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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陝甘回亂
➢ 時間：發生於1862年，於1873年結束，此時為清朝同治年間

➢ 發生原因：此亂事主要是回人與漢人互相大規模屠殺，故回
人旅行的緣由與目的明顯，大略可歸類為兩種，跟隨軍隊攻
城時的行軍，或是受到清朝士兵追擊時的逃亡。

➢ 地點：事件發生的地點包含陝西、甘肅與寧夏

➢ 交通工具：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馬，但也僅限於有能力負擔的
官宦人家，通常百姓會以驢或騾代替。除了直接騎乘牲畜，
通常還會搭配具有兩輪的貨車，用於載貨或是載人，除了利
用牲畜，尚有以人力拉動的人力車或轎子。

➢ 通道：至於當時的道路，主要是透過驛道，在陝甘地區有一
條陝甘新大驛道，是當時清朝聯絡西北地區的重要道路。



人物設定

(圖二)

我們的人物設定的人物是陝甘回亂中一位不
起眼的小兵-王興，他原本居住在甘肅東部的什
社村，他一路上跟隨領導陝甘回變的主要人物-
白彥虎四處征戰和逃亡。

旅行區間大約是1869年至1873年，也就是陝甘總
督左宗棠開始平亂的年份。其旅行的路線主要跟
著白彥虎的帶領，也和清軍平亂的路線有高度相
關，如右圖(二)。

白彥虎最初以陝西作為據點，而後受清軍追
擊前往金積堡，再一路經甘肅、青海、新疆。雖
然白彥虎到新疆後還有持續受清軍追擊，但王興
的旅程主要是著重在從陝西至新疆的部分。



內容概述

(圖二)

我們會從王興的視角以信件方式書寫，信件欲寄給自己的妻子。
內容紀錄下白彥虎和他所帶領的回軍的旅行，以及途中王興的所見所感。
另外，為閱讀方便，使用一般字體仿擬

1869年
王興決定離開家中，跟隨白彥虎帶領的回軍作戰

1869-1873年
隨著白彥虎的軍隊從陝西董志塬離開，前往寧夏、
青海、新疆等地區，如右圖(二)

1873年後
回軍潰散，王興與軍隊脫離，不再有新的信件寄來
，他也從此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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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旅行
取材於大自然或故事傳說的剪
紙藝術，與結合剪紙的圖案，
將其刺繡於絲綢並填充香料的
香包。如圖(三)

備註：戊辰年為西元1868年



旅行過程-陝西董志塬

1869年3月，清軍與回軍已發生多場衝
突，白彥虎與回軍首領們於陝西董志塬聚會，董
志塬是過去的慶陽市，當時的氣溫還是較為寒冷，
日均溫僅有3~4°C，人們身穿厚衣，在大街上可
以看到當地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如取材於大自
然或故事傳說的剪紙藝術，與結合剪紙的圖案，
將其刺繡於絲綢並填充香料的香包。

回軍將原本的十八營改為四大營，白彥
虎同樣身為元帥。不久清軍便開始攻擊董志塬，
於是白彥虎帶領回軍踏上前往金積堡的路途。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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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旅行

當時清朝廣設驛站
如圖(四)

備註：已巳年為
西元1869年



旅行過程-前往金積堡

董志塬到金積堡大約350公里，且全程
的海拔皆在1000公尺以上，當時白彥虎等將領帶
著約50萬回民軍北上，隊伍勢必非常浩大。

當時清朝已廣設驛站，所以在官方設置
的道路上多會有檢查點，因此回民軍的移動時常
需繞較遠的小路，躲避官兵是造成旅程時間拉長
的一大原因。

直接以350公里的路程估算，需要八十
幾個小時的步行時間，若再加上中途停下與繞路
的因素，這一段移動過程可能需耗時一週以上。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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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已巳年
為西元1869年



旅行過程-寧夏金積堡

到了金積堡不久，1869年八月，清軍進
攻金積堡附近靈州一帶的回軍。在兩軍交戰時，
清軍常不分軍民一律屠殺，使大量回族死亡。

金積堡原本土地豐饒，以種植雜糧作物
為主，但清軍從各路包圍回軍，阻斷對外的糧道，
最終回軍也落得彈盡糧絕，損失金積堡這個重要
據點。

白彥虎身為回軍將領，看到持續不利的
戰況，便率部隊繼續向候撤退，目標是甘肅的河
州。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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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過程-青海西寧

白彥虎與回族軍民並沒有久留河州，不
久便前往西寧與清軍奮戰，但這場戰役並非僅有
回族，當地的撒拉族與藏族皆有參與其中。

西寧位於青藏高原，與河州同為聯絡溪
域的重要根據地，平均海拔2000多公尺，動植物
資源豐富，且當地宗教與種族多元，其中明朝所
建的東關清真寺便是回族必造訪的地點。

1871年左宗棠率領的清軍取下甘肅，
1872年四月收復河州，十月攻下西寧。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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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辛未年為西元
1872年
烏魯木齊舊稱「迪化」



旅行過程-新疆哈密

在清軍的不斷追擊下，回軍節節敗退，
僅存的將領就是白彥虎。1873年7月，白彥虎帶
領部隊抵達新疆的哈密，投靠當時入侵新疆的阿
古柏。

在此後的三年，白彥虎活動於新疆瑪納
斯與烏魯木齊附近。新疆的地形氣候多為沙漠，
人們生活的地方大部分是沖積平原或綠州。

這時回變大致到了尾聲，回軍在新疆的
勢力所剩無幾，最終與殘存的部隊逃入俄國境內。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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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心得

在期末報告前，其實我對陝甘回變完全沒有概念，也不知道從何下手。
幸好有老師給一些方向著手（如書籍、從哪些方面開始找資料）還有組員很
罩，報告竟然也完成了！雖然資料看似很少，但仔細查起來其實有很多的官
方紀錄、歷史書等史料可以參考，陝甘回變的逃亡路線和追兵路線都很清楚，
所以我們就歷史上的真實人物白彥虎作敘述，描寫他的行徑路線和結合文化、
推測他們的行徑路線，因為他的經驗正好能詮釋陝甘回變擴張和衰落，所以
我們選擇他來描寫。這也是更方便的原因，因為我們已知狀況（例如他從某
地走到某地）只要去推敲他的行徑上發生什麼、花費時間就不會和史料差太
多，不必從無到有的建立推測。然而，我們當然還有很多需要再進步的部分，
例如當時走過地區的歷史、人文風情等可以更接近推敲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

111082019 馬安辰



作業心得

認為這次重現歷史旅行有個最大的困難點，那就是對於陝甘回亂以及清
朝同治年間的背景知識並不熟悉，因此必須花時間去尋找相關資料，但找到
的資料又不確定對於重現旅行是否有直接的幫助，這造成了我們在這項作業
的最大難關。但隨著資料蒐集越來越多，讓自己背景知識有些許擴充後，開
始知道了如何利用某些關鍵字來找到我們想要的資料，而這也完全體現在我
們的作品上。像是剛開始我們將人物設定為普通百姓，但後來有更多資訊後
發現如果把對象換成回族的士兵甚至是某個特定將領的話會更有利於我們對
於旅行的重現，因為有個具體人物可以對於他的心境以及移動會有更加清晰
的理解。有了移動的目的地及心境又可以讓我們推測他們移動的路線及方法，
進而慢慢完成重現旅行。

111071019 張博瀚



作業心得

在學期初聽到要重現歷史中的旅行，第一個浮上心頭的想法是將它視為
一個作文題目，類似曾經寫過的《炙艾圖》，同樣是將自己融入當時的情境，
並身為其中的人物，編寫出一篇故事。隨著課程的進行，老師也時不時提供
作業方向，我慢慢體認到這絕對不簡單，需要搭配歷史資料，並加以統整，
這是我先前從未嘗試過的。在製作報告時，一開始還真的沒什麼頭緒，有試
著假設人物，但到中途就因記載資料不足而被迫放棄，直到找到了一份記載
當時回軍將領白彥虎的史料，而且其中包含了其隨著時間的所在地點，剛好
符合旅行的素材，於是便以他作為主角。經過這份報告的製作，我覺得收穫
良多，不只是對於探討歷史的方式更加熟悉，同時對於地理位置的分析也稍
具概念，報告的製作不僅侷限於人文領域，讓我明白了跨領域的重要性。

111082004 陳宗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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