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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操作說明】：

(1) 曾氏淵源譜手機版以「章」為單位，分裝成上冊第

1～6 章，下冊第 7～12 章。

(2) 淵源譜各章節 PDF 檔，掛在宗親會網站供宗親查

閱、下截。例如點閱第 2 章節：



(A) 〈序言目錄：上冊〉摘要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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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版重編序

一部令人驚艷又羨慕的巨睿－曾氏台灣淵源譜空出世；身為曾家子孫

的一份子未曾一起分享著該著作帶來的成果。緬懷歷代祖先遷徙的艱辛和

不易。

末學榮鑑在 2020年忝任桃園市曾氏宗親會理事長一職，雖未曾對 2016

年完稿編修盡過心力；謹借此珍貴的篇幅－隅再次向招集人獻斌理事長、

萬港執行長總理編修、主編繁藤博士；編修小組每一位委員，市轄各分會

會長；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邱榮舉教授；及啟動編修開始到完稿問世

期間，國內外海峽兩岸曾經為本著作提供任何協助的貴人；末學代表全體

宗親向所有奉獻過的前輩表達十二萬分的感謝。

曾氏台灣淵源譜是一部經典淵源巨獻；期待能透過本市宗親會在 2021

年設立的網站將淵源譜掛上，方便本市及全國宗親上網查詢閱覽。但傳統

紙本印刷無法直接和本會網站相容，幸有繁騰博士以電機專業加上祥毅在

網站實務操作設計的專長，日夜反復檢討修正；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在

2021 年 8 月下旬完成改版修正，除了市會網站可以掛上供閱之外；更可以

利用手機詳讀淵源譜，總共 12 章 66 節所敘精彩又詳實的內容。

我們共同祈願這次手機版面的重編，除了提供桃園市會所轄全體會員

方便研讀支派渡台源頭之外，更能讓年輕一輩的宗親朋友能夠透過資訊方

便的取得，而願意加入各分會成為新會員使之更具活力和向心力。本次的

改版另一功能是可以給全國曾氏宗親族人分享這部曠世之作。再次感謝在

曾氏台灣淵源譜編印期間及手機版面重編過程中，奉獻過心力的宗親長

輩、社會賢達；請接受我們永遠的祝福。

桃園市曾氏宗親會理事長

(2020-2024 年)

武城 76 派/台 9 世裔孫 公元 2021 年 8 月

曾 榮 鑑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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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早期手抄族譜：

台灣姓氏族譜的編修包括二大部份：一是從大陸原鄉祖籍向上溯源到姓

氏始祖的直系譜，二是從渡台開基祖傳到現今的派下家譜。前者屬姓氏淵

源譜範疇，後者屬個別來台祖的派下家譜範疇。台灣漢人渡台起自 17 世

紀末葉的明鄭時代，渡台高峰出現在 18 世紀中葉的乾隆年間，到 19 世紀

中葉道光年間台灣已無新地可拓墾，人口漸趨飽和。

在這將近 180 年的渡台移民過程中，大都遭遇清初對台移民三大禁：嚴

禁無照渡台、渡台者一律不准攜家帶眷、渡台者一律不准攜家帶眷，以致

來台祖的史料蒐集相當不易。直到康熙 34 年(公元 1696 年)施琅辭世之後，

有關不准廣東人來台的禁令才逐漸鬆弛，廣東客家人才開始渡海來台，已

經落後閩南人的來台約二十年。

康熙 60 年(1721 年)在高屏地區爆發的朱一貴事件平定之後，清廷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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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流氓問題有關，乃於雍正 10 年(1732 年)，准予渡台有產業者攜眷來

台，以安定台灣流氓的生活。於是，有許多人返回祖籍原鄉，搬移眷口來

台。返鄉者並到宗祠祖堂，抄錄一份族譜攜帶來台，做為傳家之寶。

台灣重修《曾氏族譜》二本：

台灣宗親會的形成大致始於日治時期。民國 43 年之後，政府為推動中

華文化復興運動，特別鼓勵民間組織宗親會。各地乃紛紛成立姓氏宗親會，

敦親睦族。以曾氏為例，民國 40 年間各地已有宗親會的組織，民國 55 年

擴大成立台灣曾氏宗親會。民國 63 年連絡海外華僑，成立世界曾氏宗親

會。修纂族譜為其首要目標之一

台灣各姓淵源研究會以學術查訪方式，分別以主要贊助單位負責人之

名，出版台灣重修《曾氏族譜》二本：(1)1999《秋圖譜》查訪區域包括苗

栗縣、台中縣市、豐原市、南投縣市、彰化縣。(2) 2001《水照譜》查訪地

區包括台北縣市、桃園縣、新竹縣市、彰化縣市、宜蘭縣、花蓮縣及台東

縣。查出渡台祖的原鄉祖籍計有：

(1) 武 34 派珪公房系：泉州龍山派渡台祖計 25 人。

(2) 武 34 派舊公房系：蕉嶺 53 派裕振支脈計 17 人；

南靖 56 派萬八郎支脈計 36 人；

永定 53 派友益支脈計 19 人；

漳州平和支脈計 25 人。

(3) 武 34 派略公房系：五華 53 派佑孫支脈渡台祖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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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譜世代尺標的創建：

族譜尺標是根據「親源世代」(Generation)英文字解釋：『子女長大到

繼承父母的期間，約 30年』。族譜參考尺標或簡稱「族譜世代尺標」，給姓

氏族譜建立一個世代的時間軸，使編修族譜變成更容易、更正確可靠。曾

氏族譜尺標以宗聖公曾子為武城開派始祖，寫成；

武城 1 派：470±10 曾子 前(503-435)年

 加註居住歷史地名：

山東蒼山 鄫 1 君主：前 2020 曲烈

魯國武城 武 1 派：前 470 曾子

 遷居地的世代排序：

龍山 1 世武 36 派：830 延世

龍山 7 世武 42 派：990 敬宗、曾穆

 加註歷史朝代：

中唐吉陽 武 34 派：770 曾舊

南唐寧都 4 世武 40 派：950 中彥

元末石壁 14 世武 53 派：1330 裕振

表格式的曾氏族譜：

族譜尺標以 30 年一世代，加入歷史朝代，可建立全新的「族譜表格」。

尺標表格上有朝代紀元年號，或重大歷史事件。編撰者及查閱者，均可翻

開中國歷史課本或史冊記載，瞭解祖先的時代背景。編者並可在〈中國歷

史地圖〉找尋曾氏先祖所在的地圖，繪出歷代先祖的遷徙線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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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1.21 春秋戰國→秦漢時代的曾氏族(家)譜例

魯定公、哀公 接譜表 3.10 ；會訊 29-31 頁，平和譜 214-222 頁

曾 4 世：前 500 曾 點 前(542-480?)年，孔子第一批學生

魯哀公、悼公

武城 1 派：前 470 曾 子 前(505-435)年，，公羊氏，稱宗聖

春 秋 末 葉 戰 國 前 期 戰 國 時 代

魯悼公

武 2 派：前 440

魯元公

武 3 派：前 410

魯穆公

武 4 派：前 380

魯共公 魯景公

武 5 派：前 350 武 6 派：前 320

戰 國 變 法 秦 統 一 西 漢 初 西 漢 盛 世

魯文公

武 7 派：前 280

楚考烈王

武 8 派：前 240

秦始皇

武 9 派：前 210

漢高祖 文景之治

武 10 派：前 180 武 11 派：前 150

春

秋

中

葉

填入家譜史料 填入家譜史料

填入家譜史料 填入家譜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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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曾氏台灣淵源譜章節排序簡表

鄫前 1 代祖：前 2060 少 康 (前 2016-前 2000)年在位，天子中興

夏朝政權趨於穩固

鄫 1 君主：前 2020 曲 烈 封於繒/鄫（今山東蒼山附近），世襲爵位

魯僖公鄫 53 君主：前 610 時 泰 被莒國滅

魯襄公曾 1 世：前 580 曾 巫 奔魯去邑為曾，曾氏始祖

魯哀公武城 1 派：前 470 曾 子 前(505-435)，武城書院，宗聖，開派始祖

西漢末武 15 派：前 10 曾 據 前 43-後 35，官都鄉侯，聽事新奔，挈族南遷

江西盧陵，尊為「南遷始祖」

唐玄宗天寶

安史之亂武 33 派：740 曾 丞 司空兼尚書令，尊為「唐山始祖」

唐代宗德宗 唐山祖

宦官弄權武 34 派：780 曾 珪 曾 舊 尚書左射僕 曾 略 節度使

742-830 徙居雲蓋鄉 徙撫州西城

第四章：江西盧陵曾氏世系譜

聚居江西盧陵郡 750 年

第三章：魯國武城曾氏合族總譜

聚居山東武城 570 年

第二章：上古鄫氏遠祖史地

山東、河南間遷徙 1,450 年

第 6, 7 章 第 9, 10, 11 章 第 8 章

夏

商

周

春

秋

戰

國

西

漢

東

漢

唐

未

魏

晉

南

北

朝

宋

元

明

清
支脈分遷

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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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修淵源譜尋根之旅：

2013 年初，桃園市曾氏宗親會理事長獻斌，與平和宗聖廟管委會慶雲

會長取得聯結，安排返回祖籍原鄉宗祠謁祖、祖墳敬香、對照渡台族譜記

載史料、參訪原鄉生活現況、蒐集族譜相關史料等，收獲豐碩。其後陸續

組團返鄉探尋祖籍，在公元 2013-2016 年間，共計七次：

日 期 參 訪 團 名 稱 參訪人數

2013 年 3 月 平和九峰尋根探路之旅 曾慶助等 8 人

2013 年 10 月 蕉嶺曾裕振公 800年誕辰大典 曾永禎等 18 人

2014 年 5 月 平和、寧化、泉州祖籍原鄉 曾文敬等 41 人

2014 年 9 月 參訪蕉嶺聶氏婆祖墳 曾榮貴等 4 人

2015 年 8 月 蕉嶺、五華、豐順尋根之旅 曾隆瑞等 9 人

2016 年 3 月 蕉嶺子順祠堂、琴口流坑之旅 曾献斌等 3 人

2016 年 4 月 福建、廣東宗親交流團 曾華郡等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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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起始淵源：

中國最早的氏族志記載：「曾氏，系出姒姓，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於繒

(鄫)，後為莒滅，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為曾氏」，鄫國位在今天山東省臨沂

市蒼山縣向城鎮，春秋時東周靈王五年（魯襄公 6 年、西元前 567 年）七

月，鄫國遭到莒國入侵而滅亡，世子姒巫投奔魯國，於今山東省臨沂市平

邑縣築武城邑，而將鄫去邑為姓，姒巫改名曾巫，即為曾氏之始祖。而鄫

國既為夏裔，其祖源自可再上溯至夏禹以至黃帝。

古代曾氏族譜記載了鄫國，經歷夏商周三朝 2,000 年，自曲烈至姒巫

53 代世系，並且附記了幾件重要史事，此皆不見於正史，是研究上古史十

分珍貴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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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14° 116° 118°

35°

34°

長子季杼繼承天子

次子曲烈封於鄫

庶子無餘封於越

史地 2.13 夏王少康中興及封曲烈于鄫

公元前(2090～20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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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國武城 瑯琊

夏台

鄫國

榮陽

鄫丘

方城

隨州

固始

1) 位於夏台的少康王，封次子曲烈于鄫。

2) 商初復封鄫 8：伯基于榮陽。

3) 周初再封鄫 36：時榮于方城。

4) 春秋初葉鄫 48 君主：方埕，東遷鄫丘。

5) 春秋初葉鄫 48 伯：伯文，南遷隨州，一國隨(曾)二名。

6) 春秋中葉鄫 51：鄫扑東遷瑯琊，轉古鄫村被綁為人牲祭神。

7) 鄫 52：世美於古鄫村被邾婁戕殺。

8) 鄫 53 世子姒巫奔魯，去邑曾，是為「曾氏始祖」。

9) 武城 15 派：前 10 曾據恥事新奔，挈族南遷江西之盧陵吉陽。

明代地圖

15曾據
摮族南遷江西廬陵

史地 12.11 上古鄫國遠祖遷徙簡圖
公元(前 20～前 6)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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鄫國與春秋諸侯方國的碰撞

公元前(8～5)世紀

據學者統計，西周諸侯方國高達 3000 多個，進入東周春秋時代，

各諸侯方國間相互摩擦、碰撞、攻擊、兼併，總數逐漸遞減到公元前 6

世紀的春秋末葉，大約還有百來個諸侯。今以鄫國為中心，來認識相

關諸侯歷史故事。

鄂(噩)國
周厲王擊敗

部份被鄫國兼併

鄭 國
陷害並搶奪鄫國土地

東虢國
鄭國占鄫國十邑

申國、犬戎
烽火戲諸侯殺周幽王

宋 國
提倡弭兵之盟二次

鄒國(邾婁)

流氓怨殺 52 鄫世美

齊 國
春秋五霸提尊王壤夷

魯 國
建立聯姻保護鄫國

楚 國
威脅隨(曾)國

曾子 35 歲仕楚

晉 國
認定莒國滅鄫國

東夷、淮夷
51 鄫朴被綁

為人牲祭神

鄫 國
夏→商→周→春秋

前(21～5)世紀

莒 國
趁機利用婚姻

立外孫滅鄫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