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1 節：唐山祖 34 曾略：江西南豐支脈分遷 8.9

晚唐→五代→宋元→明清

公元(780→1370→1730)±20 年

武城 (34→56→68) 派

江西南豐→避遷開基→徙台

唐武城 34 派：780 曾略，丞第三子，唐官金紫光祿大夫節

度使，徙江西撫州西城甘山。據舊譜史料，戰國末期有武

城 8 派：前 240 曾盈（譜表 3.22），官東陽太子太傅，旋為

撫州長史；到西漢中葉，還有武城 12 派：前 120 曾壽（譜表 3.31），官

漢江西臨川長史。曾氏族人對江西撫州或臨川並不陌生。

撫州地理形勢

撫州歷史沿革載，秦代屬九江郡，漢改為豫章郡，三國吳建臨川郡，

隋開皇年間廢郡，取安撫之意，置撫州，撫州從此得名。

撫州位於江西東部，東鄰福建汀州，南接虔州，西連吉州。撫州主要

是由懷玉山和武夷山脈構成的山地丘陵，河流階地波狀起伏，早期漢人

墾殖較困難，而成為少數民族（畬族為主）聚居之地。在晚唐亂世百餘年

中，撫州較少受到干擾，居民也就少為遷徙避難而煩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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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501 江西撫州南豐行政圖

晚唐遷曾氏南豐 譜表 8.11；史地 8.11

譜載，遷撫州西城的 34 派略公，三代單傳到黃巢亂之際，武 37 派：

860 曾筠，字凌萬，唐官檢校大司空，配趙氏，封嘉國夫人，繼娶王氏，

封福國夫人，子三：游、洪、宏，自此后裔人口開始增多。

唐末武 38 派：890 洪立，筠次子，字熙和，官南豐縣令，旋陞檢校司

空，金紫光祿大夫，南門節度使，守南豐南城，曾氏乃遷南豐定居。38

派洪立為曾氏南豐三祖之一，配黃氏，封榮國夫人，子三：福、構、鐸。

福 建

汀州

虔州

吉州

洪州

袁州

信州

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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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的曾氏南豐

唐亡后，吳國割據獨立時，江西南豐 2 世武 39 派：920 延鐸，字仲警，

官銀青大夫右衛大將軍，配羅氏，封廣郡夫人，生子四：敷、照、旺、

光。

進入南唐之后，南豐 3 世武 40 派：950 仁旺（916-957 年），字果隆，官

蔭太守舍人，授翰林院學士，贈太師，贈封沂國公，配周氏，封楚國夫

人，子四：致、佐、從、咨。

到北宋初，南豐 4 世武 41 派：980 致饒（947-1012 年），字正臣，由貢士

登太平興國八年（983 年）王世則榜進士，知淮陽軍留使館，除秘書丞，

兩浙轉運使，累遷禮部郎中，改吏部，授朝請郎，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

以子易占貴（進士）贈諫議大夫，又以孫曾布貴（登科弟，宋神宗宰相）贈

太師密國公。

致饒公生平端方正直，好言事，有《仙鳧羽集》三十卷等著作。年

66 歲，葬南豐龍池源頭，王安石寫《墓誌銘》，歐陽修撰《神道碑》。配

黃氏，子七：從、知、直、簡、占、豐、持。女四。其中，易知、易占

二房有後裔避遷閩粵，輾轉徙台。

易知 曾惇 房：元初避遷石壁

譜表 8.12；史地 8.11

北宋曾氏自南豐 5 世武 42 派：1010 分支為二房：易知、易占。

易知，致饒次子，字體乾，號不昧，咸平戊戌年(998 年)進士，

官虔州太守。配伍氏，子四：罕、章、沖、準。

北宋南豐易知房

南豐 6 世武 43 派：1040 曾準，易知第四子，登章衡榜進士。配吳氏，

子五：崇、弼、開、懋、幾。南豐 7 世武 44 派：1070 曾幾，曾準第五子，

字茶山，官禮部侍郎。配陳氏，子一：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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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豐 8 世武 45 派：1100 曾鑑，字即川，配李氏，子五：恕、厚、陶、

傳、雋。南豐 9 世武 46 派：1130 曾恕，曾鑑長子，字繼忠，配陳氏，子一：

徵。

靖康之難，宋室南渡後，南豐 10 世武 47 派：1160 曾徵，官陝西蘭州

守禦所。配楊氏，子二：逢、逮。

南宋南豐 11 世武 48 派：1190 曾逮，官禮部侍郎。配翰氏，子二：蒼、

楚。南宋南豐 12 世武 49 派：1220 楚山，字振枻，又名立，官蘇州太守。

配謝氏，子一：紆。

南宋末，南豐 13 世武 50 派：1250 曾紆，字淮漸，又名公袞，登宋建

炎榜進士，官大中大夫。配劉氏，子三：惇、希周、□。

元朝入主統治中原的 100 年間（1260-1360 年），撫州南豐呈現不穩。

公元 1315 年，贛州路寧都縣變民蔡九五陷寧化，稱蔡王，元廷詔遣江浙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驢（章律）討之，蔡九五伏誅，餘黨悉平。

元初 51 曾惇避遷石壁

元初南豐 14 世武 51 派：1280 曾惇，字淙禮，官魯國公。公元 1293 年，

徙寧化石壁，與從大父希周同居。配熊氏，子一：輝。元朝石壁，南豐

15 世武 52 派：1310 仲輝，字齊榮。配李氏，子二：楨、佑。

元未佑孫遷廣東五華開基

元末，南豐 16 世武 53 派：1340 佑孫，號裕振，字志誠，度名法綱。因

1354 年汀州發生大飢荒，由寧化石壁徙廣東嘉應州長樂縣（後改名五華

縣），配聶氏、羅氏，繼配溫氏，子六：清(深)、淵、海(盟)、新、通(用)、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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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占→曾鞏)房：遷潮州澄海徙台新埔

譜表 8.13-14

北宋南豐 5 世武 42 派：1010 易占(989-1047 年)，字不疑。江西撫

州南豐人。曾致饒第五子，曾鞏之父。累官太常博士，贈光祿

卿。天聖二年（1024 年）進士，曆太子中允、太常博士。知如皋、

玉山、信州三縣，剛正不阿，政績裴然。因他兒子曾布得以富

貴，蔭補太廟齋郎，封魯國公。景祐四年(1037 年)，後因遭人誣

陷，坐法失官，配廣南衙前編管，此後家居十二年乃卒。據時

人記載，易占公乃受誣而被除名，但他並不耿耿於懷，反能通

達自放，從容著述，時人頗稱道於此。

易占家族五位進士

曾易占家庭生活很不幸。妻周氏生子曄後，早逝；續弦吳氏（即王安

石妻柘岡吳氏之祖父吳敏之妹），生鞏、牟、宰與一女，僅 11 年即病逝；

再娶朱氏，生布、肇與八女。朱氏吃盡千辛萬苦將孩子們帶大，且嚴督

功課，親自查書。除長子曄進士落選病逝歸途外，其他五子先後成進士，

並任高官顯宦，如曾布累官一品之尚書右僕射，宰相之位。兄弟間年齡

差距大，鞏生於天禧三年（1019 年），肇生於慶曆七年（1047 年）。女

婿皆中進士，第三個女兒嫁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

曾易占原本為從九品的臨川尉，中進士後因吳氏病逝，傷心地將孩子

送回老家，由祖母帶，未赴新任命。天聖六年（1028 年）赴真州（今儀

征市）任知監。十年（1032 年）調泰州如皋縣任七品縣令。

南豐先生曾鞏

北宋南豐 6 世武 43 派：1040 曾鞏(1018-1083 年)，號南豐先生，建昌南

豐（今江西南豐）人。北宋散文家，被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鞏生於一個官宦人家，12 歲就作了「六論」一篇，為當時所讚。

年十六，即篤志為古文。十八歲時隨父易占公遷移至玉山縣，其間周遊

http://www.baike.com/wiki/%E5%90%B4%E6%95%8F%E4%B9%8B
http://www.baike.com/wiki/%E5%B7%A9%E7%94%9F
http://www.baike.com/wiki/%E7%9A%86%E4%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6%98%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6%98%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A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A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5%AE%8B%E5%85%AB%E5%A4%A7%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E%E6%98%93%E5%8D%A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9%E5%B1%B1%E7%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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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寫成了《遊信州玉山小岩記》，內容主要是記述玉山縣的地貌，包

括溶洞、岩石等等。二十歲時再周遊全國，得當時名士歐陽修的賞識，

後來成為了歐陽修的得意門生，並稱「歐曾」。

公元 1057 年他中進士後，歷任太平州司法參軍、館閣校勘、越州通

判，濟州、福州知州。後受宋神宗邀請，到京師擔任中書舍人，進行編

修史書工作。曾鞏參與了整理並校勘《梁書》、《陳書》、《南齊書》、《戰

國策》等書，寫有「敘錄」。著有《元豐類稿》、《外集》等。代表作為《墨

池記》。其文風細膩，筆墨犀利。

避遷上杭→潮州澄海縣 譜表 8.13-14；史地 8.12

在網路查到新竹竹北忠恕堂的曾氏直系族譜摘要，登載略公：南豐(易

占→曾鞏)房，56 派允亮於明武六年(1373 年)遷徙潮州澄海縣圖濛，68 派

興拱 38 歲時乾隆二年(1737 年)渡海來台灣，初居士林，後遷徙新竹新埔。

今參酌公元 2013 年《重修武城上杭譜》第 1198，1260 頁等的記載，

重建南豐(易占→曾鞏)房徙台直系譜如譜表 503→504所示。

上杭：石壁南遷中繼站

據 1997 年《平和譜》、2014 年《南靖譜》、2013 年《上杭譜》等載，

曾氏從寧化石壁沿汀江南遷的路上，上杭縣是一個落腳中繼站，那裡有

先到的曾氏族人接應、補給，住一段時間後，再繼續南遷。

依族譜尺標參考年代推算，起源於江西贛州地區的元朝民變有二。第

一次是 1287 年福建汀州畬民鍾明亮起義，義軍很快發展到十餘萬人，活

躍於福建、江西、廣東三省交界區。到公元 1295 年忽必烈剛去逝的不久，

江西贛州興國人劉六十聚眾起義，建號稱王，聲震遠近。這時有：

 譜表 8.12：(易知→曾準)房的 51 派曾惇，於 1293 年自江西南豐

避遷寧化石壁；

 譜表 8.13 (易占→曾鞏)房的 53 派曾瓊，及譜表 505 (易占→曾布)

的 50 派嶼梁，亦避遷到寧化石壁。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1%8A%E4%BF%A1%E5%B7%9E%E7%8E%89%E5%B1%B1%E5%B0%8F%E5%B2%A9%E8%A8%9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A%B6%E6%B4%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2%A9%E7%9F%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9%99%BD%E4%BF%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3%E8%BB%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A1%E5%8B%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0%9A%E5%88%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8E%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7%A5%9E%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B%B8%E8%88%8D%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A1%E5%8B%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4%B9%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4%B9%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BD%90%E4%B9%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98%E5%9B%BD%E7%AD%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98%E5%9B%BD%E7%AD%9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83%E4%B8%B0%E7%B1%BB%E7%A8%B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96%E9%9B%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2%A8%E6%B1%A0%E8%AE%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2%A8%E6%B1%A0%E8%AE%B0&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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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在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江西贛州寧都人蔡五九聚眾起

義，反抗官府增加田畝賦稅，攻陷寧化，稱蔡王。其後，1318 年又有贛

州寧都縣人劉景周聚眾起義。依族譜尺標推算，這時有：

 譜表 8.13：(易占→曾鞏)房的 54 派殿玉，避遷上杭。

 譜表 8.15：: (易占→曾鞏)房的 51 派曾玉，避遷上杭十二鋪水南

里為家。

(易占→曾布)房：遷上杭 1949 拉夫徙台

譜表 8.16；史地 8.12

北宋南豐 6 世武 43 派：1060 曾布(1036-1107 年)，字子宣，

北宋大臣，進士出身，為曾鞏異母之弟。熙寧二年（1069 年）

被王安石推薦，漸受重用。其間與呂惠卿協助王安石制定新法，

計有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農田法，大臣朝士多反對新法，

唯獨呂惠卿與曾布始終堅定不移。

曾布一生積極參與王安石變法，在司馬光執政時，仍堅定地

維護新法，結果又被外調。被蔡京所排擠，御史交相彈劾，多

次貶為地方官。《宋史》將曾布列入奸臣傳，但梁啟超稱他是「千

古骨鯁之士，其才其學，皆足以輔之」。其妻魏玩為宋朝女詞人

之一。

居南豐譜系 譜表 8.15

北宋南豐 7 世武 44 派：1100 曾紆(1073-1135 年)，曾布第四子，字公

袞，行六三郎，號空清先生，理學名儒，官至中大夫直寶謨閣，建炎紹

興時（1130 年代）將漕江浙人為司農少卿，事江東轉運使。配臨川王氏，

子三：愊、忻、愷。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F%9B%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E%E9%9E%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6%99%E5%AE%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AE%89%E7%9F%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82%E6%83%A0%E5%8D%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8%8B%97%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D%E5%BD%B9%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7%94%B2%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6%9C%E7%94%B0%E6%B3%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AE%89%E7%9F%B3%E5%8F%98%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9%A9%AC%E5%85%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4%A1%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A1%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5%90%AF%E8%B6%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8F%E7%8E%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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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南豐 8 世武 45 派：1130 曾愊，1094 年生，字弘甫，紹興戊午年(1138

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賜紫金魚袋知鎮南軍事，又知黃洲、舒洲、天

台三洲。配江都喬氏，生子二：昭、晞。

南宋南豐 9 世武 46 派：1160 曾晞，字表庭，行十一郎，官登仕郎，配

陳氏，生子一：連。南宋南豐 10 世武 47 派：1190 曾連，字昇平，由任官至

朝清郎，知虔州訓軍等，配劉氏，生子二：貫源、貫淮。南宋南豐 11 世

武 48 派：1220 貫源，任宣教郎至武威軍簽判，配李氏，生一子；欽。南宋

南豐 12 世武 49 派：1250 曾欽，字明文，配揭氏，生二子；嶼梁、嶼渠。

徙上杭水南開基

元初南豐 13 世武 50 派：1280 嶼梁，一名壽興。因 1315 年贛州路寧都縣變

民蔡五九陷寧化，稱蔡王期間，更名受興，字周恒，徙福建汀州寧化縣，

又徙上杭縣十二鋪水南里而家焉。今為上杭水南房祖。配劉氏，生子二：

官、宧。

1949 拉夫隨軍徙台 譜表 8.16

國共內戰後期，戰敗而突圍的國民黨胡璭兵團，轉進到贛閩粵交界的

客家地區，一路「拉夫」補充兵源，準備長期對抗共軍。上杭水南里曾

氏也有 70 派傳達、傳鳳被捉，於 1949 年隨軍遷徙台灣，居桃園中壢。



第 8.1 節：唐山祖曾略：江西南豐支脈分遷 8.17

史地 8.11 唐山祖 34 曾略支脈：分遷撫州→南豐→寧化石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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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8.12 南豐 43 曾鞏房：遷潮州澄海→渡台新埔路線



第 8.1 節：唐山祖 34 曾略：江西南豐支脈分遷 8.19

譜表 8.10 34 曾略支脈：宋初遷江西南豐世系

家撫州西城→衍虞州南豐

武 33 派 武 34 派 接譜表 4.40；會訊 146 頁，豐順譜 42 頁，

曾 丞 唐山祖 曾 略 唐朝官光祿大夫，節度使，徙撫州西城甘山

唐山始祖 范氏、詹氏

潘鎮大亂 上杭譜 1197 頁

武 35 派：810 曾 煬 湯氏

武 36 派：840 曾 詠 字言志，錢氏

黃巢之亂

武 37 派：860 曾 筠 字凌萬，官檢校大司空，

趙氏封嘉國夫人，王氏封福國夫人

唐亡

南豐一世 武 38 派：890 游 立 洪 立 字熙和，行二郎，官南豐縣令 宏 立

南門節度使，守南豐南城，黃氏封榮國夫人

延福、延構、延鐸

吳 → 南唐 北 宋

南唐滅吳

武 39 派：920

南豐 2 世

南唐滅閩

武 40 派：950

南豐 3 世

宋滅南唐

武 41 派：980

南豐 4 世

宋遼和戰

武 42 派：1010

南豐 5 世

宋夏和議

武 43 派：1040

南豐 6 世

延 鐸

字仲警

右衛大將軍

羅氏封廣郡夫

人

嚴氏淑人

959 年由撫州

徙南豐

仁敷、仁照

仁 旺

916-957

字果隆

官蔭太守舍人

翰林院學士

太師沂國公

周氏封楚國夫人

仁 光

致 饒●

947-1012

字正臣，黃氏

983 年進士

授朝請郎

官尚書戶部郎

中直史館

佐 饒

從 饒

咨 饒

易 從●進士

易 知●進士

虔州太守，伍氏

易 直

易 簡

曾罕、曾章、曾沖

曾 準●

譜表 8.11

易 占●進士

989-1047

周氏

易 豐

易 持

曾 鞏 登科弟譜表 8.12

1018-1083，唐宋文學八大家

曾 布 譜表 8.13

登科弟，神宗宰相

曾 肇●進士

曾 宰●進士

晚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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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8.11 南豐 42 易知→43 曾準房：避遷石壁譜系

家江西南豐→福建汀州寧化石壁

唐山祖 南豐 1 世 南豐 4 世 接譜表 8.10

曾 略 洪 立 致 饒 947-1012，983 年進士，黃氏

武 34 派 武 38 派

宋遼和戰

南豐 5 世 武 42 派：1010 易 知 伍氏 易 占 989-1047

南豐易占房 接譜表 8.13-15

宋夏和議

南豐 6 世 武 43 派：1040 曾 準● 進士，吳氏 會訊 147 頁，豐順譜 42 頁

王安石變法

南豐 7 世 武 44 派：1070 曾 幾 茶山，禮部侍郎，陳氏 曾崇、曾弼、曾開、曾懋

南豐 8 世 武 45 派：1100 曾 鑑 郎山，李氏

靖慶之難

南豐 9 世 武 46 派：1130 曾 恕 繼忠，陳氏 曾厚、曾陶、曾傳、曾雋

南豐 10 世武 47 派：1160 曾 徵 陝西蘭州守衛所，楊氏

蒙古崛起

南豐 11 世武 48 派：1190 曾 逢 曾 逮 禮部侍郎，翰氏

蒼山、楚山

南 宋 大 元 明 初

宋蒙滅金

武 49 派：1220

南豐 12 世

蒙古侵宋

武 50 派：1250

南豐 13 世

宋亡、元世祖

武 51 派：1280

南豐 14 世

元帝位相爭

武 52 派：1310

元順帝 明洪武

武 53 派：1340 武 54 派：1380

五華 1 世 五華 2 世

楚 山

蘇州太守

曾 紆●

進士，劉氏

准漸、公袞

官大中大夫

希 周

徒寧化石壁

曾 惇

淙禮，熊氏

官魯國公

1293 年徙

寧化石壁

仲 輝

齊榮，李氏

念四郎

佑 禎 廣 深四子

徙長樂 廣 淵 五子

佑 孫★ 廣 盟 三子

號裕振，志誠 廣 用 三子

羅氏，繼配溫氏 廣 新 九子

徙嘉應州五華 廣 泰 五子

譜表 8.20

南

宋

北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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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8.12 南豐 42 易占→43 曾鞏房：元未遷潮州澄海譜

家南豐→徙潮州澄海縣

唐山祖 南豐 1 世 南豐 4 世 接譜表 8.10

曾 略 洪 立 致 饒 947-1012，983 年進士，黃氏

武 34 派 武 38 派

宋遼和戰

南豐 5 世武 42 派：1020 易 占● 989-1047，周、吳、朱氏 易 知 伍氏

南豐易知房接譜表 8.11

宋夏和議

南豐 6 世武 43 派：1040 曾 鞏 1018-1083，晁、陳氏 曾 布● 進士 曾肇、曾 宰●

唐宋八大家， 宋神宗右丞相 譜表 8.14

王安石變法

南豐 7 世武 44 派：1070 曾 綰 林氏 曾 綜 曾 綱

罷新法

南豐 8 世武 45 派：1100 曾 悊 曾 怘 蘇氏 曾懸、曾怤、曾憩

南豐 9 世武 46 派：1120 曾 密 曾 罃 李氏

南豐 10 世武 47 派：1140 本 吉 黃氏

南豐 11 世武 48 派：1170 日 宣 李氏

南豐 12 世武 49 派：1190 曾 榮 蕭氏

南豐 13 世武 50 派：1220 曾 龍 壬氏

南豐 14 世武 51 派：1240 紹 宗

南 宋 大 元 明 初

宋蒙滅金

武 51 派：1240

南豐 14 世

蒙古侵宋亡

武 52 派：1270

南豐 15 世

元世祖

武 53 派：1290

上杭 1 世

元帝位相爭

武 54 派：1320

上杭 2 世

順帝洪武 明洪武

武 55 派：1340 武 56 派：1370

上杭 3 世 澄海 1 世

紹 宗

金氏

祚 昌 曾 瑜

曾 瓊★

姚氏

曾 瑤

曾 琳

1315 年蔡五九亂

殿 玉

楊氏

徙寧化縣，又徙

上杭縣而家焉。

錕 鋙 允 亮★

鄭氏 何氏 譜表 8.13

明洪武六年(1373)遷

潮州澄海縣圖濠

南

宋

北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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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8.13 南豐 43 曾鞏房：潮州澄海→渡台新埔

潮州澄海縣→渡台新竹新埔

南豐 1 世 南豐 6 世 上杭 1 世 澄海 1 世 接譜表 8.12

洪 立 曾 鞏 曾 瓊 允 亮 何氏，1373 年徙潮州澄海縣圖濛

武 38 派 武 43 派 武 53 派

澄海 2 世 武 57 派：1400 曾居、曾隱 曾 苑 倪氏

帝位相爭

澄海 3 世 武 58 派：1430 清 齋 倕 昆 林氏

澄海 4 世 武 59 派：1460 篤 恭 陳氏

成化弘治

澄海 5 世 武 60 派：1490 懷德、恂直、敬止 誠 齋 張氏 磪 翁

澄海 6 世 武 61 派：1520 直 義 存 誠 陳氏

澄海 7 世 武 62 派：1550 養 心 平 直 林氏

澄海 8 世 武 63 派：1580 宏 宏 仰 謝氏

澄海 9 世 武 64 派：1610 聞 聞 順 林氏

澄海 10 世 武 65 派：1640 貞 貞 漢 貞 超 蔡氏

澄海 11 世 武 66 派：1670 尚 尚 駿 尚 魏 楊氏

明 鄭 清 初 清 代

順治康熙

武 66 派：1670

澄海 11 世

康 熙

武 67 派：1700

澄海 12 世

康熙雍正

武 68 派：1730

澄海 12 世/台 1 世

乾 隆

武 69 派：1760

台 2 世

乾 隆 嘉 慶

武 70 派：1790 武 71 派：1810

台 3 世 台 4 世

尚 魏

楊氏

衍 徐

郭氏

衍 源▲

衍 仕

興 勉

興 純

興 拱★

1738 徙台北士林

乃 士

黃氏

遷新竹新埔

尊 團

尊 來

尊 添

尊 貴

衍 衡▲ 興 朝★

明

代

明

末

清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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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8.14 南豐 42 易占→43 曾布房：徙上杭水南譜

虞州南豐→徙汀州上杭

唐山祖 南豐 1 世 南豐 4 世 接譜表 8.10

曾 略 洪 立 致 饒 947-1012，983 年進士，黃氏

武 34 派 武 38 派

宋遼和戰

南豐 5 世武 42 派：1020 易 占● 989-1047，周、吳、朱氏 易 知 伍氏

南豐易知房接譜表 8.11

宋夏和議 上杭譜 1198 頁

南豐 6 世武 43 派：1070 曾 鞏 曾 布● 進士，1035-1107， 曾肇、曾宰●

1018-1083 宋神宗右丞相，魏氏

王安石變法

南豐 7 世武 44 派：1110 曾 紓 1073-1135, 學理名儒，王氏

上杭譜 1260 頁 博學弘詞科，中大夫直寶謨閣
罷新法

南豐 8 世武 45 派：1140 曾 愊● 進士，朝散大夫，江氏

靖慶之難

南豐 9 世武 46 派：1170 曾 晞 登仕郎，陳氏

南豐 10 世武 47 派：1200 曾 連 朝清郎，知虔州訓軍，文氏

蒙古崛起

南豐 11 世武 48 派：1230 貫 源 宜教郎，武威軍簽判，李氏

曾 欽

南 宋 大 元 明 初

宋蒙滅金

武 49 派：1260

南豐 12世

蒙古侵宋亡

武 50 派：1290

上杭水南 1 世

元世祖

武 51 派：1330

水南 2 世

元帝位相爭

武 52 派：1360

水南 3 世

順帝洪武 永樂

武 53 派：1390 武 54 派：1420

水南 4 世 上杭水南 5 世

曾 欽

揭氏

上杭譜 1261頁

嶼 梁★

劉氏

曾 官

丁氏

曾 永

鄉進士，

鄭氏

彥 淙 曾 敏

庠生 儒士 譜表 8.15

謝氏 湯氏1315 年蔡五九亂，徙寧化縣，

又徙上杭縣十二鋪水南里而家

焉。

南

宋

北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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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8.15 上杭水南 54 曾敏→70(傳連、傳鳳)：1949 隨軍徙台

汀州上杭水南→1949 遷台

南豐 1 世 南豐 6 世 上杭水南 1 世 水南 5 世 接譜表 8.14；上杭譜 1261 頁

洪 立 曾 布 嶼 梁 曾 敏 儒士、湯氏

武 38 派 武 43 派 武 50 派

上杭水南 6 世 武 55 派：1450 石 寧 張氏

上杭水南 7 世 武 56 派：1480 允 端 林、雷氏

上杭水南 8 世 武 57 派：1520 曾 俊 湯氏

上杭水南 9 世 武 58 派：1550 仕 明 陳氏

萬 曆

上杭水南 10 世武 59 派：1580 曾 銘 周氏 曾 練 雷氏

上杭水南 11 世武 60 派：1610 曾 化 周氏 曾 鳳 江氏

上杭水南 12 世武 61 派：1640 曾 勳 姜氏 郡 久 吳氏

順治康熙 上杭譜 1264 頁 上杭譜 1269 頁

上杭水南 13 世武 62 派：1670 上 發 林氏 上 卿 郭氏

上杭水南 14 世武 63 派：1700 宏 宏 偉 林氏 宏 日 蔡氏

上杭水南 15 世武 64 派：1740 聞 聞 生 羅氏 聞 學 黎氏

上杭水南 16 世武 65 派：1770 貞 貞 雄 謝氏 貞 近 陳氏

上杭水南 17 世武 66 派：1810 尚 尚 英 1778-1831, 陳氏 尚 祚 羅氏

上杭水南 18 世 衍 琳 衍 貴

清 末 中華民國 （台灣）

道光咸豐

武 67 派：1840

水南 18 世衍

同治光緒

武 68 派：1880

水南 19 世興

民 國

武 69 派：1920

水南 20 世毓

退據台灣

武 70 派：1950

水南 21 世傳

台 灣

武 71 派：1980 年

紀

衍 琳

1815 生廖氏

興 淙

1837 生

毓 黎

周氏

傳 連 1949 去台灣，

失考 上杭譜 1273 頁

衍 貴

1814 生，胡氏

上杭譜 1289 頁

興 才

1860 生

毓 霖

1896 生，葉氏

傳 鳳

1927 生，許氏

1949 去台灣

紀明、紀華 居桃園中壢

紀成、紀旻

紀 哲

明

代

清

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