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焦吧哖為原住民語，台灣河洛語讀DaBaNii, 後來日本人依音改為玉井，就是今日的台南縣玉井。

台灣人對於日本政權的武力鎮壓與利誘技倆，回應了一波波置之死地而後生

的反抗爭鬥。1915年台灣青年人奮而群起捍衛人權與民族意識，激情對抗日本殖

民政府，此際也正是國際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大陸的辛亥革命，各地烽火生

靈塗炭。

台灣中南部所暴發的「西來庵革命事件」，其革命情感延燒北中南各地，台北、

彰化、南投、嘉義與台南紛紛大串連起義，此役堪稱是抗日革命中規模最大且犧

牲最慘烈的革命了。

抗日領袖有余清芳、羅俊和江定三人，余清芳率先於1915年5月糾合台灣

人自衛進而抗暴，為時1年2個月。

抗日英雄 余清芳
余清芳又名余清風、字滄浪，生於1879年屏東街仔，幼年遷居台南廳長治二

圖里後鄉庄551號(高雄縣路竹鄉後鄉村)，6歲開始上書房學漢文，因父余蝦早

逝，13歲受雇工作，17歲時日本入侵台灣，率先挺身參加抗日義民軍。戰敗後因懂

日文之故，為日人網羅任台南縣巡查捕，成了日本警察，其間言行暴露反日思想，被

革職。後輾轉任齋堂「隆平會」書記，暗中凝聚抗日同志。

1908年余清芳加入鹽水港「二十八宿會」秘密結社(「二十八宿會」是帶有宗教色彩的抗日組織)，被日本

人偵破集黨抗日意圖，以「流浪者」的罪名被日軍拘禁在「台東加路蘭浮浪者（流氓）收容所」。1911年獲

釋，分別結識台南廳參事蘇得志大目降(台南縣新化鎮)的望族、台南西來庵廟堂董事，與在大潭庄(台南

縣歸仁鄉)的區長鄭利記，屢次藉西來庵密會互傾反日情結，最終西來庵就成了抗日的秘密據點。

抗日英雄 江  定
江定是台南楠梓仙溪竹頭崎庄 (台南縣南化鄉玉山村) 隘寮腳(在玉山村與左鎮村

中間)的住民，出身望族，滿複俠義。1899年因職務之故殺了庄民張椪司，被石焦吧哖

(台南玉井)憲兵隊扣押，趁隙脫逃入山，自此成了抗日鬥士。1900年在後堀仔與下

後大埔等地域，靠地勢天然險峻為掩護，率領4、50名展開抗日游擊。1902年於烏

底山遭到日軍攻擊被認定死亡，但他它脫困與其子江憐及數十名同志，繼續在後

倔仔(現址為台南南化鄉與高雄甲仙鄉、內門鄉之交界處)的石壁寮，糾合甲仙埔

(高雄縣甲仙鄉)義勇及六甲方面抗日同伴共數十人，隨時伺機下山抗日，所以有「內

山王」封號。 

抗日英雄 羅  俊
羅俊化名之多（羅璧、羅秀、羅俊江、賴俊卿、賴秀、賴乘等），他生於嘉義縣他里

霧五間厝社(今虎尾、斗南附近)，天資聰穎行醫且也教學，參加西來庵革命起義

時年歲已62歲。日軍入侵台灣的初期，曾在辜顯榮的保良局任書記，目睹日人

不義，於是憤而在1900年加入義民軍，抗戰失利後偷渡大陸7年過持齋生活。數

年後以假名潛回台灣時，發現三子亡妻改嫁，於1906年，2次密渡大陸。又隔8年

(1914)台南人陳全發遍訪羅俊，轉述台南余清芳籌劃抗日革命消息，力勸羅俊回

台共謀大業，台灣舊識賴成、賴慶差送旅費一百元助其返台，11月協同齋友許振

乾、余金鳳、余炳祝、余大志、白氏石紫、余氏世鳳抵達淡水，謀見賴水、賴慶、賴成、

賴淵國、賴楚、賴宜等舊識，使抗日組織再添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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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革命 發源於西來庵
余清芳在西來庵獲得蘇得志、鄭利記二人的協助，以西來庵修築廟宇為由公開募籌抗日經費，並結合

在台中組織革命黨的羅俊、李鏡承，達成中南呼應的契機，一起誓師發動，羅俊過往與大陸熟稔負責向中

國採購必要武器。余清芳則入山探訪另一位抗日義民江定，江定對日本人的殘暴殖民統治恨之入骨，隨

即加入抗日行列，並率領台南及阿緱的原住民義勇加入。余清芳自網羅羅俊、江定之後，其他地方有力人

士相繼互挺，其中心理念是藉深植民心的信仰來喚起民族自覺。積極部署台北、台中、台南、南投、嘉義、

阿緱等各廳管，糾合有志一同者，革命志氣鼎沸，就待登高一呼。余清芳見時機成熟，以「大明慈悲國大元

帥」名義揭諭告文，號召建立「台灣國」。

日警擒羅俊
1915年5月，羅俊手下蘇東海，攜大額金錢準備到

廈門採購軍火，被偵防人下押在基隆水上警察署，監

禁時誘請日本藝妓出監時代為傳信羅俊，表明抗日

武器危急難行，此舉被日警偵破，展開全台大清查，

余清芳避走內山王江定住所，而羅俊則在台中廳員

林方面突圍警戒線，到嘉義廳管的內山。日警在全

島大舉捕獲抗日義軍，但都以抓不到余清芳、江定、

羅俊三首領，而無功回返。日警抓首領祭出重金懸

賞，果真接獲密報，羅俊因而向大目降(台南縣新化

鎮)方向遁去，於1915年6月大搜索時，在嘉義東堡竹

頭崎庄尖山被捕。

革命軍四出襲擊警察
日方繼以搜查余清芳、江定二人，但因他們所避

住的嘉義、台南、阿緱三廳交界的後倔仔山，人跡罕

至，所以在6月29日出動200以上警力圍山8天仍無所

獲，但江定之子江憐卻壯烈犧牲，反讓余清芳、江定

決定反守為攻，殺日人34人。但終因武器裝備與日警

相差太大，雖革命戰鬥意志堅毅不拔，仍是寡不敵

眾退返山中。

石焦吧哖及虎頭山大血戰
8月2日深夜，余清芳、江定以聲東擊西率領300餘人襲擊 吧哖支廳南庄派出所，火燒官廳並殺斃日本

人共20餘人。8月3日再出擊大目降支廳的內仔。8月4日出兵攻打台南廳 吧哖支廳，雙方大戰五小時，警

察部隊戰敗。革命義軍據守 吧哖二公里外的虎頭山上，以赤膊的大刀隊，與日本警察隊300餘人對峙苦

戰2天。8月6日日軍正面突擊虎頭山，警察隊乃由側面攻擊竹圍庄、後日仔、蕃仔厝等地的抗日革命軍左翼

部隊。再以軍警混合部隊由沙仔田庄、後倔仔溪、坑內庄等地從背面向虎頭山進擊。如此混戰數小時，日

軍仍無勝，但有300名革命義軍陣亡，傍晚余清芳退入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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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招降 誘殺義民軍
革命義民軍退入山，日軍立即搜山圍勦，台北的總督-安東貞美也更嚴厲的壓制反日民心，下令施展報

復性誘殺，招降避難在山地的民眾，召以在逃義民軍歸案可免死刑，待歸庄後無論老少皆遭毒害，約計有

5、6千人罹難，為此當台灣長一輩的論及此屠殺，皆欷歔不已。

民族運動的先驅 余清芳視死如歸
石焦吧哖虎頭山的一戰後、8月6日夜余清芳帶領同志200餘人逃出封鎖線，經過放弄山及楓櫃嘴

山腳而露宿鹽水坑，8月7日與江定200餘同志在四社寮溪畔會合，商議等待再起役的時機，余清芳

暫把大砲一門埋於溪邊，各分東西散去。8月21日警察隊追蹤余清芳等至曾文溪支流的密林中，並

令保甲長邱通、陳瑞盛以供軍糧為由，誘出義民軍到王來庄(楠西村北1.5公里的詔興村)，1915年8

月22日夜，余清芳等抗日義士遭逮捕。 

總督府緊急開設「台南臨時法院」，由高

田富藏、籐井乾助、渡邊啟太、大內信、宇

野庄吉等五位為審判官，自8月25日至10月

30日審判被捕抗日義士1957人。其中被判

死刑者余清芳、羅俊、蘇得志、鄭利記等

計866人，當時余清芳慷慨赴義年僅37歲。 

台灣人聞之色變，總督-安東貞美為求安撫人

心反彈，藉大正天皇登基為由，於同年11月頒

佈了「特赦令」，赦免死刑。

義人成仁，西來庵寺廟在事件結束後也被

日人大舉拆除，原址位台南市青年路，現為台

南市召會會址。

烈士成仁 垂千史
江定等200人革命義民軍在石焦吧哖的四

社寮溪畔跟余清芳分手散去後，即退入

阿緱廳內山方面的後倔仔溪、楠梓仙溪

及台南廳管內的羌黃溪，再據深山險要

地帶藏身，因此不論日警火力人力充沛，

都枉然無法拘捕。故而總督府又再一次

喚以誘降計策，並唆使江定舊部下石端

穿引，誘出江定等殘餘義民軍下山降服。 

江定鑑於2、3百人的義民軍久困山中，彈、糧

均盡下決意歸順。

江定棄械下山，其他志士也前後相繼歸順，約計270人。待義民軍受誘降後，台灣總督府反倒推翻招降

一說，立刻下押於石焦吧哖支廳、甲仙埔支廳，百餘人據傳被補後被活埋，而江定等義士於9月13日也在台南

監獄被處死，命喪於絞首台上。總計整個西來庵事件被判死刑者超過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