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
年
里
程
碑

向
全
美
台
灣
同
鄉
會
歷
任
會
長
致
敬

蕃薯不驚落土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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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台灣同鄉會歷任會長

Name English Term Location

1 鄭義和 Cheng,	Y.H. 1971-72 New	York,	NY

2 許和瑞 Hsu,	H.	H. 1973-74 Los	Angles,	CA

3 吳木盛 Wu,	Mu	Sheng 1975-76 Columbus,	OH

4 葉國勢 Yeh,	Juo	S. 1977-78 Houston,	TX

( 莊承業代理 ) (Chuang,	C.	Y.) Houston,	TX

5 陳唐山 Chen,	Mark 1979-80 Washington,	DC

6 林明哲 Lin,	M.	C. 1981-82 Chicago,	IL

7 陳都 Chen,	Tu 1983-84 San	Jose,	CA

8 謝英敏 Shieh,	Edward 1985-86 Houston,	TX

9 楊黃美幸 Yang,	Maysing 1987-88 New	York,	NY

10 蔡銘祿 Chai,	Minlu 1989-90 Los	Angles,	CA

11 蔡銘祿 Chai,	Minlu 1991-92 Los	Angles,	CA

12 洪茂澤 Hong,	Joseph 1993-94 Los	Angles,	CA

13 郭重國 Kuo,	C.	K. 1995-96 Atlanta,	GA

14 郭重國 Kuo,	C.	K. 1997-98 Atlanta,	GA

15 林又新 Lin,	Y.	T. 1999-2000 Dallas,	TX

16 邱義昌 Chiu,	Timmy	Y. 2001-02 Trenton,	NJ

17 吳庭和 Wu,	Tingho 2003-04 San	Jose,	CA

18 程韻如 Chang,	Susan 2005-06 Toledo,	OH

19 謝榮峻 Shieh,	Ron 2007-08 Baltimore,	MD

20 施忠男 Shih,	Chung	Nan 2009-10 Columbus,	OH

21 施忠男 Shih,	Chung	Nan 2011-12 Columbus,	OH

22 周明宏 Min-Hong	Chow 2013-14 Washington,	DC

23 周明宏 Min-Hong	Chow 2015-16 Washington,	DC

24 鄭劭方 Shawfang	Jeng 2017-2018 MI

25 鄭劭方 Shawfang	Jeng 2019-2020 Novi,	MI

26 陳桂鈴 Kuei	Ling	Chen 2021-2022 Washington,	DC

27 陳桂鈴 Kuei	Ling	Chen 2023-2024 Washington,	DC



全美台灣同鄉會成立背景

		    1960 年代，尤其是 1970 年前後正當越戰方殷，美國大學以大量助教與研究獎學金引進台灣

理工科系大學畢業生，大開了留美之門，於是台灣學生大批前往美國留學。結果在美國，幾乎每

一間大學都擁進了一群台灣來的留學生。

　　當時在一般情形下，一位台灣留學生一到美國大學，大概非中國的所謂「中國同學會」就已

存在了，國民黨小組也是。如果他是國民黨員，到校不久，他會接到該區負責人，要他向當地小

組長報到的通知書，並指示他工作要點，諸如：配合小組活動；隨機進行國民外交；宣揚祖國文化，

駁斥邪說等等。假如他是非國民黨員，到校不久他也會收到中國同學會的迎新會邀請函，此時他

也許會懷疑，他們怎麼知道他的地址，因為除了學校以外，應該沒人知道他的新地址，他們竟是

那樣神通廣大。

　　為了解決鄉愁、認識新環境、政治理由、好奇、不好意思、看他們在變甚麼花樣等等不同理由，

會去參加迎新會。之後有不少的人繼續參加，當然，也有偶而參加的，更有不再參加的。最後兩類，

有他們不同的意見，他們絕大多數是台灣人。

　　起先，台灣人對中國同學會的「中國」有意見，他們是由台灣而不是中國來的，而且中國同

學會又全部使用北京話；他們也發現中國同學會公然說謊 -- 把獨裁的台灣政府，說成自由民主的

政府，也把殘忍的蔣介石說成仁慈而受人民所愛戴的偉人；最令他們反胃的是中國同學會聽領事

館指揮，更受國民黨控制，他們不願意在美國又受在台灣時同樣的欺侮，他們想在美國堂堂正正

的做一個人。

　　另外，他們更發現中國同學會，對他們的紓解鄉愁全無幫助，由迎新會他們獲得的僅是領事

館要更進一步控制他們的「報到表」，事實上，有很多人早已由郵件收到。慢慢地他們由朋友、

校園、菜市場，中國同學會等等，尤其是四鄰認識不少台灣人。他們一起開講，一起吃飯，然後

他們發現這種集會，可以紓解鄉愁與寂寞感，也可以發洩對國民黨的痛恨。不久大家的腦海裡開

始出現國民黨的校園奸細的身影，大家也開始變得更謹慎。時機一成熟，就有一或兩三個有膽識，

正義感與前瞻性的同鄉，不顧奸細之存在，挺身而起，倡議成立「台灣同鄉會」，1970 年前後，

校園的台灣同鄉會就這樣一個再一個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在這期間成立的德州大學 Austin ( 奧

斯汀 ) 台灣同鄉會與俄州大學台灣同鄉會，可說是兩個典型的例子，台灣留美學生的良心使他們

覺醒，也使他們決心為台灣做一點奉獻。

　　原已存在於大都市的不「插」政治的台灣同鄉會，如紐約台灣同鄉會（1976 年），也絕不落

後，開始脫胎換骨，關心並努力於推翻國民黨政權，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雖然它們

的 Bylaws 法規章程仍規定是非政治性組織，”非政治性”事實上是相當政治性用語，在這種環境

下，全美台灣同鄉會的誕生絕非偶然。

    1969 年以前，the University of Texas 是國民黨的「神聖」據地，雖然台灣人學生人數將

近 50 位，他們參加中國同學會不一定是自願的，他們有不得不參加的理由與苦衷，那時他們的護

照期限是 3 年，以後想在美國待下去，需要護照加簽，也就是延長護照有效期間。加簽有效期間

只有 20 個月，但可以一直加簽到換新護照為止，為了繼續留在美國，他們不得不與領事館保持某

種關係，這也是很多台灣人學生參加中國同學會的主因。

作者 吳木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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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 那一年，the University of Texas 新來了將近 10 位台灣人學生，他們帶有很濃厚

的自由主義思想，又痛恨蔣家的獨裁政治。此時由東海岸來的吳木盛開始積極行動，他很謹慎地挑

選楊正義、李隼三、邱忠南、吳勝吉、陳國洸、洪堯本、江慶章、余燦旺、林峰生、盧肇基等到他

家吃飯認識，此後他們有空，憂心台灣政治或不滿國民黨作為，就到吳家「話仙」喝酒，常常談到

三更半夜。吳家的週末，常聚集招待不完的台灣學生，吳木盛向學校租借的公寓，就成為他們的集

會與休息所，台灣人在 Austin 開始有自己的集會，雖然那是不定時的。

　  他們於 1970 年的 3 月底，就在一個 Austin 的教堂成立了「台灣同鄉會」，參加人數 40 位（之

後會員增加到 60 位），吳木盛被推為第一任會長，在當時那樣孤立而偏僻的 Austin，又在諸多國

民黨特務的監視下，有 40 多位台灣學生成立了台灣同鄉會，這絕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為了避免國民黨對同鄉會採取任何不利的行動，他們向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登記為正式

的學生社團「The Formosan Club」。

　　同鄉會的宗旨與活動是：非政治性，連絡鄉誼，團結互助，幫助新生安頓，舉辦康樂活動與小

型座談會，與各地同鄉會之

連繫等等。

　　國民黨特務真是猖獗無

比，同鄉會成立後一週，吳

木盛就收到了中華民國駐休

士頓總領事館總領事朱晉康

的限時雙掛號信，信的要點

是：（一）解散野心份子陰

謀籌組之同鄉會。（二）做

總領事的特務。（三）向領

事館報備近親之電話、地址

與職務等；主要目的是恫嚇，

雖然信寫得很客氣（國民黨

官員的作法往往是不留痕跡

的接觸，如對談或電話很蠻橫，但書信接觸則很客氣），信封內並附有兩份謾罵台獨份子的社論，

以加強其威脅氣氛。為了台灣人的尊嚴與同鄉會的生存，吳木盛將信置之不理，決心接受領事館之

挑戰，領事館意會到碰硬釘子而知難而退，在吳木盛任內不再鬧事。

　　會長任期一年，1971 年的第二任會長是李隼三，他一上任，領事館官員就往其公寓約談，當

然是恫嚇之類的。李隼三不為其威嚇所左右，維持了台灣人的尊嚴。

全美台灣同鄉會之出生與茁壯

　　如上所述，1969、1970 年，地方同鄉會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生，而早已成立的大都市同

鄉會也開始政治化。1970 年 1 月 28 日，為匯聚這眾多力量於一，以便謀同鄉的更大福利，

改善故鄉的現狀，以及為台灣前途做更多的貢獻，美東同鄉會（鄭義和）、洛杉磯同鄉會

（許和瑞）與芝加哥同鄉會（林錦弘），聯名向各地方同鄉會行文，倡議成立「全美台灣

同鄉會」（the Formosan Club of America )，經過所有地方同鄉會熱烈的支持，全美

台灣同鄉會（簡稱全美會）於是年 7 月 1 日成立於紐約，並由鄭義和擔任第一屆會長。

德州大學 Austin 台灣同鄉會之成立

本文摘自台灣史系列 5 《自覺與認同 1950-1990 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 - 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333 頁起吳木盛撰寫的全美台灣鄉會

駐休士頓總領事朱晉康給吳木盛限時掛號信 ( 吳木盛提供 )



草創維艱走到國家正名最後一哩路

　　 1960 年代從台灣來美國求學的學生日益增加，許多不想受制

於國民黨統戰的「中國同鄉會」，同鄉開始在許多城市或校

園開始發展各地的台灣同鄉會或聚會活動，志同道合者在異

鄉作伴交誼，彼此協助，各地同鄉會也互通有無，為匯聚眾

多同鄉會的力量，改善故鄉獨裁專制的體制，打破國民黨的

謊言，以及為台灣前途做更多的貢獻。

   1970 年 1 月 28 日由美東同鄉會的鄭義和、洛杉磯同鄉會的

許和瑞，與芝加哥同鄉會的林錦弘，聯名邀請全美各地 28 個

同鄉會聯合成立「全美台灣同鄉會」(The Formosan Club of 

America)，經過所有地方同鄉會熱烈的支持，全美台灣同鄉

會（簡稱全美會）於是年 7 月 1 日成立於紐約。會長是鄭義和 (N.Y.)、副會長許和瑞 (L.A.)、執行

秘書陳隆豐、財務吳錫賢、法律顧問蔡文雄、隨即發行會刊由范振聲擔任總編。會員會費每人一年 $2

美元。

　　創立的宗旨開宗明義：（一）敦睦鄉誼、（二）加強各地同鄉會的協調及合作、（三）解決同鄉

的社會、經濟、文化、法律及人權問題、（四）促進同鄉與美國人相互間的瞭解與親善、（五）增進

島內外台灣人的合作、（六）充當為達成以上諸目的之協調中心。

   全美會於 1971 年 8 月 13 日正式以 The Formosan Club of America, Inc. 向美國政府華盛頓特

區的 Office of Recorder of Deeds, D.C. 登記，並於當天獲得官方證件，董事包含：黃際鑫、鄭

義和與陳隆豐；社員是黃際鑫、鄭義和、陳隆豐與蔡文雄（律師，Washington D.C.），登記有限期

間 10 年，這名字沿用到陳唐山總會長任內才改名為現在全美會的名字。

　　當初全美會的 28 個創始分會及時任會長是：Ann Arbor（吳裕昭）、Austin（吳木盛）、

Baltimore（鄭敏雄）、Binghamton（李豐明）、Boston（郭清江）、Greater Chicago（林錦弘）、

Cincinnati（林哲也）、Cleveland（翁讀龍）、College Station（廖大林）、East Lansing（陳

坤木）、Hartford（楊萬忠）、Houston（林榮長）、Ithaca（蔡武雄）、Lincoln（李孔昭）、

Los Angeles （許和瑞）、Madison（黃禮源）、Manhattan（王康陸）、New Heaven（陳清俊）、

Greater New York（鄭義和 )、Norman（吳瑞信）、Philadelphia（李儒英）、Portland（林宗民）、

Provo（陳江柳）、St. Louis（羅應聰）、Raleigh（張振盛）、 Seattle（黃信一）、Storrs（徐

兆松）、Washington D.C. （陳哲仁）。

　　會長每任兩年，在任內又有 6 個地方同鄉會加入全美會，計有 Minneapolis（張淑美）、Baton 

Rouge（蔡文郁）、Dallas（黃錫儀）、Lawrence（雷淇祥）、Buffalo（王俊雄）與 Rochester（吳

正曉），全美會在鄭義和卸任時已有 34 個分會。

　　咱的名稱定為「全美台灣同鄉會」，各會的簡稱大多依地名在前取為「XXX 台灣同鄉會」。美國

地大，為方便全美台灣同鄉會各會聯繫，之後大約分為六區，計有(1)美東、(2)東南、(3)中部、(4)

中西、(5) 西南、(6) 美西。

　　在國民黨獨裁年代，全美欲成立的風聲，「抓耙仔」的猖獗更甚，白色陰影籠罩在同鄉的心內，

「台灣」兩個字的團體已經特別受到關注及恐嚇，更何況是集結全美的勢力，大家時常被「抓耙仔」

打小報告威脅，還要擔心波及在台灣的家人一直讓特務或警察登門要求「關心」在美國的子女等諸多

任期：1970 年 7 月 1 日至 1972 年 6 月 30 日

第一届屆會長　鄭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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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擾，驚恐的心情很難煙消雲散，但令人感動的是最後還是

有那麼多各地分會，無畏懼怕報名加入。

　　由於許多地方各會都有印當地會員通訊名錄以方便聯

絡，全美台灣同鄉會成立時，也曾起心動念想計畫印一本全

美會員的同鄉通訊名錄，但最後在擔心會落入海外國民黨特

務的手裡，成為威權者迫害大家的工具，所以忍痛放棄。

　　同樣地全美台灣同鄉會成立就決定出會刊，由范振聲負

責編輯，再由各地會長分發。然而即使在美國民主社會有言

論自由，但國民黨戒嚴時代仍在，每次向會員分發會刊，

雙方都有心理壓力，因此，會刊只出了兩期。第三期編好

了，也沒有分發出去，兩年後「望春風」取代會刊。

　　如今想來，全美會當時除了出頭的人物不驚死帶頭，

全美會更像是個秘密組織，參加的每位同鄉需要承擔極大

的壓力及委屈，即使如此，草創時期全美會已是遍地開花，

落地生根在美國，民主的種籽則是傳送千里，飄洋過海到

台灣，50 年來承載海外台灣人深深的疼惜與堅持，始終不渝；如今，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咱的民主

自決正名獨立國家的使命尚未完成，台灣的經貿及科技能力可媲美全世界大多數獨立的國家，台灣人

絕對夠格主宰自己的命運，目前中國成為民主國家的公敵，現在是最好的時機，咱要團結合作，早日

讓台灣在國際成為實至名歸的國家。

右為全美同鄉會鄭劭方會長頒獎給鄭義和首任會長

感謝的話 (2018.07. 全美會中西部夏令會獲頒貢獻獎致辭 )

　　全美台灣同鄉會鄭劭方會長、芝加哥同鄉會沈耀初會長、FAPA 伊利諾州分

會黃慶鍾會長，各位貴賓，各位勇敢的台灣同鄉，大家早安，大家好！

　　真歡喜來此次全美會中西部夏令會。多謝主辦單位的辛苦。非常感謝全美會

鄭劭方會長代表全美台灣同鄉會頒給我這個（貢獻獎）。感謝曹長青政論家介紹

我過去近一甲子與同鄉們一起奮鬥的經歷。在領獎這一刻我感到我要感謝的人實

在太多啦。首先我要感謝的人是我的太太，她嫁給我就陪著我忙著大紐約同鄉會

及籌組全美同鄉會的工作。終生感謝她。再來是我台大同班最優秀的同學陳隆志

的弟弟陳隆豐，他幫我做的事太多啦，舉凡動腦動筆動詞都是他包辦。我當美東台灣同鄉會、大紐約

台灣同鄉會、全美台灣同鄉會的會長，組織的每年聖誕晚會的主持人非他莫屬。真感謝！另外還有蔡

文雄律師，他幫助登記非營利社團法人 The Formosa Club of America Inc. ( 全美同鄉會）；吳鍚

賢財務長，從 1963 我當美東台灣同鄉會會長時一直幫我忙的好朋友；28 個分會會長們；共同發起人

許和瑞（洛杉磯會長）與林錦弘（芝加哥會長）等等。還有許多要道謝未提到的戰友們。全美台灣

同鄉會的成立，我當選創始會長，他們做出了重要貢獻，所以這個獎，我覺得，也是頒發給他們的，

是頒發給所有台灣同鄉會的會長們的，是頒發給所有為台灣奮鬥過的同鄉和戰友的！在此，我代表他

們，謝謝大會。 

　　當然，大家也看到，我們的國家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還被迫戴著中華民國這個虛假的帽子；

而且，外有中國威脅，內有國民黨的搗亂。全美會創立以來，一棒接一棒越接越棒，傳承到今天。今

年看到台美關係提升到幾乎為邦交關係；離美國承認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就在眼前了。我願與各位一

起努力奮鬥，走完這最後一哩路，把我們的國家正名為台灣，用台灣的名字加入聯合國，走向世界！

本文部分摘自台灣史系列《自覺與認同 1950-1990 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 -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333 頁起吳木盛撰寫全美台灣同鄉會

全美台灣同鄉會創始會長鄭義和先生領獎致辭



黃根深設計全美會 logo

（副會長柯炯輝執筆）

　　第二任會長是洛杉磯同鄉會的許和瑞，副會長是

Pittsburgh 的柯炯輝。任期不是 2 年而是 2 年 2 個月，只因

為沒候選人而不得不延長了任期。許和瑞會長任內做了三件

大代誌：(1). 擴大同鄉會分會會員，再加 9 個會，會員增加

到 47；(2). 創作全美會會徽 (LOGO)，Logo 是請在田納西州

的黃根深教授設計。(3). 在 1973 年 12 月 , 將《望春風》

做為全美會正式會刊。《望春風》是在 1969 年發行，許和瑞

接任會長時，在洛杉磯擴大發行，時由江百顯當主筆。以後，

會長換人後，《望春風》的發行是隨著會長走。一直到 1981

《台灣公論報》發行後，《望春風》停刊。

　　《望春風》(May Flower, 英文名 ) 全美首份留學生雜誌在科羅拉多州於 1969 年為啟蒙台灣意

識，在 Ft. Collins, Colorado 創刊，是洪哲勝、蘇國雄等與十多戶同鄉，創辦「望春風」並輪流

編輯，當年可是一字一字刻鋼版油印，免費雜誌贈送，後由 Madison, Wisconsin ( 1971/7/1) ; 

Houston, Texas (1971/12/20)；與Los Angeles洛杉磯同鄉會續辦。當《望春風》在Los Angeles時，

全美會先是借其一角與各地方同鄉會以及同鄉連繫，然後於1973年 11月 20日正式成為全美會會刊，

此後全美會繼續以《望春風》為全美會會刊，一直到 1980 年停刊為止。

　　在許和瑞任期，全美分會增加了下列會：Atlanta（林富文）、Pittsburgh（黃東昇）、Purdue（林

正義）、San Francisco（張正錞）、Syracuse（郭勝義）、Urbana（張倚名）、N.Y. Capital（楊

肇福）、New Jersey（鄭寶鼎）與 Athens（林心智）一共 9 個分會，加上創會鄭義和會長時的 34

個分會，全美會總共有 43 個分會，真是浩浩蕩蕩存在於異國的一個大家庭。

　　只可惜這個大家庭的家長並沒有當家長應有的權力，組織頗鬆弛。雖然各分會仍在各地方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 -- 啟蒙台灣意識與對美國人宣傳，但因全美會的存在，對各分會的存在與活動並不重

要，使對全美會各分會沒有太多向心力，而且美國的國土廣闊，當時電話費又貴，旅美台灣人又窮，

絕大多數聯繫都以書信行之；加上校園同鄉會會長畢業後不交代而離去，使

全美會與分會的聯繫很難維持良好的關係。雖然全美會有 43 個分會，但只有

10 幾個分會與全美會保持經常性的連絡。

　　許和瑞會長任內所推動的工作，大約可歸納如下

１、一般會務

˙ 繼續鼓勵及協助台灣同鄉成立地方同鄉會，並加入全美會。

˙ 收集各分會會員名錄以編印全美會會員名冊。

˙ 著手設計全美會會徽，會歌及會旗。

２、出版《望春風》。

３、與其他台灣人團體合作

˙ 支持 1973 年 3 月 20 日黃彰輝、黃武東、林宗義與宋泉盛所發起的台灣人民自決運動，並與成立

後的自決會充份合作。

˙ 參與世台會籌備事宜。

任期：1972 年 7 月 1 日至 1974 年 8 月 31 日

第二屆届會長　許和瑞

啟蒙台灣意識《望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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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第一屆届美東夏令會

　　經由葉加興、黃賢理、李豐明同鄉等基督教友的協助，全美會與美東基督徒聯合會決定合辦

1973 年 7 月 19 日至 22 日在紐約 Albany 南方之 Camp Taconic 舉行的「美東基督徒第四屆」與

「美東台灣同鄉會第一屆」夏令會。夏令會的同鄉會負責人為張富雄（New York)、鄭寶鼎（New 

Jersey)、吳明基、黃東昇（Pittsburgh) 與李豐明（Upstate New York)。夏令會後，大多數同鄉

會代表主張夏令會應繼續辦下去，當時並由 Syracuse 同鄉會的王秋森答應負責籌辦 1974 年的美東

夏令會，就此美東夏令會就一年一年地延續下去，相繼地美西、美南與中西部各地區也成立了夏令會。

夏令會就成為全美會區域性主要活動之一。

５、壘球友誼賽

　　1970 年代初期，台灣少棒隊的雄霸世界，引起了海外台灣人對壘球的熱衷。許多同鄉會都組織

了壘球隊。全美會就將壘球比賽，列為促進區域分會聯合活動的主要項目，可惜以當時同鄉及同鄉會

的經濟能力，無法辦全國性。

６、Williamsport 威廉波特棒球賽揭發國民黨的惡行

　　台灣的少棒隊於 1969 至 1973 年，連續代表亞洲來 Pennsylvania 的 Williamsport 威廉波特參

加世界盃冠軍賽，在東岸地區的同鄉會，都組團相約去 Williamsport 當啦啦隊。他們在觀球時持寫

著「台灣隊加油」，「台灣隊不是中國隊」及「Go Go Taiwan」等大旗。為了發揮更大的效果，有

一年他們僱了一架小飛機拉著「台灣獨立萬歲」與「Go Go Taiwan」的布條，一次再一次地繞場。

　　國民黨也動員其黨員，「中國同學會」及其控制的僑社，與僱用流氓，拿著「中華隊加油」的旗

幟，就在台灣人啦啦隊附近亂鬧及亂吵。他們一邊叫中華

隊加油，一邊在罵台灣人群眾，同時僱用的流氓也混入同

鄉群中，搶同鄉手拿的旗子。看到那一帶著布條的小飛機，

他們氣結，觀眾的一角分成鮮明的一中一台。

　　1972 年台灣隊又取得世界盃參賽權，球賽剛完，就有

打架事情發生。國民黨政府把在 Connecticut 受訓的軍人，

調派來的平頭水兵充當打手鬧事，個個手持木棍就衝進同

鄉群裡，開始亂打，一些同鄉即時以旗棍子保護自己。這

一場械鬥終於由 Williamsport 出動警察及直昇機而停止，

但已有同鄉受傷，事後我們才獲悉這群平頭水兵是被騙來

打「共匪」的，他們看到一些在 Connecticut 認識的鄉親，

也在所謂「共匪」群中時，他們才知道受騙。

　　1973 年 8 月初，全美會獲悉台灣巨人隊又要來，就配

合紐約台灣同鄉會（方菊雄）與台灣人民自決會

（宋泉盛牧師）共同協商一套計劃，揭發國民黨在少棒比

賽中，對台灣同鄉施暴的惡劣行為，與保護觀球同鄉的安全。紐約方面由宋泉盛及方菊雄等發函給

Williamsport 市民與報社；全美會由副會長柯炯輝函少棒主辦單位，州警務署、市警察局。呼籲得

到市民的共鳴， 很多人也寫信給主辦單位及警察首長。

　　是年巨人又以 12 比 0 獲冠，雖然國民黨爪牙還是明目張膽，極盡挑釁之能事，但因為我們事先

的安排而未得逞，事後全美會也寫信感謝有關單位的努力，使此次球賽圓滿結束。

全美會的活動終於引起國民黨政府注意。1974 年初，國民黨政府透過洛杉磯一位陳姓人士，邀請許

和瑞會長，柯炯輝副會長以及另三位其他台灣同鄉代表回台旅遊，以了解當時的台灣現況。全美會與

其他社團負責人洽商後，顧忌到此行會被國民黨政府做不實宣傳，影響台灣島內從事反對國民黨政府

的人士與團體運作，遂拒絕邀請。

望春風月刊 -第 75期手繪封面 目錄作者因白色恐怖都用筆名

許和瑞伉儷愛女許秀聰是首位台裔西點女軍官 (許和瑞提供 )

本文摘自台灣史系列 5 《自覺與認同 1950-1990 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 - 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



	 	 	 	 	 	副會長是密西根的張家成、俄亥俄的劉俊宏負責全美各地

區的巡迴聯絡工作，全美會的工作計劃則是由各分會承擔。

　　1974 年 6 月的月底，還沒有全美會會長候選人，而許和瑞

的任期，已經沒有剩下幾天，他又沒有連任的企圖，全美會成

立之初，原先的認知是第一任會長由紐約擔任，第二任會長由

洛杉磯擔任，然後再由芝加哥擔任，但是輪到芝加哥來負責會

務的時候，卻沒有候選人願意出任，原因有三；(1)1974 年白

色恐怖時期，全美會的會長站在第一線反抗蔣家政權，全美會

是公開組織，會長一定被公開鬥爭。(2) 台灣人太謙虛；(3)

任期：1974 年 9 月 1 日至 1976 年 8 月 31 日

第三屆會長　吳木盛

強化全美會與各分會聯繫

根據會章，當過分會會長者才有資格選舉，為安全措施，以防國民黨特務的滲透。

    由於沒有會長候選人，許和瑞不得不延至 1974 年 8 月 31 日（正式下任是 6月 31 日）才下任，繼

任會長是中西部的吳木盛；是經過台灣獨立聯盟莊秋雄的推薦為候選人，6 月張燦鍙與楊宗昌在電話中

請吳木盛考慮候選全美會會長，張燦鍙勸說全美會因找不到會長候選人，而面臨可能被關閉的命運，為

了全美會的繼續生存，而產生的使命感，吳木盛答應了他們的要求而成為唯一的會長候選人，正式推選

人是 Austin 台灣同鄉會會長施信民。

    當時全美會共有 43 個分會，而這次的選舉吳木盛，雖然是以 0反對票及 1廢票當選，但贊成票也

只有 9票，他們表示對候選人非常陌生因此無法投票，但如果大多數同鄉會同意，他們也無異議贊成。

　 為了達到成立全美會的目的，吳木盛在上任之初，就確立下列全美會的施政重點 :

(1) 確立健全的分會與總會間的聯繫。(2) 敢發想台灣意識與台灣獨立思想。(3) 向國際尤其是美國宣

傳台灣的現狀與台灣人的願望。(4) 將全美台灣同鄉會這個名字帶回台灣。(5) 建立島內外台灣人間的

聯繫。(6) 與蔣家做公開鬥爭…

   此時經營全美會最大的困難是組織鬆弛，以及與島內政治人物和團體聯絡的困難，前者是因為美國

國土遼闊，有些分會會長畢業離校，還有電話費用的昂貴，實在不勝負擔。後者的原因，因為台灣在白

色恐怖時期，蔣家的處處阻礙，因此如果不排除這些困難，全美會就很難發揮它的功能，所以大家有共

識克服這些困難，是經營全美會最優先與最重要的工作。任內主要工作與活動如下 :

A. 全美會參與成立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世台會）:

				吳木盛就職於一個禮拜後的 9月 7日，世台會成立於奧地利維也納，創始會員國包括美國 43個分會、

加拿大 15 個分會、歐洲 10 個分會、日本與巴西，1974 年成立時全美會派方菊雄代表參加。

B. 加強與分會間的聯繫 :

　　1. 接續第二任將遼闊的美國分為六區，分別是東岸、中西部、南部、中部、西南部、與西北部。

　　2. 建立電話聯絡系統，分會之間的聯繫，全美會能否發揮功能，取決於此；克服的困難有三，美

國國土的廣闊、同鄉的郵訊惰性、同鄉會之間認為全美會是多餘的存在，前二項困難，可以靠電         

話解決；後者需要讓全美會工作，對各地的同鄉會能發揮其意義。

      就在需要電話卻沒有電話的時候，這裡要感謝從紐澤西搬來的秘書劉俊宏，他有一個免費可打到

      美國各地的電話，天佑全美會。在他的努力下，不久全美會與所有的分會又有了聯絡。

    包括在吳木盛任內繼續加入全美會的有：Morgantown（郭佳輝）、Columbus（幹事張逸勢代表）、

Columbia, Mo（楊文傑）、Kansas City（蔡慶壽）、Detroit（陳友珍）、South San Francisco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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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楊肇福）、Stony Brook（呂平長）、Michiana（劉文義）、Milwaukee（張玉華）。

　　至此全美會有 50 個分會，但是除了分會，有些未加入全美會的同鄉會團體，我們也經常保持聯

絡，包括 Worcester( 王美惠 )、Wilmington( 鄭武陽 )、Boulder( 吳錫圭 )、Tallahassee ( 黃多助 )、

Gainesville (陳超明)、San Francisco (協志會謝鐐章)、Salt Lake City (張明德)、Honolulu (鄭

良偉 )、Nothern California ( 陳都 )、South Jersey ( 連澤仁 )、SIU Formosan Club 、Carbondale 

(J.M.Lee)、Memphis ( 黃根深 )。

　　3.  工作計劃 : 為了使各分會能參與全美會工作，工作成果供給

各分會使用，分配工作如下，括弧內是負責任務的分會 --

　　   (1) 設立海外台灣人聯絡網 (Columbus)。

　　   (2) 繼續發行《望春風》會刊。(華盛頓特區 )。

　　   (3) 辦理第二與第三屆世台會年會 (紐約、洛杉磯 )。

　　   (4) 印製及發行印有全美會的聖誕卡 (休士頓 )。

　　   (5) 家庭協談 (直屬全美會 )。

　　4、 世台會駐美洲專員陳錦芳的萬哩長征 : 經過全美會劉俊宏的安排，世台會駐美專員陳錦芳以灰

狗巴士遠征全美會各分會，因為陳錦芳的努力，加強了全美會

與各分會間的關係。

　　5、 支持島內政治文化人士的巡迴演講 : 經過全美會的安排，包括

黃信介、康寧祥、呂秀蓮、黃春明、石再添、王育德等在全美

會的各分會巡迴演講，經過上面的努力後，全美會每個分會間

的聯繫，基本已達到所期望的程度。

C. 增加全美會在島內的能見度與加強台灣的聯繫 :

　　1.  以全美會的名稱在台設立貧寒獎助金，由芝加哥與休士頓分會

負責，但因為國民黨的阻撓而失敗。

　　2.  參與1975年年底，台灣增額立委競選活動:包括在《台灣政論》

登全美會廣告、全美會代表楊肇福為黨外侯選人助講、為黨外

候選人捐款、要求僑選立委配額。

　　3.  與島內反蔣人士秘密溝通，其中與王古勳的溝通最典型，時間

是 1976 年的 3 月《台灣政論》被關閉不久，地點在芝加哥，參與的有吳木盛與楊宗昌。議題討

論如下 :

　　   (1) 溝通主要是在台灣設立獎助金案，雙方同意請《台灣政論》社代辦貧寒救濟和救災。

　　   (2) 找內外聯繫方式，利用探親回台、回台辦理工技研討會，或以考察受訓名義出國。

　　   (3) 《台灣政論》因被迫關閉，引起在美國舉行的民眾大會與示威遊行，在台灣產生效果。國民

黨因而對《台灣政論》社內工作人員減輕施壓；《台灣政論》停刊永久訂戶只有 3000 戶，

但每期銷售量達 3萬份，選舉期間更高達 5萬份。

D. 出擊海外政治活動 :

			全美會也不遺餘力的參與海外台灣人的各種政治活動，在吳木盛擔任會長期間比較重要的有 1975 年 4

月間，在芝加哥、華盛頓 DC、洛杉磯、與休士頓舉行的「民眾大會」；12 月 27 日以後因《台灣政論》

被關閉，而引起的示威遊行及其他活動；還有就是 1976 年在加拿大蒙大拿舉行的奧運，抗議國民黨堅

持國際社團決不會接受台灣為名，全美會主張「台灣就是台灣、中國就是中國」。

吳木盛伉儷	(吳木盛提供 )

早期海外關注黨外雜誌發展 (邱萬興提供 )

本文摘自台灣史系列 5 《自覺與認同 1950-1990 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 -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333 頁起吳木盛撰寫的全美台灣鄉會



　　葉博士於 1976 年上任，1977 年 5 月底長期出差韓國會

務，由莊承業代理一直到 1978 年 12 月底。

第一、葉國勢任內之重要會務 -

    1. 修改名稱和章程 :

	 	 	 	 當 時 全 美 會 的 英 文 名 稱 The Formosan Club of 

American，葉國勢認為由於 Club 有娛樂性與社交性的含

義，因此積極致力於修改名稱，他參照「日美公民聯盟」

(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的章程，修改全美

會的法規、草案刊登於 1977 年 7 月的《望春風》月刊廣泛

徵求各分會意見，至於名稱，他建議改為「Taiwan League 

任期：1976 年 9 月至 1977 年 5 月 莊承業代理至 1978 年 12 月

第四屆會長　葉國勢

同鄉互助創立「台灣信用合作社」
（莊承業代筆）

葉國勢伉儷

								莊承業伉儷(右一、二 ) 					莊承業(前中 )創辦德州台灣信用合作社

of America 」，1979 年陳唐山擔任第五屆會長時，正式將名稱改為「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此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2. 加強分會的聯繫 :

　　當時全美會有 58個分會 , 透過《望春風》傳達全美會消息，其次是把全國的分會畫成 6個區域，

計有東北區、東南區、中西區、西北區、西南區與南區。

第二、莊承業任內之重要會務 -

   1. 繼續發行《望春風》：《望春風》是當時全美會的會刊，主要內容是散發台灣人意識，揭露國

民黨的暴政，支援島內的民主運動，以及傳播各分會的消息和報導，許多熱心同鄉都經過《望

春風》的洗禮，休士頓地區同鄉負責編輯和出版，由第 85 期 (1976 年 9 月 ) 至第 112 期 (1978

年 12 月 )，《望春風》是免費贈送，靠樂捐支持，一期的發行量是 800 份，除了分會以外，也

寄給包括 100 間美國大學的圖書館，可以想像《望春風》的影響力有多大。

    2. 募款活動：全美會支持黨外人士，1978 年為台灣立委和國代進行全國募款高達 3萬 5千美元。

    3. 台灣信用合作社 (Federal Credit Union) 的設立與推廣：莊承業於 1975 年 6 月創辦「德州

台灣信用合作社」，這是台灣人在美國設立的第一間信用合作社，全美會積極推廣到美國各

地，但台灣信用合作社並非全美會的資料組織。

				1979 年統計全美有台灣信用合作社，包括德州、紐澤西、紐英蘭、華府、芝加哥、紐約、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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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春風》發行 136期，休士頓負責的有 47期。

莊承業代理會長任內發揚光大。(莊承業提供 )
    全美會第二三四八屆會長左起許何瑞、

吳木盛、葉國勢、謝英敏(莊承業提供 )

密西根、北加州等，1980 年代初期美國經濟蕭條，大部分台灣人信用合作社無法生存，最後只剩下

德州、紐澤西、華府等三個信用合作社繼續經營。

    成立台灣信用合作社 TFFCU 的動機何在 ? 

　　1. 自己的人賺自己的錢，類似成立一個「儲蓄會」，這是一種肥水不外流的方式。 

　　2. 經濟上的整合，學習猶太人存錢、借錢都與猶太人開的銀行來往，這是值得學習的好榜樣。 

　　3. 在經濟上有效地協助同鄉，我們都是旅居國外，無人擔保「千日之好」，有一間屬於自己的

信用合作社就方便多了。

 信用合作社貸款的項目，主要有什麼？ 

 根據統計，買車 33.5%、還清債務 18%、修理厝 14%、買傢俱 8.5%、旅行 8%。

 以下是 1979 年的資料：九間台灣信用合作社 , 含成立日期及名稱 : 

 1975 年 6 月，德州台灣信用合作社 Texas Formosan FCU(*2)

 1976 年 10 月，紐澤西台灣信用合作社 Formosan Club FCU 

 1977 年 3 月，紐英蘭台灣信用合作社 New England Formosan FCU 

 1977 年 4 月，華府台灣信用合作社 Capital Area Taiwanese FCU 

 1977 年 5 月，芝加哥台灣信用合作社 Chicago Formosan FCU 

 1978 年 3 月，紐約台灣信用合作社 Taiwan FCU 

 1978 年 7 月，南加州台灣信用合作社 Southern California Taiwanese FCU 

 1979 年 9 月，密西根台灣信用合作社 Michigan Taiwanese FCU 

 1979 年 10 月，北加州台灣信用合作社 Northern California Taiwanese FCU

　　全美同鄉會內各會成立之際，大多有遭到國民黨專制轄下的領事館刁難，之後又把同鄉會看成化

外之民的團體，置之不理。更令人憤慨的是，還不能用台灣同鄉會之名返台省親；同鄉會想在台設立

獎學金，也遭受到胎死腹中的命運。

    當時想不通政府把同鄉會看成眼中釘的原因何在？台灣是養我育我至少 25 年的故鄉，難道不值

得我們去關懷嗎？或不應該去關心嗎？他們當時應瞭解在海外一群華人之中，最關心台灣的是生於斯

長於斯的台灣同鄉。或者政府認為參加同鄉會的人，都視為與台獨有關，這未免太武斷，逼迫到最後，

更可怕的是迫使更多的人同情台獨，當初也多次建議希望政府和領事館正視這個問題，否則彼此的鴻

溝越來越深，更希望開方便之門，讓同鄉會有更多的機會替家鄉服務，最後都不得其門而入。

本文摘自台灣史系列 5《自覺與認同 1950-1990 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 - 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333 頁起台灣同鄉會與莊承業自傳



　　時光飛逝，一晃眼就是五十年，想起全美台灣同鄉會

的成立經過，一切都還歷歷在目，彷彿昨日。對於創立全

美會的英文名字「 Formosan Club of America」, 不少

同鄉感覺到不甚嚴肅，因此第三屆開始有改名的提議，在

1979年，我任全美會第5屆的會長正式改名為「Formosan 

Club of America」 成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漢文名不變。

　　當初來到人地生疏的美國，大家分散各地，為了彼此

有個照應，早年成立台灣同鄉會的宗旨就是聯絡鄉親、關

心台灣、宣揚台灣文化。當年來到自由民主的國度，相形

第五屆會長　陳唐山

全美台灣同鄉會成立 50 週年感言

2017年 10月參訪瑞士國會 2017年 10月參訪瑞士國會

任期：1979 年 -1980 年

前會長陳唐山親筆

之下，故鄉還處在國民黨的高壓統治，所以同鄉會還有另一

個目標，就是結合旅美台灣人的力量向世人控訴國民黨的獨裁，促進台灣的民主化。

　　經過島內外多年的努力，台灣終於邁向民主，獨裁統治雖已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卻是中國的併

吞威脅。中國長年對台灣文攻武嚇，即便是武漢肺炎肆虐的現在，連採購疫苗這種最基本的人道需求，

中國都要阻撓，可見當前的台灣危機已超越早年的國民黨統治。

　　國家處境雖然凶險，但五十年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我相信台灣人的韌性會不斷的克服難關。就像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國民黨政府將民主人士醜化為暴力分子，許多美國人也相信這種宣傳，但旅

美同鄉仍透過不同管道向美國各界積極發聲，述說台灣人追求民主的過程和美麗島事件的前因後果，

終於促成 AIT 理事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到台灣了解實際情況。在那個沒有網路的時代，同鄉

會更發動鄉親寫信到甘迺迪（Edward Moore "Ted" Kennedy）參議員的辦公室，一下子就湧進七千

封信，終於震撼了甘迺迪，願意替台灣人民發聲。

　　當時台灣同鄉散居美國各地，集合起來並不容易，但為了對國民黨政權施加更大壓力，反制他們

對人權的侵害，所以把主戰場拉到華府，就在同鄉的通力合作下，台灣人追求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

各國對台灣的關注也逐漸對國民黨政府形成壓力，使台灣一步步走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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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中國一方面威脅武力犯台，另方面在國際上散播擁有台灣主權的謊言，有的國家承認中國

的「一中原則」，對台灣議題噤聲不語，有的國家雖不同意中國的主張，但懾於霸權，也無意反駁。

不過，近年來國際局勢正發生微妙變化，許多國家紛紛關心起台海的安全議題，從 2021 年 4 月美國

總統拜登和日本前首相菅義偉在領袖峰會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之後，台海議題就不斷躍上國際

舞台；5 月初，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說中國若侵犯台灣，澳洲將會支援美國和

盟友；接下來，美國總統拜登和南韓總統文在寅舉行領袖峰會，聯合聲明更首度提到台海的和平穩定；

5 月底，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與日本首相菅義偉舉行歐日領袖視訊峰會，以及 6 月 13 日的 G7 峰會，也都提到台海和平穩

定的重要性，可見全球正緊盯著中國的一舉一動，台灣已不是中國可以任意侵犯的囊中物。

　　各國之所以發生轉變，除了中國的軍事擴張，以及恣意侵害新疆和香港人權、引發民主國家的反

感外，旅居美國的台灣鄉親也是功不可沒。各位秉持著「關心台灣」的創會宗旨，不斷向世人訴說中

國的侵略意圖，提高國際社會對台灣安全的關切；我相信，不論是五十年前的追求民主或是現在的捍

衛主權，這個主張「台灣主體性價值」的同鄉會都將繼續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返台將近三十年，我仍時時關心旅美同鄉的動態，每看到第二代子女在美國各行各業嶄露頭角，

著實感到無比的光榮與欣慰。五十年前，我們把聖火點燃了，衷心期盼台灣精神就像奧運火炬一樣不

斷傳遞下去，讓台灣人在美國這個新故鄉大放異彩。我們更期盼台灣鄉親秉持初衷，努力結合國際社

會的力量，以確保台灣的獨立自主，讓後代子孫永遠活在自由的樂土上。

2007年大阪演講會照片

2019年在科威特 陳唐山與海外同鄉參加2004年世台會與世大會（邱萬興提供）

擔任台南縣第7任縣長及第 2、5、8屆立法委員



　　1960 年代到美國的留學生漸漸增加，後來超過留學日本的

人數。林明哲雖然受過日語教育，但是沒有選擇留學日本。他

是早期的台灣留學生，也是台獨聯盟在芝加哥地區的早期盟員。

美國台獨聯盟本部的工作重心一直在美國東部和西部。所以芝

加哥的盟員，在芝加哥地區舉辦的各個台灣人社團活動中，非

常積極參與；林明哲即使不是教徒、也已經不是學生，仍然參

加芝加哥台灣同鄉會、台灣教會、中西部夏令會、FAPA、人權會、

婦女會、教授協會、台灣人醫師協會、台灣長老教會、西北大

學或芝加哥大學台灣人舉辦的活動，扮演芝加哥地區台灣同鄉

穿針引線的角色。

　　台灣人的示威遊行行動，尤其動員同鄉到紐約和華盛頓的

遊行，雖然不是由台獨聯盟出面主辦，盟員是擔任幕後動員。

早期全美台灣同鄉會的許多歷任會長，大多數都由台獨聯盟的

盟員擔任。

　　這是因為早期台灣同鄉雖然會參與同鄉會的活動，但因為常受國民黨威嚇干擾，所以都不願出頭

擔任社團的幹部職務，以致聯合各地的全美同鄉會的會長誕生，常常是一波三折，幾乎絕大多數都是

由台獨聯盟的盟員擔任，台灣同鄉會也因此當時被認為是台獨聯盟的外圍組織。直到 1980-90 年代

才開始出現變化，90 年代後，甚至已有非台獨盟員積極爭取擔任會長，全美會漸漸迎來新氣象。林

明哲在 1981 年繼陳唐山之後，擔任第六屆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兩人當初都是台獨聯盟的盟員。

期間主要會務包括如下 :

一、陳文成事件

　　1981 年陳文成教授回台省親，遭國民黨謀殺，使海外台灣人反對國民黨政權統治的情緒漲至最

高峰，時任全美會會長的林明哲，召集並帶領一大群芝加哥同鄉，到陳文成教授的母校在 Ann Arbor 

的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參加追悼會，並參與在 Pittsburgh 的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的示威遊行，當時的發言人是林錦弘，也為陳文成教授遺孀募款。

　　陳文成是對抗國家暴力的受害者，在美國執教期間，不斷捐助黨外運動人士及黨外雜誌，返台惹

來殺身之禍，此事件在海外台灣各社團同仇敵慨

團結合作下，時值白色恐怖時期，海外台灣人抗

議遊行要求美國追查真相，引起美國政府重視，

對獨裁者蔣經國施壓，要求進行調查，美國國會

也調查國民黨派來美國的特務以及職業學生，在

美國不斷施壓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宣佈，在未

確定罪名前，警備總部不得隨意再秘密約談相關

人士，最後陳文成懸而未決的命案，也促成美國

要求國民黨實施民主化，及取消海外黑名單。

二、台灣移民配額案

　　協助 1981 年 11 月美國眾議員 Stephen J. 

任期：1981 年 -1982 年

第六屆會長　林明哲

團結抵抗國家暴力 爭取移民配額

林明哲全家參加抗爭遊行 (出處林明哲 /林茗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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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z 及12月向參議員Edward Kennedy ，分別向美國參眾兩院提案2萬人的「台灣移民配額案」，

並募款支持台灣移民配額案在 1981 年 12 月通過參眾兩院，於 1982 年元旦起成效。

　　1979 年美國與台灣斷交，美國遂將台灣移民配額轉移至與中國一起，這導致台灣許多海外人

士無法與台灣家人團圓，台灣人要移民美國頓時感到非常困難。在彭明敏、蔡同榮、陳唐山等人積

極奔走下，由洛杉磯王桂榮夫婦擔任聯絡人，簡金生擔任總幹事，並由當時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會長

王興宗從旁協助，在洛杉磯舉辦千人宴共同為甘迺迪募款，這場盛大的晚宴，甘迺迪遂答應幫忙

提出應讓公平對待台灣移民配額，1981 年 11 月 6 日，海外美國台灣人各地代表，在世台會理事長

陳唐山及全美會會長林明哲的邀請下，到華府拜會甘迺迪及索拉茲 Stephen J. Solarz，重申目前

在美台灣人最關心的問題是台灣移民配額，希望早日解釋「台灣關係法」。11 月底，國務院通知

甘迺迪，說不能另外給台灣移民配額。如此，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在國會提案立法。在國務院尙未

解釋「台灣關係法」之前，索拉茲就在 10 月 20 日與共和黨籍的亞太小組副主席普里查得（Goel 

Pritchard），共同向眾議院提出一個議案，增列二萬名移民配額給台灣。最後，參眾二院通過後，

雷根總統在聖誕節過後正式簽署，而完成該議案的立法手續。台灣自一九八二年元旦起正式享有每

年二萬名移民配額。

三、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 的籌備與成立

　　說起 FAPA 成立源由，得歸功於海外台灣人當時爭取成功獨享 2 萬位移民配額，與中國脫鉤，

這是當時海外為台灣爭取福祉的重大勝利，受到鼓舞，全美各地社團領袖開始思考為提倡台灣民主

自由，爭取國際社會認同，需要創立深入國會為母國台灣爭取權益的遊說團體，全美會當時參與並

協助 Formos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FAPA) 的籌備與成立，其中最主要工作是籌備於

1981 年 11 月 6 日在 Tokyo Hotel, Chicago 舉行的 FAPA 籌備會，會中選出第一屆會長與中委，後

來 FAPA 於 1982 年 2 月 14 日在洛杉磯正式宣布成立。

四、第九屆世台會

　　1982 年第九屆世台會由全美會主辦由 Houston 分會負責，有四位台灣的黨外立委包括康寧祥、

張德銘、黃煌雄、與尤清，專程來美參與，雖然因為要避免國民黨的迫害，立委的演講只能在大會

的樓下分別舉行，但並未影響世台會參與者的情緒。

    後記 : 林明哲前會長於 2020 年 1 月辭世，有關林明哲文獻與相關照片收集，可參考台獨聯盟林

茗顯前輩的文章 www.taiwannation.org.tw/showwdoc.php?id=59。

1975年 5月在白宮舉辦台灣人民眾大會左起林錦弘、林明哲大女兒 Jean 及兒子
David、吳波平兒子 John (出處林明哲 /林茗顯 )

1981年向參議員 Edward Kennedy 爭取「台灣移民配額案」

本文摘自台灣史系列 5 《自覺與認同 1950-1990 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 - 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333 頁起吳木盛寫的全美台灣同鄉會



第七屆會長　陳都

突破國民黨的恐怖禁忌

　　1983 年是美麗島事件軍法審判，黨外主幹政治犯被判刑入

獄的第二年，此時海外支持民主運動的同鄉內心也充滿恐懼，

在這個氣氛下全美台灣同鄉會長等無人候選，因此第六屆全美

會會長林明哲就推薦北加州的陳都，由於陳都剛在創立新公司，

有些心有餘力不足，在夫人祝丕芳鼓勵及全力支持下，義無反

顧接下第七屆全美同鄉會會長任務。

   接任後就訂定兩項主要工作目標：

A、在海外積極突破美麗島事件的陰影，鼓舞全美會各地同鄉，

重新提振士氣，台灣民主運動的前途，唯有海外繼續努力支持

奮鬥，台灣才有希望推翻獨裁專制的政府。

B、剛經過美麗島事件審判後，全美會自己必須健全組織，要擁

有更堅毅強大的力量，才能拯救幫助美麗島事件的政治犯。

   不過，當上會長後才發現各地同鄉會沒有積極與全美會聯絡，並且很多沒有繳交會費，所以，第

一件事是向各地已參加全美會的會長連络繫並催交會費，重新確認會員數。任內主要工作事項如下：

一、解決運作費用

　　過去全美會並沒有健全的繳收會費的制度，因此運作上面常常受到資源的限制無法施展。為了讓

組織能夠盡快健全，得以協助黨外運動火苗不要熄滅，所以花了許多心力和各分會說明情況並溝通，

請各會在能力的範圍之內繳費給全美會。

二、確立全美會邀請講員、各分會分擔旅費模式

　　為了減輕分會的負擔，全美會這一屆做了一個重大

的改變，由全美會擔任邀請台灣民主運動人士來美巡迴

演講，全美會負責辦理接洽並安排日期到各會，至於各

地分會則是負擔演講者到各會所需的旅費，並可以藉此

理由在演講當中募款。這作法無疑讓全美會與各地分會

建立更緊密的聯絡關係，而巡迴演講者也能得到訪美訴

求的最大效果，可謂「三贏」的局面。

三、舉辦第十屆世台會

　　適逢陳唐山博士擔任世台會會長，1983 年世台

會年會輪到美國主辦，陳都以主辦國會長身份負責籌

備世台會的一切事物。當時為了減少鄉親經濟負擔，

所以選在校園舉辦，在北加州舊金山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校園內舉行年會。此次年會主題

「突破國民黨的恐怖政策」，年會邀請來賓，以政治犯

家族或民主鬥士為主，陳都代表世台會去台灣邀請，卻

因為國民黨早已經對台公佈，將世台會當成叛亂組織，

任期：1983 年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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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許多民主運動者不敵威逼拒絕；此時卻出現兩位勇敢的政治犯家屬，姚嘉文夫人周清玉以及張俊

宏夫人許榮淑，她們甘願冒著坐牢的風險參與，並且在台灣的時候就公開是要來參加世台會當主講嘉

賓，這讓國民黨大為震怒，也公開聲明如

果她們兩人膽敢參加世台會，回台後會以

叛亂份子起訴審判，勇敢的她們並沒有受

到威脅改變決心，正大光明地造訪美國。

　　但在真正輪到她們演講時，有一位北

加州灣區的女士深怕周清玉和許榮淑被捉，

所以主動製造一幅以「北加州台灣同鄉會」

字條要將「世台會」名字換掉，結果兩位

主講反對，表示她們來參加世台會就是要

突破國民黨的禁忌，親自向海外人士傾訴

美麗島事件的真相及政治犯的現況，無需

因為”保護”而剝奪她們參與世台會目

的，要我把原來世台會的字條，掛回大會

會場。世台會鄉親得以有機會聆聽周清玉

及許榮淑訴說著美麗島事件真相，發生的

始末，並勇敢的傳達受難政治犯和他們先

生的心聲，使得聆聽的鄉親都流出眼淚，

感嘆台灣人被迫害的悲哀，堅定要救出政

治犯的共識。

　　期間為阻擾周清玉及許榮淑的演講，

國民黨辦事處還僱用一個白人私家郵遞公司來傳遞 2 封所謂的違法警告書，結果在會場門口就被陳都

攔著不讓她進場，並對白人說這裡的會場並無此人，經過一番爭論後，白人知道理虧無法得逞，就離

開現場。這個波折，讓很多鄉親得到啟示，對抗國民黨惡霸的獨裁政權絕對不能委屈自己順服，他們

無所不用其極，一定要反擊否則努力都會徒勞無功。

　　結果周清玉及許榮淑兩位女士，回台後平安無事，那一次突破之後，台灣很多的黨外政治人物都

想來參加北美會或世台會，了解可以和海外台灣同鄉共同合作推動台灣民主化的運動。

   1984 年至 1985 年陳都選為世台會會長，任內再連任一次做到 1987 年；一直都與比較多資源的全

美會合作，共同推動台灣民主運動，非常欣喜的是，全美會在歷任會長的努力下，能見度大幅提升，

因此 1984 年後，會長的選舉，也開始有所謂爭取提名的現象，是全美會一路在對抗國民黨，有了重

大的突破及成就，是一個進步的現象。

陳都伉儷

# 本文部分摘自台灣史系列 5 《自覺與認同 1950-1990 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 - 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



　　從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卸任後，謝英敏擔任第八屆會長

時，就思考在海外異鄉的台灣人，積極促進各族群的團結是必

要課題，如何培養鄉親去掉國民黨統一中國的洗腦，認同台灣

人主體意識，促成團結一體的觀念，成為任內首要任務。體認

全美會應有新形式的方向，加強原有同鄉會的不足，除了聯誼

社交，關懷諮詢外，藉由討論政治性活動的議題，全美會應從

中培養出對內團結合作，在關心故鄉的黨外民主運動時，本身

還要更具主體性的深入探討台灣民主何去何從的方向，建立脈

絡，對外也應廣納各族群意見討論，基於這樣的動機，任內遂

舉辦「台灣前途討論會」座談會。

任內重要事情如下 :

一、舉行會長會議

　　聯合所有各地同鄉會會長和組織代表，在休斯頓舉行「第

一次海外台灣同鄉會會長會議」共同討論如何爭取海外台灣人的權益、與關懷故鄉台灣的前途，會中

也決定支援台灣的民主運動，包括爭取言論自由、反對黑名單和要求國民黨廢除戒嚴令。

二、參與台灣選舉

　　發表聲明以支援台灣黨外人士參與民意代表和縣市長選舉。1985 年初開始，黨外政治人物逐漸

認識要改變台灣政治生態，促進台灣民主政治，必須靠強而有力的政治組織，也就是非組織政黨不可，

另外還要積極參與選舉取得席位。

三、 舉辦台灣前途討論會

　　在紐約、洛杉磯、休斯頓與芝加哥舉行大型的台灣前途討論會。

四、舉辦世界性台灣前途討論會

　　邀請政治組織關心台灣的學者與民主鬥士來參加 1986 年在芝加哥舉辦的「第一次世界性台灣前

途討論會」由學者田弘茂教授主持，參與者包括台獨聯盟代表、時任台灣革命黨許信良、FAPA 會長

彭明敏、中國台聯會主席林麗雲、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與國民黨代表，各代表都能以不同政治立場，和

氣的討論台灣前途問題。

五、支援許信良的民主運動

　　協助時任台灣革命黨 (1984-1986) 副主席許信良想要成立的「台灣民主黨」，並協助許信良參

與闖關事項。

　　許信良在 1986 年 5 月 1 日成立「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包括許信良、謝聰敏及林水泉預

計於年底以前，要將該黨遷回台灣。許信良約同謝聰敏、鍾金江飛往華府會見當時 AIT 主席丁大衛

(David Dean) 當面闡明兩個基本堅持：1. 基於主權在民，台灣人民有組黨的自由。2. 基於人權，

台灣人有自由返回故鄉，台灣人反對黑名單，剝奪台灣人返鄉的權利。美國應給予關心，並請協力解

決。丁大衛主席表示十分同情並透露依台灣當時氣氛，他相信台灣島內在短期中將會有反對黨成立。

	 後來許信良預定於該年 10 月初在海外召開「台灣民主黨」成立大會，把黨遷回台灣，並盡全

力為台灣黨外候選人助選。會中也決議，如果台灣黨外在海外的「台灣民主黨」建黨前組黨成功，則

台灣民主黨黨員會回台入黨，屆時將台灣民主黨改為台灣反對黨的海外黨部。

任期：1985 年 -1986 年

第八屆會長　謝英敏

風起雲湧的台灣前途討論會

謝英敏伉儷 (謝英敏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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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民主進步黨於 9 月 28 日在台北宣佈成立後，由於比海外組黨腳步還要快；1986 年 10 月 4

日許信良立即宣佈將原來規劃的「台灣民主黨成立大會」，臨時光榮地改成「民主進步黨海外組織」

成立大會，在洛杉磯近千人來自各地台灣人參與，情緒高亢地在海外迎接台灣的新時代來臨。

 許信良等人於是開始策劃要「返台入黨」，同時掛上「民主進步黨海外組織」的招牌，開始

運作。海外同鄉也開始興起讓「敢行動的人試試看」的想法。於是人力、物力開始向「海外組黨」、

「遷黨回台」的活動聚集，許、謝、林三位全力到全美各大城市，以「打破黑名單」及「回台入黨」

的主題發表演講，包括也到各地同鄉會說明構想。

　　1986年 11月 14日第一次闖關失敗，1986年 11月 29日，第二批由許信良為首的回台入黨運動，

幾經折返，仍遭原機遣返。在台灣前往接機的群眾與軍警爆發激烈的衝突，史稱為「桃園機場事件」，

博取海內外關注。

　　12 月 6 日增額立法委員選舉結果，民進黨初試啼聲，共有康寧祥、吳淑珍、張俊雄、王義雄、

尤清、黃煌雄、許國泰、許榮淑、朱高正、邱連輝、余政憲及王聰松等 12 位民進黨黨員進入國會，

當選人數約是上屆黨外的加倍，雖然當時海外返鄉無門一場空，卻也幫助民進黨聲名大噪，作了貢獻。

六、為廢除戒嚴令發表聲明

　　聯合海外台灣社團與在台民主鬥士發表聲明要求國民黨廢除戒嚴令，爭取言論自由。

　　1986 年到 1987 年之間，是台灣社會民主運動的高峰；各種衝撞戒嚴體制的示威遊行不斷出現在

台灣街頭，而海外也發動示威遊行、絕食、及向國會陳請等多項運動配合；從 1949 年 5 月 19 日由國

民黨公佈的戒嚴令，台灣人民基本人權被逐一剝奪，社會成了密不透風的禁錮牢房。在民進黨組黨成

功後，廢除戒嚴成為下一個衝撞的目標，全美會與其它社團，多次訴請聯名投書或發表聲明，請美國

協助施壓台灣解除戒嚴令。1987 年 7 月 15 日蔣經國終於宣布解除世上最長達 38 年的戒嚴令。

1982年甘迺迪連任參議員募款餐會，左起第一位謝英敏、高文吉、郭鐘樑、簡忠松、Senator Kennedy (謝英敏提供 )

# 本文部分摘自台灣史系列 5《自覺與認同 1950-1990 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 - 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333 頁起吳木盛撰寫全美台灣同鄉會及海外台
灣人民主運動史話 ( 四 ) 衝破黑名單返鄉奉獻 / 楊嘉猷。



　　我本來只是一位拿到碩士的家庭主婦，1980 年代，紐約熱

心同鄉半哄說服我，加入紐約台灣同鄉會理事，說我只要在林

肯中心辦一場台灣人音樂會就好，但我卻很快於 1984 年成為紐

約台灣同鄉會會長。而後 1986 年在謝聰敏、洪哲勝及彭明敏的

說服下，競選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時值黨外運動達到最高潮，

是由組黨到解除戒嚴的時代。

　　在我參與海外反對運動之前，海外台灣人社團或個人之間，

謠言、黑函互相攻擊的事件已發生不少。因此而產生所謂盟內、

盟外的隔閡，台灣人的兩個報紙《台灣公論報》及《太平洋時

報》，也都各持立場。同樣是為爭取台灣的民主、人權及獨立，

但為了運動路線及競選，衝突不斷，造成台灣人社團極大的分

裂，讓不少人感到困惑痛心。

第一位女會長

　　在我失望身心俱疲幾乎想要放棄的時候，要感謝好友洪哲勝，寫了一篇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請勿再抹黑楊黃美幸」的文章，他教我辯證法，正反合一，遇到問題，我就可以迎刃而解。他並

且親自打電話給各地的同鄉，制止不實的黑函耳語中傷，他鼓勵我不要被黑函打敗，就是台灣人的

勝利。1986 年底，我當選為全美會會長，是全美同鄉會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性會長。洪哲勝誠實

正直的個性，深獲全美熱心同鄉的信任，為我排除了萬難，十分感念他。

　　我是紐約第一位女性同鄉會會長，之後選上全美同鄉會會長，也是當時成立 17 年以來第一位

女性會長，1988 年我也曾參與成立「北美洲台灣人婦女協會」，期間曾兩次應邀出席美國眾議院

外交委員會，在聽證會上作證「台灣民主化的癥結及挑戰」，我提出了最大問題是在「國民黨黨產」

及「省籍差異」兩大問題。

與民運人士交手

　　1980 年代，在紐約我認識了中國海外民主運動人士，1982 年，留學加拿大的王炳章創辦海外

民運刊物《中國之春》，鼓吹中國大陸民主運動。而後我認識了《中國之春》的薛偉、胡平等人，

並以同鄉會名義邀請第一位中國民運人士王炳章，參加「台灣前途論壇」，他爽快答應，並且同意

人民自決的原則，同場的台派人士則有洪哲勝、彭明敏、蔡同榮、陳唐山等人。

　　1987年，我時任全美台灣同鄉會長，《美東時報》社邀我參加一場「台獨、自決問題」討論會，

我便邀洪哲勝同行。我們兩位獨派，對方統派，有楊力宇、熊光渭、唐德剛、宦國蒼、范揚盛等五

人，但是我們毫不遜色。媒體對我們的評論是條理分明，洪哲勝有一張富有挑戰性的面孔，談台獨

問題慷慨又激昂；對我的評論是理性執著，唯一女性，在爭辯中，一旦涉及原則問題，是毫不相讓。

　　在那個時代，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大都認為和中國民運人士談論台灣問題，浪費時間沒有用，因

為最後他們還是主張統一的。但我並不如此認為，讓中國民運人士了解真正台灣人的想法，以及協

助中國的民主化，對於台灣獨立運動是有利無害的。

任期：1987 年 -1988 年

第九屆會長 楊黃美幸

全美會第一位女性會長

         前會長楊黃美幸親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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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成立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1981 年，旅美博士陳文成，因在美國支持台灣的民主運動，為美麗島雜誌募款並參與海外台

灣同鄉會活動，於返台省親時被警總約談後，陳屍於台大校園，造成震驚海內外的「陳文成事件」。

　　當時的情治單位朝自殺的方向偵辦案件，引導輿論，但海外台灣人無法接受此一說法。陳文成

母校商請美國知名法醫魏契來台了解，回美後所寫報告明白指出陳文成已遭殺害才被移屍至台大校

園，全美各大校園掀起台灣留學生抗議「校園間諜」的活動。之後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老先生也應

邀至美國各大城市巡迴演講，控訴國民黨情治單位的惡行。

　　自 1981 年至 1988 年陳老先生臥病前的八年間，他走遍全國各地，積極參與民主運動，一面

籌措「陳文成博士文教基金會」基金，一面為黨外人士助選。1981 年陳文成過世後，陳文成父親

不僅堅強地在台灣親自看完解剖過程；1984 年 5 月陳庭茂老先生受邀到美國各地台灣同鄉會、台

灣人社團和美國關懷人士演講 ，赴美 138 天還到處陳情、貼標語「還我兒子」、在美國國會前絕

食靜坐，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及同鄉都也協助這過程。大家同情陳文成遭遇，紛紛捐款給陳庭茂老

先生，當時為他募得 10 萬美元返台。

　　一開始同鄉也在美東成立陳文成基金會、希

望台灣也要有，陳庭茂老先生返台前，我特別打

電話給台灣陳永興醫師，希望他幫忙成立「陳文

成博士紀念基金會」。陳永興受海外鄉親之託，

加上關心台灣人權，就義不容辭邀集各界關心民

主人權的朋友，協助陳庭茂老先生成立「台美文

化交流基金會」，因為光是「陳文成」3 字就讓

國民黨拒絕，當時主管單位不敢准許設立「陳文

成紀念基金會」，可見戒嚴時期國民黨的心態。

後來只能從台美文化交流中心、到台美文化交流

協會，直到 2000 年後阿扁總統上任才能正名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團隊前排右起林宗光 (Iowa)、楊玖之 (NJ）、楊朝瑜（Houston）、謝清志 (祕書長 LA) 、周慧香 (副會長 Philadelphia) 、楊黃美幸 (會長 NY) (楊黃美幸提供 )

成立台灣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及重視人權主辦各式講座(邱萬興提供)



　　1988 年年底的選舉迎來全美會會長有史以來首次普選，

兩組候選人分別是蔡銘祿與方菊雄，以及謝清志與鄭天助，兩

組人馬競逐會長，由於這屆是首度由會員直選，對於平日全美

會與各會關係鬆散的組織，無疑是極大的挑戰，果然計票的選

舉糾紛，選票爭議及票數接近，導致全美會得請到吳木盛等人

成立選舉糾紛特別委員會作裁決，最後圓滿落幕。蔡銘祿宣佈

當選後，後來也成為連任兩屆的首位會長。

　　在其任內正是台灣風起雲湧捲起各式的社會運動，政治主

張全面言論自由、反對一黨獨大、支持台灣獨立的風潮醞釀而

生，1988 年，鄭南榕在《自由時代》周刊登許世楷的《台灣

共和國憲法草案》後，於 1989 年 1 月 27 日殉道自焚，震撼

海內外，台灣獨立建國運動迎來全新的篇章。

　　會長任內積極推展「黑名單人士返鄉運動」，蔡銘祿也身先士卒在 1989 年，參與海外的「黑

名單」人士陸續闖關返台行動，曾與「世界台灣同鄉會」會長李憲榮以及羅益世等人返台，當時情

治單位沿路監視或以電話監聽尾隨。

　　為配合台灣國內的政治不同的訴求，全美會一直是情義相挺到底，他曾邀請安排林義雄等多位

民進黨人士或民主社會運動鬥士，赴美參加夏令會，倡言台灣民主及獨立建國思想。

　　其間蔡銘祿也有感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團眾多，工作重點著重爭取在美台灣人的福利及提升地

位，以及關心故鄉台灣民主化的落實成長，各社團殊途同歸，甚至會員流動參加多個社團重疊，但

社團之間卻甚少有横向的聯繫，若能整合分工合作，共同團結推展，勢必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任內在他提議下，1992 年 6 月 5 日多位社團負責人決定成立「全美台灣人社團協調會」的籌

備會，未來經由「協調會」的聯繫，整合人力、財力，強化全美台灣社團的影響力。籌備會議由全

美會召集，以電話會議集合各社團負責人召開。除了討論「協調會」章程的草擬外，並由各單位報

告目前正在進行的工作項目。經由討論後，各單位達成必需推動的項目及分工互援的共識。

　　第一次電話會議參加的單位，除了全美台灣同鄉會外，與會代表計有：陳榮儒 (FAPA 台灣人

公共事務會 ) 、楊子清 ( 台美公民協會 ) 、陳秋鴻 (HAPA/NA 北美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 、

李雅彦 ( 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 )、蔡武雄 ( 台灣國際關係中心 )、王泰和 (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 )、

方惠音 (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邱義昌 ( 陳文成基金會 )、吳金烈 ( 南加州台灣長輩會 ) 、江志

遠 ( 台灣學生社 )、段震宇 ( 外省子弟台灣獨立支援會 )、劉永斌 ( 客家同鄉會 )、楊宗昌 ( 台

獨聯盟美國本部 )、蔡銘祿 ( 全美會 ) 等 14 個單位。因為仍有許多社團不克參與，遂有第二次籌

備會議在 6 月 22 日。

任期：1989-1990 年、1991-1992 年 共兩屆

第十、十一屆會長　蔡銘祿

聯繫橫向 - 全美台灣人社團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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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橫向 - 全美台灣人社團協調會

第二次籌備會議議程如下：

1. 修正並議決接受第一次電話會議紀錄。

2.「協調會」章程之再修訂及定案。

3 創會會員之確認及「協調會」之正式成立。

4. 再議上次會議提出工作項目，與會者提出下列，各社團共同推動的工作如下 :

(1) 台美人美國護照出生地正名為台灣 (FAPA，全美會 )；

(2) 配合國會 248 議案，繼續收集資料，掃除黑名單 (FAPA，黑名單處理小組 )；

(3) 促成飛航台灣 19 家航空公司在國際機場及飛機內，增加台語廣播 ( 全美會 )；

(4) 成立聯合「助選團」，於年底回台助選 (FAPA，HAPA/NA，婦女會 )。

   蔡銘祿會長等台灣社團前輩高瞻遠矚的見解，因為他們的努力，所有的目標日後幾乎都有達標。

1989年世台會蔡銘祿 (左一 )率領眾人取消黑名單遊行

1989年蔡銘祿 (左一 )以世台會副會長率眾抗議遊行

部分內容源自陳淮崇於 1992 年 06 月為全美台灣同鄉會提供「全美台灣人社團協調會」籌備會的新聞稿



第十二屆會長　洪茂澤

試圖與僑委會破冰引爭議

　　從 1970 到 1994，《全美會》

會長由洛杉磯的台灣同鄉會共有三位

出任，第二屆許和瑞 (1972-74)、第

10-11 屆蔡銘祿 (1989-92)，第 12 屆

洪茂澤 (1993-94)，後兩位會長都有

一波三折的故事，蔡銘祿會長是在競

選前因為太競爭造成選票爭議，最後

圓滿落幕，還連任兩屆。

洪茂澤會長則是經歷一場罷免風波，

依據當時媒體報導，主因在於 1994

年 1 月 31 日洪會長與時任僑委會委

員長章孝嚴會面，部分同鄉認為這算是”秘談”，引發軒然大波，但對洪

會長而言，視為與政府單位進行溝通破冰與釋結。

 當時李登輝總統接續蔣經國掌權，有意對海外台獨色彩團體遞上橄

欖枝，此時民進黨擔任反對黨，日趨成熟，已有推翻國民黨政權朝向執政

之路的共識，海外台灣社團無法避免將開始面臨體制外革命、或體制內改

革的洪流衝擊，尤其比較偏向同鄉服務性質的全美會，到底是否該與過去

視為仇敵的政府單位作初步接觸 ? 2022 年回首看這場罷免風波的爭議，

孰是孰非，見仁見智。無需作任何評斷，感謝台美史料中心為全美會留下

珍貴的紀錄 ( 見圖 )，讓後輩對此事件窺之一二。

任期：1993 年至 1994 年

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洪茂澤事件

會長洪茂澤甫上任曾經歷罷免風波提出告訴 (台灣公論報提供 )

1994年 8月左起洪茂澤、蔡淑理伉儷、FAPA昆布勞、及太平洋時報創辦人吳西面、陳信愛伉儷	(太平洋時報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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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4 月 22 日全美台灣同鄉會代表大會會議報告

地點 :Doubletree Hotel-Kansas City, Missouri

出席代表 :各地同鄉會會長或代表及各區理事長共41人參加，並有18位同鄉及 7位祕書處幹事列席。

 會議由會長洪茂澤及副會長賴文雄主持。當日洪會長致歡迎辭並報告會務、財務長賴淑遠報告

財務，議案的討論由副會長權文雄主持。

各項提案的決議如下 :

　　1. 通過阿拉斯加同鄉會加入全美會。 

　　2. 全美會及各地同鄉會，應積極推動以台灣為名加入聯合國的運動。

　　3. 全美各同鄉會應響應支持重新徹底調查陳文成全案。

　　4. 建議全美會會長每三個月開一次常務委員會，時間及地點另定。

　　5.  現任全美會會長與所屬同鄉會會長及其會務執行委員，不得以同鄉會名義，與僑委會及有關

機構作任何金錢上的要求與妥協之接觸。如有須向全美會及各理事會會員報備 , 予以透明化。

　　6. 委請邱義昌、張信雄配合全美會秘書處推動撤銷僑務委員會工作。

　　7. 1994 年全美會 (無論直接或間接 )絕對不向台灣政府駐外機構 (包括僑委會 )申請經費補助。

　　8. 長期抗議台灣華視為中共的傳聲筒，應以類似聯合報「退報運動」，提醒台灣人自覺。

　　9. 台僑月刊維持原名，繼續發行。

　　10.  委請郭正光負責協調推行台灣文化工作，由全美會同意收集購買文化節所需的物件器材，租

借給所需要的分會。

　　11. 全美會秘書負責協調各地夏令會。

　　12. 委託陳信行做專案研究，在台僑月刊報導全美會醫療保險計劃。

　　13. 由李青泰繼續推動台僑專案。

　　14. 關心第二代子弟案，由全美會行文各分會及各夏令會贊助。

　　15. 由東北區理事長邱義昌接任全美會選罷法修正案召集人。

　　16. 全美會協辦推行海外鄉親自願「回饋鄉土」運動。

　　17. 請成長快速的同鄉會提供寶貴意見，在台僑月刊發表分享。

    18. 加強同鄉會在台灣人社團的主流地位及代表性。

　　19. 代表大會會議紀錄於大會結束前在會場宣讀全部記錄。

　　20. 鼓勵各分會加入 AT&T Association Reward Project。

 依下列優先順序委託成立1994年會長副會長選務小組，於五月底前通知常務委員會三人小組，

是否接受委託，(1)Kansas同鄉會 (2)西雅圖同鄉會(3) Houston同鄉會，受託成立選務小組的分會，

不宜推出會長及副會長候選人。

 除了上述代表大會決議 : 洪茂澤任內尚有其它服務工作 :

　　A. 洪茂澤任內擔任發行人，創立台僑月刊，共 14 期，自 1993/11/15 到 1994/12/21。

　　B.  1993 年 11 月 13 日率全美會助選團一行 18 人赴台，為民進黨提名候選人，以及公開主張台

灣獨立、制定新憲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候選人，全台各縣市大力助選。

　　C. 全美會為 11 月 25 日至 27 日設立選情服務專線，該專線號碼 310-532-5675，作為選情分析並

將選舉結果做最快速的報導。

1993年 11月創立台僑月刊 (李金忠提供 )

* 部分內容摘自《台灣鄉訊》- 亞特蘭大台灣同鄉會「全美台灣同鄉會代表大會會議報告」新聞稿



　　郭重國會長是全美會第二位連兩屆的會長，在其任內台灣

終於盼到第一次總統直選，海內外多年為台灣爭民主自由的運

動，雖然自海外歸來選舉的彭明敏 / 謝長廷未能獲勝，但終算

等到開花結果的一日。接踵而至的問題，顯而易見是中國崛起，

1996 年台灣面臨中國首次飛彈危機，同時台灣外交在國際空間

也受到中國日益強烈的壓縮。郭重國會長任內除了一般常務，

當時在夏令會多次重點著力在討論「台灣應如何建立國際地

位」，台灣國家主權問題。

　　世界台灣人大會（World Taiwanese Congress, WTC）簡

稱「世大會」，是 2000 年 12 月，阿扁總統第一年，由海外台

灣人僑界社團共同發起成立，主旨是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及其

他國際組織，是由時任世台會會長郭重國擔任首屆召集人，全

美台灣同鄉會會長林又新擔任秘書長，之後他一直以行動關注

此議題。

　　2008 年阿扁總統卸任前，「台灣入聯公投」導致台美關係丕變，他以世大會協調人名義，發

表「台灣國家主權看台美關係」，全文摘要如下 :

　　良好的台美關係，對於台灣國家主權的鞏固有重大的助益。最近美國政府對於台灣欲舉辦的

「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做出超乎尋常的一連串反對意見，頓使台美關係陷入相當的低潮。

良好的台美關係，是鞏固台灣主權主要的利器，若能與政府團隊建立良好的互動，將有重大助益。

一、美國對台關係的立場與演變

　　美國近年來對台灣的立場，官方的一貫說法就是根據三件聯合公報、台灣關係法以及雷根總統

的六項保證。

　　第一個聯合公報（1972 年 2 月 28 日，稱上海公報），美國表示「『認知』台灣海峽任何一方

的所有中國人主張只有一個中國，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第二個聯合公報（1979 年 1 月 1 日，又稱建交公報），「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是

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1979 年 4 月 10 日，與中國建交後不久，美國訂定「台灣關係法」為美國的法律，其中最重要

項目「任何不以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的前途，包括聯合抵制或禁運，即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

與安全與美國有重大利害關係的一種威脅；美國將提供台灣防衛性的軍備。」

　　第三個聯合公報（1982 年 8 月 17 日，又稱軍售台灣公報），雷根總統與中國談判軍售台灣的

聯合公報時，答應對台灣的六個保證，其中一項是「並不正式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在第三公

報簽署後，雷根總統在公開聲明中表示「我們將不干涉對於台灣主權的決定，或偏袒或施壓台灣人

民對於此決定的自由選擇，同時我們一貫的主張與考量，即是和平的解決。」

二、布希政府的轉變

　　布希總統剛上第一任時，較傾向改善對台關係，包括出售一批重要軍售給台灣，並在 2001 年

4 月 25 日的美國電視台訪問中，說出「如果台灣遭受攻擊，美國將全力幫助台灣防衛它自己。」

任期：1995-1996 年、1997-1998 年 共兩屆

第十三、十四屆會長　郭重國

從台灣國家主權看台美關係

前會長郭重國發表於台灣安保通訊第 05 期 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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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總統在陳水扁總統（2001 年及 2003 年）及呂秀蓮副總統（2002 年）過境美國時也給予友善

的方便。

　　布希政府與阿扁執政的關係逐漸下滑，主要原因是美國面臨「911」後的全球防恐策略、伊拉

克戰爭、北韓核武恐嚇、伊朗對中東和平安全的挑釁等，美國需要中國的協助，許多貿易問題也需

要與中國談判，相對台灣的立場與利益就逐漸減低。

　　台灣方面，從阿扁總統在 2000 年 5 月總統就職典禮演說「四不一沒有」、2002 年 8 月在「世

台會」宣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2004 年 3 月在台灣首次舉行全民公投、2006 年 2 月「終止」

國統會及國統綱領，2007 年 3 月的「四要」，以及 2008 年 3 月舉辦「台灣入聯」公投等作法，他

為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正常國家，以及加入國際組織，承受許多國內外的壓力；加上台美高層

的溝通不順，導致美國政府常以履守「四不一沒有」來為難阿扁總統。一連串的由國務院、國安會、

美國在台協會的高層官員，發表反對「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更讓台美關係呈現空前的

低潮。

三、加強改善對美關係

　　依長期個人觀察，美國對外關係考量的觀察，從美國外交立場通常優先次序：(1) 美國的利益；

(2) 國際的現實；(3) 民主與人權的價值。所以，改進台美關係的方法，保障台灣的和平安定與主

權獨立，至少必需達到幾項目標：

    1. 清楚表達台灣的一貫立場。

    2. 尊重考慮美國立場。

    3. 提高溝通層次及加強頻率，避免造成「意外驚奇」、「無法預期」或「兩極反應」等不必

要的誤會與困擾。

    4. 對美有效外交應用資源分配，台灣是排名第二在美國設有領事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的國家，智庫及公關的經費也是名列前茅。但是台灣對華府實際影響力的效果並不理想。

    5. 加強外交人才的精選與訓練，需具備強烈對台灣認同及使命感。

    6. 擴大實質交流，台美人可以有效幫助政府，加強對美國宣傳。

    7. 強化台美間貿易投資，相互投資愈多，經濟利益互惠增加，有助台灣的安定與主權的鞏固。

     8. 改善台美關係，勢必要觀察美國立場滾動演變的脈絡，以及美國對外關係通盤的現實考量。

左圖2003年郭重國在世台會大會     右圖 2007年陳唐山 (左 )與郭重國 (右 )參加世台會大會



捐款 921 地震 2000 阿扁總統當選

	 	 	 	 	曾任達拉斯台灣同鄉會會長林又新在 1999 年當選第 15 屆

全美會會長，任內最重大的事件就是當年的台灣 921 地震，全

美會發動募款共募得將近兩百萬美元（包括股票以捐贈時間點

為市價計算），林又新會長本人並親自回台灣，以總會長的身

份代表同鄉會依據災情程度直接把捐款交給受災區的地方縣市

政府以及民間賑災非營利組織與機構。

   隔年 2000 年也是千禧年的台灣總統大選中號召全美各地的

台美人返鄉助選，終在千禧年的年底，喜迎台灣有史以來第一

次政黨輪替，阿扁總統當選，台灣人迎來出頭天。

發動 921 賑災捐款

	 	 	 	 	 	全美會成立以來，成為全美各地台灣同鄉會的平台，在台

灣民主運動從不缺席，每逢民主人權鬥士赴美巡迴演講，大家

紛紛慷慨解囊。由於台灣每年都有不可抗拒的天災人禍發生，但從未有像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時 47 分，南投縣集集鎮發生芮氏規模 7.3 強震，造成 2415 人死亡、11305 人受傷，逾 10 萬間房

屋倒塌，山崩地移，哀鴻遍野，傷亡慘重，是台灣百年來死亡人數第二多的地震。921 地震發生隔

日，全球各地也發動到台灣救援，時值許多同鄉會在度過中秋佳節的聚會，全美會緊急發出通知，

希望各地同鄉會能發起賑災募款活動，並為受難者哀悼祈福。

   整個台美社團受到極大震撼，都抱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社團彼此大家同心協力

發動救災募款，並舉辦賑災重建晚會，或是追思音樂會，各地同鄉會都予以支持贊助，最後募款將

近兩百萬美元，林又新會長特地返台把捐款交給各地方縣市政府以及民間賑災非營利組織與機構，

為災民作重建家園。   

   募款過程中，或許大家記憶猶新，令人十分氣憤發生了中國政府聲稱要捐款給台灣十萬美元，

捐款金額已微不足道，更過份是中國卻趁機干擾阻撓世界各國對於台灣人道的援助，尤其竟然要求

其它各國紅十字會或聯合國組織不要用台灣或是「Republic of China」的名稱，而且所有國際援

助要經過紅十字會，無恥行徑一經披露，海內外及台灣朝野全部譁然，中國政府如此罔顧人命，更

別說台灣每逢中國重大災難，捐款早超過中國此次捐給台灣的好幾千倍，中國一切以「台灣是中國

的一部分」政治前提至上，不切實際的作法，唾面自乾的行徑，讓台灣海內外人士極度反感。

    對付中國侵門踏戶的無形戰爭，硝煙四起，在阿扁總統執政後，全美會的角色因為「抗中保台」

支持阿扁總統「一邊一國」的主張，2000 年後也轉變成為反中號角響起的主力。

結束一黨專政 阿扁總統當選

	 	 	 	 	 	2000 年 3 月 18 日台灣第二任民選總統選舉結果是代表民進黨的陳水扁 / 呂秀蓮當選，終結國

民黨 50 多年一黨專政，創造了歷史性的一刻、被認為永遠不敗的國民黨外來政權，終於敗給土生

土長正港台灣人的民進黨，台灣首度的政黨輪替美夢成為事實、海外台灣社團都欣喜若狂。

   全美會之前支持鼓勵許多各地台灣同鄉會的人組團回去台灣助選，有的同鄉提早三個月就回去

吶喊助陣，當晚大家掩不住內心喜悅，互道恭喜，終於台灣民主重啟進入嶄新的境界。

任期 : 1999 年 -2000 年

第十五屆會長　林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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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林又新會長返台為 921捐款

    阿扁總統當選，因為是台灣有史以來首次的政黨輪替、政

權和平轉移，是亞洲民主的典範，然而有三點意義，在海外支

持台灣民主及獨立的同鄉心中泛起隱憂，事實最後也証明朝小

野大的弱勢政權，注定讓首次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吃足苦頭。

    1. 送終國民黨獨裁政權，兩黨仍無法相互制衡，國民黨

在政治體制內盤根錯節，陳水扁政府雖然標榜「全民政

府」，首次本土政權正式誕生，大家期待往本土化貼近，

淡化國民黨威權的中國色彩，一路都窒礙難行。

   2. 阿扁主政弱勢是不爭的事實，外有敵犯，中國在國際崛

起日益囂張，競選時江澤民就威脅阿扁當選就攻打台灣，

國內有國民黨配合恫嚇，如何減低緊張局勢，確立台灣的

     安定與安全，成為最大挑戰。

   3. 海外支持的同鄉們抱著最大的期待，就是台灣主權獨立，早日國家正常化，但這個歷史課題，

完全未得到國際的承認，存在美國要求節制的壓力、中國的壓迫，阿扁「台灣之子」作總統，

他只能盡量在範圍內建立台灣人的自信，深化民主，離建國之路，還是遙遙無期。

     台灣需要一番興革，時間的推進，同鄉攏明暸，打斷手骨顛倒勇，唯有繼續努力莫失志。

 

    林又新台南人，台南一中、台大化工系、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Rice University 

(Ph.D)，1986 年達拉斯台灣同鄉會會長、1999-2000 全美台灣同鄉會總會長、2001-2008 世界台

灣人大會秘書長。

林又新參加2003年世台會 (邱萬興提供）發動 921捐款 (邱萬興提供）

林又新與前國策顧問金美齡(林又新提供 )



舉辦第一屆全美台灣同啓會會員大會

任期 : 2001 年 -2002 年

第十六屆會長　邱義昌

舉辦第一屆會員大會

   全美會邱義昌會長於 2001-2002 年擔任會長期間，空前

的創舉就是在 2002 年 5 月 24-27 日在華府舉辦「第一屆全

美台灣同鄕會會員大會」，讓來自全美各地的鄕親聚在一

起。大會有幾項重大的意義：

1. 當年參與成立 FCA 的前輩，在華府召開，可以追憶 32 年

前台灣同鄉會在美國萌芽並成長壯大的意義。

2. 全美台灣同鄕會的組成有三層重要的目的 (1) 促進故鄕

台灣的進步、繁榮與安全；(2) 保障台美人權益；(3) 促

進台美間的文化交流，年會都依這幾個主軸進行討論。

3. 台灣人對國家認同十分混淆，親中勢力極端囂張。而台

灣政府在國家主權、正名及制憲等重大議題上又未見行

動。大會在此時召開充分表達海外台灣人的群體意志，

並聲援島內的正名及制憲運動，建立以台灣爲主體的思維，以期進一步凝聚國家意識。三月在

台灣召開的世界台灣人大會 (WTC) 即是以「台灣正名，國家制憲」爲主題，本屆大會的主題「台

灣一新興的民主國家」，在精神上延續 WTC 的目標。

4. 藉此大會展現台美人的政治實力，凸顯台美人關心的議題，進而影響美國的媒體與國會，以督

促政府做出支持台灣的決策。

發起台灣正名運動

    台灣在 2000 年首次政黨輪替，全美會繼續發起台灣正名運動，藉由 2001 年年度大會決議，

推動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等，並要求駐外單位，將名稱中的「台北」改為「台灣」的正名運

動，倡議運動一直持至今。

   全美會與其它台灣人社團共同主張把台灣排除在聯合國外，只會傷害聯合國本身在憲章中規定

的普世價值，台灣完全符合聯合國憲章中成為會員資格的所有規定，當時阿扁總統對於聯合國拒絕

台灣申請在聯合國的 2758 號決議文以及其他的決議案裡從來沒有討論到台灣地位的問題作討論，

感到十分遺憾，呼籲聯合國不應屈服在中國的壓迫拒絕台灣。

自此每年九月聯合國大會期間，全美會邀請各地分會支持參加當地社團共同發起或舉行的「台灣加

入聯合國」的聲明或活動，紐約附近的各個同鄉會更是以行動，年年參加由大紐約等地支持加入聯

合國的台灣人社團共同走上街頭，舉行入聯遊行，呼籲聯合國正視台灣生存權。

組團參加世界台灣人大會

    2001年3月17至18日，鼓勵全美會組團，返台參加世界台灣人大會在台灣召開的第一次大會，

於 18 日並世大會和世台會，共同參加全國台灣人站起來運動聯合舉行的「疼台灣、愛團結」大遊

行。同年，世台會在巴西舉辦年會，也是由邱義昌的團隊協助處理報名事宜。透過參加大會也呼籲

美國政府與民間，正視台灣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傑出成就，支持台灣加入各種國際組織，進而成立一

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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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前會長邱義昌(左一 )及程韻如 (右一 )參加台灣正名運動 (邱萬興提供 )

力爭元首公平待遇

   有鑑於台灣阿扁總統及呂秀蓮副總統分別於 2000 年 8 月

及 9 日過境美國時，美國並未友善安排反而諸多限制，當時

被限制只能同 15 名僑胞見面，國會議員還得從廚房進入見

面；以致於全美會支持洛杉磯各會同鄉參與總召集人吳澧培

號召海外台灣人士，以美國公民身分抗議並發表聲明，當天

有千餘人寫下抗議書，寄給美國參眾兩院，後來應有收到一

定成果。於 2001 年總統與副總統過境，就以美方按照安全、

舒適和便利等原則，給予處理，明顯有長足的進步。

  2001 年阿扁總統第二次來美經訪問拉丁美洲期間，於 5

月 21 日在紐約過境和停留兩天，另於 6 月 2 日在休斯頓過

境和停留一天。美方也同意讓台灣的總統陳水扁以「私人性

質」得與美國議員見面，並認可此舉這是促進雙方友好關係，

增強美國利益。

   這是 50 多年來自台灣的總統，首次獲准在美國的大都會

紐約過境，會見的僑胞增加到 150 人，可以見 20 位國會議

員，但是媒體仍然不淮採訪，所有活動都被限制在旅館內，即便如此，已是台美關係中的元首待遇，

獲得重大的突破。

   阿扁總統不論入境在紐約或回程過境 Houston 時，都有中共派人擾亂；像是 Texas 及

Louisiana 數個同鄉會鄉友，或開車或租巴士去歡迎，但兩度在 Houston 街上和中共出資雇來抗

議的人群，隔街對嗆。估計台灣隊超過 1 千人，中共派出約兩百人，台灣同鄉與其它台美社團的吶

喊，遠遠蓋過中共滋事份子。

    2002 年 1 月 8 日及 15 日呂秀蓮副總統訪問南美洲後，再次經過紐約、洛杉磯，不但有歡迎酒

會，還有惜別晚宴，國會議員以及市長都派代表參加，附近各地同鄉會也都動員熱烈參與，美方對

待的態度，情況漸漸改觀。

    任內還有發動賑災捐款，因為2001年美國發生的九一一攻擊事件，以及台灣發生的納莉風災，

全美會都有發起募款。還有舉辦「第一屆台灣生態之旅」，2002 年 3 月全美會與靜宜大學合辦「第

一屆台灣生態之旅」，讓海外鄉親看看台灣生態，深化對台灣鄉土的關懷。



深耕本土意識 護持台灣首次公投

第十七屆會長　吳庭和

　　吳庭和接任全美會會長之前最為「耳熟能詳」的招牌，是

他抒情的男高音，經典台語歌曲在他咬字清晰文雅抒情的韻腔，

他以意大利的美聲唱法演唱台灣歌謠，總是讓聽者動容，餘音

繞樑三日。

　　另外，吳庭和是台灣 60 年代被迫害香蕉大王吳振瑞的三

子，父親因為受到蔣經國製造的冤獄「剝蕉案」陷害坐監，他

從富可一方的蕉農之子最後在美國變成異議份子，爭取為台灣

人發聲，民進黨執政後，他為父親投注大量心血平反，並且對

傳播台灣文化不餘遺力。

會務發展未來三大方向

				吳庭和接任會長後，他著重在傳承及宣揚台灣文化到主流，發展全美會三大主題方向：

　　1. 同鄉會活動需傾聽顧及第二代心聲，並盡力配合第二代的活動：(1) 協助第二代有機會去接

觸美好的文化及風土人情，讓第二代以身為台美人為榮，舉辦活動讓年輕世代「尋根」。(2) 贊助或

協辦台美第二代主辦的活動。

　　2. 同鄉會如何發展和美國主流社會的關係來協助阿扁執政的台灣政局：(1) 會內建議先從社區

服務起步，美國人注重義工的精神，台美人若能加入主流社區服務，容易獲得主流人士的認同及尊敬。

(2) 幫助阿扁拚出經濟的實績，利用在美國的關係替台灣開拓商品市場或加工機會。(3) 促進科技

協助台灣技術發展或應用，提供創業，協助台灣科技的研發，並駕於世界水準，以科技提升台灣地位。

　　3. 台灣人因為在語言及文化引起彼此的隔閡，希望大家把語言當成溝通團結的工具，不要變成

意識形態的鬥爭工具，大家要廣納接受和來各自族裔的同鄉如「普通話」、客語友善溝通對話。

任期：2003 年 -2004 年

吳庭和在2001年世台會以聲樂家精彩演唱活躍於開幕式到閉幕式。(邱萬興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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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阿扁總統政策及公投

	 	 	 	對於任內兩年，除了著眼未來發

展，他也致力於如下事項 :

　　第一、幫助 2004 年的總統大

選，吳會長鼓勵台美人返鄉助選及

參選。

　　第二、台灣正名運動從草根性

的簽名運動完成，全美會公函要求

外交部提案給立法院去討論。

　　第三、延續台灣生態之旅，台

灣生態在過去國民黨的「過路客」

五十年統治，遭受嚴重耗竭。為喚

起全民的注意，組織海外考察團，

由生態研究所所長陳玉峰率團做台

灣生態之旅，了解阿里山、玉山及

霧社的生態狀況，希望引起當局注

意，修復生態。

　　第四、2003 年 3 月 28 日全美台灣同鄉譴責中國隱瞞 SARS 疫情。發動非典型肺炎 (SARS) 募款，

購買口罩寄回台灣運動，並舉行記者會，譴責中共阻止台灣獲得 WHO 有關 SARS 疫情匯報。

　　第五、抗議中國國務院總理温家寶訪美，2003 年 12 月 3 日温家寶訪美與布希會談，在布温會談

結束後，温家寶回中國駐美大使館，全美會等台僑社團和民權團體集結大批抗議民眾，抗議温家寶，

同時無法接受「布希今天反對台灣改變現狀的談話」，擔心台灣再度成為中美協議下的犧牲品。

　　第六、發起萬人聯署，與 FAPA 合作收集超過一萬封信，要求布希總統不可干涉台灣公投。特別

是布温會談後，台僑擔心會對 2004 年的總統大選及公投投下變數。對於布希總統所發表反對現狀的

公投，全美會反駁公投是最基本的人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剝削另一個國家的基本人權。

　　第七、支持 2004 總統選舉防禦公投，全美會鼓勵同鄉回鄉助選，並支持宣導兩個公投題目，

2004 年台灣舉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公民投票，意義非常重大，但是也面臨朝小野大形成的版本被譏

「鳥籠公投」，最後雖然因投票人數未達投票權人數的二分之一，兩案最後皆遭否決。

　　第八、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語言是一個文化的筋脈。任內他延續在曾任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

會會長及北加州台灣語文學校聯合會會長時，對台灣文化的深耕，他除了做推廣台灣歌謠文化教育的

工作，也十分注動本土意識的栽培，台灣文化的推廣及台語教學。

　　第九、各區夏令會面臨不同的問題及挑戰，鼓勵各區需要改變型態及方針，作為新的出發。任內

呼籲達成 2003 年全美六個地區都舉辦夏令會的心願。

    阿扁總統執政後，台灣同鄉會因為政治局勢的變遷，台灣前途面臨新的挑戰，從反國民黨跨越加

入反中國侵略，台灣前途的每個議題千絲萬縷，還有第一代留學生如今年紀已大，台美人開始面臨世

代交替的問題，同鄉會功能的蛻變該何去何從，實在是值得大家的探討及智慧，面對這些問題，如何

放寬視野、集思廣益，開拓新的局面，到現在都是個值得深究的難題。

後記 : 吳庭和另一知名事蹟，他是台灣早期香蕉出口產業黃金歲月與當年 60年代轟動一時「金碗案」

的故事主人翁「香蕉大王」吳振瑞之子，他與哥哥吳庭光長年耗費心力對抗司法黑暗，最後於 2016 年為

父親平反出書並製作「金蕉歲月」話劇為父洗刷冤屈，落實轉型正義，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聲樂家。

吳庭和在台上展現Taiwan is My Country T恤推行正名制憲運動 (邱萬興提供 )



1994左起洪茂澤伉儷訪問 FAPA總會昆布勞與太平洋時報創辦人吳西面伉儷

共同發起千人「反中國併吞大遊行」

第十八屆會長　程韻如

	 	 時間過得很快，我當全美會會長已經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今年適逢全美會 50 週年紀念，桂鈴會長要求寫篇感言。很多事

情都記不清了， 還好張月英秘書長還保存當年的紀錄，選了幾

件事情和大家分享。 

重新取得全美會非營利免稅資格

	 	 	全美會在美國是一個非營利組織，申請經過是 1988 年 2 月

TAA-USA 在華盛頓 DC 申請為非營利公司，同年 11 月經 IRS 核

准為 501(c)3 - 免交所得稅的組織。但是在 1989 年 9 月全美會的非營利免稅資格卻被取消，導致無

法於銀行開戶，因我們沒有依照在華盛頓 DC 的公司法，每年的申報與繳費。 

　　2006 年 10 月秘書長張月英補齊 17 年的報告和罰款，終於把全美會的非營利免稅資格重新取得。

這整個過程要感謝張月英的耐心和努力，找出過去 17 年的 Directors - 計有會長、副會長、秘書、

財務的名字與住址，經過 4 個月終於完成。

　　自從 1998 年後每年的報告改成每兩年， 到目前為止，感謝各位會長都有按時申報且繳費。希望

將來的會長在卸任時一定要把資料傳下去，不要再重蹈我們痛苦的經驗。 在這一年，除了重新取回

免稅資格，我們也制定使用全美會 ID 的規則。

捐助南亞大海嘯重建計劃

　　2004 年 12 月 26 日南海亞大海嘯，一天之內造成 23 萬人死亡。全美會於 2005 年 1 月發動全美

台灣人捐款， 經過三個月的募集， 各分會及總會一共募 20,700 美元，透過「American  Refugee  

Committee (use for) Tsunami  Relief 」專案計劃，捐助於重建泰國 (Thailand) 和斯里蘭卡 (Sri 

Lanka) 漁村。繼美國恐怖攻擊 911 事件、台灣 921 大地震賑災，全美會再度發揮「人溺己溺、人飢

己飢」的救援人道精神，賑災捐款發揮讓主流社會重視台美人關心國際發生的災害，瞭解台美人積極

關懷之心及援助救災重建行動。

任期：2005 年 -2006 年

抗議中國反分裂法上台致辭(程韻如提供 ) 程韻如在世大會發言。(邱萬興提供 )

前會長程韻如親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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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中國併吞大遊行

　　針對 2005 年 3 月 14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反分裂國家

法》，3 月 26 日全美會和台美其他社團於共同發起 「反中國

併吞大遊行」，於華府舉行。在短短兩個星期籌備完成，當天

參加人數超過 1000 人，其中有 600 多位同鄉分別乘坐 14 輛

巴士，由外州來參加，包括大華府地區台美人，有的遠從威斯

康辛、芝加哥、波士頓、紐約等地趕來，自己開車的車程有

的長達 15-20 小時，不辭辛勞，大家喊起口號，鏗鏘有力，

我們大聲吶喊：「民主、和平、護台灣」，「Stop, China's 

Missiles」、「反併吞，拼獨立」等標語，老中青三代同仇敵

慨，還輪番前往中國大使館門前抗議，呼籲中國別再恫嚇台灣，

使館前車水馬龍的馬路，過往的美國民眾或開車經過，看到標

語及示威，就猛按喇叭、豎起姆指，與台灣民主陣線站在一起，

大快人心。

　　這次遊行效果很好，國內外各大報紙都有報導，像是 CNN、

華盛頓郵報在 3 月 27 日以大篇幅刊登，達到宣傳台灣的最佳成

效。台灣駐華府媒體也都即時將實況傳回台灣。美國智庫傳統

基金會資深研究員譚慎格也來站台，支持台灣。

全美代表大會趣聞

　　擔任會長兩年的全美會代表大會，都在美東夏令會舉行，

因為參加的同鄉人數最多，地點適中，各分會都踴躍參加。

　　提到夏令會，每年全美會會協調一位或兩位來自台灣演講

者，參加各地的夏令會。2005 年邀請時任徐國勇立委，最後一

站是在 Kent University 的中西部夏令會，當他到達克里夫蘭

(Cleveland) 機場時，接機的人接不到他，非常著急。經過一

以台灣觀光局logo 製作 Taiwan bag限定版募款

程韻如 (中 )率領世大會遊行。(邱萬興提供 )

些確認，我確定他一定在機場面沒出來，於是拜託機場的人讓我用廣播，希望他能聽到，我用台灣

語尋呼他「阿勇啊！請快出來，我在外面等你喔」，不到幾分鐘他就出來了。這大概是在 Cleveland

機場用台語廣播的第一人吧 !

　　2006 年邀請王定宇委員委員來各地夏令會巡迴演講，為了節省機票錢，由先生開著我們的新車，

送他去東南區夏令會。途中經過北卡的山路，王定宇和我先生談得太高興，我先生沒注意撞上路上的

護欄，還好人都安全，只是車子不能開了，經過一番折騰，我們只好開著租來的車子去會場。 這些

都是參加夏令會的一些令人難忘的點滴。 

   這兩年間，全美會和世台會的互動也很好，世台會年會時，我們都負責註冊的事務。2006 年在加

拿大多倫多開會，全美會擔任協辦的角色，增加和加拿大同鄉的互動與互助。

　　為了募款，我們用台灣觀光局的 logo“Taiwan”製作手提袋，相當受歡迎，沒多久就賣完了 , 

那漂亮的 Logo 是向觀光局申請到許可的，我們的構想是拿著手提袋隨時都可宣傳台灣。

　　最後要感謝當時的團隊成員 - 副會長謝榮峻、秘書長張月英、秘書蔡和吟、會籍蕭宗陽、財務張

麗豔、文化組柯翠園、郭慈安、葉郁如、涂惠玲、法律顧問鍾林瑛娟、會計顧問李友禮、顧問邱義昌、

吳庭和。沒有您們無私的奉獻，就沒有那兩年順利的會務，謝謝您們 !

最後 , 謝謝桂鈴會長，擔當出版 50 週年刊物的重任，辛苦了 !



　　全美會會長謝榮峻任內期間發生阿扁總統卸任，2008 年

馬英九政府上任，對阿扁羅織罪名，濫權扣押，台美社團一直

為阿扁奔走，在馬英九執政期間，黨國體制復辟，不但把司法

作為整肅異己，提出莫須有的「九二共識」自我矮化的傾中政

策，嚴厲壓制本土意識抬頭，更是讓海外台灣人士憂憤不已，

注定全美會往後以深化海內外認同台灣的自覺之路為目標，全

美會擔憂過去血淚換來的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在馬執政

後摧殘蹂躪怠盡。過去全美會為爭取民主而努力，馬英九執政

後，全美會是為保衛台灣民主而拚命。

歡迎勞委會主委李應元

	  全美會總會長謝榮峻及其他大華府地區近百名僑界人士受

邀出席於 2007 年 4 月 17 日駐美代表吳釗燮到任，首度在雙

橡園宴請大華府地區僑界，並歡迎勞委會主委李應元率團前來

華府訪問。李應元之前於駐美代表處擔任副代表，任內卓越貢獻，他表示自五年前離開華府後，對

此地的人事物都很懷念，希望海外各界能協助共同致力於創造台灣穩定的政策環境。

致布希總統公開信呼籲不要參加中國主辦 2008 奧運會

　　2007 年 11 月 12 日全美會偕同眾多台美社團，包括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北美洲台灣人教

授協會、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等台美人社團發表公開信，強烈關切中國殘忍

對待愛好和平的西藏人民，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還要求達賴喇嘛必需先接受“西藏與台灣是中國不

可分割的一部份”的預設條件，才能展開西藏與中國的對話。中國還使用超過一千顆長程飛彈無止

境壓迫自由民主台灣，胡錦濤是鴨霸行徑的獨裁者，強烈呼籲布希總統不要參加 2008 在中國舉辦

的夏季奧運會。

發表聲明譴責陳雲林訪台爭議

　　2008 年 11 月 3 日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參與第二次江陳會談，期間本土社團人士、民進黨、西

藏獨立運動人士、法輪功等團體，發動數起抗議「為台灣守護、向中國嗆聲」活動，全美會等 19 

個海外台美人社團在陳雲林訪台發表共同聲明，聲明讉責馬英九政府，並直接向台灣人民表達台美

社團與台灣人民堅定站在一起，一同捍衛台灣民主、人權與主權。重點如下 :

  1 . 馬英九政府明知台灣民意不支持冒進的親中政策，卻仍然逕行陳江會在台灣舉行，舉動明顯  

地是要刻意挑釁台灣人民，分裂台灣社會，打擊台灣脆弱的民主。

  2 . 譴責馬英九為討好中國共產政府代表而大規模的鎮壓人民，無視台灣人民愛國心，不惜踐踏

自由與人權，剝奪人民透過揮舞旗幟、播放台灣歌曲，衣服印有愛台灣的言論自由權。

　3 .  馬英九政府為保護這位中國共產政府的代表，出動七千名警力，台灣儼然成為極權社會才見

得到的「警察國家 (police state)」。

  4  . 台灣的民主倒退，強烈讉譴責國民黨政府媚中政策，並抗議馬英九政府否認台灣主權，罔顧

人權、自由與民主。

  5 .  海外台美社團並肩與國賓飯店外被迫關門的唱片行、遭旗幟被強行沒收的民眾、參與圍城行

動的每個市井小民、在行政院前靜坐的大學生們，以及眾多憂心台灣前途的朋友們站在一起。

為阿扁案件聲討馬英九政治司法迫害

第十九屆會長　謝榮峻
任期：2007 年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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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會對陳水扁被押事件嚴正聲明

　　全美會謝榮峻會長於 2008 年 11 月 11 日對於馬英九政府偵辦國務機要費及前總統陳水扁家族

所謂洗錢案的特偵組，11 日再次傳訊陳水扁後，以涉嫌貪污治罪條例罪聲押。特偵組並未提出確

鑿証據，卻以手銬扣押一位卸任總統，對司法濫權、罔顧人權與程序正義，全美會成員至感憤怒，

表示最強烈的抗議。其聲明重點如下 :

　　1. 全美會對特偵組的作為，公然棄置「無罪推定」最重要司法原則於不顧，先作有罪定論，

再到處找證據，無事證則押人取供，為達鏟除陳水扁和其他民進黨人士之目的，不擇手段。

　　2. 馬政權以司法作為其政治清算鬥爭的遮羞布，恐嚇台灣人民的手段，以收寒蟬效應，壓制

台灣本土政黨再執政的機會。

　　3. 進行司法滅絕本土領袖模式，除阿扁總統，還有扣押邱義仁、李界木、余政憲、陳明文、

蘇治芬等案件，都是以有罪先定論，踐蹋司法，進行政治迫害。

同時，要求馬政權需嚴守人權與程序正義，對馬政權及其司法部門、及美國政府提出三點要求：

　　一、 要求司法回歸公正、公平、符合正當程序，嚴守無罪推定的原則，不能用司法作為打壓異

己的政治工具。

　　二、 台灣人應認清馬政權黨國體制獨裁，嚴加監督不容人權，以司法之名鏟除異己的白色恐怖

行為。

　　三、 請求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政府與國會議員，對馬政權師法中共罔顧人權，倒行逆施，提

出嚴正警告。

發起台美人社團全力支援「野草莓」運動

　　2008 年 12 月 4 日由全美會長謝榮峻及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共同發起「野草莓不孤單，台美

人全力聲援野草莓運動」的訴求，包括 20 多個台美人社團共同支持。聲援學生及台灣本土社團發

起的「1207 野給你看 -- 國家不暴力、野莓向前進」行動，維護台灣人權，譴責國家暴力的抗爭。

在 12 月 7 日的大遊行中，要讓執政者「道歉、下台、修法」，野草莓要求政府給社會大眾一個正

面的回應，讓執政者停止國家暴力，終止行政濫權。因此，全美會支持野草莓訴求如下 :

　　 1. 馬英九與劉兆玄公開道歉。

　　 2. 警政署長王卓鈞、國安局長蔡朝明下台。

　　 3. 修改集會遊行法。

海外台美人社團全力支援2008年野草莓運動，遊行的其中訴求是修法集會遊行法。 (邱萬興提供）



馬英九執政親中 全美會深耕台灣意識

第二十、二十一屆會長　施忠男

　　				2009 年起是馬英九執政，面臨政府無能，司法成為政治

迫害的工具，民主倒退，人權法制不公，台灣前途重重危機，

全美會此時任務，最重要是在台灣作民主深化的重要扎根工作，

喚起國民的自覺，攜手關懷守護台灣。

莫拉克風災 20 多萬捐 4 縣市

　　	2009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釀成重災，全美會即刻發起

賑災捐款專戶「Morako Typhoon Relief Fund」至 9 月 18 日

共收到 $257,407 美元，其中 $221,797 美元直接寄給全美會，

$35,610美元給FAPA。總共電滙出$226,650美元，分別給高雄、

屏東、台南、嘉義四縣救災中心，匯款前都和對方聯絡人通過電話了解災情和救助工作。例如，高雄

縣在 9 月仍有 1600 位災民寄住軍營，無家可歸，善款用在給予三餐、職業訓練及重建工資。屏東縣

會將捐款用在遷村、救濟、和重建觀光及農業、和茄苳石斑魚塭。台南縣的受災戶視浸水的深度，可

領到新台幣 5 千到 3 萬元的補助。嘉義縣要用在安置災民、幫助死者後事、補助浸水受災戶。非常感

謝同鄉每次賑災的善舉，全美會重要職責是給予信任的政府機構及確認捐款流向分配。

鮭魚返鄉台灣生態之旅

　　為了解莫拉克風災劫後餘生及重建的情況，2010 年 3 月初全美會特別舉辦為期一週的「鮭魚返

鄉台灣生態之旅」，總共有 120 多人參加。行程特色在於全程由陳玉峰教授、陳月霞夫婦精心規劃，

以在山區實地勘察、就地解說阿里山與土石流災變、88 災變成因；專題演講「原鄉台灣行」、「阿

里山的美麗與哀愁」、「台灣世紀變遷與八八災變總評析」、「南部國土及水源污染等問題」。

　　第五天晚間舉行座談會，由全美同鄉會長施忠男、前會長邱義昌、程韻如共同主持。是一場進修

學習、參觀旅遊並重的行程。訪問地區包括阿里山國家公園、烏山頭水庫、南橫公路天龍古道、太魯

閣國家公園、宜蘭國立傳藝中心。此行大家對台灣地貌作了通盤的暸解，更深一層認識台灣。

任期：2009-2010 年、2011-2012 年  共兩屆

鮭魚返鄉台灣生態之旅探勘88災變 (施忠男提供 ) 施忠男訪日 (施忠男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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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執政親中 全美會深耕台灣意識

共同發起聯署信給歐巴馬、柯林頓

　　2009 年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復辟馬英九上任，

同時也誕生第一位黑人總統歐巴馬，歐巴馬在 11 月有亞洲

行，當時傳聞會訪問中國，FAPA 及台美會等 20 多個台美社

團，發起聯署信寫給歐巴馬。

    2009 年 11 月 12 日寫信給歐巴馬的內容重點如下 :

　　1. 許多台灣本土支持者擔心歐巴馬總統此行為獲取與

中國在政治、經貿及國際問題的合作，而忽略台灣

權益，甚至在台灣主權議題上造成退讓，尤其台灣

一向被視為中國外交政策上首要談判的目標。

　　2. 台美社團共同呼籲歐巴馬守護台灣民主盟友，尤其中國軍事威脅台海緊張。

    3. 中國從不放棄使用武力犯台等主張，違背「台灣關係法」宗旨，籲請勸告中國拆除對台導彈。

　　4. 因為海內外台灣人民艱辛爭取民主自由，主權自主，無論何時何地，台灣都不應該是中美關

係談判的籌碼。

　　2010 年 11 月 10 日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阿扁執政時曾於 2005 年 7 月訪問台灣，2010 年再度

準備亞洲行拜訪台灣，將與馬英九會面並發表專題演講，再度全美會及台美社團擔心即將到來 11 月

27 日競爭激烈的五都選舉，柯林頓任何的表態，都會為選舉投下震撼彈，攸關本土地方政權的延續，

所以再度發起聯署信，信中內容概略五個重點 :

　　1. 歡迎柯林頓訪台，給予台灣在國際應有的高規格關注。

　　2. 台美人傳達憂心，馬政府勢必利用拜訪為其政權加分，試圖影響選舉。

　　3. 馬政府與中國簽訂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已成為敏感的選舉話題，呼籲柯林頓保

持中立。並訴請如果克林頓與馬英九總統會晤，為平衡客觀，能與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會晤。

　　4. 為避免有心人士做錯誤引導國民黨重新執政有利兩岸減少緊張，因此替馬政府親中政策背書。

　　5. 籲請重申立場「北京及台灣之間的議題，必須以和平方式來解決，並獲得台灣人民同意。」

2012 年總統選舉發表聲明

　　2012 年迎來總統選舉，由全美會長施忠男、北美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會長李常吉、北美洲台

灣人教授協會會長李學圖、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理事長劉斌碩、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陳

少明、全美台灣人權協會會長李豐隆 ( 翁秀惠代 )，有感在馬政權「一個中國」、「九二共識」的錯

誤政策領導下，台灣已瀕臨存亡之秋。為不被共產極權中國所併吞，台灣未來穩定發展，2012 年台

灣人要推出一位要能扭轉「一個中國」政策總統候選人。所以，共同發表聲明，面對種種艱難挑戰，

期望台灣總統候選人必備兩項特質：

第一、 要有扭轉「一個中國」政策的能力，前瞻性與國際觀，有能力為台灣辯護。

第二、 要有主導解決各項挑戰的能力，深化國家主權、深耕本土價值。

　   歷史會批判每次台灣存亡之際，領導人的遠見及抉擇，雖然，2012 年馬英九連任成功，但提早

跛腳，果然在 2014 年 318 太陽花學運爆發，帶來台灣新一波民主運動，年輕世代積極參政的新頁。

2019 年左起第 18 屆會長程韻如、獲獎人首屆會長鄭義和，
第 20-21 屆會長施忠男，第 24-25 屆會長鄭劭方



永續經營培養新世代

第二十二、二十三屆會長　周明宏

			
   周明宏會長任內，從馬英九政府遭受太陽花學運洗禮之後，

2016 年民進黨蔡英文當選總統，政黨三度輪替，大批海外鄉親

赴台助選，欣喜若狂；全美會是與全部鄉親共榮共存的，每一

位同鄉的參與就是所有分會團隊與全美會團隊最大的動力，每

次聚會都希望全體集思廣益下，得到支持、建議、及督導，使

全美會更加茁壯，更加成長。

   任內主要活動如下：

＊ 2013/2014 年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及代表大會於各地區夏令

會分區舉辦。

＊ 2014 年全美台灣同鄉會 再度舉辦「台灣生態之旅」，也再

次邀請陳玉峯教授夫婦、山林書院及台灣生態研究中心共同主辦，有近 80 位鄉親參加。

＊ 2015 年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及代表大會於 4 月 24 至 26 日在大華府地區舉辦，感謝大華府台灣

同鄉會郭超喻會長及全體理事的鼎力協助。

＊ 2016 年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及代表大會於 4 月 29 至 5 月 1 日在大芝加哥地區舉辦，感謝大芝加

哥台灣同鄉會沈耀初會長及全體理事的鼎力協助。

    全美會每年各地固定舉行下列既定活動：

　　1. 年初的各分會資訊更新。

　　2. 地區 228 公義和平紀念會。

　　3. 區理事長會議及理事長與分會的聯繫。

　　4. 與 FAPA 合作建立及提供台美人傳統週資料。

　　5. 全國五區台美人夏令會活動。

　　6. 地方上參與主流社會的活動 ( 文化教育、地方節慶、

花車遊行、與體育娛興等方面 )。 

　　7. 全美會持續與各台美人組織建立良好合作的關係，共

同為關心故鄉台灣許多事宜打拼， 並為台美人在美

國札根努力。

　　8. 全美會一直是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 ( 世台會 ) 與世界

台灣人大會 ( 世大會 ) 扮演重要的會員。

    

   全美會及各分會於過去 20 多年都不斷嘗試加強與第二代台美人的關係，任內四年，全美會團隊

的努力下，會務得以順利進行，有鑑於全美會及分會會友年齡老化現象，近年來各會都致力於年輕

化，可惜有些分會調整的腳步，因為時、地、人因素不同，以至於會務延續上，碰上艱鉅的挑戰，

甚至面對停擺末路；因此全美會團隊重要任務，是與各分會合作，尋求鼓勵台美第 1.5 代、第 2 代

或第3代的支持與合作，促進同鄉會加強與青年世代和少壯年齡層同鄉的互動，與年輕人並肩同行，

建立台美人在美國主流社會的地位與能見度，為了全美會的永續，我們對新世代的發展，必須齊頭

並進。

任期：2013-2014 年、2015-2016 年  共兩屆

生態之旅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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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經營培養新世代

支持《海台青》培育跨世代台灣主題意識

			 2015 年年會全美會決議支持《海台青》海外台灣青年陣線，重要作法包括如下：

　　1. 確立 -《海台青》組織架構，招攬潛在的新成員、規劃未來行動方案；

　　2. 學習 - 探討台灣多面向議題，包括歷史、法律、經濟、族群及性別；

　　3. 行動 - 初步形成跨世代的台灣主體意識、促成活動參與者組織行動小組，以年會的型式將

依照不同目標分成組織內部會議、專題討

論、開放空間論壇、以及小型工作坊。 

　　4. 參與者在年會中分享經驗、互相學習，

並就自己關注的議題深入討論，最終形成

行動小組。 

        透過設計過的活動引導，預期參與者能夠

在年會的最後組織各議題的行動小組，於

活動結束後仍繼續討論並發起行動，《海

台青》會成為這些行動小組的合作平台，

並提供相關的協助。 

關於海外台灣青年陣線

　　2014 年 3 月 18 日，太陽花學運掀起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浪潮，50 多萬人齊聚凱道反服貿，

同時，海外台灣人也透過串連在世界各地接力遊行、聲援學運，不僅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也延

續海外台灣人投入民主運動的傳統。「海外台灣青年陣線」源於北美各地聲援太陽花運動的組織串

連。希望持續關心台灣社會與在地社群、培養投入社會改革、獨立建國的人才。

支持美國人口普查填寫台灣人運動

　　2016 年 8 月 12 日全美會等 12 個台美人團

體一同聯署致函給人口調查局的全國建議委員

會，正式要求在 2020 的人口普查調查表中，第

六題的族群問題應加入「台灣人」(TAIWANESE)

的選項。由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發起這

封團體聯名信；早在 1997 年，也就是 2000 年

的人口普查前，台美社團就開始推廣在人口調

查表族群問題下加入「台灣人」的選項。當時

的 FAPA 會長陳文彥在 1998 年曾受國會眾議院

的人口委員會的聽證會邀請，以證人身份出席。後來被人口調查局告知，國務院已在 1997 年的便

籤中裁示，「在人口調查表上列出台灣人的選項，最終將引起敏感的政治問題，這與美國政府的政

策及美國國家利益是背道而馳的。」即便如此，台美人社團還是鼓勵來自台灣的台美人在填寫族裔

時採用「其它」的欄目中填入「台灣人」而不是勾選「中國人」。

周明宏於2018年時任世台會會長在日本舉辦大會時致辭(駐日代表處提供 )



全美會捐台製防護衣等防疫物資

　　2016 年到 2020 年台灣經歷兩次總統大選，2018 年六都縣

市選舉民進黨大挫敗，引起同鄉憂心不已，2020 年台灣總統暨

立委選舉的結果，短短兩年戲劇性翻轉，香港反送中運動等因，

小英總統最後帶領全黨以 817 萬高票當選。美國紐約時報、華

爾街、洛杉磯時報等諸多大媒體刊登，都以台灣不懼中國的威

脅為標題報導，向全世界發聲，台灣用民意告訴中國及全世界，

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抉擇。2020 年全美各地的同鄉有很多

人不辭辛勞和花費返台助選奔走。

　　同時，2016 年川普總統上任後，我們也目睹美國對台灣政

策的轉移，將中國視為打破亞太區域平衡，威脅民主國家的頭

號對手，美國已將台灣視為至關重要的盟友，協助台灣在國際

任期：2017-2018 年、2019-2020 年 共兩屆

地位提升。台美關係在蔡總統任內幾年，進入史上最好的時機，近年通過的「台灣旅行法」、「台北

法案」、「國防授權法」，都是美國希望突顯台灣的重要性與地位的相關法案。

跨世代台灣正名運動	

	 	 2017 年起的美國台灣人夏令會，依序在各地舉辦，台灣鄉親齊聚一堂，台灣人夏令會是一個新舊

朋友相聚，大家一起關心台灣時勢的場合，更是一個跨世代交流、行動、守護台灣，正名自決的夏令

會。我們每年主題是都是以守護台灣、疼惜民主、正名自決的方向，邀請到台灣及美國各地知名人士

發表專題演講，瞭解台灣的輿情，執行政策的瓶頸，分享台灣民間社會運動，共同討論與會同鄉如何

在海內外推展深化民主的行動，莫忘改革的初衷，幫助台灣走入國際與世界接軌。同時也多方建議小

英總統政府團隊堅定改革的方向，積極增強國防的力量，經濟自主性，早日完成建立正常化國家。

　　2017 年 5 月 19 日，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鄭劭方、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李中志、台灣人公

共事務會會長陳正義、正名運動總幹事沈耀初共同發起在 《芝加哥時報》登廣告《正名運動聯合聲

明》，目標是向美國政府反應「所有台灣官方派駐美國的機構，能冠以『台灣在美協會』，以符合現

實狀況。」正名台灣，是希望達到名實合一的目標；台灣在國際組織一直被中國打壓，我們認為唯有

從美國出發，得到認同及改變，台灣在國際社會正名參加國際組織及其它國際活動，才有發展的空間。

捐贈台灣製防疫物資

　　2020年 2月武漢肺炎(COVID-19)開始肆虐美國，全世界大亂動盪不安，台美兩國進行防疫合作，

初期美國醫療資源缺乏之際，台美人更發動捐台製防護衣等活動，受到各地同鄉會的大力推動，全美

第二十四、二十五屆會長 鄭劭方

鄭劭方會長（左），與創始會長鄭義和（右）前後傳承

（上圖）2017年夏令會接受宏觀電視採訪(翻攝自僑委會宏觀電視)

（右圖）鄭劭方 (後排右一 )熱心積極參與各僑團年會 (僑務電子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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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會捐台製防護衣等防疫物資

會發起募款及提出物資捐贈，包括防護衣、

防護罩、口罩等物資。更有年輕世代的台美

青 年 組 織 TANG(Taiwanese American Next 

Generation) 的支援，協助分發各地。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 5 月 27 日在台

灣，我們由立委陳柏惟牽線 AIT ，由全美會

捐贈防疫醫療物資給美國，全美會副秘書長

林志龍等人出席，而全美會會長鄭劭方等人

則是視訊參與，並由美國在台協會（AIT）經

濟組組長安恬（Dannielle Andrews）代表出席接受。本次捐贈經美國 FDA 認證的台製防護衣和隔離

衣等各 1000 多件的物資。至於安恬則感謝全美台灣同鄉會捐贈以及陳柏惟協助，這次捐贈的醫療用

品，即時送到全美有需要的醫療院所。全美會選擇站在台美人的角度，在此次疫情中充分向美國人展

現出台灣人良善的特質，美方也特別肯定「Taiwan can Help」出色的防疫能力。

Donees　 C o v e r a l l s 
(pcs)

I s o l a t i o n  G o w n s 
(pcs)

1.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1000 1000
2.	University	Hospital	in	Newark,	NJ 500
3.	Wyckoff	Heights	Medical	Center	in	Brooklyn,	NY 500
4.	Bronxcare	Health	System	in	the	Bronx,	NY 500
5.	Jamaica	Hospital	in	Richmond	Hill,	NY 200
6.	Flushing	Hospital	in	Queens,	NY 200
7.	Cobble	Hill	Health	Center	in	Brooklyn,	NY 200
8.	Holy	Name	Medical	Center	in	Teaneck,	NJ 1000

9.	Health	and	Hospitals-Bellevue	in	New	York,	NY 500
10.	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in	Dallas,	TX 200
11.	Valleywise	Health	Medical	Center	in	Phoenix,	AZ 200
12.	UNC	Health	in	Chapel	Hill,	NC 200 500
13.	Esperanza	Health	Center	in	Philadelphia,	PA 500
14.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ealth	System	in	Ann	Arbor,	MI 1000
15.	A	Safe	Haven	Foundation	in	Chicago,	IL 500
16.	AMITA	Health	St.	Alexius	Medical	Center	in	Hoffman	Estates,	IL 500
17.	Suburban	Hospital,	Johns	Hopkins	Medicine	in	Bethesda,	MD 500
18.	Covenant	Living	at	Mount	Miguel	(Nursing	Home)	in	Spring	Valley,	CA	(San	Diego	Area) 300

19.	East	Tennessee	Children’s	Hospital	in	Knoxville,	TN 500
20.	Tallahassee	Memorial	HealthCare	in	Tallahassee,	FL 500
21.	Oak	Hill	Hospital	in	Brooksville,	FL	(Tampa	Area) 500
22.	Memorial	Regional	Hospital	South,	the	Healthcare	System	in	Hollywood,	FL	(Miami	Area) 500

23.	Idaho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Boise,	ID 1000
24.	St.	Vincent	Charity	Medical	Center	in	Cleveland,	OH 1000
25.	University	Health	System	Foundation	in	San	Antonio,	TX 1000
26.	Delaware	Health	Care	Facilities	Association	in	Wilmington,	DE 600
27.	Howard	County	Department	of	Police	in	Ellicott	City,	MD 300
28.	School	of	Dentistr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in	Baltimore,	MD 300
29.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Greater	New	York	Chapter 50

Total 4250 12000

   2020 年底全美會在秘書長朱家豪 Andy 的策劃之下，由副會長周建佑，副秘書長林志龍，秘書處蔡

宇平、阿文哥、黃凱峰等幹部不眠不休的籌劃辦理「最後一哩路 - 向望台灣走向獨立的正常國家之路」

的系列活動，計有一連串線上座談會，包括與台灣學生聯合會辦理「天然獨及其困境」、邀請賴中強、

黃兆年、張之豪、賴怡忠等專家學者提供精彩講座，更在年底舉辦跨年晚會，辦理別開生面的唱歌比賽，

讓大家藉由歌聲帶來歡樂，相互打氣，他們的創意活動更受到同鄉一致的肯定，期許他們為台灣的未來

做更多的努力！

防疫物資捐贈活動，包括醫療單位如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