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景點 景點圖 地址 交通資訊 文字介紹

1 瀧乃湯 光明路244號

捷運新北投站下車，

往北投公園光明路方

向步行約10分

北投現存最古老的浴場之一，泉水為高溫的地熱谷青磺泉，以唭哩岸石鋪成的浴池至今仍保持得相當完整，並有當

時皇太子裕仁到訪遺跡。此地原為日軍療傷所，後來才開放給大眾使用。由於當時的入浴費只需要3分錢，所以又有

「三仙間」之暱稱，至今仍是相當受歡迎的平價泡湯處。(「女巫嬉遊記 發現北投の湯與美」宣傳小冊)

2
露天溫泉浴池(千禧

湯)
中山路6號

捷運新北投站下車，

往中山路方向約步行

10分

位於北投公園內，於民國88年12月開放予大眾使用，適逢千禧年，故又稱「千禧湯」。園區佔地約1000平方公尺，

整體設計為仿日式建築，園區內多使用原石、木材等自然材質為主，票亭及廁間屋頂則為黑色文化瓦，洋溢著日式

氛圍。源頭來自地熱谷，屬於為氯離子硫酸鹽泉，又稱青磺泉。依地勢高低錯落分佈，園區內共設有6座大眾池，包

含4座溫泉池及2座冷水池，泉溫介於攝氏38至42度之間，讓湯客依喜好可自由選擇適合之溫泉池。(市府公燈處網頁)

3 天狗庵遺跡 光明路234號

捷運新北投站下車，

往北投公園光明路方

向步行約8分(日勝生

加賀屋國際溫泉飯店

旁)

日治時期，北投地區第一間溫泉旅館是平田源吾在明治29年（1896）開設的天狗庵，也是溫泉被導入商業用途之

始。(北投區志)

4 防空壕迷宮
梅庭(中山路6號)

對面

捷運新北投站下車，

往中山路方向約步行

10分

前身是日據時代的防空壕，多年來已廢棄不用，附近雜草叢生，佈滿垃圾。由於兒時的防空演習經驗，和其內部四

通八達的壕溝，在地方推動下整建為兒童迷宮。

5 北投公園
中山路與光明路

交叉口

捷運新北投站下車過

馬路右前方

北投公園依1911年所發布「公園管理規則」設立，由臺北廳長擔任最高管理，計劃在噴水池附近建公園，同時設公

共浴場。1913年臺北廳長井村大吉除增建北投溫泉公共浴場，並依自然環境將其附近整建為臺灣最具規模之首座溫

泉公園，公園內遍植86種類植物，堪稱臺灣生態縮影。(北投區志)

6 北投溪 北投公園內
捷運新北投站下車過

馬路公園內

北投溪源於地熱谷，溪流水質大致與源頭相同，流經北投公園並 經過數座小橋後，注入磺港溪。北投溪因地勢的關

係，從地熱谷 至北投公園間形成有如小瀑布的景象，稱作「瀧」──在日語中是 小瀑布的意思。北投溪有五個

「瀧」，從下游算起，「北投溫泉博物 館」旁的為第一瀧，第三瀧於「梅 」下方，及進入地熱谷前往普濟 寺的為

第五瀧。距地熱谷大約一百公尺至三四百公尺間的一段河床，大約在第三瀧與第五瀧之間，為「北投石」主要的分

布地帶。(北區國際光點網頁)

7 北投圖書館 光明路251號

捷運新北投站下車，

往中山路方向約步行

5分

臺灣首座綠建築圖書館，座落於林木茂密、生態環境豐富的北投公園內，與溫泉博物館比鄰，地下一層、地上二層

，總面積650坪的圖書館。2012年獲得美國網站Flavorwire.com評選為「全球最美25座公立圖書館」之一。(臺北市立圖

書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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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北投公民會館 中山路5-7號

捷運新北投站下車，

往中山路直行，經溫

泉博物館至露天溫泉

遇岔路時，沿左側道

路再步行3-5分鐘即

可到達。

原是警備總部北投調查組，但解嚴後逐漸荒廢。民國89至91年間在各方奔走推促下，成為臺北市第一座公民會館，

但因長期無專人經營，逐漸失去原有風貌，民國96年重新啟用開幕。(北投區志)

9 凱達格蘭文化館 中山路3-1號

捷運新北投站下車，

往中山路方向約步行

3分

原憲兵隊舊址改建，作為展示原住民傳統文物、播放原住民主題多媒體影片的場所，於民國91年11月3日落成啟用。

為繼前臺灣省政府在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興建的原住民文化園區之後，全國第一個由政府機構在都會區所興建的原

住民文化館。(北投區志)

10 琉園水晶博物館
中央北路四段515

巷16號

捷運關渡站 1號出口

左轉，步行5分鐘遇

見土地公廟右轉立即

到達。

國內首座水晶博物館，館內分為裝置藝術、中西玻璃藝術史、熱工與熱工作品、國際藝術家展覽等13個展區，不但

可以一探中西玻璃藝術發展源流，亦可親炙國際名家創作經典及創辦人王俠軍歷年來的創作。(北投區志)

J 鳳甲美術館 大業路166號11樓

捷運奇岩站，三合街

出口左轉，沿路步行

至大業路後左轉，行

程約五分鐘

為熱心推動本土藝術的企業家邱再興所創立，希望透過美術展示、座談與導讀，引領社區民眾走入豐美的藝術殿

堂。美術館以本土藝術創作、歐美畫作與中國傳統刺繡為典藏主題。(北投區志)

Q 陽明書屋 中興路12號

捷運北投站轉小9公

車或捷運石牌站轉小

8公車至陽明書屋站

下車

原名中興賓館，是蔣公在台灣15個行館中最大與最後的一個行館，位於七星山腰。民國86年，國民黨把陽明書屋捐

獻移交陽明山國家公園，重新布置整理，設置遊客服務站，開放遊客參觀。(文化局出版北投歷史之旅)

K 石牌漢番界碑
捷運石牌站前廣

場
捷運石牌站

清雍正、乾隆之初，漳州賴、魏、謝三姓人士至石牌庄開闢，與平埔族人因土地問題，時起爭端。乾隆10-13年時任

淡水同知之曾曰瑛督同土官，於埔漢交界處立界碑，以絕埔漢爭域。此花崗岩界碑原立於磺溪庄（今永和里），

1935年遷移至當地唯一警察駐所（今石牌派出所）前庭院中保管，1999年因石牌派出所改建而遷置於現址。而「石

牌」地名是遵奉尹秦的「各立界牌」一詞而來。(北投區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