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集
水
區
治
理
與
水
患
發
生
之
關
係
探

究
」
評
論
一
-一一-"

。
李
三
圓
百

、
前
…
昔
日

集水區治理與水怠發生之關係採究

集
水
區
是
指
河
川
上
游
某
一
定
點
地
表
水
匯
集
之
地
形
單
元
，
一
股
以
山
嶺
線
為
界

.• 

亦
為
水
文
之
單

元
。
某
一
定
點
，
常
以
水
庫
，
自
來
水
廠
取
水
口
，
其
他
重
要
水
利
或
其
他
重
大
建
設
，
以
及
地
形
有
巨
大
變

化
之
處
為
界
點
，
某
一
定
點
若
選
定
在
河
川
出
海
口
，
則
河
川
集
水
區
，
即
可
屬
河
川
流
域
。
河
川
集
水
區
範

圍
內
蘊
藏
水
士
、
森
林
、
礦
產
、
動
植
物
等
資
源
以
及
人
額
之
各
種
活
動
，
故
集
水
區
亦
可
成
為
一
社
會
經
濟
、

57 

社
會
行
政
的
單
元
。
由
於
地
形
上
之
相
關
性
，
河
川
集
水
區
範
圍
內
所
發
生
事
件
之
產
生
物
，
如
土
壤
沖
蝕
之

泥
沙
、
逕
流
、
污
染
物
、
垃
圾
等
均
會
隨
著
水
流
移
向
下
游
地
區
，
改
變
或
影
響
下
游
地
區
原
有
之
穩
定
狀
況
，

或
引
發
間
接
性
之
水
患
。
集
水
區
過
度
開
發
利
用
所
增
加
之
洪
峰
流
量
會
增
加
洪
水
期
下
游
河
川
洪
峰
流
量
，

集
水
區
生
產
的
泥
沙
流
淤
下
游
，
淤
高
河
道
，
或
堵
塞
排
水
路
引
發
水
患
。
集
水
區
之
治
理
可
涵
養
部
分
降
水
，

增
加
旱
季
河
川
基
流
量
，
減
緩
洪
峰
流
量•• 

可
減
少
土
壤
沖
蝕
及
泥
沙
產
量
，
減
輕
下
游
河
川
河
床
之
淤
積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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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水
路
之
堵
塞
，
減
少
水
患
。
但
並
無
完
全
免
除
災
害
之
功
能
。

水怠何時了

二
、
土
地
利
用
與
水
土
保
持

人
口
愈
多
，
產
業
愈
發
展
，
各
種
資
源
及
能
源
之
需
求
，
自
會
愈
來
愈
多
。
為
因
應
實
際
需
求
，
自
然
資

源
之
開
發
利
用
，
乃
屬
無
可
避
免
•• 

而
各
種
資
源
，
其
開
發
利
用
之
種
類
、
地
區
及
規
模
與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過

程
有
密
切
之
關
連
。
土
地
資
源
之
開
發
由
平
坦
地
逐
漸
延
伸
至
山
坡
地
而
至
高
山
地
區
。

L

平
地
之
利
用
由
原
為
森
林
、
草
生
地
、
沼
澤
、
溼
地
等
開
闢
為
田
園
，
再
由
田
園
逐
步
的
改
變
為
建
築

道
路
等
都
市
用
地
。
森
林
、
草
地
、
沼
澤
溼
地
等
原
有
阻
滯
逕
流
、
滯
洪
並
使
地
表
水
滲
透
及
蓄
留
部
分
逕
流

之
功
能
﹒
'
田
園
之
田
壇
則
有
蓄
留
地
表
逕
流
，
增
加
逕
流
滲
透
，
減
緩
逕
流
及
洪
峰
量
之
功
用
﹒
，
以
高
度
二
十

公
分
之
田
煙
，
即
可
短
暫
蓄
留
二
百
公
釐
之
降
雨
量
，
不
致
即
刻
形
成
逕
流
排
入
河
川
或
排
水
，
可
減
輕
防
洪

與
排
水
負
荷
。
田
園
改
為
舖
設
的
路
面
或
建
築
用
地
後
，
即
喪
失
森
林
、
草
地
、
溼
地
及
田
園
之
滯
洪
功
能
。

降
雨
時
，
雨
水
降
落
地
面
後
，
迅
即
形
成
地
表
逕
流
經
由
排
水
溝
迅
速
流
入
河
川
或
排
水
路
，
增
加
洪
峰
流
量
。

出
園
改
為
住
宅
或
交
通
用
地
愈
多
，
即
都
市
化
土
地
愈
多
，
則
其
防
洪
及
排
水
工
程
之
負
荷
愈
為
增
加
。

Z

山
坡
地
高
山
地
區
之
土
地
利
用
﹒
'
平
地
資
源
開
發
利
用
趨
近
飽
和
之
後
，
在
人
口
及
產
業
發
展
壓
力
之

下
，
山
坡
地
及
高
山
地
區
之
開
發
逐
漸
的
展
開
，
由
初
期
之
森
林
資
源
之
利
用
(
伐
木
)
，
農
業
利
用
，
伴
隨
著

社
會
經
濟
之
演
進
，
延
伸
至
礦
產
開
採
'
土
石
採
取
，
建
築
用
地
，
墳
墓
用
地
，
遊
憩
用
地
(
遊
樂
區
、
高
爾

夫
球
場
)
以
及
各
種
重
大
工
程
建
設
，
廢
棄
土
石
之
棄
置
地
等
。
其
改
變
集
水
區
之
地
形
地
貌
之
規
模
亦
愈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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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
大.. 

使
集
水
區
水
源
涵
養
功
能
日
愈
降
低
，
而
洪
水
季
節
之
洪
峰
流
量
及
泥
沙
生
產
量
亦
相
對
的
增
加
﹒
，
大

幅
增
加
下
游
地
區
水
患
之
威
脅
性
。
依
揖
各
分
別
試
驗
觀
測
之
結
果
，
將
森
林
地
洪
峰
逕
流
率
(
假
定
為
一
)

及
泥
沙
生
產
量
與
各
種
不
同
土
地
利
用
之
概
略
性
比
較
(
如
表
一
所-
F
)，
以
供
參
考
。

表

森
林
地
與
各
種
土
地
利
用
逕
流
率
與
泥
沙
生
產
率
之
對
照
衰

建 道路 農業 森
築 林區
用 用用 利用
1世 地地

. 
四

/\ . . ( 

註

四 ) 

五

五. 
Ii 

把

七 /\ 抄. 
( 生註

五 、‘-' 產

率. 
五

七
建 道 未 以 說
築 路 實 森 明

面積 面 施水 林區
水車積占集占 土 位單

持保
水 面

區 區 之 積
總、 總 果 之

積面 面 園 量
積 為

一

十 十
% % 

註
•• 

以
森
林
區
平
均
生
產
量
為
一
，
其
他
土
地
利
用
以
森
林
平
均
值
除
後
之
倍
數
。

集
水
區
治
理
可
減
緩
因
土
地
利
用
而
產
生
之
防
洪
及
排
水
問
題
之
程
度
，
但
無
法
完
全
減
除
，
尤
其
是
天

然
災
害
，
如
悶
悶
國
五
十
一
年
葛
樂
禮
颱
風
侵
襲
台
灣
北
部
，
使
石
門
水
庫
上
游
集
水
區
森
林
覆
蓋
一
良
好
之
森
林

地
發
生
多
處
之
山
崩
，
其
所
生
產
之
一
九
四
七
萬
噸
泥
沙
流
淤
水
庫
中
，
即
為
其
一
例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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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
經
營
治
理
問
題

集
水
區
經
營
治
理
之
目
的
，
一
般
而
言
包
括
下
列
數
點

•. 

• 

水
土
資
源
保
育
，
減
少
土
壤
沖
刷
，
加
強
水
源
涵
養0

.
維
護
或
改
進
水
源
水
質
。

﹒
調
節
洪
水
流
量
，
降
低
洪
峰
流
量
，
減
少
洪
水
災
害
。

﹒
減
少
土
壤
沖
蝕
，
減
輕
或
避
免
土
石
流
泥
沙
災
害
。

.
維
護
自
然
生
態
體
系
及
自
然
環
境
。

水
患
之
防
止
，
仍
為
集
水
區
治
理
重
要
目
的
之
一
。
但
河
川
集
水
區
蘊
藏
眾
多
自
然
資
源
，
由
於
自
然
資

源
之
開
發
利
用
，
改
變
集
水
區
原
有
之
穩
定
性
，
其
所
產
生
之
問
題
，
誠
如
游
教
授
繁
結
所
論
及
者
。
欲
解
決

所
提
到
之
諸
項
問
題
，
需
從
經
濟
(
資
源
開
發
利
用
了
社
會
(
人
口
、
人
為
活
動
、
土
地
所
有
人
權
益
)
，
法

規
(
土
地
利
用
及
人
為
活
動
組
織
之
規
範
)
，
按
術
(
治
理
技
術
)
及
政
策
(
土
地
及
資
源
利
用
之
規
劃
及
決
策
)

等
方
面
著
手
。
其
中
政
策
性
資
源
利
用
決
策
，
私
有
地
所
有
權
人
之
個
人
權
益
保
護
之
公
平
性
，
仍
為
突
破
現

行
集
水
區
治
理
所
遭
遇
問
題
瓶
頸
之
重
要
考
慮
事
項
。
以
經
濟
發
展
與
資
源
保
育
均
衡
發
展
之
觀
念
為
基
礎
，

規
劃
集
水
區
各
項
資
源
之
長
期
發
展
計
畫
，
明
定
各
種
使
用
區
並
予
編
定
用
途
，
供
為
推
行
依
據
。
對
於
開
發

利
用
受
限
之
土
地
所
有
人
，
如
宜
林
地
所
有
人
及
水
源
集
水
區
內
土
地
所
有
人
等
，
能
予
以
適
當
之
補
償
(
回

饋
)
保
障
其
土
地
權
益
等
措
施
，
或
可
減
少
集
水
區
內
各
種
不
當
之
土
地
利
用
，
減
輕
下
游
地
區
水
患
。



四
、
水
患
地
區
問
題
探
討

集水區治理與水志發生之闕係探究

水
患
發
生
地
區
，
常
屬
河
川
中
下
游
及
地
撞
地
區
﹒
'
水
患
之
發
生
，
除
從
河
川
上
游
集
水
區
流
下
來
之
逕

流
、
洪
水
之
外
，
水
患
地
區
士
地
利
用
方
式
亦
屬
重
要
因
于
，
如
土
地
過
度
利
用
、
侵
占
河
道
(
南
投
縣
廬
山

村
水
災
區
)
、
過
度
利
用
自
然
資
源
等
引
發
之
後
果
(
台
灣
西
南
部
沿
海
地
區
，
因
超
抽
地
下
水
引
起
地
盤
下
陷
，

導
致
排
水
不
良
)
。
而
都
市
化
發
展
迅
速
，
逕
流
量
快
速
增
加
，
排
水
設
施
無
法
配
合
及
排
水
設
施
維
護
不
善
，

堵
塞
、
影
響
排
水
道
等
(
都
市
區
局
部
性
排
水
不
良
了
及
違
反
自
然
環
境
穩
定
之
土
地
利
用
(
沼
澤
地
、
溼
地

之
填
築
利
用
，
引
起
排
水
不
良
)
等
均
是
水
患
之
原
因
。
因
之
水
患
區
之
土
地
利
用
檢
討
改
進
，
防
洪
排
水
設

施
之
改
善
，
及
維
持
良
好
之
維
護
暢
通
排
水
亦
屬
減
少
水
患
之
重
要
措
施
。

五
、
結
論

水
患
發
生
地
區
，
常
位
於
河
川
中
下
游
及
低
種
地
區
，
集
水
區
治
理
有
減
輕
下
游
地
區
水
患
之
功
效
﹒
，
但

水
患
地
區
之
都
市
化
過
程
忽
略
自
然
環
境
，
過
度
利
用
資
源
以
及
忽
視
防
洪
排
水
設
施
之
配
合
及
維
護
亦
屬
水

患
重
要
因
素
。
綜
觀
水
患
之
發
生
，
除
自
然
因
素
外
，
無
論
河
川
集
水
區
或
水
患
區
之
人
為
開
發
利
用
各
種
資

源
之
不
當
，
亦
屬
重
要
原
因
。
如
何
依
據
自
然
環
境
及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之
需
求
，
規
劃
長
期
性
土
地
及
資
源
利

61 

用
計
畫
，
並
據
以
切
實
推
行
，
相
信
水
患
問
題
當
可
獲
得
籽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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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討
內
容

發

弋--

1==1 

主
持
人
/
林
達
雄
(
環
保
署
副
署
長
)

﹒
目
前
中
央
對
於
集
水
區
管
理
的
機
關
就
有
五
個
部
會
，
有
關
的
法
令
多
如
牛
毛
﹒
，
同
時
水
庫
的
管
理
單

位
也
有
複
雜
、
權
賣
不
一
的
問
題
。

陳
廉
泉
(
經
建
會
顧
問
)

水
庫
集
水
區
內
之
開
發
對
防
洪
排
水
及
水
庫
水
質
、
水
量
影
響
甚
大
，
張
教
授
也
提
到
有
部
分
民
眾
認
為

集
水
區
內
的
土
地
不
開
發
是
浪
費
土
地
利
用
，
所
以
應
在
「
開
發
」
與
「
保
護
」
間
要
取
得
平
衡
點
。
因
此
訂

定
集
水
區
範
圍
之
標
準
是
很
重
要
，
例
如
藹
翠
水
庫
集
水
區
(
保
護
區
)
是
周
圍
的
諸
山
的
嶺
線
以
下
的
範
圍

l
|

就
是
兩
水
要
流
下
來
匯
入
水
庫
內
的
範
圍
為
保
護
區
。
茲
請
教
游
教
授
集
水
區
訂
為
保
護
區
是
否
合
理
?

又
如
何
去
取
得
平
衡
點
?

陳
國
忠
(
南
投
縣
信
義
鄉
公
所
秘
書
)

﹒
造
林
工
作
應
分
政
府
與
民
間
，
政
府
如
現
在
林
政
單
位
之
造
林
方
法
應
全
面
停
止
，
以
免
圖
利
他
人
。

民
間
應
在
不
能
全
面
造
林
之
情
況
下
，
租
地
界
線
中
規
定
造
林
之
寬
度
(
面
積
)
，
期
能
兼
顧
民
眾
生
活
。

.
治
山
防
洪
之
工
作
應
落
實
至
山
區
，
以
解
決
下
游
之
水
患
。



﹒
開
闢
道
路
應
詳
細
規
劃
'
以
免
破
壞
水
土
保
持
。

方
偉
達
(
〉
立
N
O
E

的
E
H
而
環
境
規
劃
師
)

﹒
環
保
署
單
位
執
掌
與
其
他
單
位
重
疊
過
多
，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盟
主
層
級
過
低
，
無
法
對
濫
建
、
濫
墾
產

生
有
效
防
制
0

.
烏
山
頭
水
庫
形
狀
不
佳
，
阿
公
店
水
庫
淤
泥
嚴
重
，
且
位
於
人
口
桐
密
處
，
無
法
有
效
遲
延
(
已
。
胃
口
泣
。
口
)

洪
水
。

﹒
八
十
三
年
旱
災
是
「
頭
痛
」
問
題
，
八
十
三
年
水
災
是
「
腳
痛
」
問
題
，
但
不
管
頭
痛
、
腳
痛
，
總
要

治
好
，
有
識
者
應
未
雨
網
繆
，
能
「
末
頭
痛
時
思
頭
痛
問
題
，
末
腳
痛
時
思
腳
痛
問
題
」
。

陳
金
鳳﹒

嘉
新
水
泥
廠
以
賤
價
開
採
大
岡
山
，
在
水
源
區
內
二
十
多
年
來
已
拿
走
二
億
公
噸
土
石
，
並
且
都
是
在

集水區治理與水忠發生之探究

森
林
區
裡
面
，
請
問
林
業
處
，
這
該
歸
誰
管
?

﹒
請
問
經
濟
部
，
在
八
十
三
年
延
遲
大
岡
山
採
礦
，
明
令
災
害
、
礦
害
發
生
，
即
可
馬
上
停
採
o

現
在
災

害
發
生
已
超
過
2

個
月
了
，
何
時
見
效
?

@
八
月
水
災
崩
山
礦
區
下
壓
死
2

人
。

@
大
岡
山
礦
區
下
泉
水
不
流
厲
害
公
益
，
足
以
引
起
全
民
怒
-
2月
，
淹
水
災
區
，
採
礦
違
反
礦
業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應
停
止
採
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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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談
永
續
水
資
源
、
永
續
利
用
，
執
政
者
、
經
濟
部
、
礦
業
司
用
的
卻
是
永
續
破
壞
!

﹒
給
林
業
處•. 

建
議
離
開
採
須
地
5

尺
以
上
才
可
以
砍
'
不
可
連
根
除
，
森
林
區
是
禁
止
開
發
，
為
何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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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縱
財
團
採
礦
(
大
岡
山
)
?

水怠何時了

﹒
事
前
給
環
保
署.. 

水
源
、
水
質
、
水
量
保
護
，
水
庫
集
水
區
，
大
岡
山
採
礦
，
炸
山
破
壞
水
源
等
等
，

事
前
沒
有
作
好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吳
輝
龍
(
農
委
會
)

﹒
水
土
保
持
技
術
有
其
有
限
性
，
不
當
開
發
，
非
水
土
保
持
技
術
可
克
服
的
。
如
高
爾
夫
球
場
大
面
積
之

削
平
山
頭
，
填
平
山
谷
，
全
坡
面
之
開
挖
整
地
，
確
實
非
當
前
水
土
保
持
設
施
可
達
到
防
災
目
的
。
應

落
實
巴
〉
'
審
慎
評
估
集
水
區
之
開
發
率
。

﹒
集
水
區
治
理
應
加
強
防
災
之
管
理
措
施
，
減
少
治
山
防
災
之
社
會
成
本
。
如
森
林
覆
蓋
良
好
之
山
坡
地

應
加
強
保
護
，
嚴
格
限
制
其
開
發
利
用
，
尤
其
是
應
加
強
山
區
開
闢
道
路
之
管
理
，
能
不
開
則
不
開
，

並
減
少
濫
墾
濫
建
之
誘
因
，
如
阿
里
山
公
路
、
中
部
橫
貫
公
路
梨
山
地
區
，
北
橫
拉
拉
山
地
區
0

.
水
土
保
持
法
第
十
九
條
明
定
水
庫
集
水
區
應
劃
為
特
定
水
土
保
持
區
，
禁
止
任
何
開
發
利
用
行
為
，
但

不
涉
及
一
定
規
模
以
上
之
地
貌
改
變
不
在
此
限
，
應
如
何
認
定
，
才
能
達
到
水
庫
集
水
區
保
護
及
現
有

利
用
者
雙
贏
之
平
衡
點

.
建
議
加
強
跨
部
會
合
作
，
利
用
衛
星
影
像
，
遙
測
技
術
監
視
集
水
區
開
發
工
作
。

鄭
麗
理﹒

廟
宇
之
設
立
，
常
造
成
下
游
淤
砂
及
水
土
流
失
。
其
設
立
常
是
濫
建
，
對
集
水
區
經
營
是
個
很
頭
疼
之

問
題
，
應
加
強
管
理
及
輔
導
。

﹒
山
坡
造
林
是
個
很
好
的
辦
法
，
但
不
太
為
大
眾
所
接
受
，
故
應
多
加
教
育
如
何
使
大
眾
所
喜
種
之
植
物



集水區治理與水患發生之採究

作
好
水
土
保
持
，
才
為
上
策
。

﹒
多
方
教
育
大
眾
對
水
土
保
持
之
重
要
，
如
水
保
局
及
農
委
會
所
推
出
之
卡
通
片
即
是
很
好
之
方
法
，
但

要
多
方
變
化
，
使
每
個
人
了
解
水
土
保
持
是
與
每
個
人
之
生
活
是
息
息
相
關
。

陳
章
鵬﹒

游
教
授
對
於
集
水
區
治
理
與
洪
災
關
係
'
分
析
至
為
詳
細
，
茲
特
建
議
補
充
﹒
﹒
加
強
集
水
區
或
流
域
作

為
一
整
體
區
域
來
考
慮
.
，
對
於
人
之
活
動
基
於
何
種
社
會
動
機
應
深
入
研
究
，
並
以
經
濟
手
段
予
解

決
，
此
乃
工
程
師
所
常
疏
忽
。

﹒
將
集
水
區
治
理
進
而
提
升
為
集
水
區
經
理
，
採
規
劃
、
組
織
、
管
理
、
控
制
，
協
調
、
溝
通
，
全
是
人

之
行
為
，
統
而
視
為
一
種
藝
術
來
予
以
經
營
。

史
午
康
(
台
北
自
來
水
事
業
處
生
產
科
科
長
)

﹒
水
源
保
護
遭
受
開
發
壓
力
與
日
俱
增
，
財
團
暴
利
行
徑
已
造
成
社
會
問
題
，
究
其
根
本
實
為
「
平
均
地

權
」
未
落
實
，
建
議
考
量
徵
收
「
開
發
權
利
金
」
(
尤
其
針
對
集
水
區
)
，
自
社
會
財
富
分
配
問
題
著
手
，

可
能
較
技
術
及
管
理
層
面
更
為
上
游
，
更
為
根
本
。

﹒
以
藹
翠
水
庫
一
七
一
公
尺
以
上
墾
植
地
之
補
償
、
收
回
造
林
為
例
，
政
府
已
發
放
大
筆
補
償
金
，
墾
植

行
為
依
舊
，
抗
爭
行
為
日
熾
，
台
北
水
源
特
定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以
「
造
林
經
費
不
足
」
為
由
，
而
未
克

進
行
「
收
回
造
林
了
為
何
不
由
原
土
地
管
理
(
所
有
)
機
關
，
如

.. 

林
務
局
、
國
有
財
產
局
等
直
接
收

回
管
理
，
妥
為
造
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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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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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
地
開
發
影
響
因
素
非
僅
坡
度
，
尚
有
地
形
、
地
質
、
地
勢
、
氣
候
等
等
，
因
此
不
應
僅
以
坡
度
限
制

7位忠何時了

以
免
執
行
人
員
之
困
擾
。

﹒
造
林
固
然
是
對
，
但
無
相
當
優
厚
條
件
難
有
良
好
之
林
相
，
因
此
建
議
在
水
源
保
護
區
以
租
地
蓄
水
之

方
案
，
亦
即
由
林
農
造
林
管
理
保
育
，
惟
政
府
付
其
生
活
費
、
管
理
費
。

﹒
目
前
河
川
上
游
由
林
務
局
，
中
游
由
水
保
局
，
下
游
由
水
利
局
治
理
，
因
各
單
位
連
繫
協
調
夠
良
故
建

議
河
川
治
理
、
水
土
保
育
維
護
應
由
統
一
單
位
辦
理
。

賴
勝
蜻

﹒
集
水
區
管
理
須
事
權
統
一
o

希
台
灣
地
區
分
幾
個
水
系
加
以
統
一
管
理
給
予
權
與
責
。

.
執
行
之
評
估
需
徹
底
，
各
水
系
之
治
理
防
洪
排
水
功
能
以
競
賽
方
式
提
升
。

簡
碧
梧
(
補
充
游
教
授
二
點
)

﹒
造
林
問
題•• 

集
水
區
內
造
森
林
對
水
源
區
涵
養
很
重
要
，
森
林
可
做
為
綠
色
水
庫
。
台
灣
高
山
森
林
由

林
務
局
主
管
，
目
前
與
平
地
精
華
區
相
接
的
山
坡
地
則
有
過
渡
開
發
的
現
象
，
森
林
已
很
少
見
。
造
林

固
然
很
重
要
，
如
何
維
持
己
造
林
木
不
被
砍
伐
更
重
要
，
因
此
森
林
除
可
利
用
木
材
及
其
副
產
品
外
，

如
將
森
林
視
為
環
境
資
源
，
為
保
護
環
境
資
源
需
付
費
以
維
持
森
林
不
被
砍
伐
，
由
受
益
者
付
費
受
損

者
受
補
償
。

﹒
水
土
保
持
按
術
的
提
昇
﹒
﹒
目
前
上
游
水
土
保
持
注
重
工
程
變
成
以
水
土
工
程
來
整
治
溪
流
，
不
過
是
將

士上
與游
工的

程災
配害

合很

之快
方速
法地

減童
少下
混游
凝因
土此
數水
量土
在保
山持

潤技
品館

封建
用空
白)1\:
M斗以
ia; 利

E 臭
不然
要材
隨制
便石
修塊
改植
?于
1可
道居



如
截
彎
取
直
，
埋
沒
低
翟
地
等
。

高
漠
海﹒

治
理
水
患.. 

造
林
防
洪
勝
於
作
不
完
的
水
利
王
程
，
因
茂
盛
密
集
的
森
林
，
能
大
量
涵
養
雨
水
而
後
籽

緩
排
出
，
削
弱
即
時
的
洪
宰
，
並
鞏
固
水
土
保
持
，
減
少
水
患
的
形
成
0

.
治
理
水
質
不
良.. 

造
林
涵
養
充
沛
水
源
，
勝
於
用
化
學
藥
品
處
理
水
質
，
毒
害
國
民
健
康
，
有
了
潔
淨

又
充
沛
的
水
源
不
斷
供
應
，
配
合
國
民
公
德
心
的
教
育
，
與
全
面
污
水
排
放
系
統
的
建
立
始
能
奏
效
0

.
水
患
與
水
質
不
良
，
及
遇
雨
成
災
、
乾
旱
水
荒
之
原
因
.• 

皆
為
缺
乏
茂
盛
密
集
的
森
林
所
造
成
的
同
一

問
題
，
首
先
必
須
洞
察
我
國
二
十
餘
年
來
的
森
林
生
態
危
機
，
置
全
國
絕
大
部
份
土
地
資
源
，
變
成
矇

集水區治理與水忠發生之探究

﹒
建
議
依
各
河
川
的
流
域
，
劃
定
區
域
性
的
主
管
，
目
前
本
省
各
行
政
區
皆
以
河
川
為
界
線
，
造
成
不
少

蓋
一
些
成
長
不
良
樹
種
的
野
生
木
及
雜
藤
、
雜
草
的
綠
色
所
替
代
，
以
致
多
年
來
，
其
涵
養
水
量
功
能

極
為
薄
弱
。
有
關
單
位
理
應
重
視
此
一
嚴
重
問
題
，
急
速
進
行
實
地
勘
察
了
解
，
徹
底
通
盤
檢
討
，
務

實
策
劃
鼓
勵
造
林
辦
法
，
積
極
推
動
執
行
，
就
能
收
長
治
久
安
之
效
。

﹒
造
林
業
主
血
本
無
歸
、
及
不
合
理
土
地
稅
法
與
財
政
部
行
政
命
令
之
束
縛
，
造
成
國
土
資
源
荒
廢
。

﹒
建
立
水
價
附
加
保
林
基
金
政
策
，
修
訂
不
合
理
土
地
稅
法
，
取
消
林
地
移
轉
檢
附
資
金
來
源
證
明
之
規

定
，
始
能
推
行
拯
救
水
患
、
水
質
不
良
、
水
源
不
足
與
國
土
資
源
荒
廢
。

﹒
建
議
下
次
再
辦
此
穎
「
水
資
源
」
研
討
會
時
，
希
望
也
能
邀
請
財
政
部
稅
政
單
位
及
省
、
市
、
自
來
水

事
業
單
位
參
加
。

其
他
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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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應
史
午
康
科
長
.• 

台
灣
有
很
多
水
土
保
持
的
問
題
，
土
地
政
策
可
謂
罪
魁
元
凶
，
內
政
部
應
對
國
土

的
開
發
有
一
長
遠
的
規
劃
，
讓
我
們
能
在
此
共
存
共
榮
。

水患何時了

保
護
水
源
地
及
河
川
治
理
上
的
問
題
，
若
能
依
流
域
重
新
調
整
區
域
管
轄
權
，
不
失
為
一
可
行
之
方
向
。

﹒
有
位
曾
擔
任
過
政
府
職
位
的
前
輩
表
示
，
目
前
圍
內
「
執
行
」
的
文
化
很
有
問
題
，
而
且
政
府
部
門
普

遍
瀰
漫
著
推
卸
責
任
的
歪
風
，
他
以
過
來
人
的
身
分
勉
勵
水
利
界
的
官
員
，
要
勇
於
任
事
，
勇
於
負
責
。

.
建
議
積
極
造
林
，
森
林
為
綠
色
水
庫
，
是
珍
貴
的
環
境
資
源
，
應
加
以
保
持
，
不
要
砍
伐
，
造
林
成
本

則
由
受
益
者
補
償
。

﹒
提
高
水
土
保
持
技
術
'
並
多
利
用
當
地
材
料
，
當
地
地
形
。

回

笨
1=1 

游
繁
結﹒

回
應
陳
國
忠
先
生.• 

造
林
補
償
金
太
少
，
無
法
鼓
勵
民
間
造
林
。
由
於
造
林
可
蓄
養
水
源
，
可
以
考
慮

向
自
來
水
公
司
索
取
合
理
的
補
償
金
，
水
公
司
再
以
「
使
用
者
付
費
」
向
百
姓
收
錢
。

﹒
新
中
橫
公
路
的
棄
土
問
題
，
主
要
是
礙
於
政
治
包
袱
很
重
，
無
法
有
效
取
締
，
最
好
基
層
人
員
發
現
違

法
情
事
，
就
馬
上
移
送
檢
調
單
位
查
辦
，
免
去
層
層
上
報
之
煩
。

﹒
回
應
簡
女
士
.. 

水
土
保
持
的
工
作
應
該
要
兼
顧
到
生
態
與
環
境
的
協
調

﹒
回
應
鄭
麗
瓊
女
士.• 

官
一
導
水
土
保
持
的
卡
通
影
片
已
有
在
做
，
但
覺
得
還
不
夠
，
希
望
教
育
部
重
視
這

方
面
的
學
校
教
育
，
同
時
相
關
單
位
更
應
重
視
社
會
教
育
。



張
石
角﹒

回
應
陳
廉
泉
先
生.• 

應
先
依
法
行
政
，
好
好
管
理
集
水
區
，
一
旦
管
理
品
質
遠
超
過
標
準
再
來
縮
小
集

水
區
面
積
不
遲
，
如
果
要
提
高
集
水
區
的
開
發
率
，
就
必
須
加
強
管
理
，
但
規
範
人
民
與
政
府
的
兩
個

手
段
l
l

法
律
、
教
育
又
都
有
嚴
重
的
問
題
。

林
達
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是
預
防
的
工
作
，
但
依
法
是
某
一
個
規
模
以
上
的
開
發
才
做
，
低
於
這
個
標
準
者
，
就

無
法
管
制
了
。

﹒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是
橫
向
的
聯
繫
，
需
要
各
部
會
一
起
合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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