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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化區》 

 



歷史沿革 

台南市新化區舊稱「大目降」，係
平埔族西拉雅系新港社屬社「大目
降社」的舊地；明鄭時期，新化鎮
域大抵屬「感化里」和「廣儲里」
的轄域；清領之後，「感化里」改
稱「大目降庄」；嘉慶年間，當時
大目降庄已形成街肆，並出現繁榮
的大目降街，成為地方發展中心。
日治時期，於此設「大目降支廳」，
隸屬「台南廳」管轄。民國九年
（1920年），改稱作「新化街」，
屬「台南州」所轄；戰後改為「新
化鎮」。民國九十九年（2010年）
縣市合併，改為「新化區」。  



行政區劃 

在新化區共設有二十個里 : 

   那拔里、羊林里、礁坑里、大坑里、知義
里、山腳里、東榮里、護國里、武安里、
中央里、觀音里、竹林里、清水里、豐榮
里、協興里、太平里、唪口里、北勢里、
全興里、崙頂里 



新化老街(一) 

    在日治時期的1920年，在新化
設置了台南州新化郡役所後，
進行了「市區改正」工程，中
正路從6公尺拓寬為12公尺。
在1921年，林茂己請來匠師興
建洋樓，隨後引來鄰近商家效
仿，1926年中正路西側便都改
建成洋樓。東側街屋則是在
1937年拓寬馬路興建排水溝時
拆除改建。當時在此工作的匠
師連同外地來的共有10人，整
個東邊街改建工程於1937年左
右完成。 



新化老街(二) 

     西側街屋的特色為磚造
騎樓柱、木格柵樓板與巴
洛克風格的女兒牆，立面
多採洗石子工法並做有盾
牌飾與花草飾等裝飾圖案。
東側街屋為二層樓高的現
代主義式街屋，立面多切
割為三開間並有幾何形狀
的鑄鐵欄桿做裝飾，此外
均設有陽臺。兩相比較之
下，東側街屋立面的裝飾
較西側街屋簡潔。 



新化街役場 

  新化街役場在日治時期為新
化街的公所，戰後則成為新
化鎮公所直到1996年為止。
新化街役場於2001年的歷史
建築百景徵選活動中被選為
第四名，後來在2002年11
月18日公告為歷史建築。 
 

 新化街役場屬於現代折衷主
義風格，形式為仿歐洲晚期
文藝復興戲院式樣。其前面
有著造型簡約的古典圓弧門
廊，表面建材主要為洗石子，
並搭配北投窯廠生廠的十三
溝面磚，目前該建築是做為
餐廳使用。 



新化武德殿 

  新化武德殿興建於日治時期
昭和年間所。二次大戰後，
武德殿從推廣日本武道的地
方，變成榮民的住所，而入
口前方建有消防隊廳舍。 

 

 新化鎮公所計畫將武德殿提
報為歷史建築後並進行整修，
原本門廊因遭拆毀而難以恢
復原貌，後來在2010年時在
康昭明提供舊照片下，得到
門廊外觀的資料，而後在
2011年時找到門廊基座的鋼
筋，得以在原址復建門廊，
整體工程已完工。 



 

虎頭埤 

  虎頭埤於1846年（清道光26年）由
農民歐陽安所闢建，用以蓄水灌溉
農田。1863年（同治2年）台灣府
知府周懋奇撥款擴建，有臺灣第一
座水庫之稱。 

 日治時期，日本人曾經整修堤防、
設立閘門，並美化湖畔。其時埤周
圍已擴展至約7公里，水域面積約
27公頃，埤畔草木扶疏，埤水清澈
鑑人，兩岸小徑交錯，埤中小島處
處，又有虎月亭、吊橋點綴其間，
景色清幽，已成為台灣知名風景區。 

 1954年，又以「虎埤泛月」獲得台
南縣文獻委員會選定為「南瀛八大
景」之一。今日則成為台南都會區
主要郊遊去處。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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