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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又要我去找他啊？」

「妳的西班牙語講得最好嘛！」

爸爸把重重的竹簍交給我。

背著爸爸捕到的魚，

我走到西班牙人的大堡壘旁邊。

佩德羅趕緊跑過來，他給了我一些銀幣，

我則把背上的竹簍卸下來，推向他。

「如果妳累到走不動了，可以拜託我背妳回家喔！」



《佩德羅的項鍊》導讀

西班牙人的到來

西班牙人與荷蘭人之間的競爭

《佩德羅的項鍊》故事背景

西班牙人與當地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佩德羅的項鍊》為西班牙人於聖薩爾瓦多城的存在講述了三個不同的面向。首先，殖民者挾著武力來

到 Quimaurri( 大雞籠社 ) 的巴賽人所居住的和平島；再來，Quimaurri 的原住民漸漸接受了西班牙人；最後，

隱晦地讓正在執行偵察任務的荷蘭軍隊出現，揭示了當時荷蘭與西班牙正在戰爭的事實。同時，也暗示臺灣

在歷史上一直都是不同殖民者們競相登上的世界舞臺。

西班牙人於 1626 年來到北臺灣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保護馬尼拉與福建之間的貿易。他們的貿易長

期受到荷蘭阻礙，荷蘭於 1624 年在臺南的熱蘭遮城設下據點後，這個情形又變得更加嚴重。西班牙人搭著兩

艘槳帆船與一些較小的船隻 ( 戎克船 ) 從馬尼拉出發，在 Quimaurri 當地的港口落腳，並定居於如今和平島南

邊的海灣。

儘管道明會傳教士們反對，西班牙軍隊仍以武力侵犯 Quimaurri，並燒毀一些原住民房屋，使居民心生恐

懼。不過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也正是這些傳教士們設法讓西班牙的行政長官以金錢賠償那些房子的屋主。西

班牙人開始建造堡壘、教堂及一些臨時房屋，小小的聖薩爾瓦多城便開始發展成長。

西班牙人剛在基隆設下據點的那幾年，在臺南的荷蘭政權還很不穩定。因此，西班牙人曾於 1626 年與

1627 年自馬尼拉派兩支艦隊到熱蘭遮城想要驅趕荷蘭人，但都因颱風阻撓而失敗。自那時起，雙方在臺灣島

上開始和平共處，直到荷蘭人於 1640 年自葡萄牙人手中奪取麻六甲，並於 1641 年試圖驅趕聖薩爾瓦多城的

西班牙人。當年他們並未成功，但隔年 1642 年，荷蘭人便達成目標。

《佩德羅的項鍊》這個故事的背景設定在 1626 年至 1629 年，也就是從西班牙船隊帶著士兵與菲律賓原

住民來到基隆，到荷蘭間諜船 Domburch 出現。這時候正是荷西和平共處時期的初期。Domburch 自熱蘭遮城

前來，目的是調查與評估西班牙人在基隆與淡水的軍事力量。

再者，以佩德羅的念珠為象徵，貫穿整個故事的另一個主軸是西班牙士兵們普遍的天主教信仰。當地原

住民很喜歡東南亞的串珠項鍊，所以故事主角──當地的原住民小女孩──一下子就被那條項鍊吸引。佩德

羅看起來正透過項鍊與一個不知名的人物說話，更為那條項鍊增添了神秘感。這個橋段將故事殘暴的開頭與

之後的結束連結起來，並促成西班牙人與原住民之間的聯盟關係。正確來說，主角與佩德羅之間的交流是由

道明會傳教士推動的。這樣的交流後來間接促成一個現象：不少西班牙士兵融入了當地原住民，還正式與原

住民女子結婚。甚至，他們因而在 Quimaurri 旁邊建立了一個小聚落，但位置並不明確。

雖然作者將《佩德羅的項鍊》的故事主角設定為士兵佩德羅與當地的原住民小女孩，但實際上，那個小

女孩代表的是正開始經歷第一次全球化的新一代巴賽族年輕人。他們在西班牙

的統治下成長，在荷蘭的統治下成年，對西班牙人非常了解，並熟知他們的語

言及教堂相關事務。例如於荷蘭統治時期成為 Quimaurri 新領袖的 Teodoro，

因為雙方皆通曉西班牙語，他能輕鬆地與新殖民者溝通，並提供他們許多不同

的服務，像是帶他們去探索太魯閣的產金區域，或幫忙收取基馬遜河 ( 今基

隆河 ) 沿岸聚落的稅金。

或許正是那項賠償政策促進了這兩個群體之間的友好關係。西班牙人與當地住民之間的互動非常頻繁，

Quimaurri 的孩童甚至在短時間內學會了西班牙語。

他們懂得傳教士的拉丁文，也知道士兵的 Taco( 玉米

餅 )。類似的情形亦曾於 1629 年至 1636 年間出現在淡

水河口的聚落，但後來當地出現對西班牙人的反抗，有

兩名傳教士遭到殺害，西班牙人與淡水原住民的關係經

營因此以失敗告終。

鮑 曉 鷗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教授

西班牙皇家歷史學院 通訊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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