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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九峰曾氏家廟“雍睦堂”祖祠之前，已有“雍順堂”

祖祠。《平和譜》卷十第 24 頁載，平和始祖啟杰，號素

庵，配賴氏，祖祠選在蘇洋，名“雍順堂”。蘇洋到九

峰間十餘里路程，步行需二小時，遷徙九峰的平和 2 世武 58 派：1400

各房也就沒有急著建造祠堂。遷到稍遠半小時行程的五房子顒公，

則有平和 3 世武 59 派：1440 的宗磷在福田建祠曰『孝經堂』；宗鑑在

澄坎下屋場建祠曰『孝述堂』；宗瓊在黃田建祠曰『篤慶堂』。

《平和譜》卷二 132 頁載，平和九峰曾氏家廟“雍睦堂”建自大

明萬曆初年，由五房六世孫文瓊公（號雲峰），及大裕公（號敦田），

兄弟共同於 1570 年捐資興建曾氏家廟，譜表如下：

譜表 11.11 和邑曾氏家廟初建譜系

明 初 明 代 明 末

永樂正統

武 58 派：1420

平和 2 世

景泰成化

武 59 派：1460

平和 3 世

弘治正德

武 60 派：1500

平和 4 世

正德嘉靖

武 61 派：1530

平和 5 世

嘉靖萬曆

武 62 派：1560

平和 6 世

五子子 顒

1392-1449

納齋、剛毅

朱、朱氏

鍾、何氏

六子宗 瑛

1438-1506

鍾氏，衍九峰

次子欽 璽

1457-1517

游氏

獨子宣 遠

徙居九峰

後裔不詳

大 裕

號敦田

七子宗 旭

1444-1507

何氏，衍黃田

三子欽 德

1478-154 朱氏

移居九峰黃田

長子宜 敦

1497 生

袁氏、林氏

文 瓊

1525 生，

號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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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廟損毀與修復

 明末甲寅年(1614 年)兵變家廟被毀，公元 1617 年修復。

 康熙六十年(1721 年)廟左東隅、牆屋毀壞，鳩工重修。

 乾隆十八年(1753 年)廟左扛梁損折，進士曾萼召匠修理。

 道光二十年(1840 年)夜火發燒至平地，公元 1842 年興工重建。

 同治十三年(1874 年)太平天國亂神主牌毀失，次年匪散，始議合

制一龕，分為五格。

 文革期間廟宇受損，公元 1994 年重修家廟至今。

平和曾氏族譜的編修

《平和譜》卷六 12 頁載：「修輯房系譜的世系大事摘記」，指出明嘉靖年

間（公元 1522-1566 年），平和 5 世 武 61：1490 敦立公 60 歲時編修曾氏

族譜資料蒐集難題。舊譜載：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公元 1449 年)以前，平和始祖宗祧，由平

和 2 世武 58 派：1400 長房子安主持。長房避亂遷廣東博羅之後，

蘇洋家祀，由次房子仁承之」。舊譜又載：「按端峰公以上素庵

公，生、卒、壽、葬莫得其詳，始祖以下復有三代，亦無可考，

既有葬在某處，今亦無據。要皆明正統 14 年(公元 1450 年)，

英宗北狩避亂，遂致世系失傳，悲夫。」

舊譜載，明文林郎知平和縣事張鏞，在平和曾氏族譜序中提到：

「漳南清寧里曾敦立，恩授正七品散秩官，持其家譜示余，請

題其譜。… 茍譜之不作，后之子孫，茫然不知其身之所自出，

是忘其祖也。世之為譜者，多妄授華冑，以為門閥之光，是誣

其祖也。忘其祖固不可，誣其祖尤不可。清寧里曾氏之譜，自

敦立始祖素庵公以下，見聞修到者，則紀其名字、出處、遷守、

生平、婚葬之詳，其上不可考者，皆闕而不書，非所謂不忘祖，

不誣祖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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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璋、曾瑄重修族譜

敦立公首次編撰族譜之後 30 年，二位裔孫平和 7 世武 63：1550 曾璋、

曾瑄，於明嘉靖甲寅(公元 1554 年)年合力重修曾氏族譜，又稱《甲寅譜》。

譜載，平和 7 世曾璋，公元 1511-1588 年，崇齡長子，敦立公的長孫，

字德尚，號石溪，12 歲嘉靖元年邑庠，進游太學，14 年(公元 1535 年)

奉例入監，赴京肆業，取錄優等。41 年(公元 1562 年)授南京兵馬司指揮

使，升廣東肇慶府通判。隆慶元年(公元 1567 年)敕授承德郎，普階五品

奉訓大夫，署廣東廣州府事，皆有德政。

平和 7 世曾瑄，公元 1516-1563 年，崇齡次子，字德昭，號東沂，

授迪功郎，益州典寶正，部贈忠義匾額。平和譜卷二第 37 頁「石溪公年

譜」載，嘉靖 21 年(公元 1542 年)，石溪公 32 歲，在北京與武城宗子襲

爵翰博質粹公，參稽宗聖譜牒。

嘉靖 33 年甲寅(公元 1554 年)，石溪公 44 歲，冬長至日，家譜修成，

請邑侯趙公進鑒定。石溪公與東沂公皆有序，族中的下湖敦顯公、中湖

敦篤公、澄坑文儼公（庠生）題其首曰：“吾家信史”。

曾璋 32 歲在北京與翰博武 59 派：1520 質粹公(公元 1492-1560 年)，

見過面並參稽宗聖譜牒，因此《甲寅譜》內有關太宗世系的記載，應該

正確。也即，平和譜卷一所載武城 1 派：前 470 曾子，到武城 50 派：1240

茂松的譜牒，是相當可考的。

甲寅譜留下歷史疑惑

《平和譜》卷二第 25 頁有一則「端峰公為平和一世祖」的記載：『55

派的啟杰公（號素庵）為平和開基祖，而 57 派的輔公（號端峰）為什麼

定為平和一世祖？』崎嶺譜說：“按端峰公以上至素庵公，生卒壽葬，莫

得其詳。始祖以下，復有三代，亦無可考。….，遂至世系失傳，悲夫。

又按嘉靖譜，以上俱作闕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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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平和重修曾氏族譜

平和曾氏宗賢於公元 1991 年組成”平和曾氏淵源研究會”，重修《武

城曾氏族譜》，共十卷，公元 1996 年陸續出版，其中：《甲寅譜》的延伸

計有：

第一卷總譜（1992 年出版）

第二卷譜序、歷史文獻等

第六卷輔公：二公房系

第七卷輔公：三公房系

第八卷輔公：四公房系

第九卷輔公：五公 1, 2, 3, 4 房系

第十卷輔公：五公 6, 7 房系

《甲寅譜》未包含的：

第三卷 古林房系

第四卷 圓山公房系

第五卷 軒公房系

歷史疑惑之解

《甲寅譜》留下的歷史疑惑，需靠第三、四、五卷找出解答。

(1) 卷五《軒公房系》：

平和譜卷五《軒公房系》載，軒公房系上接啟杰公，衍居平和洋文

田、上杭勝運里際頭等地。55 派（始祖）啟杰 煊，童 之子，行四十三郎，

號素庵，生於宋開慶元年(公元 1259 年)己未 1 月 2 日巳時，於元中統辛

酉年(公元 1321 年)3 月 21 日申時歿，享年 62 歲(公元 1259-1321 年)。葬

于漳州府城南門外新村湖尾，坐丁向癸兼子午。據啟杰公的生歿年史料，

其族譜尺標可寫成：

武 52／55 派：1290 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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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卷三《古林房系》：

平和譜卷三《古林房系》有一段 50 派茂松房系的記載：“茂松傳掌、

義，義傳啟仁”。其後為“55 派啟仁，字積餘，號拓庵，配朱氏，生子

二：途、慶。”因當時社會動亂，移居漳郡豪州謀生，攜子徙平和古林

遠游，隨後不祧宗祀擇居古林，從此啟仁子孫就在古林開基創業。

(3) 啟杰、啟仁的尺標：

今就卷五《軒公譜》與卷三《古林譜》的派序、諱名，字號，交叉

比對發現一致性規則：

《軒公譜》： 55 派啟杰，號素庵

《古林譜》： 55 派啟仁，號拓庵

吾等可確認啟杰（號素庵）、啟仁（號拓庵），是同胞兄弟，都是 51

派曾義之子。族譜尺標應更正為：

武城 50 派：1240 茂松

武城 51 派：1270 曾義

武城 52 派：1290 啟杰(1259-1321)

武城 52 派：1300 啟仁

(4) 卷四《圓山房系》：

平和譜卷四《圓山房系》載，51 派曾掌，茂松子，行六三郎（更正），

壽八十九歲(公元 1241-1329 年)，元貞元年己未(公元 1295 年)，公 55 歲

自寧化石壁移居上杭勝運里際頭，生子二名：覬（行百五郎）、觀（行百

七郎）。《圓山房系》又載，52 派曾覬，掌長子，號羅暹，行百五郎，壽

八十一歲(公元 1279-1359 年)，配徐氏，生子二名：箴（行念二郎）、箖

（行念七郎）。繼娶賴氏，生圓山，名村實，行念八郎。百五郎與徐氏合

葬永定太平寨；賴氏葬平和縣詩坑對面的麻寮坑五鳳山，倒插金釵形。

52 派曾觀，掌次子，行百七郎，裔居上杭藍家渡際頭太古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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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卷一《總譜》的奏祖法名：

在卷五〈軒公譜〉，有「55 派（始祖）啟杰 煊，童 之子，行四十三郎」

的奏祖法名。北宋客家人聚集地，如寧化石壁，葬俗做道場採用“奏祖

法名”，用簡單的「大、小、百、千、萬、念」字輩及個位數的“郎或

娘”排序，如“念二郎，念三娘”等，希望死後取一個法名到極樂世界

去是唯一的途徑，而得到當時百姓的認可。甚至將“奏祖法名”登載於

族譜內，以致族譜的諱名、字號等，因奏祖法名的輩字及數字雷同，容

易導致接續錯亂、誤殖或重複。

這種“錯亂或誤殖”現象，在沿用《甲寅譜》的平和卷一《總譜》

51～58 派甚為明顯：

元初 51 曾義行六四郎：公元 1270 年間

52 曾榮行百五郎 第一輪

53 曾顯行念七郎 永定世系

54 煊童 行千一郎

55 啟杰行四三郎 第二輪

56 曾習行四六郎 平和世系

57 行六九郎

明初 58 曾軒行七一郎：公元 1370 年間

明初 58 曾輔行七二郎

《甲寅譜》將永定世系的第一輪，與平和世系的第二輪，串接多出

三代。從元初公元 1270 年代，到明初公元 1370 年代，前後間隔 100 年，

最多只傳四代(51～55 派)，但《甲寅譜》則間隔了七代(51～58 派)，顯

示有三代重複，特稱為『三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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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公房與古林房的派序

明萬曆十五年(1587)，聖旨裁示禮部呈淮『四氏學疏』，以後朝廷大

典禮，曾氏子孫與孔顏孟一體行取，赴京觀禮。從此，四姓在全國統一

使用歷代皇帝欽賜的派語（輩序）：

希言公彥承、宏聞貞尚衍。

興毓傳紀廣、昭憲慶繁祥。

只是各姓起用派語的代數不同，孔家以 61 代起用“宏”字，而我曾族即

以 63 代起用之。

明崇貞十二年(公元 1639 年)，世襲五經翰林博士 63 代宏毅，就武城

曾氏族譜寫《宏毅譜序》，附例言：「謹遵開派，便數典也，自明奉旨世

襲以來，譜均以宗聖為一派，凡算子孫若干代均以此起。」曾族以 63

代起用“宏”字數典，是在《甲寅譜》出書之後的 85 年，那時平和曾氏

《軒公房》及《古林房》的武城派序有『三祧』差異。《圓山房》屬 51

派曾掌的後裔，世系清楚，武城派序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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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11.12 更正後的平和譜武城派序

曾 義 移居上杭勝運里際頭藍家渡

元 朝 明 初

元世祖

武 55 派：1290

平和 1 世

元帝位相爭

武 56 派：1320

平和 2 世

元順帝

武 57 派：1340

平和 3 世

順帝洪武

武 58 派：1370

平和 4 世

永 樂

武 59 派：1400

平和 5 世

啟 杰

1259-1321

四十三郎，

素庵

賴氏三十四

娘

徙漳州白礁、

平和蘇洋村等

地，卒葬漳州

府。

曾 皆

四六郎

唐氏念五娘

六九郎

朱氏三娘

吳氏三娘

曾 軒

七一郎

陳氏念三娘

卷五

曾 峰

大一郎

衍洋文田

《軒公房》

56 派：1330 57*派：1370

平和九峰 1 世

58*派：1400±20

平和九峰 2 世

曾 習

四八郎

顏氏、賴氏

徙平和蘇洋村

卷六～卷十

曾 輔

號端峰

1345 生鄭氏

居平和蘇洋

打鐵公

《端峰支脈》

子 安 大公 1363 生

子 仁 二公 1365-1437

子 亮 三公 1367-1442

子 全 四公 1373-1451

子 顒 五公 1392-1451

衍平和九峰等地

啟 仁

號拓庵

徙漳郡豪州

坡尾

曾 途

徙平和古林

曾 貴

平和譜卷三

《古林房》

曾 興

曾 恕 曾 宗

曾 壽

曾 善

曾 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