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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課 

 

散
戲 

壹
、
題
解
補
充
： 

一
、
散
戲
： 

鄉
土
文
學
作
家
洪
醒
夫
的
〈
散
戲
〉，
對
本
土
文
化
的
逐
漸
流
失
，

有
深
刻
的
觀
察
和
描
述
。
作
者
在
本
文
所
要
探
討
的
不
是
一
個
戲
班
的

沒
落
，
而
是
強
調
一
個
庶
民
文
化
精
緻
藝
術
內
涵
的
消
失
。
他
曾
自
述

寫
〈
散
戲
〉，
關
心
的
是
這
一
批
人
在
戲
臺
後
面
「
人
的
生
活
」，
既
不

是
寫
戲
，
也
無
意
確
立
歌
仔
戲
的
地
位
。
司
馬
中
原
先
生
評
〈
散
戲
〉
，

認
為
洪
醒
夫
寫
歌
仔
戲
演
員
生
活
的
功
夫
高
人
一
等
，
寫
金
發
伯
這
群

人
，
時
代
和
環
境
加
給
他
們
痛
苦
，
他
們
仍
掙
扎
著
奮
力
向
上
，
雖
然

掙
扎
的
結
果
只
是
社
會
發
展
史
上
的
一
頁
滄
桑
，
卻
因
此
凸
顯
出
本
篇

小
說
對
人
性
觀
照
的
深
度
，
並
表
達
了
人
道
關
懷
精
神
。 

二
、
黑
面
慶
仔
： 

（
一
）
︽
黑
面
慶
仔
︾
：
這
本
書
是
臺
灣
文
學
的
經
典
作
品
，
也
是
洪

醒
夫
第
一
本
書
，
它
以
短
篇
小
說
集
訴
說
光
復
後
一
、
二
十
年

間
臺
灣
小
人
物
的
故
事
。
當
時
臺
灣
物
質
匱
乏
，
人
民
知
識
水

準
也
比
較
低
，
甚
至
固
執
著
去
維
護
古
老
的
觀
念
，
但
他
們
誠

懇
、
勇
敢
、
強
韌
地
生
存
下
去
，
本
書
所
要
呈
現
的
，
就
是
這

種
在
困
厄
中
求
生
存
的
感
動
。
洪
醒
夫
出
身
窮
苦
農
家
，
以
農

民
的
親
身
經
歷
，
刻
寫
農
民
的
生
活
，
並
且
能
以
關
愛
、
同
情

的
心
寫
他
們
，
所
以
，
他
的
小
說
細
細
咀
嚼
之
後
，
相
當
令
人

感
動
，
甚
至
流
淚
。 

（
二
）
此
書
共
收
輯
洪
醒
夫
短
篇
小
說
作
品
十
篇
。
其
中
第
一
篇
〈
散

戲
〉
於
民
國
67
獲
得
第
三
屆
聯
合
報
小
說
獎
第
二
獎
。
同
年
，

該
書
最
後
一
篇
〈
吾
土
〉
獲
得
第
一
屆
中
國
時
報
文
學
獎
優
等

獎
。
當
時
洪
醒
夫
29
歲
，
一
年
內
得
兩
次
大
獎
，
引
起
文
壇
的

矚
目
。
該
書
中
的
〈
跛
腳
天
助
和
他
的
牛
〉
與
〈
扛
〉
亦
先
後

獲
吳
濁
流
文
學
獎
第
四
屆
與
第
七
屆
的
佳
作
，
〈
黑
面
慶
仔
〉

得
到
第
二
屆
聯
合
報
小
說
獎
的
佳
作
。
十
篇
作
品
有
五
篇
獲

獎
，
殊
屬
非
凡
。 

（
三
）
和
許
多
現
代
小
說
作
品
一
樣
，
本
書
運
用
大
量
的
意
識
流
手
法
， 

穿
插
著
現
實
與
回
憶
，
更
能
深
刻
反
映
人
物
心
中
所
承
受
的
撕

裂
與
苦
楚
。
很
有
趣
的
，
部
分
篇
章
的
結
尾
設
定
為
鮮
豔
的
金

色
黃
昏
，
與
米
勒
的
畫
似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呈
現
這
些
小
人

物
為
了
生
存
而
奮
鬥
的
光
輝
。 

貳
、
作
者
： 

一
、
具
有
農
民
靈
魂
的
鄉
土
文
學
作
家
｜
｜
洪
醒
夫 

洪
醒
夫
的
文
學
特
點
，
便
是
他
筆
下
栩
栩
如
生
的
人
物
。
那
些
人
物
，

雖
然
微
不
足
道
，
卻
是
曾
經
生
活
在
臺
灣
農
村
的
人
物
。
這
些
人
物
，

曾
經
背
負
過
臺
灣
社
會
的
苦
難
。
也
許
社
會
有
變
遷
，
但
這
些
人
物
將

永
遠
的
活
下
去
。（
鄭
清
文
語
） 

（
一
）
白
鷺
鷥
： 

洪
醒
夫
，
原
名
洪
媽
從
，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生
於
彰
化

縣
二
林
鎮
。
自
小
生
長
在
一
個
貧
困
的
農
村
家
庭
裡
，
根
據
他
自
己
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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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
小
時
候
要
幫
忙
家
務
，
有
時
也
須
和
四
叔
一
起
去
放
牛
。
當
時
因

為
經
濟
條
件
不
好
，
身
體
也
很
差
，
因
此
被
冠
以
白
鷺
鷥
的
綽
號
：「『
白

鷺
鷥
』
是
我
兒
時
的
綽
號
，
我
父
親
取
的
。
那
時
大
家
生
活
都
不
好
，

營
養
不
良
，
我
瘦
得
不
成
人
樣
，
人
瘦
，
脖
子
顯
得
特
別
長
，
父
親
看

了
，
無
限
愛
憐
的
說
：『
真
可
憐
，
像
隻
白
鷺
鷥
哪
！
』
…
…
後
來
，
直

到
我
國
小
畢
業
離
家
求
學
，
村
裡
的
玩
伴
還
這
樣
叫
我
。
」（
洪
醒
夫
語
） 

 
 

當
時
他
們
全
家
人
最
大
的
缺
憾
，
就
是
家
裡
沒
有
識
字
的
人
，
所

以
，
在
大
人
的
鼓
勵
下
，
他
看
了
許
多
課
外
書
，︽
三
國
︾、︽
水
滸
︾、︽
西

遊
︾
都
看
了
。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
考
入
臺
中
師
專
五
年
制
。
在
鄉
下
讀

書
能
考
上
臺
中
師
專
是
相
當
光
榮
的
事
，
當
時
他
十
七
歲
。 

（
二
）
擁
抱
文
學
： 

二
十
歲
參
加
救
國
團
主
辦
的
「
復
興
文
藝
營
」，
參
加
營
內
創
作
比

賽
，
獲
得
小
說
組
第
一
名
。
那
年
，
他
感
到
本
名
洪
媽
從
（
原
意
為
順

從
媽
媽
的
乖
小
孩
）
不
雅
，
遂
改
名
洪
醒
夫
。 

 
 

二
十
多
歲
時
的
洪
醒
夫
，
勤
於
寫
作
，
擁
抱
文
學
，
刻
畫
農
村
人

物
、
市
井
小
民
，
純
樸
自
然
，
相
當
感
人
。
二
十
七
歲
以
筆
名
「
司
徒

門
」
發
表
小
說
〈
扛
〉
，
〈
扛
〉
獲
第
七
屆
吳
濁
流
文
學
獎
佳
作
獎
。 

 
 

「
司
徒
門
洪
醒
夫
斯
基
」、「
洪
醒
夫
斯
基
」，
有
時
是
他
自
稱
，
有

時
是
好
朋
友
謔
稱
他
（
有
比
擬
「
杜
斯
妥
也
夫
斯
基
」
之
意
）。
由
這
些

稱
呼
，
可
知
洪
醒
夫
自
我
期
許
甚
高
，
不
停
地
寫
農
民
和
卑
微
的
民
眾
，

他
對
文
學
創
作
的
努
力
和
堅
持
，
是
受
肯
定
的
。 

（
三
）
鄉
土
奇
葩
： 

「
我
是
個
小
學
教
師
，
業
餘
從
事
文
學
工
作
，
在
學
校
附
近
的
一

棟
樓
房
租
了
一
個
房
間
，
過
著
平
淡
無
奇
的
生
活
。
」（
〈
市
井
傳
奇
〉
） 

 
 
 
 
 
 
 
 
 
 

 

 
 

除
了
擔
任
教
職
外
，
洪
醒
夫
大
部
分
的
時
間
都
是
孜
孜
不
倦
地
從
事

筆
耕
。
洪
醒
夫
的
第
二
本
書
是
︽
市
井
傳
奇
︾
，
民
國
七
○
年
出
版
，

當
時
他
三
十
二
歲
，
故
事
的
背
景
轉
換
為
小
市
鎮
，
也
是
用
平
鋪
直
敘

的
寫
實
方
法
。
第
三
本
書
是
︽
田
莊
人
︾
。
這
本
書
是
他
最
得
意
的
作

品
，
也
是
他
最
後
的
遺
作
。
洪
醒
夫
十
多
年
來
在
文
學
的
園
地
裡
不
斷

地
耕
耘
，
他
不
但
是
關
愛
農
村
的
土
地
與
農
民
，
同
時
也
注
意
市
井
的

小
人
物
，
最
重
要
的
是
，
臺
灣
由
農
村
社
會
轉
型
到
工
商
社
會
，
在
這

轉
換
的
時
空
裡
，
由
他
刻
畫
的
人
物
中
，
留
下
了
最
真
實
的
紀
錄
。 

（
四
）
萎
逝
：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一
個
風
雨
交
加
的
凌
晨
，
洪
醒
夫
坐
著
一
輛
計
程

車
，
由
臺
中
往
豐
原
途
中
，
因
車
速
過
快
，
撞
上
電
線
桿
，
送
往
醫
院

急
救
，
傷
重
不
治
，
當
時
正
值
三
十
四
歲
的
壯
年
，
留
給
文
學
界
的
朋

友
許
多
遺
憾
。 

二
、
寫
作
風
格
： 

（
一
）
具
有
極
強
烈
的
「
人
道
主
義
」
色
彩
。 

（
二
）
描
寫
了
不
同
省
籍
的
人
們
在
愛
心
基
礎
上
的
美
滿
婚
姻
。 

（
三
）
執
著
追
求
、
緊
密
結
合
鄉
土
性
和
傳
統
性
的
特
徵
，
也
表
現

於
藝
術
形
式
上
。 

（
四
）「
原
鄉
意
識
」
濃
厚
。 

（
五
）
善
用
鄉
土
語
言
。 

三
、
筆
下
的
臺
灣
農
民
性
格
： 

（
一
）
洪
醒
夫
小
說
中
的
人
物
大
都
是
家
鄉
二
林
鎮
的
農
民
。
對
這

些
同
鄉
貧
困
、
迷
信
，
他
表
現
出
高
度
的
關
懷
與
同
情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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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下
的
這
些
農
民
都
具
有
溫
柔
敦
厚
的
本
質
，
所
以
他
的
小

說
讀
來
溫
馨
動
人
，
情
味
十
足
。
而
洪
醒
夫
善
用
鄉
土
語

言
，
巧
妙
地
把
一
些
臺
灣
俗
諺
和
特
殊
語
彙
用
在
對
話
裡
，

精
確
又
親
切
。 

（
二
）
洪
醒
夫
小
說
刻
劃
出
臺
灣
農
民
，
甚
至
於
整
個
中
國
農
民
的

共
同
性
格
，
這
共
同
性
格
，
可
歸
納
為
宿
命
、
隱
忍
與
悲
苦

三
種
。
其
筆
下
的
人
物
在
面
臨
悲
苦
時
，
頂
多
是
以
宿
命
的

感
嘆
來
安
慰
自
己
，
再
以
隱
忍
的
精
神
去
默
默
地
承
受
，
而

無
怨
無
艾
地
活
下
去
。 

四
、
文
學
價
值
： 

（
一
）
上
承
賴
和
等
人
農
村
文
學
寫
實
精
神
，
溯
源
臺
灣
文
學
寫
實 

 
 
 
 
 
 

傳
統
。 

 
 

（
二
）
屬
於
鄉
土
文
學
作
家
，
為
臺
灣
文
學
史
的
農
村
文
學
。 

參
、
章
法
謀
篇
： 

一
、
雙
線
交
織
的
敘
事
結
構
： 

 
 

 
 

散
戲
的
線
索
採
用
複
線
結
構
，
以
兩
條
線
索
交
織
而
成
，
高
潮
之

後
再
將
兩
線
結
合
，
鋪
寫
結
尾
。
當
中
的
兩
條
線
索
，
一
條
是
主
角
秀

潔
的
獨
白
與
回
憶
；
另
一
則
是
一
齣
正
在
上
演
的
玉
山
招
牌
戲
秦
香

蓮
，
而
以
後
者
為
主
線
。
這
兩
線
的
時
間
，
一
在
過
往
到
今
日
的
回
想
，

一
在
當
下
的
戲
劇
演
出
過
程
，
如
人
物
的
心
理
反
應
；
空
間
則
一
在
下

戲
之
後
，
一
在
戲
臺
之
上
。
在
如
此
的
結
構
中
，
作
者
並
不
採
雙
線
的

平
行
敘
述
，
而
是
有
意
的
將
兩
線
交
織
呈
現
。
因
此
，
通
篇
小
說
中
，

直
到
高
潮
結
束
之
前
，
一
直
在
過
去
與
當
下
、
下
戲
與
戲
臺
之
間
交
替

出
現
，
除
了
將
情
節
的
今
昔
交
代
清
楚
外
，
更
豐
富
了
直
線
敘
述
的
單

一
和
枯
燥
。
直
到
高
潮
結
束
後
，
作
者
才
將
兩
線
結
合
，
將
矛
盾
衝
突

做
一
解
決
，
完
成
結
尾
的
部
分
。 

 
 
 
 

這
種
結
構
所
形
成
的
效
果
有
二
：
其
一
在
造
成
戲
劇
和
現
實
之
間

的
「
模
糊
地
帶
」
，
塑
造
有
意
的
矛
盾
；
其
二
在
於
藉
由
今
昔
對
比
，

凸
顯
「
舊
文
化
衰
敗
」
的
主
題
和
慘
象
。 

二
、
象
徵
與
反
諷
的
運
用
： 

作
者
在
結
尾
中
運
用
大
量
對
比
、
象
徵
、
反
諷
，
使
得
結
束
有
力

而
精
彩
。
在
看
似
笑
鬧
的
情
節
中
，
激
盪
的
卻
是
莫
名
的
愁
苦
：
「
秀

潔
清
楚
地
感
覺
到
，
心
中
有
一
股
激
烈
的
什
麼
…
…
」
、
「
金
發
伯
突

然
奇
怪
的
、
異
常
的
大
笑
起
來
」
、
「
她
竟
在
一
種
自
己
無
法
控
制
的
、

莫
名
其
妙
的
情
緒
下
提
高
嗓
門
」
，
這
些
敘
述
不
斷
將
結
尾
的
情
緒
拉

高
，
讓
讀
者
預
期
小
說
的
結
束
。
最
後
，
小
說
就
在
這
鬧
悲
交
雜
，
餘
韻

不
絕
裡
，
結
束
於
黃
昏
之
中
。 

肆
、
歌
仔
戲
的
發
展
與
其
特
色
：  

一
、
歌
仔
戲
源
自
閩
南
的
歌
仔
（
歌
仔
是
通
行
閩
南
語
的
閩
南
、
潮
汕
、 

    

臺
灣
等
地
區
對
民
歌
、
小
曲
的
通
稱
，
又
叫
錦
歌
）、
車
鼓
，
約
百 

 
 
 
 

年
前
在
宜
蘭
落
地
生
根
。
「
歌
仔
」，
這
兩
個
字
以
台
語
來
發
音
唸 

 
 
 
 

作
「
ㄍ
ㄨ
ㄚ 

ˋ

ㄚ
」，「
仔
」
是
詞
尾
語
助
詞
，
含
「
小
」
的
意
思
。 

二
、「
歌
仔
戲
」
剛
發
展
成
小
戲
時
，
只
有
簡
單
的
腳
色
和
樂
器
，
稱
為 

 
 
 

「
落
地
掃
」。
後
來
由
於
民
間
酬
神
賽
會
的
需
求
頻
繁
，
使
得
歌
仔 

 
 
 
 

戲
演
員
經
常
受
到
邀
請
演
出
，
終
於
形
成
了
一
個
在
臺
灣
新
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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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土
大
戲
劇
種
。
在
民
間
廟
會
中
露
天
或
搭
起
舞
台
演
出
，
稱
為 

 
 

 
 

「
外
台
歌
仔
戲
」
或
「
野
台
歌
仔
戲
」。 

三
、
廣
播
和
電
視
興
起
後
，
又
有
了
「
廣
播
歌
仔
戲
」
和
「
電
視
歌
仔 

 
 
 
 

戲
」。
然
而
，
隨
著
民
眾
生
活
環
境
和
文
化
的
自
然
變
遷
，
歌
仔
戲 

 
 
 
 

的
發
展
出
現
了
萎
縮
趨
勢
；「
電
視
歌
仔
戲
」
式
微
，
依
附
廟
會
慶 

 
 
 
 

典
的
「
外
台
歌
仔
戲
」
也
受
到
民
眾
生
活
習
慣
的
改
變
，
而
有
質 

 
 
 
 

與
量
的
銳
減
，
歌
仔
戲
的
發
展
面
臨
了
極
大
的
危
機
。 

四
、
近
年
來
劇
場
的
活
動
頻
繁
，
本
土
文
化
意
識
高
漲
，
終
於
使
歌
仔 

 
 
 
 

戲
得
以
在
作
藝
術
文
化
性
演
出
時
，
重
回
「
內
台
」，
再
次
展
現
活 

 
 
 
 

躍
、
可
期
待
的
蓬
勃
生
機
。
有
機
會
回
「
內
台
」
的
歌
仔
戲
受
到 

 
 
 
 

了
新
觀
念
的
影
響
，
在
形
式
上
已
有
顯
著
不
同
的
改
變
，
為
了
區 

 
 
 
 

別
傳
統
無
劇
本
、
粗
糙
的
表
演
型
態
，
我
們
稱
它
為
「
精
緻
歌
仔 

 
 
 
 

戲
」
。
歌
仔
戲
終
於
進
入
了
新
的
里
程
碑
。 

五
、
歌
仔
戲
是
唯
一
發
軔
於
臺
灣
，
且
形
成
於
臺
灣
之
戲
曲
，
因
此
它 

 
 
 
 

具
有
獨
特
的
風
格
，
包
括
： 

（
一
）
自
由
性
：
歌
仔
戲
唱
腔
無
固
定
劇
本
，
演
員
即
興
發
揮
演
出
。 

（
二
）
包
容
性
：
歌
仔
戲
融
合
各
種
元
素
，
形
式
活
潑
多
元
。 

（
三
）
通
俗
性
：
歌
仔
戲
是
台
灣
唯
一
本
土
劇
種
，
有
強
烈
地
方
色
彩
， 

 
 
 
 
 
 

舞
台
所
呈
現
的
演
出
，
均
為
觀
眾
熟
悉
之
事
物
，
自
然
而
親
切
， 

 
 
 
 
 
 

易
於
了
解
和
喜
愛
，
具
有
通
俗
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