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川
軍之
莫
說
，
心
慈
手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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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山
、
一
兩
地
狹
，
溪
流
數
量
雖
多
，
但
流
路
短
促
，
致
使
台
灣
沒
有
大
河。
然
而
，
國
際
風

雲
際
會
，
由
曾
文
溪
化
、
育
的
嘉
南
平
原
在
歷
史
長
河
中
，
卻
演
化
出
一
段
幾
乎
等
同
於
台
灣
移
民

開
發
的
歷
史
縮
影
。

地
質
學
者
說
地
形
是
地
質
學
的
最
後
一
個
章
節
，
一
條
河
川
由
它
的
縱
、
橫
斷
面
、
流
向
、

流
量
及
鄰
近
地
區
的
地
形
特
徵
'
部
份
或
完
整
的
記
載
它
成
長
或
者
回
春
的
軌
跡
，
順
應
千
百
萬

年
自
然
營
力
的
作
用
形
成
今
日
河
川
的
面
貌

。

河
川
涵
和
蘊
泰
，
潤
澤
草
木
、
化
育
物
種
，
先
住
民
敬
畏
自
然
，
順
應
大
地
四
時
節
奏
、
或

曰
球
或
漁
獵
，
數
千
年
鮮
少
變
化
，
在
抱
持
「
開
戶
口
四
百
年
」
史
觀
的
人
眼
，
中
，
先
住
氏
在
此
間

的
生
活
史
，
幾
千
幾
萬
年
都
失
去
時
間
的
意
義

。

不
管
三
國
東
吳
〈
臨
海
水
土
士
心
》
的
夷
州
、

〈
鴻
書
》
〈
流
求
國
傳
〉
，
或
明
朝
陳
第
的
《
束
香
記
》
指
的
是
不
是
台
灣
，
總
之
，
清
朝
以
前
台
灣

從
未
捲
入
大
陸
歷
史
，
中
原
帝
國
也
從
未
將
台

灣
納
入
與
圈

，
零
星
的
漢
人
活
動
沒
有
改
變
此
一

區
域
整
體
的
穩
定
平
衡
。



m

e
J人
溪
戀
戀
母
河

:
一-
r
f
r
k

…
午
一
仆
海
城

I
r
k-昕
一
弘
一
←
…
耐
心
一
叭
叭

川

是
時
堂
的
必
然
。

安
平
、
赤
炭
頓
時
洋
行
林
立
、
交
易
活
絡
，
每
年
數
十
萬
張
鹿
皮
的
輸
出

Y
A
7、u
;
c
h

…

人
難
以
想
像
。

前
此
無
文
字
的
先
住
氏
，
由
西
方
傳
教
士
學
得
羅
馬
拼
音
，
新
港
文
書
留
下
了
先

川

站
、
三位氏
、
持
人
、
漢
人
問
數
說
不
清
、
欲
理
還
亂
的
糾
葛
。
據
台
近
四
十
年
，
荷
蘭
人
以
古
、
又
字
詳

叮
叮
…
…
丸
"
叫
…

黨
記
載
的
文
書
，
也
為
原
來
無
史
的
台
灣
留
下
可
徵
的
信
史
。
鄭
成
功
、
高
舉
反
清
復
明
旗
號
令
啦
佇
立
荒
山

‘

原
軍
事
失
利
轉
進
來
台
，
是
先
住
氏
、
漢
人
勢
力
消
長
的
契
機
，
嘉
南
地
區
是
鄭
氏
王
朝
三
代
也

2
川

J
\會
川
…

翱
川
外
\
回

~
經
咯
的
主
要
地
區
，
從
此
以
漢
人
為
主
流
的
社
會
才
逐
漸
成
型
，
雖
然
有
清
一
代
仍
多
實
施J
f

…
ω

設
計
、
海
禁
書
唐
山
移
民
來
台
的
潮
流
前
波
後
浪
，
莫
可
抑
逞
，
從
聚
落
、
廟
堂
的
型
劍
、
分
佈
!
民心
川J
J
T
J
v
d
I
J

俗
、
、宗
教
科
儀
的
演
變
，
印
證
了
數
百
年
中
族
群
間
的
紛
爭
與
融
合
，
河
流
原
就
是
山
海
互
通

J互
h

、
濟
的
勝
帶
，
先
住
氏
與
唐
山
移
民
無
疑
的
是
經
由
河
流
沿
岸
的
社
經
活
動
加
速
山
海
不
同
類
型
文

-
M
V
t
u
J

化
闊
的
對
話
。

N

-
-
H
u台灣
地
處
海
洋
正
氣
候
之
亞
A
J
啊
，
雖
然
之
八
從
船
上
遠
觀
就
一
見
傾
心
，
齊
聆
讚
嘆
:

(
U
M
f

「
啊
，
美
麗
之
島
S
V
紗
帽
-
2
5
。
∞
仙
一
泣
，
瘴
為
蔓
延
，
起
居
險
惡
原
是
自
然
平
衡
的
法
則
，
唐
山
移了
z
)
1

民
強
渡
寰
宇
，
可

J

U
-
-
v



謂
一
寸
田
地
一
滴
血
汗

。
康
熙
雄
才
偉
略
奠
下
的
厚
實
基
礎
，
使
大
清
帝
國
得
以
在
世
界
近
代
不
安

的
潮
流
中
苟
鳴
，
邊
蔭
的
台

灣

，
漢
人
社
會
緩
慢
成
長
，
直
到
一
八
八
五
年
建
省
，
劉
銘
傳
擔
任
首

任
巡
撫
，
台
灣
才
有
機
會
與
現
代
化
接
軌
;
行
伍
出
身
、
少
了
士
大
夫
的
身
段
，
反
而
最
能
吸
收
近

代
知
識
、
落
實
力
行
;
劉
銘
傳
除
了
加
強
安
撫
教
化
先
住
氏
、
增
郡
縣
、
設
學
堂
，
尤
以
清
丈
土

地
、
整
頓
財
政
、
開
發
礦
產
、
發
展
交
通
政
績
最
著
，
允
為
台
灣
近
代
化
的
濫
觴
、
清
末
自
強
運
動

的
標
竿
。旋

繼
甲
午
戰
敗
，
清
廷
割
台
，
日
本
明
治
維
新
以
降
，
資
本
主
義
的
政
經
體
制
，
以
帝
國
主
義

、

J
形
式
向
東
南
亞
擴
張
，
台
灣
成
為
日
本
基
本
原
料
和
軍
需
工
業
的
供
應
地
，
米
糖
業
是
最
具
代
表
的

“
核
心
產
業
。

通
民
經
濟
的
基
礎
建
設
，
使
台
灣
的
現
代
化
在
教
育
、
地
政
、
升
政
、
交
通
、
農
工
產

業
、
經
建
等
各
方
面
成
果
卓
著
，
確
實
讓
已
形
塑
成
為
娃
民
地
性
格
的
台
灣
人
感
人
忿
不
已
，
也
為
爾

後
國
民
政
府
遷
台
的
經
建
施
政
與
土
地
改
革
奠
下
良
好
基
礎
;
然
而
建
民
化
過
程
，
壓
抑
在
地
文

化
，
對
實
存
或
心
靈
空
間
粗
暴
的
城
害
，
終
究
成
為
台
灣
人
難
以
撫
平
的
傷
痛
。

一
九
四
五
年
，
日
本
戰
敗
，
台
灣
脫
離
日
本
殖
民
地
經
濟
，
國
民
政
府
在
台
進
行
土
地
改
革
，

不
旋
鐘
大
陸
變
色
、
韓
戰
爆
發
，
台
灣
從
困
頓
中
經
歷
接
受
美
援
、
以
農
扶
工
、
廉
價
勞
工
的
加
工

出
口
到
資
本
密
集
、
科
技
掛
帥
的
園
區
工
業
，
由
他
農
為
主
的
農
業
經
濟
、
輕
工
業
、
石
化
工
業
到

傲
視
全
球
的
電
子
、
通
訊
產
業
，
人
人
沉
醉
在
富
裕
的
榮
景
，
「
台
灣
人
有
的
是
錢」
的
背
後
，
人

口
遠
離
鄉
村
向
都
市
集
中
，
當
局
對
土
地
政
策
的
輕
忽
與
放
縱
，
房
地
價
格
高
漲
，
可
能
的
樓
地
板

, 
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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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延
誤
戀
戀
母
河

面
積
就
是
土
地
價
值
的
指
標
，
即
使
沒
有
工
業
化
帶
來
的
環
境
污
染
問
題
，
人
與
土
地
的
疏
離
已

叭

隱
然
形
成
。

大
地
的
滋
養
、
涵
容
能
力
有
其
極
限
，
過
度
的
繁
衍
、
消
費
與
排
放
，
人
類
追
求
經
濟
持
續
、心

成
長
的
迷
忍
，
以
不
夠
完
美
的
科
技
，
急
功
近
利
達
成
產
業
目
標
，
其
後
遺
問
題
日
積
月
累
，
生

心

態
環
境
日
益
失
衡
、
永
無
寧
日
，
而
自
然
反
撲
只
是
警
訊
1
.

J
U
B

馬

達
娜
伊
谷
生
態
復
育
成
功
只
是
個
單
純
問
題
的
個
案
解
決
，
但
引
發
的
熱
烈
迴
響
，
足
以
讓
心

r

我
們
對
未
來
添
增
幾
分
希
望
，
自
然
的
召
喚
令
我
們
不
能
不
回
頭
省
思
，
生
態
環
境
保
育
必
須
是
扒
J
J
\…
州

全
面
、
、
水
績
的
思
惟
與
行
動
，
地
球
村
內
的
合
作
與
制
約
機
制
，
應
該
可
以
讓
我
們
重
新
檢
討
個
r

別
區
域
環
境
特
性
與
產
業
選
擇
的
關
聯
，
如
何
令
其
增
加
和
諧
、
減
少
衝
突
?

四
百
年
前
嘉
南
平
原
豐
草
沒
肩
、
萬
鹿
奔
騰
的
景
象
永
不
可
再
，
但
一
丘
一
盔
、
雞
犬
桑

戶
:
心
，r

麻
，
浴
乎
汁
，
風
乎
舞
季
，
詠
而
歸
的
詩
意
也
可
以
不
僅
僅
是
夢
影
和
願
景
。

長
河
溝
溝
不
捨
晝
夜
，
是
嗚
咽
?
是
讚
嘆
?
是
歡
喜
?
答
案
在
你
我
心
中
!

被
w
h
w
E
b
陷

:|i

h 

成
功
大
學
測
量
系
教
授
兼
系
主
任

台
南
市
文
化
資
產
保
護
協
會
理
事
長





。

(
右
)
在
河
床
濕
地
上
行
走
的
高
蹺

悅

。
(

。

(
上
)
在
台
南
縣
官
回
鄉
棲
息
繁
殖
的
水
維

邱
勤
庭
攝
)

(
王
徵
吉
攝
)



車
，(
右
)
成
群
的
紅
樹
林
幼
苗

，

在

濕
地
上
迎
風
開
展
的
模
樣
惹
人
憐

愛
。

(
邱
勤
庭
攝
)

車
，(
下
)
棲
息
曾
文
溪
口
的
黑
面
琵

鷺

已
成
為
國
際
聞
名
的
珍
稀
鳥
類
。

(
王
徵
古
攝
)



。

(
右
)
大
飽
崙
曾
文
溪
段
丘
地

，

荒
山
野
溪

，

水
灣
處
，
碧
水
微
風
不

動
，
風
景
殊
異
。
(
吳
茂
成
攝
)

。

(
左
)
曾
文

溪
流
經
大
抽
油
崙

一
帶
，

繞
了
好

幾
彎
。
(
吳
茂

成
攝
)

。

(
右
)
北
勢
洲
橋
下

的
曾
文
溪
河
谷
風
光

，

一
朧
一
朧
的
良
田
，
遍

布
河
邊
。
(
吳
茂
成
攝
)

。

(
左
頁
)
曲
溪
附
近

鄉
路
，

沿
著
曾
文
溪
段

丘
前
行
，

兩
旁
種
有
老

芒
果
樹

，

形
成
綠
色
隧

道
。
(
吳
茂
成
攝
)





。

(
左
)
景
致
怡
人
的
曾
文
水
庫
於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十
月
完
工
，
集
水
面
積

四
八
一
平
方
公
里
，
有
效
蓄
水
量
約
六
億
立
方
公
尺

，

為
台
灣
地
區
蓄
水
容

量
最
大
水
庫
。
(
成
功
大
學
水
利
系
提
供
)

。

(
下
)
山
上
淨
水
場
，
日
據
大
正
年
問
建
成
的
紅
磚
建
築
。
(
吳
茂
成
攝
)

。

(
下
左
)
曾
文
溪
下
游
接
近
出
海
口
，
主
流
深
槽
出
現
沙
洲
。
(
成
功

大
學
水
利
系
提
供
)

。

(
左
頁
上
)
南
化
水
庫
大
壩
與
溢
洪
堪
。
大
壩
結
構
為
中
央
心
層
分
區
滾

壓
土
石
壩

，

由
於
地
質
條
件
因
素
設
計
為
拱
形
，
是
一
少
見
之
例
子
(
台
灣

第
一
座
)
。
壩
頂
長
五

O
九
公
尺

，

壩
頂
寬
為
十
公
尺
，
壩
高
八
十
七

﹒
五

公
尺
。
(
成
功
大
學
水
利
系
提
供
)

。

(
左
一
只
中
)
鏡
面
水
庫
蓄
水
量
不
大
，
但
波
平
如
鏡
之
山
光
水
色
十
分
宜

人
。
(
邱
勤
庭
攝
)

。
(
左
頁
下
)
烏
山
頭
水
庫
溢
洪
方
式
採
用
自
然
溢
流
陡
槽
式
溢
洪
道
，
自

由
宣
洩
洪
水
，
最
大
溢
洪
量
每
秒
一
五

O
O
立
方
公
尺
。
(
成
功
大
學
水
剎

系
提
供
)





。

(
上
)

七
股
的
人

工
曬
鹽
即

將
畫
下
休

止
符
。

(
邱
勤
庭

攝
)

。

(
下
)

由
於
陳
水

扁
當
選
總

統
，

葫
蘆

埠
附
近
菱

角
田
成
為

熱
門
的
觀

光
產
業
。

(
吳
茂
成

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