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抗日事件 

作者:吳貫禎 
(張佑瑋) 

(陳品綸) 



北埔事件 
時間：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起義                                            
日本資本家「賀田組」見到台灣有樟腦林等重
大利益時，要求總督府來替他撐腰以便砍伐在
原住民區內的樟樹及獨佔樟腦事業。總督府為
了達成賀田組的要求，就採用用了清國時代分
化政策下的「以台制台」隘勇制度。以苛酷奴
役漢人系台灣人的隘勇及腦丁等。 

二十七歲的蔡清琳聯合了漢人與原住民。又得
到彭阿石等群眾唱義參加，連續襲擊鵝公髻、
一百分、長坪頭、加禮山等處的警察分遣所及
太平警察官派出所。並在十五日晨，殺了支廳
長、警察十六人及家眷二十四人、日人住民十
五人。 

日軍及警察隊進入北埔，到處搜捕抗日黨人，
起義者被殺戮八十一人、被迫自殺十人、被捕
者一百餘人。總督府即開設臨時法院于北埔，
何麥賢等九人被判死刑，其他被處於行政處分
者九十七人(未經審判即已慘遭殺戮)。 



土庫起義事件 

時間： 一九一二年（大正元年、民國元年）五、

六月中 

居住在嘉義廳大埤頭庄的黃朝，年三十一以最低層

的苦力勞動為生。與他同樣是苦力的黃老鉗年五十

三，二人常因受日本人在工作中的欺壓，心存不滿

而常與日人起衝突。所以於一九一二年五、六月中，

以玄天上帝的啟示為憑，聚集平時不滿日人的同伴

們。預定在六月二十七日起義武裝抗日。 

抗日的計畫被區長張兵、保正張加高、甲長張龍等

台奸幫兇所獲知並密告警察。日警不等到黃朝有所

行動前，依據告密的消息，搜捕黃朝、黃老鉗等十

六人，並帶黃朝至派出所訊問，黃朝以死相抗。九

月三日黃朝被處死刑、無期徒刑二人、有期徒刑十

二人、行政處分一人。  

 



羅福星事件 
時間： 一九一二年十月                                                      
羅福星 其祖父為處理在苗栗田寮的土地在一九○三
年來台，同時羅福星亦隨之來台。在台期間除接受
教育學會日語，目睹日人在台的殖民，產生強烈的
抗日意識。在中國革命時，加入革命軍，曾率領在
南洋的華僑響應，革命成功後再返廣東的故里執教。
同時暗地安排從中國取得軍械子彈來抗日。羅福星
在大稻埕遇到在南洋舊識的吳覺民。並以吳覺民投
宿的旅館為秘密的連絡中心來進抗日活動。另以苗
栗為中心開拓組織在新竹的通霄、樹圯林、桃園的
咸菜硼、楊梅壢、大嵙崁、三角湧、台北、基隆等
地的抗日志士，並獲得相當的反應。所以也以收會
費的方式獲得經費。一切用語概以洪門貫用的秘語
方式代之。但由于保正密告興化店警察派出所，以
致羅福星與周齊二人在等待偷渡船隻時被警察所捕。
同時被搜去手帖二冊，其中有加入組織者的名冊等
二份。在羅福星的手記中曾記載來台三天中即獲得
九萬五千六百三十一名同志。一九一四年三月三日
羅福星從容就義。 

 



李阿齊 起義事件 
(關帝廟事件) 

台南廳關帝廟的五甲庄住民李阿齊又名李阿良。

其父李達在日軍侵台時參加武裝抗日義民軍為

一方的領袖，但遭日軍處死。李阿齊從此就痛

憤日人。他常出入于原住民同胞的居住地區，

策動革命。在一九一三年六、七月中、頻繁往

來于關帝廳支廟管內及大目降(台南縣新化鎮)

支廳各地，從事宣傳抗日。以神佛的啟示為名。

李阿齊認識在台南廳外新豐里的吳水龍，獲得

吳水龍的贊同並經他糾合同志，黃人物、黃天

坤、劉生烈、林棟、鄭生、黃東、劉南等七位。

以驅逐日本人，光復台灣為己任，以殺盡日人

來為父報仇。但舉事前被警察所探悉，在同年

十月全被日警破獲。 



賴來 起義事件 
(東勢角事件) 

 苗栗堡圳寮庄的住民賴來，以看地理
為業、一九一二年跟謝石金密渡上海，
在上海滯留數月。目睹中國辛亥革命
成功受到極大的鼓舞，自此以後心懷
壯志。于次年回台灣，就以解救同胞
反抗日本為己任。他組織群眾計劃首
先襲擊東勢角(台中東勢鎮)支廳，奪
取槍枝子彈後，後再直搗葫蘆墩(台中
縣豐原市)、大湖、苗栗等地。最後擬
攻台中再發展至全島。于是、在一九
一三年十二月二日拂曉，結集了謝石
金、詹墩、謝輝、詹勤、李文鳳、張
阿頭、謝水旺、江阿呆等十餘人，一
同殺進東勢角支廳，擊殺日人警察二
人及台灣人巡查補一人。不幸領導者
賴來與詹墩被埋伏的警察所格殺、以
致起義軍旋即潰散。 

 



羅臭頭六甲起
義事件  

時間： 一九一四年五月七日                                            距羅福星
等起義事件就義後僅僅二個月，又有羅臭頭的六甲起義事件發生。 在嘉義廳店仔口支廳
南勢庄的住民羅臭頭，後遷居于六甲支廳管內的烏山(台南縣六甲鄉)內。于五月七日夜召
集同志十餘人，提早襲擊大圻園王爺宮(六甲鄉王爺村)二地警察派出所。沿途居民一聞抗
日起義有七、八十人，皆將平日受日人欺壓之怒一下子暴發起來，大隊向六甲支廳進發。
六甲支廳已有接到情報，警察隊在王爺宮的造林地與羅臭頭率領的起義民軍遭遇而開戰。
義民軍一開戰氣勢如虹就打死其警察隊長野田文雄，經過一場混戰後，分散退入三腳的山
中，但日方動員大隊人馬圍山。羅臭頭、羅陳、羅其才三首領認知大勢已去無法來完成抗
日殺敵，所以三位英雄在不願向日本人投降、不願受俘，皆同時壯烈自殺于山中。 一九
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總督府開審判庭於台南地方法院。到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二日，以匪徒
刑罰令被判死刑者計有八人、無期徒刑四人、有期徒刑十人、無罪一人、行政處分十五人
(已被日警殺害身亡者稱為行政處分)、在檢察庭受不起訴處分者六十八人、以上共有一百
零六人。  



西來庵(噍吧哖)事件-1 • 臺南廳後鄉庄（今高雄市路竹區）人余
清芳為一因詐欺罪而離職之臺灣警察，
對日本人素來不滿，信仰齋教，以宗教
方式催眠迷信者，於「臺南西來庵」假
借王爺信仰名義來宣揚其抗日行動。之
後其認識了羅俊、江定、蘇有志等，密
謀組「大明慈悲國」，打算造反。 

• 由於余清芳聲勢浩大，保密工作不足，
總督府也耳聞風聲「南臺灣各地傳言，
中國軍隊即將攻打臺灣，與臺灣人裏應
外合，驅逐日本。」總督府命軍警加緊
查緝。基隆港警察又發現一名臺南人蘇
東海，攜帶鉅款，奔走於廈門與臺灣之
間，遂將蘇東海逮捕，並暗中監視。蘇
東海在監所，又遣一名被釋放出所的妓
院經理坂本憲，送信給余清芳的手下，
醞釀起事。於是全臺灣憲兵與警察大舉
逮捕抗日分子，羅俊走避不及，於嘉義
竹崎遭到逮捕。余清芳於事後即潛入山
中，和同謀者江定商討對策。 

 



西來庵(噍吧哖)-2 
• 1915年7月6日，以「大明慈悲國奉旨平臺征伐

天下大元帥余」名義發動起事，與日軍在噍吧

哖（今臺南市玉井區）交戰。余清芳奇襲多處

警察廳，襲殺眾多日警甚至是其眷屬，並在噍

吧哖附近的虎頭山建設堡壘，與日軍對峙，一

時陣容擴展至千人以上。然而日軍一方面仔細

搜山，另一方面張貼告示，勸告投降者，或許

不必處死，但又對投降者實施報復殺害。1915

年8月22日，余清芳在王萊莊被捕，江定則至隔

年（1916年）4月始被勸誘，並且日本當局派人

向江定表示，只要他出降，決不追究，加之糧

食、武器匱乏帶領部屬270餘人下山向日本官方

投降。日本當局在受降完畢，突然於深夜出動

大批警察將江定等人全部逮捕。 
 



霧社事件第一次 
• 事件經過 
• 台灣電力公司萬大發電廠第二辦公室是當

時霧社事件發生的地點。 
• 昭和五年（1930年）10月27日凌晨，起義

賽德克族自馬赫坡社開始行動，首先殺死
了馬赫波駐在所與製材所的駐警三人，之
後沿路集結各社人馬並襲擊往霧社鎮方向
的三座駐在所（全掛點）後朝霧社前進。
起義原住民攻抵霧社，對霧社警察分室、
學校、郵局、官吏宿舍展開攻擊。 

• 最嚴重的攻擊事件發生在霧社公學校，賽
德克族人一反「不獵取女人與兒童首級」
的出草習俗，對參加運動會的日本人展開
不分年齡、性別的砍殺。混亂中，霧社公
學校校長曾打開宿舍供日本人進入避難，
校長被殺後宿舍攻破，校長宿舍隨成為攻
擊事件中死傷最密集之處， 

• 稍後起義賽德克繼續對霧社週邊的日警駐
在所展開襲擊，不過由於各地駐警已陸續
從逃出者與騷動聲獲知事態，多半得以事
先逃離或進行對抗而生還，起事原住民的
攻擊行動約持續到下午三點左右才告一段
落，但賽德克族人仍在霧社鎮上進行了一
整天的日人住宅物品的搶奪與補殺日本生
還者行為。 

 



雙方交戰-1 

• 分成「塔洛灣」及「馬赫坡」二條戰線

與日軍對抗。塔洛灣戰線由荷戈社頭目

塔達歐·諾干率領，馬赫坡戰線由莫那·

魯道率領，然而彼此間並未建立明確的

指揮系統。昭和五年（1930年）10月31

日，日軍以各部族村落為目標發起總攻

擊，除馬赫坡社外其他各社均為被軍警

佔領。抗日主力退到馬赫坡社，其餘散

在各溪溪谷。11月2曰馬赫坡社亦被軍

警佔領，起事原住民完全退入山中，大

部分退至馬赫坡、塔羅灣兩溪溪谷，利

用懸崖絕壁的有利地勢與日方作戰。 



雙方交戰-2 
• 由於此戰傷亡過大，且起義原住民已退至素有天險之稱

的馬赫坡絕壁，日方因此改變策略，改以防線封鎖、炮

兵炮擊及以飛機投擲炸彈的方式對岩窟進行圍攻。期間

並以山炮發射疑似「糜爛性毒氣彈」之瓦斯彈，及讓飛

機投擲白磷燃燒彈等違反國際公約的『科學的攻擊法』，

對躲藏在密林中的原住民進行攻擊。同時，日人利用

「以夷制夷」的策略，以提供賞金和槍枝彈藥為條件，

利用週邊原本即因爭奪獵場、既有糾紛而與起義各社存

有嫌隙之族群，組成「味方蕃」襲擊隊，協助日人軍警

部隊作戰。 

• 許多起事部落的婦孺不願托累戰士，於起事及包圍期間

循傳統於巨木下自縊，殘存者陸續向日方投降。 

• 莫那·魯道見大勢已去，命其妻巴幹·瓦利斯在耕作小屋

自縊，接連槍殺兩名孫子，棄屍於耕作小屋，連同妻子

的屍體一同放火燃燒。然後獨自進入深奧內山，在大斷

崖飲彈自殺，四年後才為人所發現。 

 



第2次霧社事件 • 於第一次事件期間投降之賽德克人共514人，
之後被集中於鄰近原部落的五處「保護蠻收容
所」內。期間各收容所道澤群原住民不時發生
衝突，收容所內原住民在未獲日方許可下，依
時節開始種植小米之舉動，令日本人產生擔心
人口仍眾之霧社群日後進行報復之心理。 

• 出於嚴懲起事部落之動機，警務部長、警察課
長共謀利用事件期間之部族仇恨對投降者進行
清算，秘令小島源治挑撥道澤群情緒攻擊起義
賽德克餘眾。小島的居中煽動很快得到迴響，
並巧立「因族人正舉行婚禮酒宴」之名目暫緩
回收第一次事件時發配道澤群之槍枝，使道澤
群報復隊擁有絕對之優勢。1931年4月25日深
夜，道澤群的壯丁200餘人組隊夜襲位於羅多
夫、西巴烏兩地的四處收容所。 

• 補:道澤群屬於與霧社群較為友好的部落，但
自1910年代開始兩者發生獵場與婚嫁糾紛，全
族圍殺擅入獵場的五十名道澤狩獵隊，因此兩
者日漸交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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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dii=_ 

•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8%A5%BF%E4%BE%86%E5%BA%B5%E4%BA%8B%E4%BB%B6&rlz=1C1GGGE_zh-
TWTW523TW523&espv=210&es_sm=122&source=lnms&tbm=isch&sa=X&ei=CnfDUtjjFMrnkAW9wYD4Cg&ved=0CAkQ_AUoAQ&biw=1920&
bih=896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4%BE%86%E5%BA%B5%E4%BA%8B%E4%BB%B6 

• 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3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