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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前
言

數
位
科
技
與
教
育
結
合
是
全
球
性

的
趨
勢
，
臺
灣
當
然
不
缺
席
，
為
了
提

升
我
國
學
生
網
路
使
用
及
資
訊
處
理
的

基
本
能
力
，
教
育
部
首
先
於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推
動
建
立
臺
灣
學
術
網
路（

Taiw
an

A
cadem

ic
N
etw
ork,TA

N
et）

，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起
，
更
積
極
執
行「

改
善
各
級

學
校
資
訊
教
學
計
畫」

，
自
課
程
、
設

備
、
師
資
、
教
材
等
方
面
著
手
，
以
具

體
落
實
資
訊
教
育
的
根
基
。
但
無
論
是

「

國
家
資
訊
通
信
基
本
建
設
計
畫」

、

「

國
家
資
訊
基
礎
建
設」

（
N
ational

Info
rm
atio
n
In
frastru

ctu
re,
N
II）

乃
至

「

擴
大
內
需
方
案」

，
重
點
都
在
硬
體

建
設
，
固
然
縮
短
了
中
小
學
電
腦
設
備

及
網
路
建
置
時
程
，
加
速
完
成
資
訊
教

育
基
礎
建
設
，
可
是
當
學
生
都
上
網

了
，
要
閱
讀
什
麼
？

根
據
富
邦
文
教
基
金
會
日
前
發
表

的「

青
少
年
媒
體
使
用
行
為
研
究
調

查」

中
發
現
，
青
少
年
最
不
能
沒
有
的

是
手
機（

六
七
．
六
％）

和
網
路（

五

七
．
三
％）

，
而
中
學
生
每
周
休
閒
活

動
時
數
為
三
四
．
二
六
小
時
，
其
中

「

上
網」
或「

玩
電
腦
打
電
動」

的
時

間
就
高
達
一
二
．
二
七
小
時
，
顯
然
青

少
年
的
休
閒
趨
勢
已
經
逐
漸
傾
向
電
腦

及
網
路
。
網
路
沉
迷
的
現
象
在
大
學
生

中
更
明
顯
，
文
化
大
學
學
生
媒
體《

文

化
一
周》

針
對
北
區
大
學
生
的
調
查
中

發
現
，
有
超
過
五
成
的
大
學
生
回
家
後

的
第
一
件
事
，
就
是
打
開
電
腦
。
而
上

網
除
了
收
發
信
件
或
查
資
料
，
還
有
近

四
成
的
大
學
生
會
不
斷
注
意
有
無
新
信

件
，
有
七
成
二
的
大
學
生
則
是
不
斷
注

意
通
訊
軟
體
中
有
誰
上
線
。
因
此
針
對

中
文
教
育
的
數
位
內
容
鍵
置
下
功
夫
，

藉
中
文
網
路
內
容
奠
定
中
小
學
生
的
文

化
重
心
，
培
養
他
們
對
自
己
文
化
的
認

知
、
能
力
，
以
免
形
成
無
根
的
浮
萍
，

充
實
網
際
網
路
中
文
教
材
，
成
為
刻
不

容
緩
的
課
題
。

在
網
際
網
路
剛
中
文
應
用
的
一
九

九
三
年
迄
今
，
羅
鳳
珠
陸
續
建
構
了

「

古
典
詩
詞
館」

系
列
，
包
括「

思
君

如
流
水
│
中
國
情
詩」

、「

倚
聲
填

詞」

、「

依
韻
入
詩」

、「

詩
詞
吟

唱」

、「

每

日
e

詩（
W
A
P
）

」

、

羅
立
吾

從《

網
路
展
書
讀》

發
現
閱
讀
與
教
學
的
多
重
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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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家
來
吟
詩」

、「

孟
郊
詩
集
校

注」

、「

膾

炙

人

口
│

中

國

飲

食

詩」

、「

唐
詩
典
故」

；「

古
典
小
說

館」

系
列
，
包
括「

紅
樓
夢
詩
詞
曲

賦」

、「

紅
樓
夢
分
類
辭
典」

；
名
家

名
聯
館
系
列
，
包
括「

歡
喜
寫
春

聯」
、「

大
家
來
作
對」

、「

古
今
名

家
墨
跡」
；「

搜
文
解
字」

系
列
，
包

括「

文
國
尋
寶
記」

、「

語
文
知
識
網

路」

、「

溫

柔

在

頌
│

唐

詩

三

百

首」

、「

淺

斟

低

唱
│

宋

詞

三

百

首」

、「

荔
鏡
姻
，
河
洛
源
│
閩
南
語

第
一
名
著《

荔
鏡
記》

的
數
位
博
物

館」

；「

網
路
學
習
模
式
範
例」
系

列
，
包
括
有「

時
空
之
旅
人
物
篇
：
蘇

軾」

、「

紅
樓
夢
網
路
教
學
研
究
資
料

中
心」

、「

臺
灣
客
家
文
學
館」

等
教

學
與
應
用
的
網
站
二
十
多
個
。
以
及
研

究
功
能
網
站
，
包
括「

三
國
演
義」

、

「

水
滸
傳」

、「

金
瓶
梅」

」

、「

以

X
M
L

可
延
伸
式
標
注
語
言
建
立
文
章

標
誌
系
統
研
究
│
│
以
蘇
軾
詩
詞
為
範

圍」

、「

續
修
資
治
通
鑑
長
編」

、

「

詩
經」

、「

全
唐
詩」

、「

唐
宋

詞」

、「

宋
詩」

、「

臺
灣
古
典
漢

詩」

、「

詩
詞
自
動
斷
詞」

等
十
餘

個
。
成
果
斐
然
，
目
前
都
集
合
在《

中

國
文
學
網
路
系
統
│
網
路
展
書
讀》

的

架
構
下
。

隨
著
網
際
網
路
使
用
者
年
齡
階
層

的
逐
漸
下
降
，
加
上
網
際
網
路
上
缺
乏

較
低
年
齡
層
的
中
國
文
學
教
學
資
源
，

因
此
近
年
來《

網
路
展
書
讀》

開
始
開

發
許
多
適
合
中
小
學
生
使
用
的
系
統
。

例
如
：
以
舊
有「

《

全
唐
詩》

多
媒
體

網
路
教
學
系
統」

資
料
庫
為
後
盾
，
所

建
構
的「

溫
柔
在
頌
│《

唐
詩
三
百

首》

系
統」

，
內
容
就
十
分
適
合
唐
詩

教
學
。
又
如
，「

倚
聲
填
詞」

與「

依

韻
入
詩」

兩
套
系
統
，
則
可
以
讓
古
典

詩
詞
的
教
學
現
場
，
不
僅
只
有
閱
讀
，

甚
至
還
可
以
摸
索
著
進
行
古
典
詩
詞
創

作
。
至
於
在
古
典
小
說
或
是
臺
灣
文
學

的
閱
讀
和
教
學
上
，
曹
雪
芹
的
紅
樓
夢

或
是
鍾
理
和
的
作
品
，
不
但
可
以
透
過

多
媒
體
的
方
式
閱
讀
文
本
，
更
藉
由

「

數
位
博
物
館」

模
式
，
可
以
讓
讀
者

一
窺
作
者
、
作
品
與
時
代
互
動
的
多
重

資
訊
，
達
到
教
學
與
自
學
兩
相
得
宜
的

目
的
，
讓
讀
者
能
更
深
入
文
學
作
品
的

核
心
。

貳
、
虛
擬
語
言
學
習
情
境
的
唐

詩
三
百
首
網
站

《

唐
詩
三
百
首》

是
清
乾
隆
年
間

「

蘅
塘
退
士」

編
選
，
所
選
的
都
是
唐

詩
中
膾
炙
人
口
之
作
，
共
計
三
百
一
十

首
。
從
前
是
家
絃
戶
誦
的
兒
童
詩
教
啟

蒙
書
，
至
今
仍
然
是
中
小
學
生
接
觸
中

國
古
典
詩
歌
最
好
的
入
門
書
籍
。
以

《

唐
詩
三
百
首》

開
發
以
中
小
學
生
為

主
的
多
媒
體
教
學
網
站
是
再
適
當
也
不

過
了
，
因
而
促
成「

溫
柔
在
頌
│
唐
詩

三
百
首」

網
站
的
產
生
。

「

溫
柔
在
頌
│
唐
詩
三
百
首」

網

站
以
中
小
學
學
生
為
主
要
使
用
對
象
，

以
輔
助
教
學
與
自
學
為
目
的
。
企
圖
以

卓
越
的
資
訊
科
技
，
透
過
網
際
網
路
，

配
合
聲
音
、
影
像
、
圖
片
等
多
媒
體
型

態
，
在
活
潑
生
動
的
氣
氛
中
，
藉
由
網

上
互
動
式
的
教
學
環
境
下
體
會
浪
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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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富
的
唐
詩
文
學
世
界
。
其
中
以「

詩

情
畫
意」

的
單
元
，
最
為
生
動
，
唐
詩

透
過
了
吟
唱
、
繪
畫
、
朗
誦
、
書
法
、

大
家
來
吟
詩
等
單
元
，
立
體
化
展
示
在

小
朋
友
的
面
前
。
尤
其「

名
家
吟
唱」

錄
製
精
緻
，
以

M
P
3

格
式
儲
存
，
讀

者
可
以
下
載
聆
聽
，
搭
配「

唐
詩
三
百

首
詩
文
資
料」

，
兼
可
閱
讀
標
示
國
語

讀
音
的
詩
文
，
有
助
於
提
高
學
子
吟
誦

古
典
詩
的
興
趣
。

為
了
更
吸
引
學
子
，
在「

溫
柔
在

頌
│
唐
詩
三
百
首」

網
站
中
，
除
了
一

般
的
全
文
檢
索
、
全
文
註
解
功
能
，
更

以「

文
字
拼
盤」

遊
戲
的
形
式
，
在
潛

移
默
化
中
，
讓
使
用
者
熟
悉
成
語
、
五

言
絕
句
、
七
言
絕
句
中
的
名
句
。
有
興

趣
更
了
解
詩
中
意
涵
者
，
也
可
以
進
入

「

唐
詩
的
傳
說
與
神
話
故
事」

單
元

中
，
一
窺
唐
詩
背
後
深
藏
在
文
化
中
的

傳
奇
故
事
，
將
更
有
助
於
理
解
詩
詞
的

意
涵
。
值
得
一
試
的
是「

主
題
館」

，

製
作
者
將
詩
的
重
要
意
象
分
成《

植
物

園》

、《

動

物

園》

、《

人

物》

、

《

器
物》

、《

季
節》

、《

節
慶》

等

不
同
單
元
，
若
是
詩
裡
頭
有
植
物
的
名

稱
就
會
在《

植
物
園》

中
出
現
作
者
、

詩
題
以
及
包
含
著
該
意
象
的
詩
句
，
類

此
目
錄
主
題
的
安
排
形
式
，
可
以
讓
學

生
把
唐
詩
帶
到
生
活
當
中
，
無
論
是
書

寫
作
文
，
或
是
寫
作
自
然
科
的
作
業
，

還
是
回
應
節
慶
的
祝
福
，
唐
詩
均
能
夠

有
跡
可
尋
地
走
進
年
輕
人
的
世
界
。

由
於「

溫
柔
在
頌
│
唐
詩
三
百

首」

與「

數
位
博
物
館」

計
畫
│「

搜

文
解
字」

各
語
文
知
識
網
路
資
料
庫
間

彼
此
整
合
、
連
結
，
因
此
讀
者
在
閱
讀

唐
詩
的
過
程
中
，
一
旦
對
於
字
或
詞
有

進
一
步
查
詢
的
需
要
，
可
以
進
行
跨
平

台
資
料
庫
的
查
詢
，
輕
易
從
線
上
取
得

所
需
的
語
文
知
識
，
甚
至
獲
得
更
多
樣

的
相
關
知
識
。
如
果
是
在
教
學
現
場
的

教
師
要
製
作
教
案
，
則
更
可
以
透
過
整

合
良
好
的
資
料
庫
，
不
但
可
像
是
查
詢

一
般
傳
統
辭
典
得
到
解
釋
，
更
可
以
同

步
找
到
典
籍
原
文
出
處
，
藉
以
產
生
更

多
的
語
文
和
文
學
資
料
，
可
供
教
學
參

考
，
這
更
造
福
了
許
多
深
為
製
作
數
位

教
案
所
苦
的
老
師
。

參
、
倚
聲
填
詞
：
電
腦
教
你
填

詩
詞

教
古
典
詩
詞
者
，
如
何
讓
學
生
能

夠
創
作
？
恐
怕
是
一
大
挑
戰
，
畢
竟
對

古
典
詩
有
興
趣
的
話
，
往
往
要
先
熟
悉

格
律
與
聲
韻
，
古
人
有
云
，「

吟
穩
一

個
字
，
捻
斷
數
莖
鬚」

，
可
形
容
其
中

困
難
之
一
二
。
不
過
在
數
位
科
技
進
步

下
，
有
電
腦
幫
忙
，
或
許
一
窺
寫
詩
的

技
巧
，
應
當
不
再
難
如
登
天
。
電
腦
科

技
的
發
展
日
新
月
異
，
給
教
育
界
帶
來

極

大

的

衝

擊
，
電

腦

輔

助

教

學

（
C
o
m
pu
ter

A
ssisted

In
structio

n
,

C
A
I）

的
形
式
，
可
以
涵
蓋
整
個
教
學

過
程
的
設
計
，
包
括
學
習
動
機
的
刺

激
、
課
程
結
構
的
掌
握
、
教
學
內
容
指

導
以
及
學
習
成
果
的
評
量
與
追
蹤
。
過

去
在
中
小
學
的
自
然
科
學
、
數
學
與
英

語
教
學
上
，C

A
I

的
各
項
設
計
可
說
卓

然
有
成
，
不
過
在
中
文
寫
作
上
，
卻
一

直
乏
人
問
津
。

懷
想
盛
唐
，
特
別
是
唐
詩
，
應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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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所
有
中
國
人
文
化
上
共
有
的
鄉
愁
。

大
家
年
少
時
都
聽
過
：「

熟
讀
唐
詩
三

百
首
，
不
會
作
詩
也
能
吟
。」

這
樣
的

說
法
，
彷
彿
古
典
詩
的
音
韻
之
美
，
可

以
脫
口
而
出
。
不
過
要
知
道
，
中
國
字

音
隨
著
時
間
、
空
間
的
改
變
而
變
化
，

事
實
上
不
僅
使
吟
誦
詩
時
困
難
重
重
，

必
須
運
用
聲
韻
文
字
上
的
知
識
，
方
能

吟
唱
或
朗
讀
出
原
始
的
韻
味
。
更
不
要

提
創
作
詩
詞
時
，
更
要
深
究
格
律
，
否

則
作
品
必
然
難
登
大
雅
之
堂
。

古
典
詩
詞
是
一
種
特
殊
形
式
的
文

學
，
創
作
上
必
須
符
合
格
律
的
要
求
，

也
就
是
不
但
形
式
上
要
符
合
規
定
，
聲

音
也
有
限
制
。
所
謂
形
式
上
的
規
定
，

指
的
是
字
數
、
句
數
、
對
偶
的
規
定
；

而
聲
音
上
的
限
制
，
指
的
是
押
韻
、
平

仄
的
講
究
。
現
代
人
要
能
作
詩
填
詞
，

首
先
就
要
先
過
這
兩
關
。

就
古
典
詩
詞
的
形
式
言
，
詩
詞
格

律
的
繁
複
多
變
，
可
真
叫
人
張
目
結

舌
。
龍
榆
生
先
生
在《

唐
宋
詞
格
律》

一
書
中
，
整
理
出
唐
宋
人
填
詞
時
常
用

的
詞
譜
就
有
一
百
五
十
三
種
，
一
百
九

十
六
格
。
基
本
形
式
就
算
是
中
文
系
畢

業
的
高
材
生
，
也
未
必
能
夠
通
曉
，
連

賈
島
都
說
：「

二
句
三
年
得
，
一
吟
雙

淚
流
。」

現
代
人
恐
怕
在
格
律
的
形
式

前
，
一
句
都
難
以
寫
就
，
早
已
淚
流
滿

面
了
。古

典
詩
詞
講
究
聲
音
之
美
，
無
論

是
平
仄
與
韻
腳
，
都
和
聲
韻
學
大
有
關

係
。
如
前
所
述
，
語
言
隨
著
時
代
變

遷
，
形
貌
已
經
今
非
昔
比
，
一
方
面
，

入
聲
字
在
當
今
的
普
通
話
裡
已
經
消

失
，
要
認
識
仄
聲
字
，
就
是
一
大
難

事
。
二
方
面
，
釐
清
韻
目
，
本
非
易

事
，
加
上
古
今
音
韻
母
有
別
，
一
字
多

音
而
分
屬
不
同
韻
目
的
情
形
更
多
。
現

代
人
作
詩
填
詞
，
很
少
人
能
單
憑
記
憶

分
清
詩
詞
的
韻
目
韻
字
，
往
往
需
要
翻

閱
工
具
書
，
要
熟
悉
這
些
卷
帙
繁
複
的

韻
書
，
絕
非
易
事
。

既
然
現
代
人
無
法
記
誦
格
律
及
韻

書
，
使
用
工
具
書
又
有
極
高
的
門
檻
，

羅
鳳
珠
與
朱
四
明
兩
位
教
授
研
發
的

「

倚
聲
填
詞」

（
h
ttp
://cls.ad

m
in
.y
zu
.

ed
u
.tw
/F
illO

D
E
/h
o
m
e.h
tm

）
與「

依

韻
入
詩」

（
http
://cls.ad

m
in
.y
zu
.ed
u
.

tw
/M
ak
eP
oem

）

兩
套
系
統
，
在
網
際

網
路
上
提
供
有
興
趣
創
作
古
典
詩
詞

者
，
一
個
可
以
檢
索
及
檢
查
格
律
的
電

腦
輔
助
教
學
環
境
，
寫
出
一
首
格
律
正

確
的
詩
詞
自
然
不
再
困
難
。

在
設
計
的
原
理
上
，「

倚
聲
填

詞」

與「

依
韻
入
詩」

這
兩
套
系
統
，

和
西
方
許
多
檢
查
拼
字
、
文
法
的
寫
作

軟
體
很
接
近
。
文
字
的
平
仄
聲
調
、
歸

屬
韻
目
、
詩
詞
的
格
律
都
是
固
定
的
，

電
腦
對
於
規
則
性
的
資
料
，
有
超
強
的

記
憶
、
儲
存
、
檢
索
能
力
，
只
要
預
先

建
立
好
這
些
資
料
與
法
則
，
使
用
者
無

論
是
提
出
一
首
詩
或
是
詞
的
習
作
，
利

用
電
腦
強
大
的
檢
索
能
力
比
對
與
查

核
，
就
可
以
判
斷
形
式
與
聲
韻
的
對

錯
。
習
作
者
只
要
耐
著
性
子
就
電
腦
指

出
平
仄
、
韻
腳
上
出
的
錯
，
字
字
推

敲
，
逐
句
修
改
，
讓
電
腦
幫
忙
吟
穩
每

一
個
字
，
也
可
以
有
模
有
樣
地
寫
出
古

典
詩
詞
。

就
古
典
詩
的
語
言
掌
握
有
困
難
的

話
，
系
統
中
還
有「

詩
學
含
英」

的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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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提
供
各
種
情
境
下
，
如
人
事
、
慶

弔
、
節
序
、
服
飾
等
各
式
各
樣
的
詞
彙

與
佳
句
供
參
考
。
除
此
之
外
，
讀
者
可

以
另
就
全
唐
詩
、
唐
詩
三
百
首
、
紅
樓

夢
韻
文
等
資
料
庫
系
統
進
行
全
文
檢

索
，
更
方
便
參
酌
前
人
佳
詞
美
句
，
自

然
能
更
貼
近
古
典
詩
詞
的
語
言
狀
態
。

受
限
於
技
術
的
發
展
，
目
前
這
兩

套
系
統
只
能
檢
查
出
作
品
是
否
屬
於

「

對
的
詩
詞」

，
判
別
作
品
的
對
仗
的

優
劣
，
以
及
境
界
的
高
低
，
恐
怕
一
時

之
間
還
辦
不
到
，
還
要
更
高
的
人
工
智

慧
系
統
協
助
，
或
許
永
遠
沒
有
達
成
的

可
能
？
畢
竟
文
學
創
作
本
來
就
是
訴
諸

於
心
靈
的
事
，
特
別
中
國
藝
術
往
往
帶

有
一
種
追
求
超
脫
現
實
塵
俗
的
情
趣
和

意
味
，
無
論
是
談「

境
界」

，
或
是
談

詩
詞「

象
外
之
旨
、
弦
外
之
音」

，
都

有
著
濃
厚
的
哲
學
與
宗
教
色
彩
，
其
中

的
價
值
評
斷
，
恐
怕
不
是
電
腦
可
代
勞

的
。

不
過
，
對
許
許
多
多
曾
經
渴
望
藉

由
詩
詞
訴
衷
情
，
享
受
唐
詩
宋
詞
溫
潤

之
美
的
現
代
人
，
過
去
或
許
感
歎
作
詩

填
詞
規
律
太
難
，
現
在
數
位
科
技
可
以

協
助
您
走
出
正
確
的
一
步
，
至
於
能
否

填
寫
出
佳
句
，
運
用
之
妙
，
還
在「

存

乎
一
心」

了
。

肆
、
運
用
多
媒
體
走
進
古
典
小

說
裡
的
大
觀
園

中
國
古
典
小
說
雖
然
源
於
稗
官
，

被
思
想
家
歸
為
街
談
巷
語
，
是
道
聽
途

說
的
小
道
、
小
技
，
是
無
關
經
世
治
國

的
讜
言
宏
論
，
但
是
經
過
歷
代
文
學
家

的
記
述
與
創
造
，
無
論
魏
晉
南
北
朝
的

志
怪
、
唐
代
的
傳
奇
、
宋
代
的
話
本
以

及
名
家
盡
出
的
明
清
章
回
小
說
，
都
深

具
趣
味
，
不
少
作
品
更
蘊
含
了
深
刻
的

哲
理
，
可
說
是
老
祖
宗
留
給
我
們
珍
貴

的
遺
產
，
絕
非
孔
老
夫
子
所
鄙
夷
的
：

「

雖
小
道
，
必
有
可
觀
者
焉
，
致
遠
恐

泥
。」

那
樣
的「
殘
叢
小
語」

。

在
網
路
時
代
，
各
種
文
類
中
，
仍

以
小
說
最
受
歡
迎
。
文
學
喜
好
者
間
分

享
好
小
說
成
為
一
種
風
尚
，
姑
不
論
自

己
創
作
小
說
的
寫
手
，
兢
兢
業
業
敲
打

鍵
盤
，
再
上
網
發
表
的
衝
勁
，
不
少
網

友
讀
到
好
小
說
時
，
會
以
僧
侶
抄
寫
經

書
般
的
虔
誠
，
利
用
閒
暇
，
或
把
整
本

長
篇
小
說
或
逐
字
輸
入
，
或
利
用
掃
描

器
與
辨
識
軟
體
將
紙
本
數
位
化
，
將
心

中
的「

經
典」

至
於
網
路
供
同
好
閱

讀
。
這

種

風

潮

從

電

子

布

告

欄

（
electro

n
ic
b
u
lletin

bo
ard
s,
B
B
S
）

風
行
的
九
○
年
代
初
期
興
起
，
小
說
大

師
金
庸
與
倪
匡
的
作
品
，
經
常
遭
到

「

違
法」

貼
上
各
小
說
張
貼
區
，
反
倒

是
著
作
權
法
視
為
公
眾
財
產
的
古
典
小

說
一
直
乏
人
問
津
，
欠
缺
有
系
統
的
建

構
上
網
計
畫
。
在
全
球
資
訊
網（

W
o
rld

W
id
e
W
eb
,
W
W
W
）

為
大
眾
接
受
之

後
，
透
過
網
網
相
連
的
特
質
，
過
去
分

散
在
個
別
電
子
布
告
欄
的
古
典
小
說
作

品
，
經
過
一
些
文
學
站
台
不
斷
彙
整
與

校
訂
，
在
網
路
上
可
以
全
文
閱
讀
到
的

經
典
小
說
越
來
越
多
。
而
更
讓
耳
目
一

新
的
閱
讀
革
命
，
是
網
站
設
計
者
利
用

網
路
的
多
媒
體
結
構
，
以
文
字
和
聲
光

豐
富
小
說
閱
讀
的
模
式
，
無
論
是
哪
一

種
閱
讀
模
式
，
小
說
的
愛
好
者
踏
入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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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片
虛
擬
空
間
中
，
無
疑
也
將
踏
進
古

典
小
說
的
大
觀
園
。

事
實
上
，
在
線
纜
與
線
纜
之
間
，

配
合
先
進
的
壓
縮
技
術
，
大
部
頭
的
長

篇
小
說
也
變
成
極
輕
薄
的
檔
案
，
以

《
三
國
演
義》

為
例
，
紙
本
出
版
品
約

略
與
一
本
字
典
一
樣
厚
重
，
但
是
壓
縮

過
的
電
子
檔
卻
只
有
七
○
○
ｋ
，
只
要

一
張
磁
碟
片
就
可
以
承
載
，
網
路
上
不

消
一
分
鐘
就
可
順
利
下
載
。
這
種
全
新

的
資
訊
取
得
方
式
下
，
古
典
小
說
與
人

們
的
距
離
將
更
近
，
而
且
取
得
成
本

更
低
，
如
果
一
旦
配
合
上
完
整
的
資

料
庫
功
能
，
呈
現
在
電
腦
螢
幕
前
的

網
站
與
專
業
圖
書
館
實
無
二
致
。
和

美
國
的「

古
騰
堡
計
劃」

（
P
ro
ject

G
utenberg,

http://w
w
w
.gutenberg.net/）

預
計
在
二
○
○
一
年
結
束
前
完
成
一
萬

本
書
籍
電
子
化
及
上
網
的
豪
情
壯
志
相

較
，
中
文
古
典
小
說
經
典
上
網
的
步
調

顯
然
要
緩
慢
許
多
。
本
地
網
路
發
展
初

期
，
中
央
大
學
數
學
系
單
維
彰
教
授
就

曾
獨
立
維
持
一
個【

東
坡
資
料
庫】

（
g
o
p
h
e
r://d

o
n
g
p
o
.m
a
th
.n
c
u
.e
d
u
.

tw
/1/ch

in
ese）

，
提
供
中
國
文
學
、
中

國
詩
詞
、
佛
學
經
典
等
資
料
，
其
中
以

一
九
九
二
年
開
始
陸
續
輸
入
的《

紅
樓

夢》

一
書
，
歷
經
五
年
的
時
間
補
齊
全

文
，
最
具
代
表
性
。

在
中
文
網
路
世
界
中
，
開
始
以
資

料
庫
模
式
大
量
蒐
集
古
典
小
說
者
，
當

屬
設
在
北
美
的《

新
語
絲
社》

（
http
:/

/w
w
w
.x
y
s.o
rg
/ind
ex.h

tm
l）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六
月
設
立
的〈

新
語
絲
電
子
文

庫〉

。
在
設
立
之
初
，
該
社
團
就
希
望

建
立
中
國
文
學
經
典
作
品
最
為
齊
全
的

公
共
資
料
庫
，
因
此
就
明
代
小
說
四
大

說
部
，
亦
即《

三
國
演
義》

、《

水
滸

傳》

、《

西
遊
記》

和《

金
瓶
梅》

，

以
及
清
代
的
名
作
，
如《

紅
樓
夢》

、

《
聊
齋
志
異》

、《

浮
生
六
記》

與

《
儒
林
外
史》

等
，
均
在
蒐
藏
之
列
。

在〈

新
語
絲
電
子
文
庫〉

的
帶
動
下
，

蒐
集
網
路
既
有
的
數
位
化
古
典
小
說
文

本
，
以
及
自
行
輸
入
新
的
電
子
書
，
從

而
建
立
網
路
文
學
服
務
網
站
者
不
在
少

數
。《

紅
樓
夢》

網
站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系
統
開
始
上
線
，
強
化
了
全
文
檢
索
功

能
，
讀
者
可
以
快
速
搜
尋
小
說
中
人

物
、
地
名
、
事
物
等
關
鍵
字
在
原
著
中

的
位
置
，
九
八
年
更
大
幅
增
加
了
多
媒

體
的
內
容
，
讓《

紅
樓
夢》

的
閱
讀
更

加
立
體
化
。
就
原
典
精
讀
的
部
分
，

「

細
品
紅
樓」

的
單
元
，
提
供
了
關
於

作
品
與
作
者
的
簡
介
，《

紅
樓
全
文
及

註
解》

，《

紅
樓
夢》

詩
詞
註
解
以
及

庚
辰
本《

脂
硯
齋
評
註》

的
全
文
影
像

檔
。
如
果
讀
者
對《

紅
樓
夢》

眾
多
的

人
物
感
到
困
惑
，「

紅
樓
有
人」

的
單

元
提
供
了
詳
細
的
圖
像
資
料
，
不
但
有

一
般
讀
者
都
做
過
了「

賈
史
王
薛
四
大

家
族
關
係
表」

，
更
有
大
陸
畫
家
戴
敦

邦
所
繪
製
的「

紅
樓
人
物
百
畫」

畫

冊
，
人
物
栩
栩
如
生
，
讀
者
可
結
合
資

料
庫
查
詢
這
些
人
物
粉
墨
登
場
的
章

節
。《

紅
樓
夢》

迷
人
之
處
，
更
在
於

作
者
筆
下
營
造
出
繁
華
的
大
觀
園
、
榮

國
府
和
寧
國
府
，
這
個
網
站
把
讀
者
從

文
字
神
遊
中
拉
出
，
以
照
片
、
圖
片
重

新
建
構
紅
樓
的
空
間
之
美
。
其
他
如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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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垂
涎
欲
滴
的
揚
州
紅
樓
宴
，
以
及
極

聲
光
之
娛
的
紅
樓
夢
相
關
戲
曲
、
樂
曲

和
北
京
電
視
連
續
劇
劇
照
，
都
生
動
活

潑
地
反
映
出
這
部
經
典
小
說
對
中
國
人

文
化
上
的
啟
迪
。
研
究
者
更
可
在
此
查

到
有
關
紅
樓
研
究
資
料
的
研
究
計
畫
、

學
位
論
文
、
期
刊
論
文
、
研
究
論
著
檢

索
等
，
相
信
喜
好《

紅
樓
夢》

的
讀
者

要
經
歷
石
頭
記
的
夢
幻
人
生
，
光
電
構

成
的
網
路
世
界
上
有
著
完
全
不
同
的
風

味
。

伍
、
朝
向
博
物
館
與
國
際
化
的

中
文
網
路
教
學
資
源
中
心

另
介
紹
陸
續
建
置
的
兩
個
深
具
本

土
意
涵
的
文
學
網
站
，
分
別
是「

荔
鏡

記」

網
站
以
及「

鍾
理
和
數
位
博
物

館」

。
前
者
強
調
以
雙
語
參
照
呈
現
，

提
升
學
習
母
語
、
文
學
傳
統
與
戲
劇
的

效
率
；
後
者
則
充
分
以
數
位
博
物
館
的

形
式
，
展
現
出
文
學
家
的
豐
富
面
貌
，

讓
讀
者
更
為
親
近
文
學
創
作
者
的
文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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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
鏡
記》

是
現
存
文
獻
之
中
最

早
以
閩
南
語（

潮
州
話
、
泉
州
話）

寫

成
的
劇
本
，
成
書
的
年
代
在
十
六
世

紀
。
戲
曲
文
獻
保
留
大
量
的
口
語
資

料
，
是
建
立
方
言
教
學
最
好
的
素
材
。

「
荔
鏡
記」

網
站
除
了
詳
實
展
示
了
原

劇
文
獻
，
更
從
表
演
藝
術
、
兒
童
劇

場
、
研
究
資
料
、
語
文
教
學
等
面
向
，

將
劇
本
資
料
和
演
出
資
料
，
一
併
呈

現
，
不
但
有
漢
唐
樂
府《

荔
鏡
奇
緣》

的
演
出
資
料
，
也
請
專
人
錄
製
福
佬
話

讀
音
，
可
以
讓
讀
者
完
全
掌
握
劇
本
的

演
繹
，
以
及
語
言
層
次
的
表
現
。

在
中
小
學
的
教
學
現
場
，
讓
學
生

演
出
，
無
非
是
最
佳
的
練
習
與
實
踐
。

「

荔
鏡
記」

網
站
中
兒
童
劇
場
單
元
，

有
國
語
、
福
佬
語
、
英
文
、
西
班
牙
文

等
四
種
語
文
的《

陳
三
五
娘》

兒
童
故

事
改
編
本
，
方
便
教
師
與
學
生
自
行
下

載
、
研
讀
與
排
演
，
提
供
非
同
步
遠
距

多
媒
體
語
文
教
學
環
境
，
十
分
活
潑
生

動
。

更
為
精
緻
與
豐
富
的「

鍾
理
和
數

位
博
物
館」

，
將
位
在
美
濃
的「

鍾
理

和
紀
念
館」

搬
上
虛
擬
空
間
。
一
般
實

體
博
物
館
固
然
有
瀏
覽
文
物
原
件
外
貌

的
真
實
感
，
也
有
聽
取
專
家
導
覽
的
便

利
，
但
也
有
不
能
逐
張
翻
閱
手
稿
，
不

能
複
製
手
稿
，
不
能
提
供
查
詢
調
閱
以

及
不
能
提
供
大
量
的
使
用
者
同
時
使
用

的
缺
點
。
相
形
之
下
，
數
位
博
物
館
如

果
建
構
完
成
，
讀
者
可
以
自
行
操
作
，

瀏
覽
、
複
製
、
放
大
、
翻
閱
數
位
化
之

文
物
檔
案
，
並
透
過
影
像
資
料
聽
取
專

家
導
覽
，
隨
時
都
可
以
上
網「

進
館」

參
觀
，
也
沒
有
人
數
限
制
。「

鍾
理
和

數
位
博
物
館」

即
是
利
用
數
位
博
物
館

的
優
勢
，
以
非
常
親
和
的
介
面
，
詳
細

地
把
鍾
理
和
的
一
生
、
文
學
作
品
、
手

稿
以
及
研
究
資
料
都
上
網
。
光
是
紙
本

文
獻
翻
拍
數
目
就
高
達
七
三
三
八
張
，

可
以
讓
讀
者
有
機
會
親
近
珍
貴
的
作
家

手
稿
、
刊
稿
影
像
、
藏
書
書
影
、
剪

報
、
雜
誌
刊
物
、
出
版
品
書
影
、
文
物

圖
片
、
地
圖
、
文
句
紀
念
石
照
片
、
雕

像
、
畫
像
、
紀
念
館
建
築
照
片
、
海

報
、
文
友
通
訊
等
。
因
而
，
讀
者
心
中

鍾
理
和
的
身
影
，
更
為
鮮
活
地
再
現
，

研
究
者
也
有
取
得
原
件
影
像
，
進
行
版

本
、
校
勘
等
不
同
進
路
的
研
究
可
能
。

從《

網
路
展
書
讀》

的
各
網
站

中
，
不
難
發
現
已
經
實
現
一
種
新
的
閱

讀
與
教
學
關
係
，
而
且
從
文
字
、
字

音
、
語
詞
、
格
律
、
詩
詞
、
美
學
到
文

學
史
，
中
文
教
學
的「

網
路
教
學
資
源

中
心」

概
念
也
具
備
了
堅
實
的
基
礎
，

未
來
的
中
小
學
教
師
也
就
更
有
機
會
掌

握「

自
主
性
的
教
材
資
料」

，
進
而
從

事「

教
材
自
主
化
的
教
學」

，
相
信
對

於
填
平
城
鄉
教
學
資
源「

數
位
落

差」

，
有
相
當
的
重
要
性
。
也
期
待
未

來
學
生
可
以
透
過
這
個
網
站
的
啟
發
，

產
生
對
文
學
的
熱
情
，
並
且
願
意
自
我

學
習
。

（

資
深
網
路
文
學
工
作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