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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曾氏清代移民台灣統計如譜表 281 所示，族譜尺標

顯示，最早武 64 派：1670 孟鏘、孟群、日禮、奎成、

奎長等五人在明鄭時期渡海來台，而武 65 派：1680 肇

珠、肇玉、肇珍等三人，則在清廷佔領台灣之初，被遣返泉州

同安原鄉。晚些渡台的武 70 派：1810 雙餘、文歉二人，已經到嘉

慶道光年間，更晚的武 72 派：1890 曾來，則在台灣建省之後渡台。

清朝台灣建置圖

在探討曾氏移民台灣路線之前，擬參考鄧國雄著《台灣史

地》，簡介清朝台灣建置圖，認識清廷當時治理台灣政策演變的

背景環境。

荷蘭統治時期

荷蘭自 1624 年佔領台灣到離台為止的 38 年，統治台灣的政策始終維

持一貫的商業殖民地政策，目的在通商、經濟掠奪，力求節省行政經費，

地方不設行政官吏。荷蘭人自福建閩南招募漢人來台開墾，先允諾提供

來台漢人土地、牛隻等生產工具，以佃人身份開墾土地，採用「結首制」

的管理方式，並須交稅。

明鄭統治時期

公元 1661 年，鄭成功轉進台灣將荷蘭人趕走後，廢除荷蘭人剝削漢

人的殖民苛政，改實施明朝的政治綱領，設置府縣治理地方庶政，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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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兵於農的屯墾政策，儲備反清軍力。二年後鄭成功病逝，其子鄭經繼

任，沿父舊制，組織內閣。

由於清廷曾發布「禁海令」及「遷界令」，企圖以經濟封鎖打擊明鄭

軍隊，鄭經乃由廈門帶二萬多福建閩南人（泉州人為主，漳州人其次）

退回台灣，加緊開發台灣島內，令軍隊屯駐各地開墾、提倡種庶，振興

製糖、曬鹽、製鹽、燒瓦等各種產業，促進經濟發展。

清朝統治時期 史地 7.70

清康熙 22 年(公元 1683 年)，鄭克塽投降，次年清廷將台灣納入版圖，

設置台灣府，隸屬福建省管轄，下設台灣縣、鳳山縣、諸羅縣等行政區。

康熙 60 年(1721 年)，台灣發生朱一貴事件，造成滿清朝廷極大的震

撼，在事件平定後，朝廷遂於雍正元年(1723 年)，在半線（今彰化）以

北增兵，並新置彰化縣，又在北部淡水地方設捕盜同知（相當於一分府）。

雍正 9 年(1731 年)再將大甲溪以北地方的一切錢糧、命盜事務劃歸淡水

同知處理，淡水成為獨立廳。

嘉慶 16 年(1811 年)清廷因蛤仔難（宜蘭）已有數萬漢人移入開墾，

在當地設噶瑪蘭廳。同治 13 年(1874 年)，因日本人藉口引起的牡丹社事

件，清廷乃決定增設恆春縣，於是台灣府下轄台灣、鳳山、嘉義、彰化、

恆春五縣及澎湖廳；而台北府則統轄淡水、新竹和宜蘭三縣。

公元 1885 年中法戰爭結束後，朝廷決定轉台灣建省，由劉銘傳擔任

建省後的第一代福建台灣巡撫。

漢人移民台灣

鄧國雄著《台灣史地》載，1624 年荷蘭人占領台灣後，為

了解決勞力不足問題，就招徠大批閩南地區居民來台開墾，這

些被誘來台的漢人超過 25,000 人，他們以「佃民」的身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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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人承租荷蘭王的「王田」來耕種，經過漢人的辛勤開墾，

到鄭成功攻台前夕，全台開墾農耕地高達 12,000 多甲。

《台灣史地》又載，1661 年鄭成功入台，除了隨行的軍士

及眷屬一併來台投入移墾外，在滿清朝廷下令東南沿海居民內

撤時，趁機招徠大批流離失所、生計困難的民眾前來台灣移墾。

據統計，至明鄭末年，在台漢人已接近 20 萬人，拓墾的土地高

達 3 萬多甲。

清初遣返漢人回籍

薛化元著《台灣開發史》載，清廷滅掉鄭氏政權之後，雖然接受施琅

的建議，繼續統治台灣，但是他首先頒布「台灣編查流寓六部處分則例」，

將在台灣的漢人中與鄭氏政權有關係者，以及在台灣沒有妻室產業的

人，或是犯「徒罪」以上者，皆遷回中國大陸，又對中國大陸沿海居民

入台，採取嚴格的限制措施，使得滿清領台初期，台灣等漢人移民人口

曾經出現短期減少現象。根據合計，當時在台漢人總數的一半（約十多

萬人）被迫回籍，使得鄭氏時代開墾等土地大量荒廢，尤其是台灣北路，

幾乎形同放棄。

滿清的移民政策

當時連一向採積極態度的施琅，都主張限制漢人移民，康熙 23年(1684

年)遂頒布三條渡台禁令。根據禁令，來台者不准私帶家眷，縱使已來定

居移墾者也不得回原籍搬移家眷，使得台灣原有的男女人口不均問題更

趨嚴重。

公元 1694 年禁止粵地人民入台，使得台灣移民中來自廣東的客家移

民，不僅人數較少，其移民時間也較福建籍的晚。

漢人冒險渡海來台

清初雖然有渡台禁令，但沿海居民為避亂、謀生，仍然冒著生命危險，

不斷的渡海移民來台。其中以福建省的泉州及漳州居民較早移民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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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首先居住在台灣西部平原地區，原鄭氏時代開墾如今形同荒廢的土

地。

而泉州人又比漳州人來得更早些，多居住在海邊、港口一帶，從事工

商業。漳州人則居住於離邊稍遠的平原地區，大部份務農為生。

當客家人自粵東沿海移民來台時，台灣西部平原已經幾乎全為閩南人

佔據，他們只好聚集在高雄、屏東、桃園、新竹、苗栗、台中等靠山邊

等丘陵地帶，從事農墾及山坡農作。

泉州曾氏渡台入墾地區

泉州曾氏移民台灣統計如譜表 281--82 所示，泉州人從祖籍

原鄉到廈門港，搭船到澎湖補給後，再向東南到安平港上岸抵

承天府（今台南），或向東北到鹿港上岸而抵彰化縣治地區。要

到台灣北部的，則到淡水的滬尾港進入淡水河，再溯大嵙崁溪

而上到三峽、鶯歌一帶拓墾。他們大多是同鄉結伴來台，祖籍

地緣關係緊密，方言習俗相近，透過奉祀原鄉共同等神明，以

凝聚大家的力量。今以《乾隆台灣嶼圖》繪製移民路線的概念

圖，以供參考。

渡台入墾彰化縣府一帶 史地 7.72

從晉江龍山頭、同安、曾厝垵等移民到彰化縣府一帶的水美（今和

美）、花壇、北斗，轉徙台中豐原的有：

● 武 64 派：1670 日禮

● 武 65 派：1700 貞韜、貞聘、貞亮、貞皋、時尾

● 武 67 派：1740 允所

● 武 69 派：1770 曾尚

● 武 72 派：1890 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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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7.61. 泉州曾氏渡台入墾地統計

崇禎→順治 康熙→雍正→乾隆 嘉慶→道光….

1620-1682 1683-1788 1788-1861

荷蘭、明鄭 攜眷禁令（時禁、時弛） 攜眷禁令廢

同安大路尾 譜表 7.10

被遣返

65 肇珠等 3 人

新竹竹塹 66 曾賀、曾奇 、

67 曾廷

新竹竹北 66 曾弁

豐原：

72 曾來

泉州南安 譜表 7.20 台北三峽 66 瑞峰

台北鶯歌 66 克禎

桃園龜山 69 雲權、先篡、雲嚴

雲禽

晉江龍頭山 譜表 7.30 彰化水美 65 貞韜．貞聘、貞亮

貞皋

66 曾養、曾箴、曾博、曾岳

曾田、曾園

台南承天府:66 尚元、尚魯

晉江西頭 64 孟鏘、孟群

譜表 7.30

台南佳里 65 曾回

台中豐原 67 允所

廈門曾厝垵 譜表 7.40 彰化花壇 69 曾尚 桃園龜山 70

雙餘、文歉

同安縣 64 日禮譜表 7.50 65 時尾 二林北斗：

安溪上壇鄉 擺接堡新埔庄

64 奎成、奎長

板橋新埔江翠

66 呈喜 譜表 7.50

金井新市 63 集循、集壁

64 聞政

65 貞隆、66 尚封、推估達五十人

67 壁琛 帶領整個房系

計 11 人 估計 50 人以上 計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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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台入墾承天府一帶 史地 7.73

據台灣《水照譜》168 頁載，從晉江西頭、龍山頭來台移民到承天府、

台南佳里一帶的有：

● 武 64 派：1670 孟鏘、孟群

● 武 65 派：1700 曾回、貞經、貞縉

渡台入墾新竹竹塹一帶 史地 7.73

從泉州同安大路尾移民到新竹竹北、竹塹一帶的有：

● 武 66 派：1710 曾賀、曾奇、曾弁

● 武 67 派：1750 曾廷

渡台入墾台北三峽、鶯歌一帶 史地 7.74

從泉州南安、安溪、曾厝垵等移民到台北三峽、鶯歌、板橋、龜山一

帶的有：

● 武 64 派：1670 奎成、奎長

● 武 66 派：1700 瑞峰、克禎

● 武 66 派：1730 呈喜

● 武 69 派：1750 雲權、先篡、雲嚴、雲禽、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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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基 7.71 泉州龍山派曾氏→ 渡台開基祖

明初祖籍原鄉 譜表史地 來台開基祖(1690～1890) 渡台入墾地

曾教→54曾源房：

同安大路尾、灌口

譜表 7.10

史地 7.10

66 曾賀、曾奇、曾弁

72 貴徠

新竹竹塹、竹北

台中豐原

鼎伯→55 榮祖房：

南安縣

譜表 7.20

史地 7.20

66 瑞峰、克禎

69 雲權、先篡、雲嚴、

雲禽 呈譪

台北三峽、鶯歌

桃園龜山

襲祖→55 得安房：

晉江龍山頭

譜表 7.30

史地 7.30

65 貞韜、貞聘．貞亮、貞皋

66 曾養、曾箴、曾博、曾岳

曾田、曾園、尚續

66 尚元、尚魯

彰化芬園．水美

伸港

台中清水

承天府

襲祖→55 曾進房：

晉江西頭

譜表 7.30

史地 7.30

64 孟鏘、孟群

65 曾回

台南佳里

襲祖→55 曾直房：

晉江龍湖鎮

譜表 7.30

史地 7.30

66 尚壽、尚元、

67 允所 、曾裕

台中豐原

光綽→58 魁梧房：

海澄厚境

譜表 7.40

史地 7.40

77 育道* 1949 高雄市

曾英→55 宗禮房：

廈門曾厝垵鐵爐廟

譜表 7.40

史地 7.40

69 曾尚

70 雙餘、文歉

桃園龜山

曾介→54 欽理房：

同安縣

譜表 7.50

史地 7.50

64 日禮 彰化二林北斗

曾介→54 志旺房：

安溪縣

譜表 7.50

史地 7.50

64 奎成、奎長

66 呈喜

擺接堡新埔庄

曾俅→53 元起房：

晉江新市

譜表待補

史地 7.30

63 集循、集壁、64 聞政

65 貞陸、66 尚村 20 餘人

台南新市、

岡山

來台開基達 50 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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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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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7.60. 台灣建置與泉州曾氏渡台入墾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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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7.63. 晉江龍山頭、西頭曾氏→渡台入墾台南



第 7.6 節：泉州龍山派曾氏攜眷→渡台開基 7.85

史地 7.64. 同安大路尾曾氏—渡台入墾竹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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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7.65. 泉州南安、安溪、曾厝垵曾氏—渡台入墾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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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曾氏於唐朝中葉遷入福建開基，要比其他遷到廣東

蕉嶺五華、漳州南靖平和、汀州永定的時間，還要早

450 年。泉州曾氏經歷了晚唐亂世、五代十國的閩與

南唐、北宋、南宋、到元代的幾次改朝換代，其間在閩國與兩

宋時期，在朝為官顯要鼎盛，但隨著元滅宋的過程，泉州曾家

也跟著四處散落。到明朝初年，有些支脈找到新地拓墾，才又

開基建立了新家園。

明朝有 200 多年國泰民安的好日子，各地人口快速成長，但

因可耕土地面積有限，外遷謀生壓力日益增大。有些房系在明

鄭時，跟隨鄭氏部隊來台，但大部份是在清康熙占領台灣之後，

才渡台入墾台灣新地，計有：

(1) 同安大路尾 54 曾源房→渡台：

 66 曾寄、67 曾廷→ 入墾竹塹

 66 曾弁→入墾新竹竹北

 72 曾來→入墾台中豐原

(2) 南安 55 榮祖房→渡台：

 66 瑞峰→入墾台北三峽

 66 克禎→入墾台北鶯歌

 66 克禎→入墾桃園龜山

 69 雲權、先篡→入墾桃園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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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晉江東石 55(得安、曾進、曾直)房系→渡台：

 66(貞韜、貞聘)→入墾台南佳里

 66(貞亮、貞經、貞縉)→入墾彰化、承天府

 66 貞皋→入墾彰化水美

 64(孟鏘、孟群、六英)→入墾南佳里

 67 允所→入墾台中豐原

(4) 廈門曾厝垵 53(光綽、曾英)房系→渡台：

 海澄厚境的 77 育道→公元 1949 年遷台高雄

 69 曾尚→入墾彰化花壇

 70(雙餘、文歉)→入墾桃園龜山

(5) 同安 54 欽理房→渡台：

 63 日禮→入墾二林北斗

(6) 同安 54 志旺房→渡台：

 64 奎長→入墾擺接堡新埔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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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