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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寶山竹東 曾新衡

2016 年 3 月

終追遠，敬祖尊宗，固有之道也，嘗祀不詳，無以識昭穆，

尋根溯源、傳承千年血脈，昭垂子孫，揚我忠恕一脈相傳

之情操，光耀中華民族少有系出上古軒轅黃帝之英裔聖君

夏禹王，名符其實的 4000 年前是一家，素有『天下一曾無二曾』的

顯著特點，足以彰顯曾氏淵遠流長，是最具代表的氏族特性。

曾姓南遷盧陵發脈

曾姓源出於夏禹，在商周千餘年間在今河南遷徙，到春秋末年，家

族中出了個影響後世的曾點、曾參父子，儘管較早的世子巫是曾姓始祖，

但是所有曾姓族譜都把被後世尊封為「宗聖」的曾子，作為自己的開派

始祖。

曾據，生於漢元帝元年戊寅（公元前 43 年）為曾氏“南遷鼻祖”。西

漢永光年間加封關內侯。曾據遵循宗聖“忠君愛國，驅邪匡正”之訓，恥事

新莽，舉家挈族千餘人，盡徙江西，居廬陵吉陽鄉。曾據南遷這裡後，

人丁興旺，成為曾氏旺族中心。晚唐，33 派曾丞，司空兼尚書令，34 派

曾珪、曾舊、曾略三兄弟發脈，裔衍福建、廣東，成為曾氏繁衍昌盛之

期。

53 佑孫隨大父遷石壁

據元朝汀州史料記載：曾略的裔孫 51 派曾惇，宋末官封魯國公，家

江西撫州南豐，於公元 1315 年蔡九五民變時舉家（攜子仲輝，二孫佑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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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孫）避遷寧化縣石壁村。佑孫公，號裕振，字志誠，渡名法綱，公元

1310 年出生於江西撫州南豐，配羅氏，繼娶溫氏，生六子：廣深(又名廣

清)、廣淵、廣盟(又名廣海)、廣新(又名廣高)、廣通(又名廣用)、廣泰。

佑孫全家避難遷五華

元末社會動盪不安，居民紛紛外遷避難。元順帝至正十四年（1354

年)，汀州路發生大飢荒，40 多歲的佑孫全家大小，南遷到廣東潮陽縣（今

屬汕頭市），奈因土匪騷亂不斷，再遷到嘉應州（今梅州市）長樂縣（今

五華縣）高竹園的高鳴寨為家。

五華佑孫公有六子、二十餘孫、上百個曾孫，家族空前龐大，尤以廣

淵、廣新二房最為旺盛。今之廣東梅州五華縣及豐順縣人口，曾姓佔多

數且多為佑孫公派下子孫，為該縣第一大姓，現今曾氏子孫在五華縣及

豐順縣人才輩出，事業有成，彰我氏族之光。

53 佑孫派下裔衍台灣

佑孫公派下裔衍臺灣眾多，簡述如下：

 廣清(深)房：67 派雲浩、雲玉兄弟，申請良民證跨海攜眷遷台，

入墾苗栗通霄，成為開台祖。

 廣淵房：甫房系 58 派大一郎、大六郎為感念太祖媽溫氏恩情，

大六郎過繼給溫樸善、大一郎過繼給溫樸庵為後，而改姓曾溫。

大一郎系一支脈遷台桃園觀音；大六郎系一支脈遷台新竹寶山。

 廣淵房：襁甫裔武城 67 派：1750 仁芳、日芳兄弟，遷台開基龍

潭。

 廣淵房：祖義裔武城 66 派：1750 俊發、俊成兄弟遷台新屋永安

開基，接著有武城 67 派大舉遷台新屋，督玉遷台新竹縣竹北。

 廣淵房：祥甫裔 66 派有惠遷台豐原鎮。65 派習誥遷台石岡鄉，

饒平，武城 66 派成暢遷台太平鄉。

 廣通房：宗甫裔 54 派廣通，又名廣用，傳到 66 派君品遷台楊梅、

新屋開基。

 另依國家圖書館台灣地區家譜聯合目錄資料庫收藏曾氏族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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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顯示：廣淵房—甫房系 55 派裔衍雲林縣二崙鄉。

曾溫氏世祖傳衍概述

在略公一系中，曾溫一派的地位極為特殊，佑孫公派下裔孫曾溫一

系，源於宋末曾氏 51派曾惇於江西撫州南豐避遷至寧化縣石壁村時，結

識溫樸善、溫樸庵兄弟，兩家情誼頗深，適逢佑孫成年且門當戶對，因

而溫樸庵之女婚配佑孫。溫樸善、溫樸庵兄弟因無丁傳衍,復於其後將家

業贈予曾氏，為感念太祖媽溫氏恩情，大一郎、大二郎及大六郎，分別

過繼給溫樸善、溫樸庵為後，而改姓曾溫，同時祭祀溫氏先祖，有“生

曾死溫”之說，迄今仍循規曾為姓，往生後加溫姓，是為豐順曾溫氏的

典故。

據《豐順曾氏聯修族譜》記載，與大六郎系曾溫 17 世祖書發公遷臺

攜來之族譜輩序比對，其輩序詩章完全吻合無誤，原稿內容如下：

一、世代留傳本支輩序，列明對第六輩起詩曰：

元日思弘起。文宗世相承。詩書光前德。忠恕繼先聲。

烈祖貽謀大。賢嗣讚緒興。穆皇傳奕葉。昌熾衍雲礽。

仕進芳名遠。登朝顯爵榮。洪才施偉績。經畧濟時英。

二、世代留傳，無論窮達生歿，俱用曾溫二字為姓，不可改易，凡

少年者，須讀熟謹記勿忘也，倘遇本族人，方可將輩序以明尊

卑，溫姓不用婚姻為對，定例永尊，此訓曰熾曰昌。

三、族譜原本是可貞公編成，乃從明朝起以上原因未詳，無甚大害，

惟願從今當依輩序另立簿記錄。

曾溫氏裔衍台灣近況

目前在臺的大六郎系裔孫，因攜臺原始族譜失蹤已久，迄至 2011 年，

第 21 世新衡決定尋根溯源，於 2014 年清明掃墓祭祖，原負責保管族譜

之第 19 世的五房裔孫自香港攜回原族譜，子孫得以重見。此期間五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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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均未依輩序表排輩取名。

豐順縣以曾溫一脈子孫為主，目前，曾溫一系已衍至 79 派德字輩。

在豐順的各房系，已有 5,000 餘人，加上台灣桃園縣觀音鄉的大一郎系一

支 192 人，竹東(寶山)大六郎系一支 198 人，是豐順曾氏宗支的第一大系。

而且世代書香，人才輩出，在歷史上有較大的影響和作用。

公元2016年4月桃園市曾氏宗親會在理事長曾獻斌(曾溫大一郎裔孫)

率領下，展開為期七天的福建、廣東尋根之旅。經赴廣東豐順查證比對，

豐順曾溫一脈目前仍保存原有曾溫輩序表，但自 21 世忠字輩起，已普遍

改用曾氏統一排輩。是故曾溫一脈輩序如欲清楚明瞭，必需兩岸對照，同

時表列曾氏武城輩序表、曾溫輩序表及豐順曾溫改用曾氏統一排輩輩序

表、遷臺後曾溫後裔另訂之輩序表，方能以明尊卑。

大六郎裔孫書發公派下曾新衡，得豐順曾溫宗親鼎力相助，走進歷

史，目睹 200 年前高洋寨老家景象，雖僅剩殘垣斷壁、石板鋪地，但朱

雀明堂仍存，家宅格局三進二廳清晰可見，令人感慨。

祖墳及宗祠的修建

五華縣玉湖塘山頂佑孫公祖墳，近年因後世子孫發展昌盛，進行總體

規劃重新修建花園墓園，當可慰祖上先賢；當今豐順縣境內曾溫歷代祖

先祖墳，曾溫始祖溫樸善/溫樸庵公、樸庵公夫人翁氏婆、四世祖念十三

郎公、五世祖德勤公(碑已失)及夫人巫氏婆、六世祖法開公、八世祖心惟

公等祖墳歷歷在目，令後世感動不已。

豐順縣、五華縣曾氏宗祠及豐順曾溫宗祠『鈞安園』、曾溫五世祖德

勤公祠等歷代祖先牌位供奉完整。曾溫宗祠『鈞安園』2016 年 5 月 6 日

動工修繕，預計年底完工。曾溫一系來龍去脈終得印證圓滿，曾溫子孫

只要前往豐順一行，當可對先祖傳衍有完整認識。



8.0：〈本章導讀〉 8.7

佑孫公-曾溫房系徙台譜源考

武 52 派：1310 曾仲緷 溫樸善 處士 溫模庵 翁氏

元順帝 伯父

武 53 派：1340 佑 孫 溫 氏
羅氏、繼娶溫氏，生六子 29 孫

明 初 清 代

明洪武

武 54 派：1370

永 樂

武 55 派：1400
外遷渡海徙台

廣 深四子

廣清，黃氏

授 甫

海甫、湖甫．統甫

66 派苗栗通宵

廣 淵五子

聶氏

禎 甫 曾溫大一郎

衤粦 甫 曾溫大六郎

襁 甫

褓 甫

祥 甫

69 派世桂 (桃園觀音)

73 派書發 (寶山竹東)

56 派文海 (五華梅林)

57 派柤義 (陸豐西山)

67 派大舉 (桃園新屋永安)

67 派濬玉 (新竹竹北新埔)

66 派習誥 (台中石岡)

67 派有惠 (台中豐原)

67 派有書 (台中太平靜)

廣 海三子

廣盟，林、賴氏

精 甫

若甫、鐸甫

遷程鄉縣

廣 通三子

廣 用

樂甫、敬甫

宗 甫

遷興寧黃陂

66 派君品 (桃園楊梅)

廣 新九子

廣高，一柯

錢、李、古氏

壽、成、信、慶

章、榮、德、賢

良 甫

66 派迺華．迺榮等 (桃園中壢)

67 派仁芳 (龍潭) 73 派曾水照

廣 泰五子

賴、王氏

傳甫、學甫、習甫

寧甫、安甫

遷鎮平義化都

元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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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