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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9年澎湖馬公港日艦松島號之爆炸
及處理*

 顏妙幸**

摘要

1908年（明治41年）4月30日，日本軍艦松島號載運日本海軍軍官學校學生

遠航實習，在澎湖馬公港風櫃附近海域，發生爆炸，因而不幸沉沒，造成船上

222人的死亡和失蹤，為日本海軍史上一次相當大之慘劇，對日本海軍的威名帶

來一次重大的衝擊。在日本海軍中，松島號為著名的船隻，曾參與過中日甲午戰

爭，擔任艦隊之旗艦，惟該艦受砲彈擊中，而重新修復。其後，在日本領臺之

初，松島號負責運送日本軍人至澎湖、基隆，並掩護陸軍登陸，參與進佔港口的

戰役。至1908年，松島號方改為訓練艦。松島號沉沒之初，其船隻煙囪及檣突

出，在海面上甚為明顯，往返之船隻均可見及。旋因艦上之大砲及砲塔、桅杆上

之無線電信柱等之拆卸，以及海浪的沖擊，致使船身傾斜，為避免發生意外，在

松島號的四周海面，設立塗抹綠色之圓筒型之浮標，上面書寫沉沒船字樣。

松島號爆炸事件發生後，1909年8月，日本海軍進行打撈工作，初由海軍部

門負責，其後改為馬公要港部河野部長監督。巡洋艦與戰鬥艦之結構不同，後者

注重堅固，即使部份被炸毀，對其他部份之影響有限。前者則不同，如松島號為

巡洋艦，若一處破損，造成全艦受影響。因此，打撈松島號，採取分解艦體之

法。受到天氣的影響，松島艦的打撈工作需分段爆破與拆卸，對船身以下部份，

包括機械分解等，因潮流關係無法進行。至1909年3月起恢復打撈，同年8月下

旬，松島艦甲板以上之設備，已經全部拆卸，甲板以下部份，僅存外板和防護甲

*	 本文於澎湖縣政府主辦之「2009年澎湖研究第九屆學術研討會」（2009年11月21-22日）中報告。

**	 玄奘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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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留下松島艦之殘骸，另將拆卸之機械等材料，作成松島號之模型艦，並於臺

灣全島募款建造松島紀念碑，以之為紀念。從艦中撈起之物件，部份運送至佐世

堡軍港。至於松島艦的銅鐵，則交由居住在馬公城內之陳柱卿負責，送往日本、

臺灣及中國廈門、汕頭等地銷售。

自船隻沉沒後約二年的時間，船隻解體約百分之七十左右，日本官方則停止

打撈，惟有民間人士私自進入水下現場打撈。1912年9月，由於所募建松島紀念

碑之經費尚有剩餘，故在松島紀念碑之側，興建74坪之純日本式的建築，稱為

「松島紀念館」，將松島艦上之部份物品陳列在紀念館四周。由於時間之推移，

松島紀念碑之字蹟，已模糊不清，松島紀念館亦已不復見及。

關鍵詞：松島號、馬公港、澎湖、陳柱卿、松島紀念碑、松島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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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馬公港風櫃的蛇頭山，由於該地之視野極佳，可以眺望對面之馬公港街景、

跨海大橋、西望西嶼等，同時，具有古戰場歷史意義的地點，已經成為澎湖著名

的觀光據點。1 個人曾到風櫃的蛇頭山一遊，斯時，正巧有五位日本人在「日本

松島艦沉船紀念碑」膜拜，這一幕吸引了個人的注意，仔細拜讀日本松島艦沉船

紀念碑文，方知建此紀念碑的原因。

至2009年3月間，個人聽說中山大學海測調查團隊，在澎湖馬公港內灣區，

以高科技聲學儀器掃描驗證，調查發現疑似有一艘約100公尺長之沉船，根據資

料推斷，有可能為日本軍艦「松島」（）號。2 如果這一艘沉船，確定

為松島號的話，由於該船所代表的時代意義，以及其所涉及水下文化資產的議

題，其後續處理方針及方法，勢必將引起臺灣學術界及社會大眾高度的關心，同

時，由於松島號對日本具有特殊的意涵，亦將引起日本方面的注目。3

松島號為日本統治臺灣初期的一艘訓練用軍艦。1895年3月25日，日軍強勢

佔領澎湖，設置「澎湖列島行政廳」。1901年7月2日，日軍定馬公為要港，設

立馬公要港部，首任司令官海軍少將上村正之丞，隸屬於佐世堡的日本第三海軍

區。1908年（明治41年）4月30日，日軍艦「松島」號載運日本海軍軍官學校學

生遠航實習，在澎湖馬公港風櫃附近海域，不幸發生爆炸沉沒，造成日本海軍約

222人死亡和失蹤之慘劇，對日本海軍的威名帶來衝擊。 

1	 蛇頭山三面環海，高約20公尺，位於風櫃半島的北方，由風櫃社區前方路口右轉，經內港（東漁

港）旁的坡路進入，或稱此地為蛇頭山紀念公園（又名蛇頭山遊憩區）。例如蛇頭山是1885年清法

戰爭時法軍登陸的地點，仍留有一些與戰爭有關的遺跡，在法國有關單位的奔走下，建立了紀念法

軍之紀念碑。　

2	 該調查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執行

單位。謝謝湯熙勇教授提供此一訊息。　

3	 筆者於2009年5月，前往澎湖馬公風櫃尾，進行收集有關「日本松島艦沉船紀念碑」之資料時，即

見到自日本專程來此祭拜其先人或長輩之日籍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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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動海軍西洋化中，松島號為著名的船隻之一，她曾參與過中日甲午戰

爭，擔任艦隊之旗艦，與清海軍北洋艦隊正面迎戰時，奮戰不懈，也造成其船身

受到重擊。日本領臺之初，松島號負責運送日本軍人至澎湖、基隆，掩護陸軍登

陸，進佔臺灣重要的港口4；惟至1908年，松島號改為訓練艦。

1908年，「松島號」爆炸事件發生後，日本海軍隨即進行打撈工作。此

外，1911年10月9日，軍艦松島及殉難忠魂紀念碑於馬公島之南端揭幕，另建築

「松島紀念館」，從松島艦取下之艦材等物品，陳列在紀念館四周。5 日軍打撈

松島號，惟該工作似並未完成；然有澎湖住民，認為松島號已不存在海底了。由

於中山大學組成的深水域調查海測團隊透過高科技聲學精密儀器掃瞄，發現疑似

日艦松島號沉船影像6，似乎證實松島號並未全部撈起，此與文獻上之記載相符

合。在時間之推移及下，日本軍艦松島號爆炸事件迄今正值一百年，當時所建之

松島紀念館及紀念碑已不復見，而松島號慰靈碑斑駁無法辨識，相關的歷史事件

已隨之遷移，因而引起個人之興趣，期望對松島號沉船進行探討。有關松島號沉

船事件之發生及松島號紀念碑之來由，雖已有相關論述，惟其中遺漏或需商確之

處仍多7，本文依據日本檔案及當時《臺灣日日新報》、《臺灣警察時報》等的

記載，及相關之著作，對日艦松島爆炸事件發生之始末、松島號紀念碑及紀念館

等之興建過程等議題，進行初步地整理與探討。

4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6月17日，第3339號。

5	 日本「軍艦松島殉職將兵慰靈碑」及其四周建築之造型甚為突出，原座落在觀音亭附近，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後，被遷移到蛇頭山上，置放於以船艦外型之景觀設計內，「日本松島艦沉船紀念

碑」，上刻有中、英及日文之碑文，然未留下立碑與刻文之時間和單位。

6	 中山大學組成的深水域調查海測團隊於2009年3月起進行調查工作。

7	 例如在松島號紀念碑所在地之馬公市公所官方的網站中，記載有關該紀念碑之由來，為「狀似蛇頭

的小丘，巷位於風櫃北方，有一「日本松島艦慰靈碑」，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軍空襲炸毀日本

軍艦，日本士兵傷亡慘重，立碑紀念」，其中「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軍空襲炸毀日本軍艦」，

及相關著作對松島艦爆炸事件之描述未完整等，確有更正與補充之空間。見：馬公市公所全球資訊

網：http://www.mkcity.gov.tw/unit/unit_main.asp?unit_id=00021，2009年4月20日引用；何聰明編譯，

〈在馬公港爆炸的日本軍艦「松島」〉，《硓 石季刊》第34期，2004年3月，頁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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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建於澎湖馬公

風櫃尾靠海側之「日

本松島艦沉船紀念

碑」原碑文已模糊不

清，故在左側另立碑

刻，介紹原碑之來

源。

資料來源：

2009年3月，筆者攝

於澎湖馬公風櫃尾。

二、松島號的爆炸

向英、法等國購買或與其合作途逕，取得優越的西式軍艦，以建立強大的海

軍力量，為近代東亞國家求富強的方式，清朝如此，日本也不例外，松島號即為

日本發展近代化海軍之典型例子。松島號為19世紀晚期主要的歐洲軍艦型式，為

日本政府自1886年（明治19年）至1889年（明治22年）間，特別發行所謂「建

艦公債」8，委託法國建造，而於1892年（明治25年）4月完成，排水量為4278

噸，航速為16節，船上配置12.6英吋（32公分）大炮9，為日本自歐洲取得之首

8	 何聰明編譯，〈在馬公港爆炸的日本軍艦「松島」〉，《硓 石季刊》第34期，頁135。	

9	 亦有記載為1888年（明治21年）2月17日建造，1890年（明治23年）1月22日，船隻舉行下水式	1892

年（明治25年）4月5日方完工，並駛回日本。太平洋戰爭研究會著，《日本海軍圖說》（東京：河

出書房新社，1997年11月），頁40。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載「松島」號於1890年（明治23年）1

月建造有誤。《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4月29日，第299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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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軍艦，成為日本海軍的海防艦（圖二）。1892年10月，松島號自法國回到日

本，曾引起日本人民注目，紛紛前往參觀；其後，松島號駛抵佐世堡港停泊。

圖二：1892年（明治25年）

10月，駛抵佐世堡港停泊之

松島號。

資料來源：

太平洋戰爭研究會著，《日

本海軍圖說》（東京：河出

書房新社，1997年11月），

頁40。

中日海戰與東亞國際政治局勢之改變具有重要關連，1894年9月14日，松島

號參與了此一重要的海戰。中國方面，北洋艦隊司令官為丁汝昌，有「定遠」及

「鎮遠」號兩艘7,335噸之大型鐵甲船，航速為14.5節，船上配置12英吋（30.5公

分）大炮，相對於日本來說，可說是一支強大的海軍力量。在日本，聯合艦隊司

令官為伊東祐亨；在聯合艦隊中，除了有松島號（圖三）與「嚴島」號及「橋

立」號等稱為「三景艦」外，還擁有航速超過22.5節之快速巡洋艦「吉野」號

（船上配置15吋炮）等。在中日黃海戰役中，松島號與「千代田」及「高千穗」

等艦編成第一小隊，由松島號擔任該隊之旗艦。經過激烈的黃海之戰（圖四），

清國海軍出忽意料地被日本海軍重創，清國船艦5艘被擊沉，日方之松島號與其

他4艘船艦，亦受到清國海軍的重擊或沉沒10，松島號的主炮受到嚴重的破壞。11

10	 太平洋戰爭研究會著，《日本海軍圖說》，頁43-47。

11	 何聰明編譯，〈在馬公港爆炸的日本軍艦「松島」〉，《硓 石季刊》第34期，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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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894年（明

治27年）9月中日

黃海戰役前之松島

號。

資料來源：

太平洋戰爭研究會

著，《日本海軍圖

說》（東京：河出

書房新社，1997年

11月），頁49。

圖四：1894年（明治

27年）9月，中日黃海

戰役之圖。

資料來源：

太平洋戰爭研究會著，

《日本海軍圖說》（東

京：河出書房新社，

1 9 9 7年1 1月），頁

47。

中日海戰結束後，重創後之松島號，雖經過日本海軍的重新修復，惟戰鬥力

已不復從前，旋被改成二級巡洋艦，擔負日本海軍人員之運送及養成訓練任務。

例如在日本領臺之初，松島號負責運送日本軍人至澎湖、基隆，掩護陸軍登陸，

參與進佔港口的戰役。又如1898年（明治31年）5月4日，「松島」號等三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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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艦，自佐世堡出航12；至同年5月13日，松島號停靠澎湖馬公港13，即為其訓練

航程。惟至1903年，日本海軍組成聯合艦隊，松島號被編入日本第三艦隊中，艦

隊司令官為片岡七郎中將。日俄戰爭爆發後，松島號成為第五戰隊之一員14；日

俄戰爭結束後，松島號被改為訓練艦。

1907年（明治40年）6月上旬，松島號艦長為矢代由德大佐（圖五）15，該

艦與「嚴島」號、「橋立」號等兩艘軍艦組成練習艦隊，於澎湖馬公港做短暫停

留，進行水及食糧等補充後，即往中國吳淞方向駛去。16 1908年1月上旬，松島

號再度扮演訓練艦的角色，與其他軍艦一起組成艦隊，搭載海軍學校養成之少尉

候補生等，自橫濱港出發，至海上進行實際的訓練與教學課目；同年2月，松島

號前往東南亞各港口訪問17；4月28日，經過馬尼拉，轉來澎湖。18

圖五：1908年（明治41年）

發生爆炸前之松島號外觀，及

艦長矢代由德海軍大佐。

資料來源：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

年5月1日，第2998號。

12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1年5月10	日，第4號。

13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1年5月14日，第8號。

14	 太平洋戰爭研究會著，《日本海軍圖說》，頁65、80。

15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1月18日，第2913號。

16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0年6月9日，第2729號。

17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2月20日，第2939號。

18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4月15日，第298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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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6世紀以來，澎湖即為東亞海域的重要港口。日本據臺後，馬公成為日本

向南海及東南亞發展的主要基地，具有戰略價值。1901年7月2日，為統一事權

與指揮靈活，日本海軍於馬公設立要港部，首任司令官為海軍少將上村正之丞，

隸屬於日本佐世堡的日本第三海軍區。19 1908年4月30日，松島號進入澎湖時，

在馬公港風櫃附近海域，凌晨四時三十分左右，船隻內部火藥庫發生爆炸，船身

不幸隨即沉沒於海底下（圖六），船上人員死傷慘重，在人數上有不同的說詞，

如《臺灣日日新報》估計人數為222人20，而日本長崎縣佐世保市佐世保海軍墓

地內之軍艦松島殉難者之碑上，載述有207人不幸殉職。21 傷亡的人員中，除了

艦長矢代由德大佐外，另有日本軍事界及政治界等顯貴的子弟，如日本陸軍元老

大山巖之子大山高及外務省次官之子等在內22，為日本據臺時期，首次發生之如

此嚴重的船難事件，震驚日本外，東亞各國亦關注此一悲慘事件。 

圖六：沉沒中之「松島號」外觀。

資料來源：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

16日，第3011號。

19	 除了司令官直隸日本天皇，承海軍大臣命，管理艦隊及部隊等，馬公要港部組織，分設港務、軍需

及工作部、病院等。黃有興，《日治時期馬公要港部－臺籍從業人員口述歷史專輯》（澎湖：澎湖

縣文化局，民國93年10月），頁12-35。

20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1日，第2998號。

21	 http://www.asahi-net.or.jp/~un3k-mn/nan-matusima.htm，2010/6/24引用。

22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1日，第29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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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海軍而言，尤其是訓練有素的軍艦的來說，無疑的，松島號爆炸事

件，應是一次重大的打擊，《臺灣日日新報》的日文及漢文版，不斷地報導松島

號的後續消息，例如1908年5月1日，刊登松島號爆炸之消息（圖七及八）；並

於5月16日，發行「軍艦松島號追悼」特刊，以表示追思和傷痛之意。23 因此，

處理及善後的措施，受到日本國內及國際的關注。由於松島號為日本追求國富民

強之象徵，在凝聚日本人民族意識上，具有其特殊的意義，如何減少松島號爆炸

事件的負面影響，及持續地鼓舞海軍將士的士氣及重建形象，為主要之目的。由

於松島艦損壞相當嚴重，在復原無望下，日本海軍省遂做了一個沉重的決定，將

其自帝國海軍艦籍中除籍。24

圖七：《臺灣日日新報》刊登松島號爆炸之消息。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1日，第2998號。

23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16日，第3011號。

24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8月13日，第30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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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刊登松島號爆炸消息。

資料來源：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1年5月5日，第3001號。

三、傷亡人員的尋找與遺族救濟金之募集

（一）救濟金之募集

1908年5月21日，《臺灣日日新報》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均刊登募款

啟事，其目的為協助因松島號爆炸而死亡之日本海軍軍官學校學生消息（圖

九）。25在臺灣，日本官方率先捐款，如臺灣總督佐久間捐出一百圓，大島民政

25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21日，第3015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21日，第

30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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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也捐了五十圓。26至於海軍部內，發起募捐活動，官階為準士官以下者，捐

贈六月份之薪俸百分之一，而下士及兵員，捐贈金額則依其個人之意願。27

至於臺灣的民間方面，如1908年6月，在板橋，林本源家族代理林彭壽曾捐

贈一百圓。28基隆日本料理店主宮地七郎，將子弟戲（或稱素人演劇）演出獲得

之30圓捐贈；另外，日本人三戶重三郎等人，集資捐出20圓，做為死難者弔唁

費用。29臺南市之藝妓及子弟，將聯合演出之部份所得，捐贈身亡者之遺族。30

苗栗廳官民聚資500圓。31居住於臺北地區的日本人和臺灣住民寄贈慰問品，由

吉松司令官代表個別寄送謝函。32臺灣以外地區，如在日本，1908年6月，在神

戶，華僑社會中，具有領導地位的華人王敬祥，其原籍為福建省金門島山后鄉，

於1902年，方取得日本國籍33，有感於松島號官兵死傷慘重，亦捐贈50日圓。34

至1908年7月21日，臺灣各方送達《臺灣日日新報》報社之捐款金額，已有

4,471圓25錢8釐35，由報守屋社長交與海軍省，後者致函感謝，並說明捐款用於

照顧士官以下人員之遺族。36

26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7月2日，第3050號。

27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6月3日，第3026號。	

28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6月13日，第3035號。

29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6月13日，第3035號。　

30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7月18日，第3064號。　

31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7月4日，第3052號。

32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16日，第3011號。

33	 〈王敬祥關係歷史略年表〉，王柏林．久保純太郎．蔣海波．安井三吉編《「王敬祥關係文書」目

錄．翻刻》（神戶：神戶大學，2004年1月），頁11-12。

34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6月13日，第3035號。

35	 原計算捐款金額有1,470圓14錢，次日即更正。《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7月21、22日，第

3066、3067號。

36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8月5日，第307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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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刊登募款協助因松島號爆炸而死亡之日本海軍軍官學校學生消息。

資料來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21日，第3015號。

松島號爆炸事件發生兩個月之後，艦上身亡官兵之遺體，至1908年7月4日

前，仍有20人未能尋獲。37已經查知之死亡者，於1908年5月19日，由海軍派員

送回到佐世堡38；二天後，再轉送到東京，海軍及陸軍大臣到新橋迎接；身亡兵

員之遺族，包含上述之軍界及政界顯要的子弟大山高等在內39，由日本天皇賜予

撫恤金，依照官階而有不同的金額數40，以示哀悼與慎重。41其後，共有39位身

37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7月4日，第3052號。

38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19日，第3013號。	

39	 〈松島記念碑由来記件〉，海軍省公文備考第3101號，	昭和11年	R	文書（新聞、歷史卷1）	，

Reference	 code：C05035376700；〈軍艦松島殉職者火葬位置件〉，海軍省公文備考第4356号，

昭和11年	R	文書（新聞．歷史卷1），Reference	code：C05035376800	；收於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

（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		

40	 如大佐為150圓、少尉為25圓、兵為5圓。《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27日，第3020號。

41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21日，第30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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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遺體，埋葬於青山墓地。42 1908年8月5日，在青山舉行追悼會，共有300餘

名遺族出席，吉松司令官並朗讀祭文，場面雖然莊嚴，但充滿了哀慟。43在臺

灣，1909年5月5日，馬公要港部水交社為在松島艦事件身亡者辦理追悼法會。44 

5月6日，為在松島艦事件身亡者，在臺北舉行第二次招魂祭，共有5,800餘人出

席，場面浩大。45 

四、松島號沉船之打撈 

基於松島號曾參與過中日甲午戰爭及日俄海戰，為著名的日本軍艦之一，

日本海軍省部門竭盡所能予以搶修，雖計劃將受損的船隻撈起，然受困於船隻結

構問題，存在不少的困難。在松島艦沉沒之初期，其船隻煙囪及檣突出海面（圖

六），甚為醒目，在馬公港口四圍等地之人民，或往返馬公港之各地船隻，均可

見到此種不幸的一幕。其後，因船上裝備之拆卸及海浪沖擊影響，致使船身傾

斜，為了便於識別，並避免發生意外，在松島號的四周海面，設立塗抹綠色之圓

筒型之浮標，上面書寫沉沒船字樣。46

打撈松島號，固然因為她是日本海軍著名的軍艦，而維持馬公港的暢通與

船隻航行安全，也是一個日本海軍必須考量的現實。1909年8月，調查松島號損

傷工作，由海軍部門直接負責，馬公要港部亦需監督，後者之負責人為河野部

長。47根據《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所載，巡洋艦與戰鬥艦結構不同，後者注重堅

42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23日，第3017號。《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27日，第3020號。

43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8月7日，第3081號。

44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5月1日，第3299號。另亦說於1909年5月5日，在馬公要港部舉行追悼

會，郭志成，《澎湖縣志－卷15雜志》（馬公：澎湖縣政府，1991年），頁77。

45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5月6日，第3303號。

46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1月26日，第3220號。

47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7月13日，第3360號；明治42年8月5日，第33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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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即使部份被炸毀，惟僅為局部，其他地方之影響有限。松島艦為巡洋艦，若

一處有破損，造成全艦受影響，是以，如果要打撈松島號沉船，可能要採取分解

艦體之法。48日本海軍所做之實勘如（圖十及圖十一）

圖十：1909年（明治42年）繪製松島號爆炸損失狀況之調查。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2010/0615引用。

48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6月21日，第30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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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1909年（明治42年）繪製松島號爆炸損失狀況之調查。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2010/0615引用。

受到天氣的影響，松島號沉船的打撈工作，需分段進行爆破與拆卸，例如

澎湖的氣候，進入9月以後，風浪漸起，危險性增加。因此，以松島號上之大砲

及砲塔、桅杆上之無線電信柱等之拆除列第一期，並於1908年7月10日前卸下；

至於船身以下部份，包括機械分解等，則因潮流關係無法進行49；相關的打撈費

用，初期由政府出資，共花費了日圓17萬。50

1909年3月起，海軍部門恢復打撈松島號工作。51松島號上的銅鐵拆除及處

理等，自1909年起，改交由居住在馬公城內之陳柱卿負責。陳柱卿為澎湖人，繼

49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7月10日，第3057號。

50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2月15日，第3528號。

51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4月17日，第3287號。



1908-9年澎湖馬公港日艦松島號之爆炸及處理*

81

承父業，開設中藥舖，至於陳柱卿未有打撈沉船之專業，如何取得打撈松島號殘

骸機會之原因，尚無法知悉，仍有待持續尋求相關資料。52至1909年8月下旬，

松島號甲板以上之設備，已經全部拆卸，而甲板以下部份，僅存外板和防護甲

板。53 1910年9月，因季風來臨，打撈工作被迫暫時停止；經過二年的時間，方

解體松島號約百分之七十左右54。1910年12月，從松島號上解體及撈起之物件，

除了運送至佐世堡軍港外55，船上機械等材料，作成松島號之模型艦，以之為對

該船之紀念56，剩下的部份鐵製物品，馬公要港部進行拍賣57，由陳柱卿購得58，

再將轉運送往日本、臺灣及中國廈門、汕頭等地銷售，據《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載述，陳柱卿因而得到高額的利潤59，因此捐獻金額，濟助風災等60。其餘松島

號之殘骸，由於無法全部撈起，僅能暫時遺留在原地。

52	 陳柱卿（1882-10	~	1941-08），馬公市中央里人，曾任馬公區區長2.水產組合長，富有企業心以及榮

譽感且通達時務又善於日本語。民國初年時，擔任馬公區區長。望安庄將軍澳人士創設水產組合

時，聘為初任組合長。也參與澎湖製冰會社之經營。蔡平立，《澎湖通史》（澎湖：聯鳴文化，

1987年）http://info.phhcc.gov.tw/rdtw/rdtw/1001601/personalprofile/personalprofile6.html，民國98年4月

21日引用。至於陳秋錦女士為陳柱卿之女，其說陳柱卿打撈松島艦之時間為1913-4年間。高啟進訪

問，（媽宮吳陳秋錦女士訪問記），收於高啟進、鄭紹裘及曾文明合著，《澎湖耆老口述歷史紀

錄》（澎湖：澎湖縣文化局，民國95年12月），頁62。	

53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8月24日，第3396號。

54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10月19日，第3745號。

55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7月13日，第3360號；明治42年8月5日，第3380號。	

56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7月21日，第3066號。	

57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12月7日，第3789號。

58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12月21日，第3803號。

59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4月12日，第3585號。

60	 如1913年，陳柱卿捐助二百元等。高啟進訪問，（媽宮吳陳秋錦女士訪問記），收於高啟進、鄭紹

裘及曾文明合著，《澎湖耆老口述歷史紀錄》，頁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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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松島號紀念碑與紀念館之建造

建立紀念碑，為對不幸殉職人員的慰靈與追思之方式，在日本佐世堡（圖

十二）與澎湖兩地分別建立松島號官兵的紀念碑。61松島號爆炸事件發生經過三

年後，出羽重遠、伊地知彥次郎兩位中將及其他關心松島號之人員，於1911年4

月9日，發起在澎湖公園內，建造一個大型之松島紀念碑，一方面表彰松島號之

功績，另一方面追思殉難之海軍人員。62 1911年5月23日，要港部司令官伊地知

彥次郎及足立要塞司令官、橫山澎湖廳長及內田嘉吉等六人，共同發起募捐活

動，其事務所設於馬公要港部內，向全臺灣居民募集，希望的金額為一萬五千

圓63；惟至1911年10月初，僅募得5798圓餘。經過第二次募集，方達成目標，募

得全部的款項64，是否有特定人士的支持則不得而知。然而，在考量軍方及社會

的觀感下，海軍方面或臺灣總督府等方面，可能會提供挹注或協助尋求贊助者。

等到建立紀念碑之金額募齊後，即開始進行具體的建築工作，為了使後人

勿忘松島號，故以艦上之實物來呈現，將原置放之大砲做為紀念碑之主體，碑

高約五丈，銅質鑄造，由伊東祐亨伯爵題字，上書「松島艦忠魂紀念碑」（圖

十三），上部臺石由德山所出的花崗石、下部臺石則用澎湖的山石，在碑的周圍

環置12個大砲彈，及松島艦之螺旋槳（即迴旋機），在主碑兩側，另立兩個碑，

由東京兵工廠所建。65

61	 何聰明編譯，〈在馬公港爆炸的日本軍艦「松島」〉，《硓 石季刊》第34期，頁136。

62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5月27日，第3954號。

63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5月29日，第3956號。	

64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10月21日，第4097號。

65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10月21日，第40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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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長崎縣佐世

保市佐世保海軍墓地

內之軍艦松島殉難者

之碑。

資料來源：

http:/ /www.asahi-

net.or.jp/~un3k-mn/

nan-matusima.htm；

2010/6/24引用。

圖十三：設於澎湖公

園之日本海軍松島艦

沉船之紀念碑及紀念

碑右後方之松島紀念

館外觀，紀念碑的周

圍環置大砲彈及迴旋

機。

資料來源：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國家文化資料

庫分別典藏，總登

錄號cca100062-hp-

ph011_023t-0001，

2009年4月引用。

1911年10月4日前，橫山廳長決定將松島紀念碑，建築於馬公島之南端，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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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圍砌造石欄。66松島紀念碑揭幕式，與澎湖船渠完工典禮一併舉行。67同年

10月9日，軍艦松島及殉難忠魂紀念碑正式揭幕68，共有包括紀念碑發起人海軍

中將伊地知彥次郎等200餘人出席揭幕儀式，場面盛大。69在「舊軍艦松島紀念

碑建設趣意書」中，說明建紀念碑之原因及建在澎湖的目的如下：

「艦長海軍大佐矢代由德氏以次士官後補生下士卒傭人二百廿二名。前途

有望忠勇義烈之將卒。倏忽之間。與艦同其運命。空化為南溟之露。使吾人不能

再接其音容。鳴呼回想當時悽愴悲慘之景況。誰不悲痛嘆惜。為灑千行之淚耶。

如此一朝遭不虞之災厄。實為軍國之一大恨事。而斯艦之貢獻於國家之勳績。與

殉難將卒之忠魂義魄。皆可為千古之典型。故傳諸百世之後。使世人欽仰不能措

者。雖為國史之所能。然又豈可不於其遭難地因緣不淺之澎湖島。而為之為建設

一大紀念碑之美舉者哉。抑澎湖為帝國南極之鎖鑰。若夫卜斯地而建設一大紀念

碑。得永弔該艦及殉難將卒之雄姿英魂乎。則不獨足以使萬世之下。尋史蹟者而

感激。且足以使後世子孫。於日常不識不知之間。涵養愛國尚武之風氣。以舉感

化之實績。而發揮本島之價值也。」70

1912年9月，原募集建造松島紀念碑之經費，由於扣除必要開支後，仍有剩

餘款，故興起在松島紀念碑之側，興建一間紀念館，總面積為74坪之純日本式

的建築，稱為「松島紀念館」，並從松島艦取下之艦材等物品陳列在紀念館四

66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10月4日，第4081號。松島紀念碑，位於現今啟明里仁愛路東端

之南側，與民福路交叉斜坡處。

67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9月13、21日，第4061、4069號。

68	 郭志成，《澎湖縣志－卷15雜志》（馬公：澎湖縣政府，1991年），頁84。

69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10月19日，第4095號。

70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5月27日，第1307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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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71 1912年年底，於今日之馬公市內72，動工興建「松島紀念館」，並於次年

上旬完工。73

根據《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該紀念館面積雖不大，卻是「負山面

海，位置幽雅，面南約一海里，几屏山、沙帽山，朝拱羅列」，殉難忠魂紀念

碑在紀念館之左側，西方有魚池，北邊有公園之假山，「誠天造地社一幽處」74

（圖十一），其室內收藏有打撈出來的古瓷器等文物。75

松島紀念館建成後，除了曾為日本皇室人員視察澎湖之休憩所，如賀陽宮恒

憲王殿下於1931年（昭和6年）6月8日，至澎湖視察時，曾下榻於紀念館內76，

以及成為一個重要的官方重要的集會場所，如5月27日為日本海軍節，澎湖公學

校於此地集會、參觀紀念館及遊行。77同時，松島紀念館也是人民參訪的主要景

點。包括文職人員及武官，在紀念館舉辦重要活動。至於一般人則視松島紀念館

為休憩場地，主辦詩會，或開棋賽等活動。78

其後，由於松島紀念館建築外觀甚為別緻，逐漸成為澎湖著名的三大觀光景

71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元年9月8日，第4410號。

72	 仁愛路東端（石油公司加油站之上坡）

73	 有關松島紀念館建築圖，存放於臺灣文獻館內。松島紀念館位於今馬公市仁愛路最東段南側向北

處。高啟進訪問，（媽宮吳陳秋錦女士訪問記），收於高啟進、鄭紹裘及曾文明合著，《澎湖耆老

口述歷史紀錄》，頁70。

74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二年5月22日，第4656號。

75	 如從漁翁島二崁鄉之水域下打撈出來的古瓷碟等，據1913年時估計，約為二百年前之文物。《臺灣

日日新報》，大正二年5月26日，第4660號。

76	 《臺灣警察時報》，昭和6年7月15日，第36號（41）。

77	 高啟進訪問，（媽宮吳陳秋錦女士訪問記），收於高啟進、鄭紹裘及曾文明合著，《澎湖耆老口述

歷史紀錄》，頁70。

78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二年5月22日，第46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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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一79，即一般人民開會或聚集的場所。80松島紀念館之附近空間，成為休憩

場所。81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受盟機轟炸，夷為平地。大戰末期日本國內金屬

奇缺，將此炮管、水車葉等拆卸運回本國。82 1952年，馬公市因為進行馬路修復

及市容整理工程，松島紀念館遂被拆卸，以致於與松島艦有關之大部份文物及建

築結構在澎湖消失，僅在澎湖馬公風櫃尾靠海側，存有兩碑，其一為「軍艦松島

殉職將兵慰靈碑」（圖十四）83。

圖十四：設於澎湖馬公風

櫃尾靠海側之「軍艦松島

殉職將兵慰靈碑」。

資料來源：

2009年3月攝於澎湖馬公

風櫃尾。

79	 其它二個觀光景點為澎湖神社、千人島塚。日治時期，流行印製風景繪葉書(名信片)，澎湖本島商

店或百貨行發行澎湖島之繪葉書，最常出現的風景即為此三個景點，日本軍人、旅行者喜歡購買風

景繪葉書，再寄送日本本土或臺灣等地。http://tw.myblog.yahoo.com/9478-9478/article?mid=1690&pre

v=1700&next=1689，2009年9月15日引用。

80	 如1914（大正3年）7月，於松島紀念館，辦理聚會活動。《臺灣日日新報》，大正3年7月21日，第

5066號。

81	 據了解，松島紀念館外部建有高爾夫球場，為日本海軍軍官休閒活動場所。

82	 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受盟機轟炸，夷為平地。大戰末期日本國內金屬奇缺，將此炮管、水車葉

等拆卸運回本國。鄭紹裘，1997：179-180。	

	 http://www.tncsec.gov.tw/b_native/index_view.php?act=home&c03=40&a01=0301&c04=3&num=221

4#。

83	 鄭紹裘，1997，頁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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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為「日本松島艦沉船紀念碑」（圖十五），在該碑上，簡要地登錄有

關松島艦爆炸事件之經過，早已成為日本人之憑弔，和訪問此地之臺灣住民的話

題。「日本松島艦沉船紀念碑」之記載如下：

圖十五：設於澎湖馬

公風櫃尾靠海側之

「日本松島艦沉船紀

念碑」於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後所立，上

刻有中、英及日文之

碑文。

資料來源：

2009年3月攝於澎湖

馬公風櫃尾。

「日本松島艦沉船紀念碑

西元1908年1月25日，日本三艘由吉松茂太郎司令官所率領的練習艦隊，搭

載著海軍兵學校學生計415名，從橫須賀經香港、新加坡，並巡航馬尼拉，於4月

27日進入馬公港；在4月30日凌晨4點左右，其中一艘松島艦因火藥庫不明原因

的起火爆炸，造成艦長矢代由德大佐及225名官兵不幸罹難，船體亦因沉沒而遭

解體；特立碑以為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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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由於澎湖居於海洋運輸與軍事戰略之樞紐地位，包括荷蘭、西班牙、法國

及日本等國之貿易商、軍人、船隻及海盜等，都曾來到此地，也留下了許多讓後

人繪聲繪影的傳說和歷史故事，而松島號沉船即為其中之一。參與中日及日俄海

戰之日本軍艦松島號，未在海戰中發生事故，卻成為澎湖馬公港內灣區之沉船。

從相關資料之探索得知，松島號仍有殘骸遺留在馬公港內；爾後經由科學儀器探

知，松島號殘骸確於馬公港內，將引起臺灣社會大眾高度的關心與討論，毫無疑

問地，亦將引起日本社會的注目。

由於松島號所代表的時代意義，及其所涉及之水下文化資產的議題，其後續

處理方針及方法，例如除防止被盜取或破壞問題之發生外，採取目前為國際水下

考古學界所注重之「就地保護」方法，使其成為存放於海底之海洋文物館，讓沉

船本身來傳遞澎湖及臺灣歷史與近代東亞國際變局之關係，一如美國夏威夷珍珠

港沉放於港內之亞利桑那號（Arizona BB-39），靜靜地訴說那一段日本偷襲美

國夏威夷及其所造成之悲慘故事。是以，澎湖縣政府文化局等單位，如何活化運

用松島號沉船及其有關之周邊文化資源，使其成為豐富的澎湖觀光資源，應是一

個值得思考與努力的方向。事實上，涉及松島號沉船的相關日文資料仍多，日後

仍將持續地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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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松島號」艦之爆炸及打撈事件
—日本軍艦沉沒在澎湖馬公港內的經過

發表人：顏妙幸

評論人：楊仁江

評論內容：

一、這是一篇看來好像「分期付款」的論文，誠如作者在文末所說：「此外，涉

及松島號沉船的相關資料仍多，例如收藏於臺灣文獻館等之日文的資料，個

人在研討會會後，將持續地進行本文內容之增補及調整。」因此全文看來不

免有意猶未盡的感覺。

二、單憑作者「曾到風櫃的蛇頭山一遊，斯時，正巧有五位日本人在日本松島艦

沉船紀念碑膜拜，這一幕吸引個人的注意，仔細拜讀日本松島艦沉船紀念碑

文，方知建此紀念碑的原因。」便能寫出這樣的論文，真使我這個經常徘徊

在這個紀念碑旁的老朽感到汗顏。只可惜運用的多半是《臺灣日日新報》的

資料，一手資料太少，使這篇論文無法達到膾炙人口的地步，殊為可惜。

三、首先，對論文的主體應有明確的論述。「軍艦松島」確實是日本明治政府向

法國訂購無誤，但，是那家製造？又為什麼當時日本已能造艦還要向法國訂

購，如果不說清楚很難讓人知道「軍艦松島」的重要性。

四、「軍艦松島」為法國1853年創廠、1856年新設位於Le Havre附近的Graville

及Toulon附近的Seyne-sur-Mer的FCM（Société Nouvelle des Forges et 

Chantiers de la Méditerranée）造船廠所造。1886年規劃，1888年2月17日

建造，1890年1月22日下水，1891年3月（一說1892年4月5日）完工的海

防艦。與此稍早委託同廠建造的還有「軍艦嚴島」，而被稱為「三景艦」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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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外一艘叫「軍艦橋立」，也規劃於1886年，則是由日本自己在橫須

賀鎮守府造船部打造。這三艘都屬於松島級的防護巡洋艦（Matsushima 

class protected cruisers）。所以會向法國訂製，是因為清國在1880年向德國

Vulcan訂購的定遠、鎮遠裝甲砲塔艦於1885年11月交艦，由李鴻章親自勘

驗，成為北洋最精良的超級鐵甲艦（排水量7314噸，時速14.5節（不是14.5

浬），乘員329名；主要配備4門12in（不是30.5吋）徑威力強勁的克魯伯鋼

砲），引起日本海軍的恐慌，為了與清國較勁，才有建造三景艦的計畫。

其水線長91.81m，寬15.6m，吃水深6.05m，常備排水量4217噸，用煤680

噸，時速為16.5節，乘員401名；鋼板厚甲板為50mm, 砲塔為300mm, 砲盾為

100mm。最大的特色是配備當時威力最猛的1門12.6in徑法製Canet鋼砲（不

是32吋，是32cm）以及12門4.7in阿姆斯脫朗速射砲、16門6磅速射砲、6門1

磅速射砲、4門14in魚雷發射管。

五、「軍艦松島」兩次參加黃海戰役，第一次是清日戰爭，為日本聯合艦隊本隊

（松島、千代田、嚴島、橋立、比叡、扶桑）之旗艦，擊沉了丁日昌所率領

的北洋艦隊中的五艘船艦，定遠、鎮遠也受重創，松島在這次戰役中被定

遠艦的12in擊中。經整修於1895年2月26日，混成比志島支隊在廣島練兵場

完成編組後，於1895年3月15日編成南征澎湖的聯合艦隊本隊（松島、千代

田、嚴島、橋立）並以松島為旗艦，由佐世保軍港出發，同月20日下午3時

抵達八罩島，次日正午抵達澎湖島東南的裏正角附近，3月23日，比志島支

隊在良文港登陸（所以龍門有混成支隊上陸紀念碑）。次日，直搗拱北砲

臺，續陷馬公。任務完成後於1898年3月21日改為二等巡洋艦。第二次是日

俄戰爭，編入第三艦隊第五戰隊成為五艘船艦之一參與戰役。日俄戰爭之

後，再經過改修才成為練習艦。

六、關於「軍艦松島」的爆炸應有明確的資料佐證及說明，尤其是當時的調查

報告及對生還者所做的答詢筆錄。根據1908年11月9日《松島災害查定書

終結之件》所載扼要如下：明治41（1908）年4月30日上午4點01分發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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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cm）砲的送砲升降口冒煙，經值勤將校中原大尉及衛兵、伍長、士官

兵數名前往查看，立刻用水防火，4點8、9分爆炸聲轟然作響（不是4點30

分），右舷隨即傾斜，艦尾立刻沉沒，約3、4分鐘，艦首也全部沉沒（滿潮

時只見煙囪突出水面約4m高），熟睡中的官兵半數罹難，包括海兵35期候

補生34名在內。以上於11月9日查問（41人）終結。至6月12日已有船體損

壞現況圖及火藥庫發火的瓦斯點火模擬，以試圖確定爆炸原因。

七、至兩天後的中午為止調查出生還者士官3名、少尉後補生24名、準士官7名、

下士卒205名，計239名；罹難有屍體者艦長1名、士官1名、少尉後補生27

名、準士官1名、下士卒39名，未發現屍體的尚有士官21名、少尉後補生6

名、下士卒111名，以上計207名，總計搭載446名。但論文中出現：摘要222

人，前言約222人，松島號爆炸寫預估人員為222人，「舊軍艦松島紀念碑

建設趣意書」寫222名，「日本松島艦沉船紀念碑」寫225名，宜加探討及

說明。按：222名為昭和11年6月30日為建「松島紀念碑」時由馬公要港部副

官所撰，實際上應查對一手資料的人名錄及後來新發現的人數去核算。

八、關於「救濟金之募集」文中都只提臺灣捐贈，其實事件發生後官方便對罹難

者進行家屬調查已根據遺族生計狀況提供協助。募集者如大阪朝日新聞社便

募到大阪市民所捐5,550日圓20錢，愛國婦人會也捐1,000日圓等。

九、1908年9月至9月25日的解體吊升作業共得金屬2354.83噸，也就是說除埋在

泥濘中的部分外，大致已解至船底（按所繪圖說判斷）。另有廢鐵、銅850

噸於1910年10月6日馬公要港部吊起變賣，32cm砲塔鋼板四片則送回吳海軍

工廠保管。

十、1912年2月5日大日本武德會臺灣支會又申請無償打撈爆炸飛散的艦材破

片，變賣以充做興建演武館的經費，於3月15日獲准，兩年後共得代金1,560

日圓，但因離預定經費還差很多，所以又申請了兩次展期，因此打撈行動並

未在1910年10月後就終止。

十一、關於松島號紀念碑及紀念館，沒有查閱臺灣文獻館的資料，非常可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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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裡面有最詳細的配置圖及紀念碑的設計圖與尺寸。所以「圖十」不是在

風櫃，而是官有地的澎湖公園內，為什麼用大砲的造形，正因為那是軍艦

松島所特有的單管砲塔砲，是當時最猛的砲，又是在其下的火藥庫發生爆

炸，所以別具意義。碑座呈八角形寬各18尺，除入口一邊外，其餘七邊共

安15個砲彈（非12個），碑總高50.5尺，其中砲身38尺，名稱應為「軍艦

松島遭難紀念碑」。其建造金額為10,875日圓98錢。但趣意書與文中所列

相去甚遠。

十二、至於位於風櫃的蛇頭山的「日本松島艦沉船紀念碑」，原碑正面刻「軍艦

松島殉職將兵慰靈塔」，背面刻「生存者小林幸之助等」，均甚清晰。至

於「日本松島艦沉船紀念碑」則是後人錯誤（含內容）之作，不宜混淆或

說是二次世戰結束後所立。

十三、有關沉船，如對航道有礙的大致都會標示在海圖上，本研究沒有運用海

圖，又沒有參閱解體圖像資料，對中山大學海測有100m長之沉船自然不

應在前言即妄下可能是「軍艦松島」之斷言。

十四、評論之最大目的在幫助研究者勘誤，且提出足以補充之資料，但願這一點

用心，可以做為顏小姐修正時的參考。

與會者提問與發表人答辯

顏妙幸回應：

感謝主辦單位提供這樣一個好的機會，將個人初步的心得呈現於此；同時，

更謝謝主持人許所長與評論人楊教授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及在座先進給予的指

正。有關松島號的相關資料的確很多，研討會會後，我將持續進行相關資料的搜

集與分析、比對，針對文章內容不足或不清楚之部份再作說明、增補與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