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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

先夫是湖北省棗陽縣鄉下的貧窮人家，少時

為了求學，離鄉背井負笈省城。適逢亂世，艱困

當中仍刻苦向學。

抗日軍興，先夫投筆從戎，加入青年軍。勝

利後，原本再回學校讀書，卻遇內戰烽火，神州

鼎沸，因而輾轉遷台。與親人從此天涯分隔幾十

年，到他離世之前，未曾再踏上故土。

自蔣故總統開放探親之後，先夫就不斷的寄

錢 回 鄉 給 弟 妹。

1990 年 我 代 夫 回

鄉省親，發現當時

的大陸真是一窮二

白，姪兒在工廠上

班，每月工資才幾

十元人民幣。回台

後，就想替姪兒們

在廈門找工作，起

初先夫反對，他認

為湖北到沿海路途

遙 遠， 辛 勞 又 危

險，覺得不妥。後

來 姪 兒 從 棗 陽 來

信，希望能在南方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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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我告訴先夫，要送給姪兒們一支釣魚竿，勝過給魚吃

好，你一直拿給魚給他們吃，等老了不能給時怎麼辦？最好

的方法，是教他們釣魚，才是一輩子受用不盡的。

因此，我找了廈門的台商朋友，安排姪兒們到廈門工

作。起初，是三個姪兒先去，老闆看他們工作認真可靠，又

是我的親人，也就允許他們回鄉，帶來更多的親朋好友加

入，人數最多時，甚至超過兩百人。

由於姪兒兄弟姐妹，加上他們的兒、媳、女兒、女婿，

不少人都在一起工作，學得一技之長。不出幾年，老闆看他

們已有能力做代工，也就給他們做包工。幾年前，他們已有

自己的工廠和門市部。同去的人，目前也有好幾位都擁有相

當不錯的工廠，公司。

民國 100 年，我到廈門看看姪兒們，他們告訴我，最

近生意擴大，有些半成品就拿回棗陽鄉下給鄉親做代工，有

幾位接包的小老闆，就請附近的鄉親來工作，這也讓鄉下的

親友增加了工作機會。

我告訴姪兒，我很高興聽到這樣的消息，這就叫做「造

福人群」。每當回棗陽掃墓時，都會邀姪兒們一起回鄉。姪

前排右二 :丁連淑華、中間 :二姑媽、左二 :嬸嬸

給一枝釣魚竿勝給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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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姪女們都對我說：『大媽，我們有今天的生活，都是大

媽給的』，我給先夫家人，所安排的工作，是我這一生最感

安慰的事。

民國 103 年二月，我再度到廈門探親，所看到的廈門

整個都不一樣，高樓大廈林立如寶宮，大姪兒告訴我，他不

但有工廠、轎車，最近又買了一層新大樓，這讓我更高興，

他們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

這次在廈門，浙江的姪兒及廣東的姪女都坐飛機來看

我，他們再度的說：『大媽，我們有今天都是大媽給的』，

我回台之前，都給我大紅包，使我備感窩心，我就把他們給

的人民幣收放著，以作紀念。

今年〈104 年〉的 7 月，同鄉會理事長要率領同鄉們回

湖北棗陽省親，我們的日期定為 15 日抵達棗陽，13 日那天

侄兒們就打電話來，說他們已到棗陽了，大家都在等我們回

家鄉。

15 日當天，下飛機時，國台辦來接機，大女兒陪我隨

著同鄉抵達棗陽的飯店， 國台辦招待 3 天。

我們到老家時，鄉親們一票人都來看我們。大家都告

訴大女兒，他們有今天都是大媽給的，侄兒這次又再送紅包

給我們母女，真讓我們感到不好意思。他們整個村都已脫

貧，有很多鄉親都是大老闆，

聽後真讓我更感欣慰。

前些日子，接到三侄兒

來電，說他最近又買了一部

汽車，29 萬人民幣，約台幣

150 萬，要我全家到浙江玩，

一切費用及住旅館都包辦，

他還說要為大伯，大媽爭氣，

要好好的幹。

編輯小語:丁連淑華

女士為台灣本島人，

嫁給棗陽鄉友丁家

成後 相夫教子，比

棗陽人還愛棗陽，看

待姪兒們如親人般，

讓人感動且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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