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艋舺龍山寺
主祀觀世音菩薩，創建

於 清 乾 隆 3 年（ 西 元

1738 年），是居民的信

仰中心和萬華商業活動

的中心點。廟內供奉的

神明超過 100 尊，前、

正、後殿及左右護龍古

色古香，與旁邊的地藏

王廟均為市定古蹟。龍山寺內各廟殿建築、雕刻、剪黏與

交趾陶鬥牆，深具藝術價值，螺旋藻井以全斗拱築構，雕

工細膩迷人。每年元宵節花燈展、每日眾多信徒來此誦經

早課。農曆 2 月 19 日觀世音菩薩聖誕、6 月 19 日成道日、

9 月 19 日觀世音菩薩出家日的盛大慶典等，都是該寺的

特色。

 臺北市廣州街 211 號

 （02）2302-5162

03  艋舺清水巖祖師廟 
廟內主祀宋代高僧清水祖師，為安溪人的守護神，與艋舺龍

山寺、大龍峒保安宮被尊稱為臺北三大廟門。清咸豐 3 年（西

元 1853 年）因發生知名的「頂下郊拚」移民械鬥，祖師廟

遭波及焚毀，因而見證此一重要歷史事件。廟殿內的古典建

築風格，與栩栩如生的黑面祖師公皆是遊客參訪的重點，因

具歷史價值而被列為三級古蹟。

近年來因電影《艋舺》劇中主

角結拜等多個場景在此拍攝，

吸引不少年輕遊客前往。

 臺北市康定路 81 號

（02）2371-1517

04  華西街觀光夜市

06  龍山寺地下街商場
龍山寺正對面艋舺公園地下室

的龍山寺地下街商場，為地下

2 層的大型特色商街，有命理

古玩、文化精品等攤位；方便

的地下通道，將商場與捷運龍

山寺站、萬華區行政中心、龍

山商場美食廣場串成方便逛街

的好去處。

 臺北市龍山寺正對面（艋舺公園正下方）

   （02）2306-5988

02  艋舺青山宮 
宮內奉祀泉州三邑人守

護神「靈安尊王」，俗

稱青山王，神祇具司法

神特性，廟內有古代衙

門體系神格化的八家將，

以及緝鬼的范、謝將軍，

每年農曆 10 月 20、21、

22 日有暗訪遶境活動。

廟堂八卦藻井雕工精美，

入口正面有花崗石與青

斗石石雕，為三級古蹟。

 臺北市貴陽街 2 段 218 號

 （02）2382-2296

懷舊思古 ‧ 風韻演繹

艋舺商圈

艋舺商圈 歷史風華的場域

道地美味 ‧ 味蕾記憶

外國人心中體驗臺灣夜市文化最佳

地點之一，也是全臺第一座觀光夜

市。紅色宮殿式牌樓、口碑老字號

店家、蛇肉店、推拿店、精品店、

命理書店，以及特殊體驗的腳底按

摩，深獲遊客青睞。

 臺北市華西街

05  廣州街、梧州街、西昌街夜市
緊鄰華西街觀光夜市的廣州街、梧州街、西昌街夜市，3 個夜

市共同連成精彩的夜生活，也打造出艋舺庶民風味的美食天

堂。數百攤小吃美食、雜貨及生活用品攤位，外國遊客也逛得

津津有味。

 臺北市廣州街、梧州街、西昌街

西門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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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大樓

艋舺公園

仁濟療養院歷史建物

老松國小

剝皮寮

臺北護理學院

峨眉停車場

洛陽停車場

中山堂地下停車場

糖 文化園區
由西元 1911 年臺糖臺北倉庫遺留

至今的 3 座舊式紅磚倉庫、五分

車及月臺所打造的糖廍文化園區，

是臺灣緯度最北的製糖史蹟建築，

3 座頗具古風的糖廠倉庫，已被列

為市定古蹟，是當地重要的鄉土

教育資源，明華園歌仔戲總團亦進駐於此。

 臺北市大理街 132-10 號（時報大樓旁）

（02）2306-7975

  A 倉：週二至週日 10：00~17：00  

    C 倉：週五至週日 10：00~17：00 

    10 人以上，接受預約導覽。

和平西路鳥店街
位於和平西路 3 段的中華路至南寧路口，短短不到

二 百 公 尺 聚 集 了 十     

家鳥店，除有各式寵

物鳥出售外，亦販售

養鳥器材用品、鳥飼

料，成為養鳥的資訊

交流站。

 臺北市和平西路 3 段

11  學海書院
臺北市唯一留存的清代書院建

築，為三級古蹟，初建於西元

1837 年，為三開間三進兩廊

兩護龍的建築，大門右側有一

對舉人旗桿，門廳、講堂、朱

子祠屋脊皆為燕尾翹脊式，左右護龍則採馬背式，門廳

屋脊上有福祿壽人物剪黏裝飾，整體看起來古意盎然。

現址為高氏宗祠，屬私人所有，目前未開放參觀，遊客

可隔著圍牆欣賞其建築之美。

     臺北市環河南路 2 段 93 號

艋舺服飾商圈
艋舺因開發甚早，形成臺灣最早、最大的

成衣批發商圈，民國 50 年代，大理街成衣

加工廠由零售轉為批發，設計、生產、行

銷一體，品質、價格極具競爭力，服飾種

類五花八門，吸引各地服飾店來此批貨。

 臺北市大理街 45 號

   （02）2304-5168

電影 場景  身歷其境

                        艋舺商圈

捷運
搭乘捷運板南線至龍山寺站，步行可至商圈各景點。

公車
搭乘臺北市以下各路線公車至捷運龍山寺站，步行可
至各景點。
1、38( 含區間車 )、49、201、231、234、245、263、
264、265( 中央路、明德路、區間車、夜間公車 )、310、
527、651、656、658、701、702、705、907、藍 28、綠
17、和平幹線、萬大樹林先導公車。

                       西門町商圈

捷運
搭乘捷運板南線或松山新店線至西門站，步行可至商
圈各景點。

公車
搭乘臺北市以下各路線公車至捷運西門站，步行可至商
圈各景點。
9、12、49、202( 含區 間 車 )、205、206、212 (含夜間公
車、 直 達 車)、218 ( 含 直 達 車 )、223、231、232、234、
242、243、245、246、249、250、252、253、260、
262( 含區間車 )、263、265( 中央路、明德路、區間
車、夜間公車 )、270、302、304( 承德線、重慶線 )、
307、310、513、527、601、604、624、635(含副)、
637、651、656、658、660、662、667、670、671、
701、702、705、706、835、綠 17、藍 2、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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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地區交通資訊

新富市場口─ 電影《囧男孩》的拍攝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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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和平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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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艋舺大拜拜

每年農曆 10 月青山王聖

誕出巡遶境，除了有盛

大慶典、熱鬧非凡的各

式陣頭與神將遊行，各

店家均備香案、供品禮

敬，即俗稱的「艋舺大

拜拜」。

臺北旅遊服務中心（捷運西門站）

地址：臺北市寶慶路 32-1 號 B1（捷運西門站 5 號出口）
服務電話：（02）2375-3096
服務時間：平日 11:00 ～ 20:00，假日 11:00 ～ 21:00

西園 29 服飾創作基地
西園 29 服飾創作基地為全臺最早的服飾批發中心－

艋舺服飾商圈注入新意象，帶動商圈改造；每年並徵選

30 至 40 位聯盟設計師，整合產業設計人才，打造傳產

製造業與本土設計人才溝通橋樑。1 樓設有 29cafe 及複

合式設計商店；2 樓是設計師工作室及媒合平臺；3 樓

為多功能活動展示廳，提供設計師、周邊商圈店家及產

業業者常態性、主題性展演舞臺。

  臺北市西園路 2 段 9 號  

    （02）2336-7599

  週一至週日 09：00 ～ 18：00；國定假日休館

攝影／楊志雄

佛具街
龍山寺旁西園路 1 段的廣州街

口至桂林路口，為全臺聞名的

「佛具街」，老字號與數代相傳

老店共有 20 多家，除了佛桌、

神像、繡莊店外，還有各式周邊

佛具商品，古意十足。電影《艋

舺》劇中一角「和尚」家的場景

就在此拍攝。

 臺北市西園路 1 段

撫臺街洋樓
撫臺街是日據初期的舊街廓名，因清代巡撫衙門曾主設

於此區而得名。1910 年撫臺街新闢道路 ( 今延平南路 )

完工，洋樓繼之建成。1997 年指定為市定古蹟，2000

年遭受祝融之災，2007 年修復整建完成。因鄰近北門

相機商圈，現為「臺北攝影中心」。

 臺北市延平南路 26 號            （02）2314-8080    

 週一至週六 10：00 ～ 18：00  （最後入館時間為 17：40，週日休館）

艋 商圈為臺北市發展最早的商圈，早期臺灣所謂「一府二鹿三艋 」，艋 正是指以龍山寺
為中心點的商業區域。當年艋 商圈因為淡水河船運便利，加上鐵路設置萬華站，成為南來北
往的交通要地，也促成各行各業的興盛；而除了龍山寺和剝皮寮，服飾商圈、華西街觀光夜市、
鳥店街、佛具街、青草巷等，也都是熱門的觀光景點。近年來因電影《艋 》的推波助瀾，
更讓艋 的觀光人氣快速竄升。

47

08  青草巷
位於龍山寺旁西昌街 224 巷的青草巷歷史

久遠，起源自善男信女至龍山寺裡求藥籤，

就近在巷內抓藥草回家熬煮。兩百多年傳

承下來的智慧，各店家都有一些祖傳祕方，

除了青草藥，不少遊客也喜歡來杯青草茶

降火解渴。這裡也曾在電影《艋舺》中入鏡。

 臺北市西昌街 224 巷

07  剝皮寮
剝皮寮位於老松國小校園南側，清朝時期福

州商船運入福杉，在此剝去樹皮而得名，另

有一說為剝獸皮，或日據時期「北皮寮」的

閩南語發音沿用至今。此處早期是商業交易

熱絡的街道，街道成形於清朝嘉慶年間，跨

越了清朝、日據、民國三個時期，日據時代

老街狹窄，市區改正後老街南側新闢了廣州

街，新街面上就形成現在一整排當時流行的巴洛克風格建築，老

街也成為新街後巷。此處保有開發初期空間特色，更是臺北珍貴

的鄉土教育中心，透過剝皮寮歷史街區導覽參觀及北市鄉土教學

課程，讓遊客及市民對於本土歷史和文化有更深的認識。近年來

因電影《艋舺》的主場景在此拍攝，讓此地一夕爆紅。

剝皮寮歷史街區

 臺北市廣州街、康定路口       （02）2336-2798 轉 229

 開放時間（免費參觀）：週二至週日  室內空間 09：00 ～ 18：00

                                     街區 09：00 ～ 21：00

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

 臺北市廣州街 101 號              （02）2336-1704

 開放時間（免費參觀）：週二至週日 09：00 ～ 17：00（週一及

國定假日休館）；團體預約參觀：15 至 90 人可預約導覽解說（以

學校團體為優先）。

09  新富市場
新富市場因電影《囧男孩》在此拍攝，成為萬華一帶知名的

傳統市場之一。這棟老建物興建於西元 1920 年，市場平面為

馬蹄型，中間留設採光通風天井，動線流暢具便利性，市場

外飾線具 Art-Deco 風格，大量運用放射狀、階梯圖形，屬當

代建築的前衛手法。市場內還留存當年木造攤位、編號名牌

及保險箱，古色古

香。裡頭有不少來

頭不小的攤位，如

臺北市市場處舉辦

「天下第一攤」的

活動得主，更有日

本觀光資料推薦的

知名好攤，包括阿

婆油飯、多餃舍水

餃等，值得品嘗。

 臺北市三水街 70 號

10  古山園旅社
因電影《霓虹心》、《艋舺》

在此取鏡，而再度成為遊客

焦點的華西街「古山園」，

是當地老字號旅社，散發見

證時代的歷史韻味。旅社裡

「內將」何欣怡阿姨能將棉

被摺成 42 種以上的花樣，令

人嘖嘖稱奇。住宿價格實惠，深受外國遊客及背包客的喜愛。

 臺北市華西街 40 巷 16 號

（02）2306-7408

12  兩喜號魷魚羹
以魷魚羹在艋舺崛起的兩喜號，曾

經榮獲臺北市政府頒發「臺北老

店」。鮮美且手作繁複的魷魚羹料

多湯鮮，搭配道地古早味的炒米

粉，令美食家稱道。

西園店：  臺北市西園路 1 段 194 號

（02）2336-1129

廣州店：  臺北市廣州街 245 號

14  阿秀傳統切仔麵
自民國 48 年創攤至今，濃郁的

古早味油麵、乾麵，搭配令人垂

涎欲滴的小菜或黑白切，並蘸著

老闆特製醬料，是許多老艋舺人

難忘的美食記憶。

 臺北市廣州街 90 號

    （02）2306-1245

13  陳記專業蚵仔麵線
選用超大顆蚵仔，配上滷得入味

的大腸頭，與香 Q 紅麵線相得益

彰。大骨、蝦皮、紅蔥頭的鮮美

湯頭，令人忍不住一碗接一碗，

十分過癮。

 臺北市和平西路 3 段 166 號

 （02）2304-1979

15  周記肉粥
民國 45 年開店、超過半世紀的

周記肉粥，是許多艋舺人對美

食最樸實又美麗的回憶，鹹度

恰到好處，以 Q 軟適中的米飯

搭配大骨湯頭，再來盤必點的

外酥內軟紅燒肉，堪稱絕配。

 臺北市廣州街 104 號

 （02）2302-5588

16  三味食堂
位於艋舺清水巖祖師廟旁，超大塊的生魚

片、握壽司等各式實惠美味又精緻的日式

料理，讓行家甘願在門外大排長龍。

 臺北市貴陽街 2 段 116 號

 （02）2389-2211

23  三十三間堂
無菜單的日本料理店，全

憑 老 闆 娘 依 顧 客 預 算 配

菜，店內裝潢風格仿日本

東照宮，取其步步高升之

意，從日本禪風中散發出

中式優雅的美感。

17  福州元祖胡椒餅
大排長龍的人群都為這內餡

鮮美、肉汁濃郁的胡椒餅，

外層麵皮烤得香酥，輕咬一

口，滿是幸福滋味。

 臺北市和平西路３段 89 巷 2

弄 5 號

 （02）2308-3075

18  北港甜湯
是遊客們飽嘗艋舺美食後續攤甜品的好選擇，長糯

米及桂圓經長時間熬

煮，口感溫潤，桂圓

飄香。紅豆湯、芋頭

湯，以及燒麻糬沾花

生粉的古早味吃法，

令人懷念。

 臺北市華西街 41 號

 （02）2302-3281

19  阿猜嬤甜湯
位於華西街尾端、貴陽街口的

阿猜嬤甜湯，口感綿密的花生

湯和冬季限定的米糕粥，是讓

人聞香下馬的內行味；甜而不

膩的紅豆、綠豆湯，也深受饕

客們喜愛。

 臺北市華西街 3 號

 （02）2361-8697

20  永富冰淇淋
充滿臺式古早味的冰淇淋店，

店內販售花生、紅豆、芋頭、

桂圓、李梅……多種傳統口味

的冰淇淋，口感綿密、香醇滑

順，許多文人雅士都是這裡的

常客。

 臺北市貴陽街 2 段 68 號

 （02）2314-0306

21  萬華仙草冰
超過 40 年的冰點老店，透

心涼的條狀仙草，碗裡飄

浮著些許碎冰，再加上老

闆特別以黑糖、砂糖熬煮

的糖水，整碗仙草冰透著

淡淡焦糖芳香。

 臺北市艋舺大道 138 號

 （02）2302-9044

24  頂級甜不辣
下午起攤子前就擠滿饕客的美

食名店，甜不辣、米血糕、油

豆腐……等，滿滿一碗再淋上

家傳祕方醬料，令人回味無窮。

 臺北市廣州街、梧州街口

 （02）2302-6022

22  龍都冰菓專業家
艋舺地區冰品美食代表，以

十分香醇濃郁的木瓜牛奶聞

名，料多實在的八寶冰，冰

涼滋味，更擄獲行家們的心。

 臺北市廣州街 168 號

 （02）2308-3223

 臺北市康定路 116 號

   （02）2361-0807

TIP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自國民政府遷臺後，西門紅樓二樓劇場歷經了滬園京劇

（1949 年）、紅樓書場相聲（1951 年）、話劇─臺灣小劇

場（1953年）、電影（1963年）、古蹟電影博物館（1997年）

等 5 個時期的藝

術表演發展史，

為 重 現 往 日 風

采，西門紅樓二

樓劇場已提供藝

術團體作為表演

場地。租借場地

請洽西門紅樓。

 （02）2311-9380

西門紅樓創意市集 

每月定期利用北

廣場廣大空間所

舉辦的西門紅樓

創意市集，為該

地注入更多活力

與創意，也吸引

許多國內外遊客

前來血拚逛街，

成為西門町一大

觀光特色。

  西門紅樓北廣場

　 每週六 14：00 ～ 22：00、週日 14：00 ～ 21：30（每逢節

慶擴大舉辦市集，例假日前一天營業至 22：00）

25  西門紅樓
擁有百年歷史的紅樓創建於

日據時期，是全臺首座官方

興建的公營市場，也是臺灣

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市定

古蹟市場建築。當年日本建

築以洋風為主，獨特八角造

型的市場入口和十字架造型

的市場主體設計十分前衛，

此處保有許多時代建築特

色，主體建築山形牆飾板、

直立式「老虎窗」、扶壁與八角樓的外牆作橫帶裝飾，

還有窗拱上的拱心石，以及屋頂上的鋼鐵桁架，都是建

築設計上匠心獨具的表現。八角樓內展示的百寶格、戶

外北廣場舉辦的創意市集等多元性區塊，創造一處新穎

的創意空間，成為臺北文創產業發展重鎮，更有許多愛

好文化創意產業的文人雅士及年輕朋友喜歡來此喝茶、

與歷史對話。

 臺北市成都路 10 號  　　   （02）2311-9380

    週二至週日 11：00 ～ 21：30

    週五、週六延長至 22：00，週一休館 

西門紅樓 16 工房

西門紅樓的十字樓為推

廣臺灣文創產業，讓臺

灣文創品牌發光，特別

成立 16 工房，陳列巧

奪天工的新式商品與客

製化的細膩精品，是創

意團隊發聲最佳平臺。

  西門紅樓十字樓直段 1、2 樓

  週二至週日 14：00 ～ 21：30，週一休館

29  戲服街
西 門 町 的 戲 服

街 就 是 西 門 紅

樓 旁 漢 中 街 的

別 稱， 短 短 的

街 上 有 不 少 專

門 出 租 戲 服 的

專 門 店， 知 名

的大型老店「青

龍」、「天鵝」、

「灰姑娘」……等，成了話劇、舞臺劇、啦啦隊表

演等表演服裝的租借市場。

 臺北市漢中街（成都路至長沙街 2 段）

26  西門町紅包場
西門町的紅包場是臺灣

歌廳特有的演唱文化，

分布在西寧南路、漢中

街、漢口街一帶，原本

沿襲民國 40 年代上海

灘歌廳的經營模式，為

來臺的國軍和軍眷演

唱，後來聽眾為鼓勵

自己喜愛的歌手，便準備紅包待歌手上前獻唱

時，親手致贈以示支持，也讓歌手唱得更賣力，漸漸

形成「紅包場」文化。

西門 從日據時期就被日本政府規劃為休閒商業區，至

今仍是臺北市西區最繁華熱鬧的區域。這裡不僅匯聚

吃喝玩樂等多元特色，更成為臺灣青少年流行次文化

的發展重鎮。各式店家陳列來自國內外服裝、飾品、

40  謝謝魷魚羹
屹立西門町超過 30 多年，是

五、六年級生逛街、看電影之

餘的方便美食。新鮮厚實的深

海魷魚，搭配甘甜湯頭與爽脆

豆芽菜，盡現古早味之美。

 臺北市漢中街 32 巷 1 號

 （02）2371-8781

人氣美食店 ‧ 懷念妙滋味
36  鴨肉扁
掛著「鴨肉扁」招牌，賣的卻

是受歡迎、口感扎實有嚼勁的

土鵝、米粉、切仔麵，料理簡

單，靠著美味的微燻鵝肉、鮮

甜的湯頭走紅西門町。

 臺北市武昌街 2 段 2 號

 （02）2371-3918

38  成都楊桃冰
鄰近捷運西門站 6 號出口的

成都楊桃冰，40 多年來以楊

桃冰、李塩冰、鳳梨冰酸酸

甜甜的美妙滋味，吸引無數

愛好冰品的消費者。

 臺北市成都路 3 號

 （02）2381-0309

39  楊記冰店
以一道花生玉米冰令許多網

友給予高度評價，另有芒果冰

等 10 多種冰品，在炎夏季節

裡吸引饕客排隊。

 臺北市漢口街 2 段 38 號

 （02）2375-2223

37  阿宗麵線
順口滑溜的紅麵線，搭配香

Q 的大腸，以及柴魚熬煮的

湯頭，經常吸引一群顧客在

門口站著吃或蹲著吃，景象

蔚為奇觀。

 臺北市峨眉街 8-1 號

 （02）2388-8808

41  賽門甜不辣
精選鮮魚魚漿製作成甜不辣，淋

上店家特製的香濃醬汁，輕啜魚

骨熬煉的湯頭，是老少咸宜的難

忘滋味。

 臺北市西寧南路 95 號

 （02）2331-2481

32  萬年商業大樓模型、鐘錶街
萬年商業大樓是許多臺北五至七年級生求學時代必逛的流行

聖地，1 樓為有名的鐘錶街，4 樓則有臺北市最大的模型玩具

市場及日本雜誌漫畫屋，其他

樓層包括新潮精品、服飾、運

動鞋等年輕商品，也是日韓港

潮品的集中地，5 樓以上的遊

樂世界、電影館，更是年輕人

的遊樂天堂。地下 1 樓美食

街，各式小吃平價實惠，備受

學生族群歡迎。

 臺北市西寧南路 70 號

33  西門町特色街
由於西門町龐大的年輕消費族群，讓流行服飾、美日韓港

潮牌名店及特色商店在這裡櫛比鱗次，久而久之聚集成

市，形成多條特色街道，包括成都路 27 巷日洋潮牌街、

漢中街 50 巷刺青藝術紋身及指甲彩繪街、昆明街 96 巷專

賣美國流行服飾的美國街，還有西門紅樓南廣場的酒吧咖

啡街、獅子林大樓 1 樓手機街、視聽影音街……等，成為

年輕人必逛的特色街。

31  西門町行人徒步區
全臺第一處「時段型」的完全行人徒步區，在假日禁止車輛通

行，因經常舉辦各式小型的簽唱會和專輯首賣會等活動，人潮

不斷，也成為各地行人徒步區規劃的觀摩對象。

34  誠品西門、116、武昌店
臺灣最大型連鎖

書店「誠品」，

是臺灣重要的文

化地標之一，西

門町地區就有誠

品武昌店、誠品

116， 以 及 位 於

原今日百貨的誠

品西門店等風格迥異的 3 家門市。誠品 116 走日本時

尚風，武昌店則以國際品牌專櫃聞名，西門店為獨具

特色的空間設計，吸引許多藝文愛好者來此沉浸於書

香氛圍。

西門店：  臺北市峨眉街 52 號         （02）2388-6588

誠品 116：  臺北市漢中街 116 號     （02）2370-0588

武昌店：  臺北市武昌街 2 段 77 號地下 1 樓～ 4 樓

 　　　　  （02）2381-3838

西門町唱片行
蔚為流行重鎮的西門町，有不少知名或年代悠久的唱

片行藏身其中，如佳佳唱片行、95 樂府、五大唱片、

玫瑰唱片等，透過業者的專業經營，不論中文、西洋、

日韓、古典、電影原聲帶等專輯，甚至較為特殊的進

口專輯，都有可能在這裡挖到寶，再加上不少二手 CD

店也進駐於此，西門町儼然成為樂迷們不可不去的美

樂地。

27  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位於日據時代臺灣瓦斯株式會社的現址，現今仍保存當時臺

北煤氣公司的廠房、煙囪、煉焦爐等設施。公園內除少數幾

棟舊廠房，還有新搭建的鋼

棚、鋼構平臺等露天設施，而

公共藝術作品「都市藝術方

塊」，則以影像呈現獨特的創

作精神。此處除了定期辦理

「月光電影院」外，廣場更不

定期舉辦各式藝文表演活動。

 臺北市康定路 19 號

   （02）2312-3717

圖／西門紅樓提供

圖／西門紅樓提供

西門紅樓外的銅雕

西門町商圈
混搭+新奇的世界

奇幻蒙太奇 ‧ 漫遊新藝城

西門蘊風華‧老店找幸福

42  蜂大咖啡
擁有半個世紀金字招牌的「蜂大咖啡」，與西門町齊名。點

杯濃濃的咖啡在店內享受午后的悠閒，是許多老顧客的甜蜜

回憶。

 臺北市成都路 42 號

 （02）2371-9577

43  大車輪日本料理
全臺第一家用模型小火車載著車臺，上面放著日式料理的迴

轉壽司店，壽司、和風料

理、生魚片、燒烤等美食

深獲民眾喜愛，用餐時刻

經常座無虛席。

 臺北市峨眉街 53 號

 （02）2371-2701

44  老天祿滷味
是數十年來陪伴臺北人逛西門町、看

電影的必備零嘴之一。老天祿的港式

滷味從臺灣紅到香港，最受歡迎的鴨

舌頭因香港天王、天后藝人指定必嘗

而大賣。

 臺北市武昌街 2 段 55 號

 （02）2361-5588

28  中山堂
被指定為市定

古蹟的中山堂，

原是日據時代

為紀念日皇裕

仁 登 基， 拆 除

清代布政使司

西 側 之「 欽 差

行臺」， 在原

址籌建的臺北

公會堂， 外觀

帶有西班牙回教式建築風格。光復後更名為中山堂，

當年主要功能為召開國民大會，現已成為藝術表演

場地；在位於 2 樓的「堡壘咖啡館」、3 樓的「台

北書院茶坊」、4 樓的「蔡明亮咖啡走廊」享受咖啡

茶飲，別有一番風味。

 臺北市延平南路 98 號        （02）2381-3137

 展覽室開放時間：10：00 ～ 17：00

    堡壘咖啡館開放時間：11：00 ～ 21：30

    台北書院茶坊開放時間：13：00 ～ 21：00

    蔡明亮咖啡走廊開放時間：11：00 ～ 20：00

圖／老天祿提供

45  雪王冰淇淋
臺灣冰淇淋店的一大奇葩，

有數十種獨家口味的冰淇

淋，如辣椒、咖哩、九層塔、

茶冰淇淋，還有奇特的麻油

雞、豬腳、肉鬆口味……，

琳瑯滿目的冰品菜單令人眼

花撩亂。

 臺北市武昌街 1 段 65 號

 （02）2331-8415

46  美觀園
平價日本料理，以蓋飯、壽司、烤香魚、

日式燒烤等美味，令許多美食行家為它

撰文推介，具日風的大眾食堂有濃濃的

溫馨幸福感，豬排飯、蛋包飯則是年輕

朋友們的最愛。

 臺北市峨眉街 36 號、47 號

 （02）2331-7000

    （02）2331-0377

47  太和糕餅
招牌商品鳳梨酥酥軟又扎實的內餡口感，

是茶點良伴；太陽餅微甜不膩的輕食

滋味亦令人難忘。

太和傳統餅

 臺北市成都路 47 號

 （02）2331-2772

太和餅舖

 臺北市康定路 300 號

 （02）2306-9629

圖／安利美特提供

百年展百寶格 西門紅樓茶坊

河岸留言
西門紅樓展演館
國內原創音樂最熱門的

發表舞臺之一，每月不

定期邀請音樂創作者分

享與表演，包括獨立樂

團的現場演出，讓潛藏

的音樂能量找到發聲的

出口。

       臺北市西寧南路 177 號

 （02）2370-8805

圖／西門紅樓提供

35  西門町簽唱會
因年輕族群聚集，西門町成為唱片公司發片、新人打歌

或舉辦簽唱會的首選，包括西門紅樓前廣場、漢中街與

武 昌 街 口 廣

場、 行 人 徒

步 區、 聯 合

醫 院 前 廣 場

等， 都 是 極

受 歌 手 們 青

睞的場地。

臺北觀光資訊

臺北觀光護照（Taipei Pass）

「臺北觀光護照 Taipei Pass」是在一定期限

內可以無限次數搭乘臺北市、新北市公車與

臺北捷運系統的票卡，各捷運車站均有販售。

旅客持該票卡至公車驗票機或捷運閘門啟用

後，可於有效使用天數內不限次數搭乘臺北

捷運、臺北聯營公車及新北市轄公車。該套

票分為一日券 180 元、二日券 310 元、三日

券 440 元、五日券 700 元，以及貓纜一日票

券 250 元，貓纜一日票券除原有捷運、公車

一天內無限次搭乘功能外，還可不限次數搭

乘貓纜，讓遊客優游臺北更加輕鬆便捷！

旅遊諮詢熱線
交通部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

（02）2717-3737（08：00 ～ 19：00）

交通部觀光局 24 小時免付費旅遊諮詢熱線：0800-011-765

免付費旅遊申訴專線：0800-211-734

臺北旅遊網
www.taipeitravel.net，以中、英、日、韓、西班

牙語呈現臺北市各項觀光資訊，並提供景點語音

導覽及旅館資料庫等服務。

雜誌等琳瑯滿目的流行商品，許多電影、歌手、商品發表

會也選擇在此地舉行；也因發展歷史悠久，西門 擁有許

多老字號美食及富文化內涵的歷史建物，造就現代與懷舊

並存的獨特氛圍。

30  武昌電影街
電影院林立的武昌街 2 段，因片商經常在徒步區舉行活動

及布置各式各樣電影大海報，「電影街」名號不脛而走。

民國 60、70 年代，西門町與城中地區、中華商場人潮連成

一氣，武昌街上一整排電影院頗具視覺震撼。目前街上仍

有樂聲、豪華、

日新威秀影城等

大型戲院營業，

每逢電影造勢活

動，經常擠得水

洩不通。

 

臺北市武昌街    

    2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