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
盼
春
天
的
到
來
─

「
迎
春
禮
」
及
「
鞭
春
牛
」

一
年
之
計
在
於
春
，
臺
灣
早
期
社
會
以
農
為
主
，
「
不
誤
農
時
，
及
時
耕
作
」
是
農
業
社
會
的
運
作
準
則
，
而
擔
負
耕
田
、
研
蔗
、
磨
粉
、
運
貨
、
載
客
任
務
的
牛
隻

則
為
不
可
或
缺
的
勞
動
力
。
迎
春
禮
及
鞭
春
牛
之
意
義
，
即
在
送
寒
氣
，
促
春
耕
，
迎
得
未
來
一
年
興
旺
豐
肥
的
祈
願
。

連
橫
《
臺
灣
通
史
》
記
載
描
述
臺
灣
清
朝
時
每
逢
立
春
之
日
迎
春
禮
的
盛
況
：
立
春
前
，
官
府
先
以
木
（
今
改
以
竹
篾
）
為
骨
架
，
糊
泥
塑
製
成
春
牛
（
今
以
紙
糊

製
）
，
城
內
官
員
身
穿
官
服
，
率
眾
至
府
城
大
東
門
外
的
「
春
牛
埔
」
（
即
今
長
榮
中
學
附
近
）
致
祭
，
完
畢
後
，
將
春
牛
與
芒
神
像
迎
進
城
內
，
鳴
鑼
喝
道
、
巡
遊
市

街
，
最
後
至
衙
門
安
奉
。
立
春
當
天
，
在
衙
門
舉
行
「
鞭
春
禮
」
，
長
官
手
執
柳
枝
作
鞭
，
向
春
牛
擊
打
三
下
，
再
向
春
牛
、
芒
神
像
作
揖
，
最
後
將
之
火
化
，
整
套
迎

春
禮
才
完
成
。

斜
槓
藝
師
─
─
既
是
道
士
，
也
會
糊
紙

「
在
道
壇
神
聖
空
間
的
建
置
方
面
，
糊
紙
業
者

用
最
經
濟
實
惠
的
紙
與
竹
，
紮
製
出
各
式
各
樣
的

紙
製
品
，
建
構
出
道
教
的
神
祕
小
宇
宙
，
使
道
士

能
夠
演
繹
科
儀
並
透
過
法
事
進
行
，
賦
予
糊
紙
物

件
不
一
樣
的
生
命
力
。
」
（
蔡
志
定
、
鄭
豐
穗
，

20
16
）

糊
紙
與
道
士
有
著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許
多
道

士
往
往
兩
者
兼
具
，
讓
人
在
感
佩
他
們
深
厚
道
法

道
務
科
儀
的
同
時
，
也
讚
嘆
其
精
湛
的
糊
紙
技

藝
。
目
前
登
錄
臺
南
無
形
文
化
資
產
傳
統
工
藝
的

保
存
者
吳
文
進
道
長
及
王
明
賢
道
長
即
是
如
此
。

吳
文
進
（
1
9
6
6
－
）

臺
南
將
軍
人
，
國
中
畢
業
後
跟
隨
金
登
富
道
長

學
習
道
法
與
糊
紙
技
藝
，
「
道
法
無
涯
，
學
海
無

盡
」
是
吳
道
長
對
自
己
的
要
求
，
無
論
是
道
法
或

糊
紙
方
面
都
十
分
專
精
，
並
努
力
朝
全
方
位
發

展
。
他
的
紙
偶
造
型
纖
細
，
坐
騎
皮
毛
用
色
較
淡

雅
，
動
作
與
姿
態
盡
量
模
擬
真
實
動
物
；
紙
厝
基

本
上
採
用
古
法
的
閩
南
式
紙
厝
製
作
方
法
，
整
體

色
系
的
搭
配
、
左
右
對
稱
及
流
暢
性
，
具
高
度
美
感
。

目
前
登
錄
為
臺
南
市
定
民
俗
的
鹿
耳
門
聖
母
廟

「
土
城
仔
迎
春
牛
」
，
其
糊
紙
春
牛
自

20
01
年
起

至
今
，
便
由
吳
文
進
道
長
負
責
製
作
。
他
也
於

2
0

1
9
年
由
臺
南
市
政
府
公
告
登
錄
為
傳
統
藝
術

「
糊
紙
」
保
存
者
。

王
明
賢
（
1
9
5
0
－
）

臺
南
柳
營
人
，
出
身
道
士
兼
糊
紙
家
族
，

16
歲

拜
師
於
金
登
富
道
長
門
下
為
徒
，
學
習
道
法
及
糊

紙
技
藝
，
後
以
此
為
業
，
專
心
致
力
於
製
作
各
項

道
教
儀
式
所
需
紙
糊
用
品
。
其
糊
紙
技
法
屬
全
臺

少
有
的
硬
胚
工
法
，
認
為
製
作
糊
紙
靠
的
是
智

慧
、
靈
感
、
經
驗
和
觀
察
，
動
物
和
紙
偶
都
呈
現

霸
氣
且
威
嚴
的
氣
勢
。

王
道
長
擅
長
立
體
造
型
，
目
前
以
大
型
醮
騎
與

紙
偶
為
大
宗
工
作
，
客
源
分
布
全
國
，
多
方
創
新

與
鑽
研
加
上
對
作
品
品
質
的
堅
持
，
讓
他
成
為
糊

紙
業
界
的
重
要
人
物
，
並
於

20
14
年
由
臺
南
市
政

府
公
告
登
錄
為
傳
統
藝
術
「
糊
紙
」
保
存
者
。

主 編 的 話

自
古
至
今
，
當
人
們
遇
到
困
境
需
要
心
理
慰
藉
時
，
往
往
透
過
信
仰
與
儀
式
中
的
符
號
、
圖
像
等
具
象
徵
意
義
之
中
介
物
，
表
達
祈
求
與
感
恩
心

意
，
並
運
用
符
籙
、
咒
語
、
火
化
等
轉
化
機
制
和
天
地
神
鬼
溝
通
，
糊
紙
物
件
便
是
其
中
一
項
，
長
期
下
來
形
成
民
俗
，
反
映
地
區
與
族
群
的
生
活
態

度
與
文
化
認
同
。

一
般
大
家
比
較
常
見
的
糊
紙
大
多
為
喪
葬
禮
俗
中
的
紙
紮
屋
與
紙
紮
人
偶
，
但
無
論
是
廟
宇
建
醮
、
廟
會
的
龍
頭
獅
頭
或
是
喜
慶
用
的
花
燈
剪
紙
，

都
與
糊
紙
工
藝
有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並
展
現
製
作
藝
師
個
人
的
審
美
表
達
。
時
至
今
日
，
糊
紙
仍
不
斷
順
應
人
們
需
要
而
生
，
是
活
的
傳
統
工
藝
，

同
時
也
持
續
創
新
求
變
中
，
除
了
百
年
傳
承
的
糊
紙
店
家
及
紙
製
祭
儀
用
品
外
，
在
藝
術
家
的
觀
察
與
創
意
下
，
更
以
不
同
形
式
開
啟
糊
紙
新
的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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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明
賢
道
長

糊
紙
又
稱
「
紙
紮
」
，
運
用
紮
、
剪
、
糊
、
塑
、
彩
繪
等
技
巧
來
呈
現
作
品

的
美
感
，
使
用
範
圍
相
當
廣
泛
，
常
見
於
民
俗
儀
式
中
，
藉
由
焚
燒
紙
紮
人
、

物
的
儀
式
，
人
們
得
以
讓
乘
載
著
心
靈
寄
託
的
物
質
在
神
界
、
鬼
界
互
通
往

來
。
但
是
除
了
傳
統
運
用
之
外
，
糊
紙
近
年
也
有
更
多
「
跨
域
藝
術
」
的
當
代

表
現
。

傳
統
糊
紙
工
藝
的
當
代
表
現

19
82
年
出
生
於
臺
南
的
蘇
育
賢
，
其
創
作
曾
獲
得
國
內
多
項
藝
術
獎
項
，

20
14
年
以
《
花
山
牆
》
獲
得
第

12
屆
臺
新
藝
術
獎
年
度
大
獎
，
他
藉
由
錄
像
、

糊
紙
以
及
民
俗
場
合
中
的
紙
紮
物
品
，
表
達
對
臺
灣
殖
民
歷
史
、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身
分
差
別
，
以
及
對
國
家
前
途
的
憂
慮
，
使
傳
統
糊
紙
在
這
部
作
品
中
打
破

了
傳
統
定
義
上
賦
予
的
意
義
，
不
僅
彰
顯
臺
灣
特
色
，
更
映
照
當
今
社
會
，
讓

觀
眾
深
覺
新
奇
外
，
又
發
人
深
省
。

一
片
燃
燒
的
風
景
：
《
花
山
牆
》

作
品
中
巧
妙
地
運
用
照
片
、
富
有
情
感
的
臺
語
旁
白
以
及
詼
諧
又
意
味
深
長

的
劇
本
，
述
說
一
個
「
魂
身
」
（
往
生
者
）
來
到
前
往
「
西
方
世
界
」
之
前
暫

待
的
那
棟
「
豪
宅
」
（
紙
厝
）
，
藉
由
豪
宅
裡
服
侍
主
人
的
「
桌
頭
嫺
」
（
金
童

玉
女
）
之
間
的
閒
聊
，
建
構
出
一
個
個
立
體
的
角
色
，
紙
紮
人
偶
不
再
只
是
蒼

白
僵
硬
的
人
偶
，
仿
佛
如
真
人
般
有
了
自
己
的
生
命
、
身
分
與
思
想
，
對
話
內

容
讓
人
聽
了
哭
笑
不
得
，
既
荒
謬
又
真
實
，
同
時
模
糊
了
現
實
與
虛
幻
之
間
的

界
線
。
影
片
的
最
後
，
紙
厝
與
魂
身
隨
著
濃
濃
大
火
燃
燒
殆
盡
，
留
給
觀
眾
無

盡
的
震
撼
感
與
思
考
空
間
。

蘇
育
賢
認
為
，
糊
紙
工
藝
仿
造
現
實
而
又
超
越
現
實
的
限
制
，
身
為
一
位
藝

術
家
，
應
透
過
了
解
媒
材
特
性
與
針
對
其
歷
史
脈
絡
加
以
想
像
，
不
斷
反
省
、

思
考
後
表
達
出
來
。
如
作
品
名
稱
中
的
「
山
牆
」
，
在
傳
統
建
築
中
，
原
有
承

重
、
防
火
等
功
能
，
日
治
時
期
引
進
西
式
洋
樓
，
山
牆
逐
漸
變
成
裝
飾
用
途
，

一
如
紙
紮
文
化
歷
經
工
業
化
，
是
否
逐
漸
失
去
傳
統
工
法
與
傳
承
，
徒
具
熱
鬧

形
式
？
值
得
觀
眾
省
思
。

遙 人 極想 間 樂

遞 彼 天送 世 堂
影
片
連
結

作
者
訪
談

除
了
自
己
，
是
燒
不
著
任
何
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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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育
賢
《
花
山
牆
》

※
本
文
參
考
藝
術
獎
相
關
報
導
及
藝
術
家
訪
談
改
寫

春
牛
與
芒
神
的
打
扮
，
依
照
黃
曆
天
干
地
支
的
節
氣

而
每
年
改
變
，
藉
以
順
應
天
意
，
得
到
豐
收
祥
瑞
。
（
見

於
《
土
牛
經
》
宋
仁
宗
頒
布
、
「
芒
神
土
牛
形
圖
」
（
清

欽
天
監
所
製
定
）
、
《
春
牛
經
》
等
文
獻
）

春
牛
身
高
四
尺
、
身
長
八
尺
，
寓
意
四
時
八
節
；
牛

尾
一
尺
二
寸
，
即
一
日
有
十
二
時
辰
；
旁
立
執
鞭
芒
神

身
長
三
尺
六
寸
五
分
，
象
徵
一
年
三
百
六
十
五
天
；
鞭

長
二
尺
四
寸
，
象
徵
一
年
有
廿
四
個
節
氣
。

芒
神
站
立
於
春
牛
位
置
的
不
同
，
代
表
當
年
農
事
的

早
晚
；
芒
神
的
裝
束
也
可
作
為
該
年
的
天
氣
預
測
：
沒

有
穿
鞋
代
表
多
雨
水
，
雙
足
穿
草
鞋
代
表
乾
旱
，
一
隻

光
腳
、
一
隻
腳
穿
草
鞋
，
代
表
雨
量
適
中
。

小
芝
識

■
  吳
文
進
道
長

■
  吳
文
進
紙
糊
神
獸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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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
慰
亡
靈
—

放
火
馬

「
放
火
馬
」
是
臺
南
後
壁
崁
頂
聚
落
自
清
同
治
年

間
流
傳
至
今
的
民
俗
活
動
。
其
由
來
版
本
有
二
，
一

說
是
官
兵
不
諳
地
貌
，
送
官
銀
途
中
遇
劫
而
落
難
；

另
有
一
說
是
當
地
匪
徒
盛
行
，
遭
庄
民
禦
退
滅
頂
，

因
而
亡
魂
作
祟
，
於
是
有
庄
廟
「
勸
善
堂
」
之
主
神

池
府
王
爺
介
入
協
調
安
撫
一
事
，
並
在
農
曆

6
月
池

王
爺
聖
誕
當
天
以
焚
燒
紙
糊
火
馬
的
「
放
火
馬
」
儀

式
慰
藉
亡
靈
。

目
前
祭
儀
中
使
用
的
火
馬
由
將
軍
區
糊
紙
藝
師
王

明
賢
製
作
，
尺
寸
自

50
公
分
至

20
0公
分
皆
有
，
以

竹
篾
、
木
頭
製
作
骨
架
，
糊
上
三
層
金
紙
，
最
後
鋪

上
白
紙
和
彩
繪
紅
色
，
完
作
品
厚
實
堅
固
，
甚
至
可

讓
人
騎
乘
在
上
。

不
是
金
銀
，
更
勝
金
銀

─
「
神
明
紙
帽
」
高
啟
舜
藝
師

高
啟
舜
藝
師
（

19
64
－

20
19
）
出
生
於
府
城
頂
大
道
，
在
他

39
歲
時
，
因
家
鄉

總
趕
宮
鎮
殿
的
倪
府
千
歲
所
配
戴
的
銀
帽
內
緣
泡
棉
層
老
化
，
使
銀
帽
下
滑
，
造
成

泥
塑
神
像
的
耳
朵
裂
開
，
高
藝
師
不
捨
之
餘
便
發
想
是
否
可
製
作
重
量
較
輕
的
帽
子

給
神
明
配
戴
，
進
而
開
啟
了
製
作
神
明
紙
帽
的
契
機
。

高
藝
師
認
為
神
帽
是
配
角
，
形
體
不
宜
誇
張
，
以
免
搶
了
神
像
本
身

的
風
采
，
因
此
作
品
講
究
簡
約
、
輕
盈
卻
不
失

莊
嚴
，
並
注
重
歷
史
考
據
，
製
作
過
程
中
除
了

心
懷
虔
敬
，
更
將
電
腦
繪
圖
與
模
型
製
作
融
合

於
神
明
紙
帽
的
製
作
當
中
，
將
「
神
明
帽
盔
」

這
項
傳
統
工
藝
推
進
到
一
個
嶄
新
的
境
界
。

百
年
紙
傳
薪
藝

─
「
左
藤
糊
紙
店
」
與
洪
銘
宏
藝
師

提
到
傳
統
糊
紙
店
，
就
不
得
不
提
到
在
府
城
扎
根
已
久
的
「
左
藤
糊
紙
店
」
，
這
間
由

洪
家
第
四
代
洪
錕
鎔
所
命
名
，
也
因
為
他
外
貌
長
得
像
日
本
政
治
家
佐
藤
榮
作
，
「
左

藤
」
也
成
了
他
的
暱
稱
，
糊
紙
店
也
以
「
左
藤
糊
紙
店
」
為
名
。

洪
家
來
臺
已
七
代
，
第
三
代
洪
興
旺
起
便
學
當
道
士
兼
糊
紙
，
至
第
四
代
洪
錕
鎔
以
糊

紙
為
主
業
，
洪
銘
宏
藝
師
（

19
58
－

20
19
）

13
歲
時
就
開
始
由
其
父
洪
錕
鎔
教
導
製
作
紙

厝
，
積
極
追
求
自
己
技
藝
的
突
破
，
故
曾
向
不
同
師
傅
學
習
各
種
技

巧
，
洪
藝
師
擅
長
小
型
紙
偶
的
創
作
，
以
宛
如
舞
臺
劇
演
員
般
的
鮮
艷

顏
色
、
誇
張
的
肢
體
語
言
以
及
飄
舞
的
衣
飾
為
特
色
，
不
僅
保
有
傳

統
，
也
能
根
據
業
主
要
求
客
製
化
出
令
人
滿
意
的
作
品
。
目
前
由
其
子

洪
國
霖
繼
承
衣
缽
，
傳
承
糊
紙
的
傳
統
工
藝
技
法
與
前
人
精
神
。

紙
糊
神
像

臺
南
紙
塑
神
像
藝
師
魏
介
民
，
其
祖
父

魏
得
璋
、
父
親
魏
俊
邦
（

19
47

-2
01

4）
精

通
糊
紙
、
泥
塑
、
花
燈
、
藝
閣
製
作
等
各
項

技
藝
，
流
傳
下
來
之
紙
塑
神
像
技
術
製
作
繁

複
，
如
「
紙
漿
雕
塑
」
及
「
褙
紙
脫
胎
」
等
作
法
，

以
保
麗
龍
為
骨
架
，
外
敷
紙
漿
，
再
以
黃
土
底
、
安

金
、
畫
色
等
多
種
技
巧
修
飾
神
像
外
表
。

喪
葬
紙
紮

除
了
常
見
的
紙
紮
人
偶
、
紙
厝
以
外
，
在

《
臺
南
市
志
，
卷
二
。
人
民
志
禮
俗
篇
》
有

段
「
棺
罩
」
的
紀
錄
，
「
封
棺
後
⋯
⋯
以
抬

棺
之
長
木
置
棺
上
，
用
麻
繩
繫
緊
，
然
後
蓋

以
棺
槨
（
俗
稱
棺
罩
）
，
舊
時
以
木
材
為

之
，
蒙
以
繡
有
人
物
花
鳥
之
錦
緞
，
今
則
多

用
竹
篾
糊
紙
為
之
，
上
加
紙
紮
人
物
花

鳥
。
」
在
棺
木
上
覆
上
紙
紮
裝
飾
，
彰
顯
對

於
先
人
之
敬
意
。

■
  
雲
林
大
埤
北
極
殿
奉
祀
的
玄
天
上
帝

是
魏
介
民
於

20
18
年
以
一
萬
一
千

多
張
金
紙
打
造
（
魏
介
民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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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像
內
部
構
造

 
2

 完
成
作
品

■
  裝
飾
於
棺
木
上
之
「
棺
罩
」
（
魏
介
民
提
供
）

金
紙

紙
漿

保
麗
龍

七
娘
媽
亭

農
曆
七
月
七
日
這
天
，
是
護
佑
幼
兒
平
安
長
大
之
「
七
星
媽
」
的
誕
辰
，

俗
稱
「
七
娘
媽
生
」
，
人
們
以
華
麗
的
七
娘
媽
亭
，
表
達
敬
神
的
心
意
。

七
娘
媽
亭
通
常
為
三
層
：
底
層
是
七
星
娘
娘
亭
、
中
層
為
蓬
萊
亭
、
最
上

層
是
百
子
亭
。
「
作
十
六
歲
」
成
年
禮
習
俗
中
，
祭
拜
前
先
將
七
娘
媽
亭
供

奉
於
神
桌
前
，
連
同
牲
禮
、
鳥
母
衣

等
祭
拜
。
拜
完
後
即
由
家

人
高
舉
七
娘
媽
亭
，
讓

即
將
成
年
的
子
女
從

中
穿
過
（
男
轉
左

三
圈
，
女
轉
右
三

圈
）
，
象
徵
「
出

鳥
母
宮
」
，
脫
離

七
娘
媽
的
照
顧
，

能
夠
獨
當
一
面
。

■
  國
定
民
俗
雲
林
口
湖
牽
水

 
（
黃
文
博
攝
）

■
  糊
紙
神
獸
與
王

船
共
遊
天
河

臺
灣
民
間
神
像
製
作
有
「
一
紙
、
二
土
、
三
木
、
四
石
、
五
金
」
說

法
，
認
為
紙
是
最
快
、
且
最
容
易
入
神
的
材
質
，
因
此
進
行
臨
時
性
或
特

殊
性
的
祭
典
、
法
事
時
，
常
選
擇
製
作
耗
時
短
、
精
細
、
儀
式
後
可
直
接

火
化
的
紙
像
。
而
糊
紙
製
作
的
東
西
包
羅
萬
象
，
用
於
廟
宇
祭
典
的
民
俗

場
域
如
王
船
、
神
騎
；
生
命
禮
俗
則
如
天
公
座
、
七
娘
媽
亭
、
紙
厝
、
魂

身
與
金
童
玉
女
、
枉
死
城
；
歲
時
節
慶
如
元
宵
花
燈
、
中
元
普
度
大
士

爺
、
普
度
山
等
等
，
可
見
糊
紙
與
臺
灣
人
民
生
活
信
仰
之
緊
密
相
扣
。

糊
紙
應
用
於
民
俗

與
生
命
禮
俗
面
貌

以
烈
火
恭
送
—

紙
糊
王
船

王
船
常
見
於
中
國
福
建
沿
海
及
臺
灣
西
南
沿
海
一

帶
之
王
爺
信
仰
中
。

王
船
的
製
作
主
要
可
分
成
木
造
或
糊
紙
二
種
。
以

王
明
賢
藝
師

20
17
年
的
王
船
作
品
為
例
，
雖
為
縮
小

版
尺
寸
，
但
仍
依
循
慣
例
製
作
，
全
船
未
使
用
釘

子
，
先
將
船
形
以
竹
篾
及
木
頭
作
骨
架
，
利
用
糯
米

紙
以
及
自
行
以
麵
粉
、
米
漿
調
配
的
漿
糊
固
定
，
船

身
糊
貼
色
紙
，
再
安
裝
船
桅
與
船
帆
；
船
首
獅

頭
、
船
尾
龍
尾
做
工
精
細
，
官
廳
、
媽
祖
樓

以
及
一
同
遊
天
河
的
水
手
、
兵
馬
等
裝

飾
等
皆
一
應

俱
全
。

■
  
店
面
位
於
臺
南
祀
典
武
廟
前
，
魏
介
民

師
傅
為
魏
家
第
三
代
糊
紙
藝
師

■
  大
士
爺
又
稱
「
普

度
公
」
，
常
見
於

中
元
普
度
。

藝
綻
神
仙
府

洪
銘
宏
藝
師
影
片

藝
綻
神
仙
府

高
啟
舜
藝
師
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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