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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事件的發端



太魯閣事件的發端

• 太魯閣蕃討伐：專指大正3年(1914年)6月1日至8月31日之軍事行動。

• 太魯閣事件：泛指日本人入主臺灣後直至「太魯閣蕃討伐」戰役爆發
(1895年-1914年) ，日本人與太魯閣人之間所發生的諸多衝突，如：新城
事件、威里事件、七腳川事件等。

• 日治時期為開發花蓮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太魯閣各部落成為日方主要
進行侵占與綏撫的對象。

• 日軍對太魯閣人實施全面性的討伐行動原因：自「新城事件」發生以來，
難以控制太魯閣人之行動，造成日方政策的轉化。



太魯閣事件的發端

• 明治28年(1895年)中日戰爭結束後，大清帝國被迫割讓臺灣給日本政府。明治29年
(1896年) 6月日軍入駐花蓮港並設置守備隊，完成臺灣本島之接收，至此，臺澎全島
悉數落入日軍之控制。

• 發生時間、地點：明治29年(1896年)12月，花蓮港守備隊新城監視哨。(今新城天主堂)

• 爭戰時間：1897年1月10日至2月15日。（1897年5月日軍撤退）
• 發生原因：日軍潛通蕃女違背當地原住民規矩，並入塔次基里溪採砂金。李阿隆暗中

串聯各社反抗日本人，終釀成事件的發生。

新城事件



太魯閣事件的發端

• 太魯閣人口述歷史：
「有一位漢人名叫Agiun(阿吉勇(音譯),族人都如此稱呼他)，他早期自宜蘭移居至此，
娶族人女子為妻，精通族語，族人槍枝都購置於他……。清末年間常為官員與族人充
當翻譯，後來日本人有意重用之，成為日本人與族人的溝通橋梁。「新城事件」前
幾天，阿吉勇的小姨子到他家拜訪她姊姊，竟遭日本兵輪暴，引起族人不滿，擔心
以後還會發生類似事情，族人因而群情激憤，故而引發此一事件。」



太魯閣事件的發端

• 參與聚落：武士林、古魯、赫赫斯、卡烏灣等社。

• 戰爭過程：為懲處太魯閣人，出動花蓮港守備隊二中隊全隊討伐，募集花蓮阿美族
(南勢群)近600人協助。並命令澎湖島軍艦「葛城號」至新城沿海準備砲擊外太魯
閣各社，但因天侯因素而終止。且由於日軍並不像太魯閣人熟悉山野作戰，即使有
現代化的武器，仍無法擊敗太魯閣人。2月15日因遇遭太魯閣各蕃社的頑強抵抗，
日軍傷亡過多而停進攻，並在5月將攻打太魯閣人的日軍整隊撤退。



太魯閣事件的發端

• 事件結果及影響：
1. 李阿隆等人及太魯閣人希望早日舒緩與日本當局緊張情勢，向日本歸順。
2. 日本財閥「賀田組」進入山地開始採樟事業。
3. 增設警察官吏派出所，逐漸由消極轉成積極「取締」原住民之違法行為。並設置

日語傳習所太魯閣分教場(1901年)。
4. 派駐公醫於部落。
5. 部落被日本行政勢力入侵，並有漸漸被「同化」之虞。



太魯閣事件的發端

• 新接任臺東廳長森尾茂助批准賀田組採樟事業，且擴大到太魯閣人生存領域，使得雙方
互動關係開始產生微妙變化。

• 發生時間：明治39年(1906年)8月(馘首事件發生) 。
• 發生地點：威里社。
• 發生原因：進入太魯閣地區進行製腦業的賀田組和已歸順之太魯閣蕃曾有過約定，由七

社歸順之外太魯閣蕃擔任腦寮警備之工作，防止內太魯閣蕃的侵擾，賀田組則會定時發
放工作津貼作為酬勞。但因部落耆老發配腦寮警備津貼不公，使得各社之族人轉而怨恨
日本人。

馘首：指遵循祖制，獵取敵人首級的儀式行動。依照太魯閣族的
傳統習俗，馘首的動機在於藉由禳祓不淨達到社會的秩序狀態。

威里事件

資料來源：臺灣原住民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路版
http://210.240.125.35/citing/citing_content.asp?id=1663&keyword=%B5f%B1%DA%BAD%B2%D
F%BD%D5%ACd%B3%F8%A7i%AE%D1



太魯閣事件的發端

• 參與聚落：初時發生擢其力社開槍示威、西拉罕社誠馘首情事。其後古魯社與威里
社參與反抗日本人。

• 戰爭過程：為解決製腦事業帶來的爭端，明治39年8月1日，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
郎等32人赴威里社思解決之道，途中遇到太魯閣人出草，大山等25人不幸罹難。
25名日本人遭馘首後，日軍僅嚴懲主謀者，待「威里隘勇線」完成後，明治40年
(1907年)7月調派南清艦隊兩艦砲擊太魯閣部落，陸上配合警察官吏、隘勇及奇萊
平原七社阿美族，組成搜索討伐隊臨機攻擊滋事主謀威里社人。



太魯閣事件的發端

• 事件結果及影響：

1. 花蓮第一條威里隘勇線(北埔隘勇線)(1907年5月)及第二條巴托蘭隘勇線(1908年
5月)相繼完成，進行守衛防備太魯閣蕃南下遷移之工作。

2. 日方認為花蓮平原地區的阿美族人是促使太魯閣蕃歸順相當好的幫手及助力，因
此積極取得他們的信賴並將之培養為「親日」派的原住民部落，利用他們優秀的
戰鬥能力對抗太魯閣蕃。(如七腳川社)

3. 太魯閣人除遭遇到日方大規模的砲擊而喪失臨海之土地外，其生活空間亦因受到
隘勇線的封鎖而發展愈形艱困及孤立無援，迫使其相繼南遷轉進山區。



太魯閣事件的發端

• 「七腳川事件」的發生可說是日本人的一項陰謀，以利能名正言順攻打及估領七腳
川社的生活領域及自然資源，進而對往後收服太魯閣蕃有所助益，或藉此餘威威嚇
太魯閣蕃侵擾平地之種種行為。

• 發生時間：明治41年(1908年)12月13日-大正3年(1914年)11月7日。
• 發生原因：七腳川隘勇不滿工作地點調度，且薪資太過微薄難以養家。認為是故鄉

七腳川派出所的警察官吏與部落頭目有所勾結，併吞他們的薪餉，多位隘勇因而對
日本人與頭目之壓榨懷恨在心 。戰爭期間，遭北埔隘勇線封鎖許久之太魯閣人亦
是蠢蠢欲動，常伺機偷襲征討七腳川人的日本軍隊並毀其裝備。

七腳川事件



太魯閣事件的發端

• 參與聚落：七腳川社，與之合作對抗日本之侵略戰爭則有巴托蘭社(Patulan)及木
瓜群等，太魯閣各社則伺機而動。

• 戰爭過程：
第一時期：明治41年(1908年)12月13 日起事至同年的年底為止，日方徵召軍隊及警
察隊採取大規模鎮壓、掃蕩行動，攻撃各部落。最後七腳川人因原居部落被燒毀、
佔領，而輾轉進入山區與日軍繼續周旋。
第二時期： 明治42年(1909年)1月至2月中，日軍以佔領軍事戰略要地為主，並積極
架設七腳川隘勇線以防禦、封鎖七腳川社人的活動範圍。七腳川隘勇線完成後日方
停止搜索及攻擊山區行動，派荳蘭部落(Natawran)之長老入山進行遊說工作以期七
腳川社人能順利歸順。2月18日，日方在花岡山上舉行解散討伐部隊之儀式，部分七
腳川人開始下山要求歸順。



太魯閣事件的發端

• 事件結果及處置：

1. 日本政府推派與七腳川社有聯姻關係之荳蘭部落長老入山說服該部落群眾下山，
而藏匿於山區之七腳川社人亦終因糧食斷絕而逐漸陷入苦境。3月共計2批共256戶
七腳川社人交出火槍及彈藥要求歸順。

2. 日方沒收七腳川社舊地，於明治42年(1909年)起，即被規劃進官辦日本內地人的
移民政策中，該地區成為臺灣第一個官方經營的日本移民區。

• 影響：

七腳川人傳統領域喪失，日方強迫移民造成親友之間失去聯繫，其傳統文化習俗及語
言亦逐漸消失，促使七腳川社民族認同意識的減弱，並增強佐久間總督進行第二次理
蕃計畫之信心。



太魯閣蕃討伐



太魯閣蕃討伐

• 日本占領臺灣以來，在與原住民族的多次衝突當中，大多起自日
本民間企業與原住民族爭奪土地所有權的問題。

• 在以武力鎮壓原住民抗爭之餘，也曾招待其赴日觀光，欲以日本
帝國的偉大以及軍隊的強盛來震懾他們，但似乎並無立竿見影的
效果。因此在準備好進行太魯閣蕃討伐之前，日方只能慢慢深入
蕃地進行調查，並限制蕃地的物品供給及進行多次較無效果的武
力鎮壓行動。

• 發生時間：大正3年(1914年)6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
• 發生原因：日本帝國為徹底壓制臺灣生蕃建立其統治威信，並有

效控太魯閣山區龐大的自然資源，而主動展開討伐之有計畫的軍
事行動。

• 關鍵人物：太魯閣蕃討伐隊總司令佐久間左馬太、外太魯閣蕃社
總頭目哈鹿閣那威。

佐久間總督於臺北官邸接見觀光蕃人的狀況



太魯閣蕃討伐

• 戰前準備：初期調查研究多針對在地的民族文化及相關自然
資源，但是日方確定欲對太魯閣地區進行爭戰後，便將調查
進行的方向轉為探求太魯閣蕃群之弱點為主，以求有效並確
實的打擊太魯閣人，使其願意順服歸化。

1. 蕃地調查與理蕃道路之修築：以避免重蹈在「新城事件」
發生時，因不熟悉地形而鎮壓失敗的覆轍。

2. 太魯閣蕃及其他一般蕃情調查。
3. 完成「以隘勇線包圍太魯關蕃」之態勢：隘勇線的前進發

展已對北部山區原住民族形成大包圍的態勢。

花蓮北部地區隘勇線前進圖



太魯閣蕃討伐

• 事件原因及背景：
依其族人、耆老等口述及傳言綜合有下述原因：
1. 「傳統上外族人即屬敵人，所以日本人是我們的敵人。」
2. 「日本人是侵犯者，要佔據我們的領土以及干預我們的生存空間。 」
3. 「破壞族人的生活習慣並觸犯了相關禁忌。 」
4. 「日本人對族人而言，多是做事不誠實，對人不尊重、霸道、不公義，習慣壓榨族人

之努力，且富心機、狡詐的敵人。 」

• 太魯閣人的祖先，曾被敵人從平地趕至山區居住，所以族人一直堅守祖先的囑咐，即對
敵人要不忘採取報復的手段，藉「出草」來保衛自己家鄉。

• 日本人則在太魯閣蕃討伐發生前，對於攻打太魯閣蕃已有20年的作戰計畫及準備。

戰爭之日程



太魯閣蕃討伐

• 太魯閣蕃討伐之經過及歷程：

• 日本總共動員軍、警、民約近2萬人，分東、西兩路夾攻太魯閣地區的太魯閣人。

• 太魯閣人具戰鬥能力的戰士約總計有3千人，但卻沒有經歷過完善的軍事訓練及現
代化的武器。

• 近三個月的密集戰鬥中，太魯閣人以絕對的弱勢做出最大的反抗與犧牲，用有限的
槍彈、人力與物力做出最好的發揮。

• 因日軍擁有絕對的優勢及實力，裝備當代機槍與山野臼砲，能封鎖物質資源並燒毀
部落無數使其傷亡與損失惨重，最後太魯閣人因犧牲過大、人少幅員廣闊、交通不
便、無援無助而投降。



太魯閣蕃討伐

• 戰役分析：

• 日本在西元1895年推動「總督府條例」，在原住民部落部分，則有所謂
「理蕃政策」，對原住民族採取鎮壓與懷柔等手段，以達到完全控制的目
的。

• 對於不易服的太魯閣蕃，日方則在部落外圍區域設置「隘勇線」，以阻絕
其對外交通，不准太魯閣蕃越線一步，更不許其隨便與漢人有任何的接觸
交往。

戰後結果及影響



太魯閣蕃討伐

• 太魯閣人不肯歸順，執意反抗日本的最主要因素可歸納為下述幾項：

1. 日本侵犯太魯閣人的禁忌及文化習慣。
2. 侵入太魯閣祖靈聖地。
3. 破壞族人傳統之宗教。
4. 蓄意瓦解太魯閣人的社會組織。
5. 蓄意殺害族人。

• 以上種種因素遂促成爆發「新城事件」、「威里事件」、「七腳川事件」等抗日爭
戰衝突。

• 太魯閣蕃討伐後，佐久間總督於西元1915年1月重提綏撫之政策，表示理番事業以
鎮壓為手段的時期已經過去，此後將進入以綏撫為主的新時代。



太魯閣蕃討伐

• 戰後之措施發展及影響：

• 日本在統治初期為了能控制太魯閣人的思想及觀念，刻意不給族人接受高
等的教育，而為達同化原住民族的目的，便透過初等教育的普及，使臺灣
的太魯閣人有機會接觸到文字和日本文化，當做更容易統治臺灣的方法。

• 「太魯閣蕃討伐」後，對於柔順或已歸順之番社，需講求各種撫育方法，
而這種方法即表現在「蕃人公學校」和「蕃童教育所」的相繼成立上。

• 戰爭結束後，太魯閣蕃各部落先後屈服於日本的武力之下，才使得鐵、公
路等行經原住民勢力範圍的交通建設得以實行。

• 除公路外，其他重要的便是為了配合糖業與伐木業修築的輕便道。



太魯閣蕃討伐

• 日方為革除原住民族以宗教應付疾病之習慣，於五年計畫之前，便「於管轄警察機
關，配備醫藥，發給病人」，頗見成效，討伐戰役後公醫制度成為普遍性措施。

• 日本政權影響太魯閣人最深且最廣之計畫─集體移住計畫：太魯閣人原居於山區，
不易治理，日本間接性將其分為不同時間分散遷移。美其名為好意將族人移至平地
過富裕生活，事實上其動機為瓦解太魯閣人的勢力及消減其活動空間。

• 集體移住計畫影響到太魯閣人的部落文化、傳統管理、生活方式及宗教儀式，其傳
統管理的機制受到破壞，漸漸消磨掉族人的傳統民族性格而被「同化」於無形之中。

• 戰役結束後，日本政府將各廳中的理蕃單位廢止，將權力移歸警務單位掌管，讓地
方事業回歸地方官員，花蓮正式進入民政時期。



本書進階參考資料

• 「太魯閣地區的地形、人口與族群關係」(p.43)：包含太魯閣地區部落的地理環境
與人口消長、太魯閣地區的賽德克族群分布、太魯閣地區的族群關係(含鄰近其他
族群)。

• 「太魯閣人對土地、戰爭與主權的觀念」 (p.65) ：包含太魯閣人對土地(領域)的觀
念、太魯閣人對戰爭的觀念、太魯閣人對主權的觀念。

• 「太魯閣人的社會組織、社會控制與家族狩獵區範圍」 (p.73) ：包含太魯閣人的
社會組織、太魯閣人的社會控制、太魯閣人的家族狩獵區。

• 「太魯閣事件關鍵人物解析」(p.139) ：包含李阿隆、佐久間左馬太、芝宛、哈鹿
閣˙那威。



• 從太魯閣族對日戰役看傳統價值面對殖民統治
• https://ihc.cip.gov.tw/EJournal/EJournalCat/249

• 太魯閣族抗日戰爭紀念系列活動：
• https://alcd-web.s3-ap-northeast-

1.amazonaws.com/uploads/2017/12/03/1754f917274477606747084676b8af
07.pdf

https://ihc.cip.gov.tw/EJournal/EJournalCat/249
https://alcd-web.s3-ap-northeast-1.amazonaws.com/uploads/2017/12/03/1754f917274477606747084676b8af07.pdf


• 影音資料：
• 部落大小聲(50) 百年後的凝視－從太魯閣族抗日戰爭看東台灣開發史20141220
• 秀林鄉政推廣計畫-部落專題關於Truku-太魯閣戰爭 (上)
• 秀林鄉政推廣計畫-部落專題關於Truku-太魯閣戰爭(下集)
• 百年血淚 被遺忘的太魯閣戰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p5a_0oYsf0&ab_channel=%E9%83%A8%E8%90%BD%E5%A4%A7%E5%B0%8F%E8%81%B2-%E5%B7%B2%E5%81%9C%E6%92%A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xoc0DXbuBU&ab_channel=%E7%A7%80%E6%9E%97%E9%84%89%E5%85%AC%E6%89%8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9YjYU7sbyk&ab_channel=%E7%A7%80%E6%9E%97%E9%84%89%E5%85%AC%E6%89%8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qx8Rdpl1M0


延伸問題與思考

• 「太魯閣事件」可說是一連串衝突、戰役的過程，其中，1914年的「太魯閣戰
役」，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自領軍，海陸雙面並進，軍隊與警察兵分三路互相
呼應，動員極為浩大。此役可說是「理蕃五年計畫」的最終戰，日方由泰雅族大豹
群、大嵙崁群、馬武督群、馬里闊丸群等依序而下，最後轉進太魯閣峽谷征討太魯
閣族，完成對「北蕃」收押槍枝的任務。而太魯閣族最後被迫遷離峽谷，「集團移
住」四散於狹長的花東縱谷淺山各處。
請說說看太魯閣事件對於太魯閣族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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