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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
溪
上
游
的
北
港
溪
及
溪

皆
發
源
於
南
投
縣
的
仁
愛
鄉
，

仁
愛
鄉
是
南
投
縣
境
內
兩
大
原
住
民
族
群
之
一

泰
雅
族
的
原
鄉
，

擁
有
豐
富
的
泰
雅
族
文
化
風
采

及
原
鄉
部
落
獨
特
的
風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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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群
蝠
，

水
系
密
佈

仁
愛
鄉
位
於
南
投
縣
東
北
部
，
清
代
先
後
隸
屬
於
諸
羅
縣
，
彰
化
縣
及
埔
里
社
廳
，
日
據
時
期
則
隸

屬
於
台
中
州
能
高
郡
'
西
元

一
九
四
六
年
設
立
仁
愛
鄉
，
仍
然
屬
於
台
中
縣
，

一
九
五
0
年
改
為
南
投
縣

仁
愛
鄉
。
該
鄉
面
積

二
一
仁
三

﹒
五
平
方
公
里
，
南
北
長
四
十

二
﹒

六
公
里

，
東
西
寬
三
十
四
、
四
公

里
，
東
鄰
花
蓮
縣
，
西
界
南
投
縣
的
國
姓
、
埔
里
、
魚
池

三
個
鄉
鎮
，
南
邊
則
連
接

信
義
鄉
，
北
接
台
中

縣

仁
愛
鄉
可
以
說
是

一
個
山
地
鄉
，
因
為
該
鄉
域
內
群
山
聳
峙
，
萬
巒
群
鋸
'
重
要
的
山
岳

有
奇
萊
主

山
、
合
歡
山
、
能
高
山
、
白
姑
山
、
畢
祿
山
、

石
門
山
、
干
卓
萬
山

、
卓
社
大
山
等

，
海
拔
高
達

三
千
多

公
尺
以
上
之
山
岳
多
達
三
十
餘
座
，
二
千
多
公
尺
者
亦
多
達
三
十
七
座
之
多
，
足
見
仁
愛
鄉
是

一
個
群
山

遍
佈
的
山
地
鄉
。

由
於
群
山
遍
佈
，
所
以
也
成
為
了
很
多
大
型
河
川
的
發
源
地
，
境
內
水
系
密
佈
'
重
要

的
水
系
有
源
於
畢
祿
山
的
畢
祿
溪
，
源
於
合
歡
山
東
峰
的
濁
水
溪
，
及

烏
溪
的
主
要
支
流
源
於
白

狗
東

峰
、
更
孟
山
的
北
港
溪
，
以
及
同
樣
是
烏
溪
主
要
支
流
源
於
北
東
眼
山
、
東
北
稜
合
望
鞍
部
的
眉
溪

。

其
中
屬
於
烏
溪
水
系
主
要
上
游
的
北
港
溪
，
發
源
於
仁
愛
鄉
北
部

山
區
，
自
合
歡
山
西
坡
、
白
姑
大

山
東
麓
流
出
的
主
支
流
，
曲
折
婉
蜓
於
群
山
萬
盤
中
，
在
梅
子
林
附
近
才
流
入
國
姓
鄉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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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港
溪
同
時
也
是
眾
多
支
流
匯
注
而
成
，
其
支
流
分
別
有
瑞
岩
溪
、
帖
比
倫
溪
、
發
祥
溪
、
布
布
爾

溪
、
合
水
溪
、
樁
谷
溪
、
東
峰
溪
、
九
仙
溪
、
尾
敏
溪
、
關
刀
溪
、
楊
岸
溪
、
黃
肉
溪
、
眉
原
溪
等
。
其

中
如
瑞
岩
溪
源
於
合
歡
山
，
是
北
港
溪
東
北
岸
的
重
要
支
流
，
而
瑞
岩
溪
流
域
從
合
歡
主
峰
南
坡
到
翠
峰

西
北
角
，
則
是
屬
於
「
瑞
岩
區
自
然
保
護
區
」
的
所
在
，
該
保
護
區
隸
屬
於
林
務
局
南
投
林
管
處
埔
里
事

業
區
三
三
二
之
一
三
五
林
班
，
面
積
廣
達
一
四
五

0
公
頃
，
區
內
落
差
高
達

二
二
O
六
公
尺
，
自
一
一

三

0
公
尺
的
深
溪
，
到
三
四

一
六
公
尺
的
山
頂
都
有
，
因
為
落
差
極
大
所
以
成
為
台
灣
地
區
最
具
有
山
地
植

被
縮
影
的
代
表
性
地
區
，
可
以
提
供
鳥
獸
動
物
不
同
的
棲
息

空
間
與
環
境
，
因
此
蘊
育
了
極
為
豐
富
的
生

態
面
相
與
內
容
。

根
據
調
查
，
本
區
內
的
哺
乳
類
動
物
多
達
十
八
種
，
爬
蟲
類
動
物
七
種
，
兩
棲
類
動
物

五
種
，
淡
水
魚
類
四
種
，

一
年
四
季
可
見
的
鳥
類
更
多
達
五
十
八
種
，
分
屬
十
九
科
，
其
中
屬
於
特
有
種

的
鳥
類
分
別
有
帝
鳩
、
藍
腹
鵰
、
深
山
竹
雞
、
栗
背
林
鴨
、
冠
羽

畫
眉

、
白
耳
畫
眉

、
數
鳥
、

金
翼
白

眉
、
紋
翼
畫
眉
、
火
冠
戴
菊
鳥
、
黃

一
雀
等
多
達
十

一
種
，
幾
乎
占
了
台
灣
特
有
種
鳥
類
中
的
七
十
九
百

\
]
卡
L

3

/
可/
t
r
L
F
g由

此
可
見
烏
溪
上
游
的
北
港
溪
流
域
支
流
繁

多

，
支
流
流
經
的
廣
大
區
域
可
以
說
是

生
態
資
源
豐
富

的
自
然
天
地
，
而
整
個
北
港
溪
流
域
的
地
層
地
貌
也
呈
現
了
多
樣
豐
富
的
面
貌
及
地
質
特
色
，
烏
溪
流
域

穿
越
雪
山
山
脈
白
姑
支
脈
的
地
層
，
地
層
構
造
線
呈
北
東
方
向
，
地
層
含
白
冷
層
、
水
長
流
層
、
廬
山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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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岩
層
分
佈
以
板
岩
、
石
英
砂
岩
及
硬
頁
岩
為
主
，
沿
著
北
港
溪
流
域
，
可
以
觀
察
各
種
岩
層
變
化
，

同
時
也
可
以
發
現
各
類
岩
性
不
同
的
岩
石
及
貝
類
化
石
，
所
以
整
個
烏
溪
水
系
上
游
的
北
港
溪
流
域
，
是

一
處
研
究
台
灣
地
質
的
好
所
在
，
地
質
學
家
們
也
曾
多
次
在
此
流
域
做
踏
查
研
究

。

水
長
流
村
水
長
流

台
中
六
地

後
新
地
層
名

根
據
專
家
的
調
查
顯
示
，
北
港
溪
源
自
合
歡
山
山
麓
，
呈
北
北
東
走
向
，
流
至
瑞
岩
附
近
才
轉
為
東

北
東
走
向
，
從
瑞
岩
到
眉
原
間
，
河
谷
均
狹
窄
，
水
流
端
急
，
至
眉
原
後
才
稍
見
開
闊
，
所
以
兩
岸
不
時

有
零
星
台
地
出
現
，
而
此
區
域
出
露
的
較
老
岩
層
主
要
為
古
第

三
紀
亞
變
質
岩
層
，
所
以
出
露
之
地
層
由

老
至
新
有
達
見
砂
岩
、
白
冷
層
、
佳
陽
層
及
水
長
流
層
，
其
沿
線
比
較
真
特
色
的
岩
石
有
達
見
砂
岩
，
主

要
分
佈
在
蕙
蔬
林
場
咖
啡
園
附
近
之
萱
野
斷
層
東
側
，
其
岩
性
以
淺
灰
色
或
白
色
堅
硬
緻
密
厚
層
或
塊
狀

石
英
質
砂
岩
為
主
，
偶
夾
少
量
硬
頁
岩
或
含
炭
質
板
岩
構
成

。

由
於
它
的
岩
性
堅
硬
與
白
冷
層
之
砂
岩
在

外
觀
上
相
近
，
但
在
本
層
之
底
部
常
有
綠
色
砂
岩
存
在
，
深
具
特
色

。

在
神
仙
島
附
近
則
可
以
看
到
白
冷
層
岩
石
及
牡
蠣
(
蚵
)
化
石
，
神
仙
島
原
名
梅
島
，
此
地
河
邊
出

露
地
層
即
為
白
冷
層
，
同
時
有

一
牡
蠣
化
石
密
集
帶
貫
穿
南
北

。

白
冷
層
岩
層
由
於
其
標
準
出
露
地
點
在

大
甲
溪
北
岸
和
平
鄉
白
冷

一
帶
故
名
，
其
岩
層
以
厚
層
、
白
色
或
灰
白
色
，
粗
粒
至
中
粒
之
石
英
質
砂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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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主
，
夾
深
灰
色
硬
頁
岩
或
板
岩
，
偶
而
可
以
看
到
數
公
分
到
數
十
公
分
厚
之
劣
質
煤
層
夾
層
，
大
部
份

已
石
墨
化
，
砂
岩
風
化
則
常
呈
粉
紅
色

。

北
港
溪
流
域
最
具
特
色
的
岩
層
，
應
該
是
以
本
流
域
地
名
所
命
名
的
水
長
流
層
，
此
一
岩
層
為
台
大

教
授
早
服

一
郎
等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時
調
查

一
九
三
五
年
台
中
大
地
震
後
所
提
出
之
地
層
名
字
，
因
為
其
標

準
的
出
露
地
點
在
國
姓
鄉
的
水
長
流
村
故
名
之
為
水
長
流
層
，
本
層
主
要
由
深
灰
色
或
黑
色
緻
密
硬
頁
岩

所
組
成
，
偶
夾
有
薄
層
砂
岩
，
局
部
地
方
含
有
海
綠
石
而
使
岩
層
略
顯
綠
色
以
及
少
量
黃
鐵
礦
，
氧
化
後

會
使
岩
層
略
帶
赤
褐
色
。
北
港
溪
流
域
水
長
流
層
的
主
要
分
佈
地
是
下
梅
林
對
岸
北
港
溪
支
流
與
主
流
交

會
口
，
在
支
流
與
主
流
交
會
口
河
口
附
近
，
可
以
看
到
碎
裂
成
鉛
筆
狀
之
硬
頁
岩
及
偶
夾
淡
灰
色
薄
層
砂

岩
，
此
即
長
流
層
岩
性
之
代
表
，
據
間
在
此
地
敲
開
岩
層
，
也
可
尋
獲
不
少
貝
類
化
石

。

而
在
新
豐
橋
上

游
五
0
0
公
尺
處
河
谷
的
砂
岩
中
也
有

一
貝
類
化
石
的
密
集
帶
，
據
說
該
化
石
極
易
剝
離
，
所
以
可
以
採

到
相
當
多
之
化
石
個
體
。

北
港
溪
流
域
主
要
的
族
群
是
屬
於
仁
愛
鄉
的
泰
雅
族
群
，
及
國
姓
鄉
的
客
家
族
群
，
南
投
縣
境
由
於

群
山
綿
延
，
層
巒
疊
翠
，
加
上
平
原
遼
闊
，
溪
流
交
織
，
丘
陸
起
伏
，
林
木
蓊
鬱
'
優
良
的
自
然
環
境
，

孕
育
了
茂
密
森
林
，
老
樹
參
天
，
飛
禽
走
獸
繁
衍
棲
息
，
各
溪
流
問
魚
蝦
無
數
，
這
些
豐
富
的
資
源
，
正

可
吸
引
各
族
群
樂
於
遷
來
棲
息
定
居
，
因
此
南
投
縣
便
成
了

一
個
族
群
多
元
的
縣
境

。

在
南
投
縣
境
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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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的
族
群
，
除
了
閩
南
、
客
家
之
外
，
原
住
民
族
群
分
別
有
平
埔
族
，
邵
族
、
布
農
族
、
泰
雅
族
、
鄒
族

等
，
其
中
以
仁
愛
鄉
及
信
義
鄉
可
謂
是
原
住
民
的
大
本
營
，
以
仁
愛
鄉
為
例
，
布
農
族
就
包
含
了
卡
社
群

及
卓
社
群
，
分
別
居
於
南
港
溪
(
南
烘
溪
)
及
濁
水
溪
上
游
沿
岸
台
地
的
過
坑
社
、
干
卓
萬
社
、
武
界
社

等
地
。

而
泰
雅
族
則
包
含
了
賽
考
克
亞
族
(
的

O
A
O
-
。
可
三

，
o
B
「
)
的
馬
力

巴
群

(7一
丘
。
甘
心
)
、
白
狗
群

(
E
T
C
H
)
，
賽
德
克
亞
族
(
的
立
o
r
o-
3
B
O
B「
)
的
土
魯
閣
群
(
一，

0
「
O
T
O
)、
道
澤
群
(

、

-
E
E
)、
德
奇
塔
雅

群

(
霧
社
群
F
T
Z
Z
)

，
澤
熬
利
亞
族

(
、-A
z
o-
o
i
-
J
dC七
。
]
，)
的
眉
吐

群

(
/
-
z
-
s
E

戶
的
)
、
萬
大
群

(
2
「
c
m
c
l
r
s
2
)

、
眉
原
群
(
美
巴
拉
群
E
E

巴
巴
等

。

考
列
克
的

裂
岩
傳
說

其
中
居
於
北
港
溪
流
域
的
泰
雅
族
群
主
要
有
馬
力
巴
群
及
自
狗
群
，
馬
力
巴
群
居
於
北
港
溪
上
游
及

其
支
流

T
E
E
S
溪
以
北
山
腹
，
亦
即
現
今
行
政
轄
區
仁
愛
鄉
力
行
村
轄
有
的
大
洋
，
望
洋
與
翠
巒

三
個
緊

落
，
它
是
屬
於
賽
考
列
克
語
族
，
清
代
的
社
名
稱
為
貓
里
眉
或
稱
貓
里
、
貓
里
旺
等
名
，
日
據
時
期
的
部

落
名
為
卡
莫
司
耶

(7-
o
r
r
-
o吉己
)
、
畢
魯
莫
岸
(
-
v
丘

C
B
O
E
)、
莫
古
波
波

(
f
Z
T
1

自
己σ
三
)
、
首
先
古
里
汗

(
J
E
T
E這
2
)、
莫
古
塔
塔

(
J
E
T
-
-

d

E

臼
)
、
莫
古
巴
波
(
E
T
-
E
Z
)等
，
現
仁
愛
鄉
的
馬
力
巴
群
為
殘
留

於
原
居
地
，
未
向
外
發
展
的
族
人
，
因
其
最
先
建
部
落
峙
，
位
在
高
處
，
所
以
稱
之
為
馬
力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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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巴
。
甘
心
)，
現
今
南
投
縣
仁
愛
鄉
力
行
村
屬
之

。

同
樣
屬
於
賽
考
列
克
亞
族
居
於
北
港
溪
上
游
的
還
有
白

狗
群
，
自
狗
群
屬
於
賽
考
列
克
馬
卡
那
奇
亞
群
，
馬
卡
那
奇
亞
(
耳
其

E
E
H
)
即
陽
光
普
照
的
意
思
，
而

白
狗
群
又
稱
為
褔
骨
群
，
褔
骨

(E
E

立
即
居
住
在
深
山
的
人
之
意
，
因
他
們
原
居
於
白
狗
大
山
山
腹
，

所
以
亦
稱
白
狗
群
，
現
居
於
南
投
縣
境
北
港
溪
上
游
，
屬
仁
愛
鄉
發
祥
村

。

賽
考
列
克
亞
族
發
祥
傳
說
之

賓
沙
布
甘
即
在
發
祥
村
之
瑞
岩
附
近

。

賽
考
列
克
亞
族
相
傳
賓
沙
布
甘
芯
片

D
S

E
E
2

)
之
裂
岩
為
其
祖

先
誕
生
地
，
賓
沙
布
甘
意
即
裂
岩
，
亦
為
祖
先
之
地
，
泰
雅
族
的
傳
說
中
相
傳
於
令
南
投
縣
境
北
港
溪
上

游
，
仁
愛
鄉
發
祥
村
瑞
岩
，
馬
西
多
巴
翁
社

(
Z
S
HZ
Z

口
)
附
近
斯
巴
揚
台
地
上
方
之
山
腹
上
，
有

一
塊

巨
巖
'
賽
考
列
克
的
始
祖
就
是
從
這
個
裂
岩
誕
生
的
，
太
古
之
初
分
別
有
兩
個
男
神
，

一
個
女
神
，
男
神

的
名
字
叫
馬
不
達

(E
E
Z

)
和
馬
揚
(
嵩
山
呵
。2
)
，
女
神
的
名
字
叫
哈
克
爾
撒
披

(
Z
S
E門口
的
心
σ
0
)，
後
來

他
們
的
子
孫
繁
衍
，
因
為
近
親
結
婚
，
觸
怒
了
天
神
，
降
下
了
洪
水
，
他
們
的
族
人
便
逃
避
往
大
霸
尖

山
，
而
族
中
近
親
結
婚
者
投
水
之
後
，
洪
水
才
退
去
，
洪
水
退
去
之
後
，

一
部
份
的
族
眾
返
回
原
居
地
，

另
外

一
部
分
越
過
匹
亞
南
鞍
部
、
東
西
遷
移
，
便
形
成

今
日
分
佈
的
狀
態
，
這
就
是
賽
考
列
克
源
起
的
傳

說

另
外
居
於
鳥
溪
上
游
北
港
溪
流
域
的
泰
雅
族
群
還
有
眉
原
群
，
他
們
居
於
北
港
溪
中
游
台
地
，
亦
即

眉
原
山
和
阿
冷
山
之
山
麓
，
眉
原
群
亦
稱
為
美
巴
拉
群
，
清
代
文
獻
「
台
灣
府
志
」
稱
之
為
眉
肉
納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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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為
眉
加
臘
，
日
人
則
稱
為
眉
原
，
清
朝
末
年
眉
原
群
已
建

立
波
揚
幹
(
∞
2
5

宮

2
)、
奧
本
S
E
E
)、
白

多
昂

(
-
E
E
S
)、
馬
到
魯

(
7
E
g
o
-
c
)
、
萃
卡
奇
古

3

個
印
戶
丘
之
與
摩
古
卡
回
心
(
五
已
開
心
。
3
個
)
等
部

落
，
日
據
初
期
，
眉
原
群
族
人
舉
族
遷
到
丁
字
山
西
北
麓
之
北
向
斜
地
，
因
其
耽
鄰
粵
籍
漢
人
建
立
的
北

港
溪
村
落
，
所
以
行
政
轄
區
初
由
埔
里
社
支
廳
兼
管
，

一
直
到

一
九
二
0
年
，
台
灣
總
督
府
廢
廳
及
支

廳
，
改
設
州
郡
，
因
此
歸
台
中
州
能
高
郡
統
轄

。

紅
香
溫
泉
野
趣
知
多
少

北
港
溪
源
自
仁
愛
鄉
北
部
山
區
白
拘
東
峰
，

一
直
到
梅
子
林
則
正
式
算
是
流
進
國
姓
鄉
境
，
於
帽
子

林
與
南
港
溪

合
流
後
則
稱
為
鳥
溪
，
其
在
仁
愛
鄉
境
內
分
別
流
經
力
行
、
發
祥
、
新
生
、
互
助
等
村
落
，

流
域
經
過
的
地
方
有
翠
巒
、
望
洋
、
瑞
岩
、
紅
香

、
慈
峰
、
溪
門
、
清
流
與
中
原
等
幾
個
重
要
的
緊
落
，

其
中
紅
香
部
落
以
溫
泉
而
知
名
，
它
是

一
處
世
外
桃
源
，
位
於
白
狗
大
山
東
南
山
麓
，
北
港
溪
與
帖
比
倫

溪
的
交
會
處
，
居
民
約
數
百
人
，
以
農
牧
為
生
，
居
民
生
性
篤
實
誠
懇
、
和
藹
可
親
，
生
活
在
四
周
高
山

環
抱
，
清
溪
迴
流
之
中
，
以
溫
泉
而
馳
名
遠
近
，
此
地
溫
泉
由
山
麓
地
層
泊
泊
湧
出
，
泉
位
高
品
質
佳
，

溫
度
高
達
攝
氏
六
十

二
度
，
屬
於
弱
鹼
性
碳
酸
泉

，
可
飲
可
浴
是
多
功
能
溫
泉
。

紅
香
溫
泉
位
於
仁
愛
鄉
力
行
村
通
往
發
祥
村
吊
橋
下
的
河
谷
中
，
海
拔

一
二
0
0
公
尺
，
溫
泉
水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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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
撓
的
交
響
樂
章

豐
沛
，
早
年
此
地
男
女
老
幼
沐
浴
於
溪
邊
，

一
邊
欣
賞
青
山
白
雲
'
聽
天
籍
鳥
鳴
，

一
邊
泡
在
溫
泉
水

中
，
是

一
種
大
自
然
的
盛
宴
，
尤
其
是
因
為
地
處
偏
遠
，
且
力
行
產
業
道
路
路
況
欠
佳
，
交
通
不
便
，
尚

未
完
全
開
發
，
僅
由
當
地
居
民
就
地
取
材
，
搭
建
四
個
澡
堂
，
男
女
分
室
洗
浴
，
靠
外
邊
的
天
然
浴
池
，

可
一
邊
溫
泉
浴

一
邊
欣
賞
自
然
美
景
，
別
有
情
趣
。

整
個
紅
香
溫
泉
是
由
紅
香
部
落
與
溫
泉
部
落
合
稱
而
來
，
前
者
屬
於
發
祥
村
，
後
者
屬
於
力
行
村
，

溫
泉
則
位
在
溫
泉
部
落
中
，
該
地
青
山
翠
谷
環
繞
四
周
，
楓
樹
散
佈
山
野
，
楓
紅
時
節
極
為
動
人
，
小
瀑

布
及
大
小
石
頭
散
列
河
谷
中
，
景
色
優
美
。
此
地
除
了
溫
泉
、
楓
林
之
外
，
更
有
產
量
豐
富
的
水
果
、
稻

米
、
香
菇
、
蔬
菜
等
，
也
有
養
殖
冷
水
性
淡
水
魚
虹
縛
，
肉
質
鮮
美
柔
嫩
，
是
上
等
珍
品
。

)11 
中

悲
情
悠
悠

北
港
溪
域
在
進
入
國
姓
鄉
之
前
，
流
經
了

一
個
重
要
的
地
方
，
那
個
地
方
俗
稱
為
川
中
島
，
亦
即
中

原
與
清
流
等
部
落
，
它
是
霧
社
事
件
日
本
軍
隊
討
伐
抗
日
六
部
落
後
餘
生
的
族
人
，
最
後
移
居
的
地
方
。

川
中
島
位
處
於
北
港
溪
與
眉
原
溪
匯
流
的
台
地
上
，
此
地
原
是
泰
雅
族
眉
原
群
的
祖
居
勢
力
區
，
日
人
據

台
後
成
為
官
有
地
，
而
放
領
給
漢
民
耕
作
，
並
建
有
十
八
戶

一
百
二
十
九
名
的
漢
民
村
莊
。
西
元

一
九
三

0
年
霧
社
抗
日
事
件
爆
發
，
至

一
九
三
二
年
日
軍
採
用
「
以
夷
制
夷
」
的
狠
毒
手
法
造
成
各
部
族
間
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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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清
流
吊
椅
跨
越
北
港
溪

﹒

原
為
進
出
清
流
部

落
的
重
要
橋
樑

' 
如
今
橋
斷

口
/、

留
橋
品
收
。

( 

攝
於
南
投
縣
團
姓
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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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
漠
的
交
響樂
章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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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殘
殺
，
之
後
將
抗
日
六
部
落
的
族
人
，
在
遭
受
「
保
護
蕃
收
容
所
襲
擊
事
件
」
後
，
強
制
移
居
到
北
港

溪
流
域
俗
稱
川
中
島
的
台
地
上
，
日
人
將
抗
日
六
部
落
餘
生
者
移
居
於
此
，
先
將
原
居
於
此
的
漢
民
移
到

北
斗
郡
'
同
時
為
了
避
免
霧
社
六
部
落
的
餘
生
者
遷
居
後
，
造
成
與
不
同
語
系
的
眉
原
群
之
間
的
不
睦
，

總
督
府
的
理
蕃
部
門
及
台
中
州
警
務
部
長
、
理
蕃
課
長
等
先
周
旋
於
眉
原
群
進
行
遊
說
工
作
，
獲
得
眉
原

群
族
人
的
首
肯
，
便
實
行
強
制
移
居
計
劃
'

一
九
三
三
年
五
月
六
日
，
日
人
完
成
了
警
務
編
組
，
將
抗
日

六
部
落
餘
生
者

二
百
九
十
八
名
，
除
病
患
外
共
計

二
百
七
十
八
名
，
分
為
兩
梯
次
由
警
察
押
送
到
川
中

島
。

從
此
北
港
溪
流
域
便
多
了

一
個
具
有
歷
史
意
義
的
地
方
，
而
北
港
溪
流
經
川
中
島
的
濃
濃
流
水
，
便

仿
彿
日
夜
在
訴
說
著

一
則
則
賽
德
克
族
人
的
悲
壯
故
事
。

惠
諒
林
場
寓
教
於
樂

位
於
仁
愛
鄉
新
生
村
及
發
祥
村
的
惠
蒜
林
場
，
則
是
北
港
溪
流
域
最
大
的
森
林
遊
樂
區
，
同
時
也
是

中
興
大
學
四
個
實
驗
林
中
最
大
的

一
個
，
它
隸
屬
於
中
興
大
學
，
除
了
維
護
森
林
資
源
、
發
揮
森
林
教
育

功
能
之
外
，
同
時
兼
具
學
術
研
究
及
森
林
遊
樂
功
能

。
有
高
山
有
峽
谷
的
惠
蔬
林
場

，

場
內
原
生
樹
木
種

類
繁
多
，
又
引
進
許
多
高
經
濟
價
值
的
樹
種
，
是
中
興
大
學
農
學
院
學
生
林
業
教
學
研
究
實
驗
的
重
要
場

76 .. 



。
賞
心
孫
林
場
是
北
港
溪
流
域
最
大
的
森
林
遊
樂
區

，
區
內

多
為
原
始
森
林

，
林
相
優
美

。

(
攝
於
南
投
縣
仁
愛
鄉
)



車
，美
麗
的
櫻
花
為
惠
孫
林
場
的

冬
天
增
添
不
少
姿
色

。

(
攝
於

南
投
縣
仁
愛
鄉
)



地
。

場
內
有
座
海
拔

二
千
四
百
十
九
公
尺
的
守
城
大
山
，
森
林
呈
垂
直
分
布
，
有
溫
帶
、
暖
帶
及
亞
熱
帶

三
種
林
木
，
除
供
教
學
實
習
的
經
濟
林
、
保
安
林
外
，
也
為
配
合
發
展
森
林
觀
光
事
業
，
而
加
強
景
觀
林

和
森
林
遊
樂
的
設
施

。

刀
溪
犀
青
蛙
石

惠
蔬
林
場
原
名
能
高
林
場
，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中
興
大
學
校
長
湯
惠
諒
來
場
內
視
察
業
務
，
在
攀
登
守

城
大
山
時
，
因
心
臟
病
突
發
去
世
，
為
紀
念
湯
校
長
才
將
林
場
改
名
惠
蒜
林
場
，
並
建
造
「
湯
公
亭
」
和

「
湯公
碑
」
供
人
憑
弔

。

目
前
林
場
內
除
百
分
之
五
的
人
工
實
驗
林
外
，
其
餘
均
為
原
始
天
然
森
林
，
林
相
優
美
，
生
態
豐

富
，
到
處
峰
巒
峭
壁
，
保
有
原
始
風
貌

，
在
此
林
場
內
可

以
賞
景
、

賞
鳥
、
賞

蝶
、
賞
花

，
也
可
以
攝

影
、
野
餐

、
森
林
浴
。

惠
諒
林
場
於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開
始
規
劃
'
它
的
面
積
約
七
四

三
四
公
頃
，
林
場
內
地
勢
起
伏
，
有
壯

麗
的
峽
谷
，
腕
蜓
清
澈
的
溪
流
，
有
溫
泉
、
瀑
布
，
同
時
也
有
參
天
古
木
、
茂
密
的
森
林
，
以
及
各
類
彩

蝶
、
鴨
禽
、
珍
獸
在
林
間
出
沒
，
富
含
山
林
之
美
，
風
光
搞
妮
，
多
彩
多
姿
。
林
場
內
有
北
港
溪
的
支
流

關
刀
溪
流
過
，
溪
岸
的
青
蛙
石
最
具
特
色
，
格
外
引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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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從
惠
孫
林
場
梨
園
山
莊
穿
越
松
林
小

徑
，
北
行
下
溪
約
半
小
時
即
可
到
違
背

蛙
石
，
岩
石
紋
路
潔
淨
清
晰
，
長
年
矗

立
溪
旁
與
流
水
共
鳴

。

(
攝
於
南
投
縣

仁
愛
鄉
)



林
場
內
分
為
幾
個
區
，
分
別
是
咖
啡
圍
區
、
惠
孫
山
松
風
山
區
、
平
台
區
、
木
荷
保
護
區

，

各
區
都

有
其
特
色
，
值
得
賞
覽

。

咖
啡
園
區

•• 

管
理
站
及
露
營
區
設
在
入
口
附
近
，
地
理
景
觀
擁
有
溪
流
、
峽
谷

;

植
物
則
以
咖
啡
、

抽
木
、
相
思
樹
、
杉
、
松
為
主
，
其
中
以
咖
啡
最
為
重
要

，

惠
一
孫
咖
啡
風
味
別
具
，

是
新
近
深
受
歡
迎
的

本
土
產
咖
啡
的
代
表
。

本
區
內
同
時
還
有
各
種
鴨
禽
、
彩
蝶
及
其
他
的
野
生
動
物
。

惠
孫
山
、
松
風
山
區

•• 

本
區
內
的
風
景
特
色
是
松
風
山
、
北
港
溪
及
青
蛙
石
風
景
區
等

，

植
物
則
有

松
、
楓
、
板
栗
、
商
楠
、
杉
及
台
灣
蘇
鐵
為
主
，
尤
以
台
灣
蘇
鐵
最
為
獨
特

，

是
本
省
唯

一
的
產
地
，
野

生
動
物
較
常
見
的
則
有
松
鼠
及
畫
眉
鳥
等
，
本
區
內
還
設
有
觀
光
眩
館
、
林
間
小
屋
技
林
業
陳
列
館

，

提

供
來
此
遊
覽
的
遊
客
們
最
好
的
服
務

。

平
台
區

•• 

本
區
風
景
特
色
包
含
了
溫
泉
、
峽
谷
、
溪
流
等

地
理
景
觀
，
植
物
則
以
杉
、
松
及
闊
葉
樹

較
多
，
同
時
還
有
各
種
鴨
禽
，
竹
雞
和
蝴
蝶
等
罕
見
的
野
生
動
物

。

肖

楠
保
護
區

.• 

本
區
內
有
關
刀
溪
及
瀑
布
等
地
理
景
觀
為
其
風
景
特
色
，
以
及
針
葉
樹

，

闊
葉
樹
的

混
合
林
。

本
荷
保
護
區

•• 

本
區
風
景
特
色
包
括
關
刀
溪
及
瀑
布
等

地
理
景
觀
，
植
物
以
木
荷
、
台
灣
杜
鵑
為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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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諒
林
場
的
開
發
著
重
於
自
然
景
觀
的
維
護
，
森
林
資
源
的
保
育
，
藉
由
它
可
以
發
揮
特
有
的
學
術

風
氣
，
同
時
能
寓
教
於
遊
樂
，
是
烏
溪
上
游
北
港
溪
流
域
的
重
要
景
點

。

動
植
物
資
源
豐
富
是
惠
孫
林
場

最
大
的

一
項
特
色
，
根
據
調
查
，
在
植
物
方
面
，
厥
類
植
物
有

二
十
二
科

一
百
二
十

一
種
，
裸
子
植
物
八

科
二
十
三
種
，
雙
子
葉
植
物

一
百
三
十
四
科
七
百
五
十

二
種
，
單
子
葉
植
物
十
四
科
八
十
九
種

。

在
鳥
類

方
面
有
八
十
種
鳥
類
，
其
中
留
鳥
如
樹
鵲
、
山
紅
頭
等
有
六
十
八
種
，
冬
候
鳥
如
黃
鵲
鴿
、
紅
尾
伯
勞
等

有
十
種
，
夏
候
鳥
僅
有
針
尾
雨
燕

一
種
，
最
可
貴
的
是
在
台
灣
特
有
的
十
種
鳥
類
中
，
場
內
就
有
藍
腹

鵬
、
深
山
竹
雞
等
七
種
，
而
野
生
動
物
則
有
山
豬
、
山
克
和
台
灣
瀰
猴
等
，
所
以
惠
孫
林
場
也
是

一
個
生

態
之
旅
的
絕
佳
場
所
。

能
高
大
圳

繁
榮
的
幕
後
功
臣

北
港
溪
流
域
內
最
大
的
水
利
工
程
，
則
要
首
推
能
高
大
圳
的
興
建
。
能
高
大
圳
的
興
建
主
要
是
為
了

引
北
港
溪
及
關
刀
溪
的
水
，
以
灌
溉
埔
旦
及
仁
愛
地
區
高
位
階
的
田
地
，
它
的
興
建
始
於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
在
埔
里
民
間
的
陳
情
要
求
下
，
水
利
署
(
前
台
灣
省
水
利
局

)
經
過
勘
查
規
劃
'
於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七
月
施
工
，
經
過
八
年
的
漫
長
歲
月
，
犧
牲
了
幾
位
施
工
人
員
，
於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六
月
才
暫
行
結
束
施

工
，
其
後
續
工
程
則
到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後
才
陸
續
完
工

。

82 潰，



能
高
大
圳
水
利
工
程
的
引
水
口
、
導
水
路
隧
道
，
都
在
仁
愛
鄉
北
港
溪
的
九
仙
溪
和
關
刀
溪
，
穿
越

重
山
峻
嶺
而
流
進
埔
且
，

全
長

一
五
、
五

三
0
公
尺
，
是

一
條
工
程
浩
大
的
地
底
水
道
，
它
的
水
源
引
水

壩
壩
頂
標
高
超
過
五
百
公
尺
，
白
流
灌
溉
土
地
標
高
達
四
九

0
公
尺
，
所
以
其
工
程
甚
為
艱
鉅
'
其
水
源

彷
彿
自
天
上
來

。

能
高
大
圳
水
利
工
程
的
完
成
，
使
埔
里
鎮
、
仁
愛
鄉

二
六
0
0
公
頃
土
地
，
包
括
新
灌

溉
區
一
二
O
O
餘
公
頃
，
改
善
了
的
舊
灌
溉
區

一
四
O
O
公
頃
的
廣
大
區
域
都
普
遍
受
益
，
很
多
原
來
是

單
期
作
田
或
看
天
田
，
都
變
成
了
雙
期
作
田
，
原
來
僅
能
種
植
樹
薯
、
牧
草
、
落
花
生
的
旱
地
田
，
都
能

改
種
紅
甘
照
、
支
白
筍
、
花
卉
等
作
物
，
增
加
了
農
田
的
收
益
，
尤
其
是
埔
里
的
紅
甘
煎
和
交
白
筍
更
是

聞
名
全
省
，
埔
里
被
譽
為
世
外
桃
源
，
其
主
要
原
因
固
然
是
因
為
埔
里
四
面
環
山
，
形
成

一
個
盆
地
，
風

景
優
美
氣
候
佳
，
另

一
個
原
因
是
埔
里
水
資
源
豐
富
、
土
地
肥
氏
、
適
合
農
耕
，
而
水
資
源
豐
富
，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埔
里
盆
地
地
下
水
很
豐
沛
，
不
僅
平
日
可
以
維
持

八
萬
多
人
口
的
生
活
用
水
，
另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枯
水
期
時
有
能
高
大
圳
水
源
灌
入
盆
地
，
滲
浸
入
地
下
，
埔
里
的
地
下
水
源
才
能
抽
之
不
竭

。

能
高
大

圳
水
源
對
埔
里
的
公
共
給
水
，
豐
沛
而
不
缺
，
也
是

一
大
貢
獻
，
所
以
埔
里
能
有
今
天
的
繁
榮
，
農
村
有

令
天
的
富
庶
'
能
高
大
圳
可
以
說
是
扮
演
了
十
分
重
要
的
角
色

。

九
三

一
地
震
之
後
，
能
高
大
圳
遭
受
嚴
重
損
壞
，
影
響
埔
里
地
區
的
地
下
水
水
源
至
鉅

。

其
損
壞
部

份
分
別
有
水
源
頭
遭
受
埋
沒
，
座
槽
滑
落
約

二
公
且
，
而
且
部
份
隧
道
明
塌
，
其
中
尤
以
維
修
便
道
遭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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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
沒
，
所
以
要
進
行
修
理
施
工
困
難
。

潰，

遭
受
破
壞
之
後
，
水
利
會
積
極
策
劃
修
護
，
曾
經
過
第

一
次
設
計
後
重
新
評
估
，
因
經
費
關
係
，
第

一
次
設
計
之
工
程
，
無
法
全
景
取
水
，
恐
怕
經
濟
效
益
不
大
，
因
此
展
開
重
新
測
量
及
設
計
工
作
，
同
時

計
畫
增
加
經
費
，
積
極
向
上
級
爭
取
修
護
經
費
，
以
極
力
進
行
搶
修
，
以
其
再
造
之
後
的
能
高
大
圳
，
成

為
一
個
真
有
百
年
計
畫
的
水
利
設
施
之
典
範

。

鄉
的
樟
腦
開
發
史

北
港
溪
的
主
要
流
域
是
南
投
縣
的
仁
愛
鄉
及
國
姓
鄉
，
以
梅
林
為
界

。

流
過
了
梅
林
北
港
溪
便
進
入

了
國
姓
鄉
的
鄉
域
，
國
姓
鄉
位
於
南
投
縣
西
北
部
，
面
積

一
百
七
十
六
平
方
公
里
，
屬
中
央
山
脈
的
支

脈
，
地
勢
偏
高
，
全
境
大
多
為
山
地
，
境
內
有
北
港
溪
及
南
港
溪
、
匯
於
相
子
林
附
近
，
以
下
稱
為
烏

溪
，
國
姓
鄉
四
周
儼
然
是

一
個
小
盆
地
，
除
溪
岸
河
階
之
外
，
餘
為
山
丘
盤
結
之
地

。

國
姓
鄉
鄉
名
的
由

來
，
據
傳
鄭
成
功
的
部
將
劉
國
軒
曾
經
到
此
，
連
橫
台
灣
通
史
載

.. 

「
(
永
曆
)
二
十
四
年

三
六

七
0
)

春
三
月... 

劉
國
軒
駐
半
線
。

十
月
沙
轍
番
亂
，
平
之

。

大
肚
番
恐
，
遷
其
族
於
埔
里
社
，
國
軒
追
之
，
至

北
港
溪
畔
，
乃
班
師
歸
，
自
是
北
番
皆
服

。

」
此
段
文
獻
證
明
鄭
成
功
部
將
劉
國
軒
曾
率
兵
到
國
姓
地

區
，
而
國
姓
地
區
很
多
地
名
相
傳
都
和
劉
國
軒
的
兵
隊
有
闕
，
如
大
旗
尾
地
名
的
由
來
，
乃
是
當
時
北
港



溪
沿
岸
之
河
階
群
之
未
墾
地
統
稱
為
「
埔
」
(
又
稱
國
勝
埔

)
，
當
時
並
插
旗
為
界
，
不
許
原
住
民
越
出
旗

界
，
把
那

一
座
山
稱
為
大
旗
山
，
因
軍
士
發
現
插
在
地
上
軍
旗
，
隨
風
飄
揚
時
旗
尾
都
指
向
溪
的
上
游
，

而
把
更
深
的
地
方
稱
為
「
大
旗
尾
」
'
亦
即
現
在
的
大
旗
村

。
又
褔
龜
村
俗
稱
龜
仔
頭
，
相
傳
係
因
為
鳥
溪

河
床
突
出
的
崖
上
，
有
龜
蛇
相
會
之
異
狀
，
劉
國
軒
部
隊
有
兵
士
失
蹤
，
疑
為
龜
精
作
怪
，
乃
用
火
砲
擊

打
龜
頭
，
並
將
這

一
帶
稱
為
龜
仔
頭
。

現
真
嚴
寺
前
後
各
立
有
一
石
碑
，
上
刻
有

一
首
題
為

「
順
治
十

一
年
懺
地
詩
」
的
詩
，
相
傳
即
為
劉

國
軒
所
作
，
其
詩
內
容

.. 

「
舉
望
華
山
貴
尊
嚴
，
華
山
何
事
結
深
淵
，

左
倉
右
庫
掌
屏
上
，
北
港
南
溪
會

案
前
，
湖
海
星
辰
來
拱
照
，
關
龍
交
鎖
去
之
玄
，

三
千
粉
黛
堂
前
擁
，
八
百
煙
花
列
兩
邊
，
穴
是
公
侯
將

相
地
，

一
脈
無
偏
感
未
然
，
可
惜
生
蕃
雄
霸
據
，
拋
荒
此
地
待
時
賢

。

」
很
明
顯
的
即
為
誦
詠
國
姓

一
地

的
山
景
水
象
及
感
懷
之
作
。

客
家
人

披
荊
棘
築
腦

而
國
姓
鄉
的
墾
拓
，
雖
然
依
文
獻
的
記
載

﹒

在
乾
隆
末
年
即
有
泉
州
音
江
縣
人
入
墾
草
屯
後
移
墾
國

姓
及
樟
州
海
浦
人
入
墾
國
姓
的
記
錄
，
但
是
當
時
國
姓
地
區
實
際
上
都
是
還
未
墾
殖
'
嘉
慶
年
間
因
為
發

生
郭
百
年
事
件

，
曾
在
龜
仔
頭
坪

立
禁
止
墾
民
偷
越
，
因
此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

一
八
四
七
年
)
時
間
斯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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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劉
韻
呵
視
察
水
沙
連
時
，
從
埔
里
社
回
程
經
外
國
姓
，
即
現
在
北
港
溪
烏
溪

一
帶
所
看
到
的
這
個
地
方

都
尚
未
開
發
，
又
因
為
早
期
國
姓
地
區
泰
雅
族
不
斷
有
出
襲
情
形
，
因
此
設
有
隘
勇
線
，
直
到
成
豐
年
間

才
有
漢
人
犯
禁
，
陸
續
遷
入
龜
仔
頭
形
成
部
落
，
所
以
客
家
人
移
墾
國
姓
是
從
咸
豐
、
同
治
年
間
才
開
始

~ 

的

國
姓
早
期
的
開
發
與
樟
腦
的
開
採
實
有
極
大
的
關
係
'
光
緒
十

三
年

三

八
八
七
年

)
劉
銘
傳
奏
請

設
台
灣
樟
腦
礦
總
局
，
在
北
路
的
大
科
炭
，
中
路
的
埔
里
社
各
設
腦
八刀
局
，
光
緒
十
四
年

三
八
八
八
年

)

並
在
國
姓
地
區
設
東
勢
角
撫
墾
局
水
長
流
分
局
，
在
撫
墾
局
獎
勵
下
，
採
製
腦
油
業
極
盛
，
光
緒

三
八
年

三

八
九
0
年
了
腦
業
廢
官
辦
，
撤
防
隘
，
雖
原
住
民
屢
次
出
草
般
寮
殺
人
，
但
樟
腦
業
的
興
起
，
則
影

響
到
整
個
國
姓
鄉
的
開
發
，
尤
其
光
緒
十
七
年

三

八
九

一
年
)
台
灣
腦
務
改
隸
布
政
司
，
以
採
製
腦
油

為
主
要
產
業
，
並
以
客
籍
移
民
為
主
體
，
客
籍
移
民
深
入
荒
林
，
披
荊
斬
棘
'
到
有
樟
林
之
處
，
建
築
腦

寮
'
開
闢
運
送
樟
木
之
腦
路
，
以
製
煉
腦
油
，
國
姓
客
籍
人
數
佔
將
近
七
成
，
因
此
初
期
移
墾
者
，
均
以

從
事
腦
業
及
擔
任
腦
T
為
主
體
。

悲
情
九
份
二
山

北
港
溪
是
國
姓
的
主
要
河
流
，
所
以
它
和
國
姓
的
開
發
也
有
著
密
切
關
係
'
早
期
移
民
大
都
是
沿
溪



溯
流
而
入
，
因
此
國
姓
的
歷
史
文
化
和
北
港
溪
是
息
息
相
關
的
，
如
北
港
溪
懦
米
橋
是
知
名
的
景
點
，
同

時
是
國
姓
鄉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一
個
地
標
與
文
化
，
該
橋
建
於
清
光
緒
年
間
，
為
本
省
目
前
僅
存
的

三
座
掃

米
橋
之

一
，
以
四
座
穩
重
的
拱
門
，
吃
立
在
北
港
溪
上
，
為
北
港
村
對
外
的
交
通
要
道
，
建
橋
當
時
是
以

人
力
和
畜
力
搬
運
石
材
，
石
材
則
取
自
埔
尾
橋
下
的
石
頭
，
以
刀
鑿
成
四
方
形
，
依
其
大
小
尺
寸
，
按

一

定
的
順
序
，
構
築
而
成

。

粘
接
的
材
料
則
是
用
懦
米
、
紅
糖
、
石
灰
，
細
沙
子
混
合
而
成
，
此
橋
長
約
五

十
三
米
，
寬
約
五
米
，
據
傳
費
時

三
年
才
完
成
，
其
珍
貴
性
真
的
是
深
受
肯
定

。

北
港
溪
的
另

一
上
游
支
流
則
是
在
北
山
坑
附
近
與
南
港
溪
匯
流
的
北
山
坑
溪
，
也
有
人
稱
之
為
南
港

溪
，
事
實
上
所
謂
的
南
港
溪
是
由
眉
溪
、
種
瓜
溪
、
北
山
坑
溪
匯
流
，
經
北
山
坑
以
下
才
正
式
稱
為
南
港

溪
，
而
北
山
坑
溪
當
地
的
人
也
稱
它
為
南
港
溪
，
可
能
是
因
為
它
的
上
游
，
有

一
個
村
落
叫
做
南
港
村
的

原
故
吧
!

提
起
南
港
村

一
般
人
都
會
聯
想
起
九
份

二
山
，
因
為
九
一
二
大
地
震
之
後
，
九
份

二
山
是
由
於

震
爆
原
點
而
受
到
囑
目

。

九
份
二
山
是
大
岸
山
的
順
向
圾
，
大
岸
山
當
地
人
則
稱
之
為
澀
子
坑
山
，
位
於
北
緯

二
三

﹒

八
五

度
，
東
經

三
-
0
.

七
八
度
，
亦
即
日
月
潭
西
方

一
二
﹒
五
公
里
處
，
行
政
區
域
隸
屬
國
姓
鄉
南
港
村
，

是
典
型
的
客
家
庄
緊
落
，
這
裡
的
居
民
以
養
鹿
為
業
，
割
取
鹿
章
，
種
植
檳
榔
'
收
取
作
物
為
他
們
主
要

的
經
濟
來
源
，
居
民
秉
持
客
家
人
勤
儉
的
精
神
，
樂
天
知
命
，

一
九
九
九
年
的
九
一
二
大
地
震
卻
使
它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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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港
溪
榜
米
橋
寬
約
五
公
尺
，
橋

基
由
三
座
楠
圓
橋
支
撐
橋
面
，
形
成

四
孔
之
拱
橋
，
造
型
雄
偉
典
雅
，
極

具
藝
術
之
美

。

(
攝
於
南
投
縣
國
姓

鄉
)



為
國
際
知
名
的
震
災
地
，
據
當
地
居
民
敘
述
，
地
震
峙
的
九

一
二
震
爆
點
地
光
衝
天
，
山
巒
受
到
強
震
擠

壓
，
造
成
毀
滅
性
的
破
壞
，
原
本
海
拔
約
九
百
餘
公
尺
的
九
份

二
山
，
遭
地
震
襲
擊
竟
從
山
腰
處
震
斷
，

使
得
海
拔
高
度
降
低
至

二
百
公
尺
左
右
，

三
十
公
頃
以
上
的
大
片
山
壁
從

一
、

二
百
公
尺
處
滑
落
，
山
崩

地
裂
，
巨
大
的
走
山
，
使
九
份

二
山
的
客
家
聚
落
滑
向

一
百
公
尺
深
的
山
谷
，
被
土
石
掩
埋
的
面
積
廣
達

二
百
公
頃
以
上
，
三
千
萬
立
方
公
尺
的
土
石
，
將
當
地
的
十
四
戶
人
家
民
宅
，
四
十

一
條
人
命
，
近
三
百

頭
水
鹿
以
及
無
數
的
作
物
、
土
地
都
掩
埋
在
土
石
中
，

至
今
尚
有
二
十
三
位
鄉
親
的
骸
骨
還
是
長
眠
在
土

石
深
處
。

撕
裂
的
三
線
天
」

震
爆
的
整
座
山
巒
，
被
無
惰
的

地
震
波
撕
裂
為
一
公
尺
寬
、
十
餘
尺
深
的
三
線
天

」
，
以
及
無
數
個

大
小
不
一
的
裂
溝
，
而
震
央
驚
爆
點

，

磁
場
斜
屋

、
無
底
洞
、
茶
園
斷
崖
、
走
山
斷
層
等
奇
特
景

觀
都
是

強
裂
地
震
造
成
的
景
象
，
九

一
三
大
地
震
，
將
九
份
二
山
美
麗
田
園
山
河
及
民
宅
震
垮
移
位
，
如
今
只
剩

殘
餘
屋
瓦
淒
涼
景
象
供
人
憑
弔
，
而
大
走
山
將
主
菜
溪
、
澀
子
坑
溪
堵
塞
成
面
積
分
別
為

0
.

三
五
公
頃

和
0

.

二
五
公
頃
的
兩
座
堪
塞
湖
，
對
下
游
的
村
莊
造
成
了
極
大
的
威
脅

。
天
地
無
惰
，
竟
使
得
原
本
是

世
外
桃
源
的
九
份

二
山
變
成
了
悲
情
的
九
份

二
山
，
這
個
地
震
震
爆
點
現
已
被
規
劃
成
地
震
紀
念
閻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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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一
九
九
九
年
九
二
一

大
地
震
，
南
港
村
九
份

二
山
是
震
爆
原
點
，
造

成
毀
滅
性
的
走
山
，
種

植
的
檳
榔
樹
傾
倒
滿
山

頭
。

(
攝
於
南
投
縣
國

姓
鄉
)



建
有
步
道
及
觀
景
台
、
罹
難
者
紀
念
碑
等
，
每
逢
假
日
到
此

一
睹
地
震
震
爆
點
慘
烈
真
面
目
的
遊
客
不

少
。

北
山
發

廠

發

也
有
六
作
用

整
條
北
港
溪
沿
線
遊
覽
景
點
遍
佈
'
泰
雅
渡
假
村
、
北
港
溪
渡
假
村
、
儒
米
橋
、
九
份

二
山
都
是
值

得

一
遊
的
地
方
，
而
為
了
提
高
北
港
溪
水
利
資
源
的
利
用
價
值
，
除
了
沿
線
被
引
來
做
為
灌
溉
之
用
外
，

早
在

一
九
O
九
年
時
因
為
大
觀
發
電
廠
建
設
工
程
，
電
力
供
給
不
方
便
，
便
特
別
在
國
姓
鄉
北
山
村
中
正

路
四
段
三
四
號
，
海
拔

三
三
O
尺
處
橫
渡
烏
溪
上
游
建
了

一
座
北
山
發
電
廠
，
作
為
大
觀
電
廠
工
程
供
給

電
源
之
用
，
北
山
發
電
廠
自

一
九
O
九
年
秋
季
開
始
施
工
建
設
，
於
一
九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竣
工
，
經

嘗
試
運
轉
於
同
年
八
月
開
始
供
給
電
源

。

北
山
發
電
廠
是

一
所
鮮
為
人
知
的
古
老
小
型
電
廠
，
係
屬
於
川
流
式
水
力
發
電
廠
，
水
源
取
自
南
港

溪
中
游
，
標
高

三
七
七
﹒

一
七
公
尺
，
攔
河
取
溪
水
進
入
發
電
廠
，
引
水
隧
道
長
約
十
七
公
里
，
發
電
後

尾
水
仍
回
流
入
南
港
溪
下
游
。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至
五
十
八
年
時
曾
配
合
機
組
大
修
，
將
水
輪
機
作
機
構
改

造
，
其
早
先
在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及
四
十
九
年
時
八
七
及
八

一
水
災
整
個
發
電
設
備
遭
洪
水
侵
襲
，
也
曾
搶

修
過
二
個
月
之
久
，
其
間
歷
次
都
有
修
理
記
錄
，

一
九
八
七
年
時
曾
解
聯
停
機
，
停
止
發
電
以
為
廠
擴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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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瞞

' 

。
北
山
電
廠
屬
川
流
式
水
力
發
電

廠
，
水
源
取
自
南
港
溪
中
游
，
攔

河
取
水
進
入
發
電
廠
，
發
電
後
尾

水
仍
回
流
南
港
溪
下
游

。

(
攝
於

、
南
投
縣
國
姓
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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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作
改
建
工
程
，
直
至

一
九
八
九
年
完
成
機
組
併
聯
發
電
，
發
電
機
裝
置
容
量
高
達
四
百

三
十
二
萬
瓦
，

北
山
電
廠
運
轉
已
有

六
十
餘
年
之
發
電
歷
史

，
但
是
因
為
是

一
小
型
電
廠
，
同
時
僻
處
烏
溪
上
游
的
山

間
，
所
以
很
少
人
知
道
烏
溪
流
域
的
水
，
在
台
灣
電
力
工
程
上
也
曾
盡
過
一
分
力

。

目
前
北
山
發
電
廠
所
有
變
壓
器
及
輸
送
系
統
的
新
式
開
關
場
，
均
不
露
在
外
面
，
共
有
南
港
線
、
國

姓
線
、
北
村
線
開
關
箱
，
而
發
電
機
電
壓
由
六
千
六
百
伏
經
變
壓
器
升
壓
後
轉
成
六
萬
九
千
伏
及

一
萬
九

千
伏
的
電
壓
輸
出
，
供
國
姓
、
捕
里
等
地
方
用
電
，
目
前
電
力
採
全
省
系
統
連
接
，
該
電
廠
的
電
通
常
自

用
有
餘
，
還
可
輸
送
至
埔
里
變
電
所
併
聯
系
統

。

電
廠
以
發
電
為
主
要
目
標
，
整
年
可
發
電
二
千
六
百
萬

度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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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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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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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簡
介
.. 

~ 

王
澈
，
埔
旦
人
，
一
九
四
六
年
生

。

文
化
大
學
中
文
系
畢
業
，
現
任
南
投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董
事
、
曾
任
南
投
社
區
大
學
教
師
，
出
版
有

《鄉
情
為

》
、

《市
井
圈

》
、

企
業
心
情
》
、

《大
埔
城
記
事

》
、

《成
長
的
喜
悅

》
、
《婚
嫁
的
故
事
》
、

《台
灣
早
期
童

《探
索
集

》...... 

等
害
。

曾
在
台
中
市
立
文
化
中
心
、
南
投
文

化
中
心
、
牛

耳
石
雕
公
園
﹒
.. 

等
地
，
舉
行
過
多
次
水
墨
畫
展
，
眉
之
溪
畫
會
會
員

。

玩
野
趣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