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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尊
敬
的
羅
書
記
清
泉
鄉
親
、
各
位
來
自
湖
北
和
北
京
的
領

導
貴
賓
、
敬
愛
的
各
位
旅
台
鄉
親
！
大
家
好
！

今
天
的
聚
會
，
是
為
歡
迎
來
自
家
鄉
的
湖
北
省
委
，

層
級
最
高
的
一
把
手
羅
書
記
清
泉
鄉
親
暨
各
位
來
自
北
京

和
湖
北
的
四
十
多
位
重
要
領
導
貴
賓
，
蒞
會
拜
會
。
這
是

一
個
前
所
未
有
、
寓
意
重
大
的
歷
史
性
聚
會
。
我
要
敬
請

各
位
旅
台
鄉
親
，
再
次
用
我
們
熱
情
的
掌
聲
，
熱
烈
的
歡

迎
各
位
貴
賓
的
光
臨
！

今
天
到
會
歡
迎
的
旅
台
鄉
親
，
包
括
旅
台
大
老
、

如
高
壽
九
十
七
歲
的
陳
濟
民
鄉
長
，
還
有
湖
北
文
獻
社
、

辛
亥
首
義
會
、
金
甌
女
中
的
負
責
人
、
同
鄉
會
的
各
位
榮

譽
理
事
、
全
體
理
監
事
、
北
區
湖
北
各
縣
市
旅
台
同
鄉
會

理
事
長
，
部
份
鄉
賢
代
表
等
，
陣
容
空
前
，
堪
稱
楚
才
俊

秀
，
碩
彥
一
堂
，
令
人
興
奮
！

羅
書
記
是
於
本
︵
四
︶
月
十
九
日
蒞
台
，
明
︵
廿

六
︶
天
又
要
離
台
返
鄉
，
所
以
我
們
今
天
的
聚
會
，
是
歡

迎
會
也
是
歡
送
會
。
今
天
的
聚
會
場
地
，
理
應
在
代
表
湖

北
精
神
的
湖
北
會
館
舉
行
。
讓
各
位
有
回
家
的
感
覺
，
但

因
場
地
限
制
，
改
在
同
樣
具
有
荊
楚
風
味
的
金
甌
女
中
舉

行
；
承
蒙
童
校
長
中
儀
博
士
，
借
供
學
校
最
好
的
場
地
迎

接
貴
賓
，
在
此
特
別
感
謝
。

但
是
也
要
向
各
位
致
歉
的
，
就
是
今
天
的
會
場
，
是

Ｅ
化
教
室
，
一
向
﹁
嚴
禁
飲
食
﹂
，
因
此
，
原
為
各
位
準

備
的
豐
富
的
特
產
茶
點
，
祇
好
放
在
隔
壁
房
間
，
請
各
位

在
會
後
享
用
。

同
時
今
天
到
會
賓
、
主
，
超
過
預
定
人
數
，
經
增

加
座
椅
後
，
仍
有
站
立
，
並
有
佇
立
於
室
外
走
廊
者
，
很

是
、
很
是
抱
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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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
湖
北
省
委
羅
書
記
清
泉
鄉
親
率
團
訪
台
蒞
會
拜
會
歡
迎
詞

李
發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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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書
記
這
次
率
同
三
千
大
軍
，
來
台
走
訪
，
是
為

兩
岸
的
﹁
和
平
發
展
﹂
，
舉
行
﹁
台
灣
湖
北
︵
武
漢
︶

週
﹂
，
作
經
貿
、
文
化
的
交
流
、
合
作
。
一
週
來
風
塵
僕

僕
，
已
超
過
預
定
一
百
六
十
億
的
貿
易
額
，
高
達
兩
百
億

新
台
幣
。
並
在
台
北
國
父
紀
念
館
，
盛
大
展
出
﹁
荊
風
楚

韻
﹂
的
﹁
辛
亥
百
年
頌
中
山
﹂
等
的
展
覽
，
不
虛
此
行
。

羅
書
記
直
航
抵
台
，
飛
航
行
程
不
過
兩
個
多
小
時
，

但
卻
是
兩
岸
風
雨
歷
程
六
十
年
分
治
的
結
果
。
當
羅
書
記

步
出
桃
園
機
場
，
我
是
第
一
個
和
他
握
手
的
歡
迎
者
。
當

我
們
雙
手
緊
握
，
暖
流
互
通
時
，
我
直
覺
我
們
是
在
寫
歷

史
，
有
點
激
動
，
願
天
佑
中
華
！

有
句
話
說
：
﹁
美
不
美
鄉
中
水
，
親
不
親
故
鄉

人
﹂
。
羅
書
記
是
故
鄉
人
，
此
來
又
是
為
中
華
民
族
寫
歷

史
，
讓
我
們
湖
北
人
引
以
為
榮
。
但
各
位
也
很
特
別
辛

苦
。
省
台
辦
劉
主
任
凱
春
和
他
的
幾
位
處
長
，
每
天
睡
眠

不
足
。
昨
晚
十
一
時
，
又
來
電
話
說
，
羅
書
記
也
累
病

了
，
但
明
︵
廿
五
︶
天
，
仍
會
親
來
和
鄉
親
把
晤
，
只
是

講
話
困
難
，
預
備
請
省
府
李
明
波
秘
書
長
代
講
。
但
羅
書

記
因
鄉
情
熱
烈
，
今
天
仍
親
自
講
話
，
字
字
溫
情
。
同
時

還
為
同
鄉
會
當
場
簽
名
，
致
贈
四
十
二
冊
一
套
的
﹁
湖
北

省
誌
﹂
，
另
贈
古
董
金
鼎
一
座
，
很
是
珍
貴
，
對
豐
富
湖

北
文
化
很
有
貢
獻
！

同
時
同
鄉
會
也
作
了
兩
面
紀
念
牌
，
致
贈
羅
書
記
和

李
秘
書
長
，
此
外
，
還
特
別
製
作
小
型
同
鄉
會
旗
和
紀
念

金
幣
，
以
及
同
鄉
會
史
及
拙
著
﹁
誰
主
浮
沉
﹂
等
，
送
給

每
位
貴
賓
。
湖
北
文
獻
社
、
首
義
同
志
會
、
金
甌
女
中
，

也
有
紀
念
品
贈
送
羅
書
記
。
更
有
國
畫
大
師
李
可
梅
、
青

年
畫
家
金
莉
、
熱
情
鄉
親
唐
文
美
，
也
致
贈
名
畫
及
特
產

給
羅
書
記
，
鄉
親
的
暖
流
，
已
融
熔
了
兩
岸
的
裂
痕
！

還
有
一
件
﹁
大
﹂
事
，
要
向
各
位
報
告
，
就
是
羅
書

記
認
為
今
天
的
聚
會
是
鄉
親
聚
會
，
因
此
希
望
大
家
都
能

著
休
閒
便
裝
相
見
，
以
示
親
切
，
令
我
們
感
動
。
可
惜
來

不
及
通
報
各
位
。
不
過
整
裝
迎
賓
，
也
是
待
客
之
道
，
希

望
成
為
佳
話
。

今
天
的
聚
會
，
我
們
當
然
期
待
羅
書
記
多
講
話
，
但

請
容
我
應
來
賓
之
請
，
先
簡
報
一
下
，
﹁
湖
北
旅
台
同
鄉

會
﹂
的
﹁
特
質
﹂
和
﹁
台
灣
﹂
的
﹁
身
世
﹂
：

先
說
﹁
同
鄉
會
﹂
的
特
質
：
同
鄉
會
是
旅
外
鄉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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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
聯
誼
和
弘
揚
鄉
土
文
化
的
中
心
。
湖
北
旅
台
同
鄉

會
，
成
立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
己
時
逾
六
十
年
，
是
每
位
鄉

親
視
同
共
有
的
家
，
尊
如
母
親
，
各
有
奉
獻
，
引
以
為

榮
，
也
很
有
成
就
感
。

同
鄉
會
是
人
民
團
體
，
一
切
都
靠
自
給
自
足
，
同

鄉
會
的
工
作
人
員
，
都
是
由
鄉
親
選
出
。
同
鄉
會
館
大
約

百
坪
，
也
是
由
同
鄉
的
捐
助
完
成
。
百
坪
建
築
，
從
有
形

空
間
看
，
並
不
算
大
，
但
從
無
形
空
間
看
，
則
可
容
納
宇

宙
，
那
就
是
荊
楚
文
化
所
蘊
育
的
﹁
惟
楚
有
才
，
惟
善

為
寶
﹂
的
文
化
精
神
，
如
三
戶
亡
秦
、
光
武
中
興
、
辛

亥
首
義
，
都
是
湖
北
文
化
的
傑
作
。
古
人
以
﹁
芥
子
、

須
彌
﹂
，
形
容
物
之
大
小
，
如
維
摩
經
不
可
思
議
品
謂
：

﹁
須
彌
山
至
大
至
高
，
芥
子
至
微
至
小
﹂
。
並
解
釋
說
：

﹁
其
小
，
小
至
小
而
無
內
；
其
大
，
大
至
大
而
無
外
﹂
，

所
以
我
們
很
以
同
鄉
會
文
化
之
大
為
傲
為
榮
。
過
去
曾
蒙

田
副
省
長
承
忠
，
蘇
副
省
長
曉
雲
、
劉
省
台
辦
主
任
凱

春
，
暨
湖
北
文
教
工
商
等
各
界
鄉
親
等
，
都
曾
到
會
訪

問
，
建
立
了
親
切
的
關
係
。
所
以
盼
望
羅
書
記
和
各
位
貴

賓
，
下
次
蒞
台
時
，
都
能
蒞
臨
會
館
，
分
享
一
下
我
們
在

台
灣
的
﹁
湖
北
之
家
﹂
的
快
樂
！

中
華
民
族
很
重
鄉
土
情
感
，
所
以
我
們
這
些
旅
外
鄉

親
，
總
是
﹁
人
在
外
鄉
，
心
繫
家
園
﹂
，
無
論
家
鄉
大
小

事
，
都
會
出
錢
和
出
力
，
熱
心
參
與
，
就
是
遠
在
四
川
和

青
海
的
地
震
，
也
依
然
關
懷
，
因
為
我
們
都
有
血
濃
於
水

一
家
親
的
民
族
感
情
！

再
說
台
灣
的
﹁
身
世
﹂
：
台
灣
是
一
個
歷
經
滄
桑
的

移
民
社
會
，
這
裡
在
秦
漢
時
就
與
中
原
有
往
來
關
係
，
但

正
式
納
入
中
國
版
圖
，
則
不
到
四
百
年
。
台
灣
曾
是
帝
國

主
義
覬
覦
的
對
象
，
荷
蘭
曾
於
一
六
二
四
～
一
六
六
二
年

據
台
三
十
八
年
、
西
班
牙
曾
於
一
六
二
六
～
一
六
四
二
年

據
台
灣
北
部
十
六
年
、
日
本
更
於
一
八
九
五
～
一
九
四
五

年
割
台
五
十
一
年
。
台
灣
曾
是
鄭
成
功
驅
逐
荷
蘭
，
第

一
個
光
復
台
灣
的
英
雄
，
並
成
為
反
清
復
明
的
基
地
，

使
清
廷
對
於
治
台
感
覺
不
易
，
一
度
曾
想
放
棄
台
灣
主

權
，
幸
因
降
將
施
琅
的
堅
決
反
對
而
停
止
，
以
致
台
灣
建

省
卻
遲
至
光
緒
十
一
年
︵
西
元
一
八
八
五
年
︶
，
距
今
不

過
一
二
五
年
，
不
幸
十
年
後
因
甲
午
戰
爭
就
被
日
本
割
去

了
。
中
國
國
民
黨
為
自
強
救
國
，
也
就
在
這
年
成
立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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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至
抗
戰
勝
利
才
二
度
光
復
，
又
因
國
共
內
戰
及

﹁
二
二
八
﹂
事
件
，
使
台
灣
居
民
，
有
歡
欣
也
有
失
落
，

也
竟
有
人
認
為
﹁
台
灣
人
不
是
中
國
人
，
台
灣
文
化
不
是

中
國
文
化
，
台
灣
地
位
未
定
論
﹂
，
形
成
統
獨
之
爭
。
但

是
台
灣
地
位
，
正
如
台
灣
學
者
，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陳
奇

祿
博
士
，
在
其
﹁
中
華
民
族
在
台
灣
的
拓
展
﹂
一
文
中

說
：
﹁
中
華
民
族
在
台
灣
的
拓
展
，
雖
比
中
國
其
他
各
省

為
遲
，
但
是
拓
展
過
程
，
卻
是
最
為
清
楚
。
最
足
以
證

明
，
中
華
民
族
的
德
化
力
量
﹂
。
因
此
相
信
西
方
學
者
所

說
，
﹁
中
華
文
化
的
奇
蹟
，
在
能
同
化
侵
略
者
和
征
服

者
，
過
去
如
此
，
將
來
還
是
如
此
﹂
。
因
此
在
歷
史
上
中

華
民
族
對
台
灣
同
胞
，
有
其
虧
欠
，
要
化
解
這
個
心
結
，

心
病
需
要
心
醫
，
有
賴
文
化
化
解
。
孔
子
說
：
﹁
非
德
之

威
，
雖
猛
而
民
不
畏
﹂
但
在
台
灣
，
雖
係
德
威
，
而
民
仍

有
不
畏
者
，
所
以
惟
有
以
文
化
﹁
化
地
域
觀
念
為
國
家
觀

念
，
化
鄉
土
意
識
為
民
族
意
識
﹂
，
才
是
解
決
之
道
，
否

則
，
實
難
﹁
開
萬
世
之
太
平
﹂
！

但
是
台
灣
雖
是
鄭
成
功
反
清
復
明
的
基
地
，
而
鄭
氏

祖
孫
三
代
治
台
也
僅
二
十
三
年
。
台
灣
雖
是
滿
清
割
失
，

但
清
臣
劉
銘
傳
則
是
台
灣
建
設
國
防
、
鐵
路
、
電
力
、
通

訊
等
的
現
代
化
之
父
。
也
許
我
們
不
知
，
台
北
的
第
一
個

電
燈
泡
要
比
日
本
東
京
早
亮
兩
年
。
台
灣
雖
有
人
主
張
台

獨
，
但
台
灣
人
的
愛
國
心
並
不
比
我
們
差
，
例
如
中
山
先

生
逝
世
時
，
有
幅
輓
聯
稱
：
﹁
三
百
萬
台
灣
剛
醒
同
胞
，

微
先
生
何
人
領
導
；
四
十
年
未
竟
事
業
，
舍
我
輩
其
誰
分

擔
﹂
，
是
台
灣
人
寫
的
。
再
說
今
天
台
灣
反
獨
，
若
無
台

灣
人
的
堅
持
，
實
難
想
像
。
清
廷
對
於
鄭
成
功
身
後
，
也

是
很
有
政
治
智
慧
，
如
清
臣
沈
葆
楨
撰
聯
贊
鄭
成
功
是
：

﹁
開
宇
宙
得
來
未
曾
有
之
奇
！
洪
荒
留
此
山
川
，
作
遺
民

世
界
；
極
一
生
無
可
如
何
之
遇
，
遺
憾
還
諸
天
地
、
是
創

格
完
人
﹂
。
這
所
謂
﹁
遺
民
世
界
﹂
與
﹁
創
格
完
人
﹂
，

是
值
得
玩
味
的
政
治
藝
術
！
諸
葛
亮
說
：
﹁
死
子
走
出
活

棋
來
，
都
是
用
心
的
結
果
﹂
。
我
們
有
信
心
化
解
統
獨
之

爭
。

時
至
今
日
，
中
華
民
族
雖
是
偉
大
、
但
亦
有
應
反

省
之
處
。
令
人
感
慨
的
是
，
中
華
王
道
文
化
，
雖
受
舉
世

尊
崇
，
但
中
華
民
族
的
和
平
、
民
主
，
卻
是
有
理
想
而
無

制
度
，
遇
到
爭
議
之
事
，
多
半
都
是
訴
諸
武
力
。
正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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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超
說
：
﹁
中
國
乃
殺
伐
之
國
，
總
覽
數
千
年
之
史

乘
，
其
三
十
年
不
見
兵
革
者
，
殆
希
﹂
！
司
馬
光
在
其

﹁
資
治
通
鑑
﹂
中
說
：
﹁
自
周
室
東
遷
至
宋
太
宗
，
在

一
千
四
百
七
十
餘
年
間
，
國
家
統
一
的
時
間
，
只
有
五
百

餘
年
﹂
。
因
此
中
華
民
族
至
今
，
仍
是
一
個
﹁
分
合
無

定
，
治
亂
相
乘
﹂
之
國
，
值
此
中
國
崛
起
，
為
能
迎
接
中

國
世
紀
，
一
個
偉
大
的
民
族
，
不
能
沒
有
高
瞻
遠
矚
的
自

覺
！

今
天
的
聚
會
，
是
一
個
難
得
的
兩
岸
鄉
親
聚
會
，

可
以
無
話
不
談
，
我
們
旅
台
鄉
親
，
很
是
重
視
羅
書
記
的

來
訪
，
因
此
有
幾
莊
內
心
的
話
，
要
我
向
羅
書
記
反
映
一

下
：

一
是
此
次
來
台
演
出
的
﹁
荊
風
楚
韻
﹂
歌
舞
劇
，
很

是
精
采
，
可
否
請
製
成
光
碟
，
讓
更
多
的
鄉
親
，
一
睹
家

鄉
原
味
。
如
果
出
售
，
有
人
願
買
！

二
是
大
陸
稱
台
、
港
為
﹁
境
外
﹂
，
一
切
收
費
，

高
於
﹁
境
內
﹂
。
影
響
觀
感
，
形
成
距
離
，
請
廢
除
﹁
境

外
﹂
名
稱
，
改
進
收
費
。

三
是
多
年
前
湖
北
省
台
辦
與
湖
北
旅
台
同
鄉
會
，

為
促
進
青
年
同
鄉
尋
根
之
旅
，
訂
有
﹁
尋
根
協
議
﹂
，
落

地
接
待
，
惟
效
果
不
彰
，
現
以
台
灣
身
份
證
，
祇
有
出
生

地
，
沒
有
籍
貫
，
久
之
會
忘
記
本
籍
，
請
加
強
青
年
鄉
親

尋
根
誘
因
。

四
是
台
胞
往
返
大
陸
，
須
持
有
形
同
護
照
之
﹁
台
胞

證
﹂
。
此
證
不
僅
收
費
高
於
護
照
，
且
有
異
國
之
感
，
建

議
取
消
，
能
以
落
地
之
登
記
代
之
。

五
是
文
化
乃
民
族
靈
魂
，
有
為
之
國
，
必
能
重
視
文

化
，
弘
揚
文
化
，
如
能
以
文
化
統
一
中
國
，
當
是
長
治
久

安
之
道
。
建
議
要
特
別
重
視
文
化
，
正
如
羅
書
記
來
台
，

併
視
經
貿
與
文
化
，
令
人
興
奮
，
請
再
加
強
。

總
之
，
此
次
羅
書
記
率
團
來
訪
，
是
破
冰
之
旅
，

是
創
造
歷
史
之
旅
，
雖
有
辛
苦
，
但
代
價
崇
高
。
所
謂

﹁
一
沙
一
世
界
，
一
花
一
天
堂
，
無
限
盈
一
握
，
剎
那
即

永
恆
﹂
，
前
此
中
共
黨
校
前
副
校
長
鄭
必
堅
先
生
，
現
之

中
共
智
庫
，
來
台
參
加
﹁
兩
岸
一
甲
子
論
壇
﹂
時
表
示
，

兩
岸
關
係
﹁
眼
界
決
定
境
界
，
思
路
決
定
出
路
﹂
。
今
天

在
座
的
旅
台
大
老
陳
濟
民
鄉
長
，
在
今
︵
二○

一○

︶
年

同
鄉
會
春
節
團
拜
時
，
發
表
演
講
，
勉
勵
同
鄉
，
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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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
和
、
合
﹂
三
字
與
鄉
親
共
勉
，
他
說
﹁
人
類
要
活

下
去
，
就
要
和
平
，
要
和
平
就
要
合
作
﹂
。
這
應
是
胡
錦

濤
主
席
，
對
內
要
建
立
﹁
人
本
社
會
﹂
，
對
兩
岸
要
﹁
和

平
發
展
﹂
，
對
世
界
要
﹁
和
平
崛
起
﹂
的
異
曲
同
工
之

論
。
希
望
羅
書
記
此
行
能
為
兩
岸
，
提
升
境
界
與
出
路
，

把
握
契
機
，
創
造
永
恆
，
並
祝
羅
書
記
暨
各
位
領
導
的

﹁
台
灣
湖
北
︵
武
漢
︶
週
﹂
，
成
功
圓
滿
！
特
祝
湖
北
旅

台
鄉
親
福
壽
康
寧
、
喜
樂
平
安
！

後　

記
：

這
篇
歡
迎
詞
，
因
時
間
關
係
，
在
現
場
未
能
暢
述
，

特
在
整
理
歡
迎
詞
成
文
時
，
稍
有
綴
補
。
讓
荊
風
楚
韻
、

江
漢
之
情
，
花
香
滿
地
，
俾
益
千
秋
。
更
願
中
華
文
化
，

永
遠
統
一
中
國
。
中
華
民
族
的
明
天
會
比
今
天
更
好
！
流

淚
播
種
的
，
一
定
會
歡
呼
收
穫
！

週
後
，
同
鄉
會
又
接
到
羅
書
記
謝
函
，
這
封
信
充

滿
了
湖
北
人
的
鄉
心
、
鄉
情
和
鄉
親
之
愛
，
也
見
證
了
國

共
內
戰
分
裂
國
土
所
付
出
的
代
價
，
更
啟
示
我
們
，
如
何

實
踐
中
山
先
生
﹁
和
平
、
奮
鬥
、
救
中
國
﹂
要
走
的
路
。

有
如
北
京
京
華
時
報
社
主
編
吳
梅
民
社
長
，
在
其
主
編

﹁
共
和
國
轉
身
﹂
一
書
前
言
的
最
後
一
句
話
說
：
﹁
正
如

一
位
哲
人
所
說
的
那
樣
：
歷
史
中
有
屬
於
未
來
的
東
西
，

找
到
了
，
思
想
就
永
恆
﹂
！
現
在
，
智
慧
正
在
考
驗
中
華

民
族
，
﹁
實
踐
是
檢
驗
真
理
的
標
準
﹂
，
﹁
永
恆
的
思

想
﹂
！
就
在
眼
前
！

李
發
強
於
二○

一○

年
四
月
廿
五
日
上
午
十
時
卅
分

講
於
台
北
金
甌
女
中

羅書記謝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