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
以
作
為
一
個
好
的
工
捏
師
必
領
兼
具
有
經
濟
眼
光
。

最
-
後
我
將
提
出
「
合
作
精
神
」
;
這
將
分
成
二
個
意
識

形
盤
來
說
明
，
→
個
一
是
屬
於
方
法
論
的
，
也
就
是
配
合
問
題

，
它
是
分
屬
在
分
工
合
作
範
圍
以
內
的
，
由
於
每
一
工
程
專

業
，
大
都
是
內
容
繁
複
，
而
分
工
極
細
，
由
於
一
.
分
得
極
細

」
必
禎
要
「
合
得
極
宜
」
方
才
能
移
真
正
達
成
使
命
，
所
以

主
程
師
必
須
要
具
有
高
度
的
合
作
精
神
，
方
能
收
提
單
易
舉

﹒
之
致
。
至
於
第
二
個
是
人
為
的
災
禍
了
，
然
而
這
比
前
面
一

<

函

個
問
題
似
乎
更
嚴
重
，
由
於
我
們
社
會
上
習
慣
往
往
不
難
產

生
一
位
出
類
投
萃
的
英
雄
而
不
大
草
閥
眾
志
成
城
的
效
果
，

「
臨
生
瑜
，
何
生
亮
。
」
固
是
一
個
使
人
情
惜
的
史
跡
，
而

「
三
個
和
尚
沒
水
吃
」
尤
覺
自
意
深
遠
。

因
而
禮
運
篇
「
貨
品
主
(
棄
於
地
也
，
不
必
聽
於
己
，
力

思
其
不
出
於
身
也
，
不
必
為
己
」
'
是
誠
最
高
度
發
揮
合
作

精
神
的
哲
言
，
因
而
我
再
在
這
裡
重
複
引
述
梅
先
生
立
所
引

而
結
束
我
這
篇
蕪
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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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
不
寂
寞
，
月2
司
雖
小
，
到
還
很
耐
洽
，
目
前
業
務
似
尚
木

堅
持
斗
。

近
來
身
體
甚
差
，
較
一
年
前
咬
了
十
多
磅
，
工
作
之
餘

每
有
疲
倦
之
感
，
近
與
校
友
史
創
宇
兄
同
住
一
公
寓
，
史
兄

亦
珠
疲
弱
，
一
一
人
相
約
，
多
吃
多
睡
，
先
把
身
體
養
好
冉
說

，
希
望
二
三
月
後
，
能
有
顯
著
進
步
。

下
週
末
此
間
的
E
S
Z
K
F
E
z
-
n
m

口
F
E
E
z
z
t

開
口
鉤
戶
口
。
。

3
倍
船
上
集
會
預
計
間
紅
三
百
七
十
人
左
右
參
加

1
弟
等
本
擬
前
往
參
與
盛
會
，
因
係
叫
到
，
尚
不
知
究
竟
，

將
來
或
可
望
與
中
國
工
程
師
學
會
取
得
連
繫
也
，
餘
言
續
告

山
而
此
拜
托
即
請

近
安

弟
裕
球
上
三
月
六
日
肌

iijlii

聞
發
大
雪

山
森
林
反
望

主
敏
慶

本
省
天
然
資
源
貧
乏
，
故
血
目
前
為
止
，
自
未
發
現
任

何
大
量
的
錯
礦
和
石
油
，
至
于
煤
的
蘊
鞍
量
，
亦
難
稱
豐
富

，
因
此
在
本
省
要
建
立
一
種
基
本
工
業
，
非
常
因
難
，
其
唯

一
蘊
藏
豐
富
的
資
源
，
郎
為
森
林
。
因
森
林
分
佈
'
佔
全
省

總
面
積
百
分
之
五
十
五
以
上
，
不
獨
面
積
廣
大
，
蘊
孺
豐
富

，
且
因
氣
候
適
宜
，
雨
量
充
沛
，
樹
木
生
長
迅
速
，
利
用
這

種
可
以
再
生
的
天
然
資
源
來
發
展
森
林
工
業
，
作
為
本
省
的

基
本
工
業
，
最
為
適
當
。

在
二
十
世
紀
亢
十
年
代
的
今
日
，
做
美
各
國
師
林
業
經

營
，
都
已
由
純
林
業
經
營
發
展
為
林
業
與
森
林
工
業
的
綜
合

經
營
，
其
經
營
結
果
，
不
但
森
林
資
源
穆
得
高
度
而
合
理
的

利
用
，
且
對
國
防
軍
需
和
民
生
日
用
均
有
莫
大
貢
獻
。
政
府

有
鑒
及
此
，
乃
選
定
大
雪
山
林
區
探
用
新
式
機
械
和
技
術
，

作
林
業
與
工
業
綜
合
性
的
企
業
經
營
，
並
以
大
雪
山
開
發
的

結
果
與
經
驗
，
作
為
發
展
本
省
整
個
林
業
經
營
的
示
範

o

τ:>

二
、
大
雪
山
森
林
概
況

大
雪
山
林
區
位
肝
、
本
省
中
部
，
地
跨
臺
中
、
苗
栗
兩
縣

墟
，
南
瓜
大
甲
溪
，
北
以
大
安
溪
為
界
，
全
面
積
為
五
萬
七

千
八
百
七
十
五
公
頃
。
所
有
針
藥
樹
輿
潤
葉
樹
，
均
為
原
始

森
林
。
林
區
內
之
林
木
蓄
積
量
，
計
有
針
葉
樹
一
千
三
百
一

十
叫
萬
立
方
公
尺
，
潤
樹
葉
二
百
凶
十
六
萬
九
千
立
方
公
尺

，
總
計
一
千
五
百
六
十
萬
九
千
立
方
公
尺
。

三
、
經
營
計
割
述
妥

一
、
森
林
經
營
.•

大
雪
山
林
區
森
林
經
營
，
是
一
種
多
目
標

的
經
營
，
除
棋
應
木
材
為
森
林
主
業
芝
原
料
外
，
並
注

重
水
土
保
持
，
水
源
酒
養
，
闢
宜
牧
地
為
牧
場
，
予
野

生
動
物
以
適
當
的
保
護
，
使
其
學
生
末
休
，
並
在
林
區

內
劃
定
若
干
區
域
，
供
觀
光
遊
樂
，
以
增
國
民
健
康
。

為
確
保
森
林
對
人
額
的
最
大
貢
敵
﹒
與
林
地
生
產
力

的
充
分
利
用
，
大
雪
山
林
區
的
森
林
經
營
，
根
據
永
糟

的
原
則
﹒
在
許
可
年
伐
量
以
內
，
將
遠
齡
衰
老
的
樹
木

，
儘
速
予
以
欣
伐
清
理
，
並
於
清
理
後
，
隨
即
臥
適
當

樹
種
更
新
造
林
，
至
于
採
伐
方
式
，
則
採
用
小
面
積
塊

狀
皆
伐
作
業
，
以
收
水
土
保
持
的
實
故
。

二
、
原
木
生
產

•.

林
區
內
針
葉
樹
的
許
可
年
伐
量
為
十
四
萬

立
方
公
尺
，
潤
葉
樹
的
許
可
年
伐
量
為
一
十
萬
零
五
千

立
方
公
尺
，
合
計
每
年
最
高
原
木
生
起
量
為
二
十
四
萬

五
千
立
方
公
尺
，
此
項
最
高
原
木
生
產
目
標
，
預
定
於

五
年
內
連
成
。

一
二
、
森
林
工
業••

凡
利
用
林
木
成
其
他
林
荒
物
為
原
料
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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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工
廠
，
將
集
中
一
處
，
稱
為
「
製
造
中
心
」
'
此
製

造
中
心
，
現
已
決
定
設
於
臺
中
東
勢
鎮
，
計
劃
中
擬
建

設
的
工
廠
.•

計
有
針
葉
樹
錯
木
廠

-
H阱
，
每
年
鋸
製
原

木
十
二
萬
立
方
公
尺
，
潤
葉
樹
鋸
木
廠
一
一
阱
，
每
年
錯

製
潤
原
木
六
萬
五
千
立
方
公
尺
，
，
木
材
防
腐
廠
、
木
材

乾
燥
廠
、
倒
板
工
廠
、
人
造
木
材
工
廠
、
夾
板
廠
、
層

板
廠
、
.
紙
漿
戚
、
潤
葉
樹
材
乾
餾
工
廠
各
一
昕
'
及
利

用
廢
材
的
發
電
廠

-
F肘
。

四
、
財
務
計
劃

••

開
發
大
雪
山
森
林
，
共
需
投
資
新
臺
幣
一

億
六
千
萬
元
，
其
中
百
分
之
五
十
五
係
省
府
自
籌
，
其

餘
百
分
之
四
十
五
係
美
援
貸
款
。

全
部
資
金
用
於
修
建
主
要
運
材
卡
車
路
，
採
購
伐
木

設
備
，
建
設
針
葉
樹
鋸
木
廠
，
興
建
辦
公
廳
、
宿
舍
與

初
期
所
需
之
廠
房
，
及
初
期
保
林
、
造
林
、
森
林
航
空

測
量
等
。

上
項
建
設
完
成
後
，
即
可
自
力
反
生
，
以
出
售
木
材

及
鋸
木
廠
產
品
昕
得
盈
利
，
陸
續
擴
建
工
廠
、
添
置
設

備
、
增
加
產
量
、
毋
頭
再
行
投
資
。
至
全
部
計
劃
預
計

在
五
年
內
完
成
，
完
成
後
，
每
年
盈
利
約
計
新
臺
幣
一

億
三
千
萬
元
左
右
。

四
、
夫
雪
山
森
林
聞
發
目
的
及

其
說
果

交
通
為
國
家
，
之
服
緒
，
無
論
運
輸
與
通
信
，
不
宙
人
體

乏
血
服
，
血
脈
暢
通
，
於
人
體
則
健
康
，
於
國
家
則
富
強
，

就
運
輸
昔
日
，
今
有
陸
運
水
運
空
運
，
然
品
行
其
遞
捏
，
除
空
運

為
近
世
產
物
外
，
陸
運
水
運
均
發
韌
甚
早
，
而
陸
運
中
立
公

路
尤
較
鐵
路
為
先
，
師
叫
我
國
而
論
，
遠
在
黃
帝
之
世
，
已

有
車
之
發
明
，
道
路
之
故
，
周
時
且
甚
肢
備
，
大
抵
歷
代
因

統
治
上
之
需
要
或
遠
拓
疆
土
者
，
莫
不
興
修
道
路
，
內
陸
交

通
，
全
頓
驛
運
，
惟
古
時
路
改
設
施
芝
規
模
，
雄
形
簡
單
，

迄
本
世
紀
初
，
由
於
築
路
技
術
輿
汽
車
製
造
之
相
五
演
進
，

方
開
現
代
企
路
交
通
之
新
紀
元
，
凡
斯
沿
革
，
顯
隨
時
代
而

進
步
者
也
。
顧
詮
今
貴
求
諸
古
，
鑑
住
所
以
知
來
，
其
可
明

其
癥
結
，
見
其
因
果
，
察
其
成
敗
，
究
其
得
失
，
以
為
研
究

改
進
芝
助
者
，
則
唯
歷
史
記
載
之
啟
示
是
賴
焉
。

路
猶
道
也
，
所
以
通
往
來
者
也
。
漢
許
慎
說
文
解
字
第

六••

「
路
、
道
也
。
」
南
唐
徐
館
等
校
走
曰
:
「
道
路
人
各

有
適
也

o
」
漠
劉
熙
釋
名
釋
道
第
二

••

「
道
一
達
日
道
路
，

道
蹈
也
，
路
露
也
，
人
所
踐
蹈
而
露
見
也

o
」
清
朱
士
端
說

文
校
定
本
第
二
下

••

「
路
、
道
也
，
從
足
各
聲
，
故
說
文
從

足
從
各
，
按
路
人
所
共
由
。
」
古
名
道
路
，
今
稱
公
路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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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推
行
民
生
主
義
。

本
省
唯
一
豐
富
的
天
然
資
源
是
森
林
，
以
森
林
產
物

為
原
料
，
昕
製
成
立
產
品
計
可
得
八
、
九
千
種
之
多
，

以
供
國
防
軍
需
及
民
生
日
用
，
所
以
大
雪
山
森
林
採
用

林
業
與
工
業
綜
合
經
營
，
是
發
展
國
家
資
本
增
加
國
民

財
富
的
第
一
步
，
由
大
雪
山
森
林
工
業
部
份
製
出
的
各

種
產
品
，
使
民
生
必
需
品
母
虞
匿
乏
，
是
改
善
國
民
生

計
的
第
一
步
，
增
加
國
民
財
富
和
改
善
國
民
生
計
，
也

就
是
解
決
民
生
問
題
。

二
、
採
用
林
業
與
森
林
工
業
綜
合
經
營
方
式
，
使
地
盡
其
利

'
物
盡
其
用
。

在
林
業
與
工
業
經
營
方
式
下
，
使
林
間
的
適
齡
老
樹
，

得
以
從
速
清
理
，
在
適
地
適
種
之
原
則
下
，
從
速
極

濟
造
林
，
使
林
地
發
揮
其
最
大
之
生
產
力
，
並
配
合
林

區
內
樹
木
的
種
頸
、
性
質
及
數
量
，
建
立
各
種
製
造
工

廠
，
使
林
無
遺
木
，
廠
無
棄
材
。

三
、
探
用
新
式
開
發
技
衛
，
以
增
加
木
材
生
產
，
減
低
生
產

成
本
。

採
用
新
式
機
械
伐
木
、
集
材
並
皮
卡
車
運
村
方
法
，

單
位
時
間
內
生
產
量
增
加
，
成
本
因
之
降
低
。

四
、
作
開
發
臺
灣
森
林
質
娥
的
示
範
'
並
可
以
開
發
大
彗
山

森
林
所
得
盈
餘
，
連
銷
開
發
全
部
資
諒
。

採
用
最
新
式
最
經
濟
的
方
式
，
以
開
發
木
省
整
個
森

林
資
源
的
第
一
步
，
俟
大
雪
山
之
開
發
，
獲
置
實
紋
，

即
可
且
昕
得
盈
餘
，
用
同
樣
方
司
，
開
發
其
餘
的
森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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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仙
你
知
周
，
士
一

義
雷
間
，
故
不
論
道
路
或
合
路
，
如
就
其
詞
意
上
分
析
，
均

係
指
合
用
芝
道
路
而
昔
日
，
寓
有
便
利
公
共
交
通
者
﹒
之
酒
義
。

A
A路
一
詞
，
現
有
狹
義
與
廣
義
的
兩
種
解
釋
，
按
分
述

如
在
•.

ω
狹
義
的
解
釋
公
路
係
指
郊
外
之
道
路
，
連
絡
城
市

鄉
鎮
間
之
道
路
，
甚
至
有
僅
謂
為
通
行
汽
車
之
路
。

叫
廣
義
的
解
釋
凡
連
絡
城
市
鄉
續
問
過
行
汽
車
、
人

獸
力
車
立
公
用
道
路
，
以
及
城
市
鄉
鎮
內
之
街
道
屬

於
公
路
線
系
統
者
，
均
稱
為
公
路
。

公
路
之
命
名
，
就
我
國
而
言
，
考
諸
史
乘
，
周
時
已
有

「
道
路
」
芝
稱
，
秦
以
後
各
朝
，
或
日
「
馳
道
」
，
或
日
「

驛
道
」
'
元
時
則
稱
「
犬
道
」
'
是
項
道
路
，
實
為
企
路
之

濫
觴
，
清
時
由
京
都
至
各
省
會
問
立
道
路
名
為
「
官
路
」
'

並
稱
各
省
省
會
通
達
各
地
重
要
都
市
之
連
絡
支
線
為
「
六
路

」
'
市
區
內
之
衛
道
日
「
馬
路
」
'
追
清
末
葉
以
迄
民
國
肇

造
，
由
於
新
式
築
路
法
與
汽
車
之
輸
入
，
現
代
道
路
邊
代
舊

有
驛
道
而
興
，
此
種
新
興
之
道
路
，
初
稱
「
汽
車
路
」
'
個

易
名
日
「
公
路
」
'
故
綜
其
沿
革
，
如
按
左
閏
顯
示
，
更
可

瞭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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