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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15）年 12 月 11 日，是愛妻玲美因肺腺癌不治，

逝世的第三周年。由於玲美生前曾「以愛心滋潤學生，以熱

心服務社會」，「愛國以命，愛黨以誠」，雖然「一去不復

返」，但其愛國愛人的典型，卻永遠活在親友心中。

玲美天生麗質，一生奮鬥，曾當選全國優秀青年、優

良教師、童軍楷模、模範母親、排舞金氏記錄人等。我們是

因為理念相同而結褵。因此她不僅是一位宜室宜家的賢妻良

母，也是一位關懷社會的伏櫪志士，更是一位廣結善緣的大

眾情人。當她生病時，她曾哭問：「為何是我？」但隔日又說：

「為何不是我！」因此她又打起精神，繼續擔任家暴中心志

工、司法榮譽觀護人、團結自強協會的志工隊長，湖北同鄉

會的常務理事，兩岸和平發展的動力以及返鄉的尋根者。她

病中仍是微笑對人，讓大家不知她是病人，當她病倒時，她

婉拒了親友的慰問，往生時，遺囑不發訃聞，不行公祭，凡

是有退不掉的奠儀，都捐給「癌症愛心基金會」，但她並不

富裕。因此親人哭她！想她！我跟家人更是淚枯腸斷，問天

地為何好人不長壽？公道何在，也因此「教我如何不更是想

她」縱是「海枯石爛」，我的哀思都如幾何級數的增加。她

英年早逝，難道是我的罪孽因果，讓她分擔！也因此，我並

非不知，人人都有生死，但我仍要說：「千古艱難是永別」！

千古艱難是永別 — 玲美辭世三周年祭 

李發強

千古艱難是永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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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來，雖然您是「一去不復返，」但是我們仍在盼

望奇蹟，您會再回到我們身邊，所以家中陳設，從客廳、臥

室、浴室到廚房，我們都力求保持原貌，讓您回來時能方便

也能習慣。

三年以來，每逢紀念之日，如您的冥誕、忌辰、清明節、

母親節、三節等，我們都會到墓地或五樓住處祖先牌位前致

祭，因為您我是不期而遇而結褵，又不期遇難而永別，如今

您已是我們李家祖先，並已依禮合爐而為永遠的祖宗。依佛

教說法，往生不是往死，依因果可以涅槃去到極樂世界或六

道輪迴，您因一生功德可敬，蒙土城妙覺禪寺住持聖慧法師

開示，您已蒙阿彌陀佛接引到極樂世界，安慰可期，祝您安

息。

您是一向極為關心國事、家事和天下事的人，如果您

仍在世，您必能為當前社會在危機中開創轉機。

當下世事多變，世界因西方的民主、科學造福人類，

亦因民主、科學引來農業、工業、資訊、數位、意識能之革

命傷害人類，並已進入「第六期的生物大滅絕」，加以貧富、

宗教、種族、勞資、強權等之對立。如不自救，人類將會毀

滅人類。中華民族因鴉片、甲午等戰爭，失去民族自信心，

造成空前未有的「大變局」，幸有自強運動而有中華民國。

又因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台灣光復、兩岸仍在對立中。大

陸因中共崛起，民族復興在望，您所支持的馬英九總統貶多

於褒，因國民黨民調不佳，綠黨有機可趁，但蔡英文否定

「九二共識」，台灣可能「山搖地動」，是我們最大的憂心，

但願天佑台灣，能出現喜樂平安的奇蹟！

至於家事，也有一些變化。先說親戚，逸生、闌美的

長女愷侖、弼成么女滰葶已結良緣，迺祺幸福可期。大家利

用春節到風景區歡聚，仍續舉行。逸生博士將於今年榮退，

但親友很希望他退而不休，有更多的貢獻。

家中自您往生後，五樓舊家仍在空置，您所促成的興

德路住宅都更進度很慢。因此我們仍在「王者鄉」租住。家

中為生活所需，必須雇用外勞，致使家中收入減少，負擔增



49加，尚能量入為出。萬鈞與我同住，相依為命，他工作很

忙，很難回家共進晚餐，他曾當選捷運十大楷模，婚事仍未

定緣。韻梅每周來家三天，稍慰孤寂。

孫兒世淵明年要考大學，很知上進和孝心，時常伴其

父母來家看我，送些吃的用的，而我最關心的是家和萬事

興。

近年來我的身體幸蒙庇佑，一切尚稱正常，雖然醫生

說我沒有病，但因「三高」和攝護腺肥大，仍須按時就醫，

最為關心的是容易摔倒，年逾五次，防不勝防，最近瘦了些

原因未明。

為了適應人生，我尚能順應天命，自然自在，把每天

看作最後一天，也當作第一天。要求自己「終身學習，終身

服務，身體要動，心靈要靜、廣結善緣，萬事隨緣，與人無

爭，但爭是非。」為能跟上時代，我也自勉，要有「宗教信

仰、道德修養、哲學素養、學問培養。」自年逾九十之後，

我對宇宙奧秘和人生真理的追求特別熱中，也就是對宇宙的

奧妙和人生的真義，以及生滅無常和天人合一的無我之道，

希能一揆究竟。其中我因緣際會從健康早餐會中知道心理健

康重於身體健康，人類對科學的理解不到百分之十，未來一

加一是否仍等於二都很難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正受考驗。

由於奇人異士和特異功能的出現，讓我覺得天地之大有很多

不可思議的事。「黃帝內經」使我領悟五行六氣十二經脈醫

理，中西醫誤診之內情，尤其「上醫治未病，道德治百病」

之哲理，以及民俗醫療，從「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中」認識

到不吃藥，不打針的根本原理，也因緣應邀參加宗教、醫界

因關心台灣前途，說是天命所示，要我擔任榮譽主席，因而

專題演講「台灣的危機與轉機」，又參與「禮運大同幸福社

區」工作，為「社會企業」的工作的大老之一，還要我擔任

「助貧協會」理事長，能不惶恐。尤其又遇到先知先覺的陳

弘光博士，也就是「三賢師父」，他原是在美國經商有成的

台商，因他以學理證明愛因師坦所說：「未來的宗教將是宇

宙的宗教」並說：「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瘸子，沒有宗教的科

千古艱難是永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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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是瞎子。能與科學相依共存的宗教就是佛教。」因此他要

捐資興佛。使命啟示，經長期閉關後，提出「科學佛法化」

及「佛法科學化，」啟示，為拯救地球及人類危機，希望把

「中華台灣」打造成「救世界中心」，要盡速在兩岸及世界

建立「世界科學佛法總會」及「世界成佛科學推廣協會」，

也就是要在台灣、大陸及世界各選四所大學，分別導正物

理、化學、生物、生命四大科學的錯誤，進行世界佛法科學

之研究。另於廣大社會，就阿舍經、尼科經、華嚴經、法華

經，建立「世界科學佛法弘揚協會」。並強調「佛法科學化」

是要去佛教教條化。「科學佛法化」是要去科學顛倒化。陳

弘光博士已完成堪可爭取諾貝爾獎之著述，要負起救世大

任。並命我為「救世贖罪委員會」的委員長，很是任重道遠、

與有榮焉。

我深知進步的世界，要有優良的文化，宗教是文化的

一環，人類自古以來，都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

中有獸性，獸中有人心」。宗教可以教化人心，行善去惡，

所以我對宗教一向尊重，其間曾蒙張振、祖耀諸學長等，勸

我信仰基督，因玲美篤信佛教，為求家庭和諧歉未接受，今

又因緣參與科學佛法，雖然陳博士說「科學佛教不是宗教，

是為救世使命。」但是我為對玲美因篤信佛教的尊敬，我已

走向佛教之路了。

今年（二 O 一五）我因思念故鄉的祖先親友，也為傳

介「科學佛法」和推介我為「弘揚中華文化復興中華民族促

進和平統一」，希望「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迎接「中國

世紀」，以進世界大同，創造人類的幸福，而以近七十年生

命，所寫我的動亂人生，亦即自鴉片戰爭、甲午割台、民族

自強、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到當前的兩岸對立，統獨之

爭。也是李鴻章所說「當前是中國空前未有的大變局」，我

要為「歷史作証，向憂患挑戰」，為生長在這個時代所有人

的共同心聲發言，希望爭取兩岸認同，趕快結束這一場的新

舊「大變局」。我彙集了近一百萬文字，曾經發表過的文章，

分上下兩冊，每部厚達十公分，重逾一點六公斤，取名《尋



51夢人生》的書，向國人推介共同的夢。至感湖北「楚商協會」

程會長之鼎助，將以簡體字在大陸再版：福州「海峽兩岸民

族文化交流基金會」，將以正體字另版，我謹此致謝並請指

教。此書並載有玲美關心兩岸及台灣的重要著述，亦請玲美

賞閱。

此次返鄉，我因年老體衰，年逾九十，頗有「落葉歸根」

辭行之意。我非常感謝，所到之處，無論朋友、同學、親戚、

族人、官民各界，給我的禮遇。難得萬亘在百忙中，相隨侍

陪，為我代付一切費用，孝心可嘉。尤其侄孫世良夫婦，姪

孫女金平、金麗、金娥動員全家老少三代，放下工作，出錢

出力，接我陪我。還有「楚商協會」程博士愛芬會長，給我

最高規格的禮遇，主動助我為《尋夢人生》在大陸發行，支

持「科學佛教」救人救世、救地球的宏願，順利進行，我真

是何德何能，有此殊榮，此生難忘，願天佑中華，賜福大家。

這些也都是玲美過去來回兩岸的善因美果所賜。

對於大陸政治經濟的進步，習大大的民心可用，感到

欣慰，也想到曾國籓所說，如何做到「有操守而無官氣，有

條理而無大言」的兩岸官場仍待努力。今後返鄉對「落地接

待」可能改變，同鄉會應有心理準備作善意因應。

我的《尋夢人生》一書，旨在表達近兩百年來「中國

大變局」的共同心聲，也是「為歷史做證，向憂患挑戰」，

希望「兩岸協同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一心一德迎接中國世

紀，人類一家化中華文化為世界大同」。確立「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道統。也就

是國際傳播學大師麥克魯漢（MARCHALL MCLUHAN）

所說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不是政治或意

識型態的結合，而是人類一家的共同體。個人不再是民族國

家的國民，而是超越國界和主權的世界公民」。那是一個「沒

有計較、沒有戰爭，只有幸福，只有和平的世界」。

《尋夢人生》的原名叫《客心風雲》，但玲美說我是
「人在台灣心在大陸，是在台灣作客，還能為台灣犧牲奉獻
嗎？」因此我才改為「尋夢人生」，是尋人生之夢，是尋中

千古艱難是永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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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夢，也是尋世界之夢！請玲美入我夢中，助我成功。目
前我是「助貧協會」的理事長，我將以售書盈餘捐作助貧。

「尋」書成書後，友人問我，為何要寫「尋」書，於
是我又補寫「我為何要寫《尋夢人生》。」我說「人生有夢，
希望最美」我希望用共同的人生夢，盡速結束這不幸的國家
「空前大變局」，早日實現世界大同，並夢想我會因這本書
的理想，獲得國家文化獎及世界和平獎。

啊 ! 還有三件事我應該告訴玲美的 :
其一是今 (2015) 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六周年，也是我來

台的六十六周年。湖北農學院是現在的華中農業大學的前
身，一九九八年，欣逢華農百年校慶，我曾隨團返校祝賀，
感謝校方在校園內特建「校友牆」景點，將所有旅台校友，
用大理石單塊，刻上每位學長的名字。有關經過，我已在我
的「尋」書中記述。這次藉機返校訪問，獻上我的「尋」書，
校方回贈特製校徽一方，很是令我珍愛。

其二是今年是我國對日抗戰勝利的七十周年，抗戰時
我曾參加「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知識青年
抗日軍。今蒙國防部授我勝利紀念章，這是用生命愛國的代
價，願您能為我歡呼 !

其三是自兩岸開放探親以來，我曾擔任湖北同鄉會理
事長八年，為兩岸和平發展，著書立言，盡了一些心力，現
蒙家鄉將我列為鄉賢之一，很感欣慰。

千古艱難是永別，我仍是在數著日子在忍別，三年的
時間是一千又九十五天，如果我一息尚存，還要忍別更多的
一千又九十五天。真是「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
殘」。「多情卻似總無情，惟覺尊前笑不成」。「三年生死
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生命
是篇小說，不在長而在好」。玲美啊，過去我們曾互勉「化
成長為成熟，化知識為智慧！」做個有用的人，如今但覺「多
少蓬萊舊事，空回首。斜陽外，寒鴉點點。流水繞孤村，燈
下已黃昏」，千古艱難是永別，我有數不盡對妳的思念，也
是我每天都在讀你那短而美的人生小說！

玲美！請安息吧！希來生再聚。
                                                   寫於  2015（104）年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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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是生命的根，根是生命的泉源，沒有根就沒有

生命，有根才有歷史和未來。亦如母親與兒孫的關係，會

受到永遠的互愛與尊敬。

棗陽旅台同鄉會，為慰思鄉之情，組成返鄉尋根訪

問團，是以青年為主的祖孫三代，共有二十二位男女鄉

親，由杜泰生理事長領隊，計有杜泰生、杜家盈祖孫，李

忠邦、金孝柔伉儷，彭蘇進、林素鑾伉儷，連淑華、丁念

慈母女，林秀英、邱瑋婷、邱邦彥母子女，孫遠志、孫天

立父子及吳麗芳、段芬生、馬雲龍、楊宗聰、池新明、顏

嘉德、李煥寅等個人，還有筆者李發強、李萬亘父子等，

大家返鄉，各有所為，但「尋根」則是一致的。

李發強

2015 年隨團返鄉尋根述要

2015 隨團返鄉尋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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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行是委由久順旅行社安排，搭乘七月十五日華

航 CT541，十五時二十分的直飛武漢班機，但因飛機延誤

一小時，於晚上十九時才安抵武漢機場，感謝棗台辦專車接

機，因天雨路滑，抵達棗陽家鄉時，已是十六日清晨，被招

待吃了一頓豐盛的家鄉美味如酸漿麵等，隨即被接待住入國

際大酒店，我和萬亘住在 1410 房間，很是整潔舒適。

我此行主要任務是祭祖探親、訪問老友、推廣「科學

佛法」、致贈及發行新著《尋夢人生》等。我因年老體衰，

由次子萬亘隨行護侍，加上隨行攜「尋」書百套，每套上下

兩冊，字近百萬，厚逾 10 公分，重達 1 .6 公斤，總重超過

一百公斤。幸賴杜理事長、顏嘉德、彭蘇進、池新明及同

行鄉親之助，在兩岸順利過關，在此再次向同行鄉親敬致謝

忱。

十六日一天，承棗台辦安排參觀，由熱情的台辦胡科

長培霞導遊，先參觀復建的無量 ( 樑 ) 師殿，由我等捐贈的

「扳倒井義井園」，顏嘉德獻建的聖賢書院，繼又重點參觀

劉秀祠、白水碑廊、光武書畫院、白水寺及「漢城」、「玫

瑰園」等景點，都很值得觀賞。

李發強 2015 年返鄉偕家人拜會胡主席久明（右四）暨夫人

劉世秀（右三）女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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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吳店鎮是棗陽的首鎮，也是我生長的小故鄉。就整個參

觀印象來說，棗陽建設突飛猛進，棗城馬路頗有大城市的風

範，旅台鄉親對早期的文化建設功不可沒，但對整體的文化

建設，胡久明是領頭羊，功在千秋，應予特別表揚。在參觀

中又不期而遇碰到王肇翰老友，一路上有說不完的古今之

事，有笑有淚，他贈我書法一幅，我送他「尋」書一套。

此行前夕，傳來消息因政策改變，今後對返鄉鄉親將

不再接待等云，至於為何改變，未聞說明，但我記憶所及，

「落地接待」是前市長汪厚安主動向我提出的，今後如何變

化，應是「客從主便」。我是認為只要能符合習主席近平所

說「兩岸一家親」兩岸同胞要「心靈契合」就好了。千言萬

語，仍應感謝市台辦，在「政策改變」下，還能招待我們一

天兩夜，並蒙一把手陳東靈書記，在國際酒店設宴歡迎，只

是他似乎太忙，但見他敬酒後，始終未發一語，就轉地應酬

去了，給大家留下無聲的「心靈契合」感謝，讓台辦羅德昌

主任繼續「契合心靈」，但我要特別感謝羅主任，因我之意，

又特邀棗城老友吳祥明，余世凱，詹華如，劉正文，楊娟等

部分能到的老友餐敘，也得機暢談，「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

及「世界大同」的「尋夢人生」。作家華如兄為表歡迎我們

返鄉，還特地寫了一首「濃濃鄉愁」新詩，形容我們是「尋

根的歲月再漫長，衝不淡想家的淚濤」！又贈我「九秩有餘

仍尋夢，百歲不遠還撰書」親筆條幅，並來信說：「十七日

的晚宴，頗有鄉親味，很有文化氣氛，您的即席講話，贏得

了熱烈的掌聲。我們眾鄉親接受了您老《尋夢人生》這份厚

禮，並一一簽字留念，這將成為永恆，讓我們共同歡度一個

美好的夜晚」。又說『您不愧為大師政論家，您在宴席上說

的兩句話很大膽，一句是您說 :「習近平提出“中國夢”理

想，我則提出“禮運大同的世界夢”，我的世界夢是超越了

習主席的中國夢。」一句是「兩岸在政治上，還處在戰爭對

立狀態，應加強“和平、奮鬥，救中國”」』。可見您的思

想是自由的，有獨立思考的，這兩句話很重要」。其實我這

2015 隨團返鄉尋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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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話都是為「心靈契合」而說，抱歉的是未能「入境隨俗」，

好在習近平主席曾說：“太平洋很大，可以包容彼此”如有

冒犯，就請見諒，「老言無忌」好了。

十七日是祭祖、探親活動，這是我返鄉的第一件大事，

我是希望向全體的列祖列宗祭拜，但各家都無祖宗牌位，只

能於上午向現存的雙親衣塚碑、堂兄發啟夫婦、萬葛侄之母

親有英、妻子光英墓地致祭。下午到田台向長兄發文夫婦及

其獨子萬霞墓地致祭。一路都是世霞的老公雲鵬開車，萬

亘、世良、金平、守華等同行，在泥濘中去來很是辛苦。中

午由世良作東，在白水水庫風景區和族人及至親等餐敘。晚

上承市台辦羅主任安排，在棗城清江酒店與多位老友餐敘，

充滿鄉土風情。餐前特去世良、菊文新家參觀，感覺很好。

餐後承吳祥明老友見示，因我是吳店人，已將我列為吳店鎮

誌鄉賢之一，並蒙其與詹華如兩位大師執筆為文，因思我是

吳店的平凡人，何德何能，受此殊榮，感曷如之也，謹此銘

謝。

十八日依計劃大家要去武當山、三峽大壩、岳陽樓、

赤壁及黃鶴樓作五日遊，我因尚有要事，未能同行。離棗前

夕承台辦羅主任到每位房間，致贈土產芝麻葉一箱，很是

「心靈契合」。

十八日我原欲赴襄陽，拜訪家鄉大老，也是功在襄棗，

有「燃燒的夕陽」之稱的胡久明主席暨夫人劉世秀局長。因

胡主席已安排我參訪其在吳店鎮白水水庫之濱的別墅，也是

文化之宮的新景點才改變計畫。同行的尚有孫遠志父子，我

們李家的萬亘、世良、金平、雲鵬等。文化宮背山面水，古

式建築，獨門獨院，莊園種有果樹與花卉，各約百種。內藏

書畫及古今書籍很是豐富，是人生休養的絕佳去處，大家很

是同聲讚美與祝福。中午在吳店與戴鎮長等共餐，並與優秀

的族人，也是第四代族孫李國強君同席，很是快慰。餐後送

胡主席伉儷原車返襄，很是依依不捨，相期再聚。

晚間回到國際酒店，由金平請客，特邀已逝二姪女萬

勤夫家老少，包括萬勤夫婿孫長林，兒子守華、祥琴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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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珍、成海夫婦，守榮、長河夫婦，以及包括第四代的兒女，

席開兩桌，無比熱鬧。還意外碰到我第一次返鄉，在武昌南

湖機場遇到一位名叫胡明峰的棗陽人解放軍，現為湖北省農

民銀行高幹，還能認得我，堅要邀我餐敘，因無時間，而改

由金平請客，他竟喝醉了，真是何其「心靈契合」！守華的

賢妻祥琴是一位孝媳，三年前曾為我拭鞋，這次又用手帕為

我拭鞋灰，很不敢當。

十九日辭別難捨的棗陽故鄉，前往武漢，仍勞雲鵬開

車專送，世良全程護送，還送了兩條棗陽棉花製做的棉絮

被，溫暖有加。同車還有自深圳返棗陪我的金平姪孫女，一

路說笑，交談我的幼年抗戰生活，順利抵達武昌徐東大街錦

江酒店，和來自深圳專程晤我的金平全家，包括婆婆、媽媽、

老公陳笛、兒子緯博等，還有住在錦江酒家附近金麗的公

婆、夫婿孫毅及可愛的女兒小雪等，現在武漢工作的姪孫女

金娥及其男友王樂樂等，還等著我們團聚午餐。直到二十二

日晚返台四天之中，他們一直放下工作，包辦吃住，陪我拜

訪「楚商協會」、「湖北省台辦」、「華中農大」、機場接

送及購贈禮物，其辛苦和破費之大，以及對我人生的撫慰，

是我永生極為感動和難忘之事，也非千萬個「謝」字能表達

心意於萬一。

十九日中午仍是金平請客，吃得很飽很好，晚上由我

提議，就在所住「錦江之星」對面享受武漢小吃，由我請客，

萬亘付款，還請到「楚商協會」程愛芬會長暨其公子童璿，

格外高興。

二十日上午依計畫要去拜訪關係密切的「楚商協會」。

原想能蒙接見就好，未料竟勞陳會長旭東親自接待，並頒贈

「兩岸交流特別獎」榮譽證書及禮品給我，並邀請特別貴賓

領導作陪，以高規格禮遇招待午餐，令我亦感亦愧。

最為令我銘感的，是我此行負有兩大任務，有待處理，

一是陳弘光博士慈悲為懷，曾閉關多年，研究「科學佛法」，

指出當前世界地球與人類，正面臨生存危機，希望「佛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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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化」，再進而「科學佛法化」，以救地球以度眾生，乃建

立「世界科學佛法總會」，並以中華台灣為起點，引導社會

整理大藏經，進而佛法研究。同時連絡重點大學，目前暫定

在兩岸各選四所大學。其最終目的與「中國夢」、「世界大

同」都是相輔相成，殊途同歸。因此希望我此行，能以達成

初步任務，幸蒙程會長之理解，即介紹篤信佛教的王濤先

生，因緣訪問「湖北宗教協會」，進一步認識武漢大學文學

院文化教育發展中心主任馮凱教授，外聯部部長孫光武教

授，進行交談，並索閱拙作《尋夢人生》，擬邀陳弘光博士

親臨武大講學等云，很是讓我喜出望外，可以復命，救地球

救人類救子孫，應可有望矣！

我的第二個任務，就是有感於中華民族憂患頻仍，中

華文化人德並重，可以救世，而世界文明，是因科學與民主

而得福，亦因科學與民主，將使人類毀滅人類，因思當前中

國，應「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如能實現「中國夢」才能「和

平奮鬥救中國」。未來應融合中西文化，化「中華文化為世

界文化」，建立有「禮運大同」特色的大同世界，才是真正

實現社會主義，創造永久的幸福和平。乃彙集數十年來之所

見所聞所思，曾在報章發表之文章，彙為《尋夢人生》，並

蒙建議再以簡體字在大陸發行，亦承程會長盛情，基於兩岸

和平更進一步，願發動湖北企業界贊助發行，亦因此因程會

長之賢明及熱忱，使我不虛此行，樂曷如之，感曷如之。

二十日下午臨時決定參觀武漢大學，因學校轄區甚廣，

路亦不熟，只是走馬觀花，又蒙程會長賜陪趕赴湖北省台

辦，拜訪老友劉主任凱春，並看到秘書長徐元宏、唐處長傳

林、王處長光斌等。因我曾忝任湖北旅台同鄉會理事長八

年，適湖北省一把手羅書記清泉暨省長、副省長等，開始相

繼訪台，而由我親自接待，劉主任都是一同去來而與我相知

相識。這次老友相見，但仍是正式接待，我贈拙作「尋」書

一套，劉主任贈我「中國紅姿」名產筆筒一個，令我喜愛。

並以晚宴招待，惜我連日應酬太多，只能舉筷應酬。



59此行 ，我是請程會長伴我同行，因此我說：「楚商協

會是我親戚，湖北台辦是我娘家，我是帶著親戚回娘家。」

接著我以報備的心情陳述我對「科學佛教」跟「尋夢人生」

的前述意見，劉主任的答話很是謹慎，用心應可理解，給我

的感覺應是事在人為。

二十一日是訪問母校華中農大，此行我最大的願望是

想和昔日同窗老友如金副校長開鑄，育種專家劉紀麟、熊秀

珠伉儷等相聚。承金學長安排，派校車接送，因在暑假中，

書記、校長外出，由校方代表接受我的「尋」書，贈我古銅

校徽一座，很有紀念意義。我所以要贈拙作，因書中有特別

記載，我於一九八八年十月二日華農百年校慶時，曾追隨旅

台校友曾憲鼎、何擇浩、唐必敬等專程組團回校慶賀，並與

校友十多位歡聚一堂。還有金副校長伉儷，於一九九三年元

月探親訪台，由我全程陪同參觀台灣農業教育、實驗及發

展，並與旅台校友歡聚盛況。還有於兩岸開放後我是最先於

一九一一年從寶積庵原農學院問到南湖的華農現址，因此聯

絡到人在北京的老院長管澤良博士，並搭起兩岸校友的交流

之橋，果然有成。這次是在劉紀麟學長年前催約下而赴會，

但在到校之後，才知劉學長因心臟病經常臥床，其夫人熊秀

珠學長，因中風臥床，不成人形，近乎失智。當問及吳美鉌

教授等學長時，才知多已辭世，很是傷感，不勝「訪舊半為

鬼，驚呼熱中腸」。幸知夏振坤、萬雲先兩位學長伉儷健康

如意，正在熱河承德宮避暑旅遊，難得金開鑄學長本來為心

臟病所苦，現則康復很多，反而其篤信佛教的夫人張瓊君學

長，下樓都有困難。 所以中午承金學長招待，在學校餐廳

用餐，柢能與眼耳身都不好的萬志成教授學長等餐敘，我們

彼此有說不完的話，也有道不盡的別情感傷。離校前我又帶

萬亘、金平到「校友牆」，刻有我名字處留影誌念。所謂「校

友牆」者，是華農百年校慶時旅台校友曾捐款致賀，校方就

將此款在校園內建了一座校友牆景點，將旅台校友姓名用不

規則的大理石一一刻名，頗有紀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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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母校，是我此行返鄉的最後行程，感受也特深，

很是讓我想到生命、性命與使命的啟示，也就是哲人所說：

「人是生從何來，死歸何處，應為何事？」是不可不知也！

二十二日十九時十分，是我們搭乘華航 CI542 班機返

台，預定於 21 時 45 分到達桃園，因飛機又是誤點一小時，

萬亘因要事延後一日返台，由萬鈞到機場接我，回到家中，

又已午夜，感到身體尚能適應。又想到返台前一日晚上，

到金麗家中享受其婆婆親手烹調的素食晚餐，很是感謝。

二十二日上午，原擬與程會長男友高先生再次唔面，因行程

不及，改承程會長公子童璿招待很是高檔的精美素食後，急

去湖北佛教協會拜會，接著回到酒店，接受王濤主編專訪，

幸會武漢大學文化教育中心主任馮凱教授、孫部長光武教

授，對「科學佛法」教育作初步共識，並將邀請陳弘光博士

蒞武大講學等。另又敬承程會長將協調湖北企業家，助我發

行簡體字《尋夢人生》，促使兩岸『心靈契合』之和平發展。

又在金麗伉儷協助下，為我整理行裝，及時送我趕到天河機

場，向同鄉團隊報到，承杜理事長扶我坐輪椅登機，順利返

台。

此行堪稱順心如意，年逾九十的我，頗蒙禮遇，用餐

時幾乎包辦首席，上下車時都有扶助，難得萬亘全程陪同，

支付了我一切費用，世良、菊文夫婦放下工作，全程相陪，

金平全家到武漢會我，多次宴客，金麗全家動員，大盡地主

之誼，金娥已經長大，陪其男友王樂樂晤我，眾皆快慰，難

得棗陽市羅台辦主任之友善，尤其武漢程會長對我行父執

禮，助我良多，因此使我高度享受倫理親情同鄉誼情與真誠

友情，極為感動。

在政情方面 從武漢到棗陽都是到處欣欣向榮，棗陽的

城鄉建設，不亞於台灣任何都市，頗有氣概。武漢要求「每

天不一樣」，特別是街頭巷尾，處處可見「共圓中國夢」的

標語，並指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在國家層面是「富強、

民主、文明、和諧。」在社會層面是「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在公民層面是「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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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和「亞投行」的表現，無不使人深覺民心可用，國家充滿

希望。至於官員表現，又使我想到曾國藩所說：「有操守而

無官氣，有條理而少大言」這種精神，在兩岸似應強調，因

為「謙會受益，滿會招損」。也使我想到多年前我尚是湖北

同鄉會理事長時，因返鄉恭祭神農炎帝，應時任湖北書記，

現任北京國家政協主席的俞正聲先生邀宴，在座的尚有新同

盟會主席許歷農將軍、新黨主席郁慕明先生等，在相互敬酒

時，當我就座向其敬酒時，他卻是很有禮貌的到我面前寒

暄，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覺得他是一位好領導。同時我們正

在湖北黃石創辦弘道大學，因水土不服，陷於進退兩難時，

俞書記即時鼎助很多。又在前月，習大大呼請「兩岸一家

親」，要能「心靈契合」時，俞主席也提出「心走近了海峽

就是咫尺；心走遠了，咫尺就是天涯」的願望，我覺得俞主

席就是一位「少大言而無官氣」的好領導。就整體來說，大

陸的進步跟崛起是有目共睹，但仍多改進空間，譬如我們住

在武昌團結大道的路口，是交通要道，卻未見紅綠燈，也無

班馬線，但在車水馬龍中，人可隨時任意通過，大小車可隨

時左右轉或後轉，卻無人控管，很是危險。

我這次返鄉，為促進「將心走近」的「心靈契合」，

希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而向各界廣介拙著《尋夢人

生》，深蒙謬讚。如「楚商協會」程會長要請企業家協助，

再以簡體字出版。如福州市「海峽兩岸民族文化交流基金

會」，將以正體字在福建等地發行「尋」書。如此間亓博士

同麟，亦正協同其在北京任統戰部長的胞弟同秋先生在北京

推廣。凡此得道多助的義行，無不感激在心。但也有好友來

信，認為以中華文化行世界大同，有霸道行為，可能不易。

但我認為只要世界認同，就不怕不行，何況我是主張「化中

華文化為世界文化」，寓有「吸納西方文化而廣備於文化，

使中西文化融合，而非取而代之」，絕非霸道，因此我又加

寫一篇「我為何要寫《尋夢人生》」作為本文的結論，要敬

請各界賢達賜予指正，幸甚。

2015 隨團返鄉尋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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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文獻

有人問我，為何要寫《尋夢人生》？我在「尋」書自
序及跋語中，已有說明。現在我要再說，人生有夢以及希
望，是為最美！另外我更要說明，當前這個時代，造成地球
有病、人間有難、人心更危、道心更衰，急待反省，共策自
救，所以我是為救世贖罪，為追求人類幸福而尋夢！

今 ( 二 O 一五 ) 年是我國對日抗戰勝利和台灣光復的
七十週年雙慶之年。從歷史看中國，我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
優秀偉大的民族，也是一個充滿憂患和艱難的民族。

 例如鴉片戰爭和甲午割台，曾使我國成為「次殖民地」
和「失去民族自信心」。因此清代名臣李鴻章說：「當前是
空前未有的大變局。」及至民國時代，雖抗戰勝利，卻又因
國共內戰，敗退來台，將是非留給歷史。兩岸關係，仍在明
爭暗鬥，前途難卜。統獨之爭，不可思議，但仍是「大變局」
的連續劇，一切該落幕了。當前雖民族復興在望，但國家仍
在分裂狀態。如何一統？「不統、不獨、不武」不是萬靈丹，
「中國夢」需要共圓，一如習近平所說：「要心靈契合」才
能一統，實知易行難。其實胡漢民曾說：「共產主義是民生
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國共內戰，如
真為人民，應可避免流血。如今西方世界因民主、科學造福
人類，卻也因民主、科學將使人類毀滅人類。一切災難，使
生長在這個時代的人，在失望中找希望，在毀滅中找重生，
在失敗中找成功。更在農業、工業、資訊、數位和意識五大
連續革命下，導致人類身心變質，陷於生存危機，已使多數
的當代人，曾為此哭過長夜，渴望黎明！

我為何要寫《尋夢人生》

大鑒

李發強



63我是這個時代的觀眾，也是這個時代的演員，我綜合
古今中外論述，確認孔子思想，人德並重，是安定世界的力
量，是救世的仙丹。中山思想是「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
築夢者，也是自強的實行家。西方史學家湯恩比認為二十一
世紀是「中國世紀」，又說「中華文化可以統一世界」。因
此我以一生的時間檢視世界，而肯定認為當代應「以中華文
化統一中國」，才能「和平、奮鬥、救中國」！未來應化中
華文化為世界文化，建立有「禮運大同」、「男有分、女有
歸」、「天下為公」特色的大同世界，才能永久和平！因為
「禮運大同」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符合兩岸政治理想。如加
上宋哲張橫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的偉大理想，更可建立愛與和平的幸福世
界。因為人類要活下去，就得「活、和、合」，也就是必須
先有和平，繼要合作，最後才能天下一家的活下去！

也許還有人認為，這種理想陳義太高，恐難實行。但
中山先生曾說：「吾心信其可行，雖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
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雖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
也」。是以只要我們有信心，就必能「行者常至， 為者常
成」。因此又想到張橫渠氏曾於晚年召示門人：「要把面前
的路開寬點，如連自己就走不過去，又如何讓後人通過」，
何其語重心長！古人又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並說：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了中華民族和人
類世界的未來幸福，我們豈能視而不見、自暴自棄，不去尋
夢？

李發強歡迎福州「兩岸敏族文化基金會」訪台
交換禮物及合影

我為何要寫《尋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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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文獻

總 之， 要 生 存
就要求新求變！我是
為了歷史使命與國家
責任，而不揣冒昧以
一生時間，就親情、
鄉情、國情三情之所
見、所聞、所思，試
寫《尋夢人生》，彙
集成冊。這是個人動
亂、痛苦的獨白，也
是千萬人共同的時代
心聲，更是要「為歷
史作證，向憂患挑戰」的告白。希望拋磚引玉，引起共鳴，
共為人類的幸福未來，齊心奮鬥，凡「洒淚播種的，必能歡
呼收獲」！

我為推廣希望，是以自費在兩岸發行，非常感謝兩岸
親友的支持與鼓勵。尤蒙楚商協會程執行會長愛芬女士之鼎
助，再用簡體字在大陸發行。並蒙大陸作家詹華如先生贈法
書譽我是「九秩有餘仍尋夢，百歲不遠還著書」。台

灣老友杜教授松柏博士，在看到拙著後，為伸「葵傾之情」，
蒙書贈鷓鴣天詞一首，詞曰：

  百萬成書見雄篇  鄉情國事最情牽
  從戎抗倭頻生死  拱衛台澎奮多年
  人見老  志仍堅  兩湖豪氣見觀瞻
  多君現譜還鄉記  楚甸煙雲願尚懸

謬讚之情令我榮感。尚祈各界賢達賜予指教，以求眾
志成城，共襄盛舉。幸甚！

        耑此奉達。敬頌

大安！                                          
                                                                 後學
                                                                        李發強謹識                                  

二 O 一五年
七月三十日

編輯小語 :李發強鄉親 2014 年出版了
鉅著《尋夢人生》令人讚嘆與感動。對
亡妻的思念之情更讓人動容。

李發強出席兩岸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與李教授
南賢博士（右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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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著《尋夢人生》令人讚嘆與感動。對
亡妻的思念之情更讓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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