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

迷
人
的
古
老
‘
冬
冬
瓜
|

「
金
山
面
」

一
九
九
七
年
冬
日
午
後
，
我
們
追
索
著

「金
山
面
」
眾
落
的
遺
跡
，
而
來
到
了
新
什
市
通
往
什

束
間
最
繁
忙
的
光
復
路
上
。
令
人
難
以
想
像
，
在
接
近
曾
聞
名
全
台
的
新
兵
訓
練
中
心

「關
東
橋
」

附
近
，
幾
乎
已
為
店
樓
梯
宇
所
淹
沒
的
繁
榮
市
街
背
後
，
也
曾
蘊
藏
著
一
段
曲
折
而
迷
人
的
故
事
。

閩
、
客
、
外
省
移
氏
共

處
的
多
語
言
生
活
困

煙
塵
喧
囂
，
車
陣
窒
塞
，
就
在
離
光
復
路
與
介
壽
路
交
角
不
遠
一
帶
，
眾
人
停
下
了
車
，
經
過

南
倒
巷
內
金
山
里

吳
慶
杰
里
長
所
閉
的
佑
豐
行
米
店
，
尋
覓
著
曲
折
的
路
徑
穿
梭
而
行
。
不
同
於
大

路
旁
客
家
人
群
集
的
高
大
商
店
，
隔
著

「新
什
市
東
區
金
山
社
區

」
綠
色
鐵
架
牌
樓
之
後
映
入
眼
簾

的
，
乃
是

一
處
較
為
依
矮
而
參
差
的
居
舍
。
掛
在
鐵
架
左
下
角
的
兩
塊
牌
子
之
一
，
久
歷
風
雨
的
木

板
上
刻
著

「陸
光
新
村
自
治
會

」
的
字
樣
，
清
楚
地
傳
達
了
這
是
一
處
老
舊
眷
村
的
訊
息
。
陽
光
斜

懶
，
不
遠
處
忽
爾
斷
續
傳
來
的
外
省
老
人
與
婦
人
們
渾
厚
的
鄉
音
，
使
人
不
禁
對
在
地
族
群
歷
史
感

到
好
奇
，
社
區
工
作
室
的
陳
板
告
訴
我
們
，

「金
山
面

」
早
先
雖
曾
是
客
家
人
居
住
之
地
，
但
在
加

入
了
五
0
年
代
眷
村
移
民
(
居
住
於

「陸
光
新
村

」
與

「中
興
新
村

」
)
、
以
及
八
0
年
代
後
進
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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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市
的
交
通
大
動
脈
光
復
路
及
拓
寬

後
的
介
壽

路

(
金
山
面
大
道
)

d
『

科
學
園
區
工
作
而
新
近
移
住
的
福
佬
人
(
主
要
居
住
於

「科

園
社
區
」
與

「康
而
富
社
區

」
等
地
)
後
，
已
成
為
當
今
新

什
市
轄
區
內
唯
一
一
處
客

、

問
與
外
省
移
民
共
處
之

地
，
眾
聲
喧
嘩
，
可
說
是

台
灣
多
語
言
社
會
的
一
個

縮
影
。穿

過
眷
村
小
道
，
出

現
在
眼
前
的
，
是
一
座
巍

峨
高
大
的
金
山
里
集
會
所

，
科
學
園
區
就
在
南
邊
的

不
遠
之
處
。
過
去
周
邊
原

有
的
青
翠
山
嶺
，
一
處
處

原
本
起
伏
的
埠
塘
與
看
天

田
、
一
座
座
見
證
著
古
老

流
光
的
老
宅
與
伯
公
廟
，

今
已
不
復
見
。

陸
光
新
村

一
景
。



望
著
這
已

被
重
劃
道
路
切
割
的
地
景
，
難

以
想
像
「
金
山
面
」
以
前
的
面
貌
。
經
歷
一
番

波
折
，

終
於
在
集
會
所
一
旁
的
小
室
中
找
到
了

社
區
營
造
固
隊
暫
時
落
腳
的
工
作
室
。
工
作
室

外
不
遠
的
布
告
欄
上

，

靜
躺
著
一
期
期
的
《
金

山
面
社
區
報
》
以
及
相
闊
的
文
宣
，
在
這
里
，

以
楷
字
及
隸
體
書
寫
的
「
金
山
面
」
三
個
字
映

入
了
我
們
的
眼
簾
。
相
對
於
因
新
兵
訓
練
中
心

而
廣
為
人
所
傳
誦
的
後
起
地
名
「
關
東
橋
」
'

「
金
山
面
」
一
度
是
個
歷
史
名
號
，
除
了
在
寶

山

路
上
新
竹
客
運
的
站
牌
上
還
保
留
了
這
個
古

地
名
外
，

就
只
能
在
老
地
圖
上
一
親
它
的
芳
澤

。

直
到
九

0
年
代
，
一
群
從
事
社
區
營
造
工
作

、

充
滿
熱
情

的
年
輕
人
在
地
方
實
踐
中
又
重
新

地
發
現
了
它
，

使
這
老
地
名
又
再
度
鮮
活
地
回

到
了
人
們
日
常
生
活
記
憶

一哀
。

群
單
於
金
山
里
集
會
所

附
近
的
眷
村
老
人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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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般
地
名
?
有
風
水
的
象
徵
和
宗
教
的
信
仰

經
由
持
續
地
探
詢
，
我
們
約
略
知
道
了
「
金
山
面
」
是
一
個
起
源
相
當
久
遠
的
地
名
，
至
遲
在

清
雍
正
十
一
年
(
西
元
一
，
七
三
二
年
)
淡
水

廳
同

知
徐
治
民
「
k
l

地
」
建
造
什
塹
城
時
即
已
悠
然
地

出
現
。
在
當
時
漢
人
的
眼
中
，
位
於
什
塹
城
(
新

什
)
東
南
邊
緣
的
山
丘
群
|
金
山
面
山
系
(
包
含

了
水
仙
崙
與
金
山
面
山
)
，
是
什
塹
城
理
想
風
水

的
少
祖
山
(
靠
山
)
所
在
.. 

其
向
西
透
造
成
水
仙

崙
、
鹿
仔
坑
、
坪
埔
頂
、
風
吹

華
崎
(
今
仙
宮
里

東
南
緣
，
為
科
學
園
區
工
業
區
)
等
紅
土
台
地
、

十
八
尖
山
和
枕
頭
山
;
向
北
則
延
伸
為
風
空
、
柯

壢
山
、
柴
梳
山
及
黃
金
洞
山
(
原
條
小
山
丘
，

經

整
平
後
改
建
國
宅
，
為
仁
風
社
區
)
。
「
金
山
面

」
即
是
夫
於
這
兩
條
「
人
」
字
狀
台
地
面
之
間
一

處
地
勢
平
坦
的
地
面
，
龍
脈
靈
動
，
其
自
東
南
向

西
北
傾
斜
而
降
，
由
什
塹
城
遠
望
，
有
如
「
形
開

科
學
圍
區
一
景
。



金
山
里
集
會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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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面

」
之
狀
，
故
被
暱
稱
為

「金
山
面

」
。

除
了
風
水
象
徵
上
之
傳
承
，

「金
山
面

」
一
辭
更

烙
印
著
世
代
居
民
脈
脈
生
活
的
具
體
痕
跡
。
誠
如
清
大

教
授
李
丁
讚
等
的
調
查
研
究
指
出
，

「金
山
面

」
並
不

是
一
個
以
現
行
行
政
區
劃
作
為
區
隔
的
地
域
單
位
，
而

是
遙
指
著
一
處
曾
經
存
在
過
的
生
活
區
域
。
它
是
一
個

以

「金
山
寺
」
為
信
仰
中
心
的
生
活
地
域
。
以
人
類
學

家
慣
常
使
用
的
話
來
說
，
即
是

「金
山
寺
祭
把
圈
」
?

約
略
包
含
了
目
前
新
什
市
的
金
山
里
、
仙
水
里
、
科
園

里
、
關
東
里
、
龍
山
里
(
部
份
)
、
新
莊
里
(
部
份
)

，
以
及
新
什
縣
的
大
崎
(
部
份
)
、
雙
溪
(
部
份
)
和

什
中
(
部
份
)
一
帶
，
恰
巧
位
於
新
什
縣
市
的
兩
條
主

要
河
川
頭
前
溪
與
客
雅
溪
流
域
之
間
的
地
區
。

什
塹
地
區
開
發
的
行
動
雖
早
在
清
康
熙
年
問
即
已

開
始
，
沿
著
今
天
新
什
市
香
山
區
一
帶
北
仲
至
頭
前
溪

流
域
、
什
北
市
部
份
地
區
、
乃
至
於
什
塹
城
北
邊
的
湖

口
、
以
及
什
塹
城
東
邊
的
樹
紀
林
與
九
苛
林
(
今
苛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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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
等
地
，
在
清
初
雖
已
陸
續
充
斥
著
漢
人
一
步
一
腳
印
的
足
跡
，
然
而
，
遠
在
什
塹
東
南
邊
角

的
金
山
面
，
在
當
時
卻
仍
屬
於
漢
人
眼
中
「
未
開
化
」
的
蠻
荒
之
地
。
清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
西
元
一

七
六
一
年
)
所
建
，
用
以
隔
絕
漢
番
界
域
的
土
牛
溝
即
在
金
山
面
的
北

邊
遠
進
而
過
，
自
今
日
什
東

鎮
員
山
仔
，
經
金
山
面
與
柴
梳
山
接
壤
處
(
今
日
光
復
路
與
介
壽
路
附
近
)
、
埔
頂
(
今
科
學
園
區

污
水
處
理
廠
)
、
石
頭
坑
(
今
清
革
大
學
棒
球
場
)
、
雞
蛋
面
、
巡
司
埔
(
今
什
連
寺
一
帶
)
、
隙

仔
(
今
明
湖
路
和
食
品
路
間
)
等
地
向
南
坑
蜓
延
伸
。
一
如
台
灣
北
部
的
許
多
地
方
，
金
山
面
在
漢

人
入
墾
之
前
，
乃
是
平
埔
族
道
卡
斯
族
什
塹
社
的
活
動
範
園
，
被
劃
歸
為
平
埔
族
原
住
氏
的
番
田
或

獵
場
所
在
。
甚
早
歸
附
清
朝
的
竹
塹
社
原
位
氏
，
在
這
塊
被
清
政
府
界
定
為
土
牛
溝
以
束
的
山
嶺
保

護
之
地
，
悠
哉
地
過
著
以
捕
、
反
、
馴
牛
、
以
及
粗
放
淺
種
為
主
的
早
田
游
耕
式
生
活
。

二
百
二
十
餘
年
前
，
粵
人
開
始
開
墾
金
山
面

漢
人
在
金
山
面
的
入
墾
，
直
至
清
乾
隆
晚
期
方
才
開
始
。
華
路
藍
縷
，
在
林
合
成
墾
舖
(
問
粵

合
資
)
的
支
持
下
，
粵
籍
人
士
林
特
魁
於
清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
西
元
一
七
七
二
年
)
左
右
向
什
塹
社

原
住
民
開
墾
了
包
括
金
山
面
在
內
的
厚
力
林
一
帶
山
場
(
即
柯
仔
壢
莊
，
今
什
束
鎮
柯
湖
里
)
，
並

於
清
乾
隆
四
十
八
年
(
西
元
一
七
八
三
年
)
招
募
徊
戶
開
墾
成
田
園
，
遞
年
完
納
番
租
，
從
而
展
開

了
漢
人
對
金
山
面
地
區
脈
脈
進
發
的
冒
險
行
動
。
其
後
，
陸
續
有
漢
人
如
鄭
應
春
和
吳
卻
等
白
什
塹

社
原
住
民
處
取
得
了
當
地
或
耽
鄰
地
區
開
墾
的

權
力
，
清
嘉
慶
二

十
年
(
西
元
一
八
一
五
年
)
郭
勃



、

陳
和
中

與
蘇
正
月
三
姓
墾
戶
(
問
人
出

資
)
的
入
墾
更
引
起
了
其
與
原
先
墾
戶
林

特
魁
等
對
墾
權
長
達

十
數
年
的
爭
訟
。
可

見
，
清
政
府
雖
欲
透
過
屯
番

、

保
留
番
地

之
舉
動
遂
行

「
以
(
熱
)
番
制
(
生
)
番

」

的
政
策
，
終
究
阻
擋
不
了
漢
人
對
於
官
方

禁
忌
之
地
的
冒
臉
進
逼
，
漢
移
民

、

平
埔

族
什
塹
社
人
與
賽
夏
族

、

泰
雅
族
人
於
是

在
金
山
面
這
處
化
外
之
地
展
開
了
持
續
多

年
的
生
存
競
爭
。

郭
、

陳
、

蘇
入
墾
所
掀
起
的
墾
權
糾

紛
，

直
接
造
成
了
隘
務
廢
抱

、

番
害
無
法

排
除
的
結
果
。
此
一
糾
紛
雖
終
於
在
清
道

光
五
年
(
西
元

一
八
二
五
年
)
落
幕
，
卻
已

使
得
金
山

面

一
帶
墾
務
的
推
動
難
有
進
展

，
來
自
生
番
的
威
脅

一
而
再
地
驅
散
了
開

8 

清
代
淡
水
廳
全
圍
中
司
見
金
山
面
之
地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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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
的
成
果
。
自
乾
隆
年
間
(
尤
其
是
什
塹
築
城
後
)
即
一
直
是
什
塹
地
區
居
民
死
後
葬
身
處
所
之
一

的
金
山
面
諸
墾
地
，
在
郭
、
陳
、
蘇
於
道
光
九
年
將
大
半
土
地
責
予
淡
水
同
知
李
慎
弄
捐
作
為
義
塚

地
後
，
淪
為
一
般
民
眾
墳
葬
之
處
。
此
種
情
況
直
至
金
廣
福
大
隘
於
清
道
光
十
四
年
(
西
元
一
八
三

四
年
)
成
立
後
方
才
改
觀
，
藉
由
武
力
作
為
後
盾
，
金
廣
福
接
管
了
本
處
的
隘
務
，
並
與
什
塹
東
南

山
區
其
他
各
隘
形
成
半
包
圍
的
防
禦
線
，
全
面
地
防
拷
生
番
、
改

變
了
原
先
慘
淡
經
營
的
情
況
，
使

得
漢
人
的
開
墾
從
此
進
入
了
一
個
相
對
穩
定
的
局
面
。
爾
後
，
金
廣
福
更
往
山
區
墾
殖

9

將
金
山
面

既
成
之
田
園
，
泰
半
責
予
了
什
塹
城
中
的
北
門
鄭
家
(
閑
人
)
，
鄭
家
乃
在
金
山
寺
附
近
設
置
了
冷

泉
別
墅
，
其
中
曲
徑
環
花

、

古
榕
巨
石
，
又
有
冷
泉
圍
繞
，
頗
當
天
然
幽
雅
之
趣
，
被
雅
稱
為
什
縣

八
豆
子
之
一

日
據
以
後
，
金
山
面
除
了
部
份
土
地
被
保
留
為
公
墓
用
地
外
，
北
門
鄭
家
的
土
地
因
經
營
不
善

，
大
部
分
貴
予
了
帝
國
製
糖
株
式
會
社
新
什
製
糖
所
作
為
甘
蕉
種
植
的
原
料
區
，
並
在
戰
後
一
度
劃

歸
為
台
糖
用
地
。
到
了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
除
一
部
份
土
地
被
改
為
陸
軍
新
兵
第
一
訓
練
中
心
與
坪
埔

營
房
外
，
其
餘
大
部
分
土
地
則
放
領
予
原
先
的
客
籍
個
農
，
長
久
以
來
辛
勤
勞
動
的
個
戶
們
終
於
成

了
金
山
面
土
地
的
具
正
主
人
。

綜
觀
這
一
連
串
漢
人
越
過
土
牛
紅
綠
的
開
墾
過
程
，
雖
說
是
間
粵
合
資
、
甚
或
閑
人
獨
資
所
促

成
的
行
動
，
然
而
粵
籍
客
家
移
民
往
往
扮
演
了
開
發
的
最
主
要
角
色
。
開
墾
的
土
地
權
力
雖
多
掌
握

在
什
塹
域
中
的
問
籍
地
主
手
中
，
但
實
際
往
金
山
面
等
保
留
地
進
發
、
並
在
當
地
從
事
農
墾
勞
動
的



望公為
。廟鄭
，姓
零外

落 ，
的其
香餘

煙多

，為
長雜
伴姓
著，
一每
旁個
的庄
蓊頭
蓊有

巨各

木白

，耕
訴種口 1
說的 ρ

ZZZ 鴨還阻A__wF 伯
來 , 、區單單單單曾聽團圓圓圓國蜀r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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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之心血-TH 
車駕豆豆平下支地積據室主 zz 籍
與在頭過埔庄名區累點形是戶主客
神田除 十 頂、上逐'的態藉在現家
民間了來等柯庄漸金。以由金的移
的一風戶庄壢)形山隨作 「 山集民
深角空 、 頭口、成面著為散面村。
層的一一，、下了廣時間庄 、的形不
企伯地般每風田頂大間發 」 拓式像

除
了
日
據
時
代
一
度
興
起
、

而
於
五
0
年
代
旋
即
沒
落
的
地
方
性
產
業

|
「
金
山
面
窯
業

」

以
及
五
、

六
0
年
代
陸
續
興
起
的
電
燈
泡
工
廠
及
聖
誕
燈
泡
代
工
生
產
，
居
住
於
金
山
面
的
客
家
個

d
紅
布
與
綠
樹

刊



戶
們
長
久
以
來
總
是
拼
手
脈
足
地
在
這
塊
貧
癖
的

土
地
上
努
力
地
從
事
著
農
耕
的
工
作
，
靠
著
看
天

田
種
植
著
稻
米
、
甘
蕉
、
茶
葉
和
水
果
等
不
甚
豐

饒
的
作
物
。
由
於
位
處
於
台
灣
僅
有
兩
處
以
埠
塘

為
灌
溉
地
域
的
台
地
之
一
，
大
大
小
小
的
埠
塘
可

說
是
當
地
人
靠
天
吃
飯
賴
以
維
生
的
水
源
命
脈
.. 

每
一
口
埠
塘
都
有
一
群
人
靠
它
維
生
、
幾
乎
都
有

著
它
自
己
專
門
的
名
字
，
例
如
鬼
仔
埠
、
四
方
埠

、
大
埠
、
下
田
寮
埠
(
水
龍
區
)
、
肚
兜
埠
、
什

嵩
埠
、
蛇
壟
埠
(
雙
連
埠
)
等

3

多
半
因
形
狀
而

得
名
，
也
都
有
著
它
獨
特
而
說
不
完
的
故
事
，
例

如
蛇
壟
埠
即
有
著
關
於
河
南
兵
的
傳
間
，
一
再
牽

引
著
居
民
們
魂
牽
以
伴
的
生
命
情
懷
。

開
山
伯
公
下
的
緊
會
。



伯
公
廟

、
金
山
寺
、
義
氏
廟
，
居
民
的
信
仰
生
活
中
心

紅
布
與
綠
樹

這
些
小
小
的
客
家
庄
頭
，
除
了
各
自
的
伯
公
(
土

地
公
)
信
仰
外
，
更
在
清
末
之
際
逐
漸
形
成
了
一
個
以

「金
山
寺

」
為
信
仰
中
心
的
完
整
祭
把
圈
。
於
漢
人
入

墾
之
初
即
已
草
創
的
金
山
寺
，
舊
名
香
蓮
﹒
尾
，
、
花
奉
著

地
域
色
彩
較
不
明
顯
的
觀
音
佛
祖
，
暗
示
了
當
地
開
發

過
程
中
間
粵
合
作
的
特
殊
現
象
。
其
於
同
治
年
間
一
度

改
建
為
靈
泉
寺
，
吸
引
了
相
當
多
來
自
於
什
塹
域
的
文

人
墨
客
在
此
品
茗
?
美
其
名
為

「靈
泉
試
茗

」
。
直
至

清
光
緒
十
五
年
(
西
元
一
八
九

0

年
)
，
經
什
塹
仕
紳

林
汝
梅
捐
款
重
建
後
，
寺
容
一
新
，
方
才
改
稱
為

「金

山
寺

」
?
寺
右
即
為
北
門
鄭
家
的
避
暑
聖
地
冷
泉
別
墅

，
金
山
寺
的
香
火
於
是
盛
極
一
時
，
除
了
是
著
名
的
名

勝
外
，
更
是
金
山
面
一
帶
客
籍
人
士
的
信
仰
中
心
。
惜

哉
此
一
盛
況
在
日
據
以
後
因
為
戰
禍
而
無
以
為

繼
。

五
十
年
代
初
，
農
業
改
良
場
人
員
、
眷
屬
與
當
地
居
民
合
影

。

日
軍
攻
台
一
役
，
金
山
面
一
帶
曾
是
日
軍
進
攻
什



牛
車
、
豬
舍
、
家
禽
、
未
理
訴
說
著
金
山

面
居
民
曾
經
以
農
業
維
生
的

古
老
故
事
。

.,., 

徵年氏家有淪香原集的金楊。為，度帶塹

地科國廟管為火，資閩山標其戰金攻官城
事學六。理一不卻重考面去後火山防若望
件園十直員座再從建仝唯當雖所寺易 fFT

後區七到的只，此復之二一時經毀遂手內穴
間陣

義地
軍，

又桐
曾後

據新
以什

為城
反失
攻守
之後
士也 , 
要在新

，什
幾- 14 

茶
業
曾
為
金
山
面
重
要
的
產
業
，
日
人
因
此

曾
設
立
7
茶
葉
製
造
組
合
工
場
。



方
才
有
了
轉
機
。
在
該
事
件
中
，
其
雖
一
度
被

列
為
工
業
位
宅
用
地
，
惟
在
當
地
居
民
反
對
後

，
終
得
倖
免
於
難
，
而
逆
轉
成
為
三
級
古
蹟
(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正
式
公
告
)
，
從
此
香
火
日
益

興
盛
，
不
僅
光
明
燈
點
亮
的
數
量
大
增
，
殿

、房

亦
有
所
增
建
，
頗
有
興
復
之
勢
。

除
了
金
山
寺
的
觀
音
信
仰
外
?
義
民
爺
亦

是
金
山
面
地
區
十

分
重
要
的
信
仰
。
金
山
面
乃

是
北
台
材
寮
義
民
廟
十
五
聯
庄
祭
典
中

「
六
家

區
」
的
一
環
，
整
個
六
家
祭
典
的
區
域
涵
蓋
了

什
北
市
的
東
平
、
中
興
、
鹿
場
、
斗
崙
、
隘
口

、
十
興
、
什
東
鎮
頭
重

、
二
重
、

員
山
、
柯
湖

、

新
什
市
千
甲

、

金
山

等
里
，
地
跨
頭
前
溪
兩

岸
，
兼
納
了
新
什
縣
市
在
內
的
行
政
區
。
祭
典

大
約
十
五
年
才
在
各
個
地
方
輪
值
一
次
，
屆
時

，
家
家
戶
戶
莫
不
全
力
準
備
，
殺
豬
宰
羊
以
崇

柯
瀝
溪

一
帶
仍
可
見
殘
存
下
來
的
稻
田

。



6 

敬
義
民
爺
。
金
山
面
一
帶
自
清
道
光
十
五
年
(
西

元
一
八
三
五
年
)
開
始
，
共
輪
值
了
十
二
屆
，
一

直
到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
此
一
因
為
林
爽
文
事
件
(

西
元
一
七
八
六
年
)
與
戴
潮
春
事
件
(
西
元
一
八

六
二
年
)
之
際
義
民
軍
犧
牲
事
件
而
形
成
的
特
殊

信
仰
，
使
得
金
山
面
得
以
跨
越
了
人
為
與
自
然
的

戶
室
，

雙
重
疆
界
，
而
與
六
家
其
他
地
區
形
成
了
一
個
強

-

固
的
生
命
共
同
體
，
一
齊
呼
吸
著
屬
於
客
家
血
緣

的
生
命
脈
動
。

-

L
紅
布
與
綠
樹

如
此
以
客
家
人
為
主
體
的
生
活
方
式
，
直
到

九

戰
後
才
有
新
成
員
加
入

..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及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左
右
，
自
大
陸
撤
退
的
兩
股
國
軍
部
隊

及
其
眷
屬
陸
續
遷
入
了
中
興
新
村
(
位
於
關
東
橋

冷
水
坑
一
帶
)
及
陸
光
新
村
，
從
而
為
金
山
面
帶

來
了
不
同
族
群
生
活
的
色
彩
。
由
於
在
語
言
與
文

化
等
層
面
之
差
異
，
眷
村
內
外
的
社
會
形
成
了
相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以
前
尚
未
整
修
的
金
山
寺

。



當
大
的
隔
閉
。
有
趣
的
是
，
存
在
於
兩
造
之
間

劍
拔
弩
張
的
衝
突
，
卻
因
為
眷
村
(
尤
其
是
陸

光
新
村
)
中
婦
女
在
六
、
七

0
年
代
全
面
參
與

了
聖
誕
燈
泡
扣
絲
工
作
外
色
的
家
庭
代
工
而
一

度
獲
得
了
舒
緩
。

眷
村
與
客
家
人
的
融
合

資
料
顯
示
，
工
業
化
的
腳
步
早
在
五

0
年

代
之
際
即
已
悄
悄
地
進
入
了
金
山
面
地
區
。
由

於
擁
有
獨
特
的
天
然
氣
與
玻
璃
沙
，
照
明
及
燈

飾
工
業
一
度
成
為
新
什
地
區
特
有
的
產
業
，
例

如
中
國
電
器
與
台
灣
日
光
燈
等
公
司
即
先
後
在

新
什
地
區
生
產
日
光
燈
及
燈
泡
，
其
中
，
有
半

數
即
集
中
在
金
山
面
地
區
，
提
供
了
當
地
客
家

人
農
忙
以
外
重
要
的
經
濟
出
路
，
也
促
成
了
傳

統
農
耕
生
活
方
式
的
細
微
改
變
。
爾
後
的
六
、

七
0
年
代
，
金
山
面
更
繼
而
興
起
了
極
盛
一
時

-d
紅
布
與
綠
樹

的
聖
誕
燈
泡
加

工
工
業
。

「客

廳
即
工
廠

」
的

勞
動
生
活
，
使

得
金
山
面
人
有

了
難
忘
的
集
體

記
憶
，
即
達
眷

村
的
婦
女
們
也

參
與
其
中
，
因

而
促
成
了
客
家

籍
老
問
及
眷
村

婦
女
們
改
變
了

先
前
對
彼
此
的

刻
板
，
印
象
。
來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整

修
後
的
金
山
寺
(
背

景
為
國
立
高
級
實
驗

中
學
校
舍
)



自
於
加
工
生
產
線
的
種
種
規
範
(
例
如
對
加
工
成
品
的
標
準
、
交
貨
時
間
等
)
，
使
得
不
同
的
族
群

，
在
外
包
、
加
工
的
過
程
中
開
始
分
享
了
一
些
彼
此
皆
可
認
同
的
價
值
或
原
則
，
並
創
造
了
一
些
共

同
接
觸
的
生
活
經
驗
，
從
而
為

兩
造
間
誤
會
的
冰
釋
、
以
及

親
密
情
感
的
培
養
提
供
了

最
佳
的
媒
介
。

已
經
沒
落
之
金
山
面
窯
業
的
產
物
之
一

.... 

金
煉
囊
。

照
明
及
燈
飾
工
業
雖

在
五
、
六
0
年
代
即
已
進

入
了
金
山
面
，
卻
沒
有
造

成
傳
統
散
庄
眾
落
的
重
大

改
變
。
金
山
面
地
區
地
景

的
劇
烈
變
化
，
主
要
發
生

在
科
學
園
區
進
駐
之
後
。

八
0

年
代
科
學
園
區
的
誕

生
，
雖
然
徹
底
改
變
了
傳
統

靠
天
吃
飯
的
窘
境
，
為
當
地
帶

來
了
極
高
的
產
值
，
使
得
金
山

面
變
成
了
名
符
其
實
的
「
金
山
」



，
然
而
園
區
內
外
天
壤
之
別
的
建
設
，
卻
使
得
當
地

必
須
承
受
了
地
價
暴
漲
、
塞
車
等
的
負
擔
。
加
以
，

以
閑
籍
、
年
輕
、
高
學
歷
人
士
為
主
的
第
三
波
移
民

，
對
台
北
繁
革
進
步
的
一
切
遠
較
對
當
地
事
務
來
得

熱
穗
，
他
們
雖
位
在
金
山
面
，
卻
無
法
融
入
當
地
社

群
，
造
成
隔
閉
。

隨
著
第
一
期

(
一
九
七
九
年
|

一
九
八
四
年
)

第
二
期
(
一
九
八

四
年
|
一
九
八
九

年
)
、
乃
至
第
三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農

曆
七
月
十
八
日
義
民

廟
+
五
大
辦
庄
祭
典

於
六
家
區
舉
行
，
人

潮
湧
進
五
步
哭
山
上

參
觀
神
豬
的
盛
況
。

紅
布
與
綠
樹

義
民
爺
祭
典
中
，
神
豬
過
磅
的
熱
鬧
景
況

。



品

叫
df與
綠
樹

風
空
地
區
為
修
竹
環
繞
的
小
徑
。

說
道
:
「
就
只
有
風
空
才
透
涼
得
，
那
位
都
不
得
(
那
裡
都
不
行
)

，
脫
體
(
特
別
)
沫
!

」

nu 2 

期
間
廠
徵
地
工
作
的
進

展
，
客
家
人
當
年
散
庄

的
居
住
形
態
幾
已
完
全

改
變

，
只
剩
下
東
北
角

的

「
風
空
」
較
為
完
整

。
這
處
相
傳
因
為
科
學

園
區
為
了
隔
絕
混
雜
周

遭
而
僥
倖
被
保
留
下
來

的
地
域
，
由
於
每
逢
冬

季
季
風
風
盛
時
，
風
勢

凜
測
，
宛
如
風
洞
而
得

名
，
記
憶
中
早
年
經
常

在
中
午
時
刻
到
風
空

「

透
沫

」
的
林
煥
庚
先
生

，
風
特
別
沒
共
樣
(
不
一
樣
)

經
過
了
科
學
園
區
工
地
，
一
處
古
老
的
山
問
農
舍
隱
約
出
現
在
我
們
的
眼
前
，
經
年
累
月
修
剪

的
莉
什
風
園
，
伴
隨
著
風
圍
成
下
農
村
的
尋
常
擺
設
親
切
地
迎
接
著
我
們
的
到
來
。
隨
興
行
走
在
為



紅
磚
老
屋
與
農

田
所
間
隔
而
出

的
泥
土
小
道
，

幾
聲
狗
吠
所
蘊

生
的
騷
動
，
劃

破
了
山
居
特
有

的
寧
靜
。
短
暫

停
留
後
，
告
別

了
鄭
家
三
合
院

樸
實
的
房
舍
與

稀
少
的
人
煙
，

我
們
接
續
探
訪

著
伯
公
的
蹤
跡

。紅
布
與
綠
樹

風
空
伯
公
及
百
年
老
樺
樹

。



-

4
紅
布
與
綠
樹

「
風
空
」
見
證
社
區
前
史

幾
番
折
騰
，
終
於
來
到
了
風
空
三
處
伯
公
之
一
的

「開
山
伯
公

」
，
除
了
高
不
及
肩
、
以
石
材
打
造
而

成
的
簡
樸
老
廟
外
，
映
入
眼
簾
的
果
然
是
一
株
高

聳
入
雲
的
擎
天
巨
木
，
必
須
幾
人
方
能
環
抱
的
樹

L

幹
，
訴
說
著
這
棵
老
樟
樹
已
逾
三
百
年
的
蒼
蒼

憧幽

精
靈
。
不
覺
間
舉
首
而
望
，
搖
晃
中
閃
爍
著
品
一

位

許
夕
陽
餘
暉
的
模
糊
樹
蔭
，
為
蔭
下
小
廟
後
方

包國
驢

以
卵
石
環
砌
而
成
的
半
弧
形
護
坎
帶
來
了
陣
陣

屆
國

的
沫
意
。
幾
片
樹
葉
隨
風
飄
落
，
見
證
了
這
棵

一

圖
阻

清
代
保
存
至
今
的
百
年
樟
樹
，
在
與
神
明
結
為

屆
國

一
體
的
神
聖
化
過
程
中
，
免
除
了
被
附
近
腦
寮

一一站

工
人
砍
伐
製
成
樟
腦
的
宿
命
。
聽
說
，
對
山
的

「

k

山
頂
伯
公

」
、
就
在
鄭
屋
附
近
的

「風
空
伯
公
」
、

以
及
在
介
壽
路
實
驗
中
學
一
帶
的

「康
榔
伯
公

」
亦

都
伴
有
百
歲
以
上
的
老
樹
。
據
悉
，
新
什
市
被
列
管
的康

榔
伯
公
。



珍
貴
老
樹
雖
只
有
八
棵
，
然
而
整
個
金
山
面
一
地
，
包
含
了
老
樟
樹

、

老
龍
眼
樹
、
老
相
思
樹
與
老

黃
檀
等
有
十
三
棵
符
合
省
農
林
廳
所
列
管

「珍
貴
老
樹

」
的
條
件
。

蒼
然
的
老
樹
，
相
對
於
周
遭
多
處
已
被
開
發
的
土
地
，
愈
顯
彌
足
珍
貴
，
可
說
是
新
什
地
區
重

要
的
自
然
與
人
文
資
產
。
只
可
惜
，
擬
議
中
的
高
鐵
，
即
預
定
從
開
山
伯
公
與
山
頂
伯
公
之
上
經
過

，
不
僅
行
將
劃
破
最
後

一
處
山
谷
的
寧
靜
，
亦
將

徹
底
創
除
屬
於
在
地
居
民
最
為

親
暱
的
經
驗
。
只

是
，
向
來
沈
默
的
居
民
這
次
似
乎
都
感
於
老
樹
對
居
住
地
的
重
要
性
，
紛
紛
以
行
動
試
圖
盡
一
己
之

力
，
維
持
這
塊
土
地
原
有
的
風
貌
。

h
紅
布
與
綠
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