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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

武城(50→56→66→71)派

公元(1240→1440→1680→1860)±20 年

上杭勝運里→永定曾屋寨→南靖豪崗→遷南投內轆

州府約有臺灣的三分之一大，早在唐代已建州。明朝洪武

元年（1368 年）改漳州路為府，治所在龍溪縣，轄境相當

於今九龍江流域及其西南地區。清朝時，只相當今九龍江

中、下游流域及其西南地區，漳州府治仍為龍溪縣，轄境縮小為龍

溪縣、漳浦縣、南靖縣、長泰縣、平和縣、詔安縣、海澄縣等 7 縣；

及雲霄廳 1 散廳。公元 1913 年廢。

明代漳州的發展在海外貿易，尤其是元未泉州地區爆發色目人「亦恩

巴溪軍亂」導致泉州港衰微，漳州的月港代之興盛，一時熱鬧繁華，成

為明朝一項重要稅收來源。然因海寇倭亂及改朝換代後，明鄭抗清勢力

強大，清廷再度頒行禁海令，嚴絕海上商業往來，月港便一蹶不振沒落，

沿海貿易轉移到廈門，此後，飽受流離之苦的漳州人便移民海外，冒死

渡過海峽洶湧險惡的洋流「黑水溝」，絡繹來到臺灣。直到清雍正十二

年(1734 年)漳州才建為府，同時進入漳州移民臺灣的時期。

開漳聖王

漳州平原素有青山碧水，山川秀美，氣候宜人，物産豐饒。唐朝時，

河南固始縣的陳元光繼承父志，率軍在此屯墾，受朝廷命為第一任刺史，

平定閩粵邊境，正式開建此地，因旁有一水叫"漳江"，所以叫"漳州"。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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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是福建南部的“魚米花果之鄉”，農耕墾殖就是漳州最主要的經濟活動，

漳州人民感戴陳元光，奉祀為「開漳聖王」。

南靖縣邑

南靖縣歷史悠久，隋代稱蘭水縣，元至治元年（1322 年），析龍溪、

龍巖、漳浦交界地域置南勝縣（今南靖縣、平和縣全境及漳浦縣部分），

隸漳州路，縣治設於今平和縣南勝鎮。至元六年（1340 年），縣治遷至

官山（今平和縣小溪鎮舊縣村）。元至正十六年（1355 年），南勝縣改

名為南靖縣，意「南方安靖」，並把縣政府遷至靖城。明洪武元年（1368

年），漳州路改為漳州府，南靖屬之。

南靖縣人口主要為漢族，1990 年的統計表明漢族占總人口的

99.83%，畲族占總人口的 0.13%。南靖縣大多為閩南人、少數客家人，

主要通行閩南話，約有 4%的南靖人口使用客家話，

平和縣邑

明正德十三年（1518 年），劃清寧、新安 2 里共 12 圖置平和縣。同

年，龍溪縣劃二十一都 7 圖、二十五都 5 圖（今龍海市程溪鎮和漳浦縣

南浦、馬苑、龍溪墟）歸南靖縣管轄。平和縣地處福建省漳州市西南部，

毗鄰廈門、汕頭兩個經濟特區。轄 10 鎮 5 鄉，1 個農場。平和縣境內群

巒疊嶂，山清水秀，全縣森林覆蓋率達 69%，水果面積達 90 萬畝。

平和縣處於南嶺山脈東西向複式構造帶，與新華夏系第二複式隆起

帶，這兩個巨型構造體系的複合部位。歷經多次的地殼運動，構造斷裂

複雜。縣內種稻不遲于宋代，並有早稻、晚稻和中稻之分。清康熙以前，

冬種小麥以及煙、蔗、麻等經濟作物已有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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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靖豪岡曾氏譜系

譜表 10.30；史地 10.31-32

南靖豪崗曾氏族譜載，石壁 11 世茂桂→武 51 派：1270 曾耀，於

蒙古第三次侵宋時，避遷上杭縣勝運里藍家渡，住了一代之後，元

朝中葉，武 53 派：1330 曾泰徙永定縣，到武 54 派：1350 鐘魯時，在永

定縣湖坑鎮六聯村建“曾屋寨”，舊稱半徑。武 55 派：1370 啟俊在六

聯村建曾屋寨宗祠。明初，武 56 派：1390 萬八郎，諱曾光，出生於曾

屋寨，配陳氏，生三子：永旺、永鄉、永興。

萬八郎逝世後，老三武 57 派：1420 永興，百五郎，偕母陳氏，遷南靖

縣船場鎮葛山赤州村。其子武 58 派：1440 十八郎，又徙南坑鎮西側 25 公

里處的豪崗（今高港）竹內田中央拓墾。

南靖 1 世武城 56 派：1390 萬八郎

萬八郎公墓 (永定縣湖坑鎮六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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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崗地處高山的一個

小盆地，海拔 815 米，氣

候溫和，雨水充沛，曾氏

在此拓墾建立家園，傳 2

代到明弘治年間建祠「崇

本堂」，尊萬八郎為南靖開

基始祖：

家戶成長與外遷壓力

曾氏落腳拓墾豪崗盆地，起於明景泰年間的南靖 3 世武 58 派：1440 十

八郎。豪崗曾氏人口逐年成長，聚居族人形成高港、大老厝（崇本堂所

在地）、春美洋、竹內等 4 個自然村。

當戶口成長超過自然村的耕地生產供養能力時，村民就需外遷覓地謀

生。明初泉州港衰徵後，漳州的月港代而興盛，漳州過剩人口得到新的

就業機會。但到明末鄭成功抗清勢力強大，清廷頒行禁海令，嚴禁海上

商業往來，靠月港謀生的漳州人，失去工作機會，生活壓力艱苦。

清廷於 1683 年佔領台灣，頒布渡台禁令，禁止無業游民留台，並強

制遷回原籍，一時鄭氏文武百官、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達其半，

以致人去業荒。飽受謀生壓力的漳州人，便一波波冒死渡過海峽「黑水

溝」，絡繹來台灣搶奪耕地。南靖豪崗曾氏沒在第一波前來台灣。

但到康熙後葉的南靖 11 世武 66 派：1700±時，人口快速成長，迫使南

靖豪崗曾氏族人，需跟隨大勢，冒死渡過黑水溝，前往台灣找尋新機會。

萬八郎公夫人陳氏墓
南靖縣書洋鎮赤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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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靖萬八郎支脈的遷台

據來台祖手抄本及 2014 年南靖族譜載，康熙末葉，南靖 11 世維

烈、維贊兄弟首先渡台到南投牛運堀拓墾，雍正年間豪岡宗親隨後

陸續入台拓墾。乾隆初葉，南靖 14 世必申公攜眷到內轆拓墾。族親

中，有南靖 12 世士察、士壬、曾附，13 世麟玉等，在內轆地開墾，

興水利、引水灌溉水田、農產豐收。到乾隆末葉，內轆地區曾家人

丁興旺。當時土匪搶奪事件甚多，維烈、維贊的裔孫便從牛運堀移

居內轆。另有一族親在南靖新羅村也從 14 世東海公隨後到內轆入墾。

南投內轆聚落的曾氏族親，劃分為下厝角、頂厝角、內厝角、尾厝角、

祖厝角、庄頭角、菁園角等七個角落。當時每年派人回大陸祭祖，交通

不便，台灣海峽的黑水溝險，族人死傷多人。爾後，由在台二、三世祖

房系的 49 人，籌資興建曾氏祖厝，祭祀宗聖公曾子、南靖始祖萬八郎、

南靖開基祖永興（百五郎）公妣等歷代祖先，每逢春、秋兩季依古禮三

獻禮祭祀。現今 2010 年代，南投內轆地區的內新、內興二里，曾氏人口

約達一萬人的規模。

族譜資料蒐集 譜表 10.32

南靖曾氏徙台資料有三：一是台灣重修 1999《秋圖譜》，可查南靖渡

台祖派下員，由南投內轆祭祀公業曾崇源堂提供；二是台灣 2001《水照

譜》新增南靖曾氏渡台祖派下員；三是 2014《南靖豪崗曾氏族譜》第 30

～89 頁所載徙台部份。將這三項資料串接起來，可得南靖渡台祖比較完

整的譜系表。

仔細查對資料，發現公元 2014《南靖譜》徙台名單中，只有半數出

現在 1999《秋圖譜》或 2001《水照譜》。換言之，從南靖豪崗往台的人

數，有半數失聯或後裔不詳，在譜表以「☆」符號表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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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開→64 派世富有 5 人徙台失聯

 宜旺→64 派守敬有 5 人徙台失聯

在譜表 342 也發現：

 喬寧→64 派朝逞有 2 人徙台失聯

 喬仁→64 派明德有 1 人徙台失聯

 喬仁→64 派明朝有 2 人徙台失聯

南靖→渡台房系 譜表 10.33-38

南靖豪崗曾氏族譜載，南靖 5 世武 60 派：1500 宜舉房，在崇本堂祖

祠地居住。傳到南靖 7 世 62 派：1560 喬寧、喬仁兄弟二人仍住在祖祠地。

到明末清初保存完整譜牒。南靖譜找出為五個渡台房系：

 喬寧→武 64 派奇珀房 見譜表 10.33

 喬寧→武 64 派奇瓊房 見譜表 10.33

 喬寧→武 64 派奇龍房 見譜表 10.34

 喬仁→武 64 派明俊房 見譜表 10.35-37

 喬仁→武 64 派明標房 見譜表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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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10.31 寧化石壁→漳州南靖豪岡(高港)遷徙線路圖



10.52 第十章：《(汀州永定、漳州南靖)→渡台譜》

譜表 10.30 漳州南靖曾氏：56 萬八郎支脈

唐山祖 石壁 1 世 石壁 6 世 石壁 11 世 接譜表 4.52

舊 公● 中 彥 益 用 茂 桂 裕承，徐氏

武 34 派 武 40 派 武 45 派 家寧化石壁村（馬墩下）

《南靖豪崗譜》30-89 頁

蒙古侵宋，宋亡

石壁 12 世武 51 派：1270 曾 耀 避遷上杭縣勝運里藍家渡

元世祖

上杭 武 52 派：1300 曾 榜 1279-1349，四五郎，生五子：

元帝位相爭 ⑤

上杭 武 53 派：1330 曾 泰 1303-1390，大五郎，遷永定縣

抗元起義，元亡

永定 武 54 派：1350 鐘 魯 童魯、崇魯，馬氏，

居永定縣湖坑鎮六聯村曾屋寨（舊稱半徑）

明洪武

永定 武 55 派：1380 啟 俊 鄭氏，開基建曾屋寨宗祠

明永樂

南靖 1 世武 56 派：1400 萬八郎 曾光，陳氏，居永定縣湖坑鎮六聯村曾屋寨，

尊為「南靖始祖」，生三子：

永旺(徙廣東)、永鄉(居六聯村曾屋寨)、永興

明帝相爭 ③

南靖 2 世武 57 派：1420 百五郎 永興，伍氏、陳氏，遷南靖縣船場葛山內村居住，

嗣子十一郎，生三子：

英宗 ③ 十三郎(居葛山內村)、十七郎(徙廣東)、十八郎

南靖 3 世武 58 派：1440 十八郎 鄭氏，由葛山內村遷豪崗竹內田中央，今豪崗村

景泰天順

南靖 4 世武 59 派：1460 福 衍 王氏，徙竹內大磜 福 胤 1427-1508，賴氏

崇本堂祖祠地

成化弘治 居春美洋

南靖 5 世武 60 派：1480 孟 開 劉氏 宜 通 1452-1521 宜 旺 余氏 宜 舉

裔衍廣西柳江縣

譜表 10.31 譜表 10.31 譜表 10.32

明

初

元

朝

明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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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10.31 南靖 56 萬八郎→60(孟開、宜旺)房→渡台譜

石壁 1 世 石壁 11 世 南靖 1 世 接譜表 10.30 ；《南靖豪崗譜》30-89 頁

中 彥 茂 桂 萬八郎 曾光，陳氏，居永定縣湖坑鎮六聯村曾屋寨

武 40 派 武 50 派 尊為「南靖始祖」

南靖 2 世武 57 派：1420 百五郎 永興，伍氏、陳氏，遷南靖縣船場葛山內村居住

南靖 3 世武 58 派：1440 十八郎 鄭氏，由葛山內村遷豪崗竹內田中央，今豪崗村

景泰天順 崇本堂祖祠地

南靖 4 世武 59 派：1460 福 衍 王氏，徙竹內大磜 福 胤 1427-1508，賴氏

成化弘治 居春美洋

南靖 5 世武 60 派：1480 孟 開 劉氏 宜 通 1452-1521 宜 旺 余氏 宜 舉

裔衍廣西柳江縣 譜表 10.32

南靖 6 世武 61 派：1510 惟 仁 葉氏 惠 傳 嚴氏、林氏

南靖 7 世武 62 派：1540 容 海 賴氏 文 光 余氏

隆慶萬曆

南靖 8 世武 63 派：1580 仕 興 謝氏 福 積 宏積，謝氏

萬曆

南靖 9 世武 64 派：1620 世 富 守 敬

明 末 清 初 清 代

天啟崇禎

武 64 派：1620

南靖 9 世

順治康熙

武 65 派：1650

南靖 10 世

康 熙

武 66 派：1680

南靖 11 世

康熙雍正

武 67 派：1720

南靖 12 世

乾 隆 乾 隆

武 68 派：1750 武 69 派：1780

台 1 世 台 2 世

世 富

1594 生

賴氏

廷 槐

1628-1653

賴氏

志 遠

1653-1722

嚴氏

明 珍

蔡氏

明 球

1689-1785

起貌、起詣☆

起 簽 曾 龍☆

行 修☆：徙台灣後裔不詳。

守 敬

魏氏

肇 煌

曹氏

肇 偉

聖 化

魏氏

聖 靈

朝 佑

呂氏

朝 成

曾厥、曾恐、曾元☆

曾 心 ☆

明

代

明

末

明

初



10.54 第十章：《(汀州永定、漳州南靖)→渡台譜》

譜表 10.32 南靖 56 萬八郎→60 宜舉房→渡台譜

接譜表 10.30；水照譜 95 頁；《南靖豪崗譜》31-89 頁

南靖 1 世 南靖 2 世 南靖 3 世 南靖 4 世

萬八郎 百五郎 十八郎 福 胤 1427-1508，有福，陳氏

永定縣曾屋寨 遷南靖縣 遷豪崗 崇本堂祖祠地

船場鎮 竹內田中央

弘治正德

南靖 5 世武 60 派：1500 宜 舉 四十四郎，賴氏三娘

南靖 6 世 祖 卿

明 代 明 末 清 初

嘉 靖

武 61 派：1530

南靖 6 世

嘉靖隆慶

武 62 派：1560

南靖 7 世

萬 曆

武 63 派：1590

南靖 8 世

萬曆天啟 崇禎順治 康 熙

武 64 派：1620 武 65 派：1650 武 66 派：1680

南靖 9 世 南靖 10 世 南靖 11 世

祖 卿

1500-1550

賴氏

喬 寧

1527-1612

鎮峰

賴氏

大 卿

1555-1583

清河， 葉氏

奇 珀 景 輝 維質、維烈

奇 瓊 土 英 子肚、子昭

1580-1649 土 權 子鳳、鴛麒

賴氏 譜表 10.33

☆徙台裔不詳

大 亨

消河，賴惠英

奇 龍 維 傑 端 良

奇 鳳 譜表 1.34

大 禎

1565 生

朝 逞 應 喜 曾 榮☆

曾 孔☆

喬 仁

1533-1598

秀峰

賴氏

大 清

1555-1627

南松，賴氏

明 俊 鼎 新 胤錫、胤高

1577-1660 鼎 漢 譜表 10.35-37

胡氏 鼎 毅

明 德 鼎 臣 胤 梓 曾 清☆

1585-1649，賴氏

大 祐

1566-1639

明 標 秉 溫 如 壁 曾 榜☆

曾 桔☆

大 茂 明 朝 活 源 譜表 10.38

1606 生 汝 泗

明

代



第 10.3 節：漳州南靖 56 萬八郎脈→渡台譜 10.55

史地 10.32 萬八郎支脈：漳州南靖(高港)→徙台



10.56 第十章：《(汀州永定、漳州南靖)→渡台譜》

譜表 10.33a. 南靖喬寧房 66(維贊、維烈)→渡台南投內轆

南靖 1 世 南靖 6 世 南靖 7 世 南靖 8 世 接譜表 10.32

萬八郎 祖 卿 喬 寧 大 卿 居南靖豪崗（今南坑鄉）

武 56 派 武 61 派 武 62 派 ；《南靖豪崗譜》31-89 頁

萬曆天啟

南靖 9 世武 64 派：1610 奇 珀 賴氏 奇 瓊 1580-1649

譜表 10.33b

南靖 10 世武 65 派：1650 景 輝 丁玉

南靖 11 世武 66 派：1700 維質、維烈★ 水照譜 95 頁；秋圖譜 131 頁；

清 初 清 代

康 熙

武 66 派：1700

南 11 世台 1 世

雍正乾隆

武 67 派：1730

台 2 世

乾 隆

武 68 派：1760

台 3 世

乾隆嘉慶

武 69 派：1790

台 4 世

道 光 咸豐同治

武 70 派：1820 武 71 派：1850

台 5 世 台 6 世

維 質★

1674-，林氏

純 德 永 茂

連枝

嗣 孫 光 庇

維 烈★

1677-1762

楊氏

內轆祖庴角

秋圖譜 156 頁

曾 謹

林氏

新 溪

洪氏

曾 九

廖界

曾 水

鴨 母

曾 氣

黃氏

曾 全

曾 尚

曾 民

曾 徵

子 張

曾 清

田 依 曾 高

媽 腐 武忠、文彬

田 朴

田 波 曾 昧

曾 宗

楊、江氏

瑞 添

統朴

立 品

立 朝

開 徵 曾 皮

文 彬

文 生 太 高

添 雲

莊氏

正 厚

益 享

芳 碧 阿來、水盛、連慶

阿章、曾番、德性

忠烈、田乘

曾英、芳碧

添 球

魏氏

曾 詩 文 龍 曾 母

秋 金 曾旺、曾高

清

初

明

末



第 10.3 節：漳州南靖 56 萬八郎脈→渡台譜 10.57

譜表 10.33b. 南靖喬寧房 69 何林→渡台南投內轆轉遷宜蘭

南靖 1 世 南靖 6 世 南靖 7 世 南靖 8 世 接譜表 10.32

萬八郎 祖 卿 喬 寧 大 卿 居南靖豪崗（今南坑鄉）

武 56 派 武 61 派 武 62 派 ；《南靖豪崗譜》31-89 頁

萬曆天啟 水照譜 97 頁；秋圖譜 132 頁

南靖 9 世武 64 派：1610 奇 珀 賴氏 奇 瓊 1580-1649，賴氏

譜表 10.33a

康熙

南靖 10 世武 65 派：1650 士 英 1612-1642 葉氏 士 權 陳氏

南靖 11 世武 66 派：1700 子肚、子昭 子鳳、鴛麒

清 初 清 代

康 熙

武 66 派：1700

南靖 11 世

雍正乾隆

武 67 派：1730

台 1 世

乾 隆

武 68 派：1760

台 2 世

乾隆嘉慶

武 69 派：1790

台 3 世

道 光 咸豐同治

武 70 派：1820 武 71 派：1850

台 4 世

子 肚

元 猷

王氏

進、遴、達

文 迎◇

文 選

子 昭

志賢

黃氏、陳氏

秋圖譜 133 頁

魁、進

期 標

賴、柯、朱氏

飛 伯

路 龍☆

曾任、曾食

宜蘭接續待。

期 伯

廷友，黃氏

卿、侯

時 混

維清

張氏

時 澤

時 麗

曾 潘

曾 饁☆

曾揚、曾賜

失記 B

子 鳳

羽伯

水照譜-98 頁

秋圖譜 134 頁

永 茂★

秀全

賴氏、韓氏

祖 恩

石 調

水 源

山 根

水照譜 204 頁

何 妹★

楊氏

遷宜蘭員山

新 俊

新 旺 天佑、天贊

鄭裕

清

初

明



10.58 第十章：《(汀州永定、漳州南靖)→渡台譜》

譜表 10.34. 南靖喬寧房 67(士察、士壬)→渡台南投內轆

南靖 1 世 南靖 7 世 南靖 8 世 南靖 9 世 接譜表 10.32

萬八郎 喬 寧 大 亨 奇 龍 賴氏 居南靖豪崗（今南坑鄉）

武 56 派 武 62 派 ；《南靖豪崗譜》31-89 頁

康熙

南靖 10 世武 65 派：1670 維 杰 楊氏 水照譜 95 頁；秋圖譜 133 頁；

康熙

南靖 11 世武 66 派：1700 端 良 端賜、端容

清 初 清 代

康 熙

武 66 派：1700

南靖 11 世

雍正乾隆

武 67 派：1730

南 12 世台 1 世

乾 隆

武 68 派：1760

台 2 世

乾隆嘉慶

武 69 派：1790

台 3 世

道光 咸豐同治

武 70 派：1820 武 71 派：1850

台 4 世 台 5 世

端 良

余冉娘

士 察★

士惠、士族

1704-1778

連、莊氏

內轆尾庴角

秋圖譜 161 頁

明 德 老 說

張氏

石 馬 光羅、光洽

曾屘、五經

曾 祖 曾松、曾國

明 彰

1741-1795

張氏

天 詠

1760-1838

萬 素

張杜

天 厚

許買

新 快 振盛、振昌

振 裕

水 根 盛結、盛港

盛 貴

輕 宜 恆攀、榮溪

恆 唇

明 春

1743-1787

黃、許氏

天 潭

許甘

献 鈴 伊政、伊恆

伊 貴

献 添 淵景、淵泉

六 秀

献 榮 有色、木益

麗 水

茂 林

劉允

先 進

傳 宗 曾 祖

清

初



第 10.3 節：漳州南靖 56 萬八郎脈→渡台譜 10.59

清 初 清 代

康 熙

武 66 派：1700

南靖 11 世

雍正乾隆

武 67 派：1730

南 12 世台 1 世

乾 隆

武 68 派：1760

台 2 世

乾隆嘉慶

武 69 派：1790

台 3 世

道 光 咸豐同治

武 70 派：1820 武 71 派：1850

台 4 世 台 5 世

中 興

洪不

元 英

林和

清 前

廷傑、炎山

倫 椿

波 蘭

朝 用 永立、永村

永 祥

朝 近 戇 九

光 彩

明 魁 秀 峰

洪氏

廷 祥 汝漢、媽賜

廷 紀 楚漢、保定

有 重

廷 聰 汝漢、溫潤

浡 海

廷 華 媽賜、紹統

士 壬★

賴解

內轆內庴角

秋圖譜 171 頁

明 善

鄒全美

簡慎

海 東

洪氏

心 婦 曾 友

烏 秋 長圳、曾異

英 文 漏石、德龍

成 元

洪君助

純 利

英 明 添鳳、添誠

添 達

英 才 添登、添祿

添 音

英 能 添 見

英 敏 添德、添禮

明 顏 曾 藍 國 都 啟昌、啟訓

春 景

國 將 有能、曾對



10.60 第十章：《(汀州永定、漳州南靖)→渡台譜》

譜表 10.35. 南靖 62 喬仁→65 鼎漢房→渡台南投內轆

南靖 1 世 南靖 7 世 南靖 8 世 南靖 9 世 接譜表 10.32

萬八郎 喬 仁 大 清 明 俊 1577-1660，衷委，胡氏

武 56 派 武 62 派 ；《南靖豪崗譜》31-89 頁

崇禎順治

南靖 10 世武 65 派：1630 鼎 新 鼎 漢 楊氏 鼎 毅

康熙 譜表 10.36

南靖 11 世武 66 派：1660 胤 高 胤隆、胤亨、胤弘 《南靖豪崗譜》61=71 頁

儒 英☆ 水照譜 95 頁，秋圖譜 136 頁

清 初 清 代

康 熙

武 66 派：1660

南靖 11 世

康 熙

武 67 派：1690

南靖 12 世

雍 正

武 68 派：1720

南靖 13 世

乾 隆

武 69 派：1750

南 14 世/台 1 世

乾 隆 嘉 慶

武 70 派：1780 武 71 派：1810

台 2 世 台 3 世

胤 隆

1630-1715

茂億

黃氏

詩 表

賴氏

端 奇

端 居☆ 失記 C

詩 審

1656-1705

心白

黃氏

詩 興

1659-1728

詩 明

1668-1743

迎 惠

邱氏

必 源

鄭氏

維 相★ 潘濱、觀碖

邱氏

維 卿★ 廷杰、廷居

張氏

迎 爵

李坦

曾 琛

獻其

林孟

曾 汰 1771 年渡台南投

跨 仔★ 火旺◆ 援讚

球娘 林娘 陳習

迎 祐

張、余氏

必 申★

葉波、江婆妹

1748 渡台

內轆下厝角

必 遠

必 祿

曾 貧 廷順、廷桂

廉 火 松柏、峻宇

陳救 錦 振

伴 水 漢成、漢忠

艮 崙 登科、登標

唐絹 登魁、登遠

金 梯 鴨行、曾藤

林廖氏 萬吉、水來

六思 入嗣登遠、水來

歲亡

清

初



第 10.3 節：漳州南靖 56 萬八郎脈→渡台譜 10.61

清 初 清 代

康熙

武 66 派：1670

南靖 11 世

康熙

武 67 派：1700

南靖 12 世

雍正乾隆

武 68 派：1730

南靖 13 世

乾隆

武 69 派：1760

南靖 14 世台 1 世

乾隆嘉慶 道光

武 70 派：1790 武 71 派：1820

台 2 世 台 3 世

迎 華

李、王氏

必 雅☆

必爽、必昌

胤 亨

1634-1684

侯氏

曾 附★

士夏

蕭莫娘

秋圖譜 153頁

天 壽

石密

內轆庄頭角

時 志

阮全

三 結

廖爽

曾 水 天 來

曾 安 曾 厲

曾 區 月忠、鳥毛

麗 山 阿 火

胤 弘

1641生林氏

詩 伯

葉氏

曾 益☆

曾 驕☆

失記 D

南投內轆曾崇源堂到漳州南靖豪岡省親祭祖團



10.62 第十章：《(汀州永定、漳州南靖)→渡台譜》

譜表 10.36. 南靖 62 喬仁→68 曾賜房→渡台南投內轆

南靖 1 世 南靖 7 世 南靖 8 世 南靖 9 世 接譜表 10.32

萬八郎 喬 仁 大 清 明 俊 1577-1660，衷委，胡氏

武 56 派 武 62 派 ；《南靖豪崗譜》31-89 頁

崇禎順治

南靖 10 世武 65 派：1630 鼎 新 鼎 漢 鼎 毅 賴氏

譜表 10.35 胤科、胤魁、胤傑

水照譜 95 頁，秋圖譜 136 頁；

清 初 清 代

康 熙

武 66 派：1670

南靖 11 世

康 熙

武 67 派：1700

南靖 12 世

雍正乾隆

武 68 派：1730

靖 13 世台 1 世

乾 隆

武 69 派：1760

台 2 世

乾隆嘉慶 道 光

武 70 派：1790 武 71 派：1820

台 3 世 台 4 世

胤 科

1636 生

賴、謝氏

繼 侯

蕭好

曾 賜★

1700-1776

麟玉

張月娘

內轆頂庴角

秋圖譜 178 頁

曾 劇

1720-1780

老康，賴免

萬 珠 曾閃、曾吝

曾管、田岸

萬 賢 梧成、仁在

天 賀

萬 掌 天賁、天傳、天吟

天端、天續、天題

曾 昂

志高，賴假娘

萬 斗 光平、播發

萬 夢 光圓、光扙

光 錐

萬 東 光 基

曾 及 清良、春景

曾 典

志寅，張列娘

九 連 奇隆、奇邦、奇苔

奇在、奇傑、奇郁

曾 義 守俊、守前

曾 舜☆

曾 桃☆

失記 E

清

初



第 10.3 節：漳州南靖 56 萬八郎脈→渡台譜 10.63

譜表 10.37. 南靖 62 喬仁→64 明俊房→渡台南投轉宜蘭等地

南靖 1 世 南靖 7 世 南靖 8 世 南靖 9 世 接譜表 10.32

萬八郎 喬 仁 大 清 明 俊 1577-1660，衷委，胡氏

武 56 派 武 62 派 ；《南靖豪崗譜》31-89 頁

順治

南靖 10 世武 65 派：1650 鼎 新 賴蕭氏 鼎 漢 鼎 毅 賴氏

胤錫、胤嵩 譜表 10.35 胤魁、胤傑

清 初 清 代

康 熙

武 66 派：1680

南靖 11 世

康 熙

武 67 派：1710

南靖 12 世

雍正乾隆

武 68 派：1740

南靖 13 世

乾 隆

武 69 派：1770

台 1 世

乾隆嘉慶 道 光

武 70 派：1800 武 71 派：1830

台 2 世 台 3 世

胤 錫

賴氏

曾 唱

賴氏

曾 陳☆

曾 孝

失記 F

秋圖譜 170 頁

曾 三★ 曾琛 曾樹

足娘 趙金 林經

胤 嵩

賴氏

曾 旦

曾 吟☆ 失記 G

水照譜 248 頁

恂 朴★

林勤烈

遷宜蘭冬山羅東

曾 檀 福 生

黃善

胤 魁 繼 祖

繼 統

曾 棍☆

曾 化☆

曾 健☆

天 生☆

宜蘭接續待。

胤 爵

賴氏

秋圖譜139頁

繼 宜

揚氏

曾 然☆ 修 三★

陳盆

宜蘭

夢 榴 雙 元

賴慈

水照譜 242 頁

曾 巽☆

曾 淡☆

曾 成★

純良， 劉市

南靖縣南門外

田甫鄉

曾 泉 明珍、鳳山

忠信，何說

曾輝、曾清 水照譜 181 頁

遷台灣彰化

繼 澤 曾 報★ 桃園中壢

芝芭里

清

初



10.64 第十章：《(汀州永定、漳州南靖)→渡台譜》

譜表 10.38. 南靖 62 喬仁→64 明朝房→渡台南投轉徙宜蘭

南靖 1 世 南靖 7 世 南靖 8 世 南靖 9 世 接譜表 10.32

萬八郎 喬 仁 大 茂 明 朝 1606 生，葉氏

武 56 派 武 62 派 ；《南靖豪崗譜》31-89 頁

水照譜 95 頁，秋圖譜 136 頁

崇禎順治

南靖 10 世武 65 派：1630 活 源 汝 泗

南靖 11 世 國珍、國瑜、 天佑、天爵

清 初 清 代

康 熙

武 66 派：1670

南靖 11 世

康 熙

武 67 派：1700

南靖 12 世

雍正乾隆

武 68 派：1730

靖 13 世台 1 世

乾 隆

武 69 派：1760

台 2 世

乾隆嘉慶 道 光

武 70 派：1790 武 71 派：1820

台 3 世 台 4 世

國 瑜 性 居☆

長 治☆

曾 慊☆

天 佑 文 □ 曾 郡★ 水 伴

遷宜蘭圓山

悅 福 壬癸、生財

技 全

天 爵

嘉瑞

文 受☆

宜蘭接續待。

敦 朴

南靖縣曹辭

承 采

吳慈勤

曾 勤

水照譜 189 頁

朝 藏★

鍾順娘

宜蘭

謝 元 得 意 立 長

劉、簡氏 護 進

清

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