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動
物
」
自
古
以
來
即
是
與
人
類
生
活
休
戚
相
關
，
其
面
對
大
自
然
的
敏
銳
反
應
與
超
乎
人
類
的
能
力
，
被
人
類
視
為
崇
拜
與
信
仰
的
對
象
，
將
其
裝
飾
於
傳
統
建
築
上
，
具
有
美

化
與
象
徵
性
（
如
吉
祥
、
避
邪
）
等
功
能
，
或
是
於
繪
畫
、
剪
黏
等
藝
術
創
作
中
的
常
見
題
材
。
今
年
無
形
文
化
資
產
特
展
以
「
動
物
」
為
題
，
以
輕
鬆
及
生
活
化
的
呈
現
方
式
，
吸

引
更
多
民
眾
接
觸
、
認
識
文
化
資
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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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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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界
生
物
種
類
眾
多
，
與
人
類
共
存
，
其
多
元
豐
富
的
樣
貌
與
面
對
大
自
然
的
敏
銳
反
應
能
力
，

在
人
類
的
想
像
下
，
被
賦
予
象
徵
意
義
。
動
物
的
外
顯
特
質
（
本
身
屬
性
）
結
合
人
類
的
內
在
意
識

（
徵
兆
、
概
念
）
，
轉
化
成
文
化
脈
絡
下
的
象
徵
物
件
，
用
來
表
達
祈
望
與
調
適
心
靈
，
進
而
有
凝
聚

認
同
的
功
能
，
常
被
做
為
傳
統
藝
術
的
創
作
題
材
，
如
烏
龜
壽
命
綿
長
（
本
身
屬
性
）
，
因
此
被
視
為

「
長
壽
」
（
內
在
意
識
）
的
象
徵
，
被
用
來
表
達
「
長
壽
」
的
祈
望
；
而
猴
子
靈
活
機
靈
的
反
應
（
本

身
屬
性
）
，
亦
成
為
「
聰
明
」
的
代
表
。

本
次
展
覽
蒐
羅
民
俗
、
藝
陣
、
建
築
與
傳
統
工
藝
中
具
有
動
物
形
象
的
物
件
，
以
「
遊
樂
園
」
的
形

式
作
展
示
規
劃
，
提
供
另
一
種
認
識
文
化
資
產
的
方
式
，
希
望
觀
眾
透
過
玩
樂
、
找
尋
與
發
現
的
過

程
，
觀
察
這
些
動
物
如
何
被
以
不
同
的
材
質
，
或
在
不
同
的
場
域
中
被
呈
現
，
並
思
索
這
些
動
物
的
象

徵
意
涵
。
我
們
也
期
待
在
觀
展
後
，
觀
眾
能
試
著
找
尋
隱
藏
在
生
活
中
的
動
物
們
。

同
款
動
物
不
同
款
命

「
象
徵
」
是
一
種
人
類
文
明
發
展
下
的
文
化
產
物
，
並
非
由
個
人
的
發
明
創

造
，
而
是
眾
人
長
時
間
的
思
維
孕
育
而
生
成
的
一
種
「
集
體
意
象
」
，
透
過
某
種

客
觀
事
物
或
圖
像
，
賦
予
某
種
抽
象
意
涵
的
文
化
形
式
，
這
種
文
化
形
式
沒
有

價
值
屬
性
，
因
此
所
象
徵
的
抽
象
意
義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空
間
。

在
不
同
的
國
家
、
地
區
中
，
對
動
物
的
認
知
與
想
像
也
不
太
一
樣
，
也
因
此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象
徵
意
義
與
形
象
，
像
是
「
蝙
蝠
」
在
西
方
文
化
中
被
視
為
恐
怖

的
代
表
，
而
在
華
人
社
會
，
則
因
「
蝠
」
與
「
福
」
同
音
，
被
視
為
福
氣
吉
祥

■
  

 由
虛
構
故
事
轉
變
成

民
眾
信
仰
的
大
聖
爺

■
  

 《
西
遊
記
》
主
角
之
一
孫
悟
空

主
編
的
話

詳
情
請
參
閱
文
資
處
網
站
：

ht
tp

://
tm

ac
h-

cu
ltu

re
.ta

in
an

.g
ov

.tw
/

臺
南
市
文
化
資
產
管
理
處

選
張
牌
，
看
看
所
選
動
物
代
表
何
種
象
徵

的
象
徵
；
又
譬
如
「
龍
」
在
中
國
傳
統
神
話
中
，
能
翻
雲
覆
雨
，
被
視
為
神
獸
，

更
是
帝
王
的
象
徵
，
而
在
歐
洲
文
化
中
，
龍
卻
有
著
與
中
國
不
同
的
形
象
，
例

如
長
翅
膀
、
會
噴
火
、
喜
歡
看
守
寶
物
，
帶
有
邪
惡

的
意
味
。
因
此
，
在
不
同
地
方
看
到
動
物

以
各
種
型
態
出
現
的
時
候
，
可
以
想

想
牠
是
不
是
有
不
同
的
代
表
意

義
喔
∼

機
會

日
本
童
話
故
事
「
桃
太
郎
」
中
，
與
桃
太
郎
一
起
打
鬼
的
夥
伴
狗
、

猴
子
和
雉
雞
，
分
別
象
徵
忠
誠
、
智
慧
和
勇
氣
。

命
運

哈
奴
曼
（

H
anum

an
）
，
印
度
教
神
話
中
的
神
猴
，
是
印
度
的
護
法

神
祇
之
一
，
由
印
度
傳
至
泰
國
，
也
成
為
泰
國
的
護
法
神
祇
之
一
。

機
會

印
度
教
認
為
牛
是
神
聖
的
動
物
，
因
此
有
不
吃
牛
的
傳
統
。

命
運

在
日
本
，
牛
被
認
為
是
學
問
之
神
菅
原
道
真
的
使
者
，
因

此
具
有
守
護
學
業
的
象
徵
意
義
。

機
會

在
韓
國
，
老
虎
被
認
為
能
驅
惡
招
福
，
因
此
會
在
過
年
期
間

張
貼
老
虎
像
來
防
止
惡
鬼
入
侵

命
運

虎
爺
又
稱
「
黑
虎
將
軍
」
、
「
下
壇
將
軍
」
，
是
臺
灣
常
見
的

動
物
配
祀
神
，
凶
猛
的
老
虎
只
要
被
神
明
收
伏
後
，
就
會
成

為
其
得
力
助
手
，
因
此
若
在
土
地
公
廟
看
到
有
祀
奉
虎
爺
，

就
代
表
該
地
土
地
公
曾
經
收
伏
過
老
虎
當
坐
騎
；
像
是
保
生

大
帝
也
有
「
醫
虎
喉
」
的
傳
說
，
老
虎
為
報
恩
於
是
化
身
為

保
生
大
帝
的
屬
下
，
如
此
的
傳
說
故
事
相
當
多
。

猴

牛

假 日 活 動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講
者

7/
18
（
六
）

14
:3

0-
16

:3
0

講
座
－
共
款
毋
共
命
：
不
同

文
化
脈
絡
下
動
物
的
象
徵
意
義

國
際
廳

林
承
緯

7/
25
（
六
）

13
:3

0-
16

:3
0

粿
模
製
作

迴
廊

陳
啟
村

8/
1（
六
）

15
:0

0-
17

:0
0
「

 in
臺
南
‧
無
影
藏
」

20
20

巡
迴
放
映
暨
座
談
活
動

文
物
陳
列
館

8/
2（
日
）

14
:3

0-
16

:3
0
講
座
－
民
間
裝
飾
藝
術
漫
談
之

動
物
與
吉
祥
話
及
其
它

國
際
廳

郭
喜
斌

8/
8（
六
）

13
:3

0-
16

:3
0

粿
模
製
作

迴
廊

陳
啟
村

虎

20
20

/7
/1

1（
六
）

-8
/1

6（
日
） 

週
三

-周
日

 0
9:

00
-1

7:
00

 

臺
南
市
文
化
中
心
文
物
陳
列
館

1、
2
樓

展
覽
特
輯

20
20

  J
U

L
04

 指
導
單
位
│
臺
南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

ht
tp

://
cu

ltu
re

.ta
in

an
.g

ov
.tw

/in
de

x.
ph

p　
　

 發
行
人
│
林
喬
彬
　

 總
編
輯
│
鄭
任
翔
　

 編
輯
小
組
│
李
雪
慈
、
王
世
宏
、
許
書
維
　

 執
筆
│
鄭
羽
伶
　

 英
文
翻
譯
│
黃
琮
軒
　

 插
畫
│
環
域
聯
合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單
位
│
臺
南
市
文
化
資
產
管
理
處
／

ht
tp

://
tm

ac
h-

cu
ltu

re
.ta

in
an

.g
ov

.tw
　

 
 刊
頭
文
字
提
供

 │
臺
南
市
糖
福
印
刷
廠
鉛
字
　

 美
術
設
計
│
菩
薩
蠻
數
位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出
版
日
期
│

20
20
年

7月

版  權

免
｜
費
｜
取
｜
閱

20
20

  J
ULIS
SU
E

28
期



本
展
覽
規
劃
五
大
區
，
內
容
包
含
：
「
奇
幻
的
神
獸
」
、
「
神
明

坐
騎
與
常
見
的
擬
人
化
動
物
」
、
「
躲
藏
在
建
築
內
外
的
動
物

們
」
、
「
民
俗
活
動
與
藝
陣
中
的
動
物
」
及
「
臺
南
傳
統
工
藝
大

師
們
眼
中
的
動
物
與
作
品
」
，
介
紹
在
不
同
地
區
、
文
化
中
，
動

物
所
代
表
的
不
同
象
徵
意
義
。
在
進
去
展
場
遊
樂
園
之
前
，
一
起

來
走
走
迷
宮
，
搶
先
認
識
這
些
有
趣
的
動
物
吧
！

龍
門
虎
門

一
般
在
進
出
廟
宇
時
，
會
從
面
對
神
明
的

右
手
邊
（
龍
邊
）
進
、
左
手
邊
（
虎
邊
）
出
，

有
「
龍
門
進
、
虎
門
出
」
的
習
俗
，
代
表
「
入
吉
出

凶
」
。
這
樣
方
位
與
動
物
的
結
合
，
較
少
直
接
體
現
在

廟
門
上
，
而
是
呈
現
於
兩
側
牆
壁
的
裝
飾
（
如
「
龍
虎

堵
」
）
。
而
在
民
俗
祭
儀
中
常
見
的
「
過
平
安
橋
」
儀

式
，
則
會
在
平
安
橋
兩
端
設
龍
虎
門
，
直
接
以
彩
繪
方

式
繪
出
龍
虎
造
型
，
讓
信
眾
進
出
，
再
配
合
相
關
儀

式
，
祈
求
平
安
順
遂
。

四
大
菩
薩

四
大
菩
薩
是
佛
教
信
仰
中
四
尊
菩
薩
的
組
合
，
組
合
方
式
則

因
宗
派
或
依
據
經
典
而
有
不
同
，
而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說
法
，
是

指
觀
音
菩
薩
、
地
藏
菩
薩
、
文
殊
菩
薩
與
普
賢
菩
薩
。
四
大
菩

薩
除
有
特
定
形
象
外
，
也
有
專
屬
坐
騎
，
如
觀
音
菩
薩
坐
騎
為

「
天

 
」
，
傳
說
是
龍
王
的
兒
子
，
似
犬
，
兇
猛
異
常
；
地
藏
菩

薩
坐
騎
為
「
諦
聽
」
，
具
虎
頭
、
犀
角
、
犬
耳
、
龍
身
、
獅

尾
、
麒
麟
族
造
型
；
文
殊
菩
薩
坐
騎
為
「
青
獅
」
，
威
猛
無
比
；

普
賢
菩
薩
坐
騎
是
「
六
牙
白
象
」
，
有
巨
大
威
力
，
個
性
柔
順
。

鯉
魚
公

傳
說
臺
南
西
港
慶
安
宮
座
落
於
風
水
寶

地
「
鯉
魚
穴
」
上
，
鯉
魚
穴
能
湧
出
泉
水
，

並
有
鯉
魚
悠
遊
其
中
，
因
此
，
在
慶
安
宮
的

建
築
外
觀
上
，
常
見
許
多
鯉
魚
裝
飾
，
以
彰
顯

地
理
風
水
意
涵
。
在
三
年
一
科
的
「
西
港
刈
香
」

時
，
廟
方
會
製
作
鯉
魚
公
造
型
的
「
令
牌
」
，
作
為
王

爺
傳
達
號
令
的
信
物
，
信
眾
可
以
恭
請
鯉
魚
公
回
家
供

奉
，
祈
求
保
佑
一
家
平
安
順
利
。

烏
龜
精

烏
龜
精
常
在
廟
宇
建
築
中
，
配
合
壁
堵

或
亭
景
上
《
哪
吒
鬧
東
海
》
、
《
八
仙
過

海
》
、
《
水
漫
金
山
寺
》
等
故
事
情
節
出
現
。

常
見
的
烏
龜
精
形
象
大
多
以
人
物
揹
著
跟
龜

殼
來
表
現
其
特
色
，
並
與
蚌
殼
精
、
花
枝

精
、
鯉
魚
精
等
水
中
精
怪
一
起
出
現
。

蜈
蚣
陣

蜈
蚣
陣
原
屬
於
「
藝
閣
」
（
又
名
「
抬
閣
」
，
是
一
種
由
兒
童
或
藝
旦

扮
演
成
神
話
、
戲
劇
中
人
物
，
坐
或
立
於
精
美
的
閣
臺
上
，
以
呈
現
故

事
情
節
，
供
人
觀
賞
）
，
但
在
臺
南
曾
文
溪
流
域
的
蜈
蚣
陣
（
如
學
甲
集

和
宮
、
佳
里
寧
安
宮
、
西
港
安
溪
宮
與
萬
安
宮
等
）
，
傳
說
因
為
要
壓
制

時
常
氾
濫
的
「
青
瞑
蛇
（
指
曾
文
溪
，
自
古
以
來
蜈
蚣
被
視
為
蛇
的
天

敵
）
」
，
而
被
賦
予
宗
教
功
能
，
從
一
般
藝
閣
成
為
宗
教
性
陣
頭
，
從
純

觀
賞
轉
化
為
驅
邪
除
疫
的
宗
教
手
段
。
而
每
個
地
區
的
蜈
蚣
陣
裝
扮
人

數
不
一
，
最
少
有

8、
12
、

24
人
，
也
有
長
至

10
8人
的
蜈
蚣
陣
喔
！

■
  

 六
牙
白
象
與
普
賢
菩
薩

■
  

 天
 
與
觀
音
菩
薩

■
  

 青
獅
與
文
殊
菩
薩

■
  

 諦
聽
與
地
藏
菩
薩

龍
鳳
獅
陣

龍
鳳
獅
陣
是
「
舞
龍
」
、

「
舞
獅
」
、
「
舞
鳳
」
三
者
合

一
的
陣
頭
，
並
不
多
見
，
且
不

同
於
北
港
「
德
義
堂
」
龍
鳳
獅

陣
，
臺
南
佳
里
代
天
護
國
宮
的
龍
鳳
獅
陣
約
於

19
66
年
，
為
參
與
佳
里

金
唐
殿
遶
境
活
動
而
成
立
，
除
了
拿
兵
器
的
成
員
外
，
另
有
扮
演
童

子
、
龍
、
鳳
、
舞
獅
等
角
色
，
分
別
作
展
翅
、
舞
動
龍
頭
與
獅
頭
等
動

作
，
並
配
合
隊
形
做
變
化
，
是
很
特
別
的
陣
頭
。

G
O

水
族
陣

在
臺
南
西
港
區
南
海
埔
地
區
，
有
個
全
國
唯
一
的
「
水
族

陣
」
，
每
三
年
參
與
西
港
刈
香
。
水
族
陣
又
稱
「
海

反
陣
」
，
角
色
有
龍
、
海
鳥
、
烏
龜
、
蚌
殼
、

蝦
、
魚
及
仙
女
等
，
各
角
色
持
槍
、
刀
、
大

刀
、
雙
劍
等
兵
器
，
伴
奏
則
是
以
北
管
系
統

音
樂
為
主
，
是
文
武
兼
備
的
陣
頭
，
演
練
的

內
容
包
含
鷸
蚌
相
爭
、
蛤
夾
海
鳥
尾
等
打

鬧
情
節
，
但
最
後
以
「
天
下
太
平
」
做
總

結
，
具
備
「
各
退
一
步
，
和
平
相
處
」
的
寓

言
意
涵
。

龍
馬
我
們
常
用
「
龍
馬
精
神
」
來
形
容
人
精

神
充
沛
的
樣
子
，
但
「
龍
馬
」
並
不
是
指

龍
和
馬
兩
種
生
物
，
而
是
指
傳
說
中
的
神

獸
「
龍
馬
」
：
牠
具
龍
首
馬
身
的
形
象
，
或

「
馬
身
而
龍
麟
」
。
相
傳
在
上
古
時
期
，

伏
羲
即
是
依
據
龍
馬
背
上
的
花
紋
，

觀
察
天
象
，
創
造
了
八
卦
。

展
覽
迷
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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