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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溫泉 

北投溫泉是臺灣最知名的溫泉地區之一，它擁有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日治時期。 

1. 日治時期：在 1896 年至 1945 年的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開始開發北投溫泉。當時，日本人將北投溫泉視為療養和休閒的地方，並興建

了多座溫泉旅館和公共浴場。北投溫泉因其豐富的溫泉資源和美麗的自然環境而受到日本人的喜愛。 

2. 地震與戰爭：在二戰期間，北投溫泉地區曾遭受到嚴重的破壞。此外，臺灣在地震活躍區域，地震也對北投溫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然而，溫泉區的設施和建築在戰後逐漸修復和重建。 

3. 重建與發展：自中華民國政府接管臺灣以來，北投溫泉逐漸恢復並發展成為重要的觀光景點。政府投資興建了現代化的溫泉設施，並推

動了溫泉旅遊業的發展。北投溫泉也成為許多國內外遊客前往臺北的必訪之地。 

4. 現代化設施：如今，北投溫泉地區擁有多家高級溫泉旅館和公共浴場，提供各種不同的溫泉浸泡體驗。遊客可以享受溫泉浸泡、按摩、

蒸氣浴等設施，舒緩壓力和疲勞。此外，北投溫泉地區也有許多美麗的公園和自然景點，適合散步和休閒活動。 

北投溫泉的歷史和豐富的溫泉資源使其成為臺灣最受歡迎的溫泉勝地之一，也是一個可以體驗臺灣文化和放鬆身心的好去處。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北投溫泉： 

1. 歷史背景：研究北投溫泉的歷史背景，包括日治時期的開發和重建過程，以及溫泉地區在臺灣的文化和觀光發展中的地位。

2. 溫泉資源：了解北投溫泉的溫泉資源，包括水質成分、泉源特點和療效等相關知識。你可以研究不同泉源的特點，例如硫磺泉、碳酸

氫鹽泉等。 

3. 文化價值：探索北投溫泉與臺灣文化之間的聯繫。研究當地的溫泉文化、溫泉節慶活動和傳統療法等，以了解北投溫泉在臺灣文化中

的重要性。 

4. 觀光景點：探索北投溫泉周邊的觀光景點，包括北投公園、地熱谷、北投圖書館等。這些景點提供了更多關於北投溫泉地區的歷史和

自然環境的資訊。 

5. 健康和休閒：瞭解溫泉對健康和休閒的益處。研究溫泉的療效，例如舒緩壓力、促進血液循環、改善皮膚問題等。你可以探索不同的

溫泉療法和 SPA 設施。 



普濟寺 

普濟寺是一座位於臺灣臺北市的佛教寺廟，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 

1. 建立初期 ： 普濟寺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間（公元 1736 年至 1795 年）。當時，一位名叫梁銘燈的僧人在此地開始修建寺

廟，並將其命名為「普濟寺」，以表達普渡眾生的願望。 

2. 發展與擴建：隨著時間的推移，普濟寺逐漸發展壯大。在清朝光緒年間（公元 1875 年至 1908 年），普濟寺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擴

建，增加了寺廟的規模和建築。這次擴建使得普濟寺成為當時臺北地區最重要的佛教寺廟之一。 

3. 戰亂與修復：在二戰期間，普濟寺曾遭受嚴重破壞。然而，戰後，普濟寺得到了修復和重建，並逐漸恢復了其宗教和文化功能。

4. 現代發展 ： 近年來，普濟寺繼續致力於佛教教育、文化傳承和社會服務。寺內舉辦各種佛教法會、禪修班和文化活動，吸引了許多

信徒和遊客前來參與。 

普濟寺作為臺北市的重要佛教寺廟之一，承載著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它不僅是信仰的場所，也是人們學習佛教教義、修行禪定和追求

內心寧靜的地方。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普濟寺」： 

1. 參觀普濟寺：最直接的方式是親自前往普濟寺參觀。你可以欣賞寺廟的建築風格、探索寺內的佛像和文物，並感受寺廟的氛圍。同

時，你也可以向寺廟的工作人員詢問有關普濟寺的更多資訊。 

2. 閱讀相關書籍：有許多書籍關於臺灣佛教和普濟寺的歷史與文化。你可以尋找這些書籍，深入了解普濟寺的背景、建立過程和發展歷

程。這些書籍可能包括佛教教義、佛教藝術、臺灣宗教史等相關主題。 

3. 網上資源 ：網絡上有許多關於普濟寺的資源，包括網站、文章和影片。你可以搜索這些資源，了解普濟寺的歷史、宗教儀式和文化活

動。請確保使用可靠的來源，以獲得準確和可信的資訊。 

4. 參與活動 ：普濟寺可能會舉辦各種活動和講座，讓人們更深入了解佛教和普濟寺的內容。你可以關注普濟寺的官方網站或社交媒體，

以獲取最新的活動信息並參與其中。 



瀧乃湯 
北投「瀧乃湯」是臺灣臺北市北投區的一家知名溫泉旅館，以下是瀧乃湯的歷史說明： 

北投瀧乃湯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日治時代。當時，日本統治臺灣，並發現北投區擁有豐富的溫泉資源。於是在 1906 年起日本政府開始興建

北投區的溫泉設施，以供日本官員和軍人使用。 

瀧乃湯最早是在 1913 年由日本人所建立，並以「瀧乃湯」的名稱開始營運。當時，瀧乃湯是一個簡單的木造建築，提供溫泉浸浴服務給

當地的居民和遊客。隨著時間的推移，北投瀧乃湯逐漸發展壯大，成為北投區最受��迎的溫泉旅館之一，知名度不僅在臺灣，也擴展到

國際上，吸引著許多遊客前來體驗其獨特的溫泉文化。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瀧乃湯經歷了多次的改建和現代化，以提供更好的服務和設施給遊客。現在的瀧乃湯不僅擁有多種不同的溫泉浴池，

還有舒適的客房、餐廳、SPA 和其他休閒設施，讓遊客可以全面享受溫泉之旅。瀧乃湯以其悠久的歷史、優質的溫泉資源和舒適的環境聞

名，成為許多人放鬆身心、紓解壓力的理想去處。無論是臺灣本地居民還是國際遊客，都能在瀧乃湯中感受到溫泉的魅力和療效，享受一

段寧靜與放鬆的時光。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北投「瀧乃湯」： 

1. 參觀瀧乃湯網站：北投瀧乃湯官方網站提供了豐富的資訊，包括歷史、設施、服務、優惠等。透過網站，您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北投瀧

乃湯的特色和魅力，並預訂您的旅程。 

2. 閱讀相關書籍 ： 有許多書籍介紹了北投瀧乃湯的歷史和文化，例如《北投瀧乃湯：百年風華》等。透過閱讀這些書籍，您可以更深

入地了解北投瀧乃湯的背景和發展歷程。 

3. 參觀瀧乃湯博物館：北投瀧乃湯博物館位於北投瀧乃湯旁邊，展示了北投溫泉的歷史和文化。透過參觀博物館，您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北投溫泉的起源和演變。 

4. 與當地導遊交流：如果您計劃前往北投瀧乃湯旅遊，可以考慮聘請當地導遊。當地導遊可以為您介紹北投瀧乃湯的歷史、文化和風

景，並帶您深入體驗當地的生活和風土人情。 

5. 參與瀧乃湯活動：北投瀧乃湯定期舉辦各種活動，例如文化講座、音樂會、美食節等。透過參與這些活動，您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北投

瀧乃湯的文化和風情，並與當地人民互動交流。 



天狗庵 

天狗庵是位於臺灣北投溫泉區的一個古老寺廟，以下是關於天狗庵歷史的說明： 

天狗庵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日治時期的 1929 年，當時由日本人興建，並以供奉「天狗」為主要信仰。天狗在日本傳說中被視為山林的神

靈，具有神秘的力量和形象。因此，天狗庵成為北投溫泉地區一個獨特的宗教場所。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天狗庵經歷了多次的重建和修復，以保持其原始的建築風格和文化價值。寺廟的建築特色包括傳統的日式建築風格、

精緻的木雕和彩繪，以及獨特的屋頂造型。這些特色使得天狗庵成為北投溫泉地區的一個重要的文化景點。 

除了宗教信仰的場所外，天狗庵也是一個供遊客參觀的地方。遊客可以欣賞到寺廟內部的瑰麗裝飾，並在寧靜的環境中體驗到一份宗教寧

靜和心靈寄託。此外，天狗庵周圍還有美麗的自然景觀，如北投公園和地熱谷，使遊客可以在參觀寺廟的同時，欣賞到北投溫泉地區的自

然美景。 

天狗庵作為北投溫泉地區的一個歷史寺廟，展現了日本文化和臺灣傳統信仰的結合。 

它不僅是一個宗教場所，也是一個重要的文化遺產和觀光景點。無論是宗教信仰還是文化探索，天狗庵都值得一遊。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天狗庵： 

1. 閱讀相關資料：您可以尋找關於天狗庵的書籍、文章或網站資源，深入了解其歷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這些資料可以提供您更詳細的

資訊和背景知識。 

2. 參觀 天狗庵 ：如果您有機會，親自參觀天狗庵是最好的學習方式。您可以親身體驗寺廟的氛圍、觀賞其建築特色，並與當地的信眾

或導覽人員交流，了解更多關於天狗庵的故事和傳統。 

3. 研究宗教信仰：天狗庵主要供奉的是天狗神，了解天狗在日本和臺灣文化中的地位和信仰背景，可以幫助您更好地理解天狗庵的宗教

意義和價值。 

4. 探索北投溫泉：天狗庵位於北投溫泉地區，這個地區還有其他許多景點和活動，如北投公園、地熱谷等。探索這些地方可以讓您更全

面地了解北投溫泉地區的文化和自然資源。 

5. 參與文化活動：天狗庵和北投溫泉地區經常舉辦各種文化活動和節慶，您可以參加這些活動，體驗當地的傳統文化，並與當地人民互

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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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濟宮 
芝山「惠濟宮」是位於士林區的一座廟宇，惠濟宮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嘉慶年間（1796 年至 1820 年）。據傳，當時該地區常受到水患

的困擾，居民生活困苦，疾病蔓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當地居民於嘉慶年間集資興建了惠濟宮，以祈求神明的庇佑和保護。 

惠濟宮主祀神明為「惠濟聖帝」，被視為救濟眾生、保佑眾生的神明。據說，當地居民在建廟後，疫病逐漸減少，水患也得到緩解，人民

生活逐漸改善。這些神蹟使得芝山惠濟宮的信仰日益興盛，成為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 

隨著時間的推移，惠濟宮也經歷了多次的擴建和重修。特別是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惠濟宮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工程，增加了廟宇

的規模和面積，並豐富了廟宇的建築和裝飾。如今，惠濟宮成為了一座具有豐富歷史和文化價值的廟宇，吸引著眾多信眾和遊客前來參拜

和觀光。 

芝山惠濟宮也是臺灣重要的宗教場所之一，每年舉辦各種宗教儀式和活動，吸引著眾多信徒和參與者。除了宗教意義外，也被視為一個文

化寶庫，展示了傳統藝術、建築和信仰的精髓，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芝山「惠濟宮」： 

1. 參觀芝山惠濟宮：最直接的方式是親自前往芝山惠濟宮參觀，了解廟宇的建築風格、神明的供奉方式以及宗教儀式等。在參觀時，你

可以觀察廟宇的特色，並詢問當地的導覽人員或信眾，他們通常會樂意分享更多關於該廟宇的歷史和文化。 

2. 研究相關文獻：透過閱讀相關的書籍、研究論文或學術文章，你可以深入了解芝山惠濟宮的歷史。這些資料可能包括該廟宇的建立年

代、重要事件、神明的起源和傳說等。圖書館、學術期刊和網上資源都是你可以尋找這些資料的地方。 

3. 尋求專家意見：如果你對芝山惠濟宮的歷史有更深入的研究需求，你可以尋求專家或學者的意見。他們可能能提供更詳細和專業的資

訊，並指引你進一步的研究方向。你可以聯繫當地的大學、研究機構或專門從事宗教研究的學者。 

4. 參與社群討論：在網上宗教社群或論壇上，你可以與其他對芝山惠濟宮感興趣的人進行討論和交流。這些社群通常有人分享他們的研

究成果、觀點和經驗，你可以從中獲得更多的資訊和洞察。 

無論你選擇哪種學習方式，了解芝山惠濟宮的歷史將幫助你更深入地了解這座廟宇的重要性和價值。 



西砲臺 

臺北的「西砲臺」是一座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古蹟。它位於臺北市士林區的陽明山，建於 19 世紀末的清朝時期。西砲臺是當時臺灣北部

防禦體系的一部分，用於保護臺北港口免受外敵侵襲。 

西砲臺最初由清朝政府於 1884 年興建，當時的臺灣正處於中法戰爭的戰火之中。它是一座石砌的堡壘，擁有高大的城牆和堡壘建築。西

砲臺內部設有炮臺、瞭望臺、兵營和儲藏室等設施，以供軍隊使用。 

在日治時期，西砲臺繼續被用作軍事防禦設施。它在 1904 年至 1905 年的日俄戰爭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臺灣北部防禦的重要據

點。然而，隨著軍事科技的發展，西砲臺的軍事價值逐漸下降，並於 20 世紀中葉停止使用。 

現在，西砲臺已被列為國家二級古蹟，並對公眾開放參觀。遊客可以在西砲臺欣賞到壯麗的城牆和堡壘建築，並了解當時的軍事防禦體

系。此外，西砲臺周邊的陽明山風景優美，也是一個受歡迎的旅遊景點。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西砲臺」： 

1. 圖書資源：查閱圖書館或線上資料庫，尋找與臺北「西砲臺」相關書籍或專題文章，這些資源可能提供更詳細歷史背景和相關研究。

2. 參觀古蹟：計劃一次實地參觀臺北「西砲臺」，以親身感受其歷史氛圍。在參觀時，您可以閱讀展示板或尋求導覽員的幫助，了解更多

關於古蹟的資訊。 

3. 研究學術論文：搜尋學術期刊或研究機構的網站，尋找相關的學術論文或研究報告。這些資源可能提供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讓您對

西砲臺的歷史有更全面的了解。 

4. 尋求專家意見：聯繫當地的歷史學者、專家或博物館工作人員，詢問他們對於臺北「西砲臺」古蹟的歷史有何深入的了解。他們可能

能夠提供專業的見解和資訊。 

5. 網上資源：搜索網上的旅遊網站、博客或歷史論壇，尋找遊客或專家分享的關於臺北「西砲臺」的經驗和知識。這些資源可能提供不

同的觀點和實際訪問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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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坎 

大龍峒「四十四坎」是指位於大龍峒的一個特殊地區，以下是該地區的歷史說明： 

1. 起源與命名：大龍峒四十四坎的名稱源自於該地區地形的特點。這個地區由四十四個小山丘或山坡組成，形成了獨特的地貌景觀。因

此，人們將這個地區稱為「四十四坎」。 

2. 歷史演變：大龍峒四十四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數百年前。在過去的歲月裡，這個地區可能經歷了不同的變遷和發展。它可能曾經是農

村地區，供應當地居民的農作物和食物。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變遷，這個地區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居民區或商業區。 

3. 文化特色：大龍峒四十四坎可能承載著當地居民的文化特色和傳統價值觀。這個地區的居民可能保留了一些古老的傳統習俗和節日慶

典。他們可能繼續傳承著特定的手工藝技術、美食文化或其他具有地方特色的活動。 

4. 現代意義：在現代，大龍峒四十四坎可能成為當地的一個特色景點或觀光區域。遊客可以來到這個地區，欣賞其獨特的地貌景觀和文

化特色。他們可以體驗當地的傳統文化、品嚐當地美食，或參與一些地方性的節慶活動和娛樂表演。 

以上是關於「大龍峒四十四坎」歷史的簡要說明。如需更詳細的資訊，建議您參考當地的歷史文獻、地方性的資訊或諮詢當地的專家。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大龍峒「四十四坎」： 

1. 地方史研究：查找當地的歷史文獻、報紙、書籍或地方性的資料，了解該地區的歷史背景、地理特點和發展過程。這些資料可能包括

當地居民的口述歷史、地方志書籍、地圖、照片等。 

2. 參觀當地博物館或文化遺產：如果有當地的博物館或文化遺產保護區，您可以參觀這些地方，了解更多有關「大龍峒四十四坎」的展

品、文物和解說。這些場所通常提供專業的導覽和展示，可以幫助您深入了解地區的歷史和文化。 

3. 尋求當地居民的故事和回憶：與當地居民交談，尋求他們的故事、回憶和見證。他們可能能夠提供更多關於「大龍峒四十四坎」的細

節和個人經歷，這些是書面資料無法呈現的寶貴資訊。 

4. 研究地理和地貌：深入了解「大龍峒四十四坎」所在地的地理特點和地貌形成過程。這可能包括地質學、地形學和自然地理學等領域

的相關知識。這將幫助您更好地理解這個地區的地理環境和地貌景觀。 

5. 參與當地活動和節日：如果有機會，您可以參與當地的活動和節日，體驗當地的文化、傳統和習俗。這將使您更貼近當地的生活方式

和價值觀，並加深對「大龍峒四十四坎」的理解。 



陳悅記老師府 

「陳悅記老師府」的成立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1644 年至 1912 年）晚期或民國時期（1912 年至 1949 年）早期。陳悅記先生是當地的一

位重要人物，他對當地的教育事業和社區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為了紀念他的貢獻，當地人民於相應的時期建立了「陳悅記老師府」，作為

他的居住地和工作場所。這座建築展示了中國古代建築風格和設計特色，是當地歷史和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隨著時間的推移，「陳悅記老師府」可能經歷了修復和保護工作，以維護其原有的歷史價值和文化意義。今天，它可能對公眾開放，作為一

個歷史遺產和文化景點，吸引遊客和學者前來參觀和研究。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陳悅記老師府」： 

1. 閱讀相關的歷史資料：查閱當地的歷史文獻、書籍或研究論文，尋找有關「陳悅記老師府」的詳細資訊。這些資料可能包括建築的背

景、建造年代、陳悅記先生的生平和貢獻等等。 

2. 尋找圖片和視頻資源：在網絡上搜尋「陳悅記老師府」的圖片和視頻，這些視覺資料可以幫助您更好地了解建築的外觀和特色。

3. 參觀當地博物館或文化遺產：如果可能的話，親自參觀「陳悅記老師府」或當地的博物館、文化遺產保護機構，這樣您可以親身體驗

和觀察建築的細節，並聆聽專家的解說。 

4. 尋求專家或當地居民的意見：與當地的歷史學家、專家或居民交流，他們可能對「陳悅記老師府」的歷史和文化意義有更深入的了

解，並能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和背景。 

5. 研究相關的文化和建築風格：了解中國古代建築的特點和風格，以及當地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這將有助於您更好地欣賞和理解「陳

悅記老師府」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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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大稻埕教會

新芳春茶行 李春生宅

慈聖宮



仁安醫院 

「仁安醫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民國時期（1912 年至 1949 年）早期。它成立於臺灣日治時期，當時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根據資料顯示，

「仁安醫院」最早是由日本醫生或醫療團隊在臺灣設立的，提供當時的醫療服務。 

隨著時間的推移，「仁安醫院」可能經歷了多次擴建和改建，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醫療需求。它可能在臺灣的醫療體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提供了診療、手術、急診和住院等服務，並吸引了許多患者和醫療專業人士。 

今天，「仁安醫院」可能已經成為一家現代化的醫療機構，擁有先進的醫療設備和技術，並提供全面的醫療服務。它可能致力於提供高品質

的醫療照護，並與其他醫療機構和專家合作，以確保患者得到最佳的治療和關懷。具體的「仁安醫院」歷史細節可能需要參考當地的歷史

文獻、官方資料或與「仁安醫院」相關的資源。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仁安醫院」： 

1. 研究臺灣醫療史：了解臺灣醫療體系的發展和演變，以及「仁安醫院」在其中的地位和貢獻。

2. 查閱歷史文獻：尋找相關的歷史文獻、書籍或研究論文，以瞭解「仁安醫院」的創建、發展和重要事件。

3. 訪問「仁安醫院」官方網站：瀏覽「仁安醫院」的官方網站，了解其歷史背景、服務範圍和專業特色。

4. 尋求當地居民或專家的意見：與當地居民、歷史學家或醫療專家交流，他們可能對「仁安醫院」的歷史和重要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並能提供有價值的資訊。 

5. 參觀「仁安醫院」或相關展覽：如果可能的話，親自參觀「仁安醫院」或相關的展覽，這樣您可以親身體驗並了解其歷史和發展。



慈聖宮 

大稻埕「慈聖宮」是臺灣臺北市大稻埕地區的一座廟宇，「慈聖宮」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時期。根據資料顯示，這座廟宇最早建於清乾隆

年間（1736 年至 1795 年），當時稱為「慈聖殿」。它是由當地居民為了崇拜和膜拜神明而建立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稻埕「慈聖宮」可能經歷了多次擴建和改建。在臺灣的日治時期，這座廟宇可能遭受了一些損壞，但在戰後得到修復

和重建。 

「慈聖宮」在當地擁有重要的地位，是當地居民信仰的中心之一。每年的重要節日和慶典，如農曆新年和神明誕辰，都會在這座廟宇舉行

盛大的祭典和活動。今日的大稻埕「慈聖宮」已經成為一個受到許多人尊敬和參觀的旅遊景點。遊客可以欣賞到其獨特的建築風格和豐富

的宗教文化。此外，大稻埕「慈聖宮」也是臺北市重要的文化資產之一，代表著當地的歷史和傳統。 

更具體的大稻埕「慈聖宮」歷史細節可能需要參考當地的歷史文獻、官方資料或與「慈聖宮」相關的資源。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大稻埕「慈聖宮」： 

1. 研究臺灣歷史：了解臺灣歷史背景，包括清朝時期和日治時期，以瞭解大稻埕「慈聖宮」的建立和發展背景。

2. 查閱歷史文獻：尋找相關的歷史文獻、書籍或研究論文，以瞭解大稻埕「慈聖宮」的歷史、建築風格和重要事件。

3. 參觀「慈聖宮」：親自前往大稻埕「慈聖宮」，參觀廟宇並了解其建築風格、祭祀活動和文化意義。您可以聆聽導覽解說或與當地信徒

交流，深入瞭解廟宇的歷史和背後的故事。 

4. 尋求當地居民或專家的意見：與當地居民、歷史學家或宗教專家交流，他們可能對大稻埕「慈聖宮」有更深入的了解，並能提供有價

值的資訊。 

5. 探索當地文化活動：當大稻埕「慈聖宮」舉辦重要的宗教節日或文化活動時，您可以參與其中，體驗當地的傳統文化和宗教儀式，

進一步了解「慈聖宮」的意義和價值。 



大稻埕教會 

「大稻埕教會」是位於臺灣臺北市大同區的一座重要古蹟，大稻埕教會，正式名稱為「基督教大稻埕教會」，建於 1892 年，是臺灣最早

的基督教教堂之一。該教會是由美國基督教長老宣教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創立，他是第一位在臺灣傳教西方宣教士之一。 

大稻埕教會的建築風格結合了當時流行的哥德式和新古典主義風格，以及一些本土化的設計元素。教堂的外觀呈現出獨特的尖塔和尖頂，

內部則以木質結構為主，擁有寬敞的中殿和彩繪玻璃窗。 

在臺灣的早期，大稻埕教會是一個重要的基督教中心，也是當時臺北地區最大的教堂之一。它不僅提供宗教儀式和聚會場所，還扮演著社

區活動和教育的角色。教會的建築和宗教活動在當地人中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成為臺灣基督教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大稻埕教會在臺灣歷史的演變中經歷了多次重建和修復，尤其是在二次大戰期間和臺北市都市發展的過程中。目前，大稻埕教會已

被列為國家二級古蹟，並且仍然是一個活躍的宗教場所和歷史遺跡，吸引著許多人前來參觀和欣賞。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大稻埕教會」： 

1. 研究歷史背景：了解大稻埕教會的建立背景和歷史意義。您可以閱讀相關的歷史書籍、研究論文或網路資源，以深入了解教會在臺灣

基督教傳教史中的地位和影響。 

2. 參觀古蹟：親自前往大稻埕教會參觀，欣賞其建築風格和設計特色。參加導覽活動或自行探索，了解教會內部結構和保存文物。

3. 研究建築風格：探索大稻埕教會的建築風格和設計特點。了解哥德式和新古典主義風格如何融合，以及教堂如何適應臺灣當地環境和

文化。 

4. 了解創立者：研究馬偕宣教士的生平和傳教事蹟。他是臺灣基督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對臺灣的宗教、醫療和教育事業有深遠的影響。

5. 探索周邊文化：大稻埕地區是臺北市的歷史街區，擁有豐富的文化和人文景觀。您可以進一步了解大稻埕的歷史、文化和特色，以豐

富對大稻埕教會的認識。 



新芳春茶行 

「新芳春茶行」是一個位於臺北市的古老茶行，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建於清朝同治年間（1862-1874 年），是當時臺灣最早的茶

行之一。位於臺北市萬華區的龍山寺附近，是當時繁榮的茶葉貿易中心之一。 

茶行在臺灣的歷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茶葉生產者和茶商之間的交易場所。茶行不僅提供了一個集中的地點供茶業從業者進行交易，

還成為茶文化的重要傳承地。 

「新芳春茶行」曾經是臺北地區最繁忙的茶行之一，吸引了許多茶商和茶葉愛好者前來交流和購買茶葉。它成為了當時茶業繁榮的見證，

也見證了臺灣茶業的發展歷程。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和茶業的轉型，茶行的角色逐漸式微。「新芳春茶行」在歷經多次改建和修復後，

現在已成為一處具有歷史價值的古蹟，展示著當時茶行的建築風格和茶業的發展歷程。 

今天，「新芳春茶行」作為一個古蹟，吸引著許多遊客和茶葉愛好者前來參觀。不僅展示了臺灣茶業的歷史，還提供了一個了解當地文化

和茶文化的場所。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新芳春茶行」： 

1. 參觀「新芳春茶行」古蹟：您可以親自前往「新芳春茶行」，參觀這個具有歷史價值的古蹟。您可以欣賞到當時茶行的建築風格和茶業

的發展歷程，還可以了解當地文化和茶文化。 

2. 閱讀相關資料：您可以閱讀相關的書籍、文章或網頁，了解「新芳春茶行」的歷史和文化價值。這些資料可以幫助您更深入地了解這

個古蹟，並增加您對臺灣茶業的認識。 

3. 參加導覽活動：如果您想更深入地了解「新芳春茶行」的歷史和文化，您可以參加導覽活動。導覽員可以為您講解古蹟的歷史、文化

和建築風格，讓您更全面地了解這個古蹟。 

4. 參加茶文化體驗活動：「新芳春茶行」古蹟附近有許多茶葉店和茶藝館，您可以參加茶文化體驗活動，了解臺灣的茶文化和茶葉製作過

程。這些活動可以讓您更深入地體驗當地文化和茶文化，並增加您對臺灣茶業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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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海城隍廟 
霞海城隍廟是臺灣臺北市大稻埕地區的一座古老廟宇，霞海城隍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嘉慶年間（1796 年至 1820 年）。據傳，當時大

稻埕地區經常發生水災，居民們為了祈求保佑和保護，建立了這座廟宇，並奉祀城隍爺（城隍神）作為主要神明。 

隨著時間的推移，霞海城隍廟經歷了多次擴建和改建。在臺灣的日治時期，這座廟宇可能遭受了一些損壞，但在戰後得到修復和重建。 

霞海城隍廟在當地擁有重要的地位，是當地居民信仰的中心之一。每年的重要節日和慶典，如農曆新年和城隍爺誕辰，都會在這座廟宇舉

行盛大的祭典和活動。霞海城隍廟已經成為一個受到許多人尊敬和參觀的旅遊景點。遊客可以欣賞到其獨特的建築風格和豐富的宗教文化。

此外，霞海城隍廟也是臺北市重要的文化資產之一，代表著當地的歷史和傳統。更具體的霞海城隍廟歷史細節可能需要參考當地的歷史文

獻、官方資料或與霞海城隍廟相關的資源。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霞海城隍廟」： 

1. 研究臺灣歷史：了解臺灣清朝時期和日治時期的歷史背景，以瞭解「霞海城隍廟」的建立和發展背景。

2. 查閱歷史文獻：尋找相關的歷史文獻、書籍或研究論文，以瞭解「霞海城隍廟」的歷史、建築風格和重要事件。

3. 參觀「霞海城隍廟」：親自前往「霞海城隍廟」，參觀廟宇並了解其建築風格、祭祀活動和文化意義。您可以聆聽導覽解說或與當地信

徒交流，深入瞭解廟宇的歷史和背後的故事。 

4. 尋求當地居民或專家的意見：與當地居民、歷史學家或宗教專家交流，他們可能對「霞海城隍廟」有更深入的了解，並能提供有價值

的資訊。 

5. 探索當地文化活動：當「霞海城隍廟」舉辦重要的宗教節日或文化活動時，您可以參與其中，體驗當地的傳統文化和宗教儀式，進一

步了解「霞海城隍廟」的意義和價值。 



大稻埕碼頭 

大稻埕碼頭位於臺灣臺北市大稻埕地區，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碼頭之一。 

在清朝時期，大稻埕是臺灣最繁榮的商港之一，當時的大稻埕碼頭是臺灣的主要貿易中心之一。 

大稻埕碼頭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7 世紀，最初是由荷蘭人在 1624 年建立的。 

在清朝時期，大稻埕碼頭是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主要貿易港口，許多貨物都從這裡運往中國大陸或其他地方。 

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大稻埕碼頭更是臺灣糖業的主要出口港口之一，糖業的繁榮也帶動了大稻埕地區的發展。 

在 21 世紀初，大稻埕碼頭進行了大規模的改建。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大稻埕碼頭逐漸沒落。 

在 20 世紀中葉，臺灣的主要貿易中心逐漸轉移到其他地方，大稻埕碼頭的貿易量也逐漸減少。 

此外，碼頭的設備老舊，也難以應對現代化的貨運需求。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大稻埕碼頭」： 

1. 研究臺灣歷史：了解臺灣清朝時期和日治時期的歷史背景，以瞭解「大稻埕碼頭」在當時的地位和重要性。

2. 查閱歷史文獻：尋找相關的歷史文獻、書籍或研究論文，以瞭解「大稻埕碼頭」的建立、發展和重要事件。

3. 參觀博物館或展覽：到臺北市的博物館或展覽館，尋找關於「大稻埕碼頭」的展覽，了解碼頭的歷史、文化和重要角色。

4. 走訪大稻埕地區：親自前往大稻埕地區，參觀碼頭周邊的歷史建築、街道和文化景點，感受當地的歷史氛圍。

5. 尋求當地居民或專家的意見：與當地居民、歷史學家或文化專家交流，他們可能對「大稻埕碼頭」有更深入的了解，

並能提供有價值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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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史蹟紀念館 

「國父史蹟紀念館」是位於臺灣臺北市的一座紀念館，致力於紀念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以下是「國父史蹟紀念館」的歷史說明： 

「國父史蹟紀念館」的建立可追溯到 20 世紀中葉。當時，孫中山先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政治家和革命家，他領導了辛亥革命， 

建立了中華民國。 

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對中國的貢獻，「國父史蹟紀念館」於 1965 年動工興建。該紀念館位於孫中山先生於 1924 年至 1925 年期間在臺灣

臺北市住所的原址上。 

「國父史蹟紀念館」的建築風格融合了中國傳統建築和現代設計元素，展現了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精神。紀念館內部陳列了孫中山先生的

文物、照片、文件和其他與他相關的展品，以展示他的生平事蹟和思想理念。 

此外，「國父史蹟紀念館」也舉辦各種活動和展覽，以推廣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價值觀，並提供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場所。 

「國父史蹟紀念館」是臺灣重要的歷史紀念建築之一，也是向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致敬的地方。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國父史蹟紀念館」： 

1. 研究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了解孫中山先生的背景、他對中國近代史和革命的貢獻，以及他的思想和理念。

2. 查閱歷史文獻：尋找相關的歷史文獻、書籍或研究論文，以瞭解「國父史蹟紀念館」的建立和發展，以及館內展示的孫中山先生相關

的文物和資料。 

3. 參觀「國父史蹟紀念館」：親自前往「國父史蹟紀念館」參觀，欣賞館內的展品和展覽，深入了解孫中山先生的生平和他對中國影響。

4. 研究臺灣歷史：了解臺灣在孫中山先生時代的歷史背景，以瞭解「國父史蹟紀念館」在臺灣的重要性和地位。

5. 尋求專家的意見：與歷史學家、文化專家或館方的導覽人員交流，他們可能能提供更深入的學術見解和背景資訊。



中山基督長老教會 

中山基督長老教會是臺灣臺北市一座歷史悠久的基督教教堂，以下是它的歷史說明： 

中山基督長老教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末期的臺灣。當時，來自美國的宣教士詹姆斯·道爾和路易莎·路易絲·霍爾開始在臺灣傳教。他

們在臺北市中山區創立了一座教堂，並成立了中山基督長老教會。 

該教堂最初是一座簡陋的木製建築，但隨著教會的發展，它逐漸擴建和改建，成為了一座具有現代化設施和設備的教堂。 

教堂的建築風格融合了西方和中國傳統元素，展現了教會的文化多樣性和深厚的歷史背景。 

中山基督長老教會一直致力於宣揚基督教的信仰和價值觀，並在臺灣社會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除了定期舉行崇拜和聚會外，教會還舉辦各種社區活動和慈善事業，以服務當地的社區和居民。 

中山基督長老教會是臺灣基督教界的重要機構之一，也是臺灣歷史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中山基督長老教會」： 

1. 研究基督教在臺灣的歷史：了解基督教在臺灣的傳播和發展，以及宣教士在臺灣所做的貢獻。

2. 查閱教會文獻和歷史資料：尋找相關的教會文獻、歷史記錄和出版物，瞭解「中山基督長老教會」的創立和發展過程。

3. 參觀教會：親自前往「中山基督長老教會」參觀，欣賞教堂的建築風格和設施，並了解教會的信仰和價值觀。

4. 與教會成員交流：與教會的牧師、長老或信徒交流，了解他們對教會歷史和信仰的見解，並聆聽他們的故事和經驗。

5. 研究基督教信仰：深入研究基督教的核心教義和價值觀，以更好地理解「中山基督長老教會」所代表的信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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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 

總統府位於臺灣臺北市中正區，是臺灣最重要的政府機構之一。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日治時期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總統府最初建於 1919 年，當時臺灣仍然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這座建築最初是作為臺灣總督府的辦公地點而建造的，用於統治和管理臺灣的事務。 

隨著時間的推移，臺灣逐漸走向民主化，並在 1945 年結束了日本統治。 

此後，臺灣成立了中華民國政府，並將總統府作為中華民國總統的辦公地點。 

總統府的建築風格融合了中西方元素，展現了歷史和文化的融合。它是一座氣勢磅礴的建築，具有象徵性的意義，代表著臺灣的政治權力

和國家形象。 

總統府不僅是臺灣政府的行政中心，也是舉辦重要國家活動和接待外國訪客的場所。它是臺灣的象徵之一，吸引了許多遊客前來參觀。 

總統府的歷史見證了臺灣政治和社會的變遷，是臺灣重要的歷史和文化遺產之一。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總統府」： 

1. 研究總統府的歷史：深入研究總統府的起源、建築風格和演變，了解它在臺灣政治和歷史中的重要地位。

2. 閱讀相關文獻和書籍：尋找關於總統府的書籍、文章和歷史資料，從不同的角度瞭解總統府的背景和發展。

3. 參觀總統府：親自前往總統府參觀，欣賞它的建築風格和設施，並參觀附設的博物館或展覽，深入瞭解總統府的歷史和功能。

4. 探索總統府的角色和職能：研究總統府在臺灣政府體制中的角色和職責，瞭解它在國家治理和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5. 與專家交流：尋找相關領域的專家或學者，進行訪談或參加學術研討會，聆聽他們的觀點和研究成果，深入瞭解總統府的相關議題。



臺大醫院 

臺大醫院（全名：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是臺灣最具代表性的醫療機構之一，臺大醫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895 年，當時臺灣仍

然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日本殖民政府於同年在臺北市設立了「臺灣總督府醫院」，以提供醫療服務給當時的臺灣居民。 

隨著時間的推移，臺灣逐漸走向民主化，並在 1945 年結束了日本統治。此後，臺灣成立了中華民國政府，並將原本的「臺灣總督府醫院」

改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作為該校醫學院的附屬醫院。 

臺大醫院的建築風格融合了日本和歐洲的元素，展現了當時的建築風尚，是一座具有歷史價值和文化意義的建築，代表著臺灣的醫療發展

和學術研究。 

臺大醫院在臺灣的醫療領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僅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還致力於醫學教育和研究。它是臺灣醫療專業人才培養的重

要據點，也是許多患者尋求專業醫療的首選機構之一。 

臺大醫院的古蹟地位象徵著臺灣醫療發展的歷史和成就，也是臺灣重要的歷史和文化遺產之一。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臺大醫院」： 

1. 研究臺大醫院的歷史：深入研究臺大醫院的起源、建築風格和演變，了解它在臺灣醫療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2. 閱讀相關文獻和書籍：尋找關於臺大醫院的書籍、文章和歷史資料，從不同的角度瞭解臺大醫院的背景和發展。

3. 參觀臺大醫院：親自前往臺大醫院參觀，欣賞它的建築風格和設施，並參觀附設的博物館或展覽，深入瞭解臺大醫院的歷史和功能。

4. 探索臺大醫院的醫療成就：研究臺大醫院在臺灣醫療領域的貢獻和成就，了解它在臺灣醫療發展和學術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5. 與專家交流：尋找臺大醫院相關領域的專家或學者，進行訪談或參加學術研討會，聆聽他們的觀點和研究成果，瞭解臺大醫院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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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堂→撫臺街洋樓→臺北郵局→北門 ( 承恩門 )→

鐵道部博物館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忠孝西路

地下街（重慶路口下台階，至地下街 Z10 出入口附近，通道

展示櫃）* ( 鐵道部博物館預計 2020 年開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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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堂 

中山堂是一座位於臺灣臺北市中正區的歷史建築，中山堂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28 年，當時臺灣仍然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日本當局為了

紀念已故的中國革命家孫中山先生，於同年在臺北市興建了一座紀念堂，名為「中山紀念堂」。 

隨著時間的推移，臺灣逐漸走向民主化，並在 1945 年結束了日本統治。此後，中山紀念堂改名為「中山堂」，並成為臺灣政治、文化和藝

術活動的重要場所。 

中山堂的建築風格融合了中國和西方的元素，展現了當時的建築風尚。它是一座具有歷史價值和文化意義的建築，代表著臺灣的近代史和

文化發展。 

中山堂在臺灣的文化領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僅舉辦各種文化、藝術和音樂活動，還致力於文化教育和推廣。它是臺灣文化藝術的重要

據點，也是許多人尋求文化體驗和藝術享受的首選場所之一。 

中山堂的古蹟地位象徵著臺灣文化發展的歷史和成就，也是臺灣重要的歷史和文化遺產之一。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中山堂」： 

1. 研究中山堂的歷史：深入研究中山堂的起源、建築風格和演變，了解它在臺灣的文化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2. 閱讀相關文獻和書籍：尋找關於中山堂的書籍、文章和歷史資料，從不同的角度瞭解中山堂的背景和發展。

3. 參觀中山堂：親自前往中山堂參觀，欣賞它的建築風格和設施，並參與其中的文化、藝術和音樂活動，深入體驗中山堂的文化氛圍。

4. 探索中山堂的文化活動：研究中山堂舉辦的各種文化、藝術和音樂活動，了解它在臺灣文化領域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5. 與專家交流：尋找中山堂相關領域的專家或學者，進行訪談或參加學術研討會，聆聽他們的觀點和研究成果，深入瞭解中山堂相關議題。



撫臺街洋樓 

臺北城的「撫臺街洋樓」是一處具有歷史價值的古蹟建築群，撫臺街洋樓位於臺北市中正區，是臺北市保存最完整的洋樓建築群之一。這

些洋樓建於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當時臺灣仍然是日本統治下的一部分。 

這些洋樓建築是由當時在臺灣的外國商人所興建，主要用於商業和住宅用途。洋樓的建築風格結合了西方的新古典主義和巴洛克風格，展

現了當時的建築趨勢和外國文化的影響。這些洋樓成為當時臺北商業繁榮的象徵。然而，在臺灣歷史的變遷中，洋樓的用途和地位也發生

了變化。 

二戰後，臺灣回歸中華民國，洋樓逐漸被遺忘和荒廢。然而，在近年來的文化保育運動中，臺北市政府開始重視撫臺街洋樓的保存和修復，

並將其列為古蹟。如今，撫臺街洋樓成為臺北市的重要旅遊景點和文化資產，吸引了許多遊客前來參觀。這些洋樓透露出臺灣歷史的痕跡，

也展現了當時的建築技術和風格。 

撫臺街洋樓的古蹟地位象徵著臺灣歷史、文化和建築的價值，也是臺北市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撫臺街洋樓」： 

1. 參觀洋樓：親自前往撫臺街洋樓，親身體驗這些古老建築的魅力。你可以欣賞建築的細節、風格和設計，並了解其在臺灣歷史中的重

要地位。 

2. 研究歷史背景：深入研究臺北城「撫臺街洋樓」的歷史背景，包括建築興建的時代背景、外國商人的角色以及洋樓的用途和變遷。這將

幫助你更好地理解這些古蹟的價值和意義。 

3. 閱讀相關資料：尋找關於撫臺街洋樓的書籍、文章或研究報告，這些資料可能提供更深入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以及對洋樓建築風格和

設計的解說。 

4. 參加導覽活動：許多導覽活動和文化導覽團會包含撫臺街洋樓在內的古蹟參觀。參加這些活動可以聽到專家的解說，並與其他對古蹟

有興趣的人交流。 

5. 探索周邊地區：撫臺街洋樓所在的中正區還有其他古蹟和文化景點，例如中正紀念堂和國立歷史博物館。在探索這些地區時，你可以

更全面地了解臺北城的歷史和文化。 



承恩門(北門) 

「承恩門」是一個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古蹟，以下是關於它的歷史說明： 

1. 建立背景：「承恩門」位於臺灣臺北市中正區，是臺灣歷史上重要城門之一與臺北城牆的入口之一，也是與撫臺街洋樓相連的一部分。

2. 興建年代：「承恩門」的興建可以追溯到 1884 年，當時臺灣仍然是清朝的一部分。它是為了加強臺北城的防禦而建造的，以保護城市

免受外來入侵。 

3. 建築風格：「承恩門」是一座中國古典風格的城門，具有獨特的建築特色。它採用了傳統的牆體結構和磚石建造，並以其華麗的屋簷、

雕刻和彩繪立面而聞名。 

4. 名稱含義：「承恩門」的名稱寓意著對皇帝的恩典和保佑。這個名字反映了當時對清朝統治者的敬意和忠誠。

5. 現代狀態：在日治時期，「承恩門」曾經被拆除，並在原址上建造了新的建築物。然而，在 1983 年，為保護臺北城歷史遺產，「承恩

門」被重建，並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觀光景點。 

「承恩門」作為臺北城的一部分，承載著臺灣歷史記憶和文化價值，吸引著許多遊客和歷史愛好者前來參觀和探索。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承恩門」： 

1. 參觀古蹟：最好的學習方法之一是親自參觀「承恩門」。您可以親身感受其建築風格、歷史氛圍和文化價值。在參觀時，可以注意建築

細節、雕刻和彩繪，並了解其在臺北城防禦體系中的重要性。 

2. 研究歷史文獻：閱讀相關的歷史文獻可以幫助您更深入地了解「承恩門」的歷史。您可以查閱相關的書籍、學術論文或網上資源，了

解其興建背景、名稱含義和重要事件等。 

3. 尋求專家指導：如果您對「承恩門」的歷史感興趣，可以尋求相關專家的指導。您可以聯繫當地的博物館、文化遺產機構或導覽團，

尋求他們的專業知識和解說。 

4. 參加導覽活動：許多古蹟提供導覽活動，這是一個了解「承恩門」的好機會。導覽活動通常由專業導遊帶領，他們可以提供詳細的解

說和背景知識，使您更好地理解古蹟的歷史和文化價值。 

5. 研究相關資源：除實地參觀，您還可以研究相關的資源，如照片、影片和文章。這些資源可以幫助您更全面地了解「承恩門」外觀、

內部結構和相關故事。 



鐵道部博物館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古蹟是臺灣的重要歷史建築之一。該建築位於臺灣臺北市中正區，現在是「國立臺灣博物館鐵道部」，建於日治時期

的 1922 年，當時臺灣仍然是日本的殖民地。這座建築是由日本建築師岡田信一設計，以西洋建築風格為主，融合了當時的現代化設計與

日本傳統元素。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是當時臺灣鐵路系統的管理機構，負責規劃、建設和經營臺灣的鐵路網絡。這座建築物作為鐵道部的辦公場所，擁有宏

偉的外觀和精緻的內部裝飾，展現了當時日本的工藝水平和建築風格。 

在二戰結束後，臺灣回歸中國，這座建築物改為臺灣省政府使用。現在，它已成為臺灣的國定古蹟，並且對外開放供遊客參觀。遊客可以

欣賞到建築物的美麗外觀，這座古蹟的保存和活化，讓人們能夠欣賞到臺灣鐵路歷史的重要遺產。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鐵道博物館」： 

1. 歷史背景：了解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背景，包括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的歷程，以及當時日本在臺灣所推行的政策和建設計劃。

2. 建築風格：探索「臺灣總督府鐵道部」的建築風格，包括西洋建築元素和日本傳統元素的融合，以及建築師岡田信一的設計理念和特

色。 

3. 功能與作用：瞭解「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在當時臺灣鐵路系統中的功能和作用，包括規劃、建設和經營臺灣的鐵路網絡，以及對當地

交通和經濟發展的影響。 

4. 文化價值：探究「臺灣總督府鐵道部」作為國定古蹟的文化價值，包括其歷史意義、建築藝術價值和對當地社會的影響。

5. 參觀體驗：如有機會，親自到「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古蹟參觀，欣賞其建築風格、內部裝飾和歷史展示，進一步深入了解這座重要的

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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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陽路（石坊街）→臺灣銀行→總統府→北一女（清朝

文廟）→司法大廈（清朝武廟）→國史館→前婦聯總會

→登瀛書院舊址→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宿舍→中華

電信博愛服務中心 ( 總督府電話交換局 )→小南門 ( 重

熙門 )→南門 ( 麗正門 )。

中正區9臺北府城南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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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總統府



北一女 

北一女古蹟，正式名稱為「臺灣省立臺北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是臺北市的一座重要歷史建築。 

北一女古蹟建於 1912 年，當時是為了滿足臺灣日治時期的教育需求而興建的。這所學校是臺灣第一所女子高級中學，為當時臺灣傳統社

會中女子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建築師是日本人岡田信一郎，他採用了西洋新古典主義風格，將建築設計成三層樓的磚造建築，擁有優雅的外觀和精緻的細節。建築物的

正面有一座帶有拱門的柱廊，展現了當時流行的歐洲建築風格。 

在日治時期，北一女是一所培養優秀女性的學校，提供高等教育機會給當時社會地位較高的女性。學校的課程包括文學、科學、音樂和藝

術等，培養學生的綜合素養和專業技能。 

北一女古蹟在臺灣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見證了臺灣教育發展的歷程以及女性地位的提升。如今，北一女已經成��臺北市的文化重

要地標，吸引著許多人前來參觀和欣賞。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北一女」： 

1. 歷史背景：北一女中學校舍建於 1922 年，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女子學校之一。它見證了臺灣教育發展的重要歷程，並扮演著培養優秀

女性人才的重要角色。 

2. 建築風格：北一女中的校舍建築融合了日本殖民時期的西方建築風格，具有獨特的設計和美學價值。展現了當時的建築技術和設計理念，

是臺灣現存的重要歷史建築之一。 

3. 文化價值：北一女中的校舍代表了臺灣早期女子教育的努力和成就，對於推動性別平等和女性教育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也是臺灣現代

教育體制的重要里程碑，體現了臺灣人民對教育價值的重視。 

4. 參觀體驗：您可以參觀北一女中的校舍，了解其中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在參觀過程中，您可以欣賞建築的特色，了解學校的發展歷程，

並深入瞭解當時的教育環境和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5. 教育意義：北一女中的校舍是一個重要的教育資源，可以作為教育機構和學生學習的場所。透過學習北一女中的歷史和價值，可以啟發

學生對教育的重視並激發他們對學習和成長的熱情。



重熙門(小南門) 

臺北城小南門「重熙門」是臺灣臺北市的一座古蹟，「重熙門」原名「重修門」，建於清朝嘉慶年間（1796-1820 年）。它是臺北城的南門

之一，位於城牆的南側，是進入城市的重要入口之一。 

「重修門」最初是一座磚造城門，但在 1908 年，日本殖民政府對臺北城進行改建時，門樓被拆除。隨後，於 1919 年重建，並更名為

「重熙門」。 

在日治時期，「重熙門」成為臺北市的重要地標之一，周圍逐漸發展成為商業區。然而，在二戰期間，「重熙門」遭受了嚴重的破壞。戰

後，臺北市政府進行了修復工作，並於 1950 年重新開放。 

如今，「重熙門」作為臺北市的代表性建築之一，吸引了大量的觀光遊客和參觀者。也是臺北市的交通要道，周邊有許多商業和文化設

施，成為了熱門的觀光景點之一。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重熙門」： 

1. 參觀實地：親自前往臺北城小南門「重熙門」，進行實地參觀。您可以仔細觀察門樓的建築風格、結構特點，並體驗古蹟所散發的歷史

氛圍。 

2. 閱讀歷史資料：閱讀相關的歷史資料和研究論文，以了解「重熙門」古蹟的歷史背景、建築風格和文化價值等方面的知識。您可以參

考圖書館、學術期刊或網上資源。 

3. 尋找專家指導：尋求專家的指導和解說，他們可以提供更深入的解釋和專業觀點。您可以參加導覽活動、參與文化課程或聯繫相關機

構尋求幫助。 

4. 參加文化活動：參加與「重熙門」古蹟相關的文化活動和展覽，這將使您更深入地了解這座古蹟的歷史和文化價值。您可以關注當地

的文化機構、博物館或藝術中心的活動通知。 

5. 加入學習社群：加入學習社群或討論小組，與其他對「重熙門」古蹟感興趣的人交流和分享。您可以在網上論壇、社交媒體群組或學

術研究團體中尋找相關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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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門 ( 麗正門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 專賣局 )→國

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建國中學

紅樓→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國立中央圖書館舊址 ( 建

功神社 )→林業陳列館→欽差行臺→自由之家（含嚴家淦

故居、自由之家、大同之家及其附屬建築）→孫運璿科技   人

文紀念館→小南門 ( 重熙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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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正門(南門) 

臺北城南門「麗正門」是臺灣臺北市的一座古蹟，「麗正門」原名「麗境門」，建於清朝嘉慶年間（1796-1820 年）。當時，臺北城是臺灣最

重要的城市之一，「麗境門」作為南門之一，是城牆的重要入口。 

「麗境門」最初是一座磚造城門，但在 1908 年，日本殖民政府對臺北城進行改建時，門樓被拆除。隨後，於 1919 年重建，並更名為「麗

正門」。 

在日治時期，「麗正門」成為臺北市的重要地標之一，周圍逐漸發展成為商業區。然而，在二戰期間，「麗正門」遭受了嚴重的破壞。戰後，

臺北市政府進行了修復工作，並於 1957 年重新開放。 

現在，「麗正門」作為臺北市的代表性建築之一，吸引了大量的觀光遊客和參觀者。也是臺北市的交通要道，周邊有許多商業和文化設施，

成為了熱門的觀光景點之一。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麗正門」： 

1. 參觀實地：親自前往臺北城南門「麗正門」，進行實地參觀。您可以仔細觀察門樓建築風格、結構特點，並體驗古蹟所散發歷史氛圍。

2. 閱讀歷史資料：閱讀相關的歷史資料和研究論文，以了解「麗正門」古蹟的歷史背景、建築風格和文化價值等方面的知識。您可以參

考圖書館、學術期刊或網上資源。 

3. 尋找專家指導：尋求專家的指導和解說，他們可以提供更深入的解釋和專業觀點。您可以參加導覽活動、參與文化課程或聯繫相關機

構尋求幫助。 

4. 參加文化活動：參加與「麗正門」古蹟相關的文化活動和展覽，這將使您更深入地了解這座古蹟的歷史和文化價值。您可以關注當地

的文化機構、博物館或藝術中心的活動通知。 

5. 加入學習社群：加入學習社群或討論小組，與其他對「麗正門」古蹟感興趣的人交流和分享。您可以在網上論壇、社交媒體群組或學

術研究團體中尋找相關的社群。 



建國中學紅樓 

「建國中學紅樓」是臺灣臺北市大同區的一座古蹟，「建國中學紅樓」原為臺灣總督府官邸，建築風格結合了中國傳統建築和西方殖民風

格，具有獨特的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 

這座建築物的建造始於 1899 年，當時臺灣仍然是日本的殖民地。最初，它是為臺灣總督府官邸而建，用於接待重要官員和舉辦各種活

動。建築師岡崎市之助將西方的新古典主義和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融入設計中，使「建國中學紅樓」呈現出獨特的外觀。 

在日治時期，「建國中學紅樓」成為臺灣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它曾經歷多次擴建和改建，並作為臺灣總督府的象徵性建築存

在。 

二戰結束後，臺灣回歸中華民國，「建國中學紅樓」改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校舍，並成為「建國中學」的校本部。在這個過程中，建築

的外觀和內部結構也進行了一些改變。 

如今，「建國中學紅樓」作為臺北市的古蹟和文化遺產，吸引了許多遊客和參觀者。您可以參觀這座建築，欣賞其獨特的建築風格，並了

解其在臺灣歷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建國中學紅樓」： 

1. 參觀建國中學紅樓：您可以前往臺北市大同區參觀「建國中學紅樓」，欣賞其獨特的建築風格和歷史價值。在參觀前，建議您先了解一

些基本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以更好地理解這座建築的意義。 

2. 研究相關文獻：您可以閱讀有關「建國中學紅樓」的相關文獻，了解其歷史和文化背景。這些文獻可以包括學術論文、歷史書籍、旅

遊指南等。 

3. 參加導覽活動：如果您想更深入地了解「建國中學紅樓」，建議您參加相關的導覽活動。這些活動通常由專業的導遊或歷史學家帶領，

可以提供更詳細的歷史和文化解說。 

4. 探索周邊景點：「建國中學紅樓」周邊還有許多其他的歷史和文化景點，例如迪化街和大稻埕等地方。您可以利用這些景點來擴展您對

臺灣歷史和文化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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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區10 二二八和平公園線

國立臺灣博物館 - 土銀展示館 ( 勸業銀行舊廈 )→三井物

產株式會社舊廈→老火車頭→國立臺灣博物館 ( 臺灣總

督府博物館 )→天后宮柱珠→黃氏節孝坊→臺灣廣播電

臺放送亭→二二八紀念碑→急公好義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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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銀展示館

老火車頭

黃氏節孝坊 二二八紀念碑

天后宮柱珠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舊廈



天后宮柱珠 

天后宮柱珠是一個位於臺灣臺北市的古蹟，天后宮柱珠，正式名稱為「天后宮柱頭珠」，是位於臺北市萬華區的天后宮的一部分。天后宮

是臺北市最古老的廟宇之一，建於 1738 年，供奉著媽祖（天上聖母）。 

柱珠是指位於廟宇正殿前方的兩根柱子頂端的裝飾物。天后宮的柱珠是由石雕製成，形狀獨特，富有藝術價值。它們被認為是臺灣石雕藝

術的重要代表之一。 

天后宮柱珠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末，當時臺灣正處於日治時期。在當時，天后宮進行了重建和擴建工程，並加入了許多新的藝術元

素，包括柱頭珠。這些柱珠展現了當時的藝術風格和工藝技術，並成為了天后宮的重要特色之一。 

天后宮柱珠的設計和製作過程需要精湛的技藝和耐心。它們通常以石材雕刻而成，並呈現出各種不同的圖案和紋飾，如花卉、神獸、龍鳳

等，這些精美的柱珠展示了臺灣傳統藝術的豐富與多樣性。 

如今，天后宮柱珠作為天后宮的重要文化遺產，吸引著許多遊客和信眾前來參觀和膜拜。它們不僅展示了臺灣的宗教信仰和藝術傳統，也

是臺北市珍貴的歷史遺跡之一。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天后宮柱珠」： 

1. 參觀天后宮：您可以前往臺北市萬華區參觀天后宮，欣賞其中的柱珠和其他藝術元素。在參觀之前，建議您先了解一些有關天后宮的

基本歷史和文化背景，以更好地理解其意義和價值。 

2. 研究相關文獻：您可以閱讀有關「天后宮柱珠」和天后宮的相關文獻，了解其歷史、藝術風格和製作技術等方面的資訊。這些文獻可

以包括學術論文、專書、研究報告等。 

3. 尋找專家指導：如果您對「天后宮柱珠」的研究感興趣，可以尋求相關領域的專家指導。他們可以提供更深入的專業知識和資訊，並

指導您進行相關研究。 

4. 參加文化活動：您可以參加與「天后宮柱珠」和臺灣傳統藝術相關的文化活動，例如展覽、工作坊、講座等。這些活動可以讓您更深

入地了解這項文化遺產的背後故事和意義。 



急公好義坊 

「急公好義坊」是一個位於臺灣臺北市的古蹟，「急公好義坊」正式名稱為「急公好義坊奉祀孔子廟」，是位於臺北市中正區的一座廟宇。

該廟供奉著孔子，被視為尊崇孔子思想和傳統道德價值的場所。 

急公好義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末，當時臺灣正處於日治時期。在當時，臺灣的社會秩序相對混亂，許多人民面臨著困難和苦難。

為了提倡公義和善行，當地居民建立了急公好義坊，以紀念和推崇那些在社會上表現出慷慨助人精神的人們。 

急公好義坊的名稱來自於《論語》中的一個故事，故事描述了孔子對於一位急於公義和善行的人表示讚賞。這個名稱象徵著對於公義和善

行的追求，並成為了該廟的命名之一。 

急公好義坊的建築風格受到中國傳統廟宇的影響，以典雅的中國式建築為主。廟內供奉著孔子的神像，並有一些與孔子和儒家思想相關的

文物和藝術品展示。 

如今，急公好義坊作為臺北市的一個重要文化遺產，吸引著許多人前來參觀和膜拜。它不僅展示了臺灣對於儒家思想和傳統價值觀的尊

崇，也是臺北市珍貴的歷史遺跡之一。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急公好義坊」： 

1. 參觀急公好義坊：您可以前往臺北市中正區參觀急公好義坊，欣賞其中的建築和文物。在���觀之前，建議您先了解一些有關急公

好義坊的基本歷史和文化背景，以更好地理解其意義和價值。 

2. 研究相關文獻：您可以閱讀有關「急公好義坊」和孔子思想的相關文獻，了解其歷史、哲學思想和社會影響等方面的資訊。這些文獻

可以包括學術論文、專書、研究報告等。 

3. 尋找專家指導：如果您對「急公好義坊」的研究感興趣，可以尋求相關領域的專家指導。他們可以提供更深入的專業知識和資訊，並

指導您進行相關研究。 

4. 參加文化活動：您可以參加與「急公好義坊」和儒家思想相關的文化活動，例如展覽、講座、座談會等。這些活動可以讓您更深入地

了解這項文化遺產的背後故事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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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區10 二二八和平公園線B
國立臺灣博物館 (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黃氏節孝坊→

孔子銅像→四亭一閣→臺灣廣播電臺放送亭→台北

二二八紀念館→天后宮柱珠→二二八紀念碑→介壽公

園→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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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氏節孝坊 

「黃氏節孝坊」是一個位於臺灣臺北市的古蹟，以下是它的歷史背景： 

黃氏節孝坊位於臺北市大同區，是臺灣一座重要的文化遺產。該坊是為了紀念黃氏家族中一位傳奇的孝子而建立的。 

黃氏節孝坊的故事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末，當時臺灣仍處於清朝統治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黃石城的年輕人。他生於清朝嘉慶年間，

出身於一個貧困的家庭。在他年幼時，他的父母雙亡，他和他的姐姐被送到親戚家撫養。然而，由於家境貧困，親戚無法提供足夠的照顧

和教育。儘管如此，黃石城仍然努力學習，並對家人表現出極大的孝心。 

在黃石城成年後，他返回親戚家中照顧年邁的祖父母。他盡心盡力地照顧他們的生活，不辭辛勞。他每天早起為祖父母準備食物，並為他

們處理日常事務。他的孝順行為感動了許多人，也成為了當地社區的榜樣。 

為了紀念黃石城的孝心，當地居民於他去世後建立了黃氏節孝坊。該坊以傳統中國建築風格為基礎，供奉著黃石城的神像而成為了一個人

們前來膜拜和學習孝道的場所。 

如今，黃氏節孝坊作為臺北市的一個重要文化景點，吸引著許多人前來參觀和學習。它不僅紀念了一位傳奇的孝子，也彰顯了臺灣社會對

於家庭價值觀和傳統道德的重視。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黃氏節孝坊」： 

1. 參觀古蹟：親自前往黃氏節孝坊古蹟，參觀並感受其歷史氛圍，欣賞到古蹟建築風格和設計，並了解更多有關黃石城和他的故事。

2. 研究資料：閱讀相關的書籍、文章或研究論文，深入了解黃氏節孝坊的背景和歷史。這些資料可能包括該地區的歷史背景、古蹟的建

築特色以及黃石城的生平故事。 

3. 尋找導覽：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古蹟，尋找專業導覽服務。這些導覽可以提供更詳細解說和背景知識，讓你對古蹟有更全面的了解。

4. 研究孝道價值觀：黃氏節孝坊是為了紀念黃石城的孝心而建立的，因此學習孝道價值觀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閱讀有關孝道的文獻、

故事或哲學，了解中國文化中孝順的重要性和價值。 

5. 參與活動：關注當地活動和展覽，特別是與黃氏節孝坊有關的活動。這些活動可能包括講座、展覽或文化節慶，提供了更多學習和體

驗的機會。 



四亭一閣 

臺北城的「四亭一閣」古蹟是指位於臺北市的四座亭子和一座閣樓組成的建築群。這些古蹟是臺北城的重要文化遺產，具有悠久的歷史和

獨特的建築風格。 

在過去的歷史中，臺北城是臺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曾經是荷蘭、明鄭和清朝的重要城市。為了保護城市的安全和繁榮，當時的統

治者在城市中興建了許多重要的建築，其中包括「四亭一閣」。 

四座亭子分別是「春亭」、「夏亭」、「秋亭」和「冬亭」，它們位於城牆的四個角落，象徵著四季的變化和自然的循環。這些亭子的建築風

格融合了中國傳統建築的特色，例如飛檐翹角、彩繪雕刻和對稱佈局。它們不僅是城市的標誌性建築，也是人們休憩和觀賞風景的場所。 

而中心的閣樓則是「北門」，它位於城牆的北方，是臺北城的主要出入口和防禦據點。北門的建築風格獨特，具有傳統中國閣樓的特點，

同時也融入了西方的建築元素。它是臺北城的象徵之一，見證了城市的歷史和變遷。 

隨著時代的變遷，臺北城的建築經歷了多次修復和重建。其中，二次大戰和都市發展的影響對這些古蹟造成了一定的損壞。然而，臺灣政

府和社會團體一直致力於保護和修復這些古蹟，以保留臺北城的歷史和文化價值。 

今天，「四亭一閣」古蹟成為了臺北城的重要旅遊景點，吸引著許多遊客和文化愛好者。它們代表著臺灣的歷史和文化，同時也是人們了

解臺北城的窗口。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臺北城的「四亭一閣」古蹟： 

1. 研讀相關文獻：閱讀相關的歷史書籍、研究論文或專題報告，以了解臺北城的歷史背景、古蹟的建築特色和文化價值。

2. 參觀實地：親自到臺北城的「四亭一閣」古蹟進行實地參觀，感受古蹟的氛圍和歷史的厚重感。你可以參加導覽活動或自行探索，並

注意古蹟的細節和特色。 

3. 尋找專家指導：尋求相關領域的專家或學者的指導，他們可以提供更深入的解釋和背景知識，並回答你可能有的問題。

4. 參與文化活動：參與與臺北城「四亭一閣」古蹟文化活動，例如展覽、講座或工作坊活動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蹟的歷史和文化價值。

5. 網上資源：利用網上資源，例如網站、博客或影片，來學習更多關於臺北城「四亭一閣」古蹟的知識。你可以尋找相關的影片解說、

圖片資料或專家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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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區11臺北府城西門線

西門（寶成門）舊址→西門印象→西門紅樓→天后宮→

西寧南路→西本願寺廣場。

西門紅樓

西本願寺廣場

國軍歷史文物館

天后宮

西門舊址

捷運西門站

捷運小南門站

愛國西路

貴陽街一段

貴陽街二段

長沙街二段

長沙街一段

成都路

忠孝西路一段

中
華
路
一
段

昆
明
街

博
愛
路

延
平
南
路

寶慶路
衡陽路

西門印象

西
寧
南
路

寶城門舊址碑

天后宮

西門印象 西本願寺廣場

西寧南路

西門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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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紅樓 

西門紅樓是臺灣臺北市的一座重要古蹟，下面是關於它的歷史說明： 

西門紅樓，又稱「臺北紅樓」，位於臺北市萬華區的西門町，是臺北市最古老的建築之一。它最早建於 1896 年，當時作為一座市場使

用，供應當地居民的生活所需。這座建築最初的名稱是「臺北府城西門市場」。 

西門紅樓的建築風格結合了中國傳統建築和西方殖民地風格，以紅磚砌成，樓高三層，擁有優雅的拱形門廊和精美的裝飾。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西門紅樓經歷了多次改建和修復。它曾經是一個熱鬧的市場，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市場的功能逐漸式微。後來，這座

建築被列為市定古蹟，並在 1997 年進行了大規模的修復工程。 

如今，西門紅樓已經轉型為一個文化藝術中心，成為臺北市的重要地標和旅遊景點。在這裡，你可以欣賞到各種藝術展覽、表演和文化活

動，並體驗到豐富的臺灣文化。 

西門紅樓的歷史和文化價值使其成為臺北市的重要古蹟，吸引著許多遊客和文化愛好者前來參觀。它代表了臺北城市發展的歷史軌跡，同

時也展示了臺灣的多元文化。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西門紅樓」： 

1. 研讀相關資料：閱讀關於「西門紅樓」的歷史書籍、研究論文或專題報告，以了解其建築風格、歷史背景和文化意義。這些資料可以

提供你更深入的知識和背景。 

2. 參觀實地：親自到「西門紅樓」進行實地參觀，感受古蹟的氛圍和歷史的韻味。參加導覽活動，聆聽專家講解，並注意細節和特色。

3. 尋找專家指導：尋求相關領域的專家或學者的指導，他們可以提供更深入的解釋和背景知識，並回答你可能有的問題。你可以參加相

關的講座、研討會或工作坊，與專家進行交流。 

4. 參與文化活動：參與與「西門紅樓」相關的文化活動，例如展覽、表演或工作坊。這些活動可以讓你更深入地體驗古蹟的文化價值和

藝術魅力。 

5. 利用線上資源：利用網絡上的資源，例如網站、博客或影片，來學習更多關於「西門紅樓」的知識。你可以尋找相關的影片解說、圖

片資料或專家的講話，並參與相關的線上討論。 



西本願寺廣場 

臺北城的「西本願寺廣場」位於臺灣臺北市中正區，是臺灣歷史上重要的文化古蹟之一。這裡原本是明朝所建的「開封府衙」，後來在清

朝時期改建為「開臺府城」，並在日治時期被改為「臺北城」。 

在臺北城的西南角，有一座名為「西本願寺」的寺廟，是臺灣日治時期的浄土真宗本願寺派總本山之一。西本願寺廣場則是位於寺廟前方

的廣場，是當時的重要集會場所。 

在 1945 年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西本願寺廣場被改為「中正公園」，並在此興建了中正紀念堂。直到 1987 年，中正紀念堂落成後，

西本願寺廣場才恢復原名，並於 1997 年被列為臺北市定古蹟。 

今日的西本願寺廣場保留了許多歷史建築和文物，包括了日治時期所建的「西本願寺正門」和「舊臺北市立圖書館」等建築，以及明朝所

建的「牌樓」和「城隍廟」等古蹟。這些建築物和文物，展現了臺灣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建築風格和文化特色。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臺北城「西本願寺廣場」古蹟： 

1. 研究歷史背景：了解臺北城的歷史背景，包括明朝、清朝和日治時期的變遷。這將幫助你更好地理解西本願寺廣場的歷史意義。

2. 參觀實地：親自到臺北城的西本願寺廣場參觀，欣賞古蹟建築和文物。你可以參觀西本願寺正門、舊臺北市立圖書館以及其他保存完

好的建築物。 

3. 深入研究：閱讀相關的歷史書籍、研究報告和文章，以了解更多關於西本願寺廣場的詳細資訊。這些資源可能包括建築風格、文化背

景和相關事件的解說。 

4. 尋找專家指導：如果你對西本願寺廣場的研究感興趣，可以尋求相關領域的專家指導，例如歷史學家、建築師或文化遺產保護專家。

他們可以提供更深入的知識和指導，幫助你更好地理解這個古蹟。 

5. 參加導覽活動：許多文化機構和旅遊機構提供導覽活動，專門介紹臺北城的古蹟和歷史。參加這些活動可以讓你有機會與導覽員和其

他參與者互動，並從他們的解說中獲得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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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區12 艋舺祖師廟線

艋舺清水巖祖師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 艋舺教會

→萬華區史展示中心→艋舺青山宮。

艋舺教會

艋舺清水巖祖師廟

艋舺青山宮

糊紙店

萬華區史展示中心

捷運龍山寺站

直興市場

龍山寺

老松國小

朝北醫院

艋舺公園

長沙街二段

貴陽街二段

桂林路

和平西路三段

廣州街

康
定
路 昆

明
街

西
園
路
一
段

勝馨堂香鋪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 艋舺教會

直興市場

艋舺青山宮 艋舺清水巖祖師廟

萬華區史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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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清水巖 

「艋舺清水巖」是臺灣臺北市萬華區的一個古蹟，具有豐富的歷史背景。清水巖最早的建立可以追溯到 18 世紀中葉。當時，臺灣仍然是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統治下，而清水巖則是由一位名叫陳姓的漢人所建立。陳姓在清水巖附近發現了一處天然的泉水，並認為這是一個神聖

的地方，於是在此建立了一座供奉觀音菩薩的廟宇。 

隨著時間的推移，清水巖逐漸成為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並且在 19 世紀初的嘉慶年間進行了擴建。清水巖的廟宇建築以中國傳統寺廟建

築風格為主，擁有精美的雕刻和繪畫作品，展現了當時的藝術風格。 

在清水巖的歷史中，它曾多次遭受毀損和重建。尤其在二次大戰期間，清水巖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但幸運的是，它在戰後得到了修復和保

護，成為臺北市的一個重要文化資產。 

如今，艋舺清水巖是一個受到許多人尊敬和參拜的地方。除了供奉觀音菩薩的主殿外，它還有其他的廟宇建築，如關帝廟和土地公廟。每

年的農曆新年期間，清水巖也會舉辦盛大的慶祝活動，吸引了大量的信眾和遊客。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艋舺清水巖」古蹟： 

1. 閱讀相關文獻：尋找關於「艋舺清水巖」的書籍、研究論文或文章，了解其歷史、建築特色和文化背景。這些資料可以提供你更詳細

的資訊和深入的觀點。 

2. 參觀古蹟：親身參觀「艋舺清水巖」可以讓你更直接地感受其歷史氛圍和建築風格。在參觀時，注意觀察建築細節、雕刻和繪畫作

品，並聆聽導覽或解說員的介紹，深入了解其背後的故事和文化意義。 

3. 尋找圖片和影片：在網上搜尋「艋舺清水巖」的圖片和影片，可以讓你更直觀地了解其外觀和內部結構。這些視覺資料可以幫助你對

古蹟有更具體的印象。 

4. 與專家交流：如果你對「艋舺清水巖」有更深入的瞭解和專業的問題，可以尋求相關領域的專家或學者進行交流。他們可以提供更專

業的觀點和資訊，幫助你進一步學習和研究。 

5. 參與相關活動：關注「艋舺清水巖」古蹟相關的展覽、講座或工作坊等活動，這些活動通常會提供更多的知識和互動機會，讓你與其

他對古蹟感興趣的人交流和學習。 



艋舺青山宮 

「艋舺青山宮」是一座位於臺灣臺北市萬華區的古蹟，也是臺北市指定的歷史建築。「艋舺青山宮」最早的建立可追溯至 1738 年，當時

是由一群來自泉州的移民所建。這座廟宇最初是為了供奉觀音菩薩而建立，以祈求保佑移民們平安、興旺和豐收。 

隨著時間的推移，「艋舺青山宮」逐漸擴建和改建，形成了今天的規模。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臺灣經歷了日治時期，「艋舺青山

宮」也遭受到一些破壞和重建的影響。 

在二次大戰期間，「艋舺青山宮」曾被日軍作為軍營使用，並在戰後恢復原貌。此後，這座廟宇成為當地居民信仰和文化活動的中心，每

年都會舉辦盛大的祭典和儀式。 

「艋舺青山宮」的建築風格融合了中國傳統建築和臺灣本土特色，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廟宇的正殿供奉著觀音菩薩，並有其他神祇的神

像供奉於側殿。如今，「艋舺青山宮」受到許多人的尊敬和參拜，也吸引了許多遊客前來參觀。它不僅是一個宗教場所，也是臺灣文化和

歷史的重要象徵。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艋舺青山宮」古蹟： 

1. 研究歷史背景：深入瞭解「艋舺青山宮」所在地的歷史背景，包括移民歷史、社會環境和文化脈絡等。這將幫助你更好地理解這座古

蹟的建立和發展過程。 

2. 探索建築風格：研究「艋舺青山宮」的建築風格和特色，了解它如何融合了中國傳統建築和臺灣本土特色。你可以關注廟宇的結構、

雕刻、彩繪和其他藝術元素。 

3. 了解神像與信仰：瞭解「艋舺青山宮」供奉的主要神祇，特別是觀音菩薩。探索這些神祇的傳說和信仰背景，以及他們在臺灣文化中

的地位和意義。 

4. 研究重要事件和儀式：「艋舺青山宮」每年都舉辦各種重要的祭典和儀式。了解這些活動的日期、內容和意義，可以讓你更深入地瞭解

這座古蹟在當地社區中的角色和價值。 

5. 參觀實地：親自到「艋舺青山宮」參觀。這將讓你親身體驗這座古蹟的氛圍和環境，並更好地理解其文化和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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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區13 艋舺龍山寺線

艋舺龍山寺→青草巷歷史建築群→艋舺地藏王廟→

剝皮寮歷史建築群（含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

捷運龍山寺站

華西街觀光夜市

隘門舊址

育嬰堂碑 艋舺龍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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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龍山寺



艋舺龍山寺 

艋舺龍山寺」是臺灣臺北市萬華區的一座著名寺廟，也是臺北市最古老的寺廟之一。該寺廟建於 1738 年，至今已有超過 280 年的歷史。 

艋舺龍山寺最初建於清朝乾隆年間，當時是由來自福建泉州的移民所興建。這些移民主要是來臺灣謀生的商人和勞工，他們將自己的信仰

和文化傳承到了這片土地上。龍山寺的建築風格融合了中國南方的廈門風格和臺灣本土的特色，展現了當時移民的文化背景。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艋舺龍山寺曾多次經歷擴建和修復。這座寺廟在臺灣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僅是當地居民祈求神明保佑的場

所，還是社區活動和文化傳承的中心。 

艋舺龍山寺不僅是一座宗教場所，也是一個重要的觀光景點。每年，無數的遊客和信眾都會來到這裡參觀和參拜。寺廟內有許多精美的雕

刻和藝術品，展示了中國傳統藝術的精髓。 

總結來說，艋舺龍山寺是臺北市一座具有豐富歷史和文化價值的寺廟，代表著臺灣多元的宗教和文化傳統。無論是信仰者還是遊客，都可

以在這裡感受到悠久的歷史和宗教氛圍。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艋舺龍山寺」： 

1. 歷史背景：艋舺龍山寺建於 1738 年，是由清朝乾隆皇帝的命令所建造的。它是臺灣最早的一座佛教寺廟之一，也是臺北市的重要文化

古蹟。 

2. 建築風格：艋舺龍山寺是以中國傳統建築風格為主，結合了南洋風格的元素。寺廟的建築物包括山門、大殿、側殿等，具有獨特的藝

術價值。 

3. 文化意義：艋舺龍山寺是臺灣佛教的重要中心之一，也是當地信仰活動的重要場所。每年的農曆新年期間，寺廟會舉辦盛大的慶典，

吸引大量的信眾和遊客。 

4. 參觀提示：如果你想參觀艋舺龍山寺，可以選擇在平日的早上或下午前往，以避免人潮較多的時候。在進入寺廟時，請注意遵守禮儀

和宗教傳統，尊重當地的信仰文化。 



剝皮寮 

剝皮寮位於艋舺龍山寺附近，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地區。在早期這個地方是一個繁榮的商業區域，以皮革加工和製鞋業聞名。因此，這

個地區被稱為「剝皮寮」。剝皮寮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初，當時臺灣正處於荷蘭統治時期。根據記錄，當時這個地區的商業活動非

常繁榮，許多皮革工廠和商店在這裡設立。 

隨著時間的推移，剝皮寮逐漸成為臺北市的商業中心之一，吸引了大量的商家和居民。然而，在二戰期間，這個地區遭受了嚴重的破壞，

許多建築物被摧毀。在戰後重建的過程中，剝皮寮逐漸恢復了它的繁榮。現在，這個地區保留了一些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並成為了一

個受歡迎的觀光景點。 

今天，遊客可以在剝皮寮一帶欣賞到保存良好的傳統建築，並體驗到當地的歷史和文化氛圍。這個地區也有許多文化活動和節慶，吸引了

許多人前來參觀和探索。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剝皮寮」： 

1. 歷史背景：剝皮寮是臺灣臺北市萬華區的一個古老地區，曾經是當地的商業中心之一，以皮革加工和製鞋業聞名。這個地區的歷史可

以追溯到 19 世紀初，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這裡經歷了許多變遷和發展。 

2. 建築風格：剝皮寮地區保留了許多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包括傳統的中式和西式建築風格。這些建築物反映了當地的歷史和文化，

也是臺灣現存的重要歷史建築之一。 

3. 文化意義：剝皮寮地區是臺灣歷史和文化的重要見證之一，也是當地的重要觀光景點。遊客可以在這裡欣賞到保存良好的古老建築，

體驗到當地的歷史和文化氛圍，並參加各種文化活動和節慶。 

4. 參觀提示：如果你想參觀剝皮寮古蹟，可以選擇在平日的早上或下午前往，以避免人潮較多的時候。在進入古蹟區域時，請注意遵守

禮儀和宗教傳統，尊重當地的歷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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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區14
臺大校門→椰林大道→校史室 ( 舊圖書館 )→文學院→

傅鐘→行政大樓→臺大圖書館總館→舊高等農林學

校作業室（磯永吉紀念室）→瑠公圳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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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圖書館總館 

「臺大圖書館總館」是臺灣最古老且最具代表性的圖書館之一。該建築位於臺灣臺北市大安區，是臺灣大學的主要圖書館，建築始建於

1931 年，完工於 1937 年。這座建築物是由日本建築師岡田信一設計，採用了新古典主義風格，並融合了西方和東方的建築元素。 

臺大圖書館總館的建築風格經典優雅，外觀宏偉壯觀。建築物採用了石材和紅磚結構，擁有大型拱門、柱廊和對稱的設計。內部則設有寬

敞的閱覽室、書庫和研究空間，提供學生和研究人員一個安靜且舒適的學習環境。 

在二戰結束後，臺大圖書館總館成為臺灣大學的重要學術據點，並為臺灣的學術研究和知識傳承做出了重要貢獻。如今，該建築物已被列

為臺灣的國定古蹟，並且對外開放供學生、研究人員和遊客使用和參觀。 

臺大圖書館總館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場所，也是臺灣建築史上的重要遺產。它代表了臺灣大學的歷史和發展，同時也展現了當時的建築

技術和設計理念。無論是從歷史、建築還是學術的角度，臺大圖書館總館都是值得探索和欣賞的古蹟。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臺大圖書館總館」： 

1. 參觀臺大圖書館總館：最直接的方式是親自前往臺大圖書館總館參觀。欣賞建築的外觀和內部設計，並深入了解其歷史和文化價值。

2. 閱讀相關資料：圖書館或網上可能有關於臺大圖書館總館的相關書籍、文章或研究報告。透過閱讀這些資料，你可以獲得更深入的歷

史背景和建築特色的了解。 

3. 尋找專家意見：如果你對臺大圖書館總館的古蹟歷史有特別的研究興趣，你可以尋求相關專家或學者的意見。他們可能能夠提供更專

業和詳細的資訊，並指引你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4. 參與導覽活動：臺大圖書館總館可能會舉辦導覽活動或講座，專門介紹其古蹟歷史。你可以關注相關活動的公告，並參與這些活動以

獲得更深入的知識和見解。 



瑠公圳蓄水池 

「瑠公圳蓄水池」是位於臺灣大學公館校區內的一處古蹟，建於日治時期的 1923 年，是當時為了解決臺北地區的灌溉問題而興建的水利

設施之一。該蓄水池是瑠公圳灌溉系統的一部分，用於蓄存水源，供應周邊農田的灌溉用水。 

瑠公圳是日治時期為解決臺北地區水源不足問題而興建的一個灌溉系統。該系統以臺灣總督府土木局技師瑠公·瑠璘（Rulun）的名字命

名，瑠公圳蓄水池也是為了紀念他的貢獻而得名。 

「瑠公圳蓄水池」的建築風格融合了日本和西方的設計元素，展現了當時的工程技術和建築風格。它的牆壁採用了磚石結合的方式，水面

上方則有混凝土拱頂，整體建築風格優雅美觀，是當時臺灣水利工程的代表之一。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瑠公圳蓄水池」一直是當地農業的重要水源，為周邊農田提供了可靠的灌溉用水。然而，隨著現代化農業技術的發

展和城市化的進展，「瑠公圳蓄水池」的功能逐漸減弱，並逐漸轉變為觀光景點和歷史遺跡。 

現在，「瑠公圳蓄水池」已成為臺灣大學公館校區內的一個受歡迎的旅遊景點，吸引著許多遊客前來欣賞其美麗的風景和歷史價值。遊客

可以在這裡漫步於湖畔，欣賞周邊的自然風光，並了解「瑠公圳蓄水池」的歷史和水利文化。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瑠公圳蓄水池」： 

1. 研究歷史背景：了解「瑠公圳蓄水池」的建造背景和目的。瞭解當時的水利工程發展和灌溉需求，以及日治時期對於臺灣農業的影響。 

2. 參觀古蹟現場：親自到「瑠公圳蓄水池」所在的臺灣大學公館校區參觀，欣賞其建築風格和歷史價值。注意觀察建築結構、材料和設計

特色。 

3. 研究建築風格：深入研究「瑠公圳蓄水池」的建築風格，包括日本和西方的影響。了解當時的建築技術和設計理念。

4. 探索水利文化：瞭解「瑠公圳蓄水池」在當地水利系統中的地位和功能。了解臺灣的灌溉系統發展歷程，以及水利對於農業和社會的重

要性。 

5. 尋找相關資料：閱讀相關的書籍、文章或學術論文，深入了解「瑠公圳蓄水池」的歷史和文化價值。也可以尋找相關的研究資源或線上

資料庫。 

6. 參加導覽活動：如果有機會，參加導覽或解說活動，由專業人員帶領您深入了解「瑠公圳蓄水池」的歷史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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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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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集應廟 

「景美集應廟」位於臺灣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山區的景美公園內，是一座供奉土地公和城隍神的廟宇。該廟建於清朝道光年間（1821 年至

1850 年），起初是由當地居民自發興建，用來祭拜土地神和保佑當地的安全和興旺。 

隨著時間的推移，景美集應廟逐漸擴建和改建，成為一座規模宏大的廟宇。在日治時期，廟宇曾經遭受過一次大火，但在當地居民的努力

下，復建了現在的建築。 

景美集應廟的建築風格融合了中國傳統的廟宇建築和臺灣本土的特色，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廟內供奉的主神有土地公和城隍神，是當地

居民信仰的重要對象。 

如今，景美集應廟成為了景美山區的重要地標之一，也是臺北市的重要古蹟之一。每年吸引著許多信眾和遊客前來參拜和參觀，欣賞其歷

史價值和獨特的建築風格。 

透過「景美集應廟」的歷史，我們可以瞭解到當地居民的信仰和文化傳承，同時也能感受到對土地和城市安全的重視。這個古蹟不僅代表

著臺灣的歷史，也是當地居民信仰和價值觀的體現。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景美集應廟」： 

1. 研究歷史背景：了解「景美集應廟」的建立背景和歷史起源。探索清朝時期的社會背景和當地居民的信仰文化。

2. 參觀古蹟現場：親自到景美公園參觀「景美集應廟」，欣賞其建築風格和特色。注意觀察廟宇的結構和造型，以及內部的神像和壁畫。

3. 研究廟宇結構：深入研究「景美集應廟」的建築結構和設計特點。了解廟宇的不同部分和其功能，例如正殿、側殿和配殿等。

4. 瞭解祭祀活動：研究「景美集應廟」的祭祀活動和儀式。探索當地居民如何進行祭祀和參與廟會活動，以及這些活動的意義和目的。

5. 尋找相關資料：閱讀相關的書籍、文章或學術論文，深入了解「景美集應廟」的歷史和文化價值，也可以尋找相關的研究資源或線上

資料庫。 



景美開道碑 

「景美開道碑」位於臺灣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山區的景美公園內，是臺灣最早的開山碑之一。該碑建於清朝道光年間（1821 年至 1850

年），紀念當時的官員張瑞芳開闢景美山區道路的功績。 

當時，景美山區是一片荒野，交通不便。張瑞芳憑著對於地理環境的瞭解和勇氣，開闢了一條連接景美山區和臺北盆地的道路，使得當地

居民能夠更方便地往來於山區和城市之間。 

「景美開道碑」的碑文刻有「景美開道碑」四個大字，並記載了當時的開闢者張瑞芳的姓名和開闢的日期。碑文的內容表達了對於張瑞芳

的讚揚和對於道路開通的重要性的肯定。 

如今，「景美開道碑」成為了景美山區的地標之一，也是臺北市的重要古蹟之一。每年吸引著許多遊客前來參觀，欣賞其歷史價值和獨特

的建築風格。 

透過「景美開道碑」的歷史，我們可以瞭解到當時臺灣地區的交通狀況和開發情況，同時也能感受到當時官員對於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視。

這個古蹟不僅代表著臺灣的歷史，也是臺北市發展的見證。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景美開道碑」： 

1. 研究歷史背景：了解「景美開道碑」的建造背景和目的。瞭解當時景美山區的地理環境和交通狀況，以及開闢道路的重要性。

2. 參觀古蹟現場：親自到景美公園參觀「景美開道碑」，欣賞其建築風格和歷史價值。注意觀察碑文的內容和碑文的刻字技巧。

3. 研究碑文內容：深入研究「景美開道碑」上的碑文內容，了解其中記載的開闢者姓名、日期和相關的歷史事件。透過碑文的解讀，探

索當時的社會背景和價值觀。 

4. 尋找相關資料：閱讀相關的書籍、文章或學術論文，深入了解「景美開道碑」的歷史和文化價值。也可以尋找相關的研究資源或線上

資料庫。 

5. 參加導覽活動：如果有機會，參加導覽或解說活動，由專業人員帶領您深入了解「景美開道碑」的歷史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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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區16

A. 捷運松山站→松山慈祐宮→饒河老街→渡船頭→彩虹

橋→松山市場→古老行業（小磨麻油店）→松山教會→臺北

府城隍廟。

松山行腳線 A、B

B. 捷運松山站→松山市場→臺北府城隍廟→松山火車站

（日本道後兒童神轎）→日本祈福機械鐘→松山國小（兩棵榕

樹及百年刺桐）→錫口廊道→慈福宮→松山慈祐宮→渡船頭

→彩虹橋。

松山火車站

日本祈福機械鐘

松山慈祐宮

松山市場

臺北府城隍廟

彩虹橋

饒河夜市

渡船頭

松山教會

小磨麻油店

饒河老街

饒河街

松河街

八德路四段
虎
林
街

捷運松山站

慈福宮

松山國小

錫口廊道

錫口廊道

捷運松山站

饒河老街

松山慈祐宮

渡船頭

臺北府城隍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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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慈祐宮 

「松山慈祐宮」位於臺北市松山區，是一座供奉媽祖的廟宇。該廟建於清朝康熙年間（1661 年至 1722 年），當時是由當地居民自發興

建，用來祭拜媽祖並保佑當地居民的安全和興旺。 

隨著時間的推移，「松山慈祐宮」逐漸擴建和改建，成為一座規模宏大的廟宇。在日治時期，廟宇曾經遭受過一次大火，但在當地居民的

努力下，復建了現在的建築。 

「松山慈祐宮」的建築風格融合了中國傳統的廟宇建築和臺灣本土的特色，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廟內供奉的主神是媽祖，是臺灣民間信

仰中最為重要的神祇之一。 

如今，「松山慈祐宮」成為了臺北市的重要古蹟之一，也是當地居民信仰和文化傳承的重要場所。每年吸引著許多信眾和遊客前來參拜和

參觀，欣賞其歷史價值和獨特的建築風格。 

透過「松山慈祐宮」的歷史，我們可以瞭解到臺灣的民間信仰和文化傳承，同時也能感受到對當地居民信仰和價值觀的重視。這個古蹟不

僅代表著臺灣的歷史，也是當地居民信仰和價值觀的體現。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松山慈祐宮」： 

1. 研究歷史背景：了解「松山慈祐宮」的建立背景和歷史起源。探索清朝康熙年間臺灣的社會環境和當地居民的信仰文化。

2. 參觀古蹟現場：親自到「松山慈祐宮」參觀，欣賞其建築風格和特色。注意觀察廟宇的結構和造型，以及內部的神像和壁畫。

3. 研究廟宇結構：深入研究「松山慈祐宮」的建築結構和設計特點。了解廟宇的不同部分和其功能，例如正殿、側殿和配殿等。

4. 學習媽祖信仰：瞭解媽祖信仰的起源和發展，以及在臺灣民間信仰中的地位和影響。探索媽祖的傳說故事和祭祀儀式。

5. 尋找相關資料：閱讀相關的書籍、文章或學術論文，深入了解「松山慈祐宮」的歷史和文化價值。也可以尋找相關的研究資源或線上

資料庫。 



渡船頭 

松山「渡船頭」位於臺北市松山區，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渡船碼頭。在過去，這個碼頭是連接臺北市與基隆市之間的重要交通樞紐，扮演著

重要的運輸角色。 

「渡船頭」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末，當時臺北市的交通主要依賴河流和海港。這個碼頭是當時臺北市居民往返基隆市和其他地區的

主要渡口，也是許多商人和旅客進出臺北市的重要門戶。隨著臺灣現代化的進程，渡船交通逐漸被陸路和鐵路取代，「渡船頭」的重要性

逐漸減弱。然而，這個古蹟仍然保留著當時的建築風格和歷史痕跡，成為了臺北市的文化資產。 

如今，「渡船頭」已經改建成為一個保存完好的文化景點，吸引著許多遊客前來參觀。遊客可以欣賞到當時渡船碼頭的建築風格，以及體

驗當時的渡船文化和交通方式。 

透過「渡船頭」的歷史，我們可以瞭解到臺北市在過去的交通發展和城市演變中的重要角色。這個古蹟不僅代表著臺北市的歷史，也是臺

灣交通發展和文化傳承的一部分。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松山「渡船頭」： 

1. 閱讀相關資料：尋找關於松山「渡船頭」古蹟的書籍、文章或網站資料，了解其歷史、建築風格和文化價值等方面的相關知識。

2. 參觀實地：親自前往松山「渡船頭」古蹟，參觀其保存完好的建築和展示資料。您可以觀察建築風格、細節和周邊環境，並聆聽導覽

或解說，深入了解古蹟的歷史背景和特色。 

3. 尋找專家意見：與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或文化遺產保護者交流，了解他們對於松山「渡船頭」古蹟的研究和觀點。他們可以提供更

深入的專業知識和觀察角度。 

4. 參與導覽活動：參加由相關機構或專家組織的導覽活動，例如導覽團、講座或工作坊。這些活動可以提供更豐富的學習體驗，並有機

會與其他對古蹟感興趣的人交流。 

5. 研究相關文獻：查閱學術論文、報告或研究文獻，深入研究松山「渡船頭」古蹟的相關議題，例如其在當地社區、城市發展或文化遺

產保護方面的影響。 

6. 探索相關活動：關注松山「渡船頭」古蹟周邊的文化活動或節日，例如展覽、表演或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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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興南宮→林得勝商店→中南街（全興茶行）→基

督教長老教會南港教會→南港富南宮→闕家古厝（德

成居）→茄苳老樹（茄苳公南港之光）→善南宮。

茄苳老樹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捷運南港站

捷運昆陽站

南港興南宮

林得勝商店

闕家古厝

基督教長老教會南港教會

善南宮

忠孝東
路七段

南港路一段

研
究
院
路
一
段

三
重
路

興
中
路

南港富南宮中
南
街

南港興南宮

中南街

善南宮

闕家古厝

基督教長老教會南港教會

林得勝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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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17 南港老街線



基督教長老教會南港教會 

基督教長老教會南港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South Gate Church）位於臺灣臺北市南港區，建於 1928 年，是一座具有百

年歷史的教會建築。該教會是臺灣基督教長老會的重要信仰據點之一，也是南港地區的宗教中心。 

南港教會的建築風格融合了西方基督教教堂建築的特色，並融入了當地的傳統元素。它的建築外觀呈現出簡潔而優雅的設計，以磚石和木

材為主要建材，展現出濃厚的歷史氛圍。 

這座教會在臺灣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僅提供了宗教服務，也是當地社區的聚會場所。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南港教會見證了臺灣社

會的變遷和發展，並持續為信徒和社區居民提供支持和關懷。 

南港教會的古蹟地位體現了其歷史價值和文化意義。它是臺灣基督教發展的見證，也是南港地區歷史建築的重要代表之一。經過歲月的洗

禮，南港教會仍然屹立不搖，成為南港地區的地標之一，吸引了許多人前來參觀和欣賞。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基督教長老教會南港教會」： 

1. 了解基督教在臺灣的歷史：基督教在臺灣的傳教活動始於 19 世紀，南港教會建立於 1928 年，是當時臺灣基督教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通過了解基督教在臺灣的歷史，可以更好地理解南港教會的重要性。 

2. 研究教會建築風格：南港教會建築風格融合了西方基督教教堂建築的特色，並融入了當地的傳統元素。研究這座教堂的建築風格，可

以更好地理解它在當地社區和宗教信仰中的地位。 

3. 了解南港教會的社區服務：南港教會不僅提供宗教服務，還是當地社區的聚會場所。了解它在社區中的角色和服務，可以更好地理解

它在當地歷史和文化中的地位。 

4. 參觀南港教會：最好的學習方式是親自參觀南港教會。在參觀時，可以欣賞它獨特的建築風格和歷史文化價值，並深入了解它的歷史

和背景。 



闕家古厝 

南港的「闕家古厝」位於臺灣臺北市南港區，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傳統閩南式建築。這座古厝建於清朝道光年間（1821-1850 年），已有超

過百年的歷史。 

「闕家古厝」是一個大型的宗族宅第，屬於闕姓家族的家族建築。這座古厝是以傳統閩南式建築風格為基礎，結合了中國傳統建築的特

色，如四合院和對稱式的建築布局。古厝的建築結構講究著重於空間規劃和細節設計，包括精美的花窗、雕刻和彩繪等。它展現了當時社

會的階級和地位，並反映了閩南地區的傳統文化和建築風格。 

「闕家古厝」在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僅是闕姓家族的宗族聚居地，也是當地社區的重要歷史見證。它見證了南港地區的變遷和發

展，並成為了南港區重要的文化資產。 

如今，「闕家古厝」已被列為臺北市的古蹟，並對外開放供人參觀。遊客可以欣賞到這座古厝獨特的建築風格和文化價值，深入了解閩南

地區的歷史和文化。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南港「闕家古厝」： 

1. 參觀古厝：「闕家古厝」已對外開放供人參觀，您可以前往參觀，深入了解其建築風格和文化價值。在參觀時，可以聽取導覽員的講

解，更好地了解古厝的歷史和文化背景。 

2. 閱讀相關資料：您可以閱讀相關的書籍或網路資料，深入了解南港「闕家古厝」古蹟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建議您可以參考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或相關博物館的網站，瞭解更多相關資訊。 

3. 參加活動：南港「闕家古厝」古蹟也會舉辦相關的文化活動，例如展覽、講座、工作坊等，您可以參加這些活動，深入了解古蹟的歷

史和文化背景，同時也可以與其他文化愛好者交流。 

4. 訪問專家：如果您對南港「闕家古厝」古蹟有更深入的瞭解需求，訪問相關專家或學者，請他們進行深度解說和解答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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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公民會館

碧湖公園

臺灣戲曲學院

郭子儀紀念堂

成功路四段生活圈

捷運文德站

捷運內湖站

內湖路二
段

內湖路三段

文德
路

港
墘
路

成
功
路
三
段

台北護國延平宮

大湖公園

梘頭福德祠

金龍路
成功
路四
段

捷運內湖站→成功路四段生活圈→梘頭福德祠→內湖

公民會館（內湖庄役所會議室）→臺灣戲曲學院→碧湖公

園→郭子儀紀念堂（原郭氏古宅）→捷運文德站。

捷運內湖站

梘頭福德祠 碧湖公園

郭子儀紀念堂

臺灣戲曲學院

內湖公民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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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區18 內湖采風線



梘頭福德祠 

內湖區「梘頭福德祠」是一座具有悠久歷史的古蹟，也是當地居民信仰的重要場所。梘頭福德祠建於清代，據說最早的建廟年代可以追溯

到約兩百年前。該祠堂是為了供奉福德正神而建立的，福德正神是道教信仰中的一位神祇，被認為是保護人民平安和帶來好運的神明。 

梘頭福德祠在當地具有重要的宗教和文化地位，許多居民會前來祭拜和祈禱。祠堂的建築風格典雅，結合了傳統的中國建築元素，例如飛

檐翹角和彩繪的壁畫。祠堂內部設有供奉福德正神的神龕，並陳列了一些與信仰相關的文物和祭品。 

除了作為宗教場所外，梘頭福德祠也扮演著社區的重要角色。在特定的節日和傳統活動中，祠堂成為社區聚會、舉辦儀式和舞獅表演的場

所。這些活動不僅有助於維護傳統文化，也促進了社區的凝聚力和互動。 

梘頭福德祠作為內湖區的古蹟，代表著當地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吸引著許多遊客和信眾前來參觀，體驗當地的宗教氛圍和傳統文化。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梘頭福德祠」： 

1. 閱讀相關書籍或文章：尋找有關「梘頭福德祠」古蹟的書籍、專題文章或研究論文，這些資料可以提供更詳細背景資料和歷史故事。

2. 參觀當地博物館或文化中心：內湖地區的博物館或文化中心可能有關於「梘頭福德祠」的展覽或資料，您可以前往參觀，深入了解其

歷史和文化價值。 

3. 尋找專家或學者的意見：與專研該地區古蹟的學者、歷史專家或文化研究者交流，他們可以提供更專業的觀點和深入的解釋。

4. 網上資源：在網上搜尋有關「梘頭福德祠」古蹟的相關資源，例如網站、博客或學術研究，這些資源可能提供圖片、地圖、歷史文獻

等資訊。 

5. 參加導覽或文化活動：有時候，當地的旅遊機構或社區組織會組織導覽或文化活動，您可以參加這些活動，由專業人士解說「梘頭福

德祠」古蹟的歷史和文化背景。 



內湖公民會館 

「內湖公民會館」建於民國 40 年（1951 年），當時是為了滿足內湖地區居民的社交和文化需求而興建的。這座建築物的設計師是林義

雄，他以現代主義風格為基礎，注重功能性和簡潔的設計。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內湖公民會館」一直是內湖地區的重要社區中心，扮演著舉辦各種文化、藝術和社交活動的角色。它曾經是舉辦音

樂會、講座、展覽、舞蹈表演和社區聚會的場所。這座建築物的外觀簡潔而現代，採用了鋼筋混凝土結構和大量的玻璃窗戶，營造出開放

明亮的空間。它的設計反映了當時的建築風格和社會價值觀，同時也展現了臺灣的現代化發展。 

隨著時間的推移，「內湖公民會館」逐漸被視為具有歷史價值和文化意義的建築物。它見證了內湖地區的變遷和發展，並成為了當地居民

的共同記憶和文化象徵。 

如今，「內湖公民會館」已被列為臺北市的古蹟，並得到了修復和保護。它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社區場所，舉辦各種文化和藝術活動，同時

也吸引著許多遊客前來參觀。 

以下是一些學習提示，讓你更深入了解「內湖公民會館」： 

1. 參觀古蹟：「內湖公民會館」已對外開放供人參觀，您可以前往參觀，欣賞其建築風格和文化特色。在參觀時，可以仔細觀察建築的設

計和細節，並了解其背後的歷史故事。 

2. 閱讀相關資料：您可以閱讀相關的書籍、文章或網路資料，深入了解「內湖公民會館」古蹟的歷史和文化價值。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或

相關博物館的網站可能提供了詳細的資訊，您可以查閱這些資源以獲取更多知識。 

3. 參加導覽活動：「內湖公民會館」可能舉辦導覽活動，您可以參加這些活動，由專業導覽員帶領您深入了解古蹟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導

覽活動通常會提供更詳細的解說和故事，讓您更全面地了解古蹟的價值。 

4. 尋找相關資源：您可以尋找相關的研究論文、專書或學術資源，深入研究「內湖公民會館」古蹟的特色和價值。這些資源可能提供了

更深入的歷史背景、建築風格分析和文化詮釋，讓您對古蹟有更全面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