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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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
理
時
間
：

10
/6
（
六
）

14
:0

0~
17

:0
0

辦
理
地
點
：
大
觀
音
亭
興
濟
宮

授
課
講
師
：
「
西
佛
國
」
蔡
天
民
、
蔡
友
誠

報
名
時
間
：

9/
6上
午

9點
開
放
網
路
報
名

漆
線

辦
理
時
間
：

10
/1

3（
六
）
、

10
/2

7（
六
）

辦
理
地
點
：

 孔
廟
明
倫
堂
、
吳
園
公
會
堂

戶
外
廣
場

演
出
團
體
：
和
聲
社
、
振
聲
社

※
皆
採
免
費
自
由
入
場

南
管
曲
演

自
然
與
人
文
產
業
的
交
織
—
東
山
龍
眼
土
窯
文
化
景
觀

文
化
資
產
中
的
「
文
化
景
觀
」
強
調
空
間
環
境
之
中
，
具
備
歷
史
、
美
感
、
民
族
學
或
人
類
學
等
傑
出
價
值
之

場
域
，
透
過
生
活
方
式
、
儀
式
與
其
他
形
式
呈
現
出
來
，
並
以
具
體
的
「
物
」
來
作
為
代
表
。

東
山
龍
眼
產
業
是
在
丘
陵
地
區
中
的
生
產
產
業
模
式
，
是
地
方
民
眾
充
分
運
用
所
在
自
然
環
境
的
特
色
，
以
龍

眼
柴
薪
「
柴
焙
」
的
傳
統
方
式
，
保
存
龍
眼
乾
肉
特
有
的
薰
香
甜
味
，
更
保
存
了
龍
眼
烘
焙
的
傳
統
產
業
文
化
，

其
依
當
地
地
形
、
地
勢
建
造
的
土
窯
，
更
見
證
了
人
類
與
自
然
長
時
間
互
動
的
結
果
。

雖
然
龍
眼
的
種
植
並
非
東
山
所
獨
有
，
焙
製
龍
眼
也
並
非
僅
限
於
東
山
，
但
對
於
東
山
來
說
，
持
續
維
持
龍
眼

與
其
他
產
物
混
種
並
進
行
經
濟
運
作
的
產
業
模
式
，
形
塑
出
民
眾
對
地
方
的
情
感
，
加
上
長
時
間
的
歷
史
傳
承
，

孕
育
出
屬
於
地
方
的
獨
特
生
活
特
色
。

潛
在
危
機
與
轉
機

 
由
於
龍
眼
乾
的
需
求
一
直
存
在
，
短
時
間
不
會
有
夕
陽
產
業
而
導
致
整
個
產
業
消
失
的
問
題
，
但
東
山
龍
眼
產

業
正
面
臨
農
村
人
口
老
化
、
外
移
，
從
事
龍
眼
產
業
的
幾
乎
是
年
長
一
輩
的
村
民
，
粗
重
的
採
果
、
搬
運
，
甚
至

帶
有
危
險
性
的
爬
樹
工
作
，
都
還
是
靠
老
人
自
己
來
，
且
過
去
由
農
家
全
家
總
動
員
剝
龍
眼
殼
的
工
作
，
也
因
年

輕
人
外
流
造
成
缺
工
的
情
形
越
來
越
嚴
重
。
而
龍
眼
窯
的
保
存
維
護
亦
面
臨
土
地
買
賣
、
建
築
與
水
土
保
持
法
令

限
制
等
潛
在
困
境
需
待
解
決
。

另
一
方
面
，
產
業
發
展
需
要
新
生
力
軍
，
透
過
扶
植
在
地
人
力
與
引
進
資
源
，
如
東
山
窯
鄉
文
史
工
作
室
近
年

深
入
東
山
各
社
區
進
行
文
史
資
料
蒐
集
、
並
透
過
各
項
社
區
培
力
工
作
，
跨
域
、
跨
界
的
平
台
合
作
，
運
用
在
地

資
源
，
協
助
發
展
地
方
經
濟
，
如
同
其
設
計
的
「
窯
鄉

E
X

P
O
」
展
覽
中
的
核
心
理
念

:「
龍
眼
窯
是
農
民
的
第
二

個
家
」
，
期
待
未
來
東
山
龍
眼
產
業
發
展
能
從
過
去
以
經
濟
為
主
的
思
考
角
度
，
轉
而
加
強
思
考
產
業
與
生
活
的

結
合
，
增
加
龍
眼
產
業
與
在
地
生
活
的
鏈
結
。

你
聽
過
「
生
食
都
無
夠
，
擱
有
通
曝
乾
」
這
句
諺
語
嗎

? 
這
俗
諺
比
喻
現
實
生
活
已
捉
襟
見
肘
，
對
未
來
的
日
子
更
不
敢
奢
望
。
通
常
農
作
物
如
果
收

成
量
多
時
，
一
時
之
間
吃
不
完
，
通
常
都
會
用
加
工
方
式
（
如
曬
乾
、
醃
漬
）
保
存
，
供
日
後
食
用
，
但
對
於
龍
眼
這
種
水
果
而
言
，
不
但
「
生
食
」

數
量
充
足
，
更
可
透
過
「
曝
乾
」
換
來
更
高
的
產
值
。

東
山
區
是
全
台
灣
龍
眼
種
植
面
積
最
廣
的
地
方
之
一
，
為
了
能
長
期
保
存
，
多
將
龍
眼
以
烘
焙
方
式
烘
烤
成
乾
，
密
集
的
龍
眼
乾
烘
焙
灶
寮
（
龍
眼

土
窯
）
百
年
來
也
成
為
東
山
區
農
業
景
觀
一
大
特
色
。
為
保
存
龍
眼
土
窯
文
化
景
觀
，
政
府
、
農
民
及
地
方
民
眾
必
須
在
不
同
層
面
投
入
資
源
與
努

力
，
讓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成
為
全
民
的
認
同
與
共
識
。
且
讓
我
們
一
起
走
進
山
林
，
認
識
龍
眼
乾
的
生
產
與
傳
統
烘
焙
過
程
，
以
及
人
與
土
地
的
利
用
、

互
動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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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編 的 話

臺
南
東
山
區
自
然
環
境
適
宜
農
業
發
展
經
營
，
物
產
豐
饒
。
近
年
除
了

稻
米
，
亦
加
強
生
產
高
經
濟
價
值
果
品
作
物
，
如
：
柑
橘
、
龍
眼
、
柳
丁

等
。
近
年
來
因
政
府
推
動
農
村
文
化
觀
光
、
農
村
再
生
等
政
策
，
東
山
區

透
過
打
造
地
方
農
產
節
慶
（
如
：「
東
山
龍
眼
季
」
、「

17
5咖
啡
公
路
」
）
，

開
拓
地
方
深
具
特
色
的
產
業
資
源
。

每
逢
立
秋
時
節
，
穿
梭
於
此
，
常
能
看
到
結
實
纍
纍
的
龍
眼
與
聞
到
濃

郁
的
烘
烤
龍
眼
乾
的
香
味
。
除
了
種
植
有
龍
眼
樹
之
外
，
亦
具
備
許
多
烘

焙
龍
眼
乾
的
土
窯
（
龍
眼
種
植
與
烘
焙
灶
並
非
東
山
所
獨
有
，
從
台
中
、

南
投
、
雲
林
古
坑
、
嘉
義
竹
崎
、
臺
南
至
高
雄
，
均
有
丘
陵
地
區
民
眾
種

植
和
烘
焙
，
但
以
本
區
密
度
最
高
）
。
農
民
利
用
山
坡
地
的
地
勢
建
造
土

窯
，
並
利
用
自
然
柴
火
烘
烤
、
加
溫
來
保
存
生
產
之
龍
眼
，
除
了
是
友
善

及
永
續
地
利
用
土
地
資
源
，
也
透
過
日
積
月
累
的
農
業
知
識
、
技
術
和
文

化
活
動
對
於
場
所
的
生
產
和
管
理
，
呈
現
了
與
自
然
環
境
互
動
之
地
景
風

貌
，
兼
顧
了
有
形
與
無
形
文
化
資
產
。

■
  「
東
山
區
‧
古
法
焙
龍
眼
」
李
秀
勤

 攝
（
《
臺
南
美
地

-補
風
捉
影
》
，

20
15
年
出
版
）

臺
南
市
政
府
觀
光
旅
遊
局
提
供

■
  在
大
東
原
淺
山
地
域
，
四
處
可
見
龍
眼
窯
座
落
在
山
坪
、
各
家
戶
旁
，
形
構
該
場
域
獨
特
豐

富
的
人
文
地
景
脈
絡
。
圖
片
來
源
：
東
山
窯
鄉
文
史
工
作
室

「
20

18
臺
南
市
文
化
資
產
月
」
將
於

9月
1日
（
六
）
揭
開
序
幕
。
今
年
我
們
將
生

活
變
成
一
種
共
通
的
語
言
，
規
畫
了
四

大
主
題
、
共
計

20
場
活
動
，
讓
過
去
、

現
在
及
未
來
產
生
聯
結
，
開
啟
一
場
人

與
土
地
之
間
的
對
話
，
歡
迎
大
家
「
鬥

陣
踅
臺
南
」
！

10
7/

9/
1（
六
）
—

10
7/

10
/1

3（
六
）

文
資
月

20
18
年

20
18

  S
EP

04
免
｜
費
｜
取
｜
閱

20
18

  S
EPIS
SU
E

18
期

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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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楊
美
紅
　

 執
筆
│
鄭
任
翔
　

 插
畫
│
郭
璧
如
、
周
詠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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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年

9月
　

 資
料
提
供
│
王
淳
熙
助
理
教
授
、
東
山
窯
鄉
文
史
工
作
室



入 秋 拜 火 寮 ，

         龍 眼 變 金 條

俗 諺 民 俗

窯 窯 相 望

桂 圓 酒 香 麻 油 雞

龍
眼
床
（
焙
床
）

進
行
龍
眼
烘
焙
的

長
方
形
凹
型
空
間
，

材
料
有
竹
篾
、
木

條
、
鐵
板
等
。

煙
道
（
熱
氣
傳
導
通
道
）

投
柴
口

百 年 智 慧 傳 承 —

焙 灶 寮

傳
統
焙
灶
寮
大
多
依
地
勢
高
低
，
選
擇
合
適
的
座

落
方
位
，
以
人
工
挖
掘
出
適
合
熱
氣
流
動
的
隧
道
坡

度
，
及
能
夠
平
均
整
個
加
熱
區
溫
度
的
弧
形
隧
道

口
，
使
熱
氣
傳
輸
順
暢
，
並
以
砌
磚
方
式
加
強
投
柴

口
兩
側
土
壁
，
上
方
加
蓋
水
泥
板
增
加
結
構
強
度
，

避
免
加
熱
時
熱
氣
造
成
崩
坍
危
險
；
從
窯
的
選
址
、

排
水
方
向
以
及
觀
測
風
向
（
風
向
錯
誤
易
釀
成
火

災
）
等
，
全
靠
土
窯
建
造
師
傅
長
時
間
的
經
驗
累

積
。

（
模
型
與
資
料
來
源
：
東
山
窯
鄉
文
史
工
作
室
）

根
據
農
委
會
統
計
，

10
6年
臺
灣
龍
眼
種
植
面
積

為
1萬
公
頃
，
其
中
臺
南
龍
眼
種
植
面
積
就
達

37
78

公
頃
，
產
量
亦
占
了
全
臺
三
分
之
一
，
大
多
集
中
於

東
山
區
。

目
前
全
區
現
存
共

77
6座
龍
眼
窯
（
包
含
廢
棄

窯
）
，
保
留
許
多
傳
統
型
式
的
「
焙
灶
寮
」
（
亦
稱

「
土
窯
」
，
為
當
地
農
民
習
慣
稱
呼
）
，
其
中
東
原

里
、
南
溪
里
也
因
土
窯
分
布
密
集
而
各
有
一
條
「
龍

眼
土
窯
巷
」
呢
；
每
年
入
秋
時
節
，
龍
眼
採
收
完
畢

後
，
到
此
就
可
以
看
到
烘
烤
煙
霧
氤
氳
，
以
及
聞
到

濃
郁
的
龍
眼
乾
香
味
飄
散
在
空
氣
中
。

傳
統
土
式

（
水
雲
里
土
式
龍
眼
窯
）

水
泥
式
龍
眼
窯
（
外
結
構
以
水
泥
模
板
灌

漿
而
成
，
內
結
構
還
是
仍
以
土
為
主
）

磚
造

（
東
原
里
磚
灶
龍
眼
窯
）

 

石
砌
式

 

（
林
安
里
卵
石
砌
龍
眼
烘
焙
寮
）

 

龍
眼
從
樹
上
採
收
後
，
因
不
易
保
存
，
只
能
放
兩
週
到

三
週
之
間
。
為
了
要
能
夠
長
時
間
的
貯
藏
，
必
須
以
日
曬

或
烘
烤
方
式
鎖
住
龍
眼
肉
的
香
氣
與
餘
韻
；
日
曬
因
陽
光

不
穩
定
產
生
酸
敗
與
霉
味
，
機
械
烘
焙
方
式
雖
然
速
度
快

產
量
大
，
但
品
質
遠
遠
不
及
傳
統
「
柴
焙
」
，
故
市
面
販

售
仍
以
柴
焙
的
龍
眼
為
主
。

龍
眼
乾
生
產
的
流
程
有
一
定
的
程
序
與
方
式
，

各
家
烘
焙
技
術
與
栽
種
方
式
差
異
造
就
了
不
同
風

味
的
龍
眼
乾
，
大
致
可
以
分
為
幾
個
步
驟
：

▲

  龍
眼
試
、
鳳
梨
肚
：
龍
眼
以
試
吃
、
鳳
梨
以
拍
肚
皮
而
知

熟
度
。

▲

  七
月
七
，
龍
眼
烏
，
石
榴
必
：
指
七
月
是
龍
眼
和
石
榴
成

熟
的
季
節
。
）
　
（
烏
：
黑
色
；
必
：
裂
開
）

▲

  香
腳
作
扁
擔
、
龍
眼
殼
作
米
籃
：
中
元
普
渡
適
逢
龍
眼
盛

產
期
，
故
龍
眼
多
為
供
品
桌
上
水
果
，
相
傳
好
兄
弟
會
以
撥

過
的
龍
眼
殼
用
來
當
盛
籃
，
拜
拜
後
投
入
金
爐
中
火
化
的
香

腳
及
龍
眼
枝
則
用
來
充
當
扁
擔
，
把
吃
不
完
的
供
品
帶
走
。

▲

  食
仔
放

子
，
食
柚
仔
放
蝦
米
，
食
龍
眼
放
木
耳
：

「
菝
仔
」
就
是
番
石
榴
，「
銃
子
」
就
是
子
彈
。
這
句
話
說
，

吃
番
石
榴
，
因
為
子
多
，
所
以
第
二
天
排
便
時
就
像
子
彈
那

麼
硬
。
吃
柚
子
以
後
，
排
出
來
的
柚
子
果
粒
看
起
來
就
像
小

蝦
米
。
吃
龍
眼
如
果
沒
有
細
嚼
，
排
出
來
時
看
起
來
就
像
木

耳
。
提
醒
我
們
吃
東
西
要
細
嚼
慢
嚥
，
避
免
腸
胃
消
化
不
良

的
症
狀
。

▲

 婚
禮
習
俗
：

 
 • 

 訂
婚
時
，
女
方
要
將
男
方
送
來
的
龍
眼
乾
（
福
圓
）
偷
拿

兩
顆
起
來
吃
，
表
示
看
住
新
郎
的
眼
睛
，
使
他
婚
後
不
再

看
別
的
女
生
。

 
 • 

 福
圓
也
取
其
圓
滿
、
多
子
多
孫
多
興
旺
之
意
。
如
：
桂
圓

紅
棗
茶
（
有
早
生
貴
子
含
意
）
、
「
食
福
圓
生
子
生
孫
中

狀
元
」

待
龍
眼
鋪
排
完
畢
之
後
，
可
以
開
始
生
火
，
一
但
生
火
上
來
，

就
不
可
以
讓
火
苗
中
斷
，
必
須
保
持
一
定
的
火
候
，
直
到
將
龍
眼

烘
焙
成
龍
眼
乾
為
止
，
為
時
約
五
天
至
七
天
，
農
民
們
必
須
日
夜

與
焙
灶
寮
為
伍
，
夜
裡
也
睡
在
窯
邊
，
小
心
呵
護
窯
火
。
通
常
以

去
年
或
前
年
砍
伐
的
龍
眼
樹
枝
幹
為
柴
薪
，
因
為
龍
眼
木
的
質
地

較
密
，
能
燒
得
較
久
，
溫
度
較
容
易
控
制
。

升
火
後
，
必
須
控
制
窯
火
上
的
溫
度
，
火
不
能
太
旺
，
否
則
會

使
烘
焙
床
及
其
上
方
的
龍
眼
燒
焦
，
甚
至
燒
掉
，
火
太
小
則
發
揮

不
了
作
用
，
龍
眼
也
會
腐
敗
。
最
好
是
以
慢
火
烘
焙
，
只
留
下
微

微
的
火
苗
，
讓
熱
煙
從
煙
道
竄
升
至
烘
焙
床
，
燻
乾
龍
眼
的
水

份
，
留
下
甜
甜
和
特
殊
的
龍
眼
木
煙
燻
味
。

 分 工 合 作 —

2 4 小 時 顧 寮 巡 火

St
ep

1 
採
摘
、
剝
葉

St
ep

2 
 入
寮
：
點
火
開
窯
，
並
準
備
牲
禮
敬
拜
灶
神
，
祈
求
烘
焙

的
過
程
平
安
順
利
。
（
整
理
窯
也
有
驅
趕
躲
在
焙
灶
寮
裡
的
蛇

類
、
動
物
的
作
用
）

St
ep

3 
 入
焙
與
脫
粒
：
採
摘
下
來
的
龍
眼
應
立
刻
生
火
烘
烤
，
並
將
細
枝

與
龍
眼
粒
分
開
。

St
ep

4 
 翻
焙
：
在
烘
焙
的
過
程
中
，
烘
焙
床
上
鋪
有
大
量
的
龍
眼
，
每
天

要
定
時
上
下
翻
動
，
以
確
保
每
粒
龍
眼
均
勻
受
熱
。

St
ep

5 
 收
成
及
謝
寮
：
經
過
五
至
七
天
的
烘
焙
，
龍
眼
完
全
脫
去
水
份

後
，
即
可
將
龍
眼
盛
裝
於
麻
布
袋
中
。
大
約

3台
斤
龍
眼
鮮
果
經

烘
焙
乾
燥
後
才
能
製
成

1台
斤
帶
殼
龍
眼
乾
。
烘
焙
工
作
完
成

後
，
必
須
將
烘
焙
好
的
龍
眼
殼
仔
移
至
倉
庫
或
家
裡
堆
放
，
並
將

所
有
工
具
收
拾
整
理
完
後
進
行
「
謝
寮
」
（
準
備
三
牲
四
果
祭

拜
）
，
並
辦
桌
感
謝
協
助
烘
焙
的
伴
工
群
。

St
ep

6 
 剝
龍
眼
肉
：
將
烘
焙
好
的
「
龍
眼
殼
仔
」
，
用
小
刀
先
去
殼
，
再

將
去
殼
後
的
龍
眼
乾
放
置
在
鉛
板
上
加
熱
，
加
熱
後
的
龍
眼
乾
會

變
軟
，
使
果
肉
易
與
果
核
分
離
。

自
古
以
來
有
「
南
桂
圓
、
北
人
參
」
之
稱
，
可
見
龍
眼
具
有
良
好

的
滋
養
補
益
作
用
。
可
用
於
心
脾
虛
損
、
氣
血
不
足
所
致
的
失
眠
、

健
忘
、
驚
悸
、
眩
暈
等
症
。
還
可
治
療
病
後
體
弱
或
腦
力
衰
退
，
婦

女
在
產
後
調
補
也
很
適
宜
。
李
時
珍
在
《
本
草
綱
目
》
中
記
載
：

「
食
品
以
荔
枝
為
貴
，
而
資
益
則
龍
眼
為
良
。
」

據
藥
理
研
究
證
實
，
龍
眼
含
葡
萄

糖
、
蔗
糖
和
維
生
素

A
、

B
等

多
種
營
養
素
。
其
中
含

有
較
多
的
是
蛋
白
質
、

脂
肪
和
多
種
礦
物
質
。

這
些
營
養
素
對
人
體
都

是
十
分
必
需
的
。

St
ep

1

St
ep

2

St
ep

3

St
ep

4

St
ep

5

St
ep

6

資
料
來
源
：

ht
tp

s:
//k

kn
ew

s.
cc

/
zh

-tw
/h

ea
lth

/b
6a

ak
2m

.h
tm

l

02
03

20
18

  S
EP

20
18

  S
EP

IS
SU
E

18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