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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橫
公
路
與
河
床
並
馳
，

貫
通
東
西
經
脈
。

沿
線
景
觀
險
峻
奇
美
，

人
跡
相
繼
而
至
;

高
山
深
谷
、
雲
露
繁
星
、
松
曲
桃
顏
不
再
跟
寥
，

不
再
有
千
古
誰
賞
之
嘆
;

然
而
躁
擱
和
踐
踏
也
讓
她
頻
頻
喊
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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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甲
溪
蛻
蜓
秀
麗
，
美
麗
而
帶
著
狂
野
，
水
流
最
寬
處
不
超
過

一
百
公
尺
，
因
為
河
面
窄
，
加
速
水

流
速
度
，
溪
水
揣
急
，
古
書
中
對
於
先
民
橫
渡
大
甲
溪
，
描
寫
得
驚
險
萬
分

。

《
海
東
札
記
》
中
描
述.. 

「
大
甲
溪
闊
可
十
里
，
溪
涯
山
皆
圓
石
，
絡
土
溪
底
，
山
骨
瞄
嗨
，
苔
毛
飲

蔓
，
滑
不
容
趾

o

迅
速
衝
激
，
聲
否
如
屑
于
田
，
渡
此
者
先
傭
社
番
數
十
，
牽
臂
聳
頂
，
亂
流
逆
涉
，
良
久
始

達
北
岸
，
心
膽
猶
惕
惕
然

。

」

《
台
北
道
里
記
》
提
到
.. 

「
大
甲
溪
溪
廣
數
重
，
水
盛
時

一
望
無
際
，
下
皆
亂
石
，
溪
流
端
急
，
舟

接
一
不
慎
，
即
入
海
不
返
，
每
大
雨
後
行
者
必
守
溪
數
日
，
水
退
乃
敢
渡

。
」

義
渡
善
行
淵
遠
流
長

大
甲
溪
水
消
急
，
早
年
建
橋
不
易
，
南
來
北
往
都
仰
賴
渡
船
過
河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溪
渡
為
「
大
甲

溪
官
義
渡
」
與
「
東
勢
角
義
渡

」
。

大
甲
溪
官
義
渡
設
在
大
甲
通
牛
罵
頭
(
清
水
)
的
交
通
要
道
，
清
道
光
十
七
年
，
淡
水
分
府
霎
雲
會

同
地
方
仕
紳
設
置
，
設
官
渡
船

一
，
小
船

一
，
遇
洪
水
橫
流
則
隨
時
添
設
渡
卅
伐
。

溪
渡
經
費
由
官
府
和

地

方
仕
紳
支
應
，
官
方
為
籌
措
經
費
，
在
今
大
安
鄉
溪
州
段
設
置
「
義
渡
田
」
(
現
改
為
學
產
田
)
面
積
六
甲

餘
，
由
農
民
承
租

。

在
清
朝
時
，
橫
渡
大
甲
溪
土
牛
到
東
勢
之
間
仍
以
渡
船
為
主
，
由
於
曾
發
生
十
八
位
少
女
在
船
上
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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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的
慘
劇
，
於
是
，
東
勢
鎮
義
渡
會
僱
工
、
僱
船
免
費
載
運
居
民
來
往
兩
岸

.. 

義
渡
會
目
前
仍
存
在
，
只

是
改
成
財
團
法
人
台
中
縣
私
立
東
勢
義
渡
慈
善
會
，
提
供
台
中
縣
山
城
地
區
偏
遠
地
方
興
建
橋
樑

、

急
難

救
助
、
清
寒
獎
學
金

。

由
義
渡
會
化
身
成
為
公
益
社
圈
，
擁
有

一
百
五
十
多
年
歷
史
的
義
渡
會
，
在
大
甲

溪
的
交
通
史
別
具
意
義

。

清
朝
道
光
十

三
年
時
(
西
元

一
八
四
三
年
)
，
朴
子
籬
堡
(
今
石
岡
土
牛
)
到
東
勢
角
之
間
必
須
渡

河
，
在
石
岡
土
牛
地
區
有
木
造
小
船
擺
渡
，
當
時
傳
出
有
貪
心
的
船
夫
在
船
上
向
乘
客
強
索
金
錢
，
某

日
，
十
八
名
少
女

一
起
渡
船
到
東
勢
鎮
看
戲
，
船
行
至
河
中
，
船
夫
調
戲
少
女
，
少
女
紛
紛
走
避
，
導
致

渡
船
不
穩
而
傾
覆
，
十
八
名
少
女
全
部
沒
頂

。

河
西
少
女
十
八
人
罹
難
事
件
，
震
驚
地
方
，
地
方
派
系
為
此
還
差
點
械
門
，
地
方
總
理
劉
章
職
為
免

鄉
人
自
相
殘
殺
，
出
面
協
調
，
發
動
地
方
士
紳
成
立
義
渡
會

。

支
持
義
渡
會
的

地
方
人
士
有
羅
桂
芳

、
廖

光
租
、
劉
濟
川
和
彰
化
縣
正
堂
李
延
璧
等
六
十
四
人
，
購
置
水
田
十
多
甲
，
每
年
租
穀
充
作
義
渡
財
源
，

義
渡
會
僱
用
十

二
名
船
夫
，
免
費
載
運
居
民
往
來
大
甲
溪
，
地
區
居
民
相
當
感
謝
義
渡
會
對
居
民
交
通
的

貢
獻
。當

年
的
義
渡
口
在
東
勢
鎮
東
崎
街
義
渡
橋
附
近
，
為
豐
原
經
由
大
甲
溪
到
東
勢
鎮
渡
點

。

義
渡
橋
在

民
國
廿
八
年
興
建
，
連
接
東
勢
鎮
和
中
屑

地
區
的
交
通
，
義
渡
會
渡
船
功
能
至

此
功
成
身
退
，
化
身
成

為

民
間
社
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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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時
發
起
義
渡
會
的
仕
紳
'
劉
姓
、
羅
姓
、
姓
等
子
孫
，
如
今
都
是
義
渡
會
基
本
會
員
，
利
用
義

渡
會
原
有
的
資
產
，
成
立
財
團
法
人
台
中
縣
私
立
東
勢
義
渡
慈
善
會
，
幫
助
山
城
地
區
清
寒
子
弟
就
學
、

,.. 

急
難
救
助
、
修
建
橋
樑
等
，
默
默
行
善
，
嘉
惠
山
城
子
民
。

洪
柏
川
吊
橋
之
父

在
義
渡
橋
功
成
身
退
，
台
灣
光
復
後
，
大
甲
溪
沿
岸
積
極
進
行
鋪
橋
造
路
的
工
程

。

造
橋
在
大
甲
溪

沿
線
居
民
心
中
是
件
功
德
無
量
之
事
，
每
座
吊
橋
在
興
建
時
總
有
許
多
的
故
事

。

曾
經
興
建
卅

二
座
吊
橋

的
洪
柏
川
回
憶
，
埠
豐
大
橋
在
尚
未
建
橋
時
，
東
勢
鎮
埠
頭
里
居
民
以
吊
罐
過
河
，
非
常
驚
險
，
之
後
改

為
竹
橋
，
但
是
大
雨
來
時
，
淹
沒
橋
面
，
病
患
無
法
過
橋
就
醫
，
而
長
庚
橋
、
天
冷
福
興
橋
未
建
時
，
當

地
的
學
子
常
因
下
大
雨
無
法
過
河
，
也
無
法
參
加
聯
考

。

大
甲
溪
現
存
的
吊
橋
，
可
說
都
是
洪
柏
川
所

一
手
設
計
完
工
。

在
水
泥
橋
漸
漸
取
代
吊
橋
之
際
，
洪

柏
川
的
吊
橋
技
術
近
乎
失
傳
，
而
芷
二
生
所
興
建
的
卅

二
座
吊
橋
，
堪
稱
空
前
甚
至
絕
後
，
稱
為
吊
橋
工

程
的
國
寶
級
人
物
，
應
當
之
而
無
愧
。

現
年
七
十

二
歲
的
洪
柏
川
，
台
中
高
工
土
木
科
畢
業
，
進
入
台
中
縣
政
府
工
作
後
，
即
與
吊
橋
結
上

不
解
之
緣

。
一
生
建
吊
橋
，
最
欣
慰
的
是
解
決
偏
遠
地
區
的
交
通
問
題
，
最
悵
然
的
是
年
輕
人
不
肯
學
，

造
成
此
技
術
即
將
失
傳

。



洪
柏
川
出
身
農
家
，
日
籍
老
師
曾
告
訴
他
，
其
名
字
與
「
水

」
和
「
木
」
有
關
，
適
合
土
木
工
作

。

他
以
第

一
志
願
考
進
台
中
高
工
，
當
初
只
有
七
位
台
籍
學
生

。

畢
業
後
，
入
縣
府
工
作
，
土
木
課
長
第

一

次
叫
他
設
計
吊
橋
時
，
他
簡
直
慌
了
手
腳
，
因
為
日
本
人
從
未
將
吊
橋
之
技
術
傳
授
給
台
灣
人
，
而
吊
橋

書
籍
有
限
，
他
曾
在

一
位
前
輩
家
苦
悶

三
個
月
，
還
寫
信
給
寫
吊
橋
書
的
日
本
作
者
，
以
「
函
授
」
方

式
，
慢
慢
摸
索

。

洪
柏
川
回
憶
過
去
興
建
吊
橋
時
，
並
非

一
帆
風
順
。

居
民
有
所
需
求
，
再
遠
的
山
區
都
得
去
興
建
，

勘
測
時
，
常
披
荊
斬
棘
，
定
位
儀
器
測
量
，
或
涉
溪
丈
量
水
深
，
或
是
徒
步
山
區
五
個
小
時
，
而
興
建
吊

橋
時
，
如
果
不
留
神
，

一
摔
下
去
，
就
是

三
十
公
尺
下
的
溪
水

。

中
部
地
區
的
吊
橋
幾
乎
全
出
自
洪
柏
川
之
手
，
已
完
成
卅

二
座
吊
橋
的
洪
柏
川
拍
胸
捕
保
證
'
全
省

目
前
大
概
只
有
十
人
會
設
計
吊
橋
，
他
則
是
個
中
翹
楚
，
且
設
計
吊
橋
的
數
量
最
多

。

他
所
設
計
的
吊

橋
，
橋
頭
皆
有
以
水
泥
做
成

三
直
和
三
橫
的
「
川
」
字
標
誌
。

居
民
感
懷
留
橋
誌
念

一
座
吊
橋
洪
柏
川
是
在
任
職
台
中
縣
政
府
建
設
局
時
，
接
下
吊
橋
的
設
計
工
作

。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
他
設
計
第

天
冷
福
興
橋
，
當
時
台
灣
並
無
任
何
吊
橋
設
計
資
料
可
尋
，
全
靠
他
潛
心
自
修
、
請
益
前

輩
所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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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
豐
大
橋
困
難
度
最
高
，
測
量
時
大
甲
溪
水
漲
高
，
他
仍
拿
著
布
尺
在
溪
中
勘
察
，
又
逢
八

一
水

災
，
建
橋
過
程
巾
曾
經
斷
掉

。

龍
安
吊
橋
則
是
現
存
最
長
的

一

座
吊
橋
，
長

三
百
八
十
六
公
尺
，
居
民
感

念
當
初
辛
苦
建
造
，
在
旁
邊
的
水
泥
橋
通
車
後
，
仍
堅
持
不
拆
吊
橋

。

石
岡
壩
上
方
的
長
庚
吊
橋
，
則
是

他
所
設
計
最
長
的

一
座
吊
橋
，
長
四
百
八
十
公
尺
，
如
今
已
被
水
泥
橋
所
取
代

。

日
籍
吊
橋
專
家
佐
藤
到
中
橫
遊
玩
，
看
到
洪
柏
川
設
計
吊
橋
使
用
鋼
絲
索
大
表
讚
歎
'
而
到
台
中
縣

政
府
找
他
，
鼓
吹
申
請
專
利

。

吊
橋
以
鋼
絲
素
取
代
日
據
時
代
吊
橋
所
用
的
大
鋼
鐵
，
是
吊
橋
設
計
中
的

一
大
突
破
。

洪
柏
川
表
示
，
他
曾
見
南
投
縣
集
集
的
大
鋼
鐵
吊
橋
在
八

一
水
災
中
沖
斷
，
於
是
改
用
鋼

索
，
效
果
不
錯

。

他
認
為
日
人
設
計
的
大
鋼
鐵
無
法
禁
得
起
風
雨
的
摧
殘
，
而
鋼
素
較
柔
，
適
合
台
灣
的

氣
候
形
態
。

當
水
泥
橋
漸
漸
取
代
吊
橋
之
際
，
吊
橋
幾
乎
走
入
歷
史

。

洪
柏
川
本
身
設
計
過
卅

二
座
吊
橋
和

一
百

廿
座
水
泥
橋
，
他
分
析
水
泥
橋
和
吊
橋
差
別
在
於
'
水
泥
橋
版
模
技
術
簡
單
，
吊
橋
要
考
慮
拉
力

、

承
重

力
等
技
術
較
難

。

在
經
費
方
面
，
水
泥
橋
材
料
費
是
吊
橋
的

一
倍
，
不
過
，
吊
橋
的
人
工
費
則
是
水
泥
橋

的
四
倍
。

而
兩
者
興
建
時
間
差
不
多
，
以
四
百
八
十
公
尺
的
長
庚
橋
為
例
，
吊
橋
和
水
泥
橋
兩
者
幾
乎
都

是
一
年
即
完
工
。

洪
柏
川
感
歎
，
也
就
是
因
吊
橋
興
建
困
難
，
現
今
的
年
輕
人
多
不
願
學
習
，
且
吊
橋
興
建
處
多
是
深

山
野
外
，

一
批
批
大
學
畢
業
生
對
快
失
傳
的
吊
橋
設
計
也
無
心
研
究
與
學
習
，
多
委
託
外
面
的
顧
問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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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
安
市
橋
長
達
三

百
八
十
六
公
尺

，
是

大
甲
溪
現
存
最
長
的

吊
橋

。
它
的
功
能
漸

被
水
泥
橋
取
代
，
但

它
的
風
貌
卻
留
給
使

用
過
它
的

人
•..... 

長

長
的
回
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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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
關
用
橋
載
有
許
多
遊

客
的
回
憶

。

設
計
，
而
顧
問
公
司
對

此
也
不
甚
專
長

。

當
洪

柏
川
從
台
中
縣
政
府
退

休
後
，
縣
府
內
就
沒
有

吊
橋
設
計
的
人
才
了
。

儘
管
吊
橋
實
用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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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不
如
水
泥
橋
，
但
是

洪
柏
川
認
為
在
風
景
區

建
吊
橋
，
與
自
然
景
觀

和
諧
，
遊
客
也
有
興
趣
走
吊
橋
或
照
相
留
念

。

像
他
所
設
計
的
奧
萬
大
吊
橋
、
天
冷
吊
橋
、
谷
關
吊
橋
，

在
風
景
區
介
紹
中
都
曾
以
此
為
當
地
的
標
誌
'
甚
至
在
媒
體
廣
告
中
也
會
出
現
，
令
他
興
奮
不
已

。

他
利

用
退
休
後
的
空
閒
時
間
，
慢
慢
搜
集
過
去
所
興
建
吊
橋
的
資
料
，
也

一
一
重
遊
'
回
憶
當
初
興
建
時
的

艱

辛
。

隨
著
時
代
變
遷
，
大
甲
溪
吊
橋
多
為
水
泥
橋
所
取
代
，
或
是
保
留
吊
橋
，
在
吊
橋

一
旁
另
建
水
泥



橋
，
以
利
車
輛
通
行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
台
灣
發
生
九

一
二
百
年
大
地
震
，
東
勢
和
中
橫
山
區
橋
樑
交
通

嚴
重
毀
損
，
大
甲
溪
沿
線
的
吊
橋
倒
是
絲
毫
無
傷

。

中
橫
公
路
鬼
斧
神
工

沿
著
大
甲
溪
河
床
的
中
橫
公
路
，
連
接
花
蓮
和
台
中
縣
，
是
台
灣
東
西
部
第

一
條
打
通
的
經
脈
，
中

橫
的
開
發
是
台
灣
交
通
光
榮
的

一
段
歷
史
。

日
據
時
代
，
日
人
曾
經
修
築
台
中
到
屯
原

、

花
蓮
到
銅
門
路

段
，
曾
經
想
要
打
通
中
央

山
脈
，
後
來
評
估
沿
線
的
地
形
過
於
險
峻
，
遲
遲
未
付
諸
行
動

。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
國
民
政
府
根
據
日
本
人
探
勘
路
線
確
定
中
橫
公
路
主
線
，
由
於
所
經
過
的
都
是
屬
於

地
質
鬆
軟
敏
感

地
帶
，
因
此
無
法
以
大
型
機
具
開
挖
，
主
要
靠

一
斧

一
鑿
開
闢
出
來
，
四

十
九
年
正
式
通
車
，
時
人
譽
中

橫
公
路
是
人
定
勝
天
的
工
程
奇
蹟

。

中
橫
完
全
是
榮
民
弟
兄
以
血
和
汗
開
挖
的

一
條
公
路
，
大
部
分
路
段
幾
乎
都
是
在
險
峻
的
高
山
深

谷
、

懸
崖
峭
壁
上
以
土
法
煉
鋼

一
鍾

一
鑿
打
造
出
來
，
當
時
擔
任
退
輔
會
主
委
的
蔣
經
國
，
曾
經
進
入
山

區
廿

一
次
，
親
身
體
驗
中
橫
開
鑿
挖
路
的
困
難
度

。

有
幾
個
經
國
先
生
故
事
，
還
在
開
路
的
榮
民
弟
兄
之
間
流
傳

。

當
時
擔
任
公
路
局
副
局
長
的
林
則
彬

回
憶
，
未
開
發
的
山
區
相
當
危
險
，
逢
山
爬
山
，
遇
水
涉
水
，
碰
到
河
流
伐
木
架
橋
，
有
山
崩

、

地
震
、

毒
蛇
和
螞
捏
威
脅
，
探
勘
之
旅
充
滿
挑
戰

。

有
一
次
，
經
國
先
生
同
中
部
橫
貫
公
路
複
勘
隊
進
入
中
央
山

喝喝I 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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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
，
不
巧
缺
水
，
附
近
只
找
到

一
處
水
塘
，
但
是
水
塘
內
漂
滿
紅
色
的
蟲
子
，
沒
有
人
敢
喝
，
經
國
先
生

就
拿
起
紗
布
將
蟲
子
過
濾
'
煮
沸
後
，
和
大
家
一
起
喝
水

。

還
有

一
次
發
生
在
四
十
七
年
，
道
路
施
工
期
間
，
當
時
宜
蘭
支
線
有

一
處

一
千
二
百
人
的
軍
事
犯
在

~ 

現
場
工
作
，
由
於
開
路
工
程
拖
久
，

工
作
艱
辛
，
這
些

人
工
作
意
願
相
當
低

、
情
緒
不
穩
定
。

當
經
國
先

生
到
達
工
地
時
，
四
周
還
有
機
關
槍
戒
備
，
他
立
即
撤
掉
機
關
槍
，
和
軍
事
犯

一
起
席
地
用
餐
，
鼓
勵
犯

人
在
此
開
路
就
是
重
新
再
來
，
只
要
肯
改
過
，
日
後
會
成

為
有
用
之
人
，
許
多
人
犯
都
當
場
落
淚
，
氣
氛

相
當
感
人
，
而
夜
宿

工
地
的
經
驗
也
讓
經
國
先
生
印
象
深
刻
，
還

寫
成

一
篇
文
章
，
題
目
是

〈
投
宿
在

一

個
不
知
名
的
地
方

〉
。

在
中
橫
施
工
期
間
，
還
遇
到
四
十
六
年

二
月
廿
四
日
花
蓮
五
級
強
震
，
工
人
傷
亡
廿
多
人
，
工
程

一

度
停
擺
。

同
年
十
月
廿
日
東
段
溪
畔
和
大
北
投
兩

工
段
發
生
大
量
明
方

，
損
失
相
當
大
。

四
十
六
年
佛
尼

琴
颱
風
、
卡
鬥
颱
風
都
造
成
東
部
路
基
嚴
重
明
方
，
四
十
七
年
溫
妮
颱
風
梨
山
有
廿
位
工
人
傷
亡
，
四
十

八
年
瓊
安
颱
風
和
露
依
絲
颱
風
則
使
工
程
損
失
上
千
萬
元

。

與
天
拚
搏
與
地
事
路

中
橫
公
路
的
開
闊
，
完
全
是
與
大
自
然
搏
鬥
、
與
天
相
爭
，
走
過

一
千
三
百
九
十
三
個
艱
苦
日
子
，

耗
資
四
億
三
千
萬
元
，
終
於
在
四
十
九
年
通
車
成
功
，
成
就
交
通
史
上
不
朽
的
詩
篇
，
不
幸
因
公
殉
職
者



達
三
百

一
十
二
人
，
受
傷
者
達
七
百
零

二
人
，
公
路
局
在
立
霧
溪
建
長
春
祠
，
紀
念
這
些
開
路
英
魂
，
以

生
命
換
取
道
路
開
通

。

中
橫
公
路
東
段
為
大
理
石
岩
，
形
成
懸
崖
峭
壁
如
國
畫
潑
墨
的
景
觀
，
太
魯
閣
、
燕
子
口
、
九
曲

洞
、
天
祥
都
是
以
景
色
優
美
的
高
山
和
峽
谷
著
名

。

東
段
高
低
海
拔
相
差

三
千
七
百
公
尺
，
加
上
東
北
氣

流
豐
沛
的
水
氣
，
孕
育
豐
富
的
自
然
景
觀

。

中
橫
西
段
則
是
以
石
黑
片
岩
、
片
狀
砂
岩
為
主
，
西
段
的
谷
關
得
天
獨
厚
地
底

冒
出

溫
泉
，
成
為
觀

光
景
點
。

梨
山
特
殊
的
天
然
環
境
，
更
是
台
灣
唯

一
溫
帶
水
果
和
高
冷
蔬
菜
產
地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的
九

二
一
地
震
，
中
橫
公
路

問
道
路
開
方
嚴
重
，
屬
於
大

III 
脈

的
青
綠
山
林
，
變
成
光
禿
禿

一
片
。

中
橫
公
路
有
八
十
五
處
路
基
缺
口
、
路
基
流
失
八
處
、
路
面
擠
壓
龜

裂
下
陷
約

一
百
處
，
明
方
約

一
百
五
十
處
，
土
石
量
約

一
百

一
十
九
萬
立
方
公
尺
以
上
，
在

地
震
夜
有
卅

多
人
死
於
中
橫
公
路
上
。

曾
經
勘
查
中
橫
公
路
震
災
的
公
路
局
工
程
師
張
錦
峰
表
示
，
綜
觀
世
界
各
地
大
地
震
的
交
通
紀
錄
，

不
曾
見
過
像
中
橫
如
此
的
毀
損
慘
況
，
這
段
慘
痛
的
災
情
紀
錄
，
將
為
台
灣
往
後
各
項
高
山
道
路
是
否
闢

建
，
提
供
嚴
肅
的
反
省
和
改
進
機
會

。

有
人
將
中
橫
搶
修
視
為
薛
西
弗
斯
的
神
話
，
「
神
祇
們
處
罰
薛
西
弗
斯
，
叫
他
不
停
地
把

塊
巨
石

推
上
山
頂
去
，
由
於
它
本
身
的
重

量
，
巨
石
又
從
山
頂
上
滾
下
來
，
他
們
是
有

一
些
理
由
認
為
，
沒
有
更

..... 13 3 

3

械
貫
東
西
的
命

線

v 



•• 
太
耶
淺
帶
電
奔
流

v 

可
怕
的
處
罰
比
得
過
從
事
徒
勞
無
功
和
毫
無
希
望
的
工
作

..

..

.. 

T

地
震
將
中
橫
人
定
勝
天
的
神
話
打

破
，
也
應
重
新
審
視
道
路
搶
修
的
意
義

。

.. 

封
山
復
育

起

九
三
一
地
震
後
，
公
路
局
規
畫
復
建
經
費
高
達
五
十

一
億
元
，
但
是
八
十
九
年
五

一
七
地
震
時
，
公

路
局
谷
關
工
務
段
員
工

一
死

一
傷
，
地
震
的
傷
痛

雪
上
加
霜
，
九

一
二
地
震
後
進
行
四
個
月
的
搶
修
進

度
，
在
五

一
七
地
震
中
歸
零
重
來
，
工
程
人
員
也
開
始
懷
疑
中
橫
搶
修
的
意
義
，
立
委
馮
定
國
更
質
疑
，

公
路
局
簡
直
是
將
搶
修
的
經
費
丟
在
水
裡
'
看
不
到
成
效
，
社
會
大
眾
應
思
索
這
條
敏
感
的
公
路
復
修
的

意
義
，
台
中
縣
長
廖
永
來
此
時
提
出
封
山
，
選
擇
以
另

一
種
修
復
的
方
式
，
面
對
中
橫
山
林
的
未
來

。

九
二
一
地
震
不
是
中
橫
公
路
受
創
最
嚴
重
的

一
次
，
中
橫
公
路
曾
經
數
次
因
颱
風
侵
襲
而
明
方
，
但

是
當
時
正
是
台
灣
經
濟
繁
榮
時
期
，
梨
山
的
溫
帶
水
果
帶
給
梨
山
富
麗
的
景
象
，
中
橫
仍
是
國
內
熱
門
的

觀
光
路
線
，
公
路
局
都
是
極
力
搶
修
恢
復
暢
通

。

然
而
台
灣
過
度
使
用
中
橫
的
自
然
資
源
後
，
在
生
態
保

育
觀
念
興
起
的
西
元

二
千
年
，
這
次
中
橫
是
否
修
復
，
出
現
了
其
他
的
聲
音

。

廖
永
來
認
為
，
中
橫
封
山
具
有
重
新
與
大
自
然
修
好
的
迫
切
性
，
德
國
社
會
學
家
烏

﹒

貝
克
提
出
風

險
社
會
學
概
念
，
在
人
類
過
度
使
用
自
然
資
源
後
，
風
險
終
於
會
重
新
分
配
到
人
類
的
生
活
中

。

從
公
路

局
花
費
五
十
億
元
修
復
經
費
，
卻
仍
無
法
確
定
是
否
可
以
根
治
中
橫
的
明
方
問
題
，
證
明
應
該
還
給
中
橫



山
林
休
養
生
息
的
時
間
和
空
間

。

中
橫
封
山
不
是
頭

一
遭
，
台
灣
在
口
蹄
疫
期
間
，
國
家
公
園
也
曾
封
山
過
，
禁
止
登
山
客
進
入
高

山
。

國
外
進
行
封
山
常
常
是
在
雪
季
封
山
，
或
是
在
野
生
動
物
繁
殖
期
，
以
封
山
禁
止
遊
客
進
入
山
林
，

以
免
干
擾
動
物

。

雪
霸
國
家
公
圍
管
理
處
秘
書
吳
祥
堅
認
為
，
中
橫
封
山
必
須
從
國
土
利
用
和
規
畫
來
審
慎
評
估
，
中

橫
屬
於
地
質
脆
弱
區
，
每
年
都
會
明
方
，
地
震
發
生
後
，
短
期
的
種
樹
已
經
效
果
不
彰
，
必
須
長
期
休
養

一
段
時
間
，
讓
山
林
有
喘
息
的
機
會
，
半
年
後
草
會
慢
慢
長
出
，
中
橫
公
路
的
修
復
必
須
在
安
全
考
量

下
，
從
長
計
議
，
不
要
在
居
民
的
壓
力
下
，
急
於
通
車

。

廖
永
來
封
山
論
提
出
後
，
引
發
和
平
鄉
居
民
相
當
大
反
彈

。

台
中
縣
原
住
民
縣
議
員
林
榮
進
指
出
，

中
橫
公
路
路
基
還
在
，
沿
線
都
還
有
居
民
和
果
園
，

一
旦
封
山
，
居
民
生
計
和
進
出
如
何
解
決
?
廖
永
來

不
該
白
認
為
比
上
帝
還
偉
大
，
提
出
封
山
神
話

。

林
榮
進
認
為
，
封
山
絕
對
不
可
能
解
決
水
源
、
水
質
和

生
態
自
然
破
壞
的
問
題

。

事
實
上
，

地
震
後
，
中
橫
卅
五
公
里
進
行
交
通
管
制
，
只
有
台
電
和
公
路
局
工
作
人
員
才
可
以
進

入
，
青
山
上
線
和
下
線
幾
乎
沒
有
住
戶
和
果
園
，
全
面
封
山
，
影
響
最
大
的
是
台
電
工
作
人
員
和
谷
關
及

梨
山
的
觀
光
事
業

。

中
橫
公
路
卅
七
公
里
處
有
上
谷
關
發
電
廠
，
青
山
下
線
還
有
青
山
電
廠
和
谷
關
壩
，
台
電
的
工
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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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在
地
震
後
，
以
徒
步
或
是
搭
直
昇
機
上
班

。

儘
管
大
甲
溪
電
廠
朝
向
無
人
電
廠
經
營
，
大
甲
溪
發
電
廠

廠
長
連
日
聞
自
明
指
出
，
無
人
電
廠
只
是
目
標
，
電
廠
仍
須
留
下
看
守
水
門
的
值
班
人
昌
(
'
電
廠
和
水
壩
的
工

作
人
員
絕
對
不
可
能
全
部
撤
離

。

封
山
後
，
青
山
電
廠
和
谷
關
壩
的
台
電
工
作
人
員
別
無
選
擇
，
只
有
搭

.. 

乘
直
昇
機
上
班

。

和
平
鄉
鄉
民
代
表
同
時
為
牧
師
身
分
的
王
忠
信
表
示
，
封
山
後
，
從
台
中
開
車
到
梨
山
將
花
費
六
小

時
以
上
，
許
多
梨
山
居
民

一
想
到
開
車
下
山
，
壓
力
都
相
當
大
，
如
果
中
橫
不
搶
通
，
影
響
梨
山
四
千
多

人
進
出
，
當
地
的
旅
遊
業
根
本
沒
有
機
會
復
甦

。

谷
關
和
梨
山
地
區
觀
光
業
者
對
於
封
山
說
法
無
不
跳
腳
，
地
震
後
，
中
橫
公
路
居
民
和
觀
光
產
業
嚴

重
受
挫
，
在
政
府
搶
修
中
，
漸
漸
恢
復
元
氣

。

封
山
論
的
提
出
，
無
疑
是
扼
殺
谷
關
地
區
再
生
希
望

。

雖

然
封
山
不
會
封
閉
東
勢
通
往
谷
關
地
區
的
道
路
，
但
是
谷
關
飯
店
業
者
認
為
，
許
多
觀
光
客
將
谷
關
當
作

上
梨
山
的
休
憩
點
，

一
旦
封
山
，
到
梨
山
觀
光
客
減
少
，
谷
關
飯
店
業
者
也
難
以
生
存
，
九

一
三
地
震

後
，
谷
關
觀
光
事
業
蕭
條
，
已
經
有
不
少
飯
店
想
要
轉
型
或
是
出
售
，
當
地
觀
光
業
過
到
難
以
突
破
的
瓶

頸
。

原
本
是
青
山
綠
水
的
青
山
上
線
和
下
線
，
經
過
九

二
一
和
五

一
七
的
二
次
地
震
，
柔
腸
寸
斷
，
還
造

成
許
多
的
冤
魂

。

封
山
是
文
明
和
原
始
的
重
新
思
考
點
，
也
是
人
與
自
然
尋
求
共
存
的
契
機
，
唯
仍
需
考

量
住
民
的
經
濟
和
交
通
動
脈
的
基
本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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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貫
東

西
的
命
脈

居
民
交
通
亟
待
解
決

封
山
後
，
為
了
重
振
梨
山
的
觀
光
事
業
和
恢
復
交

通
動
脈
路
線
，
台
中
縣
政
府
在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起
，
以

包
車
方
式
，
向
豐
原
客
運
租
用
專
車
，
每
天
六
班
次
行

駛
台
中
到
梨
山
路
段
，
只
要
是
到
站
和
起
站
站
梨
山
，

車
費
全
免
。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的
第

一
天
，
在
涼
爽
的
清
晨
，
豐

原
客
運
展
開
地
震
後
的
梨
山
破
冰
之
行
，
車
上
乘
客
近

卅
人
，
多
數
是
梨
山
居
民
，
夾
雜
零
星
的
觀
光
客
，
在

初
夏
的
朝
陽
中
，
乘
客
興
奮
地
搭
乘
免
費
專
車
到
梨

山
。

這
趟
梨
山
專
車
和
豐
原
客
運

地
震
前
駛
往
梨

山
的

班
車
，
路
線
全
部
變
更
，
從
台
中
|
東
勢

|

天
冷
埔

里
|

霧
社
合
歡
山
大
禹
嶺
|
梨
山
，
全
程

一
百
九

血
，
開
發
過
建
又
受
風
川
叫
吭
吭
壞
的

梨
，
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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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公
里
，
車
程
約
六
小
時
，
南
投
客
運
埔
旦
站
作
為
中
途
站
，
到
翠
峰
時
，
因
為
道
路
縮
成
四
公
尺
寬
，

大
型
巴
士
轉
為
中
型
巴
士
，
座
位
減
少

一
半
。

住
在
環
山
部
落
的
詹
碧
雲
帶
著
大
嫂
、
娃
女

一
起
搭
乘
梨
山
專
車
，
她
說
，
她
的
孫
子
在
台
中
唸

書
，
必
須
往
來
台
中
和
梨
山
，
在
豐
原
停
駛
梨
山
期
間
，
梨
山
居
民
都
是
以
包
車
方
式
，
搭
乘
台
汽
小
巴

士
從
北
部
繞
到
台
中
，
一
趟
車
費
為
六
百
元
，
車
程
為
九
小
時
，
相
當
辛
苦
。

住
在
梨
山
的
八
十
歲
老
榮
民
涂
應
光
，
每
個
月

一
定
要
到
台
中
榮
總
醫
院
拿
藥
，
前
陣
子
到
台
中
拿

藥
，
都
要
花
費
兩
天
時
間
往
返
，
讓
年
紀
大
的
他
覺
得
相
當
折
磨
，

一
聽
到
台
中
縣
開
出
梨
山
專
車
，
他

趕
緊
搶
第

一
天
從
台
中
搭
乘
回
梨
山

。

還
有
乘
客
是
專
程
搭
免
費
梨
山
專
車
遊
玩
，

一
位
張
姓
媽
媽
帶
著
小
孩
上
梨
山
，
是
車
上
唯

一
的
小

孩
。

張
姓
媽
媽
說
，
梨
山
風
景
漂
亮
，
目
前
正
值
水
蜜
桃
採
收
，
她
想
帶
小
孩
上
山
看
看
，
順
便
探
勘
路

線
，
下
回
帶
朋
友
再
上
梨
山

。

駕
駛
梨
山
專
車
的
司
機
也
是
經
過
甄
選
，
必
須
熟
悉
山
區
道
路
和
品
性
良
好
，
因
為
必
須
在
梨
山
過

夜
。

第
一
班
專
車
的
司
機
徐
國
梁
說
，
這
段
路
程
最
驚
險
的
路
段
是
人
止
閱
，
下
雨
就

會
擔
心
土
石
流
，

另
外
翠
峰
到
合
歡
山
是
高
難
度
路
段
，
十
五
公
里
需
要

一
小
時
車
程
。

台
中
往
梨
山
這
條
交
通
幹
道
，
可
以
看
盡
中
橫
觀
光
和
水
果
產
業
的
興
衰
史
，
五
十
到
六
十
年
間
此

路
線
遊
客
和
居
民
往
來
中
橫
落
絡
繹
於
途
，
可
稱
為
繁
華
時
期

。

在
溫
帶
水
果
價
格
下
滑
、
梨
山
過
度
開

138 ..... 



發
、
地
震
摧
殘
青
山
上
下
線
，
來
往
的
車
輛
大
幅
減
少
，
中
橫
從
此
進
入
沒
落
期
，
要
重
振
昔
日
風
光
，

還
要
經
過

一
番
努
力
。

台
灣
省
政
府
在
民
國
七
十
年
成

立
梨
山
風
景
區
管
理
所
時
，
正
是
梨
山
風
光
時
期
，
故
總
統
蔣
經
國

稱
讚
「
梨
山
風
景
甲
台
灣
」
。

當
時
暑
假
期
間
，
台
中
到
梨
山
的
台
汽
客
運
是
熱
門
路
線
，
大
學
生
以
上
梨

山
採
收
溫
帶
水
果
打
工
為
榮
，
觀
光
客
到
梨
山
住
宿
和
吃
溫
帶
水
果
，
致
富
的
原
住
民
果
農
在
台
中
市
購

買
房
屋
，
開
著
B
E
N
Z

的
豪
華
轎
車
馳
騁
在
中
橫
公
路
上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時
，
台
汽
客
運
因
為
台
中
到
梨
山
路
線
連
年
虧
本
，
放
棄
路
權
不
再
行
駛
，
由
豐
原

客
運
取
代
台
汽
客
運
接
掌
此
路
線

。
豐
原
客
運
和
花
蓮
客
運
以
對
開
方
式
，
運
輸
梨
山
到
台
中
的
觀
光

客
，
平
時

一
班
車
內
乘
客
都
不
到
十
人

。

九
三
一
地
震
後
，
中
橫
青
山
上

、
下
線
嚴
重
明
方
，
無
法
通
行
，
豐
原
客
運
停
駛
九
個
月

。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台
中
縣
長
廖
永
來
到
梨
山
與
居
民
座
談
時
，
即
開
出
免
費
專
車
支
票
給
梨
山
居
民

。

豐
原
客
運
以

向
南
投
客
運
協
商
借
道
捕
霧
公
路
方
式
開
往
梨
山
，
七
月

一
日
重
新
開
出
梨
山
專
車
，

一
天
開
三
班
車
，

同
時
恢
復
梨
山
往
武
陵
農
場
、
華
崗
、
環
山
部
落
路
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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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溪
創
造
許
多
旅
遊
景
點
，
從

二
千
公
尺
高
海
拔
的
武
陵
、
梨

山
，
到
以
溫
泉
水
質
好
而
聞
名

.J 

:l J 

遊
山
玩
水
動
靜
皆
宜

中
橫
公
路
的
開
闊
，
為
大

的
谷
關
，
八
十
年
代
以
後
新
開

發
的
谷
關
大
道
院
，
真
有
冒

險
性
的
馬
陵
溫
泉
，
接
近
平

地
的
東
勢
林
場
、
舊
東
豐

鐵
道
改
成
的
綠
色
走
廊
單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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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

夏
季
是
水
蜜
桃
採
收
期
，
樹
上
果
實
累
累
，
空
氣
中
飄
散
濃
郁
的
果
香
，
隨
著
山
風
飄
散
，
遊
客
可

以
感
受
到
炎
夏
的
武
陵
別
有

一
番
風
味
。

... 

秋
天
的
武
陵
，
蘋
果
豐
碩
、
楓
樹
嫣
紅
，
櫻
花
鉤
吻
桂
正
在
繁
衍
，
生
態
環
境
走
入
生
命
的
極
端
，

呈
現
大
自
然
中
最
璀
璟
的

一
面
，
景
觀
更
多
樣
和
豐
富

。

秋
行
武
陵
，
可
賞
楓
、
看
櫻
花
鉤
吻
鞋
、
吃
富

士
蘋
果
。

九
、
十
月
中
旬
進
入
櫻
花
鉤
吻
蛙
的
產
卵
季
節
，
桂
魚
因
為
覓
食
和
交
配
活
動
力
強
，
溪
畔
可
以
輕

易
看
到
桂
魚
的
蹤
影
，
遊
客
可
以
在

三
、
四
號
攔
砂
壩
以
上
的
深
潭
尋
找
桂
魚

。

兆
豐
橋
和
武
陵
吊
橋
下

方
，
可
以
偶
見

一
群
群
桂
魚
聚
集
的
景
象

。

十

一
月
楓
紅
將
武
陵
山
區
點
綴
格
外
美
麗
，
遊
客
中
心
後
方
和
對
岸
武
佐
野
群
山
稜
線
上
，
可
以
欣

觀
的
楓
樹
，
林
間
小
木
屋
和
農
場
行
政
中
心
也
有
幾
株
楓
樹

。

武
陵
有

一
處
雪
山
登
山
步
道
的
登
山
口
，
攀
登

雪
山
都
從
此
處
進
入
，
規
畫

三
天
兩
夜
的
行
程
。

第

一
天
為
武
陵
農
場

登
山
口

七
卡
山
莊

雪
山
東
峰
|

三
六
九
山
莊
。

第
二
天
為

三
六
九
山
莊
|

雪
山

主
峰
|
翠
池
|
三
六
九
山
莊
。
第

三
天
為
三
六
九
山
莊

雪
山
東
峰
|

七
卡
山
莊
|

武
陵
農
場
。

攀
登
雪
山
是
相
當
大
眾
化
的
登
山
路
線
，
雪
山
高
度
為

三
千
八
百
八
十
六
公
尺
，
為
台
灣
次
高
峰
，

泰
雅
族
稱
雪
山
為
岩
石
的
裂
穴

。

山
步
道
可
沿
線
欣
賞

雪
山
山
頭
的
魁
偉
秀
麗
，
黑
森
林
樹
蔭
濃
密
，

翠
池
終
年
清
澈
不
枯
的
水
，
池
旁
玉
山
圓
柏
倒
影
翠
池

。



武
陵
四
秀
則
是
難
度
較
高
的
登
山
路
線
，
西
向

池
有
山
、
品
田
山
，
東
往
桃
山
、
喀
拉
業
山
，
沿
著

防
火
線
直
攻
山
頂

。

九
二
一
地
震
後
，
武
陵
對
外
道
路
只
有
中
橫
中

斷
受
到
影
響
，
武
陵
農
場
多
為
北
部
遊
客
，
台
中
到

武
陵
將
近
七
小
時
，
遊
客
可
以
安
排

三
天
兩
夜
的
行

程
，
第

一
天
在
南
投
縣
風
景
區
住
宿

一
夜
，
再
繼
續

上
武
陵
住
宿
。

致
美
不
勝
收

朝
起
雲
霧
問

夕
臥
繁
星
天

耳
溝
松
風
曲

目
染
桃
花
顏

四
十
九
年
中
橫
公
路
開
通
後
，
海
拔

二
千
公
尺

。
梨
山
茶
園

z
d
檳
貫
東
西
的
命
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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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
福
壽
山

農
場
上
的
天
池
雪
景
。

..... 

的
梨
山
發
展
成
為
高
山
小
鎮
，
可
通
台
中
、
花
蓮
、

宜
蘭
的
三
叉
口
，
溫
帶
水
果
和
觀
光
產
業
帶
來
當
地

的
富
庶
和
繁
榮
，
果
園
和
旅
館
也
導
致
當
地
的
過
度

開
發
，
梨
山
落
得
只
剩
下
「
美
人
遲
暮

」
的
美
景
。

梨
山
的
美
需
要
遠
眺
，

雪
山
、
南
湖
大
山
環

E
繞
，
清
晨
時
，
梨
山
雲
霧
氫
氫
，
如
夢

似
幻
，
早
起

，f
往
梨
山
賓
館
後
山

一
條
步
道
拾
階
而
上
，
是

一
條
絕

望
佳
的
賞
鳥
步
道
，
沿
路
都
是
原
始
森
林
，
是
梨
山
通

車
往
福

壽
山
開
發
的
新
道
路
，
上
山
約
四
十
分
鐘
，
梨

山
風
景
區
管
理
所
正
在
進
行
步
道
的
生
態
資
源

計亡
生主

。

梨
山
每
年
七
月
會
舉
辦
高
山
馬
拉
松
賽
，
已
經

成
為
當
地
的
嘉
年
華
會
般
熱
鬧

。

平
時
遊
客
對
於
路

跑
有
興
趣
者
，
可
以
治
梨
山
賓
館
跑
到
福

壽
山
農

場
、
天
池

、

華
崗
，
從
華
崗
折
回
賓
館
，
全
程
四
十



二
公
里
，
是
專
業
路
跑
選
手
的
路
線
，
從
海
拔

一
千
八
百
公
尺
跑
到

二
千
五
百
公
尺
，
落
差
有
七
百
公

尺
，
空
氣
稀
薄
和
爬
坡
，
保
證
跑

一
圈
，
可
以
領
略
高
山
路
跑
的
筒
中
滋
味
，
並
且
盡
賞
梨
山
的
美
景

。

梨
山
的
溫
帶
水
果
、

高
山
茶

、

高
山
蔬
菜
都
是
旅
遊
之
外
值
得
採
購
的
特
產
，
在
當
地
品
嚐
新
鮮
剛

上
市
的
蔬
果
和
茶
葉
，
風
味
絕
佳

。

梨
山
高
山
茶
耐
泡
、
不
澀
，
採
茶
在
五
月
到
十
月
，
高
山
蔬
菜
只
有

在
冬
天
停
種
，
六

、
七
月
生
產
水
蜜
桃

、
加
州
李
，
八

、
九
月
是
世
紀
梨
，
九
月
到
十

一
月
則
盛
產
蘋

果
。

梨
山
觀
賞
星
空
最
美
的
地
方
在
福
壽
山
農
場
，
農
場
還
有

一
棵
特
殊
的
蘋
果
樹
，
同
時
結
出
卅
多
種

不
同
品
種
的
果
實
，
號
稱
蘋
果
王

。

台
北
市
天
文
俱
樂
部
連
續
數
年
在
福
壽
山
農
場
舉
辦
星
宴
活
動
，
認
為
福
壽
山
農
場
最
接
近
天
際

、

視
野
開
闊
、
無
光
害
的
最
佳
觀
星
點

。

農
場
正
在
規
畫
的
直
昇
機
停
機
坪
草
地
上
，
即
可
仰
望
天
際
，
夏

夜
的
星
空
牛
郎
織
女
相
遙
望
，
乳
白
銀
河
掛
天
際
，
天
蠍
大
鉤
南
北
掛
'
藍
寶
紅
寶
遍
地
灑

。

福
壽
山
農
場
是
中
橫
公
路
溫
帶
水
果
和
高
山
茶
葉
的
發
源
地
，
所
有
農
業
技
術
都
是
從
福
壽
山
農
場

往
梨
山
推
廣
。

八
十
四
年
開
始
舉
辦
蘋
果
樹
認
養
活
動
，
希
望
將
觀
光
和
農
業
結
合
，
遊
客
可
以
認
養
梨

和
蘋
果
樹
，
梨
每
株
四
千
元
，
蘋
果
樹
每
株

三
千
元
，
認
養
人
不
需
種
植
果
樹
，
即
可
享
受
採
果
之
樂
和

住
宿
的
優
待
。

福
壽
山
農
場
風
景
優
美
，
場
部
旁
邊
有
鴛
鴦
湖
，
上
行
六
公
里
有
天
池
，
天
池
聚
集
天
地
靈
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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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
池
水
終
年
不
枯
'
可
遠
眺
合
歡
山
、
雪
山
、
武
陵
四
秀
，
是
觀
賞
日
出
和
雲
海
最
佳
地
點
，
故
總
統

蔣
中
正
在
天
池
旁
的
達
觀
亭
別
館
，
已
經
開
放
給
遊
客
參
觀

。

近
年
來
，
部
分
宗
教
人
士
更
視
天
池
為
聖

地
，
可
以
直
通
天
聽
，
常
常
在
此
膜
拜

。

~ 

馬
陵
溫
泉
野
溪
風
昧

九
二
一
地
震
前
，
馬
陵
溫
泉
是
中
橫
熱
門
的
景
點
，
尤
其
是
週
六
，
許
多
社
團
進
入
溫
泉
區
，
晚
上

還
停
留
該
區
露
營
。

馬
陵
溫
泉
迷
人
的
地
方
在
於
未
經
開
發
，
保
有
自
然
原
貌
，
男
有

一
種
旅
遊
的
挑
戰

性
和
趣
味
。

馬
陵
溫
泉
位
於
中
橫
四
十

三
公
里
處
，
馬
陵
派
出
所
正
下
方
，
從
中
橫
爬
下
溪
谷
有

一
小
時
路
程
。

該
溫
泉
原
本
是
熱
門
的
釣
場
，
因
為
八
十
八
年
是
溫
泉
年
，
加
上
各
種
媒
體
報
導
，
讓
馬
陵
溫
泉
成
為
眾

所
皆
知
的
旅
遊
景
點
，
來
自
全
省
的
遊
客
選
擇
週
休

二
日
湧
入
該
溫
泉
區
，
將
壩
新
亭
停
滿
車
輛
，
停
車

場
空
間
不
夠
，
還
停
放
在
中
橫
路
邊
，
綿
延
數
百
公
尺

。

進
入
該
溫
泉
區
需
要
辦
理
甲
種
入
山
證
'
攜
帶
公
司
發
文

、

名
冊
、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證
影
本
、
身
分

證
影
本
，
警
方
發
現
社
團
安
排
馬
陵
溫
泉
旅
遊
'
多
數
知
道
辦
理
入
山
證
'
少
數
闇
家
遊
玩
的
散
客
興
沖

沖
前
來
，
不
知
道
需
要
辦
理
甲
種
入
山
證
'
被
警
方
擋
駕

。

有
些
遊
客
刻
意
逃
避
警
方
盤
查
入
山
證
'
偷

偷
到
溫
泉
區
遊
玩
，
但
警
方
在
下
午
四
點
開
始
站
崗
，
未
辦
入
山
證
的
回
程
遊
客
只
好
乖
乖
受
罰

三
百



一兀
。

馬
陵
溫
泉
吸
引
人
的
地
方
在
於
野
趣
，
溫
泉
場
地
相
當
大
，
完
全
是
自
然
形
成
，
在
大
甲
溪

左
方
的

溫
泉
是
黃
色
，
右
方
則
是
白
色
，
當
遊
客
橫
跨
溪
水
，
忽
冷
忽
熱
，
彷
彿
在
戶
外
洗

三
溫
暖
。

遊
客
到
馬

陵
洗
溫
泉
，
男
生
就
地
更
衣
，
女
生
則
穿
著
雨
衣
躲
在
大
石
頭
後
方
換
泳
衣
，
上
廁
所
也
是
找
隱
密
處
解

決
，
假
日
人
多
，
換
衣
服
和
上
廁
所
都
是

一
大
問
題
。

馬
陵
溫
泉
成
為
熱
門
風
景
區
不
到

一
年
，
八
十
八
年
地
震
後
，
道
路
中
斷
，
馬
陵
溫
泉
是
否
能
繼
續

成
為
熱
門
景
點
，
須
等
中
橫
搶
通
才
知

。

谷
關
溫
泉
天
皇
享
受

谷
關
地
區
可
泡
溫
泉
，
吃
鱗
魚
，
遊
覽
龍
谷
天
然
遊
樂
園
，
還
有
十
七
家
溫
泉
旅
館
和
飯
店
，
雖
然

名
為
溫
泉
鄉
，
但
是
絕
無
色
情
污
染
，
其
中
橫
遊
客
必
停
留
之
地

。

谷
關
溫
泉
已
經
有
百
年
歷
史
，
水
質
相
當
好
，
可
飲
、
可
浴
，
知
名
度
卻
有
待
宣
傳

。

谷
關
溫
泉
在

一
九
O
七
年
發
現
，
日
據
時
代
，
由
於
水
質
相
當
好
，
因
此
稱
為
「
明
治
溫
泉

」
'
代
表
該
溫
泉
水
準
足
以

給
明
治
天
皇
使
用
，
台
灣
各
地
溫
泉
都
是
以
地
名
命
名
，
只
有
谷
關
地
區
以
明
治
命
名
，
意
義
和
價
值
深

遠
。

但
是
明
治
初
期
，
谷
關
並
未
闊
建
溫
泉
浴
室
，
只
有
露
天
供
當
地
人
浸
泡
，

一
直
到
明
治
十
六
年
，

谷
關
才
設
立
溫
泉
浴
場
，
在
中
橫
公
路
完
工
後
，
谷
關
溫
泉
才
開
始
聞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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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關
溫
泉
還
有
生
男
湯
美
名
，
傳
說
明
治
尚
未
當
天
皇
時
，
偕
同
妻
子
到
台
灣
的
谷
關
共
浴
溫
泉
，

.... 

一
舉
得
男
，
谷
關
生
男
湯
因
此
得
名

。

谷
關
溫
泉
發
源
地
在
舊
吊
橋
下
方
和
河
道
上
游
，
水
質
屬
於
弱
鹼
性
碳
酸
泉
，
無
色

、
無
味
，
溫
度

為
四
十
八
度
，
適
合
胃
腸
病

、
關
節
炎
、

香
港
腳

、
皮
膚
病
人
長
期
浸
泡
養
病
，
當

地
水
質
酸
鹼
度
為
七

點
六
，
可
以
飲
用
和
泡
茶
，
不
過
，
當
地
業
者
多
數
開
發
溫
泉
泡
湯
，
溫
泉
泡
茶
、
煮
咖
啡
尚
有
開
發
潛

力
。

谷
關
地
區
經
營
專
門
泡
湯
店
的
業
者
胡
順
德
表
示
，
泡
湯
有
訣
竅
，
會
泡
湯
者
可
以
變
得
美
麗

、
年

輕
、
健
康
，
但
是
不
會
泡
湯
者
則
容
易
疲
倦
和
感
冒

。

他
強
調
泡
湯
需
要
冷
熱
湯
交
換
，
而
且
褪
去
泳
衣

泡
湯
才
能
真
正
達
到
泡
湯
的
效
果

。

胡
順
德
建
議
泡
湯
者
先
洗
淨
身
體
，
進
入
熱
湯
，
從
微
溫
往
熱
水
處
浸
泡
，
出
汗
後
換
到
冷
湯
，
泡

到
身
體
受
不
了
，
坐
在
石
頭
上
休
息

三
到
五
分
鐘
，
身
體
毛
細
孔
會
蒸
發
油
垢
，
雖
然
坐
在
戶
外
，
但
不

覺
得
冷
。

如
此
重
複
熱
、
冷
湯
浸
泡
，
活
絡
筋
骨
，
當
晚
可
以

一
覺
到
天
明
。

泡
湯
會
流
失
水
分
，
因

此
要

一
邊
補
充
開
水
，

一
邊
泡
湯
，

一
星
期
可
以
選
擇
泡

二
次
湯
，

一
次
泡

湯
時
間
不
拘
'
依
個
人
體
質
而
定

。

胡
順
德
表
示
，
正
規
的
泡
湯
都
只
有
冷

、
熱
湯
，
不
需
要
其
他
三
溫

暖
的
設
備
，
有
些
不
懂
泡
湯
者
，
喜
歡
將
泡
湯
當
作
游
泳
，
冷
、
熱
湯
跳
來
跳
去
，
身
體
忽
冷
忽
熱
，
山

區
涼
風

一
吹
則
容
易
感
冒
，
這
些
都
不
是
行
家
所
為

。



谷

地
區
因
為
地
震
影
響
，
通
往
梨
山
道
路
封

閉
，
遊
客
到
此
只
能
泡
湯
、
住
旅
館
，
缺
乏
動
線
的

旅
遊
活
動
，
當
地
業
者

為
求
蕭
條
的
觀
光
景
氣
回

春
，
遊
客
回
籠
，
積
極
配
合
政
府
的
「
促
銷

」
動

作
，
目
前
已
見
泡
湯
的
人
潮

。

谷
關
飯
店
業
者
為
了
重
振
觀
光
熱
潮
，
製
造
商

機
，
還
和
松
鶴
部
落
的
古
拉
斯
部
落
體
能
休
閒
訓
練

營
合
作

，

由
訓
練
營
的
教
官
帶
領
遊
客
學
做

「
泰

山
行
參
與
山
訓
活
動
、

烹
煮
泰
雅
原
昧
的
食
物
、
在

大
甲
溪
上
進
行
浮
板
衝
浪
活
動
，
這
些
活
動
可
單

點
、
整
套
行
程
，
甚
至
可
以
由
遊
客
自
行
設
計

。

遊
客
可
以
選
擇
訓
練
營
的
單
項
或
是

二
天
一

夜
、

三
天
二

夜
活
動
，
也
可
以
指
定
旅
遊
行
程
，
如

攀
爬
唐
馬
丹
古
道
可
以
看
到
原
始
林
道
和
獵
徑
、
山

幟

。
古
斯
拉
部
落

山

訓
活

動
為
谷
關
觀
光
起
死

回

生
的
藥
方
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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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
的
腳
印
等
，
也
可
額
外
請
教
官
帶
訓
練
營
，

訓
練
管
安
排
活
動
包
括
中
橫
產
業
教
學
:
遊
覽
香
菇
農
場
、
養
鱗
場
、
五
葉
松
繁
殖
場
;
部
落
巡
禮

則
可
看
到
日
本
武
警
所
舊
址
、
德
英
蘭
舊
址
、
學
校
新
舊
址
、
松
鶴
老
吊
橋
等
;
山
訓
體
能
活
動
，
安
排

在
訓
練
營
內
部
，
操
作
單
索
垂
降
、
雙
索
、
三
索
橫
度
、
叢
林
漆
彈

。

大
甲
溪
水
之
旅
則
在
松
鶴
附
近
的

不
一
樣
的
山
區
旅
遊

。

.. 

河
床
玩
浮
板
衝
浪
、
學
習
原
住
民
夜
間
捕
魚
等
活
動

。

經
營
訓
練
營
的
張
仁
忠
表
示
，
教
官
都
是
山
難
救
助
隊
隊
員
和
梅
花
總
隊
隊
員
，
對
於
山
訓
安
全
都

相
當
重
視
，
活
動
選
在
野
外
進
行
，
讓
遊
客
體
會
到
大
甲
溪
人
文
、
河
川
、
山
林
沒
有
經
過
包
裝
和
修
飾

之
美
。

八
仙
山
清
泉
森
林
浴

到
八
仙
山
森
林
遊
樂
區
就
是
要
登
山
和
欣
賞
台
灣
兩
大
名
泉

水
或
是
清
泉
濯
足
，
體
會
親
水
樂
趣

。

十
文
溪
和
佳
保
溪
，
暸
飲
清
涼
泉

八
仙
山
森
林
遊
樂
區
為
早
期
八
仙
山
林
場
佳
保
台
分
場
舊
址
，
從
中
橫
公
路
卅

三
公
里
處
右
轉
篤
銘

橋
轉
入
林
道
約
四
點
五
公
里
，
為
森
林
浴
、
賞
鳥
、
裝
泉
水
的
最
佳
地
點

。

八
仙
山
規
畫
三
條
森
林
步
道
，
清
晨
在
步
道
漫
步
，
神
清
氣
爽

。

第
一
條
為
新
山
登
山
步
道
，
全
長

七
公
里
，
新
山
海
拔
為

二
千

一
百
公
尺
，
為
早
期
八
仙
山
林
場
時
代
最
大
的
土
場
，
有
國
小
分
校
、
招
待



研
川
、
神
盯
入
A

r
仁
，

立
動
，
而
'

，

'
沿
路
交
錯
人
造
林
和
天
然
林
，
林
相
整
齊

。

第
二
條
為
八
仙
山
登
山
步
道
，
全
長
八
公
且
，
可
以
直
達
八
仙
山

主
峰
。

第
三
條
為
森
林
浴
步
道
，

只
有
五
千

二
百
公
尺
，
經
過
孟
宗
竹
林

、
神
社
遺
址
、
靜
海
寺
、
兩
溪
合
流
處
等
。

八
仙
山
屬
於
高
山
河
谷
，
從
篤
銘
橋
駛
入
的
林
道
內
出
現
數
十
公
尺
的
峭
壁
，
登
上
新
山
或
是
八
仙

山
，
北
可
望
谷
關
和
中
橫
公
路
，
西
眺
台
中
盆
地
，
東
望
中
央
山
脈
，
南
面
可
看
見
埔
旦
和
日
月
潭
，
視

野
遼
闊
，
遊
樂
區
內
絕
少
光
害
，
也
是
觀
星
的
好
地
方

。

八
仙
山
遊
樂
區
鳥
額
有
六
十
四
種
，
其
中
留
鳥
五
十
九
種
，
候
鳥
五
種
，
八
仙
山
擁
有
翠
巒
和
乾
淨

的
水
質
，
欣
賞
輕
躍
樹
梢
的
鳥
類
和
在
溪
畔
徘
徊
的
小
精
靈
，
莫
不
興
起
恬
適
之
感

。

當
地
溪
潤
的
小
精
靈
常
見
者
有
翠
鳥
、
鉛
色
水
輯
、
小
剪
尾
、
紫
嘯
鴉

。

其
他
山
林
樹
梢
間
鳥
類
有

紅
嘴
黑
鴨
、
白
環
鸚
嘴
鴨
、
赤
腹
山
雀
、
小
捲
尾
、
紅
山
椒
鳥
、
樹
鵲
、
冠
羽
畫
眉
、
台
灣
藍
鵲
、
白
耳

畫
眉

、
繡
眼
畫
眉
、

五
色
鳥
、

鳳
頭
蒼
鷹
。

八
仙
山
森
林
遊
樂
區
有
十
文
溪
和
佳
保
溪
貫
穿
，
水
質
良
好
，
不
受
污
染
，
彎
曲
的
河
道
和
溪
床
石

頭
，
造
成
激
流
和
瀑
布
，
尤
其
十
文
溪
有

一
座
人
工
攔
砂
壩
，
瀑
布
飛
泉
，

一
瀉
千
里
。

八
仙
山
山
莊
所

提
供
的
水
都
是
十
文
溪
和
佳
保
溪
的
山
泉
水
，
沁
涼
甜

美
，
泡
茶
或
是
煮
咖
啡
格
外
好
喝

。

許
多
遊
客
都

會
在
遊
樂
區
拘
水
而
飲
，
或
是
在
篤
銘
橋
附
近
裝
山
泉
水
回
家
享
受

。

八
仙
山
森
林
遊
樂
區
因
為

地
震
和
豪
雨
造
成
林
道
明
方
而
關
閉
，
東
勢
林
管
處
進
行
林
道
搶
修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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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預
計
九
十
年
間
開
放

。

伽伽

谷

大
道
院
香
火
鼎
盛

谷
關
大
道
院
位
於
中
橫
公
路
廿
五
公
里
附
近
，
以
廟
堂
氣
勢
宏
偉
和
神
像
高
聳
為
特
色
，
位
於
中
橫

風
景
區
附
近
，
吸
引
遊
客
和
善
男
信
女
前
往
膜
拜
，
香
火
鼎
盛
。

谷
關
大
道
院
為
前
光
男
集
團
董
事
長
日
光
男
父
親
羅
日
昌
所
興
建
，
六
十
七
年
動
土
，
七
十

一
年
神

像
安
座
敢
用
，
當
時
光
男
企
業
正
蒸
蒸
日
上

。

大
道
院
信
奉
瑤
池
金
母
為
主
，
廟
堂
宏
偉
、
神
像
高
大
都
相
當
罕
見
，
該
道
院
有

三
座
道
場
，
正
殿

為
無
極
大
寶
殿
，
寬

一
百
零
八
台
尺

，
深
七
十
二
台
尺
，
門
高
卅

二
台
尺
，
神
像
高
廿
八
台
尺

。

右
殿
為
凌
霄
大
寶
殿
，
供
奉
金
闕
玉
皇
大
天
尊
，
高
十
六
台
尺
，
左
殿
為
紫
微
大
寶
殿
，
供
奉
北
極

紫
微
大
帝
，
高
十
六
台
尺

。

大
道
院
位
於
中
橫
公
路
上
，
周
六
晚
上
人
聲
沸
騰
，
可
容
納

三
百
多
名
香
客
住
宿

，

平
時
提
供
素
食

自
助
餐
，
團
體
香
客
必
須
事
先
預
約
餐
點

。

谷
關
大
道
院
每
年
農
曆
八
月
八
日
的
蝠
桃
盛
會
，
是
大
道
院

的

一
大
盛
事
，
儀
式
完
全
按
照
古
禮

三
獻
禮
進
行
，
還
有
百
人
國
樂
隊
演
奏

。

谷
關
大
道
院
內
並
無
出
家
人
長
住
，
屬
於

一
貫
道
廟
宇

，
香
客
自
行
參
拜
或
是
持
香
祭
拜
皆
可
，
五

教
歸
元
，
對
於
任
何
宗
教
並
不
排
斥

。



八
十
三
年
八
月
八
日
道
格
颱
風
，
左
後
方
山
壁
掉
落
一
顆
巨
石
，
道
院
並
無
任
何
損
失
，
視
為
奇

蹟
'
於
是
將
巨
石
供
奉
，
成
為
大
道
院
景
觀
之

一
。
殿
前
有
許
願
池
，
池
中

三
龍
吐
出
清
泉
，
據
說
虔
誠

祈
求
還
能
如
願
'
遊
客
不
妨
嘗
試

。

東
勢
林
場
螢
火
飛
舞

東
勢
林
場
面
積
有

二
百
多
公
頃
，
森
林
植
物
種
類
多
樣
，
山
巒
疊
翠
，
林
木
依
照
時
序
展
現
不
同
風

貌
，
春
天
杉
木
新
綠
，
欣
欣
向
榮
，

山
林
一
片
粉
綠
。

五
月
時
，
油
桐
花
開
，
宛
如
下
雪

。

秋
天
油
桐
葉

片
變
為
黃
色
，
山
林
楓
紅

。

冬
季
則
是
落
葉
蕭
瑟
之
美

。

東
勢
林
場
距
離
東
勢
鎮
只
有
八
公
里
，
算
是
大
台
中
地
區
的
近
郊
，
林
場
內
四
季
花
海
繽
紛
，
因
此

有
「
中
部
陽
明
山
」
之
稱

。

春
天
百
花
齊
放
，
櫻
花
、
梨
花

、

李
花
、

桃
花
、

杏
花
、

杜
鵑
花
相
繼
閒

放
，
夏
天
油
桐
花
開
，
彷
彿
從
樹
梢
撒
雪
，
紫
薇
花

、

香
港
櫻
花
、

野
生
牡
丹
花
爭
奇
鬥
艷

。

秋
天
花
朵

回
歸
樸
實
，
但
是
楓
紅
片
片
，
別
是

一
番
情
境
。

冬
天
梅
林
花
海
，
遊
客
可
以
在
梅
樹
下
散
步
、
野
餐
、

品
茗
、
談
心
，
體
會
「
梅
樹
晴
香
浮
影
動
」
的
詩
意
，
紅
色
櫻
花
點
點
，
和
白
色
梅
花
朵
朵
，
紅
白
相
映

成
趣
。除

了
林
相
和
花
海
之
外
，
東
勢
林
場
也
復
育
螢
火
蟲
有
成
，
東
勢
林
場
的
螢
火
蟲
主
要
是
黑
翅
螢
和

端
黑
螢
兩
種
，
每
年
的

三
月
到
五
月
可
以
看
見
螢
火
蟲
'
尤
其
四
月
春
假
時
出
現
最
多
，
六
月
後
螢
火
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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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失
，
等
到
七
、
八
月
夜
晚
又
有
男
批
螢
火
蟲
出
現

。

沿
著
林
場
地
面
螢
光
路
線
前
進
，
走
到
四
角
林
溪
邊
的
觀
螢
台
，
溪
邊
會
出
現
十
幾
萬
隻
的
螢
火

蟲
'
閃
閃
發
光
，
站
在
山
腰
俯
橄
溪
畔
螢
火
蟲
'
婉
蜓
的
溪
邊
都
是
發
光
螢
火
蟲
'
澄
黃
和
藍
色
光
點
此

.... 

起
彼
落
，
直
與
夏
夜
天
上
的
銀
河
媲
美

。

東
勢
林
場
自
然
復
育
螢
火
蟲
從
八
十

三
年
開
始
，
到
了
八
十
九
年
，
才
見
到
復
育
的
成
果

。

林
場
原

本
只
有
上
千
隻
螢
火
蟲
'
經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教
授
陳
昭
仁
和
台
大
教
授
楊
平
世
指
導
自
然
復
育
繁
衍
法
，

到
八
十
九
年
四
月
估
算
已
經
有
十
萬
隻
螢
火
蟲
'
隨
後
更
出
現
百
萬
隻
螢
火
蟲
的
壯
觀
場
面

。

所
謂
的
自
然
復
育
法
，
主
要
是
改
善
螢
火
蟲
的
棲
地
，
沒
有
光
害
和
農
藥
污
染
，
也
不
能
有
人
為
開

發
。

東
勢
林
場
選
定
兩
處
作
為
自
然
復
育
場
所
，
種
植
甘
藹
葉
，
夏
天
鋪
稻
草
，
製
造
腐
草
爛
木
環
境
，

就
會
有
扁
蝸
牛
和
蚯
蚓
出
現
，
這
兩
種
生
物
剛
好
就
是
螢
火
蟲
幼
蟲
的
食
物

。

東
勢
林
場
認
為
，
螢
火
蟲
自
然
繁
殖
的
數
量
就
相
當
驚
人
，

一
次
可
以
產
出
五
、
六
百
個
卵
，
不
需

要
人
工
再
進
行
交
配
工
作

。

不
過
，
東
勢
林
場
仍
營
造
一
處
室
內
復
育
場
地
，
以
復
育
水
生
螢
火
蟲
為

主
，
目
前
已
經
完
成
螢
火
蟲
棲
地
的
布
置
，
正
在
養
殖
幼
蟲
'
未
來
白
天
將
室
內
燈
光
打
暗
，
成
蟲
錯
以

為
是
黑
夜
，
在
白
天
會
發
光
求
偶
，
讓
遊
客
在
白
天
也
可
以
欣
賞
到
螢
火
蟲

。

過
去
，
螢
火
蟲
被
認
為
是
不
好
的
昆
蟲
'
老

一
輩
的
人
認
為
螢
火
蟲
是
從
腐
草
或
竹
根
變
出
來
的
，

還
有
墳
墓
邊
也
會
出
現
螢
火
蟲
'
老
人
家
也
以
為
是
死
人
的
指
甲
變
出
來
的

。

不
過
，
今
天
的
螢
火
蟲
卻



成
為
生
態
保
育
成
功
的
指
標
昆
蟲
'
東
勢
林
場
更
以
螢
火
蟲
為

宣
傳
噱
頭
，
許
多
遊
樂
區
的
人
工
表
演
有

看
膩
的

一
天

，
而
天
然
復
育
的
螢
火
蟲
讓
遊
客
百
看
不
厭
，
許
多
遊
客
在
春
假
都
是
晚
上
才
湧
入
林
場

，

就
為
了

一
睹
螢
火
蟲
滿
天
飛
舞
的
奇
景
。

觀
賞
螢
火
蟲
也
可
以
看
到
螢
火
蟲
有
趣
的
交
配
過
程
，
螢
火
蟲
是

一
夜
情
和

一
妻
多
夫
制
的
昆
蟲
，

如
果
遊
客
用
手
電
筒
照
射
，
也
算
是
對
於
螢
火
蟲
的

「
性
騷
擾
」
'
會
打
斷
螢
火
蟲
打
情
罵
俏
的
戀
愛
過

程

螢
火
蟲
夜
晚
發
光
其
實
是

一
種
溝
通
方
式
，
不
同
種
類
的
螢
火
蟲
發
光
的
顏
色
和
頻
率
都
不
相
同
，

林
場
都
安
排
晚
上
七
點
和
八
點
兩
梯
次

賞
螢
'
因
為
螢
火
蟲
談
情
說
愛
的
時
間
大
約
只
有
兩
小
時
，
九
點

之
後
成
對
者
就
送
入
洞
房
，
躲
在
草
叢
堆
辦
事
，
遊
客
再
也

看
不
到
發
光
的
螢
火
蟲
。

通
常
都
是
一
群
雄
的
螢
火
蟲
圍
繞
一
隻
雌
性
螢
火
蟲
'
雄
螢
火
蟲
必
須
不
斷
飛
舞
和
發
光
，
雌
的
螢

火
蟲
不
喜
歡
飛
，
就
躲
在
草
叢
堆
選
擇
另

一
半
。

交
配
結
束
後
，
雄
性
螢
火
蟲
在
二
天
後
就
會
死
亡
，

雌

性
螢
火
蟲
還
可
以
再
活
十
天
，
再
挑
選
其
他
伴
侶
交
配
，

一
隻
雌
的
螢
火
蟲
肚
子
內
有
幾
十
粒
，
甚
至

五
、
六
百
粒
的
卵

。

如
果
遊
客
使
用
手
電
筒
照
射
，
就
會
對
螢
火
蟲
求
偶
造
成
騷
擾
，
交
配
過
程
和
發
光
溝
通
過
程
形
成

障
礙
，
頻
率
都
會
受
到
改
變

。

因
此
，
東
勢
林
場
都
要
求
遊
客
手
電
筒
必
須
套
上
紅
色
玻
璃
紙
，
不
要
影

響
螢
火
蟲
談
情
說
愛
的
「
光
」
調

。

叫‘
157 

3

橫
貫
東
西
的
命
脈

v 



v 

大
叫
小
說
帶電奔
流

158 

螢
火
蟲
成
蟲
發
光
階
段
只
有

二
到
三
星
期
，
產
下
的
卵
竟
然
也
會
發
光
，

牠
的
卵
過
冬
，
等
到
春
天

孵
化
成
為
幼
蟲
'
螢
火
蟲
幼
蟲
雖
然
小
，
但
是
覓
食
相
當
凶
悍
，
以
大
頓
和
消
化
劑
吸
食
扁
蝸
牛
和
蚯

蚓
'
連
同
種
螢
火
蟲
的
幼
蟲
也
會
吞
食

。

螢
火
蟲
曾
經
嘗
試
吃
過
福
壽
螺
'
可
是
幼
蟲
會
被
福
壽
螺
的
殼

"枷

夾
死
。

螢
火
蟲
的
天
敵
就
是
蜘
蛛
和
人
為
的
破
壞
棲
地
。

東
勢
林
場
也
是
賞
鳥
的
好

地
方
，
賞
鳥
時
機
最
好
是
清
晨
，
在
木
屋
區
、
忘
憂
池
、
梅
林
內
、
森
林

浴
場
出
口
的
櫻
花
路
上
、
杜
鵑
茶
花
園
下
方
都
是
賞
鳥
區

。

東
勢
林
場
也
六
十
多
種
鳥
類
，
並
不
怕
人
，
遊
客
可
以
相
當
靠
近
賞
鳥
，
甚
至
不
用
望
遠
鏡

。

林
場

常
見
五
色
鳥
，
聲
音
像
在
敲
木
魚
，
喜
歡
在
枯
木
上
啄
洞
築
巢
，
畫
眉
科
鳥
類
則
多
半
在
草
叢
或
是
樹
枝

底
層
。

輯
科
鳥
類
數
量
多
，
聲
音
吵
雜
，
很
愛
吃
果
子

，

別
號
是
「
吵
鬧
的
食
客
」
。

綠
繡
眼
常
在
櫻
花
樹

上
，
喜
歡
吸
花
蜜
和
漿
果

。

竹
雞
警
覺
性
高
，
不
易
看
見
，
斑
頸
鳩
和
麻
雀
任
遊
客
在
廣
場
餵
食

。

地
震
後
，
東
勢
林
場
景
觀
並
無
改
變
，
甚
至
還
開
發
地
震
戶
外
教
室
，
進
入
示
範
森
林
浴
場
的
森
林

步
道
上
方
，
可
以
看
到
大
雪

山
延
伸
山
脈
走
山
情
形

。

綠
色
走
廊
單
車
攬
勝

綠
色
走
廊
，
已
經
成
為
山
線

地
區
新
的
遊
憩
地
點
，
迎

著
微
風
，
騎
著
單
車
「
馳
騁
」
綠
色
走
廊
，
可
以
飽
覽
大
甲
溪
壯
麗
風
光

、

聞
到
果
圍
的
果
香
和
欣
賞
地

台
中
縣
政
府
新
開
闢
的
自
行
車
專
用
道



震
斷
層
奇
觀
。

綠
色
走
廊
由
東
豐
廢
鐵
道
改
建
，
成
為
自
行
車
專
用
道
路
，
沿
途
進
行
綠
美
化
工
程
，
但
是
樹
木
尚

未
成
蔭
成
廊

。

綠
色
走
廊
與
大
甲
溪
平
行
，
東
方
是

雪
山
山
脈
聳
立
在
湛
藍
的
天
空
下
，
從
石
岡
水
壩
到

東
勢
舊
火
車
站
，
腳
踏
車
車
程
約
一
小
時

。

從
石
岡
到
東
勢
間
的
綠
色
走
廊
，
以
東
勢
鎮
路
況
較
好
，
靠
近
馨
園

一
村
附
近
還
有

一
座
紅
色
的
拱

橋
，
成
為
東
勢
鎮
新
地
標

。

接
近
大
甲
溪
河
床
有

一
處
山
洞
，
山
洞
位
於
台

三
線
下
，
可
作
為
休
息
站
，

暫
時
躲
避
夏
天
艷
陽

。

大
甲
溪
鐵
橋
因
為
地
震
造
成
橋
敬
受
損
，
通
行
仍
有
危
險
性
，
腳
踏
車
經
過
必
須

相
當
小
心
，
或
是
繞
台

三
線
而
行
。

石
岡
鄉
綠
色
走
廊
沿
路
景
色
相
當
豐
富
，
有
經
營
租
腳
踏
車
商
店
和
乳
羊
牧
場
，
沿
途
還
有
果
和

新
栽
樹
種
，
初
夏
的
果
園
散
發
淡
淡
的
柚
子
花
香
，
朴
子
口
到
埠
頭
段
種
植
許
多
鳳
凰
木
，
沿
途
種
植
楊

桃
、
柚
子
、
蓊
枝
等
果
樹
，
石
岡
水
壩
附
近
種
植
銀
樺
、
紫
艷
荊
為
主
，
舊
火
車
站
附
近

一
片
櫻
花
樹

林

石
岡
路
段
的
綠
色
走
廊
受
到
地
震
摧
毀
，
路
況
差
，
多
處
坎
呵
又
是
碎
石
，
必
須
牽
車
徒
步
而
行
，

靠
近
石
岡
水
壩
附
近
可
以
看
到

地
震
斷
層
經
過
、
單
車
道
路
和
未
拆
的
鐵
軌
高
低
落
差
景
觀
，
同
時
也
可

一
睹
石
岡
壩
間
門
受
損
的
地
震
奇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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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大
地
震
前
的
石
同
水
壩
原
貌

。

..... 

大
地

後
新
興

石
岡
水
壩
原
本
就
是
有
名
的
風
景
區
，

地
震
後
，
石
岡
水
壩
河
床
隆
起
，
左
側
間
門

移
位
，
遊
客
可
以
看
到
石
岡
壩
不

一
樣
的
景

觀
。

石
岡
鄉
街
道
內
舊
的
火
車
站
附
近
，
可

以
看
到
鐵
軌
因
為
地
面
隆
起
而
扭
曲
變
形
，

成
為
石
岡
街
上
新
的
地
震
景
觀

。

連
接
東
勢
鎮
埠
頭
里
和
豐
原
朴
子
的
埠

斷
成
三
截
，
橋
下
瀑
布
是
地

豐
大
橋
，

震
後
新
開
發
的
風
景
點
，
溪
水
水
量
充
沛
，

宛
如
瀑
布
，
相
當
壯
觀
。
遊
客
站
在
新
建
的

埠
豐
大
橋
上
即
可
飽
覽
瀑
布
奇
景
，
該
處
河

床
原
本
就
是
相
當
熱
門
的
釣
魚
地
點

。



伯
公
廟
姻
緣

地

石
岡
鄉
山
下
伯
公
廟
也
是
地
震
後
發
現
的
新
景
點
，
因
為
劉
家
伙
房
全
倒
，
而
揭
開
伙
房
後
方
伯
公

廟
的
神
秘
面
紗
，
附
近

一
直
保
持
原
始
林
狀
態
，
還
存
留

二
百
多
年
前
的
古
道
，
成
為
石
岡
鄉
唯

一
沒
有

開
發
的
處
女
地
，
終
年
氣
溫
維
持
十
七
度
，
可
看
到

一
千
二
百
公
尺
的
鳥
類
，
初
夏
的
晚
上
還
有
螢
火
蟲

飛
舞
，
成
為
低
海
拔
難
得

一
見
的
自
然
景
觀
。

山
下
伯
公
廟
(
土
地
公
廟
)
真
有

二
百
年
以
上
的
歷
史
，
位
於
石
岡
鄉
劉
家
舊
伙
房
後
方
，
與
劉
家

的
發
展
息
息
相
關
。

過
去
伯
公
廟
隱
藏
在
大
伙
房
後
方
山
路
，
具
有
神
秘
色
彩
，
少
為
外
人
所
知

。

伯
公
廟
在
下
午

一
點
後
，
轉
為
陰
涼
，
後
壁
的
山
坡
為
背
陽
的
陡
坡
，
都
是
劉
家
子
孫
共
有
土
地
，

未
經
開
發
，
山
坡
都
是
原
始
林
數
種
，
包
括
相
思
樹
、
楓
樹
等

。

山
下
伯
公
廟
旁
有

三
顆
大
樹
環
抱
，
包

括
樟
樹
、
械
木
、
山
棕
'

一
片
綠
蔭
盎
然
。

廟
前
為
八
寶
圳
，
有

一
處
深
水
潭
，
為
劉
家
小
孩
玩
水
之
處
，
水
氣
蒸
發
也
是
造
成
該
處
低
溫
的
因

素
。

由
於
當
地
沒
有
人
為
開
發
的
破
壞
，
又
鄰
近
水
邊
，
夏
天
伯
公
廟
晚
上
會
出
現
數
百
隻
螢
火
蟲
飛
舞

的
情
形
。

山
下
伯
公
廟
還
保
存

一
條
古
道
，
古
道
上
有

一
處
石
岡
僅
存
的
懦
米
橋
，
標
米
橋
因
為
地
震
震
毀
倒

在
橋
下
，
劉
家
後
代
想
盡
辦
法
要
保
存
精
米
拱
橋

。

通
往
新
社
七
分
的
古
道
竟
然
可
見

一
千
二
百
公
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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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增
游
帶
電
奔
流

鳥
類
，
是
石
岡
鄉
相
當
特
殊
的
生
態
自
然
區
域
，
賞
鳥
專
家
都
覺
得
低
海
拔
石
岡
可
以
看
到
這
些
鳥
類
，

相
當
不
可
思
議
。

伯
公
廟
還
擁
有
鴛
鴦

穴
絕
佳
的
風
水
，
據
當
地
民
眾
表
示
，
該
穴
位

左
方
有
間
工
廠
，
所
有
未
婚
男

子
到
工
廠
上
班
，
都
會
順
利
完
成
終
身
大
事
，
劉
家
子
孫
也
會
帶
男
、
女
朋
友
到
該
處
散
步
，
希
望
絕
佳

風
水
可
以
帶
來
好
姻
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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