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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清同治

公元（780→1870)±20 年

武城 (34→71 派)

江西南豐→寧化石壁→梅州豐順→遷徙台灣

民國三十年重修《曾溫氏族譜》序(1) 曰：「….，即如

吾族素來無譜故，祖宗當日播遷跋涉之勞，創造艱難之

苦莫之或如，每嘗嘆惋，恨無一人以述之，….。歷觀名

家巨族皆立族譜，以敘世系，以誌事跡。…」

序(2) 曰：「今夫族之有譜，所以敦本弟親昭信，純實以垂久遠，以

稽世系，使後世子弟知所自也。吾族曾溫氏原籍汀州寧化石壁村，遠祖

念四郎濠公妣楊氏，念五郎潤公妣黃氏，衍派業經世亂，而傳下二三四

世之祖，俱俱遺失無稽，五世而樸公繼傳即今族中開創始祖樸善公、樸

庵公也，兄弟拮據播遷始於揭之藍都居焉。有明遭橫池之變，綠林之擾，

逐致六七八九十世之祖又盡失其跡，良可悼已。十一世大輩，僅存兄弟

六人自故居者三如：大一郎公、大二郎公、大六郎公是也；移居外邑者

三如：大三郎公、大四郎公、大五郎公，俱不知所住也。故今衍派已

繁，….。使非筆之於譜，吾恐數十傳後，昏然不知祖考所自出，世系所

由分也。」

譜系考證假說

曾溫譜系極為特殊。考證依據肇始於清嘉靖四年(公元 1799 年)可貞公

主修，又經民國三十年重修的《曾溫氏族譜》，並參酌民間口傳和其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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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材料。關於曾溫氏的由來，有“生曾死溫”之說，民間口傳有多種解

釋。有謂「溫姓兒子過繼舅父」；有謂「曾姓兒子過繼給姑姑」；亦有「考

證曾溫氏原為溫姓，因與宋姓爭祖基風水地，得揭陽曾姓幫助，縣令曾

阿諾占親勝訴，因此曾溫並稱云云」。關於曾溫氏的由來，民間傳說紛紜，

莫衷一是。

關於此事，民國《曾溫氏族譜》凡例有記述：(1) 姓氏「曾溫」二字，

吾嘗考其遺記，無有載其來歷，即訪諸故老，亦莫之或知，前人不及記，

後人不敢附會強記焉。(2) 祖地。其經修理改銹碑者，則曾溫並書。其不

經修理改銹碑者，仍系溫公，沿其舊也。聞亦有改銹碑，而仍系溫公者，

不改及檢也。即河溝南門祠堂祖碑仍系溫公，倘日後修飾總宜二字並稱

為妥。此譜為可貞公手撰，可見嘉慶年間，曾溫氏來由已不可知。

駁舊公支脈說

據《豐順曾氏考》第 9 頁載：民國三十年重修《曾溫氏族譜》有“大

始祖傳派歷代公名”列出世系，以一派參公為大始祖，而 55 派啟源公之

後，為 56 派“紋裕”公，其下為 57 派豐順曾溫氏始祖樸善、樸庵公。

這個世系表應為可貞公原作，若果如此，表明曾溫氏一脈在嘉慶年間已

用族譜，確定曾氏的認同和世系位秩。

【駁】：查，廣東蕉嶺 2013 年《續修武城曾氏族譜》的 43 頁，舊公

→茂林房系吊線圖有 53 派裕振→54 派添政→55 派啟源→56 派萬六郎的

一脈。在 46 頁的啟源房系吊線圖，有 55 派啟源→56 派萬六郎→57 派廷

用的一脈。

又查 48 頁的譜牒記述，啟源三子萬六郎 56 派，諱紋裕，諱得睦，配

黃氏，生二子：廷輔、廷用，徙梅縣松口鎮洋坑開基，而肇居洋坑（始

基太平鄉）。裔衍松口鎮洋坑、梅教、…..、興寧縣黃陂、惠東縣平山等

地。查無“豐順”的隻字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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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查 49 頁的譜牒，萬六郎（諱紋裕）次子廷用，誕於元，歿於明洪

武 28 年(公元 1395 年)，壽 90 餘。配溫氏，生子二：子福、子富。繼娶劉

氏，生子三：子華、子成、子良。家松口洋坑，肇居桃源鋪。雖然配“溫

氏”似有沾親溫氏之說，但其居住地則毫無“豐順”的記載可稽。

又查公元 1999 年《豐順譜》6 頁載：啟源公次子萬六郎衍派傳至 68

派秀伯公，由梅縣遷居豐順，為砂田南寮開基祖，今衍至 77 派 25 世，

56 人。未提及溫氏半字。

寧化溫氏譜系

曾溫氏譜系淵源，宜從溫氏遷入寧化石壁，找出溫樸善、溫樸庵

兄弟的祖源，看看是否與“六七八九十世之祖”又盡失其跡的譜系

有關。據公元 2010 年余保雲編著《寧化客家姓氏》一書之唐末遷入

篇，溫氏出自姬姓。

西周初，文王次孫，武王次子叔虞，被其胞兄成王封于唐國為諸

侯，故稱唐叔虞。叔虞之六代孫明由，受封于河內溫邑（河南溫縣），

其子孫以封地“溫”為姓。望出太原郡。唐叔虞傳至 87 世少四郎，

諱沅宗，仕唐為團練使。原籍虔化，因藩鎮擁兵割據世亂，乃隨母

逃避山林居住，于唐開成元年丙辰(公元 836 年)遷居石城縣豐義里，

妣何氏，繼妣吳氏，生一子同保。

溫同保遷入寧化 譜表 8.41

同保 1 世：820 同保，唐大中元年丁卯(847 年)生于石城豐義里溫坊，于

後梁開平三年己巳(909 年)，移居柏林里野芋窩。後于福建寧化永豐里中

瓦窟（今河龍鄉境）自建學館稱“溫坊”，招收學子，教書育人。妣賴

氏生九子：元春、元夏、元秋、元冬、元尚、元高、元林、元興、元旺。

依寧化溫氏族譜史料，溫樸善、溫樸庵兄弟應屬元旺公房的後裔。

寧化同保 2 世：870 元旺，妣張氏，生二子：成奉、瑗翁。同保 3 世：900 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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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字萬良，居溫坊檀樹下，乃稱“溫坊譜”。自此，唐亡，進入五代

十國。瑗翁生三子：一郎、二郎、三郎。長子同保 4 世：930 一郎，傳到南

宋初的同保 11 世：1130 志翁，族譜世系代代清楚。

瑗翁之次子同保 4 世：930 二郎，生二子：偉器、偉賢。同保 5 世：960

偉器，生二子：文慶、文度，分居塘背嫡祖。偉賢則為梅州長樂縣之嫡

祖。其後無考。瑗翁之三子同保 4 世：930 三郎，生二子：濂翁、汝翁。同

保 5 世：960 汝翁守寧化舊居縱崗，傳至同保 11 世：1140 漢章，諱應，字七

五，宋進士，欽點探花，官任河南大主考，授光祿大夫，生三子：念五

郎（讀浩）、念六郎（讀經）、念七郎（讀典）。依族譜尺標推算，同保 11

世：1140 正是北宋欽宗的靖康之難，宋室南渡的亂世時代，《寧化溫氏族

譜》的同保 6-10 世因而失記。

遷石壁溫氏家譜 譜表 8.42

公元 1127 年靖康之難，北宋滅亡，北方人民大批湧向南方，形成中

國歷史上第三次北方人口南遷浪潮。遷入汀州寧化的北方人日漸增多，

壓縮早先遷入寧化的“原住民”空間。因此同保 12 世：1170 德嶠，被迫遷

至更郊區的石壁村，族譜尺標轉乃為同保 12 世／石壁溫 1 世：1170 或簡寫成

溫 1 世：1170 德嶠。（見譜表 8.41）

《溫氏族譜》載，南宋溫德嶠，念五郎，號讀浩，生于紹興元年辛

亥(公元 1131 年)，戊子(公元 1168 年)科中試舉人，會試賜進士，殿試探

花及第，因鎮平西番作亂有功，敕封內閣侯伯大丞相。其裔孫溫 3 世：1230

均全，字九郎，居汀州上杭；均富，字顯貴，諱少九郎，生六子：貴延、

貴堂、貴舜、貴承、貴福、貴仁。均富次子溫 4 世：1260 貴堂，裔孫則由

寧化石壁衍閩西、廣東、江西各地。

石壁溫氏家譜世系

汀州一帶盛行的奏祖法名，樸善、樸庵兄弟所指的石壁溫 1 世：1170

濠公念四郎、潤公念五郎，與溫 1 世：1170 德嶠念五郎之間，必是同輩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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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甚至同為一人也不無可能。即使僅是胞兄弟關係，也可找出失記

家譜的世系。

寧化石壁的溫 1 世：1170 濠公念四郎、潤公念五郎，是生在宋金和議

的局勢不穩定時代。屢次和議均賴簽訂巨額歲幣的條約才得維持和局，

但大量歲幣嚴重損傷了宋的國力。接著是蒙古崛起，備受威脅，而益趨

衰微。傳到溫 4 世：1260 時，蒙古三次侵宋，南宋遂於公元 1279 年亡。寧

化石壁地屬汀州路，是文天祥勤王對抗元軍路經之地，甚多居民傷亡，

溫 2～-4 世因而失記。

寧化石壁溫氏家世譜

宋金和議

溫 1 世：1170 德 嶠 溫 濠 溫 潤

念五郎 念四郎 念五郎

蒙古崛起

溫 2 世：1210 失記一 失記 B2

宋蒙滅金

溫 3 世：1240 均 富 失記 B3

蒙古侵宋亡

溫 4 世：1270 貴 堂 失記 B4

元世祖

溫 5 世：1300 樸 善 樸 庵

帝位相爭

溫 6 世：1340 失記 C6 女溫氏

曾、溫聯姻親家

據史料，曾氏遷入寧化石壁有二次，第一次是舊公→40 派中彥，於

北宋滅南唐的公元 970 年代，從江西虔州寧都，經石城越過武夷山嗌口，

南

宋

元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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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到福建寧化縣懷德鄉柑欖村為家。經 300 年後，傳到中彥→50 派茂森

→53 派裕振，於公元 1338 年因汀州大水，由兒媳曾聶氏帶領一家，隨難

民潮越過閩粵邊界，南遷到梅州蕉嶺為家。53 派裕振這一支脈曾氏，與

寧化石壁溫氏無關。

第二次是元朝中葉公元 1315 年贛州路寧都縣民護蔡五九陷寧化，稱蔡

王，元廷詔遣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驢討之，蔡五九伏誅，餘黨悉平。

這一事件的主戰場在寧化石壁一帶，地為之虛，突然成為一片“荒地”。

這時，原居南豐的“略公→51 派曾惇”一家，乃遷入寧化石壁那片“荒

地”墾殖為家。

1999 年《豐順譜》載，溫 5 世／1300 溫樸善為“處士”，也即隱居不

做官的學者。剛遷入石壁的武城 51 派：1280 曾惇，魯國公，也是學富五車

的學者。武城 53 派：1340 佑孫隨祖父遷入石壁時還是幼童，經二十年長大

為俊男，該是到婚娶成家的時候，曾、溫二家正是門當戶對。

佑孫婚配溫氏考

據民國 72 年《會訊譜》146 頁載，武城 34 派祖略公《南豐房祖》，

53 派佑孫，號裕振，字志誠，度名法綱。因元兵擾攘，不能安居，由寧

化徙居廣東嘉應州長樂縣(今梅州五華），配溫氏，子六：清、淵、盟、新、

通、泰。又據揭西五經富公元 2000 年曾百川編著《曾氏史話》69 頁載，

53 派祖曾佑孫，配羅氏，繼娶溫氏，生子六。這兩項史料均證實，佑孫

公配溫氏。其族譜尺標分別為：

 寧化石壁武 53 派：1340 佑孫

 寧化石壁溫 6 世：1340 溫氏

佑孫與溫氏同是一個年代的寧化石壁人，佑孫是娶了溫樸庵的女兒為

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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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植“56 派廣淵”

另據民國初年的《武城曾氏續修譜牒》載，南宗三大房的略公房：57

派志誠，字法綱，號裕振，官鎮南參政，配聶氏、羅氏、溫氏。這個版

本部不可考，原因有三：

(1) “53 派佑孫”文字未出現；

(2) 53 派誤植為 57 派，當係以始祖曾巫為曾一世算起，而不以宗

聖公曾子的武城 1 派算起；

(3) 出現聶氏。導致長樂的「54 派廣淵」，被誤植到【舊公→53 派

裕振→54 派天秩（配聶氏）→55 派啟源】支脈下的“56 派廣

淵”，而且派序相差 2 代。許多《老譜》也因而跟著錯接。

曾氏、溫氏分遷五華、豐順

史地 8.41

譜載，元順帝至正十四年（1354 年），汀州路發生大飢荒，時年

40 多歲的佑孫一家大小，南遷到粵東海陽縣黃粗村的舟行坑安居。

（元代置潮州路，治所在海陽縣，轄境相當今廣東省豐順、揭西等

縣以東地。明朝洪武二年(1369 年)，改為潮州府。）另據民國 30 年

《曾溫氏族譜》序載，“始祖樸善公、樸庵公也，夫人許氏為揭陽

磐臨鄉人(今揭陽市揭東區白塔鎮)，兄弟拮據播遷始予揭之藍都居

焉。古代小地名，很難在現今地圖找到位置，依”揭之藍都“幾個

字，推測應在今揭西或揭陽境內。

佑孫遷入長樂（五華）

譜載，佑孫公在古海陽縣黃粗村居住幾年後，因當地匪盜橫行，乃攜

眷再遷長樂縣（今五華）華城，高竹園高鳴寨安居立業。公元 2012 年《五

華宗聖公祠紀念冊》載，五華開基祖佑孫公，安葬華城鎮萬子村玉湖塘

山。但末記載妣溫氏葬地，可能是在海陽縣黃粗村逝世，其後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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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善、樸庵遷豐順

據 1999 年《豐順譜》的「曾溫派考證」一文，曰「…，曾溫氏自寧

化衍派入豐順，時在明洪氏年間。始祖樸善公妣許氏合葬牛角塘乙山辛

向，樸庵公葬到角里巽山乾向梢公打網形，妣翁氏葬蓮塘古里後雙坑已

山亥向兼巽分金飛鳳形，墓地今猶存。」依族譜尺標研判，樸善、樸庵

的裔孫溫 7 世：1370 在明洪武年間遷入豐順。《豐順譜》又載：「有明遭橫

池之變，綠林之擾，逐致六七八九十世之祖又盡失其跡，良可悼已。」

指出，溫 10 世：1460 的明景泰天順年間，豐順發生山林盜匪殘殺事件。

桃園市曾氏宗親會(2012～2016 年)理事長曾獻斌

造訪廣東豐順市曾溫氏宗長。

明代中期的流民問題

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建立明朝，卻未能繼承元朝的全部政治遺產，直

接統治區較元朝大大縮小。14 世紀中葉，蒙古高原和華北地區陷入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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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在傳染病的侵襲下，中國人口大量減少。明初的恢復和發展造成

大移民，分為：京師篇、湖廣篇、湖廣填四川、山東篇、河南北平、邊

疆篇等移民。洪武大移民結束以後，人口稀疏區大部分得到有效的補充，

大片荒野得以墾闢，殘垣斷壁上冒出了炊煙，洪武移民運動的完成，標

示著一個和平、繁榮時代的來臨。

流民動亂危機

明初移民分為二類：政府組織移民和自由移民。政府移民在遷入地入

籍，成為土著。自由移民中的一部分未能入籍，而成為“流民”。未得

到政府允許，並且未編入遷入地戶籍的流動人口都屬於流民。流民遷入

之初幾十年，這一地區還是相對平靜的。隨著流民人口的增加，民事糾

紛和衝突也隨之增加。對一個缺乏政府有效管理的區域來說，就蘊含著

社會動亂的潛在危機。

明初大移民結束時，流民問題尚未形成。到景泰年間的 1450 年代，

社會矛盾開始積累，流民問題逐漸浮出檯面。土地開始向少數人集中，

失去土地的農民日益增加，賦稅和徭役也逐漸加重，農民的生活開始變

得困窘不堪，社會動亂開始形成。到成化年間的 1470 年代，流民數萬人

起義，朝廷派軍鎮壓事件顯著增加。

增設縣治管理

成化年間，福建的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的安遠、龍南，廣

東的程鄉等，三省邊境地區成為流民的聚集之所，皆流民、移民錯雜，

鬥爭易亂。增設縣治，有效管理無籍人口問題，才是政府所關注。至嘉

靖年間，析程鄉(今梅州市地)與興寧，置平遠縣；崇禎年間又析平遠及程

鄉地，置鎮平縣（今蕉嶺縣）。還有長樂縣（今五華縣）、永安縣（今紫

金縣），福建汀州的永定縣，漳州的南靖縣、平和縣等縣名，都是典型的

移民地名，也是為安撫流民而設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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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編修姓氏族譜

鼓勵編修姓氏族譜，也可收到入籍人口的有效管理。明成化年間起，

士大夫興起編修姓氏族譜之風。以曾姓為例：梅州蕉嶺武 59 派：1480 淙魯

公，首修《蓼陂曾氏族譜》；漳州平和武 61 派：1500 敦立公，首修《九峰曾

氏族譜》。

廣淵裔孫過繼溫樸善、樸庵公

譜表 8.41-42

據《曾氏史話》載，五華開基祖武 53 派：1340 佑孫，妻溫氏係寧

化石壁溫樸庵的女兒，生子六：廣清(深)、廣淵、廣海(盟)、廣新、

廣通、廣泰。54 派廣淵，家居長樂縣（今五華縣）華城，配聶氏，

生五子：禎甫、衤粦 甫、襁甫、褓甫、祥甫。老大禎甫，妣張三五娘，

無出，繼配馬氏，生五子：仕峰、仕泗、仕嵩、仕松、仕達。老二

衤粦甫，妣邱氏生子三：子崖、子岸、子崑。繼配李氏生子四：子崇、

子崱、子岷、子崎。三配楊氏生子二：子崟、子嵼。共九子。

又據《豐順譜》載，禎甫公的長子 56 派仕峰，及衤粦 甫公的長子 56

派子崖，自五華縣華城鎮徙豐順縣廣湖村拓墾。據《豐順譜》552 頁，56

派仕峰，行九八郎，遷豐順縣廣湖村，妣張三五娘、繼配吳氏，生子三

子：人通、念四郎、人達。57 派念四郎，字岑，妣賴三五娘，生二子：

受山、受海。武 58 派：1500 受山、受海過繼給溫樸善、樸庵公，其族譜尺

標分別轉為：

武 58 派：1500 受山大一郎、受海大二郎。

又據《豐順譜》584 頁，56 派子崖，行十三郎，遷豐順縣廣湖村，妻

陳氏生子二：文質、文彬。57 派文彬，妣廖氏，生子三：依仁、依德、

依信。武 58 派：1500 依信過給繼給溫樸善、樸庵公，其族譜尺標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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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58 派：1500 依信 大六郎。

因武 53 派：1340 曾佑孫公，在石壁配溫氏為妻的姻緣關係，應尊佑孫

公為曾溫氏始祖，於是大一郎及大六郎就成為曾溫 6 世，其族譜尺標宜

寫成：

曾溫 6 世武 58 派：1500 受山 大一郎

曾溫 6 世武 58 派：1500 依信 大六郎

曾溫氏遷台譜系

據《豐順譜》所載始祖樸善、樸庵→曾溫譜系，曾溫 2 世／武 58 派：1500

大一郎派下載於 265 頁；大二郎派下載於 396 頁；大六郎派下載於 443

頁。遷徙台灣觀音樸庵公房的二支世系載於 537 及 544 頁。尋找譜系淵

源，依昭穆逐一比對輩字是否相符，即：元、日、思、弘、起、文、宗、

世、相、承、詩、書、光、前、德、忠、恕、繼、光、聲。今以大一郎

的《豐順譜》為參考，它與大六郎的曾溫 21 世武 73 派：1890 書發渡台徙

新竹竹東的《竹東譜》，宗輩排序完全一致。渡台徙觀音的《觀音譜》的

字輩排序，直到曾溫 20 世也都完全一致。

潮、惠二州渡台較晚

從清廷占領台灣之初所頒佈的渡台禁令規定可知，直到 1696 年施琅

辭世之後，對粵東客家人的渡台禁令鬆弛之後，才有客家人渡台謀生。

先前的第一批大都是古梅州所屬的蕉嶺、平遠、興寧、常樂等四縣為多，

直接渡台到高屏六堆部落拓墾。

散居潮州、惠州客家人，則晚了二、三十年才渡台謀生，這時大概只

剩下北部比較貧瘠的桃澗堡，及桃竹苗的靠山區，才可找到拓墾新地的

機會。依清廷渡台禁令規定：「渡台者不准攜帶家眷，業經渡台者，亦不

得招致。」這項攜眷禁令直到雍正十年(1732 年)才首次放寬規定：「准

欲渡台有產業者攜眷來台」，其條件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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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溫譜系的武城派序

大一郎房系 大六郎房系

《豐順譜》 《觀音譜》 《竹東譜》

曾溫 10 世武 62 派：1580 元 美 元 美 元 福

曾溫 11 世武 63 派：1610 日 懋 日嚴、日新 日 顯

曾溫 12 世武 64 派：1640 思 智 思隆、思慶 思 貫

曾溫 13 世武 65 派：1670 弘 祿 弘 註 弘 祈

曾溫 14 世武 66 派：1700 起 聖 起 任 起 宏

曾溫 15 世武 67 派：1730 文 興 文參、文耿 文 明

曾溫 16 世武 68 派：1760 其捷、宗聖 堯乃、宗○ 宗 遊

曾溫 17 世武 69 派：1780 世 耀 世旺、世桂 世 伸

曾溫 18 世武 70 派：1810 相 鄰 相 興 相 珍

曾溫 19 世武 71 派：1840 承 松 承 喜 承 省

曾溫 20 世武 72 派：1860 詩 千 詩 水 詩 鐸

曾溫 21 世武 73 派：1890 書 倉 我 天 書 發

一、 必需是善良百姓。

二、 已渡台有產業者。

因此，潮惠二州客家人渡台移民，大都分二階段：一是先申請渡台受

僱打工賺錢（存錢），知老還鄉，再由兒子繼承父業渡台打工，累積產業

（田產），等侯攜眷條件放寬時，返鄉攜眷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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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順曾溫氏渡台 譜表 8.44

據目前蒐集族譜史料，豐順曾溫 15 世武城 67 派：1730 的文參、文耿，

可能在雍正乾隆年間已經渡台，受僱打工賺錢，到他們的兒子輩時，才

在桃澗堡靠海邊的觀音地方找到拓墾機會。

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清廷放寬攜眷禁令為期一年，文耿房的曾溫

16 世武 68 派：1760 堯乃返鄉攜眷彭氏來台。其家譜人口成長如下：

 台 2 世武 69 派：1790 3 丁，1 戶

 台 3 世武 70 派：1820 2 丁，1 戶

 台 4 世武 71 派：1850 6 丁，6 戶

 台 5 世武 72 派：1880 6 丁

文參房之子宗○，則沒有攜眷來台，直到他的長孫 17 世武 69 派：1790

世桂，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廢止攜眷禁令之時，才返鄉攜眷胡氏來台。

其後，曾家人口成長如下：

 台 2 世武 70 派：1820 1 丁，1 戶

 台 3 世武 71 派：1850 3 丁，1 戶

 台 4 世武 72 派：1880 2 丁

這一家族致力於曾溫氏淵源探討，曾溫 23 世的台 8 世武 76 派：1970

曾獻斌，曾擔任桃園市曾氏宗親會理事長(公元 2012-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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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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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8.41 豐順縣(河溝村、廣湖村)曾溫氏→徙台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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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8.41 曾氏、溫氏譜系淵源

曾氏譜系：略公→洪立→致饒→曾徵 溫氏譜系：同保→元旺→三郎→讀浩

宦官弄權 接譜表 540

武 34 派：780 曾 略

潘鎮割據 節度使 光祿大夫

武 35 派：810 曾 煬

毀佛寺

武 36 派：840 曾 詠

黃巢之亂

武 37 派：860 曾 筠

唐亡 檢校大司空

南豐 1 世武 38 派：890 洪 立

南唐滅吳 南豐縣令

南豐 2 世武 39 派：920 延 鐸

南唐滅閩 右衛大將軍

南豐 3 世武 40 派：950 仁 旺

宋滅南唐 翰林院學士

南豐 4 世武 41 派：980 致 饒● 進士

宋遼和戰 尚書戶部郎

南豐 5 世武 42 派：1010 易 知● 進士

宋夏和議 虔州太守

南豐 6 世武 43 派：1040 曾 準● 進士

王安石變法

南豐 7 世武 44 派：1070 曾 幾

罷新法 禮部侍郎

南豐 8 世武 45 派：1100 曾 鑑

晚

唐

寧化客家姓氏譜：溫氏 294-305 頁

溫 87 世：780 沅 宗 少四郎，唐團練使

836 年避遷石城 生一子

同保 1 世：820 同 保 847 生石城，909 遷寧化

石壁村， 建學館教授生徒

生九子

同保 2 世：870 元 春 居永豐 元 旺

同保 3 世：890 瑗 翁

石壁溫坊樹下

同保 4 世：920 一 郎 三 郎

吳
同保 5 世：950 泰 峰

同保 6 世：980 德 倡

同保 7 世：1010 禮 官

同保 8 世：1040 榮 玉

同保 9 世：1070 儀 翁

同保 10 世：1100 碧 玉

汝 翁

守居溫坊樹下

失記 A1

失記 A2

失記 A3

失記 A4

失記 A5

南

唐

北

宋

靖慶之難

豐 9 世武 46 派：1130 曾 恕

宋金和議

豐 10 世武 47 派：1160 曾 徵

陝西 蘭州守衛

所

南

宋

同保 11 世：1130 桂 翁

三兄弟外遷失考

同保 12 世：1170 生五子

漢 章● 宋進士

欽點探花

讀 浩 念五郎1131生

舉人探花及弟

接譜表 8.42 參《寧化溫坊宗譜》 接譜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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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8.42 曾氏、溫氏譜系淵源

遷寧化石壁→五華→豐順

曾氏譜系：略公→曾徵→佑孫→ 溫氏譜系：同保→讀浩→溫樸庵

宋金和議 接譜表 531

南豐 10 世武 47 派：1160 曾 徵

蒙古崛起 陝西 蘭州守衛所

南豐 11 世武 48 派：1190 曾 逮

宋蒙滅金 禮部侍郎

南豐 12 世武 49 派：1220 楚 山

蒙古侵宋 蘇州太守

南豐 13 世 武 50 派：1250 曾 紆 進士

元世祖 官大中大夫

石壁 1 世 武 51 派：1280 曾 惇

帝位相爭 官魯國公 1315 徙石壁

石壁 2 世武 52 派：1310 仲 輝

元順帝

五華 1 世武 53 派：1340 佑 孫

鎮南參政， 1345 遷五華

南

宋

豐順譜 265 頁 接譜表 531

同保 12 世：1170 念五郎 念四郎 念五郎

濠 公 潤 公

溫 1 世：1170 讀 浩

避遷石壁村

溫 2 世：1210 失記一 失記 B2

溫 3 世：1240 均 全 失記 B3

溫 4 世：1270 貴 堂 失記 B4

溫 5 世：1300 溫樸庵 翁氏 溫樸善 許氏

處士

溫 6 世：1340 溫 氏 失記 C6

大

元

元 末 明 初 明 代

順帝元亡

武 53 派：1340

曾溫 1 世

洪武

武 54 派：1370

曾溫 2 世

建文永樂

武 55 派：1400

曾溫 3 世

帝位相爭

武 56 派：1430

曾溫 4 世

景泰天順

武 57 派：1460

曾溫 5 世

化成弘治

武 58 派：1490

曾溫 6 世

佑 孫六

溫氏

居五華縣

華城河口

廣 淵五

聶氏

豐順譜

552, 584 頁

禎 甫五

正軒

張、馬、李氏

仕 峰三

九八郎

吳氏

遷豐順

念四郎二

曾岑

賴氏

大一郎

受山，彭氏

大二郎

受海

大六郎

依信

譜表 8.43

豐順譜 265,

396、443 頁

衤粦 甫九

經齊

邱李楊聶氏

子 崖二

十三郎

陳氏

文 彬四

廖氏

溫 6 世：1340

失記 C6

溫 7 世：1370

失記 C7

溫 8 世：1400

失記 C8

溫 9 世：1430

失記 C9

溫 10 世：1460

失記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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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8.43 曾溫氏→遷台譜系 (居豐順河溝村)

溫樸庵／溫樸善 失記 C1～C5

接譜表 8.42 豐順譜 265-443 頁

溫 氏 衤粦 甫

曾佑孫 曾廣淵 禎 甫

武 53 派 武 54 派 武 55 派

曾溫 6 世武 58 派：1470 大一郎 受山 大二郎 受海 大六郎 依信

彭氏 許氏

曾溫 7 世武 59 派：1500 小一郎 劉氏 小二郎 小四郎 小十郎 詹氏

曾溫 8 世 念一郎、念二郎、念三郎 念三郎 念十三郎

裔衍富寧縣，後不詳

明 代 清 初

嘉 靖

武 60 派：1530

曾溫 8 世

嘉慶隆慶

武 61 派：1560

曾溫 9 世

萬 曆

武 62 派：1580

曾溫 10 世

萬曆天啟

武 63 派：1610

曾溫 11 世

崇禎順治

武 64 派：1640

曾溫 12 世

順治康熙 康 熙

武 65 派：1670 武 66 派：1700

曾溫 13 世 曾溫 14 世

念三郎

藍氏、傅氏

居豐順河溝村

崇 鑒

馬氏

遷廣湖村

崇 漢

元 美

東楚

馬氏、謝氏

元 道

元 振

何氏

日 懋

吳氏

日 嚴

日 新

日 宣

朱,劉,鄒氏

思 仁

思 智

思 孔

思 隆

思 慶

黃氏

思德、思義

思從、思位

弘 殿 起 聖

弘 祿 起 聲

起 督

弘 註 起 任

陳氏 徐氏

接譜表 8.44

豐順譜 265, 300 頁

念十三郎

陳氏

德 勤

遷居高洋

德 明

遷居新寨

元 福

巫氏

日 顯

巫氏

失記

思 貫 弘 祈 起 宏

李氏 黃氏 彭氏

思 維

德 聰 元 仁 止

元 寶 崖 林

遷江背嶺村

叢 軒 廷 弼 符 吉

明

代

大一郎房系

大六郎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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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8.44 豐順曾溫氏：渡台譜系

豐順→徙台觀音、竹東

清 代 清 末

康 熙

武 66 派：1700

曾溫 14 世

雍正乾隆

武 67 派：1730

曾溫 15 世

乾 隆

武 68 派：1760

曾溫 16 世

乾隆嘉慶

武 69 派：1790

曾溫 17 世

嘉慶道光 道光咸豐 同治光緒

武 70 派：1810 71 派：1830 72 派：1860

曾溫 18 世 曾溫 19 世 曾溫 20 世

起 聖

勉齋

詹氏

接譜表 553

居豐順

廣湖村

文 參▲

豐順廣湖村

宗 ○▲

遷台觀音鄉

世 桂★

世桂

胡氏

相 興

康氏

豐順譜 544 頁

承 喜 詩 永

詩 山

承梅、承勝

武 73 派：1890

我 天

莊氏

武 74 派：1920

阿 春

羅氏

武 75 派：1950

桂 林

陳氏

武 76 派：1970

獻 奉 桃園市宗親會

獻 斌● 理事長

文 輿

徐、盧氏

文 標

何氏

其勳、其蕃

其 捷

李氏

世 恭

世 耀

邱氏

世 軒

豐順廣湖村

相 鄰

豐順譜 273 頁

豐順譜 266, 270 頁

承松 詩 干

詩 根

承旺 詩 球

起 任

徐氏

豐順廣湖村

文 耿▲

張氏

豐順譜 537 頁

堯 乃★

彭氏

遷台觀音鄉

世 統

世 興

世 旺

許氏

阿 路

阿 記

吳氏

炎 生 阿 根

卯 生 阿 秋

桂 生 新 春

友 生 丁谷全

盛 生 鳳榮元

金 生 昌、龍

阿文、阿安、阿旺返豐順原

鄉，在台拓墾基業留給

堯乃派下繼承。 失記一 失記二 仲 德

謀 德

阿 文

阿 安 阿 旺

起 宏

彭氏

文 明

彭氏

宗 遊

馮氏

世 伸

黃氏

相 珍

張氏

承 省 詩 鐸

陳氏 盧氏

武 73 派：1890

書 發★

林氏 徙新竹

武 74 派：1920

光 勝

竹東

前和、前喜

前亮、前水

前 添

大一郎房系

大六郎房系



8.60 第八章：《廣東五華 53 佑孫脈→渡台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