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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章 導 讀

桃園市曾氏宗親會蘆竹分會 曾國柱

2016 年 3 月

州龍山派曾氏徙台譜史料有三：(1)是《曾氏會訊》第

1～26 期選要合訂本中，有關龍山世系部份；(2)是

1999《秋圖譜》及 2001《水照譜》，渡台祖籍屬泉州

部份；(3)是各宗親所藏祖籍福建泉州龍山的《曾氏族譜》。上述

堆積如山的龍山世系史料，先以元末明初的 1360 年代前後為

界，約相當於武 54 派：1360 的族譜尺標，依龍山派主要支脈，或

依遷居祖籍地，建立族譜世代尺標，繪製泉州來台祖的譜表。

遷台譜表的起迄依渡台年代而訂，一般記載到來台祖台 3～4 世

為止，若來台祖在乾隆初 1750 年代渡台，傳到台 4 世已是道光

年間的 1840 年代。其後交由各來台祖的後裔，自行接續編修。

泉州渡台譜系的章節

晚唐武城 36 派：830 延世公，841-923 年，避黃巢亂（874-884 年），率教、

運二子及九孫，全家隨湖南光州固始縣佐王潮，遷福建泉州晉江龍山頭

為家，後世尊為泉州龍山派始祖。閩國割據獨立時，曾氏家族興旺，到

龍山 5 世武 40 派：940 時曾家有 46 戶，但經過公元 945 年的南唐滅閩之

戰，及公元 975 年的宋滅南唐之戰，跨入北宋時的龍山 7 世武 42 派：990

曾家只剩 6 戶存活。其中曾教房的敬宗，及曾運房的曾穆，有後裔移民

台灣。



7.4 第七章：《泉州龍山派曾氏→渡台譜系》

北宋龍山 7 世武 42 派：980 曾穆，壽 82 歲，於太平興國二年(977 年)為

德化縣知縣，兩娶辛氏，子四：會、愈、介、俅，皆登科及弟，後裔世

居泉州龍山，俗稱「龍山曾氏四大房」。

有宋一代，是龍山曾氏最為顯赫鼎盛時期，龍山 9 世武 44 派：1030 公

亮，歷相三朝（仁宗、英宗、神宗）。龍山 11 世武 46 派：1120 曾懷，北宋

戶部侍郎，遷居蘇州常熟為官，經過南宋 150 年（公元 1127-1279），到

龍山 17 世武 52 派：1270 時，蒙古侵宋，蘇州常熟曾氏乃隨末代宋帝，避

難南遷，落籍晉江東石、廈門曾厝垵等地。元末泉州「亦思巴奚兵亂」

平定後空出荒撫之地，乃有崇卿房的後裔，遷南安九都拓墾家園。綜上

所述，龍山派泉州渡台移民台灣的譜表，可簡化為：

(1) 譜表 7.10：同安大路尾 54 曾源房 入墾竹塹、竹北

(2) 譜表 7.20：南安 55 榮祖房 入墾三峽、鶯歌、龜山

(3) 譜表 7.30：晉江東石 50 襲祖房 入墾彰化、佳裡、豐原

(4) 譜表 7.40：曾厝垵 53(光綽、曾英)房 入墾高雄、花壇、龜山

(5) 譜表 7.50：(同安 54 欽理、安溪 54 志旺)→入墾二林、新竹

(6) 譜表 7.60：惠安獺江 54 曾淮房 遷香港→徙台北

部份史料尚待蒐集

蒐集龍山派泉州遷台譜史料之時，獨缺曾俅房遷台部份，縱有世界曾

氏宗親會理事長紀華的惠安獺江史料，但他必盡是在戰後旅移居香港，

而非定居台灣。

查北宋龍山 8 世武 43 派：1100 曾俅，曾穆第四子，三代從軍散居泉州各

地，裔衍單薄。最近上網查詢，晉江新市曾氏祠堂史料，發現新市曾氏

最早於明萬曆年間，就有 63 派曾集循、曾集壁兄弟，招集一夥貧民前往

台灣開墾，其後晉江新市曾氏各房陸續移民遷台，主要聚居今台南新市

區、及高雄岡山區，繁衍至今達四百年，有萬餘族人的規模，其遷台譜

史料有待蒐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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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龍山派字

曾姓訂有共同的字輩，孔、顏、孟、曾以四氏並稱，四氏家譜有「通

天譜」之說。曾氏武城派語 25 字：“宏聞貞尚衍、興毓傳紀廣，昭

憲慶繁祥，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前一句 5字為明初建文帝

賜孔家衍聖公的八字中，後因避雍正帝及乾隆帝諱，而留傳的。明崇禎

年間續十字：「興毓傳紀廣，昭憲慶繁祥」，清康熙年間御賜孔、孟、

曾統一字派。清同治年間，再續十字：「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

自晚唐至今，龍山始祖曾延世後裔已有數千百個房系，後裔世代繁

衍，族親日眾，成各地大姓。清乾隆五十年（1785 年），龍山派族紳們認

為曾氏龍山派已成大派系，應訂有自己的派字 40 字：

龍山 31 世∕武城 66 派 奎璧呈雲瑞，人文煥國華；

龍山 41 世∕武城 76 派 召衡思繼武，鼎甲勵承家。

龍山 51 世∕武城 86 派 一貫書紳永，千秋賜福遐；

龍山 61 世∕武城 96 派 貽謀資燕翼，世業仰清嘉。

龍山派字推廣清形

曾氏繁衍至今，已至曾子武城第 78 派孫的「令」字輩，和曾延世龍

山第 43 世孫的「思」字輩。從泉州遷台譜來看，龍山字派的推廣並不普

及，偶而也有世代誤殖情況，如：

 敬宗房徙台的譜表 7.13 中，武 67～71 派出現「奎、壁、呈、雲、

瑞」的龍山字輩，但推算卻落後了一世。

 崇卿房的「榮祖→和安」渡台譜表 7.23 中，武 68～71 派出現「呈、

雲、瑞、人」的龍山字輩相符。

 襲祖房的龍山頭渡台譜表 7.31-33，則沿用武城字派。

 曾介房的安溪渡台譜表 7.52，武 64～69 派出現「奎、壁．呈、

雲、瑞、人」的龍山字輩，但推算卻提早了二世。



7.6 第七章：《泉州龍山派曾氏→渡台譜系》

 曾俅房的惠安獺江譜表 7.62，則沿用武城字派。

泉州曾氏移民台灣路線

據統計，泉州渡台祖達 60 餘人，渡台路線繪製在清乾隆台灣嶼圖上。

其中約有 20 人屬最早渡台的晉江新市曾俅房後裔，拓墾今台南新市的大

坪村，及高雄岡山的後洋里。其他 40 多人則分佈在台灣府、承天府、咸

水港、淡水、竹塹、彰化、龜山、三峽、鶯歌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