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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觀光投資

台南主題導覽

老街風華：台南老街巡禮

旅遊景點特別推薦

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

特 別 報 導

2012亞洲城市觀光高峰會論壇
2012台南聖誕點燈

Yan Shui
Firecrackers

Cultural Ceremony

2013
鹽 水 蜂 炮
& 月津港燈節

月津港燈節
主辦單位：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06-632-0501
時間：02/05(二)∼02/24(日) 
地點：台南市鹽水區月津港及周邊橋南老街、王爺

巷及永成戲院等

鹽水蜂炮
指導單位：台南市政府
主辦單位：鹽水武廟管理委員會 06-652-1264
日期：2013年2月24日 (農曆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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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城市文明的更迭興替，皆與河海運網絡的興衰盛微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運河促進了台灣府

城的發展，也帶來蓬勃繁茂的社會經濟。台南運河，是台灣歷史脈絡中的重要支點，它曾長期扮

演台灣經濟命脈重要的角色，奠定台灣一府經濟繁榮的盛景；台南運河，記錄著城市的歷史發展

與變遷；台南運河，更是許多市民的生活記憶，盤據在每一個台南子民的內心深處。

台南運河

現今所謂台南運河，乃指西元1922年(大正

11年)由日本人開鑿的新運河；另一條於清道光

年間開通者，稱為舊運河，它是當時台灣府城的

歷史航道。

三百多年前台南到安平之間，原是一片汪

洋浩瀚的台江內海，往來之間需靠船渡，亦是台

南平原對大陸通商航道的必經之處。隨著1823

年十天十夜的台江大水，台江幾乎成為平陸，從

鹿耳門到安平一帶的內海遂成埔地，亦造成府城

交通樞紐五條港與鹿耳門之間通航困難，於是

由三郊(北郊、南郊與糖郊三大集團)共同出資開

闢運河。舊運河由台南府城五條港至出海口，自

1820年代以後，始終為府城對外商運聯繫的交

一‧話說從頭：台南運河歷史沿革

通孔道。

話說清領時期，由於台江海退陸浮，原本從

大井頭渡口的海岸線(今新美街、西門路一帶)，

向西延伸至一浬外的鎮渡頭(今康樂街、金華路

一帶)，並在今天的海安路、民權路、神農街一

帶，形成熱鬧的商業區，此即著名的五條港。五

條港的範圍約是現在台南市民生路二段以北，成

功路以南，新美街以西，金華路三段以東；而此

區域的中心點位於現在的水仙宮，也就是當年的

三郊總部。

五條港區位於府城西濱，是清中葉台灣最

大的經濟貿易區，也是最大的百貨集散地。直到

日治時期，因五條港至安平的港道逐漸淤塞不堪

使用，日本政府為了南台灣貨物的吞吐及漁業發

展，並促進市區繁榮，決定在安平路(今民生路

二段)與舊運河南側，開鑿新運河。

新運河從大正11年(西元1922年)開工，至

大正15年(西元1926年)完工，歷時4年；總長

3,782公尺，寬37公尺，退潮時是1.8公尺。它將

安平港的航運延伸至台南市區，為市民帶來交通

上的便利性。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為了配合運河

開通儀式舉辦各項民俗戲曲和競賽表演中，龍舟

競賽便是沿襲五條港碼頭工人每逢端午節的重點

活動。這項活動在台南的歷史上已承續了近兩百

年，時至今日每年端午節所舉辦的划龍船比賽，

儼然成了運河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意象。

1935年日本人開挖新港，將原安平港南方2

公里的地點，新設幅員約100公尺的港口，使台

南出海船隻更為便利。爾後由於港外淤塞無法行

船，終致廢港，雖然曾另於三鯤鯓開闢新港，但

漁業繁榮盛景已不復見，運河逐漸失去了航運功

能。

台南運河承襲了舊運河商業運輸功能，連接

整個新舊台南都會紋理與交通動線；它從喧盛一

時到衰退沒落，也見證了台南西濱地理變遷及歷

史、經濟的發展軌跡。

一條承載台灣歷史的河流
封
面
故
事

封
面
故
事

「台南市 ( 鳥瞰圖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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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舊運河時期的五條港區，因繁盛的商貿

發展，使台南在當時坐擁台灣的經濟中心，以及

最大、最熱鬧的城市。同治3年(西元1864年)，

安平正式開港通商，各國洋行紛紛成立，如：東

興洋行、怡記洋行等；當時洋商從鹽水溪口往舊

運河，直通府城五條港進行貿易。直到日治時期

新運河開挖後，五條港區漸失往昔風華，發展已

呈停滯狀態。

新運河的開通，不但擴大城市的幅員，也因

連接安平港，船隻可直接駛入台南市區，並維持

數百年來台南與福建的帆船貿易，台南也成為台

灣與日本間輪船航線的中繼站，促進台南工商業

的發達。此外，擴大後的安平港，更吸引澎湖一

帶作業的漁船靠岸，使安平及台南運河成為光復

後近海、沿海漁業最大的漁港。尤其50年代台灣

近海及沿海漁業蓬勃發展之際，更帶動台南市造

船、漁貨加工……等產業的興盛。

再者，台南的中心街區，由原來五條港到府

城大街(今民權路)的商業區，轉換至田町(今中正

路頭至西門路)、末廣町(今中正路至忠義路)、經

台南州廳大正町(今中山路)而連結台南火車站。

在這條連結海陸交通動脈的要衝上，各式各樣的

商店、醫院、官署、會社、市場、碼頭、劇場

……等公共設施櫛比鱗次。於是，老舊的台南，

都市機能有了全新的轉變。

早年，台南運河還具備載客運輸功能，也是

民眾休閒遊憩的好場所。觀光渡輪往返於台南與

安平之間，台南人稱它做「碰碰船」，是許多年

長市民心中鮮明的記憶。

直到70年代，因水質污染日趨嚴重，運河輪

船全面停駛，安平與台南間的水路交通亦完全停

滯。曾經榮盛一時的運河沿岸商貿發展，遂從水

運歷史的脈絡中隱沒消失。

二‧盛況空前：曾是台灣產業發展的灘頭堡封
面
故
事

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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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運河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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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平港環港觀光及運河遊河開發經營計畫

為了恢復台南運河過往的美麗容顏，再造河

運新風貌。台南市政府自2002年起開始整治運

河，包括清淤、興建污水下水道工程，並配合舊

港打通海水，進行運河水質汰換。縣市合併後，

並積極進行安平區系統下水道用戶接管，以及水

岸景觀改善工程，藉以營造運河新亮點，開創運

三‧改頭換面：台南運河新風貌

河觀光遊憩資源，還給市民一個友善的親水空

間。

再者，自2011年起，為了活化安平港周邊

旅遊活動，推動「安平港環港觀光及運河開發經

營計畫」，以整合觀光資源，提供海陸不同的遊

憩方式，創造觀光商機；並吸引民間投資，建構

軟、硬體設施與長期經營模式的三贏環境。並經

封
面
故
事

封
面
故
事

由「運河再生計畫」，以達到改善水質，帶動鄰

近地區發展；改善景觀，開創運河觀光資源；恢

復運河，增加其親水性連結等效益。

此外，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著手規劃運河

水上觀光，透過政府提供土地、民間投資營運的

BOT模式，結合安平周遭的文化資產和生態，開

創運河觀光遊憩新契機。未來運河將重現百年前

盛況，遊客可從昔日運河船塢位址(今中正路中

國城)搭船遊河，行經台南運河海關、運河博物

館、享用安平特色小吃、購買伴手禮，抑或參訪

德陽艦博物館、成功號台灣船與億載金城、欣賞

紅樹林生態，進入台南歷史的時光隧道，實際體

驗台南美麗的水岸意象。

(二)他山之石：借鏡世界著名運河成功經驗

世界上有許多著名的大城市，因水運與觀光

結合而更顯耀眼。例如：英國泰晤士河，是英國

最長的河流，因其河寬水深，水位穩定，流速緩

慢，腹地經濟發達而極富航運之利。但它在19世

紀時卻是一條污染嚴重、生態瀕絕的臭河川。在

歷經30年的整治後，由醜小鴨變成天鵝，不僅

重現生機，亦成為倫敦用水的主要來源，也是水

面交通最繁忙的都市。沿河兩岸可遊覽巨型摩天

輪、大笨鐘等著名地標，並欣賞公園綠地。目前

更是全球最乾淨的水道之一。

還 有 ， 義 大 利 的 威 尼 斯 ， 有 「 運 河 之

城」、「水之都」等別名。城市共有2300多條

水港，並由一條長4公里、寬30-60公尺的「大

運河」貫穿全市精華區；運河沿岸散佈著風格

迥異、各式各樣的建築景觀，乘坐水上巴士遊

覽運河，是最便捷、經濟的方式。威尼斯大運

河被譽為威尼斯的「水上香榭麗舍大道」，並

兼具城市的交通大動脈。

雖然台南運河與泰晤士河、威尼斯運河的

條件不盡相同，但它卻是連結台南與安平之間

的文化臍帶，承載台南人共同的歷史記憶。換

言之，成功的水道將成為都市意象的一部分；

相信改造後的台南運河，將重啟觀光遊憩的新

價值，轉化都市空間的生命力，讓市民重新回

到台南運河水岸空間。

威尼斯大運河

英國泰晤士河市府團隊乘船遊河，為運河體檢 賴清德市長視察運河水質

◆資料來源：

1.周宗蜀、鄭道聰、林冠州，〈運河七十年報導特輯--撫今追昔
話運河--訪溫清光教授談運河整治計劃〉，《鄉城生活雜誌》，
33，1996.10，頁3-18。

2.鄭道聰，〈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系列計畫之五--安平港埠的
歷史延展:臺南運河博物館〉，《e代府城》，12，2005.05，頁
58-61。

3.鄭道聰提供，《台南運河紀錄片-台南運河的歷史歲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uRWZ58LWdQ 。

4.《台南運河的歷史演變》，http://class.hnps.tn.edu.tw/local/
upload/files/share0000023.pdf 。

5.陳俊傑，〈運河追想曲〉，《王城氣度》，10，1996.12，頁
25-27。

6 . 范 勝 雄 ， 〈 條 條 運 河 通 府 城 〉 ， 《 王 城 氣 度 》 ， 1 0 ，
1996.12，頁8-13。

7.傅朝卿，〈從府城到世界的建築與城市觀察〉，《鄉城生活雜
誌》，33，1996.10，頁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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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促進大台南觀光旅遊發展，活絡產業經濟，並將台

南豐富多元的歷史、文化、生態、古蹟等資源，行銷國

際，提升台南觀光的品牌力。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著

手規劃招商措施，目的是藉由政府提供土地，民間投資

規劃營運的模式 (OT、BOT、ROT)，或準依採購法公開

徵求民間經營，借重民間經營業者的經驗和創意，並整

合政府、民間的力量，促進觀光產業的升級和附加價值。

首波將以「台南運河遊河」、「黃金海岸船屋」、「虎

頭埤風景區」、「雙春濱海遊憩區」、「德元埤荷蘭村」

與「葫蘆埤生態區」等 6 個地點，進行投資招商，藉此

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的興盛，並創造就業機會。

台南

觀光投資

台南運河自日治時期開通以來，曾是當時

府城至安平的重要運輸航道，也是見證台南商

運發展從興盛到衰退的歷史之流。雖然歷經70

年代的衰退，時至今日，為了恢復往昔榮景，

重建都市水岸景觀，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規

劃運河遊河經營開發措施，並藉此活絡運河及

安平區的經濟發展。

此次委託土地為「公62公園用地，公告約

一‧台南運河遊河BOT案

專
題
企
劃

專
題
企
劃

3 . 46公頃」，區域範圍端視民間申請而定。委

託興建設施包含：「運輸設施(動力載具)」、

「岸上提供旅客購物、餐飲、休憩及紀念品販

賣 設 施 」 、 「 乘 船 碼 頭 」 及 「 售 票 亭 、 候 船

亭、廁所」等設施。

預期未來可將遊客直接由台南市中心引入

安平地區，並串聯中國城及周邊五條港地區，

成為台南市最具觀光吸引力的海陸旅遊路線；

「台南運河鳥瞰圖」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提供

101 年第一屆台南市全國獨木舟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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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元埤水庫東側。周邊富含人文歷史資源，如：

劉家古厝、陳永華諮議參軍古墓、佛山觀音巖、

吳晉淮故居、台糖新營副產加工廠宿舍區，以及

柳營區重要民俗祭典(王船醮典)所在地—代天院。

另外，還有景觀遊憩資源，如：尖山埤水

三‧德元埤荷蘭村酪農產銷中心委託經營管理案

雙春濱海遊憩區介於八掌溪、急水溪之間，

是台南市最北端的海濱，自然景觀與生態豐富。

遊憩區主要聯外交通為區道南2線，鄰近之快速

道路台61線、省道台17線為重要之南北交通動

線；台84線東西向快速道路通車在即，可串接國

道1號及台61線，完工後將為本遊憩區帶來更便

捷之交通網絡。

本遊憩區土地約12 ,458平方公尺，包含服

務中心、展售中心等6棟建物，總樓地板面積為

1,253 .59平方公尺，初步規劃可供經營生態展

覽、農產品展售、餐廳等。另戶外空間有停車

四‧雙春濱海遊憩區委外經營管理案

黃金海岸船屋位於台南市南區，串連安平港

歷史風貌園區、台江國家公園、雲嘉南濱海國家

風景區，為台南市濱海觀光軸線要環之一。尤其

位於鯤喜灣文化園區範圍內，觀光、文化、產業

資源相當豐富。

再者，因應台86線快速道路全線通車至台

17線，並交會於船屋北側停車場入口，未來將

二‧黃金海岸船屋及周邊設施委託經營ROT案

專
題
企
劃

專
題
企
劃

可便捷串連國道1號、3號及高鐵台南站，使船屋

轉變為台南市的交通門戶。

此次委託土地為「部份公62公園用地，約

4.62公頃」，主要設施「船屋」為「地上三層，

地下一層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5,769平方公

尺」。可做為展售中心(例如台南物產館)、資訊

中心、餐飲展覽的空間運用，另包含南北兩側停

車場、景觀平台(海堤)等設施。

未來若再藉由台86線往東串連台南都會博物

館園區(奇美館)、十鼓文化園區等，預期將可為黃

金海岸船屋帶來大量遊客，貼近市民生活，並帶

動黃金海岸周邊發展，深具觀光發展潛力。

本案目前正辦理政策公告（101年12月3日

～102年2月1日），詳細資訊可至行政院公共工

程會促參網站下載（http : / /ppp .pcc .gov . tw/ppp.

website/）歡迎民間踴躍參與投資。

庫、南元休閒農場，和素有「南瀛八景之一」美

稱的太康隧道。此處亦可發展農村產業，如：八

老爺牧場、乳牛的家與太康有機農場等。

本園區土地約7.9公頃，其中主要建物（酪農

產銷中心）總樓地板面積為956.94平方公尺。初

步規劃可供農特產品展售、餐廳等。本案預計於

場、觀海亭、棧道等。

遊憩區內復育的紅樹林，遍植海茄冬、水筆

仔、五梨跤、欖李等，此外多種招潮蟹、貝類、

魚類及鳥類，表現出豐厚的溼地生態，適宜發展

自然生態解說教育、積極的生態旅遊。

預期未來將可提升雙春豐富濕地生態資源

的能見度，並作為生態教育推廣、導覽解說等場

域，而透過廠商經營，更可節省公部門支出，並

經由餐飲服務、文創產品、農特產品、入園門票

等收入，達到雙春濱海遊憩區之永續經營。

102年準依政府採購法公開徵求民間參與經營。

園區內除了有荷蘭原味的荷蘭風車，具汲水

功能；遊客服務中心則仿照荷蘭傳統酪農倉庫，

採雙重屋頂型式，營造北國氣氛，而天花板和屋

頂設有隔熱層，可將熱空氣順利排出。還有人工

渠道—德元埤生態休閒園區，它利用風車汲水至

園區人工挖掘的遊船河道內，並設置碼頭，跨河

橋樑梵谷橋，採開合型式，未來可通行大型船隻

並連通至德元埤水域。預期將對園區特色文創產

品與當地農特產品的展售，多所助益。

也 可 結 合 沿 岸 優 美 水 域 景 觀 ， 開 創 沿 線 各 文

化、古蹟的發展；提升周邊環境品質，並促進

運河星鑽都市更新計畫，帶動社區生活圈的繁

榮發達，並將安平漁港及安平商港水上觀光航

段納為本案申請事項，期許發展成河港合一之

水上觀光遊程。

觀光魚市

水景公園 金城
遊憩

林默娘公園

德陽艦

漁光橋

安平新港橋 樂利橋

永華橋

新南橋

金華橋

建
新
橋

安工四號橋

新臨安橋

臨
安
橋

望
安
橋

承
天
橋

安
億
橋

漁人
碼頭

運河博物館

維悅
統茂

中
國
城安平漁港

安平商港

漁業署規劃碼頭
市府協助申航段
民間自提範圍航段
土地委託範圍

區

域

範

圍

圖

廣場

展覽場 旅遊服務中心
餐廳

放
牧
區

汽車露營區
個
人
露
營
區

內渠道

烤肉區

區

域

範

圍

圖

南向木棧道‧涼亭三座

北向木棧道‧涼亭三座
北向：觀海亭四座

旅遊服務中心

售票亭
管理中心
浴廁

南向：觀海亭二座

區

域

範

圍

圖

南側停車場

景觀平台

船屋

北側停車場

台86線出口預定地
堤頂自行車道

台
17線
(濱
南
路
)

區

域

範

圍

圖

黃金海岸船屋西側外觀

德元埤荷蘭村風車

德元埤荷蘭村遊客中心內部

北門雙春濱海遊憩區一景

黃金海岸船屋東側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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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官田區葫蘆埤自然生態休閒公園
展售館委託經營案

官田區葫蘆埤位於隆本里和東西庄之間，

往麻豆方向的176線道旁；建於清乾隆35年，

因形狀似葫蘆而命名之，主要作為灌溉儲水之

用。埤岸自然彎曲，景觀吊橋位處高鐵旁，風

景秀麗，再加上舟影點綴著菱田的美麗畫面，

是白鷺鷥群聚和凌波仙子—水雉棲息之地。葫

蘆埤的四周，近來更規劃成親水公園，漫步、

垂釣、攝影、舉辦各種大型戶外活動外，並設

有休閒生態博物園的概念，規劃興建展售館，

使 葫 蘆 埤 躍 升 為 新 南 瀛 的 八 景 之 一 ， 成 就 了

「菱香橋影」的美名。

虎頭埤水庫素有「台灣第一水庫」稱號，晨

昏時的「虎埤泛月」曾被選為南瀛八大景之一、

台灣十二名勝之一，並有「小日月潭」美譽，亦

曾是許多台南「四、五年級生」民眾童年的美好

回憶。至今仍供應新化地區農田灌溉用水，與居

民生活密切相關。

本次委託土地為「礁坑子段589-100地號等

旅遊服務區，約13 ,090平方公尺」，建物包含

「虎頭埤風景區青年活動中心，地上三層總樓地

板面積約3,816平方公尺」。

虎頭埤遊憩系統涵蓋九層嶺花園遊樂區、

大坑休閒農場，具備豐富的平埔文化、鄉村生

活和古厝資源。此外，虎頭埤水庫湖水平靜，

沿岸樟樹、相思樹成林，環湖步道貫穿全區，

可開車、騎車、健行或散步，是晨昏運動、怡

五‧新化區虎頭埤風景區青年活動中心及
周邊設施ROT案

情靜心的「養生之庫」。而虎頭埤湖光日出，

亦可作為二寮日出前夜休息處；這裡的晨曦美

景媲美阿里山，從雲層穿透的紅色光芒，將天

空染得像塊畫布，讓人彷如置身山水畫中。

未來藉由民間投資和專業的經營管理技巧，

整建舊有虎頭埤青年活動中心，預期將可提升風

景區環境品質，並帶動其周邊地區整體觀光休閒

產業的發展。

另外，該地鳥類生態豐富，常吸引許多賞

鳥人士前往。葫蘆埤周邊景觀設施非常完善，

也有漢番禁示碑可尋幽探訪；加上藍天白雲、

橘紅吊橋、綠色田園、多元生態，可作為提供

遊客親水、體驗旅遊的消暑行程。

本園區土地約8.2公頃，主要建物為地上二

層樓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為1 , 4 4 8平方

公尺，目前初步規劃為「台南市葫蘆埤物產中

心」，導入大台南各地優質農產品及伴手禮，

藉此成為推展農業文化、行銷大台南觀光、並

兼具休憩機能之據點。

未來若藉由休閒公園展售館與周邊設施委

託經營，將可提升觀光商業機能，並繁榮地方

經濟與創造就業機會。另外，透過廠商的營運

效率和創意，也能提供遊客更優質完善的服務

品質。

聯 絡 資 訊

( 一 )【台南運河遊河 BOT 案】

1. 地址：台南市安平區

2. 本案聯絡窗口：06-6356571 林先生

( 四 )【雙春濱海遊憩區委外經營管理案】

1. 地址：台南市北門區雙春里雙春 73-10 號

2. 本案聯絡窗口：06-6350190 簡小姐

(二 )【黃金海岸船屋及周邊設施委託經營ROT案】

1. 地址：台南市南區

2. 本案聯絡窗口：06-6350190 陳先生

( 五 )【新化區虎頭埤風景區青年活動中心及周邊

設施 ROT 案】

1. 地址：台南市新化區中興路 42 巷 36 號

2. 本案聯絡窗口：06-6350192 陶先生

(三)【德元埤荷蘭村酪農產銷中心委託經營管理案】

1. 地址：台南市柳營區神農里 17 鄰新厝 100 號

2. 本案聯絡窗口：06-6350190 謝先生

( 六 )【官田區葫蘆埤自然生態休閒公園展售館委

託經營案】

1. 地址：台南市官田區隆本里中山路二段 207 號

2. 本案聯絡窗口：06-6350190 謝先生

青年活動中心

大門

南
175

南172

南168

中興林場

台南高爾夫球場

往台南科學園區

虎頭埤

區

域

範

圍

圖

展售館

區

域

範

圍

圖

虎頭埤晨景 虎頭埤露營區

葫蘆埤景色

葫蘆埤展售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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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的發展與演變，與其所在的地理環境、商業行為和人文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它是整個大

時代的縮影，也承載著市井小民的生活空間與記憶。

台南，是台灣歷史上開發最早的地方，歷經 300 多年的文化薰陶，台南的街頭巷尾充滿人文韻味，

小至每一道轉彎處，都有前人駐足的軌跡和隱藏的小故事。近年來隨著台南市政府積極規劃古都

新生，讓這些走過時代變遷而盡顯滄桑的老街，有了不同的、嶄新的面貌；也讓民眾和遊客在一

連串的時空隧道中，看見台南在台灣歷史長河中永不褪色的歷史地位。

依據台南市政府所訂定之「台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自治條例」，特將具有保存再生價值的歷史街區、

區內傳統建築及周邊環境風貌，進行空間活化與再造，以振興地方藝術和產業經濟。

因篇幅有限，本文僅先針對「安平老街區」、「五條港老街區」、「十字大街區」、「總爺老街」、

「新化老街」、「後壁菁寮老街」與「鹽水橋南老街」，進行概覽簡介。

老街風華

台南老街巡禮

主
題
導
覽

主
題
導
覽

1

23

4

5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6

19

北區
總爺老街

大銃老街

1

中西區
十字大街區

五條港老街區

( 神農街、咾咕石街等 )

北巷

公館街

大嶺頭

蕃薯街

上帝廟街

清水寺街

三官廟後街

新美街

2

安平區
安平老街區

( 延平街、效忠街、中興街 )

3

歸仁區
舊社街

4

新化區
新化老街

5

新市區
新市老街

6

玉井區
噍吧哖

7

東山區
哆咯嘓街

8

白河區
大排竹街

白河老街

9

新營區
鐵線橋街

新營老街

10

永康區
蔦松街

19

柳營區
急水溪街

柳營老街

11

後壁區
下茄苳街

菁寮老街

12

下營區
茅港尾街

下營老街

14

學甲區
學甲老街

15

麻豆區
麻豆老街

16

佳里區
佳里老街 ( 蕭壠街 )

17

善化區
蓮池潭街

善化老街 ( 灣裡街 )

18鹽水區
鹽水老街

橋南老街

13

◆資料來源：張溪南，《南瀛老街誌》，2007.8。

台南市政府、Taiwan News台灣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穿梭府城今昔》，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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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屬於府城五條港地區的海安路附近

街道，因舊運河流通，是當時台灣最興盛的商

業 中 心 。 每 條 港 口 都 有 依 附 的 街

道，聚集不同姓氏的移民，供奉來

自家鄉的神明，逐漸形成當地的信

仰中心，遂結市而形成著名的小吃

聚 集 處 ( 今 水 仙 宮 祭 祀 範 圍 內 的 西

門 圓 環 附 近 ) 。 此 外 ， 商 賈 往 來 的

五條港，也曾是茶樓酒肆、生意洽

談的盛行處。

興建於清康熙54年(西元1715

年 ) 的 水 仙 宮 ， 位 於 神 農 街 ， 是 由

來 台 經 商 的 泉 州 及 漳 州 商 旅 ， 投

資合力興建而成，當時全台最大的商業同業公

二‧五條港老街區 (神農街<北勢街>、咾咕石街等)  

中西區是早期府城古都十字大街的重要地方，

正所謂，要認識台灣，要先從台南府城開始；要認

識府城，要先從十字大街開始。十字大街的範圍，

大致以民權路二段東至中山路，西至西門路二段；

與忠義路二段南至府前路一段，北至成功路一帶為

核心。明鄭時期以十字大街為中心，劃府治為東

安、寧南、鎮北、西定四坊，一切制度仿照中國內

地，台南開始建立漢人文化社會。

再者，十字大街位於中西區核心，鄰近的重要

景點如：荷蘭時期的普羅民遮城(赤崁樓)、大天后

宮、荷蘭時期就存在的大井頭遺址、陳德聚堂；一

三‧十字大街區 (民權路二段、忠義路二段)

四‧總爺老街 (崇安街)

清朝時期，府城地區因陵谷起伏的地形，

常有盜賊入侵，故街道常以丁字形、工字形或

階梯形作為防禦用途。沿著今崇安街走到北華

街 7 1 巷 口 處 的 「 頂 土 地 公 廟 」 ， 再 行 至 忠 義

路的「下土地公廟」，此即清代著名的「總爺

街」，是台南府城早期極為重要的街道之一，

也是街坊功能與形式保存得較為完整的街巷。

總 爺 街 成 工 字 型 ， 街 道 兩 旁 的 屋 舍 採 一

間比一間退凹的方式排列，目的在於遏阻敵人

長驅直入，並增加居民的防守優勢，街上以連

得堂的煎餅最為有名。乾隆年間，居民在街頭

「鎮轅境」與街尾「總祿境」分別興建廟宇，

供祀福德正神，此即所謂「街頭街尾土地公」

的傳統街坊形式。

主
題
導
覽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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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安平老街區以延平街、效忠街和中興街這

三條東西向街道為主，自荷治時期起，即為原

熱蘭遮市街的一部分，聚落動線呈格子狀、棋

盤式的規劃。

在荷蘭人統治

時期，安平曾

是進入歐亞及

東北航線的中

繼站，不同國

籍的商人在此

貿易經商，國

際語言流通。

安平，成為當

時最繁華熱鬧的中心。直到1661年鄭成功率領

大軍，趕走荷蘭人，進駐安平，漢人的風俗文

化也在此逐漸扎根立固。

當時的台灣街(今延平街)上，市場、醫館、

木材工廠、鐵匠鋪等林立，人潮往來絡繹不絕，

號稱「台灣第一街」；效忠街原名「石門樓」，

屬於安平街的高級住宅區，後因康熙年間協助

官方平亂，而改名為效忠里；中興街原是「磚仔

街」，因街面鋪設紅磚而得名。

走進效忠街和中興街的小巷，可望見清朝時

一‧安平老街區 (延平街、效忠街、中興街)

期的「國軍英雄館」—海山館，以及其他古宅，

感受安平因地勢所形成傳統建築風貌。再走到延

平街上，是尋寶的好地方。童玩店裡的零嘴、抽

牌、ㄤ仔標等，琳瑯滿目、應有盡有；著

名的百年蜜餞老店，則始終人潮聚集、門

庭若市。

除了老街之外，此區鄰近的重要歷史

建築及古蹟景點，包括：東興洋行、德記

洋行、安平樹屋、億載金城、安平古堡、

運河博物館等。若要嚐一嚐在地特色小

吃，更不能錯過古堡蚵仔煎、周氏蝦捲、

陳家蚵捲、何家鼎邊銼、劉家烙餅……等

令人留連忘返的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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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大街區位置圖

會總部(三郊)，便設於水仙宮裡。此外，兌悅

門為當年防範民變和盜匪而建的西外城廓的城

門 之 一 ； 當 五 條 港

的 運 河 逐 漸 淤 塞 ，

水 深 的 新 墘 港 便 取

代 而 成 為 商 旅 出 入

要 道 ， 也 連 帶 造 就

「 咾 咕 石 街 」 的 興

盛 ， 今 日 則 為 信 義

街的出入關口。

此 區 域 有 座 全

台 唯 一 主 祀 風 神 爺

的風神廟，歷時300

年，奉派來台官員都會來此虔誠祭祀。另有接官

亭石坊、海安宮，以及海安路藝術街，曾是沒落

的商圈，卻因兩旁的裝置藝術和塗鴉文化相繼出

現，吸引許多獨具特色的商店和餐飲店進駐，甚

至成了外地人台南必遊的景點。

行走至此區周邊，可品嚐洪芋頭擔仔麵、

老台南人熟悉的姚記燒鳥、富盛號碗粿、50年

歷史的金得春捲、清爽不油膩的阿松刈包、莊

子土豆仁湯，和讓人唇齒留香的原石精臼蚵仔

煎等美食。

年四季皆香火鼎盛的台灣首廟天壇、原址為荷蘭時

代中國醫館的北極殿，內部仍保留一台灣現存最老

的明代匾額，明寧靖王手書「威靈赫奕」匾額。此

外，還可望見日治時期雲嘉南地區行政中心所在地

—台南州廳，此即今日的國立台灣文學館；台南公

會堂(吳園藝文中心)、武德殿，以及台灣百貨公司的

先驅—原「林百貨」。

此區可品嚐如：天公廟手工魚丸、媲美台北

鼎泰豐的上海華都點心城、再發號燒肉粽、福記肉

圓，和夏家手工魚麵等道地小吃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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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舊稱大目降，是西拉雅平埔

族所稱，意即「山林之地」。荷蘭時

期，海岸線通到現在的鹽水溪，直抵

洋仔港，而此處乃為進出口產品的吞

吐口，早已成為商業發達的城鎮。

新化街市集結的成因，歸功於地

理環境優勢。它位處平原與山地交界

處，包括左鎮、南化、玉井、楠西等

山產作物，以及善化、新市、關廟、

永康等平原地區農產品，都會集中於

此交易，吸引大批人潮而益顯繁榮。早期，老

街中山路與中正路商人雲集，繁榮興盛，遠近

馳名，是台南以下商機最興旺的鬧區，街上有

成排古色古香的仿巴洛克建築。

五‧新化老街

此 外 ， 位 於

中正路與中山路交

會的十字路口，就

是過去所稱的「三

角湧」，亦是老一

輩口中的「新化西

門町」。日治時期

中正路上常擠滿人

潮，米店、布行、

傢俱店、餅舖、五

金行、漢藥店、西藥房、診所等商家集結，還

有黃昏市場與夜市，攤販在商店前的亭仔腳鋪

排貨品，吆喝叫賣，整條街遂散發出一股古早

台灣的生命力。還有蘇家古厝，保留傳統三合

院建築的「四落透」，已有150多年歷史；而新

化果菜市場，則是由昔日「牛墟」轉型而成的

果市。

新化地區集結了生態、地理、歷史文化等

資源，可作為一綜合型觀光勝地，鄰近還有虎

頭埤，是健行尋幽的好去處。其他如番薯節產

業文化季、元宵十八嬈、街役場的遷移，著名

的鬥蟋蟀，以及老街再造，皆可再為老街注入

一股生命力，活絡老街的觀光商機。

你知道電影「無米樂」紀錄片裡描述的慘淡

農村景象，與那些讓人印象深刻的可愛農民，位

於哪個場景嗎？正是後壁區的菁寮。菁寮因位居

舊鹽水港腹地，又在八掌溪畔，船舶可達，成為

連結舊鹽水港、下茄苳街、諸羅縣城的要衝。

此外，菁寮是日治時期後壁地區的行政中

心，並設有該區最早的金融機構。當時的菁寮，

以現今南82線與南85線的十字路口為中心，發展

出熱鬧的商家，周邊有撞球間、旅館、販仔間、

酒家、戲院等。

六‧後壁菁寮老街

七‧鹽水橋南老街
鹽水區東北與後壁、新營比鄰，西北與嘉義的

義竹為界，南與下營、學甲接壤。西北和東南分別

有八掌溪、急水溪兩大河流經過。明天啟元年(西元

1621年)，顏思齊、鄭芝龍率眾於台灣居住時，大陸

移民即在此墾拓定居，成為漢人在台建立最古老的

市街之一。

清 代 因 人 口 遽

增，市街的東、南、

西三面，乃順從河與

急水溪支流圍繞，地

形有如一彎新月，又

名月津或月港。因南

方港口有鹽分海水注

入 ， 故 稱 鹹 水 港 。

其 中 ， 藏 興 街 ( 今 橋

南老街)面臨鹽水港口，位在中正路和月津路交會

處，為當時最繁榮的街道，也是清代鹽水通往南

部的交通要道。目前仍有不少早期的街屋留存，

此種街屋的第一落都設計有半閣樓和樓井，貨物

可由此上下傳送。

此處有橋南老街的信仰中心—北帝殿，祀奉

北極玄天上帝，早期以藥籤遠近馳名；周邊還有

主
題
導
覽

主
題
導
覽

此區位於鎮北坊文化園區內，區內重要的

地景如：開基玉皇宮，它創建於明永曆24年(西

元1670年)  ，迄今已有340年歷史。這間道教

廟 宇 ， 香

火 鼎 盛 ，

信 徒 絡

繹 不 絕 ，

是 信 眾 時

常 祈 求 扭

轉 運 勢 的

心 靈 寄 託

之 處 。 另

外 ， 還 有

興濟宮，府城內創建最早、規模最大的大觀音

亭、烏鬼井、三山國王廟、大銃老街、開基天

后宮、元和宮，以及全台首邑縣城隍廟等。

若想品嚐該區著名小吃，不妨試試阿憨鹹

粥、陳金塗碗粿、金加紅龜粿、舊來發餅舖，

或老饕獨享的無名豆花，以及在地人才知曉的

內行味—鴨母寮市場炭火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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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老街位置圖

座落於菁寮老街旁的阮家店舖型古厝，約建

於清乾隆年間，歷時兩百多年。此古宅為閣樓式

建築，三間起的街屋店鋪，古厝內仍保留許多阮

家祖先遺物。另外，位於菁寮國小斜對面的菁寮

天 主 堂 ， 外 包 覆

鋁皮的銀色陡峭角

錐尖塔，放遠望去

獨特引人注目，設

計者為曾獲普立茲

獎 的 德 國 籍 建 築

師 佛 萊 德 ‧ 波 姆

(Gottfried Bohm)。

而建於1928年荔園

衍派的仿巴洛克式黃家古厝，目前為後壁區唯一

僅存日治時期的洋樓建築。

老街上的和興冰菓部，創立於1943年，迄今近

80年歷史。店內的香蕉冰、紅豆牛奶冰、純冬瓜茶

等，具古早味口感，讓品嚐過的遊客讚不絕口。

著名的廟宇—武廟，祀奉關聖帝君，迄今約有270

餘年，是鹽水蜂炮的重要起始點；其他景點如：

八角樓、月津港‧聚波亭大眾廟等。行走至老街

附近，也可嚐一嚐阿三意麵、林家老店鹽水肉

圓、銀鋒冰菓室的紅豆牛奶冰，以及鹽水豬頭飯

及豆簽羹……等美食。

近年由月津文史協會、橋南社區發展協會

發起的營造橋南老街活動，積極開發糯米橋墩、

泉利打鐵店、橋南歷史文物館、橋南咖啡屋等景

點，便是為了找尋古街、古建築的新生命，重塑

舊鹽水港的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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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面琵鷺
每年 10 月，一群黑面舞者會飛越台灣上空，停留在台南七股濕地渡冬。這群神秘的訪客，擁有

黑色的臉龐，以及扁平如湯匙狀的長嘴，牠們就是國際級的瀕危保育類野生動物－－黑面琵鷺。

目前全球的黑面琵鷺逾 2000 隻，以曾文溪口七股溼地的數量最多。為了積極保護當地珍貴的生

態資源，政府在七股區黑面琵鷺的重要棲息地內，規劃約 634.4 公頃的黑面琵鷺保護區，並設置

「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做為黑面琵鷺介紹展示、生態教育推廣及長期追蹤研究，是個適合親子

共遊、生命教育和生態旅遊最佳之地。

(一)源起：反濱南工業區運動浪潮

1994年燁隆和東帝士集團聯合提出「台南縣濱

南工業區開發計畫」，引起保育團體及地方團體的

重視，並進行反濱南工業區運動。現任台南市政府

觀光旅遊局長的陳俊安，當時尚為學生，亦投入參

與反濱南運動多年，開始著手推動生態旅遊，並提

出國家風景區的政策。爾後進入台南縣政府服務，

擔任南瀛濱海國家風景區推動委員會執行長，積極

推動國家風景區成立、黑面琵鷺保護區劃設，以及

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之規劃建設。

(二)特色：環保綠建築的新理念

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乃結合環保綠建築、輕觸

地球的理念，並以尊重自然生態為原則，以鋼構高

架的方式在漁塭濕地之上，既能維護原有地貌，也

可兼具生態和景觀意義，達到環保節能的需求。館

內規劃有別於傳統對外封閉的空間設計，採用線性

的空間型態，圍繞一處戶外中庭(水池)，更能有效與

展示主題的陳設做結合。

(三)導覽主題：黑面琵鷺與濕地生態特色

展示館空間包含「常態展示區」、「多媒體

2012亞洲城市
觀光高峰會論壇
「亞太城市旅遊振興機構」(Tourism Promotion Organization for Asia Pacific Cities；簡稱 TPO)，

是一個涵蓋官方與民間的重要國際組織。透過 TPO 的運作，各會員城市的觀光產業資本 ( 如：

商品資訊、人才 ) 得以整合，並產生更大的經濟附加價值，共同帶動亞太地區觀光產業的發展，

促進觀光品質的提升。

台南，是台灣歷史發展脈絡的關鍵之鑰；

也是一座集歷史、文化、生態、宗教、古蹟、產

業等豐厚內涵於一身的首善之都。尤其自合併以

來，台南市政府積極以「文化首都、科技新城、

低碳城市、觀光樂園」為主軸，塑造大台南成為

台灣觀光旅遊產業發展的優質品牌，打造台南成

為魅力城鄉與觀光樂園。

再者，世界旅遊每年以33%的幅度成長，推

動觀光儼然為時勢所趨；為了促進台南觀光產業

發展並行銷至國際，台南市政府在2012年加入

TPO成為城市會員之一。並於2012年12月6日至

8日，在台糖長榮酒店召開「2012亞洲城市觀光

高峰會論壇」，邀集日本靜岡縣、仙台市、金澤

市、韓國光州市、安東市、越南胡志明市、馬來

旅
遊
景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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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特展區」、「會議室」及「戶外觀景平

台」。其中，「常態展示區」又分為『黑面琵鷺生

命史』、『濕地生態』及『保育運動與生態發展』

三部分。民眾可見到珍貴的黑面琵鷺標本，觀賞黑

面琵鷺與濕地生態保育相關影片，接觸多元的生態

保育主題，並矗立於觀景平台，遠眺七股濕地美

景，還能沿線遊覽周邊景點如紅樹林區、鹽山、將

軍漁港、南鯤鯓代天府、井仔腳鹽田等風光。

如此具有環保教育啟發與生態永續發展的黑面

琵鷺生態展示館，值得民眾親身走一遭，體驗台南

七股的生態之美。

一‧動機與展望
地址：台南市七股區十份里海埔 47 號

電話：06-7881180 #204

開放時間：週二～週日 Am9:00~Pm4:30( 週一休館 )

生態展示館

西
濱
快
速
道
路

往
台
南
市

未
通
車

台南大學
七股校區

南灣碼頭

七股交流道

賞鳥亭

水產試驗所

黑面琵鷺保護區

黑面琵鷺
生態展示館

紅樹林保護區六孔觀光碼頭

海寮觀光碼頭

61
17南38

173

173

南31-1

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提供 蔡培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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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喬治市(檳城)、怡保市、哥打巴魯市、台北

市、高雄市、嘉義市、嘉義縣、台南市等14個

亞洲城市觀光首長或產業人士，進行經驗交流及

分享，並藉此行銷大台南特殊的觀光資源，爭取

國際觀光客源。

誠如台南市長賴清德於開幕致詞中所言：

「台南市坐擁131處古蹟、47處歷史建築、9處

遺址、1處文化景觀，以及豐富的傳統藝術、民

俗與文化資產，是一座具備豐富人文史蹟、自然

地景和精采故事的城市」，除了擁有全台第一座

完成的蘭花生物科技園區，還有歷史韻味濃厚的

農漁村產業文化，也有代表「台南品牌」的特色

在地小吃(如：蚵仔煎、虱目魚等)，尤其台灣王

爺總廟南鯤鯓代天府，更榮登台灣新十二大景點

之首。如此豐厚多元的觀光資產，透過論壇中的

交流，不僅能汲取其它城市的經驗，也能提升台

南觀光行銷國際的能見度。而台南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長陳俊安亦提及：「推動觀光旅遊是發展在

地經濟的催化劑」。因此，論壇會議的舉辦，不

僅可做為台南市文化觀光及鄉村旅遊發展在資訊

整合上的平台，也是台南觀光旅遊產業重要的里

程碑。

二‧論壇盛況側錄

在為期三天的論壇會議中，有日本靜岡縣觀

光局加藤博昭局長分享其推動溫泉泡湯、療癒身

心靈的養生休閒旅遊經驗；也有韓國藝術之都光

州市觀光協會行銷經理Sim,Chungbo帶來世界泡

菜文化和美術雙年展，並透過青少年營隊實務經

驗，傳授吸引國際旅客常駐的策略；還有世界遺

產城市－檳城市議會國際娛樂事業部Mohamed 

Akbar Mustapha 部長，介紹當地多元移民文化

所發展出的特色建築與城市風格；最後，台南市

政府觀光旅遊局長陳俊安從古蹟景點、美食小

吃、國際級濕地生態和關子嶺世界三大泥漿溫泉

等面向，分享如何打造台南成為觀光樂園的策

略，更獲得與會貴賓的高度肯定及回應。此外，

會議中也探討到如何藉由異業結盟方式擴大產業

面，將文化資產轉化為文化觀光產品；以及發展

獨特的鄉村旅遊行程，建立品牌形象；重視資源

保育與利用的平衡，並讓社區參與和商業營利模

式能和諧共進。更甚者，各與會城市另簽署觀光

宣言，達成「以提升觀光產業，確保永續發展，

促進城市交流為目標，共同合作」的共識。

誠然，文化觀光乃是現今國際觀光產業的重

要趨勢，如何保存既有文化資產、民俗節慶、宗

教活動和表演藝術的內涵，並發揮其潛在的觀光

價值；透過觀光活動與文化資源相融合的旅遊型

態，讓遊客瞭解與認識觀光目的地的人文歷史、

風土民情、古蹟文物，或多元的民俗生活方式，

將是市政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再者，發展鄉村

旅遊亦是讓今日忙碌的城市工作者有親近自然、

體驗風土的契機，不僅可以提升鄉村產業、活化

當地經濟，並創造青年人就業機會；還能透過吸

引遊客進入鄉村地區從事遊憩活動，整合生產、

生活及生態，保存在地文化，進而達成鄉村永續

發展的目標。

除此之外，論壇舉辦期間，適逢大台南國

際旅展開幕，規模之大，為台南市有史以來的創

舉。經由兩者相互激盪下，將是商機與合作契機

開展的重要觸媒；對於提升台南的國際能見度，

以及經貿發展，也具有相當程度的效益。

最後，本次論壇還透過台南市觀光計程車，

搭載與會的城市代表進行城市導覽，帶領國外貴

賓實際體驗台南市米其林綠色指南推薦景點如：

赤崁樓、武廟、大天后宮等名勝古蹟。而令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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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貴賓們驚豔的是，每一位觀光計程車運將和

導覽解說員，都能琅琅上口運用外語，還有細膩

精熟的接待技巧，讓外賓充分感受到台南人的真

誠、活力與熱情。這不僅讓TPO祕書長周煥明印

象深刻，對於台南市政府藉由推動觀光計程車的

模式，來提升友善旅遊服務的品質，與增加計程

車交通產業營收，更表達了高度的讚許。

於是，強化觀光產業品牌行銷、建構友善旅

遊城市的目標上，台南市又再次跨越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