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9 

參考書目 

一、典籍專書 

（南朝梁）鍾嶸著，徐達譯注《詩品》，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7 年 2 月。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 年。 

（明）胡應麟《詩藪》（據國立中央圖書館明崇禎五年刊本影印），臺北：廣文書 

局，1973 年。 

（清）王世禛著，張宗柟纂集，戴鴻森校點《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1982 年。 

丁仲�編《清詩話》，藝文印書館印行。 

李漁叔《三臺詩傳》，臺北：學海出版社，1976 年 7 月。 

王熙元《論語通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 年 2 月。 

黄永武《中國詩學──思想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3 年 2 月一版四印。 

降大任選注，張仁健賞析《詠史詩註析》，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一版第二刷。 

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 9 月。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原型與流動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 7 

    月。 

李栖《兩宋題畫詩論》，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4年7月。 

鄭文惠《詩情與畫意──明代題畫詩的詩畫對應內涵》，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年4月。 

丁成泉《中國山水詩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 8 月。 



 320 

劉仲佑《晚清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黃坤堯《詩歌之審美與結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年 12 月。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之抗日精神研究──一八九五∼ 一九四五年之古典詩歌》，臺 

    北：國立編譯館，1997 年 4 月。 

葉石濤《台灣文學入門──台灣文學五十七問》，臺北：春暉出版社，1997 年 6 月 

    初版第一刷。 

古遠清、孫光萱合著《詩歌修辭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7 年 6 月初版一刷。 

張夢機《古典詩的形式結構》，臺北：駱駝出版社，1997 年 7 月初版一刷。 

許鋼《詠史詩與中國泛歷史主義》，臺北：水牛出版社，1997 年 8 月 31 日。 

曹愉生《唐代詩論與畫論之關係研究──傴以詩、畫論之專著為研究對象》，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季明華《南宋詠史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 11 月一刷。 

黃永武《詩與情》，臺北：三民書局，1998 年 11 月。 

洪順隆《抒情與敘事》，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98 年 12 月。 

廖師一瑾《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 3 月。 

羅立乾注譯《新譯文心雕龍》，臺北：三民書局，1999 年 8 月三刷。 

黄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初版 12 印。 

蔡瑜《中國抒情詩的世界》，臺北：臺灣書局店，1999 年 11 月。 

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 年 12 月。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 

    2000 年 6 月。 



 321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年 10 月。 

趙天儀《臺灣文學的週邊──台灣文學與台灣現代詩的對流》，臺北：富春文 

化公司，2000 年 12 月。 

李宜涯《晚唐詠史詩與平話演義之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 年 2 月。 

謝崇耀《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臺北：蘭臺出版社，2002 年 3 月。 

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 年 4 月一刷。 

黄永武《字句鍛鍊法》，臺北：洪範書店，2002 年 7 月增訂二版。 

陳茂仁《古典詩歌初階》，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 年 8 月初版一刷。 

譚汝為《詩歌修辭法與鍳賞》，澳門：澳門語言學會，2003 年 9 月。 

孫燕京《晚清社會風尚研究》，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4 年 1 月。 

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濟南：齊魯書社，2005 年 6 月。 

侯迺慧《唐詩主題與心靈療養》，臺北：三民書局，2005 年 7 月初版一刷。 

林正三等輯錄《臺灣百年詩話輯》，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 年 4 月。 

林于弘《初唐前期詩歌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年 3 月。 

吳儀鳳《詠物與敘事──漢唐禽鳥賦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年 3 

月。 

李正治《六朝詠懷組詩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年 9 月。 

吳明德《王闓運及其詩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年 9 月。 

余美玲《日治時期台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 年 1 月。 

 

二、史傳方志 



 322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史記》，乾隆武英殿影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施琅《靖海紀事》下卷，《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三種。 

藍鼎元《平臺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種。  

李元春《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八種。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七種。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九種。 

不著撰人《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臺灣文獻叢刊》，第四三種。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四種。 

吳德功《割臺三記》，《臺灣文獻叢刊》，第五七種。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六五種。 

周元文《重修臺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六六種。 

姚瑩《中復堂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三種。 

吳德功《臺灣遊記》，《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九種。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九二種。 

張之洞《張文襄公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九七種。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０五種。 

陳文達《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四種。 

連横《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八種。 

蔣師轍、薛紹元《臺灣通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三０種。 

李鴻章《李文忠公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三一種。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六種。  



 323 

不著撰人《清聖祖實錄選輯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六五種。 

傅鶴亭《櫟社沿革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七０種。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七二種。 

不著撰人《清穆宗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九０種。 

不著撰人《清德宗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九三種。 

陳衍《福建列傳選》，《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九五種 。 

不著撰人《清季外交史料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九八種。 

不著撰人《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０種。 

易順鼎《魂南記》，《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二種 。 

卞寶第《閩嶠輶軒錄》，《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六種，《臺灣輿地彙鈔》。 

不著撰人《清史稿臺灣資料集輯》，《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四三種。 

不著撰人《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四七種。 

王炳耀《中日戰輯選錄》，《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六五種 。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續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七七種。 

不著撰人《清季臺灣洋務史料》，《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七八種。 

淀川喜代治《板橋街誌》，臺北：州海山郡板橋街役場，1933 年 6 月。 

李念慈《滿洲國記實》，臺北：文海出版社，1953 年。 

戴鴻琪編著《印尼華僑經濟》，臺北：海外出版社，1956 年 10 月。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印尼華僑志》，臺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61 年 12。 

巴素原著，郭湘章譯《東南亞之華僑》，臺北：正中書局，1966 年 10。 

王賡武著，張亦善譯註《南洋華人簡史》，臺北：水牛出版社，1969 年 3 月。 



 324 

陳澤主編《臺灣先賢先烈專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 年 6 月。 

王國璠《臺北市志〃人物志》，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0 年。 

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 年 12 月。 

王國璠等撰《臺灣三百年》，臺北：戶外生活雜誌，1981 年 2 月。 

李烱才《印尼──神話與現實》，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3 年 2 月。 

王國璠《板穚林本源家傳》，臺北：林本源祭祀公業，1984 年。 

伊能嘉矩原著，江德林等翻譯《臺灣文化志》，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5 年 

    11 月。 

尹章義《台灣近代史論》，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86 年 9 月。 

張炎憲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臺北：自立晚報，1987 年 1 月。 

司馬嘯青《臺灣五大家族》，臺北：自立晚報，1987 年 8 月。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廈門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廈門的租界》，廈 

門：鷺江出版社，1990 年 5 月。 

巫樂華《南洋華僑史話》，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 年 11 月。 

劉昭明《臺灣先民看臺灣》，臺北：臺原出版社，1992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刷。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院近代 

    史研究，1992 年 12 月。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津：中華書局，1993 年 10 月。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記錄《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1994 年 2 月。 

盛清沂、王詩琅、高樹藩合編《臺灣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94 年 5 月。 

黃朝謨《台灣美術全集16：林克恭》，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5年。 



 325 

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1995 年 2 月。 

帥化元《中國現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95 年 8 月。 

林品桐等編譯《臺灣總督檔案中譯本》，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 年 9 月。 

陳孔立主編《台灣歷史綱要》，臺北：人間出版社，1996 年。 

卓遵宏、林秋敏訪問，林秋敏整理《林衡道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1996 年 

    10 月初版）。 

陳清敏、黃昭仁、施志輝合著《認識臺灣》，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6 年 11 

    月。 

陳盛韶《問俗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 11 月。 

汪毅夫《臺灣近代詩人在福建》，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98 年 4 月。 

黃典權等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6 月。 

戚嘉林《台灣史》，臺北：農學公司，1998 年 8 月。 

林衡道、邱秀堂合著《台灣風情》，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 年 9 月初版第三刷。 

諾曼〃路易斯著，薛璞譯《東方王朝──印尼三島之旅》，臺北：城邦文化公司， 

    1998 年 11 月。 

陳正茂《臺灣史綱》，臺北：文京圖書公司，1999 年 2 月。 

林文龍《台灣的書院與與科舉》，臺北：常民文化，1999 年 9 月。 

吳密察監修《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 年。 

龔顯宗《臺灣文學家列傳》，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 年 3 月。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臺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 年 8 月。 

許雪姬《板橋林家──林平侯父子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 年 11 月。 



 326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 

    年 1 月二版。 

胡友鳴、馬欣來合著《台灣文化》，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1 年 1 月初版一 

    刷。 

簡後聰《臺灣史》，臺北：五南出版公司，2002 年 2 月。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記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02 年 3 月。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6 月。 

仲摩照久主編，葉婉奇翻譯，陳阿昭、陳靜芳編述，《日本時代「臺灣地理風俗大 

系」資料彙編》4《美麗島身世之謎》，臺北：原民文化公司，2002 年 9 月。 

陳友平主編 《臺灣文獻匯刊》，北京：九州出版社，福建：廈門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甘懷真、貴志俊彥、川島真合編《東亞視域中的國籍、移民與認同》，臺北：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 12 月。 

陳鴻圖《臺灣史》，臺北，三民書局，2006 年 1 月。 

卞鳳奎《日治時期臺灣籍民在海外活動之研究（1895-1945）》，臺北：樂華書局， 

    2006 年 7 月。 

柏楊《中國歷史年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年 11 月。 

喜安幸夫《臺灣四百年的故事》，臺北：海信圖書，2006 年 11 月。 

張子文等撰《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6 

年 12 月修訂一版。 



 327 

 

三、詩文集 

（宋）朱熹《楚辭集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連橫《劍花室詩集》，《臺灣文獻刊》，第九四種。 

許南英《窺園留草》，《臺灣文獻刊》，第一四七種。 

連横《雅堂文集》，《臺灣文獻叢刊》，第二０八種， 

施士洁《後蘇龕合集》，《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五種。 

沈傲樵、沈驥合著《沈傲樵父子詩詞選集》，臺北：慈廬主人發行，1979 年初版。 

林景仁《林小眉三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年 3 月。 

林爾嘉《林菽莊先生詩稿》，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年 3 月。  

連橫《臺灣詩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 3 月。 

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 》，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年 3 月。 

李靈年、李澤平譯注《袁枚詩文》，臺北：錦繡出版公司，1992 年 5 月。 

陳昭瑛選注《台灣詩選注》，臺北：中正書局，1996 年。 

不著撰人《臺灣詩鈔》，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 6 月。 

林文龍編《臺灣詩錄拾遺》，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 7 月。 

陳春城《台灣古典詩析賞》，高雄：河畔出版社，2004 年。 

李宏健注《臺灣先賢詩選》，臺北：三民出版社，2005 年。 

曾進豐、歐純純、陳美朱合編《台灣古典詩詞讀本》，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06 年 9 月。 

 

四、期刊論文 



 328 

1. 論文 

王文顏《臺灣詩社之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月 6 月。 

涂一卿《清代臺灣社會變遷與地方領精英──霧峰林家與板橋林家之比較》，東華 

    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 6 月。 

施懿琳《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 

文，1991 年 5 月。 

龐中柱《晚清宋詩運動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6 月。 

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6 年。 

吳毓琪《臺灣南社研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6 月。 

楊明珠《許南英及其詩詞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6 月。 

張端然《日治時期瀛社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2 月。 

余育婷《施瓊芳詩歌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 

游美玲《沈周題畫詩研究》，臺北師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語文教學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 

蔡清波《臺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朝時期》，中山大學中文碩士 

    在職專班論文，2005 年 6 月。 

2. 期刊 

蟫窟主人編《餞春詩選》，蟫窟第八期，新嘉坡：星洲晋益公司代印。 

吳守璞〈林本源家小史〉，《臺灣風物》，第二卷第三期，1952 年 5 月。 

賴子清〈臺灣詠史詩〉，《臺灣文獻》，第九卷第二期，1958年3月。 



 329 

賴子清〈臺灣之寫景詩〉，《臺灣文獻》，第九卷第四期，1958年12月。 

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社（一）〉，《臺灣文獻》，第十卷第一期，1959年9月。 

莊金德〈清初嚴禁沿海人民偷渡來臺始末〉(上 )，《臺灣文獻》，第一五卷第三期， 

    1964 年 9 月。 

林衡道〈板橋林本源宅之建築〉，《臺灣文獻》，第十六卷第一期，1965 年 3 月。 

陳漢光〈林本源家小史〉，《臺灣風物》，第十五卷第三期，1965 年 8 月。 

林衡道文，高而恭圖〈板橋林家的住宅與花園〉，《臺灣風物》，第二十一卷第一期， 

    1971 年 2 月。 

毛一波〈林小眉的詠史詩〉，《臺灣風物》，第二十二卷第四期，1972 年 12 月。 

胥端甫〈天才詩人林小眉〉，《臺灣風物》，第二十二卷第四期，1972 年 12 月。 

舒州月〈林小眉詩的研究〉，《臺灣風物》，第二十二卷第三期，1972 年 9 月。 

陳漢光〈林菽莊先生事略〉，《臺灣風物》，第二十二卷第四期，1972 年 12 月。 

陳漢光〈林景仁十六歲的詩〉，《臺灣風物》，第二十二卷第四期，1972 年 12 月。 

史威廉、王世慶合著〈林維源先生事蹟〉，《臺灣風物》，第二十四卷第四期，1974 

年 12 月。 

齊益壽〈談六朝詠史詩的類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卷第四期，1977 年 4 

    月。 

臺灣風物編輯部〈恭賀林崇智先生九秩嵩壽〉，《臺灣風物》，第三十六卷第三期， 

    1986 年 12 月。 

王世慶著〈林本源之租館和武備與乙未抗日〉，《臺灣文獻》，第三十八卷第四期， 

    1987 年 12 月。 



 330 

施懿琳〈日據時期臺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喻傳統〉，《古典文學》，第十二 

    集，中國典文學研究會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10月。 

邱榮裕〈從日據時期台灣官方史蹟調查報告乙未戰役〉，《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 

    學術研討會議文集》，臺北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5 年 3 月。  

黃秀政〈劉永福與乙未反割臺運動〉，《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議文 

    集》，臺北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5 年 3 月。  

王世慶〈林本源的農田水利事業〉，《臺灣風物》，第四十六卷第二期，1996 年 6 月。 

朱介凡〈壽林老為二十世紀中國福證〉，《臺灣風物》，第四十六卷第二期，1996 年 

     6 月。 

林樸〈謹呈時代佳果恭祝世紀華誕〉，《臺灣風物》，第四十六卷第二期，1996 年 6 

    月。 

黃富三〈崇智先生與我〉，《臺灣風物》，第四十六卷第二期，1996 年 6 月。 

臺灣風物編輯部〈林崇智先生百歲誕辰慶生會〉 ，《臺灣風物》，第四十六卷第三 

期，1996 年 9 月。 

徐國章〈日本侵臺的思想緣起與占領臺灣〉，《臺灣文獻》，第四十八卷第三期，1997 

    年 9 月。 

王文進〈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為主的觀 

察〉，《東華人文學報》，第一期，1999 年 7 月。 

許雪姬〈「滿洲國」首任外交部總長謝介石〉，《歷史月刊》，第一八０期，2003 年 1 

    月。 

廖素卿〈冷腸空爾沸，暄蘊苦難伸──試論林小眉「偕五弟遊北投溫泉口占十四 



 331 

    韻」之諷諭性〉，《臺灣源流》，第三十期，2005 年 3 月。 

許雪姬〈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的一生及其認同〉，《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七期，2005 年 9 月。 

林韻文〈破碎與重構：林小眉「東寧草」的歷史與地誌書寫〉，《嶺東學報》，第二 

    十期，2006 年 12 月。 

 

五、工具書及網路資料 

余照春亭輯，許清雲校訂《增廣詩韻集成》，臺北：文津出版公司，1993 年 10 月。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http://140.109.185.220/data.html。  

臺灣文獻叢刊圖像全文版，聯合百科電子出版公司，  

     http://www.greatman.com.tw/twjinyee.htm。 

郭弘斌《台灣人的台灣史》，臺灣海外網 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 

泉州歷史網 http://qzhnet.dnscn.cn/qzh154.htm。 

臺灣人物誌（日治時期）上中下合集（1895~1945）   

     http://192.192.58.96:8080/whos2app/start.htm。 

線上臺灣歷史辭典（限圖書館內使用） 

臺灣日日新報（限圖書館內使用）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限圖書館內使用） 

日據時代《臺灣時報》資料庫（限圖書館內使用） 

臺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限圖書館內使用） 

明清臺灣資料館（限圖書館內使用） 



 332 

臺灣日誌資料庫（限圖書館內使用） 

中華文化網《文學名傳》http://www.chinapage.com/big5/literature/literature.html。 

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 http://www2.nmtl.gov.tw/twp/。 

全唐詩檢索系統，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   

    http://cls.hs.yzu.edu.tw/tang/Database/index.html。 

詩詞曲典故 http://cls.hs.yzu.edu.tw/ORIG/。 

臺灣瀛社詩學會http://tpps.org.tw/phpbb/。 

臺灣網路美術館，http://web.cca.gov.tw/tdg/16/start.htm。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首页&variant=zh-tw。 

廈門旅游信息網 http://www.xmtravel.com/index.htm。 

臺北縣政府文化局，林本源園邸 http://www.linfamily.tpc.gov.tw/web/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