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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午戰爭： 

時間：西元 1894年。 

結果： 

  清朝戰敗。 

  西元 1895年，中 日簽訂馬關條約。 

  將臺灣與澎湖割讓給日本。 

影響：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 5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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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侵占的 

        國家或地區被稱為「殖民地」。 

※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日軍是從今日的新北市 鹽寮(貢寮區)登陸。 

2.  

馬關條約： 

簽約地點：日本 馬關。 

雙方代表之一： 

  中國：李鴻章。 

日本：伊藤博文。 

※條約指的是，國與國之間所簽訂的約定。 

3.  

臺灣民主國： 

建國原因：為了不受日本的殖民統治。 

失敗原因： 

  北部的軍隊訓練不足、武器不夠先進。 

南部的黑旗軍缺乏外援。 

※黑旗軍是當時以黑旗作為部隊旗幟而得名的軍隊。 

4.  

臺灣民主國的參與人物：唐景崧。 

曾為臺灣巡撫。 

被推舉為臺灣民主國的總統。 

在日軍攻佔基隆後，便逃回廈門。 

5.  

藍地黃虎旗： 

是臺灣民主國的國旗。 

由於清朝的國旗圖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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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臺灣民主國失敗後，臺灣各地仍出現許多武裝抗日的事件，例如： 

苗栗事件：西元 1912年，羅福星在臺灣祕密組織革命黨，最後被日本破獲， 

壯烈成仁。 

噍吧哖事件(又稱西來庵事件)：余清芳率眾反抗，當時被捕民眾多達數千人。 

霧社事件：居住在山地部落的原住民，因為日本政府的剝削壓迫與殘暴鎮壓，

在賽德克族頭目莫那．魯道的領導下發動了武力抗爭。 

※霧社事件的爆發地點為現今南投縣 仁愛鄉的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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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霧社事件： 

主因：日本政府不尊重原住民族的信仰與傳統，引發族人的不滿與抗爭，例如： 

限制獵場。 

禁止紋面。 

隨意開發山林。 

強行徵召服勞役。 

導火線：莫那‧魯道的兒子得罪日本警察，擔心被報復。 

經過：莫那‧魯道聯合其他部落，在霧社小學校運動會中展開反擊。 

結果：日本政府集結軍隊進攻霧社山區，結束霧社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