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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 （一）官方典籍中的「巡檢」之形象

身著「練雀」補子的巡檢，為清代從
九品雜職官， 別稱有「分司」、「少尹」
或是「巡宰」等名稱，在官方性質的典籍
中普遍被視為「微官」、「末秩微員」。



一、前言

• （二）學者對巡檢的想像與問題

瞿同祖等學人對於巡檢此類文官的瞭
解，皆是奠基於上述正史、會典或是律例
等官方史料，他們認為「僚屬官，特別是
佐貳──常被稱為『閑曹』或『冗官』，在
地方政府中僅具有極少的功能」。



一、前言

• （三）問題意識

• 1高層官員對巡檢的書寫能否等同於當時地
方百姓的認知？

• 2如何確實地理解國家權力的代理人－－巡
檢在地方社會實際運作的情形？



走入地方社會的巡檢宅第中

• 位於雲林西螺的魏家，留有先祖魏照洲獲
授贛州府吉江口巡檢的匾額。



令人感到驚奇
的是，魏照洲做為
一個清末的「九品
芝麻官」，家中卻
留有台灣進士林啟
東、福建延平府知
府姚榮紀、雲林縣
知縣程森，以及斗
六都司區則超等十
餘位文武官紳往來
的詩作、對聯與匾
額。



一、前言

• 由上可知，顯然過去對於清代「巡檢」的
歷史書寫與想像出現了問題。

• （四）研究取徑

從地方社會的視角出發，反向理解
「九品芝麻官」－－巡檢的職能與地位。



一、前言

• （五）運用史料與工具

• 1史料：「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 (THDL)
中《乾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貓霧捒司案
簿》、《乾隆二十六至三十七年貓霧捒司
票簿》以及《文武衙門簿》等文書。

• 2工具：「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研究工具
集」。



一、前言

• （六）章節安排

本文以乾隆年間身著「練雀朝日」補子的從
九品雜職官－－貓霧捒巡檢為課題，透過THDL
中的岸裡大社文書等史料，探究其設置過程、職
能變遷、行政地位，及其收入概況等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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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地社會的轉變與貓霧捒巡
檢之設置

• （一）研究對象的確立及其重要性

在「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研究工具集」「前
後綴詞查詢系統」 中「欲分析的關鍵詞」輸入
「巡檢」，選擇「左方綴詞字數」為「3」。

1關鍵字詞的取得：獲得貓霧揀巡檢、猫霧捒巡檢、
貓霧巡檢、貓霧拺巡檢等詞，再進行檢索與研究。

2重要性的探索：貓霧捒巡檢在THDL的「明清檔案」
資料庫中出現高達65篇，數量僅次於最早於臺灣
府設置的佳里興巡檢84篇，反映出貓霧捒巡檢頗
為受到中央政府官員的討論與重視。



二、草地社會的轉變與貓霧捒巡
檢之設置

• （二）草地社會的轉變

康熙末年：從猫霧社等熟番生活空間轉變
為番漢衝突空間。



二、草地社會的轉變與貓霧捒巡
檢之設置

• （三）貓霧捒巡檢的設置過程

透過THDL「明清檔案」，可以觀見巡檢設置
費時近三年，「公文旅行」的過程如下：

滿漢巡台御史→雍正帝→閩浙總督→省級官

員→閩浙總督→雍正帝→吏部→雍正帝認可

而實行。

修正：施志汶認為貓霧捒巡檢是由福建總督
劉世明參考巡台御史之議而設（博論，頁69）。

此為雍正七年至十二年大設州縣、巡檢的集
權化現象之一環；巡檢轄下的百名民壯參與拓墾
活動之中。



二、草地社會的轉變與貓霧捒巡
檢之設置

• （四）乾隆朝地圖中的貓霧捒巡檢司與
「寨」



貓霧捒巡檢司今址



建築結構下的巡檢衙門



三、通事眼中的巡檢

• （一）潘敦仔與《貓霧捒案簿》

岸裡社首任番通事潘敦仔在乾隆二十
六至三十四年（1761-1769）抄錄之《貓
霧捒司案簿》。

透過《案簿》類型分析，瞭解潘敦仔
在發生何一類型之事務，會主動與貓霧捒
巡檢進行聯繫；由此藉由通事的眼睛觀察
貓霧捒巡檢在地方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三、通事眼中的巡檢

• （二）《貓霧捒案簿》的特色

1往來對象：《案簿》 143件中包含各類型
官員，其中以貓霧捒巡檢的124件為最多，
約佔86.71％。

2文書類型：封面、稟呈、告狀、具領狀、和
息與甘結狀，其中絕大多數為「稟呈」。

3稟呈類型：賊盜（21）、關津（17）、田
宅（14）、雜犯（10）與修築土牛（15）
居多。



三、通事眼中的巡檢

• （三）《貓霧捒案簿》的巡檢職能

1捕盜：實心為民，捕賊如神。

2山防：巡視沿山番界。

3受理民詞：鬥毆、田土、擅娶番婦、查緝訟
棍等案件。

4賭博：查與不查之間的潛規則。



三、通事眼中的巡檢

5衙門公務

（1）修築土牛：敦仔給予硃價銀，免勘土牛。

（2）買鹿皮：捕鹿不易，難以交貨。

（3）買馬：巡檢行政地位不如其他官員。

查敦仔近日揀選送各衙門駿馬數匹，

豈有本司發價數月竟不辦理，互牽到

小黃馬一匹，看係鬃尾寡短，不堪之

騎。



貓霧捒巡檢與「犁頭店街」



四、巡檢的收入概況
• （一）名目收入
• 1俸薪銀：31兩5錢2分
• 2養廉銀：40兩

• （二）實際收入
• 1巡檢查勘收入：硃價銀 12元
• 2兩節八色禮
• 3壽誕賀禮
• 4萬民衣
• 5雜項



五、結論

• 1貓霧捒巡檢司為國家在地方社會的底層衙門機構
之一，其設置過程縝密而繁複。

• 2「九品芝麻官」－－巡檢的民間稱謂有「大老
爺」、「爺台」、「巡老爺」等稱呼，由此我們
獲取地方社會對巡檢的「身份感覺」，通事眼中
的貓霧捒巡檢實則社會地位甚高。

• 3巡檢的職能以維繫治安事件為主，但亦審理若干
訴訟糾紛；但若如尹章義〈新莊巡檢之設置及其
職權功能〉認為巡檢司是第一級、初審的司法機
關則忽略地方百姓的多元選擇性。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chaokaile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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