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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南宋→元

公元（990→1330)±20 年

武城 (42→54 派)

閩南泉州晉江→分支他遷

僖宗廣明五年(885 年)，武城 36 派：840 曾延世，光州

團練副使，偕教、運二子舉家，避“黃巢之亂”隨光

州縣佐王潮入閩，遷泉州於晉江之龍山頭為家，成為

「龍山開基始祖」。二十年後，唐亡，王潮之弟王審知在福建割據為

「閩國」凡 36 年(909-945 年)。這時延世公的二子九孫繁衍達 43 戶

86 丁的規模。其後，945 年南唐滅閩、975 年宋滅南唐的改朝換代殘

殺，到跨入宋初的龍山 7 世武 42 派：990 時，泉州晉江曾氏只剩下 6

戶／14 丁，其中裔衍渡台的有二房：

曾教房： 龍山 7 世武 42 派：990 敬宗，宋州司理

曾運房： 龍山 7 世武 42 派：990 曾穆，德化縣知縣

(37 曾教→42敬宗)房避遷同安大路尾

譜表 6.21

譜載，龍山 7 世武 42 派：990 敬宗，以經明行修，為宋州司理，子一：

式。這時，北遼國勢達於極盛，大舉南侵，宋廷紛議得和，雙方於 1004

年訂立「澶淵之盟」，宋歲輸千萬兩賠款。龍山 8 世武 43 派：1020 曾式，

家泉州晉江，子一：文。這時，西夏國勢大盛，連年入寇，宋軍屢敗，



6.20 第六章：《晚唐 36 延世公遷泉州龍山支脈》

宋乃於 1044 年以歲幣求和。龍山 9 世武 44 派：1050 乃文，官朝議大夫，

生子二：較、軫。這時，有識之士大夫范仲淹，提出變法要求(1041-1048

年)，但因積習已成，反對者眾，未能實行。

北宋末期的曾氏

北宋龍山 10 世武 45 派：1080 曾較，生子二：翼、梧。這時，王安石

為變法運動的急進派，神宗即位，重用王安石變法(1068-1077 年)，可惜

被保守分子反對，終告失敗，引起黨爭，而罷新法。

龍山 11 世武 46 派：1110 曾翼為北宋倉部郎中，子一：希孟。這時，

女真族於北方興起，建國號為「金」。宋乃約金聯盟滅遼，約定事成之後，

宋以輸遼之歲幣輸金，金則以燕雲十六州還宋。事後，宋大失軍實，啟

金輕宋之心。北金侵宋盡擄徽宗、欽宗及宗親大臣等北去，是為「靖康

之難」，北宋滅亡，享國 168 年(960-1127 年)。

徙同安縣曾溪

南宋龍山 12 世武 47 派：1140 希孟，官朝散大夫，靖康之難宋室南渡

時，衍同安長興裡曾溪，是為最早遷居同安縣的曾氏族人。其後，龍山

13 世武 48 派：1170 國輔官朝請大夫，及三子：昂、秘、穆，均居同安縣

曾溪。龍山 14 世武 49 派：1200 曾秘，進士，國子監丞朝奉大夫，知惠州、

知漳州，生子二：文緯、文甫。這時蒙古興起，鐵木真併滅諸部，被推

戴為「成吉思汗」，是為蒙古太祖。鐵木真稱汗之時，南方尚是金、夏、

南宋三國鼎立的局面。成吉思汗既然已經併滅遊牧部族，於是轉而南侵。

他的第一個目標是金，其次是夏。

蒙古亡夏滅金

在成吉思汗積極南侵之際，忽遇花剌子模殺害蒙使及商人之事，鐵木

真憤而西征。並向西夏徵兵，但西夏竟抗命不發。等到成吉思汗西征回

師後，1225 年親征夏國，夏兵死力相抗，1227 年不支而降，至此而亡。

是年成吉思汗病逝六盤山（今甘肅清水縣），年七十三歲。成吉思汗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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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二年，第三子窩闊臺繼位，是為太宗，循父志，繼續西征與南侵。1234

年蒙古兵入蔡州，金主自殺，亡國。接著，蒙古展開第一期侵宋。

遷同安大路尾

依族譜尺標推算，這時是同安縣龍山 15 世武 50 派：1230 文緯、文甫

年代。蒙古第一次侵宋時，避亂遷居同安大路尾。龍山 16 世武 51 派：1260

曾權、曾箎、曾塤之時，相當於蒙哥汗時代，侵宋態度轉趨積極，分道

攻宋，一時間南宋有被切斷為東西二部之勢。嗣因蒙哥汗戰死(1259 年)，

忽必烈急欲北歸，才使戰事暫時中止。

元世祖忽必烈，深慕華化，重用漢人，國家典制，漸具規模，遷都燕

京，改稱大都，1271 年建國號為元。幾年之後，元軍占領南宋都城臨安，

南宋滅亡。1279 年元朝消滅南宋殘餘力量，統一了全中國，建立人類歷

史上最大的 『蒙古帝國』。

(37 曾運→42曾穆)房遷興化縣

史地 6.20，譜表 6.22

北宋建國初，爆發一起仙游古邑（今遊洋鎮）農民對抗大刮民財的起

義，延續近兩年，震動朝廷。戰事平息後，宋太宗翻覽地圖，認為遊洋

“地險民頑，欲以德化之”，決定在此單獨設軍立縣，加強控制，親自

取名“興化”，即興天子之德，以感化頑民之意。自此，德化縣就更名

為興化縣。譜載，北宋龍山 7 世武 42 派：990 曾穆，壽 82 歲，字深遠，

泉州晉江人，於太平興國二年(977 年)為德化縣的知縣，以孫公亮（三朝

宰相）貴贈太師中書令魏國公，葬德化永靖里行輦村，立普門院守墓，

兩娶辛氏，子四：會、愈、介、俅，皆登科及弟，傳為佳話：

登科及弟

龍山 8 世曾會(952-1033 年)是穆公的長子，端拱已丑年(989 年)，37

歲通過鄉試解元。上京考舉人，以榜眼授光祿寺丞署正，晉翰林書院史

館直學士，賜五品服。後來，以雙親年老，願補郡遷殿中丞，知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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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末年(1016 年)，64 歲時，由三司判官（戶部司、鹽鐵司、度支司）

任兩浙轉運史，累階兵部尚書。

曾會有六子四女，其中四個為進士，都在朝廷為官。長女適進士楊克

圖，次女適贊善大夫王從益，三女適侍御王行平，是『門當戶對』。曾會

享年 82 歲，生平方正，在官 40 餘年，慈嚴並著。他以子公亮貴，贈太

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楚國公』。

龍山 8 世曾愈(960-1043 年)是穆公的次子，1012 年進士，那時 50 多

歲，官秘書丞。北宋龍山 8 世武 43 派：1020 介、俅、休是穆公的續配辛氏

所生。曾介兩舉鄉薦，官治平中贈秘書丞。曾俅，宋官將仕郎。曾休嗣

縝公為後，官承議郎。介、俅後裔，南宋時有 2 人登科進士。

(42 曾穆→43 曾會)房系 譜表 6.22

譜載，北宋龍山 8 世武 43 派：990 曾會，952-1033 年，曾穆長子，北

宋端拱已丑(989 年)鄉試解元，舉人時，與蜀人陳堯叟並美，以榜眼授光

祿寺丞署正，晉翰林院史館直學士，賜五品服，旋以親老願補郡遷殿中

丞，知宣州。祥符末(1016 年)，由三司判官任兩浙轉運史，累階兵部尚

書，以子公亮貴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楚國公。曾會生平端方正直，官

四十餘年，慈嚴並著，名一時，配吳氏，繼娶黃氏，生子六：度、亮、

立、奭、望、定。

三朝宰相曾公亮

北宋龍山 9 世武 44 派：1030 公亮(999-1078)，曾會之次子。乾興初年

(1022 年)他 23 歲時，以父親蔭德封大理寺（雲南大理）評事，但他不赴。

兩年後，25 歲登 1024 年進士榜第五名，旋即在朝廷當官。宋仁宗末期的

公元 1061 年，曾公亮 62 歲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韓埼對

秉鈞軸。曾公亮歷相三朝（仁宗、英宗、神宗），受遺二世（仁宗、英宗），

眷遇特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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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要求變法

曾公亮 40 多歲時，宋夏戰爭，宋軍屢戰屢敗，夏貪於宋的歲幣，於

1044 年與宋言和。宋為龐大軍費及巨額的輸遼、夏歲幣，遂至財竭民困。

有識之士大夫責任心重，紛紛要求朝廷變法。范仲淹乃在 1041–1048 年

提出改革計畫，重點包括『澄清吏治、富民強兵、厲行法治』，但因積習

已成，反對者眾，而未能實施。王安石(1021–1086 年)為變法運動中的後

起急進派，仁宗時(1038-1063 年)即曾先後兩次上書，力請改革，以合時

變，但未被接納。直到神宗即位，宰相曾公亮建議下，始予重用。

王安石變法內容

王安石變法以周禮為根據，以富國與強兵為目的。新法內容包括：

(1) 設置三司（戶部司、鹽鐵司及度支司）條例，作為財政規畫審

議機構，由宰相親自領導。推行『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

均輸法及方田均稅法』。

(2) 『裁兵置將』，行『保甲法、保馬法』，置軍器監，監造並改良

武器。

(3) 更改『貢舉法』；增設明法一科，試律令刑統大義；立『太學

三舍法』，由政府授以官職；增加太學生員額，令州縣皆設學

校，漸次以學校教育取代貢舉。

曾公亮力挺變法

曾公亮當宋仁宗的宰相時，對王安石變法甚為讚譽，只因仁宗年事

高，無力抵抗舊勢力，不敢嚐試。英宗接位時間短(1064-1067 年)，到了

神宗時(1068-1085 年)，終於重用王安石。王安石先後在職七年，宰相曾

公亮 69-76 歲力挺下，是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時期(1068-1075 年)，也是宋

代政治最富生氣的時期。可惜曾公亮 77 歲後臥病在床，為貪官污吏所乘，

破壞良法美意，王安石在受攻擊下，離職引退，失意而終。公亮公於 1078

年正月薨，享壽 80 歲，神宗臨哭輟朝三日，奉勒葬河南開封府，並遣官

致祭，勒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公亮公，生平寬柔方正，忠君愛民，

博學廣聞，有名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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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府千歲 曾公亮

『武府千歲』又稱武府王爺，武府千歲本姓

曾名公亮 (998-1078 年)，字明仲，號樂正，宋

泉州晉江縣人。 出身於名宦世家，父曾會是刑

部郎中。公亮是天聖二年(1024 年)進士，當過

會稽縣令〈今浙江紹興〉，引鑒湖水入曹娥江，

解除民邊水患。嘉佑六年(1061 年)，拜吏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集賢殿大學

士，與韓琦共事。

曾公亮為人『方厚莊重，沈深周密』。支持過王安石變法，引起了楊

繪、滕甫等保守派的不滿。宋神宗問曾公亮，王安石聞名先朝，屢召不

至，是真有病嗎，還是有所要托呢？曾公亮回答：『王安石確是輔相之

才，必不欺罔！』宋神宗下詔任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熙寧四年(1071 年)，

起判永興軍。

元豐元年(1078 年)，曾公亮去世。神宗輟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

諡『宣靖』。曾公亮墓位於河南新鄭市八千鄉親店村，墓碑宋神宗親筆：

『兩朝顧命定策亞勛之碑』。

曾公亮的父親當過刑部郎中，曾公亮自己的兒子曾孝寬又當上右丞

相，到了南宋又有曾懷、曾從龍等人位極人臣，一家共出了四位宰相一

位狀元，人稱『四相一魁』、『一門四相』

或『曾半朝』。曾公亮的歷史巨著《武經總要》是一部國防軍事的

百科全書，裡面記載了世界上第一支『火藥火箭』。後人感念武府千歲

忠君愛國及在軍事、武學的貢獻為宋朝立下功業，皆以感謝立像奉祀。



第 6.2 節：宋代泉州龍山派曾氏支脈分遷 6.25

47 曾懷→遷蘇州常熟為官

譜載，龍山 12 世武 47 派：1140 曾懷，字欽道，諱忭，宣和元年(1119

年)任將士郎，宣和三年(1121 年)以父恩授金壇縣主簿，勤學惠民，

卒稱異治。南宋紹興 32 年(1162 年)提舉曾懷兩浙市舶，知江州、真

州。乾道二年(1166 年)除度支員外郎，摧陞戶部侍郎，戶部尚書，凡

五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由是恩眷優異，御書松賦，以示歲寒

之意。乾道八年(1172 年)賜同進士出身，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封魯

國公，監修國史。

曾懷為人秉鈞軸，凡忠言讜論，推賢揚善，建大業，決大事，退

未嘗語於人，以觀文學大學士致政。淳熙二年薨於平江府（今蘇州）

常熟縣之私邸，年 69 歲，贈少保，配黃氏，封魯國夫人，子三：宮、

宓、寧。

53 國佐遷南安 譜表 6.23→譜表 7.20

蘇州常熟 2 世武 48 派：1160 曾宓，字仲武，官承事郎，配李氏，子二：

綦、棨。武 49 派：1190 曾綦，官承事郎，子一：鼎伯。武 50 派：1210 鼎伯，

字玉鉉，官文林郎，配黃氏，子一：儀孫。

常熟 5 世武 51 派：1240 儀孫，進士，子三：嵩卿、耑卿、崇卿。武 52

派：1270 崇卿，子二：國佐、朝佐。武 53 派：1290 國佐時，蒙古侵宋，社

會動盪不安，乃從蘇州常熟避遷泉州南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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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祖師賜封牒文

節錄自《清水祖師信仰探索》林國平

圓光佛學報第四期 1999.12

清水祖師，法號普足，俗名陳昭應(公元 1047-1101 年)，本籍福

建永春，是北宋時代福建泉州安溪的高僧。由於在安溪清水巖修道，

被尊稱為清水祖師。民間俗稱「祖師公」。

許多安溪人以種茶為業，再加上清水祖師以求雨聞名，也被視為

安溪鐵觀音的保護神。隨著安溪移民來台，清水祖師的信仰在台灣

也蓬勃發展，有三峽長福巖祖師廟、艋舺清水巖、淡水清水巖等，

大台北地區是清水祖師信仰最盛之地。

清水祖師幼年時，即在大雲院出家，遍訪名山後，居於永春縣，

以「道行精嚴」聞名閩南。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 年)，清水祖師被

素仰其道行的劉公銳請到安溪求雨，非常成功。故當地百姓極力挽

留之。於是清水祖師定居安溪，而劉公銳慨然捐出大筆土地，在「張

巖」建庵。祖師見「張巖」之「清泉不竭」，便改張巖之名為清水

巖。

清水祖師熱心於公益事業，多次募捐款項，號召造橋鋪路，一生

興建過幾十座橋樑。並且醫道高明，常常施藥救助人民。不僅閩南

泉州，連建、邵、興、劍、汀、漳各郡人士皆相當崇敬，施主尊崇，

布施極盛。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 年)，清水祖師圓寂於清水巖。安溪縣

民感激清水祖師，故加以奉祀。從此，清水祖師成為安溪縣民信仰

最誠的地方神祇。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6%98%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A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0%B5%E8%A7%80%E9%9F%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B3%BD%E9%95%B7%E7%A6%8F%E5%B7%96%E7%A5%96%E5%B8%AB%E5%BB%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9%8B%E8%88%BA%E6%B8%85%E6%B0%B4%E5%B7%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7%A1%E6%B0%B4%E6%B8%85%E6%B0%B4%E5%B7%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F%B0%E5%8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7%BA%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6%A9%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7%A5%9E%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7%A5%9E%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BA%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5%B2%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B0%B4%E5%B7%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B0%B4%E5%B7%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9%8B%E6%A8%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5%AF%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2%B5%E6%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4%E5%8C%96%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91%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80%E5%B7%9E%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B3%E5%B7%9E%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D%E4%B8%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6%96%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5%BE%BD%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5%BE%BD%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93%E5%AF%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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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清水祖師圓寂後，被奉為神，不忘蒼生。多次求雨驅蟲，每

禱則應，靈驗非常。地方人士上報朝廷，屢屢賜封。敕封清水祖師

從二字升到最高的八字：

昭應大師；

昭應慈濟大師；

昭應廣惠慈濟大師；

昭應廣惠慈濟善利大師

其中，第二次請封大約在淳熙初年(1174 年）前後，由安溪縣迪

功郎政事仕林時彥等聯名上文請求增加封號，並賜塔額。理由是清

水祖師“祈禱感應，有功於民”。禮部下文泉州府派人反復的調查核

實，直到淳熙十一年(1184 年)，禮部與太常寺才同意增加封號，下

牒敕封，封號為“昭應慈濟大師”。但賜塔額的請求，由於無有關條

文可依，未能滿足要求。

第二次牒文的末了有“參知政事黃洽押、參知政事施師點押、右

丞相王准押、左丞相曾押”字樣。查《宋史》，封牒中的“左丞相曾”

為曾懷，字欽道，福建晉江人，曾公亮的玄孫，乾道八年(1172 年)

拜參知政事，翌年代梁克家為丞相，淳熙元年(1174 年)為右丞相。

淳熙十一年(1184 年)發布牒文時，曾懷已離開相位近十年，為什

麼仍請曾懷署名畫押呢？唯一可以解釋的是，晉江和安溪同屬泉州

府，清水祖師的這次請求封賜，泉州人必派人求曾懷幫忙疏通關節，

而曾懷在請求封賜中也確實起著重要作用，當時丞相王淮等推重前

輩，故請曾懷共同簽押，仍掛丞相名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5%BB%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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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襲祖遷晉江內坑 譜表 6.23→譜表 7.30

蘇州常熟 2 世武 48 派：1160 曾寧，字叔靜，官承奉郎，監行在豐儲倉，

終朝請郎衢州通判。配凌氏，子三：潔、彝、緊。武 49 派：1190 曾潔，字

君玉，授宣議郎，徵州宣議縣丞，配李氏，子二：襲祖、承祖。常熟 4

世武 50 派：1220 襲祖，遷晉江內坑開派，配謝氏，子一：念三。內坑武

51 派：1250 念三，郡庠生，1243 年科中貢元，配劉氏，子二：恩、惠。

晉江內坑武 52 派：1260 新恩(1315 年歿)，字三才，元官本州散騎侯，

賜食邑千戶。配黃氏，子三：成、俊、傑。曾俊配黃氏，子九。內坑武

54 派：1320 庭隧(1303-1374 年)，俊次子，號仕琮，開派下房後港。晉江內

坑武 52 派：1260 新惠，配林氏，子一：孔。內坑武 54 派：1320 庭偏，孔子，

開派龍山頭。

53 光綽遷廈門曾厝垵 譜表 6.23→譜表 7.40

蘇州常熟 3 世武 49 派：1170 曾彝，字天賜，官通仕郎，終右政言，不

滿朝廷敗壞，而謝病歸家。曾彝配余氏，子一仲玉。常熟 4 世武 50 派：1200

仲玉，配洪氏，生子道唯。常熟 5 世武 51 派：1220 道唯，配王氏，生子淵。

常熟 6 世武 52 派：1250 曾淵，官宋執政兼同知樞密院，配李氏，生子二：

光綽、曾英。蘇州常熟 7 世武 53 派：1270 光綽，官樞密院。

這時宋度宗去世，其長子趙隰即位，宋朝已進入癱瘓狀態。德祐元年

(1275 年)春，元軍攻克軍事重鎮安慶和池州，威逼建康，長江防線崩潰。

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賈似道能出征，結果宋軍大敗。秋，常州淪陷，

元軍遂屠城。不久平江也告淪陷，臨安人心惶惶。1276 年二月，臨安城

舉行受降儀式，趙隰退位，南宋亡。但趙隰之弟趙昰、趙昺被大臣保護

逃出臨安。年輕的光綽、曾英兄弟，乃挈家隨端宗帝入閩，景炎元年(1276

年)擇居同安縣嘉禾（今廈門市）之南高浦村。今誌曰：曾家澳。幕天席

地帽石釣魚自樂，世雖變亂，曾氏到此亦得安居，故又名曾厝安，或曾

厝垵，別號禾浦。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6%81%AD%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7%A5%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A%86%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A0%E5%B7%9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E5%B8%82#.E5.8E.86.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B8%E5%B7%9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7%AB%AF%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B5%E6%98%BA


第 6.2 節：宋代泉州龍山派曾氏支脈分遷 6.29

譜表 6.21 (延世→42 敬宗)房：49 曾秘開基同安大路尾

泉州晉江→同安縣曾溪→開基同安大路尾

龍山 1 世 龍山 2 世 龍山 7 世 譜表 6.10；會訊 75-91 頁

延 世 曾 教 敬 宗 宋州司理，王氏

武 36 派 泉州晉江 家泉州晉江

龍山 8 世武 43 派：1020 曾 式 李氏，家泉州晉江

王安石變法

龍山 9 世武 44 派：1050 乃 文 朝議大夫，陳氏

罷新法

龍山 10 世武 45 派：1080 曾 較 逢辰，陳氏 曾 軫● 秦氏

官朝議大夫

靖慶之難

龍山 11 世武 46 派：1110 曾 翼 徐氏 曾 格 黃氏 曾 琅● 特奏名進士

希 孟 希 哲 曾 植 官刑部正郎

均衍同安長興里曾溪

南 宋 元 初

宋金和議

武 47 派：1140

龍山 12 世

宋金再議

武 48 派：1170

龍山 13 世

蒙古興起

武 49 派：1200

龍山 14 世

宋蒙滅金

武 50 派：1230

龍山 15 世

宋亡

武 51 派：1260

龍山 16 世

元世祖

武 52 派：1290

龍山 17 世

希 孟

醇叟

官朝散大夫

倉部郎中

石氏

衍同安

會訊 82 頁

國 輔

官朝請大夫

葉氏、趙氏

曾 昂

葉氏、趙氏

文 炳

文 彬
裔衍同安縣曾溪

曾 秘●

國子監

丞朝奉大夫

知惠州、知漳

州

陳氏

文 緯

經仲，卓氏

遷同安大路尾

曾 衡

曾 權

懷 信

懷 忠

懷 義

文 甫

憲仲，李氏

遷同安大路尾

曾 箎

曾 塤

和 生

暢 生

譜表 7.10

曾 穆

吳氏

文 雄

文 亨

文 龍

裔衍同安縣大路尾

北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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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6.22 (42 曾穆→43 曾會)房：47 曾懷遷蘇州常熟

泉州德化縣→蘇州常熟

龍山 1 世 龍山 2 世 龍山 7 世 譜表 6.10；會訊 75-91 頁

延 世 曾 運 曾 穆 德化縣知縣，壽 82 歲，辛氏

武 36 派 泉州晉江 家泉州晉江

龍山 8 世武 43 派：990 曾 會● 952-1033， 989 年解元，舉人榜眼

吳氏、黃氏，翰林院史館，直學士

龍山 9 世武 44 派：1030 度、亮、立、奭、望、定 賜五品服，累階兵部尚書

北 宋 南 宋

王安石變法

武 44 派：1030

龍山 9 世

罷新法

武 45 派：1060

龍山 10 世

靖慶之難

武 46 派：1090

龍山 11 世

宋金和議 宋金再議

武 47 派：1120 武 48 派：1150

龍山 12 世 龍山 13 世

公 度● 孝 章 承議部，衍濠州

公 亮●

999-1078

陳氏鄭國夫人

歷三朝宰相

仁宗英宗神宗

孝 淙 朝議大夫，衍湖南

孝 寬●

陳氏、趙氏

資政殿大學士

曾 駪 承事郎，大司農少卿 家蘇州常熟縣

曾 宓

李氏，通直郎

曾 寧

李氏 譜表 6.23

衢州通判

曾 誠 曾 懷●

任將士郎，

金壇主簿，

戶部侍郎，黃氏

家蘇州常熟縣

孝 純●

趙氏

治家禮法森嚴

曾誼、曾註

曾綜、曾佇

公 立

黃氏慶國夫人

恩授供備庫副使

孝 礦

王氏、李氏

知太原府

曾 詢●

曾 詩●

曾 恍

公 奭●

尚畫都員外

孝 廉

提舉常平倉事

曾 誕● 曾 澄

公 望

授虞部郎中

孝 蘊

龍圖閣學士

曾 濬●

特奏進士

註：● 進士

公 定●

光祿大夫

孝 序

79 歲，海安鹽倉

曾 黨

曾讀、曾訐

北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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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6.20. 北宋曾氏武城 40→46 派：支脈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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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6.23 常熟 47 曾懷→遷南安、內坑、曾厝垵開基

蘇州常熟→分遷南安、晉江內坑、曾厝垵

龍山 1 世 龍山 7 世 龍山 9 世 常熟 1世 接譜表 6.22；會訊 82-92 頁

延 世 曾 穆 公 亮 曾 懷● 任將士郎，金壇主簿，戶部侍郎，黃氏

武 36 派 德化縣知縣 三朝宰相 遷居蘇州常熟縣，歿葬常熟私宅

宋金再議

龍山 13 世常熟 2 世武 48 派：1170 曾宮 曾 宓 李氏 曾 寧 李氏，衢州通判

通直郎

龍山 14 世常熟 3 世武 49 派：1200 曾 綦 曾 潔 曾 彝

南 宋 元 朝

蒙古興起

武 49 派：1200

龍山 14 世

宋蒙滅金

武 50 派：1220

龍山 15 世

蒙古侵宋亡

武 51 派：1250

龍山 16 世

元世祖

武 52 派：1270

龍山 17 世

元帝短命 元順帝

武 53 派：1300 武 54 派：1330

龍山 18 世 龍山 18 世

常熟 3 世 常熟 4 世 常熟 5 世 常熟 6 世 常熟 7 世 常熟 8 世／南安

曾 綦

官承奉郎

鼎 伯

玉諳

官文林郎

黃氏

儀 孫 嵩 卿

隆 卿

崇 卿

譜表 7.20

國 佐 希 哲

裔衍南安縣

晉江 1 世 晉江 2 世 晉江 3 世 晉江 4 世 晉江 5 世

曾 潔

官承奉郎

李氏

襲 祖

謝氏

晉江內坑東石

開派

念 三 新 恩

1315 歿

新 惠

曾 俊 庭 隧

1339 歿 內坑龍山頭

曾 孔 庭 偏

譜表 7.30 開派內坑西頭

常熟 4 世 常熟 5 世 常熟 6 世 曾厝垵 1 世 曾厝垵 2 世

曾 彝

天賜

徵州議縣丞

余氏

仲 玉 道 唯

王氏

曾 淵

李氏

光 綽 曾 昭

樞密院，陳氏 曾 礦

曾 英 心 恩

裔衍曾厝垵 譜表 7.40

南

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