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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台灣近代史的起點

 牡丹社事件，又稱臺灣事件
 事件涉及排灣族、清國、美國、日本
 日本當時意圖征伐韓國、收納琉球、

覬覦臺灣，利用琉球人在臺遭難一事
為藉口出兵臺灣

 促使滿清政府於瑯嶠設置恆春縣
 為臺灣史上重要國際事件，涉及琉球

及臺灣版圖歸屬的改變

臺灣前後山輿圖



事件現場─瑯嶠與瑯嶠十八社

• 瑯嶠十八社：分布在瑯嶠的18個社 (18僅為約數)，瑯嶠在牡丹社
事件後改名恆春

• 牡丹社事件後清國理番政策大轉彎，在事件發地點設置恆春縣，
積極經營

• 民族屬性：排灣族

• 與日本軍隊對立陣營：牡丹社、高士佛社

瑯嶠下十八社分布與族群關係圖

原住民族的「社」為實際運作的政治實體或運作單位
(民國以來迄今(1945-至今)已被村里取代)



事件始末─「牡丹社」驚動亞歐美

• 時間：1871年-1874年(同治10-13年)
• 兩起事件：

1. 1871年 66名琉球漂民遭逢海難，於恆春半島東岸八瑤灣登陸，其中54人遭當地
排灣族人殺害，餘12人獲遣返安全返回琉球。

2. 1874年日本明治政府以上述理由向當事人高士佛社出兵，並擴及鄰近牡丹社，
戰事持續1個月後排灣族兩社不支投降，戰爭結束。

日軍與二社之外的16社結盟，藉以孤立二社。
由於牡丹社為聲勢隆盛的大社，而成為事件名稱的由來。

牡丹社事件是什麼?



事件始末─「牡丹社」驚動亞歐美

• 11/7凌晨進入牡丹社部落領地，社人拿
食物招待。

• 10/29琉球宮古島等人乘船至那霸中山府
納貢後啟程回宮古島，途中遇颱風，僅一
船安抵故鄉，另一船在太平洋上漂流。

• 原船員69人，3人因船隻傾覆溺斃，餘下
66人於11/6在臺灣東南海岸的八瑤灣上
岸。

1871年(同治10年/明治4年)

• 11/8早晨，牡丹社人欲出門打獵，要求宮古島人勿離開。
宮古島人道謝欲離開卻強遭挽留，心生疑慮，恐懼之餘
分散逃離。
其中54人遭高士佛社與牡丹社人殺害，12人倖免於難。

琉球人上岸後行走、遇難及受援出港路線

琉球漂民驚魂記

• 11/9倖存者抵達保力庄，獲
土民楊友旺等人幫助，於
12/20經陸路抵達鳳山縣府。
後於12/29抵達臺灣府城。

• 1/10-18橫渡台灣海峽抵達
福州城琉球館。

• 6/2自福州出發，6/7到達那
霸港。

1871年(同治10年/明治4年)

1872年(同治11年/明治5年)



• 日本以琉球人在台遭難一事作為出兵理由，1874年(同治13年/明治
7年)4/27開始陸續出發，並於5/8-10接連到達瑯嶠完成上岸、駐紮
任務。

• 日軍登陸初期為達軍管殖民地目的，對瑯嶠社人盡量安撫並試圖釋
出友好態度，雙方關係可算平和。

• 後期因租金、工資、士兵騷擾庄民等問題，雙方關係惡化，於5/22
爆發石門戰役。

• 5/25日軍與十八番社頭目會談，頭目接受不得藏匿牡丹社、高士佛
社人，並應協助日軍加以逮捕之條件；同時提出日軍須保護其他16
社安全之要求。

• 6/1日軍正式對牡丹社、高士佛社展開攻擊，在日軍的優勢武力下，
最後牡丹社人投降。

進擊的日本大軍

事件始末─「牡丹社」驚動亞歐美

牡丹社事件經過圖



• 牡丹社之役結束後日本本不打算與清國議談，但因內部意見不合，又各國列
強強力要求日本撤兵，清廷亦開始積極備戰，最後日本停止軍事行動，轉向
外交談判，1874年9月10日清日雙方於北京展開會談。

• 1874年(同治13年) 10/31 清日簽訂「北京專約」
(又名「中日北京專條」、 「臺灣事件專約」、 「臺事北京專約」)，條約內容大致如下：
1. 清朝須承認臺灣「生蕃」加害日本國屬民，日本出兵為「保民義舉」而非

侵犯。
2. 清國須給予受害者家屬銀10萬兩，並支付日本銀40萬兩，用於購買日軍

修築房舍道路費用，而非賠償兵費。

• 條約簽訂後，兩方交接點清，日方離臺，「牡丹社之役」至此正式結束。

躍上國際舞台

事件始末─「牡丹社」驚動亞歐美



牡丹社事件對雙方影響

• 清國─
促使李鴻章等人體認建立新式海軍的必要與迫切性，以及臺灣事務的重
要性，治理態度自消極轉為積極籌辦海防。1874年5月初日本發兵之際
即派遣沈葆楨渡臺督辦軍務。(設置恆春縣即為事件後補救措施)

• 日本─
戰役的勝利與會談的順利，使得日本更為放膽對外擴張，踏上征伐討戰
的帝國主義之路。事件後20年(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依循相
同模式割取臺灣、合併朝鮮、扶植滿州國、投入對中對美大規模戰爭。

國運分歧的起點

事件始末─「牡丹社」驚動亞歐美



本書進階參考資料

• 「各方觀點」(p.41)：包括日本國觀點、沖繩琉球觀點、臺灣官方觀點、臺灣新觀
點、在地人與排灣族觀點，以課本、個人看法、民間(在地)口傳方式呈現。

• 「歷史行旅」 (p.111) ：藉由旅行串聯歷史現場與原住民文化景點，方便一般大眾
進入恆春半島的歷史脈絡，了解此一影響臺灣至鉅的歷史事件。

• 「文獻資料」 (p.131) ：1874年(含以前)至今與牡丹社事件相關之所有文獻資料。



• 羅妹號事件的考古揭密 - 研之有物
• https://research.sinica.edu.tw/seqalu-paiwan-

rover-formosa-archaeology-abandoned-
village/?fbclid=IwAR2eq0K9k0x73qrhN0lhaapntoK
fkQH1fq2gZAUfC1SGId3te9zWnD7Jtgo



延伸問題與思考

1. 牡丹社事件後，由於日軍對於部落房屋的焚燒，導致族
人遷村與部落領袖的權力更迭，這樣的現象使部落受到
哪些影響？

2. 時間回到1871年，你認為當時高士佛社人與琉球人可
能發生了哪些事情，造成了後續的衝突殺害？請以高士
佛社人傳統部落的領域概念與琉球人的觀點試著回答。

3. 從牡丹社事件中可以看見語言、文化之間的差異與誤解，
但為何百年之後的宮古島(琉球人)與牡丹社後人能夠握
手言和？請說說你的想法。

4. 延伸閱讀與思考：請試著蒐集資料並討論，從1871年
琉球人發生海難到1874年發動戰爭的這段時間內，日
本、清國等國際之間可能還發生了哪些事情，導致日本
決定出兵？

教學短片：https://youtu.be/v26CXIq64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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