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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世紀以來，臺灣在歷史上幾經統治者更迭。1626年，西班牙人從臺灣北部的雞籠港登陸，
占領了現今的基隆和平島，在島嶼西南側興建聖薩爾瓦多城，與城內的許多醫院、教堂和修道院。
後經荷蘭統治、鄭氏父子與日治時期及戰後台船公司建設，聖薩爾瓦多城已不復見於今日。由於聖
薩爾瓦多城地竣工年代為1626年，更早於現存最早的古蹟－－於1634完工的安平古堡，若能找到尚
存的殘跡，勢將改寫大眾對臺灣古蹟的認知，因此本研究團隊與臺灣大學、台北科技大學、中央研
究院等單位合作，於2011年10月起，在西班牙考古學家團隊的指導下，於與當時西班牙人所建之諸
聖修道院（Todos los Santos）圍牆部分區域相符的平一路停車場兩個部分進行試掘。試掘之前，先
行於挖掘位置及考古現場周圍分區以透地雷達進行淺地表先導探測，找出可能存在之殘跡位置與深
度，以提供即時挖掘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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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反射式測線三維立體圖像XY方向剖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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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挖掘區域進行探測時並未發現明顯反射
訊號，但在由北方測線所疊合之三維圖形（圖
2a），可看出A、B兩個具空間連續性之異常構
造，深度範圍大約介於1.0公尺深至1.3公尺深。
而南方測線（圖2b）之資料剖面，可看出C、D、
E三個具空間連續性之異常構造，深度範圍介於
0.9公尺深至1.3公尺深。由於在測線旁挖掘區發
現約0.7公尺深處有一石牆，其位態與走勢相當
於構造C，研判可能為該石牆延伸，並有連結至
西北方的的可能性；而構造D、E因深度較深，
研判可能為年代更早期之構造，或是同一時期
地基較深的結構物。

而於空地進行的長測線中各可見清楚反射
訊號，經速度剖面推算深度約在1公尺上下，其
中亦不乏成線性之連續構造，為可能的磚石或
夯土相關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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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透地雷達探測結果與開挖發現作比對，
主要的發現為在B區開挖地所挖掘到的石牆，
由其走勢與位置來看，與圖2(a)的構造A與圖
2(b)之構造C相仿，因此判斷兩者可能為相同
構造，且很有可能為考古發現之石牆延伸。而
其他零星訊號位置於探測場址的分佈，與文獻
中修道院外牆和教堂所在位置，以及挖掘活動
發現的夯土結構（tapial）似有所關聯，尚待
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予以確定。

在未來，除了於南方開挖區域周遭進行探
測，與實際開挖發現比較其與透地雷達探測的
有效性，我們更計畫將就所發現之可能構造物
進行正演模型與速度反演模型建置，與發現之
不尋常訊號相比較，用以進一步確認潛在掩埋
構造的位置及形狀，並藉以瞭解可能之構造與
方法之解析度為何，作為未來挖掘活動的指引
及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