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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何謂土牛溝，目前還有哪些遺存？

解說：土牛溝是清朝統治的界線。

清帝國統治臺灣之初，僅將西半部納入版

圖，南自沙馬磯頭，北至基隆。設臺灣府，

下轄臺灣、鳳山、諸羅三縣，東半部非其

轄域，並沒有清楚的界線，僅以青山為界。

清康熙 60年（1721）的朱一貴事件，

為強化統治，由南至北在東邊 54 處立碑為

界，嚴禁人民進入。由於人民的私墾，界

線不斷遷移，在清乾隆年間，計有四次的

界線清查釐定，其在地圖上分別以不同的

顏色標誌。

乾隆 15年（1750）以紅色線繪製，為

紅線，由屏東僅及臺中；乾隆25年（1760）

以藍線畫之，由屏東至基隆，並在中北部

挑築溝土；乾隆49年（1784），畫紫色為界；

乾隆 55年（1790），林爽文事件後，實行

屯制，在界外授予屯丁養贍地，一人約 1.1

甲，最外緣的養贍地成為新的統治界線，

改繪成綠線。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之 ｢

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 ｣，畫有乾隆 15年

的紅線與 25年的藍線，此圖之複製，亦可

在市面購得，教學上極為便利。乾隆 49年

紫線圖，藏於北平故宮博物院，近年被發

現始受注意，亦有研究論文發表。

清朝在臺的統治界線，由西不斷往東

移動，迄牡丹社事件後，清帝國在臺的統

治政策，由防內亂轉為防外患，決定統治

全臺，乃廢除在臺的統治界線—｢番界 ｣。

土牛溝主要是興築於清乾隆 25 年的

新界。在沒有天然的山根或溪流可以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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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乃掘溝築土為界。有關土牛溝的形制，

臺中市石岡區土牛國小校園內，有清乾隆

26 年（1761）彰化知縣張世珍所立的 ｢ 勘

定踏地界碑記 ｣，刻記著珍貴的說明，碑

中提及 ｢ 每土牛長貳丈，底闊壹丈，高捌

尺，頂闊六尺。每溝長壹伍丈，闊壹丈貳

尺，深陸尺，永禁人民逾越私墾 ｣。顯然，

土牛溝包括兩部分，一為溝，一為 ｢ 土牛

｣。所謂｢土牛｣，其實是將鑿溝挖出的土，

堆在溝旁，成一梯形的土堆，遠望如土牛

而以名之。

清治下的界線，具有法律與族群分類

上的意義。界線內為清帝國的轄域，稱轄

內的原住民為「熟番」，須向清政府納餉

稅（即人頭稅）與服勞役；界外則非其轄

域，稱居於其間的原住民為「生番」，其

中向清政府納餉者為「歸化生番」，簡稱

「化番」。

有關土牛溝的遺存，可分為「土牛」

與「溝」兩部分。實體的「土牛」已不可見，

僅有石岡土牛溝的「土牛」堆，仍可在過

去的照片窺察。不過，「土牛」地名仍有

多處，臺中市除石岡土牛外，東區亦有土

牛地名，新北市鶯歌附近亦有。至於「土

牛溝」遺存，以桃園市楊梅區青山二街 321

巷附近遺存最為完整，為桃園市指為「文

化景觀」文化資產。至於臺北石牌捷運站

所立的漢番界碑，係屬界內所立的界碑，

在區隔漢人與「熟番」的土地界碑，與上

述土牛溝不同，土牛溝係清帝國轄域的界

線，因此教學上要特別注意其間之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