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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廬陵的中唐武城 33 派：750 曾丞生三子，成為武城 34

派：780 曾珪、曾舊、曾略三個唐山支脈，歷經晚唐、

五代十國、北宋、南宋、元的改朝換代，及明初大移

民，前後長達 600 年的支脈分遷，終於到 1380 年代的明朝初葉，唐山曾

珪後裔遷居泉州晉江龍山頭，曾略後裔遷居廣東五華，曾舊後裔則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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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接著建造祖籍祠堂，各自編修〈曾氏族譜〉。

明朝享有 200 多年國泰民安生活，各地人口快速成長，原有土地面積

生產力逐漸不足以養活所需，仍有向外尋找新地拓墾壓力。到明末清初

的年代，一旦聽聞台灣有新的機會，就紛紛渡海來台謀生。

泉州曾氏渡台開基簡譜 譜表 12.21

武 54 派曾源：遷到同安大路尾、灌口開基拓墾，渡台祖 4 人

武 55 派榮祖：遷到南安縣開基拓墾，渡台祖 5 人

武 55 派得安：遷到晉江龍山頭開基，渡台 13 人

武 55 派曾進：遷到晉江西頭開基拓墾，渡台祖 3 人

武 55 派曾直：遷到晉江龍湖鎮開基拓墾，渡台祖 4 人

武 54 派曾昭：遷到廈門曾厝垵開基，渡台祖 3 人

武 54 派欽理：遷到同安開基拓墾，渡台祖 1 人

武 54 派志旺：遷到安溪開基拓墾，渡台祖 3 人

武 53 派元起：遷到晋江新市開基拓墾，渡台祖計 20 餘人

合 計：渡台祖達 50 餘人



12.30 第十二章：《曾氏淵源譜渡台開基摘要》

譜表 12.21 泉州龍山派曾氏渡台開基簡譜

唐玄宗天寶

安史之亂武 33 派：740 曾 丞 居江西吉安鄉，司空兼尚書令

尊「唐山祖」

藩鎮割據

宦官弄權武 34 派：770 曾 珪居盧陵吉陽上黎堡

潘鎮大亂武 35 派：810 曾 寬 曾 隱 徙河南光州 譜表 210

龍山 1 世武 36 派：840 宗祧繼承 延 祚● 武進士，延世，舉家避遷泉州

黃巢亂

龍山 2 世 武 37 派：870 曾 教 泉州晉江 曾 運 泉州晉江

龍山 7 世 武 42 派：990 敬 宗 曾 穆 德化縣知縣

宋滅南唐

龍山 8 世 武 43 派：1020 曾 式 曾 會 譜表 222 曾 介 曾 俅

龍山 9 世 武 44 派：1120 乃 文 三朝宰相 公 亮●999 – 1078

龍山 12 世武 47 派：1120 譜表 230 曾 懷 遷蘇州常熟 譜表 270

靖康之難

龍山 15 世武 50 派：1220 文 甫 鼎 伯 襲 祖 仲 玉 曾宣、曾陰 恭 友

蒙古侵宋 元 起

龍山 19 世武 54 派：1350 曾 源 譜表 240 譜表 250 欽理、志旺 曾 揚

泉州亦思巴奚兵亂 譜表 260

龍山 20 世武 55 派：1370 榮 祖 得 安 曾員、宗禮

曾進、曾直

同安灌口 1 人 晉江龍山頭 13 人 新市 20 人

同安大路尾 3 人 西頭、龍清鎮 7 人 同安、安溪 4 人

南安縣 5 人 廈門曾厝垵 3 人

海澄厚境 1 人

宋

朝

閩

南

唐

晚

唐

元

明

清

代

渡

台

祖

江西盧陵曾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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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曾氏渡台開基分布 ，分布 12.21

武 64, 65 派渡台祖：在攜眷禁令尚未放寬前渡台入墾分布：

▲ 晉江龍山頭 4 人： 彰化芬園水美

▲ 晉江西頭 3 人： 台南佳里

▲ 同安縣 1 人： 彰化二林

▲ 安溪縣 2 人： 擺接堡新埔庄 （今新北市板橋新埔）

武 66 派渡台祖：第一、二次放寬攜眷禁令時，渡台人數快速上升：

 同安大路尾 3 人：新竹竹塹

 安溪縣 2 人： 台北三峽鶯歌

 晉江龍山頭 7 人： 台中清水

 晉江龍山頭 2 人： 台南承天府

 晉江龍湖鎮 3 人： 台中豐原

 安溪縣 1 人： 擺接堡新埔庄

武 67 派渡台祖：第三次放寬禁令之時，約武 67 派：1760 分別入墾：

 晉江龍湖鎮 2 人： 台中豐原

武 69 派後的渡台祖：武 69 派：1820 之後，已經很難找到墾地，只剩一些

零星山坡地或乾旱台地：

 南安縣 3 人： 桃園龜山

 廈門曾厝垵 1 人： 桃園龜山

晉江新市渡台祖：上網查晉江 53 派元起《新市曾氏宗祠》史料：

▲ 晉江新市： 渡台祖 20 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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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12.21. 泉州曾氏渡台開基分布
泉州龍山派移台

共計：35 人

武 64 派： 5 人

武 65 派： 5 人

武 66 派：16 人

武 67 派： 2 人

武 68 派： 0 人

武 69 派： 4 人

武 70 派： 2 人

武 71 派： 1 人

武 72 派： 1 人

新竹

桃園

彰化

台南

台北

台南新市

高雄岡山

晉江新市移台

推估：20人

武 63 派： 2 人

武 64 派： 2 人

武 65 派： 3 人

武 66 派： 5 人

武 67 派： 6 人

武 68 派：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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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五華曾氏渡台開基簡譜 譜表 12.22

武 55 派援甫：遷陸河河口開基拓墾，渡台祖 3 人

武 58 派大一郎、大六郎曾溫氏：遷土豐順河溝村，渡台祖 4人

武 55 派褓甫：遷陸豐西山寨拓墾開基，渡台祖 4 人

武 55 派祥甫：遷陸河、大埔、南靖拓墾開基，渡台祖 4 人

武 55 派宗甫：遷揭西龍潭拓墾開基，渡台祖 1 人

武 55 派良甫：遷五華梅林拓墾開基，渡台祖 6 人

武 55 派允亮：43 派曾鞏後裔，遷潮州海澄開基，渡台祖 2 人

武 50 派嶼梁：43 派曾布後裔，遷上杭水南里開基，1949 拉夫 2 人

廣東五華曾氏渡台開基分布 分布 12.22

武 66 派：1730 渡台祖拓墾開基：

▲ 陸河河口鎮 2 人： 苗栗通霄

▲ 陸豐西山寨 2 人： 桃園新屋

▲ 潮州大埔縣 1 人： 台中石崗

▲ 五華梅林鎮 3 人： 桃園中壢

武 67 派：1730 渡台祖拓墾開基：

 陸豐西山寨 2 人： 竹北、新屋

 陸河水唇鎮 1 人： 台中豐原

 五華梅林鎮 3 人： 桃園龍潭

武 68 派：1760 渡台祖拓墾開基：

 潮州海澄 2 人： 新竹新埔

 潮州饒平縣 1 人： 台中太平

武 69 派：1760 渡台祖拓墾開基：

 豐順曾溫氏 2 人： 桃園觀音

武 70-73 派：1790 之後渡台祖拓墾開基：

▲ 陸河→南靖 1 人： 台北七星郡

 豐順曾溫氏 1 人： 新竹竹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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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12.22 廣東五華曾氏渡台開基簡譜

唐代宗德宗 唐山祖

宦官弄權武 34 派：770 曾 略 節度使，遷撫州西城

南豐 1 世 武 38 派：890 譜表 501 洪 立 撫州南豐縣令

南豐 4 世 武 41 派：980 致 饒 ● 947 – 1012，尚書戶

譜表 505

南豐 5 世武 42 派：1010 易 知 ●虞州太守 易 占 ● 987

譜表 503

南豐 6 世武 43 派：1040 曾 準 文學八大家 曾 鞏 曾 布

靖康之難 1018—1083

南豐 9 世 武 46 派：1130 譜表 502 曾 恕 遷上杭

南豐 13 世武 50 派：1250 曾 紓 嶼 梁
蒙古侵宋亡

南豐 14 世 武 51 派：1280 曾 惇 1293 避遷寧化石壁 遷石壁

五華 1 世 武 53 派：1340 譜表 510 佑 孫 羅氏，繼配溫氏 曾 瓊
1354 年汀州大饑荒

南遷梅州五華

武 54 派：1370 廣 深 廣 淵 廣 通 廣 新 殿 玉 曾敏

譜表 520 譜表 530 允 亮

武 55 派：1400 授甫 楨、麟 褓 甫 祥甫 宗甫 良甫 遷海澄

曾溫氏 譜表 540 譜表 550 譜表 560 譜表 570

3 人 4 人 1 人

陸河河口 陸豐西山寨 揭西龍潭 6 人 1949 拉夫

4 人 4 人 五華梅林 2 人 上杭水南里

豐順河溝村 陸河、大埔饒平、南靖 潮州海澄

江西盧陵曾氏

北

宋

晚

唐

元

朝

南

唐

南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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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12.22. 廣東五華、蕉嶺曾氏渡台開基分布

五華佑孫脈移台

共計：17 人

武 65 派： 1 人

武 66 派： 5 人

武 67 派： 6 人

武 68 派： 2 人

武 69 派： 2 人

武 73 派： 1 人

蕉嶺裕振脈移台

共計：25 人

武 65 派： 1 人

武 66 派： 8 人

武 67 派： 6 人

武 68 派： 4 人

武 69 派： 0 人

武 70 派： 4 人

武 71 派： 6 人

武 72 派： 1 人

武 73 派： 3 人

桃園

新竹

苗栗

台中

屏東

嘉義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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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12.23 梅州蕉嶺曾氏渡台開基簡譜

唐代宗德宗 唐山祖

宦官弄權武 34 派：770 曾 舊● 742 – 830

石壁 1 世 武 40 派：950 中 彥 避遷寧化石壁

宋滅南唐

石壁 2 世 武 41 派：980 曾 美 譜表 330 曾 俊

石壁 4 世武 43 派：1030 曾 澄 國 一

王安石變法、罷新法 上杭譜

石壁 6 世武 45 派：1090 益 甫 益 用

靖康之難 南靖譜、永定譜、平和譜

石壁 7 世武 46 派：1120 曾 攸

石壁 11 世武 50 派：1220 茂 森

蒙古侵宋亡

石壁 13 世武 52 派：1270 紋 光

蕉嶺 1 世 武 53 派：1300 裕 振 念二郎，陳氏，蕉嶺始祖 譜表 401

蕉嶺 2 世 武 54 派：1320 天 秩 十一郎，聶氏婆 十六郎， 天 禎

1339 年汀州大水災 舉家逃難蕉嶺

南遷梅州蕉嶺 譜表 410 譜表 420 譜表 430 譜表 450

蕉嶺 3 世 武 55 派：1350 啟 溪 啟 滄 啟 海 啟 瑞

1949 拉夫徙台 25 人 1 人 8 人 6 人 12 人

揭西五經富 蕉嶺藍坊 下九嶺塹垣 金沙白渡 蓼陂同福

江西盧陵曾氏

北

宋

晚

唐

元

朝

明

朝

南

唐

南

宋

清

代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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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嶺曾氏渡台開基分布簡譜 分布 12.22，譜表 12.23

康熙 35 年(公元 1696 年)施琅辭世之後，清廷對客家人的渡台禁令逐漸鬆

弛，才有蕉嶺曾氏渡台謀生。蕉嶺金沙鄉白渡堡的啟海房系，早先渡台徙屏

東美濃拓墾，接著是蕉嶺下九嶺塹垣的啟滄房系，渡台徙屏東內埔創業。蕉

嶺蔘陂同福的啟瑞房系，渡台起步較晚，轉徙南崁、中壢、平鎮東勢、新埔

一帶拓墾。

蕉嶺 14 世武 66 派：1660 渡台祖拓墾開基：

▲ 蕉嶺金沙鄉 3 人： 高屏美濃

▲ 梅林白渡堡 1 人： 屏東轉桃園觀音

▲ 揭陽關山廟 1 人： 桃園楊梅

蕉嶺 15 世武 67 派：1690 渡台祖拓墾開基：

 蕉嶺藍坊村 1 人： 桃園楊梅

蕉嶺 16 世武 68 派：1730 渡台祖拓墾開基：

 梅林白渡堡 1 人： 轉苗栗西山

 蕉嶺同福 6 人： 屏東美濃轉桃園、大園、平鎮

蕉嶺 18 世武 70 派：1800 渡台祖拓墾開基：

▲ 蕉嶺下九嶺 4 人： 屏東內埔

受太平國軍亂影響：清同治二年(公元 1863 年)，太平天國之亂後期，廣東

客家人受到太平天國軍亂的影響，紛紛避遷移台創業：

蕉嶺 19 世武 71 派：1840 渡台祖拓墾開基：

 蕉嶺塹垣 3 人： 屏東內埔

 蕉嶺同福 2 人： 台中新社

 蕉嶺同福 1 人： 桃園南崁

 蕉嶺同福 1 人： 新竹新埔

蕉嶺 20 世武 72 派：1870 渡台祖拓墾開基：

 蕉嶺同福 3 人： 新竹新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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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12.24 南靖、永定曾氏渡台渡台簡譜

唐代宗德宗 唐山祖」

宦官弄權武 34 派：770 曾 舊● 742 – 830

潘鎮大亂武 35 派：810 譜表 310 曾 儣

黃巢亂 武 37 派：870 曾 萬

石壁 1 世 武 40 派：950 中 彥 避遷寧化石壁

宋滅南唐

石壁 2 世 武 41 派：980 曾 美 譜表 330 譜表 320 曾 俊

石壁 4 世武 43 派：1030 曾 澄 安 國

靖康之難 上杭譜

石壁 6 世武 45 派：1100 益 甫 益 用

石壁 10 世武 49 派：1200 蒸嶺譜 炆 亮

石壁 11 世武 50 派：1230 茂 桂 譜表 340 茂 松 譜表 331

蒙古侵宋亡

石壁 12 世武 51 派：1270 曾 耀 曾 掌 六三郎 曾 義 六四郎

武 54 派：1360 鐘 魯 裔衍平和 友 益 永定始祖 平和譜

武 56 派：1390 萬八郎 南靖始祖

武 58 派：1440 十八郎 譜表 342 水 忠 洪 保

譜表 332

武 62 派：1560 喬 寧 喬 仁

14 人 24 人 11 人 2 人

漳州南靖豪崗 汀州永定太平寨

北

宋

晚

唐

元

朝

明

初

南

唐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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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盧陵曾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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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南靖曾氏渡台分布簡譜 分布 12.24，譜表 12.24

57 派百五郎徙南靖船場，58 派十八郎徙南坑豪崗，其後定居於豪崗，尊

萬八郎為南靖一世始祖。

南靖 8 世武 62 派：1560 喬寧房 渡台 14 人南投內轆拓墾

南靖 8 世武 62 派：1560 喬仁房 渡台 24 人南投內轆拓墾

汀州永定曾氏渡台分布簡譜 分布 12.24，譜表 12.24

永定 6 世武 58 派：1440 水忠房 渡台 11 人 台中豐原、大里

永定 6 世武 58 派：1440 洪保房 渡台 2 人 苗栗通霄、台中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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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盧陵曾氏

分布 12.24. 南靖、永定曾氏渡台開基分布

永定太平寨移台

共計：13 人

武 66 派： 2 人

武 67 派： 4 人

武 68 派： 5 人

武 69 派： 2 人

南靖豪崗移台

共計：45 人

武 66 派： 4 人

武 67 派： 10 人

武 68 派： 17 人

武 69 派： 3 人

武 70 派： 3 人

武 71 派： 1 人

轉徙宜蘭： 7 人

散居不詳： 13 人

宜蘭

苗栗

台中

南投



第 12.3 節：祖籍原鄉曾氏→渡台拓墾開基 12.41

漳州平和渡台開基祖 譜表 12.25、分布 12.25

漳州平和曾氏的渡台直系譜規模較大些，其中武城 50 派：茂松→

52 派：素庵→54/57*派：端峰支脈，聚居平和九峰的佔人口 90%以上。

端峰支脈的次子子仁房，傳到平和九峰 4 世武 60 派：1470 人口眾多，

分為上湖房、銅湖房及霞(下)湖房。

平和九峰石門樓渡台祖

上湖房的平和九峰 5 世武 61 派：1490 敦立公在九峰建石門大樓。譜載，

平和九峰 9 世武 65 派：1610 啟先(公元 1581 年生)最早渡台，其後石門樓

曾氏有 18 人渡台，多在笨港上岸入墾嘉義溪口、民雄、竹山等地。

 九峰 10, 11 世武 65, 67 派： 各 1 人

 九峰 12 世武 68 派：1700： 3 人

 九峰 13 世武 69 派：1730： 2 人

 九峰 14 世武 70 派：1760： 8 人

 九峰 15 世武 71 派：1790： 1 人

平和坂仔、詔安縣渡台祖

銅湖房的平和九峰 6 世武 62 派：1530 崇俸，例貢出身，任河北榮府審理正

堂，退休卒葬平和坂仔。9 世武 65 派：1610 文貞，任詔安縣知縣事。荷蘭人招

募閩南人來台開墾時，有 10 世武 66 派：1640 尚彭等，渡台到講詔安腔閩南語

的雲林一帶打工，其後詔安及平和坂仔曾氏有 15 人渡台，先在大安港上岸徙

台中大里、潭子、神崗等地，然後北上滬尾港、南崁港，進入桃園大溪拓墾，

到嘉慶年間分遷轉徙宜蘭。連同敦顯公的霞湖房，渡台入墾分布如下：

 九峰 10 世武 66 派：1640 2 人：雲林告老返鄉

 九峰 11 世武 67 派：1670 4 人：雲林講詔安腔閩南語區

 九峰 12 世武 68 派：1700 3 人：台中大甲、神崗

 九峰 13 世武 69 派：1730 3 人：台中潭子，轉徙桃園南崁

 九峰 13 世武 69 派：1730 3 人：桃園大溪轉宜蘭

 九峰 14 世武 70 派：1760 2 人：大溪轉徙宜蘭

 九峰 15 世武 71 派：1790 1 人：桃園大溪



12.42 第十二章：《曾氏淵源譜渡台開基摘要》

譜表 12.25 漳州平和曾氏渡台開基簡譜

代宗德宗 唐山祖」

宦官弄權武 34 派：770 曾 舊● 742 – 830

黃巢亂 武 37 派：870 曾 萬

石壁 1 世 武 40 派：950 中 彥 避遷寧化石壁

宋滅南唐

石壁 2 世 武 41 派：980 曾 美 譜表 330 譜表 320 曾 俊

石壁 4 世武 43 派：1030 曾 澄 國 一

石壁 6 世武 45 派：1100 益 用 45 派遷上杭

石壁 11 世武 50 派：1230 茂 松 譜表 331

蒙古侵宋

石壁 12 世武 51 派：1270 曾 義 六四郎 六三郎 曾 掌

武 52／55*派：1300 啟 杰 素奄 拓奄 啟 仁 曾 覬

武 53 派：1330 古林房 曾 途 圓山

武 54／57*派： 瑞 峰 九峰始祖譜表 630 譜表 620 譜表 610

譜表 620

武 58*派： 曾 軒 子 安 子 仁 子亮 子全 子顒

譜表 640

上湖房 銅湖房 霞湖房 譜表 640 2 人 偷渡 7 人

譜表 640 偷 渡 日據 13 人

偷渡 4 人 譜表 650 譜表 660 拉夫 1 人 拉夫 10 人

18 人 15 人 偷渡 3 人 偷渡 4 人 偷渡 5 人

石門樓 坂仔、詔安 拉夫 8 人 拉夫 2 人

江西盧陵曾氏

清

代

渡

台

祖

宋

朝

晚

唐

元

朝

明

朝

南

唐



第 12.3 節：祖籍原鄉曾氏→渡台拓墾開基 12.43

其他往台的房系

公元 1996 年陸續出版的《平和譜》各卷記載往台的有：

(1) 清代偷渡往台的 20 多人：

 卷三古林房： 2 人

 卷四軒公房： 4 人

 卷五圓山房： 5 人

 卷八子全房： 6 人

 卷十子顒房： 5 人

(2) 日據時期及 1949 年拉夫徙台的計 40 多人：

 卷五圓山房： 來台 23 人

 卷七子亮房： 來台 1 人

 卷八子全房： 來台 7 人

 卷十子顒房： 來台 2 人



12.44 第十二章：《曾氏淵源譜渡台開基摘要》

漳州平和渡台祖世代分布 統計 12.25

從《平和譜》的生歿年記載推算，清領台初的武 67 派：1690 起，

攜眷渡台祖與偷渡往台人數，幾乎同時出現，算到道光年間的武 72

派：1840 為止，計有 66 人，其中偷渡 30 人（約占 45%），渡台高峰

在乾隆年間，到嘉慶年間的渡台人數快速下降。

統計 12.25 漳州平和渡台祖世代分布



第 12.3 節：祖籍原鄉曾氏→渡台拓墾開基 12.45

渡台散居不詳

共計：24 人

武 67 派： 2 人

武 68 派： 2 人

武 69 派： 7 人

武 70 派： 6 人

武 71 派： 4 人

武 72 派： 2 人

武 73 派： 1 人

移台宜蘭接續不詳

共計：9 人

武 68 派： 2 人

武 69 派： 3 人

武 70 派： 4 人

分布 12.25 漳州平和曾氏渡台開基分布坂仔 石門樓

打工告老返鄉

平和子仁支脈移台

共計：29 人

武 65 派： 1 人

武 66 派： 2 人

武 67 派： 5 人

武 68 派： 6 人

武 69 派： 5 人

武 70 派： 9 人

武 71 派： 1 人

嘉義

雲林

台中

桃園

大溪

宜蘭



12.46 第十二章：《曾氏淵源譜渡台開基摘要》

表 9.61 清廷渡台禁令演變表

年 代 禁／弛 說 明

康熙二十三年

(1684)

禁

計 48 年

施琅上奏設限管制人民渡台，清廷頒布渡

台禁令三條。

康熙五十八年

(1719)

禁 閩浙總督羅覺滿保奏請嚴禁偷渡，清廷更

申禁令。

雍正 七 年 (1729) 禁 重申嚴禁政策。

雍正 十 年 (1732) 弛 計 8 年 廣東巡撫鄂爾達奏請准予渡台者攜眷。

乾隆 五 年 (1740) 禁 計 6 年 閩浙總督郝玉麟以開禁以來弊病叢生，再

度奏請禁止。

乾隆 十一年 (1746) 弛 計 2 年 戶科給事中奏請清廷再開禁令，准予攜

眷。

乾隆 十三年 (1748) 禁 計 12 年 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請搬眷以一年為限。

乾隆二十五年

(1760)

弛 計 1 年 福建巡撫吳土功，奏請開禁但以一年為

限。

乾隆二十六年

(1761)

禁 計 27 年 搬眷期限屆滿，閩浙總督楊廷璋，奏請嚴

禁偷渡及攜眷。

乾隆五十三年

(1788)

弛 陜甘總督福康安奏請廢止攜眷禁令。

同治 十三年 (1874) 廢 福建巡撫沈葆禎上奏廣開舊時禁令，渡台

之禁由是廢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