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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震科學中心－歷史地震典藏及推廣

塵封的裂痕
歷史地震第一講：1867年基隆地震



前言 2004年12月26日發生蘇門答臘－安達曼地震(Sumatra-Andaman 
Earthquake) 引發南亞大海嘯、 2011年3月11日於日本三陸沖發生311大地
震引發海嘯，引起國人高度重視台灣會不會發生海嘯災害？



由歷史文獻資料顯示：1867年12月18日(清同治6年11月23日)在台
灣北部發生地震，同時引發海嘯，造成數百人死亡。是唯一確認引
起嚴重災害的海嘯事件。

淡水廳志/卷十四/祥異考(陳培桂編纂, 1871刊行)：
(同治六年)夏四月，艋舺街火。冬十一月，地大震，月之廿三日，
雞籠頭、金包裏沿海山傾地裂，海水暴漲，屋宇傾壞，溺數百人。

因年代久遠，相關佐證資料不足，對於此事件的了解有限。不同
的學者專家依據有限的資料推估造成海嘯的原因不一：
火山爆發(台電、原委會)基隆港東北方約134 公里的海底火山爆發
地震與地震斷層(徐明同,1983、蔡義本, 1956)
地震引發海底山崩造成(吳祚任, 2013)
綜合地震、山崩、火山爆發及海岸形狀等因素(Ma and Lee, 1997)

由於此地震可能與山腳斷層往東北海域方向延伸有關，引發的海嘯
在北海岸造成嚴重災害，且嚴重影響大台北地區，值得進一步探討。



Ma and Lee(1997)模擬1867年基隆海嘯(震源機制採1988年陽明山地震)，認為規
模MW=6.9-7.2，海嘯可能綜合地震、山崩、火山爆發及海岸形狀等因素。

第5.4 節火山/第 5.4.1 節危害與設計基準評估/6. 台灣核能電廠火山設計基準
…台灣本島並無活火山，唯一可能影響核能電廠的是伴隨海底火山爆發所
引起的海嘯。金山核能電廠(即核一廠)、國聖核能電廠(即核二廠)與龍門核
能電廠(即核四廠)即以1867 年台灣東北部外海距離基隆港東北方約134 公里
的海底火山爆發作為設計海嘯。(原委會網站)



五九、同治六年十一且廿三日(1867年12月18日)台北、基隆、
苗栗地震。

1、淡水廳志(卷14，頁350)「祥異考」：「(同治六年)冬十一月，地大震。
……廿三日，雞籠頭、金包裏沿海，山傾地裂，海水暴漲，屋宇傾壞，
溺數百人。」 苗栗縣志(卷8，頁130 )「祥異考」亦曰：「(同治六年)冬
十一月，地大震。」

2、淡水廳志(卷4，頁111)「賦役志．煤場」:「雞籠山以肖形名，同治六年
地震崩缺。」

3、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頁16)「台灣．台北．士林街」：「同
治六年之地震，(肆店)過半遭崩壞，邇來頹衰，已失其舊觀。」

4、Alvarez,Formosa一書云:「1867年12月18日，北部地震更烈，災害亦更
大，基隆城全被破壞，港水以已退落淨盡，船隻被擱于沙灘上；不久，
水又復回，來勢猛烈，船被衝出，魚亦隨之而去。沙灘上一切被沖走。
原本建築良好之屋宇，亦被衝壞，土地被沙淹沒，金包裏地中出聲。水
向上冒，高達四十尺；一部分土地沈入海中。基隆港內，有若干尺面積
地方，其下落已較原來為深。此係據若干歐洲商人證實報告。」

1980年代興起全球歷史地震災害的研究，國科會支助一系列相關的研究
徐泓(1983)，清代台灣災害史料編彙(台灣大學歷史系)



Lee et al.(1976)
整理中國地震目錄：
25.5oN, 121.7oE, 
地震規模MS=6.0。
徐明同(1981)
推估地震規模為7.0
徐明同(1983)
震災地區為台北基隆地區
25.2oN,121.8oE
地震規模為7.0。
Tsai(1986)
增加Mackay(1895) From 
Far Formosa
認為因造成海嘯故震央應
遠離岸邊，另一方面因金
山與基隆皆造成山崩，震
央不會距離岸邊太遠，推
估震央位置：
25.3oN,121.7oE, 
地震規模M=7.0。
鄭世楠和葉永田(1989) 採
用Tsai(1986)結果



Lee and Wang(1988)認為1867年基隆地震是正斷層
許明光和李起彤(1996)整理「臺灣及其鄰近地區之海嘯」

引述李善邦引用日本地震史料：同治六年十一月二十三日臺灣基隆大
地震，全市房屋倒塌，且伴有海嘯，附近火山口流出熱水，死者頗多
引述包澄瀾等(1991)一書中葉琳女士謂此次海嘯持續了38小時，淹沒
120公里長的海岸線，4-5萬人死亡。(與Soloviev and Go(1974)描述
1781年海嘯內容雷同，內容相當有爭議性)(林明聖( 2006)支持此說法)
引述楊華庭(1987)中國海嘯歷史年表中記載地震發生於1867年12月18
日，震央為東經121.7度北緯25.5度，震級7，產生規模為2之海嘯，海
嘯之信度為4。災情記述為「震後碼頭上水，眾多船屋被毀，死數百」
引述李起彤譯自Soloviev(1974)(原文為俄文)之論著，揚子江面先下降
135公分，後上昇165公分。(Soloviev and Go(1974))
宇佐美龍夫(1977)之「日本被害地震總覽」無任何描述。
引述聯合報49年5月25日訪問省氣象所預報科長湯捷喜：...根據日本高
橋龍太郎博士的研究文獻，本省於光緒12年及民國六年前後，曾發生
二次海嘯，前者海嘯之最高波浪高達7.5公尺，在基隆方面造成嚴重災
害。…又據日人岡田四亥氏記載，光緒12年(公元1867)12月18日在基
隆方面發生的海嘯，因大地震而發生。當時海水一時向外流出而現出
海底，然後不久大波浪復由外洋流入港內，再衝入基隆市區，其速度
甚快，而在淡水，雞籠頭，金包里沿海沖毀房屋無數，溺死數百人。



歷史背景
1851-1872間發生太平天國之亂
1864年7月19日天京失守，1865年清軍名將僧格林沁被殺
東捻軍於1868年1月5日在揚州東北瓦窯舖覆滅，西捻軍於同年8月16日在
山東茌平徒駭河被李鴻章淮軍消滅。最後一支留下太平天國年號的殘餘
捻軍袁大魁部，於1869年在陝北保安被左宗棠消滅。

太平軍和清軍水師在南京城外長江作戰(根據維基百科/太平天國)



1867年12月18日(清同治6年11月23日)
1862-1865年戴萬生(戴潮春)事件
西方壓力下1960年台灣開港

1862年開放滬尾
1863年開放雞籠
1864年開放安平與旗後

1884-1885年法軍攻台

歷史背景

道光年間台灣行政區圖

淡水廳(大甲溪以北至基隆後山)包括
台中市北部、苗栗縣、新竹縣市、
新北市、臺北市、與基隆市

廳城位於竹塹城(新竹市)

同知(知縣)
同治4年 王鏞
同治5年 嚴金清
同治7年 富樂賀
同治8年 陳培桂



• 涵蓋臺灣及鄰近地區

• 中文、日文、其他外文

歷史資料文獻
蒐集與整理

• 資料的完整性與初始性

• 作者與內容的可信度(交集)
考訂歷史資料

(資料可信度分析)

• 古地名的考證

• 古地圖的搜尋與比對

文獻中地名的考據
(古地圖比對)

• 彙整地震與海嘯災害

• 參考中央氣象局震度階級

評估各地區對應的
震度(地變與海嘯)

• 古地圖定位(地理資訊系統)
• 轉換為現行地圖

應用地理資訊系統
建置空間分布情形

• 活動斷層、海底地形、及其他

• 震央、深度、規模與震源機制

比對地質資料
推估震源參數

• 採用衰減經驗式建置等震度圖

• 比對災害與震度分布

模擬等震度圖
探討震源參數

資料處理流程示意圖



1.官方版資料：主要為官方奏摺、實錄與相關文件，內容著重於災情統
計、救災撫卹、災後重建措施等。

2.地方版資料：主要為地方志、采訪冊、當時的報紙報導等，以記載當
地震災情形為主。如淡水廳志、北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1868.01.08)等。

3.個人記載與文章：主要為個人的記載的文章與詩歌等，內容著重於個
人觀察結果。如From Far Formosa(Macdonald, 1895)，同治年間に於
ける金包里附近の地變(岡本要八郎, 1913)。

4.各地廟誌與石碑等資料：主要為各地方廟誌與沿革、石碑碑文 、以及
近年來各地方文史工作者成果等，內容著重於局部地區或廟宇受震
倒塌、重建的情形。如金包里慈護官沿革、淡水清水祖師廟石碑等
，記載局部地區或廟宇受震倒塌重建的情形。

當以上資料對於同一地震事件有不同描述時，優先採用官方版資料，其
次依序為地方版資料、個人記載與文章、各地廟誌與石碑等資料。

臺灣地區歷史地震文獻資料庫(鄭世楠等, 2013)



Collect and collate historical documents
ID Data Source Classified Remark
01 淡水廳志/卷十四/陳培桂(1871) Original document
02 淡水廳志/卷四/陳培桂(1871) Original document
03 淡水廳志/卷十二/陳培桂(1871) Original document
04 苗栗縣志/卷八/沈茂蔭(1892) Original document
05 象山縣志/卷三十 謝毓壽和蔡美彪(1987)
06 1881年通商各關貿易報告/海關總稅務司署 謝毓壽和蔡美彪(1987)譯本
07 North China Daily News/1867.12.19 謝毓壽和蔡美彪(1987)譯本

08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1868.01.08

English original document

09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 徐泓(1983) translation
10 Alvarez/Formosa 徐泓(1983) translation
11 Macdonald(1895) English original document
12 Davidson(1903) 徐明同(1981)譯本

13 TMO(1914) English original document
14 岡本要八郎(1913) Japanese original document
15 武者金吉(1951)日本地震史料 謝毓壽和蔡美彪(1987)譯本 二個譯本

有差異許明光和李起彤(1996)引述李善邦譯本
16 包澄瀾等(1991)引用葉琳 許明光和李起彤(1996)引述 有爭議性
17 楊華庭(1987)中國海嘯歷史年表 許明光和李起彤(1996)引述 內容雷同
18 Soloviev and Go(1974) 許明光和李起彤(1996)引用李起彤譯本 待查證
19 宇佐美龍夫(1977) 許明光和李起彤(1996)引述 無資料
20 聯合報49年5月25日 許明光和李起彤(1996)引述 有爭議性
21 金包里慈護官沿革 Temple history
22 淡水清水祖師廟石碑與沿革 Temple history and Stele
23 文化部臺灣知識的骨幹/磺嘴吼煙 文化部官方網頁

24 新北市政府觀光旅遊局/景點資訊/基隆山 新北市官方網頁

25 自由時報/93年12月27日+訪問 interviews
26 中國時報/931年2月29日+廟誌+訪問 Temple history and interviews

3.個人記載
與文章

2. 地方版文件

4.廟誌與石碑

1.官方版檔案
欠缺



2. Local version of  literature and document
1、淡水廳志/卷十四/祥異考：冬十一月，地大震，雞籠頭、金包里沿海山崩地裂，海

水暴漲，屋宇傾壞，溺數百人/ A big earthquake occurred, along the coast of Chi-lung-
tou, Ching-bao-li, land slided and ground cracked, sea level rised violently, houses were 
destroyed, several hundred persons were drowned.(Original document)

2、淡水廳志/卷四/煤場:「雞籠山以肖形名，同治六年地震崩缺，改名奎臨。」
(Original document)(Chicken cage mountain named with it’s shape, collapsed in 
1867, renamed Kwei-lin. 

3、淡水廳志/卷十二/磺案：(同治)八年，三口通商大臣諭商人盧璧山，來臺採買硫磺，
總督英桂，遂飭臺灣鎮楊在元，臺灣道黎兆棠，確實查覆。是冬，臺鎮北巡，臺
道委候補縣陳瑞民會同淡水同知勘得自(同治)六年地震後，磺苗稀少，據實詳覆。
(Original document)

4、苗栗縣志/卷八/天災：「(同治六年)冬十一月，地大震。」 (Original document)
5、象山縣志/卷三十：(同治)六年十一月二十三日地震(謝毓壽和蔡美彪, 1987)
6、海關總稅務司署/1881年通商各關貿易報告/第十七期附件/臺灣淡水部分：一八六七

年地震發生在十二月十八日，海水從基隆港傾瀉而出，留下一個乾涸的泊位，但
不幾秒鐘，帶著兩個浪頭的海水又洶湧而回，淹沒了舢板和人口。基隆、金包里
及巴其那等城鎮部分泡為廢墟。淡水遭到嚴重破壞，好幾百人死亡。(謝毓壽和蔡
美彪, 1987)

7、字林西報/1867.12.19：(江蘇上海) 昨日，租界里許多人感到一次地震(謝毓壽和蔡美
彪, 1987) (據該報後幾日來自寧波、九江的報導說此次地震為十七日) (?)

8、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January 8th, 1868 (English original
document)







Document No. 8: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January 8, 1868 (北華捷報)
謝毓壽和蔡美彪主編 (1987)中國地震歷史資料彙編：字林西報/1868.01.04 



Document No. 8: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January 8th, 1868 (北華捷報)



(上海)昨日，租界里許多人感到一次
地震/宇林西報1867年12月19日
(據該報後幾日來自寧波、九江的報
導說此次地震為十七日) 

本月十七日上午十時，此處
(上海)所感之地震，九江於同
日午前九時三十分也有感，建
於沙洲之租借中實感振動三次，
而據此較遠地質堅硬之內地，
似無感。/宇林西報1867年12
月27日

(同治)六年十一月二十三日地震/
象山縣志/卷三○

(寧波府)本月十七日午前十時稍許，
本地覺一烈震，鈴響鐘停，燭台傾斜，
缸水激盪，漣漪反覆，是時晴雨計三
十度三十分，寒暑表現華氏六十度，
空氣沉悶，地震似來自東方/宇林西
報1867年12月20日

謝毓壽和蔡美彪(1987)



9、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頁16)「台灣．台北．士林街」：「同治六
年之地震，(肆店)過半遭崩壞，邇來頹衰，已失其舊觀。」(徐泓, 1983) 

10、Alvarez,Formosa：1867年12月18日，北部地震更烈，災害亦更大，基隆城
全被破壞，港水以已退落淨盡，船隻被擱于沙灘上；不久，水又復回，來勢
猛烈，船被衝出，魚亦隨之而去。沙灘上一切被沖走。原本建築良好之屋宇，
亦被衝壞，土地被沙淹沒，金包裏地中出聲。水向上冒，高達四十尺；一部
分土地沈入海中。基隆港內，有若干尺面積地方，其下落已較原來為深。此
係據若干歐洲商人證實報告。 (徐泓, 1983) 

11、Macdonald (1895)/From Far Formosa(P.53)：(English original document)
12、Davidson(1903)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此地震在台灣全島都

有感覺而北部地區最強烈，而基隆市街及其附近發生大災害。據在海關服務
的外國人報告，在這一天基隆發生十五次有感地震，而引起災害者為第一次
地震。第一次地震發生後十五秒內發生災害而基隆市街變成廢墟。由基隆港
的海水流出，而留下海底暴露的事實，可判斷地震力。幸而當時沒有外國船
舶在港內，而只有中國帆船。這些大小帆船一瞬間留在乾的海底，而另一瞬
間被折回的巨大波浪淹沒或者以驚人的速度猛衝街上，破壞海邊附近留下來
的少數房屋。很多魚向海岸衝上來，而人民迅速地拾集。在許多地方，大地
裂開而再封閉，有一座山裂開而形成大山峽，而從山的側面流出熱水。這些
熱水來自火山坑，而富有硫磺質溫泉和噴泉。此外還有發生許多有形的變化，
包含基隆拋錨地加深數英尺。人命損失不知道，很可能沒有計算，預估死者
可能達數百人。(徐明同, 1981)

3. Personal records and article



13、TMO(1914) The climate, typhoons, and earthquake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Taiwan) (English original document)

14、岡本要八郎(1913)/同治年間に於ける金包里附近の地
15、武者金吉(1951)「日本地震史料」：(1867年12月18日)臺灣基隆地方大地

震，全市倒壞，海嘯，死者眾多，附近火山口岩漿溢出/流出熱水 (謝毓
壽和蔡美彪, 1987)/(許明光和李起彤, 1996)

16、引述包澄瀾等(1991) 引述葉琳描述 : 此次海嘯持續了38小時，淹.)沒120
公里長的海岸線，4-5萬人死亡。(許明光和李起彤, 1996)(描述內容與
Soloviev and Go(1974) 記載乾隆年間台灣西南部海嘯相同)

17、引述楊華庭(1987)之「中國海嘯歷史年表」中記載地震發生於1867年12
月18日，震央為東經121.7度北緯25.5度，震級7，產生規模為2之海嘯，
海嘯之信度為4。災情記述為「震後碼頭上水，眾多船屋被毀，死數
百」。(許明光和李起彤, 1996)(內容雷同)

18、引述李起彤引述 Soloviev(1974)(Russian)，揚子江面先下降135公分，後
上昇165公分(許明光和李起彤, 1996)(Soloviev and Go, 1974) 

19、宇佐美龍夫(1977)之「日本被害地震總覽」無任何描述。(許明光和李起
彤, 1996)



Document No. 11: Mackay(1895)/From Far 
Formosa(P.53). 

馬偕博士1871年到達臺灣

…基隆聽到隆隆聲，港口的海水後退直
到所有的魚在泥地或水坑蠕動與掙扎，
女人與小孩急忙衝進撿拾難得地誘人的
禮物，岸上尖銳的叫聲警告他們海水回
來了，如同戰爭猛烈的攻擊，海水衝過
原先的邊界，清除位於岸邊低地的房屋，
海嘯造成異常的大災禍。金包里有感地
震稻田陷落3尺，噴出硫磺水並淹沒土
地。…



Document No. 13: TMO(1914) The climate, 
typhoons, and earthquake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Taiwan) (P.74)

1867年12月18日早上10:00北海岸，臺灣
島北海岸的盡頭發生劇烈的地震，伴隨
發生海嘯，大肆破壞建築物，同時造成
許多生命的喪失。一位當時在基隆海關
的外國職員，記載此次地震，如下：當
天在基隆大約有15次有感地震，第一次
震動即造成災害。第一次有感地震後15
秒即發生災害，基隆遭受毀滅。地震力
估計造成基隆港的海水被拉出，留下暴
露出的海灣底。幸運的沒有外國的船艦，
但是中國大的與小的帆船擱淺在那裡，
回來的巨大波浪造成船翻覆或以可怕的
速度衝進城鎮，造成岸邊留存房屋的破
壞。許多魚被打到岸上，迅速的被百姓
撿拾。有地方發生裂開又復合，山崩造
成大的阻塞物，形成一條熱水的溪流，
從充滿硫磺溫泉與間歇泉的火山坑。其
他物理現象的改變包括：基隆船停泊處
下沉數尺。不知道有多少人因而喪生，
懷疑有任何的統計，但可能有數百人喪
生。(部分內容與Davidson(1903)雷同)



Document of No. 14: 岡本要八郎(1913)/同治年間に於ける金包里附近の地變



本年(大正二年，西元1913年)八月隨同神保博士訪查台北廳金包里，看到由支廳員
所調查該地區地殼變動的書面報告(聽取書)。茲將短時間內所紀錄的筆記提供參考，
口述者是下列兩名高齡老人。
金包里堡下中庄金包里街九十八號 賴新福 六十五歲
同 堡同 庄 田心仔ㄧ五八號 許士歷 七十歲

括弧內之賴、許係指賴新福、許士歷。
【日時】同治六年丁卯（慶應三年，西元1867年）的災變是清曆十一月二十三(本

書」日上午十時，先有發生劇烈的地震，接著沿岸ㄧ帶發生海嘯(許)。
【前兆】地震、海嘯都是無法預知的課題(賴)。
【地震、海嘯】地震是從南方(硫磺山方面)發出大聲響，如同打雷，聲響逐漸向北

方，有震動、接著有激震，激烈的左右搖晃。約五分鐘後海面開始變乾，
三十分鐘後，距海岸四、五百公尺遠的海面顯出海底(因為海底深，看起
來不太遠的感覺)。一時後海水又滿起來，是海嘯來，海水淹至磺港、水
邊尾，波浪高到二丈。金包里街、八斗仔方面亦浸入海水(賴、許)。

【土地陷沒】中角庄及頂海庄即三界壇、跳石、磺溪頭派出所管內ㄧ帶，陷落二丈
三尺左右，其他鄰近地區的地面少許下陷，多處發生龜裂，三界壇、磺溪
頭方面特別多。海中的燭台岩也陷落一丈許。震災以前，岩石基地凸出一
丈，惟現在已見不到了(賴)。

【崩壞、降灰】山岳的崩壞是位於火庚仔坪頂及頂角庄三重橋硫磺山邊較多，從山
頂六、七百公尺崩壞(賴)。在火庚仔坪頂、死磺坪、三重橋更有火煙發生
(賴)。平常晴天時候有少量降灰的現象，惟不經常發生(賴)。



【湧泉】磺堀雖有溫泉湧出，惟從這次地震後變成池塘，當時噴出四丈左右的溫
泉，多數的民眾遭到火傷，其中ㄧ人被燒死。另外，水尾庄有一處(今原
野)、磺港之海邊有一處(今砂地)，湧出溫泉，氣勢猛烈，高三丈，連續
不斷噴出三天，之後才漸漸終止(許)。

【區域】從八斗仔方面經由金包里至三界壇附近為中心，大坪方面與阿里磅方面
受害不多。基隆、滬尾(淡水)、士林、小基隆等亦有多少受害(許)。

【餘震】於基隆方面雖有大震後的餘震，惟金包里一天有十數次餘震，聽到遠方
如同砲聲時，立刻會震動，所以大家都恐懼的走至戶外休憩。大地震是
發生在十一月間，至翌年一月間仍有數次小地震(賴)。

【被害】遭地震損壞的房屋有百戶，沿岸浸水的房屋有二百戶(賴)，金包里、磺港、
水尾、其他村落過半的房屋全毀，無數房子半毀、受損(許)，火災僅有ㄧ、
二棟而已(賴)，金包里堡陸地、海上死亡者四百人(許)，負傷者有百人以
上，白天赴山坡旱田工作亦有行蹤不明者。在家的老幼都被壓死，各自
求生存，無暇顧及他人。有受災者描述震動中的一小時，任何人都無法
步行(許)。又退潮時出去撿拾魚類而遇滿潮被捲走有七、八十人(賴)，水
牛白天多在野外，而在屋內被壓死和被龜裂掉落物壓死的水牛有三十頭，
猪有三百頭(賴)。

【餘談】地震時雖有三分之ㄧ的磚瓦房屋，惟多數人以土塊房屋暫時居住的心態
度日，因為相信陸地將會變成海的恐懼者很多。地震一個月後，新竹縣
派員調查地震情形，對受害者發給ㄧ、二個月的「賜金」，從山內來領
取的人很多，從新竹來金包里發放慰問金者叫做顏老大。又採堀硫磺易
受傷，因此予以禁止(許)。

翻譯:周振章 校對:陳國誠



20、聯合報49年5月25日記者訪問省氣象所預報科長湯捷喜：「....根據日本高橋龍太郎博士的
研究文獻，本省於光緒12年及民國六年前後，曾發生二次海嘯，前者海嘯之最高波浪高達
7.5公尺，在基隆方面造成嚴重災害。 ......又據日人岡田四亥氏記載，光緒12年(公元
1867)12月18日在基隆方面發生的海嘯，因大地震而發生。當時海水一時向外流出而現出
海底，然後不久大波浪復由外洋流入港內，再衝入基隆市區，其速度甚快，而在淡水，雞
籠頭，金包里沿海沖毀房屋無數，溺死數百人......」。(許明光和李起彤, 1996)(時間不對，
岡四四亥(1948)未見此資料)

21、金包里慈護官沿革：同治六年十一月淡北大地震，廟宇倒塌，至同治十二年重建告竣始見
規模。

22、淡水清水祖師廟石碑與沿革
23、台灣大百科全書/文化部臺灣知識的骨幹/磺嘴吼煙：…遠在清同治6年12月23日發生大地震

，一聲巨響火山爆發於此，其噴火口至今猶存，歷久不絕，磺煙怒吼…
24、新北市政府觀光旅遊局/驚豔水金九旅遊網/景點資訊/基隆山：
25、自由時報，93年12月27日+interviews：基隆市政府民政局宗教禮儀課課長林振興表示，小

時候曾聽祖父敘述這段歷史，連市區田寮河水也被吸出大海乾涸 (2013年5月31日經林振興
(殯葬所)所長親自證實，不止是田寮河，是基隆四大河全部被吸乾)

26、中國時報，93年12月29日+慶安宮沿革+interveiws：After 2004 South Asia tsunami
Folk legend, the tsunami in Keelung in 1867, Matsu apparitions(顯靈), the water is stopped front
of the temple.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temple, and interviews seniors, are without this event.
Chairman of the temple(童永) said that Matsu is God of sea, but never heard about Matsu
apparitions in hundred years ago earthquake, there is not historical record.(2013年5月31日訪問
慶安宮誌 (2001)與基隆媽慶安宮誌 (2012)作者，未將此事件放入慶安宮誌中 )(temple
history + interviews)

4. Temple history and stele



金包里慈護官沿革
編號21資料：
同治六年十一月淡北大地震，廟宇倒塌，至
同治十二年重建告竣始見規模。

金包里慈護官
http://www.cihugong.com.tw/about.php

基隆慶安宮中國時報，93年12月29日(編號26資料)：
…基隆市在一八六七年曾發生七級地震，引發大海嘯，基隆港市淹沒，死
傷無數，相傳當時的水淹到今日忠二路慶安宮為止，民間傳言是媽祖顯靈
鎮海平瀾，而建媽祖廟膜拜，不過，參閱慶安宮沿革及訪談耆老皆不可
考。…有「慶安宮之寶」的耆老郭進福今年八十五歲，成為訪談對象，他
表示沒有聽過這種事，慶安宮主委童永表示，媽祖是海神，保護沿海居民
平安，但是沒有聽過一百年前大地震媽祖顯靈的事，史料也沒有記載，因
此不知真假，不敢斷言。 (2013年5月31日訪問慶安宮誌(2001)與基隆媽慶安
宮誌(2012)作者，未將此事件放入慶安宮誌中)



淡水清水祖師廟 編號22資料：

同治六年(1867)北海岸石門瘟疫流行，莊民請祖師出巡消災，神轎
抵港口時突然落鼻，莊民大驚爭相走到碼頭一探究竟，不料此時
卻發生大地震，莊中屋倒牆頃，但因莊民都已出戶看熱鬧而逃過
一劫。廟門口刻有「祖德施石門昔日賑災禪佛力」「聞記丁卯年
仲冬廿三日石門迎 祖師繞境，至港口落鼻，庄民咸以為奇，時地
震店屋倒壞人事安全 解本文之義弟子楊懷仁敬撰并書」、廟內壁
畫「顯赫石門」紀念此事。



落鼻祖師神像

廟內壁畫「顯赫石門」



基隆田寮河自由時報，93年12月27日(編號23資料) ：
根據史料記載，西元一八六七年十二月十八日，基隆嶼附近曾經發生有
感地震引發海嘯，…基隆市政府民政局宗教禮儀課課長林振興也表示，
小時候曾聽祖父敘述這段歷史，連市區田寮河水也被吸出大海乾涸，其
後對照史料，才知是雞籠大海嘯。
2013年5月31日經林振興(殯葬所)所長親自證實，不止是田寮河，是基隆
四大河全部被吸乾

磺嘴吼煙台灣大百科全書/文化部臺灣知識的骨幹/磺嘴吼煙

(編號23資料)：
位於台北縣金山鄉陽金公路附近山頭，遠在清同治6年12月23日發生大地
震，一聲巨響火山爆發於此，其噴火口至今猶存，歷久不絕，磺煙怒吼，
響聲如雷，此乃天然壯觀之奇景，而且是全省第一硫磺區。

基隆山新北市政府觀光旅遊局/基隆山(編號24資料)：
從海上與瑞芳方向看似雞籠，故舊稱為「雞籠山」。清光緒元年(1875年)以「基
地昌隆」寓音將「雞籠」改稱為「基隆」。光緒六年(1880年)雞籠山亦跟著改稱
為基隆山。從金瓜石方向側望，狀似一位仰臥孕婦、髮落東海，故也有「大肚美
人山」之名。清同治6年(1867年)臺灣北部大地震，雞籠山崩、海嘯摧毀船舶房
舍，彷彿天上奎星降臨，故當時文人亦稱呼基隆山為奎臨山，簡稱奎山。



文獻中地名的考據(古地圖比對)
淡水廳全圖(陳培桂, 1871)

1884-1885年法
軍攻臺時繪製
之地圖

日人基隆築港(1900)前繪製的基隆港灣地圖

臺灣堡圖1/20,000
(臨時臺灣土地調查局, 
1904)



Tamsui

謝毓壽和蔡美彪(1987)

The quiet town of Tamsui became the scene of much excitement on the morning of the 
18th, in consequence of a terrible earthquake experienced at 10:20 A.M.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January 8th, 1868 (北華捷報)

淡水廳全圖(陳培桂, 1871) 1884-1885年法軍攻臺時繪製之地圖

現今淡水



Pa tsien na(帕千那)、巴其那

編號8資料/謝毓壽與蔡美彪(1987)

The loss of life at Tamsui is estimated at 30; but Pa tsien na, a small town distant a 
few miles, suffered more, and it in reported 150 persons were killed.(編號8資料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January 8th, 1868,  北華捷報)

謝編號6資料/毓壽與蔡美彪(1987)

士林區舊名八芝蘭Pattsiran，為平埔族「溫泉」之意，而後漢人再加上表示林
野的「林」字，因此便合稱為「八芝蘭林」Pattsiran-na，日據時期改稱為士林。

基隆、滬尾、士林、小基隆等地也有部分的損害狀況。(岡本要八郎, 1913)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頁16)「台灣．台北．士林街」：「同治六年
之地震，(肆店)過半遭崩壞，邇來頹衰，已失其舊觀。」

林明聖(2006)認為巴其那是現今萬里

現今士林



Palm island(棕櫚島)
A cloud of vapour was seen to rise from the sea between Palm and Keelung islands(棕櫚
島和基隆島之間的海面上有煙霧)，研判Palm Island(棕櫚島)應在基隆島附近

1872年馬偕於9月27日(就是首抵雞籠翌
日)訪問了社寮島。據日記略述其經過
如下：早晨搭舢板(Sam-pan)到社寮島，
費時半個鐘頭。 … 「棕櫚島」(Palm 
ls)的美名是怎麼來的？我卻看不見棕
櫚。就在一檳樹(Banyan)下，向一大群
人傳福音並吟詩歌。…

和平島，舊稱「社寮島」，昔日島上
的海岸有不少棕櫚樹，風景怡人，因
此早期歐洲人稱 palm Island ， 228 事
件後國府改為和平島。

由1884-1885年法軍攻臺時繪製之地圖
(ENVIRONS DE KELUNG)顯示I. Palm
即為現今之和平島。

現今和平島



Ruin Rock
A cloud of vapour was seen to rise from the sea between Palm and Keelung islands, 
which was succeeded by the water  of the harbour rushing out seawards, leaving it dry as 
far as Ruin Rock for some seconds. Everything was carried away with the receding water.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January 8th, 1868 (北華捷報)

謝毓壽和蔡美彪(1987)
林明聖(2006)認為閻王岩就是現今野柳

與當地文化工作者討論
Ruin Rock 可能的位置有三:



雞籠山(奎臨) 現今基隆山
淡水廳志/卷四/煤場:「雞籠山以肖形名，同治六年地震崩缺。」(徐泓, 1983)
淡水廳志/卷四/煤場：雞籠山以肖形名，同治六年，地震崩缺，改名奎臨。
林明聖(2006)認為雞籠山就是基隆
根據新北市政府觀光旅遊局/基隆山(編號25資料)：從海上與瑞芳方向看似雞
籠，故舊稱為「雞籠山」。清光緒元年(1875年)以「基地昌隆」寓音將「雞籠」
改稱為「基隆」。光緒六年(1880年)雞籠山亦跟著改稱為基隆山。從金瓜石方
向側望，狀似一位仰臥孕婦、髮落東海，故也有「大肚美人山」之名。清同
治6年(1867年)臺灣北部大地震，雞籠山崩、海嘯摧毀船舶房舍，彷彿天上奎
星降臨，故當時文人亦稱呼基隆山為奎臨山，簡稱奎山。
清代淡水廳志雞籠八景奎山聚雨
日據時代詩報基隆市志雞山驟雨



Ching-bao-li prefecture(金包里堡) 岡本要八郎(1913)

Document No.14 (Okamoto, 1913)
根據淡水廳全圖(陳培桂, 1871)、臺灣
堡圖(臨時臺灣土地調查局, 1904)
描繪出金包里堡的範圍，包括新北市
石門區石門溪以東(尖鹿里、乾華里、
茂林里、草里里)、金山區、萬里區
等區域。



八斗仔

編號14資料(岡本要八郎(1913)主要描述金包里保的災害) ：
磺港、水邊尾，波浪高到二丈。金包里街、八斗仔方面亦浸入海水
從八斗仔方面經由金包里至三界壇附近為中心，大坪方面與阿里磅方面受害不多。
基隆、滬尾(淡水)、士林、小基隆等亦有多少受害

核二廠



地震發生時間
幾乎所有的資料對於地震發生的日期有一致的結果：1867年12月18日(清同
治6年11月23日)，有3分資料對於發生的時辰有進一步的描述：
1. 編號8資料(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January 8th, 1868)於
淡水記載發生於早上10:20，在基隆記載發生於早上09:45。

2. 編號13資料(TMO, 1914)在北海岸記載發生於早上10:00 
3. 編號14資料(岡本要八郎, 1913)於金包里保(金山地區)記載發生於早上

10:00
由於編號8資料可信度高於編號13與14資料，但資料8在淡水的記載是10:20
，在基隆的記載是10:20，對於二地記載時間的差異，編號8資料的解釋是
：基隆和淡水報導的時間有較大的差距，一個人的錶比另一個人的錶快或
慢上半小時是常有的事。綜合編號8、13與14資料，推定地震發生時間在早
上10:00前後。

評估各地區對應的震度(地變與海嘯)



潮汐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2013，潮汐表中華民國102 年，年刊第16 期，ISSN：
1812-1535。
基隆潮汐 農曆11月23日小潮
2013年01月04日(11月23日)
潮時 潮高(中等潮位) 潮高(最低潮位) 高低潮
01:42 2 100 H
07:25 -44 55 L
14:54 22 120 H
21:13 -40 59 L

2013年12月25日(11月23日下弦)
潮時 潮高(中等潮位) 潮高(最低潮位) 高低潮
02:29 -1 97 H
08:13 -37 61 L
15:38 23 121 H
22:07 -35 63 L

中等潮位：以當地當年中等潮位為基準
最低潮位：以當年最低潮位為基準

45.5 cm
65.5 cm →10:00 (-21.4/77.6)
63.5 cm
58.2 cm(平均)

36.0 cm
60.0 cm →10:00 (-22.6/75.4)
58.0 cm
51.3 cm (平均)



假設八斗子地區在1867-1904年間地形地貌沒有顯著變化，由臺灣堡圖
(1904)推估，八斗仔地區海嘯上溯高程約為15公尺

50 feet

200 feet

若以1904年臺灣堡圖推
估，八斗仔地區海嘯上
溯高度約為15公尺

計曲線 200尺 = 60.6公尺
首曲線 50尺 = 15.2公尺



台電核能安全須知總體檢報告
http://www.nicenter.org.tw/modules/tadbook2/view.php?book_sn=&bdsn=885

核二廠：海
嘯溯上水位
10.28公尺，
主廠區高程
12公尺

核二廠
國聖橋

核二廠
臨海橋



水尾波高6公尺

磺港波高6公尺

金包里街海嘯上溯高程<15.2公尺

海中的燭台岩也陷落一丈許。
震災以前，岩石基地凸出一丈，
惟現在已見不到了

金包里、磺港、水尾、其他村落過半的房
屋全毀，無數房子半毀、受損

水尾庄有一處(今原野)、磺
港之海邊有一處(今砂地)，
湧出溫泉，氣勢猛烈，高三
丈，連續不斷噴出三天，之
後才漸漸終止

磺港、水邊尾，波浪高到二丈



基隆地區

上午09:45發生地震，延續了三十秒鐘。海關前的地面上有一些裂縫，市
鎮內大部分房屋震塌。有許多人被壓在廢墟下面。編號8資料(北華捷報)
基隆城全被破壞，編號10資料(Alvarez)
棕櫚島和基隆島之間的海面上有煙霧編號8資料(北華捷報)
海港內的水湧向海外，致使遠至閻王岩的地方有幾秒鐘成為無水地帶，
所有的東西都被退去的海水捲走了編號8資料(北華捷報)/編號6資料(海關
總稅務司署)
大小魚類在汙泥中掙扎蠕動。女人和小孩們紛紛跑去拾取這種意外的奇
貨；而岸上的人則狂呼警告他們，說海水就會再來。編號11資料
(Macdonald, 1895) 
海水又形成兩個大浪湧回編號8資料(北華捷報)/編號6資料(海關總稅務司
署)
回來的巨大波浪造成船翻覆或以可怕的速度衝進城鎮，造成岸邊留存房
屋的破壞。編號12資料(Davidson)/編號13資料(TMO, 1914)/編號11資料
(Macdonald, 1895)
許多魚被打到岸上，迅速的被百姓撿拾。編號12資料(Davidson)/編號13
資料(TMO, 1914)/
基隆船停泊處下沉數尺。編號12資料(Davidson)/編號13資料(TMO, 1914) 
基隆港內，有若干尺面積地方，其下落已較原來為深編號10資料(Alvarez)



基隆港改建前，基隆港前為
大片淺灘，大船不能直接抵
達，須停在所謂拋錨地。

1884-1885年法軍攻臺時繪製之地圖

鱟公島

鱟母島

臨時台灣總督府工事部基隆出
張所(1913)國家文化資料庫



1913年度末
基隆港平面圖

築港前
基隆港平面圖

基隆海關(國家文化資料庫)

海關前的地面上有一些
裂縫
基隆船停泊處下沉數尺



Ruin Rock可能位置

基隆海關位置

大船停泊處可能位置
基隆港務局莊耀輝副
理表示在二沙灣附近

慶安宮位置
慶安宮誌
可能沒有淹水

海水退後撿魚被浪沖
走處可能位置基隆港
務局莊耀輝副理表示
在八尺門海嘯主要是
淹沒和平島

地調所槽溝位置

2013年5月31日經林振興
(殯葬所)所長親自證實，
不止是田寮河，是基隆
四大河全部被吸乾



2011 年11月間，中研院與台大考古團隊於基隆和平島進行文化遺址的槽溝
挖掘調查，其中Unit 3 為一5-15 公分厚之礫質砂層，含珊瑚及海相軟體動
物碎屑，推測Unit 3 是受海源的高濃度水流搬運與堆積所形成，並記錄水
流數次朝東北與西南往復的特性。推測Unit3 可能為1867 年基隆大海嘯的
沉積層(莊釗鳴等, 2012) 。Unit3頂部的高度約6公尺。

基隆和平島平一路
停車場槽溝挖掘剖
面圖， Unit3 可能為
1867 年基隆大海嘯
的沉積層(莊釗鳴等, 
2012)



金包里
地震倒塌有數百戶民宅，沿岸浸水的家屋約有二百戶。金包里、磺
港、水尾其他村落過半全潰。半毀與小破損無數。火災僅有一二間。
金包里堡內死於水陸有四百多人，傷者百名。
又退潮時撿拾魚類，滿潮時溺死七八十人
水牛白天多在野外，而在屋內被壓死和被龜裂掉落物壓死的水牛有
三十頭，猪有三百頭
地震一個月後，新竹縣派員調查地震情形，對受害者發給ㄧ、二個
月的「賜金」，從山內來領取的人很多，從新竹來金包里發放慰問
金者叫做嚴老大。

災害統計
金包里堡內死亡四百多人(包含溺死七八十人)，傷者百名。

壓死水牛有30頭，猪有300頭
地震倒塌有數百戶民宅，沿岸浸水的家屋約有二百戶

淡水死亡30人
士林死亡150人
基隆可能數百人死亡



Location Intensity Remak
淡水 V 小山丘上(淡水鎮中)的許多房屋被震塌了，死亡30人
士林 V-VI 過半遭崩壞，150人死亡
磺港 VI 房屋全倒過半，海嘯浪高6公尺；土壤液化，溫泉噴出9公尺，持續三日
水尾 VI 房屋全倒過半，海嘯浪高6公尺，土壤液化，溫泉噴出9公尺，持續三日More
金包里街 VI 房屋全倒過半，金包里街地區浸在水中

八斗仔 VI 災害嚴重,浸在水中
三界壇 VI 到處發生陷沒、龜裂
跳石 VI 土地陷沒
磺溪頭 VI 到處發生陷沒、龜裂
三重橋 VI 山崩，火山灰的煙
硫黃山 VI 山崩
庚子坪頂 VI 山崩，火山灰的煙
死磺坪 VI 火山灰的煙
大坪 V 災害比較少
阿里磅 V 災害比較少
磺嘴 VI 土壤液化，溫泉湧出變成池塘，噴出12公尺高
三芝 V 多多少少災害發生
石門 VI 大部分房屋震塌
基隆 VI 大部分房屋震塌，許多人被壓在廢墟下面，土壤液化，海嘯侵襲

基隆山 V 山崩
苗栗 III 地大震
浙江象山 I 地震

江蘇上海(?) II 許多人感到一次地震

1867年基隆地震災害與震度對照表



Estimated source parameters

By the Geodetic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the Shanchiao fault on both sides of the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did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 but the hanging wall subsidence 
obvious trend .



富貴角海域主要地質構造線分布(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007)



(蕭力元等，1998)

Strike: N60E
dip:  more than 62
Rake: ‐90



Simulated intensity map to evaluative source parameters

Wells and Coppersmith (1994) fault length vs. magnitude
Normal fault
MW = 4.86 + 1.32 Log(SRL) ± 0.34  (5.2<MW<7.3)
MW = 4.34 + 1.54 Log(RLD) ± 0.31  (5.2<MW<7.3)
Log(RW) = -1.140 + 0.350 MW ± 0.12  (5.2<MW<7.3)
Cheng et al.(2011) ML-MW relationship
ML = 5.115 ln(MW) – 3.131 ± 0.379   (ML≥5.5)

Length
Surface rupture(SRL) Subsurface rupture(RLD)
RW MW ML RW MW ML

30 km 17.4 6.8 6.7 14.8 6.6 6.5
40 km 20.4 7.0 6.8 17.4 6.8 6.7
50 km 22.1 7.1 6.9 20.4 7.0 6.8



Mag 7
(0.4g)

6
(0.25g)

5
(0.08g)

4
(0.025g)

3
(0.008g)

2
(0.0025g)

1
(0.0008g) Remark

6.7(Jean) 17.0 21.8 40.0 74.4 136.5 253.9 466.2 0km
6.7(辛) 7.6 14.1 37.5 79.1 150.4 277.6 495.2 0km
6.8(Jean) 18.2 23.4 42.9 79.7 146.4 272.3 499.9 0km
6.8(辛) 8.4 15.5 40.9 86.2 163.7 302.1 538.7 0km
6.9(Jean) 19.5 25.0 46.0 85.5 157.0 292.0 536.1 0km
6.9(辛) 9.3 17.0 44.6 93.9 178.2 328.7 586.0 0km

Mag 7
(0.4g)

6
(0.25g)

5
(0.08g)

4
(0.025g)

3
(0.008g)

2
(0.0025g)

1
(0.0008g) Remark

6.5(Jean) 13.9 18.3 38.4 64.5 118.6 220.7 405.4 5km
6.5(辛) 3.8 10.6 31.1 66.5 126.9 234.4 418.4 5km
6.7(Jean) 16.2 21.2 39.7 74.2 136.4 253.8 466.2 5km
6.7(辛) 5.8 13.2 37.1 79.0 150.3 277.6 495.1 5km
6.8(Jean) 17.5 22.8 42.6 79.6 146.3 272.2 500.0 5km
6.8(辛) 6.8 14.6 40.6 86.1 163.7 302.0 538.6 5km

Jean et al.(2006)堅硬地盤衰減經驗式：
Y(g)=0.00284e1.73306M[R+0.09994exp(0.77185M)]-2.06392

M為芮氏地震規模，R為震源距
中央氣象局使用的衰減經驗式(Shin, 1998)進行比對：
PGA = 12.44 x exp(1.31 x ML) x r-1.837

上式中r為震源距。



Fault length:30 km(subsurface rupture)，MW=6.6, ML=6.5
25.34N, 121.91E, Depth=15 km  (60, 62, -90)

Jean et al.(2006)
Shin (1998)



Fault length:50 km(surface rupture)，MW=7.1, ML=6.9
25.34N, 121.91E, Depth=10 km  (60, 62, -90)

Jean et al.(2006)
Shin, 1998



Fault length:40 km(surface rupture)，MW=7.0, ML=6.8
25.34N, 121.91E, Depth=10 km  (60, 62, -90)

Jean et al.(2006)
Shin, 1998



結果與討論

此次海嘯事件是由1867年基隆地震引發，與山腳斷層
海域上東北向的延伸有密切關係

海嘯高度在磺港與水尾觀測的高度約6公尺，在金山
八斗仔(核二廠位置)海嘯上溯高度約為15公尺，和平
島平一路停車場槽溝顯示海嘯層頂部的高度約6公尺

1867年基隆地震推估的震央位置 : 25.34N, 121.91E, 
Depth=10 km, 地震規模 MW=7.0, ML=6.8, 斷層長度約
40 km, 可能的震源機制 : (60, 62, -90)

基隆地區主要海嘯災區可能集中在和平島，但仍須進
一步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