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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而長期露天展示在二二八和平公園之中（圖

1）？展示這門砲具有什麼意義，又反映了哪些特殊

而離奇的歷史？本文從當年日本陸軍省及臺灣總督

府的往返公文、百餘年前的新聞報導，逐一解開這

門典藏編號為AH001220、屬歷史類典藏品的「大

砲」身世之謎，也一併調查同型火砲在臺灣歷史上

的經歷及其下落。

日俄戰爭的戰利品

二十世紀初期，日本與俄羅斯為了爭奪在朝鮮半

島與大清帝國東北三省的勢力範圍，兩國於1904年

2月8日開戰，各自動員海軍艦隊與陸軍部隊，在黃

海與遼東半島數度爆發大規模會戰，雙方合計死亡

13餘萬人、負傷近30萬人，最終由日本取得勝利，

在美國調停下雙方簽訂條約，於1905年9月5日停

戰，歷時1年7個月。

日俄戰爭是亞歐兩個現代化國家武力的大規模衝

突，許多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創新都首次用於戰場，

如速射砲、機關槍和更

精準的步槍都在日俄戰

爭中首次被大規模使

用，造成了大量人員的

傷亡。

戰勝國日本從俄羅斯

手中俘獲了大量的戰利

品，包括武器、彈藥、

裝備等，其中兵器數量

為：步槍（小銃）91,486

挺、刺刀（銃劍）18,187

把、手槍（拳銃）5 3 5

過
去被稱為新公園的二二八和平公園裡，陳列

的火車頭、銅牛、石碑以及古砲，是老臺北

人的歲月記憶，這些文物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是國

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的典藏品。其中

碑林與 7座古砲在 2007年臺北市都發局與臺博館

合作整建二二八和平公園襄陽路側時，被臺博館拆

卸下來、收進典藏庫房存放，未曾再露天展示。

古砲一共有7門，各有不同的來歷，其中3號古砲

全長228cm、口徑76.2mm，是1900至1903年間由

俄羅斯帝國所製造的三吋速射野戰砲，文獻上常簡

稱為三吋速射野砲、三吋速射砲或三吋砲，是7門

砲之中年紀最輕的。為何這門砲會成為臺博館的典

表1 1908年陸軍省配付給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之戰利品目錄

品 名 數 量 備 註

軍刀 海軍將校用 1

軍刀 海軍下士卒用 1

槍 1

連發步兵槍 含刺刀 2

手槍 1

喇叭 大中小 各1

三吋速射野砲 1

A H 0 0 0 1 2 2 0，為公園內編
號 3之大砲，為俄國製，長
2 2 8 c m，口徑約 8 c m。砲號
N39，另有三行字不清，有待
辨識。

大鼓 1

八珊七（87mm）重野砲 1

A H 0 0 2 9 0 6 - 0 0 4，為公園內
編號 6之大砲。 1 8 9 7年俄國
製，砲號N39。砲身上刻有俄
文。全長170cm，口徑約9cm

馬（Maxim）式機關槍 1

附子彈帶
疑似AS000191，長：536mm、
寬：144mm、高：131mm、淨
重：3440g

四十七密（47mm）速射砲 1

AH001219，為公園內編號 2
之大砲，為1895年俄國製，砲
號N480。長 211cm，口徑約
5cm。

三十徑五十七密（57mm）速射砲 1

A H 0 0 2 9 0 6 - 0 0 3；為公園內
編號 1之大砲。 1 8 9 5年德國
製，克魯伯後膛鋼砲。全長
173cm，口徑約6cm。

七珊半（75mm）速射加農砲 1

防盾 1

肩章 1

外套 2

長靴 3 疑似AH000197

背包 2

水壺 2

十五珊（150mm）速射加農砲彈含藥莢 1

十二珊（120mm）速射加農砲彈含藥莢 1

七珊半（75mm）速射加農砲彈含藥莢 3 疑似AH001053-002

五十七密（57mm）速射加農砲彈含藥莢 3

四十七密（47mm）速射加農砲彈含藥莢 3

三十七密（37mm）速射加農砲彈含藥莢 3

六十三密（63mm）海軍上陸砲彈含藥莢 1

五十七密（57mm）速射野砲彈含藥莢 1 疑似AH001053-001

三吋速射野砲彈含藥莢 2

廿四珊（240mm）砲彈 2

十五珊（150mm）砲彈 4

十珊七（107mm）砲彈 2

八珊七（87mm）砲彈 2 疑似AH001053-004

十二珊（120mm）砲彈 2

七珊半（75mm）砲彈 2 疑似AH001053-003

製表：林一宏，2019
（來源：臺灣總督府博物館ヘ戰利品下付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84655200、
明治41年坤「貳大日記10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三吋速射野戰砲之考證
A Research on the 3-inch Quick-Firing Gun 
in NTM

林一宏 國立臺灣博物館展示企劃組

Lin, Yi-Hung Exhibition and Planning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把、軍刀867把、步槍及機關槍彈45,086,355發、步

槍彈藥盒20,946個、手槍子彈101,580發、三吋速

射野砲89門、三吋速射野砲彈藥25,368發、機關砲

56門、廿八珊（28cm）臼砲8門、廿五珊加農砲5門、

廿四珊加農砲1門、廿三珊加農砲12門、廿三珊臼

砲23門、十五珊加農砲80門、十五珊臼砲3門、十

二珊加農砲7門、十珊七加農砲40門、八珊七野砲

81門、七珊海軍砲51門、七珊野砲24門、六珊半野

砲13門、五十七密（57mm）速射砲40門、各種砲

彈（不含三吋砲彈）231 ,451發、各種火砲用藥莢

555,773發、各種彈藥車1,226輛等。
1

俘獲的戰利品仍堪用者，經過整飭後配發給各軍

隊、軍校或武裝警察使用。損壞不堪再用的大多報

廢轉賣，少部分則接受各地的神社、學校或有需要

的團體提出申請後配發，做為紀念日俄戰爭勝利或

追悼戰歿軍人的展示品。

在殖民地臺灣，最早是在1906（明治39）年1月

初由陸軍省將加農砲、三吋速射砲、槍枝、被服共

26件戰利品分配給臺灣神社，臺灣神社又將其中

一部分戰利品分配給北白川宮臺南御遺跡地、總督

府國語學校等分別展示，但因臺南御遺跡地沒有展

示場地，乃陳列於臺南博物館
2
。

1908（明治41）年10月3日，陸軍省再將一批戰

利品分配給剛成立不久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包括

帝俄陸海軍的火砲、砲彈、槍枝、佩刀、裝備等共

34種59件
3
（表1），從東京起運，經過1個月的海陸

運輸，在11月3日運抵臺北，陸軍部也派員來協助

佈展
4
，這批戰利品遂成為博物館開館初期的典藏

品，其中即包括三吋速射野砲、八珊七重野砲、四

十七密速射野砲等。

圖1 2007年以前露天陳列於二二八和平公園內的帝俄三吋速射野砲（國立臺灣博物館 提供）

1 戰利兵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2月28日，4版。
2 戰利品の交付，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月17日，日刊2版。
3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ヘ戰利品下付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84655200、明治41年坤「貳大日記10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 戰獲出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1月8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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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三吋速射野戰砲的特殊性

收藏在臺博館的數門戰利砲之中，最具特色並與

臺灣歷史牽扯最深的，當屬三吋速射野戰砲。相對

於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舊式火砲，速射砲（quick-

fir ing gun）的重量較輕，機動性較高，口徑較小，

但射程較遠，射速高，發射的主要彈種為榴霰彈，

是二十世紀各國現代砲兵所普遍使用的重武器。

在日俄戰爭期間，日軍使用有坂三一年式75mm

速射砲，帝俄陸軍則使用普提洛夫（Putilov）M1900 

76.2mm速射野戰砲（圖2），後者在射速、射程、砲

彈重量都具備壓倒性的優勢，當時日方都承認俄軍

三吋速射砲的性能遠遠超過日軍三一年式速射砲。

大名鼎鼎的帝俄普提洛夫三吋速射野戰砲，是由

俄羅斯帝國在聖彼得堡的普提洛夫工廠（T h e 

Putilov Factory）自行設計生產，在1900至1903年

間共製造了2,300門，供帝俄陸軍砲兵使用以外，

也外銷至波蘭、芬蘭等國家（圖3）。

表2 帝俄普提洛夫M1900三吋速射野戰砲諸元表

型號
帝俄普提洛夫M1900三吋速射野戰砲
76.2mm Putilov M1900 field gun （quick-fir ing）

口徑 76.2mm （3 in）

砲身長度 228.6cm

膛線 24條；深0.76mm、寬7.19mm

倍徑 31.4

投射重量 6.5 kg

砲口初速 590 m/s

仰度  6°至+11°

水平 ±2.5°

方位 360°

最大射速 15發 /分鐘

有效射程 7.5km （4.66mi）

最大射程 8.5km （5.28mi）

輪軌距 1.47m

總重量
（作戰序列中）

約1 ,000kg （2 ,200 lbs），砲身  381kg、砲架598kg，砲輪
146kg

彈藥總重 8.9kg，含彈殼1.52kg，裝藥880g，彈頭6.5kg

彈頭重量
6.5kg，含裝藥85g、散彈260個（10.7g*260），信管（定時
及瞬發）311g

砲班成員 6人

製表：林一宏，2019（來源：整理自網路資料、實測所得）

此火砲由後膛裝填彈藥，砲身外以隔熱套管

（thermal sleeve）補強，採用法國式的隔螺式尾栓

（interrupted screw breech）。砲架為固定式（trail），

兩端有砲輪，可用馬匹等獸力牽引移動，砲架尾端

有助鋤、牽引環及移動槓桿。在復進機制方面，具

有上部及下部托架（carriage），上部托架可以滑動，

安放在下部托架的滑軌凹槽上，砲架內有油壓緩衝

器作為發砲產生後座力使砲身及上部托架後退時的

煞停裝置，砲架中另含 40個印度橡膠環（ind ia-

rubber doughnuts）是其特色，發射時產生後座力壓

縮橡膠環，隨後橡膠環再度擴張彈回並將砲身推回

發射位置。

這是俄羅斯第一門配置旋轉閉鎖隔螺式尾栓的三

英吋口徑野戰砲，威力強大，然而據當時日本陸軍

砲工學校研究發現：其砲架不甚安定，發射後必須

重行瞄準；印度橡膠環容易疲勞，但雖然射速高達

每分鐘15發，但因橡膠環的復進裝置並非充分有

效，高速發射時造成彈著精準度大幅下降；再者重

量過大；以及缺少防具等，
5
以上各點被視為此火砲

的缺陷。

臺灣歷史上的三吋速射野戰砲

如前所述，日方俘獲的 89門帝俄三吋速射砲之

中，不堪用的有8門，其中至少有2門送來殖民地臺

灣作為展示品，1門即為臺博館編號AH001220之典

藏品，另1門陳列於圓山的臺灣神社神苑中（圖4），

二戰後臺灣神社境內的戰利砲移交軍史館展示，惟

該速射砲下落不明。1933（昭和8）年出版的《東臺灣

展望》書中有一張花蓮港花岡山公園戰利砲的照片

（圖5），經比對可確認也是三吋速射砲。

仍堪用的三吋速射砲有81門，由陸軍省分發給參

謀本部、教育統監部、兵器本廠、東京砲兵工廠、大

阪砲兵工廠、軍務局、侍從武官、東宮武官、第一、

四、五、七、十、十二、十八師團、關東都督府、韓

國駐劄軍、臺灣總督府等各機關或部隊使用。
6

臺灣總督府接收了其中6門，因1906（明治39）年

2月18日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致函陸軍次官時本新六，

說明因討伐臺灣原住民的需要，請陸軍省提供戰利

品速射砲6門及彈藥給臺灣總督府，並請陸軍省考

量臺灣「蕃地」地勢狹隘險峻的特性，選擇較輕便且

易於搬運的速射砲。
7
此案經陸軍省於同年5月21日

同意，並於1909（明治42）年2月26日將該砲的射表

配賦給臺灣總督府應用。
8

這6門三吋速射砲在何時運抵臺灣仍待查明，然

而在1906（明治39）年深坑廳與桃園廳警察部隊聯

合推進大豹社方面隘勇線時，三吋速射砲就已投入

作戰，9月7日警察第三部隊在白石鞍山設插角砲

台，以速射砲轟擊泰雅族大豹社人之潛伏地，
9
施以

威嚇。

圖4 陳列於臺灣神社神苑中的三吋速射砲

（來源：臺灣神社社務所編，1931 《御鎮座三十週年記念臺灣神社寫真

帖》，臺北：編者，頁16。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提供）

圖5 花岡山公園陳列的三吋速射砲

（來源：毛利之俊，1933 《東臺灣展望》。花蓮港：東臺灣曉聲會）

圖3  芬蘭Hämeenlinna砲兵博物館展示的M1900三吋速射砲

（來源：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76_mm_gun_M1900）

圖 2 帝俄普提洛夫M1900三吋速射野戰

砲側視及砲架剖面圖

（來源：Иллюстрация из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 （1890-1907））

5 露國速射砲の缺點，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23日，日刊，1版。
6 戦利火砲射表配賦の件，J A C A 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C06084689000、明治42年乾「貳大日記2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7 蕃人討伐の為戦利品速射砲保管転換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歴
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3027601300、明治40年「満大日記 自7月至9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 戦利火砲射表配賦の件，J A C A 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C06084689000、明治42年乾「貳大日記2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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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存迄今的三吋速射野戰砲

送來臺灣的8門三吋速射砲，2門用以展示，6門

投入對原住民的作戰，目前有3門下落不明，僅存5

門，除了臺博館典藏的這門僅存砲身的39號展示用

戰利砲外，其中1門在花蓮縣卓溪鄉八通關越道路

支線上、2門在臺東縣海端鄉南橫公路霧鹿、1門在

梨山文物陳列館。

華巴諾砲台的三吋速射砲（No.1582）

此砲自1920（大正9）年即配賦於八通關越道路華巴

諾支線終點的華巴諾駐在所砲庫內，已將近百

年。此地位處深山、偏遠

險阻，若非具有登山經

驗，極不容易抵達。其砲

號為1582，1903年製造，

砲身、上部托架、砲架、

移動桿尚存，砲輪已佚

失，現場留有一枚已擊發過的彈殼，整體保存狀況

較完整（圖10）。

霧鹿砲台的2門三吋速射砲（No.603、No.1592）

2門火砲均位於霧鹿國小後方之古砲台公園內，2

門平行擺放、露天陳列（圖11）。其一由薩庫薩庫砲

台移來，但不知是哪一門。此 2門速射砲，應自

1930年代後期置於霧鹿而不再移動。

左邊的 6 0 3 號砲，

1 9 0 3年製造，砲身、

上部支架、砲架尚存，

砲輪已佚失，現況的砲

輪是仿作的，形制未經

考證。砲膛尾栓、準星

圖7 1910年卡奧灣方面隘勇線前進時日警砲隊在陡坡搬運三吋速射砲的

情形，地點在シナレク山，即今桃園市復興區復興尖山，山頂標高
1852m，三等三角點（來源：遠藤寬哉，1912 《臺灣蕃族寫真帖》。臺北：

編者，頁10）

圖6 警察砲隊在馬崙山砲台準備向泰雅族馬里闊丸群部落發動砲擊，左二即為三吋速射砲，地點在今桃園市復興區上巴陵馬

崙砲台山，標高1229m，三等三角點（來源：遠藤寬哉，1912 《臺灣蕃族寫真帖》。臺北：編者，頁12）

圖9 關山越道路東段薩庫薩庫砲台的三吋速射砲

（來源：毛利之俊，1933 《東臺灣展望》。花蓮港：東臺灣曉聲會）

砲移往東部地區，繼續執行武力鎮壓原住民的任

務，1915（大正4）年5月大分事件爆發後，花蓮港

廳當局改變策略，架設電流鐵條網以封鎖蕃界，又

於1917（大正6）年3月移設1門三吋砲到璞石閣（今

玉里）支廳的馬里山分遣所以威嚇鎮壓布農

族。1920（大正9）年八通關越道路開闢，花蓮港廳

警務局即在大分駐在所附近制高點的華巴諾建置砲

台，並配賦三吋砲1門（圖8），1923（大正12）年臺

東廳當局在新武路溪流域制高點建立薩庫薩庫砲

台，同樣配賦三吋砲1門以瞰制四周的部落，1931

（昭和6）年關山越道路開通時，也在霧鹿駐在所後

方高地砲台、配賦三吋砲1門（圖9），以永久防禦、

威嚇布農族原住民。

圖8  八通關越道路東段華巴諾砲台的三吋速射砲（葉柏強 提供）

圖10 八通關越道路東段華巴諾砲台

1582號三吋速射砲近況

（來源：林一宏攝，2008/3/2）

圖 11 霧鹿國小後方古砲台公園內三

吋速射砲近況

（來源：林一宏攝，2012/12/5）

9 隘線前進狀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9月11日，2版。
10 三吋砲的陣地與放列發砲紀錄，整理自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

報、《理蕃誌稿》第三、四編等。

這6門砲隨著理蕃警察

發動隘勇線前進及對原住

民的「討伐」作戰，在

1910至1914年（明治43

至大正 3年）轉戰各地，

在宜蘭芃芃山第二高地砲

台（1910 .6）、四季砲台

（1913.9，永久防禦），桃

園 廳 馬 崙 山 砲 台

（1910.11），新竹廳尖石

突角砲台（1910.7）、內橫屏山北角砲台（1910.7）、上

野山砲台（1911.8）、八五山砲台（1911.8）、太田山砲

台（1911 .9）、烏來山砲台（1912 .12）、白蘭砲台

（1910.11）等，苗栗廳司馬限砲台（1911.4）、用心山

砲台（1911.4）、千倆山砲台（1911.4）、久保山砲台

（1912）等，臺中廳沙拉茅砲台（1912.5），南投廳立

鷹砲台（1912.5）等地均有三吋速射砲放列發砲的紀

錄，
10
例如在1910（明治43）年宜蘭、桃園及新竹警

察聯合軍隊對泰雅族卡奧灣群發動攻擊期間，位於

上巴陵的馬崙山砲台（圖6）自11月6日至14日共發

射了107發砲彈。

三吋速射砲雖然火力強、射程遠，在戰術應用上

要攻佔制高點以利轟擊原住民部落，然而在隘勇線

前進中、急造的隘路上搬運重達1噸的三吋速射砲是

相當困難的任務，必須分解成砲身、砲架、砲輪後，

由警察指揮數十名人伕，或拖或推、或以扁擔扛棍

肩挑以攀爬陡坡（圖7），遇到土石鬆軟或下雨泥濘

時，爬一步滑半步，稍有不慎便可能滾落深谷、造

成人員傷亡。

太魯閣戰役後五年理蕃計畫結束，這些三吋速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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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華巴諾1582號砲砲耳處圖文註記（來源：林一宏攝，2008/3/2）圖13  霧鹿1592號砲砲耳處圖文註記（來源：林一宏攝，2000/8/19）

圖15  臺博館39號砲砲耳處圖文註記（來源：林一宏攝，2019/1/16）

圖12  梨山文物陳列館的三吋速射砲近況（叁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梨山文物陳列館 提供）

亞局勢深遠的日俄戰爭，也因年代久遠而被賦予

了歷史類文物的價值；在這門三吋速射野戰砲上，

我們看見了工業革命後應用新技術促成二十世紀

初期火砲的革命性演進，也見到了現代砲兵戰術

運用的變革；更因這門戰利砲代表了另外6門來臺

投入理蕃戰爭的同型速射砲，是殖民者為有效統

治臺灣山地而採用最新科技、投入強勢武力以強

迫原住民族降服，從而迫使臺灣山地快速地近代

化的象徵，是原住民族受國家霸權迫害的歷史見

證，更是足堪讓人反思臺灣近代史上的血腥、不

義與黑暗面的典藏品。 

尚存，但照門、表尺、高低機均已佚失。砲耳部的

砲號、年代清晰可辨，但整體銹蝕，保存狀況不佳。

右邊的1592號砲，亦為1903年製造，砲身、上

部支架、砲架尚存，砲輪已佚失。砲膛的尾栓已

佚失，但表尺及高低機仍有殘構。上部支架的扣

具尚存，砲耳部的砲號、年代清晰可辨，但整體

銹蝕，保存狀況不佳。

梨山文物陳列館的三吋速射砲（No.517）

此砲與另一門德製克虜伯山砲均源自沙拉茅砲

台，現今陳列於梨山文物陳列館右後方空地（圖

12），砲身及上部支架編號為517，1902年製造，但

砲栓原屬另一門編號為232、1901年製造的同型砲，

換言之，此砲是拼裝砲，但不知是日俄戰爭時就已

經是如此狀態，或是來臺後由日警修理拼裝而成。

其砲身、上部支架、砲架尚存，砲輪及輪軸均已佚

失，現況的砲輪是仿作的，但形制未經考證。上部

支架放置方向顛倒，砲膛尾栓、準星尚存，但照門、

表尺、高低機均已佚失。上部支架的扣具尚存，砲耳

部的砲號、年代模糊，砲架左側貼上「請勿攀爬」牌

示，砲身、支架、砲架均有鏽蝕情形。

前述4門速射砲的砲輪都已佚失，駐退的油壓桿、

復進的印度橡膠環也已不存。就砲身的外觀而言，

臺博館39號砲與前述4門砲外形一致，砲身長度、

周長尺寸也一致，其差異只出現在砲耳段的圖文註

記。其餘4門砲的圖文註記大體相似，有3排文字，

第一排呈弧形排列，二、三排為水平排列。以霧鹿

1592號砲為例（圖13），其文字分別為：

第一行：ОБЩ . ПУТИЛОВСКИХЬ ЗАВОДОВЪ . 即「普

提洛夫工廠製造」；

第二行：No1592.（圖案）1903Г. 左為砲號，中央

為帝俄雙頭鷹國徽，右為製造年；

第三行：С . ПЕТЕРБУРГЪ . 即產地「聖彼得堡」。

而臺博館39號砲的製造年代較早，其註記形式明

顯與其他4門不同（圖14），砲號在正中央、沒有帝俄

徽記。可能因長期在都市地區露天展示，致使鏽蝕

嚴重而難以辨識俄文字，僅正中央的N.39砲號可辨

認（圖15）。

結語

俄羅斯帝國的普提洛夫M1900三吋速射野戰砲，

於1900至1903年間共生產了2,300門，日俄戰爭

期間遭日軍俘獲了 89門，其中堪用的 81門砲有 6

門送來臺灣用於對

原住民的作戰；不

堪使用的 8門展示

砲則至少有 2門送

來臺灣。

臺博館典藏編號

AH001220的「大

砲」即屬前述不堪

使用的展示砲之一，

二十世紀初在波羅的海沿岸工業區製造，由軍需列

車載運著，經西伯利亞鐵路、東清鐵道、南滿鐵道，

穿越廣褒的歐亞大陸進入中國東北、投入日俄戰爭，

後被日軍攫奪，從旅順口船運送達門司港上陸再運

抵東京。1908年再從東京裝船運到基隆，最終落腳

在亞熱帶臺北，歷經了1萬5千公里的旅程，成為臺

灣博物館開館初期的展示品，可說是臺博館11萬餘

件典藏品中的元老了，這是何其奇特的經歷啊！

由臺博館典藏的各門戰利砲，自始至終就只有砲

身嗎？有沒有砲架、砲輪及其他零附件？其他一起

撥交的戰利品下落如何？曾在臺灣神社陳列的三吋

速射戰利砲已不知去向；另外曾參與理蕃戰爭的6門

三吋速射砲，仍有2門不知所終，1933年陳列在花

蓮港神社的三吋砲是否為6門其中之一？以上問題都

仍待進一步追查。

當年在殖民地臺灣首屈一指的博物館展示戰利砲，

用意在誇耀日本帝國擊敗強權帝俄的功績，證明日

本與列強並駕齊驅的地位，更赤裸地強調殖民母國

的優越，以今日的觀點，無疑是一種移植而來的、

突兀的現代性。

歷經百餘年，今日我們更應以臺灣為主體，重

新審視這門戰利砲的意義：它不只見證了影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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