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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的抗日事蹟 日本的治臺措施 

曇花一現的臺灣民主國 
天羅地網 

鎮壓武力抗日 
嚴密專制的管理 殖民時代的經濟 體驗現代西方文明 日治時期的藝術 

 
 

清
朝
的
國
旗
圖
像
是
「
龍
」，
為
尊
奉
清
朝
，
便
降
格
為
「
虎
」，
強
調
清
朝
與
臺
灣
民
主
國
的
「
龍
兄
虎
弟
」
情
誼 

 

Ｂ
藍
地
黃
虎
旗
是
臺
灣
民
主
國
的
國
旗
。 

 

Ａ
殖
民
：
強
國
以
武
力
侵
占
弱
小
國
家
或
地
區
，
進
行
統
治
或
剝
削
等
行
為
。
被
侵
占
的
國
家
或
地
區
則
稱
為
「
殖
民
地
」
。 

●
名
詞
解
釋
與
補
充
： 

 

推
舉
當
時
的
臺
灣
巡
撫
唐
景
崧
擔
任
總
統
，
並
尋
求
國
際
的
救
援
，
以
抵
抗
日
本
。 

 

割
讓
的
消
息
讓
臺
灣
人
民
十
分
悲
憤
，
為
了
不
受
異
國
的
殖
民
統
治
，
成
立
「
臺
灣
民
主
國
」，  

１
西
元
一
八
九
四
年
，
清
朝
政
府
與
日
本
發
生
甲
午
戰
爭
，
結
果
失
敗
，
隔
年
，
將
臺
灣
與
澎
湖
割
讓
給
日
本
。 

 

終
究
不
敵
日
本
軍
隊
的
精
良
武
器
與
縝
密
的
攻
臺
計
畫
，
而
宣
告
失
敗
。 

 

 

在
南
部
的
黑
旗
軍
雖
曾
英
勇
抵
抗
，
但
在
缺
乏
外
援
等
因
素
， 

２
由
於
臺
灣
民
主
國
在
北
部
的
軍
隊
訓
練
不
足
、
武
器
不
夠
先
進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是
賽
德
克
族
人
莫
那
‧
魯
道
所
領
導
的
霧
社
事
件
。 

 

也
因
日
本
政
府
的
剝
削
壓
迫
與
殘
暴
鎮
壓
，
發
動
了
多
次
的
武
力
抗
爭
， 

２
居
住
在
山
地
部
落
的
原
住
民
族
，  

 
 

和
余
清
芳
等
人
領
導
的
噍
吧
哖
事
件
（
又
稱
西
來
庵
事
件
）。 

 

羅
福
星
領
導
的
苗
栗
事
件 

 

臺
灣
各
地
仍
出
現
多
起
武
力
抗
日
行
動
，
其
中
較
為
著
名
的
有
： 

１
臺
灣
民
主
國
失
敗
後
， 

 

保
甲
制
度
：
十
戶
編
為
一
甲
；
十
甲
為
一
保
。
保
內
人
民
彼
此
有
連
帶
的
責
任
，
等
同
鼓
勵
民
眾
互
相
監
視
、
告
密
。 

●
名
詞
解
釋
： 

 
 

當
時
，
警
察
的
力
量
遍
布
臺
灣
每
個
角
落
，
地
方
上
的
大
小
事
務
、
民
眾
日
常
生
活
等
，
都
受
到
警
察
的
管
理
與
控
制
。 

 

Ｃ
為
了
整
頓
治
安
，
總
督
府
運
用
保
甲
制
度
與
警
察
制
度
，
嚴
密
控
制
、
監
視
人
民
的
言
行
。 

 

Ｂ
為
了
掠
奪
土
地
資
源
，
採
取
強
迫
的
手
段
，
大
量
徵
收
臺
灣
人
的
土
地
，
再
廉
價
賣
給
日
本
人
。 

 

Ａ
為
了
讓
臺
灣
人
民
順
從
，
制
定
嚴
厲
的
法
令
管
理
民
眾
；  

●
臺
灣
總
督
是
日
本
在
臺
的
最
高
領
導
者
，
掌
握
行
政
、
立
法
、
司
法
與
軍
事
等
權
力
： 

 

藉
著
專
賣
制
度
的
實
施
，
賺
取
可
觀
的
財
政
收
入
，
使
殖
民
政
府
財
源
豐
裕
。 

２
日
本
政
府
也
設
立
專
賣
局
，
陸
續
將
較
賺
錢
的
重
要
物
資
列
為
專
賣
品
（
鹽
、
菸
、
酒
、
鴉
片
、
火
柴
、
樟
腦
、
石
油
等
） 

 

灌
溉
整
個
嘉
南
平
原
，
使
農
產
量
比
原
來
增
加
了
好
幾
倍
。 

●
嘉
南
大
圳
（
設
計
者
：
八
田
與
一
）
於
西
元
一
九
三
○
年
完
成
，
水
源
主
要
來
自
烏
山
頭
水
庫
和
濁
水
溪
， 

 

 

不
過
，
大
部
分
的
米
、
糖
都
被
低
價
收
購
運
回
日
本
。 

 

進
行
技
術
和
品
種
改
良
的
工
作
，
興
修
水
利
灌
溉
設
施
，
使
稻
米
與
蔗
糖
的
產
量
大
增
，
成
為
當
時
世
界
糖
業
王
國
之
一
。 

１
日
本
政
府
為
提
升
殖
民
地
的
經
濟
利
益
，
在
「
農
業
臺
灣
、
工
業
日
本
」
的
目
標
下
，
將
臺
灣
當
做
稻
米
與
甘
蔗
生
產
地
，  

４
日
治
時
期
，
臺
灣
受
現
代
西
方
影
響
而
開
始
出
現
多
元
的
休
閒
活
動
，
但
不
普
及
，
大
多
是
屬
於
都
市
裡
有
錢
人
的
活
動
。 

 

如
：
大
樓
式
的
百
貨
店
（
現
今
的
百
貨
公
司
），
相
繼
在
臺
北
、
臺
南
、
高
雄
開
幕
，
公
園
、
電
影
院
也
相
繼
出
現
。 

３
因
為
星
期
制
的
引
進
，
民
眾
開
始
有
週
休
的
概
念
，
生
活
習
慣
與
休
閒
方
式
隨
之
改
變
，
對
西
方
近
代
文
化
更
有
興
趣
。 

２
受
到
現
代
西
方
文
明
的
影
響
，
日
本
政
府
要
求
臺
灣
男
性
剪
辮
子
，
女
性
則
不
可
再
裹
小
腳
。 

 
 

 
 

訂
出
學
校
、
政
府
機
關
的
上
課
與
工
作
時
間
，
並
要
求
民
眾
養
成
「
守
時
」
的
習
慣
。（
代
表
：
火
車
站
上
的
時
鐘
） 

 

例
如
：
引
進
西
方
的
「
世
界
標
準
時
間
」
與
「
星
期
制
」，
將
一
天1

2

個
時
辰
的
計
時
方
式
改
為
二
十
四
小
時
制
，  

１
日
治
時
期
，
引
進
西
方
現
代
文
明
事
物
，
對
臺
灣
人
民
的
生
活
影
響
深
遠
，
逐
漸
改
變
臺
灣
傳
統
社
會
。 

 

台
陽
美
術
協
會
定
期
所
舉
辦
的
展
覽
是
日
治
時
期
相
當
受
矚
目
的
美
術
盛
事
，
也
是
目
前
歷
史
最
悠
久
的
美
術
團
體
。 

 

當
時
的
民
間
或
政
府
開
始
舉
辦
公
開
的
表
演
或
展
覽
，
讓
一
般
大
眾
也
都
能
欣
賞
。
例
如
： 

３
日
治
時
期
也
傳
入
了
漫
畫
、
電
影
等
藝
術
活
動
。 

 
 

蔡
瑞
月
舞
蹈
研
究
社
是
具
有
歷
史
的
建
築
，
也
是
臺
灣
第
一
座
以
「
舞
蹈
」
為
主
題
的
古
蹟
。 

 

Ｅ
蔡
瑞
月
女
士
被
喻
為
臺
灣
現
代
舞
之
母
，
她
所
創
作
的
印
度
之
歌
是
臺
灣
第
一
支
現
代
舞
。 

 
Ｄ
黃
土
水
是
臺
灣
第
一
位
受
過
新
式
西
洋
美
術
訓
練
的
雕
刻
家
。「
水
牛
群
像
」
是
他
的
代
表
作
。 

 

Ｃ
倪
蔣
懷
被
認
為
是
臺
灣
第
一
位
西
畫
家
，
後
來
經
商
並
以
獲
利
支
持
臺
灣
剛
萌
芽
的
新
美
術
運
動
。 

 

 

Ｂ
廖
繼
春
曾
赴
東
京
美
術
學
校
深
造
，
擅
於
掌
控
色
彩
，
是
台
陽
美
術
協
會
的
主
要
人
物
之
一
。 

 

Ａ
郭
雪
湖
是
日
治
時
期
臺
灣
的
畫
家
。 

 
 

帶
回
許
多
嶄
新
的
藝
術
形
式
，
例
如
：
膠
彩
畫
、
現
代
西
洋
雕
塑
、
舞
蹈
、
油
畫
、
水
彩
等
。
例
如
： 

２
日
治
時
期
日
本
政
府
除
了
從
日
本
派
遣
美
術
人
才
來
臺
教
學
外
，
也
有
些
臺
灣
學
生
赴
日
留
學
，
學
習
藝
術
技
法
，  

 

布
袋
戲
、
歌
仔
戲
、
北
管
等
是
當
時
較
大
眾
化
的
表
演
藝
術
與
娛
樂
活
動
。 

１
臺
灣
早
期
藝
術
發
展
，
許
多
都
和
宗
教
藝
術
有
關
，
如
廟
宇
的
雕
刻
、
彩
繪
與
陶
藝
。 

臺灣民主國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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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社會 

不平等的待遇 萌芽中的社會運動 皇民化運動與戰爭 

 
 

由
此
可
了
解
蔗
農
心
中
對
日
本
人
的
憤
恨
與
不
平
。 

●
臺
灣
諺
語
：「
第
一
憨
，
種
甘
蔗
給
會
社
磅
」，
意
思
是
說
天
下
最
笨
的
就
是
種
甘
蔗
交
給
會
社
（
糖
廠
）
秤
重
的
人
，  

 

Ｃ
經
濟
方
面
，
日
本
政
府
控
制
米
、
糖
、
樟
腦
等
交
易
，
並
制
定
法
令
以
協
助
日
本
人
掌
握
大
型
企
業
。 

 

Ｂ
政
治
方
面
，
臺
灣
人
大
都
只
能
當
職
位
較
低
的
公
務
員
，
而
且
薪
水
比
日
本
人
低
。 

 
 

（
４
）
日
本
建
立
現
代
的
教
育
制
度
，
增
加
女
性
受
教
育
的
機
會
。 

 
 

（
３
）
在
「
蕃
童
教
育
所
」
上
課
的
原
住
民
族
學
童
。 

 
 

 
 

 
 

例
如
：
守
時
、
守
法
、
注
意
禮
儀
及
衛
生
等
。 

 
 

（
２
）
一
般
臺
灣
兒
童
進
入
「
公
學
校
」
接
受
教
育
，
主
要
學
習
日
語
與
生
活
基
本
知
識
，  

 
 

（
１
）
在
臺
灣
的
日
本
兒
童
就
讀
「
小
學
校
」。
他
們
受
教
育
的
年
限
比
較
長
，
學
習
的
內
容
也
較
深
。 

 
 

目
的
在
順
利
執
行
政
府
所
推
行
的
政
策
與
命
令
。
但
是
，
日
本
人
和
臺
灣
人
上
不
同
的
學
校
、
學
習
不
同
的
內
容
。 

 

Ａ
教
育
方
面
，
建
立
現
代
的
教
育
制
度
並
大
力
推
動
兒
童
就
學
，
提
高
民
眾
的
識
字
率
，  

１
日
本
人
統
治
臺
灣
期
間
，
歧
視
臺
灣
人
，
在
教
育
、
政
治
、
經
濟
等
方
面
，
都
存
在
不
平
等
的
待
遇
。 

 

之
後
，
有
許
多
政
黨
、
聯
盟
團
體
紛
紛
成
立
，
喚
起
臺
灣
人
民
捍
衛
權
益
的
覺
醒
與
抗
爭
。 

３
這
股
風
潮
吹
到
臺
灣
各
個
階
層
。 

 
 

批
評
殖
民
統
治
政
策
、
宣
揚
民
族
主
義
、
傳
播
各
種
現
代
知
識
。 

 
 

 

以
發
行
報
紙
、
雜
誌
，
舉
行
演
講
、
文
化
劇
及
電
影
欣
賞
等
活
動
， 

 

２
林
獻
堂
、
蔣
渭
水
等
人
也
創
立
「
臺
灣
文
化
協
會
」
（
宗
旨
：
啟
迪
民
智
），  

 
 

使
原
本
全
部
由
日
本
政
府
選
派
的
地
方
民
意
代
表
，
改
為
部
分
由
臺
灣
人
民
選
舉
產
生
。 

 

 

林
獻
堂
、
蔣
渭
水
等
人
發
動
多
次
「
臺
灣
議
會
設
置
請
願
運
動
」，
後
來
日
本
政
府
舉
行
臺
灣
第
一
次
的
議
員
選
舉
， 

 

其
中
，
影
響
最
大
的
是
知
識
分
子
們
所
發
動
的
運
動
。
例
如
： 

１
由
於
日
本
政
府
不
平
等
的
對
待
，
臺
灣
人
民
為
爭
取
權
益
，
展
開
一
連
串
的
社
會
運
動
。 

  
 

日
本
戰
敗
投
降
後
，
臺
灣
、
澎
湖
脫
離
日
本
殖
民
統
治
。 

３
西
元
一
九
四
五
年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結
束
，  

 
 

還
要
配
合
挖
防
空
洞
、
建
機
場
，
甚
至
遠
赴
日
本
參
加
製
造
飛
機
的
工
作
。 

 

戰
爭
期
間
，
臺
灣
人
民
被
徵
派
到
中
國
、
南
洋
各
地
作
戰
，
造
成
數
萬
人
死
亡
；  

２
為
了
準
備
戰
爭
所
需
，
日
本
政
府
開
始
在
臺
灣
發
展
與
戰
爭
有
關
的
工
業
。 

 
 

藉
此
強
化
臺
灣
學
生
的
日
本
民
族
意
識
。 

 

Ｄ
學
校
在
舉
行
朝
會
時
升
起
日
本
國
旗
，  

 
 

試
圖
使
臺
灣
人
民
改
變
信
仰
，
成
為
日
本
皇
國
子
民
。 

 

Ｃ
日
本
人
要
求
公
學
校
的
師
生
參
拜
神
社
，  

 
 

例
如
：
蕭
清
藏
改
成
了
芳
山
清
藏
。 

 

Ｂ
日
本
政
府
鼓
勵
臺
灣
人
民
改
用
日
本
姓
名
，  

 
 

就
會
有
較
好
的
優
惠
待
遇
，
如
食
物
配
給
等
。 

 
 

任
何
家
庭
只
要
整
天
講
國
語
（
日
語
），
獲
得
「
國
語
家
庭
認
定
證
書
」， 

 

Ａ
皇
民
化
運
動
推
行
「
國
語
家
庭
」
制
度
。  

 
 

穿
著
和
服
、
採
行
日
本
風
俗
和
禮
儀
、
參
拜
日
本
神
社
等
。 

 

例
如
：
鼓
勵
民
眾
使
用
日
語
、
改
成
日
本
姓
、 

 
 

總
督
府
為
拉
攏
臺
灣
人
民
齊
心
投
入
戰
爭
，
便
積
極
推
動
「
皇
民
化
運
動
」， 

１
西
元
一
九
三
七
年
中
日
戰
爭
爆
發
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