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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臺南市國勝路82號 

安平古堡，又稱熱蘭遮城、奧倫治城、王城、安平城、臺灣城，位於安平區效

忠街、國勝路之間，為荷蘭人在1624年所建，當時稱為熱蘭遮城，俗名紅毛城

或番仔成，是台灣最早的一座城池，現列為國家一級古蹟。

安平古堡」是台灣地區歷史最悠久的城堡。數度易主，建築外貌和用途也幾經

變更。最初的「安平古堡」，其實就是荷蘭人建造的「熱蘭遮城」，又稱「奧

倫治城」，為荷人在台灣最早建立的城堡，充做統治台灣和對外貿易的總樞紐

安平古堡有兩處遺跡：「台灣城殘蹟（安平古堡殘蹟）」及「熱蘭遮城城垣暨

城內建築遺構」。兩處遺跡都被列為國定古蹟，而瞭望臺則是於1970年代由日

治時期燈塔改建而成，列為文化資產。

古堡建築屋舍純用紅色磚瓦，於黃昏時與落日互相煇映之景「安平夕照」。在
1953年，獲臺灣省政府選為臺灣八景之一。



安平歷史

1622 年，荷屬東印度公司佔領了澎湖，以之作為東亞貿易的轉口基地。1623

年，荷蘭人在大員的「上鯤鯓」建立一座簡單的據點，這就是安平古堡的前

身。

1624年，在與明朝軍隊激戰了八個月以後，荷蘭人和明朝政府達成協議，同意

把設置於澎湖的要塞和砲臺毀壞，而於1624年轉移至臺灣島，中國則不干涉荷

蘭對臺灣的佔領。荷蘭東印度公司轉進至不受明朝政府管轄的福爾摩沙大員

（今臺南市安平區），設立貿易據點，建立臺灣史上第一個近代早期式的統治

政權與之通商.

1662年，鄭成功攻下「熱蘭遮城」，將荷蘭人趕出臺灣，建立了臺灣歷史上第

一個政權。鄭氏因為懷念閩南第二故鄉泉州府晉江縣的「安平」，同時也將該

城改為「安平鎮城」，這就是現今「安平古堡」這個名稱的由來。鄭氏王朝三

代統治者均駐居此城，故又叫「王城」，而安平六角頭中的「王城西社」也因

而得名。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軍入臺後，政治重心移至府城內，城堡改為軍裝局，重

要性日減，而牆垣也多傾圮失修，安平城逐漸荒廢。1868年，清英爆發樟腦戰

爭又稱樟腦糾紛事件，英國軍艦來犯，船砲命中城內軍火庫引發爆炸，城牆隨

之而毀，之後遂成廢墟。1874年，欽差大臣沈葆楨來臺處理「牡丹社事件」與

日本人進行交涉，並將安平城外城的牆磚運至「二鯤鯓」建立「億載金城」。

  

日治時期，日本人將城垣剷平，改建紅磚平臺與日式海關宿舍，荷西時期的城

堡建築幾乎全毀，後經屢次修建，成為今天的紀念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國民政府又將該城改名為「安平古堡」。現存荷鄭遺跡為數段城牆、南璧古井

及陵堡殘蹟，城牆高三丈餘，以糯米、糖漿、蚵殼灰三合土混合砌磚而成，也

就是一般所稱的糯米牆。日治時代建紅磚數階之瞭望臺，尚有砲臺遺址上刻

「嘉慶十九年仲冬奉敕鑄造臺灣水師協標右营大砲一位重一千五百觔」的字

樣。1975年，當地政府另建瞭望塔，可見臺灣海峽及出海口鹽水溪。

 

1983年 12月 28日，中華民國內政部公告第一批15座一級古蹟名單，台灣城殘

蹟名列其中。 



安平現況

安平是台南重要旅遊景點區，其中又以安平古堡是安平最具代表性景點，和

安平樹屋、安平老街組合成熱鬧的安平古堡商圈，每到假日會有非常多攤販

聚集，整個區域人潮滿滿非常熱鬧。而這座城堡從荷蘭人統治、明鄭時期、

清領日治一直到現在，歷經了近 400 年的歲月，也可以說它在此見證了台南

安平這安平是台南重要旅遊景點區，其中又以安平古堡是安平最具代表性

點，和安平樹屋、安平老街組合成熱鬧的安平古堡商圈座老城的演變。 

結語

台南安平古堡，一個充滿歷史與人文的地方，雖已是歷經多次整建後的模樣，

不復當年碉堡的宏偉壯麗，但是其所保存的豐富史料，和所代表的文化意義，

仍是非常值得一覽的勝地。

默默獨行細訴古堡歷史情！窗格見古堡，透露一絲絲美感！白花朵朵，增添一

份閒情！古堡安平情吸一口清涼乾淨的晨風，我來到古都台南安平，古堡燈塔

遠遠牽引我的目光，想目睹古堡的真情歷史，於是，帶著一份思古之幽情，登

上古堡階梯，層層而上，彷若時光倒流，帶引我步入歷史的懷抱中，在斑駁的

城牆，我想著：前人的足跡、歷史的更迭、人物的更替........我想著鄭成功

的寬闊偉大的情懷，於是我登上洋樓，遙望遠方，想像胸懷大陸的歷史情結！

漫步巡禮洋樓，想像名人達貴的風采。立於古炮前，脫落的鐵鏽，告訴我們它

已經功成身退，想像前方不遠是一片汪洋大海，船帆點點，位於要塞的安平

城，曾經有著它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喜歡靜靜看著人們熙熙攘攘，談論著古

堡的歷史，讓我也能從輕輕的細語中，瞭解古堡已經在古都烙下深深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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