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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鄉
縱
橫
談

劉
榮
生

送
走
﹁
丙
戍
﹂
﹁
丁
亥
﹂
又
逾
十
月
，
帝
鄉

經
濟
一
片
繁
榮
景
象
。
政
府
在
領
導
全
市
人
民
建
設

魅
力
棗
陽
，
和
諧
棗
陽
的
奮
鬥
中
，
成
績
顯
著
，
工

農
業
生
產
大
豐
收
，
人
民
精
神
振
奮
，
生
活
喜
氣
洋

洋
，
好
事
喜
事
多
多
，
很
值
得
歌
頌
。
筆
者
現
僅
就

手
中
掌
握
的
資
料
片
斷
簡
述
之
。

︵
一
︶ 

宏
偉
規
劃—
—

建
設
魅
力

棗
陽
，
巧
手
裝
點
帝
鄉
。

進
入
﹁
丁
亥
﹂
年
，
棗
陽
市
委
對
未
來
五
年

已
作
出
了
宏
偉
規
劃
：
棗
陽
將
按
照
﹁
發
展
市
區
，

輻
射
城
鎮
，
帶
動
農
村
，
構
築
區
域
增
長
極
﹂
的
要

求
，
以
西
三
環
路
、
東
環
路
、
南
環
路
、
兩
座
沙
河

大
橋
為
重
點
，
打
通
城
市
外
圍
循
環
通
道
，
拉
開
中

等
城
市
框
架
；
以
沙
河
治
污
工
程
為
主
線
，
把
沙

河
兩
岸
建
成
濱
河
生
態
景
觀
長
廊
；
以
人
民
路
、
民

族
路
刷
黑
為
重
點
，
加
快
棗
陽
老
城
區
改
造
步
伐
，

完
善
城
市
基
礎
設
施
。
增
加
服
務
功
能
；
以
完
善
城

市
受
理
體
制
為
重
點
，
改
善
環
境
，
塑
造
風
格
，
提

高
品
位
；
以
創
造
文
明
城
市
為
重
點
，
弘
陽
棗
陽
精

神
，
提
高
市
民
素
質
。
二○

一
一
年
，
力
爭
市
區
建

成
面
積
達
到
三
十
平
方
公
里
，
常
住
人
口
達
二
十
五

萬
左
右
，
跨
入
現
代
化
中
等
城
市
行
列
。
市
委
領
導

承
諾
：
按
照
﹁
山
青
、
水
秀
、
天
藍
、
地
綠
、
景

美
﹂
的
要
求
，
以
最
大
的
決
心
，
過
硬
的
紀
律
，
鐵

的
手
腕
，
推
動
區
域
環
境
的
發
展
，
建
設
魅
力
棗

陽
，
和
諧
棗
陽
。
到
二○

一
一
年
，
力
爭
全
市
森
林

覆
蓋
率
達
三
十
二
％
以
上
，
環
保
工
作
在
全
省
領

先
，
爭
創
全
國
先
進
縣
︵
市
︶
，
展
現
棗
陽
的
城
市

魅
力
，
自
然
魅
力
，
人
文
魅
力
，
努
力
把
棗
陽
打
造

成
縣
︵
市
︶
級
最
佳
城
市
。
建
設
成
棗
陽
一
一○

萬

人
民
引
以
為
豪
的
美
好
家
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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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航
天
英
雄
聶
海
勝
惠
及
家
鄉
。

棗
陽
藉
航
天
英
雄
聶
海
勝
在2

0
0

7

年
裏
，
為
祖

國
為
家
鄉
又
作
出
了
巨
大
貢
獻
。
如
有
顆
小
行
星
定

名
為
﹁
聶
海
勝
﹂
星
，
將
原
楊   

一
中
、
官
廳
小
學

以
聶
海
勝
名
字
命
名
，
英
雄
母
親
張
金
秀
被
評
為
全

國
十
大
傑
出
母
親
等
。

�
有
顆
小
行
星
，
名
叫
﹁
聶
海
勝
﹂
。

據
南
京
晨
報
二○

○
七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從
中
科

院
紫
金
山
天
文
台
獲
悉
，
繼
﹁
揚
利
偉
星
﹂
和
﹁
神

州
星
﹂
命
名
之
後
，
用
﹁
神
天
﹂
英
雄
的
姓
名
命
小

行
星
申
報
成
功
，
費
俊
龍
、
聶
海
勝
的
名
字
將
會
和

小
行
星
一
樣
遨
遊
太
空
，
為
全
世
界
人
民
所
熟
知
。

據
中
科
院
紫
金
山
天
文
台
小
行
星
命
名
委
員
會
祕
書

長
楊
提
興
說
，
二○

○

五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
﹁
神

天
﹂
成
功
點
火
升
空
，
十
月
十
七
日
勝
利
返
回
，
而

紫
金
山
天
文
台
發
現
兩
個
小
行
星
的
國
際
編
號
，
一

個
是
﹁
九
五
一
二
﹂
，
一
個
是
﹁
九
五
一
七
﹂
，
結

尾
兩
字
，
正
好
與
﹁
神
天
﹂
起
飛
和
返
回
的
日
期
相

同
。
據
透
露
，
﹁
九
五
一
二
﹂
和
﹁
九
五
一
七
﹂

兩
個
小
行
星
分
別
命
名
﹁
費
俊
龍
星
﹂
和
﹁
聶
海
勝

星
﹂
。
現
已
得
到
國
際
天
文
學
會
小
行
星
提
名
委
員

會
批
准
，
家
鄉
人
民
聽
了
個
個
興
高
彩
烈
，
共
致
祝

賀
！

��

聶
海
勝
的
母
親—

—

楊

一
中
、
官
廳
小
學
更
名

為
﹁
海
勝
中
學
﹂
、
﹁
海
勝
小
學
﹂
。

在
聶
海
勝
資
助
下
，
經
棗
陽
市
政
府
批
准
，

英
雄
的
原
來
讀
過
書
的
官
廳
小
學
、
楊   

一
中
，
正

式
更
名
為
﹁
海
勝
小
學
﹂
、
﹁
海
勝
中
學
﹂
。
二○

○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上
午
，
棗
陽
市
政
府
在
楊
壋

鎮
召
開
了
更
名
大
會
，
舉
行
了
掛
牌
儀
式
。
市
委
常

委
、
宣
傳
部
長
段
永
建
、
政
協
副
主
席
程
和
平
為

﹁
海
勝
小
學
﹂
和
﹁
海
勝
中
學
﹂
揭
牌
，
副
市
長
邱

光
秀
致
祝
賀
詞
。
﹁
海
勝
中
學
﹂
、
﹁
海
勝
小
學
﹂

的
負
責
人
致
答
謝
詞
，
兩
百
餘
人
參
加
了
會
議
。


英
雄
母
親
張
金
秀
被
評
為
全
國
十
大
傑
出
母
親
。

今
年
全
國
婦
聯
等
十
六
家
單
位
聯
合
主
辦
的
五

年
一
次
優
秀
母
親
評
選
活
動
，
共
有
一
百
多
位
母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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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選
，
最
後
根
據
先
進
事
蹟
，
評
選
出
十
傑
優
秀
母

親
，
聶
海
勝
的
母
親
張
金
秀
以
全
票
當
選
為
十
傑
母

親
，
事
績
感
人
。

︵
三
︶ 

白
水
寺
風
景
名
勝
區
被
國

家
評
為
Ａ
Ａ
級
。

位
於
棗
南
十
五
公
里
的
吳
店
鎮
郊
，
以
鎮
西

南
獅
子
山
之
巔
的
白
水
寺
為
主
體
。
這
裏
山
勢
佳

奇
，
林
木
葱
郁
，
殿
宇
古
樸
，
環
境
優
美
，
風
景

崎
旎
，
是
東
漢
光
武
帝
劉
秀
的
故
里
，
也
是
﹁
光
武

中
興
﹂
的
發
祥
地
，
現
存
人
文
景
觀
十
分
豐
富
。

有
千
年
古
剎
﹁
白
水
寺
﹂
，
雲
霧
繚
繞
的
白
水
井
，

蒼
勁
挺
拔
、
搖
曳
多
姿
的
古
黃
楝
樹
；
有
集
當
代
書

法
名
流
之
華
翰
、
滙
古
今
騷
人
之
詩
賦
，
得
楚
天
雕

工
刻
匠
之
精
藝
，
詩
文
書
畫
、
珠
聯
璧
合
的
﹁
白
水

碑
廊
﹂
；
四
季
常
春
、
香
花
四
溢
的
﹁
麗
華
花
卉

園
﹂
；
有
清
新
優
雅
的
﹁
光
烈
館
﹂
，
玲
瓏
別
緻
的

﹁
迴
龍
榭
﹂
，
巧
奪
天
工
的
﹁
聖
通
橋
﹂
；
還
有
麗

質
俊
雅
、
賢
淑
端
莊
的
﹁
陰
麗
華
﹂
雕
像
；
黃
瓦
蓋

頂
、
紅
牆
朱
柱
、
金
碧
輝
煌
、
氣
勢
雄
偉
的
﹁
光
武

祠
﹂
；
更
有
龍
飛
鳳
舞
、
山
環
水
繞
、
山
山
相
映
、

水
灣
港
漢
，
湖
光
十
色
、
詩
性
畫
意
的
白
水
湖
；
水

面
寬
濶
，
水
質
潔
淨
，
上
萬
隻
白
鷺
常
年
棲
息
於

此
，
實
為
景
區
的
一
大
奇
觀
。

談
風
景
區
經
過
十
幾
年
的
開
發
建
設
，
現
已
初

具
規
模
，
各
項
基
礎
設
施
完
善
，
服
務
功
能
齊
全
。

現
已
被
評
定
為
國
家
Ａ
Ａ
級
風
景
區
，
並
為
湖
北
省

重
點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
他
們
還
規
劃
再
投
資8

0
0

萬

元
新
建
麗
華
園
、
劉
秀
殿
、
主
體
山
牌
坊
、
白
水
湖

周
邊
環
境
改
造
等
工
程
。
不
久
的
將
來
，
漢
代
科
學

家
張
衡
譽
為
﹁
龍
飛
白
水
，
松
子
神
坡
﹂
的
寶
地
，

將
重
現
在
遊
人
面
前
，
保
管
你
留
連
忘
返
！

︵
四
︶ 

九
連
墩
文
物
整
理
工
作
結
束
。

二○
○

二
年
九
至
十
二
月
，
為
配
合
孝
︵
昌
︶

襄
︵
樊
︶
高
速
公
路
建
設
，
由
湖
北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主
持
，
棗
陽
九
連
墩
兩
座
戰
國
楚
墓
及
其
附
葬
車

馬
坑
，
被
八
十
餘
名
優
秀
考
古
人
員
發
掘
出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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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過
近
五
年
的
精
心
整
理
，
九
連
墩
兩
墓
主
人
的

身
份
、
關
係
、
下
葬
時
間
等
，
已
經
有
了
答
案
。
公

元
前
三
百
年
左
右
為
兩
墓
下
葬
年
代
，
兩
墓
主
人

的
身
份
均
為
楚
國
上
大
夫
級
高
級
貴
族
，
兩
墓
主
人

的
關
係
乃
夫
妻
墓
，
一
號
墓
為
夫
，
二
號
墓
為
妻
。

經
整
理
，
楚
國
的
喪
葬
習
俗
，
也
進
一
步
展
現
在
世

人
面
前
。
如
高
級
貴
族
墓
葬
中
不
同
墓
室
放
置
的
器

物
有
一
定
規
則
，
但
男
女
又
有
所
區
別
；
楚
國
貴
族

生
前
只
能
依
自
己
的
身
份
享
有
禮
制
，
而
死
者
可
以

上
越
一
級
下
葬
。
但
還
確
定
了
墓
中
出
土
尚
未
認
識

的
竹
、
木
樂
器
及
絲
樂
器
瑟
之
附
件
瑟
座
，
得
出
了

不
同
形
式
的
人
是
將
軍
、
軍
士
等
級
區
別
的
一
種
標

誌
的
結
論
，
復
原
了
當
時
的
戰
車
出
列
的
遮
蓋
方
式

等
。

目
前
已
經
完
成
發
掘
的
楚
墓
中
是
規
摸
最
大

的
。
尤
其
是
一
號
車
馬
坑
，
其
出
土
的
器
物
的
種

類
、
數
量
及
精
美
程
度
，
已
列
楚
墓
之
冠
。
據
統

計
，
此
次
發
掘
出
土
文
物
九○

一
八
件
，
其
中
一
號

墓
七
四
八
二
件
，
一
號
車
馬
坑
七
十
七
件
，
二
號
車

馬
坑
六
十
一
件
，
且
文
物
類
別
質
地
都
十
分
豐
富
，

幾
乎
涵
蓋
了
當
禮
制
的
所
有
品
類
、
祭
器
、
樂
器
、

兵
器
、
車
馬
器
、
工
具
及
葬
儀
用
品
等
。
但
在
整
理

過
程
中
依
然
有
些
疑
團
沒
有
得
到
解
決
；
如
墓
主
人

到
底
是
誰
？
此
墩
墓
與
其
他
八
墩
之
間
有
何
關
係
？

與
相
距
不
遠
的
隨
州
曾
侯
乙
墓
是
否
有
關
係
？
近

一
四○

○

件
竹
簡
的
性
質
如
何
？
其
長
短
同
先
前
出

土
的
竹
簡
一
致
，
但
正
面
又
無
文
字
。
同
時
這
批
竹

簡
每
十
四
枝
到
十
九
枝
為
一
組
，
似
可
單
獨
使
用
，

也
可
組
合
使
用
，
使
我
們
得
出
了
或
是
竹
簡
，
或
是

掛
懸
於
車
上
或
門
上
的
妝
飾
品
。
說
不
定
，
這
些
將

成
為
永
久
的
迷
團
。
九
連
墩
發
掘
出
來
的
精
美
物
品

已
整
理
結
束
，
現
已
將
大
部
分
陳
列
在
省
博
館
新
展

館
中
展
出
，
﹁
十
、
一
﹂
黃
金
周
期
間
，
已
向
廣
大

遊
人
開
放
，
供
遊
人
鑒
賞
、
品
位
，
反
映
良
好
！

︵
五
︶ 

白
水
寺
風
景
區
又
增
新
景

點
︽
聖
賢
書
院
︾

上
年
末
，
筆
者
有
幸
應
邀
參
加
旅
台
鄉
賢
顏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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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先
生
舉
行
的
顏
氏
宗
親
祭
祀
活
動
，
參
觀
了
︽
聖

賢
書
院
︾
︽
顏
氏
碑
亭
︾
這
一
白
水
寺
景
區
的
新
景

點
。

︽
聖
賢
書
院
︾
︽
顏
氏
碑
亭
︾
是
旅
台
鄉
賢

顏
嘉
德
先
生
籌
資
四
十
餘
萬
元
，
由
原
市
委
宣
傳
部

副
部
長
吳
祥
明
、
市
文
化
名
人
趙
萬
爽
等
協
助
興
建

的
。
它
座
落
在
顏
先
生
的
故
里
顏
家
崗
，
北
靠
舂
陵

古
城
，
南
登
古
白
水
，
東
臨
九
連
墩
，
西
接
扳
倒

井
，
是
一
座
田
園
式
仿
古
建
築
，
由
院
門
、
廊
坊
。

聖
賢
堂
、
文
房
、
景
牆
、
庭
院
所
組
成
，
院
門
上

額
嵌
刻
有
嘉
德
公
所
寫
︽
聖
賢
書
院
︾
四
個
大
字
，

院
門
兩
旁
懸
掛
有
﹁
仰
聖
慕
賢
揚
中
華
美
德
；
尚
書

立
院
育
白
水
精
英
﹂
。
木
刻
楹
聯
，
院
門
上
方
掛
有

︽
聖
賢
書
院
︾
、
︽
克
復
堂
︾
木
刻
匾
額
，
兩
側
楹

柱
上
掛
有
﹁
孔
孟
顏
曾
聖
德
佈
天
下
；
詩
書
禮
樂
明

道
照
後
人
﹂
的
木
刻
楹
聯
，
院
中
有
照
壁
、
石
碑

等
。
堂
內
牆
上
嵌
有
至
聖
孔
子
及
顏
子
、
曾
子
、
孟

子
、
孔
伋
畫
像
，
還
掛
有
孔
門
顏
氏
八
賢
畫
像
，
廊

牆
壁
還
嵌
有
大
理
石
碑
五
十
餘
幅
，
內
容
為
孔
孟
顏

曾
等
聖
人
關
於
禮
義
道
德
、
治
國
興
邦
、
理
政
安

民
、
自
我
修
養
之
警
言
警
句
等
。
整
個
書
院
充
滿
了

濃
烈
的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氣
息
。
該
書
院
的
興
建
，
必

將
成
為
白
水
寺
風
景
區
又
一
新
景
地
，
必
為
帝
鄉
傳

佈
中
華
文
化
又
一
新
勝
地
。

︽
顏
氏
碑
亭
︾
與
︽
聖
賢
書
院
︾
隔
牆
相
鄰
，

為
一
亭
式
仿
古
建
築
，
莊
重
肅
穆
，
清
秀
典
雅
，
亭

門
前
掛
有
︽
顏
氏
碑
亭
︾
匾
額
，
亭
內
立
有
碑
壁
，

亭
前
有
漢
白
玉
石
獅
一
對
雄
踞
兩
側
，
亭
後
有
花
園

一
座
，
園
內
遍
植
竹
木
花
草
，
花
木
叢
中
佇
立
著
顏

氏
三
座
祖
碑
，
景
牆
壁
上
嵌
鑲
有
大
理
石
碑
刻
十
多

塊
，
其
文
化
涵
蓋
極
為
豐
富
。
它
給
︽
聖
賢
書
院
︾

這
一
新
景
點
又
增
添
了
一
顆
明
珠
。
必
為
遊
人
所
欣

賞
、
所
享
受
，
君
不
妨
到
此
一
遊
。

︵
六
︶ 

對
﹁
非
文
化
遺
產
﹂
實
現

規
範
化
建
檔
。

據
︿
棗
陽
廣
佈
﹀
報
載
，
市
檔
案
局
、
文
體

局
相
關
部
門
，
對
全
市
六
項
五
個
類
別
的
非
物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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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遺
產
的
所
有
檔
案
資
料
，
進
行
了
彙
統
整
理
，

共
收
了
各
種
圖
片
、
資
料
、
實
物
等
各
類
檔
案
資
料

八
十
六
件
︵
冊
︶
，
實
現
了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的
規

範
化
建
檔
。
首
批
公
布
的
非
文
化
遺
產
分
別
為
民
間

舞
蹈—

—
高
蹺
舞
；
民
間
器
樂—

—

威
風
鑼
鼓
；
民

間
美
術
、
雕
塑—

—

太
平
面
塑
；
民
間
雜
技—
—

喬

妝
戲—

—

鹿
頭
皮
影
戲
；
消
費
習
俗
飲
食—
—

鹿
頭

地
封
黃
酒
、
琚

酸
醬
麵
等
。
目
前
，
七
方
鎮
花
鼓

戲
，
平
林
鎮
蚌
殼
舞
，
吳
店
鎮
墜
子
書
，
太
平
鎮
筷

子
書
法
，
鹿
頭
鎮
地
封
黃
酒
，
琚

酸
醬
麵
等
六
項

市
級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
已
得
到
上
級
文
化
部
門
的

認
可
。﹁

古
進
千
年
石袞
﹂
現
身
平
林
鎮
。
九
月
上
旬
，

位
於
洪
山
腳
下
的
平
林
鎮
，
疊
砌
在
一
長
約
一
二○

米
長
的
堰
堤
內
，
共
分
三
層
，
自
南
向
北
，
呈
長
方

形
排
列
，
現
存
數
百
條
，
每
條
長
約
六
十─

八
十
厘

米
不
等
。
直
徑
約
五
十
五
至
六
十
五
厘
米
左
右
，
千

條ā

因
此
而
得
名
。
據
史
志
記
載
：
明
朝
末
年
，
一

邢
姓
財
主
，
為
給
子
孫
後
代
留
下
一
條
財
路
，
傾
其

所
有
、
僱
匠
石彖
石袞
。
因
兩
端
齊
粗
，
不
能
實
用
，
落

得
廢
石袞
一
片
，
家
境
敗
落
。
目
前
，
市
文
化
部
門
正

在
極
積
申
報
省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
列
為
非
文
化
遺

產
。

棗
陽
是
帝
鄉
，
歷
史
文
化
遠
源
流
長
，
廣
大
農

村
蘊
藏
的
非
文
化
遺
產
很
多
，
近
年
，
有
關
領
導
才

重
視
對
其
發
掘
、
發
現
和
整
理
，
不
久
，
將
有
更
多

的
非
文
化
遺
產
被
人
們
所
應
用
。

︵
七
︶
招
商
引
資
，
成
果
豐
碩
。

今
年
以
來
，
市
委
提
出
大
招
商
、
招
大
商
，

組
織
招
商
引
資
團
、
小
分
隊
，
由
市
委
負
責
大
帶

隊
，
分
赴
港
、
澳
、
台
、
廣
東
等
地
招
商
貿
洽
談
活

動
。
招
商
團
圍
繞
產
業
重
點
，
結
合
棗
陽
實
際
，
推

介
重
點
項
目
，
採
取
資
源
招
商
，
代
理
招
商
，
以
商

引
商
等
多
種
形
式
，
取
得
了
很
大
成
績
。
共
簽
訂
項

目
合
同
︵
協
議
︶
六
個
，
總
投
資
達
一
一‧

六
億
人

民
幣
。
二○

○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
我
市
在
香
港

會
展
中
心
舉
行
的
華
港
經
濟
合
作
洽
談
會
、
及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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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約
儀
式
上
，
與
中
國
礦
產
資
源
集
團
富
光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就
鹿
頭
鎮
大
阜
山
金
紅
石
礦
開
發
及
海
綿

鈦
冶
煉
項
目
簽
訂
了
投
資
合
同
。
規
定
該
公
司
在
三

年
內
投
資
九‧

八
億
人
民
幣
，
對
大
阜
山
金
紅
石
礦

產
資
源
進
行
規
模
化
綜
合
開
發
，
和
海
綿
鈦
冶
煉
生

產
。
其
中
礦
山
建
設
二‧

五
億
元
，
氯
碱
車
間
建
設

一‧

五
億
元
，
海
綿
冶
煉
建
設
五
億
元
，
公
共
工
程

建
設
八
千
萬
元
。
據
悉
，
該
項
目
也
為
湖
北
省
重
點

項
目
。
該
項
目
的
實
施
，
對
我
市
經
濟
建
設
將
起
著

巨
大
的
推
動
作
用
。

截
止
八
月
上
旬
，
我
市
招
商
已
引
進
大
小
項

目
一
六
五
個
，
到
位
資
金
三‧

九
億
元
。
其
中
投
資

過
千
萬
元
的
十
五
個
，
過
億
元
的
六
個
。
上
半
年
已

實
現
產
值
一
六‧

○

六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四
九‧

二

％
。

︵
八
︶ 

發
展
農
村
旅
遊
業
，
創
建

休
閒
農
莊
。

為
了
活
躍
帝
鄉
人
民
文
化
生
活
，
擴
展
農
村

旅
遊
天
地
，
市
旅
遊
部
門
今
年
把
勁
往
農
村
使
，
引

導
群
眾
發
展
以
﹁
吃
農
家
飯
，
住
農
家
院
、
尋
農
家

樂
﹂
為
主
體
的
休
閒
旅
遊
項
目
。
新
市
鎮
發
動
群
眾

投
資
六
十
多
萬
元
，
改
造
、
新
建
﹁
農
家
樂
﹂
休
閒

莊
一
五○

多
家
。
如
建
成
以
教
育
後
代
為
主
的
火
青

村
，
以
農
業
觀
光
旅
遊
為
主
的
李
樓
村
，
以
人
文
歷

史
為
主
的
邱
家
前

村
，
以
生
態
旅
遊
為
主
的
周
樓

村
等
，
從
事
﹁
農
家
樂
﹂
休
閒
莊
的
農
民
達
兩
百
萬

戶
、
兩
千
多
人
。
元
至
九
月
，
全
鎮
共
接
待
遊
客
二

萬
多
人
次
，
創
收
一
千
多
萬
元
。
四
月
十
七
日
，
環

城
辦
事
處
侯
井
村
，
﹁
天
發
﹂
休
閒
莊
內
，
車
輛

接
踵
而
至
，
來
此
休
閒
旅
遊
的
人
流
如
潮
，
熱
鬧
非

凡
，
大
家
說
，
到
農
村
休
閒
莊
旅
遊
，
別
有
情
趣
，

勝
似
老
旅
遊
點
長
見
識
。

近
幾
年
來
，
帝
鄉
有
些
能
人
和
企
業
，
投
資
開

發
山
水
資
源
，
參
與
旅
遊
業
建
設
，
興
辦
莊
園
，
經

營
﹁
嘗
農
村
景
，
吃
農
家
飯
，
品
嘗
土
特
產
﹂
，
是

一
種
新
型
的
旅
遊
項
目
。
全
市
共
推
動
投
資
一
千
多

萬
元
，
安
置
農
村
閒
散
勞
力
五
百
多
人
，
可
望
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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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遊
項
目
將
成
為
今
後
農
村
新
的
亮
點
之
一
。

︵
九
︶
繁
華
似
錦
，
好
事
多
多
。

�
﹁
棗
陽
桃
﹂
俏
銷
全
國
。

具
有
全
國
桃
鄉
美
稱
的
棗
陽
，
今
年
全
市
產
優

質
桃
面
積
已
達
二
十
一
萬
畝
，
總
產
量
20

餘
萬
噸
。

其
中
早
熟
桃
面
積
達
九‧

三
萬
畝
，
自
五
月
中
旬
上

市
以
來
供
不
應
求
，
且
價
格
全
面
飆
升
，
以
﹁
千
年

紅
﹂
、
﹁
曙
光
﹂
為
主
的
優
質
桃
，
平
均
售
價
每

公
斤
三‧

二○

元
，
早
熟
桃
平
均
售
價
二‧

八
元

一
公
斤
。
﹁
不
愁
銷
﹂
的
現
象
，
一
直
持
續
到
﹁
罷

園
﹂
，
果
農
喜
氣
洋
洋
。

�
帝
鄉
小
麥
連
續
兩
年
喜
獲
豐
收
。

據
今
年
六
月
分
統
計
部
門
公
布
，
我
市
小
麥
今

年
又
獲
豐
收
。
小
麥
面
積
比
去
年
擴
大
四
萬
畝
，
達

到
一
一
五
萬
畝
，
平
均
單
產
達
到
三
八
五
公
斤
，
總

產
達
四
四‧

三
萬
噸
，
比
上
年
增
加
十
三
萬
公
斤
，

同
比
增
長
一
一‧

七
％
。
這
是
接
去
年
夏
糧
增
產
後

又
一
豐
收
年
。


捐
資
三
十
五
萬
元
不
留
姓
名
。

棗
陽
錢
崗
鎮
錢
崗
中
學
校
長
邱
成
華
收
到
一

封
沒
有
落
款
的
來
信
，
自
稱
在
二
十
年
前
畢
業
於
該

校
，
因
老
師
教
導
的
好
，
使
他
學
到
了
知
識
和
做
人

道
理
，
如
今
他
在
外
創
業
有
成
企
業
已
初
具
規
模
。

為
了
報
答
母
校
，
發
展
教
育
，
他
自
願
捐
出
三
十
五

萬
元
給
母
校
設
立
獎
學
金
，
每
年
以
一‧

七
五
萬

元
獎
給
母
校
每
年
中
考
成
績
前
三
名
的
學
生
，
連

續
二
十
年
。
今
年
已
實
現
了
這
個
計
劃
。
應
屆
畢
業

生
孔
德
成
、
邱
遠
航
、
李
坤
三
名
同
學
，
今
年
參
加

中
考
，
以
優
異
的
成
績
考
入
襄
樊
四
中
、
襄
樊
五

中
、
棗
陽
一
中
，
分
別
獎
給
一
萬
元
、
五
千
元
、

二
千
五
百
元
，
已
在
實
現
這
一
計
劃
。

此
捐
資
者
至
今
未
透
露
姓
名
，
精
神
可
嘉
！
值

得
學
習
！

二○
○

七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於
棗
陽
市
供
銷
合
作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