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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故鄉在棗陽”，這句話在我成長的過程中，

出現不計其數，前往對岸也早已不是第一次了，兒時的旅

遊、求學時的文史之旅，甚至是工作後的出差都頻繁地往返

兩岸，但卻不曾一次踏進自己的祖籍—湖北省棗陽市，那個

我熟悉又陌生的”故鄉”。奶奶坐在客廳，總習慣我陪著她

說說話、看看電視，奶奶說 :「我們殷家的祖籍是在湖北省

棗陽市」，還記得小學，老師要我們背下自己家裡的地址，

我毫不猶豫的說出 :「我家在湖北省棗陽市」，還記得老師

哭笑不得的表情。

爺爺和奶奶當時跟著蔣中正部隊來到臺灣，這一來就

是60幾年，再也沒回棗陽過，也跟自己的親人們失去音訊，

不知道棗陽的家人們是否都過的安好、是否也惦記著爺爺與

奶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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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兩年前奶奶離開了

我們，意外地與棗陽同

鄉會聯繫上，才知道原

來每年棗陽同鄉會都會

舉辦返鄉探親團，實在

是太晚得知這個消息了，

若是能早幾年知道棗陽

同鄉會，就能帶著奶奶

回爺爺的家鄉走走，看

一看熟悉的故鄉、品一品

家鄉的味道、見一見棗陽的家人，多年不見的親人。

2017 年爸爸、媽媽、弟弟與姑姑們第一次返鄉，透過

同鄉會的主動幫忙，找到了旁支的親戚，雖不是爺爺這一支

脈，但追朔起來也算是一家人，覺得很開心，這麼多年後，

還能在故鄉找到親人；今年 2018 年 07 月 09 日，換我跟著

家人們一同返鄉，第一次踏上遙遠的家鄉 -湖北省棗陽市，

心中充滿著無限的忐忑與期待，不知道那個在我耳邊伴我長

大的祖籍是什麼樣子，更期待親自去體驗家鄉的歷史文化，

同時也因此行與爸媽一同回鄉而感到興奮。

飛機緩緩的降落在武漢天河國際機場，光在跑道上

就滑行了二十多分鐘，不禁讓人驚呼”這個機場也太大了

吧 !”，不愧是被封為「全中國重要的樞紐機場」，與統戰

部、台辦人員會合後搭上小巴士驅車前往棗陽市，在棗陽的

第一餐非常接地氣的體驗了當地特色 :酸醬麵，味香而不

膩、酸辣爽口的開胃又好吃，另一樣當地人稱燒瓜，就像是

小黃瓜一樣清脆爽口，吃起來清甜卻沒什麼瓜味再配上蒜末

與醋，非常特別又好吃 !第二天參觀了航空博物館才知道原

來棗陽也有出名人，就是中國載人航天首飛梯隊成員 -聶海

勝以及漢光武帝 -劉秀，所以說棗陽是地靈人傑的寶地也不

為過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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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終於與親戚見

了面，我的輩分馬上大躍

進，明明年紀比較小但輩

分卻很高，由於臺灣的生

育率不如大陸所以比起來

就差了好幾代。見了爺爺

的姪子，雖已高齡且中風，

但卻能喊出爺爺的名字，

心中無限的激動與感動，

還是有人記得爺爺，證明爺爺真的是從湖北省棗陽市出去

的，並沒有因為守衛家園、國共內戰被迫離開家鄉，而被人

遺忘抹滅，真的希望這些故事能被好好的記載下來，讓後人

能完整的瞭解這些故事。

今年的返鄉尋根之旅特別感謝棗陽同鄉會，持續不斷

的舉辦集會，讓各地的同鄉聚集祭祖團拜、薪火相傳、慎終

追遠，也因為這樣的理念讓我們時至今日還能透過同鄉會找

到親人、找到與爺爺奶奶失聯已久的朋友、認識更多老鄉，

讓我們在臺灣也不覺得孤單，謝謝辛苦的棗陽同鄉會的全體

人員，我很驕傲身為棗陽人。

2017 年與棗陽鄉親們一同返鄉探親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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