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



91我籍隸湖北棗陽，先後畢業於均縣聯中和戰地隨縣第

三高中。在均縣聯中時，我們是住在城隍廟，上課在營房，

照明用桐油燈，教學無課本，主食是包榖粥，偶吃乾稀飯，

蘿蔔、白菜、花生、黃豆是主菜。交通靠步行，汽車用木炭，

窮人坐不起，且經常是：「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

拋錨六、七次，八九十人推」。這一切艱苦，都是拜日寇之

賜，但是人心不怕苦，無不認為「抗戰必勝」，且同學情感，

親如家人。雖然離校很久，仍是不忘聯誼。

十年前是聯中創校七十周年，兩岸校友，雖已耄耋老

邁，仍是熱心聚會，如八高楊明合學長與旅台校友童啟祥教

授曾聯絡兩岸各校校友，編印期刊「棒搥河回眸」及「青史

記聯中」等專書。因我正忝任「湖北旅台同鄉會理事長」，

除協助聯絡外，並撰寫「湖北聯中創校七十周年之回顧」，

在文中我特別提到日寇侵華之可惡，中華民族要團結自強，

湖北省府給流亡學生公費，德政

可敬，教學認真，培養許多人

才，生活艱苦，都是日寇所賜，

校友情篤，可敬可佩。

時光易逝，又屆對日抗戰

暨聯中建校各八十周年，令人敬

佩，又見兩岸校友後裔，如武漢

「江漢大學」王立教授，親攜「烽

火聯中」巨著，來台訪晤湖北同

鄉會、黃岡同鄉會、原校友聯絡

人童啟祥教授之女公子童中儀博

士、旅台校友代表蕭宇明、柯尊

三暨筆者等，並徵文、題字，續

出專書，永誌史冊。謹祝心想事

成。

感恩「烽火聯中」給我希望、回報「尋夢人生」



92 說來也是無獨有偶，在王立教授之後，又有家鄉「華

中農業大學」文宣部劉濤主任等，為籌劃華農十月二日

一百二十周年校慶，奉命來訪旅台校友，作錄影訪問，可惜

來台校友原有近五十位，他們也都來自聯中，這些農院校友

來台後，因各自努力，有多位成為中、少將，教授暨高、初

中校長等，而今老成凋謝，在世者僅有蘇雲泉、董本貞、韓

俊傑、嚴太奎、張濤安暨筆者。我今已痴年九十五歲，仍忝

任為校友召集人，因此為接待劉濤校友，僅有蘇雲泉教授、

故李清學長（少將）遺孀蔡月仔女士暨筆者三人可以行動接

待相晤。感謝母校禮遇旅台校友，於百年校慶時，曾由旅台

校友曾憲鼎、唐必敬、何澤浩暨筆者，組團，攜禮，返校祝

賀。校長張端品特在校園內以大理石為牆，刊刻旅台校友芳

名，永誌紀念。這次一二○周年校慶，感謝母校仍是邀請我

們能夠有人出席。這裡還得說明，母校一二○周年校慶來

由。所謂母校係指華中農大的前身，是湖北農學院，所謂

一二○周年校慶，係指湖北農學院的前身，是始自清朝兩廣

總督張之洞，為促進清末自強運動，奏准清廷在湖北興辦全

國第一所農業學堂。如今華中農大學生逾萬人，已是全國重

點的農業大學，頗著貢獻。



93從以上解說，讓我們覺得人為萬物之靈，隨時都在適

應變化，同時亦如中山先生所說：「人類奮鬥的目的都是為

求生存」。再從世界各民族變化看，中華民族人德並重，主

張世界大同，應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但是亦如尚書所說：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正面臨「文化衝突、道德淪喪、

科學顛倒、地球汙染」的生存危機。中華民族因中英鴉片戰

爭，中日甲午割台戰爭，使中國失去民族自信心，成為次殖

民地。清臣李鴻章說：「這是中國空前未有的『大變局』」。

可悲的是，這個「大變局」，再演變為滿清滅亡，民國取代，

五四運動，七七抗戰，國共內戰，中共崛起，統獨相爭，民

進黨數典忘祖，正全力「去中國化」，雖然舉世認為：中國

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亡國和文化未曾中斷的民族，且說：「中

國的奇蹟，是永遠能夠同化侵略者和征服者，過去如此，將

來還是如此。」尤其自中共崛起以來，更是無人相信台獨可

以成功，試問李登輝、蔡英文之輩，還能使「大變局」不落

幕嗎？

一國民族之興衰，與文化之好壞，關係密切，中華民

族之文化，向受國際尊敬，但自鴉片戰爭後，不僅不受西方

尊敬，連國人自己亦不尊重，如民初之五四運動，國共內戰

中之文化大革命，若非中華民國在台灣提倡復興中華文化，

鄧小平在大陸改革開放，要建立「有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

習近平主席強調「實現中國夢，有賴中華文化之繁榮」。另

在十九大會中強調「大道之行」。並在今（二○一八）年七

月十三日與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四度連習會中，又再次強調

「大道之行，人心所向，勢不可擋」。表示對兩岸關係仍具

信心，否則國家變局，豈堪想像。

日寇侵華，很是令我痛心疾首，在武漢會戰後，日軍

在我家鄉曾製造「隨棗」、「棗宜」和「鄂北」三次會戰。

每次姦擄燒殺，無惡不作，曾擄我家人，燒我房屋。當我

高三時，政府為增強反攻力量，而以「十萬青年十萬軍，   

感恩「烽火聯中」給我希望、回報「尋夢人生」



94 一寸山河一寸血」，號召知識青年從軍報國，我乃毅然報名

從軍，參加青年軍二○四師於四川萬縣，經過訓練，正待開

赴前線作戰時，因美國向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迫使日本無

條件投降，乃改授預備軍官訓練，於完成訓練後，我又復員

武漢。升學「湖北農學院」，未料於大三時，國共內戰，武

漢吃緊，我又變成流亡學生，隨軍赴台。迄今，將近七十年，

吃盡痛苦，和戰兩難。幸能開放探親，卻又遇政黨輪替及統

獨鬥爭，實民族奇恥！

由於世衰道微，使我想到文化功能，所謂文化就是文

治教化，文化的好壞，關係一個民族的生存發展，所以我在

台灣數十年間，一直關心文化問題，欲以文化救國。大致的

說，西方文化屬於霸道文化，是不可取。東方文化是王道文

化，頗有可取。有幾位西方名人之世界觀，叫人尊敬。如德

國學者斯賓格勒，於百年前著述「西方的沒落」直指「西方

文明，已進入冬季，敏銳而冷酷的理智，淆亂原始的智慧，

導致金錢至上，人情冷漠，性慾橫流，生命斲喪，人心難安，

不知所終，形成可怕的精神寂寞」。有位英國史學家湯恩比

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又說：「中華文化可以

統一世界」。杭亭頓是美國學者，他在其「文化衝突與世界

秩序重建」一書中說：「四百年來，西方文明的根本核心，

就是盲目而自我為中心，挾著濃厚的佔有慾，向前奔馳和發

洩。而中國文明的「傳統世界觀與人性

論」，將獲得各方面的認同與獲勝。所

以未來世界的重建，若不是中西兩大文

明思想在高峰會合，就是西方文明的萎

縮，沒有其他的選擇。」還有七十五位

諾貝爾獎得主，於一九八八年，在巴黎

聚會，曾向外宣稱「面對二十一世紀，

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二十五個

世紀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95我曾經追隨中華文化衛士陳立夫先生，舉辦「中華文

化研究會」多年，陳公說：「孔孟學說，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小叩小鳴，大扣大鳴。中國有幸，列祖列

宗，留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部寶典，經邦治國之治

德要道在此，修身齊家之細微末節亦在此。達則半部論語可

以兼善天下，不達則居世無聞，亦可以獨善其身。」陳氏曾

贈我墨寶法書，文曰：「律己以誠，待人以仁，處事以中，

成物以行。知斯四者而篤行之，則身修而家亦齊矣。」陳氏

還特別語我，這「誠、仁、中、行」，就是中華文化的特

質，我已奉為座右銘，並立志以時代的演員和觀眾身分，要

為歷史作證，向憂患挑戰，以「尋夢人生」為書名，以近百

萬文字著書，呼請兩岸，請以中華中道文化統一中國，以同

理心迎接中國世紀，以中華文化禮運大同之特色，統一世界

文化，建立「化天下為一家，共九州為一國」；「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地球村。

書成後，又蒙「湖北楚商協會」執行會長程愛芬博士，譽我

為傳承中華文化的使者，而義務相助，將「尋夢人生」用簡

體字在大陸發行，曷勝銘感。我為此再增寫一篇「我為何要

寫尋夢人生」的序文及致敬文。

紀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七十週年，出版新著「尋夢人生」。

並祝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進而實現「世界大同」。

感恩「烽火聯中」給我希望、回報「尋夢人生」



96 人生有夢，希望最美。我說我所

以要寫「尋夢人生」：一是為救世贖罪

而尋夢。二是為世界大同而尋夢。三是

為兩岸和平共圓「中國夢」而尋夢。四

是為統獨息爭而尋夢。五是為化解人類

生存危機而尋夢。

我寫「尋夢人生」，也是受到中

山先生的思想鼓勵，中山先生是孔子之

後的聖哲，受到舉世尊敬，毛澤東尊其

為「革命先行者」。中山先生喜歡「天

下為公」，故勉國人要「以建民國，

以進大同」。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

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問中山先生的

革命思想的基礎是甚麼？中山先生說：「中國有一個道統，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革命思想基礎，

就是這個道統，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發揚光大。」古今

以來，政治是一時的，文化是永久的，政治的藝術是包容與

妥協。歷史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也沒有不變的皇帝。凡是

真能以大事小以仁，以小事大以智，雖然，歷史上總是「治

亂相乘、和戰無定」。但是老子的道德思想，張載的「為天

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

想，絕非幻想。中山先生看完錢塘江潮，曾說：「時代潮流、

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又說：「吾心信其可行，

雖移山填海，終有可行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

之易，亦無收效之期。」可見其對世界大同的信心。

總之，我愛「烽火聯中」，因為「烽火聯中」曾給我

希望；我愛中華文化，願以「尋夢人生」，推廣中華中道文

化，化人類生存危機為轉機。國共思想都是社會主義，世界

大同就是社會主義，世界大同的實現，應該就是中華中道文

化的實現，也就是天下萬世太平的實現。還請高明指教。

作者以輪椅代步攝於深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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