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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公視斯卡羅大戲、獅頭花小說、恆春半島三大對

外戰役出版，2021年續追尋淮軍昭忠祠文史。

一、緣起

⚫柴頭埤公墓有清代、日治、戰後墓塚，及新興製糖會社

1917年改修鐵道用地的無緣墓碑，但未見淮軍墓碑。

⚫武洛塘山附近四座萬應公廟。淮軍昭忠祠在那一個位置?

淮軍義地的所在範圍? 那座萬應公廟可能存放淮軍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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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淮軍記載

⚫ 1874年(同治13年)牡丹社事件，日軍攻打恆春半島。沈

葆楨主持防務，李鴻章9月派6500名淮軍來台，經外交

斡旋，清廷付款，日軍12月退兵，淮軍未與日軍交戰。

接著開山撫番，淮軍進剿獅頭山，戰事持續3個月，

經1875年獅頭社之役，淮軍戰死病故共1918人。

⚫ 《鳳山縣采訪冊》武

洛塘山南側，購置土

地，建昭忠祠、淮軍

義地(軍人公墓) 。並

在枋寮北勢寮設淮軍

墓園，墓園牌坊上勒

「淮軍義塚」四字。 枋寮的淮軍墓園及白軍營祭祀小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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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淮軍記載

⚫ 這些沒有戰死病死的淮軍

銘武營軍官，返回家鄉前，

到鳳山雙慈亭獻匾，感謝

媽祖保佑。
鳳山雙慈亭的慈航普渡牌匾(淮軍所獻)

⚫ 淮軍1874年9月旗後上岸，

1875年7月內渡完畢，除

參與獅頭社戰役，仍抽調

部分兵力，兼造旗後及雄

鎮北門礮台。(參考許毓

良文章) 旗後砲台及雄鎮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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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昭忠祠記載

⚫ 《鳳山縣采訪冊》昭忠祠為頭門三間、享堂三間、東西

兩廡各三間、迎門照壁一座、祠東祠丁住房三間。祠堂

東側義地，計191塚，共葬勇柩1149具，義地外圍是圍溝

及竹樹。同時購置武洛塘山腳田園13契，田園46坵，撥

歸祠丁佃種。

⚫ 1904年台灣堡

圖，有圍溝、

竹子、墓地、

田地，未見祠

的位置。

1904年台灣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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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治文獻記載

⚫ 1898年寺廟調查，有曹公祠、西門街昭忠祠(斌忠祠)，

但無淮軍昭忠祠。可見當時淮軍昭忠祠已無樣貌或已

毀損，故未列入寺廟。

⚫ 伊能嘉矩1900年8月9日，參訪鳳山淮軍昭忠祠，所見

祠宇「雖遭受兵燹之災，仍可看到舊時規模」，並見

到昭忠祠石碑。(南台灣踏查日記)

⚫ 1895年乙未戰爭，10月13-15日，

日軍第二師團與鳳山新城守軍

三、四百人，互有射擊戰鬥。

10月16日步兵第四聯隊，往鳳

山西門，遇黑旗兵零星抵抗，

日軍進入西門，佔領鳳山城。
明治29年日軍征台攻擊鳳山城(想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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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年鳳山支線(打狗至九曲堂)縱貫鐵路開通，設立

鳳山驛，挖武洛塘山的土石，填在柴頭埤。

⚫ 1909年6月，陳中和新興製糖會社的糖鐵路線，從鳳

山站通至林園，位於目前博愛路南側有大弧線路段。

日治文獻記載

⚫ 1917年設鳳山無線電信所，糖鐵改道至博愛路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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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鳳山各界建鳳山神社，填土柴頭埤西北側。

日治文獻記載

⚫ 1939年牛潮埔設臺灣合同鳳梨十四工場(今太平新村)，

東側是清代義塚(一般民眾稱亂葬崗)。

1943年鳳山街地形圖(中研院GIS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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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山地政所的日治地籍圖模糊難辨，改採1962年地籍

圖作解讀，並申請各地號的日治登記簿查詢產權。

1962年牛稠埔地籍圖的解讀(中研院GIS中心提供)

四、從地籍研判位置

地政事務所的舊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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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年台南廳將鳳山昭忠祠的田產(494番地，共5.1甲)，

登記給台南慈惠院，接續清代的社會救濟，後移給高

雄慈惠院(前金)、高雄救濟院，1976年改名高雄仁愛

之家。其中日治的494-1番地為昭忠祠及祠丁住房。

494-1番地產權-台南慈惠院

台南慈惠院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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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訪談，博愛路的法元寺、天彰聖堂、金鳳凰旅館均向

高雄救濟院買地。昭忠祠萬應公(13坪)、鳳邑福能宮(鳳

松路20巷)產權為高雄仁愛之家，信眾每年繳納租金。

494番地的現在位置

博愛路的法元寺

博愛路小巷內的昭忠祠萬應公

高雄仁愛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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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忠祠約坐南朝北，迎

門照壁、頭門在博愛路

上，享堂三間、東西兩

廡各三間，約法元寺基

地。昭忠祠雨水，排入

外濠溝。祠丁住房在東

南側。依基隆昭忠祠格

局，可推測昭忠祠位置。

五、鳳山淮軍昭忠祠

⚫法元寺創立1962年，

1977年向高雄救濟院

購地，興工建寺。

推測的淮軍昭忠祠位置(外側有圍牆)

基隆昭忠祠(建於光緒二年) (圖來源:徐宗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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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訪談，金鳳凰旅館

小巷內的昭忠祠萬應

公，是日治時期建物。

研判日治初期，鐵路

施工的淮軍遺骸(無緣

墓)，官方安排慈惠堂

土地，蓋小廟祭祀(生

日8月16日)。

昭忠祠萬應公

博愛路小巷的昭忠祠萬應公

鳳山北門街之土民及水牛車(來源:國家攝影文化中心)

昭忠祠萬應公燈籠 辛亥年(1911)錫製香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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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番地是墳墓地，面積

約9甲，圍溝北側義塚、

南側淮軍義地493-1(再分

割493-5)、493-3、493-4等，

登記於國庫。因1907年鐵

路、1909年糖鐵、1917年

糖鐵改道，作土地分割。

⚫ 北門萬姓公媽廟、鳳山清

潔隊保養場、家畜市場、

北門市場一部分、高雄客

運停車場、均屬清代義塚。

六、義塚及淮軍義地

義塚及淮軍義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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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枋寮淮軍義地，葬79塚，

勇柩769具，長方形墓地，面

積0.42甲(1232坪)， 1塚15坪

地。墓塚面西，向淮軍的安

徽家鄉(柯勝耀先生提供)。

⚫ 鳳山淮軍義地，葬191塚，勇

柩1149具，扣除陡坡、竹林、

低地，基地約3甲。約博愛路

以南、經武路兩側、圍溝(博

愛路447巷)以西。

⚫ 推測淮軍墓塚面向西方，集

中於義地中間，周圍綠地。

因此1904年才被開闢為田。

淮軍義地位置

鳳山淮軍義地位置圖

枋寮淮軍義地(白軍營)土地(中寮段19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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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番地是清代義塚，含武

洛塘山的柴頭埤公墓、鳳山

溪西側坡地(立人路9巷兩側)，

日治時期登記於國庫。

⚫ 鐵路南側的柴頭埤公墓有清

代、戰後的墓塚，但不是清

代淮軍義地。

柴頭埤公墓

柴頭埤公墓及與萬福廟位置
清代與戰後的墓塚(柴頭埤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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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武洛塘山萬應公廟

北門萬姓公媽廟

⚫ 北門萬姓公媽廟(建於

1968年、民興路)、鳳山

清潔隊保養廠之萬姓祠

(建於1973年、鳳仁路) ，

因開闢武洛塘山義塚(公

墓)所設。

⚫ 萬姓公媽廟因興建北門

市場，收容無主骨骸而

設。1968年之後，是否

曾接受博愛路、經武路

附近大樓建案的淮軍遺

骨，無法查知。 萬姓祠(清潔隊保養場)

1960年航拍(高雄市歷史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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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路的萬福廟(祭祀李府千歲)

⚫ 萬福廟 (建於1995年)，原是清

代祠丁佃田(492番地)。日治時

期成為墓地。前身萬應祠(建於

1977年，生日8月16日)，祭祀萬

應公祖。再前身為靈庵，為墓

地中放置骨甕的場所(1960年航

拍)。

萬福廟內的萬應祠 萬應祠祭拜萬應公祖

⚫ 地緣因素，研判靈庵收容附近

義塚及淮軍墓地的無緣墓遺骨。
1960年航拍的靈庵位置

萬福廟、萬應祠、靈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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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頭埤公墓的無緣墓碑，

記載1917年9月新興製糖株

式會社改修鐵道路線用地，

將無緣墓(無主墳墓)的遺

骨，進行合葬所立的墓碑。

八、1917年無緣墓碑

柴頭埤公墓位置圖

新興製糖株式會社無緣墓碑(柴頭埤公墓)
⚫ 1917年糖鐵用地，在博愛

路北側(鐵軌已消失)。當

時無家屬遷葬的無緣者墓

(包括淮軍及民眾)，就近

合葬柴頭埤公墓。研判無

緣墓碑下方有淮軍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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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無緣墓處理方式
⚫ 1917年鳳山電信所徵收土地，山仔頂有兩塊墓地。由台南

廳列冊65門有緣者，由墓主後代領取移轉費、自行遷葬；

41門無緣者墳墓，編列經費，委由翁公園區長簡汝准，另

蓋萬善堂祭祀。研判同年，新興製糖比照規範，將武洛塘

山改修路線的無緣墓(部分為淮軍)，合葬於無緣墓下方。

1917年山仔頂買收土地區域圖 1917年墳墓移轉調書(有蓋萬善堂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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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市文化局2014年

製作鳳山新城模型，當

時找不到淮軍昭忠祠位

置證據，作示意位置。

建議修正新考證位置。

九、結語與建議

鳳儀書院的鳳山新城立體模型(紅色為2021
年考證位置)

⚫ (二)敕建鳳山昭忠祠石

碑，現保存於國立臺灣

博物館(臺北市襄陽路2

號)。建議石碑移回高

雄市，見證這段歷史。

敕建鳳山昭忠祠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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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與建議

⚫ (三) 柴頭埤公墓1917年

無緣者合葬墓，經研究有

埋淮軍遺骨。建議應保留

石碑，現地整建為武洛塘

山公園，敘述清代淮軍事

績。

⚫ (四) 清代淮軍墓碑形式

為何? 是否還有墓碑埋在

地下? 淮軍義地位置還有

未擾動地層或小公園，建

議作透地雷達探測或考古

挖掘。

1917年無緣者墓碑(公園用地)

鳳山區經武路旁的小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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