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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有一天，偶然看到電視在播「鴨母王傳奇」，因為以前在學臺灣歷史的時候，

我們對朱一貴事件有些不瞭解，於是隔天充滿好奇心的，發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

精神，向老師詢問事情的始末，而老師也藉著這個機會轉為小論文的主題，因此，

我們的重點是以釐清傳說與事實的差距，導正歷史的真相。 

 

二、研究問題 

 

  朱一貴是甚麼人？為什麼朱一貴又稱「鴨母王」？他有哪些民間傳說？朱一

貴事件為何發生？事件的經過如何？它怎麼會失敗以及清廷對善後的處理等

等，這些都是我們所要探討的方向。 

 

三、研究方法與架構 

            

     利用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灣期刊

論文索引系統」搜尋與鴨母王朱一貴有關的資料，再從文本裡過濾民間傳說、正

史，接著採用歷史研究法和文獻分析法找出傳說的差異點，將傳說與真實情況做

個比較，做為我們寫作論文的依據。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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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民間傳說的朱一貴    

 

目前所知，有關朱一貴傳說最早的文本是李獻璋於一九三六年編著的《臺灣

民間文學集》，書中收錄了朱鋒〈鴨母王〉的故事： 

 

    時候已經是暮春了。有一天早上，鴨母王從鴨寮趕著一大群鴨母，經過蜿蜒

的小田畔，到二層溪邊去。到了溪邊，他揮一揮竹竿，把鴨母趕下溪底，直等到

整群的鴨母都在那澄清的水面上悠悠地泅泳着的時候，才離了溪邊，踱近大樹蔭

下去歇息乘涼。 

過了一會，看看日頭也快要走近中天了。他只得準備着帶來的器具，在樹下

炊起飯來。吃了飯，再在樹下歇了一下，便站起身，帶著碗箸，走下溪底洗滌去。 

炎熱的太陽懸掛空中，發散著強烈的光輝；溪埔是被晒得會燙熱腳底，悠悠

不斷流動著的溪流，也被映照得如萬縷的銀光燦然閃耀着。水是澄清徹底，水聲

是潺潺地響着。當他蹲在溪邊，低下頭在洗滌那些碗箸，忽然望見下面映著一個

奇怪的影──頭戴通天冠，身穿黃龍袍的影。起初以為是什麼人在他身後，連忙

把頭扭過去，但是，後面卻又寂然無影無踪。 

「咦，奇怪！」再低頭看下去，影兒依舊存在；他的心裏不由得疑慮起來了。

他注視，他更加認真地注視下去，誰知道越看竟越像自己。 

「這或者是天意吧？」一時倒使他恍然大悟起來。雖然這樣想著，但心裡的

疑團還是不解。 

「嗄，試試看！」側著頭，沉思了許久，他才決然地站起身，把手裡的竹竿，

望溪底泅泳著的鴨母一揮；於是，整群的鴨母都泅近溪邊，擺動著笨重的屁股走

上溪埔來了。 

「聽令，排成二大陣！」接著他又大著嗓子發出這樣一道命令。 

果然，這一大群小畜生，一瞬間，便排成二大陣了。秩序很整齊的，一點都

不遜於曾經訓練的兵士，他隨後再三再四發令，那些鴨母都沒點差錯地聽從著。 

「連這小小的無知的畜生都會聽我的命令，哈哈！這莫是天數吧！」在證實

了他的推想之後，真叫他快活極啦。 

翌日東方的天際方發了魚肚色，四處的雄雞正拉長著尖脆的聲音喔喔地啼叫

著。他便一磆碌從床上起來，提著一隻籃子，出門到鴨寮收拾鴨卵去了。 

「奇？」不道他的手伸入鴨母屁股下一搜，竟觸着二粒卵子，不由得他驚奇

起來：「莫不是二隻鴨母前後生在一處的？」但是經他逐一檢一檢過，才曉得確

實每隻都生了二粒。這時他的心裏更是歡喜，登時腦上又浮起了「天意」二字，

嘴邊不由溜出得意的微笑。 

這些珍奇的消息--鴨會排陣，每天生二粒卵的消息，很迅速地傳遍全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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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1 

 

這個傳說隱含了自古以來民間確信不疑的傳統認知：日後能成為帝王將相的

人，當然與眾不同，在他尚未飛黃騰達前，就會有一些奇特的異象展現出來，尤

其是要成為日後君王的所謂「真命天子」，因為「君無戲言」，所以，講的話一定

會實現，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皇帝嘴」。在這個傳說裡，顯現了幾個異象：第

一，看見自己「頭戴通天冠，身穿黃龍袍」的倒影。第二，對鴨群發號司令，且

鴨群都聽令而行。第三，鴨母每日都生兩顆蛋。 

                                                                                       

至於，為什麼稱朱一貴為「鴨母王」？在王詩琅《臺灣民間故事》裡做這樣

的解釋： 

 

    因為他飼養著很多的鴨子，而且都養得很肥大，隻隻又下得很多的蛋，所以

大家都叫他做「鴨母王」。2 

 

    這樣說明也符合民間的慣例，即使在今天，凡在某一行業表現傑出，或是產

品的品質良好，也會加上「大王」的稱號，例如：西瓜大王、豆漿大王、水餃大

王……等等。在史書上，最早稱朱一貴為「鴨母王」的，是清高宗乾隆六年時，

劉良璧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朱一貴原名朱祖，岡山養鴨，作亂後，土人呼為「鴨母王」。3 

 

    照這樣看來，朱一貴是因為發跡前以養鴨為生，而日後開國稱王，民間遂因

為他的出身，而稱為「鴨母王」的。話說回來，朱一貴既然是「真命天子」，為

什麼他的帝王壽命是如此的短暫呢？關於這點，民間傳說也提供了解答： 

 

    到這時，鴨母王才擇了一個黃道大吉日，假道臺衙築起天壇，戴穿着做戲的

通天冠及黃龍袍，登壇受賀，正式登極踐位。 

    鴨母王登極之前夜—北京皇城內的欽天監，忽然發見天上出現了一粒怪星。

隨時奏上康熙君說：臺灣已經出了霸王，該有坐位三年之天數，請康熙君暫時退

位三年。可是隔日再加一番嚴密的觀測，再發見了他是一位草包王，因為穿了戲

服登極，所以在位的福分，大概不上三個月。4 

 

    這段傳說包含了四個思考：第一，是古代的人認為，這些能成為帝王將相的

並非一般凡人，而是天上的星宿下凡的。第二，是「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觀

                                                      
1
 李獻璋（1989）。臺灣民間文學集。臺北：龍文，頁 1－3。 

2
 王詩琅（1999）。臺灣民間故事。臺北：玉山社，頁 48。 

3
 劉良璧（1993）。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會，頁 489。 

4
 李獻璋（1989）。臺灣民間文學集。臺北：龍文，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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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臺灣既然已經出了「霸王」，康熙君就應暫時退位以迴避他的鋒芒。第三，

說鴨母王該有坐位三年之天數，這個「三」其實是虛指，只是代表「多數」之意。

例如常見的成語中就有「垂涎三尺」、「狡兔三窟」、「韋編三絕」等等。第四，穿

了戲服登極，就是「逢場作戲」，既然「把國事當兒戲」，原有的福分也就消減了。 

 

二、歷史上的朱一貴 

 

藍鼎元在《平臺紀略》中提到朱一貴： 

 

於康熙五十二年之臺灣，充臺廈道轅役，尋被革，居母頂(今高雄市內門區)

草地飼鴨為生。5 

 

連橫《臺灣通史》裡也記載著： 

 

朱一貴，少名祖，福建漳之長泰人，或言鄭氏部將也。明亡後，居羅漢內門，

飼鴨為生。6 

 

對照《臺案彙錄己集》中所收錄朱一貴被捕之後的供詞： 

 

我係漳州府長泰縣人，今年三十三歲……康熙五十三年，我到台灣道衙門，

當夜不收。後我告退，在大目□□□□□民人鄭九賽田地度日。7 

 

由以上這段話可以得知，朱一貴並不是像《平臺紀略》中所說的有「充臺廈

道轅役」，而是被拒絕。來臺後求職不順，第一份職業應該是替人種田度日。況

且朱一貴在康熙五十三年才渡海來臺，鄭氏政權早在康熙二十二年就已結束，時

隔三十一年之久，依此推測，朱一貴應該也不是所謂的「鄭氏部將」。 

 

三、朱一貴事件始末  

 

〈一〉起因： 

  

    朱一貴既以養鴨為業，而且做得還不錯，是這一行業中的佼佼者，為什麼要

甘冒謀反大逆的罪名，株連九族的後果而起事抗清呢？一般說來，在太平盛世，

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即使有少數野心家想聚眾作亂，大多數人民也不會依

從。但朱一貴事件動亂卻遍及全臺，安分良民也紛紛捲入其中，顯然社會秩序已

                                                      
5
 藍鼎元(1997)平臺紀略。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 1。 

6
 連橫(2001) 臺灣通史。臺北：黎明，頁 775。 

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臺案彙錄己集。新北：大通，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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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失控，最有可能的原因，也是歷次民變所標舉的理由：「官逼民反」。曾追隨堂

兄南澳總兵藍廷珍，親身經歷平亂事宜的藍鼎元，在《平臺紀略》裡如實記載： 

     

  辛丑春，鳳山縣令缺，臺郡太守王珍攝縣篆，委政次子，頗踰閑，徵收糧

稅苛刻。以風聞捕治盟歃者數十人，違禁入內山砍竹木者百餘人，奸匪遂藉

為口實，日誣謗官府短長，搖惑人心。8  

  康熙六十年春天，因鳳山縣知縣出缺，由知府暫兼，他卻放任兒子行使縣

令的職權，作威作福、剝削百姓。根據《臺案彙錄己集》朱一貴的供詞： 

    去年知□□□□□□縣事務，他不曾去，令伊次子□□□□□□間要糧，每

石要折銀七錢二分。百□□□□□眾人俱各含怨。續因地震，海水泛漲，眾百姓

合夥謝神唱戲，知府王正又令伊次子去說百姓無故拜把，拿了四十餘人監禁；又

拿了砍竹的二、三百人，將給錢的放了，不給錢的責四十板，俱逐過海，攆回原

籍。又民間耕牛，每隻給銀三錢打印子方許使喚，不給銀即算私牛，不許使喚。

每座糖磨舖要銀七兩二錢，方許開舖。又向米隆砍藤人俱勒派抽分，騷擾民間。
9 

    臺灣不僅處於帝國的邊陲，而且與中國大陸隔海相望，「天高皇帝遠」，很多

事皇帝也很難明見於萬里之外，這就給了地方官員上下其手的空間，老百姓遭到

不公平的對待，欲訴無門，民怨逐漸蓄積，最後終於爆發了動亂。 

 

〈二〉經過： 

 

自聖祖康熙六十年四月十九日（西元 1721 年 5 月 14 日），朱一貴豎旗舉事， 

至五月一日（西元 1721 年 5 月 26 日）攻破府城，其間有三場重要的關鍵戰役： 

1、四月二十三日，朱一貴與官兵戰於岡山，民變軍大敗，退走入山。  

       2、四月二十七日，朱一貴與杜君英攻下赤山（今臺南市六甲區）及鳳山

縣治（今高雄市左營區），府城南路已無屏障。10 

       3、五月一日，朱一貴與杜君英陣營進攻府城（今臺南市中西區），與官

兵大戰於春牛埔（今臺南市東區東門里），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等戰死，知府

王珍等官員皆逃往澎湖。11  

 

占領府城後，朱、杜二人隨即為領導權引發內鬨，杜君英失敗離去。《平臺

                                                      
8
 藍鼎元(1997)平臺紀略。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 1。 

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臺案彙錄己集。新北：大通，頁 2。 

10
 藍鼎元(1997)平臺紀略。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 2--3。 

11
 同前註，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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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略》記載： 

 

君英入府時，欲立其子杜會三為王，眾不服，立朱一貴。君英故恚甚……與

林沙堂等率粵賊數萬人北走虎尾溪，至貓兒干（今雲林縣崙背鄉）屯劄，剽掠村

社。半線（今彰化市）上下，多被蹂躪。12 

 

五月三日，朱一貴登基，自稱義王，年號永和，以臺廈道官署為王府。13五

月五日，北路諸羅縣（今嘉義縣）也被民變軍攻佔，除淡水外，全臺俱陷。 

 

五月六日，消息傳到福建廈門，清廷才知道臺灣發生民變，開始調兵遣將，

準備平定動亂。五月二十七日，南澳總兵藍廷珍抵達廈門，六月一日，從廈門出

發，六月十日，抵達澎湖。六月十三日，率軍一萬兩千餘名從澎湖出發，六月十

六日，抵鹿耳門外，隨即展開攻擊，攻佔安平鎮。 

 

六月十七日，朱一貴派八千餘人反攻安平，結果失敗。六月十九日，民變軍

數萬人，駕牛車，列盾為陣，再攻安平，大敗後退保府治。 

 

六月二十日，守備林亮等率兵一千兩百人往西港仔（今臺南市西港區）。六

月二十一日，總兵藍廷珍率舟師五千五百餘人往西港仔。六月二十三日，藍廷珍

行進至蔦松溪（今臺南市永康區），直搗府城。朱一貴率數萬人退走。六月二十

八日，官軍敗民變軍於大穆降（今臺南市新化區），朱一貴率數千人走灣裏溪（今

臺南市將軍溪）、下加冬（今臺南市後壁區）。 

 

閏六月五日（西元 1721 年 7 月 28 日），朱一貴率千人至溝尾莊(今嘉義縣太

保市)。民變軍往月眉潭(今嘉義縣新港鄉)，乏食，散去六百餘人。閏六月七日，

莊民楊雄等誘朱一貴復回溝尾莊，擒獻官軍。 

 

九月中旬，藏匿山中的杜君英亦因走投無路而出降。康熙六十一年二月二十

三日（西元 1724 年 4 月 8 日），朱一貴在北京遭凌遲處死，杜君英斬首示眾。 

 

〈三〉失敗原因： 

 

1、人才缺乏 

 

    根據〈朱一貴謀反殘件〉，被捕各犯供詞，他們的職業多是「種樜、耕田、

                                                      
12

 藍鼎元(1997)平臺紀略。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 10。 
13

 黃叔璥(1997)臺海使槎錄。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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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牛車、做糖、開米店、彈棉花、傭工、駕船、賣魚、開布店」14等等，屬於靠

體力謀生的下層社會民眾，參與者缺少真正的知識分子和優秀將領。 

 

2、組織鬆散  

 

    隨口封官，光是「國公」就封了二十七人之多，15未建立官僚系統，缺乏有

效運作，難以發揮整體效能。 

 

3、爭權內鬨 

 

    如前所述，為爭奪領導權，朱、杜兩集團意見不合，乃至兵戎相見，杜君英

失敗後率眾北走，削弱了抗清的力量。 

 

4、義民掣肘  

 

     朱一貴的部眾以閩籍漳、泉二府為主，府城南路下淡水溪（今高屏溪）的

粵籍居民並未附和朱一貴、杜君英參與動亂，反而「建大清義民旗，奉皇帝萬歲

牌，聯絡鄉壯拒賊」。16使朱一貴不得不派兵數萬人進攻，並且全軍覆沒，成功牽

制、消滅了民變軍部分兵力。 

 

〈四〉善後處理： 

  

1、設置巡臺御史 

 

清朝統治臺灣已三十餘年，竟發生如此大規模的動亂，實因臺灣孤懸海外，

在臺官員缺乏有效的監督，任意妄為，導致激起民變。因此，皇帝考慮由中央直

接派出「代天巡狩」的御史，確實掌握地方狀況，瞭解民間疾苦。 

 

康熙六十年臺匪平定之後，欽奉上諭：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員，前往臺灣巡

查。此御史往來行走，彼處一切信息，可得迅聞。凡有應條奏事宜，亦可條奏，

而彼處之人皆知畏懼。至地方事務，御史不必管理也。將此旨傳示九卿，欽此。

嗣經議准每年派滿漢御史各一員，前往巡察，一年更換。如有應行條奏事件，具

本條奏。17 

 

經過九卿會議後奏准，每年由都察院首長左都御史負責，在滿、漢監察御史

                                                      
1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臺案彙錄己集。新北：大通，頁 4--17。 
15

 藍鼎元(1997)平臺紀略。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 6。 
16

 藍鼎元(1997)平臺紀略。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 20。 
1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臺案彙錄乙集。新北：大通，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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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遴選開列，呈請皇帝欽點，巡臺御史制度於是確立。  

 

2、增設廳縣  

         

清聖祖康熙二十三年（西元 1684 年），在臺灣設置一府（臺灣府）三縣（臺

灣縣、鳳山縣、諸羅縣），朱一貴事件後，有鑒於諸羅縣所轄地方過大（臺南以

北地區），一有事端，地方官吏往往鞭長莫及，因此，首任滿籍巡臺御史吳達禮

於清世宗雍正元年五月二十日（西元 1723 年 6 月 22 日）建議： 

 

請另立一縣，於半線增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分膺民社，以虎尾溪為界……

北至淡水數百里，再設巡檢一員，專司稽查附近民番並海岸要口。18 

 

雍正元年八月初八日（西元 1723 年 9 月 7 日），兵部討論後回覆皇帝： 

 

巡視臺灣御史吳達禮奏言：「諸羅縣北半線地方，民番雜處；請分設知縣一

員、典史一員。其淡水係海岸要口，形勢遼闊；並增設捕盜同知一員」。均應如

所請。19  

 

清世宗採納建議，並定名為「彰化縣」，從此，臺灣的行政區劃，由原來的

一府三縣增為一府四縣一廳（淡水廳），適時強化了清朝對這塊偏遠之地的統治。 

 

参●結論 

 

「鴨群會聽令排陣」以及「母鴨日生二卵」，是鴨母王傳說中較固定的單元，

儘管有些文章中對於鴨母王看到水中倒影等情節，描述得不怎麼完整，但大多是

強調鴨母王朱一貴是真命天子，所以不乏各式各樣的徵兆或異象。 

 

閩南語有句諺語：「鴨母王走入溝仔尾--死路一條」。將近三百年過去了，有

關鴨母王的傳說仍在民間流傳著；但傳說之為傳說，大多是繪聲繪影，講的人加

油添醋，口沫橫飛；聽的人瞠目結舌，頻頻點頭；隨著年深日久，故事情節也更

加匪夷所思。 

 

俗話說：「時勢造英雄」，真實的朱一貴，不過是一位以養鴨為業的平民百姓，

只因治臺官員倒行逆施，普遍引發民怨，才因緣際會，成就了短暫卻不凡的人生，

在歷史上留下身影，而不致沒沒無聞，與草木同腐。 

 

                                                      
18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2006)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貳輯第九冊。臺北：遠流，頁 438。 
1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清世宗實錄選輯。新北：大通，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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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貴雖然最後還是失敗了，過程也僅僅歷時數月，但他卻領導了清代臺灣

首次大規模的人民反抗行動，也是唯一佔領府城的民變，在臺灣政治史上具有重

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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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朱一貴事件大事記 

康熙七年 杜君英生於廣東省潮州府海陽縣。 

康熙二十八年 朱一貴生於福建省漳州府長泰縣。 

康熙四十六年 杜君英至臺灣當佃農。 

康熙五十三年 朱一貴至臺灣，以傭工、種田為生，後在鴨母寮（今高雄市內

門區光興里）以養鴨為業。 

康熙六十年 鳳山知縣出缺，由知府王珍兼攝，橫徵暴斂。 

  三月初十日 杜君英等聚眾一千餘人，豎旗「清天奪國」。 

  四月十九日  朱一貴等聚眾一千餘人，豎旗「大元帥朱」，夜襲岡山汛。 

  四月二十一日 總兵歐陽凱令右營遊擊周應龍領兵四百出征。 

  四月二十二日 杜君英遣人約朱一貴會攻臺灣府。 

四月二十三日 周應龍與朱一貴戰於岡山，民變軍大敗，退走入山。 

四月二十七日 周應龍於赤山（今臺南市六甲區）戰敗，逃歸府城。 

  四月二十八日 總兵歐陽凱、遊擊劉得紫領兵千餘人，水師副將許雲領兵五百 

，出劄春牛埔（今臺南市東區東門里）。 

  四月三十日 民變軍至，官軍奮勇，民變軍敗屯竿津林（今高雄市岡山區）。 

  五月初一日 民變軍數萬進攻，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等戰死。知府王珍等

皆逃往澎湖。杜君英入住總兵官署，朱一貴入居臺廈道署。 

  五月初三日 朱一貴稱「義王」，國號大明，年號永和，大封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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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杜內鬨，杜君英率數萬人北走虎尾溪，屯於貓兒干（今雲

林縣崙背鄉）。 

  六月十六日 南澳總兵藍廷珍率兵一萬兩千餘人抵鹿耳門，攻佔安平鎮。 

  六月十七日 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抵安平鎮。民變軍八千餘人來犯，大敗。 

六月十九日 民變軍數萬人，駕牛車，列盾為陣再攻安平，敗歸府城。 

  六月二十日 守備林亮等率兵一千兩百人往西港仔（今臺南市西港區）。 

六月二十一日 藍廷珍率舟師五千五百餘人往西港仔。 

  六月二十三日 藍廷珍行進至蔦松溪，直搗府城。朱一貴率數萬人退走。 

六月二十八日 官軍敗民變軍於大穆降（今臺南市新化區），朱一貴率數千人

走灣裏溪、下加冬（今臺南市後壁區）。 

閏六月五日 朱一貴率千人至溝尾莊(今嘉義縣太保市)。民變軍往月眉潭 

 (今嘉義縣新港鄉)，乏食，散去六百餘人。 

閏六月七日 莊民楊雄等誘朱一貴復回溝尾莊，擒獻官軍。 

  九月中旬 杜君英勢窮來降。 

康熙六十一年  

  二月二十三日 朱一貴在北京遭凌遲處死，杜君英斬首示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