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輔導教師精進研習 

認識社區活化教學資料 

時間：101年 9月 3日星期一 11:15-12:15 

忠孝國中 林秋蕙老師編製 

路線：忠孝國中→大稻埕商埠紀念碑→貴德街→陳天來故居→李春生紀念教堂→李臨秋故居→大

稻埕偶戲館→永樂市場→霞海城隍廟→迪化街→朝陽公園→有記茶行→圓環(寧夏夜市)→延平

派出所→海霸王→忠孝國中 

地點 簡介 

大稻埕商埠紀

念碑 

西寧北路 32

號 

碑文記載 : “清咸豐三年(西元 1853)艋舺頂下郊拼，居住八甲庄之同安人退走北

方，刻苦經營，創造大稻埕新市街，十年，淡水開港，大稻埕地方外商踵至，貿易

日盛。同治八年(1869)烏龍茶首銷國際市場，茶務遂蒸蒸日上，建省後，巡撫劉銘

傳大興實業，指定大稻埕為商埠及外僑居留地，說林維源、李春生建千秋，建昌二

街暨六館仔，美荷法德諸國及豪商巨賈，於此設館立行，商業之盛居臺北之冠，尤

以茶葉外銷更居全台首位，現時移勢遷，往日規模已不復見，今迪化街以西至淡水

河岸，鄭州路以北至歸綏街間皆商埠舊址也。” 

貴德街 進入貴德街會先經過西寧北路 86巷的李臨秋故居，他創作「雨夜花」、「補破網」

等膾炙人口的歌謠，仍傳唱至今。該巷與貴德街的交岔路口，可看到市定古蹟千秋

街店屋（51、53 號），有很特別的竹型落水管，是過去的經營雜貨店的「莊協發商

店」。從明治 28 年（1895）的臺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圖，千秋街指的是南京西路以

南的貴德街部份，南京西路以北的貴德街，當時稱為建昌街。清末，台灣巡撫劉銘

傳在今貴德街打造了一條洋人街，洋行、使館林立，日治時期此街附近被稱為港町，

也是當時的茶葉製造加工中心，當時繁華一時。「莊協發商店」的對面，是著名茶

商李春生的紀念教堂，初建於昭和 5年（1930），其類似人臉的入口立面設計，相

當特別。循貴德街往北走，可見市定古蹟陳天來故居（73號），陳天來是日治時期

著名茶商，經營錦記茶行，其宅邸建於大正 12年（1923），兩側凸窗塔樓，立柱拱

廊，相當華麗美觀，目前仍有住戶居住。 

陳天來故居

(錦記茶行) 

貴德街 73號 

1.本宅創建者陳天來先生為臺北茶葉發展過程重要人物，且陳氏家族人才輩出，在

近代臺灣政治、經貿及文化史上有其顯著貢獻和代表性地位，此建物為其事業高峰

之傑作與重要見證！  

2.建築展現 1920 年代臺灣多元特色之近代建築風格，建材優良且精緻之細部裝修工

藝為經典之作，深具建築美學價值，空間功能配置反映茶商當時生活文化，為典型

上層商人住屋之代表。  

3.此建物作為大稻埕全盛時代茶商名人聚集宴客的歷史地點，見證陳氏家族發跡興

盛歷史，且作為臺北茶葉發展史、貴德街茶行史及臺北建築史之重要紀錄。 

李春生紀念教

堂 

貴德街 44號 

位在港町文化講堂對面，即是「製茶之父」李春生的紀念教堂。據傳李春生在清領

時和英人 John Dodd 引進泉州安溪烏龍茶，造就日後紅極一時的 FORMOSA TEA，讓台

茶可直接外銷至歐美，創造清領與日據時大稻埕茶行榮景。 

李臨秋故居 

西寧北路 86

巷 4號 2樓 

李臨秋先生為「望春風」、「四季紅」等多首臺灣著名歌謠的作詞者，係臺灣流行歌

謠史上重要代表人物，其創作亦為珍貴之無形文化資產。本建物作為名人故居當可

展現其歷史及藝術價值。 

《李臨秋故居》由李修鑑獨自經營，故平日並不開放，十人以上欲參觀歡迎提前預

約。電話：02-2586-5985  



林柳新紀念偶

戲博物館(原

大稻埕偶戲

館) 

 http://www.taipeipuppet.com/ 

本館館址位於大稻埕古城，鄰近碼頭淡水河邊的西寧北路上，與臺北市保存最完整

也最具歷史意義的迪化老街比鄰而居。兩棟並立的四層樓歷史建築共有 200坪使用

空間，分別規劃為：博物館辦公室、雕刻工坊、DIY教室、偶戲特展室、精品典藏空

間，以及適合各類專業演出的納豆劇場（表演廳）。 

永樂市場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lfabricmarket/miaohead/li-shi-yan-ge 

位於臺北霞海城隍廟旁的永樂市場，原名「公設永樂町食料品小賣市場」，民國前四

年(1908)就成立，當時日本的商人將日本印花的布料大量的輸入台灣，其將此地當

作布料進口的批發中心。光復以後，日本商人離開台灣，加上政府的鼓勵及廠商的

研發，這裡變成全台灣最大的布料批發零售中心。原市場於民國七十一年(1982)拆

除，然後在原地重建於 1985年完工，並於原地改建為「永樂市場綜合大樓」，總稱

“永樂市場”。 

霞海城隍廟 

迪化街一段

61號 

http://tpecitygod.org/ 

內政部核定的三級古蹟，與慈聖宮，法主公廟合稱大稻埕的三大廟宇。霞海城隍廟

原為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下店鄉海邊厝五鄉庄居民的守護神，清朝康熙元年，御賜臨

海門匾額。而因下店鄉又名霞城，而祖廟又設於霞城的臨海門旁，所以渡海來台以

後便稱為臺北霞海城隍。 

迪化街 今日的迪化街，從霞海城隍廟到民生西路這一段，過去稱為廟街（或南街），民生

西路到歸綏街這一段，過去則稱為中街。中街是大稻埕最早的商業街段，霞海城隍

廟興建後，往南發展出廟街，之後再往北發展出過去稱為中北街、普願街、杜厝街

等街段。走在廟街段，兩旁店家的牌樓厝，擺滿各式藥材、南北貨，迄今商業活動

仍相當熱絡。相當多的歷史建築物仍然維持著原有形式，屋頂華麗的山頭裝飾，豐

富了天際線，各式的窗戶造型與裝飾，令人目不暇給。 

朝陽公園 朝陽茶葉公園是臺北市第一座以茶葉為主題的公園，位於臺北市重慶北路 64巷口，

該公園原係一般社區鄰里公園，而市府為推動大同區傳統產業之振興計畫，在考量

大稻程與臺北地區茶葉發展歷史之淵源後，於是將該公園加以改造，並在西元 2003

年 7月 10日正式重新啟用。而改建後之朝陽公園被重新賦予茶葉主題公園之內涵，

目前園區內之小徑有鋪設茶葉製作解說步道，將整個製茶過程雕刻成解說牌，讓民

眾了解大稻程地區豐富與多樣性特色。 

有記茶行 

重慶北路 2段

64巷 26號 

http://wangtea.com.tw/html/hist1.htm 

有記名茶創立於 1890年，是專業的烏龍茶與包種茶商，茶廠位居台灣早期外 銷茶

業重鎮-臺北大稻埕。以「專業實在」、「堅持品質」為經營宗旨。提供茶葉製作導覽

說明與品茗。電話：02-2555-9164 

圓環 http://www.taipeicircle.com/ 

圓環成形於 1908 年，本為一圓形小型公園，中心為空地，周圍遍栽七里香，榕樹等。

淡水線鐵路開通之後，該地成為大稻埕腹地，攤販聚集。日治時期為臺北市最重要

小吃夜市的圓環，雖曾於 1943年臺北大空襲期間，變成防空蓄水池，不過 1945年

日治時期結束之後，恢復了小吃容貌。1980年代之前，臺北圓環都一直為臺北重要

地標之一。1993 年及 1999年圓環兩度大火，至此接近荒廢達十年之久，直至 2002

年新建「建成圓環美食館」，以美食小吃街型態重新開幕，但多重因素虧損嚴重。

2008年臺北市政府宣布建成圓環內部將重新規劃並更名為「臺北圓環」。多次歇業

改租，2012年 4月 9日由余湘及聯廣集團主導重新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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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夜市 寧夏夜市位於臺北市大同區，與南京西路圓環、延平北路的大稻埕商圈緊密相連，

曾是臺北熱鬧繁華的商業重地。由於位置鄰近大稻埕碼頭，碼頭工人與販夫走卒聚

集，所以寧夏夜市以傳統臺灣小吃聞名，夜市中的小吃展現相當濃厚的大稻埕古早

風味，蚵仔煎、炒米粉、潤餅、滷肉飯、豬腳麵，顯現早期先民跨海來臺的勤儉刻

苦精神。開通重慶北路之後，人潮漸漸沒落。不過現在的寧夏路被臺北市政府選為

「夜市改造示範點」後，經過「臺北市夜市改造計畫」的工程，闢建行人徒步區以

及計畫裝設油脂截流器，不但改善了攤販的營業環境， 也讓消費者吃得安心，人潮

也漸漸恢復往日的盛況。隨著時代的變遷，消費者口味多變的需求，現在的寧夏夜

市小吃種類多、花樣新，不僅有全臺各地的名產小吃、常見的日本料理，還有較少

見的異國風味小吃攤位，例如：印度口味的燒烤、中東風味的料理，增加寧夏夜市

的多元風情。 

延平派出所 忠孝國中的好鄰居 

海霸王 http://www.hpw.com.tw/ 

臺北本店(金牌火鍋) 西寧北路 7號 

長安店(甲天下) 長安西路 287號 

大稻埕的由來 

在臺北尚未開發的時候，大稻埕原本是平埔族原住民『圭母卒社』的聚集生活的地方，直到了康熙

48年(西元 1709年)，當時在台居民陳賴章向政府申請了官方開墾直到，開拓大加臘堡地區，包含了

大稻埕一帶，漢人才漸漸進入這裡，開始了農業公正的生活，當時這個地區有一個很大的曬穀場，供

這裡的居民使用，因此就將這裡稱為『大稻埕』。 

大稻埕的興衰 

從漢人進入開荒拓墾後，一直平靜的生活在大稻埕地區，直到了 1920年，台灣日治時期，台灣總督

府實施了台灣地方官制以及行政區域改制等計劃，廢除當時臺北廳直轄之艋舺、大稻埕、大龍峒三區，

設立了臺北市，隸屬於臺北州，雖然大稻埕的區域已被裁廢，但是大稻埕並不因此就成了歷史名詞，

時至今日，大稻埕仍然是臺北人懷念的所在。 

大稻埕碼頭的繁榮 

大稻埕的範圍為民權西路以南，忠孝西路以北，西臨淡水河，東至重慶北路，往北是大龍峒，往南經

北城門進入城中區，出南門後到艋舺，而大稻埕碼頭位於淡水河畔的 5號水門處，環河北路與民生西

路口；大稻埕碼頭的興起，也與大稻埕地區的發展相當有關，因為大稻埕緊鄰淡江，而稱大稻埕為稻

江，1858 年，清廷因英法聯軍之一役戰敗，簽訂天津條約，在 1860年，淡水正式開港通商，促成大

稻埕往後濃郁的異國情調與繁華景象，實際起卸的口岸，則包括艋舺和大稻埕，艋舺因居民排外性強，

加上河口淤積等因素，把通商機會和臺北物資集散中心的地位，拱手讓給大稻埕；往後，英、美等國

商人，紛紛在大稻埕沿河的貴德街和南京西路上設立洋行，而外商鼓勵北部農民大量種茶，以便銷往

自國；在外國洋行帶印引下的茶葉貿易，不但使市場擴大，也促使這裡的經濟發展開始繁榮興盛；更

在劉銘傳擔任台灣巡撫前後，劃定大稻埕的淡水河沿岸為外國人居留區，並改善貨運、碼頭設施及電

力通訊等，更是奠定了大稻埕商業繁榮的基礎。 

 

資料來源: http://travel.network.com.tw/main/travel/point/showpage/103864.html

http://travel.network.com.tw/main/travel/point/showpage/103864.html


 

忠孝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