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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舉辦 110 年第 2、3 季慶生會

一、 110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本會舉辦會員一日遊活動
為連絡會員之鄉情鄉誼，本會定於 110年 11月 13日（星期六）

舉辦金山等地區一日遊活動，並請完成報名之會員鄉親按時集合
報到。
本次 1日旅遊，請於當日上午 7時 30分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

前集合上車，上午 8時準時發車，逾時不候；預定晚上 8時返抵
台北集合地點。
有關旅遊活動之事宜，請參閱本次活動須知；另外，同鄉會將

密切掌握疫情狀況，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指引，實施滾動式調
整。

二、 田家炳先生獎學金，申請日期至 110 年 12 月 1 日（星
期三）截止

本會 110年田家炳先生獎學金（含大專院校、高中職及國中、
小就讀學生）訂於 110年 10月 15日起至 12月 1日止接受申請（以
郵戳為憑），凡本會會員或其子女符合資格者皆可提出申請（申
請表格參考 57期大埔會刊第 107頁，請影印使用）；請於表格填
寫完成後，將表格及 109學年度上、下二學期之成績單（國中、
小就讀學生建議最好能提供有百分比的成績單，以利評核）與相
關證明文件，以掛號郵寄或親送到會館，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羅
斯福路三段 156號 3樓。
三、大埔會刊 58 期徵稿啟事
本會將於 111年 2月出版第 58期「大埔會刊」，敬請理監事及

大埔鄉親們，本著愛護同鄉會的熱忱，踴躍賜稿；期盼在台的年
輕鄉親們也能多投稿並提供意見，使「大埔會刊」有年輕人的朝
氣與活力，以吸引更多年輕鄉親參與及投入同鄉會事務。
如蒙賜稿，請於 110年 12月 15日前郵寄或電傳至台北市大埔

縣同鄉會編輯部收。

四、 110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10 時舉行第四季會員慶生會
本會 110年冬季慶生茶會預定於 12月 25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假會館 3樓舉行，歡迎 10至 12月份生日之會員壽星們踴躍報
名參加；另為便於人數統計，請壽星們先行連絡曾總幹事（電話
02-23929968）登記，本會將不再寄發通知。
五、會籍調查表請會員寄回同鄉會，以利作業
本會將於 111年 2月舉行第 24届第 3次會員大會，為辦理會員

會籍調查，有關「111年會員會籍調查表」預定於 110年 12月上
旬寄發給會員鄉親，敬請鄉親配合在 111年 1月 10日前填妥調查
表並回寄，相關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1. 戶籍住址如有異動，請檢附身分證影本，以利核校。
2. 不論資料有無變動，請會員確實填妥調查表並回寄，俾作為寄
發開會通知單之憑據，以維會員權益。

3. 有關會籍調查等相關問題可電洽同鄉會。
六、 110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10 時世廣總會舉辦紀念 國父誕
辰，向 國父銅像獻花致敬活動

僑聯總會、世界廣東同鄉總會預訂於 110年 11月 12日（星期五）
上午 10時在 國父紀念館舉辦紀念 國父誕辰 156週年，向 國父銅
像獻花致敬活動，歡迎理監事及會員鄉親自行前往參加，並請於
活動前 20分鐘報到入場。
七、 華僑協會總會將於 110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舉辦慶
祝中華民國建國 110 週年音樂會

華僑協會預訂於 110年 11月 20日（星期六）下午 2時在台北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行慶祝中華民國建國 110週年音樂會，歡迎
理監事及會員鄉親報名索票入場，並請於活動前 30分鐘報到。

本 會 重 要 啟 事

（本刊訊）本會 110年第 2、3季（4至 9月份）慶生會於 110年 9月 25日（星期六）假會
館 3樓舉行，當日上午 9時左右，會員鄉親們在做好健康自主管理下踴躍參加，彼此寒暄祝福。
本次參與之壽星及眷屬人數約達 40人，其中還有祖孫、母女（子）、夫妻等一同攜手與會，氣
氛溫馨感人。

活動開始，黃東祥理事長向所有參加的壽星們祝賀。隨後壽星們大家合唱生日快樂歌；並請
吳宗道鄉親代表壽星許願，獻上滿滿的祝福。

本次慶生會，援例提供與會者每人一份西點餐盒，讓參加的壽星及鄉親們備感貼心。活動至
11時許圓滿結束後，分送與會壽星大樂透彩券 2張，讓鄉親們度過一個歡樂的慶生會。

壽星們齊唱生日快樂歌

最年長壽星吳宗道鄉親祖孫 3人會後合影黃東祥理事長介紹壽星並獻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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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親踴躍參加「硬筆書法體驗」專題講座

「2021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報導

歡迎西班牙及加拿大返台鄉親蒞會交流

為提供鄉親學習「硬筆書法」之管道，本會於 110年 9
月 18日（星期六）下午 3時至 5時，假會館 3樓舉辦「硬
筆書法體驗」專題講座，敦聘曾獲全國硬筆書法比賽第一名

之吳培基老師，講授『硬筆書法 -人人都可以寫一手好字』，
當日計有理、監事及鄉親近 20人參加，報名相當踴躍。
本次專題講座區分二個部份，第一堂課，吳培基老師講

解「硬筆書法」之要求著重於工整、美觀及速度，其並於現

場示範書寫，同時請每位參加上課之同學當場練習，且一一

個別指導，讓與會之鄉親受益良多，不虛此行。

至於第二堂課，吳老師則說明學習「硬筆書法」臨帖的

好處－字型的內化及字形的變化，期盼大家課程結束後能持

之以恆練習，因為時間花在那裡成果就會在那裡。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要感謝何培才理事及余鑑昌

法律顧問在本次「硬筆書法體驗」專題講座中免費提供書寫

練習所需的中性筆及皮墊。

黃理事長課後表示，謝謝吳培基老師分享有關「硬筆書

法」之實務經驗及參加「硬筆書法」比賽之心得，希望對「硬

筆書法」有興趣之鄉親可納入學習之參考。

（本刊訊）)近年全球矚目的「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因受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特別將 128組超過二千人「挑擔奉飯」隊伍，以
影片預錄方式呈現，更突破時空限制，於 110年 10月 24日上午邀集全球
五大洲各國客家社團代表，一同連線參與主祭大典，希望以更豐富多元的

活動類型，點燃客家熱情，凝聚客家心，一起為台灣祈福，為世界祈福。

今年是臺北市辦理「義民祭典」的第 34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活動
於 110年 10月 23日至 10月 25日在臺北信義區陸軍保養廠舉辦，採線上
與實體整合的方式；線上部分，將客家文化精粹結合數位科技打造線上專

區，展現客家文化內涵 特色，大家可以透過網路向義民爺祈福求籤、進入

身歷其境的 3D特展，認識義民嘉年華展，另還有特色課程、客庄市集和體
驗遊戲；而實體活動方面，在配合防疫政策下，保留傳統祭祀儀典及藝文

展演活動，更採線上線下結合方式，在現場設置祈福牆，期許所有市民朋

友透過線上及線下加入「義民聯盟」，共同實踐「當代義民精神」。

至於挑擔奉飯活動，活動當日雖臺北天氣陰雨綿綿，但不減鄉親們向

義民爺敬拜的誠心及熱情，挑擔的人們，不分年紀、性別甚至族群，熱情

的參與這場深具傳統意義的客家嘉年華；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活動中，

本會與世廣、惠州、豐順及饒平等友會聯合組團一同參加，親自體驗「挑

擔奉飯之原初文化意涵」，以行動表達對義民們熱愛鄉土、保衛族人犧牲

奉獻精神之崇高敬意。

隨後，主祭大典由副總統賴清德、臺北市長柯文哲、世界客屬總會榮譽總會長吳伯雄、客委會主委楊長鎮、臺北市議長

陳錦祥、新竹縣新埔褒忠義民廟董事長林光華及臺北市客委會主委徐世勳等共同擔任正獻官，並與所有客家鄉親透過隆重莊

嚴的祭祀古禮向全國 15尊義民爺及忠勇公敬拜、祈福。
義民祭是台灣客家獨特的信仰與文化。臺北市的義民祭典，源起於 1988年由民間發起自辦，2002年始由客委會接手主辦，

並與客家社團合作，期透過恭迎全臺各地義民爺及忠勇公北上遶境，護佑市民，傳承客家文化。

（本刊訊）110年 10月 25日上午 11
時，旅居海外的僑聯總會西班牙陳文楠夫
婦及加拿大周國燕姐妹等返台鄉親一行七
人，由僑聯總會鄭致毅理事長率領，蒞臨
本會訪問。
訪問當日，本會黃理事長、曾總幹事

等人在會議室親自接待，並舉行茶敘交流
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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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 聯 總 會 舉 行 第 69 届 華 僑 節 大 會

﹝大家一起說 - 大埔的故事﹞（三）
大埔先賢「田家炳」是興學、造橋鋪路的大慈善家

（本刊訊）由華僑救國聯合總會主

辦的慶祝第 69届華僑節暨第 17届第 2
次海外全體理監事大會，於 110年 10
月 12日上午 9時在台北國軍英雄館一
樓宴會廳舉行，當天海內外華僑、歸

僑個人、團體及全國各界代表二百餘人

與會，馬英九前總統、僑委會副委員長

徐佳青、中國國民黨朱立倫主席及陳以

信立委等應邀參加並致詞，本會黃理事

長、理監事及鄉親代表 15人也受邀出
席。

僑聯總會鄭致毅理事長致詞時表

示，感謝大家踴躍參加華僑節慶祝大

會，尤其在新冠疫情持續肆虐的今天，

仍然熱情出席，充分顯示僑胞對華僑節

的重視和對中華民國的向心力。

鄭理事長指出，僑聯總會成立迄今

已有 69年，始終秉持著初心，協助政
府服務全球僑胞，並以自己出身巴西僑

胞的立場，說明僑胞在海外打拼不易，

因此更了解僑胞所需，所以擔任僑聯總

會理事長 6年以來，一直努力為僑服
務，為僑喉舌，為僑爭取權益。

紀念大會約於當天上午 10時 30分
圓滿完成，會後主辦單位並贈送精美

「紀念品」給與會貴賓們。

辛丑歲初參加本會在「國軍英雄館」舉辦的迎春會
暨「田家炳文教基金會」頒發國小至博士班之獎學金，
犬子亦榮獲碩士獎學金，經子詢問乃告知鄉賢「田家炳
先生」的俠風義行，子有所感悟，乃將獲頒的 12000元
取其中 2000元供高中以下同學抽獎同樂，這雖然是小小
的分享，卻是受田老先生精神感動所產生之正能量行為，
自己深覺欣喜，於是走筆記述小心情：
法國文豪羅曼．羅蘭：「一個人只能為別人引路，不能
代替他們走路。」，梁啟超：「教員不是拿所得的結果
教人，最要緊的是拿怎樣得著結果的方法教人。」，這
也是是《老子》所語「『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ҁ戢

�҂。中外先哲古聖咸認教育的重要，且教育重在「引路」、

重在「方法」、重在「授人以漁」。
愛默生認為：「文化開啟了對美的感知。」近人曾

說：「今時代，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誰占據了文化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能夠更好地在激烈的
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聖哲孔子曰：「質勝文則
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因此可知，
文化蘊蓄內涵是國力的深度表現，是使人成為謙謙君子
的基礎。

柏拉圖：「我們應該盡量使孩子們開始聽到的一些
故事必定是有道德影響的最好的一課」，明末大儒方孝
孺：「交善人者道德成，存善心者家裏寧，為善事者子
孫興」。這正說明了道德的重要。

田家炳先生一生為善，對教育、文化、道德的提倡
不遺餘力。在教育方面，興學培養人才、獎助清寒及優
良學生，即「引路」、「方法」乃「授人以漁」也！在
文化方面，倡導傳統悠遠文化、開授書法教室敦聘吳啟
禎博士、陳維德教授等名師教學，讓中華文化在美的感
知下，掌握到國際競爭的主動權；在道德方面，以儒釋
道為本，並克己復禮以身作則，使家裏寧、子孫興。

從犬子獲頒獎學金而現場有感而知分享，由此可見，
從大慈善家典範可以激發許多正能量的小善，為了紀念

大埔人尊敬的田老先生，謹以【水調歌頭．大慈善家】
填詞一首向田家炳先生表達敬意∼

「多年聽聞，返鄉眼見，

藍天雲飄　綠地青葱 --- 思想起 ---

“朝勉平生志，夕惕報國心。

解囊扶傾相助，孺子感荷恩。

曾返祖居故土，親見修橋鋪路，慷慨惠鄉人。付出不

求報，冊載永流芬。

創事業，百年樹，廣傳聞。播福無界，黌宇肇建力耕耘。

善有良德佳範，行有寬仁律己，義舉點成金。家炳雨

澤沐，大埔見榮欣。”

哲人已遠，典範心中，

大埔明燈　中華明珠 --- 照人間 ---」ҁ戢 �҂

余鑑昌 2021、10、29

註解：

一丶

依《說文》解釋，授，予也，在這裡第一個「授」是動詞，

給或贈與；第二個「授」，動詞，教給或是教導。魚，則

是名詞，是一種水生不食用的魚類；漁是名詞，一種捕魚

者，打魚、捕魚的方法與技巧。

二丶

1、 文體：新詩 +宋詞（第 3 行至第 9 行），宋詞之平仄

押韻依中華新韻。

2、 宋詞［詞牌：水調歌頭］，雙調九十五字，前段九句

四平韻，後段十句四平韻（8平韻：心、恩、人、芬、聞、

耘、金、欣）。不同主題以「水調歌頭」填詞共45首，

本首「大慈善家」是第 45 首。

3、 記述大埔先賢香港「田家炳先生」，創業成巨富，一

生捐款數十億用以建校、修校、捐館、造橋、鋪路、

濟貧、廣設獎學金⋯義舉多不勝枚舉。

法律顧問 余鑑昌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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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大埔縣是世界客都梅州的重要寶地
人文客都大埔，舊稱萬川，因群山環繞，溪流眾多而得名。

河流兩岸群峰對峙，谷底三江匯流，是靈山秀水之人文秀區，
萬川出萬千巨才，人文鼎盛耀嶺南。大埔人傑地靈之地，其祖
先因避戰亂，從中原輾轉南遷於此，一直沿襲著中原漢人崇文
重教、精誠團結、吃苦耐勞的傳統特質，千百年來文風鼎盛，
群賢蔚起。
茶陽古鎮出名人
大埔鎮鎮出名人，茶陽古鎮有鄒魯，西河鎮有張弼士。
在《這是不是一個更好的大埔》一文中，有相關綜述。以百

侯古鎮為例，據《春暉碑記》載：「百侯者，客地之人文秀區，
國家之歷史名鎮也。境內山川形勝，地靈人傑。」百侯人才在
清代府屬古鎮中，位列全國第一。僅清朝其間，百侯古鎮共考
取進士 23人，欽點翰林 5人，舉人 134人。從坊間流傳的「一
腹三翰林」、「同科三進士」、「同堂七魁」等典故便可見一
斑。而在近現代又從這裡走出上將 1人，中將 4人，少將 6人，
地廳級以上幹部百人，副教授以上職稱 450餘人，中國科學院
院士 1人，高等院校校長 12人，這座常住人口 3萬的小鎮，走
出如此之多的俊傑，真乃風水寶地也。
有人說，大埔是「元首故里」，有人說，大埔是「將軍之鄉」，

也有人說，大埔是「首富首善的搖籃」⋯⋯，是的，大埔從來
都好低調，但在各個歷史時期，總能湧現出一批影響華夏，影
響客家世界的卓絕名人。大埔是當之無愧的文化之鄉，名人故
里，百年間湧現的人傑，燦若繁星。千百年來，中原文化、客
家文化、潮汕文化、客商文化在此交融，形成非凡的人文客都
氣質，大埔是世界客都梅州的重要構成，「世界級」的大埔名
人中，張弼士是中華商道的卓絕典範；鄒魯是大學精神的杏壇
泰斗；李光耀是華人開國的曠世楷模。
大埔不認潮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記載：「按客家人文的中心，每隨

時代的變遷而異其地域⋯⋯，朱明一代，以惠、汀、贛三州及
潮州的大埔為人文的中心。大埔楊開、王興、郭輔，皆足以表
現客家固有的種族思想。降及清代，客家的文物中心，漸由汀
韶惠各州，而移于嘉應（今梅州）及大埔二地。」大埔人文地
位之重可見一斑。
明嘉靖年間，民間有「大埔不認潮」的說法，僅從科甲方面

大埔人不自卑，敢於超越潮人，明清以來，大埔科第蟬聯，是
潮屬諸縣中佼佼者，可見文風之盛。舊時大埔流傳一句俗語——
「三樣錢不能少。」其中就包含讀書的錢。大埔人舊時賣糧田
供給子弟讀書的風氣很普遍。依據《大埔客家源流》記載，明
代文教勢頭良好，清代更進一步發展迅速。除書院、官學、義
學外，各地紛紛辦私塾；清末，廢科舉，設學堂；民國時期，
縣境內教育發達，各鄉村除了鄉立的公學之外，差不多每姓都
有族立的小學。如妹子崗上以鐘姓為主的永豐小學，梯子嶺崗
上以段姓為主的碗瑤小學。
【崇文重教】之風和【硬頸精神】為大埔孕育了不少仁人志

士，經世致用的棟樑之材，鑄就了當地的動人傳奇。湧出一批
批朝廷重臣、翰林進士、政府首腦、將軍使節、商界鉅子、社
會名流。時至近代，新學興起，大埔人更是崇尚科學知識，重
視育才，儒學盛行，文風愈熾，英才迭出，大埔走出了眾多影
響中國和世界歷史進程的人物。
大埔名人中的名人
據統計，唐宋以來，科舉中榜，代不乏人，除了「同堂七

魁」、「同榜三進士」、「同科五進士」外，歷代英才輩出，
群星燦爛，舉不勝舉，他們是今日大埔人的驕傲與榮光——
【翰林】15人。
【進士】59人。
【舉人】298人。

【將軍】 民國至今走出國共兩黨將軍 121位（國民黨占絕大多
數）。

【華人首富】中國民族工業之父張弼士。
【一腹三翰院】 乾隆年間楊之徐的三子：楊纘緒、楊黼時、楊

演時，轟動江南遠播海內外。
【父子兩進士】父親饒相，中書舍人；長子饒與齡，都察院。
【一門兩總理】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李顯龍。
【一縣三元首】 圭亞那國父鐘亞瑟；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總理

李顯龍。
【一家三將軍】范漢傑、范劍江、范作人，均為國民革命軍名將。
【一期四主席】 1945年，大埔同時出了四位省主席：湖南省主

席吳奇偉、廣東省主席羅卓英、熱河省主席范
漢傑、安東省主席趙公武。

【廣東四大才子】 楊應彬、歐陽山、杜埃、吳有恆，其中楊應
彬和杜埃是大埔人。

【一縣六院士】 電機專家饒芳權、自然地理學家鄭度、地球物
理學家楊文采、醫學家蒲慕明、973項目生物冶
金首席科學家邱冠周、化工裝備安全專家塗善
東。其中蒲慕明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
科學院院士、香港科學院創院院士，其他五位
是中國兩院院士。

【一門九清華】 三河壩匯城村陳氏宗祠「光遠堂」之「一門九
清華」。陳明紹和夫人及子孫三代有 9人均畢
業于清華，都卓有成就。

【國家元首、外交家、大法官】
何如璋先生是有名的外交大使，中國首任駐日公使。
徐統雄先生曾任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新加坡支部長等
職，孫中山先生至交，被譽為「國叔」。
鄒魯先生是國民黨中央三常委之一，名教育家、中山大學
首任校長。
鐘亞瑟先生是中美州圭亞那國家之國父。
藍公武先生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羅卓英先生曾任廣東省主席、陸軍上將、抗日名將，中華
民國總統府戰略顧問等職。
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國父。楊邦孝先生是新加坡法律改革
主導者、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李顯龍先生是新加坡總理。

大埔籍海外名人
【客商僑領】 香港皮革大王田家炳先生、香港嘉禾電影創辦人

鄒文懷先生、新加坡「船王」、「世界木業大亨」
羅新權、東南亞「鋁業大王」管保強、南洋「煙神」
郭桂和、Jellinbah礦場主張水宜、阿根廷粵商會會
長余永輝等知名鄉賢。

【近代】 文獻學家溫廷敬、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陳文褒、民
國廣東中央銀行行長鄒敏初。

【民國將領】 軍統香港站站長郭壽華、臺灣憲兵司令劉煒以及
張達中、羅為雄、郭思演、張文鴻、溫建剛、溫
克剛、鄧潛進、藍嘯聲、範其務、劉旭輝、藍錫芳、
丘譽、郭學雲、黃世途、黃為材、黃覺、楊德昭、
蕭懋之、曹鐵城、楊建平、趙振戈、曾卓元、黃
寄農等等。

大埔的 3個 50 萬
大埔是「3個 50萬」的財富交匯之地，在縣內、國內其他

地方、海外各有約 50萬人口。對近現代歷史產生了積極影響。
人才是最寶貴的人文財富，也是大埔發展不可或缺的必備條件，
是大埔傲人的軟實力。

淺談大埔縣是人傑地靈之地？將軍、名人甚多
本會編輯室 ( 轉載大埔籍鐘騎先生報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