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庶民文化 
一、 夜市文化 

    民以食為天，首先就來介紹三重蘆洲之美食，而聚集了最多美食的地方莫

過於夜市商圈，夜市商圈之於人們，不只是填跑肚子的地方，更是一種區域生

活文化的展現，並能夠帶動城市發展，以下分別介紹著名的三重三和夜市及蘆

洲廟口夜市，讓我們一起來認識三重蘆洲著名的夜市商圈，喚醒大家遺忘的珍

貴記憶，也分享學子們屬於自己家鄉的「人情味」。 

 

(一)三重著名的夜市-中央夜市 

 

    中央夜市又名三和夜市，位於三重區中央北路與三和路二段之間，含括周

圍的文化北路、長壽街口，一直是三重最熱鬧的商圈。其實早在民國 36年，三

重與蘆洲分治後曾將此建為鎮公所，於是許多攤販聚集在行政中心周圍做生

意，慢慢地形成市集，後來在民國 53年李火土市長任內，又改建為公有零售市

場(中央市場)。因此，三和夜市不只有夜市，還有早市販賣傳統早餐，到了近

中午又變成傳統市場，是婆婆媽媽們的購物天堂，叫賣聲此起彼落好不熱鬧。

爾後「一日三市」曾經是中央夜市的最大特色。 

 

    民國 50年代，經濟起飛，三重因為鄰近臺北市，距離臺北僅一橋之隔，房

價、地價相對低廉，因此自中南部北上的勞動人口大多選在三重蘆洲落腳，許

多家鄉味也隨之而來，撫慰遊子們。在三和夜市賣豬血湯超過 40年的老闆娘告

訴我們，早年三和夜市鄰近許多工廠，每逢休息時間，大量員工都會湧入夜市

裡打牙祭，人聲鼎沸，當時生意之好讓她從早忙到晚都無暇休息呢！五金百貨

行的余老闆說起小時候的夜市，因為鄰近許多戲院，小時的他總是在戲臺下跑

來跑去，在小巷子裡面穿梭，尤其是每逢過年過節時，夜市裡的人是「肩膀靠

肩膀」，不過，現在人潮幾乎少了 7成有。如今，隨著大街小巷的美而美早餐竄

起，中央夜市的早市早餐攤販漸漸減少了；而夜市的部分也漸漸的被抓娃娃店

取代了。 

 

    在三和夜市可以近距離感受在在地生活，而且因為三重的外來人口非常

多，這裡幾乎可以找到全台各地美食，真所謂「在地人的好所在，出外人的新

故鄉」。這也是三和夜市一大特色呢！  

 

    「三和夜市」藏有許多超過 30年以上的老字號小吃，像是阿文餛飩鹹湯

圓、萬粒肉圓、蚵仔煎以及木瓜牛奶等，都是在地人從小吃到大的經典滋味。

另外要特別介紹百年餅店「玉記李亭香」，有販賣祭拜用的糕餅與吐司、饅頭、

麵包等，都可以一飽古早味。而李亭香餅店其實又可溯源自蘆洲湧蓮寺廟口夜



市喔，餅店的創始人李騰飛先生因為當年謀生不易，於是決定賣糕餅點心，並

且向當時生意最好的餅店寶香齋的師傅學習製作糕餅的手藝。他在 1896年時於

蘆洲人潮不斷的信仰中心湧蓮寺對面，開啟了他的第一家餅店。可想而知蘆洲

湧蓮寺廟口夜市之人潮更盛三和夜市喔!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蘆洲區著名的廟口夜

市一探究竟。 

 

 

    

圖 4-1-1 三重大戲院舊址，昔日三重菜市場位址    圖 4-1-2 今日三和夜市(中央北路入口) 

     
圖 4-1-3 飄香 48 年的豬血湯店，見證三和夜市興衰  圖 4-1-4 專售三重區各校學生服的王永裕老

店 

 



     
圖 4-1-5 夜市裡頭傳統的撈魚變成釣蝦了   圖 4-1-6 如今的三和夜市都被抓娃娃機佔據了 

 

  

圖 4-1-7 三和夜市的白天與黑夜 

 

(二)蘆洲信仰中心廟口夜市 

    湧蓮寺在清代 1872年就已經建立，廟中主奉南海觀世音菩薩，是當年許多

墾荒移民的心靈寄託，於是乎廟口便順勢的形成了市集，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

經非常熱鬧了，有當時的淡水知縣頒布了「拳和官庄改定折征租穀碑記」可作

為佐證，該古碑為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在北台灣實施土地改革的重要佐證，也

證實當時的和尚洲已是充分開發的官庄所在地。 

    爾後又有蘆洲公學校的設立，加上交通便利，因此，湧蓮寺從清代以來，



就是蘆洲的信仰、經濟、社會和教育的中心。許多住在五股(觀音山)、八里、

更寮、溪尾的人們，都過來這邊買菜或賣菜，於是這裡成為一個貨品買賣的集

散地。早上是圍繞著中山大戲院的中山菜市場，後來也擴展到得勝街及成功

路，到了傍晚則是提供在地人吃喝玩樂的夜市攤販。蘆洲市仁復里前任里長郭

先生說，蘆洲早期的市場是集中在湧蓮寺與大眾廟的四周，面積不大，有許多

流動小攤販在目前的得勝街與成功路的交叉處販售。 

    而提到蘆洲的庶民飲食就不能不提到台灣傳統小吃切仔麵（摵仔麵），發源

地正是蘆洲，相傳二次戰後由周烏豬的門徒楊萬寶加以發揚光大。如今鄰近湧

蓮寺商圈的切仔麵店有六家之多呢(添丁、大廟口、阿郎、周烏豬、和尚洲、大

象)。 每年結合湧蓮寺大拜拜、觀音文化(神將文化)節的舉行，讓許多觀光客

慕名而來。蘆洲捷運站（橘線）自 2012年通車後，廟口夜市湧進更多觀光人

潮，許多都是為了品嘗遠近馳名的切仔麵。 

    來到蘆洲夜市，除了有好吃的切仔麵外，小編也推薦幾家三十年的老店，

分別是藥燉排骨、當歸土虱、姊妹炭烤、清蒸肉圓、鵝媽媽小吃、中山豆

花……等等，都是受到在地人歡迎，觀光客絕對不能錯過、值得一試的好味

道。 

    而不遜色於三和夜市的李亭香餅店，說到蘆洲廟口夜市則不能不提到走過

一甲子的蘆洲中山龍鳳堂餅舖，座落於蘆洲廟口夜市入口的中山龍鳳堂餅舖，

從 1957年開業至今，創辦人李壽夫曾經在淡水三協成餅舖拜師學藝，後來回到

蘆洲開店，爾後又結合蘆洲名人鄧麗君，研發小鄧餅、麗君餅，而店中人氣第

一的蛋黃酥更蟬聯六屆新北市蛋黃酥節冠軍。 

    蘆洲廟口商圈是極具特色的綜合市集，在前蘆洲市長李翁月娥任內更結合

了蘆洲神將文化辦理了美食祭，使這個百年夜市商圈更蓬勃發展，相信可以作

為其他夜市的借鏡。 

   



圖 4-1-8 蘆洲廟口夜市位於得勝街與成功入十字口 

   

圖 4-1-9 布丁形狀的切仔麵  

  

圖 4-1-10 位於夜市路口的龍鳳堂餅舖            圖 4-1-11 傳統餅 

 



   
圖 4-1-12 夜市裡的老鞋店，一路陪伴孩子們長大   圖 4-1-13 蘆洲夜市結合神將文化的門牌設計 

 

(三)湧蓮寺廟口形象商圈風華再現 

    廟口商圈以湧蓮寺為中心，以得勝街、成功路、中正路、光華路為範圍，

形成一個以傳統零售業為主的蘆洲生活圈。早市提供生鮮蔬果與民生用品、

午、夜市則是休閒購物、聯誼用餐的好地方。鄰近還有蘆洲國小、區公所、衛

生所、紫禁城博物館、李氏古宅、蘆洲長老教會、保和宮等重要文教場域，連

結蘆洲經濟、人文等多項發展，存在地位十分重要。  

    早在清朝時期，蘆洲地區樓仔厝庄的店仔口就是當地主要的商業區域，西

元 1872年，湧蓮寺建廟於樓仔厝庄的睹間口，信徒人潮更為廟前的得勝街帶來

許多生意，這裡便是當時最熱鬧的市集。 

    不過，相較於其他廟口來說，這裡長久以來是以「傳統菜市場」的形象深

植人心，市容略顯混亂也無特色，即使捷運蘆洲線通車以後，對於人潮吸引也

很有限，所以新北市政府於 2014年起，與蘆洲區商圈繁榮促進會合作，希望能

夠打造成媲美「日本淺草寺商圈」那樣的「國際商圈」，把宗教文化融入在商圈

元素當中，進而塑造整體意象，吸引更多的觀光人潮，也能提升商圈形象。 

    你現在若走進商圈，即可發現到神將印象無所不在，像是：商圈入口顯眼

的神將柱子、成功路上融入 Q版帥氣神將圖案的特色門牌；另外有些店面會把｢

桌圍｣文化和 Q版神將融入雨遮，相當特別，凸顯蘆洲神將文化特點。2017年

商圈辦理「蘆洲神將文化祭」，還推出「蘆洲神將-Q版公仔設計比賽」、「蘆洲

神將-說故事比賽」、「擲筊送神將金牌」、「蘆洲神將-寫生活動」等各項系列活

動，為神將文化又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宣傳。 



(四)切仔麵、龍鳳餅的美味銘刻蘆洲人記憶 

    既是廟口商圈，家傳數代的美食或小吃便不能不提。在此，首推歷史悠久且

蘆洲到處可見店面的「切仔麵」。 

    摵仔麵（閩南語：Chhe̍k-á-mī）即是俗稱之黃湯麵、黃乾麵或是拌麵總稱，

臺灣當地另一稱「擔仔麵」。由於讀音相近，常被誤作「切仔麵」，北台灣後已習

稱「切仔麵」。摵仔麵為台灣小吃麵類最基本原形，變化無窮，任君挑選食用；

臺南擔仔麵即是出自於摵仔麵之聞名海鮮麵。在臺灣歷史上，摵仔麵和台南擔仔

麵相當，並列台灣兩大名麵。 

    據文史專家楊蓮福表示，台灣傳統小吃切仔麵(摵仔麵)的發源地就是蘆洲。

蘆洲人周烏豬早在光復前，就已經斷斷續續的在廟口設攤。而後民國 35 年，他

的門徒楊萬寶，繼承煮麵技藝，利用整塊大骨、三層肉熬煮湯頭，口味甘醇，完

全不用味精，麵條也堅持人工製作，將切麵工具換成竹編，使切仔麵別具一番風

味，同時也讓切仔麵發揚光大。 

    民國 67 年，湧蓮寺舊廟重建，廟口麵攤遷移，楊家徒弟續傳手藝，擴展開

店地點，現今中正路、三民路、中山一路，五股、八里、大直、三重也能見到蘆

洲人士出外經營的切仔麵店。得勝街的「周烏豬切仔麵」、「添丁切仔麵」、「大廟

口切仔麵」等，都幾乎是當地最盛名的切仔麵店家。 

 

    2003年起蘆洲市公所於農曆 9月 18日觀音佛祖出家紀念日前夕，舉辦「觀

音文化節」系列活動，也納入切仔麵美食文化的推廣活動。而後 2007 年，為配

合台北縣府推動「一鄉一特色」的政策，將原本的「觀音文化節」轉型為以切仔

麵為主題的「切仔麵嘉年華會」，是蘆洲正式將切仔麵這項地方美食推到舞台上，

年年設計不同形式的活動來吸引本地人和外地人對切仔麵的注意，更結合其他地

方產業，豐富人們對蘆洲的印象。 



     吃飽添丁切仔麵，你不妨走到中山二路上最有名的糕餅舖「龍鳳堂」，順手

帶點知名伴手禮，品嘗傳統糕餅及它們與台灣人日常生活情感連結的美好滋味。 

    「龍鳳堂」創立於西元 1957 年，至今還算不上是百年老店，卻已經是蘆洲

地區唯一僅存的糕餅店了。早期蘆洲糕餅店到處林立，實是台北糕餅重鎮，今日

大家熟知的台北大稻埕李亭香、淡水三協成等名店，亦是出自蘆洲。 

    龍鳳堂秉持「取之社會，回饋社會」的經營理念，以傳承文化為己任，所以

餅店閒暇之餘，會開放工作場所供學校進行校外教學，鼓勵學子一起延續傳統文

化。他們所做的糕餅，包括傳統糕餅如麵龜、壽桃、喜餅、廟慶供品等，能滿足

人們從嬰兒出生、彌月、周歲、生日慶典、節慶送禮到拜神祭祖各種需求。 

    龍鳳堂亦因應時代潮流，進行創新開發，其中又以「小鄧餅」、「麗君餅」

最為出名。這兩種餅皆是為了紀念鄰近蘆洲國小校友，國際巨星鄧麗君小姐而

製。「小鄧餅」口味為甜，餅餡口味有意謂思念的「紅豆」和「梅子」，另含代

表鄧麗君勞軍愛國精神的「鳳梨」和「地瓜」；「麗君餅」則是重現鄧小姐小時

候喜歡品嘗的香菇滷肉餅好滋味，以期每個喜歡小鄧的粉絲，都能一邊品嘗龍

鳳堂的糕餅，表達對她無盡的思念。 

 

二、 碧華布街 

    走入三重碧華街，映入眼簾的是一幢幢在北部已相當少見的透天宅，老宅

見證了這裡的風華歷史，由於三重地區成衣廠及染整廠的發展，批發布商逐漸

往碧華街一帶聚集，慢慢形成布街的型態，在民國 70年代達到全盛時期。甚至

還有來自國外的客人，他們稱碧華街為「布市仔」，名聲非常響亮。 

    碧華布街商圈促進會前理事長陳老先生說，民國 40年，他從雲林北上台北

打拚，因為家族親戚的介紹，他來到三重染布廠當學徒，秉持著南部貧苦人惜

物的精神，看到布料廠很多尼龍碎布都堆在工廠口沒人要，於是就撿來轉賣給

嘉義東石蚵寮人家，做無本生意，後來累積一些成本後改向染布工廠以低年的

價錢買布頭布尾、清庫存布，後來隨著民國 60年代成衣廠大盛，碧華布街也成

為各式布匹的集散地，布街店家屋內都會有堆積如山的碎布。 

    碧華布街的每一棟房子二樓，皆有一處對外窗般大的出口，這是當年布街

在全盛期時，為因應大量出貨並使搬運便利，而於 2樓增設鐵門，可於裝卸貨

時直接從 2樓往下搬，如今也成了當地建築一大特色。此外，碧華布街因為 

    民國 80年代後，隨著時代變遷與成衣工廠外移影響，碧華布街過去繁華的

景象已逐漸式微，但碧華布街的商家們繼續秉持著「布牛」打拼的精神將碧華

布街打造成「布莊博物園區」，希望透過街區內密集之布業商家，將生活環境中

各種集體記憶資產，包括人文空間資源、鄉土文化地景、濃厚人情味、厝邊隔

壁皆親戚的家族經營特點，以及出外人到北部打拼，渴望出頭天的霸氣，展示

於大眾面前，同時藉由結合鄉土教學、藝文活動、傳統節慶、布藝文化與觀光

產業等，全力成為一座不僅只是靜態展示，更是充滿居民活力與產業生命力的

動態博物館。 



 

  
圖 4-1-14 碧華布街店家特色是店內都會有

推積如山的碎布 

圖 4-1-15 碧華布街第一代商家店面 

  

圖 4-1-16  二樓會增設鐵門，可於裝卸貨

時直接從 2 樓往下搬，也是一大特色 

圖 4-1-17 後來改成在屋外加裝電動貨梯 

  



圖 4-1-18 現今的布街走向精緻化及多角化經營已吸引更多人潮 

 

 

 

圖 4-1-19 在碧華布街商圈促進會的努力之下，商家們繼續秉持著「布牛」打拼的精神將

碧華布街打造成「布莊博物園區」，有各種裝置藝術並辦理各項活動。 

 

    這條街在民國四、五十年代，因為賣布商店的聚集結市，而有了「布市」

的封號。 

    不過早期賣布並不算是種行業，而是當時人們基於愛物惜物的心態，覺得

部分碎布尚有價值，所以整理碎布掙錢。此舉一出，家家戶戶跟著投入，而成

就了各家碎布山的獨特風景。 

    碧華布街真正出現獨立的布業店鋪，其實是要等到民國 55年之後。因為那

時國內輕工業發達，外銷出口導向盛行，三重輕工業興盛，是很多成衣廠、染

整廠聚集的地方，所以碧華街零售布商也跟著到此落腳，形成今日碧華布街的

雛型。碧華布街最繁盛的時候，當地最有名的染整廠──麗泉染整廠，甚至員

工高達三百人，其規模龐大，高聳的煙囪更是成為當地重要地標，以及碧華街

許多居民共同的回憶。 

    後來，民國 80 年代，隨著染整廠和成衣廠出走大陸，布街的商機也漸漸流

失，不若 70 年代黃金歲月「不怕賺錢辛苦，就怕沒貨可賣」的繁榮。當地居民

於 2008 年開始，特地成立碧華布街商圈促進會，透過活動及文創商品的開發，

以期復甦布街商機，重啟燦爛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