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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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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
高
冷
蔬
菜

蘊
育
出
晶
質
純
正
金
桔

在
山
台
坡
地
間

一
塊
塊
青
祿
的
菜
國

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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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遊
害
好
想
留
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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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冷
蔬
菜

口
感
清
脆

潰，

緩
步
而
行
，
看
見

一
條
河
流
。

蘭
陽
溪
是
一
條
生
態
景
觀
極
為
豐
富
的
河
川
，
在
生
態
旅
遊
的
開
發
利
用
之
外
，
原
本
分
佈
在
沿
著

溪
畔
各
鄉
鎮
市
的
產
業
，
其
實
有
著
很
多
元
的
面
貌

。

結
合
生
態
保
育
的
觀
點
，
重
新
觀
看
沿
溪
行
所
會

遇
見
的
人
文
產
業
，
思
考

三
者
的
結
合
與
創
新
經
營
規
劃
'
可
以
更
加
厚
實
生
態
旅
遊
以
及
河
川
保
育
的

全
面
性
意
義
。

要
遊

一
條
像
蘭
陽
溪
這
樣
的
河
流
就
非
得
從
她
的
源
頭
走
起
不
可
，
源
自
於
雪
山
山
脈
的
悠
悠
大

河
，
帶
著
山
中
涵
養
的
萬
事
萬
物
，
同
時
也
涵
養
中
、
下
游
平
原
的
產
業
型
態

。

整
個
蘭
陽
平
原
的
物
產

豐
饒
，
和
這
樣
一
條
生
生
不
息
的
大
河
，
也
有
極
為
密
切
的
關
係

。

每
一
段
蘭
陽
溪
流
經
的
地
區
，
都
發

展
、
生
長
出
不
同
的
產
業
。

在
蘭
陽
溪
的
上
游
，
四
季
部
落
的
位
置
，
整
個
溪
流
主
流
與
支
流
的
匯
流
處
，
常
常
可
以
看
見
大
規

模
的
沖
積
扇
階
地
，
階
地
的
形
成
，
也
同
時
成
為
在
此
地
居
住
的
泰
雅
族
人
絕
佳
的
天
然
開
墾
場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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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部
萃
的
高
冷
蔬
菜
採
收
後

，

運
往
大
台
北
地
區
。
(
邱
勤
庭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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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季
和
臨
近
的
南
山
部
落
等
地
生
產
的
高
冷
蔬
菜
，
在
北
臺
灣
的
果
菜
市
場
中
，
與
來
自
梨
山
、
環

山
部
落
等
地
的
高
冷
蔬
菜
，
同
樣
的
都
屬
於
搶
手
的
高
單
價
商
品
，
尤
其
有
部
份
的
產
地
直
銷
貨
品
，
是

直
接
供
應
到
飯
店
、
餐
廳
等
各
色
餐
飲
業
當
中
。

這
批
商
品
所
強
調
的
「
讓
顧

客
吃
得
安
心
」
'
標
榜
著
由

二
、

三
千
公
尺
高
的
海
拔
產
地
，
直
接
運
送

到
平
地
來
的
高
冷
蔬
菜
，
宛
若
由
冰
箱
中
直
接
取
出
的
鮮
綠
菜
蔬
'
無
農
藥
、
化
學
肥
料
的
有
機
蔬
菜
，

吃
起
來
格
外
香
甜
。

在
臺
北
市
天
母
超
市
的
貨
架
上
，

一
包
包
整
齊
包
裝
的
蔬
菜
，
貼
上
「
吉
園
圖
」
的
有
機
蔬
菜
標

章
，
代
表
著
無
污
染
食
物
的
驕
傲
，
平
均
貴
上
幾
塊
錢
的
售
價
，
也
不
讓
消
費
的
家
庭
主
婦
感
到
捨
不
得

和
心
痛
，
「
因
為
買
得
有
價
值
嘛
!
」
家
住
附
近
的
專
職
家
庭
主
婦
陳
錦
顏
說

。

陳
媽
媽
以
前
在
購
買
蔬
果
時
，
最
擔
心
的
就
是
葉
菜
類
青
果
蔬
菜
，
由
於

一
片
片
的
繁
複
菜
葉
，
是

菜
蟲
躲
藏
的
好
地
方
，
農
人
們
為
了
求
得
外
觀
好
看
的
蔬
菜
，
總
是
會
使
用
大
量
的
農
藥
，
以
確
保
包
心

的
葉
片
當
中
不
會
有
害
蟲
的
躲
藏
，
「
所
以
啊
!
洗
起
一
顆
像
是
包
心
菜
、
大
白
菜
這
樣
的
東
西
，
總
是

要
費
上
好
大
的
功
夫
，

一
片

一
片
葉
子
剝
開
來
，
用
鹽
水
洗
，
都
還
不
見
得
安
心
，
最
後
只
好
少
吃
為
妙

了
」
不
過
，

冬
季
的
火
鍋
菜
色
當
中
又
總
是
少
不
了
這
些
，
「
哎
!
吃
得
心
慌
慌
啊
!

」
陳
媽
媽
笑
說
。

有
了
來
自
高
冷
地
區
的
有
機
蔬
菜
之
後
，
「
這
是
我
的
第

一
選
擇
哦
!
」
高
山
低
溫
的
氣
候
，
讓
蟲

兒
的
活
動
力
降
低
，
農
人
不
需
要
用
農
藥
去
對
付
這
些
難
纏
的
傢
伙
，
而
且
為
了
符
合
「
吉
園
園
」
的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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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蔬
菜
標
章
，
化
學
農
藥
的
使
用
有
特
別
嚴
格
管
制
，
吃
到
胃
裡
的
每

一
口
青
菜
，
都
是
安
全
、
新
鮮
、

美
味
的
最
佳
保
證

。

也
由
於
低
溫
無
蟲
害
干
擾
的
環
境
，
蔬
菜
生
長
得
特
別
好
，
屬
於
蔬
果
類
食
物
的
糖
類
，
有
更
多
儲

存
在
菜
葉
當
中
，
這
也
是
高
冷
地
區
的
蔬
菜
吃
起
來
特
別
甜
味
爽
口
的
原
因

。

每
到
颱
風
季
節
，
當
平
地
的
蔬
菜
因
為
風
災
而

一
片
蕭
條
，
來
自
山
區
的
高
冷
蔬
菜
，
則

一
支
獨
秀

地
供
應
都
市
地
區
的
需
求
而
且
平
穩
菜
價
，
讓
擔
心
巧
婦
難
為
無
米
之
炊
的
媽
媽
們
，
不
會
因
為
蔬
菜
價

格
的
上
揚
，
使
得
餐
桌
上
的
菜
色
營
養
失
衡

。

這
是
在
蘭
陽
溪
上
游
地
區
的
最
主
要
土
地
利
用
，
以
及
產
業
代
表

。

其
實
，
順
流
而
下
，
整
個
蘭
陽

溪
流
域
的
產
業
型
態
，
都
以
農
業
為
主
，
自
原
昌
盛
的
水
利
設
施
工
程
運
用
，
最
主
要
的

目
的
，
也
在
於
增
加
農
產
品
的
產
量

。

金

錢

待
客
佳
錯

位
於
宜
蘭
市
附
近
的
蜜
能
食
品
工
廠
，
每
到
假
期
，
就
會
擠
滿
鎮
日
不
絕
的
觀
光
遊
客

。

或
是
自
行

開
車
而
來
，
或
是
參
加
旅
行
團
體
，
更
有
自
己
騎
摩
托
車
來
玩
的
青
年
男
女
，
各
色
車
輛
，
滿
滿
停
放
在

工
廠
外
頭
的
停
車
場
。

他
們
當
然
都
是
慕
這
家
蜜
饒
工
廠
的
名
而
來
，

工
廠
標
榜
著
全
臺
灣
首
家
的
蜜
能
形
象
館

，
展
示
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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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
的
製
造
過
程
，
以
及
宜
蘭
為
什
麼
是
聞
名
全
臺
的
「
金
桔
的
故
鄉
」

。

來
自
臺
北
，
主
修
機
械
工
程
的
大

學
生
謝
褔
源
，
利
用
假
日
舉
辦
班
遊
，
帶
著
全
班
同
學
騎
機
車

，

一
同
遊
歷
蘭
陽
平
原
，
「
爸
爸
特
別
交

待
，
要
來
閏

二
些
金

桔
的
蜜
饒
回
家
，
他
說
金
桔
潤
喉
，
好
吃
了
謝
同
學
的
爸
爸
是

一
位
中
學
教
師
，
具

有
保
護
嗓
子
效
果
的
金
桔
'
當
然
是
必
備
聖
品

。

可
以
泡
茶
、
直
接
食
用
的
金
桔
蜜
餒
，
販
售
的
櫃
臺
前

果
然
擠
滿
選
購
的
人
潮
。

宜
蘭
的
好
山
好
水
，
直
接
助
益
了
金
桔
在
此
的
植
栽
面
積
與
產
量
，
全
臺
灣
有
百
分
之
九
十
八
的
高

比
例
金
桔
產
量
，
都
集
中
在
宜
蘭

。

蘭
陽
溪
流
經
的
員
山
、

三
日笠
、
礁
溪
、
冬
山
的
鄉
鎮
，
更
是
金
桔
的

主
要
產
區
。
栽
種
在
這
些
地
方
的
金
桔
，
都
是
以
「
長
金
相
」
為
主
要
的
品
種
，
近
年
來
金
桔
產
品
的
開

發
，
除
了
新
鮮
果
實
的
直
接
食
用
以
外
，
各
類
的
加

工
製
品
，
也
廣
泛
的
被
運
用
成
為
休
開
食
品
，
甚
至

是
健
康
生
機
飲
食
，
和
美
容
保
健
食
品
。

金
桔
又
名
為
「
金
棄
」
，
在
臺
灣
，
除
了
宜
蘭
以
外
的
地
區
也
少
見
栽
種
，
宜
蘭
特
有
的
金
桔
產
業
，

也
直
接
地
影
響
到
飲
食
文
化
，
創
造
出
屬
於
金
桔
的
特
色
小
吃
「
案
餅
」
。

棄
餅
的
做
法
，
是
將
用
糖
蜜
潰
過
後
的
金
桔
'
切
成
小
塊
，
拌
上
豬
油
、
鴨
蛋

、
麵
粉
、
以
及
冬
瓜

糖
等
拌
成
糊
狀
，
抹
在

豆
腐
皮
上

面
，
再
蓋
上
另
外

一
張
豆
腐
皮
，
放
入
鍋
中
蒸
熟

。
食
用
時
，
切
成

一

片

一
片
的
，
既
可
以
當
做
零
食
，
也
可
以
是
宜
蘭
人
平
常
家
中
，
招
待
客
人
的
桌
上
佳
錯

。

經
由
好
山
好
水
蘊
育
出
的
金
桔
'
品
質
當
然
也
就
純
正
。
家
住
員
山
的
金
桔
果
農
黃
耀
天

，
種
植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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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
有
三
十
年
的
經
驗
，
拿
出
家
中
自
己
熬
煮
的
金
桔
檸
檬
濃
縮
原
汁
，
對
上
冰
開
水
，
五
百
西
西

一
大
杯

淡
黃
色
的
液

'
和
玻
璃
杯
外
頭
結
成
的
冰
珠
露
水

，
挑
動
人
的
味
蕾
。
今
年
六
十
五
歲
的
黃
先
生

，
他

的
孫
子
每
年
暑
假
從
臺
中
回
到
宜
蘭
來
度
暑
假

，

最
愛
的
就
是
這
項
飲
料

，
出
外
玩
累
了
，
回
到
家
中

，

咕
嚕
咕
嚕
的
就
會
喝
下

一
大
杯
。

「
自
己
熬
的
，
純
又
好
喝
，
健
康
有
掛
保
證
」
黃
老
先
生
在

一
旁
笑
吟
吟
的
看
著
孫
子
，
用
臺
語
說

著
。

他
們
家
裡
的
金
桔
檸
檬
茶

，

喝
來
想
必
也

一
定
和
充
斥
在
全
臺
大
街
小
巷
的
泡
沫
紅
茶
攤
所
做
出
來

的
不
一
樣
，
化
學
調
出
的
濃
縮
味
道
，
怎
麼
也
比

不
上
正
港
的
金
桔
原
鄉

，
特
調
的
家
鄉
正
宗
果
味
。

宜

金
桔
文
化
，
也
在
這
裡
被
發
揚
光

大
。

品
茶
擂
荼

全
新

在
蘭
陽
溪
中
、
上
游
的
谷

地
坡
地
上
，

分
佈
著

一
塊
塊
青
綠
整
齊
的
茶
園

。
茶
，

開
始
發
展
的
產
業
特
色
之

一
，

同
時
配
合
著
休
開
農
業
的
推
廣

，
讓
茶
不
只
是

一
種
經
濟
作
物
，
同
時
也

是
一
種
休
開
文
化
的
作
物

。

蘭
陽
溪
流
經
的
大
同
、

三
星
、
礁
溪
、
冬
山
等
鄉
鎮
，
都
有
宜
蘭
茶
的
分
佈
'
所
栽
植
的
品
種
，
以

「
青
心
烏
龍
」
為
最
搶

于
，
「

臺
茶
十
二
號
」
次
之
。

由
於
宜
蘭
的
多
雨
濕
潤
氣
候
，
茶
區
所
產
的
茶
革
肉
，

是
炒
製
包
種
茶
的
上
選
材
料
。

年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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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青
綠
整
齊
的
茶
園
是
宜
蘭
近
年
來
開
始

發
展
的
產
業

之

一
。

(
邱
勤
庭
攝

)



茶
葉
篇

域
的
好
山
好
水
先
天
條
件
佳
，
各
茶
區
氣
候
差
異
，
所
產
茶
葉
的
品
質
也
有
不
同
，
但
均

屬
色
香
味
均
佳
的
高
品
質
茶
葉

。

根
據
宜
蘭
縣
茶
商
公
會
統
計
，
宜
蘭
地
區
茶
園
面
積
約
六
百
餘
公
頃
，

主
要
是
大
同
鄉
的

玉
蘭
山
區
的
「
玉
蘭
茶
」
、
冬
山
鄉
「
武
茗
坑
茶
」
(
素
馨
茶
)
、三
星
鄉
「
上
將
茶
」
和

瞧
溪
鄉
的
「
五
峰
茗
茶
」
等
四
大
種
類

。

為
加
強
推
廣
與
促
銷
活
動
之
宣
傳
，
宜
蘭
縣
政
府
與
茶
商
公
會
等
單
位
於
民
國
八
十
年

，
由
當
時
縣

長
游
錫
中
命
名
為
「
蘭
陽
茗
茶
」

。
一
縣
之
內
有
四
個
產
區
生
產
四
種
不
同
的
優
良
茶
葉
，
可
說
是
繼
南

投
、
阿
里
山
、
文
山
和
木
柵
等
茶
區
之
後
的
台
灣
明
星
茶
區
，
兼
具
農
產
加
工
與
觀
光
休
憩
等
綜
合
功
能

的
新
興
茶
區
。

玉
蘭
茶

近
年
來
逐
漸
在
國
內
竄
起
的
「
玉
蘭
茶
」
'
已
超
過

二
十
年
的
栽
種
歷
史
，
茶
農
以
新
竹
縣
移
居
而
來

的
客
家
人
為
主

。

早
期
以
生
產
包
種
茶
、
鐵
觀
音
和
烏
龍
茶
爵
王

，
近
十
年
來
在
各
有
關
單
位
的
輔
導
，

茶
種
陸
續
更
新
，
種
植
面
積
擴
大
，
到
八
十
六
年
間
已
超
過

二
百
五
十
公
頃
的
栽
培
面
積
，
並
成
立
「
茶

葉
生
產
專
區
了
茶
農
也
合
組
「
大
問
玉
蘭
茶
運
銷
合
作
班
」

。

知
名
度
日
漸
打
開
的
「
玉
蘭
茶
」
，
除
了
不
錯
的
品
質
外
，
主
要
是
具
觀
光
條
件
與
休
憩
功
能
的
茶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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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摸
清
淨
好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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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帶
動
。

宜
蘭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指
出
，
為
美
化
與
加
強
水
土
保
持
功
能
，
多
年
前
即
與
省
農
林
廳
水
保
局

開
始
作
各
種
相
關
工
程
，
包
括
有
茶
區
的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設
施
，
興
建
蓄
水
池
、
闢
專
用
產
業
道
路
，
各

山
頂
處
加
建
景
觀
台
、
涼

亭
與
植
栽
等
綠
化
工
程
，
是
邁
向
規
劃
中
的
「
現
代
農
村

示
範
區
」
的
新
指

標
。

~ 

武
著
坑
茶
(
素
馨
茶
)

位
於
冬
山
鄉
的
武
著
坑
茶
，
是
蘭
陽
地
區
發
展
甚
早
的
茶
區

。

現
代
人
或
許
不
知
道
武
著
坑
或

武
著

坑
茶
，
但
是
民
國
七
十
幾
年
間
茶
藝
館
流
行
風
中
，
有

一
種
搶
手
的
金
黃
蜜
綠
色
茶
湯
，
具
特
殊
甘
醇
花

香
的
「
素
馨
茶
」
，
即
是
產
自
武
著
坑
的
武
著
坑
茶
，
相
信
不
少

三
十
歲
以
上
的
茶
藝
人
士
對
「
素
馨
茶
」

都
印
象
深
刻
。

至
於
「
素
馨
茶
」
得
名
的
原
由

，

須
追
溯
到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日
的
宜
蘭
縣
農
產
品
品
嘗
會

上
，
當
時
國
民
黨
秘

書
長
蔣
彥
士
命
名
為

「
冬
山
素
馨
茶
」
。

同
年
，
宜
蘭
縣
政
府
與
農
會
、
鄉
公
所
等
單

位
，
重
新
編
列
經
費
針
對
茶
區
水
土
保
持
、
品
種
更
新
與
輔
助
製
茶
機
械
，
輔
導
成
立

「
茶
葉
生
產
專
區
」

逐
漸
提
升
武
著
坑
茶
區
的
製
茶
品
質

。

品
質
優
異
且
穩
定
的
武
著
坑
茶
，
有

著
絕
佳
的
地
理
環
境
優
勢
，
俗
稱
的
「
武
著
坑
」
即
是
新
城

溪
，
是
冬
山
鄉
與
蘇
澳
鎮
的
分
界
水
流

，
從
南
澳
的
白
石
山
流
經
冬
山
鄉
的
東
城
、
大
興
再
經
蘇
澳
注
入

太
平
洋
，

主
要
茶
區
以
溪
流
西
側
、
海
拔
五
百
公
尺
以
下
的
山
丘
種
植
茶
樹
，
面
積
約
有

一
百
多
公
頃
。



上
將
茶

三
星
鄉
近
年
來
的
上
將
梨
享
譽
國
內
，
在
上
將
梨
成
名
之
前
的
「
上
將
茶
」
就
相
當
有
名

。

水
圳
發

達
的
三
星
鄉
也
是
山
區
為
主
的
鄉
鎮
，
地
理
位
置
在
宜
蘭
縣
西
南
方
隔
山
地
大
同
、
南
澳
鄉
，
西
與
台
中

縣
、
台
北
和
新
竹
縣
相
連
，
南
接
花
蓮
縣

。

先
天
地
理
環
境
與
氣
候
是
非
常
適
合
種
植
茶
葉
的
地
區
，
因

此
三
星
鄉
茶
葉
「
清
香
、
甘
醇
和
耐
泡
」
是

一
大
特
質
。

據
暸
解
，

三
星
鄉
農
會
為
促
銷
品
質
佳
的

三
星
鄉
茶
葉
，
經
茶
農
與
農
會

人
員
討
論
後
，
決
定
以

三

星
鄉
之
三
星
上
將
官
階
為
名
，
藉
以
提
高
知
名
度
與
商
業
促
銷
之
話
題
性
，
因
而
命
名
為
「
上
將
茶
」
'
茶

區
面
積
約

一
百
六
十
餘
公
頃

。

而
上
將
茶
的
清
香
、
甘
醇
和
耐
沖
泡
特
性
，
品
質
穩
定
又
佳
，
價
格
不

貴
，
是
許

五
峰
茗
茶

口
味
。

根
據
台
灣
區
茶
葉
公
會
出
版
，
徐
起
欽
編
著
的
「
台
灣
茶
業
史
概
要
」
中
記
載
，
從
民
國
五
十
年
代

的
日
本
煎
茶
生
產
外
銷
日
本
，
開
始
礁
溪
地
區
的
茶
葉
生
產
產
業
，
到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間
，
全
國
的
煎
茶

工
廠
高
達

一
百
六
十

二
家
。

主
要
是
因
台
灣
的
製
茶
專
家
林
清
義
赴
日
教
導
日
本
人
製
作
鳥
龍
茶
，
並
研

習
煎
茶
製
作
技
術
'
返
台
後
在
宜
蘭
礁
溪
茶
廠
裝
設
煎
茶
機
器
開
始
這

一
波
煎
茶
風
。

當
時
，
台
灣
西
部

的
茶
葉
種
植
剛
好
開
始
東
移
，
亦
加
速
開
啟
宜
蘭
茶
葉
種
植

。

繼
外
銷
日
本
的
煎
茶
後
，
山
明
水
秀
的
礁
溪
，
有
著
種
茶
的
絕
佳
條
件
，
當
地
茶
農
也
開
始
在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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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瀑
布
」
附
近
的
山
丘
上
種
茶
，
天
然
的
地
理
條
件
使
然
，
還
有
茶
改
場
提
供
種
苗
與
技
術
，
使
礁
溪
的

種
茶
與
製
茶
技
術
更
趨
成
熟
。

在
縣
府
和
農
業
單
位
的
輔
導
下
，
礁
溪
茶
園
也
開
始
結
合
五
峰
瀑
布
與
溫
泉
產
業
的
觀
光
資
源
，
開

拓
出
屬
於
礁
溪
的
茶
產
業
，
茶
園
面
積
儘
管
不
足

一
百
公
頃
的
茶
園
，
卻
是
令
許
多
遊
客
的
印
象
深
刻
的

茶
區
，
並
成
立
「
茶
葉
生
產
專
業
區
共
同
作
業
班
」
'
該
茶
區
所
產
的
茶
葉
，
經
作
業
班
全
體
成
員
決
議
命

名
為
「
五
峰
茗
茶
」
。

除
了
傳
統
的
製
茶
，
在
茶
區
裡
的
茶
農
們
，
現

今
也
開
始
致
力
於
發
展
茶
文
化
的
多
角
化
經
營
，
茶

不
止
是

一
種
飲
品
，
更
可
以
入
菜
;
暸
解
茶
的
製
作
過
程
，
成
為

一
種
文
化
的
課
程
推
廣
，
融
合
客
家
文

化
的
「
擂
茶
」
製
作
，
更
是
受
到
遊
客
所
喜
愛
的
親
手
體
驗
項
目
，
參
觀
茶
園
，
已
經
不
止
是
看
風
景
玩

賞
，
而
是
全
方
位
的
體
驗
茶
的
世
界

。

宜
蘭
茶
產
區
的
茶
園
經
營
模
式
，
其
實
也
是
沿
著
蘭
陽
溪
，
許
多
農
產
地
區
的
現
階
段
發
展
目
標
，

朝
向
「
休
閒
化
」
農
業
的
經
營
模
式
，
配
合
國
人
注
重
休
假
的
生
活
態
度
日
漸
萌
芽
，
推
廣
男
類
的
農
村

休
閒
選
擇
。

服
務
於
高
科
技
產
業
公
司
，
利
用
年
假
，
帶
家
人

一
同
到
宜
蘭
來
玩
，
住
在
茶
園
民
宿
的
許
文

章
一

家
人
，
對
於

二
天
來
住
在
這
裡
所
發
生
的

一
切
都
感
到
無
比
的
新
鮮
和
奇
妙
，
「
茶
園
的
清
晨
原
來
可
以

這
麼
美
」
，
許
太
太
說
，
「
露
珠
凝
結
在
茶
葉
的
滴
尖
上
面
，
等
到
太
陽
出
來
的
時
候
，
反
射
出
晶
瑩
的
亮

214 ~ 



光
，
好
漂
亮
」
。

整
齊
新
綠
的
茶
園
，
是
散
步
的
好
地
方

。

「
從
來
都
只
知
道
喝
茶
，
到
這
裡
才
真
的
實
際

看
見
茶
的
製
作
過
程
，
自
己
親
手
揉
茶
，
感
覺
很
值
得
了
訐
先
生
得
意
的
說

。

親
手
體
驗
的
茶
園
口
-
7

其
實
也
是
最
吸
引
遊
客
留
宿
在
茶
園
的
主
要
賣
點

。

漸
漸
興
起
與
發
展
的
休
開
產
業
，
應
該
也
可
以
說
，
是
沿
著
蘭
陽
溪
畔
，
產
業
發
展
的
另
外

一
種
風

貌蔥
蒜
瓜
果

百
吃
不
厭

平
日
家
中
使
用
的
蔥
、
蒜
等
調
味
料
，
毫
不
起
眼
，
卻
是
大
部
份
美
食
佐
昧
的
重
要
角
色
，
小
兵
可

以
立
大
功
。

在
蘭
陽
溪
流
經
的

三
星
、

昌
一山
、
壯
團
、

五
結
等

地
，
是
宜
蘭
地
區
的
重
要
蔥
、
蒜
種
植

區
，
也
可
以
算
作
蘭
陽
溪
流
域
的
重
要
特
色
產
業
之
一

宜
蘭
地
區
所
種
植
生
產
的
青
蔥
，
屬
於
葉
蔥
科
的
九
條
蔥
，

又
被
稱
為
是
「
日
蔥
」
，
品
質
芳
香
，
口

感
柔
嫩
，
在
菜
市
場
很
受
家
庭
主
婦
的
歡
迎

。
蒜
的
種
植
以

「
軟
骨
」
品
種
為
主
，
特
色
在
於
蒜
白
，
而

且
口
感
細
嫩
，
很
受
對
調
味
品
挑
剔
的
老
龔
們
所
稱
頌
。

陽
平
原
，
最
後
在
壯
圍
鄉
出
海
，
出
海
口
的
沙
洲
地
，
也
成
為
重
要
的
瓜
果
類
農
產

品
產
地
。

壯
闊
的
哈
密
瓜
，
就
是
重
要
的
農
產
品
之

一
。
每
年
的
六
月
份
，
大
約
就
是
哈
密
瓜
的
生
產
季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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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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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
圍
鄉
農
會
，
為
了
促
銷
哈
密
瓜
，
還
會
舉
辦
哈
密
瓜
節
，
趁
勢
打
響
壯
圍
的
農
產
品

。

哈
密
瓜
以
外
，

洋
香
瓜
也
是
壯
圍
鄉
的
特
色
農
產
品
，
由
於
這
三
項
水
果
的
甜
度
高
、
果
型
美
，
所
以
很
受
到
消
費
者
的

喜
愛
，
每
年
的
六
月
產
季
一
到
，
不
用
促
銷
活
動
，
許
多
機
關
團
體
就
會
開
始
搶
先
訂
購
，
使
得
壯
圍
哈

密
瓜
供
不
應
求
。

利
用
返
鄉
省
親
的
機
會
，
到
壯
圍
來
買
哈
密
瓜
的
蔡
麗
娟
，
提
著

二
大
箱
哈
密
瓜
，
「
早
就
告
訴
同

事
說
，
我
們
宜
蘭
的
哈
密
瓜
有
多
好
吃
，
這
次
回
來
特
地
跑
來
買
」
'
蔡
麗
娟
長
年
都
在
外
地
工
作
，
偶
爾

休
假
才
會
回
到
宜
蘭

。

農
會
展
售
哈
密
瓜
的
現
場
熱
鬧
滾
滾
，
長
在
蘭
陽
溪
口
的
哈
密
瓜
，
果
真
討
人
喜

歡
。

沿
著
蘭
陽
溪
，
穿
過
的
鄉
鎮
村
落
，
每
一
處
都
代
文
化
的
表
徵
，
在
沿
途
玩
賞
生
態
風
光

的
同
時
，
宜
蘭
道
地
小
吃
也
不
可
錯
過

。
宜
蘭
的
傳
統
料
理
看
似
簡
單
，
卻
在
國
宴
上
大
出
風
頭
，
連
國

外
賓

。

除
了
已
經
流
傳
兩
百
年
以
上
的
傳
統
美
食
外
，
在
宜
蘭
的
大
街
小
巷
中
，
不
起
眼
的
店
面
或
小
攤

子
，
多
多
嘗
試
，
也
可
以
發
現
令
人
驚

喜
的
好
味
道
。

挑
逗
著
遊
客
們
的
味
覺
感
官
，
嚐
嚐

令
人
食
指
大

動
的
各
種
美
食
，
文
化

。

芋
泥

將
芋
頭
蒸
熟
後
搗
成
泥
狀
，
再
添
加
鴨
蛋
、
白
糖
、
白
芝
麻
、
豬
油
，
打
勻
、
蒸
熟
後
倒

216 .. 



出
，
再
煮
以
糖
水
，
加
上
白
木
耳
、
葡
萄
乾
或
是
水
蜜
桃
、
金
案
等
勾
芙
淋
在
上
面
，
是
宴
客
的
最
佳
甜

LAU

3 

圓
其
川c

糕
渣
以
雞
胸
肉
、
蝦
肉

等
搗
成
肉
醬
，
加
入
蛋
、
太
白
粉
等
製
作
而
成

。

這
道
菜
剛
上
桌
峙

，
由

於
外
表

一
點
也
看
不
出
來
很
燙

，

不
知
情
者
，
入
口
之
後
才
知
道
燙
舌

。

所
以
「
糕
渣
」
也
被
用
來
形
容

是
像
宜
蘭
人
的
個
性
，
平
實
敦
厚
中
，
隱
藏
著
看
不
見
的
火
爆
脾
氣
;
外
表
溫
和
，

一
旦
受
到
壓
迫
或
刺

激
，
即
會
產
生
反
彈
的
力
量

。

米
粉
羹
以
色
…
漿
切
片
，
加
入
粗
的
米
粉
條
，
佐
以
碎
肉
、
紅
蘿
蔔
、
香
菇
等
，

一
起
煮
成
湯
。

以

太
白
粉
勾
艾
後
，
再
打
上
蛋
花
。

糟
餅
用

豆
腐
皮
、
金
棄
糕
、
冬
瓜
、
油
蔥
、
麵
粉
、
豬
油
、
蛋
等
材
料
混
合

，
再
油
炸
而
成
。

是

宜
蘭
獨
有
的
甜
點

。

鴨
賞

宜
蘭
縣
盛
產
番
鴨
，
因
為
蘭
陽
平
原
多
雨
多
水
災

，
稻
穗
若
遇
雨
泡
水
後
發
芽

，

正
好
拿
來

餵
養
鴨
子
，
以
減

少
損
失
。

在
臘
月
時
，
將
鴨
子
去
毛
、
去
內
臟
後
酪
潰
，
再
用
竹
片
將
腹
部
撐
開
，
然

後
以
醬
油
、
香
料
加
工
，
最
後
用
甘
煎
慢
火
煙
燒
整
隻
鴨
，
反
覆
燒
烤
，
直
到
鴨
子
體
內
的
脂
肪
變
成
油

滴
乾
為
止

。
最
後
風
乾
'
就
是
宜
蘭
美
食
鴨
賞

。

下
酒
菜
、
煎
、
炒
等
料
理
方
式
，
皆
可
以
品
嚐
到
美
好

的
食
物
風
味
。

膽
肝

又
稱
鹹
豬
肝
，
是
用
整
塊
豬
肝
以
醬
油
和
香
料
浸
泡
數
天
後

，

白
天
在
日
光
下
日
曬
干
，
夜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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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重
石
壓
，
十
幾
天
後
成
為
硬
塊
的
口
感
，
是
配
酒
的
最
佳
食
物

。

膽
肝
也
分
「
粉
肝
」
和
「
柴
肝
」

二

種
，
依
口
感
分
，
粉
肝
細
軟
，
柴
肝
較
硬
也
較
鹹

。

道
地
傳
統
小
吃
，
有
幾
樣
是
與
鴨
的
料
理
脫
不
了
關
係
的
，

l
p

鴨
、
鴨
賞
、
鴨
肝
等
，
吃

鴨
、
養
鴨
，
和
蘭
陽
平
原
的
地
理
氣
候
條
件
習
習
相
關
，
與
蘭
陽
溪
流
域
的
人
文
景
觀
更
是
不
可
分
割
。

從
很
久
遠
以
來
的
年
代
裡
'
蘭
陽
溪
流
域
中
的
重
要
河
川
冬
山
河
中
下
游
地
區
，
每
逢
夏
、
秋
之

交
，
常
常
會
有
狂
風
急
雨
，
或
者
是
颱
風
來
襲
，
常
導
致
山
洪
暴
發
、
海
水
倒
灌
等
自
然
災
害
，
大
片
的

農
田
淹
沒
在
水
中
，
造
成
農
作
物
的
嚴
重
損
失

。

動
苦
的
農
民
便
利
用
這
樣
的
天
然
氣
候
狀
態
，
以
及
河

渠
交
錯
的
地
理
環
境
，
飼
養
鴨
子
做
為
維
持
生
計
的
另

一
項
經
濟
活
動
。
也
因
此
宜
蘭
目
前
在
全
臺
來

講
，
都
可
稱
得
上
是
養
鴨
業
很

且
盛
的
地
方
。

並
且
宜
蘭
「
鴨

」
的
獨
特
風
味
，
也

成
為
名
閉
遐
遁
的
地

方
特
產
，
這
實
在
是
當
地
居
民
克
服
天
災
、
改
變
環
境
的
辛
苦
結
果

。

養
鴨
事
業
在
宜
蘭
，
已
經
有
百
年
以
上
的
歷
史
，
因
為
自
然
環
境
的
需
要
與
配
合
，
臺
灣
省
畜
產
試

驗
所
於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更
選
擇
了

加
禮
宛
沙
丘
地
帶
，
做
為
該
所
宜
蘭
分
所
的
駐
地
，
成
為
改
良
養
鴨
技

術
的
重
鎮

。
養
鴨
中
心
的
大
門
，
以
公
鴨
、
母
鴨
兩
相
對
望
做
為
標
幟
，
很
具
有
地
方
產
業
特
色

。



苦
菜
炸
油

辣
勁
十
足

「
移
民
」
蘭
陽
第
八
年
的
葉
武
訓
，
今
年
才

三
十
七
歲
，

一
直
從
事
與
農
務
有
關
的
行
業

。

曾
獲
食
品

金
牌
獎
的
家
傳
苦
茶
油

事
業
，
在
他
移
民
蘭
陽
後
結
合
出

「
苦
茶
油
剝
皮
辣
椒

了
再
創
加

工
農
產
品
的
新

高
峰
，
並
獲
頒
第
十
六
屆
十
大
傑
出
農
村
青
年

。

葉
武
訓
解
釋
說
，
台
灣
的
農
作
栽
種
與
培
育
等
技
術
已
經
非
常
成
熟
，
農
作
的
品
質
好
壞
直
接
取
決

於
環
境
因
素
影
響
，
所
以
好
山
好
水
的
宜
蘭
地
區
，
不
僅
是
絕
佳
的
生
活
居
住
環
境
，
更
是
供
應
優
質
農

產
品
的
唯

二
虛
地
。

材
料
品
質
好
又
穩
定
，
加
工
後
成
品
絕
對
更
勝

一
籌
。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從
南
投
移
居
到
花
蓮
和
平
的
葉
武
訓
，

八
十
三
年
再
轉
進
宜
蘭
南
澳
'

一
下
子
就
被

南
澳
給
吸
引
住
了
，
而
且
還
找
到
家
傳
事
業
的
苦
茶
油
優
質
材
料
，
原
來
就
在
蘭
陽
溪
中
上
游
低
海
拔
山

區
種
植
，
加
上
無
汙
染
的
山
林
環
境
，
苦
茶
籽
品
質
非
常
好

又
穩
定

，
榨
出
來
的
苦
茶
油
更
多
了

一
股
香

醇
濃
郁
味
。

不
久
後
，
葉
武
訓
在
農
會
協
助
下
與
種
植
的
苦
茶
的

多
個
鄉
鎮
農
民
簽
下
契
作
約
，
保
證
收
購
苦
茶

籽
，
穩
住
材
料
後
積
極
投
入
苦
茶
油
剝
皮
辣
椒
的
開
發
製
作
與
推
廣
，
同
時
開
啟
了

一
波
苦
茶
油
剝
皮
辣

椒
的
流
行
風
潮
。

葉
武
訓
觀
棋
的
說
，
苦
茶
油
製
作
技
術
是
上

一
代
老
人
家
留
傳
下
來
的
，
而
剝
皮
辣
椒
是
花
東

地
區

早
已
生
產
的
熱
門
加
工
農
產
品

，
他
只
是
將
兩
項
優
質
的
熱
門
農
產
品
結
合

起
來
，
真
正
功

勞
應
該
是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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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
十
大
傑
出
農
村
青
年
葉
武
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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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於
優
質
的
土
地
環
境
，
還
有
全
心
全
力
投
入
種
植
的
農
民
們

。

移
居
蘭
陽
後
獲
選
十
大
傑
出
農
村
青
年
的
葉
武
訓
，
剛
到
宜
蘭
時
帶
著
家
裡
的
老
式
榨
苦
茶
油
機

器
，
並
且
利
用
電
腦
來
作
農
產
品
的
包
裝
設
計

。

以
苦
茶
籽
現
榨
苦
茶
油

，
再
由
家
人
合
力
生
產
苦
茶
油

剝
皮
辣
椒
，
有
別
於

一
般
剝
皮
辣
椒
的
苦
茶
油
剝
皮
辣
椒
，
溫
和
口
感
中
辣
勁
十
足

。

產
品
暢
銷
後
曾
有

國
內
財
團
的
食
品
廠
找
他
代
工
，
但
他
無
奈
的
說
，
要
堅
持
美
味
的
農
產
加
工
品
，
人
力
是
永
遠
不
足

的
，
只
能
自
給
自
足
，
無
法
「
外
銷
」
代
工
，
但
歡
迎
大
家
到
南
澳
嘗
嘗
葉
家
香
的
苦
茶
油
農
產
品

。

近
來
葉
武
訓
又
在
蘭
陽
地
區
開
始
投
入
有
機
農
作
物
的
栽
培
，
他
相
信
藉
由
專
家
學
者
教
導
有
機
肥

料
製
作
開
始
，
加
強
栽
種
與
農
場
管
理
技
術
'
除
提
供
更
優
質
的
農
產
品
外
，
也
希
望
開
發
出
兼
具
休
憩

功
能
的
有
機
農
場
，
既
生
產
農
作
與
加
工
農
產
品
，
也
成
為
蘭
陽
地
區
最
真
生
態
與
環
境
教
育
意
義
的
農

場
。

溫
泉
泡
湯

感

美
妙

台
灣
近
幾
年
來
的
溫
泉
熱
潮
中
，
以
溫
泉
為
主
題
的
旅
遊
慚
形
成

一
股
特
殊
的
國
民
旅
遊
風
潮
，
而

蘭
陽
溪
流
域
的
溫
泉
密
度
高
居
台
灣
第
一
，
瞧
溪
地
區
並
且
發
展
出
以
溫
泉
為
主
題
的
各
種
相
關
產
業
，

兼
具
觀
光
、
農
、
漁
產
業
和
包
裝
水
的
生
產
等
，
值
得
一
遊
並
且
作
為
產
業
發
展
借
鏡

。

瞧
溪
溫
泉
產
業
的
利
用
，
除
了
發
展
甚
早
的
養
殖
業
之
外
，
特
殊
的
溫
泉
蔬
菜
更
是
近
年
來
的
遊
客

....c: 2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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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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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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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愛
，
尤
其
許
多
觀
光
客
總
會
在
公
路
旁
抓
著

一
大
把
蘿
菜
拍
照

。

如
果
到
溫
泉
旁
，
拉
起
倍
大
的
蘿

菜
，
大
株
近
一
公
尺
長
，
常
吸
引
遊
客

一
探
究
竟
或
乾
脆
買
回
家
大
快
朵
頤

o

當
地
居
民
王
碧
宗
說
:
「
吃
」
著
溫
泉
水
長
大
的
蔬
菜
，
含
水
量
高
，
既
脆
又
嫩
，
與
其
他
地
方
的

水
耕
蔬
菜
有
著
完
全
不
同
的
口
感

。

其
他
好
吃
的
溫
泉
蔬
菜
還
有
台
灣
人
夢
菜
、
藤

三
七
、
絲
瓜
、
檳
椰

心
芋
和
支
白
筍
等

。

縣
府
農
業
局
表
示
，
溫
泉
蔬
菜
區
從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開
始
推
廣
，
由
於
溫
泉
水
保
持
在
攝
氏

二
十
五

至
二
十
八
度
間
，
使
種
植
蔬
菜
不
受
寒
害
影
響
，
加
上
弱
鹹
性
水
質
綜
合
酸
化
土
壤
，
蔬
菜
生
長
，
降
低

病
蟲
害
，
減
少
農
藥
使
用
，
是
高
品
質
蔬
菜
種
植
的
絕
佳
天
然
條
件

。

發
展
更
早
的
溫
泉
熱
帶
魚
和
食
用
魚
養
殖
'
約
從
民
國
六
十
年
間
開
始

。

最
有
名
的
是
甲
魚
養
殖
利

用
約
攝
氏
三
十
度
的
溫
泉
水
，
使
其
冬
眠
期
消
失
，
可
將
兩
年
養
殖
期
縮
短
至

一
年
即
可
長
成
出
售

。

對
於
喜
愛
泡
湯
人
士
，
如
果
溫
泉
沒
有
辦
法
完
全
滿
足
其
泡
湯
樂
趣
，
綿
密
汽
泡
的
蘇
澳
冷
泉

二
疋

可
以
滿
足
許
多
人
的
的
好
奇
與
舒
適
享
受

。

值
得
一
提
的
蘇
澳
冷
泉
，
全
世
界
只
有
義
大
利
與
台
灣
蘇
澳

最
具
規
模
，
到
蘇
澳
不
必
遠
赴
義
大
利
，
即
可
就
近
享
受
汽
泡
泉
的
「
挑
逗
」
;
沈
浸
美
容
養
顏
的
汽
泡

冷
泉
中
，
享
受
香
檳
汽
泡
在
口
中
游
移
的
美
妙
感
覺

。

冷
泉
的
形
成
是
地
下
熱
源
加
熱
岩
石
，
使
其
釋
出

二
氧
化
碳
'
並
溶
入
地
下
水
中
，
成
為
較
易
浮
出

的
湧
泉
，
而
蘇
澳
豐
沛
雨
量
提
供
地
下
水
主
要
來
源
，
加
上
地
層
中
豐
厚
的
石
灰
岩
，
構
成
了
稀
有
的
汽

222 ~ 



泡
冷
泉
。冷

泉
發
展
出
相
關
產
業
有
用
冷
泉
製
作
的
羊
羹
，
例
如
蘇
澳
鎮
中
山
路
上
的
「
鳳
鳴
」
即
是
百
年
老

店
，
由
於
冷
泉
水
質
有
大
量
碳
酸
，
製
作
出
的
羊
羹
口
感
特
別
滑
口
香
甜

。

另
有
堪
稱
台
灣
彈
珠
汽
水
起

源
的
七
星
彈
珠
汽
水
，
即
是
最
早
使
用
冷
泉
製
作
汽
水
的
廠
商

。

蘭
陽
溪
流
域
的
產
業
風
貌
，
是
多
樣
化
，
並
且
完
全
反
映
出
蘭
陽
平
原
人
文
風
貌
的
，
在
結
合
生
態

與
自
然
環
境
的
產
業
發
展
背
後
，
各
種
產
業
的
利
用
與
開
發
，
同
時
也
必
需
考
慮
到
原
始
生
態
環
境
的
保

護
，
以
避
免
殺
雞
取
卵
的
狀
況
發
生

。

要
維
護

一
地
的
自
然
資
源
永
續
經
營
和
利
用
，
有
賴
產
業
開
發
使

用
者
的
智
慧
，
與
眾
人
攜
手
努
力
的
維
持

。

蘭
陽
溪
畔
的
產
業
開
發
與
利
用
，
或
許
讓
我
們
看
見
未
來
的
生
態
蘭
陽
溪
，
旅
遊
蘭
陽
溪
之
外
的
，

產
業
蘭
陽
溪
的
發
展
面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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