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
金
公
路

金光
路 金

光
路

五
號
路

五號
路

五號路
五號路

五號路

A

B

C

D

E
F

G

臺金歲月

深入金色聚落
｜走讀活動｜



黃金博物館 共學館

共學館原址為臺金公司的員工宿舍，曾提供八戶公司員工與家眷居住。共學館外的

階梯步道，日治時期夾道佈滿了鑛業會社高級職員的宿舍，當時穿著和服的日本

婦女，踩著階梯小步行走通過，當地居民對這段步道因此有「和服道」的俗稱。

金瓜石醫院舊址

1933 年日本鑛業株式會社取得金瓜石礦權後，建造擁有內科、外科、婦產科牙科、

耳鼻喉科等多項專科的綜合型醫院，院內設有X光室、檢驗室、簡易手術室、藥局等，

是當時瑞芳地區頗具規模的醫院。後來金瓜石醫院改屬臺金公司，持續在山城中為

民服務，1989年隨臺金公司結束營運停止院務。

黃金博物館 共學館

共學館原址為臺金公司的員工宿舍，曾提供八戶公司員工與家眷居住。共學館外的

階梯步道，日治時期夾道佈滿了鑛業會社高級職員的宿舍，當時穿著和服的日本

婦女，踩著階梯小步行走通過，當地居民對這段步道因此有「和服道」的俗稱。

金瓜石醫院舊址

1933 年日本鑛業株式會社取得金瓜石礦權後，建造擁有內科、外科、婦產科牙科、

耳鼻喉科等多項專科的綜合型醫院，院內設有X光室、檢驗室、簡易手術室、藥局等，

是當時瑞芳地區頗具規模的醫院。後來金瓜石醫院改屬臺金公司，持續在山城中為

民服務，1989年隨臺金公司結束營運停止院務。

酒保口

「酒保」為供應社、福利社的稱號，日治時期的鑛業會社於今日的時雨中學體育場

旁空地設置供應社，販賣雜貨、蔬菜水果、魚類肉品、米、燃料等日常生活物資

給會社員工，並且在戰後由臺金公司持續經營。自日治時期以來，酒保周圍總有

攤商聚集形成市集般的熱鬧景象，被當地人稱為「酒保口」。

祈堂老街

祈堂街為日治時期臺灣人礦工向鑛業會社承租土地，建造工寮形成的臺灣人聚落。

祈堂街聚落沿地勢而建，高低錯落的屋舍與蜿蜒狹窄的街道，與鑛業會社日式宿

舍群井然有序的景觀，截然不同。祈堂街於全盛時期相當熱鬧，夾道的餐廳、酒家、

雜貨鋪、電器行、西裝店、撞球間等各式店舖，讓聚落獲得「金瓜石銀座」的稱號。

勸濟堂

勸濟堂於日治時期創立，供奉關聖帝君，是金瓜石地區的信仰中心。每年農曆 3

月 23 日的媽祖遶境，以及農曆 6 月 24 日的恩主公生日，是山城中兩大熱鬧的信

仰盛事。另外，早期居民每到了端午節，便會按神明指示在金瓜石一帶的山區採

摘草藥，製成藥丸供信眾服用，是為「青草祭」。

金瓜石，是臺灣北部最為重要的金銅礦產地，也

是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金公

司）的發源地。百餘年來，這裡從荒山變成一座

獨特的礦山城市，見證了臺灣礦業發展的興衰，

孕育了豐富的社會與文化史蹟。環繞著礦業發展，

隱藏在金瓜石山中的黃金故事，鋪陳出一部漫長

的臺灣礦業發展史，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臺金歲月─臺灣金銅礦務產業檔案微型特展」，

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的「臺灣金銅

礦務產業檔案」為核心，連結民眾與金瓜石的文

化記憶。這批檔案曾榮獲登錄於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第三屆世界記憶國家名錄」，如時空膠囊般保

存了百年來礦工生活的點滴。經過細心梳理，以

六大主題帶領觀展者重回盛極一時的臺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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