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廟宇與地方風情 景點圖 地址 交通資訊 文字介紹

1 關渡宮 知行路360號

捷運關渡站1號出口

，轉小23公車於關渡

宮站下車

關渡宮是臺灣北部最古老的媽袓廟，其歷史背景可以追朔到清順治年間，由開山石興和尚自福建奉請聖母來臺，當

時名稱為「天妃廟」，其後乾隆、道光、光緒年間多次整修，於第5次重修並遷建現址，自石興和尚來臺已有350年

以上的歷史。(臺北旅遊網)

2 慈生宮 立農街一段321號

捷運唭哩岸站下車，

過西安街二段275巷

的巷口右轉

建於明末永曆23年(1669年)，早年福建同安、漳州兩縣先民移民到淡北地區開墾，漸擴展到唭哩岸，為祈平安而建

廟。其外牆上刻著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幅圖。廟中牆並雕有古代唭哩岸的街區圖，顯示以前慈生宮一帶有很

多水道，並可以行船，慈生宮後的八仙圳可以航行到榮民總醫院一帶。(文化局出版北投歷史之旅)

3 安國寺
復興三路101巷10

號

捷運北投站轉公車小

6於安國寺下車(山區

隨招隨停)

安國寺座落6000坪的小山丘上，左可遠眺陽明山，右邊是觀音山。開山住持瀛妙和尚生於民國前21年，一切開懇由

自己擘劃親自參與工作，歷時2年於29年完成大殿工程，取名：「慈善堂」。34年台灣光復，和尚有感於國家多難，

而更名為「安國寺」從此專心於佛法之研究及弘揚。民國43年，副總統陳誠先生賜「安國寺」之匾額。於民國６２

年（８３歲）於打坐中圓寂，是國內第三位肉身菩薩。民國80年交由佛光山接管。(佛光山安國寺網頁)

4 慈后宮 清江路69號

捷運奇岩站下車，出

站後右轉三合街，左

轉清江路步行5分

日治時代陳傳先生，於大正七年，雕塑天上聖母神像乙尊，暫借當時辜顯榮先生的田寮作為奉祀廟堂。昭和七年（

西元1932年），大籬笆莊鄉紳陳振榮先生題匾額「慈后宮」。民國五十五年，前殿改建落成，成為北投地區最主要

的宗教信仰聖地。因為該宮所在舊地名為大籬笆，又被稱為大籬笆慈后宮或「北投媽」媽祖宮。(網路拜拜網頁)

5 福星宮 自強街5巷22號

公車218、266、

277、290、302、

308、601、864、1505

於石牌站下車

主祀福德正神，乃當地為感念社稽神、社土神和稷穀神，保佑地方安寧及作物豐收，乃釋地興建之廟宇，是石牌地

區頗具歷史價值的古廟之一， 更是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其緣起可溯至清代，原一土角小廟奉祀，大正四年（西元

1915年）改為磚瓦建築，民國三十四年（西元1945年）改建為木造磚牆廟堂，改名為「福星宮」。(維基百科網頁)

6 十八份木炭窯
中正山親山步道

旁

捷運北投站轉公車小

7於中正山登山口站

下車

據北投文化基金會調查，北投區大屯、泉源、湖山、湖田四個里共有50座木炭窯， 其中泉源里有20座，十八份這座

位於中正山親山步道，擁有160多年歷史的木炭窯，由於主人吳欽銘為炭窯加了鐵皮屋頂，因此與其他已成廢墟的炭

窯相比，保存狀況是最良好的。燒木炭最常用的是相思樹。(閱讀臺北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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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唭哩岸石 東華街二段300巷 捷運唭哩岸站下車

北投唭哩岸因受惠於砂岩地質，蘊含石材原料，清代時便已大量開採，供應各式建築之用，採石業因而興盛。北投

集中於丹鳳山、軍艦岩等地開採。採石業者打石之後，以獨輪車等搬運工具運送至河邊，再以八仙圳之水利運輸送

往外地，曾用於臺北城城牆之上。  後因工資提升、水土環保考量，加以鋼筋水泥取代天然石材，終致北投地區的人

工採石行業至1980年代漸告式微。

8 北投石
北投溫泉博物館

內展示

捷運新北投站下車，

往中山路方向約步行

8分

「北投石」是世界上唯一以臺灣地名命名的礦物，產於自北投地熱谷西南方流出的北投溪。發現者為日本人岡本要

八郎。他於日據時期擔任臺灣總督府的技師，明治三十八年(1905)在於北投溪發現了北投石，並證實其含有鐳放射

能。1912年11月20日，於蘇俄Petersburg召開的國際礦物會議上正式發表並命名為「北投石Hokutolite」（北投日語為

Hokuto）。由於聲名遠播，日本皇太子裕仁曾於1923年（大正12年）親蒞北投溪踏勘。(臺灣地質知識服務網)

9 那卡西 新北投區域

日治時期，藝妓的表演以三味線、能樂為主。那卡西是指像水流動的樂手，走唱於各旅館、酒店間、夜市間，其對

象泛指走唱維生的歌手、樂手及其音樂演出的形式。最早的表演型態，是採自彈自唱以娛樂賓客，後來才有隨客人

點唱的服務。極盛期北投的飯店，每家約擁有3至7組那卡西團。那卡西的沒落是在民國80年後，隨著政府掃蕩八大

行業政策的執行，加上卡拉OK、KTV風行一時，日漸式微。(北投區志)

10 機車宅急便

公舘路25、63巷;

溫泉路6、26號;

中和街249、355

號;珠海路17號

日治時期，北投因溫泉而成為溫柔鄉，侍應女郎來往於各飯店，早期由黑轎車、三輪車接送，50年代，摩托車輸入

，車行成立，改由摩托車更迅速的服務，政府廢娼之後，車行擴大服務對象，服務的項目有接送客人、購物及路標

指引等。限時專送業者，極盛期有10家，每家以電話號碼後4碼為代號。(北投區志)

J 北投陶瓷 貴子坑區域

日人松本龜太郎（1864～1918）創立「北投陶瓷所」，係北投陶瓷邁向工業化的肇始，從京都招聘陶藝技師來臺，

生產日本式的花瓶、茶杯、酒杯等。1923年則有日本兵庫縣人賀本庄三郎創立大屯製陶所，最初致力於燒製花瓶，

後來則專門生產餐具，並取名為「大屯燒」，和「北投燒」一時並立，成為北投在地陶瓷的兩大系統。後因為北投

貴子坑陶土產地過度開發，危及生態，遂於1977年禁採。(北投區志)

Q 關渡鹹鴨蛋 知行路360號附近

捷運關渡站1號出口

，轉小23公車於關渡

宮站下車

關渡一帶鴨隻多放養於淡水河口附近，因長年覓食魚蝦，孕育出品質良好的紅仁鴨蛋，以紅土、粗鹽醃製1個月左右

，蒸熟後即可食用，關渡宮廟前則有許多攤商在販售。(北投區志)

K 大屯山桶柑果園 復興三路
捷運北投站轉公車小

6(山區隨招隨停)

北投桶柑，據云在清代引進，當地稱之為（草）山柑、年柑等。1至3月為主要產期。以甜度及特殊香氣聞名。且因

本地山區氣候較低，可延至3、4月間市場柑桔缺貨時採收，是其優勢。日治時期，在1910年代已有商人在北投丘陵

及山區地開設柑橘園經營。(北投區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