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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海洋教育是學校的校本課程，每學年都會安排校外教學，今年四月我們就到鳥踏石公

園、花蓮港區進行導覽活動，過程中我們認識了鳥踏石名稱的由來，還看到過去的聚落

遺跡及聽到了花蓮港車站的故事，感覺豐富的歷史寶藏就在我們身邊。這學期開學，老

師集合了我們，問我們是否記得導覽曾說一句話；『他正積極地爭取能拆除公園裡的鳥

居。』老師問我們為何導覽員有這想法？鳥居背後那未知的故事是什麼？這讓我們產生

了好奇，於是我們就從鳥居開始探索與研究！ 

 

貳、研究目的： 

 

我們想透過文獻及資料彙整，從鳥居開始，先了解它蓋建的原因，及過去可能發生的事

件。探討鳥踏石公園裡的鳥居是否有它存在的意義，或者它真的應該被拆除，而拆除它

的理由又是什麼？ 

 

參、研究方法： 

 

肆、正文 

 

一、鳥居 

 

過去台灣在日本統治的時期，除了帶來許多基礎建設，也帶來了神社這種日本傳

統的信仰設施。隨著二次大戰到來，在皇民化政策之下，神社也成為灌輸國族意

識的媒介之一。如今大部分日治時代的神社都已經消失，不過卻在台灣的土地上

還殘留著一些蛛絲馬跡，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鳥居」了。 

     

鳥居是日本神社建築之一，傳說是連接神明居住的神域與人類居住的俗世之通

道，屬結界的一種。 

 

花蓮目前仍存在且較著名的鳥居有以下四處： 

(一)花蓮港-鳥踏石公園：原名為『江口良三郎紀念公園』，2019 年 8 月更名為

『花蓮港鳥踏石公園』，園內設有日本鳥居與紀念石碑，是花蓮景點之一，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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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花蓮市區內唯一的日式鳥居。 

 

(二) 花蓮鳳林林田神社遺址-林田神社，位於花蓮縣鳳林鎮。根據 1943 年由臺灣

總督府社會課編印的「臺灣に於ける神社及宗教」記載，1913 年，日本官方於今

花蓮縣鳳林鎮設立官營移民村─林田移民村，並於 1915 年建立林田神社，祭日為

每年的 10 月。 

 

(三)花蓮玉里-玉里神社遺：位於花蓮縣玉里鄉的「玉里神社遺址」，玉里神社遺址

是花蓮最完整的神社遺跡，目前僅存表參道階梯、石燈籠與兩座鳥居，神秘又有

點靈氣，雖然神社已經埋了，仍是值得走走拍照的景點，還可以一覽花蓮玉里的

景致，適合喜歡日本風格的旅人，可以穿和服來拍照喔！ 

 

(四)花蓮新城-新城神社：於昭和 12 年(西元 1937 年)所建造，戰後日本人返回日

本，神社境內的建築受到破壞，僅留下鳥居、石燈籠、狛犬等，後來在神社原址

旁建立幼稚園、神父會院，於 1964 年建造一座以聖經「諾亞方舟」為主的禮拜

堂其實本來還有一處天主教醫院，但於 1998 年功成身退。現新城神址的遺址則

實質為新城天主堂。 

 

  

日本鳥居結構名稱 花蓮港鳥踏石公園鳥居 

  

花蓮鳳林林田神社遺址-林田神社 花蓮玉里-玉里神社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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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口良三郎 

 

大正 10 年（1921 年）5 月，時任台灣總督的田健治郎因花蓮港廳拉庫拉庫溪、清水

溪之「未歸順蕃」發生多起殺警事件，派遣於太魯閣戰爭中立下戰功的江口良三郎

警視取代原花蓮港廳廳長宇野英種，成為新任的花蓮港廳長。 

     

江口良三郎為軍方出身，一到任就開始擬定「嚴懲凶蕃」的計畫。首先，他向總督

府警務局申請，自全台徵調 1 百名巡查，分派到八通關越道路上的各個駐在所，加

強警力。同時，也向陸軍請求派遣軍隊，以行軍示威的方式且於華巴諾架設砲台，

支援警方的行動。 

 

其任內積極推動花蓮港的建港計畫，以歌謠與組建能高團棒球隊赴日比賽等方式，

向日本人宣傳花蓮，但日本政府認為於花蓮產業不甚發達，建築港口無利可圖而未

予批准，1922 年，江口良三郎僱人出海調查，自行籌資在烏踏石建造了一座蹄形防

波堤，以供漁船使用。後 1930 年日本國會終於通過花蓮港築港案，以國庫撥款七百

餘萬日圓工程費興建。 

 

1926 年江口良三郎病逝後，當地居民與官員為其立碑與銅像紀念，但銅像今已不

存。1930 年，在時任花蓮港廳長豬股松之助的推動下，日本國會批准興建花蓮港，

並於隔年十月動工。2008 年，花蓮縣政府文化局於烏踏石設立江口良三郎紀念公園

以紀念其任內的貢獻，該公園設有一座紀念碑與鳥居，2013 年曾遭人潑紅漆破壞。 

 

  
1920年臺法會報上的江口良三郎肖像 江口良三郎紀念石碑 

 

 

三、太魯閣事件 

 

太魯閣戰爭，又稱太魯閣事件或太魯閣戰役，大日本帝國稱之為太魯閣討伐，太魯

閣族亦稱作抗日戰爭，是 1914 年 5 月 17 日至 8 月 28 日之間，大日本帝國與太魯閣

族之間爆發的戰爭，亦是二十世紀臺灣本島最大的一場戰役。當時日本為徹底壓制

臺灣生蕃，以建立其統治威信，並有效控制太魯閣地區龐大的自然資源，故而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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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有計畫的軍事討伐。此事件為五年理蕃計畫中最受重視，也是最後一場戰役。 

 

日本費時二年籌備此次戰爭。戰事長達三個月，動用的軍、警、人伕數量，運送補

給線長度與軍需耗費，皆為五年理蕃計畫相關戰役之最。由於這項軍事行動的財源

是經日本明治天皇首肯與帝國議會批准，加上佐久間左馬太以總督之尊親征，因此

被視為一場戰爭，也是日本征服東臺灣的歷史性戰役。 

 

在日本政府統治期間，長期覬覦台灣山林的豐富資源，並為了確保長期獲取台灣山

林的利益，高傲的心態往往壓迫及欺辱著在地的原住民，因此太魯閣戰役不僅僅只

有所謂的太魯閣戰爭或事件，期間各處都有發生著大小規模不同的抗日事件。而新

城事件則視為太魯閣事件的開端。 

 

四、新城事件及新城天主堂 

     

新城事件，是指明治 29 年(1896)11 月，花蓮港廳守備隊新城監視哨的 13 名軍人中，

因有人不尊重太魯閣婦女，且一名婦女被日軍輪暴，太魯閣青年氣憤之下，將監視

哨全數殺盡，這事件成了太魯閣戰爭的導火線。「新城事件」也可說是東臺灣第一次

臺灣人民抗日行動的重要事蹟。 

 

當時日本政府為紀念這些殉難的軍人，在新城鄉建造一座神社，如今神社已不復

見。神社主體建築在台灣光復之後被憤怒的同胞直接摧毀，民國 45 年應當地居民的

要求，來此傳教的瑞士籍神父傅光業在原神社西側建立幼稚園；民國 48 年再由瑞士

籍神父沙智勇在神社東面建神父會院；民國 53 年花蓮教區購地並興建一座以聖經

「諾亞方舟」為主的禮拜堂，並於兩年後落成，民國 59 年天醫院落成，造時保留了

入口兩座鳥居、表參道及八座石燈籠，成為最具日本風格的小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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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神社 現今的天主堂 

  

新城天主堂裡的鳥居 新城天主堂裡的鳥居 

 

五、托西佑社： 

    

1895 年至 1945 年日本人統治台灣期間，台灣原住民族發生過無數次的抗爭，其中

最為慘烈的就是 1915 年布農族人襲擊大分駐在所，將 12 位日警全部殲滅，歷史上

稱最為大分事件，另外則是 1921 年 6 月 18 日，日本人假借和解邀請布農族人，因

此托西幼社的 23 位壯丁全部被日本人處死，慘遭滅社，歷史上稱作為第二次大分事

件。 

 

大正 10 年（1921 年）5 月，時任台灣總督的田健治郎因花蓮港廳拉庫拉庫溪、清水

溪之「未歸順蕃」發生多起殺警事件，派遣於太魯閣戰爭中立下戰功的江口良三郎

警視取代原花蓮港廳廳長宇野英種，成為新任的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為軍方出

身，一到任就開始擬定「嚴懲凶蕃」的計畫。首先，他向總督府警務局申請，自全

台徵調 1 百名巡查，分派到八通關越道路上的各個駐在所，加強警力。同時，也向

陸軍請求派遣軍隊，以行軍示威的方式且於華巴諾架設砲台，支援警方的行動。 

 

華巴諾砲台不時地砲轟布農族的托西佑社，日方並以恩威並施的方式，逼使托西佑

社的頭目阿里曼布昆於大正 10 年 6 月 16 日（1921 年）放下槍械，率領社內所有戰

士，一行共 23 人抬著豬公到大分駐在所和解，但江口良三郎卻下令於駐在所內將其

全部抓捕，6 月 17 日，大分駐在所派出了大批的搜索隊前往托西佑社，希望可以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A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B8%BD%E7%9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0%E5%81%A5%E6%B2%BB%E9%83%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5%BA%AB%E6%8B%89%E5%BA%AB%E6%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8%85%E6%B0%B4%E6%BA%AA_(%E8%8A%B1%E8%93%AE%E7%B8%A3%E5%8D%93%E6%BA%AA%E9%84%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8%85%E6%B0%B4%E6%BA%AA_(%E8%8A%B1%E8%93%AE%E7%B8%A3%E5%8D%93%E6%BA%AA%E9%84%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AD%AF%E9%96%A3%E6%88%B0%E7%8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D%A6%E8%A6%9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87%E9%87%8E%E8%8B%B1%E7%A8%A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B8%BD%E7%9D%A3%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7%B8%BD%E7%9D%A3%E5%BA%9C%E8%AD%A6%E5%AF%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9%80%9A%E9%97%9C%E8%B6%8A%E9%81%93%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7%90%E5%9C%A8%E6%89%8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F%AF%E5%B7%B4%E8%AB%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8%BE%B2%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9%98%E8%A5%BF%E4%BD%91%E7%A4%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9%87%8C%E6%9B%BC%E5%B8%83%E6%98%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5%88%86%E9%A7%90%E5%9C%A8%E6%89%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5%88%86%E9%A7%90%E5%9C%A8%E6%89%80&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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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剷除托西佑社的剩餘份子，但托西佑剩餘的老弱婦孺卻早一些得到消息，全部躲

到了山林，日警撲了個空，遂焚毀了托西佑社布農族的屋社後離去；江口良三郎遂

於晚間致電總督府向警務局長川崎卓吉報告：「今夜將處份凶蕃 23 名。」6 月 18 日

凌晨 2 時秘密將 23 人處決，此即托西佑慘案，又稱第二次大分事件。 

 

這起誘殺事件使布農族人不再相信日方，日後遂不斷產生攻擊日本駐在所或襲殺日

警的衝突，托西佑社也成為在台灣光復前，唯一不曾投降或歸順日本政府的布農族

部落。 

 

因此布農族抗日的事件中，大分事件最為人知，而文獻紀載的人物有限，不是每個

參與者都記錄其中，不過如果說大分事件遺留下來給後代子孫或布農族的啟示跟禮

物或許就是那永不放棄土地，永不放棄族群文化，永不放棄族群尊嚴的印記。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在這次的研究中，我們從鳥踏石公園的鳥居作為連接日治時期原民野史的通

道，認識了在一個紀念碑後面被隱藏或已被人遺忘的故事。 

     

江口良三郎，一個被紀念的名字，參與了為壓制原住民的太魯閣戰役，導因於

欺壓與凌辱的反抗，在此戰役有功而任花蓮港廳長，雖其任內積極推動花蓮港

的建港計畫，組建能高團棒球隊赴日比賽，向日本人宣傳花蓮。但在「嚴懲凶

蕃」的計畫中，假借和解邀請布農族人，而下令將托西幼社的 23 位壯丁全部處

死，慘遭滅社。 

    

新城天主堂，過去為紀念殉難的監視哨員，從納骨堂於 1937 年建造神社，但木

造長年遭破壞失修，而後改建為教堂及醫院，過去神社僅剩鋼筋混泥土建造的

鳥居、石燈籠及狛犬等大型設施。 

 

鳥居是否應拆除？我們從鳥踏石公園的鳥居出發，不僅認識了石碑後的故事，

也認識了新城鳥居的存在與背後的故事，雖都存在著原住民歷史的傷痛，但同

為鳥居，其存在的原因與價值卻完全不同，此刻的我們似乎也有了定見。 

 

二、建議 

  

我們很好奇，當大家都清楚了解鳥踏石公園中聳立著的鳥居其後的石碑故事，

與新城天主堂仍存留的鳥居，它們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性或價值性之看法會是

如何呢？這可以做為下次研究的方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8%BE%B2%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9D%E5%B4%8E%E5%8D%93%E5%90%8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9%98%E8%A5%BF%E4%BD%91%E6%85%98%E6%A1%8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8%86%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85%89%E5%BE%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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