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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臺灣史料新輯校(二)：《讓臺記》(一)∗ 

吳德功原著，郭明芳 ∗∗點校  

敘錄 

《讓臺記》，吳德功(1850-1924)撰。德功字汝能，號立軒，別號海外散人，

臺灣彰化人。著有《瑞桃齋詩文稿》、《戴案紀略》、《施案紀略》、《彰

化節孝冊》、《臺灣遊記》等，後「臺灣省文獻委員會」曾據以影印，編為

《吳德功先生全集》行世。 

關於《讓臺記》，目前常見的通行本為《臺灣文獻叢刊》第五十七種《割臺

三記》所收者，其所據底本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今「國立臺灣圖書館」)所

藏吳德功定稿本，然其中有所刪削、改竄。其改竄部份，於〈割臺三記弁言〉云： 

惟此書稱我國曰「大清」、曰「清國」，稱日本曰「大日本」、曰「帝

國」，而於自序、凡例及記事後所附論說中又多阿諛日本之辭；蓋吳

君當日人竊據臺灣時撰寫是書，不得不以此為掩護而免蹈文字之禍

也。新刊本已為之改正、刪削矣。 

至於刪削部份，如上卷前「諭旨」、「和約節要」，皆刪削。《臺灣文獻叢刊》

在當時政治情勢下所作改竄，對吳氏著述而言，似有違其主體性與完整性。而

此本今雖流通不廣，然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或《全臺文》冊十七《瑞

桃齋文稿》末所附者，皆屬相同，似有必要重新整理，以提供較好的版本。 

此次整理《讓臺記》以「臺圖」所藏吳德功定稿本為底本，並參考了「臺

大」藏伊能嘉矩抄本而成。以下先分別說明各本情形。 

吳德功定稿本，分上、下兩卷，為吳德功最後定稿，大正八(1919)年寄贈

當時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今「國立臺灣圖書館」)。其完成時間至少不早

於大正六(1917)年。是編前有館森鴻(1862-1942)1〈序〉、吳德功〈自序〉、〈凡

例〉，本文後又有附錄〈恭紀佐久間爵帥討番奏凱事畧〉、〈附祝始政紀念日

文〉二種，鈐印有「立軒」、「吳德功印」、「大正八年四月二九日吳德功ヨ

                                                 
∗ 編者按，鑒於郭先生《讓臺記》點校篇幅頗夥，限於版面，只能分割為上、下兩期刊

載，在此致上萬分歉意。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1 館森萬平，又名鴻，字子漸，號袖海，日本國仙臺縣人。先世出大職冠公，幼承

教，遊學東京，列重野博士門，以天分高，頗受器重。乙未日侵臺，即隨軍南來，

交涉文劄皆出其手。首任民政長官水野尊頗倚重之，後藤新平繼任，更優待有加，

嘗以官邸蔦松閣供其讀書。在臺二十餘年，交遊甚廣，與本省人士，亦相契合。

丁巳夏，闔家歸日。民國八年，刪存舊稿一百七十篇輯成一集四冊，顏曰《拙存

園叢稿》，刊行問世。引自王詩琅著、張良澤編：《臺灣人物志》(臺北市：海峽

學術出版社，2003 年 6 月)，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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リ寄贈」、「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臺灣省立臺北圖書館藏書章」等印記。 

除此之外，另有兩抄本，即「國立臺灣大學圖書館」藏伊能嘉矩(1867-1925)

抄本(甲本)與「福建省圖書館」藏某氏抄本(乙本)。此二抄本雖亦據吳氏稿本

而 來 ， 然 皆 屬 未 定 稿 前 所 抄 。 從 序 跋 與 文 內 「 論 曰 」 內 容 多 寡 看 ， 甲 本 所 據

底 本 似 乎 早 於 乙 本 ； 再 依 地 緣 看 ， 甲 本 傳 抄 時 間 也 應 早 於 乙 本 。 蓋 「 閩 圖 」

所藏應該是第二次所傳抄。德功《讓臺記》凡例云， 

明治三十五年，教授三屋大五郎將《讓臺記》翻譯和文，後轉任福州，

不知刊行否？ 

三屋大五郎(1864-？)教 授或從德功處抄得，欲譯為日文，後將抄本帶至福州，

再為當地藏書家所傳抄流傳。故此本較之伊能傳抄本應該要更晚。 

「 臺 大 」 藏 本 為 伊 能 嘉 矩 所 傳 抄 ， 蓋 為 伊 能 氏 所 蒐 集 之 臺 灣 資 料 。 是 編

不 分 卷 ， 朱 絲 欄 、 雙 邊 、 每 半 葉 十 一 行 ， 僅 存 上 卷 及 下 卷 前 一 小 部 份 ， 或 為

傳 抄 當 時 吳 德 功 所 成 部 份 。 此 本 較 之 「 閩 圖 」 本 ， 大 部 分 皆 相 同 ， 〈 凡 例 〉

也僅有四條，惟除〈臺灣民告白〉外，又有〈唐民主告示〉、〈劉帮辦告示〉

兩 篇 在 前 ， 又 內 容 記 載 似 未 完 ， 且 無 所 謂 「 論 曰 」 的 評 論 文 字 ， 故 可 知 其 所

據 底 稿 稍 早 於 「 閩 圖 」 本 ， 「 閩 圖 」 本 所 據 底 稿 則 為 初 稿 完 成 之 後 。 兩 本 時

間當不晚於大正六(1917)年定稿以前。「臺大」本鈐印有「故伊能嘉矩氏蒐集」、

「臺灣帝國大學圖書印」等印記。 

「 閩 圖 」 藏 本 ， 不 分 卷 ， 前 無 館 森 鴻 〈 序 〉 ， 於 〈 凡 例 〉 處 僅 有 四 條 ，

或 定 稿 本 於 完 成 後 又 增 補 有 三 條 。 此 本 亦 無 定 稿 本 附 錄 ， 惟 前 增 有 〈 臺 灣 民

告白〉一篇 2。內文部份與「臺圖」本相較，亦有短少若干文句。此本或為吳

氏定稿前初稿本，鈐印有「□□□牟藏書」、「福建省圖書館藏書」等印記。

今已印入《臺灣文獻彙刊》。 

又《近代史資料》1981年1期有據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藏抄本與謝國楨

(1901-1982)藏 抄本 整理刊 出 (見 頁 56-100)。 是 本內 容似 有節略 ，然 亦有鈔 者 所

增者。是二編傳抄之底本或與上述「閩館」抄本應相同。 

《 臺 灣 文 獻 叢 刊 》 本 刪 改 頗 甚 ， 殊 失 吳 氏 本 旨 ， 故 本 編 以 「 臺 圖 」 藏 吳

氏 定 稿 本 為 底 本 ， 進 行 校 點 。 另 以 抄 本 甲 一 種 進 行 覆 校 ， 此 或 可 見 吳 德 功 撰

作 本 書 前 後 刪 改 、 補 正 情 形 。 傳 抄 乙 本 及 《 近 代 史 資 料 》 整 理 本 因 與 吳 氏 定

稿本相差無幾，故本文暫略之。 

本 文 文 字 以 正 體 中 文 橫 排 ， 文 字 不 影 響 辨 義 ， 一 仍 其 舊 。 本 文 文 句 有 異

同或文字有誤者，以［］訂補之；又參校本文句有異，則以當頁注方式說明。

                                                 
2 〈臺灣民告白〉一篇末又增入蔡爾康評論一段，應非〈臺灣民告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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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材料未入本文者，概於文末以附錄方式附於其後。 

由於筆者學力有限，疏漏不免，概請能仁君子提出指正，則甚幸焉。 

  

「臺圖」藏定稿本書影       「臺大」藏伊能抄本書影 

  

「閩圖」藏抄本書影         《近代史資料》整理本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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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領臺地圖(摘自《北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 

《讓臺紀》                               吳德功 

館森鴻序 

《 讓 臺 紀 》 為 彰 邑 吳 立 軒 先 生 所 作 也 。 先 生 學 術 淵 懿 ， 最 長 史 筆 ， 而 此

書 秘 筐 底 久 矣 。 頃 將 付 刻 問 世 ， 即 以 稿 本 來 為 商 搉 。 予 不 肖 ， 惡 足 言 ， 然 既

以 文 字 交 ， 豈 可 辭 ？ 乃 受 而 畢 業 ， 據 實 直 書 ， 文 亦 簡 核 ， 而 義 例 甚 嚴 ， 非 尋

常 所 能 也 。 因 不 自 揣 為 之 序 ， 曰 ： 清 主 讓 臺 出 於 不 穫 ， 已 而 士 民 不 服 ， 興 兵

以 抗 王 師 ， 亦 猶 洛 陽 遺 民 ， 略 迹 原 心 焉 可 也 。 先 生 業 已 言 之 ， 其 孰 能 咎 之 ？

但當時記實之書，未有刊布於世者，獨先生奮為之，可不尚哉？抑先生為學，

於 國 家 治 亂 、 民 生 利 害 ， 悉 心 攻 其 源 委 ， 其 才 固 非 文 人 而 已 ； 遭 時 之 不 淑 ，

不能有所施為，所謂不得志於當世者歟！然又庸傷，先生前時修《施》、《戴》

二案，識者珍之。此書較夫二案，關係世運興廢，更重且大。然則此書之傳，

又豈徒一文獻之美也哉。袖海館森鴻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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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桃齋文集》 

吳德功自序 

清 國 自 定 中 原 以 來 ， 威 播 中 外 。 順 治 朝 ， 帝 親 征 朝 鮮 、 八 道 諸 島 ， 軍 無

不 到 ， 其 國 亡 而 復 存 ， 故 朝 鮮 樹 碑 於 三 田 渡 ， 朝 貢 至 今 。 康 熙 初 ， 漠 北 喀 爾

喀 三 部 內 款， 後 帝 親 征準 噶 爾 ， 而青 海 諸 部 來廷 。 其 大 可汗 《 唐 書 》 ： 「 回 紇 稱

君 曰 『 大 可 汗 』 。 」 噶 爾

丹 仰 藥 而 死 ， 其 部 落 自 阿 爾 泰 山 以 東 ， 盡 降 ， 隸 入 版 圖 ， 拓 喀 爾 喀 四 境 千 餘

里。雍正朝，兩次征厄魯特，許其通款入貢。乾隆朝，掃平準部，蕩定回疆，

以 及 西 藏 、 廓 爾 喀 皆 奉 表 乞 哀 ， 以 印 度 為 界 。 ［ 況 乎 滇 、 黔 徼 【 檄 】 外 革 面

革 心 ， 緬 甸 、 安 南 稱 臣 納 土 ， 大 、 小 金 川 之 境 盡 附 於 蜀 ， 湖 貴 、 苗 猺 之 地 胥

化前頑，前後出塞六萬餘里，武功烜赫，越前古而鑠來今， 3］豈徒青海、前

後 藏 、 賀 蘭 諸 蒙 古 部 落 ， 叩 闕 來 廷 ？ 至 於 海 隅 出 日 ， 臺 灣 榛 狉 之 生 番 ， 亦 皆

耳 濡 目 染 ， 風 移 俗 易 矣 。 迨 至 道 光 之 季 ， 英 國 力 請 通 商 ， 而 邊 釁 遂 起 。 海 禁

大 開 ， 西 南 諸 商 日 集 日 盛 ， 是 亦 運 會 所 使 然 也 。 是 以 咸 豐 己 未 ， 英 、 法 強 兵

犯闕，和約遂定，未幾而緬甸併於英、［琉球吞於日］ 4；光緒甲申，安南讓

於法，而暹羅繼之。中國之藩籬盡撤，其屬國稱臣者惟朝鮮耳。 

甲 午 ， 大 日 本 失 和 。 初 ， 李 傅 相 力 言 日 本 處 心 積 慮 ， 練 兵 儲 餉 ， 已 垂 三

十 年 ， 未 可 輕 敵 。 內 外 諸 臣 等 以 日 本 蕞 爾 彈 丸 之 國 ， 何 足 介 意 。 清 君 主 宵 旰

籌 畫 ， 命 將 出 師 ， 冀 震 威 靈 。 豈 知 昇 平 日 久 ， 兵 少 訓 練 ， 將 不 知 兵 ， 士 不 用

命 ， 師 徒 撓 敗 。 始 戰 牙 山 而 不 利 ， 繼 戰 平 壤 而 無 功 ， 尋 戰 鴨 綠 江 而 九 敗 。 外

而九連、鳳凰、蓋平、海州諸城皆為所下，內而旅順、威海之砲臺一鼓而陷，

北 洋 海 軍 輪 船 全 數 皆 殲 。 廣 甲 、 廣 乙 、 揚 威 則 焚 燒 矣 ， 經 遠 、 致 遠 、 超 勇 則

擊沈矣，［海銃【艟】之木質，船則遭劫矣］ 5，且定遠、來遠、威遠又自燬

矣 ； 其 餘 投 降 ， 以 及 威 海 劉 公 島 之 沈 沒 者 ， 難 更 僕 數 ， 而 北 洋 海 面 數 千 里 ，

不復見帆影輪聲矣。夫以旅順天險，砲臺堅牢，外洋諸大臣咸謂「一夫當關，

萬 夫 莫 敵 。 」 而 乃 竭 數 十 年 之 經 營 ， 費 數 千 萬 之 財 幣 ， 亦 竟 委 而 去 之 焉 ， 而

臺灣全島之地，駕言阻東矣 6。 

                                                 
3 此段見於伊能抄本，定稿本無之。 
4 此句見於伊能抄本，定稿本無之。 
5 此段見於伊能抄本，定稿本無之。 
6「亦竟委而去之」以下伊能抄本作「十點鐘之久，委而去之，以致京輔震動，誰秉國

鈞，孰籌專閫，而職為厲階乎？迨至遣使行成，李鴻章許賠兵餉二百兆，割遼東及臺

灣之地。昔也日闢國百里，今也日蹙國百里，讀《詩》者，所為掩卷而嘆也。未幾，

俄偕德、法力阻，而東三省之人得以再覩漢宮［官］儀節，其臺灣全島之地，駕言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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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時 也 ， 唐 帥 景 崧 苟 與 日 本 約 法 三 章 ， 俾 臺 民 登 於 仁 壽 之 域 ， 猶 不 至 生

靈 塗 炭 。 乃 二 三 縉 紳 與 唐 撫 創 立 民 主 之 國 ， 不 十 日 之 中 ， 大 日 軍 一 到 ， 砲 聲

甫動，血肉分 7飛，唐撫竟逃於廈。臺中府孫傳兗去而庫藏已 8空，黎景嵩空空

妙 手 ， 又 與 劉 帥 不 和 ， 粮 餉 不 繼 。 劉 帮 辦 永 福 在 臺 南 孤 立 無 援 ， 餉 械 支 絀 ，

搜 索 紳 富 軍 需 ， 設 行 票 紙 充 餉 。 而 張 香 帥 雖 差 人 偵 探 ， 六 月 間 ， 止 得 粵 餉 三

萬 。 兼 之 土 匪 各 處 搶 掠 ， 遇 敗 軍 則 剝 其 器 械 、 衣 服 ； 遇 逃 亡 則 劫 其 行 李 、 輜

重 。 而 數 千 里 錦 繡 江 山 ， 衣 冠 、 文 物 向 稱 為 海 濱 鄒 魯 者 ， 變 而 為 仇 殺 攘 奪 之

區。雖曰人事，豈非天命乎？［我生不辰，豈圖及吾身而親見之哉 9］？ 

猶 憶 澎 湖 甫 破 之 時 ， 民 心 惶 恐 ， 土 匪 蜂 起 ， 官 威 不 振 ， 出 城 一 里 許 ， 官

眷 行 李 即 為 土 匪 所 奪 。 城 中 舖 戶 爰 請 德 功 與 上 官 議 防 守 之 策 。 德 功 思 一 家 三

十 餘 口 ， 既 乏 厚 貲 將 家 眷 渡 泉 州 ， 而 欃 槍 不 靖 ， 雖 貽 憂 鄉 梓 ， 自 己 身 家 亦 難

保 存 ， 即 商 於 邑 主 丁 燮 ， 請 孫 太 尊 傳 兗 開 設 「 聯 甲 局 」 ， 權 德 功 為 正 管 帶 ，

族 兄 廣 文 吳 景 韓 為 副 ， 招 集 邑 內 外 窮 民 五 百 名 為 練 勇 ， 用 總 理 為 哨 官 ， 日 則

東 西 南 北 巡 緝 匪 類 ， 土 匪 猶 是 歛 跡 。 早 稻 收 成 ， 免 於 搶 掠 。 然 割 臺 議 成 ， 人

心瓦解。上諭令各地方官將粮額官產造冊，交大日本管轄。內無一語及紳士，

德 功 知 時 事 不 可 為 ， 初 兼 辦 局 務 ， 六 月 辭 帶 練 勇 ， 以 許 舉 人 肇 清 代 之 。 功 亦

即 避 於 鄉 下 ， 旋 丁 母 艱 ， 遂 將 目 見 耳 聞 ， 并 取 資 公 報 ， 筆 之 於 書 。 但 臺 南 之

事 多 係 吳 汝 端 、 吳 汝 祥 兩 茂 才 所 述 。 而 臺 北 則 出 岳 裔 先 生 所 言 。 其 中 有 仁 人

志士未及記載者，以俟後之君子匡其不逮焉。10明治三十年春月。海外散人立

軒吳德功稿。 

凡例 

一、是編書法畧如前著《施》、《戴》兩案，悉仿綱目之例。 

                                                                                                                              
東矣」。 

7 「分」伊能抄本作「粉」。 
8 「以」伊能抄本作「一」。 
9 此段見於伊能抄本，定稿本無之。 
10 「城中舖戶」以下，迄於最後，伊能抄本作「臺中葉意琛逡巡恐懼求退，彰化縣丁

燮膽氣過人，襄於孫府傳袞，開設聯甲局，而城中紳富一空，愚爰與族兄景韓、廣文

招集邑內外街民五百名，以作練勇，用總理管帶，日則東西南北出城巡緝匪類，夜則

各處查挐盜匪，又令各保紳士辦理保甲團練，於是土匪斂跡，而早稻收成得以無虞搶

掠。迨至黎府景嵩接篆。爾時割臺之謀已成，外援既絕，內庫無餘，黎府再設籌防局

以辦理。愚知時事不可為，即辭帶練勇，以許肇清代之。嗣後，大日本軍到城，愚避

鄉下，旋丁母艱，遂將日見耳聞，並取資公報，筆之於書。但臺南之事多係族兄吳汝

端、汝祥兩茂才所述。而臺北之事則出岳裔先生所言。其中有仁人志士未及記載者，

以俟後之君子匡其不逮焉。明治三十年春月。海外散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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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中仿《明季稗史》、《求野錄》例，凡書「清國」不敢加以「偽」字 ，

凡書「帝國」不敢加以「寇」字，提綱處皆另行高抬以兩尊之。 

一 、 臺 灣 係 是 割 讓 ， 官 弁 不 奉 詔 者 ， 時 報 非 之 。 凡 紳 民 無 守 土 之 責 者 ， 去 留

似 可 從 便 。 然 其 間 草 莽 ， 抵 抗 效 愚 ， 誠 於 舊 君 者 ， 亦 如 洛 邑 之 遺 民 ， 畧

跡原心，姑書之曰「義民」。質諸大雅，以為然否？ 

一、篇中敘帝國兵將戰跡，取諸中尉修嗎灰愈所著《臺灣戰役》一書。 

一 、 明 治 三 十 二 年 ， 東 京 修 《 臺 灣 戰 紀 》 ， 命 陸 軍 大 尉 山 崎 虎 之 助 來 臺 採 訪

戰 事 。 聞 德 功 有 《 讓 臺 記 》 一 部 ， 抄 回 呈 士 官 學 校 長 竹 下 平 作 ， 荷 蒙 稱

許 ， 回 贈 絹 畫 《 花 光 蝶 影 》 一 帖 ， 內 繪 人 物 服 裝 ， 皆 古 時 代 故 事 ， 并 約

《戰紀》修完，分贈一部。功以五言一篇答之 11。後一年陸軍□□大尉駐

彰，言竹下以《讓臺記》書於黑板，以教士官，矚到彰特來造訪。 12 

一 、 明 治 三 十 五 年 ， 教 授 三 屋 大 五 郎 將 《 讓 臺 記 》 翻 譯 和 文 ， 後 轉 任 福 州 ，

不知刊行否？ 

一、大正六年，臺中廳長三村三平，功以《讓臺記》請教指示，今已改正。 

末附 

〈恭紀佐久間爵帥討番奏凱事畧〉 

〈附祝始政紀念日文〉 

讓臺記                              彰化立軒吳德功 

西 曆 一 千 八 百 九 十 五 年 。 大 日 本 明 治 二 十 八 年 。 大 清 國 光 緒 二 十 一 年 。 乙 未

四月十四日。中日和議畫押，各派大臣至燕臺換約，臺灣割讓日本。 

朝鮮之役，清師敗績，羣臣請幸西蜀。清君主下罪己之詔，聲淚俱下，

不忍播遷 13，恐驚皇太后聖心。先遣大臣張蔭桓侍郎、邵友濂撫憲往日本。

行成，日相伯爵伊藤博文、子爵 14陸奧宗光接見敕書，以內中無專權之意，

令回清國。隨員伍廷芳曾與伊藤同學於西國，爰探其意。伊相云：「必

有重臣如恭邸與李傅相者，并帶有專權便宜行事之敕書，方許與講和議。」

嗣後正月十九日，再派爵相李鴻章抵日本。二月十九日，即西曆三月二

十日，齊集於春帆樓。至馬關第三次議和，途中被日人小山欲報其弟之

仇，一手執攀傅相輿，［與］一手放鎗，中在左目下，幸不傷目，猶能

視事。二十七日，日本戰船九號抵澎。二十八日，日艦被炮打傷，猶奮

                                                 
11 吳德功有〈寄贈陸軍參謀竹下平作君五古十六韻〉一首，見《瑞桃齋詩稿》(《吳德

功先生全集》，頁 180-181)。其原文見本文附錄。 
12 以下三條，「閩圖」藏抄本與「臺大」伊能抄本皆無。 
13 「播遷」伊能抄本作「遷都」。 
14 「子爵」伊能抄本作「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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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駛入港，進攻澎湖。翼［翌］日六點鐘，盡得全島。15澎湖總鎮周振邦
16、澎湖廳陳步梯乘魚［漁］船奔入臺北請罪。副將朱尚泮兵敗，副將林

福喜紮媽祖宮，接戰多時 17，互有殺傷，亦奔回臺北。唐撫帥嘉之。時 18李

傅相傷愈，與伊相往返議約，商量數四，其節錄載在《公報》，不能盡

述。至三月十六日議定大略，一賠餉，二割地，三通商，共十一款，限

三禮拜畫押，互 19派大臣在燕臺換約。星使回國，大清君主與王大臣、皇

太后商議，至四月十四日始行畫諾，並降詔曉諭各省臣民。詔曰：「近

自和約 20定議，廷臣交文 21論奏，謂地不可棄，費不可償，仍行廢約決戰 22，

以冀維繫人心，支撐危局。其言固出於忠憤，而於朕辦理此事熟籌審處

［外］，萬不獲已之苦衷有未深悉者。自去歲倉猝開釁，徵兵調餉，不

遺餘力；而將非 23宿選，兵非素練，紛紛召集，不殊烏合，以致水陸交綏，

戰無一勝。近日關內外事情更 24迫，北則近逼遼瀋 25，南則直犯畿疆，皆

意中事 26。瀋陽 27為陵寢重地，京師則宗社攸關。況二十年來，慈闈頤養，

備極尊崇，設使徒御有驚，則藐躬何堪自問？加以天心示驚，海嘯成災，

沿海防營，多被衝［沖］沒，戰守更難措手。用 28是宵旰旁皇，臨朝痛哭，

將一和一戰，兩害兼權，而後幡然定計。其萬分為難情事，言者章奏所

未及詳，而天下臣民 29皆當共諒者也。茲批准定約，特將先後辦理緣由明

白宣示。嗣後我君臣上下惟期堅苦一心，痛除積弊。於練兵、籌餉兩大

端，實力研求，亟籌興革。毋稍懈志，毋騖虛名，毋忽遠圖，毋沿積習，

務其事事核實，痛戒具文，以收 30自強之效，於內外諸臣實有厚望焉。」

                                                 
15 「二十七日」以降句，伊能抄本作「廿七日，日本戰船九號進攻澎湖。翼［翌］日

六點鐘盡得全島。」 
16 「澎湖總鎮周振邦」伊能抄本作「澎湖鎮周」。 
17 「副將朱尚泮兵敗，副將林福喜紮媽祖宮，接戰多時」句，伊能抄本作「副將林福

喜接戰多時」。 
18 「時」伊能抄本作「及」。 
19 「互」伊能抄本作「互相」。 
20 「和約」伊能抄本作「約和」。 
21 「文」伊能抄本作「章」，在此筆者以為「文章」連用或較佳。 
22  伊能抄本無「決戰」二字。 
23 「非」伊能抄本作「少」。 
24 「更」伊能抄本作「竟」。 
25 「遼瀋」伊能抄本作「遼陽」。 
26 「皆意中事」伊能抄本作「皆眼前意中事」。 
27 「遼陽」伊能抄本作「瀋陽」。 
28  伊能抄本無「用」字。 
29 「臣民」伊能抄本作「人民」。 
30 「收」伊能抄本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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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嗣後俄國率德國、法國出阻割遼之議，令清國出銀三十兆元以贖之，而

讓臺之議與各款均照原議。 

論曰：澎湖砥柱海中，為臺灣之門戶，如廣東之於瓊島，依作輔車，鎮

江之於崇明，倚為唇齒。故當日延平王先登澎嶼，紅毛遁歸，劉國軒敗

回安平，克塽納土。前車覆轍，後車宜鑒。唐公既膺專閫，豈不知巖疆

一失，臺島港义縱橫，防難勝防，自當籌畫保障，何以任一失明之。周

振邦統師鎮守，不崇朝之間，屏藩遽失，聞者莫不嘆其調兵簡將之無方

也。嗟嗟，行軍之要，地勢為重，故爭江南者競據武昌，入川蜀者首圖

巫峽，誰握兵符，而潰潰若斯耶！ 32 

和約節要 33 

一、朝鮮自主。凡以後所有貢獻、典禮悉行廢絕，中國認明為完全無缺特

立、自主之朝鮮。 

二、讓地。中國將管理下開地方之權併該地方所有堡壘、軍器、工廠及一

切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一、下開劃界以內之奉天省地方，從鴨

綠江口沂［泝］該江以抵安平河口，又從該河口劃至鳳凰城、海城及

營口而止，即順流至海口止 34，彼此以河中心為分界。二、臺灣全島。

三、澎湖列島。 

三、勘界。兩國各派二委員，限一年之內，將奉天省南邊各地方界線，勘

畫明白。 

四、賠款。中國約明將庫平銀二萬萬兩連同年息五釐交與日本，作為賠償

軍費。限七年交清。第一次伍千萬兩，以本約批准互換之後六個月內

交清；第二次五千萬兩，限本約批准互換後十二個月內 35交清；餘款分

作六次，六年交清。中國倘能於三年之內交清，則所有利銀一併豁除。 

五、遷居。中日兩國於本約批准後，限二年內，所讓之地之人民准其遷徙

界外，若逾期不遷，則酌宜視為日本人民。臺灣 36於本約批准後，限兩

個月，各派大員交割清楚。 

六、通商。本約批准後，中國速派全權大臣與日本議定通商行船章程及邊

界通商條款。湖北荊州之沙市鎮、四川之重慶府、江蘇之蘇州府、浙

                                                 
31 「詔曰」以下《臺灣文獻叢刊》本刪削。 
32 伊能抄本無「論曰」以下文字。 
33 「和約節要」《臺灣文獻叢刊》本刪削。 
34 伊能抄本無「止」字。 
35 伊能抄本無「內」字。 
36 伊能抄本作「臺灣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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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之杭州府，日本皆得派遣領事前往駐紮。從湖北省宜昌沂［泝］長

江以至四川省重慶府、從上海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

日本得裝運貨物、搭載行客。日本在中國購買貨物，得暫稅棧房存貨，

並不納一切稅鈔，及派徵諸費。日本臣民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便

從事各項製造，又得將機器任便裝運進口，只納所進口稅。日本臣民

在中國內地製造貨物，其應享優例之處，與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

一體辦理。 

七□□款，日本除照本約第八款暫行佔守軍隊外，其現駐中國境內者，應

於本約批准交換之後一個月內全行撤回。 37 

八、質款。本約批准後，中國所交之款，如未交清，日本不肯撤回軍隊，

倘中國肯以海關為押質，日本亦可暫行撤隊。惟通商行船約款，未經

批准之先，日本仍不撤回軍隊。 

九、還俘。日本國所還俘虜，中國約明並不虐待。若或置於罪戾，所有交

涉軍務之日本臣民，亦不擅加逮繫。 

十、息戰。本約批准互換後，兩國應按兵息戰。 

十一、換約。本約簽押之後，應請兩國大皇帝御筆批准，各派全權大臣於

中曆四月十四日在燕臺互換。 

此以《萬國報》中抄出，不知十一款中，何以獨逸去第七一款？俟覓得續

登，以供眾覽。 38 

四月二十三日。大清鎮紮獅球嶺，統領候補道林朝棟調守臺中，以提督 39胡國

華統廣勇六營守之。 

先是澎湖既失，唐帥令提督張兆連統銘軍六營，分布基隆海口；以銘軍

正營張正玉紮社寮砲臺，以陳登科紮澳底三營，以副將曾蘭亭紮仙洞一

營、北斗一營、基隆田寮港一營；令林朝棟鎮紮 40獅球嶺六營，分統官林

超拔、衛隊林廷輝，遣賴寬紮一營在大 尖，傅德陞帶一營以為犄角，

謝天德紮 41一營在紅淡林，鄭以金帶一營紮虎仔山，袁明翼帶一營紮佛祖

嶺。棟軍營務處見日輪在澳底游弋，倡議兩軍分守南北汛，以澳底、三

貂、瑞芳、北斗、大 尖、紅淡林、大水窟為北汛，以萬鱗坑、金包里、

                                                 
37 此條伊能抄本、閩圖藏抄本皆缺焉。 
38 此上德功有小注：「七款以［已］加入。」 
39 伊能抄本無「提督」二字。 
40 伊能抄本無「紮」字。 
41 「紮」伊能抄本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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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米甕、仙洞、瑪索、佛祖嶺、虎仔山、獅球嶺為南汛。海口砲臺，仍以

勇 42守之。張兆連猜忌，以為爭功，遂譖林道足病於唐帥。適臺中府孫傳

袞日日告警，遂命撤回臺中。林道 43以前隊先行，至五月初二拔隊回臺中。 

論曰：行兵之道，如奕棋然，有一要點即下一子以鎮之，而後全局可以

制勝；不然，一著之差，全局俱敗，勝負之機，間不容髮也。憶甲申法

國寇臺，劉帥銘傳失基隆，退守臺北，遣林朝棟與楚軍王詩正仝紮五堵、

六堵，與法軍相持二箇月，法軍不得逞志於臺北也。今命林朝棟紮獅球

嶺，所部將士皆前隨征之人，地勢險要甚悉，可謂用得其人矣。奈何張

兆連一譖，唐總統即調駐臺中，致天塹之險不崇朝而失。雖張兆連之猜

忌，亦唐公一著之差也。 44 

新曆五月二十四日。舊曆五月初二日。大清臺灣紳民立前署臺灣巡撫布政使

唐景崧為民主總統，以前南澳鎮鎮守臺灣帮辦軍務劉永福為將軍。 

先是李傅相使日議約，定於四月十四日畫押，宮內躊躇未定。兵部侍郎

孫毓汶、吏部右侍郎徐用儀奏以停戰日期已滿，請皇上速行畫押。臺灣

得京信，謂緩十日不畫押，各國欲出阻割臺之議。臺南遍［徧］貼告白，

痛罵孫、徐二人，言甚悽楚，旋被京官參奏，罷退。至四月二十一日，

知和議已定，割臺難以挽回，官紳士庶痛哭呼天，飛章乞命，老成烈士

拊膺而嘆。電奏到京十六字，曰：「臺灣士民，義不臣倭，願為島國，

永戴聖清」，并電總理衙門、南洋大臣、閩浙總督、福建藩臺等處，文

曰：「敬稟者：臺灣屬倭，萬民不服，迭請唐撫院代奏臺民下情，而事

難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也，悲慘曷極！伏查臺灣為朝廷棄地，百姓無

依，惟有死守，據［拠］為島國，遙戴皇靈，為南洋屏蔽。惟須有人統

率，眾議堅留唐撫臺仍理臺事，并劉鎮永福鎮守臺南，請各國查照。割

地紳民不服，《公法》從公剖斷臺灣，應作何處置，再送唐撫入京、劉

鎮回任。臺民此舉，無非戀戴皇清，以圖固守，以待 轉機。情 形 45萬 緊，

伏乞代為電奏。」總理大臣回云：「來電均已進陳。和議一事，已於十

八日定約。臺灣久隸版圖，感激朝廷恩澤，一歸他屬，忠憤勃發，胥在

意中。但時勢所迫，勉從其議。其大要約 46有兩端：一則戰不可恃，二則

進迫京師，利害攸關，視臺尤重。一則臺無接濟，一拂其情，勢必全力

并攻，徒損生靈，終歸淪陷。查自三月起，累次來電有云，『臺無兵輪，

                                                 
42 「勇」伊能抄本作「砲勇」。 
43 伊能抄本無「道」字。 
44 此「論曰」於伊能抄本為「按語」，作「按，獅球嶺為扼要之地，林道曾於此地拒法

兵，此次敵師臨境，竟召回而用廣東勇，其路徑生疏，豈有不敗，識者知計之左矣。」 
45 「情形」伊能抄本作「情急」。 
46 「約」伊能抄本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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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困絕地，其危可知』；有云，『臺營分部兵少，防之不勝防，勇難急

到』；有云，『一二仗後，無營換退，久支強敵，難操勝算』。貴署撫

體察實在情形，不可因一時義憤而激。現以新約內日本聲稱：『本約批

限二年之內，地方人民願行遷基者，准任所之，其有田地，聽其變賣他

人；但期滿之後，未能遷徙者，日本認為人民』，皆載在和約中。是日

本得地，而百姓之不願居臺者仍有遷、賣兩途。」貴署撫每 47思念朝廷愛

護臺民，並將以上定約勸諭臺民，勿得因一時過憤，致罹後患」等語。

唐撫京電抄示臺北紳民，展觀之下，不勝駭異，知事勢已無可挽回。臺

北籌防局日集眾會議，欲抗朝命，或議請他國保護，紛紛不一。四月二

十七日，閩縣人道銜陳季同倡言立民主國之謀，同工部主事邱逢甲臺中

人 48、候補道林朝棟臺中人 49、內閣中書教諭陳儒林臺北人 50，推唐為民主。

集臺北紳商於是日公進賀表，同送至署，請視事。鑄金印一顆，文曰：

「臺灣民主總統之印」；銀章一顆，文曰；「臺灣民主將軍之印」。［總

統］西語譯為「伯里璽天德」。即於五月初二日，眾紳庶在臺北親送金

章與唐撫帥，其銀章須另日遣員送到臺南劉帮辦。是日，各國駐臺洋商、

兵艦皆鳴砲升旗慶賀。唐薇帥既膺臺民公舉，暫主總統，即電致各直省

大吏，曰：「日本索割臺灣，臺民不服，屢電奏不允割讓，未得挽回。

臺民忠義，誓不服倭。崧奉旨內渡，甫在摒擋之際，忽於五月初二日將

印、旗送撫署，文曰：『臺灣民主總統之印』，旗藍地黃邊，不得已允

暫視事。民主總統由民公舉，仍奉正朔，遙作屏藩，商結外援，以圖善

後。事起倉猝，迫不自由，已電奏并佈告各國。能否持久，尚難預料，

惟望憫而助之！」遂以陳季同為外務卿，以邱逢甲為內務卿，以陳儒林

諸紳為議員。唐總統及紳民知臺灣孤立，力請英國相助，而英國守局外

之議，不可為他山之助；力請於法國，而法國適有馬達嘉斯戛島國之役，

未能兼顧。而俄國注意於遼東，離臺甚遠，亦無意相護。 51 

論曰：唐公聞割臺畫諾，澎湖失守，各官或欲奉朝命，或絜［挈］眷逃

回。唐公電向北京請兵派餉，并奏云：「臺灣孤懸海外，難以守禦，又

無外援可恃」，無非為他日兵敗卸責起見，所以當日上諭，云「臺無接

                                                 
47 伊能抄本無「每」字。 
48 伊能抄本作「彰化人」。 
49 伊能抄本作「臺中阿罩霧人」。 
50 「陳儒林臺北人」，伊能抄本作「陳錫林」。 
51 「遂以陳季同為外務卿」以下，伊能抄本次序不同，作「唐總統及紳民知臺灣孤立，

力請英國相助，而英國守局外之議，不可為他山之助；力請於法國，而法國適有馬達

嘉斯戛島國之役，未能兼顧。而俄國注意於遼東，離臺甚遠，亦無意相護。遂以陳季

同閩人為外務卿，以邱逢甲為內務卿，以諸紳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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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又乏兵輪，作困絕地」，又云「臺海防之不勝防」，又云「恐一二

仗後，無勇可移換，久難支持。」雖臺民戀載聖清，亦無可如何，並言

和約任臺民去留之語，唐公何不將上諭遍使臺民知悉，與樺山大將約法

三章，俾臺民安堵無恐，而諸兵亦免積尸遍地，乃擁立民主，全臺流血。

嗚呼，發言盈庭，誰執其究耶？ 52 

新曆五月二十八日。舊曆五月初六日。大清國李經芳乘輪船到三貂海，將臺

灣交讓與大日本。 

同日，大日本海軍大將子爵 53樺山資紀帶兵五千，從三貂角、澳底登岸。 

海軍 54大將樺山帶兵艦十五舩，統帶步兵四大隊、工兵一中隊、衛生隊半

部、騎兵一大隊，次於三貂角澳底。時西北風烈，各船皆力抵風威。55大

清統將張兆連、分統官副將 56曾蘭亭帶勇三營，在地防堵。大日本工兵一

中隊、步兵一中隊奮勇先登岸，與清防兵少數接戰。一時半間，清軍放

去澳底潰散。 57 

論曰：當時大兵多紮基隆、滬尾要塞，在清國諸軍，以為大日本艦隊必

由此處攻擊。樺山大將精海戰之術，偵探三貂角澳底港深可泊巨艦。而

大清國官弁視為荒僻之地，不派大軍駐守，僅少數之兵防堵而已。故樺

山大將一鼓登岸，以為根據地。翼［翌］日，近衛師團亦連 而入。此

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不意」焉。噫，為將者詎可不識地理乎！ 58 

新曆五月二十九日。舊曆五月初七日。日本大將樺山統軍直抵瑞芳。 

日軍既得澳底，遂踰三貂嶺，險歷山谷，達於瑞芳之大路。曾軍盡退瑞

芳，午前十一時著手攻擊，三時，大日軍抵瑞芳。 59 

新曆五月三十日。舊曆五月初八日。大日本近衛師團長北白川宮親王抵澳底

登岸。 60 

同日廣勇統領胡［吳］國華與日軍戰於瑞芳，小捷。 61 

獅球嶺統將胡［吳］國華率所部直抵瑞芳，戰於金山。營弁藍宜簡淡水

                                                 
52 「論曰」以下《臺灣文獻叢刊》本刪削，伊能抄本無之。 
53 伊能抄本作「伯爵」。 
54 「海軍」伊能抄本作「陸軍」。 
55 伊能抄本無「時西北風烈，各船皆力抵風威」句。 
56 「分統官副將」伊能抄本作「分統管官」。 
57 「大日本工兵一中隊」以下，伊能抄本作「大日軍工兵一中隊、步兵一中隊暫次登

岸，清兵以數十人接戰。一時半間，放去陣地潰散。」 
58 伊能抄本無之。 
59 伊能抄本文字有異，作「日軍既得澳底，遂踰三貂嶺，險歷千山。曾軍盡退，無一

卒迎抗，是日遂抵瑞芳。」 
60 伊能抄本無之。 
61 伊能抄本時間作「新曆六月一日。舊曆五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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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勇直前，頗有殺傷。日軍小卻。 

新曆五月三十一日 62。舊曆五月初九日。唐民主調滬尾守將李文忠三營、陳得

勝三營助銘軍戰於瑞芳。軍潰，張兆連傷足遁。大日軍領瑞芳。 

各軍驕於小勝，兼以李文忠、陳得勝六營，遂自晨至午奔馳到瑞芳與戰。

然士卒皆淮、楚產，峰回路轉，途徑生疏，加以飢疲已極，不能成隊伍。

統領張兆連自將百人為前鋒，足趾被冷鎗所中，麾下爭負狂奔，諸軍望

之而潰，大日軍遂領瑞芳。 

新曆六月二日。舊曆五月初十日。北白川宮親王率近衛師團出雙溪口。 63 

至三貂嶺，宿金胶蔣。一行軍士，呼吸幾絕，始達山頂。聞前衛在金胶

蔣劇戰，親王走巖石，手持青竹杖，左右手引換，十分疲困。多數軍兵

病人等呻吟，親王通過敬禮之。是夜宿金胶蔣，與將校協議，預期三日

海陸夾攻。斥候長志岐中尉報告探悉戰線。午後十一時就村宿泊。 

同日，大清福建候補道楊汝翼統兵往 64臺北。 

楊汝翼於正月間奉部命渡臺，統領翼字營，駐臺中、鹿港、番挖等處，

軍務不甚整頓。唐總統召往臺北，預向臺中府索餉，始肯拔隊。 

新曆六月三日。舊曆五月十一 65日。大日本北白川宮親王率師團本隊指揮，大

將樺山統軍攻基隆。大清銘軍統領張兆連遁臺北，基隆市全陷。 66 

清張帥既敗瑞芳，始回基隆。大日軍北川宮親王率近衛師團，自行指揮 67。

大將樺山引率前衛騎兵半中隊及步兵二中隊、本隊步兵五中隊、騎兵半

中隊、砲兵二中隊、右翼步兵四中隊、左翼步兵四中隊、同側枝隊步兵

二中隊，星夜追清兵前進。分兵一隊攻北斗，一隊攻田寮港，進取基隆

海口。自午前十時兩軍著手射擊，至午後二時川村旅團突擊。時大雨傾

盤［盆］，親王揮本隊前進。日軍占領基隆，軍士死者三十二人。張兆

連棄營，由火車路遁於臺北。清兵四散而逃，死傷一百五十人，烽煙滿

山，砲聞數里，旋相繼淪失。日軍兵艦三隻由海岸施擊，同時入港，水

陸皆獲全勝，基隆市街遂失。大日軍遂駐步兵一中隊於基隆，放三軍艦

保護。時天氣熱至九十度，軍士羅紗服裝甚為困難，按預定佔領基隆，

                                                 
62 伊能抄本作「新曆六月二日」，舊曆同。 
63 伊能抄本無之。 
64 「往」伊能抄本作「回」。 
65 伊能抄本作「初十」。 
66 此則伊能抄本有異，作「大日本大將樺山統軍攻基隆。大清銘軍統領張兆連遁臺北。」 
67 「大日軍北川宮親王率近衛師團，自行指揮」伊能抄本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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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需品等由澳底海道需［輸］送。親王滯駐數日，整頓軍隊前進。 

同月同日 68，大日本大軍進攻獅球嶺，取之。 

獅球嶺防軍自恃天險，俯瞰山下，頑強抵抗。是日大雨如注，電閃雷轟，

山鳴谷應，與砲聲相和；守山軍士，衣襟盡去。親王率右隊在山下指揮，

川村少將勇敢攀登，軍士拼力攻打，相拒三時之久，清兵始行潰散，獅

球嶺為日所得。 69 

新曆六月四日。舊曆五月十二日。臺北省城粵勇焚署內變，唐總統景崧夜逃

滬尾。 70 

先是大清京都撥餉一百萬，裝在火輪運至臺北，洋鎗子藥大砲無數，唐

撫運入庫內。兵民知庫中多財幣，其管帶官係哥老會首李文魁 71，見之垂

涎。初八日，殺唐撫行營中軍管帶方良元，入索庫餉。唐見勢凶猛，揮

令恣意往取之。72至十二夜，集眾到撫署喧鬧，將撫署廚房放火藥 焚之。

時喊聲震地，人相踐踏，入庫劫掠財物，抬出之銀，中多鉛條假藉。各

街市衙門縻爛。火藥庫忽然轟炸，華人遭死者一百餘人，連銃斃各處者

共數百人 73。一時變起倉卒，唐總統率親丁數十名 74乘夜 75奔逃滬尾德商忌

利士洋行 76。是日電催林朝棟、邱逢甲、楊汝翼帶兵赴援。十三日 77電報

曰：「千急急赴援！」十四日曰：「萬急急速赴援！」邱逢甲之 78勇前紮

在南崁，亦奔回紮捒東，各領餉銀三箇［個］月。楊汝翼拔隊至大甲，

聞變逗留不前，乘間逃回福州，將餉銀席捲而去，餘勇在臺輾轉無依。 

新曆六月五日。舊曆五月十三日 79。唐總統乘輪船渡清國廈門。 

                                                 
68 伊能抄本作「新曆六月四日。舊曆五月十一日」。 
69 此段伊能抄本略有異同，作「獅球嶺防軍俯瞰山下，張軍遁去，惟於山上發砲，而

莫為攔止。是日大雨如注，電閃雷轟，山鳴谷應，與砲聲相和；守山軍士，衣襟盡去。

日軍士拼力攻打，相拒三時之久，始行潰散，獅球嶺為日所得。」 
70 伊能抄本作「新曆六月五日。舊曆五月十二日。臺北省城粵勇焚署內變，唐總統景

崧逃滬尾。」 
71「李文魁」伊能抄本作「李望魁」。 
72 「唐見勢凶猛，揮令恣意往取之」伊能抄本作「唐令往取之」。 
73 「數百人」伊能抄本作「一千多人」。 
74 「數十名」伊能抄本作「數百名」。 
75 伊能抄本無「乘夜」字。 
76 伊能抄本無「行」字。 
77 伊能抄本無「日」字。 
78 伊能抄本無「之」字。 
79 伊能抄本作「新曆六月七日。舊曆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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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唐總統在滬尾電召各軍赴援，無一至者80。臺北人情洶洶，兵勇

劫掠橫肆，在淡諸勇弁皆有反戈之意。先托德人保護其家屬內渡，爰率親

丁同乘鴨打輪船，懸掛德旗。忽滬尾砲臺上大砲打入舟中，死傷十餘人。

德船愛魯易將弁開砲回打砲臺，銃斃者七、八人，唐帥始得飛渡。是日民

間騷動，被勇匪搶掠者約一百餘萬元。臺北人爭渡內地者不下數千 81。 

論曰：讀唐公《請纓日記》，公雖翰林起家，能於彈煙砲雨之中賞識劉

軍門永福，諒山諸戰，挫法軍精銳，奏膚功於異域，雍雍乎有儒將之風。

故當簡放臺灣道時，陛見西太后，委以海疆重鎮焉。何以臺灣割讓，紳

民舉為伯里璽天德，亦冀臺亡而復存。何以調度失宜，大日軍登岸月餘，

變生肘腋，黑夜逃遁，外無赴援之兵，內乏弭禍之策。臺北生靈塗炭，

競爭內渡，舟中之指可掬，不俟兵臨城下，一身已莫保矣。雖曰此中有

天命焉，抑亦人謀之不臧也。予嘗詠〈兵變詩〉，有曰：「保險地分南北

部，調兵勢隔馬牛風。」此猶謂南北不相統屬也。觀十三、四日電曰：「千

急急！」「萬急急！」「速赴援！」林朝棟、楊汝翼猶可云雖鞭之長不及

馬腹，而紮南崁之兵，近在桃園，臺北有淮楚軍、粵軍十餘營，外無一兵

一卒可援，何以電文如此其急，諸軍視如弁髦？此豈人所能解耶！ 82 

新曆六月六日。舊曆五月十五日。臺北紳民并歐美人令辜顯榮往基隆請大日

本大將伯爵樺山、辦理公使水野遵，入城安民。 83 

唐總統於十二夜逃去，兵勇乘危搶掠，屍橫遍野，街人閉隘閘為守。紳

士劉廷玉、陳儒林等 84、洋商李春生請歐米人 85英德商先 86迎日軍安民。時

辜顯榮鹿港人，遊於臺北，見商民無主內亂，亦於 87十四日往請。學務部

長伊澤修二同水野遵巡哨 88，遂引見樺山及山田大尉，極言亂民之變，願

為前導。日帥察其誠，使人偵探，果係實事，民不堪其苦，遂統大軍於

                                                 
80 伊能抄本於「無一至者」前有「數日」二字。 
81 「臺北人爭渡內地者不下數千」伊能抄本作「淡人爭渡內地者不下數萬。」 
82 伊能抄本無之。 
83 「新曆六月八日。舊曆五月十五日。臺北紳民并歐美人令辜顯榮往基隆請大日本大

將伯爵樺山、辦理公使水野遵，入城安民。」伊能抄本作「新曆六月八日。舊曆五月

十五日。臺北紳民令辜顯榮往基隆請大日本大將伯爵樺山、民政局長水野遵，入城安

民。」 
84 「紳士劉廷玉、陳儒林等」伊能抄本作「紳士潘□□」。 
85 伊能抄本無「歐米人」字。 
86 伊能抄本無「先」字。 
87 伊能抄本無「亦於」字。 
88 「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同水野遵巡哨」伊能抄本作「途遇大日本水野遵巡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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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前三時入城安民。其亂勇奔逃，人心始安，遂駐步兵二中隊於滬尾、

步兵八中隊於臺北，收容殘兵四千，送之廈門，收其兵器 89。 

論曰：是夜節署兵變，殺人入庫強行搶攫者，腰金累累，自思可以肥身

家、肆揮霍也。然一旦變起倉猝，其亂棼如，若火燎原，難於撲滅。殺

人者，他人亦殺之；搶人者，他人亦搶之。人情洶洶，望大日軍，如大

旱之望雲霓，藉非有大軍鎮壓，而人民無主，其亂伊於胡底耶？ 90 

同日，大清候補 91道統領棟字營林朝棟拔隊援臺北。 

林朝棟於五月初七回彰，初八唐民主數次電音催回臺北，林道以兵發不

可復止。十一日，行抵彰化，校閱精壯。十四日，遣防軍營傅德陞、棟 92

右營謝天德為前鋒、以岳裔為參軍、總理棟軍營務為援臺北第一隊，以

分統林超拔、林蘭、賴寬三營為二隊，自將鄭以金、袁明翼、林玉亭及

營務處梁美甫為三隊，又令族親林文欽 93募勇四千人為後勁。十六日，兵

抵新竹，知縣王國瑞令前隊保新竹。 

新曆六月七日 94。舊曆五月十六日。大清新竹知縣王國瑞請棟軍參謀岳裔往臺

北迎接唐民主，是日廣勇千餘 95奔至新竹界，為兵民截殺。 

相傳唐民主在滬尾，王國瑞請岳裔由平頂觀音山達八里坌迎之。先是十

二之變，唐檄前臺灣鎮吳光亮八營赴援。吳時老耄，其下乘危劫餉以潰。

適臺北潰勇走依之，甫過桃仔園中壢，粵民團勇始聞臺北失守，見廣勇

金帛纍纍，疑為劫餉叛殺之徒，詐稱南下以襲新竹，於是沿途截殺，軍

械、衣服洗搶一空。適棟軍數營聞喊聲震地，亦派隊出 96哨，於是廣勇遭

殺者數百 97餘人。後知是吳軍，令安紮城外觀音亭 98。 

同日 99，大清孫傳袞卸篆，以黎景嵩代理臺灣府。 

先是澎湖破，砲聲轟天，人民大恐。孫傳袞命德功鼓舞舉人林文欽自募

練勇鎮紮城內，旋恐練勇生變，一夜撤歸。然是時早稻將熟，土匪揭竿

                                                 
89 「收容殘兵四千，送之廈門，收其兵器」伊能抄本無之。 
90 「論曰」以下，《臺灣文獻叢刊》本刪削。 
91 伊能抄本無「候補」二字。 
92 伊能抄本無「棟」字。 
93 「林文欽」伊能抄本作「林文鸞」。「閩圖」藏抄本原作「鸞」後改「欽」。 
94 伊能抄本作「九日」。 
95 「千餘」伊能抄本作「三千」。 
96 「出」伊能抄本作「巡」。 
97 「數百」伊能抄本作「二千」。 
98 「城外觀音亭」伊能抄本作「觀音亭城外」。 
99 伊能抄本作「新曆六月九日。舊曆五月十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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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起，官眷行李多遭劫掠。臺中縣葉意深本是書獃，不能同富紳募勇鎮

壓，驚惶無措，請彰紳保護內渡。彰化縣丁燮頗有膽略，諭德功、吳景

韓、廩生周紹祖在保甲局，命功招募練勇，以貢生吳景韓為副帶，每夜

親行巡查，日間令練勇出城巡捕盜賊。時在變亂中，丁燮邀同遊擊鄭榮

到北斗溪底圍擄強盜，地方以安。未幾，早稻登場，民間依舊收穫。臺

中廖姓土匪欲搶官租，功令該地局紳勸以且緩。功請黎府派勇百名紮犁

頭店。北投堡土匪亦謀搶官租，功令紳士吳倫明佯勸待黎府回去而後任

所欲為，各請勇百名鎮之。是以人民安堵，咸荷練勇鎮守之力。先是臺

灣民主唐帥下令，欲回籍者聽之，於是各府縣紛紛告退回籍。臺中府孫

傳袞十六日卸篆，以黎景嵩代之。初，臺北兵變，民猶不知，及黎到任，

歷歷道之。孫曰：「似此，兄何敢接印？」黎曰：「臺北現無主帥，其

亂焚如，我在此不猶愈乎。」孫府爰收行裝，不日起程。黎查府庫只餘

二千左右洋銀，兵餉不敷所用。鄭榮令勇圍署，遂擄王淮三向孫索餉，

孫令人取給之。蓋孫於破澎湖時，庫款行李運回內地。是時民間咸怨庫

款無餘，地方何以保全，各有不平之意。孫驚甚，爰於十六日轎門密封，

隨林朝棟家眷出城，由汴仔頭渡福省。 100 

新曆六月九日。舊曆五月十八日 101。棟軍諸勇搜殺廣勇於觀音亭。 

廣勇駐於觀音亭，羣疑洶洶。生員吳湯興、姜紹祖、胡嘉猷 102、吳鎮觥

各擁數百人，擬襲臺北。是日不期而會者萬人，遍山漫野。棟營傅德陞

議取廣勇軍裝，配船內渡。謝天德部下於收軍裝時，爭取銀物，廣勇開

鎗拒之，喊殺連天。客民乘勢攻下，數百餘名潰卒多遭殺斃 103。 

                                                 
100 本段伊能抄本多有異同，作「臺灣初歸日本，上憲飭各府縣宜仍舊約束地方，如被

土匪佔據者，該地方官有關責成，並令交割後始許放歸。然是時早稻將熟，土匪揭

竿而起，官眷行李多遭劫掠，臺中縣葉意深驚惶無措，先已請紳士保護內渡，諭德

功在保甲局，命功招募練勇與訓，吳景韓協帶防禦甚密，每夜親行巡查，日間令練

勇出城巡捕盜賊。時在變亂之中，丁燮邀同遊擊鄭榮到北斗溪底圍擄強盜，地方以

安。未幾，早稻登場，民間依舊收穫。台彰之民咸荷練勇手禦之力。先是臺灣民主

唐帥下令，如不願在臺者聽之，於是各府縣紛紛告退回籍。臺中府孫傳袞於十六日

卸篆，以黎景嵩代之。初，臺北兵變，民猶不知，及黎到任，歷歷道之。孫曰：「似

此，兄何敢接印？」黎曰：「臺北現無主帥，其亂焚如，我在此不猶愈乎。」孫府

爰收行裝，不日起程。黎查府庫只餘二千左右洋銀，兵餉不敷所用。鄭榮縱勇圍署，

向孫索餉，孫令人取給之。蓋孫於破澎湖時，行李即預運回內地。是時民間咸怨庫

款無餘，地方何以保全，各有不平之意。孫爰於廿六日隨林朝棟出城回籍。」 
101 伊能抄本作「新曆六月十一日。舊曆五月十八日。」 
102 伊能抄本無「胡嘉猷」 
103 「多遭殺斃」伊能抄本作「盡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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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曆六月十 104日。舊曆五月十九日。大清林道朝棟在後隴聞大日本兵至桃仔

園，唐帥內渡，收兵回彰。 105 

岳裔行次八里坌，始知唐撫十五日附輪內渡，即時奔回 106。林道朝棟 107聞

信，自後隴率林超拔兵回彰。 108 

同日。北白川宮親王率師團全部，自基隆到臺北駐紮。 109 

近衛師團半部由遼東到基隆，親王於十日率師團全部集於臺北。時樺山

總督開府臺北，安撫良民。親王處理軍事外，插花評茗，或散步郊外，

或詩歌自適，起居安寧。 

同日，新竹苗栗紳民議抗朝命，推生員吳湯興為首將，祭旗誓師。 110 

吳湯興，苗栗名諸生，先是帶練勇一營，易儒服為武裝，有赳赳桓桓之

象。至是眾人推為首，冀復臺北。收集首提督茂林二營、棟軍謝天德等

營，生員邱國霖、徐驤、吳鎮觥、義首姜紹祖諸鄉勇。是日祭旗誓師，

設大鼓一面，築三丈高架掛之，旗幟整齊，立約法數章，有事則擊鼓，

各庄聞鼓音即齊集其所，並約眾接濟糧食費用，如敢抗命，聲罪罰之。

紳民奉行惟謹。 

新曆六月十二日。舊曆五月二十一日 111。大日本各中隊由鐵路進發，以圖南方。 

自六月十三日，沿途鐵路截斷，日本 112工兵隨時修築。各停車場略有小

戰，甚為困難 113，留二中隊守於驛站。 

新曆六月十三日。舊曆五月二十二日。大日本坂井支隊斥候騎兵駐三角湧，

為清居民殺戮。 114 

初，騎兵在三角湧受民厚遇。尋而居民或耕畑割草，或山中逃走，用計

                                                 
104 伊能抄本作「十二日」。 
105 「收兵回彰」後，伊能抄本又有「兵民議抗朝命，推吳湯興為首將，以岳裔為副，

收集各營。」 
106 伊能抄本無「即時奔回」。 
107 伊能抄本無「朝棟」字。 
108 伊能抄本後又有「聞大軍已至桃仔園，吳湯興星夜往探，紳民議抗朝命，推吳為首

將，以岳裔為副統，收領各營。」。 
109 伊能抄本無之。 
110 伊能抄本無之。 
111 伊能抄本作「新曆六月十三日。舊曆五月二十日」。 
112 伊能抄本無「日本」字。 
113 伊能抄本無「甚為困難」字。 
114 伊能抄本作「新曆六月十四日。舊曆五月二十一日。大日本斥候騎兵駐三角湧，為

清義民殺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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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擊騎兵，出沒無常。一旦反抗，草木皆兵。自是日受居民殺傷，有不

能固守所領陣地境界。支隊與臺北斷絕，糧秣悉歸居民手。 115 

同日，大日軍山根少將分兵由劉潭甫進發，達大姑陷攻擊，互有殺傷。 

日軍分兵一隊沿河岸右側，步兵一大隊沿其左傍進發劉潭甫。初受居民

厚遇，有送糧食者，以兵三十名保護之，直進劉潭甫，亦無所顧慮。忽

市內兩側射擊，日兵死者九人。尋而山根少將開鎗向西北射擊百二十回，

本隊圍繞市面，午後遂占領陣地。山根少將令步兵一小隊向大姑陷地方

偵察，而第二縱隊不到劉潭甫而達桃仔園，為住民襲擊，死者十八名。116 

新曆六月十三日。舊曆五月二十三［二］日 117。大日軍步兵大隊向大姑陷進發，

遣斥候騎兵與居民射擊，尋占領大姑陷陣地。 

時劉潭甫北方有清國義民守保壘射擊。十五、十六日，山根少將令砲兵

中隊向保壘大戰。少而步兵亦到，一齊攻擊，庄民故［放］棄陣地 118。

午後一時，日軍遂占領大姑陷。 

新曆六月十四日。舊曆五月二十三日 119。大清苗栗縣生員吳湯興集各營統將 120

誓師出戰於楊梅壢。日軍退卻。 

是日 121，首提督茂林、傅宏禧二營，棟軍謝天德、傅德陞二營、姜紹祖

一營、吳鎮光亮一營，各營均抽五成隊，次楊梅壢一帶。適遇偵探日軍

小隊，接戰一時之久，日軍退卻。自是連戰殺戮運送彈藥之日本兵，三

十名之中止餘二 122名回報耳。 

新曆六月十六 123日。舊曆五月二十五日。大清苗栗生員邱國霖師敗於大湖口。 

邱國霖引七百人，於二十五日抵新竹。越日，到大湖口接戰。日軍亦整

                                                 
115 本段伊藤抄本略有異同，作「初，騎兵在三角湧受居民厚遇。尋而用計襲擊騎兵，

二十名中僅三名歸還耳。自是日受居民殺傷，有不能固守所領陣地境象。」 
116 伊能抄本後又有「該大尉引率步兵殘部與負傷者，越至桃仔園，與步兵大隊合一。」 
117 伊能抄本作「新曆六月十五日。舊曆五月二十二日」。 
118 伊能抄本作「義民放棄陣地」。 
119 伊能抄本作「新曆六月十六日。舊曆五月二十三日」。 
120 「各營統將」伊能抄本作「眾祭旗」。 
121 「是日」前，伊能抄本上有「苗栗生員吳湯興年少有才略，招募一營義勇，唐撫壯

之聞，臺北陷，與岳裔及紳士議援臺北，設鼓一面，有事擊之，各庄間聞鼓音即到，

並許接應糧食，如有違抗，以義旗先討，庄民皆奉命，惟謹時邱逢甲先於十八［日］

潛逃泉州，所餘吳鎮觥一營，亦與焉」一段。 
122 「二」伊能抄本作「三」。 
123 「六」伊能抄本作「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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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前進，鎗子如雨，日軍死者數十人。邱軍猛搏不支，敗績而退。新竹

城內勇丁餉食不足，紳民將首提督二營配船內渡，知縣王國瑞亦內渡。 

新曆六月二十一 124日。舊曆五月三十日。大日本旅團集軍前進。大清生員吳湯

興、徐驤等統義民禦之。 

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日本旅團齊集各隊前進。苗［栗］人吳湯興、徐驤

等沿途迎抗，互有殺傷，然日軍遇手持兵器者殺之，以次漸進新竹地方。 

論曰：自臺北至新竹，沿途雖有鐵路，而峰迴路轉，徑仄溪深，邱壑皆

可伏兵，易守難攻之地也。然臺北一破，巖疆已失，日本已盬其腦而附

［拊］其背。況清廷已下割讓之詔，唐帥渡廈，紳富挾貲遁逃。在籍臣

民欲抗朝命，不願納土歸降，而餉械已竭，將非夙選。兵皆烏合，雖有

抱田橫之志，效丹誠於舊君者，而大日軍統常勝之師，居高臨下，詎能

維持殘局耶？爾時日軍縱有小挫，而勢如破竹，逐節迎刃而解。是役也，

諸君雖不能捍衛桑梓，子弟化為沙蟲，識者嘉其志，未嘗不悲其遇，何

敢以成敗論人哉？ 125 

新曆六月二十三 126日。舊曆閏五月初二日。大清署苗栗縣李烇集紳民議守苗

栗，請臺灣府黎景嵩發給餉械，姜紹祖力戰死之 127。 

苗栗一縣多廣人，李烇係廣東人，與紳民一氣。聞日軍已據新竹 128，與

諸生吳湯興、徐驤、舉人謝維岳、富戶黃南球 129等商議，遣徐炳文至臺

灣府請發軍裝，並請領餉銀。時府庫已空，即准將該縣錢糧作勇餉，遂

檢軍裝給發。自是吳湯興統領諸土勇。徐驤紮營 130頭份，輒與日軍接仗，

互有殺傷。日軍只 131守新竹城，不能前進。苗［栗］人姜紹祖，年十八，

率佃丁百餘人赴戰，被日軍擄獲十餘人，姜亦與焉。日軍遍詢姜名，姜

家人慨然承認［之］，遂見殺。而姜幸免，卒為新竹人保出，再招勇迎

戰。後姜死於亂鎗之中，苗［栗］人憫之。 

                                                 
124 「一」伊能抄本作「三」。 
125 伊能抄本無之。 
126 「三」伊能抄本作「五」。 
127 伊能抄本無「姜紹祖力戰死之」。 
128 「聞日軍已據新竹」伊能抄本作「聞新竹日軍已據」。 
129 「黃南球」伊能抄本作「黃阿屘」。 
130 「紮營」伊能抄本作「營紮」。 
131 「只」伊能抄本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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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曆六月二十四 132日。舊曆閏五月初三日。大清臺灣府彰化縣丁燮回籍，管帶

防軍營羅樹勳代之 133。 

先是雲林縣呂兆鐄請退，唐帥以羅樹勳之子羅汝澤代之。至是丁告退，

臺中候補官甚少，羅樹勳原帶防軍營，與紳士契洽，黎府命德功、吳景

韓、周紹祖請署彰化縣。父子為同僚，亦臺灣官制創格也。清例父子宜

迴避。 134丁回之時，城內外紳民護送。蓋澎湖破後，匪徒在北壇巷強劫

官眷，丁公立殺之，地方以安。 135 

新曆六月二十六日。舊曆閏五月初七日 136。大清臺灣府黎景嵩集臺、彰、雲、

苗四縣紳富會議，籌款守禦，開設籌防局，並圖恢復臺北。以花翎副將

楊載雲為新楚軍統領。 

黎差人探知日軍止千餘人，又聞大嵙崁及桃仔園、大湖口一帶臺民旋歸

順旋即截殺，於是議籌餉械，欲圖恢復。臺中各紳亦言府庫一空，洋銀

無幾，內地如無接濟，難以維持。雖臺中錢糧抄封，可以籌收，奈［此

刻 137］富戶多逃漳、泉等處，不如暫守以待救援。黎府空空妙手，勃勃

欲試，議派富戶軍需及飭各保分局徵收錢糧，按期分收。隨令前在臺之

武弁及楚員招募遊勇，一時勢急，無暇選擇 138，凡有應募者一概收入，

務使速於成軍。並電請臺南派兵撥餉赴援。即於白沙書院設籌防總局，

請林文欽、施仁恩、莊士哲、許肇清、林朝選、吳鴻藻、王學潛等 139臺

灣紳士輪值常川辦事，議抽米厘并什稅充餉。 

同日，大日軍分路攻勦：一由新竹大路，一出安平鎮，一援三角湧 140。 

中壢平頂各路尚未疏通，沿山之民時常逼城。分［兵 141］三路攻勦：一

                                                 
132 「四」伊能抄本作「六」。 
133 「管帶防軍營羅樹勳代之」伊能抄本作「以羅樹勳代之」。 
134 「羅樹勳原帶防軍營，與紳士契洽」伊能抄本作「羅樹勳原帶防軍營，在臺日久，

與地方紳士甚相得。黎府遂以為彰化縣。父子竟為同僚，亦臺灣官制之創格也清例

父子宜迴避。」 
135 「蓋澎湖破後」以下伊能抄本作「蓋其平時善政入人心深矣。」 
136 「新曆六月二十六日。舊曆閏五月初七日」伊能抄本作「新曆六月二十八日。舊曆

閏五月初五日」。 
137 據伊能抄本補。 
138 「選擇」伊能抄本作「擇選」。 
139 「林文欽、施仁恩、莊士哲、許肇清、林朝選、吳鴻藻、王學潛等」伊能抄本作「鹿

紳及」。 
140 「一由新竹大路，一出安平鎮，一援三角湧」伊能抄本作「一由三角湧，一出安平

鎮，一援新竹大挫［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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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兵出新竹大路、一枝出安平鎮新埔，遇新埔義民胡嘉猷扼守竹圍，迴

環重疊，日軍傷亡百餘人，力疲收隊而回；一枝兵出三角湧，遇三角湧

義民黃曉潭、蘇力、蔡國樑、黃國添、張龍安等率眾力拒，開地窟以陷

馬足，沿山埋伏，日軍路徑生疏，為疑兵誘入，死傷亦百餘人。適臺北

聞報，添兵派將，由大嵙崁馳援。有清國降將余清勝引導，由小路俯攻

三角湧，遂破之。但平頂之民，恆聚眾劫糧，雜踏紛至，頗形跼蹐。 142 

新曆六月二十七 143日。舊曆閏五月初六日。新竹紳民迎大日本大軍入城安民。 

自二十三日北白川宮親王率 144師團軍隊全力攻擊大湖口等莊，大戰三

次，吳湯興、吳光亮等及土勇接仗大敗，死者二百餘名，傷者百八十 145名。

前紮新竹城棟字營傅德陞、鄭以金等兵勇撤回。吳湯興、徐驤等皆戰敗，

奔回苗栗縣。新竹紳士鄭、林 146等率眾迎請日軍入城安民。時日軍止有

二千餘人，僅守城中，晝夜巡緝甚嚴，派兵數名在香山塘稽查行人來往。

時臺人偽造八條章程：一除去竹圍，二割髮，三借女人御用，四人死焚

葬等事，印分各縣，臺人聞之，咸懼 147。 

論曰：大日軍既入新竹，善撫其民，秋毫無犯，日用糧米雞魚蔬菜，時

價購買，人民安堵如故。但軍隊只有二千餘，新楚軍紮在頭份，傅德陞、

鄭以金紮近新竹南門外筆尖山。山根少將日夜防守，但日軍人少不足分

派駐紮，城內紳富再僱勇協守，新楚軍始不能克復新竹。蓋臺灣為清君

主割讓，前棟軍及粵軍土勇，羅雀掘鼠，糧餉不能接濟，各營又不能戰

勝。大日軍是以撤對清國營而迎大軍也。外間謠言，新楚軍如入新竹，

必盡行斬殺，居民反生惶恐，五物僱勇協守，亦時勢使然也。 148 

                                                                                                                              
141 據伊能抄本補。 
142 「一枝兵出新竹大路」以下，伊能抄本文句有異同，作「一枝出三角湧，一枝出安

平鎮新埔，一枝援新竹大路。新埔義民胡嘉猷扼守竹圍，迴環重疊，日軍傷亡百餘

人，力疲收隊而回；三角湧義民黃曉潭、蘇力、蔡國樑、黃國添、張龍安等率眾力

拒，開地窟以陷馬足，沿山埋伏，日軍路徑生疏，為疑兵誘入，死傷七百餘人。臺

北聞報，添兵派將，由大嵙崁馳援。適降將余清勝引導，由小路俯攻三角湧，遂破

之。而平頂之民，恆聚眾劫糧，雜踏紛至，頗形跼蹐。」 
143 「七」伊能抄本作「九」。 
144 「北白川宮親王率」伊能抄本作「日本」。 
145 「八十」伊能抄本作「百二十」。 
146 伊能本無「林」字。 
147 「咸懼」伊能本作「咸以為懼，各多有不能從之意。」 
148 伊能抄本無之。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64 期 

 112

同日，臺灣府黎景嵩令生員林安瀾、賴澄江等奉黎府命至三角湧，諭義民由

山後攻擊。 149 

彰化北門外李來成素入山販賣，熟悉新竹山內路徑，同林、賴二生員、糧

科書辦陳周，請黎府給發公牌，及由府新頒銀票萬餘，與三角湧義民黃曉

潭、蘇力、蔡國樑、張龍安等從山後攻擊日軍，險履崎嶇，備嘗艱苦。 

新曆六月二十八日。舊曆閏五月初七日 150。大日軍探至老科崎，為義民小挫。 

日軍既得新竹，將騎兵直趕到老科崎。忽徐驤等埋伏擊之，直逼至新竹

城外數里始回。 

新曆六月二十八日。舊曆閏五月初七日 151。大清臺灣府黎景嵩使藍翎 152副將楊

載雲統領新楚軍二營、傅德陞一營、鄭以金一營進攻新竹。 

日軍駐竹止二千餘人，派二守備兵把守香山大路，查察行人，擒拏山賊

以土人抗 153拒者為山賊。吳湯興率生員徐驤扼拒頭份，大小數十戰，不

分勝負。黎府所招土勇已成，遂命副將楊載雲楚人統領，并令棟軍傅德

陞、鄭以金再隸新楚軍。葫蘆墩土人陳瑞昌 154亦招募土勇一營，紳富林

姓助其軍械，一齊并紮頭份，每日邀戰，以圖恢復新竹。 

新曆六月二十八日。舊曆閏五月初七日。福州人葛竹軒由海道往臺北，謁民

政局長水野遵領護照，詢以進取中路方略。黎府聞知，旋下獄。 155 

葛竹軒，福州人，曾為棟軍賬房。自彰化梧棲港由海道到臺北，向郊戶算

腦金，見伊澤修二學務部長，引見民政局長，請領護照。詢以臺中情形，

葛以富紳內渡，無復闘心，彰化餉匱，亦不足恃。此事岳裔所言。按，即

邱師爺，前與竹軒同為林蔭堂幕友。後黎知府偵知，將葛竹軒下獄。後林

家保出。 156 

 

                                                 
149 此則伊能抄本無之。 
150 伊能抄本作「舊曆潤五月初七日」。 
151 伊能抄本作「舊曆潤五月初八日」。 
152 伊能抄本無「藍翎」二字。 
153 伊能抄本無「抗」字。 
154 「陳瑞昌」伊能抄本作「陳松。 
155 此則伊能抄本作「新曆七月 日。舊曆閏五月十四日。阿罩霧林文欽差福州人葛竹

軒由海道往臺北，謁民政局長水野遵領旗護照其家，政府詢以進取中路方略。」 
156 伊能抄本文句有差異，作「葛竹軒，福州人，曾為棟軍賬房。林文欽令自彰化梧棲

港由海道到臺北，見伊澤學務部長，引見民政局長，請領旗護其家，並保護阿罩霧

全庄。政府詢以臺中情形，葛陳以富紳內渡，無復闘心，彰化餉匱，亦不足恃答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