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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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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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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

..... 



烏
攘
的
交
響
樂
章

v 
174 i-' 

鳥
溪
流
域
遍
佈
南
投
縣
、
彰
化
縣
和
台
中
縣
市
，
灌
溉
面
積
達

二
千
餘
平
方
公
里
，
鳥
溪
水
涵
養
著

中
部
地
區
廣
大
的
農
田
與
以
百
萬
計
的
生
民

。

南
投
縣
素
有
好
山
好
水
的
雅
稱
。
烏
溪
的
源
頭
|
|
仁
愛
鄉
地
廣
人
稀
，
面
積

二
一
七
三

﹒

五
平
方

公
里
，
比
彰
化
縣
還
大
!
高
山
峻
嶺
之
間
人
煙
罕
至
，
相
對
的
保
存
著
大
部
分
的
原
始
風
貌
，
對
於

一
個

居
住
在
平
原
的
人
而
言
，
能
夠
遠
離
塵
囂
讓
心
靈
清
靜
，
是
至
高
無
上
的
享
受
;
面
對
這
一
片
蓊
鬱
的

山

林
，
總
會
令
人
不
禁
地
發
出
強
烈
的
驚
嘆
號
!

社

自
岡
山
茶
遠
近
名

農
曆
年
前
，
車
行
在
台
十
四
線
上
，
剛
過
了
觀

音
吊
橋
就
看
到
嫣
紅
盛
開
的
櫻
花
，
用
朱
紅
的
花
蕊

迎
接
春
節
的
到
來
;
也
指
引
遊
客
到
「
霧
的
故
鄉
」
|
|
霧
社

。

有
人
曾
以
「
霧
的
故
鄉
」
來
形
容
霧

社
;
冬
天
的
霧
從
山
運
裡
湧
現
，
盤
據
了
整
個
山
頭
，
終
致
眼
前

一
片
迷
濛
。

關
於
霧
社
的
傳
說
中
說
:

霧
社
的
先
住
民
是
泰
雅
族
，
族
人
一
直
都
認
為
著
祖
先
死
後
的
靈
魂
都
駐
守
在
森
林
裡
面
，
霧
就
是
祖
先

所
呼
出
來
的
氣
。

霧
，
讓
霧
社
增
添
神
秘
的
色
彩

。

一
九
三
0
年
，
日
本
統
治
下
的
台
灣
，
發
生

一
件
令
國
際
社
會
震
鷺
的
|
|
霧
社
事
件

。

歷
史
事
件

封
閉
了
霧
社
與
外
界
連
結
，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甫
結
束
，
漢
人
跋
山
涉
水
遷
入
霧
社
，

在祖
些
「
新
移
民
」
向

,.. 



當
地
的
酋
長
承
租
土
地
，
引
進
資
金
和
技
術
'
種
植
水
果
、
高
山
蔬
菜
等
農
作
物
，
並
僱
用
霧
社
當
地
的

先
住
民
加
入
農
業
生
產

。

這
種
變
革
讓
霧
社
由
原
本
以
佇
獵
為
主
的
社
會
型
態
，
轉
變
為
農
耕
為
首
的
生

活
型
態
。霧

社
的
氣
候
條
件
適
宜
種
植
水
果
和
高
山
蔬
菜
。
近
年
，
霧
社
的
坡
地
被
開
發
成
農
園
，
種
植
高
經

濟
價
值
作
物
的
高
山
烏
龍
茶
和
水
果
。
耕
作
面
積
和
產
量
雖
然
受
到
地
形
因
素
限
制
，
卻
因
產
量
稀
少
與

品
質
佳
而
甚

受
遊
客
喜
愛
。
霧
社
出
產
的
高
山
烏

龍
茶
，
因
氣
候
得
天
獨

厚

，
故
在
中
高
海
拔
所
出
產
的

茶
葉
中
佔
有
一
席
之
地

。

此
地
產
製
的
「
春
仔
茶
」
清
香
順
滑
，
「
冬
仔
茶
」
渾
厚
甘
醇
'
打
響
了
霧
社

高
山
茶
的
知
名
度

。

霧
社
位
居
要
津
，
是
通
往
大
禹
嶺
、
廬
山
與
奧
萬
大
的
門
戶
，
假
日
常
有
如
織
的
人
潮
路
經
此
地
，

這
些
遊
客
總
不
免
停
車
到
抗
日
紀
念
碑
瀏
覽
一
番

。

在
先
民
的
庇
護
下
，
那
道
古
老
的
傳
說
中
的
霧
氣
，

於
生
生
不
息
的
自
然
時
序
交
替
中
，
吐
露
出
生
命
的
芬
芳
，
滋
養
著
「
無
煙
臼
產
業
」
。
由
於
霧
社
層
巒
疊

峙
，
假
日
上
山
的
遊
客
眾
多
，
卻
也
為
美
麗
的
霧
社
帶
來
難
以
承
受
的
劫
難
，
部
分
的
遊
客
自
備
食
物
到

山
上
食
用
，
為
圖

一
時
之
便
將
食
畢
後
的
垃
圾
任
意
丟
棄
在
翠
綠
的
山
林
間

。

垃
圾
、
寶
特
瓶
、
保
麗
龍

等
號
稱
文
明
的
產
物
入
侵
原
始
林
區
，
污
染
了
純
淨
的
山
林
;
日
積
月
累
下
，
已
經
造
成
台
十
四
線
霧
社

至
大
禹
嶺
路
段
的
幾
個
景
觀
點
成
為
「
小
型
垃
圾
場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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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

里

甘
藤
甜
，
米
香
Q

~ 

北
港
溪
與
南
港
溪
的
沖
積
讓
捕
里
盆
地
成
為
扁
型
平
原
。
得
天
獨
厚
的
地
理
位
置
配
上
氣
候
宜
人
的

年
平
均
溫
度

二
十
﹒
四
度
、
甘
醇
的
水
質
與
純
樸
的
人
文
，
吸
引
著
許
多
藝
術
家
選
擇
在
埔
里
盆
地
落

腳
。

酒
、
埔
里
甘
煎
、
安
白
筍
、
美
女
......... 

，
讓
處
於
台
灣
心
臟
地
帶
的
埔
里
鎮
譽
滿
全
台

。

埔
里
鎮
的
農
業
最
早
是
由
埔
里
甘
煎
引
領
風
騷
，
世
居
此
地
的
林
先
生
就
說
:
「
埔
里
甘
煎
會
出
名

是
因
為
這
裡
少
有
颱
風
，
以
前
農
人
種
白
甘
蕉
交
給
糖
廠
製
糖
，
糖
業
沒
落
後
改
種
紅
甘
蕉
，
紅
甘
煎
長

得
直
又
甜
，
所
以
才
會
造
成
風
靡

。

」
甘
煎
從
仟
插
煎
種
到
採
收
需
要
長
達
十
八
個
月
的
時
間
，
雖
然
種

植
的
時
間
長
，
但
收
益
比
種
植
稻
穀
高
，
所
以
埔
里
地
區
的
農
民
引
進
紅
甘
煎
種
植
;
現
在
則
被
蔬
果
、

花
卉
、
種
苗
、
安
白
筍
等
收
益
更
高
的
經
濟
作
物
取
代

。

由
員
林
到
埔
里
鎮
守
城
上
班
的
張
小
姐
說
:

「
用
埔
里
米
煮
出
來
的
飯
非
常
的
香

Q

好
吃
，
這
是
到
埔
里
上
班
之
後
才
體
驗
到

。

這
裡
所
出
產
的
稻
米
只

夠
供
給
當
地
人
食
用
，
外
鄉
鎮
的
市
面
上
是
絕
對
買
不
到
，
所
以
要
吃
好
吃
的
米
飯
只
有
親
自
到
埔
里
走

一
趟
!
」
張
小
姐
對
埔
里
的
氣
候
與
水
質
也
是
讚
賞
有
加
，
因
為
短
短
的

一
年
之
間
，
滿
臉
的
痘
痘
已
經

消
失
不
見
了
，
現
在
張
小
姐
寧
願
選
擇
長
住
在
埔
里
，
當

一
位
「
埔
里
站
娘
」
。

埔
里
鎮
的
農
民
為
了
追
求
更
高
的
利
潤
，
在
農
會
的
輔
導
下
朝
向
農
業
精
緻
化
發
展
，
從
八

0
年
代



的
百
合
、
玫
瑰
、
滿
天
星
等
作
物
，
及
至
現
在
的
主
力
康
乃
馨
都
是
花
卉
市
場
的
搶
手
貨

。

每
年
冬
天

播

植
的
安
白
筍
，
約
需
經
八
個
月
的
生
長
期
才
能
夠
採
收
，
農
民
將
雪
白
的
安
白
筍
銷
售
至
全
台
各
地
，
往

往
供
不
應
求
。
安
白
筍
其
作
用
不
僅
止
於
食
用
，
它
的
筍
殼
也
造
就
了
埔
里
的
紙
業
發
展
，
因
為
由
安
白

筍
殼
所
產
製
的
宣
紙
是
品
質
最
優
良
的
書
畫
用
紙
，
質
地
白
宮
均
勻
，
不
隨
意
渲
染
的
特
性
，
許
多
愛
好

水
墨
書
畫
者
都
趨
之
若
驚
地
，
親
自
到
埔
里
選
購
宣
紙
，
也
創
造
埔
里
盆
地
的
「
宣
紙
傳
奇
」

。

另

一
項
奇
蹟
是
埔
里
酒
廠
產
製
的
紹
興
酒
，
在
八

0
年
代
席
捲
全
台
，
至
今
仍
是
埔
里
酒
廠
的
主
力

產
品
。

近
年
開
發
成
功
的
愛
蘭
白
酒
，
質
地
清
澈
味
道
香
醇
'
是
喜
宴
上
不
可
或
缺
的
酒
品
;
這
二
種
暢

銷
酒
類
也
將
埔
里
人
深
以
為
傲
的
水
質
發
揮
得
淋
漓
盡
致

。

農
業
隨
著
時
代
的
進
程
不
斷

地
轉
型
，
一
讓
迷

人
的
埔
里
更
加

亮
麗
。

酒
、
甘
東
與
安
白
筍
代
表
著
埔
里
人
努
力
與
傳
承
的
成
果
，
而
氣
候
、
水
質
和
美

女
則
是
埔
里
人
的
驕
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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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龜
村
民
配
合
天
時
地
利
，
將
農
田
改
植
鮮
嫩
欲
滴
的
草
莓

。

(
攝
於
南
投
縣
草
屯
鎮
)



鄉

村

鮮
嫩
欲
滴
草
莓

台
十
四
線
褔
龜
路
段
車
輛
熙
來
攘
往
，
獨
真
特
色
的
招
牌
劃

一
地
立
在
道
路
兩
旁

，
早
期
褔
龜
村
民

種
植
懦
米
供
應
埔
里
酒
廠
釀
造
紹
興
酒
。
約
二
十
年
前
，
此
地
的
農
民
開
始
局
部
的
試
種
草
莓
，
當
技
術

純
熟
後
紛
紛
將
農
田
改
植
鮮
嫩
欲
滴
的
草
莓
供
遊
客
採
摘
，
現
在
也
有
種
植
船
來
品
|
|
紅
龍
果
，
鄰
近

的
魏
家
莊
則
以
出
產
楊
桃
聞
名

。

南
投
縣
褔
龜
旅
遊
資
訊
廣
場
，
設
在
中
潭
公
路
旁
，
結
合
遊
憩
、
文
化
與
農
特
產
展
售
，
提
供
介
紹

南
投
縣
的
旅
遊
情
報
和
極
具
社
區
特
色
的
社
區
報
，
是

一
個
蘊
含
有
豐
富
資
訊
的
中
途
站

。

隨
著
國
民
旅

遊
風
氣
的
興
起
，
加
上
交
通
便
利
與
觀
光
動
線

一
氣
呵
成

，
讓
處
在
中
途
站
的
褔
龜
村
農
民
配
合
天
時

地

利
，
利
用
人
潮
來
促
進
產
業
發
展

。

這
裡
在
冬
天
有
艷
紅
誘
人
的
草
莓
、
黃
橙
橙
的
楊
桃
與
琵
琶
接
應
年

景
;
夏
季
則
有
紅
龍
果
上
市

。

在
路
邊
販
賣
草
莓
的
許
太
太
說

:

「
去
年
種
了
三
千
株
草
莓
，
數
量
算
不

多
，

只
夠
自
己
賣

。

」
國
姓
鄉
褔
龜
村
的
草
莓
觀
光
果
園
，

多
由
農
民
自
產
自
銷

，
直
接
供
應
新
鮮
生

果
，
或
由
遊
客
親
自
體
驗
採
摘
樂
趣
，
減
少
中
間
盤
且
商
之
剝
削
，
提
高
利
潤
。

一
位
黃
太
太
種
植
上
萬

株
的
草
莓
，
看
到
遊
客
前
來
摘
草
莓
笑
得
合
不
攏
嘴
;
據
她
表
示
，
除
了
假
日
供
遊
客
採
摘
外
，
在
盛
產

期
則
將
過
剩
之
成
熟
果
實
收
集
，
加
工
製
成
水
果
酒
，
有

一
種
是
略
帶
酸
味
的
甜
酒
「
草
莓
漿
」
和
清
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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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草
莓
露
」
。

在
加
入
禹
。
之
後
，
台
灣
的
農
業
面
臨
重
大
之
壓
力
與
挑
戰
，
面
臨
新
局
的
農
業
應
朝
向
精
緻
化
發

展
;
褔
龜
村
在
十
幾
年
前
即
靠
著
農
民
自
己
的
力
量
進
行
轉
型
，
讓

「
產
銷
合

一
」

達
到
追
求
更
高
利
潤

的
目
的
，
他
們
的
努
力
為
台
灣
的
農
業
發
展
立
下
典
範

。

~ 

割
香
蕉
，
換

貓
羅
溪
是
烏
溪
的
支
流
，
源
自
於
南
投
縣
中
寮
鄉
，
流
經
南
投
市
、
草
屯
、
芬
園
鄉
、
彰
化
市
再

與
烏
溪
匯
合

。

貓
羅
溪
絕
大
部
分
的
流
域
，
都
是
依
賴
農
業
生
產
為
主
要
的
經
濟
型
態
，
這
裡
的
水
資
源

分
配
極
為
不
均
，
雨
水
大
多
集
中
在
夏
秋
之
際
，
故
夏
天
和
秋
天
常
見
滔
滔
河
水
奔
騰
於
貓
羅
溪
之
上
;

冬
季
則
屬
於
枯
水
期
，
僅
剩
灑
弱
的
水
流

。

日
據
時
期
中
寮
鄉
就
開
始
大
量
的
種
植
香
蕉
銷
往
日
本
，
所
以
這
裡
的
香
蕉
在
昔
日
被
農
民
視
為
黃

金
。

林
沉
默
的
唸
謠
.. 

「
日
燒
燒
，
中
寮
舍
，
割
香
蕉
，
換
日
票

。

月
笑
笑
，
中
寮
舍
，
找
查
某
，
來
攬

腰
。

」
這
首
歌
謠
見
證
了
風
光
時
期
的
中
寮
鄉
史

。

中
寮
鄉
在
九
一
二
大
地
震
發
生
時
，
有
近
半
數
的
房
屋
損
毀

。

現
在
的
中
寮
鄉
仍
舊
以
農
業
為
主
，

中
寮
的
農
產
隨
著
時
代
而
稍
有
改
變
，
從
香
蕉
、
龍
眼
、
鳳
梨
、
檳
榔
到
茶
葉
;
幾
年
前
，
柳
丁
曾
是
中



寮
的
特
產
，
因
黃
龍
病
盛
行
，
柳

T
果
園
已
被
檳
榔
與
龍
眼
等
果
樹
取
代

。

而
今
唯

一
不
變
的
農
產
是
曾

經
造
就
繁
華
的
香
蕉

。

南

投

棉
番

蜜

位
於
南
投
市
的
南
崗
工
業
區
面
積
二
百

一
十
三
公
頃
，
工
業
區
裡
面
有
製
造
辦
公
桌
椅
工
廠
、
五
金

工
廠
、
鋼
鐵
加

工
業

、
運
動
器
材
、
美
術
設
計

、
彩
藝
印
刷
、
包
裝
材
料
、
醫
療
器
材
、
衛

星
天
線
、
衛

星
天
線
接
收
系
統
以
及
高
科
技
等
產
業
都
在
這
裡
設
廠

;

是

一
個
規
劃
完
善
，
適
合
投
資
設
廠
的
現
代
化

工
業
區
。

南
投
市
沿
岸
地
區
農
田
的
地
質
是

含
砂
量
高
的
砂
質
地
，
因
土
地
高
於
河
床
，
雖
然
鄰
近
貓
羅
溪
，

而
無
法
享
受
到
河
川
所
帶
來
的
便
利
!
南
投
市
設
有
二
座
|
|
成
源
圳
，
許

多
農
民
都
得
依
賴
它
供
應
水

源
來
灌
溉
農
田
以
利
耕
作

。
成
源
圳
美
其
名
是
供
應
貓
羅
溪
以
東

地
區
的
灌
溉
水
源
，
但
它
的
水
量
供
給

不
足
，
讓
這
裡
的
農
民
苦
不
堪
言

。

住
在
內
興
段
東
閔
路
的
李
先
生
就
表
示
，
南
投
市
以
前
就
曾
經
發
生

過
水
源
的
爭
奪
戰
，
水
頭
的
農
民
與
水
尾
部
分
的
農
民
為
了
爭
取
灌
溉
水
所
引
發
的
農
民
事
件
。
居
於
水

頭
的
農
田
擁
有
優
先
灌
水
的
優
勢
，
處
於
劣
勢
水
尾
地
區
得
等
待
水
源
灌
溉
'

一
等
就
是
十
天
半
個
月
的

時
間
才
輪
得
到
，
農
民
往
往
耽
擱
了
農
作
物
播
植
時
機
，
所
以
水
尾
地
區
的
農
民
會
利
用
夜
晚
，
偷
偷
地

.... 1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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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水
灌
溉
農
田
而
引
發
糾
紛

。

因
此
長
期
以
來
，
靠
近
河
岸
的
就
靠
著
私
設
的
柴
油
抽
水
幫
浦
抽
取
河

水
、
離
岸
較
遠
的
就
抽
取
地
下
水
來
灌
溉
農
田
，
才
能
順
利
種
植
作
物

。

年
紀
已
經
七
十
歲
的
李
先
生
夫
婦
因
長
期
從
事
農
耕
身
體
依
舊
硬
朗
，
他
自
力
救
濟
的
設
置
柴
油
抽

水
幫
浦
抽
取
地
下
水
灌
溉
農
田
，
他
們
春
季
將
農
田
種
植
水
稻
，
到
八
、
九
月
份
改
植
蕃
茄
，
元
月
起
就

在
東
閔
路
的
農
田
前
擺
設
攤
位
賣
起
蕃
茄
，
李
太
太
就
說
:
「
透
早
擺
到
日
頭
落
山
，
但
總
比
種
稻
仔
較

好
。

現
在
頭
路
難
找
，

一
些
失
業
的
人
也
來
這
裡
賣
起
蕃
茄

...... 

」

這
裡
所
種
的
黑
怖
蕃
茄
非
常
好
吃
，

所
以
每
逢
蕃
茄
產
期
，
整
個
東
閔
路
旁
擺
滿
賣
蕃
茄
的
攤
位
，
就
像
是

一
個
蕃
茄
交
易
市
集
，
讓
路
經
此

地
的
人
不
會
錯
過
晶
嚐
蕃
茄
的
良
機

。

水
火
無
情
，
山
藥
成
新

九
二
一
集
集
大
地
震
的
發
生
，
南
投
受
創
嚴
重
，
正
在
重
建
中
的
南
投
災
區
，
於

二
O
O

一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又
受
到
桃
芝
颱
風
帶
來
豪
大
雨
所
摧
殘
，
洪
水
挾
帶
大
量
的
土
石
進
入
貓
羅
溪
，
加
上
南
投
市
綠

美
橋
下
因
快
速
道
路
施
工
，
缺
口
使
高
高
的
堤
防
差

一
點
就
潰
堤
;
貓
羅
溪
畔
的
農
田
也
因
此
而
全
數
遭

殃
。

南
投
市
政
府
在
幾
年
前
為
了
開
闢
「
親
水
公
園

」
'
投
資
了
不
少
經
費
在
貓
羅
溪
上
，
並
且
公
告
禁
止

在
河
床
上
種
植
各
種
農
作
物

。

「
親
水
公
園
」
計
畫
至
今
僅
完
成
看
台
部
分
，
因
為
南
投
的
雨
量
集
中
在

~ 



夏
、
秋
二
季
，
去
年
又
遭
逢
雨
量
鷺
人
的
「
桃
芝
了
新
建
的

工
程
還
來
不
及
看
到
成
果
即
被
上
游
沖
刷
而

下
的
泥
沙
所
覆
蓋
，
讓
南
投
縣
政
府
在
河
床
上
的
投
資
，
悉
數
被
吞
吸
而
成
幻
影

。

俗
語
說
:
水
火
無

情
。

去
年
桃
芝
的
陰
影
猶
在
，
南
投
市
的
河
床
中
，
還
是
有
農
民
冒
險
地
栽
植
著
花
生
、
甘
譜
、
玉
米
與

車間
常
束。沿

岸
耕
作
的
農
民
洪
先
生
說
:
「
五
十
年
前
，
貓
羅
溪
的
河
道
在
快
速
道
路
的
西
邊
約
一
百
公
尺

處
，
每
逢
山
洪
氾
濫
，
河
道
就
會
隨
著
改
變
;
自
從
貓
羅
溪
築
堤
後
，
河
道
就
不
再
變
遷

了
。

」
現
在
貓

羅
溪
的
主
河
道
是
在
快
速
道
路
的
東
邊
約
五
十

公
尺
處
，
所
以
自

南
投
市
綠
美
橋
至
草
屯
鎮

這
段
河
道
沿

岸
，
大
多
只
有
農
田
，
民
居
都
遠
離
貓
羅
溪

。

洪
先
生
正
在
農
地
上
種
植
「
山
藥
」
，
他
負
責
用
圓
形
的
鏟

子
挖
洞
，
太
太
則
跟
在
後
面
將

一
小
節
的
山
藥
放
進
圓
洞
中
，
再
覆
以
砂

土
以
完
成
種
植
手
續
。

其
功
用

據
《
本
草
從
新
》
裡
面
記
載
著
.. 

「
山
藥
|
|

色
白
入
肺
。

味
甘
歸
脾
。

補
其
不
足
。

清
其
虛
熱
。

潤
皮

毛
化
疲
誕
。

固
腸
胃
。

止
瀉
荊
。

肺
為
腎
母
。

故
又
益
腎
強
陰

。

治
虛
損
勞
傷

。

脾
為
心
子
。

故
又
益
心

氣
。

治
健
忘
遺
精
。

生
禱
敷
驢
瘡
。

消
腫
硬
毒
。

色
白
而
堅
者
佳

。

」

菸
檳
榔
尚
出
名

草
屯
鎮
自
古
就
是
鹿
港
與
埔
里
之
間
的
重
要
門
戶
，
這
個
地
帶
盛
產
「
菸
仔
」
'
菸
田
構
成
特
殊
的
景

.....: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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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
菸
田
裡
面
的
「
菸
仔
」
開
著
淡
粉
紅
色
的
花
朵
，
宛
如
小
號
的
百
合
花
，
十
分
漂
亮

。

菸
葉
是
草
屯

鎮
主
要
作
物
之

一
，
陳
先
生
表
示
說
:
「
『
菸
仔
』

是
與
公
賣
局
契
作
的
，
利
潤
比
種
稻
好
很
多
，
但
自
己

要
設
『
菸
仔
間
』
和
乾
燥
設
備
，
投
資
的
金
額
比
較
大
，
當
初
還
是
向
農
會
貸
款
來
蓋
(
菸
仔
間
)
的
。
」

菸
葉
的
種
子
是
由
公
賣
局
提
供
，
農
民
從
播
種
到
採
收
以
至
乾
燥
分
級
後
才
送
到
菸
廠
製
成
香
菸

。

逢
採

收
期
公
賣
局
就
會
派
人
到
菸
回
巡
視
，
公
賣
局
人
員
看
到
煙
草
的
花
蕊
會
把
它
折
下
，
陳
先
生
解
釋
說
:

「
這
是
他
們
怕
農
民
種
植
過
度
，
公
賣
局
為
了
控
制
產
量
，
所
以
種
子
都
只
能
夠
由
公
賣
局
提
供
。
」

九
九
峰
下
的
砂
石
場
是
從
烏
溪
的
河
床
上
採
集
砂
石
，
經
過
搬
運
與
輾
碎
後
，
砂
石
場
架
設
的
輸
送

帶
下
方
就
聚
集
成
為

二
座
座
的
小
山
丘
。

砂
石
是
公
共
建
設
與
建
築
時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原
料
，
而
砂
石
主

要
的
來
源
是
河
川
;
河
川
裡
面
的
砂
石
如
開
採
得
宜
，
可
取
得
砂
石
並
可
解
決
河
道
淤
積
問
題
。
如
果
濫

採
過
度
，
造
成
河
川
的
不
平
衡
，
引
起
沖
刷
現
象
，
甚
至
對
橋
樑
、
堤
防
的
安
全
造
成
威
脅
。
違
法
業
者

在
河
床
上
盜
採
砂
石
所
衍
生
的
問
題
，
讓
人
民
與
政
府
付
出
極
高
昂
的
社
會
成
本

。

由
大
肚
溪
口
送
來
陣
陣
的
寒
風
，
讓
俗
稱
「
暗
光
鳥
」
的
夜
鷺
，
成
群
地
歇
在
河
床
的
雜
木
上
，
隨

著
寒
風
搖
曳
;
貓
羅
溪
兩
畔
，
草
屯
鎮
與
芬
圍
鄉
農
民
剛
播
種
的
水
稻
，
也
以
贏
弱
的
身
軀
任
由
寒
風
吹

襲
。
春
耕
是
農
業
時
代
的
重
頭
戲
，
台
灣
的
稻
米

一
年
兩
熟
，
第
一
期
稻
作
因
沒
有
颱
風
侵
襲
，
氣
候
又

配
合
稻
子
的
成
長
，
收
成
也
比
較
好
，
所
以
很
多
農
民
都
不
願
放
棄
這
期
稻
作

。

潭，



。
菸
葉
是
草
屯
鎮
主
要
農
作
物
之
一
，
行

經
芬
草
路
下
紡
菱
段
，
大
片
菸
田
映

入
眼

簾
，
情
成
一
幅
特
殊
鄉
村
景
色

。

(
攝
於

南
投
縣
草
屯
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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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
榔
是
南
投
縣
的
重
要
產
業
，
從
仁
愛
鄉
觀
音
橋
開
始
，
埔
里
鎮
、
國
姓
鄉
、
中
寮
鄉
、
南
投
市
到

草
屯
鎮
，
許
多
山
坡
地
都
種
植
著
檳
榔
樹
。
以
前
在
全
台
各
地
都
能
看
到
掛
著
「
雙
冬
檳
榔

」

招
牌
的
檳

榔
攤
，
現
在
雙
冬
地
區
的
傳
統
檳
榔
攤
多
已
轉
型
，
改
以
穿
著
清
涼
的

「
檳
椰
妹
」

在
台
十
四
線
旁
招
侏

顧
客
光
顧
。

草
屯
鎮
的
洪
先
生
以
前
也
種
檳
榔
'
有
感
於
土
石
流
的
肆
虐
在

二
年
前
將
檳
榔
樹
創
除
改
植

蔬
枝
，
他
說
:

「
現
在
檳
榔
的
價
格
滑
落
，
很
多
人
都
不
去
採
摘
，
整
輩
子
都
在
種
田
，
實
在
很
不
忍
心

看
到
這
片
田
園
荒
廢
....
.. 
」
年
紀
已
經

一
大
把
的
洪
先
生
望
著
這
片
蕩
枝
園
，
他
對
土
地
的
深
情
依
舊

。

台
中
第
一
太

餅
，
草
湖
第
一
芋
仔
冰

台
中
市
又
稱
「
文
化
城
可
是
中
部
的
最
大
的
都
會
區
，
也
是
中
部
地
區
的
共
同
生
活
圈
;
百
貨
公
司

林
立
，
鄰
近
地
區
的
民
眾
以
台
中
市
為
消
費
集
中
地
、
商
業
交
易
中
心
。
台
中
市
早
在
日
據
時
期
即
為
中

部
的
政
經
文
教
中
心
，
所
以
發
展
出
很
多
真
有
特
色
的
傳
統
小
吃
，
如
第

一
市
場
的
蜜
豆
冰
、

一
心
市
場

王
氏
姊
妹
經
營
的
米
食
之
家
，
用
懦
米
、
蓬
萊
米
為
原
料
製
作
傳
統
蝶
類
;
提
起
太
陽
餅
，
第

一
個
反
應

也
是
台
中
。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時
任
行
政
院
長
的
蔣
經
國
先
生
到
草
湖
品
嚐
味
道
香
濃
、
質
地
綿
密
的
芋
仔
冰
，
甚

是
喜
愛
;
經
報
紙
披
露
，
「
草
湖
芋
仔
冰
」
因
此
而
聲
名
大
噪
，
並
暢
銷
至
全
台
各
地
。
最
早
草
湖
只
單

>-



純
的
製
作
芋
仔
冰
，
並
沒
有
「
草
湖
芋
仔
冰
」
這
個
名
稱
，
任
誰
也
想
不
到
總
統
府
發
布
的
新
聞
稿
會
為

他
們
帶
來

一
片
榮
景
1
.
林
太
太
回
憶
全
盛
時
期
的
景
象
說
:

「
最
多
的
時
候
有
二
十
幾
家
芋
仔
冰
店
。

當

時
也
嘗
試
在
自
己
的
田
地
上
種
植
芋
頭
，
『
揀
芋
仔
咱
是
內
行
，
種
芋
仔
卻
是
外
行

』
，
最
後
還
是
向
專
門

種
的
人
買
芋
頭
來
製
冰

。

」

二
十
年
前
，
冰
店
聚
集
在
大
旦
橋
到
草
湖
橋
之
間
，
於
是
形
成

一
條
「
芋
仔

冰
街
」
的
特
殊
街
衛
景
觀
;
經
過
時
間
考
驗
，
現
在
草
湖
僅
剩

三
家
芋
仔
冰
專
賣
店
1
.

一
對
來
自
新
竹
的

情
侶
，

隨
身
攜
帶
著
台
灣
地
圖
，
風
塵
樸
樸
地
到
草
湖
，
當
我
問
起
陳
先
生

.. 

「
為
什
麼
會
到
這
裡
來
吃

冰
?
」
陳
先
生
回
答
說
:

「
聽
說
草
湖
的
冰
很
好
吃
，
專
程
到
這
裡
品
嚐
草
湖
芋
仔
冰
」
;

一
旁
任
職
護

士
的
黃
小
姐
說

:

「
草
湖
芋
仔
冰
不
會
太
甜
，
又
很
香
，
吃
了
以
後
不
會
口
渴

。

」
倆
人
並
異
口
同
聲
地

表
示
「
還
會
再
來
草
湖
吃
芋
仔
冰
」
。

隨
著
時
代
進
步
「
草
湖
芋
仔
冰
」
也
發
展
出
多
元
的
口
味
，
但
最
受
歡
迎
的
是
芋
頭
口
味

。

芋
仔
冰

的
原
料
是
挑
選
上
品
的
檳
榔
心
芋
，
這
種
芋
頭
含
有
高
比
例
的
澱
粉
，
製
作
出
來
的
芋
仔
冰
具
有
香

Q

可

口
的
特
點
，

所
以
會
得
到
青
睞

。

原
料
講
究
、
生
產
過
程
也
不
能
含
糊
，
林
先
生
說

:

「
自
動
化
讓
芋
仔

冰
的
品
質
穩
定
，

也
符
合

一
般
民
眾
對
衛
生
的
要
求
。
」
除
了
採
用
自
動
化
機
器
一
貫
作
業
外
，
林
先
生

也
改
變
傳
統
的
包
裝
，
開
設
分
店
販
賣
「
草
湖
芋
仔
冰
了
朝
向
精
緻
化
與
強
化
行
銷
管
道
發
展
;
腦
筋
動

得
快
的
林
先
生
還
推
出
時
興
的
宅
配
服
務
聲
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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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田
田
，

色
幾
許

~ 

烏
溪
有
多
條
支
流
在
烏
日
地
區
匯
集
後
流
入
台
灣
海
峽
，
從
鳥
日
至
台
灣
海
峽
這
段
約

三
十
公
里
的

河
道
被
稱
作
大
肚
溪

。
大
肚
鄉
盛
產
金
蘭
西
瓜
與
哈
密
瓜
，
它
們
是
夏
季
的
消
暑
聖
品
，
所
以
農
民
利
用

大
肚
溪
廣
大
的
「
溪
埔
地
」
種
植
西
瓜

。

河
床
上
，
有
位
老
農
夫
正
在
整
地
，
另

一
邊
的
便
道
旁
則
用
幫

浦
抽
取
河
水
灌
溉
'
準
備
在
土
地
濕
潤
後
種
上
瓜
苗

。

現
在
正
是
種
植
西
瓜
的
季
節
，
有
的
瓜
苗
已
經
長

出
來
了
，
不
消
多
久
，
這
些
瓜
苗
會
蔓
延
開
展
成

一
片
碧
綠
的
瓜
田
，
為
大
肚
溪
增
添
幾
許
春
色
;

三
、

四
個
月
後
，
大
肚
溪
的
西
瓜
將
會
銷
往
各
處
，
為
褲
暑
注
入

一
劑
清
涼
。

繁
忙
的
台

一
線
旁
，
怪
手
和
許
多
工
人
趁
著
枯

水
期
在
中

彰
快
速
道
路
下
築
護
堤
，
預
拌
水
泥
車
也

不
得
開
。
大
肚
溪
北
岸
的
砂
石
場
在
農
曆
年
後
顯
得
忙
碌
，
卡
車
讓
便
道
的
塵
土
揚
起
，
輸
送
帶
正
吐
著

細
石
，
愈
堆
愈
高

。

東
北
季
風
由
河
口
貫
入
，
把
陣
陣
地
塵
煙
吹
向
南
岸
的
彰
化
市
與
和
美
鎮

。
台
中
火

力
發
電
廠
四
支
高
聳
的
煙
函
矗

立
在
大
肚
溪
口

。
每
次
行
經
西
潰
快
速
道
路
，
從
遠
處
便
可
看
到
這
四
支

高
達
三
百
五
十
公
尺
紅
白
相
間
的
煙
函
，
因
而
知
道
龍
井
已
經
快
到
了
。
龍
井
鄉
出
產
甘
譜
、
甘
東
與
西

瓜
，
這
裡
雖
然
與
繁
華
的
台
中
市
、
台
中
港
為
鄰
，
她
仍
然
保
留
沿
海
鄉
鎮
樸
實
的
風
貌

。

三
月
某
日
夜
裡
，
聽
到
警
廣
播
報
大
肚
山
發
生
火
燒
山
，
數
十
公
頃
的
綠
色
植
披
、
林
地
被

一
把
無



名
火
燒
得
精
光
的
消
息
，
徹
夜
難
眠
!
兩
天
之
後
，
依
舊
在
燃
燒
的
山
林
的
火
勢
已
經
受
到
控
制

。

火
燒

山
事
件
在
台
灣
時
有
所
聞
，
大
肚
山
的
山
林
火
災
只
是
冰
山
之

一
隅
。

現
在
是
旱
季
，
加
上
山
區
救
災
不

易
，
讓
大
片
林
地
燒
毀
造
成
生
態
的
浩
劫
，
珍
貴
的
動
植
物
葬
身
火
場
;
裸
露
的
地
表
逢
雨
季
會
造
成
土

石
流
，
危
害
住
在
山
腰
居
民
的
生
命
安
全

，

河
川
將
遭
受
污
染
... 

立
春
對
農
民
而
言

，
是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節
氣
，
中
部
的
農
民
開
始
在
立
春
播
植
稻
苗

。

鳥
溪
進
入

草
屯
後
，
大
多
數
的
水
田
都
還
是
種
植
水
稻

。

大
里
、
烏
日
、
大
肚
、
彰
化
、
和
美
等
地
人
口
密
集
，
水

田
靜
靜
地
守
在
都
市
邊
緣
，
翠
綠
的
水
稻
成
為
都
市
的
點
綴

。

彰
化
三

、
燒
肉
飯
、
貓
鼠
麵

彰
化
市
是
彰
化
縣
的
行
政
中
心
，
已
經
擺
脫
以
農
為
主
的
產
業
型
態
，
讓
彰
化
人
無
法
忘
情
的
是
農

業
時
代
發
展
出
的
地
方
小
吃
彰
化

三
寶
.. 
肉
圓
、
擴
肉
飯
、
貓
鼠
麵

。

彰
化
肉
圓
的
特
點
是
皮

D富
有
彈

性
、
新
鮮
的
肉
館
還
有
獨
家
調
配
的
佐
料

。

經
營
三
代
的
楊
先
生
說
製
作
肉
圓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皮
要
有
彈

性
，
為
了
讓
肉
圓
好
吃
，
所
以
他
堅
持
用
本
土
的
蕃
薯
粉
。
彰
化
人
製
作
的
肉
圓
遠
近

馳
名
，
現
有
的
正

字
的
彰
化
肉
圓
、
阿
章
肉
圓
、
阿
璋
肉
圓
、
北
門
口
肉
圓
、
彰
化
涼
圓
等
等
肉
圓
攤
，
一
讓
慕
名
者
能
夠
嚐

到
道
地
的
彰
化
小
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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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美
鎮
的
紡
織
、
雨
傘
工
廠
曾
經
此
眨
風
雲
'
為
台
灣
賺
進
不
少
的
外
匯
，
也
累
積
了
和
美
人
的
財

富
。

全
盛
時
期
的
紡
織
廠
多
達
八
百
多
家
，
「
去
皂
白
]
3
叫
。-
E

己
的
雨
傘
行
銷
至
世
界
各
地
，
現
在
這
些

產
業
大
多
已
經
外
移
，
連
帶
的
影
響
小
型
的
代
工
工
廠
的
營
運

。

.. 

伸

;巷

生
態

場
所

伸
港
鄉
擁
有
二
百
多
公
頃
的
溼
地
，
是
台
灣
最
大
，
也
是
觀
察
生
態
保
育
重
要
場
所
之

一

大
肚
溪
口
度
冬
的
候
鳥
種
類
高
達

二
百
餘
種
，
保
育
類
的
候
鳥
也
有

二
十
餘
種
。

然
而
，
北
岸
有
台
中
火

力
發
電
廠
的
煤
灰
儲
存
場
，
南
岸
有
彰
潰
工
業
區
的
開
發
、
壓
縮
填
海
的
垃
圾
掩
埋
場
與
非
法
濫
墾
的
魚

墟
，
讓
原
本
生
機
盎
然
的
河
口
溼
地
蒙
上

一
層
陰
霾
。

社
運
界
的
老
將
粘
錫
麟
先
生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就
感

嘆
的
指
出
.. 

「
近
年
，
沿
岸
被
非
法
佔
地
為
王
傾
倒
垃
圾

三
十
二
處
約
二
十
公
噸
，
和
美
鎮
公
所
亦
加
入

非
法
行
列
，
傾
倒
約
五
公
頃

。

最
大
污
染
源
為
紡
織
染
整
業
、
電
鍍
業
與
畜
牧
業

。

大
肚
溪
在
垃
圾
傾

倒
、
砂
石
濫
採
、
廢
水
污
染
下
，
自
然
百
病
叢
生
、
嗚
咽
呻
峙

。

」
河
川
是
培
育
生
命
、
孕
育
人
類
文
化

的
溫
床
，
人
們
經
由
智
慧
的
累
積
發
展
出
人
類
特
有
的
文
明
;
文
化
和
文
明
正
是
我
們
所
引
以
為
傲
的

。

我
們
懂
得
愛
惜
自
然
和
保
護
河
川
的
重
要
性
，
卻
不
忍
剝
奪
自
己
貪
婪
的
慾
望
;
人
們
的
自
私
讓
自
然
界

瑰
寶
漸
次
消
失
!

，
每
年
到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通
盤
規
定
鄉
鎮
公
所
不
能
夠
將
垃
圾
清
運
至
河
床
處
理
，
已
大
幅
的
改
善
河
川
的
面

貌
，
但
是
一
些
私
人
的
垃
圾
清
運
業
者
，
利
用
深
夜
偷
偷
地
把
事
業
廢
棄
物
、
家
具
、
建
築
廢
土
等
污
染

源
，
載
運
到
河
川
傾
倒
、
焚
燒
;
更
有
不
肖
的
業
者
排
入
有
毒
的
廢
水
、
把
廢
機
油
排
入
大
肚
溪
的
案
例

發
生
1
.

絲
毫
不
讓
河
川
有
喘
息
的
機
會

。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環
工
系
陳
秋
楊
教
授
在

一
篇
(
河
川
保
護
管
理
之
垃
圾
問
題
)
文
中
就
說

:
「

垃
圾

不
像
污
水
會
被
稀
釋
變
淡

，

不
像
廢
氣
會
在
空
中
擴
散
消
失

，
堆
置
河
川
行
水
區
的
垃
圾
或
垃
圾
棄
置

場
，

一
場
暴
雨
沖
刷
後
，
垃
圾
漂
流
水
面
、
堵
塞
取
水
口
、
散
佈
滿
河
口
地
區
，
或
由
河
口
入
海
再
漂
回

岸
上
及
灘
地
，
水
位
消
退
之
後
，
滿
地
垃
圾
，
破
壞
生
態
環
境
，
令
人
相
當
痛
心

。

」
高
度
的
經
濟
成
長

使
人
們
豐
衣
足
食
，

享
受
文
明
所
帶
來
的
種
種
便
利
;
然
而
文
明
的
廢
棄
物
卻
讓
河
川
蒙
上
無
法
洗
刷
的

冤
屈
。彰

化
縣
環
保

聯
盟
、
彰
化
縣
綠
色
資
源
人
文
保
育
協
會
等
環
保
團
體

，
長
期
以
來
投
注
大

量
的
心
力

來
關
心
自
然
生
態
，
並
發
起

「
搶
救
珍
貴
撞
地
」
連
署
活
動
，
當
地
居
民
也
組
織
自
救
會
，
為
大
肚
溪
河

口
溼
地
請
命

。
大
肚
溪
河
口
一
怪地
因
人
為
的
過
度
開
發
，
破
壞
了
白
鷺
、
黑
嘴
鷗
、
潰
融
、
大
們
鸝
等
鳥

類
的
棲
息
地
，
致
使
牠
們
的
數
量
銳
減

。

河
口
溼
地
是
鳥
溪
所
賜
予
我
們
的
寶
貴
的
天
然
資
源
，
現
正
迅

速
的
消
失
中
，
如
果
人
們
為
了
利
益
盡
情
開
發
，
這
片
難
得
的
溼
地
將
山
及
山
及
可
危
。

... I 9 I 

有

鳥
泛
差
業
記
事

v 

' 



一

--
~ e -----伊，

.

‘
‘
司
、
一
品
:
“i

t

ah

--

..L 

穴
r

。
二
月
大
肚
溪
出
海
口
，
薄

暮
時
分
漁
船
紛
紛
歸
航

。

(
攝
於
台
中
縣
龍
井
鄉
)



從
內
山
到
海
口

沿
著
霧
社
往
下
游
行
走
，
從
原
始
山
林
密
佈
的
「
內
山
」
，
到
農
業
發
達
的
埔
里
、
國
姓
、
草
屯
，
產

業
型
態
大
多
以
農
業
為
主
，
檳
榔
樹
處
處
可
見

。

由
鳥
日
開
始
的
大
肚
溪
沿
岸
與
支
流
地
區
，
農
工
商
業

相
間
並
存
。
寬
廣
肥
氏
的
河
床
，
成
為
農
民
種
植
西
瓜
、
稻
米
、
甘
語
、
洋
蔥
等
農
產
的
最
佳
場
所

。

烏
溪
流
域
的
自
然
生
態
在
上
游
地
區
，
由
於
山
勢
陡
峭

'
開
發
不
易
，

多
數
仍
保
存
著
原
始
風
貌

;

地
震
後
的
九
九
峰
，
山
巔
依
舊
裸
露
著

。

烏
溪
沿
線
風
光
明
媚
加
上
觀
光
景
觀
點
眾
多
，
吸
引
著
來
自
各

地
的
遊
客
前
來
賞
玩

，
所
以
台
十
四
線
沿
線
的
串
串
落
，
都
會
推
出
當
地
出
產
的
特
產
販
售

，
相
對
地
帶
動

經
濟
發
展
。
從
烏
溪
發
源
地
仁
愛
鄉
往
下
游
行
走
，
由
農
業
型
態
逐
漸
發
展
到
工
商
業
的
繁
榮
型
態
;
然

而
繁
榮
地
帶
卻
為
鳥
溪
帶
來
大
量
的
污
染

!

這
種
因
現
代
化
所
帶
來
的
危
機

，

為
河
川
留
下
永
難
抹
滅
的

傷
痕
。農

業
開
發
和
工
業
發
展
後
所
形
成
的
自
然
變
貌
、
垃
圾
、
廢
水
、
河
口
溼
地
的
危
機
，
是
台
灣
各
河

川
普
遍
面
臨
的
迫
切
問
題

。

走
過
烏
溪
流
域
，
就
像
是
穿
入
時
空
隧
道
;
因
為
，
在

一
百

一
十
六
公
里
之

間
，
看
到
百
年
來
的
台
灣
縮
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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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口

丹、

。
康
原

草
屯
的
舊
名
「
草
鞋
激
」
'
包
括
炎
峰
、
玉
峰
、
中
山
、
和
平
、
中
正
等
里
，
其
地
名
由
來
，
傳
說

早
年
從
草
屯
街
要
進
入
內
山
之
拓
墾
者
、
挑
夫
、
商
人
必
經
之
地
點
，
因
夜
宿
於
此
更
換
草
鞋
，
長
年
累

月
堆
積
成
山
，
因
此
稱
「
草
鞋
激
」

。
這
個
市
鎮
位
於
烏
溪
南
岸
、
貓
羅
溪
東
岸
，
地
形
東
西
長
十
八
公

里
，
南
北
六
公
里
，
東
邊
屬
於
中
央
山
脈
，
多
山
地
，
西
以
八
卦
戶
口
地
為
界
，
形
成
盆
地
，
水
利
設
施

多
，
多
為
水
凹
，
住
民
以
閩
籍
較
多
，
粵
籍
較
少
，
而
漢
人
入
墾
草
屯
地
區
時
以
洪
、
林
、
李
、
簡
四
姓

居
氏
為
多
。

約
在
雍
正
三
年
，
清
廷
准
許
漢
人
租
獵
場
曠
地
，
於
是
漢
人
移
民
接
躍
而
至
，
形
成
漢
人
聚
落
。
道

光
初
葉
，
平
埔
族
的
北
投
社
，
已
形
成
漢
商
新
舊
兩
街

.. 

道
光
三
年
北
投
社
平
埔
族
遷
入
埔
里
地
區
。
清

代
繁
榮
一
時
的
北
投
街
，
至
日
治
時
期
有
兵
戒
之
災
變
，
誘
使
許
多
人
去
內
山
開
發
，
草
屯
為
交
通
要



道
，
因
此
繁
榮
起
來
，
北
投
堡
終
於
成
為
一
個
農
村
聚
落

。

早
期
開
發
必
須
依
賴
水
源
，
由
銀
富
獨
資
式
由
農
民
合
資
開
鑿
，
民
設
埠
圳
的
管
理
權
屬
於
投
資

者
，
官
府
只
發
「
圳
戳
」
給
投
資
者
。
凡
享
用
灌
溉
者
必
須
繳
納
穀
銀
為
「
水
租
」
。
如
果
業
主
與
用
水

戶
有
糾
紛
，
政
府
才
出
面
排
除
糾
紛
。
到
了
日
治
時
期
，
日
本
人
在
台
灣
發
展
農
業
，
把
農
田
灌
溉
視
為

「
公
共
利
益
」
，
將
各
地
埠
圳
加
以
整
合
成
立
「
水
利
組
合
」

.. 

戰
後
國
民
政
府
把
「
水
利
組
合
」
改
為

「
農
田
水
利
會
」
o

L
U

凡
又
再
川
圳
川

」
J
t
d
g
t
r
i
l

在
草
屯
地
區
談
到
水
圳
的
開
發
，
首
先
捉
到
的
是
北
技
新
圳
的
開
發
者
李
春
盛
。
又
名

「
險
圳
」
的

「
北
技
新
圳
」
'
開
鑿
於
清
乾
隆
八
年
，
從
北
勢
浦
引
烏
溪
之
水
灌
溉
草

屯
、

山
腳
、
林
子
頭
、
月
眉
厝
、

北
投
楠
、

新
莊
及
南
投
營
盤
口
等
地
，
依
《
彰
化
縣
志
》
記
載

.. 

「
掛
圳
在
南
北
投
堡
，
源
從
烏
溪
分

派
，
至
茄
若
山
，
穿
山
鑿
石
數
十
丈
，
流
出
灌
溉
七
十
二
餘
莊
之
田
。
池
、
民
生
問
築
'
里
人
名
為

.. 

石
圳

穿
流
。
」
這
條
險
圳
在
乾
隆
十
六
年
，
池
良
生
間
築
時
，
隧
道
崩
潰
，
壓
死
工
人
六
人
，
後
人
感
德
為
慰

其
靈
，
立
小
祠
於
烏
溪
引
水
口
，
曰

「
七
將
軍
廟
」
。
每
年
農
厝
七
月
二
十
九
舉
村
祭
拜
圳
頭
，
由
此
而

來
，
可
見
乾
隆
初
期
北
投
堡
內
水
利
設
施
已
經
相
當
完
備
了

。

『

白
馬
泛
差
業
記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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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濤
的
交
響
樂
章

總計溪底圳水門支圳
曲11路

支圳
新下圳

支削l
浮ijll

支叫 11
上圳

支幼|
五甲大到11

本圳

大圳

35 ,869 
公尺

2,760 
公尺

2 ,700 
公尺

4 ,487 
公尺

4 ,664 
公尺

1,580 
公尺

14,209 
公尺

4 ,469 
公尺

\ 

10 ,332 
公尺

1,800 582 

公尺

1,836 
公尺

378 

公尺

2 ,400 
公尺

3,336 
公尺

77 

102 ,955 
公尺

2 ,200 
公尺

4 ,469 
公尺

6,360 
公尺

6, 150 
公尺公尺

雙
叉
港
到
番
子
回
大
建

草
屯
溪
子
底
本
圳
分
支
點

自
圳
頭
至
北
投
埔
透
謂
出
u
f汁

4 8 5 1 1 21 4 20 4 

3,702 
公尺

42 ,060 
公尺

5 ,04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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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根
據

... 

《
草
屯
鎮

士
心
》記
載
.. 

「
氏
國
九

年
六

、

七
月
豪
兩
大

...日治時期北投新圳圳路長度(據北投新圳沿革資料)摘自

《草屯鎮志)) 567 頁。

降
。

茄
著
山
、
暗
渠
被
沖

壞
，
砂
石
阻
礙
水
陸
，

斷
水
達
六
十
日
之
久
。

眾
業
主
越
覺
得
險
圳
危

險
重
重

•••••• 

決
心
重
新

設
計
，
更
換
引
水
口
圳

頭
」

施
玉
中
由
李

春
盛
任
監
工

，
險
圳
改

築
工
程
於
氏
前
六
年
一

月
竣
工
。



均 11另
外
開
鑿
龍
泉
圳
的
黃
春
帆
是
草
屯
的
土
城
人

。

黃
氏
世
代
務
晨
，
家
道
清
白
，
春
帆
在
壯
年
時
經

營
樟
腦
事
業
，
非
常
勤
勞
而
致
富
，
又
因
交
友
廣
闊
，
曾
擔
任
區
長
職
務
。
在
當
時
土
城
地
區
，
沒
有
水

利
設
施
，
拓
墾
少
有
成
就
，
因
此
在
民
國
七
年
，
民
眾
鳩
資
興
建
龍
泉
圳
，
圳
路
達
一
萬
二
千
餘
公
尺
，

沿
途
山
商
阻
隔
，
工
程
艱
鉅
，
幸
黃
氏
意
志
堅
定
，
逢
山
鑿
道
歷
經
五
年
終
於
成
功
，
一
千
餘
中
土
地
化

為
良
田
。
如
今
土
域
水
利
工
作
站
立
一
座
紀
念
春
帆
先
生
的
銅
像
為
永
遠
的
留
念

。

依
《
草
屯
鎮
志
》
中

記
載
〈
龍
泉
圳
紀
念
碑
文
〉
翻
譯
如
下
.. 

「
皇
威
波
及
台
地
歉
，
皇
恩
遍
及
山
間
僻
陣
，
殖
產
百
業
相
繼
而
興
，
庶
黎
莫
不
稱
讚
泰
平
盛
世

哉
。

南
投
郡
草
屯
街
雙
丸
之
、

南
浦
、
北
勢
漏
、
絕
于
寮
、
牛
屎
崎
等
地
，
看
天
田
，
林
野
交
錯
其
間
，
雖

俯
蠍
烏
溪
之
清
流
，
然
為
蒙
其
灌
溉
之
息
，
台
中
州
之
當
局
與
地
方
有
志
，
乃
相
謀
中
請
問
鑿
圳
路
計

劃
'
於
大
正
十
二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
獲
得
總
督
府
之
准
可
，
而
組
織
龍
泉
圳
水
利
組
合

。

於
是
州
當
局
乃

派
水
利
關
係
職
員
及
技
術
員
，
命
之
籌
劃
經
營
，
尤
令
州
產
業
技
師
青
木
茂
次
負
責
工
程
實
務
，
投
下
工

程
費
三
十
七
萬
圓
，
先
制
奔
端
以
整
埠
頭
，
穿
山
巖
以
鑿
隧
道
，
掘
原
野
以
築
圳
路
，
工
程
營
運
進
展
順

利
，
終
於
昭
和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竣
工
通
水
，
圳
特
崢
凡
長
一
萬
四
千
九
百
六
十
問
(
每
間
為
六
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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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
泉
圳
係
導
引
烏
溪
之
水
，
經
穿
鑿

曲
流
為
農
業
灌
溉
之
用

。

三
四
月
間
，

圳
道
兩
旁
可
見
插
秩
美
景

。

(
攝
於
南

投
縣
草
屯
鎮
)



灌
溉
總
計
九
百
八
十
八
甲
，
囊
昔
早
田
林
野
，
成
為
堂
汶

之
良
凹
，
清
流
滾
滾
滿
於
溝
渠
，
收
稜
倍
廷
，
地
價
什

仿
，
至
于
孫
代
代
享
受
其
息
，
今
值
竣
工
二
十
周
年
，
勒

圳
路
開
鑿
由
來
以
期
永
傳
不
朽

。

」

烏
溪
水
資
源
豐
沛
，
用
水
以
農
業
用
為
主
，
大
部
份

皆
由
烏
溪
直
接
引
水
灌
溉
'
依
水
權
量
登
記
統
計
，
每
年

約
十
九
億
噸

。

由
烏
溪
水
系
直
接
引
水
灌
溉
之
主
要
圳
路

計
有
七
十
八
條
，
八
刀
屬
南
技

、

台
，
中
、
彰
化
水
利
會
管

轄
，
灌
溉
面
積
約
二
萬
一
千
七
百
三
十
七
公
頃
，
灌
溉
作

物
主
要
以
水
稻
為
主

。

而
在
草
屯
鎮
地
區
主
要
圳
路
概
況

如
下
表
。

『

鳥
這
壹
業
記
事

1.311-2.166 l ‘ 359 茄著媽助圳烏溪本流

1.929-4.273 1,866 北投新叫 11

0.734-1 .780 
nu nu nu 一

龍泉圳

+ 

烏溪本流

罵溪本流

0.247-0.350 126 

0 .302 

| 
訟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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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羅

一
羅

貓

一
貓

流

一
流

支

一
支

溪尾寮圳

150 成源圳

(經濟部水利署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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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討

。
康
原

烏
溪
自
國
姓
鄉
的
材
仔
林
以
下
，
溪
水
向
南
邊
流
著
，
流
到
雙
丸
之
附
近
，
奔
向
西
北
而
行
，
流
經
火

炎
山
、
霧
峰
山
與
樟
湖
山
、
坪
頂
台
地

、

茄
著
孤
丘
，
穿
鑿
區
流
地
形
，
形
成
雙
丸
之
、
平
林
、
土
城
等
巾
，
于

圓
形
河
階
面
，
提
供
水
早
回
經
濟
空
間
，
同
時
也
形
成
一
此
，
一
勝
景

.• 

比
如
.. 

峻
峰
疊
翠
的
九
九
峰
，
在

《
彰
化
縣
志
》
中
曾
有
詩
人
陳
學
聖
描
寫
〈
九
九
峰
〉
詩
云

.. 

「
山
勢
排
空
一
望
遙
，
天
然
點
級
筆
難
描
。

誰
將
玉
奇
林
林
立
?
都
把
瑤
替
插
九
宵

。

」
多
麼
傳
神
的
寫
出
九
九
峰
的
姿
態

。

九
九
峰
不
僅
山
容
奇

特
，
在
朝
日
初
升
的
薄
霧
朦
朧
中
，
或
夕
陽
餘
暉
照
射
下
，
或
雨
後
初
睛
，
山
色
善
變
色
彩
迴
異
，
令
人

讚
不
絕
口
。

九
九
峰
又
名
火
炎
山
，
在
《
彰
化
縣
志
》
稱
火
燄
山
，
在
清
代
就
被
列
為
色
中
八
景
之
一
。
該
志
封

域
篇
載
云

.. 

「
在
縣
治
束
五
十
里
，
夾
貓
羅
貓
霧
-
一
山
為
之
左
右
，
峰
尖
莫
數
，
秀
拈
雲
霄
，
狀
若
火



燄
'
樹
林
茂
密
，
上
多
松
柏
，
其
下
為
烏
溪
之
流

。

所
經
山
頭
有
蝙
蝠
洞
，
其
蝙
蝠
多
且
大

。

山
上
有

池
，
周
圍
數
丈
，
雖
大
早
水
終
不
潤

。

相
傳
池
中
有
文
龜
，
天
欲
風
雨
，
則
文
龜
見
於
水
面

。

其
峰
尖
銳

若
削
，
曙
色
初
間
，
霞
光
燦
爛

•••••• 

」
這
樣
奇
異
的
山
姿
與
景
色
，
是
詩
人
們
吟
誦
之
勝
蹟

。

山
下
溪
水

悠
悠
蕩
蕩
，
也
是
墨
客
藉
景
抒
懷
的
情
景

。

詩
人
黃
清
泰
曾
以

〈
烏
溪
水
〉
寫
過.. 

「
聞
，
道
此
溪
水
，
源

頭
高
且
清

。

末
流
趨
汙
下
，
本
體
失
澄
明

。

淘
汰
人
功
盡
，
充
融
天
質
主

。

滄
浪
歌
記
取
'
，
勿
易
濯
吾

馴W
IO
」在

清
代
氏
間
曾
傳
說
:
火
炎
山
如
果
有
一
百
個
小
犬
峰
，
這
個
地
區
就
會
出
現
天
子
，
但
因
天
公
不
許

而
以
雷
擊
毀
第
一
百
尖
峰
，
就
成
為
九
九
峰
。

也
有
人
說
:
當
年
林
央
文
造
反
時
，
吃
面
日
在
此
地
故
有
軍
用

資
金
，
銀
十
八
把
籠
，
以
備
日
後
起
義
之
需
，
後
來
林
央
文
死
了
，
聽
說
那
些
金
銀
財
寶
將
會
被
有
福
氣

的
人
所
得
，
然
而
到
如
今
還
未
被
發
現

。

然
而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的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午
夜
，
台

灣
發
生
一
場
前
氏
規
模
七
點
三
的
強
烈
地
震
，
九

九
峰
卻
變
成
了
禿
頭
的
青
山
黃
土
，
山
下
的
烏
溪
綠
水
混
濁
，
遇
到
豪
雨
土
石
、
流
威
脅
著
山
腳
下
的
人
們

與
土
地
。

地
震
後
草
屯
的
詩
人
岩
上
曾
寫
過
一
首
〈
碧
山
岩
眺
望
〉
其
中
有
一
段
詩
云

.. 

上
/
回
首
，
煙
塵
盡
落

/
眺
望
火
炎
山
九
九
峰
蒼
翠
不
再

/
世
紀
末
劫
數
的
地
震
/
削
叫

/
山
巒
粒
拉
光

禿

/
迴
照
/
僧
侶
們
的
頭
顱

•••••• 

」
用
這
段
詩
來
記
錄
地
震
後
的
九
九
峰
景
色

。

「...... 

佇
立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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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肚
溪
之
歌

... 

「
大
肚
溪
，
水
流
函
，
大
肚
查
某
生
雙
生
，
大
肚
查
埔
做
頭
家
一••• 

」

烏
溪
流
抵
彰
化
市
快
官
里
東
邊
納
入
貓
羅
溪
，
經
過
台
中
烏
日
地
區
與
大
里
溪

、

徒
子
溪
三
條
河
川

匯
合
，
形
成
一
個
如
湖
域
的
大
肚
子
河
流
，
因
此
烏
日
以
西
的
烏
溪
下
游
被
稱
為
大
肚
溪

.. 

為
戶
口
中
、
彰

化
兩
縣
之
分
界
線
，
河
水
流
向
西
北
行
至
北
岸
的
麗
水
村
附
近
與
南
岸
的
伸
港
村
出
海
。

有
一
次
，
我
到
大
肚
溪
北
岸
的
追
分
國
小
演
講
，
為
了
向
學
生
介
紹
校
園
南
面
的
大
肚
溪
，
我
先
教

他
們
朗
誦
一
首
描
述

〈大
肚
溪
〉
的
台
語
童
詩
，
詩
云

.. 

去
肚
氓
，

水
以
此
品
，

去
駐
金
華
量
雙
哇

夫
駐
畫
"
總
做
頭
寧

去
肚
氓
，

水
流
品
，

去
駐
斐
仔
努
克
水

去
肚
@
M
W
勢
放
屁



由
這
一
首
童
詩
的
情
境
告
訴
我
們
，
大
肚
溪
的
水
，
流
向
西
邊
的
海
洋

.. 

從
大
肚
溪
的
名
字
，
而
聯

想
到
大
肚
于
的
女
人
往
往
都
會
生
下
雙
胞
胎

.• 

從
大
肚
子
的
女
人
再
聯
想
到
，
因
應
酬
而
愛
喝
啤
酒
的
男

性
，
肚
子
大
大
的
常
常
都
是
老
間
。
再
想
到
一
般
大
肚
子
的
愛
可
裝
下
很
多
水
，
而
鄉
下
小
孩
吃
甘
諸
而

使
肚
子
大
大
的
，
而
吃
甘
詩
而
大
肚
子
的
孩
子
，
因
消
化
容
易
而
常
會
放
臭
屁
。
這
首
充
滿
童
趣
的
詩
，

在
我
上
「
說
唱
台
灣
囝
仔
詩
歌
」
時
，
介
紹
給
溪
畔
的
孩
子
時
，
他
們
聽
到
那
句
「
放
屁
」
而
笑
得
東
倒

西
歪
，
我
問
他
們
誰
沒
有
放
過
臭
屁
?
大
家
又
交
頭
接
耳
的
笑
成
一
圈
，
真
是
「
臭
屁
」
得
有
趣
，
使
他

們
歡
欣
吧
!

「
走
到
海
埔
地
，
認
真
掠
毛
蟹
」

朗
誦
完
這
首
趣
味
，
小
詩
後
，
我
再
告
訴
小
朋
友
，
有
一
首
施
)
袖
珍
老
師
的
童
謠
〈
掠
毛
蟹
〉
.. 

「
掠

毛
蟹
，
來
去
掠
毛
蟹
，
大
家
走
到
大
肚
溪
，
大
肚
溪
底
毛
蟹
多
，
掠
毛
蟹
，
來
去
掠
毛
蟹
，
哎
唷
掠
毛

蟹
，
來
去
掠
毛
蟹
，
哎
唷
害
阮
乎
伊
咬
一
下
。
掠
毛
蟹
，
來
去
掠
毛
蟹
，
大
家
走
到
海
埔
地
，
大
家
認
真

掠
毛
蟹
，
攏
總
掠
甲
一
飯
寓
，
哎
唷
哎
唷
想
著
實
在
真
歹
勢
。
掠
毛
蟹
，
來
去
掠
毛
蟹
，
也
通
吃
閣
也
通

賣
，
認
真
掠
闆
掠
真
多
，
回
家
放
惦
眠
床
下
，
哎
唷
哎
唷
乖
乖
不
通
亂
亂
爬
閻
亂
亂
爬
。
三
更
半
嘿
誰
人

咧
，
歹
心
甲
阮
摔
一
下
，
掀
開
棉
被
看
詳
細
，
哎
唷
床
頭
床
尾
全
毛
蟹
。
哎
唷
哎
唷
閣
再
給
伊
吱
一
下
，

有
』

鳥
泛
產
業

記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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攏
總
吱
四
下
，
哎
唷
。
」
這
首
童
謠
場
景
用
大
肚
溪
，
其
實
現
在
的
大
肚
溪
已
少
有
螃
蟹
了
，
但
也
可
以

:-

引
導
學
生
認
識
這
條
河
流
。
詩
序
中
說
:
「
詩
言
志
，
歌
詠
言
。
」
說
明
了
從
詩
歌
中
了
解
現
實
環
境

•• 

自
古
以
來
文
史
本
是
不
分
家
的
，
我
們
很
容
易
從
文
學
描
寫
中
，
知
道
土
地
與
人
氏
的
關
係
。

在
光
緒
年
問
世
居
彰
化
的
吳
德
功
曾
寫
過
〈
大
肚
溪
晚
渡
〉
的
詩
「
薄
暮
歸
家
急
，
揚
邊
過
北
溪
;

浮
煙
環
遠
浦
，
亂
石
疊
前
陡

o

喚
渡
人
聲
鬧
，
奔
巢
烏
雜
啼
;
飛
沙
塵
撲
面
，
難
辨
路
東
西
。
」
約
在
西

元
一
九
二
四
年
左
右
，
賴
和
先
生
也
寫
過
一
首
〈
大
肚
溪
晚
景
〉
描
寫
當
代
烏
溪
下
游
的
景
色
。
解
釋
完

這
兩
首
詩
後
，
我
會
告
訴
他
們

•• 

「
以
前
的
大
肚
溪
是
可
以
渡
船
的
;
清
朝
時
代
，
中
部
地
區
有
三
個
港

口
，
分
別
是
鹿
港
、
塗
葛
窟
港
、
梧
棲
港
，
現
在
的
大
肚
溪
口
，
就
是
塗
葛
窟
港
的
位
置
，
從
這
個
港
口

登
陸
，
乘
船
溯
溪
而
上
，
可
以
到
達
烏
日
港
，
再
從
烏
日
乘
小
船
到
大
里
代
(
現
在
的
大
里
)
，
水
運
交

通
非
常
方
便
:
同
時
從
彰
化
要
到
烏
日
也
要
乘
船
，
大
肚
溪
沿
岸
也
有
許
多
渡
船
碼
頭
。
」

如
今
大
肚
溪
的
河
域
，
已
經
不
再
寬
闊
了
，
河
的
兩
岸
也
找
不
到
柳
樹
，
再
也
沒
有
船
的
蹤
跡
了
，

很
難
想
像
當
年
的
詩
情
畫
意
的
情
境
了
，
倒
是
有
人
在
河
中
捕
魚
，
更
有
人
在
採
砂
石
，
河
川
變
貌
、
世

事
的
變
化
真
是
無
常
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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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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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投
觀
光
導
覽
》

南
投
縣
政
府

《
台
灣
學
術
研
究
會
誌
》

第
六
期

﹒

台
灣
學
術
研
究
會

《
重
修
台
灣
省
通
志
》

台
灣
省
文
獻
委
員
會

﹒

台
灣
省
政
府

《
台
灣
鄉
土
全
誌
》

花
松
村
﹒
中
一
出
版
社

《
彰
化
縣
文
化
休
閒
導
覽
手
冊
》

彰
化
縣
鄉
土
學
會
﹒
彰
化
縣
立
文
化
中
心

?
三
九
鄉
向
前
行
》

天
下
雜
誌

《
本
草
從
新
》

嚴
星
橋

﹒
大
爪
子
書
局

《
大
肚
溪
口
.. 

溼
地
飛
羽
》

黃
朝
洲
﹒

台
灣
飛
羽
出
版
社

《
草
屯
鎮
士
心
》

洪
敏
麟

草
屯
鎮
公
所

《
台
灣
囝
仔
歌
的
故
事
》

施
福
珍
康
原

玉
山
社

《
大
肚
鄉
士
心》

溫
振
華
洪
敏
麟

大
肚
鄉
公
所

《
彰
化
縣
志
》

台
灣
省
文
獻
會

《
台
灣
中
部
的
開
發
》

林
文
龍

常
民
文
化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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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曹
武
賀
，
員
林
鎮
人

。

一
九
六
四
年
生

。

業
餘
地
方
文
史
研
究
、
社
區
資
源
調

查
，
並
參
與
社
區
營
造
之
規
劃
與
報
導
寫
作

。

二
O
O

一
年
出
版
《
阿
公
的
林
仔
街
》

主
編
，
員
林
鄉
親
報
採
訪
美
工

。

二
O
O
二
年
文
建
會
指
導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之
「
蜜
錢

銜
的
故
事
.. 

員
林
產
業
新
生
整
體
造
街
活
動
」
計
畫
案
主
持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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