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6 節：54(廣用、廣新)房：揭西→渡台楊梅、龍潭 8.77

明初→清咸豐

公元（1360→1860)±20 年

武城 (54→70 派)，

長樂五華→(陸豐、揭陽)→遷徙台灣

揚是粵東古邑，歷史悠久，漢武帝時建制揭揚縣，以後幾

次複廢，到宋朝時又設立揭揚縣。明朝時置潮州府，轄海

陽縣、潮陽縣、揭陽縣等 11 縣。其後，不斷變更行政區

劃，演變到現今成為：潮州市管轄原海陽縣與饒平縣，揭陽市管轄

普寧縣、揭陽縣、惠來縣，汕頭市管轄潮陽縣、澄海縣。

公元 1965 年又建客家語區的揭西縣，因縣地大部份為揭陽縣的西

境，故名。《水照譜》第 43 頁所載的古地名「潮州府揭揚縣觀山鄉觀山

廟邊」，今屬揭西縣的龍潭鎮。又因明初時（廣用→55 宗甫）自五華華城

遷居龍潭開基，遂以地名為族譜參考尺標，寫成：

揭西 1 世武城 55 派：1410±20 宗甫

(廣用→55宗甫)房：66 君品→渡台楊梅

台灣《水照譜》29 及 43 頁，來台祖君品公有“56 代廣用”的

記載，然系統表似有些可議之處。據廣東揭西五經富曾百川著《曾

氏史話》，53 派曾佑孫譜系解說（第 69-71 頁），在佑孫公的“廣”

字輩六兄弟，記載：「廣通公，配王氏，繼娶邱氏，生二子：樂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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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甫，兄弟二人遷居廣西省北流縣」。由於“通”字筆劃含有一

“用”字部，推定“廣用與廣通”實乃同一人，上述記載可補正為

「廣用，字廣通，三娶劉氏，生一子：宗甫，遷揭陽縣觀山鄉觀山

廟邊」。推算渡台楊梅的來台祖君品公族譜尺標為：

揭西 12 世武城 66 派：1740±20 君品；或

台 1 世武城 66 派：1740±20 君品

66 君品公派下字輩 譜表 8.61-62；史地 8.61

桃園楊梅來台祖君品公派下字輩：
台 1 世 10 世

君 啟 肇 慶 昌 茂 維 安 德 增

台 11 世 20 世

嘉 祥 紹 榮 興 忠 信 傳 修 省

在台灣《水照譜》人事篇，可找到楊梅台 9 世派下員“德”字輩的出

生年資料，如：

 曾德廣 公元 1950 生

 曾德旺 公元 1941 生

台 9 世武城 74 派：1980±20 德廣

從他上溯八代的 240 年，推算來台祖君品公的尺標：

台 1 世武城 66 派：1740±20 君品

君品公派下人丁興旺人口成長：

 台 2 世武 67 派：1760 啟 2 丁，二戶

 台 3 世武 68 派：1790 肇 4 丁，三戶

 台 4 世武 69 派：1820 慶 9 丁，六戶

 台 5 世武 70 派：1850 昌 22 丁



第 8.6 節：54(廣用、廣新)房：揭西→渡台楊梅、龍潭 8.79

(廣新→55良甫)房：67(仁芳、日芳)→渡台龍潭

渡台龍潭仁芳公的淵源譜系，很早就在台灣各種文獻有記載，但有幾

項疑問待查：

一、 台灣《水照譜》記載排序：

台灣 2001 年《水照譜》第 29, 31, 78 頁記載的仁芳公渡台派下，系統

排序出現多種版本：

(1) 依第 29 頁系統排序：

53 代一世裕振→54 代二世天秩→55 代三世啟源

56 代四世廣淵→57 代五世良甫→58 代六世曾襁（另編系 78 頁）

(2) 依第 31 頁系統排序：

53 代佑孫

54 代廣淵→55 代曾襁 (下接系 78 頁)

(3) 依第 78 頁的系統排序：

55 代七世曾襁→56 代八世文海→57 代九世曾福→58 代十世曾

勝→59 代十一世曾瑾→60 代十二世(廷福、廷祿、廷壽)….

以上記載顯示，仁芳公渡台的譜系有待查考。

二、 家族空前龐大：

據揭西五經富曾百川教授於 1999 年著《曾氏史話》第 69 頁載：「53

派祖曾佑孫，配羅氏，繼娶溫氏，子六：清（深）、淵、盟、新、通、泰。……

佑孫公六子、二十九孫，上百個曾孫，家族空前龐大。尤以廣淵、廣新

三派最為旺盛，單廣新公就傳下“九甫五十一文”。九子五十一孫的傳

說，與族譜記載有出入，可能是還有文字輩的叔伯兄弟被計算在內，當

年的盛況，可想而知。」

三、 《梅林譜》查證比對：

公元 2015 年秋，桃園市曾氏宗親會組團赴閩粵各地查訪，蒐集曾氏



8.80 第八章：《廣東五華 53 佑孫脈→渡台譜系》

族譜資料，帶回一本 1997 年仲夏編修，曾廣新公裔孫的《梅林法行公系

史譜》，以下簡稱《梅林譜》。經比對史料內容，證實《梅林譜》第 55 頁

記載的「116 代十一世開基祖曾瑾公，字法行，妣黃氏、沈氏，生三子：

長廷福、次廷祿、三廷壽」，與《水照譜》78 頁記載的「59 代十一世曾

瑾，妣黃氏、沈氏，生子三：長廷福、次廷祿、三廷壽」，先祖的公妣名

諱排序完全一致。僅代序的起始算法不同，以致有 116 代與 56 代之別。

長樂徙興寧，廣新傳九甫 譜表 503→570；史地 570

《梅林譜》第 47 頁載，53 派佑孫公第四子廣新，字成德，號一柯，

南宋進士1，欽點榜眼，官光祿大夫。南宋後期（應更正為元朝中期的公

元 1354 年汀州路發生大饑荒之時），隨父從寧化縣石壁鄉徙粵東海陽縣

（今潮陽），又從粵東長樂縣（今五華）華城高竹園。后又因兵亂（宜更

正為盜匪亂），從五華縣華城遷嘉應州興寧縣龍歸洞（今黃陂），天祥徑

口安居立業。廣新公原配錢氏，繼娶李氏，三娶古氏，生九子：壽、成、

信、慶、章、榮、德、賢、良。嫡孫五十一個，即文光、….、文彥等 51

文。《梅林譜》第 51 頁載，54 派廣新公第九子良甫，字見寶，度名法強、

法保、法祥，號君華。由興寧龍歸洞徑口徙長樂縣（今五華）七都斗米

嶺，古志戴九龍崗開基立業。

因度名誤植為廣淵房系

又查台灣《水照譜》31 頁，佑孫公第二子廣淵房系的第 3～5 子，也

分別出現度名襁甫（元古、康甫）、褓甫及祥甫（曾祥）的記載。而《曾

氏史話》69 頁也載：「次子曾廣淵，配黃氏，生子五：禎甫、甫、強甫、

保甫、祥甫。禎甫定居長樂縣七都（俗稱河口），即五華大埧鎮。經比對

分析，大概就在良甫徙五華七都，自稱度名法強、法保、法祥之時，與

廣淵公的第 3～5 子的襁甫、褓甫、祥甫，因居住七都的地點接近，而度

1 這段記載存疑，依族譜尺標顯示，武城 53 派：1340 佑孫屬元朝中期人

士，第四子武城 54 派：1380 廣新則屬明朝初期人士，因此「南宋進士，

欽點榜眼，光祿大夫」等，都是後代為光宗耀祖而寫的，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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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讀音及筆劃也相近，而被後人錯亂誤植。

良甫娶八妻共生十六子 譜表 8.63

《梅林譜》第 51 頁又載，55 派良甫原配鄔氏，繼娶鄭氏、三娶鍾氏、

四娶劉氏、五娶聶氏、六娶徐氏、七娶趙氏．八娶徐氏，共生十六子：

恭、寬、信、敏、惠、智、略、聽、政、貴、奇、諒、德、廣、彰、彥。

明末崇禎十一年(公元 1638 年)，後裔子孫在五華七都建「曾氏宗祠」。

當時祖牌安放房次排列：禎為長房，強為二房，為三房，保為四房，

祥為五房。禎、二甫是廣淵公的長、次子，而強、保、祥三房實即廣

新公九子良甫。這段記載，恐怕也有誤植之虞。

59 派法行遷梅林開基

五華七都河口的 55 派良甫，第四子文敏，又名文海，傳到 59 派曾瑾，

字法行，遷五華梅林鎮，其次子 60 派廷祿徙梅林琴江岑梅北流開基。法

行公裔孫，繁衍梅林琴江，今稱曾子洋，尊法行公為梅林一世祖的尺標

為：

梅林 1 世武城 59 派：1520 法行

梅林 9世渡台受僱打工 譜表 8.63-64

五華梅林鎮曾子洋的曾家土地，經過七、八代 200 多年的墾殖，已經

無法供養曾氏眾多人口成長所需。等到康熙 35 年(1696)施琅辭世之後的

二、三十年，清廷對潮、惠二州客家人的渡台禁令逐漸寬鬆，才有梅林 9

世武 67 派：1730 的迺譓、迺諒兄弟，渡台受僱打工賺錢，贍養家室，知老

返鄉，由其子仁芳、義芳、日芳等繼承父業，渡台受僱。

依梅林 10 世族譜尺標推算：梅林 10 世武城 67 派：1760 仁芳，

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清廷放寬攜眷禁令一年為限，仁芳、義芳、日

芳等兄弟乃在此時返五華梅林原鄉，娶妻攜眷移民台灣。

在台灣《水照譜》人事篇，可找到開台祖仁芳公的派下員出生年資料，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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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水照 公元 1935 生

 曾水璋 公元 1927 生

 曾水龍 公元 1930 生

“水”字輩為台 7 世，族譜尺標：台 7 世武 73 派：1960 水龍

67 派(仁芳、日芳)譜系 譜表 571

開台仁芳公制定世輩用語 35 字：
1 世 7 世

仁 玉 天 章 海 山 水

8 世 14 世

盛 德富 文 明 進 化 祥

15 世 21 世

勛 宏 道 大 福 盈 堂

22 世 28 世

家 傳 忠 恕 宜 珍 重

29 世 35 世

寶 樹 芝 蘭 永 熾 昌

仁芳公，諡勤樸，配李氏，生四子：玉財、玉鳳、玉生、玉忠，人丁

興旺：

 台 2 世武 67 派：1780 四大房

 台 3 世武 68 派：1810 12 男丁

 台 4 世武 69 派：1840 13 男丁

台 7 世武 73 派：1960 曾水照任世界曾氏宗親總會公元 2001 年理事長，

編印發行台灣《水照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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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8.61 揭西縣龍潭鎮： 66 君品公→渡台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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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8.61 (廣用→55 宗甫)：揭陽觀山廟邊→徙台譜系

揭揚觀山鄉廟邊（今揭西縣龍潭鎮）→渡台楊梅

佑孫 1 世 佑孫 2 世 揭西 1 世 接譜表 8.20,

佑 孫 廣用(廣通) 宗 甫 一福，安氏 遷居揭陽縣觀山廟邊

武 53 派 武 54 派 （今揭西縣龍潭鎮）

水照譜 29, 43 頁更正

帝爭正統

揭西 2 世武 56 派：1440 曾 禧 袁氏

景泰成化

揭西 3 世武 57 派：1470 文 山 文氏 文 峰 黃氏

弘治正德

揭西 4 世武 58 派：1500 曾 商 曾 農 湯氏

揭西 5 世武 58 派：1530 止 有田、有佃

明 代 清 初

嘉 靖

武 59 派：1530

揭西 5 世

隆慶萬曆

武 60 派：1560

揭西 6 世

萬 曆

武 61 派：1590

揭西 7 世

萬曆天啟

武 62 派：1620

揭西 8 世

崇禎順治 康 熙

武 63 派：1650 武 64 派：1680

揭西 9 世 揭西 10 世

有 田

葉氏

有 佃

鍾氏

樹 林

樹 園

高氏

樹 森

成 益

葉氏

水照譜 43 頁

更正

一 智

二 智 曾 福 伸 省

湯氏 譜表 8.61

曾 祿 伸 縣

劉氏 伸 鄉

曾 壽 德 性 耀 峨☆

陳氏 鄭氏 耀 職

明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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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8.62 揭西龍潭鎮：66 君品→渡台桃園楊梅

揭揚觀山廟邊（今揭西龍潭鎮）→渡台楊梅

佑孫 2 世 揭西 1 世 揭西 5 世 揭西 9 世 接譜表 8.61,

廣用(廣通) 宗 甫 有 田 曾 福 湯氏家居揭陽縣觀山廟邊

武 54 派 武 55 派 武 59 派 （今揭西縣龍潭鎮）

水照譜 29, 43 頁更正

揭西 10 世武 64 派：1680 伸 省 李氏

揭西 11 世武 65 派：1710 金 玉 邱氏

清 初 清 代

康熙雍正

武 65 派：1710

揭西 11 世

乾 隆

武 66 派：1740

來台袓

乾 隆

武 67 派：1770

台 2 世

嘉 慶

武 68 派：1800

台 3 世

道 光 咸豐同治

武 69 派：1830 武 70 派：1860

台 4 世 台 5 世

金 玉▲

邱氏

水照譜 43 頁

更正

▲來台灣打工

告老歿葬原鄉

★來台開基祖

君 品★

詹氏

遷台桃園

楊梅 新屋

啟 賢

張氏

肇 雲

高氏

肇 華

黃氏

肇 彩

慶仁、慶義

慶 禮 昌 文

傅氏

慶 生 昌清、昌風

李氏 昌 河

慶 秀 昌洋、昌芳

游氏 昌養、昌光

慶 龍 昌盛、昌興

游氏

慶 輝 昌富、昌貴

黃氏 昌綿、昌遠

慶 鳳 昌振、昌兌、昌離

簡、游氏 昌崁、昌乾、昌坤

昌巽、昌珠

慶 輝 承嗣

啟 榮

陳氏

肇 坤

清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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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8.62. (廣新→55良甫)房：五華梅林→渡台中壢、龍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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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8.63 (廣新→55 良甫)房：河口梅林→渡台譜

原鄉梅州五華→衍梅林鎮

佑孫 1 世 佑孫 2 世 接譜表 8.20, ；水照譜 29, 78 頁更正

佑 孫 廣 新 由長樂（五華）華城河口，遷居興寧縣黃坡龍歸洞

武 53 派 配錢、李、古三氏，共生九子

永樂、帝位相爭 第九子

佑孫 3 世武 55 派：1420 壽甫、成、信、慶、章、榮、德、賢甫 良 甫 劉氏、張氏

徙五華七都大埧鎮斗米嶺（俗稱河口）

配鄔、鄧、鍾、劉、聶、徐、趙、徐等八氏，共生 16 子：:

恭、寬、信、敏、惠、智、略、聽、政、貴、奇、諒、德、廣、 彰、彥

景泰天順 第四子

武 56 派：1450 ， 袁氏，居長樂縣琴口村 曾 敏 文敏，袁氏

成化

武 57 派：1470 曾 實 曾 福 張、陳、李氏 曾 完

曾勝、曾寬、曾厚

明 代 明 末

弘治正德

武 58 派：1490

嘉 靖

武 59 派：1520

梅林 1 世

嘉靖隆慶

武 60 派：1550

梅林 2 世

萬 曆

武 61 派：1580

梅林 3 世

萬曆天啟

武 62 派：1610

梅林 4 世

崇禎順治

武 63 派：1640

梅林 5 世

曾 勝

邱、陳、吳氏

居五華七都大

埧鎮（俗稱河

口）

曾 瓊

葉氏

廷 珍

張、羅、萬氏

曾 資

李、彭氏

有 財

萬、廖氏

有 文

曾球、曾珌

國 康

國 寧

譜表 8.64

法 行

曾瑾

黃、沈氏

徙梅林流坑

法 通

廷 福

廷 祿

劉氏

徙梅林琴江

開基

廷 壽

曾 慣

曾 位

劉氏

仕、佳、傳

有 傳

有 慶

有 瑞

有 元

有 貫

英、甫、彩、志、祥

珪、璋、琳

應 榮

應 爵

應 乾

譜表 8.65

明

初



8.88 第八章：《廣東五華 53 佑孫脈→渡台譜系》

譜表 8.64 五華梅林 67(佛生、承耀)→渡台中壢

原鄉五華梅林鎮→渡台中壢

佑孫 2 世 佑孫 3 世 佑孫 4 世 梅林 1 世 接譜表 8.63,

廣 新 良 甫 文 海 曾 瓊 葉氏，徙梅林流坑

54 派 武 55 派 武 56 派

水照譜 78 頁更正

梅林 5 世 武 63 派：1640 國 寧 傅氏，居今五華縣梅林鎮

康熙

梅林 6 世 武 64 派：1670 德 行 古氏

梅林 7 世 上 佐 上 佑

清 代 清 末

康熙

武 65 派：1700

梅林 7 世

雍正乾隆

武 66 派：1730

台 1 世

乾隆

武 67 派：1760

台 2 世

乾隆嘉慶

武 68 派：1790

台 3 世

道光 咸豐同治

武 69 派：1830 武 70 派：1860

台 4 世

上 佑 迺 華▲

迺 榮▲

迺 貴▲ 佛 生★

氶 耀★

渡台

中壢舊社拓墾

清

初



第 8.6 節：54(廣用、廣新)房：揭西→渡台楊梅、龍潭 8.89

譜表 8.65 五華梅林 67(仁芳、日芳)→渡台桃園龍潭

原鄉五華梅林鎮→渡台桃園龍潭

佑孫 2 世 佑孫 3 世 佑孫 4 世 梅林 1 世 接譜表 8.63,

廣 新 良 甫 文 海 法 行 曾瑾，黃、沈氏，徙梅林流坑

武 54 派 武 55 派 武 56 派

水照譜 78 頁更正

梅林 5 世 武 63 派：1640 應 爵 鄒氏、劉氏，居今五華縣梅林鎮

康熙

梅林 6 世 武 64 派：1670 德 昭 甘、陳氏 德 越

梅林 7 世 紹聖、紹賢、紹關、紹開、紹聞、紹閏

清 代 清 末

康熙

武 65 派：1700

梅林 7 世

雍正乾隆

武 66 派：1730

梅林 8 世

乾隆

武 67 派：1760

台 1 世

乾隆嘉慶

武 68 派：1790

台 2 世

道光 咸豐同治

武 69 派：1830 武 70 派：1860

台 3 世 台 4 世

紹 賢

子華

羅氏

▲往來台灣打

工告老歿葬原

鄉。

★遷台立業娶

妻生子，成為

來台祖。

迺 瑄

迺 譓▲

乃譓

古氏

迺 詳

仁 芳★

勤樸

李氏

遷台桃園

龍潭

義 芳★

鄒氏

裔衍不詳

玉 財

1756-1826

林氏

天 送 謹章、順章、慶章

天 來

天 意 和章、祿章、德章

謝氏 錦章、日章

天 傳 成章、乾乾

游氏 坤章、月章、明章

玉 鳳

黃氏

天 福

天 喜

玉 生

江氏

天 水 金蓮、如速

天 進 河 連

天 貴

玉 忠

黃氏

天 富

天龍、天雲

迺 諒▲

溫氏

魁 芳

日 芳★

楊氏

傳 和

鍾氏 徙中壢

天 恩

天 英

清

初



8.90 第八章：《廣東五華 53 佑孫脈→渡台譜系》

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