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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剛議員一行蒞臨本會訪問

核發 111 年重陽敬老金作業將完成
本會審查作業發現，很多會員申請人之地址及連絡電話
與所留資料不符，如果通信地址更正，必須立即來電告知，
否則本會敬老金將按戶籍地寄發。
部分會員未繳交 111年度及之前常年會費者，請速補繳
常年會費。
申請表請於 9月 10號前寄回（以郵戳為憑）。
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111年度重陽敬老金，改為
滿六十五歲（46年 10月以前出生者）即可申請，將在重
陽節前以【現金報值掛號】按址寄上。
111 年 9 月 24 日上午 10 時舉行第三季慶生會
本會 111年第三季慶生會（7至 9月份生日），訂於 111
年 9月 24日（星期六）上午 10時在本會會館三樓舉行。
歡迎 7至 9月份生日之壽星們踴躍報名參加。參加者請先
電話本會登記，以利備妥壽星紅包乙個。
10 月 12 日僑聯總會舉行慶祝第七十屆華僑節大會
111年 10月 12日上午 9時在國軍英雄館，僑聯總會舉
行慶祝第七十屆華僑節大會，本會受邀參加，當日出席大
會者，可領取精緻實用之日用品乙份。歡迎理監事及會員
於 9月 9日前報名參加，並由本會列冊送請僑聯總會辦理
出席證。

111 年 9 月 21 日僑聯舉辦【風華 70 光耀全僑】歷史文物
圖片展
111年 9月 21日上午 10時本會受邀參加僑聯總會舉辦
【風華 70光耀全僑】歷史文物圖片展開幕典禮，本會受邀
出席，並請理監事暨會員自由前往參加。
本會訂於 11 月 19 日舉行自強活動一日遊
本會 111年 7月 30日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訂於 11月

9日（星期六）舉行新竹、苗栗一日遊，本次旅遊計畫將
與豐順、梅縣及惠州等同鄉會聯合舉辦。惟疫情關係，將
授權會務人員適時辦理。報名作業等相關事宜，將另函通
知。
增聘幹事余賢修乙員協助總幹事工作
余賢修先生，籍貫大埔縣人，年 28歲，輔仁大學研究所
碩士。經本會第二次臨時理事會通過，同意余賢修 9月 1
日起試用幹事工作三個月，期滿再檢討任用。
敬悼 徐永棠鄉長辭世
本會會員徐永棠鄉長慟於民國 111年 8月 3日病逝於桃
園龍潭，享壽 95歲。

本 會 重 要 啟 事

（本刊訊）111年 7月 30日上午 10時，吳志剛議員一行五員由辦公室主任趙慈宇先生安
排在本會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前拜訪本會與每位理監事見面。當日貴賓有：行政院客委會前

副主委劉東隆先生、台北市永定同鄉會江宇強理事長及榮譽理事長黃建興先生等鄉親陪同蒞

會訪問。

吳志剛議員致詞表示：貴會目前擁有一座美輪美奐的辦公大樓，座落在羅斯福路三段精

華地段之捷運出口，且同鄉會在理事長帶領下，把會務經營的可圈可點，照顧鄉親的福利已

有慶生會、舉辦客語歌謠班、國畫書法班、每月舉行專題講座，以及照顧大埔在學子弟不遺

餘力，從小學一年級起至博士班學子，只要成績良好者，都能申請到【田家炳先生獎學金】，每年發放 60位獎學金，自去年
開始在財政寬裕下，去年起又增設重陽節敬老金，這些活動非常有意義，祝福貴會會務昌榮，鄉親幸福、平安吉祥 !
劉東隆副主委表示，希望大埔同鄉會在活動上能夠與友會多合作交流，參加友會活動，增進鄉親情誼，相信東祥理事長

近年來已經做到了，恭喜大家、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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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受邀出席
【中國表演藝術共和獎】頒獎典禮

參加紀念七七抗戰音樂會
111年 7月 7日下午 2時，黃東祥理事長受邀前往中山堂，參加中

華民國各界紀念七七抗戰音樂會，當日中午起雖下著大雨，下午音樂

會各界代表出席者約計 300多人，眾星雲集，尤其各軍校校友代表，
唱著愛國歌曲，讓所有與會者，深為感動！呼籲大家精誠團結、捍衛

中華、承先啟

後、發揚抗戰精

神。這次音樂

會，是一場真正

愛國的表現，大

家一致達成【爭

取和平；唾棄戰

爭】全民共識。

111年 7月 30日香港【中國
表演藝術共和獎】組委會來函，

邀請本會組團前往香港表演學院

訪問及參加中國表演藝術共和獎

頒獎典禮（參閱邀請函）。來函

表示：該會創辦頒獎典禮的宗

旨，就是要團結香港僑胞、台灣

同胞、大陸同胞、兩岸三地華僑

華人，促進國家和平統一，共享

和平！

目前，台港兩地疫情嚴峻，

俟情況再議是否報名參加。

香港鄉親
吳佩平一行蒞臨本會

受邀參加【當我們心汐藝起音樂會】

111 年 7 月 13 日 下
午 3時，香港鄉親吳佩平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博

士生）、李家沖（港商）

及高小姐等一行三人，拜

訪本會，由惠州同鄉會黃

滋光理事陪同拜訪本會。

當日黃理事長及曾總幹事

予以接待茶敘及座談，並致贈每位鄉親大埔會刊及大埔通

訊等刊物。香港鄉親表示，今後願意協助本會活動，義務

擔任台港兩地鄉親橋樑及交流工作。

111年 8月 21日（星期日）下
午 1時 30分至 4時 30分。東祥理
事長、法律顧問余鑑昌律師及會員

代表一行卅人，接受汐止國中校友

潘英穗會長邀請出席【當我們心汐

藝起】活動，參加【汐止國中國樂

團暨校友及樂友聯合音樂會】及慶

祝餐會。

聯合音樂會成員是一群愛好國

樂、音樂的人士組成。最大的特色

是老、中、青三代組合而成，主要

成員有汐止國中國樂團、汐止青年

國樂團以及來自生活美學國樂團，樂團人數約計 50餘人，堪稱是大型樂團。
表演曲目有：【東北風】、【小城故事】、【望春風】、【桃花過渡】、【採茶歌】、【月亮代表我的心】【感恩的心】⋯

節目非常精彩。東祥理事長上台致詞表示，汐止國中出人才，國樂團在全國國樂團比賽，曾多次獲獎，可喜可賀，希望

多加練習，走向國際，讓汐止國中揚名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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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川虎影知多少

大埔的“虎”

虎為百獸之王，喜聞東北三小虎向全世界征名消息，感

慨萬千，東北虎是幸運的，它子孫興旺，而同為百獸之王野

生華南虎則已滅絕，同虎不同命，華南虎只能在文字或語言

上出現。

大埔古稱萬川過去是華南虎的樂園，流傳不少虎的故事，

林林總總，只能擇要而述，先話黃姓不鬧洞房由來。龍崗中

憲第是進士黃扆的故居，他的後人告訴我，那年高祖之輩新

婚，因膽小斯文到鬧洞房時藉口出去如廁，眾人久等未回散

去，新娘獨守到天明，第二天在附過發現骸骨，才知新郎葬

身虎口，從此黃姓立規不鬧洞房。新娘矢志守節不嫁，族人

在其中年後，在近建圳下寺黃巷青燈伴終老。再後在圳下寺

創辦虎山官學，為虎山中學前身。

老虎打豬，解放前幾年黎家坪磜頭幾農戶合養會豬，以

備春節肉食，已到獵月某日，楊延芳早起大便聽到豬哀嚎，

發現虎叼豬緩步而行，他大呼老虎打豬啦，村民即起敲鑼嚇

虎，那廝不慌不忙邁著八字步走去，快到一條水坑時縱身一

躍到對面，因鬆了口豬掉下水坑，那虎很不情願慢慢爬上對

面半山墳墓，很久才離去，從此一連三天下午出現大聲吼叫，

村民皆早息求安。

老虎偷豬。民國期間黎家坪將軍輋村農婦楊粉早起喂豬，

兩條百多斤豬搶食正歡，她回廚房做飯，半小時後回到院子

發現只有一條豬，在村中遍尋未見蹤影，疑有人偷豬，眾人

認為不可能，這麼短的時間不可能偷走，再說豬會叫又已天

亮，留下迷團。半個月後村民抄小路上百侯，在大科尾山龍

發現發臭的豬腦殼、豬腸等，才知道豬被虎偷吃了。

人虎相安。還是將軍輋村，那年春耕大忙，村民羅益伯

母在幾里外化眉塘勞作，近黃昏才回家，越走越暗，小路只

見一條白影，路大小寬才半米左右，突然聽到響聲，一似牛

之物上行和下行的她擦腳而過，她一隻手還碰到光滑以背的

東西，她喃喃自語，這麼暗了，誰家的黃牛不牽回去？到家

後說起此事，家人認為村中無人養黃牛，那不是牛，第二天，

在泥濘的小路上發現虎腳印，才知福大，人虎相安無事。

菁田臥虎。上世紀 40年代，湖寮新村一農婦早起出工，
在坎上看到一虎臥於菁（染料植物，時人多種）田，大驚即

回請村中有功夫的劉某驅虎，他拿耙頭（武器）猛搖，響動

上面銅錢，虎不理，他又大喝嚇虎，虎見他高大威猛，耙頭

飛舞，才起身伸個懶腰，慢條斯裡向上渡口走去。

湖寮龍崗新村、黎家坪發現虎影，大安村的山豐虎事，

頗多充滿奇趣，牛與虎鬥，人與虎鬥等。“如群牛禦虎”。

那年冬天，村民把牛趕入山中遊牧，一虎來襲，群牛在田裡

尾朝裡頭朝外成圓形，虎向那頭牛撲來便舞動雙角，虎占不

了便宜自行退走。“雨笠嚇虎”。一村民戴雨笠從山中回家，

虎相隨而來，他快虎亦快，虎見雨笠大於口不知何物不敢進

攻，直至村口虎才止步。“火爐驅虎”，嚴冬之夜家狗衷嗚，

農戶聽到門外有動靜上樓觀之門外有虎，情急之下把取暖手

爐拋出門外，火星四射，虎大驚逃之夭夭。“老虎打豬兜”。

一農戶喂一群小豬後回房，虎來欲吃小豬，小豬四散狂奔，

帶動圓形豬兜滾動，慌亂黃昏中虎以為是小豬叼起就跑，農

婦出門大呼，虎逃甚快，第二天農婦找回豬兜。

大埔虎事不少，縣誌中有銀溪虎食二人，恭州兩雄虎相

搏，高陂有多人死於虎口諸事。今非昔比，當日山大王已消

失在歷史煙塵中，嗚乎哀哉！昔時百獸王，今日在何方。神

采已難覓，雄風不再揚。山林空失色，峻嶺亦神傷，王者化

丹青，追思歎息長。

今年是虎年，在此，我聯想到本地“虎”，據我所知，

大埔含“虎”的地方不少，單單縣城湖寮便有五虎山、虎山

公園、虎山市場、虎山中學、虎中路、老虎爬樹、老虎塘及

青溪鎮的虎市、百侯鎮侯北村的虎形。這些地方，它們都包

含有“虎”字。

五虎山：位於大埔縣城湖寮的南端，五個矮山頭挺立並

列蹲在南隅，故古人命名為五虎山，並沿用至今，現有一、

二個山頭開闢為公園。

虎山公園：位於大埔縣城湖寮的南端，1988年籌建，初
由縣文化局經辦，後移交縣建委續建，山頭高度僅二百多米，

設備齊全，樹木花草蔥蘢，距縣城又不遠，是縣城市民，特

別是中老年人旅遊健身的好去處。

虎山市場：是大埔遷縣城以來，最先建的農貿市場。湖

寮原先一、四、七為老街圩日，時至今日，圩期來臨之際，

附近村民，均會載著、運著、挑著農副產品到虎山市場周圍

一帶攤擺，顯得熱鬧非凡，成為大埔縣城的一道風景線，有

點城中墟感覺。

虎山中學：初創於 1906年，當時名為“湖山官學”。
1936年由羅卓英、吳奇偉、藍晉卿創導籌資建築。因背倚縣

城氣勢磅礡的五虎山，遂名為“虎山公學”，1941年更名為
虎山中學，學校面積 80435平方米，全校教師 300多人，弟
子三千多的大埔名聞遐邇的一所重點學校，為梅州市十所國

家級示範性中學。

虎中路：街道名稱。位置在虎山中學校門前足球場外，

這條街道周圍是居民區，居民住戶多，商貿也繁榮。

虎市：具體位置在大埔縣青溪石下壩，是大埔比較早的

集市之一，因汀江水道上接龍汀，下達潮汕，福建永定、平

和、武平等地特產，農副產品在此貿易交換。虎市的由來，

是因為附近有虎頭沙地，故青溪在明朝嘉靖年間稱虎頭沙社，

清乾隆年間改稱虎頭沙甲，故名虎市。

百侯鎮侯北村有虎形，據說侯北有虎形，侯南便建觀音

亭，傳說觀音能擋虎。這是民間傳說，是神話，說說笑話便了。

大埔客家民居古建築的二廳二橫的正廳進入橫屋的左右

二套門，一個叫龍門，一個叫虎門，也有人統稱龍虎門。

大埔縣城虎山旅社，湖寮鎮黎家坪村青坑口對面一座山

叫“老虎爬樹”，湖寮龍崗村黃騰坑有地方叫“老虎塘”，

這些地方我不熟悉，只知地方名罷了。以上是我知道的大埔

嵌“虎”的地方。

大埔人 蕭紹彬撰稿

大埔人 楊燕秀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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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最愛喝娘酒
因為新冠疫情，香港與內地已封關近兩年。也許是為了

慰解客家香港同胞的鄉愁，家鄉最近送來大批客家娘酒，通

過香港梅州總商會、香港梅州聯會、香港梅縣同鄉會等社團

發放。喝家鄉酒，一時成了鄉親們的熱門話題。

筆者平素滴酒不沾，無從評價酒的優劣。但娘酒是客家

飲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很值得寫一寫，更值得弘揚。

號稱「娘酒」，顧名思義，離不開客家女性。相傳客家

人釀酒的源起，是給坐月子的女性補身子。這種用糙糯米為

原材料製成的黃酒，也就稱為「娘酒」。

娘酒名稱的由來已難於考證。但全人類各種族的產婦，

可能只有客家人有大量喝酒的習俗。在傳統的客家山區，乍

聞媳婦有喜，婆家娘家即密鑼緊鼓釀酒，通常是數個大甕甚

至逾十甕。客家婦人做月子的整個過程，如同「泡在酒缸裏」，

每天灌數大碗生薑爆炒走地雞烹煮的黃酒。

筆者以前在粵東鄉下，經常看到哺乳期的嬰兒「喝得」

紅光滿面。「過奶」使得客家人在襁褓中已「酒精考驗」，

接受酒文化的洗禮而茁壯成長。

除了坐月子，太多數客家婦女平時並不喝酒，但大致上

都會做酒。滿清時期的婦女都裏小腳，只有客家女性拒絕纏

足。太平天國有一支由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嬌統領，以客家婦

女為主力的娘子軍。也因此，曾國藩稱客家女為「大腳蠻婆」，

如今看來是褒揚而不是貶抑。

客家女性不纏足有很現實的原因。當山外的大家閨秀小

家碧玉們都以「三寸金蓮」走路婀娜多姿為美，客家女人的

一雙大腳卻紮紮實實地踩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這個世界上，

能夠駕馭膘壯的水牛拖着鐵犁翻土，同時用綁帶背着孩子的

女人不多，客家女肯定是最出色的一群。她們的身影，構成

了中國傳統鄉村最亮麗的一道風景線。

溫淞章中醫師告訴筆者，客家婦女產後第三天吃的雞通

常都是沒有閹的大公雞及炒過的姜煮娘酒。

自古「男耕女織」，但粗壯其實不是客家姑娘的底色。

客家男人出外打拼謀生者眾，家裏的灶頭鑊尾，針頭線尾，

田頭地尾，家頭教尾都落在媳婦身上。夕陽西下，忙完農活

回家，夜晚還得挑亮煤油燈趕着做女紅，催促孩子背書寫字。

這是客家婦女的生活常態。每逢節慶將臨，還要張羅釀造甜

香的娘酒，守候長年在外打拼的男人歸家。客家娘酒煮雞，

具有暖身、袪寒、補血之功效。燙熱喝如同江浙滬地區的黃

酒，袪寒祛濕，對腰背痛、手足麻木、風濕性關節炎均有食

療之益。娘酒的度數較低，與紅酒相約，口味大眾化，適宜

日常飲用。所以除了產婦坐月子用以進補，客家人每到冬季

也都習慣進食娘酒煮雞。遇有婚慶、壽宴，或擺滿月酒，更

是招呼賓客的一道佳餚。

作者林文映（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會長）

沁春園與鄉親分享宋詞六首 余鑑昌

2022、5、9到 2022、5、17，以不同主題，均依詞牌「沁園春」填寫，借以表達天下萬事萬物不拘泥可翱翔，當一理
通百理通，人生可以「百變（戰）不殆」，「古式（宋詞）今用（今境）」即以「優良傳統」為基礎，賦予新時代元素

予以「新榮再生」。

沁園春．藝海有情天

思遊天穹，攬觀地廬，同入我心。曙出披雲彩，晚來霞暮，

星辰夜舞，朝夕相循。

海闊波連，湧推拍岸，白雪激花記浪痕。山流水，谿谷聽

音盪，曲樂輕吟。

詩言詞話說文，揮筆墨、精工巧技耘。筆行圖見景，多元

藝術，相呼相應，內外皆芬。遒勁清靈，抱樸舒展，互利

齊揚跨步跟。邀長嘯，傲唱鳴高遠，王霸君臨。

沁園春．羽球有情天

拱手登場，氣凝神注，蓄勢占先。羽飛如弩箭，先壓速度，

再求平穩，精益刁鑽。上下垂弧調前後，正反九宮陰陽自

然。移米步，瞬間彈腕指，分數來添。

直來對回斜往，若輕知應變，長正方圓。走位抓主動，攻

擊接續，擺脫遭制，進退相連。短吊長切能快慢，左右虛

實剛柔緊寬。讀勝負，大刀迎玉劍，雲舞其間。

沁園春．四季看人生

春雷驚蟄，犁墾耕播，植下幼苗。暖和迎初夏，鋤耘汗落，

知曉勤苦，成長揚飄。颯爽金風，秋收穗滿，何處蟬音把

酒邀。歲迎晚，冬寒知藏庋，不怨風瀟。

何愁凡事年韶，無憂慮、鎏金歲月嬌。夢圓別狂狷，踏實

步舞，起航歌櫂，破浪迎濤。經歷起伏，翳如盛壯，走向

人生峰頂高。莫言老，逸趣歌自樂，遠影輕搖。

沁園春．壽山石瑰

碧翠林深，谷溪廻繞，景迷嶺濛。閩中出珍寶，田黃帝品，

芙蓉君子，水線都靈。鹿目紅塵妃子笑，善伯水洞風華各

崇。宜手握，細凝隨溫潤，瑰色嬌生。

雕冰巧精剔透，畫脂石上映，一相思功。巧藝刀舞奏，東

門圓刻，西門薄意，各有傳承。昌碩白石曾治印，主蘭壯

為遺留篆形。揚韻味，可人石不語，接捧相迎。

沁園春．和闐玉 / 翡翠

岳聳峰連，亙天無際，邈思詠吟。古從獨山起，紅山岫玉，

璧琮良渚，各見流芬。日月天精地華育，峻峭聖山喀什玉

臨。昔引喻，五德言君子，施藝瑰珍。

蜿蜒舞裳流曲，小鎮出翡翠，帕敢名聞。種水工色底，方

圓論品，濃陽勻正，俏入霞衾。春暖碧波池塘綠，佩環馬

鞍嬌姿悅人。添秀麗，捕捉身影媚，點綴紅塵。

沁園春．紫器 / 建盞

霧杳蠡園，凍波微舞，棹搖太湖。舀碗沉魚水，輕招紫氣，

爐煙徐裊，茗入清舒。手握方圓攬天地，口啜飲懸提砂器

壺。一片綠，引來芳香韻，神領空無。

星空夜河幕罩，碗中迎曜變，難遇獨孤。指轉娛建盞，蘭

花金碗，烏龍伸展，琥珀澄出。憶往甌中相鬥翠，輾醍醐

芬揚邀品讀。武夷秀，釉晶疊嶺下，爭睹於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