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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是從晉朝開始，中原人士因戰亂搬遷至此，懷念晉

地，因此將居住地的河流命名為「晉江」。歷史上泉

州與晉江基本是同一回事。公元四世紀初，中原戰亂

頻繁，晉人大批南遷，他們帶來了中原先進的生產工具、技術

和文化，使泉州得到進一步的開發。唐朝初年，歸武榮州所轄，

唐景雲二年 (711 年)，武榮州始改名為泉州，乃因城北泉山多泉

水而得名。

唐中葉“安史之亂”造成嚴重災難，中原百姓避亂南遷，經

濟文化中心轉移，促進泉州進一步繁榮，文風大盛、書院林立。

泉州為宋元貿易港

晉江，福建南部主要河流，上遊有東、西兩溪，西溪為幹流，發源于

戴雲山脈，幹流長 182 公裡。兩溪匯于南安縣雙溪口，至晉江縣入海。

宋元時期，晉江和泉州港的泥沙淤積並不太嚴重，泉州港於是成為中國

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口。

北宋時泉州轄晉江、南安、同安、德化、永春、安溪、惠安等七縣，

設市舶司專管海外貿易。南宋時泉州成為與廣州並駕齊驅的全國兩大商

港。元代泉州成為“漲海聲中萬國商”的東方第一大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

港並稱為“世界最大的貿易港”，同世界上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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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作為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是當時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港

口，也是元代福建最大的城市。當時泉州的人口超過 20 萬，城牆長度達

30 里，晉江江面和港內停靠的船隻超過 1 萬艘，泉州港出口的大宗商品

是絲綢、陶瓷器、銅鐵器和泉州的泉緞，而輸入的商品包括珍珠、象牙、

犀角、乳香、吉貝布、貝紗等。

泉州居民中有著大量的外籍僑民，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歐洲基督

徒、猶太人、印度人、非洲黑人等種族，這些外國人或相關的事物被冠

名為「蕃、番」，泉州城內不僅有漢、蕃大量雜居情況，還有漢、番通

婚的混血兒。漢人和番人雜居也給泉州的管理帶來一定的難度。

元代色目人

元代時的泉州外國僑民中，以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勢力

最大，人口最多。元朝歧視性的民族政策將民眾分為四等，包括阿拉伯

和波斯穆斯林在內的泉州番人作為「色目人」，等級要高於被列為最低

等級（第四等）「南人」的當地漢族閩南人。番人得到元朝國家政策的

扶持，勢力龐大。這些穆斯林商人中有不少是泉州的巨富，例如蒲壽庚

家族在南宋末到元初期間主持泉州市舶司，家產不計其數，其僕人就有

數千。

元朝末年局勢動蕩，各地民眾起兵反元事件頻繁，福建同樣也是叛亂

頻發。當時福建各地豪強家族紛紛成立鄉族武裝「義兵」，並逐步控制

許多地方政權，還協助元朝政府對叛變武裝進行鎮壓。

泉州的波斯籍色目人也組織「亦思巴奚軍」作為他們的義兵組織。由

於波斯人是泉州城內人口較多、勢力較強的一個族群，擁有大量的富商，

因而亦思巴奚軍在其支持下成為泉州最強大的武裝，波斯人借亦思巴奚

軍逐漸掌控了泉州，使元朝失去對泉州的實際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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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亦思巴奚兵亂」混戰

亦思巴奚兵亂混戰是元朝末葉，在福建發生一場近十年

(1357-1366 年)，以波斯色目人軍隊「亦思巴奚軍」為主的軍閥

混戰。在兵亂期間，亦思巴奚軍割據泉州並插手福建政治，一

度北上佔領福州，還參與興化的鄉族內戰，引發福建沿海多個

姓氏派別參加的大規模混戰，後來又與元朝的福建行省政府直

接對抗，最後被元朝將領陳友定平定。

兵亂影響

泉州「亦思巴奚兵亂」長達十年之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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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和兵亂期間教派暴力對

抗，泉州很多清真寺都被毀壞， 伊斯蘭教因此衰落，泉州基督信仰因而

中斷了約 200 年。

泉州「亦思巴奚兵亂」帶來嚴重的族群仇視和對立，漢人對色目人的

仇恨在兵亂被平定後開始發泄出來，針對色目人，進行大屠殺，許多未

牽涉此案的色目人遇害，甚至有長著高鼻深目或捲髮而被誤殺的。由於

戰亂和仇殺，外國商人幾乎不敢赴泉州進行交易，番舶不敢進港，大量

番商攜帶銀錢外逃，外僑社區解體，泉州的海外貿易和商業遭受近乎毀

滅性的打擊，經濟一落千丈，泉州港開始走向沒落。

泉州色目人「亦思巴奚兵亂」混戰被平定後的第三年，朱元璋以民族

革命號召，於 1368 年稱帝建立明朝，對支持蒙古的蒲氏深惡痛絕，下令

將蒲氏族人充軍流放，為娼為奴，不得登仕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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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原鄉祖籍房系

從明朝初年起，泉州百家姓開始享受 200 多年的國泰民安生

活。直到明朝末年，人口成長，土地耕作面積不足，乃有向外

遷徙拓墾新地壓力。據舊譜史料統計，遷台泉州曾氏祖籍有 10

個房系，開基祖尺標如下表：

明初泉州各地曾氏開基始祖

祖 籍 原 鄉 唐 山 祖 族 譜 尺 標 譜 表

同安 大路尾

同安 西計灌口

龍山 19 世 武 54 派：1350 曾源

龍山 22 世 武 57 派：1420 貴徠
譜表 7.10

南安 九郡 龍山 20 世 武 55 派：1370 榮祖 譜表 7.20

晉江 東石

晉江西頭蘇厝鄉

晉江金井 新市

龍山 20 世 武 55 派：1370 得安

曾進、曾直

龍山 18 世 武 53 派：1340 元起(待補)

譜表 7.30

海澄 厚鏡

同安 鐵爐廟

龍山 23 世 武 58 派：1400 魁梧

國亮
譜表 7.40

同安縣

安溪 上壇鄉

龍山 19 世 武 54 派：1360 欽理

志旺
譜表 7.50

惠安 獺江 龍山 19 世 武 54 派：1370 曾淮 譜表 7.60

明初大移民

人口的死亡率，除戰爭屠殺以外，還有傳染病流行等因素。14 世紀

中葉，蒙古高原和華北地區陷入一場空前規模的鼠疫流行。這場疫病是

從黑土地開始，在傳染病侵襲下，中國人口大量減少。明代初年是朱氏

所代表的漢族政權建立和鞏固時期，於是實施明初大移民政策，從人口

較多地區向人口較少地區填補，以恢復適當的人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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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移民政策下，福建及廣東本來就尚處於人煙較少地帶，因此沒

有規模性的人口遷移，居民享有二百多年的國泰民安生活，人口自然成

長，直到土地面積能供養的壓力形成飽和時，人口才會向外遷徙，尋找

新的墾地。

世代戶口成長倍數

明代歷史顯示，從明初到明末的 270 年間 (1370-1640 年)，福建泉州

地區沒有規模性戰爭屠殺，也沒有傳染病流行的紀錄。泉州居民的家戶

人口，呈現自然成長趨勢。

人口自然成長有二種表示法：一是“年成長率”，表示前後兩年人口

的年增加率，適用於一般政府人口統計政策。另一是以平均 30 年為一世

代，表示父子二世代成家的“世代成長倍數”，適用於姓氏族譜的族人

戶口統計。若相隔父子二代的子女，都順利結婚建立家戶，並生兒育女，

則“年成長率”與“世代成長倍數”之間，可用數學公式互換。

但事實上，父母養育子女雖然不少，但能長大“成人”的比例有限，

再能結婚建戶成家的又要少些。據族譜史料統計，超過 200 年或六、七

個世代以上的族譜，其戶口自然成長率，可分三種表示：

 低成長率：1.45 倍／世

 中成長率：1.50 倍／世

 高成長率：1.55 倍／世

族譜世代戶口(或人口)自然成長

低成長率 中成長率 高成長率 備 註

世代成長倍數 1.45 倍／世 1.50 倍／世 1.55 倍／世 族譜統計

年成長率 1.24% 1.36% 1.47% 一般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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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曾氏祖籍戶口自然成長推估

歷史朝代
參考尺標

武 55 派：1380

低成長率

1.45
n

中成長率

1.50
n

高成長率

1.55
n

備 註

隆慶、萬曆 武 61 派：1560 9.3 倍 11.4 倍 13.8 倍
人口成長

壓力增大
萬曆 武 62 派：1590 13.5 倍 17.1 倍 21.5 倍

天啟、崇禎 武 63 派：1620 19.5 倍 25.6 倍 33.3 倍

順治 荷蘭 武 64 派：1650 28.3 倍 38.4 倍 51.6 倍
人口外遷

康熙 明鄭 武 65 派：1680 41.1 倍 57.6 倍 80.1 倍

康熙 武 66 派：1710 59.6 倍 86.5 倍 124.1 倍
大量外遷

推估困難
雍正 武 67 派：1740 86.4 倍 129.7 倍 192.3 倍

乾隆 武 68 派：1770 125.3 倍 194.6 倍 298.1 倍

泉州曾氏成長及外遷

明初泉州曾氏原鄉有 10 個房系，參考尺標為武 55 派：1380，六傳到隆

慶萬曆年間的武 61 派：1560，戶口自然成長到 9.3～13.8 倍之間，原鄉祖

籍地漸感戶口太多。

七傳到明末武 62 派：1590，各房戶口成長到 13～21 倍，原鄉祖籍人口

壓力大增。問題是，泉州全境還能開墾的新地有限，生活日益艱難。八

傳到明末崇禎年間的武 63 派：1620，戶口成長到 19～33 倍，原鄉祖籍兄

弟必需向外遷徙，另謀生路。

九傳到清順治年間的武 64 派：1650，戶口成長到 28～51 倍。再十傳到

清康熙年間的武 65 派：1680，戶口成長到 41～80 倍，原鄉祖籍兄弟必需

向海外遷徙，包括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印、泰國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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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渡台曾氏祖籍房系

原 鄉 開 基 始 祖 渡 台 開 基 房 系 章 節

同安大路尾 曾源 65 曾弁、66 曾奇、67 曾廷
第 7.1 節

同安西計灌口 貴徠 72 曾來

南安九郡 榮祖 66 瑞峰、66 克禎、66 明隱 第 7.2 節

晉江東石

晉江金井新市

得安

元起

65 (貞韜、貞聘、貞亮、貞經、

貞縉、貞皋)

63(集循、集壁)兄弟 30 多戶

第 7.3 節

晉江西頭 曾進 64 (孟鏘、孟群、六英)

晉江蘇厝鄉 曾直 67 允所

海澄厚鏡 魁梧 77 育道 (1949 年)
第 7.4 節

同安鐵爐廟 國亮 69 曾尚、70 (雙慶、文歉)

同安縣 欽理 63 日禮
第 7.5 節

安溪上壇鄉 志旺 64 (奎長、奎成)、66 呈喜

惠安獺江 曾淮 71 紀華 (香港 1949 年) 第 7.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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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6.61 泉州「亦思巴奚兵亂」混戰 (1357～136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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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6.62 泉州渡台曾氏原鄉祖籍地（現代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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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結語及文獻〉 6.55

山派曾氏遷入福建泉州開基時間，要比遷入廣東蕉

嶺、廣東五華或福建漳汀的曾氏還早約 450 年。泉州

曾氏經歷了閩、南唐、北宋、南宋、元代的改朝換代，

跨入明初國泰民安之時，各地曾氏並無明顯增加，反而因為土

地面積有限，外遷謀生壓力較大。有些在明鄭時，跟隨鄭氏部

隊來台，但大部份是在清康熙占領台灣之初，才移民台灣，謹

將要點整理如下：

36 延世公舉家遷泉州

唐末黃巢亂時，武 36 派：830 延世公舉家，從河南固始縣佐王潮避遷

泉州之晉江龍山頭為家，成為「龍山派」開基始祖。本章整理了下列族

譜故事背景：

(1) 泉州龍山派始祖延世公：

 曾延世家世譜

 遷河南光州固始縣

 晚唐黃巢之亂

 舉家避遷泉州之晉江

(2) 閩國時期：

 閩開國君、與亡起訖

 公元 945 年南唐／清源

 公元 975 年跨入北宋時

 曾氏家譜人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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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龍山派分支譜系

昔日科學時代，讀書即作官，宋代文風鼎盛，登科進士滿天下，曾氏

族人因就職仕官而遷徙。又因宋朝國勢虛弱，外族不斷入侵，迫使曾氏

族人避難他遷。於是宋代泉州增添下列主題：

(3) 遷同安大路尾曾氏：

 (37 曾教→42 敬宗) 房系

 靖康難時遷同安曾溪

 蒙古侵宋時遷同安大路尾

(4) 三朝宰相 44 曾公亮：

 士大夫要求變法

 曾公亮力挺王安石變法

(5) 47 派曾懷遷蘇州常熟為官：

 蒙古侵宋，宋亡

 53 派國佐、曾孔、光綽等遷回晋江、夏門等地

(6) 南宋狀元 49 曾從龍：

 (42 曾穆→43 曾愈) 房系

 曾從龍家世譜源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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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網站下載：

● 泉州

● 清源

● 曾延世—曾氏龍山行派始祖

● 泉州曾氏祠堂

● 新市曾氏宗祠

● 三朝宰相曾公亮

● 武府千歲曾公亮

● 清水祖師賜封牒文

● 狀元曾從龍

● 泉州「亦思巴奚兵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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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