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 節：石壁遷梅州蕉嶺 53 裕振公支脈 9.7

元未→明初

公元（1300→1420)±20 年

武城 (53→57) 派

廣東古梅州蕉嶺→分遷散居

東是指廣東省的東部，包括今梅州市、潮州市、汕頭市、

揭陽市及汕尾市的五個行政區，古代行政轄區及名稱多次

調整變更，致使今人容易陷入錯亂。較簡易法是拋棄行政

轄區名稱，而用梅州、潮州、汕頭、揭陽及汕尾的五個古代歷史地

名。寧化石壁客家人於元代沿汀江南下，遷入粵東梅州。梅州包括

今梅縣、蕉嶺縣、平遠縣、興寧縣、豐順縣及大埔縣，遷入客家人

繁衍興盛後，逐漸向鄰近縣區分支散居。

遷古梅州蕉嶺譜系 譜表 9.10，史地 9.11

譜載，石壁 11 世武 50 派：1230 茂森，傳到石壁 14 世武 53 派：1300 裕

振，字玉鳴，念二郎，元奉政大夫，家寧化縣（石壁）懷德鄉柑欖村，

配陳氏，生子二：天秩、天禎。石壁 15 世武 54 派：1330 天秩，字添秩，

十一郎，元官大理寺評事，因兵亂歿葬於江西，配聶氏，生四子：源、

溪、滄、海。武 54 派：1330 天禎，字添序，十六郎，配范氏生子啟瑞，繼

娶詹氏生子啟琦。

曾聶氏開基蕉嶺

據汀州路天災人禍事件表，公元 1339 年，汀州大水，溺死災民八千

餘人，爆發大瘟疫。於是形成由汀州南遷梅州的大規模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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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梅 州

古梅州，北宋時設置的州，宋開寶四年(971 年)改敬州置屬廣南東

路，治所在程鄉縣（今廣東省梅州市），轄境相當於今廣東省梅州、

梅縣區、平遠、蕉嶺等市區縣地。熙寧六年廢，元豐五年復置。南

宋紹興六年又廢，十四年又置。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 年)升為路，

二十三年仍降為州。

明朝洪武二年(1359 年)，併入潮州府。直到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將程鄉縣成立為嘉應直隸州，才領屬興寧、長樂（今五華）、平

遠、鎮平（今蕉嶺）等四縣，加上本屬的舊程鄉縣境，合稱嘉應五

屬。在台灣俗稱源自梅州一帶的客家話腔為四縣腔客家話，即是因

為清代嘉應直隸州管轄四個縣的緣故。

梅州市是歷史上客家民系的最終形成地、聚居地和繁衍地，更是

全世界客家華僑的祖籍地和精神家園。公元 1994 年 12 月首次在梅

州舉辦的第 12 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上，梅州被尊為「世界客都」。

梅州市位於粵、閩、贛三省交界處，東北部與福建省的龍岩市、漳

州市接壤，西北部與江西省贛州市相連，南部與廣東省的潮州市、

揭陽市、汕尾市毗鄰，西部與廣東省河源市接壤。

梅州名稱由來有所爭議。有說當地多梅，有「十里梅花」之稱；

有說此地為漢將梅絹之封邑。但這些說法均未有確切依據。而據《光

緒嘉應州志》，梅州是因本地有「梅峰」山、「梅溪」水而得名。

梅州地區在 1273 -1274 年元朝南侵期間，曾經遭到嚴重的殺戮。

元軍攻陷梅州後，全州各族中，只剩下楊、古、卜三姓，全境幾乎全

然廢墟。這個人煙稀少的偏遠山區，便成為閩西一帶生活困苦的平民

百姓，集體逃難開墾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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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添秩的遺孀聶氏，只好帶領四個兒子：啟源、啟溪、啟滄、啟海，

及小叔添禎（行十六郎），肩挑翁姑元朝奉政大夫曾裕振與陳氏夫婦骨

灰，跟著大隊難民，由閩西寧化石壁遷徙粵東程鄉縣。這位了不起的女

姓聶氏婆，帶著一家人自寧化石壁一路南下，她向天祈禱：「若遇籮索斷

則止」，逃至程鄉縣徐溪鄉（今蕉嶺縣新鋪鎮徐溪）白渡桃柳村大缽里，

籮索果斷，爰止斯土。

客家系遷入古梅州二次

客家人分二次遷入粵東梅州。第一次是宋末元初的公元 1277 年

之前，以粵東居民語言口音區分為：福佬系與客家系。福佬系：現

代閩語區福佬系的潮汕片，包括潮州、汕頭、南澳、澄海、饒平、

揭陽、揭西、普寧、惠來、海豐、陸豐諸縣，是福佬系主要分布區。

本區與福建相鄰，為福建泉州及漳州人南遷廣東的第一站，宋代移

民最多。客家系：南宋時粵東梅州“土曠民惰，業農者鮮，悉借汀、

贛僑寓者耕焉”，移民是當地農民的主要部分。學術界一般認為，

客家人原居住在福建的汀州，和江西的贛州一帶。

第一次遷入梅州

客家系第一次遷入：宋末元初開始向廣東梅州一帶遷移。光緒《嘉應

州志》載客家先民遷入：“元世祖至元 14 年(1277 年)，文信國1引兵出江

西，沿途招集義兵，所向響應，相傳梅民之從者極眾（父老相傳，松口

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兵敗後只存卓滿一人）。至兵敗後，「卓謀」率眾，

飄洋過海，到婆羅洲，今日印尼的加里曼丹島，摘自肖平的「客家人」

一書所遺餘民只楊、古、卜三姓，地為之墟。”換言之，第一次遷入梅州

的客家人，在公元 1277 年兵敗後，絕大多數傷亡。

1 即文天祥(1236-1283 年)，南宋末期吉州盧陵人，與陸秀夫和張世傑並稱為「宋

末三傑」。公元 1275 年，元兵渡江，文天祥散盡家產，招募豪傑，起兵勤王，

組織義軍三萬，以「正義在我，謀無不立，人多勢眾，自能成功」的口號進行

反元鬥爭。然最終因為孤立無援，抗爭失敗，到最後僅餘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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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遷入梅州

其後，才有第二次的“閩之鄰近粵者，相率遷移來梅，大約以寧化為

最多，所有戚友詢其先世，皆寧化石壁人。”這又可分為二梯次：第一

梯次導因於公元 1339 年汀州大水災，造成難民逃亡潮。武城 53 派：1300

裕振，念二郎公的兒媳曾聶氏，這時帶一家隨難民潮逃到梅州鎮平縣（今

蕉嶺縣）蓼陂鄉為家。第二梯次導因於公元 1354 年汀州路大飢荒，造成

難民逃亡潮。武城 53 派：1340 佑孫，號裕振，舉家避難遷移到梅州五華縣

華城鄉的高竹園為家。

客地的地域概念

相對於常見的行政區劃，客家地域（簡稱「客地」）是一個人文地理

概念，指該地居民以客家人為主，以客家話為主體方言，以客家民俗文

化為主導文化的地域。這樣看來，目前最大集中的客地，就是閩、粵、

贛三省交界處，包括江西省的贛州市全部，吉安、撫州市南部；福建省

的三明市西部，龍岩市南部；廣東省的梅州市、河源市全部，韶關市、

惠州市的大部，東莞市南部，深圳市東部等，形成客地的核心區域。

客家地域面積約 16 萬平方公里，居住在這裡的客家人，占總人口的

一大半。這裡是客家民系的發祥地，客家文化的生成地，如今也是最能

展現客家風貌的地區。依此看來，舊公支脈的遷徙，從晚唐時的吉安→

永豐→寧都→石城→石壁→到元末的蕉嶺，都是在客地核心區。同樣的，

略公支脈的遷徙，吉安→南豐→石城→石壁→五華，也都在客地核心區。

客地的山：七山二嶺 史地 9.12

如史地 9.12 所示山水圖，閩粵贛邊界客地，基本上被被括在東南沿

海丘陵的七山二嶺當中，其中七山分別是：第一是福建（閩）、江西（贛）

交界的武夷山，呈南北走向，山域廣大，面積近一千平方公里，主峰海

拔 2,100 公尺。武夷山的東西兩側山鹿，均為客地核心區。客家人主流是

經江西遷來，閩贛交界有武夷山相隔，石城到石壁的隘口比其他閩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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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隘口更為低矮，交通方便，且寧化是閩江、贛江、韓江的源頭，水

路交通便利。

第二至第六分別為在粵北幾乎平行排列的五道山系，均為東北至西南

走向，並與武夷山脈呈 45 度斜交，從西至東依次為：滑石山、青雲山、

九連山、羅浮山和蓮花山，主峰海拔從 1,200 到 1,800 公尺之間。第七是

海岸山，像是蓮花山的延續，在大鵬灣至大亞灣之間，將南海與珠江三

角洲平原的東部分隔開。

二嶺分別為西側的大庾嶺和東側的博平嶺，亦均為東北至西南走向。

大庾嶺為五嶺之一，山中梅關為贛粵古道的咽喉。博平嶺位於閩西南，

著名的客家土樓便多位於此嶺之中，嶺的西側屬汀州的客家區，嶺的東

側為漳州河洛區。

客地的水：六江三湖

六江指贛江、北江、東江、汀江、梅江、榕江。三湖指閩西泰寧的金

湖，廣東河源的萬綠湖，和惠州的西湖。客地的山即為客地水的發源地。

贛江是長江第七大支流，江西省最大水系，其東源貢水之源在武夷山，

西源章水之源在大庾嶺，章貢二水在贛州匯合形成贛江，就如章、貢二

字組合成贛字。贛江在客地中的主要支流還有桃江、湘水、梅江、上狻

江等。

北江差不多是粵北地區客家和廣府的分界線，其東部客地有兩條支流

――滇江和翁江，分別發源於大庾嶺和九連山。東江與北江一樣是珠江

的主要支流之一，上游尋烏水在江西境內，發源於尋烏縣大竹嶺（屬武

夷山餘脈）。尋烏水南流進入廣東後為東江，流經河源市時匯入源於青雲

山的新豐江，增江等，再經惠州、東莞等地注入南海。

汀江發源於閩西寧化的賴家山，屬武夷山脈。寧化一帶號稱客家祖

地，汀江則號稱客家母親河。汀江幹流途中匯入舊縣溪、永定河等，進

入廣東後在大埔縣匯合梅江形成韓江，在汕頭入海。梅江上游琴江發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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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蓮花山，匯入興寧江後稱梅江，在大埔三河埧與汀江匯合，汀梅二江

流域地區均為客地，是客家文化最濃重的區域。

榕江雖然較短，但它是潮汕地區第二大河流，其上游南北二溪流域的

部份地區亦為客地。泰寧金湖是池塘水庫，發源於武夷山脈的數條溪流

匯成該湖。湖水外泄水道名金溪，其東流匯入富屯溪，最後由閩江入海。

金湖勝在一池碧水與丹霞山相映生輝。萬綠湖即河源市一帶的新豐江水

庫，湖邊度假村，農家樂眾多。惠州西湖則勝在人文。

梅州蕉嶺開基分衍

曾聶氏婆帶四子及小叔，肩挑翁姑曾裕振，念二郎公，及陳氏夫

婦金斗，隨避難百姓自寧化石壁沿汀江南下，逃至程鄉縣徐溪鄉（今

蕉嶺縣新埔鎮徐溪）白渡堡桃柳村大缽里時，籮索果斷，曾聶氏一

族終於來到白渡，決定在此建立新家業。可以想見，當年逃荒的客

家移民並沒有一定的目的地，只要遠離令人傷心絕望的故鄉，找到

一處可以安身立命的新天地就好，所以不斷地向南方走。曾聶氏一

家終於來到白渡，決定在此建立新家業，便接著找一塊風水寶地讓

曾裕振夫婦，入土為安。後裔乃尊裕振公為梅州『蕉嶺曾氏始祖』，

族譜參考尺標寫成：

蕉嶺 1 世武城 53 派：1300±20 裕振

依《蕉嶺譜》生歿年資料及族譜尺標推算，時約元順帝至元五年（1339

年）汀州大水，溺死災民八千餘人。這年，曾聶氏的長子啟源約 24 歲(1315

年生)，老二啟溪約 22 歲(1317 年生)，老三啟滄約 19 歲(1320 年生)，老四

啟海十多歲，還有小叔天禎約 30 多歲，范氏及幼童啟瑞。

蕉嶺縣原名鎮平縣

蕉嶺縣位於粵東北部山區韓江（梅江）上游，屬於梅州市。由於地處

閩、粵、禎三省交界邊區，崇山峻嶺，一向多盜賊山寇盤踞之藪。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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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地屬廣東道潮州路程鄉縣，明太祖改隸廣東省潮州府，明思宗崇道

六年(1633 年)，析程鄉縣及平遠縣地設縣，仍隸屬潮州府，名曰「鎮平」，

寓意對土寇「鎮撫而平」。鎮平縣在民國三年因河南省也有同名縣份，因

此以境內小山「蕉嶺」為名，該山蕉林密佈而得名。

新鋪鎮則舊屬蓼陂鄉，位於蕉嶺南端，為一盆地，東南與梅縣相連，

三面環山，石窟河自北而南流經全境，新鋪鎮因而良田成片，有糧倉之

稱。再因石窟河下通梅江，商業貿易活動活躍。曾氏歷代祖先在這裡為

家，直到所佔土地的扶養人口面臨飽和壓力時，部份房系才向外遷徙。

裕振公蕉嶺家譜

據公元 2013 年《蕉嶺譜》生歿年干支及族譜尺標推算，武 53 派：1300

裕振，生於宋末公元 1271 年，念二郎，歿於寧化縣懷德鄉柑欖村（即地

理概念的石壁村）馬墩下，元至順初壬午年(1342 年)葬梅縣白渡嵩山上

溪口。配陳氏，公元 1272 年生，子二：政、真。

依尺標，武 54 派：1330 添政，字天秩，號寶堂，行十一郎，生於元成

宗乙未年(1295 年)，元英宗庚申年(1320 年)中科進士，封直奉大夫，官大

理寺評事（屬三品，掌大案複審，相當於現代最高法院法官），因兵亂歿

葬於江西。配聶氏，子四：啟源（貴昌）、啟溪（貴華）、啟滄（貴輝）、

啟海（貴相）。武 54 派：1330 添真，字天禎，行十六郎，生歿年不詳，配

范氏，生子啟瑞，繼娶詹（危）氏，生子啟琦。

蕉嶺 3世各房分遷

(1) 啟源房系：

蕉嶺 3 世武 55 派：1350 啟源，公元 1315 年生，行一郎，配賴氏，生

子三：萬一郎、萬五郎、萬六郎，傳到武城 58 派兄弟分遷梅縣石抗阜山、

松口鎮洋坑、廣東興始縣太平鎮等地，後失聯不詳。

(2) 啟溪房系：

蕉嶺 3 世武 55 派：1350 啟溪，公元 1317 生，行二郎，諡弘基，遷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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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今稱五華）開基。啟溪公配張氏，生三子樂叟、亦叟、永叟。樂叟

生七子，由嵩山徙油坑鄉蕉頭窩。啟溪繼娶林氏，生子二：待、行。蕉

嶺 4 世武 56 派：1400 曾待(公元 1377-1455 年)，字開新，遷揭西五經富開

基立業，鴻圖大展，子孫興旺。據《蕉嶺譜》載，啟溪公歿葬蓼陂鄉，

後遷揭西五經富石印寨，尊為五經富一世祖。

(3) 啟滄房系：

蕉嶺 3 世武 55 派：1350 啟滄，公元 1320 年生，行三郎，配黃氏，子

三：益生、壽生、正生。其後分三支：一是 56 派正生北遷 20 公里到塹

垣西山拓墾新地；二是 64 派子學北遷 3 公里的下九嶺拓墾；三是 64 派

書元北遷 10 公里的神崗墾殖。傳到 65-70 派有多人渡台，到苗栗、屏東

等地墾殖或做生意。

(4) 啟海房系：

蕉嶺 3 世武 55 派：1350 啟海，生歿不詳，行四郎，配江氏，子二：昌

祚、光祚。56 派光祚，東遷到梅縣白渡河旁嵩山拓墾，傳到 66-67 派有

多人遷台到高雄美濃、苗栗西山、桃園觀音拓墾。

(5) 啟瑞房系：

蕉嶺 3 世武城 55 派：1360 啟瑞，生歿不詳，行百五郎，配賴氏，生一

子仕良，為蕉嶺新埔同福房，致力《蕉嶺曾氏族譜》編修工作。傳到 67-73

派時，終因人口成長過剩壓力，有多人陸續遷台拓墾新地：台中新社，

新竹市埔，桃園觀音、南崁、平鎮等地。

(6) 啟琦房系：

蕉嶺 3 世武城 55 派：1360 啟琦，生牛歿不詳，行少二郎，配黃氏，子

三：廣、敬、達，徙興寧縣洋湖鎮，後裔衍廣西省，其後就都失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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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9.10 徙梅州蕉嶺曾裕振支脈分衍

唐山祖 石壁 1 世 石壁 6 世 石壁 11 世 接譜表 4.52；會訊譜 62 頁

舊 公● 中 彥 益 甫 茂 森 瑞琪，王氏

武 34 派 武 40 派 武 45 派 家寧化石壁村（馬墩下）

石壁 12 世武 51 派：1240 允 倡 進倡，于氏 蕉嶺譜

石壁 13 世武 52 派：1270 紋 光 彩奇，李氏

蒙古侵宋亡

蕉嶺 1 世武 53 派：1300 裕 懷 念一郎 裕 振 念二郎 裕 輪 念三郎

元 代 明 初

元世祖

武 54 派：1300

蕉嶺 1 世

帝爭、順帝

武 54 派：1330

蕉嶺 2 世

順帝、洪武

武 55 派：1360

蕉嶺 3 世

洪武永樂

武 56 派：1390

蕉嶺 4 世

永樂、帝爭

武 57 派：1420

蕉嶺 5 世

裕 振

1271 生

玉鳴

念二郎

元奉政大夫

陳氏

尊為

蕉嶺始祖

天 秩

1295 生

添秩，十一郎

大理寺評事

歿於江西

聶氏

聶氏帶四子

避遷蕉嶺

同福

古蓼陂境內

散居

啟 源

1315 生

賴氏

萬一郎

萬五郎

萬六郎

五七郎、貴楊

以道、正道

廷輔、廷用

衍梅縣石坑阜山

衍興始縣太平鎮

衍梅縣松口鎮洋坑

啟 溪★

1317 生

弘基

張氏、林氏

張出 樂 叟

曾 待

1377-1455 開新

曾 行

衍油坑蕉頭窩

崇吾、景吾

啟 吾

創 垂

接譜表 9.20

接譜表 9.30

徙揭西五經富

蕉嶺譜 51-158 頁

啟 滄★

1320 生

黃氏

益 生

壽 生

正 生

徙塹垣西山

子貴、子福

子才、子良

子 富

居塹垣西山

衍龍虎頭、新鋪鎮

蕉嶺譜 150-345 頁

嵩山田里、徐波頭

接譜表 940

啟 海★

江氏

昌 祚

光 祚

徙梅縣白渡

仲賢、仕賢

曾 順

居梅縣白渡

南華埧、嵩山

蕉嶺譜 346-459 頁

接譜表 9.50

天 禎

添序，十六郎

范氏，危氏

啟 瑞★

五郎，賴氏

仕 良 世 賢

世盛、世謙

蕉嶺譜 460-1270 頁

衍同福接譜表 9.60

啟 琦

黃氏

朝 廣

朝敬、朝達

子徙興寧洋湖鎮

廣西港市平南縣

衍豐順縣湯坑鎮

石碑街

元

初

南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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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9.11 元末曾聶氏婆舉家自石壁遷梅州蕉嶺

(公元 133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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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9.12. 粵東梅州客家山水與曾氏遷徙原鄉

曾 53 裕振支脈：寧化石壁 1339 年 梅州蕉嶺

揭西五經富

曾 53 佑孫支脈：寧化石壁 1354 年 梅州五華

梅州豐順

興寧黃陂

汕尾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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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