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地導覽・客製遊程・企業專案 

 

遊程提案 

方案 旗津海洋藝術行旅 穿越百年哈瑪星 從百年船渠出發遊高雄港 

遊程時間 2小時 2小時 2小時 

特色/亮點 1.走訪古廟、老屋、舊街，

感受海港城市的滄海桑田。 

2.旗津漁村文化、地景藝術

巡禮。 

3.獨家海港味，高雄海線發

展的起源。 

1.感受街廓巷弄日常、豐富

歷史文化脈絡。 

2.欣賞日治時期到戰後街

屋建築的特色。 

3.私房推薦景點/美食。 

1.大港巡航：搭乘遊船暢遊

高雄港區。 

2.解密港區船隻與職人大小

事。 

3.從產業變遷認識港的多種

風情。 

適合人數 10人成團，25人為限，超

過 25人將分成兩團 

10人成團，25人為限，超

過 25人將分成兩團 

10人成團，25人為限，超

過 25人將分成兩團 

地點 旗津 哈瑪星 高雄港 

費用 600元/人 600元/人 1000元/人 

 

方案 倚著港口而生的老商城 埕市微醺馬拉鬆 Team Building 

埕市徒步導覽+實境遊戲 

遊程時間 2小時 3小時 2小時 

特色/亮點 1.鹽埕經典遊程。 

2.認識超過一甲子的鹽埕老

店的故事。 

3.從海埔新生地到高雄第一

盛場的歷史榮景。 

1.深入體驗鹽埕「醉」好玩

的夜生活。 

2.暢飲特色酒吧，有吃有

玩。 

3.夜晚玩鹽埕娛樂指南。 

1.深入認識在地。 

2.導覽與互動將融入品牌理

念。 

3.邊導覽邊進行任務。 

適合人數 10人成團，25人為限，超

過 25人將分成兩團 

10人成團，25人為限，超

過 25人將分成兩團 

10人成團，25人為限，超

過 25人將分成兩團 

地點 鹽埕 鹽埕 鹽埕 

費用 600元/人 1500元/人 800元/人 

 

 



手作體驗提案 

方案 漁旗絹印餐墊 傳統米糊大漁旗上色 食好粿大富粿手作 

體驗時間 1小時 2小時 1.5小時 

特色/亮點 1.體驗 70年代漁旗絹印。 

2.親手印製專屬於自己的

大漁旗，祝賀祈福。 

3.認識哈瑪星、旗津在地

漁船文化與圖樣意涵。 

1.重現高雄在地漁旗歷史

與工藝。 

2.體驗傳統漁旗印染製作

漁旗的祝福圖樣。 

3.認識哈瑪星、旗津在地

漁船文化。 

1.認識發粿、紅龜粿、草仔粿

的由來與製作。 

2.品嘗道地傳統點心。 

3.可帶走課程紅龜小模具 1

個。 

適合人數 10人成團，25人為限，

超過 25人將分成兩組。 

10人成團，25人為限，

超過 25人將分成兩組。 

10人成團，15人為限，超過

15人將分成兩組。 

地點 鹽埕棧二庫 旗津技工舍 鹽埕第一公有市場 

費用 250元/人 15,000元/面 450元/人 

 

※為了確保體驗品質，我們堅持遊程隊伍最多 25人規模，為的是讓大家能夠有更精緻及深度體驗，

而一般在地體驗活動，都非傳統觀光景點可容納大人數接待。 

※可根據客戶需求與預算，做客製需求規劃與報價。 

 



遊程介紹 

旗津海洋藝術行旅 

 

▤ 遊程時間：2小時 

▤ 集合地點：旗津 

▤ 成團人數：10人成團，25人為限，超過 25人將分成兩團 

▤ 行程費用：600元/人 

 

 
 

 
 

 

 

 

 

▤ 遊程安排： 

旗津，早期稱為「旗後」。代表著旗山之後的聚落，從清領時期已形成聚落，是高雄最早

期發展的聚落，直到日治時期高雄港朝向現代化發展，漁村的生活改善，經濟條件提升，

是高雄現代化都市的開端。 

旗津島是高雄港區最先發展的地方，全高雄第一座媽祖廟，西方傳教士來台尖利的第一個

長老教會禮拜堂都在這裡，這裡還有砲台和燈塔等重要的文化資產，因特殊的地理與文化，

藝術家們在此設置了許多地景藝術，我們將帶大家一一探索這些古蹟以及藝術作品。 



 

重要的作品例如有梁任宏以擅長的風動藝術，在海水浴場旁打造近 10米的大型裝置〈風收．

豐收〉，以大海母親的形象張開雙臂，象徵順風滿載，漁獲揮舞，如海岸旁的曼妙舞姿。

還有每年屆都被瀨戶內海藝術節邀請的林舜龍老師與法國聲音藝術家葉澎生（Yannick 

Dauby）的「海珍珠」潮聲，面對開闊的大海，眺望人工島上踏浪踩沙的沁涼。 

 

 

 

穿越百年哈瑪星 

 

▤ 遊程時間：2小時 

▤ 集合地點：西子灣捷運站 

▤ 成團人數：10人成團，25人為限，超過 25人將分成兩團 

▤ 行程費用：600元/人 

 

  

 

 

 

▤ 遊程安排： 

1858年簽訂天津條約，打狗港開港通商，英國人至此設制領事館，並於領事館上方設置官

邸，此時打狗首次對外開放；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後，日本人接收台灣，開始了哈瑪星的

蓬勃的發展。 



 

隨著縱貫線鐵路的通車，以及高雄港的築港工程一波波的推進，「打狗驛」火車站前的大

通，是當時繁華的「金融一條街」，有銀行佇立於此，也有供人下塌的旅店，而又因為鄰

近港口與車站，海路兩線交會附近連棟紅磚街屋開始販售運輸青果、米穀肥料等商品，而

今修復後開放給民眾參觀，讓大家一窺當時的台灣庶民的生活場域。 

 

高雄港身為台灣第一大港，彼時漁業發達，哈瑪星的鼓山魚市場曾經為高雄市第一座現代

化的魚市場，見證哈瑪星最繁榮的時刻，當時魚市場內堆滿的各式遠洋的高經濟漁獲，我

們將走進修復好的空間，漫走在哈瑪星街廓，循著歷史及建築的軌跡，遙想當年的盛況。 

 

 

 

從百年船渠出發遊高雄港 

 

▤ 遊程時間：2小時 

▤ 集合地點：哈瑪星哨船頭 

▤ 成團人數：10人成團，25人為限，超過 25人分成兩團 

▤ 行程費用：1000元/人 

 

  

  

 

▤ 行程內容： 

從 1908年開始築港，高雄港這個壯麗的港口，至今已超過百年的歷史，不僅是台灣第一大

港口，也曾為世界第三的商港。高雄港的吞吐量台灣經濟的指標，更是台灣對世界最重要



的連結。曾經因為戒嚴，高雄「港」、「市」分離，高雄港被封閉長達三十八年的時間，

近二十年，因為『駁二藝術特區』、『亞洲新灣區』以及『蓬萊商港區』陸續開放，讓高

雄人慢慢揭開港區的神秘面紗，有機會探訪高雄港。 

 

我們搭著船，從船上俯瞰高雄港，並請曾經在高雄港工作的船員及地方工作者為大家介紹

高雄港的發展：高雄港的由來，旗津的造船文化、港口的發展史，還有在港邊工作的職人，

並介紹港內行駛的大小船隻。 

 

經典的電影場景：『海上皇宮』的興衰史，以及曾發出 40月年終的航運公司，我們將在貨

櫃中心看到台灣經濟的命脈，在港區我們講一幕一幕的將這些港邊的故事說給你聽。 

 

 

 

倚著港口而生的老商城 

 

▤ 遊程時間：2小時 

▤ 集合地點：鹽埕埔捷運站 

▤ 成團人數：10人成團，25人為限 

▤ 行程費用：600元/人 

 

  

 

 

 

 



▤ 行程內容： 

鹽埕從日本時代開始發展成現代化的都市，日本人將鹽埕視為發展重心，因港口發展的關

係使鹽埕產業聚集，各行各業蓬勃發展，有拆船工業衍生出來的五金產業，抑或因著地理

之便，聚集而成的舶來品零售業。 

當時各地的人潮湧進此區逛街購物看電影，飾品街、銀樓街、竹器街、眼鏡皮鞋街等專業

街因此成形；當時各地的人來此做生意也形成了獨特的飲食文化，許多小吃演變成鹽埕的

在地口味。 

冷戰期間，美軍進駐高雄港，大批的美軍下船尋歡作樂，七賢路成為全台密度最高的酒吧

街，除了帶來酒吧文化，更把西方的飲食帶進鹽埕，至今仍有老派的西餐店及麵包廠在此

營業。此次導覽安排，以鹽埕的發展為脈絡，帶大家探訪鹽埕的歷史，更進入幾條重要的

產業街切入，帶領大家拜訪各個不同的店家，在故事中拼湊出這個港口城市的歷史況味。 

 

 

 

埕市喝酒馬拉鬆 

 

▤ 遊程時間：3小時 

▤ 集合地點：鹽埕埔捷運站 

▤ 成團人數：10人成團，25人為限，超過 25人將分成兩團 

▤ 行程費用：1500元/人 

 

  

  

 



▤ 遊程安排： 

體驗鹽埕「醉」好玩的夜生活，從日本時代「榮町遊廓」開始，到美軍第七艦隊駐足的七

賢路酒吧，鹽埕曾有全台最密集的酒吧街，也總是每個時代到高雄尋歡作樂的首選之地。

隨著娛樂產業而生的文化，記錄了不同世代的生命故事，我們將帶你走過跨越百年的鹽埕

夜生活，穿梭在鹽埕的巷弄中，走進修繕過後的菜市場，夜晚的市場，一間間小店的霓虹

燈點亮，年輕店家在此進駐開張，接待每個想要放鬆的遊客，一間喝過一間，包吃包喝的

有趣行程，讓大家體驗鹽埕夜生活的魅力。 

 

 

 

 

Team Building 

埕市徒步導覽+實境遊戲 

 

▤ 遊程時間：2小時 

▤ 集合地點：鹽埕埔捷運站 

▤ 成團人數：10人成團，25人為限，超過 25人將分成兩團 

▤ 行程費用：800元/人 

 

  

 

 

 



▤ 遊程安排： 

#在地文史#老派市場 ＃互動遊戲 

多元樣貌的鹽埕，從過去到現在，隨著港口的發展起舞，從鹽田小村落發展成重要的港口

城區，打開與世界連結的入口。人們的生活也受港口發展影響，形成這裡獨有的生活文化。 

 

從海上來的人潮，帶來了錢潮與文化潮流，鹽埕的百貨商場、舶來品專賣、電影院、銀樓、

西餐廳、咖啡廳、酒吧隨之林立，大街小巷人潮川流不息，好不熱鬧。移民文化以及美軍

帶來的西洋與日本文化交融的那段歷史，仍在現今的鹽埕隨處可見。 

 

我們藉由步行導覽加入遊戲關卡設計，帶領大家走進鹽埕的時光旅圖，探索鹽埕，讓大家

了解時代的變遷，遙想當時的生活。 

 

故事分享： 

老店轉型：分享香茗茶行- 鹽埕 70年老茶行邁向老店轉型之路 

場域活化：鹽埕第一公有市場如何藉由「青銀共市」活化場域，攤商間如何串聯推出限定

企劃共好共榮、老商場的咖啡廳修建與理念。 

同業創新：讓「烏魚子」不僅是年節伴手禮，從南北貨小店到烏魚子專賣店，如何打進青

年與外國市場。 

 

遊戲規則： 

1. 在兩個小時內的導覽，穿插實境遊戲，隨著導覽員的腳步分組闖關解謎。 

2. 可搭配在地物產包，作為獲勝組別的獎品或參加活動的紀念品 

 

 



 

大漁旗手作體驗 

 

▤ 體驗時間：1小時／2小時 

▤ 集合地點：1.高雄港棧貳庫/ 2.旗津技工舍 

▤ 成團人數：10人成團，25人為限，超過 25人將分成兩組 

▤ 手作體驗費用： 1.絹印餐墊：250元/人 ／ 2.傳統米糊大漁旗上色 15,000元/面 

（行程安排規劃及人力安排會依照團體需求報價） 

 

品牌介紹： 

山津塢：國立中山大學邊緣社區認同再造計畫，以旗津做為文化復興的場域，成立了「旗

津社會開創基地」，連結師生，拜師高雄、南方澳和日本，從煮糊、霧濡、描圖、填塞、

日曬、洗淨，研習製作傳統大漁旗，並建立「山津塢」大漁旗品牌。 

 

 

 

印大漁：網版印製高雄大漁餐墊 

  

畫大漁旗：傳統米糊大漁旗上色 

 

 

 

 



 

▤ 手作體驗介紹： 

大漁旗大約在 40年代隨著日本漁民帶進台灣。因其色彩鮮豔豐富，並繪有鯛魚、鮪魚、蝦

類等漁獲，寫著「大漁」、「滿儎」等祝語而大受歡迎。因此大漁旗在台灣又稱作「滿儎

旗」、「進水旗」，祝福新船啟航後，豐收滿儎、一帆風順。 

大漁旗製旗過程繁瑣，須將棉布懸空，以糯米糊勾勒線條後進行繪染定色，再進行洗淨及

烘乾等步驟。「山津塢」致力於保存這造船重鎮的重要文化，傳承這份古老工藝。而隨著

時代演進，漁業轉型，傳統大漁旗文化也漸漸地消失。最早的手繪方式被絹印甚至是現代

電腦印刷所取代，但韓國、日本和沖繩等地區，仍結合著地方慶典與庶民生活，保留豐富

的大漁旗文化。 

體驗課程結合台灣新生代藝術家、設計師、作家所投入社區發展與社會實踐之文化團隊，

已式微近半世紀之高雄傳統漁業大漁旗文化是團隊近年復興重點。本次體驗會告訴大家大

漁旗的歷史文化，學習這個失傳的手藝。 

 

 

 

食好粿大富粿手作體驗 

 

▤ 體驗時間：1.5小時 

▤ 集合地點：鹽埕第一公有市場 

▤ 成團人數：10人成團，15人為限，超過 15人將分成兩組 

▤ 手作體驗費用：450元/人 

（行程安排規劃及人力安排會依照團體需求報價） 

 

品牌介紹：食好粿大富粿 

來自高雄內門的品牌，糯米黏性代表者在這塊土地上努力生活的人們，身為一位閩南的孩

子，帶著阿嬤 30幾年來不變的手藝，讓大家可以食好粿大富粿 Tsia̍h hó kué tuā hù-kuì。 

 

  

 

 



 

▤ 手作體驗介紹： 

透過手作，介紹各項粿品的起源，讓大家了解舊時的粿品是如何誕生，隨著時間演變變成

大家常見的點心，並介紹食好粿的粿使用哪些特殊材料-外皮以鼠麴草與地瓜葉糯米製成，

內餡由白玉蘿蔔（菜脯）以及油蔥酥等…豐富餡料。讓大家一探最道地、古早味草仔粿的

製作過程。而從食材的混合後，如何包粿包起來的方法也是一大學問！ 

首次露出全新紅龜粿，搖身一變成黃金富粿，外皮以南瓜與糯米粉製成，內餡由白豆沙加

入玫瑰醬，給大家最高粿的味覺享受！凡是參加課程的都可以將課程所使用到的粿模具一

起帶走喔！ 

 

課程流程介紹： 

1.發糕/黃金富粿/草仔粿由來介紹 

2.首先製作黃金富粿 

3.製作草仔粿 

4.最後製作發糕，完成後再發糕上點上紅點，表示圓滿完成課程 

5.可帶走課程紅龜小模具 1個 

6.拍照標記及享用完成的發糕及黃金富粿 

 製作品項：每人發糕*1顆+黃金富粿*1隻+草仔粿*1顆 

 

--------------------------------------------------------------------------------------------------------------------- 

 

*影像為港都認識王所有，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若有任何客製需求，歡迎聯繫。 

認識高雄就從這裡開始，一起成為港都認識王！ 

八月一日文化有限公司 

電子信箱：augone.culture@gmail.com 

聯絡電話：0919-53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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