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自
海
寇
顏
思
齊
驛
有
其
地
，
始
稱
台
灣
。
紅
弄
得
之
，
因
思
齊
遺
眾
，
用
以
耕
作
，
采
鹿
于
山
，
漁
魚
于

海
，
藝
禾
插
播
，
通
販
於
東
洋

。

越
二
十
年
，
鄭
成
功
京
口
之
敗
，
金
廈
不
守
，
攻
而
有
之
，
仍
紅
奔
之
舊
，

臣
其
人
，
居
其
居
，
內
資
種
糙
，
外
憑
貿
易

」

季
麒
光
《
台
灣
士
心
序
》

西
元
三
八
五
九
年
，
京
口

一
役
，
鄭
成
功
退
守
金
廈
，
大
將
甘
輝
戰
死
，
反
清
復
明
之
勢
頓
挫

。

這

場
戰
役
改
變
了
台
灣
四
百
年
來
的
命
運

。

鄭
氏
此
時
困
守
金
慶
彈
丸
之
地
，
兵
困
糧
乏
，
日
夜
苦
思

一
處

可
長
可
久
的
「
籌
鍋
練
兵
」
、
「
安
頓
家
眷
」
、
「
生
緊
教
訓
」
的
根
本
之
地
。
剛
好
荷
蘭
通
事
何
斌
來

奔
，
以

「
田
園
萬
頃
，
決
野
千
里
，
納
稅
數
十
萬

。

」
「
數
日
到
台
灣
，
糧
米
不
絕

。
」
勸
說
征
台
。

...•.• 

求
活
路
於
台
灣
，
勢
之
必
然
。

在
鄭
成
功
的
心
中
，
台
灣
本
是
鄭
家
舊
地
，
鄭
芝
龍
遺
眾
尚
在

。

西
元
三
八
六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
鄭
成
功
率
領
四
百
多
艘
戰
艦
，
自
金
門
料
羅
灣
浩
浩
蕩
蕩
，
掛
帆
東
行

。

廿
四
日
抵
澎
湖
，
稍
作
休

息
，
廿
七
日
中
途
「
阻
風
乏
糧
」
'
回
航
澎
湖
，
三
十
日
晚
，
鄭
成
功
對
隨
軍
諸
將
士
精
神
講
話
，
「
冰
堅

可
渡
，
天
意
有
在
，
天
意
若
付
我
平
定
台
灣
，
今
晚
開
駕
後
，
自
然
風
恬
浪
靜
，
不
然
官
兵
豈
堪
坐
困
斷

島
受
餓
也
。
」

戀
戀
母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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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日
晚
上

一
更
後
，
大
軍
在
風
雨
中
解
纜
，
航
向
鹿
耳
門
，
到
了

三
更
，

「
雲
收
雨
散
，
天
氣
明

朗
，
順
風
駕
駛

。
」
四
月

一
日
，

天
剛
亮
，
鄭
成
功
身
先
士
卒

，
搭
著
小
哨
艇
登
岸

，
踏
勘
鹿
耳
門
陣
地

形
勢
，
經
過

一
夜
的
風
雨
，
平
常
水
淺
的
港
口
，
忽
而
水
漲
數
尺
，
隨
後
艦
隊
順
利
通
過
鹿
耳
門
，
駛
入

台
江
，
停
泊
禾
寮
港
札
營
，
猶
如
天
助
，
荷
人
倉

皇
迎
戰
。

至
此
，
鄭
成
功
取
赤
炭
，
圍
台
灣
城
，
收
復
鄭
家
舊
地

。

十
二
日
，
從
海
路
踏
勘
曾
文
溪
北
邊
的
蚊

港
，
以
及
麻
豆
、
蕭
瓏
、
自
加
溜
灣
、
新
港
等
四
大
平
埔
族
社
，
沿
途

「
土
民
男
婦
壺
漿
迎
者
塞
道
」
'

對
這
片
三
角
洲

土
地
平
坦
膏
、
」
留
下
很
深
的
印
象

「

決

。

明
鄭
建
都
開
國
立
家

於
是
鄭
成
功
改
赤
授
為
東
都
明
京
，
台
灣
城

為
安
平
鎮
，
以
誌
故
鄉
。

設
一
府
二
縣
，
北
天
興
，
南

萬
年
，
查
報
田
園
冊
籍
。

效

「諸
葛
屯
斜
谷
」
'
行
屯
田
富
兵
之
法
，
分
派
各
鎮
土
地
，
自
耕
自
給

。

頒
布

「
開
墾
章
程
」
'
為
台
灣
開
發
立
下
新
里
程
。

章
程
曰
:

「
東
都
明
、
一
示
，
開
國
立
家
，
可
為
萬
世
不
拔
基
業。
本
藩
已
手
闢
草
昧
，
與
爾
文
武
各
官
及
各
鎮
大
小
將

領
，
官
兵
家
眷
聿
來
胥
宇
，
總
必
創
建
田
、
宅
等
項
，
以
遺
子
孫
計
。

但
一
勞
、
水
逸
，
當
己
力
經
苦
，
不
准
混
侵

。

土
民
及
百
姓
現
耕
物
業
。

茲
將
條
款
開
列
於
後
，
成
使
遵
依

如
有
達
越
，
法
在
必
究
，
著
戶
官
刻
板

頒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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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承
天
府
安
平
鎮
，
本
藩
暫
建
都
於
此
。
文
武
各
官
及
總
鎮
大
小
將
領
家
眷
，
暫
住
於
此
。
隨
人
多
少

。

園
地
，
永
為
世
業
，
以
他
以
漁
以
經
商
取
一
時
之
利
。
但
不
許
混
侵
土
氏
及
百
姓
現
耕
田
地

二
、
各
處
地
方
，
或
田
或
地
，
文
武
各
官
，
隨
意
選
擇
，
創
置
庄
屋
，
盡
其
力
量
，
水
為
世
業
，
但
不
許

紛
爭
及
混
圈
土
民
及
百
姓
現
耕
田
地
。

三
、
本
藩
閱
覽
形
勝
建
都
之
處
，
文
武
各
官
及
總
鎮
大
小
將
領
，
設
立
街
門
，
亦
准
園
地
創
置
庄
屋
，
永

為
世
業
。
但
不
許
混
圈
土
民
及
百
姓
現
耕
田
地
。

四
、
文
武
各
官
圈
地
之
處
，
所
有
山
林
快
地
，
具
圍
來
獻
，
本
藩
薄
定
賦
稅
，
使
屬
其
人
掌
管
，
須
自
熔

管
愛
惜
，
不
可
斧
斤
不
時
，
竭
澤
而
漁
'
庶
後
來
水
享
無
疆
之
利

。

五
、
各
鎮
及
大
小
將
領
各
兵
，
派
撥
沉
地
，
准
就
彼
處
擇
地
起
蓋
房
屋
，
閉
關
田
地
，
盡
其
力
量
，
永
為

世
業
，
以
他
以
漁
及
經
商
，
但
不
許
混
圈
土
民
及
百
姓
現
耕
田
地
。

六
、
各
鎮
及
大
小
將
領
派
撥
沉
地
，
其
處
有
山
林
肢
池
，
具
段
報
聞
本
藩
，
即
行
給
賞
須
自
熔
管
愛
惜
，

不
可
斧
斤
不
時
，
竭
澤
而
漁
'
、
庶
後
來
永
享
無
疆
之
利
。

七
、
沿
海
各
澳
，
除
現
在
有
網
位
苦
位
，
本
藩
委
官
徵
稅
外
，
其
餘
分
與
文
武
各
官
及
總
鎮
大
小
將
領
，

前
去
熔
管
，
不
許
混
取
，
候
定
賦
稅
。

八
、
文
武
各
官
開
墾
田
地
，
必
先
赴
本
藩
報
明
款
數
，
而
後
開
墾
，
至
於
百
姓
，
必
先
將
開
墾
數
報
明
承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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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府
，
、
方
准
開
墾
'
如
有
先
墾
而
後
報
，
及
報
少
而
墾
多
者
，
察
出
定
將
田
地
沒
、
官
，
仍
行
從
重
究
處。

這
份
「
開
墾
章
程

」
可
說
是
台
灣
國
土
開
發
，
劃
時
代
的
歷
史
法
案

鼓
勵
官
民
兵
，
靠
自
己
的
力

。

量
經
營
家
園
，
開
墾
的
原
則
精
神
，
則
是
尊
重
先
住
民
的
土
地
權
益
，

「
不
許
混
圈
土
民
及
百
姓
現
耕

地
」
'
以
及
愛
惜
山
林
阪
池
，
不
可
「
斧
斤
不
時
，
竭
澤
而
漁
」
'
這
種
「
永
續
經
營
」
生
態
觀
念
，
直
到

今
天
，
仍
是
值
得
我
們
借
鏡
的

。

移
民
集
緊
庄
社
成
形

於
是
五
軍
、
果
毅
後
鎮
諸
軍
，
開
墾
曾
文
溪
以
北
土
地
，
「
插
竹
為
社
，
斬
茅
為
屋
，
圍
生
牛
教
之

以
墊
，
使
野
無
曠
土
，
而
軍
有
餘
糧

。
」

其
鄉
仍
曰
社
，
其
敵
亦
曰
甲
，
土
地
分
為
官
田
、
私
田
及
營
盤
田

。

曾
文
溪
流
域
的
漢
人
庄
社
至
此

逐
漸
成
形
。

官
田
為
荷
蘭
王
田
，
耕
者
皆
為
官
個
，
在
曾
文
溪
畔
尚
留
有
官
田
地
名
;
私
田
則
是
宗
室
文
武
招
民

所
開
墾
之
地
，
供
給
種
子
與
牛
隻
耕
作
器
具
，
諸
鎮
之
兵
所
屯
之
田
，
稱
為
營
盤
田
，
今
天
庄
名
有
「
營
」

字
，
大
多
是
當
年
的
營
盤
田
，
由
士
兵
開
墾
成
庄

。

(
註
一
)

「
庄
」
匯
集
了
四
面
八
方
的
人
氣
，
人
氣
散
了
，
庄
也
就
敗
了
，
這
人
氣
就
是
居
住
者
對
生
活
的
信

心
，
所
謂
眾
志
成
城
，
要
不
然
就
是
「
分
崩
離
析

于
成
了

「狗
不
吠
、
雞
不
啼

」
的
死
境
。

庄
頭
如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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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
戀

母
河

鹼
日
文
濃

國
家
何
嘗
不
然
!

主
我
。

辦伽

鄭
成
功
開
台
，
隔
年
實
志
以
及
，
留
此
遺
民
世
界
。
子
孫
不
肖
，
宗
室
主
汁
權
，
門
爭
相
殘
，
頗
有
乃

三
代
廿
六
載
，

祖
之
風
的
監
國
鄭
克
畢
竟
落
得
被
殺
的
命
運
，
幼
弟
鄭
克
坡
，
被
拱
上
台
，
飄
搖
孤
島
。

海
東
鄭
氏
人
氣
漸
散
，
一
丘
清
軍
進
逼
城
下
，
劉
國
軒
、
馮
錫
範
文
武
諸
臣
議
降
偷
生
，
獨
寧
靖
王
尚
節

絕
命
詩
云

。

」

「
艱
辛
避
海
外
，
總
為
數
莖
髮
。
於
今
事
畢
矣
，
祖
宗
應
容
納

宗
室
雖
滅
，
渡
台
來
者
仍
潮
來
潮
往
。
幸
好
曾
文
溪
流
域
上
的
營
盤
庄
社
，
人
氣
不
絕
，
代
代
出
人

一

傑
。
這
些
庄
社
緊
落
，
率
比
白
集
村
，
他
們
可
能
和
平
埔
族樣
，
數
十
或
是
上
百
戶
結
為

一
社
，
四
周
圍

著
刺
竹
籬
，
護
著
裡
頭
的
家
家
戶
戶
。

竹
牆
茅
屋
的
風
光
，
如
今
還
可
以
在
《
番
社
采
風
圖
考
》
、
《
台
灣

縣
全
圖
》
裡
想
見
，
東
西
南
北
四
周
皆
繪
著
竹
林
，
看
起
來
沒
有
城
池
的
雄
偉
，
倒
有
幾
分
桃
源
之
美
。

o

人
未
進
社
內
，
綠
意
竹
風
就
令
人
心
境
輕
鬆

「
一
人
執
鑼

先
民
們
並
旦
組
織
「
守
望
相
助
」
巡
守
隊
，
招
募
社
中
赤
貧
者
為
壯
丁
，
每
夜
兩
班
，

。

若
是
發
現
盜

不
鳴
，
一
人
擊
榔
」
，
其
餘
的
隊
員
持
木
棍
，
自
三
更
起
繞
行
社
外
，
直
到
五
更
天
明
為
止

賊
，
立
刻
敲
鑼
，
大
喊
捉
賊
，
「
一
社
鳴
鑼
，
則
鄰
社
皆
應
」
'
賊
不
敢
入
社
。

曾
文
溪
畔
許
多
庄
社
，
還
因
此
結
成
聯
庄
之
勢
。

庄
民
們
農
閒
習
武
，
操
練
宋
江
諸
陣
，
「
看
旗
、



\ 

、

同
鄉
或
是
同
志
的
關
係
」
，
在
生
活
、
經

濟
上
相
扶
持
。

聽
鼓
、
聞
鑼
」
'
陣
式
儼
然
，

一
方
面
作
為
庄
廟
神
明
，
在
人
間
的
侍
衛
，
一
方
面
鍛
鍊
子
弟
體
魄
，
猶
有

明
鄭
寓
兵
於
農
的
遺
風
。
像
烏
山
嶺
中
鹿
陶
洋
的
「
江
家
古
厝
」
'
就
是
相
當
典
型
的
閩
南
緊
落
，
這
裡
是

江
家
族
人
歷
代
祭
肥
、
議
事
、
操
兵
練
武
之
所
，
附
近
曾
有
原
住
民
曹
族
、
平
埔
族
居
住
，
令
人
想
起
歐

洲
中
古
世
紀
山
中
的
堡
壘

。

o 同
樣
的
，
在
曾
文
溪
南
岸
的
胡
厝
寮
'
昔
日
與
東
勢
寮
、
六
分
寮
、
方
厝
寮
、
謝
厝
寮
'
號
稱
五
虎

寮
'
聯
防
禦
匪
，
從
村
名
一
看
，
就
可
以
明
白
他
們
是
「
同
姓

僅
語
所
謂
「
相
放
伴
」
'
就
是
最
佳
寫
照
，
意
思
是
一
群
人
互
相
幫
忙
墾
田
、
作
溫
，
不
像

今
人
凡
事
以
「
錢
」
來
論

。

新
市
林
家
進
士
宅
第

胡
厝
寮
人
說
，
「
奮
鬥
即
人
生
，
偷
閒
是
盜
賊

。
」
人
間
下
來
，
無
以
自
食
，
只
能
吃
祖
產
，
與
盜

賊
可
說
是
無
異
。

所
以
防
盜
首
重
教
育
，
知
禮
義
廉
恥

過
去
漢
人
庄
社
中
有
「
公
攻
」
'
正
堂
奉
紀
守
護
神
，
那
是

。

先
民
從
唐
山
故
鄉
所
帶
來
的
「
祖
佛
于
安
慰
著
開
墾
者
的
心
靈
，
廂
房
設
孰
于
聘
請
漢
學
老
師
教
讀
四
書

五
經

曾
文
溪
流
域
就
出
了
好
幾
位
進
士
、
舉
人
、
秀
才
，
自
古
文
風
不
綴
。
特
別
是
新
市

三
舍
庄
林

家
，
據
傳
一
門
三
代
進
士
最
為
風
光
，
回
產
千
餘
甲
，
盛
極

一
時
，
大
概
只
有
麻
豆
林
家
可
以
比
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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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文
混
戀
戀
母
河

。
南
科
文
化
遺
址
，
黑

茂
成
攝
)

陶
片
殘
存
於
泥
裡
。
(
吳

/." 

三
舍
庄
附
近
有
史
前
文
化
遺
址
，
年
代
溯
及
數
千
年

前
的
薦
松
、
黑
陶
文
化
，
遺
址
西
北
邊
是
現
今
安
順
寮
排
水

道
的
上
源

。
清
初
這
裡
曾
是
港
口
，
《
諸
羅
縣
志
》
稱
為

「
灣
港
」
史
前
人
類
在
港
邊
生
活
的
器
真
陶
器
，
隨
著
曾
文

溪
諸
水
的
氾
濫
沖
積
，
深
埋
泥
裡
'
偶
而
雨
水
沖
刷
，
露
出

些
許
殘
片
，
直
到
南
科
、
高
鐵
在
此
大
興
土
木
，
才
為
考
古

學
家
驚
為
國
寶
。

三
舍
林
家
的
興
衰
，
與
灣
港
的
淤
塞
息
息
相
關
，
河

港
不
見
了
，
大
厝
剩
殘
辟
于

三
舍
的
風
光
也
不
再
。

不
再
的

不
只
是
三
舍
林
家
，
安
定
鄉
的
頂
洲
仔
陳
家
也
是

。

兩
、
三
百
年
前
頂
洲
開
拓
者
陳
光
輪
，
無
意
間
從
糖

商
口
中
，
搶
先
掌
握
唐
山
烏
糖
起
大
價
的
商
業
情
報
，
於
是

o

一
支
蠟
燭
的
時
間
內
，
蒐
購
烏
糖
，
靠
著
灣
港
，
往
來
唐
山

作
貿
易
，
船
隻
運
糖
去
，
載
金
回
，
至
今
地
方
仍
流
傳

「頂

洲
到
木
柵
'

一
距
火
也
未
熄
，
賺
萬

三
三
」
的
船
運
致
富
俗

諺
。

d、}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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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說
，
陳
家
還
有
七
十
二
萬
銀
埋
在
地
底

。

全
盛

時
，
女
牌
們
不
堪
來
回
港
口
搬
運
金
銀
，
偷
偷
哭
泣
;
土
匪

。

後
代
子
孫

劫
庄
時
，
乾
脆
從
窗
口
丟
出
銀
兩
，
用
以
退
賊

沒
落
了
，
變
賣
家
具
，
不
知

口
舊
時
大
木
櫃
底
層
藏
滿
龍

銀
，
直
到
買
家
雇
數
名
大
漢
扛 一

到
半
路
，
繩
索
承
受
不
住
重

量
，
跌
破
木
櫃
'
龍
銀
散
落
四
處
，
才
悔
恨
不
己
。

同
樣
是
河
港
興
盛
的
麻
豆
，
也
是
以
販
糖
聞
名

。

麻

豆
林
家
開
基
祖
林
文
敏
，
福
建
泉
州
安
溪
縣
人
，
乾
隆
末
年

舉
家
遷
台
，
林
文
敏
經
營
糖
蜜
，
資
產
百
萬
，
八
房
子
孫
為

官

、
販
糖
，
人
才
輩
出
，
產
業
之
大
，
可
從
大
厝
「
九
包

五
，
三
落
百
二
門
」
想
見

一
斑
，
民
圓
四
、

五
十
年
間
，
南

棍
拍
胸
遷
的

支

林
宅
山
界
」
石
碑
，
吳
新
榮
氏
就
疑

自
發
現

「

為
麻
豆
林
家
之
物 一
，
如
果
這
是
真
的
話
，

林
家
田
園
之
廣
，

令
人
昨
舌
。

。
台
江
灣
港
港
邊
的
文
化
遺
址

，

遠
方
高
處
堤
防
下

，
即
是
今
日
安

順
大
排
的
上
源
。
(
吳
茂
成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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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豆
挖
寶
見
證
輝
煌

麻
豆
港
的
遺
址
，
就
在

今
天
的
水
掘
頭
。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

這
裡
發
生
轟
動
全
台
的

「
掘
寶
」
事

件
，
五
王
取
此
降
旨
，
要
清
理
汙
穢
，
恢
復

「
龍
喉
穴
」
地
理
。

結
果
，
鄉
民
們
總
動
員

，
清
出

糖
廊
的
機
材
，
包
括
卅
六
個
石
車
，
當
時
台
南
縣
文
獻
會
加
以
考
證
'
這

是
一
項
碼
頭

「
跌
水
工
程

見
證
港
口
製
糖
、
販
糖
的
榮
景

。

清
初
文
人
郁
永
河
來
台
採
硫
，
曾
路
過
此
地

。

他
將
來
台
所
見
所
聞
寫
成
《
樽
海
紀
遊
》

今
讀
起
來
仍
是

一
本
非
常
精
米
的
遊
記

一

。

康
熙
卅
六
年
四
月
七
日
，
郁
永
河
乘
著
牛
車
從
今
日
的

三
炭
店
北
邊
寮
渡
過
大
洲
溪
，

路
向
自
加

三
E3
E

溜
灣
、
麻
豆
社
而
來
，
準
備
走
陸
路
到
淡
水
採
硫
礦

。

此
時
距
離
鄭
克
姨
歸
降
清
朝
，
才
僅
十
四
年
，
未

一

受
戰
火
波
及
的
村
落
，
景
色
依
舊
。

郁
永
河
沿
途
所
見
的

平
埔
族
社

「
嘉
木
陰
森
，
屋
宇
完
潔
，
不
減
內
地
村

落
。

」
族
人
「
勤
藤
稽
，

務
蓄
積
，
比
戶
殷
富

于

明
鄭
設
社
學
，
鼓
勵
讀
書
的
遺
風
尚
存
，
因
此
，

子
弟
能
背
四
書

、
講
禮
讓
，
漢

化
漸
深
。

這
一
切
說
起
來
，
還
得
感
謝
靖
海
侯
施
垠
的
遠
見
，
要
不
是
他
獨
排
眾
議
，
向
康
熙
力
陳
「
棄
、
留

」

利
害
，
台
灣
的
歷
史
早
就
改
寫
了

。

施
現
畢
竟
是
跟
過
鄭
成
功
經
略
海
上
霸
業
的
老
將
，
了
解
當
時
台
海 一

堆」
'至

枷伽



的
國
際
、
戰
略
情
勢
，
「
棄

」
則
淪
為
紅
毛
人
、
盜
賊
的
據
地
，

「
留
」
則
大
陸
沿
海
四
省

門
戶
可
守
。

而
且
台
地
物
產
豐
榮
，
「
實
肥
饒
之
區
，
險
阻
之
域

。
」

「耕
桑
並
桶
，
漁
鹽
滋
生
，
滿
山
皆
屬
茂
樹
，
過
處
俱
植
修
竹
，
硫
碩
、
水

籐
、
糖
蕉
、
鹿
皮
，
以
及
一
切

日
用
之
需
，
無
所
不
有
。

向
之
所
少
者
布
，
吊
耳
，
茲
則
木
棉
盛
出
，經
織
不
乏

。
」

施
、
垠
《
請
留
台
灣
疏
》

「
不
糞
種
，
糞
則
穗
重
而
仆
，
種
植
後
聽
其
自
生
，
不
事
耘
餅
，
惟
享
坐
獲

。
」

四
月
初
七
日
，
原
本
應
該
到
達
倒
咯
圓
的
郁
永
河
車
隊
，
卻
因
駕
牛
車
的
平
埔
人
誤
解
，

一
行
人
來

《
赤
山
坎
筆
談
》

「
佳
里
興
」
'
據
吳
新
榮
氏
研
究
也
是
平
埔
語
「
加
哩
林
」
'
明
朝

《
東
番
記
》
早
有
記
載
，
如
今
從
省
道
經
過
，
還
可
見
到
矗
立
路
旁
的

「
古
天
興
縣
治
」
石
柱

。

天
興
縣
，

是
曾
文
溪
流
域
第

一
個
行
政
區
名
，
後
來
改
為
天
興
州
，
入
清
版
圖
之
後
，
又
變

為
諸
羅
縣
，
第

一
任
知

到
諸
羅
縣
治
所
在
地

佳
里
興
。

縣
季
麒
光
。

據
說
，
當
時
的
知
縣
，
害
怕
這
裡
的
治
安
不
好
，
還
是
在
府
城
內
辦
公

。

因
此
，
郁
永
河
到
達
佳
里

興
縣
治
僅
遇
見
守
將
趙
振
，
他
鄉
遇
故
知
，
兩
人
聊
到
深
夜
才
就
寢

。

曾
文
溪
草
埔
上
的
月
光
，
透
進
官

舍
竹
牆
來
，
「
軌
軌
」
的
牛
車
聲
，
還
在
耳
畔
迴
響
，
月
明
如
鏡
，
鷺
醒
守
宮
鳥
，
郁
永
河
在
佳
里
興
度

過
北
行
的
初
夜
。

四
月
初
八
，
郁
永
河
一
行
人
仍
乘
著
牛
車
，
返
回
麻
豆
社
，
經
水
掘
頭
、
渡
茅
港
尾
溪
、
鐵
線
橋

溪
，
到
達
倒
咯
國
社
，
就
此
揮
別
曾
文
溪
平
原

。

僅
留
下
「
煎
田
萬
頃
碧
萎
萎
，

一
望
龍
蔥
路
欲
迷
;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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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月
，
曾
文
溪
溪
埔
上
「
蕉
苗
龍
蔥
，
路
欲
迷
。
」
(
吳
茂
成
攝
)

炒伽

載
都
來
糖
廊
裡
，
只
留
煎
葉
飾
群
犀

。
」
美
麗
的
竹
枝
詞
，
讓

後
世
治
史
者
想
見
那
煎
鄉
的
面
貌

。

麻
豆
與
佳
里
、
善
化
，
可
說
是
台
南
縣
最
典
型
的
煎
鄉
，

日
據
時
代
總
爺
、
蕭
瓏
、
灣
裡

三
大
糖
廠
並
立
。

因
為
，
曾
文

溪
平
原
「
砂
土
相
兼
」
'
適
合
插
煎
。

7
庶
苗
種
於
五
、
六
月
，
首
年
則
嫌
其
嫩
，
三
年
又
嫌
其
老
，

惟
兩
年
者
為
上

。
」

《赤
炭
筆
談
》

古
人
似
乎
早
已
懂
得
輪
作
的
道
理
。
三
月
春
雨
降
，
農
家

趕
著
栽
插
，
若
是
無
雨
亦
型
種
，
只
不
過
一
回
水
灌
溉
'
較
為
艱

辛
。

到
了
十
月
，

「
築
廓
，
置
煎
車
，
雇
募
人
工
」
'
開
始
以
牛

隻
推
動
牛
磨
礦
糖
，
每
甲
田
大
約
可
煎
烏
糖
六

、
七
十
擔
不

等什
乃
藏
嬌
韻
事
流
傳



' 
、

,;. .., 

位
進
士
楊
光
誤
，
兩
家
勢
力
相
當
。

。
糖
廊
也
成
了
官
府
課
稅
的
單
位
，
乾
隆
年
閉
，
一
張
糖

糖
，
為
曾
文
溪
庄
社
帶
來
致
富
契
機

廊
徵

銀
五
兩
六
錢
，
張
數
的
多
寡
成
了
富
農
財
富
的
象
徵

，
經
營
者
在
此
金
屋
藏
嬌
，
曾
置
位
第
十
奶
奶
，
因
此
得
名。

相
傳
乾
隆
年
間
，
口
宵
里
張
家

曾
文
溪
的
山
間
玉
并
盆
地
，
也
流
傳
著
一
蒙
族
賽
「
糖
米
」
的
傳
說

因
祖
先
葬
在
南
化
「
絲
線
吊
銅
鐘
」
的
穴
地
上
，
後
代
子
孫
出
了

一
位
「
跛
腳
進
士
」
'
赴
雲
南
致
仕
發
財

。

後
，
建
梳
妝
樓
於
曾
文
溪
上
游
，
築
戲
台
於
中
游
，
妻
妾
乘
航
遊
溪
看
戲
，
好
不
風
光

後
來
石
仔
瀨
楊
家
，
也
出
了

一

張
家
，
誇
說
他
們
的
糖
倒
進
曾

。

一
場
糖

文
溪
，
可
以
甜
到
下
游
石
仔
瀨
楊
家
。
楊
家
，
揚
言
他
們
的
稻
穀
足
以
淹
沒
口
宵
里
的
旗
竿
尾

。

米
生
產
大
賽
於
是
展
開
，
成
為
曾
文
溪
畔
老
農
茶
餘
飯
後
的
笑
談

。

然
而
，
蕉
糖
的
甘
甜
皆
被
糖
商
吹
盡
，
草
地
個
農
則
是
渴
飲
汗
水
，
度
日
如
年

「
台
陽
膏
快
地
，
一
歲
或
三
熟
，
可
憐
草
地
人
，
不
得
飽
康
粥
!
里
正
催
租
來
促
人
，
林
投
有
洞
去
藏
身
;

畫
伏
夜
歸
饑
不
忍
，
歸
來
惟
對
瓶
中
塵。
案
者
城
中
來
，
曾
見
城
中
客
;
峨
峨
稱
大
家
，
丹
艘
問
金
碧
，
豐
衣

美
食
如
山
積
，
不
如
賣
女
圈
朝
夕
;
使
儂
莫
作
溝
中
、
癖
，
女
事
責
人
兩
有
益
!
可
愛
呼
，
墜
茵
墜
潤
不
可
知
，

飛
絮
飛
花
豈
有
擇
?
君
不
見
，
石
法
別
，
幽
怨
聲
;
流
民
圈
，
淒
涼
色
!
」

李
華
《
草
地
人
》

。

府
城
人
稱
鄉
村
日
「
草
地
于
李
華
為
府
城
人
，
所
見
所
聞
當
不
假

租
稅
逼
死
個
農
，
自
古
皆
然
。
舊
誌
上
稱

「
諸
口
巴
之
賦
，
惟
赤
山
獨
重。
」
赤
山
在
麻
豆
西
北
邊
，

6

鄭
氏
筆
路
創
基
業

o
善
化
鎮
什
乃
部
落
，
原
名

「
十
奶
」
'
舊
時
此
地
有

五
處
糖
廓

一

。

糖
廊
風
光
可
見

一
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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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點蝦

成。母
攝首穴
)位前

台的

灣陳

開永

發華
總古

企墓

畫 ，

人三
月

曾

長只
眠見

... 

啟
文
溪
戀
戀
母
河

《
台
灣
通
史
》
記
載
陳
永
華
「
募
民
闢
田
，
歲
收

站t

穀
數
千
石
。
比
穫
'
遍

糧
米
，
僅
夠
自
己
食
用

在
赤
山
附
近
。

據
說
，
赤
山

公
湖
」
'
陳
永
華
埋
骨
之
所
，
為
「
龍
蝦
母
湖

水
秀
，
鍾
靈
之
地
，
此
湖
現

只
見
新
荷
點
點
。

遺
親
舊
之
窮
困
者
。
」
剩
下
的

。

陳
永
華
所
開
闊
的
田
園
，
應

一
品
、
心
州
州

W恥

門、

蠟
…

~
r
M
J朋宙

流竺
獵

岩
前
的
龍
湖
，
為
「
龍
蝦

行

山
明

在
水
已
淺

吋
J

爛
爛
叫

司

偷…
一

，

三
月

春
末
，

.f 

廣孟;明地在 忽陳曾
備豆豆 。 因北 有永是

興蟲輔緣麓兩所華明
販閒鄭甚大百悟路鄭
乙 墾氏深潭多，過北

二。 附年因此路
可栽代陳近之此地開
自蝠， ar 山後建，墾
主主東 ij 腳，守聽中
日 穀都喜被陳供到心

、、d' ( 2 人永僧草畫刊 墮1\
mU 莖 章 空發華，電龍
時是文里現 夫 奉內湖
心糧物習 。 婦里傳寺
的糕，會 可 兩豆來 主

管 竹、 悉為見人薩和近
宣 插出古陳的 。 尚馳
否 煎 其 之永墓 梵名

煮 手 諸華碑 隕
糖 。 葛與， 聲相
他孔此也 ，傳

TJL河野符竺墊腳1 於湖。
i
j ?-IWJW←至此畔呆

一…一H三三;二;之二之應積噓 。 新毅
(荷後
吳點龍

v 



開
租
碑
減
稅
陳
情
表

龍
湖
寺
古
物
不
少
，

一
尊
石
觀
音
像
是
鎮
殿
之
寶
，
庇
祐
著
六
甲
、
官
田
諸
鄉
信
眾

。
一
塊

「
孫
太

爺
開
租
碑
」
'
記
載
著
赤
山
農
民
陳
情
減
租
的
歷
史
。

時
在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
鄭
氏
王
朝
覆
滅
，
天
興
及
萬

年
二
州
所
管
的
八
萬
石
租
額
，
移
為
駐
台
一
萬
名
清
兵
軍
食
，
但
是
，
鄭
氏
遺
兵
紛
紛
逃
回
內
地
，
所
屯

之
田
，

「
宿
莽
藏
穢
，
千
原
俱
蕪
」
'
成
了
荒
田
。

這
八
萬
石
的
軍
食
，
讓
首
任
諸
羅
縣
令
季
麒
光
傷
透
腦
筋
，

「
欲
減
則
詳
報
已
定
，
欲
墊
則
祿
薄
難

供
」
'
躊
躇
無
策
。

季
縣
令
想
來
想
去
，
想
到
赤
山
居
民
居
多
，
於
是
就
以
「
赤
山
現
耕
之
田
暫
為
會

攤
」
'
將
來
招
墾
荒
田
之
後
，
再
改
正
。

沒
想
到
這

一
等
，
數
十
年
已
過
，
赤
山
賦
稅
仍
然
沿
襲
舊
制
，
遲
遲
未
改
，
民
苦
不
堪

言
。
還
好
康

熙
六
十
年
「
鴨
母

王
」
朱

一
貴
亂
事
平
定
之
後
，
雍
正
四
年
，
新
任
知
縣
孫
魯
，
體
察
民
瘓
，
丈
量
田

甲
，
改
正
租
額
，
始
釋
民
困
。

這
大
概
是
赤
山
地
多
阪
圳
，
澤
及
良
田
，
亂
世
之
際
，
民
居
才
不
減
吧

!

珊
瑚
潭
輪
灌
少
糾
紛

赤
山
水
利
，
自
古
有
名
，
直
到

二
十
世
紀
初
，
日
本
水
利
工
程
師
八
由
與

一
，
仍
然
看
出
這
裡
有
構

築
大
時
水
池
的
潛
力
。

這
個

「
大
阪
圳
」
在
日
本
大
正
九
年

(
民
國
九
年
)
九
月
動
工
，
由
八
田
技
師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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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
戀
母
河

的
“
文
溪

灣
總
督
府
民
政
長
宮
的
下
村
海
南

「
珊
瑚
潭
」
不
愧
是
入
詩
的
好
題
材
。

, .

珊
瑚
潭
築
成
之
後
，
實
施

石
、
小
圓
石
、
卵
石
混
合
而
成

填
以
草
土
。
」
堅
固
數
百
倍

人
，

在
諸
羅
縣
令
任
內
，
延
聘
陳
少
林
編
修
《
諸
羅
縣
志
》
'
為
台
灣
舊
誌

計
築
壇
堤
，
堵
住
曾
文
溪
三
大
支
流
之
一
的
官
田
溪
水
，
鑿
穿
烏
山
嶺
，
引
曾
文
溪
水
，
歷
時
十
年
完

工
，
集
水
面
積
六
千
公
頃
，
灌
溉
著
嘉
南
十
五
萬
公
頃
的
田
園

。

從
空
中
鳥
轍
，
烏
山
嶺
錯
綜
複
雜
的
山
腳
沒
入
碧
水
中
，
昔
日
小
山
峰
，
成
了
潭
中
綠
島
，
形
如
張

牙
舞
爪
的
珊
瑚
。
因
此
「
珊
瑚
潭
」
美
名
，
不
腔
而
走
。
據
說
，
想
出
這
個
美
麗
潭
名
的
人
，
是
曾
任
台

。

他
也
是

一
位
日
本
和
歌
詩
人

。

「
窮
得
嘉
南
界
，
大
圳
細
考
量
，
珊
瑚
潭
樣
悶
，
污
水
異
尋
常
。
」

「
隧
道
穿
峰
底
，
鑫
穹
十
里
長
，
東
西
分
瀨
口
，
吐
納
兩
洶
洶

。
」

「
田
園
資
灌
溉
'
流
澤
遍
遐
荒
，
潤
及
三
冬
蕉
，
滋
培
萬
頃
袂

」
o

三
年
一
作
輪
灌
制
，
嘉
南
平
原
農
收
增
加

吳
注
目
一
草
/
嘉
南
大
圳
考
察
記

二
至
五
倍
，
演
海
鹽
分
地
帶
，

土
壤
也
獲
得
改
良
。
八
田
與
一
所
設
計
的
「
壇
堤
于
是
一
座
「
半
水
成
式
」
土
堤
，
以
「
黏
土
、
砂
、
碟

。

」
比
起
古
時
候

「
草
埠
」
，
在
河
水
緩
處
以
「
竹
樁
、
簣
子
(
竹
簾
)
，

。

昔
日
披
圳
水
患
、
草
埠
流
失
、
農
家
爭
水
糾
紛
不
再

八
田
對
曾
文
溪
流
域
水
利
貢
獻
，
與
清
初
諸
羅
縣
令
周
鍾
瑄
可
說
是
前
後
互
映
。
周
鍾
瑄
'
貴
州

「
長
才
遠
識
，
洞
達
治
體

。
」

v 



中
不
可
多
得
的
善
本

。

特
別
是

「
相
隨
原
、
規
蓄
洩

」
'
踏
勘
經
畫
諸
羅
縣
數
百
里
幅
員
的
披
圳
水
利
。

興
築
阪
圳
十
分
不

易
，

一
口
阪
圳
的
築
成
可
能
要
長
達
百
年

。

赤
山
北
麓
的
果
毅
後
庄
民
開
築
楓
林
埠
，
尚
未
成
就
被
沖
壞
，
乾
隆

二
年
再
築
'
嘉
慶
四
年
又
被
衝

毀
，
鄉
民
都
快
要
放
棄
希
望
，
任
田
園
荒
蕪
'
嘉
慶
十
七
年
，
再
集
資
重
築
，
終
於
成
功

。

《
觀
、
五
日
埠

公
記
》這

條
阪
圳
路
，
果
毅
後

庄
民
合
父
子
兩
代
之
力
才
築
成

。
善
始
尤
貴
善
終
，
庄
民
還
議
訂

「阪
圳
規

約
」
'
分
配
「
水
份
」
'
立
石
分
沛
，
輪
流
灌
溉
'
堪
稱
台
灣
農
田
開
發
珍
貴
的
水
利
文
書

。

披
圳
之
難
築

o

。

如
此
，
其
灌
溉
之
利
、
功
用
之
大
也
如
此

《
諸
羅
縣
志

》
記
載
，
康
熙
五
十
三
年
，

「
赤
山
阪
」
、

「
塗
庫
阪
」
、
「
水
漆
林
阪
」
，
由
諸
羅
縣
令

周
鍾
瑄
'
捐
錢
穀
助
赤
山
居
民
重
修
、
合
築
而
成
，
庄
民
感
恩
之
心
可
以
想
見
，
於
是
塑
像
奉
耙
龍
湖

寺
。

除
此
之
外
，
嘉
南
平
原
還
有
卅
餘
處
披
圳
修
築
'
也
都
是
出
自
其
手
，
奠
定
農
業
生
產
基
礎
，
諸
羅

農
家
因
此
生
活
漸
趨

富
庶
。

周
鍾
瑄
可
說
是
曾
文
溪
流
域
農
田
水
利
開
發
第
一
人

。

明
清
水
利
開
發
形
式
，
「
地
勢
之
下
者
，
築

堤
漏
水
，
或
截
溪
流
，
均
名
曰

『

阪
只

低
霍
積
水
，
有
泉
不
竭
而
不
甚
廣
者
曰
潭
、
曰
湖

。

有
源
而
流
長

者
曰
『
港
』
、
曰
『

坑
』

」

「阪
」
今
寫
作
「
埠
」
。
「
阪
圳
」
'
閩
南
語
中
還
留
有
這
古
老
的
水
利
語
言

。

《
國
語
》

「阪
者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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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曾
文
懿
戀
戀
母
河

、

、

，

、
、

也
，
昔日
因
下
鍾
水
以
繁
利
萬
物
。
」
圳
，
古
字
作
「
酬

」
'
「
深
一
尺
，
廣

一
尺
」
'
田
中
溝
也
。

如
果
說

o

珊
瑚
潭
是
「
阪
于
縱
橫
平
原
的
嘉
南
大
圳
，
就
是

「
圳
」
'
兩
者
像
是
心
臟
與
血
管
，
長
達
一
萬
六
千
公

里
的
水
路
，
滋
潤
著
大
片
的
「
看
天
田
」
。
農
民
從
此
不
愁
灌
溉
的
泉
源
。

葫
蘆
埠
菱
香
添
浪
漫

泉
不
斷
，
象
徵
著
地
靈
，
地
靈
自
然
生
物
綿
延
不
絕
。
珊
瑚
潭
附
近
還
有
官
田
葫
蘆
埠
，
水
維
築
巢

r

‘

其
間
，
美
麗
的
身
影
，
被
選
為
台
南
縣
縣
鳥
。
「
今
日
鳥
類
，
明
日
人
類

。
」
水
維
也
是

一
種
生
態
環
境

指
標
生
物
。

葫
蘆
埠
事
實
上
是
由
「
番
子
橋
溝
披
」
及
「
番
子
田
阪
」
合
成
，
形
如
葫
蘆
，
「
番
子
田
」
就
是
今

天
的
隆
田
。
現
在
卻
是
以
「
菱
香

舟
影
」
聞
名
，
為
南
瀛
新
八
景
之

一

官
田
菱
角
是
出
了
名
，
兩
百

多
公
頃
的
菱
田
，
傲
視
全
台
。

這
裡
水
靈
吧
!
葫
蘆
埠
旁
的

小
村
「
西
庄
于
出
了
一
位
個

農
之
子
陳
水
扁
，
他
是
當
今
的
中

} 

可

...... 



華
民
國
總
統

。

西
庄
村
人
說
陳
總

統
的
父
親
，
辛
勤
樸
實
，
而
且
還

是
一
位
宋
江
陣
教
頭

。
因
為
他
辛

勤
，
所
以
東
家
才
把
幾
分
田
便

宜

就
靠
著
這
幾
分
田
，
供

書
。
台
灣
農
民

賣
給
他
。

給
孩
子
念

，
真
是

不
簡
單
，
打
拚
為
將
來
。

「
四
邊
是
山
好
景
致
，
街
路
清

氣
溪
全
魚
，
逐
工
出
門
不

JW
(氛
。
」

的
門
窗
，
歌
詩
滿
街

「
台

灣
o

巷
，
打
開
燈
火
揣
希
望
，
啊
，
希
望

原
來
著
是
咱

」

。
陳
水
扁
總
統
故
鄉
西
庄
邊
的
葫
蘆
埠

洩
洪
道

，

下
方
即
是
曾
文
溪

，

溪
畔
有

「
丁
仔
朧
」
。
(
吳
茂
成
攝
)

《
台
北
新
故
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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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
"
文
溪
戀
戀
母
河

v 

\、

「
阿
扁
總
統
」
與
每
位
台
灣
囝
仔

一
樣
，
也
曾
是
父
親
的
希
望
，
吃
台
灣
米
、
喝
台
灣
水
長
大

。

「
飲
水
思
源
」
!
這
裡
的
披
圳
也
是
周
鍾
瑄
合
庄
民
之
力
，
在
康
熙
五
十
六
年
所
築
成
。

當
時
的
農
田
，
「
逢
旱
則
苗
枯
桶
，
遇
水
則
種
飄
流

。
」
耕
作
十
分
辛
苦
。

因
此
，
只
有
協
力
築
埠

一
途
，
不
過
，
每
到
秋
天
颱
風
暴
雨
沖
崩
，
常
常
要
補
土
修
堤

o

於
是
，
雍
正
三
年
周
鍾
瑄
再
發
借
庫
銀

"枷

同
岸
堅
堤
，
灌
溉
面
積

千
悶
，
築
一
口

達
數
百
餘
甲
。

並
設

「埠
長
」
管
理
，
抽
埠
中
所
捕
魚
蝦

三
成
，
作
為

修
堤
的
基
金
。

後
來
，

一
位
楊
姓
「
漢
棍
」
及
番
人

「
爾
瑞
」
等
人
違
規
捕
魚
，
還
曾
送
官
府
嚴
辦
。
為
此
，
刻
碑

嚴
禁

「
漢
番
」
私
採
、
強
行
捕
魚
，
以
免
破
壞
埠
圳

。
|

|

《
毋
許
氏
番
私
捕
垃
內
魚
蝦
示
禁
碑
》

這
塊
石
碑
一
直
立
在
葫
蘆
埠
中
，
直
到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大

旱
，
埠
水
乾
洞
，
才
為
台
灣
文
史
前
輩
盧

嘉
興
、
石
賜
稚
氏
發
現
採
集

。
石
碑
常
常
是
一
地
、

一
代
人
的
生
活
紀
錄
。

葫
蘆
埠
附
近
鄉
庄
開
墾
者
園

結
治
水
的
故
事
，
透
過
碑
文
才
得
已
流
傳
至
今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漢
番
」
並
列
碑
文
中

。

「
番
子
田
阪
、
番
子
橋
溝
披

」
'
這
裡
曾
是
平
埔
族
麻
豆

社
人
的
田
園
吧
!
他
們
大
約
在
乾
隆
末
年
移
居
至
此

。

漢
番
界
碑
衝
突
火
線

麻
豆
社
平
埔
人
離
開
故
鄉
的
原
因
，
據
台
灣
早
期
的
考
古
學
前
輩
國
分
直

一
研
究
，

「導
因
於
漢
族



開
墾
的
發
達
，
與
部
落
建
設
的
進
步
等
所
壓
迫
的

。
」
生
存
競
爭
常
常
引
爆
「
漢
番
衝
突
于
土
地
奪
取
、

侵
耕
糾
紛
不
斷
，
清
初
為
此
劃
定
「
番
界
」
，
不
許
漢
人
越
界
開
墾
、
鎮
耕
。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間
，
考
古

學
家
江
家
錦
先
生
，
就
在
麻
豆
鎮
巷
口
里
採
集
到
一
塊
「
番
界
」
殘
碑
，
棄
置
在
空
地
，
上
刻
有

「
奉
定

番
界
」
四
字
。

「
番
界
」
劃
定
到
最
後

，
仍
然
糾
紛
不
斷
，
雍
正
二
年
(
西
元
一
七
二
四
年
)
還
是
准
漢
人
承
租
番

地
耕
種
，
稱
為

「
番
個
」
、
「
番
租
了
乾
隆
四
十

四
年
，
赤
山
北
邊
的
移
咯
闡
明
及
大
武
瓏
派
二
社
，

「
番

個
」
林
敢
生
及
鄭
子
和
等
人
，
即
因

「
番
租
」
糾
紛
，
報
官
銜
查
平
息
。
|
|
《
吟
咯
咽
及
大
武
瓏
派
二
社

香
租
碑
》

稍
早
之
前
，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
麻
豆
社
有
一
位
名

「
通
士
」
平
埔
人
，
也
因
虞
朝
庄
番
界
糾
紛
，
指

漢
人
不
法
背
信
，
經
控
官
後
，

「
虞
朝
庄
民
及
社
番
、
通
士
人
等
...... 

務
須
遵
照
舊
約
，
貼
納
武
廟
香

燈
，
仍
納
番
飾
，
兩
相
和
睦
。
倘
該
莊
民
故
遣
，
短
少
租
鍋
，
許
通
士
指
明
稟
究

。

」
《
貼
納
武
廟
香

燈
示
禁
斷
碑
》

武
廟
即
是
今
天
麻
豆
鎮
文
衡
殿
，
《
震
瀛
採
訪
錄
》
記
載
，
「
據
說
，
番
子
田
平
埔
族
的
子
孫
每
遇

年
節
都
來
祭
祖
。...... 

漢
族
不
但
占
了
平
埔
族
的
部
落
，
也
占
了
平
埔
族
的
廟
宇
(
公
廳
)
，
這
就
是
典
型

的
漢
蕃
交
替
部
落
。
」

虞
朝
庄
後
來
被
稱
為
後
牛
祠
，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這
裡
還
是
漢
蕃
混
居
的
村
落
，
附
近
即
是
水
塘
頭
，

4曙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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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文
說
戀
戀
母
河

崇
他
是

「
南
縣
人
物
志
中
的
人
物

《水
城
頭
橋
碑
》

前
述
武
廟
也
是
吳
仕
光
在
雍
正
十

幾
傾
，
地
方
鄉
賓
黃
清
芳
及

《
虞
朝
庄
關
帝
廟
捐
題
碑
》

",> 

\'.

繁
榮
一
時
。
清
初
，
牛
桐
庄
也
出
了
一
位
國
學
生
吳
仕
光
，
建
廟
築
橋
處
處
，
熱
心
公
益
，
吳
新
榮
氏
推

」
。
他
修
建
水
塘
頭
橋
，
鄉
人
十
分
感
恩
，
還
勒
石
立
碑
紀
念

。

二
年
鳩
集
鄉
人
，
共
同
興
建
，
直
到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受
地
震
破
壞

庫
生
吳
時
舉
等
人
倡
議

重
建
，
捐
款
人
有
不
少
是
麻

豆
社
平
埔
人
。」

可
見

「
漢
番
」
也
可
以
攜
手
，
在
震
災
的
廢
墟
中
，
重
建
家
園

。

不
僅
如
此
，
麻
豆

「漢
番

先
輩

們
，
更
聯
手
推
動
河
川
保
育
，
捍
衛
鄉
土

。

康
熙
末
年
，
麻

豆
社
地
棍
施
甫
、

人
，
強
行
占
據
埠
頭
港
道
，
圈
築
墟
岸
養
魚
，
阻
礙
水
流
，
夏
秋
雨
季
氾
濫
成
災
，
淹
沒

園
墳
墓

不
忍
見
家
鄉
水
土
遭
受
破
壞
，
麻
豆
社

豪
族
陳
縱
、
陳
媽
生

「

「
民
番

》

」
。

」
就
聯
合
向
官
府
陳
情
究
辦
，
解
決
地
方
水

串

J~、

。

《麻
豆
保
內
港
擅
築
岸
窒
塞
港
道
示
禁
碑

勤
勞
良
善
的
人
民
，
總
是
愛
惜
著
這
塊
土
地
。
類
似
麻
豆
「
漢
番
」
攜
手
保
育
河
川
水
土
的
故
事
，

在
曾
文
溪
流
域
上
鄉
庄
還
有
很
多

。

麻
豆
的
大
肆
開
發
，
據
伊
能
嘉
矩
氏
調

「
沿
著
堡
內
曾
文
溪
流
域
的
寮
子
廊
、
溝
子
瑜
、
磚
子
井
、
安
業
及
謝
厝
寮
等
村
落
，
原
來
雖
是

查

等

番
黎
房
屋
田

一

後
來
，

•.

，
大
約
是
在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為

『
道
八
房
租

帶
的
溪
埔
'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
始
由
台
灣
道
八
房
史
員
出
資
招
個
開
拓
，
稱

』
。
」

v 



道
光
年
間
曾
文
溪
溪
水
氾
濫
，
田
園
變
沙
埔
'

「
道
八
房
租

」
停
收
。

同
治
年
間
，
曾
文
溪
浮
覆
地
又

現
，
光
緒
十
五
年
重
行
納
租

。

國
分
直
一

《
麻
豆
的
歷
史
》

僅
諺
.. 

「
蕭
瓏
長
，
麻
豆
闊
。
」
麻
豆
的
村
落
型
式
，
總
是
田
園
圍
著
住
家
，
裡
面
有
柚
香
綿
綿
，

這
大
概
是
河
川
浮
覆
地
，
地
質
肥
、
法
吧
!

伊
能
嘉
矩
氏
也
紀
錄
，
曾
文
溪
浮
覆
地
有

「
丁
仔
菱
」
招
個
拓
地
的
傳
說
，
那
是
個

主
送
給
開
墾
的

壯
丁
，

「
丁
仔
菱
」
在
耕
作
的
範
圍
內
，
會
愈
長
愈
好

。

不
知
宮
田
菱
角
是
否
與
此
有
關
，
但
是
，
訪
問

「
丁
仔
嚨

當
地
的
菱
農
卻
說
成

「
丁
仔
攏
」，

嚨
約
四
呎
二
。
在
曾
文
水
庫
未
築
成
之
前
，
溪
埔
上
的

。

只
能
種
蕃
薯
等
低
矮
作
物
，
以
免
阻
塞
水 一
流
，
氾
濫
成
災

海
埔
開
發
天
人
交
戰

。

。

曾
文
溪
的
氾
濫
、
港
道
淤
塞
，
牽
動
著
流
域
內
的
鄉
庄
興
衰

成
也
曾
文
溪
，
敗
也
曾
文
溪

與
尼
羅
河
相
近
的
曾
文
溪
不
斷
沖
積
台
江
，
河
口
海
坪
也
隨
之
擴
展
;
漢
人
鄉
庄
，
就
跟
著
浮
覆
地
向
西

矗
立
。人

要
與
海
爭
，
還
得
與
人
爭

。

曾
文
溪
下
游
的
鄉
庄
，
可
說
是
海
埔
開
發
史
的
縮
影
。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
許
中
營
、
灣
港
、
合
西
、
管
寮
、
西
港
里
一
帶
海
坪
，
向
來
就
是
安

定
旦
東
西
兩
堡
鄉
民
，
採
捕
營
生
之
所
、

「
天
地
自
然
之
利
于

不
料
，
棍
徒
方
鳳
、
方
成
、
方
院
等
人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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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眾
搭
寮
、
插
標
圈
地
霸
佔
'
開
築
「
蚓
埋
」
六
十
餘
垣
'
糾
紛
不
斷
。
後
經
安
定
里
鄉
賓
蔡
華
仁
及
當

民
吳
朝
捷
等
人
不
斷
陳
情
檢
舉
，
官
府
才
將
方
鳳
等
人
所
侵
佔
海
坪
，
全
數
充
公

。

《
安
定
里
海
坪
歸

鄉
民
採
捕
示
禁
碑
》

「
甜
」
音
敢
心
，
海
鮮
。

閩
南
語
念
為

「
甜
仔
」
'
煮
湯
味
美
。
貧
窮
人
家
，
赴
海
坪
採
捕
，
得
以
嘗

鮮
、
救
飢
。

末
料
，
過
了
四
十
年
，
林
爽
文
亂
後
，
此
地
邱
、
方
兩
大
族
姓
，
聯
合
蚓
寮
莊
巨
族
黃
佛

等
，
群
豪
緊
議
，
再
度
「
沿
海
插
標
，
意
匪
搭
寮
'
截
奪
各
莊
採
捕
，
幾
致
大
禍
數
次
于
鄉
人
民
生
路

絕

因
此
，
安
定
里
西
保
生
員
吳
積
善
及
北
埔
庄
義
首
吳
奇
都
、
將
軍
庄
義
首
吳
光
猛
、
後
汪
庄
義
首
吳

圭
當
等
人
，
憂
心
禍
端
，
不
忍
見
沿
海
眾
庄
貧
民
，
斷
了
採
捕
活
命
之
路
，
就
把
乾
隆
十
二
年
《
安
定
里

海
坪
歸
鄉
民
採
捕
示
禁
碑
》
碑
文
附
上
，
投
訴
台
灣
府
知
府
楊
廷
理
，
再
行
出
禁
令
，
拆
除
海
寮
'
海
坪

復
歸
鄉
民
公
眾
採
捕
。

海
洋
是
公
共
財
，
自
古
皆
然
。
靠
山
吃
山
，
靠
海
吃
海
。
赤
山
官
田
麻
豆
等
地
開
墾
'
幾
代
人
費
心

築
阪
圳
，
興
水
利
，
安
定
西
港
將
軍
等
庄
，
卻
以
海
為
田
，
圍
築
海
坪
溪
埔
'
作
魚
墟
。
曾
文
溪
流
域
因

而
有
「
山
珍
海
味
」
、
「
糖
米
魚
鹽
」
樣
樣
俱
全
。

拓
荒
鹽
地
施
吳
先
鋒

v 
炒，



將
軍
庄
吳
姓
族
人
，
可
說
是
鹽
地
的
拓
荒
者

。

據
說
，
施
環
平
台
有
功
，
康
熙
帝
賜
他
跑
馬
四
日
，

所
經
之
地
作
為
勳
業

。

他
從
汶
港
登
岸
，
開
始
由
西
往
東
策
馬
，
經
過

「
蚵
寮
、
北
門
嶼
、
溪
底
寮
、
中

洲
、
學
甲
、
巷
口
，
最
後
到
達
現
在
的
將
軍
庄

。
」

於
是
這
位
平
台
第
一
功
臣
，
就
派
族
親
施
士
聰
及
他
的
好
友
，
也
是
得
力
部
將
吳
英
的
族
親
吳
挺

谷
，

一
起
來
墾
荒
，
置

「
將
軍
府
」
'
留
下
「
施
侯
租
」
之
名
。

相
傳
，
在
這
古
曾
文
溪
海
埔
上
，
將
軍
府
前
掛
有

「
施
行
「
吳
」
兩
盞
大
燈
，

但
在
夜
間
遠
望
，

卻
不
見

「
施
」
姓
燈
，
只
見
「
吳
」
姓
一
燈
，
燈
火
輝
煌
，
從
此
以
後
，
吳
姓
子
孫
繁
衍
各
地

。

「
施
」
「吳
」
兩
姓
族
人
，
可
說
是
海
的
子
民

他
們
的
先
輩
歷
經
明
末
清
初
的
混
亂
年
代
，
在
台
灣

。

海
峽
打
過
無
數
的
戰
役
，
冒
險
犯
難
，
家
常
便
飯

。

「
追
懷
豪
傑
人
三
姓
，
憑
弔
英
雄
酒
一
杯
。

吳
施
王
三
姓
同
立
。

」

。

將
軍
庄
外
塚
裡
'
一
塊
「
將
軍
石
」
如
此
寫
著

「
無
田
無
園
，
靠
六
月
門
。
」
先
民
初
到
將
軍
庄
，

一
片
溪
埔
地
，
沒
有
現
成
食
物
，
撈
海
藻
、
捕

魚
、
蚓
、
歸
為
食
，
耕
田
作
蝠
，
飼
魚
、
養
蚵
'
至
今
已
歷
十
餘
代
。
吳
挺
谷
與
北
埔
庄
義
首
吳
奇
都
、

將
軍
庄
義
首
吳
光
猛
、
後
汪
庄
義
首
吳
圭
當
，
皆
是
族
親

。

他
們
從
福
建
音
江
岱
陽
錫
坑
渡
海
來
台
，
按

照
「
岱
吳
族
譜
」
字
諱
行
表
來
看
，
吳
奇
都
輩
份
最
高
，
其
次
是
吳
光
猛
、
吳
圭
當

。

地
方
相
傳
吳
奇
都

十
分
富
有
，
留
下

「
有
奇
都
墳
，
無
奇
都
厝
。
」
的
俗
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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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
奇
挺
生
，
圭
緩
彙
起
，
修
身
謹
度
，
尊
德
誠
意
，
為
率
而
敬
，
謙
恭
瞻
視
，
孫
曾
千
億
，
名
次
因

.... 

之 
O 

L一一

主
平
-
丁

t
a
-
-，品
，

「
世
重
宗
光
，
人
欽
善
行
，
尚
思
法
言
，
宜
從
憲
令
，
其
先
始
誤
，
乃
為
大
定
，
若
厥
有
常
，
家
聲
衍

慶
。
」

字
行

《
岱
吳
族
譜
凡
例
》

吳
奇
都
與
吳
光
猛
、
吳
河
生
、
吳
彷
生
、
吳
圭
當
叔
娃
孫
三
代
人
，
在
乾
隆
五
十
七
年
，
也
曾
合
力

承
典
施
侯
爺
二
重
港
爐
、
綻
聚
圈
爐
、
北
門
嶼
各
一
口
，
以
及
溪
口
(
疑
為
將
軍
溪
)
虎
寶
二
口
，
雇
長

年
經
營
管
理
。

《
台
灣
私
法
物
權
篇
》

曾
文
溪
口
魚
溫
所
產
一
風
目
魚
最
為
有
名
，
相
傳
耳
目
魚
苗
細
如
針
，
只
能
看
到
「
兩
眼
炯
炯
如
風
蟲
」

般
大
，
所
以
才
稱
為
「
嵐
目
魚
」
。
魚
墟
聘
有
「
長
年
」
經
理
，
住
在
溫
寮
日
夜
顧
魚
，
一
口
魚
墟
要
經
營

得
法
，
溫
坪
整
理
最
重
要
，
「
瀉
坪
、
干
坪
、
殺
蟲
、
施
肥
」
等
等
，
日
後
若
能
長
出
青
苔
，
就
是
最
成

功
的
養
魚
法
。

將
軍
庄
子
弟
吳
新
榮
氏
說
，
這
種
養
一
風
目
魚
的
技
術
'
傳
自
頂
山
村

一
位
陳
姓
老
長
年
，
他
在
「
公

港
墟
」
經
營
五
、
六
十
甲
魚
墟
，
直
到
老
死
。
因
此
，
後
人
每
年
都
會
留
有
「
櫃
底
錢
」
一
百
四
十
元
，

《
震
瀛
採
訪
錄
》

作
為
祭
忌
之
用
。

「
將
軍
吳
」
族
人
後
來
散
居
各
地
，
「
北
埔
、
頂
下
山
子
腳
、
馬
沙
溝
、
口
寮
'
溪
底
寮
等
地
吳
姓



均
以
將
軍
庄
為
庄
母
。
」
直
到
道
光
三
年
大
風
雨
，
曾
文
溪
挾
著
滾
滾
泥
砂
，
從
官
寮
改
道
衝
入
台
江
，

白
鹿
耳
門
礁
旁
出
海
，
台
江
自
鼎
擠
溫
、
灣
港
口
、
膏
寮
以
西
，
頓
成
官
仔
埔
'
官
芒
迎
風
飄
揚
，
「
將

軍
吳
」
子
孫
吳
緩
黎
等
人
陸
續
入
墾
'
斬
官
芒
搭
草
寮
'
形
成
今
日
台
南
市
安
南
區
海
尾
寮

。

「
海
尾
寮
」
在
《
台
灣
縣
輿
圖

冊
V
有
記
載
，
屬
武
定
里
二
十
莊
之
一

，
距
府
城
北
有
六
里
。
道
光

年
間
從
安
平
隔
著
鹽
水
溪
東
望
，
已
有
漁
家
販
魚
維
生

。

道
光
九
年
姚
瑩
之
《
東
樣
紀
略
》
記
載
.. 

「
道
光
三
年
七
月
，
台

灣
大
風
雨
，
、
鹿
耳
門
內
海
沙
驟
長
，
變
為
陸
地
。...... 

自
安
平
束
望
埔
上
魚
市
，
如

隔
一
溝
，
...... 

新
長
陸
埔
未
久
，
潮
長
時
海
水
猶
不
無
潰
、
溼
'
...... 

應
俟
三
年

、
五
年
之
後
，
民
居
漸
柄
，
地

土
堅
實
，
移
安
平
右
營
於
此

。
」

這
些
漁
家
在
膏
仔
埔
高
處
搭
草
寮
居
住
，
低
處
則
圈
地
築
岸
，
開
鑿
魚
墟
，
在
鹽
地
創
出
生
機

。

歌
謠

「
安
身
立
命
起
草
寮
'
地
號
出
名
十
六
寮
...... 

，
大
道
公
廟
海
尾
寮
。

」
即
是
最
佳
的
寫
照
。

鹽
分
不
毛
旱
作
幽
一
旦
饒

道
光
七
年
，
台
灣
道
孔
昭
虔
為
了
經
營
這
片
海
埔
新
生
地
，
還
的
目
派
員
丈
量
土
地
，
出
示
招
墾
'
分

歸
嘉
義
、
台
灣
縣
治
理
。
嘉
義
縣
境
是
由
墾
戶
集
體
開
發
，
台
灣
縣
境
內
則
由
富
豪
招
個
，
個
別
拓
荒

在
這
鹽
分
不
毛
之
地
，
種
出
番
薯
、
蔥
、
蒜
等
旱
作
糧
食

。

「
±
藉
口
已
界
內
由
洪
里
，
廿
一
只
軍
等
十
六
股
首
招
個
問
墾
'
後
經
作
七
十
二
份
分
配
，
由
東
分
配
到
西
邊
，
剩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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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H
文
漢
戀
戀
母
河

、\

v 

地
留
下
稱
做
『
公
地
尾
』
。
其
餘
有
三
股
首
、
或
七
股
首
，
招
個
問
墾
者
，
後
稱
做
『
三
股
』
或
『
七
股
』
、
...... 

『
九
股
』
的
地
名
。
」

「
台
口
已
部
分
即
由
富
豪
士
紳
'
中
領
廣
大
的
墾
區
，
招
來
各
地
無
資
的
個
農
從
事
開
墾
，
多
以
招
來
的
個
農

出
身
地
的
地
名
為
村
名
，
如
中
洲
寮
、
學
甲
寮
等
，
...... 

亦
有
以
墾
戶
名
為
村
落
名
稱
的
，
如
本
淵
寮
係
廿
一
只
本

淵
所
有
墾
區
的
個
戶
聚
居
村
落
的
名
稱
，
海
尾
寮
俗
稱
曰
『
拯
舍
寮
』
，
乃
係
台
南
彷
橋
頭
吳
拉
舍
所
拓
墾
區
之

他
已
/
聚
居
的
村
名
，
陳
卿
寮
是
陳
卿
所
拓
的
村
落
，
均
置
有
公
館
管
理
墾
區
及
徵
收
大
租
。
」

盧
嘉
興
《
曾
文
溪
與
國
賽
港
》

相
傳
，
吳
碰
舍
愛
吃
懦
米
皮
、
豆
沙
館
的
龜
餅
，
府
城
遂
有
「
碰
舍
龜
」
之
名
餅
。
連
雅
堂
《
雅

、
一
=
口
》

一
地
一
物
常
因
人
而
得
名
。
如
今
沿
著
潰
海
公
路
到
七
股
瀉
湖
賞
鳥
，
看
黑
面
琵
鷺
'
這
些

地
名
依

然
熟
悉
。

瀉
湖

一
帶
本
是
台
江
內
海
的
舊
時
地
，
盧
嘉
興
氏
考
證
'
為
《
東
番
記
》
所
稱
「
加
老
灣
」
的

一
部

分
，
道
光
廿
年
，
台
江
淤
塞
後
，
這
裡
水
衝
成
港
，
稱
為
「
郭
賽
港
」
'
商
船
多
停
泊
於
此

「郭
塞
港
，
在
鹿
耳
門
北
十
里
，
。
」
《...... 

口
門
頗
深
，
近
年
大
商
艘
多
收
泊
於
此
。...... 

片
，
文
武
汎
館
在
此
稽
查
商
船

郭
賽
港
後
來
也
被
稱
為

「
國
賽
港

，
連
雅
堂
氏
則
說
是
「
國
姓
港
」
'
清
同
治
年
間
，
來
台
貿
易
的

。

港
內
有
新
長
沙
埔
一

中
復
堂
選
集
》

」



外
國
人
，
呼
為

「只

,. 

主j

g
m

...... 

O
E
FT
O品

」
'
岸
上
有
海
盜
出
沒
o

「

多
數
海
盜
活
動
其
間
，
他
們
雖
不
能
捉
住
公
海
上
快
速
的
外
國
船
隻
'
但
常
勾
結
岸
上
土
著
，
掠
奪

...

...

不
幸
失
事
之
船
隻
，
..
.... 

他
們
在
當
時
台
灣
最
高
行
政
機
關

所
在
地
的
台
灣
府
以
北
五
英
里
，
構
成
一
名
為

「

Fr
o口
色
的
村
落
，
他
們
在
該
村
集
結
眾
多
人
員
，
藉
劫
掠
周
圍
之
村
落
，
使
其
海
上
的

「豐
功
偉
業
」'

肉
。
E

吧
。
。

號
遇
強
烈
颱
風
，
擱
淺

趨
於
多
樣
化
。

一
八
六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
英
國
小
型
帆
船
只
還

D
m

只

海
岸
上
，
...
..
. 

不
久
即
有
三
百
名
華
人
，
持
長
刀
，
走
上
船
來
，
開
始
掠
奪
。

不
僅
該
英
船
被
劫
一

O
E
F
E
D
m

空
，
所
有
船
員
衣
服
亦
遭
剝
去
，
並
被
趕
下
船
，

身
上
毫
無
遮
蓋
，
淺
灘
及
小
河
內
滿
布
牡
蠣
殼
，
他
們

涉
水
而
過
時
，
腳
部
及
腿
部
均
遭
割
破
，
甚
為
慘
重

。

」

《
清
末
台
灣
對
外
貿
易
之
開
放
》

賊
池
趣
聞
十
足
草
莽

..

....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間
，
曾
經
到
這
裡
採
訪
的
吳
新
榮
氏
則
記
載
，
下
山
村
供
有
一
尊
池
王
爺
，
村
人
說

只
要
賊
黨
向
他
祈
求
必
有
應
，
所
以
又
被
稱
為
「
賊
池
」
。

這
樣
的
傳
說
真
是
有
趣
，
為
曾
文
溪
鹽
地
開
拓

史
，
增
添
不
少
草
莽
氣
。

除
了
海
盜
之
外
，
曾
文
溪
下
游
還
曾
因
爭
奪
土
地
發
生

「黃
郭
械
鬥
」
'
傷
了
不
少
人
命
。

...... 

(

一

「

溪
洲

學
甲

)
的
郭
欽
使
，
公
號
為
義
昌
，
招
致
他
戶
個
別
開
墾
'
不
願
與
洪
理
廿只
軍
併
墾
'
致
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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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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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糾
紛
，
曾
發
生
過
黃
郭
的
械
鬥
'
郭
姓
為
防
禦
洪
里
洪
軍
十
六
股
首
的
廿
一
只
姓
攻
擊
，
經
築
造
土
壘
防
守
其
墾

區
仰
后
/
住
地
，
俗
稱
曰
土
城
仔
」

....

。

盧
嘉
興
《
曾
文
溪
與
國
賽
港
》

光
緒
八
年
，
學
甲
堡
中
洲
莊
陳
姓
族
人
，
也
為
尖
山
海
埔
浮
覆
地
捕
魚
，
與
「
頭
港
吳
」
發
生
糾

紛
，
糾
紛
難
解
，
成
了
「
莊
對
莊
」
、
「
姓
對
姓
」
相
拚
'

「
頭
港
吳
」
不
敵
，

「
將
軍
吳
」
等
四
埔
吳
也

加
入
戰
局
。

《
台
南
縣
志
稿
人
民
士
心
》

「
有
土
斯
有
財
」
'
為
了
生
存
空
間
，
漢
人
與
原
住
民
爭
，
乃
至
於
閩
客
相
仇
，
泉
、
海
相
鬥
'
異
姓

為
敵
。
曾
文
溪
流
域
不
曉
得
澆
灌
了
多
少
先
民
的
汗
與
血
。
如
今
這
汗
與
血
，
隨
著
嘉
南
大
圳
的
曾
文
溪

水
，
在
土
地
上
開
花
結
果
。

曾
文
溪
，
台
灣
的
古
文
明
之
河
啊
!
下
一
站
又
將
流
向
哪
裡
!

\
吽
3
1
)

本
系
列
報
導
文
章
蒙
業
師
趙
慶
河
教
授
賜
正
，
謹
此
致
謝
。
)

/
w
w
l
、
弓
，
口

註
釋

註
一
.• 

例
如

善
化
鎮
、
|
|
北
仔
店
。
因
鄭
氏
營
兵
有
北
方
人
，
此
地
北
方
人
聚
集
故
名
。
小
新
營
莊
'
昔
日
南
邊
有
大
新
營
，
今
已
無

跡
，
皆
是
鄭
氏
營
地
。

安
定
鄉
領
務

。

鄭
氏
營
盤
地
。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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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港
鄉

左
鎮
鄉

六
甲
鄉

下
苦
鄉

佳
里
鎮

官
田
鄉

山

上
鄉

柳
營
鄉

政
所
墾
之
地

後
營
莊
'
鄭
氏
設
營
之
地

。

左
鎮
，
鄭
氏
設
侍
衛
左
鎮
、
於
此
。

林
鳳
營
莊
'
鄭
氏
參
軍
林
鳳
設
督
之
地

。

中

營

、
下
營
莊
'
明
鄭
時
的
營
盤

地
。

下
營
、
營
頂
，
皆
為
鄭
氏
設
營
之
地
。

二
鎮
，
鄭
氏

《
旗
二
鎮
所
墾

中
協
，
鄭
氏
左
先
鋒
鎮
中
協
墾
地

。

北
勢
洲
、
山
仔
頂
、
莊
，
明
末
鄭
將
余
士
龍
開
墾
之
地

杏
一
欽
營
，
鄭
氏
清
查
回
故
駐
屯
之
地
。

。

h
J

。

角
秀
，
為
鄭
氏
角
宿
鎮
所
墾

。

。

果
毅
後
，
為
鄭
氏
呆
毅
後
鎮
所
開
墾
的
地
方

參
考
文
獻

。

五
軍
營
，
鄭
氏
五
軍
戒

。

一
、
沈
有
容
，

二
、
蔣
毓
英
，

三
、
余
文
儀
，

《
閔
海
贈
言
》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五
十
六
種
，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十
月

《
台
灣
府
士
卒
，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六
月
。

《
續
修
台
灣
府
士
卒
，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圈
八
十
二
年
六
月

四
、
周
鐘
、
瑄
'
《
諸
羅
縣
志

。

。

。

》
，
台
北
，
台
灣
研
究
叢
刊
第
五

十
五
種
，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五
、
陳
文
達
，

《
台
灣
縣
志
》
，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六
月

六
月

。

。

一'、
、

《
台
灣
采
訪
冊
γ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七/\、九
、

王
必
白
日
，
《
重
修
台
灣
縣
志
》
'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六
月
。

《
台
灣
府
與
國
慕
要
》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一
八
一
種
，
民
國
五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
延
平
王
戶
官
楊
英
從
征
實
錄
》
，
台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研
究
所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五
月

十
、
郁
、
水
河
，

鄭
氏
筆
路
創
基
業

Y
A

《
叫
得
海
紀
遊

口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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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文
溪
戀
戀
母
河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四
種
，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

十

、
黃
叔
的
嗽
，《
台
海
使
搓
錄
》
，
台
北
，
台

《
束
搓
紀
略
γ

《
台
灣
詩
乘
γ

《
台
灣
詩
鈔
γ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七
種
，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

十
二
、
姚
瑩
，

十
三
、
江
日
昇
'

十
四
、
連
雅
堂
，

c
s
g

、

十
五
、
六
十
七
，

十
六
、
丁
日
健
，

十
七
、
諸
家
，

m
p
i

十
八
、
諸
家
，

恥
的
O
D

十
九
、

二
十
、
黃
耀
束
，

二
十
一

二
十
二
、

《
清
代
台
灣
大
租
調
查
全
卒
，
台
北
，
台

二
十
三
、
胡
傳
，

二
十
四
、
諸
家
，

二
十
五
、
陳
肇
興
，

二
十
六
、

《
台
灣
經
濟
史

二
十
七
、

者
﹒
巳

著
，
蔡
段
恆
譯
，

十
一
年
四
月

。

二
十
八
、
連
橫
，

二
十
九
、
連
橫
，

三
十
、
諸
家
，

《
台
灣
外
記
γ

台
北
，
世
界
書
局
，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一
月
。

《
台
灣
通
史
γ

台
北
，
眾
文
圖
書
，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二
月
。

《
番
社
采
風
圖
考
》
，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

《
治
台
必
告
錄
Y
A
口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十

七
種
，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七
月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六
十
四
種
，
民
國
四
十
九
年
一
月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二
百
八
十
種
，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
三
月
。

《
南
部
碑
文
集
成
Y

。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二
百
一
十
八
種
，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三
月
。

γ
台
中
，
台

《
明
清
台
灣
碑
喝
選
集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元
月
。

《
台
灣
私
法
物
權
篇
γ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一
百
五
十
種
，
民
國
五
十
二
年
一
月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一
百
五
十
二
種
，
民
國
五
十
二
年
四
月

《
台
灣
日
記
與
稟
段
》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七
十
一
種
，
民
國
四
十
九
年
三
月
。

《
台
灣
與
地
彙
鈔
γ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二
百
一
十
六
種
，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九
月

《
陶
村
詩
稿
》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一
百
四
十
四
種
，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八
月
。

。。

。

O
七
種
，
民
國
六

Y

上
下
兩
冊
，
台
北
，
台
灣
銀
行
經
濟
研
究
室
編
，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三
月
影
印
版

《
台
灣
之
過
去
與
現
在
γ
台
北
，
台
灣
研
究
叢
刊
第
一

《
雅
、
一
-
-
卒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一
百
六
十
六
種
，
民
國
五
十
二
年
二
月
。

《
雅
堂
、
又
集
》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二
百
零
八
種
，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

。

γ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二
十
八
種
，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十
月

《
台
灣
雜
詠
合
刻

枷枷



《
台
灣
省
閉
關
資
料
續
編

γ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舍
，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六
月

。

主

v 
i

6 

三
十
一
、

廖
漢
臣
，

三
十
二
、

《
台
南
縣
志
稿
Y

台
南
縣
文
獻
委
員
會
，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八
月

。

三
十
三
、
洪

調
水
，

《
冰
如
隨
筆
集
γ

台
南
，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三
月
。

三
十
四
、
台
灣
總
督
府
臨
時
土
地
調
查
局
，

《
台
灣
堡
圓
》
，
台
北
，
遠
流
出
版
社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

三
十
五
、
佐
佐
木
邦
磨
，

《
台
南
縣
管
內
全
國
γ

明
治
卅
四
年
八
月

。

三
十
六
、
伊
能
嘉
矩
，

《
台
灣
文
化
士
卒
，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三
十
七
、
昔
日
、
水
和
，《
台
灣
早
期
歷
史
研
究

γ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社
，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三
十
八
、
王
世
慶
，

《
清
代
台
灣
社
會
經
濟
》
'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社
，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八
月

。

三
十
九
、
傅
樂
成
，

《中
國
通
史

γ

台
北
，
大
中
國
圖
書
公
司
，
民
國
八
十
年
八
月

。

四
十
、
一
口
向
亞
偉
，《
世
界
通
史
γ

台
北
，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

四
十
一

、
成
嘉
林
，

《
台
灣
史
γ
台
北
，
民
國
八
十
年
九
月

。

四
十
二
、
楊
碧
川
，

《台
灣
歷
史
年
表
》
，
台
北
，
自
立
晚
報
出
版
部
，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六
月

。

四
十
三
、
陳
香
，

《
台
灣
竹
枝
詞
選
集
》
'
台
北
，
台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四
月

。

四
十
四
、
伍
株
青
，

《台
灣
瑣
誌
》
，
台
北
，
台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

四
十
五
、
司
馬
遼
太
郎
著
，
李
金
松
譯
，

《
台
灣
紀
行
γ

台
北

，
台

灣
束
叛

，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六
月

。

四
十
六
、

《
南
瀛
文
獻
》
，
台
南
，
台
南
縣
文

獻
委
員
會
。

四
十
七
、

《
與
地
答
要
》
，
台

南

，
南
﹒
瀛
文
獻
叢
刊
第
二
輯
，
民
國
七
十
年
六
月
。

四
十
八
、

《
南
瀛
論
叢
》
，
台
南
，
南
、
瀛
文
獻
叢
刊
第
三
輯
，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四
月
。

四
十
九
、

《
南
瀛
雜
組
》
，

台
南

，

南

瀛
文
獻
叢
刊
第
四
掉
，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四
月

L

。

五
十
、

《
台
南
縣
全
球
資
訊
網
γ

台
南
，
台
南
縣
政
府
。

五
十
一

《
安
南
區
士
卒
，
台
南
，
安
南
區
公
所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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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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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
母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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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二
、
盧
嘉
興
，

五
十
三
、
《
嘉
南
農
田
水
利
會
七
十
年
史

γ

嘉
南
農
田
水
利
會
，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

五
十
四
、
吳
新
榮
，
《
震
瀛
採
訪
錄
》
，
台
南
，
玲
、
垠
山
、
房
，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三
月。

《
台
灣
研
究
彙
集
二
十
二
集
γ

台
南
，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一
月
。

五
十
五
、
吳
彙
蓮
等
，

《
岱
吳
族
譜
》
'
、
寫
本
影
印
，
吳
茂
成
藏
。

五
十
六
、
沈
善
洪
編
，

《
黃
宗
羲
全
集
》
，
新
江
，
新
江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六
年
五
月
。

五
十
七
、

《
台
北
、
春
天
、
新
故
鄉
》
，
一
福
爾
摩
沙
文
教
基
金
會
、
水
晶
有
聲
出
版
社
。

《
八
田
技
師
所
遺
留
的

γ

共
和
國
雜
誌
第
十
三
期

。

五
十
八
、
古
川
勝
三
，
楊
鴻
儒
譯
，

五
十
九
、
許
獻
平
，
《
尋
找
山
仔
頂
風
華

γ

台
南
，
山
上
村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
民
國
九
十
年
元
月
。

六
十
、
郭
輝
譯
，
《
巴
達
維
亞
城
日
記
》
'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圈
五
十
九
年
六
月
。

六
十
一
、
村
上
直
次
郎
譯
註
'
程
大
學
中
譯
，
《
巴
達
維
亞
城
日
記
》
，
台
北
，
眾
文
圖
書
公
司
，
民
國
八
十
年
九
月

。

六
十
二
、
江
樹
生
譯
，

《
A
m蘭
遮
城
日
社
泣
，
台
南
，
台
南
、
市
政
府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

《
台
灣
的
拜
壺
民
族
》
，
台
北
，
台
原
出
版
社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一
月
。

六
十
四
、
必
麒
麟
著
，
陳
逸
君
譯
，
《
發
現
老
台
灣
》
，
台
北
，
台
原
出
版
社
，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八
月

。

六
十
五
、
劉
還
月
，
《
南
瀛
平
埔
族
誌
》
，
台
南
，
台
南
縣
立
文
化
中
心
，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四
月
。

六
十
三
、
石
萬
壽
，

六
十
六
、
黃
文
博
，

《
南
瀛
叫
什
香
誌
》
，
台
南
，
台
南
縣
立
文
化
中
心
，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四
月
。

六
十
七
、
潘
笑
，
《
台
灣
平
埔
族
史
》
，
台
北
，
南
天
書
局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一
月

。

六
十
八
、
江
樹
生
譯
，
《
蕭
攏
城
記
》
，
台
北
，
台
灣
風
物
，
第
卅
五
卷
，
第
四
期
，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

六
十
九
、
《
、
辭
海
》
，
中
華
書
局
，
上
海
，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十
月
。

七
十
、
林
尹
校
訂
，
《
新
校
正
切
宋
本
廣
韻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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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台
北
，
黎
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九
月

。

七
十
一
、
阮
元
，

《
經
籍
管
帶
詰V
'、
又
、
又
出
版
社
，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五
月
。



「
自
海
寇
顏
思
齊
驛
有
其
地
，
始
稱
台
灣
。
紅
弄
得
之
，
因
思
齊
遺
眾
，
用
以
耕
作
，
采
鹿
于
山
，
漁
魚
于

海
，
藝
禾
插
播
，
通
販
於
東
洋

。

越
二
十
年
，
鄭
成
功
京
口
之
敗
，
金
廈
不
守
，
攻
而
有
之
，
仍
紅
奔
之
舊
，

臣
其
人
，
居
其
居
，
內
資
種
糙
，
外
憑
貿
易

」

季
麒
光
《
台
灣
士
心
序
》

西
元
三
八
五
九
年
，
京
口

一
役
，
鄭
成
功
退
守
金
廈
，
大
將
甘
輝
戰
死
，
反
清
復
明
之
勢
頓
挫

。

這

場
戰
役
改
變
了
台
灣
四
百
年
來
的
命
運

。

鄭
氏
此
時
困
守
金
慶
彈
丸
之
地
，
兵
困
糧
乏
，
日
夜
苦
思

一
處

可
長
可
久
的
「
籌
鍋
練
兵
」
、
「
安
頓
家
眷
」
、
「
生
緊
教
訓
」
的
根
本
之
地
。
剛
好
荷
蘭
通
事
何
斌
來

奔
，
以

「
田
園
萬
頃
，
決
野
千
里
，
納
稅
數
十
萬

。

」
「
數
日
到
台
灣
，
糧
米
不
絕

。
」
勸
說
征
台
。

...•.• 

求
活
路
於
台
灣
，
勢
之
必
然
。

在
鄭
成
功
的
心
中
，
台
灣
本
是
鄭
家
舊
地
，
鄭
芝
龍
遺
眾
尚
在

。

西
元
三
八
六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
鄭
成
功
率
領
四
百
多
艘
戰
艦
，
自
金
門
料
羅
灣
浩
浩
蕩
蕩
，
掛
帆
東
行

。

廿
四
日
抵
澎
湖
，
稍
作
休

息
，
廿
七
日
中
途
「
阻
風
乏
糧
」
'
回
航
澎
湖
，
三
十
日
晚
，
鄭
成
功
對
隨
軍
諸
將
士
精
神
講
話
，
「
冰
堅

可
渡
，
天
意
有
在
，
天
意
若
付
我
平
定
台
灣
，
今
晚
開
駕
後
，
自
然
風
恬
浪
靜
，
不
然
官
兵
豈
堪
坐
困
斷

島
受
餓
也
。
」

戀
戀
母
河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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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日
晚
上

一
更
後
，
大
軍
在
風
雨
中
解
纜
，
航
向
鹿
耳
門
，
到
了

三
更
，

「
雲
收
雨
散
，
天
氣
明

朗
，
順
風
駕
駛

。
」
四
月

一
日
，

天
剛
亮
，
鄭
成
功
身
先
士
卒

，
搭
著
小
哨
艇
登
岸

，
踏
勘
鹿
耳
門
陣
地

形
勢
，
經
過

一
夜
的
風
雨
，
平
常
水
淺
的
港
口
，
忽
而
水
漲
數
尺
，
隨
後
艦
隊
順
利
通
過
鹿
耳
門
，
駛
入

台
江
，
停
泊
禾
寮
港
札
營
，
猶
如
天
助
，
荷
人
倉

皇
迎
戰
。

至
此
，
鄭
成
功
取
赤
炭
，
圍
台
灣
城
，
收
復
鄭
家
舊
地

。

十
二
日
，
從
海
路
踏
勘
曾
文
溪
北
邊
的
蚊

港
，
以
及
麻
豆
、
蕭
瓏
、
自
加
溜
灣
、
新
港
等
四
大
平
埔
族
社
，
沿
途

「
土
民
男
婦
壺
漿
迎
者
塞
道
」
'

對
這
片
三
角
洲

土
地
平
坦
膏
、
」
留
下
很
深
的
印
象

「

決

。

明
鄭
建
都
開
國
立
家

於
是
鄭
成
功
改
赤
授
為
東
都
明
京
，
台
灣
城

為
安
平
鎮
，
以
誌
故
鄉
。

設
一
府
二
縣
，
北
天
興
，
南

萬
年
，
查
報
田
園
冊
籍
。

效

「諸
葛
屯
斜
谷
」
'
行
屯
田
富
兵
之
法
，
分
派
各
鎮
土
地
，
自
耕
自
給

。

頒
布

「
開
墾
章
程
」
'
為
台
灣
開
發
立
下
新
里
程
。

章
程
曰
:

「
東
都
明
、
一
示
，
開
國
立
家
，
可
為
萬
世
不
拔
基
業。
本
藩
已
手
闢
草
昧
，
與
爾
文
武
各
官
及
各
鎮
大
小
將

領
，
官
兵
家
眷
聿
來
胥
宇
，
總
必
創
建
田
、
宅
等
項
，
以
遺
子
孫
計
。

但
一
勞
、
水
逸
，
當
己
力
經
苦
，
不
准
混
侵

。

土
民
及
百
姓
現
耕
物
業
。

茲
將
條
款
開
列
於
後
，
成
使
遵
依

如
有
達
越
，
法
在
必
究
，
著
戶
官
刻
板

頒
行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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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承
天
府
安
平
鎮
，
本
藩
暫
建
都
於
此
。
文
武
各
官
及
總
鎮
大
小
將
領
家
眷
，
暫
住
於
此
。
隨
人
多
少

。

園
地
，
永
為
世
業
，
以
他
以
漁
以
經
商
取
一
時
之
利
。
但
不
許
混
侵
土
氏
及
百
姓
現
耕
田
地

二
、
各
處
地
方
，
或
田
或
地
，
文
武
各
官
，
隨
意
選
擇
，
創
置
庄
屋
，
盡
其
力
量
，
水
為
世
業
，
但
不
許

紛
爭
及
混
圈
土
民
及
百
姓
現
耕
田
地
。

三
、
本
藩
閱
覽
形
勝
建
都
之
處
，
文
武
各
官
及
總
鎮
大
小
將
領
，
設
立
街
門
，
亦
准
園
地
創
置
庄
屋
，
永

為
世
業
。
但
不
許
混
圈
土
民
及
百
姓
現
耕
田
地
。

四
、
文
武
各
官
圈
地
之
處
，
所
有
山
林
快
地
，
具
圍
來
獻
，
本
藩
薄
定
賦
稅
，
使
屬
其
人
掌
管
，
須
自
熔

管
愛
惜
，
不
可
斧
斤
不
時
，
竭
澤
而
漁
'
庶
後
來
水
享
無
疆
之
利

。

五
、
各
鎮
及
大
小
將
領
各
兵
，
派
撥
沉
地
，
准
就
彼
處
擇
地
起
蓋
房
屋
，
閉
關
田
地
，
盡
其
力
量
，
永
為

世
業
，
以
他
以
漁
及
經
商
，
但
不
許
混
圈
土
民
及
百
姓
現
耕
田
地
。

六
、
各
鎮
及
大
小
將
領
派
撥
沉
地
，
其
處
有
山
林
肢
池
，
具
段
報
聞
本
藩
，
即
行
給
賞
須
自
熔
管
愛
惜
，

不
可
斧
斤
不
時
，
竭
澤
而
漁
'
、
庶
後
來
永
享
無
疆
之
利
。

七
、
沿
海
各
澳
，
除
現
在
有
網
位
苦
位
，
本
藩
委
官
徵
稅
外
，
其
餘
分
與
文
武
各
官
及
總
鎮
大
小
將
領
，

前
去
熔
管
，
不
許
混
取
，
候
定
賦
稅
。

八
、
文
武
各
官
開
墾
田
地
，
必
先
赴
本
藩
報
明
款
數
，
而
後
開
墾
，
至
於
百
姓
，
必
先
將
開
墾
數
報
明
承

j
Z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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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主
寸
A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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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文
溪
戀
戀
母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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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府
，
、
方
准
開
墾
'
如
有
先
墾
而
後
報
，
及
報
少
而
墾
多
者
，
察
出
定
將
田
地
沒
、
官
，
仍
行
從
重
究
處。

這
份
「
開
墾
章
程

」
可
說
是
台
灣
國
土
開
發
，
劃
時
代
的
歷
史
法
案

鼓
勵
官
民
兵
，
靠
自
己
的
力

。

量
經
營
家
園
，
開
墾
的
原
則
精
神
，
則
是
尊
重
先
住
民
的
土
地
權
益
，

「
不
許
混
圈
土
民
及
百
姓
現
耕

地
」
'
以
及
愛
惜
山
林
阪
池
，
不
可
「
斧
斤
不
時
，
竭
澤
而
漁
」
'
這
種
「
永
續
經
營
」
生
態
觀
念
，
直
到

今
天
，
仍
是
值
得
我
們
借
鏡
的

。

移
民
集
緊
庄
社
成
形

於
是
五
軍
、
果
毅
後
鎮
諸
軍
，
開
墾
曾
文
溪
以
北
土
地
，
「
插
竹
為
社
，
斬
茅
為
屋
，
圍
生
牛
教
之

以
墊
，
使
野
無
曠
土
，
而
軍
有
餘
糧

。
」

其
鄉
仍
曰
社
，
其
敵
亦
曰
甲
，
土
地
分
為
官
田
、
私
田
及
營
盤
田

。

曾
文
溪
流
域
的
漢
人
庄
社
至
此

逐
漸
成
形
。

官
田
為
荷
蘭
王
田
，
耕
者
皆
為
官
個
，
在
曾
文
溪
畔
尚
留
有
官
田
地
名
;
私
田
則
是
宗
室
文
武
招
民

所
開
墾
之
地
，
供
給
種
子
與
牛
隻
耕
作
器
具
，
諸
鎮
之
兵
所
屯
之
田
，
稱
為
營
盤
田
，
今
天
庄
名
有
「
營
」

字
，
大
多
是
當
年
的
營
盤
田
，
由
士
兵
開
墾
成
庄

。

(
註
一
)

「
庄
」
匯
集
了
四
面
八
方
的
人
氣
，
人
氣
散
了
，
庄
也
就
敗
了
，
這
人
氣
就
是
居
住
者
對
生
活
的
信

心
，
所
謂
眾
志
成
城
，
要
不
然
就
是
「
分
崩
離
析

于
成
了

「狗
不
吠
、
雞
不
啼

」
的
死
境
。

庄
頭
如
此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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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
戀

母
河

鹼
日
文
濃

國
家
何
嘗
不
然
!

主
我
。

辦伽

鄭
成
功
開
台
，
隔
年
實
志
以
及
，
留
此
遺
民
世
界
。
子
孫
不
肖
，
宗
室
主
汁
權
，
門
爭
相
殘
，
頗
有
乃

三
代
廿
六
載
，

祖
之
風
的
監
國
鄭
克
畢
竟
落
得
被
殺
的
命
運
，
幼
弟
鄭
克
坡
，
被
拱
上
台
，
飄
搖
孤
島
。

海
東
鄭
氏
人
氣
漸
散
，
一
丘
清
軍
進
逼
城
下
，
劉
國
軒
、
馮
錫
範
文
武
諸
臣
議
降
偷
生
，
獨
寧
靖
王
尚
節

絕
命
詩
云

。

」

「
艱
辛
避
海
外
，
總
為
數
莖
髮
。
於
今
事
畢
矣
，
祖
宗
應
容
納

宗
室
雖
滅
，
渡
台
來
者
仍
潮
來
潮
往
。
幸
好
曾
文
溪
流
域
上
的
營
盤
庄
社
，
人
氣
不
絕
，
代
代
出
人

一

傑
。
這
些
庄
社
緊
落
，
率
比
白
集
村
，
他
們
可
能
和
平
埔
族樣
，
數
十
或
是
上
百
戶
結
為

一
社
，
四
周
圍

著
刺
竹
籬
，
護
著
裡
頭
的
家
家
戶
戶
。

竹
牆
茅
屋
的
風
光
，
如
今
還
可
以
在
《
番
社
采
風
圖
考
》
、
《
台
灣

縣
全
圖
》
裡
想
見
，
東
西
南
北
四
周
皆
繪
著
竹
林
，
看
起
來
沒
有
城
池
的
雄
偉
，
倒
有
幾
分
桃
源
之
美
。

o

人
未
進
社
內
，
綠
意
竹
風
就
令
人
心
境
輕
鬆

「
一
人
執
鑼

先
民
們
並
旦
組
織
「
守
望
相
助
」
巡
守
隊
，
招
募
社
中
赤
貧
者
為
壯
丁
，
每
夜
兩
班
，

。

若
是
發
現
盜

不
鳴
，
一
人
擊
榔
」
，
其
餘
的
隊
員
持
木
棍
，
自
三
更
起
繞
行
社
外
，
直
到
五
更
天
明
為
止

賊
，
立
刻
敲
鑼
，
大
喊
捉
賊
，
「
一
社
鳴
鑼
，
則
鄰
社
皆
應
」
'
賊
不
敢
入
社
。

曾
文
溪
畔
許
多
庄
社
，
還
因
此
結
成
聯
庄
之
勢
。

庄
民
們
農
閒
習
武
，
操
練
宋
江
諸
陣
，
「
看
旗
、



\ 

、

同
鄉
或
是
同
志
的
關
係
」
，
在
生
活
、
經

濟
上
相
扶
持
。

聽
鼓
、
聞
鑼
」
'
陣
式
儼
然
，

一
方
面
作
為
庄
廟
神
明
，
在
人
間
的
侍
衛
，
一
方
面
鍛
鍊
子
弟
體
魄
，
猶
有

明
鄭
寓
兵
於
農
的
遺
風
。
像
烏
山
嶺
中
鹿
陶
洋
的
「
江
家
古
厝
」
'
就
是
相
當
典
型
的
閩
南
緊
落
，
這
裡
是

江
家
族
人
歷
代
祭
肥
、
議
事
、
操
兵
練
武
之
所
，
附
近
曾
有
原
住
民
曹
族
、
平
埔
族
居
住
，
令
人
想
起
歐

洲
中
古
世
紀
山
中
的
堡
壘

。

o 同
樣
的
，
在
曾
文
溪
南
岸
的
胡
厝
寮
'
昔
日
與
東
勢
寮
、
六
分
寮
、
方
厝
寮
、
謝
厝
寮
'
號
稱
五
虎

寮
'
聯
防
禦
匪
，
從
村
名
一
看
，
就
可
以
明
白
他
們
是
「
同
姓

僅
語
所
謂
「
相
放
伴
」
'
就
是
最
佳
寫
照
，
意
思
是
一
群
人
互
相
幫
忙
墾
田
、
作
溫
，
不
像

今
人
凡
事
以
「
錢
」
來
論

。

新
市
林
家
進
士
宅
第

胡
厝
寮
人
說
，
「
奮
鬥
即
人
生
，
偷
閒
是
盜
賊

。
」
人
間
下
來
，
無
以
自
食
，
只
能
吃
祖
產
，
與
盜

賊
可
說
是
無
異
。

所
以
防
盜
首
重
教
育
，
知
禮
義
廉
恥

過
去
漢
人
庄
社
中
有
「
公
攻
」
'
正
堂
奉
紀
守
護
神
，
那
是

。

先
民
從
唐
山
故
鄉
所
帶
來
的
「
祖
佛
于
安
慰
著
開
墾
者
的
心
靈
，
廂
房
設
孰
于
聘
請
漢
學
老
師
教
讀
四
書

五
經

曾
文
溪
流
域
就
出
了
好
幾
位
進
士
、
舉
人
、
秀
才
，
自
古
文
風
不
綴
。
特
別
是
新
市

三
舍
庄
林

家
，
據
傳
一
門
三
代
進
士
最
為
風
光
，
回
產
千
餘
甲
，
盛
極

一
時
，
大
概
只
有
麻
豆
林
家
可
以
比
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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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文
混
戀
戀
母
河

。
南
科
文
化
遺
址
，
黑

茂
成
攝
)

陶
片
殘
存
於
泥
裡
。
(
吳

/." 

三
舍
庄
附
近
有
史
前
文
化
遺
址
，
年
代
溯
及
數
千
年

前
的
薦
松
、
黑
陶
文
化
，
遺
址
西
北
邊
是
現
今
安
順
寮
排
水

道
的
上
源

。
清
初
這
裡
曾
是
港
口
，
《
諸
羅
縣
志
》
稱
為

「
灣
港
」
史
前
人
類
在
港
邊
生
活
的
器
真
陶
器
，
隨
著
曾
文

溪
諸
水
的
氾
濫
沖
積
，
深
埋
泥
裡
'
偶
而
雨
水
沖
刷
，
露
出

些
許
殘
片
，
直
到
南
科
、
高
鐵
在
此
大
興
土
木
，
才
為
考
古

學
家
驚
為
國
寶
。

三
舍
林
家
的
興
衰
，
與
灣
港
的
淤
塞
息
息
相
關
，
河

港
不
見
了
，
大
厝
剩
殘
辟
于

三
舍
的
風
光
也
不
再
。

不
再
的

不
只
是
三
舍
林
家
，
安
定
鄉
的
頂
洲
仔
陳
家
也
是

。

兩
、
三
百
年
前
頂
洲
開
拓
者
陳
光
輪
，
無
意
間
從
糖

商
口
中
，
搶
先
掌
握
唐
山
烏
糖
起
大
價
的
商
業
情
報
，
於
是

o

一
支
蠟
燭
的
時
間
內
，
蒐
購
烏
糖
，
靠
著
灣
港
，
往
來
唐
山

作
貿
易
，
船
隻
運
糖
去
，
載
金
回
，
至
今
地
方
仍
流
傳

「頂

洲
到
木
柵
'

一
距
火
也
未
熄
，
賺
萬

三
三
」
的
船
運
致
富
俗

諺
。

d、}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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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說
，
陳
家
還
有
七
十
二
萬
銀
埋
在
地
底

。

全
盛

時
，
女
牌
們
不
堪
來
回
港
口
搬
運
金
銀
，
偷
偷
哭
泣
;
土
匪

。

後
代
子
孫

劫
庄
時
，
乾
脆
從
窗
口
丟
出
銀
兩
，
用
以
退
賊

沒
落
了
，
變
賣
家
具
，
不
知

口
舊
時
大
木
櫃
底
層
藏
滿
龍

銀
，
直
到
買
家
雇
數
名
大
漢
扛 一

到
半
路
，
繩
索
承
受
不
住
重

量
，
跌
破
木
櫃
'
龍
銀
散
落
四
處
，
才
悔
恨
不
己
。

同
樣
是
河
港
興
盛
的
麻
豆
，
也
是
以
販
糖
聞
名

。

麻

豆
林
家
開
基
祖
林
文
敏
，
福
建
泉
州
安
溪
縣
人
，
乾
隆
末
年

舉
家
遷
台
，
林
文
敏
經
營
糖
蜜
，
資
產
百
萬
，
八
房
子
孫
為

官

、
販
糖
，
人
才
輩
出
，
產
業
之
大
，
可
從
大
厝
「
九
包

五
，
三
落
百
二
門
」
想
見

一
斑
，
民
圓
四
、

五
十
年
間
，
南

棍
拍
胸
遷
的

支

林
宅
山
界
」
石
碑
，
吳
新
榮
氏
就
疑

自
發
現

「

為
麻
豆
林
家
之
物 一
，
如
果
這
是
真
的
話
，

林
家
田
園
之
廣
，

令
人
昨
舌
。

。
台
江
灣
港
港
邊
的
文
化
遺
址

，

遠
方
高
處
堤
防
下

，
即
是
今
日
安

順
大
排
的
上
源
。
(
吳
茂
成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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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文
講
戀
戀
母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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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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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

麻
豆
挖
寶
見
證
輝
煌

麻
豆
港
的
遺
址
，
就
在

今
天
的
水
掘
頭
。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

這
裡
發
生
轟
動
全
台
的

「
掘
寶
」
事

件
，
五
王
取
此
降
旨
，
要
清
理
汙
穢
，
恢
復

「
龍
喉
穴
」
地
理
。

結
果
，
鄉
民
們
總
動
員

，
清
出

糖
廊
的
機
材
，
包
括
卅
六
個
石
車
，
當
時
台
南
縣
文
獻
會
加
以
考
證
'
這

是
一
項
碼
頭

「
跌
水
工
程

見
證
港
口
製
糖
、
販
糖
的
榮
景

。

清
初
文
人
郁
永
河
來
台
採
硫
，
曾
路
過
此
地

。

他
將
來
台
所
見
所
聞
寫
成
《
樽
海
紀
遊
》

今
讀
起
來
仍
是

一
本
非
常
精
米
的
遊
記

一

。

康
熙
卅
六
年
四
月
七
日
，
郁
永
河
乘
著
牛
車
從
今
日
的

三
炭
店
北
邊
寮
渡
過
大
洲
溪
，

路
向
自
加

三
E3
E

溜
灣
、
麻
豆
社
而
來
，
準
備
走
陸
路
到
淡
水
採
硫
礦

。

此
時
距
離
鄭
克
姨
歸
降
清
朝
，
才
僅
十
四
年
，
未

一

受
戰
火
波
及
的
村
落
，
景
色
依
舊
。

郁
永
河
沿
途
所
見
的

平
埔
族
社

「
嘉
木
陰
森
，
屋
宇
完
潔
，
不
減
內
地
村

落
。

」
族
人
「
勤
藤
稽
，

務
蓄
積
，
比
戶
殷
富

于

明
鄭
設
社
學
，
鼓
勵
讀
書
的
遺
風
尚
存
，
因
此
，

子
弟
能
背
四
書

、
講
禮
讓
，
漢

化
漸
深
。

這
一
切
說
起
來
，
還
得
感
謝
靖
海
侯
施
垠
的
遠
見
，
要
不
是
他
獨
排
眾
議
，
向
康
熙
力
陳
「
棄
、
留

」

利
害
，
台
灣
的
歷
史
早
就
改
寫
了

。

施
現
畢
竟
是
跟
過
鄭
成
功
經
略
海
上
霸
業
的
老
將
，
了
解
當
時
台
海 一

堆」
'至

枷伽



的
國
際
、
戰
略
情
勢
，
「
棄

」
則
淪
為
紅
毛
人
、
盜
賊
的
據
地
，

「
留
」
則
大
陸
沿
海
四
省

門
戶
可
守
。

而
且
台
地
物
產
豐
榮
，
「
實
肥
饒
之
區
，
險
阻
之
域

。
」

「耕
桑
並
桶
，
漁
鹽
滋
生
，
滿
山
皆
屬
茂
樹
，
過
處
俱
植
修
竹
，
硫
碩
、
水

籐
、
糖
蕉
、
鹿
皮
，
以
及
一
切

日
用
之
需
，
無
所
不
有
。

向
之
所
少
者
布
，
吊
耳
，
茲
則
木
棉
盛
出
，經
織
不
乏

。
」

施
、
垠
《
請
留
台
灣
疏
》

「
不
糞
種
，
糞
則
穗
重
而
仆
，
種
植
後
聽
其
自
生
，
不
事
耘
餅
，
惟
享
坐
獲

。
」

四
月
初
七
日
，
原
本
應
該
到
達
倒
咯
圓
的
郁
永
河
車
隊
，
卻
因
駕
牛
車
的
平
埔
人
誤
解
，

一
行
人
來

《
赤
山
坎
筆
談
》

「
佳
里
興
」
'
據
吳
新
榮
氏
研
究
也
是
平
埔
語
「
加
哩
林
」
'
明
朝

《
東
番
記
》
早
有
記
載
，
如
今
從
省
道
經
過
，
還
可
見
到
矗
立
路
旁
的

「
古
天
興
縣
治
」
石
柱

。

天
興
縣
，

是
曾
文
溪
流
域
第

一
個
行
政
區
名
，
後
來
改
為
天
興
州
，
入
清
版
圖
之
後
，
又
變

為
諸
羅
縣
，
第

一
任
知

到
諸
羅
縣
治
所
在
地

佳
里
興
。

縣
季
麒
光
。

據
說
，
當
時
的
知
縣
，
害
怕
這
裡
的
治
安
不
好
，
還
是
在
府
城
內
辦
公

。

因
此
，
郁
永
河
到
達
佳
里

興
縣
治
僅
遇
見
守
將
趙
振
，
他
鄉
遇
故
知
，
兩
人
聊
到
深
夜
才
就
寢

。

曾
文
溪
草
埔
上
的
月
光
，
透
進
官

舍
竹
牆
來
，
「
軌
軌
」
的
牛
車
聲
，
還
在
耳
畔
迴
響
，
月
明
如
鏡
，
鷺
醒
守
宮
鳥
，
郁
永
河
在
佳
里
興
度

過
北
行
的
初
夜
。

四
月
初
八
，
郁
永
河
一
行
人
仍
乘
著
牛
車
，
返
回
麻
豆
社
，
經
水
掘
頭
、
渡
茅
港
尾
溪
、
鐵
線
橋

溪
，
到
達
倒
咯
國
社
，
就
此
揮
別
曾
文
溪
平
原

。

僅
留
下
「
煎
田
萬
頃
碧
萎
萎
，

一
望
龍
蔥
路
欲
迷
;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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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文
講
戀
戀
母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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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月
，
曾
文
溪
溪
埔
上
「
蕉
苗
龍
蔥
，
路
欲
迷
。
」
(
吳
茂
成
攝
)

炒伽

載
都
來
糖
廊
裡
，
只
留
煎
葉
飾
群
犀

。
」
美
麗
的
竹
枝
詞
，
讓

後
世
治
史
者
想
見
那
煎
鄉
的
面
貌

。

麻
豆
與
佳
里
、
善
化
，
可
說
是
台
南
縣
最
典
型
的
煎
鄉
，

日
據
時
代
總
爺
、
蕭
瓏
、
灣
裡

三
大
糖
廠
並
立
。

因
為
，
曾
文

溪
平
原
「
砂
土
相
兼
」
'
適
合
插
煎
。

7
庶
苗
種
於
五
、
六
月
，
首
年
則
嫌
其
嫩
，
三
年
又
嫌
其
老
，

惟
兩
年
者
為
上

。
」

《赤
炭
筆
談
》

古
人
似
乎
早
已
懂
得
輪
作
的
道
理
。
三
月
春
雨
降
，
農
家

趕
著
栽
插
，
若
是
無
雨
亦
型
種
，
只
不
過
一
回
水
灌
溉
'
較
為
艱

辛
。

到
了
十
月
，

「
築
廓
，
置
煎
車
，
雇
募
人
工
」
'
開
始
以
牛

隻
推
動
牛
磨
礦
糖
，
每
甲
田
大
約
可
煎
烏
糖
六

、
七
十
擔
不

等什
乃
藏
嬌
韻
事
流
傳



' 
、

,;. .., 

位
進
士
楊
光
誤
，
兩
家
勢
力
相
當
。

。
糖
廊
也
成
了
官
府
課
稅
的
單
位
，
乾
隆
年
閉
，
一
張
糖

糖
，
為
曾
文
溪
庄
社
帶
來
致
富
契
機

廊
徵

銀
五
兩
六
錢
，
張
數
的
多
寡
成
了
富
農
財
富
的
象
徵

，
經
營
者
在
此
金
屋
藏
嬌
，
曾
置
位
第
十
奶
奶
，
因
此
得
名。

相
傳
乾
隆
年
間
，
口
宵
里
張
家

曾
文
溪
的
山
間
玉
并
盆
地
，
也
流
傳
著
一
蒙
族
賽
「
糖
米
」
的
傳
說

因
祖
先
葬
在
南
化
「
絲
線
吊
銅
鐘
」
的
穴
地
上
，
後
代
子
孫
出
了

一
位
「
跛
腳
進
士
」
'
赴
雲
南
致
仕
發
財

。

後
，
建
梳
妝
樓
於
曾
文
溪
上
游
，
築
戲
台
於
中
游
，
妻
妾
乘
航
遊
溪
看
戲
，
好
不
風
光

後
來
石
仔
瀨
楊
家
，
也
出
了

一

張
家
，
誇
說
他
們
的
糖
倒
進
曾

。

一
場
糖

文
溪
，
可
以
甜
到
下
游
石
仔
瀨
楊
家
。
楊
家
，
揚
言
他
們
的
稻
穀
足
以
淹
沒
口
宵
里
的
旗
竿
尾

。

米
生
產
大
賽
於
是
展
開
，
成
為
曾
文
溪
畔
老
農
茶
餘
飯
後
的
笑
談

。

然
而
，
蕉
糖
的
甘
甜
皆
被
糖
商
吹
盡
，
草
地
個
農
則
是
渴
飲
汗
水
，
度
日
如
年

「
台
陽
膏
快
地
，
一
歲
或
三
熟
，
可
憐
草
地
人
，
不
得
飽
康
粥
!
里
正
催
租
來
促
人
，
林
投
有
洞
去
藏
身
;

畫
伏
夜
歸
饑
不
忍
，
歸
來
惟
對
瓶
中
塵。
案
者
城
中
來
，
曾
見
城
中
客
;
峨
峨
稱
大
家
，
丹
艘
問
金
碧
，
豐
衣

美
食
如
山
積
，
不
如
賣
女
圈
朝
夕
;
使
儂
莫
作
溝
中
、
癖
，
女
事
責
人
兩
有
益
!
可
愛
呼
，
墜
茵
墜
潤
不
可
知
，

飛
絮
飛
花
豈
有
擇
?
君
不
見
，
石
法
別
，
幽
怨
聲
;
流
民
圈
，
淒
涼
色
!
」

李
華
《
草
地
人
》

。

府
城
人
稱
鄉
村
日
「
草
地
于
李
華
為
府
城
人
，
所
見
所
聞
當
不
假

租
稅
逼
死
個
農
，
自
古
皆
然
。
舊
誌
上
稱

「
諸
口
巴
之
賦
，
惟
赤
山
獨
重。
」
赤
山
在
麻
豆
西
北
邊
，

6

鄭
氏
筆
路
創
基
業

o
善
化
鎮
什
乃
部
落
，
原
名

「
十
奶
」
'
舊
時
此
地
有

五
處
糖
廓

一

。

糖
廊
風
光
可
見

一
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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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點蝦

成。母
攝首穴
)位前

台的

灣陳

開永

發華
總古

企墓

畫 ，

人三
月

曾

長只
眠見

... 

啟
文
溪
戀
戀
母
河

《
台
灣
通
史
》
記
載
陳
永
華
「
募
民
闢
田
，
歲
收

站t

穀
數
千
石
。
比
穫
'
遍

糧
米
，
僅
夠
自
己
食
用

在
赤
山
附
近
。

據
說
，
赤
山

公
湖
」
'
陳
永
華
埋
骨
之
所
，
為
「
龍
蝦
母
湖

水
秀
，
鍾
靈
之
地
，
此
湖
現

只
見
新
荷
點
點
。

遺
親
舊
之
窮
困
者
。
」
剩
下
的

。

陳
永
華
所
開
闊
的
田
園
，
應

一
品
、
心
州
州

W恥

門、

蠟
…

~
r
M
J朋宙

流竺
獵

岩
前
的
龍
湖
，
為
「
龍
蝦

行

山
明

在
水
已
淺

吋
J

爛
爛
叫

司

偷…
一

，

三
月

春
末
，

.f 

廣孟;明地在 忽陳曾
備豆豆 。 因北 有永是

興蟲輔緣麓兩所華明
販閒鄭甚大百悟路鄭
乙 墾氏深潭多，過北

二。 附年因此路
可栽代陳近之此地開
自蝠， ar 山後建，墾
主主東 ij 腳，守聽中
日 穀都喜被陳供到心

、、d' ( 2 人永僧草畫刊 墮1\
mU 莖 章 空發華，電龍
時是文里現 夫 奉內湖
心糧物習 。 婦里傳寺
的糕，會 可 兩豆來 主

管 竹、 悉為見人薩和近
宣 插出古陳的 。 尚馳
否 煎 其 之永墓 梵名

煮 手 諸華碑 隕
糖 。 葛與， 聲相
他孔此也 ，傳

TJL河野符竺墊腳1 於湖。
i
j ?-IWJW←至此畔呆

一…一H三三;二;之二之應積噓 。 新毅
(荷後
吳點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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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租
碑
減
稅
陳
情
表

龍
湖
寺
古
物
不
少
，

一
尊
石
觀
音
像
是
鎮
殿
之
寶
，
庇
祐
著
六
甲
、
官
田
諸
鄉
信
眾

。
一
塊

「
孫
太

爺
開
租
碑
」
'
記
載
著
赤
山
農
民
陳
情
減
租
的
歷
史
。

時
在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
鄭
氏
王
朝
覆
滅
，
天
興
及
萬

年
二
州
所
管
的
八
萬
石
租
額
，
移
為
駐
台
一
萬
名
清
兵
軍
食
，
但
是
，
鄭
氏
遺
兵
紛
紛
逃
回
內
地
，
所
屯

之
田
，

「
宿
莽
藏
穢
，
千
原
俱
蕪
」
'
成
了
荒
田
。

這
八
萬
石
的
軍
食
，
讓
首
任
諸
羅
縣
令
季
麒
光
傷
透
腦
筋
，

「
欲
減
則
詳
報
已
定
，
欲
墊
則
祿
薄
難

供
」
'
躊
躇
無
策
。

季
縣
令
想
來
想
去
，
想
到
赤
山
居
民
居
多
，
於
是
就
以
「
赤
山
現
耕
之
田
暫
為
會

攤
」
'
將
來
招
墾
荒
田
之
後
，
再
改
正
。

沒
想
到
這

一
等
，
數
十
年
已
過
，
赤
山
賦
稅
仍
然
沿
襲
舊
制
，
遲
遲
未
改
，
民
苦
不
堪

言
。
還
好
康

熙
六
十
年
「
鴨
母

王
」
朱

一
貴
亂
事
平
定
之
後
，
雍
正
四
年
，
新
任
知
縣
孫
魯
，
體
察
民
瘓
，
丈
量
田

甲
，
改
正
租
額
，
始
釋
民
困
。

這
大
概
是
赤
山
地
多
阪
圳
，
澤
及
良
田
，
亂
世
之
際
，
民
居
才
不
減
吧

!

珊
瑚
潭
輪
灌
少
糾
紛

赤
山
水
利
，
自
古
有
名
，
直
到

二
十
世
紀
初
，
日
本
水
利
工
程
師
八
由
與

一
，
仍
然
看
出
這
裡
有
構

築
大
時
水
池
的
潛
力
。

這
個

「
大
阪
圳
」
在
日
本
大
正
九
年

(
民
國
九
年
)
九
月
動
工
，
由
八
田
技
師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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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
戀
母
河

的
“
文
溪

灣
總
督
府
民
政
長
宮
的
下
村
海
南

「
珊
瑚
潭
」
不
愧
是
入
詩
的
好
題
材
。

, .

珊
瑚
潭
築
成
之
後
，
實
施

石
、
小
圓
石
、
卵
石
混
合
而
成

填
以
草
土
。
」
堅
固
數
百
倍

人
，

在
諸
羅
縣
令
任
內
，
延
聘
陳
少
林
編
修
《
諸
羅
縣
志
》
'
為
台
灣
舊
誌

計
築
壇
堤
，
堵
住
曾
文
溪
三
大
支
流
之
一
的
官
田
溪
水
，
鑿
穿
烏
山
嶺
，
引
曾
文
溪
水
，
歷
時
十
年
完

工
，
集
水
面
積
六
千
公
頃
，
灌
溉
著
嘉
南
十
五
萬
公
頃
的
田
園

。

從
空
中
鳥
轍
，
烏
山
嶺
錯
綜
複
雜
的
山
腳
沒
入
碧
水
中
，
昔
日
小
山
峰
，
成
了
潭
中
綠
島
，
形
如
張

牙
舞
爪
的
珊
瑚
。
因
此
「
珊
瑚
潭
」
美
名
，
不
腔
而
走
。
據
說
，
想
出
這
個
美
麗
潭
名
的
人
，
是
曾
任
台

。

他
也
是

一
位
日
本
和
歌
詩
人

。

「
窮
得
嘉
南
界
，
大
圳
細
考
量
，
珊
瑚
潭
樣
悶
，
污
水
異
尋
常
。
」

「
隧
道
穿
峰
底
，
鑫
穹
十
里
長
，
東
西
分
瀨
口
，
吐
納
兩
洶
洶

。
」

「
田
園
資
灌
溉
'
流
澤
遍
遐
荒
，
潤
及
三
冬
蕉
，
滋
培
萬
頃
袂

」
o

三
年
一
作
輪
灌
制
，
嘉
南
平
原
農
收
增
加

吳
注
目
一
草
/
嘉
南
大
圳
考
察
記

二
至
五
倍
，
演
海
鹽
分
地
帶
，

土
壤
也
獲
得
改
良
。
八
田
與
一
所
設
計
的
「
壇
堤
于
是
一
座
「
半
水
成
式
」
土
堤
，
以
「
黏
土
、
砂
、
碟

。

」
比
起
古
時
候

「
草
埠
」
，
在
河
水
緩
處
以
「
竹
樁
、
簣
子
(
竹
簾
)
，

。

昔
日
披
圳
水
患
、
草
埠
流
失
、
農
家
爭
水
糾
紛
不
再

八
田
對
曾
文
溪
流
域
水
利
貢
獻
，
與
清
初
諸
羅
縣
令
周
鍾
瑄
可
說
是
前
後
互
映
。
周
鍾
瑄
'
貴
州

「
長
才
遠
識
，
洞
達
治
體

。
」

v 



中
不
可
多
得
的
善
本

。

特
別
是

「
相
隨
原
、
規
蓄
洩

」
'
踏
勘
經
畫
諸
羅
縣
數
百
里
幅
員
的
披
圳
水
利
。

興
築
阪
圳
十
分
不

易
，

一
口
阪
圳
的
築
成
可
能
要
長
達
百
年

。

赤
山
北
麓
的
果
毅
後
庄
民
開
築
楓
林
埠
，
尚
未
成
就
被
沖
壞
，
乾
隆

二
年
再
築
'
嘉
慶
四
年
又
被
衝

毀
，
鄉
民
都
快
要
放
棄
希
望
，
任
田
園
荒
蕪
'
嘉
慶
十
七
年
，
再
集
資
重
築
，
終
於
成
功

。

《
觀
、
五
日
埠

公
記
》這

條
阪
圳
路
，
果
毅
後

庄
民
合
父
子
兩
代
之
力
才
築
成

。
善
始
尤
貴
善
終
，
庄
民
還
議
訂

「阪
圳
規

約
」
'
分
配
「
水
份
」
'
立
石
分
沛
，
輪
流
灌
溉
'
堪
稱
台
灣
農
田
開
發
珍
貴
的
水
利
文
書

。

披
圳
之
難
築

o

。

如
此
，
其
灌
溉
之
利
、
功
用
之
大
也
如
此

《
諸
羅
縣
志

》
記
載
，
康
熙
五
十
三
年
，

「
赤
山
阪
」
、

「
塗
庫
阪
」
、
「
水
漆
林
阪
」
，
由
諸
羅
縣
令

周
鍾
瑄
'
捐
錢
穀
助
赤
山
居
民
重
修
、
合
築
而
成
，
庄
民
感
恩
之
心
可
以
想
見
，
於
是
塑
像
奉
耙
龍
湖

寺
。

除
此
之
外
，
嘉
南
平
原
還
有
卅
餘
處
披
圳
修
築
'
也
都
是
出
自
其
手
，
奠
定
農
業
生
產
基
礎
，
諸
羅

農
家
因
此
生
活
漸
趨

富
庶
。

周
鍾
瑄
可
說
是
曾
文
溪
流
域
農
田
水
利
開
發
第
一
人

。

明
清
水
利
開
發
形
式
，
「
地
勢
之
下
者
，
築

堤
漏
水
，
或
截
溪
流
，
均
名
曰

『

阪
只

低
霍
積
水
，
有
泉
不
竭
而
不
甚
廣
者
曰
潭
、
曰
湖

。

有
源
而
流
長

者
曰
『
港
』
、
曰
『

坑
』

」

「阪
」
今
寫
作
「
埠
」
。
「
阪
圳
」
'
閩
南
語
中
還
留
有
這
古
老
的
水
利
語
言

。

《
國
語
》

「阪
者
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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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懿
戀
戀
母
河

、

、

，

、
、

也
，
昔日
因
下
鍾
水
以
繁
利
萬
物
。
」
圳
，
古
字
作
「
酬

」
'
「
深
一
尺
，
廣

一
尺
」
'
田
中
溝
也
。

如
果
說

o

珊
瑚
潭
是
「
阪
于
縱
橫
平
原
的
嘉
南
大
圳
，
就
是

「
圳
」
'
兩
者
像
是
心
臟
與
血
管
，
長
達
一
萬
六
千
公

里
的
水
路
，
滋
潤
著
大
片
的
「
看
天
田
」
。
農
民
從
此
不
愁
灌
溉
的
泉
源
。

葫
蘆
埠
菱
香
添
浪
漫

泉
不
斷
，
象
徵
著
地
靈
，
地
靈
自
然
生
物
綿
延
不
絕
。
珊
瑚
潭
附
近
還
有
官
田
葫
蘆
埠
，
水
維
築
巢

r

‘

其
間
，
美
麗
的
身
影
，
被
選
為
台
南
縣
縣
鳥
。
「
今
日
鳥
類
，
明
日
人
類

。
」
水
維
也
是

一
種
生
態
環
境

指
標
生
物
。

葫
蘆
埠
事
實
上
是
由
「
番
子
橋
溝
披
」
及
「
番
子
田
阪
」
合
成
，
形
如
葫
蘆
，
「
番
子
田
」
就
是
今

天
的
隆
田
。
現
在
卻
是
以
「
菱
香

舟
影
」
聞
名
，
為
南
瀛
新
八
景
之

一

官
田
菱
角
是
出
了
名
，
兩
百

多
公
頃
的
菱
田
，
傲
視
全
台
。

這
裡
水
靈
吧
!
葫
蘆
埠
旁
的

小
村
「
西
庄
于
出
了
一
位
個

農
之
子
陳
水
扁
，
他
是
當
今
的
中

} 

可

...... 



華
民
國
總
統

。

西
庄
村
人
說
陳
總

統
的
父
親
，
辛
勤
樸
實
，
而
且
還

是
一
位
宋
江
陣
教
頭

。
因
為
他
辛

勤
，
所
以
東
家
才
把
幾
分
田
便

宜

就
靠
著
這
幾
分
田
，
供

書
。
台
灣
農
民

賣
給
他
。

給
孩
子
念

，
真
是

不
簡
單
，
打
拚
為
將
來
。

「
四
邊
是
山
好
景
致
，
街
路
清

氣
溪
全
魚
，
逐
工
出
門
不

JW
(氛
。
」

的
門
窗
，
歌
詩
滿
街

「
台

灣
o

巷
，
打
開
燈
火
揣
希
望
，
啊
，
希
望

原
來
著
是
咱

」

。
陳
水
扁
總
統
故
鄉
西
庄
邊
的
葫
蘆
埠

洩
洪
道

，

下
方
即
是
曾
文
溪

，

溪
畔
有

「
丁
仔
朧
」
。
(
吳
茂
成
攝
)

《
台
北
新
故
鄉
》

鄭
氏
的
畢
路
創
基
業

v 
181 

4 ‘ 

6



帥
"
文
溪
戀
戀
母
河

v 

\、

「
阿
扁
總
統
」
與
每
位
台
灣
囝
仔

一
樣
，
也
曾
是
父
親
的
希
望
，
吃
台
灣
米
、
喝
台
灣
水
長
大

。

「
飲
水
思
源
」
!
這
裡
的
披
圳
也
是
周
鍾
瑄
合
庄
民
之
力
，
在
康
熙
五
十
六
年
所
築
成
。

當
時
的
農
田
，
「
逢
旱
則
苗
枯
桶
，
遇
水
則
種
飄
流

。
」
耕
作
十
分
辛
苦
。

因
此
，
只
有
協
力
築
埠

一
途
，
不
過
，
每
到
秋
天
颱
風
暴
雨
沖
崩
，
常
常
要
補
土
修
堤

o

於
是
，
雍
正
三
年
周
鍾
瑄
再
發
借
庫
銀

"枷

同
岸
堅
堤
，
灌
溉
面
積

千
悶
，
築
一
口

達
數
百
餘
甲
。

並
設

「埠
長
」
管
理
，
抽
埠
中
所
捕
魚
蝦

三
成
，
作
為

修
堤
的
基
金
。

後
來
，

一
位
楊
姓
「
漢
棍
」
及
番
人

「
爾
瑞
」
等
人
違
規
捕
魚
，
還
曾
送
官
府
嚴
辦
。
為
此
，
刻
碑

嚴
禁

「
漢
番
」
私
採
、
強
行
捕
魚
，
以
免
破
壞
埠
圳

。
|

|

《
毋
許
氏
番
私
捕
垃
內
魚
蝦
示
禁
碑
》

這
塊
石
碑
一
直
立
在
葫
蘆
埠
中
，
直
到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大

旱
，
埠
水
乾
洞
，
才
為
台
灣
文
史
前
輩
盧

嘉
興
、
石
賜
稚
氏
發
現
採
集

。
石
碑
常
常
是
一
地
、

一
代
人
的
生
活
紀
錄
。

葫
蘆
埠
附
近
鄉
庄
開
墾
者
園

結
治
水
的
故
事
，
透
過
碑
文
才
得
已
流
傳
至
今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漢
番
」
並
列
碑
文
中

。

「
番
子
田
阪
、
番
子
橋
溝
披

」
'
這
裡
曾
是
平
埔
族
麻
豆

社
人
的
田
園
吧
!
他
們
大
約
在
乾
隆
末
年
移
居
至
此

。

漢
番
界
碑
衝
突
火
線

麻
豆
社
平
埔
人
離
開
故
鄉
的
原
因
，
據
台
灣
早
期
的
考
古
學
前
輩
國
分
直

一
研
究
，

「導
因
於
漢
族



開
墾
的
發
達
，
與
部
落
建
設
的
進
步
等
所
壓
迫
的

。
」
生
存
競
爭
常
常
引
爆
「
漢
番
衝
突
于
土
地
奪
取
、

侵
耕
糾
紛
不
斷
，
清
初
為
此
劃
定
「
番
界
」
，
不
許
漢
人
越
界
開
墾
、
鎮
耕
。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間
，
考
古

學
家
江
家
錦
先
生
，
就
在
麻
豆
鎮
巷
口
里
採
集
到
一
塊
「
番
界
」
殘
碑
，
棄
置
在
空
地
，
上
刻
有

「
奉
定

番
界
」
四
字
。

「
番
界
」
劃
定
到
最
後

，
仍
然
糾
紛
不
斷
，
雍
正
二
年
(
西
元
一
七
二
四
年
)
還
是
准
漢
人
承
租
番

地
耕
種
，
稱
為

「
番
個
」
、
「
番
租
了
乾
隆
四
十

四
年
，
赤
山
北
邊
的
移
咯
闡
明
及
大
武
瓏
派
二
社
，

「
番

個
」
林
敢
生
及
鄭
子
和
等
人
，
即
因

「
番
租
」
糾
紛
，
報
官
銜
查
平
息
。
|
|
《
吟
咯
咽
及
大
武
瓏
派
二
社

香
租
碑
》

稍
早
之
前
，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
麻
豆
社
有
一
位
名

「
通
士
」
平
埔
人
，
也
因
虞
朝
庄
番
界
糾
紛
，
指

漢
人
不
法
背
信
，
經
控
官
後
，

「
虞
朝
庄
民
及
社
番
、
通
士
人
等
...... 

務
須
遵
照
舊
約
，
貼
納
武
廟
香

燈
，
仍
納
番
飾
，
兩
相
和
睦
。
倘
該
莊
民
故
遣
，
短
少
租
鍋
，
許
通
士
指
明
稟
究

。

」
《
貼
納
武
廟
香

燈
示
禁
斷
碑
》

武
廟
即
是
今
天
麻
豆
鎮
文
衡
殿
，
《
震
瀛
採
訪
錄
》
記
載
，
「
據
說
，
番
子
田
平
埔
族
的
子
孫
每
遇

年
節
都
來
祭
祖
。...... 

漢
族
不
但
占
了
平
埔
族
的
部
落
，
也
占
了
平
埔
族
的
廟
宇
(
公
廳
)
，
這
就
是
典
型

的
漢
蕃
交
替
部
落
。
」

虞
朝
庄
後
來
被
稱
為
後
牛
祠
，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這
裡
還
是
漢
蕃
混
居
的
村
落
，
附
近
即
是
水
塘
頭
，

4曙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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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文
說
戀
戀
母
河

崇
他
是

「
南
縣
人
物
志
中
的
人
物

《水
城
頭
橋
碑
》

前
述
武
廟
也
是
吳
仕
光
在
雍
正
十

幾
傾
，
地
方
鄉
賓
黃
清
芳
及

《
虞
朝
庄
關
帝
廟
捐
題
碑
》

",> 

\'.

繁
榮
一
時
。
清
初
，
牛
桐
庄
也
出
了
一
位
國
學
生
吳
仕
光
，
建
廟
築
橋
處
處
，
熱
心
公
益
，
吳
新
榮
氏
推

」
。
他
修
建
水
塘
頭
橋
，
鄉
人
十
分
感
恩
，
還
勒
石
立
碑
紀
念

。

二
年
鳩
集
鄉
人
，
共
同
興
建
，
直
到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受
地
震
破
壞

庫
生
吳
時
舉
等
人
倡
議

重
建
，
捐
款
人
有
不
少
是
麻

豆
社
平
埔
人
。」

可
見

「
漢
番
」
也
可
以
攜
手
，
在
震
災
的
廢
墟
中
，
重
建
家
園

。

不
僅
如
此
，
麻
豆

「漢
番

先
輩

們
，
更
聯
手
推
動
河
川
保
育
，
捍
衛
鄉
土

。

康
熙
末
年
，
麻

豆
社
地
棍
施
甫
、

人
，
強
行
占
據
埠
頭
港
道
，
圈
築
墟
岸
養
魚
，
阻
礙
水
流
，
夏
秋
雨
季
氾
濫
成
災
，
淹
沒

園
墳
墓

不
忍
見
家
鄉
水
土
遭
受
破
壞
，
麻
豆
社

豪
族
陳
縱
、
陳
媽
生

「

「
民
番

》

」
。

」
就
聯
合
向
官
府
陳
情
究
辦
，
解
決
地
方
水

串

J~、

。

《麻
豆
保
內
港
擅
築
岸
窒
塞
港
道
示
禁
碑

勤
勞
良
善
的
人
民
，
總
是
愛
惜
著
這
塊
土
地
。
類
似
麻
豆
「
漢
番
」
攜
手
保
育
河
川
水
土
的
故
事
，

在
曾
文
溪
流
域
上
鄉
庄
還
有
很
多

。

麻
豆
的
大
肆
開
發
，
據
伊
能
嘉
矩
氏
調

「
沿
著
堡
內
曾
文
溪
流
域
的
寮
子
廊
、
溝
子
瑜
、
磚
子
井
、
安
業
及
謝
厝
寮
等
村
落
，
原
來
雖
是

查

等

番
黎
房
屋
田

一

後
來
，

•.

，
大
約
是
在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為

『
道
八
房
租

帶
的
溪
埔
'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
始
由
台
灣
道
八
房
史
員
出
資
招
個
開
拓
，
稱

』
。
」

v 



道
光
年
間
曾
文
溪
溪
水
氾
濫
，
田
園
變
沙
埔
'

「
道
八
房
租

」
停
收
。

同
治
年
間
，
曾
文
溪
浮
覆
地
又

現
，
光
緒
十
五
年
重
行
納
租

。

國
分
直
一

《
麻
豆
的
歷
史
》

僅
諺
.. 

「
蕭
瓏
長
，
麻
豆
闊
。
」
麻
豆
的
村
落
型
式
，
總
是
田
園
圍
著
住
家
，
裡
面
有
柚
香
綿
綿
，

這
大
概
是
河
川
浮
覆
地
，
地
質
肥
、
法
吧
!

伊
能
嘉
矩
氏
也
紀
錄
，
曾
文
溪
浮
覆
地
有

「
丁
仔
菱
」
招
個
拓
地
的
傳
說
，
那
是
個

主
送
給
開
墾
的

壯
丁
，

「
丁
仔
菱
」
在
耕
作
的
範
圍
內
，
會
愈
長
愈
好

。

不
知
宮
田
菱
角
是
否
與
此
有
關
，
但
是
，
訪
問

「
丁
仔
嚨

當
地
的
菱
農
卻
說
成

「
丁
仔
攏
」，

嚨
約
四
呎
二
。
在
曾
文
水
庫
未
築
成
之
前
，
溪
埔
上
的

。

只
能
種
蕃
薯
等
低
矮
作
物
，
以
免
阻
塞
水 一
流
，
氾
濫
成
災

海
埔
開
發
天
人
交
戰

。

。

曾
文
溪
的
氾
濫
、
港
道
淤
塞
，
牽
動
著
流
域
內
的
鄉
庄
興
衰

成
也
曾
文
溪
，
敗
也
曾
文
溪

與
尼
羅
河
相
近
的
曾
文
溪
不
斷
沖
積
台
江
，
河
口
海
坪
也
隨
之
擴
展
;
漢
人
鄉
庄
，
就
跟
著
浮
覆
地
向
西

矗
立
。人

要
與
海
爭
，
還
得
與
人
爭

。

曾
文
溪
下
游
的
鄉
庄
，
可
說
是
海
埔
開
發
史
的
縮
影
。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
許
中
營
、
灣
港
、
合
西
、
管
寮
、
西
港
里
一
帶
海
坪
，
向
來
就
是
安

定
旦
東
西
兩
堡
鄉
民
，
採
捕
營
生
之
所
、

「
天
地
自
然
之
利
于

不
料
，
棍
徒
方
鳳
、
方
成
、
方
院
等
人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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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眾
搭
寮
、
插
標
圈
地
霸
佔
'
開
築
「
蚓
埋
」
六
十
餘
垣
'
糾
紛
不
斷
。
後
經
安
定
里
鄉
賓
蔡
華
仁
及
當

民
吳
朝
捷
等
人
不
斷
陳
情
檢
舉
，
官
府
才
將
方
鳳
等
人
所
侵
佔
海
坪
，
全
數
充
公

。

《
安
定
里
海
坪
歸

鄉
民
採
捕
示
禁
碑
》

「
甜
」
音
敢
心
，
海
鮮
。

閩
南
語
念
為

「
甜
仔
」
'
煮
湯
味
美
。
貧
窮
人
家
，
赴
海
坪
採
捕
，
得
以
嘗

鮮
、
救
飢
。

末
料
，
過
了
四
十
年
，
林
爽
文
亂
後
，
此
地
邱
、
方
兩
大
族
姓
，
聯
合
蚓
寮
莊
巨
族
黃
佛

等
，
群
豪
緊
議
，
再
度
「
沿
海
插
標
，
意
匪
搭
寮
'
截
奪
各
莊
採
捕
，
幾
致
大
禍
數
次
于
鄉
人
民
生
路

絕

因
此
，
安
定
里
西
保
生
員
吳
積
善
及
北
埔
庄
義
首
吳
奇
都
、
將
軍
庄
義
首
吳
光
猛
、
後
汪
庄
義
首
吳

圭
當
等
人
，
憂
心
禍
端
，
不
忍
見
沿
海
眾
庄
貧
民
，
斷
了
採
捕
活
命
之
路
，
就
把
乾
隆
十
二
年
《
安
定
里

海
坪
歸
鄉
民
採
捕
示
禁
碑
》
碑
文
附
上
，
投
訴
台
灣
府
知
府
楊
廷
理
，
再
行
出
禁
令
，
拆
除
海
寮
'
海
坪

復
歸
鄉
民
公
眾
採
捕
。

海
洋
是
公
共
財
，
自
古
皆
然
。
靠
山
吃
山
，
靠
海
吃
海
。
赤
山
官
田
麻
豆
等
地
開
墾
'
幾
代
人
費
心

築
阪
圳
，
興
水
利
，
安
定
西
港
將
軍
等
庄
，
卻
以
海
為
田
，
圍
築
海
坪
溪
埔
'
作
魚
墟
。
曾
文
溪
流
域
因

而
有
「
山
珍
海
味
」
、
「
糖
米
魚
鹽
」
樣
樣
俱
全
。

拓
荒
鹽
地
施
吳
先
鋒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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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軍
庄
吳
姓
族
人
，
可
說
是
鹽
地
的
拓
荒
者

。

據
說
，
施
環
平
台
有
功
，
康
熙
帝
賜
他
跑
馬
四
日
，

所
經
之
地
作
為
勳
業

。

他
從
汶
港
登
岸
，
開
始
由
西
往
東
策
馬
，
經
過

「
蚵
寮
、
北
門
嶼
、
溪
底
寮
、
中

洲
、
學
甲
、
巷
口
，
最
後
到
達
現
在
的
將
軍
庄

。
」

於
是
這
位
平
台
第
一
功
臣
，
就
派
族
親
施
士
聰
及
他
的
好
友
，
也
是
得
力
部
將
吳
英
的
族
親
吳
挺

谷
，

一
起
來
墾
荒
，
置

「
將
軍
府
」
'
留
下
「
施
侯
租
」
之
名
。

相
傳
，
在
這
古
曾
文
溪
海
埔
上
，
將
軍
府
前
掛
有

「
施
行
「
吳
」
兩
盞
大
燈
，

但
在
夜
間
遠
望
，

卻
不
見

「
施
」
姓
燈
，
只
見
「
吳
」
姓
一
燈
，
燈
火
輝
煌
，
從
此
以
後
，
吳
姓
子
孫
繁
衍
各
地

。

「
施
」
「吳
」
兩
姓
族
人
，
可
說
是
海
的
子
民

他
們
的
先
輩
歷
經
明
末
清
初
的
混
亂
年
代
，
在
台
灣

。

海
峽
打
過
無
數
的
戰
役
，
冒
險
犯
難
，
家
常
便
飯

。

「
追
懷
豪
傑
人
三
姓
，
憑
弔
英
雄
酒
一
杯
。

吳
施
王
三
姓
同
立
。

」

。

將
軍
庄
外
塚
裡
'
一
塊
「
將
軍
石
」
如
此
寫
著

「
無
田
無
園
，
靠
六
月
門
。
」
先
民
初
到
將
軍
庄
，

一
片
溪
埔
地
，
沒
有
現
成
食
物
，
撈
海
藻
、
捕

魚
、
蚓
、
歸
為
食
，
耕
田
作
蝠
，
飼
魚
、
養
蚵
'
至
今
已
歷
十
餘
代
。
吳
挺
谷
與
北
埔
庄
義
首
吳
奇
都
、

將
軍
庄
義
首
吳
光
猛
、
後
汪
庄
義
首
吳
圭
當
，
皆
是
族
親

。

他
們
從
福
建
音
江
岱
陽
錫
坑
渡
海
來
台
，
按

照
「
岱
吳
族
譜
」
字
諱
行
表
來
看
，
吳
奇
都
輩
份
最
高
，
其
次
是
吳
光
猛
、
吳
圭
當

。

地
方
相
傳
吳
奇
都

十
分
富
有
，
留
下

「
有
奇
都
墳
，
無
奇
都
厝
。
」
的
俗
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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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
奇
挺
生
，
圭
緩
彙
起
，
修
身
謹
度
，
尊
德
誠
意
，
為
率
而
敬
，
謙
恭
瞻
視
，
孫
曾
千
億
，
名
次
因

.... 

之 
O 

L一一

主
平
-
丁

t
a
-
-，品
，

「
世
重
宗
光
，
人
欽
善
行
，
尚
思
法
言
，
宜
從
憲
令
，
其
先
始
誤
，
乃
為
大
定
，
若
厥
有
常
，
家
聲
衍

慶
。
」

字
行

《
岱
吳
族
譜
凡
例
》

吳
奇
都
與
吳
光
猛
、
吳
河
生
、
吳
彷
生
、
吳
圭
當
叔
娃
孫
三
代
人
，
在
乾
隆
五
十
七
年
，
也
曾
合
力

承
典
施
侯
爺
二
重
港
爐
、
綻
聚
圈
爐
、
北
門
嶼
各
一
口
，
以
及
溪
口
(
疑
為
將
軍
溪
)
虎
寶
二
口
，
雇
長

年
經
營
管
理
。

《
台
灣
私
法
物
權
篇
》

曾
文
溪
口
魚
溫
所
產
一
風
目
魚
最
為
有
名
，
相
傳
耳
目
魚
苗
細
如
針
，
只
能
看
到
「
兩
眼
炯
炯
如
風
蟲
」

般
大
，
所
以
才
稱
為
「
嵐
目
魚
」
。
魚
墟
聘
有
「
長
年
」
經
理
，
住
在
溫
寮
日
夜
顧
魚
，
一
口
魚
墟
要
經
營

得
法
，
溫
坪
整
理
最
重
要
，
「
瀉
坪
、
干
坪
、
殺
蟲
、
施
肥
」
等
等
，
日
後
若
能
長
出
青
苔
，
就
是
最
成

功
的
養
魚
法
。

將
軍
庄
子
弟
吳
新
榮
氏
說
，
這
種
養
一
風
目
魚
的
技
術
'
傳
自
頂
山
村

一
位
陳
姓
老
長
年
，
他
在
「
公

港
墟
」
經
營
五
、
六
十
甲
魚
墟
，
直
到
老
死
。
因
此
，
後
人
每
年
都
會
留
有
「
櫃
底
錢
」
一
百
四
十
元
，

《
震
瀛
採
訪
錄
》

作
為
祭
忌
之
用
。

「
將
軍
吳
」
族
人
後
來
散
居
各
地
，
「
北
埔
、
頂
下
山
子
腳
、
馬
沙
溝
、
口
寮
'
溪
底
寮
等
地
吳
姓



均
以
將
軍
庄
為
庄
母
。
」
直
到
道
光
三
年
大
風
雨
，
曾
文
溪
挾
著
滾
滾
泥
砂
，
從
官
寮
改
道
衝
入
台
江
，

白
鹿
耳
門
礁
旁
出
海
，
台
江
自
鼎
擠
溫
、
灣
港
口
、
膏
寮
以
西
，
頓
成
官
仔
埔
'
官
芒
迎
風
飄
揚
，
「
將

軍
吳
」
子
孫
吳
緩
黎
等
人
陸
續
入
墾
'
斬
官
芒
搭
草
寮
'
形
成
今
日
台
南
市
安
南
區
海
尾
寮

。

「
海
尾
寮
」
在
《
台
灣
縣
輿
圖

冊
V
有
記
載
，
屬
武
定
里
二
十
莊
之
一

，
距
府
城
北
有
六
里
。
道
光

年
間
從
安
平
隔
著
鹽
水
溪
東
望
，
已
有
漁
家
販
魚
維
生

。

道
光
九
年
姚
瑩
之
《
東
樣
紀
略
》
記
載
.. 

「
道
光
三
年
七
月
，
台

灣
大
風
雨
，
、
鹿
耳
門
內
海
沙
驟
長
，
變
為
陸
地
。...... 

自
安
平
束
望
埔
上
魚
市
，
如

隔
一
溝
，
...... 

新
長
陸
埔
未
久
，
潮
長
時
海
水
猶
不
無
潰
、
溼
'
...... 

應
俟
三
年

、
五
年
之
後
，
民
居
漸
柄
，
地

土
堅
實
，
移
安
平
右
營
於
此

。
」

這
些
漁
家
在
膏
仔
埔
高
處
搭
草
寮
居
住
，
低
處
則
圈
地
築
岸
，
開
鑿
魚
墟
，
在
鹽
地
創
出
生
機

。

歌
謠

「
安
身
立
命
起
草
寮
'
地
號
出
名
十
六
寮
...... 

，
大
道
公
廟
海
尾
寮
。

」
即
是
最
佳
的
寫
照
。

鹽
分
不
毛
旱
作
幽
一
旦
饒

道
光
七
年
，
台
灣
道
孔
昭
虔
為
了
經
營
這
片
海
埔
新
生
地
，
還
的
目
派
員
丈
量
土
地
，
出
示
招
墾
'
分

歸
嘉
義
、
台
灣
縣
治
理
。
嘉
義
縣
境
是
由
墾
戶
集
體
開
發
，
台
灣
縣
境
內
則
由
富
豪
招
個
，
個
別
拓
荒

在
這
鹽
分
不
毛
之
地
，
種
出
番
薯
、
蔥
、
蒜
等
旱
作
糧
食

。

「
±
藉
口
已
界
內
由
洪
里
，
廿
一
只
軍
等
十
六
股
首
招
個
問
墾
'
後
經
作
七
十
二
份
分
配
，
由
東
分
配
到
西
邊
，
剩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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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留
下
稱
做
『
公
地
尾
』
。
其
餘
有
三
股
首
、
或
七
股
首
，
招
個
問
墾
者
，
後
稱
做
『
三
股
』
或
『
七
股
』
、
...... 

『
九
股
』
的
地
名
。
」

「
台
口
已
部
分
即
由
富
豪
士
紳
'
中
領
廣
大
的
墾
區
，
招
來
各
地
無
資
的
個
農
從
事
開
墾
，
多
以
招
來
的
個
農

出
身
地
的
地
名
為
村
名
，
如
中
洲
寮
、
學
甲
寮
等
，
...... 

亦
有
以
墾
戶
名
為
村
落
名
稱
的
，
如
本
淵
寮
係
廿
一
只
本

淵
所
有
墾
區
的
個
戶
聚
居
村
落
的
名
稱
，
海
尾
寮
俗
稱
曰
『
拯
舍
寮
』
，
乃
係
台
南
彷
橋
頭
吳
拉
舍
所
拓
墾
區
之

他
已
/
聚
居
的
村
名
，
陳
卿
寮
是
陳
卿
所
拓
的
村
落
，
均
置
有
公
館
管
理
墾
區
及
徵
收
大
租
。
」

盧
嘉
興
《
曾
文
溪
與
國
賽
港
》

相
傳
，
吳
碰
舍
愛
吃
懦
米
皮
、
豆
沙
館
的
龜
餅
，
府
城
遂
有
「
碰
舍
龜
」
之
名
餅
。
連
雅
堂
《
雅

、
一
=
口
》

一
地
一
物
常
因
人
而
得
名
。
如
今
沿
著
潰
海
公
路
到
七
股
瀉
湖
賞
鳥
，
看
黑
面
琵
鷺
'
這
些

地
名
依

然
熟
悉
。

瀉
湖

一
帶
本
是
台
江
內
海
的
舊
時
地
，
盧
嘉
興
氏
考
證
'
為
《
東
番
記
》
所
稱
「
加
老
灣
」
的

一
部

分
，
道
光
廿
年
，
台
江
淤
塞
後
，
這
裡
水
衝
成
港
，
稱
為
「
郭
賽
港
」
'
商
船
多
停
泊
於
此

「郭
塞
港
，
在
鹿
耳
門
北
十
里
，
。
」
《...... 

口
門
頗
深
，
近
年
大
商
艘
多
收
泊
於
此
。...... 

片
，
文
武
汎
館
在
此
稽
查
商
船

郭
賽
港
後
來
也
被
稱
為

「
國
賽
港

，
連
雅
堂
氏
則
說
是
「
國
姓
港
」
'
清
同
治
年
間
，
來
台
貿
易
的

。

港
內
有
新
長
沙
埔
一

中
復
堂
選
集
》

」



外
國
人
，
呼
為

「只

,. 

主j

g
m

...... 

O
E
FT
O品

」
'
岸
上
有
海
盜
出
沒
o

「

多
數
海
盜
活
動
其
間
，
他
們
雖
不
能
捉
住
公
海
上
快
速
的
外
國
船
隻
'
但
常
勾
結
岸
上
土
著
，
掠
奪

...

...

不
幸
失
事
之
船
隻
，
..
.... 

他
們
在
當
時
台
灣
最
高
行
政
機
關

所
在
地
的
台
灣
府
以
北
五
英
里
，
構
成
一
名
為

「

Fr
o口
色
的
村
落
，
他
們
在
該
村
集
結
眾
多
人
員
，
藉
劫
掠
周
圍
之
村
落
，
使
其
海
上
的

「豐
功
偉
業
」'

肉
。
E

吧
。
。

號
遇
強
烈
颱
風
，
擱
淺

趨
於
多
樣
化
。

一
八
六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
英
國
小
型
帆
船
只
還

D
m

只

海
岸
上
，
...
..
. 

不
久
即
有
三
百
名
華
人
，
持
長
刀
，
走
上
船
來
，
開
始
掠
奪
。

不
僅
該
英
船
被
劫
一

O
E
F
E
D
m

空
，
所
有
船
員
衣
服
亦
遭
剝
去
，
並
被
趕
下
船
，

身
上
毫
無
遮
蓋
，
淺
灘
及
小
河
內
滿
布
牡
蠣
殼
，
他
們

涉
水
而
過
時
，
腳
部
及
腿
部
均
遭
割
破
，
甚
為
慘
重

。

」

《
清
末
台
灣
對
外
貿
易
之
開
放
》

賊
池
趣
聞
十
足
草
莽

..

....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間
，
曾
經
到
這
裡
採
訪
的
吳
新
榮
氏
則
記
載
，
下
山
村
供
有
一
尊
池
王
爺
，
村
人
說

只
要
賊
黨
向
他
祈
求
必
有
應
，
所
以
又
被
稱
為
「
賊
池
」
。

這
樣
的
傳
說
真
是
有
趣
，
為
曾
文
溪
鹽
地
開
拓

史
，
增
添
不
少
草
莽
氣
。

除
了
海
盜
之
外
，
曾
文
溪
下
游
還
曾
因
爭
奪
土
地
發
生

「黃
郭
械
鬥
」
'
傷
了
不
少
人
命
。

...... 

(

一

「

溪
洲

學
甲

)
的
郭
欽
使
，
公
號
為
義
昌
，
招
致
他
戶
個
別
開
墾
'
不
願
與
洪
理
廿只
軍
併
墾
'
致
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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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糾
紛
，
曾
發
生
過
黃
郭
的
械
鬥
'
郭
姓
為
防
禦
洪
里
洪
軍
十
六
股
首
的
廿
一
只
姓
攻
擊
，
經
築
造
土
壘
防
守
其
墾

區
仰
后
/
住
地
，
俗
稱
曰
土
城
仔
」

....

。

盧
嘉
興
《
曾
文
溪
與
國
賽
港
》

光
緒
八
年
，
學
甲
堡
中
洲
莊
陳
姓
族
人
，
也
為
尖
山
海
埔
浮
覆
地
捕
魚
，
與
「
頭
港
吳
」
發
生
糾

紛
，
糾
紛
難
解
，
成
了
「
莊
對
莊
」
、
「
姓
對
姓
」
相
拚
'

「
頭
港
吳
」
不
敵
，

「
將
軍
吳
」
等
四
埔
吳
也

加
入
戰
局
。

《
台
南
縣
志
稿
人
民
士
心
》

「
有
土
斯
有
財
」
'
為
了
生
存
空
間
，
漢
人
與
原
住
民
爭
，
乃
至
於
閩
客
相
仇
，
泉
、
海
相
鬥
'
異
姓

為
敵
。
曾
文
溪
流
域
不
曉
得
澆
灌
了
多
少
先
民
的
汗
與
血
。
如
今
這
汗
與
血
，
隨
著
嘉
南
大
圳
的
曾
文
溪

水
，
在
土
地
上
開
花
結
果
。

曾
文
溪
，
台
灣
的
古
文
明
之
河
啊
!
下
一
站
又
將
流
向
哪
裡
!

\
吽
3
1
)

本
系
列
報
導
文
章
蒙
業
師
趙
慶
河
教
授
賜
正
，
謹
此
致
謝
。
)

/
w
w
l
、
弓
，
口

註
釋

註
一
.• 

例
如

善
化
鎮
、
|
|
北
仔
店
。
因
鄭
氏
營
兵
有
北
方
人
，
此
地
北
方
人
聚
集
故
名
。
小
新
營
莊
'
昔
日
南
邊
有
大
新
營
，
今
已
無

跡
，
皆
是
鄭
氏
營
地
。

安
定
鄉
領
務

。

鄭
氏
營
盤
地
。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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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港
鄉

左
鎮
鄉

六
甲
鄉

下
苦
鄉

佳
里
鎮

官
田
鄉

山

上
鄉

柳
營
鄉

政
所
墾
之
地

後
營
莊
'
鄭
氏
設
營
之
地

。

左
鎮
，
鄭
氏
設
侍
衛
左
鎮
、
於
此
。

林
鳳
營
莊
'
鄭
氏
參
軍
林
鳳
設
督
之
地

。

中

營

、
下
營
莊
'
明
鄭
時
的
營
盤

地
。

下
營
、
營
頂
，
皆
為
鄭
氏
設
營
之
地
。

二
鎮
，
鄭
氏

《
旗
二
鎮
所
墾

中
協
，
鄭
氏
左
先
鋒
鎮
中
協
墾
地

。

北
勢
洲
、
山
仔
頂
、
莊
，
明
末
鄭
將
余
士
龍
開
墾
之
地

杏
一
欽
營
，
鄭
氏
清
查
回
故
駐
屯
之
地
。

。

h
J

。

角
秀
，
為
鄭
氏
角
宿
鎮
所
墾

。

。

果
毅
後
，
為
鄭
氏
呆
毅
後
鎮
所
開
墾
的
地
方

參
考
文
獻

。

五
軍
營
，
鄭
氏
五
軍
戒

。

一
、
沈
有
容
，

二
、
蔣
毓
英
，

三
、
余
文
儀
，

《
閔
海
贈
言
》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五
十
六
種
，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十
月

《
台
灣
府
士
卒
，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六
月
。

《
續
修
台
灣
府
士
卒
，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圈
八
十
二
年
六
月

四
、
周
鐘
、
瑄
'
《
諸
羅
縣
志

。

。

。

》
，
台
北
，
台
灣
研
究
叢
刊
第
五

十
五
種
，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五
、
陳
文
達
，

《
台
灣
縣
志
》
，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六
月

六
月

。

。

一'、
、

《
台
灣
采
訪
冊
γ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七/\、九
、

王
必
白
日
，
《
重
修
台
灣
縣
志
》
'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六
月
。

《
台
灣
府
與
國
慕
要
》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一
八
一
種
，
民
國
五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
延
平
王
戶
官
楊
英
從
征
實
錄
》
，
台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研
究
所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五
月

十
、
郁
、
水
河
，

鄭
氏
筆
路
創
基
業

Y
A

《
叫
得
海
紀
遊

口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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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文
溪
戀
戀
母
河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四
種
，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

十

、
黃
叔
的
嗽
，《
台
海
使
搓
錄
》
，
台
北
，
台

《
束
搓
紀
略
γ

《
台
灣
詩
乘
γ

《
台
灣
詩
鈔
γ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七
種
，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

十
二
、
姚
瑩
，

十
三
、
江
日
昇
'

十
四
、
連
雅
堂
，

c
s
g

、

十
五
、
六
十
七
，

十
六
、
丁
日
健
，

十
七
、
諸
家
，

m
p
i

十
八
、
諸
家
，

恥
的
O
D

十
九
、

二
十
、
黃
耀
束
，

二
十
一

二
十
二
、

《
清
代
台
灣
大
租
調
查
全
卒
，
台
北
，
台

二
十
三
、
胡
傳
，

二
十
四
、
諸
家
，

二
十
五
、
陳
肇
興
，

二
十
六
、

《
台
灣
經
濟
史

二
十
七
、

者
﹒
巳

著
，
蔡
段
恆
譯
，

十
一
年
四
月

。

二
十
八
、
連
橫
，

二
十
九
、
連
橫
，

三
十
、
諸
家
，

《
台
灣
外
記
γ

台
北
，
世
界
書
局
，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一
月
。

《
台
灣
通
史
γ

台
北
，
眾
文
圖
書
，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二
月
。

《
番
社
采
風
圖
考
》
，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

《
治
台
必
告
錄
Y
A
口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十

七
種
，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七
月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六
十
四
種
，
民
國
四
十
九
年
一
月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二
百
八
十
種
，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
三
月
。

《
南
部
碑
文
集
成
Y

。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二
百
一
十
八
種
，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三
月
。

γ
台
中
，
台

《
明
清
台
灣
碑
喝
選
集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元
月
。

《
台
灣
私
法
物
權
篇
γ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一
百
五
十
種
，
民
國
五
十
二
年
一
月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一
百
五
十
二
種
，
民
國
五
十
二
年
四
月

《
台
灣
日
記
與
稟
段
》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七
十
一
種
，
民
國
四
十
九
年
三
月
。

《
台
灣
與
地
彙
鈔
γ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二
百
一
十
六
種
，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九
月

《
陶
村
詩
稿
》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一
百
四
十
四
種
，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八
月
。

。。

。

O
七
種
，
民
國
六

Y

上
下
兩
冊
，
台
北
，
台
灣
銀
行
經
濟
研
究
室
編
，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三
月
影
印
版

《
台
灣
之
過
去
與
現
在
γ
台
北
，
台
灣
研
究
叢
刊
第
一

《
雅
、
一
-
-
卒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一
百
六
十
六
種
，
民
國
五
十
二
年
二
月
。

《
雅
堂
、
又
集
》
，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二
百
零
八
種
，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

。

γ

台
北
，
台
灣
文
獻
叢
刊
第
二
十
八
種
，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十
月

《
台
灣
雜
詠
合
刻

枷枷



《
台
灣
省
閉
關
資
料
續
編

γ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舍
，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六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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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一
、

廖
漢
臣
，

三
十
二
、

《
台
南
縣
志
稿
Y

台
南
縣
文
獻
委
員
會
，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八
月

。

三
十
三
、
洪

調
水
，

《
冰
如
隨
筆
集
γ

台
南
，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三
月
。

三
十
四
、
台
灣
總
督
府
臨
時
土
地
調
查
局
，

《
台
灣
堡
圓
》
，
台
北
，
遠
流
出
版
社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

三
十
五
、
佐
佐
木
邦
磨
，

《
台
南
縣
管
內
全
國
γ

明
治
卅
四
年
八
月

。

三
十
六
、
伊
能
嘉
矩
，

《
台
灣
文
化
士
卒
，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三
十
七
、
昔
日
、
水
和
，《
台
灣
早
期
歷
史
研
究

γ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社
，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

三
十
八
、
王
世
慶
，

《
清
代
台
灣
社
會
經
濟
》
'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社
，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八
月

。

三
十
九
、
傅
樂
成
，

《中
國
通
史

γ

台
北
，
大
中
國
圖
書
公
司
，
民
國
八
十
年
八
月

。

四
十
、
一
口
向
亞
偉
，《
世
界
通
史
γ

台
北
，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

四
十
一

、
成
嘉
林
，

《
台
灣
史
γ
台
北
，
民
國
八
十
年
九
月

。

四
十
二
、
楊
碧
川
，

《台
灣
歷
史
年
表
》
，
台
北
，
自
立
晚
報
出
版
部
，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六
月

。

四
十
三
、
陳
香
，

《
台
灣
竹
枝
詞
選
集
》
'
台
北
，
台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四
月

。

四
十
四
、
伍
株
青
，

《台
灣
瑣
誌
》
，
台
北
，
台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

四
十
五
、
司
馬
遼
太
郎
著
，
李
金
松
譯
，

《
台
灣
紀
行
γ

台
北

，
台

灣
束
叛

，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六
月

。

四
十
六
、

《
南
瀛
文
獻
》
，
台
南
，
台
南
縣
文

獻
委
員
會
。

四
十
七
、

《
與
地
答
要
》
，
台

南

，
南
﹒
瀛
文
獻
叢
刊
第
二
輯
，
民
國
七
十
年
六
月
。

四
十
八
、

《
南
瀛
論
叢
》
，
台
南
，
南
、
瀛
文
獻
叢
刊
第
三
輯
，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四
月
。

四
十
九
、

《
南
瀛
雜
組
》
，

台
南

，

南

瀛
文
獻
叢
刊
第
四
掉
，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四
月

L

。

五
十
、

《
台
南
縣
全
球
資
訊
網
γ

台
南
，
台
南
縣
政
府
。

五
十
一

《
安
南
區
士
卒
，
台
南
，
安
南
區
公
所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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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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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
母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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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二
、
盧
嘉
興
，

五
十
三
、
《
嘉
南
農
田
水
利
會
七
十
年
史

γ

嘉
南
農
田
水
利
會
，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

五
十
四
、
吳
新
榮
，
《
震
瀛
採
訪
錄
》
，
台
南
，
玲
、
垠
山
、
房
，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三
月。

《
台
灣
研
究
彙
集
二
十
二
集
γ

台
南
，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一
月
。

五
十
五
、
吳
彙
蓮
等
，

《
岱
吳
族
譜
》
'
、
寫
本
影
印
，
吳
茂
成
藏
。

五
十
六
、
沈
善
洪
編
，

《
黃
宗
羲
全
集
》
，
新
江
，
新
江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六
年
五
月
。

五
十
七
、

《
台
北
、
春
天
、
新
故
鄉
》
，
一
福
爾
摩
沙
文
教
基
金
會
、
水
晶
有
聲
出
版
社
。

《
八
田
技
師
所
遺
留
的

γ

共
和
國
雜
誌
第
十
三
期

。

五
十
八
、
古
川
勝
三
，
楊
鴻
儒
譯
，

五
十
九
、
許
獻
平
，
《
尋
找
山
仔
頂
風
華

γ

台
南
，
山
上
村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
民
國
九
十
年
元
月
。

六
十
、
郭
輝
譯
，
《
巴
達
維
亞
城
日
記
》
'
台
中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民
圈
五
十
九
年
六
月
。

六
十
一
、
村
上
直
次
郎
譯
註
'
程
大
學
中
譯
，
《
巴
達
維
亞
城
日
記
》
，
台
北
，
眾
文
圖
書
公
司
，
民
國
八
十
年
九
月

。

六
十
二
、
江
樹
生
譯
，

《
A
m蘭
遮
城
日
社
泣
，
台
南
，
台
南
、
市
政
府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

《
台
灣
的
拜
壺
民
族
》
，
台
北
，
台
原
出
版
社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一
月
。

六
十
四
、
必
麒
麟
著
，
陳
逸
君
譯
，
《
發
現
老
台
灣
》
，
台
北
，
台
原
出
版
社
，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八
月

。

六
十
五
、
劉
還
月
，
《
南
瀛
平
埔
族
誌
》
，
台
南
，
台
南
縣
立
文
化
中
心
，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四
月
。

六
十
三
、
石
萬
壽
，

六
十
六
、
黃
文
博
，

《
南
瀛
叫
什
香
誌
》
，
台
南
，
台
南
縣
立
文
化
中
心
，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四
月
。

六
十
七
、
潘
笑
，
《
台
灣
平
埔
族
史
》
，
台
北
，
南
天
書
局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一
月

。

六
十
八
、
江
樹
生
譯
，
《
蕭
攏
城
記
》
，
台
北
，
台
灣
風
物
，
第
卅
五
卷
，
第
四
期
，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

六
十
九
、
《
、
辭
海
》
，
中
華
書
局
，
上
海
，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十
月
。

七
十
、
林
尹
校
訂
，
《
新
校
正
切
宋
本
廣
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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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v
，
台
北
，
黎
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九
月

。

七
十
一
、
阮
元
，

《
經
籍
管
帶
詰V
'、
又
、
又
出
版
社
，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五
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