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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  重  要  啟  事

（本刊訊）台北市大埔縣同鄉會 109年第 1季慶生會（1至 3月份）於 109年 3月 22日（星
期日）假會館 3樓舉行，當日雖然還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但上午 9時左右會員鄉親們在做好健
康自主管理、量額溫及戴口罩下踴躍參與報到，彼此寒暄祝福，近 10時左右參加鄉親及眷屬人
數約達 30餘人。
活動開始，黃東祥理事長向所有參加的壽星們祝賀。隨後，由理事長及壽星們合唱生日快樂

歌，接著由壽星郭碧桐老師代表吹蠟燭、切壽糕，並獻上滿滿的祝福。

為避免彼此拿食物時口沫傳播的風險，本次慶生會茶點採分送每人一份西點餐盒的方式，同

鄉會設想周到之用心，讓參加的壽星及鄉親們備感貼心。活動至 11時許圓滿結束，接著分送與
會壽星大樂透彩券 2張，並祝福壽星們於 3月 24日能中大獎，讓每位壽公、壽婆渡過一個特別
又溫馨的慶生會。

本會「書法國畫班」郭碧桐老師代表第 1 季的壽星們切蛋糕

壽星們齊唱生日快樂歌 黃東祥理事長致賀詞 理事長介紹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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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國畫初級班」師生作品成果展 圓滿閉幕
由本會會員且是著名國畫書法家郭碧桐老師授課的「書法國畫初級班」，於 109

年農曆春節期間配合團拜活動舉行師生作品成果展，並於 109年 3月 26日圓滿閉幕，
展出期間深獲數百位參觀之海內外鄉親大加讚賞。

本次書畫作品成果展，於 109年 1月 30日（大年初六）配合春節團拜活動舉行
開幕式，當日計有本會與友會鄉親約百餘人參觀畫展，鄉親們對參展之畫作均讚譽有

加，且紛紛在畫作前拍照留念。此外，陳展現場計展示 14幅國畫與書法作品，透過
展示的畫作，帶領鄉親們跟著藝術創作的腳步與視線，欣賞傳統國畫與書法的藝術之

美。

陳展期間，「書法國畫初級班」師生亦相偕到展場觀賞畫作，並感謝同鄉會提供

良好之場地，且異口同聲表示，未來將再接再厲創作更好之作品，以回饋鄉親。

本會前榮譽理事長朱尚威將軍（曾任第 18屆、19屆理事長）
於 109年 2月中旬往生，享壽 97歲，家屬於 3月 17日上午 8時，
假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懷德廳」設奠家祭後，隨即舉行公祭。

當日追思告別式，黃東祥理事長偕同藍格明、張海清常務理

事、羅大榮理事、吳宗道顧問、鄉親代表及曾總幹事等前往參

加，並訂製高架花籃及申辦電子輓聯，以表敬輓。

此外，廣東省大埔縣台港澳辦公室以及大埔縣常委黃建庭主

任等大埔鄉親也分別獻上祭文及花籃，以示對朱將軍崇高的敬

意。

（本刊訊）本會出版組於 109年 4月 20日上午召開第 24屆第 1次編輯委員會，會中針對大埔通訊第 40期之編輯實施研討，
盼能如期完成印製發行。

由本會敦聘知名客家歌謠比賽評審李秋霞老師親自

授課的「客語歌謠班」，恰逢春節期間暫停上課，經

109年 3月 4日恢復授課，當日下午全體學員均賣力複
習老師曾教唱過的歌曲，並積極學習較高難度之客家小

調歌曲「哥去採茶」，因老師反覆示範教唱、分段分句

帶唱及學員們專注練唱後，終將全首「哥去採茶」歌曲

完整學會，讓參加授課之學員們直呼，真是不虛此行。

「客語歌謠班」學員一同歡唱、歌聲優美

「客語歌謠班」學員上課期間賣力學習、專注練唱

「書法國畫初級班」師生作品深獲海內外鄉親好評，並紛紛與畫作合影

出版組召開第 24 屆第 1 次編輯委員會，針對 40 期大埔通訊編輯實施研討

本會前榮譽理事長朱尚威將軍仙逝

本會出版組召開第 24 屆第 1 次編輯委員會

本次會議發言非常踴躍，出席及列席會

議之委員與顧問們均提出具參考性之建言，

一致決議大埔通訊目前仍維持每二個月發行

一期，且同意會務單位規劃之各版編輯內容

構想，並希望大家配合截稿時間提供稿件，

俾使本期大埔通訊能順利於 109年 5月 1日
前完成編輯出刊。

至於大埔會刊仍維持每年會員大會時出

版一期為主。另外，為加強本會網站功能，

將增設專人維護管理，充實網站內容，以提

昇網站之可看性及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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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鄉親赴  國父紀念館獻花致敬

109年 3月 12日適逢  國父逝世 95周年紀念日暨植樹節，當日上午 9時 40分本會黃東祥理事長率同藍格明、張海清常務理事、
黃麗鸝理事、郭維禮常務監事、曾總幹事及鄉親代表等一行約 30人，前往  國父紀念館，並依館方安排進入大廳，參加世界廣東
同鄉總會致敬團行列，向 國父孫中山先生銅像獻花及行禮，以表達對  國父偉大貢獻的崇高敬意。

（本刊訊）109年 3月 28日本會黃東祥理事長，參加華僑
協會總會第 20屆第 1次會員大會暨改選理監事，黃理事長當日
順利當選華僑協會總會理事。4月 6日華協總會召開第 1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決議事項如下：

票選出林齊國、伍世文、陳三井、趙麗屏、李文輝、沈寶玉、

黃東祥、藺斯邦、沈大川等九位為華協第 20屆常務理事。接著，

從中票選常務理事林齊國先生為第 20屆理事長。三位常務監事，
互推陳樹華先生為監事會召集人。

華僑協會總會理監事就職暨理事長交接典禮，於 4月 21日
上午 10時在華協總會一樓會議廳舉行。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
長親自出席就職典禮並主持理事長交接。理監事之當選證書，

則由林理事長頒發。

黃理事長率團至  國父紀念館獻花行禮 獻花行禮結束後本會與友會鄉親合影

恭賀華協總會第 20 屆林齊國理事長、黃東祥常務理事

黃東祥理事長（前排右五）參加華僑協會總會理監事就職暨理事長交接典禮，並獲頒常務理事當選證書

黃東祥理事長及惠州同鄉會黃信麗理事長二人拜會僑聯總會並合影留念

拜會僑聯總會鄭致毅理事長獲益良多
（本刊訊）109年 4月 8日上午本會黃東祥理事長

及台北市惠州同鄉會黃信麗理事長二人，接受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的邀請，前往僑聯總會拜會鄭致毅理事長並與

秘書長及各處處長座談交流。

黃東祥理事長希望，今後除加強世廣總會、大埔及

惠州同鄉會等友會間的交流互訪外，並就會務發展等事

項向僑聯總會理事長及各處處長們請益。鄭致毅理事長

則強調，每一個社團都有其自身成立的宗旨，他始終堅

持僑聯總會創會宗旨，且秉持著方向，勇往直前，努力

達到目標，決不懈怠。更重要的是，鄭理事長有一個成

功的座右銘「誠懇待人、勇於任事」，並以「為人厚道」

為先決條件，雙方合作首要講求真誠互信，如此才能維

持長久發展及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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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傑智 繆芝薇伉儷於參訪景點中合影

訪台北市大埔客家親

第十屆世界惠州（府署）同鄉懇親大會參訪記事

林文映
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會長

蔡傑智 繆芝薇

筆者走訪過地球上無數的客家同鄉會，會所以台北的大埔縣同
鄉會最為豪華，以香港、東京、新加坡的標準，都堪稱「甲級寫字
樓」，像許多星級酒店一樣，要刷卡才能按動樓層數字。香港大大
小小的客家商會社團散落在港九，但多數在「五十年不變」的老舊
樓廈。
據台北市大埔縣同鄉會黃東祥理事長介紹，這個會所與香港有

密切關聯。話說前年仙逝的香港實業家田家炳先生，也是大埔客家
人。這位低調的富豪，早年曾與其他海內外鄉親給台北的大埔鄉親
們捐資，在市中心認購了多處大型優質物業。黃理事長說田先生還
設立獎學金，獲獎者從小學一直讀到博士，皆可獲得田家炳先生獎
學金頒發的款項。
「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大廈千間夜眠八尺」是田老的座右銘。

他的慳儉到了凡人難以想像的地步：八十大壽也不擺酒。一瓶礦泉
水一直拿在手裡，從機場拿到賓館，不喝完絕不扔掉；一雙鞋穿了
十年，但他捐建的學校逾三百家，他曾被評為「感動香港十大人
物」，獲得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另筆者在他辭世時寫過一篇文
章（鏈接：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18-07/22/28227.html）讀
者如有興趣可參閱。
在台北市大埔縣同鄉會會所見到相識多年的台北市梅縣同鄉會

榮譽理事長古龍建先生。他是退役將軍，還是公費留美的博士，可
謂文武雙全。筆者乃弱質女子，對軍旅既無興趣也知之甚少，經古
將軍介紹，才知道客家人不僅在黨政商學界人才輩出，在軍界出類
拔萃者亦眾。最近震驚海內外的「黑鷹墜落」事件，是國軍歷史上
最嚴重的空難，殉職者多是軍中精英，其中有三位是客家裔，包括
參謀總長的的侍衛官。古榮譽理事長說，大致上跟他同期退役的將
軍，就有五位是客家子弟。
大埔是遐邇聞名的將軍縣。從大陸隨蔣公遷到台北的客家官兵

有很多，其中一位是如雷貫耳的梅州大埔人羅卓英。他在戰場上是

鐵血將軍，在台灣每遇鄉親父老，卻是謙謙君子。羅卓英是陳誠的
鐵杆哥們，倆人是保定軍校的同班同學，還是同桌，教官之一是黃
琪翔，也是梅州人。陳誠是蔣介石最寵信之將。
說到抗日名將，筆者聽過張自忠、薛岳、杜聿明、王耀武、張

靈甫、孫立人，但僅限於「聽過」，原來論作戰次數之頻繁，戰區
跨度之大，戰績之輝煌，以羅卓英為最。民國元老于右任稱其「行
三萬里程，打二百回仗」，以集團軍總司令的身份參與的大型會戰
多達八次，轉戰於全國五個戰區，甚至遠征國外，出任印甸遠征軍
總指揮。
筆者雖研究客家文化多年，家鄉亦是梅州，但有些細節卻是聞

所未聞，所以每次出行都覺得收獲滿滿。譬如大埔三河壩有一座中
國最早興建的中山紀念堂，始建於民國十八年（1929年）。大埔的
百侯幼稚園，則是大陸最早的農村幼兒園之一，在陶行知的影響下
創辦，於 1936年開始招生。
探究這個縣名的由來，亦可窺見中國歷史。話說五胡亂華，大

批流民南下，衙門為方便統一管理，東晉年間在湖寮設縣取名「義
招」。因當地層巒疊嶂，「七山二水一分田」，唐宋時改稱「萬川」。
再後來，因客家人稱旱地為「埔壩」，壩多面廣遂稱「大埔」。
有個無從考證但很有趣的傳聞。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初，大

陸與香港的生活差距非常大，偷渡客很多。話說有一群大埔縣人在
羅湖邊境偷渡被截停，哨兵詢問來者戶籍，答曰「我係大埔人」，
哨兵大手一揮放行，因新界確有地名叫大埔。
筆者走訪當日，碰巧趕上大埔縣同鄉會定期舉辦的客語歌謠班

授課，祖籍梅州、惠州、中山各縣的鄉親們濟濟一堂，用不同地方
口音的客家話同唱「阿姆介雙手」、「採茶細妺」，還錄製了客家
春晚的賀歲節目。作客他鄉，筆者感受不到孤單，而是「客家天下
親」的濃濃情意。

民國 108年 11月 28日至 30日，世界惠
州（府署）同鄉懇親大會在廣東省惠州市舉
行，由台北市惠州同鄉會黃信麗理事長帶領組
團參加，特別貴賓是台北市大埔縣同鄉會黃東
祥理事長（世廣總會會長）擔任名譽團長，訪
問團一行 23人接受盛情的接待。

11月 27日下午，我們搭乘飛機到廣州（白
雲機場），一出機場就受到熱情歡迎，大會派
專車接機，送我們到達惠州市，並住進了五星
級大飯店。
本次懇親大會的宗旨「聯絡鄉誼、洽談經

貿、促進發展、共創繁榮」。主題：「一帶一
路謀發展、四海一心惠州情」；此次大會世界
各國惠州鄉親都組團參加，讓我們了解海內外
惠州鄉親團結奮鬥的精神，並滿懷鄉情。

大會特別安排台北市惠州同鄉會理事長黃
信麗上台介紹目前會務發展情況，讓全世界鄉
親都能了解台北市惠州同鄉會，藉此互相聯
絡，增進鄉誼。
大會在晚宴中編排很多精彩的歌舞表演，

因為節目豐富，時間有限，所以本人未能如願
上台表演（二胡獨奏），只有回飯店在樓下大
廳演奏幾曲，以琴會友，表達鄉誼，如今回憶，
呈現眼前，謝謝鄉親們鼓勵的掌聲。
這次參加活動，我們遊覽了惠州西湖、參

觀了紫金縣國父故居、河源客家文化、恐龍博
物館及萬綠湖、連平岩洞和惠能祖廟及廣州
市的中山紀念館，俗語說得好：「百聞不如一
見」，希望有機會再次看到惠州十屬的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