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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中西區原分別為臺南市中區及西區二個行政區，93年 01月 01 日合併而成為

中西區，行政區域東以北門路一段及大同路一段與東區為鄰，南以健康路一段及

永華路一段與南區為界，西以中華西路二段、民權路四段與安平區接壤，北以成

功路、文賢路、武聖路、和緯路五段，沿鹽水溪與北區接壤，面積 6.2600 平方

公里，原轄下共 38 里、749 鄰，於 106 年 04 月依據「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

法」規定，進行里鄰編組之檢討。106 年 11 月 10 日經臺南市政府核定及公告，

全區 38 里調整為 20 里、749 鄰調整為 392 鄰。並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及 107 年

04月 30 日分兩階段實施。 

中西區里整編之命名，係由區公所與地方研議後訂定。赤嵌里、天后里、三

民里進行整編，一級古蹟赤嵌樓前身為 1653 年荷治時期興建之歐式建築普羅民

遮城，曾為全島統治中心，本市著名一級古蹟，以赤嵌里為新里名。郡王里（部

分）、五妃里進行整編，延平郡王祠位於本里，以郡王里為新里名。法華里、郡

王里（部分）進行整編，法華寺位於本里，以法華里為新里名。開山里、萬昌里

（部分）、銀同里（部分）進行整編，開山里日據時代即為開山町，戶數最多以

開山里為新里名。永華里、銀同里（部分）、萬昌里（部分）進行整編，為了推

廣儒家思想，在陳永華的建議下，1666年臺灣第一座孔子廟建於卓仔埔，即今日

臺南孔子廟，也是第一座官立的儒學學堂，人稱全臺首學，另為紀念陳永華推廣

儒家思想在地方上設立學校制定科舉辦法，以永華里為新里名。民權里、藥王里

（部分）、協進里（部分）進行整編，藥王廟位於本里，以藥王里為新里名。光

賢里（部分），中華西路二段 418 巷以南整編為西和里，維持原里名光賢里。大

涼里（部分），運河以東整編為府前里，維持原里名大涼里。公正里、青年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8%8D%B7%E8%A5%BF%E6%AE%96%E6%B0%91%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E5%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AD%94%E5%AD%90%E5%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8%87%BA%E9%A6%96%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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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萬昌里（部分）進行整編，國定古蹟府城隍廟位於本里，以城隍里為新里名。永

福里、建國里、福安里進行整編，臺南市美術館簡稱南美館位於本里，以南美里

為新里名。大南里、進學里進行整編，大南門城、南門公園位於本里，以南門里

為新里名。仙草里、小西里進行整編，小西門遺址（今西門路一段 688 號前）位

於本里，以小西門里為新里名。普濟里、水仙里進行整編，五條港匯集地區，以

五條港里為新里名。三合里、協和里進行整編，兌悅門古蹟位於本里，以兌悅里

為新里名。中正里、安海里進行整編，日據時期為了促進「臺南銀座」末廣町「銀

座通」（今中正路）一帶的商業活動，便在西市場外的噴水池周圍建造了 41間販

售日常用品的店鋪，稱為「淺草商場」位於本里，以淺草里為新里名。民主里、

大涼里（部分）、保安里（部分）進行整編，府前路貫穿本里，以府前里為新里

名。元安里、郡西里、民生里、保安里（部分）進行整編，原為來自泉州府晉江

縣古東之吳姓人家，經營民間造船廠，從事造船、修補船務工作，當地居民稱為

南廠，以南廠里為新里名。文賢里、光賢里（部分）、藥王里（部分）、協進里（部

分）進行整編，西和路貫穿本里，以西和里為新里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B%E5%BB%A3%E7%94%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AD%A3%E5%95%86%E5%9C%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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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各里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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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106年 04 月 10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一次研商會議」 

各里 106年 04 月 20 日 成立工作小組 

區公所 106年 05 月 02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說明會議」 

區公所 106年 05 月 04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二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年 05 月 10 日 
該日起區公所與各里討論並聽取地方相關建

議研擬里鄰調整方案規劃 

區公所 106年 05 月 15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編組及調整

製圖教育訓練」 

區公所 106年 05 月 25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編組及調整

製圖教育訓練」 

區公所 106年 06 月 06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三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年 07 月 06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四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年 07 月 13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本市 37區里鄰

整編各區調整方案報告」 

郡王里 

法華里 

南門里 

西賢里 

南廠里 

光賢里 

106年 08 月 15 日 調整後里名確認 

公正里 

等 28里 
106年 08 月 19 日 

拜訪各里長說明里名命名原由，並請里長提供

新里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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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106年 08 月 21 日 
除仙草+小西、建國+福安+永福里名未定，其

它 18里里名大致底定完成 

區公所 106年 08 月 22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五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年 10 月 05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年度區里鄰

整編分階段生效日會議」 

區公所 106年 10 月 17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向臺南市議會簡報「臺

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報告」 

藥王里 

民權里 

文賢里 

協進里 

光賢里 

106年 10 月 20 日 臺南市議員質詢有關中西區藥王里整併疑慮 

民政局 

區公所 
106年 10 月 26 日 

雙子星、三冠王有線電視市民心聲節目錄影

（陳區長：里鄰整編革新，共創臺南長治久安） 

民政局 

區公所 
106年 10 月 30 日 向洪玉鳳議員說明里鄰調整 

福安里 106年 10 月 30 日 
福安、建國、永福、天后、赤嵌、三民里整編

概況說明 

市政府 106年 11 月 10 日 「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案」公告 

區公所 106年 11 月 20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研商『里長團體

傷害保險辦理方式暨里鄰整編後續作業』會

議」 

區公所 106年 11 月 21 日 
該日起至 106年 11月 30日各區逐戶發放市民

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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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里長 

里民 
106年 12 月 07 日 區公所里鄰整編案表達立場 

區公所 107年 01 月 24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整編公告實

施後辦理身分註記研商會議」 

市政府 107年 01 月 29 日 里鄰編組及調整案第一階段實施 

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 
107年 01 月 29 日 該日起標註身分證及戶口名簿 

區公所 107年 04 月 19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名稱變更作業

研商會議」 

市政府 107年 04 月 30 日 里鄰編組及調整案第二階段實施 

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 
107年 04 月 30 日 該日起標註身分證及戶口名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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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鄰編組及調整情形一覽表 
 

調整後里別 調整前里別 實施日期 頁碼 

赤嵌里 赤嵌里、天后里、三民里 107年 01 月 29 日 37-9 

郡王里 
五妃里、郡王里；另與法華里進

行里界調整 
107年 01 月 29 日 37-12 

法華里 
法華里；另與郡王里進行里界調

整 
107年 01 月 29 日 37-15 

開山里 
開山里、萬昌里（部分）；另與

銀同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年 04 月 30 日 37-18 

永華里 
永華里、銀同里（部分）、萬昌

里（部分） 
107年 04 月 30 日 37-21 

藥王里 
藥王里（部分）、民權里、協進

里（部分） 
107年 04 月 30 日 37-24 

光賢里 
光賢里（部分）；另與文賢里進

行里界調整 
107年 04 月 30 日 37-27 

大涼里 
大涼里；另與民主里進行里界調

整 
107年 04 月 30 日 37-30 

西湖里 西湖里 107年 01 月 29 日 37-33 

西賢里 西賢里 107年 01 月 29 日 37-35 

城隍里 公正里、青年里、萬昌里（部分） 107年 04 月 30 日 37-37 

南美里 永福里、建國里、福安里 107年 04 月 30 日 37-40 

南門里 大南里、進學里 107年 04 月 30 日 37-43 

小西門里 仙草里、小西里 107年 04 月 30 日 37-46 

五條港里 普濟里、水仙里 107年 04 月 30 日 37-49 

兌悅里 三合里、協和里 107年 04 月 30 日 37-52 



  

37-8 
 

三．里鄰編組及調整情形一覽表 
 

調整後里別 調整前里別 實施日期 頁碼 

淺草里 中正里、安海里 107年 04 月 30 日 37-55 

府前里 
保安里、民主里；另與大涼里、

元安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年 04 月 30 日 37-58 

南廠里 
元安里、郡西里、民生里；另與

保安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年 04 月 30 日 37-61 

西和里 

文賢里、藥王里（部分）、協進

里（部分），另與光賢里進行里

界調整 

107年 04 月 30 日 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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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赤嵌里（Chihk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赤嵌里共 697 戶，門牌數共 1,351 個；天

后里共 596戶，門牌數共 824 個；三民里共 599戶，門牌數共 1,007個，赤嵌里、

天后里、三民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

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因赤嵌、天后、三民里均位於赤嵌樓周邊，共

同警戒地區，地緣位置及民眾生活圈緊密，整編為赤嵌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

赤嵌里共 23鄰、天后里共 25 鄰、三民里共 23鄰，調整後赤嵌里共 24 鄰，於 107

年 01月 29日實施。 

赤嵌里東隔中山路與城隍里為鄰，西隔西門路二段與五條港里為鄰，南隔民

族路二段、民生路一段、民權路二段與永華、南美里為鄰，北隔成功路與北區北

華里、公園里為界。 

赤嵌里為赤嵌里、天后里、三民里整編而成。 

原赤嵌里轄內有聞名國內外的觀光名勝景點─「赤嵌樓」，列一級古蹟，其

前身為 1653 年荷治時期興建之歐式建築普羅民遮城，曾為全島統治中心。本里

民國 35 年 10月 01 日初名為赤嵌里，民國 66年合併永安里更名為永安里，民國

67年更名為赤嵌里，民國 91 年里鄰調整，合併觀音里、廣慈里，仍名為赤嵌里。 

原天后里於民國 91 年里鄰區域調整，由武聖、蓬壺兩里合併而成，里內一

級古蹟「大天后宮」（原寧靖王宮址）祀奉「媽祖」，乃黎民敬仰奉拜，為感念

媽祖庇祐蒼生，德澤里民，遂以「天后」為行政區域調整後的新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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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嵌里（Chihkan Village） 

原三民里因民國 91 年行政區域調整，由原天中里、中山里及白金里等三里

合併而成，因轄內含有民族路、民權路與民生路，乃命名為「三民里」。 

境內有開基靈祐宮、興尊宮、廣慈院、慎德堂、大士殿、大天后宮、祀典武

廟、開基武廟、廣安等數座廟，且有民族路長老教會、真耶穌教會、天主教道明

會、良友會等，景觀優雅平日參拜香客眾多，尤其假日更是人山人海，赤嵌樓更

為地標景點，遊客多，相當熱鬧。本里居民大都從商，生意興旺，傳統小吃業雲

集，如石精臼、祀典武廟前人潮聚集，生意極佳，傳統手藝業更是執府城牛耳，

因位處赤嵌文化園區，商業活動相當發達。轄內公園路上原台南測候所，早期為

臺南市中心最高處，海拔 14 公尺的鷲嶺，因為造型的關係，被許多老臺南人戲

稱為胡椒罐，也因為特殊的 18等分放射狀屋頂，也被稱為 18角樓，民權路二段

上仿巴洛克式建築的王親書的名匾的台南公會堂及古色古香的吳園及有著名明

寧靖王賜匾北極殿，忠義路二段上香火鼎盛的天公廟天壇。本里為早期開發之都

市型社區，里內巷道狹小且錯綜複雜，居民經濟型態豐富，多以商業、服務業為

主流，因本里鄰近多處名勝古蹟，所以商旅民宿業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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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嵌里照片集錦 

  
赤嵌樓 台南公會堂（吳園） 

  
台南測候所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祀典武廟 大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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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王里（Jyunw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郡王里共 734 戶，門牌數共 853 個。五妃

里共 784 戶，門牌數共 862個，郡王里、五妃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

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因兩里均與臺

南大學、臺南女中為鄰，店家提供外食學生用餐及外宿租屋者多，地緣位置及生

活圈緊密，進行整編，另郡王里（部份）橫跨五妃街，將五妃街以南（1 戶，門

牌數 31 個）併入法華里，其餘 733 戶（門牌數 822 個）與鄰近五妃里 784 戶，

門牌數 862個，整編為郡王里共 1,517戶，門牌數 1,684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

前郡王里（部分）18 鄰、五妃里共 19 鄰，調整後郡王里共 2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日實施。 

郡王里東隔開山路與開山里為鄰，西隔南門路與南門里為鄰，南隔健康路一

段與南區為界，北隔府前路一段與永華里接壤。 

郡王里為郡王里（部分）及五妃里整編而成。 

原郡王里原隸轄南區，民國 71年行政區域調整而劃歸中區，91 年里鄰調整，

合併法華里部份區域。本里西北方向即現在「臺灣銀行」，昔為一規模宏大市場，

舊稱「菜市埔」。當時開山王廟建於埔內，為鄭氏時期遺民所建，西元 1875 年

擴大建築改稱「延平郡王祠」，因位於「延平郡王祠」本里，取名為郡王里。 

原五妃里原隸轄南區，民國 71年行政區域調整而劃歸中區，91 年里鄰調整，

合併法華里部份區域。本里里內有一魁斗山，又名桂子山，為三百年前鄭氏時期

寧靖王五妃埋骨處，因本里內有一座五妃廟，取名為「五妃里」。 

境內有臨水夫人廟、五妃廟等數座廟，且有南門教會、臺南大學、臺南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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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王里（Jyunwang Village） 

等，景觀優雅，尤其假日更是人山人海，相當熱鬧。郡王里為一都市型社區，里

內並無自然環境資源，雖然如此，在社區、社會資源以及里民三方的充分結合努

力下，目前已自力認養郡王花園、綠地約 100坪，提供里民及附近居民休憩場所。

另美化活動中心周邊好望角造型綠地，增添社區綠意盎然色彩。在社區居民合作

下，並於建業街植栽灌木進行綠美化，維護里內觀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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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王里照片集錦 

  
五妃廟 臨水夫人廟 

  
南門教會 臺南大學 

  
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延平郡王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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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華里（Fahu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法華里共 1,326 戶，門牌數共 1,217 個，

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然郡王里（部份）橫跨五妃街，將五

妃街以南（1 戶，門牌數 31 個）併入法華里，兩里進行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

前郡王里（部分）1 鄰、法華里共 25鄰，調整後法華里共 15 鄰，於 107年 01月

29日實施。 

法華里位於中西區的東南角，東以大同路一段與東區大同里為鄰，南隔健康

路一段與南區竹溪里、新生里接壤，西以慶中街前段，北以五妃街、臺南大學附

小及臺南大學圍牆與郡王里為鄰。 

法華里為法華里及郡王里（部分）整編而成。 

原法華里原屬東區，民國 71 年行政區域調整劃入本區，民國 91年行政區域

調整，將慶中街以東、五妃街以北、臺南大學西方圍牆以西之部份劃歸五妃里。

民國 107 年里鄰區域調整將郡王里五妃街以南部分（臺南大學宿舍及停車場）併

入法華里。本里因里內有一古老之「法華寺」而命名法華里。法華寺原為明鄭遺

老李茂春的故居，於明永曆年間所建「夢蝶園」，後來李茂春死後，改為準提庵。

清康熙 23 年（西元 1684 年），知府蔣毓英到任又改為佛寺，供奉釋迦牟尼佛。

清康熙 47 年 （西元 1708 年），鳳山知縣宋永清將佛寺取名為法華寺。本里鄰

近臺南大學、臺南女中及臺南大學附小等文教區，里民多為公教人員，教育水準

甚高。原郡王里原隸轄南區，民國 71 年行政區域調整而劃歸中區，91 年里鄰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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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華里（Fahua Village） 

合併法華里部份區域。本里西北方向即現在「臺灣銀行」，昔為一規模宏大市場，

舊稱「菜市埔」。當時開山王廟建於埔內，為鄭氏時期遺民所建，西元 1875 年

擴大建築改稱「延平郡王祠」，因位於「延平郡王祠」本里，取名為郡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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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里照片集錦 

  
法華寺 勝利之聲廣播公司 

  
法華社區活動中心 葡萄步道 

  
迦南教會 法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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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山里（Kaish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開山里共 888 戶，門牌數共 1,102 個；銀

同里共 521戶，門牌數 721個；萬昌里共 858戶，門牌數共 1,306個。三里皆屬

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進行調整。因萬昌里與公正里共用活動中心，考量整編後里民均有活動中心可使

用，萬昌里民權路以南、城隍街以東（含部分銀同里），與開山里地緣位置及生

活圈緊密，整編為一里。開山里 888戶，門牌數 1,102個，銀同里（部分）14 戶，

門牌數 15個，萬昌里（部分）328戶，門牌數 396個，三里整編為開山里共 1,230

戶，門牌數 1,513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銀同里（部分）1鄰、開山里共 23鄰、

萬昌里（部分）9鄰，調整後開山里共 17鄰，於 107年 04 月 30日實施。 

開山里北邊以民權路一段與城隍里接壤，西南邊以城隍街、開山路與永華里、

郡王里接壤，東邊以大同路一段與東區東門里及大同里為界。 

開山里為開山里、銀同里（部分）及萬昌里（部分）整編而成。 

本里毗鄰「延平郡王祠」，而「延平郡王祠」日治時代為「開山神社」，該處

一帶地目又稱「開山町」，且延平郡王鄭成功又名「開山王」，於是臺灣光復後也

因此得名「開山里」。 

原開山里原屬東區，民國 71 年行政區域調整，將本里劃入中區，民國 91年

與川西里合併，仍稱「開山里」，之後中區、西區於 93 年 01 月 01 日行政區域

再次合併，即為目前之中西區。開山里海拔高度平均為 26米，地勢平坦呈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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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山里（Kaishan Village） 

西低，轄內宗教場所多元，包括小城隍廟、昆明殿、大埔福德祠、仁厚境福德祠、

福德爺廟、聖教會、天主堂等。開山路蒼鬱翠綠成行排列的金龜樹，是臺南市僅

存的老行道樹，亦為本里里界極西。 

原銀同里轄內有「銀同祖廟」歷史悠久，名聞全市，故取其「銀同」為本里

里名，轄內亦稱「油行尾」。 

原萬昌里由萬壽、文昌兩里合併而來，取名為萬昌里。萬壽里於日治時期編

屬壽町，二戰後行政區域整取其「萬壽無疆」之涵義，命名為萬壽里，民國 71

年 4月，行政區域調整，併文昌、清水里部分，而使里行政區域增大；文昌里因

轄內名勝古蹟「文昌祠（俗稱奎樓書院）」歷經年久，為紀念而取名為文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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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山里照片集錦 

  
小城隍廟 崑明殿 

  
大埔福德祠 仁厚境福德祠 

  
福德爺廟 開山聖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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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華里（Yonghu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永華里共 599 戶，門牌數共 831 個；銀同

里共 521 戶，門牌數共 721個；萬昌里共 858戶，門牌數共 1,306個，三里皆屬

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進行調整。銀同里里內府中街孔廟商圈串連本里及永華里，及原府前路二段 122

巷與萬昌里里界模糊，進行邊界調整。銀同里（部分）507 戶，門牌數 706 個，

永華里 599 戶，門牌數 831 個，萬昌里（部分）104 戶，門牌數 171 個，三里整

編為永華里共 1,210 戶，門牌數 1,708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銀同里（部分）

16鄰、永華里共 22 鄰、萬昌里（部分）3鄰，調整後永華里共 17鄰，於 107 年 

04月 30 日實施。 

永華里東臨民權路一段、城隍街與城隍里、開山里為鄰，西臨忠義路二段與

南美里為鄰，南隔府前路一段與南門里、郡王里為鄰，北臨青年路、民生路一段

與城隍里、赤嵌里為鄰。 

永華里為銀同里（部分）、永華里及萬昌里（部分）整編而成。 

原銀同里轄內有「銀同祖廟」歷史悠久，名聞全市，主祀天上聖母媽祖。轄

內亦稱「油行尾」。 

原永華里於民國 91 年啟智、永慶二里里鄰區域調整合併為永華里。原萬昌

里由萬壽、文昌兩里合併而來，取名為萬昌里。 

原萬昌里由萬壽、文昌兩里合併而來，取名為萬昌里。萬壽里於日治時期編

屬壽町，二戰後行政區域整取其「萬壽無疆」之涵義，命名為萬壽里，民國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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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華里（Yonghua Village） 

年 4月，行政區域調整，併文昌、清水里部分，而使里行政區域增大；文昌里因

轄內名勝古蹟「文昌祠（俗稱奎樓書院）」歷經年久，為紀念而取名為文昌里。 

為了推廣儒家思想，在陳永華的建議下，1666年臺灣第一座孔子廟建於卓仔

埔，即今日臺南孔子廟，也是第一座官立的儒學學堂，人稱全臺首學，為紀念陳

永華推廣儒家思想在地方上設立學校制定科舉辦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E5%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AD%94%E5%AD%90%E5%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8%87%BA%E9%A6%96%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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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華里照片集錦 

  
忠義國民小學 孔廟文化園區 

  
文化資產保存中心 中西區公所 

  
永華宮 臺灣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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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王里（Yaow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藥王里共 1,538 戶，門牌數共 1,826 個；

民權里共 687戶，門牌數共 1,103個；協進里共 468戶，門牌數共 565 個，三里

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但民權里、協進里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

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與藥王里進行調整。因藥王里與協進里臨安路以東部分

與民權里學童學區一致（協進國民小學）、共同信仰（藥王廟），該區域居民有

共同地緣位置及生活圈，故整併為一里。藥王里（部分）599 戶，門牌數共 754

個，民權里共 687戶，門牌數共 1,103個，協進里（部分）298 戶，門牌數共 369

個，三里整編為藥王里共 1,584戶，門牌數共 2,226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藥

王里（部分）11 鄰、民權里共 16 鄰、協進里（部分）8 鄰，調整後藥王里共 22

鄰，於 107年 04月 30日實施。 

藥王里東以海安路二段與五條港里相對，南以民生路二段與淺草里相隔，西

以臨安路一段與西和里接壤，北以民族路三段與兌悅里為界。 

藥王里為藥王里（部分）、民權里、協進里（部分）整編而成。 

民國 35 年劃設藥王里，原藥王里境內，乃為新生地之一，自開闢、造屋、

開市，至今前後僅短短 37 個年頭之久，藥王里之名稱由來，係根據里內原有之

藥王廟命名之。43 年又將安海里部份劃入，53 年本里劃分藥王里、協進里、協

和里三里。而藥王廟於民國 71 年 7 月，因拓寬原名協進街道路（現更名為金華

路四段）而劃屬現在之民權里。 

原民權里原屬西羅、北勢二里合併，為免引起二里里民為里名之紛爭，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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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王里（Yaowang Village） 

國父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而取名。 

原協進里位處中西區西隅，隔中華西路與安平區接界，民國 43 年由安海里

劃出，由於轄區有「協進國民小學」一所，故定名「協進里」。 

藥王里自然環境尚佳，轄區方正，宗教信仰有全臺開基藥王廟、崇福宮、金

華府、西羅殿、海安宮、風神廟、玉敕紫府南西慈惠堂、檺林宮共善堂、代天聖

安宮、溫陵廟、聖十字架天主堂。風神廟是位於臺南市中西區的直轄市定古蹟，

是全臺灣唯一一間主祀風神的廟宇，也是臺灣府城七寺八廟之一。在其對面有同

為直轄市定古蹟的接官亭。近年來本里最熱門景點—神農街老街，商店林立，假

日人潮多。轄區內有 1927年 04 月 01 日創立的協進國民小學，至今近百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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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王里照片集錦 

 

 

 
全臺開基藥王廟 協進國民小學 

  
風神廟 聖十字架天主堂 

  
接官亭 神農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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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賢里（Guangsi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光賢里共 1,503 戶，門牌數共 1,970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然因文

賢里活動中心位於光賢里內，將中華西路 418巷以南（文賢里活動中心周邊）25

戶（223 個門牌）併入文賢里，進行調整，調整後光賢里（部分）共 1,478 戶，

門牌數共 1,747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光賢里（部分）22鄰，調整後光賢里共

14鄰，於 107 年 04 月 30日實施。 

光賢里東以文祥街與西和里為鄰，西以中華西路二段與西湖里相望，南以中

華西路二段 418 巷與西和里為鄰，北以武聖路、和緯路四段與北區大豐里為界。 

光賢里為光賢里（部分）整編而成。 

光賢里原屬北區大港里，64 年 04 月 01日行政區調整劃分為北區文賢里。66

年 04 月 01 日再行調整劃分為北區光賢里，民國 71 年 04 月 01 日行政區調整，

劃歸西區。民國 79 年 05月本里劃分為光賢里、西湖里、西賢里等三里。民國 107

年 04月 30日里鄰整編中華西路二段 418 巷以分割南併入西和里。 

本里原屬魚塭地，經填土後形成新生地，逐年增建房舍而成之社區。地理環

境優越，位於本區西北隅，轄內大部份為透天式住宅，有公兒 12 號社區公園、

文祥街社區小型公園。范靈堂、凌霄寶殿、千手千眼觀音寺等廟宇為信仰精神寄

託，並有知名「武聖」觀光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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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賢里（Guangsian Village） 

里內有各式工商小型企業及民生商店林立，舉凡各式早餐店、藥局、美髮店、

火鍋店等，民生商店主要聚集在武聖路，部分中藥材行及機械零件製造加工小型

工廠散落在巷弄內，中華西路二段延線有大型百貨賣場、寢具店、素食餐廳。 

本里無各級學校，僅一所私立幼稚園。國小學區為協進國民小學，因本里地

處較偏北區，部分家長選譯讓子女就讀北區大港國民小學或文元國民小學，國中

學區有文賢國民中學及民德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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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賢里照片集錦 

  
公兒 12 號社區公園 武聖觀光夜市 

  
范靈堂 凌霄寶殿 

  
千手千眼觀音寺 光賢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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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涼里（Dali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涼里共 1,265 戶，門牌數共 1,883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然部分

橫跨運河東西兩側，其中運河（環河街）以東範圍（1～4鄰，128戶，門牌數 247

個）因與民主里地緣位置及生活圈緊密，為求戶數、人口的均衡，進行調整，併

入民主里，調整後大涼里（部分）共 1,137戶，門牌數共 1,636個。鄰調整部分，

調整前大涼里（部分）共 24鄰，調整後大涼里共 16鄰，於 107年 04 月 30日實

施。 

大涼里西邊以中華西路二段為界，比鄰安平區建平里及文平里，其餘三側運

河環繞，南邊對岸是南區文華里，北邊與淺草里相隔，東邊與府前里和南廠里對

望。 

大涼里為大涼里（部分）整編而成。 

大涼里內原運河南街 8號（現金華路三段）設有大涼冷凍廠，係林全藻先生

經營，里內居民多賴捕魚為主，營業鼎盛，民國 38 年行政區域調整，本里故以

大涼冷凍廠之「大涼」二字而命名。107 年 04 月 30 日里鄰編組及調整原大涼冷

凍廠位置已重新劃分為府前里（運河以東），其餘大涼里部分仍延用原大涼里為

里名。本里位於府前路二段的新南橋舊名為烏橋，當初是用鐵軌的枕木鋪設，擔

心受腐蝕於是鋪上柏油，所以俗稱「烏橋」。但烏橋更早的名稱其實為「開運橋」，

時間可追溯至大正 10年（1922）。當時日本人在臺灣挖的第一條運河就是臺南運

河，開運橋就是第一條運河上的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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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涼里（Daliang Village） 

本里綠覆率極高，里內有運河西岸綠帶公園、烏橋公園、運河星鑽景觀綠地

等大型綠美化空間。本里寺廟－新南宮位於府前路二段，主祀天上聖母媽祖，配

祀徐甲真人、福德正神等神尊，平日香火鼎盛，祈福庇佑者眾，是地方重要信仰

中心。 

里內有運河星鑽商業區、生活美學館、移民署、國民運動中心、家樂福綜合

商場等大型場館及兩處加油站，屬於文教、商業、住宅等生活機能完備之綜合區。

其國民運動中心南、北兩棟主體結構已完成，預計 107 年 07 月底完工後開館試

營運。 

除生活美學館外，里內更有一鮮為人知的「涴莎藝術展演中心」，涴莎於 2005

年開始營運具 100人座位之小型音樂沙龍，節目規劃以古典樂為主，將品質定位

於與國家音樂廳同等級，在這裡可以發現藝術並不遙遠，在全年無休的藝術殿堂

中，用心感受府城的藝術氣息。 

位於府前路二段烏橋公園前有一外觀顯眼的廳舍－內政部移民署臺南服務

站，本建築物並非古蹟，它約建於 10 多年前，當初是以獎勵民間投資方案興建

的歐式建築。由於廳舍是如此的美麗，因此除了每天吸引眾多遊客駐足拍照留念

外，往往也是許多結婚新人留下永恆回憶的重要取景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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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涼里照片集錦 

  

 
新南宮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臺南市永華國民運動中心 涴莎藝術館 

  
內政部移民署臺南服務站 烏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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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里（Sih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西湖里共 2,252 戶，門牌數共 2,676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調

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西湖里 40 鄰，調整後西湖里共 3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日實施。 

西湖里北以和緯路五段與北區賢北里為界，南以民權路四段與安平區平安里

為界，東以中華西路二段與光賢里相鄰，西以湖美街與西賢里相鄰。 

西湖里由原光賢里於 79 年劃分為現今西湖里，並依臺南市路里譜規則命名

為西湖里。本里原為魚塭，自中華西路、民權路四段開闢後，人口移入增多，由

於都市發展及社區環道開闢，形成新興社區，里內多屬低密度住宅區。「湖美社

區」在臺南市民心目中是高級別墅社區的代名詞之一，而本里為湖美社區主要部

分。 

本里有西湖公園、頂湖公園、湖美麗景公園、頂美公園、湖美公園等五座公

園提供里民休閒遊憩，湖美麗景公園使用歐洲宮廷風花園的設計加上附近巴洛克

式的豪宅建築，是許多婚紗拍攝及外拍取景的熱門地點。里內無廟宇，有號角 611

靈糧堂、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湖美教會、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西湖社區活動中

心旁有免費公有停車場及籃球場，停車場也是防洪砂包放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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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里照片集錦 

  
西湖公園 頂湖公園 

  
湖美麗景公園 頂美公園 

  
湖美公園 號角 611 靈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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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賢里（Sisi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西賢里共 1,962 戶，門牌數共 2,068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需

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西賢里 32 鄰，調整後西賢里共 2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日實施。 

西賢里北以和緯路五段與北區賢北里及大港里為界，南以民權路四段與安平

區平安里、天妃里及王城里為界，西鄰鹽水溪與安南區海南里相望，東以湖美街

與西湖里相鄰。 

西賢里原屬北區之鄭子寮，民國 78 年自光賢里分出，以位於該里之西而命

名。里內街道名稱大都由里名而來，有西賢街、西賢一街、西賢二街等，但華平

路較為特別，係以光復建國的概念來命名。本里於明鄭時期原為台江內海，清領

後期逐漸淤塞為海埔新生地，民國早期多為魚塭地及豬寮，後來逐年填平窪地、

增建住宅而成為現在之新社區，地理環境優雅，規劃整齊，係臺南市一品質均勻

的高級低密度住宅社區。 

里內有一座「南興萬聖公廟」位於民權路四段旁，原由南興塭漁民奉祀，以

庇佑其合境平安、年年豐收，原創建年代不詳，民國 68 年時曾重修 1 次，至 73

年因銀皇建設公司在此大興土木，使廟陷入低窪之地，而由該公司負責人發起重

建，民國 74年 06月完成，成為境內主要廟宇，祀天上聖母、李府千歲及萬聖公。 

西賢里早期多為魚塭用地，後來改建為新興住宅區，較難見到傳統的文化資

產。然而，本里在地方居民的努力下，培訓環保志工隊，將當地為數眾多的閒置

用地進行綠美化，獲得了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銅牌獎」的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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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賢里照片集錦 

  
南興萬聖公廟 鹽水溪畔 

  
鹽水溪畔魚塭 西賢里活動中心 

  
西賢公園 南台南家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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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隍里（Chenghu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公正里共 807 戶，門牌數 1,555 個，青年

里共 635 戶，門牌數 933 個；萬昌里共 858 戶，門牌數 1,306 個，3 里皆屬交通

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

行調整。因萬昌里與公正里共用活動中心，該 2里中夾著青年里，考量整併後里

民均有活動中心可使用，另東市場位於里內為日常用品生活必需品市集，該 3里

地緣位置及生活圈緊密，故萬昌里民權路以北（426 戶，門牌數 739 個）與鄰近

青年里、公正里進行整編，整編為城隍里共 1,868 戶，門牌數 3,227個。鄰調整

部分，調整前公正里 20鄰、青年里 19鄰、萬昌里（部分）13 鄰。調整後城隍里

共 25鄰，於 107年 04月 30日實施。 

城隍里東以北門路一段與東區成大里、圍下里及東門里為界，邊臨東門圓環，

東南以民權路一段鄰接開山里，西南以民權路一段接青年路與永華里為鄰，北以

中山路與赤嵌里為界。 

城隍里為公正里、青年里及萬昌里（部分）整編而成。 

原公正里於民國 90 年 01 月 01 日臺南市行政區域調整時與萬鍾里合併，因

轄內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為表現公正無私的大法官精神，故仍稱公正里。 

原青年里於民國 90 年 01 月 01 日臺南市行政區域調整時，原清水里與環翠

里合併另設 1里，因合併後恰位於青年路段，因此命名為青年里。 

 



  

37-38 
 

 

  城隍里（Chenghuang Village） 

原萬昌里於民國 90 年 01 月 01 日臺南市行政區域調整時由萬壽、文昌兩里

合併而來，取名為萬昌里。萬壽里於日據時期編屬壽町，臺灣光復後行政區域調

整取其「萬壽無疆」之涵義，命名為萬壽里。文昌里因轄內名勝古蹟「文昌祠（俗

稱奎樓書院）」歷經年久，為紀念而取名為文昌里。 

本里位於中西區之東，屬本區商業中心地帶，里內街道狹窄，地處人口稠密

區，故人口密度高。轄內廟宇有東嶽殿、辜婦媽廟、觀音講寺、臺灣府城隍廟等，

廟會活動頻仍，舉凡繞境、神明生日、法會等慶祝活動，吸引眾多信徒及香客參

與，本里緊鄰臺南火車站精華地帶，百貨公司購物中心、書店商店餐飲林立，另

有臺南醫院與一般內外科診所，無論購物、醫療、生活機能堪稱充足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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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隍里照片集錦 

１３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臺灣府城隍廟 

  
東嶽殿 辜婦媽廟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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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里（Nanm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永福里共 540 戶，門牌數共 803 個；建國

里共 529 戶，門牌數共 868個；福安里共 441戶，門牌數共 665個。三里皆屬交

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進行調整。因 3 里編有共同警勤區，轄內廟宇眾多，以信奉道教為主，地緣位置

暨生活圈緊密，3 里進行整編，整編為南美里共 1,510 戶，門牌數 2,336 個。鄰

調整部分，調整前永福里共 21 鄰、建國里共 23 鄰、福安里共 21 鄰，調整後南

美里共 20鄰，於 107年 04 月 30日實施。 

南美里北邊以民權路二段接永福路二段至民族路二段與赤嵌里為鄰，東邊以

忠義路二段與赤嵌里、永華里為鄰，南邊以府前路一段與小西門里、南門里為鄰，

西邊以西門路二段與府前里、淺草里、五條港里為鄰。 

南美里為永福里、建國里及福安里整編而成。 

原永福里民國 91 年里鄰區域調整，由原竹翠里、溫陵里、昇平里等三里合

併而成，因轄內有永福國民小學，又界臨永福路，故名「永福里」。 

原建國里由開仙、保西里合併而來。開仙里原以里內有座「開仙宮」而命名，

係於 71 年 4 月行政區域調整，將相鄰之慈蔭和開仙里合併而成。保西里原以里

內有座「保西宮」而命名，係於 71 年 4 月行政區域調整，將原斐亭、錦西里之

部分再合併保西里而成。 

原福安里轄內有一座歷史悠的廟宇－福安宮，因而命名為「福安里」。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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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里（Nanmei Village） 

91年里鄰區域調整，與中南里合併，仍稱「福安里」。 

本里海拔高度平均為 13 米，地勢平坦呈東高西低。本里轄內廟宇眾多，以

信奉道教為主，有沙陶宮、保西宮、開山宮、慈蔭亭、朝興宮、關帝廳、五帝廟、

萬福庵、良皇宮、總趕宮、福安宮、水流城隍祠、五瘟宮等，為里內信仰中心，

穿梭里內巷道，總能發現歷史的軌跡，著名的新美街除了有提供美食的店家，也

能發現早年「帆寮」遺跡，另有作家葉石濤筆下充滿有感生活的「蝸牛巷」，就

出現在本里彎曲的巷弄內，巷弄內佈滿了蝸牛藝術裝置及各種綠意盎然的美麗植

栽，為狹小的巷弄增添了不少文創氣息。 

本里為老舊都市形態，主要街道幾乎為商業區，居民大多營商，服飾百貨、

珠寶五金、餐廳旅社、公司行號及醫院診所林立。本里位於中正與忠義路口的林

百貨，是日治中期的 1932 年 12 月 05 日開幕，座落於當時的臺南市末廣町二丁

目，為臺灣第二間、以及南臺灣第一間百貨公司，也是臺灣唯一設有神社的百貨

公司，後來公告為本市市定古蹟。經過建物整體修復後，由臺南市政府委外經營

以「文創百貨」為主題，在 2014 年 06 月 14 日重新開幕。蕭氏節孝坊位於昔日

臺灣府城西定坊海防同知衙門（二府口）前，目前地址為府前路一段 304 巷內，

是清嘉慶五年（1800 年）時，清廷為了表彰貢生沈清澤的寡母蕭良娘節孝了四十

年所建的石坊，是臺南市僅存的四大石坊之一，也是唯一僅存的節孝牌坊，為本

市市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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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里照片集錦 

  
慈蔭亭 良皇宮（下大道） 

  
蝸牛巷 臺南市美術館二館 

  
林百貨 蕭氏節孝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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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門里（Nanme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南里共 603 戶，門牌數共 707 個；進學

里共 609 戶，門牌數共 851個。兩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過少，未

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因大南里大南門城（南門

公園）位於里內，而兩里轄內家齊高中、建興國民中學、中山國民中學、進學國

民小學都是校風優良升學率高之學區，人文薈萃，生活圈緊密，進行整編，整編

為南門里共 1,212 戶，門牌數 1,558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大南里 15 鄰、進

學里共 20鄰，調整後南門里共 16 鄰，於 107年 04月 30日實施。 

南門里東至南門路與郡王里為界，西臨永福路一段與小西門里為界，南隔健

康路一段與南區大成里及明德里為界，北至府前路一段與永華里及南美里相接。 

南門里為進學里及大南里整編而成。 

原進學里於民國 90 年本市各區行政區域調整時將原進學里與聖前里及大南

里 9鄰部份、10、11 鄰合併另設 1里，因合併後本里恰位於忠義路兩側，因此命

名為忠義里。91 年 02月 04日里名改為進學里。 

原大南里因位於大南門城南側，自二戰後為紀念清領時期歷史古蹟「大南門

城」而命名。民國 71 年 03 月 12 日本市各區行政區域調整時，由南區劃入中區

管轄，民國 91 年 02 月 04 日行政區域調整，將大南門城以北、樹林街以北部份

劃歸進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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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門里（Nanmen Village） 

南門里位於市中心，地勢東高西低，古蹟以「大南門城」為最具價值之歷史

古蹟，另「臺南地方法院」業經文化部公告為國定古蹟。目前轄內有南門公園、

中山國民中學、家齊高級中學、建興國民中學、進學國民小學等場所。本里屬典

型文教區，居民職業大多以公務人員為居多，從事商業、工業、服務業居次，農

漁業者少。都市機能健全，臨路兩旁居民逐漸發展商業為主的商家，因此社區內

產業結構商業人口逐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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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門里照片集錦 

  
大南門城 臺南地方法院舊址 

  
建興國民中學 中山國民中學 

  
家齊高級中學 府城南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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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西門里（Siaosime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小西里共 316 戶，門牌數共 598 個；仙草

里共 1,283戶，門牌數共 1,857個。兩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仙草里符

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小西里因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

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與仙草里進行調整。因兩里同為南門派出所管轄，且

兩里地緣位置及生活圈緊密，考量街廓完整性，進行整編，整編為小西門里共

1,599 戶，門牌數共 2,455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小西里 16 鄰、仙草里共 21

鄰，調整後仙草里共 19鄰，於 107 年 04 月 30日實施。 

小西門里西以西門路一段與南區新昌里、新興里及本區南廠里、府前里相鄰，

南以健康路一段與南區大成里接壤，東以永福路一段與本區南門里為鄰，北隔府

前路一段與南美里為界。 

小西門里為小西里及仙草里整編而成。 

原小西里因為於昔日府城之「小西門城」附近而得名。民國 71年 04月因行

政區域調整，原昆沙里及石橋里之部分與本里合併而成「小西里」，民國 91 年

再將仙草里南寧街以北部分併入。 

原仙草里舊名「仙草寮」，在昔日府城西南邊，皆種仙草，遂有地名。清領

末期本里僅有五、六戶人家，附近或為田地、或為荒地、墓地，但隨著時代之進

展，人口日漸增多，本里亦逐年成長，戶口遽增。民國 71 年行政區域調整，將

原南區劃歸為中區，並將大成里及石橋里之部分劃歸本里，合為「仙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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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西門里（Siaosimen Village） 

本里區域位於昔日古府城之西南隅，後經自民國 71 年至 107 年多次行政區

調整，將原昆沙里、石橋里、大成里、小西里、仙草里等里部分或全部合併，並

以區域內之代表性史蹟「小西門城」原遺址所在地為里名，遂稱「小西門里」。

本里地型方正，呈南北長，東西短且東南高西北低的走勢，里內綠地公園遍佈，

綠遮率極高。本里境內文化宗教信仰資源多元且豐富，佛道教有月慧山觀音禪院、

昆沙宮、和意堂、玄良亭等大型寺廟道場，天主及基督教方面則有聖若瑟天主堂、

基督教衛理堂教會、基督教聖教會等信仰中心。 

新光三越百貨台南新天地是本里目前最高大之建築，亦是最繁華的商務中

心，堪為里內代表之地標景點。里內工商業繁榮，現有大型商場百貨商圈帶來的

購物、觀光人潮，還有金融商務機構，業務興盛忙碌，另里內美食小吃名店聞名

中外，慕名而來的排隊人龍綿延不斷，其它如超商、服飾等各式服務業亦門庭若

市，顧客絡繹不絕。本里轄內現有南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及私立幼兒園數所，鄰

近里有國立高中 2所、市立國中 2所、市立小學 2 所、及 1所公立幼兒園，很多

學校幾乎過條馬路即至，最遠與本里亦相距不到 300公尺，本里真可謂文風鼎盛，

書香處處可聞。 

本里在古蹟及歷史建物方面除有古小西門城遺址外，尚有原臺南監獄宿舍

群、臺南刑務所要道館等市定古蹟建物，在里內形成了以舊臺南監獄為主體並結

合司法博物館及和意公園成為具特色的懷舊文創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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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西門里照片集錦 

  
小西門遺址 南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和意堂 玄良亭 

  
和意公園 基督教衛理堂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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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條港里（Wutiaog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水仙里共 594 戶，門牌數共 1,092 個；普

濟里共 459 戶，門牌數共 636 個。兩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過少，

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因兩里有共同警勤區（海

安派出所），里內廟宇多，民眾以信奉道教為主，地緣位置及生活圈緊密，進行

整編，整編為五條港里共 1,053戶，門牌數 1,728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水仙

里共 18 鄰、普濟里共 17 鄰，調整後五條港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

施。 

五條港里東以西門路二段與赤嵌里及南美里相對，南以民生路二段與淺草里

相隔，西以海安路二段與兌悅里及藥王里接壤，北以成功路與北區立人里為界。 

五條港里為水仙里及普濟里整編而成。 

原水仙里原為水仙里、安新里兩里合併而成，90年行政區域調整，因境內水

仙宮為其里民信仰中心，故仍取名為「水仙里」。 

原普濟里之前身為仁和里、福住里，於民國 43 年里鄰整編為仁福里、普濟

里，再於 71 年 07 月合併而成。因里中有普濟殿而命名為「普濟里」，民國 91

年合併濟同里之 12 鄰，仍命名為「普濟里」。 

五條港里得名於本里為舊時五條港道源頭，現由原水仙里（原屬水仙里及安

新里合併）、普濟里（原屬仁和里及福住里合併）合併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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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條港里（Wutiaogang Village） 

本里自然環境尚佳，轄區方正，宗教信仰有開基共善堂、普濟殿、慈聖殿、

善德堂、和勝堂、集和宮、水仙宮、看西街教會。近年來本里最熱門景點—普濟

殿，春節期間從廟埕掛到廟外社區街道，點亮周遭一整片夜空，絢爛的燈海立刻

成為府城拍照打卡新景點。 

普濟殿原名普濟寺，曾是明朝皇帝寧靖王思念大陸故鄉地點，改冊封為普濟

殿，也是臺灣最早的王爺廟。國華街、永樂市場一帶為著名之觀光景點，平日及

假日均帶來眾多的遊客及觀光人潮，特色小吃商店林立，國華街更躍登日本旅遊

雜誌封面。本里內另有水仙宮市場，路面有銀行、郭綜合醫院、洪外科、飲食業、

旅宿業、成衣業、雜貨等，商業相當發達，各行各業商家林立，商業行為盛行，

無漁牧產業。 

  



  

37-51 
 

 

  五條港里照片集錦 

  
普濟殿 國華街 

  
水仙宮 看西街教會 

  
永樂市場 水仙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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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悅里（Dueiyu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三合里共 824 戶，門牌數共 1,325 個；協

和里共 1,074戶，門牌數共 930個；兩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協和里符

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三合里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

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因戶政事務所位於協和里，戶所共設籍 272

戶，協和里實際只有 802戶，另協和里與三合里兩里地緣位置及生活圈緊密，有

共同警勤區（長樂派出所），進行整編，整編為兌悅里共 1,898戶，門牌數 2,255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三合里 16 鄰、協和里共 16鄰，調整後兌悅里共 21鄰，

於 107年 04月 30日實施。 

兌悅里東臨海安路二段與五條港里相望為界，南以民族路三段、和善街與藥

王里、西和里為界，北以成功路與北區雙安里及立人里分界，西以西和路與西和

里為界。 

兌悅里為三合里與協和里整編而成。 

原三合里於民國 90年 01月 01日臺南市行政區域調整時，將原為西區工業、

忠信、金安三里合併，故取名為三合里。 

原協和里位於中西區西隅，本屬藥王里第 10鄰約半數及第 11 鄰全部分割出

來的，原係頂合源魚塭，經過填土後形成之新生地，然後人口急遽增加，因此市

府於民國 56年 10月 01日正式與藥王里分開，命名為協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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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悅里（Dueiyue Village） 

兌悅里自然環境尚佳，因屬舊部落社區、里內巷道縱橫交錯，間雜古式及現

代建物，特殊景致往往讓人有柳暗花明的驚喜，里內協和公園綠意盎然，面積寬

廣，設施完備，提供里民一個極佳的休憩空間。轄內廟宇有集福宮、金安宮、媽

祖樓天后宮等，廟會活動頻仍，舉凡繞境、神明生日等慶祝活動，吸引了眾多的

信徒及香客參與。著名的信義老街除了有提供美食的店家，更有許多歷史的遺跡，

且鄰近兌悅門古蹟，故漫步於里內巷道，就像穿梭古今般讓人興起思古之幽情。 

本里臨安路以東係屬住宅區，因此商店及住家較多，臨安路以西原屬混合區，

中小型工廠林立，從事塑膠工業、電鍍業、機械零件製造加工業者頗多，其次是

店家小生意者，而從事漁牧業者較少，另中西區戶政事務所亦在里內，讓里民有

了方便快捷的洽公環境。 

本里學區有隔鄰協進國民小學、成功國民小學、文賢國民中學、民德國民中

學等基礎國民教育學校，在學前幼教托育方面，里內亦有數所優良私立幼教機構，

為里民提供了完善的教育環境。 

 

  



  

37-54 
 

 

  兌悅里照片集錦 

  
兌悅門古蹟 海安基督教會 

  
媽祖樓天后宮 集福宮 

  
信義街老街 中西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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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草里（Cianc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中正里共 591 戶，門牌數共 1,102 個；安

海里共 814戶，門牌數共 1,741個。兩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過少，

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因正興街貫穿中正里及

安海里，進行整編，整編為淺草里共 1,405 戶，門牌數共 2,843 個。鄰調整部分，

調整前中正里共 13 鄰、安海里共 21 鄰，調整後淺草里共 16 鄰，於 107年 04 月

30日實施。 

淺草里東至西門路二段與南美里為鄰，西接臨安橋（中華西路二段）與安平

區為界，南以中正路、臺南運河與府前里、大涼里為鄰，北以民生路二段與五條

港里、藥王里、西和里為鄰。 

淺草里為中正里及安海里整編而成。 

原中正里位於中西區東南隅，本安經、安興兩里，於民國 41 年合併為安興

里，於民國 67 年 3 月 1日，電影、中正兩里合併為中正里，於民國 71年 6 月安

興、中正里合併為中正里，於 91 年中正、正德兩里合併，因同屬中正路，具有

中正商圈區域歸屬感，故取名為中正里。 

原安海里係由運河里分割而來，原運河里僅保留中正路及國華街等原里面積，

以西另成立 1里命名為安海里。 

本里位屬市中心繁榮商業區，里內運河河段及新臨安橋為里民及遊客休憩好

去處。境內有神興宮、聚宋宮、濟福宮、正德堂等多座寺廟，且具有三級古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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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草里（Ciancao Village） 

姓宗祠，景觀優雅。本里內有西門市場、西門商場、淺草新天地，國華街及正興

街更是小吃店林立如蜷尾家、布萊恩紅茶、邱家小卷米粉等，里內平日及假日均

人潮眾多，本里里民亦多從事各項服務業、商業暨飲食業等工作，較無從事漁牧

業者。 

本里西門商圈位處臺南市中西區「蛋黃」地帶，商圈內除有許多著名商家，

也是俗稱「大菜市」西市場暨「青果同業組合香蕉倉庫」的市定古蹟所在地，地

區指標性高。 

淺草新天地是在 1933 年時，日本人在西門市場周圍興建店舖，稱為「淺草

商場」。然而在西門市場改建後，為了振興商圈及吸引年輕族群，規劃了西門淺

草二手市集計畫，搭配各種行銷活動，成功地聚集人氣，也讓周邊商圈更為活絡，

假日時除了滿滿創意的二手市集群聚外，還有街頭藝人的表演，淺草新天地成為

西門市場現今不可或缺的特有文化，持續為市場注入創意與熱力。 

  



  

37-57 
 

 

  淺草里照片集錦 

  
新臨安橋 神興宮 

  
聚宋宮 濟福宮 

  
西門商場 正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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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前里（Fuci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保安里共 523 戶，門牌數共 994 個；民主

里共 420 戶，門牌數共 853個；大涼里共 1,265戶，門牌數共 1,883個。保安里、

民主里、大涼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保安里及民主里戶數過少，未符合

「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3 里有共同信仰中心－保安宮

及共同警勤區，且地緣位置與生活圈緊密，大涼里運河以東部分（128 戶，門牌

數 247 個）與保安里（部分）（485 戶，門牌數 922 個）及民主里進行整編，整

編為府前里共 1,033 戶，門牌數 2,022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保安里（部分）

13鄰、民主里共 13 鄰、大涼里（部分）4鄰，調整後府前里共 13鄰，於 107 年

04月 30 日實施。 

府前里東以西門路二段與南美里及西門路一段與小西門里為界，西臨運河與

大涼里為界，南隔保安路與南廠里為界，北至中正路與淺草里相接。 

府前里為保安里（部分）、民主里及大涼里（部分）整編而成。 

原保安里原為保民、保良、運河三里合併，因里中有「保安宮」而命名為保

安里。 

原民主里日據時代為新町風化區，特種酒家十餘處，臺灣光復後，因處風化

區，名稱不雅，且國人重獲自由民主之生活，乃命名為「民主里」。民國 91 年

行政區域調整，合併「北頭里」，仍以「民主里」為里名。 

原大涼里內原運河南街 8號（現金華路三段）設有大涼冷凍廠，係林全藻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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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前里（Fucian Village） 

生經營，里內居民多賴捕魚為主，營業鼎盛，民國 38 年行政區域調整，本里故

以大涼冷凍廠之「大涼」二字而命名。 

本里為老舊都市型社區，里內街道幾乎均為商業區，旅館、商店及小吃店林

立，轄內以從事商業、服務業為主，工業次之，農漁牧業者少。里內有三級古蹟

「護境松王（夫妻樹）」，夫妻樹被評為百年榕樹，也被文建會列為「百年保護

文物」。境內保安宮及尊王公壇平日香火鼎盛，信眾絡繹不絕，廟方經常濟助貧

困，深受地方尊崇，是「南廠」地區知名信仰中心。 

國華友愛形象商圈（十字町），對於年輕人而言有如臺北西門町，是個時尚

潮流集散地，而對於在地長輩而言，國華友愛形象商圈則是尋找府城回憶的最佳

地點與海安路為知名觀光勝地，每逢假日觀光客絡繹不絕。府城最著名的沙卡里

巴、國華街、保安路小吃街也在這裡，隨興走入巷內，一家家傳統店鋪、一攤攤

人聲鼎沸的美味小吃，都是府城小吃文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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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前里照片集錦 

  
國華友愛新商圈 保安宮 

  
國華街小吃街 保安路小吃街 

  
海安路藝術街 府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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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廠里（Nanch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民生里共 807 戶，門牌數共 1,021 個；郡

西里共 489戶，門牌數共 623 個；元安里共 596戶，門牌數共 856個；保安里共

523 戶，門牌數共 994 個。民生里、郡西里、元安里、保安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

集中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

因道光 28年（西元 1848年）臺灣道徐宗幹因港道淤塞不利通船，於小西門外地

勢平坦處籌建新軍工道場，今保安市場一帶，俗稱南廠，範圍東自西門路、西至

運河南段，北至中正路，南至永華路。南廠保安宮為附近居民信仰中心，將保安

路以南，永華路以北，西門路以西至運河整個區域整編為 1里，郡西里、保安里

保安街以南（38 戶，門牌數 72 個）、元安里、民生里進行整編，整編為南廠里

共 1,930 戶，門牌數 2,572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民生里共 19 鄰、郡西里共

14鄰、元安里共 13 鄰、保安里（部分）1鄰，調整後南廠里共 23鄰，於 107 年

04月 30 日實施。 

南廠里東以西門路一段與小西門里為鄰，西為運河與大涼里相隔，南以永華

路一段與南區文華里、廣州里及新昌里為界，北臨保安路與府前里為界。 

南廠里為民生里、郡西里、元安里及保安里（部分）整編而成。 

原民生里原屬西區新安里，於民國 61 年行政區域調整時劃分設立，為感念

政府推行首期「民生建設」，帶動地方欣欣向榮，發展一日千里，故以「民生」

以為誌。 

原郡西里係由新安里、天池里、中頭里（1至 3鄰）合併而成，因有一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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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廠里（Nanchang Village） 

闢道路「郡西路」貫穿於兩里之間，故命名為「郡西里」，昔時此一帶號稱「水

門」後來更名「南廠」。 

原元安里以北有保安宮，大部分里民係保安宮信徒，里民為求「平安吉利」，

故名之為「元安里」，元安里過往曾經二次調整，第一次里鄰行政區域調整，約

於民國 40年間，與「安全里」合併，仍名「元安里」。 

原保安里為保民、保良、運河三里合併，因里中有「保安宮」而命名為「保

安里」。 

本里位市中心，環境良好，交通便捷，境內有南廠萬靈祠、武英殿、天池壇

等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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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廠里照片集錦 

  
廣州宮 武英殿 

  
天池壇 海安路一段 

  
萬靈祠 金華路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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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和里（Sih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文賢里共 541 戶，門牌數共 533 個；光賢

里共 1,503戶，門牌數共 1,970個；藥王里共 1,538戶，門牌數共 1,826個；協

進里共 468戶，門牌數共 565 個。文賢里、光賢里、藥王里、協進里皆屬交通便

利人口集中地區，藥王里符合規範，文賢里、光賢里、協進里，戶數過少，未符

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因文賢里活動中心位於光賢

里內，將中華西路二段 418巷以南（文賢里活動中心周邊）併入文賢里，另藥王

里（臨安路以西）（部分）939 戶，門牌數 1,072 個、協進里（臨安路以西）（部

分）170 戶，門牌數 196 個、文賢里及光賢里（部分）25 戶，門牌數共 223 個，

4里地理位置及生活圈緊密，進行整編，整編為西和里共 1,675戶，門牌數 2,024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文賢里 11 鄰、光賢里（部分）1鄰、藥王里（部分）11

鄰、協進里（部分）3鄰，調整後西和里共 19鄰，於 107年 04月 30日實施。 

西和里東以臨安路一段接和善街接西和路與兌悅里、藥王里為鄰，西以中華

西路二段與西湖里相隔，南以民生路二段與淺草里相隔，北臨文祥街與光賢里相

接壤、文賢路與北區文成里為界。 

西和里為藥王里（部分）、協進里（部分）、文賢里、光賢里（部分）整編而

成。 

民國 35 年劃設藥王里，原藥王里境內，乃為新生地之一，自開闢、造屋、

開市，至今前後僅短短 37 個年頭之久，藥王里之名稱由來，係根據里內原有之

藥王廟命名之。43 年又將安海里部份劃入，53 年本里劃分藥王里、協進里、協

和里三里。而藥王廟於民國 71年 7 月，因拓寬原名協進街道路（現更名為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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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和里（Sihe Village） 

路四段）而劃屬現在之民權里。 

原協進里位處中西區西隅，隔中華西路與安平區接界，民國 43 年由安海里

劃出，由於轄區有「協進國民小學」一所，故定名「協進里」。 

原文賢里位於中西區西北隅係魚塭填土後形成之新生地，後因人口急遽增

加，於民國 65年 04 月正式與大港里分開，因里內文賢路貫穿，因此命名為文賢

里。 

原光賢里屬北區大港里，64 年 04 月 01日行政區調整劃分為北區文賢里。66

年 04 月 01 日再行調整劃分為北區光賢里，民國 71 年 04 月 01 日行政區調整，

劃歸西區。民國 79 年 05月本里劃分為光賢里、西湖里、西賢里等三里。 

民生轉運站做為先進運輸系統的多功能轉運站，位在進入安平的咽喉地段，

安平每逢假日充滿觀光車潮，民生轉運站提供百餘個汽車停車空間，民眾再轉乘

公車進入安平。 

代天聖安宮為當地的信仰中心，最早起源於日據時代，正確時間已無可考查，

那時是位於（今西和路、中華西路一帶）的一間小廟，村里人尊稱為「水聖王」，

「水聖王」經常降駕行醫救世，後由各方信徒捐獻，乃於現址建廟，經「主神下

元水官大帝」降臨明示，命名為「代天聖安宮」。     

本里位於文賢路 197 號的「公有零售小康市場」於民國 63 年 04月營業啟用

迄今係屬社區型市場，以供當地附近民眾之採買，雖然市場小，但攤販都很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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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里（Sihe Village） 

和力，服務態度親切，具有現代大賣場所沒有的人情味。林澄輝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以耶穌基督博愛犧牲精神，從事關懷輔導弱勢族群之福利服務工作，

以建造祥和美滿的社會。另在本里文祥街與文和街口有一「文賢綠園」，原為一

空地，經過空地綠美化後，成為里內的休閒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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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和里照片集錦 

 

 

 
代天聖安宮 第一小康公有零售市場 

  
臨安教會 民生轉運站 

  
林澄輝基金會 西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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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第二屆里長名冊 

區別 里別 里長姓名 區別 里別 里長姓名 

中西區 公正里 曾景亮 中西區 永華里 黃文龍 

中西區 銀同里 鄭雀燕 中西區 天后里 王長春 

中西區 小西里 王重堅 中西區 三民里 陳弘烈 

中西區 仙草里 曾俊仁 中西區 萬昌里 郭天祥 

中西區 赤嵌里 黃偉展 中西區 普濟里 邱永祥 

中西區 五妃里 陳建宇 中西區 水仙里 沈廉哲 

中西區 郡王里 楊明憲 中西區 藥王里 邱彌文 

中西區 福安里 李源榮 中西區 協和里 洪安壽 

中西區 法華里 吳益輝 中西區 文賢里 陳見利 

中西區 大南里 陳俊傑 中西區 光賢里 楊隆郡 

中西區 開山里 呂基正 中西區 元安里 林綉華 

中西區 進學里 蘇雅子 中西區 協進里 高文江 

中西區 建國里 陳英俊 中西區 安海里 徐孝臣 

中西區 青年里 葉煌杰 中西區 民生里 蔡銘順 

中西區 永福里 曾朝欽 中西區 中正里 陳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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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第二屆里長名冊 

區別 里別 里長姓名 區別 里別 里長姓名 

中西區 大涼里 侯福成 中西區 三合里 曾雅志 

中西區 民主里 劉錦融 中西區 民權里 鄭榮霖 

中西區 西湖里 柯茂全 中西區 保安里 蔡宗明 

中西區 西賢里 陳清佳 中西區 郡西里 陳余櫻柳 

註：以上資料為里鄰整編期間在任之第二屆里長（未含辭職、去職或停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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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名錄 

 

特別感謝／時任中西區區長陳勝楠（現任東區區長）及所有給予本區里鄰整編指

導及關心的議員、里長、鄰長、地方賢達與市民朋友 

策劃召集／蕭泰華 

執行團隊／臺南市中西區公所、臺南市中西戶政事務所（中西辦公處） 

執行編輯／汪慶龍、方建程、黃鉦斌、黃超文 

編審人員／黃金聲、陳世欽、林秀如、廖江源、李政憲、李俊林、蘇泳郡、 

郭美鈴、黃靖婷、王旭竹、陳文吉、黃雪玉、林煒凱、林茗儀、 

謝豪恩 

照片提供／區公所（含里辦公處） 

參考資料／臺南市中西區公所全球資訊網、五馬朝江一回首(臺南市中、西區歷

史發展及區公所沿革)；邱莉莉議員服務處、洪玉鳳議員服務處及里

鄰長口述等撰寫而成。 

※參考資料引用如有不盡周延之處，望各方賢達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