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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發
強
先
生
攜
手
夫
人
陳
玲
美
，
不

顧
旅
途
勞
頓
，
再
次
榮
回
故
鄉
棗
陽
，
我

們
表
示
至
誠
的
歡
迎
，
並
表
示
崇
高
的
敬

意
。
應
李
先
生
之
邀
，
談
談
和
平
統
一
問

題
，
逢
此
良
辰
，
倍
感
親
切
。
我
將
談
話
要

點
草
擬
如
下
：

一
、
你
的
研
究
由
﹁
和
平
發
展
﹂
想
到

﹁
和
平
共
存
﹂
，
頗
有
新
義
，
為
和
平
統
一

提
供
多
種
視
角
。

二
、
今
年
紀
念
中
共
成
立
九
十
周
年
，
五

個
政
治
口
號
中
有
：
﹁
偉
大
祖
國
好
﹂
，
沒
提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
在
中
央
電
視
臺
文
藝

節
目
中
，
﹁
中
國
﹂
一
詞
多
次
出
現
，
過
去
幾
十
年
叫
﹁
新

中
國
﹂
，
現
在

這
個
﹁
新
﹂
很

少
提
了
。
這

是
否
體
現
了

中
共
和
平
統

一
的
意
向
？

如
果
國
民
黨

也
不
再
提

﹁
中
華
民

國
﹂
，
將

來
以
﹁
中
國
﹂
作
為
兩
岸
政
黨
和
人

民
都
能
接
受
的
國
號
，
有
沒
有
這
個
可
能
性
？
我
同
意
李
老

所
願
﹁
恢
復
傳
統
的
中
國
﹂
，
也
期
待
﹁
未
來
的
中
國
﹂
。

詹
化
若

　
　

大
道
之
行
也
，
天
下
為
公
，
選
賢
與

能
，
講
信
修
睦
，
故
人
不
獨
親
其
親
，
不

獨
子
其
子
，
使
老
有
所
終
，
壯
有
所
用
，

幼
有
所
長
，
鰥
寡
孤
獨
廢
疾
者
皆
有
所

養
；
男
有
分
，
女
有
歸
，
貨 

惡
其
棄
於
地

也
不
必
藏
於
己
，
力
惡
其
不
出
於
身
也
不

必
為
己
，
是
故
謀
閉
而
不
興
，
盜
竊
亂
賊

而
不
作
，
故
外
戶
而
不
閉
，
是
謂
大
同
。

和

平

共

存

是

王

道	

李
發
強 

著

尊
重
傳
統
、
追
求
卓
越	

陳
玲
美 

著

讀
︽
和
平
共
存
是
王
道
︾ 

談
兩
岸
和
平
統
一
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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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從
二○

○

九
年
大
陸
突
然
大
量
出
品
國
共
內
鬥
的

影
片
、
電
視
劇
和
書
籍
，
這
對
兩
岸
和
平
統
一
帶
來
新
的
難

題
，
畢
竟
我
們
同
為
中
華
子
孫
，
理
應
和
好
。

四
、
你
在
文
中
說
，
由
於
中
共

成
立
，
﹁
因
此
三
民
主
義
陷
於
資
本

主
義
與
共
產
主
義
之
間
，
左
右
失

據
，
終
因
﹃
槍
桿
子
出
政
權
﹄
使

國
民
黨
失
去
大
陸
。
﹂
對
這
一
觀
點

可
以
分
析
。
我
認
為
三
民
主
義
於
資
本

主
義
與
共
產
主
義
之
間
，
並
未
左
右

失
據
。
因
為
三
民
主
義
吸
收
借
鑑
了

西
方
資
產
階
級
執
政
的
經
驗
和
歐
洲

文
化
啟
蒙
的
理
性
，
同
時
也
把
共
產

主
義
當
朋
友
︵
孫
中
山
語
︶
。
舊
三
民
主

義
的
民
族
、
民
權
，
中
國
最
缺
的
是
這
些
。

反
西
化
，
看
來
人
權
是
不
能
反
的
。

五
、
你
在
文
中
，
批
評
毛
澤
東
﹁
階
級
鬥

爭
是
進
步
的
動
力
﹂
的
觀
點
，
我
表
示
贊
同
。
階
級
鬥
爭
在

許
多
情
況
下
，
成
為
不
同
的
政
黨
之
間
惡
鬥
的
代
名
詞
，
付

出
昂
貴
生
命
代
價
的
是
人
民
群
眾
，
最
終
破
壞
了
生
產
力
，

破
壞
了
社
會
與
文
化
的
進
步
和
文
明
發
展
，
階
級
之
間
是

存
在
矛
盾
的
，
執
政
黨
與
人
民
之
間
也
存
在
矛
盾
︵
如
腐

敗
等
︶
。
但
解
決
的
辦
法
不
應
靠
鬥
爭
，
而
是
靠
調
解
、

協
商
、
互
相
讓
步
，
也
靠
法
律
。
以
人
為

本
、
和
諧
社
會
是
對
階
級
鬥
爭
的
徹
底
告

別
。

六
、
你
在
文
中
說
，
﹁
美
國
對

華
協
助
最
多
，
但
其
政
策
失
誤
﹂
，

又
說
﹁
蘇
俄
對
中
國
領
土
侵
占
，
至

今
仍
是
列
強
之
冠
，
約
為
臺
灣
的
十
二

倍
。
﹂
對
於
此
點
，
我
過
去
知
道
的
很
少
，

反
帝
，
不
能
反
對
一
切
帝
國
，
如
對
美
國
就
應

有
分
析
，
過
去
支
援
過
中
國
，
有
功
說
功
，
有
過

說
過
。
歷
史
證
明
，
一
邊
倒
的
政
策
是
使
中
國
吃

大
虧
的
，
造
成
幾
十
年
中
被
外
國
勢
力
包
圍
著
，
封
鎖

著
，
推
遲
了
中
國
的
近
代
化
和
現
代
化
進
程
。

七
、
你
在
文
中
說
，
﹁
國
共
的
失
和
，
造
成
中
國
的

﹃
政
治
海
嘯
﹄
，
是
中
華
民
族
的
最
大
不
幸
﹂
，
﹁
這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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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失
和
，
本
可
以
避
免
而
未
避
免
﹂
。
關
於
這
個
﹁
最
大
不

幸
﹂
，
國
共
兩
黨
都
有
責
任
，
都
應
冷
靜
地
作
歷
史
反
省
，

從
中
總
結
經
驗
。
一
九
二
七
年
﹁
四
一
二
﹂
大
屠
殺
︵
共
產

黨
人
︶
之
前
，
中
共
基
本
上
是
個
無
武
器
的
民
主
黨
派
，

一
九
二
七
年
八
月
召
開
的
八
七
會
議
上
，
毛
澤
東
才
提
出

﹁
槍
桿
子
裡
出
政
權
﹂
，
可
以
說
是
國
民
黨
及
蔣
介
石
逼

的
，
逼
中
共
走
上
武
裝
鬥
爭
之
路
。
中
共
長
征
二
萬
五
千

裡
，
大
逃
亡
，
也
是
國
軍
逼
的
。
一
九
四
五
年
的
國
共
談
判

和
日
軍
無
條
件
投
降
後
的
幾
年
中
，
和
平
的
道
路
存
在
著
，

但
被
堵
塞
了
。
但
可
欣
慰
的
是
，
國
民
黨
始
終
未
把
臺
灣
拱

手
給
外
國
勢
力
。
而
令
人
遺
憾
的
是
國
民
黨
在
從
一
九
二
四

年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的
廿
四
年
中
，
作
為
執
政
黨
，
最
有
可

能
、
最
能
取
主
動
恣
態
採
用
民
主
、
團
結
、
聯
合
以
及
讓
步

的
辦
法
，
來
解
決
國
共
兩
黨
之
間
的
矛
盾
。
中
共
作
為
在
野

黨
，
始
終
處
於
弱
勢
之
中
。
國
共
兩
黨
幾
次
談
判
，
未
有
成

功
，
歷
史
複
雜
。

我
認
為
歷
史
的
舊
帳
不
要
計
較
為
宜
，
但
歷
史
的
經
驗

教
訓
卻
不
得
不
加
以
認
真
地
總
結
，
以
便
作
為
鏡
鑑
。
毛
澤

東
在
︽
新
民
主
主
義
論
︾
中
，
提
出
過
比
賽
的
辦
法
，
看
國

共
誰
對
國
家
民
族
立
功
大
、
損
失
小
，
看
哪
個
黨
能
得
到
最

多
人
民
的
擁
護
。
過
去
對
抗
多
，
今
天
有
條
件
，
也
有
胸
懷

可
以
比
賽
了
。

八
、
我
同
意
李
先
生
對
於
﹁
三
民
主
義
與
共
產
主
義

都
是
社
會
主
義
的
一
種
﹂
的
說
法
。
關
於
對
社
會
主
義
之

﹁
社
會
﹂
的
理
解
，
說
﹁
社
會
係
指
平
民
，
意
在
﹃
改
革

社
會
經
濟
制
度
﹄
，
我
也
表
示
同
意
。
社
會
主
義
的
英
譯
，

在
西
方
有
伙
伴
的
意
思
。
社
會
主
義
原
本
是
個
經
濟
學
概

念
，
幾
十
年
來
，
弄
成
為
政
治
與
經
濟
的
混
合
，
有
時
甚
至

誤
為
意
識
形
態
了
。
所
謂
﹁
姓
資
姓
社
﹂
的
爭
論
，
即
是
一

例
，
後
來
鄧
小
平
不
讓
爭
論
這
個
問
題
了
。
近
幾
年
，
中
共

對
社
會
主
義
又
有
了
新
的
正
確
的
理
解
與
決
策
，
即
構
建
和

諧
社
會
，
這
個
命
題
有
兩
層
含
義
，
一
是
和
諧
，
此
為
中
華

文
化
之
概
念
，
與
以
人
為
本
的
科
發
展
觀
形
成
對
應
，
亦
與

階
級
鬥
爭
相
互
對
立
，
強
調
了
和
諧
、
協
調
、
平
衡
各
種
矛

盾
和
關
係
，
是
黨
和
政
府
的
職
責
，
這
是
一
個
很
大
的
進

步
。
二
是
社
會
，
中
央
開
始
強
調
社
會
建
設
，
包
括
民
間
組

織
的
發
展
、
社
會
自
治
，
社
區
建
設
。
過
去
祇
強
調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這
三
大
塊
。
加
上
社
會
建
設
這
一
塊
，
就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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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四
大
塊
，
即
經
濟
、
政
治
、
文
化
、
社
會
互
相
聯
繫
，
同

時
建
設
，
才
稱
得
全
面
發
展
。
按
這
個
思
路
發
展
下
去
，
就

變
成
﹁
小
政
府
，
大
社
會
﹂
了
，
社
會
這
一
塊
穩
定
了
、
強

健
了
，
也
更
加
文
明
進
步
。
孫
中
山
反
帝
反
封
、
又
扶
助
農

工
，
節
制
資
本
，
能
說
不
是
社
會
主
義
思
想
？

九
、
關
於
內
戰
的
責
任
，
國
共
兩
黨
都
要
負
責
。
其
歷

史
教
訓
是
，
不
管
哪
一
方
強
大
時
，
都
不
買
另
一
方
的
帳
，

總
想
吃
掉
另
一
方
，
不
願
走
和
談
、
合
作
的
路
徑
。
兩
黨
始

終
未
建
立
互
信
關
係
，
缺
乏
誠
意
，
常
以
主
義
之
爭
，
黨
派

之
爭
代
替
國
家
最
高
利
益
，
不
惜
傷
害
民
族
的
前
途
和
命

運
，
缺
乏
戰
略
的
考
量
和
偉
大
的
胸
懷
。
內
戰
，
還
有
八
年

抗
戰
，
這
廿
八
年
戰
亂
使
中
華
民
族
付
出
巨
大
犧
牲
，
國
家

大
傷
元
氣
，
大
大
延
緩
了
中
國
現
代
化
的
進
程
。
這
是
國
共

兩
黨
的
初
衷
嗎
？
解
決
兩
黨
歷
史
恩
怨
有
個
辦
法
，
是
否
可

以
通
過
文
件
形
式
定
下
來
。

十
、
你
在
文
中
說
，
馬
克
思
強
調
社
會
主
義
應
建
立
在

發
達
的
資
本
主
義
的
基
礎
上
。
關
於
這
一
點
，
最
早
違
背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是
列
寧
，
爾
後
才
是
毛
澤
東
，
他
們
更
加
錯
誤

的
是
，
還
把
建
立
在
生
產
力
落
後
的
國
家
的
社
會
主
義
，
說

成
是
對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一
大
發
展
。
實
踐
證
明
，
以
蘇
聯
為

首
的
東
歐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全
部
垮
臺
。
俄
羅
斯
在
蘇
聯
垮
臺

後
，
實
行
了
休
克
︵
社
會
主
義
︶
療
法
，
全
部
私
有
化
。
蘇

共
失
敗
的
原
因
很
多
，
但
一
個
致
命
原
因
是
他
們
的
社
會
主

義
超
越
了
社
會
發
展
階
段
。
蘇
共
執
政
才
幾
年
時
間
，
列
寧

就
發
現
了
搞
社
會
主
義
不
行
，
於
是
提
出
了
新
經
濟
政
策
，

也
就
是
允
許
適
度
的
資
本
主
義
。
新
中
國
也
有
不
少
教
訓
，

是
改
革
開
放
，
是
鄧
小
平
、
胡
耀
邦
、
趙
紫
陽
他
們
撥
正
了

歷
史
的
航
向
，
終
於
擺
脫
了
毛
澤
東
式
的
社
會
主
義
和
階

級
鬥
爭
為
網
這
兩
個
錯
誤
的
東
西
，
提
出
社
會
主
義
初
級
階

段
，
找
到
中
國
特
色
社
會
主
義
道
路
，
允
許
發
展
私
有
制
經

濟
，
祇
是
大
企
業
仍
堅
國
營
公
有
制
。
這
種
混
合
經
濟
，
也

符
合
人
類
社
會
發
展
規
律
，
更
符
合
馬
克
思
關
於
科
學
社
會

主
義
的
教
導
，
這
就
是
從
教
條
主
義
回
到
歷
史
唯
物
主
義
上

了
。

十
一
、
你
在
文
章
中
說
，
﹁
中
共
在
江
西
建
立
﹃
蘇

維
埃
政
府
﹄
，
﹃
我
認
為
這
是
失
策
的
。
且
不
說
中
共
那
時

還
很
弱
，
就
建
所
謂
﹃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
這
種
國
中
之

國
，
起
碼
在
邏
輯
上
也
是
說
不
通
的
。
其
後
果
，
被
五
次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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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
，
失
去
根
據
地
，
造
地
，
造
成
紅
軍
大
逃
亡─

─

長
征
。

十
二
、
你
在
文
中
說
，
八
年
抗
戰
中
，
中
共
實
行
﹁
一

分
抗
戰
，
兩
分
應
付
，
七
分
發
展
，
擁
有
一
億
人
口
，
九
十

萬
軍
隊
和
一
百
二
十
萬
黨
員
﹂
。
我
有
兩
個
依
據
，
可
以
證

明
李
先
生
的
觀
點
，
一
是
對
彭
德
懷
的
﹁
百
團
大
戰
﹂
，
毛

批
評
說
，
你
想
把
我
們
的
老
本
搭
掉
？
二
是
胡
錦
濤
在
慶
祝

抗
日
戰
爭
勝
利
六
十
周
年
時
，
第
一
次
以
中
共
名
義
公
開
承

認
國
民
黨
軍
隊
擔
負
正
面
戰
場
，
中
共
擔
負
敵
後
戰
場
的
任

務
。
但
中
共
對
建
立
抗
日
民
主
統
一
戰
線
有
功
，
這
一
點
不

能
否
認
。
中
共
也
須
防
著
老
蔣
剿
共
，
怕
被
吃
掉
。
因
為
在

八
年
抗
戰
中
，
國
民
黨
曾
掀
起
三
次
反
共
高
潮
。
毛
保
存
實

力
，
事
出
有
因
。

十
三
、
你
在
文
中
說
，
﹁
愛
比
恨
長
遠
﹂
、
﹁
民
主

立
國
、
文
化
富
國
，
以
中
華
文
化
統
一
中
國
﹂
、
﹁
政
治
的

藝
術
就
是
包
容
﹂
、
﹁
民
族
的
生
存
是
團
結
﹂
、
﹁
和
平
共

存
是
王
道
﹂
、
﹁
互
信
是
共
同
政
治
的
基
礎
﹂
、
﹁
互
不
否

認
，
是
兩
岸
關
係
的
中
心
支
柱
﹂
，
這
些
閃
光
的
思
想
，
都

非
常
有
利
於
兩
和
平
統
一
大
業
的
實
現
。

十
四
、
兩
岸
和
平
統
一
有
幾
種
方
案
可
供
思
考
與
選

擇
，
如
下
，
(1)
臺
灣
作
為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一
個
特
別

行
政
區
，
高
度
自
治
，
可
以
有
自
己
的
軍
隊
。
(2)
中
共
放

棄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稱
謂
，
國
民
黨
放
棄
﹁
中
華
民

國
﹂
，
恢
﹁
中
國
﹂
名
號
，
臺
灣
仍
作
為
特
別
行
政
區
，
高

度
自
治
，
並
有
自
己
的
軍
隊
。
(3)
不
獨
、
不
統
、
不
武
，
維

持
現
狀
。
(4)
在
臺
灣
作
為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情
況
下
，
不
管
哪

個
政
黨
上
臺
執
政
，
黨
主
席
可
以
進
入
﹁
中
國
﹂
名
義
下
的

國
務
院
兼
任
副
總
理
。
臺
灣
在
野
大
黨
主
席
，
可
進
入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或
全
國
政
協
擔
任
副
委
員
長
或
副
主
席
。
這
就

恢
復
到
孫
中
山
召
開
國
民
黨
一
大
時
的
合
作
或
聯
合
執
政
的

形
式
。
(5)
鄧
小
平
說
，
兩
岸
和
平
統
一
，
一
國
兩
制
不
夠
，

可
以
考
慮
聯
邦
制
憲
政
之
路
。
如
上
五
種
兩
岸
和
平
統
一
的

方
案
，
我
以
為
，
第
四
、
五
最
好
，
因
為
它
帶
有
﹁
聯
合
政

府
﹂
的
性
質
。

特
借
此
機
會
，
與
李
先
生
發
強
交
流
所
思
所
想
，
感
到

榮
幸
。
不
妥
之
處
，
請
先
生
批
評
指
正
。
李
老
以
八
十
八
歲

高
齡
，
仍
為
兩
岸
和
平
統
一
盡
心
操
勞
，
著
書
立
說
，
可
敬

可
佩
！
祝
李
老
健
康
長
壽
！
並
祝
陳
夫
人
老
安
泰
！

寫
於
二○

一
一
年
五
月
廿
二
日
～
廿
三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