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5 節：編撰姓氏淵源簡譜參考例 12.65

（以台灣人口排名第一的陳姓淵源譜為參考範例）

(early draft to be finished)

灣在清末及日治時期僅有百家姓氏，二戰後 1949 年

有二百多萬軍民隨國府撤退來台，而爆增到 400 多個

姓氏。今日台灣的十大姓氏排序是「陳、林、黃、張、

李、王、吳、劉、蔡和揚」1，其中前五名姓氏總共有 810 萬人，佔

台灣總人口 2,360 萬的 34.36%。

桃園市的十大姓氏排序是「陳、黃、林、李、張、劉、吳、王、楊、

邱」，其中前其中前五名姓氏總共有 68 萬人，佔桃園總人口 212 萬的

32.08%。它與台灣姓氏排序僅蔡、邱排名互異外，其他排序大都相符，

所佔百分比也接近。

台灣排名第一的陳姓 250 萬人就佔 10.8%，實乃緣於鄭經繼位延平王

時，任命陳永華為諮議參軍，對明鄭政權的治理，著實貢獻良多。而陳

永華又是開漳聖王陳元光 (657-711)的後裔，漳州陳姓人口最多，渡台移

民的也就最多。

1 今日福建漳州十大姓氏排序為「陳、林、黃、張、吳、楊、王、李、鄭、

蔡」。僅劉、鄭排名互異外，其他排序大都相符。

中國歷史在西晉 (265-317) 末葉的「永嘉之亂，衣冠南渡」，是中原漢人第一次

大規模南遷。那時大規模遷入福建的主要八姓為「林、陳、黃、鄭、詹、

邱、何、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6%E5%B9%B3%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6%E5%B9%B3%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3%E8%BB%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9%84%AD


12.66 第十二章：《曾氏淵源譜渡台開基摘要》

開漳聖王陳元光簡史

開漳聖王陳元光，原是河南光州人。父親陳政，唐高宗時的朝議

大夫，總章二年(669 年)時，唐高宗為了加強閩南地區的統治管理，命

陳政率兵三千多人入墾，當時的將士 58 姓都帶同妻子家屬。似乎是為

移民而有的軍事行動。

陳元光 13 歲隨父出征，儀鳳二年(677 年)陳政過世，年方弱冠的

陳元光襲職，代父領兵，封玉鈴衛翊府左郎將，平息廣東「蠻僚、寇

亂」，閩南一帶遂安定。陳元光被晉階為正議大夫，詔封為嶺南行軍總

管。

當時的漳州屬「地極七閩，境連百粵」，是少數民族與漢族混居的

區域。陳元光於是呈請皇帝在泉州、潮州之間設郡縣，以加強對該地

區的統治。唐垂拱二年（686 年），武后下詔，准奏在原綏安地段創建

漳州，轄漳浦、懷恩二縣，任命陳元光為漳州刺史兼任漳浦縣令。

此後，陳元光平定閩粵三十六寨，建堡屯兵，安定邊陲。使北至

泉州，南至潮州，西至贛州，社會安定，百姓安居樂業。後來把中原

地區先進的生產方式和耕作技術引進到這個地方，種植水稻和麻、甘

蔗、香蕉、荔枝、龍眼、花卉等經濟作物。

唐睿宗景雲二年（711 年），陳元光於平息廣東蠻僚等寇亂受刺

傷，撤退途中死亡。子陳珦守制三年，繼任漳州刺史。其後，陳酆、

陳謨相繼任漳州刺史數十年，至唐德宗貞元二年(786 年)，前後近百年

陳氏治理和開拓閩南。

陳元光開發漳、潮地區的業績，受到歷代朝廷的褒崇。唐玄宗追

封他為潁川侯，賜「盛德大祀之坊」。宋孝宗加封為靈著順應昭烈廣

濟王，明朝又封他為昭烈侯。漳州地區人民把他尊為「開漳聖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B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1%E6%95%B0%E6%B0%91%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AE%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E%82%E6%8B%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90%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B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B3%E6%B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80%E6%81%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BA%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BF%E4%BB%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AE%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A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E%9F%E5%9C%B0%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E%9F%E5%9C%B0%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7%A8%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A%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8%94%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8%94%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8%95%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94%E6%9E%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E%99%E7%9C%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5%8D%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7%9D%BF%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7%9D%BF%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7%8F%A6_(%E5%94%90%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7%8E%84%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5%AD%9D%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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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12.R1 唐武后淮准奏在泉州與潮州間增設漳州

陳政率兵三千多人入墾閩南漳州，當時的將士 58 姓都帶同妻子家屬。似乎是

為移民而有的軍事行動。陳元光 13 歲隨父出征。儀鳳二年(677 年)陳政過世，年方

弱冠的陳元光襲職，代父領兵。唐垂拱二年（686 年），武后下詔，准奏在原綏安

地段創建漳州，轄漳浦、懷恩二縣，任命陳元光為漳州刺史兼任漳浦縣。

唐高宗、武昭儀→武后→武則天

泉 州

大 海

陳元光、陳珦、陳酆、陳謨相繼任漳

州刺史前後近百年(660-760 年代)，陳

家治理和開拓閩南。

嘉應州

潮 州

福建汀州江西虔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E%82%E6%8B%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90%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B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B3%E6%B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80%E6%81%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BA%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BF%E4%BB%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7%8F%A6_(%E5%94%90%E6%9C%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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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漳聖王陳元光簡史

漳州地區人民把陳元光尊為「開漳聖王」的傳說故事，在官方網站都

可查閱，特將它整理成〈開漳聖王陳元光簡史〉摘要，並繪製..

一張陳元光呈請在泉州與潮州間設漳州的歷史地圖。唐武后下詔，准奏

在原綏安地段創建漳州，任命陳元光為漳州刺史兼任漳浦縣。漳州在陳

家相繼任漳州刺史前後近百年的治理和開拓下，繁衍後裔人口也就特別

多。

漳州鄰接的各州沿革 史地 12.R1

1) 泉州：西晉永嘉之亂，門閥大族衣冠南渡入閩，沿古南安江兩岸聚居，

改南安江為「晉江」。帶來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工具，生產技

術和文化藝術，促進了本地區的進一步開發和繁榮。唐嗣聖元

年（684 年），武后下詔今泉州地界首次設州，因城北泉山因而

得名，當時泉州造船技術高超，所造海船抗風力強，航行平穩，

適於遠航。

2) 潮州：隋文帝(509 年)設立潮州，因地臨南海取「潮水往復之意」，

故命名「潮州」。在那個時候潮州疆域很大，東到泉州（今福

建省內），北到江西撫州，南到大海，西到廣東惠州。

3) 漳州：唐垂拱二年（686 年），唐武后下詔從潮州與泉州各割出一些

區域，設置了漳州。即使在今天潮州話還是可以在漳州通行，

其管轄的雲霄、詔安、東山、漳浦、平和等縣市，也都有潮劇

團，演潮州戲。所謂地有閩粵之分，俗無漳潮之異。

4) 汀州：唐開元二十四年（736 年）析福建福州、江西撫州，置汀州，

因長汀溪以為名。轄境當今福建省武夷山脈以東，三明、永安、

漳平、龍巖、永定等市縣以西地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90%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B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BA%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BF%E4%BB%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6%80%E9%96%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A3%E5%86%A0%E5%8D%97%E6%B8%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7%A3%E8%81%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90%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B%E6%96%8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3%A0%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90%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B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AE%E5%B7%9E%E8%AF%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1%E9%9C%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8F%E5%AE%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B1%B1%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B3%E6%B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92%8C%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AE%E5%89%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AE%E5%89%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80%E5%85%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7%9E_(%E7%A6%8F%E5%BB%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A%E5%B7%9E_(%E9%9A%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A4%B7%E5%B1%B1%E8%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98%8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5%AE%89%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B3%E5%B9%B3%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BD%9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5%AE%9A%E5%8E%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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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12.R1 開漳聖王陳元光淵源直系譜

周武王

宛丘 1 世 陳 1 派：前 1050 胡 滿 陳氏始祖

東漢

潁川 1 世 陳 37 派：30 陳 寔 潁川始祖，太丘長

永嘉之亂

南遷 1 世 陳 47 派：320 伯 眕ㄓ
ㄣ
ˇ 南遷始祖

南朝陳

南朝 1 世 陳 55 派：560 霸 先 陳武帝

唐中宗 陳 忠 鄂國公

太傅 1 世 陳 59 派：690 陳 巢 太子太傅

潁川派 南朝派 太傅派

唐太宗貞觀之治

潁川 22 世 陳 58 派：660 陳 政 (?? -677)，朝議大夫，吐萬氏，

原籍河南光州固始，為加強閩南地區統治

唐高宗武昭儀→武后 669 年奉令率兵三千多人 58 姓入墾漳州

漳州 1 世 陳 59 派：680 元 光 (657-711)，漳州刺史，尊為開漳聖王

建堡屯兵，安定邊陲治理漳州。

武后→武則天 泉州地界首次設州。

漳州 2 世 陳 60 派：700 陳 珦 漳州刺史

治理開拓閩南

開元盛世

漳州 3 世 陳 61 派：730 陳 酆 漳州刺史

析福建福州、江西撫州，置汀州。

天寶，安史之亂

漳州 4 世 陳 62 派：760 陳 謨 漳州刺史，前後四代治理閩南百餘年。

五代後，梅州各縣從潮州海陽縣分出。

前

唐

中

唐

西

周

東

漢

南

朝

前

唐

西

晉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90%E8%90%AC&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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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虔州：隋朝時設置的州因虔化水得名。治所在贛縣（今江西省贛州

市）。轄境相當今江西省贛州、石城、寧都、興國、上猶、崇

義等市縣以南地區。

6) 梅州：在東晉時，梅州其他各縣隸屬潮州義安郡的海陽縣。五代後，

梅州市各縣治從海陽縣分出來，依次有大埔縣，程鄉縣，梅縣、

平遠、蕉嶺及豐順等。梅州之名與程鄉縣，幾經變更多次。

7) 嘉應州：清雍正時，梅州市被欽定為嘉應直隸州，統領興寧、長樂（今

五華）、平遠、鎮平（今蕉嶺）四縣，加上本屬的程鄉縣，合

稱嘉應五屬。在台灣俗稱源自梅州一帶的客家話腔為四縣腔客

家話，即是因為清代嘉應直隸州管轄四個縣的緣故。

開漳聖王陳元光淵源簡譜 譜表 12.R1

在〈台灣百大姓源流〉一書可查到台灣排名第一「陳姓」的姓氏起源、

郡號堂號、姓氏播遷、渡台祖及分布等資料。吾等可設計一種欄位格式

化譜表，填入相關歷史朝代帝號紀元，在一張頁面上繪製開漳聖王陳元

光的淵源直系簡譜。

歷史記載，在公元前 11 世紀中葉，周武王（前 1076－前 1043）最終消

滅了商朝，為安撫前朝遺民，而大規模分封諸侯，其中包括封帝舜之後

胡滿於陳（今河南淮陽縣，都宛丘），是為陳氏開派始祖，其族譜尺標可

寫成：

宛丘 1 世 陳 1 派：前 1050 約 胡 滿 陳氏始祖

傳到春秋時的桓公稱霸時，宛丘 10 世奔齊以國為氏，其後因食邑而

改過幾次姓，傳到東漢（25 -220 年）初的「寔」而姓陳，南朝陳宣帝(561

年)追封東漢太丘長陳寔為潁川侯（今河南永城縣西北），故陳氏奉太丘長

為潁川始祖，今以一世代平均間隔 30 年推算，其族譜參考尺標可寫成：

潁川 1 世 陳 37 派：30 陳 寔 潁川始祖，太丘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9%98%B3%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6%87%89%E7%9B%B4%E9%9A%B8%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4%E5%AE%81%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5%8D%8E%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8%BF%9C%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5%89%E5%B2%AD%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8%8B%E4%B9%A1%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8%A9%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7%B8%A3%E8%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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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西晉（265 年－316 年）永嘉之亂，西晉太尉陳伯眕於東晉初 318 年

渡江南遷曲河新豐湖（今江蘇，丹徒）。傳至南朝陳霸先，立陳朝都於建

康（今南京市），族人遍布長江、粵江。推算其族譜尺標可寫成：

南遷 1 世 陳 47 派：320 伯 眕ㄓ
ㄣ
ˇ 南遷始祖

南朝 1 世 陳 55 派：560 霸 先 陳武帝

又南朝陳的始祖陳忠，仕唐，贈鄂國公，其子陳巢，為唐中宗（684

年第一次在位）時進士，官太子太傅，南遷漳州南驛路，其後派裔繁衍譜

稱太傅派：

太傅 1 世 陳 59 派：690 陳 巢 太子太傅

於是，遷入漳州陳氏便有三個派別：潁川派、南朝派、太傅派。唐太

宗時，陳元光的父親陳政，朝議大夫，屬潁川派，原籍河南光州固始人，

669 年奉令率兵三千多人 58 姓入墾漳州族譜尺標寫成：

潁川 22 世 陳 58 派：660 陳 政 (?? -677)，朝議大夫

陳元光 20 歲襲職，代父領兵，平息廣東「蠻僚」、「寇亂」，閩南一帶

遂安定。唐武后下詔，准奏在原綏安地段創建漳州，轄漳浦、懷恩二縣，

任命陳元光為漳州刺史兼任漳浦縣令。陳元光開發漳、潮地區的業績，

受到歷代朝廷的褒崇。唐玄宗追封他為潁川侯，漳州地區人民把他尊為

「開漳聖王」，族譜尺標寫成：

漳州 1 世 陳 59 派：680 元 光 (657-711)，漳州刺史，開漳聖王

台灣主要姓氏的史地及淵源簡譜

台灣排名第一的陳姓 250 多萬人，有了在泉州與潮州間增設漳州的史

地 12.R1 簡圖，及開漳聖王陳元光的淵源直系簡譜 12.R4，對要編修各自

〈來台祖○○○族譜〉的宗長，可提供一張清晰的「時空」參考座標系

統，有助編修工作的順利進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90%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B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B3%E6%B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80%E6%81%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BA%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BF%E4%BB%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7%8E%84%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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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主要姓氏，也可參考前述陳姓實例，蒐集各自的姓氏起源、姓

氏播遷、渡台祖分布等史料，在古代歷史地圖上繪製先祖遷徙線路，得

到各自姓氏的遷徙史地圖說，及直系淵源簡譜。

【尚待蒐集幾位陳氏渡台開基祖族譜參考史料】



12.R：〈結語及文獻〉 12.73

忠恕堂族譜編修小組，《來台祖曾九健公族譜》，祭祀公業法人

曾九健，桃園市平鎮區，2017 年 9 月。

尚待蒐集 1960 年代調查出版的《台灣陳姓族譜》…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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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