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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涼
涼
水
聾
，
恰
如
哺
育
幼
兒
的
少
婦
，

大
雨
，
勾
起
少
女
時
的
激
情
，

蕭
瓏
漠
、
溫
汪
溪
、
灣
裡
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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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狂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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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鬢
紛
亂
，

河
水
改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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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大
河
定
情
福
地

抄，

山
高
水
長
，
台
灣
第
四
大
河

向
北
迴
歸
線
下
方
，
來
到
四
季
如
春
的
嘉
南
平
原

。

一
路
上
，
廣
納
阿
里
山
脈
間
山
林
水
氣
，
穿
山
越
谷
，
流
過
大
埔
橋
，

告
別
濃
濃
的
旅
途
，
蓄
積
成

曾
文
水
庫
，
再
吐
出
一
條
清
泉
，
傾
洩
到
玉
井
盆
地
，
從
南
方
低
處
西
轉
陵
谷
，
左
邊
右
旋
，
成
為
中
下

游
鄉
鎮

曾
文
溪
。

她
從
海
拔
二
千
六
百
零
九
公
尺
的

「
水
山
」
雲
間
，
流

大
內
、
山
上
、
宮
田
、
麻
豆
、
善
化
、
西
港
、
安
定
、
七
股
及
台
南
市
安
南
區
，
最
佳
的
天

然
邊
界
線
。

這
樣
一
條
綿
延

一
百
三
十
多
公
里
的
嘉
南
大
河
，
在
台
南
縣
境
內
，
從
幾
千
年
前
的

三
抱
竹
、
鳥
山

頭
先
住
民
文
化
遺
址
，
到

三
百
多
年
前
荷
蘭
、
漢
人
的
身
影
，
人
類
的
足
跡
可
說
是
綿
遠
流
長

。

前
台
南
縣
文
獻
委
員
吳
新
榮
氏
，
就
說
她
是
台
南
縣
古
文
明
之
河
。
在
這
古
文
明
流
域
，
自
然
的
景

觀
，
不
比
文
明
遜
色
;
溪
的
南
北
兩
側
，
分
別
是
新
化
、

嘉
義
丘
陵
，
上
游
在
阿
里
山
脈
間
，
層
階
地

形
，
急
漏
峽
谷
、
瀑
布
層
層
，
曾
文
水
庫
，
湖
光
山
色
，
青
潭
圳
聲
早
年
有
名

。

山
間
沖
積
平
原
|
|
玉
井
盆
地
，
曾
被
荷
蘭
人
譽
為

「
美
麗
豐
決
」
之
村
，
住
民
沿

著
曾
文
溪
出
入

盆
地
，
與
三
炭
、
頭
社
相
交
通
，
河
畔
邊
，
荒
冷
的
月
世
界
地

景
，
靜
靜
地
聆
聽
著
涼
涼
的
水
聲
，
偶
有

一
二
釣
客
、
雞
鳴
相
伴
;
過
此
之
後
，
橫
谷
西
流
，
兩
岸
形
成
滑
走
坡
面
、
段
丘
、
曲
流
等
地
形
，
風
光



山
洪
多
在
夏
秋
，
風
橫
雨
狂
，
溪
水
挾
著
大
量
泥

4 ‘ 

迷
人
。
下
游
部
分
，
沉
積
大
量
泥
砂
'
溪
埔
上
滿
眼
是

煎
米
、

瓜
果
。

蕭
瓏
溪
孕
士
股
瀉
湖

這
樣
的
一
條
河
川
，
歐
洲
人
所
繪
的
台
灣
古
地
圖

上
，
繪
記
為
月
三
的
門
切
O
C
一戶
口
哨
(
蕭
瓏
溪
)
，
荷
人
所
著

《
被
遺
誤
的
台
灣
》
與
台
南
縣
志
稿
則
有
另

一
記
載

N
。
2

月
三
。
片
，
為
「
砂
河
」
、

「
聖
河
」
之
意
。

「
河
」
總
是
令
人
感
到
壯
闊

。

但
是
台
灣
西
部
河
川

「
源
短
流
促
」
'
大
雨
一
來
，
山
洪
奔
至
，
沖
毀
堤
岸
，

冬
天
時
則
是
乾
洒
得
流
不
動
，
向
來
是
以
「
溪

」
相

不再A
V歷
史
記
載
曾
文
溪
數
度
改
道

，

使
得
水
畔
居
民
流
離
失
所
。
圖

為
大
飽
崙
曾
文
溪
段
丘
地

，

曾
文
溪
溪
谷
灣
潭

，

前
方
泛
谷
砂
石

遍
布
。
(
吳
茂
成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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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文
糢
戀
戀
母
河

f, 
、、-二~

可

砂
滾
滾
而
奔
，
河
川
襲
奪
，
中
下
游
頓
成
澤
圓
，
甚
至
將
海
洋
一
夕
間
變
為
膏
仔
埔

。

滄
海
桑
田
啊
!
老

天
爺
幫
台
灣
住
民
向
大
海
爭
得
這
片
田
園
。
今
天
的
七
股
瀉
湖
及
台
南
縣
西
半
部
肥
決
平
原
，
可
說
都
是

枷伽

她
的
產
物
。

山
洪
將
阿
里
山
脈
問
砂
碟
帶
到
河
口
，
不
斷
地
沉
積
，
直
到
十
七
世
紀
，
這
塊
沖
積
平
原
像
一
隻

腳
，
伸
入
海
中
，
分
隔
出
清
初
舊
誌
所
稱
的
「
倒
風
內
港
」
'
及
南
邊
的
台
江
內
海
。
由
曹
永
和
氏
所
撰
的

《
歐
洲
古
地
圖
上
之
台
灣
》
一
文
來
看
，
沖
積
平
原
上
西
北
演
海
之
處
有
麻
豆
社
，
東
邊
近
山
的
是
目
加
溜

灣
，
西
南
端
是
強
盛
的
蕭
瓏
社
，
蕭
瓏
溪
流
竄
其
問

。

麻
豆
社
曾
有
過
台
灣
的

「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
Y
A
O
∞
。
可O
S
E
E
)」
美
譽
。
西
元

三
八
五
七
年
，
荷
蘭

人
想
要
在
這
裡
設
置

一
所
專
科
學
校
，
培
養
麻
豆
、
蕭
瓏
、
目
加
溜
灣
等
社
平
埔
族
青
年
，
成
為
牧
師

。

他
們
認
為
「
麻
豆
社
，
猶
如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
ζ。
∞
。
可O
S
B
F
P
)處在
河
之
中
間
。

」

麻
豆
社
當
時
是
倒
風
內
港
的
漁
港
，
因
此
「
較
蕭
瓏
或
新
港
都
近
於
獵
區
，
故
易
得
新
鮮
鹿
肉
，
雖

然
魚
之
種
類
在
數
量
上
不
及
蕭
瓏
，
但
因
漁
戶
較
他
地
為
多
，
易
入
手
。
」
|
|
《
台
灣
之
過
去
與
未
來
》

至
於
蕭
瓏
溪

(
2三
月
∞

O
C
E
口
∞
)
似
乎
是
因
下
游
的
蕭
瓏
社
而
得
名
，
根
據
盧
嘉
興
所
撰
《
台
南

縣
古
地
名
考
Y

蕭
瓏
社
為
今
日
佳
里
，
溪
南
有
屬
社
歐
王
社
，
因
此
也
被
稱
為
歐
王
溪

。

洹
汪
溪
竹
林
蔭
民
居



摳
汪
溪
在
《
諸
羅
縣
士
心
》
有
載.. 

「麻
豆
、
之
南
為灣
裡
溪
，
發
源
於
憔
吧
吽
(
社
名
)
內
山
，...... 

合
卓
猴
山
之
流
於
石
仔
瀨
...... 

，
西
流
為

加
拔
溪
，
至
於
新
社
(
有
渡
，
名
番
仔
渡
)
。

南
合
烏
山
頭
之
水
流
，
過
赤
山
...... 

至
於
灣
裡

.
，
過
蘇
厝
甲.. 
. 

.. 

、
樣
仔
林...... 

、
蕭
瓏
(
社
名
，
有
渡
)
，
西
出
為
歐
王
溪
(
有
渡
，
溪
東
為
歐
王
社
，
溪
西
為
史
椰
甲
社
)

入
於
海
o

」

可
見
，
蕭
瓏
溪
流
到
了
清
康
熙
年
間
，
新
社
以
上
改
稱

為
加
拔
溪
，
以
南

日
灣
裡
溪
，
過
蕭
瓏
之

後
，
下
游
就
是
遍
汪
溪
了

。

遍
汪
溪
，
盧
嘉
興
氏
考
證
為
今
天
的
將
軍
溪
，
在
清
道
光

三
年
以
前
，
曾
文
溪
由
此
入
於
海

。

歐
王

社
舊
址
在
將
軍
鄉
湛

汪
番
仔
厝
'
此
地
也
曾
是
漢
人
傷
心
地

。
《
雅
堂
文
集
γ
記
載
，

「
郭
懷

一
謀
逐
荷

人
，
事
敗
，
華
人
多
戮
於
此

。

每
逢
陰
雨
，
鬼
聲
啾
啾
。

嗚
呼
!
此
則
漢
族
流
血
之
地
也
!
」

如
今
追
溯
這
條
溪
的
前
世
今
生
，
吾
人
尚
可
在
荷
人
所
寫
的
《
蕭
瓏
城
記
》

的
自

然
人
文
景
觀
。

當
時
河
口
寬
約

「
五
十
步
行
水
深
可
到
二
十
呎
以
下
，
但
因
潮
汐
沖
刷
作
用
，
處
處

李
旦
船
長
的
帶
領
下
，
輕
易
在
河
道
沙
洲
中
繞
行
。

一
文
當
中
，
讀
到
片
斷

可
見
沙
洲
。
荷
蘭
人
在
「
引
水
人
」

蕭
瓏
社
位
於
大
約
距
離
河
口
四
分
之
二
何
哩
遠
的
平
原
上
，
這
裡
河
畔
泊
澤
地
上
長
著
「
尖
銳
根
狀

物
」
'
應
該
是
國
寶
級
的

「
水
筆
仔
」
紅
樹
林
吧
，
退
潮
時
，
炎
熱
的
南
台
灣
太
陽
，
就
在
河
潰
上
蒸
曬
出

自
然
的
租
鹽
，
閃
閃
發
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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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旦
船
長

一
行
人
棄
舟
登
岸
之
後
，
沿
著
竹
林
「
街
道
」
拜
訪
蕭
瓏
人
，
走
在
街
道
上
非
常
蔭
涼
，

賞
心
悅
目
。
蕭
瓏
人
的
住
家
外
圍
，
也
都
是
圍
著
竹
籬
，
內
有
大
片
田
園
，
種
著
稻
米
、
椰
子
、
檸
檬
和

其
他
蔬
菜
，
幾
乎
每
戶
人
家
裡
都
有
一
口
水
井

。

這
些
住
家
疏
疏
落
落
散
布
在
平
原
上
，
走
在
竹
林
街

道
，
不
知
己
身
在
城
中
，
當

「
伊
呀
」
的
竹
聲
隨
風
響
起
，
就
知
道
前
方
有
人
家
了

。

蕭
瓏
人
在
街
道
旁
還
築
了
數
處
涼
亭
及
公
共
建
築
'
許
多
男
女
老
少
，
特
別
是
小
孩
子
，
常
在
那
裡

避
暑
、
遊
戲
聚
會
。

每
天
清
早
，
老
人
和
年
輕
人
們
便
會
到
廣
場
上
集
會
，
談
論
生
活
上
的
點
點
滴
滴
，

「
最
卑
微
的
人
和
最
尊
貴
的
人
都
有
同
等
的
選
擇
權

」
'
散
發
著
自
由
民
主
的
氣
息
。

不
過
，
這
樣
的
竹
蔭
深
遠
村
貌
，
在
日
本
人
來
了
之
後
，
竟
引
起

一
陣
殺
戮
。

吳
新
榮
氏
記
載
，
當

時
村
人
斬
竹
橫
路
，
以
避
日
軍
，
日
人
以
為
蕭
瓏
社
是
個
大
要
塞
，
展
開
大
屠
殺
，
「
竹
溝
變
成
血

池
」
'
附
近
村
人
駕
著
牛
車
前
來
收
屍
'
共
載
運
了
十
八
車
之
多
，
蕭
瓏
社
頓
成
死
城

。

這
樣
的
人
間
慘

事
、
哀
恨
，
即
使
是
源
遠
流
長
的
曾
文
溪
，
想
必
也
載
不
動
吧
!
而
這
些

「
竹
溝
」
到
了
日
治
大
正
九
年

左
右
，
經
首
任
北
門
郡
守
酒
井
正
之
大
刀
闊
斧
整
頓
，
填
溝
伐
竹
，
竹
林
也
就
消
失
在
街
道
的
兩
側

。

灣
裡
溪
水
波
平
如
鏡

竹
林
消
失
了
還
可
重
栽
'
流
水
逝
去
可
不
能
復
回
。
清
道
光
三
年
間
一
場
大
風
雨
，
歐
王
溪
斷
流
，

灣
裡
溪
改
道
，
從
蘇
厝
甲
衝
入
台
江
，
經
鹿
耳
門
礁
口
旁
入
海

。

妙，



道
光
九
年
(
西
元

一
八
二
九
年
之
東
搓
紀
略
》

紀
錄
了
這
場
翻
天
覆
地
的
一
幕

.. 

「
道
光
三
年
七
月
，
台

灣
大
風
雨
，
鹿
耳
門
，
內
海

沙
聽
長
，
變
為
陸
地
。
...•.. 

北
白
嘉
義
之
曾
文
，
南
至
郡

城
之
小
北
門
外
四
十
餘
里
，
東
至
洲
仔
尾
海
岸
，
西
至
鹿

耳
門
內
十
五
、
六
里
，
瀰
漫
浩
瀚
之
區
，
忽
已
水
酒
沙

一
口
向，
變
為
陸
埔
'
漸
有
民
人
搭
蓋
草
、
家
小
，
居
然
魚
、
市
。
自

埔
上
西
望
鹿
耳
門
，
不
過
咫
尺

。

」

滄
海
桑
田
，
在
這
裡
有
了
最
明
白
的
注
解

。

盧

嘉
興
氏
曾
踏
勘
遍
汪
溪
與
灣
裡
溪
這
段
分
手
的
遺

跡
，
大
約
是
自

「
樣
仔
林
至
麻
豆
、
佳
里
(
原
之

蕭
瓏
)
問
之
子
良
廟
段
舊
溪
床

。

」
至
於
「
西
港
北

邊
與
佳
里
南
方
及
後
營

一
帶
原
流
入
適
汪
溪
之
眾

水
，
另
集
成

一
道
，
經
蚓
西
港
沖
毀
自
洲
仔
尾
遷
安

。
劉
厝
開
基
祖
劉
登
魁
古
墳

，

位
在
地
下
十

二
呎
之
深
，
印

證
昔
日
曾
文
溪
氾
濫
、
滄
海
桑
田
的
變
化
。
(
吳
茂
成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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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日
文
漢
戀
戀
母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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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里
建
場
之
洲
南
鹽
場
場
地
，
即
今
七
股
鄉
鄉
公
所
南
邊
鹽
埋
地
與
頂
下
破
坪
間
入
海
，
現
名
為
七
股

..... 

溪
。
」鉗

西
港
就
是
今
天
的
含
西
港
，
南
有
劉
厝

。

劉
厝
閱
基
祖
劉
登
魁
生
於
崇
禎
己
卯
年
，
卒
於
康
熙
甲

午
年
，
神
主
牌
背
面
載
著
「
葬
在
台
灣
府
諸
羅
縣
安
定
里
西
保
含
西
港
」
。
最
近
後
代
子
孫
從
村
西
約
十
二

尺
深
的
地
下
挖
出
古
墳
，
更
加
證
明
這
一
帶
地
理
景
觀
改
變
之
大
。

而
灣
裡
溪
獨
自
西
流
之
後
，
則
又
開
做
了
下
游
另
一
片
三
角
洲
的
歷
史
，
西
港
、
學
甲
、
將
軍
等
北

岸
住
民
，
涉
溪
南
下
，
展
開
第
二
度
的
移
民
拓
墾
歷
程
。
灣
裡
溪
，
台
南
縣
志
稿
地
名
沿
革
說
「
灣
」
即

目
加
溜
灣
之
灣
，
「
裡
」
為
那
裡
之
意
。
溪
的
南
岸
平
原
上
有
一
條
熱
鬧
的
街
|
|
灣
裡
。

《
番
俗
六
考
》
記
載
.. 

「
目
加
溜
灣
一
名
灣
裡

o

」
《
台
灣
府
志
》
說
當
時
的
目
加
溜
灣
街
相
當
熱

鬧
，
到
了
《
續
修
台
灣
府
志
》
就
稱
為
「
灣
裡
街

」
了
。

「
灣
」
'
水
曲
也
。
顧
名
思
議
，
灣
裡
溪
彎
來
彎
去
，
遠
在
明
鄭
時
代
沈
光
文
先
生
就
在
此
處
設
塾
教

育
番
童
，
開
台
灣
教
育
先
河
，
據
近
人
洪
調
水
研
究
，
教
學
處
就
在
今
天
的
善
化
鎮
溪
尾
里
社
內
，
東
邊

有
一
條
社
內
溝
，
流
入
溪
裡
'
沈
光
文
曾
在
溪
畔
賞
月
，
慰
藉
鄉
愁
，
寫
下
「
望
月
家
千
里
，
懷
人
水

一

灣
。

每
逢
北
來
客
，
借
問
幾
時
還

o

」
的
詩
句
。

一
灣
水
月
，
灣
裡
溪
靜
靜
躺
在
平
原
上
時
，
清
瑩
可
鑑
'
十
分
美
麗
。
沈
光
文
先
生
住
在
這
裡
'
東

望
可
見
蒼
翠
欲
滴
的
烏
山
嶺
，
入
夜
北
邊
的
溪
喧
擾
人
眠
，
琪
色
尤
堪
入
畫
，
恰
似
世
外
桃
源
，
隱
居
佳



'的
山
。

『

f
t
r

/ 

、、

曾
文
溪
活
水
利
民
生

社
內
的
附
近
，
近
溪
之
處
，
有
一
個
的
目
文

庄
。
灣
裡
溪
流
經

此
地
之
後
，
下
游
部
份
又
有

心

了
新
名
字

曾
文
溪
。
曾
文
溪
最
早
在
嘉
慶

十
二
年
(
西
元
一
八

O
七
年
)
《
續
修
台
灣
縣

gv v 

‘
覽

，

士
心
》
山
水
條
上
有
記
載.. 

「
卓
猴
溪
流
入
世
目
文

溪
」
'
才
見
諸
史
端
。

卓
猴
溪
就
是
今
天
的
菜
寮
溪
，
會
流
點
附

近
即
是
日
據
時
代
台
南
市
的
水
源
地

淨
水
場
，
至
今
仍
可
見
到
傲
視
全
台
的
十
四
座 山

上

古
董

英
製

「
快
濾
槽
」
，
在
八
十
年
前
抽

。
曾
、
文
莊
舊
址
、
府
城
路
古
道
，
僅
有
一
座
曾
文

橋
，

供
人
通
行

，

橋
成
於
民
國
四
十
九
年
，
橋
下
所

跨
之
河
為
社
內
溝
的
一
部
份
。
(
吳
茂
成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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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曾
文
溪
水
，
濾
化
為
自
來
水
，
供
應
著
六
萬
三
千
名
府
城
人
飲
用

。

進
一
步
翻
閱
清
朝
的
台
灣
地
理
志
《
台
灣
府
輿
圖
裳
要
》
則
說

:

「
灣
裡
溪
，
又
西
經
曾
文
庄
為
世
目

掛伽

文
溪
，
而
達
於
海
」
。

如
此
看
來
，
曾
文
溪
是
因
「
曾
文
庄
」
而
得
名

。

如
今
尋
訪
曾
文
庄
舊
址
，

考
諸
文

獻
、
訪
之
音
老
，
當
文
庄
早
毀
於
明
治
四
十
四
年
的

一
場
洪
水
中
，
於
是
居
民
南
移
「
社
內
街
」
'
店
舖
林

立
，
街
上
有
兩
座
土
地
公
廟
，
非
常
熱
鬧
，
不
過
後
來

「
社
內
街
」
亦
漸
漸
衰
敗
，
僅
有
土
地
公
廟
還

在
。
曾
文
溪
溪
埔
農
夫
，
對
此
尚
知

二

了
指
著
善
化
鎮
的
胡
厝
寮
說
，
從
村
內
東
邊
路
底
老
榕
樹
北

轉
，

沿
著
溪
圳
行
去
，
在
社
內
溝
上
可
見
到
一
座
曾
文
橋
，
附
近
田
地
上
還
的
日
掘
出
瓦
碟
，
那
裡
就
是
曾

文
庄
的
故
址
。

在
這
故
址
上
，
放
眼
望
去
儘
是
田
園
，
行
到
曾
文
橋
邊
，
社
內
溝
傳
來
陣
陣
惡
臭
，
已
無

當
年
一
灣
水
月
的
美
景
。

一
地
名
稱
由
來
，
總
是
訴
說
著
過
往
的
自
然
人
文
歷
史
。
蕭
瓏
、
遍
汪
、
灣
裡
、
曾
文
，
是
溪
也
是

村
落
，
兩
者
之
間
密
不
可
分
，
描
繪
了
先
民
們
逐
水
畔
而
居
，
開
闊
此
洪
荒
天
地
的
史
實
。
不
過
，
《
雅

堂
文
集
》
記
載

.. 

「
相
傳
荷
蘭
時
，
有
曾
文
者
墾
田
於
此
，
並
玖
玖
一
舟
濟
人
，
故
名
。
」
如
果
這
是
真
的

話
，

「
曾
文
」
不
僅
是
溪
、
是
村
，
更
是
人
了
。
人
何
其
有
幸
，
山
川
以
為
名
。

溪
名
溯
源
野
史
正
名

「
曾
文
溪
為
舊
時
安
、

嘉
交
界
之
處
。

源
自
內
山
，
以
入
於
海
。

一
作
層
門
。
相
傳
荷
蘭
時
，
有
曾
文
者
墾



田
於
此
，
並
設
一
舟
、
濟
人
，
故
名
。
」

《
雅
堂
文
集
》

曾
文
溪
，
位
在
家
鄉
的
北
邊
，
也
許
是
太
近
了
，
所
以
未
曾
貼
近
她
的
身
畔
，
好
好
看
過
，
更
不
用

說
明
白
溪
名
的
由
來
了

。

因
此
，
第

一
次
在
《
雅
堂
文
集

V
見
到
這
條
資
料
時
，
真
是
欣
喜
不
己

。

民
國
九
十
年
的

三
月
春
末
，
我
在
曾
文
溪
與
圖
書
館
之
間
奔
波
，
有
時
站
在
文
獻
所
稱
的
古
渡
口

上
，
欣
喜
莫
名
;
有
時
俯
首
在
書
堆
中
，
讀
到
曾
文
溪
的
點
點
滴
滴
，
不
知
日
已
半
哺
。
我
以
為
，
我
找

到
了
源
頭
，
但
事
實
上
不
然
，

「
層
門
」
兩
字
仍
是
不
解
。
於
是
又
向
溪
源
尋
去
，
這
一
找
，
讀
到
清
朝

咸
豐
年
間
一
位
台
灣
府
學
教
諭
劉
家
謀
的
詩

。

「υ四
日
門
溪
畔
少
行人
，
草
地
常
愁
劫
奪
頻
，
何
似
春
風
香
腳
好
，
去
來
無
忌
總
依
神

。
」

詩
後
劉
家
謀
自
註

.. 

「
曾
文
溪
台
嘉
二
口
已
交
界
處
，
「
文
」
亦
作
「
門
」
'
方
音
「
文
」
如
「
門
」
也。
」

由
此
看
來
，
這

「
曾
文
溪
」
自
古
以
來
是
一
句
閩
南
話

，
不
識
閩
南
語
者
，
會
把

「
陳
呼
淡
」
、

「
張
呼
丟
」
、
「
劉
呼
游
行
「
門
呼
文
」
。
不
過
，
「
曾
與
層
」
、
「
門
與
文
」
音
雖
似
，
但
意
思
就
差
遠

了
。

到
底
何
者
為
是
呢
?
這

一
疑
問
纏
在
胸
臆
問
，
久
久
不
去
，
只
好
向
故
紙
堆
中
去
找
，
這
一
翻
，

「
的
日
」
閩
南
語
音
不
只
與
「
層
」
相
似
，也
與

「
富
目
」
同
音
。

同
是
劉
家
謀
那
一
時
代
的
陳
肇
興
先
生
，
曾
著
有
《
陶
村
詩
稿

Y
其
中

一
首
〈
茅
港
曉
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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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迢
遞
羅
山
路
，
年
年
恨
未
消
。
離
家
剛
四
日
，
到
郡
是
今
朝
。

雨
溼
甜
的
日
門
渡
，
風
生
鐵
線
橋
。
詩
成
懶
題
壁
，
口
占
與
垂
贅
。
」

詩
中
所
說
的
「
雨
溼
宮
門
渡
」
指
的
應
是
連
雅
堂
所
稱
的
「
設
一
舟
濟
人
」
的
渡
口
，
自
古
以
來
為

府
城
通
往
茅
港
尾
、
鐵
線
橋
的
要
津
、
兵
家
必
爭
之
地

。

與
連
雅
堂
同
輩
的
抗
日
文
人
吳
德
功
，
曾
著
有

...... 

《
讓
台
記
γ
文
中
對
台
南
抗
日
戰
事
，
描
述
甚
多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乙
未
九
月
「
先
是
劉
黑
旗
遣
兵
，
并
紮
蕭
榔
、
麻
豆
以
及
普
門
溪
、
學
甲
等
處
。
溪
中
各
隘

多
埋
地
雷
，
並
闊
地
、
客
以
陷
馬
足....
.. 
」

「
劉
黑
旗
」
指
的
是
劉
永

一蝠
，
他
的
軍
隊
素
有
黑
旗
軍
之
稱
。
「
宮
門
溪
」
各
個
防
守
要
塞
，
加
強

戰
備
之
後
，
日
軍
難
以
跨
越
溪
南
，
激
戰
十
餘
日
不
下
。
然
而
，
身
在
府
城
的
劉
黑
旗
，
此
時
見
大
勢
已

去
，
藉
口
出
安
平
點
兵
，
早
先
一
步
搭
船
潛
逃
廈
門
，
獨
留
富
門
溪
水
，
伴
著
烈
士
孤
魂
嗚
咽
。

「
曲
目
水
溪
」
溪
名
溯
源
至
此
，
為
之
開
闊
，
「
宮
門
渡
」
、
「
宮
門
溪
」
令
胸
中
久
思
之
疑
，
消
解
八

「
富
，
漁
網
。
」
古
老

九
分
，
連
雅
堂
所
說
的
「
層
」
與
「
富
」
形
似
，
恐
是
筆
誤
。
查
《
廣
韻
》

的
字
書
《
說
文
解
字

V
描
述
形
狀
如
同
一
面
張
開
的
四
角
網
蓋
。
讀
若
「
的
目
」
聲
。

神
遊
古
籍
鷺
見
愛
玉

舊
誌
上
「
水
飾
」
也
是
以
「
寶
」
為
課
稅
的
單
位
，
細
分
還
有
「
車
嘗
」
、
「
搖
富
于
「
舉
富
」

o



「
車
窗
日
」
是
架
在
岸
邊
兩
丈
一
口
同
的
竹
寮
上
，
內
有
離
驢
轉
動
富
索
，
方
便
下
富
入
水
，
「
舉
窗
目
」
可
以
一
人

拿
著
在
港
潭
捕
魚
，
「
搖
嘗
」
則
是
久
之
春
兩
季
，
出
海
捕
塗
統
之
用
。
水
師
還
有
「
拖
富
艇
」
'
清
朝
在
曾

文
溪
也
曾
派
駐
水
師
扼
守
。

這
種
捕
魚
的
網
，
小
時
常
在
溪
中
見
到
，
不
過
它
是
架
在
竹
筱
上
，

一
根
兩
三
尺
長
的
竹
桿
作
柄
，

網
四
角
綁
在
竹
端
，
早
上
時
放
進
水
中
，
漁
家
就
可
以
得
閒
去
做
別
的
事
，
黃
昏
時
再
舉
起
竹
桿
'
收
拾

網
底
活
蹦
亂
跳
的
魚
兒

。

訪
之
曾
文
溪
附
近
鄉
人
，
也
說
「
富
士
架
在
水
灣
迴
水
畔
，
那
是
貧
窮
農
村
子

弟
，
貼
補
生
計
、
打
牙
祭
的
好
工
具

。

想
必
多
魚
的
曾
文
溪
，
早
年
應
是
富
網
處
處
吧
!

﹒

「
郎
自
下
宮
目
儂
補
網
，
水
多
魚
處
便
停
船
。
」

「
宮
門
」
或
許
是
意
謂
著
下
「
寶
」
捕
漁
、
行
人
濟
渡
，
或
是
富
艇
泊
靠
之
門
吧
。
據
載
，
台
北
六
張
型
附

近
也
有
「
車
窗
」
這
樣
的
地
名

。

夕
陽
西
下
，
晚
渡
最
美
，
渡
伯
趁
著
聞
時
下
富
打
悶

。

「
宮
門
、
曾
文
」
就
這
樣
在
過
往
旅
人
口
耳

之
間
，
流
傳
開
來

。
「
曾
文
溪
」
、
「
宮
門
溪
」
'
我
立
在
水
灣
蘆
竹
叢
間
，
頻
頻
點
頭
地
想
著

。

溪
名
探

源
至
此
，
似
乎
已
柳
暗
花
明

。

但
是
在
田
野
文
獻
調
查
的
旅
途
中
，
意
外
的
發
現
才
是
最
令
人
難
忘
的

。

「
台
灣
曹
門
溪
邊
，
有
碎
葉
繞
籐
樹
上
，
結
實
景
素
，
垂
浸
該
叫
你
弓o
、
遇
有
樵
夫
汲
水
飲
之
，
涼
沁
心
牌
。
采

歸
榨
漿
陳
市
上
，
令
女
愛
玉
貴
之
，
人
因
呼
曰
「
愛
玉
凍

」
云
。

惟
臺
、
嘉
之
炎
烈
兮
，
近
熱
帶
之
中
央
;
恨
無
方
以
辟
暑
兮
，
能
消
夏
而
生
涼

1
.

聊
薄
、
一
=
口
以
采
采
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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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時
川
，
夫
籃
雀
;
似
嬰
菜
、
之
槌
員
兮
，
子
密
綴
而
中
藏
。
勞
纖
手
以
揉
擦
兮
，
流
玉
液
與
瓊
漿
。
明
、
一
先
恍
惚
水
晶

...... 

兮
，
寒
冷
不
讓
冰
霜
;
色
欲
同
夫
唬
珀
兮
，
料
須
配
以
鵝
黃
。
飲
渴
人
於
暑
路
兮
，
散
無
異
夫
清
涼
.
，
藉
愛
女

以
命
名
兮
，
留
齒
頰
而
芬
芳
。

淘
瀛
束
之
特
產
兮
，
走
作
歌
以
播
揚
。
」

吳
德
功
《
台
灣
詩
鈔
/
卷
十
一
愛
玉
凍
歌
》

原
來
「
宮
門
溪
畔
」
不
只
產
魚
，
還
有
消
暑
珍
品

愛
玉
。

三
月
春
末
，
烈
日
漸
紅
，
住
在
都
市
叢
林
久
了
，
竟
忘
了
這

一
道
鄉
間
午
後
的
涼
水
，
歸
途
上
大
喝

三
碗
。
磁
碗
中
似
冰
似
水
、
淡
黃
欲
滴
的
，
竟
是
一
位
姑
娘
的
聞
名

愛
玉
。
吃
著
吃
著
，
不
禁
笑
了

起
來
，
台
灣
處
處
有
情
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