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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清乾隆→同治→民國

武城(55→69→74)派

公元（1350→1770→1870→1949)±20 年

（南山黃坑村、揭西五經富）→遷台楊梅關西、台南等地

溪公，字貴華，行二郎，諡弘基，生於 1317 年，妣張氏，

生一子樂叟，遷新埔鎮南山村。武 56 派：1380 樂叟，別

稱南山樂叟，配劉氏，生七子：澄、源、瀾、清、灝、

汪、洋。老大曾澄及老五曾灝，裔衍譜系詳載於 2013《蕉嶺譜》，

但（源、瀾、清）兄弟三人可能隨父由嵩山（或南山）徙油坑鄉蕉

頭窩，後失聯。依台灣觀音宗親提供私譜資料，樂叟之後傳到武 59

派：1470 隱尚時遷紅坑場（現藍坊紅坑水庫），其後一直到武 68 派：

1740 鳳樓，漂洋遷台開基楊梅。這是用族譜尺標更正，所得遷台淵

源譜系。

武 55 派：1350 啟溪，繼娶林氏，生二子：待、行。武 56 派：1400 曾待，

字開新，1377 生，父子相差 60 歲，遷揭西五經富，打鐵為生致富，成

為五經富旺族。1949 年 8 月，國共內戰時的“五經富虎尾峰之役”，胡

璉軍團掠奪青少年，五經富曾氏數百人被拉去當軍夫，隨國軍遷移台灣，

成為新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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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譜史料的困惑

清雍正乾隆年間，放寬渡台禁令時，返鄉攜眷來台的開台祖，大都

順便抄寫帶來一份族譜，俾後裔知道祖先由何而來。來台族譜內容包括：

祖先姓名、地名或墓地、年代及世序等。族譜記載資料，今天看起來，

似有若干困惑：

(1) 祖先芳名諡號：

來台族譜記載的祖先姓名，大都附加諡號或郎名。諡號一般是法師

在殯葬儀式時加封的，不是祖先在世的名字。奏祖法名的“郎名或娘

名”，在客家地區曾經盛行一時（宋、元到明初）。祖先的諡號及郎名，

都會造成族譜的困惑。編修族譜時，應以祖先的昭穆名，或稱「族譜名」

為主，諡號或郎名只是附記，可有可無。

(2) 祖籍原鄉地名：

一般來台族譜的起頭，大都記載祖籍原鄉地名。其後各房分支，若

有遷徙才會附記。某一房如有多次遷徙，記載內容就逐漸磨糊。如果有

一代族譜失記，歷代先祖的遷徙線路就很難銜接上。傳統譜牒重視祖考

妣的安葬地名、墳墓造形及方位風水等，均有詳細記載。可是，除少數

開基祖由派下員共同祭祀之外，一般祖先墳墓隔三代之後，可能就少有

裔孫還去祭祖掃墓。

(3) 列祖生長年代：

傳統族譜的年代記載，都用天干地支，簡稱“干支”。在中國古代

歷法：『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被稱為“十天干”；

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叫作“十二

地支”。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時代，農業己很發達，也促進了天文曆法的

發展。出土的殷商龜殼與牛胛骨(甲骨文片)，己有用以計日與計年的干

支表，以 10 天干與 12 地支相配，組成 60 個不同的名稱，常稱為 60 甲

子或 60 花甲。由於天干 vs 地支的甲骨文筆劃過於簡單、相近，抄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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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分辨，如：戊 vs 戌；己 vs 巳，確實難以分辨，抄寫打字是否正確也

不知，若一有差錯就是 10 年、12 年，或其組合倍數。這 60 甲子，週而

復始的「干支」，是編修族譜的一大負擔，需依賴「天干地支表」並借

助歷史朝代紀元，才查出公元年代，工作相當吃力。

(4) 世代昭穆排序：

傳統族譜都以開基祖為第一世代，記載祖先的世代排序，每隔幾代

就持續編修族譜，就可清楚記載世代排序。若某一房分支他遷，間隔好

幾世代沒修族譜，就會有某些世代的失記 A1、失記 A2 等情況，以致排

序無法正確銜接。

69 鳳樓譜的解析 譜表 9.21-22

依桃園觀音宗親提供的《鳳樓公私譜》資料，分析如下：

(1) 祖先遷居地名：

● 二世祖啟溪公生樂叟，遷居蕉嶺南山村。

● 六世隱尚公遷居蕉嶺藍坊紅坑。

● 十五世鳳樓公遷台桃園楊梅。

(2) 祖先世代排序：

依 2013 年《蕉嶺譜》記載，樂叟公的已知族譜尺標為：

蕉 4 世武 56 派：1390±20 樂叟

十五世武 67 派來台祖鳳樓公生於雍正十三年(1735 年)，於道光十三

年(1833 年)，遷葬在楊梅高山頂六股庄下。依此計算，鳳樓公為高壽，

似可質疑生歿年資料。十九世武 71 派阿秤的生歿年為公元 1888-1938

年，壽 71 歲。德金於 1878 生、德福於 1880 生、德和於 1885 生。阿秤

的族譜尺標可寫成：

蕉 19 世武 71 派：1910 阿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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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樂叟之間，間隔 520 年，相差 15 代。統計平均間隔 34.6 年，其

間差距需找出原因重建。

67 鳳樓譜系重建 譜表 9.21-22

(1) 從 71 派阿秤上溯：

譜表 411 為 56 樂叟→67鳳樓遷台楊梅關西→71阿秤的家譜，其中

有多房過繼生歿年史料，可找出族譜尺標：

 過繼 蕉 18 世武 70 派：1880 漢龍

 長子 蕉 17 世武 69 派：1840 集榮

 次子 蕉 16 世武 68 派：1790 隆豐 (1759-1818)

 三子 蕉 15 世武 67 派：1750 鳳樓★

 長子 蕉 14 世武 66 派：1710 發宗▲

(2) 武 56 派樂叟公傳下：

譜表 9.10 為 55 啟溪→56樂叟→徙台譜系。據 2013 年蕉嶺譜更正

史料，蕉嶺 3 世武 55 派啟溪，公元 1317 年生，族譜尺標為：

蕉嶺 3 世武 55 派：1350 啟溪

又依台灣觀音榮貴宗長蒐集的各種族譜記載，啟溪配有劉、陳、張、

林、賴等五氏，樂叟為第三任的張氏所出。其後，啟溪遷往揭西五經富，

第四任的林氏於 1377 年生了曾待（開新）。據此推算，樂叟的族譜尺標

應為：

蕉嶺 4 世武 56 派：1390 樂叟

史地 9.21 圖顯示，樂叟遷居南山，位於金沙鄉的南側，一連生了五

子，人稱南山樂叟。其後北遷油坑，才又生了二子：曾汪、曾洋。樂叟

50 多歲時，生第六子曾汪，推算其族譜尺標為：

蕉嶺 5 世武 57 派：1440 曾汪

曾汪行十郎在油坑住了兩代，直到他的長孫 59 派永昌行三郎，西遷

到與平遠縣交界的黃坑塘，60 派善壽遷到舉人坑，到 62 派子順，遷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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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開基，建「曾氏子順公祠」。一直傳到 66 派發宗公，共傳 9 世代，一

世隔 30 年推算，符合族譜尺標：

蕉嶺 14 世武 66 派：1710 發宗

(3) 武 66 派發宗渡台打工：

從族譜尺標推算得知，武 66 派發宗 20 歲出頭之時，約當公元 1700

年代的康熙年間。那時，施琅已於康熙 35 年(1696 年)逝世，對廣東客家

人渡台禁令逐漸放鬆。乃有南山附近金沙鄉的啟海房：武 66 派：1690 九

安、彪錦、弘座等率先渡海來台，在高屏拓墾新地，後裔今衍高屏六堆

的美濃鎮。66 派發宗約晚了 20 年才渡海來台，已經無法分得墾地的機

會，只能受雇打工購錢，贍養家資，告老歿葬蕉嶺黃坑原鄉。他的三子：

鳳閣、鳳山、鳳樓，長大後也都繼承父業，渡台在高屏墾地受雇打工。

苦於無法獲得自己的墾地。

(4) 武 67 派鳳樓北上楊梅壢拓墾：

依莊育城著《桃園的客家移民史》，乾隆二年(1737 年)，粵籍客家移

民墾首薛啟隆，率墾民數百，從雲林斗六北上，由南坑港登陸，順南崁

溪向東南，拓墾龜山、八德間之土地，包括內壢、中壢、平鎮一帶。

在高屏受雇打工，苦於沒有墾地的鳳樓兄弟，獲悉這項消息後，鳳

樓乃決定沿下淡水溪到東港，塔船北上，到南崁港登陸，時間約鳳樓公

20 多歲的乾隆五年(1740)前後。鳳閣、鳳山可能留居高屏六堆的美濃，

其後失聯不詳，

據公元 1756-59 年繪製的《乾隆台灣輿圖》，在南崁社與桃園仔間有

一條步道。自桃園仔有一條步道跨過南崁溪，沿園埔到內澗仔壢（今內

壢），分岐為二：一條向西爬坡到外澗仔壢（今楊梅壢、高山頂），另一

條向南到大溪墘汛（今龍潭），再偏東南到霄裡社（今銅鑼圈、關西一帶）。

族譜史料記載，鳳樓公卒葬楊梅高山頂，表示當初在外澗壢拓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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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鳳樓公返鄉攜眷來台：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佔領台灣時頒布的渡台禁令三條，到雍正

十年(1732 年)第一次放寬，准予渡台者攜眷。但到乾隆五年(1740 年)又

因開禁以來弊病叢生，再度禁止。到乾隆十一年(1746 年)，戶科給事中

六十七奏請清廷再開禁令，准予攜眷，為期二年。鳳樓公乃返回蕉嶺程

坑，攜眷王江靖來台，當年(1746 年)長子乾豐出生，公元 1759 年次子隆

豐出生，從兄弟取名帶有「乾、隆」二字，就可看出這對夫妻對乾隆帝

的感激之意。

遷台 67 鳳樓公家譜

譜表 411 的鳳樓公家譜顯示，老大乾豐妻鄭氏，無出。老二隆豐配

陳氏，生四子：榮、傳、華、元，歿葬關西。表示，台 2 世武 68 派隆豐

自楊梅高山頂，遷往關西拓墾新地。他的次子集傳過繼給乾豐為嗣。其

後，子孫昌盛，家業興隆。

 台 2 世武 68 派：1790 2 丁，2 戶

 台 3 世武 70 派：1830 4 丁，4 戶

 台 4 世武 72 派：1880 10 丁，9 戶

 台 5 世武 73 派：1900 15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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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9.21 啟溪：56 樂叟房→徙台譜系

家蕉嶺同福→新鋪油坑→藍坊紅坑(原程坑)

唐山祖 石壁 1 世 蕉嶺 1 世 蕉嶺 2 世 接譜表 9.10；會訊譜 62 頁

舊 公● 中 彥 裕 振 天 秩 1295 生，聶氏

武 34 派 武 40 派 武 53 派 蕉嶺譜 43, 51 頁，揭西五經富譜

曾鳳樓譜

蕉嶺 3 世武 55 派：1350 啟 溪 1317 生，各譜記有劉氏、陳氏、張氏、林氏、賴氏

明洪武、永樂 張氏出 林氏出

蕉嶺 4 世武 56 派：1390 樂 叟 劉氏 曾 待 1377-1455 開新 曾 行

葬油坑豪豬山 遷揭西五經富 不詳

帝爭、景泰

蕉嶺 5 世武 57 派：1440 曾 澄 源、瀾、清 曾 灝 曾汪(曾正) 曾 洋

金沙橋 油坑鄉蕉頭窩 遷南山鄉 行十郎，陳氏

成化弘治

蕉嶺 6 世武 58 派：1470 隱 尚書三郎，李氏 隱 樂林氏

正德嘉靖

蕉嶺 7 世武 59 派：1500 永 昌 藍坊紅坑

明 代 明 末 清 初

正德嘉靖

武 59 派：1500

蕉嶺 7 世

嘉 靖

武 60 派：1530

蕉嶺 8 世

隆慶萬曆

武 61 派：1560

蕉嶺 9 世

萬 曆

武 62 派：1590

蕉嶺 10 世

天啟崇禎

武 63 派：1620

蕉嶺 11 世

順治康熙

武 64 派：1650

蕉嶺 12 世

永 昌

諡德惠

行三郎 蘇氏

移居藍坊

葬黃坑塘

藍坊開基祖

善 壽

諡德創

藍氏

合葬舉人坑

雅 士

諡逸樂

林氏

葬葬田仔厘

子 順

諡柔雅

鍾氏、梁氏

葬坑尾

曾氏子順公祠

(紅坑水庫旁)

君 望

君 化

諡直創

謝氏、羅氏

葬黃坑塘

君 仁

君 德

汝 顯

  應 虬  

諡篤厚

池氏

葬惟仔崗

譜表 9.22

明

初

元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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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9.22 56 樂叟→67 鳳樓遷台楊梅關西譜系

原鄉蕉嶺南山村→油坑鄉→黃坑村→遷台楊梅關西

蕉嶺 1 世 蕉嶺 3 世 蕉嶺 4 世 蕉嶺 5 世 蕉嶺 6 世 接譜表 9.21

裕 振 啟 溪 樂 叟 曾汪(曾正) 隱 尚 書三郎，李氏

武 53 派 武 55 派 武 56 派 行十郎 藍坊紅坑

蕉嶺 12 世武 64 派：1650 曾鳳樓譜 應 虬 諡篤厚，池氏

康熙

蕉嶺 13 世武 65 派：1680 日 鄉 日 仰 諡純厚 日盛、日章、日仁、日義、日寧

葬中心巽 江氏 衍江西瑞金鄉

康熙雍正

蕉嶺 14 世武 66 派：1710 發 宗 敬宗、振宗、榮宗

清 初 清 代 清 末 日 治

康熙雍正

武 66 派：1710

蕉嶺 14 世

乾 隆

武 67 派：1750

蕉 15 世/台 1 世

乾隆嘉慶

武 68 派：1790

台 2 世

道 光

武 69 派：1830

台 3 世

咸豐同治

武 70 派：1880

台 4 世

光緒明治

武 71 派：1910

台 5 世

發 宗▲

諡勤睦

管氏

葬中心巽

曾鳳樓譜

鳳 閣

鳳 山

鳳 樓★

諡勤裕

王江靖

遷台關西

遷葬

楊梅高山頂

乾 豐

1746 生，鄭氏

集 傳

宋氏

丁 妹 未娶

壬 妹 來興、來發

隆 豐

1759-1818

陳氏

葬關西

集 榮

集 傳 過繼

承 龍 蕭氏

漢 龍 陳氏

德長、德源

德 秤(阿秤)

1888-1938

集 華

劉氏

貴 龍 黃氏

承 龍 過繼

德才、德勝

集 元

1801-1883

吳氏

戊 龍 鍾氏

庚 龍 朱、張

冉 龍 張氏

乙 龍田 氏

漢 龍(過繼)

石 龍

1857-1896

彭、張氏

德 運

德貴、德立

德 萬

德金、德福

德火、德和

▲往來台灣打工告老歿葬原

鄉。

★來台祖

清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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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9.21. 蕉嶺 56(啟溪→樂叟)房→渡台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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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根之旅：蕉嶺紅水坑水庫子順祠堂

公元 2016 年 4 月

蕉嶺紅水坑水庫

武 62 派／蕉嶺 10 世曾氏子順祠堂

子順祠堂

榮貴、進乾、錦泉、建達、

建光、逸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