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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雾峰林家是清代、特别是清代后期台湾的重要家族之一，有“台湾第二家”

之称。雾峰林家的发展轨迹与台湾社会从武到文、从移垦到定居的转型几乎是同

步的。 

1746 至 1854 年，雾峰林家开始在台湾中部崭露头角。从渡台拓荒的林石到

戮力经营商业的林甲寅，经过三四代的努力，雾峰林家在台湾中部站稳了脚跟，

并初步与官府发生了联系，以土豪的身份影响着家乡。 

1854 至 1862 年是林家与官府关系的融洽期。林文察因为协助官府镇压太平

天国运动而发迹，林家族人通过军功和捐纳等途径进入官场，并跟官府保持着良

好的合作关系，在家乡，则开始依靠官绅身份扩张政治和经济势力。 

1862 至 1864 年是林家与官府关系的紧张期。在镇压戴潮春起义的过程中，

雾峰林家迅速从一个普通地方豪族成为中部第一大家族，他们在扩张财势和政治

权力的时候，不能适可而止，造成一族独大之势，触及了官府要害，破坏了皇权、

官权、绅权之间的平衡，遭到了族敌和官府的嫉视。 

1864 至 1871 年是林家与官府关系的恶化期。为了打击逐渐坐大的林家，官

府利用民人，制造了一连串的控林案和林文明案。林家与官府关系急剧恶化，林

家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1871 至 1882 年是林家与官府关系的调整期。在林文明案中，林家认识到用

暴力解决问题的危险性，乃采用京控的途径伸冤，但始终没有效果，林家乃意识

到与官府妥协的重要性，愿意结案，官府不予进一步追究，林文明案遂不了了之。 

1882 至 1895 年是林家与官府关系的巩固期。为了重振家族，在中法战争时

期和建省初期，以林朝栋为首的下厝和林文钦为首的顶厝积极为官府效力，极力

重塑与官府的良好关系。林文钦中举是林家家族气质由武质渐趋文质的契机，在

这一时期，林家获得了官府的信任，蜕变成为标准的士绅家族。 

 

关键词：雾峰林家；清代后期；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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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Lins of Wu-feng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milies in Tsi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the evening，and it had the name of“Taiwan’s Second Family”. 

From 1746 to 1854，It began to make a rise.From Lin Shi who began to go to 

Taiwan to Lin Jia Yin who manage the business，the Lins had the influence in middle 

part of Taiwan by their landholder status. 

The time between 1854 and 1862 is the harmonization period between the Lins 

and feudal office.Lin Wencha made a success by scotching Taiping Rebellion，Lins’ 

clansmen entered officialdom and kept a good symbiosis with the government.They 

expended the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power. 

The time between 1862 and 1864 is the strain period.In the course of scotching 

Dai Chaochun Revolution，the Lins which once was just a normal local family 

became the biggest family in the middle part of Taiwan.But in the course of 

expending their power，they touched the government’s vitals，destroyed the balance of 

power，and suffered the jealousy from the enemie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time between 1864 and 1871 is the worse period.In order to strike the 

developing of the Lins，the government made a series of cases by using the 

people.The Lins almost suffered a destructive shock. 

The time between 1871 and 1882 is the adjusting period.In the Lin Wenming 

case，the Lins turned to accuse the case in capital.Finally they had to compromise，and 

the Lin Wenming case ended up with no fruit.  

The time between 1882 and 1895 is the consolidation period.Lin Chaodong and 

Lin Wenqin worked for government and tried hard to rebuild the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feudal government. Lin Wenqin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It was a 

chance that made the blood of the Lins turn to gentle style. Finally the Lins regained 

the government’s trust and became a normative esquire family. 

 

Key words: the Lins of Wu-feng；the Late of Tsing Dynasty；Feud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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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以雾峰林家为主，侧重于对清代台湾官绅关系的探讨，与本文相关的研

究主要有：麦斯基尔、黄富三、许雪姬等对雾峰林家的专门研究以及张仲礼等的

绅士研究；雾峰林家有“台湾第二家”之称，政治地位举足轻重，本文着重研究

的林文察为台湾地方史上少见的一品武官、封疆大吏，而台湾之镇、道又有其特

殊性，闽官以至清廷能掣肘林文察、杀害林文明与清朝的体制息息相关，故而本

文必然涉及到对官制、兵制的研究；林文明案是台湾乃至整个晚清的著名大案，

当然涉及到它所凸现的清朝司法问题，故而清代的审判制度以至整个司法制度均

在本文研究之列；另外，本文还将涉及到相关学者对于台湾其他家族的研究、台

湾的民俗和社会生活研究、台湾地方厅县制度研究等等。 

一、关于雾峰林家的专门研究 

1.麦斯基尔的研究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 年 11 月第 1版的《雾峰林家——台湾拓荒之家

（1729-1895）》
①
（A Chinese Pionneer Family，the Lins of Wu-feng，Taiwan，

1729-1895）的作者是美籍教授麦斯基尔（Johanna Menzel Meskill）女士。如

黄富三教授所说，该书作者是 Pioneer of the Pioneer Family（拓荒家族的拓

荒者），该书是“雾峰林家学”的开山之作，其开辟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观其

资料，大多依赖《林氏族谱》的记载与传闻，由于“国人写族谱难免为先人讳或

渲染父祖功德，且常盲信传闻、穿凿附会，不加原始资料之考证与评析”，
②
因此

绝不能全然接受。 

夏威夷大学蓝厚理教授（Professor Harry Lamley）跟黄富三教授皆认为林

家未必如麦斯基尔所说完全由土豪转变为绅士，因为“林朝栋时仍有私兵”
③
，

                                                        
①
[美]麦斯基尔著，王淑琤译：《雾峰林家——台湾拓荒之家（1729-1895）》，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 年 11 月第 1版。 
②
黄富三：《雾峰林家的兴起——从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1864）》，台北：自立晚报，1987 年 10 月

出版，导论 4 页。 
③
黄富三：《雾峰林家的兴起——从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1864）》，导论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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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林家的转换并不彻底，而始终有“土豪”的影子。笔者颇不以为然，因

绅士自有文武之分，后文将详细述及。 

关于雾峰林家的研究，麦斯基尔教授还有论文《雾峰林家——一个台湾士绅

家族的兴起》
①
发表在《台湾风物》上。 

2.黄富三的研究 

从 1984 年“雾峰林家宅园历史研究”开始，在雾峰林家林正方先生的支持

下，相关的建筑与历史研究陆续展开。1987 年《雾峰林家的兴起》、1988 年《台

湾雾峰林家建筑图集（下厝篇）》
②
及《台湾雾峰林家建筑图集（顶厝篇）》

③
、1989

年《台湾雾峰林家留真集（1897-1947）》
④
和 1992 年《雾峰林家的中挫》五书出

版后，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回响，“雾峰林家学”一时成为学界的盛

事。其中《雾峰林家的兴起——从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1864）》（台北：

自立晚报，1987 年 10 月出版。）和《雾峰林家的中挫（1861-1885）》
⑤
（台北：

自立晚报，1992 年 9 月出版。）是黄富三教授的扛鼎之作。但这两本书之出版稍

嫌仓促，故常有遗珠之憾，如有必要，本文将陆续提及。 

黄富三教授还有一些与本文相关的论文，如《清代台湾的文教发展与社会流

动：以雾峰林家为例》
⑥
。在此文中，黄教授认为，清代台湾雾峰林家社会流动

的特色是上升速度快，而族运则骤起骤落，此与其社会流动之手段有密切的关系。

林家之起步采致富途径，尤其是冒险开发边区，而任官亦采军功与捐纳方式，而

非科举正途，是以族运骤起骤落。其中致富一直是林家家族发展的重要支柱，也

是长期奋斗的目标。
⑦
笔者以为，清代捐纳绅士没有科举绅士的人望和后援，但

似不能因此断定林家族运之骤起骤落与其捐纳绅士天生的无助有莫大干系。因雾

峰林家与板桥林家不同，其成员并非全然是捐纳绅士，而主要是军功绅士，在林

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成员如林文察、林文明、林文凤、林朝栋等都是军功绅士，

                                                        
①
[美]麦斯基尔著，温振华译：《雾峰林家——一个台湾士绅家族的兴起》。 

②
《台湾雾峰林家建筑图集（下厝篇）》，台北：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1988 年 8 月。 

③
《台湾雾峰林家建筑图集（顶厝篇）》，台北：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1988 年 8 月。 

④
赖志彰编撰：《台湾雾峰林家留真集·近现代史上的活动（1897-1947）》，台北：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

1989 年 6 月初版。 
⑤
黄富三：《雾峰林家的中挫（1861-1885）》，台北：自立晚报，1992 年 9 月出版。 

⑥
黄富三：《清代台湾的文教发展与社会流动：以雾峰林家为例》，“台湾四百年的变迁”巡回讲座第 12 场。 

http://140.127.122.77/educent1/professional/photojpg/words/1210%B6%C0%B4I%A4T2.doc 
⑦
黄富三：《清代台湾的文教发展与社会流动：以雾峰林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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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林文明案发生后，事实证明，林家在京官和科举官绅中有不少的同情者。 

黄富三教授关于雾峰林家的研究著述丰富，除了上述提到的以外，尚有专书

《林献堂传》
①
、访谈《雾峰林家之调查与研究》

②
、论文或演讲稿《清季台湾外

患、新政与雾峰林家──林家之际遇与绅权性格之转变》
③
、《岸里社与汉人合作

开发清代台湾中部的历史渊源》
④
、《试论台湾两大家族之性格与族运──板桥林

家与雾峰林家》
⑤
、《雾峰林家京控案余波──清代台湾中部豪族对抗之案例》

⑥
、

《林文明“正法”案真相试析──兼论清代台湾的司法运作》
⑦
、《帝国边陲与家

族社会流动：雾峰林家的发展模式》
⑧
、《从雾峰林家的财富扩张看清代台湾的绅

权性格》
⑨
等，由于篇幅所限，兹不一一评述。 

3.许雪姬的研究 

除了黄富三教授之外，许雪姬博士也对雾峰林家有专门研究。《中县口述历

史·第五辑·雾峰林家相关人物访谈记录·下厝篇》林邦珍序对许雪姬博士的研

究进行了高度评价，说“几经探询学界的意见、家族的审慎评估，许雪姬博士已

自然的浮现。在与许博士的恳谈中，许博士的专业学养和学格以及对雾峰林家的

高度兴趣， 重要的是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和热忱，足以接续前面历史的研

究”。
⑩
 

许博士关于雾峰林家研究的著述很多，主要有由她编著、由她和王美雪记录

的访问记录《中县口述历史·第五辑·雾峰林家相关人物访谈记录·下厝篇》和

                                                        
①
黄富三：《林献堂传》，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4 年 11 月。 

②
黄富三、陈俐甫编，王世庆、陈汉光、王诗琅等撰：《雾峰林家之调查与研究》，台北县：林本源中华文

化教育基金会，1991 年 12 月第 1版。 
③
黄富三：《清季台湾外患、新政与雾峰林家──林家之际遇与绅权性格之转变》，《故宫学术季刊》，2001

年第 19 卷第 1 期，21-37 页。 
④
黄富三：《岸里社与汉人合作开发清代台湾中部的历史渊源》，《汉学研究》，1998 年第 16 卷第 2期，61-78

页。 
⑤
黄富三：《试论台湾两大家族之性格与族运──板桥林家与雾峰林家》，《台湾风物》，1995 年第 45 卷第 4

期，151-171 页。 
⑥
黄富三：《雾峰林家京控案余波──清代台湾中部豪族对抗之案例》，《台湾史研究》，1994 年第 1卷第 1

期，25-54 页。 
⑦
黄富三：《林文明“正法”案真相试析──兼论清代台湾的司法运作》，《台湾风物》，1989 年第 39 卷第 4

期，1-31 页。 
⑧
黄富三：《帝国边陲与家族社会流动：雾峰林家的发展模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民族所、台史所、

语言所《文化差异与社会学通则：纪念张光直先生学术研讨会》，2002 年 3 月 1-2 日。 
⑨
黄富三：《从雾峰林家的财富扩张看清代台湾的绅权性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世家族与政

治比较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 年 1 月。 
⑩
许雪姬编著，许雪姬、王美雪记录：《中县口述历史·第五辑·雾峰林家相关人物访谈记录·下厝篇》，

林邦珍序，台中县：台中县立文化中心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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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县口述历史·第五辑·雾峰林家相关人物访谈记录·顶厝篇》
①
，还有论文

《林文察与台勇——台勇内调之初探》
②
和《台湾家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以雾峰林家的研究为例》
③
。 

由于本文侧重于官绅关系研究，故而她的官制研究对本文来说十分重要。许

雪姬博士在清代官制和军制方面的成果很多，特别是她的台湾总兵研究甚为深

入，主要有论文《清代台湾总兵官的职责》
④
、《绿营中的台湾兵—─附台勇》

⑤
、

《由镇道势力的消长看清代台湾文武官员的关系》
⑥
等，另有专书《北京的辫子

——清代台湾的官僚体系》
⑦
。 

《北京的辫子——清代台湾的官僚体系》精研清代台湾的官僚体系，针对性

非常强，故而虽然篇幅有限，而并不流于简陋，读之确有振聋发聩之效，特别是

有些结论是读过大量原始资料亦未必能得到的。 

4.其他相关著作 

关于雾蜂林家的介绍和研究还有很多，如郑喜夫的《台湾先贤先烈专辑（第

四辑）·林朝栋传》
⑧
，司马啸青的《台湾五大家族》

⑨
等。 

二、台湾文献丛刊及其他相关资料 

研究台湾历史当然要用《台湾文献丛刊》，丛刊涉及到雾峰林家的有第 8 种

《东瀛纪事》、第 17 种《治台必告录》、第 27 种《刘壮肃公奏议》、第 47 种《戴

施两案纪略》、第 88 种《左文襄公奏牍》、第 120 种《台湾通纪》、第 128 种《台

湾通史》、第 130 种《台湾通志》、第 190 种《清穆宗实录选辑》、第 193 种《清

德宗实录选辑》、第 195 种《福建通志列传选》、第 226 种《清会典台湾事例》、

第 247 种《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第 273 种《东华续录选辑》、第 274 种《清

史列传选》、第 276 种《刘铬传抚台前后档案》、第 277 种《光绪朝东华续录选辑》、

                                                        
①
许雪姬编著，许雪姬、王美雪记录：《中县口述历史·第五辑·雾峰林家相关人物访谈记录·顶厝篇》，

台中县：台中县立文化中心印行。 
②
许雪姬：《林文察与台勇——台勇内调之初探》，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年。 

③
许雪姬：《台湾家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雾峰林家的研究为例》，“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台湾省文

献会《台湾史研究暨史料整理成果研讨会》，1998 年 6 月 1日。 
④
许雪姬：《清代台湾总兵官的职责》，《史联》，1985 年第 6 期。 

⑤
许雪姬：《绿营中的台湾兵—─附台勇》，《史原》，1982 年第 12 期。 

⑥
许雪姬：《由镇道势力的消长看清代台湾文武官员的关系》，《高雄文献》，1982 年第 11 期。 

⑦
许雪姬：《北京的辫子——清代台湾的官僚体系》，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3 年 3 月第 1版。 

⑧
郑喜夫：《台湾先贤先烈专辑（第四辑）·林朝栋传》，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9 年 4 月。 

⑨
司马啸青：《台湾五大家族》，台北：自立晚报，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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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8 种《台湾雾峰林氏族谱》等等。以台湾道台丁曰健所编著之《治台必告录》

①
为例，此乃当事人之奏折、书信等文书，深具价值。又如《台湾通史》，其中《戴

潮春列传》、《林文察列传》、《丁曰健列传》、《林奠国列传》、《林占梅列传》、《罗

陈列传》，均与雾峰林家有关。《台湾雾峰林氏族谱》为林家族谱，自然叙述特详，

唯因是族谱，不免为先人渲染讳饰，故应慎用。 

除了丛刊之外，尚有不少可用的一手资料，如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之谕旨档

和月折档，价值很高。还有，“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藏有《台湾冤录》刻本，

经吴幅员先生编辑增补之后，发表在《台北文献》，
②
是与本文相关性极高之一手

材料。 

此外，还有近年出版的林献堂《灌园先生日记》
③
，尽管与本文相关性不高，

但以林家人记林家事，颇能补雾峰林家研究之不足。 

三、中国官制和绅士研究 

本文为官绅关系研究，既涉及到官制兵制研究，也涉及到中国绅士研究，本

文引用的相关著作主要有：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

中作用的研究》
④
，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⑤
，岑大

利的《乡绅》
⑥
，戴炎辉的《清代台湾之乡治》

⑦
，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

⑧
等。 

以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为例，它不是绅士研究专著，但因“它是

以现代方法分析中国古代政府传统的典范”，为绅士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瞿先

生在本书中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史研究，是一种“行为分析”类型的研究。这与从

前偏重于政治行为的结果分析或偏重静态制度（文物典章）的分析的政治制度史

研究有着典型的区别。哈佛大学出版社在出版按语中说：“这是第一本系统、深

入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专著。此前从未有过类似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迄今

                                                        
①
《治台必告录》，《台湾文献丛刊》第 17 种，台湾银行。 

②
吴幅员：《台湾冤录——林文明案丛辑》，《台北文献》，直字五五、五六期合刊，1981 年 6 月。 

③
林献堂著，许雪姬等注解：《灌园先生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1 年 12 月

出版。 
④
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1991 年 7 月第 1版。 
⑤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2 月第 1版。 

⑥
岑大利：《乡绅》，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 5 月第 1版。 

⑦
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年 7 月第 1 版。 

⑧
瞿同祖著，范忠信、晏锋译：《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年 6 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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