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識字率不高、缺乏現代戶政制度以及人人皆可自行書寫的自媒體時代，小人物的歷史要

能夠進入文字的系統，常需相當的機緣。因牽涉犯罪或抗官事件，事主所被留下的「供

詞」，雖往往僅是寥寥數言，卻得讓後人略得一探小人物的歷史足跡，並得窺見大時代的

吉光片羽。

▌蔡承豪

哪來的新官？小人物劉志賢的終局
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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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時宜的「新官」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1787年 1月

22日），時序已經進入年尾，天氣漸寒。此時

在臺灣中部的重要港口—鹿港，來了一位「官

員」，年約五十歲，自稱是海防同知，並帶有

木戳一個，看來又是一個新官上任。

  臺灣有一句俗諺說，「一府二鹿三艋舺」，

標示著清代臺灣重要的三個港口。隨著進入臺

灣中部的移民漸多、開墾日盛情況下，帶動了

鹿港的貿易繁盛，使其成為中部地區的重要門

戶。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清乾隆間〈臺灣

地圖〉中，即可見以兩排屋舍標示的「鹿仔港

街」，旁有「巡司署」、「倉廒」、「防汛」

等設施圍繞，並有道路連接彰化縣城西門及城

外的「街」。既為泉、廈二郊 1商船貿易要地，

日後甚至發展成為「臺自郡城而外，各處貨

市，當以鹿港為最」的要地。2故在乾隆四十九

年（1784），清廷同意其成為對渡口岸，設置

貿易正口，打破原先規定臺地僅有鹿耳門得以

與福建廈門對渡之局面（圖 1）。

  屬於淡水廳海防同知管轄的鹿港，在成為正

口後，地位更顯重要。3乾隆五十一年（1786），

臺灣府北路理番同知並移駐至此。同知是協助

知府辦理政務的文官，並肩負地方捕務、海防

等職務。雖在整個清朝官僚體系當中不算要角，

僅是中級文職，但畢竟是正式職務，又是正五

品，在海外臺地仍是舉足輕重的官員。而北路

同知移往鹿港後，除處理原住民相關事務外，

並兼海防事務與諸羅（嘉義）、彰化二縣捕務，

更須分擔中部沿海及地方的治安，任務甚繁，

故在地方可謂具有相當的影響力。4

圖 1　 清　乾隆　臺灣地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795    
乾隆中葉鹿港地區一帶的街庄及港口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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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有新上任的海防同知親臨，實是地方大

事。但他來時沒有太多隨從，而且現身之際更

是處在一個異常的時間點—彰化縣城在數日前

才剛被攻破（圖 2）。

大亂爆發
  隨著大量來自閩粵地區的移民從十七世紀

起前仆後繼渡海前來，臺灣逐漸由原住民族生

活的天地轉為漢人為主的移墾社會。這樣的社

會，其人口結構當中有著較高比例的單身男性，

由於土地、水利等經濟利益的競逐，使移墾社

會充滿著不穩定的變因。加上官方不當的管理

政策或官兵操守不良，因而引發眾多抗官民變。

當中規模最大者，莫過於乾隆五十一年爆發的

「林爽文事件」（圖 3、4）。5

  該事件的起事首領林爽文（1756-1788），

出生於漳州府平和縣，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跟著父親林勸來到臺灣，在彰化縣大里杙（今

臺中大里）從事土地開墾，財富漸積。其為人

豪爽，交友甚廣，蔚為一方豪傑，後並加入了

圖 2　 清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彰化縣望樓圖　設色彩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995    
乾隆中後期彰化縣內聚落與交通概況



93故宮文物月刊—第494期・2024年5月

圖 3　清　《平定臺灣圖》　大里杙之戰圖　銅版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274

圖 4　清　《平定臺灣圖》　生擒林爽文圖　銅版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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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會。而乾隆五十一年，因中部地區發生會

黨的糾紛與動亂，官府遂積極查辦境內的會眾，

然衙役們則是趁機勒索，林爽文被清軍擒住審

問時便指出，「衙役等從中勒索，無論好人、

歹人，紛紛亂拿」6（圖 5），連帶也波及了林

爽文的親友。人心惶惶之下，為求自保，在乾隆

五十一年十一月（1787年 1月），會眾擁立了

林爽文為首，豎旗抗官，以圖對抗官吏的緝捕。

  聽聞地方結會勢力集結，十一月二十日，

浙江籍的彰化知縣俞峻會同副將赫生額、游擊

耿世文帶領兵役幾百名，到大墩紮立營盤，離

大里杙僅有六里路，並諭令大里杙人獻出林爽

文及藏匿的逃犯。但後續並未如官兵所預期

的，林爽文反而率領大里杙莊眾約有千餘人，

於二十七日天將亮時攻擊大墩營盤，未有防備

的官軍猝然遇敵下文武俱沒。而既已起事，林

軍更直指彰化縣城。在二十八日大雨過後，

二十九日，林軍取了營盤內的器械，率領眾人，

並在沿路各莊糾邀，內有自願跟隨希圖搶劫物

件，也有嚇脅同行者，成員複雜。隨著沿路的

糾合，至彰化城外時，人數已有三、四千人。

  彰化縣城雖是地方中心，並是當時臺地少

數的幾個城池。但因為清廷畏懼地方反叛勢力

佔領城池作為抗清基地，加上建城經費龐大等

考量，因此清代前期中央對於在臺灣建城甚為

消極。在此政策下，彰化縣城也僅是插刺竹為

牆。以竹叢環繞雖可阻擋人員通行，對於槍砲

亦有一定的抵禦力，但終究有限。加上官兵先

前已經損失慘重，城內存兵無多，因此林爽文

軍在人數優勢下輕易砍開竹圍進城。歷經混戰，

最終包括臺灣知府孫景燧、理番同知長庚、前

署彰化縣事俸滿臺防同知劉亨基、署典史事鹿

港巡檢馮啟宗、北協中營王都司及弁兵數十人

俱被殺害。隨後林爽文進駐彰化縣署，自稱為

圖 5　清　褔康安、海蘭察、鄂輝　〈解京要犯林爽文供單〉 局部　《軍機處檔摺件》　乾隆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 039069



95故宮文物月刊—第494期・2024年5月

「盟主大元帥」，打開監獄放出監犯。林軍並劫

掠倉庫，搶奪店舖綢布，豎立旗號，書寫「順天」

字樣，正式確立抗清。

族群思量下的分封
  取得據點後，林爽文大舉分封從眾，包括

以陳奉先為軍師，侯老為謀士，王芬（1754-

1787）為將軍，林與為先鋒，劉四為彰化縣官，

劉升為北路協，林倉管理軍糧等等，看似已有

規模且各有分工，甚至有研究者認為係受水滸

傳的啟發所致。7而且其起用者並不限於跟隨的

黨羽，由於人才難覓，原任職於官衙內的人員

也被編派職務，當中包括了前述被賦予海防同

知職務之人—劉志賢。

  原籍泉州府惠安縣的劉志賢，在其他檔案當

中，又可見被稱為劉鼎鋐、劉賢士或劉士賢。固

然後兩者有可能傳抄之誤所致，但在清代臺灣，

這樣的一人多名情況並不算特殊，有時是因為平

日的慣稱，有時是因為工作的關係，有時則是

因為一些更複雜的因素等等。而在這個事件時，

劉志賢已經五十歲，往回推算，約出生於乾隆初

年。他並非土生土長的臺灣人，而是在乾隆三十

年（1765）時來臺擔任彰化縣兵房書辦，即衙署

中掌管文書或簿記的官吏，在官僚系統內是一個

相當基層的工作。能擔任這個行政職位，顯示劉

志賢是識字的，在現代幾乎人人識字的社會中，

這似乎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但在二、三百年

前，這可是具備多數人沒有的能力。

  當林爽文事件爆發之際，劉志賢已經在臺

居住超過二十年，他當時住在彰化縣北門一帶。

他的父親已經過世，母親李氏仍在，妻子同姓

李，另有五歲的長女與三歲的幼子劉鳴雁，就

兒女的年歲來推算，雖算是相當晚才得子，

但不折不扣有著完整的家庭以及算是穩定的工

作。然大動亂的發生，改變了他的人生。

  十一月二十九日，林爽文軍攻陷彰化縣城

時，他並未往前線作戰，而是躲在家裡。這樣

的躲藏並無法讓他安然無事，不久後，便被林

爽文陣營中另一位要角王芬所拿住。但劉志賢

並沒有被殺害，反而被邀請入夥（圖 6）。8主

要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借重其在官府任職且

能書寫的經驗，如也是擔任縣吏刑房書辦的劉

圖 6　清　常青　〈劉志賢等供單〉 局部　《軍機處檔摺件》　乾隆 52年 2月 15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 039050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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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清（福州府福清縣人，年六十三歲），便被

派為彰化知縣。第二，則是看中其籍貫。

  清代臺灣社會秩序的一大課題，便是漳州、

泉州、粵籍等三大籍貫移民間的衝突。不同祖籍

的生活習慣差異以及語言上的出入，往往帶來共

處上的障礙。口音上的差異，「聽不懂」看似小

事，有時便在溝通上帶來或大或小的隔閡，若

遇導火線，便可能引發集體衝突甚至導致大規模

的「分類械鬥」。加上慣有謀生技能的差異，使

福建泉州籍的移民較多居住於沿海地區，而粵籍

人士則偏向生活於淺山、丘陵地帶，漳州籍人士

則居兩者之間。在公權力常無法伸張，以致民眾

必須自立救助的時期，來自不同祖籍地的各方移

民，往往群聚居住，平日可互相援助、共謀營

生，動亂時則可共力互保。在閩粵、漳泉間嚴重

對立的情況下，如何拉攏別的族群便成為想要大

規模抗官者必須思量的課題。研究者分析在林

爽文事件中附和林方的各地家族背景，其中以

漳州籍最多佔 82.41%，而泉州籍僅佔 9.45%。

反抗林爽文的村庄家族，則以泉州籍最多，佔

68.07%，可看出這場民變背後的群眾性質。9

  林爽文方自然知道這種情況，故謀求建立

起與泉籍人士的溝通橋樑。屬於泉州籍的劉志

賢在口供中便道出：「因小的在臺充役年久，

可以招集泉州的人，要小的入夥。」這樣的策

略確實有其道理，清朝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

並在林爽文事件期間受閩浙總督李侍堯（?-1788）

邀請入幕府商研的趙翼（1727-1814）便分析指

出：「林爽文本漳人，其將反也，當漳泉二府

人械鬥之後，恐泉人不同亂，乃邀泉人劉志

賢共起事，欲使為泉人倡」，10看出了林方的

戰略。這也不禁讓人思考，劉志賢宣稱被林爽

文集團中少數的泉州籍人士王芬「擒住」後帶

往見林爽文，其背後可能有更微妙的因素。

  面對這種「邀請」，劉志賢最終選擇答應。

但他表示，「見他們人眾，當即應允。去見林

爽文，許小的做海防同知，刻給木戳一個」，

說辭看起來是在畏懼下被迫答應的。他本來不

是天地會的成員，對內部情況不甚熟悉，面對

審訊，他特別強調沒有加入天地會作為內賊來

裡應外合，故該會起自何年，會內總共有多少

人，他實不知情，「就夾死也供不來的。」面

對突然的人生抉擇，劉志賢似乎沒有太多選擇，

只能接受。不過並非所有的官吏都願意加入林

爽文方，當清軍於十二月收復彰化城時，有參

革前任彰化縣知縣張貞生、丁憂典史李爾和、

教諭王梁與訓導陳琔等正被羈押，顯然是不願

加入抗清陣營者。

  而林爽文初陷彰化後，部下陸續分居官署。

或為穩定人心，林告誡手下勿要焚掠，並起用熟

悉地方及官場事務的吏員來任事。劉志賢在被派

往鹿港前，可能也協助了一些文宣工作。如有份

貼出的榜單告示稱：「順天元年，大盟主林，

為出榜安民事。本盟主為眾兄弟所推，今統雄

兵猛士，誅殺貪官，以安百姓。貪官已死，百

姓各自安業。惟藏留官府者死不赦。」這樣的

榜單，有說法便指出是出自劉志賢之手。11

好大的官威
  不過這種局勢下被派封的職務不可能有多

正式，當劉志賢前往鹿港時，只有一位隨從—

28歲漳州籍的陳高。陳高當時住在彰化馬楚遴

社內，同他的口供中可知，他的父親已故，母

親蘇氏仍存。家族內有兄弟兩人，哥哥名叫陳

仁，娶妻蘇氏，生一個兒子二歲；而他自己是

單身。他自稱在林軍攻破彰化縣城後，得知劉

賢士、即劉志賢被封做海防同知，便去投靠他，

聽隨差遣，兩人看起來應是舊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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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林爽文「封官」後，劉志賢帶著陳高，

這對漳泉組合在十二月初四日前往鹿港。作為

中部最重要的港口，以泉州移民為主的鹿港自

有地方勢力與情報網。故即便是在交通相對不

便的年代，彰化縣城被攻破的消息應已經傳遍

了鹿港的大街小巷，況且彰化縣城距離鹿港步

行快的話僅在半天之距。此時面對可疑的新官

到來，該如何選擇，是擒下他交給官府，還是

暫時妥協，先觀察看看（圖 7）？

  鹿港在地勢力初始並沒有太多動作，劉志

賢也順利「上任」。劉志賢應該知道這種官位並

沒有穩固的基礎，但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或許

是長年在衙門裡做事，看慣了官式排場與陋習，

他竟有樣學樣耍起了官威。先是因為戲班不願來

唱戲，一氣之下竟將戲班子痛打一頓。接著把鹿

港存倉的官鹽散賣變現，並勒派船戶，規定每艘

圖 7　 清　乾隆　臺灣地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795   
乾隆中葉彰化鹿港一帶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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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需繳納番銀二、三圓不等。無論是鹽或船，都

是當地從事商業與船運地的郊商和鋪戶的主要

經營與獲利來源，劉志賢的舉動，除了自身的緣

故，亦有可能是為了要替林爽文方獲取經費。然

為了錢財的種種脫序舉動，等於宣告與地方社會

作對，更遑論透過他的籍貫優勢來取得鹿港地方

支持了。而他的行為在日後被上報後，其名字旁

被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在位）用硃

筆標點，更重批寫下：「更可惡」（圖 8）。13

基層的官吏原本甚難進入到朝廷的視野當中，更

不用說被皇帝所點批。但劉志賢一路受封、草擬

告示，到紊亂地方秩序之舉，讓他終獲得了短暫

的「關注」。

紙老虎落平陽
  被激怒的鹿港社會，在觀察數日後終對劉

志賢展開行動。清軍也開始展開反攻，署鹿港

守備千總陳邦光，在內地援軍尚未抵達前，先

匯集了鹿港泉民林（文）湊、林華、黃邦、許

伯達、歐立、萬朝翁、施來、施捷等，加上受

傷來港之北協中營千總帥挺、外委許瑪及目兵

人等，於十二月十二日併力前進，拿回了彰化

縣城，並抓住了若干林軍人士。在這種情況下，

劉志賢自然是先避風頭，倉皇出逃隱匿。但陳

高就沒這麼好運，他趁亂先逃到彰化，只是沒

想到仍然與被封為副元帥的楊振國、協鎮的高

文麟及辦理水師軍務的楊軒等人一起被擒，後

圖 8　 清　任承恩　〈奏為恭報奴才統領官兵已抵臺灣鹿港即發兵剿燬賊庄擒殺匪夥事〉 局部　《宮中檔奏摺—乾隆朝》　乾隆 52年 1月 14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7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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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被解送泉州，聽候勘訊。

  乾隆五十二年（1787）正月初，屢被冬季

惡劣天候海象所阻的清軍緊急動員終陸續抵達

臺灣。水師提督黃仕簡（1722-1789）率領的援

軍前往府城，陸路提督任承恩則率軍抵達鹿港。

原署同安縣知縣，被奉准派往諸羅縣任職、後

被拔官轉任運糧官的江西新建人黃嘉訓也來到

鹿港。到了正月十二日，躲藏並已將海防同知

木戳丟棄的劉志賢，最終還是被地方人士給找

出來，先是被交給黃嘉訓監管，後又經層級更

高的任承恩審問。

  任在奏摺中指出，劉志賢「聽受偽官，其

於陷城戕官時，更難保無內應情事，應嚴行

鐐銬檻禁，即日解送督臣審辦」，顯然並不接

受劉志賢被脅迫順從林方的說法。而乾隆皇帝

在二月十三日閱摺後，先是批下「亦應解京」，

並於上諭中指示「劉志賢身充書吏，竟敢受賊

偽職，公然到任，實屬罪大惡極。凡應行緣

坐者，一概不可寬宥，該督於訊供後，一併

派員妥速解京。」日後清高宗命群臣所做〈平

定臺灣聯句〉中，要臣覺羅阿揚阿即作「坐即

索錢原慣蠧」一句，後註稱「彰化縣蠧役劉士

賢，因事革退，受偽職為海防同知，遂坐據

官署，橫索諸富戶錢物，尋為義民等縛獻」，

特別點出劉的脫序行為（圖 9）。14

  劉志賢被擒後，也被跨海送往泉州，由蚶

江通判陳惇押往閩浙總督常青（?-1793）處進行

審訊。常青於二月十五日所上呈的奏摺中，即

說明了審問過程並附上了劉志賢的口供，為他

的一生、家庭及最終所作所為留下約四百字的

簡短交待。雖然乾隆皇帝指示要比照其他人的

案例一同送往京城，但這個命令還來不及送到

閩省，常青已經將劉志賢綁赴市曹正法示眾。15 

僅僅數日的差距，提早結束了他的一生。然即

圖 9　清　高宗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平定臺灣聯句（有序）〉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 00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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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多活些時日，送到京城應又是需面臨另一

番拷問，且以他原官吏的身份應當也是難逃一

死（圖 10）。且相對於其他被擒獲的人士，常

青似乎急於處決劉志賢，是否因他的身分恐可

能牽連到其他官方人士而有此舉措，著實疑竇

叢生。而乾隆皇帝在頒下諭旨約兩個星期後聽

聞此消息，也僅能無可奈何的表示「劉志賢一

犯，前有旨，令該督等派員解京審辦。今既

據訊明並無緊要情節，業已先行斬梟，自因

未接前旨，如此辦理。」

  劉志賢的亡故並未使劉家苦難結束，乾隆皇

帝話語一轉，再下指示，「但該犯身充縣書，

受賊偽職，其子嗣未便寬宥，即不至擬以重

圖 10　 清　常青　〈奏報劉志賢陳傍二犯審明正法情形〉（附摺片及供單各一件） 局部　《軍機處檔摺件》　乾隆 53年 2月 15日　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　故機 039050

圖 11　 清　高宗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 00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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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亦當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為奴，以示懲

儆。著常青於抵臺灣後，即查明遵照辦理。」

亦即受到父親的牽連，即便年僅三歲，尚未通曉

人事的劉鳴雁也無法脫離嚴厲的評判。雖仍能保

全性命，卻將被發往離家千里外的伊犁，過著另

一種人生。然是否真的有發往邊疆，是否又因持

續的戰亂而有轉機，目前並未見有相關紀錄。

他人的政治資本
  劉志賢的死亡，代表了他的生命終結。但

他承載的意義，則仍被同黨與官方各自以不同

的角度詮釋運用。在抗清方，林爽文聽聞劉志

賢的下場後，即在諸從眾面前宣示，要厚恤其

家。此舉當是顯示其盟主的權威及體恤部下之

舉，並可收攏人心。

  而在官方與協力者，鹿港的紳商藉由抓補

劉志賢等人，解除了林爽文方的威脅，後續再

藉由協助奪回彰化城等事件，獲取了官府的信

任。日後清軍更以鹿港為中部據點，當清廷派

將軍福康安（1754-1796）於乾隆五十二年十

月率領大隊人馬橫洋來臺時，便是從鹿港上岸 

（圖 11）。而為感念媽祖於渡海時之庇佑，日後

他更在當地主導興建了鹿港新祖宮（敕建天后

宮），並獻「后德則天」匾（圖 12）。

  另一位獲得直接影響者則為黃嘉訓。黃嘉訓

曾在乾隆五十一年二月被閩浙總督雅德（?-1801）

及福建巡撫徐嗣曾（?-1790）奏請從署同安縣知

縣調補諸羅縣知縣，雖獲允准，但因捲入前兩

廣總督富勒渾（1722-1796）家人李世榮，於隨

同自京回閩，並從閩入粵時，沿途需索州縣站

規，共花銀一千七百餘圓的案件，因而被降一

級調用，連帶諸羅縣知縣職務被拔除。他當時

在臺頓時失去正式官職，然因留閩差遣，在林

爽文事件初期，尚能以運糧官的身分活動。而

圖 12　鹿港新祖宮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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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獲得義民綁送劉志賢，讓他的官職之路有了

重啟契機。在臺地動亂中亟需於當地用人的時

刻，他先是在乾隆五十二年二月署北路理番同知

兼鹿港海防，後七月再署。期間擔任調動人員物

資、審訊被抓的林爽文方黨羽，並帶領鄉勇投入

作戰等。在福康安於臺灣之際，又奏蒙賞給同知

職銜，仕途遂有所轉機。

  隨著林爽文事件結束，閩浙總督臣覺羅伍拉

納（1739-1795）與福建巡撫徐嗣曾，為推薦黃

嘉訓再次陞署理番同知，除敘明其精明幹練，辦

事勇往，且在臺經驗豐富，熟悉地方事務，並強

調其有抓拿劉志賢之功。因此即便他與陞署之例

未符，不過要缺一時乏人，且值大亂之後，諸事

甫定，亟須熟手經理，閩省大員遂希冀在海外員

缺緊要的考量下，准以陞署（圖 13）。16因與

規定不符，吏部初始並未同意，但乾隆五十四年

（1789）閏五月二十日，仍奉旨「著照該督等所

請行」。17藉由劉志賢，黃嘉訓的官職之路終

得出現轉機。

大歷史的角落
  能存留到現今的史料數量看似眾多，且在數

位化的年代，取用已甚便利。但相對於整個大歷

史，僅能如夜空中點點星光，無法遍照過去的每

個角落。雖是如此，仍可作為前行歷史幽徑的指

引。如不少本可能無緣於史著的基層小民，因在

大洪流的動亂當中被「翻攪」出來，進入了文字

的知識體系內。其名稱與事蹟陸續進入了高官的

奏摺、皇帝的上諭、實錄，宮廷的官書當中，甚

至於成為皇帝硃批評點的對象。

  如原僅是彰化縣衙內兵房書辦的劉志賢，

林爽文事件時已是知命之年，家中兒女尚幼。

如果沒有遇到這個事件，他可能就平穩的度過

生活，並在史冊中沒沒無聞。但突如其來的改

變，讓他在歲月的終局處有了意外的大轉折，

生平並被簡短地寫進清宮檔案當中。讓看似制

式且冰冷的官方文獻，增添了有血有肉的故事，

並讓後世得一窺大歷史角落的面貌。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圖 13　 清　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福建巡撫徐嗣曾　〈奏請准以黃嘉訓陞署理番同知員缺〉　《宮中檔奏摺—乾隆朝》　乾隆 54年 4月 8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8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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