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4 節：編修來台祖曾氏族譜參考例 12.47

（摘錄來台祖曾九健公族譜第三房小部分參考）

修這本淵源譜的主要目的，是期望台灣三十多萬曾氏宗親

能在這裡找到他來台祖先的芳名，在記載原鄉祖籍的章

節，查看來台祖渡台族譜表及渡台遷徙圖，並可上溯到唐

山始祖、南遷始祖，而達宗聖公曾子的武城直系族譜。更期待能為心想編修

來台祖族譜的宗長，提供一個實用參考範例。

來台祖族譜的編修有二基本要項：世代族譜表、遷徙路線圖。曾氏攜眷

渡台高峰期在乾隆中葉的 1750 年代，因篇幅受限，渡台族譜表只能記載到台

3～4 世止，約合咸豐同治的(1850～1880)年間，而渡台遷徙路線也只能繪製

到乾隆中葉的嶼圖止。幸好，台灣割日之初，台灣總督府於 1904 年完成的土

地調查，繪製台灣堡圖的州郡市街庄， 1905 年進行戶口調查，將居住地號（番

號）登錄在「台灣戶口調查」內。日治時代的台灣堡圖及戶籍謄本，乃成為

現今修譜的重要史料依據。

蕉嶺來台祖曾九健公族譜早於民國 50 年間，有苗栗銅鑼九湖庄的二房台

7 世/蕉 22 世進西公奔波蒐集資料，接著有平鎮東勢庄的三房台 6 世昌光公，

於民國 73 年(1984)完成出版〈九健公曾氏族譜〉，誠然可喜可賀。三十年後，

平鎮東勢庄的三房台 8 世義正，於民國 93 年(2004)倡議重修族譜，增加幾項

新期許：族譜表編碼、記載生歿年及姑婆女兒、記述房系親族故事等。最後

在台 8 世昭勳的督導下，新編重修《來台祖曾九健公族譜》於 2017 年出版，

特摘錄第三房的一小部分作為實用參考範例。



12.48 第十二章：《曾氏淵源譜渡台開基摘要》

九健公攜眷渡台拓墾桃澗堡東勢庄 史地 9.75→史地 12.41

乾隆 25 年(1760)頃，22 歲九健公婚後不久，跟九倫、九俊二位兄長渡台

屏東美濃打工，到秋收春耕年假時才回蕉嶺原鄉贍養父母妻兒。幾年後，聽

說雲林斗六有粵籍客家渡台先民，率墾戶數百北上桃園南崁港登陸，順南崁

溪向東南拓墾。在屏東美濃受僱的九俊、九健兄弟，乃決定依循北上南崁港，

尋找拓墾闢地機會。初在平埔族南崁社附近墾首受僱，深受照顧，熟悉桃澗

堡地理環境後，果然在八德霄裡池附近的東勢庄，找到拓墾機會。

乾隆 30 年(1765)前後，九健公返回蕉嶺新鋪鄉同福原鄉，攜帶妻李氏，長

子貴榮 7 歲、次子貴富 5 歲，渡台到東勢庄落籍拓墾。李氏來台灣後，第二

年生下老三貴清，接著於 1769 年生老四貴琳。其後可能生了兩位千金，才生

老五貴章。乾隆 45 年(1780)，李氏生老六貴德。隔幾年，九健公 50 多歲時屘

子貴成出生。

清乾隆朝的《台灣輿圖》於乾隆 21-24 年間(西元 1756～1759) 繪製，與

九健公 1765 年返蕉嶺攜眷來台的年代相吻合，那時從南崁港登陸，入墾平鎮

東勢的地理面貌，頗能表現那時的桃園台地自然環境。（見史地 9.75）

霄裡埤位於平鎮東勢。早期霄裡居民修築霄裡埤有洪圳與嵌下埤水源相

連。嵌下埤今名「霄裡池」，興建於乾隆二十七年(1772)。今日嵌下埤的餘水

流進茄苳溪支流。從居住地及族譜尺標推算，九俊、九健兄弟，可能曾參與

霄裡池的修築工程。

九健公一家七個男丁，連同九俊伯，有足夠勞動力來開闢東勢庄的墾地。

兒女長大順利完婚嫁娶，很快就子孫滿堂面臨的是，東勢庄拓墾面積有限，

耕地糧產無法養活各房成長眾多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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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12.41 清末桃澗堡東勢庄 （圖 18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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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貴福遷苗栗銅鑼庄九湖拓墾 史地 12.42

林爽文事件1平定後第三年，也就是乾隆 55 年(1790)，老六貴德滿 20 歲，

老七貴成也快 16 歲的那年，五個弟弟可幫老爸九健公耕作東勢庄的田地。老

大貴榮、老二貴富，便決定跟隨九俊大伯（時年約 60 歲），從桃澗堡東勢庄

前往苗栗一堡九湖庄，開闢新地。東勢庄到九湖庄的路線，基本上就是乾隆

25 年(1760) 挑溝填土構築的土牛紅溝，南起中港尖山，北至鶯歌尖山，所確

立的漢番界線。日治時期從中壢到豐原修築一條，現今稱為「中豐路」，或稱

「台三線」的省道。當年行走路線整理如下：

平鎮東勢庄→中壢北勢→南勢→山子頂→龍潭庄→新竹新埔街→ 

關西街→芎林庄→竹東街→北埔庄→峨眉庄→苗栗頭份街→三灣庄→

獅潭庄→公館庄→銅鑼庄。接著向西跨過西湖溪流（今稱九湖橋），爬上

一段小山坡，就到達九湖庄的圓潭曾氏拓墾家園。

這段線路全長 100～120 公里，約需五天行程，沿途都是粵籍客家渡台移

民聚落的環山丘陵地，盛產種植茶樹、樟樹等，有龍潭的「龍泉茶」、北埔的

「椪風茶」、峨眉的「東方美人茶」等等。依族譜史料推算，1790 年遷入苗栗

九湖庄圓潭開墾荒野時，九俊公年約 55 歲，貴榮約 31 歲並有妻兒，貴富約

29 歲未婚。九俊公 60 多歲歿葬苗栗九湖庄，由姪貴榮、貴富立墓碑祭祀。

1
乾隆 51～53 年(1786 – 1788)，台灣暴發歷史上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的農民起義事件，

起義軍的領袖為林爽文。清閩浙總督急率各地清軍反攻，與林爽文的三萬兵力

對峙，最後決戰於彰化八卦山，費時一年四個多月才在苗栗崎頂一帶說服居民

生擒林爽文，平定起義事件。

那時，桃竹苗的客家居民紛紛以鄉勇形式組織義民團練，配合清軍圍攻、抵抗林爽文

軍隊，以保衛自己的財產。事件平定後，鄉民撿集新竹死難客家鄉勇骨骸共二百

具，合葬於枋寮，即今新竹縣新埔褒忠亭的「義民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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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勢庄

九湖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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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2世貴富

史地 12.42 二房貴富徙苗栗銅鑼九湖庄 乾隆 55 年(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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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的除戶謄本

1905 年台灣總督府進行戶口調查，以 1897～1904 年台灣土地調查所得，

將居住地號（番號）登錄在「台灣戶口調查」內。日治時代的台灣堡圖及戶

籍謄本，乃成為現今修譜的重要史料依據。日治時代的戶籍謄本，今日稱為

「除戶謄本」，記載住戶全體成員，在農業社會時代，祖孫三代同堂的大家庭，

其實也可說是家譜的一部份。除戶謄本的第一記事欄，是居住戶長（家長）

起初及遷徙經歷的堡州郡市街庄及地名（土名）番號。第二欄位是戶長及其

父母姓名。以 1905 年戶長平均年齡為 45 歲推算，他出應生於 1860 年，戶長

及他父親的族譜尺標可寫成：

某戶 1 世：1890±20 戶主(長)

某戶前 1 世：1860±20 戶主的父親

戶籍謄本有個人資料，包括：出生、結離婚、改名、收養、死亡等各種身

分異動的紀錄，還有個人的遷徙、領證紀錄等。共同生活成員與戶主（長）

的「稱謂」，就是大家庭的家譜關係。常見的有：隱居、婢生女、媳婦仔、招

夫嫡母、遺腹子過房子、螟蛉子庶子、嫡子招婿、妾雇人、甥姪、婦婿、兄

弟、姊妹、立繼、撫養等等。台灣光復後，將戶籍門牌號碼改為里鄰地址，

包括縣市、鄉鎮村里、路街巷弄等編號，逐漸與日治時代的土地名番號脫節。

1960 年代，台灣經濟開始轉型，出現從農村移往新興都市的人口趨勢，原本

在農村三代同堂、親友共居的現象，有了相當大的轉變，使得依賴戶籍謄本

蒐集家譜資料的可行性日漸消失。

族譜尺標的昭穆字輩 譜表 12.41

九健公還住在梅州蕉嶺原鄉的祖籍時，是以梅州蕉嶺先祖曾裕振(1271 生)

為蕉嶺一世祖。曾氏族人均以春秋末葉的宗聖公曾子(公元前 505～前 435)為武城

開派始祖，二位先祖的共同譜系，可寫成；

宗聖公 武城 1 派：前 470 曾子

蕉嶺 1 世 武城 54 派：1300 裕振

梅州蕉嶺曾氏以裕振公為蕉嶺 1 世，依序訂有昭穆字輩，傳到蕉嶺 16 世

九健公的族譜尺標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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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嶺 16 世 武城 68 派：1770 九健

曾九健公攜眷渡台成為來台開基始祖，在台灣依序訂有昭穆字輩，例如傳

到台 8 世/蕉嶺 23 世昭勳的族譜尺標，可寫成：

台 8 世/蕉嶺 23 世 武 75 派：1980 昭勳 ；或省略蕉嶺世代

台 8 世武 75 派：1980 昭勳

譜表 12.41 蕉嶺與台灣族譜尺標的昭穆字輩

蕉嶺始祖 裕振 來台始祖 九健

蕉嶺 1 世 武城 53 派：1300 裕

蕉嶺 2 世 武城 54 派：1330 天 (添)

蕉嶺 3 世 武城 55 派：1360 啟

蕉嶺 4 世 武城 56 派：1390 朝

蕉嶺 5 世 武城 57 派：1420 世

蕉嶺 6 世 武城 58 派：1450 恭

蕉嶺 7 世 武城 59 派：1480 淙

蕉嶺 8 世 武城 60 派：1510 文

蕉嶺 9 世 武城 61 派：1540 含“水”

含“水”部左的字

蕉嶺 10 世 武城 62 派：1580 同

蕉嶺 11 世 武城 63 派：1610 兆

蕉嶺 12 世 武城 64 派：1640 國

蕉嶺 13 世 武城 65 派：1670 日

蕉嶺 14 世 武城 66 派：1700 士

蕉嶺 15 世 武城 67 派：1730 永

永科公渡台打工

蕉嶺 16 世 武城 68 派：1770 九

九倫、九俊、九健

台 1 世∕蕉 16 世武城 68 派：1770 九

來台祖曾九健

台 2 世∕蕉 17 世武城 69 派：1800 貴

台 3 世∕蕉 18 世武城 70 派：1830 興

台 4 世∕蕉 19 世武城 71 派：1860 福

台 5 世∕蕉 20 世武城 72 派：1890 隆

隆、元、新

台 6 世∕蕉 21 世武城 73 派：1920 昌

昌、進、金、天、運

台 7 世∕蕉 22 世武城 74 派：1950 振

振、運、子、廣

台 8 世∕蕉 23 世武城 75 派：1980 義

義、昭

台 9 世∕蕉 24 世武城 76 派：2010 喜

喜、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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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勢庄各房家戶人口昌盛 譜表 12.42

九健公攜眷來台從台 1 世武 68 派：的一戶開始，傳到道光年間的台 3 世武

70 派：1830 興字輩時，已有 20 男丁的 13 家戶。九健公派下七大房人口極為

昌盛，到台灣割日時的台 5 世武 72 派：1890 隆、元、新字輩，七大房計有 90

男丁（女兒尚未列入）的 82 家戶（指結婚生有子女者），其中苗栗九湖庄的

第二大房約佔 30%。

再過三世代，到 90 年後的台 8 世武 75 派：1980 義、昭字輩，七大房總計

成長到 815 男丁的 503 家戶，其中苗栗九湖庄第二大房約佔 51%。據此換算

一代家戶成長 1.83 倍，推算到下一代的台 9 世武城 76 派：2010 喜、憲字輩時，

七大房將成長到 900 家戶的超大規模，若以一家戶 4 口（生男女 2 子）估算，

曾九健族譜總人口將達 3,600 人的驚人規模。

譜表 12.42 九健公各房家譜統計

2010 標稱年齡 平均 150 歲 平均 60 歲

備 註世代參考尺標

光緒明治

武城 72 派：1890

蕉 20 世∕台 5 世

隆、元、新

遷台建設

武城 75 派：1980

蕉 23 世∕台 8 世

義、昭

譜表 100 大房貴榮 6 丁 6 戶 86 丁 57 戶 第三

譜表 300 三房貴清 17 丁 15 戶 93 丁 62 戶 第二

譜表 400 四房貴琳 10 丁 8 戶 64 丁 31 戶

譜表 500 五房貴章 5 丁 5 戶 21 丁 13 戶

譜表 600 六房貴德 14 丁 12 戶 88 丁 47 戶 第四

譜表 700 七房貴成 12 丁 12 戶 86 丁 24 戶

桃園東勢庄合計 64 男丁 58 家戶 438 男丁 234 家戶

譜表 200 二房貴富

苗栗九湖庄合計
26 男丁 24 家戶 377 男丁 269 家戶 第一

合計總數 90 男丁 82 家戶 815 男丁 503 家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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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欄位格式族譜表

蕉 16 世 乾 隆 來台祖 接第 9.6 節的譜表 9.67

台 1世 九 武 68 派：1770 九 健★ 樸直 1738-1813，李氏，渡台桃澗堡東勢庄拓墾開基

譜表編排 3碼：

第一碼：台 2 世/蕉 17 世武 69 派：1800“貴”字輩的房系，如：

大房貴榮：譜表 100 系列

二房貴富：譜表 200 系列

三房貴清：譜表 300 系列

四房貴琳：譜表 400 系列

五房貴章：譜表 500 系列

六房貴德：譜表 600 系列

七房貴成：譜表 700 系列

第二碼：台 4 世/蕉 19 世武 71 派：1860“福”字輩的清末譜表，如：

三房： 清末譜表 310【興龍→(福盛、福運)等】

清末譜表 330【興振→(福源、福柳)】

清 末 日 治 時 代

乾隆嘉慶

武 69 派：1800

蕉 17 世/台 2世

貴

道 光 咸豐同治

武 70 派：1840 武 71 派：1870

蕉 18 世/台 3世 蕉 19 世/台 4世

興 福

光緒明治

武 72 派：1900

蕉 20 世/台 5世

隆、元、新

貴 榮 譜表 100 大房

貴 富 譜表 200 二房：乾隆 55 年(1790)，遷徙苗栗一堡九湖庄，開闢新地。

貴 清 譜表 300 三房

清

初

歷史朝代

年代帝號

族譜世代尺標

開基排序

昭穆字輩

接續譜表編號

尚待接續的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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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未 330【興振→(福源、福柳)】

蕉 18 世 道 光 接譜表 300

台 3 世 興 武 70 派：1840 興 振 1817-1872 鍾氏 1820-1869

蕉 19 世 咸豐同治 東勢庄東勢 320 番地

台 4 世 福 武 71 派：1870 福 源 1839-，古氏 福 柳 1845-1896，陳玉妹 1850-1914

蕉 20 世 光緒明治

台 5世 武 72 派：1900 新 財 新 潭 廣 隆 同 隆 才 隆 有 隆

331 332 333 334 335

日 治 時 代 中華民國 （台灣）

明治大正

武 72 派：1900

蕉 20 世/台 5世

隆、元、新

昭和戰後

武 73 派：1930

蕉 21 世/台 6世

昌進金天運

退居台灣

武 74 派：1960

蕉 22 世/台 7世

振、運、子、廣

全面直選 新世代

武 75 派：1990 武 76 派：2020

蕉 23 世/台 8世 蕉 24 世/台 9世

義新昭 喜、憲

334

才 隆

德才

1877-1948

謝蔥妹

昌 光

1916-1991

葉緞妹

1918-2005

堃 達 義 基 196x 柏 凱 199x

1941 黃淑珍 196x 怡 瑞 199x

陳水妹 義 德 197x

1940- 2017 郁 惠 197x 適黃○○

335

有 隆

阿有

1885-1955

陳盡妹 1891

昌 鍔入

過房子

1917-1986

張玉蘭

1918-2004

振 佳 義 璋 197x

1944 義 文 197x 郁 倫 200x

江清足 1950 羅依玲 198x 禹 棠 200x

振 肇 入義 璋 197x 靖 媛 200x

1953 周安英 197x

第三碼：依年齡層分布，保留給

台 5 世/蕉 20 世武 72 派：1890“隆元新”字輩，或

台 6 世/蕉 21 世武 73 派：1900“昌進金天運”字輩。如：

三房：清末譜表 330 【興振→福柳→(334 才隆、335 有隆)】

清

末

第二碼 330

第三碼

第三碼 女兒 女婿

生歿年



第 12.4 節：編修來台曾氏祖族譜參考例 12.57

生歿年及姑婆女兒

編修本台祖族譜時，應盡量找出並補入歷代先祖生歿年及姑婆史料，派下現

員需填寫其出生年，新增子女也應記載其出生年。重視家族全體成員，兒女婚

嫁夫婿入譜，未出嫁姑婆也均應入譜。

房系族親記述徵文

以房系親族家長為中心，回憶爺爺奶奶、父母親、叔伯母，想到堂兄弟姊妹、

看到兒女、孫兒女等，前後好幾代上百年的親族故事、就學就業、懷念照片、

全家福照等，都可列入族譜的親族記述徵文，留傳給後代。

各房家譜資料蒐集 譜表 12.43

除戶謄本有兩種，一是明治 38 年(1905)台灣首創戶籍制度的謄本，及其後到

昭和 20 年(1945)的各支系遷徙謄本。二是民國 34 年台灣光復後，到民國 70 年

間(1980 年)的手寫戶籍謄本，大致沿用日據時代的欄位格式記載，各支系外遷分

戶漸多，蒐集難度因而漸增。1980 年後改為電腦化謄本，分戶獨立為小家庭，

蒐集工作再三聯絡催收、補正更新，直到 2015 年六月方告截止。在長達十年的

編排過程中，不斷優化譜表版面、欄位設定、字體大小等，欄位格式族譜表方

便查閱及統計。

譜表 12.43 來台祖曾九健公族譜統計

退居台灣層

台 7 世武 74 派：1970

振、運、子、廣

房系譜表

A4 張數

族親記述

徵文篇數

男丁數 家戶數

大房貴榮 100 系列 36 男丁 29 家戶 18張 18 篇

二房貴富 200 系列 195 男丁 164 家戶 57張 22 篇

三房貴清 300 系列 58 男丁 43 家戶 19張 20 篇

四房貴琳 400 系列 61 男丁 49 家戶 12張 10 篇

五房貴章 500 系列 14 男丁 7 家戶 6張 4 篇

六房貴德 600 系列 72 男丁 50 家戶 15張 15 篇

七房貴成 700 系列 74 男丁 50 家戶 16張 6 篇

合 計 510 男丁 392 家戶 143 張 9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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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祖曾九健公族譜》

三房貴清公譜表

（摘錄第三房才隆、有隆小部分參考範例）

蕉 16 世 乾 隆 來台祖 接第 9.6 節的譜表 9.67

台 1世 武 68 派：1770 九 健★ 樸直 1738-1813，李氏，渡台桃澗堡東勢庄拓墾開基

清 末 日 治 時 代

乾隆嘉慶

武 69 派：1800

蕉 17 世/台 2世

貴

道 光 咸豐同治

武 70 派：1840 武 71 派：1870

蕉 18 世/台 3世 蕉 19 世/台 4世

興 福

光緒明治

武 72 派：1900 年

蕉 20 世/台 5世

隆、元、新

貴 榮 大房

貴 富 二房：乾隆 55 年(1790)，遷徙苗栗一堡九湖庄，開闢新地。

貴 清

1766-1854

張氏 1777-1845

三房譜表 300

【參考範例】

上 興 龍

1796-1854

范純妹 1802

福 盛

福 運

長 隆 昌祿、貴妹 311, 312

卯 妹 昌海、昌善 313, 314

福喜 出 、福義、福忍幼亡

上 興 生 福 喜入 振隆、春 隆 321, 322

上 興 振

1817-1872

鍾氏

1820-1869

福 源 新 財 到傳壽，絕嗣

新 財 331

福 柳 廣隆、同隆 332, 333

才隆、有隆 334, 335

下 興 寶 福 伸 新 恭 341

下 興 鼎 出嗣五房貴章公 500

下 興 月

1814-1823

立 福 旺入 新 推 昌 火 341

新威、新統 352, 353

新淮、新果 幼亡

貴 章

游氏

興 鼎 入 福 旺 出

五房 福澄、福奎、福石、福英

貴琳、貴德、貴章 四房、六房、七房

清

初



第 12.4 節：編修來台曾氏祖族譜參考例 12.59

清未 330【興振→(福源、福柳)】

蕉 18 世 道 光 接譜表 300

台 3 世 興 武 70 派：1840 興 振 1817-1872 鍾氏 1820-1869

蕉 19 世 咸豐同治 東勢庄東勢 320 番地

台 4 世 福 武 71 派：1870 福 源 1839-，古氏 福 柳 1845-1896，陳玉妹 1850-1914

蕉 20 世 光緒明治

台 5世 武 72 派：1900 新 財 新 潭 廣 隆 同 隆 才 隆 有 隆

331 332 333 334 335

日 治 時 代 中華民國 （台灣）

明治大正

武 72 派：1900

蕉 20 世/台 5世

隆、元、新

昭和戰後

武 73 派：1930

蕉 21 世/台 6世

昌進金天運

退居台灣

武 74 派：1960

蕉 22 世/台 7世

振、運、子、廣

全面直選 新世代

武 75 派：1990 武 76 派：2020

蕉 23 世/台 8世 蕉 24 世/台 9世

義、昭 喜、憲

新 財

1861-1923

來 妹

招夫蘇姓

傳 壽

331

新 潭

1864- ??

楊氏

1866-1941

桂 友 陳姓

昌 炳

1904-1981

黃緣妹

1907-1953

遷新竹

關西上林

連 勝

1926-2001

劉香妹

1934-1993

瑞 鑣 柏 勳 198x

195x 秋 霞 198x-199x

謝瑞珍 196x

義 賢 喜 彬 198x

1962-2008 喜 忠 199x

黃美桃 195x 秋 雲 198x-199x

義 奎 196x

金 財 出嗣姓高

鳳 禎 195x-196x

振 燕

1932-2003

羅玉英

1935-1993

瑞 麟 莉 萍 198x 適戴○

195x 彩 萍 198x 適吳○

翁水玉 195x 文 君 198x

怡 潔 198x

鳳 嬌 195x 適林○○

清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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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未 330 【興振→(福源、福柳)】

日 治 時 代 中華民國 （台灣）

明治大正

武 72 派：1900

蕉 20 世/台 5世

隆、元、新

昭和戰後

武 73 派：1940

蕉 21 世/台 6世

昌進金天運

退居台灣

武 74 派：1970

蕉 22 世/台 7世

振、運、子、廣

全面直選 新世代

武 75 派：2000 武 76 派：2030

蕉 23 世/台 8世 蕉 24 世/台 9世

義、昭 喜、憲

昌 煖

1914-2002

劉騰妹 1926

振 錞 璿 諺 197x 甯 捷 200x

1945-1977 鍾昕育 197x

彭友妹 1950 雅 芬 197x

瑞 月 1949、 瑞 廉 195x

廣 湖 幼亡 1951-1954

振 必 1955 義 揚 198x

羅秀妹 1955 俐 文 198x

振 燈 1964 義 崴 199x

張慧燕 1972 思 瑜 199x

334

才 隆

德才

1877-1948

謝蔥妹

1888-1936

王四妹 1913-

改嫁郭

長 妹

甘 妹

昌 光

1916-1991

葉緞妹

1918-2005

修〈曾氏族譜〉

堃 達 義 基 196x 柏 凱 199x

1941 黃淑珍 196x 怡 瑞 199x

陳水妹 義 德 197x

1940- 2017 郁 惠 197x 適黃○○

振 堤 浩 綸 197x

1943 義 權 197x 出游姓

游秀鳳 1949 榆 晴 197x

振 正 義 鈞 198x

1954 瑞 蓮 198x

郭月惠 1955 瑞 鈺 198x

振 林 義 鑫 198x

1957 瑞 芬 198x

黃素貞 1959

本 鋒 1936 適謝新偉、春 梅 1939 適李○○

羡 蓉 1948 適徐茂榮、寶 錢 1952 適蕭○○

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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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未 330 【興振→(福源、福柳)】

日 治 時 代 中華民國 （台灣）

明治大正

武 72 派：1900

蕉 20 世/台 5世

隆、元、新

昭和戰後

武 73 派：1930

蕉 21 世/台 6世

昌進金天運

退居台灣

武 74 派：1960

蕉 22 世/台 7世

振、運、子、廣

全面直選 新世代

武 75 派：1990 武 76 派：2020

蕉 23 世/台 8世 蕉 24 世/台 9世

義、昭 喜、憲

昌 明

1925-1981

黃秀妹 1939

振 鍊 睿 均 198x 采 婕 201x

1956 馬家琳 198x 采 妮 201x

張玉寶 1957 昱 豪 198x 出

劉慈霓 199x

淑 娟 198x 適謝○○

良 嬰 1961 適邱春樑

振 能 昱 豪入

1958-1987

寶 珠 1963-2013 適張文宗

振 興 1980

清 妹 1910 適周枝讚、秀 英 1913 江德發收養女

昌 志 幼亡 1919、 治 妹幼亡

辛 妹 1921，適張鴻海

335

有 隆

阿有

1885-1955

陳盡妹 1891

昌 鍔入

過房子

1917-1986

張玉蘭

1918-2004

振 佳 義 璋 197x

1944 義 文 197x 郁 倫 200x

江清足 1950 羅依玲 198x 禹 棠 200x

振 肇 入義 璋 197x 靖 媛 200x

1953 周安英 197x

振 灶 幼亡 1947-1948

振 享 1955 義 康 198x

潘秋閒 1959 佩 君 198x

振 烈 1957 湘 芸 195x

鳳 珠 1939 適萬國安、 秀 蓉 195x 適羅○○

2017 年 6 月校訂

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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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澗堡東勢庄分支外遷 史地 12.43

1898 年進行的土地調查至 1904 年完成，繪製台灣堡圖四百餘幅，載有州廳、

堡市、街庄的地名。九健公各房世居桃澗堡東勢庄，二房貴富於乾隆 55 年(1790)

間，南遷苗栗一堡的銅鑼九湖庄。桃澗堡平鎮東勢庄的地形圖，有等高線、散

居村落（斜線塊）分布等，以東勢庄為中心到各主要地點的方位。台灣省文獻

會於民國 58 年編印發行的堡圖比例尺為：2 km = 50 mm，或 1/4 萬分之一。比

例尺很小，需好眼力才能讀出桃澗堡東勢庄的字跡。今將堡圖上的等高線刪除，

保留街庄地名及座標位置，可得 1900 年代曾九健公清末各房分支外遷圖：

1) 桃澗堡東勢庄今稱平鎮東勢建安里，台灣鐵路通過中壢街，相距 5K 步

行約需 1.2 小時，有第六房的 621 新毅最早遷居中壢街。

2) 跨過鐵路的北側為中壢街洽溪庄及高山頂，遷居者有第七房清末 720 譜

表的新愛、新枝、新和、新勤、新明及新龍。

3) 第七房的 731 新德遷到大溪復興鄉角板山，711 長富遷到花蓮鳳林庄。

4) 第六房的 632 新球遷龍潭，第五房的 511 進隆遷到屏東高樹庄。

5) 第四房的 411 慶隆、431 乾隆則還到附近的南勢庄。

6) 第三房的 331 新潭遷到關西，333 同隆遷到三峽山上，351 新推、352 新

威兄弟則遷到附近的山仔頂。

7) 第二房貴富早於 1790 年就遷到銅鑼九庄，繁衍傳宗接代。

8) 第一大房貴榮的清末房系，及上述第 3～7 房沒有外遷的清末房系，大

都留居在東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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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12.43 桃澗堡東勢庄分支外遷圖（1900 年代）

龍潭

中壢街洽溪

中壢街

霄裡池

約 5K

約 1.2K

鐵路

721 新愛

722 新枝

725 新和

726 新勤

新明

約 5K

三峽山上

桃澗堡

平鎮東勢

建安里

山仔頂

南勢

北勢
後寮

後寮

高山頂

石頭

埔頂

南興

723 新龍

復興角板山

731 新德

花蓮鳳林庄

711 長富

關西庄

331 新潭

632 新球

621 新毅

522 新昌

屏東高樹庄

511 進隆

411 慶隆

431 乾隆

351 新推

352 新威

333 同隆

632 新球

苗栗九湖庄

二房貴富

台中后里

台 3 世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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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