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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嵙崁事件的經過



緒論

 1899年「樟腦專賣」制度上路，原日關係趨於緊張，翌年，
大嵙崁前山群大擧出草，從三角湧到新竹的泰雅族「攻守
同盟」聯合起來攻擊腦寮。

 1900-1910 年，十年之間，日方打通了控制「北蕃」泰雅
族的任督二脈：一條穿越大嵙崁前山區的心臟地帶，另一
條則是大嵙崁後山區的後門，而前、後山兩群的族人，則
被迫上繳槍枝，放棄傳統生活，徹底失去傳統領域的主權。

 「大嵙崁」（今桃園市復興區）為樟腦盛產區。
 大嵙崁群包括Mkgogan（後山群）與sbtunux（前山群）泰雅族人。
 大嵙崁溪流域天然資源豐富，蘊藏高經濟價值的樟樹；自十七世紀後，便引起外來族群：漢人、

日本的覬覦與侵略。



緒論

 日本的「理蕃」比清季劉銘傳做法更為現代化、系統化，如警察制度銜接漢隘
勇、科技化管理等。先以1900 年包圍封鎖泰雅族大嵙崁群，之後1906 年4 月
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標榜施政要點「理蕃」，上任後針對濁水溪以
北的泰雅族，發動軍警並進的「隘勇線」前進戰爭，遂發生1906 年三角湧大豹
社發動抗日戰爭、1907 年枕頭山原、漢聯合抗日戰役、1910 年芃芃山
Mkgogan 群發動泰雅族聯合抗日戰爭。後來大嵙崁泰雅族人因人力、物力與
日方差距頗大，而決定同意sbalay（和解），並接受日方教育、文化、授產等
政策與管理。

 清朝、日本以掠取樟腦資源為目的，以國家強勢的武力圍攻大嵙崁泰雅族人。
從原住民族的立場看來，這不是斷代史，而是一連串抵抗外族入侵，保護家園
的辛酸血淚戰史。



緒論

• 現在桃園市復興區境內的泰雅族就是大嵙
崁群。「大嵙崁」是現在的「大溪區」，
這個名稱源於平埔族凱達格蘭族霄裡社。
霄裡社稱呼此地為「Takohan」，乃大
水之意。後來漳州人取其音稱為「大姑
陷」。後又因「陷」字不吉，改為「大姑
崁」。同治初年月眉里李騰芳高中舉人，
又改為「大科崁」，而後福建臺灣巡撫劉
銘傳將「大科崁」改為「大嵙崁」。

1890(清光緒16)年代「開山撫番」時期的〈臺灣蕃地圖〉。



緒論

• 泰雅族祖居地在南投，從北港溪上游北遷之後，沿
著溪流分支各自覓地安居，來到大霸尖山下的一群，
順著塔克金溪而下進入大嵙崁溪流域，在溪流兩岸
建立部落，形成「大嵙崁群」。族人以高坡
（Kobu）或洞口（Bling）為界，以西自稱為
Msbtunux，以東稱Mkgogan，外人分別稱其為
「大嵙崁前山群」與「大嵙崁後山群」。

「大嵙崁群」Msbtunux與Mkgogan的分布。
（繪圖／黃清琦）



緒論
• 其中，「前山群」因為與平地接壤，自

淸代以來即與漢人往來甚密，頻繁衝突。
當遇到外敵侵入時，泰雅族人會形成跨
流域、跨族群的軍事聯盟，泰雅語稱為
「qutux phaban」。

泰雅族北遷路線及各群分布示意圖
（繪圖／鄭惠敏，依據大豹社後裔口述）

qutux phaban：泰雅族的社會組織中，有qutux
gaga（ 共祭團體）、qutux niqan（ 共食團體）、
qutux kalan（ 同聚落的部落）、qutux lliyung
（ 同一流域，共享獵場的部落）、qutux phaban
（ 攻守同盟，戰時結盟的臨時性組織）等親疏不
同層次的團體。依情況需要，qutux phaban 可能
跨流域形成。



大嵙崁事件的經過

• 1897 年，臺灣總督府擧辦「蕃人內地觀光」，邀請了大嵙崁前山群傳統領袖（義
盛社領袖）岱木宓嚇（Temu Bsyal），在日治初期表現親日。日本觀光期間，岱
木宓嚇看穿了日本人，認為他們企圖掠奪族人的樟樹，絕不可能提供泰雅族人生活
所需的槍彈，因此決定帶領族人抵抗。

• 1900 年6 月，大嵙崁前山群與後山群、大豹群、馬武督群，發動qutux phaban
聯合抗日，泰雅族勇士驅趕千餘腦丁下山，並焚毀腦寮與日本人的事務所。8 月30 
日，日軍警出動討伐，卻敵不過泰雅族部隊，只好下令「封山」。

• 泰雅「攻守同盟」的主力部落義盛社也傷亡慘重，尤其領袖岱木密嚇戰死，使得此
後大嵙崁群群龍無首。

1900，領袖戰死，Msbtunux 元氣大傷



大嵙崁事件的經過

• 從1903 年開始，日方集中火力圍堵大豹群，直到
1906 年大豹本社遭攻破，大豹群被迫離開出逃至
東眼山下為止。

• 1907 年，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提出「理蕃五年
計畫」，對「北蕃」泰雅族積極推動「隘勇線前
進」，第一年即規劃在北部深坑到桃園之間，設置
連結插天山．枕頭山的隘勇線，意在完全切斷北泰
雅族的「攻守同盟」關係。

• 1907 年5 月，桃園廳與深坑廳部隊共1,900 名，
從東西兩側同步推進「枕頭山．插天山隘勇線」。
西側桃園廳方面發動的枕頭山之戰，日方文獻卻以
「大戰爭」來形容。日方開挖隧道，從阿姆坪直通
枕頭山，另用馬匹把大砲運到枕頭山頂。

1907，「隘勇線前進」枕頭山．插天山

1907 年枕頭山攻防戰時，重要地點挖掘坑
道運送物資。（引自／《臺灣蕃族寫真帖》，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提供）



大嵙崁事件的經過

1907，「隘勇線前進」枕頭山．插天山
• 最初的40 餘日戰況膠著，但日方憑藉砲擊，逐漸取得優勢。不久高義蘭社

領袖Batu Wiban 戰死，泰雅部隊士氣消沈。6 月，角板山社、詩朗社、
汙來社及內大豹社等各社領袖與日警展開「和解」談判。

隘勇線前進：
隘勇線上的設施包括隘寮、隘路，以及
副防禦工事如鐵絲網、地雷、木柵、掩
堡、探照燈等，並架有電話線以供通訊。
重要地區埋設地雷、設置砲台，鐵絲網
通電。
1907 年「隘勇線前進」政策推行之後，
隘勇線上除了隘寮，增設隘勇監督所與
隘勇監督分遣所，並配備警部、警部補、
巡查、巡查補與隘勇，隘勇在警察系統
之下，接受指揮。

• 1907 年7 月，雙方達成停戰協議，泰雅族方面同
意，在路線由他們認可並帶領的前提之下，隘勇
線可延長至插天山，另外提出11 條要求，包括：
維持族人開墾權、耕作權、狩獵權、漁獵權、領
域內竹木等地上物受保障、農作物受保障、婦女
受保護、製腦補償、傳統領袖津貼，以及戰爭損
失由日方賠償、隘勇線路線協商：如設新線則希
望廢舊線等。日方除了隘勇線新舊都要不願讓步
之外，其餘照單全收。



大嵙崁事件的經過

1907，原漢聯合，再戰插天山
• 日方雖然答應了泰雅族的11 項條件，

然而日方卻未完全遵守承諾，使得泰
雅族人相當不滿。兩個月後，大豹群
與抗日漢人聯合發動抗日。1907 年
10 月7 日淸晨，新設枕頭山• 插天
山隘勇線受到400 名泰雅族人襲擊，
日警17 人全被殺害。

• 日方立刻反擊，指揮官大津麟平親赴
角板山坐鎭。

「中央山脈縱貫道路」與大嵙崁前、後山群相
對位置（底圖／〈討蕃記念寫真帖．北蕃
圖〉）：❶叭哩沙❷圓山❸芃芃山❹古魯山
❺巴陵（Balung）山❻雪霧鬧❼角板山
大嵙崁前山部分(紅)
大嵙崁後山部分(藍)
規劃中的中央山脈道路(綠)



大嵙崁事件的經過

1907，原漢聯合，再戰插天山

1900 年代北部泰雅族各群位置圖

• 11 月8 日，桃園與深坑兩廳部隊攻破泰雅族人防線，並採對日方有利的路線，重新連
結插天山隘勇線。

• 「歸順典禮」共擧行了5 次，之後在隘勇線內設置收容所，將戰敗的泰雅族人全部集中，
由角板山社傳統領袖負責代管，而形成完全為日警監控的「角板山部落」。



大嵙崁事件的經過

1910，「理蕃」大計，遭後山群抵抗
• 1910 年4 月，「中央山脈縱貫道路」動工，

遭遇大嵙崁後山群激烈抵抗，臺灣總督府決
定先加以征服。

• 5 月20 日，日警佔領芃芃山，大嵙崁後山群
獲馬里闊丸群千人勇士結盟，合力攻打日警
部隊，擅長打森林游擊戰的泰雅族大勝。

• 6 月21 日，日軍槍砲齊發夜襲泰雅族堡壘，
並使用搏擊利器「槍劍」，再敗，於是佐久
間總督指示改由軍人打前鋒。

• 此後開始2 個月的尖山戰役，泰雅勇士直接
對戰軍人，而7、8 月正逢颱風季，日方陷入
苦戰。

軍人在「線」上打前鋒：
「尖山之役」改由軍人上隘勇線打前鋒，
警察則率領「別働隊」打游擊戰、對泰
雅族進行離間或談判，以及其他後勤任
務，包括使喚隘勇施設「線」上的土木
工程及搬運資材與糧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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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理蕃」大計，遭後山群抵抗

大嵙崁後山群在砲彈的威脅下，繳出槍枝。
（引自／《討蕃記念寫真帖》，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

• 7 月2 日，屈尺群與大嵙崁後山
群各36 人來表示「和解」，於是
指揮官大津麟平開始利用他們來
探聽敵情及離間族群，由「蕃通」
警察隊長負責操縱，並與比雅山
社、古魯社等傳統領袖談判。

• 8 月13 日，抗日大本營古魯社失
守，原因是抗日陣營因戰和兩派
要協調，與日方約定日期之後便
放心撤離移地開會，重要陣地唱
空城計，日軍於是乘虛奇襲，不
發一顆子彈，即佔領了古魯高地，
尖山也隨即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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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理蕃」大計，遭後山群抵抗

• 8 月28 日，日軍佔領巴陵（Balung）山並設置砲台。
• 9 月11 日新竹隊也佔領了李崠山大鞍部。接著，大嵙崁後山群人隨日警「臺北

觀光」，而後在巴陵山砲台警察隊總本部擧行「歸順儀式」。
• 至11 月19 日，泰雅族繳出1,143 支槍。
• 占有地利，善於森林戰的泰雅族，最終敗給了日方的權謀與分化。之後，為了

繼續利用族群關係來進行分裂與防禦，大嵙崁後山群歸由桃園廳管轄。



史蹟

• 由於角板山是交通軍事要衝、
樟腦集散重地以及日本的樣板
模範「蕃社」，留有重要建設
與紀念設施，其中大部分後來
被改為蔣介石行館相關設施，
展現的是殖民者及統治者的產
業開發及權力紀念思維。

復建後的角板山「樟腦收納所」枕頭山西峰三角點的歷史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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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系列講座第146場：日治時期泰雅族大嵙崁事件與理蕃政策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jFZfvffxg&ab_channel=%E5%9C

%8B%E7%AB%8B%E8%87%BA%E7%81%A3%E5%9C%96%E6%9B%B8%
E9%A4%A8

• 影音資料：
• 台灣馬崙山砲台事件 - 桃園復興區巴陵部落大嵙崁後山群
• 臺灣學系列講座第146場：日治時期泰雅族大嵙崁事件與理蕃政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jFZfvffxg&ab_channel=%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9C%96%E6%9B%B8%E9%A4%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eXR6yxy7A&ab_channel=RudawTar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jFZfvffxg&ab_channel=%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9C%96%E6%9B%B8%E9%A4%A8


延伸問題與思考

1. 根據大嵙崁事件的介紹，你認為這一連串與日本軍警的戰役，對於
泰雅族大嵙崁群的影響有哪些？

2. 延伸閱讀與思考：當年「番人內地觀光」的原住民代表之一Temu
Bsyal，在與日本互動的過程中，產生了心境上的轉變。請試著蒐集
資料並討論，日本辦理「番人內地觀光」的用意是什麼？從泰雅族
人的觀點來看，日本人的統治策略造成了後續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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