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鎮北坊文化園區 

範圍：成功路以北，公園北路以南，北門路以西，西門路以東之區域。明鄭時期

以今民權路與忠義路口為十字街，把市街分成東安坊、西定坊、寧南坊、

鎮北坊等四坊，今之鎮北坊園區係以古稱命名。 

 

主要景點： 

 台南公園：公園路 356 號，原日治時期臺南公園。 

 台南公園內，重道崇文坊：清代為旌表林朝英捐貲修建縣學文廟而頒匾立

坊。 

 原陸軍兵工配件廠：公園路上，台南公園對面停滿汽機車的地點，原清代鎮

守臺澎總兵官署。 

 清代大北門舊址：於北門路二段，小東路口。 

 三二一巷：北區公園路 321 巷。原日治時期日軍步兵第二聯隊官舍群，二

次世戰後為成大教授宿舍，今正式掛牌為「三二一巷藝術聚落」。 

 崇安街：位居北區公園國小對面的街道。原清代台灣府城的總爺街，街頭街

尾分別有鎮轅境頂土地公廟與總祿境下土地公廟。 

 自強街：位居北區南北向街道，西門路東側，與西門路平行，是新美街向北

延伸的街道，原為清代台灣府城的大銃街。 

 北忠街：位居北區東西向街道，公園南路南側，與公園南路平行，原清代台

灣府城的市仔頭米市街。 

 開基天后宮：北區自強街 12 號。明鄭時立廟，主祀媽祖，為最早的民設媽

祖廟。 

 烏鬼井：位於北區自強街 146 巷上，約在 1653 年時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所鑿

《三級古蹟》。由荷蘭人命令印尼班達島土人所蓋，而因為班達島土人膚色

黝黑，遂被稱作「烏鬼」，井名也因此而來。 

 全台首邑城隍廟：北區成功路 238 巷 52 號。門楣上書寫「爾來了麼」，為

台灣清治時期所設之對應台灣縣的官祀城隍廟，當時稱為「臺灣縣城隍廟」，

其歷史可追溯到清康熙五十年（1711 年）。 

 大觀音亭暨興濟宮：北區成功路 86 號。明鄭立廟，興濟宮為台灣唯一名列

祀典的保生大帝廟，而大觀音亭為最早專祀觀音的拜亭。 

 開基玉皇宮：北區佑民街 111 號。明鄭時立廟，台南人稱為舊天公廟。 

 三山國王廟：北區西門路三段 100 號。清乾隆時期立廟，主祀三山國王，

是全台保存相當完整的潮汕風格建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6%9C%9D%E8%8B%B1_(%E6%B8%85%E6%9C%9D)


 元和宮：北區北華街 311 號，全稱為大銃街元和宮全臺白龍庵。清初立廟，

主祀保生大帝，有全台最早的家將團。 

 台灣首邑縣城隍廟：北區成功路 238 巷 52 號。清初立廟，是清代的官廟之

一。 

 西華堂：北區西華街 59 巷 16 號，清代立的齋教文峰派之菜堂。 

 

以上各主要景點可搭乘之公車： 

南臺科大 21→台南公園站，或奇美醫院 5→台南公園站。 

南臺科大 21→公園國小站–崇安街、北忠街。 

南臺科大 21→台南火車站轉 7→立人國小站–三山國王廟、元和宮、自強街。 

南臺科大 21→台南火車站轉 18→大道公廟站–大觀音亭暨興濟宮。 

均可直達或步行抵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