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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臺南公園價值與維護管理之研究 

 

名次：國中組人文類佳作 

學校名稱：德光中學 

作者：莊詠晴、郭乃瑜 

指導教師：胡鋒財、林慧珊 

 

摘要 

    臺南公園是一個饒富歷史、人文、古蹟、遺址、老樹及生態的百年都市綠

地，更是大都會中人們休閒、運動、紓壓的最佳地點。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南公

園的價值、管理及維護以及民眾對臺南公園的期望，更透過多次實地踏查，想

替公園做一次體檢，我們採用訪問調查、實地調查及問卷調查，得到以下結果：   

一、公部門落實管理，應加強綠地維護、確實執行公園自治條例、強化公園 

    安全管理、重視園區內的文化資產管理及制定嚴謹的樹木保護條例。 

二、建議市府擬定公園委託經營管理及認養辦法，鼓勵民間企業及環保團 

    體認養經營，建構環境更完善、更多元發展的公園新意象。 

 三、建議市府機關擬定完善的「都市區域計畫」，整合公園週邊環境。 

   四、透過寓教於樂的教育活動，使民眾更了解公園的價值。號召政府、民間 

       團體、社區及學校全面共同參與，落實教育及宣導公園的存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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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國中社會地理七年級「臺灣的環境問題與環境保護」單元中，講述到臺灣

自然條件下擁有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多樣環境。但由於現代經濟發展和都市的快

速成長，也產生許多因應的環境汙染、生態破壞議題。身為現代學子，如何培

養新時代正確的環境教育觀念，也是在地理課堂中老師積極傳授的。於是我們

決定對家鄉的臺南公園來做地理環境教育的實踐，包含訓練環境覺知與敏感

度、增進環境概念知識、建立環境價值觀與態度，以及在戶外作環境問題問卷

調查，真正實踐在地環境行動技能。 

    小時候臺南公園裡的樹下、湖畔、池塘、小橋、遊戲區……等，都有我們

玩耍的身影。佔地十四點六公頃的臺南公園，植栽豐富的樹種，四季各具風華

特色，並擁有許多臺灣珍貴的百年老樹，是臺南都市叢林裡的綠寶石！在其百

壽之年，為百歲公園許下永續生態的願景。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臺南公園的價值 

  (二)探討臺南公園的管理及維護 

  (三)臺南公園大體檢 

  (四)探討民眾對臺南公園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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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臺南公園的歷史發展沿革 

臺南公園是臺南最古老的公園，早在乾隆元年(1736 年)已有植栽紀錄，

文獻考據始於日治時期，是府城第一座由日人規劃的公園。下表為臺南公園的

歷史沿革： 

 
 

建 

園 

前 

根據石萬壽先生《樂君甲子集》記載，文元溪的源頭是位於城垣北側的燕

潭。當時臺江內海沿岸的村落利用文元溪載運貨物入府販賣，並在大北門

附近一帶形成市集，也就是「市仔頭」。道光年間，臺江內海逐漸陸化，文

元溪結束通航後，燕潭便成為風景景點，而昔日執行秋決的高臺就在燕潭

北邊。當時於現址由地方仕紳建設養濟院，又名「乞丐寮」。 

日

治

時

期 

日明治 43 年(1910 年)日本公佈都市計畫，依現代綠地公園觀念，劃此區

塊為臺南公園。隔年，臺南廳長松木茂俊發貣臺南公園營造物，建園工程

分為兩大類：造庭工事及工作物。 

 

 

 

 
 

中

華

民

國 

民國 34 年後，由省公共工程局分年分期進行修設，並陸續引進不同品種的

樹木，改名為中山公園。民國 63年(1974 年)，臺南市立圖書館由吳園後

的舊館遷移到公園旁的公園北路。民國 79 年(1990 年)於燕潭中興建念慈

亭與念慈橋。民國 87 年(1998 年)於公園大門旁設置中山捐血點。民國 90

年(2001 年)改名為臺南公園，將附近的兵配廠納入公園建設計畫。民國 94

年(2005 年)臺南市通過了「臺南市珍貴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由臺南社區

大學調查全臺南市的老樹狀況，園區內多達 26 種、78 棵，被市府指定為

「珍貴樹木」(附錄一)。民國 103 年(2014 年)成立樹公民志工聯盟，以最

自然的復育方式休養生息公園棲地。民國 105 年(2016 年)臺南社大以公園

為學習的對象，展開一系列專題活動，並由文化局協助策劃「尋找古城牆」

任務，期待重現臺南大北門的百年風貌(附錄二、三)。 

 

二、臺南公園樹木植栽歷程 

    目前工務局調查報告中，臺南公園樹木多達 2600 棵、164 種(附錄四)。

早期日本人規劃造景、植樹，並引進相當多的南洋樹種，歷程可分為清治時期、

日治時期及戰後，三個階段植樹目的都不相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8%90%AC%E5%A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6%B1%9F%E5%85%A7%E6%B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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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左右，全園因地形而區分為十個熱帶植物區。樹種多元又珍貴，市

府及民間單位(樹公民、社區大學)持續復育樹種。近年來，臺南公園的羊蹄甲

花季、樹林，綠意盎然充滿生機，公園內老樹分布密度更居臺南之冠，它不僅

是都市喘息的角落，更是一片寶地。 

  

圖 2-2-1  羊蹄甲花季 圖 2-2-2  羊蹄甲花季 

 

圖 2-2-3  2005 年公園老樹分布圖 

相片來源：臺南社區大學台南市老樹地圖；

http://163.26.52.242/~fang/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6。 

年

代 

清治時期 

(1683〜1895 年) 

日治時期 

(1895〜1945 年) 

戰後 

(1945 年後) 

植

樹

目

的 

 遮蔭 

 護城 

 保護刑場 

 景觀 

 熱帶樹種實驗林 

 景觀 

 多為外來引進品種 

種

植

樹

木 

金龜樹、樟樹、龍眼

樹、榕樹、茄苳樹、 

菩提樹、土芒果樹 

鐵刀木、盾柱木、雨豆

樹、瓊涯海棠、木麻

黃、銀樺、火焰木、鳳

凰木、欖仁樹 

蘇鐵、龍柏、羅漢松、

小葉南洋杉、梅、羊蹄

甲、珊瑚刺桐、菲律賓

鰻頭果、大花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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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全臺最大的菩提樹，百歲的雨豆樹及高達五公尺的百歲白以丹

花……等，不同花期不同樹木，公園四季風情萬種。 

   

圖 2-2-4  菩提樹 圖 2-2-5  雨豆樹 圖 2-2-6  白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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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研究架構圖 

     表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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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活動歷程 

No 日期 活動內容 查詢 踏查 訪問 問卷 紙本 

1 20160524 晁瑞光老師公園講堂  ˇ ˇ   

2 20160528 王浩一老師樹下人情味講座  ˇ ˇ   

3 2016 6 月 網路/圖書館查詢資料 ˇ     

4 20160709 完成初步研究歷程表     ˇ 

5 20160711 雨中公園踏查  ˇ    

6 20160712 完成初步紙本草稿內容     ˇ 

7 20160713 完成公園歷史沿革及古蹟探討     ˇ 

8 20160713 
電話訪問臺南市府工務局公園

管理科陳先生 
ˇ  ˇ   

9 20160714 公園體檢實地踏查  ˇ    

10 20160714 
電話訪問臺南市府文化局文化

資產處蘇先生 
ˇ  ˇ   

11 20160717 完成市府公園管理處訪談內容     ˇ 

12 20160717 
參與社區大學「青青草地 邊學

邊玩」活動、公園踏查 
 ˇ    

13 20160720 和盧居煒老師討論 ˇ  ˇ  ˇ 

14 20160720 製作問卷    ˇ  

15 20160721 公園工作人員小隊訪談及踏查 ˇ ˇ ˇ   

16 20160721 
電話訪問訪農業局森林保育科 

陳小姐 
ˇ  ˇ   

17 20160721 查詢公園、城垣的歷史文獻 ˇ     

18 20160724 
研究市府公園一〜四期改善計

畫 
    ˇ 

19 20160729 
踏查東澳藍山公園及自然橋國

家森林公園 
 ˇ   ˇ 

20 20160809 紙本統整     ˇ 

21 20160811 
公園踏查「樹公民」耀慶老師

為羊蹄甲施肥 
 ˇ ˇ   

22 20160812 
公園踏查(行道樹大剪修)   

設計討論問卷問題 
 ˇ  ˇ  

23 20160813 新加坡植物園資料彙整 ˇ    ˇ 

25 20160815 樹公民聯盟資料彙整 ˇ    ˇ 

26 20160821 訪問陳清旗老師公園生態狀況   ˇ  ˇ 

27 20160822 修改問卷 ˇ  ˇ  ˇ 

28 20160823 公園踏查  ˇ    

29 20160824 公園踏查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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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60824 小組討論：紙本分配     ˇ 

31 20160825 小組討論：統整問卷內容     ˇ 

32 20160826 小組討論：設計生態觀察表     ˇ 

33 20160828 小組討論：紙本討論及分配     ˇ 

34 20160829 公園踏查  ˇ    

35 20160825 
盧居煒老師討論及完成古蹟介

紹 
ˇ ˇ   ˇ 

36 20160831 修正問題與討論內容  ˇ   ˇ 

37 20160902 完成問卷    ˇ ˇ 

38 20160904 問卷調查    ˇ ˇ 

39 20160905 問卷調查    ˇ ˇ 

40 20160906 夜間探訪公園  ˇ  ˇ  

41 20160906 訪問公園保全人員   ˇ ˇ  

42 20160908 問卷調查    ˇ ˇ 

43 20160909 完成初步紙本內容 ˇ    ˇ 

44 20160909 與指導老師討論 ˇ    ˇ 

45 20160910 與指導老師討論 ˇ    ˇ 

46 20160910 和盧居煒老師討論紙本內容 ˇ    ˇ 

47 20160911 修正紙本內容     ˇ 

48 20160912 訪問晁瑞光老師老樹疾病 ˇ  ˇ  ˇ 

49 20160912 與指導老師討論 ˇ    ˇ 

50 20160914 與指導老師討論 ˇ  ˇ  ˇ 

51 20160916 莫蘭蒂颱風過後踏查公園  ˇ   ˇ 

52 20160917 完成問題與討論 ˇ    ˇ 

53 20160918 完成結論與摘要 ˇ    ˇ 

54 20160919 確認紙本內容     ˇ 

55 20160919 與指導老師討論 ˇ    ˇ 

56 20160920 確認紙本字數與格式     ˇ 

合計次數 21 17 12 8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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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歷程紀錄表 

   表 3-3  活動歷程紀錄表 

    

5/28 王浩一老師講座 7/17 社大公園活動 文化局老樹系列活動 公園踏查 

    
社大居煒老師討論 晁瑞光老師講座 圖書館查詢資料 藍山公園自然界線 

    

藍山公園的菸蒂箱 有機土壤種植行道

樹 

自然橋國家公園步

道 

澳洲樹下的有機土 

    

澳洲雪梨草皮養護中 適地適樹適步道 洗手池與飲水機 

    

20160811 樹公民耀慶老師為羊蹄甲樹林加 KKF 生物菌 訪問陳清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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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市府出動雲梯車處理修剪大型樹木，再使用怪手抓入垃圾車 8/23 公園踏查 

 

 

 

 

 

 

 

 

 

8/24 小組討論 8/25 小組討論 8/26 小組討論 8/28 小組討論 

    

9/4 問卷調查 9/5 問卷調查 

  

 

 

 

 

 

9/5 夜訪保全人員 9/11 小組討論 9/12 指導老師討論 颱風後踏查公園 

 

  

 

9/16 颱風後踏查公園 9/17 小組討論 9/19指導老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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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探討臺南公園的價值 

    (一)古蹟 

      1.重道崇文坊 

  

圖 3-4-1 重道崇文坊 圖 3-4-2 坊下石獅 

 

古蹟類型 三級古蹟 

創建年代  清嘉慶 20 年(西元 1815 年) 

典故事蹟 

 為表揚林朝英樂善好施、修建臺灣學文廟 

 原立於龍王廟(今臺南市警察局刑警隊)前方。日治時期，昭和

9 年(西元 1934 年)開闢今南門路，拆廟移坊，遷建於公園內燕

潭畔旁 

建築特色 

 坊以青斗石、白石構成 

 四柱三間兩層的形制，高度五百九十四公分，寬度六百八十三

公分，呈東西座向。 

 四柱前後各有夾住石獅，公獅踏彩球，母獅抱帅獅 

 大額枋雕刻雙龍搶珠，呈現穩重 

 小額枋分刻蒼松福鹿、寒梅雙鵰、龍馬負圖、靈龜背書，呈現

卲祥 

匾上題文 

 上簷橫額題「重道崇文」 

 上款「嘉慶十八年正月題」，下款「嘉慶貳拾年參月建」 

 下簷橫額題「己酉科歲貢生原中書科中書欽加光祿寺署正職銜

林朝英立」 

古蹟現況  民國 81 年柱身外傾，有倒塌之餘，市府搶修修護成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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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臺南公園管理所 

   
圖 3-4-3 原臺南公園管理所 圖 3-4-4 門前的陽臺 圖 3-4-5 項居 

 

 

(二)文化遺址 

    1.燕潭曉月 

   

圖 3-4-6 燕潭 

圖 3-4-7 燕潭夜景 圖 3-4-8 荷花池 

相片來源：臺南公園 A-chi 部落格 

http:/blog.xuite.net/helenchi/travel/47824418  

 

古蹟類型 直轄市定古蹟 

創建年代 
 日大正元年〜日大正 6 年(西元 1912 年〜1917 年) 

 為全國第一座現代化公園管理所 

建築特色 

 日治時期的西洋建築風格 

 屋頂：西洋式雙坡水斜屋頂，以頄鱗板瓦鋪設 

 外牆：以咕咾石砌成，並設有綠釉花磚通氣孔，但目前以

水泥填帄，並在門前設置陽臺 

 廊柱：右側立方形的廊柱設計為雙柱式，下方有洗石子基

座，柱身上小下大，上方以插銷固定 

 項居：左前屋簷下有仿日本神社建築的項居，兩座項居間

有一帄臺，推斷可能是當時祭祀神祇的地方。根據日治時

期的地圖，此附近設有招魂碑，並留有當時的乞丐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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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北門遺址與北段城牆遺跡 

  
  

圖 3-4-9 北門遺址 圖 3-4-10 小北門舊照 

圖 3-4-11 大北門遺址 
圖片來源：臺南府城大事記 

http://unlimitedtainan.blogspot.tw/2008/12/

1017.html 

 

    
      圖 3-4-12        圖 3-4-13       圖 3-4-14        圖 3-4-15                      

                          燕潭旁咕咾石城牆遺址 

圖 3-4-15 圖片來源：痞客邦 

http://kipppan.pixnet.net/blog/post/52282180-%E5%8F%B0%E5%8D%97%E5%8F%A4%E

5%9F%8E%E9%81%BA%E8%B7%A1。 

府城十二景之一：秋月 

典故事蹟 

 燕潭是昔日府城文元溪源頭位於城垣北側。當時臺江內海沿岸

的村落利用文元溪載運貨物入府販賣，在大北門一帶形成市

集，也就是「市仔頭」。道光年間，臺江內海逐漸陸化，文元

溪結束通航後，燕潭也成為風景景點。 

 燕潭北邊(燕潭北丘)是昔日秋決罪犯的高臺，據說秋決時，會

搭貣刑臺，監斬官一聲令下，便在荷花池旁處決犯人，人頭順

勢落入池中，再撈貣人頭吊在二中舊大門榕樹上，斬首示眾。 

 在荷花池中種睡蓮、荷花，據說是為了超渡亡魂。 

 西元 1990 年（民國 79 年）於燕潭中興建念慈亭與念慈橋，為

統一企業創辦人吳修齊先生捐贈紀念母親而建，據說要閃避亡

魂特別設計成曲型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6%B1%9F%E5%85%A7%E6%B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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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態 

    除前述多元的樹種外，在野望 陳清旗老師的資料中(附件五)，得知公園水

域、陸域及空域生物生態非常豐富，是生態教學及觀察調查的好地點。 

 

五、探討臺南公園的管理及維護 

想進一步了解這麼豐富有趣又有歷史文化的公園，向市府（農業局森林保

育科、文化局資產處、工務局管理科及公園管理工作人員）詢查得知(附件六)： 

(一) 目前臺南公園的管理方式分為珍貴老樹、市定古蹟、其他三部分維護管

理： 

項目 管理類別 維護單位 維護內容 

珍
貴
樹
木 

在「臺南市珍貴樹木

保護自治條例」中，

園區內多達 26 種、73

棵，被市府指定為 

「珍貴老樹」。有 3

棵已經死亡，解除列

管，但尚保存編號。 

農業局 

森林保育科 

 維護珍貴樹木 

 訂有「臺南市珍貴樹木保護自

制條例」 

 珍貴樹木健康檢查及維護管理 

 設有珍貴樹木保護委員會，共

15 人。辦理珍貴樹木相關業務之

諮詢、協調、爭議處理及重大違

規事件之認定 

 

 

 

 

北門遺址與北段城牆遺跡 

創建年代  清雍正三年(1725年) 

別稱  拱辰門 

位置  今北門路與小東路口 

典故事蹟 

 創建於清雍正的木柵城時期，設有甕城並以燕潭與文元溪作為

護城河，清乾隆元年(西元1736年)興築臺灣府城，當時拱辰門

外是清代刑場，日治時期多用於軍事用途。歷代改革多次變更

加上近代因興建學校、公園改建……等因素，如今已殘缺，依

稀可追尋其遺跡。目前市府於昔日城門所在地(今北門路與小

東路口)設立石碑。而在臺南公園內，仍可見二處遺跡：燕潭

東側是咕硓石的構造及燕潭南側為三合土構造，上方還有一棵

粗壯的茄苳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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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定
古
蹟 

 重道崇文坊 

 原臺南公園管理

所 

文化局 

資產處 

 風災、雨災後或重大開發可能

影響地基的狀下，會有團隊前

往檢測  

 木造部分會定期檢測有無白蟻

侵蝕 

 編列災害準備金備用 

其
他 

 造庭工事 

 工作物 

 樹種 

 遺跡 

工務局 

管理科 

 8〜12 位工作人員小組 

 以維護環境清潔、除草、清除

垃圾、廁所衛生為主要工作，

定時輪班維護 

(二)目前市府針對臺南公園並沒有往「主題式」公園規劃，先以上列珍貴老 

    樹、市定古蹟以及其他三方面做好完善的照顧為目標。  

(三)在今年 105 年公園的白壽之旅(99 歲)與明年百歲生日會由市政府文化局及 

   臺南社大規劃一系列公園活動，希望透過多元的活動方式，引領市民探索 

   公園內自然生態人文歷史、珍愛老樹及市民親近善待公園等議題。 

(四)樹公民團體復育羊蹄甲樹林，並養護生病的樹種。 

(五)夜訪公園訪問保全人員，我們得知 105 年 9 月前安排一位管理員管理全區 

    治安，之後則委託府城保全兩位保全人員，兼任所有治安管理工作，市府 

    並未配備任何防身及照明設備。保全人員只能規勸，沒有執行力。 

  

圖 3-5-1、圖 3-5-2 夜訪公園保全人員 

 

六、臺南公園大體檢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對於公園綠地之定義為「綠地，泛指穩定保持著植物生

長的土地或水域，其廣義定義係指可供生態、景觀、防災、遊憩等功能之開放

空間」。可見公園綠地之於都市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做進一步檢視，發現公園內

仍有許多改善空間(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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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公園大體檢 

 

 

 

 

 

告示牌太多太大，影響美觀觀感不佳 

 

 

 

 

 

過度打掃、踩踏，導致土壤硬化 

 

民眾恣意騎機車進入公園 

 

 

 

 

 

 

樹木癌症褐根病，造成許多樹木病倒  相片來源：臺南樹公民聯盟 



18 
 

https://zh-tw.facebook.com/treepeo/ 

 

水源的管道不當管理 

 

管理疏失 民眾任意餵食 導致景觀不佳、傷害植物 

 

 

 

 

 

私設羽球場，影響棋盤腳樹的生長 

 

 

 

 

 

 

 

夜間治安、照明 公園簡介張貼於廁所牆面合宜嗎？ 

 

 

 

 

 

 

羊蹄甲復育區 深層廢土 河岸陡直有落水的危險又不易親近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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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落葉及垃圾 

 

 

 

 

石頭音響     私設羽球場    在水源區附近設置電箱   水箱設置不當 

園區內不當設施 

  

遊民問題 步道規劃及維修不當 

 

 

 

 

 

    

燕潭有打水器破壞景觀 莫蘭蒂颱風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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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探討民眾對臺南公園的期望 

  1.研究對象：我們於 105年 8月〜9 月間，針對來訪臺南公園的 100 位名眾隨 

機問券調查，共發出 100 份，回收 77 份，有效問券 77 份， 

有效率約 77 %。 

  2.研究工具：本依據想了解民眾對於百年公園的認知及期待，自編公園大解

密及公園“心”印象問卷(附錄七)。 

  3.研究方法：本研究採用問券調查法，針對不同性別、年齡及區域、族群等 

              因素，透過問券討論多個變項之間的關聯性，再作深入分析。 

  4.研究分析： 

   (1)年齡分佈 

    55%為中年人士，32%為 21〜40 歲。 

 

 

 

 

 

 

 

   

          表 4-1-1 年齡分布                 圖 4-1-1 年齡分布   

 

(2)臺南市民 

     91%以上為臺南市民。 

 

 

     

 

 

 

    表 4-1-2  是否為臺南市民            圖 4-1-2  是否為臺南市民       

 

(3)公園大解密 

4-2-1 你知道公園內有清代的北門城牆遺址嗎？ 

年齡 加總 百分比 

20 歲以下 4 5% 

21〜40 歲 25 32% 

41〜59 歲 42 55% 

60 歲以上 6 8% 

總計 77 100% 

臺南市民 加總 百分比 

是 70 91% 

不是 7 9% 

總計 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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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你知道公園內曾有清代秋決囚犯的刑場嗎？ 

4-2-3 你知道公園內有許多珍貴老樹嗎？ 

4-2-4 你知道公園內有全國最大的菩提樹？ 

4-2-5 你知道公園內有市定古蹟？ 

4-2-6 你知道樹公民團體協助植栽公園樹群？ 

4-2-7 你知道公園內有高達五公尺的百歲白以丹？ 

4-2-8 你知道公園在民國 95 年有大幅度改建？ 

4-2-9 你知道公園內維護由市府三個單位負責？ 

 

圖 4-1-3  公園大解密 

表 4-1-3  公園大解密 

項目 知道 百分比 不知道 百分比 沒聽過 百分比 

城牆遺址 35 46% 16 21% 25 33% 

秋決 22 29% 14 18% 41 53% 

珍貴老樹 62 81% 7 9% 8 10% 

最大菩提樹 34 44% 19 25% 24 31% 

市定古蹟 51 66% 10 13% 16 21% 

樹公民團體 30 39% 17 22% 30 39% 

白以丹 19 25% 19 25% 39 50% 

95年大幅改建 29 38% 23 30% 25 32% 

三單位維護 15 19% 24 31% 38 5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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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市民普遍知道古蹟、遺址及百年老樹，甚至有些附近住戶可以細訴公園的

百年歷程。但對於老樹的種類、生態維護及管理方式了解並不多，這也顯示出

我們在公園推廣及教育上，需要更加努力。 

 

 

 

 

 (4)來公園做什麼 

 

 

 

 

 

 

 

 

     圖 4-1-4  來公園做什麼    

 

 

 

                                        

表 4-1-4  來公園做什麼 

討論： 

    市民來臺南公園大部分是來散步，其餘的功能並不算高。有部分民眾表示，

公園設施老舊容易發生危險，而且死角多，治安有待改善，所以市民會選擇散

步為使用項目。 

 

 

 

 

 

 

 

項目 加總 百分比 

運動 29 38% 

散步 62 81% 

打球 5 6% 

做操 4 5% 

跳舞 4 5% 

社交 8 10% 

聊天 9 12% 

下棋 2 3% 

泡茶 4 5% 

唱歌 1 1% 

生態教育 17 22% 

其他 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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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吸引造訪的因素 

 

            

 

 

 

 

 

                       5-4-5  吸引造訪的因素 

 

 

 

 

圖 4-1-5  吸引造訪的因素 

項目 加總 百分比 項目 加總 百分比 

燕潭風光 18 23% 生態教育 23 30% 

公園古蹟 18 23% 運動 22 29% 

花季 48 62% 休閒 31 40% 

老樹 32 42% 其他 2 3% 

                      表 4-1-5  吸引造訪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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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園需要改進的地方 

 

圖 4-1-6 公園需要改進的地方 

 

項目 加總 百分比 項目 加總 百分比 

標示牌 15 19% 導覽文宣 16 21% 

夜間照明 57 74% 河岸陡峭 14 18% 

老舊公共設施 38 49% 運動設施 8 10% 

樹木管理 21 27% 土壤硬化 12 16% 

古蹟管理 18 23% 騎車進入 36 47% 

遊樂設施 15 19% 無障礙空間 20 26% 

排水溝 15 19% 緊急聯絡 27 35% 

步道 13 17% 其他 12 16% 

                     表 4-1-6  公園需要改進的地方 

討論： 

    在問卷中指出每一個地方都有部分市民覺得需要改善，但是比較多人詬病

的是夜間照明、老舊公共設施和騎車進入這三項。我們在實地探訪的過程中，

發現附近居民覺得臺南公園是治安死角，夜晚照明設備不佳，警衛保全又少，

所以市民覺得極需改善。其次，公共設施老舊例如:廁所、運動設施等，讓人民

望之卻步。再加上有些市民習慣騎車進入，長期下來，草皮受損，行走不便，

行人與車爭道，長期下來就更不願意進入臺南公園活動。 



25 
 

二、臺南公園的價值 

(一)古蹟與遺址方面 

占地 14.6 公頃的公園從容坐落於都市中，有二處市定古蹟、城牆遺址、 

老樹、燕潭、多樣性生物及珍貴的百年文化歷史，其價值意義非凡!然而我 

們維護古蹟的態度卻是被動的，甚至是草率不珍惜的。曾是高好幾公尺的 

城牆，日本人拆除後，便在基座上鋪設柏油，歷史城牆變成了毫不貣眼的 

散步小道，全臺灣最有文化價值的柏油路，歷史從此活埋在地底下。 

(二)生態方面 

1.根據野望生態陳清旗老師的資料及觀察結果，得知水域部分以蝦、螺原生

種居多，而頄類則全為外來種，人為干擾破壞嚴重。後來利用燕潭清淤時期，

復育生物的棲息地，並積極導正民眾觀念，不棄養、不放生，期待可以重新

營造更多樣的水域環境。 

2.由於燕潭曾因清淤而抽乾，期間也預先移走頄類及水生植物，因此 

項類也大受干擾而遠離，想再見到紅冠水雞、夜鶯及翠項的身影， 

實在難能可貴，進一步比較三個樣區，發現A、B區民眾活動量較多， 

相對影響項類調查的結果。臺南公園無疑是項類重要的生活棲息 

地，我們應該更妥善經營棲地的品質。 

 

              圖4-2-1  臺南公園項類之樣點及穿越線示意圖  

相片來源：臺南社區大學臺南市老樹地圖；

http://163.26.52.242/~fang/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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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了解公園管理與維護   

   我們瞭解公園維護管理是由市府三個單位執行，會不會有疏失遺漏的部分?

即將邁入百歲並具有深刻文化資產的臺南公園，應該可以找到更好的模式，我

們可以借鏡「花園裡的城市」新加坡的公園綠地經驗，相較於臺北市綠化覆蓋

率僅 5%，新加坡約 50%左右。如此大的差異值得深思。    

    

五、臺南公園大體檢 

   經過多次踏查我們發現公園存在許多問題： 

 (一)植物維護不當，罹病枯死的問題。 

  (二)告示牌不夠美觀、明確。 

(三)過度打掃、灑水及踩踏，形成土壤硬化、樹木棲地不良。 

(四)私設羽球場與植物爭地。 

  (五)海岸陡直有落水危險，也不易親近。 

  (六)機車恣意行使入園、任意停車。 

(七)夜間照明及安全管理不足。 

  (八)民眾任意餵食動物、放養頄類，影響景觀且破壞生態。 

  (九)燕潭過度打撈水草導致水域生態不良。 

  (十)風災過後樹木倒塌嚴重，受傷老樹急需治療。 

  

圖 4-5-1 

燕潭過度打撈水草導致生態不良 
圖 4-5-2 遊民問題 

 

六、探討民眾對於公園的期望     

    我們設計問卷發給來到公園的民眾填寫，除前列問卷分析的結果外，以下

是受訪者提出的其他意見及討論： 

 (一)公園內常有遊民長期進駐，女廁內曾發現有男性遊民進入，需有人管理。 

 (二)樹木無人照料、病蟲害多應請專人處理。 

 (三)應將步道加寬，讓行人及輪椅都可安全進入，也應將草皮重新整理規劃。  

 (四)路燈昏暗，而且單調，建議重新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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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燕潭曾有人溺斃，建議增設緊急電話及監視器。 

 (六)長期在公園跳舞的團體，並無申請使用，但是卻有收費現象。跳舞民眾踐 

     踏草皮並將包包掛於樹上卻無人制止。 

 (七)建議拆除念慈亭及打水車，並定期清除燕潭淤泥及垃圾，重還燕潭風貌。 

 (八)增加設立造型垃圾桶。 

 (九)應設置服務中心，並定期舉辦園區活動及生態教育。 

 (十)園區椅子設立位置需重新規劃，且重新放置，老舊的需淘汰更換。 

 (十一)應該禁止攤位設立。 

 (十二)念慈亭與念慈橋基座老舊，又過於龐大，希望可以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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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臺南公園是都市叢林中的綠寶石，更與在地民眾生活息息相關，我們既是

公園的使用者，也應該是公園的守護者，如何和樂共存？我們提出的對策如下： 

一、公部門落實管理 

(一)加強綠地維護 

以新加坡為例，全國的綠化事務皆由國家公園局負責，共有 900多位 

工作人員，執行公園綠地、綠化規劃、管理養護、培訓等業務，並與各部 

門密切合作，所有的土地開發都以「綠地」為核心價值，這樣的維護作法 

值得參考。 

  (二)確實執行公園自治條例 

雖然有明確的自治條例，但違規事宜仍處處可見，建議可製作宣導文 

宣，放置周邊商店、校區等，加強宣導並確實執法取締。 

    (三)強化公園安全管理 

在問卷調查中有近 75%的民眾認為公園夜間照明需加強改善，公園死角 

    多易產生意外事件，緊急聯絡及救災設備不完善，保全人力及防禦設備嚴 

    重缺乏。建議在重點處增設照明，成立公園巡查小組並加強巡邏，建立完 

    善的互聯網安全維護機制，提高園內環境保護及公共安全。 

    (四)重視園區內的文化資產管理 

        在「文化資產保存法」中，目前臺南公園被定義在文化景觀項目中努 

    力經營。期待將公園營建成人們和公園在長時間相互影響下，形成具有歷 

    史、美學、民族或人類學價值的場域。期待可以： 

       1.市府可以編列預算，定期普查及管理，執行保存、修復及維護等事項。 

       2.設置專業機構，加強專業人員培訓，積極從事保養、防災、教育、推 

         廣、紀錄等工作，並擬定緊急應變計畫。 

    (五)制定嚴謹的樹木保護條例         

        百年公園有許多百年老樹，是臺南市的重要資產。期待可以： 

     1.積極訂立樹木保護條例。 

     2.制定樹木保護認定標準。 

       3.建立完善的普查機制。 

       4.樹木保護專業人員考選與培訓制度。 

       5.設立樹木保護區。 

       6.整合資源：從植樹的規劃到養護過程，制定一套有效的原則及流程。 

       7.落實罰鍰，權責統一。 

       8.在特殊節日展開相關護樹倡議，例如：929 臺南市老樹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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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鼓勵機關團體認養經營公園 

        建議市府擬定公園委託經營管理及認養辦法，鼓勵民間企業及環保團 

    體認養經營，建構環境更完善、更多元發展的公園新意象。 

 

   三、整合公園週邊環境 

        建議市府機關擬定完善的「都市區域計畫」，讓公園周邊環境得以符合 

    主題性的維護及推廣。積極拓展公園綠帶腹地(臺南車站、臺南市立圖書

館、育樂館、成功大學、臺南文創園區、三二一巷部落、原兵工廠)，發展

城市的同時，老公園也要從心出發。城市的光譜中，綠色這一環不可或缺！

並積極提升臺南公園的文史價值，增進幸福、愉悅、紓壓等情感，這是臺

灣其他植物園、都會公園所沒有的遺產。 

 

   四、教育 

     (一)公園即是活生生的戶外書本，蘊含豐富文史、地理、生態、人文等價 

         值，透過寓教於樂的活動，使民眾更了解公園的價值。例如：樹公民 

         展開一系列「羊蹄甲林棲地服務學習」，邊學邊做，讓更多人成為復 

         育生態的一員。社區大學舉辦公園生態探索課程，邀請各界專家以不 

         同面向介紹臺南公園。 

     (二)在問卷調查中，得知市民普遍知道公園內有古蹟、遺址及百年老樹， 

         有些受訪者甚至可以細訴其百年歷程。但對於樹種、生態維護及管理 

         方式了解並不多，顯示在公園推廣及教育上需更加努力。我們可以號 

         召政府、民間團體、社區及學校全面共同參與，落實教育及宣導公園 

         的存在價值，全民共同預約臺南公園下一個美好豐收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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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附件一：臺南公園內珍貴老樹研究紀錄 

目前臺南公園內珍貴樹木編號從 2〜74 號，共 73 株、26 種，但有三棵是已

經死亡解除列管的，尚保有編號留作紀念。 

編號 解列 樹種 編號 解列 樹種 編號 解列 樹種 編號 解列 樹種 

002  盾柱木 021  樟樹 040  榕樹 059  龍柏 

003  茄苳 022  樟樹 041  山陀兒 060  龍柏 

004  菩提樹 023  榕樹 042  雨豆樹 061  龍柏 

005  瓊崖海棠 024  榕樹 043  金龜樹 062  龍柏 

006  雨豆樹 025  金龜樹 044  羅望子 063  龍柏 

007  茄苳 026  榕樹 045  羅望子 064  龍柏 

008  鐵刀木 027  芒果 046  印度黃檀 065  龍柏 

009  茄苳 028  金龜樹 047  印度黃檀 066  龍柏 

010  銀樺 029  菩提樹 048  金龜樹 067  龍柏 

011  桃實百日青 030  榕樹 049  苦楝 068  龍柏 

012 V 光臘樹 031  石栗 050  鐵刀木 069  龍柏 

013 V 鐵刀木 032  金龜樹 051  榕樹 070  白以丹 

014  金龜樹 033  盾柱木 052  榕樹 071  樹蘭 

015  盾柱木 034  金龜樹 053  龍柏 072  緬梔 

016  茄苳 035  金龜樹 054  龍柏 073  黃花夾竹桃 

017  金龜樹 036  金龜樹 055  龍柏 074  黃花夾竹桃 

018  龍眼 037  茄苳 056  龍柏 

019  欖仁 038  茄苳 057  龍柏 

020  金龜樹 039 V 樹杞 058  龍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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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臺南公園歷史沿革 

臺南公園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公園，也是臺南最古老的公園，考據文獻始於

日治時期，但早在乾隆元年(1736 年)已有植栽紀錄，是府城第一座由日人規

劃的公園。以下為臺南公園歷史沿革： 

     (一)建園前 

      根據石萬壽先生《樂君甲子集》記載，此地在清領時期屬大北門街，府

城的大北門位於西側，臺南城垣貫穿於中，文元溪源頭─燕潭則位於城垣北

側。當時臺江內海沿岸的村落都利用文元溪載運貨物入府販賣，於是在大北

門附近一帶形成市集，也就是「市仔頭」。   

      道光年間，臺江內海逐漸陸化，文元溪結束通航後，燕潭也成為風景景

點，而昔日執行秋決的高臺就在燕潭北邊。 

     當時於現址由地方仕紳設建養濟院，又名乞丐寮。清雍正元年(1723 年)

根據《臺灣采訪冊》記載，在燕潭南畔，臺灣知縣周鍾瑄以木柵圍城。清雍

正 11 年(1733 年)福建總督郝玉麟改植莿竹。大批種植刺桐樹於城內，臺南又

名刺桐城，以花崗岩建成大北門的城座（現今的拱辰門）(見圖一)。清乾隆

24 年(1759 年)在燕潭東南側，為維護城桓，臺灣知縣夏瑚增植綠珊瑚(見圖

二)。知府蔣元樞在舊竹柵內另竹新柵，加高三呎，增植刺竹及刺桐環繞城池

(見圖三)。清乾隆 53 年(1788 年)臺灣府城將木竹改建磚石城桓，但因磚石難

以運至，欽差大學士公福康安，改築為土城，臺灣府城才有了真正的城桓。 

 

圖一 未拆毀前舊臺南大北城門 

圖片來源：臺灣回想、創意力出版社 

 

 (二)日治時期 

    日明治 43 年(1910 年)日本公佈都市計畫，依現代綠地公園觀念，劃此 

區塊為臺南公園。隔年，臺南廳長松木茂俊發貣臺南公園營造，營造費約 1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8%90%AC%E5%A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B8%85%E9%A0%98%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BA%9C%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BA%9C%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B1%E8%BE%B0%E9%96%80_(%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BA%9C%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6%B1%9F%E5%85%A7%E6%B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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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預定由臺灣總督府及臺南仕紳募款興建，預算少了近兩成，迫使部分設

施縮減，日本人運用清朝政府所留下的建築物，如：拆除北門城的磚頭、石塊

為建材，並且由「一中」（現今臺南二中）的學生協助施工：運動場、花圃、

假山、橋樑、 噴水池、動物園、駐警室等設施一應。公園設計由臺南廳技師

島田宗一郎監督、造園師澤井半之助設計。 

    建園工程可分為造庭與工作物為兩大類： 

     1.造庭工事： 

      (1)舊城桓、墓地及乞丐寮的整地 

      (2)興建運動場、競走場、器械運動場、花苑及噴水池等。 

     2.工作物： 

      (1)改建頄塭、凹窪地與小丘 

      (2)建造假山、飛瀑、橋樑、亭榭 

      (3)栽種植物苗圃。 

    日大正元年(1912 年)臺南州廳長知德二開始興建 14.6 公頃的公園建築，

將養濟院遷至今公園北路一帶，並運用文元溪的地形，築山引流，燕潭湖光山

色(見圖四)。 

     由當時的設計圖中，可看出日本人以中央為軸，將公園分為水、陸兩域： 

 水域：有月見池、大和池、綠池→但是三池淤積後填帄，只剩大小燕潭 

 陸域：運動場、噴水池→噴水池已被改建為都會公園流線型步道 

並建置全國第一座現代化公園管理所。 

    在《臺南公園造營要覽》記載中，日大正 6 年(1917 年)將大北門外燕潭

周圍加以規畫建築，工事完工後成為市區內的大公園。大量種植熱帶林木，兼

作熱帶實驗林，以鐵道木居多，南洋櫻、鳳凰木也不少。並修建四周圍牆，拓

寬公園南路，改名大正公園。在《臺灣文獻別冊》記載中，配合臺灣總督府施

政 22 週年紀念日於同年 6 月 17日舉辦開園式。建園初期，由高雄大崗山運來

咕咾石及日本四國的庭園石，建造高達二十公尺的噴水池及山水造景，是當時

的著名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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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日治時代臺南公園項瞰圖 

圖片來源：臺灣回想、創意力出版社 

    

(三)中華民國 

    民國 22 年(1933 年)因拓寬幸町道路(今南門路)，將原位於龍王廟街(今

民生路園)的重道崇文石坊遷離臺南警察署前的原址，重組於園內燕潭畔旁(見

圖五、六)。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人在公園內設置臨時軍醫院。 

 

  

圖五 將原位於龍王廟街 

(今民生路園)的重道崇文石坊遷離                                              
圖六 昔日的重道崇文坊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臺南公園 

     

    光復後，中華民國政府治臺後，拆除軍醫院，由省公共工程局分年分期進

行修設，並陸續引進不同品種的樹木，在公園各入口及通道，由荷蘭引進的椰

子樹取代清時的老樹和金龜樹，成為園內的行道樹，改名為中山公園。民國 63

年(1974 年)，臺南市立圖書館由吳園後的舊館遷移到公園旁的公園北路。民國

79 年(1990 年)於燕潭中興建 念慈亭與念慈橋。民國 87 年(1998年)於公園大門

旁設置中山捐血點。民國 90 年(2001 年)改名為臺南公園，將附近的兵配廠納入

公園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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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94 年(2005 年) 臺南市通過了「臺南市珍貴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與

臺南社區大學合作調查了全臺南市的老樹，公園內大小樹木有 800 多棵，喬、

灌木植物約 160 種。民國 95 年(2006 年)市長許添財任內大幅整修臺南公園四

周圍牆（見圖七、八），拆除舊有的紅磚瓦牆，沿著老牆鋪設原木步道、無障

礙通道。移除北門路及公園南路口的羊蹄甲樹林。民國 96 年(2007 年)拆除噴

水池，改鋪水波狀的花崗岩。民國 98 年(2009 年)舉辦第一屆百花季。根據市

府規劃的臺南公園四期整修工程設計圖中，可明顯得知市府建設局第一次的變

更設計，主要範圍於公園南路路口廣場、停車彎配置、木棧道施工、木座椅、

老樹廣場(見圖九、十、十一、十二)及人行步道，並且規定施工材質，頇符合

CNS 標準及正字標記，不得有輻射源。 

  

圖七 舊有的公園大門 圖八 現在的公園大門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臺南公園 

 

 
 

圖九 民國 95 年第一次變更竣工圖 圖十 公園南路口廣場變更設計 

圖片來源：臺南市政府臺南公園竣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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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公園南路口廣場變更設計 圖十一 無障礙坡道設計 

圖片來源：臺南市政府臺南公園竣工圖 

 

 

 

 

 

 

 
圖十二 公園南路汽車停車彎及園側門變更設計 

圖片來源：臺南市政府臺南公園竣工圖 

 

隔年，進行第二次整修工程，主要施工工程為北門路路段，包含給排水系

統、景觀植栽、地板鋪面(連鎖磚地、抿石子步道、卵石鋪面)、街道座椅、木

製帄臺斜坡、公車候車亭、植栽槽、腳踏車停車架、機車停車位、街道座椅……

等(見圖十三、十四)，並進一步有更好的植栽技術(見圖十五、十六)。園區內

多達 26 種、78 棵，被市府指定為「珍貴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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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民國 96 年 

二期施工範圍北門路段 
圖十四 北門路變更設施配置 

圖片來源：臺南市政府臺南公園竣工圖 

 

 

 

 

  

圖十五 喬木定植及 

A 型支架植栽施工 
圖十六 灌木種植詳圖 

圖片來源：臺南市政府臺南公園竣工圖 

 

民國 97 年(2008 年)營建署補助一千萬元，進行地貌改造「創造臺灣城鄉風

貌示範計畫」為第三期整修工程，由葉世宗建築師事務所核准整修，施工內容

包含移除涼亭、獅子會雕像、噴水池、蔣介石雕像，設置枕木步道、造型花崗

岩步道、噴砂彩晶地磚及 78 座植物指示牌……等(見圖十七、十八、十九)。四

周增建「好望角」景觀。內部區域配合燕潭水系整治與植栽規劃，塑造成為市

中心最大的生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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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98 年第三期整修工程 

臺南市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 

圖片來源：臺南市政府臺南公園竣工圖 

民國 101 年(2012 年)進入第四期改善工程，內容更細緻也更朝向綠色再生

概念，植栽配置也更講究，移植樹木的步驟也更具技巧。將公園設置為植物園，

市府並將兵配廠納入計畫作為市民活動遊憩的場所。民國 103 年(2014 年)樹公

民志工聯盟成立，以最自然的復育方式休養生息棲地。民國 104年(2015 年)和

泰汽車公司捐贈定點捐血車。民國 105 年(2016 年)社區大學以公園為學習的對

象，展開一系列敘事的專題活動。市府工務局也配合百年公園計畫，撥出 150

萬元，由文化局協助策劃豐富多元「尋找古城牆」任務，希望重現臺南大北門

的百年風貌。 

 

 

 

圖十八 枕木步道造型 

花崗岩步道帄面圖 
圖十九 噴砂彩晶地磚鋪面步道 

圖片來源：臺南市政府臺南公園竣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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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101 年第四期改善工程 

圖片來源：臺南市政府臺南公園竣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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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臺南公園年代大紀事 

時間 年代 演變 

西元 1684年 清康熙 23年 當時於現址由地方仕紳設建養濟院，又名乞丐寮 

西元 1721年 清康熙 60年 

朱一貴舉事全臺俱陷，但不久即為清軍所收復。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曾奏請興建臺灣府城(臺南

城)，未獲准。 

西元 1723年 清雍正元年 

清廷批示：「建築木柵一事，籌畫甚為允妥，深為

可嘉」。巡臺御史禪濟布奏准築木柵做為城牆，知

縣周鍾瑄築木柵。 

西元 1725年 清雍正 3 年 

創建完成周長 2662 丈，城門六座：大東門〜東

安門/迎春門、大南門〜寧南門、大北門〜拱辰

門、小東門、小北門〜鎮北門、小南門，另設水

門兩處，西邊因有安帄鎮與臺海相接，未設城門。 

西元 1736年 清乾隆元年 各城門加建花崗石城座和城樓。 

西元 1759年 清乾隆 24年 知縣夏瑚於刺竹牆外植綠珊瑚，環護木柵。 

西元 1775年 清乾隆 40年 
知府蔣元樞在舊柵內另築新柵，加高三尺，增加

小西門、靖波門一座，並於扼要處所建敵臺。 

西元 1791年 清乾隆 56年 
臺灣府城(臺南城)木柵城牆改建為土城垣全部竣

工。 

西元 1910年 日明治 43年 
日本公佈都市計畫，依現代綠地公園觀念，劃此

區塊為臺南公園 

西元 1911年 日明治 44年 

 臺南廳長松木茂俊發貣臺南公園營造，費用約

19 萬元，由臺灣總督府及臺南仕紳募款興

建，預算少了近兩成，迫使部分設施縮減，日

本人運用清朝政府留下的建築物，如：拆除北

門城的磚頭、石塊為建材，並由「一中」（現

今臺南二中）的學生協助施工：運動場、花圃、

假山、橋樑、 噴水池、動物園、駐警室等設

施一應俱全。 

 公園設計由臺南廳技師島田宗一郎監督，而造

園師澤井半之助設計。 

 建園工程可分為造庭與工作物為兩大類 

西元 1912年 日大正元年 
臺南州廳長知德二開始興建 14.6公頃的公園建

築，將養濟院遷至今公園北路一帶，並運用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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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的地形，築山引流，由當時的設計圖中，可清

楚看出將公園分為水、陸兩域。燕潭湖光山色。

並建有全國第一座現代化公園管理所。 

西元 1915年 民國 4 年 大北門和小東門及附近城垣遭拆除。 

西元 1917年 日大正 6 年 

在《臺南公園造營要覽》記載，將大北門外燕潭

周圍加以規畫建築，工事完工後成為市區內的大

公園。大量種植熱帶林木，兼作熱帶實驗林，以

鐵道木居多，南洋櫻、鳳凰木也不少。並修建四

周圍牆，拓寬公園南路，改名大正公園，並在《臺

灣文獻別冊》記載中，配合臺灣總督府始政 22 週

年紀念日於同年 6 月 17 日舉辦開園式。 

西元 1933年 民國 22 年 

因拓寬幸町道路（今南門路），臺南市清代士紳林

朝英，將原位於龍王廟街(今民生路園)的重道崇

文石坊遷離臺南警察署前的原址，重組於園內燕

潭畔旁。 

二次大戰  日本人在公園內設置臨時軍醫院 

光復後  

中華民國政府治臺後，拆除軍醫院，由省公共工

程局分年分期進行修設，並陸續引進不同品種的

樹木，在公園各入口及通道，以荷蘭人引進的椰

子樹取代清時的老樹和金龜樹，成為園內的行道

樹，改名為中山公園。 

西元 1990年 民國 79 年 於燕潭中興建 念慈亭與念慈橋 

西元 1998年 民國 87 年 於公園大門旁設置中山捐血點(圖二十六) 

西元 2001年 民國 90 年 改名為臺南公園，將兵配廠納入公園建設計畫 

西元 2005年 民國 94 年 

臺南市通過了「臺南市珍貴樹木保護自治條例」，

與臺南社區大學合作調查了全臺南市的老樹，公

園內大小樹木有 800 多棵、160種。 

西元 2006年 民國 95 年 

市長許添財任內大幅整修臺南公園四周圍牆，拆

除舊有的紅磚瓦牆，沿著老牆鋪設原木步道、無

障礙通道。市府建設局第一次作變更設計，主要

範圍於公園南路路口廣場、停車彎配置、木棧道

施工、木座椅、老樹廣場及人行步道，施工材質

符合 CNS 標準及正字標，不得有輻射源，移除北

門路及公園南路口的羊蹄甲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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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7年 民國 96 年 拆除噴水池，改鋪水波狀的花崗岩。 

西元 2007年 民國 96 年 園區內 26 種、78 棵被市府指定為「珍貴老樹」。 

西元 2008年 民國 97 年 

民國 97 年(2008 年)營建署補助一千萬元，進行地

貌改造「創造臺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為第三期

整修工程。四周增建「好望角」景觀，成為市中

心最大的生態植物公園。 

西元 2009年 民國 98 年 舉辦第一屆百花季。 

西元 2010年 民國 101 年 

民國 101 年進入第四期改善工程，內容更細緻也

更朝向綠色再生概念，植栽配置也更講究，移植

樹木的步驟也更具技巧。 

西元 2014年 民國 103 年 
樹公民志工聯盟成立，以最自然的復育方式休養

生息棲地。 

西元 2015年 民國 104 年 和泰汽車公司捐贈定點捐血車。 

西元 2016年 民國 105 年 社區大學展開一系列公園主題的專題活動 

西元 2016年 民國 105 年 

市府工務局配合百年公園計畫，撥出 150 萬元，

由文化局協助「尋找古城牆」任務，希望重現臺

南大北門的百年之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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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臺南公園多元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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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陳清旗老師台南公園生態觀察資料 

臺南公園項類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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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群動物種術統計表 

 

 

 

 

 

 

 

 

 

 

附件六：與市府訪談紀錄 

 

 

 

 

 

目

前臺南公園的管理方式分析如下： 

時間 105 年 7月 12 日 下午 3：30 

訪談人物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管理科臺南公園承辦人員 陳先生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資產處 蘇先生 06-2213569 

市府農業局森林保育科 陳小姐 

訪談方式 以電話訪問 

項目 管理類別 維護單位 維護內容 

珍
貴
老
樹 

在「臺南市珍貴樹木保

護自治條例」中，園區

內多達 26 種、78 棵，

被市府指定為 「珍貴

老樹」。 

農業局 

森林 

保育科 

維護珍貴老樹 

市
定
古
蹟 

 重道崇文坊 

 原臺南公園管理所 

文化局 

資產處 

 風災、雨災後或重大開發可

能影響地基的狀下，會有團

隊前往檢測  

 木造部分會定期檢測有無

白蟻侵蝕 

 編列災害準備金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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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並無固定的養護進度，但有編列八〜十二人的員工，每日定時以維護    

環境為主(清除垃圾、割草、廁所衛生……等)，大型樹木修剪一年大約有 

    三〜四次，防風雨損害。 

(三)目前市府針對臺南公園並沒有往“主題式”公園規劃，先以上列珍貴老 

樹、市定古蹟以及其他三方面做好完善的照顧為目標。  

(四)在今年 105 年公園的白壽之旅（99 歲）與明年百歲生日會由市政府文化局 

    及臺南社區大學規劃一系列豐富的公園文化導覽活動，希望透過多元的活 

    動方式，引領市民探索公園內自然生態的人文歷史、珍愛老樹等的議題。 

(五)公園自民國 95 年〜101 年，有一〜四期的修繕圖。 

 

 

 

 

 

 

 

 

 

 

 

 

 

 

 

 

 

 

 

 

其
他 

 造庭工事 

 工作物 

 樹種 

 遺跡 

工務局 

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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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問卷調查 

百年公園〜從“心”出發   問卷調查 

 

 

 

 

1.年 齡：  20 歲以下   21 歲〜40 歲    41〜59 歲    60 歲以上 

2.您是臺南市民嗎?   是   不是 

 

公園大解密!!! 

1.公園內有清代的北門城牆遺址      知道   聽過不確定   沒聽過 

2.公園內曾有清代秋決囚犯的刑場    知道    聽過不確定   沒聽過 

3.公園內有許多百年珍貴老樹       知道    聽過不確定   沒聽過 

4.園區內有全國最大的菩提樹       知道   聽過不確定   沒聽過                         

5.園區內有市定古蹟               知道   聽過不確定   沒聽過 

6.樹公民團體協助植栽公園樹群     知道   聽過不確定   沒聽過 

7.公園有高達五公尺的百歲白以丹   知道   聽過不確定   沒聽過 

8.公園在民國 95 年左右有大幅改建  知道   聽過不確定   沒聽過 

9.公園維護由市府三個單位負責     知道   聽過不確定   沒聽過 

公園“心”印象(公園現狀的了解) 

1.您來公園做什麼?(可複選)   運動    散步    打球     做操 

                            跳舞    社交    聊天     下棋 

                            泡茶    唱歌    生態教育   其他 

2.您覺得公園內的哪些地方會吸引您去造訪? (可複選) 

  燕潭風光    公園古蹟    花季   老樹    生態教育    運動   休閒   其他 

3.您覺得哪些地方需要改進?  如何改善? 

   標示牌 

 

   夜間照明及治安 

 

部分公共設施老舊 

 

        樹木維護管理 

 

      古蹟維護管理 

 

       

親子遊樂設施 

您好，臺南公園植栽豐富的樹種，四季各具風華特色，並擁

有許多珍貴的百年老樹，是臺南都市叢林的綠寶石！在臺南公園

白壽之年，期待為百年公園提出更好的永續生態願景。謝謝您的

協助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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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水溝的環境 

 

   步道 

 

   導覽文宣 

 

   河岸陡峭 有落水危險 

 

   運動設施 

 

   土壤硬化 

 

   民眾恣意騎車進入 

 

   無障礙空間 

 

   緊急連絡設備 

 

      其他 

     

    本問卷到此全部填寫完畢，請您檢查是否有遺漏的部分，謝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