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板橋林家花園形式之多樣及造型之優美為發想，灰色可以和所有的顏色搭配，代表板橋身為新北市首
善之區，能廣納百川具包容性，及與各區調和、兼容並蓄的含意。

新莊擁有新莊廟街等百年歷史的市街聚落，街上許多百年傳統老店林立，古蹟廟宇密集。此外製鼓業發
達興盛，响仁和鐘鼓廠是臺灣僅剩以純手工製作大鼓的傳統老店，百年技藝傳承鐘鼓享譽世界。「新莊
棕色」即發想自廟宇古蹟及繃鼓技藝。

土城近年復育螢火蟲成果豐碩，桐花公園、承天禪寺、南天母步道、媽祖田生態親子公園溼地成為觀賞
螢火蟲秘境，擁有田園風光和豐富的樹林，在漆黑的夜裡欣賞螢光點點的「橙色」，如仙境般的螢河一
起漫天飛舞展現夢幻景致。



早期豆漿與麵點師傅紛紛落腳於永和，販售豆漿、烤燒餅、炸油條等，以簡單的推車沿街叫賣至今規模
逐漸擴大，名聲響亮成為大眾耳熟能詳的「永和豆漿」，直至今日臺灣各地區店舖林立。 「永和米黃」
即取自豆漿之色，

三重區過往是著名戲院和音樂唱片發展繁榮處，亦是全臺灣「黑膠」唱片的發源地。此外，全臺唯一手
工製墨廠「大有製墨」最早即於三重發蹟，發展甚早的三重，是新北市人文「著墨」最深的區域。

中和地區土地肥沃、氣候適宜，自遠古即有人類聚居，早期以農業、礦業為主，爾後開始發展工商業如
紡織與印刷；近期則以科技業展露頭角。中和作為臺灣早期北漂遊子落腳打拚發跡地，天藍即取自人們
北上打拚仰望晴空展望未來之意，而中和區如今人口仍位居新北市第三高。



昔日「水返腳街」(今中正路)曾是基隆河沿岸貨物轉運站，也是汐止開發的源頭，素有「汐止第一街」之
稱，留下許多歷史遺跡。對比今日汐止科技產業鏈的繁榮，好比科技始於人性，而科技與人文的交會，
亦如同冷色調(藍)與暖色調(紅)的交織一般，調和出的不生冷、亦不炙熱的紫色。

新店區境內主要溪流為新店溪，是淡水河重要的支流之一；而新店溪流經的「碧潭」以其水色澄碧得名，
亦是全臺灣著名觀光景點。

蘆洲係由大漢溪沖積而成之沙洲，又稱「鷺洲」。蘆花盛開時節常有白鷺棲息其間；水澤遍布岸旁蘆葦
叢生，蘆花盛開花絮紛飛，浪花飛舞思古幽情，有「蘆荻泛月」美稱，列為淡北八景之一。蘆花花絮及
白鷺鷥鳥羽展開之色即「蘆洲薄紫」之發想。



淡水位處臺北盆地淡水河系出口，扼守北臺灣大門，不僅是全臺知名熱門景點，同時也是充滿歷史、古
蹟等故事的小鎮，吸引不少外國人慕名而來。「淡水青」即取自河口水色青天之意。

紅麴可說是樹林區最重要的傳統文化資產之一，「樹林紅麴文化節」延續文化深耕及紅麴產業推廣，結
合本地人文、特產、文化景點等，展現樹林多元的文化特色，「樹林緋紅」代表樹林區「紅麴之鄉」的
美名。

林口因鄰近機場、捷運，生活環境、機能佳，加上林口國際媒體園區建設引進影視文創、娛樂休閒等產
業，未來在媒體群聚效應下，林口將成為「銀幕星光影視城」。



三峽靛色，發想自於三峽藍染產業，民權老街百年前為北臺灣藍染產業發展重要的集散地，目前仍保有
多家染坊立面的文化資產。

五股溼地是北臺灣重要的溼地之一，處於淡水河、基隆河匯流處，受河口潮汐影響成為內陸「濕地藍」，
水量豐沛、土壤肥沃且具生態多樣性。

鶯歌以陶瓷工藝著名，更是全臺灣最大的陶藝品輸出地。所有陶藝品的製作過程皆從水裡來(泥)往火裡去
(燒製過程)，「紅色」即象徵了火的紅，而瓷器種類中又以「釉里紅」因煉製難度高而出名。



於泰山區佇立許久的「北臺首學」明志書院係清乾隆年間所創立，為北臺灣重要的文化史蹟之一。作為
北臺灣第一所正式書院，也奠定當地文學風氣，泰山朱發想即來自其閩南風格的朱紅色磚造建築身影。

八里旁的淡水河流域是北臺灣主要遊艇業集中地，由於河域寬闊且終年水量穩定，有利於船隻直接下水
進行測試，成為此地發展造船業的優勢，打造著價值數千萬的豪華遊艇，使臺灣製遊艇遠渡重洋、銷往
國際。

瑞芳區最著名觀光景點除九份山海風光外，臺金舊礦廠(又稱十三層遺址)也是一大亮點，遠望其猶如一座
金光閃閃的美麗宮殿，常被稱為礦山上的布達拉宮，夜晚點亮沉睡中的遺跡、輝映東北角黑夜的天空之
城。



深坑區四面環山，水質甘甜，居民以好水來研磨黃豆，並以鹽鹵及木材燃料人工製作，製成的美味豆腐
有特殊的柴香味，成為遠近馳名的特產。「深坑白」即發想自「豆腐之鄉」的美名。

三芝區內沿著青山路綿延70公里的櫻花木道，為三芝熱門的賞櫻景點。春日乍暖還寒之際，沿途栽植緋
寒櫻、八重櫻及吉野櫻等各色櫻花，「粉紅色」大肆綻放。

萬里區境內從龜吼到東澳漁港3 公里多的美麗海岸線，是每年萬金山馬拉松跑者必經的夢幻之地，砂岩受
海水侵蝕和風化有著許多奇特樣貌，野柳風景特定區內又以「橘色霞海」映照「女王頭」遠近馳名。



金山區著名的「金山蹦火祭」、「磺港漁火」代表了古老的捕魚方式「蹦火仔」。以燃燒竹子做成火把，
其火光在黑夜中吸引魚群，磺火瞬間的火光為夏夜北海岸最璀璨的漁火「赭色」，是極具聽覺、視覺的
捕魚方式，保存了古人的高端美學。

貢寮區位於新北市最東端，其境內三貂角燈塔十年如一日的迎接第一道「日出白」日出曙光。

石門老梅地區海岸，大片海藻附著在石槽上，形成「綠石槽」，為全臺少見的特殊景觀，石槽岩脊紋理
美麗與激起朵朵浪花的相互烘托，「石門墨綠」綠色地毯般的北海岸療癒美景、壯觀美麗。

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提供大臺北居民用水的翡翠水庫，集水區大部分位於石碇區域內，是大臺北地區最重要的水源保護地區，
因集水加上地形地貌，形成特殊「石碇翠」大大小小的湖泊景色。

坪林地區海拔400至500公尺，土壤偏酸性、排水性與透水性皆佳且四季有雨，適合種植茶葉。因坪林孕
育茶樹絕佳的環境，加上茶農的製茶技術，讓茶藝在坪林深根，「坪林綠」 即發想自茶葉綠芽嫩色。

「烏來」一詞源自於泰雅族「溫泉」之意，溫泉沿著南勢溪蜿蜒而下，而烏來南勢溪出露的大桶山層即
為著名的深色硬頁岩露頭，「烏來黑」的發想源自於此，結合了溫泉與烏來特殊地貌，凸顯了烏來在地
特色，白煙裊裊的畫面宛如人間仙境。

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平溪區最具特色即天燈文化，每年元宵節，地方舉辦盛大的天燈施放活動，吸引國內外遊客前來，也造
就了平溪區以天燈聞名「天燈黃」的意象。

淡蘭古道過去為水圳要道，茶葉和樟腦進出口以淡蘭古道來往的交通系統，是鄰近居民的生活經濟來源，
雙溪作為淡蘭古道的中繼站，曾經繁榮一時。而今古道已成為重要觀光景點，古道山徑多森林，時常霧
氣繚繞，其色宛如雨過天青的霽色。

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由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