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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
棗
陽
城
關
鎮
書
院
街
人
，
在
家
鄉
受
小
學
初
中

教
育
，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八
歲
，
離
開
家
鄉
，
負
笈
襄
陽
，

六
十
五
年
在
外
鄉
，
但
一
生
熱
愛
家
鄉
，
一
向
對
家
鄉
的

事
情
特
別
關
注
，
自
然
也
非
常
關
注
︽
棗
陽
文
獻
︾
。

一
九
六
四
年
我
應
聘
從
美
國
回
到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地
理
學
系
任
教
，
曾
參
與
創
辦
︽
地
理
學
研
究
︾
學
報
，

深
知
出
版
發
行
定
期
刊
物
，
不
是
很
容
易
。
台
北
市
棗
陽

同
鄉
會
一
九
八
二
年
成
立
，
兩
年
後
出
版
︽
棗
陽
文
獻
︾

年
刊
，
主
編
李
光
啟
先
生
寄
給
我
一
本
︽
棗
陽
文
獻
︾
創

刊
號
，
並
來
函
約
我
寫
稿
，
那
時
我
在
新
加
坡
國
立
大
學

任
教
。
那
年
秋
我
完
成
﹁
棗
陽
地
名
研
究
初
稿
﹂
及
﹁
棗

陽
地
名
辭
典
初
稿
﹂
，
在
一
九
八
五
年
出
版
的
︽
棗
陽
文

獻
︾
第
二
期
上
發
表
，
此
後
主
編
李
光
啟
先
生
和
繼
任
主

編
李
發
強
先
生
每
年
都
邀
我
寫
稿
，
我
也
幾
乎
每
年
都
為

︽
棗
陽
文
獻
︾
寫
稿
，
長
短
文
章
總
共
三
十
篇
，
後
來
我

將
這
些
文
章
收
集
在
一
起
，
另
附
彩
色
圖
片
三
十
幅
，
出

版
︽
湖
北
棗
陽
鄉
土
志
︾
，
分
為
二
十
七
卷
，
題
目
分
別

為
：
棗
陽
的
建
置
與
行
政
區
劃
之
演
變
、
舂
陵
的
起
源
及

其
轄
境
、
漢
光
武
帝
與
南
陽
的
經
濟
與
社
會
發
展
、
棗
陽

測
繪
史
、
棗
陽
方
志
的
纂
修
史
、
棗
陽
基
督
教
會
與
天
主

教
會
的
起
源
、
白
朗
入
侵
棗
陽
的
路
線
、
棗
陽
早
期
的
郵

政
與
電
報
、
清
代
棗
陽
的
私
鹽
、
棗
陽
食
鹽
的
產
銷
、
棗

陽
的
人
口
、
棗
陽
人
口
的
成
長
與
預
測
、
棗
陽
城
市
區
的

擴
張
與
城
市
化
的
程
度
、
棗
陽
的
市
集
及
村
莊
、
棗
陽

的
水
利
、
棗
陽
的
地
名
、
棗
陽
的
古
地
名
、
棗
陽
的
姓

氏
、
舂
陵
原
鄉
舂
陵
侯
故
城
考
、
一
九
四
一
至
一
九
四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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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湖
北
襄
陽
師
範
學
校
的
棗
陽
同
學
、
旅
台
棗
陽
人
的
若

干
社
會
學
特
徵
調
查
報
告
、
︽
乾
隆
棗
陽
縣
志
︾
評
介
、

一
九
九
零
年
︽
棗
陽
志
︾
評
介
、
︽
棗
陽
縣
地
名
志
︾
評

介
、
︽
棗
陽
縣
教
育
志
︾
評
介
、
棗
陽
的
八
樣
小
吃
及
棗

陽
風
物
雜
記
，
我
愛
︽
棗
陽
文
獻
︾
，
與
其
關
係
密
切
，

可
想
而
知
。
雖
多
年
為
副
總
編
輯
或
副
主
任
委
員
，
掛
名

耳
，
完
全
未
參
與
工
作
，
很
慚
愧
。

最
初
我
估
計
︽
棗
陽
文
獻
︾
至
多
會
維
持
三
、
四

期
，
能
出
版
發
行
至
今
，
真
的
不
容
易
，
出
我
意
料
，
真

奇
蹟
也
。
當
然
實
際
上
是
參
與
籌
劃
、
集
稿
、
編
輯
、

印
刷
出
版
之
諸
位
鄉
親
辛
苦
工
作
的
成
果
，
毫
無
疑
問
，

其
間
李
發
強
先
生
出
力
最
多
，
貢
獻
最
巨
，
功
勞
最
大
，

令
人
欽
佩
，
李
先
生
約
稿
選
稿
編
排
，
既
講
究
原
則
，
又

有
包
容
心
，
權
衡
得
宜
，
很
不
容
易
，
固
然
李
先
生
學
養

好
，
經
驗
豐
富
，
能
力
強
，
可
以
辦
得
到
，
但
亦
因
李
先

生
熱
愛
家
鄉
故
也
，
有
力
無
心
或
有
心
無
力
，
能
成
事

乎
？

顧
名
思
義
，
︽
棗
陽
文
獻
︾
自
然
是
有
關
刊
登
棗

陽
事
情
的
刊
物
，
︽
棗
陽
文
獻
︾
就
是
︽
棗
陽
文
獻
︾
，

非
一
般
期
刊
，
︽
棗
陽
文
獻
︾
為
棗
陽
後
代
子
孫
，
特
別

是
台
灣
棗
陽
人
的
後
代
子
孫
，
留
下
紀
錄
，
留
下
史
料
，

供
將
來
研
究
棗
陽
的
學
者
採
用
，
我
曾
多
次
私
下
口
頭
上

或
書
面
，
呼
籲
年
長
來
台
第
一
代
鄉
親
將
自
己
原
來
在
家

鄉
所
見
所
聞
，
自
己
經
歷
，
寫
下
來
交
︽
棗
陽
文
獻
︾
發

表
，
這
是
最
珍
貴
的
棗
陽
史
料
，
而
且
是
第
一
手
的
材

料
，
從
家
鄉
到
台
經
過
，
是
棗
陽
移
民
史
的
一
部
分
，
當

然
也
可
以
口
頭
告
訴
子
女
或
朋
友
，
請
他
們
寫
下
來
，
這

就
是
歷
史
學
者
所
說
的
口
述
歷
史
。

我
曾
經
建
議
將
︽
棗
陽
文
獻
︾
改
為
橫
排
，
現
在
再

建
議
改
為
橫
排
，
橫
排
比
直
排
好
，
現
在
直
排
的
書
刊
極

少
，
橫
排
是
大
勢
所
趨
，
︽
棗
陽
文
獻
︾
的
封
面
和
圖
片

說
明
，
不
一
向
就
是
橫
排
嗎
？

假
若
︽
棗
陽
文
獻
︾
沒
有
贈
送
給
棗
陽
市
檔
案
館
，

我
建
議
贈
送
一
整
套
給
該
館
，
並
在
今
後
每
期
寄
贈
一
本

給
該
館
，
永
久
保
存
。

棗
陽
同
鄉
會
及
︽
棗
陽
文
獻
︾
是
同
鄉
之
間
的
一

條
紐
帶
，
將
我
們
緊
緊
地
聯
繫
在
一
起
，
我
們
要
好
好
耕

耘
，
好
好
養
護
，
使
其
永
遠
存
在
，
永
遠
辦
下
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