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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門簡介 
舊稱 承恩門

位置 臺北市中正區
公園段一小段214、214-1地號

建成年代 清治光緒十年（1884年）

材質 木、石、鐵板
磚塊與石條所砌

建築風格 台灣式樓閣

備註 與臺北府城其他城門以「臺北府
城—東門、南門、小南門、北門」
名稱共同登錄為古蹟



● 唯一未被
改建為「仿華
北式建築」

https://images.app.goo.gl/RuVk93Nyrocs6qE87

承恩門的特色



北門V.S南門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d/N
orth_Side_of_Old_Taipei_City_North_Gate.jp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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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恩”一名的由來

https://images.app.goo.gl/3NT4XY6u5sJA6cEB7

● 正式名稱為「承
恩門」，乃取其
遙望北京方向，
承受皇恩之意。



城門的數量〈共五個〉

西門〈寶成門〉

南門𡿨麗正門〉

小南門〈重熙門〉

北門〈承恩門〉

東門〈照正門或景福門〉



2.建築形式



承恩門外部

https://images.app.goo.gl/cMGoBZE1CXJZCdAA9

。台座的石材採用的是大直

北勢湖一帶山區的安山岩

。城樓外壁則以紅磚砌成與

屋頂、台座連為一體，以加強
結構

。對外監視作用的二方一圓

外壁窗洞

城樓內部空間另外有一道內
壁，與外壁形成一個「回」字
形構造雙重護衛城樓中央的
活動空間



內部圖

門高二層，城樓採用厚實牆體
圍起的封閉形式，宛如一座堅
固的堡壘，前後只留方形和圓
形窗洞，便於監視防禦。

https://images.app.goo.gl/QjccTd9Abmn6kruZA



建築樣式為臺灣城
郭建築中少見的碉
堡型建法，且具備城
堞與槍孔。城門前本
有引自河溝口的護
城河

特色

https://www.twmemory.org/?p=7485



鐵板完全覆蓋著木門，這是防
止火攻的特別作法，門背立式
門閂，提高防禦力

北門外圍原有的方形甕城已經不
見，當時有很大的守衛功效，如今
只留下甕城門額石「巖疆鎖鑰」在
旁。

http://blog.sina.com.tw/htfjsw/article.php?pbgid=2348&entryid=
582359&trackopen=1

http://blog.sina.com.tw/htfjsw/article.php?pbgid=2348&entryid=582359&trackopen=1
http://blog.sina.com.tw/htfjsw/article.php?pbgid=2348&entryid=582359&trackopen=1


3·歷史



清國末年至日治初期北門整修
過一次。
差異性在於屋頂滴水下清治時
期有一道大約20公分左右的凹
槽，而日治時期時，凹槽消失

臺灣清治時期（1884～1895）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File:Taipei_
City_North_Gate_Brand.jpg





臺灣日治時期（1895～1945）

https://urrl.cc/Kf6ZI

日人強硬執行「市區改正」計畫
，至拆除台北府城大半城牆。
1905年拆除西門後，原本欲剩
下四座城門，後來在學者及的
請命之下，加上民政長官後藤
新平的支持，才得以避免被拆
除的命運。



臺灣戰後時期（1945～2013）
戰後初期，北門在
內的四座城門，但
因為年久失修，加
上不受重視的結果
，破損的情形日漸
嚴重。

https://images.app.goo.gl/PeZHQPEKqQKdEhpZ8



臺灣戰後時期（1945～2013）
● 1966年北門本來也在改建之列

，過由於當時已經計畫興建高
架道路，因此預定直接拆除北
門，不再改建

● 1976年，北門高架橋開工，在
學者極力爭取下，市政府才同
意修改興建方案，改以彎道繞
過北門所在位置，北門高架橋
完工後的39年間，北門被匝道
緊密包夾。所幸整體原貌終未
受太大破壞。

https://images.app.goo.gl/gR3unLSgWn1RMB3d6



周圍整建時期（2013～2017）
2016年的農曆春節期間
，台北市府以六天的時
間拆除了禁錮北門長達
39年的高架橋。



北門廣場與永久路型時期（2017～）

2017年8月3日，北
門廣場正式完工。此
次改造將周圍原本
錯綜複雜的七岔路
口調整為簡單的兩
個正交十字路口

https://images.app.goo.gl/aw5YqFrifsxvyGKm8



穿梭古今　重現北門風華

未來將整合承恩門、台北郵
局、台灣總督府鐵道部、台北
鐵道工場等9座年代橫跨”清
代、日治、戰後”之文化資產，
重塑為「記憶城區」；並復原一
段消失百餘年的舊城道，重
現古代入台北府城的新意
象。

https://www.travel.taipei/image/66609/?r=15002707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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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https://images.app.goo.gl/LBdevt5Bewo44Ac46 https://images.app.goo.gl/juiyW6y6DhfXBrG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