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
灣
在
不
同
政
權
交
織
的
歷
史
下
，
留
下
了
許
多
文
化
資
產
，
無
論
是
廟
宇
、
公
共
建
築
、
牌
樓
或
是
名
人
故
居
等
等
，
建
築
物
透
過
建
築
形
式
、

材
料
、
色
彩
、
質
感
等
建
築
語
彙
傳
達
特
有
的
文
化
意
涵
與
歷
史
，
為
城
市
妝
點
出
別
具
特
色
的
風
貌
。
其
中
多
數
運
用
在
公
共
建
築
的
「
塔
」
（
如
瞭

望
台
、
鐘
樓
、
教
堂
高
塔
與
納
骨
塔
等
）
或
是
建
築
裝
飾
（
如
寺
廟
建
築
「
中
脊
」
常
見
的
屋
頂
辟
邪
裝
飾
「
雙
龍
搶
塔
」
）
，
其
造
型
或
簡
潔
或
繁
複
，

反
映
了
不
同
文
化
與
時
代
背
景
。
本
期
〈
聞
芝
＠
文
資
〉
將
介
紹
臺
南
各
種
形
式
的
「
塔
式
建
築
」
，
重
新
回
溯
關
於
「
塔
」
的
風
華
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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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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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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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泉
藝
師

立
體
繡

時
間
：

8/
3-

9/
28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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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4
00

-1
70

0
地
點
：
喜
樹
圖
書
館

3樓
多
功
能
教
室

講
師
：
喜
灣
雕
塑
杜
牧
河
藝
師

泥
塑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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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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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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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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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子
寮
福
安
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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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室

講
師
：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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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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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跖
講
座

時
間
：

20
19
年

7月
20
日
（
六
）

 1
5:

00
-1

7:
00

講
師
：
吳
明
勳
（
安
平
地
方
文
史
工
作
者
）

時
間
：

20
19
年

8月
4日
（
日
）

 1
5:

00
-1

8:
00

講
師
：
吳
明
勳
（
安
平
地
方
文
史
工
作
者
）

走
讀

■
  
日
治
時
期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
資
料
來
源
：
翻
攝
法
院
展
示
老
照
片
）

在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西
側
入
口
上
方
，
原
來
設
有
一
座
高
塔
，
塔
高
一
百
二
十
公
尺
，
讓

建
築
物
外
觀
更
具
權
威
感
，
象
徵
統
治
者
的
威
望
，
塔
身
造
型
為
方
形
，
各
立
面
設
有
三

扇
方
形
窗
，
塔
頂
為
十
字
形
、
塔
冠
為
八
角
形
，
在
塔
頂
則
以
攅
尖
收
尾
。

民
國

58
年
（

19
69
年
）
，
因
高
塔
牆
壁
發
現
龜
裂
，
地
基
亦
出
現
下
沉
現
象
，
經
市
府

認
定
高
塔
具
有
隨
時
倒
塌
的
危
險
性
，
基
於
安
全
考
量
，
由
司
法
院
司
法
行
政
部
予
以
拆

除
，
僅
保
留
基
座
，
並
在
其
上
繪
有
代
表
公
平
的
天
秤
，
僅
能
在
舊
照
中
追
憶
高
塔
英

姿
；
在
民
國

94
年
（

20
05
年
）
進
行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屋
架
調
查
時
，
發
現
原
有
高
塔
的
梯

間
閣
樓
，
空
間
大
抵
保
存
完
整
，
仍
保
有
梯
位
痕
跡
，
但
因
長
年
密
閉
，
建
材
損
壞
嚴

重
，
是
此
處
建
物
漏
水
最
嚴
重
的
地
方
。

當
年
在
拆
除
臺
南
地
院
高
塔
時
，
因
缺
乏
文
物
保
存
概
念
，
未
先
在
拆
除
高
塔
前
進
行

詳
盡
的
測
繪
與
調
查
，
以
致
缺
乏
復
原
依
據
。
不
過
院
內
請
來
藝
術
家
賴
亭
玟
、
馬
君
輔

透
過
公
共
藝
術
「
天
塔
」
，
從
天
花
板
倒
懸
以
強
化
玻
璃
纖
維
樹
脂
製
作
的
塔
樓
模
型
，

並
在
地
面
設
置
整
片
反
光
鏡
，
從
翻
轉
角
度
及
鏡
面
方
式
，
呈
現
已
遭
拆
除
的
西
側
高

塔
。
（
資
料
來
源
：
吳
建
昇
《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
，

20
18
年
）

傳 奇高
世
界
上
許
多
大
都
市
都
有
座
獨
特
的
塔
，
如
東
京
鐵
塔
、
巴
黎
鐵
塔
早
已
聞
名
全
球
，

但
你
知
道
臺
南
也
曾
有
過
高
聳
的
鐵
塔
嗎
？
建
於

19
60
年
、
標
高

33
公
尺
的
臺
南
鐵
塔
，

矗
立
臺
南
車
站
前
，
是
當
時
全
市
最
高
的
建
築
地
標
，
由
唐
榮
鐵
工
廠
配
合
「
臺
灣
省
國

產
品
展
覽
大
會
」
活
動
捐
贈
，
外
型
模
仿
東
京
鐵
塔
，
但
與
東
京
鐵
塔
的
電
波
塔
功
能
不

同
，
臺
南
鐵
塔
純
屬
景
觀
塔
。

地
標

之
上

，
登

高
望

遠
「
道
路
、
街
廓
、
建
築
」
是
構
成
都
市
空
間
的
基
本
元
素
，
在
都
市
發
展
過
程
中
，
這

三
個
元
素
會
受
到
不
同
時
期
的
都
市
政
策
、
建
築
技
術
、
經
濟
狀
況
以
及
生
活
模
式
的
改

變
而
產
生
變
化
。
以
建
築
為
例
，
自
古
以
來
，
從
埃
及
的
金
字
塔
、
高
塔
建
築
到
現
代
摩

天
大
樓
，
人
類
挑
戰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極
限
從
未
停
止
。
隨
著
科
技
材
料
及
營
造
工
程
技
術

的
發
達
，
不
論
是
商
業
大
樓
、
飯
店
還
是
休
閒
娛
樂
中
心
，
全
世
界
都
在
比
拚
高
度
，
並

以
獨
特
造
型
吸
引
遊
客
「
登
高
望
遠
」
。

而
塔
狀
建
築
因
造
型
與
功
能
之
特
殊
，
在
城
市
中
往
往
具
有
地
標
作
用
，
然
時
過
境

遷
，
有
些
已
被
拆
除
，
而
在
歷
史
洪
流
中
被
保
留
下
來
的
，
遂
成
為
見
證
時
代
發
展
的
重

要
證
物
。

東
西

交
會

，
高

塔
藝

遊
 

塔
狀
建
築
在
東
方
及
西
方
各
有
不
同
的
表
現
方
式
。
東
方
的
「
塔
」
，
常
見
如
佛
教
中

安
置
佛
陀
遺
骨
「
舍
利
塔
」
，
漢
末
傳
入
中
國
後
，
逐
漸
與
「
樓
閣
」
相
混
合
，
形
式
從

早
期
的
正
方
形
逐
漸
演
變
成
六
邊
形
、
八
邊
形
乃
至
圓
形
。
而
西
洋
建
築
中
，
高
塔
是
經

常
看
到
的
設
計
，
例
如
大
量
運
用
尖
塔
造
型
的
哥
德
式
教
堂
屋
頂
，
表
顯
出
與
上
帝
接
觸

的
渴
望
。

而
城
市
中
不
同
文
化
遺
留
下
的
建
築
紋

理
與
環
境
變
遷
，
也
會
不
斷
堆
疊
，
並
構

成
現
今
所
看
到
的
都
市
空
間
樣
貌
。
正
如

臺
南
的
城
市
建
築
樣
貌
與
天
際
線
隨
時
間

演
進
而
有
更
迭
，
而
臺
南
現
存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塔
狀
建
築
，
依
功
能
與
型
式
，
可
約

略
分
為
「
公
共
建
築
類
」
及
「
宗
教
信
仰

類
」
，
值
得
仔
細
品
味
與
欣
賞
。

臺
南
市
文
化
資
產
管
理
處

■
  
目
前
在
已
遭
拆
除
的
塔
樓
底
層
內
部
空
間
上
方
有

一
倒
置
的
塔
樓
模
型
，
以
倒
置
塔
樓
模
型
及
鏡
面

藝
術
手
法
，
呈
現
已
遭
拆
除
的
西
側
高
塔
。

高
塔

的
消

失
與

再
現

如
幻
似
真

■
  舊
時
位
於
臺
南
車
站
前
的
鐵
塔
，
於

19
79
年
拆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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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
候
」
是
日
本
明
治
維
新
後
引
入
的
西
方
科
學
技
術
，
臺
灣
總
督
府
為
了
掌
握
軍

事
、
航
運
及
民
生
建
設
需
求
，
於
全
臺
建
置
氣
象
觀
測
網
，
並
於
臺
灣
五
處
興
建
測
候

所
（
臺
北
、
臺
中
、
臺
南
、
恆
春
、
澎
湖
）
。
俗
稱
「
胡
椒
罐
」
的
原
臺
南
測
候
所
，
落

成
於
明
治

31
年
（

18
98
年
）
，
為
目
前
臺
灣
僅
存
的
測
候
所
，
見
證
臺
灣
百
年
氣
象
史
。

測
候
所
下
方
為
同
心
圓
平
面
，
以
中
央
風
力
塔
為
中
心
，
塔
身
直
徑
寬
約

3公
尺
，
高

約
6.

5公
尺
，
外
牆
塗
覆
白
色
水
泥
漆
，
塔
上
之
四
弧
拱
窗
為
外
凸
窗
洞
，
塔
上
則
置
有

觀
測
儀
器
。
下
方
牆
體
採
磚
造
材
質
，
屋
瓦
呈

十
八
等
分
圓
之
放
射
狀
分
割
，
屋
簷
則
以
木
質

托
架
出
簷
承
接
屋
面
，
基
座
下
方
外
飾
洗
石

子
。 測
候
所
總
高

11
.6
公
尺
，
以
中
央
圓
塔
的
造

型
矗
立
於
鷲
嶺
上
，
而
十
八
等
分
圓
分
割
與
獨

特
高
聳
的
圓
塔
在
舊
街
道
中
拔
地
而
起
，
不

僅
符
合
量
測
氣
候
資
料
的
機

能
造
型
與
意
象
，

更
成
為
日
治
初

期
府
城
最
醒
目

的
地
標
之
一
。

臺
灣

氣
象

啟
蒙

地
—

原
臺

南
測

候
所

■
  原
臺
南
測
候
所

西
洋
建
築
在
城
堡
或
宮
殿
的
角
部
常
建
造
衛

塔
，
以
利
眺
望
或
防
衛
。
由
臺
灣
總
督
府
技
師
森

山
松
之
助
設
計
的
原
臺
南
州
廳
及
臺
北
州
廳
（
今

監
察
院
）
建
築
皆
有
衛
塔
，
位
於
正
面
兩
側
，
像

是
佇
立
在
兩
側
之
衛
兵
，
造
型
十
分
迷
人
。

原
臺
南
州
廳
建
築
造
型
雄
偉
，
風
格
獨
具
，
兩

側
衛
塔
外
觀
為
石
砌
，
在
基
座
上
方
分
為
三
層
，

最
上
層
屋
頂
在

19
45
年
時
因
戰
爭
而
毀
損
，
戰
後

重
建
時
改
為
平
屋
頂
，
直
到

19
97
年
修
復
整
建

時
，
重
新
恢
復
成
像
洋
蔥
一
樣
的
圓
屋
頂
。

文
學

的
護

衛
使

者
—

原
臺

南
州

廳
「

衛
塔

」

乾
隆

4年
（

17
39
年
）
，
時
任
巡
臺
御
史
兼
學
政
的
楊
二
酉
，
有
感
臺
灣
因
學
風
不
興

致
使
官
員
貪
腐
、
民
生
凋
蔽
，
便
向
乾
隆
皇
帝
上
奏
開
辦
書
院
，
在
臺
積
極
興
辦
文
教
事

業
。 楊
二
酉
於
府
城
巽
方
（
大
約
今
臺
南
女
中
一
帶
）
建
塔
，
名
為
「
秀
峰
塔
」
，
並
賦
有

〈
秀
峰
塔
詩
〉
：
「
綠
沉
初
脫
穎
，
光
照
海
東
西
。
陣
掃
千
軍
廢
，
鋒
排
五
嶽
齊
。
鵬
摶
雲

有
路
，
蟾
步
月
為
梯
。
佇
看
生
花
管
，
長
楊
賦
可
題
。
」
〈
秀
峰
塔
記
〉
亦
記
載
「
臺
紳

士
且
以
巽
位
未
甚
秀
拔
，
議
請
建
浮
屠
為
筆
峰
」
，
希
望
能
發
揮
類
似
傳
統
中
國
「
文
昌

塔
」
之
功
能
，
有
利
於
地
方
出
人
才
，
可
見
其

對
於
臺
灣
教
育
之
重
視
。

 

不
過
現
今
只
能
在
乾
隆

6年
（

17
41
年
）
《
重

修
福
建
臺
灣
府
志
》
與
乾
隆

12
年
（

17
47
年
）

《
臺
灣
府
志
》
的
〈
臺
灣
縣
圖
〉
中
看
到
此
塔

之
名
。
（
資
料
來
源
：
詹
伯
望
〈
巽
方
的
風
水

─
臺
南
泮
宮
坊
與
秀
峰
塔
〉
，

20
18
年
）

文
風

寶
塔
—

秀
峰

塔
圓
光
寶
塔
位
在
國
定
古
蹟
開
元
寺
後
方
，
為

19
31
年
建
造
，
由
證
峰
法
師
林
秋
梧
所

設
計
，
這
三
座
相
連
之
高
塔
，
中
間
塔
座
高
五
級
，
兩
側
為
三
級
，
為
寺
僧
埋
骨
之

處
。
以
洗
石
子
處
理
線
腳
和
細
部
裝
飾
，
並
在
每
級
的
垂
脊
作
卷
草
紋
樣
裝
飾
，
使
塔

身
看
來
玲
瓏
挺
秀
，
可
見
當
年
匠
師
耐
心
與
手
藝
，
極

具
建
築
、
藝
術
價
值
。

寶
塔
入
口
處
兩
側
有
手
繪
磁
磚
拼
花
，
題
字
「
金
童

接
引
西
方
路
，
玉
女
迎
歸
極
樂
家
。
」
畫
者
未
落
姓

名
。
因
磁
磚
畫
的
製
作
過
程
是
磁
磚
經
過
素
燒
後
、
上

彩
釉
、
再
以
高
溫
燒
製
，
彩
磁
的
顏
色
在
極
高
溫
度
下

固
定
，
室
外
的
溫
度
變
化
與
陽
光
照
射
不
影
響
彩
磁
之

色
澤
，
且
光
滑
釉
面
不
易
沾
上
灰
塵
，
具
有
撥
水
性
，

故
即
使
長
期
處
於
戶
外
日
曬
雨
淋
逾

70
年
，
至
今
色
彩

依
然
鮮
豔
。

開
元

寺
「

圓
光

寂
照

」
塔

穿
街
走
巷
於
府
城
舊
城
裡
，
會
感
受
到
地
面
些
微
的
起
伏
變
化
，
地
表
紋
理
不
似
印
象
中
平
坦
的
嘉
南
平
原
，
因
臺

南
市
舊
城
區
位
於
「
臺
南
臺
地
」
西
側
，
加
上
德
慶
溪
以
及
福
安
坑
溪
的
切
割
，
在
地
勢
上
呈
「
東
高
西
低
」
。
府
城

俗
諺
云
：
「
上
帝
廟
坅
墘
，
水
仙
宮
簷
前
」
，
即
指
鷲
嶺
頂
上
帝
廟
（
北
極
殿
）
前
石
階
向
西
望
去
，
竟
與
水
仙
宮
屋
簷

齊
高
，
顯
示
東
西
兩
廟
的
高
低
落
差
。

地
勢
之
高
，
更
有
利
於
瞭
望
監
視
、
氣
象
觀
察
及
治
安
消
防
，
故
日
治
時
期
設
立
之
「
原
臺
南
合
同
廳
舍
」
與
「
原

臺
南
測
候
所
」
均
位
於
府
城
鷲
嶺
一
帶
，
居
高
臨
下
更
可
發
揮
建
物
之
設
計
功
能
，
而
其
他
公
共
建
築
中
的
「
塔
」
，

也
多
具
眺
望
或
守
衛
之
性
質
，
如
燈
塔
、
瞭
望
臺
等
。

那
最

高
的

眺
望

與
守

護
—

公
共

建
築

的
「

塔
」

來
臺
的
宣
教
師
中
，
巴
克
禮
牧
師
（

R
ev

. T
ho

m
as

 B
ar

cl
ay

, D
.D

.）
因
有
感
於
培
養

本
地
宣
教
人
才
之
重
要
，
乃
於

18
76
年
在
臺
南
創
立
臺
灣
第
一
所
西
式
神
學
教
育
的
學

校
─

「
臺
南
神
學
校
」
，
同
時
也
由
於
神
學
校
之
設
置
，
具
體
展
現
基
督
教
長
老
會
宣

教
決
心
。

在
環
境
綠
蔭
盎
然
、
舒
適
清
幽
的
校
園
裡
，
可
發
現
興
建
於

19
03

 年
之
本
館
中
央
棟

屋
頂
上
方
有
一
八
角
尖
塔
，
神
聖
莊
重
，
類
似
傳
統
寺
廟
的
「
雙
龍
搶
塔
」
裝
飾
，
可
能

與
當
時
宣
教
師
體
認
到
臺
灣
本
土
化
的
特
色
與
重
要
性
，
試
圖
與
臺
灣
本
土
建
築
語
彙
融

合
而
作
出
此
裝
飾
。

神
學
院
禮
拜
堂
東
邊
有
鐘
樓
與
環
形
殿
設
計
，
外
觀
建
材
使
用
洗
石
子
，
鐘
塔
塔
高
約

1.
5公
尺
，
屋
頂
為
平
屋
頂
、
室
外
立
面
裝
飾
主
要
有
玫
瑰
窗
、
牛
眼
窗
及
倫
巴
底
裝
飾

帶
。
（
資
料
來
源
：
蕭
資
明
〈
臺
灣
早
期
教
會
的
建
築
與
藝
術
〉
，

20
00
年
）

臺
南

神
學

院
本

館
與

鐘
塔

太
平
境
教
會
由
臺
南
神
學
院
創
辦
人
巴
克
禮
牧
師
於

19
02
年
興
建
，
記
錄
了
英
國
長
老
教
會
馬
雅
各
醫
生
在

18
65
年
來
到
臺
灣
時
，
落
腳
於
府
城
臺
南
的
宣
教
事

蹟
，
見
證
臺
灣
基
督
教
宣
教
與
社
會
啟
蒙
的
歷
程
。

太
平
境
長
老
教
會
建
築
曾
於

19
54
年
重
建
，
由
當
時

臺
灣
省
立
工
學
院
（
今
成
功
大
學
）
負
責
設
計
，
外
觀

以
白
色
為
基
底
，
簡
樸
大
方
，
採
用
古
羅
馬
巴
西
利

卡
（

B
as

ilic
a）
式
設
計
，
窗
戶
採
五
角
尖
拱
造

型
，
並
以
十
字
架
意
象
作
為
窗
框
主
軸
，
向
天

際
延
伸
，
具
現
代
感
。

教
堂
正
面
有
座
高

18
公
尺
的
鐘
塔
，

塔
上
高
立
一
白
色
十
字
架
，
立
面
為

白
色
三
角
屋
脊
、
五
角
窗
形
、
拱

形
的
多
角
屋
頂
，
頂
樓
有
一
諾

大
的
銅
鐘
懸
吊
在
鐘
塔
中

間
，
於
每
年

12
月

24
日
平

安
夜
敲
鐘
，
帶
給
人
們

平
安
與
喜
樂
。

太
平

境
馬

雅
各

紀
念

教
會

■
  安
平
燈
塔

清
光
緒

17
年
（

18
91
年
）
興
建
的
安
平
燈
塔
為
一

方
型
鐵
塔
，
其
前
身
為
清
同
治

11
年
（

18
72
年
）
於

熱
蘭
遮
城
（
今
安
平
古
堡
）
內
設
立

3丈
高
的
燈
火

炬
，
明
治

42
年
（

19
09
年
）
改
建
為
白
色
圓
形
磚
造

之
西
式
燈
塔
，
但
因
安
平
港
沙
洲
變
遷
、
河
道
改
變

的
影
響
，
導
致
燈
塔
離
海
岸
愈
來
愈
遠
，
再
加
上
沿

海
種
植
的
防
風
林
遮
蔽
了
燈
光
，
失
去
功
能
，
遂
於

民
國

49
年

3月
起
停
止
運
轉
。
至
民
國

54
年
重
建
安

平
燈
塔
為
一
座
方
形
鐵
塔
，
佇
立
於
港
外
的
沙
灘

上
，
繼
續
發
揮
導
航
的
重
要
功
能
，
目
前
由
交
通
部

航
港
局
管
理
。

黑
夜

中
的

光
明
—

安
平

燈
塔

■
  重
修
福
建
臺
灣
府
志
：
臺
灣
縣
圖

■
  開
元
寺
「
圓
光
寂
照
」
塔
，
塔
身

玲
瓏
秀
麗

■
  臺
南
神
學
院
本
館
中
央
棟
北
向
立
面

■
  臺
南
北
極
殿
「
雙
龍
搶
塔
」
裝
飾

建
築

協
奏

曲
—

御
大

典
紀

念
塔

與
臺

南
合

同
廳

舍

■
  原
臺
南
州
廳
衛
塔

安
平
古
堡
瞭
望
臺
為

19
75
年
增
建
，
現
已
成
為
安
平
古
堡
的
意
象
標
誌
；
進
入
塔

內
，
由
下
往
上
望
，
簡
潔
的
線
條
盤
旋
而
上
，
與
白
牆
構
成
美
麗
的
幾
何
圖
形
，
登
上
眺

望
臺
頂
端
向
下
俯
視
，
可
見
安
平
樹
屋
、
天
后
宮
、
德
記
洋
行
、
億
載
金
城
等
建
築
，
以

及
遠
方
的
鹽
水
溪
緩
緩
流
動
，
視
野
相
當
遼
闊
。

安
平

古
堡

瞭
望

臺

■
  瞭
望
臺
內
部
仰
望

■
  太
平
境
馬
雅
各
紀
念
教
會

「
塔
」
也
大
量
運
用
在
與
文
化
、
信
仰
有
關
的
建
築
物
上
，
如
在
臺
南
傳
統
寺
院
（
如
竹
溪
寺
、
法
華
寺
、
開
元
寺
與
大
仙
寺
等
）
，
安
奉

僧
侶
或
地
方
民
眾
遺
骨
的
納
骨
塔
。
而
英
國
基
督
教
長
老
教
會
自

18
65
年
來
臺
，
帶
來
的
教
堂
、
神
學
院
校
園
建
築
形
式
等
，
也
構
成
臺
灣

多
元
的
宗
教
風
景
，
成
為
其
在
臺
灣
發
展
宣
教
事
業
之
基
地
。

找
尋

文
化

、
心

靈
信

仰
之

塔

臺
灣
近
代
消
防
制
度
創
始
於
日
治
初
期
，
係
臺
灣
總
督
府
參
照
日
本
國
內
消
防
經
驗
成
立
「
消
防
組
」
，
昭
和

5

年
（

19
30
）

5月
，
為
了
慶
祝
昭
和
天
皇
登
基
，
日
本
當
局
在
府
城
興
建
六
層
樓
高
的
瞭
望
塔
，
稱
為
「
御
大
典
紀

念
塔
」
，
為
當
時
臺
南
市
區
裡
最
高
的
建
築
。
紀
念
塔
同
時
做
為
消
防
瞭
望
臺
使
用
，
形
似
日
本
江
戶
幕
府
成
立
消

防
組
織
以
來
常
見
的
「
火
の
見
櫓
」
（
ひ
の
み
や
ぐ
ら
，
中
文
譯
為
「
火
見
樓
、
望
火
樓
」
，
多
為
木
造
樓
架
）
。

為
考
量
防
震
效
果
，
「
御
大
典
紀
念
塔
」
以
鋼
筋
混
凝
土
建
造
，
以
方
形
平
面
向
上
微
微
收
斂
，
頂
層
延
伸
出
小

小
的
工
作
平
臺
，
頂
層
內
部
是
守
望
者
的
工
作
空
間
。
在
屋
頂
角
落
上
掛
著
火
災
發
生
時
敲
擊
示
警
用
的
警
鐘
（
現

藏
於
消
防
史
料
館
內
）
。
塔
身
四
邊
做
成
略
為
退
凹
的
直
立
牆
面
，
正
面
開
有
兩
個
直
立
長
窗
和
一
個
圓
拱
窗
，
外

牆
呈
現
如
石
砌
般
的
厚
實
感
。

日
昭
和

13
年
（

19
38
）

4月
利
用
望
火
樓
原
有
樣
貌
與
條
件
，
於
左
右
做
水
平
和
立
體
的
修
正
與
擴
建
，
始
成
三

樓
建
築
，
作
為
消
防
組
詰
所
、
錦
町
警
察
官
吏
派
出
所
及
臺
南
州
警
察
會
館
等
單
位
之
聯
合
辦
公
廳
舍
使
用
，
稱

為
「
臺
南
合
同
廳
舍
」
。
而
原
本
的
「
御
大
典
紀
念
塔
」
在
此
時
修
建
成
為
底
部
為
半
圓
拱
門
，
在
接
近
高
塔
一
側

開
有
圓
形
窗
，
餘
為
平
拱
窗
的
建
築
物
。

■
  火
見
樓

■
  原
臺
南
合
同
廳
舍

■
  日
治
時
期
矗
立
於
鷲
嶺
的
「
御
大
典
紀
念
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