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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台灣國家婦女館與社區大學 

合作成果暨聯結婦女中心經驗交流工作坊  

 
計畫分享：女性社區學習地圖及地標小旅

行計畫-臺北女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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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5年8月起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與松山社區
大學合作的「女性社區學習地圖及地標小旅行」計畫，
在三百多個日子裡，辦了2場知識匯聚與激盪工作坊、
2場女路之旅及1場社區學習地圖繪製工作坊，從活動
發想、建構到執行產出，逐漸有了計畫雛形。 

 在辦理活動過程中，與來自社會各階層女性合作，透
過「知識匯聚與激盪工作坊」實際討論、「女路之旅」
走訪過往歷史以及「社區學習地圖繪製工作坊」導師
帶領下的身心對話，讓參與的女性工作領域學者、女
性學員不僅瞭解台北城市的女性地位轉變，也藉由自
身經歷抒發與分享，更能提升女性對自我價值的肯定。 

 







知 識 匯 聚 與 激 盪 工 作 坊 第 一 場 
                          辦理時間：104年12月7日 

中華民國組織學會秘書長/詹明娟 

茲摩達司社會企業/張瓊齡執行長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陳秀惠

副理事長 

社大女性議題課程老師/鄭美里老

師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吳碧霜執

行長 

國民美術運動推動者/劉秀美老師 

社大地方文史導覽老師/吳智慶老

師 

松山社區大學/蔡素貞校長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黃鈴翔

副執行長 

 

 



                    匯聚重點摘要 

 針對女性地標及學習地圖，與會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與思維，
是從典範菁英模式切入女性學習地圖及地標小旅行，抑或
從庶民普羅女性的生命史切入，朝女性臉譜、共讀模式，
作為操作點，與會者有不同的論述與想法。 

 對地標小旅行，與會者普遍認為應該是價值觀的移動，非
旅遊非觀光景點的思考。 

 對地標與學習地圖，有認為應該是庶民女性生命史，應重
在多元價值與多元生命史。有認為地標的選擇與界定，將
會產生新的詮釋權與新議題的產出，或許就是本計畫的突
破處。 

 就學習的角度看，參與者不僅是聽故事者，也可以是故事
的貢獻者。讓女人看見自己，從中間看見女人地翻身與轉
變，甚至女人的出走。 





知 識 匯 聚 與 激 盪 工 作 坊 第 二 場 
                          辦理時間：104年12月17日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蘇怡安專員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陳秀惠
副理事長 

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戴秀芬常務
理事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紀惠容
執行長 

再生能源推動聯盟/高茹萍理事長 

醒吾科大/林邦文副教授 

社大講師/周亮君、林詩齡 

陳芝余導演 

松山社區大學/蔡素貞校長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黃鈴翔
副執行長 

 

 



女性地標小旅行     
臺北女路之旅‧帶著故事去旅行 



     

大稻埕城市女性空間的移動 

              



從大稻埕女性的城市地圖細細品味，可聽見不同於
傳統閩南男人中心文化的另類聲音，回顧百年來台
灣女性地位及生活的變遷。再者，透過傳主不同階
級、社會地位、職業，交錯出大歷史中隱而不見的
女性城市生活世界，以及百年來台灣女性主體壯大
與多元化的過程，看看上一代的女人如何生活、如
何選擇婚姻、如何面對生命中的大大小小的選擇，
而這一些生命的痕跡又是如何影響著這一代的我們，
以及我們所在的土地。 



     
 日據時期的政策 ─  女子教育的影響 

 大稻埕的職業婦女─揀茶女 藝旦 女性新
興職業 

 女性與城市空間的互動─日常雜貨購買與
休閒去處 

 女性介入店屋的經營 

 地方事務的參與-城市空間的性別意涵 

城市活動開展女性領域-屬於女性的都市歷
史地圖 

 

             城市發展中的女性化現象 
 



         大稻埕城市女性空間的移動 / 造訪景點 

 霞海城隍廟-月老廟、城隍夫人 

 大稻埕的職業婦女足跡--揀茶女、藝旦、女給
（女招待）、舞者、娼妓 

 尋訪-日治時代藝旦街及酒樓-黑美人大酒家、蓬
萊閣、江山樓 

 文萌樓-反廢娼運動中心與去污名精神堡壘 

 尋訪-日治時代茶街-貴德街陳天來故宅、新芳春
茶行、有記茶行 

 布行-頭家娘 

 大某街細姨街-伊寧街景化街的性別意涵 

 

 



霞海城隍廟-藝閣藝旦、城隍夫人 

 5/13遊行隊伍最引人注目的是藝閣/遊行花車，做出山水亭
台樓閣的佈景，藝閣上不少是由大稻埕藝旦來裝扮，因此
當時有「未看見藝旦免講大稻埕」。 

 城隍夫人-過去大稻埕的婦女，常至城隍廟祈求城隍夫人以
女人疼惜女人的心保佑家庭和樂，讓家中的男人盡量不出
入風月場所，早點回家。自此之後，每當有婦女如願求得
家庭美滿，每每會敬獻夫人神尊的繡花鞋以表謝忱，這就
是城隍夫人鞋的由來。時至今日，奉請一雙夫人鞋回去，
象徵夫人到我們家保佑全家平安，讓夫妻感情和諧，彼此
容忍，更加幸福。每年農曆九月四日，是城隍夫人的聖誕，
在這一天許多承蒙神恩的婦女們都會帶著鞋子和小小的蛋
糕來幫城隍夫人祝壽，並請夫人繼續保佑夫婦和樂直至白
頭偕老。 



藝   旦 VS  藝旦街 
 過去歸綏街，其實又被稱作『藝旦街』，它其實在日據時期到現

在，一直以來都是很重要的情色娛樂重心，當時這邊有很多大酒

樓、大酒家。 

 「藝妲」在日治時期，可稱為交際花，因其有文學修養，有風度，

談吐風雅大方，懂得接待客人禮儀，上流社會的交際聯誼以及宴

請高官名人，婚慶喜宴，都喜歡召其執壺，在席間招待、演唱、

高吟，以娛嘉賓，讓賓主盡歡。當時台北社 會人士還舉辦「酒

國花魁」選舉，而有「酒國名花」之稱，甚為風光。大正年間，

為大稻埕藝旦最盛期，以兩大酒樓「江山樓」與「蓬萊閣」最負

盛名，人稱「未看見藝，免講大稻埕」。 

 侯孝賢的「最好的時光」，其中有一段，舒淇飾演的藝妲與張震

那段拘謹壓抑的情愫，明顯是影射當時兼具女詩人身份的藝妲王

香禪與連雅堂。 

 

 



      酒樓-黑美人大酒家、江山樓、第一劇場 
           新興娛樂場所-帶動女性新興職場 

 

 黑美人大酒家/叱吒一時的「黑美人大酒家」日前被台北市
文化局登錄為歷史建物，該建物曾經營酒家，見證早期台
北酒家歷史興衰，也是繼歸綏街文萌樓（日治時期公娼館）
被列為市定古蹟後，第二件「情色場所」被登錄為歷史建
物的文資案。 

 江山樓/建於西元1917年，是臺灣日治時期臺北市大稻埕著名的
飯店，大稻埕經常有政要、商賈、文人、名流往來匯聚，使得名
聲響亮的江山樓更顯氣派，也標誌了臺灣早期上流社會活動的浮
華時代。當時一句俗諺「登江山樓，吃臺灣菜，聽藝旦唱曲」，
極言江山樓之美盛。 

 第一劇場/延平北路200巷與210巷間，由富商陳天來等投資興建，
早期電影話劇等新式影劇活動，也帶動職業婦女及演員的工作場
域。 
 



                文萌樓-反廢娼運動中心 

 

 
• 在娼館興盛時期的歸綏街，人聲鼎沸，摩肩擦踵，周邊也因而發展出

各式民生產業，如西藥房經常隨娼館經營而24小時營業；今重慶北路
二段鈕扣針線小店及延平北路金飾供娼館小姐裝扮自己，而附近經常
出現販售藥酒、補品的「助性」小攤更是大受歡迎。 

• 臺灣娼妓紀錄最早可追溯至清代，移民在艋舺開墾後逐漸形成市街，
凹斗仔(今華西街北段)多有娼寮設立，以滿足碼頭眾多船夫、工人性需
求。 1860年淡水開港後，因艋舺河沙淤積，大稻埕逐漸取代艋舺港埠
地位，艋舺性產業也移轉到大稻埕九間仔街(今延平北路二段近歸綏街
附近)及六館仔街(今南京西路近淡水河地帶)一帶。 

• 民國86年台北市長陳水扁任內，在市議員施壓下宣布48小時內廢除公
娼制度。倉促廢娼的決定引發公娼反彈，以文萌樓前公娼官秀琴等為
核心，與其他支持團體組成「公娼自救會」(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前身)
出面抗爭。最終於國88年取得兩年緩衝期，期滿台北市性產業全面進
入地下化。2006年(民國95年)，台北市政府公告指定「歸綏街文萌樓」
為台北市市定古蹟。 
 

 



台灣最早聚集大量職業婦女的地方 
大稻埕的職業婦女先驅-揀茶女 

由清光緒年間而至日治時代，因大稻埕碼頭地利之
便，當時有名的洋行都先後來到大稻埕設立分行或
辦事處，因而大稻埕聚集了眾多茶行，當時大稻埕
茶行約兩百多間，這些茶行收購臺灣中、北部丘陵
地所產毛茶，然後集中到大稻埕的製茶廠，在進行
加工精製後再交給洋行或自行外銷。這些精製茶在
加工前必需以人工將不良部分挑除。在當時揀茶工
大多為女性所擔任，這些婦女由每年農曆二月的春
茶開始，一直忙到冬至前的最後一批冬茶結束，極
盛時每日有將近兩萬名的婦女從事揀茶的工作，真
可謂是近代職業婦女的先驅！ 



 永樂市場- 
布行-頭家娘 

 

 



大稻埕女子公學校 

 「大稻埕女子公學校」就是1968年實施九
年國教後，更改校名為「台北市建成區蓬
萊國民小學」的前身，藏身在人聲鼎沸的
寧夏夜市裏。 

 「大稻埕女子公學校」原來是「大稻埕公
學校」於1898年設立的女子部，後來於1910
年改制為「大稻埕公學校女子分校」(分教
場)。到了1911年設「大稻埕女子公學校」，
1922年4月因町名改正改稱為「蓬萊公學校」
還是只收女生喔。 

 而這學校不同於其他公學校，所有學生從
四年級開始，就必須上各種家事課程如烹
飪、刺繡、裁縫等等，這也是當時女子學
校才有的特色課程，從老照片中我們可以
看到一個特殊景象，有很多人力車在校門
口接送學生，這可是大稻埕有錢人家的千
金小姐才有的待遇喔 ！ 



台灣第一所天主教女子學校- 
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1903年林茂才神父奉派由西班牙來到台灣
傳教，深感於當時台灣女子不能平等地受
教育，於是多方努力，在當時的台北大稻
埕蓬萊町，購地興建校舍。1916年創設了
「私立靜修高等女學校」，1917年獲得日
總督府民政局頒發許可狀才舉行了開學典
禮，由林茂才神父任第一任校長。  

 台灣第一個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的團體
『台灣文化協會』，當年為了規避可能的
干擾，特別選在這所天主教道明會興辦的
教會學校，於1921年10月17日假學校禮堂
順利完成大會及成立典禮，這是第一個全
臺性的文化組織，對於台灣後續的民族運
動及婦女啟發都有深遠的影響。 

 



導覽剪影 



) 





     

   「臺北女路之旅‧帶著故事去旅行」 

第一場  

台北市女性地標巡禮-女性自覺與女
權運動景點之旅 

              



造訪景點 

 蔡瑞月舞蹈社-舞動生命之地 

 拓荒者出版社舊址─亞洲第一個結合婦運與出版的
運動搖籃 

 女書店─華人地區第一家女性的主題書店啟蒙時代
女性 

 主婦聯盟-主婦舞台與環保的力量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齊家報國皆響應 

 婦女新知舊址-喚醒女性自覺 

 YWCA 基督教女青年會-活躍世界舞台 

 台灣國家婦女館/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知性與
感性的性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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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講師：陳秀惠/女性地標總召集人、前國家文化總會
副秘書長、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 



     

 

 

 

               綴在北投溫泉路的青春 

 

              



1960年代的北投，「溫柔鄉」是她的別名。撐起
當時北投的繁榮，除了優質的「溫泉」、助興的
「那卡西」、美味的「酒家菜」，最重要的主角，
就是這些到溫柔鄉為溫泉產業中獻身的「女侍應
生」，她們的故事縱然辛酸、淒美，卻因渺小，
湮滅在細步款款的溫泉路中。四月的北投溫泉路，
我們一起來感受「伊」用青春寫下的生命風華。 

 

導覽老師-戴秀芬副理事長、黃素瑤老師、北投說  
書人林智海執行長 

 

 





                   造訪景點 
1. 北投溫柔鄉的起點－新北投車站舊址(現今新北投
捷運站)車站中-北投最後一班列車，便是在講述一個
作家與旅館女服務生的戀愛故事。 

2. 加賀屋（原天狗庵遺址，現為天狗庵史蹟公園預定
地）天狗庵是新北投第一家溫泉旅館，1896年興建 

3. 北投溫泉博物館－原北投公共浴場，當時的公共浴
場，其實主要還是以服務男性為主，女性只能在獨立
的小浴池洗浴。 

4. 普濟寺－溫泉產業的守護神，湯守觀音與子安地藏。
據傳子安地藏，便是當時為了照顧女侍應生無緣出世
的胎兒，希望祂們在地下也有人能照顧所存在的。 

5. 限時專送－因早期溫泉文化而生的特殊產業 

6. 周氏節孝坊    7. 女力崛起在地經營－豆咖啡 







     

回顧女性地標小旅行- 

女性生命故事與地圖創作 
 
 
        

              



7月25日/回顧女性地標小旅行/女性生命故事與地圖創作 

時 間 課程主題 講 師 

10:10-10:50 查某人ㄟ故事─談台灣女性文化地標 陳秀惠 /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 

10:50-11:25 回顧女路之旅Part1-大稻埕之城市女

性空間的移動 

蔡素貞 校長 /松山社區大學校長 

11:25-12:00 回顧女路之旅Part2-綴在北投溫泉路

的青春 

林智海 /北投說書人執行長、社區大學講師 

12:00-13:00 中午用餐 

13:00-14:00 女性的生命和歷史的疆界 劉秀美/女性藝術課程講師、社區大學講師 

14:00-15:30 女性的生命和情感的疆界 劉秀美/女性藝術課程講師、社區大學講師 

15:30-17:00 女性的生命和事件的疆界 劉秀美/女性藝術課程講師、社區大學講師 

7月26日/女性生命故事與地圖創作及發表分享 

10:00-12:00 女性的生命和邏輯的疆界 劉秀美/女性藝術課程講師、社區大學講師 

12:00-13:00 休息用餐 

13:00-15:00 甚麼時刻是覺醒的疆界 劉秀美/女性藝術課程講師、社區大學講師 

15:00-17:00 決心站在台灣地圖的何處 劉秀美/女性藝術課程講師、社區大學講師 





回顧女性地標小旅行 



女性生命故事與地圖創作 
-劉秀美老師帶領學員 



拿出自己珍愛的衣服，將賦予它不一
樣的生命故事 



依照自己的想像在地上圍出屬於自己
的世界洲地圖，再擺上自己衣服作品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