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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占領台灣頒布渡台三禁令，粵東潮、惠二州客家人被限

制不准渡台，這項禁令一直到康熙三十五(1696 年)施琅辭

世之後，才逐漸鬆弛。先是嘉應州的梅縣、鎮平縣（今稱

蕉嶺縣），及潮州的大埔縣，因可塔乘竹閥船進入韓江，南下到汕頭

港，渡海到台灣，而搶先在高屏地區，占領六堆部落的拓墾機會。

從江西南豐，輾轉避遷到嘉應州長樂縣（今五華縣）的佑孫公支派，

因受銅鼓嶂、貴人山及南嶺的阻隔，不易走到潮州的汕頭港，以致渡台

起步時間落後了二十多年。

先以受僱打工渡台 譜表 8.71-72

略公支脈清代各房攜眷渡台祖計達 20 餘人。各房先祖大都是在清朝

中期就因五華的耕作土地，不足以養活龐大家族人口成長，而遷徙到豐

順、陸豐、陸河、揭西等地，拓墾新地。經過幾個世代後，這些墾地生

產，又不足以養活不斷成長的人口時，乃形成新的渡台謀生壓力。

幾乎每一位來台祖的攜眷渡台過程，都是由父字輩先以受僱打工方

式，努力賺錢、存錢，以便向原住平埔族換取租地佃耕機會，建立產業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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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眷禁令放寬三次

清廷而頒布的攜眷禁令，雖係政策，但曾有三次放寬：

 第一次放寬禁令：雍正十年(1732 年)起為期 8 年；

 第二次放寬禁令：乾隆十一年(1746 年)起為期 2 年；

 第三次放寬禁令：乾隆二十五(1760 年)起為期 1 年，因為台灣移

民人口已達飽和狀態。

其後攜眷來台就變得很少。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起，廢止攜眷禁

令。

渡台登陸港口

略公支脈攜眷渡台登陸港口有三：

(1)新屋永安港：(史地 8.72)

來自豐順廣湖村、陸豐西山寨、揭西龍潭鎮、潮州登海、五華梅林鎮

的曾氏房系，攜眷從汕頭港出海，渡台新屋永安港上岸，沿著竹北二堡

古道，入墾桃園新竹地區觀音、新屋、楊梅、龍潭、新埔、竹東等地。

(2)苗栗通霄港：(史地 8.73)

來自陸河縣河口鎮的廣清(深)→授甫房系後裔，攜眷渡台到苗栗通霄

港上岸，走到苗栗二堡的通霄、苑裡拓墾家園。

(3)台中水裡港：(史地 8.74)

來自陸河縣水唇鎮、大埔縣、饒平縣的廣淵→祥房系後裔，攜眷渡台

到台中水裡港上岸，進入拺東上堡的豐原、石崗，及籃興堡的太平，拓

墾建立新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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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8.71 廣東五華曾氏攜眷→渡台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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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8.71 略公：清代攜眷→渡台曾氏

祖籍房系、原鄉遷徙 打工告老返鄉 放寬攜眷禁令 遷居拓墾

易占→曾鞏

→56 允亮

江西南豐

→潮州澄海縣

武 67 派：1700 衍源▲

武 67 派：1700 衍衡▲

武 68 派：1730 興拱★

武 68 派：1730 興朝★

1738 渡台北士林

第一次放寬禁令

武 69 派：1760

乃士

遷新竹新埔

易占→曾布

→50 嶼梁

江西南豐

→上杭水南里

武 70 派：1950 傳連★

武 70 派：1950 傳鳳★

1949 拉夫隨軍徙台

居桃園中壢

廣清(深)→

授甫

→56法游

廣東五華

→陸河河口鎮

武 65 派：1710 文倉★

第二次放寬禁令

徙通霄、苑裡

武 65 派：1710 文貴▲

武 65 派：1710 文美▲

武 66 派：1750 雲浩★

武 66 派：1750 雲玉★

第二次放寬禁令

徙通霄、苑裡

廣淵→禎甫

→衤粦甫

曾溫氏

廣東五華

→豐順高洋寨

武 67 派：1730 文耿▲ 武 68 派：1760 堯乃★

第三次放寬禁令

徙桃園觀音

武 67 派：1730 文參▲ 武 68 派：1760 宗○▲

武 69 派：1790 世桂★

攜眷禁令廢止

武 73 派：1890 書發★ 渡台禁令廢止

新竹寶山竹東

廣淵→褓甫

→57祖義

廣東五華

→陸豐西山寨

武 65 派：1720 朝亨▲ 武 66 派：1760 俊發★

武 66 派：1760 俊成★

第三次放寬禁令

徙新屋永安

武 66 派：1740 秉凡▲ 武 67 派：1780 濬玉★

攜眷禁令廢止

徙新竹新埔

徙雲林刺銅鄉

武 66 派：1740 純安▲ 武 67 派：1780 大舉★

攜眷禁令廢止

徙桃園新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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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表 8.72 略公：清代攜眷→渡台曾氏

祖籍房系、原鄉遷徙 打工告老返鄉 放寬攜眷禁令 遷居拓墾

廣淵→祥甫

→陸河水唇鎮

武 66 派：1700 習明▲ 武 67 派：1730 有惠★

第一次放寬禁令

徙台中豐原

→潮州大埔 武 66 派：1700 習誥★

第一次放寬禁令

徙台中石崗

→潮州饒平 武 66 派：1700 存高▲ 武 67 派：1730 有書★

第一次放寬禁令

徙台中太平

→漳州南靖 武 69 派：1770 國萬▲ 武 70 派：1800 文禧★

攜眷禁令廢止

徙台北七星郡

廣用→宗甫 →揭西龍潭鎮

古觀山廟邊

武 65 派：1710 金玉▲ 武 66 派：1740 君品★

第二次放寬禁令

徙楊梅新屋

廣新→良甫

→59 法行

五華→興寧→

→梅林鎮

武 66 派：1730 迺譓▲

武 66 派：1730 迺諒▲

武 67 派：1760 仁芳★

武 67 派：1760 日芳★

第三次放寬禁令

徙桃園龍潭

【備註】 ▲：受僱打工告老返鄉 ★：返鄉攜眷來台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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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8.72 廣東五華曾氏攜眷渡台—入墾桃園新竹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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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8.73 廣東五華曾氏攜眷渡台—入墾苗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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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8.74 廣東五華曾氏攜眷渡台—入墾台中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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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公的六位武 54 派：1370“廣”字輩兒子，共生了 29 個

武 55 派：1400“甫”字輩孫兒，接著生上百個武 56 派：1430

“子”或“文”字輩曾孫，家族空前龐大，尤以廣淵、

廣新二脈最為旺盛。單廣新公就傳下“9 甫 51 文”。他們以長樂為

發源地，向西北、西南遷徙，子孫遍及整個粵東和粵北的廣大地區。

要編修這一龐大家族後裔的遷台族譜，其難度甚高。

克服難題：族譜參考尺標

53 派佑孫支脈空前龐大，很難找到一本信實可靠的佑孫房族譜，需

參酌多種文獻，才能重建佑孫房的「族譜尺標」。這個難題解法如下：

(1) 從譜表 8.12 的武 51 派：1280 曾惇徙寧化石壁，找出武 53 派：1340

佑孫的族譜參考尺標。

(2) 從汀州地方誌，找出佑孫公從寧化石壁徙梅州五華的時代背景及

重大事件。

(3) 在台灣《秋圖譜》或《水照譜》的人事篇，找出廣淵房徙台後裔

的出生年及祖籍原鄉，推算渡台祖的族譜尺標。

(4) 應用佑孫公與渡台祖的尺標世代差距，更正渡台祖的武城派序。

二位 53 派“裕振公”的巧合

開基始祖的名號巧合，出現在廣東蕉嶺與五華之間。《蕉嶺曾氏族譜》

有 53 派裕振公，念二郎；而《五華曾氏族譜》有 53 派佑孫，號裕振，

渡名法剛，兩人同姓、同“名、號”、同一個世代，也都從寧化石壁遷

入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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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華佑孫公次子 54 派曾廣淵，居五華九龍崗水寨高竹園，配聶氏，

生五子：禎甫、○甫、襁甫、褓甫、祥甫。長子禎甫定居五華七都（俗

稱河口），配文氏，繼娶馬氏，三娶張氏，生五子：仕峰、仕泗、仕嵩、

仕松、仕達。他就是五華河口曾氏開基祖。

蕉嶺裕振公長子 54 派天秩，行十一郎，官大理寺評事，歿於江西，

配聶氏，生四子：啟源、啟溪、啟滄、啟海。正因為“裕振公、聶氏婆”

兩代人祖名字號及配氏的“巧合”，致使五華的 54 派廣淵一脈被誤植到

蕉嶺 55 派啟源派下，而被看成蕉嶺裕振支派。又因明成化弘治年間，蕉

嶺淙魯、文琦、貫道三代合力編修《蓼陂曾氏族譜》，使“裕振”公聲名

大噪。以致「裕振念二郎」與「佑孫號裕振」，一時間難以分辨，以訛傳

訛至今，竟然長達 500 多年之久。

江西南豐曾氏鼎盛

五華佑孫公的先祖武 34 派：780 曾略，中唐節度使，自吉州之吉安徙

撫州之西城甘山，其後便在撫州發展。傳到唐末的武 38 派：890 洪立，官

南豐縣令，守南豐南城，遂成為「南豐開基始祖」。

南豐曾氏家風鼎盛，南豐 2 世延鐸為吳國右衛大將軍；南豐 3 世仁旺

為南唐翰林學士，太師沂國公；南豐 4 世致饒為進士，北宋官尚書戶部

郎，他的七子中有三位進士。南豐 6 世武 43 派：1040 有五位進土，其中曾

鞏為唐宋八大文學家之一；曾布為北宋神宗宰相。直到南豐 13 世武 50 派：

1250 曾紓，也是南宋進士。

江西南豐史料豐富，曾氏傑出成就有：

 34 派曾略 中唐節度使

 南豐 1 世 38 派曾洪立

 南豐 4 世 41 派曾致饒

 南豐 6 世 43 派曾鞏

 南豐 6 世 43 派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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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豐 13 世 50 派曾紓

寧化石壁南遷五華

蒙古滅宋後，南豐地區盜匪無以寧日，南豐 14 世武 51 派：1280 曾惇，

原南宋魯國公，乃於 1293 年避遷寧化石壁。依尺標推算，武 53 派：1340 佑

孫應在石壁出生，長大後，配羅氏，繼娶門當戶對的溫氏為妻，生“廣”

字輩六子。

公元 1354 年，汀州路大饑荒，竟至發生人相食的慘劇。曾家及溫家

乃隨難民，分別南遷到廣東的五華及豐順，拓墾家園。於是產生下列《遷

台曾氏淵源故事》題材：

(1)五華 53 派佑孫家族人丁空前旺盛：

 54 派“廣”輩六子，均三妻四妾，子孫眾多。

 55 派“甫”輩嫡孫達 30 餘名。

 曾孫超過 100 名。

 人多地少的壓力下，迫使外遷覓地謀生。

 明朝中葉各姓氏興起編修族譜熱潮之時，唯獨曾佑孫家族因

人口眾多，散居各地，以致無能編修族譜。

(2)豐順曾溫氏由來：

石壁溫氏譜系考

石壁曾、溫聯姻

兩家同時隨難民南遷

溫氏遷到豐順拓墾有成，傳到第五代因故絕嗣

佑孫次子廣淵（母溫氏出），四傳嫡孫受山、受海、依信，過

繼給溫家。

改奏祖法名為大一郎、大二郎、大六郎，承接溫氏香火，是

為豐順“曾溫氏」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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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台時間落後 20 年

廣東五華佑孫支脈空前旺盛，“廣→甫”字輩往潮州的豐順、陸豐、

陸河、揭西等地遷徙，尋覓新地拓墾。傳到明末清初時，又面臨土地不

足以養活眾多人口的老問題。

清廷占領台灣之初，頒布渡台三禁令中，規定潮、惠二州禁止渡台。

因此潮州人大多遷往東南亞國家拓墾。直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施琅

辭世以後的二十年，東南亞國家的土地也大都被墾盡，潮州客家人乃改

向渡台移民，不過已經落後嘉慶州客家人的渡台時間約 20 年了。

清初攜眷渡台

每一位攜眷渡台移民，都可編撰出其獨特懷念故事，乃有《遷台曾氏

淵源故事》題材：

(3) 曾鞏後裔渡台：

 唐宋文學八大家

 明初 56 允亮避遷潮州登海

 登海曾氏攜眷渡台新埔

(4) 曾布後裔渡台：

 北宋神宗大臣曾布

 元初 50 嶼梁避遷上杭水南里

 公元 1949 拉夫隨軍徙台中壢

(5) (廣清(深)→授甫)後裔渡台：

 徙陸河縣河口鎮的拓墾故事

 67(雲浩、雲玉)→遷苗栗通霄

 攜眷渡台苗栗通霄、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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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豐順曾溫氏渡台：

 曾溫氏的由來故事

 68 堯乃、69 世賢→徙桃園觀音

 73 書發→入墾新竹寶山竹東

(7) (廣淵→褓甫)後裔渡台：

 遷徙陸豐西山寨的故事

 陸豐 66(俊發、秉凡)→遷桃園新屋

 陸豐 67 大舉→遷桃園新屋

(8) (廣淵→祥甫)後裔渡台：

 遷徙陸河水唇鎮的故事

 轉徙大埔、饒平、南靖的故事

 陸河 66 有惠→遷台中豐原

 大埔 65 習誥→還台中石崗

 饒平 66 有書→遷台中太平

 南靖 70 有文禧→還台北七星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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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廣用→宗甫)後裔渡台：

 遷徙揭陽觀山廟邊的故事

 改名揭西龍潭鎮的故事

 龍潭 66 君品→遷桃園楊梅

(10) (廣新→良甫)後裔渡台：

 譜系誤植的緣由

 54 廣新公遷興寧

 55 良甫公遷回五華七都

 55 良甫娶七妻共生 16 子

 59 法行遷五華梅林鎮開基立業

 《梅林譜》的緣由

 66 迺譓、迺諒渡台受僱打工

 67(仁芳、日芳)→遷桃園龍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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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文獻會，《台灣堡圖集》，1969 年

《宗聖重光》，五華宗聖公祠重修紀念冊，2012 年。

官方網站下載：

 南唐、南吳

 曾易占、曾鞏、曾布

 五華縣、陸豐縣、揭陽縣、豐順縣

 元朝民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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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府

 桃澗堡

 嚴禁移徙台灣

 新埔忠恕堂家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