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械鬥與民變 
因為渡台禁令的影響，來台的唐山客基本上都是以男性為主。而由於每個

人的信仰、祖籍的不同，因此許多背景相同或相近的人們開始聚集在一起，而在

原鄉的風俗習慣也一併帶入台灣。 

但是，這些結群結黨的唐山客，卻常常因為聚集地區、人與人之間的爭執

與摩擦、或者信仰的不同引起大小規模不等的械鬥。我們稱之為分類（依照唐山

客的來源分門別類）械鬥。 

 

分類械鬥的原因： 

1.經濟因素：兩三方爭奪水源、田地、或者地租等等。 

2.社會因素：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細故，或者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 

3.政治因素：行政區劃的盲點，行政官吏分化族群，班兵問題的缺失等等 

除了小規模的械鬥之外，還有大規模的民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 

康熙朝「朱一貴事件」，乾隆朝「林爽文事件」，同治朝「戴潮春事件」 

 

朱一貴事件 

誰說「養鴨」沒出息呢？在高雄縣就曾經出過一位高舉「反清復明」旗號

的養鴨漢，起義不過數日，就令滿清政府傷透腦筋。他到底是何方神聖，竟有如

此能耐呢？他就是「轟動台灣，驚動滿清」的朱一貴。 

朱一貴，福建彰州人，清朝初年移民來台，住在鳳山縣羅漢門（今高雄縣

內門鄉），以養鴨為生。傳說只要他一竿在手，鴨群便能聽其號令，鄉人建此都

認為他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甚至稱他為「鴨母王」。朱一貴為人豪爽好客，所

以結交了不少英雄好漢，後來，這些人很多都成為他反清革命的最佳戰友。 

西元 1721 年，由於當時的台灣知府王珍推行許\多令百姓怨聲載道的苛政，

忍無可忍的朱一貴便在那一年與好友黃殿等人商議反清大計；因為朱一貴與明朝

皇帝同姓，大家便尊奉他為「中興大元帥」，藉此以號召更多反抗清朝的人加入。

朱一貴的革命軍首先攻打岡山汛（今高雄縣），不堪一擊的清兵竟被打得落荒而

逃；各地的反清志士知道後，更是紛紛響應，而貪生怕死的滿清官員則個個聞風

喪膽，棄城而逃；才幾天，朱一貴就輕而易舉的佔領了台南府城；七天之內，幾

乎全台灣（當時只有諸羅、鳳山縣、台灣縣這三個縣）都被朱一貴的大軍攻陷。

起義成功後，朱一貴被尊為「中興王」，他便規定：「所有朝廷規矩都遵循明朝的

制度」，以表明自己「反清復明」的心志。 

但是，命運捉弄人，成功似乎來得匆匆，去也匆匆。當朱一貴的王朝正在

享受勝利的果實，內部卻發生了嚴重的內訌；這場閩客兩派的戰爭，使得新政府

元氣大傷；加上後來不斷遭到清兵的猛烈攻擊，使得整個反清勢力在不到兩個月

的時間就瓦解了，朱一貴也兵敗被捕。 



朱一貴後來被押往北京，臨刑前，刑官問他：「你只是一個平凡的老百姓，

竟敢密謀造反，到底是為了什麼？」他則慷慨激昂的回答說：「我只想光復大明

江山而已。」朱一貴雖然壯烈的犧牲了，但他豪邁的風格以及至死不屈的精神，

至今仍被人津津樂道！ 

（參考網址：http://contest.ks.edu.tw/~country/people/people3.htm） 

 

林爽文事件 

林爽文，平和縣板仔人。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隨父渡台，居彰化大

里代庄（今台中縣大里市），以耕田、趕車為業。三十九年，加入天地會，不久

成為台灣天地會的北路領袖。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一七八六至一七八八），台

灣暴發台灣歷史上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的農民起義鬥爭。起義軍的領袖就是林爽

文。  

乾隆中葉，台灣吏治腐敗，貪官橫行。台灣府貪婪之吏，以宦為賈，舞弄

文墨，剝民脂膏，三年報罷，滿載而歸。台灣知府孫景燧任意虧缺國庫，以公肥

私。總兵柴大紀任職兩年，貪污所獲達，金銀五、六萬兩。與此同時，天地會組

織在台灣迅速擴大，入會人數不斷增加。廣大人民對清王朝的統治日益不滿。天

地會成了除貪抗清的一支不可小視的政治勢力，引起了清政府的關注。乾隆五十

一年七月，清政府下令解散天地會，到處搜捕該會會員，並借機燒殺搶掠，濫殺

無辜。天地會黨人林泮、林領等被官府追捕逃至大里。知府孫景燧進駐彰化，命

知縣俞\峻和游擊耿肚文進駐大墩（今台中市）。只見大墩城內火光沖天，哀號一

片。形勢緊迫，林泮勸林爽文揭竿起義。林爽文生性豪邁，疏財仗義，此時已忍

無可忍。他不顧林姓宗親反對，毅然率眾起義，號召百姓剿除貪官。以保民生。  

一月二十七日，林爽文率聚襲擊大墩，全殲清軍，殺知縣俞\峻，游擊耿世

文等。二十九日，義軍攻占彰化，殺知府孫景燧、同知長庚等。義軍節節勝利，

民眾群起回應。十二月，林爽文在彰化創建農民革命政權。眾推林爽文為盟主，

建元\"順天\"。接著，義軍發兵攻克諸羅，殺同知董啟埏、游擊李中楊等﹔攻占

淡水，護淡水同知程峻自殺。農民起義軍鬥爭矛頭直指官府。義軍所到之處，反

復發布告示，宣傳起義的綱領和紀律。其主要內容：  

一是剿除貪官污吏:台灣皆貪官污吏，擾害生靈，援舉義旗，共滅剿除，以

快民心。凡貪官污吏，皆依法處死，沒收財產以供軍需和濟貧。  

二是嚴諭軍伍:告誡義軍成員，不許\妄殺一人，混取一物，犯者按法究治，

決不姑寬。  

三是保護民生，團結人民共同對敵:防止狹隘的地方觀念和宗族宿怨作祟，

任令械鬥結成深仇，擾亂社會秩序。申明無論閩粵民番，一視同仁，共畢大業。

林爽文起義的消息傳到鳳山，以莊大田為首的天地會數千舉旗回應。 

起義軍的迅猛發展，引起清王朝的驚恐，立即調兵遣將前往鎮壓。乾隆五

十二年正月，四千福建兵馳援台灣清軍，歷數月，戰敗。最後縮守府城，對義軍



毫無辦法。十月，又命陝甘總督福康安為平台大將軍，率湖南兵二千，廣西兵三

千，貴州兵二千，四川屯練兵二千，計九千人開台討伐。一月，義軍與清軍先後

交戰於八卦山、牛稠山和大里。清軍擁有大量槍炮，且訓練有素。義軍奮勇拚殺，

伏擊堵截，終不敵而敗退。清軍進入大里，殺害義民和無辜百姓二百餘人，放火

燒村，大里成一片廢墟。林爽文率部敗走集集，再逃小半天。清軍繞山抄擊，搜

山而俘林爽文。北路義軍被鎮壓後，清軍南下。莊大田退守琅橋，受重傷被俘，

就地處斬，林爽文被解往北京，受盡酷刑後，於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十就義，年

僅三十二歲。  

林爽文起義，前後經歷一年零三個月，參加人數達數十萬，它不僅是台灣

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而且是清代歷史上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 

（參考網址：http://host.wcjhs.tyc.edu.tw/~wc80026/lic3.htm） 

 

戴潮春事件  

戴潮春，彰化四張犁人，家庭富裕。戴潮春與他的哥哥為爭奪土地，組織

土地公會、八卦會以增強自己的力量。後來他的哥哥病亡，但是戴潮春並沒有停

止組織，反而暗地裡組織更大規模的天地會。此時太平天國仍然在中國發動內

戰，台灣人心惶惶，戴潮春以聯莊保路為名，替滿清官方訓練地方自衛隊，幫官

兵捕盜，地方官員非常欣賞他，倚之為左臂，因此戴潮春聲實力大增，可稱聲勢

浩大，人數到達萬人。即是在官方的許\可下成長，其理由是賴戴潮春以八卦會

的人維持地方治安，八卦會的名聲極好，入會的人也有不少人為求自保，所以人

數達好幾萬人。另一方面滿清官員見彰化縣殺人越貨的強盜甚多，而從中國派來

的班兵又沒有戰鬥力，所以這支民間自衛武力部隊日漸強壯。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三月，滿清兵備道孔昭慈到彰化，竟然殺了八卦會

總理洪某人，這種行為引起八卦會的盛怒。戴潮春帶領八卦會眾，舉手一指即攻

下彰化，自立為王並以「大元帥」自居，分封林日成、陳弄、洪欉為南王、西王、

北王，自為東王，又封大將軍、國師、丞相等官職，設置中央政府各機關，安撫

百姓。儼然成為獨立王國。 

在軍事上也十分有進展，生擒殺了八卦會總理洪某人的滿清兵備道孔昭

慈。孔昭慈、規昌慈等人被囚自殺。四月戴潮春攻鹿港、圍嘉義；後攻大甲，得

而復失。八月又攻斗六門、南下嘉義，仍不成功\。滿清的分巡台灣兵備道洪毓

琛向英商德記洋行借款，成立籌防局以為應付。十二月滿清從中國派兵來台，命

福建水師提督吳鴻源於次年率軍登陸安平後，清軍方漸次取得優勢，不久又命陸

路提督林文察又來支援，但仍不敢進攻彰化城。最後滿清二度增兵，再從中國派

出大軍，台灣兵備道丁日健率軍自淡水登陸，與新竹林占梅所率鄉勇會師南下，

如此滿清軍隊才敢進兵。彰化、斗六門相繼被清軍攻克。戴潮春入內山，匿於大

武西堡，被捕，被斬於北斗。 

戴潮春革命起義歷時三年。 



（參考網址：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3/33.htm） 

 

 

民變發生的主要原因：嚴苛的賦稅、政府的剝削、貪官污吏、官府的措施

失當等等。 

而民變時，「會黨」是擴大民變的最主要原因（如天地會等等）。 

另外，清廷為了防堵漢人與原住民勾結，特別劃分漢番界線（又稱為土牛

溝、土牛紅線等等），但因為執行不力，以及行政區劃的盲點等等，原住民的權

益受到損害，也讓原住民產生了幾次小規模的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