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

情系家鄉 熱心公益



78 他情系家鄉，故土情深。兩岸開放以來，嘉德公是率

先第一批回鄉探親的棗陽旅台鄉親。近三十年來，他或單

行，或隨團，或攜眷屬，或助人辦事，或出席會議，頻繁穿

梭於兩岸之間，前後達三十餘次之多。他除探親、觀光、訪

問、采風、交流之外，更多的則是幫助和推動家鄉經濟文化

事業的進步與繁榮。退休後僅靠養老金生活的他，一面緊縮

開支，一面為人打工，設法積攢資金，並在家人的全力支持

下，慷慨解囊，用節省和打工掙來的錢先後拿出近50萬元，

配合家鄉，大力發掘和開發以棗陽先賢、中華歷史明君漢光

武帝劉秀為代表的白水優秀傳統文化。



79為幫助和推動家鄉經濟文化建設，他經過實地考察，

並根據地方相關部門和專業人員的意見和建議，先後在劉秀

故居，即古代地理學家酈道元所著《水涇注》中關於光武故

宅“宅南二裡有白水焉”的記載，以及唐代大詩人李白所作

《登白水石磯》一詩中所稱“白水源”的地方，出資興建了

“白水源碑亭”；在劉秀起兵與莽軍鏖戰喜獲甘泉的扳倒井

處，與李發強、馬雲龍二旅台鄉親共同出資興建了“扳倒井

義井園”；在白水寺麗華園內出資興建了“麗華園觀景台”，

並為白水寺劉秀殿獻贈了攜刻有“劉秀殿記”及“白水寺賦”

的兩通大理石碑刻；又在吳店黃廟村顏家崗吳興公路旁，出

資興建了“顏氏碑亭”，以及以孔子、孟子、顏子、曾子等

古代四大聖賢為主體的“聖賢書院”。書院古樸典雅，國學

氛圍濃郁，建築格局合理，由院門、聖堂、廊牆、書閣、庭

園、照壁組成：院門兩邊有門聯，內容是“仰聖慕賢揚中華

美德尚書立院育白水精英”；堂門上方懸掛有“文聖堂”與

“克復堂”兩塊匾額，堂門兩邊有楹聯，內容是“孔孟顏曾

聖德播天下 /詩書禮樂明道昭後人”，堂內供俸有孔、孟、

顏、曾等四大聖賢的大型彩色畫像，堂壁四周掛滿了頌賢

思聖的匾額；廊牆上鑲嵌有近 50 幅大理石石刻，其內容全

是聖賢們關於道德理義、治國興邦、理政安民、勤政廉政、

廉潔自律、自我修養等警言警句，以及歷代明君賢臣追思聖

賢、嚴于律己、清廉從政的詩詞格言；書閣內藏有各類經典

和詩詞書畫，以及文房四寶等；庭園內遍植竹木花草，並立

有嵌刻“院記”和“詩聯”的堂前照壁，以及大書法家、顏

氏先賢顏真卿撰書碑文的大型石碑。總個書院，中華國學內

涵豐富，優秀傳統文化氛圍濃烈。上列嘉德公為家鄉所建人

文景觀，不僅大大豐富了家鄉中華傳統文化內涵，同時也為

家鄉的旅遊觀光事業和傳統文化教育增添了鮮活內容和新的

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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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他熱心公益，勤於服務。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嘉

德公被選為棗陽同鄉會秘書以來，他競競業業，日夜操勞，

四處奔波，為鄉親服務，為公益奔走，並樂此不疲。他每次

返鄉，總是身負重托，為不能返鄉的鄉親給在大陸家人帶錢

帶物、尋親問祖，尤其令人感動的是，他多次背著離世鄉親

的骨灰按照死者生前的遺願將其安葬在老家的故土裡，使之

落葉歸根。總之，只要鄉親們有求，他就必應，而且辦得圓

滿如意。因此，大家都親切地稱他為“我們的好班長”。

為鄉親辦事如此，為公益事業他更是不遺餘力。且不

說在台，僅說返鄉，凡遇家鄉有什麼公益活動，他總是率先

垂範，走在前面，且出手大方，別人捐幾百，他就捐幾千。

修復國家重點文物光武祠他積極捐款，修建文化新景觀白水

碑廊他不僅自己積極捐款，還積極組織動員在台鄉親湧躍捐

款；為幫助家鄉改善醫療條件，在市一醫院建院 60 周年慶

典到來之際，他向醫院捐贈輪椅 10 把，還積極參與同鄉會

大力組織動員在台鄉親為醫院捐購救護車一台；為鼓勵優秀

學子成材，他還積極推動同鄉會在家鄉組織建立獎勵助學基

金。總之，凡是有益活動，無論對國家對社會對他人，他總

是不遺力，積極熱情參加並做出積極成果。

與此同時，嘉德公為傳承弘揚中華家庭姓氏文化，還

不遺餘力地把自己的財力和精力投入到顏氏族譜的研究、考

察與編寫中。經過多年艱苦努力，終於完成了顏氏族譜的修

訂工作，並編撰出版了 25 萬余字顏氏族譜專著。該著博採

眾長，內容豐富，涉獵面廣，不僅詳盡地記述了本氏族的脈

系族譜，而且還搜集整理了大量的相關國學經典，尤其家教

家訓方面的內容尤為豐富、突出，是一部值得廣大公眾認真

閱讀和學習的家庭教科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