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展望同鄉會》 

 

姜祖恕 

  今年適逢棗陽同鄉會成立第四十一年，也是棗陽文獻發

行第四十期。同鄉會成立之初因爲第一代隨政府來台的前輩們

因思念家鄉，成立了一個鄉親聯誼的主體，當時旅居臺灣的同

鄉約有三、四百人。同鄉會的成立提供了一個讓同鄉們聚會聊

天，回憶家鄉事的環境。同鄉會成立的第二年，也决定發行棗

陽文獻，介紹棗陽的風土人情、歷史背景、山川人物。藉著這

些交流，聯絡同鄉的感情，宣洩一些思鄉的情緒，同時也提供

一些患難時的彼此幫助。於棗陽文獻第三十期中，前理事長李

發強先生的文章裡，可以看到在當年極不富裕的環境下，前輩

們對棗陽同鄉會的愛護及諸多的貢獻。叔叔伯伯們出錢出力、

任勞任怨，在這種對家鄉感情的投射下，棗陽同鄉會以及棗陽

文獻才得以堅持傳承至今。回想當年在極艱困的情况下，長輩

們無私的付出及支持，他們的熱情實在令人感動。 

  民國七十六年，兩岸開放，長輩們或者結伴鮭魚返鄉，

或者迎接闊別已久的親人來台，相隔已久的兩岸同鄉們終於取

得了聯繫。分離了四十年，見面自然不勝唏噓。思鄉的情緒終

於得到了一些撫慰。此後棗陽同鄉會也擔負了很多聯絡及接待

的工作。不僅組團返鄉，也接待從大陸家鄉來的親友及各類團

體，紓解大家返鄉旅途的不便，也從來訪的各類團體中，獲得

一些有關家鄉的各種訊息。尤其對於許多從未去過棗陽的臺灣

土生土長的鄉親，能從知識中瞭解的棗陽變成了實實在在眼前

即能觸及的故鄉。也從參與兩岸節慶各種文化活動中，對棗陽

的山川地理、人物事蹟甚至生活方式，飲食習慣都能有進一步

的瞭解、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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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時光荏苒，四十年後的今天當初成立同鄉會的叔伯們也

逐漸凋零，過往聚會裊裊鄉音的情景已不復存在。尚健在的長

輩們或身體漸弱或行動不便，已不似當年熱情豪邁的景況。對

同鄉會的活動亦漸少參與。幾位耆老能參加聚會的被視為珍

寶。除了早年提供的家鄉環境及人物歷史外，也傳承同鄉會的

發展經過。看到他們的出現，不僅勾起我們對早年同鄉聚會時

的回憶，再想到他們對同鄉會的熱心及認同，更能激起年輕同

鄉們對家鄉的思念及本是同根生的情誼。 

  四十年來，生長在臺灣的棗陽同鄉第二代在長輩們的護

蔭下，逐漸成長。只是因社會環境的變遷和工作上的需求，很

多分散在臺灣或是世界各地。如今算來也應該有數千人之多。

不僅各自成家立業，聚集不易，尤其不似前輩們對家鄉環境的

體膚感。當初同鄉會團聚思鄉之情已淡化了不少。不過雖然如

此，但藉著棗陽文獻的發行，讓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未能親自踏

上棗陽土地的同鄉們對於家鄉還是能有相當的認識，消去不少

疏離之感。過去十年間，前杜泰生理事長對文獻盡心盡力。不

僅闡述了遊子對家鄉及長輩們的懷念，也藉著人物，情感及環

境的描述，讓讀者對從棗陽的歷史成立至今天的發展都能有詳

盡的瞭解。在耳濡目染的情況下，雖然對棗陽的感情較長輩們

淡泊，但是心中總是無時不被”棗陽”二字牽掛著。總是願意將

對老家的這種眷戀承傳下去，不要成爲無根的一代。 

  幸運的是兩岸開放以來，有不少臺灣和棗陽聯姻的機

會。據統計，目前在臺灣的棗陽姑娘已有四，五十位之多。他

們不僅帶來棗陽的即時近况，再次激起同鄉們對家鄉的懷念，

也同時對同鄉會注入了巨大的新血。我們衷心希望同鄉會和新

移民能融爲一體，一方面同鄉會幫助適應臺灣的生活，另一方

面他們也提醒同鄉會分隔了四十年老家的景物和習俗。讓大家

對棗陽的記憶能够不斷的彌久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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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適逢棗陽文獻發行四十周年的今天，多位前輩的辛苦

努力栽培下，文獻不僅情文並茂廣聞好評而且能够屹立不搖的

出版，著實令人感到驕傲。幾位棗陽文獻編輯的堅持及努力實

在功不可沒。我們心存敬佩感恩之餘，更希望在新舊同鄉交替

之際，棗陽文獻更能發揮同鄉會承先啓後的作用。除了提供各

樣有關家鄉的信息之外，更可以藉著文獻互相交流。舉凡鄉親

近況、科學新知、人物介紹、旅遊資訊，以及各種趣聞軼事，

都可以促進同鄉們的相互瞭解而更加彼此關心。藉著文獻的發

行，希望棗陽的悠久歷史文物結合現今的發展，能够更爲廣

傳，我們更希望無論新舊旅居臺灣的棗陽同鄉，能融爲一家，

讓對故鄉的想念更能結合對棗陽的榮譽感，在同鄉中永遠流傳

下去。同鄉會成立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也同時預祝同鄉會未

來四十年的興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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