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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再造 深耕大淡水

學習新視界

前言 

中法戰爭，又名清法戰爭，於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戰場延

伸至臺灣，其中，1884年10月發生滬尾(淡水)戰役，3小時內，法軍潰敗，使得清廷開

始重視孤懸海外臺灣的戰略價值，並開啟臺灣的現代化建設。本校屹立五虎崗，以深

耕大淡水的大學社會責任精神，發展淡水學、學習服務在地場域、報導地方人事物

；在文化部推動「歷史場景再造」計畫中，歷史系、大傳系與淡江時報，攜手新北市

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參與歷史場景再造計畫。近期，淡水環境藝術節與相關裝置藝術

、史詩劇一系列活動展開，本校同學參與其中，實踐本校在地的文化深耕。（文／李

羿璇、歐陽子洵、圖／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提供） 

 

淡水港的開埠 

淡水，位於臺灣西北沿海的淡水河出海口，古稱滬尾的港口，因著16世紀海權強國的

擴張，讓這港口開始受到注意；1858年英法聯軍清朝重挫，簽訂天津條約開放臺灣港

口，讓淡水和基隆成了北臺灣對外重要門戶，滬尾為開埠地點，而從事貿易活動的洋

商，也相繼前往滬尾設置據點，進口貨品以鴉片為大宗，其餘包含鉛、瓦、洋布、土

布、雜貨、銀幣等；出口貨品則是以樟腦為最大宗，其他包括米、茶葉、靛青、糖、

煤、木材、雜貨等。 

當時淡水人口共有6,148人、1,013戶，是個相當熱鬧的地區，而因為鄰近山谷的溪流

不斷流經，占有地理環境的優勢，所以衛生環境良好。滬尾開埠之後，市場對茶和樟

腦的供應有大量需求，促使北臺山區的大舉開發，且由於茶和樟腦的生產提供了許多

的就業機會。此外當地有許多叫賣的小販，也有米店、鴉片館、寺廟、藥店、醫館

，店家都相爭做生意，還有木匠、鐵匠、理髮師、轎夫等也都忙著為顧客服務，街市

熱鬧，且因為該地為通商港口之一，外國人可以在此擁有房地產，於是這個地區更加

顯得重要。 

淡水港經濟的繁榮 

淡水港之黃金時代約在1865年至1905年之間。滬尾港的貿易額自1870年代以後，進入

加速成長的階段，其黃金歲月長達25年，進出口淨值呈現顯著的成長，1869年為74萬

海關兩、1870年96萬海關兩、1871年121萬海關兩，逐年遞增，且在1872年時，基隆

和滬尾兩港進出口淨值首度由入超轉為出超，自1876年後，就一路出超到1894年，至



1894年總值高達830萬海關兩。據清法戰爭期間擔任海軍上尉的羅亞爾（Loir）對於

臺灣的煤礦與商業所蒐集的資料顯示，於1879年基隆和滬尾兩港的資料中，煤礦產量

為8萬8,000噸、商船294艘及帆船1937隻，對外貿易的價值上，1880年達2686萬

8000法郎，兩港海關的稅收於1881年合計222萬5000法郎、1882年為213萬9000法郎、

1883年則為205萬3000法郎。 

此外，淡水是茶葉的主要輸出港，茶葉的輸出逐年增加，從1868年的29萬2500公斤

，到了1880年已經變成了585萬公斤，輸出量非常可觀，顯示美洲需求量大，貿易利

潤頗為豐厚。 

海防位置與滬尾戰役 

清朝戰事頻繁，尤其是鴉片戰爭發生後使得臺灣海防地位日漸顯著，從1883年清法戰

爭可見一斑，由於海防的重要性，使得原先在中越戰場的戰事，延伸至北臺灣、澎湖

。1884年，清法戰爭中，法軍企圖攻佔基隆和淡水作為重要的防禦點和補給點，因著

劉銘傳的判斷和孫開華的領軍，當年10月，雙方激戰淡水沙崙區，清軍取得勝利；但

法軍卻實行封鎖北臺灣政策，防止清廷軍隊及軍需品運送到臺灣；而兩國間並未真正

的宣戰，故法國總理事後補充此為「和平封鎖」（blocuspacifique），其主要目的

為逼迫清廷賠償，而臺、澎、金、馬地區因為四面環海，所有物資進出口均仰賴海上

航運，故海上交通線對於臺灣來說是生命線。 

在被封臺後，民生及經濟有了相當大的轉變，在陶德《北台封鎖記》中提到：「在淡

水戰區，據說彈片可賣到好價錢，農夫一邊躲炸彈，一邊撿拾彈片。有人為了滿足一

顆砲彈為何沒爆炸的好奇心，東敲西打的，卻引爆了炸彈，也敲掉小命。」「許多住

在滬尾菜市場的窮人，因封港關係，無法出海捕魚或當搬貨裝船苦力，收入頓時無助

；但或許可藉由替軍隊築砲臺、修路稍作彌補吧？開商店的人，再也無法迎接往年此

時趁東北季風來的大批戎克船，市況、景氣真差呀！但總比基隆人好，據說他們被法

軍趕出居屋，流浪四處，不知道是真是假？」此外居住在戰區的居民，冒著生命危險

，四處挖掘砲彈，整顆的要價2元。 

臺灣在戰後被封島的狀況下，淡水經濟盛況不復以往，百姓的生計嚴重受到影響，生

活品質也隨之變調，港口的經濟貿易活動被迫停歇，導致各地物資供應短缺，日常生

活品與物價隨之高漲，百姓的生計更受到影響。 

1885年3月28日法軍在越南北諒山戰敗後，事件傳回法國，法國反對派的人員對法國

總理茹費理提出了辭職要求，認為其未經國會同意，而擅自向中國開戰是違憲行動

，茹費理也因此而下臺。中國方面也因朝鮮事件爆發，中日之間危機升高，且朝鮮之

地與越南相比更為重要，所以清廷和法國在1885年4月4日簽訂兩國停戰議定書；法國

同意立即解除臺灣封鎖；1885年4月13日光緒皇帝批准「中法天津條約」，法國於4月



15日解除了臺灣的封鎖，6月法軍撤離基隆，7月撤離澎湖，至此清法戰爭宣告全部結

束。 

 

 

 

戰爭遺跡 多元再現與豐富體驗 

戰爭結束了，如今的淡水風景依舊，當年沙崙外海法軍登陸處已不復蹤跡，淡江大學

歷史系關懷淡水歷史文化，進而發展淡水學研究並協助當地保存文化史料。文化部為

建構文化資產以帶動文化參與，推動「歷史再造」計畫，希望能秉持著清法戰爭滬尾

之役的「場所精神」(Spirit of Place)，以及「在地認同」為理念，將規劃古戰場紀

念碑、�臺復砲，及重要清法戰爭遺址重現，並串連前後歷史脈絡。 

本校歷史系副教授李其霖以清法戰爭為背景，與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合作，進行

清法戰爭的歷史文獻資料蒐集、清法戰爭GIS系統的運作，以及相關系列活動。 

李其霖說明，清法戰爭是淡水重要的記憶之一，為了讓淡水人能夠了解這段歷史，本

校和淡水古蹟博物館合作，進行清法戰爭的歷史再造。他認為，歷史再造就是讓歷史

上原來的狀況再次呈現出來，再造當時的現場，還原當時的狀況，讓觀眾可以從再造

的建築物或是場域，體會當時候的時空環境跟背景，若沒有歷史再造，只是在圖片上

或是文字上觀看，可能難以去體會或是理解當時候的情景，「我們的生活與歷史文化

是相互連結，知悉歷史其實就是了解祖先們在這個地方過去的生活型態、在這片土地

上所發生的事件；我認為只有認識自己的歷史和了解先人的情形，承先啟後，對下一

代教育會有啟發性的效果。」 

歷史再造 蒐集文獻史料 

關於清法戰爭的文獻資料蒐集，主要是蒐集當代海內外的相關資訊，例如清朝文獻、

法國文件、英國領事館領事報告書、英國報紙報導等都有記載著清法戰爭情形，李其

霖介紹，文獻資料蒐集作為所有活動的前置作業，是所有計畫案的基礎，如果前面沒

有打好基礎，後面就很難去推行，蒐集完文獻就能對整個清法戰爭作比較完整的闡述

，之後再做其他的媒體設計，或是場館佈置就有依據可以進行相關設計、繪畫，是整

個清法戰爭歷史再造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從種種史料發現到，大日本帝國元帥海軍

大將東鄉平八郎曾率領相關人員在清法戰爭時到臺灣觀察戰場情況，他表示，雖然日

本跟清法戰爭之臺灣戰場沒有關係，但從他們將戰事過程寫成報告書，可推論當時日

本對臺灣覬覦已久，該報告書現蒐藏在日本海軍省檔案館的資料中，從這些資料裡可

以了解當時日本人所觀察、記錄的有關清法戰爭的內容。 

清法戰爭之淡水戰場是重要的戰場之一，李其霖指出，因為淡水只有3個小時的戰爭



時間，留下的圖片資料很少，會透過法國的檔案資料或是中國的檔案資料，或是畫報

、報紙，經過想像把淡水的情況繪畫下來外，結合古地圖和GIS定位方式，對照現今

的地圖來判定戰爭的場域。從16世紀荷蘭、西班牙時期開始，一直收集到近代，約有

2、3百張的照片，未來將以時間軸的方式呈現，配合文字說明，幫助大家了解歷史。 

李其霖表達，從史料研究中得知，清法戰爭的淡水場域應是從現今沙崙到淡水高爾夫

球場的位置，現存淡水古蹟的滬尾�臺、海關碼頭、紅毛城、得忌利士洋行等建築也

與清法戰爭有關，淡水古蹟博物館目前規劃與清法戰爭之淡水戰場相關活動，今年

10月起會陸續推出，敬請密切注意。 

歷史再造 在地文化推動 

此外，為使民眾更了解清法戰爭的淡水故事，9月25日後在觀潮廣場設置裝置藝術

；10月1日則有五大展館，分別為滬尾砲臺、紅毛城、小白宮、海關碼頭、得忌利士

洋行，將會不定時舉辦與清法戰爭有關的展覽，；而淡水古蹟博物館自10月份開始

，設計滬尾戰爭的路線作為文化路徑，帶領遊客一同重回歷史現場，另外淡大學生也

參與社區活動，將穿著古裝現身記者會；10月9日晚間18時，在老街的三角公園，將

由新北市長侯友宜跟淡江同學進行直播活動，10月10日至13日將由本校的學生穿著清

法戰爭古裝的衣服，在老街、輕軌等地，與遊客進行互動，藉此宣傳十月份淡水將舉

辦一系列的活動；而10月26、27日晚間七點，在滬尾�臺公園參與「史詩劇——戰祭

1881」的演出，重現滬尾之役的狀況。 

歷史再造的意義 

清法戰爭對於清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戰爭事件，經過此戰役後，讓清廷開始積極加強

臺灣海防建設，如增加臺灣軍費、設立臺灣省等，劉銘傳成為臺灣第一任巡撫，發展

現代化交通等設施，並增建臺灣沿海十個現代化砲臺，淡水有兩座，一為北門鎖鑰

，一為保固東瀛，來作為淡水沿海的防禦。 

清法戰爭是淡水重要的記憶之一，不僅是戰場發生在淡水，淡水居民更深受影響。李

其霖表示：「期望這一系列的相關活動，能述說清法戰爭之淡水戰況的經過與結果

，讓民眾能夠理解到滬尾之役對淡水所造成的影響和文化發展，藉此以豐富整個淡水

的文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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