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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李崠山（或稱李棟山，泰雅語：Tapung，意指此山冬天會積雪，把樹枝
都壓壞了的意思），位於現今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境内，為控制桃園、宜
蘭、新竹等地泰雅族部落的制高點。

 臺灣總督府於1896年公布「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定」，並於
1899 年設置新竹樟腦局，藉以開發臺灣北部山區森林資源。

 1900 年2 月，臺灣總督府宣示蕃地土地權利「國有」、「官有」的原則，
否定「蕃人」對於「生蕃地」的土地權利，同年8 月，桃園三光地區就發
生泰雅族部落大舉攻擊製腦業者的事件，1910 年到1912 年之間，隨著日
警隘勇線的推進，李崠山一帶更爆發一連串泰雅族的武力反抗。



緒論

研究觀點：反抗行動多半是在國家立場下被描述成
「抗日」的「英勇行為」，這種在後殖民時期國族
主義的歷史書寫策略，往往陷入強調對抗本身而忽
略了客觀分析事件發生因素的盲點。
另一方面，強調文化自身觀點的概念結合口述歷史
的田野工作方式，成為原住民族歷史調查的主流，
這樣的作法使許多珍貴的田野素材得以浮現，然同
時亦受其方法的限制，而難以關照到系統性分析事
件發生因素的層面。

李崠山古堡城牆厚達60 公分，四周共有31 個銃眼。



神話與源流

• 泰雅族起源神話，其中包含：講述人類從岩石中誕
生、男女經由風或蒼蠅的指引而開始繁衍後代、出
草的由來、紋面的由來等與幾個起源和我群相關的
單元，即：「人類誕生」、「繁衍後代」、「我群
產生」等三個階段。 (p26-29)

在泰雅語中，gaga 具有具體與抽象兩種指涉，一方面它表示一
個共祭的社會單位，另一方面它也指涉一套抽象的規範。
泰雅族傳統社會中沒有明顯的階級概念，除了maraho（領袖）
之外，沒有貴族與平民之別，雖然如此，團體中對各個成員卻
具有強大的內在約束力，足以維持社會秩序，這個內在約束力
來自於對utux（祖靈）的信仰。



神話與源流

• 隨著歷史中的遷移過程和地域的變化，原本一個聚落形成一個gaga的模式，也演變
出數個gaga 組成一個聚落或數個聚落同屬一個gaga 的現象。同時，數個部落也可
以因戰事的需要形成而qutux phaban（攻守同盟）。在Tapung 山的一連串戰役
中，就出現了數個部落形成qutux phaban的情形。(p26-29)

gaga 將土地分為社地、農地、獵場、漁場等幾類。在土
地產權的形式上，獵場、漁場是屬於獵團、漁團所有；
社地中包含公有的區域；而家屋所在地及農地則不同聚
落有不同的認定方式，有的聚落承認私有，有的聚落視
為公有。



李崠山事件始末

• Tapung 山在地理位置上同時具有經濟、
族群關係與軍事上的重要性：

1. 位於新竹、宜蘭、桃園的交接之處，山林開發
事業的重鎮。

2. 有Mrqwang、Mknazi、Mkgogan 等群分布深山
地區，在近山地區的原住民族部落逐漸受日人
所控制之後，這裡的泰雅族人仍然可以據險和
日人對抗。

3. Tapung 山為制高點，高海拔一千九百多公尺，
可以俯瞰Mkgogan 與Mrqwang、Mknazi 三群的
各個部落，仰攻困難而可從其上以砲火壓制周
圍各個部落。



李崠山事件始末

• 1910 年5 月，日方展開對Mkgogan 的攻擊行動。Mkgogan 當時是泰雅族的大群，擁有17 
社，戶數280 餘，人口1,000 餘人，雖然部分已受日本政府控制，但還有許多不願歸順。他
們不斷攻擊隘勇線、派出所或築路工人，更鼓動其他部落聯合攻擊，於是日本政府決定征剿
Mkgogan 群，以再度延長隘勇線。

• 這一波攻擊總共發動了7 次「隘勇線前進」。
• 日方在巴陵（Balung）砲台擧行「歸順示達式」，馬里闊丸與金那基群繳出182 支槍。然而

Mrqwang 群和Mknazi 群各部落約定各自把持槍枝，不肯聽命。11 月7 日日方在樹杞林舉
行解隊式，結束此次隘勇線前進行動。

1900年起，桃園、新竹一帶泰雅族各群即開始與日方不斷奮戰、守護家園。



李崠山事件始末

• 1911年8 月下旬，暴風雨數度來襲，隘勇線全線無法通聯、交通中斷、電力設施毀損導致鐵
絲網無法通電，不過日方仍在太田山砲台設置了兩門火砲。9 月29 日，日方佔領李崠山，當
日李崠山、太田山與巴陵山三砲台展開同步砲轟。10 月初，馬里闊丸群利堡、烏荖、烏來等
社向日方交出1 支槍以示無意反抗，再以部落會議尙未達到共識為由要求暫停砲擊。

• 而Mrqwang、Mknazi 兩群之部落，依然憑恃山險抵抗日軍，未肯歸順。前進隊為掩飾失
敗，對外發表「新線建成，目的已達」。11 月1 日起至16 日，解散前進隊。

• 日軍在此行動中最大的收穫是佔領李崠山，並在山上築堡壘設砲台，對於征剿該地區的泰雅
族人發揮了無比的威力，和巴陵砲台相對更增加其壓迫感。

1911年，浴血李崠山：新竹廳長提出「李崠山方面隘勇線前進計畫」。



李崠山事件始末

• 1912 年9 月10 日夜晚，泰雅勇士潛入隘勇線內埋伏。隔天上午，李崠山隘勇監督所巡查在
八五分遣所遇襲。日警隘勇馳援而至，但遭到泰雅勇士阻止，他們以優勢的戰鬥力攻擊太田
山砲台，中斷李崠山與田勝山、李崠山與那羅山間的交通，令李崠山最高點孤立無援。泰雅
勇士得知太田山砲台已無人守衛，便將各式火砲推下山谷，但帶走彈藥、器具等戰利品。

• 9 月下旬颱風又來襲，發電設施受損，鐵絲網與電話線都失效，道路橋樑流失毀壞，這又鼓
舞了金那基與馬里闊丸群的戰鬥精神，乘虛發動攻擊。

1912，腥風血雨太田山奪砲



李崠山事件始末

• 在太田山事件中，泰雅勇士以擅長的游擊戰打敗日軍，不過大部分馬里闊丸人已逃到隘勇
「線外」的後山，只是藉機在李崠山隘勇線內外「出草」；此外在馬里闊丸溪兩岸，金那基
群與Tabahu 群頻繁往來。

• 一開始，日本部隊前進李崠山，經太田山南方第二嶺線後佔領太田山砲台一帶，立即設置隘
勇線。不久雙方展開殊死戰，不料泰雅勇士有備而來，早在高台處構築堡壘，居高臨下，導
致日方死傷嚴重。日方發現泰雅勇士似乎傾全力布署於那羅山方面，該地的原始密林有利於
掩護，因此日方決定從茅草叢生視野較開闊的北方嶺線進攻，左右兩翼同步前進。10 月18 
日佔領烏來山，隨後布設各式火砲，與李崠山砲台相呼應，隨時可發動砲擊。

• 由於死傷嚴重，泰雅族士氣低落，金那基群的支援部隊返回部落，不支持抗戰的馬里闊丸群
人躱到馬里闊丸溪右岸，但部落會議仍然決定抗戰到底，如抗戰不成，就往金那基方面遷移。

1912，馬里闊丸、金那基聯抗失敗



李崠山事件始末

• 此後，日方繼續佔領據點，興建隘勇線，在各山頭設置砲陣地，但金那基群尙未放棄抵抗態
勢，甚至桃園、宜蘭、臺中方面的泰雅族也來支援抗戰。1913年7 月佐久間總督親赴李崠山
指揮坐鎭，討伐隊大軍2,430 人出動，9 月收兵，統計共收押1,200 支槍，彈藥1 萬408 發，
85 人投誠，殺戮350 人，日方認為中央山脈以西泰雅族已幾乎平定，在「理蕃」討伐上為空
前的成功。

• 之後，佐久間總督的目標便轉進太魯閣峽谷。

1913，北泰雅同盟力抗，「討伐」告終



結論

• 日人發動隘勇線的戰爭，有經濟利益和經營殖民地的目的驅動其不斷前進，而對泰雅族人而
言，之所以會產生激烈的反抗，實是部落對領域的認知與國家有所衝突，為了維護生存而不
得不採取的行動。

• Tapung 事件是日人延續清治以來樟腦開採的利益以及貫徹殖民統治，逐步進逼北臺灣泰雅
族人的居住地過程中發生的衝突事件。Tapung 山具有經濟、族群關係以及軍事上的重要性，
因此成為日人佔領的目標。

• 事件過程中，泰雅族人各群形成攻守同盟，不僅對抗日人推進隘勇線，還發動圍攻日人軍事
設施的行動，然而日人挾強大的軍事優勢，經過一系列的戰役後，泰雅族各部落終於為日人
所控制。

• Tapung 事件是北臺灣地區泰雅族人最後一次的大規模抗爭。日人積極開發山林資源並加強
控制泰雅族人後，此一地區逐步成為殖民母國的原料提供地，泰雅族人的生活也產生了重大
的轉變。

如何從資源衝突和生存鬥爭的角度，來理解李崠山事件？



本書進階參考資料

• 「Tapung山下泰雅族三群的形成與遷徙」(p.33-41)。

• 「臺灣樟腦事業的發展」 (p.43-49) 。

• 「山地控制與「理蕃」行政」 (p.54-67) 。

• 「耆老口傳的Tapung事件」 (p.70-72、107-110) 。



延伸問題與思考

• 請說說看，日方的「隘勇線前進」、「理蕃政策」與李崠山事件的關聯為何？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神話與源流
	神話與源流
	李崠山事件始末
	李崠山事件始末
	李崠山事件始末
	李崠山事件始末
	李崠山事件始末
	李崠山事件始末
	結論
	本書進階參考資料
	延伸問題與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