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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淵源譜首先根據親源世代(Generation)英文字典：「子

女長大到繼承父母的期間，約 30年」的解釋，給曾氏族

譜建立一個世代參考尺標，簡稱「族譜尺標」的時間(Time)

座標系統，使族譜編修的年代更正確可靠。這個族譜參考尺標以宗

聖公曾子為武城開派始祖，作為族譜年代座標原點，寫成；

武城 1 派：470 曾子 前(503-435)年

我們從上海的中國地圖出版社買到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

圖集〉，又在台北的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買到謨聖徐、裕光程主編的

〈中國歷史地圖〉，將它掃描成電子檔，裁切截取與曾氏列祖遷徙相

關的古代歷史地圖，建立一個簡稱「史地」的空間(Space)座標系統，

來呈現祖先生活所在地的古代地理位置。

欄位格式化的譜表

在這個「時空」(Time-Sapce)座標系統上，加入官方出版的歷史朝代

及帝號，以顯示古代先祖所處的時代環境。一般姓氏族譜的記事欄史料

包括：先祖芳名、妻妾姓氏、生歿年、錄取功名、仕官就業、居住地名

等。我們可設計一種欄位格式化的族譜表格，將蒐集所得族譜史料及歷

史朝代，填寫到表格欄位內，得到一種創新的格式化族譜表，簡稱「譜

表」(Genealogy Table)。

本章作為曾氏台灣淵源譜的總結，希望能將一仟多頁的淵源譜內

容，分割成幾個主要族譜段落，各以一張頁面濃縮簡譜記載這段族譜的

要項，並在一張頁面史地上畫出古代列祖的遷徙路線，用以敘述這段族

譜的完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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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鄫國遠祖遷徙簡譜 起初第一段，凡 1,450 年

上古夏王朝少康封次子曲烈于鄫，成為鄫國始祖，可將譜表座標原

點向前移到公元前 2020 年的鄫國君主時代，族譜尺標寫成：

鄫 1 君主：前 2020 曲烈

從他傳到鄫 53 君主：前 630 時泰時，受到莒國扶持，入繼莒國公子，依

宗法制度視同莒滅鄫。世子姒巫乃奔魯國求救，而去邑為「曾氏始祖」，

族譜尺標寫成：

曾 1 世：前 580 曾巫

距上古曲烈受封于鄫，有長遠 1,440 年的歷史，可在一張頁面上畫出鄫

國在山東河南間不斷遷徙的路線圖。

魯國武城曾氏簡譜 其次第二段，凡 590 年

從曾 1 世： 傳到第 4 代為曾參，孔子的最年幼學生，通過刻苦的學

習和實踐，對孔子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孔子臨終時，囑曾參要傳業于孔

伋（即子思）。子思在曾參門下，著成《中庸》一書。孔子死後，弟子們

一面為孔子守墓，一面回憶孔子生前對大家的教誨，讓曾參筆錄整理，

編撰成儒家思想的經典著作《論語》。曾參 39 歲時，受嘉祥武城大夫所

聘設教於武城，到 61 歲時完成著作《大學》。明朝中葉，嘉靖帝聖裁武

城曾氏族譜敕封為宗聖族譜，曾氏宗親乃以曾子為「武城開派始祖」，設

定為族譜座標系統的原點：

宗聖公武城 1 派：前 470 曾子 前(503-435)年

魯國武城曾氏傳到武城 15 派：前 10 曾據，恥事新莽，挈族二千餘人

南遷，於公元 10 年 11 月抵達江西廬陵吉陽鄉為家。至此山東武城曾氏

無人留居，江西廬陵則成為曾氏旺族中心，也是曾氏第二發脈地。

江西盧陵曾氏簡譜 第三段，凡 780 年

曾氏挈族遷到江西楊州豫章郡的盧陵吉陽，闢地開墾建設新家園，

經過五、六代繁衍傳宗，到武城 21 派：公元 180 聚居廬陵的人丁旺盛，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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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郡的廬陵乃升格為盧陵郡，曾氏族人推估已達一萬多人的規模。

其後，進入三國晉混戰的亂世年代，持續數百年的戰亂，造成中華

氏族南遷大移民。在殘酷戰亂下，江西廬陵曾氏一代又一代的遞減，族

譜甚至失記成為江西土著曾氏。

隋唐統一後，曾氏族譜才逐漸恢復記載，到中唐武城 33 派：750 曾丞，

官司空兼尚書令，生三子：珪、舊、略，分三個唐山支脈分遷繁衍。

晚唐曾珪、曾略支脈分遷拓墾 第四段，凡 600 年

晚唐曾氏分三個房系支脈遷徙拓墾。大房曾珪支脈的武城 36 派延世

公，於晚唐黃巢之亂時，遷泉州晉江龍山頭為家，成為龍山開基始祖。

唐亡後，割據獨立建立閩國，而進入五代十國的亂局。北宋泉州曾家有

過光宗門耀的世代，但隨著南宋的滅亡，幸存曾家族人都遷回泉州尋找

新地拓墾，重回傳統務農生活。過 3 代到元朝末葉，福建泉州發生一場

近十年的軍閥混戰，造成泉州境內的移民拓墾現象，武城 53～58 派：曾氏

分遷各地開基，講的是福佬話。

晚唐第二房曾略，唐節度使，徙江西撫州西城，後裔傳到唐未武城

38 派：890 洪立，官南豐縣令，而成為南豐一世祖。到南豐 14 世武城 51

派；1280 曾惇，官魯國公，蒙古第三次侵宋時，避遷汀州寧化石壁。其

孫武城 53 派：1340 佑孫，因 1354 年汀州大飢荒，南遷廣東五華縣。五華

佑孫公有六子、三十孫、上百個曾孫，家族空前龐大，明朝初年分遷各

地拓墾，講的是客家話。

晚唐曾舊支脈分遷拓墾 第四段，凡 600 年

晚唐第三房曾舊，進士，檢校尚書左射僕，此後 200 多年曾家書香

門弟，仕官順利。到宋滅南唐，天下大亂時，曾家陷入不安的年代。武

城 40 派：950 中彥晚年避遷寧化石壁，住 150 年到武城 45 派：1080 益甫、

益用時，爆發靖康之難，北宋亡，大批難民湧入石壁。其後，到蒙古第

三期(1268～1279)侵宋，石壁曾家被迫分遷，改變後裔所講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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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甫→50茂森→53裕振脈：遷梅州蕉嶺拓墾，講客家話

 益用→50茂桂→56萬八郎脈：遷漳州南靖拓墾，講閩南話

 益用→50茂松→54端峰脈：遷漳州平和拓墾，講閩南話

 益用→50茂松→54友益脈：遷汀州永定拓墾，講客家話

原鄉曾氏渡台拓墾開基 第五段，凡 420 年

晚唐武城 34 派：780 曾珪、曾舊、曾略三個房系，歷經晚唐、五代

十國、北宋、南宋、元、明的改朝換代，長達 600 年的支脈分遷，到

1380 年代的明朝初葉，曾珪後裔分遷到泉州各地，曾略後裔遷居廣東

五華，曾舊後裔分遷到梅州蕉嶺、漳州南靖、汀州永定、及漳州平和

等地，分別拓墾建立新家園。起初一、二代，各地紛紛建造祖籍祠堂，

到第三、四代開始編修族譜，大都以明初 1380 年代的開基祖尊為原鄉

族譜的一世祖1。泉州曾氏則一直沿用晚唐的龍山派序。

明朝享有 200 多年的國泰民安生活，各地人口快速成長，仍有向

外尋找新地拓墾的壓力。到明末清初，一旦聽聞台灣有新的機會，就

紛紛渡海來台拓墾開基：

(1) 泉州龍山派最早隨鄭成功部隊渡台，清廷佔領台灣時決定留居

台灣。雍正十年准已渡台者攜眷移台，計有來台祖 30 多

人，主要分布在西部沿海的平原地帶。

(2) 廣東蕉嶺、五華的客家曾氏渡台約落後 30 年，高峰期出現在

乾隆中葉的 1750 年代，主要分布在桃竹苗的丘林地帶。

(3) 汀州永定曾氏因距離汕頭港較遠，渡台時間最晚，大都在台中

霧峰、大里、豐原一帶，並與當地平埔族結為夫妻。

1 洪武大移民又稱明初大移民，為明太祖初年官方組織的一次大規模人

口移民，主要發生在今天江蘇和安徽兩地。明太祖並規定編修姓氏族譜

時，以明初遷入者定為該姓氏的一世祖，這項規定一直被渡台移民沿用至

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5%A4%AA%E7%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BB%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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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漳州南靖曾氏渡台有 40 多人，集中在南投內轆社取得廣大開

墾土地。

(5) 漳州平和曾氏渡台 60 多人，其中無眷偷渡者約佔 4 成，渡台

高峰在乾隆年間的 1730～1780 年代，早期渡台的在雲林、

嘉義、台中一帶，其次到桃澗堡、大溪，最後到宜蘭拓墾。

編修來台祖族譜參考範例

以譜表世代排序的時間軸，與歷史地圖的空間軸，建立的「時空」

座標系統，加入官方歷史朝代帝號，得到的格式化族譜表，也可應用在

現代姓氏族譜。期待能為心想編修來台祖族譜的宗長們，提供一個實用

參考範例。

編撰台灣姓氏淵源簡譜參考範例

格式化欄位族譜參考尺標，用在編撰一般姓氏的淵源直系譜，可清

楚的顯示該姓氏的脈系源流，而大大簡省族譜的編修工作。我們將以台

灣人口排名第一的陳姓淵源直系簡譜為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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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