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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爽文事件遺跡遺存
文／溫振華（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教授兼院長）

問：林爽文事件是清帝國治臺期間

最大民變，北至淡北、南至恆春皆有涉

入，可否介紹相關歷史遺跡遺存，裨益

學生對該事件較具體的了解。

答：林爽文事件的歷史遺跡遺存，

可就事件的領導人、戰事之地點、官方

平定的領導者，以及事後官方詮釋之處

置等諸方面觀察。事件領導人主要有林爽

文、王芬及莊大田。林爽文早期生活在大

里杙（今臺中大里）福興宮媽祖廟一帶，

可作為了解林爽文的起點。王芬（又作

王勳）是林爽文最重要幹部，出生於沙鹿

蔴園，活躍於鹿港，起事後被封為「平海

大將軍」，被捕後首級葬於鹿港崙仔頂，

後建「福靈宮」；清水虎頭山為其被捕之

地，後建「王勳千歲廟」。莊大田居今屏

東縣里港鄉篤加，招眾響應林爽文，該地

為其起事的重要地標。

林爽文在烏溪南岸之草屯茄荖山豎

旗起義，是重要歷史景點。至於戰事之地

點，因死者頗多，屍首常埋葬一處，或稱

大墓公、萬善祠、義民墓。稱「義民」者，

是清官方稱抵抗林爽文者為義民，一般常

以祖籍為區分義民與否之依據，非也。由

北而南相關的戰事地點，較著名的如下：

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巖大墓公、新北市土城

區擺接義塚大墓公、新竹縣新埔枋寮義民

廟、苗栗縣苗栗市義民廟；臺中市豐原區

朴仔里之「義塚」、「大清御賜褒忠粵東

列義士神位」，以及「皇清御賜褒忠敇贈

文林郎安善李公及列義士神位」等三古墓

附近，皆是戰事地點。

其中，李安善曾助官軍，後戰死而有

官方的敇贈。南投縣中寮鄉義民廟、雲林

縣北港鎮義民廟、高雄市田寮區崇德里義

民亭、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義民廟，都是

埋葬戰死者。義民廟是墓廟合一，以新埔

枋寮義民廟最著，最後義民爺發展成客

籍的保護神，隨著遷移亦分靈到新家園，

因此有些義民廟並非事件中的戰鬥處。

戰事的地點除可以大墓公或義民墓

廟觀察外，也有後來建地標者，以鹿谷

鄉小半天戰場最著名。屏東縣車城鄉有

全臺最大的土地公廟─福安宮，廟壁

鑲有福康安到此追勦林爽文、莊大田之

碑文，是重要的歷史遺存。

事件結束後，清帝國展開答謝天后神

恩之大工程。天后除加封「顯神贊順」，

並於福康安登陸的鹿港建新媽祖廟─

「新祖宮」，也在臺南五條港之南勢港附

近建「海安宮」媽祖廟。此外，將「佑濟

昭靈」之匾額掛於重要的媽祖廟，彰顯行

銷天后神助大清，在臺南府城也建御碑

「贔屭」，宣揚武功底座昭告天下。透過

上述具體歷史遺跡遺存之觀察探訪，相

信對林爽文事件會有較深刻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