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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國台灣的湖北棗陽人 

李發強 

今年欣逢「棗陽人」創刊十周年，十年以來，「棗陽人」在

創刊人劉正文先生為弘揚棗陽文化，邀請了棗陽各界名人、才

士，服務天下棗陽人，成就卓越，每期都蒙免費贈閱，擴大了

我對棗陽古今歷史文化的認識。 

 

圖 2-1 作者近照 

我是湖北棗陽人，是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因國共內戰吃

緊，學潮不斷，無法上學，於是與武漢區各大專院校，以青年

軍學友為主的一群學友共商協議，向學校取得在學證明和轉學

證，以流亡學生身分，輾轉來台。因感於蘇俄仍在侵華，圖使

外蒙獨立，乃在出發前，我們向各界宣告:「有我們在，中國不

會亡，有我們在，誰敢亡中國」。但於七十年後，台灣執政的民

進黨，卻主張「抗中保台、去中國化」，引起兩岸嚴重衝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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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已年逾一百，面對現況，我很慚愧，我不能不說:「我是中國台

灣的湖北棗陽人」。 

我說「我是棗陽人，因為我的祖先都在棗陽，棗陽是我的

老家」，由於家為國本，人為家本，家是我們的根，我們本來就

愛我們的根。有了「棗陽人」，介紹古今棗陽之歷史文化等，更

是使我愛棗陽，謹在此向「棗陽人」敬謝，並向全體為棗陽人

服務，辛苦貢獻的工作同仁，表示最大的感謝和敬意，所以我

每期都愛閱讀「棗陽人」，容我再說聲謝謝!謝謝! 

 
圖 2-2 作者之全家福 

我說我是台灣人，是因為我在台灣居留超過七十年，我的

愛妻、女婿、兒媳、孫媳，都是台灣人，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 

目前台海兩岸的台灣和大陸是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團體。

從歷史事實看，台灣和大陸，都是歷史中國的一部分。從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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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看，兩岸應以中華中道文化和平統一。所以我說我是棗陽人，

也是中國台灣的湖北棗陽人。 

說到根，我是世居棗南的人，住地叫「竹園」，地主姓耿，

他有錢、有權、有勢，大家都叫他耿老爺。「竹園」原由我們李

家租用，後來由我們買下，成為自耕農，所以我們實際上是

「竹園人」，但對岸的「皇村」是東漢開國皇帝漢光武帝劉秀，

也就是「光武中興」十大名君之一，是一位勤政愛民，很受人

民歡迎的好皇帝。所以大家很喜歡向外稱自己是「皇村人」，有

光榮的意思。 

我們住在「竹園」環境很好，竹園建村總在百年以上，因

為經不起風吹雨打，在國共內戰停止，雙方開放探親後，我所

見到的家園，已經變成一堆廢墟，但是我仍愛它，因為它曾經

是我們李家的根。我

的 雙 親 墓 地 就 在

「根」的附近，但已

被剷平，感謝族侄萬

霞、萬葛捐贈石碑一

座，以致永念。 

 

 

 

 

 

 

 
圖 2-3 作者雙親墳墓被剷

平後，再於墓旁田角豎石

碑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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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世事多變，昔日家園—竹園，今成草寮 

在「皇村」村前有一條小河，名叫「滾河」，也叫「白

水」，此水流向異於一般流向。中國一般河流都是由西向東，惟

此水是由東向西流，中經漢水流入長江，再匯入東海。所以有

人說棗陽人有異於一般人，喜稱「白水人」，充滿「有所為亦有

所不為」的性格。劉秀能做皇帝，大概就是有此性格才有皇帝

命。 

在我幼年時代，我們的國家連連遭逢中英、中日等連年割

地賠款的戰爭，國家一貧如洗，正如學者梁漱溟所說:國家正陷

入一個「愚、窮、弱、私」的環境，人民失去民族自信心，國

家成為次殖民地。正當我們應該入學時，地方只有私塾，沒有

現代學堂，直到抗日戰爭的前一年，在我鄉才有一所公立小

學，我從私塾轉班五年級，畢業後又沒有現代中學可讀，只有

遙遠的後方「均縣」，才有由政府收容各地方的流亡學校組成聯

合中學。當時上學沒有交通工具，只有少量的驢、馬及用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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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發動的汽車，走的很慢，又易拋錨，所以有幾句順口溜說: 「一

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拋錨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當時所謂均縣聯合中學是借城隍廟做宿舍，廟中集滿了可

怕的紅蟲，咬的每個人的皮膚紅腫不止。上課是借用營房，幾

乎每天上課都是白天跑警報，晚上用充滿黑煙的桐油燈上課，

所以很多人都生出肺病。吃飯一律是公費，但經費不夠，飯不

夠吃，所以吃飯變成打衝鋒搶飯吃，有時糧食不夠要吃乾稀飯

或吃包谷糁(現在叫玉米)，因此大便很困難，肛門很難受，吃菜

都是吃素，所以用量要限制。大家用筷子，只能用騎馬式(筷子

直立夾菜)，不能用坐轎式(筷子橫著夾菜)，否則很快就搶光

了。吃飯時無餐桌，只能六人一桌席地而坐，與風沙共舞，人

人都會面有菜色。上課沒有課本，受教很難。好在師資優秀，

管理嚴格，初二就能考高中，西南聯大的學生，有資格成為諾

貝爾獎候選人。當時教育部長是陳立夫先生。抗戰八年，他做

了七年部長，當時抗戰軍事經費是第一，教育經費是第二，真

是勞苦功高。 

我初中畢業後，找不到高中，只好就讀戰地的隨縣省立第

三高中，學校在鄉下，身體強壯的同學，並於晚上配備武器自

衛。 

當讀到高三時，因日軍打到貴州，陪都重慶吃緊，於是政

府高喊「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發動十萬知識青

年從軍報國，我為復仇報國，優先報名從軍。從軍報到沒有運

輸工具，只好從隨縣步行到長江之巴東，才有民生輪坐到四川

萬縣，向青年軍 204師工兵營報到，我竟被選為班長，直至三十

四年經蔣委員長親校後，正準備要開赴前線殺敵，因為美國在

日本丟了兩個原子彈，迫使日本人無條件投降，於是我們青年

軍一律改授預備軍官教育後復員返鄉。我是復員武漢升學農

大，正欣慰學將有成，卻因國共內戰吃緊，學潮不斷，經各校



 我是中國台灣的湖北棗陽人  

 

25 校友研商決定要轉學台灣，已如前述。但經千辛萬苦抵達台灣

後，因教育部尚無轉學法規，只好重披戰袍投入抗日英雄孫立

人將軍屬下。 

 

圖 2-5 作者參加抗日志願從軍之留影 

但結果令人失望，孫將軍竟不承認國防部給我們的預官資

格，並堅持大家要接受「孫式新軍訓練」，然後勉強給予政工訓

練，因互有堅持，竟有 23 位學友，被認為「思想複雜，行為乖

張，鼓動風潮，圖謀不軌」，被囚解廣州綏靖公署軍法單位，圖

施死刑，但廣州綏靖公署軍庭進行審訊後，認為無罪，當庭釋

放。於是大家齊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哭靈後，又再千辛萬

苦回到台灣，各奔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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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後來有幾位校友考入政工幹校，受到器重，被授予法庭庭

長、財務副署長、省立高中校長、大學系主任、大學副校長

等，還蒙經國先生個別召見，徵我到救國團負責青年愛國教育

之策畫及執行工作。當大陸文革時，政府成立「中華文化復興

文化委員會」，蔣公為主任委員，陳公立夫為副主任委員，我亦

得幸時有接觸，因此承蒙陳公簽名題贈「四書道貫」、「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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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以「誠、仁、

中、行」為我座右銘，受益良多。 

 

圖 2-6 蔣主任經國先生與作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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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作者與『文化衛士』陳公

立夫先生合影 

 

 

 

 

 

 

 

 

 

 

 

 

 

 

 

 

 

 

 
圖 2-8『文化衛士』陳公立夫先生致贈作

者書法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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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再後來我因愛國教育之啟示，以血汗交流，為歷史作證，

向憂患挑戰，用百萬字寫成「尋夢人生」，要寫出國難心聲，我

的報國奮鬥，和大同世界地球村的理想。感謝襄陽政協胡久明

主席說:這是一本「弘揚中華文化，復興中華民族，促進世界和

平的善書」。同時我要感謝「湖北楚商協會」會長程愛芬博士

等，為我免費用簡體字在大陸上發行。 

我很榮幸以研究中華文化為志，使我發現，文化是民族的

生命，中華文化是「仁義治國」、「人德並重」、「萬物並生而

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中庸)，所以是世界上唯一「能

夠解決侵略者以及同化者的國家，也是未曾亡過國的國家」。 

人為萬物之靈，生死由命，可惜人因自私，導致「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造成地球生命之生存危機，據僅次於愛因斯

坦的英國物理學家霍金預言，地球生命可能只有 200年了，目前

可救的方式，只有世界大同化的地球為「地球村」，才能獲救。

中國歷經戰亂，終於能「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但是根據中共領導人趙紫陽的文膽陳一咨說:在內鬥中，有八千

萬人死於非命，所以我不希望兩岸再發生戰爭。 

我是於民國 13 年陰曆正月 22 日出生在棗陽「竹園」農村，

一個衣食不足，「愚、窮、弱、私」的農家中，我一生曾生過

三次大病，受過兩次溺水之災，受過抗戰、內戰三次當死未死

的戰爭，如今幸蒙天地神明保佑，活到一百歲，我說過我要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使「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如果尚有餘命，我願

意為此繼續努力，願我棗陽明天比今天更好! 

我很幸運，在台灣讓我娶到一位才女陳玲美女士，他多才

多藝，書畫優秀，參加棗陽家鄉所舉辦的美術比賽曾獲得冠

軍，他的字也被刻石放在棗陽白水碑廊博物館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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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作者與亡妻陳玲美之生前合影 

人生，生是偶然，死是必然，所以生死由命，要自然看

待。我們的國家在對日抗戰中死亡有四千萬人，國共內戰中，

卻有八千萬人死亡。是以戰爭殘酷，和平有情。當前台灣的民

進黨政府要「抗中保台」，「去中國化」，實際上是美國在離

間台灣，以維持其國際強權地位。至於日本至今仍稱台灣為南

日本，未忘侵略野心，我們應知「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凡大國忘戰必危，好戰必亡!」希

望台海能永遠保持和平。 

至於大陸，能在戰亂後「站起來」、「富起來」、「強起

來」，我以為最應感謝鄧小平和習近平兩位先生，因為鄧小平

主張改革開放，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且說「兩岸統

一，百年不行，千年總可以。」習近平主席在法國表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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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改進之處，凡為人民喜愛者，就是最好的主義，凡是人

民喜愛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願與國人共勉之。 

國共之爭很是不幸，最終能獲得九二共識，兩岸領導人多

次相聚和平在望。作者曾多次返鄉探親，受到襄陽政協胡久明

主席，棗陽市長李詩剛先生等一再親切接待，北京有關當局，

亦親切邀請旅台各省市同鄉會負責人到北京訪問，湖北省委書

記羅清泉先生暨正副省長等來台訪問，作者曾代表湖北同鄉會

接待歡迎，兩岸形勢大好。但自台灣民進黨執政後，竟在美日

挑撥下說；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竟主張「抗中保台去中國

化」，又引起兩岸戰爭危機。幸在去(2022)年底，台灣縣市長選

舉，民進黨慘敗，乃又提出「和平保台」，習大大於新春賀詞

中，亦說「兩岸一家親」，但願都是真話，兩岸人民都能幸福

和平，永無戰爭。 

今(2023)年正月二十二日(國曆一月十二日)，是我癡長百歲

的母難日，感謝我的親友暨家人為我隆重慶生，感謝我棗陽旅

台同鄉會為我祝壽及致贈壽牌一座，感謝我省旅台同鄉會樊理

事長楚樵、梅秘書道岡於同鄉春節團拜時為我慶生，請數百位

鄉親分享蛋糕，感謝梅秘書在湖北文獻刊出我的祝壽文「百年

巨變的尋夢人生」。特別感謝湖北省台辦書法家劉副主任恆森，

親書「壽」字條幅一幅，家鄉「棗陽人」名刊首例將我列為封

面人物，此舉是我殊榮，但更使我覺得此舉對兩岸和平，應寓

有更深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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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湖北名書法家劉公恆森(湖

北省台辦前副主任)向作者致贈

『壽』字祝壽 

 

 

 

 

 

 

 

 

 

 

 

 

 

 

 

 

 

 

圖 2-11 作者癡年百歲，湖北棗陽

同鄉會全體鄉親鑄『壽』字一

座，向作者頌祝百歲壽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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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家鄉「棗陽人」名刊將作者列為封面人物之玉照， 

也是對旅台鄉親之首例刊載，僅謝！ 

近讀台灣已故佛教領袖淨空法師精選「諸子治要」及「群

書治要」，兩書名言倡導道德教育及兩岸和平，又出版「老人

言」一書，印贈各界，並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任登第教授親撰

「老人言、聖人訓」，劉余莉教授撰「中華傳統倫理與當代道

德建設」，北京師大郭齊家教授撰「拜讀『老人言』」，頗值

關心國事  及人類前途之各界人士閱讀，對弘揚中華文化與復興

中華民族，促進人類生存，頗有貢獻，值得一讀。 

最後我願在此再次向「棗陽人」致敬，感謝「棗陽人」為

全世界的棗陽人服務，使明天的棗陽，比今天更好。 

李發強寫於 2023 年 8 月，於台灣台北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