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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平和先祖渡台的故事

從明朝嘉靖帝起有百餘年的國泰民安，但到明末崇禎時代，清兵逐漸南

下，中國沿海動亂不安，許多良民移台避亂。當時荷蘭人佔據台南地方，要招

募漢人墾植經濟作物，曾家先祖乃應徵渡台打工，賺錢贍養家室。其後歷經明

鄭到滿清的一百多年，三代接力單身渡台，到 68 派曾興保才能於 1734 年返鄉

攜眷來台，生下衍台 2 世曾德裕，落戶生根台灣。【見譜表 7-R1】

7.11 曾尚彭首先渡台打工

明朝末葉中國大陸常有飢荒，動輒餓死成千上萬，台灣成為內陸漢人避難

所。1644 年清兵入關，中國沿海動亂不安，福建沿海地區動亂頻繁，迫使大

量人口外移。

尚彭兄弟相攜渡台打工：

曾尚彭是武城 61 派／平和 5 世敦德公的後裔，他父親 65 派／9 世文朝公

(1582-1616) 青春 34 歲，留下三幼子。寡母洪氏帶子從平和坂仔遷詔安縣投靠

時任詔安知事的叔父文貞公。

1635 年荷蘭人佔領台南地方，招募福建沿海漢人從事生產工作，一時成為

風潮。一天，曾尚彭向老母說：「娘，聽說台灣有紅毛在招募漢人從事生產工

作，待遇還挺好的，我想與弟弟二人，渡海到台灣打工好嗎？」

老母回說：「喔，詔安這個地方不易找到工作，家裡有你大哥尚德留守，

你與弟弟尚村要多保重呀。」

歲終返鄉春初復來台：

於是 20 多歲出頭的尚彭與三弟尚村渡海來台，在雲嘉林一帶從事種稻、

插蔗或捕鹿的生產工作。到歲末年終，將所得稻穀賣錢，返回平和坂仔原鄉，

置產瞻家，春初又復來台，歲以為常。久而久之，兄弟也就各走各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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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彭遲婚老來得子：

渡台打工的尚彭(1605-1695)，一直到 50 多歲才娶妻李氏(1647-1735)，替

他連生三子：衍井（天井）、衍嶺（天嶺）及衍恕（天恕）。尚彭於清康熙 25

年(1686)退休，全家回平和縣西門外陳坑鄉大塘下定居，並建祖祠。

《清代先祖渡台移民的故事》

三潘亂避居鄉間：

1674 年，中國南方發生三潘之亂，原本退守台灣十年的東寧國主鄭經，發

動反攻大陸戰爭，攻佔泉州、漳州等閩南沿海地區，為時約六年，最後慘敗而

退，使東寧王國元氣大傷，走向敗亡的結局。1680 年戰亂結束時，尚彭公已

經 69 歲高齡，長子衍井 17 歲，次子衍嶺也 15 歲了。

7.12 清初單身渡台打工

清廷對領有台灣，採取「為防台而治台」的消極政策，在福建省下設台灣

府，嚴格限制移民資格，不准移民攜眷，沒有主動將台灣整體作一前瞻性的規

劃，賦稅沈重，貪官污吏中飽私囊，百姓負擔可見一斑，曾經擔任福建巡撫的

丁日昌，也曾用「暗無天日」來形容台灣的吏治。

父子傳承渡台打工：

滿清佔領台灣的 1684 那年，衍井 21 歲，衍嶺 19 歲，到該要做事幹活的

年紀了。當時的台灣是人們心目中樂土，陸續有漢人移居，經商或墾植。有一

天，73 歲高齡的曾尚彭叫兩個兒子到跟前說：「老爸 38 年前渡台打工賺錢，

養家置產，今天才有房屋可住，有碗飯可吃。孩兒啊！台灣是個充滿機會的樂

土，到那裡可以打工賺錢，回來蓋更大的房子，去吧，孩子。」

衍井、衍嶺兄弟渡台打工：

在老爸鼓勵下，衍井兄弟向官府申請執照渡海來台。這時的台灣，經過鄭

氏 20 多年的寓兵于農之法，獎勵土地開墾，南至鳳山、恆春，北至諸羅（嘉

義、彰化），平原到竹塹（新竹）、淡水（台北）的一部份，均已進行開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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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情況推算，1685 年前後渡台的衍井兄弟，大概在台中、大甲一帶打工

賺錢。清領時代台灣工資所得，不如荷蘭時代的獎勵，能帶回贍養置產的工錢，

相當有限，生活水平明顯下降。

傳宗接代綿延血脈：

台灣古諺流傳一句「有來台公，嘸來台媽」，但衍井兄弟在平和縣坂仔卻

都有家室。曾衍井(1663-1727)的原配林氏淑順於 18 歲過世，十幾年後續娶林

慈勤(1680-1753)。曾衍嶺(1665-1740)娶許氏慈淑(1665-1736)為妻，在渡台打工

之前，已經生下長子興金（良金）。

在清初渡台移民禁令下，渡台者一律不准攜家眷，夫妻相聚時間較短。衍

井到 41 歲之後才生二子：興保、興登。衍嶺也到 37 歲才生次子興玉（良玉）。

郁永河的《裨海紀遊》：

清康熙 36 年(1697)，郁永河來台採集硫磺。他從今天的台南出發，搭牛車

走到台北淡水，沿途觀察民情風俗、山川文物，寫下《裨海紀遊》的探險故事。

遊記中寫到：「竹塹至南崁，沿途不見一人一屋，盡是原始地帶，但見麋鹿成

群。自南崁越過小山丘（今林口龜山），沿海岸北上，到達八里坌社，發現一

大江，即淡水河。....，過甘答門後，發現一片汪洋大湖，即今台北盆地」。

郁永河來此的三年前（1693 年 4 月），台北剛發生過大地震，台北盆地下陷成

湖。（李筱峰，1999）

《裨海遊紀》出書的時候，衍井、衍嶺兄弟可能聽到些有關台灣北部的消

息，其後並到北投士林參加採集硫磺，住在北投的吱哩岸一帶。

陳賴章拓墾台北平野：

《裨海遊紀》出書後的 12 年，康熙 48 年(1709)，五位泉州人組成「陳賴

章」墾號，申請官方墾照，獲准拓墾台北平野，開墾範圍包括今天的永和、秀

朗、八里、泰山、新莊一帶，相當於台北盆地淡水河兩岸的大部分地區，這是

漢人較大規模拓殖台北的開始。（李筱峰，1999）

「陳賴章」墾號獲准台北平野的拓墾時，衍井 46 歲、衍嶺 44 歲可能也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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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這項消息。於是離開北投唭岸硫磺區，到秀郎一帶的小墾戶打工賺錢。

興保、興玉單身渡台：

當衍井兄弟快 60 歲時，開始帶下一代 17-18 歲的興保、興玉渡台，到台北

平野一帶打工賺錢。「衍」字輩老爸退休返回平和老家後，「興」字輩兒子接著

續繼渡台，打工賺錢。

興字輩兄弟 20 歲出頭時，已進入康熙末葉的 1720 年代，台北平野盆地的

拓墾已有十幾年了。這時墾戶招佃條件及規模，需較大組織力量，單身打工只

能算是「外籍勞工」，在當地無法生根。

攜眷生子的大問題：

曾興玉(1702–1776)到 23 歲時，於雍正 3 年(1725)娶吳氏心德為妻，在平和

坂仔生下長子文撰。曾興保(1703 –1774)到 28 歲時，於雍正 8 年(1731)娶陳氏

心善為妻，也在平和坂仔生下長子質朴。

有一天，陳心善對興保抱愿說：「老公阿，你在台灣打工，留下我一人在

家帶孩子，這怎麼行呢？」這確是一項嚴肅的課題，結婚成家生子後，卻因滿

清渡台禁令，迫使年輕夫婦長年分隔海峽兩岸，是極不合情理的，為何不讓居

台者搬移眷口到台灣呢？

7.13 攜眷移民來台

清初申請來台的都是單身一人，偷渡來台的也多為單身男子，這些單身漢

不斷入台，使得早期台灣的移民社會，產生「陰衰陽盛」的特殊狀況。

入贅於平埔族家：

恰好當時台灣平埔族部落是母系社會，由女人繼承產業，招男子入贅於

家。1684～1732 年間渡台的許多單身漢，乃入贅於平埔族家庭，因有漢字而

保有原來漢姓，後來形成賜漢姓風潮。台灣人當中，有許多是漢人與原住平埔

族的混血。高雄醫學院的一項研究，解出台灣血源之謎，現今台灣住民的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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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有平埔族血統比例甚高。

引發抗官民變事件：

在官府鞭長莫及下，不僅漢移民與原住民間的衝突不斷，甚至漢移民之間

的群體衝突也是此起彼落。官方無法仲裁民間衝突時，不僅分類械鬥始終不

斷，會黨與械鬥者在面對官府取締、偵辦壓力時，甚至以武力抗拒，形成民變。

康熙年間有二場規模較大事件：朱一貴民變，及大甲西社抗官。康熙 60 年

(1721)，漳州人「鴨母王」朱一貴舉兵抗清，爆發一場大規模民變，震動全台，

也驚動大清朝廷。

促使放寬移民條件：

雍正 9 年(1731)，中部平埔族大甲西社等原住民，爆發一場抗官動亂事件，

使清廷重視「漢、番」問題，責成地方官吏嚴格執行，「不得擅娶番婦」。雍正

10 年(1732)，乃放寬移民條件，准許已入台灣者，搬移眷口。換言之，興保、

興玉可以返鄉攜妻兒來台灣，這是重大消息。

老嬤留長孫質朴在身邊：

雍正 10 年(1732)，陳心善為興保公生下長子質朴。在討論如何渡海到台灣

時，發覺關鍵在 52 歲老嬤林氏慈勤(1680-1753)，老嬤抱著孫兒質朴說：「興保、

心善啊，將質朴留在平和坂仔老家，你們年輕兩到台灣打併，要記得寄錢回家

喔！」從深一層面說，老嬤是要質朴留在身邊當「人質」，以擔保會定期從台

灣寄錢回平和坂仔老家。

興保攜眷來台：

雍正 12 年(1734)前後的一天，興保夫婦來到母親面前，跪在膝前說：「媽，

兒媳要離遠門到台灣打併，質朴 2 歲多留在身邊陪您，您老人家要多保重。」

說著，淚盈滿匡，依依不捨的離開家門。從福建平和縣坂仔老家，經南靖、龍

溪到廈門全長約 120 公里，徒步約需半個月行程。再從廈門港搭船渡過台灣海

峽，到台灣北部的淡水上岸，再改搭「艋舺」的小船，渡過淡水河到大湖對岸，

於新店溪河畔的秀朗上岸，船程也要半個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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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台北秀朗佃耕及打工

台北盆地平野的秀朗一帶，是興保、興玉兄弟渡台打工時的地點，屬「陳

賴章」墾號的請墾範圍。興保兄弟實際上是一個小墾戶所雇的「長工」，吃住

都在小墾戶的田寮茅屋內，年終時領取稻穀，折成銀兩支付。

興保夫婦負擔沈重：

興保夫婦於雍正 12 年(1734)渡台，抵達台北平野的秀朗時，可能是住在小

墾戶田寮茅屋內。兩人工資所得雖然增加，但需寄回平和坂仔的錢也要比以前

多些，夫婦兩負擔相當沈重，能夠積蓄的錢有限。

衍台二世曾德裕的誕生：

興保夫婦移台的第二年，乾隆元年(1736)正月初二，熱鬧過新年的時候，

衍台 2 世德裕在秀朗田寮茅屋誕生。台灣曾氏祖譜記載他是長子，實際上平和

縣還有一個哥哥質朴，德裕應屬排行老二。曾德裕降生那年，父親興保公 33

歲，母親陳氏 27 歲，小家庭生活更加多彩。乾隆初年，台北秀朗一帶是正在

拓墾，尚無義塾學校教育，德裕僅能從父母教導中，認識一些簡單文字。

弟弟做生送回平和老家：

過了幾年，興保夫婦又生老三，取名做生。一面帶兩個幼子，一面又要到

田裡幹活，確實不太可能。因此將弟弟做生，送回福建平和坂仔老家，交給祖

母養育，有大哥質朴當玩伴。

母親逝世返平和奔喪：

興保的母親林氏慈勤(1680-1753)於 73 歲逝世。那年興保夫婦返回平和坂

仔奔喪，見到平和的長子質朴 21 歲，媳婦卓氏 22 歲，長孫信義 3 歲。質朴

從小就由奶奶帶大，對祖母的離世感到格外難過，媳婦看到公公婆婆回來，

覺得有些陌生，倒是對台灣充滿一片憧景。

信義剛學會講話，跑到爺爺跟前問說：「爺爺，台灣是什麼地方？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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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可爬？」興保公被這個孫子給問傻了，想了半天才回答說：「哦，乖孫，

台灣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地方，那裡有熟番也有生番，當然還有各種果樹。」信

義續繼好奇的問：「爺，什麼是熟番啊？生番啊？」忠厚老實的興保公只是笑

一笑，不知如何回答。

興玉攜眷全家移台：

曾興玉是興保的堂哥，兩人僅差一歲，一同渡台到台北秀朗一帶打拼。雍

正 12 年(1734)，興保返鄉攜眷移台那年，興玉並沒有跟進，因為他父母年事

已高，需要媳婦照顧，兩個兒子文撰 8 歲、文俸 2 歲，都還需要費心思教養。

直到乾隆 20 年(1755)，清廷才又有一次放寬海禁機會，曾興玉乃返鄉攜眷

全家遷台，有夫人吳氏心德，長子文撰 29 歲，大媳婦朱氏 24 歲，次子文俸

23 歲，四個兒子文錄、文鈴、文貫及文生，還有長孫伯聰 5 歲。全家祖孫三

代來到台北秀朗一帶開基，興玉公也稱為「來台一世祖」。

7.15 衍台二世的拓墾行動

興保、興玉先後接家眷渡台移民，定居台北平野的秀朗一帶，兩家是台灣

最近的親族，事事可商量，隨時可相互協助。到乾隆 25 年(1760)，興保、興

玉也都快 60 歲了，體力已大不如前，落戶生根的棒子就漸漸交給衍台二世的

三兄弟：德裕 26 歲、文撰 34 歲、文俸 28 歲。

三兄弟商討找地拓墾：

衍台二世的兄弟們漸漸長大，開始思考一些何去何從的問題。有一天三兄

弟在閒聊，德裕開頭說：「從前有人說，台灣是沃野千里，農產多而人煙稀少

的地方，可是為什麼從尚彭公起的三代祖先，渡台打工拓墾田園，但卻沒有一

塊是屬於自己的田地呢？」

文撰想了一想，說：「哦，他們渡台打工賺錢，寄回平和老家，養家置產，

心裡上沒有想在台灣落戶生根，一輩子都是台灣的『羅漢腳』，哪來會有屬於

自己的田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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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俸接著說：「兄弟啊，現在我們不必再為寄錢而打工賺錢，我們全家都

在台灣，應該為後代發展著想，看有什麼地方還可以開墾的？」

德裕摸著頭說：「有一天，我站在秀朗小山丘上，朝西南方向看到大姑陷

河，好像有船隻來往，也許那裡有什麼的，想找個機會去看看，是否有田地可

開墾。」

他這段話讓年紀較大的文撰，想起搭渡船的情景，他說：「哦對了，五年

前搭『艋舺』的小船，從淡水滬尾渡過大湖到對岸秀朗時，看到東北方好像有

一條支流，叫什麼『雞籠河』的，聽說那裡還有土地可開墾。」三兄弟的一場

閒聊商討，有如腦力激盪，彼此對未來發展都有一幅藍圖。

清初台北附近拓墾示意圖









鶯歌大湖山腳

台北秀朗大姑陷三層大姑陷醮寮埔

台北南港仔大姑陷鶯歌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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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撰兄弟遷南港仔拓墾：

經過這場閒聊腦力激盪後，衍台 2 世的文撰、文俸兄弟果然於 1760 年代

從新店溪畔的秀朗，搭「艋舺」小船，渡過台北大湖到淡水河的東北邊，再進

入基隆河北上，到達南港、汐止一帶，找到一個佃農機會，便遷到南港仔。到

1800 年代，衍台 3 世才又分遷到宜蘭五結、及大溪三層移墾。

德裕遷往鶯歌、大姑陷拓墾：

衍台 2 世的曾德裕於 1758 年娶北投唭哩岸的張氏慈儉為妻，很快生下幾

個男孫，讓興保公夫婦享受幾年含飴弄孫之樂。

在那場閒聊腦力激盪後，曾德裕於 1760 年代帶著妻小，也從新店溪畔的

秀朗，搭「艋舺」小船，渡過大湖到淡水河西南，轉進大姑陷河，經海山口到

三峽、鶯歌的三鶯一帶。那時三鶯地區，有三處曾姓聚集的村落，基於血緣關

係，德裕夫婦落戶在鶯歌大湖山腳的曾厝，當佃農工作，接著總共生下七個男

孩，其中老二傳農出嗣給人。

衍台 3 世的六個孩子逐漸長大後，於 1780 年代到大姑陷的鶯歌公館一帶

拓墾田園。可惜，這塊公館田園於 1790 年代被搶奪，全家一時淪為流民。到

1800 年代，兄弟分別遷往大姑陷的三層、醮寮埔及宜蘭等地拓墾，衍台 3 世

的六大房乃告各自分遷。

興保、興玉在台北秀朗過世：

乾隆 39 年(1774)，曾興保公在秀朗農舍逝世，享年 71 歲，諡「純厚」，葬

於淡水廳（今台北）大坪林七張仔，就是今天台北新店的第二公墓。喪事料理

後，曾德裕將母親陳氏接到鶯歌大湖山腳的田庄一起住。

乾隆 41 年(1776)，曾興玉公也在秀朗農舍逝世，享年 74 歲，葬於淡水廳

（今台北）大坪林小蓮坑。喪事料理後，長子曾文撰將母親吳氏接到南港仔的

田庄一起住。



.10 《清代先祖渡台移民族譜》

譜表 7.1 曾公 66 尚彭派下移台支系譜

(1640-1770)年代

武 66 派：尚

和 10 世：1650±30 年代 尚 彭

 1624 年荷蘭人佔領台灣 單身渡台打工 尚奇，諡剛義，號尚奇

 1646 年清兵入閩 贍養置產平和 1605-1695, 壽 91 歲

李氏慈儉 1647-1735，壽 88 歲

武 67 派：衍

和 11 世：1700±30 年代 衍 井 渡台打工 衍 嶺 渡台打工 衍 恕

 1661 年鄭攻佔台灣 天井，諡篤信子順 天嶺 天恕

 1674 年鄭經反攻失敗 1663-1727, 壽 65 歲 1665-1740, 壽 76 歲

 1683 清廷併吞台灣 林淑順，歿年 18 歲 許氏慈淑 1665-1736

續配林慈勤 1680-1753

武 68 派：興

和 12 世：1740±30 年代 興 保 興 登 興 金 興 玉 興 清 曾 數

 清雍正、乾隆 興寶，諡純厚 良金 良玉 良清

 1732 年允許遷眷口 1703-1774 ★移民 1702 – 1776

陳心善 1709-1778 ★全家

★夫婦 1735 年移民 1755 年移民

武 69 派：毓

和 13 世：1770±30 質 朴 德 裕 造 生 明 曲 文撰、文俸 毓成、毓義

 乾隆 1736-1795 平和生 台灣生 返平和 ★移民

 1732-1801 1736-1820 ★移民

武 70 派：傳

和 14 世：1800±30 信 義 傳 6 人 傳 炮 伯 5 人 傳 3 人

 嘉慶 1796-1820 ★移民

 1770 年代

武 71 派：紀、繼

和 15 世：1830±30 篤恭、篤敬

 道光(1821-1850)

1800-1820 年代

入墾大嵙崁、噶瑪蘭二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