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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訓練階段 

一、獨立研究課程近二年學校獨立研究課程之規劃 

    獨立研究課程，一開始為學校設計提供給資優班的課程，初始以

帶領學生進行科展研究為主，由教師指導學生從課本延伸，找尋研究

題材，並設計相關實驗進行主題的探究，這些通常要花費相當長的時

間投入，除正式課程檢視研究進度外，學生通常得利用星期六時間返

校進行研究。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提倡適性揚才，相信有興趣的孩子可以找到

自己的未來，讓普通班同學透過社團課及電腦課給予需要的電腦技術，

及解決問題方法，使學生能激發求知慾，問題解決。 

二、學校如何提供該生獨立研究訓練 

（一）安排不同主題課程及研習，訓練學生探索問題、資料收集、

應用分析、歸納整理、表達能力，培養主題研究的興趣。 

（二）本校開設自然科學社團課，藉由接觸不同的學習內容，拓

展學生獨立研究的視野。 

（三）學校首頁闢有獨立研究文件專案專區，提供獨立研究方法

及相關訊息下載。 

（四）硬體方面，學生不論是周三下午、周六上午或暑假期間，

均全面開放電腦教室、E化教室等電腦設備，供學生使用，

並有老師陪同現場指導。雖是漫漫時日，但也是另類學校

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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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獨立研究階段 

一、 研究動機 

    今年的暑假 8月 25、26日，我參加彰化縣文化局舉辦「1895年

乙未彰化之役紀念活動」，主辦單位以參加闖關方式，來介紹乙未彰

化之役圖 1，從活動過程中，我慢慢了解

乙未彰化之役，這個故事發生在我最熟悉

的八卦山，讓我產生很大的好奇心。因此，

我想了解現在一般民眾對乙未之役的了

解概況，並從研究過程介紹乙未彰化之役，

台灣人不分群族，對抗日本外來政權，這

段感人的故事，來喚醒人們對台灣先民追求自主的民族記憶。 

二、 擬定正式計畫、研究問題及工作進度表 

 (一) 擬定正式計畫 

                   圖 2擬定正式計畫流程圖 

(二) 研究問題 

1、 乙未之役對八卦山的影響探討 

2、 探討一般民眾對乙未之役的了解程度   

3、 探討乙未彰化之役抗日烈士為國捐軀大體如何安置 

4、 探討乙未彰化之役產生的民間信仰 

 

圖 1闖關方式介紹乙未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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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進度表 

         時間 

 工作 

9/8~ 

9/15 

9/16 

~9/22 

9/23 

~9/29 

9/30~ 

10/6 

10/7~ 

10/13 

10/14 

10/27 

10/28~ 

11/3 

尋找研究主題        

蒐集相關資訊        

擬定正式計畫及研究問題        

實地訪談及心得討論        

提出研究成果        

評鑑與檢討        

累積進度百分比 15% 30% 45% 50% 60% 80% 100% 

三、 彙整相關文獻 

(一) 乙未之役起源 

    西元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後，被迫於該年 4月簽

訂《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與周邊島嶼割讓予日本圖 3，遭到臺灣

住民強烈反對，臺灣部分仕紳因而鼓動前清臺灣巡撫唐景崧圖 5在該

年 5月 25日宣布建國成立「台灣民主國」，年號「永清」，並由唐景

崧擔任首任大總統，為第一共和。然而在隨後因日方接收臺灣而起的

乙未戰爭中，其中部分民兵首先叛變，臺北遭到佔領，唐景崧不久後

便逃亡廈門，第一共和迅速瓦解。該年 6月 26日，劉永福圖 5被選

出任命為第二任大總統，以臺南為基地建立第二共和，並以大天后宮

為總統府。但劉永福亦於該年 10月 19日西渡中國大陸，兩日後臺南

遭日軍攻陷，臺灣民主國隨即滅亡。戰事從西元 1895年 5月 29日－

1895年 11月 18日，歷時僅 150天，爆發戰事的西元 1895年適逢農

曆乙未年，因而稱為「乙未之役」。 

  

圖 3簽訂馬關條約 圖 4馬關條約簽訂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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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乙未之役重要事件過程 

 

(三) 乙未之役人物、旗幟介紹 

 1.台灣民主國人物介紹 

唐景崧:廣西省桂林府灌陽縣人，曾出任短暫臺灣民主國大總統。 

劉永福:廣東欽州人，建立第二臺灣民主國，在台南自立為大總統。 

吳湯興:臺灣苗栗銅鑼灣客家人，義勇軍大統領（即民兵總司令）。 

徐  驤:苗栗頭份客家人，客家義勇軍領袖，在斗六的纏鬥中陣亡。 

姜紹祖:臺灣新竹縣北埔鄉海陸腔客家人，在枕頭山被俘，隔日於

獄中吞食鴉片膏自盡，年僅 19歲。 

表 1 乙未之役重要事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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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崧 劉永福 吳湯興 徐驤 

         圖 5乙未之役台灣民主國人物介紹圖 

2.大日本帝國人物介紹 

樺山資紀臺灣總督: 第一任臺灣總督，負責接收臺灣。 

比志島義輝少將：率領混成支隊，攻打澎湖，後分守宜蘭。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近衛師團，從基隆南下進兵。 

伏見宮貞愛親王：率領混成第四旅，從嘉義登陸，北上進兵。 

乃木希典中將：率領第 2師團，從枋寮登陸，北上進兵。 

    

北白川宮能久 伏見宮貞愛 乃木希典 比志島義輝 

圖 6乙未之役大日本帝國人物介紹圖 

3.乙未之役旗幟介紹 

    臺灣民主國國旗是亞洲第一面以民主國自稱的國旗。1895乙未

之役抗日客家義勇軍方面有，吳湯興率領的義勇軍旗、劉永福率領的

七星黑旗軍旗、姜紹祖率領的「敢」字數營鄉勇旗圖 7；日本國方面

有，大日本帝國國旗及大日本帝國軍旗，又稱旭日旗是帶有紅日和旭

日光芒圖案的一種旗幟，帶有「旭日東昇」，「不惜一戰」的挑戰之意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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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國國旗 客家義勇軍旗 七星黑旗軍戰旗 

   

「敢」字數營鄉勇旗 大日本帝國軍旗 大日本帝國國旗 

圖 7乙未之役旗幟介紹圖 

四、資料分析 

 (一)  乙未之役對八卦山的影響探討 

    因為我從文獻得知，八卦山戰役是乙未戰爭死傷最慘重的地方，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攻臺時死亡，日本接收台灣後，在八卦山建立北

白川宮能久親王紀念碑，我想了解這段歷史對八卦山的影響。 

1.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紀念碑 

    八卦山在最早的文獻記載中被稱作「望寮山」（或寮望山），出現

在西元 1717年編纂的《諸羅縣志》。八卦山得名是因大甲西社發動的

叛亂，留下了一座八卦型的「鎮番亭」紀念亭，因為為山上有座八角

亭，因此取名八卦山。原址「鎮番

亭」毀於陳周全事件戰火中。在嘉

慶年間，官府在此地又蓋了「定軍

寨」做為守城要地，歷經戴潮春事

件後曾整修過一次。在乙未戰爭中，

日本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死於炮擊，

之後日本人在 1914年拆除定軍寨，僅留下一面牆，並於此地建「北

白川宮能久親王殿下紀念碑」圖 8。 

 

圖 8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殿下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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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八卦山大佛 

    二戰結束之後，國民政府又拆除了能久親王紀念碑。之後在善化

堂堂主世溪松等人的推動，並且獲得縣府核准之下，在西元 1956年

由林慶堯設計並監督興建大佛。一開始成立了「八卦山大佛建造促進

委員會」，申請公有土地之使用權，並向民間各方信徒募款，在西元

1956年 3月 4日於能久親王紀念碑之原址動土開工。然而好景不常，

西元 1959年 8月，因彰化地區遭受到八七水災的肆虐而暫時停工。

直到西元 1960年 5月才又成立了「財團法人彰化八卦山風景協建會」，

繼續興建。 

     在歷經了 10年的工程後，西元 1961年大佛竣工。另外在 1963

年建造九龍池和二隻石獅、一對蓮花燈。西元 1966年至 1969年進行

大佛兩側休息所的修建。1972年 1月興建大佛寺，樓高四樓，上達

25公尺，採宮殿式建築，於西元 1976年 2月 12日安座開光落成。

八卦塔、八卦亭、大佛前牌樓等周邊附屬建築於西元 1977年全面完

工。 

尋找八卦山大佛文獻趣事 

    當我在找八卦山大佛舊照片時，發現一張大佛雙手橫「8」的手

勢圖 9，但現在大佛的雙手卻是握式圖 10。我很好奇於是就去問親

戚中的耆老，得知這是因為當時大佛的像貌已大致完成，彰化地區

遭受到八七水災的肆虐而暫時停工，水災後坊間紛紛傳言，當時大

佛雙手橫「8」的手勢，代表有二條水(濁水溪、大甲溪)會從這二個

孔洞流出，讓彰化地區遭受水災，雖然大佛仍按照原草圖施作，但

完成後不久，就被要求部分拆除，改建為雙手握式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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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雙手橫「8」的手勢 圖 10重建為雙手握式手勢 

3.乙未保台和平紀念公園 

    乙未保台和平紀念公園為紀念清朝光緒年間的抗日義軍，裡面設

有祭祀殿供民眾景仰，兩側並設有一門古砲與涼亭、花架等，古砲創

設於清光緒十年，劉銘傳巡撫與日軍抗戰時的義軍抗敵工具，原放置

蔣公紀念館前，於民國 72 年遷移至此，乙未保台和平紀念公園原為

八卦山抗日烈士紀念碑公園，但歷經多年園區內多處設施遭受破壞，

樹木茂盛繁雜，降低遊客入園意願，彰化縣政府因而重新規劃設計園

區景觀，並增加其設施且更名為乙未保台和平紀念公園。 

   

當年乙未之役大砲 八卦山抗日烈士紀念碑 乙未保台和平紀念公園 

圖 11乙未保台和平紀念公園介紹圖 

 

4. 1895八卦山抗日保台史蹟館 

    為緬懷紀念西元 1895 年「八卦山抗日之役」台灣人民抵抗日軍

的淒烈戰況，彰化縣政府於民國 95 年，以戰爭史蹟館園區的概念，

賦予八卦山大佛風景區新的遊憩主題，並於民國 97 年 12 月「1895

八卦山抗日保台史蹟館」開館揭幕。 

     展覽館分區設置解說甲午戰爭、乙未戰爭及八卦山會戰經過，

分別以展板、影音方式展出，配合隧道內特有空間感，使人感受到戰

爭時緊張、壓迫的氣氛，增添參觀的臨場體驗。此遊憩動線改善工程

一改先前幽暗封閉及單調的環境景觀，取而代之的是一處具有歷史情

景及先人奮勇抗日史實的追憶空間，進入到歷史的場景，憶想當時日

軍在夜色沉寂的黑夜渡溪南下的緊張氣氛，遊客可以以平靜心情，深

思戰爭之意義及結果，喚醒民眾對八卦山歷史戰役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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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895八卦山抗日保台史蹟館 圖 13先人奮勇抗日史實介紹 

 

資料分析:  

    林爽文事件平定，清廷有感於八卦山防禦彰化城的重要性，建立

一座磚造的軍寨，配置砲台及城樓，名為「定軍山寨」。之後八卦山

戰役是乙未戰爭死傷最慘重的地方，日軍付出了慘痛代價，才佔領了

八卦山，並將八卦型的「鎮番亭」紀念亭拆除，新建「北白川宮能久

親王殿下紀念碑」，直到二戰結束之後，國民政府又拆除了能久親王

紀念碑，改建成現在的八卦山大佛，之後八卦山風景區，增加乙未保

台和平紀念公園、1895八卦山抗日保台史蹟館等。 

    當我參觀八卦山大佛、1895八卦山抗日保台史蹟館、乙未保台

和平紀念公園後，因為八卦山戰役留下的歷史遺跡，我才能深入瞭解

臺灣義勇軍，在彰化八卦山戰役中前仆後繼，表現了有我無敵、血戰

到底的英雄氣概。八卦山爭奪戰是台灣民主國最為激烈壯麗的一場戰

鬥故事。 

(二)  探討一般民眾對乙未之役的了解程度 

    當我參觀 1895八卦山抗日保台史蹟館後，發現抗日烈士激烈戰

鬥中戰亡。我很好奇一般民眾對乙未之役了解，於是在彰化市附近，

讓民眾填寫問卷方式來了解，一般民眾對 1895乙未之役了解程度。 

1.研究對象:    是以一般民眾，填寫問卷為研究對象，我分別在文

化局、孔廟、公園、菜市場等，以尋找一般民眾填寫問卷方式來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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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總共 200份問卷，有效問卷 173張，無效問卷 27張，男生 92 人，

女生 81人。 

2. 一般民眾基本資料 

 

             圖 14填寫問卷年齡分布基本資料圖 

 

               圖 15填寫問卷教育程度分布基本資料圖 

 

                圖 16填寫問卷籍貫分布基本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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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有聽過台灣民主國嗎？： 

 

                  圖 17一般民眾與聽過台灣民主國關係圖 

由圖 17得知，一般民眾好像聽過台灣民主國一詞 69.88%比例較高；

沒有聽過台灣民主國一詞 20.81%比例較低。 

2. 你了解 1895乙未之役嗎？ 

 

           圖 18一般民眾與了解乙未之役關係圖 

由圖 18得知，一般民眾對於了解 1895乙未之役的內容，了解一點比

例為 47.98%，了解比例為 31.21%，不了解比例 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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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了解乙未之役與八卦山戰役的關係嗎？ 

 

          圖 19一般民眾與了解乙未之役與八卦山戰役關係圖 

由圖19得知，一般民眾對於了解乙未之役與八卦山戰役的關係內容，

了解一點比例為 42.2%，了解比例為 26.59%，不了解比例 31.21%。 

4. 你了解乙未之役抗日烈士為國捐軀大體如何安置嗎？ 

 

   圖 20一般民眾與了解抗日烈士為國捐軀大體如何安置關係圖 

由圖20得知，一般民眾對於抗日烈士為國捐軀大體如何安置的內容，

了解一點比例為 32.37%，了解比例為 19.08%，不了解比例 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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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1. 一般民眾對於台灣曾經有一個台灣民主國的歷史，有模糊的印象，

真正了解其中內容民眾不多，還有少部分民眾，不了解台灣民主國的

歷史。 

2. 大部份民眾能了解 1895乙未之役的內容，少部份民眾不了解乙未

之役的內容。而八卦山戰役是乙未之役其中的一部份，還有部份民眾

不知道。 

3. 乙未戰爭最大的正面會戰，就在八卦山歷經八小時會戰。此戰役

台灣民主國將領吳湯興、徐驤、吳彭年、嚴雲龍皆力戰陣亡。由問卷

資料統計結果，不了解乙未之役抗日烈士為國捐軀大體如何安置比例

最多(比例 48.55%)。 

(三) 探討乙未彰化之役抗日烈士為國捐軀大體如何安置 

    經問卷資料統計結果，不了解乙未之役抗日烈士為國捐軀大體如

何處置比例最多，我想了解抗日烈士為國捐軀大體如何安置，其大體

安置位置。我利用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來尋找彰化縣志紀載當時

的殯儀館(北壇、南壇)。 

1 從彰化縣志尋找當年北壇安置抗日

烈士大體及牌位位置 

    我想試著找出當年烈士安置的位

置，經查彰化縣志記載如下: 

北壇又稱厲壇：在縣治北門外車路口北

壇巷圖 21，祭無祀鬼，即古所謂泰厲、

公厲、族厲也。每歲春清明，秋七月十

五日，冬十一月朔日：凡三祭。惟七月

望日為盂蘭會，延僧普度，最為盛設。

 

圖 21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車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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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五年間，北路理番同知李本楠捐俸倡建，凡客柩未葬者，皆

暫停於此名曰北壇。 

南壇又稱南山寺：在縣治東門外。紳士王松等倡建，以停客柩，及本

處士民之柩。 

 

圖 22彰化縣志紀載當時的殯儀館北壇、南壇 

2 經彰化縣志尋找當年北壇位置 

    北壇，它是一個壇，位於北門車路口北門外，建於清乾隆三十五

年，裡面祭祀無主孤魂，也是提供客死異鄉停柩的地方，也有人死了

無法歸葬，只好就地草草掩埋，淪

入荒塚了。當我從永安街走入三民

市場，到陽明街接近十八英雄公附

近才找到當年北壇位置圖 23。北壇

在日據時期，日人將北壇拆除改為

屠宰場，善信人士乃將北壇之三寶

佛移祀南山寺。 

 3 南壇南山寺 200餘年來滄桑史 

    乾隆時期:南壇乾隆 35(西元 1770)年，由官員及士绅斥資興建，

在乾隆時期改名為南山寺。清雍正元年設縣於彰化，時有文武官弁卒

停柩，位於縣東(即今南山寺址)供奉三寶佛，故亦稱“三寶佛寺”。 

    日據時期:日人將北壇拆除改為屠宰場，善信人士乃將北壇之三

寶佛移祀南山寺，南山寺因地處八卦山麓，屢遭烽火，僅存殘垣破宇，

雖有重建之議，奈未擭日本當局准許，任由 6尊佛像被風雨摧殘，端

賴善心路人以草笠禦雨。 

 

圖 23陽明街民宅後方當年北壇位置 

北壇位置 

南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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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時期:民國 36年、47年兩度動工修建，並將南北兩壇 6尊

木佛改塑為 3尊金身鎮坐於大雄寶殿。民國 55年，為加强宣揚佛法，

成立彰化縣南山寺管理委員會。民國 64年 3月再次鳩工改建為 2層

鋼筋水泥佛殿暨牌樓，舊有聖像亦皆重新裝金，全部工程於翌年 8月

竣工，1樓供奉三寶佛、觀音聖像，2樓新塑釋迦牟尼佛及地藏王菩

薩。 

   

圖 24南山寺前門 圖 25南山寺中庭旁邊南壇大將爺祠 圖 26南壇大將爺 

資料分析:  

    為了解乙未之役抗日烈士為國捐軀大體如何安置，我從彰化縣志

才知道，很久以前彰化市有北壇與南壇的存在，而北壇與南壇就像現

在彰化市立殯儀館一樣，提供客死異鄉停柩的地方，以及人死後辦理

後事的地方，其中北壇是專門辦理無名屍及祭無祀鬼，南壇是專門辦

理彰化縣民停柩及後事所需祭禮的地方。 

    北壇與南壇因為時代變遷，北壇與南壇合併為南山寺旁的南壇大

將爺祠(圖 26)，現今廟址(中山國民小學對面)，地方人士稱三寶佛

寺，所謂三寶佛指的是:釋迦牟尼佛、藥師佛、阿彌陀佛三者。還記

得我幼稚園小班時，每次遇到廟慶法會，阿嬤都會帶我一起拜拜，參

加過程還有十方湧入的信徒，好不熱鬧，這是神恩廣大慈悲顯化所致，

如今三寶佛寺廟貌一樣莊嚴，香火鼎盛，歷經 200餘年風晨雨細日出

日暮，滄海桑田，眾信徒對南山寺信仰依舊。 

側殿是大將爺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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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探討乙未彰化之役產生的民間信仰 

    北壇因建設為屠宰場而被拆除，我為了

尋找當年北壇位置時，來到彰化市三民市場，

找到北壇當年位置，並在北壇現址旁邊發現

有個十八名英雄公祠，經採訪十八名英雄公

祠負責人陳廷容先生圖 27，得知十八名英雄

公祠與乙未之役的一段故事。 

1. 十八名英雄公祠起源故事 

    乙未之役當時名將劉

永福的部將吳彭年統帥黑

旗虎旅，鎮守彰化城，吳彭

年圖 28又以河南勇為主的

黑旗精銳部隊防守北壇圖

29。當時以河南勇為主力的

黑旗精銳就與日軍在此發

生慘烈的戰鬥，無耐兵力懸

殊，彈盡援絕，最後終於壯烈成仁。 

    當地的老百姓於事後冒險收屍，共十八具，祭拜一番後就地埋葬，

由於不知道這些河南勇的姓名，所以就尊稱他們為十八名英雄公。時

光匆匆流逝，他們的英勇事蹟埋沒在荒煙漫草中，慢慢被人遺忘。 

    民國以後，當地人士有意增蓋屠宰場，於是就選擇目前屠宰場旁

這地方，開始僱工整修挖地，結果挖出一大堆骸骨，附近居民驚恐圍

觀，地方上老一輩的人士才說出這裡是十八名英雄公當時埋屍的所在，

並且證實無誤。於是屠宰公會馬上招工建祠，選擇一個黃道吉日，恭

迎骨骸進祠奉安，這是「十八名英雄公祠」的由來。 

 

圖 27訪問陳廷容先生 

  

圖 28吳彭年統帥 圖 29黑旗河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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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八英雄公祠延續北壇文化傳承 

    北壇因日據時代拆除改為屠宰場已經消失，民國以後當地人士有

意增蓋屠宰場，十八名烈士遺骨因而出土，恭迎骨骸至十八英雄公祠

進祠安奉，每當十八英雄公祠農曆七月最後一日舉辦普渡法會時，更

吸引市場攤販還有附近居民樂情共襄盛舉來參加活動，這樣的熱鬧場

景，很像當年北壇七月望日盂蘭會、延僧普度會。 

    十八名烈士遺骨出土的地方，剛好又在早期清代北壇舊址旁，一

連串的緣分之故，於是當地民眾把十八英雄公祠前面加北壇，來傳承

北壇當年祭無祀鬼、每年春清明、七月八日聖誕日、七月盂蘭會延僧

普度，祭拜活動，因此現在稱為北壇十八英雄公祠。 

十八英雄公祠融入三民市場店家現象: 

    訪問發現十八英雄公祠的石碑，就在店家正門口，而旁邊十八商店字形還

是十八英雄公祠選出來的。形成店家與十八英雄公祠共存的特殊現象。 

   

圖 30北壇十八英雄公祠 圖 31十八商店前的石碑 圖 32十八商店 

資料分析:  

    探訪過程中，我觀察到隱藏在菜市場這間小廟，當地民眾為了感

念這十八名黑旗軍河南勇，調防台灣彰化，為彰化而戰，為台灣因義

受難，而蓋起來的。如今他們的英靈安坐「十八名英雄公祠」，護佑

彰化地方百姓，他們的魂魄，讓我們肅然起敬；他們的氣節，讓我們

永誌難忘。乙未之役中的黑旗已埋入歷史，彰化城之役也已成昨日黃

花，只剩這「十八名英雄公祠」讓人追念憑弔。或許十八名烈士沒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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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故鄉是一種遺憾，但彰化鄉親為它們建祠，來感念這群烈士為彰化

而戰的英勇事蹟，這個過程在無形中傳承、延續了北壇文化。 

五、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乙未之役對八卦山的影響:八卦山台地有防禦的功能，它經歷大

甲西社發動叛亂事件，建造八卦型的「鎮番亭」紀念亭；乙未的八卦

山戰役，新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殿下紀念碑」，二戰結束之後，國

民政府建造成現在的八卦山大佛，之後增加乙未保台和平紀念公園、

1895八卦山抗日保台史蹟館等。人們因1895八卦山抗日保台史蹟館、

乙未保台和平紀念公園，才能了解當年乙未戰役歷史背景，館中呈現

非常深入的歷史資料，讓我能穿越時空進一步的了解台灣人民是如何

保衛家園，以及如何經歷台灣史上最大的一場戰爭。 

(二) 一般民眾乙未之役了解概況:八卦山戰役是乙未之役其中的一

部份，還有部份民眾不知道。乙未戰爭最大的正面會戰，就在八卦山

此戰役台灣民主國將領吳湯興、徐驤、吳彭年、嚴雲龍皆力戰陣亡。

我由問卷資料統計結果發現，一般民眾不了解乙未之役抗日烈士為國

捐軀大體如何安置比例最多。 

(三) 乙未之役抗日烈士遺體安置:大部分經由北壇安置，但因時代變

遷，北壇拆除併入南壇，現在南壇位於中山國小對面，南山寺側旁的

南壇大將爺祠；一小部分經由當地的老百姓於戰後冒險收屍就地埋葬，

時光匆匆流逝，演變成延續傳承北壇文化，成為當地人的信仰，北壇

十八名英雄公。 

(四) 乙未彰化之役產生的民間信仰:馬關條約簽訂將台灣及澎湖割

讓日本後，台灣人拒絕被日本人殖民，台灣人民不分族群，除了台灣

人、客家人，連原住民都來加入戰局。其中八卦戰役的十八名黑旗軍

河南勇，為了保護台灣這美麗寶島人民的幸福，他們不顧性命、犧牲

自己家園，調來到彰化城，為台灣人民對抗日本。乙未彰化之役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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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十八名黑旗軍為彰化而戰，因義受難，彰化鄉親感念他們的義舉，

為他們蓋起「十八名英雄公祠」，來護佑彰化地方百姓。在過程中「十

八名英雄公祠」還融入傳承延續北壇信仰文化。 

六、 評鑑與檢討 

 (一)  尋找研究主題時層面評鑑與檢討 

    参加乙未彰化之役闖關活動，其故事內容就發生在我生活週遭，

內心深處想要探究這個故事，並做為獨立研究主題。但深怕自己無法

完美呈現乙未之役這一段故事。就在活動過程中，文化局長圖 33主

動來關心我参加活動的感想，我娓娓道出，想把參加這次活動，作為

獨立研究主題，當下局長聽完後很開心，並鼓勵我要以台灣群組團結

抗日，以及義民精神方面來研究。經局長的鼓勵下，讓我信心大增，

才能下定決心，完成本次的研究。 

 (二)  蒐集文獻資料編輯層面檢討 

    上網收集文獻，找到很多的資料，但有關與乙未彰化之役，烈士

為國捐軀後的安置，卻沒有詳細記載。為此我問指導老師，老師建議

我去八卦山下，1895八卦山抗日保台史蹟館走訪一趟。我利用假日

下午時間與爸爸一起前往。進入館內，導覽人員主動為我們解說乙未

彰化之役圖 34，解說過程中我提出有關烈士身軀安置問題，導覽人

員也有詳細介紹。這個過程我學習到，如何運用身邊的資源，來解決

問題。  

 (三)  問卷調查層面的評鑑與檢討 

    現場請人填寫問卷是最辛苦的，因為剛開始我會害怕面對陌生人

圖 35，又害怕被拒絕填寫問卷，一度想要放棄。還好有父母及指導

老師的鼓勵與建議，要我先找親朋好友填寫問卷，再慢慢找陌生人填

寫問卷，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填寫問卷，有人直接拒絕，也有人鼓勵稱

讚我，這個過程讓我慢慢敢面對陌生人，學習到克服困難，勇於面對

陌生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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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實地訪談層面的評鑑與檢討 

    實地走訪彰化縣志記載車路口(現中正路與永安街)，來找出北壇

現在的位置，我花了一番時間漫長的探訪。原來當年北壇位置，離車

路口還有一段距離，我從永安街走入三民市場，到陽明街接近十八英

雄公附近，才找到北壇位置。過程中我學習到做鄉野調查的技巧，要

找年紀大一點的阿公阿嬤，然後對這些長輩要有禮貌，說話時要帶著

笑容，這些長輩就會很樂意幫助。 

   

圖 33陳文彬局長 圖 34聽館內導覽人員解說 圖 35請陌生人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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