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百歲尋夢人生李發強先生 
顏嘉德 

 

臺北市湖北省棗陽縣同鄉會，源起及經過筆者參與其事。

謹就記憶所及將之寫下供鄉親多知道李發強鄉長(以下敬稱先

生)對同鄉會服務概要。 

民國 70 年 10 月 4 月先生約筆者一同去拜望杜鼎將軍。杜

將軍是我們棗陽人在台灣軍職最高的長官。杜府己經有一位終

生侍奉老軍長的王副官，我們稱他為王排長。而筆者在杜府軍

長及夫人則喜歡稱爲班長，故常去拜望軍長與夫人。 

在與杜公閒聊時，先生承杜公交待邀請李敬之、彭登墀、

李光啟等鄉親於 10 月 10 日上午來杜府聚會，以示慶祝國民革

命軍於 10月 10日在武昌起義成功的紀念日。 

午餐後先生向杜公報告成立棗陽在台灣同鄉會的構想，杜

公即向李敬之徵請意見後，即指定先生負全責策劃，彭登墀、

李光啓協助，並另約丁家成、陳富昌等分別在臺北市區內，連

絡 30 位鄉親造册簽章，經先生在百忙中多次往返社會局協調，

在 71 年 1 月 19 日臺北市政府以北市社會字第 625 號函送核定

臺北市湖北省棗陽縣同鄉會成立證書。此項工程之大、時間之

快，在 99個工作日中能完成此一鉅大任務，先生實功不可沒。 

棗陽人在台灣有了同鄉會，大家都很高興，這些同鄉都是

自 34 年 8 月 15 日本投降後，到 38 年之間以軍人、教職、公務

員、商人及難民身分來台灣，與家人音信隔絕，思鄉之情無處

投叙，現在有同鄉會常相聚在一起，談家常、說心事都很喜

歡，大家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才能發獎學金、助學金、救急

金，這都是在先生宣導與推動之下的成果。 

同鄉會在杜鼎，姜法乾，彭登墀，羅光瑞幾位理事長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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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策劃與推動下，會務蒸蒸日上，鄉親們更加團結。尤其是先生

在為鄉親服務時，事必躬親，能熟悉全台灣鄉親們的動態，不

論婚喪喜慶、就醫、就學、就養都能瞭如指掌。對棗陽文獻策

劃與編撰工作，更是數 10年如一日盡心盡力，真是難能可貴。 

開放探親後對兩岸事務均極為重視，諸如：光武中興皇帝

漢光武劉秀 2 千年紀念獻匾、推動爲棗陽第一人民醫院捐救護

車、協助棗陽鄉賢胡久明創建白水碑廊、光武廟等，都積極推

動與協助，深受兩岸鄉親的支持與肯定。 

大作(尋夢人生)是先生為文論學的記錄，於 1O4 年 6 月出

版，7 月隨棗陽返鄉旅行團一同到棗陽。在大陸是優良讀物，已

經由湖北楚商協會於 2O19 年 5 月改為簡體字印刷成書，先生於

同年 7 月 28 日回武漢參加發布簡體字新書大會。銷量甚佳。我

旅台棗陽鄉親同感榮幸。 

總之，先生對同鄉會的付出與貢獻實非筆者拙文所能涵蓋

於萬一，今敬謹以犖犖大者就所記憶書成此文，以為李先生百

壽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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