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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山

拳山屬於臺北盆地東南盆
緣丘陵一部分，外形如拳
頭，穿過景美蟾蜍山，抵
新店溪的觀音亭。清治時
期，在拳山附近設有「拳
山堡」，後經轉音成「文
山」，取其「文山秀氣」
之意

景尾

清乾隆年間先民郭錫瑠開鑿瑠公圳
時，引新店清潭水源灌溉大台北農
田，經霧裡薛溪（今景美溪）時，
架設大木梘輸送灌溉用水，景美位
於木梘的尾端，故稱地名為「梘
尾」。
日治時期，因「梘」字少見，日人
將「梘尾」更改名稱為「景尾」
（梘與景以閩南語發音相同）。

大灣庄

•因為「灣」和「安」的諧音而得名，
康熙、雍正之交移民來墾，為闢建
之需要，築有坡心埤(上陂)、土地
公陂等灌溉設施，以儲天然水，因
其地之坡心埤(上陂)沿著其東北角，
在今日大安、信義二區交界處成彎
曲狀而有大灣之名。當大安圳完工
時，以「大安」之吉祥文字為該圳
命名，意「太平無事」，因此該地
也以「大安」為其地名。

六張犁

起源於當時墾殖地基三十甲，按
每張犁五甲計，故稱六張犁

光緒13年已有六張犁地名的記載，
「六張犁」地名延用至今已有一
百多年的歷史了。據說當時一個
男丁以一頭牛、一張犁耕種五甲
土地的範圍，稱為「一張犁」；
「六張梨」就是六個男丁以六頭
牛、六張梨耕種30甲土地的範圍。

九汴頭

•清領時期瑠公圳在此設有九個
水門，分出九條支流

今大安森林公園附近

油捅腳

•日治時期原為台灣瓦斯株式會社
大安工場舊址，日本人在此裝設
瓦斯槽，當地稱瓦斯槽為油桶，
遂有油桶槽之名

現為信維市場

斗門埔

此地原為荒埔，清代瑠公圳開鑿
後，在此設有水閘，水閘閩南語
稱為斗門或陡門

今三興國小
北側

五分埔

原來為平埔族原住民的生
活空間，直至清朝中期，
才由何、周、沈、杜、李
姓五位漢人移民，合資向
平埔族購買了約四甲的土
地，耕種稻米，此為「五
分埔」地名的由來。

內湖

因境內多山丘，形成多
處小盆地地貌，當地人
閩南語稱山坳地為
「湖」，故內湖是「內
部盆地」之義。

鼓亭
為了防止山胞「出草」，當
地人在新店溪畔設置一個
「鼓亭」，派人監視，發現
攻擊行動，馬上擊鼓通知，
政府遷台後改為「古亭」。
另有一說，古亭區地名之由
來乃因由（古亭苯）這種裝
稻穀的建物得名。

公館
公館為台北盆地南端的邊緣
丘陵地，將台北盆地封閉起
來，也成為台北盆地內漢人
農墾的屏障。公館街所在地
點為一隘口，右為蟾蜍山、
左為觀音山，成為這條封閉
線的缺口。公館為台北盆地
與南部山區物流貿易的唯一

通道，加上塯公圳自新店山

區向台北盆地流貫，形成
一簡捷的交通幹線，使得
貨物得以運往艋舺輸出，
公館，於是成為其附近地
區與新店山區物資貨流得
集散地。清政府為求課稅
與管理之便，在此設立辦
公廨署(專門負責課稅納糧
之職)所以稱為「公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