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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學資料之數位庋用與策展： 
以「基淡雙城」為例

林信成a*　范凱婷b

摘要

臺灣發展地方學已有30餘年，長期存在研究資料無法有效保存、
加值、再用，並轉化、推展等問題。本文基於數位庋用與策展概

念，提出一套地方學資料數位庋用與策展模式，供各界參酌；並

以17世紀北部臺灣西荷時期遺留之雞籠與淡水兩座古城為實例，
從相關史料開始，著手文獻資料之蒐集、篩選、彙整，同時進行田

野調查，並將所徵集之資料，加以數位化處理與保存；再者，思

考後續數位內容之取用、展示與再用，以轉化為適合公眾閱覽之科

普內容；最後，透過3D模型的開發與呈現、VR虛擬策展的實境體
驗，加上影片製作、播出，進行虛實整合。此外，本研究亦因應

Covid-19疫情推動線上策展，其效益從線上觀看資料分析得知，
數位策展的確具有不受時空限制傳播之效。

關鍵詞： 地方學，地方知識學，資料庋用，數位策展，數位人文，
新冠疫情

前　言

㈠ 研究背景與目的
地方學（local historical studies）或地方知識學（studies of local knowledge）

意指針對一個特定地區的歷史文化、社會習俗、生態環境、風土民情、建築藝

術⋯⋯等各面向知識，進行全面瞭解、探查、研究與考證的學問。其研究成果

除了客觀描述區域特色外，同時也為了讓當地人們瞭解地方知識，凝聚社區意

識。臺灣地方學發展自1980年代後期至今，已累積相當成果，然而，其研究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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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一，是許多資料來自地方政府與民間，除了學院內的專家學者外，在地耆

老、文史工作者、資料蒐藏者⋯⋯也都可以是地方學資料的提供者，其資料產

出背景分散、多元且樣態不固定，亟需有效地整合管理與傳播利用。

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與數位策展（digital curation）為近年來圖書館界
相當關注的議題。伊利諾大學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研究院對前者的解釋為：資料

庋用是一種動態的資料管理過程，是對使用者感興趣和有用的資料，依其生命

週期（life cycle）加以進行積極和持續的管理。1 而英國數位策展中心（Digital 
Curation Centre，簡稱DCC）對數位策展的說明為：在數位資料的生命週期中，
對其進行管理、保存和加值利用。2 其中都談及了關於在資料生命週期中的動
態管理工作，這與Curation一詞的原意有關，從字面而言，該字源於拉丁文
cura，有關照、照料（to take care）之意。因此，不論中文譯成「庋用」或「策
展」，皆指對資料的積極保存與管理，亦即在其生命週期中實施一連串處理、

保存、典藏、展示、再用⋯⋯的關照過程。據此而言，採取數位化方式有效保

存與推展地方學資料的做法，可視為地方學研究能否延續的重要關鍵之一。因

此，本研究期許資料庋用與數位策展所強調的資料動態管理模式，能成為一種

足以持續地方學知識內容被理解與接受的模式。

地方學既是一個以區域為框架概念的學科研究，大多以某特定地方為研

究場域，探究其中人們生活、文化與歷史等面向。臺灣地方學研究發展至今已

有30餘年歷史，其中，北臺灣的基隆和淡水是兩個非常重要的研究場域。歷
史上，雞籠（基隆舊稱）和淡水自大航海時代起，就是東西方海權必爭之地，

西班牙人、荷蘭人都曾先後在兩地築城，作為發展貿易和傳教的據點；其後明

鄭軍隊驅趕了荷蘭人，直至滿清政府在天津條約後開放淡水通商，促使淡水躍

升為國際商港，繁華一時；到了日本時代，發展重心才又移往基隆港；直到如

今，全臺政經中心的臺北，其發展更是與淡水、基隆息息相關。在1654年荷蘭
人所繪製的大臺北古地圖淡水與其附近村社暨雞籠島略圖中，早已宏觀地描繪

出17世紀時的雞籠、淡水與臺北，已因著海洋、河川、平原和山谷等多樣地
形，發展出許多不同樣貌的重要聚落，該圖也因此深獲許多歷史學者之關注與

研究。3

由此，本文從地方學所需的動態資料管理角度出發，試圖以圖書館界所

關注的資料庋用與數位策展相關領域，依據地方學資料之特性，提出一個數位

庋用與策展的上、中、下游模型，實際應用於地方學資料上，並以大航海時

代，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在雞籠與淡水所建的兩座古城堡—基隆聖薩爾瓦多城和

淡水紅毛城（本文合稱「基淡雙城」4），做為研究實例，對其進行數位庋用與策

展。其過程涵蓋史料蒐集、田野調查、系統實作、數據分析；而其成果則包

含：以網站彙整雙城數位內容、以3D建模重塑古城樣貌、以VR策展重現歷史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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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以數位短片傳達地方知識；同時，亦兼論Covid-19疫情對本研究所造成
之影響與因應。

㈡ 研究問題與方法
地方學研究資料的建立、匯集與轉化，最終目的是讓一般民眾更瞭解自己

土地的故事，進而凝聚社區意識，讓地方記憶更廣為人知。而本文關注的是北

部臺灣早期的地方發展歷程，將時間回溯至雞籠、淡水介接國際社會的大航海

時代。17世紀佔據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為了在遠東貿易航線上擁有更佳戰略位
置，而從呂宋島北上，前後分別佔領雞籠社寮島（今和平島）與淡水河口，建

造了兩座城堡。其中，淡水的聖多明哥城雖毀於西荷戰火，但後來荷蘭人於原

址附近重建，即如今大家熟悉的淡水紅毛城；而基隆和平島上的聖薩爾瓦多城

今已不復存，雖有許多學術研究進行探討，但因城堡遺跡已消逝無蹤而鮮為大

眾所知。本文便是基於讓這些地方記憶更廣為人知之宗旨，而以「基淡雙城」

作為數位庋用與策展主題，並擬定如下研究問題：

1. 近四百年來基淡雙城經歷許多歷史事件，應收集、篩選哪些重要研究資
料加以轉化，以讓讀者更易理解？更有利於推廣而為大眾所知？

2. 不復存之雞籠城，其外觀為何？位於何處？除了從文獻史料得知之外，
能否藉由田野調查，從現地資料進一步瞭解當時之歷史場景？

3. 基淡雙城相關之數位內容如何有效彙整，以便使用者利用？
4. 基淡雙城之歷史樣貌如何重塑？歷史場景如何重現？
5. 面對Covid-19疫情之影響，基淡雙城及其相關之在地知識如何更加普及
傳播予社會大眾？推展成效又如何？

為解決上述研究問題，本文採用之研究方法如下：

1. 史料蒐集與整理：用以瞭解、歸納基淡雙城近四百年來所經歷之歷史變
遷，及其外觀、位置等。

2. 田野調查：實際走訪基淡雙城所在地，瞭解其現況並收集相關資料，輔
以徒步、搭船、無人飛行器之陸、海、空拍攝，以補文獻及史料之不

足，且可做為後續產出數位內容之用。

3. 系統實作：藉由實際建置網站，彙整基淡雙城之數位內容；以 3D建
模技術，重塑基淡雙城之歷史樣貌；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
VR）技術，重現基淡雙城之歷史場景；拍攝製作數位短片，將基淡雙城
之在地知識普及傳播予社會大眾。

4. 數據分析：用以觀察與分析本研究之數位庋用與策展成效。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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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㈠ 地方學
地方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先秦時代周禮．地官提到：「掌道方志，以詔

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5，即指：掌握地方的地理可以知道地

方樣貌，掌握其災害及變化可以知道地方風俗。「地方志」將地方歷史、地理、

人物、自然、經濟發展等內容紀錄造冊，一直是過去行政官員瞭解地方事務，

以及治理地方的重要工作。明清以後地方的鄉志或鎮志撰寫，以地方官統籌召

集地方文人仕紳撰寫的模式為主，例如清代淡水廳志由淡水廳同知陳培桂邀請

侯官舉人楊浚代為纂輯，集合過去竹塹進士鄭用錫的淡水志初稿與金門舉人林

豪的淡水續志稿於同治十年（1871年）完成刊行。6  「地方志」這樣半官方記錄

區域人事、地物、歷史的傳統延續到了現代，遂成為地方學研究的知識型態。

臺灣地方學研究大致發端於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學院內史、地相
關學門的研究者意識到地方鄉土探索的意義、區域研究的價值，開始出現了

地方學研究的聲浪。當時在學院內，臺灣文史的研究受到學者們較高的關注；

另一方面，同一時期中央與地方政府亦開始有意識地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計畫 7，在這些主客觀條件的推波助瀾下，地方學在該時期掀起一陣波瀾，其

中較明顯者包含當時各地方政府翻修地方志，民間團體共同響應推動「大家來

寫村史：民眾參與式社區史種籽村建立計畫」8 等地方文史資料的撰寫、匯集、
整合，期望在全民一起加入地方學知識建設，透過瞭解與傳遞地方歷史與文化

知識，達成社區的永續經營。

由於地方學在學者與地方政府的相互配合下逐漸蓬勃發展，也激發了地方

民眾的社區意識，因而在過程中產生許多不同樣態。學者王御風曾以推動地方

學的團體為分類項目，歸納出四種面向：1.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地方學。此類
地方學大致以地方政府邀集各地方文史學者，共同撰寫地方志或舉辦地方學學

術研討會等方式為主。2.以大專院校為主導的地方學。此類地方學發展於各地
方之大學學院內，藉由大學的相關科系為核心，同時跨系、跨院以及與地方社

區結合。3.社區大學為主導的地方學。此類地方學與1990年代政府推動的「社
區總體營造」有關，在各地開設社區大學，以讓社區民眾凝聚社區與地方意

識。4.民間團體為主導的地方學。這一類型地方學的推動團體，如：「東臺灣研
究會」與「臺灣地方學研究發展協會」等，不同於單一地點與行政區的地方學研

究，可能是跨縣市的地域概念整合。9 地方學的四種發展樣態，整體而言以大
專院校主導推動的模式能見度較高。此外，近年來各大專院校因應政府政策響

應「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10，各地大學以更緊密的地緣關係與地方連結，將

學院內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帶動地區繁榮與發展，推動社會永續向前，使地

方知識學也能更加普及與推展。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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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地方學在30餘年的發展下，當初藉由社區共同發掘、撰寫地方知
識內容的工作，出現一些結構性的問題，長期投入地方志撰寫研究的張素玢指

出「許多偏鄉欠缺長期運作的文史工作社團，使編纂團隊難以獲得來自社區的

支持，而必須單兵作戰。由此可知，地方學、社區總體營造、大家來寫村史等

參與式的地方知識建構，事實上存在著城鄉差異，仍須借重有經驗的學者建構

地方史志，下一階段再求「擴大參與」或文化轉譯」。11

顯然，時至今日地方知識的建構與推廣，仍無法達成當初所設定的目標，

城鄉差距的隔閡，需要從學院內的地方文史研究出發，再尋求地方民眾的共同

參與。然而，一般民眾閱讀、理解、運用文史學者的地方學研究成果，有一

定程度的困難，因此，所謂的「文化轉譯」工作便顯得更為重要。文化轉譯一

詞脫胎自法國社會學家Bruno Latour與Michel Callon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其
中提到的「轉譯」概念，意指在社會互動過程中，所有的行動個體都需要透過

不停理解他者與讓他者理解的動態過程中建立社會關係網絡，而其中這些彼此

理解的方法即是「轉譯」的過程。12 由此可見，地方學知識的文化轉譯，基本
上便是著眼於地方學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如何加以轉化讓社區居民能理解與共

鳴，以及居民的在地經驗如何回饋與地方學者，如此的雙向轉譯可能是地方學

與社區營造推展的下一步里程碑。

然而文化轉譯的過程如何篩選學術文獻資料？如何轉化、結合地方記憶，

提供一般民眾更科普化的地方知識？如何善用數位科技加以典藏、利用、傳播

與推展？都是地方學文化轉譯所面臨的實際挑戰。

㈡ 雞籠城與淡水城
歷史上的「基淡雙城」，與西荷殖民者於早期北部臺灣之經營密切相關；而

臺灣地區史的研究，又與地方學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臺灣史的研究起源極早，直至1990年代成為矚目的焦點。1999年起，「國
科會人文中心」（現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擬從宏觀的角度檢視從

1945年戰後以來至2000年為止各人文學門的研究成果，並將檢視結果專文撰
寫紀錄。13 而在臺灣地區歷史的研究中，關於北臺灣西荷時期的研究早期以曹
永和為大家，其相關研究最後集結成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與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

編兩本專著中。14 此外，亦有從西、荷外語史料翻譯進行臺灣歷史的研究，與
本文較相關的有陳國棟「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一文 15，文中說明了西荷時

期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在北臺灣的經營過程與宗教、產業活動等。之後有廖漢臣

「西班牙據臺考」、「荷人經略北部臺灣」、翁佳音「西班牙道明會在北臺灣的宣

教」、陳國棟「淡水聚落的歷史發展」等相關研究。16 而以荷蘭人繪製的古地圖
為研究依據者有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從荷蘭人繪製的大臺北古地圖中已

可見雞籠城與淡水城的城址。17 此外，外國學者中，鮑曉鷗有多篇西班牙人在
臺灣治理情形的研究，最後集結成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書。18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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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關於雞籠城地點的研究，以2002年鮑曉鷗與成大公共工程研究
中心合作，利用透地雷達技術進行基隆和平島古堡舊城牆遺址之探測，最後完

成的成果報告最具代表性。19 藉由現代科技工具的輔助，對地下古城堡遺跡探
勘，結果與古地圖上所繪位置幾乎相同，但仍希望能藉由實地考古挖掘才能確

定。另外，2008年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技士高祥雯曾撰文尋找消失的北荷蘭城
堡位置，文中透過歷史文獻與古地圖比對，以及現代數位套疊地圖等技術，試

圖將已消逝的雞籠城地址定位得更為精確。20

㈢ 資料庋用與數位策展
「資料庋用」與「數位策展」就中文字面而言是兩個不同的詞，然而細究

兩者所對譯的英文原字：「data curation」、「digital curation」，顯而易見的發現
「curation」一詞是相同的。何以其一成了「庋用」？另一成為「策展」？也許可
就各自發展的脈絡梳理其故。

1. 資料庋用
資料庋用從資料（data）的角度出發，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個面向來看。就

廣義而言，其所指涉最大原則即是對資料的管理，並以此確保資料的價值。21

為了能延續其價值與再用的機會，資料庋用在資料的保存上，更關心的是資料

在其生命週期中的維護、管理與資料描述的過程與方法。22

然而，圖書館、博物館等談及資料庋用之時，一開始是源於各項科學研

究領域因研究工具發展與研究資料產生與保存的技術進步，逐漸產生了相較於

以往更多的研究資料（research data），為了使大量的研究資料不至於造成混亂
與無序，資料庋用中的管理歷程成為一項重要的關鍵 23，其中的curation一詞即
是指對資料的關照歷程，包含對資料的組織、描述、整理、呈現、利用與再

用等。24 由於一開始較關心與偏重的是學術研究資料，因此也有學者在解釋資
料庋用與數位策展之區別時，將資料庋用的「資料」界定在研究資料上，認為

資料庋用概念常應用於科學、社會學和工程領域。25 所以中文所謂的「資料庋
用」，狹義的指涉範圍即是研究資料的動態性管理歷程。

2. 數位策展
數位策展在英國DCC的定義中，即是對數位資料的管理與保存方法，使數

位資料能更長期的存在。26 由於日益漸增的數位資料，有研究者在data curation
之外，又另外提出digital curation的概念，為了能達到數位資料更好的長期保存
與管理，藉由對數位資料進行徵集、保存、加值利用⋯⋯等符合其生命週期發

展的管理方法。27 值得一提的是，有學者在區別資料庋用與數位策展的curation
有何差別時提到，數位策展不限於研究資料，其中的curation更強調如何讓資
料能藉由數位工具改善、脈絡化以及更有效率的傳達予一群適當的使用者。

http://joemls.tku.edu.tw



313林信成、范凱婷：地方學資料之數位庋用與策展：以「基淡雙城」為例

28 因而curation翻譯成「策展」一詞，似有強調讓數位資料接受良好的保存、加
值、利用⋯⋯過程，且有效地再現展示於使用者面前之意。

從上述簡單的脈絡梳理可知，「資料庋用」與「數位策展」關注的

「curation」一詞，所指的皆是管理、保存、展示的動態歷程，兩者皆涉及藉由
關照研究資料或數位資料的生命週期發展，達到保存與維持資料的存在與價

值。然而data curation與digital curation兩者在中文語譯上卻以不同的字眼呈現，
一則稱「庋用」，一則稱「策展」，這無疑都造成了對curation原始意義上的割裂。
從原意而論，無論庋用或策展，其所表述的都是在資料生命週期中的動態管理

歷程。

如前所述，curation希臘文字根cura有 take care照料之意，後來衍生成對
個人事物的監控管理，到1960、70年代博物館或圖書館才將其延伸為挑選、保
存、展示⋯⋯等資料管理的歷程 29，而從事該項工作者稱為 curator（通常譯為
策展人）。因此無論data curation或digital curation，應該將重點放在資料管理的
動態生命週期上，無論所管理的是否為研究資料，或是否為數位資料。因此，

本文將digital curation譯為「數位庋用與策展」，實則指藉由數位科技對各式資料
的動態關照歷程，包括徵集、篩選、描述、說明、儲存、轉化等一連串資料

管理歷程，而本研究將之應用於地方學資料，著重於對其加以系統化、數位化

的動態管理過程。

三、地方學資料特性與數位庋用策展模型

㈠ 地方學資料之特性
臺灣地方學研究發展至今30餘年來，其主力除了從學院內臺灣史研究中

分支出不同區域的地方學外，另一方面則源於「大眾史學」（public history）概
念 30，地方文史工作者、社區團體與社區大學等組織亦同樣進行地方文史資料

搜集與保存工作，兩者皆給予地方學相當的養分。然而，學界與民間地方學的

資料統整，長時間卻有賴於地方政府的補助與主導，資料彼此間的關聯及再利

用程度並不高，且礙於地方政府行政區劃，地方學研究始終無法擴及更大的範

圍，而難以進行區域整合；再者，地方學研究雖有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加入，研

究成果卻無法真正普及於一般大眾。王御風在考察各地地方學發展的現況後提

到：「唯有整合各方力量，如大學與社區大學合作，統合學院內學者與地方文

史工作者對地方知識的看法，才能讓地方學跳脫現有的格局，持續發展」，點

出了地方學發展的困境。31

由於來自民間的資料分散、多元且樣態不固定，若要長久發展，勢必需要

更有效地整合方式。有鑑於此，學者林信成於多年前即認為地方學研究亟需一

個能將分散且多元資料，加以系統性彙整的數位平臺，遂於2013年藉由數位共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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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方式創建淡水維基館 32，試圖為地方學資料之匯集、管理與轉化找尋一條可

行之道。

㈡ 地方學資料之數位庋用與策展模型
不論資料庋用或數位策展領域之文獻，皆一再提及所謂的「資料生命週

期」（data lifecycle）。本研究綜合許多文獻所述，並依據地方學資料之特性，歸
納地方學資料之生命週期，並依供應鏈（supply chain）的概念區分為上、中、
下游：上游包括資料的徵集、產出、建立；中游則包括資料的處理、分析、保

存；而下游則包括資料的取用、展示、再用等。繪製如圖1所示。

圖1　地方學資料生命週期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若再進一步將此地方學資料生命週期歸納出各項細部作業，便可進一步得

出如圖2所示「地方學資料之數位庋用與策展模型」。
上游 中游 下游

徵集、產出、建立 處理、分析、保存 取用、展示、再用

1. 資料收集
2. 史料考證
3. 田野調查
4. 口述訪談
5. 其他⋯⋯

1. 資料整理
2. 分類歸納
3. 詮釋資料（著錄）
4. 典藏儲存（於系統中）
5. 其他⋯⋯

1. 創意加值
2. 多元展現
3. 轉化再用
4. 策展傳播
5. 其他⋯⋯

圖2　地方學資料之數位庋用與策展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其中，上游的資料徵集、產出與建立，由於地方學資料具備分散、多

元和不完整等特性，因此需藉由資料收集、史料考證、田野調查、口述訪

談⋯⋯等方式進行；中游涵蓋的資料處理、分析與保存，包含了類似一般圖

書館核心任務的資料整理、分類歸納、著錄詮釋資料、典藏儲存於系統中

⋯⋯等工作；而下游所包含的資料取用、展示與再用等過程，則偏向以創意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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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多元展現⋯⋯等方式，將資料轉化再用，並加以策展傳播，以利推

廣普及。

四、「基淡雙城」之數位庋用與策展

接下來將以本研究近期完成的「基淡雙城四百年」為實際案例，詳述如何

基於上述「地方學資料之數位庋用與策展模型」，藉由史料蒐集、田野調查、系

統實作等方法，將相關資料轉化為數位內容，並予以加值再用的過程。首先，

從文獻史料著手，以瞭解基淡雙城近四百年來之歷史變遷、外觀位置等基本資

料；進而實際走訪基淡雙城所在地，以探查其現況並收集文獻史料所不及之相

關資料，輔以徒步、搭船及無人飛行器之陸、海、空拍攝，做為後續產出數

位內容之用；之後，透過對主題資料的轉化描述，以數位內容形式儲存、彙整

於事先建構的數位人文系統中，使資料朝向數位化保存；再者，藉由3D建模
技術重塑古城歷史樣貌、以VR技術展現雙城虛實場景、著手製作數位短片、
舉辦虛實整合VR展，以助在地知識之普及傳播；最後，經由使用者資料分
析，印證即使在Covid-19疫情影響及衝擊下，數位內容也能不受時空限制，無
遠弗屆的傳遞。

以下依前述的上、中、下游模型，分三部分說明：㈠數位內容的徵集、產
出與建立；㈡數位內容的處理、分析與保存；㈢數位內容的取用、展示與再用。

㈠ 數位內容的徵集、產出與建立
1. 蒐集整理史料以瞭解基淡雙城歷史變遷
首先，本研究藉由史料蒐集與分析，以文史專家的學術研究成果為汲取

之內容與素材，並考慮讀者的需求，將徵集所得之相關資料去蕪存菁、篩選確

立後，依時間序歸納整理，將基淡雙城近四百年來的歷史變遷，轉化為大事記

要，並依一般臺灣史分期整理如表1至表5所示，以利讀者迅速掌握與瞭解。
以往雖有許多針對這兩座古城的研究，但大多分開處理，少有如本文將其一併

看待，並歸納整合、清晰表列者。再者，此項任務極度依賴策展人之專業能

力，以對策展內容進行精準判讀與篩選。由於本文作者多年來投入淡水地方知

識學之研究，又身兼本次任務之策展人，因此，依自身累積之經驗與學識，對

基淡雙城資料進行徵集、篩選、描述、說明、儲存、轉化等工作，乃責無旁

貸之事。

茲將蒐集的史料挑選重大事件並按時間序列，以利讀者瞭解，除了藉此作

為基淡雙城興建、存在、消失等狀態的對照外，更有喚起民眾對臺灣與國際大

航海時代的既有印象與知識。此外，本研究在後續的「基淡雙城四百年」VR策
展活動中，亦是以此表所彙整之資料為基礎，再加上後續收集之古地圖、圖

片，田野調查所拍攝之照片，綜合進行美編設計，將其轉化成圖文並茂的展架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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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淡雙城大事記：西荷時期
年度 基淡雙城大事記：西荷時期

1624 荷蘭人佔領大員，增強了呂宋西班牙人謀取北台灣之決心。
1626 西班牙人自呂宋出兵佔領雞籠社寮島（今和平島），建「聖薩爾瓦多城」。後來

又建立全台首座天主教堂「諸聖堂」，作為向中國和日本貿易、傳教之基地。

1628 已據有雞籠之西班牙人攻佔淡水，建「聖多明哥城」（今紅毛城前身）。
1638 西班牙人因支援菲律賓防務，自毀「聖多明哥城」並撤離淡水。
1642 大員荷蘭人北上攻打雞籠西班牙人，西班牙人戰敗投降。

荷蘭人重修雞籠「聖薩爾瓦多城」，改稱「北荷蘭城」。

1646 荷蘭人於淡水「聖多明哥城」原址附近重建新城砦，改稱「安東尼堡」。
1654 荷蘭人繪製大台北古地圖，清楚可見和平島上的「北荷蘭城」和淡水的「安東

尼堡」（當時該城尚擁有尖塔）。

表2　基淡雙城大事記：明鄭時期
年度 基淡雙城大事記：明鄭時期

1661 鄭成功出兵攻打大員荷蘭守軍。
1662 荷蘭人向鄭成功投降並撤出台灣。同年，鄭成功去世，鄭經即位。
1664 荷蘭人去而復返，佔領雞籠、重修北荷蘭城，以利長期對抗鄭氏政權。
1665 鄭經派兵佔領已廢棄的淡水城，控制糧食供應，造成雞籠荷蘭人糧荒。
1666 明鄭守將攻打雞籠荷軍，但無功而返，持續在淡水與雞籠荷軍對峙。
1668 荷蘭人在與明鄭軍隊對峙多年後，自燬北荷蘭城，並從雞籠撤離。

此後，雞籠、淡水雙城一度做為鄭氏政權流放犯人之所。

1681 鄭經逝世，鄭克塽即位，為防清廷攻台，命將軍何祐戍守雞籠、淡
水，並修葺雙城。

表3　基淡雙城大事記：清朝時期
年度 基淡雙城大事記：清朝時期

1683 鄭克塽降清，鄭氏王朝滅亡，台灣歸清王朝統治。
基淡雙城再度被任意棄置，荒廢達四十餘年。

1724 淡水廳同知王汧辦理地區防務，重修淡水紅毛城，並於四周興建
東、西、南、北四座城門。

1788 兩岸對渡港口除台南對廈門、鹿港對泉州外，加開淡水對福州航線。
1854 美國馬其頓號至社寮島探查煤礦及「雞籠城」遺址。
1860 中英天津條約簽訂，開放淡水為通商口岸。
1861 英國於淡水設立領事館。
1867 英國與清廷訂定紅毛城永久租約，大幅修葺之，稱為「舊荷蘭城

堡」，並將領事館遷入。

1872 馬偕於9月27日訪問社寮島，日記寫道：「在島的一端，看到一個荷
蘭城堡，應是兩百多年前建的，方型建築，佔地幾英畝，由沙石和
砂漿建造，敷上石灰，四周牆深約十英尺，四角於城牆高處設有土
壘，牆圍成一圈，置砲於此。」

表4　基淡雙城大事記：日本時期
年度 基淡雙城大事記：日本時期

1895 清廷依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予日本，進入日本統治時期。
此時的雞籠城已剩斷垣殘壁，而淡水紅毛城則仍作為英國領事館。

1933 日本台灣總督府曾派學者村上直次郎對「聖薩爾瓦多城」遺址進行挖
掘，並鼓吹保護殘餘堡基。

1937 台灣船渠株式會社成立全台灣第一個現代造船場，部分場區建於雞
籠城遺址上。此後雞籠城不復存矣。

1941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向英美宣戰，淡水紅毛城的英國領事館關閉。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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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藉由時間軸的遞移演化，觀眾更能迅速地瞭解兩座古城四百年來的變遷

歷程，如圖3所示。

圖3　「基淡雙城四百年」展架海報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2. 田野調查聖薩爾瓦多城樣貌與位置
如今，淡水紅毛城主建築仍在，且已成為國定古蹟，資料多且不難收集；

然而，基隆聖薩爾瓦多城早已不復存，其相關資料、外觀位置等，皆僅能從史

料、文獻或古地圖中查找。由前述文獻探討中的許多史料記載可知，原西班牙

表5　基淡雙城大事記：民國時期
年度 基淡雙城大事記：民國時期

1945 日本投降，台灣進入中華民國時期，同時接收紅毛城，開放參觀。
1946 英國以具有「永代租借權」為由重新取得紅毛城，並復設領事館。
1950 英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但駐淡水領事館仍維持業務運作。
1972 英國正式自淡水紅毛城撤館；之後陸續將淡水紅毛城委託澳大利

亞、美國代管。

1980 經過多年交涉，英國終於正式歸還淡水紅毛城予中華民國政府。
1983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淡水紅毛城登錄為一級古蹟。
1984 淡水紅毛城經整修後開放予一般民眾參觀。
1997 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後，淡水紅毛城改列為國定古蹟。
2002 台灣大學鮑曉鷗教授與成大公共工程研究中心合作，利用「透地雷

達」進行探測，發現「聖薩爾瓦多城」遺址應位於台船造船廠內。

2016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臧振華教授與西班牙考古團隊合作，在和平島挖
掘西班牙教堂遺跡，發現歐洲人骨骸。

2019 基隆市政府邀請清大臧振華教授及西班牙考古團隊，再度調查聖薩
爾瓦多城和修道院遺址，於和平島停車場進行考古挖掘，發現墓
葬、遺骸、空穴及十字架等物，確認該處應為諸聖教堂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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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建之聖薩爾瓦多城，後經荷蘭人占領、重修並更名為北荷蘭城，在荷蘭人

所繪製的古地圖中，詳細描繪了此城樣貌。圖4上截自1654年淡水與其附近村
社暨雞籠島略圖；圖4下的古地圖則繪製於1667年，原圖保存於荷蘭海牙國家
檔案館，目前所見為日治時期臺灣關係和蘭古圖古文書寫真集一書翻攝重製。

兩圖皆清晰地描繪出此城外觀有四個稜堡，此外，從史料更可進一步查知城牆每

邊長約100公尺，位置則位於基隆和平島的西南側，如今的台船造船廠所在處。

圖4　古地圖所示北荷蘭城（原聖薩爾瓦多城）之外觀及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截取自大臺北古地圖。

由於文獻或古地圖僅有平面的城堡樣貌，必須有進一步的立體資訊，方能

重建古城3D模型。幸運的是，本研究團隊從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得知，
該館正好典藏有一座基隆聖薩爾瓦多城實體模型，於是擬定前往該館進行田野

調查之計畫。首先，與館方取得聯繫，確認館藏模型現況良好；接著，安排時

間前往該館，實地進行模型之考察、研究與拍攝，所得照片如圖5右上所示；
再將所攝影像依據圖5左上古地圖所載古城位置，以影像軟體結合Google地
圖，完成如圖5下之推測位置圖；此外，從古今地圖的對照也可見和平島今昔
地景地貌的變遷，原本分開的三個小島如今已連成一體；最後，將田野調查所

得資料，連同前述蒐集整理之史料、古地圖，擇要彙整於本研究團隊所建的地

方學數位共筆網站淡水維基館（詳見：https://reurl.cc/VERMKR），以利後續使
用。至於此城的3D建模部分，則留待下一單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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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北荷蘭城：古地圖（左上）；實體模型（右上）；推測位置（下）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圖。

為了進一步瞭解聖薩爾瓦多城所在地之現況，本研究團隊另規劃了前往現

今基隆和平島進行田野調查的計畫，並擬定以陸、海、空方式，分三階段進

行：第一階段為陸路徒步調查與拍攝，第二階段搭船出海調查與拍攝，第三階

段出動無人飛行器進行空中調查與拍攝。茲分述如下：

第一階段的陸路徒步調查與拍攝，由於聖薩爾瓦多城遺址已深埋於現今台

船造船廠之下，一來，外人無法進入廠區，二來，即使入內也無從探查深埋地

底的聖薩爾瓦多城主城遺址。因此，本研究團隊選擇前往正在挖掘中的諸聖教

堂考古遺址，進行調查與拍攝。該項考古計畫係由基隆市政府文化局委託清華

大學和西班牙合組的考古團隊進行 33，挖掘現場位於離廠區不遠的和平島平一

路停車場，從基隆市區過和平橋後，左轉約一公里即可抵達，考古坑因搭有棚

架，極易辨認，如圖6所示。
現場有一塊看板，明確說明考古挖掘目的：

我們為什麼在平一路停車場考古

　　和平島在過去只有零星考古發掘，自2011年起，臺灣與西班牙聯合考
古團隊不斷探索平一路停車場（代號HPD-B）地下埋藏的豐富文化資產。
在前一次的發掘，藉由建築基座的出土、古地圖的對照以及墓葬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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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判定本停車場出土結構應是史料中的諸聖教堂。本次計畫除了擴大

發掘進一步確認教堂結構，深化我們對大航海特代西班牙人於公元1626-
1642年在北臺灣殖民活動的認識之外，也將收集更多歐洲人到來之前及之
後的考古資訊，以利重建在地綿長的歷史發展。34

圖6　和平島考古遺址照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第二階段的和平島田野調查，規劃搭船出海進行探查與拍攝，希望能從海

上以當年西班牙船員的視角，來看被當成要塞的和平島築城之地。本研究團隊

於2019年10月10日從基隆港搭乘遊艇出海，不久即望見和平島，其地理位置
就在基隆港出海口，如同扼守港口之咽喉，非常險要，難怪當年西班牙人選擇

在此築城。圖7上古地圖標示a點處即為城堡所在地，目前是台船造船廠廠區，
即圖7下從海上視角所見的基隆和平島照片中，佈滿起重吊架之處；b點是位於
山上的另一個較小的碉堡，目前為國防要地，無法進入。

第三階段的和平島田野調查，希望能從空中鳥瞰昔日聖薩爾瓦多城所在地

的現況。因此出動無人機進行空中調查與拍攝，並於空拍完成後，不斷檢視影

片並與古地圖、文獻史料反覆比對，終於推測出雞籠古城在影片中的位置，如

圖8所示。空拍角度除左上圖為由北往南，城堡位置隱匿在遠端建物外，其餘
三圖皆以框線表示古城約略之所在。此外，空拍的影片也可作為後續加值利用

之素材，如：剪輯成紀錄片、與VR互動程式結合⋯⋯等。

3. 系統實作基淡雙城3D模型
考量雞籠城今日已無實際建物，為了讓民眾對雞籠城有更具體與直觀性的

理解，本研究團隊認為所產出的數位內容應以視覺化資訊為佳，故決定以3D
實景建模技術，借助數位科技重塑基淡雙城之歷史樣貌。3D實景建模法中有一
項傾斜攝影技術 35，是近年來由國際攝影測量領域發展出來的，利用多個不同

視角採集影像，獲取豐富的建物頂面及側視影像及紋理資料，再以電腦運算出

建物立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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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雞籠城的3D建模方面，本研究團隊認為可將前述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的聖薩爾瓦多城模型當成實際建物，近距離以傾斜攝影法進行多角度拍攝，以

供3D建模使用。於是，向合作的3D建模工程師提出此一構想與做法，雙方討
論認為可行，再另約時間前往該館進行拍攝，然後進行3D實景建模。所攝影
像及最終建模結果如圖9所示。

而在淡水城的3D建模方面，查知文化部「臺灣數位模型庫」已建有該城之
3D模型（https://tdal.culture.tw/），且以CC BY-NC-SA 3.0授權條款釋出，如圖10
所示。只要符合創用CC之「標示來源 -非商業 -以共同方式分享」精神，皆可下
載使用。由於本研究團隊亦採創用CC，因此直接使用沒有問題，不需另行開發。

圖7　古地圖a點即城堡所在地（上）；從海上視角所見的基隆和平島（下）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圖、拍攝。

圖8　基隆和平島無人機空拍並推測聖薩爾多城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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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數位內容的處理、分析與保存
通常，數位內容需要有適用的典藏系統，才能有效的加以處理、儲存與應

用。對於北臺灣地方學而言，本研究團隊已建有一個以淡水河流域為場域（約

略為歷史上淡水廳之範疇）之淡水維基館。於是，便在該館開闢一個關於「基淡

雙城」之數位專區（http://tamsui.dils.tku.edu.tw/wiki/index.php/基淡雙城），再將
前述藉由史料蒐集、田野調查、系統實作所得之資料，加以組織整理、分類歸

納，並著錄詮釋資料，典藏儲存於該系統，以利後續的加值應用、策展傳播或

轉化再用。讀者進入該館之「基淡雙城」專區後，可再進一步點閱詳細內容，

圖9　實體模型（左上）；多角度拍攝近物影像（右上）、（左下）； 
3D模型（右下）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製作。

圖10　文化部「臺灣數位模型庫」之淡水紅毛城3D模型
 資料來源： 本研究下載自「臺灣數位模型庫」網站， 
  https://tdal.tw/product/Model/T2021110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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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聖薩爾瓦多城、淡水紅毛城等頁面外，尚可前往其他頁面，查閱相關資料。

如西班牙人當時為擴張東亞殖民地所做的調查報告馬尼拉手稿，西班牙人縱橫

東西海域的馬尼拉大帆船，荷蘭人所繪的大臺北古地圖以及研究該圖非常重要

的論著大臺北古地圖考釋⋯⋯等。

關於淡水維基館之詳細運作，可參見陳美聖、林信成先前發表之論文，此

處不再贅述。36 至於淡水維基館之「數位共筆」模式，是否確有益於地方學或地
方志之發展？ 2020年歷史學者張素玢教授曾指出：「以『數位共筆』方式取代傳
統方志的聲音時有所聞。這種融合數位科技、田野調查研究、社群經營、影像

敘事等等元素建置數位資料庫的方式，再透過數位協作平台由社群共筆，亦可

由全民一起來寫方志，目前較成氣候的有『淡水維基館』」。37 以上可視為歷史
學界對於淡水維基館正面的肯定。

㈢ 數位內容的取用、展示與再用
依據前述的「地方學資料之數位庋用與策展模型」，當所關注的數位內容，

在完成上游的資料徵集、產出與建立，中游的資料處理、分析與保存後，接

著，便可進行下游的資料取用、展示與再用等過程。因此，為了能更善加利

用前述所產出有關基淡雙城之數位內容，讓北臺灣早期歷史更廣為人知，本研

究團隊後續同步進行了兩項工作：其一，VR互動程式的開發與虛實策展；其
二，紀錄片的製作與線上策展。希望藉由創意加值、多元展現的方式，將資料

轉化再用，並加以傳播推廣。

1. VR互動程式開發與虛實策展
此項目標是在開發VR互動程式並以虛實整合方式，舉辦一場名為基淡

雙城四百年VR展的展覽。實作過程雖遭遇許多問題，幸好都能一一解決，
順利展出。

第一個遭遇的問題便是VR虛擬展場、文案、海報之規劃與設計。經與視
覺設計師、美工設計師、程式設計師不斷溝通討論、修改調整後，終於完成如

圖11所示的主展場概念圖（上）及VR展場3D模型圖（中）。主視覺為一M字的
弧型牆，正中央嵌入一部超大型電視，左右兩側為雙城海報展示牆，兩邊展牆

前方各有一展示台，分別用來放置基淡雙城3D模型。
第二個問題則是前述以實景建模完成的「聖薩爾瓦多城3D模型」，因立體

面數過多造成載入VR程式執行時嚴重遲滯，需再優化才能使用。解決之道是
以該實景影像版3D模型為基礎，重新人工建構向量版3D模型。在順利完成向
量版「聖薩爾瓦多城3D模型」後，加上文化部CC釋出的「淡水紅毛城3D模型」
亦是向量版，兩者便可依上述概念圖之規劃，順利置入VR展場展示台上，如
圖11（下）雙城3D模型所示，左下為淡水紅毛城，右下為基隆聖薩爾瓦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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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是VR程式的人機互動要設計成如何，才能吸引觀眾且易於使
用？由於本研究採用的是沉浸式VR，觀眾戴上頭盔即宛如與世隔絕，完全沉浸
在設計者建構的虛擬場景中。因此本研究團隊決定讓觀眾打破時空限制，體驗

如同親臨歷史現場的感覺：當其站在城堡3D模型前參觀時，只要以手握的控制
器點擊，即可飛離室內主展場，飛入另一個戶外場域，並從空而降、越飛越近

城堡，最後落地站在一個還原成實際尺寸大小的城堡前，如臨歷史場景般體驗

巍峨壯觀的古城，並可隨意遊走城堡內外，參觀其建築結構及周圍地景地貌。

這都是實體展覽、實體模型所無法做到的。此部分藉由不斷的腦力激盪會議，

與程式設計師反覆討論、修改，最終才順利完成。

第四個問題是VR頭盔與設備目前價格仍偏高，本研究經費有限僅能購置
一套，開幕式或展出期間無法讓多位觀眾同時體驗。因此，最後決定於展覽現

場以大螢幕將VR體驗者畫面即時輸出、搭配現場人員同步導覽、輔以實體海
報解說、播放預先製作的主題短片等多元方式，以使展覽達到最大效益。

圖11　基淡雙城四百年VR展：VR展場概念圖（上）； 
VR展場3D模型（中）；雙城3D模型（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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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問題則是如何面對Covid-19疫情的衝擊與考驗？本次VR展覽原定
於2021年5月3日至6月30日，在淡江大學海事博物館展出；然而，就在2021
年5月3日順利開幕後不久，即爆發新一波疫情，5月19日起全國進入三級警
戒，該館配合防疫政策而閉館，本展覽也因而中斷。幸好，本研究團隊透過兩

支影片，其一為配合VR展製作的主題影片，另一為後製剪輯的開幕式影片，
正好可以因應疫情，進行線上策展與推廣。

2. 主題影片線上策展與成效分析
在影片的製作與線上策展方面，原本規劃僅是配合VR展而拍攝一部同名

主題影片基淡雙城四百年，如圖13所示，再將其嵌入VR場景的主視覺牆中，
並於2021年5月3日的開幕式現場進行首播。

該片長度10分鐘，原定開幕首播後，即利用展覽現場的大電視不斷輪播，不
料2021年5月中旬，實體展覽因Covid-19疫情爆發被迫中斷。面對突如其來的狀
況，本研究團隊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捨實體展覽，而改以影片為主進行線上策展。

基淡雙城四百年影片線上策展方式是先擬好策展文案，再視疫情變化，機動

地於淡水維基館網頁、臉書粉絲頁或相關的Line群組分享、播放、推廣。為瞭解其
策展成效，本研究團隊根據使用者數據分析，統計至2021年9月6日本文撰寫為止，
前後四個多月共128天期間，影片觀看次數累積達16,933次，如圖14所示。觀察此
一走勢圖，大概有五波尖峰，以下試依據線上策展過程，分析其成效及原因。

圖12　以VR重現雞籠城歷史場景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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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基淡雙城四百年主題影片觀看次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首先，第一波尖峰出現在2021年5月3日開幕式。原因是影片除在展場首
播外，也同步在臉書粉絲頁分享，當天觀看次數有269次，之後隨即跌落。可
歸納為開幕式效應。

第二波尖峰出現在2021年5月18日疫情擴大時。因隔日5月19日即將進入
三級警戒，海博館封館、實體展覽暫停，於是本研究團隊緊急在臉書粉絲頁公

告改為線上策展，當日觀看次數衝高，有124次，之後同樣隨即跌落。可歸納
為臉書粉絲頁效應。

第三波尖峰出現在2021年5月30日。因觀察了前兩次趨勢，都是由於進行
了推廣、分享動作，才創造出流量尖峰，於是擬定一份較正式且吸引人的策展

文案，除在臉書分享外，也傳至相關Line社群，果然創造了218次的觀看，且
持續產生近三週的漣漪效應，至2021年6月21日才趨緩。此波走勢不再如前兩
次立即跌落谷底，初顯計畫性策展的效益。此外，本研究團隊還著手剪輯開幕

式影片，以作為下一波策展行動之用。

圖13　基淡雙城四百年主題影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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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尖峰出現在2021年7月1日。由於觀察到第三波走勢已開始趨於平
靜，因此將前一波的策展文案，連同新剪輯好的開幕式影片，再度於臉書、

Line社群加以推廣、分享。結果不僅當日創造了189次觀看，其持續產生的漣
漪效應，到了2021年7月16日之後竟如滾雪球般演變成另一波走勢。

第五波尖峰便是由此一雪球效應所創，出現在2021年7月22日的883次，
且產生的漣漪效應持續的時間更久。值得一提的是，此波大流量的本質，與之

前幾次皆不相同，是完全由網路社群主動發展而來，其尖峰更高、累計觀看次

數更多、持續時間更長，是線上策展所最樂見的情況。

從上述的使用者線上觀展資料分析，印證了即使在Covid-19疫情影響、
實體展覽停止的衝擊下，數位策展仍能以不受時空限制的穿透力，無遠弗屆的

傳播。

五、結　論

本研究依地方學資料之特性，提出一個「地方學資料之數位庋用與策展模

型」，並以17世紀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在雞籠、淡水留下的兩座歐式古城為例，
藉由史料蒐集、田野調查、系統實作、數據分析等方法，完成「基淡雙城四百

年」之數位庋用與策展。茲將研究成果歸納如下：

㈠ 藉由史料蒐集與分析，去蕪存菁，依時間序歸納、整併近四百年來基
淡雙城較重大之歷史變遷，包括：西班牙殖民者完成初步建設，後繼的荷蘭殖

民者重修改建；明清時期兩城皆荒廢一時，直到清末，雞籠城已成斷垣殘壁，

淡水城因淡水開港通商而整建成英國領事館；日治時期，雞籠城遺蹟因建設造

船廠之需而拆除；戰後民國時期迄今，雞籠城已不復存，紅毛城則因保存良好

而成為國定古蹟。如此，不但考慮讀者的資訊需求，利於讀者理解其歷史脈

絡，也符合本研究之數位庋用與策展目的。

㈡ 如今已不復存之雞籠城，從古地圖、史料、文獻探查，可知其外觀有4
個稜堡，城牆每邊長約百米；輔以田野調查，從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的實

體模型，可得知其具體外觀及樣貌；再借助對現址之陸拍、船拍、空拍等實地

調查，可進一步瞭解其位於現今基隆和平島台船造船廠所在處之遺址位置及現

況。此外，與其同時期之淡水城，因淡水開港通商而整建成英國領事館，得以

完好保留至今。

㈢ 基淡雙城相關之數位內容可依據本研究所提出之「地方學資料之數位庋
用與策展模型」，利用史料蒐集、田野調查，並以數位典藏或數位人文系統（如

本文採用淡水維基館），加以有效彙整，以便使用者利用。相信此一模式也可

適用於其他的地方學相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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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本研究利用3D建模重塑基淡雙城之歷史樣貌，以VR技術重現基淡雙
城之歷史場景。同樣的，此一模式也可適用於其他地方學相關主題。

㈤ 面對Covid-19疫情之影響，本研究除原訂VR展之外，另將基淡雙城之
在地知識拍攝成影片，並透過線上策展、網路推廣、社群分享等方式，更加普

及傳播予社會大眾。經由數據分析得知，128天之內觀看次數達1萬6千餘次，
推展成效相當不錯。此一模式同樣也適用於其他地方學相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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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Curation of Local Historical  
Research Data: Use “Two Ancient Forts  
of Keelung and Tamsui” as an Example

Sinn-Cheng Lina*   Kai-Ting Fanb

Abstract
Taiwan has been developing local historical studies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nd there have been problems such as the research data cannot be effectively 
preserved, added value, reused, transformed, and promot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digital cur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digital curation model of 
local historical research data, and uses the two ancient forts of Keelung and 
Tamsui left over from the Spanish-Dutch period in northern Taiwan in the 17th 
century as examples.  We start with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 collecting, 
screening, and compiling literature data, carry out field surveys and digitize 
the collected materials for processing and preservation.  Furthermore, consider 
the subsequent access, presentation and reuse of digital content in order to 
transform it into popular science content suitable for public viewing.  Finall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presentation of 3D models, the actual experience 
of VR virtual curation, plus the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of videos, the 
integr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is carried out.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also 
promotes online cur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benefits 
can be learned from the analysis of online viewing data that digital curation 
does have the effect of not being restricted by time and space.

Keywords: Local historical studies, Studies of local knowledge, Data curation, 
Digital curation, Digital humanities, Covid-19

SUMMARY

Research Background
“Local historical studies” focuses on understanding, investigating, studying, 

and examining a specific area, with the intention of knowing all aspects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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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place, including its history, cultural, social norms, economy, folklore, arts 
and architecture, etc.  Providers of research data in this field might b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ers, the local elderly,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from the 
academia.  Since research data come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the data source 
is diverse in nature and with all kinds of looks and forms; at present, an effective 
method of managing, sharing, and reusing is lacking, yet needed.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field of data management, the goal data curation (digital curation) 
is exactly on preserving and managing research data.  It covers the life cycle 
of handling research data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which includes 
processing, saving, preserving, curating, sharing, and reusing.  The goal of the 
study is therefore to apply the life cycle model originated from digital curation 
and develop a model of data curation for managing research data of local 
historical studies.

To propose a model of data curation for local historical research data, 
the research team used two ancient forts of Keelung and Tamsui (aka Fort San 
Salvador and Fort San Domingo) from the Spanish-Dutch period in northern 
Taiwan in the 17th century as the research target.  The process included colle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filed studies, system development, and data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preservation of related digital content in the form of a 
designated website, a 3D model reconstructing the ancient forts, exhibitions of 
virtual reality (VR) showcasing the historical sites, video clips sharing local 
knowledge.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also promoted research results through 
online cur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epidemic.

Research Ques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ultimate goals of collecting and transforming research data originated 

from local historical studies is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o better understand our local 
histories, thus bonding a stronger community that shares common values.  Local 
memories are promoted and preserved with such efforts.  Based on the goal of 
promoting local memories of the two ancient forts Keelung and Tamsui through 
digital curation, this study instigated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critical research data that need to be collected, filtered, and 
transformed so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would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licated 
historical events happened during the four-hundred years the two ancient forts 
went through?

2. What is the external look and shape of the no longer existed Poultry Crate 
(aka Keelung)? Where was it located at the time? Would field works and local 
historical documents help us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sites?

3. How could we integrate related digital contents for future use?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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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ow could we reconstruct the two ancient forts? How could we rebuild 
the historical sites?

5. With the impact of Covid-19, how could we promote local histories to the 
general public? What would be the effect of the promotion?

To answer the above research questions, the study adopted the following 
methods:

1. Literature review: The team reviewed related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the exterior shapes and locations 
of the two ancient forts.

2. Field works: The team carried out filed works on the actual sites of the 
two ancient fort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llect related materials.  
The researchers did field works by foot, by boat, and by drone to take photos from 
the land, sea, and sky, so to fulfill the gap of the literature.  The data collected 
through multiple methods were later used in generating digital contents.

3. System design: The team designed and built a website to incorporate 
related digital contents generated by the research, which includes 3D models, VR, 
and video clips.  All these digital contents share the same goal of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and to promote local knowledge to the general public.

4. Data analysis: The team analyzed the research data with a focus on data 
cur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digital curation.

Research Resul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nature of local historical studies, the 

researchers proposed a “Digital Curation Model for Local Historical Studies” that 
covers the entire life cycle of local historical studies.  According to concepts of 
supply chain,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phases: 
upstream, 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Upstream covers the scholarly activities 
of collecting, generating, and building dataset; midstream covers processing, 
analyzing, and preserving data; the last phase, downstream, covers retrieving, 
demonstrating, and reusing the data.  Applying the model to digital curation of the 
study,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data analysis, the researchers were able to 
clarify critical events over the four-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of the two ancient 
forts and generate a historical timeline based on regime shifts.  This work fulfills 
the information needs for the general public in a way it helps users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timeline also met one of the goals of digital curation.  

2. By examining historical maps, local material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the look of the exteriors of Poultry Crate (aka Keelung) was formed.  The exact 
location was identified with field works and photos collected from the land,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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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ky of current sites.  All these data collection techniques contributed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situations.  The Fort San Domingo at its 
present location was also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to reveal and confirm details 
of related events.  

3. The “Digital Curation Model for Local Historical Studies” proposed 
by the research was effective in integrating all digital contents into a digital 
humanities preservation system.  

4. 3D modeling techniques were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look and shape of 
two ancient forts; VR techniques helped rebuild the historical sites.

5. Due to the impact of Covid-19, in addition to the scheduled VR 
exhibitions, the research team produced video clips and shared them through a 
variety of channels, such as online exhibitions and social media.  Data analysis 
revealed these promotions and exposures were fairly effective, with the number of 
viewings reached 16,000 times within 128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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