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小朋友的話： 

　　家鄉是我們出生或長期居住的地方， 

透過認識家鄉，可以使我們瞭解家鄉的故

事、美景與特色，以及瞭解自己與環境的

關係。 

　　這本書主題內容是宜蘭市，讓大家認

識宜蘭市的位置、地名、交通、人口、生

活環境、地方特色、開發歷史與產業發展

等等，從不同的面向認識宜蘭市，引領大

家用心來認識家鄉生活周遭的人、事、

物。 

　　認識家鄉的方法，不限於課本中的知

識，多向師長請教，或從網路資訊、圖書

資料中也可尋找到相關資料的。希望大家

瞭解自己居住地方後，能更喜愛自己的家

鄉，也能因此進一步愛護、改善我們所居

住的環境。

宜蘭縣國教輔導團 國小社會學習領域



 

第一課

第二課

第三課

第四課

第五課

第六課

第七課

第八課

第九課

第十課

02

06

10

14

18

22

25

28

31

34

宜蘭市的位置

宜蘭市的地形

宜蘭市的交通

宜蘭市的服務機關

宜蘭市的歷史發展

宜蘭市的名勝與歷
史建築

宜蘭市的特色節慶

宜蘭市的資源

宜蘭市的產業

愛我家鄉

目 錄



2 3

第一課 宜 蘭 市 的 位 置宜 蘭 市 的 位 置

一、宜蘭市在哪裡？

　　我的家鄉宜蘭市位於台灣東

北部的蘭陽平原；東通壯圍鄉，西

接員山鄉，南隔蘭陽溪與五結鄉

相對，北接礁溪鄉，總面積約為

29.87平方公里，不到宜蘭縣面積的

百分之二。

圖 1-2 宜蘭市地圖 

　　宜蘭市面積不大，但因為它

是縣治所在地，因而成為地方發

展的重心，所以地位非常重要。

小朋友，請發揮你的想像力，想像

一下宜蘭市的形狀像什麼呢？

圖 1-1 宜蘭市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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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名點點名

 　　宜蘭市公所為了維持宜蘭市
舊城的輪廓，及每一里所屬區域

的方正完整，並考量每一里的戶

數及人口數能夠較為平均，所以

在 103年 3月 1日實施宜蘭市里、鄰

行政區域調整，將原來的 40里，調

整為 38里。

　　我們可以從戶口名簿或是住

家的門牌，知道自己居住在哪一

個里。小朋友，我們一起來找出自

己和同學居住的里別、也找出所

就讀學校所屬里別。

圖 1-3 宜蘭市 38 里新行政區域圖

1.	 梅洲里
2.	 茭白里
3.	 新生里
4.	 七張里
5.	 北津里
6.	 泰山里
7.	 建軍里
8.	 負郭里
9.	 南門里
10.	西門里

11.	北門里
12.	中山里
13.	東門里
14.	新民里
15.	孝廉里
16.	菜園里
17.	小東里
18.	慈安里
19.	中興里
20.	成功里

21.	延平里
22.	大新里
23.	新東里
24.	思源里
25.	七結里
26.	文化里
27.	民族里
28.	民權里
29.	神農里
30.	東村里

31.	復興里
32.	擺厘里
33.	進士里
34.	南僑里
35.	建業里
36.	南津里
37.	凱旋里
38.	黎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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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宜 蘭 市 的 地 形 與 人 口宜 蘭 市 的 地 形 與 人 口

一、宜蘭市的地形

　　生活在宜蘭市的我們，是否

認真看過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長

得是什麼樣子呢？走！讓我們一起

去瞧一瞧吧！

二、生生不息的宜蘭河

　　宜蘭市全部區域都是平原地

形，是由宜蘭河沖積而成，地勢由

西北向東南緩慢傾斜。

宜蘭河全長 25公里，發源於大礁

溪山與小礁溪山，它由西往東穿

過宜蘭市，在壯圍鄉匯入蘭陽溪

流入太平洋。

　　宜蘭縣政

府非常注重環

境生態的保

育，以生態工

法整治宜蘭

河，宜蘭河濱

現已成為民眾

從事休閒活動

的好去處。

圖 2-1 宜蘭市是平坦的平原地形

圖 2-2 宜蘭河水系圖

圖 2-3 宜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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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103年 12月鄉鎮市人口統計表

鄉鎮市 總人口數 鄉鎮市 總人口數

宜蘭市 95,885 羅東鎮 72,533

蘇澳鎮 41,018 頭城鎮 29,890

礁溪鄉 35,945 壯圍鄉 24,492

員山鄉 32,377 冬山鄉 53,482

五結鄉 39,378 三星鄉 21,503

大同鄉 6,127 南澳鄉 6,147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民政處

宜蘭市歷年65歲以上人口數統計表
年
分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人
數

9,550 9,930 10,207 10,427 10,679 10,845 10,913 11,049 11,424 11,653 19,196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宜蘭市歷年0-14歲人口數統計表
年
分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人
數

19,725 19,414 19,148 18,764 18,020 17,283 16,495 16,802 15,083 14,632 14,213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三、蘭陽平原的生命之河

　　蘭陽溪原名宜蘭濁水溪，因

含大量泥沙且水質混濁而得名，

是宜蘭地區最主要、最大且最長

的一條河川。它將蘭陽平原一分

為二，宜蘭人以此為分界線，把蘭

陽溪以北的地區稱為「溪北」，蘭

陽溪以南的地區稱為「溪南」。宜

蘭市則屬於「溪北」地區。

圖 2-4 蘭陽溪將蘭陽平原一分為二

圖 2-5 人口老化以及少子化問題逐年嚴重

四、宜蘭市的人口

　　宜蘭市人口數約為 95000人，是

宜蘭縣人口最多的鄉鎮市。但是

人口老化以及少子化的現象逐年

嚴重，也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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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通八達的交通網

　　宜蘭市擁有鐵路、公路等便

利的交通設施，這些四通八達的

交通網，不僅帶動了宜蘭市的發

展，也與其他鄉鎮有了更為密切

的互動。

　　我們可以從下面地圖中找到

火車及汽車行駛在宜蘭市的路線

以及這些路線通往的地方。

圖 3-1 四通八達交通網

第三課 宜 蘭 市 的 交 通宜 蘭 市 的 交 通

圖 3-2 國 道 五 號（ 蔣
渭 水 高 速 公 路 ） 往
宜蘭方向

圖 3-3 假日人潮 

二、便利的交通設施

　　居民利用便利的交通建設及

交通工具，快速往來各地，因此擴

大了生活圈。尤其宜蘭市自從國

道五號（蔣渭水高速公路）通車之

後，每逢假日街道以及旅遊景點

總是擠滿觀光客，居民到鄰近鄉

鎮或是其他縣市從事休閒活動也

大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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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鐵路交通

圖 3-5 公路交通

圖 3-6 宜蘭勁好行 圖 3-7 宜蘭勁好行路線圖

　　除了開車之外，宜蘭市也有

各種大眾運輸工具可以搭乘。宜

蘭火車站及宜蘭轉運站皆位於市

中心，提供了舒適的候車環境讓

民眾使用。

　　此外，最特別的是宜蘭縣政

府為讓大家生活更加便利，從民

國 100年開始建構了宜蘭勁好行交
通網絡，只要搭乘市區客運，就可

以自由穿梭在宜蘭市的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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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我們服務的機關

　　宜蘭市自清朝在此設噶瑪蘭

廳以來，就一直是宜蘭的縣政中

心。因此有不少的行政機關集中

在此。這些為人民服務的機關，與

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讓我們一

起來查查看這些機關可以為我們

做些什麼事？ 

圖 4-1 宜蘭市公所

圖 4-6 民負社區發展協會暨守望相助隊

 圖 4-7 六里聯合辦公室

圖 4-3 宜蘭市衛生所 圖 4-4 宜蘭市圖書館 圖 4-5 宜蘭市戶政事務所

圖 4-2 宜蘭市民代表會

圖 4-8 思源社區守望相助

第四課 宜 蘭 市 的 服 務 機 關宜 蘭 市 的 服 務 機 關
二、促進社區發展的機關

　　宜蘭市還有一些里設有社區

發展協會，平常會為居民們舉辦

各種活動，以聯絡里民的感情；守

望相助隊更是里民的好幫手，讓

我們可以擁有更安全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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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宜蘭市的文教

機關

　　宜蘭市自古以

來就是文風鼎盛的

地區，早期有仰山

書院、登瀛書院做

為讀書人求學的場

所，現在則有宜蘭

大學、宜蘭高中、

蘭陽女中、宜蘭高

商以及宜蘭國中、

凱旋國中、中華國

中、復興國中、新

生國小、力行國小、

黎明國小、宜蘭國

小、中山國小、光

復國小、南屏國小、

育才國小、凱旋國

小等學校座落於

此，培育不少人才。

圖 4-17 新生國小

圖 4-13 宜蘭國中 圖 4-14 復興國中 圖 4-15 中華國中 圖 4-16 凱旋國中

圖 4-20 宜蘭國小

圖 4-23 凱旋國小

圖 4-18 南屏國小

圖 4-21 中山國小

圖 4-24 光復國小

圖 4-19 黎明國小

圖 4-12 宜蘭高商

圖 4-10 宜蘭高中

圖 4-11 蘭陽女中

圖 4-9 宜蘭大學

圖 4-22 育才國小

圖 4-25 力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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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宜蘭市地名的由來

　　清領時期，大陸居民陸續來

到台灣，進入蘭陽平原，從頭城向

南開墾，依開墾先後順序稱為頭

圍、二圍、三圍 .....。現今的宜蘭市
以前稱做五圍，就是開發的第五

個據點。

　　噶瑪蘭第一任知府兼通判楊

廷理，受命入噶瑪蘭設廳築城，但

圖 5-1 宜蘭市舊城地圖

圖 5-2 日治時期
宜蘭城空照圖

第五課 宜 蘭 市 的 歷 史 發 展宜 蘭 市 的 歷 史 發 展
因本地不產磚石，若向外購買又

需花費不少錢。於是楊廷理就沿

著土牆種植九芎樹，更寫下了「他

日濃蔭懷舊澤，聽人談說九芎城。」

的詩句作為紀念，意思是說，時間

久了，九芎樹長大成蔭，人民懷念

前人恩澤，自然會想起他種植九

芎的創意之舉。後人因此就稱宜

蘭城為「九芎城」。

　　九芎城也就是現今的舊城東、

西、南、北四條路所環繞的範圍。

城內西北部是商業中心，東北部

則是衙署（官吏辦公的地方）等公

共建築所在地，南門一帶則是武

營（練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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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宜蘭市的開發

　　到了日治時期，日本人實行

市街改正計畫，把九芎城拆除，開

發重心逐漸往舊城的南門方向進

行，使得這個區域特別繁榮，街道

也變得井然有序。

民國 39年，宜蘭獨立設縣，宜蘭市

成為縣內唯一的縣轄市。

三、再現風華的護城河

　　宜蘭市於 2百多年前建城，原

本是一座有圓形的街道、擁有護

城河、城牆和古樸城門的古城，幾

經變遷，民國 73年，河面被加蓋，

護城河變成了大馬路。

2012年時完工的「宜蘭河邊的維管

束計畫」，重新打開過去部分的護

城河，結合生態的觀念，於周邊發

展具蓄水、滯洪功能的護城河水

綠空間環境，以新的風貌再次與

市民見面。

圖 5-3 舊宜蘭縣政府，
現今蘭城新月

圖 5-5 加蓋前的護城河 圖 5-6 重新打開的護城河

圖 5-4 現今宜蘭縣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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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景點

　　宜蘭市有許多名勝景點，吸

引許多遊客來觀光。

　　外地朋友來到宜蘭市遊玩，

我們可以帶他們認識宜蘭市的各

個景點喔！   

第六課 宜 蘭 市 的 景 點 與 歷 史 建 築宜 蘭 市 的 景 點 與 歷 史 建 築

圖 6-1 宜蘭文化中心

圖 6-5 昭應宮

圖 6-7 宜蘭設治紀念館

圖 6-9 登瀛書院
圖 6-3 宜蘭運動公園

圖 6-2 臺灣戲劇館

圖 6-6 蘭女傳達室

圖 6-8 宜蘭文學館

圖 6-10 獻馘碑
圖 6-4 宜蘭河濱公園

二、認識歷史建築

　　宜蘭市除了優美的景點值得

參觀外，還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建

築，帶領大家回顧昔日的宜蘭市

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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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94年宜蘭縣政府將自宜
蘭火車站到宜蘭酒廠，延伸至宜

蘭河附近的歷史建築和古蹟，沿

著護城河規劃形成一個彎月型的

廊帶，稱為「蘭城新月歷史廊帶」。

在廊帶中的各歷史空間設置解說

牌，讓經過的人們在生活中深入

了解宜蘭市的歷史發展。

圖 6-11 幾米廣場

圖 6-12 丟丟噹森林公園

　　102年更將火
車站南側的鐵路

局舊宿舍區，開

闢為幾米廣場，

成為宜蘭地區的

熱門旅遊地點。

 　　每個名勝景
點和歷史建築都

是家鄉珍貴的資

產，具有特別的

意義與價值，值

得我們共同維護

與保存。

一、宜蘭水燈節

　　宜蘭傳統的民俗活動以「水

燈節」最具代表性。人們為了感念

神明的賜福，每年都在中元節，邀

請陣頭繞行舊城 (九芎城 )，以祈
求消災解厄、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闔家平安，並於遶境後至宜蘭河

旁施放水燈，這樣的民俗活動流

傳到現在，成為宜蘭市重要的慶

典之一。

第七課

圖 7-1 宜蘭「水燈節」「暗
訪」活動

圖 7-2 放水燈

宜 蘭 市 的 特 色 節 慶宜 蘭 市 的 特 色 節 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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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宜蘭大拜拜

　　宜蘭市的廟宇活動以城隍廟

和東嶽廟最具代表性。每年在農

曆 2月 8日城隍爺聖誕及農曆 3月
28日東嶽大帝聖誕舉行慶典活動，

城隍爺及東嶽大帝分別在當天巡

城一周，民眾會祭拜感謝神明的

賜福，並跟著神明隊伍遶城，形成

一年兩度的大拜拜活動。二十多

年前，因應政府簡樸政策，將宜蘭

大拜拜的民間習俗由東嶽廟與城

隍廟輪流主辦。

圖 7-3 神明遶境宜蘭市

圖 7-5 龍舟競賽活動

圖 7-6 宜蘭河上的端午龍舟競賽

圖 7-4 神明遶境的陣頭活
動

 三、宜蘭河龍舟錦標賽

　　宜蘭河是宜蘭市的主要河川，

在每年端午節當天都會舉行龍舟

競賽，比賽過程充滿了力與美，不

但可凝聚居民向心力，更可以發

揮團隊合作精神。

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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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歷史資源

　　設治紀念館原

是宜蘭縣歷任地

方首長的官邸，庭

園前有一棵百年

老樹，後來整建成

紀念館，以供民眾

參觀；認識宜蘭歷

代首長在宜蘭的貢

獻。

　　宜蘭縣政府文

化局是負責推動宜

蘭社會教育及文化

事業的單位，擁有

台灣戲劇館、宜蘭

縣史館兩個特色

館。   
　　台灣戲劇館收

藏歌仔戲和傀儡戲

相關的記錄和研

究。宜蘭縣史館位

第八課

圖 8-1 宜蘭縣設治紀念館

圖 8-2 台灣戲劇館

圖 8-3 宜蘭縣史館

圖 8-4 孔子廟

圖 8-5 碧霞宮

宜 蘭 市 的 資 源宜 蘭 市 的 資 源
於縣政中心旁，蒐集、記錄及存放

了宜蘭相關的歷史資料，讓我們

可以藉由閱讀資料，來了解宜蘭。

二、宜蘭的重要人物

　　楊士芳是宜蘭唯一的進士；

他倡導文風，號召舉人李望洋及

仕紳多人募資興建孔子廟，成為

讀書人聚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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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 楊士芳紀念林園

　　後來又見清廷割讓臺灣給日

本，他不畏異族統治的壓力，籌設

碧霞宮 (岳武穆王廟 )，與地方仕
紳共同組織勸善局、樂施社宣講

忠孝節義，安定人心，並從事施藥、

施棺、助學及救濟等工作。

一、宜蘭市傳統產業

　　早期，宜蘭市的商業活動多

集中在舊城的西門和北門一帶，

例如：打鐵街專門製作鐵器製品，

包括菜刀、農耕器具，還有神像雕

刻、城隍街則有糊紙店、棺材店、

廟宇和師公壇等民俗工藝相關店

面，但是隨著科技發達，這些傳統

老店已經沒落，有些甚至已經消

失了！

第九課

圖 9-1 宜蘭打鐵街

宜 蘭 市 的 產 業宜 蘭 市 的 產 業

　　為了紀念這位熱愛鄉土的進

士，縣政府在碧霞宮北側興建楊

士芳紀念林園，他的住居附近，更

命名為進士里或進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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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宜蘭縣政府透過「舊

城匠師博物館」計畫，在傳統民俗

行業及傳統技藝集中的城隍街，

建構在地博物館的觀念，透過老

藝師的手藝成立各類傳統匠師博

物館，以做為宜蘭舊城傳統技藝

保存及推展文化觀光。

二、產業轉型

　　宜蘭市還有些傳統食品老店，

利用宜蘭生產的金棗、楊桃、青蔥

等農產品加工做成各種食品，成

為觀光遊客來宜蘭時必定要買的

伴手禮呢！

圖 9-2 宜蘭西關廟

圖 9-3 宜蘭蜜餞

圖 9-4 宜蘭酒廠

　　宜蘭酒

廠早期由日

本人創立，

後來成為國

家經營的菸

酒公賣局，

如今和觀光、

旅遊結合成

立了甲子蘭

酒文物館，

更是宜蘭產

業轉型的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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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守護家園

　　宜蘭市保存了豐富的歷史與

人文，擁有多元的文化資源，因此

被稱為文教特區。

　　我們要珍惜前人留下的各種

資產，更要維護家鄉美好的環境，

才能實現「幸福宜蘭」的願景。

第十課 愛 我 家 鄉愛 我 家 鄉

圖 10-1 宜蘭美術館

圖 10-2 中山公園

　　小朋友想一想，我們要如何

參與愛護家鄉的行動呢？能為自

己居住的宜蘭市做些什麼呢？

圖 10-3 社區環境營造

圖 10-5 社區環境營造

圖 10-4 社區環境營造

圖 10-6 社區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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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索引暨出處
頁次 圖片編號 圖片名稱 出處 / 提供者 / 攝影者

1-1 宜蘭市位置圖 宜蘭縣政府
1-2 宜蘭市地圖 宜蘭市公所
1-3 宜蘭市 38 里新行政區域圖 宜蘭市公所

5 2-1 宜蘭市是平坦的平原地形     林明仁攝
6 2-2 宜蘭河水系圖 宜蘭小百科
6 2-3 宜蘭河 宜蘭縣史館
7 2-4 蘭陽溪將蘭陽平原一分為二 宜蘭縣史館
9 2-5 人口老化以及少子化問題逐年嚴重 陳玉如攝

10 3-1 四通八達交通網
宜蘭縣宜蘭市鄂王社區發

展協會
11 3-2 國道五號（蔣渭水高速公路）往宜蘭方向 宜蘭縣史館
11 3-3 假日人潮 陳玉如攝
12 3-4 鐵路交通 洪逸馨攝
12 3-5 公路交通 洪逸馨攝
12 3-6 宜蘭勁好行 陳玉如攝
13 3-7 宜蘭勁好行路線圖 宜蘭勁好行幸福交通網
14 4-1 宜蘭市公所 陳玉如攝
14 4-2 宜蘭市民代表會 陳玉如攝
14 4-3 宜蘭市衛生所 陳玉如攝
14 4-4 宜蘭市圖書館 陳玉如攝
14 4-5 宜蘭市戶政事務所 陳玉如攝
15 4-6 民負社區發展協會暨守望相助隊 陳玉如攝
15 4-7 六里聯合辦公室 陳玉如攝
15 4-8 思源社區守望相助隊 陳玉如攝
17 4-9 宜蘭大學 陳玉如攝
17 4-10 宜蘭高中 陳玉如攝
17 4-11 蘭陽女中 陳玉如攝
17 4-12 宜蘭高商 陳玉如攝
17 4-13 宜蘭國中 陳玉如攝
17 4-14 復興國中 陳玉如攝
17 4-15 中華國中 宜蘭縣史館
17 4-16 凱旋國中 陳玉如攝
17 4-17 新生國小 陳玉如攝
17 4-18 南屏國小 陳玉如攝
17 4-19 黎明國小 陳玉如攝
17 4-20 宜蘭國小 陳玉如攝
17 4-21 中山國小 陳玉如攝
17 4-22 育才國小 陳玉如攝
17 4-23 凱旋國小 陳玉如攝
17 4-24 光復國小 陳玉如攝
17 4-25 力行國小 陳玉如攝

19 5-1 宜蘭市舊城地圖
宜蘭文物史料蒐集計調查

研究報告書
19 5-2 日治時期宜蘭城空照圖 宜蘭縣史館
20 5-3 舊宜蘭縣政府，現今蘭城新月百貨 宜蘭縣史館
20 5-4 現今宜蘭縣政府 陳玉如攝
21 5-5 加蓋前的護城河 宜蘭縣史館
21 5-6 新打開的護城河 陳玉如攝
22 6-1 宜蘭文化中心 陳秀蘭攝
22 6-2 臺灣戲劇館 陳秀蘭攝
22 6-3 宜蘭運動公園 陳秀蘭攝

22 6-4 宜蘭河濱公園 陳秀蘭攝
23 6-5 昭應宮 陳秀蘭攝
23 6-6 蘭女傳達室 陳秀蘭攝
23 6-7 宜蘭設治紀念館 陳秀蘭攝
23 6-8 宜蘭文學館 陳秀蘭攝
23 6-9 登瀛書院 陳秀蘭攝
23 6-10 獻馘碑 陳秀蘭攝
24 6-11 幾米廣場 陳秀蘭攝
24 6-12 丟丟噹森林公園 陳秀蘭攝
25 7-1 宜蘭「水燈節」「暗訪」活動 陳秀蘭攝
25 7-2 放水燈 國教輔導團提供
26 7-3 神明遶境宜蘭市 陳秀蘭攝
26 7-4 神明遶境的陣頭活動 陳秀蘭攝
27 7-5 龍舟競賽活動 國教輔導團提供
27 7-6 宜蘭河上的端午龍舟競賽 國教輔導團提供
28 8-1 宜蘭縣設治紀念館 陳秀蘭攝
28 8-2 台灣戲劇館 陳秀蘭攝
28 8-3 宜蘭縣史館 陳秀蘭攝
29 8-4 孔子廟 陳秀蘭攝
29 8-5 碧霞宮 陳秀蘭攝
30 8-6 楊士芳紀念林園 陳秀蘭攝
31 9-1 宜蘭打鐵街 陳秀蘭攝
31 9-2 宜蘭西關廟 陳秀蘭攝
33 9-3 宜蘭蜜餞 陳秀蘭攝
33 9-4 宜蘭酒廠 陳秀蘭攝
34 10-1 宜蘭美術館 陳秀蘭攝
34 10-2 中山公園 陳秀蘭攝
35 10-3 社區環境營造 陳秀蘭攝
35 10-4 社區環境營造 陳秀蘭攝
35 10-5 社區環境營造 陳秀蘭攝
35 10-6 社區環境營造 陳秀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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