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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對
同
鄉
會
的
認
知

羅
光
瑞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
隨
國
防
醫
學
院
遷
移
來
到

台
灣
，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畢
業
後
，
即
在
軍
醫
院
及
國

防
醫
學
院
任
職
。
當
時
國
防
部
規
定
，
軍
職
人
員
不

得
參
加
營
外
的
社
團
活
動
。
直
到
轉
職
榮
民
總
醫
院

後
，
才
開
始
參
加
棗
陽
同
鄉
會
。
聚
會
時
遇
見
很
多

故
鄉
的
近
隣
、
老
師
、
校
友
及
親
族
等
，
感
到
非
常

的
溫
馨
。
同
時
也
被
邀
參
加
湖
北
省
同
鄉
會
，
會
裡

有
很
多
軍
政
界
的
名
人
，
聚
會
時
參
加
的
人
數
，
也

較
縣
同
會
高
出
甚
多
，
但
由
於
彼
此
較
為
生
疏
，
覺

得
還
是
縣
同
鄉
會
比
較
親
切
。
由
於
熱
心
的
參
與
，

自
首
屆
杜
鼎
理
事
長
任
內
，
即
被
推
選
為
理
事
，
延

任
至
姜
法
乾
及
彭
登
墀
理
事
長
。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被

推
選
為
理
事
長
，
感
到
是
一
種
很
大
的
榮
幸
，
也
有

受
寵
若
驚
的
感
覺
。

同
鄉
會
是
移
民
的
產
物
，
某
一
特
定
地
區
的
居

民
，
由
於
特
殊
的
原
因
，
如
戰
爭
、
災
亂
、
或
經
商

謀
生
等
，
遷
移
到
其
他
地
區
或
國
家
。
為
了
共
同
的

語
言
及
生
活
習
慣
，
以
及
達
到
互
相
照
顧
的
需
要
，

所
組
織
而
成
的
會
社
。
台
灣
是
一
個
多
元
移
民
的
島

嶼
，
除
原
住
民
︵
據
考
證
也
是
由
其
地
區
更
早
遷
移

而
來
︶
外
，
大
都
是
外
來
的
移
民
，
由
於
地
理
隣
近

中
國
大
陸
，
故
以
漢
族
移
民
最
多
。
史
實
記
載
，
台

灣
前
後
有
七
大
波
的
移
民
潮
，
分
別
為
西
班
牙
、
荷

蘭
、
鄭
成
功
、
清
朝
、
日
本
、
中
華
民
國
及
近
來
的

外
籍
新
娘
外
籍
勞
工
等
。
其
中
對
台
灣
的
政
經
教
育

制
度
的
奠
定
，
及
民
主
風
潮
的
啟
發
，
影
響
最
大

的
，
則
屬
中
華
民
國
。
當
時
政
府
從
大
陸
帶
來
一
批

優
秀
的
官
員
，
以
經
貿
及
民
主
發
展
的
成
就
，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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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
式
的
被
列
為
亞
洲
四
小
龍
之
冠
。
可
是
近
來
一
些

政
客
，
為
了
達
到
爭
取
選
票
的
目
地
，
指
中
華
民
國

是
外
來
政
權
，
原
先
執
政
對
台
灣
有
重
大
貢
獻
的
是

外
省
人
。
造
成
族
群
分
裂
，
省
籍
分
化
。
其
實
﹁
本

土
﹂
與
﹁
外
省
﹂
人
，
只
有
來
台
先
後
的
不
同
，
無

法
以
族
群
及
省
籍
加
以
區
別
。
外
省
人
一
詞
，
首
創

應
來
自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台
灣
光
復
後
，
列
為
中
華
民

國
的
一
省
，
當
時
來
自
大
陸
各
地
的
移
民
，
相
對
台

灣
省
現
居
民
被
稱
為
外
省
人
。
如
對
現
在
居
住
在
台

灣
百
分
之
九
十
八
以
上
的
國
民
來
說
，
都
是
先
後
來

自
中
國
大
陸
的
移
民
及
其
後
代
。
以
前
明
清
朝
代
，

台
灣
未
被
設
省
，
大
家
多
以
同
鄉
會
、
地
區
或
方
言

作
為
族
群
之
分
，
故
曾
有
族
群
隔
閡
，
甚
至
械
鬥
的

歷
史
記
錄
。
但
最
後
終
於
發
現
，
只
有
相
互
容
忍
，

團
結
一
致
，
才
能
為
這
個
島
嶼
的
發
展
有
助
益
。
最

初
台
灣
光
復
時
，
只
有
六
百
餘
萬
居
民
，
而
今
已
達

二
千
三
百
萬
，
人
口
密
度
居
全
球
第
二
︵
僅
次
孟
加

拉
︶
，
大
家
應
該
放
棄
狹
隘
的
省
籍
觀
念
，
共
同
努

力
於
經
貿
發
展
，
改
善
國
民
生
活
，
崇
尚
民
主
制

度
，
作
為
中
華
民
族
的
典
範
，
才
是
當
務
之
急
。

同
鄉
會
的
組
成
，
第
一
代
的
移
民
，
最
為
積

極
。
日
久
由
於
新
生
代
與
當
地
居
民
的
同
化
及
通
婚

等
因
素
，
對
同
鄉
會
就
會
漸
漸
的
疏
遠
。
這
是
在
台

灣
各
省
縣
市
同
鄉
會
的
共
同
現
象
，
棗
陽
同
鄉
會
也

不
例
外
。
棗
陽
同
鄉
會
第
一
代
來
台
的
鄉
親
有
五
百

餘
人
，
至
今
如
加
上
在
台
出
生
的
二
、
三
、
四
代
，

可
能
已
超
過
二
千
人
。
可
是
近
年
來
聚
會
的
鄉
親
，

由
原
先
最
盛
時
期
的
二
百
餘
人
，
已
減
少
到
百
人
以

內
。
主
要
原
因
，
是
由
於
對
同
鄉
會
最
具
熱
忱
的
第

一
代
鄉
親
的
衰
老
、
多
病
甚
至
凋
謝
。
本
屆
同
鄉
會

的
理
監
事
們
，
為
了
提
升
鄉
親
對
同
鄉
會
的
向
心
力

及
參
加
聚
會
的
興
趣
，
將
在
未
來
的
年
度
大
會
及

新
春
團
拜
時
，
增
加
餘
興
、
摸
彩
及
作
文
競
賽
等
節

目
。
詳
細
辦
法
已
初
步
擬
定
，
將
在
這
一
期
棗
陽
文

獻
上
公
布
實
施
。
希
望
鄉
親
們
彼
此
相
告
，
熱
烈
的

參
加
一
年
一
度
大
會
及
春
節
團
拜
，
共
同
為
棗
陽
同

鄉
會
的
繼
續
發
展
而
努
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