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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臺灣規模最大的熟番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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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大甲西社事件，發生於雍正9年12月（1732年1月）至雍正10年9月（1732年11月），是清

代臺灣規模最大的熟番起事。據清國官員的檢討，其近因是時任淡水海防同知的張弘章為興

建衙門，將沉重的勞役加諸中部熟番。熟番不堪其擾，遂於雍正9年12月聯合起事，進攻衙

門、燒殺漢庄。清軍在調集部隊後，先是武力鎮壓。至10年3月，則改行剿撫兼施的策略，

各社也紛紛請降。5月，抵抗到最後的大甲西社也向清軍請降，事件看似告一段落。

（黃叔璥，《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統一編號：平圖
020794。）



前言

⚫ 然而隔月（閏5月）亂事又起，這次起事的近因則是民壯為了謊報戰功，將

五名為官府運糧的南大肚社「良番」殺害，民壯的領導者劉氏又是臺灣道倪

象愷的表親。番眾為討公道赴彰化縣城抗議，卻未得到官府回應，激憤的番

眾遂圍攻彰化縣城、燒殺各地漢庄。朝廷得知事變擴大，同意調兵三千，由

臺灣鎮王郡調度。7月，王郡部抵達鹿港，先解縣城之危，再一路往北征討，

一路上又得「義番」、「義民」協助，起事番眾只能退入山中，各社先後投

降。至11月，事件宣告結束。

在《熟番與奸民》一書中，柯志明(2021)認為，遠在北京的清廷透過
帝國體制的遊戲規則，施展國家權力，影響了遠在他方的臺灣。大甲
西社事件後，當時的「義番」岸裡社改變其生活方式，劃入了所謂
「界內」，成為了中部地區勢力最大的平埔族群。同樣要注意的是，
這樣的過程與社群分類，實質上是國家權力的操弄，遂行其統治目的。



• 雍正五至九年的地稅改革放寬了漢人開墾番地的限
制，特赦之前漢人私墾的番地，准予自首減稅報陞、
就地合法。同時，行政管轄區域向北延伸，新設彰
化縣與淡水廳，添置行政機構。這些行政與財稅措
施對北部新近納入漢人開墾範圍的熟番社，構成強
大的社會經濟壓力。

• 這股不滿的勢力終於因淡水廳從治安機構升格為兼
管財稅、民事的正式地方行政單位，並大興土木建
築官署，而大舉爆發。

• 導火線起於新任淡水同知張弘章於沙轆興建衙門時，
過度役使大甲西社社番。

背景

事件經過



• 1732-01-21 大甲西社番偷襲路過的半線兵丁與隨
行的牛罵社番，射傷兵丁兩人。同日，大甲西
社番眾攻入淡水同知衙門，殺傷三四人、焚燒
淡水廳署，同知張弘章逃往彰化縣城。隔日大
甲西社等蓬山(崩山)八社聚眾千餘人與彰化縣治
來援官兵相持不下。

• 1732-01-26 大甲西社轉移目標，夥同樸仔籬等社
攻擊猫霧捒地方漢莊，居民逃散。

• 1732-01-29 與蓬山社群同屬道卡斯族的後壠社群
選擇支持清軍，「凶番」敗逃入山，躲進樸仔
籬(約今臺中市新社區)、東勢角(約今東勢區)一
帶，北路參將靳光瀚率兵駐紮岸裡社溪邊。

第一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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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2-02-12靳光瀚、王臣率兵前往朴仔籬，
焚山開路，有兇番千餘迎敵，隨分兵追
捕，「兇番」退走。靳光瀚由山北進發，
王臣由山南進發，直抵社藔，將其房屋、
倉廒盡行焚燬。「兇番」躲在密林深坑
內放箭，靳光瀚、王臣各率弁兵奮勇攻
擊，鎗砲並施，番眾敗卻。

• 1732-03-06 大甲東社加入叛變。岸裡社
在同社群(巴宰語族)的樸仔籬與阿里史叛
離後，仍然留在清軍這方，而且首度加
入戰鬥造成對方傷亡，把岸裡社與叛番
間推入敵我關係。

• 1732-03-08 靳光瀚率領弁兵至大甲東、
西兩社，將社內房屋、倉厫盡行焚燬。

第一次事件

事件經過

《熟番與奸民》(上冊)p.136。



• 1732-03-31 經過幾次清軍焚山開路、燒
毀房舍與糧食、雙方短兵相接，清廷改
施行招撫政策，部分叛番願意放棄抵抗。

• 1732-05-16 大甲西社 419 人投降。大甲
西社 419 人歸順後，被安置於岸里舊社，
仍有數人尚在抵抗。

第一次事件

事件經過



• 1732-06-23為官府效力的大肚社番遭民壯
殺害以報功，「捏稱兇番首級冒功邀
賞」，又民壯率領者是臺灣道倪象愷的
劉姓表親，此事引社番公憤。

• 1732-06-24 鹿仔港汛把總陳文、外委陳
自達帶兵來縣救援，至城外「兇番」擁
至圍住，守備王璋率兵往救時，有「義
民」二、三百人從南飛至，奮力夾攻，
殺死十餘人，番眾敗走。所有義民及被
難逃至庄民共有千餘人，住劄縣治，保
守城池、倉庫。

第二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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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2-08-25 王郡率軍抵達鹿仔港，因連旬風
雨，泥濘難進。王郡部先在鹿仔港備戰。這
一次，清軍先是穩住尚未叛變的鄰近諸社，
並說服岸裡社「軍前出力」，岸裡社一改從
前消極不介入的立場，轉為積極參戰。

• 1732-10-09~27 王郡部攻破南大肚社。北大肚
社、中大肚社叩見。「兇番」逃入水里社，
砍樹堵路。王郡親統各官兵義民分隊七路，
沿山放火，頃刻攻破。王郡部進攻沙轆、牛
罵兩社。

• 1732-11-05 王郡部抵大甲西駐劄，「各逆」
分兩路進攻。王郡部即分隊迎敵，擊殺「兇
番」伍名，直追至大安溪收軍。

第二次事件

事件經過

• 1732-11-07~12 王郡部進攻大坪山，「兇番」
墜落坑谷擒斬無數，戰敗遁入深林密箐。沙
轆、牛罵、大甲西等社「餘逆」則遁入內觸
山內。官軍多次搜山，「餘逆」紛紛被捕。
社番紛紛被捕。至此，大甲西社事件結束。



社名更改與土地流失之間的關聯為何？

延伸思考

生番、熟番與統治者的關係與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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