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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士芳紀念林園
楊士芳（1826－1903），宜蘭唯一

的進士。

光大巷藝術圍牆
2009年由藝術家陳世強規劃設計，

結合社區、在地藝師共同創作。

碧霞宮 (縣定古蹟）

1897年日治初期紛亂，楊士芳進士

等人發起購地建廟，宣揚教化。

宜蘭醫院
建於日治時期，原址為清代噶瑪

蘭廳官衙所在。

宜蘭火車站
日治時期稱宜蘭驛，1962年因

歐珀颱風倒塌而改建水泥站體

至今。

南北館市場
「宜蘭街食料品小賣市場」設立

於明治44年（1911），現為市民購

物買菜的熱門地點。

東嶽廟 
東嶽大帝掌管人間生死壽夭，和

同掌陰陽的城隍廟齊名。

五穀廟 
建於清代嘉慶17年(1812)，設

有五穀神祠，凡春耕、農祀皆祭

於此。

護城河 
日人名為「八千代川」，原為清

代噶瑪蘭城城壕，現已加蓋不

復見矣。

宜蘭設治紀念館
日治時代是宜蘭首長官邸，後為

縣長宿舍，現館內展示宜蘭縣政

治理發展史。

宜蘭美術館
為戰後台灣銀行宜蘭分行整修改

建，自日治時期以來為東台灣重

要金融機構。

東門夜市
在地人稱「三角公園」，各式小

吃、百貨、遊樂…一應俱全。

城隍廟
嘉慶十八年(1813) 噶瑪蘭城建城不

久，由官民合建而成，屬重要官廟。

文昌廟
主祀文昌帝君，清代設有考棚，仰山

書院亦設在旁，現為考生祈求金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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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命運

穿街走巷！用「生態博物館」的方式認識這座文化和歷史交織的「宜蘭

城」。清嘉慶年間建城至今已有二百餘年歷史，又稱「九芎城」，外繞牆廓，內

十字大街，分東、西、南、北門，至今仍流傳各式百工匠藝、古蹟廟宇、宗教節

慶、風味小吃…，舊城人世世代代堅持的技藝傳承，也潛移默化為豐富的「有

形、無形文化資產」。放慢腳步，讓我們一同體驗這裡的懷舊人文風情。

來宜蘭市，
 不可不知的

查詢：楊士芳紀念林園 

地址：宜蘭市舊城西路66號　電話：03-9314488

網址：蘭城百工部落格、鄂王社區部落格、楊士芳紀念林園部落格

指導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承辦單位：宜蘭縣宜蘭市鄂王社區發展協會　設計：光大巷藝術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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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正雄小吃部
宜蘭市文昌路5號

「阿皃」是第一代老頭家陳正雄因

面形戽斗得名，歷史溯至其父親陳

榮華(尖嘴平)開始。早年老祖父將

各式燻鴨、粉腸、五花肉…等黑白

切點心，以及刀勺碗盤等餐具，全

部放上頭頂竹篩，右手提支架，左

手提水桶，沿街叫賣。如此踏出陳

家近百年的家族經營史，也是舊城

重要的在地好味道。

【特色小吃】：米粉炒、燻鴨、頭骨

肉、粉腸、五花肉、猪血湯。

10 阿皃傳承美食
宜蘭市文昌路13號

1989年阿皃英年早逝，老頭家嬤

辛苦帶著年僅10多歲的陳雪香、陳

桂芬姐妹三人共同傳承家業。2011

年姊妹協議分店，妹妹陳桂芬獨立

承接「正雄小吃部」，姊姊陳雪香則

另掛「阿皃傳承美食」店招，各自經

營家傳料理。

【特色小吃】：米粉炒、燻鴨、頭骨

肉、粉腸、五花肉、猪血湯。

11 信利號魚丸米粉
宜蘭市文昌路8號

「貓耳朵」顧名思義是長的像貓耳

的水晶餃，餡料為豬肉、蝦米、冬

菜、香菇等，外皮以蕃薯粉製成，煮

後呈透明三角形。還有鮮魚料製成

的小魚丸，與米粉湯更是絕配。

12 文昌炸醬麵
宜蘭市文昌路38號

源自店東大哥向知名福州師傅習

得炸醬麵、餛飩、福州魚丸…等

小吃手藝，經營長達10餘年。現

陳炎銘夫婦從備料、炒料、到烹

煮，堅持每個步驟都用心到位，熬

煮出一甕甕濃黑香稠的「招牌炸

醬」，建立起「炸醬麵」屹立不搖

的舊城老字號。

【特色小吃】：炸醬麵、福州丸子、餛

飩、油酥排骨。

13 阿南米粉羹
宜蘭市文昌路66號(文昌廟廣場)

阿南本名黃金鐘，1950年開始挑擔

沿街叫賣，赤腳踏著固定路線穿街

走巷；後來改在文昌廟前擺攤，一

賣就是60年，因為料好實在，來這

裡吃的客人也都是老主顧。

14 西門早點
宜蘭市西門路5號

現老闆劉欽隆的手藝傳自父親劉

焰煌的古早味早餐，父親28歲開始

挑著扁擔四處賣麵茶、凸餅、油條

等小吃，生意穩定後才買了推車，

直到父親過世後也依舊擺著作紀

念。老客人感情深厚，從年輕吃到

老，且代代相傳。

【特色小吃】：油條泡麵茶、凸餅泡

麵茶、泡粉...等，都是已少見的傳統

早點。

15 阿木魚丸
宜蘭市西門路95號

曾是台 銀小吃巷內的三代 老字

號，後因母親年長，小老闆李俊

明基於孝心遂在家做魚丸製作發

售，讓老客人繼續品味。

【特色小吃】：肉餡魚丸、清丸。

16 廣達香
宜蘭市武營街50號

已有百年歷史，因香氣四溢故取名

「廣達香」。本店發跡於擅長蔴荖

的阿添仔，其子林石輝繼續發揚光

大，現第三代林振暘先生秉傳「料

好工實」之原則，口感道地並聲名

遠播。

【特色美食】：米香、麵龜、兩相好、

各式糕仔。

1 老周牛肉麵
宜蘭市神農路1段119號

老闆為本省人，手藝傳承自一位傳

奇的外省老兵，口味特色在於濃郁

低沉的湯頭和厚切開的牛肉片，是

顧客鍾情回流的味道。

【特色小吃】：紅燒牛肉麵、客家小

炒、猪腳飯

2 火生麵店
宜蘭市神農路二段3號

位於神農路側小小的麵店，過去是

學生和路客的熱門補給站。新鮮肉

餡的扁食，大骨熬湯，加上香郁順

口的麵條，呈現一種清秀的口感。

3 老豫仔牛肉麵
宜蘭市復興路一段48號

李貴中是外省第二代，父親開設「豫

中製麵廠」，從小要幫忙送貨，也因

此學到不少牛肉麵店的本領，其中最

重要的是和宜蘭牛肉麵泰斗「楊仔」

楊清海學習，他融會貫通以後，湯頭

濃郁，牛肉嚼感鮮明、香濃多汁，麵

條Q彈滑口，發展出自己的特色。

【特色小吃】：各式紅燒牛肉麵、牛腩

飯、水餃

4 渡小月
宜蘭市復興路三段58號

開業40餘年的宜蘭料理名店，老闆

陳兆麟的廚藝傳承自他的爺爺呂阿

德、父親陳進祥兩位總鋪師。以前辦

桌不是看預算來設計菜色，而是看主

人提供哪些食材就煮什麼料理，所以

狀況千變萬化。從老西門的辦桌料理

發展到國宴知名餐廳，陳家的故事可

說是宜蘭辦桌料理的活歷史。

【特色小吃】

渡小月：各式辦桌料理、招牌杏仁豆腐。

麟料理：台式精緻套餐。

5 阿添魚丸米粉
宜蘭市負郭路25巷5號

藏身開漳聖王廟旁的阿添魚丸米粉，

慕名而來的饕客相當多。從外公開

始賣魚丸米粉，經過舅舅陳鐘添「阿

添」發揚光大，現第三代採現代化經

營，並傳承一手魚丸米粉的好功夫。

6 以馬內利
宜蘭市民權路二段239號

中山橋下有一處賣四神湯、肉燥

麵、米粉、滷肉飯等美食的小店。

看似平常，但風味獨特，已73歲的

老闆娘陳滿子說，這些完全憑自己

研究調理，也感謝神的旨意：「『以

馬內利』出自於聖經馬太福音第一

章，乃『神與我們同在』」。

【特色小吃】：肉燥麵、四神湯、赤肉

猪肝。

9 北海道快炒
宜蘭市舊城北路136號、141號

兩間「北海道」正面相對，菜色相

近，連老闆都長得一樣。哥哥楊振

慰說，親生兄弟感情很好，名號也

一起使用，只有營業時間區隔，弟

弟開下午，哥哥開晚上，沒有家族

競爭，在當地傳為美談。

【特色小吃】：各式意麵、快炒、卜肉。

10 北門米粉炒
宜蘭市舊城北路146-2號

光復初期，創始人陳錫蔡先生，綽號

「阿吳」，在北門口租設攤位販賣粿

仔滷、煙燻五花肉、粉腸…等麵食小

吃，小攤位從傍晚營業到凌晨，每晚

觥籌交錯、笑語喧嘩，「阿吳」也總

讓客人盡興而歸才收攤，他的滿滿

笑容是北門口難忘的正字標誌。

【特色小吃】：米粉炒、燻鴨、燻雞、

粉腸、五花肉、各式黑白切、湯類。

西 門區
宜蘭市西門一帶鄰宜蘭河中段，乃

舊城區發展最早的區域，因早期水

運發達，帶動此區之繁榮，其中不

乏清代古老建築及聚落，古蹟廟宇

環佈，傳統民間活動興盛，也帶動了

工藝產業和小吃市集的熱絡。

查詢：楊士芳紀念林園 

地址：宜蘭市舊城西路66號　電話：03-9314488

網址：蘭城百工部落格、鄂王社區部落格、楊士芳紀念林園部落格

指導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承辦單位：宜蘭縣宜蘭市鄂王社區發展協會　設計：光大巷藝術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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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舊城
傳承美食地圖

1 松仔腳阿源老店
宜蘭市城隍街35號

松仔腳這間已第四代的老店，靈魂人

物是70歲的阿源嫂，從佐料、食材、

烹煮等工作都自己包辦。「以前的人

吃東西會看店家的處理功夫獨特風

味，吃了會回味，當然愛來光顧。」

【特色小吃】：骨肉、魚丸湯、各式黑

白切、切仔麵。

2 阿月老店
宜蘭市城隍街37號

笑容迎人的陳彩卿是活招牌，母親

陳阿月是創始人，開店至今已60餘

年，很多客人是向著她的親和力和

好手藝而來訪光顧。

【特色小吃】：各式黑白切、猪血湯、

切仔麵。

3 城隍廟口麵店
宜蘭市城隍街27號

第一代陳樹先生早在1930年以一

根扁擔在宜蘭舊城穿街走巷，叫賣

切仔麵、各式黑白切維生。現老頭

家陳武昌維持其口碑要訣：「上等

食材，新鮮現作，手法簡練。」食材

堅持上貨品質，料理過程細節精準

到位，保留了各食材最佳風味。

【特色小吃】：松坂肉、粉腸、魚肉丸、

獨門醬料、黑白切。

4 鳳仙小吃
宜蘭市舊城西路22號

陳鳳仙嫡傳自陳武昌先生的好手

藝，幼年即懂事地隨在父旁照料

生意。20歲返鄉與父母共同經營，

28歲時獨立開店，將父親的好手

藝另遷到西關廟口。

【特色小吃】：松坂肉、粉腸、鴨腸、

魚肉丸、獨門沾醬。

5 城隍早餐
宜蘭市城隍街3號

店主是宜蘭楊士芳進士的後裔，

1951年創始人楊錦梑先生每早即

在宜蘭市昭應宮前擺攤，迄今已

第三代。現經營者楊阿巧母女仍

堅持家傳手法，喚醒了宜蘭舊城

的每一天。

【特色小吃】：杏仁茶、手工煎餃、焢

肉飯。

6 冷白粉圓
宜蘭市城隍街1號  

特色是純白Q彈、湯水清甜，且只能

冷食。早期老闆會加上幾滴香蕉水

提味，但現在遊客較喜歡清湯，會

淋的應該就是本地老客人。

【特色小吃】：冷白粉圓

7 薛榮興西點糕餅
宜蘭市西後街90號

店史溯至百餘年前的薛家曾祖父，

第三代薛榮鏘10餘歲挑起家業，

同時經營糕餅和雜貨店，始名為

「薛榮興」。現第四代薛文敏引進

西點改良技術，除堅守家業外，也

是縣內知名攝影師，並於2013年

加入匠師博物館行列。

【特色小吃】：各式口味糕仔、凸餅、

小月餅、鴛鴦餅、核桃蛋黃酥。

8 第一肉羹
宜蘭市西後街21號

道地舊城風味，肉羹細選優質瘦

肉，堅持現做現賣。第一代李阿萬

辛苦攜兒帶女自員山來宜蘭擺攤小

吃，與太太研發自辦桌料理手法的

「第一肉羹」。第二代李裕銘以高

學歷接下父親掌杓，為鄉親留住記

憶中的美味。

【特色小吃】：肉羹、肉羹麵、滷肉

飯、各式小菜。

1 洪義隆糕餅行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244號

老師父 洪阿水早期沿街叫賣傳統

糕仔，口味道地，生意蒸蒸日上。光

緒12年（1886）改在北門口買屋開

業，製作傳統糕餅至今已五代人，其

中以「蒸」法為特色，遵循祖傳的百

年手藝。

【特色小吃】：金桔糕、李鹹糕、米香

餅、古早麵茶、凸餅、月餅、菜餅。

2 振地餅舖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228號

洪家第三代洪振地與其父親洪榮進

於1970年自立門戶，目前由第四代洪

一平、洪芳儀及其父母親經營。店裡

蒸好的糕餅出爐時，門前總是大排長

龍，就知道有多好吃了。

【特色小吃】：各式糕仔、多口味米香

餅、古早麵茶、凸餅、各式月餅、菜餅。

3 北門綠豆沙牛乳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208號

羅老闆餐飲專科出身，曾在台北的大

飯店工作，返鄉學以致用。現打果汁

成本高，品質和口感全仰賴新鮮現切

的水果和乳品來源及糖水比例，「做

呷就不怕人吃」，羅家從不吝嗇，是客

人大排長龍之故。

【特色小吃】：綠豆沙、木瓜牛乳、現打

果汁。

4 檸檬愛玉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156號

堅持真材實料，一天要擠掉好幾籠新

鮮檸檬，不添加合成果汁，現壓現賣，

生津止渴，也就是客人願意排上數十

分鐘的暢銷原因。

5 廟口紅糟魷魚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153號

莊錫銘老闆的父親是辦桌總鋪師，也

曾在北門口經營小吃店。老頭家23歲

時經福州老師傅的介紹得知「紅糟」

的美味及訣竅，研創出紅糟魷魚的獨

特吃法，過去曾在昭應宮夜間擺攤，

廟埕常擠滿各地的饕客，儼然成為許

多出外遊子的鄉愁。

6 老吳排骨酥
宜蘭市舊城北路123號

(北門黃昏市場內)

已74歲的老闆吳靖俊原本經營屠宰

業，後決定戒殺而改在北館市場裡

及現址賣起排骨酥，也兼售獨創的油

飯、乾麵等。吳老闆說，現在做生意不

為金錢，而是真材實料、誠心誠意把

美食賣給客人，便已心滿意足。

7 蘭陽水餃大王
宜蘭市舊城北路134號

過去水餃得到城外眷村才有，直到李

阿科在北門口開業後，舊城區裡才出

現第一間水餃店，已近50年歷史。其

妻李陳愛月表示，先生起初在外省人

小吃部打雜學習，後創業改良水餃配

方，調整成本地人喜歡的口味，所以

很受歡迎。

【特色小吃】：手工水餃、炒牛肉麵、各

式快炒、各式湯類。

8 北門口蒜味肉羹
宜蘭市舊城北路141號(近期遷移)

本店創始於民國55年（1966），發明

者為老闆母親，她為避免勾芡的味道

搶走肉羹香，於羹中放入大量蒜末，

藉以凸顯肉質的鮮甜，成為熱門的宜

蘭小吃。本店近期將遷移泰山路上，

繼續傳承發源自西門的好味道。

北 門區
中山路與舊城北路交叉口是清代宜蘭城的北門所

在，也有人稱「城門孔」，過去是宜蘭城開發較早

的地區之一。近年來拜網路之賜，幾間小吃店異軍

突起，車水馬龍，觀光客絡繹不絕。然而對老市民

來說，這裡是傳統「黃昏市場」所在，兩側聚集了各

式菜販，魚肉蔬果一應俱全，是家庭主婦的最愛。

1 懷念米粉羹
宜蘭市新興路203號

「米粉羹」是宜蘭具特色的在地美

食，不同的是採用較厚軟的粗米

粉，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另一特色

是添料豐富，如大塊的甜不辣、木

耳或筍絲，美味爽口，誠意十足。

2「黃記」朝發糖果行
宜蘭市樹人路27號

嚴選新鮮圓潤的土豆仁，作工繁

複，火候謹慎，再上機台擀平、分

裝、溫度的拿捏是影響口感的重要

關鍵。黃老闆堅持只有一家門市，

不採代工或大量生產，以顧全忠實

品質和口味。

【特色美食】：各式花生糖、花生酥角。

3 阿茂米粉羹
宜蘭市聖後街95號

羅祺祥老闆的小名叫阿茂，17歲時

推著攤子沿街叫賣，採用新鮮當季

食材，薄利多銷，現雖然退休頂讓

他人，仍留傳其忠實口味。

4 嘟好燒
東門觀光夜市內，聖後街與和睦

路交叉口

「燒吔！燒吔！吃有涮！……吃嘟

好，後擺者也知。」過去聽到游良

鑑老闆這首穿街走巷的童謠就知

道熟悉點心攤車來了，老闆俐落的

揉麵、包饀、切塊、下鍋等動作，一

顆顆香脆的紅豆內餡炸酥，後面一

定跟滿了垂涎欲滴的孩童。

5 駝背麵   
宜蘭市校舍路78巷2號

1917年汕頭人陳欽先生，自幼駝

背，隨政府撤退來台，1963年在現

宜蘭火車站旁設攤賣麵，展開汕頭

炸醬麵成為宜蘭麵食主流的傳奇。

陳老做事嚴謹，檯面餐具潔淨，備

料煮麵嚴謹。陳欽90年代返回中

國故居，離台前以高價學費傳授曹

豐全夫婦，後麵攤遷移至後站校舍

路，成為陳老的唯一弟子。

6 大麵章(賭博麵)
宜蘭市新民路24號

專賣乾麵、香菇丸湯、餛飩湯的

「大麵章」是宜蘭市知名的50年

老店。學自福州名師的兄弟倆煮麵

功夫極好，但卻有豪賭的習慣，常

玩到忘了做生意，因此才有「賭博

麵」的名號。因為口味道地，客人就

算撲空幾次還是絡繹不絕。

【特色小吃】：麻醬麵、沙茶麵、香菇

肉丸湯、扁食湯。

7 家麻糬米糕
宜蘭市新民路100巷9號

白嫩的全熟糯米，配上糖霜、花生

粉，是傳統麻糬的吃法，但因成本

昂貴，手工辛苦，且難保存，市面上

已很稀少。老舊城人知道，想吃道

地傳統麻糬，只要到宜蘭醫院旁這

四代人小攤就對了。

東門區、東門夜市
清代因有噶瑪蘭廳署(舊縣衙)所在，日治時期改建為

宜蘭醫院，周圍鄰近新民堂、舊孔廟，城內區亦十分熱

鬧。城外區早期一片農地，光復後機關民宅漸聚，取代

了原有宜蘭河沖積帶的農業型態。位於東北隅的「三

角公園」過去食攤很多，所生產的鯊魚烟遠近馳名﹔

後夜市轉往東門橋下，依舊攤販熱絡，人潮滾滾。

神農商圈、泰山路
神農路因有「五穀廟」而得名，泰山路則

為來往員山鄉的主要道路，因環抱舊縣

府、機關、學校、宿舍而住民漸多。90

年代縣政府南遷，原地改闢為新型購物

商場，都市規劃南遷和地景再造，發展

出與舊城區不同的文教生活型態。

1 一香飲食店
宜蘭市康樂路137巷7號

50年代第一代陳銘芳老先生師承福

州姊夫及師傅，在康樂街宜蘭老戲院

對面開設小吃店，以乾麵、擔仔麵、福

州魚丸…等小吃聞香舊城；妻子陳李

月卿女士則在北館市場現址開設「一

香飲食店」，以餛飩、貓耳朵建立近

50年的市場人生。第二代陳文彬積極

研發產品，以招牌魚肉丸讓客戶一吃

就成了主顧。

【特色小吃】：餛飩、魚肉丸、招牌麻醬

麵、貓耳朵(不定期)。

2 三源行
宜蘭市康樂路137巷1、2號

各分店： 康樂路、昇平路、民生路、復興路

創立人「紅毛土」本名林木源，小時在

日本料理店學得蔬菜醃漬、魚肉醃燻

等保鮮技術，於1936年創業開設三源

小吃部。林木源生有10個兒子，部分

子女傳承其不同肉品加工技術，加上

各自改良創新，以「三源」為號召。  

【特色小吃】：肉鬆、肉脯、肉乾、膽肝、

鴨賞和臘肉。

3 四海居小吃
宜蘭市康樂路137巷9號

(北館市場內)

從1920年創立至今已近百年，第一代

老闆稱「雞母生」，除料理小吃，也兼

辦外燴。現第三代主廚余茂昌與媽媽

阿英姨，母子倆一個備料一個火炒，

店裡的什錦麵、西魯肉、卜肉、白斬雞

等，都是受歡迎的道地招牌菜。

【特色小吃】：白斬雞、西魯肉、粉腸、各

式黑白切、小菜、什錦麵。

4 老元香
宜蘭市康樂路158號

各分店：神農路、中山路、慶和街、和睦路

創始人黃荖原本就是糕餅業者，後來

二兒子黃鎧源加入，輾轉於康樂路本

行現址開店，取二代「荖」和「源」做

店名「老元香」。牛舌餅則是黃鎧源的

6個兒子以後才開始廣為製作，成為

主流產品，現已有六家分店，皆以老

元香為招牌。

【特色小吃】：原味牛舌餅、各式牛舌

餅。

5 古意人養生米粿
宜蘭市康樂路140號

現齡七十多歲的林駿男老闆，從小

就跟著母親做粿、賣粿，並傳承其手

藝，攤位上的紅龜粿、麻糬、烏草粿

等粿食都採現場包料，是許多宜蘭

市民從小吃到大的四十年老攤，生

意興隆。

【特色美食】：各式麻糬、各式米粿。

6 (南館)炊粿
宜蘭市民生街、南興街口。

老闆高伍興與太太張桂英在南館市

場擺攤賣粿食已35年，用料實在，

風味獨具。他依不同時節做不同粿，

其中「米燥粿」是傳統美食，做法繁

複，已漸漸失傳。

【特色美食】：米燥粿、九層炊、蘿蔔粿、

芋粿、粉粿。

7 大貓扁食麵
地址：南興街舊台灣銀行旁、宜蘭

市新民路117號

創始人「貓仔」是宜蘭福州名師黃金

殿，因為小時患病，致臉部坑疤而

得名。民國35年（1946）就學會做

魚丸，後來也做麵跟扁食，由於手

藝精湛，成為宜蘭代表性小吃，所

收的徒弟和後代也表現非凡，共同

打響宜蘭炸醬麵和魚丸的天下。

【特色小吃】：餛飩、麻醬麵、炸醬麵、魚丸。

南北館市場、南門區
日本人統治宜蘭之初，循序漸進從南門一帶佈署及興

建房舍，與西門北門地區的清式建築明顯不同，也在宜

蘭城南發展出新興區域。這新市場屬「康樂街」最為熱

鬧，各式商品小販聚集，到現在還是宜蘭市家庭主婦的

購物首選之處。日治時期曾引進藝妓伴酒的風月場所，

高級餐廳林立，喧騰一時，故以「康樂」為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