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 章：梅州蕉嶺 53 裕振脈→渡台譜〉摘要 (.61 )

客家人遷入粵東梅州：

梅州是歷史上客家民系的最終形成地、聚居地和繁衍地。客家人分

二次遷入粵東梅州，第一次是宋末元初遷入梅州，在公元 1277 年元世祖攻

宋後，絕大多數傷亡，只剩下楊、古、卜三姓，地為之墟。

其後，才有第二次大約以寧化石壁為最多。這又可分為二梯次，第一

梯次導因於公元 1339 年汀州大水災，造成難民逃亡潮。武城 53 派裕振念

二郎公的兒媳曾聶氏，隨難民潮逃到梅州鎮平縣（今蕉嶺縣）蓼陂鄉為家。

第二梯次導因於公元 1354 年汀州路大飢荒，造成難民逃亡潮。武城 53 派

佑孫號裕振，舉家避難遷移到梅州五華縣華城鄉的高竹園為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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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9.12. 粵東梅州客家山水與曾氏遷徙原鄉

曾 53 裕振支脈：寧化石壁 1339 年 梅州蕉嶺

揭西五經富

曾 53 佑孫支脈：寧化石壁 1354 年 梅州五華

梅州豐順

興寧黃陂

汕尾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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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9.10 徙梅州蕉嶺曾裕振支脈分衍

蒙古侵宋亡

蕉嶺 1 世武 53 派：1300 裕 振 念二郎

元 代 明 初

元世祖

武 54 派：1300

蕉嶺 1 世

帝爭、順帝

武 54 派：1330

蕉嶺 2 世

順帝、洪武

武 55 派：1360

蕉嶺 3 世

洪武永樂

武 56 派：1390

蕉嶺 4 世

永樂、帝爭

武 57 派：1420

蕉嶺 5 世

裕 振

1271 生

玉鳴

念二郎

元奉政大夫

陳氏

尊為

蕉嶺始祖

天 秩

1295 生

添秩，十一郎

大理寺評事

歿於江西

聶氏婆

聶氏帶四子

避遷蕉嶺

同福古蓼陂境

內散居

啟 源

1315 生

賴氏

萬一郎

萬五郎

萬六郎

五七郎、貴楊

以道、正道

廷輔、廷用

啟 溪★

1317 生

弘基

張氏、林氏

張出 樂 叟

曾 待

1377-1455 開新

曾 行

衍油坑蕉頭窩

崇吾、景吾

啟 吾

創 垂

啟 滄★

1320 生

黃氏

益 生

壽 生

正 生

徙塹垣西山

子貴、子福

子才、子良

子 富

居塹垣西山

啟 海★

江氏

昌 祚

光 祚

徙梅縣白渡

仲賢、仕賢

曾 順

居梅縣白渡

天 禎

添序，十六郎

范氏，危氏

啟 瑞★

五郎，賴氏

仕 良 世 賢

世盛、世謙

啟 琦

黃氏

朝 廣

朝敬、朝達

子徙興寧洋湖鎮

廣西港市平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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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裕振派下裔衍台灣：

梅州蕉嶺武城 53 派裕振公支脈分衍，派下裔衍台灣眾多，簡述如下：

(1) 蕉嶺 56(啟溪→樂叟)房： 傳到 68 派鳳樓，漂洋遷台開基楊梅。

(2)蕉嶺 56(啟滄→益生、壽生、正生)房：遷蕉嶺北側的下九嶺，益生房後裔

69 派毓倫、毓松等渡台屏東內埔開基。壽生房後裔 65 派汝重渡台苗栗通

霄。正生房後裔 70 派英超 1800 渡台屏東內埔經營米商。

(3) 蕉嶺 56(啟海→昌祚、光祚)房：昌祚房家居梅縣白渡鄉，傳到蕉嶺 15 世

武 67 派：1710 九連，約當清康熙年間，遷台高屏的六堆。光祚房家居梅縣

白渡鄉，後裔傳到蕉嶺 14 世武 66 派：1690 九安、弘座、九錦等三人，正值

清康熙佔領台灣，隨施琅軍隊來台灣，接著到高雄美濃，拓墾新地，其後

三代陸續移民台灣美濃。

(4) 蕉嶺 60(啟瑞→世賢→文頊)房：居新埔鎮同福門向東（古蓼陂），傳到 76

派繁謹(1936-2011)，倡議並帶領推動 2011 年續修蕉嶺《武城曾氏族譜》的

艱巨任務。文頊房的後裔，蕉嶺 19 世武 71 派：1800 光文、昭文兄弟二人，

在清嘉慶年間渡台中新社拓墾家園。蕉嶺 20 世武 72 派：1830 亮寅，61 歲避

遷來台，成為來台祖。公自新屋永安登陸，初居中壢平鎮，後於新竹廳新

埔街定居，新埔為鎮平人（蕉嶺人）之主要移民地。

(5)蕉嶺 60(啟瑞→世賢→文瓚)房：文瓚房的後裔蕉嶺 19 世武 71 派：1800 秀開，

渡台桃園南崁，遷中壢創業。後裔 75 派安勳， 1960 年創立桃園縣曾氏宗

親會。裔孫 77 派隆瑞致力宗親聯誼，2014 年擔任世界曾氏宗親總會副總會

長。又，76 派萬港主催《台灣曾氏淵源譜》編修工作。

(6) 蕉嶺 60(啟瑞→世賢→文碧)房：文碧房的後裔，68 派(永登→恆松、恆彩)

渡台遷桃園大園開基。68 派(永科→九俊、九健)渡台高雄美濃，北上桃園

平鎮東勢開基拓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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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蕉嶺 56(啟溪→新開)房： 遷至遷至揭西五經富，以打鐵為生致富。1949

年國共內戰在「五經富虎尾峰之役”，掠奪年約 20 歲男丁強拉去當軍夫，

俗稱「拉夫」，訓練參加作戰。被拉夫的男丁總數，估計達 200 餘人規模，

於 1949 年隨國軍遷移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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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9.41 蕉嶺 55 啟滄房：(九嶺、神崗、坪頭、塹垣)→遷台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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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9.51 蕉嶺蓼陂(同福) 55 啟瑞房→遷台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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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彥公遷寧化石壁：

公元 975 年宋滅南唐，天下大亂，曾家陷入不安的年代，兄弟星散各

處。原居江西虔州府寧都縣的武 40 派：960 中彥帶三子，越過武夷山石城隘

口，安身於閩西的福建寧化石壁。曾家居寧化石壁的 150 年時，爆發靖康

之難，北宋亡，大批難民潮湧入石壁形成壓力，原居石壁的人被迫他遷。

這時，石壁 6 世武 45 派：1110 的曾淮兄弟，沿汀江南下上杭縣的勝運里藍

家渡等地拓墾，興建祠堂。舊公房系便在汀州上杭縣便留下一個聚族地點。

石壁眾兄弟星散分遷：

再傳 5 代到石壁 11 世武 50 派：1260 茂森、茂桂、茂松之時，蒙古因聯

宋滅金引起爭端而侵宋，宋兵敗潰，雙方長期戰爭從此開始。那時逃難人

多，劫盜猖獗，一再遷移，劫掠如故。曾家長老乃召眾兄弟商議各自星散，

到明初國泰民安，分遷支脈開基拓墾有四：

(1) 茂松→曾掌房分遷：徙汀州永定支脈建太平寨，后世尊 54 派友益

為「永定始祖」，後裔講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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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茂桂→曾耀房分遷：漳州南靖支脈定居豪崗至今，尊 56 派萬八郎為

「南靖始祖」，後裔講閩南話。

(3) 茂森→裕振房分遷：梅州蕉嶺支脈，後世尊 53 派裕振公為「蕉嶺

始祖」，後裔講客家話。

(4) 茂松→曾義房分遷：漳州平和九峰開基，後世尊 54 派端峰公為「平

和九峰始祖」，後裔講閩南話。

史地 10.21 元末明初：石壁益用房避遷上杭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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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云照
67曰昭、曰仲、曰季

66奕史、奕可

68云觀67曰育
69英蘭、英才

67曰卿、曰璉

68文璫(玉音)

66奕運

51曾掌→52曾覬

54友益

56萬八郎

苗栗通霄台中豐原 台中大里 台中霧峰

53曾箴

53曾箴

史地 10.23 永定太平寨曾氏→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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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10.31 寧化石壁→漳州南靖豪岡(高港)遷徙線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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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10.32 萬八郎支脈：漳州南靖(高港)→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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