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第 11 章：漳州平和曾氏→渡台譜系〉簡介 (11.1)

平和 5 世 武 61：1490 敦立公 60 歲時編修曾氏族譜，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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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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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譜》留下的歷史疑惑，需靠第三、四、五卷找出解答。



【曾氏台灣淵源譜】 (11.2)

《甲寅譜》留下的歷史疑惑，導因於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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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煊行千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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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接而多出了

三代。從元初的公元 1270 年代到明初的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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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氏派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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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第 11 章：漳州平和曾氏→渡台譜系〉簡介 (11.3)

漳州平和尋根探路之旅

公元 2013 年 3 月

桃園尋根團拜謁平和宗聖廟列祖。

宗聖廟慶雲會長，國台辦曾溪輝致歡

迎詞。

尋根團請教平和曾氏淵源譜。

平和秘書長曾繁城解說：“開成規兆

瑞，恒奕善綿邦”10 字派語，係清乾

隆進士 69 派曾萼（見譜表 630）任平

和知縣時提出，1992 年平和重修族譜

時並未採納。

（編者註：68 派興寶公於 1735 年返鄉攜眷

渡台時抄寫的族譜，記載這 10 字派語，有

些房系後裔沿用至今。）

平和宗聖廟慶雲會長講解平和譜淵源



【曾氏台灣淵源譜】 (11.4)

倡議添置平和縣治

相傳武 57 派：1370 端峰公，在蘇洋開一家打鐵鋪，繼承父親武 56

派：1330 曾習公的打鐵技術。元未明初，打鐵鋪在亂世中獲得塗黑

的銀錠，將它鍊成銀元或銀塊而致富。

以打鐵致富的端峰公，生五子分為五房，都是三妻四妾，子孫很快

就從蘇洋，散居九峰、福田、黃田、祭頭等地，逐漸擴大占地拓墾。

家戶人口不斷擴增，各種社會治安管理問題隨之而起。明弘治年間(公

元 1488-1505 年)，南靖地方起因人口成長太快，耕地面積不足，而導

致盜匪搶劫不已，百姓生活不得安寧。

到明正德 12 年乃有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南靖縣民鄉老武 61 派：

1490 曾敦立，林大俊（註：林語堂的先祖）等等連名『呈乞添設縣治，以

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風易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由都御史

王守仁受理，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欽順

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堪以建設縣

治。將南靖縣清寧、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

差。於是進行建城準備，詢知南靖縣河頭等鄉俱屬平河社，以此議名

為『平和縣』。首任知縣乃於明正德 13 年(公元 1518 年)三月到職，治

所河頭大洋陂（今屬九峰鎮），公元 1949 年遷至小溪迄今。



(11) 〈第 11 章：漳州平和曾氏→渡台譜系〉簡介 (11.5)

史地 11.40 漳州平和曾氏聚居分布

上杭縣勝運里藍家渡

51曾掌→52(曾覬、曾覲)；51曾義→52(啟杰、啟仁)

52啟仁(拓庵)
52啟杰(素庵)

52曾覬→53曾箴

1337 年縣治

1356 年

1517 年縣治

1321 年

高港豪崗

古林

永定

太平寨

山東嘉祥南武城

襲翰博

65貞豫

1949 年



【曾氏台灣淵源譜】 (11.6)

平和同姓聚族而居：

同宗同姓聚族而居是平和農村姓氏分布的一個重要特點。平和縣各

鄉鎮有幾個大姓聚居，俗稱「九峰朱、曾」；「蘆溪葉、陳」，即指此而言。

九峰鎮總人口 4.34 萬人中，就有朱姓 1.01 萬人，曾姓 2.25 萬人，兩姓

合計 3.26 萬人，占全鎮總人口的 75.16%。其他鄉鎮也與此類同。

同姓聚族而居的結果，造成男婚女嫁選擇對象的極大困難。以道光

年間九峰福田村的平和 14 世武 70：1830 世代為例，就有高達 30%娶曾姓

女子為妻的現象。近親結婚繁衍，是平和曾氏的重要特點之一。

平和湖邱房石門樓最早徙台：

平和 2 世武 58 派：1400 子仁公有三個兒孫：廷玉（衍居湖邱）、廷規

（衍居銅湖）、廷鉅（衍居霞湖）。

居湖邱的傳到平和 5 世武 60 派：1490 敦立，在眾多子嗣下，乃興建

「石門樓」分六房繁衍，子孫昌盛。石門樓五房的平和 9 世武 65 派：1620

啟先，於公元 1630 年間在荷蘭人招募大批閩南人下，渡海來到台南，投

入種稻、插蔗、捕鹿的生產行列，賺取工資返鄉，是為平和徙台第一人，

消息傳遍石門樓各房。

公元 1683 年清康熙占領台灣，頒布渡台禁令。雖然如此，平和曾氏

還是兄弟相攜，或同宗、同族、同村的人相引，搭乘船隻冒險渡海到台

灣謀生。

移民政策雖多門檻，然而閩粵移民卻不斷湧入台灣，因為清國閩粵

沿海省份人口多耕地少，社會產生推擠作用，台灣提供閩粵難民一個新

生活的天地。有的人正式持有照單入台，通不過申請關卡的，只好買通

「船頭」偷渡來台。偷渡者須冒台灣海峽黑水溝的波濤之險，往往是「六

死、三留、一回頭」。



(11) 〈第 11 章：漳州平和曾氏→渡台譜系〉簡介 (11.7)

遷平和坂仔鎮的曾氏：

居銅邱的平和 5 世敦立德公長子武 62 派：1530 崇俸，由例貢出身，初任

河北冀州二守，署河北武邑知縣事，升河北榮府審理正堂。配林氏諡庄慈（平

和坂仔林家），生二子：榮全、誠吾。銅湖房崇俸公，在河北為官，告老還鄉

後，便遷居平和縣坂仔鎮。位於平和縣東南部，花山溪上游，地處閩南金三

角腹地，素有“中國香蕉之鄉”美稱，是世界文化大師林語堂的故里。譜載，

坂仔曾家與林家，建立幾個世代的婚姻關係。

遷居平和縣坂仔鎮的曾家，傳到平和 9 世武 65 派：1610 文朝生三子：尚

德、尚彭、尚村。這是曾氏最早依武城派序，66 派為”尚”取名。文朝的堂弟

文貞，庠生，崇禎 16 年(公元 1643 年)特任詔安縣知縣事，卒順治丑(公元 1649

年)。妣配及生子嗣，均失記。

尚彭、尚村應招募渡台打工

公元 1635 年，荷蘭人招募大批閩南沿海漢人渡台打工，時年 20 多歲的

尚彭與尚村兄弟便與其他詔安縣人，一同渡台來到台南，投入種稻、插蔗、

捕鹿的生產行列，地點可能在講詔安口音的雲林縣二崙鄉、崙背鄉或西螺鎮

一帶。尚彭公也因而會說一口流利的「詔安腔閩南語」。

往來台灣～詔安之間打工賺錢的尚彭公晚婚，妣李氏慈儉 (公元

1623-1710 年)年齡小 12 歲。直到鄭成功攻打台灣，趕走荷蘭人之後，渡台

打工才告一段落，一連生三子：衍井（天井）、衍嶺（天嶺）、衍恕（天恕）。

家人全都講詔安腔閩南語。

（其後請下載第 11.7 節 PDF）



【曾氏台灣淵源譜】 (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