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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讀臺灣系列】 

百年赤崁映蘭臺，南瀛府城展風華 

 
《一分鐘看臺南》 

舊／別名 赤崁、大員、大窩灣、刺桐城、鳳凰城 
總面積 2191.6531 平方公里 
毗鄰 嘉義縣、高雄縣 
總人口 1,870,779 人 
氣候類型 副熱帶季風氣候、熱帶季風氣候 
年平均溫 23.8℃ 

熱門旅遊

景點 

赤崁樓、安平古堡、孔廟、億載金城、祀典武廟、

南鯤鯓代天府、七股鹽田、曾文水庫、白河、關

仔嶺、虎頭埤 

特產 蝦捲、關廟麵、文旦、碗粿、冬瓜茶、擔仔麵  
▲ 臺南位置圖 

 

富裕的嘉南平原，孕育了臺南這顆全臺灣最早、最美的珍珠，經過富足的精神、文化與產

業浸淫，臺南吸取了飽滿的人文氣息，成為臺灣最古老的璀璨城市。縱使在地理環境變遷與產

業外移的情況下，府城風華光芒不再，但仍能以其保有最古典、最豐富的人文氣息傲視全臺。

臺南，見證了臺灣的開發血淚史，是漢人在臺的搖籃，也是臺灣人最珍視的文化古都。 
 

見證臺灣拓墾史——百年府城現風華 

臺南縣依山傍海，居臺灣西南部，地

勢東部高聳，西部平坦；東臨中央山脈的

前山地帶，西臨臺灣海峽，北接嘉義，南

與高雄為界，位於嘉南平原的中心，耕地

面積為全國第一，也是臺灣開發最早的地

方。4 百年前，荷蘭人在此建立了西方殖

民帝國主義在臺的第一個灘頭堡──熱蘭

遮城。明鄭、清廷政權的更迭，帶來大量

的漢人來到此地，漢人在臺的開發史也由

此開始逐漸蔓延至全臺。 
 
 
 
 

 ▲ 臺南行政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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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的歷史沿革 
年代（西元／年） 名稱 重要特色 

明

鄭

時

期 

永曆 19 年 

（1664 年） 
承天府 明鄭政權中心。 

康熙 22 年 

（1683 年） 
臺灣府 隸屬於鳳山縣，將縣治設於興隆莊（今左營）。 清

領

時

期 

光緒 13 年 

 (1887 年) 
臺南府 

臺灣府遷建於今天的臺中市，原在臺南的臺灣府由於位在新的臺灣府之

南，故改稱為「臺南府」。 

1896 年 臺南縣 改臺南府為臺南縣。 
日

治

時

期 
1920 年 臺南州 

1910 年廢縣制廳，1920 年廢廳制州，範圍包括臺南市、臺南縣、雲林縣、

嘉義市、嘉義縣。 

戰

後

時

期 

1945 年 臺南縣、臺南市 

1945 年，將原臺南州之臺南與嘉義二市畫為省轄市，其餘編為臺南縣。

1950 年，將八掌溪以北地區併入嘉義市另設嘉義、雲林二縣，餘八掌溪

以南原轄區域為今之臺南縣。 

 

一車糖與一擔鹽——堆起南瀛極盛時期 

稻米種植一直是亞洲地區人民賴以維生的主要產業與文化，南瀛（註 1）地區因開發較早，

平原廣闊，氣候土壤適合稻米的種植，故稻米一直是相當重要的作物。清朝初期，本地稻米的

產量位居全臺第一。 
由於南瀛地區製糖、晒鹽與稻米產業發達，又有便利的港口運輸，於是出現了許多郊商，

帶動地方商業的發達。鹽水港在西元 1779 年就出現了「糖郊」、「水郊」、「油郊」、「布郊」等商

人團體，府城當時的盛況與鹿港、艋舺鼎足而立，遂有「一府、二鹿、三艋舺」的美稱所流傳。 
到了西元 1860 年後，南部港口地位衰退，加上此時臺灣中、北部地區，因為茶、樟腦等高

經濟作物的蓬勃發展，大量輸出島外，為配合原料產地輸出，減少運輸成本，便就地緣關係興

建了許多新港口，北部港口的地位逐漸加重，不僅超越南部，也帶動了中、北部整個地區的發

展，並吸引了大量墾民北移，南瀛地區自此拱手讓出了經濟中心的王座，由中、北部取代，成

為臺灣的經濟、社會重鎮。 
 

※ 註 1：臺灣古有「瀛洲」之稱，位於臺灣西南部的臺南縣，約在二次戰後遂習以「南瀛」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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叱吒百年臺灣港——臺江內海的興與衰 

位處臺灣西南平原南端的臺南，西臨臺灣海峽，其地形北寬南窄，略成倒三角形，整體地

勢大致平坦。古臺南地形東半部為臺地，西半部急遽傾斜，隔一臺江與外圍沙丘形成內海，在

南北處各有數條東西向的河流切割，注入臺江。臺南海岸地形又歷經數次大小不一的沉降與隆

起，大小河川密布，並造成許多潟湖、沼澤，以致沿岸魚塭與鹽田遍布，加上地殼運動導致侵

蝕、堆積之反覆作用，河川流路彎曲蛇行。這些潟湖、沼澤與沙洲本身蘊積著大量的泥沙，而

大小河川所挾帶的泥沙更是容易淤積於河口及其兩側海岸，導致平原不斷地擴張，海岸線亦持

續向西進夷，終究填海成陸。 
據史冊記載，早期臺南市西部是一片汪洋，稱為「臺江

內海」。內海西緣沙洲環繞，由北而南依次是加老灣、隙仔

嶼、北線尾與鯤鯓嶼，其中，鯤鯓嶼之首「一鯤鯓」即今安

平，是西拉雅族臺灣社聚居之地，臺江東岸則是平原區，為

赤崁社生養之所。 
縱觀安平港口 3 百餘年的歷史，燦爛與黯淡交替之變，

完全受臺江浮沙聚散的影響所致。因此，安平的起落盛衰，

可說是一部臺江海岸與港口的變遷史。 
早期臺江內海的港灣深，是座可停泊船艦的天然良港， 

荷蘭人在此停靠船艦。臺江外海有 11 個沙洲島嶼橫亙，沙洲南、北各有一個港口，南口為安平

的大員港，北口則是鹿耳門港。1823 年，鹿耳門港毀於洪水，而安平則因海沙推移，港口反而

略深，於是與北線尾島上新興的四草湖合稱為臺灣港，掌臺江風雲百餘年，但因多種原因日漸 
淤積。日治時期，日人積極開闢運河，安平新港完工，由臺南可經安平新港順利地出海，不過

外海的漂沙仍然相當嚴重。後期二戰爆發，日人已無力專注於安平港的建設，加上當地居民鑒

於臺江內海周圍土地是鹽分地帶，為求得最大的土地效益，紛紛種植番薯、番茄等耐旱的作物，

或是在淺水溼地上圈地築岸，並開闢養殖漁塭場，致使臺江內海持續地萎縮，不論是港灣功能

或地貌景觀皆不復以往。1974 年，政府為解決港口問題，選定於安平港南方約 2 公里處的鯤鯓

湖一地，開闢鯤鯓港，朝多目標的現代化港埠邁進，臺南港口的發展遂出現新的契機。 
 

鹽田兒女勤打拼——踏實奮鬥創奇蹟 

1823 年，南瀛地區發生大水患，大水、山洪挾

帶大量土石泥沙沖入臺江、倒風兩大內海，不但使

曾文溪改道，鹽水溪南移，更將內海及濱海口全部

填成陸地，北從鹽水港、下營茅港尾、荳港到西港、

安定港口、永康洲子尾以西全部陸化。今日臺南市

安南區及臺南縣北門區 6 鄉鎮大部分土地均屬之，

也是「鹽田」名稱之來源。 
臺南縣北門區由於地理位置處西南濱海環境， 

土壤鹽分高，農作物種植不易，造成當地居民生活 ▲ 七股鹽田生態文化村一隅 

▲ 臺南安平港之昔日鯤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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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頓艱辛，長期以來與天爭地，造就當地居民樂觀奮鬥、豪邁的性格，也讓每個在地人對鹽田

別有一番不同的體悟與對生命的詮釋。在這種貧困的生活環境下，人們轉向尋求文學的慰藉，

日治時期便產生了擅寫開放文章，作品充滿本土意識且充滿濃厚鹽鄉風情的「鹽分地帶文學」，

至今仍每年舉辦鹽分地帶文學營，當地居民亦以鹽田兒女自稱，希望將鹽分地帶的勞苦與流汗

的記憶，以及勤奮踏實的精神傳承給下一代，商場上亦出現了以刻苦聞名的臺南幫。 
 

幽覽史蹟緬昨日——話古論今訪南瀛 

臺南為西方殖民者與漢人移民在臺開發的發祥地，因此擁有許多珍貴的歷史文化資產，亦

為文風鼎盛的教化之地。當時中國居民移居來臺者紛至沓來，商船雲集，為滿足大量移民的各

項生活需求，市內商店櫛比，臺南都會之規模於是奠定，鄭氏王朝於此設孔廟、創學校，銳意

經營，民生利賴；清帝國以此為政經中心，建砲臺、築城牆，貿易暢旺，為對岸漢人所夢想之

園地。因此，城市內存在著許多珍貴的歷史古蹟，除了保留了臺灣人的共同歷史記憶外，更可

作為觀光發展之利用。 
 

★臺南著名歷史古蹟 
名稱 建立年代 說明 

安平古堡 1624 年 舊稱熱蘭遮城，臺灣最古老的城堡。自建城以來，曾經是荷蘭人統治臺灣的中樞。

赤崁樓 1652 年 是荷蘭人在郭懷一事件後所興建，早期亦稱紅毛樓。在鄭成功攻占臺灣以後，曾經

改普羅民遮城為「東都承天府」，作為全島最高的行政機構。 

南鯤鯓代天府 1662 年 為全臺規模最大、最古老的五府千歲王爺信仰的信仰中心，號稱臺灣王爺總廟。 

臺南孔廟 1665 年 是全臺最早的一座文廟，由陳永華建議鄭經在承天府建立，初設時僅大成殿，用來

祭祠孔子，又稱「先師聖廟」，之後設明倫堂作為講學之用，是為全臺首學。 

億載金城 1876 年 二鯤鯓砲臺，舊稱安平大砲臺，是對應於不遠的安平小砲臺而得；又因入口城門上

方有沈葆楨題額「億載金城」，故俗稱億載金城。為日軍犯臺後所建，是全臺第一

座現代化西式砲臺。 

 

臺南的未來展望與契機 

    臺南擁有獨天得厚的自然景觀及豐富的文化資產，近年來臺南縣政府便致力於觀光產業的

發展，如西拉雅國家風景區、孔廟文化園區、赤崁文化園區等等。臺南的小吃也是名聞遐邇，

如擔仔麵、冬瓜茶、棺材板等皆吸引了不少觀光客，為臺南成為觀光客雲集之地。 
    此外，臺南科學園區的設立，不但為當地帶來就業機會，吸引外資及技術人才，帶動了臺

南的經濟發展，也為臺南帶來了新的契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