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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談
棗
南
吳
店
鄉
土
文
化
的
蛻
變

李
發
強

棗
陽
人
傑
地
靈
，
是
帝
王
之
鄉
，
也
是
﹁
惟
楚

有
才
﹂
的
湖
北
，
唯
一
出
過
皇
帝
之
地
。
是
即
鄉
史

所
稱
﹁
光
武
中
興
﹂
、
﹁
中
國
十
大
名
君
﹂
之
一
的

東
漢
開
國
皇
帝─

劉
秀
的
故
鄉
。
在
今
棗
南
吳
店
東

畈
，
濱
白
水
︵
滾
河
︶
之
南
，
現
稱
﹁
皇
村
﹂
的
地

方
，
就
是
劉
秀
的
故
里
。

我
家
是
住
在
與
皇
村
相
對
，
濱
白
水
之
北
的

竹
園
，
也
可
泛
稱
皇
村
，
以
沾
劉
秀
之
光
。
吳
店

位
於
棗
南
，
是
棗
陽
大
鎮
之
首
，
有
﹁
買
不
空
的
吳

家
店
、
塞
不
死
的
璩
家

﹂
之
譽
。
吳
家
店
民
風
樸

實
，
物
產
豐
富
，
米
麥
兩
全
，
並
盛
產
棉
花
和
芝

麻
。
人
民
生
活
，
除
食
鹽
外
，
菸
酒
魚
肉
，
都
是
自

給
自
足
。
農
民
很
能
吃
苦
，
婦
女
尤
其
辛
苦
，
除
協

助
農
忙
外
，
還
要
供
養
三
餐
，
生
兒
育
女
，
連
家
人

的
鞋
襪
衣
被
，
都
是
她
們
製
供
。
所
以
母
、
嫂
們
的

辛
勞
，
很
使
我
感
恩
難
忘
。

我
家
竹
園
，
原
是
耿
家
產
業
，
以
後
我
們
買
下

自
耕
，
因
人
口
增
加
，
行
二
的
父
親
大
運
公
與
大
伯

父
大
宏
公
協
議
分
家
，
但
仍
住
在
一
個
屋
檐
下
，
直

到
大
伯
父
遷
往
附
近
的
園
牆

。
父
親
為
人
篤
實
，

母
親
廖
氏
生
我
兄
弟
三
人
，
我
年
最
幼
。
很
不
幸
的

是
，
雙
親
早
逝
。
二
兄
發
英
過
繼
三
叔
大
榮
為
嗣
，

家
務
由
長
兄
發
文
兄
嫂
操
勞
。
我
因
好
學
，
唸
過
四

家
私
塾
，
堂
兄
發
啟
是
老
師
之
一
。
以
後
到
吳
店
區

立
小
學
插
班
五
年
級
，
畢
業
後
考
入
後
方
均
縣
聯

中
，
苦
讀
三
年
，
再
到
戰
地
隨
縣
，
考
入
三
高
。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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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已
是
抗
戰
軍
興
六
年
，
我
因
憤
恨
日
本
侵
華
，
乃

於
高
三
時
參
加
﹁
一
寸
山
河
一
寸
血
，
十
萬
青
年
十

萬
軍
﹂
的
知
識
青
年
軍
，
置
生
死
於
度
外
。
但
未
久

日
軍
投
降
，
我
復
員
武
漢
，
又
升
學
湖
北
農
學
院
，

至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
又
因
國
共
內
戰
，
國
府
失
利
遷

台
。
我
在
生
死
交
關
下
，
隨
軍
來
台
，
滄
桑
人
間
，

今
已
八
十
有
餘
，
對
故
鄉
日
增
懷
念
。

我
於
政
府
開
放
探
親
後
，
含
著
﹁
歷
史
之
痛
、

山
河
之
愛
、
故
鄉
之
戀
及
和
平
之
望
﹂
的
心
情
回
到

故
鄉
；
侄
輩
萬
萱
、
萬
葛
、
萬
霞
，
無
預
告
的
到
武

漢
接
機
，
令
我
喜
出
望
外
，
更
是
近
鄉
情
怯
。
回
到

棗
陽
，
台
辦
等
單
位
對
我
很
是
親
切
，
贈
我
﹁
棗
陽

誌
﹂
，
發
佈
新
聞
，
受
寵
若
驚
。
及
到
家
鄉
吳
店
會

見
親
友
，
目
睹
一
切
，
不
僅
地
物
地
貌
改
變
，
且
人

事
多
非
。
如
我
的
家
園─

─

竹
園
村
早
已
變
成
廢

墟
，
墓
園
盡
毀
，
真
是
滄
海
桑
田
的
變
化
叫
人
好
不

唏
噓
！
最
是
老
友
張
漢
東
學
長
熱
情
接
待
，
本
來
相

約
以
四
菜
待
我
，
他
也
說
﹁
反
正
就
是
四
個
菜
﹂
，

結
果
卻
是
話
中
有
話
，
而
是
四
、
四
相
乘
，
還
加
上

架
樓
房
，
遠
遠
超
過
二
十
餘
菜
的
家
鄉
味
，
令
我
感

動
，
而
今
他
走
得
太
早
，
令
我
無
以
為
報
。

在
家
鄉
最
為
令
我
難
忘
的
是
童
年
景
物
，
有
很

多
地
方
，
都
成
追
憶
。
而
今
我
也
老
了
，
所
以
興
起

﹁
講
古
﹂
心
情
，
想
談
談
吳
家
店
的
名
勝
古
蹟
和
鄉

土
文
化
的
舊
物
風
貌
。

吳
店
轄
區
，
給
我
印
象
最
為
深
刻
的
是
﹁
白

水
寺
﹂
和
﹁
祖
師
殿
﹂
。
白
水
寺
原
是
供
奉
釋
迦
牟

尼
佛
，
於
每
年
四
月
八
日
佛
誕
時
，
有
盛
大
廟
會
。

廟
會
時
，
也
有
農
交
市
場
及
雜
藝
活
動
。
另
為
紀
念

劉
秀
帝
君
，
在
偏
殿
供
有
塑
像
，
山
上
還
有
劉
秀
的

遺
跡
，
如
﹁
龍
井
﹂
等
。
如
今
在
胡
久
明
鄉
親
倡
導

下
，
又
增
添
白
水
碑
廊
、
麗
華
園
等
勝
景
，
也
請
我

夫
婦
不
怕
見
笑
題
有
石
刻
字
，
是
一
處
可
供
遊
覽
之

地
。
我
和
胡
久
明
鄉
親
都
曾
建
議
，
最
好
在
此
興
建

一
座
莊
嚴
的
劉
秀
殿
，
不
知
能
否
如
願
！
但
聚
會
由

﹁
四
月
八
﹂
改
為
﹁
三
月
三
﹂
，
地
方
領
導
謝
書
記

對
我
說
：
這
是
為
配
合
農
閒
，
所
以
選
訂
﹁
三
月

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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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店
祖
師
殿
，
曾
是
劉
秀
的
點
將
台
，
神
殿

無
樑
，
別
具
風
格
。
每
年
祖
師
誕
辰
的
三
月
初
三
，

有
盛
大
廟
會
，
神
威
遠
播
，
有
來
自
河
南
等
地
燒
大

香
的
香
客
。
他
們
用
尖
刀
、
鐵
扦
等
、
刺
入
手
臂
、

舌
頭
或
頭
部
，
還
有
施
放
三
十
公
分
左
右
的
大
鞭
炮

等
，
意
在
感
動
神
靈
，
保
佑
平
安
。
廟
會
時
比
白
水

寺
更
為
熱
鬧
，
除
了
吃
喝
玩
樂
之
外
，
還
有
更
大
的

農
具
交
易
場
等
。

相
傳
祖
師
殿
和
附
近
的
一
座
石
拱
橋
︵
名
為

姑
嫂
橋
︶
，
是
天
上
神
仙
姑
嫂
二
位
，
相
約
用
一
夜

時
間
，
在
雞
鳴
前
完
工
；
結
果
是
姑
姑
順
利
完
工
，

但
嫂
嫂
在
未
上
樑
前
，
雞
已
鳴
叫
，
嫂
嫂
就
祇
好
用

一
口
大
磚
蓋
在
屋
頂
，
替
代
大
樑
。
其
實
我
想
這
是

一
座
無
樑
的
建
築
，
頗
有
歷
史
價
值
。
但
在
文
革
期

間
，
連
姑
嫂
石
拱
橋
，
都
被
拆
除
，
實
在
太
可
惜
，

希
望
還
有
修
復
之
期
。
因
為
名
勝
古
蹟
等
民
俗
文

化
，
對
地
方
有
重
大
存
在
意
義
。

吳
店
鎮
上
，
也
有
很
多
變
化
，
例
如
舊
日
的
城

門
城
牆
，
全
被
拆
除
，
如
能
保
留
一
段
，
證
明
歷
史

變
化
，
該
是
多
好
。
城
內
的
天
主
教
堂
，
美
麗
的
建

築
，
已
不
存
在
，
變
成
市
府
的
招
待
所
。
記
得
童
年

時
，
吳
店
大
旱
，
人
民
都
說
，
和
天
主
堂
樓
頂
，
所

塑
向
天
射
箭
的
白
色
天
使
有
關
，
力
主
拆
除
。
如
今

想
起
來
，
都
成
笑
話
。

吳
店
東
門
外
，
曾
有
山
陝
會
館
，
建
築
宏
偉
，

是
山
西
、
陝
西
商
人
的
聚
會
所
、
與
會
館
相
鄰
的
東

邊
是
東
鼓
寺
、
廟
宇
狀
觀
。
這
兩
個
古
蹟
，
在
抗
戰

前
，
改
為
第
四
區
立
小
學
，
是
吳
店
唯
一
的
最
高
學

府
，
也
是
我
的
母
校
，
有
多
位
老
師
，
堪
稱
﹁
經
師

人
師
﹂
，
但
其
中
張
子
清
老
師
，
在
清
算
鬥
爭
時
，

也
被
槍
決
，
很
是
可
惜
。
因
此
回
憶
在
我
第
一
次
返

鄉
探
親
時
，
市
台
辦
葉
副
主
任
，
負
責
陪
我
，
和
我

交
談
投
機
，
在
他
問
我
返
鄉
觀
感
時
，
我
曾
笑
說
：

﹁
世
上
凡
人
多
於
超
人
，
超
人
為
理
想
而
存
在
，
凡

人
為
生
存
而
存
在
。
因
此
如
果
我
留
在
大
陸
，
不
被

鬥
爭
，
很
可
能
現
在
是
共
產
黨
員
。
如
果
您
在
台

灣
，
也
可
能
是
一
位
國
民
黨
員
﹂
。
葉
副
主
任
，
不

好
爭
辯
，
而
笑
著
說
：
﹁
李
先
生
，
您
喝
醉
了
！
﹂



泛讀棗南吳店鄉土文化的蛻變

85

如
今
仍
覺
，
我
是
﹁
交
淺
言
深
﹂
太
唐
突
了
。

上
面
所
提
山
陝
會
館
和
東
鼓
寺
，
現
已
都
被
拆

除
，
建
為
學
校
。
但
是
文
化
史
蹟
不
能
沒
有
，
很
是

可
惜
！
在
山
陝
會
館
的
西
邊
是
劉
家
祠
堂
，
頗
具
規

模
，
現
在
也
不
見
了
。
今
年
胡
久
明
鄉
親
來
稿
，
提

倡
宗
族
修
譜
，
我
問
他
是
否
政
策
改
變
，
他
說
這
是

提
倡
民
族
精
神
。
因
此
又
使
我
想
到
，
如
此
說
來
，

劉
家
祠
堂
是
否
也
會
恢
復
原
貌
？
今
後
每
個
家
庭
的

神
桌
，
會
否
不
再
以
明
星
或
毛
澤
東
照
片
，
替
代
祖

宗
牌
位
，
就
看
價
值
觀
了
。

吳
店
在
中
共
執
政
後
，
真
正
的
行
政
革
新
，
我

不
是
很
清
楚
，
不
敢
置
詞
。
但
是
農
民
生
活
，
確
有

改
進
，
如
廢
除
﹁
田
賦
稅
﹂
就
是
德
政
。
教
育
也
大

有
進
步
，
過
去
一
鄉
一
小
學
，
一
縣
一
初
中
，
一
專

區
︵
數
個
縣
市
︶
一
所
高
中
，
省
區
才
有
大
學
。
現

在
吳
店
已
有
初
、
高
中
，
且
有
義
務
教
育
的
規
定
。

教
育
是
希
望
，
所
以
我
也
曾
建
議
棗
陽
該
有
一
所

﹁
光
武
大
學
﹂
，
以
培
養
更
多
人
才
。

吳
店
白
水
︵
滾
河
︶
異
於
一
般
河
流
，
是
由
東

向
西
流
，
代
表
棗
陽
人
的
有
所
為
有
所
不
為
的
白
水

精
神
，
能
孕
育
一
位
﹁
光
武
中
興
﹂
之
帝
君
，
是
棗

陽
人
的
驕
傲
。
另
外
由
棗
城
到
吳
店
有
快
速
道
路
，

並
有
水
泥
橋
，
跨
過
棗
陽
沙
河
和
吳
店
滾
河
，
直
達

吳
店
鎮
區
。
在
東
滾
河
，
曾
是
我
讀
區
小
時
，
每
日

必
經
之
路
，
原
來
祇
有
一
條
臨
時
小
木
橋
可
通
。
記

得
我
在
約
五
歲
時
，
隨
著
母
親
由
舅
家
回
家
，
在
經

過
滾
河
時
，
適
逢
大
水
之
後
，
正
在
架
設
通
過
便

橋
，
水
上
仍
是
波
濤
洶
湧
，
母
親
自
顧
不
暇
，
自
行

通
過
危
橋
。
我
只
好
自
力
通
過
，
行
至
河
中
，
眼
睛

發
花
，
墮
入
水
中
，
載
浮
載
沉
。
在
水
中
架
橋
者
，

因
迷
信
是
溺
死
鬼
找
替
身
︵
此
處
每
年
都
有
溺
死

者
︶
，
如
救
溺
水
者
，
會
被
水
鬼
找
麻
煩
，
而
不
敢

救
。
在
我
無
救
時
，
幸
有
族
兄
發
德
兄
，
見
義
勇

為
，
救
起
已
經
昏
迷
的
我
。
探
親
開
放
後
，
我
已
找

不
到
發
德
族
兄
，
向
其
報
恩
，
留
下
永
恆
的
遺
憾
！

而
今
這
裡
河
上
，
已
有
水
泥
橋
了
。
我
為
表
示
對
家

鄉
的
熱
愛
，
曾
和
旅
台
鄉
親
，
在
皇
村
附
近
的
晌
水

灘
興
建
白
水
源
紀
念
碑
一
座
，
又
在
曾
助
劉
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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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逃
亡
時
，
給
予
飲
水
的
﹁
扳
倒
井
﹂
興
建
牌
坊
一

座
，
及
贈
送
第
一
醫
院
救
護
車
一
部
，
很
感
欣
慰
！

吳
店
除
在
教
育
、
交
通
、
農
工
的
進
步
外
，
也
逐
漸

由
農
業
走
向
工
業
，
是
很
好
的
現
象
。
但
是
工
業
進

步
，
引
起
環
境
污
染
，
像
滾
河
已
難
看
到
昔
日
的
清

水
，
一
如
行
政
上
的
嚴
重
貪
污
，
連
棗
陽
市
的
書
記

和
市
長
，
都
不
能
免
，
如
何
為
民
楷
模
。
尚
記
得
在

我
童
年
時
逢
年
過
節
時
，
都
有
﹁
高
台
曲
﹂
或
花
鼓

戰
或
舞
龍
、
舞
獅
、
划
旱
船
等
地
方
民
俗
，
如
今
未

有
聽
說
，
不
知
還
有
否
？
很
是
懷
念
！

總
之
，
中
共
新
政
，
除
了
鎮
壓
、
文
革
和
崛

起
的
印
象
外
，
就
是
土
地
國
有
、
一
胎
化
和
剷
除
墳

墓
等
，
是
頗
有
創
意
和
魄
力
的
作
為
。
但
是
在
我
家

園
，
令
我
印
象
更
為
深
刻
的
，
就
是
對
﹁
皂
包
槐
﹂

的
懷
念
。
所
謂
﹁
皂
包
槐
﹂
是
位
於
竹
園
臨
近
，
有

一
株
數
人
合
抱
皂
槐
同
體
的
大
樹
，
也
是
從
棗
城
前

往
棗
南
資
山
等
地
的
必
經
的
歇
腳
處
。
樹
蔭
可
容
數

百
人
，
成
為
地
標
。
這
裡
幾
乎
每
天
都
有
很
多
人
由

此
經
過
或
聚
會
、
或
聊
天
、
談
事
，
並
有
地
方
老
倌

︵
黑
白
兩
道
的
人
︶
，
於
秋
夏
季
節
，
在
此
開
設
名

為
茶
館
，
實
為
聚
賭
抽
頭
之
地
。
也
有
在
此
向
大
樹

燒
香
拜
佛
的
，
或
每
年
一
至
二
次
演
出
皮
影
戲
等
熱

鬧
活
動
，
成
為
農
村
中
的
特
殊
地
標
。
而
為
我
喜

愛
之
處
，
是
樹
蔭
的
廣
大
，
而
且
好
奇
它
本
是
一

株
皂
角
樹
，
卻
包
著
一
棵
槐
樹
，
因
此
名
為
﹁
皂

包
槐
﹂
，
遠
近
馳
名
，
成
為
一
株
共
生
共
榮
的
大

樹
，
給
我
幼
小
的
心
靈
，
留
下
很
多
好
奇
和
人
生

的
幻
想
。
但
是
當
我
返
鄉
探
親
時
，
卻
已
不
見
此

樹
了
。
經
查
問
之
下
，
都
不
知
情
，
猜
想
可
能
是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時
被
洪
水
沖
倒
，
或
遭
人
砍
掉
鍊

鋼
了
，
但
地
方
人
士
和
政
府
為
何
不
予
保
護
，
使

我
如
同
失
去
一
位
交
心
的
老
友
或
長
輩
，
時
增
懷

念
。
我
寫
這
篇
文
章
，
原
意
是
想
寫
﹁
懷
念
﹃
皂
包

槐
﹄
﹂
，
但
亦
想
到
其
他
的
鄉
土
文
化
，
乃
增
加
篇

幅
，
同
時
為
便
於
認
識
其
地
理
位
置
，
還
請
萬
葛
、

萬
霞
兄
弟
及
愛
孫
世
良
為
我
各
畫
了
一
張
近
似
的
地

圖
︵
如
附
圖
一
、
二
。
第
二
圖
刊
於P

.1
1
3

︶
，
以
供

參
考
與
往
日
各
村
的
關
係
位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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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我
想
說
﹁
愛
鄉
是
天
性
﹂
，
﹁
同
鄉
是
緣

份
﹂
，
吳
店
鎮
的
鄉
土
文
化
已
隨
著
時
代
在
蛻
變
，

有
可
喜
之
處
，
亦
有
令
人
懷
念
之
處
。
其
中
之
變
有

的
是
中
央
政
策
，
有
的
是
地
方
作
為
。
但
我
們
不
能

不
知
道
，
變
是
不
變
的
真

理
。
也
不
能
不
知
道
﹁
政
治

是
一
時
的
，
經
濟
是
長
久

的
，
文
化
是
永
恆
的
﹂
，
已

是
世
界
的
共
識
。
人
心
對

未
來
的
期
待
，
將
是
對
﹁
思

想
文
化
的
期
待
，
應
用
科

技
的
發
展
和
人
類
和
平
的
追

求
﹂
。
中
國
是
一
個
民
族
優

秀
、
文
化
深
厚
的
國
家
，
但

是
中
國
也
是
一
個
值
得
反
省

的
民
族
。
﹁
我
愛
家
園
，
也

愛
台
灣
，
更
愛
中
華
﹂
的
延

伸
！
但
是
不
問
如
何
，
我
就

是
希
望
故
鄉
的
鄉
土
文
化
，

能
夠
受
到
重
視
，
也
能
有
進
步
！
讓
吳
店
鄉
親
，
更

愛
吳
店
！

李
發
強
寫
於
台
北
二○

○

七
年
十
月

圖一　棗南吳店東畋簡圖　李世良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