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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致平與第一次台探事件

摘   要  北洋政府時期中國處於軍閥混戰的狀態，國家無暇整治社會秩序，廈門地
方政權處於各派軍閥激烈地鬥爭中，日本等列強則伺機在中國侵奪更多的
利權。在這一背景下，黑幫籍民問題成為廈門當地一個十分棘手的社會
問題。黑幫籍民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把控了廈門的煙、賭、毒等特種行
業，其所做的違法犯罪的事情罄竹難書。但因其日本籍民的身份，廈門地
方政府與其打交道時會有種種顧慮，並不時受到日本領事的干擾，這就使
得廈門地方政府更加難以管控黑幫籍民。臧致平主政廈門時期，為了籌集
財源，應付外來的挑戰，一改之前廈門政府的做法，冒險與黑幫籍民爭奪
鴉片等利益，利用廈門當地角頭勢力與黑幫籍民相抗衡，引發了第一次台
探事件。由於中日矛盾，臧致平的行為得到了廈門市民的支持，但困於自
身的實力，日方的壓力，以及英美等列強的調停，引起軒然大波的第一次
台探事件終不了了之。

關鍵詞 臧致平；黑幫籍民；第一次台探事件

任亞蘭 *

* 任亞蘭，廈門大學歷史學碩士。

前言

一 般 地， 學 界 把 日 據 時 期 在 大 陸 地 區 活 動
的 已 經 加 入 日 本 國 籍 的 台 灣 人 稱 作 台 灣 籍 民 或
者 日 籍 台 民， 簡 稱 籍 民。 台 灣 籍 民 是 近 代 兩 岸
關 係 史 和 中 日 關 係 史 上 的 一 個 重 要 現 象。 海 峽
兩 岸 乃 至 日 本 學 界 的 許 多 學 者 從 不 同 層 面 對 台
灣 籍 民 問 題 做 了 相 當 的 研 究 且 成 果 豐 碩。 日 本
的 學 者 開 啟 了 台 灣 籍 民 問 題 研 究 的 先 河， 主 要
研究者為中村孝志 1 和若林正丈 2。台灣地區的
學 者 對 台 灣 籍 民 問 題 關 注 度 頗 高 且 研 究 成 績 斐
然， 並 在 日 本 學 者 的 基 礎 之 上 進 一 步 挖 掘 了 大
量 有 關 台 灣 籍 民 問 題 的 史 料， 主 要 研 究 者 包 括
卞鳳奎 3、梁華璜 4、鍾淑敏 5、王學新 6，以及
旅 日 台 灣 學 者 戴 國 輝 7。 大 陸 學 者 對 台 灣 籍 民
問 題 的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於 清 末 和 抗 日 戰 爭 之 後，

對 於 北 洋 政 府 時 期 的 台 灣 籍 民 問 題 研 究 稍 顯
匱乏， 主要研究者包括陳小沖 8、 黃俊凌 9、 林

真 10、李國梁 11，香港地區學者周子峰 12 也對籍
民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

筆 者 注 意 到， 現 有 研 究 大 多 從 中 日 關 係 的
演 變， 及 日 本 侵 略 中 國 華 南 的 謀 略 的 角 度 探 討
台 灣 籍 民 的 活 動 及 影 響。 但 是， 關 於 以 北 洋 政
府 時 期 的 廈 門 為 特 定 場 域 的 籍 民 之 中 的 黑 幫 問
題， 依 然 存 在 一 定 的 研 究 空 間。 針 對 台 灣 籍 民
中 的 黑 幫 集 團， 王 學 新 提 出 了 所 謂 黑 幫 籍 民 的
概 念， 他 把 該 群 體 界 定 為 在 華 南 從 事 煙 賭 嫖 及
犯 罪 等 非 法 活 動， 擾 亂 當 地 治 安 並 結 成 黑 社 會
組 織 的 台 灣 籍 民。 本 文 所 指 的 黑 幫 籍 民， 即 引
用 了 這 樣 的 概 念， 它 是 指 有 組 織 地 從 事 煙 賭 嫖
及 搶 劫、 不 法 監 禁、 勒 索 等 非 法 活 動， 與 當 地
勢 力 等 相 勾 結 擾 亂 社 會 治 安 的 台 灣 籍 民。 本 文
重 點 在 於 探 討 由 於 軍 閥 執 政 者 應 對 黑 幫 籍 民 對
其 統 治 秩 序 的 挑 戰 而 爆 發 的 台 探 事 件， 因 為 該
研 究 至 今 尚 付 闕 如。 為 此， 有 必 要 從 廈 門 當 地
社 會 政 治 變 遷 的 角 度， 梳 理 黑 幫 籍 民 與 當 地 掌
權 者 的 關 係， 以 揭 示 北 洋 政 府 時 期 中 國 政 府 應
對外來勢力對中國社會侵擾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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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廈門黑幫籍民問題產生的背景

作 為 中 國 東 南 地 區 的 樞 紐， 近 代 最 早 的 開
埠港口之一，廈門 13 扼守台灣海峽西端，溝通東
洋、 南 洋 乃 至 西 洋， 兼 具 粵、 閩、 贛 三 省 樞 紐
之 勢， 在 中 國 近 代 史 上 扮 演 着 重 要 的 角 色。 尤
其 特 殊 的 是， 廈 門 自 明 清 朝 代 起 就 是 兩 岸 閩 南
族 群 的 活 動 中 心， 在 兩 岸 關 係 史 中 一 直 發 揮 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1895 年台灣被割讓後，廈門
由 於 特 殊 的 地 理 區 位 優 勢， 以 及 中 國 東 南 沿 海
最 繁 華 的 港 口 城 市 的 身 份， 吸 引 了 大 量 的 台 灣
籍 民 聚 居。 在 此 過 程 中， 不 少 在 台 灣 難 以 立 足
的黑幫流氓，也趁機採取各種方式偷渡到廈門。

究 其 原 因， 除 了 台 灣 總 督 府 管 控 不 力 外， 還 與
北 洋 政 府 時 期 社 會 失 序 有 關。 黑 幫 籍 民 無 論 長
相特徵，還是語言習俗，與中國公民幾乎無異，

一 旦 混 入 人 群 便 很 難 辨 別。 頻 繁 更 迭 的 中 國 官
廳 對 於 通 商 口 岸 疏 於 管 理， 使 得 黑 幫 籍 民 能 夠
較 為 容 易 地 進 入 廈 門 境 內 14， 辛 亥 革 命 後 由 於
廈 門 社 會 主 要 地 下 勢 力 的 退 出， 給 擁 有 日 本 勢
力 庇 護 的 黑 幫 籍 民 提 供 了 發 展 的 契 機， 甚 至 出
現黑幫籍民獨霸廈門黑社會的局面。 15

廈 門 的 黑 幫 籍 民 成 分 複 雜， 其 中 包 括 部 分
偷 渡 到 廈 門 的 不 法 台 灣 籍 民、 一 些 被 除 籍 的 台
灣人 16、還有冒充台灣籍民的廈門當地人。17 台
灣籍民身份如此受追捧，原因是擁有不少特權。

台 灣 籍 民 在 廈 門 享 有 治 外 法 權， 無 須 服 從 廈 門
的 司 法， 廈 門 的 警 察 對 其 難 以 管 轄， 18 而 且 不
用繳納煙酒稅、印花稅等。19 再者，日本領事館
對 於 籍 民“ 保 護 周 到 ”。 一 旦 領 事 館 接 到 報 告
稱 籍 民 在 廈 門 遭 到 任 何 形 式 的 侵 犯， 都 會 出 面
與 廈 門 當 地 政 權 交 涉， 庇 護 台 灣 籍 民。 20 正 是
因 為 台 灣 籍 民 不 但 享 有 稅 收 上 的 好 處， 而 且 面
臨民事、刑事訴訟時，可以受日本領事的保護，

因 此， 從 1909 年 起， 假 冒 的 台 灣 籍 民 開 始 急
劇增加。21 廈門當地一些角頭勢力也冒充籍民，

遊 走 於 法 律 的 邊 緣， 更 造 成 了 籍 民 問 題 的 複 雜
化。

黑 幫 籍 民 問 題 的 產 生 原 因 是 多 元 的， 廈 門

自 身 的 地 理 特 色、 日 本 在 華 的 強 權 勢 力、 北 洋
軍 閥 混 戰 的 無 序 社 會 環 境 是 廈 門 黑 幫 籍 民 問 題
的 主 要 社 會 政 治 背 景。 黑 幫 籍 民 問 題 是 在 北 洋
政 府 時 期 發 生 乃 至 發 展 壯 大 的， 而 廈 門 特 殊 的
地 理 位 置 和 重 要 的 樞 紐 功 能 使 得 黑 幫 籍 民 獲 得
便 利 的 活 動 舞 台。 台 灣 被 割 讓 給 日 本， 是 台 灣
籍 民 產 生 的 根 本 原 因； 而 國 內 辛 亥 革 命 之 後 的
軍 閥 混 戰 導 致 的 社 會 失 序 和 政 令 不 彰， 則 是 黑
幫 籍 民 得 以 發 展 的 時 代 原 因；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的
縱 容 和 經 營 則 是 黑 幫 籍 民 得 到 庇 護 和 壯 大 的 動
力 原 因； 黑 幫 籍 民 利 用 自 身 特 殊 的 身 份， 即 所
謂 的“ 日 本 國 台 灣 人 ” 和 民 族 意 義 上 的 漢 族 閩
南人的雙重便利，從事組織化的犯罪牟利活動，

這 是 廈 門 黑 幫 籍 民 問 題 產 生 的 特 殊 原 因。 黑 幫
籍 民 不 同 於 兩 岸 各 自 的 傳 統 黑 幫， 是 半 殖 民 半
封建社會的特殊產物。

二、廈門日漸突出的黑幫籍民問題

李厚基主政福建時期（1914—1922 年），

由 於 日 方 的 庇 護 和 中 方 的 懷 柔 策 略 使 得 黑 幫 籍
民 在 廈 門 得 到 進 一 步 發 展。 黑 幫 籍 民 在 廈 門 日
益 猖 獗， 對 中 日 外 交 造 成 了 很 大 的 困 擾， 引 起
了廈門百姓的強烈反感。1916 年，在駐廈日領
菊 池 義 郎 的 強 烈 要 求 下， 台 灣 總 督 府 派 警 察，

配 合 廈 門 當 地 警 察 取 締 黑 幫 籍 民， 黑 幫 籍 民 的
活動一度被打壓下去。22 但是，由於 1917 年李
厚基的籌款政策，黑幫籍民獲得了喘息之機。23

之 後， 隨 着 五 四 運 動 的 爆 發 和 廈 門 反 日 運 動 的
高漲，日方利用黑幫籍民對抗廈門的反日運動，

此 舉 讓 廈 門 的 黑 幫 籍 民 得 以 借 機 發 展， 黑 幫 籍
民 更 加 猖 獗， 又 開 始 在 廈 門 犯 下 搶 劫、 擾 亂 廈
門金融秩序等種種罪行。 24

1922 年 11 月 7 日， 在皖系軍閥盧永祥的
支持下， 臧致平 25 在廈門發動兵變， 驅逐李厚
基、 高 忠 全， 自 任 閩 軍 總 司 令。 26 與 李 厚 基 不
同， 臧 致 平 的 個 人 作 風 比 較 強 硬。 不 過， 臧 致
平 在 佔 領 廈 門 之 初， 地 位 還 不 穩 固， 面 對 勢 力
強 大 的 駐 廈 日 領， 臧 致 平 選 擇 退 一 步， 准 許 黑
幫籍民經營煙、賭、嫖等非法暴利行業。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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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東南戰爭中負盛名之臧致平將軍，載《國聞週報》第 1 卷第 10 期，1924 年，第 3 頁，中圖分類號：D693。（圖片來源：全國報
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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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廈 門 再 度 掀 起 反 日 風 潮， 日 領 為 了
平 息 事 端， 與 臧 致 平 達 成 協 議： 臧 致 平 取 締 廈
門 市 民 的 抵 制 日 貨 運 動， 日 領 驅 逐 黑 幫 籍 民 出
境。 27 這 次 協 議 開 啟 了 臧 致 平 對 黑 幫 籍 民 的 打
擊 行 動， 28 此 後， 廈 門 警 察 廳 長 陳 為 銚 積 極 整
理 警 務， 嚴 厲 打 擊 黑 幫 籍 民 的 搶 劫 拐 騙 和 開 賭
場 等 行 為， 並 且 將 涉 及 到 搶 劫 和 開 賭 場 的 黑 幫
籍 民 編 列 成 表， 交 給 日 領 解 辦。 29 臧 致 平 又 下
令 採 取 高 壓 手 段， 將 抵 制 日 貨 最 激 烈 的 團 體 廈
門 市 民 大 會 無 形 解 散， 數 月 來 轟 轟 烈 烈 地 進 行
抵制日貨運動的廈門市民大會宣告解體。 30

不 過， 臧 致 平 與 日 本 領 事 的 合 作 是 一 種 權
宜 之 計。 為 了 奪 取 財 源 以 及 贏 得 民 眾 的 支 持，

臧 致 平 不 惜 對 日 本 領 事 採 取 比 較 強 硬 的 態 度，

逐 漸 採 用 高 壓 措 施 對 待 黑 幫 籍 民， 這 也 導 致 雙
方 暫 時 的 合 作 破 裂。 臧 致 平 在 廈 門 巧 立 名 目，

徵 收 各 種 雜 捐， 以 期 穩 固 在 廈 的 統 治， 應 付 開
支 浩 大 的 軍 費， 緩 解 財 政 緊 缺 的 壓 力， 31 而 其
中，鴉片捐、賭捐、花捐（妓女捐）為主要雜捐。

但當時煙館、妓館和賭場多由黑幫籍民所把控，

黑 幫 籍 民 憑 藉 日 本 領 事 的 庇 護， 拒 絕 向 臧 致 平
納捐，這就嚴重影響了臧致平的稅收。1923 年
春 夏 之 交， 臧 致 平 成 立 禁 煙 查 緝 處， 委 派 楊 大
明 為 處 長， 對 鴉 片 的 進 出 口、 販 賣、 吸 食 及 罌
粟 栽 植 課 稅。 不 過， 當 時 的 課 稅 方 針 是 將 外 國
籍者除外的，而台灣籍民把控着煙、賭等行業，

使 得 臧 致 平 的 所 收 達 不 到 預 期。 因 此 臧 致 平 與
黑幫籍民產生了經濟利益上的衝突。 32

1923 年 6 月， 廈 門 再 度 發 生 抵 制 日 貨 運
動。 在 日 本 領 事 的 授 意 下， 黑 幫 籍 民 於 7 月 6
日 行 刺 了 廈 門 市 民 大 會 總 務 主 任 陳 文 總， 其 後
又 槍 傷 了《 廈 聲 》 報 館 的 職 員。 黑 幫 籍 民 的 惡
行 造 成 了 廈 門 人 民 的 恐 慌， 市 民 大 會 的 職 員 都
岌 岌 自 危， 廈 門 各 報 館， 除 了 在 鼓 浪 嶼 租 界 上
的《 民 鐘 》《 道 南 報 》 外， 其 餘 的 報 紙 都 一 度
停 刊， 廈 門 街 上 一 到 晚 上 竟 然 空 無 一 人。 這 樣
的情形讓輿論嘩然，當時的《晨報》感慨道：“廈
門 竟 像 是 日 本 人 的 世 界 了， 生 殺 予 奪， 莫 人 敢
問。”33 陳 文 總 被 刺 後， 激 起 了 廈 門 各 界 的 憤
怒。7 月 7 日， 廈 門 全 市 舉 行 罷 課、 罷 市、 罷

工運動，要求臧致平緝凶並與日領嚴重交涉。34

黑 幫 籍 民 的 種 種 惡 行， 使 得 廈 門 百 姓 對 台 灣 籍
民的觀感進一步惡化。

1923 年 8 月 中 旬， 反 對 臧 致 平 的 軍 閥 王
永 泉、 林 虎、 王 獻 臣 及 閩 系 海 軍 練 習 艦 隊 司 令
楊 樹 莊 等 聯 合 包 圍 廈 門， 圍 廈 聯 軍 採 取 了 利 用
民 船 偷 渡， 組 織 敢 死 隊 懷 挾 炸 彈 混 登 碼 頭， 指
使 黑 幫 籍 民 擾 亂 地 方 秩 序 等 策 略， 日 領 也 幫 助
王 獻 臣， 有 以 王 取 代 臧 的 意 圖， 但 是 都 沒 能 成
功。 35 黑 幫 籍 民 捲 入 臧 致 平 與 聯 軍 的 鬥 爭， 在
臧 致 平 被 圍 困 於 廈 門 之 際， 充 當 了 反 臧 派 的 內
應， 擾 亂 廈 門 市 內 的 秩 序 36， 使 得 臧 致 平 與 黑
幫籍民及其背後的日領矛盾激化。

黑 幫 籍 民 又 利 用 政 局 的 不 穩 定， 到 處 煽 動
挑 撥。9 月 18 日， 黑 幫 籍 民 林 汝 材 和 廈 門 當
地 吳 姓 宗 族 族 人 吳 森、 吳 香 桂 等 發 生 糾 紛， 從
而 引 發 黑 幫 籍 民 自 衛 團 和 廈 門 商 會 保 衛 團 的 激
戰， 37 造 成 廈 門 市 內 交 通 一 度 斷 絕， 並 危 及 到
外僑人士安全。隨後日本、英國軍艦進入廈門，

日 本、 英 國 海 軍 陸 戰 隊 約 百 人 上 岸 干 涉， 史 稱
“ 台 吳 事 件 ”。 駐 廈 日 領 在 處 理 此 事 的 過 程 中
對 黑 幫 籍 民 極 力 袒 護， 甚 至 派 海 軍 陸 戰 隊 攜 炮
彈 上 陸， 在 廈 門 台 灣 公 會、 梧 桐 埕 等 處 架 設 大
炮相威脅，要求臧致平取締廈門百姓的保衛團，

並在廈門街市搜查往來行人等。這一系列舉動，

引 起 了 廈 門 百 姓 的 群 情 激 憤。 38 廈 門 當 地 船 夫
罷 工， 商 家 公 議 不 與 日 人 交 易， 決 議 一 致 罷 市
以 對 抗 日 本 海 軍 陸 戰 隊 登 陸。 39 駐 廈 英 美 領 事
認為日本領事的處理過激，向中日雙方作調停，

其 後 事 態 稍 緩 和。 40 原 本 黑 幫 籍 民 和 廈 門 當 地
宗 族 勢 力 處 於 明 爭 暗 鬥 的 狀 態， 而 台 吳 事 件 的
爆 發 使 得 雙 方 的 矛 盾 公 開 化， 並 且 大 大 擾 亂 了
廈 門 市 的 社 會 治 安， 使 得 處 於 被 海 陸 聯 軍 包 圍
的“外患”之中的臧致平，又面臨着嚴重的“內
憂 ”。 不 過， 台 吳 事 件 的 爆 發 也 使 臧 致 平 看 到
了 廈 門 當 地 宗 族 勢 力 與 黑 幫 籍 民 相 抗 衡 的 意 願
和能力。

總 之， 黑 幫 籍 民 在 廈 門 的 活 動 對 臧 致 平 構
成 了 嚴 重 的 威 脅。 與 此 同 時， 黑 幫 籍 民 與 廈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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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有關廈門形勢的報道，載《清華週刊》第 285 期，1923 年，第 50 頁，中圖分類號：G649.281。（圖片來源：全國報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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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頭 勢 力 的 矛 盾 衝 突 不 斷， 黑 幫 籍 民 破 壞 反 日
運 動 也 激 起 廈 門 百 姓 的 普 遍 不 滿。 以 上 種 種 因
素 的 疊 加， 最 終 促 成 了 臧 致 平 採 取 非 常 手 段 對
黑幫籍民進行猛烈的打擊。

三、廈門黑幫籍民問題的激化
——第一次台探事件

（一）背景

1923 年 末， 黑 幫 籍 民 在 光 天 化 日 之 下 公
然在廈門鬧市劫財，破門搶物，甚至謀財害命，

擊 斃 警 官， 這 樣 的 情 形 每 天 發 生 數 十 起， 但 是
廈 門 官 廳 對 此 無 可 奈 何， 軍 警 不 敢 緝 捕 犯 事 的
黑 幫 籍 民， 於 是 黑 幫 籍 民 更 加 肆 無 忌 憚。 廈 門

官 廳 對 黑 幫 籍 民 在 白 天 持 械 劫 殺 成 風 的 不 作
為， 引 起 了 百 姓 的 憤 慨 和 廈 門 部 分 商 街 的 罷 市
抗議，41 同時也引起了鼓浪嶼公共租界上各國領
事 的 不 滿。 42 臧 致 平 在 廈 門 橫 徵 暴 斂， 早 已 引
起 廈 門 商 民 的 不 滿， 而 臧 致 平 如 果 不 能 管 控 黑
幫 籍 民 的 搶 劫 之 風 和 維 持 廈 門 治 安， 勢 必 引 起
廈 門 全 市 罷 業， 43 在 此 情 形 下， 臧 致 平 有 了 對
黑 幫 籍 民 開 刀 的 正 當 理 由， 44 緊 接 着 便 是 尋 找
合 適 的“ 人 才 ” 與 黑 幫 籍 民 相 抗 衡。 而 以 李 清
波 為 首 的 廈 門 當 地 的 角 頭 勢 力， 不 僅 與 黑 幫 籍
民 之 間 積 怨 深 厚， 而 且 手 下 眾 多、 實 力 不 容 小
覷， 45 因 此 便 成 為 臧 致 平 利 用 來 與 黑 幫 籍 民 相
對 抗 的 可 用 之 才。 臧 致 平 委 任 李 清 波 為 游 擊 隊
營 長， 駐 紮 在 胡 里 山 炮 台。 46 由 此 臧 致 平 就 挑
起了廈門當地宗族勢力與籍民之間的抗爭。

（二）經過

1924 年 1 月 1 日起，臧致平向黑幫籍民全
面 開 刀， 選 派 得 力 軍 警， 搜 查 行 人， 逮 捕 攜 帶
武 器 或 暗 藏 手 槍 的 人， 規 定 如 敢 當 場 抗 拒， 即
行 格 殺， 這 種 搜 查 行 人 的 辦 法 稱 為“ 查 街 ”。

1 日，廈門軍警開始查街。2 日、3 日，偵探在
關 帝 廟、 石 埕 街、 火 燒 街 等 處 共 擊 斃 反 對 搜 查
的 黑 幫 籍 民 四 人。47 隨 後 日 本 領 事 向 臧 致 平 提
出 暫 停 檢 查 兩 天， 並 且 表 示 願 將 不 安 分 籍 民 遣
送 回 籍。 警 察 廳 長 陳 為 銚 允 諾 如 果 4、5 兩 日
廈 門 市 內 不 發 生 劫 案， 日 領 佐 佐 木 勝 三 郎 對 黑
幫籍民的行為完全負責，那麼就暫行停止查街。

但 是 4 日 晚， 黑 幫 籍 民 又 搶 劫 了 局 口 街 的 協 成
金 舖。 48 因 此 陳 為 銚 又 恢 復 了 查 街， 並 在 臧 致
平 的 授 意 下 開 始 利 用 李 清 波 等 人 作 為 偵 探， 暗
中 清 查 黑 幫 籍 民。7 日， 台 灣 籍 民 向 駐 廈 日 本
領 事 請 願 稱： 查 街 危 害 了 台 人 生 命， 請 領 事 向
中 國 官 廳 提 出 嚴 重 交 涉。 其 後 日 領 佐 佐 木 勝 三
郎向臧致平提出嚴重抗議，要求懲辦軍警長官，

臧 致 平 對 於 日 領 來 函 據 理 駁 覆， 一 面 仍 然 繼 續
取締黑幫籍民。

黑幫籍民在軍警查街之後，非但沒有收斂，

反而在廈門商店門前投擲炸彈示威，恐嚇商民。

商 民 以 罷 稅 為 要 挾， 聯 名 函 請 臧 致 平 嚴 懲 兇

圖 3. 《世界畫報》刊登之臧致平等畫像（居中者為臧致平），
海粟繪，載《世界畫報》第 50 期，1925 年，第 52 頁，中圖分
類號：Z228。（圖片來源：全國報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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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49 臧 致 平 在 日 領 佐 佐 木 勝 三 郎 的 嚴 重 交 涉
和 廈 門 商 民 罷 稅 的 雙 重 壓 力 之 下 選 擇 了 繼 續 取
締黑幫籍民。16 日，軍警又當場擊斃抗拒檢查、

出 槍 擊 傷 軍 警 的 黑 幫 籍 民 一 人。 由 此 可 知 臧 致
平對日領的強硬態度。 50

2 月 1 日， 臧 致 平 成 立 鴉 片 公 賣 局， 嚴 禁
私 售 鴉 片， 將 鴉 片 販 售 權 承 包 給 商 人， 從 而 賺
取 巨 額 利 潤， 並 公 然 宣 稱“ 為 禁 煙 根 本 之 圖，

即 為 禁 煙 進 行 之 策 ”。 以 至 於 當 時《 申 報 》 發

出 感 慨：“ 而 廈 門 官 商 公 賣 鴉 片， 竟 於 二 月 一
日 以 地 方 政 府 之 功 令， 公 然 營 業 於 中 國 通 商 大
港之廈門矣。”51 臧致平成立鴉片公賣局，意在
搶 奪 由 黑 幫 籍 民 所 把 控 的 鴉 片 的 利 益， 這 就 影
響 了 黑 幫 籍 民 的 收 入， 其 後 雙 方 的 經 濟 利 益 衝
突更加尖銳。

2 月 2 日，黑幫籍民八十餘人與廈門軍警、

偵 探 三 百 餘 人 在 山 仔 頂 交 戰， 偵 探 擊 斃 黑 幫 籍
民 二 人， 黑 幫 籍 民 擊 斃 偵 探 一 人。 52 此 後 黑 幫
籍 民 與 偵 探 衝 突 不 斷， 甚 至 到 了 互 相 尋 仇、 以
牙還牙的地步，事態不斷升級擴大，前所未有，

史 稱“ 台 探 事 件 ”。 此 後， 在 楊 樹 莊 執 政 期 間
再 次 發 生 廈 門 軍 警、 偵 探 與 黑 幫 籍 民 大 規 模 衝
突 的 事 件。 因 此 筆 者 將 本 次 事 件 稱 為“ 第 一 次
台 探 事 件 ”， 而 將 再 次 發 生 的 事 件 稱 為“ 第 二
次台探事件”。

針對這次事件，日本方面派出軍艦相要挾，

並 兩 次 給 臧 致 平 下 達 最 後 通 牒， 惹 起 了 全 廈 門
百 姓 的 憤 慨。2 月 4 日， 日 本 領 事 佐 佐 木 勝 三
郎 赴 閩 軍 總 司 令 部 向 臧 致 平 提 出 通 牒， 要 求 撤
換 警 察 廳 長、 緝 捕 傷 斃 黑 幫 籍 民 的 凶 犯 和 優 恤
台 籍 死 者 等， 並 宣 稱 2 月 10 日 是 最 後 答 覆 期
限， 否 則 日 方 將 採 取 自 由 行 動。2 月 8 日， 日
本 大 井 巡 洋 艦 及 驅 逐 艦 杉 號 駛 來 廈 門， 與 之 前
停 泊 在 廈 門 的 驅 逐 艦 松 號 聯 合 向 臧 致 平 示 威。

同 時， 日 領 向 臧 致 平 提 出 最 後 通 牒， 要 求 四 項
條件：（1）處罰責任者，撤換警察廳長陳為銚；

（2） 緝拿凶犯；（3） 對受害台灣籍民給予撫
慰 金；（4） 臧 致 平 向 日 領 道 歉。53 2 月 10 日
臧 致 平 派 人 赴 日 領 署 作 口 頭 答 覆， 日 領 不 能 滿
意。 其 後 日 領 又 派 副 領 事 河 野 清 恫 嚇 臧 致 平，

聲 稱 如 若 臧 致 平 不 變 更 答 覆， 那 麼 日 方 將 派 日
本 海 軍 陸 戰 隊 上 陸， 作 自 由 行 動。 54 臧 致 平 據
理 抗 辯， 不 肯 俯 就 日 方。 55 駐 廈 英 美 領 事 對 於
日 領 此 次 示 威 的 要 挾 外 交 表 示 不 滿， 分 別 向 各
自政府請求派軍艦進入廈門，2 月 10 日英國一
艘 戰 艦 進 入 廈 門 港， 美 國 軍 艦 也 在 幾 天 後 到 達
廈門。 56

在 臧 致 平 與 日 方 的 博 弈 中， 臧 致 平 的 實 力

圖 4. 《時報圖畫週刊》刊載之臧致平小影，載《時報圖畫週刊》
第 218 期，1925 年，中圖分類號：J228。（圖片來源：全國報
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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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顯 是 處 於 劣 勢 的， 日 方 氣 勢 咄 咄 逼 人， 要 價
過 高， 是 臧 致 平 所 不 能 接 受 的， 但 是 臧 致 平 也
懂 得 利 用 輿 論 的 力 量 和 各 國 領 事 團 的 干 預 來 反
制 日 方。 第 一 次 台 探 事 件 發 生 後， 日 本 領 事 對
臧 致 平 以 武 力 相 要 挾， 甚 至 下 達 最 後 通 牒 的 舉
動， 引 起 了 廈 門 百 姓 的 強 烈 憤 慨。 廈 門 百 姓 民
族 情 緒 高 漲， 即 使 臧 致 平 以 辦 理 冬 防， 添 設 保
安 警 察 隊 為 名， 向 廈 門 商 民 新 增 戶 口 保 安 捐 和
營業保安捐兩捐，仍然得到市民的全力支持。57

日 本 在 廈 門 所 辦 的《 全 閩 新 日 報 》 宣 佈 雙 方 交
涉 決 裂， 廈 門 各 界 獲 知 此 消 息 後， 分 發 傳 單，

決議於 2 月 12 日下午在廈門總商會召開公民緊
急 大 會， 參 與 大 會 的 百 姓 很 多， 一 致 主 張 援 助
臧 致 平， 並 且 決 議 如 果 日 兵 登 陸 的 話 就 實 行 激
烈 抵 制。 臧 致 平 見 廈 門 百 姓 十 分 憤 慨， 於 同 日
召 集 新 聞 記 者， 發 表 關 於 此 次 交 涉 的 談 話， 表
示將全力與日本強權抗衡， 絕不屈服。2 月 13
日、14 日，廈門各團體召開聯合會，共同商議
對 付 日 方 的 辦 法。 廈 門 各 團 體 所 採 取 的 辦 法 包
括： 通 電 海 內 外， 請 各 處 共 為 聲 援； 以 英 文 翻

譯 廈 門 搶 案， 請 鼓 浪 嶼 各 國 領 事 注 意； 以 英 文
翻 譯 廈 門 搶 案， 送 北 京 各 公 使， 及 各 省 的 各 國
領 事， 請 其 主 持 公 道。 58 可 以 說 臧 致 平 採 取 利
用 廈 門 百 姓 和 其 他 各 國 領 事 來 制 衡 日 方 的 手 段
是 十 分 有 效 的， 並 且 為 臧 致 平 帶 來 不 畏 強 權 的
愛 國 者 的 聲 譽。 59 正 是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面 對 日
本 領 事 下 達 的 兩 次 通 牒， 臧 致 平 選 擇 了 與 日 方
對抗到底的態度。

而 中 日 因 第 一 次 台 探 事 件 所 起 的 交 涉，

因 中 外 輿 論 對 臧 致 平 的 支 持 而 使 得 形 勢 發 生 轉
變， 日 領 態 度 逐 漸 軟 化， 不 像 之 前 那 麼 咄 咄 逼
人。 60 臧 致 平 趁 着 日 領 態 度 軟 化 之 際， 反 過 來
向日領提出對中方極其有利的四項條件：（1）

將 指 揮 搶 劫 的 黑 幫 籍 民 領 袖 驅 逐 回 台， 分 別 嚴
辦，並永久不得來廈門；（2）對於雙方死者，

互予埋葬費；（3）將所有留廈籍民的姓名、住
址、 職 業 等 信 息 編 製 成 冊， 報 知 中 國 官 廳， 如
果有遷徙的，也要報知中國官廳；（4）黑幫籍
民 不 得 攜 帶 武 器， 如 果 有 攜 帶 武 器 的 必 要 也 須
得 到 日 領 的 特 許， 並 且 通 知 中 國 官 廳。 驅 遣 嚴
辦 12 名黑幫籍民， 驅逐而不嚴辦 19 名黑幫籍
民。 61 但 日 方 表 示 不 能 答 應 這 些 條 件。2 月 16
日 廈 門 某 報 刊 載 了 中 日 雙 方 交 涉 時 中 方 提 出 的
上 述 條 件。 廈 門 的 黑 幫 籍 民 為 此 產 生 憂 慮， 更
加 仇 視 臧 致 平 和 李 清 波 等 偵 探， 因 而 使 得 台 探
事件事態進一步擴大。

2 月 16 日夜晚，黑幫籍民再次用縱火、與
偵 探 火 拼 等 方 式 擾 亂 廈 門 治 安， 企 圖 協 助 王 獻
臣 攻 廈 62， 但 由 於 臧 致 平 獲 知 了 該 計 劃， 提 前
佈 局， 令 一 部 分 軍 警 和 偵 探 攜 帶 武 器 與 救 火 器
具 前 往 市 街 鎮 壓 黑 幫 籍 民， 另 一 部 分 軍 隊 派 往
廈 門 沿 海 各 防 線， 嚴 陣 以 待， 最 終 黑 幫 籍 民 未
能得手，王獻臣也未能搶渡廈門。 63 20 日，黑
幫 籍 民 與 偵 探 又 在 新 馬 路 發 生 衝 突， 雙 方 進 行
了 激 烈 的 槍 戰， 導 致 新 馬 路 一 帶 房 屋 多 座 被 流
彈損毀，許多商舖都閉門歇業。 64 21 日，黑幫
籍 民 在 火 燒 街 開 槍， 重 傷 行 人 四 名。 此 外， 黑
幫 籍 民 三 十 餘 人， 又 分 隊 在 新 馬 路 接 連 搶 劫 三
家 商 戶， 商 戶 失 贓 萬 餘 元， 導 致 了 廈 門 全 市 商
店 都 掩 戶 停 業。 65 偵 探 與 黑 幫 籍 民 日 以 繼 夜 地

圖 5. 廈門對海之萬國租界鼓浪嶼，載《圖畫京報》第 17 期，
1928 年。（圖片來源：全國報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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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相 尋 仇， 雙 方 在 廈 門 市 街 不 斷 發 生 槍 戰， 各
有很大的傷亡，並使得廈門百姓遭受池魚之殃，

行旅裹足。 66      

臧 致 平 委 任 李 清 波 為 總 部 偵 探 長、 兼 任 第
三 旅 的 游 擊 營 長。 李 清 波 手 下 的 偵 探 大 多 為 廈
門 當 地 的 三 大 姓（ 吳、 陳、 紀 ） 的 子 弟， 而 此
前 發 生 的 台 吳 事 件 等 使 黑 幫 籍 民 與 吳 姓 等 成 為
世 仇。 如 今 廈 門 這 些 角 頭 勢 力 搖 身 一 變 成 為 既
合 法 又 具 有 執 法 權 的 偵 探， 起 初 這 些 偵 探 還 算
依 法 辦 事， 但 逐 漸 就 開 始 發 生 擄 劫 台 人、 公 報
私 仇 的 事 情， 到 後 來 竟 與 黑 幫 籍 民 開 始 互 相 仇
殺， 致 使 第 一 次 台 探 事 件 愈 演 愈 烈， 甚 至 將 普
通 百 姓 誤 認 為 對 方 成 員 使 之 遭 殃。 67 可 以 說 台
探事件事態之所以不斷擴大，到最後難以收拾，

與 以 李 清 波 為 首 的 偵 探 疏 於 紀 律， 以 黑 社 會 方
式 處 理 黑 幫 籍 民 問 題 也 不 無 關 係。 但 臧 致 平 已
然 騎 虎 難 下， 不 能 輕 易 取 締 以 李 清 波 為 首 的 偵
探。 而 李 清 波 等 偵 探 與 黑 幫 籍 民 之 間 的 積 怨 也
很 難 調 和 了。 68 偵 探 與 黑 幫 籍 民 連 日 仇 殺， 到
最 後， 連 駐 廈 日 本 領 事 欲 遞 解 黑 幫 籍 民 回 台，

臧致平嚴斥偵探保護僑廈人士，都於事無補了。

中 日 之 間 進 行 了 多 次 協 商， 但 沒 有 達 成 有 效 的
共 識。 雙 方 交 涉 一 度 相 持 不 下， 甚 至 日 趨 沉
寂。 69 

（三）結果

廈 門 各 界 人 士 都 非 常 擔 憂 事 態 的 擴 大， 紛
紛 作 調 停。 首 先 鼓 浪 嶼 工 部 局 董 事 長、 廈 門 青
年 會 總 幹 事 伊 理 雅 居 中 作 調 停。 伊 理 雅 所 擬 的
條 件 是： 中 國 政 府 對 台 人 死 者， 照 華 僑 在 日 被
害 成 例， 每 名 給 予 二 百 元 的 撫 恤 金； 檢 舉 責 任
者， 改 為 臧 致 平 致 文 向 日 領 道 歉； 中 國 官 廳 緝
拿 凶 犯， 處 以 監 禁 之 罪； 台 人 殺 害 華 人， 亦 酌
情 賠 償。 70 由 此 日 方 開 始 傾 向 於 和 解。 其 後 美
國 領 事 也 介 入 作 調 停， 所 擬 的 條 件 是 雙 方 同 時
緝 凶， 同 時 互 相 道 歉， 互 相 撫 恤 被 害 者， 警 察
廳 長 陳 為 銚 於 交 涉 解 決 後 自 動 辭 職。 起 初 日 本
方面不接受這種條件，71 此後中日雙方商人又聯
合 向 中 日 當 局 請 願 和 平。 中 方 商 人 因 廈 門 社 會
治 安 的 紊 亂 蒙 受 了 不 少 損 失； 日 方 商 人 擔 心 如
果 日 領 太 過 堅 持 己 方 條 件， 勢 必 引 起 廈 門 人 強
烈 反 對， 會 造 成 廈 門 再 次 興 起 抵 制 日 貨 運 動，

從 而 使 日 商 蒙 受 嚴 重 損 失， 因 而 雙 方 商 人 都 一
致 請 願 和 平。 72 在 此 情 況 下， 日 領 將 談 判 條 件
作 了 調 整， 表 示 只 須 緝 凶， 其 他 條 件， 可 做 修
改。 73

日 方 商 人 的 請 願 和 平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響 了 日
領 的 決 策， 而 美 國 領 事 等 的 調 停 和 干 涉 使 得 日
方 不 能 在 廈 門 太 肆 意 妄 為。 日 方 的 底 線 是 其 在
廈 門 的 行 動 不 能 太 過 火， 而 引 起 英 美 等 列 強 的
干 涉； 臧 致 平 的 底 線 在 於 守 住 廈 門 這 塊 地 盤，

而 不 至 於 因 為 和 黑 幫 籍 民 及 其 背 後 的 日 方 的 利
益 之 爭 失 去 廈 門。 第 一 次 台 探 事 件 之 所 以 稍 有
和 緩， 也 是 與 當 時 臧 致 平 所 面 臨 的 十 分 嚴 重 的
軍 事 危 機 有 關。 當 時 臧 致 平 正 與 反 對 派 軍 閥 展
開 殊 死 的 較 量， 而 閩 系 海 軍 又 進 逼 廈 門， 要 求
臧 致 平 交 出 廈 門， 臧 致 平 在 廈 門 的 統 治 已 經 搖
搖 欲 墜。 因 此， 臧 致 平 在 生 死 存 亡 的 關 頭 向 日
本 方 面 作 出 了 一 定 的 妥 協， 試 圖 緩 和 其 內 憂 外
患 的 困 境。 在 臧 致 平 與 日 領 的 博 弈 到 了 快 要 失
去 控 制 的 時 候， 雙 方 又 基 於 對 各 自 利 益 的 守 護

圖 6. 廈門港中之日本帝國主義獸艦，載《圖畫京報》第 17 期，
1928 年。（圖片來源：全國報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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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達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妥協。

最 終 中 日 雙 方 達 成 的 條 件 是： 日 方 堅 持
的 警 察 廳 長 陳 為 銚 的 辭 職 得 以 實 行， 並 且 臧 致
平 將 偵 探 移 駐 磐 石 炮 台 和 總 司 令 部 附 近 加 以 約
束， 日 領 則 宣 稱 將 遣 送 黑 幫 籍 民 回 台。 74 輿 論
認 為， 中 日 雙 方 達 成 的 條 件 是 中 方 失 利。 日 領
允 諾 遣 送 一 部 分 黑 幫 籍 民 回 台 只 是 為 了 平 息 廈
門 百 姓 的 公 憤， 黑 幫 籍 民 眾 多， 所 遣 送 者 只 佔
很 小 一 部 分， 而 且 遣 送 回 去 後 又 有 新 的 黑 幫 籍
民 渡 來 廈 門， 根 本 無 法 肅 清 黑 幫 籍 民。 75 但 是
在 雙 方 實 力 懸 殊 的 情 況 下， 腹 背 受 敵 的 臧 致 平
也 難 以 取 得 更 多 的 權 益。 其 後 隨 着 臧 致 平 將 廈
門 讓 渡 予 閩 系 海 軍， 雙 方 的 交 涉 停 滯， 日 方 並
未 嚴 格 執 行 將 黑 幫 籍 民 解 送 回 台 的 措 施， 廈 門
黑 幫 籍 民 問 題 依 然 嚴 重， 為 第 二 次 台 探 事 件 埋
下種子。

餘語

臧致平主政 廈門時期（1922.11—1924.4），

與 黑 幫 籍民 的 關 係 出 現 過 轉 變 的 過 程。在 佔 領
廈 門 之 初， 由 於 臧 致 平 地 位 還 不 穩 固， 因 此 與
日領交換條件，合作取締黑幫籍民的不法行為。

但 是 隨 着 臧 致 平 在 廈 門 站 穩 了 腳 跟 並 開 始 擴 充
地 盤， 需 要 廣 開 財 源， 因 而 他 設 法 染 指 廈 門 的
鴉 片 等 利 權， 由 此 與 黑 幫 籍 民 產 生 正 面 的 利 益
衝 突。 當 時， 黑 幫 籍 民 為 了 反 對 臧 致 平， 私 下
與 臧 致 平 的 對 手 聯 繫， 介 入 軍 閥 內 鬥， 企 圖 顛
覆 臧 致 平 的 統 治。 臧 致 平 察 覺 後， 對 黑 幫 籍 民
進 行 猛 烈 鎮 壓， 並 利 用 當 地 宗 族 勢 力 組 成 偵 探
隊 搜 捕 黑 幫 籍 民， 導 致 雙 方 仇 殺 不 斷， 演 變 成
為全國矚目的第一次台探事件。該事件發生後，

中 日 雙 方 進 行 了 多 次 交 涉， 日 本 領 事 以 武 力 相
要 挾， 兩 次 給 臧 致 平 下 達 最 後 通 牒， 臧 致 平 沒
有 屈 從 於 日 方 的 壓 力。 臧 致 平 之 所 以 敢 於 與 日
方 公 開 對 抗 的 原 因 之 一， 就 在 於 他 的 行 為 得 到
了 廈 門 百 姓 的 支 持。 由 於 中 日 矛 盾 相 當 尖 銳，

臧 致 平 時 期 廈 門 當 地 多 次 爆 發 反 日 運 動 和 抵 制
日 貨 運 動。 廈 門 在 日 本 對 外 貿 易 中 十 分 重 要，

因 而 廈 門 百 姓 的 抵 制 日 貨 運 動 給 日 方 商 人 帶 來
了 不 小 的 損 失。 在 此 背 景 下， 日 本 領 事 在 第 一

次 台 探 事 件 中 對 臧 致 平 的 武 力 脅 迫 引 起 了 廈 門
百 姓 的 強 烈 反 對。 日 本 領 事 的 作 為 也 引 起 了 在
廈 其 他 外 國 勢 力 的 不 滿， 他 們 對 臧 致 平 頗 表 示
同 情。 臧 致 平 由 此 獲 得 了 輿 論 的 一 致 支 持。 之
後， 由 於 中 日 雙 方 商 人 向 當 局 請 願 和 平 和 英 美
領 事 的 調 解， 並 且 臧 致 平 正 面 臨 反 對 派 軍 閥 圍
攻 廈 門 和 閩 系 海 軍 逼 迫 臧 致 平 交 出 廈 門 的 生 死
存 亡 的 關 頭， 因 而 中 日 雙 方 達 成 一 定 程 度 上 的
妥 協。 其 後 隨 着 廈 門 政 權 的 轉 移， 第 一 次 台 探
事 件 不 了 了 之， 廈 門 的 黑 幫 籍 民 問 題 終 未 獲 得
妥善解決。

第 一 次 台 探 事 件 造 成 了 廈 門 甚 至 福 建 百
姓 與 台 灣 籍 民 之 間 的 嚴 重 裂 縫 與 不 信 任。 這 種
不 信 任 的 認 知 多 少 也 影 響 到 抗 戰 後 國 民 政 府 對
於 台 灣 籍 民 的 政 策。 然 而 追 根 溯 源， 黑 幫 籍 民
問 題 的 出 現 不 是 台 灣 人 民 自 願 選 擇 的 結 果， 而
是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強 加 於 中 華 民 族 的 侵 略 所 導 致
的。 黑 幫 籍 民 已 經 成 為 兩 岸 人 民 歷 史 記 憶 的 點
滴， 通 過 盡 可 能 地 還 原 相 關 歷 史 事 實， 有 助 於
我 們 認 識 中 國 近 代 被 帝 國 主 義 列 強 支 配 以 及 國
內 時 局 動 蕩 不 安 所 導 致 的 複 雜 多 變 的 歷 史 圖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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