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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戀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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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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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本
從
事
結
婚
錄
影
工
作
的
陳
榮
華
，
四
年
多
前
接
受
一
件
拍
攝
曾
文
水
庫
與
曾
文
溪
鳥
類
的
委
託

案
，
便
一
頭
栽
入
鳥
類
攝
影
。
之
後
，
從
發
源
地
的
阿
里
山
鄉
到
出
海
口
的
七
股
鄉
，
幾
乎
踏
遍
曾
文
溪

流
域
的
每

一
處
，
而
謙
稱
原
只
認
識
麻
雀
的
他
，

三
年
內
尋
覓
並
紀
錄
了

一
百
二
十
餘
種
的
鳥
類
蹤
影
;

第
四
年
開
始
拍
植
物
，
又
是
一
年
的
時
間
。

連
續
四
年
多
，
陳
榮
華
用
攝
影
機
紀
錄
曾
文
溪
流
域
的
聲
音
與
影
像
，
案
子
結
束
了
，
他
被
環
境
與

大
自
然
感
動
的
心
，
至
今
卻

一
直
無
法
平
靜
下
來
。
他
自
付
認
識
的
不
只
是
動
植
物
，
而
是
一
份
對
大
自

然
的
崇
敬
，
對
河
流
的
感
動
，
還
有
對
土
地
的
關
懷
。

拍
了
四
年
的
曾
文
溪
後
，
在
與
河
川
、
自
然
、
環
境
與
動
植
物
的
互
動
中
，
陳
榮
華
發
下
宏
願
'
希

望
有
生
之
年
投
入
曾
文
溪
動
植
物
與
生
態
環
境
的
完
全
紀
錄
。
他
有
感
而
發
地
說
，
如
果
將
土
地
比
喻
為

一
個
人
，
河
川
則
猶
如
血
管
，
流
域
的
自
然
景
觀
與
環
境
就
是
人
身
上
的
組
織

。

保
護
自
然
環
境
，
維
護

河
流
原
貌
，
尊
敬
我
們
生
長
的
土
地
，
才
能
讓
我
們
更
健
康
地
發
展
。
而
他
所
紀
錄
的
動
植
物
是
一
個
指

標
。

每
次
提
到
曾
文
溪
，
陳
榮
華
臉
上
表
情
常
有
不
同
的
變
化
，
時
而
興
奮
或
感
動
的
談
他
發
現
河
川
與

自
然
環
境
的
美
;
時
而
緊
綴
眉
頭
卻
又
激
動
的
說
:

「
大
家
似
乎
不
太
重
視
河
川

。

動
植
物
、

景
觀
、
人



文
等
所
有
看
過
與
感
受
到
的

一
切
，
消
失
太
快
了

。
」
他
想
不
透
，
為
什
麼
才
幾
年
的
工
夫
，
變
化
怎
會

如
此
快
速
呢
?

自
然
生
命
急
速
消
逝

開
發
墾
殖
太
快

、

太
多
，
環
境
遷
變
，
整
條
河
川
與
流
域
景
觀
及
物
種
的
變
化
，
快
得
令
陳
榮
華
既

熟
悉
卻
又
陌
生
，
這

一
切
可
以
說
大
部
份
源
自
人
類
的
貪
婪
欲
念

。

四
年
多
前
，
在
曾
文
溪
上
游
山
區
村
落
，
常
可
找
到

一
整
窩
的
八
色
鳥
，
但
是
近
兩
年
來
，
只
能
偶

爾
聽
到
鳥
叫
聲
，
難
再
有
驚
艷
的
台
灣
特
有
種
鳥
類
跳
躍
在
眼
前
的
枝
頭

。

最
令
陳
榮
華
難
忘
的
是
，

三
年
前
的
乾
季
到
曾
文
水
庫
，
追
蹤

一
隻
連
續
幾
天
停
棲
在
固
定
枯
枝
上

的
魚
鷹
;
於
是
前

一
天
晚
上
就
到
水
庫
底
的
草
叢
裡
'
摸
黑
架
好
掩
蔽
帳
，
再
蓋
上
乾
草
，
等
到
天
亮
魚

鷹
再
現
。

結
果
魚
鷹
完
全
沒
察
覺
他
的
存
在
，
而
且
停
在
更
接
近
他
的
枯
枝
上
，
蓄
勢
俯
衝
捕
魚

;

精
彩

的
過
程
全
部
都
拍
下
來

，

還
包
括
停
棲
在
枯
枝
上
吃
魚
的
鏡
像
，
此
景
是
他
百
看
不
厭
的
畫
面
之

一
。

陳
榮
華
說
，
這
是
一
次
非
常
難
得
的
經
驗
，
不
到
十
公
尺
的
近
距
離
全
程
觀
賞
，
而
且
魚
鷹
絲
毫
沒

有
察
覺
他
的
「
偷
窺
」
;
感
動
之
餘
，
他
不
想
驚
擾
魚
鷹
，
於
是
等
了
六
個
小
時
，
確
定
魚
鷹
已
飽
餐
飛

走
後
，
他
才
離
開
現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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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流
與
上
游
山
區
環
境
破
壞
雖
稍
停
止
，
但
是
人
為
破
壞
卻
日
復

一
日
進
行
著
，
包
括
嚴
重
的
捕
鳥

違
法
行
為
;
鳥
網
在
山
谷
和
林
間
的
數
量
未
曾
減
少
過
。
有
些
是
果
農
惟
恐
野
鳥
肆
虐
，
而
架
網
阻
止
;

有
些
則
是
市
場
所
需
的
濫
捕
，
包
括
鳥
店
搶
手
的
畫
眉
鳥
，
還
有
各
種
美
麗
又
威
嚴
的
猛
禽
類
等
。
只
要

愛
鳥
人
不
要
飼
養
，
就
不
會
有
人
設
陷
阱
去
抓
鳥

。

提
到
植
物
的
拍
攝
過
程
，
陳
榮
華
強
調
說
，
很
多
人
認
為
植
物
是
不
動
的
，
很
少
會
去
主
動
觀
察
，

但
是
長
期
觀
察
植
物
卻
使
他
對
這
塊
土
地
有
深

一
層
的
認
識
。

不
同
季
節
變
化
的
植
物
，
有
著
豐
富
的
模

樣
，
植
物
的
生
長
情
況
卻
也
直
接
反
映
了
土
地
、
水
源
與
河
流
的
關
係
'
人
對
環
境
的
改
變
和
大
自
然
的

影
響
，
從
觀
察
鳥
類
與
接
觸
植
物
中
，
可
以
完

全
體
會
出
來
。

在
人
與
土
地
、
河
流
和
大
自
然
的
對
話
中
，
陳
榮
華
略
帶
滿
足
的
笑
容
說
，
似
乎
重
新
找
到
生
命
的

意
義
。

他
呼
籲
現
代
人
多
與
河
流
、
環
境
接
觸
，
心
靈
上
的
滿
足
與
所
得
絕
非
金
錢
買
得
到
或
是
學
校
可

以
學
得
的
。
畢
竟
「
今
日
鳥
類
、
明
日
人
類
」
的
比
喻
是
貼
切
的

。

他
也
很
希
望
將
連
續
四
年
多
觀
察
曾

文
溪
的
種
種
心
得
，
分
享
給
所
有
人
。

「
經
濟
建
設
永
遠
可
以
用
錢
買
得
到
或
更
新
，
但
是
消
失
的
自
然
生
物
與
生
態
，
只
要
發
生
滅
絕
，

將
永
不
復
還
。

」
中
華
民
國
濕
地
保
護
聯
盟
的
一
位
義
工
，
將
方
力
行
教
授
的
一
席
話
，
手
寫
壓
在
辦
公



桌
的
玻
璃
下
，
警
惕
自
己
;
也
令
許
多
看
過
的
人
，
認
真
省
思
當
下
的
環
境
變
遷

。

汙
染
成
災
終
結
生
態

台
灣
各
地
因
為
不
當
利
用
所
造
成
的
河
川
汙
染
現
象
，
普
遍
見
於
各
溪
流
的
上
、
中
、
下
游
，
而
曾

文
溪
當
然
也
無
法
倖
免
，
這
包
括
了
過
度
的
人
為
開
發
，
與
隨
之
而
來
的
大
量
工
業
汙
水
與
家
庭
廢
水

等

曾
文
溪
進
入
台
南
縣
之
後
，
所
經
之
處
大
多
是
人
口
密
集
的
平
原
區
，
河
堤
兩
岸
多
已
開
發
，
除
了

河
道
的
修
築
'
枯
水
期
的
河
床
非
法
耕
種
更
極
為
普
遍
，
已
大
幅
改
變
原
始
風
貌
，
並
縮
減
河
道
，
影
響

行
水
區
之
暢
通

。

不
僅
是
鳥
類
棲
息
繁
殖
區
，
連
魚
類
棲
地
也
早
已
破
壞
殆
盡
。

儘
管
曾
文
水
庫
的
興
建
，
成
功
的
將
上
游
溪
水
截
取
集
中
在
水
庫
，
解
決
了
民
生
、
工
業
與
灌
溉
等

用
水
窘
境
，
卻
也
造
成
僅
剩
少
量
水
源
流
入
溪
中
，
還
混
雜
著
大
量
汙
染
源
的
工
業
廢
水
、
畜
牧
汗
水
及

家
庭
廢
水
等
，
留
給
河
川
魚
類
使
用
，
十
分
不
公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
台
南
縣
政
府
委
託
方
力
行
教
授
的
調
查
資
料
中
，
已
顯
示
河
川
水
源
不
當
利
用
的

嚴
重
性
。

尤
其
是
，
曾
文
溪
的
中
下
游
有
些
地
段
，
已
經
沒
有
魚
類
生
存
的
跡
象
;
例
如
玉
井
到
麻
善
大

橋
段
的
監
測
站
，
長
期
的
監
測
中
，
竟
無
法
發
現
魚
類
存
活

。

其
他
地
區
，
只
剩
河
口
因
為
有
大
量
海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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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
釋
，
降
低
汙
染
程
度
，
仍
得
以
保
有
豐
富
的
魚
類
。

因
此
，
曾
文
溪
出
海
口
附
近
的
七
股
地
區
保
育
團
體
，
包
括
愛
鄉
協
會
、
黑
面
琵
鷺
保
育
中
心
和
七

股
瀉
湖
國
家
公
園
促
進
會
等
，

一
再
呼
籲
政
府
單
位
，
不
要
開
發
仍
保
有
豐
富
動
植
物
生
態
的
河
口
濕

地
，
不
要
將
工
業
區
蓋
在
河
口
，
不
要
把
瀉
湖
變
成
嚴
重
汙
染
源
的
煉
鋼
廠
和
七
輕
，
而
噪
音
汙
染
源
嚴

重
的
國
際
機
場
也
得
要
重
新
評
估
。

方
力
行
教
授
在
調
查
研
究
資
料
中
指
出
，
上
游
水
庫
截
水
、
截
砂
'
加
上
民
眾
違
法
抽
取
地
下
水

等
，
使
得
河
川
周
邊
土
壤
及
地
下
水
層
鹽
化
，
河
口
淤
灘
地
形
亦
為
之
改
變
，
海
水
入
侵
至
內
陸
情
況
嚴

重
，
海
水
甚
至
入
侵
至
離
河
口
二
十
公
里
的
高
速
公
路
橋
附
近
河
段

。

雖
然
增
加
了
河
口
性
魚
類
，
卻
也

相
對
減
少
了
淡
水
魚
類
的
棲
息
環
境
。

多
年
來
，
不
少
保
育
團
體
與
專
家
學
者
投
入
七
股
瀉
湖
的
調
查
研
究
，
發
現
七
股
瀉
湖
魚
群
種
類
非

常
豐
富
，
就
連
世
界
知
名
的
保
育
專
家
珍
古
德
博
士
，
前
往
搭
船
遊
湖
，
見
漁
民
拉
起
定
置
網
後
都
可
發

現
海
馬
與
河
豚
等
，
不
由
得
站
出
來
疾
呼
.. 

「
請
政
府
單
位
保
留
瀉
湖
與
河
口
濕
地
，
不
要
任
意
開
發

o

」

在
台
南
縣
河
川
湖
泊
魚
類
誌
中
，
方
力
行
教
授
語
重
心
長
的
提
出
呼
籲
'
所
謂
「
河
川
魚
類
」
，
其

實
與
我
們
傳
統
的
認
知
不
同
，
它
們
的
生
存
不
在
河
川
本
身
，
而
在
湖
泊
、
埠
塘
、
水
庫
、
河
口
及
瀉
湖

區
等
。

因
此
新
市
鎮
的
開
發
、
高
鐵
興
建
、
七
股
工
業
區
和
國
際
機
場
建
設
等
，
都
不
能
只
用
傳
統
工
程



的
角
度
去
思
考
、
規
畫
、
設
計
，
一
定
要
考
量
淡
水
資
源
的
特
性
，
才
有
機
會
讓
經
濟
、
生
態
、
環
保
及

自
然
資
源
共
存
共
榮

。

從
國
民
小
學
的
基
體
教
育
中
，
我
們

一
直
教
育
小
朋
友
不
要
破
壞
自
然
環
境
，
生
態
循
環

一
旦
消
失

將
難
再
回
復
，
否
則
繼
之
而
來
的
苦
果
，
得
由
扮
演
破
壞
者
的
人
類
來
承
擔

。

以
前
幾
年
賀
伯
風
災
為

例
，
曾
文
溪
上
游
的
土
石
流
埋
村

等
大
災
難
的
恍
目
驚
心
，
都
是
大
自
然
無
情
反
撲

的
結
果
。

歐
美
先
進
國
家
中
，
只
要
有
河
流
經
過
的
地
方
，
必
定
形
成
各
種
不
同
的
觀
光
資
源
與
景
點
;
即
使

穿
越
城
市
的
河
流
，
也
是
民
眾
休
憩
區
或
城
市
特
有
的
景
觀
區

。

反
觀
曾
文
溪
中
下
游
經
過
的
地
方
，
卻

是
慘
遭
踩
憫
，
河
床
濫
墾
、
畜
牧
廢
水
、
家
庭
廢
水
和
工
廠
廢
水
等
汙
染
源
，
隨
處
可
見
;
唯

一
看
不
見

的
是
法
令
的
規
範

、

嚴
格
的
執
法
單
位
和
主
動
出
面
解
決
的
政
府
單
位

。

當
然
，
有
不
少
曾
文
溪
流
域
的
居
民
反
駁
說
，
曾
文
溪
比
台
灣
其
他
溪
流
好
多
了

。

的
確
，
曾
文
溪

是
比
同
縣
境
的
二
仁
溪
、
鹽
水
溪
好
得
多
，
但
是
好
壞
的
標
準
為
何
?
有
無
官
方
的
標
準
呢
?
在
台
灣
邁

向
國
際
化
的
腳
步
中
，
溪
流
的
環
境
保
育
也
要
國
際
化
，
官
方
的
權
責
亦
有
待
釐
清
，
執
政
者
也
需
要
給

所
有
民
眾

一
個
明
確
的
永
續
經
營
管
理
目
標

。

其
實
，
河
川
的
整
治
過
程
，
與
當
下
最
熱
門
的
話
題
「
教
改
于
應
該
都
植
基
於
相
同
的
邏
輯

.. 

須

由
上
而
下
才
能
貫
徹

。

人
人
怕
錯
而
不
做
，
民
眾
更
不
清
楚
該
以
什
麼
態
度
來
對
待
生
於
斯
、
長
於
斯
的

土
地
與
河
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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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消
悔
財
團
進
逼

辦伽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一
日
，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通
令
，
當
日
起
省
市
各
行
政
區
內
的
河

川
行
水
區
(
即

河
床
)
，
禁
止
堆
積
垃
圾
。
可
是
諷
刺
的
是
，
生
效
日
的
前
一
天
，
全
省
還
有
二
十

二
個
鄉
鎮
市
，

仍
將
河

床
當
作
垃
圾
棄
置
場

。

曾
文
溪
口
南
岸
的
城
西
垃
圾
掩
埋
場
與
焚
化
爐
，
更
是
不
顧
保
育
團
體
的
勸
告
，

砍
伐
防
風
林
與
珍
稀
的
欖
李
純
林
，
以
闢
建
垃
圾
場

。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
工
業
汙
染
防
治
季
刊
第

二
十
七
期
，

一
篇
由
台
灣
省
環
保
處
技
正
撰
寫
的

〈
以
海

埔
地
做
為
垃
圾
掩
埋
場
之
勢
議

〉
中
指
出
，
全
省
家
庭
每
日

一
般
垃
圾
量
約
八
千
七
百
公
噸
，
其
中
有
百

分
之
九
十
七
點
六
二
，
共
二
百
九
十
四
處
垃
圾
場
不
合
乎
衛
生
掩
埋
標
準
，
其
中
八
十
八
處
位
在
河
川
公

有
地
。事

隔
多
年
，
八
十
八
處
河
川
公
有
地
的
垃
圾
掩
埋
場
垃
圾
不
會
憑
空
消
失
，
隨
之
而
來
的
是
垃
圾
滲

出
水
對
地
下
水
層
的
汙
染
，
對
河
域
與
海
洋
的
汙
染
也
不
斷
發
生
，
這
是
河
川
對
自
然
環
境
最
大
的
潛
在

危
機
。
八
十
七
年
底
的
曾
文
溪
口
，
因
南
岸
的
垃
圾
場
汗
水
外
滲
'
所
有
的
養
殖
文
蛤
一
夕
死
亡
，
即
是

一
例
。早

己
公
告
為
水
鳥
保
護
區
的
彰
化
大
肚
溪
口
，
縣
府
不
顧
保
育
團
體
建
言
與
民
眾
反
對
，
仍
開
闊
了

二
十
六
公
頃
作
垃
圾
掩
埋
場

。

相
較
於
日
本
的
福
岡
垃
圾
場
，
雖
是
以
科
技
傲
人
的
國
家
工
程
，
卻
也
因



二
次
汙
染
事
件
，
坦
承
錯
誤
而
停
工
，
國
內
政
府
單
位
對
環
境
的
認
知

，
撇
開
利
益
論
不
談

「無
知
」
一
詞
可
以
形
容
。

國
際
問
早
在
六

0
年
代
末
期
，
即
開
始
對
濕
地
生
態
系
的
重
要
有
了
共
識
，
並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簽
定

國
際
拉
姆
薩
公
約
，
同
時
強
調
明
智
利
用
濕
地
的
重
要
性

。

根
據
公
約
第

一
條
指
出
，
濕
地
定
義
為
「
不

論
天
然
或
人
為
、
永
久
或
暫
時
、
靜
止
或
流
水
、
淡
水
或
鹹
水
，
由
沼
澤
、
泥
沼
地
、
泥
煤
地
或
水
域
所

構
成
之
地
區
，
包
括
低
潮
時
水
深
六
公
尺
以
內
之
海
域

。
」

因
此
，
河
川
即
是
集
多
種
型
態
的
豐
富
濕
地
，
若
將
河
川
採
濕
地
角
度
來
探
討
現
有
法
令
與
行
政
單

位
的
紊
亂
現
象
時
，
即
可
發
現
河
川
與
水
資
源
在
法
源
管
理
上
的
薄
弱
與
尷
尬
之
處

。

例
如
，
在
憲
法
的

增
修
條
文
中
，
將
濕
地
畫
分
為
自
然
保
育
類
、
土
地
利
用
類
、
經
濟
發
展
類
、
觀
光
遊
憩
類
和
汙
染
防
治

'
恐
怕
只
有

類
等
五
大
類
。

自
然
保
育
類
中
，
有
現
階
段
環
境
政
策
保
護
綱
領
、
漁
業
法
、
森
林
法

...... 

等
等
十
一
種
法
令
;
土

地
利
用
類
，
有
國
土
綜
合
開
發
計
畫
、
土
地
法
、
國
有
財
產
法
、
區
域
計
畫
法
、
都
市
計
畫
法

...... 

等
等

十
五
種
;
經
濟
發
展
類
，
有
水
利
法
等
七
種
;
觀
光
遊
憩
類
，
有
發
展
觀
光
條
例
與
風

景
特
定
區
管
理
規

則
等
三
種
;
汙
染
防
治
類
，
則
有
水
汙
染
防
治
法
等
七
種

。

不
論
將
河
川
定
位
成
濕
地
，
或
單
純
以
河
川
的
角
度
來
思
絮
，
這
五
大
類
法
規
也
都
適
用
於
曾
文
溪

的
管
理
之
上
。
事
實
上
，
五
大
類
法
規
卻
涵
括
了
四
十
二
種
不
同
的
法
令
與
數
不
清
楚
的
有
關
執
行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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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大
家
都
可
管
，
卻
也
是
大
家
都
不
管
的
窘
況
，
責
任
歸
屬
永
遠
都
不
清
楚
，
造
成
現
今
河
川
管
理
困

難
的
亂
象
，
完
全
沒
有
永
續
發
展
的
方
向
性
可

言
。

~ 

絕
不
賣
地
的
阿
林
仔

住
家
溪
口
漁
村
，
兩
鬢
灰
白
、
後
腦
袋
頭
髮
稀
疏
的
阿
林
仔
，
身
材
瘦
高
勳
黑
，
經
常
有
人
猜
他
五

十
多
歲
，
實
際
年
紀
只
有
四
十

三
歲
。

從
小
就
跟
著
父
母
親
住
在
曾
文
溪
出
海
口
的
小
漁
村
裡
'
國
中
畢

業
後
幫
家
裡
種
田
和
養
文
蛤
'
偶
而
開
著
膠
筷
出
海
去
下
網
，
撈
些
海
魚
回
家
吃
，
或
是
送
給
鄰
居

、

親

友
打
打
牙
祭
。

離
開
學
校
生
活
約

二
十
年
來
，
阿
林
仔
很
滿
足
他
目
前
的
生
活
方
式
，
不
過
他
的
直
言
快
語
，
卻
也

無
形
中
得
罪
了
不
少
村
人

。

有
一
次
，
他
看
耽
鄰
田
地
的
地
主
，
請
來
怪
手
開
挖
，
載
走
一
車

一
車
的

土
，

一
問
之
下
，
竟
發
現
是
地
主
兒
子
不
願
接
手
洋
香
瓜
栽
種
，
請
來
怪
手
挖
土
去

賣
，
再
變
成
漁
墟
租

人
養
石
斑
魚
，
獲
利
是
土
地
出
租
的
幾
倍
高

。

阿
林
仔
不
解
的
去
問
地

主
家
的
三
個
兒
子
，
可
能
因
口
氣
太
衝
'
卻
遭

三
兄
弟
聯
手

一
頓
打
。

約
半
年
後
，
有
人
來
問
阿
林
說
，
你
田
裡
的
土
要
不
要
賣
給
建
商
蓋
房
子
用
，
賣
幾
十
萬
元
後
可
以

變
成
魚
墟
，
租
人
或
自

己
養
魚
都
可
以
。

但
是
阿
林
至
今
仍
堅
持
不
賣
土
，
不
開
挖
成
魚
燼

。

有
所
堅
持

的
作
風
，
也
使
阿
林
成
為
村
中
的
話
題
人
物
，
大
家
似
乎
搞
不
清
楚
向
林
仔
心
裡
想
的
究
竟
是
什
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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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年
前
，
阿
林
突
然
開
始
養
蚵
仔
，
有
人
問
他
說
，
甘
為
什
麼
這
麼
累
呢
?
種
田
、
養
魚
還
養
蚵
呢
?

阿
林
說
，
七
股
工
業
區
和
演
南
工
業
區
，
政
府
只
顧
有
錢
人
和
財
圈
，
所
以
可
能
都
會
過
關
開
始
動
工
，

到
時
候
整
個
溪
口
汙
染
嚴
重
，
怎
麼
住
人
?
更
甭
提
種
洋
香
瓜
和
魚
爐
的
養
魚
和
養
蝦

。

我
必
須
趕
快
趁

這
幾
年
工
業
區
動
工
前
，
多
養

一
些
蚵
仔
，
多
賺
點
錢
，
才
能
供

三
個
女
兒
上
到
大
學
。

否
則
兩
夫
妻
到

工
廠
去
，
都
會
被
老
板
嫌
太
老

o

..... 

阿
林
仔
開
玩
笑
的
語
氣
說
，
萬

一
工
業
區
汙
染
太
嚴
重
，
還
得
賣
房
子
多
籌
些
錢
，
好
準
備

「移
民
」

東
部
或
往
大
陸
去
，
而
他

一
年
多
養
五
十
棚
的
蚵
仔
，
運
氣
好
的
話
，

一
年
可
賺
上

一
百
萬
元
，
至
少
有

五
、
六
十
萬
元
，
很
辛
苦
，
但
是
苦
得
很
快
樂

。

不
過
他
的
原
則
是
，
老
父
交
代
他
的
土
地
絕
對
不
能
開
挖
，
老
人
家
說
「
賣
土
是

一
件
不
吉
利
的

事
?
他
不
會
作
個
違
背
父
親
交
代
的
孽
子

。

溪
埔
作
田
勤
儉
阿
春

從
麻
豆
嫁
到
官
寮
的

「
阿
春
」
'
今
年
五
十
多
歲
了
，
下
起
田
來
身
于
矯
健
，
毫
不
輸
給
村
裡
的

「少
年
仔
」
。

從
小
學
在
麻
豆
時
就
開
始
幫
忙
下
田
，
種
稻
、
種
甘
煮
、
種
番
茄
，
練
就
了

一
身
純
熟
的
農
事
技
巧

與
刻
苦
耐
勞
的
精
神
，
阿
春
卻
謙
稱
說
.. 

「
這
些
事
，
村
裡
像
我

一
樣
年
紀
的
『
歐
巴
桑
』
都
會
做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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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春
姨
邊
收
割
白
蘆
筍
邊
說
，
對
岸
的

西
港
仔
今
年
輪
種
抽
到
綠
蘆
筍
，
價
格
比
白

蘆
筍
好

一
點
，
希
望
明
年
能
再
抽
到
綠
蘆
筍

多
賣
些
錢
，
好
給
唸
專
科
的
兒
子
作
為
註
冊

和
學
校
生
活
費
用
，
還
有
這
個
小
女
兒
唸
台

南
市
的
私
立
高
職
，
都
在
花
錢

。

邊
說
邊
露
出
笑
容
的
阿
春
姨
說
，
這
幾

年
的
開
銷
增
加
許
多
，
所
以
另
外
「
綁
」

(
台
語
，
意
即

「
租
」)
一
塊
田
，
種

「聖
女

仔
」
(
聖
女
小
番
茄
)
，
應
該
可
以
多
賺

一
些

錢
。

今
年
周
休
二
日
，
小
女
兒
每
星
期
可
幫

忙
闊
天
，
多
種
一
些

。

還
有
台
糖
契
作
的
白

甘
照
，
也
多
了

一
個
人
力
應
付
。

話
還
沒
說
完
，
一
個
路
過
的
機
車
騎

。
西
港
大
橋
下
的
蘆
筍
田
。
(
邱
勤
庭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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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
停
下
車
來
說
要
向
阿
春
仔
買
蘆
筍
，
阿
春
仔

一
口
回
絕
的
說
，
這
是
農
會
契
作
，
不
能
賣
的
，
要
買

去
農
會
或
超
市
買
。

機
車
騎
士
再
三
央
求
，
阿
春
姨
仍
不
答
應
，
才
失
望
的
離
開
了
。

跟
著
阿
春
姨
一
起
下
田
的
小
女
兒
抱
怨
著
說
，
賣
給
別
人
價
格
比
較
好
，
農
會
也
不
會
知
道
，
為
什

麼
不
賣
呢
?
阿
春
姨
表
情
嚴
肅
的
回
應
說
，

「
以
前
的
人
說
了
就
算
，
而
這
時
候
我
還
到
農
會
蓋
印
章
，

只
賣
給
農
會
的
保
證
價
格
，
阮
哪
可
以
背
信
賣
給
別
人
呢
?
做
人
不
可
以
這
樣
啦
，
你
們
這
些
少
年
以
後

要
在
社
會
『
行
踏
』
，
這
點
要
多
學
學
。

」

問
起
對
曾
文
溪
農
事
栽
種
期
許
時
，
她
卻
反
應
強
烈
的
說
，
「
阮
家
三
、
四
代
都
在
曾
文
溪
栽
種
，

希
望
囝
仔
以
後
出
去
工
作
，
不
要
再
回
曾
文
溪
玩
摸
泥
土
的
頭
路
啦
!
」

一
再
追
問
之
下
，
阿
春
姨
語
調
一
轉
，
道
出
了
她
的
心
裡
話
說
:
「
做
農
沒
出
脫
，
少
年
囝
仔
也
沒

有
人
要
留
下
來
做
，
而
溪
床
的
農
地
都
是
租
來
不
能
變
賣
現
金
;
近
年
來
家
庭
廢
水
和
工
廠
水
排
入
溪

水
，
汙
染
問
題
愈
來
愈
嚴
重
，
政
府
也
不
敢
管
有
錢
人
的
工
廠
，
我
怎
能
相
信
孩
子
將
來
顧
著
這
一
塊
土

地
還
能
賺
吃
呢
?

」

種
香
瓜
目
仔
狀
元
才

在
台
南
市
農
會
洋
香
瓜
栽
種
班
受
過
栽
種
訓
練
的
「
目
仔
」
'
數
數
種
瓜
仔
的
日
子
也
近

二
十
年

了
，
從
安
南
農
田
種
到
曾
文
溪
河
床
，
他
語
氣
堅
定
的
說
，
他
吃
遍
台
灣
各
地
的
洋
香
瓜
，
還
有
日
本
出

渺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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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像
紀
錄
曾
文
這

名
的
靜
岡
洋
香
瓜
，
實
在
找
不
出
比
曾
文

溪
河
床
的
洋
香
瓜
更
好
吃
的
產
地

。

也
算
是
個
洋
香
瓜
栽
種
專
家
的

「
目

仔
」
指
出
，
台
南
縣
的
東
山
、
白
河
都
有

栽
種
洋
香
瓜
，
可
能
是
土
質
因
素
差
異
，

與
曾
文
溪
的
洋
香
瓜
氣
味
和
外
觀
相
同
，

但
是
口
感
則
完
全
不
同
;
如
果
拿
日
本
伊

豆
半
島
的
頂
級
洋
香
瓜

一
顆
一
萬
元
日
幣

的
品
質
，
和
曾
文
溪

一
百
元
台
幣
的
頂
級

洋
香
瓜
相
較
，
曾
文
溪
產
的
洋
香
瓜
是
又

便
宜
又
好
。

而
台
南
縣
市
種
植
的
洋
香
瓜
可
說
是

通
稱
，
大
致
是
繽
皮
的
哈
密
瓜
，
與
青
皮

的
洋
香
瓜
等
，
再
細
分
的
話
還
各
有
二
種

以
上
，
最
出
名
的
是

「
蜜
世
界
」
'
以
口
感

。
曾
文
溪
河
床

的
洋
香
瓜
田
。
(
邱
勤
庭
攝
)

4 ‘ 265 ‘ 主l



曾
文
漢
戀
戀
母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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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甜
出
名

。
至
於
西
瓜
則
是
西
港
到
麻
豆

一
帶
河
床
種
植
，
是
台
灣
夏
季
西
瓜
的
大
宗
。
西
港
大
橋
以
西

抄，

大
多
是
洋
香
瓜
為
主
。

目
仔
毫
不
諱
言
的
說
，
種
洋
香
瓜
真
的
有
賺
到
錢
，
但
是
真
的
是
辛
苦
錢
，
不
過
比
上
班
族
的
主
管

級
薪
水
還
好
。

因
此
，
他
兒
子
高
中
畢
業
後
，
就
跟
著
他
一
起
種
洋
香
瓜
，
所
有
的
技
術
也
都
全
教
給
兒

子
，
即
使
工
業
區
建
了
、
水
汙
染
了
或
農
地
汙
染
了
無
法
在
台
灣
種
，
他
也
會
帶
著
兒
子
到
大
陸
或
東
南

亞
去
種
出
頂
級
的
洋
香
瓜
。
他
相
信
近
二
十
年
來
在
曾
文
溪
訓
練
出
來
的
栽
種
技
術
'
絕
對
可
以
「
走
天

下
」
的
。

儘
管
「
目
仔

」
種
瓜
技
術

一
流
，
他
仍
憂
心
仲
仲
的
表
示
，
很
多
人
栽
種
的
過
程
很
「
夭
壽
」
'
農

藥
用
量
太
多
，
化
學
肥
料
濫
用
，
如
果
不
趕
快
改
用
有
機
肥
改
變
土
質
，
加
上
定
期
休
耕
等
來
改
變
土

質
，
土
地
跟
人

一
樣
會

「
過
勞
死
」
的
。

土
地
生
病
後
，
恐
怕
難
以
復
元
，
到
時
候
即
使
有
田
都
沒
辦
法

種
出
什
麼
東
西
來

。

在
健
康
飲
食
與
環
保
意
識
抬
頭
的
潮
流
之
下
，
「
目
仔
」
也
指
出
說
，
麻
豆
善
化
一
帶
已
經
有
人
開

始
改
用
有
機
栽
培
，
就
像
他
小
時
候
用
天
然
肥
料
的
栽
培
，
遵
守
不
使
用
農
藥
的
原
則
，
不
但
可
以
改
良

土
地
，
也
會
使
種
的
各
種
瓜
果
類
更
香
更
甜

。

雖
然
他
不
太
懂
有
機
栽
培
，
他
希
望
農
會
能
開
班
授
課
，

教
大
家
種
有
機
蔬
果
，
以
後
加
入
宅
門
σ

，
外
國
水
果
來
襲
，
台
灣
的
瓜
果
品
質
將
不
怕
沒
有
競
爭
力
。

現
代
化
社
會
的
發
展
，
漸
使
農
村
部
落
倍
感
壓
力
，
曾
文
溪
畔
的
各
農
村
情
況
也
相
同

。

不
少
老
農



人
都
感
嘆
說
，
愈
來
愈
少
年
輕
人
顧
和
老
一
輩
守
著
代
代
相
傳
的
土
地
繼
續
耕
作
，
例
如
曾
文
溪
瓜
果
收

成
時
，
曾
文
溪
畔
農
村
人
口
外
流
太
嚴
重
，
根
本
看
不
到
年
輕
人
回
家
幫
忙
，
只
是
出
外
工
作
，
生
了
小

孩
就
往
家
裡
丟
，
幾
乎
都
不
碰
任
何
農
事
了

。

目
仔
就
指
出
，
鄰
村
的
福
德
伯
，
從
父
親
手
上
接
下
七
甲
多
的
土
地
和
河
床
瓜
田
，
但
是
兩
個
兒
子

已
經
把
村
外
的
土
地
賣
掉
三
、
四
甲
，

一
年
換
一
輛
賓
士
跑
車
，
村
裡
人
都
搞
不
清
這
兩
個
少
年
作
什
麼

生
意
，
怎
麼
敗
得
這
麼
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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