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

文
化
再
生
的
可
做

肆

社
區
營
造
第
二
階
段

.. 

一
九
九
七
年
八
月
至
一
九
九
八
年
五
月

歷
經
第
一
階
段
的
工
作
後

，

蘭
嶼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的
工
作
目
標
與
方
針
逐
漸
明
確
起
來
。
而

，
由

部
落
的
組
織
構

成
來
看
，

蘭
嶼
的
社
區
意
識

，
其
{
貫
與
台
灣
社
區
社
會
有
不
同
之
處
。
它
是
由
六
個

部
落
自
成
不
同
的
社
區

，
在
社
區
內
部
，

舉
凡
漁
閩

、

造
舟
、

祭
典
、

集
體
開
墾
等
活
動
中
，
部
落

的
凝
聚
力
已
經
非
常
明
顯
。
它
甚
至
可
以
說
是
一
個
組
織
完
善
的
小
型
社
區
。
但
它
終
究
只
是
部
落

本
身
的
凝
聚
，
而
非
全
島
性
的
集
體
社
區
意
識
。
因
而
社
區
總
體
苦
造
必
須
突
破
這
個
侷
限
性
，
走

向
更
寬
廣
的
基
礎
。

文
化
傳
承
的
願
望

經
過
一
九
九

七
年
上
半
年
的
籌
備
期
之
後
，
社
區
總
體
址
(
呂
造
走
向
第
二
階
段
。
藉
由
前
一
期
的

基
礎
，

蘭
嶼
人
較
清
楚
的
表
明
自
己
學
習
文
化
傳
承
的

願
望
。
這
一
點

卻
出
乎
所
有
人
的
意
外

。
例

如
，
在
一
些
漢
人
社
會
裡

'
公
共
工
程
如
路
燈
、

馬
路
修
築
等
，

常
常
在
社
區
要
求
中
被
提
出

，

但

蘭
嶼
反
而
要
求
文
化
傳
承
。
這
一
點
應
是
蘭
嶼
人
的
驕
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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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它
絕
對
不
是
無
區
的

，

而
是
蘭
嶼
在

台
灣
整
體
原
住
民
運
動
的
影
響

、

反
核
、

追
尋

蘭
嶼
主
體
性
的

過
程
中
逐
步
開
展
出
來
的
。
而

蘭
嶼
本
身
因
觀
光
資
源
逐
漸
消
失
，
觀
光
客
日

漸
減
少
，
居
民
的
生
計
受
到
影

響

，
乃
希
望
用

其
它
的
方

式
開
拓
經
濟
資
源

，
也
是
一
個
原
因

。
但
無
論
如
何
，
文
化
傳
承
的
意
義

，

在
蘭
嶼

之
成
為
共
同

願
望
，

卻
是
不
爭
的
事
實
。

基
於
此
，
由

一
九
九
七
年
八
月

至
一

九
九

八
年
五
月
，

為
期
十
個
月
的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總

體
管
造
規
劃

'
已

呈
現
較
清
楚
的
目
標
.. 

它
包

括
了
六
大
項

﹒
.

一
、
野
銀
、
朗
島
老
部
落
的
維
護
及
管
理

野
銀
部
落
及
朗
島
部
落
是
蘭
嶼
目
前
碩
果

僅
存

，
有
地
下
屋
的
老
部
落
。
朗
島
老
部
落
因

違
章
亂
建
鋼
筋
水
泥
屋
顯
得
凌
亂

，

野
銀
部
落

則
尚
保
存
完
整

，

但
近
年
來
隨
著
居
住
在
老
部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
傳
統
的
達
悟
族
造
舟
與
飛
魚
祭
，
是
蘭
嶼
最
重
要
的
生

產
活
動
，
也
是
觀
光
客
最
愛

獵
取
的
鏡
頭
。

如
果
要
讓
蘭

嶼
的
觀
光
產
業
復
生
，
就

不
應
放
棄
傳
統
。

(攝
影
/
關
曉
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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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落
的
老
人
凋
零

，

一
問
間

的
傳
統
屋
無
人
維
修
甚

或
倒
塌
消
失
。
去
年
開
始
台
灣
省
原
住
民
委
員
會

計
書

一
五
年
內
補
助
五
百
八
十
五

J尸
鄉
民
每
戶
四
十

五
萬
元
興
建
住
家

，

原
本
就
很
擁
擠
的
國
宅
基
地

已
不
敷
興
建
新
屋

，
因
此
已
有

一
些
居
民
想
在
老

部
落
的
地
上
興
建
鋼
筋

水
泥
屋
，
而
以
目

前
全
鄉

四
處
亂
蓋
房
子
的
現
象

，

難
保
野
銀
老
部
落
不
會

出
現
建
築
亂
象
而
失
去
蘭
嶼
最
後
一
處
最

美
的
傳

統
部
落
。
今
年
是
野
銀
部
落
是
否
能
保
存
完
整
的

關
鍵
年
，

目
前
村
民
對
此
部
落
的
未
來

，

存
有
相

當
歧
異
的
看
法
.. 

有
些

人
認
為
這
傳
統
部
落
應
加

以
保
存
維
護
成
為
觀
光
點
，

讓
觀
光
客
買
門
票
進

去
參
觀
傳
統
的
編
織

、

捏
塑
及
生
活
方
式
，
亦
可

整
修
幾
問
傳
統
屋
作
為
民
宿
增
加
居
民
收
益

;

但

也
有
人
認
為
保
存
傳
統
雖
然

重
要
，

但
他
們
已
沒

有
其
他
的
地
可
蓋
屋

，

只
好
冀
望
拆
掉
傳
統
地
下

﹒
觀
光
客
來
到
蘭
嶼
，
總
希
望
看
到
不
一
樣
的
生
活
。

這
種

好
奇
使
他
們
不
自
覺
影

響
達
悟
族
人
的
生
活
，
讓
當
地
人
相

當
反
感
。

(攝
影
/
關
曉
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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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以
建
鋼
筋

y、
泥
的
現
代
屋
。

目
前
雖
有
一
些
野
銀
部
落
居
氏
開
始
擔
心
老
部
落
的
衰
敗
，
但
畢
竟

未
能

凝
聚
所
有
居
民

的
共
識
。
如
今
尚

住
在
野
銀
、

朗
島
兩
個
老
部
落
的
居
民

，

如
何
在
傳
統
文
化

的
保
存
與
現
實
環
境
的
考
量
中
，

產
生
交
集
並
設
法
解
決
其
間

的
街
突
，
是
此
期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的

重
點
與

目
標
。

二
、
環
境
髒
亂
與
豬
羊
管
理

不
只

觀
光
客
批
評
蘭
嶼
的
環
境
髒
亂
，
本
地
的
居
民
對
本
身
居
民
環
境
之
髒
亂
亦
感
不
滿
。
社

區
環
境
髒
亂

，
除
了
現
代
垃
圾
大
增
，
居
民
公

德
心
有
待
改
善
，

環
境
規
畫
排
水
系
統
不
良
外

，

豬

羊
管
理
不
當
更
為
主
因
。

本
地
飼
養
豬
羊
採
放
牧
式

，

豬
羊
糞
便
到
處
可
見
，
豬
羊
狗
又
四
處
覓
食
，
居
民
放
置
在
門
外

的
垃
圾
常
被
豬
羊
狗
弄
得
一
片

狼
藉
，

難
怪
社
區
環
境
總
是
髒
亂
。
因

此
如
何
協
助
居
民
改
善
飼
養

豬
羊
的
方
式
及
規
劃
蘭
嶼
垃
圾
處
理

，

亦
是
本
期
的
重
點
目
標
。

三
、
發
展
深
度
旅
遊
改
善
居
民
經
濟

蘭
嶼
鄉
鄉
氏
經
濟
能

力

普
遍
不
佳

，
長
年
依
靠
政
府
的
各
種
福
利
補
助
與
社
會
救
濟
實
非
良

策
，
唯
有
自
立
更
生
才
是
根
本
之
道
。
而
島
上
較
適
宜
發
展
的
產
業
非
觀
光
業
莫
屬
，
唯
若
盲
目
發

展
大
規
模
觀
光
事
業
，
不
但
會
破
壞
蘭
嶼
人
的
居
家
生
活
及
污
染
大
自
然
，
而
且
最
終
的
受
益
者
恐

非
蘭
嶼
居
民
而
是
外
來
的
商
業
固

體
。
因
此
蘭
嶼
的
觀
光
事
業
應
走
向
深
度
旅
遊
的
方
式
，
旅
遊
的

重
點
放
在
生
態
的
解
說
及
文
化
的
欣
賞
。
故
須
在
氏
宿
經
營

、

解
說
導
覽

、

手
工
藝
製
作
、

休
閒
農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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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遺
忘
的
島
嶼

業
經
營
等
有
計
畫
地
培
植

人
才
，
並
技
巧
地
運
用
政
府
與
社

會
的
資
源

，

讓
蘭
嶼
的
人
能
自
己
主
導

島
上
的
旅
遊
事
業
。

四
、
加
強
推
動
文
化
傳
承

隨
著
外
來

文
化
的
進
入
，
本
土
傳
統
文
化

藝
術
逐
漸
式
微

，

實
有

必
要
加
緊
推
動
文
化
傳
承
的

腳
步
。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籌
備
委
員
會
議
中
，
多
次
有
人
提
到
推
動
文
化
傳
承
的
必
要
性
，
尤
其
有
幾

位
父
老
更
是
憂
心
傳
統
文
化
的
失
傳
，
而
強
烈
期
盼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能
多
舉
辦
一
些
研
習
班
或
活
動

來
傳
承
文
化
。

五
、
加
深
觀
摩
的
深
度
及
內
容

觀
摩
對
於
蘭
嶼
居
民
學
習
社
區
總
體
學
造
而
言

，
是
一
種
相
當
具
吸
引

力
且
有
效
的

學
習
方
式

，
藉
著
觀
摩
其
他
社
區
的
成
果
，
及
彼
此
座
談
的
互
動
，
常
讓
參
與
觀
摩
的
蘭
嶼
居
民
，
產
生
不
少

的
震
撼
及
激
發
，
故
於
此
期
計
畫
中
，
仍
應
繼
續
辦
理
觀
摩
，
且
應
針
對
此
階
段
要
推
動
的
營
造
重

點

，
做
更
深
度
的

觀
摩
活
動
。

六
、
繼
續
推
動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的
理
念
及
技
巧
學
習

經
過
半
年
的
推
廣
介
紹

、

舉
辦
了
些
「
激
發
與
學
習
」
的
活
動
，

已

有
部
份
蘭
嶼
的
居
民
，
逐

漸
瞭
解
社
區
總
體

的
理
念
與
重
要
性
，

但
仍
有
不
少

人
，
不
是
不
暸
解
就
是
暸
解
的
程
度
相
當
有
限

，
故
此
期
工
作
項
目
仍
應
持
續
作
推
廣
「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
的
理
念

，
而
對

一
些
有
意
願
並
已
投
入 40 



社
區
工
作
的
伙
伴
，
提
供
學
習
的
機
會

，

M
V如.. 

舉
辦
座
談
會
或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技
巧
的
研
習
會
等

先
後
順
序
的
擬
定

然
而
，
僅
僅
有
計
畫
是
不
夠
的
，
它
還
需
要
就
地
方
特
性
，
來
規
釗
活
動
開
展
的
方
式

，

否
則

蘭
嶼
本
身
有
六
個
部
落

，

各
部
落
間
如
何
平
衡

，

或
活
動
由
何
處
開
始

，

都
可
能
變
成
議
論
的
話
題

。
而
蘭
嶼
又
是
如
此
小
，

只
要
話
一
傳
出
去

，

就
無
法
收
回
了
。
這
便
是
小
島
型
地
區
的
特
殊
「
人

文
生
態
」

為
此
，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工
作
小
組
在
蘭
嶼
先
作
期
前
的
調
杏
丁
在
六
個
部
落
間
，
將
社
區
特
質

、
人
文
、

居
民
性
格
、

願
望
等
，
作
一
個
初
步
的
了
解

，

如
此
才
可
以
找
到
被
接
受
的
方
案
。

調
查
之
後
，
工
作
小
組
發
現
，
表
面
上
看
來
是
一
體
的
蘭
嶼
，
各
部
落
之
間
的
特
質

、

經
濟
發

展
、

人
文
特
性
、

自
然
景
觀
等
都
有
所
不
同
。
朗
島
的
凝
聚
力
因
反
核
而
較
強

，

傳
統
建
築
多
，
但

散
在
一
些
新
的
水
泥
建
築
之
間

，

年
輕
人
的
個
性
較
強
悍
，

但
內

部
意
見
也
多
。
束
清
則
因
地
處
「

後
山
」
'

反
而
不
受
到
重
視

，

但
其
年
輕

人
在
外
地
工
作
相
當
賣
力
，

性
格
上
較
溫
和
。
野
銀
則
是

最
多
傳
統
老
房
子
的
地
方
，
由
於
它
集
中
而
能
整
體
主
現
，
是
許
多
觀
光
客
最
愛
流
連
拍
照
之
處
，

但
也
因
而
對
當
地
生
活
造
成
莫
名
的
干
擾

，

居
民
對
觀
光
客
最
反
感

;

然
而
它
的
傳
統
建
築
卻
是
可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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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遺
忘
的
島
嶼

以
發
展
觀
光
產
業
的
最
好
優
勢
。
至
於
賓
館
與
飯
店
最
多

的
紅
頭
村
、

椰
油
村
，

因
商
業
活
動
較
密

集
，

商
業
意
識
最
強

，

年
輕
人
傾
向
於
如
何
發
展
地
方
觀
光
產
業

，

讓
經
濟
活
躍
起
來

，
年
輕
人
就

有
了
生
路
。
各
地
發
展
特
性
不
同

，

社
區
工
作
就
不
能
一
概
而
論
。
這
也
是
蘭
嶼
特
殊
的
地
方

，
它

不
能

一
體
化
的
看
待
。

蘭
嶼
的
另
一
特
性
是
各
部
落
間

，
彼
此
競
爭
非
常
強
烈
。
某
個
部
落
的
意
見
領
袖
在
作
決
定
時

，
雖
無
來
自
部
落
內

部
的
必
然
壓
力
，

但
成
員
會
在
各
部
落
問
作
比
較
，
如
果
說
一
個
部
落
的
意
見

或
決
定
錯
了
，
就
會
引
起
議
論

，

如
此
亦
有
傷
其
威
信

。

是
以
各
部
落
的
領
導
者
雖
無
內
部
爭
取
領

導
權
的
壓
力
，

但
外
有
比
較
的
競
爭
壓
力
，

在
作
決
定
時

，
反
而
容
易
考
量
較
多
。
甚
至
為
了
顯
得

比
其
它
部
落
更
有
力
，
而
更
為
積
極
勇
敢

。

總
體
營
造
的
執
行
者
蘭
恩
文
教
基
金
會
也
了
解
到
這
一
點

，

同
時
考
量
到
部
落
的
差
異
性
與

有
限
資
源
應
如
何
使
用
才
最
有
效

，

便
有
意
的
選
擇
二
個
部
落
為
切
入
點

，

再
由
這
二
部
落
向
外
推

，
如
此
總
體
營
造
才
會
更
容
易
。
他
們
選
定
了
朗
島

、

東
清
二
村
。

選
擇
朗
島
是
由
於
它
具
有
較
強
的
社
區
意
識
，

凝
聚
力
強
，
且
已

經
有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

則
組

織
上
可
以
有

一
個
明
確
的
歸
屬
。
選
擇
束
清
則
是

由
於
另
一
原
因
。
此
時
正
是
海
砂
屋
重

建
的
時
刻

，
東
清
有
許
多
年
輕

人
都
返
鄉
來
建
老
房
子

，

他
們
和
其
它

的
村
不
同

，
是
以
年
輕
的
活
動

力
，
來

帶
動
社
區
的
內
在
動
力

。
而

且
由
於

一
邊
蓋
房
子
，
自
己
對
家
鄉
的
愛
更
深
化
一
層
，
如
果
說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可
以
讓
他
們
試
圖
尋
找
未
來
蘭
嶼
的
出
路

，

再
配
合
他
們
在
台
灣
的
經
驗
，

則
未
嘗
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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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創
造
一
種
新
的
模
式
。
因
而
，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即
由
朗
島
與
東
清
開
始
。
但
朗
島
由
環
保
為
主
，

而
東
清
則
是
文
化
傳
承
研
習
班

。

了
解
到
部
落
間
的
競
爭
性
，
總
體
營
造
工
作
小
組
也
不
得
不
採
取
另
一
個
提
高
競
爭
性
的
作
法

，

將
東
清
的
進
度
與
進
步
情
況

，

傳
入
朗
島
部
落

，

而
朗
島
即
不
甘
落
後

，
主
動
而
積
極
的
開
展
。

形
成
一
種
良
性
競
爭
。
這
恐
怕
也
是
蘭
嶼
所
獨
有
的
特
性
。
但
在
這
種
競
爭
下

，
各
部
落
問
慢
慢
有

期
待
與
認
知
。
像
對
環
保
的
推
廣
就
收
到
廣
大
的
效
果
。

原
本
在
春
天
開
放
的
野
百
令

，
是
蘭
嶼
最
美
的
景
觀
。
但
由
於
觀
光
客
不
知
疼
惜

，

常
常
在
路

邊
隨
意
摘
取
，
又
隨
手
丟
棄
，
破
壞
景
觀
甚
大

。
在
當
地
推
廣
後
，

一
些
小
學
生
也
了
解
野
百
合
的

美
覓
，

有
時
，

看
見
觀
光
客
在
摘
取
，
他
們
都
會
出
面
制
止
。
此
外

，

像
對
海
洋
生
態
的
認
知
，
或

海
上
資
源
與
自
己
生
活
的
關
連
等
，
也
因
環
保
觀
念
的
推
廣
，
而
有
較
進
一
步
的
了
解

。

文
化
傳
承
研
習
班

在
整
個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中

，
文
化
傳
承
是
一
個
重
點
。
這
是

由

於
達
悟
族
人
的
要
求

，
也
是

一

個
具
有
主
體
性
的
願
望
。

文
化
傳
承
研
習
班
一
共
有
六
項

，
其
中
尤
以

文
化
傳
承
與
社
區
觀
摩
二
項
，

在
蘭
嶼
別
具
意
義

。
這
是
由
於
某
種
文
化
本
為

蘭
嶼
所
有
，

像
傳
統
歌
舞

、

控
塑
、

織
布
、

藤
編
等
，

但
由
於
未
曾
受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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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到
重
視
而
失
傳
，
日
漸
凋
零
，
現
在
反
而

藉
由
文
化
傳
承
研
習
班

，

重
此
再
生
的
契
機
。

以
織
布
班
來
說
，

原
本
在
達
悟
族
傳
統
中

，

織
布
即
被
視
為
是
婦
女
的
美
德
，
但
因
生
活
的
忙

碌
、

現
代
化
衣
料
的
獲
得
容
易

，

技
藝
日
漸
失
傳
。
此
時
織
布
琪
的
出
現

，

無
疑
填
補
了
此
種
需
要

。
但
它
更
自
行
發
展
為
社
區
性
的
公
共
活
動
空
間
。
以
東
清
為
例

，

織
布
班
剛
剛
出
現
時
，

是
利
用

一
個
廢
棄
的
派

出
所
，

以
此
空

間
來
擺
設
織
布

機
所
需
要
的
各

種
器
具
。
老
師

每
個
禮
拜
一

三
、

五
來
比
上

課
。
但
學
習
的

﹒
文
化
傳
承
研
習
班

在
紅
頭
舉
辦
捏
塑
班

，
由
上
山
採
土
開
始

。

(上
)

﹒
紅
頭
捏
塑
班
所
採

集
來
的
土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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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
女
是
一
群
人
共
同
在
此
，
它
日
漸

變
成
老
師
沒
有
來
的
時
候
，
婦
女
也

會
來
這
裡
織
布

，
互
相
學
習
和
交
談

。
這
個
曾
被
廢
棄
的
空
間
竟
因
而
活

化
了
。以

社
區
總
體
管
造
的
觀
點
來
看

，
由

織
布
班
而
開
展
為
公
共
空
間
，

在
這
個
空
間
中
，
社
區
居
民
可
以
集

體
討
論
，
形
成
共
識

，

無
疑
是
更
好

的
發
展
方
向
。

在
觀
光
產
業
日
漸
凋
零
的
蘭
嶼

，

織
布
班
推
出
時
，
曾

被
賦
予
較
大

的
期
待
，
希
望
卦
造
出
一
個
新
的
手
工
產
業
，
來
填
補
觀
光
收
益
的
減
少
。
但
這
些
手
工
業
還
未
推

出
，
至
少
已
經
先
為
社
區
媽
媽
的
聯
誼
開
拓
出
一
個
全
新
的
空
間
。
因
而

，

即
使
有
人
批
評
織
布
班

只
是
無
用
的
做
法
，
經
濟
效
益
根
本
還
看
不
出
來
，
甚
至
對
蘭
嶼
的
存
亡
絕
續
無
關
痛
﹒
癢
'
但
它
卻

是
一
個
可
以
形
成
公
共
論
壇
的
地
方

。

.
這
是
捏
塑
工
作
的
一
環
.. 

榨
土
。

在
文
化
傳
承
上
，
社
區
總
體
管
造
工
作
小
組
還
在
各
部
落
推
動
幾
個
不
同
的
班
。
在
椰
油
推
出

傳
統
歌
舞
班
，

在
紅
頭
推
出
傳
統
捏
塑
啡
，

在
東
清
另
外
還
推
出
傳
統
皮
雕
班
，
而
漁
人
則
是
傳
統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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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恐
怕
是
蘭
嶼
所
特
有
的
文
化
傳
承
吧
。
但
由
於
傳
統
禁

46 

，
一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織
布
班

，
朗
島
是
傳
統
藤

編
班
。
為
了
讓
訓
練
班
學
員
不

至
於
失
去
學
習
興
趣
，
每
一
個
班
結
束
時
，
還
舉
辦
成

果
發
表
會
，
各
學
員
皆
需
交
出
作
品
一
件
，
或
以
展

演
形
態

，
作
為
發
展
的
成
果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由
於
這
些
傳
統
文
化
學

習
班
有
其
傳
承
，
因
而
也
有
蘭
嶼
特
有
的
禁
忌

。
例
如
在
紅
頭
的
捏
塑
班
就
公
佈
這
樣

的
禁

己
心
﹒.

「
按
達
悟
人
的
習
俗
，
在
製
作
陶
時
要

在
蔭
涼
處
，
不
可
日
曬
等
等
的
禁
忌
，
是
我

們
上
課
中
要
遵
守
的
原
則
。
另
外
，
在
製
作

陶
或
燒
陶
的
過
程
中
，
我
們
必
需
要
遵
守
的

禁
忌
.. 

不
可
理
髮

、

吃
香
蕉
等
等
。
女
性
不
可

使
用
梳
子
，
男
性
不
可
以
削
木
，
否
則
陶
器
的

表
面
容
易
脫
落
，
女
性
不
可
以
織
布
，
否
則
壺
底

產
生
裂
隙
。
燒
昀
中

，

不
可
以
去
上
大
號
，
因
這
將

會
影
響
到
最
後
完
成
之
陶
製
品
。
」



﹒
紅
頭
捏
塑
班
的
學
習
過
程

。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忌
的
公
佈
，
文
化
本
身
才
具
有
從
思
維
到
內
在
的

真
正
精
神
。

在
學
習

心
得
方
面
，

捏
塑
班
的
學
員
劉
南
、
日
本

有
如
下
的
描
述

﹒

捏
塑
在
蘭
嶼
未
有
外

來
器
血
傳
入
前
，
是
日

常
生
活
非
常
重
要
的
工
作

，

達
悟
人
利
用
非
捕
魚

季
節
上
山
採
土
捏
陶
燒
製
成
碗
或
用
來
盛
水
的
愛

或
壺
，

製
作
過
程
如
有
剩
餘
陶
土
則
用
來
捏
造
玩

偶
，

其
人
物
多
為
日
常
生
活
中
常
見
動
物
或

人
物

，
樸
{
貫
的
陶斐
或
生
活
化

的
玩
偶
，
充
分
展
現
雅

美
人
運
用

大
自
然
資
源
的
智
慧
。

達
悟
傳
統
捏
塑
程
序
並
不
複
雜

，

採
土
|

淨

土
榨
土
捏
塑
陰
乾
燒
烤

，

但
是
每
個
環

節

又
有
其
細
微
處

，

特
別
是
捏
塑
過
程
因
使
用
工

具
皆
為
自
然
界
原
始
素
材

，
多

需
靠
自
身
熟
練
技

巧
完
成
作
品
，

具
有
傳
統
技
藝
老

人
現
場
實
作
並

不
斷
給
予
學
員
指
導
，
學
員
在
多
次
嘗
試
下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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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遺
忘
的
島
嶼

陸
續
出
墟
，
作
品
雖
不
成
熟
但
另
有
一
番
趣
味
。

雖
然
控
塑
課
程
僅
有
一
個
月
，
卻
能
學
習
到
完
整

傳
統
捏
塑
，
是
難
得
的
機
會
，
只
可
惜
課
程
時
間
太

短
仍
有
許
多
技
巧
未
能
熟
練
，
如
能
有
機
會
提
供
更

長
時
間
的
課
程
給
人
學
員
練
習
並
增
加
風
俗
民
情
敘

述
必
然
更
有
助
益
。

這
代
表
著
達
悟
族
人
的
想
法
。

手
工
藝
觀
摩
班

觀
摩
班
的
舉
辦
則
是
另
一
項
重
點
。
這
是
由
於

蘭
嶼
本
身
地
處
孤
島
，
與
台
灣
社
會
有
所
隔
絕
，
若
沒

有
到
其
他
社
區
進
行
觀
摩
，
則
即
使
再
以
任
何
語
言
說

明
，
仍
難
讓
人
體
會
到
所
謂
社
區
營
造
的
意
義
與
效
果
，

因
而
觀
摩
就
成
為
擴
大
視
野
所
必
需
。

基
於
傳
統
文
化
傳
承
的
手
工
藝
是
現
在
正
在
進
行
工
作
的

重
點
，

總
體
管
造
工
作
小
組
將
觀
摩
活
動
定
位
在
「
手
工
藝
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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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
行
程
規
劃
則
以
台
灣
本
島
各
手
工
藝
產
業
經

營
較
有
成
效
的
原
住
民
部
落
為
主
，
希
望

措
由
學
員

對
其
他
原
住
民
部
落
的
經
驗
吸
收

，
自
發
性
的
形
成

蘭
嶼
本
地
文
化
如
何
產
業
化
的
認
知

。

整
個
的
行
程
規
劃
有
六
天
，
參
觀
的
地
方
包
括

了.. 
恆
春
的
原
住
民
手
工
藝
館

、

屏
東
三
地
門
排
灣

族
的
「
峨
格
工
作
室
」
(
木
雕

、

陶
瓷
)
、

排
灣
族

的
「
蜻
蜓
雅
築
工
作
室
」
(
創
意
玩
璃
珠
)

、

排
灣

族
的
「
施
阿
菊
工
作
室
」
(
月
桃
編

、

刺
繡
、

加
工

)
、

苗
呆
啄
木
坊
(
木

雕
、

陶
藝
)
、

象
，
鼻
部
落
，

並
舉
辦
座
談
、

谷
關
徐
秀
美
，
「
得
芙
蘭
展
售
中
心

」
、

埔
里
的
日
瑞
琳
工
作
室
(
織
布
)
、

手
工
業
研
究

所
等
地
。

在
學
習
心
得
方
面
，
當
時
舉
辦
的
座
談
會
就
有

所
反
映
。
例
如
在
高
雄
的
座
談
會
中
，
曾
針
對
蘭
嶼

的
條
件
作
比
較
，
而
有
如
下
的
結
論

.. 

﹒

蘭
嶼
當
地
的
手
工
藝
推
展

，
缺
乏
組
織
，
應
該
要

A 
明咱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
文
化
傳
承
研
習
班
在

東
清
部
落
進
行
的
皮
雕
班
。49 



.

-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建
立
組
織
有
計
畫
的
長
期
推
動
整
合
工
作
。

﹒

台
灣
當
地
的
手
工
藝
作
者
，
工
藝
材
料
之
取

得
較
之
於
蘭
嶼
便
利
，
是
蘭
嶼
手
工
藝
作
者

須
想
辦
法
克
服
之
處
。

﹒

應
能
儘
量
就
地
取
材
蘭
嶼
的
天
然
資
源
為
創

作
材
料
，
並
賦
予
原
始
的
文
化
意
義

;

最
後

再
加
以
商
品
化
，
發
展
自
己
的
特
色
。

﹒

重
視
自
己
的
文
化
，
才
能
將
其
有
效
且
有
力

的
向
外
推
廣
。
培
養
出
對
自
身
文
化
和
本
地

資
源
的
認
同
感
。

﹒

手
工
藝
的
製
作
要
有
分
工
合
作
的
觀
念

，

可

形
成
工
廠
化
的
生
產
方
式
成
為
部
落
工
廠
的

刑
主
能
心
。

﹒

商
品
包
裝
中
，

應
內
斗
口
文
化
商
品
的
意
涵

說

明
，
把
文
化
傳
統
溶
入
商
品
中

，

提
高
商
品

的
附
加
價
值
。

.
為
7

展
現
文
化
傳
承
研
習
的
成
果
，
舉
辦
手
工
藝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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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
破
蘭
嶼
的
地
域
限
和
觀
念
，
培
養
較
為
宏
觀
的
視
野
，
同
時

注
重
資
訊
的
吸
收

。

﹒

建
立
品
牌
的
概
念

。

此
外
在
手
工
業
研
究
所
的
會
議
中

，

則
有
如

r
t
A
V
3
U命
中+•• 

-

，
臼H

J
e
d
oh
忽
WA

﹒

強
調
文

化
產
品
作
為
觀
光
紀
念
品
，
用
以

增
加
觀
光
收
益
。

﹒

將
文
化
產
品
設
計
成
為
日
常
生
活
用
品
，

推
廣
其
用
品
價
值
及
形
象

。

﹒

設
置
在
台
灣
的
手
工
藝
推
展
窗
口
。

﹒

所
謂
傳
統
，
著
重
的
應
該
是
精
神
而
非
一

定
只
是
遵
循
古
法
。

﹒

發
現
老
人
的
工
藝
價
值
，
肯
定
其
存
在

，

再
誘
發
其
傳
承
教
學
的
動
機

。

﹒

努
力
積
極
的
態
度

，
是
為
工
藝
美
術
的

成
功
礎
石
。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 0 • t t 斗-t

﹒
手
工
藝

的
同
時
，
讓

孩
子
表
演
勇

士
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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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遺
忘
的
島
嶼

﹒

蘭
嶼
可
以
舉
辦
當
地
同
等
級
的
手
工
藝
競
賽
，
培
養
同
時
提
昇
在

地

的
工
藝
水
準
。過

去
在
蘭
嶼
，

觀
光
客
無
時
無
刻

的
隨
興
入
侵
。
他
們

彷
彿
無
視
於
原
住
氏
生
活
與
私
有
空
間

，

只
將
人
視
為
觀
光
對

象

，

拍
照
、

取
景
、

自
取
所
需
。
同

時
，
在
觀
光
產
業
中
，

達

悟
族
人
也
未
曾
獲
益
，
主
要
的
獲
利
者
大
多
為
漢
人
資
本
，
這

當
然
更
容
易
造
成
蘭
嶼
對
發
展
觀
光
有
所
疑
慮
。
但
考
量
到
未
來

，

則
觀
光
仍
為
蘭
嶼
唯
一
可
能
的
方
向
。
因
而
有

心
的

人
開
始
希

望
透
過
民
宿
，
來
吸
收
蘭
嶼
的
觀
光
資
源

，

以
避
免
全
部
利
益
為
漢

.
在
手

工
藝
展
的

會
場
舉
辦
舞

蹈
，
以
保
存

傳
統
文
化
。

﹒

運
用
傳
統
方
式
並
加
以
改
進

，

使
傳
統
工
藝
的
風
味
可
以
保

存
，

同
時
結
合
科
技

化
的
特
色
在
其
中
。

﹒

商
品
解
說
可
以
提
高
作
品
的
附
加
價
值
。

雖
然
如
此
，

試
圖
由
觀
光
業
至
手
工
業

，

來
結
合
為
整

體
的
觀
光
產
業

，

卻
還
無
法
在
蘭
嶼
展
間

，

它
還
有
長
遠
的

路
要
走
。
至
少
在
觀
光
產
業
興
盛
起
來
以
前
，
手
工
業
也
難

以
因
此
興
盛
。
而
如
何
苦
造
一
個
尊
重
當
地
文
化

、

保
存
傳

統
，
而
又
適
合
觀
光
的
蘭
嶼
也
就
變
成
必
要
的
課
題
。

52 



人
資
本
壟
斷
。
這
便

是
討
論
民
宿
的
開
始
。

氏
、
宿
問
題
的
討
論

有
關
氏
宿
的
討
論

，

在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第
一
階

段
中
即
有
過
探
討
。
當
時
對
氏
宿
有
如
下
的
觀
點

.. 

一
、
建
立
經
營
者
的
理
念
及
經
營
者
和
社
區
的

關
係
﹒
.

蘭
嶼
擁
有
豐
富
的
自
然
資
源
和
充
滿
生
活
智

慧

的
優
質
文
化
，

應
該
發
展
不
同
於

一
般
型
態
的
觀
光

方
式
，
所
以
，
民
宿
剛
開
始
經

營
時
，

應
對
顧
客
有

所
篩
選
，
將
會
是
一
種
良
性
互
動
的
開
始
與
發
展
，

往
後
便
有
很
好
的
依
循
，
可
在
各
學
校
建
立
行
銷
網

，
針
對
研
究
生

、

文
化
工
作
者
、

學
術
團
體
，

給
他

們
訊
息
讓
他
們
知
道
，
在
這
裡
有
不
同
於
台

灣
的
旅

遊
'

如
夏
季
|

大
自
然
原
始
生
態
之
旅
，
冬
季

|

深

度
人
文
之
旅
，

甚
至
事
先
有

影
片

、

幻
燈
片
、

專
業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
經
過
傳
承
研
習
後
的
手

工
藝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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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覽
解
說
。
另
外
，

利
用
上
網
路
的
行
銷
方
式
，
也
可
以
對
氏
宿
的
客
戶
有
所
篩
選
〈
上
網
路
的

人

應
較
能
接
受
高
品
質
的
深
度
旅
遊
〉
所
以
，
深
度
旅
遊
除
了
享
有
休
閒
旅
遊
之
樂
趣
外
還
有
知
識

、

文
化
的
學
習
與

體
驗

，
是
較
適
合
蘭
嶼
推
展
的
觀
光
方
式
。

一
一
、
開
辦
導
遊
解
說
班.. 

開
這
個
班
有
兩
個
目
的
.. 

培
訓
本
地
的
專
業
解
說
員
，
針
對
當
地
有
興
趣
從
事
解
說
工
作
的
居

民
加
以
訓
練
，
經
過
專
業
訓
練
一
段
時

日

後
，
培
養
一
些
優
良
的
解
說
員
，
藉
由
課
程
的
學
習

，
使

他
們
更
深
入
去
認
識
自
己
生
活
的
環
境

、

暸
解
本
族
文
化
的
珍
貴

，
進
而
成
為
維
護
家
圓

的
尖
兵
;

另
外
，
去
說
服
島
內
的
兩
家
旅
行
社

，

派
員
參
加
這
個
班

，

讓
他
們
有
專
業
的
解
說
技
巧
，
日
後
帶

領
觀
光
客
到
各
部
落
能
有
正
確

的
導
向
、

專
業
的
解
說

，
避
免
錯
誤
不
實
的
導
覽
造
成
誤
解
。

而
且

，

可
以
編
印
旅
遊
簡
介
，
內
容
有
重
點
地
圖

、
文
化
資
源
概
略
圈
，

中

、

高
難
度
的
自
然
探
險
等
。

文
化
、
自

然
圖
書
館
有
專
業
的
解
說
員
常
駐
，
亦
可
創
造
當
地
的
就
業
機
會
，
減
少
青
壯

人
口
的
外

云
心
。

三
、
當
地
住
民
的
覺
醒

本
地
原
住
氏
的
覺
醒

乃
是
關
鍵
之
鑰
'
只

要
有
人
關

心
自
己
生
長
的

土
地
，
不
離
棄
自
己
的
根

，

家
園
的
生
機
重
現
就
有
希
望
。
如
阿
里
山
原
住
民
自
叩
門
見
到
只
有
自
己
人
站
起
來
才
能
維
護
自
己
的

家
間
，
於
是
，
為
保
育
家
鄉
的
生
態
而
封
山

，

甚
至
自
組
巡
邏
隊
巡
邏

，

終
於
過
止
自
然
生
態
繼
續

為
人
摧
殘
的
悲
劇
，

所
以
，
一
定
要
自
覺
才
會
自
己
面
對
，
克
服
問
題

，

才
能
重
燃
族
群
的
生
命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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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尊
重
、
匯
集
不
同
階
層
的
意
見

在
目
前
部
落
老
人
的
急
遮
凋
零
的
危
機
中
，
應
多
聽
聽
老

人
對
民
宿
的
看
法

、

家
鄉
一
些
事
情

的
見
解
或
提
出
批
判
，
不

僅
能
增
加
互
動
程
度
，
也
能
汲
取
老
者
的

智
慧
。
年
輕

人
也
可
組
讀
書
舍

，

一
組
讀
本
島
以
外
的

書
、

一
組
讀
自
己
族
群
的
書
，

一
年
半
後
結
合
國
際

人
士
召
開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藉
此
加
重
政
府
注
意
本
地

人
，
離
開
家
鄉
謀
生
的

人
也
才
會
付
出
時
間
關
注
在
自
己
的
家
鄉

，

漸
漸
集
結
一
些
有

心
的
人
全
力
動
員
起
來
。

很
多
想
法
計
書
一
確定
是
本
地
人
的
意
思
，
便
可
蒐
集

資
料
，

整
理
、

彙
總
、

作
計
畫
書
主
報

、

申
請
經
費
。
我
們
亦
可
主
動
與
學
者

、

研
究
生
合
作
，

提
出

研
究
計
畫

，
如
此
，
一
筆
研
究
經
費
兩

用
，
既
可

讓
他
們
作
研
究

，

亦
可
提
高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計
畫
的
可
行
性
，
一
舉
兩
得
。

五
、
妥
善
運
用
大
眾
媒
體
與
形
象
之
塑
造

媒
體
造
勢
也
是
一

種
方
法
。
如
果
蘭
嶼
創
造
出
來
的
形
象
是

文
化
性
的
、

深
度
的
、

精
緻
的
觀

光
據
點
，
那
麼
被
吸
引
的
觀
光
客
應
該
也
是
有
較
高
生
活
品
質
要
求
的

人
，
自
然
就
懂
得
欣
賞
與
保

護
蘭
嶼

，
所
以
塑
造
形
象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一
環
。

至
於
遊
客
想
住
哪
一
一
種
房
子
，

傳
統
屋
、

改
良
式
傳
統
屋
、

鋼
筋
混
泥
土
建
物
?

最
重
要
的
應

該
是
讓
遊
客
們
覺
得
來
這
一
趟
是
不
虛
此
行

，

讓
他
們
知
道
來
這
裡
要
看
什
麼
，

知
道
什
麼
，

帶
什

、國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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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回
去
，
而
我
們
給
他
們
什
麼
，
也
決
定
他
們
是
否
覺
得
值
得
再
來
。
文
化
的
東
西
其
實
是
可
以
杜

撰
、

創
造
的
，
所
以
，
在
於
動
態
的
表
達
，
不
一
定
是
靜
態
的
，
要
讓
他
們
看
到

、

體
會
到
、

氣
氛

要
管
造
出
來

，
因
為
冒
著
班
機
延
誤
時
間
的
風
險
，
到
這
袒
來
只
想
吹
冷
氣

、

打
牌
的
人
很
可
惜
是

可
想
而
知
的
。
今
天
傳
統
屋
的
介
紹
其
實
就
很
震
撼
了
，
是
不
是
住
原
始
屋
倒
不
是
很
重
要
，
至
於

在
美
國
印
地
安
區
原
始
木
屋

、

現
代
建
屋
並
列
，
原
始
小
木
屋
人
滿
為
患
，
現
代
建
物
反
而
乏
人
問

安
干
。

另
外
，

參
考
世
界
原
住
氏
氏
宿
如
何
推
動
經
營
，
可
以
去
申
請
經
費
，
蒐
集
這
方
面
的
資
料
，

要
一
些
影
帶
回
來
播
放
或
舉
辦
觀
摩
活
動
，
以
激
發
更
多
的
想
法
。
其
實
教
育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工
作

，
把
獲
得
的
知
識
經
驗
教
給
島
上
居
氏

，
在
推
動
上

會
更
得

心
應
手
。

到
了
總
體
管
造
第
二
階
段
，
民
宿
的
觀
念
日
漸
成
形
，
乃
決
定
成
立
「
氏
宿
發
展
委
員
會
」
，

有
關
氏
宿
的
收
費
標
準

、

汽
機
車
出
租
費
用
、
回
饋
金
的
收
取
等
，
都
由
民
宿
發
展
委
員
會
會
議
來

決
定
。
但
其
實
際
運
轉
情
況
與
檢
討
，
則
有
待
進
一
步
的
觀
察
。

文
化
與
老
房
子
的
保
存
(
野
銀
部
落
)

一
如
序
論
中
所
描
述
的
，

蘭
嶼
正
因
海
砂
屋
的
補
助
款
每

-
J尸
有
四
十
五
萬

元
而
進
入
改
建
房

子
的
熱
潮
中
。
往
好
的
方
面
看
，
達
悟
族
人
有
較
新
的
房
子
可
住
，
現
代
化
建
築
可
取
代
以
往
的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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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國
宅
，
尤
其
國
宅
早
因
海
砂
屋
問
題
而
破

舊

不
堪
，
趁
這
個
機
會
，
建
新
房
子
，
對
雅
美
人
是

一

件
重
要
的
事

。

許
多
年
輕
人
都
回
到
家
鄉
，
投
入
建
設
新
家
園
的
行
列
，
蘭
嶼
有
一
種
前
所
未
有
的

年
輕
感
。

然
而
，
新
建
築
的
樣
態
卻
帶
來
傳
統
屋
消
失
的
危
機

。

以
現
在
的
朗
島
為
例
，
幾
乎
家
家
戶
戶
都
在
建
新
房
子
，
但
這
些
年

輕
人
事
實
上
早
已
習
慣
於

台
灣
社
會
的
建
築
'
他
們
在
台
灣
島
上
所
從
事
的
工
作
，
大
多
是
建
築
工
地
的
重
體
力
勞
動
，
最
熟

悉
的
建
築
樣
態
，
也
是
台
灣
漢
人
社
會
的
透
天
厝
'

鋼
筋
水
泥
所
構
成
，
因
而
他
們
是
以
漢
人
所
難

以
想
像
的
方
式
在
進
行
新
房
子
的
重
建

。

在
朗
島
，
幾
乎
兩
個
人
就
足
以
建
起
整
個
三
層
樓
的
房
子
，
包
括
了
綁

鋼
筋
、

內
部
裝
修
等
。

而
建
築
的
模
式
則
大
多
是
透
天
厝
的
翻
版

，

除
了
在
門
楣
、

裝
飾
上
還
留
有
傳
統
雅
美
族
的
裝
飾
性

圖
案
外

，

幾
乎
已
與
傳
統
建
築
無
關
。

在
蘭
嶼
，

傳
統
建
築
為
了
抵
擋
夏
日
的
強
烈
颱
風
，
房
子
是
建
築
在
向
下
挖
間
的
地
底
下

，

屋

頂
則
幾
與
地
平
線
齊

，

如
此
海
風
與
颱
風
不
會
侵
襲
瓦
解
屋
頂
。
但
此
種
建
築
的
最
不
方
便
是
排
水

，

且
全
家
人
住
在
一
處

，

生
活
起
居
相
當
不
方
便

。

但
新
建
築
則
可
以
有
現
代
化
的
各
種
措
施

，

包

括
水
電
、

電
話
等
，
如
此

，

誰
願
意
重
回
老
建
築

，

或
以
老
建
築
的
方
式
來
建
新
房
子
呢
?

﹒

事
實
上
，
蘭

嶼
最
重
要
的
傳
統
建
築
'
大
多
保
留
在
朗
島
與
野
銀
二
部
落

。

朗
島
因
傳
統
屋
與

現
代
建
築
交
錯
，
並
未
形
成
一
個
建
築
群
落
的
整

體
，

要
保
存
起
來
，

似
乎
有
困
難
，
整
體
景
觀
也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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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如
野
銀
那
樣
完
整
。
但
野
銀
也
陷
入
兩
難
。
這
是
由
於
政
府
補
助
的
海
砂
屋
規
定
為
四
十
五
萬
元

，
每
一
片
都
有
，

但
土
地
要
自
己
有
才
行
。
而
野
銀
的
土
地
有
限
，
如
果
要
改
建
，
勢
必
要
拆
除
原

本
的
傳
統
屋

。
但
恰
恰
是
野
銀
保
留
著
蘭
嶼
最
多

也
最
完
整

的
傳
統
屋
。

也
有
人
提
議
由
鄉
公
所
提
供
另

一
塊
土
地
，
讓
野
銀
部
落
可
以
在
新
土
地
上
建
新
房
子
，
但
這

樣
的
地
點
顯
然
不
容
易

尋
找

，
因
達
悟
族
的
土
地
制
度
與
傳
統
土
地
使
用
方
法
，
本
就
複
雜
，
有
些

地
方
為
祖
先
埋
葬
地
，
有
些
地
方
為
其
它
部
落
所
有
的
農
地
，

尋
找
起
來
異
常
困
難

。
但
如
果
不
迅

速
處
理
，
最
後
可
能
連
野
銀
這
一
片
無
比
重
要
的
傳
統
建
築
保
有
地
都
可
能
消
失
。

但
這
就
涉
及
到
野
銀
部
落
當
地
人
的
意
願
'
非
政
府
所
可
以
進
行
，
最
後
只
能
透
過
地
方
上
的

溝
通
，
讓
野
銀
部
落
的
人
了
解
可
以
因
保
存
傳
統
建
築
而
生
存
，
甚
至
發
展
為
重
要
的
文
化
觀
光
重

點
。
然
而
，
在
傳
統
建
築
/
觀
光
/
尊
重
當
地
人
意
願
之
間
，
卻
還
未
找
到
平
衡
點
。
目
前
仍
在
徬

徨
拉
鋸
之
中
，
無
法
定
案
。

在
社
區
總
體
管
造
小
組
所
召
開
的
三
次
野
銀
部
落
會
議
中
，
有
野
銀
部
落
長
老
意
見
看
法
的
記

載
，
或
許
可
供
參
考

.. 

• 

在
我
們
過
去
的
日
子
裡
我
們
就
已
會
整
理
四
週
的
環
境
，
從
以
前
到
現
在
就
已
做
了
，
就
目
前
的

環
境
而
言
，
我
們
一
定
要
把
垃
圾
清
理
乾
淨
。

﹒

如
果
收
門
票
，
國
家
公
園
又
來
到
這
裡
'
要
怎
麼
辦
呢
?

﹒

要
表
決
意
見
，
好
的
就
接
納
，
不
好
的
就
不
採
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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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要
補
助
，
自
己
先
整
理
乾
淨

。

﹒

如
果
我
們
真
的
同
意
，
不
會
走
馬
上
就
有
錢
，
照
這
樣
做
下
去

，

我
們
就
可
以
申
請
牌
照
了
。

﹒

由
我
們
部
落
自
己
做
，
不
要
有
外
來
的
人
加
入
，
各
位
村
民
這
個
人
會
議
很
好
，
因
這
是
我
們
部
落

自
己
要
建
立
起
來
的
組
織

。

﹒

每
次
有
觀
光
客
進
入
蘭
嶼
時
，

我
們
的
部
落
都
沒
有
收
入

，

很
遺
憾
。

﹒

很
多
人
都
來
幫

助
我
們

，
我
們
要
感
謝
。

﹒

只
要
有
入
口
就
可
以
了
，
不
要
將
我
們
的
部
落
圍
起
來
。

﹒

奉
獻
箱
和
收
門
票
不
同
。

﹒

當
我
們
的
部
落

『包
起
來
後
，
是
否
會
有
國
家
公
囡
呢
?

﹒

我
們
和
台
灣
的
風
土
民
情
不
同
，
我
們
要
做
自
己
的
，
獨
立
作
自
己
部
落
的
特
色
，
現
在
還
有
傳

統
住
屋
，

以
後
老
人
家

一
個
各
凋
零
以
後
，
加
上
年

輕
人
又
不
願
住
傳
統
屋

，
還
會
有
人
來
觀
光

嗎
?觀

光
客
進
入
部
落
時
，

只
參
觀
前
面
的
傳
統
住
屋

不
會
到
後
方
去
，

因
為
傳
統
住
屋

的
建
築
架

構
都
是
統
一

的
蓋
法
。

.

我
不
贊
成
收
費
，
如
果
以
後
傳
統
住
屋
漸
漸
朽
壞
消
失
後
，
還
要
收
費
嗎
?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59 



被
遺
忘
的
島
嶼

﹒

大
家
都
有
意
見
，
有
人
說
要
收
、
有
人
說
不
收
，
看
法
不

一
，
如
果
真
要
實
施
收
費
，
觀
光
客
會

進
來
嗎
?

﹒

如
果
觀
光
客
知
道
要
收
門
票
，
他
們
還
在

回

來
觀
光
嗎
?

﹒

部
落
要
不
要
維
護
或
保
存
，
又
怎
樣
保
存
?

﹒

希
望
透
過
這
次
的
討
論
與
表
決
後

，
大
家
應
該
一
起
來
關
心
我
們
野
銀
部
落
的
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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