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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計畫說明 

第１節 緣起與目的 

台江國家公園於民國 98 年按國家公園法第 6 條國家公園選定標準設立。設立

標準第二項「具有重要之史前遺跡、史後古蹟及其環境，富有教育意義，足以培

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呈現出台江國家公園的環境條件與資源

極富人文歷史色彩。除了考量保護自然濕地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之外，國家公園劃

設的重要原則特別考量了海洋文化遺產的潛在價值，例如漢人先民渡台古航道

等。臺江地區豐厚的海洋文化和歷史背景資源，是臺灣島海域史研究的重要的發

展方向。因此，台江國家公園的設立實肩負著落實歷史與國土核心價值的意義。

依循上述政策性原則，進一步思考台江國家公園內所潛藏的「海洋文化資產」，

以及這些文化資產之「價值」與「再現」的問題，是本先期評估調查計畫形成的

背景。 

以臺灣島史發展的進程來看，臺江內海地區正是臺灣島嶼自原史時期進入歷

史時代最關鍵的門戶場域，不同的海洋文化勢力接觸所帶來的影響使得臺灣初次

躍上了世界歷史的舞台。荷據時期(1624-1662)是臺灣島史建構過程中一個極特殊

且重要的時期，因為當時的臺灣島嶼散住著一群群彼此語言隔閡的獵首部族。這

群被統稱為西拉雅人的人群，散住在臺灣島嶼西南部的海岸地形環境。考古學者

普遍認為這群人是接續著臺灣島史前文化晚期的蔦松文化(2000-400B.P.)發展而

來，考古遺址以臺南地區永康蔦松遺址、西寮遺址為重要代表。而蔦松文化最為

著稱的特色是以夾砂紅褐色素面各式陶器為主，具代表性文化遺物為鳥頭狀器。

此時期所出的豐富考古遺物讓我們知道在 17 世紀漢人和歐洲外來文化湧入臺灣島

嶼之前，住在臺江內海周圍的人群早已知道如何使用鐵器工具，生業型態包括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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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狩獵、捕撈魚貝等活動。當 17 世紀初期漢人季節性的來島嶼間捕魚，也已經

開始在這「大灣」處與島上人群交換物資，有如陳第《東番記》所記述「瑪瑙、

磁器、布、鹽、銅簪環之類易其鹿脯皮角」等。然而，當時的臺灣島仍給外界瘴

癘蠻荒的印象，並不被外界所理解(曹，2000)。 

正當 16 世紀末尾，歐洲開始掀起前往東印度貿易的熱潮。荷蘭東印度公司於

1602 年成立，船隊亦隨即來到了中國沿岸。荷蘭人亟欲在臺灣海峽找到ㄧ個可以

進入明中國市場的落腳處，甚至二度佔領澎湖但皆遭明驅離。1624 年荷蘭東印度

公司正式自澎湖風櫃尾城堡撤離，渡過臺灣海峽海水溝段進入了臺江內海。至此

荷人盤據了大員(今安平)並建築熱蘭遮城做為進出臺灣海峽的門戶，展開長期經

營東亞區間貿易和歐亞航運的中繼轉運的生意。 

〈十七世紀臺灣海峽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型態與分布〉一文說明當時荷蘭人

除了與臺灣海峽內明清、日、葡、西等海洋勢力爭奪貿易空間之外，荷蘭人對臺

灣本島沿岸與氣候的適應、島嶼周邊海洋環境的理解、資源的辨識與利用、船舶

型式的選擇與使用，是外來海洋文化能夠在此地生存發展的關鍵(王，2011, 

p.167)。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島嶼水域間系統性的勘查與紀錄，所累積的海洋

知識是臺灣島嶼歷史的一部分，遺留下來的文字與海圖紀錄，可以讓今日大眾認

識 17 世紀時的臺灣島嶼以及海洋環境，彌足珍貴。 

荷蘭人在臺灣海峽水域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探索與發展，由於不可抗力的自然

環境因素、人為問題或是海洋勢力衝突，如 1661 年鄭成功驅荷之役，許多荷蘭

船沉沒於臺灣海峽，特別是熱蘭遮城周邊的臺江水域。如今臺江水域歷經近 4 百

年的地理環境變遷，海岸線與沿岸地形地貌產生劇烈變化，當時沉沒入水的船舶

遺址，今日可能仍然潛埋在台江國家公園區域內水域與陸域的交界。 



十七世紀大員港道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調查評估 

3 

筆者也曾在 2011 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之「地下與地上的對話—

歷史考古學研討會」以〈從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看 17 世紀大員港荷蘭船遺址〉為

題，談及 17 世紀大員港周邊水域的船難與研究意義。按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紀錄，

至少有 8 艘古荷蘭船沉沒於此。若從考古遺址文化資產的角度來看，無論是遺址

在文化發展脈絡中之定位及意義性、遺址在學術研究史上意義性、遺址文化堆積

內涵之可能的特殊性及豐富性，甚至同類型遺址數量之稀有性，至今仍潛埋在台

江國家公園內，自曾文溪口以南、鹿耳門溪、鹽水溪口濕地範圍內的潛在古荷蘭

船遺址群，是 17 世紀東亞水域外來海洋物質文化的見證，影響臺灣島史發展甚

鉅。這些尚待調查研究的歷史沉船遺址是建構臺灣島史過程不可或缺的物質證

據，具有高度的學術與文化資產價值。 

第２節 調查目標與範圍 

本案「台江國家公園歷史水域文化資產先期調查計畫」僅有 8 個月的工作期

程，同時受限於有限的人力、經費問題，因此本案年度調查評估的主要目標選定

以「17 世紀大員港道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調查評估」為主要工作方向。 

目前自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文獻檔案可以歸納整理出當時的臺江水域在 17 世

紀上半葉紀錄至少有 8 筆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難事件發生於此(王，2011)。這些船難

事件按檔案紀錄描述分布在大員港周邊的水域如下: 

 大員港道

 北線尾附近

 北方礁岩附近

 南錨地附近

進一步觀察公司檔案對這些船難事件所遺留下來的訊息紀錄，按考古遺址在

歷史文化發展脈絡的定位與意義，文獻中所呈現遺址保存可能的完整性，與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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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工作的困難程度。至少 4 艘至今仍然潛藏在舊時的大員港道，也就是今日的

鹽水溪下游出海口段附近水陸域的古荷蘭沉船，是本期海洋文化資產田野優先的

調查目標，依序分別為: 

 1661 年 荷 蘭 人 與 鄭 成 功 在 大 員 市 鎮 沿 岸 交 戰 中 爆 炸 沉 沒 的

KOUDEKERKE (科德克爾克號)； 

 1656 年遭大颱風吹翻於北線尾沙尾端的 MAARSSEN (馬爾森號)；

 1623 年停泊在大員南方沙灘遭風吹翻沉沒於海砂中的 VALK(老鷹號)；

 1661 年因載重過量擱淺後由荷人火焚的 IMMENHORN (依門荷恩號)。

這 4 艘歷史沉船所位處的臺江歷史水域遺址敏感區主要是在當時的大員港道

與北線尾之間水域。由於臺江內海近 4 百年淤積氾濫造成地形地貌極大改變，文

獻記載清道光 3 年的大洪水以及後續數次大豪雨土石氾濫使得內海逐漸陸浮，水

域範圍逐漸變窄，逐漸形成現代鹽水溪入海河道，部分歷史水域今日已經陸化。

此區實際環境變遷的過程、範圍與影響尚待詳細調查研究。由於當時熱蘭遮城的

舊城殘牆仍佇立至今，因此做為本計畫調查大員港道研究時最重要的空間控制點。 

今年調查評估的空間範圍也就定在今日安平區金城、西門二里、安南區海南

里交界，鹽水溪出海口陸域水域一帶。敏感區範圍北側毗鄰府安路七段四草濕地

與人工漁塭，西側以海域等深線 5 公尺處為界，州平路與平生路段之安北路為南

界，東側在民權路、安北路交叉口處。此一約莫 3 公里長、0.7 公里寬的類長矩形

範圍(圖 1 藍色框線處)。此一歷史沉船遺址敏感區大半範圍位於台江國家公園鹽

水溪出海口濕地保護區內(圖 2)，按本年度歷史水域文化資產先期調查計畫之規

劃，今年工作將針對上述範圍中可能沉埋的 17 世紀古荷蘭沉船進行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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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7世紀大員港道荷蘭歷史沉船遺址敏感區示意圖(藍色框線、紅色箭頭處為熱蘭遮城) 

圖2: 水、陸域調查部分地區鳥瞰圖(西向東看)，紅色箭頭處為熱蘭遮城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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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節 工作架構與項目 

本年度先期調查的首要工作，乃是針對國家公園區域範圍內，可能沉埋的 17

世紀海洋考古遺址進行調查工作，主要以下列 4 個面向展開: 

 蒐集、彙整並分析荷據時期臺江水域歷史沉船相關文獻紀錄。

 探測、收集並分析鹽水溪口水深、河床表層與淺底層資料。

 收集並分析鹽水溪口水域與陸域土芯鑽探資料。

 針對文獻檔案中所歸納得出之遺址相關訊息，展開水陸域田野調查，探

測遺址存在與否、位置及其可能的範圍。 

第４節 工作內容與方法 

本案首要工作乃是針對國家公園區域範圍內可能沉埋的沉船考古遺址進行清

查工作。以文獻史料為基礎，建立系統性的歷史沉船研究架構，做為長期海洋考

古田野調查的基礎。針對文獻檔案中所歸納得出之沉船相關訊息，展開水陸域田

野調查，偵查遺址位置並建置潛在古沉船環境基礎資料。並基於本計畫調查評估

的目的，在上述歷史沉船遺址敏感區範圍展開工作。執行研究方法採取文獻蒐

集、地表調查、水域聲學探測、水陸域地層試掘鑽孔等不同方法進行，內容說明

如下： 

1. 文獻資料蒐集分析

在調查階段針對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進行前置工作，將文獻中有關沉船事件

訊息結構，依其內涵、脈絡、組成進行基本分類與分析。整理出事件、人員、航

程、船難、船貨的內容與內涵，篩選出具有考古價值的訊息，協助建立對於歷史

沉船遺址的預先理解，或是幫助理解遺址可能位置，做為預期發現與辨識遺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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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參考。同時蒐集鹽水溪口相關歷史時期不同階段的海圖資料，做為水深變遷

比對之參考。 

2. 地表調查

針對這 4 艘歷史沉船所位處的臺江歷史水域遺址敏感區，部分已經陸化的歷

史水域範圍，包括敏感區範圍北側府安路七段人工漁塭附近，州平路與平生路段

之安北路，民權路、安北路交叉口處一帶進行地表踏查。以考古學田野調查方法

中之徒步調查法進行詳細調查，比對近年開挖填土工程處，以肉眼觀察調查範圍

內地表或地層斷面是否具有 17 世紀上半葉文化遺物，若有發現文化遺物將部分採

集，並記錄遺物出土狀態。 

3. 水域聲學探測

在敏感區內至少水深 70 公分以上水域劃設航行測線，使用側掃聲納與底層剖

面儀等設備，偵查水域敏感區內是否有目標訊號可析辨出具沉船考古價值之訊

息。除了偵察河床淺埋目標物位置與範圍之外，將在鹽水溪口水域所蒐集的高解

析度淺層(河床以下 1-10 公尺)底層剖面資料，以提供古水道與沉積狀態等基礎環

境資料，做為未來臺江水道環境變遷研究基礎。 

4. 地層土芯取樣

在敏感區水陸域範圍內，依據歷史海圖所呈現出水陸相變遷處，在陸域範圍

內擇點進行陸域人工鑽探採樣，觀察地表下分布的地層剖面與土芯，記錄堆積物

狀態及其他相關材料，觀察是否有文化遺物或遺跡，做為地層比對與進一步沉積

作用研究之用。水域部分則按聲學探測測線路徑上，選擇數個沉埋目標訊號點

位，進行水域鑽探取樣，以做為地層訊號比對參考與驗證之用。最後彙整水陸域

地質採樣分析結果，做為未來歷史沉船敏感區內水域沉積環境與變遷研究參考。 



十七世紀大員港道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調查評估 

8 

5. 資料整理與分析

水域部分資料整理與分析工作將針對水域探測所得之河床高解析度側掃聲納

聲學影像，與河道底層高解析度聲學訊號，進行輸出、拼貼、分析與彙整工作，

再進行兩者比對，篩出具有考古價值之淺埋目標物異常訊號，等待進一步採樣驗

證。陸域工作將針對本計畫可能採集或人工鑽探鑽取土芯中間雜的遺物，進行標

本之清洗、編號、篩選、分類、計測、分析等整理工作，並依據人工鑽探結果，

剖繪文化層堆積及分布柱狀圖，以及就採集之器物研判完整之器型，採集之文化

遺物若有其重要性，則將選擇部分具有代表性之器物、標本進行分析，以確認其

文化內涵與重要性。 

6. 報告撰寫

依水陸域調查資料及沉積物採樣工作所得之資料說明調查發現，以及可能的

目標物分布情況、範圍、沉埋深度與進一步辨識工作，並依此撰寫調查評估報

告。 

表1: 預期進度甘梯圖 

101 年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月 次 

工作項目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文獻資料分析 

地表調查 

陸域鑽探 

水域遙測 

水域鑽探 

資料分析匯整 

期中、期末報告 

累計進度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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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節 預算與預期成果 

依據工作預期成果估算本計畫需執行探測、鑽探等工作，爰予估年度所需經

費共計新臺幣三百零九萬六千元整，其中新臺幣四十九萬八千元由台江國家公園

管理處支應，其餘經費由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籌措。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委

辦經費按管理處預算編列規定表列如下: 

表 2: 預算與經費配置表 

項目名稱 單價 數量 單位 金額（元） 用途及說明 

兼任助理薪資(含

勞健保、勞退) 

30,600 元

+4,125 元
5 月 173,625 

一、人事費 

小計 173,625 

田野資料蒐集費 200,000 1 式 200,000 
含記錄、人工、工

具耗材 

報告印製費 1,000  60 本 60,000  

含期中、期末報告

各 15 本及完整成果

報告 30 本 

二、業務費 

小計 260,000 

一~二項合計 433,625 

三、雜支費(不超過

以上各項金額總和

之 5%) 

雜支 14,375 1 式 14,375  

文具、紙張、影

印、郵電費、繪圖

紙等、油費相關雜

支。 

一~三項合計 448,000 

七、行政管理費(不

超過以上各項金額

總和之 10%) 

50,000 1 式 50,000  

總計 498,000  新台幣：      肆拾玖萬捌仟     元整 

本計畫「台江國家公園歷史水域文化資產先期調查」的目的乃為台江國家公

園歷史水域的文化資產價值再現的長期目標建立經驗，其先行試驗的本質希望能

為未來國家公園範圍內歷史水域的沉船遺址調查工作建立參考基礎。本年度 17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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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大員港道與古荷蘭沉船的先期調查評估工作，選定今日安平金城、西門二里、

安南區海南里交界，鹽水溪下游出海口段水陸域一帶進行初步調查評估，希望藉

今年度工作達成下列 3 項預期成果: 

 以文獻史料為基礎，海洋考古調查，建立臺江歷史水域沉船調查研究架構。

 建置鹽水溪出海口遺址敏感區的基礎環境資料，如水深、層位、沉積物等。

 綜上兩點成果，提供劃設台江國家公園內歷史沉船遺址敏感區的參考基礎。

本計畫今年度所累積的調查經驗，對於台江國家公園長期深化海洋文化資產

研究具有指標性意義，可以做為未來國家公園內其他歷史沉船敏感區調查之參

考，並建立歷史水域文化資產調查的長期基礎。若是能盡方法學上合理的努力，

並能在先期調查階段有好的發現，國家公園內海洋文化資產的「再現」即有可能

在不遠的將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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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資料彙整 

第１節 17 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與沉船研究1 

無論從歐洲擴張史或是從區域海洋史的角度研究 17、18 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

的全球活動，海洋史學能產出豐碩的研究成果得歸於一項重要因素，就是至今仍

保存在海牙檔案館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檔案館內存有 1602 至 1811 年間約 1

萬 5 千份文獻，用文字與圖像記錄公司海內外各據點相關活動，並呈現地方商館

據點(如福爾摩沙)、東印度中心(巴達維亞)，和荷蘭公司總部(17 人董事會)之間事

件與決策訊息。公司對於人員與船隻派遣與任務，在亞洲水域累積的海洋知識，

包含對島嶼資源、水路航行、船難，都反映在文獻紀錄與古海圖中，正是海洋考

古學觀察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水域活動可以深入研究的重要資源。 

Generale Missiven(東印度事務報告)提供公司往來臺灣、日本和東南亞間的

市場貿易、派船、船貨內容與價值訊息。程紹剛(2000) 將原 Generale Missiven

刪節有關臺灣的部分整理並譯著成《荷蘭人在福爾摩莎》，勾勒出大員呈報到巴

達維亞(以下稱巴城)，再由東印度總督回報至荷蘭總部的消息，呈現荷人在臺灣

海峽內的活動、船運出入、貨運內容與船難經過。曹永和與 J.L. Blussé (包樂史)

合編，江樹生(2000, 2002, 2003, 2011)譯著之四冊《熱蘭遮城日誌》收錄公司在

1629 至 1662 年間與明清商人、福爾摩沙島上住民之間的互動，亦包括船隻派遣

往來、交易內容、特別任務與船難事件的訊息。交互參照《熱蘭遮城日誌》與東

印度事務報告的內容，經常可看到地方與區域中心對事件訊息與認知的落差。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巴達維亞城日記)與 Deshima 

1 17 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與沉船研究的回顧說明，已出版於《水下考古學研究》第一卷中

之〈十七世紀臺灣海峽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型態與分布〉一文，因其與本案高度相關性，因此

在此節錄該文部份內容。 



十七世紀大員港道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調查評估 

12 

Dagregisters(出島日誌)補充《熱蘭遮城日誌》紀錄之外臺灣附近水域所發生的船

難事件訊息。Bruijn, Gaastra and Schöffer (1979)等人所整理 Dutch-Asiatic 

shipping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以下稱荷亞航運)整理公司檔案中荷蘭與

亞洲船運、派遣與往返紀錄，是研究荷蘭東印度公司船舶、船運重要的參考資料

之一。19 世紀末在臺宣教的甘為霖牧師(William Campbell) (1967) 編著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ption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其中收錄`t De 

Verwaerloosde Formosa〈被遺誤的臺灣〉對於 1661 年鄭成功驅荷武力衝突攻防

與船隻損失有描述。Parthesius (2010) 的研究勾勒出公司在亞洲發展前期

(1595-1660)的船隻使用與船運發展的概況。 

相對於歷史豐富的材料與研究成果，海洋考古學對古荷蘭船的研究進展則艱

困許多。Gawronski(1992) 曾於 1985 年在英國西南部 Isles of Scilly 水域與東南

部 Hastings 潮間帶，針對兩艘 18 世紀荷蘭東印度沉船 HOLLANDIA 1743 與

AMSTERDAM 1749 進 行 過 調 查 發 掘 ， 其 著 作 Hollandia compendium :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archeology, classification and lexicography of a 150 ft. 

Dutch East Indiaman (1740-1750) 提供 18 世紀荷蘭東印度船遺物類型學研究的

重 要 參 考 。 其 博 士 研 究 De materiele cultuur van VOC-schepen: het 

toeleveringsnetwerk van de VOC voor de bouw en uitrusting van de Hollandia en 

de Amsterdam 是目前研究 18 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物質文化代表性的成果。 

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研究自上個世紀 60 年代開始至 90 年代，Gawronski 在

1992 曾統計全球水域已經累計發現 42 處遺址。雖然這些沉船遺址的科學研究嚴

謹程度不一或直接受商業打撈破壞，但豐富的物質遺留確實提供了重要的海洋物

質文化交流物證。目前全球水域所發現 17 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遺址有 12

處，累加近 20 年來的發現可增至 18 處(清單見表 3，分布見圖 3)。目前遺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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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於 4 個主要集中地區: 歐洲、非洲、南亞、澳洲等公司歐亞貿易航路上。然而

古荷蘭船遺址在東亞水域的區系類型與分布狀況則尚待研究調查與發現。 

歐洲地區發現數量最多有5艘，多屬早期發現，PRINCESSE MARIA 1686、

LASTDRAGER 1653 受 商 業 打 撈 ， 只 見 少 量 遺 物 如 「 鬍 鬚 男 」 酒 壺

(Baardmankruiken)、錫罐、族徽戒指等得以定年。後者同時也是目前唯一已發

現的 fluitschip（平底貨船）類型遺址，可惜未經適當考古發掘研究。CAMPEN 

1627 遭受嚴重打撈，遺址環境位於礁岩區 6 公尺淺水域，遺物分布受碎浪侵蝕使

得分布範圍廣且與附近兩艘沉船遺物混雜，無法從船體殘構木件推估船型尺寸。 

KENNEMERLAND 1664 由 Mucklroy (1978) 進行學術研究使我們能理解較多，

遺物組合十分多元含各類材質與功能，船體殘構遺留則有限，僅知木釘形式與部

分構件木材種類。 

表 3: 目前全球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遺址 

船名 船難年 船隻類型 噸數 遺址地點 

NASSAU 1606 Schip 320 Cape Rachado, Straits of 
Malaysia 

MAURITIUS 1609 Retourschip 700 Cap Lopez, Gabon 

WITTE LEEUW 1613 Jacht 540 James Bay, St. Helena 

BANDA 1615 Retourschip 700 Mauritius 

CAMPEN 1627 Schip 300 Needles Rocks, Isle of Wight, 
UK 

BATAVIA 1629 Retourschip 600 Houtman Abrolhos Islands, 
Australia 

ROB 1640 - - Texel, Netherlands 

LASTDRAGER 1653 Fluit 640 Out Skeries, Shetland Isles, 
UK 

VERGULDE 
DRAECK 

1656 Jacht - Ledge Point, Australia 

AVONDSTER 1659 Jacht 360 Galle, Sri Lanka 

HERCULES 1661 Jacht 540 Galle, Sri Lanka 

DOLPHIJN 1663 Jacht 520 Galle, Sri L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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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MERLAND 1664 - 950 Shetland Isles, UK 

PRINSES MARIA 1686 - 1140 Isles of Scilly, UK 

DAGERAAD 1694 Fregate 140 Robben Island, SA 

OOSTERLAND 1697 Retourschip 1123 Cape of Good Hope, Table 
Bay, SA 

WADDINZVEEN 1697 Retourschip 751 Cape of Good Hope, SA 

HUIS TE 
KRAAIJESTEIN 

1698 Pinas 1154 Oudekraal, Cape Peninsula, 
SA 

 

 
圖3: 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遺址分布圖，圖像來源: 〈十七世紀臺灣海峽荷蘭東印

度公司沉船型態與分布〉，《水下考古學研究》，第一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8月，

頁163-188。 
 

海洋考古研究做為一門新興的研究學科要面臨的挑戰很多，除了研究人力經

費、遺址環境、保存狀態、田野方法，還要面對不當商業打撈對遺址的破壞。以

上述 17 世紀沉船遺址來說，20 世紀後期的發現多受上述限制，遭不當商業打撈

更有甚者，例如 NASSAU 1606、WITTE LEEUW 1613、BANDA 1615、HUIS 

TE KRAAIJESTEIN 1698 等等，船載銅炮或具蒐藏價值的貿易瓷，例如含中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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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來源2的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3，皆淪為國際古物拍賣市場受歡迎的物件，

船體遺存與其他生物遺留則受忽略，無法得知船體訊息，或遭打撈船貨時破壞，

亦有因遺址環境困難而無法保存考古訊息，或因早期水下勘查技術和發掘策略因

素影響，使得我們對遺址的理解受到限制。 

經過考古發掘程序的 17 世紀時期遺址有法國文化部下的海洋考古研究中心 

DRASSM 在西非Gabon 發掘MAURITIUS 1609 (模里西斯號)；西澳海事博物館

(Western Australian Maritime Museum)在西澳 Geraldton 外珊瑚礁島嶼水域進行

的 BATAVIA 1629 (巴達維亞號)發掘；亞洲水域有荷蘭非政府組織國際遺產行動

中心與澳洲海洋考古學家在斯里蘭卡 Galle 港口發掘之 AVONDSTER 1659 (夜星

號)等。模里西斯號和巴達維亞號遺址 都有部分船體遺存，提供 17 世紀初期 

Spiegelretourschip（歸國大船）船隻使用「雙層板工法」(double planking)的直接

物證，建立我們對當時此類型船隻造船技術使用的認知。 

17 世紀荷蘭人在臺灣島上的社會經濟活動與發展，和透過臺灣海峽進行的東

亞區域貿易研究，已見東西方歷史學者豐碩的研究成果。正如曹永和(1979, 2000)

對臺灣荷據時期歷史的研究，其著作《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與《臺灣早期歷史研

究續集》除了對文獻材料進行整體的剖析之外，對於荷蘭時期在臺灣島史研究的

學術意義也有具啟發性的論述。 

2 「中華文化來源…」按引用原文背景是為說明國際海洋法(United Nations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中對水下文化資產「文化來源國」的優先權利說明: “Article 149 of UNCLOS 

states that ‘all objects of an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nature found in the Area [that is, 

on the seabed underneath the high seas] shall be preserved or disposed of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 as a whole, particular regard being paid to the preferential rights of the State or 

country of origin, or the State of cultural origin, or the State of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origin’.”。為強調水下文化資產受商業打撈盜賣遺產對遺址所造成的永久性破壞，以及「文化

來源國」優先權利的「失落」所產生的遺憾，因此此處使用內含國際法精神內涵的文辭修飾。 
3 或稱中國外銷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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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灣荷據時期在大員地區的考古工作有成大與中研院團隊對熱蘭遮城遺

址進行過遙測與發掘4，對於城址地層、遺構與遺物間的時空脈絡和出土生活與貿

易瓷器有專文討論(劉益昌等 2007)。謝明良(2005)曾就熱蘭遮城遺址出土歐亞陶

瓷組合，討論臺灣在東亞貿易網絡中的角色，與荷蘭人在此為貿易與生活需求所

扮演的物質交流媒介力量。 

歷史學者已就古荷文檔案進行整理翻譯，著手商品交易如鹿皮與糖的研究。

藝術史學者盧泰康(2006)博士論文5曾針對澎湖風櫃尾出數百片景德鎮與漳州外銷

瓷探討過 17 世紀台灣在瓷器貿易網絡中的地位。目前這段特殊歷史時期的海洋考

古研究仍屬一片空白，至今尚缺具體的沉船遺址能讓大眾深入地認識 17 世紀的臺

灣島，與當時的臺江內海。這片歷史水域對於臺灣島史的關鍵性，如何讓國際社

會認識臺灣島嶼在 17 世紀東亞區域海洋史發展的重要性，仍待我們努力。 

第２節 17 世紀的大員港入港水道 

根據文獻中的記述，我們可以知道荷蘭人決定落腳大員是早在 1622 年就已經

拿定主意的事。在此多年之前荷蘭東印度總督柯恩(Jan Pieterszoon Coen)早已

知道在緯度 23 度之處有一個良好的船舶停泊處。這是當時總部認知 600 噸大船

ENGEL 天使號於 1620 年 3 月發生船難的沉沒地點，而認知中這個大灣處入口的

水深約有 12 呎，約今日 3.5 公尺水深。柯恩於 1622 年 4 月即發布任務令給澎湖

艦隊司令雷爾生(Cornelis Reyersen)，命令拿下澳門葡萄牙人的貿易空間。6 月下

旬葡荷澳門戰役失敗之後，荷蘭人即轉往當時已有些許認識的澎湖和臺灣。接受

4資料紀錄見於《王城試掘研究計畫（二）及影像紀錄期末報告》，感謝劉益昌先生惠予提供

參考。 
5感謝盧泰康先生惠予提供博士論文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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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令的雷爾生於是率兩艘快船（jacht）於 7 月 27 日來到大員港外試圖了解環境。

這段珍貴的水域勘探記錄在雷爾生的日誌當中，是臺灣島史中最早有關測量的文

字記錄，也是描述當時臺江內海跟大員港道最重要的文獻資料。 

在此參考曹永和在臺灣早期歷史研究中對這段紀錄的譯註，同時參考鄭維中

以 1898 年 Groeneveldt 整理公司早期在台澎之間活動的檔案紀錄出版之 De 

Nederlanders in China (p.100-101)荷文重譯，筆者在整理兩位學者譯註後，呈現

這段紀錄如下： 

「… 我們轉往福爾摩沙去，在接近正午時到了大員港附近，大約港灣北

方兩浬處。我們持續航進。船抵大員入港水道時附近時，我改乘小船

（chaloup）先行測量水深。航經距陸地約 2/3 浬處，發現水深不到 2.5 噚

6，於是示意兩艘快船停止前進，人員乘小船入港。該處水深不到 10 或 

12 呎7，不過這是退潮時深度。入港後，發現那裡有一處狀況良好可容船

隻停泊的地方，水深有 6、7、8噚8。這是一個大約有 3浬長的大海灣，大

部分都是淺水，入口處的開口附近除外。[那狀似]是一個圓形的捕魚簍，

那裡可供船隻錨錠，寬約有一鐵砲射程9，深有 10、8 或 5 噚10。港嘴入口

處約有一大綱那麼寬的距離11，這距離中間的水深約10或12呎12。此灣淺

灘有約 1/2 浬長，一大綱寬。測量完後，為了不浪費時間即刻航返快船，

因為這裡狀況無法讓我們的大船進入。…」 

6. 古 fathom 噚，一個單位約成年男子兩臂之長，約今 1.8 公尺。2.5 噚約莫 4.5 公尺水深。

7 . 原文 voeten 呎，一個單位的阿姆斯特丹呎約今 0.2831 公尺，此處 12 呎約為 3.5 公尺水深。 

8. 最深約今 14 公尺左右。

9. 按曹永和譯注，Gotelinex 鐵炮射程約今 80-100 公尺。

10. 10、8、5 噚分別約為 18、14、9 公尺。

11. 按曹永和譯注，古單位計算按地區有不同概念，原文 een cabellengte「一大綱」約等於 120

阿姆斯特丹噚，約今 225 公尺。 

12. 約 3 公尺左右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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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1622年雷爾生測量大員水道與臺江內灣，De Nederlanders in China, p. 100 

雷爾生人等由中國領航員帶領在臺灣島嶼西南沿岸持續尋找合適的港口，但

是卻發現沒有更好的選擇。他們知道大員港北方距離港口 2-3 浬處有許多沙洲會

影響船航安全，因此決定再度前往大員進行量測。 

「… 7 月 30 日早晨破曉我們即航入港內，發現裡面退潮水位最低時僅有

12呎，與上次量測結論一樣。是故估算漲潮水位時會有 15到 16呎。這裡

海岸有許多沙丘，各處有叢林分布其間，內陸高地可見有若干樹木和竹

林。若能得到材料，即合適在港口南邊築一城堡。… 每年有日本帆船 2、

3 艘來此進行貿易。據中國人說，此地有很多鹿皮，日本人從土人購得。

我們並沒有看到什麼人，只見漁船 1 艘，但不能和他們講話。這港就是葡

萄牙人所稱 Lamangh 之處…當日我們便駛回快船去；登船後我們決定航

向我們的艦隊，因為我們在此福爾摩沙島並沒有發現比澎湖大島更適合的

地方。當晚我們乘兩艘快船抵達了我們艦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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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紀錄說明 1622 年當時荷蘭人來此勘探，對大員港區的狀態，水深、地

形、活動、資源，並形成對此港的看法，這次測量所帶來爾後荷蘭人據此長達 38

年的貿易經營，大規模引進漢人移民至此進行陸域開墾，是臺灣島史發展上一個

關鍵的節點。 

第３節 古荷蘭海圖中的大員港入港指引 

1997 年漢生雜誌社出版《17 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分「圖版篇」和

「解讀篇」上下 2 冊套書，由當時在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服務的古地圖專家冉福

立(Kees Zandvliet)選輯了部分計 37 張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中有關臺灣的古地

圖、海圖，並予以特寫解說，並由江樹生先生翻譯完成。特別在「圖版篇」第 19

頁圖版 7，一幅為 1625 年繪製的「大員一帶手繪海圖」，原圖尺寸 38x96cm，檔

案編號 VEL 302，是目前得知史料最早有關大員港導航的紀錄，提供當時荷蘭東

印度公司水手如何安全的進出入大員港的航行指引。 

此圖是公司繪圖員 Lootsman, Hendrick Adriaensz 在臺灣所繪三幅海圖其中

一幅，雖非當時最清楚量測的水深資料的圖資，但確實為提供目前最詳細進出大

員港導航訊息的海圖。此圖尚有其特別之處，其一是在圖版（見圖 5）上方繪圖員

用線條描繪了臺灣本島西部麓山帶部分山形線條供導航參考；其二就對陸域參照

點的導航標示如下（圖 6）與說明如後（圖 7）13。 

13. 此圖導航標示說明文字尚未翻譯成中文，本計畫委請對古荷文檔案學有專精的鄭維中博士協

助翻譯，在此必須對其義務協助表示感謝。文字若有誤植之處乃計畫執行者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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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大員一帶手繪海圖」局部圖像，國家檔案館Leupe目錄 <Pascaert, waerin vert

hoont wort de gelegentheut van Tayouan enz.>編號VEL 302。圖像來源: Atlas 

Mutual Heritage 

A  是在沙洲上第二群樹叢，商館立於此 

B  是看來像一些樹木或是一個穀倉 

C  是位於商館東南東方的一座尖頂狀的山 

D  是黑色沙洲，要保持在我們東北的方向 

E  是在商館東南偏東的一座有三個巔的山 

F  是城堡，要保持在我們東南東的方向，才能觀測淺灘。 

G  是商館，位在南方淺灘的正東方 

H  是高地一角，緊接著馬鞍型山。這角在眾山中很顯眼，位於商館的

正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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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許多白色沙丘，我們要將之保持在北北東方位，才不會闖越礁石。 

K  是在這港北方五哩處的一些魍港高丘 

L  是這港北方 3 哩處，曾有一些小船或中式帆船。在海灣處有一鯨魚骨

為標示，他們在那裡登陸或換一隻小舟。

S  是南淺灘 

圖 6: 「大員一帶手繪海圖」局部圖像有關陸域參照點標示說明 <Pascaert, waerin ver

thoont wort de gelegentheut van Tayouan enz.>,編號VEL 302。圖像來源: Atlas 

Mutual Heritage 
「在此海圖展現了位於北緯22度56分之大員的情況，包括我們駛入、

駛出時所觀測到的沙洲與淺灘，以及如何登陸高地。為了觀測礁石，

我們要將以字母 D 標示的黑色沙丘帶到他的東北方，向東南東方駛入

港口。在礁石的南南西方，有一片淺灘，這裡低潮的時候深度不及 15

呎。這個淺灘在商館的東方 。為了觀測這個淺灘，我們要把城堡保持

在他的東南東的方位上，然後通過礁石與淺灘之間，保持同樣的航線

直到港前。在港外下錨，然後帶[船]到商館 G，到它之前不遠於 5 到 6

噚處。礁石附近水最深，但是不建議駛入距離 5 到 6 噚的範圍內。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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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淺灘是延伸自此淺灘，對此要往那一方投入鉛垂，以探測深度，這

樣才知道進出港時，是否已經脫離了全部的淺灘。當我們出港，沿著

礁石走了約一鐵砲的距離時，深度是 3, 4, 5, 6 噚，之後開始有 10, 

11,12,13 噚，這個深度延伸約半哩，然後又有 9,8,7 噚，也是約有一砲

的距離，然後就有 20 噚深的水。這時候，我們就離開了全部的淺灘。

當我們又到海上，陸地進入視野時，要注意，在這張海圖上標示為字

母 H 的高山。當它在你的東方時，有個[高地]也在你的東方，在這高地

南方有個更大的馬鞍型山，然後是船型山，然後又會有一座有三個巔

的山，位置在商館東南方偏東的方向。根據這些記號，此處很容易識

別。這些山都在澎湖的東南方。深度在內側以呎標示，在外側以噚標

示，12 指為一呎，比例四呎整是一[??]。一個取在南，一個取在北。

標示低潮水位。」

圖 7: 「大員一帶手繪海圖」局部圖像有關入港導航文字說明，<Pascaert, waerin vert

hoont wort de gelegentheut van Tayouan enz.>編號VEL 302。圖像來源: Atlas 

Mutu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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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節 17 世紀大員港周邊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檔案 

按《17 世紀臺灣海峽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型態與分布》中所收得資料顯示，

在 1602 至 1662 年間，臺灣島嶼西南部沿海，自嘉義東石以南，經台南沿岸至高

雄旗津、屏東小琉球與車城水域，共計有 14 筆沉船事件。其中近 6 成計 8 艘古荷

蘭船可能仍沉埋在今日台江國家公園範圍附近。本文對相關文獻資料進行比對之

後，呈現 8 筆船難紀錄描述了公司船隻在 1620 至 1662 年間在大員港周邊，因為

海象、人為因素、海戰或不明原因遭難（表 4）。 

表 4: 台江國家公園範圍附近 17 世紀古荷蘭船難紀錄 

船名 船難日期  船型描述  噸數 檔案船難地點  派船紀錄14

ENGEL 1620-03-31 schip 600 Lequeo Pequeno 0181.1 

VALK 1623-07-19  jacht  120 Fort Zeelandia 

south entrance 

0269.1 

TAIWAN  1654-08-09  jacht  300 Noorderrif  0725.1 

VREDE  1654-10-28  retourschip 800 Noorderrif  0581.1 

MAARSSEN  1656-11-20  jacht  160 Paxemboy 0834.1 

HECTOR  1661-05-01  jacht  600 Fort Zeelandia  0841.1 

IMMENHORN 1661-05-29  galjoot  - Fort Zeelandia 

south channel 

0893.1 

KOUDEKERKE  1661-09-16  jacht  200 Fort Zeelandia  0891.1 

在研討會〈從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看十七世紀大員港荷蘭船遺址〉一文，呈

現這 8 艘古荷蘭船船難事件按檔案描述在大員港周邊的地理空間分布，依其對於

大員港船運船隻移動的關鍵性依序，可分為 ABCD 四個不同變遷狀態的地理空間

區塊(清單見表 5、分布詳圖 8)，圖 8 以 VELH 141A 熱蘭遮城與周邊環境為底圖，

14. Dutch-Asiatic shipping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中的派船紀錄，此處僅列出首要派船

記錄在荷亞航運檔案中的登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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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文獻推論沉船可能沉沒地區，分別為大員港道、北線尾附近、南錨地與北方礁

岩附近，並推估在今日地理空間範圍如下 : 

表5: 大員港周邊船難事件分布區塊 

區

塊 

地點 今地理 

行政區 

推估說明 船難名 

A 大員港道 安平區 在今日安平金城、西門二

里、安南區海南里交界，

鹽水溪出海口水陸域一帶

 VALK 1623

 MAARSSEN 1656

 KOUDEKERKE

1661 

 IMMENHORN 1661

B 北線尾附近 安南區 今安南區四草里、鹽田里

至海南里漁塭與水域一帶

 ENGEL 1620

C 北方礁岩附近 安南區 今曾文溪出海口以南，沿

城西里青草崙至四草里之

鹿 耳 門 溪 口 附 近 沿 岸 陸

域、漁塭、水域一帶 

 VREDE 1654

 TAIWAN 1654

D 南錨地 安平區 安平港附近水域  HECTOR 1661



十七世紀大員港道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調查評估 

25 

圖 8: 台江國家公園範圍內的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分布圖，1652年佚名者測繪，

Cornelis Plockey簽名"Caerte van des vijants gelegentheijt op Quelang ende T

angswij op het noorteijnde van Isla Formosa"，【檔案名有誤，應為熱蘭遮城與周

邊環境】檔案編號VELH 141A，圖像來源: Nationaal Archief

大員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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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節 大員港道中的四艘古荷蘭沉船 

在 2011 年「地下與地上的對話」—歷史考古學研討會議所發表之〈從荷蘭東

印度公司檔案看 17 世紀大員港荷蘭船遺址〉，文章已整理出大員港附近 4 艘古荷

蘭沉船事件(王，2011)，船難檔案資料按沉沒時間順序彙整後如下: 

1. VALK 老鷹號 (1623)

VALK (老鷹號)的首要航行紀錄在《荷亞航運》編號 0269.1。此船為一艘 120

噸小型快船(jacht)，1620 年在公司阿姆斯特丹商會造船廠建造。老鷹號主要行駛

於亞洲水域，做為區域間運輸支援使用，航行紀錄如下: 

1620 年 12 月 31 日 離開 Texel 駛往亞洲。 

1621 年 1 月 31 日 停留 Plymouth。 

1621 年 3 月 10-24 日 停留 S. Vincente。 

1621 年 6 月 4 日  到達 Cape of Good Hope。 

1621 年 8 月 23 日 抵達 Jacatra。 

1623 年 4 月間，老鷹號連同船隊被派往澎湖群島去支援雷爾生。雷爾生日誌

紀錄此船於 6 月 20 日安全抵達澎湖，隨後 7 月 3 日被派往大員。另外一艘快船

WESTCAPPEL 7 月 23 日自大員抵達澎湖時帶來老鷹號已於 19 日遭遇船難消息: 

由於海象不佳，老鷹號停泊與大員時遭遇大風，被吹斷船錨後漂流至南方沙灘，

然後翻覆沉沒於海沙中。除了大部分船員得以獲救上岸，船上大部分物品都隨船

沒入海中(Groeneveldt 1898: 401)。雷爾生在 1623 年 7 月 19 日向巴達維亞報告

的信中(Groeneveldt 1898: 459)，提及老鷹號遭風擱淺翻覆於大員南邊的「入口」

(位置推估參見圖 8)，除人員外船貨都未被救起，失事報告也送往巴達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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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ARSSEN 馬爾森號 (1656)

MAARSSEN (馬爾森號)是一艘 160 噸小型快船，1655 由公司阿姆斯特丹商

會造船廠建造。她前來亞洲的派航紀錄登錄在《荷亞航運》編號 0834.1。1655 年

10 月 4 日馬爾森號由特塞爾出發，隔年 3 月 13 日至 21 日之間停留在好望角，6

月時抵達巴達維亞，載有 58 名隨船人員和 17 名士兵。 

1656 年 9 月 11 日，一個大颱風吹襲大員港，導致北線尾處的一座碉堡遭海

水倒灌強風吹毀。《熱蘭遮城日誌》記述了馬爾森號船難的經過。11 日晚上十點

馬爾森號面向沙地被西南方來的暴風吹翻側躺在北線尾的沙地尾端附近(見圖 8)，

7 名船員淹死，43 名人員由小船或游泳逃生。那裡水深 5 呎，船桅仍露出水面，

船錨向赤崁方向被吹拋至一個步槍射擊的距離。長官召集議員和船長等商討搶

救，但認為快船將被北線尾彎角的泥沙與河水淹埋，無法搶救。同年 10 月 9 日

Frederick Coyett前往勘查船難殘骸，發現馬爾森號船體完全裂開，無法修復，只

能將船炮武器和船帆索具撈取出來。10 月 14 日，船航司務長 Lieuwen Jansz. 

Stockvis 在船艙打撈船艙內遺留物品時窒息死亡(江樹生 2011: 114-143)。 

隔年，巴達維亞的東印度總督馬特索科爾 1657 年 1 月 31 日於《東印度事務

報告》中向荷蘭董事會說明當初為大員所建造 3 艘小型海船 ZEEHONDT, 

BREUCKELE 和 MAARSSEN，前兩者船隻上部受風影響小，吃水淺，大員港周

邊 非 常 需 要 即 使 無 壓 艙 物 也 可 照 樣 行 駛 設 計 的 船 隻 ， 但 是

MAARSSEN(MAERSEN)卻「完全不合適在那裡使用」(程紹剛 2000: 466)。也因

此馬爾森號在北線尾翻覆被認為是因為船隻設計建造不良所致，下部吃水淺，上

部太寬，載重船貨時會導致重心不穩，或壓艙船貨不足所致。船難當時馬爾森號

裝載 563 箱白糖，價值約 20,078 荷盾(程紹剛 2000: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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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MMENHORN 依門荷恩號 (1661) 

伊門荷恩號是一艘小型的岸援船(galjoot)，1658 年由恩克豪森商會的造船廠

建造。在《荷亞航運》編號 0893.1 派船紀錄中顯示 1658 年 8 月 22 日由船長 Dirk 

Dirksz. Jonas 自 Vlie 出發前往巴城，隔年初 2 月 2 日至 17 日間停留好望角，最

後 6 月 2 日抵達，船上載有 36 名船員。公司主要使用此船在臺灣海峽區間貿易航

線，如大員、基隆、出島和暹羅之間，載運煤炭、鹿皮等貨物。 

當荷托克號爆炸沉沒之後，'S-GRAVENLANDE 前往雞籠荷人據地求援。當

時 IMMENHORN 和 VINCK 正準備裝載船貨前往日本。5 月 15 日，接到命令後

三艘荷蘭船南下支援大員，3 日後抵達 (程紹剛 2000: 541-42) 。VINCK 配有

13 門大炮，'S-GRAVENLANDE 為較大型快船，配有 20 門火炮，大員長官命

'S-GRAVENLANDE 卸下 100 箱白糖與 13 桶火藥到伊門荷恩號上。5 月 29 日依

門荷恩號因載重過重無法渡過熱蘭遮城大員水道遂擱淺其中，船上配置銅炮被搬

上大員港口西岸，人員登入熱城，大副見船隻無法脫困，為避免落入鄭軍，於是

自行點燃燒毀伊門荷恩號。6 月 9 日熱城日誌記錄該船船骸早上隨漲潮往西岸漂

去 ， 退 潮 時 沉 入 港 道 水 底 ( 江 樹 生  2011: 486-7, 502) ( 位 置 見 圖 8) 。

S-GRAVENLANDE 和 VINCK 則轉往日本求援。 

 

4. KOUDEKERKE 科德克爾克號 (1661) 

KOUDEKERKE  (科德克爾克號)是一艘 200 噸中型快船，1654 年由熱蘭商

會在 Middelburg 船廠建造。建造好後，1655 年 12 月 11 日自 Wielingen 出發，

隔年 4 月 2 日至 15 日停留好望角，1655 年 6 月 17 日抵達巴達維亞。此船主要的

航行路線是在巴達維亞、東京、廣東、出島之間。1661 年 9 月 16 日科德克爾克

號在熱蘭遮城與赤崁普羅民遮城之間水域，與鄭軍交戰中爆炸沉沒，船員盡數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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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熱蘭遮城日誌記錄科德克爾克號 9 月 15 日卸下大炮後，才由港道進入大員港

內，奉命去 Noordtstraat (北街)與廣場附近稅務所之間防守。16 日曾一度被潮流

帶往北線尾的角彎無法靠近海岸，後來甲板銅炮爆裂，在稅務所後方處持續被鄭

軍火炮攻擊爆炸至沉(位置見圖 8)。爾後至 11 月間，有中國人數度試圖靠近科德

克爾克號殘骸，荷人仍從城堡中使用火器防守(江樹生 2011: 627-713)。 

圖9: 大員鳥瞰圖中標示1661年沉沒在大員港道中的科德克爾克號(紅色箭頭處)，圖像來

源: 《臺灣老地圖》 

這些船難事件有些也有生還者留下來的記憶可循，當時服務於荷蘭西印度跟

東印度公司的一位德國傭兵 Albrecht Herport，在 1669 年回歐洲後出版的《Reise 

nach Java, Formosa, vorder-Indien und Ceylon, 1659–1668》(爪哇、福爾摩沙、

印度和錫蘭旅行記)中，記錄其於 1660 年來到臺灣見證當時鄭成功與荷人交火的

海上戰事。重要的是 Herport 極可能親自描繪出 1661 年 5 月 1 日至 166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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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之間多次鄭荷海戰、北線尾陸戰、臺江海戰等重要戰役。對於本計畫而言，

1930 年編輯出版收錄的這張插圖「大員鳥瞰圖」是當時生還者對可能的古荷蘭船

沉船遺址位置十分具象的參考紀錄(圖 9)。圖中箭頭處是爆炸起火而後沉沒的

KOUDEKERKE 科德克爾克號所在位置，在熱蘭遮城東北側港道水域與大員市鎮

之間。這個線索將做為本先期評估計畫田野工作的重點方向。 

第６節 沉沒的古荷蘭船型式 

這四艘潛在的歷史沉船遺址均為中小型快船(jacht)。除依門荷恩號不清楚船

隻大小以外，其餘三艘老鷹號、馬爾森號、科德克爾克號，分別為 120、160、

200 噸。一般而言，jacht 是指稱一種小尺寸的荷蘭東印度船，同樣具有平方船艉

的特徵。其樣式為高船艏、雙層夾板、三桅，多見 116 呎或 128 呎，是武裝貿易

船的形式。做為荷蘭東印度公司亞洲船隊的典型船型之一，其特點是航行速度

快 、 吃 水 較 淺 、 操 控 性 較 佳 、 武 力 裝 備 質 量 較 高 ， 或 被 歸 類 為 小 型 戰 船

(Parthesius 2010: 327-333)，也是遠洋航行荷蘭與亞洲水域的主要船型，在任務

使用上相當多元。公司在初期經常使用 jacht 做為荷蘭與亞洲各據點間的連絡船

(adviesjacht) (Parthesius 2010: 336)，平時在區間用於沿岸水域偵哨調查與載

貨，大型的快船如遇海上衝突時是進攻或防禦的主力，也擔任海上巡弋、保護其

他船運的任務(Gardiner 1995)。隨著多元化的任務和使用模式開展，使得公司建

造快船的尺寸十分多樣，50 噸至 600 噸都可見於檔案紀錄，大型快船由於武裝優

勢也會載運船貨回歐洲，分攤了歸國大船的角色。 

1970 年代受不當商業打撈的 WITTE LEEUW 1613，遺址位於南大西洋英屬

Saint Helena 島，是為一艘 540 噸的大型快船。斯里蘭卡 Galle 港口內的

AVONDSTER 1653 遺址則為 360 噸的中型快船。而一艘由 Texel 駛往 Batavi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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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GULDE DRAECK (金龍號)，於 1656 年在西澳距離伯斯北方 107 公里處

Ledge Point 暗礁迷航觸礁沉沒。金龍號是一艘 260 噸中型快船，長 41.8 公尺。

其建造、船難年代與船型對大員港周邊古荷蘭船研究有高度參考價值。沉沒於大

員港道中的 200 噸科德克爾克號可能如圖 10 所顯示金龍號之三桅樣式中型快船。 

圖10: VERGULDE DRAECK 1656 金龍號手繪復原圖，圖像來源: 經西澳海事博物館(W

estern Australian Maritime Museum)海洋考古研究中心Jeremy Green先生授權使用 

表6: 金龍號基本資料與科德克爾克號比較 

項目 金龍號 科德克爾克號 

船廠: 阿姆斯特丹 米德爾堡 

船型 快船 快船 

製造年: 1653 1654

沉沒年: 1656 1661

船難原因 迷航觸礁 海戰 

噸數: 260 噸 200 噸 

長度: 41.8 公尺 - 

船寬: 9.8 公尺 - 



十七世紀大員港道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調查評估 

32 

吃水深: 4.1 公尺 - 

船員數: 193 人 - 

船難死亡人數: 118 人 - 

科德克爾克號是 1654 年建造的一艘 200 噸中型快船，澳洲西海岸 1653 年建

造的快船遺址金龍號可以做為調查科德克爾克號的參考(表 6、圖 10)。金龍號有

260 噸大小有 41.8 公尺長 9.8 公尺寬。雖然文獻中沒有記載科德克爾克號的尺寸，

參考相同船型相近等級的金龍號至少可能有 30 公尺長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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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鹽水溪南堤地表調查 

第１節 地表調查 

本計畫進行地表調查涵蓋圖 11 中的黃色區塊，主要是鹽水溪南堤至州平路一

帶，也就是今日的安平湖濱水鳥公園，此處在 17 世紀是熱蘭遮城所處的古沙丘濱

水帶，沙嘴可能在這個區塊內轉延伸向南，此區自昔日安平海關今日王城路以西

在 19 世紀末期已經明顯淤淺成為泥灘區(圖 11 紅色框線處)，中間尚存殘餘水道仍

供航行，現代鹽水溪出海流向已經成形。1623 年的老鷹號遭風擱淺翻覆於大員南

邊的「入口」，此區應為老鷹號沉沒的敏感區。 

圖 11: 1894 年安平港道圖，圖像來源: 綜覽臺江: 大員四百年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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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查過程欲藉地表調查來觀察昔日濱水面一帶是否可以發現 17 世紀上半葉的

遺物，可以提供我們更進一步探查老鷹號遺址的線索。另外一個重要的方向，則

是希望取得此處的地層資訊，了解沙嘴的轉角處在今日何處，以判斷 17 世紀港道

南邊入口在今日的地理空間位置，以及近 400 年來的地景地貌變化。 

然而在進行地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一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正在興建中的

基地(圖 12 桃紅色框範圍處)。此基地位於安北路和州平路、州平二街與三街之

間，除去西南角民居，基地約 140x160公尺，約莫 18,000 平方公尺。污水處理工

程部分施工預定下挖深度至 10 公尺，不同於此區其他建案挖深 1-2 公尺之筏式基

礎工法。此基地位處於歷史沉船遺址敏感區，下挖此深度無論是對考古或地質的

了解，均有其重要性。此區附近在動工前地表仍可見清晚期以後遺物，如圖 13 中

顯示的青花瓷片、硬陶、網墜。礙於尚無遺址確立，缺乏環境影響評估監看，至

今尚無法取得地主與開發商同意，因此目前未能進入協助觀察施工地層進行土壤

採樣，十分遺憾。 

 
圖12: 地表調查範圍(黃色區塊)與鑽探評估點位A1-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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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州平三街工地附近地表採集遺物 

圖 14: 地表採集得清中晚期青花瓷片、白瓷、硬陶 

此區近年來在台南市政府歷史風貌園區的推動下，地景地貌有顯著的不同，

在過去曾是建築廢土的傾倒區。在州平路兩側、安平堤坡，甚至鹽水溪畔，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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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廢棄磚土建材、居民生活垃圾。近年由於南堤已規劃建設成腳踏車與人工步

道、湖濱水鳥公園、寵物公園。因此大部分地表已經經過填土平整清理，具考古

價值遺物不多，細處仍可見現代生活廢棄物。目前地表僅採集到少數清中晚期漢

人生活用青花瓷破片、白瓷與硬陶(見圖 14)，例如山水行舟青花瓷盞，細筆纏枝

菊花紋、帶狀斜線紋開光下間飾花押、纏枝靈芝茶花紋盤、梵體字紋碗口緣、車

輪紋、素燒硬陶內施褐釉等等，依其風格紋飾均晚於康熙。目前採集標本均無法

提供荷蘭時代人群在這個區塊活動的證據，這也是一項有意義的訊息。 

 
 

第２節 地層鑽探採樣與分析 

除地表目測勘查外，在訪談當地居民、地主與開發商時亦得知此區域地表 1

至 2 公尺幾乎為廢土回填，地下水位大約也在此深度出現。這使得人工挖土器鑽

探採樣工作十分困難。由於本計畫亦試圖收集地層資料以便理解此區濱水線與沙

嘴轉向的問題，然而受限於海砂地質跟經費限制，以致於本期先期評估計畫並無

法進行具安全性規模的開坑採樣。這也再次顯示出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基地的

施工對於理解此區地景地貌變遷的關鍵性。 

礙於種種限制，本計畫初期工作仍選定地表調查區域 5 點 A1-A5(圖 12)進行

人工採土器施作的評估工作。試鑽位置大約在州平路、古堡街一帶擇點進行(圖

15)。可惜經試鑽評估後發現此法無法採集到有參考價值的地層資料，因此在本計

畫後續階段並未展開大範圍人工鑽土採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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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進行人工採土器試鑽評估 

 

 
圖16: A4鑽孔地表至0.5公尺探得爐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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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仍根據有限鑽孔資料進行說明。A1 及 A2 孔 0-2m 皆以回填廢棄物為主，

2-2.5m 則屬自然地層，未見人工物。A4 孔 0-2.5m 之回填物則全為廢棄爐渣（圖

16），顯示對此區環境已受重金屬廢棄物污染。A5 全為廢棄建材回填，無法下

鑽。 

唯 A3 鑽孔取得較多資訊，標高經衛星定位量測為海拔 2.6 公尺。0-3m 皆屬

於自然堆積層由 A3 鑽孔資料顯示，幾乎所有之砂質地層（中砂至細砂）中皆有貝

屑之出現，另外地層顆粒中明顯有沿岸流帶來之板岩岩屑出現（圖 17）。這些都表

示其沉積環境極可能屬於濱面至濱海之環境。而地層顆粒由下往上有逐漸變粗之

趨勢，且最底部之粉砂及泥層中局部呈暗灰色並掺雜植物碎屑，代表沉積環境是

由早期海岸能量較小之區域（如潟湖、沼澤或潮坪），逐漸演變為能量較大之濱

面環境（圖 18）。 

在大員皇冠假日酒店工地附近地表採集之砂樣中，發現掺雜許多較大貝類，

另外還有一塊經海水磨蝕過的磚塊（見圖 19、20）。經檢視後，發現這些貝類多

屬居住於淺海及潮間帶沙泥底、河口及紅樹林沼澤之二枚貝及螺類，而磚塊之種

類屬於大陸磚(鄭文彰等，2001)，以目測燒定色澤以及顯微鏡下石英顆粒和碳酸鈣

結核差異與荷蘭時期使用之臺灣製磚塊並不相同。而其表面上亦存有附著之貝類

殘片，顯見曾處於海水面下。整體而言，上述這些物質皆曾存在於淺海至海岸河

口環境，它們後來可能受到大浪之搬運而一起堆積在海岸邊較高處之砂灘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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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A3鑽孔可見許多板岩岩屑（扁平之暗色顆粒）之出現（深度0-0.5M） 

 

 
圖18: A3鑽孔地層柱狀圖及地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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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A2州平三街東側附近工地近地表砂中之貝殼 

 

 
圖20: A2東側附近工地近地表砂中之磚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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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章 鹽水溪下游出海口段水域聲學探測 

第１節 資料收集範圍和工具 

本計畫先期調查區域範圍主要以熱蘭遮城所在位置北側港道為主，為今日鹽

水溪下游出海口段水域。調查範圍為圖中黃色框線處，期中初步水域資料收集為

藍、紅色航線顯示處(範圍見圖 21)。目前作業主要以地層剖面儀與側掃聲納系統

為主，探測本先期計畫主要範圍大員港道，並以前章節所述之 4 艘 17 世紀中期荷

蘭東印度公司沉船為主要探查目標。 

第 34 屆海洋工程研討會論文集中所收〈極淺水域探測方法之建構—以荷據時

期大員港道海洋文化資產調查為例〉一文說明以大員港道為例，熱蘭遮城所處沙

嘴旁水道由於臺江內海陸浮，現代鹽水溪入侵，以及現代行為干擾等環境和人為

因素，使得 3 百年前的古荷蘭沉船遺址可能處於一個十分複雜的環境。若參考斯

里蘭卡迦勒(Galle)古港港區內所發現 1659 年沉沒的荷蘭東印度公司 360 噸中型快

船 AVONDSTER 夜星號所發現的遺物，今日可能仍沉埋在鹽水溪口濕地保護區內

的遺物種類與物質屬性也可能十分多元，可能包含的物質例如有陶瓷器、含鐵與

非鐵金屬、石與煤炭、玻璃、皮革、木質、繩索，以及其他有機物如植物種子、

人類或動物的骨骸等(Bonke et al, 2007)。 

今日鹽水溪下游出海口段兩側均有廢棄破堤魚塭形成今日淺水泥灘，隨潮汐

浮出。河道中散布紅樹林濕地淺灘，水深約莫於 0.5m~15m 之間，可供安全航行

河道並不寬。近出海口處底床沙洲受潮汐海象作用變動十分劇烈，此現象一如 17

世紀荷蘭人觀察心得紀錄。此外，敏感區調查區河床或水面在退潮時經常充斥中

上游沖刷下來之廢棄物，與底層植物同樣影響工作筏所掛載的設備與遙測調查任

務的執行。同時由於生活、畜牧、事業廢水排放污染，水體能見度幾近零，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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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法以真實影像直接觀察河床表層。 

 
圖21: 計畫水域資料收集範圍（黃色框線處）與初步水域資料收集航線（藍、紅色線條處） 

 

計畫田野資料取得的步驟，是先以 Humminbird 898cxA SI COMBO 側影顯像

聲納系統進行水深探測與調查時安全導航。在初步掌握水域環境狀態後，再運用

德國 Innomar 公司發展之窄波束近頻干涉式地層剖面儀(narrow-beam parametric 

sub-bottom profiler) SES-2000 系列之 Light Plus 系統，以極佳的淺表層垂直解析

度表現來觀察極淺水域之沉積物結構，用以偵測可能的人工遺跡、遺物等沉埋目

標。Light Plus 系統同時搭配雙頻側掃聲納(dual-frequency sidescan sonar)，同

時收得資料可用以交互參照沉積物中不均質結構與河床表層異常目標現象。此探

測任務由為漁塭、濕地特殊設計之工作浮筏掛載音鼓發射訊號，再搭配 Trimble 

DGPS SPS461 型以提供高精度訊號點位控制。資料後處理則以 Hypack、

Chesapeake SonarWiz5、ISE 處理後進行整合研究。所得資料最後套疊在免費

軟體 Google Earth 上呈現，以利委託單位後續文化資產公眾教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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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過去在此區域範圍科學探測資料極度缺乏，亦為國內首次在河海極淺水

域口以歷史沉船為目標物進行水域聲學探測。鹽水溪口沙洲淺灘受天候影響變換

極快，河道兩岸均為廢塭，水域尚有泥灘、紅樹林沼澤，部分可航行航道極窄。

除了潮差、湧浪，與風對浮筏探測穩定性的影響外，調查時需閃避觀光竹筏頻繁

航次，同時為探得較大敏感區資料，又需避免擱淺造成設備或人員傷害，因此探

測任務困難度非常高。目前蒐集得此範圍水域聲學資料含部分航道水深、探測範

圍內側掃聲納資料和地層剖面資料，由以下章節分別呈現並進行綜合分析討論。 

第２節 水深資料 

本計畫在前期調查田野期間，以側影顯像聲納系統共收得 7,697 筆的座標水

深點位資料，涵蓋圖 21 中所有航線部分，透過 HYPACK 軟體處理後，圖 22 可見

鹽水溪下游出海口段、四草湖和竹排筏港溪部分地區水深情況，紅色圈處紅色資

料為聲納探頭受損所致。水域與附近地區地景見圖 23。目前由水深資料可以觀察

出幾個現象: 

 四草大眾廟由竹筏港溪出來，此段水域約莫是 2 公尺左右水深，是為四草大

眾廟「四草臺江之旅」觀光竹筏的出入口航道，水深平穩，可供航行水道窄。 

 由竹筏港溪連結到四草湖段，則測得較特殊的水深現象，在顯草街一段 501

巷外側水道旁短距離內測得極深至 15 公尺的水深點位。此處水域，蚵架密

布，且鄰嘉南大圳排水線、竹筏港溪、鹽水溪匯流處，因淤淺環境因此可供

航行水道狹窄。唯在內政部公布之地籍圖資村里界文字說明，在府安路七段

溪心寮堤防尾端有「凱興砂石場」存在。但目前查無登記，因此無法證實四

草湖段水域是否曾有挖取河床砂石以至河床表層曾受挖深，導致河床地貌環

境受現代人為干擾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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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鹽水溪下游出海口段、四草湖、竹排港溪水深圖(紅色圈處為異常水深與紅色資料為聲納探頭受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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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大員港紅樹林保護協會觀光竹筏碼頭至州平二街處，航道中水深測得為 3

公尺左右平緩水深，但此處受鹽水溪口海象湧浪作用最大，河海口沙坡變換

莫測，當地漁民表示此區在主要颱風或西南氣流作用旺盛時節，也有一夕之

間產生水道變化之事，極易擱淺，航行安全常受影響。 

 自州平二街至王城路段、北溪心寮堤防、南安平堤水域測得水深約在 3 至 10

公尺左右範圍變化，此處水深較深，航道中散布數個溼地紅樹林保護區塊，

可供安全航行水道窄處僅 50 公尺左右，南靠安平堤為 1 公里長大片已廢違法

魚塭，衛星圖資可見自 2007 年起逐漸破堤廢塭。然而此處位於調查敏感區範

圍內，但魚塭堤口處數度造成探測工作船筏擱淺設備毀損，目前無法進入。 

 自王城路至平生路口段處，位處熱蘭遮城外側至大員市鎮，外部水域為近數

個世紀活動最頻繁的岸口，今日安平樹屋之榕樹立於此，突出於鹽水溪轉折

處，此處測得水深深度最深處約 13.5 公尺。 

 
圖23: 竹筏港溪、四草湖、嘉南大圳鹽水溪排、鹽水溪出海口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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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節 側掃聲納資料 

本計畫初期是在同一航次中同時收集側掃聲納資料與底層剖面資料，以供交

互比對，因此資料範圍相同如下圖 24 紅色測線處，黃色虛線範圍則是在大潮滿潮

期間進行水域探測，因廢塭區域水淺至 0.5 公尺內，因而造成聲納探頭撞擊堤口

擱淺導致儀器受損，本圖以 2007 年底衛星圖資為底，當時仍可見非法漁塭分佈

情形，由此可見要進入廢塭區域探得河床與底層資料的困難度。 

 

 
圖24: 側掃聲納資料與底層剖面資料收集範圍（紅色測線處） 
  

以目前初期調查測線所得側掃聲納資料，仍可見鹽水溪口下游出海口段河床

上四處散佈突起物造成沖刷痕跡，以下整理出其中兩條測線檔案編號 145602、

144658 和中之 9 個特殊目標物 F02_01、F02_02、F02_03、F02_04；F58_01、

F58_02、F58_03、F58_04、F58_05 的點位(見表 7、圖 25)，並擇選 F58 測帶上

5 個突起目標物聲學影像(圖 26、27、28、29)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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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側掃聲納河床表層目標物位置 

編號 緯度(度分) 

WGS84 

經度(度分) 

WGS84 

F02_01 23°00.2937' N 120°09.1402' E 

F02_02 23°00.2621' N 120°09.0723' E 

F02_03 23°00.1924' N 023°00.1924' E 

F02_04 23°00.1611' N 120°08.8752' E 

F58_01 23°00.3016' N 120°09.6335' E 

F58_02 23°00.3515' N 120°09.5053' E 

F58_03 23°00.3554' N 120°09.4141' E 

F58_04 23°00.3579' N 120°09.3867' E 

F58_05 23°00.3517' N 120°09.2552' E 

 

 
圖25: 側掃聲納目標物相對位置 
 

F58_01(圖 26)所在位置大約為古堡街 72 巷北側水域，此區水道甚窄約 50 公

尺寬，水深約9公尺。目標物聲學影像約2公尺長，水流沖刷形成陰影約3公尺， 

5 公尺內有其他突起物分布周圍。由於此區在近現代均為主要船舶靠岸載卸船貨

處，因此此區所探得異常訊號，值得後續進一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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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8_02(圖 27)所在位置大約為古堡街 118 巷北側水域，此區水道寬約 80 公

尺寬，水深約 10 公尺。目標物聲學影像長 53.5 公尺長，離北側舊塭堤約 30 公

尺，此條狀突起物一端略有彎曲，且彎曲處有 2.37 公尺突節，周圍有數十個 40

公分左右大小凸起，點狀分布於四周河床。北側尚有約平行突起陰影。離

F58_01 目標物約 240 公尺遠，此處在近現代均為主要航運水道，因此此訊號是

否為自然界有機物或人工物，驗證後可做為此後區域內異常目標物比較參照。 

F58_03、F58_04(圖 28)由於最近端相距 10 公尺，納入一個空間範圍說明。

F58_03 為大小 1 公尺左右突起物組合，其東側有 1 約 10 公尺長、2 公尺寬凹陷。

F58_04 則是本次調查所見另一個弧形線條陰影之突起物，突起高度不及 0.5 公

尺，長度約 40 公尺，由其一端點轉折處形成夾角最寬處的距離來測，寬度約 2.5

公尺。此點位於王城路北側水域，寬約 100 公尺，目標物位於航道中間，深度約

6 公尺，兩側至今仍可見廢塭土堤邊界與後來形成的紅樹林沼澤泥灘。 

F58_05(圖 29)尺寸約 5 公尺，離府安路七段岸 15 公尺距離遠，突出河床形

成陰影約 1.5 公尺，底泥環境因水流沖刷此物造成周圍影響亦可從聲學影像得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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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側掃聲納特殊目標物影像F58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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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側掃聲納特殊目標物影像F58_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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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側掃聲納特殊目標物影像F58_03，F58_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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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側掃聲納特殊目標物影像F58_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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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中報告說明 F58_04 必須優先下水進行複查，因此在期中後已經針對上述

側掃聲納影響進行水下驗證與底質採樣。上述目標物 F58_03、F58_04(圖 28)後

經人員潛入河床進行人工辨識。在上述標定目標周圍以 100x20 公尺長寬面積進行

水下徒手勘探，以建立河床突起物之初步理解。在能見度零的水體環境，人員徒

手以觸摸方式探得異常突起之訊號點如 F58_03、F58_04，乃包含現代建築廢棄

物，如光滑表面瓷磚、瓦片、馬桶，尚有廢棄漁撈網繩如蜈蚣籠等，以及水生植

物根系盤繞之現象所致。因此，本先期計畫目前在此區河床表面並無法探得具考

古價值之訊息。探查過程同時進行底泥採樣，以手鑽方式取得１孔長７５公分之

河床表層樣本。樣本出水後經分析發現河床表層１公尺深度均為一種懸浮有機物

沉澱後的黑色泥狀層。此層為含水量極高的表層，取出後迅速氧化風乾後呈現少

量泥質殘留，此管底層也出現一層薄細黃沙。 

目前結論是表層以側掃聲納探得之人工物為現代物質之可能性較高。推估具

考古價值之遺物應有超過１公尺以上相當沉埋深度。因此計畫後期階段水域勘探

則專注底層剖面資料，並專注 1 公尺深度以上之沉埋訊號資料的取得和分析。 

 

第４節 底層剖面資料 

計畫調查初期目前以底層剖面資料與側掃聲納資料同時收集，鹽水溪口下游

出海口段測線上已探得數個異常訊號。由於水域探測期間設備受損送德國原廠維

修，以致部分蒐集得之底層剖面資料資料毀損。初期探測僅保留１訊號為 2012 年

6 月 18 日 14 點 57 分 43 秒探得，所處位置在試鑽探點 A4 外側，也就是安北路

370 巷北側水域，點位水深約 6 公尺，沉埋訊號約在 7 公尺深度，沉埋河床下約 1

公尺深。殘存資料經 ISE 後處理，所顯示沉埋異常訊號的點位與沉埋深度如表

8、聲學訊號見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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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期中前地層剖面探測沉埋訊號位置之一 

編號 
緯度(度分) 

WGS84 
經度(度分) 

WGS84 
水下深度 

(m) 
沉埋深度 

(m) 

F02_SBP_01 23°00. 2850' N 120°09. 0959' E -7.2 1.2 

 

 
圖30: 期中前底層剖面資料沉埋訊號之一 

計畫期中後工作重點區域移至民權路四段尾機車專用道以西，至王城路段水

域。本計畫水域遙測工作則在此區規劃高密度底層剖面資料探測，並且著重在沉

埋訊號的收集與辨識。所探得之異常訊號與目標物也予以優先複查，並列入鑽探

驗證選點參考。此區是鄭成功驅荷之役時的海戰場之一。1661 年 9 月 16 日柯德

克爾克號在此區遭鄭軍炮火攻擊爆炸至沉，因此調查期間也預期沉埋物標物可能

含有金屬物質。在水域進行聲學探測時船速控制在 2.5~3 節，大約 15 公尺/10 秒

時間長度距離。測線資料經分析後，按探測資料取得順序分別為 SBP_107(西向

東)、SBP_707(西向東)、SBP_131(東向西)。此 3 條測線資料含有許多非自然沉

積現象的反射訊號。圖 31、圖 32、圖 33 分別呈現出總計 13 個沉埋訊號，彙整

後表列如下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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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期中後地層剖面探測沉埋訊號位置 

編號 
緯度(度分) 

WGS84 

經度(度分) 

WGS84 

訊號深度 

(m) 

沉埋深度
(m) 

C1_131a 23°00. 2472' N 120°09. 8066' E -3.3 1.0 

C1_131b 23°00. 2458' N 120°09. 8028' E -3.2 0.7 

C1_131c 23°00. 2460' N 120°09. 7989' E -3.1 0.7 

C4_131d 23°00. 2459' N 120°09. 7939' E -3.2 0.8 

C2_107a 23°00. 2750' N 120°09. 7223' E -5.1 3.4 

C2_107b 23°00. 2762' N 120°09. 7243' E -4.8 3.5 

C2_107c 23°00. 2696' N 120°09. 7372' E -6.1 5.1 

C2_107d 23°00. 2620' N 120°09. 7461' E -7.0 4.6 

C3_707a 23°00. 2569' N 120°09. 7891' E -3.0 1.0 

C3_707b 23°00. 2568' N 120°09. 8051' E -3.4 1.0 

C3_707c 23°00. 2571' N 120°09. 8089' E -3.7 1.3 

C3_707d 23°00. 2582' N 120°09. 8157' E -3.2 0.6 

C3_707e 23°00. 2589' N 120°09. 8246' E -3.3 0.7 

 
 

經分析這些異常反射訊號的空間深度關係後，發現一不尋常現象。在 SBP_707

這條測線帶上的訊號 C3_707b、C3_707c、C3_707d，顯示是連續性的訊號(圖

32)。另外，測線帶 SBP_131 上亦有相同的連續性訊號 C1_131a、C1_131b、

C1_131c (圖 33)。這兩組連續性的訊號叢集長度相近，約在 15~25 公尺左右。

SBP_707 和 SBP_131 測帶間距約莫 20 公尺，所有沉埋訊號接在水下 3~4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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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計畫水域探測所獲得一非常特殊的現象，必須予以優先驗證。 

另外，圖 34 標示出這些訊號的位置以及跟熱蘭遮城的空間關係，其中黃色標

示代表 SBP_107 上的反射訊號點位、藍色代表 SBP_707 的反射訊號點位、桃紅

色代表 SBP_131 測線帶上探得的反射訊號點位。各點位分別標示於剖面圖上，這

些叢集點位的總範圍大約 200 公尺長、60 公尺寬，離 17 世紀熱蘭遮城外牆直線

距離約 3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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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底層剖面資料SBP_107 
 

C2_107dC2_107c C2_107bC2_1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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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底層剖面資料SBP_707 

C3_707bC3_707a C3_707c C3_707d C3_70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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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底層剖面資料SBP_131 

C1_131a C1_131b C1_131c C4_13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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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鑽探孔位與熱蘭遮城空間關係(黃色為SBP_107測線、藍色為SBP_707、桃紅色為SBP_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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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章 鹽水溪河道鑽探與分析 

第１節 鑽探範圍與點位評估 

在上章探測沉埋訊號表列中，有三群(131a~d; 707a~e; 107107a~d)沉埋目標

訊號反應落在熱蘭遮城東北側的水域。其範圍與熱城外側城牆圓周半徑 300 公尺

左右距離，形成一類似叢集的現象。今日地理空間約在安北路與民權路四段交接

處，以及安北路 146 巷以北之間水域(圖 34)。 

本計畫為求有效使用有限的鑽探經費，在謹慎評估選擇鑽探點位的過程中，

業已評估過沉埋訊號的相關屬性: 包含空間意涵、沉埋深度、環境水深、航道位置，

以及其他鑽探執行技術層面上的主觀條件。最後，本年先期評估計畫選定下列 4

個點位進行鑽探驗證工作(表 10)，其中以 C1、C3、C4 之間的地層資料關聯性較

為關鍵，C2 希望能建立鹽水溪下游出海口段的地質背景參考，下鑽深度 10 公尺。 

表10: 鑽探點位與深度規劃 

孔號 檔案編號 預計樣本深度

(公尺) 

座標

(WGS84) 

C1 131a 3 23°00. 2472' N; 120°09. 8066' E 

C2 107a 10 23°00. 2750' N; 120°09. 7223' E 

C3 707c 3 23°00. 2571' N; 120°09. 8089' E 

C4 131d 3 23°00. 2459' N; 120°09. 7939' E 

為驗證水域調查發現之沉埋訊號，於是規劃取得 4 孔口徑各 8.2 公分的岩芯

資料，其中 3 孔深度 3 公尺；1 孔為 10 公尺深度，合計總進尺 19 公尺長。雖然

C1、C3、C4 的沉埋訊號探測時所得資料為水下 3 公尺以深，但是每日兩度約 1

公尺的潮差問題確實必須納入田野工作考量。因此，這 3 孔選擇退潮水位較低時

進行，另外表層含水量高的懸浮泥層也不納入取樣計算，以求最大樣本深度。選



十七世紀大員港道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調查評估 

 
63 

擇的目標物區域河道水深約莫在 2~6 公尺之間，河道寬度約在 80~150 公尺之間。

其它沉埋訊號的空間範圍與鑽探點位空間關係如下圖 35，並說明如下。 

 桃紅色箭頭向下處為第 1 孔 C1 點位編號 131a。 

 黃色箭頭向下處為第 2 孔 C2 點位編號 107a。 

 藍色箭頭向下處為第 3 孔 C3 點位編號 707c。 

 另有桃紅色箭頭向下處為第 4 孔 C4 點位編號 131d。 

 
圖35: 鑽探點位(各色箭頭向下處)與底層剖面資料沉埋訊號的空間關係 

 

第２節 水域鑽探說明 

本次鑽探工程需在河道中央水域施作，因此鑽探作業必須在工作浮台上進

行，所需機械也必需固定在浮台架上。此次水域工作使用浮台架尺寸長約 6 公尺；

寬 5 公尺，並運用十數個加侖油桶，以提供足夠浮力以應付工作浮台所需。水下

施作將使用外套管孔徑 4 英吋之導管，連續貫入至每孔預定深度，再逐一以提取

內劈管(管徑 8.2 公分)底質樣本至浮台上，再進行封存(圖 36: 水域鑽探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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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劈管資料在陸域進行初步穩固後，立即後送樹谷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實驗室

進行後續處理分析。本次工作從四草大眾廟旁臨水區一處空地進行機台組裝，再

由駁船動力推進浮台至鑽探點位附近進行 Y 字錨定。再使用衛星定位系統標示預

定鑽探點位，而後進行鑽孔機浮台微調至點位。由於此區仍受潮汐影響水深差約 1

公尺，每次施作鑽探套管貫入前皆必須重新測量當時水深以求精確深度計算。 

圖36: 水域鑽探工作照 

第３節 鑽探資料分析 

鑽探工作各孔作業資料如表 11。水域鑽探施作過程會遇到非常多設備、技術、

環境的因素影響，極仰賴經驗才能排除障礙。除了設備本身的條件之外，水域田

野環境有太多因子可能影響定位。航行的不穩定性等等皆會影響資料在取得時與

再計算時的差異，目前田野資料必須容忍至少 3~5 公尺的誤差值。另外由於鑽探

區範圍內可供安全航行水道極窄，當地觀光竹筏業航班經過之湧浪均對於鑽探取

樣產上極大影響，操作十分困難。另外，提取率也是技術上的難題，由於河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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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沉積物含水量高樣本容易液化，河床下海砂黏性低，不易提取，貫入時阻抗較

大，因此並未使用傳統 HQ 連續取樣。然而本次使用自然垂擊法時，含水量高之

部分岩芯樣本也在提取過程產生些許不連續性現象。所幸此次鑽探是以驗證沉埋

目標物為主要工作。重點是在此次 4 孔鑽井過程中，有 3 孔 C1、C2、C3 分別在

不同深度皆撞擊到金屬物質。 

貫入樣本管徑的過程是使用 63.5 公斤之重錘，以人力控制重力加速度距離，

自然落下重力方式貫壓鍛鋼套管。不同密度、材質均會產生不同反饋觸感，因此

可以辨識出不同阻抗反應如鬆軟細砂、蚵層、泥層、質地緊密硬實的中砂顆粒級

海砂層。其中，金屬物質的反饋十分明顯，按其鑽探時金屬劈管回饋之觸感、聲

音、貫入阻力有非常明顯之差別，足以以其他硬物如磚塊、岩石進行區分。 

表11: 水域鑽井探測資料C1~C4, W1 (深度單位:mm) 

序號 入水時間 水深 實際樣

本深度

樣本 

管數 

撞擊金屬 

物質深度 

原遙測訊號

深度 

C1 11/08 / 1038 410 437 4 管 308/433 330 

C2 11/09 / 1300 270 1032 8 管 472 510 

C3 11/10 / 1300 380 464 4 管 246/360 370 

C4 11/12 / 1300 380 500 4 管 - 320 

W1 11/12 / 1700 380 - - 180~210 - 

 

C1 在分別在 3.08 公尺、4.33 公尺深度撞擊到金屬，依深度環境為砂泥互層，

因此，在施予 5~10 次錘擊後便排開金屬物繼續穿透採樣。C2 在 4.72 公尺深度撞

擊金屬，此層為中砂環境，套管甚至向上反彈，花了多次鎚擊才能排開金屬，繼

續往下鑽深。C3 分別在 2.46 公尺、3.60 公尺深撞擊金屬。劈管在上層砂泥互層

中撞擊金屬約 15~20 下後才順利繼續穿透，下層自 3.20 公尺開始進入中砂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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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砂顆粒質地緊密，在 3.60 公尺撞擊金屬後十分難排開金屬，經過灌水軟化周圍

中砂後才順利排開。鍛鋼內管靴頭凹痕可以提供此點位沉埋金屬有長度超過 7 公

分銳角突起，痕跡亦可供撞擊力道的參考(圖 37)。C4 並沒有金屬物質，但是團隊

在 C4 孔位旁單以外劈管灌水探深，稱 W1 井。此井並未提取樣本，但是也在較淺

處 1.8 公尺數次撞擊金屬，金屬層位厚達 30 公分。 

圖37: 鍛鋼內管靴頭因撞擊金屬產生之凹痕 

以本次鑽探最深的樣本 C2 之 10 公尺鑽井為例，深度 3.5 公尺以下之地層中，

岩性以中砂為主，代表高能量水流之產物。而深度 3.5 公尺以上之地層岩性明顯轉

細，主要以薄層砂泥互層相為主。其中有許多具韻律層理之出現（圖 38: C2 井有

厚層之韻律層理出現圖 38），代表沉積環境屬間歇性高能量之潮間帶相。而 C1、

C3 及 C4 井同樣有韻律層理相之出現，且厚度大於最西側之 C2 井。配合對現生

環境之觀察，本區域之沉積環境推測與河口附近之潮汐環境沉積體系有關，屬高

能量之潮下帶及間歇性高能量之潮間帶環境。 

另外 C1 井 1.6~1.7 公尺間之粉砂層有明顯液化之現象（圖 39），可能代表一

次古地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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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C2井有厚層之韻律層理出現 

 

 

圖39: C1井1.6~1.7公尺間之粉砂層有明顯液化之現象 
 

根據四孔鑽探井 C1~C4 資料顯示（圖 40），沉積物粒徑有往上逐漸變細的趨

勢。這種沉積能量逐漸變小的現象，應與近期環境之演變有關。臺江內海數百年

來受曾文溪改道之衝擊，不僅內海（潟湖）逐漸淤淺，海岸線外移，影響潮汐水

道跟著外移和改道。目前鑽孔位置離海岸直線距離超過 2.5 公里，但仍受潮汐水流

影響，因此環境使得許多紅樹林仍見於鹽水溪河道兩旁泥灘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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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C1~C4、W1水域鑽孔地層柱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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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積物顆粒分析部份，發現所有細砂極以上顆粒，皆明顯含有板岩岩屑及

有孔蟲之出現（圖 41、圖 42）。而大型貝類多非原生，深度 1 公尺以內有原生貝

類之存在（圖 43、圖 44）。另外，這次鑽探岩芯中也出現多種不同物質。例如，

在 C1 井 1.2 公尺開始出現大量細碎火燒後木碳屑(圖 45)。C2 井深度 3.10m 見硬

陶小塊(圖 46)，同層同時出現鐵質塊狀物(圖 47)。 

C4 井 1.43m 出小塊台灣磚(圖 48)。同井深度 3.35 公尺處又見 1 小磚塊，表

面凹痕可能受鑽探劈管撞擊產生(圖 49)。其表面經過滾磨，顏色偏橙色，可見較

大石英顆粒(圖 50)，應屬大陸進口之磚材。 

圖41: C1井0.5-0.65m泥質地層中可見孔蟲、板岩岩屑及石英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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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C1井1.9-2m泥質地層中可見孔蟲、板岩岩屑及石英顆粒 

 

圖43: C1井0.5-0.65m泥質地層中可見完整之螺類及二枚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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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C1井1.9-2m泥質地層中以破碎之牡蠣為主 

 

圖45: C1井1.2m開始出現大量細碎火燒後木碳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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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C2井3.10m見硬陶 

圖47: C2井3.1m出現鐵質塊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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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C4井1.43m出小塊台灣磚 

 

圖49: C4井3.35m處出一小塊大陸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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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0: C4井3.35m處小磚塊上的石英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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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 綜合討論與建議 

第１節 討論 

本調查評估案在今年獲得較大的收穫，是在於民權路四段尾機車專用道以西

至王城路段水域，探測獲得高密度集中的沉埋訊號。若將時光倒流回 17 世紀中期，

此地區是熱蘭遮城東北側與大員市鎮之間的水域，也同時是鄭成功驅荷之役時重

要的海戰場之一。1661 年 9 月 16 日柯德克爾克號在此區遭鄭軍炮火攻擊爆炸至

沉。因此調查期間也預期沉埋物標物可能含有金屬物質。 

此範圍內探得許多非自然沉積現象的沉埋反射訊號，集中在安北路與民權路

四段交接處，至安北路 146 巷以北之間水域。因其歷史空間脈絡，此區選為優先

鑽探驗證的目標。很幸運的在驗證的過程中，能在 4 孔鑽探井中 3 度(C1、C2、

C3)撞擊金屬物質。C1、C3 中 3~4 公尺內的鑽深，分別有 2 層金屬，C2 一層。

另外在 C4 旁進行不取樣的空管灌水撞擊也獲得 30 公分厚度之不同金屬物質反應。 

此區以大員港岸的歷史意涵來看，剛好是熱蘭遮城與大員市鎮的港口水域，

荷蘭船與來此貿易的中式帆船皆錨泊於此。熱蘭遮城日誌記錄科德克爾克號 9 月

15 日卸下大炮後，才由港道進入大員港內，奉命去「Noordtstraat (北街)」與「廣

場附近稅務所」之間防守。16 日曾一度被潮流帶往北線尾的角彎無法靠近岸，後

來甲板銅炮爆裂，在「稅務所後方處」持續被鄭軍火炮攻擊爆炸至沉，船員盡數

罹難。爾後至 11 月間，有中國人數度試圖靠近科德克爾克號殘骸，荷人仍從城堡

中使用火器防守。翁佳音先生在《縱覽臺江大員四百年輿圖》一書導言文中提及

北街的位置(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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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北街位置，圖像來源: 《縱覽臺江大員四百年輿圖》，第五頁。 

而所謂的稅務所到底位於何處，雖然地圖或文獻上並未提及在大員市鎮裡的

詳細位置。若論其功能來看，主要是為了收中式帆船的貨物稅收，勢必靠近中式

帆船裝載卸貨物的碼頭岸。Blaeu-van der Hem 41:05 手繪圖像(圖 52)顯示中式帆

船的泊錠點，前方突出的建築物群極有可能就是稅務所(Tol)，亦可從熱城東北角

的菲力辛根稜堡 Vlissingen 防守。鄭軍與荷蘭人交戰時，科德可爾克號便是錨錠

在稅務所和北街之間的水域，這是攻擊防守大員市鎮街道最好的戰略位置。而當

時科德克爾克號必定離岸相當的近，才會被鄭軍猛烈的炮火擊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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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稅務所，圖像來源: Blaeu-van der Hem 41:05 

 
 

第２節 建議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在 2012 年度所委託辦理之「台江國家公園歷史水域文化

資產先期調查計畫」是以「十七世紀大員港道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調查評估」

昨為先期計畫的主要標的。本案以台江國家公園內所潛藏的「海洋文化資產」，以

及這些文化資產之「價值」與「再現」的問題為出發點進行調查評估，經過近 10

個月的心得結論，在此提出 3 個面向的心得建議: 

1. 劃設古船遺址敏感區 

本年度研究成果中已經表列出台江國家公園範圍附近 17 世紀古荷蘭船難紀錄以及

分布區塊(如表 4)，並且按文獻中所列訊息推估出這些潛在的沉船所屬地理空間位

置(如表 5)，並以圖示方式套疊在古圖上(如圖 8)。這些資訊足以提供基礎，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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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另案中進一步與國家公園法、文資法與相關施行細則中規定予以進一步研究討

論，如何在國家公園內落實劃設的目標，未來國家公園範圍內若有相關開發亦可

參考敏感區位，施行工程監看以避免影響潛在文化資產。 

2. 針對已發現敏感區域進行考古試掘

即使本案已在這片歷史水域內探得高密度沉埋目標訊號，其中也含連續性的

訊號反應。特別是在 1.8~4.3 公尺之間探得金屬反應，是符合這小片歷史水域的背

景。然而，實際上這些沉埋的金屬到底是什麼年代?什麼功能?代表著什麼歷史意

涵?文化資產價值是什麼?其他週邊未能進行驗證的目標物又為何物?這些問題皆

必須等待後續更多的田野資料，更謹慎的研究工作來進一步探究。因此本案建議

後續能持續性地針對大員港其他敏感區空間進行不同調查策略的探測工作。針對

今年已經探測得沉埋訊號與金屬物質的目標範圍，進行初步的考古試掘工作。這

是唯一能突破對歷史水域點狀理解局限的方法。海洋考古工作可以帶領我們進入

17 世紀古海戰場，考古發掘有機會讓我們建立對這片水域四維的理解。鄭成功驅

荷是影響臺灣島嶼早期歷史發展十分關鍵的事件，在此進行空間與物質的研究可

以是台江國家公園深化歷史核心價值、拓展國土資源的一個發展方向。 

3. 海洋文化資產長期研究

觀察世紀各國海洋文化資產保護工作發展的模式。我們深知要保護台灣海洋

文化資產的工作，仍需要許多條件才能順利展開。例如，若能形成國家政策、穩

定經費來源、有政府機關構間的縱橫向支持，如此長期進行才有可能會有好的研

究成果，如此才可能形成良性的發展循環。海洋文化資產的研究應納入國土資源

的一環，有完整的近中長程發展規劃，穩定的實踐，才有可能達成深化國土核心

價值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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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章 結論 

本調查評估計畫在執行的過程度受經費、人力、技術、設備、時間等限制。

按本報告水域探測所得資料經驗中，我們知道今年先期調查範圍中存在著許多沉

埋的目標物，等待進一步驗證與理解。然而受限於經費時間，本案鑽探分析工作，

勢必無法涵蓋所有目標訊號逐一鑽探進行驗證。孰先孰後?珍貴的點位資料是否能

有效帶來關聯性理解?這些問題也就成為本先期計畫工作的一項挑戰。 

以本計畫的工作目標，鑽探分析的目的可以分為兩個面向，一是直效性的驗

證沉埋訊號實質上的內容和內涵；另外一個層面的可能性，則是希望鑽探資料能

使我們理解 17 世紀大員港道至現代鹽水溪的變遷過程。然而由於水域鑽探的成本

遠高於陸域，本計畫經費能取得的總進尺資料不及 20 公尺，因此必須理性評估能

產生最大代表性效益的點位資料。本計畫所呈現的資料成果是在此權衡妥協下的

產物，我們不應當忽略其他未能探測到，或進行驗證的目標訊號的潛在文化資產

價值。 

本計畫以文獻史料為基礎進行海洋考古調查，建立臺江歷史水域古船長期調

查研究架構。調查所得資料可以建立鹽水溪出海口遺址敏感區的基礎環境資料，

含水深、層位、沉積物等。綜上成果，本計畫成果足能提供台江國家公園未來劃

設歷史沉船遺址敏感區的參考基礎。 

今年度所累積的調查經驗，對於台江國家公園長期深化海洋文化資產研究具

有重要意義，可以做為未來國家公園內其他歷史沉船敏感區調查之參考，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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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水域文化資產調查的長期基礎。若是能盡方法學上合理的努力，未來若是試

掘若有好的發現，國家公園內海洋文化資產的「再現」即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實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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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水域遙測調查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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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層剖面儀/側掃聲納 

Innomar SES‐2000 light plus (w/ 600kHz SS frequency, SESWIN, 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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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用衛星差分定位系統 

TRIMBLE SPS‐461+GA530 Antenna(Beacon)+HYPACK®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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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ble GA530 

The Trimble GA530 is an economical L1/L2/Beacon/OmniSTAR/SBAS antenna for general 

Location GPS and Location RTK usage. It is also suitable for Rover and Moving Base RTK 

applications, but with lower accuracy than the Zephyr Mod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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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ACK® Survey 

HYPACK®’s SURVEY program provides you with the power and flexibility to quickly complete 

your survey work. SURVEY accepts input from GPS, range‐azimuth systems, echosounders, 

magnetometers, telemetry tide systems, and over 200 other sensors. It also provides 

positioning data for our SIDE SCAN SURVEY program (a standard part of HYPACK®) and the 

HYSWEEP® Multibeam SURVEY program (an optional module of HYPACK®). 

The SURVEY program allows you to track multiple vessels. You can track your own survey 

vessel, or a vessel and a towfish, or a vessel and an ROV or multiple vessels with the same 

easy‐to‐use program. 

HYPACK®’s time stamping and clock synchronization routines are the industry’s best. Our 

SURVEY program was the industry’s first in using RTK GPS to determine real time water level 

corrections (RTK Tides). SURVEY remembers the screen layout and restores it each time you 

start. The SHARED MEMORY programs allow you to share real time SURVEY data with other 

applications. 

The 3DTV program can be run simultaneously with SURVEY to give you stunning real‐time 

visualizations of the vessel or ROV’s position over a surfa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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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漁業用導航測深儀 

HUMMINBIRD 898cxA SI Combo (Chart, Video Out, 32G SD) 

 50個接收通道 GPS

 2.5米內精確定位

 SD雙卡插槽

 SAR 搜尋/救難運用

 側影顯像聲納技術，呈現海底及海中的實際情況

 顛覆傳統魚探機以 2D方式的顯示功能

 廣域探測功能

 航點、航路、航跡/標定點: 3000、50、50/20000

螢幕大小:  7"  背光功能:  有 

顯示畫素:  480V x 800H  深度能力:  500M‐2D, 45M‐3D 

電力:  10~20VDC  探測覆蓋面: 
20°, 60° , 180°  
@‐10db 

功率  (RMS):  1000Watts  探測器頻率:  200/83/455/800kHz 

(Peak to Peak)  8000Watts  探測頭:  XHS‐9‐HDSI‐180‐T 

聲納:  3D &2D  GPS  功能:  有 

水溫顯示:  有  電子海圖: 
內建導航電子海圖,   可選

配 Navionics 精密電子海圖

顯示方式:  16:9  彩色液晶  SD 卡插槽:  有 

辨識目標:  6.35 公分  拍照功能:  有 

防水功能:  有  錄影功能:  有 

船速功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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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訊號後處理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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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拆式探測工作浮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