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簡歷

~、‘，可、

水
溪
》
議
題

θ

何
培
夫

出
生
年
月
: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學
歷

•• 

私
立
文
化
大
學
史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經
歷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歷
史
學
系
講
師

現
職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歷
史
學
系
副
教
授

著
作

•• 

「
臺
灣
地
區
現
存
碑
爾
圖
誌

﹒

臺
南
市
篇
(
上
、
下
)
」
、
「
畫
灣
地
區
現
存
碑
喝
圓
誌

﹒

澎
湖
縣
篇
」

、

「
臺
灣
地
區
現
存

碑
喝
圖
誌
﹒
嘉
義
縣
市
篇
」
、
「
畫
灣
地
區
現
存
碑
喝
圖
誌
﹒
臺
南
縣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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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削
→
計
局

臺
南
市
為
臺
灣
開
發
肇
始
所
在
，
乃
全
臺
政
治
、
軍
事
、
經
濟
與
文
教
的
樞
紐
.
，
又
以
歷
史
悠
久
、
文

物
豐
碩
，
而
享
有
「
古
都
」
或
「
府
城
」
的
雅
譽
。

鹽
水
溪
源
自
臺
南
縣
山
區
，
西
流
經
臺
南
市
出
海
.
，
考
其
歷
史
，
卻
與
臺
南
市
的

係
淡
薄
。
由
於
三

百
多
年
來
的
滄
海
桑
田
變
化
，
府
城
西
面
臨
海
，
曾
經
中
隔
臺
江
(
內
海
)
而
與
安
平
遙
望
，
外
圍
由
北
而

南
依
序
環
繞
著
海
翁
線
、
鹿
耳
門
嶼
、
北
線
尾
與
七
輝
身
嶼
，
形
勝
扼
要
。

遮
城

據
臺
時
期
曾
建
熱

於
安
平
、
建
海
堡
於
四
草
、
建
普
羅
民
遮
城
於
赤
撮
，
以
及
鄭
成
功
自
鹿
耳
門
登
陸
、
驅
荷
復
臺
的
史
事
，

皆
見
臺
江
與
安
平
大
港
的
歷
史
地
位
。

至
清
道
光
三
年
(
西
元
一
八
二
三
年
)
七
月
，
曾
文
溪
氾
濫
，
致
令
臺
江
漂
砂
、
積
成
陸
埔

•• 

府
城
海

岸
線
推
向
安
平
，
若
聚
若
離
，
昔
日
所
稱
內
險
已
無
所
據
依
。
在
此
新
生
海
埔
地
上
，
上
游
河
川
向
西
延
伸
，

也
有
新
生
河
川
相
繼
出
現
.
，
鹽
水
溪
來
自
新
港
溪
切
割
海
埔
而
形
成
，
即
新
河
川
之
一
。

今
日
，
鹽
水
溪
將
臺
南
市
一
分
為
二
，
溪
的
南
、
北
兩
岸
分
別
為
安
平
區
、
西
區
、
北
區
與
安
南
區
。

論
其
歷
史
文
化
，
自
以
南
岸
為
主
.
，
但
就
臺
南
市
沿
革
而
言
，
不
可
偏
廢
，
中
區
。
故
整
治
後
的
鹽
水
溪
景
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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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文
化
的
影
象
應
來
自
畫
南
市
，
尤
其
古
蹟
是
看
得
見
的
、
摸
得
到
的
歷
史

.• 

試
觀
表
1

，
更
可
見
其
代

表
性
的
意
義
。

|表 l 臺商市五+二處列級古蹟分佈表

第三級一級第第一級

安平小砲畫、妙壽宮、海山館
原英商德記洋行

原德商東興洋行

延平街古井

三鋸身砲臺
安平區|臺灣城殘蹟

四草砲臺安南區

景褔祠、水仙宮

風神廟、接官亭石坊
兌悅門西區

西華堂

與濟宮、大觀音亭

重道崇文坊、烏鬼并

三山國王廟
開基天后宮

開元寺
區北

法華寺、德化堂、擇賢堂

報恩堂

東嶽殿、開基靈祐宮

鄭氏家廟、陳德聚堂
總趕宮、萬福鷹照牆

天壇、開基武廟原正殿
蕭氏節孝坊

臺灣府城大南門
臺灣府城城垣南門段殘饋

全臺吳姓大宗祠

臺灣府城鰻廟
北極殿
臺南地方法院

廟子
廟
宮

樓
孔
武
后
廟

依
南
典
天
妃

赤
臺
把
大
五

區出
，

鑫灣府城大東門
臺灣府城城垣小東門段殘踐

蔓灣府城異方砲臺
東區

曾振陽墓

藩府會蔡二姬墓

藩府二鄭公子墓

南區

三十七處八處數目|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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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文
化

呈
現

本
文
擇
取
足
以
表
現
臺
南
市
歷
史
文
化
的
古
蹟
'
扼
要
述
其
特
色
，
提
供
未
來
規
劃
的
參
考
印
象
。
古

蹟
中
有
古
物
，
古
物
更
豐
裕
古

'
二
者
相
輔
相
成
.
，
以
下
分
類
乃
為
勾
耍
，
並
非
分
割
。

鄭
成
功
史
事

182 

一
、
臺
灣
城
殘
蹟
.. 

創
建
於
明
天
啟
四
年
(
西
元
三
仝
一
四
年
)
，
初
名
奧
倫
治
城
，
三
年
後
改
稱
熱
蘭
遮
城
，
為
荷
蘭
長

官
駐
地
與
統
治
中
樞

•• 

而
與
赤
最
樓
相
望
，
互
為
椅
角
，
封
鎖
臺
江
內
海
。
永
曆
十
五
年
(
西
元
三
川
六
一

年
)
鄭
成
功
驅
荷
復
臺
，
為
紀
念
故
里
，
改
此
地
名
(
原
稱
一
紐
身
或
臺
灣
)
為
安
平
，
並
坐
鎮
本
城
、
運

籌
經
略
，
故
熱
蘭
遮
城
也
稱
王
城
或
臺
灣
城
。
臺
灣
入
清
版
圖
後
，
政
治
中
心
移
至
府
城
(
即
今
臺
南
市
區
)

'
熱
蘭
遮
城
失
去
王
城
的
地
位
，
逐
漸
牆
宇
傾
頹
、
庭
角
沙
堆
，
不
復
舊
觀
。
日
接
時
期
創
平
殘
餘
城
垣
'

建
紅
磚
方
形
高
臺
，
即
今
俗
稱
的
「
安
平
古
堡
」

二
、
赤
最
樓
•. 

創
建
於
明
永
曆
七
年
(
西
元
三
八
五
三
年
)
，
原
稱
普
羅
民
遮
城
，
為
荷

人
所
建
的
商
業
與
行
政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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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俗
稱
紅
毛
樓
或
番
仔
樓
.
，
又
以
地
居
赤
撮
，
通
稱
赤
嚴
樓
。
其
臨
海
聳
立
，
與

遞
城
相
望
，
互
為

椅
角
，
控
制
臺
江
內
海
。
永
曆
十
五
年
(
西
元
三
八
六
一
年
)
鄭
成
功

荷
復
畫
，
改
樓
為
承
天
府
，
後
充

為
火
藥
、
軍
械
庫
。
薑
灣
入
清
版
圖
後
，
因
兵
焚
與
地
震
頻
仍
，
赤
帳
樓
呈
現
廢
瑋
頹
牆
、
那
城
蟹
樓
之
狀
，

予
詩
人
荊
棘
銅
駝
、
弔
古
之
思
，
「
赤
嚴
夕
照
」
成
為
府
城
美
景
。
伺
治
、
光
緒
年
間
就
赤
懷
樓
廢
墟
陸
續

增
建
中
國
式
建
築
，
今
日
僅
存
海
神
廟
、
文
昌
閣
、
蓮
壺
書
院
頭
門
與
斷
垣
殘
壁
，
獨
向
黃
昏
。

安
平
港
興
衰

一
、
原
英
商
德
記
洋
行

•. 

安
平
是
畫
灣
史
上
開
發
最
早
的
港
口
，
歷
經
荷
蘭
、
明
鄭
、
清
代
，
皆
為
薑
灣
府
城
的
門
戶
。
清
咸
豐

八
年
(
西
元
一
八
五
八
年
)
天
津
條
約
增
開
大
陸
沿
海
口
岸
，
在
臺
灣
則
為
安
平
、
淡
水
、
雞

、
打
狗
四

口
岸
。
同
治
三
年
(
西
元
一
八
六
四
年
)
安
平
開
埠
，
外
商
雲
集
，
洋
行
林
立
，
其
中
以
英
商
德
記
、
怡
記
、

和
記
、
美
商
蝶
記
、
德
商
東
興
等
合
稱
安
平
五
洋
行
，
最
負
盛
名
。
日
讀
時
期
，
安
平
港
日
漸
淤
淺
，
洋
行

質
易
銳
減
，
終
致
絕
跡
。
日
人
設
鹽
業
會
社
於
德
記
洋
行
舊
址
，
畫
灣
光
復
後
再
改
為
畫
南
鹽
場
辦
公

舍
。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市
政
府
收
回
整
修
，
並
規
劃
設
立
「
臺
灣
開
拓
史
料
蠟
像
館
」
。

二
、
原
德
商
東
興
洋
行

.. 

東
興
洋
行
的
興
衰
岡
於
上
述
。
日
撮
時
期
曾
設
臺
南
廳
安
平
支

於
東
興
洋
行
舊
址
，
後
改
為
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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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警
察
署
安
平
派
出
所
。
臺
灣
光
復
後
曾
為
宿
舍
，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市
政
府
皈
回
整
修
，
並
規
劃
設
立
「
安

平
外
商
貿
易
紀
念
館
」

海
防

敵

一
、
四
草
砲
臺
.. 

清
道
光
二
十
年
(
西
元
一
八
四

0
年
)
中
英
鴉
片
戰
爭
發
生
，
臺
灣
道
姚
瑩
籌
勘
臺
灣
防
務
，
建
議
十

七
處
海
口
設
防
，
嚴
防
英
軍
入
侵
。
由
於
安
平
大
港
為
府
城
門
戶
，
四
草
湖
可
停
泊
大
商
船
，
姚
瑩
在
安
平

大
港
南
岸
設
四
座
砲
臺
'
北
岸
設
砲
畫
一
座
，
南
北
呼
應
，
拱
衛
府
城
。
北
岸
砲
臺
即
四
草
砲
臺
'
回
若
金

湯
，
俗
稱
「
鎮
海
城
」
。
後
以
大
港
淤
淺
，
地
位
頓
滅
，
終
至
砲
失
垣
毀
，
沙
堆
荒
蕪

o

僅
存
城
壁
百
餘
公

尺
，
外
壁
以
花
崗
岩
疊
砌
'
內
壁
卵
石
累
築
，
尚
稱
堅
固
.
，
圓
形
磚
砌
砲
孔
十
三
個
，
依
稀
可
見
捍
衛
府
城

之
雄
風
。

二
、
安
平
小
砲
臺

.. 

臺
灣
道
姚
瑩
於
臺
灣
十
七
處
海
口
設
防
，
其
論
安
平
海
防
地
位
乃
在
「
東
障
府
城
、
西
扼
四
草
、
北
阻

郭
賽
、
南
控
七
棍
身
」
'
故
在
安
平
大
港
南
岸
設
四
座
砲
臺
，
此
即
其
中
之
一
。
現
存
砲
臺
基
座
以
花
崗
岩

丁
順
交
砌
而
成
，
上
置
雄
碟
，
氣
勢
宏
偉

.• 

右
側
石
砌
砲
擻
迪
遍
，
尤
顯
昔
日
捍
衛
府
城
之
雄
風
。
去
年
修

復
，
呈
現
古
蹟
公

化
的
美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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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三
棍
身
砲
臺

.. 

清
同
治
十
三
年
(
西
元
一
八
七
四
年
)
日
本
藉
口
琉
球
漁
民
為
牡
丹
社
先
住
民
所
殺
，
出
兵
犯
臺
，
清

廷
派
沈
謀
禎
來
畫
辦
理
當
防
與
交
涉
。
沈
謀
禎
抵
臺
後
，
勘
定
安
平
地
勢
險
要
，
奏
請
建
造
仿
西
洋
式
三
合

土
砲
畫
一
座
，
以
衛
府
城
，
並
過
阻
日
本
侵
略

•• 

遂
聘
請
法
國
人
設
計
，
同
年
九
月
開
工
，
光
緒
二
年
(
西

• 

元
一
八
七
六
年
)
八
月
完
工
。
又
因
外
門
額
為
能
氏
所
題
，
故
俗
稱
「
億
載
金
城
」
。
四
角
凸
出
、
中
間
方

形
、
外
護
深
嚎
、
配
置
洋
槍
巨
砲
的
稜
堡
式
砲
臺
為
其
特
色
，
也
是
近
代
臺
灣
第
一
座
西
式
砲
畫
。

文
教
典
範

一
、
臺
南
孔
子
廟

•. 

明
永
曆
十
九
年
(
西
元
三
川
六
五
年
)
參
軍
陳
永
華
倡
建
孔
子
廟
，
以
興
國
學
、
行
教
化
。

三
百
多
年

來
，
巍
巍
聖
殿
、
峨
峨
費
宮
，
象
徵
中
國
文
化
薪
傅
，
有
「
全
畫
首
學
」
之
稱
。
臺
南
孔
子
廟
為
三
合
院
、

三
進
兩
廂
的
傳
統
建
築
'
依
左
學
右
廟
、
前
殿
後
閣
的
規
制
陸
續
興
建
，
歷
代
重
修
碑
記
為
本
省
最
完
整
，

歷
代
國
家
元
首
贊
頌
區
額
亦
為
本
省
最
齊
全
。

一
一
、
五
妃
廟
.. 

創
建
於
明
永
曆
三
十
七
年
(
西
元
三
八
八
三
年
)
，
時
值
明
鄭
傾
危
之
際
，
寧
靖
王
朱
術
桂
義
不
降
清
，

以
身
殉
國
•• 

其
五
妾
睡
之
節
烈
不
讓
鬚
眉
，
遂
先
冠
算
被
服
，
同
溢
於
堂
。
時
人
追
思
景
仰
，
合
葬
魁
斗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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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封
不
樹
，
稱
「
五
烈
墓
」

•• 

至
清
康
熙
末
年
己
稱
「
五
妃
墓
」
'
乾
隆
十
一
年
(
西
元
一
七
四
六
年
)
修

聲
瑩
廟
，
後
稱
「
五
妃
廟
」
。
三
百
年
來
香
火
不
斷
，
是
永
生
鳳
凰
'
誠
如
檻
聯
所
謂
「
王
盡
丹
心
妃
盡
節
，

地
留
青
塚
史
留
芳
」
。

三
、
重
道
崇
文
坊

.. 

創
建
於
清
嘉
慶
二
十
年
(
西
元
一
八
一
五
年
)
，
蛙
表
府
城
林
朝
英
樂
善
好
施
、
修
建
臺
灣
縣
學
。
橫

額
題
日
「
重
道
崇
文
」
'
極
聯
有
四
，
皆
清
代
畫
灣
名
宜
所
作
，
讚
頌
林
氏
義
舉
。
原
立
於
龍
王
廟
(
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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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臺
南
市
警
察
局
刑
警
隊
)
之
前
，
日
據
時
期
開
闢
南
門
路
，
拆
廟
移
坊
，
乃
遷
建
今
址
，
永
伴
「
燕
潭
秋

月
」
美
景
。
石
坊
為
重
簣
，
四
柱
三
間
，
雕
造
細
鹹

.• 

而
反
字
飛
黨
、
瓦
當
滴
水
、
鷗
尾
雀
替
雖
石
作
，
皆

仿
木
構
形
式
，
呈
現
中
國
傳
統
建
築
習
於
運
用
木
料
之
特
性
。

道
教
建
築

一
、
大
天
后
宮

•. 

大
天
后
宮
原
係
明
寧
靖
王
朱
術
桂
府
郎
。
寧
靖
王
別
號
三
兀
子
，
永
曆
十
七
年
(
西
元
三
仝
仝
二
年
)

來
臺
建
府
定
居
，
稱
「
三
兀
子
圍
亭
」
﹒
:
永
曆
三
十
七
年
(
即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
西
元
二
八
八
三
年
)
臺
灣

入
清
版
圖
，
寧
靖
王
義
不
降
清
，
自
溢
中
堂
，
忠
烈
可
風
。
次
年
，
施
現
改
建
為
媽
祖
廟
，
奏

天

后
，
乃
是
全
臺
最
早
官
建
的
天
后
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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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把
典
武
廟

.. 

創
建
於
明
永
曆
年
問
，
主
把
武
聖
關
公
，
俗
稱
大
關
帝
廟

•• 

清
雍
正
五
年
(
西
元
一
七
二
七
年
)
奉
旨

列
入
把
典
，
故
又
稱
祖
典
武
廟
。
相
典
武
廟
三
進
深
遷
，
山
牆
渾
厚
宏
偉
，
連
成
一
氣

.• 

燕
尾
馬
背
、
飛
窟

翹
脊
的
造
形
或
尖
或

、
或
緩
或
聳
，
高
低
起
伏
，
呈
現
線
悔
之
美
。
文
物
亦
多
，
以
清
代
咸
豐
御
區
「
萬

世
人
極
」
與
乾
隆
年
間
「
大
丈
夫
」
區
著
名
。
內
設
振
聲
社
，
絲
竹
悠
揚
，
雅
樂
與
古
蹟
長
在
。

佛
教
建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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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開
元
寺
.• 

開
元
寺
原
係
明
永
曆
三
十
四
年
(
西
元
一
六
八

0
年
)
鄭
成
功
崗
子
鄭
經
所
建
造
北
園
別
館
。
臺
灣
隸

清
後
，
圈
漸
荒
廢
，
偶
有
官
員
結
亭
築
舍
。
至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
西
元
一
六
九

0
年
)
始
改
建
為
開
元
寺
，

主
把
釋
迦
牟
尼
，
是
本
省
古
剎
之
最
。
今
寺
院
環
境
清
幽
，
古
榕
參
天
，
菩
提
蓊
鬱

.• 

院
落
分
明
，
白
牆
紅

瓦
，
屠
脊
舒
暢
，
是
建
築
之
美
。
頂
禮
參
誨
，
彌
勒
笑
臉
迎
人
、
大
肚
能
容
，
天
王
足
踏
惡
鬼
、
警
世
勸
善
，

乃
造
像
之
美
。
暮
鼓
晨
鐘
、
青
燈
梵
唱
、
慈
愛
濟
世
，
皆
宗
教
內
酒
之
美
。

二
、
叫
法
鑫
主
寸
.. 

創
建
於
清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
西
元
三
八
八
四
年
)
，
主
把
釋
迦
牟
尼
。
原
為
明
鄭
參
軍
李
茂
春
所
築
草

廬
寄
情
之
處
，
名
為
「
夢
蝶
園
」
.
，
臺
灣
入
清
版
圖
後
，
才
改
園
為
寺
，
成
一
名
剎
。
今
寺
院
幽
深
清
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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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像
誦
經
、
田
園
息
機
，
月
門
曲
徑
、
橋
亭
談
玄
，
俱
見
叢
林
之
美
，
與
開
元
寺
並
列
府
城
兩
大
古
剎
。

「
南
湖
競
渡
」
乃
昔
日
風
流
韻
事
，
也
是
府
城
划
龍
舟
的
典
故
。

宗
教
信
仰

一
、
畫
灣
府
城
隍
廟
•• 

相
傳
創
建
於
明
永
曆
二
十
三
年
(
西
元
一
六
六
九
年
)
，
主
祖
城
隍
。
依
據
清
代
禮
制
，
凡
府
州
縣
長

官
新
任
入
境
，
必
先
講
告
城
隍
而
後
履
任
.
，
朔
望
日
亦
必
行
香
，
厲
祭
與
祈
禱
水
旱
，
也
要
蝶
告
城
隍
。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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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威
信
城
隍
主
管
人
問
善
惡
、
禍
福
，
綜
理
陰
陽
。
明
鄭
臺
灣
設
府
，
即
建
城
隍
廟
於
府
署
之
右
，
清
代
沿

襲
。
今
府
署
不
再
，
府
城
隍
廟
猶
存
，
印
証
政
治
與
宗
教
互
動
的
歷
史
意
義
。
今
日
建
築
規
模
依
舊
，
內
部

佈
置
古
意
猶
存
，
甚
具

明
威
赫
、
善
惡
宣
教
與
陰
森
肅
穆
的
空
間
設
計
，
呈
現
官
府
衛
門
的
氣
勢
。
「
爾

來
了
」
區
列
為
府
城
三
大
名
區
之
一

二
、
東
嶽
殿
•. 

相
傳
創
建
於
明
永
曆
二
十
三
年
(
西
元
一
六
六
九
年
)
，
主
祖
東
嶽
大
帝
，
又
稱
東
嶽
泰
山
天
齊
仁
聖

大
帝
，
權
司
泰
山
、
功
高
五
嶽
，
執
掌
人
間
福
、
祿
、
壽
考
，
罰
惡
懲
奸

.• 

又
主
召
人
魂
魄
，
乃
道
教
陰
司

地
府
的
主
神
，
並
為
十
殿
閻
王
之
一
。
東
嶽
殿
又
稱
東
嶽
廟
或
嶽
一
帝
廟
，
為
全
臺
首
廟
。
殿
內
光
線
陰
暗
，

牛
頭
馬
面
、
七
爺
八
爺
分
立
兩
旁
，
雕
造
傳
神
，
令
人
心
悸
，
尤
顯
陰
森
恐
怖
氣
氛
，
以
收
宗
教
威
赫
警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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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效
。
廟
中
法
事
頻
繁
，
慎
終
追
遠
與
科
儀
法
術
共
陳
，
為
府
城
民
俗
特
色
。

三
、
天
壇
•. 

苦
日
府
城
於
天
公
埋
歲
把
玉
皇
聖
誕
，
而
無
專
祠
。
至
清
咸
豐
四
年
(
西
元
一
八
五
四
年
)
始
建
天
公

壇
，
主
把
玉
皇
上
帝
，
俗
稱
天
公
廟
或
天
壇
，
乃
全
臺
首
廟

.• 

農
曆
正
月
初
九
天
公
生
日
，
更
是
府
城
最
壯

觀
的
廟
會
，
香
火
旺
盛
、
熱

凡
。
「
一
」
字
區
列
為
府
城
三
大
名
區
之
一
，
消
災
解
厄
、
祈
褔
改
運
諸

法
事
，
更
為
府
城
民
俗
的
特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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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地
理
滄
桑

一
、
風
神
廟
.• 

創
建
於
清
乾
隆
四
年
(
西
元
一
七
三
九
年
)
，
地
臨
南
河
港
安
瀾
橋
邊
，
居
水
陸
必
經
之
處
。
主
祖
風

神
，
以
護
庇
薑
海
舟
揖
航
行
安
全

•• 

並
設
官
廳
與
接
宮
亭
，
作
為
往
來
府
域
文
武
官
員
迎
送
錢
別
，
備
極
繁

榮
。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
西
元
一
七
七
七
年
)
臺
灣
知
府
蔣
元
樞
重
修
，
規
模
寬
廣
，
為
清
代
府
城
七
寺
八
廟

之
一
。
日
摟
時
期
因
開
闊
道
路
而
拆

，
乃
將
供
奉
神
像
移
至
官
廳
，
即
成
今
貌
。

一
一
、
接
官
亭
石
坊
.. 

昔
日
府
城
與
安
平
之
間
有
畫
江
內
海
，
全
賴
舟
揖
來
往
各
地
。
清
康
熙
、
雍
正
年
間
，
府
城
渡
頭
已
由

大
井
頭
西
移
南
河
港
安
瀾
橋
附
近
，
俗
稱
「
鎮
渡
頭
」
。
乾
隆
四
年
(
西
元
一
七
三
九
年
)
建
風
神
廟
輿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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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亭
於
此
，
以
利
舟
揖
，
更
為
文
武
官
員
迎
送
錢
別
之
地
。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
西
元
一
七
七
七
年
)
畫
灣
知

府
蔣
元
樞
建
石
坊
於
碼
頭
之
上
，
以
壯
觀
膽
.
，
坊
前
砌
石
階
，
方
便
登
舟
上
岸
。
石
坊
為
重
靂
，
四
柱
三
間
，

氣
勢
峻
拔
，
雕
造
精
美
，
乃
本
市
四
座
石
坊
中
最
為
壯
觀
者
。

三
、
開
基
武
廟
原
正
殿

.• 

相
傳
創
建
於
明
永
曆
二
十
三
年
(
西
元
一
六
六
九
年
)
，
主
相
武
聖

'
俗
稱
小
關
帝
廟
。
昔
日
廟

前
為

帝
港
，
乃
臺
江
內
海
進
出
府
城
的
水
陸
要
衝
'
商
旅
負
販
雲
集
，

帝
者
眾
多
，
香
火
鼎
盛
.
，

廟
前
橫
街
狹
長
曲
折
，
古
稱
「
抽
籤
巷
」
'
即
因
求
籤
間

I
P

者
甚
多
，
堪
輿
相
士
乃
群
集
此
地
以
解
答
籤
詩
、

預
言
運
途
，
熱
鬧
非
凡
。
原
正
殿
格
局
雖
小
，
三
川
門
、
拜
殿
與
正
毆
一
氣
呵
成
，
信
眾
如
織
、
瓶
瓶
奉
獻

油
香
、
點
點
常
明
燈
火
，
呈
現
古
色
古
香
的
風
貌
。

四
、
景
褔
祠
•. 

創
建
於
清
乾
隆
十
五
年
(
西
元
一
七
五

0
年
)
，
主
把
福
德
正
神
，
即
土
地
公
.
，
因
臨
近
佛

，
也

稱
佛
頭
港
褔
德
祠
。
祠
內
存
有
嘉
慶
年
間
古
區
，
祠
外
也
有
乾
隆
與
嘉
慶
年
間
古
碑
各
一
，
皆
學
貴
文
物
。

普
臨
港
遍
，
商
販
雲
集
，
今
近
宮
口
市
場
，
人
潮
熙
攘
，
香
火
不
斷
。
但
是
，
滄
海
桑
田
，
佛
頭
港
變
成
巷

道
，
府
城
清
代
進
士
許
南
英
有
詩
描
述

.. 

「
佛
頭
港
襄
鬥
龍
舟
，
擁
擠
行
人
到
岸
頭
」
，
如
此
盛
況
不
再
，

只
有
留
存
史
乘
的
追
憶
。

五
、
大
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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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鑿
年
代
不
詳
。
相
傳
明
宣
德
年
間
太
監
王
三
保
來
臺
'
曾
於
此
井
取
水

•• 

又

構
欒
赤
巖
樓
，

恐
有
火
患

此
井
備
水
。

依
擴
清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
西
元
一
七
二

0
年
)
陳
文
達
「
畫
灣
縣
志
」
所
載

•• 

「
大
井
，
在
西
定
坊

•• 

來
畫
之
人
在
此
登
岸
，
名
曰
大
井
頭
是
也
。
開
闢
以
來
，
生
聚
日
繁
，

賈
日
盛
.• 

填
海
為
宅
，
市
肆
紛
錯
，

距
海
不
膏

一
里
而
遙
矣
。
」
而
井
水
甘
而
大
，
俗
稱
「
吃
大
井
頭
的
水
，
不
肥
也
美
」
'
當
知
其
時
井
畔
汲

水
熙
攘
，
緩
飛
桶
躍
，
熱
鬧
非
凡
，
「
井
亭
夜
市
」
成
為
府
城
盛
景
之
一

府
城
與
安
平
之
間
的
畫
江
逐
漸
淤
淺
，
海
填
陸
生
.
，
至
康
熙
、
雍
正
年
間
之
交
，
府
城
水
陸
渡
頭
叉
，
由

大
井
頭
西
移
至
今
日
接
官
亭
石
坊
附
近
，
大
井
的
存
在
印
証
府
城
地
理
變
遷
輿
街
坊
發
展
。
清
末
詩
人
劉
家

謀
有
詩
記
云

.• 

「

空
餘
大
井
頭
，
敗
蓬
斷
續
可
曾
留

.• 

滄
桑
變
幻
真
彈
指
，
徒
步
同
登
赤
最
樓
。
」

及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
西
元
一
九
六
四
年
)
拓
寬
民
權
路
，
拆
井
欄
而
置
鐵
蓋
，
大
井
得
以
殘
存
，
三
百

多
年
來
的
活
水
幸
未
中
斷
!
(
未
列
古
饋
，
亦
有
可
取
之
處
)

節

活

動

天
壇
於
農
曆
正
月
初
九
的
「
天
公
生
」
祭
把
活
動
、
農
曆
五
月
初
五
「
端
午
節
」
的
划
龍
船
活
動
、
大

天
后
宮
於
農
曆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
歸
祖
生
」
出
巡
繞
境
、
孔
子
廟
於
國
曆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的
釋
奠
祭
孔
、

鹿
耳
門
天
后
宮
近
年
舉
辦
的
文
化
季
活
動
，
以
及
鹿
耳
門
聖
母

的
節
慶
活
動
，
皆
具
傳
統
風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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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殊
民
俗

一
、
太
陽
公
生
•. 

農
曆
三
月
十
九
日
「
太
陽
公
生
」
'
以
「
九
豬
十
六
羊
」
的
祭
品
與
遙
祭
明
恩
宗
的
隱
喻
，
極
其
民
族

意
識
。
曾
為
獨
特
風
俗
，
今
日
卻
逐
漸
式
微
。

二
、
做
十
六
歲
•. 

開
隆
宮
於
農
曆
七
月
初
七
的
「
做
十
六
歲
」
祭
扭
，
以
代
表
離
開
七
娘
媽
護
庇
與
自
此
成
長
的
「
蹟
七

娘
媽
亭
」
儀
式
成
為
獨
特
信
仰
，
今
日
尤
盛
。

三
、
辟
邪
物

面
對
不
可
預
知
、
世
事
多
變
、
旦
夕
禍
福
的
人
生
，
祈
擁
樓
災
、
辟
邪
逐
厲
乃
是
常
見
行
為
。
劍
獅
、

風
獅
爺
、
刀
劍
屏
等
辟
邪
物
，
呈
現
安
平
地
區
獨
特
民
俗
文
物
。

翠玉
帥3

臺
南
市
古

之
多
、
文
物
之
豐
'
冠
於
全
臺
。
歷
史
典
故
，
取
之
不
盡

•• 

文
化
活
泉
，
用
之
不
絕
。
更

待
集
思
廣
益
，
發
揚
光
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