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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死亡超過百人的大規模災
害地震震央分布圖，紅色與紫
色圓形符號分別顯示1900年以
前與1900年以後的震央。  

臺灣位處於環太平洋
地震帶西側，在歐亞大陸
與菲律賓海板塊間的碰撞
與擠壓作用下，自古以來
常發生破壞性地震，造成
嚴重的人員傷亡與財物損
失，社會成本更是難以計
價。但是這些以先民鮮血
與淚水所換取的慘痛震災
經驗與教訓，並未被適當
的傳承下來，實是相當遺
憾的事。 

前言 



造成死亡百人以上的大規模災害地震有14次，其中千人以上死亡的災害
地震有5次：1848年彰化地震、1862年台南地震、1906年梅山地震、
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1999年集集地震。臺灣西部地區平均間隔約30-
40年發生一次死亡百人以上的大規模災害地震(鄭世楠等, 2012)，故地震
災害是台灣未來所必須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台灣地震史－災害血淚史 
地震災害越大相關的資料也越多，重修臺灣縣志：「台地時震，罕

有終年不震者；故不悉書，大震則書」，台灣的地震史其實是一部災害
血淚史。 



1923年關東大地震 
1928年起臺灣地區地震觀測儀器開始更新 
1929年成立臺灣建築會，提倡耐震耐火構造；1930年震災預防明亦會今

村明恆與谷口忠，開始針對台灣建築之耐震問題提出改善建議，
谷口忠對臺灣的市街進行為期二週的震災預防調查 

1930年12月8日新營地震後 
1931年武田五一在臺灣提出當時最先進的避難構造觀念，並言明地震觀

測的重要：耐震構造的時代已經落伍，於耐震構造外應考慮避難
構造；1932年震災預防評議會針對臺灣一般家屋構造的耐震缺點
向臺灣總督提出建議(但未受重視) 

1932年5月中川健藏(曾任日本「震災預防評議會」會長) ，總務長官平
塚廣義(1932)於1925-1929年擔任東京府知事，經歷關東大地震復
興事業的實施 

1934年新井英次郎針對台灣特有的亭仔腳與山牆提出補強方式 
1923年設立各州廳「方面委員」，1933普及各街庄，1935年3月加強各

社會事業團體，這些民間團體在震災後的社會問題推動貢獻卓越。 
1935年是政治與經濟較安定的時期，各大都市均建立官立醫

院，加上各地民間團體醫院等，醫療體系相當完備。 

背景 



威赫式地震
儀(80倍) 

中央氣象臺式簡單
地震儀(40倍) 

1928年開始更新與汰舊地震儀：新儀器包括威嚇式
地震儀、大森式二倍強震儀、中央氣象臺式簡單地
震儀；淘汰格雷-米爾恩型地震儀，大森式水平式地
震儀更新並合併為二台(東西向與南北向)為一組。 

大森式二被
強震儀 

大森式水平地震儀(制振器, NS, EW) 

今村式二倍強震儀(油
制振器) 

地震觀測 



1881年2月18日苗栗地震   規模ML=6.2 
內貓裏地方倒壞民房八十餘間，傷斃男女九名 
北勢、窩莊等處，傷斃男女兩名口 
吞霄街、後瓏共倒店房廟宇一百三十餘間 
又防番土城三百餘丈，營署汎房庫局牆壁間有傾欹，幸未傷人 
北埔民房頗有倒壞 

閩浙總督何璟等奏報臺灣府屬淡水新竹地震(光緒7年4月29日，1881年5月26日) 

歷史地震 



1935年4月21日晨6時2分
左右，在新竹州的南部和台
中州的北部，先發出轟轟聲
的地鳴，緊接著發生台灣有
史以來死傷最為嚴重的新竹
台中地震。有感區域幾乎遍
佈全島，更達福州、廈門地
區，造成3,279人死亡、2,723
人重傷、9,396人輕傷，住家
全倒17,927戶、半倒11,446戶、
大破9,836戶、破損15,583戶，
非住家屋全倒2,855棟、半倒
1,240棟、大破1,250棟、破損
1,545棟。在農、工、商業、
交通與建物財產損失金額超
過3,700萬圓(當時幣值)。 

台灣史上單一天然災害死傷最為慘重的事件 



台中站今村式二倍強震儀 
06:02主震與06:26餘震 

恆春站威赫式水平
地震儀(06:02主震) 

澎湖站大森式水平地震
儀(07/17後龍溪口餘震) 

新竹站CMO簡
單型地震儀 
(07/17餘震) 

地震觀測結果 
震央：東經120度49分，北緯24度21分 

關刀山南南東約3公里大安溪中游 
震源深度：5公里 
發震時間：1935年4月21日06時01分56秒 
地震規模：顯著地震(有趕半徑大於300公里) 



大森式二被強震儀 

CMO簡單地震儀 

大森式簡單地震儀 

ERI 
那須信治(1936) 
8月上旬至11月上旬 
採用水平向加速度地震儀 
1935/08/04 
苗栗、出礦坑、竹南、銅鑼四站 
1935/08/18 
竹南站轉移至錦水 

加強餘震觀測 



震央位於大安溪中游流域(北
緯23.350度，東經120.817度)
震源深度相當淺，僅有5公里。
自4月21日發生地震以來，至
7月才漸漸平靜。主震與餘震
分布範圍相當廣，北自中港
溪開始，南至大肚溪。主要
的餘震包括： 
04/21 06:26中港溪中游地震1 
05:05 07:02後龍溪中游地震9 
05/30 03:43大肚溪中地震14 
06/07 10:51梧棲附近地震16 
07:17 00:19後龍溪口地震20 

餘震分布 

主震 

06:26中港溪中游 

06:59大甲溪下游 

11:46 
大安溪下游 

07/17  

05/05 後龍溪中游 

05/30 大肚溪中游 

06/07梧棲附近 

05/20 



發震時間：4月21日06時26分 
震央：東經120.9度，北緯24.7度 

中港溪中游三灣附近 
震源深度：極淺 
地震規模：稍顯著地震(有趕半徑

大於200公里) 

發震時間：7月171日00時19分 
震央：東經120度42分，北緯24度38分 

後龍港口附近 
震源深度：30公里 
地震規模：稍顯著地震(有趕半徑大於200公里) 
災害：44人死亡、 102人重傷、 290人輕傷 

民房住家全倒1,475戶、半倒1,728戶、大破1,895
戶、小破1,944戶 



新竹州 
死亡1,369人，民房全倒12,391戶 
苗栗郡死亡794人，民房全倒5,394戶 
竹南郡死亡328人，民房全倒3,637戶 
大湖郡死亡229人，民房全倒1,769戶 
竹東郡死亡  14人，民房全倒1,473戶 
新竹郡死亡     4人，民房全倒   118戶 
 
台中州 
死亡1,912人，民房全倒5,536戶 
豐原郡死亡1,494人，民房全倒2,754戶 
大甲郡死亡   386人，民房全倒2,330戶 
東勢郡死亡     28人，民房全倒   432戶 

主要災區涵蓋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台中市北部等地 

造成3,279人死亡、2,723人重傷、9,396人輕傷，民房住家全
倒17,927戶、半倒11,446戶、大破9,836戶、破損15,583戶。 



長官官邸緊急會議(總督府首腦) 
地震發生時，正值總督府召開地方長官會議，新竹州知事12:00以前歸任；
台中州知事坐火車至竹南，沿著海岸線坐轎、步行南下，並至大甲、清水、
豐原視察，22日凌晨02:00回到台中州廳歸任。 
社會課齋藤課長11:30坐火車至新竹州，中港、頭份、尖山視察，22:00歸任
報告 
21日15:00緊急部局長會議 

救護物資與義捐金募集 
應急救護，各州罹災救助基金及國庫金 
災害地視察，災害地稅金減免 

22日早上09:00第二次緊急部局長會議：義捐金募集 
22日17:00第三次緊急部局長會議：罹災地物品配給 
22日文教局社會課開設震災救護事務所 
23日13:00文教局長室召開緊急震災救護幹事會議 
24日府令第二十五號臺灣離災救助金金規則、施行規則特例 

被害街庄災害應急工事費、復舊工事費資金、罹災者救助施設資金 
國債證卷、地分債卷等有價證卷 

27日籌備復興委員會 
29日臺灣總督府設置「震災地復興委員會」 

總督府主要措施 



義勇學校號 21日13:30台北出發－新竹州空中偵察，台中市上空投下通信筒
－鹿港飛行場著陸－臺北 

義勇專賣號 22日13:30搭載深川文教局長(代理總督視查)新竹州被害地空中視
察，大甲、豐原低空飛行，15:00鹿港飛行場著陸，搭乘自動車至
台中州廳。 

十六分車站 

銅鑼庄 

三叉庄 

大甲街 

新竹市 

竹南街 



義大利米蘭日報(馬國鳳教授提供)。 各報章媒體均大幅報導有關1935年新竹
－台中地震的震災訊息 



新竹市崙子全倒民宅並當場壓死3人處，左
上圖為在鄉軍人團與壯丁團參與救災情形 

新竹市的災害 

新竹郡
新竹市 

新竹市內之店舖 

新竹市 
全倒91戶、半倒
142戶、大破269
戶、小破651戶。
4人死亡、12人重
傷、7人輕傷。 



竹東郡北埔庄 

北埔庄北埔戶數586戶，全倒77戶、半倒68戶，
全倒半倒率25%。 

北埔庄北埔的災害 

北埔庄北埔廟(慈天宮)前的災害 

北埔庄全倒271戶、
半倒420戶、大破
274戶、小破356戶。
6人重傷、24人輕傷。 
全半倒率： 
水礫子64% 
南坑57% 
埔尾54% 
大湖40% 



竹東郡峨眉庄峨眉的慘狀，戶數167戶，全倒167戶，全倒率為100%。
(主震1/3以上倒塌，06:26餘震全部倒塌) 

峨眉庄藤坪129戶，全倒123戶，半
倒4戶，全半倒率98% 

竹東郡峨眉庄 

峨眉庄役場全倒 

全倒865戶、半倒61戶、大破27戶、小破7戶。13人死亡、
16人重傷、69人輕傷。 
全半倒率：100%(峨眉、中興、赤柯坪、十二寮) ，超過
90%包括藤坪98%、石硬子98%、石井97%。 



竹南郡頭份庄 
頭份庄全倒462戶、半
倒669戶、大破303戶、
小破370戶。10人死亡、
15人重傷、38人輕傷。 
全半倒率：斗煥坪65%、
珊珠湖63%、 
興隆61%、蘆竹湳59%、 
濫坑50%。 頭分庄珊珠湖293戶，全倒76戶，

半倒109戶，全半倒率63% 

頭分庄尖山下中港溪附近 頭分庄役場前 



竹南郡三灣庄 
三灣庄全倒918戶、半
倒119戶、大破82戶、
小破68戶。153人死亡、
81人重傷、396人輕傷。
全半倒率：100%(大河
底、大坪林、永和山)，
北埔下林坪95%、崁頭
寮91%、銅鑼圈89%、
三灣63%。 

三灣庄三灣的災害情形 

竹南郡三灣庄銅鑼圈製糖工廠磚造建物全倒 
三灣庄大河底民家(竹造)的倒壞。 
259戶，全倒258戶，半倒1戶，全
半倒率100% 



竹南郡南庄大南埔慘狀總戶數
142戶，全倒139戶，半倒3戶，
住家全倒半倒率100% 

竹南郡南庄田尾慘狀總戶數313
戶，全倒294戶，半倒19戶，住
家全倒半倒率98%。 

竹南郡南庄 南庄全全倒1,309戶、半倒
211戶、大破45戶、小破37
戶。125人死亡、67人重傷、
428人輕傷。半倒率：100% 
(田尾、四灣、大南埔、員
林)，北獅甲興96% 、南庄
71%。 

南庄警察署的損害 
獅頭山勸化堂納骨塔(6層，高70
尺鋼筋混凝土磚造)潰倒。獅巖
洞與金鋼寺等古剎均慘遭破壞 



竹南郡 
後龍庄 

竹南郡後龍庄全倒的民宅 

竹南郡後龍庄北城門崩壞 

竹南郡後龍庄役場的破壞 

後龍庄災害最嚴重
的為後龍，893戶，
全倒391戶、半倒
348戶，全半倒率
83%。 



竹南郡竹南庄 

新竹州竹南郡竹南庄中港街的破壞 

竹南庄全倒207戶、
半倒314戶、大破
606戶、小破810戶。
3人死亡、9人重傷、
22人輕傷。 

竹南庄役場之給食 竹南庄廣場之小屋掛 



大湖郡獅潭庄 

獅潭庄永興倒壞的民家 

獅潭庄全倒345戶、半
倒119戶、大破199戶、
小破285戶。45人死亡、
35人重傷、92人輕傷。
全半倒率：紙糊86%、 
新店永興56%。 

獅潭庄新店土角家屋的破損. 右手邊的
日式建築家屋(庄長住宅)並未受到損害 

新竹州大湖郡獅潭庄永興山地斷層露頭，
座落在斷層上的民宅全倒 



大湖郡大湖庄 
大湖庄全倒939戶、
半倒463戶、大破
160戶、小破258戶。
85人死亡、61人重
傷、264人輕傷。全
半倒率： 
南湖南部86% 
南湖北部68% 
大湖60%。 

大湖庄大湖的主要街道磚造厝 大湖庄法雲寺的損害 

大湖庄大湖竹高與土埆厝倒壞 



大湖郡卓蘭庄 

卓蘭庄全倒474戶、
半倒295戶、大破
246戶、小破66戶；
98人死亡、79人重
傷、134人輕傷。 

卓蘭庄卓蘭1,001戶，全倒459戶，半倒
197戶，全半倒率66% 

罩蘭庄補尾製糖工廠倒壞 卓蘭庄卓蘭西部街道慘狀 



苗栗郡銅鑼庄 

銅鑼庄老雞隆慘狀總戶數212戶，全倒
204戶，半倒6戶，住家全倒半倒率99% 

銅鑼庄新雞隆慘狀總戶數344戶，全倒320
戶，半倒24戶，住家全倒半倒率100% 

銅鑼庄銅鑼慘狀總戶數591戶，全倒527戶，
半倒34戶，住家全倒半倒率95% 

銅鑼庄全倒1,332戶、
半倒275戶、大破132
戶、小破95戶；327
人死亡、260人重傷、
331人輕傷。較嚴重
包括：新雞籠全半倒
率100%，老雞籠99%、
銅鑼95%、芎蕉灣
86%。 



苗栗郡公館庄 

苗栗郡公館庄石圍牆慘狀總戶數142戶，全倒141戶，半倒1戶，住家全倒半倒率100% 

公館庄全倒1,294戶、半
倒587戶、大破318戶、
小破210戶；250人死亡、
162人重傷、955人輕傷。
全半倒率：石圍牆100%、
福基92%、公館85%、
北河71%、出礦坑68%、
尖山64%、南河53%。 公館庄公館，地震剛過後的慘狀 



苗栗郡頭屋庄 

頭屋庄老田寮慘狀總戶數424戶，全倒
349戶，半倒31戶，住家全倒半倒率90% 

頭屋庄全倒742戶、半
倒178戶、大破122戶、
小破78戶；58人死亡、
24人重傷、239人輕傷。
全半倒率：老田寮
90%、二岡坪82%、
頭屋70%、外獅潭
70%。 

頭屋庄朳子岡的被害 頭屋家屋的被害 



苗栗郡苗栗街 

苗栗郡苗栗街南苗天雲街附近的慘狀 

新竹州苗栗街民宅的破壞 苗栗郡苗栗街城隍廟附近的慘狀 

苗栗街全倒603
戶、半倒491戶、
大破535戶、小
破 865戶；38人
死亡、82人重傷、
221人輕傷。 



苗栗郡三叉庄 

三叉庄三叉總戶數388戶，全倒284戶，
半倒74戶，住家全倒半倒率92% 

新竹州三叉庄役場的震害 

三叉庄全倒880戶、
半倒90戶、大破45戶、
小破36戶；96人死亡、
59人重傷、118人輕
傷。全半倒率：
100% (魚藤坪、拐子
湖、鯉魚潭)，雙連
潭97%、三叉92%、
雙草湖68%。 

三叉庄魚藤坪土埆厝倒壞，總戶數111戶，
全倒109戶，半倒2戶，住家全倒半倒率
100% 



台中州豐原郡內埔庄(台中縣后里鄉)屯子腳之慘狀，屯子腳總戶數735戶，全倒509戶，半倒46
戶，破損128戶，住家全倒半倒與破損率達93%，總人口數4,578人，死亡440人、重傷210人、
輕傷1,081人，死傷率達37.5%。 

豐原郡內埔庄 
內埔庄全倒1,694戶、半
倒383戶、大破384戶、
小破190戶；962人死亡、
740人重傷、2,935人輕
傷。全半倒率：七塊厝
96%、舊社94%、后甲
93%、新店87%、圳寮
84%、屯仔腳76%、四
塊厝72%、中和71%。 

后里十字路附近的慘狀后里總戶數297戶，
全倒265戶，半倒19戶，全倒與半倒的戶數
達93% 



豐原郡神岡庄 
神岡庄全倒936戶、
半倒155戶、大破
832戶、小破440戶；
508人死亡、379人
重傷、1,785人輕傷。
全半倒率： 
新庄子100%、圳堵
95%、神岡83%、
北庄78%、山皮
76%。 

神岡庄神岡的損害狀況 

神岡庄圳堵總戶數302戶，全倒271戶，半倒1
戶，全倒率95%，人口數2,071人，死亡188人、
重傷99人、輕傷549人，死傷率達40.4%。 

神岡庄新庄子總戶數150戶，全倒150戶，全
倒率100%，人口數1,104人，死亡161人、重
傷116人、輕傷492人，死傷率達69.7%。 



豐原郡豐原街 
豐原街全倒119戶、
半倒192戶、大破
948戶、小破1,257
戶；21人死亡、20
人重傷、105人輕
傷。 

豐原街東端家屋的受損 豐原街倒壞的家屋 

豐原街頂街的並排民房，顯示騎樓構造 



大甲郡清水街 

台中州大甲郡清水銀座街之慘狀 

清水街全倒1,384
戶、半倒1,406戶、
大破567戶、小破 
350戶；312人死亡、
348人重傷、435人
輕傷。 

清水街西勢 清水街災害 



大甲郡 
梧棲街 
沙鹿庄 

台中州大甲郡沙鹿街之破壞 

沙鹿庄全倒269戶、
半倒385戶、大破
401戶、小破 714戶。 
梧棲街全倒317戶、
半倒481戶、大破
274戶、小破 187戶。 

沙鹿庄舊馬路之破壞 台中州大甲郡梧棲街之破壞 



東勢郡 

東勢街石圍牆石壁坑的受損 

東勢街鍋底的受損，東勢街全倒238戶、半
倒164戶、大破171戶、小破1,584戶。 

石岡庄石岡舊通，石岡502戶，全倒154戶、
半倒207戶， 全半倒率72%。 

東勢郡全倒432
戶、半倒585戶、
大破350戶、小
破2,423戶。主
要受災區為東
勢街與石岡庄。 



斷層調查 

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地質學教室 

台北觀測所(1936) 岡四四亥  陸軍測量部發行
1/50,000地形圖(原圖)。 

東京帝國大學地震研究所(ERI, 
1936)陸軍測量部發行1/50,000地
形圖 

大江二郎( 1936) 

大塚彌之助(1936)局部斷層圖 



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屯仔腳斷層自神崗新庄子附近向東北東延伸，經
內埔、屯仔腳至山線鐵路，長約12公里，最大水平變位1.5公尺，最大垂
直落差60公分，斷層北側地塊相對地向東北移並下沉，為右移斷層。 

大安(泰安)火車站月台上之
龜裂線 

后里埤的破壞，導致3,300甲稻田缺水
灌溉，破裂處有明顯的水平錯位。 

內埔公學校的屯仔腳地震斷層露頭，水
平錯動15公分，垂直落差10公分。 

台中州新庄子西方道路的屯子腳地震斷層露
頭，道路被斷層切割成十多段，水平與垂直
總錯位量約30公分，斷層二側的民宅全倒 

 台中州內埔庄(后里鄉)舊社西方約1公
里處的屯子腳地震斷層露頭，製糖會社
的鐵軌(原為直線)扭曲變形，北側地塊
下沉45公分並向東移動140公分。 

左圖西方約200公尺三角子稻田中的
斷層露頭，斷層走向N72oE，圖中
符號"X"為地震前同一處的田埂，北
側地塊下沉45公分並向東方移動120
公分 



新竹州三灣庄(苗栗縣三灣鄉)上十
股獅潭斷層露頭(向西攝)，斷層東
側地塊陷落並造成小水池。 

新竹州獅潭庄(苗栗縣獅潭鄉)神卓山溪
谷之獅潭地震斷層露頭，東側地塊陷落
約1.7公尺(地震前已有3-4公尺的落差)。 

紙湖東方1.5公里獅潭地
震斷層，垂直落差3公尺 

紙湖東方1.5公里之獅潭
地震斷層垂直落差3公尺 

新竹州獅潭庄(苗栗縣獅潭鄉)上大
窩之獅潭斷層西側隆起約1公尺，位
於斷層上的民宅全倒 

獅潭庄永興山地的獅潭地
震斷層，斷層上民宅全倒 

獅潭地震斷層與神桌山地震斷層分佈圖，底圖為
陸地測量部發行之1/50,000地形圖，圖中手寫的
阿拉伯數字為野外觀測的錯位量。單位為公分，
V與H分別表示垂直向與水平向 

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獅潭斷層自獅潭南方之福興開始，經紙湖、大南埔
至峨嵋止長20公里，東側地盤下沉，最大落差達3公尺，沒有顯著的水平
變位，為逆斷層。開挖調查則顯示，獅潭斷層可能有多次的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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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三角測量於1917年底完成，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後，陸地測量採
用相同儀器與方法進行重測，一等三角點於1936年底完成，二三等三角
測量及水準線測量於1937年陸續完成。(ERI, 1936) 
Hukunaga and Sato(1938), Miyabe et al.(1938) 

三角點測量結果水平變位 三角點測量結果垂直變位 



Sheu et al.(1982) 
獅潭斷層35公里走向N23E傾角55W     2.1x1026 dyne-cm 
屯仔腳斷層20公里走向N67E傾角80E  0.9x1026 dyne-cm 
林燈河(1987)模擬台北站與台中站波形 
屯仔腳斷層先破裂，領先獅潭斷層12秒 
獅潭餘震2.93x1024dyne-cm  Mw=5.58 
黃柏壽(1989), Huang and Yeh(1992)模擬水平變位 
獅潭斷層逆斷層25公里走向N20E傾角55-30W              3.2x1026 dyne-cm  Mw=6.94 
屯仔腳斷層右移斷層15公里走向N70-55E傾角85-80E  1.1x1026 dyne-cm  Mw=6.64 
後龍溪口餘震左移斷層12.5公里走向N15E傾角60W    4.4x1025 dyne-cm  Mw=6.35 

屯子腳斷層先發生錯動，斷層長度20
公里，破裂速度為1.48公里/秒，地震
矩M0=6.44x1025dyne-cm；屯子腳破裂
12秒後引發獅潭斷層錯動，斷層長度
35公里，破裂速度為1.98公里/秒，地
震矩M0=8.30x1025dyne-cm。二個斷層
的地震矩總合為M0= 1.47x1026dyne-cm。 





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以「大字」行政
區為統計單位的房屋全倒率。 

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近震源區加速度分布；米色粗線
段為0.30 g的等值線、灰色粗線段為0.25 g的等值線、
紫色粗線段為0.20 g的等值線；灰色粗虛線與藍色粗
虛線分別為台北觀測所(1936)震度VI與V的等值線。  

利用房屋倒塌率 
評估加速度分布 



台中州屯仔腳 
09:30台中州救護班徒步倒達並往

神岡方向急援 
10:00州警務部警察官十餘名到達 
接著台中警察、大屯、新化、員
林警察官、壯丁團、軍隊到達，
醫護隊救護班接著到達。 
新竹州大湖郡皆成孤立無援 
夜半中壢郡、桃園郡應援警察官

到達 
凌晨天未亮時陸軍救護隊到達 
新竹州竹南郡 
當天竹南、頭份開業醫與新竹州

來援到達 
當天晚上第一第、二救護班 
第二天早上第三、第四救護班 
新竹州苗栗郡 
10:00火車站電話搶通 



新竹州倒塌12,391戶是台中州的2.2
倍，死亡1,369人是台中州的0.7倍。 
死亡/全倒民房 
新竹州 11% 
台中州36% 
 
地震發生在星期天早上06:02 
主要災區 
新竹州的南部，主要為務農的客家
族群，早睡早起是其生活習慣，地
震發生已起床，甚或在田裡工作。 
 
台中州的北部，主要為經商的閩南
族群，晚睡晚起是其生活習慣，加
上星期天休息，交際應酬，地震發
生時尚在床上睡覺。 



部落名 人員傷亡 民房損毀 
人口 死亡 重傷 輕傷 百分比 戶數 全倒 半倒 破損 百分比 

台中州 
神岡庄新庄子 1104 161 116 492 69.65 150 150 0 0 100.0 
內埔庄屯仔腳 4578 440 201 1089 37.46 735 509 46 128 92.92 
內埔庄后里 1725 158 94 295 21.59 297 266 19 11 100.0 
內埔庄舊社 1394 129 94 364 42.10 185 156 17 9 100.0 
內埔庄圳堵 2071 188 99 549 40.36 302 271 15 1 95.0 
新竹州 
峨眉庄峨眉 1168 7 8 23 4.01 167 167 0 0 100.0 
南庄田尾 2068 13 3 23 1.88 319 294 19 6 100.0 
南庄大南埔 892 46 21 65 14.91 142 139 3 0 100.0 
南庄員林 1320 37 17 111 12.50 168 168 0 0 100.0 
銅鑼庄銅鑼 3646 60 70 114 6.69 591 527 34 30 100.0 
銅鑼庄老雞籠 1561 161 75 45 11.59 212 204 16 2 100.0 
銅鑼庄石圍牆 1224 80 152 63 15.93 142 142 0 0 100.0 
卓蘭庄埔尾 1008 51 21 49 12.00 156 150 2 3 99.36 

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全滅的部落 

峨眉：主要茶葉栽培處，採茶時節 
銅鑼：當天早上數百名信徒在火車站外集合，準備前往北港媽祖廟 



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 
共死亡3,279人 
男性1,444人；女性1,835人 
男女死亡數比為  1:1.271 (44:56) 
60歲以上死亡364人，男性134人；女
性230人，1:1.716 
14-60歲死亡994人，男性374人；女性
620人，1:1.658 
14歲以下死亡1,921人，男性936人；
女性985人，1:1.052 

60歲 

14歲 

男 女 

1999年集集地震 
南投縣863人死亡，男女死亡比是 1.0：1.08(男女比1.0：0.91) 
台中縣1,019人死亡，男女死亡比  1.0：1.06(男女比1.0：0.95) 

1906年梅山地震 
共死亡1,258人 
嘉義廳共死亡1,237人，其中男性544人，女性693人， 
男女死亡數比為  1:1.273 (44:56) (男女比為 1:0.876)  
受傷2,338人男性1,049人：女性1,289人 
男女受傷數比為  1:1.229 (45:55) (男女比為 1:0.876)  

女性在地震災害中是弱勢? 



苗栗街婦女會協助炊煮 

愛國婦人會台中之部 

清水街女子青年團協助炊煮 

女性踏出戶外積極協助救災 



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台灣新民報邀
請國內外的音樂家組團，自7月3日至8
月21日在台灣各地巡演震災義捐音樂
會，由董事蔡培火擔任團長。蔡培火
著「震災慰問歌」，42天在全島31個
地方所舉行的震災義捐音樂會中演奏。 

震災義捐音樂會的宣傳海報與傳單(中
研院台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蔡培火著震災慰問歌歌譜(根
據張漢裕，2000) 



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捷發漢書部發行
的歌仔冊「中部地震勸世歌」，屬於民
間文學，用7字的韻文創作，以閩南語
表達； 

三月十九的早起，六時二分喜東時，
強震道路亦龜裂，災民無厝通好居。 

林達標「中部大震災歌」 

鹽菜芹菜甲竹筍，分配大小照頭份，
分米先問几人分，有人寄附歸千銀。 

混合腔：有漳州腔，也有泉州腔 

一个查某塊起火，一个煮熟塊揭粥， 
揭好行對壁邊過，壁倒脚骨硩做橛。 

(壓作瓜) 



地震謠言： 
 預測更大地震的謠言 

新竹北門媽祖廟附近的群眾流傳著在「洪朝和曾孫堂燕通書便覽」
預測此次地震，記載當晚09:30強震會再度侵襲； 

台中州流傳著：台中測候所通報半夜12點以前會有更強烈的地震
(台中測候所未發出地震通告)，不少人深信而露宿野外。 

 
地震與民變聯想在一起 

「大湖事件」武裝抗日發生在地震前3年，正值「台灣獨立暴動
大陰謀」審判。地震後大湖郡就流傳有40餘名抗日份子趁地震起
義。當夜(4月21日)馬上派駐警察39人提防戒備，步兵第一、二
聯隊與台中大隊的普通部隊都處於隨時備戰狀態，隔天早上(22
日)台北第一聯隊中尉16名軍人進駐大湖郡。海軍馬公要港23日
急速派遣驅逐鑑「夕風」接受第三驅逐隊司令指揮，24日第十六
驅逐隊「刈萱」派遣陸戰隊士官兵27人在大安港登陸。 



都市重建 
日據時期於台灣共發布了74處都市計畫，其中有25處(三分之一)即
為因應震災， 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有21處(84%)： 

1906年梅山地震後嘉義市區改正計畫 

1916年南投地震後林杞埔街(竹山鎮)的市區計畫 

1930年新營地震之麻豆街 

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後之5街16庄(大湖、卓蘭、苗栗、銅鑼、
竹南、後龍、竹東、北埔、南庄、公館、三叉(三義)、豐原、
清水、梧棲、沙鹿、內埔(后里屯子腳)、神岡、石岡、通宵、
苑裡、頭份) 

1941年中埔地震之嘉義都市計畫變更與白河都市計畫 

重建後的都市展現整齊，注重衛生，安全的新風範，奠
定日後發展良好基礎。市區計畫適當的綠地、公園、廣
場設置，平時提供保建，非常時期做為避難場所。 



1937年(昭和12年)設立新竹觀測所，除
一般氣象觀測外，主要任務是地震觀測、
調查、報告、火山及海嘯觀察等，並於
1938年(昭和13年) 8月4日改為新竹測候
所。川瀨二郎(東大物理學科專攻地震
學)28歲任新竹測候所所長(技師)，當時
最年輕的奏任官。 

1938年(昭和13年)發佈「臺灣總督府氣象臺官制」，成立「臺灣總督府氣
象臺」 。內部業務課分為豫報、觀測、航空氣象、海洋氣象、地震、檢
定、調查7個係(股)；並規範體系為兩個層級，即氣象臺及附屬測候所。 

1939年落成之臺灣總督府氣象台 



1928-1945年儀器觀測高峰時期 

赫式地震儀(Wiechert seismograph) 

大森式水平地震儀(制振器, NS, EW) 
(Omori horizontal seismograph) 

今村式二倍強震儀(油制振器) 
(Imamura strong motion seismograph, V:2) 

大森式二倍強震儀(電磁制振器) 
(Omori strong motion seismograph, V:2) 

中央氣象台式簡單地震儀 
CMO portable seismograph 

1945/03 盟軍轟炸暫停觀測 
              15個地震站(全盛時期) 



整體復興事業在一年內完成大部份的工作，第二至三年則主要進行
鐵道路線的復建，從震災應急、復舊與復興總共花費二千多萬元(當時
幣值)，相當於台灣總督府1935年總歲入的15%。  

         
重建工作能順利進行的主要因素為： 

(1)1935年(昭和10年)可以說是經濟較安定的日據時代後期，政府或民間
有穩定的經濟； 

(2)行政首長對震災相關事務有全盤且深刻的認識，當時台灣總督中川
健藏曾任日本震災最高層級咨詢機關「震災預防評議會」會長，總
務長官平塚廣義於1925-1929年擔任東京府知事，經歷日本關東大地
震後復興事業的實施期間(1924-1929)，此二人對震災相關事務有較
全盤且深刻的認識； 

(3)災後重建組織與計畫較完備，如4月29日設置「震災地復興委員會」，
負責災區重建工作，主要任務有7項：1.州市街庄營造物復舊相關事
項；2.震災地州市街庄財政的調查相關事項；3.水利團體營造物復舊
相關事項；4.小都市部落改善復興相關事項；5.產業復興資金相關事
項；6.罹災民公課減免調查相關事項；7.自力更生運動的指導方法相
關事項。 



災後在苗栗縣的銅鑼、老雞籠、新雞籠、台中縣后里鄉、神岡鄉、清水鎮、泰
安火車站設立殉難者追悼碑或紀念碑，希望能記取這些先人以血汗所換取的教
訓與經驗，以因應未來可能再面臨的災害地震。   

在明清時期與日治時期台灣人
便與斷層為鄰，隨時都會面臨地震災
的問題，以這類大規模的地震而言，
平均三、四十年發生一次，台灣人一
輩子都會碰上二至三次，重演的歷史
悲劇早應給了我門許多教訓，而我們
也應該從中汲取許多自保應對的智慧
才對，只是很可惜間隔三、四十年的
重大震災使我們經常忘記先人生命所
換取的教訓。 

台灣所受到的震災經驗已
經夠多了，不需要再從另一次
大地震的教訓學習起。 

泰安火車站 內埔庄 

清水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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