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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計畫共分為五個子計畫，計畫一的基本分工結構有分為三個部分，

分別是基隆和平島漢人移民的歷史進程與當代社群、和平島社區與文化再

現和日治時期和平島的漁業發展三個部分，有關於和平島社區與文化再現

的基本課題就是將子計畫一中有關和平島歷史書寫的部分配合地理分布及

觀光產業佈建與社區文化再現的課題進行相關的梳理與實際進行和平島上

文化空間的歷史文化資產資訊提供與再現的思考與實踐。 

本子計畫文化再現的操作，經整體規劃思考共分為四個實踐點實施，

分別為潮境公園聖薩爾瓦多城附近、修道院遺址的公車站牌、憑寮里活動

中心、八尺門阿根納造船廠原民會館附近為主要施作點。這次的計畫操作

有幾個考量第一是對於和平島發展歷史的爬梳及理解，這個部分承兩位計

畫一同仁的專業以及分享作為文化再現部分的最重要的基礎磐石，和平島

歷經數百年數個不同國家的佔領或統治，和平島本身也是重要的東南沿海

以及國際間商業往來的重要轉點，因此不同的發展及不同的族群在島上都

留下了空間交疊的足跡。因此在整個大計畫準備以和平島豐厚的人文積累

資源轉化為國際級旅遊的產業發展，和平島的漁業、商業、族群、文化等

都分佈在整個島內不同的角落！現今和平島的生活紋理複雜，社區生活與

產業觀光交錯，能在重要的文化遺址現場進行適當的文化資產資訊的揭示

與提醒將會是厚實文化觀光基本服務的起點。 

 

二、計畫內容 

和平島歷經原住民族遷徙、荷蘭西班牙佔領、清朝劉銘傳時期、日本

殖民時期到民國政府迄今，豐富的文化脈絡背景，地理上又位居東亞的經

貿往返的重要據點，本身原本就具有國際性格的台灣北方要島，子計畫一



除了梳理歷史的不同視角外，文化再現的用意在於將文化資產轉為文化資

源，進一步提供未來發展國際觀光產業做準備的試點與實踐。 

計畫的操作的策略將尋覓能夠代表每一時期不同族群面向都能有可見

度，作為文化再現的基本精神，從觀光產業的角度，循者觀光客步行參訪

島上的規劃，能夠轉角看到豐富又多元的文化資產記憶及表徵，增加導覽

資源都是主要的目的。 

第一個階段選擇了四個點，第一個部分選擇潮境公園附近有聖薩爾瓦

多城遺址（現址為台船公司）做荷西時代遺址的影像呈現指現該地的數百

年前的時間感。 

地點的選擇有三個可能位置：第一就是潮境公園的旅客服務中心內或

外，找尋適當的地點提供圖資介紹，能將和平島各個朝代所留下的影像或

地圖經過設計來介紹這是一個充滿歷史的豐富之島。另外一個可能的地點

則是該終點站公車站牌內，也是一個可以將圖資資料介紹的重要可行地

點，唯一的需要處理的則是需要尋知基隆市公車管理處，依相關辦法規定

辦理，另一個可能的地點則是原聖爾瓦多城的遺址現址的圍牆，原只有一

些彩繪，如果經過詢問也可以將此一圖資進行展現，更貼近原只在線的精

神。 

 

第二個地點則選擇在前往潮境公園公車必經之地的修道院遺址現場公

車站牌附近進行相關的呈現。這個地點有一個正在進行挖掘計畫的修道院

遺址（平常做為社區的停車場），對面也有一個重要的公車站牌，當地社區

的居民也常在這個地點活動，因此早先就已經由當地社區社團進行社區營

造，進行口袋公園，以及公車站牌裝置了當地社區人文產業的介紹，所以

本計畫也將修道院遺址的挖掘過程以原址指稱的方式立牌說明，另外對於

社區工作站牌也進行更新佈置，將和平島的海藻產業、居民信仰以及觀光

景點等進行介紹。 

 

第三個地點則回到南端漢人漁業聚集區域，平寮里當地社區活動中心

是個適當的地點。這點也將以漢人近岸近海漁業發展歷史軌跡為主要標

的。這個部分平寮里活動中心李里長平常經營有成，因此在活動中心已經

儼然是地方的文化中心，有些收藏有些故事，所以本計畫也將在此特將本

計畫精神進行相關佈置與妝點。 

 

第四個地點則選擇在和平島嶼台灣島連結的阿根納造船廠遺址與八尺

門舊車站目前為原住民文化會館及廣場一帶作為展現的標的。本計畫點有



許多的可能性，除了本身地點的特殊外，阿根納造船廠的遺址已經成為了

年輕人觀光打卡的景點外，此點也是台灣島與和平島最近連結的點，就發

展歷史而言，都有許多重要的意義，然而此地有原住民文化會館，旁邊也

有阿美族的聚落，附近廣場也是唯一有可能停大型車輛的區域地方，然而

更重要的是根據史實記載，這裡有八尺門線的原址，原本台灣北部的煤礦

靠五分車集中運往碼頭（現阿根納造船廠遺址）載運往海外，這個八尺門

產業鐵道附近隧道都還在，在產業遺址以及規劃未來區域地方發展而言，

極度有潛力，作為和平島國際觀光旅遊的重要的據點不為過。而本計畫也

會將此重要的圖資轉換成文創商品，作為計畫執行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三、小結 

本計畫計畫一的結構在於有者歷史梳理的基礎，在依此基礎之上做第

一個階段的文化再現的規劃設計與施作，而與其他的子計畫中直接在往前

進階設計進行整個海洋意象的文創設計品牌包裝等。是一個有邏輯有層次

並互相套疊的整合型計畫。 

執行本子計畫的感謝在於雖然平常的印象和平島有者天然美麗的海蝕

地形，也知道這裡曾有荷蘭西班牙等佔領的時代，政府部門也正同時進行

者大歷史現場整理的相關挖掘、考古、還原的計畫，然而海洋大學 USR計

畫則是以大學社會責任為出發點，對於當地的社區、產業、歷史、族群有

了一次全面整理的機會，然而對於這樣的施作，則面臨到專業介入的細膩

操作過程，必須經過首先先了解當地社區、產業、社群的脈絡，並尋找思

考適當的介入手法，讓當地社群能先了解並接受本團隊的出發點以及用

意，以及最麻煩的得讓社區能了解我團隊的產出能夠對當地的發展以及各

方利益都有正面且專業的助益，方能順利的推展，並順利地將海洋大學的

關心以及專業協助成為當地地方發展的重要支柱以及支撐。且橫向上與公

部門的影響力的整合往往是不太容易的。但對於整理發展能有一個專業的

觀察與梳理，且學院式的理論能有現地基地的對應，許多理論與實務的落

差將能有效地的被觀察與調整出來。文化再現地操作也正是有這樣的機會

能讓文化資源以文化產業發展的角度以及思維進行轉化轉譯，重新推那調

整其結構能夠成為新的產業的可能性則是一大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