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义区 
简介 
信义区位于台北市中心东经 121.34 度、北纬 25.01 度，北邻松山区、东邻南港区、西邻

大安区、南邻文山区，面积为 11.2077 平方公里。信义区是台北市面积第五小的行政区域，

却是台北的市政中心，伫立着台北 101 世界金融大楼、世界贸易中心、台北市议会、台北市

政府、台北国际会议厅等重要地标，是台湾重要的经济政治中心。 
历史 
现在信义区的范围，在清代和日治初属田寮港庄，深澳坑庄和大水窟庄；1920 年，一

部分的田寮港庄划为基隆街，其余仍旧；1931 年，田寮港运河经整治完成并通航，同年亦

改订町名，分为寿町、幸町、东町、绿町、曙町、田寮町六个町，深澳坑和大水窟为二个大

字，各设区会。太平洋战争时，各町区会合并为第四、五、十六区会；战后，再合并为第二

区；1946 年，改称信义区。信义区名，系取具有中华文化涵意的词，作为区名。 
经济 
信义区在台湾经济体系中，扮演金融、媒体、电信营运中心的关键性的角色。产业方面，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随着高所得而来的高消费能力及产业结构变迁，统称为服务业的第三级

产业占台北市整体产业比重近达九成。当中包含批发、零售、贸易、餐饮、金融服务、运输

仓储、通信、工商服务等。服务业的盛行，让台北市成为一座生活必需品相当容易取得的城

市。某大型超商总经理曾说：“台北市有一个世界级的特色，就是便利商店密度世界第一名。”

另外，信义区科技接受度相当高，以资讯高速公路（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为目标的台

北，有线上网率、无线上网率等指标，都在世界主要城市中名列前茅。对新事物的尝试和一

窝蜂的特性并不限于科技方面，历年来出现的像是葡式蛋塔（1999 年）、HELLOKITTY 娃

娃（2002 年）、乐透（2003 年）、动画角色磁铁（2005 年）、甜甜圈（2005 年）等“郁金香

式”热潮即为一例。 
  产业分布于台湾其他都市（如新竹、高雄等地）的中、大型企业，大部分都将总公司设

于台北市，形成了台湾最大的工业生产区和商业区。劳动力状况：到 2006 年 3 月底为止，

15 岁以上之民间人口约有 213 万，劳动力有 118 万 6 千，就业者有 114 万，失业者 4 万 7
千，非劳动力 94 万 4 千；劳动力参与率 55.7%，失业率 3.9%。 
  在外籍劳工方面，到 2007 年 7 月底为止，台北市有 49，251 名外国专业人员（所谓的

白领外劳），数量是全台湾最多的；而所谓的蓝领外劳则有 36，778 人，也是全台湾第三多。 
交通 
市民大道市民大道分五段 

  一段：西起于环河北路，东於中山北路与市民大道二段相接。   
二段：西与中山北路与市民大道一段路相接，东与金山北路与市民大道三段相接。   
三段：西与金山北路与市民大道二段路相接，东与复兴南路与市民大道四段相接。   
四段：西与复兴南路与市民大道三段路相接，东与光复南路与市民大道五段相接。   
五段：西与光复南路与市民大道四段路相接，东抵基隆路。   
高架部分西侧引道衔接忠孝大桥与环西快速道路（环河南北快速道路），东侧沿台铁台

北机厂南侧衔接基隆路高架桥及麦帅一桥、麦帅二桥、环东快速道路（堤顶大道、环东大道）。   
高架沿线出口： 

由东往西出口—基隆路、复兴南路、台北车站/重庆北路、环河北路、三重由西往东出

口—光复南路、吉林路本路沿线的车站有五个，目前一个有使市民大道用，两个为紧急停靠

站，两个为预定车站。 



 

第四章：民俗风情 

凯达格兰族 
简介 

  相传凯达格兰族的祖先是从台湾本岛最东境的岬角—三貂角登陆，16 世纪康熙大大地

震前，文献指出仍为台北一带最主要住民结构。如详加细分，该族分布范围约为现今台北市、

基隆市、台北县的贡寮、新店、板桥及桃园北区。部分学者则以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为

界，分为南北两支系，再加上 16 世纪前迁移至宜兰的一支，可再将该族区分成：马赛族

(Basay)、雷朗族(Luilang)与哆啰美远族。(Torobiawan)。 
  另外，该族以及其他平埔各族一样为母系社会，从婚姻与财产制度中可显而易见：男性

必须入赘，家产也由女性继承，这与汉人文化有极大的差异。17 世纪-18 世纪，中国泉州漳

州一带的汉人移民大量进入台湾，平埔各族因处平地，与汉人的接触机会较多，加上汉人没

有携眷，因此通婚汉化程度都极深。在此情况下，除了被汉人归类为“熟番”外，原有文化

制度也迅速灭失。据考证，现今台北许多地名为凯达格兰族语音译而成，例如：大龙峒，北

投，八里，秀朗，艋舺等。 
主要布落 

  凯达格兰族分布地以台北盆地为主，北起基隆市社寮里、和寮里、平寮里，沿大屯火山

汇裾野至淡水河口，南达桃园县境内。其一部分移住宜兰平原建哆萝里远社与里脑社。据传，

其一部分移住宜兰平原建哆萝里远社与里脑社。 
  本族主要部落如下：霄里社（桃园县八德乡霄里村、竹围村）、南崁社（或南嵌社桃园

县芦竹乡山鼻村）、坑仔社（芦竹乡坑子村）、龟仑社（桃园县龟山乡枫树村）、南港社（台

北县芦洲乡正义村（南港子）、武湾社（或武溜湾社，台北县新庄镇）、摆接社（或摆折社、

台北县板桥镇社后里）、秀朗社（或绣朗社，又名控仔社台北县中和乡秀朗村秀山村）、雷里

社（或雷里社、台北市双园区与德里美德里）、沙厨社（又名纱帽厨社、台北市龙山区）、里

未社（台北市龙山区）、阿八里社（又名龙匣口社台北市双园区原安里）、圭母卒社（又名奇

武卒社或奎府聚社，台北市建成区）、大浪泵社（一名区浪泵，台北市大同区）、塔塔悠社（又

名答答悠社，台北市松山区永泰里）、里族社（台北市松山区旧家里、新聚里）、锡口社（又

名猫里即吼、麻里折口、麻里锡口等社、台北市松山区）、房仔屿社（又名峰仔时、峰仔屿

等社、台北县汐止镇保长里保安里）、毛少翁社（或称麻少翁社，台北市林围里、伦等里、

三玉里）、里岸社（台北市北投镇国度里、立农里）、内北投社（或内北头社，台北市北投镇）、

嘎唠别社（台北市北投镇一德里、桃源里、稻香里）、坌社（台北县淡水镇竹围里、八势里）、

鸡柔山社（或鸡洲山社，淡水镇义山里、忠山里）、外北投社（或外北头社，淡水镇北投里）、

圭北屯社（又名大屯社，一名大洞山社，淡水镇屯山里）、八里坌社（台北县八里乡）、小鸡

笼社（台北县三芝乡）、玛陵坑社（台北县七堵乡玛东、玛南、玛西等三村）大鸡笼社（又

名龟雾社，基隆市社寮里）、金包里社（或金包里社、台北县金山乡三和村）三貂社（或山

朝社、台北县贡寮乡穗玉村）。 
传说 

  相传他们祖先原来住在某座岛上，有一天出现一只大妖怪，每天晚上妖怪都会在部落中

出没，危害村民、族人，于是在房子和耕地四周设下了陷阱。受了伤的妖怪逃回山里，让部

落暂时获得了平静。没多久，妖怪又出现了，饿得发疯的妖怪，一伸手就抓住了一个小孩。 
  族人怕妖怪来吃人，都吓得不敢睡觉。大家议论纷纷，都想不出对付妖怪的方法，不得

已只好决定迁离原来的岛屿，经过一番艰辛的海上航行，他们终于看到陆地，这座岛屿就是

台湾。许多年以后，子孙繁衍越来越多。族人约定以抽签决定去留，抽中长签的，可以住在



 

举行主普坛点灯放彩、迎斗灯、灯车游行，至 15 日前夕放水灯达到高潮，接着公普祭祀、

跳钟馗清坛，直到农历 8 月 1 日关鬼门，整个祭典才算完成。 
  每年农历 7 月 1 日，位于安乐社区的开基老大公庙便会举行开龛门的仪式，揭开中元普

渡的序幕，开龛门象徵广开鬼门，邀请祖灵游魂共享人间布施；拉着家家户户便陆续进行家

普，宴请各路好兄弟，而公普的各项事宜也在中正公园及庆安宫展开。农历 12 日前后，位

在中正公园的主普坛点灯放彩，此时的中正公园便成为全基隆最辉煌耀眼的目标，光彩遍照

全市；而庆安宫前埕高高坚起的灯蒿也同时点燃，为四方孤魂指引方向、照明来路。 
  13 日有迎斗灯的仪式，各姓均自祠堂中迎出斗灯，以主普姓氏为首，于绕境游街后，

返回庆安宫安奉，斗灯代表北斗星君，点燃斗灯即代表了福寿绵长，并为同宗孤魂引路；历

年斗灯绕境过程中，多由聚乐社、得意堂这两个百年历史的北管乐社压阵，富含特殊意义。 
  整个祭典的最高潮自 14 日灯车游行一直持续到 15 日的放水灯，放水灯旨在为水上孤鬼

照路，接引其回到陆上享受供奉，水灯在施放之前，须先置于车上绕境游街，接受善男信女

的祈愿。游行队伍由主普姓氏打头阵，其他轮祭姓氏依序在后，队伍中尚有不同主题的灯车

和各式阵头，显得气势浩大、热闹非凡，最后行抵八斗子望海巷海边，进行各种道教祈福消

灾仪式后，于 15 日凌晨施放水灯。 
  放水灯向为鸡笼中元祭的高潮，其特色在于以姓氏为中心，具有凝聚宗亲及展示姓氏威

望之效，纸厝外型的水灯即代表宗氏祠堂，招引同姓孤魂得归其所，并庇佑来日兴旺。施放

时，水灯内置有经衣及纸钱，水灯漂得愈远，表示施放的人来年福气愈好。 
  放完水灯，还有以下重要仪式：在中正公园的主普坛前普施孤魂，于庆安宫焚烧寒林所

（冥府翰林院）、同归所、大士山等纸糊住所，让冥界孤魂有所依归，最后，凌晨时分举行

跳钟馗清坛后，只待农历 8 月 1 日老大公庙的龛门关上，即为鬼月划上句号。 

基隆炮狮 
农历一月元宵节举行，由基隆市西定路聚乐社办理，在元宵节当日下午由西定路出发，

举行四大庙拜庙绕境表演，依序绕经基隆护国城隍庙、庆安宫、奠济宫、觉修宫等庙，最后

于基隆市文化中心前所预先搭好的炮台表演舞狮。 
 

第五章：基隆旅游 

情人湖 
简介 
情人湖，原名五义埤，位于基隆市西郊的大武仑山区，为六条小溪汇入山间在洼地蓄水

而成的小湖泊湖水像珊瑚般分岔，湖面呈 Y 字形，周围林林浓密，清静幽雅.湖的四周丘陵

山坡上，满布青翠草木，沿着小径蜿蜒而上，林木浓密，清静幽雅，在林间的情人步道踏青，

可享受天然的森林浴。是基隆市政府积极开发的风景区，内有青年体能活动场、观景亭、吊

桥、水车、风车、划船码头等设施，亦有露营及烤肉区。情人湖北有步道可登临面海的山岭，

从棱线的步道上观海，不仅可见到岸边的澳底渔港，亦可远眺基隆屿及野柳海岬。情人湖正

东方的大武仑山，不仅为附近最高峰，也是值得凭吊的古迹。山顶的炮台建于满清道光年间，

是中法战争留下的古迹之一。山中古迹之涵盖面积很广，及许多建筑仍旧保存很多，老榕树

盘结纠缠其间，增添不少古意。在炮山山顶眺望，外木渔村、八斗子、万里、基隆等景色尽

入眼帘。 
情人湖，它位于连绵的梅岭山谷中，四周千山环翠，鸟鸣莺啼。端得是一处幽静的风景。

要说情人湖也并不大，小小的，状似一颗人心，局促在山中的谷地里。谁也不知道它的源头



 

自煮，惟冬至、元宵时节，可得事先预订，否则一颗难求。 
交通 
铁路：在台铁基隆站出站后往右手边的国光客运车站，上天桥后沿着港边的忠一路步行

约 10 分。 
  国道客运：在忠一路的客运总终点站下车后，延著忠一路步行约 10 分，经过东岸广场

（和平广场）后，行进至爱三路人行地下道。 
自行开车：进入市区后，可停在东岸广场地下停车场或信二路立体停车场。（有路牌指

示）东岸广场停车场和爱三路人行地下道有互通。 

第六章：基隆名人及事件 

文人学者 

刘黎儿 
简介 
刘黎儿（1956 年－），台湾基隆人，是旅日女作家，丈夫为台湾旅日棋士王铭琬。 
毕业于北一女中、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曾任《中国时报》驻日记者，目前专事写作，也

为多家报纸撰写专栏。刘黎儿的著作甚丰，主要以描写两性之间的关系为主，另外也有介绍

日本现况的著作。 
著作 
《超越地震》台北市，时报出版，1999 年，ISBN9571330299 
《东京‧风情‧男女》台北市，麦田出版，2000 年，ISBN9577089615 
《东京的情色手册》台北市，新新闻出版，2000 年，ISBN9578306679 
《东京．爱情．物语》台北市，麦田出版，2000 年，ISBN9574690792 
《愛してる》台北市，新新闻出版，2000 年，ISBN9578306814 
《黎儿流》台北市，新新闻出版，2001 年，ISBN9572026089 
《新种美女》台北市，时报出版，2002 年，ISBN9571335924 
《东京．迷丝．迷思：黎儿的日本情思》台北市，麦田出版，2002 年，ISBN9574699137 
《纯爱大吟酿》台北市，新新闻出版，2002 年，ISBN957202633X 
《新美女主义》台北市，时报出版，2002 年，ISBN9571337234 
《好色时代：黎儿的欲望东京》台北市，麦田出版，2002 年，ISBN9867782089 
《醉心日记‧一幸福 Caf’e》台北市，新新闻出版，2002 年，ISBN9572026550 
《黎儿游：邂逅深层日本》台北市，皇冠出版，2003 年，ISBN9573319438 
《新种男人》台北市，时报出版，2003 年，ISBN9571339253 
《黎儿纯爱俱乐部：上班族优先入场》台北市，方智出版，2003 年，ISBN9576798892 
《女人 25 后》台北市，方智出版，2004 年，ISBN9576799074 
《东京爱物语》台北市，时报出版，2004 年，ISBN9571341045 
《男女不完美主义》台北市，时报出版，2004 年，ISBN9571341991 
《换个姿势爱》台北市，方智出版，2004 年，ISBN9576799384 
《东京满吃俱乐部》台北市，时报出版，2005 年，ISBN957134298X 
《棋神物语》台北市，商周出版，2005 年，ISBN9861244344 
《大劈腿》台北市，时报出版，2006 年，ISBN9571344710 
《结了婚还想恋爱》台北市，时报出版，2009 年，ISBN9571350095 
译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