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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的傳統「老街」不再只是展現其歷史與文物的足跡，更是國際觀光客深入探

訪及認識台灣文化的必經之地。每條老街代表的文化都不盡相同，但是它們共同的是

歷史的痕跡。 

現在的台灣地方老街每年吸引大量民眾前往從事觀光遊憩活動，使得歷史古蹟逐

漸成為熱門的觀光景點。「文化觀光」是文化和歷史傳承的結合，而「旅遊設計」是

和行銷推廣所組成的一部份，研究目的在於規劃石碇文化觀光一日遊套裝旅遊設計以

及製作小冊子。 

為此，我們以石碇老街作為我們本次專題報告的研究主題，以實地參訪與整理資

料，並做導覽小手冊來推廣石碇老街，也透過在地觀察與深入訪談，掌握其發展與文

化旅遊資源，然後提出深度文化與觀光之建議。我們將用新穎的方式去重新詮釋石碇

老街的樣貌，讓更多國內外的旅客知道石碇老街的歷史及文化，如何向大家推廣石碇

老街的知名度，也是本專題研究的重點之一。 

關鍵詞：石碇老街、文化觀光、旅遊設計、導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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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台湾の伝統的な「老街」は、歴史と遺物の足跡を見せてくれるだけではなく、世界中の観光

客が台湾文化を訪ねて深く理解する必須コースです。それぞれの老街は異なる文化を表してい

ます。それらすべてが共有しているのは歴史の痕跡なのです。 

現在、台湾の「老街」は毎年多くの人々を魅了し、観光やレクリエーション活動を行ってお

り、歴史的な遺跡が次第に人気の観光スポットになりつつあります。「文化観光」は文化と歴

史の伝承の結合であり、「観光設計」はマーケティング促進を構成する一部であります、そこで本

ー研究目的を旅行プランのデザインとパンフレットの作成にしました。 

今回、私たちは石碇老街を卒業制作の研究のテーマとして、現地を訪問し整理し、案内ガ

イドパンフレットを作って、現地での観察と訪問を通じて、その発展と文化観光資源を把握しま

す。そして、深度文化と観光の計画を提案します。私たちは斬新な方法で石碇老街の姿を新

たに蘇らせました。国内外の観光客に石碇老街の歴史と文化を紹介し、老街のよさを皆さんに

宣伝することも、このレポートの重点です。 

 

キーワード：石碇老街、台湾文化、観光の提案計画、案内ガイドパンフレッ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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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早期因經歷了不同國家的統治以及移民的關係，為台灣帶來許多不同的飲食

文化和建築特色，因此興起了台灣的老街文化。台灣老街相當多，每個老街都充滿了

歷史意義，這次我們選擇介紹台灣較鮮為人知卻富含文化特色的老街—石碇老街。隨

著時代的變遷及社會的進步，部分老街的觀光率已開始逐漸下降，加上自北宜公路通

車後，石碇地區被坪林所取代，市街因而蕭條許多，更是造成老街的各個商家生意一

落千丈。為此，我們希望透過研究，更深入了解石碇老街特色以及文化，透過其中可

尋商機帶動觀光人潮，讓更多人知道台灣的歷史，使富有傳統文化的老街，變得越來

越有生機。 

位於新北市石碇區的石碇老街，是石碇區發展最早的區域，以石砌橋墩搭成的萬

壽橋劃分東西，有東街及西街之分。早期因西街發展較早，茶葉、礦業等商機較發達，

生活品質較好；現在東街人口逐漸增多，發展較西街蓬勃，漸漸取代了過去繁華的西

街。但石碇老街因所在的位置交通較不便利，造成降低觀光客前往的意願，使這富含

歷史文化的老街越來越不受關注。台灣的老街不勝枚舉，由於我們認為石碇老街具有

意義的歷史，於是我們選擇探討石碇老街這個地方，並且加以推廣。 

 

本研究主要針對以下六點做探討： 

（一）探討石碇老街的的歷史 

（二）探討石碇老街東西街的差異 

（三）探討在地產業 

（四）研究石碇老街沒落的因素及發展潛力 

（五）SWOT 分析 

（六）製作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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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 研究方法 

本專題對於石碇老街的文化、歷史、觀光以及有名店家進行研究，分為以下三種

方法： 

(一) 文獻探討 

參考當地宣傳 DM、網路資料以及訪問當地商家後共同彙整，透過以上的文獻來

研究石碇老街的文化及歷史，並加以運用各類資訊以客觀的角度統整及概述石碇老街。 

(二) 實地調查報告 

利用實地觀察，組員親身體驗石碇的文化及特色，訪問當地的居民與店家對老街

規劃的看法，將以上不同人訴說的想法，以及我們實地參訪的感想與收穫，再加以整

合，並推廣給更多旅客認識這個曾被忽略卻富有特色的老街。 

(三) 小冊子製作 

我們經常從網路上得知許多老街的知名美食，卻發現資料雜亂無序，關於老街的

資訊也是眾說紛紜；因此，本文將製作出一本不論國內外旅客都能淺顯易懂的小冊子。

我們利用簡易的地圖搭配景點介紹，在最下方附註地址以及交通方式，使小冊子慢慢

從功能取向，變成賞心悅目與旅行記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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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流程 

實 地 參 訪 

確 定 主 題 

研 究 動 機 與 背 景 

研 究 方 法 

資 料 收 集 文 獻 整 理 與 分 析 

小 冊 子 製 作 

編 輯 內 容 

簡 報 製 作 

專 題 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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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先行研究 

在決定介紹石碇老街的時候，我們先以網路的資料以及圖書館有關於歷史的文獻，

先做閱讀，尋找石碇相關的歷史，藉由彙整及文化發想來達到了解石碇的美，論文的

部分，我們找出了華梵大學建築學系碩士學位論文，蕭百興教授指導的幾本論文為我

們的參考文獻，彭程斌（2017），〈石碇聚落自行車空間設置企劃〉，林君珮（2017），

〈石碇山街旅遊模式〉，陳盈蓁（2018），〈石碇文化節企劃〉，並且加以閱讀，做了以

下幾點的缺點分析： 

1.論文主題以石碇文化節為主題，但在論文當中，大多是利用石碇的地形做分析，

相對反觀主題文化節介紹較少。 

2. 〈石碇文化節企劃 A Proposal of Shiding Cultural Festival〉此本論文

提出文化節的構想，但內容較不切實際，無法實際實踐，論文提到想模仿日本的風俗

民情，雖然當時該論文研究時不是疫情期間，但今年剛好遇到疫情，以現況來說,成

功舉辦的機率更低了。 

3.查閱多本論文,以同大學同教授的研究論文為例，內容極近相同。 

4.<石碇聚落自行車空間設置企劃>，以實地勘查後，當地的地形較容易造成土石

流，道路崎嶇，路況不佳，道路規劃沒有與當地地形做結合。例如：淡蘭古道，雖說

是步道，但實際的路況是路面地滑，路面上有很多小石子，若騎乘自行車，很容易發

生危險。 

此外，我們利用假日的時間，小組一起至石碇去實際探訪，了解當地的文化特色、

風俗民情，透過書中以及實地勘查來達到彙整整個石碇的歷史。 

希望藉由實際去參訪，以及介紹店家及景點為主，期望達到讓觀光客認識這些歷

史文化，而後可整合讓觀光客一目了然的觀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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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石碇 

第一節 石碇老街的歷史 

石碇位在石碇溪與烏塗的交會點，淡蘭古道的南路的隘口，昔日皆以種植包種茶

起家，亦是坪林、深坑、雙溪一帶茶葉的集散的地點。當地因溪水深且急、石頭堅且

硬，昔日船需要停泊於此都需要大石頭才能"碇泊"，因此命名為石碇，另一說是因為

石碇區的溪水裡到處是石塊，碇置在溪谷裡，在早期是當地居民過河的墊腳石，像是

舊式房屋大門的石質門檻(閩南語稱戶碇)，因而取名。現今仍然可以見到河床上遍布

著大小的石頭，堤岸旁的吊腳樓依然危立，隨著時間變化曾經乘載船隻的水路已變成

了溪水，繁華的街道也變為寧靜的老街，如今石碇的居民有超過五代的居民居住於此。

石碇早期以煤礦作為最主要經濟來源，後來煤礦枯竭後，大量人口外移，使石碇地區

有了份滄海桑田的感受。 

這裡擁有特殊的景點，例如不見天街、吊腳樓建築，老街裡還有百年老鐵鋪。石

碇的房子均是採用當地溪石所見蓋而成，石碇里以東街、西街最能顯現石碇昔日的繁

華風貌，由石碇溪萬壽往西街，向東則是臨烏塗窟溪興建的東街，西街是最早的發展

的街道，為運輸茶葉的輕便道路，沿街多半為土角厝建築，高達二、三層樓，是當時

最熱鬧富裕的象徵，目前石碇國小前的集順廟廣場，則是當年茶葉批發的集散場所，

里內並擁有百座廟宇，堪稱為是全省廟宇最多鄉鎮。 

一、 石碇老街的形成 

同治六年，台灣鎮總兵劉明燈經過此地，因有感山路崎嶇難行而有感而發的在峭

壁上刻了"雄鎮蠻煙碑"，巨大的碑文以篆書刻成，因草嶺古道常大霧瀰漫，使商旅經

過時容易迷失方向，劉明燈刻此碑文為了鎮壓山魔以外，還有威嚇山賊之意義，放一

枚天燈譯為山賊來襲，兩枚則是山賊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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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淡水港開港之後帶動了整個北台灣經濟繁榮，在淡蘭古道山坡地種植樟腦、茶

葉等經濟產物，為了減少往返淡水的路程，後來開發出了較晚的商業商道—石碇老街。

1 

二、 淡蘭古道 

淡蘭古道是台灣古道之一，早期就是人們行走的路徑，原稱淡蘭道，現稱淡蘭古

道。淡蘭古道開闢於清朝嘉慶 2年，由當時台灣知府楊延理所開闢，由於當時發生朱

一貴和林爽文亂事和屯蕃制度的實施，相當重視北部三貂角的發展，便開築了淡蘭古

道，發展到嘉慶末年成為水圳要道，是鄰近居民的生活經濟來源，清朝同治年間，茶

葉和樟腦逐漸成為台灣出口大宗，商旅和挑夫便利用淡蘭古道來往，淡蘭古道沿線聚

落也成為繁榮的街庄。清朝嘉慶年間已對台灣北部進行開墾與移民，開墾者從基隆暖

暖區一路開墾到蘭陽區，就是往返"淡水"與"噶瑪蘭廳"(今宜蘭)兩地，區分為北路（官

道）、中路（民道）、南路（茶道）。中間有三貂嶺與草嶺，清朝政府為了屯墾、軍事、

貿易等需求而開闢了許多山道，這即是淡蘭古道的由來。因利用大自然的力量，延伸

出許多的登山步道，使遊客不僅能爬山健身，也能體會自然之美。 

 

第二節 石碇東西街 

一、 石碇東街2 

石碇東街舊稱內月仔，相較之下西街發展較快。因為西街地小，因而有人開始往

東街居住，帶動了東街的發展，道光年間形成小街市。過去這裡很熱鬧，日用百貨每

                         

1
 Youtube，〈深度台灣之美｜從「石碇」出發 探索淡蘭古道的歷史人文與美景〉，

https://youtu.be/f4QadpBKnaQ，2020.5.9 

2 新北市觀光旅遊網，〈石碇東街〉，https://tour.ntpc.gov.tw/zh-

tw/attraction/Detail?wnd_id=60&id=109928，2020.5.9 

 

https://tour.ntpc.gov.tw/zh-tw/attraction/Detail?wnd_id=60&id=109928，2020.5.9
https://tour.ntpc.gov.tw/zh-tw/attraction/Detail?wnd_id=60&id=109928，20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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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都有，大家都要到石碇來買，因此又叫做「小迪化街」。早期清朝開發時期，石碇

為當時茶的買賣集散地。 

石碇是台北到宜蘭的交通要道，台北到坪林、宜蘭都會經過此地。當地居民因為

腹地小，所以衍伸出新的特殊建築「吊腳樓」。在東街，因為房與房的距離相近，為

了充分利用土地，所以街道的上方均為建築物所覆蓋，有了「不見天街」當之無愧的

稱號。其實在之前街內是有名的菜街，現以小吃攤販、菜販、有名豆腐店為主軸，東

街在百年前的清朝時期曾被戲稱為「乞丐寮」，因為是北區的交通要道，加上式茶葉

的買賣集散地，當地交易熱絡，乞丐可以藉此地乞討，但因天黑後無法回家，就在現

今東街的溪邊搭起「寮仔」過夜，因而稱為「乞丐寮」。 

二、 石碇西街3 

石碇西街原為石碇地區主要發源地。早期西街以大菁視為主要經濟產物。在染布

盛行時期，各家門前紛紛擺出一桶又一桶的染布大桶，而後又因繁榮得力於茶葉的交

易，當時的茶葉交易主要集中在集順廟與石碇國小前的廟埕廣場。最鼎盛時期，石碇、

汐止與竹東同被列為當時臺灣的大茶市。各地茶農踴躍，非常之多人。又在這之後，

煤礦發展了起來，茶葉沒落。轉向東街為重心主軸。現今西街一樣有保留了集順廟、

老樹與舊有的街道形式，成為具有文化內涵的歷史性老街。 

三、 石碇老街東西街的差異 

起初東街並無住屋及商家，以石碇西街為石碇地區主要發源地。早期西街居民以

大菁為主要經濟產物，在染布業發達時期，石碇西街上出現許多染坊，各家門前羅列

一排排的染布大桶。繼染布業之後，石碇西街的繁榮得力於茶葉交易，當時的茶葉交

易主要集中在集順廟與石碇國小前的廟埕廣場。 

                         

3 新北市觀光旅遊網，〈石碇西街〉，https://tour.ntpc.gov.tw/zh-

tw/Attraction/Detail?wnd_id=60&id=109930，2020.5.9 

 

https://tour.ntpc.gov.tw/zh-tw/Attraction/Detail?wnd_id=60&id=109930，2020.5.9
https://tour.ntpc.gov.tw/zh-tw/Attraction/Detail?wnd_id=60&id=109930，20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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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因為西街腹地小，便有人開始往東街居住，帶動了東街的發展，道光年間形

成小街市東街成為俗稱的「小迪化街」。 

後來石碇西街由於煤礦的發展，茶葉的沒落，漸漸地液將發展重心轉移到石碇東

街。目前石碇西街仍有遺留下集順廟、老樹與舊有的街道形式，成為具有文化內涵的

歷史性老街。 

第三節 石碇的興衰與復甦 

一、 石碇的興衰 

(一) 交通方面 

位於新北市的石碇區，在早期是淡蘭古道重要的中繼站，自 1946 年起北宜公路

開通後（俗稱九彎十八拐），經由淡蘭古道北宜往返的人開始減少，石碇區這個重要

的交通要點逐漸被坪林取代。這樣的情況對於當地的商家同時也造成極大的影響，因

交通不便的問題，遊客開始減少，過去繁榮的景象也逐漸消逝，交通是導致石碇商圈

沒落原因之一。 

2016年國道五號逐漸復甦，高速公路的開通，對坪林區開始有了負面的影響，反

之，對附近的自然環境卻帶來正面的效益。由於遊客大量的減少，垃圾量也逐漸下降，

生活環境開始有了好的變化，因交通而造成的廢氣問題也明顯改善，恢復了過去該有

的空氣品質。 

(二) 產業方面 

在日據時期，發現石碇區蘊藏著豐富的煤礦，因此開始煤礦業的發展，石碇因煤

礦業經濟越來越繁榮，百姓生活品質好轉，甚至在民國 53年到 57 年間，煤礦的產量

到達了最高峰。然而，在數年後，台灣的礦坑開始發生嚴重災變（煤礦因易燃氣體、

易燃物、電線短路等等因素引發的重大災變，如火災、礦坑爆炸），當然也免不了包

括石碇的礦坑，不僅如此，外加上石油的引進，以及進口煤礦的競爭，台灣各個礦坑

接連關閉，石碇礦坑也漸漸沒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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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石碇的沒落，不僅保留了石碇最原始的文化和面貌，這個富含特色的地區，

仍舊保有許多的自然美景，例如健行步道、富有濃厚歷史的建築物，以及各種特色美

食，煤礦業沒落後，留下的舊橋墩、礦坑、臺車道、礦工工寮等，也成為石碇地區的

重要文化觀光遺產。種種的因素，因而發展出「石碇老街」這個特色景點。 

二、 石碇區的發展 

(一) 交通方面 

樟腦、茶葉、礦業等產業在當時是較為重要及發達的，淡蘭古道為運送貨物的交

通要點，石碇便成為艋舺來往噶瑪蘭間重要中繼站，這樣的效益也為石碇帶來了商機。 

(二) 產業方面 

早期因西街發展較早，商人大部分都選擇位於西街集順廟前的廣場做生意，販賣

茶葉、樟腦等當地產業，客人絡繹不絕，後來更帶動了東街的發展，石碇因此成為了

北宜來往的重要商業小城，因此有「小迪化街」之稱。也因為產業發展興盛，開始吸

引了不少乞丐到此地乞討。在過去東街是乞丐的住處，到了晚上就在溪邊搭起「寮仔」

過夜，同時也有了「乞丐寮」之稱。 

後來東街的人口逐漸增多，發展開始比西街蓬勃，過去繁華的西街也漸漸沒落了。

現在的石碇老街都是以東街為主，有著知名的景點和特色美食，遊客自然而然也增加

許多，近年來政府也開始在積極的推廣石碇區，使石碇從過去經濟衰退、生活品質下

降的時期，重新復甦成為一個國內外觀光客也會去拜訪的知名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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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石碇的在地產業 

一、 茶葉4 

茶葉在染布業之後，成為石碇主要的產業，曾有日本人至石碇設立商行，專門收

購石碇所產的茶葉。因為收購茶葉價格對當時的人來說很高，導致了石碇居民的慢慢

地改種茶葉，再者，石碇的氣候很適合茶葉的生長，所以讓石碇區以及文山區成為臺

灣東北丘陵之重要茶葉產地。 

石碇東西街，正位於「淡蘭古道」的交通樞紐位置上，很快地就發展成為茶葉的

主要之地。事實上，石碇西街的持續繁榮即主要得力於茶葉買賣。當時茶葉的買賣都

集中於集順廟廟埕進行，不僅使石碇西街越來越繁榮，同時也帶動了西街旁邊的東街

的繁榮。日據時期，石碇與汐止及竹東同被列為當時臺灣的三大茶市。當時的石碇茶

市仍位於現今石碇國小前的廣場之中，茶農將茶葉挑來這裡出售，而各地的茶販前往

採購。 

現今的石碇，依然是文山包種茶的主要產地。每年固定舉行文山椪風茶的比賽。

被歐洲人美稱為「東方美人茶」的椪風茶，具有成熟的蜜香與軟甜的滋味，正是石碇

聞名的農產物，值得大家到石碇來一起探討。 

石碇較出名的茶葉，東方美人茶：茶葉呈現紅、白、綠、褐多種顏色，又稱五色

茶，帶有成熟的果香，並有蜂蜜的甘甜。文山包種茶：茶葉為翠綠色，茶香芬芳淡雅。 

二、 煤礦5 

日據時期，石碇的石碇里與中民里，由當時的日本人合資開發，組成「臺北炭礦

株式會社」，中民里也因礦業的發展，經濟的活動形態由「農業」轉變成為「礦業」。

石碇因煤礦的發展，大量人口移入，使石碇里與中民里的人口逐漸繁榮。 

                         

4
 石碇區公所，〈茶葉，煤礦，大菁，豆腐〉 

https://www.shiding.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154 

5
 石碇區公所，〈茶葉，煤礦，大菁，豆腐〉 

https://www.shiding.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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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石碇礦工大多開始在石碇的東街搭起簡陋的房子，東街開始有為滿足礦工

生活而開張的店家如娼寮、戲院等，繁榮東街的經濟，東街慢慢地形成了完整的街道

樣貌。聚落中的百姓的吃、住及日常消費，吸引了不少的人們，給石碇地區帶來了繁

榮的景象。由於煤礦的開採，日本人開闢了一條石碇至景尾間的輕便路，起點在現今

石碇派出所附近，在東街的廣場前把煤礦莊上輕便車，再運送出石碇里。 

在中民里，礦業主要集中在番子坑與中央坑。在生活上，中民里設立礦工福利社，

提供他們的日常生活飲食，並在中央坑、番子坑建築工寮，解決外來礦工居住的問題。

在交通上，設立「接駁專車」作為礦工上、下礦坑的交通，並開闢了輕便道與臺車道，

以便利煤礦運送，為中民里內的重要資產。 

  民國 60年代因為臺灣的煤礦業開始走下坡，石碇里與中民里也遭到相同的命運，

自此，大量的礦工紛紛搬離石碇東街、中民里番子坑與中央坑，只留下舊橋墩、礦坑、

臺車道、礦工工寮成為石碇地區的重要文化觀光遺產。 

三、 大菁6 

先民一開始到石碇開墾的時候，石碇是圍繞著山，能夠工作的範圍沒有很大，那

時候剛好當地是產著大菁的產業，大菁很適合在山區裡培養，石碇的人跟著先民的腳

步，就一起種起這個東西。 

大菁是什麼呢？它是一個青布衫的染布原料，山上種植大菁的人會送至市區市場

販售，石碇街上陸續出現一排排的染布大桶出現。 

現在的石碇西街，以前很多人在做染布用的大菁生意，生意好的時候，廣場充滿

都要來買染布的人們。 

以上說的產業盛況，直到茶葉的產業進入石碇之後，才改變大菁產業的盛況，因

為茶葉的利潤比較高，居民慢慢轉型，大菁跟染布的產業就逐漸下滑。 

                         

6
 石碇區公所，〈茶葉，煤礦，大菁，豆腐〉 

https://www.shiding.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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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現在還是可以看到「大菁」的遺址，位於「集順廟」的後院放置於石桌周圍

改做石椅的輾石，當時染布所需的「凹」形輾石，現代的布料都已採機械化，現在的

人只能憑空去想像，沒辦法直接親眼目睹。不過在石碇的「雲海國小」校長的努力之

下，「雲海藍染體驗館」成為石碇博物館中，重要的一個地方。 

四、 豆腐7 

石碇地區的豆腐，與其他地方比起來有不同的味道聞名，在台灣許多的豆腐之中

有個不一樣的地位，有很多的觀光客聞名而來的。 

為什麼豆腐大同小異，但石碇地區的豆腐會特別不一樣呢？據說是因為製造方法

採用傳統的做法，加上石碇的水質清澈的特性，而且不像一般豆腐做法大量生產，才

會製造有特色又美味的石碇豆腐。石碇地區的豆腐店家，堅持著傳統的製造方法，不

會因為大量的需求或隨著時代科技的進步，而去改變傳統的做法，為了就是要維持傳

統的製造方法，以及堅持石碇獨特的味道！ 

五、 香菇 

石碇區經常下雨，長年雲霧繚繞，氣候除了利於茶葉栽種外，也非常適合香菇的

生長。居民利用斷掉的木頭培育香菇，屬於小規模的經濟，而今石碇山區部分農家，

仍持續種植香菇。除了農民自產自銷外，也結合了在地觀光資源，經營農場，使其觀

光事業擴大。 

六、 桶柑 

石碇區的稻作沒落之後，先民紛紛改種桶柑。石碇區較偏山區，所有作物的收成，

除了自己種之外，必須趁著天還未亮，以人工背運的方式，沿著山路，蜿蜒崎嶇的石

頭小徑，運送到石碇大街上販賣。因為天候及土地等自然條件非常合適，居民用心照

料，石碇區的桶柑品質優良，汁多味美，深受大家喜愛。但也隨著時代進步，交通越

                         

7
 石碇區公所，〈茶葉，煤礦，大菁，豆腐〉 

https://www.shiding.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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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方便，石碇區年輕人口外流也越來越嚴重。到現在，年輕一輩的人沒有再繼續照

料桶柑，現在石碇區內只剩些許居民種植，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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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論 

在清朝時期的石碇，政府為了屯墾、軍事、貿易等需求，於是借用大自然的特色

開闢了許多山道，方便商旅和挑夫利用淡蘭古道來往運送貨物，為了減少往返的路程，

後來開發出了商業街道—石碇老街。居民們開始在淡蘭古道山坡地上種植樟腦、茶葉

等經濟產物，到了後來在日據時期，發現石碇區蘊藏著豐富的煤礦，因此開始煤礦業

的發展，石碇因煤礦業經濟越來越繁榮，在淡蘭古道的沿線聚落也因此成為繁榮的街

庄。 

傳承前人的智慧，發展出獨特的景點：｢吊腳樓｣、｢石頭屋｣。當地居民因為腹地

小，房與房的距離相近，為了充分利用土地，所以街道的上方均為建築物所覆蓋所以

衍伸出新的特殊建築「吊腳樓」。 

不只如此，美食也是特別受歡迎，豆腐、茶葉、甜點都是最著名的小吃指標。石

碇延續了建築著名流傳下來的智慧、自然之美的步道景點、後人料理興起的小吃，是

一個一次滿足到位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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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石碇老街內的店家與景點 

第一節 實地調查報告 

一、 實地調查說明 

在我們的研究論文主題定為「探訪石碇老街之導覽小冊子製作」後，就開始準備

前往石碇老街的實地調查工作，包括資料蒐集、閱覽當地文獻資料、以及行程的安排。

石碇老街附近有很多富有特色的店家、景點、建築。從中我們篩選了幾個網路評價偏

高的建議行程，再加上文獻中提及的歷史和些許網路蒐集不到的資訊，經過多次討論

後，彙整出實際到了當地要做的工作和需要親自蒐集的資料。以下是我們準備工作的

詳細說明： 

(一)網路資料蒐集 

我們事先上網搜尋石碇的相關資料，參考了網友撰寫實際前往石碇老街的心得與

回饋，以及新北市政府建立的官方網站上的觀光資訊，綜合了所有資料去做討論及整

理，讓我們能事先對石碇有些基本的了解。 

(二)現有文獻資料 

校內圖書館以及國家圖書館有各種不同與石碇相關的文獻資料，文獻裡介紹了許

多有關石碇的歷史、文化、特色，讓我們能事先熟知石碇基本的知識，事後更能與實

地調查的結果做結合。 

(三)排定行程 

在經過網路資料蒐集，以及參考文獻資料，排定的行程是綜合所有資料所安排出

來的。然而，因當地地形崎嶇，部分景點位在深山區或是交通不便的地方，基於安全

考量，我們選擇的行程都是偏向交通方便的地點，再加上觀光客到此地選擇地點較偏

僻的行程機率較小，調查出來的結果也比較能符合觀光客基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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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地調查報告 

(一)地理環境： 

石碇區的地理位置北臨平溪區，南鄰烏來區，

東鄰坪林區，西臨新店、深坑、南港以及文山區。

「翡翠水庫」是提供大臺北居民用水的主要來源，

雖然該水庫的水壩本體位於新店區境內，但其實有

92%的面積位於石碇區境內，因此石碇這個地方更

可以說是大台北地區缺一不可的極重要區域。 

 

正因為位於新北市的深山，環境清新幽美，空氣品質佳，正因為處在山區所以天

氣較容易陰晴不定，時常下雨，導致氣候容易潮濕，凡大氣中相對濕度較高的山地區，

多適合茶樹生長，也因此成就了「茶園」這類的行業興起。早期當地開發程度低且人

口稀少，多以煤礦為主要經濟來源，後來煤礦枯竭後人口開始大量外移。 

石碇的部分路段較崎嶇，當地居民會建造過河的小橋樑來連結兩地，也早就當地

有許多的橋樑或是步道形成。 

(二)交通條件： 

即使石碇身處於深山中，但有很多交通工具可以選擇，不論是自行開車前往又或

是搭乘交通工具前往，都很方便，只不過若是搭大眾運輸工具，等待的時間會比較漫

長；相反的若是自行開車前往，駕駛人的精神狀況也要特別注意。 

(三)專門產業： 

石碇因位於海拔 100-600公尺，又因夏秋雨量高、空氣潮濕，使茶葉盛產，再加

上台灣早期古道運輸發達，使茶葉大量輸出，是當時重要的茶葉出口地。後因煤礦產

業發達造成茶產業沒落，煤礦坑挖完後造成石碇沒落，僅有豆腐與茶葉產業成為支撐

當地重要經濟來源。 

(四)地方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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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碇老街附近有郵局、學校、衛生所、行政機關等地方建設，有助於奠定市鎮中

心的地位。 

(五)特色建築： 

石碇因腹地狹小，當地居民在建造建築物時，都會特意利用竹子將建築物支撐於

河床之上。加上老街有百年的老店鋪以及多棟古式建築，瀰漫著濃厚的懷舊氣息。 

(六)參訪商家： 

1.一粒粽：一粒粽的起源,創立於 1978年，一粒粽的創始者林陳蝦玉女士，

出生於純樸的石碇小鎮，年輕時嫁到深坑便開始做起了傳統小吃的生意，

近十幾年才回到石碇開起粽子專賣店，當初命名的用意是希望粽子的好

味道能讓客人吃一粒就上癮,故命名之。 

2.陳記豆腐養生恬點：石碇以豆腐最為聞名，陳記豆腐養生恬點以石碇帶有

焦香的豆腐製作甜點，沒有過多的裝飾，保留豆腐最原始與乾淨的味道，

用最簡單的方式，突顯食材的鮮度與香味。 

3.阿嬤手工麻糬：位於石碇東街內的不見天街，曾在「點心米食嘉年華」榮

獲台北麻糬大賽-最佳特色獎成為許多人來到石碇遊玩時，必買必吃的

當地土產、伴手禮。 

4.美美飲食店：美美飲食店位於不見天街出口，是石碇老街内擁有鄉土美味

的一間店，最有名的就是她的閹雞以及桂竹筍，一天能賣上上百隻閥雖。 

5.榮鳳茗茶：新北市的石碇、坪林地區，是盛產茶葉的地區，石碇地區也有

好幾間茶行，榮鳳茗茶也是其中一家。 

6.許家手工麵線：許家麵線起源於民國 80年，許老闖與當時的鄰居林師傅

拜師學藝，跟隨於林師傅身旁學習手工麵線的技藝，許老闆的麵線職人

精神也因此被點燃。 

7.王氏豆腐：大部分的觀光客會慕名到深坑去吃豆腐，但真正内行的人才知

道深坑的豆腐起源於石碇，石碇的豆腐以一股與眾不同的氣味聞名，使

石碇的豆腐在台灣各地的豆腐中佔有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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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金蛋：繁複的手工加上嚴選的醬料，堅持選用最好的味道呈現的店家。 

9.寶媽傳統小吃：樸實的裝潢，每道料理卻是擁有深厚的內涵，且用料實在，

平易近人的價錢也是沒在客氣的 

10.茶香桂花農園：又稱「桂花村」，一系列桂花相關商品及美食、搭配健康

養生的秘訣供大家觀賞以及實用。 

11.竹柏院：也稱「竹柏願」，原意是為了希望兒子金盆洗手、遠離毒品，一

口麥芽要熬製 10個小時，後來兒子體悟父母的擔憂，因有此別稱。 

12.馬告香腸：擁有眾多口味挑選，豬肉選用石碇腥味較少的黑毛大豬，精

選後腿肉條配肥瘦比例，且用天然腸衣灌製，完全不加化學香料。 

13.遠光打鐵店：通常繼承人是傳承後代的子孫，歷經三代的汗水，每天需

要受到火溫的洗禮，加入不同的材料，一遍又一遍的敲打著。 

14.逢春茶莊：目前傳到第四代，茶莊裡可以邊享用當地有名的文山包種茶，

邊看店內溪水潺潺的風景。 

15.HASOCK：每個娃娃都具有特色，也各自擁有了身分證，老闆把娃娃視為

自己的兒女，後興起的這家店，也成功的為山城注入年輕與活力的元素

進去。 

 

第二節 現有問題分析： 

一、無完善規劃的旅遊行程能供遊客參考，加上道路狹窄導致停車或交通不便。

例如：停車位不足、公共設施未定期維護。 

二、翡翠水庫保護區設立，使發展受限 

三、青壯年人口外移，導致聚落老化問題嚴重 

四、煤礦產業文化遺址消失 

五、在地產業文化定位不明 

六、網站架設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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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針對上述的幾點作分析及改善方法： 

1. 交通問題 

如果沒有自行開車，只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話，公車班次間距是有點偏少的，

導致在等公車的時間上會花不少時間，公車可能來了以後，因為上車的民眾很多，所

以可能導致沒有位子可以坐。另外因為公車行駛的是山路，所以比較容易暈車，容易

暈車的人建議帶暈車藥。 

改善方法： 

以台灣人為主：建議自行開車前往或組團包車過去,再建議帶暈車藥降低搭乘交通工

具不舒服的感覺。 

以外國人為主：可以事先查好公車時刻表，搭乘公車過去,建議帶暈車藥降低搭乘交

通工具不舒服的感覺。 

2. 老街店家較少 

石碇老街雖說日漸繁榮，也開始有外面廠商進駐，但與其他更為知名的九份老街、

三峽老街相比，餐廳及店家的數量還是相當大的差距 

改善方法：把傳統茶葉與豆腐產業做升級，例如發展茶葉工廠-讓民眾體驗製茶

的流程跟作法，甚至把茶葉做成其他商品，例如肥皂、精油、蛋糕等等......，或把

豆腐做成更多元的吃法，有冰淇淋、烤豆腐、炸豆腐、滷豆腐等等......。 

3. 地理位置 

石碇老街因為位於山區，氣候陰晴不定，時常下雨且氣溫偏低，導致許多人不願

意前往參觀遊覽。 

改善方法：前往石碇老街前，事先確認好天氣狀況，並且攜帶雨具和薄外套，做

好萬全準備，也可以享受綿綿細雨中悠遊漫步在老街，看看不一樣的石碇老街。 

4. 與其他老街相比知名度較低 

以老街來說，石碇老街的名氣小於附近的深坑老街，甚至鶯歌老街跟九份老街的

名氣都可以傳到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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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方法：因為知名老街都有自己老街的特色，例如鶯歌老街我們容易第一時間

聯想到陶瓷、九份我們會想到山城，所以要發展出讓別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或特色產業。

石碇可以搭配登山活動、茶鄉生態環境介紹等，發展出可以與第一產業做連結的方式

與民眾互動，男女老少都可以一起來體驗親山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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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石碇老街店家資訊 

一、 一粒粽8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109 號之 1 

營業時間：平日 10：00~18：00、假日 09：00~18：00(全年無休) 

電話：(02)2663-3558 

一粒粽的起源，創立於 1978 年，一開始是從一個沒有店名的小攤販開始，一粒

粽的創始者林陳蝦玉女士，出生於純樸的石碇小鎮，年輕時嫁到深坑便開始做起了傳

統小吃的生意，近十幾年才回到石碇開起粽子專賣店，且找來多位有豐富綁粽經驗的

街訪鄰居及親朋好友一起加入，『一粒粽』團隊正式成軍，並掛起招牌取名『一粒粽』，

當初命名的用意是希望粽子的好味道能讓客人吃一粒就上癮，故命名之。在這群平均

年齡 60 餘歲的阿公阿嬤級團隊通力合作下，認真用心製做出每一粒粽子，也因此讓

這濃濃粽香味飄散在石碇老街上。也曾獲農委會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全國冠軍，全

國唯一米食料理第一名店家。 

  

                         

8
 一粒粽官方網站，http://easytsung.com.tw/products.asp，2020.5.25 

圖 3-1-1 傳統古早粽 

圖 3-1-2 石碇桂花粽 

·傳統古早粽一粒 45 元 

特選上等糯米、合格溫體豬胛心肉、北港大花生、正

埔里黑皮香菇、金鉤蝦、紅蔥酥 

·石碇桂花粽一粒 50元 

特選上等糯米、新鮮桂花、上等合格溫體豬胛心肉、

頂級雪蓮子、正埔里黑皮香菇、金鉤蝦、紅蔥酥 

資料來源：一粒粽官方網站 

資料來源：一粒粽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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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陳記豆腐養生恬點9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77號 

營業時間：9：30~18：00 

電話：(02)2663-2555 

石碇以豆腐最為聞名，陳記豆腐養生恬點以石碇

帶有焦香的豆腐製作甜點，沒有過多的裝飾，保留豆

腐最原始與乾淨的味道，用最簡單的方式，突顯食材

的鮮度與香味。 

2006 年陳榮豐老闆返鄉時，偶然嘗到小時候記

憶中帶有淡淡焦香味的石碇豆腐，所以希望做出健康

且無負擔，並具有石碇特色的特色甜點，耗時七個月

的研發，成功製作出石碇獨一無二的養生豆腐甜點。

老闆為了推廣豆腐甜點，開設了「陳記豆腐蛋糕 DIY體

驗教室」，讓大人與小朋友一起認識如何把好喝的豆漿

製作成豆腐甜點的樂趣。 

近日，陳記豆腐養生甜點以芙蓉紅心蛋糕參加新

北市第一屆烘焙比賽，並取得三星優秀獎的好成績。 

 

 

 

 

 

 

                         

9
 陳記豆腐養生甜點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chendoufuwei，2020.5.25 

．此圖為 

芙蓉紅心蛋糕 50元 

黑豆腐起司 45元 

豆腐冰淇淋 45元 

豆漿奶烙 40元 

豆漿布丁 40元 

圖 3-1-3 陳記豆腐冰淇淋店面 

圖 3-1-4 陳記豆腐甜點品項 

圖 3-1-5 陳記豆腐熱門甜品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32 

三、 阿嬤手工麻糬10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59 號 

營業時間：11：00~18：00(週一公休) 

電話：(02)2663-1527 

「阿嬤手工麻糬」位於石碇東街內的不見天街，曾在「點心米食嘉年華」榮獲台

北麻糬大賽-最佳特色獎，成為許多人來到石碇遊玩時，必買必吃的當地土產、伴手

禮。店主許阿嬤是在石碇長大的，逢年過節都會看到當地農村阿嬤親手製作麻糬的過

程，在許阿嬤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她與老公退休後開了這間阿嬤麻糬，與更多人

分享傳統麻糬的美好。 

許阿嬤的麻糬與和較常見的日本麻糬和原住民麻糬作法不同，日本麻糬與原不民

麻糬是將糯米或小米蒸熟後，放入抹油的擣臼裡，搗成麻糬。但許阿嬤的是台灣傳統

作法，是將米磨成漿，再用布袋把漿壓乾成粉，蒸熟後倒進鍋子裡添加麥芽充分攪拌

而成。滿滿的餡料，一口咬下是扎實的口感，除了有賣單顆的麻糬，也有販賣傳統的

一包麻糬配花生粉。 

  

                         

10
 阿嬤麻糬特色純手工麻糬，https://www.walkerland.com.tw/article/view/105811，

2020.5.26 

圖 3-1-6 阿嬤手工麻糬 圖 3-1-7 古早味麻糬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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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美美飲食店11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71 號 

營業時間：11：00~17：00(週二公休)  

電話：(02)2663-1986 

美美飲食店位於不見天街出口，是石碇老街內擁有鄉土美味的一間店，最有名的

就是她的閹雞以及桂竹筍，一天能賣上上百隻閹雞。美美飲食店非常適合一群人去吃，

店內有設定好的合菜菜單，可以依照預算以及人數去挑選。 

五、 榮鳳茗茶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65 號 

營業時間：每日 08:00～19:00 

電話：02-2663-1366 

新北市的石碇、坪林地區，是盛產茶葉的地

區，石碇地區也有好幾間茶行，榮鳳茗茶也是其

中一家。石碇老街有一個特色的景點「不見天街」，

而這裡的榮鳳茗茶是一間歷史超過一甲子的茶

行，來石碇都要來參觀及品嘗看看他們的茶。這間茶行經營從高家阿公的時代打下良

好的基礎，高家家族接觸茶葉也有百年的經歷，石碇地區的好茶，幾乎也是透過「榮

                         

11
 隨意窩，〈石碇老街美食推薦。美美飲食店〉，https://reurl.cc/9E0o5O，2020.5.26 

圖 3-1-9 美美飲食店店面 圖 3-1-8 閹雞 

圖 3-1-10 榮鳳茗茶店面 

資料來源：隨意窩，〈石碇老街美食推薦〉 資料來源：隨意窩，〈石碇老街美食推薦〉 

資料來源：石碇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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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茗茶」當窗口，推薦給愛好茶葉的客人，目前經營茶行的老闆為第三代的子孫了，

期許未來更要持續推廣石碇在地的好茶。 

六、 許家手工麵線1213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烏塗里四分子3號 

營業時間：08：30~16：30(週二公休) 

電話：(02)2663-3004 

許家麵線起源於民國 80年，許老闆與當時

的鄰居林師傅拜師學藝，跟隨於林師傅身旁學

習手工麵線的技藝，許老闆的麵線職人精神也

因此被點燃。由於工業技術蓬勃發展，手工製麵

技藝逐漸凋零，在傳承中面臨著陷入斷層的困境，但許家麵線堅持手作的理念，在現

在以機器代工的時代，更凸顯了手工製作在市場上的價值。許家麵線堅持使用最天然

的麵粉、鹽巴和石碇潔淨山泉水，以傳統工

法、繁複的手作工序製作而成，所做出的麵

條雖然不像工廠製作的麵線那樣粗細一致，

但是口感是機器做的麵線無法比擬的。 

製麵的過程相當繁瑣，過程中需全神貫

注，磨練揉塑出麵糰的韌性，身體隨之浪甩，

傳遞每一吋的勁力，經歷七到九小時的醒

麵，將麵團從甩、拉、放，至一絲一縷雪白細

絲的過程，還必須搭配石碇乾淨水質，方能成

就今日許家麵線的好口感。 

                         

12
 許家麵線官方網站，https://reurl.cc/Wdza2y，2020.5.26 

13
 痞客邦，〈石碇許家麵線~麵線跳繩大賽 x 手工麵線 DIY ｘ 麵線波浪拍美照 x Q 彈涼爽流

水麵體驗～新北市石碇有玩、有吃、還有拿的有趣親子體驗｜石碇坪林親子一日遊〉，

https://twobunny.pixnet.net/blog/post/67913952，2020.5.27 

圖 3-1-11 許家麵線禮盒 

圖 3-1-12 麵線製作流程 

資料來源：許家麵線官方網站 

資料來源：許家麵線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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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老闆也開設了「手工麵線 DIY」以及「流水麵體驗」，在實作的過程中，導覽人

員會先從歷史開始介紹，接著介紹手工麵線的製程，會配合著圖文解說讓小朋友也能

清楚的理解。 

七、 王氏豆腐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85 號 

營業時間：平日 10：00~17：00(週一、週二公休) 

假日 07：30~18：00 

電話：(02)2663-1976
14
 

大部分的觀光客會慕名到深坑去吃豆腐，但真正內行的人才知道深坑的豆腐起源

於石碇，石碇的豆腐以一股與眾不同的氣味聞名，使石碇的豆腐在台灣各地的豆腐中

佔有特殊地位。位於石碇東街的王氏豆腐，是五代相傳的老店，他的豆腐是以傳統手

工製作，沒有任何添加物，因此王氏豆腐的外觀略黃，吃起來還帶點焦香味。 

 

 

  

                         

14
 台灣貪吃胖的玩樂故事，〈王氏豆腐小吃店-石碇老街必吃的豆腐美食〉，

https://twpang.com.tw/blog/post/221692431，2020.5.27 

圖 3-1-14 炸豆腐卷 圖 3-1-13 王氏炸豆腐 

資料來源：台灣貪吃胖的玩樂故事 資料來源：台灣貪吃胖的玩樂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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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王金蛋15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46 號 

營業時間：週六、日 08:30～賣完為止 

電話：0928-897-326 

  石碇地區最大的蛋行，有著一個專門研

發「黃金蛋」的工作室，曾經擔任石碇區民意代

表「王思婷」，鑽研自己蛋行裡的「蛋」，在小小

的蛋裡，創造出迷人的風味，用繁複的手工加上

嚴選的醬料，製作出健康又美味的黃金蛋、茶葉蛋還有翠玉蛋等產品。 

王代表用自然不添加防腐劑的健康料理，將特製的溫泉蛋冷泡山泉水，手工剝殼

之後，將蛋泡入醬料當中，成為「黃金蛋」，有一次在義賣當中非常熱賣，在這之後，

就開始了他鑽研風味蛋的工作室了。之前有餐廳想要跟王代表合作，餐廳想使用他的

黃金蛋，被要求要降低成本、更換便宜的醬料使得利潤更高，但王代表堅持著美味，

不管成本，所以餐廳被王代表拒絕了。因為他要提升的不僅是產品本身，而是對專業

的尊重。讓大家要可以保有對黃金蛋美好的印象。 

  

                         

15
 石碇區公所，〈王金蛋〉 https://www.shiding.ntpc.gov.tw/webpage/store/g001.html 

圖 3-1-15 王金蛋店面 

圖 3-1-16 黃金蛋 圖 3-1-17 三色蛋 

資料來源：石碇區公所 

資料來源：石碇區公所 資料來源：石碇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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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寶媽傳統小吃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西街 1 號 

營業時間：週六、日 09:30~13:00 

電話：02-2663-1258 

老闆娘「寶媽」，因為退休後的生活，

在朋友的勸說之下，在自己家的庭院，開

始做起小生意打發時間，雖然沒有多華

麗的裝潢，但每道料理都有深厚樸質的

內涵，而且老闆娘的用料卻是很實在。為

了保留石碇老街傳統的古早口味，雖然

吃豆腐，有很多人選擇去深坑，但石碇才

是豆腐的原始之地。寶媽 50 年的深厚廚藝，每一道都讓大家食指大動的台灣古早小

吃，小吃含有滷肉飯、油飯、炒米粉、炒冬粉、醬燒豬肚、豆腐羹、紅燒豆腐…等，

還會依時令推出一些隱藏版的料理(例如：紅麴飯、炸芋粿)，用最親近人的價錢讓在

地居民或者是道石碇遊玩的人享受台灣古早味小吃。 

  

圖 3-1-18 寶媽傳統小吃店面 

圖 3-1-19 寶媽傳統小吃人氣餐點 

資料來源：痞客邦，菲比的小廚房 

資料來源：痞客邦，菲比的小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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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茶鄉桂花農園16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隆盛里新興坑 4號 

營業時間：平日 11:00～20:00(週一公休)假日 10:30～20:00 

電話：02-2663-4011 

桂花農園位於石碇鄉隆盛村「又稱桂花村」，這裡的商品，包含著「手作桂花釀」、

「桂花美食」。手作桂花釀，採自農園鮮花依循傳統古法釀製、花季時邀約家人、好

友一起來體驗採花的樂趣，製作專屬自己的桂花釀。桂花美食，堅持自然農法純手摘

鮮桂花融入美味的佳餚，以輕食養生健康概念搭配在地的食材。桂花農園還有一套自

己的桂花釀生產履歷的口訣：採→挑→乾→糖→封。 

 

 

 

 

 

 

 

採：時逢農曆八月，利用人工從桂花樹採桂花。 

挑：挑出桂花花瓣並細心去除雜枝殘葉。 

乾：將挑出的花瓣在室內進行萎凋，加速花蕊水分的蒸散。 

糖：將萎凋的桂花置入瓶中，加入冰糖（冰糖跟桂花比例為 1：1）。 

封：將瓶密封，置於陰涼處，約四個月後，便可以完成芳香馥郁的桂花釀。 

 

 

                         

16
 痞客邦，〈新北石碇美食餐廳推薦/茶鄉桂花農園~與好山好景共餐,桂花風味料理,超推薦半戶

外用餐區〉，https://saliha.pixnet.net/blog/post/402653470，2020.5.30 

圖 3-1-20 茶鄉桂花農園 

資料來源：痞客邦，莎莉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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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竹柏院17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潭邊里石崁 35之 2號 

TEL：02-2663-2307 

FAX：02-2663-2412 

E-MAIL：zbyuan2@gmail.com 

營業時間：09:00-18:00 

在石碇山上，有一位正常伯退休後與妻兒，在自

家後山種了一大片竹柏樹，種下竹柏，最初是希望能

保育環境，也希望誤入歧途的兒子能金盆洗手，親近

自然遠離毒品。一口麥芽要熬製 10小時，透過熬製麥

芽修身養性，兒子在熬煉中體悟了父母的擔憂，也透過

了麥芽重新把一家人黏在一起，所以也可以稱為竹柏"願"。 

                         

17
 竹柏院官方網站，https://www.zbyuan.com/，2020.5.27 

圖 3-1-22 茶鄉桂花農園風景 圖 3-1-21 融入桂花的佳餚 

圖 3-1-24 竹柏院 

圖 3-1-23 麥芽製作流程 

資料來源：痞客邦，莎莉哈小姐 資料來源：痞客邦，莎莉哈小姐 

資料來源：竹柏院官方網站 

資料來源：竹柏院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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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過程分為六項:分別為育苗、蒸米、醣化、過濾、精煉、收鍋，因為是天然

古法製成，過程中也不加多餘的化學劑料，也因此過程也相較來說較為繁瑣且辛苦。 

 

除了麥芽糖還有許多相關製品，例如麥芽

餅、麥芽醬油、100%麥芽果醋等……讓麥芽的

刻板印象在此被打破。 

 

 

 

十二、 馬告香腸18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碇坪路一段 180 號 

電話：02-2663-3856 

營業時間：平日 11:00~18:00、 

假日 9:00~18:00 

馬告香腸位在石碇往坪林的碇坪路上，雖

然這裡很偏僻，不過大紅色的招牌加上附近沒

什麼店家，雖然是山中的一家店，不過仍然有不少人專

程前來品嚐。這邊的香腸口味選擇繁多，一共有六種口

味。除了招牌上的馬告香腸之外，還有些常見的魚卵、

墨魚、高粱酒香腸此外也有比較特殊的口味，如泡菜還

有桂花。 

  

                         

18
 痞客邦，〈馬告香腸 隱藏在山中的多種美味現烤香腸 近石碇老街美食推薦必吃〉，

https://reurl.cc/pdz5Kx，2020.5.28 

圖 3-1-26 竹柏院麥芽產品 

圖 3-1-27 馬告香腸 

圖 3-1-25 馬告香腸店面 

資料來源：竹柏院官方網站 

資料來源：新北市觀光旅遊網 

資料來源：新北市觀光旅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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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幸運的話，還可以看到葉老闆

一手推拉送風、一手燒鐵的絕技，即使

不需要鐵器刀具，也可以跟老闆聊聊山

城生活，絕對不虛此行。 

十三、 遠光打鐵店19 

地址：223 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12號 

營業時間：08:00-18:00 

電話：0935-153-056 

傳承百年歷史的店鋪，歷經祖孫三代的汗水與

辛勞，保留至今我們才能看見火爐仍燒得通紅，在農

業時代，打鐵是被看好的職業，甚至一天的收入等於

兩天農民的收入，但想在這行打出一片天是非常的

不容易，每天承受火溫的洗禮，並且手夾著大鐵塊，

根據不同的器具加入不同材料，並且一遍又一遍的

敲打，這個行業不是每個人都能撐得住的，所以這行

都是以父傳子，子再傳子方式流傳下來。 

 

 

 

 

  

                         

19
 隨意窩，〈石碇老街‧遠光打鐵店〉，https://reurl.cc/yZp6aM，2020.5.28 

保留古法製鐵，讓知名人物來造

訪此地，例如前總統陳水扁、前新北市

長蘇貞昌等都來造訪過。 

圖 3-1 28 遠光打鐵店介紹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圖 3-1 29遠光打鐵店 

圖 3-1 30 老闆打鐵中 
資料來源：石碇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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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逢春茶莊20 

地址：223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28 號 

開放時間：11:00-20:00 

電話：02-2663-2559 

逢春茶莊創立於 1929 年，至今為止已經傳

承到第四代茶人，2012 年由第四代茶人遷移到

烏塗溪旁，提供茶品、茶點等服務，坐立於溪旁，

可直接由店內欣賞溪水之美，並且品嘗當地名產

-文山包種茶，清新滋味搭配美景別有一番風味。 

在這裡喝茶，不只有茶香味美，更讓你眼睛都

有風景可以欣賞，喝著石碇道地的茶，看著烏塗溪的溪水潺潺流過，別有一番滋味。 

 

  

                         

20
 痞客邦，〈逢春茶莊。文山包種茶〉，https://trtravels.pixnet.net/blog/post/89276935，

2020.5.28 

圖 3-1 33 二樓用餐喝茶區 圖 3-1 32二樓用餐喝茶區 

資料來源：石碇區公所 資料來源：石碇區公所 

圖 3-1 31 逢春茶莊店面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43 

十五、 HASOCK 襪子娃娃專賣店21 

地址：223 新北市石碇區碇坪路一段 136-1號 

開放時間：平日不開放參觀、假日：10:00-18:30 

電話：0931-277-380 

店內每一隻可愛的娃娃都是獨一無二

的作品，老闆林淑芳過去是國小老師，後

來因為愛上襪子娃娃後辭去原本老師的工

作，每一隻娃娃都有編號、完成日期、時

間，對於老闆來說不只是娃娃更像像是自

己的兒女般，也為這座純樸的山城注入了

年輕與活力。 

  

                         

21
 鏡週刊，〈獨一無二石碇襪子娃娃帶他一起去旅行〉，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0907tour001/，2020.6.3 

牆上掛滿了琳瑯滿目的娃娃，

每一隻都像林淑芳的兒女般的保

護著，並且都有著獨特的「身分

證」。 

三號作品紅色「幾米娃」及放大版娃娃，

林淑芳發現娃娃表情像是幾米繪本給人很療

癒的感覺於是取名「幾米娃」。林淑芳創作理

念：你看，這一對娃娃，單隻娃娃站不住，但

兩隻互相依靠卻是能變化姿勢擺放，所以有客

人只想買單個，她還是堅持只能賣一對。 

 

圖 3-1 34襪子娃娃店面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圖 3-1 35 襪娃娃作品 

圖 3-1 36 襪娃娃專賣店老闆與其作品 

資料來源：鏡周刊 

資料來源：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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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石碇老街景點介紹 

一、 百年石頭屋22 

地址：石碇東街 53號 

裡頭的階梯牆壁都是鑿石而做的，大廳裡擺設中藥

櫃、石臼、手秤等的器物，都是先人所遺留下來的，裡

頭的石頭桌椅已經爬滿了滿滿的青苔，石壁上還能隱約

看得到佛像的痕跡。在石碇的街道裡，這百年的石頭屋

相當具有早期的石碇的特色，裡面有相當多的石器以及

古老的製藥器材。 

 

 

 

 

 

 

  

                         

22
 輝哥的天空，〈石碇區〉，http://xn--kwr22her7a6qdvs6a.tw/319/Sinpei/Shihding.htm，

2020.5.9 

圖 3-2-1 百年石頭屋 

圖 3-2-2 百年石頭屋內部 圖 3-2-3 百年石頭屋內部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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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吊腳樓23 

地址：石碇東街 53號 

是在全臺目前碩果僅存的不見天街，如果

仔細觀察會發現這裡的房屋全都倚賴柱子的力

量在支撐，讓房屋懸空於河床上方，非常具有

建築特色。過去人們住在山區，為了想讓房子

能蓋在理想的位置上，有些地方不得不讓建築

的一部份懸空撐起，所以石碇東街靠溪邊那側

的房子都是用柱子支撐而來的。這樣特殊的吊

腳樓設計，是在地的人們為了解決腹地小所發

展出來的特色，而這項設計到了現今，證明了這建築很穩固。 

三、 千島湖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永安里〈定位：

阿牛小吃部〉 

這裡的湖泊水源為翡翠上游。因為集水

以及地形樣貌，而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景觀。

映入眼簾的青山碧水，這樣獨特而幽美。沿途

的風景總是讓人心情放鬆，心曠神怡，把心與

大自然融為一體。24 

                         

23
 輝哥的天空，〈石碇區〉，http://xn--kwr22her7a6qdvs6a.tw/319/Sinpei/Shihding.htm，

2020.5.9 

24
 Tony 的自然人文旅記，〈[新北市石碇]．永安景觀步道．八卦茶園．石碇千島湖〉，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1013/tony1013.html，2020.6.9 

圖 3-2-4 吊腳樓 

圖 3-2-5 千島湖 

資料來源：Tony 的自然人文旅記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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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翡翠水庫 

地址：新烏路三段 43號 

位於新北市的一座水庫，常被誤認為

臺北都會區的主要水源，事實上是備用水

源（臺北都會區自來水主要來自南勢溪），是

臺灣第二大的庫區，範圍涵蓋新北市新店區、

石碇區與坪林區。 

建造翡翠水庫的目的除了給供給民生用水之外，更提供水力發電以及防洪減災，

在大壩之下設有一座川流式-｢水庫式水力發電站｣，該發電廠歸屬在臺電公司桂山發

電廠旗下，發電廠以無人方式自動運作，行政、遙控中心則設在桂山發電廠本部。 

翡翠水庫位於北勢溪上游，在民國 60 年代起為工商業發展蓬勃，連帶的民生用

水的需求便增大，為了解決用水需求所以決定興建水庫，興建水庫需要大量的土地，

因此向人民徵收土地，也因為如此許多原有的旅遊景點也因此沉於水中而消失。 

以公共給水為主的單一目標水庫，並附帶發電效益；但與石門水庫不同的是，該

水庫由臺北市政府設置直屬機構管理，且不開放觀光，若要進入庫區需經過登記申請

許可。 

  

圖 3-2-6 翡翠水庫 

資料來源：經濟部水利署北區水

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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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淡蘭古道2526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 106 乙縣道雙溪

口 68-8號旁 

淡蘭古道是清代時期從淡水廳到噶瑪蘭廳

(現今臺北到宜蘭)的主要交通道路，於 1800 至

1900年期間，是北台灣的漢民族人從西步往東

步發展的黃金時期，淡蘭道橫跨現今北台灣的

四個行政區(新北市、基隆市、台北市、宜蘭縣)，

因為領域廣泛，因而成為了登山健行的好所在。 

淡蘭北路（官道）:從瑞芳出發，經過瑞芳、猴硐、雙溪、貢寮一直到宜蘭大里、

石城；是軍事防守，傳遞訊息的交通要道，為

發展最早的歷史古道。「馬偕之路」也是此路，

具有價值性。 

淡蘭中路:從暖暖出發，經過平溪(十分)至

雙溪(柑腳、泰平)一直到宜蘭外澳；這條路上

是先民為了生活耕耘的路，也經歷過了先前的

械鬥及和解。 

淡蘭南路（茶道）:從六張犁出發，經過深

坑、石碇經坪林一直到宜蘭礁溪，淡蘭古道上路線最短，茶商的必經之路。 

                         

25
 〈淡蘭古道北路：完成路線總整理〉，

https://www.wayfarer.idv.tw/Taiwan/2019/TamLanNorth/TamLanNorth.htm，2020.5.10 

26 新北市觀光旅遊網，〈淡蘭古道〉， https://tour.ntpc.gov.tw/zh-

tw/ContentPage/List?wnd_id=369，2020.5.28 

 

圖 3-2-7 淡蘭古道 

圖 3-2-8 淡蘭古道導覽圖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https://tour.ntpc.gov.tw/zh-tw/ContentPage/List?wnd_id=369
https://tour.ntpc.gov.tw/zh-tw/ContentPage/List?wnd_id=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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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蘭古道:走訪先民的必經之路，安靜又愜意的感覺，別有一番風味。不管

是從哪裡開始健行，都會覺得步道非常舒服。 

六、 淡蘭吊橋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石碇西街 

在淡蘭古道 106乙隧道旁邊的入口處，有座吊橋「淡蘭吊橋」，全長約一百公尺，

橫跨石碇溪，剛剛下雨之後的山巒，顯得格外翠綠幽靜，俯瞰石碇溪谷，充分感受到

溪石鮮活了起來，石碇多了一處風景名勝的地標建築。 

這邊是石碇淡蘭步道的起點，許多來這

邊運動、健行的人都由此開始起走，淡蘭古

道緊鄰著北宜高速公路的高架護牆，水泥

橋墩與青山綠水相映，一邊是直聳的人工

橋墩，一邊則是山泉淙淙，景物清新，壯麗

的橋墩成排地延伸至遠處的盡頭，景觀相

當美麗、獨特。 

淡蘭吊橋步道可漫步連接來到石

碇老街，沿途鋪著石板路，菁華路段

保有古道碎石路，此段充滿寧靜閒適

的自然野趣。 

 

 

 

 

圖 3-2-10 淡蘭吊橋 

圖 3-2-9 淡蘭吊橋入口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資料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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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烏塗溪步道27 

石碇的烏塗溪步道沿著烏塗溪左岸而築，與碇格路平行著，全長約兩公里，有很

多座風格不一樣的小橋連結兩岸，可說是一條親山、親水又親民的健康步道。 

從石碇國小為起點出發，經過烏塗溪景觀橋時，能發現溪中有運煤橋遺跡和礦工

的雕塑，旁邊的水泥牆上還可見當地藝術家楊敏郎的作品「龍蟠巨石護河川」。途中

有小徑通往溪邊，還有一棵板根寬約兩公尺長的幹花榕，是步道上著名的地標。稍微

再往前走會來到摸乳巷的岔路口，往左轉到水泥橋可到達碇格路，橋面上也有椅子提

供遊客休息。往右轉會到摸乳巷古道、山羊洞。繼續直行的話會到烏塗溪步道，過了

溪邊寮橋之後不久就會抵達步道的另一端出口─烏塗窟聚福宮。 

若不想要原路折返的話，可以在碇格路上搭乘公車離開。或是選擇在聚福宮前的

產業道路前往山羊洞步道，也可以回到石碇老街品嘗著名的石碇豆腐，深入探索當地

的山川與人文之美。 

 

 

 

 

 

 

 

 

 

 

  

                         

27
 健行筆記，〈烏塗溪步道〉，

https://hiking.biji.co/index.php?q=trail&act=detail&id=510，2020.6.6 

圖 3-2-11 烏塗溪步道 

資料來源：健行筆記 



 

50 

八、 皇帝殿登山步道28 

皇帝殿山，是從東峰起到西峰止的整條狹瘦的岩稜。皇帝殿山的頂端，一邊是將

近垂直的懸崖，另一邊卻是與地層面平行的傾斜坡，因為行走困難，山友們就稱「螞

蟻過門檻」來形容它，雖然上山的路很嚴峻，卻還是受到很多愛爬山的山友朝聖，是

很受大眾喜愛的登山步道。 

在登山的步道路上，可以俯瞰石碇的漂亮景色，在神臨穿梭徘徊時可以聽到大自

然的聲音，由於山區之地質屬於幼年期，所以有很多特殊景觀，像是懸崖深壑等特殊

景觀，其中永定石霸尖直指石碇，直線距離就有 4公里長，是難得的岩場。 

天王峰位於這條脊稜的中間位置，山頂插著寫有「天王廟」三個字的黃旗。雖然

整座山不高，朝北的視野卻很棒，晴天之時朝北可以望見四分仔尾山、朝西北可以遠

眺七星山及磺嘴山。「皇帝殿名稱之由來乃得自於稜線下方的天王廟，而『皇帝殿』

即為天王廟之別稱。」雖然步道很長，但是是炎熱的夏天的好去處，因為路途中都有

樹林環繞的，目前深受大家喜愛而成為了皇帝殿風景區，危險的區域也使用繩索及鐵

鍊做輔助，更加安全。 

 

 

 

                         

28 新北市觀光旅遊網，〈皇帝殿登山步道〉，https://tour.ntpc.gov.tw/zh-

tw/Attraction/Detail?wnd_id=60&id=109946，2020.6.8 

 

圖 3-2-12 皇帝殿登山步道 

資料來源：Tripadvisor 

在高聳的岩陵上，興奮又開心，上面有安全繩索也是安全的環境之一，站在上面可

以俯瞰山下的美景，身受許多健行者的喜愛 

 

https://tour.ntpc.gov.tw/zh-tw/Attraction/Detail?wnd_id=60&id=109946
https://tour.ntpc.gov.tw/zh-tw/Attraction/Detail?wnd_id=60&id=10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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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二格登山步道29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又名「石尖山」，高 678 公尺，位在臺北市文山區與新北市新店區、石碇的交界

處以視野遼闊而著名，是一條熱門的登山路線，沿路可通達木柵。 

二格山的登山口有五個，有兩座尖峰，一在石碇境內，一在木柵境內，是二格山

系中最高之山峰，為台灣小百岳之一，也是新店溪和景美溪的分水嶺。因上山路徑通

達，視野遼闊而成為許多人所喜愛的登山路線。 

步道鋪面為石階與自然土路構成，山頂有一座造型特別的木質涼亭，在此四處眺

望，除了眺望台北盆地之外更可以看到大屯山系、觀音山及深坑、石碇、翡翠水庫一

帶。在二格山登山，因林蔭茂密，可享受最原始森林浴和登山樂趣。 

 

 

 

 

 

 

 

 

  

                         

29
 痞客邦，〈新北市 石碇區 二格山登山步道〉，

https://cjyyou.pixnet.net/blog/post/229169126，2020.6.8 

圖 3-2-13 二格山登山步道 

資料來源：隨意窩，東哥趴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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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永安景觀步道 

地址：北宜路勝安宮牌樓下 

全長 1050 公尺，此步道以環

繞翡翠水庫修建。步道前段約 475

公尺是由板石板鋪設，沿途共有四

座木橋，過第一座木橋之後，步道

變為泥土路，維持著大自然的樣

貌，非常美麗。30 

 

十一、 姑娘廟31 

地址:石碇區永定溪旁邊 

寺廟內原本奉祀著一位未出嫁而逝世

的少女魏扁，流傳下來之後變成了安置早

夭或未婚女性神主牌的廟宇。之後就陸續

有許多香客前來祭拜，聽說非常的靈驗，

因此香火鼎盛，至今已有百年歷史，經常

有人來此許願。也有不少人把家中未出嫁

而過世的女兒牌位送至此地接受庇護，現

在偏堂已陪祀了百餘尊牌位。 

                         

30
 Tony 的自然人文旅記，〈木柵．二格山〉，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201.html，

2020.6.8 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新北市石碇]．永安景觀步道．八卦茶園．石碇千島湖〉，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1013/tony1013.html，2020.6.9 

31 維基百科，〈石碇姑娘廟〉，https://reurl.cc/xZy6Yb，2020.6.6 

 

圖 3-2-14 永安景觀步道 

圖 3-2-15 姑娘廟 

資料來源：Tony 的自然人文旅記 

資料來源：隨意窩，愛鄉愛土愛查某 

https://reurl.cc/xZy6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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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傳說，姑娘廟主神「魏扁」矜持嚴肅，在姑娘廟內不能亂開玩笑，否則會遭

受責難。石碇姑娘廟只有奉祀「魏仙姑」，無供俸其他神明。 

十二、 石碇元寶山仙石府32 

地址:位於石碇區五路財神廟33的對面 

起緣於民國九十年納利颱風爆發土石流，將

五路財神廟旁邊的土地公廟沖毀，在重整的時候

時發現突然出現了三座非常大的石頭，其中

最大者竟然像極了三足金蟾。 

仙石府創立到現在雖然才僅僅短暫幾年而已，

全台灣信眾聞風求道、凡有道府參拜的人都覺得非

常靈驗。 

 

 

十三、 集順廟(石碇集順廟明德宮)34 

地址:石碇區永定里的財神廟 

有很多的別名，也稱作為雙忠廟、尪公廟、仙公

廟等等。主要供俸雙忠尊神與呂仙公，位於石碇區的

石碇西街，緊鄰著石碇國小，現在是石碇居民的信仰

中心。在西元 1838 年，本地由景美迎雙忠尊神分靈建

廟。二樓明德宮供奉當地礦業、醫藥的守護神，由木

柵指南宮分香而來。 

                         

32
 石碇元寶山仙石府官方網站，http://shianshr.blogspot.com/，2020.6.5 

33
 維基百科，〈石碇財神廟〉，https://reurl.cc/X6dqk0，2020.6.8 

34 維基百科，〈石碇集順廟明德宮〉，https://reurl.cc/lVq736，2020.6.5 

 

圖 3-2-16 石碇元寶山仙石府巨石 

圖 3-2-17 石碇元寶山仙石府 

圖 3-2-18 集順廟 

資料來源：石碇元寶山仙石府官方網站 

資料來源：石碇元寶山仙石府官方網站 

資料來源：隨意窩，台灣多奇廟 

https://reurl.cc/lVq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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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為集順廟，主神龕前神桌供奉中壇元帥、司命灶君、福德正神等，龍邊神龕

供奉關聖帝君，虎邊神龕供奉天上聖母。 

二樓為明德宮，主神龕前神桌供奉觀音佛祖、太上感應篇神位、呂仙公等，龍邊

神龕供奉王靈官，虎邊神龕供奉「張大帝」。 

石碇早年的拓墾者為泉州人以及安溪人居多，他們的文化帶來了「尪公」這個信

仰，在深刻跟石碇，都有集應廟及集順廟，裡面供奉的是保儀尊王、保儀大夫(張巡、

許遠)。 

 

十四、 烏塗窟聚福宮35 

地址:位於石碇區石碇溪旁 

許多遊客、登山客和騎腳踏車的人都會經過此處。

內墊供俸了三尊福德正神。 

在美麗的山景以及河川附近，是大家都會來歇息

的休憩小站。 

  

                         

35
 隨意窩，〈石碇烏塗窟聚福宮〉，https://reurl.cc/b5LD5y，2020.6.7 

圖 3-2-19 烏塗窟聚福宮 

資料來源：隨意窩，台灣多奇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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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OT分析 

SWOT 分析主要是針對外部與內部分析，S(優勢)、W(劣勢)、O(機會)、T(威脅)，

來進行分析內部的優缺點、加強與改善，有利於幫助了解石碇老街面對現今環境所需

要跟著應變的變化以及可能帶來的影響。以下是石碇老街的 SWOT 的分析表： 

一、 SWOT分析 

表 4-1 SWOT 分析 

內部因素 

 

外部因素 

Stength(優勢) Weakness(劣勢) 

 擁有特色建築 

 美食多樣化 

 保留許多傳統文化 

 親山近水  

 缺乏廣告推廣 

 地方狹小，發展不易 

 商家欠缺整體規劃 

Opportunity(機會) 增長性(SO)策略 扭轉性(WO)策略 

 獲選新北振興計畫 

 因疫情影響，轉以國內

旅遊為主 

隨著健康意識抬頭，可

以利用石碇老街的步道與

古道，舉辦一日遊的活動，

也可以帶動石碇老街的觀

光人潮。 

現代建築結合石碇老街的特

色建築，吸引爸爸媽媽帶小孩

來認識。 

Threat(威脅) 多元性(ST)策略 防禦性(WT)策略 

 鄰近深坑老街、坪林地

區 

 交通不便 

 天然災害 

 許多歷史價值高的建

築崛起 

由於疫情影響，目前適合國

內旅遊，政府可以聯合當地

店家推出一系列豆腐相關

產品或是健康食品。 

雖然有獨特的吊腳樓特色建

築，但石碇老街的商街缺乏整

體的規劃，加上新興景點競爭

激烈、交通位置也不佳，使得

石碇老街顯得不夠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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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WOT分析說明： 

一、增長性策略(SO): 利用內部優勢，爭取外部機會 

1. 保留傳統文化並推廣特色建築，找到特定市場去開發。 

2. 近年休閒運動興起，民眾更願意走向戶外與大自然互動，可以嘗試爭取

喜愛戶外活動這類的客群市場。 

3. 因為疫情影響今年的旅遊多往國內發展，戶外活動更是有嶄露頭角的機

會。  

4. 將步道以及特色景點做結合，成立一個有主題的活動，例如:舉辦一日

遊等等。 

二、扭轉性策略(WO): 利用外在機會，克服內部劣勢 

1. 週休二日的實施，民眾更願意花時間去規劃假日。 

2. 自行開車前往的民眾多數為親子、好友，可以朝這方面的客群去做相

關產業之發展，例如:手工 DIY 活動等等。 

3. 本土文化逐漸受國人重視，可以配合政策推廣｢一鄉一特產｣，促進觀

光。 

4. 邀請劇組前來拍攝，透過影視戲劇作品的方式打開知名度。 

三、多元性策略(ST): 利用內部優勢，克服外部威脅 

1. 同質性老街眾多，易分散消費人潮。 

2. 商圈缺乏整體形象來對外行銷。 

3. 可舉辦與石碇老街的相關活動，例如:闖關答題拿獎品，增加遊客對老

街的印象。 

4. 由於台灣有許多老街，需要更盡力去維持景點的原貌或是生態以免失去

特色，因此要更加留意的保護以及維持。 

四、防禦性策略(WT): 減少內部劣勢，克復外部威脅 

1. 位於山區且公車班次較不穩定，很難吸引到外國觀光客的市場。 

2. 地方狹小、垃圾桶與公廁過少、停車場規劃不足加上假日停車困難，導

致遊客停留時間短。 

3. 因鄰近的深坑老街、附近新興景點不斷崛起，較容易被取代。 

4. 知名度不高加上缺乏觀光上的推廣，較難有成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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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碇老街導覽旅程設計 

一、 導覽旅程設計說明 

大自然賦予了石碇這一片的好山好水，不僅在景色方面佔了一大優勢，也因為過

去有古早人的開闢，店家攤販不斷崛起，才會有現在如此絡繹不絕、熱鬧非凡的石碇。 

石碇老街—有著各種美食攤販，例如：王氏豆腐、美美飲食店、一粒粽等，以及

在地生產的茶葉、麵線等伴手禮名產，不一樣的是，所在地鄰近山區，空氣品質特別

好；淡蘭古道、淡蘭吊橋—爬山健身，欣賞山景與見識淡蘭吊橋的雄偉，吸收大自然

芬多精；百年石頭屋—有著百年歷史的石頭屋，一進門便能感受到自己猶如身在古早

時代；遠光打鐵店—「鐵杵磨成繡花針」，每日承受高溫火壓，磨出各種出色鐵製品，

一直以來都是遠光打鐵店的堅持，然而這份辛苦和成果，至今仍然延續著。 

石碇這個好地方，不僅是觀光景點、爬山聖地，也讓我們後代子孫，能夠有機會

更加了解祖先們努力打拼的過去，由我們來傳承到未來。 

心動不如趕快行動！不管是家庭旅遊、情侶出遊、朋友們結伴同行、都能讓您體

驗石碇的美，一起來享受健康、歷史、文化、美食。 

二、 行程規劃與構想 

1. 透過行走步道，感受石碇的山景、古道的文化。 

2. 品嚐古早風味豆腐與特色茶文化及當地美食。 

3. 藉由導覽行程讓旅客體驗石碇的多樣性，重新認識石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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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導覽旅程行程表 

 活動時間：11:00-14:00(3小時) 

 活動內容：石碇老街→淡蘭古道→淡蘭吊橋→美美飲食店（午餐）→百年石頭屋

→打鐵店→購買名產→賦歸 

 活動說明：因石碇老街具有豐富歷史文化，特色建築，邀請父母親一同帶著小孩

參加此行程，不僅是可以享受大自然，更可以讓大家更認識石碇老街。 

 活動行程： 

· 11:00石碇老街口集合：行程說明、注意事項、防疫宣導 

· 11:10出發行走淡蘭古道至淡蘭吊橋：途中導覽介紹，行走時間約 40分鐘 

· 11:50抵達淡蘭吊橋：淡蘭吊橋介紹，開放自由活動（可自行拍照、休息） 

· 12:15雙溪口公車站集合：搭公車回石碇老街用餐，車程約 10 分鐘 

· 12:30美美飲食店用餐：用餐時間約 50分鐘 

· 13:20參觀百年石頭屋：導覽介紹百年石頭屋歷史、拍照 

· 13:30參觀打鐵店：導覽介紹打鐵店歷史、拍照 

· 13:40自由購買名產：自由逛老街，購買名產（例如：阿嬤手工麻糬、陳記養生

甜點、黃金蛋、榮鳳茗茶…等） 

· 14:00集合拍照、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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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冊子製作 

第一節 小冊子設計理念 

小冊子設計理念主要是推廣及介紹在地文化為主，透過小冊子可以了解當地的在

地文化、美食景點、歷史介紹、觀光行程...吸引外地觀光客他們對台灣文化以及老

街感到興趣。 

藉由小冊子讓觀光客可以先行了解石碇的周邊的店家及景點，讓觀光客不用擔心

不知道怎麼玩的問題，透過小冊子可以使用我們設計的參考行程，利用地圖的部分可

以讓觀光客簡單就可以找到路，不用花費太多的時間去找不到路，替他們省去很多不

必要花費的時間。 

考慮到現在社會提倡的「環保」意識，加上智慧型手機的普遍使用性逐漸提升，

因此選擇呈現小冊子的方式是「電子書」。此次疫情的關係，讓許多觀光客因此無法

實地走訪當地，我們希望透過電子書的方式，讓日本觀光客只要掃描 QRcode 就能隨

時隨地且輕易的閱讀導覽小冊子，讓我們不再被距離所限制住。我們設計了日文以及

中文兩種版本，希望透過「雙語」（バイリンガル）的方式讓擁有不同語言的人也能

輕易上手閱讀。 

導覽小冊子中的背景圖，圖中遠方身後有座吊橋，就是石碇最著名的「淡蘭吊橋」，

我們選擇用這張圖來呈現為的就是希望在閱讀的當下能讓讀者清楚明瞭的抓到重點。 

第二節 當地型錄的內容分析與比較 

前言說明：以遊客角度出發抵達當地進行觀光，但發現跟著 DM 內容無法完全瞭

解到店家的相對位置，透過分析這兩份 DM 的優缺點並加以整理，做出我們這組想要

呈現的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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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號 DM 

1. 優點： 

（一）有依序標出店家位置圖，更

能讓觀光客清楚知道實際的位置 

（二）有些店家有直接表示公休日 

（三）有個期間限定的 

（四）因為有用顏色來區分街道，

才能快速明確的找到店家 

（五）在 2018 年的 9-11 月之間，

每月有大約 6 場活動可以參加由石碇觀

光發展協會所推動的「石碇老街小旅行」

活動。 

2. 缺點： 

（一）沒有實際標出路線圖 

（二）景點介紹太過精簡，導致無

法明確了解石碇的特色 

（三）並非石碇特色的店家也出現在 DM裡 例如：知名連鎖飲料店… 

（四）景點僅說明卻未給與實際地址，導致不能透過 DM知道地址 

（五）當地的 DM沒有如年更新，參訪那年是 2020，卻仍舊拿到 2018年份的 DM 

  

圖 6-2- 1 一號 DM店家介紹 

圖 6-2- 2 一號 DM店家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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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號 DM： 

1. 優點： 

（一）除了有店家介紹以外還有景點

資訊，除景點資訊以外還有明確表示出離

景點還有多少公里處 

（二）把石碇地點都清楚提出來說

明，讓人更好了解石碇之美  

（三）詳細介紹石碇自然景觀的行程

特色 

2. 缺點： 

（一） 圖片格式未統一（有圓有

方），導致排版稍嫌不整齊 

（二）但是在介紹分區的地方，店家

號碼未標示清楚，需要正反面的反覆查詢 

 

第三節 石碇老街缺點 

1. 遊客角度： 

(一) 交通不便，往返路程相對於其他老街來說更遙遠，附近只有公車可以到達，

再來是自駕過去。 

(二) 因為處在山區，下午天氣容易有下雨的狀況，晴天的時候避陽的地方有限，

會覺得很熱。 

(三) 平日商家有營業的店面較少，對於遊客來說較無法完全滿足消費需求。 

2. 商家角度： 

(一) 整體來客量較少，經濟成長較慢。 

(二) 知名度被附近的深坑老街蓋過去，但很少人知道石碇才是發源地。  

圖 6-2- 3二號 DM店家介紹 

圖 6-2- 4二號 DM店家介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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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作品呈現 

中文版 

圖 6-4- 1 中文版小冊子第 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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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2中文版小冊子第 3-4 頁 



 

64 

 

  

圖 6-4- 3中文版小冊子第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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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4中文版小冊子第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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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5中文版小冊子第 9-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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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6中文版小冊子第 1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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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7中文版小冊子第 13-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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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8中文版小冊子第 15-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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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9中文版小冊子第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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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版 

 

  

圖 6-4- 10 日文版小冊子第 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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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11日文版小冊子第 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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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12日文版小冊子第 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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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13日文版小冊子第 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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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14日文版小冊子第 9-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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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15日文版小冊子第 1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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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16日文版小冊子第 13-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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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17日文版小冊子第 15-16 頁 



 

79 

  

此次我們製作的導覽小冊子，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觀光客能一目了然石碇的

特色，省去許多查找資料的時間，也能夠讓此時無法前來的觀光客們，除了能夠對

當地有初步的認識以外，還能夠引起他們的興趣。將我們的介紹和石碇當地的特

色，與掃描 QRcode 就能輕易讀取的小冊子電子書做一個結合，希望這個新的結合

能夠為石碇帶來一些觀光以及人潮。 

 

圖 6-4- 18日文版小冊子第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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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現今台灣各地仍有許多傳統老街，興盛繁華的老街與逐漸沒落的老街卻大相逕庭，

藉由此次專題研究報告，希望能夠利用觀光推廣來讓觀光客了解到除了原有知名的老

街之外，其實台灣也仍有許多未被大眾所知道的觀光景點。也讓原有的自然景點能夠

重新活絡，加上現在永續環保的意識崛起，我們希望推動在地幸福產業，創造地方觀

光的附加價值，落實旅遊社會責任，為這些不被廣為人知的觀光景點能夠重新活絡，

再續風華。 

在研究及製作專題研究的過程中，首先是透過參考圖書館的資料，先從了解石碇

地區的歷史背景、地理位置這方面開始著手，當中也針對一些關於石碇的論文以及當

地的導覽介紹做出了一系列的比較與評論，在這之中也有提出我們認為最能有效解決

問題的方法，為的就是希望能早日解決石碇地區面臨的問題。 

在文獻資料上對石碇地區有了基本的認知後，便展開下一步調查：｢實地參訪｣。

先前也有提到，雖說石碇老街不如其他老街知名或是繁華，但在多次實地參訪的過程

中我們也發現許多問題點，像是在遊覽石碇老街之時，發現相同性質的店家重複性偏

高，導致周圍商家逐漸有被同化的趨勢，正因為如此所以更無法顯現出各自的代表性

特色等等之類的問題產生，為此我們認為除了要更落實產業保護之外，首先最重要的

是必須先提高在地的差異性以及獨特性，找出一個不容易被取代且又能吸引遊客前來

的亮點，進而來大力推廣以便提升產業的競爭力以及不被取代性。 

最後，利用我們製作的導覽小冊子來跟大家分享我們是如何推薦石碇地區的，將

導覽小冊子透過掃描 QR code的方式來呈現，除了提倡環保意識外，最主要的方式還

是希望取得的方式容易，透過導覽小冊子來做為我們與遊客之間連接的橋樑，讓國外

旅客透過一個簡單的介紹以及地圖就可以輕鬆了解石碇老街周邊的店家以及具有歷

史性的建築，希望拉近國與國的距離，不再受距離限制而阻礙觀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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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認為藉由此次專題研究探討，除了對石碇地區有了更不同的認知以外，未來

要如何在眾多觀光地區中脫穎而出似乎將會是一門學問，此次的報告透過閱讀文獻、

實地考察以及製作導覽小冊子的三個面向來完整呈現，也因為此次疫情的發生，整個

世界都深受影響許多觀光產業都有逐漸衰退的跡象，希望在疫情結束的那天來臨前，

石碇地區能夠被更多的大眾所知道，並且揚名國際，使國內外的旅客都能慕名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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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工作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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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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媛 

張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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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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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 ● ● ● ● ● 

研究動機與流程 ● ● ● ● ● ● ● ● 

石碇的歷史       ● ● 

石碇東西街比較  ●   ●    

石碇的興衰 ●  ●      

石碇在地產業    ●  ●   

石碇店家資訊 ●   ●    ● 

石碇景點資訊  ●   ● ● ●  

SWOT分析 ● ● ● ● ● ● ● ● 

導覽旅程設計 ● ● ● ● ● ● ● ● 

組員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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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彙整 ●  ●      

資料排版 ●  ●      

小冊子 

電子檔設計 
● ● ● ●     

小冊子 

內容翻譯 
● ● ● ●  ● ● ● 

小冊子製作  ● ● ●     

海報製作 ●  ●      

講稿撰寫 ● ● ● ● ● ● ● ● 

簡報製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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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修正要點 

 

評審老師建議 

現在手機很發達，使用 QR CODE掃描電子書，也有實際去走訪石碇老街。 

如果都是網路資料的話我們自己也可以查 像你們去有實地探訪就可以知道更多不

一樣的資訊。 

但希望之後能調查日本人的喜好，在做小冊子，不一定要將中文版小冊子翻日

文，可以做不一樣的給日本人閱讀。 

修正要點 

修正日文摘要中，文意不通順之處 

參考文獻書籍重新排序 

石碇東、西街的差異內容增加 

修正檔案跑版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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