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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提問設計 

段落 教學提問 參考答案 
ＰＩＳＡ 

閱讀歷程 

第一段 
作者分別以哪些感官感受來書寫

公寓周邊的街景？ 

1.以視覺印象描述公寓的正門口有一棵高

大彎曲、撐裂柏油路的鳳凰木。 

2.以嗅覺印象描述公寓的另一面有飄著麵

糊與甜餡香氣的車輪餅攤位。 

擷取與檢索 

第二段 
作者熟悉附近的貓，卻不熟悉左

鄰右舍的原因為何？ 

附近的貓每天四處遊玩，或成為咖啡館的

另類招牌，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輕易觀察

並享受其中趣味，但是現代公寓住戶大多

門戶緊閉，鄰居間甚少見面交流，即使偶

遇也不互相打招呼，因此難以熟知。 

廣泛理解 

第二段 
作者的朋友認為隔壁鄰居是戶「

讀書人家」的依據為何？ 

作者的朋友發現隔壁鄰居的門口春聯書寫

內容為「詩書」二字，與常見的「添官發

財納福」不同，而認為其為「讀書人家」。 

發展解釋 

第三段 
為什麼作者會說「城裡的小巷很

耐走」？ 

因為可欣賞別人家的盆栽、陽臺與燈光，

還可觀看或懷想數棟歷史悠久的日式屋舍

，沿途景觀豐富多變。 

發展解釋 

第三段 

試比較雲和街十一號、四十七號

的兩座建物有什麼共同特點和相

異之處？ 

相
同 

本為日式房舍，作為高等學校宿舍

之用，戰後成為師大教職員宿舍，

故梁實秋、郭廷以兩位文史學者皆

曾在二處所留下足跡。 

相
異 

雲和街十一號雖屋頂塌陷，但仍有

保留下來；雲和街四十七號卻早已

改建成現代式公寓。 
 

廣泛理解 

第四段 
為什麼作者會作出打開落地窗、

俯瞰街景的舉動？ 

迎接難得好天氣所帶來的陽光，享受師大

夜市繁華熱鬧的氣氛，此二者讓作者沉醉

其中，享受暖意與生氣。 

發展解釋 

統整提問 

地景文學強調「將自然地景與人

文歷史相互結合，呈現人與區域

的情感與記憶」，本文哪個段落

文句最能體現此一特點？ 

第三段，描寫師大一帶的日式建築，舉雲

和街十一號、雲和街四十七號為例，簡述

梁實秋與郭廷以二位文人雅士的史事，此

地景與所蘊含的情感記憶，給予讀者無限

的追索與物換星移的感慨。 

省思與評鑑 

統整提問 

本文第一段與第三段分別提到野

火花、麵包樹，這兩棵樹給作者

什麼感受？有何特殊意涵？ 

1.野火花：高大彎曲、樹根撐破柏油路，

可看出旺盛的生命力，與人聲鼎沸的師

大夜市相互輝映。 

2.麵包樹：植株高大、葉片合著風，栽種

於梁實秋故居的庭院中，即便屋舍破敗

，仍筆直矗立，彷彿承載故人的高雅精

神與豐厚偉業，供後人與作者懷念憑弔。 

3.兩棵雲和街上的樹高大而立，與周邊街

景相互連結，也作為時空遞嬗中不變的

永恆象徵。 

廣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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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G

o
o
g
le

街
景
踏
查
：
教
師
可
呈
現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師
大
夜
市
、
梁
實

秋
故
居
、
臺
灣
大
學
等
景
點
照
片
，
讓
學
生
藉
由G

o
o
g
le

街
景
功
能
，

找
出
這
些
景
點
的
確
切
位
置
，
並
在
泰
順
街
、
龍
泉
街
、
雲
和
街
、
師

大
路
、
溫
洲
街
、
羅
斯
福
路
、
汀
州
街
一
帶
，
規
畫
一
日
遊
行
程
，
以

利
學
生
掌
握
文
本
所
述
及
的
空
間
。
【
活
化
教
學
】
【
數
位
學
習
】 

二
、
飛
閱
文
學
地
景
：
教
師
於
課
後
播
放
「
飛
閱
文
學
地
景
」
影
視
節
目
，

或
帶
領
學
生
瀏
覽
臺
灣
文
學
網
飛

 

閱
文
學
地
景
，
挑
選
所
處
縣
市
的
影

像
、
文
章
，
從
中
引
導
學
生
重
新
觀
看
居
住
環
境
、
了
解
作
家
如
何
省

視
生
活
空
間
，
喚
起
在
地
意
識
。
【
活
化
教
學
】
【
數
位
學
習
】 

三
、
生
活
街
道
報
告
：
學
生
針
對
居
住
地
區
中
的
某
一
條
街
道
，
進
行
文
史

資
料
蒐
查
，
並
透
過
攝
影
與
文
字
報
告
，
以
「
過
去—

現
在—

未

來
」
的
書
寫
架
構
，
簡
述
此
地
景
的
小
史
，
並
描
述
自
己
在
此
空
間
中

的
活
動
經
驗
，
最
後
提
出
對
此
地
的
展
望
或
改
進
方
針
，
加
強
個
人
與

地
方
的
連
結
，
擴
增
美
感
經
驗
。
【
翻
轉
課
堂
】
【
有
效
教
學
】 

  

 

一
、
文
體
：
記
敘
兼
抒
情
文
。 

二
、
主
旨
：
書
寫
自
身
居
住
環
境
，
刻
畫
街
景
樣
貌
與
人
文
歷
史
。 

三
、
作
法
：
使
用
開門見山
法，
並
以
第一人稱
寫
作
，
透
過
白
描
的
筆
法
描
寫
居
住
的

巷
弄
景
色
，
呈
現
作
者
對
於
周
遭
環
境
的
觀
察
。
敘
述
簡
潔
，
場
景
生

動
，
融
合
人
文
，
產
生
聯
結
。 

四
、
結
構
：
全
文
共
四
段
，
可
分
為
三
個
部
分
。 

(一)
第
一
部
分
（
第
一
段
）
總
說
：
點
出
篇
名
雲
和
乃
是
源
自
作
者
居
住
的

街
名
，
並
描
述
公
寓
周
邊
的
地
理
環
境
特
色—

街
道
短
窄
，
卻
有
著

美
麗
的
鳳
凰
木
與
師
大
夜
市
。 

(二)
第
二
部
分
（
第
二
、
三
段
）
分
述
：
記
錄
鄰
居
的
貓
、
偶
遇
的
男
子
、

門
口
春
聯
生
活
瑣
事
，
反
映
都
會
鄰
里
互
動
疏
遠
。
接
著
描
述
雲
和
街 

日
治
時
期
的
特
色
建
築
、
戰
後
文
人
足
跡
，
體
現
小
巷
的
人
文
韻
味
。 

(三)
第
三
部
分
（
第
四
段
）
總
結
：
視
角
收
回
居
住
的
公
寓
中
，
俯
瞰
街
道

及
店
家
，
營
造
全
景
觀
看
的
視
野
感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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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文
學
習
價
值 

 

(一)
體
察
日
常
生
活
的
美
感
：
當
代
生
活

的
步
調
急
促
，
人
們
對
環
境
中
的
人

事
物
感
到
習
以
為
常
，
甚
至
日
漸
麻

木
，
缺
乏
尋
幽
探
美
的
動
機
。
本
文

即
示
範
透
過
平
實
筆
觸
，
勾
勒
市
井

街
坊
的
樣
態
，
並
輔
以
知
性
人
文
史

料
，
道
出
日
常
生
活
無
處
不
充
滿
美

感
的
細
膩
體
察
。 

(二)
學
習
空
間
敘
事
的
技
法
：
本
文
取
材

自
單
一
街
道
，
以
變
換
視
角
與
所
處

位
置
，
塑
造
空
間
的
立
體
臨
場
感
；

交
錯
呈
現
今
昔
事
件
，
建
構
綿
長
的

時
間
維
度
；
鋪
陳
商
圈
市
井
與
文
史

學
者
的
足
跡
，
營
造
俗
與
雅
的
兼
容

氛
圍
；
同
時
抒
發
個
體
於
此
地
景
中

的
情
思
。
藉
由
此
文
可
訓
練
學
生
漫

遊
觀
察
及
記
敘
寫
作
時
，
能
嘗
試
切

換
不
同
觀
看
視
角
、
標
示
時
間
脈
絡

、
多
元
取
材
，
以
及
表
述
個
人
感
悟

，
使
文
章
富
有
變
化
，
妙
趣
橫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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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景
文
學 

 
 

意
指
文
學
家
對
於
某
個
土
地
賦
予
文
學
性
意
義
之
作
品
。
臺
灣
的
地
景

文
學
，
可
以
分
別
由
三
個
層
次
的
意
義
來
看
，
而
這
三
層
意
義
，
也
使
地
景

文
學
充
分
表
現
出
人
、
土
地
、
歷
史
的
互
動
，
形
成
凸
顯
各
地
地
方
特
色
的

文
學
作
品
。 

1.
地
理
意
義
：
臺
灣
的
地
景
文
學
，
富
含
豐
富
的
地
理
描
述
，
其
因
於
臺
灣

自
然
環
境
獨
特
，
擁
有
高
山
、
峽
谷
、
斷
崖
、
火
山
等
特
色
地
貌
。
各
式

地
貌
自
然
也
就
成
為
文
人
筆
下
的
書
寫
主
題
。 

2.
社
會
意
義
：
早
在
明
清

 

時
代
，
即
有
官
員
、
文
人
以
臺
灣
景
色
為
主
題
創

作
，
但
這
類
的
作
品
多
數
偏
向
寫
景
抒
懷
、
旅
遊
文
學
的
性
質
。
而
地
景

文
學
的
作
家
則
以
家
鄉
、
或
落
地
生
根
的
移
居
地
作
為
背
景
，
將
自
然
地

景
與
人
文
歷
史
相
互
結
合
，
賦
予
自
身
與
土
地
的
意
義
，
也
形
成
臺
灣
地

景
文
學
的
重
要
特
色
。 

3.
政
治
意
義
：
自
日
治
時
代
以
來
，
臺
灣
政
經
中
心
多
集
中
在
北
部
，
地
景

文
學
帶
動
了
社
會
的
地
方
化
，
當
書
寫
地
方
的
風
氣
一
開
，
加
上

1980
年
代

臺
灣
解
嚴
，
國
家
高
壓
意
識
形
態
鬆
動
，
具
有
地
方
認
同
風
氣
意
味
的
文

學
遍
地
開
花
，
也
使
臺
灣
轉
變
為
多
元
共
存
的
多
元
型
文
化
。 

 

 

   

 

一
、
生
平
簡
歷 

 
 

一
九
七
八
年
六
月
生
，
高
雄
人
，
現
為
臺
灣
清

 

華
大
學
中

 

文
系
副
教
授

。
一
九
九
六
年
時
，
楊
佳
嫻
從
高
雄
北
上
求
學
，
在
網
路
創
作
興
起
的
當
時

，
她
善
用
部
落
格
、B

B
S

站
等
形
式
，
多
於
網
路
平
臺
上
發
表
各
類
文
章
，

其
作
品
亦
多
次
取
得
文
學
獎
的
肯
定
。 

二
、
作
品
特
色 

(一)
新
古
典
詩
風 

 
 

楊
佳
嫻
擅
長
心
情
摹
寫
、
意
象
創
造
，
又
能
融
會
古
典
、
化
鍊
新

感
覺
。
起
初
在
網
路
寫
詩
，
楊
佳
嫻
會
避
免
使
用
古
典
意
象
，
但
等
到

學
術
根
基
更
為
深
刻
後
，
她
開
始
反
省
，
並
轉
為
一
種
「
專
業
的
自
覺

」
，
認
為
應
該
好
好
利
用
古
典
資
源
。
她
說
：
「
與
其
說
我
的
新
古
典

詩
風
是
直
接
受
到
了
某
某
詩
人
的
影
響
，
不
如
說
我
從
詩
、
詞
等
古
典

文
學
中
獲
取
了
更
多
的
文
字
資
源
。
」
「
古
典
」
在
從
網
路
起
家
的
楊

佳
嫻
心
中
筆
下
，
成
了
一
個
龐
大
的
「
資
料
庫
」
。
如
其
詩
作
柱
下
之

歌
：
「
…
…
未
踐
之
約
，
在
巍
峨
橋
身
下
／
是
什
麼
觸
水
，
旋
／
即
戰

慄
而
去
？
／
來
不
及
發
出
的
喊
聲
／
就
像
敘
事
的
一
點
線
索
／
從
時
間

手
中
／
沉
湎
」
便
是
化
用
了
莊
子
尾

 

生
抱
柱
的
典
故
。 

(二)
對
至
美
的
強
烈
傾
慕 

 
 

讀
書
是
唯
一
能
讓
楊
佳
嫻
感
到
恆
久
快
樂
的
事
，
凡
是
由
文
字
建

築
起
來
的
，
只
要
寫
得
好
，
對
她
來
說
，
都
具
有
吸
引
力
。
而
她
心
中

的
寫
作
，
是
透
過
作
家
不
同
的
美
學
和
性
格
，
將
所
處
的
時
代
記
錄
下

來
，
作
品
要
能
隨
著
社
會
變
遷
，
在
不
同
時
空
中
被
讀
出
意
義
，
因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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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學
作
品
不
只
能
作
為
時
代
的
折
射
或
結
晶
，
更
是
思
想
和
感
覺
的
資

源
庫
。
楊
佳
嫻
寫
詩
，
也
寫
散
文
，
堅
持
對
至
美
的
強
烈
傾
慕
。
她
認

為
詩
是
瞬
間
的
感
悟
，
呈
現
感
情
的
方
式
，
像
是
展
示
針
尖
上
的
一
顆

鑽
石
，
有
好
幾
個
發
亮
面
向
；
而
散
文
則
具
有
拓
展
時
間
與
空
間
的
能

力
，
能
把
事
情
好
好
講
清
楚
。 

(三)
其
他
文
人
評
價 

 
 

詩
人
陳
義
芝
封
其
為
「
美
聲
抒
情
女
高
音
」
，
稱
讚
她
的
抒
情
詩

如
戲
曲
行
當
的
「
青
衣
」
，
流
利
飄
盪
，
入
神
而
妙
，
在
瀟
灑
中
透
著

堅
貞
風
采
，
在
端
莊
賢
淑
中
展
現
清
麗
纏
綿
。
詩
人
唐
捐
也
提
到
：
「

錘
鍊
，
作
為
詩
歌
創
作
古
老
而
核
心
的
技
術
，
在
最
新
世
代
詩
人
當
中

，
似
有
失
傳
之
勢
。
獨
有
楊
佳
嫻
，
居
然
著
魔
一
樣
，
迷
戀
著
漢
字
的

精
魄
與
骸
骨
，
時
時
展
現
錘
字
結
響
的
工
夫
」
。 
 

三
、
軼
事
趣
聞 

(一)
「
家
」
從
負
面
變
成
複
雜 

 
 

楊
佳
嫻
學
生
時
代
與
母
親
相
處
的
氣
氛
總
是
劍
拔
弩
張
。
當
時
父

母
不
明
白
愛
的
教
育
，
只
知
道
考
試
考
不
好
，
便
毒
打
；
想
了
解
孩
子

，
便
搜
書
包
、
抽
屜
。
媽
媽
一
旦
翻
到
男
生
寫
來
的
情
書
，
反
應
總
是

很
劇
烈
，
直
斥
她
會
考
不
上
大
學
、
成
為
「
落
翅
仔
」
，
這
對
青
春
期

的
楊
佳
嫻
而
言
，
是
不
可
原
諒
的
，
更
埋
下
心
結
。
然
而
，
向
來
視
「

家
」
為
負
面
詞
，
而
甚
少
書
寫
家
庭
故
事
的
楊
佳
嫻
，
經
過
年
歲
的
沉

澱
，
重
新
回
顧
童
年
記
憶
，
不
只
寫
自
己
的
青
少
年
時
期
，
也
談
及
爸

爸
、
媽
媽
、
妹
妹
。
在
散
文
集
小
火
山
群
裡
，
她
將
「
家
」
從
負
面
變

複
雜
，
把
那
些
黏
滿
傷
痕
的
細
節
攤
開
來
重
新
檢
視
。 

(二)
患
有
「
渴
貓
症
」 

 
 

愛
貓
的
楊
佳
嫻
在
貓
修
羅
中
，
自
稱
患
有
「
渴
貓
症
」
。
某
年
生

日
雨
夜
，
散
步
返
家
途
中
，
她
聽
到
市
場
暗
處
的
紙
箱
裡
，
傳
來
幼
貓

的
呼
救
聲
，
便
將
這
隻
瑟
瑟
發
抖
的
小
虎
斑
貓
領
回
家
，
喚
牠
「
楊
晚

輩
」
，
自
此
踏
上
潛
修
貓
道
一
途
。
之
後
，
她
又
經
詩
人
隱
匿
介
紹
，

到
淡
水
的
中
途
之
家
「
小
潤
貓
齋
」
，
認
養
第
二
隻
公
貓
「
楊
奧
古
斯

都
」
、
第
三
隻
母
貓
「
楊
家
將
」
。 

 
 

她
形
容
養
貓
的
生
活
「
簡
直
是
在
修
羅
場
修
行
」
。
然
而
，
她
自

問
：
「
這
樣
的
生
活
是
否
快
樂
？
」
卻
也
滿
足
地
答
道
：
「
世
界
從
此

分
為
有
貓
和
無
貓
。
無
貓
的
地
方
索
然
無
味
，
總
想
快
快
回
到
與
貓
們

共
住
之
地
，
一
面
數
落
，
一
面
撿
拾
牠
們
甩
咬
出
來
的
紙
片
，
像
童
話

故
事
裡
沿
著
麵
包
屑
回
來
的
小
孩
」
。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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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晚
天
空
中
發
光
的
星
體
。
斗
，
北
斗
星
，
泛
指
列
星
。 

6-4 

 

題
解
補
充
資
料 

 

1.
雲
和
是
集
結
楊
佳
嫻
就
讀
臺
灣
大
學

中
文
所
博
士
班
期
間
，
刊
於
中
國
時

報
、
聯
合
報
副
刊
，
及
眾
多
文
學
雜

誌
的
二
十
四
篇
散
文
，
於
二
○
○
六

年
出
版
之
作
，
為
繼
海
風
野
火
花
後

的
第
二
本
散
文
集
。 

2.
雲
和
全
書
分
四
卷
：
可
被
計
算
的
生

涯
、
借
來
的
時
空
、
陌
生
地
、
候
鳥

／
歸
鳥
。
前
二
卷
為
楊
佳
嫻
於
臺
大

中
文
所
求
學
時
的
日
常
踏
查
，
因
生

活
範
圍
大
多
以
溫
州
街
為
主
幹
，
向

外
延
伸
至
新
生
南
路
、
羅
斯
福
路
、

汀
洲
路
、
辛
亥
路
、
雲
和
街
等
地
，

這
些
場
景
便
成
為
寫
作
來
源
。
陌
生

地
則
是
旅
居
德
國
海

 

德
堡
時
的
異
地

觀
察
。
候
鳥
／
歸
鳥
則
敘
述
住
在
故

鄉
高
雄
壽

 

山
外
公
的
生
命
故
事
，
及

與
母
親
的
家
庭
問
題
。
除
了
寫
景
外

，
楊
佳
嫻
也
經
常
藉
由
人
文
歷
史
及

自
我
行
走
時
的
觀
想
，
抒
發
異
時
同

地
的
心
得
與
感
觸
。 

「
雲
和
」
二
字
取
自
「
雲
和
街
」
，
作
者
曾
在
此
居
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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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
作
者
以
哪
些
詩
句
描
寫
出
翠
玉
白

菜
的
真
實
？ 

□答
：
凡
藝
術
莫
非
是
弄
假
成
真
／
弄
假

成
真
，
比
真
的
更
真
／
否
則
那
栩
栩
的

螽
斯
，
為
何
／
至
今
還
執
迷
不
醒
，
還

抱
著
／
猶
翠
的
新
鮮
，
不
肯
下
來
。 

   

○問
：
作
者
在
詩
末
藉
螽
斯
的
意
象
隱
喻

何
種
意
義
？ 

 

□答
：
工
匠
的
藝
術
精
神
與
翠
玉
白
菜
結

合
，
工
匠
的
生
命
也
像
是
隨
之
化
為
螽

斯
，
永
遠
守
護
著
翠
玉
白
菜
，
使
藝
術

突
破
時
光
的
限
制
，
擁
有
永
恆
的
價
值

。 

 

 

一 

點
出
「
雲
和
」
為
所
居
住
的
街

道
名
稱
，
並
描
述
周
邊
環
境
。 

 

★
課
中
段
落
提
問 

 

Q
作
者
分
別
以
哪
些
感
官
感
受
來
書
寫

公
寓
周
邊
的
街
景
？ 

 

A

1.
以
視
覺
印
象
描
述
公
寓
的
正
門
口

有
一
棵
高
大
彎
曲
、
撐
裂
柏
油
路

的
鳳
凰
木
。 

2.
以
嗅
覺
印
象
描
述
公
寓
的
另
一

面
有
飄
著
麵
糊
與
甜
餡
香
氣
的

車
輪
餅
攤
位
。 

 

餡
ㄒ
ㄧ
ㄢ
ˋ
：
名
包
在
米
、
麵
等
食
物
中
的
作
料
。—

內

「
餡
」
、
甜
「
餡
」
（
本
課
） 

陷
ㄒ
ㄧ
ㄢ
ˋ
：
動
沒
入
、
沉
入
。—

「
陷
」
入 

 
 

 
 

 
 

動
攻
占
、
被
攻
占
。—

攻
「
陷
」 

 
 

 
 

補
充
動
設
計
害
人
。—

誣
「
陷
」 

啗
ㄉ
ㄢ
ˋ
：
動
吃
。
同
「
啖
」
。—

大
「
啗
」 

焰
ㄧ
ㄢ
ˋ
：
名
物
體
燃
燒
時
發
出
光
熱
的
部
分
。—
爐 

「
焰
」 

○2 

習作 P.33 

 

幢
ㄔ
ㄨ
ㄤ
ˊ
：
量
計
算
房
屋
的
單
位
。—

這
「
幢
」
公
寓
（
本
課
） 

瞳
ㄊ
ㄨ
ㄥ
ˊ
：
名
為
眼
珠
前
方
，
虹
膜
中
心
的
圓
孔
。—

雙
「
瞳
」 

撞
ㄓ
ㄨ
ㄤ
ˋ
：
動
碰
巧
遇
到
。—

「
撞
」
見 

 
 

 
 

 
 

動
碰
擊
。—

碰
「
撞
」 

○1 

習作 P.33 

 

開
門
見
山
點
出
本
文
以
街
道
為
書
寫
對
象
，
表
達
對
街
名
的
喜
愛
。 

 

說
明
其
地
理
位
置
、
長
度
、
寬
度
的
訊
息
。 

 

生
氣
盎
然
的
鳳
凰
木
與
市
聲
鼎
沸
的
商
圈
相
互
輝
映
。 

 

點
出
居
住
環
境
的
熱
鬧
，
也
暗
示
本
文
多
取
材
自
師
大
夜
市
一
帶
的
街
景
。 

 

形
容
隊
伍
排
得
很
長
。 

 

稿
ㄍ
ㄠ
ˇ
：
名
未
完
成
或
已
完
成
的
文
字
、
圖
畫
等
。 

—

寫
「
稿
」
（
本
課
） 

槁
ㄍ
ㄠ
ˇ
：
形
乾
癟
枯
瘦
的
。—

「
槁
」
木
死
灰 

縞
ㄍ
ㄠ
ˇ
：
形
白
色
的
。—

「
縞
」
衣 

○3 



 

第
五
課 

雲
和

7 

    

二 
以
偶
遇
外
國
男
子
、
門
聯
等
瑣

事
，
凸
顯
都
會
鄰
里
關
係
疏
遠
。

 

Q
作
者
熟
悉
附
近
的
貓
，
卻
不
熟
悉
左

鄰
右
舍
的
原
因
為
何
？ 

A
附
近
的
貓
每
天
四
處
遊
玩
，
或
成
為

咖
啡
館
的
另
類
招
牌
，
作
者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可
輕
易
觀
察
並
享
受
其
中
趣

味
，
但
是
現
代
公
寓
住
戶
大
多
門
戶

緊
閉
，
鄰
居
間
甚
少
見
面
交
流
，
即

使
偶
遇
也
不
互
相
打
招
呼
，
因
此
難

以
熟
知
。 

Q
作
者
的
朋
友
為
何
認
為
隔
壁
鄰
居
是

戶
「
讀
書
人
家
」
的
依
據
為
何
？ 

 

A
作
者
的
朋
友
發
現
隔
壁
鄰
居
的
門
口

春
聯
書
寫
內
容
為
「
詩
書
」
二
字
，

與
常
見
的
「
添
官
發
財
納
福
」
不
同

，
而
認
為
其
為
「
讀
書
人
家
」
。 

 

三 

指
出
文
人
雅
士
曾
匯
集
於
雲
和

街
上
的
日
式
老
屋
，
人
文
韻
味

深
厚
。 

Q
為
什
麼
作
者
會
說
「
城裡的小巷很耐走」
？ 

 

A
因
為
可
欣
賞
別
人
家
的
盆
栽
、
陽
臺

與
燈
光
，
還
可
觀
看
或
懷
想
數
棟
歷

史
悠
久
的
日
式
屋
舍
，
沿
途
景
觀
豐

富
多
變
。 

 

表
達
作
者
對
貓
的
喜
愛
與
了
解
，
與
後
文
提
及
現
代
公
寓
生
活
難
以
認
識
左
鄰
右
舍
，
形
成
對
比
。 

 

點
出
都
市
鄰
里
間
的
關
係
疏
離
。 

 

隱
含
作
者
對
雲
和
街
的
喜
愛
，
及
自
身
的
細
膩
觀
察
力
、
對
於
美
的
感
受
力
。 

 

介
紹
此
區
日
式
房
舍
的
興
建
緣
起
與
改
造
變
遷
簡
史
。 

 

職
位
、
地
位
晉
升
。 

 

透
過
猜
測
性
的
問
句
，
呼
應
前
文
對
鄰
居
的
陌
生
。 

 

ㄗ
ㄨ
ㄥ
ˋ
：
動
不
加
拘
束
。—

「
縱
」
出
（
本
課
） 

 
 

 
 

 

動
釋
放
。—

「
縱
」
虎
歸
山 

 
 

 
 

 

動
施
放
。—

「
縱
」
火 

 
 

 
 

 

連
即
使
。—

「
縱
」
然 

ㄗ
ㄨ
ㄥ
：
動
直
的
線
、
面
，
南
北
稱
為
「
縱
」
。—

「
縱
」
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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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試
比
較
雲
和
街
十
一
號
、
四
十
七
號

的
兩
座
建
物
有
什
麼
共
同
特
點
和
相

異
之
處
？ 

 

A 

          

Q
地
景
文
學
強
調
「
將
自
然
地
景
與
人

文
歷
史
相
互
結
合
，
呈
現
人
與
區
域

的
情
感
與
記
憶
」
，
本
文
哪
個
段
落

文
句
最
能
體
現
此
一
特
點
？ 

 

A
本
文
第
三
段
，
描
寫
師
大
一
帶
的
日

式
建
築
，
舉
雲
和
街
十
一
號
、
雲
和

街
四
十
七
號
為
例
，
簡
述
梁
實
秋
與

郭
廷
以
二
位
文
人
雅
士
的
史
事
，
此

地
景
與
所
蘊
含
的
情
感
記
憶
，
給
予

讀
者
無
限
的
追
索
與
物
換
星
移
的
感

慨
。 

 

四 

從
公
寓
俯
瞰
忙
碌
的
店
家
，
品

味
熱
鬧
的
市
井
。

 

Q
為
什
麼
作
者
會
作
出
打
開
落
地
窗
、

俯
瞰
街
景
的
舉
動
？ 

A
迎
接
難
得
好
天
氣
所
帶
來
的
陽
光
，

享
受
師
大
夜
市
繁
華
熱
鬧
的
氣
氛
，

此
二
者
讓
作
者
沉
醉
其
中
，
享
受
暖

意
與
生
氣
。 

在
原
有
的
基
礎
上
重
新
建
造
。 

 

以
梁
實
秋
、
郭
廷
以
兩
位
人
曾
暫
居
與
辦
公
之
事
，
彰
顯
雲
和
街
人
文
底
蘊
濃
厚
。 

 

心
裡
時
時
刻
刻
惦
記
著
。 

 

似
：
心
心
念
念
、
時
刻
不
忘
。
反
：
置
之
腦
後
。 

 

沉
穩
鎮
靜
而
不
輕
浮
慌
亂
。 

 

雄
壯
威
武
的
態
勢
。 

 

1.
呼
應
前
文
街
道
的
狹
窄
。 

2.
描
述
夜
市
店
家
在
白
天
已
為
夜
晚
的
開
張
而
忙
碌
不
已
。 

 

塌
ㄊ
ㄚ
：
動
垮
落
、
倒
落
。—

「
塌
」
陷

（
本
課
） 

榻
ㄊ
ㄚ
ˋ
：
名
狹
長
的
坐
、
臥
用
具
。—

臥
「
榻
」 

蹋
ㄊ
ㄚ
ˋ
：
動
腳
著
地
或
踩
物
。
同
「
踏

」
。—

「
蹋
」
地 

 
 

 
 

 

動
不
加
以
珍
視
、
愛
惜
。—

「
蹧
蹋
」
（
謝
天
） 

○6 

圮
ㄆ
ㄧ
ˇ
：
動
毀
壞
、
傾
倒
。—

頹
「
圮
」
（
本
課
） 

杞
ㄑ
ㄧ
ˊ
：
名
植
物
名
。—

枸
「
杞
」 

 
 

 
 

 

名
中
國
周

 

朝
時
國
名
。—

「
杞
」
人
憂
天 

○5 

相
異 

相同 

雲
和
街
十
一
號
雖
屋
頂
塌

陷
，
但
仍
有
保
留
下
來
；

雲
和
街
四
十
七
號
卻
早
已

改
建
成
現
代
式
公
寓
。 

本
為
日
式
房
舍
，
作
為
高

等
學
校
宿
舍
之
用
，
戰
後

成
為
師
大
教
職
員
宿
舍
，

故
梁
實
秋
、
郭
廷
以
兩
位

文
史
學
者
皆
曾
在
二
處
所

留
下
足
跡
。 

 
 

「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的
簡
稱
。 

 

藉
陽
光
點
出
雲
和
街
帶
給
作
者
溫
暖
與
生
氣
的
感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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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本
文
第
一
段
與
第
三
段
分
別
提
到
野

火
花
、
麵
包
樹
，
這
兩
棵
樹
給
作
者

什
麼
感
受
？
有
何
特
殊
意
涵
？ 

A

1.
野
火
花
：
高
大
彎
曲
、
樹
根
撐
破

柏
油
路
，
可
看
出
旺
盛
的
生
命
力

，
與
人
聲
鼎
沸
的
師
大
夜
市
相
互

輝
映
。 

 

2.
麵
包
樹
：
植
株
高
大
、
葉
片
合
著

風
，
栽
種
於
梁
實
秋
故
居
的
庭
院

中
，
即
便
屋
舍
破
敗
，
仍
筆
直
矗

立
，
彷
彿
承
載
故
人
的
高
雅
精
神

與
豐
厚
偉
業
，
供
後
人
與
作
者
懷

念
憑
弔
。 

 

3.
兩
棵
雲
和
街
上
的
樹
高
大
而
立
，

與
周
邊
街
景
相
互
連
結
，
也
作
為

時
空
遞
嬗
中
不
變
的
永
恆
象
徵
。 

以
視
覺
印
象
，
帶
出
夜
市
商
家
對
此
處
市
井
樣
態
的
組
成
，
有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性
。 

 

罈
ㄊ
ㄢ
ˊ
：
名
口
小
肚
大
的
瓦
製
容
器
。—

鍋
「
罈
」
（
本
課
） 

 
 

 
 

 

量
計
算
罈
裝
物
的
單
位
。—

一
「
罈
」
醬
菜 

覃
ㄊ
ㄢ
ˊ
：
副
深
。—

「
覃
」
思
竭
慮 

 

ㄑ
ㄧ
ㄣ
ˊ
：
名
姓
。—

「
覃
」
先
生 

○7 
習作 P.33 

 



 

國
中
國
文
（
五
）
） 

10 

★
課
文
評
析 

 

 
 

第一段首
句
即
點
出
本
文
的
書
寫
對
象

為
「
雲
和
街
」
，
作
者
讚
嘆
其
名
稱
優

美
，
街
道
雖
窄
且
不
長
，
卻
串
聯
起
臺

大
至
師
大
夜
市
一
帶
的
街
巷
，
再
從
鳳

凰
木
撐
破
柏
油
路
的
視
覺
印
象
，
與
車

輪
餅
的
甜
香
吸
引
眾
多
顧
客
上
門
的
嗅

覺
感
受
，
塑
造
此
街
道
充
滿
生
命
力
的

氛
圍
。 

 
 

第二段，
作
者
自
述
熟
稔
在
公
寓
附
近

出
沒
的
貓
的
習
性
，
再
透
過
鄰
居
間
不

打
招
呼
、
門
戶
多
緊
閉
、
以
春
聯
內
容

猜
測
對
方
性
情
等
生
活
瑣
事
，
說
明
不

諳
鄰
居
的
身
分
背
景
，
以
貓
與
人
的
對

比
，
彰
顯
都
市
人
際
關
係
的
疏
離
。 

 
 

第三段，
隨
著
作
者
的
移
動
漫
步
，
書

寫
範
疇
延
伸
至
雲
和
街
上
的
日
式
老
宅

。
這
些
宅
院
從
興
建
至
改
建
的
簡
史
，

且
曾
有
梁
實
秋
、
郭
廷
以
二
位
文
學
與

史
學
學
者
入
住
，
不
僅
讓
雲
和
街
更
增

添
人
文
底
蘊
，
也
顯
示
出
作
者
關
懷
、

了
解
在
地
的
文
化
素
養
。 

 
 

第四段，
視
角
收
回
公
寓
之
內
，
結
尾

以
俯
瞰
蓄
勢
待
發
的
店
家
作
收
，
呼
應

第
一
段
提
到
雲
和
街
處
於
夜
市
的
地
理

位
置
，
也
描
繪
作
者
對
此
地
熱
鬧
市
井

樣
態
的
印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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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用
與
討
論
引
導 

 

一
、
文
意
內
涵
探
究 

 
 

教
師
可
利
用
應
用
討
論
帶
領
學
生

尋
找
文
本
線
索
，
並
進
一
步
探
討
文
句

編
排
帶
給
讀
者
的
感
受
。 

1.
作
者
以
文
章
所
提
皆
位
於
雲
和
街
，

除
了
是
作
者
曾
經
居
住
之
地
，
更
富

含
人
文
藝
術
氣
息
，
以
「
雲
和
」
二

字
命
題
，
除
了
印
證
文
章
首
段
作
者

提
及
「
雲
和
街
字
面
與
音
韻
皆
美
」

外
，
更
點
出
全
文
皆
扣
合
此
處
。 

2.
文
本
線
索
於
文
本
第
三
段
（
頁
83
－

84
）
，
此
段
敘
述
不
僅
是
對
於
環
境

的
形
容
，
更
點
出
了
雲
和
街
的
歷
史

人
文
變
遷
，
將
文
章
的
層
次
大
大
提

升
。 

 

3.
教
師
可
引
導
學
生
先
鎖
定
某
個
區

域
（
比
如
：
生
長
的
環
境
、
住
所
附

近
、
學
校
周
圍
）
，
接
著
可
以
從
環

境
中
發
生
過
的
事
件
出
發
，
以
此
鎖

定
建
築
，
方
可
延
展
故
事
。 

 

參
考
答
案
：
雲
和
是
作
者
居
住
的
街
道
名
稱
，
也
是
作
者
寫
作
的
場
景
所
在
。
因
此
她
以
雲
和
為
名
，

除
了
代
表
寫
作
內
容
外
，
也
表
現
她
身
處
在
雲
和
街
中
，
去
觀
察
外
界
的
角
度
。
也
因
此
作
者
才
會
將

篇
名
、
書
名
都
取
為
雲
和
，
作
為
她
在
身
處
其
中
的
雜
記
總
稱
。 

 

參
考
答
案
：
透
過
名
人
居
住
的
歷
史
，
可
以
增
添
老
屋
的
話
題
性
，
除
了
日
治
時
期
以
來
的
時
間
感

外
，
人
的
活
動
也
可
增
添
老
屋
的
故
事
。
使
讀
者
在
閱
覽
時
，
能
夠
將
房
屋
與
人
物
相
互
結
合
，
產

生
情
感
。 

 

參
考
答
案
： 

自
家
：
簡
述
自
家
的
環
境
後
，
還
能
說
明
自
己
在
此
空
間
的
生
活
點
滴
。
如
記
錄
身
高
的
筆
痕
、
一

同
用
餐
的
場
域
等
。 

歷
史
建
築
：
除
了
古
蹟
之
外
，
聚
落
中
的
精
神
信
仰
廟
宇
或
教
會
也
是
可
以
分
享
的
地
點
。
可
請
同

學
闡
述
自
己
在
這
空
間
的
記
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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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鍛
字
鍊
句 

 
 

作
者
在
本
文
先
寫
出
雲
和
街
的
地

理
位
置
，
並
寫
出
其
鄰
近
的
區
域
、
周

遭
環
境
，
使
人
對
雲
和
街
先
有
初
步
的

認
知
，
而
後
進
入
作
者
居
住
的
經
驗
，

並
代
入
此
處
的
人
文
背
景
，
加
深
印
象

的
同
時
也
富
含
親
切
感
。 

 
 

可
接
續
文
意
內
涵
探
究
第
三
題
，

讓
學
生
從
住
家
周
圍
出
發
，
依
序
嘗
試

作
答
。 

 
中
山
實
驗

國
民
小
學 

 
位
於
新
北
市 

板
橋
區 

大
觀

路
的
巷
弄
內
。 

 

街
道
狹
窄
，
鄰
近
合
宜
住
宅
、

華
僑
高
中
、
臺
灣
藝
術
大
學
。 

曾
有
榮
工
少
棒
隊
，
學
區
內
的

婦
聯
新
村
是
臺
灣
最
早
興
建
的

眷
村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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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作
者
認
為
蟲
聲
「
這
般
嘹
亮
」
，

是
因
為
熱
鬧
過
後
，
不
甘
寂
寞 

(D)

呼
嘯
的
北
風
裡
，
「
去
遠
走
高
飛
」

可
能
隱
含
著
生
命
的
結
束
或
新
生
之

意 

A
Ｄ 說

明
： 

 三
、
閱
古
讀
今 

賞
析
文
章
以
「
溝
渠
」
貫
穿
，
先
描
寫

過
去
溝
渠
與
街
道
的
交
匯
方
式
，

是
由
十
座
窄
橋
作
為
通
道
，
連
皆

「
兩
岸
」
；
後
寫
溝
渠
被
覆
蓋
後

的
環
境
改
變
，
此
感
嘆
並
懷
念
溝

渠
相
伴
的
日
子
。 

 

□一
「
庭
樹
不
如
人
去
盡
，
春
來
還
發
舊

時
花
」 

原
文
梁
園
日
暮
亂
飛
鴉
，
極
目
蕭
條
三

兩
家
。
庭
樹
不
知
人
去
盡
，
春
來

還
發
舊
時
花
。
（
岑
參
山

 

房
春
事
） 

譯
文
曾
詩
酒
風
流
的
梁
園
籠
罩
著
暮
色

，
天
空
中
稀
疏
地
飛
著
幾
隻
烏
鴉

。
竭
盡
目
力
望
去
，
蕭
條
冷
落
之

中
，
只
橫
陳
著
兩
三
戶
人
家
。
滿

園
的
奇
木
異
樹
，
不
知
已
人
去
樓

空
。
春
天
到
來
之
後
，
還
像
往
年

春
天
一
樣
開
花
。 

聲
音
悲
淒
滯
塞
。 

 

人
工
挖
掘
的
水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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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延
伸
閱
讀
試
題 

 

Q
關
於
本
詩
中
所
描
寫
的
夜
市
攤
位
，

下
列
敘
述
何
者
正
確
？ 

(A)
蚵
仔
麵

線
的
店
門
口
前
正
好
有
一
條
走
道
，

種
滿
寫
意
的
行
道
樹 

(B)
湯
爆
雞
排

與
鐵
板
燒
因
為
都
有
異
國
風
情
，
所

以
經
常
彼
此
呼
叫 

(C)
新
疆
羊
肉
串

的
攤
位
外
觀
設
計
有
綠
草
如
茵
、
豐

美
的
悠
綠
意
象 

(D)
鵝
肉
攤
的
擺
攤

時
間
並
無
像
糖
葫
蘆
、
烤
玉
米
等
來

的
這
麼
頻
繁 

A
Ｄ 

Q
關
於
本
詩
中
所
描
寫
的
夜
市
風
景
，

下
列
敘
述
何
者
正
確
？ 

(A)
集
應
廟

的
香
火
，
是
為
了
凸
顯
各
攤
位
各
具

風
味
的
情
調
而
存
在
的 

(B)
湯
爆
雞

排
、
鐵
板
燒
與
新
疆
羊
肉
串
聯
合
醞

釀
了
遼
闊
草
原
的
意
象 

(C)
藥
燉
排

骨
和
各
種
串
燒
與
可
麗
餅
隔
街
相
望

，
也
是
本
詩
夜
市
一
景 

(D)
小
姐
幫

歐
巴
桑
去
角
皮
，
磨
去
了
歐
巴
桑
一

整
個
夜
晚
內
心
的
鬱
卒 

 

A
Ｃ 

 
（
1.

(A)
意
思
是
事
物
依
然
，
但
人
事
已
經
不
是
原
來
的
面
貌
(B)
比
喻
世

事
變
化
甚
大
，
與
文
中
提
及
今
昔
變
化
相
近
(C)
形
容
建
築
物
倒
塌
殘
破

的
冷
清
的
樣
子
，
文
中
僅
有
在
第
二
段
出
現
部
分
(D)
遊
子
他
鄉
，
觸
景

生
情
，
本
篇
並
非
遊
子
他
鄉
之
作
） 

 

（
2.
本
文
主
要
在
敘
述
作
者
對
於
居
住
場
域
的
今
昔
觀
察
，
借
此
傳
達

街
景
變
化
的
感
慨
。
因
此
第
二
段
主
要
在
表
現
作
者
對
環
境
的
觀
察
與
認

識
。
(A)
未
提
及
文
化
價
值
(C)
僅
在
敘
述
建
築
外
觀
(D)
本
文
並
未
提
及
文

化
保
存
的
觀
點
） 

 

參
考
答
案
：
文
中
景
象
由
繁
盛
到
沒
落
，
作
者
皆
見
證
了
，
連
同
被
加
了
蓋
的
溝
渠
，
他
們
看
過
街
道
興
盛
的
樣
子
，
也
一
同
見
證

了
沒
落
的
模
樣
，
不
由
得
心
聲
感
嘆
。
（
請
老
師
鼓
勵
學
生
作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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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為
何
作
者
在
詩
中
說
「
集
應
廟
的
香

火
」
會
「
率
先
點
燃
各
攤
位
各
具
風

味
的
情
調
」
？ 

A
因
為
陽
光
離
去
，
進
入
夜
晚
時
分
，

集
應
廟
的
香
火
轉
變
為
夜
晚
的
光
源

之
一
，
並
且
使
得
各
攤
位
帶
來
各
具

風
味
的
情
調
。 

Q
你
認
為
詩
句
中
「
去
角
皮
的
歐
巴
桑

和
對
坐
的
小
姐
」
磨
去
了
哪
些
東
四

？ 

A
溫
吞
磨
去
的
除
了
身
上
的
角
皮
之
外

，
也
連
帶
磨
去
內
心
的
鬱
卒
。 

Q
第
三
段
詩
句
中
，
「
入
夜
後
，
翻
轉

為
」
在
此
段
有
何
作
用
？ 

A
承
上
啟
下
，
連
結
並
由
「
早
市
」
翻

轉
至
「
夜
市
」
，
呈
現
兩
樣
風
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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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和 

 

分
述
（
第
二
段

至
第
三
段
） 

 

街
坊
鄰
居—

互
不
往
來
：
外
國
人
、
鄰
居 

巷
弄
建
築—

日
式
建
築
：
多
半
改
建 

文
人
雅
士—

梁
實
秋
、
郭
廷
以 

總
說
（
第
一
段
） 

 

街
道
範
圍—

街
道
短
窄—

從
溫
州

街
穿
過
泰
順
、
龍
泉
、

師
大
路
直
到
浦
城
街 

住
家
街
景—

野
火
花
樹
、
車
輪
餅
攤 

總
結
（
第
四
段
）—

俯
瞰
街
道—
早
晚
熱
鬧
依
舊 

  

 

 

【
試
題
】
愛
爾
蘭
文
學
家
喬
哀
思
流
亡
海
外
多
年
，
其
創
作
大
多
根
植
於
早
年

在
愛
爾
蘭
都

 

柏
林
的
生
活
。
他
曾
說
：
「
有
一
天
，
都
柏
林
這
座
城

市
毀
了
，
人
們
也
可
以
憑
藉
我
的
小
說
，
一
磚
一
瓦
的
將
之
重
建
。

」
透
過
這
句
話
可
看
出
小
說
具
有
什
麼
作
用
？ 

(A)
記
錄
地
方
文
史

風
物 

(B)
勾
勒
未
來
生
活
圖
象 

(C)
重
振
戰
後
失
落
的
人
心 

(D)
展

現
社
區
營
造
的
力
量 

【
110.
會
考
第
7
題
】 

【
答
案
】
Ａ 

【
解
析
】
根
據
喬
哀
思
說
：
「
人
們
也
可
以
憑
藉
我
的
小
說
，
一
磚
一
瓦
的
將

之
重
建
。
」
可
知
在
喬
哀
思
的
小
說
中
記
錄
了
都
柏
林
當
時
的
人
文

地
景
風
貌
，
故
應
選
(A)
。 

 

 

一 

課
內
詞
語 

(一)
野
火
花
（
請
見
頁
82
「
注
釋
」
○2

） 

 
 

鳳
凰
木
的
花
朵
碩
大
繁
密
，
顏
色
呈
鮮
紅
或
橙
色
，
盛
開
時
像
燃

燒
的
火
焰
，
故
有
「
野
火
花
」
之
稱
，
相
傳
從
前
有
一
位
航
海
家
，
在

非
洲
初
見
鳳
凰
木
開
花
的
景
象
，
驚
呼
森
林
大
火
，
亦
有
「
森
之
炎
」

的
別
名
。 

 
 

鳳
凰
木
原
產
於
非
洲
馬

 

達
加
斯
加
，
以
其
「
葉
如
飛
凰
之
羽
，
花

若
丹
鳳
之
冠
」
而
得
名
。
性
喜
高
溫
、
多
日
光
的
環
境
。
樹
形
為
廣
闊

傘
形
，
樹
冠
橫
展
下
垂
，
濃
密
招
風
。
因
為
木
質
脆
弱
、
根
系
極
淺
，

強
風
後
常
見
滿
地
豆
莢
、
斷
枝
，
甚
至
整
株
倒
伏
的
現
象
。
鮮
豔
的
花

朵
配
合
鮮
綠
色
的
羽
狀
複
葉
，
被
譽
為
世
上
色
彩
最
鮮
豔
的
樹
木
之
一

。
由
於
其
花
期
在
六
月
，
正
值
校
園
驪驪

歌
響
起
之
際
，
因
此
常
讓
人
聯

想
到
畢
業
。
鳳
凰
木
開
花
後
會
結
出
一
條
條
豆
莢
，
長
可
達
六
十
公
分

，
成
熟
後
質
地
堅
硬
，
常
被
孩
童
當
作
玩
耍
時
的
刀
劍
，
在
加
勒
比
海

地
區
也
作
為
打
擊
樂
器
之
用
。 

(二)
師
大
夜
市
（
請
見
頁
82
「
課
文
」
第
6
行
） 

 
 

師
大
夜
市
，
又
稱
師
大
商
圈
，
因
位
於
臺

 

北
市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旁

而
得
名
，
是
北
臺
灣
地
區
著
名
的
夜
市
。
涵
蓋
範
圍
大
致
上
為
師
大
路

（
和
平
東
路
至
羅
斯
福
路
間
）
及
龍
泉
街
巷
內
各
式
店
家
，
主
要
顧
客

為
附
近
學
校
的
學
生
、
居
民
以
及
上
班
族
，
因
此
定
位
路
線
較
為
平
價

，
所
推
出
的
商
品
也
呈
現
年
輕
、
多
樣
化
，
於
是
各
商
家
間
的
競
爭
也

相
對
激
烈
。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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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雲
和
街
十
一
號
（
請
見
頁
84
「
課
文
」
第
3
行
） 

 
 

此
居
所
為
梁
實
秋
故
居
。
建
於
一
九
三
三
年
間
，
日
本
殖
民
時
期

地
址
為
「
古
亭
町
204
番
地
」
，
最
早
是
臺
北
高
等
學
校
英

 

語
教
授
富
田

義
介
宿
舍
。
梁
實
秋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入
住
，
一
九
五
九
年
一
月
搬
離
，

是
其
來
臺
後
安
住
的
第
一
間
職
務
宿
舍
。 

1.
屋
形
布
局
： 

 
 

梁
實
秋
故
居
其
建
築
為
一
層
木
造
獨
棟
日
式
建
築
，
原
本
是
中

流
階
級
模
仿
上
流
社
會
的
住
宅
「
和
洋
二
館
」
形
式
，
在
內
部
空
間

使
用
和
、
洋
折
衷
的
配
置
方
式
而
來
。
其
特
色
之
一
即
是
具
有
洋
式

的
接
待
空
間
，
如
玄
關
與
應
接
室
等
空
間
，
與
日
本
傳
統
和
式
的
內

部
空
間
，
如
座
敷
、
寢
室
及
茶
之
間
、
炊
事
場
等
服
務
空
間
兩
部
分

所
構
成
。
庭
院
內
有
一
棵
碩
大
的
麵
包
樹
，
是
梁
實
秋
難
以
忘
懷
的

，
直
到
一
九
七
三
年
一
月
移
居
美
國
後
的
梁
實
秋
仍
在
慶
祝
自
己
七

十
歲
生
日
寫
的
一
首
詞
裡
，
藉
著
描
寫
麵
包
樹
抒
發
對
元
配
程
季
淑

夫
人
的
思
念
：
「
惱
煞
無
端
天
未
去
，
幾
度
風
狂
，
不
道
歲
雲
暮
。

莫
嘆
舊
屋
無
覓
處
，
猶
存
牆
角
麵
包
樹
。
目
斷
長
空
迷
津
度
，
淚
眼

倚
樓
，
樓
外
青
無
數
。
往
事
如
煙
如
柳
絮
，
相
思
便
是
春
長
駐
。
」 

2.
現
今
發
展
： 

 
 

二
○
○
三
年
臺
北
市
政
府
通
過
「
梁
實
秋
故
居
」
為
歷
史
建
築

。
但
因
年
久
失
修
，
部
分
屋
瓦
及
牆
壁
倒
塌
，
破
損
情
形
嚴
重
，
故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於
二
○
○
五
年
進
行
梁
實
秋
故
居
調
查
研
究
，

並
於
二
○
一
○
年
十
月
至
二
○
一
一
年
六
月
間
，
請
專
業
文
物
修
復

師
修
復
並
保
持
故
居
基
本
風
貌
。 

(四)
中
研
院
（
請
見
頁
84
「
課
文
」
第
6
行
） 

 
 

為
中
央
研
究
院
的
簡
稱
，
直
接
隸
屬
於
總
統
府
，
為
中
華
民
國
學

術
最
高
殿
堂
。
其
任
務
包
括
人
文
及
科
學
研
究
，
指
導
、
聯
絡
及
獎
勵

學
術
研
究
，
培
養
高
級
學
術
研
究
人
才
，
並
兼
有
科
學
與
人
文
之
研
究。 

(五)
郭
廷
以
（
請
見
頁
84
「
注
釋
」
○9

） 

 
 

郭
廷
以
，
字
量
宇
，
一
九
五
五
年
一
月
受
命
籌
備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
並
擔
任
首
任
所
長
，
近
史
所
成
立
之
初
，
除
與
外
交
部

、
經
濟
部
洽
商
得
獲
大
批
珍
貴
檔
案
，
編
纂
完
成
海
防
檔
、
礦
務
檔
、

中
法

 

越

 

南
交
涉
檔
等
史
料
彙
編
外
，
更
致
力
於
推
展
口
述
歷
史
工
作
，

經
其
親
自
主
訪
或
校
閱
文
稿
者
達
五
十
九
人
。
一
九
六
八
年
當
選
為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
一
九
六
九
年
赴
美
講
學
，
一
九
七
五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病
逝
紐
約
，
享
年
七
十
二
歲
。
被
譽
為
「
中
國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的
拓
荒

者
」
。 

二 

課
外
延
伸 

(一)
與
鄰
居
相
關
的
成
詞
語 

1.
以
鄰
為
壑
：
比
喻
只
圖
自
己
一
方
的
利
益
，
把
困
難
或
禍
害
轉
嫁
給

別
人
。 

2.
孟
母
擇
鄰
：
孟
子
的
母
親
為
激
勵
孟
子
勤
奮
好
學
，
曾
為
選
擇
環
境

而
搬
家
三
次
，
終
於
把
孟
子
培
養
成
一
代
大
儒
。
後
遂
以
此
形
容
家

長
為
教
育
子
女
，
選
擇
良
好
的
學
習
環
境
所
花
的
苦
心
。 

3.
飢
虎
不
可
為
鄰
：
比
喻
不
要
與
窮
凶
極
惡
之
人
在
一
起
。 

 

4.
遠
親
不
如
近
鄰
：
住
得
遠
的
親
戚
不
如
近
處
的
鄰
居
可
以
相
互
照
顧

、
扶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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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百
萬
買
宅
，
千
萬
買
鄰
：
形
容
好
鄰
居
求
之
難
得
。 

6.
海
內
存
知
己
，
天
涯
若
比
鄰
：
四
海
之
內
有
知
己
朋
友
，
即
使
遠
在

天
邊
，
也
感
覺
象
鄰
居
一
樣
近
。 

(二)
相
關
類
文 

 
 

 
 

舊
盔
甲
（
節
錄
） 

楊
佳
嫻 

 
 

說
到
雲
和
街
，
知
道
的
人
不
多
。
不
過
，
只
要
說
客
廳
陽
臺
往
下

看
就
是
師
大
夜
市
，
或
者
說
街
口
有
家
開
到
午
夜
人
潮
洶
湧
的
黃
姓
皮

膚
科
，
臺
北
人
大
抵
都
可
以
想
像
大
約
哪
個
區
域
，
生
活
起
來
又
可
能

是
什
麼
光
景
。 

 
 

此
處
從
普
通
大
學
夜
市
變
成
觀
光
點
，
附
近
還
有
師
大
華
語
中
心

，
幾
次
看
到
中
文
老
師
帶
著
一
票
外
國
學
生
，
手
搖
茶
飲
點
餐
教
學
，

寓
教
於
樂
。
龍
泉
街
如
此
狹
窄
，
兩
側
店
家
之
外
，
中
間
一
度
還
長
出

一
列
攤
販
，
人
多
到
寸
步
難
移
。
餐
廳
、
咖
啡
館
來
來
去
去
，
真
正
改

變
商
圈
風
貌
的
，
是
出
現
了
所
謂
社
區
自
救
團
體
，
強
力
推
展
極
其
單

一
的
社
區
想
像
，
最
後
，
師
大
商
圈
完
全
失
去
了
原
先
多
元
文
化
、
多

層
次
商
業
歷
史
並
存
的
豐
富
在
地
生
態
。
鼎
盛
時
期
，
許
多
空
間
分
割

再
分
割
，
各
自
妝
點
，
如
放
大
的
多
寶
格
；
一
旦
衰
落
下
來
，
店
家
大

量
結
業
移
出
，
鐵
捲
門
底
落
葉
聚
集
，
玻
璃
窗
內
堆
積
著
塑
膠
袋
與
人

偶
，
精
華
區
裡
的
拼
裝
小
廢
墟
。 

 
 

師
大
夜
市
店
家
儘
管
變
換
快
速
，
也
還
有
一
些
始
終
留
存
，
舊
朋

友
似
的
。
就
像
我
的
書
與
書
架
們
。
例
如
那
家
養
了
幾
隻
貓
，
菜
單
從

未
改
過
的
咖
啡
館
，
男
主
人
老
穿
著
汗
衫
坐
窗
邊
上
網
，
客
群
日
漸
稀

落
；
例
如
幾
家
現
燙
滷
味
滋
味
始
終
未
見
起
色
，
老
天
天
冰
店
老
闆
睫

毛
刷
得
一
絲
不
苟
，
什
麼
都
賣
的
金
興
發
，
藤
蔓
爆
炸
蓋
過
屋
宇
的
雙

魚
坊
。
或
者
，
是
龍
泉
街
靠
尾
，
榕
樹
下
水
電
瓦
斯
雜
項
之
類
不
知
道

該
如
何
稱
呼
、
隱
沒
在
鐵
皮
深
處
的
老
師
傅
，
多
少
年
來
都
在
樹
下
敲

敲
打
打
，
有
次
住
處
熱
水
器
壞
了
，
請
了
這
位
師
傅
來
修
，
老
人
家
一

看
：
「
噯
呀
，
這
個
當
年
就
是
我
來
安
裝
的
嘛
，
你
看
這
邊
邊
的
小
貼

紙
，
服
務
電
話
還
是
七
位
數
耶
，
你
要
跟
你
房
東
講
，
要
有
良
心
啦
，

都
用
了
這
麼
久
了
，
該
換
了
啦
，
省
這
點
小
錢
幹
嘛
？
拜
託
哦
，
安
裝

的
時
候
電
話
號
碼
只
有
七
位
數
啊
！
」 

 
 

是
啊
，
一
九
七
五
年
，
大
臺
北
電
話
號
碼
由
六
碼
改
為
七
碼
，
一

九
九
八
年
，
由
七
碼
改
為
八
碼
。
我
經
歷
了
後
一
項
，
那
年
剛
好
二
十

歲
，
簡
直
像
個
隱
喻
。
跨
過
了
二
十
歲
，
成
年
人
的
眼
睛
，
世
界
倥
傯

加
倍
。
二
十
二
歲
，
來
到
二
十
和
二
十
一
世
紀
交
界
，
我
從
木
柵
搬
到

辛
亥
路
，
過
了
幾
年
，
搬
到
永
吉
路
，
一
年
後
又
搬
到
和
平
東
路
，
然

後
很
快
再
搬
到
雲
和
街
。 

 
 

二
○
○
六
年
一
月
中
旬
，
我
搬
進
雲
和
街
，
下
樓
即
師
大
夜
市
，

人
潮
沸
騰
起
來
泡
沫
剛
好
抵
達
我
窗
邊
。
二
○
一
九
年
九
月
中
旬
，
搬

離
雲
和
街
，
公
寓
口
身
形
虯
結
鳳
凰
樹
，
柏
油
節
節
封
鎖
仍
然
茁
壯
，

巷
口
對
面
政
大
書
城
卻
早
已
收
攤
。
告
別
雲
和
街
的
房
子
，
死
去
不
只

一
點
點
。
然
而
，
同
一
批
木
料
又
跟
著
我
搬
了
家
，
裁
掉
老
廢
、
添
補

加
固
後
，
擺
上
書
，
再
度
成
為
生
活
支
柱
，
內
在
盔
甲
，
帶
著
無
窮
記

憶
來
保
護
我
。 

賞
析
本
文
中
作
者
細
數
師
大
夜
市
的
變
與
不
變
，
以
及
個
體
於
此
間
的

成
長
，
抒
發
今
昔
對
比
與
傷
逝
的
感
嘆
。
也
描
述
不
論
外
在
如
何

變
遷
，
公
寓
內
木
書
架
卻
蘊
含
無
窮
生
活
記
憶
，
如
盔
甲
般
保
護

作
者
遷
徙
至
人
生
新
階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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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
ㄔ
ㄨ
ㄤ
ˊ
：
量
計
算
房
屋
的
單
位
。—

這
「
幢
」
公
寓

（
本
課
） 

瞳
ㄊ
ㄨ
ㄥ
ˊ
：
名
為
眼
珠
前
方
，
虹
膜
中
心
的
圓
孔
。—

雙
「
瞳
」 

撞
ㄓ
ㄨ
ㄤ
ˋ
：
動
碰
巧
遇
到
。—

「
撞
」
見 

 
 

 
 

 
 

動
碰
擊
。—

碰
「
撞
」 

○1 

習作 P.33 

 

餡
ㄒ
ㄧ
ㄢ
ˋ
：
名
包
在
米
、
麵
等
食
物
中
的
作
料
。—

內

「
餡
」
、
甜
「
餡
」
（
本
課
） 

陷
ㄒ
ㄧ
ㄢ
ˋ
：
動
沒
入
、
沉
入
。—

「
陷
」
入 

 
 

 
 

 
 

動
攻
占
、
被
攻
占
。—

攻
「
陷
」 

 
 

 
 

補
充
動
設
計
害
人
。—
誣
「
陷
」 

啗
ㄉ
ㄢ
ˋ
：
動
吃
。
同
「
啖
」
。—
大
「
啗
」 

焰
ㄧ
ㄢ
ˋ
：
名
物
體
燃
燒
時
發
出
光
熱
的
部
分
。—

爐 

「
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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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
ㄍ
ㄠ
ˇ
：
名
未
完
成
或
已
完
成
的
文
字
、
圖
畫
等
。 

—

寫
「
稿
」
（
本
課
） 

槁
ㄍ
ㄠ
ˇ
：
形
乾
癟
枯
瘦
的
。—

「
槁
」
木
死
灰 

縞
ㄍ
ㄠ
ˇ
：
形
白
色
的
。—

「
縞
」
衣 

○3 

ㄗ
ㄨ
ㄥ
ˋ
：
動
不
加
拘
束
。—

「
縱
」
出
（
本
課
） 

 
 

 
 

 

動
釋
放
。—

「
縱
」
虎
歸
山 

 
 

 
 

 

動
施
放
。—

「
縱
」
火 

 
 

 
 

 

連
即
使
。—

「
縱
」
然 

ㄗ
ㄨ
ㄥ
：
動
直
的
線
、
面
，
南
北
稱
為
「
縱
」
。—

「
縱
」
線 

○4

縱 

圮
ㄆ
ㄧ
ˇ
：
動
毀
壞
、
傾
倒
。—

頹
「
圮
」
（
本
課
） 

杞
ㄑ
ㄧ
ˊ
：
名
植
物
名
。—

枸
「
杞
」 

 
 

 
 

 

名
中
國
周

 

朝
時
國
名
。—

「
杞
」
人
憂
天 

○5 

塌
ㄊ
ㄚ
：
動
垮
落
、
倒
落
。—

「
塌
」
陷
（
本
課
） 

榻
ㄊ
ㄚ
ˋ
：
名
狹
長
的
坐
、
臥
用
具
。—

臥
「
榻
」 

蹋
ㄊ
ㄚ
ˋ
：
動
腳
著
地
或
踩
物
。
同
「
踏
」
。—

「
蹋

」
地 

 
 

 
 

 

動
不
加
以
珍
視
、
愛
惜
。—

「
蹧
蹋
」
（

謝
天
） 

○6 

罈
ㄊ
ㄢ
ˊ
：
名
口
小
肚
大
的
瓦
製
容
器
。—

鍋
「
罈
」

（
本
課
） 

 
 

 
 

 

量
計
算
罈
裝
物
的
單
位
。—

一
「
罈
」
醬

菜 

覃
ㄊ
ㄢ
ˊ
：
副
深
。—

「
覃
」
思
竭
慮 

 

ㄑ
ㄧ
ㄣ
ˊ
：
名
姓
。—

「
覃
」
先
生 

○7 

習作 P.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