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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於公元 10 年挈族二千餘人南遷到江西廬陵，凡 750

年，歷經中國歷史最殘酷的戰爭年代，傳到唐朝中葉只

剩武城 33 派曾丞一人，成為今日曾氏族人的共同祖先，

特尊為「唐山始祖」。

戰亂年代的江西廬陵曾氏

譜表 12.21

武 15 派：曾據挈族二千餘人（約有 250 戶），於公元 10 年離開山

東魯國武城，南遷到楊州豫章，江西盧陵吉陽，闢地開墾，建設新

家園。經過五、六代繁衍傳宗，到武 21 派：公元 180 聚居廬陵的人丁

旺盛。東漢興平元年(公元 194 年)，孫策將楊州的豫章郡分為三：豫

章郡（原治南昌縣）、盧陵郡（治西昌縣，即今泰和縣）、臨川郡（治

南城縣）。這時，盧陵郡曾氏推估已達 2,000 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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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陵曾氏一代又一代的遞減，

族譜甚至失記。隋唐統一後，曾氏族譜才逐漸恢復記載。

水師為主的混戰年代

江西盧陵郡為贛江中游的航運碼頭，是三國東吳的造船場，造船所需

木材為豫章盛產。贛江的峽江河段，為孫權大都督周瑜操練水師的教練

場。三國以水師為主的混戰年代，主要戰役對應的族譜世代尺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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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吳 武 22 派：210 赤壁之戰 (208 年)

▲ 三國吳 武 22 派：210 夷陵之戰 (221 年)

▲ 三國吳 武 23 派：240 諸葛誕叛亂 (257 年)

▲ 西晉 失記 1A：270 晉滅吳之戰 (279 年)

其後是歷時 16 年的「八王之亂」，及塞外部族遷移到邊境的「永嘉之

禍」，歷時 52 年的西晉因而覆亡，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南遷。接著是

持續百餘年的五胡亂華。

盧陵曾氏流離失所 譜表 12.21

連年戰亂造成百姓流離失所，族譜記載因而失傳。隋初，武 29 派：570

曾興編修族譜時，未能查覺失記世代。今在〈晉書〉史冊查出，東晉鎮

南將軍司馬武 24 派：曾勰及唐給事中武 31 派：曾鈞)的生歿年資料，以及

唐武則天若干作為，推算找出失記族譜的世代：

▲ 東晉 武 24 派：310 曾勰(287～364 年) 鎮南將軍司馬

▲ 東晉 失記 2A：350 五胡亂起 (357 年)

▲ 東晉 失記 3A：380 淝水之戰 (383 年)

▲ 東晉 失記 4A：410 孫恩之亂 (399～402 年)

盧循之亂 (403～411 年)

▲ 前唐 武 31 派：630 曾鈞 (597～650 年) 唐給事中

 前唐 失記 5B：660 焚毀〈氏族志〉

 前唐 失記 6B：690 反武曌戰爭(684 年)

 中唐 武 32 派：720 曾謀撰〈曾氏族譜〉

族譜失記成為江西土著曾氏 譜表 12.21

族譜的失記意味著江西廬陵曾氏族人的下降，若以失記一代表示下降

一半推估，失記 6 代表示曾氏族人從最高的一萬多人，遞降六次 (1/2)6 =

1/64 到剩下 150 多人。失記曾氏族人大都避難山區，無族譜記載可考，

而演變成今日江西土著曾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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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12.21. 江西盧陵曾氏直系簡譜
江西盧陵：記載 20 世代、失記 6 代、凡 780 年

西 漢 武 15 派：前 10 曾 據 前 43-後 35，官都鄉侯，恥事新莽，。

挈族渡江南遷盧陵吉陽，尊稱「南遷始祖」。

武 16 派：後 30 曾 闡

武 20 派： 150 曾 德 184 年黃巾之亂。漢末州郡割據。

武 21 派： 180 曾 珣 194 年置盧陵郡，曾氏人口約達 2000 戶。

武 22 派： 210 曾 渙 208 年赤壁戰，221 夷陵戰，257 諸葛誕叛亂，

武 23 派： 240 曾 梓 263 年蜀漢亡，279 年晉滅吳之戰。人口北遷。

新 莽

東 漢

三 國

西 晉 失記 1A： 280 失記一 291-306 八王之亂。永嘉之亂，317 年西晉亡。

武 24 派： 320 曾 勰 287-364，鎮南將軍司馬。華北士族衣冠南遷。

失記 2A： 350 失記二 五胡亂華起

失記 3A： 380 失記三 383 年淝水之戰，399-402 年孫恩之亂。

失記 4A： 410 失記四 403-411 年盧循之亂，多次路經江西盧陵郡。

東 晉

五 胡

亂 華

南

朝

宋

齊

梁

陳

武 25 派： 450 曾 端

武 26 派： 480 曾 鉉 官大司馬

武 27 派： 510 曾 海 官襄州錄事參軍

武 29 派： 570 曾 興 編修《曾氏族譜》

隋統一 武 30 派： 600 曾 隆

武 31 派： 630 曾 鈞 597-650，唐給事中

失記 5B： 660 失記五 684 武則天廢唐中宗為盧陵王，揚州反武曌。

失記 6B： 690 失記六 705 立盧陵王為皇太子，唐中宗第二次即位。

武 32 派： 720 曾 謀 撰《曾氏族譜》，712 年唐玄宗即位

武 33 派： 750 曾 丞 官司空兼尚書令，尊稱「唐山始祖」

前 唐

中 唐

唐山祖武 34 派：780 曾 珪 進士 曾 舊 節度使 曾 略

渡台祖 230 多人 渡台祖 60 多人 渡台祖 150 多人 渡台祖 17 人

江西盧陵曾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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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盧陵曾氏支脈分遷拓墾

唐山祖曾丞生三子：珪、舊、略，分三個唐山支脈繁衍遷徙。

唐山曾珪支脈的武城 36 派延世公，於晚唐黃巢之亂時，遷泉州晉江

龍山頭為家，因而講福佬話。唐山曾略為撫州節度史，裔孫武城 38

派洪立官南豐縣令，乃以江西南豐為家，於是講客家話。唐山曾舊

進士，尚書左射僕，裔孫武城 40 派中彥於宋滅南唐時，遷寧化石壁

為家，也就講客家話了。

曾珪→36延世：遷泉州晉江拓墾 史地 12.21，譜表 12.22

族譜史料載，唐山曾珪之孫武城 36 派：860 延世，武進士，唐光州團

練副史，在黃巢民變之亂的年代，帶二子隨光州固始縣佐王潮入閩，遷

泉州晉江之龍山頭為家，成為龍山開基始祖。唐亡後，割據獨立建立閩

國，而進入五代十國局面。

唐未五代時，經過南唐減閩及宋減南唐的兩場戰事，傳到北宋的泉

州龍山曾家只剩 6 戶。宋代優寵土人，大量錄用文人，予以豐厚的待遇，

讀書即作官，是故文風盛行。 剛進北宋的龍山 7 世武 42 派：990 曾穆任

泉州興化縣知，奠定了書香門第的家族。族譜統計，北宋初武 44 派 到南

宋初末武 51 派，登科進士多達 33 名，其中：

 北宋武城 44 派：1040 進士 12 名，曾公亮任三朝宰相。

 南宋武城 49 派：1200 進士 4 名，狀元曾從龍。

泉州軍閥混戰後的遷移

儘管泉州曾家有光宗門耀的世代，但隨著南宋的滅亡，幸存曾家族

人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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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7-1366 年)，以波斯色目人「亦思巴奚軍」

為主的軍閥混戰。混戰被平定後的第三年，朱元璋以民族革命號召，於

1368 年稱帝建立明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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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12.22 江西廬陵曾氏支脈分遷簡譜

武 1 派：前 470 曾 子 宗聖，武城開派始祖

王莽纂溪

武 15 派：前 10 曾 據 蘆陵吉陽，南遷始祖

安史之亂

武 33 派：740 曾 丞 江西吉陽鄉，尊為唐山始祖

藩鎮大亂

武 34 派：770 曾 珪 曾 舊● 進士左射僕 節度使 曾 略

盧陵吉陽 徙雲蓋鄉 徙撫州西城

泉州龍山 40 中彥 寧化石壁

36 延世

南豐縣令 38 洪立

45 益甫 45 益用

50 茂森 50 茂桂 50 茂松

51 曾耀 51 曾掌 51 曾義

各地開基 52 百五郎 52 素庵

53 裕振 53 念二郎 53 曾習 53 佑孫

54 友益 54 端峰

56 萬八郎

山東魯國曾氏

泉州各地

福佬話

汀州永定

客家話

廣東五華

客家話
漳州平和

閩南話

梅州蕉嶺

客家話

漳州南靖

閩南話

江西盧陵曾氏

春

秋

戰

國

前

唐

晚

唐

漢

代

北

宋

五

代

南

宋

元

明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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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閥混戰平定後，泉州境內也有大移民拓墾現象，武城 53～58 派：曾

氏分遷到同安大路尾、同安西計灌口、南安九都、晉江東石、晉江新市、

安溪上壇等地開基，享受 200 多年的國泰民安生活，講的是福佬話。

曾略→53佑孫：遷廣東五華拓墾 史地 12.21，譜表 12.22

唐山武城 34 派：780 曾略，唐節度使，徙江西撫州西城，三代單傳。

到黃巢亂之際，武城 37 派： 曾筠，唐官檢校大司空，生三子，後裔人口

才開始增多。到唐未武城 38 派：890 洪立，官南豐縣令，遷南豐定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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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年分布在五華梅林、豐順廣湖、陸河河口、及陸豐西山寨

等地開基，講的是客家話。

曾舊支脈分遷拓墾開基

史地 12.21，譜表 12.22

唐山武城 34 派：780 曾舊(745～809)，進士，檢校尚書左射僕，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此後 200 多年的曾家書香門弟，仕官順利。公元

975 年宋滅南唐，天下大亂，曾家陷入不安的年代。武城 40 派：950

中彥晚年越過武夷山隘口，安身於閩西的寧化石壁，逐漸講起當地

的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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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蒙古第三期(1268～1279)侵宋，

石壁曾家兄弟被迫分遷到梅州蕉嶺、汀州永定、漳州南靖及平和等

地拓墾開基，也因而改變所講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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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甫→53裕振：遷梅州蕉嶺拓墾 史地 12.21，譜表 12.22

石壁武城 45 派益甫→元朝初武城 53 派：1300 裕振元奉政大夫，長子

54 派：添秩官大理寺評事，歿於江西。1339 年，汀州大水，兒媳聶氏婆

帶四子，肩挑翁姑曾裕振夫婦金斗，隨避難百姓自寧化石壁沿汀江南下，

到梅州蕉嶺的鎮平蓼陂（後稱同福）為家，後裔乃尊武城 53 派：裕振公為

蕉嶺一世祖，都講四縣腔的客家話。

益用→50茂桂→56 萬八郎：遷漳州南靖拓墾

石壁武城 45 派益用傳到武城 50 派：1240 茂桂時，蒙古第三期侵宋亡。

元朝初 51 派：1270 曾耀避遷上杭縣勝運里的藍家渡，住了二代，遷永定

湖坑六聯村。元朝滅亡，進入明朝，武城 56 派：1400 萬八郎在永定湖坑六

聯村出生。萬八郎的第三子百五郎遷到南靖縣船場葛山內村，尋找新機

運。傳到其子 58 派：1440 十八郎時，在葛山內村的豪岡竹內田中央，找

到一塊新墾地，今稱豪岡村，便定居下來開基，建「崇本堂祖祠」，尊萬

八郎為漳州南靖豪岡始祖。在漳州繁衍的後裔經「福佬化」而講閩南話。

益用→50茂松→51 曾義→ 54端峰：遷漳州平和拓墾

石壁武城 45 派益用傳到武城 50 派：1240 茂松時，蒙古第三期侵宋亡。

元朝初 51 派：1270 曾義、曾掌兄弟，遷上杭縣勝運里藍家渡，住了一代。

元朝中葉時，52 派：1300 素庵（偕子曾習）與百五郎（偕子念二郎）的二

家 4人，到新升格的漳州路展開探險之旅，並到達靠海的三都白礁，以

山童海激，不可奠居而折返漳州路，1321 年素庵公卒葬漳州府。

其子 53 派：曾習乃遷到漳州平和蘇洋，開一家打鐵店，傳給獨子武城

54 派：端峰繼承打鐵父業。靠打鐵致富的端峰生五子：安、仁、亮、全、

顒，衍平和九峰，各房在三妻四妾下，傳到平和九峰五世武城 61 派：1490

家戶超過千人，都經「福佬化」而講閩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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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用→50 茂松→51 曾掌→ 54 友益：遷汀州永定拓墾

元朝中葉的漳州路探險之旅時，在素庵公卒葬漳州府後，52 派：百五

郎、53 派：念二郎這家人，又從蘇洋第 2次到漳州路找尋新機會，也是沒

有結果，乃折回上杭勝運里藍家渡。到 1345 年頃，66 歲百五郎，及 42

歲念二郎、帶著 18 歲的 54 派：54 友益，遷到汀州永定金豐里拓墾開基，

建造太平寨，後裔乃尊武城 54 派：友益為汀州永定始祖，依然講石壁腔的

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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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