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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峰於九二一震災後的東勢保安祠廢墟（黎振君攝 1999,10）



底下東勢保安祠圖片恐怕會引起

不舒服的感受，請自行斟酌觀看。



九二一大地震後東勢保安祠骨骸（陳玉峰攝 1999,10）



東勢保安祠平面圖（陳玉峰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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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大地震後動用怪手扒挖東勢保安祠骨骸（陳玉峰提供 1999,10）



黎振君攝1999,10

















黎振君攝 19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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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公會堂原址的老人福利服務中心（蕭阿勤攝 2012,1,1）



1905年地籍圖東勢庄（大字東勢小字下新）墓381番地（今東蘭路與豐勢路
598巷間）大甲溪邊的斜坡地帶（1924年分割成「墓381-1」與「建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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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地籍圖東勢庄（大字東勢小字下新）墓381番地（今東蘭路與豐勢路
598巷間）大甲溪邊的斜坡地帶（1924年分割成「墓381-1」與「建381-2」）



下新庄381號地周邊（東勢都市計畫圖1941年）



下新庄381號地周邊（東勢都市計畫圖1941年）



東勢公會堂



東勢表忠碑



東勢社會館及尖塔



下新庄381號地周邊（東勢都市計畫圖1941年）



下新庄381號地周邊（東勢都市計畫圖1941年）



下新庄381號地周邊（Google衛星圖）



東勢社會館尖塔，背景為位於公會堂原址的老人福利服務中心（蕭阿勤攝 2012,1,1）



表忠碑改名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現封於民宅內（文化資產報報FB 2017,09,25）



東勢保安祠周邊地籍圖套疊Google衛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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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廂（15.120坪）的土埆厝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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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勢區延平里辦公室兼社區活動中心（保安祠原址）



東勢萬善祠大眾爺廟



東勢萬善祠大眾爺廟（劉懷仁攝 2023,6,22）



藏骨屋（陳兆勇攝 2022,01,27）



大眾爺廟正殿（陳兆勇攝 2022,01,27）



伯公龍大眾爺廟附近土地公廟林梨宮的楹柱對聯（陳兆勇攝 2022,01,27）

穽守崎頂眾信遷徙三公里 深居爽文四股恭遷橫排口



四角林宋文坑的爽文坑公車站 Google Map



萬人塚的迷惑

1905年首次現代戶口普查時東勢角庄人口數6,715人（明治

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要計表：74）。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者何傳坤受邀運用體質人類學

科技對保安祠骨骸進行顱骨測量，發現其主要群體「與福

建漢人相近，而與客家系漢人較遠」。就客民聚落區域為

何出現如此巨量的閩人無主骨骸，何傳坤認為「值得再深

入的去探討」。



陳玉峰教授現場目擊慘絕人寰的景象，直覺具有重要歷史意

義，雖然一時無法深究起源，卻當下訪談當地耆老留下文史

記錄〈東勢保安祠考〉一文。

緊隨其後，筆者探究清代臺灣的界外私墾與社會動亂，從宮

廷檔案得知林爽文軍逃竄生番界，於東勢地方被泰雅族南北

勢群圍殲，卻苦於找尋不著確據，碰巧看到〈東勢保安祠

考〉，當即心有靈犀一點通。

其後於劉中立家看到族譜內的相關記載，並有緣得助於過去

家居下新381號地社會館尖塔下的蕭阿勤教授確認萬人塚所在，

接著在土牛慈雲宮巧遇劉文進後代劉燿坤先生，諸多失落的

歷史環節逐一尋獲並得解開。

筆者既不可能起古人於地下，也無法替代他們發言，唯一能

做的不過是透過史料讓他們自己說話。

至於種種巧合如何讓史料來到筆者手上開始說話，或也只能

讚嘆因緣造化的奇妙。



在地點考證的基礎上，講者進一步細究林軍萬人塚的緣起

與由來，發現與東勢地方（約當日治時期東勢郡地區，即

今臺中市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和平區等地，俗稱臺

中山城地區）的界外私墾，關係非淺，追根究柢之下，再

進而追問：

漢人如何進入土牛界外東勢地方從事私墾，與原住民（生

番、熟番）社群及自身內部（漳、泉、客）社群彼此間又

產生什麼樣的競爭／合作關係？

界外私墾者最後如何變成清廷三層式族群空間治理體制下

務必消滅的敵人，國家權力又如何藉由界外各類人群間的

歧異與矛盾，分化離間，致其自相殘殺而殄滅之？



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三層制）

以界外平埔作為熟番族群的專屬空間，形成

「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

（高山奏文）的三層式族群空間分布

多元族群（生番／熟番／漢民）的空間治理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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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制的地方治理實作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界外私墾

三層制的危機：沿山界外私墾勢力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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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仔籬土牛溝



慈雲宮廟口看報的土牛國小退休教師劉燿坤 (2016,11,02)



劉燿坤先生手繪樸仔籬土牛及界溝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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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號土牛（地號四〇三─十二，地目：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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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六月千總沈國輝追捕逃犯至樸仔籬內埔（新社台地）

七月沈國輝與署彰化知縣張東馨會同勘查樸仔籬內埔

已有「社龍寮庄、芎蕉腳、水底寮、松柏崗、大湳
中埔、馬連、水井仔庄、十一分厝、八分厝、七分
厝」等聚落名稱。新社台地現今存在的地名大致已
經完備，而且各聚落的方位和距離也與今日大致吻
合。

該地聚居千餘名漢人（漳泉籍人居多，客民占十之
一、二），岸裡社轄下的樸仔籬社、阿里史社熟番
數百人，另有軍工匠在水底寮，廠內二十餘人，入
山砍伐三十餘人；漢人向岸裡社佃墾納租，已墾有
田園兩百餘甲。



紅線：漳人
藍線：泉人
綠線：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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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五年界外私墾勢力崛起

大里杙庄林士慊因莊民在界外（樸仔籬）遭生番
殺害，率眾焚搶負責守隘的阿里史社。（三月）

理番同知史崧壽與署彰化知縣張東馨各出銀250元
安撫阿里史社，平息林士慊焚劫案。（五月）

乾隆四十七年漳泉分類械鬥（八月至十一月間）

大里杙漳匪林士慊等首先聽邀攻庄尤為起事首惡

林士慊率領大里杙鄰近沿邊漳庄出戰，總共攻過
110庄。

戰守以庄為單位，不是羅漢腳（小刀會等城鎮遊

民），而是從事界外私墾的沿山勢力。



《平臺紀事本末》描述黃仕簡與楊廷樺於乾隆四十七年到彰化縣大里杙逮

捕林士慊等漳泉械鬥首犯的情形：

乾隆四十七年，漳、泉民搆釁焚掠，官兵擒治，其黨羽懼罪，紛紛逃

入大里杙。水師提督黃仕簡、臺灣道楊廷樺挾重兵壓莊，搜求罪人。

莊人以重利賄師，師退。其縛獻者一、二人，實非黨惡。由是諸無賴

之徒益輕官兵，而奸民多生心矣。（平臺紀事本末：1）

大里杙庄「縛獻」事實上不只一、二人，而是林士慊在內的95人。在未與

官軍對抗的情形下，交出林士慊等人充數，斬決（彰化、諸羅總共處決

304人）結案，大里杙等沿邊各庄卻仍然保留著令官方畏懼的實力。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787年1月16日）勦捕林爽文的聯合部隊

（府城鎮標中營300名、北路協彰化縣駐軍300名、猫霧捒汛汛兵165名及

民壯百餘名，合計約九百人），於猫霧捒汛大墩營盤凌晨遇襲，全軍覆沒

，隔一日林軍攻下彰化縣城殺死臺灣知府孫景燧在內的大小官員。

林爽文等勢力最盛時，清廷僅存府城以及位於南北兩端的上淡水艋舺汛與

下淡水山豬毛汛孤守。

清廷動員六萬大軍，費時一年，方得攻陷大里杙，最後殲滅林軍仍靠沿山

勢力的天敵：內山生番。



界外私墾與「弄兵之漸」

乾隆帝檢討清代臺灣最大的動亂：林爽文事件

自近年楊景素議立界限之後，將界外良田美產轉畀
生番；生番不事耕種，內地無業游民竊渡偷墾，地
方官諉之界外，不復稽察。於是，奸匪尤易藏匿。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無藉遊民，往往偷渡，私墾近番隙地。地方官又置
之界外，不能設法稽察，以致習於械鬥，遂開弄兵
之漸。（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所謂的「弄兵之漸」

有一群在邊界內外穿梭出入營生的漢人，在劃界遷民封禁界

外時期，不得不武裝自己及形成會黨形式的準軍事組織，以

保護自己在界外進行私墾及山林利益之擷取，或也不免使用

此武力來解決彼此間的紛爭（械鬥）。

在國家迫於開墾規模的現實與治安的問題開放界外准墾時，

拙於體制內遊戲規則的這一批人，卻無法與那些官方關係良

好且兼具財勢的傳統菁英們競爭，取得合法業戶身分，保障

自己在界外非法私墾時好不容易取得的既有利益。

這群人的利益既來自國家權力的缺席，也玩不慣國家設定的

遊戲規則，對國家權力延伸進入界外，自然十分忌諱。

當意圖進入界外進行實質治理的國家視此民間力量為統治威

脅，不願將之收編納入體制，而且試圖解散其組織、捕殺其

帶頭成員時，直接的武力對抗就難以避免了。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吾
帶
張
鳳
華
、
江

進
士
等
祭
打
蘭
（
卓
蘭
）
山
神
。
至
十
八
日
，
林

爽
文
等
打
破
大
墩
就
反
。
蒙
淡
分
憲
徐
（
淡
水
同

知
徐
夢
麟
）
招
吾
同
張
仕
、
黃
元
等
招
出
生
番
把

隘
、
隨
軍
。
（
劉
中
立
家
族
譜
）

立
甘
結
效
義
字
人
劉
立
、
黃
元
、
張
士
（
張
仕
）

今
當
岸
通
事
潘
明
慈
、
岸
裡
社
主
潘
士
興
、
粵
義

首
張
鳳
華
等
身
前
遵
領

列
憲
札
諭
，
購
募
生
番

堵
禦
賊
匪
助
剿
等
因
。
元
等
即
日
承
任
，
攜
率
岸

社
近
屬
屋
鰲
、
沙
里
興
等
十
三
社
內
山
生
番
（
按

即
獅
仔
等
十
三
社
歸
化
生
番
）
在
黃
竹
坑
、
坪
林

仔
、
旱
溪
、
赤
土
崎
、
松
柏
崗
等
處
通
路
要
地
分

屯
堵
禦
，
不
致
賊
匪
逃
入
竄
匿
遺
誤
等
情
。
元
等

如
有
遺
誤
，
任
憑
通
事
等
稟

官
治
罪
，
不
敢
冒

結
。
合
立
甘
結
效
義
字
是
實

在
場
見
保
認

黃
養
茲
、
黃
阿
宣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七
月
（
缺
）
日
立
甘
結
效
義
字

劉
立
、
黃
元
、
張
士



林亂岸番把守圖



林爽文於起事後翌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彰化縣城南門外
的教場舉行聚會，分授官職及公開處決俘獲的官員長庚、劉
亨基等，並告知眾頭目：「你們不要害怕，只管跟了我去，
就是不能成事，都逃到內山裡，可以躲避」。

在場同夥還有「在內山水沙連交界地方，拿鹽、布與生番貿
易鹿皮、鹿筋等物」的生番通事杜美（杜敷、杜孚）。杜美
為漳州人且加入天地會，那時與林爽文及眾人約定：「若逃
往內山時，就可在那裡（水沙連內山）躲避」。

福康安訪實林爽文父母家屬藏匿在水裡番社，並透過楊振文
、曾大源聯絡上舊曾相識的杜敷。福康安知道只有杜敷「素
能駕馭番眾」，透過「剴切曉諭，示以重賞」，寄望他能協
助「弋獲」家眷，並就之追出林爽文。

先曾下旨：「將杜美一犯嚴拿務獲，解京審辦」的高宗，見
到福康安奏內提出此議，無可奈何之下，硃批：「不能批，
祇得如此」。



林亂岸番把守圖





爽
文
路













（
海
蘭
察
）
於
二
十
五
日
至
搜
捒
社
、
麻
薯
社
一
帶

，
聞
林
爽
文
於
二
十
四
日
夜
間
，
在
東
勢
角
地
方
（

按
：
今
龍
安
橋
一
帶
）
，
被
生
番
截
殺
四
百
餘
人
，

餘
眾
沿
山
北
去
。
查
看
賊
人
蹤
跡
，
係
兩
路
逃
走
，

隨
將
官
兵
分
為
兩
路
，
海
蘭
察
、
舒
亮
、
恆
瑞
、
穆

克
登
阿
、
許
世
亨
、
袁
國
璜
由
東
勢
角
前
進
；
鄂
輝

、
普
爾
普
、
普
吉
保
由
樸
仔
離
東
山
前
進
，
山
徑
險

窄
，
穿
林
越
箐
不
能
乘
馬
，
均
屬
徒
步
登
陟
。
官
兵

等
沿
山
搜
捕
，
殺
死
賊
匪
二
千
餘
名
，
拏
獲
活
賊
四

十
餘
名
，
奪
獲
大
小
砲
五
十
餘
位
，
鎗
二
百
八
十
餘

桿
，
刀
矛
四
百
九
十
餘
件
。

（
海
蘭
察
）
二
十
七
日
行
至
獅
子
頭
社
，
山
溝
內
賊

屍
縱
橫
遍
地
，
數
里
不
絕
，
而
河
內
淹
斃
之
賊
亦
多

。
據
王
松
及
生
番
等
稟
稱
，
林
爽
文
於
二
十
五
日
到

獅
子
頭
地
方
，
賊
匪
等
因
日
夜
行
走
，
腿
腳
俱
已
發

腫
，
過
河
淹
斃
者
一
千
餘
名
，
社
內
生
番
堵
截
去
路

又
殺
死
賊
匪
二
千
餘
名
，
只
剩
賊
匪
一
、
二
百
人
過

山
逃
去
，
大
約
從
猫
裡
社
逃
往
三
貂
去
了
，
生
番
等

不
認
得
林
爽
文
，
不
知
道
可
曾
殺
死
。
等
語
。
隨
將

生
番
所
獻
首
級
，
令
拏
獲
活
賊
逐
一
認
識
，
俱
非
林

爽
文
首
級
，
仍
即
分
路
帶
兵
馳
往
追
捕
。
（
福
康
安

、
海
蘭
察
奏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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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生番竟能如此 哈
佛
大
學
燕
京
圖
書
館
藏
福
康
安
︽
平
定
臺
灣
得
勝
圖
進
呈
副
本
︾

圖
六
︿
攸
武
乃
克
捷
﹀



五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廿
四
日
林
爽
文
等
七
千
餘
匪
逃
在
外

屋
莪
（
屋
鰲
）
社
腳
山
下
。
該
社
生
番
來
下
新
庄
報
知

。
吾
同
張
仕
老
等
是
夜
帶
同
義
民
共
十
八
人
到
屋
莪
社

。
吾
即
見
天
地
曾
（
會
）
人
叫
他
等
投
順
，
奈
他
苦
苦

肯
〔
按
：
臺
語
苦
苦
相
勸
〕
，
尚
放
刁
言
。
吾
等
乃
係

奉
福
中
堂
（
福
康
安
）
各
憲
把
隘
，
不
得
已
，
傳
令
各

社
生
番
廿
五
日
早
與
他
對
戰
，
戰
至
巳
刻
，
林
爽
文
等

七
百
餘
匪
逃
走
上
港
。
吾
即
回
庄
報
官
。
果
見
海
候
（

侯
）
〔
按
：
海
蘭
察
侯
爵
〕
到
東
勢
角
上
新
庄
地
住
（

駐
）
札
。
吾
向
前
稟
報
，
刻
即
命
吾
帶
官
兵
到
出
火
社

山
腳
住
札
，
即
查
殺
着
賊
匪
貳
千
七
百
餘
。
後
吾
等
送

官
兵
到
打
蘭
（
卓
蘭
）
，
海
候
往
竹
塹
追
拿
林
爽
文
等

，
吾
等
帶
生
番
十
餘
、
義
民
十
餘
往
東
多
納
〔
按
：
東

埔
納
大
營
〕
報
功
，
叩
見
中
堂
，
蒙
賞
，
各
各
頂
帶
、

銀
元
。
（
劉
中
立
家
族
譜
）

故
人
念
舊
好
言
苦
相
勸

好
漢
窮
途
氣
短
強
送
客



林
爽
文
軍
民
萬
人
塚
位
置



匠寮



東勢角林爽文軍民萬人塚

自埔里北上的六、七千名林軍沿途餓死千餘人，渡大甲溪遭

沙里興生番（泰雅族南勢群）截殺四百餘，在新社台地被官

兵剿殺二千餘，加上大安溪溪谷獅仔、屋鰲等社（泰雅族北

勢群）殺死及淹死的三千多，東勢角及樸仔籬山頂（約今臺

中市東勢區和新社區範圍）林軍死亡人數總共約七千，集中

堆疊於東勢下新381號地。

再加上清軍剿洗時無辜喪生的百姓（新社台地的閩人居民林

潘磊等全數消失），以及後續十九世紀戴潮春事件東勢地方

喪生的紅旗軍千餘人，骨骸合計達萬餘人，應屬合理估計。







陳
周
全
事
件
後
高
宗
的
權
變
部
署
芻
議

漳
、
泉
民
風
最
為
刁
悍
，
屢
經
大
加
懲
罰
，
尚

不
知
悛
改
。
今
若
欲
使
之
默
化
潛
移
，
一
改
積

習
，
無
論
哈
當
阿
、
楊
廷
理
等
不
能
道
德
齊
禮

。
況
臺
灣
地
方
向
分
漳
、
泉
、
粵
三
庄
，
伊
等

類
聚
群
分
，
遇
有
事
端
，
彼
此
轉
得
互
為
牽
制

。
即
如
林
爽
文
、
陳
周
全
滋
事
時
，
悉
賴
有
義

民
，
是
以
要
犯
得
以
就
擒
，
迅
速
集
事
，
否
則

僅
恃
該
處
弁
兵
，
安
能
似
此
剋
期
蕆
功
！
甚
或

漳
、
泉
之
人
串
通
一
氣
，
勾
結
滋
擾
，
剿
捕
豈

不
更
覺
費
手
。
是
該
處
民
情
不
睦
，
亦
只
可
聽

其
自
然
，
倘
有
械
鬦
仇
殺
情
事
，
地
方
文
武
原

可
隨
時
查
拿
，
按
律
懲
治
，
但
此
意
該
鎮
道
惟

當
默
存
諸
心
，
又
不
可
使
漳
、
泉
人
知
覺
，
轉

啟
朋
比
為
奸
也
。
︵
乾
隆
六
十
年
五
月
十
四
日

諭
旨
︶



五十步笑百步

方維甸嘉慶十五年來臺查辦分類械鬥，揭露嘉
慶十一年漳籍義民到鹿港協助防禦海盜蔡牽時
，與當地泉人意外衝突，引爆漳泉械鬥，造成
數萬難民。

他把當年奉旨來臺剿辦蔡牽的欽差大臣福州將
軍賽沖阿諱匿嘉慶十一年彰化漳泉械鬥所造成
的「夙怨」，當成十四年漳泉兩籍再度械鬥的
起因。

但他處理接著發生的漳客械鬥時，做法卻是「
五十步笑百步」，並未認真查辦，而且縱任誤
解加深、仇恨蔓延。



權變部署定案：方維甸的「兼用經權」
方維甸嘉慶十五年三月八日極機密等級的奏摺：

再，漳、泉、粵三籍民人各分籍貫，不能和睦，相沿惡習固應

化導。然臺灣民情浮動，不僅械鬥，即豎旗聚眾，亦皆視為尋

常。設使三籍聯為一氣，於海外要地，轉非所宜。猶幸黨類區

分，各不相下，遇有莠民滋事，其異籍之人，必為義民，與之

樹敵。自康熙年間至今，悉皆如此。今藉此互相鈐制，仍禁其

仇殺相攻，兼用經權，似於地方有益。此臣愚昧之見，不敢稍

有宣露，僅一併附片密陳。謹奏。

方維甸認為固應禁止民間「仇殺相攻」，但卻無需尋求徹底化

消其彼此「黨類區分」的敵對態勢，萬一發生民變或叛亂，即

可藉資分化，讓其「互相鈐制」。

刻意操弄分類敵對多發生於動亂時，臨時應變，隨機制宜，並

無常規可循。相對於三層式族群空間分布這種「常態體制」，

不妨稱之為「權變部署」。相互搭配使用就是「兼用經權」。



「不敢稍有宣露」的非常手段

精明的統治者很容易就警覺到，仰賴社會內部矛

盾加以分化離間的權變部署，終究是「非不得已

而用之」的非常手段，並非穩定可靠的治理機制

，而且還自知千萬不可讓百姓知曉。只不過，對

於縱容及操弄分類仇恨所造成的惡性循環與嚴重

性，事先卻不見得有足夠的警覺。



分類械鬥的變本加厲
嘉慶十四年(1809)分類械鬥時，方維甸調兵兩千人
渡臺即構成足以「勸和」的「兵威」。

道光六年(1826)再度發生大規模分類械鬥，「戕殺
不下萬餘人，屍相枕藉於道」。閩浙總督孫爾準調
動高達兩倍半（五千人）的兵力， 才夠「兵威」。

從分類械鬥變成「攻城戕官」的叛亂

假分類、真叛亂：張丙事件(1832-1833)
抵臺官兵七千四百餘人，軍費八十八萬兩。

真分類、假義民：下淡水閩客分類



捐軍餉、辦團練與民間武力的解禁(鴉片戰爭1840-)

道光二十四年(1844)彰嘉兩縣漳泉分類械鬥時，閩

浙總督劉韻珂雖然備有外府兵1,000名待調，卻終無

需出海渡臺，而且此後臺灣分類械鬥，竟如總督此

次所言：「無庸再勞內地師旅，致滋糜費」。

地方豪強的崛起與民間武力的失控

林恭事件(咸豐三年1853)

水底寮豪強林萬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假義首、真逆黨」

太平天國動亂自顧不暇：「不煩內地籌餉撥兵」

頂下郊拼：保安宮作為大龍峒同安人的大本營

戴潮春事件(同治一至三年1862-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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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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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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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庄
紅
白
旗
對
戰

四張犁



署
淡
水
同
知
鄭
元
杰
商
令
候
補
通
判
張
世
英
，
督
帶
壯

勇
，
進
紮
彰
化
縣
屬
翁
仔
社
，
密
派
義
民
分
赴
月
眉
等

處
，
傳
諭
莊
民
協
助
，
並
令
義
首
羅
冠
英
號
召
番
丁
會

剿
，
當
將
東
勢
角
等
七
莊
攻
毀
，
逆
眾
尚
踞
寮
下
街
、

加
蠟
埔
（
校
栗
埔
）
、
石
岡
莊
、
葫
蘆
墩
等
處
，
張
世

英
督
同
義
首
羅
冠
英
等
率
勇
馳
赴
寮
下
，
悉
力
攻
打
，

於
閏
八
月
初
三
日
用
地
雷
轟
開
賊
巢
隘
門
，
羅
冠
英
率

勇
首
先
衝
入
，
大
隊
繼
進
，
斃
匪
七
、
八
百
人
，
立
將

寮
下
街
收
復
。
該
逆
敗
歸
加
蠟
埔
，
我
軍
乘
勝
追
擊
，

復
將
加
蠟
埔
攻
克
，
焚
燬
賊
營
七
座
，
生
擒
十
餘
人
，

敗
匪
渡
溪
逃
遁
，
浮
橋
斷
折
，
落
水
淹
斃
者
約
三
、
四

百
人
。
二
十
日
，
張
世
英
督
飭
生
員
梁
星
漢
、
義
首
羅

冠
英
、
廖
傑
（
廖
俊
傑
，
即
廖
廷
鳳
）
等
率
勇
進
攻
石

岡
莊
，
轟
倒
該
逆
銃
櫃
二
座
，
並
焚
莊
口
賊
營
，
莊
內

逆
眾
抵
死
拒
敵
，
力
戰
至
午
刻
，
斃
賊
二
百
餘
名
，
生

擒
十
三
名
。
二
十
一
日
，
攻
克
石
岡
莊
，
殺
賊
無
算
，

並
銃
斃
賊
首
劉
荃
二
一
名
。
二
十
二
日
，
張
世
英
調
派

各
勇
，
四
路
進
攻
葫
蘆
墩
，
槍
礮
連
環
，
轟
斃
賊
匪
，

不
計
其
數
，
賊
勢
不
支
，
紛
紛
敗
遁
四
張
犁
，
當
將
葫

蘆
墩
克
復
，
救
出
難
民
千
餘
人
。
查
點
我
軍
傷
亡
勇
首

廖
阿
沅
（
廖
細
元
、
廖
世
元
）
一
名
。
（
閩
浙
總
督
耆

齡
同
治
元
年
十
月
奏
，
明
清
宮
藏
臺
灣
檔
案
彙
編
）



同治元年八月羅冠英等號召生番會剿，將「東勢角等七莊攻

毀」， 「逆眾」尚拒守「寮下街（即東勢角匠寮，今東勢區

本街一帶）、加蠟埔（校栗埔，今興隆里）、石岡莊（今石岡

區石岡一帶）、葫蘆墩等處」。

閏八月三日羅冠英等進行攻堅，以「地雷」（埋設炸藥）轟開

柵門，攻入寮下街，殺死七、八百人，並乘勝攻克校栗埔，

「焚燬賊營七座，生擒十餘人」，還造成渡過大甲溪退往石岡

的敗逃者大量傷亡，溺斃達三、四百人。

二十日羅冠英、廖廷鳳等與生員梁星漢攻打石岡莊，轟倒銃櫃

二座並焚燒莊口敵營，斃敵二百餘名、生擒13名，次日攻克

「抵死拒敵」的該莊，槍殺股首劉荃二，並「殺賊無算」。

二十二日攻克葫蘆墩，戴潮春軍敗回四張犁，後厝庄林日成軍

來援，勇首廖細元陣亡。

此役奏文統計東勢地方紅旗軍陣亡者千餘人（實際死亡數目或

遠高於此），料應同歸於381號地萬人塚。



拜廟獻書（陳兆勇攝 2022,01,27）



大眾爺廟耆老們熱烈討論中（陳兆勇攝 2022,01,27）



慈雲宮（陳兆勇攝 2022,01,27）



慈雲宮謝神（陳兆勇攝 2022,01,27）



土牛劉文進家族的後代劉燿坤先生來信回應前述奏文及「土牛
是否亦有紅旗軍」之問

文中石岡股首劉荃二身份待查
東勢地區校栗埔林家紅白旗軍皆有，上土牛鍾家亦有紅旗軍。
文進長子章仁、四子章崧派下

衍清（文進長孫、章仁長子，紅旗軍，反清復明自稱為王，
吞金自殺擔罪。錫齡、嘉修高祖父）
衍梯（文進次孫、章仁次子，白旗軍，朴仔堡總理、五品
即補同知，於廖細元後閏8月27日歿。廖細元、黃熙光、羅
冠英、廖俊傑義結金蘭。）
衍庠（文進次屘孫、章崧次屘子，紅旗軍，反清復明自稱
為王，敗退入苗栗內山）。
衍鈿（紅旗軍，擅天文地理助兄，回唐或入山失蹤。）

文進次子章職、三子章喜派下助官方，白旗軍。
衍瑞，文進三孫、章職長子，白旗軍，府縣丞，負責糧餉
軍需後勤支援。
衍俊，文進四孫、章職次子過房章喜，白旗軍，受封信武
將軍〔按：應為武信騎尉，七品武官，散官虛銜〕。
衍杰，文進六孫、章喜嫡子，白旗軍，受封州同。



劉元龍祖厝

二房劉衍梯

大房劉衍清





黎振君攝 1999,10



萬善祠重建沿革碑文（陳兆勇攝 2022,1,27）

必
也
正
名
乎





燒化代擬碑文（陳兆勇攝 2022,01,27）





結束
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