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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和宮 

台㆗市文昌公廟  

壹善堂

簡氏㊪祠

瑞成堂

南屯㆔角街

㈰軍見晴臺機槍堡

戰後望高寮砲堡群

(A01、A02、A03、A04)

南屯區為台㆗盆㆞開墾的起源，已㈲㆔百餘年歷

史，不論是廟宇、傳統古厝、碉堡等，都是南屯

區重要的文化㈾產，也是南屯區居民的共同記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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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和宮又稱犁頭店聖母廟，是文化城最悠久的古剎，也是國定第三級古蹟

。相傳聖母神像係北路營參將張國於清康熙23年(西元1684年)由福建湄洲恭請

護船來台，墾拓南屯，起初僅建小祠祭祀，各方信眾祈禱膜拜，常顯見聖蹟。

其後，犁頭店墾成，街肆逐漸繁榮，乃由張國後代獻地建廟，由居住南屯一帶

的張、廖、簡、江、劉、黃、何、賴、楊、戴、陳、林等十二大姓氏集資，雍

正4 年( 西元1726年 )大廟建竣，定名為萬和宮，是一座三開間三進兩護龍縱深

式廟宇建築。「萬和」寓意，希望

藉由祭拜媽祖，保佑不同族群，能

夠「萬眾一心、和睦相處」，共謀

地方發展。

古蹟建築展新意  

名稱：萬和宮

等級：國定三級古蹟

種類：寺廟

建成年代：1726年(清雍正4年)

位置：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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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和 宮萬 和 宮萬 和 宮



 

        文昌公廟創建於清嘉慶二年（1797年），奉祀文昌帝君、關聖帝君、魁斗

星君、孚佑帝君、朱衣星君等文昌五聖，並供俸捐獻原廟基地之簡會益公祿位

牌。創建之初，係由簡姓族人以其洪源一世祖簡會益與先祖南京主事簡貴信之

名義捐獻基地，並由歲貢曾玉音集資，擇址於今南屯市場處建廟，命名為「犁

頭店文昌祠」。民國34年以後因文昌祠廂房久遭佔住，拜亭坍塌，門樓亦顯破

舊，地方士紳乃倡議新建，於民國62年3月1日開工興建，新廟為二層迴廊城閣

式建築，一樓前正中築雙垂階梯，供

來賓與信眾登上二樓正殿參拜，並將

廟名改為「台中市文昌公廟」。

台中市文昌公廟  台中市文昌公廟  台中市文昌公廟  

名稱：台中市文昌公廟

等級：歷史建築

種類：寺廟

建成年代：1973年(民國62年)

位置：臺中市南屯區文昌街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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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善堂創建於清光緒八年（西元1882年），由廖勃先生從大陸鼓山帶來乙

尊佛祖神像，然後為其建廟供民眾膜拜，香火鼎盛，又名為廖一善堂。壹善堂

坐西向東，總面積六十坪，建坪一三坪，係土角木造寺堂，原有一進一護龍，

但因忠勇路拓寬，使兩側廂房遭到拆除，目前只剩下正廳保有原貌，堂內奉祀

觀世音菩薩，堂內佛像、法器、經典俱全，為本市三級古蹟之一。

名稱：壹善堂

等級：市定古蹟

種類：寺廟

建成年代：1882年(清光緒8年)

位置：臺中市南屯區忠勇路5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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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善 堂壹 善 堂壹 善 堂



古蹟建築展新意  

 

        佔地900多坪的簡氏宗祠(溯源堂)創建於乾隆年間，於日治時期昭和5年(西

元1930年)重建為今日規模。「溯源堂」是一座閩氏的建築，建築座西朝東，

屬兩殿兩廊型式，第一進為七開間，懸有「簡家祠堂」木匾，兩側壁堵知身堵

泥塑雙龍、雙虎，前殿、拜殿以過水廊銜接，內部分以木雕、交趾陶裝飾，兩

側山牆以洗石子工法浮飾花草紋，作工精緻典雅。

簡 氏 宗 祠簡 氏 宗 祠簡 氏 宗 祠

名稱：簡氏宗祠

等級：古蹟

種類：祠堂

建成年代：1930年(日治昭和5年)

位置：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889號

-19-



古蹟建築展新意  

 

         瑞成堂創建於日治大正4年( 西元1915年 )，從創建至完竣，至少歷經五次

擴建及修整，為當時大屯郡南屯庄長黃清江先生之故居。瑞成堂屬傳統三合院

格局，外圍設有門樓「務本居」，四方刺竹林圍繞，保存早期「竹圍仔」防禦

形式，正身步口棟架高聳，捲棚作法、彩繪裝飾皆屬典雅精美之作，為市定古

蹟。 

　　 日治時期，大批留學西方建築師來臺，引入了西方建築裝飾語彙或構造形

 式，導致臺灣許多匠師建造民宅時也帶入了西洋建築式樣語彙，以瑞成堂而言

，其簷廊下雙柱，以仿西方建築「

 柯林斯柱式」上方承接傳統木構架

，即是常見的中西合壁作法，臺灣

夏季潮濕多雨，廊柱下方以仿西洋

柱式處理，除了流行美觀之外，也

可避免木柱遭雨水淋濕腐朽。

                                                                                

瑞 成 堂瑞 成 堂瑞 成 堂

名稱：瑞成堂

等級：古蹟

種類：宅第

建成年代：1915年(日治大正4年)

位置：臺中市南屯區永鎮巷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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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屯老街舊稱「犁頭店街」，為臺中盆地斜貫通路的中繼交通站 。清乾隆

嘉慶年間犁頭店為鹿港貨物區運往東大墩街與葫蘆墩地區之捷徑，亦為臺中盆

地核心地帶農產品的集散交易中心與農具製造中心。

        南屯三角街街屋建造於日治時期，當時南屯路一段二段尚未打通，此地形

狀為三角形，所以俗稱三角街，至今當地人仍以此為名。十九世紀的歐風建築

，在南屯地區獨留此棟，外牆以洗石子精細處理，屋頂上之石雕裝飾，美輪美

奐，有四隻方向各具其趣的石獅、象

徵平安多子的蓮蓬，及向上環繞的花

枝，花團錦簇，十分熱鬧；還有婀娜

多姿的展翅天使，展現東西合璧，華

麗曼妙的風味。全成種苗園緊鄰著「

三角街人文茶館」，二樓紅磚牆面與

拱型窗戶是整體設計的，十分美觀。

南 屯 三 角 街南 屯 三 角 街南 屯 三 角 街

名稱：南屯三角街

等級：歷史建築

種類：宅第

建成年代：日治時期

位置：臺中市南屯區南屯路2段549號、5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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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碉堡等軍事設施為戰爭陰影對土地與生命財產的威脅作有力之見證，對闡

述人類和平理念具有正面宣揚之積極意涵，建物位於南大肚山望高寮，二戰太

平洋戰爭，日軍佈防臺灣西海岸大肚臺地，稱此處為見晴臺陣地，係防守大肚

溪口的戰略要地。此機槍堡屬圓錐型碉堡，地下2層有坑道，地面3層高7.85公

尺，每一樓層開窗設置機槍射擊口，具觀測及空防作用，碉堡內部坑道連通戰

鬥指揮所。 

                                                                                

日軍見晴臺機槍堡日軍見晴臺機槍堡日軍見晴臺機槍堡

名稱：日軍見晴臺機槍堡

等級：歷史建築

種類：軍事設施

建成年代：日治時期

位置：大肚山望高寮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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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位於南大肚山望高寮，依據國軍檔案資料所示，國軍稱此處為 294 高

地，於民國65年，為因應臺中港興建，調整西部臺地作戰策略而建築之作戰工

事，屬火炮掩體，簡稱砲堡，共計四座，外形為ㄇ字形，使用鋼筋混凝土建材

，上面覆以土石及植被，形成防空之偽裝，而砲陣地中的火炮是 8 吋牽引式榴

炮，見證了1975-1983年間大肚山砲陣地的佈署成形及作戰武器與戰略思維改

變的開端。

戰後望高寮砲堡群戰後望高寮砲堡群戰後望高寮砲堡群
(A01、A02、A03、A04)(A01、A02、A03、A04)(A01、A02、A03、A04)

名稱：戰後望高寮砲堡群

等級：歷史建築

種類：軍事設施

建成年代：民國65年

位置：大肚山望高寮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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