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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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下冊序言目錄〉簡介 (.45)

族譜編修小組簡介：

召集人曾献斌：

時任桃園市曾氏宗親會理事長，編修《曾氏台灣台淵源譜》的召集人，

統籌族譜編修大計，從赴大陸原鄉溯祖尋根的規劃，到指派小組成員於期

限內完成，小組成員都是沒有任何酬勞，無私奉獻義務幫忙，但成大事，

還是要從小處著眼，看到如今開先河，創新的鉅作即將完成，只能高興地

說一聲：大家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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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者曾繁藤博士：

基於對曾氏淵源的熱愛，多年來透過文獻的查考、彙整及比較，以科

學方法為基礎，用個人獨創的譜表尺標方式，理清曾氏世代接序宗祧疑問，

在歷時三年多的期間，依據宗親提供資料，費心追溯來台各派淵源，理清

錯置世序解決問題，費心盡力完成此八百餘頁的著作，期望在台灣的族譜

編修史上，奉獻對曾氏列祖最誠摯的心力。

曾隆瑞、曾華郡全程參與：

曾隆瑞時任世界曾氏宗親總會副理事長，曾華郡為蘆竹分會前會長，

全程參與淵源譜的章節安排，內容編排格式的選用，圖文的數量取捨，無

一不備極辛勞。

各分會召集人：

曾國富、曾慶助、曾昭鋆、曾肇銘、曾祥卿、曾振林、曾紹達、曾文

鑑等籌措經費，協調昭知各分會成員，一起了解及提供資料，豐富族譜的

內容完整，如今本期盼已久的族譜大作即將完成，誠為祖先靈感庇佑。

執行長曾萬港：

族譜實際進度的掌控，分配協調小組成員工作，在過程中，期勉以「只

有更好」的心態來面對族譜編修這樣的大事，必須在目前有限的經費中，

對內容章節頁數做最精確的控制，在截稿後有再提供文稿供參考者，只能

暫時割愛，留待再版時予以增修。



〈第 7 章：泉州龍山曾氏→渡台譜系〉摘要 (.47 )

泉州龍山派曾家：

晚唐武城 36 派：830 延世公避黃巢亂，率二子九孫，全家隨湖南光州固

始縣佐王潮，遷福建泉州晉江龍山頭為家。閩國割據獨立時，曾氏家族興

旺，到龍山 5 世時曾家有 46 戶，但經過公元 945 年的南唐滅閩之戰，及公

元 975 年的宋滅南唐之戰，跨入北宋時的龍山 7 世武 42 派：990 曾家只剩 6

戶。

有宋一代，是龍山曾氏最為顯赫鼎盛時期，龍山 9 世公亮歷相三朝（仁

宗、英宗、神宗）。龍山 11 世曾懷北宋戶部侍郎，遷居蘇州常熟為官。經

過南宋 150 年到龍山 17 世時蒙古侵宋，蘇州常熟曾氏乃隨末代宋帝避難南

遷，落籍晉江東石、廈門曾厝垵等地。元末泉州「亦思巴奚兵亂」平定後

空出荒撫之地，乃有崇卿房的後裔遷南安九都拓墾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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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山派泉州渡台：

(1) 同安大路尾 54 曾源房： 入墾竹塹、竹北

(2) 南安 55 榮祖房： 入墾三峽、鶯歌、龜山

(3) 晉江東石 50 襲祖房： 入墾彰化、佳裡、豐原

(4) 曾厝垵 53(光綽、曾英)房： 入墾高雄、花壇、龜山

(5) 同安 54 欽理、安溪 54 志旺：入墾二林、新竹

(6) 惠安獺江 54 曾淮房： 遷香港→徙台北

渡台移民台灣線路：

(1)起初渡台(第一代）：約當 1680～1690 年代，以台南地區為主。

(2)拓墾竹塹埔(第二代)：後來渡台的就再塔船北上，來到新竹一帶河口登

岸，稱為竹塹埔的地力。

(3) 攜眷渡台祖(第二、三代)：清廷對台禁令反覆無常，雍正後期才有條件，

准已渡台良民返鄉娶妻，攜眷渡台繁衍後代，歿葬台灣，後裔子孫在其

族譜，乃稱之為「渡台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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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7.12 泉州同安大路尾：54 曾源房系→渡台路線

（今廈門同安區汀溪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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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7.60. 台灣建置與泉州曾氏渡台入墾路線



〈第 7 章：泉州龍山曾氏→渡台譜系〉摘要 (.51 )

史地 7.41. 廈門曾厝垵：58(國亮、魁悟)→遷台路線

（今同安龍泉鐵爐廟、海澄厚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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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廣東五華 53 佑孫脈→渡台譜〉摘要 (.53 )

佑孫隨大父遷石壁；

據元朝汀州史料記載：武城 36 派曾略的裔孫 51 派曾惇，宋末官封魯

國公，家江西撫州南豐，於公元 1315 年蔡九五民變時舉家（攜子仲輝，二

孫佑禎、佑孫）避遷寧化縣石壁村。佑孫公，號裕振，字志誠，渡名法綱，

公元 1310 年出生於江西撫州南豐，配羅氏，繼娶溫氏，生六子：廣深(又

名廣清)、廣淵、廣盟(又名廣海)、廣新(又名廣高)、廣通(又名廣用)、廣泰。

佑孫全家避難遷五華：

元末社會動盪不安，居民紛紛外遷避難。元順帝至正十四年（1354 年)，汀

州路發生大飢荒，40 多歲的 53 派佑孫全家大小，南遷到廣東潮陽縣（今屬汕

頭市），奈因土匪騷亂不斷，再遷到嘉應州（今梅州市）長樂縣（今五華縣）

高竹園的高鳴寨為家。

五華縣的 53 派佑孫公有六子、二十餘孫、上百個曾孫，家族空前龐大，尤

以廣淵、廣新二房最為旺盛。今之廣東梅州五華縣及豐順縣人口，曾姓佔多數



《曾氏台灣淵源譜》手機版下冊 (.54 )

且多為佑孫公派下子孫，為該縣第一大姓，現今曾氏子孫在五華縣及豐順縣人

才輩出，事業有成，彰我氏族之光。

53 佑孫派下裔衍台灣：

武城 53 派佑孫公派下裔衍臺灣眾多，簡述如下：

 廣清(深)房：67 派雲浩、雲玉兄弟，申請良民證跨海攜眷遷台，入墾苗

栗通霄，成為開台祖。

 廣淵房：甫房系的 58 派大一郎、大六郎為感念太祖媽溫氏恩情，大

六郎過繼給溫樸善、大一郎過繼給溫樸庵為後，而改姓曾溫。大一郎系

一支脈遷台桃園觀音；大六郎系一支脈遷台新竹寶山。

 廣淵房： 襁甫裔武城 67 派：1750 仁芳、日芳兄弟，遷台開基龍潭。

 廣淵房： 祖義裔武城 66 派：1750 俊發、俊成兄弟遷台新屋永安開基，

接著有武城 67 派大舉遷台新屋，督玉遷台新竹縣竹北。

 廣淵房： 祥甫裔 66 派有惠遷台豐原鎮。65 派習誥遷台石岡鄉，饒平，

武城 66 派成暢遷台太平鄉。

 廣淵房：甫房系 55 派裔衍雲林縣二崙鄉。

 廣通房： 宗甫裔 54 派廣通，又名廣用，傳到 66 派君品遷台楊梅、

新屋開基。



〈第 8 章：廣東五華 53 佑孫脈→渡台譜〉摘要 (.55 )

53 裕振支脈：寧化石壁 1339 年 梅州蕉嶺 (古鎮平縣蓼陂)

53 佑孫支脈：寧化石壁 1354 年 梅州五華 (古長樂縣河口)

豐 順

揭 西

陸 河 大埔、饒平、南靖

陸 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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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8.22 粵東五華 53 佑孫支脈分遷圖



〈第 8 章：廣東五華 53 佑孫脈→渡台譜〉摘要 (.57 )

曾溫譜系的武城派序

大一郎房系 大六郎房系

《豐順譜》 《觀音譜》 《竹東譜》

曾溫 10 世武 62 派：1580 元 美 元 美 元 福

曾溫 11 世武 63 派：1610 日 懋 日嚴、日新 日 顯

曾溫 12 世武 64 派：1640 思 智 思隆、思慶 思 貫

曾溫 13 世武 65 派：1670 弘 祿 弘 註 弘 祈

曾溫 14 世武 66 派：1700 起 聖 起 任 起 宏

曾溫 15 世武 67 派：1730 文 興 文參、文耿 文 明

曾溫 16 世武 68 派：1760 其捷、宗聖 堯乃、宗○ 宗 遊

曾溫 17 世武 69 派：1780 世 耀 世旺、世桂 世 伸

曾溫 18 世武 70 派：1810 相 鄰 相 興 相 珍

曾溫 19 世武 71 派：1840 承 松 承 喜 承 省

曾溫 20 世武 72 派：1860 詩 千 詩 水 詩 鐸

曾溫 21 世武 73 派：1890 書 倉 我 天 書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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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8.41 豐順縣(河溝村、廣湖村)曾溫氏→徙台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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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8.61 揭西縣龍潭鎮： 66 君品公→渡台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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