖墓等名勝。

國 名 開國君 國 都 轄 地 傅主 興亡起訖 亡 於

南吳 楊行密 揚州(廣陵) 江蘇、安徽江西 4 902-937 年 南唐

吳越 錢 鏐 杭 州 浙江全境 5 902-978 年 宋

前蜀 王 健 益州(成都) 四川全境及附近 2 907-925 年 後唐

閩 王審知 福 州 福 建 7 909-945 年 南唐

南唐 李 昇 金 陵 江蘇起，滅吳閩 3 937-975 年 宋



第 6.1 節：晚唐 36 延世公避遷泉州與閩國 6.11

唐末宋初泉州曾氏譜系

譜表 6.10

曾教房系

舊譜載，龍山 2 世武城 37 派：880 曾教，延世公長子，字謹庠，唐僖

宗中和五年(885 年)隨父舉家自河南光州固始縣，避黃巢之亂，南遷福建

閩南，於晉江為家。唐天祐間(904-906 年)，官右衛大將軍。過一年，唐

亡，接著王審知割據建立閩國。

龍山 3 世武 38 派：900 曾盈，教公長子，官國子監祭酒。龍山 4 世曾贄ㄓ
ˊ，

盈公三子，閩官秘書少監。5 世曾琳，贅公長子，南唐併吞閩西時，避難

遷居同安曾溪，官太尉文林郎，配楊氏，子三：嵩、逸、逢。6 世曾嵩，

官太尉。北宋龍山 7 世武 42 派：990 敬宗，配王氏，生一子名式。敬宗以

五代時通曉經學，品行端正，為宋州司理。

曾運房系

舊譜載，龍山 2 世武城 37 派：880 曾運，延世公次子，字於掌，官唐

兵馬督總管，配王氏，子四：扣、浤、灌、萇。龍山 3 世曾浤，運公次

子，唐官內侍省使，配陳氏，繼娶李氏，子五：銳、堪、峴、咠、素。

龍山 4 世曾銳，浤公長子，閩官右衛將軍，配張氏，子二：瓚、敷（裔

衍德化）。龍山 5 世曾瓚，閩官泉州錄事參軍，配張氏，生子二：操、嶠。

公元 945 年南唐併吞閩西時，避居清源寺院，保住全家生命。

龍山 6 世武 41 派：960 曾嶠，官閩司農少卿，主管福建農業生產，後

來當泉州節度使，掌書記，配蕭氏，子二：稹、穆。975 年南唐亡於宋時，

60 多歲的嶠公回晉江龍山老家，含貽弄孫，教書寫字，奠定書香門風。

北宋初龍山 7 世武 42 派：990 曾穆，字深遠，配辛氏，生四子：會、

愈、介、俅。公元 975 年宋滅南唐時，曾穆約 40 歲，在宋朝禮遇讀書人

政策下，於太平興國二年(977 年)被派命當德化縣知縣（距泉州府西北約



6.12 第六章：晚唐 36 延世公遷泉州龍山支脈》

80 里）。他將先祖 38 派浤公的祖墳遷柩火化，葬德化縣新化里之將軍山。

泉州 36→42派曾氏戶口成長

閩國祚僅 36 年(909-945 年)，百姓生活安定，戶口迅速增加。據舊譜

資料統計，泉州龍山 5 世武 40 派：940 已成長到 43 戶，86 男丁。公元 945

年南唐滅閩國時，曾家慘遭滅九族之殃；再過三十年，到 975 年宋滅南

唐時，又再次遭盡殺之殃，龍山 7 世武 42 派：990 僅剩下六房跨入北宋時

代。

跨入北宋

宋對降臣及被征服者，都能予以保全，並加優待，不但清除了反側之

意，而且還收效忠之益。六房中有三房後裔，宋朝登科進士達 30 人，大

都集中在龍山 7 世武 42 派：990 穆公的後裔。

閩國龍山 1～7 世武城 36～42 派曾氏戶口成長

時 代 龍山世序／武城派序 戶數／男丁數 備 註 朝代

入閩前

出生

龍山 1 世武 36 派：860 1 戶／2 丁 延世公 886 年時 55 歲

唐末
龍山 2 世武 37 派：880 2 戶／9 丁 教運二公 886 年時 30 多歲

龍山 3 世武 38 派：900 8 戶／27 丁 886 年入閩時平均約 10 歲

入閩後

出生

龍山 4 世武 39 派：920 23 戶／43 丁 閩國割據新生代
閩國

龍山 5 世武 40 派：940 43 戶／86 丁 南唐 945 年滅閩，傷亡 2/3

龍山 6 世武 41 派：960 6 戶／13 丁 宋 975 年滅南唐，傷亡 2/3
南唐

龍山 7 世武 42 派：990 6 戶／14 丁 跨入北宋的六房曾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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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6.11 晚唐黃巢之亂線路圖 (公元 874～8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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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6.12 晚唐 36 派延世公舉家南遷泉州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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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6.13 南唐(945-975)與閩國清源時的曾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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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6.10 唐末宋初泉州龍山曾氏分支譜系

武 34 派 武 35 派 譜表 44；會訊 71-76 頁

曾 珪 曾 隱 王氏，徙河南光州固始縣

唐山祖

龍山 1 世武 36 派：860 延 世 王氏，挈家南遷泉州晉江，龍山派始祖

黃巢之亂

龍山 2 世武 37 派：880 曾 教 唐右衛大將，李氏 曾 運 唐兵馬督總管，王氏

唐亡

武 38 派：900 曾盈、曾允、曾衡、曾藏、曾免 曾扣、曾浤、曾灌、曾萇

唐 末 閩 國 南唐／清源 北 宋

唐 亡

武 38 派：900

龍山 3 世

閩 國

武 39 派：920

龍山 4 世

南唐滅閩

武 40 派：940

龍山 5 世

宋滅南唐/清源 宋遼和戰

武 41 派：960 武 42 派：990±20

龍山 6 世 龍山 7 世

夏稱帝

武 43 派：1020

龍山 8 世

曾 盈

易氏

國子監祭酒

光誼、曾甫

曾 贄

吳氏

官秘書少監

曾 琳

魏氏

太尉文林郎

曾璋、曾圭

曾 嵩 敬 淳

陳氏，官太尉 敬 宗

宋州司理，王氏

曾 逸 敬 忠

沈氏，文林郎 敬 修

曾 逢 敬忠、敬回

傅氏，興化令 敬滂 衍漳州

譜表 6.21

曾 式

會訊 75 頁

家泉州晉江

曾 浤

陳氏、李氏

唐官

內侍省使

曾 銳

張氏

右衛將軍

曾 堪

衍德化

曾 峴

曾 緝

曾 素

曾 瓚

張氏十五娘

泉州錄事

參軍

開瓚公房

自 操 招 濬

洪氏十一娘 招 晤

閩察推常侍 招 範

曾 嶠 曾 稹

蕭氏 曾 穆

閩司農少卿 德化縣知縣

泉州節度 壽 82 歲，辛氏

譜表 6.22-23

曾 會

譜表 6.30

曾 愈

譜表 6.41

曾 介

譜表 6.42

曾 俅

曾 敷

衍德化

曾 洪 敬 作

唐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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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6.11 唐末宋初泉州曾氏簡譜

874 年黃巢之亂起

龍山 1 世 武 36 派：860±20 延 世 唐光州團練副使，886 年入閩時 55 歲

唐末亂世

龍山 2 世 武 37 派：880 曾 教 唐末右衛大將軍 曾 運 唐末兵馬督總管

唐朝覆亡

龍山 3 世 武 38 派：900 曾 盈 唐末國子監祭酒 曾 浤 唐末內侍省使

龍山 4 世 武 39 派：920 曾 贄 閩官秘書少監 曾 銳 閩官右衛將軍

909 年閩國獨立

龍山 5 世 武 40 派：940 曾 琳 閩太尉文林郎 曾 瓚 閩泉州錄事參軍 曾 敷

居泉州同安曾溪 家泉州晉江龍山

945 年南唐／清源

龍山 6 世 武 41 派：960 曾 嵩 官太尉 自 操 曾 嶠 曾 洪

975 年跨入北宋

龍山 7 世 武 42 派：990 敬 宗 招 濬 招 範 曾 稹 曾 穆 敬 作

宋州司理

宋進士 4 名 宋進士 2 名 宋進士 2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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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