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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華里（Beihua Village ） 
 

1. 北華里簡介 

依據 106年 3月人口統計資料，玉皇里共 681戶，門牌數共

997個；三德里共 544戶，門牌數共 788個；五福里共 905戶，門

牌數 545個。玉皇里、三德里、五福里皆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

區，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戶數過少，進行

調整。三里的共同學區為公園國小、立人國小、成功國小，且生活

圈與習慣相似，整編為北華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玉皇里共 16

鄰、三德里共 13鄰、五福里共 13鄰，調整後北華里共 23鄰，於

107年 4月 30日實施。調整過後截至民國 112年 5月止，本里共計

2169戶，總人口數為 4320人，其中男性 2286人，女性 2034人。 

北華里北以公園南路為界與長興里接壤，東以公園路與公園里

接壤，西以西門路三段與立人里接壤，南以成功路與中西區接壤。 

北華里由玉皇里、三德里、五福里整編而成。 

原玉皇里是臺南府城舊部落，民國 90年「依據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

整自治條例」規定，併附近花園、福德、大公三里全部及三安、共

和二里部份而成。本里有古蹟廟宇多和美食多二大特色，古蹟廟宇

多：「開基玉皇宮」始建於明永曆年間，康熙 27年總領楊文魁修

建，嘉慶 5年改祀玉皇大帝，為全臺首祀玉皇大帝之廟宇，本里也

因玉皇宮位於轄內中心，故取為里名、「興濟宮大觀音亭」之「興濟

宮」始建於明永曆 33年，別稱頂大道，立祀保生大帝，同治光緒年

間為官方祀典廟宇，「大觀音亭」始建於明永曆 32年，主祀觀世音

菩薩，兩者皆為國家三級古蹟、「鎮轅境」始建於清乾隆 13年，別

稱頂土地，主祀福德正神，因佑太子太保王得祿仕途建勳、得高官

厚爵，經清朝獲敕翹脊燕尾、冠頂相帽。另有白龍庵五靈堂、陰陽

公廟、玉尊堂等六處。美食多：百年老店連得堂煎餅、阿塗碗粿、

麥芽膏、汕頭豆花、春捲、米龜、甜粿、發粿等古早味。本里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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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中心，惟全是舊有街道及部落，現今崇安街(總爺老街) 傳說

因清代有位總爺居住於此而得名，是清代城外經大北門進入府城的

重要通道，老街現仍保有一些傳統店面。本里廟宇眾多集中、各式

小吃、百年老店、傳統行業等在市府推動的鎮北坊文化園區中佔極

重要地位。本里古厝及新建大樓棋盤交錯，玉皇里活動中心 99年落

成提供里民一個休憩集會去處。 

原三德里係合併原共和、三安、城隍、重光、保生、城朔等里

之 

部分而成。里內有二座香火鼎盛之廟宇，一為三老爺宮， 主祀三老 

爺(朱王爺、曹王爺、魏王爺），創建於清乾隆十五年（西元 1750

年）， 

此廟歷年均有修繕，於民國 85年（西元 1996年）落成重建後的三

老爺宮，空間上由三川殿、中庭、正殿所組成，造型甚為宏大，三

川門上嵌有『開臺聖地』四個大字，道出此廟與「鄭成功」的關

係。相傳鄭國姓軍隊由禾寮港德慶溪(原本宮廟前)登岸，曾駐軍於

此(昔時稱為尖山)，即其第一個夜晚在三老爺宮度過(頭眠)，隔日

即圍攻赤崁樓，致使荷蘭人投降，此即為此廟之重要典故。一為福

德正神下土地廟即(總祿境)。里內有公有光復市場(百年鴨母寮市

場)。因臨近車站、公園、學校、醫院、銀行、飯店等，交通便利，

商業發達，惟因係舊部落，都市更新緩慢，延緩了開發的速度。三

德里活動中心於 98年落成，開設各類課程提供里民終身學習及集會

活動使用。 

  原五福里是古都舊部落，時過境遷人口流失，因應臺南市里鄰

調整，合併原元和、保生、重光、城朔、城隍等里合併而成本里。

五福里雖處本市市中心，唯全是舊部落及狹窄街道，近年來公園南

路及 N15道路相繼開闢，相對帶動轄區內繁榮及進步，轄內有區公

所及戶政事務所。由於具有多處古蹟(有二級古蹟開基天后宮及元和

宮、三山國王廟、縣城隍廟及烏鬼井等) 讓里民有信仰及休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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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發展觀光業並結合鎮北坊文化園區帶動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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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華里照片集錦 

  

照片 1：開基玉皇宮  照片 2：大觀音亭興濟宮 

  

照片 3：鎮北學堂 照片 4：北華里活動中心  

  

照片 5：三老爺宮 照片 6：二級古蹟開基天后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