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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台北，小時候父親就告訴我們祖籍是湖北棗

陽隆興寺，但卻沒有多說關於老家的情況，只在父母的談話

中粗略的知道一些當年的情況、老家都還有些甚麼人以及當

年如何來台的過程，”湖北棗陽”當時對我而言遙遠又陌生，

只不過是身分證上戶籍欄的名詞，且當年眷村裡各省各地方

的人都有，我們這一代人的父母都來自不同的地方，這很正

常。

父親是軍人，來台時一無所有，為了改善生活母親也

在上班工作，當時軍人待遇不高，生活物資全靠配給，每月

按照家中人口數發放，猶記得當時發放的米中多含沙子，每

次洗米都要挑半天，我放學早負責煮飯，母親下班後再趕去

菜場買菜回家做飯；”勤儉持家”是當時的寫照，後來隨著

台灣經濟情況逐漸好轉，物資配給逐漸改發代金取代而終止

了，相信當年在台灣眷村生活過的人一定都記得這段日子。

殷家庭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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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十大建設帶動台灣經濟

起飛，社會逐步邁入小康，，生活

改善了，政治上也開始鬆綁，解除

戒嚴、開放大陸探親，隔絕兩岸的

壁壘打開了，所有的老兵都歡欣鼓

舞的說：終於可以回家了。但不幸

的是我父親在開放的前一年因過

於勞累中風了，無法言語行動不

便，否則依他的個性肯定第一時間

早早就會回去老家看看的，但他卻

沒辦法回去，又過了五年他離開了

我們，我相信他是有不甘的，我確

定他是有遺憾的。

近些年由於工作關係及照顧逐漸老邁又病痛纏身的母

親不能離開她身邊，偶爾想起也會和妹妹們說：找一天大家

有空了一定要回棗陽看看，看一眼也好，看看我們老家長甚

麼樣子，畢竟那是我們的祖籍地，她們也贊同我的想法，但

卻一直無法成行。

去年九月，一生勤儉，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我最親愛

的母親離開了我們，心痛至極，她一生克勤克儉從未享受

過，出門上餐廳吃頓飯都極為難得之事。我們子女懷著悲傷

與不捨將她葬於父親身邊，願父母親在天上相見，再無苦難

且過著充滿喜樂似神仙般消遙的日子。整理遺物時樣樣充滿

回憶，每每悲傷不能自己但卻也了解生命中面對離別的必

然。

有一天發現一本舊的”棗陽旅台通訊錄”上面還有父

親與我的名字，立時興起了替父親完成回鄉遺願之事，經過

打聽後與顏嘉德叔叔取得聯絡，才知道顏叔與我父母都是舊

識，以前也常來我家探視；顏叔非常熱心的幫忙聯繫安排我

們回鄉事宜並委棗陽方面代為尋找親人，因為父親早逝母親

也所知有限，我們完全不知棗陽親友的訊息甚至連名字都不

知道，原本不抱任何希望的，不料在出發前幾天消息傳來”

       父親  殷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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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頓時生出一種無法言喻的心情，在相隔那麼遠的

地方有著與我血脈相連的親人，在忐忑又期待中準備著行

李；這是第一次回去我們兄妹四人及我妻我子還有小妹之女

一行共七人返鄉，行前去了父母墳前稟告返鄉事宜並取了些

墳上土，”爸爸我帶您回老家”。

2017.06.29 下午 5：50 桃機出發到武漢天河機場轉坐巴

士於深夜 1 點抵達棗陽市，台辦祁主任特別準備消夜接風洗

塵，不想卻是滿滿的一桌豐盛的菜餚，非常感動，且第一次

品嘗到棗陽特色”酸漿麵”天然發酵的酸味非常好吃，直到

夜宿棗陽最新的漢城酒店時已近凌晨 3 點了。

6/30 上午參觀無量台風景區，是一座儒、釋、道三教

文化共存共榮的古文化聖地，不僅有以真武、老君為代表的

道教文化，還有以觀音、彌勒為代表的佛教文化，更有以劉

秀、關公為代表的獨具地方特色的東漢儒家文化；隨後前往

孔子七十二弟子之首顏回的故鄉（顏叔老家）參觀，其中有

顏氏後人建的書屋，至今保留著傳承極為難得。接著前往白

水寺風景名勝區是中國歷史上「十大名君」之一的東漢開國

皇帝漢世祖光武帝劉秀的紀念地，被東漢著名的科學家張衡

讚譽為「龍飛白水」的地方，是「光武中興」的發祥地，讓

身為棗陽人後代的我們與有榮焉。

殷光智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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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安排的是極為特殊農家菜，餐廳矗立於一片田園

風光中，村民提供土地由專業集團集中產銷模式，非常具有

創意及經濟效益，我們在極為寬敞又具特色的餐廳中用午

餐，美味佳餚賓主盡歡。下午三點在下榻酒店與前來相會的

良斌、曉青見面，初次見面交談之下總覺得還是有一些地方

對不上但確定是同宗無疑，也了解到老家目前的情況，相約

明日回鄉祭祖。

台辦安排乘車市區參觀，看到整頓的市容和許多正在

進行的基礎建設以及面積廣大的經濟開發區，棗陽市是一個

正在朝向各方面發展且不斷進步中的城市，其中有座萬頃的

玫瑰園一眼看不到盡頭，可惜目前花季已過沒看到萬花齊開

的景象有些可惜，另外還有座”中國漢城”是一個集漢代建

築精華與古典林園為一體的大型復古建築群，堪稱華中地區

最大影視基地、中國最權威漢文化研究基地之一。中國漢城

定位於影視拍攝、展示漢代文化、旅遊觀光、市民休閑娛樂、

弘揚佛學文化等，擁有中國最大青銅雕塑城市廣場和中國最

大楚漢仿古建築群。中國漢城的建造，將是集中展現楚漢文

化精髓薈萃之地，也為市民休閑、遊客觀光提供了又一新場

所，這一切實在令我印象深刻同時也很高興看到棗陽能有這

樣值得期待的未來榮景。

晚餐市領導幹部請吃飯歡迎我們回鄉參訪，席間親切

的問候、真誠的相待讓我們感受到了棗陽人的好客與熱情，

體現了中國人人不親土親的傳統，我們非常感動也感謝他們

的安排與接待。



1837/1 一大早良斌、曉青帶著我們一行七人回隆興寺老家

掃祖墓，但原址現已成為田地，只能在大約的位置焚香燒紙

鳴炮祭拜，我將父親墳上的土撒在了老家祖墳的土地上，跪

在這故鄉祖墳的土地上心中默禱著”爸爸看見了嗎！我帶您

回來了”，止不住的是心中的激動與淚水，這是我從未來過

的地方卻是我血脈的源頭啊！良久，祭拜儀式結束，我取了

一些老家的土準備回去撒在父親墳上完成遺願。隨後前往襄

陽去探望家族老人殷明海（77 歲 中風），由談話中確定是

隆興寺殷姓後人（住西街，我家是東街估計是我爺爺的兄弟

或再往上代的旁支 , 確是在五服之內），他能說話也記得爺

爺及父親、大伯的名字及幼年一些往事，也知道父親去了台

灣，仲環大伯之子天培已隨母改嫁改林姓，現已不知去向，

隆興寺 ( 現已改隆興 ) 殷氏後人就只剩現在我們這兩支了，

終於將彼此關係弄清楚了；聊了一個下午並相約再見後離開

襄陽返回棗陽，這次返鄉祭祖之行至此告一段落，依計畫明

天開始旅遊。

隨後的行程遊覽武當山、三峽大壩等 ..... 就不再贅述，

值得一提的是，顏叔帶我們去了位於宜城市的”張自忠將

軍紀念館”參觀，緬懷這位一代

抗日名將，館中展出有當時的服

裝及武器裝備，還有各次戰役的

各級指揮官名表及戰鬥始末，最

特別的當然是那把令日本人喪膽

的”大刀”，我不免拿起來拍了

張照片作紀念，因為我的外公 王

長海中將當時也是”喜峰口”大

刀隊的一員，身為抗日將領後代

的我們倍感榮耀，至今腰桿挺的

直直的。最後要特別謝謝顏叔的

大力幫助及棗陽市台辦的協尋協

助，讓我們兄妹這次的返鄉之旅

順利圓滿，謝謝你們辛苦了。
       我與大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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