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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雯宜  

 

 

台灣數十年來為了科技工業與城市發展，破壞了環境，也毀了許多有歷史保存價

值的老港道、老街、老建築，故近年來存古、憶古不斷被提倡，老港道、老街、老建

築陸續被修整，古都台南旅遊大興，尤其是台南市的明鄭、清代、日治時期的老景點

成了人們遊台南的必訪之處。台南早期的政商中心在中西區，古蹟林立，海安路街道

美術館的興起讓人們早已遺忘的五條港文化園區旅遊大夯，人們開始探究五條港古港

道，順而探索其相關港道原址。 

今中西區的範圍東部以北門路及大同路與東區為鄰，南部以健康路及永華路與南

區為界，西部以中華西路、民權路與安平區相接，北部以成功路、文賢路、武聖路、

和緯路，沿鹽水溪與北區交界。1此範圍是慢慢發展而成的，在十七世紀末，安平至台

南府城中間隔台江內海，府城中心區小船的主要上岸地點在今民權路、永福路口的大

井頭，即大井旁邊的碼頭，但當時大井頭已漸淤積成沙洲，五條港未成形。18 世紀上

半葉開始，已有商人為了貿易在淤積的沙洲間挖濬水道，小船的主要上岸地點已漸西

遷至鎮渡頭，即今康樂街接官亭、金華路協進國小一帶。1823 年（清宣宗道光 3 年）

的一場大風雨，曾文溪上游土石沖刷而下，使台江內海更見淤塞，海岸線不斷西移。

北郊、南郊、糖郊等以水仙宮為總部的三郊商人在沙洲間陸續挖濬的水道，漸成五條

                                                 
 陳雯宜，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國立中正大學史學博士班。 

1 〈本區概況〉，《台南市中西區公所》，網址：http://www.tnwcdo.gov.tw/page_home.asp，2014 年 3 月 23
日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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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港道（新港墘港、佛頭港、南勢港、南河港、安海港），匯集一起流入舊運河，往

西直通安平、鹿耳門，以方便城區與外地之貿易。 

此政商精華區域的古港道不少，除五條港及其支流外，德慶溪下游的禾寮港流經

之區域亦不少在中西區，且與五條港中的新港墘港關係密切。這些港道因 19 世紀中葉

後淤積嚴重，加上 1858 年（清文宗咸豐 8 年）清朝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安平開港，

外國洋行陸續成立，貿易中心逐漸被安平取代，港區日益沒落。今各港區昔日的港道

遺址有些被填平形成巷弄，有些已成下水道。 

古港道難尋，且研究者說法不一。筆者因生於斯、長於斯，對照多幅古今地圖，

加上親至當地觀察採訪，初步探知一些港道，故以五條港為基，再探討與其相關之港

道古跡。此區域的主要港道皆以東西走向為主，五條港支線等才有南北走向者，以下

分別探討其原址（請參正文後的附圖一、二、三）。2 

 

下游原稱硓古石港，又因是最晚陸化挖濬的水道，又俗稱港底，3後名新港。先述

港道上游，自新美街西行，橫過西門路、民族路口圓環北邊，接西門路巷道至國華街

、普濟街，接海安路巷道至海安路，西向康樂街、信義街。而其下游可謂德慶溪（禾

寮港）分流，德慶溪在成功路與海安路口西南流，由成功路至海安路巷道，過忠孝街

、康樂街，西南至信義街與新港墘港合流，故又有人稱此段港道為新港墘港支流。此

支流與原在信義街的新港墘港上游匯集，往南由民族路巷道通民族路，民權路巷道西

南向民權路，西延至協進國小西側，注入舊運河道。再有一支線港道由協進國小西北

側民權路三段北上，接與大福街與大新街之間平行的巷道過民族路，在中西區戶政事

務所旁北向，再往東北經文賢路巷道至兑悅門。而另條支道在中西區戶政事務所旁的

巷道東向，再往東北至集福宮。 

另有兩條與新港墘港相交之港道，一為後尾港，亦可謂德慶溪（禾寮港）與新港

墘港之支流，其與德慶溪（禾寮港）交接南下文賢路，經兑悅門、集福宮附近，在民

                                                 
2 主支線原址皆由筆者參閱地圖自行採訪並參閱他人研究而致，未來欲再細訪修正。 
3 參〈五條港水系〉，《雲海龍吟—SPW 水萍塭協會》，網址：

http://blog.yam.com/TN87504033/article/28213878，2014 年 3 月 24 日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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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路、金華路口與新港墘港接匯。一為禾寮港，即德慶溪下游，德慶溪與枋溪（溝仔

底溪）溪水合流後稱為禾寮港。枋溪（溝仔底溪）發源一於東門圓環西邊附近，一於

開山路延平郡王祠附近，北流經府前路與青年路之間的街巷，至清水寺、吳園，在大

遠百娛樂城注入由中山路一帶西向民族路的德慶溪。兩溪合流後稱為禾寮港西向，其

與民族路平行稍北橫過公園路、觀音街，往西至中成路，北上再越過忠義路，在成功

路北側由東向西橫過裕民路、長北街、自強街、北區區公所暨戶政事務所、西門路、

立人國小南邊、國華街直至海安路口，在此與上述成功路與海安路口西南支流相接後

，仍由成功路西向，南接西和路，西接民權路四段，最後與鹽水溪匯流。4 

 

此港道係先由王宮港、媽祖港、關帝港三港道5匯集而致，三港道由北至南皆由新

美街以西的廣安宮、大天后宮、開基武廟循著民族路南北兩旁西向越過西門路，再由

西門路巷道至國華街，在國華街、民族路口景福祠附近匯入佛頭港。合併三港道的佛

頭港西向過海安路，接海安路巷道至康樂街、忠孝街，經神農街與民族路間之街區接

民族路巷道至藥王廟，過金華路接金華路巷道，西南向過民權路直通協進國小校園西

南側，與由東南往西北之安海港匯流注入舊運河道。 

 

神農街兩旁街巷居民分別以其所在街巷之位置稱此港道，故居於此港道以南者稱

其為北勢港，居於此港道以北者稱其為南勢港，其實為同一條港道。港道原址由三郊

總部水仙宮前始，順著神農街平行南側跨越海安路、康樂街，西南向過民權路，接金

華路巷道過金華路，西南斜入協進國小校園西南側，與由東南往西北之安海港匯流注

入舊運河道。 

                                                 
4 參〈府城德慶溪下游〉，《雲海龍吟—SPW 水萍塭協會》，網址：

http://blog.yam.com/TN87504033/article/21251424，2014 年 3 月 23 日檢索；〈德慶溪〉，《維基百科》，網

址：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E%B7%E6%85%B6%E6%BA%AA，2014 年 3 月 23 日檢索；〈

府城枋溪「溝仔底」〉，《雲海龍吟—SPW 水萍塭協會》，網址：

http://blog.yam.com/TN87504033/article/23262740，2014 年 3 月 23 日檢索。 
5 王宮港、媽祖港、關帝港又有內王宮港、內媽祖港、內關帝港之稱，所謂內、外，係以西門路為界，

西門路是內城城門所在，以東為內城，以西為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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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道原址最初由大井頭始，因大井頭與西門路間很早即陸化嚴重，故較晚期之地

圖常將此港道畫由民權路、西門路口的大西門舊址始，沿著民權路南側接和平街西行

，橫越國華街、海安路、康樂街，在此仍循和平街西南向，於金華路、民生路口鎮渡

頭遺址往金華路三段 281 號，6與由東往西之安海港匯流注入舊運河道。 

 

此港道係先由北至南的松仔腳港、外新港、蕃薯港三港道匯集而致，此三港多張

地圖東邊港道皆畫得太短，應是早已陸化。松仔腳港在忠明街、仁愛街街區始，接海

安路巷道過海安路，仍接海安路巷道南下過民生路，在六姓府廟附近先與外新港合流

再匯入安海港。外新港之尾端又稱為帆寮港，故名思義當年必定帆船聚集。由新美街

東側西門路巷道的開山宮前始，順著民生路平行北側直至西門路口，由東北往西南順

著民生路平行南側直向西，過國華街、海安路，在六姓府廟附近先與松仔腳港合流再

注入安海港。至於蕃薯港則由新美街西側西門路巷道的保西宮前始，沿著正興街南側

西向，過西門路、國華街接正興街巷道過海安路，接海安路巷道至正德街口西北流，

至康樂街華南銀行後面注入安海港。安海港在六姓府廟街區匯集三港道後西向，順著

民生路平行南側過康樂街、金華路至河中街，在此與南河港匯流，在環河街、民生路

口順著協進國小校區的西南邊沿民生路巷道、濟生街西北行，再與南勢港、佛頭港相

接，至民權路匯入舊運河道。 

參閱古籍、古圖，常發現越晚繪製的地圖許多港道的東邊水道已失，足證淤積由

東向西不斷推進。而為了貿易挖濬或日積月累的自然變化，又會出現小支流港道，如

安海港在 19 世紀末於正德街與環河街之間又分出四條由北至南的小港道，港道尾端皆

在今中正路尾中國城一帶。7以上五條港及其相關港道之範圍，即今公園南路以南、友

愛街與中正路以北、大新街與臨安路以東、永福路以西之區域。至於較正確之位址尚

                                                 
6 參〈五條港水系〉，《雲海龍吟—SPW 水萍塭協會》，網址：

http://blog.yam.com/TN87504033/article/28213878，2014 年 3 月 24 日檢索。 
7 參〈五條港水系〉，《雲海龍吟—SPW 水萍塭協會》，網址：

http://blog.yam.com/TN87504033/article/28213878，2014 年 3 月 24 日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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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再搜尋古籍、地圖、田野採訪不斷作修正。 

台南市政府實需將港道原址以不同於老街之地磚作區分，讓居住與遊覽此區域的

人們知曉清代多條港道之正確位址。有地磚的提示，更會激發今人思古之幽情。至於

港道邊之諸多廟宇，係港區人們的信仰、商業與活動中心，亦留待未來再作探討。 

 

附圖一：轉引自《台南市五條港發展協會》網站，網址：

http://sixstar.moc.gov.tw/blog/rivers5/mapGuideAction.do?method=doCommunityMap，2014 年 3 月

23 日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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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轉引自〈五條港水系與街道比對圖〉，《雲海龍吟—SPW 水萍塭協會》，網址：

http://blog.yam.com/TN87504033/article/28213878，2014 年 3 月 24 日檢索。 
 

 
附圖三：1895 年後之安海港港道流域圖，轉引自〈五條港水系〉，《雲海龍吟—SPW 水萍塭協會》，網址

：http://blog.yam.com/TN87504033/article/28213878，2014 年 3 月 24 日檢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