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的抗日運動

•第一期甲午戰爭乙未割臺（1894-1895）

•第二期抗日游擊戰（1896-1901）

•第三期武術裝抗日（1902-1917）

•非武裝抗日（文化抗日運動）

•例外霧社事件



臺灣的抗日運動
• 1894年（清光緒20年）甲午戰爭清朝戰敗。次年4月與日本簽訂了
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這個決定在台灣住民中引起了軒然
大波。1895年5月25日，台灣官民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
巡撫唐景崧為總統、丘逢甲為義軍、劉永福為大將軍、李秉瑞為軍
務大臣。民主國建年號「永清」，制定藍地黃虎的國旗，並發表宣
言，向各國通告建國宗旨[4][5]。

• 未料，日軍在5月29日於基隆背後的澳底登陸，6月3日攻陷基隆。
於是台灣民主國中包括唐景崧和丘逢甲等來自清廷的首腦們逃亡到
中國大陸，惟獨台灣出身的首腦仍奮力抵抗。6月下旬，餘眾又在
台南擁立大將軍劉永福為民主國第二任總統，劉永福為籌措經費曾
發行鈔票、郵票。之後3個月，台灣民主國和日軍發生不少規模不
小的血戰。但到10月下旬，劉永福也棄守內渡中國大陸，日軍佔領
台南，台灣民主國宣告傾覆，歷時15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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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軍佔領台南、台灣民主國宣告崩潰以後，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於
1895年11月8日向日本東京大本營報告「全島悉予平定」，隨即
在台灣展開統治。但是，一個多月以後，在李惟義指揮下，台灣
北部舊義勇軍又於12月底開始一連串的抗日起義事件，中、南部
亦於次年6月相繼蜂起，台人武裝抗日自此進入第二期。本時期
的作戰型態是游擊戰，人數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人，且蔓延全
台，此起彼落；他們以深山幽谷為根據地，神出鬼沒，使日人窮
於應付[8]。游擊戰前後歷時七年，一直持續到1902年五月底林少
貓被捕殺為止。因主帥李惟義（原名李秀成）於台灣殉職[9]。此
後五年台灣人抗日運動稍歇，對於抗日行動採取觀望的態度。這
段停歇時間稱之為「觀望期」[10]。總計自1895年日方開始進行
對台接管以來，共有至少1,988名軍人、警察、官吏被台灣抗日
武裝擊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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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7年11月發生的新竹北埔事件起，
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是台灣人
武裝抗日的第三期，陸續有13起零星武
裝抗日事件。但是除了西來庵事件外，規
模都很小，有的事先就被發覺捕獲，因此
和過去大規模的起義不同。在西來庵事件
之後，臺灣漢人的武裝抗日運動已不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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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比較臺灣這三個階段抗日運動有何差別?

•臺灣抗日活動的強度有何轉變?為什麼？

•1902-1907 年臺灣抗日運動稍歇，這段停

歇時間稱之為「觀望期」。為什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