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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曾氏宗親會觀音分會 曾榮貴

2016 年 3 月

東嘉應州鎮平縣蓼坡鄉，現屬廣東梅州市蕉嶺縣新鋪鎮，

明朝末年設鎮平縣，因境內小山「蕉嶺」，而於民國初年改

名為蕉嶺縣。新鋪鎮位於蕉嶺縣南端，三面環山，有石窟

河下通梅江再接韓江，由潮州、汕頭出海，為物產豐富之盆地。

蒙古滅南宋後，社會動盪不安，天災造成饑荒加上瘟疫，人禍的重賦

剝削。更有「曉風殘月」所著《蒙古帝國的滅亡》一書提到：「蒙古統治

南方地區，每村派一戶蒙古人，且蒙古人的種種惡行，漢人深惡痛絕」。

漢族再次大遷徙逃亡。元朝初期，汀州府人口約 22 萬戶，到元朝末年汀

州府只剩 4 萬餘戶。

梅州蕉嶺曾氏，元朝末年時由福建汀州府寧化縣石壁村遷徙而來，曾

天政字添秩，為元朝朝列大夫（四品官），妻聶氏因曾添秩歿於江西任內，

聶氏婆不得已隨居民逃難。聶氏婆帶領四個兒子：啟源、啟溪、啟滄、

啟海及小叔天禎，肩挑翁姑奉政大夫（五品官）曾裕振與陳氏骨骸，由

閩西寧化隨大批難民南遷，尋找新的家園。這位了不起的聶氏婆，自寧

化石壁一路南下，她向天祈禱：「若遇籮索斷則止」，千辛萬苦行幾百里

路，逃難至白渡堡的桃柳村大缽里，籮索果斷，於是決定在白渡定居建

立家業。

老四啟瑞為裕振公夫婦擇地安葬，經風水師劉江東協助在離家不遠處

（白渡嵩山）砍開荊棘，點出臥豬暴兜形（一說黃龍出洞形），稱廣東梅



9.4 第九章：《梅州蕉嶺 53 裕振脈→渡台譜系》

州裕振一世祖。

曾家在劉江東指點下尋

找屋場，他說曾家大水牛會出

走，到時提簡單行李跟著大水

牛走，大水牛在哪裡洗浴，祖

堂就在哪裡建造，水牛洗浴的

方向就是祖堂的方向，結果大

水牛出走一直跑到新鋪石壁

碑，竟然遇到大水，水牛在水

中東游西游南游北游，等曾家

人找到渡船過到河西時，水牛

已在吃草，曾氏建祖堂只好各

建有門向東、門向西、門向南

和門向北的祖堂。

擇風水寶地安葬了裕振公夫婦，又建造祖堂于蓼坡鄉，子孫很興旺，

到人口飽合之後，大量移居海內外。計有三次移民潮，據鎮平縣誌和省

誌記載：

(1) 康熙朝獎勵湖廣人口填四川；

(2) 乾隆時期鎮平有 39 萬人，遷移臺灣有 20 萬人；

(3) 同治 4 年（1865），清軍與太平軍決戰於廣東鎮平時，有

30 多萬戰死或外逃，鎮平只剩 10 萬餘人。

梅州蕉嶺始祖

武城 53 派：1300 曾裕振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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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嶺曾聶氏婆祖墳 【位於蕉嶺祈鋪鎮長江村上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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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