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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紀初期，荷蘭⼈和西班牙⼈順著⼤航海時代的浪潮，分別佔領了臺灣西

南部和北部海岸地帶。這些西⽅殖民者的到來，不但終結了臺灣悠久的史前時代，

也首先將臺灣與世界連結了起來。這⼀段荷西的殖民史，時間雖然不長，卻是台灣

開發史中的重要成份。然⽽，有關荷西在臺灣的拓殖，以往主要侷限在⽂獻檔案資

料的蒐羅與研究，⽽對於⽂字史料之外的其他資料，特別是有關西班⼈殖民台灣的

考古學研究，過去竟完全缺如。 

2011⾄ 2013年由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與臧振華等⼈所主持的

國科會「從⽂藝復興到新⽯器時代─基隆的西班牙城堡及早期南島語族與史前環境」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Neolithic: The Spanish fortress of Kelang and its earlier 

Austronesian and Prehistoric environment) 研究計畫，在和平島平⼀路停車場進⾏考

古試掘，發現了和平島 B 考古遺址，除了出⼟史前和近代的⽂物之外，也出露了

疑似西班牙⼈所建諸聖教堂（La Iglesia de Todos los Santos）的⼀角，成為和平島

西班牙殖民主義考古的發端。 

此後，承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會的支持，這項考古⼯作由臧振華與西班牙

考古學家 Maria Cruz Berrocal 所帶領的台灣和西班牙考古團隊，於 2014 ⾄ 2016

年間繼續執⾏了 3 年，擴⼤了考古發掘的範圍，確認並揭露了更多諸聖教堂的建

築基礎和相關之墓葬遺留。接著，很幸運地，2018年 10與⾄ 2020年 7月，基隆

市政府為執⾏「歷史場景再現計畫」，又委託清華⼤學臧振華和謝艾倫繼續進⾏諸

聖教堂遺址的發掘，得以進⼀步釐清諸聖教堂的基礎形制、並出⼟了更多相關之考

古資料。此次⼯作也同時發掘了另⼀處和平島 C 遺址。目前因為配合諸聖教堂遺

址解說中⼼之興建⼯程，在諸聖教堂遺構周邊所進⾏的搶救發掘，仍在持續進⾏。 

和平島的考古⼯作，迄今已經斷續超過了 10年，發掘出⼟的考古遺物、遺構和現

象極為豐富，年代涵蓋 3000多年前以迄近代，其中西班牙諸聖教堂的再現，將西

班牙殖民與台灣的連結，首次以具體的考古面貌呈現出來，⽽備受矚目。 

和平島考古的另⼀個重要意義是：考古學為殖民主義提供了不僅僅是歷史記

憶與場景的再現。作為⼀個考古學的研究領域，它與⼈類學、歷史學、地質學、地

理學、化學、⽣物學、遺傳學，甚⽽⼟壤學等領域的研究者密切合作、縝密研究，

⽅得以揭露更多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多樣性知識，並從其中獲得反思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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