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的所在 -- 台灣

全美會創立逾 50 年 回首來時路 

一步一腳印都必有海外同鄉的血與淚 

台灣追求民主 歷經百折千回的彎路

全美會以「立足美國 胸懷台灣」一路伴隨奉獻留下印記

先賢前輩典範多如繁星 我們從未忘記

但因篇幅有限 依民主過程只得擷摘少數以大事記載

每位人物都曾是各地台灣同鄉會的靈魂人物

敬請見證每段改造的腳步  前人每逢失敗都不曾失志

從民主啟蒙 黑名單 爭取返鄉權 不惜生命團結抵抗國家暴力 

解禁言論自由 倡議台灣獨立建國 司法摧殘台灣政治菁英

政黨輪替 抗中保台 轉型正義未竟之業 國家正常化坎坷前行

我們同鄉前輩都曾傲骨寫下一篇篇追求民主的扉頁

最後一哩路 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 咱繼續用熱血台灣魂攜手同路行

謝銘祐 -路

有路 咱沿路唱歌 
無路 咱蹽溪過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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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序 

　　我們倆很榮幸接到全美國台灣同鄉會會長陳

桂鈴以及西區理事長吳玟瑞的託付，為慶祝全美

會成立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寫下我們超過半世紀

參與同鄉會較重大的心路歷程。

    黃東昇 1960 年到 University of Kansas

（KU）修讀化工，完成化工博士學位；柯耀宗

在 1963 年到「台獨西點軍校」Kansas State 

University 修讀化工碩士，刻苦淬礪研讀，

1965 年轉到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修讀完

成化工博士學位。

　　耀宗在 1963 年到 KU 參加東昇婚禮，兩人

又在 1968 年底重聚，幾乎同時去 Pittsburgh 

近 郊 Gulf Oil R&D 公 司 上 班。 兩 人 同 在

Pittsburgh 約五年（1968-1973）期間，積極

參與同鄉會的創辦及活動；1973 年耀宗搬去東

部 Delaware 州的 DuPont 公司服務，一直到

2001年回台灣新光合成纖維公司服務近十一年，

1978 年東昇搬到美國西岸在石油公司（Sohio

及 Unocal）工作到退休；2013 年耀宗搬到舊金

山近郊東灣 Danville，和東昇當鄰居，兩人又

開始攜手合作，為台灣人社團、同鄉會貢獻心

力，已近六十年。

　　1960 年初來美國的留學生，大部分都參加

國民黨支持的中國同學會，只有幾間較特殊的學

校，諸如堪薩斯及威斯康辛等等，已有台灣同學

會的存在。比較 " 勇敢 " 的台灣同學就參加台灣

同學會，那也是台灣獨立自主的啟蒙時期，所以

從那些年開始，就有兩個同學會互相鬥爭，國民

黨職業學生，到處活動、拚命打小報告，白色恐

怖氣氛彌漫校園。在上述學校接受台灣意識的薰

陶 2-5 年畢業留學生，到美國各地就職，在各地

成立同鄉會，並成為同鄉會及社團的領導人物。

　　我們倆人仔細回溯過去歷史，共同認為大約

1965-1975 年十年期間，是台灣同鄉會及各種社

團萌芽及成立的時期。現在藉這個機會報告我們

倆參與或見證下列活動的心路歷程。

B 與全美台灣同鄉會創會會長鄭義和一席談

　　2022 年 4 月 23 日，我們倆有個非常難得的

機會，和全美台灣同鄉會創會會長鄭義和懇切交

談，義和兄年紀已很大，身體健康也不是特別

好，但是談起他當年創立全美會的經過，他精神

振作，侃侃而談（Fig.1）。東昇和他同年大學

畢業，很高興第一次和他見面。耀宗則五十年間

常常和義和兄有連擊及接觸，因為他是耀宗表妹

楊璃莉（楊基振女兒）的先生。耀宗在台灣新光

服務十一年期間，義和兄和他也經常在台北有機

會踫面。

　　1964 年彭明敏與謝聰敏、魏廷朝兩位學生

因試圖印發《台灣自救宣言》而被訂罪八年，在

軟禁期間，冒著生命危險逃亡國外。義和兄則早

一甲子參與台灣同鄉會
心路歷程紀要

柯耀宗、黃東昇  
一甲子奮鬥的好友柯耀宗(右 )及黃東昇 (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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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71 年底就出任當初剛成立的美東台灣同鄉

會會長，也因此被列入黑名單，不能回台。

　　如前所述，約在 1965 年以後，全美各地台

灣人紛紛成立同鄉會，1969 年義和兄又被推舉

為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並開始籌組全美

台灣同鄉會。蔣政權對這位黑名單又是 Greater 

New York 同鄉會的會長，居然膽敢又要籌組全

美會，氣急敗壞，威脅利誘，包括要出錢請他合

作成立台灣同鄉聯誼會，當時內政部長也來，勸

他回台政府會重用，均受他拒絕；利誘行不通，

就用威脅，三更半夜恐嚇生命的電話打了好幾

次，又聲稱將他的黑名單升等為第一名。不過義

和兄，還是撐下來，在 1970 年 7 月 19 日堅持

創立全美台灣同鄉會，並擔任笫一任會長。

　　義和兄說他一生走上推動台灣民主、自由及

獨立的艱辛路途，最大的原因就是受他大學的老

師 - 已故彭明敏教授的影響，1970 年彭逃亡到

美國，他陪同彭教授東奔西跑，拜訪鄉親，並協

助舉辦 1971 年在紐約的第一次台灣民眾大會。

　　彭教授於 1992 年回台，後來代表民進黨

參加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之後也參加各種政

治活動，義和兄都出錢出力支持彭教授，令人

佩服。後來義和兄出任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董事

長（Fig.2）。 讀 者 可 在 他 於 2022 年 春， 各

地社團彭明敏追思會上發表的「追思我終身

的老師彭明敏」暸解更詳細他對這位台灣民

主「一中一台」意識啟蒙者之支持。（請參

閱 http://www.hi-on.org/article-single.

php?At=58&An=196969）。

　　這位 86 歲高齡而走路已不很穩定的兄長，

仍然關心著台灣自由、民主之前程，侃侃而談，

但是天色已黑，顧慮交通安全，只好等到下次有

機會再領教，看著他車子慢慢駛開，耀宗想著全

美會何其有幸，因為他不受利誘，又不怕威脅，

堅持創立全美會並擔任第一屆會長。

C 柯耀宗與全美台灣同鄉會第三屆會長吳木盛電

話交談

　　全美台灣同鄉會第三屆會長吳木盛住在舊金

山東灣 San Ramon 市，離耀宗及東昇家很近，

本來希望他和創會會長鄭義和一起來，談論他們

初期負責運作全美會的經歷。但是很可惜的，木

盛兄不方便見面，只能以電話和我談話。

　　我認識吳大哥已有數十年，台灣大學化工系

早我五期，在大學時期與後來擔任台灣獨立聯盟

主席多年的張燦鍙博士多年室友，他生長在高雄

鄉村家境清寒的家庭，但是具有堅強的毅力，天

資聰穎，歷經很多挫折，考上台灣大學。

　　木盛兄不只是一個優秀工程師，又是一位非

常幽默的作家，專注於散文及小說，描述對故土

思念之情，使讀者體會到海外遊子的心情，為生

活同時又關心台灣前途而奮鬥的艱難情況。

　　2001-2012 年期間，我在台灣工作，回美

國休假，幾次拜訪木盛兄，搬到東灣 Danville 

市，受他邀請定期參加他們那期（1957 年）台

大化工同學會，他的幽默、親切、關心台灣，一

直讓我存著尊敬的心。

   吳 木 盛 從 1970 年 創 設 University of 

Texas 台灣同學會，到 1974 年接任全美會第三

屆會長的貢獻，讀者可詳讀張炎憲編輯的「自覺

與認同—1950-1990 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

D 1969 年 Pittsburgh 台灣同鄉會創設及活動

	 	 (1) 創設匹茲堡台灣同鄉會：1968 年羅福全、

柯耀宗及黃東昇同年搬到匹茲堡就業。柯炯輝於

一年前就在匹茲堡大學從事研究工作。由羅福

全提議，1969 年共四家的年輕家庭，無懼國民

黨職業學生恐嚇，共同創立匹茲堡台灣同鄉會。

同鄉會 1970 年會長是黃東昇，1971 年柯耀宗，

1972 年吳明基（吳明基於 1971 年 7 月搬到匹茲

堡）。由於這幾家上班人士的帶領，匹茲堡大學

及卡內基大學留學生的台灣意識就開始萌芽。
訪談第一屆全美會長鄭義和 (中 )右上是吳木盛



	(2) 匹茲堡壘球隊組成：1970 年代，美國東岸

有過很活躍的台灣人壘球比賽。當時柯炯輝在匹

茲堡大學組壘球隊，訓練台灣學生打壘球，並邀

請上班朋友 ( 福全、耀宗、東昇、明基等）參

加，以便上班族能和學生互相認識。匹茲堡壘球

隊組成以後常常外訪，參加附近外地舉辦的壘球

友誼賽。吳木盛當時是 Columbus 同鄉會會長，

他曾經邀請過匹茲堡球隊去 Ohio 賽球。匹茲堡

壘球隊也去過 Detroit、Ann Arbor、Arkon、

Buffalo 等城市。同鄉會壘球隊互訪，促進不同

地區同鄉們的認識及團結，並提高台灣意識。當

時匹茲堡同鄉會是東岸最活躍之台灣社團之一。

 (3)1971 年到紐約參加「台灣民眾大會」：

1970 年彭明敏逃亡到美國，全美台灣人士氣高

漲，1971 年 9 月初，時任匹茲堡台灣同鄉會會

長柯耀宗，響應羅福全的號召，招兵買馬，包括

不少在校留學生，大家一起雇用一部巴士專車半

夜兩點，由匹茲堡開往紐約市參加第一次美國

「台灣民眾大會」。為了鼓勵更多人去參加大

會，大家分工合作，將 1-2 歲嬰兒，帶著 Play 

Pan 到耀宗家，由三位太太集中照顧，頓時小小

的公寓，六個 Play pans，六個嬰兒，呱呱叫，

耀宗整夜都無法入眠。到紐約市後，第一次看到

這麼大，超過 1000 位台灣人的聚會，大會主題：

「台灣人的將來，由全體台灣人決定。」由彭敏

明演講，聽眾情緒高昂，打倒國民黨口號，不絕

於耳！會後由彭教授領軍，一起邊喊口號遊行到

聯合國大廈。遊行後，匹茲堡的 50 位同鄉們，

又乘專車趕回家已是半夜，好在大家都是 20-30

歲年輕小夥子，24 小時不休不眠，仍然相當興

奮。52 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要高喊「台灣人

的將來，由全體台灣人決定。」只是高喊的對象

變成中國共產黨，台灣同鄉們，仍需繼續努力！

E 1972 年至 1974 年全美會第二屆副會長柯炯

輝處理美國東部會務

　　1972 年 7 月當許和瑞接受全美會第二屆會

長時（7/1972 至 8/1974），黃東昇推薦匹茲堡

的柯炯輝當副會長，並同意協助炯輝推行全美會

事務。當時美國同鄉會主要活動都在美國東部及

中西部，住洛杉磯的許和瑞不方便處理美東的事

務，就授權柯炯輝處理。黃東昇、吳明基、柯耀

宗及羅福全也都幫忙柯炯輝的全美會事務。

  (1) 台灣少棒球隊於 1969 年到 1973 年連

續代表亞洲來美國賓州之 Williamsport 參加

冠軍賽。1971 年夏天，羅福全、柯耀宗、柯

炯輝及黃東昇鼓勵賓州西部及 Ohio 州同鄉到

Williamsport 聲援台灣球隊。紐約及費城方面

也有很多同鄉來聲援。台灣觀眾手拿「台灣隊加

油」及「台灣隊不是中國隊」等大旗聲援。因為

台灣的觀眾都會看此球賽，這是向台灣民眾宣傳

台灣意識及台灣獨立的好機會。國民黨也動員其

黨員拿「中華隊加油」大旗，並派流氓來吵鬧台

灣人啦啦隊。1972 年，國民黨政府有海軍水兵

在 Connecticut 受訓，國民黨調動這些水兵帶

木棍來看球賽。這些水兵就衝進同鄉群中，開始

亂打人。立刻當地員警出動才停止打架，但已有

同鄉受傷。由於國民黨派人打架，1973 年夏天，

柯炯輝與黃東昇商量處理策略，結果柯炯輝以

全美會名義送公文給 Williamsport 少棒主辦單

位，同時副本寄給州警務署及市警察局，要求員

警在球場保護台灣觀眾。因此球賽當天有很多員

警在球場維持秩序，避免打架，保護台灣觀眾。

  (2)1973 年 6 月 16 日及 17 日，普渡大學台

灣學生舉辦美國中西部台灣人壘球比賽，這是

罕見大型壘球比賽。參加比賽的十一球隊來
1978年美東台灣民眾大會 (邱萬興提供 )

2016 年右起柯耀宗、黃東昇、許正餘、林政原參加閉幕式。（美西台灣人夏令
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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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為台灣民主奮鬥的好夥伴

自 Indiana、Illinois、Michigan、Ohio、

Penn、Missouri、Wisconsin。全美會為要聲援

這次壘球比賽，柯炯輝副會長率領 20 多人（包

括蔡正隆，黃東昇及吳明基等）組成的匹茲堡壘

球隊，於星期五晚上開七小時路程遠征普渡大

學。星期六晚上，地主舉辦晚會歡迎外來同鄉，

當晚有三百人參加宴會。這次詳細球賽情形發表

於「壘球風雲四十年」（2014 年 4 月 7 日的太

平洋時報）。( 可翻看 190 頁 )

F 1984 年柯耀宗擔任美東夏令會總召集人

　　柯耀宗於 1973 年 5 月從 Pittsburgh 搬

到東部 Delaware，7 月和太太帶著兩歲的大女

兒及 Play Pan，去參加在紐約州第四屆美東台

灣人夏令會，這也是全美會和美東基督徒夏季

靈修會合辦的開始，後來夏令會設立理事會，

規定由五個地區（New York City, Boston, 

Washington D C, Greater Philadelphia , 

and Central Jersey ） 輪 流 主 辦， 至 今 年

（2022 年）已是第五十一屆（2020- 2021 年，

因 COVID 19 停辨）。我們全家從一個小孩到三

個小孩，年年帶著嬰兒睡覺用的 Play Pan ，一

直到他們長大、27 年很少間斷的年年參加，一

直到 2001 年我回台灣工作，才沒有繼續。在那

段職業工作最挑戰的漫長歲月、又是培養子女長

大的時候，我把參加夏令會，當成我的志業，為

什麼呢？

　　美東夏令會，或稱 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East Coast(TAC-EC)，1973-

1995 年代，一向都是東部台灣人，一年一度，

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學習如何在美國過健康的生

活，尤其關心、促進我們故鄉台灣的民主、自

由、主權獨立的發展，另一個特點就是，夏令會

成為一年一度海外台灣人和台灣政治人物交流、

共同關心台灣前途的平臺，對我個人講，在那段

漫長而且台灣處境又是那麼艱難的歲月裡，每次

參加夏令會後，就覺得又一次得到充電，精神又

振作起來，所以不管多遠，北到 Boston ，每年

總是一家五口，開車前往。美東夏令會最盛時

期，參加人數超過兩千人，難怪有人稱譽為一年

一度在美台人的政治大拜拜！

   我個人認為全美會，從成立至今最大的貢獻

之一，除了促成設

立美東夏令會外，

幾年後在美國陸續

其他地區也成立夏

令會，直到今天全

美會仍然在扮演協

調全美國各地區夏

令會和台灣來賓人

選及行程，以利最

有效又節省開銷的

效果。

  我們 Greater Philadelphia 地區是由包括

Philadelphia、South Jersey 及 Delaware 的

台灣同鄉會組成。1984 年我被推舉擔任美東

夏令會的總召集人，我們選在賓州 Kutztown 

University 舉辦夏令會。在那時候，辨一次

夏令會幾乎是整年的工作，沒有手機、沒有

Email、當然沒有視訊，而且長途電話又很貴，

整個團隊九月初就開始籌備工作，成員有遠從賓

州北部及 South Jersey，幾乎每一個或兩個星

期週末就要到 Delaware 我家開會討論，這個精

神無疑是由於各地同鄉會，長期養成同鄉互相支

持的凝聚力，以及關心祖國台灣所產生的動力。

　　大會的主題是：「認識、團結、爭福利—認

識台美人在美國生活環境及台灣處境」，大家共

識需要團結一致，共同爭取全球台灣人的福利。

五天四夜的節目，八百人參加，從嬰兒到八十歲

老翁都要照顧，夏令會閉幕典禮當天，我把夏

令會的旗子交給下次要接辧的 Central Jersey 

地區同鄉會代表，終於完成任務，大家歡喜享受

鄉情，又充電一次而高高興興回家去。

　　依照美東夏令會理事會章程的規定，夏令會

結束後，我由召集人卸任，而接任理事。四年後 



長樂會出遊 黃東森(左四 )2022年新書發表會，前僑委會委員長張富美 (左六 )致賀。

Philadelphia 地區再來接辦美東夏令會。這種

由五個地區輪流承辦夏令會的經驗，有助於我於

2013 年搬到北加州後，建議美西夏令會也設立

理事會。

G 2014 年東灣台美人長樂會創設（TASS-EB）

　　柯耀宗於 2013 年由美東工作及台灣服務退

休，搬到北加州東灣區定居。他發現東灣多數退

休同鄉都自認為老人而留在家休息看電視。他在

美東時參加過華府（DC）台美人長樂會，該會

有十多年之歷史，主旨是人與人的接觸及學習新

知，促進長輩的健康及壽命。該會辦得很成功，

當地長輩都踴躍參加，因為參加長輩受益良多，

都有年輕化的感受。 

　　柯耀宗覺得東灣也應該創設長樂會，他與黃

東昇及幾位熱心同鄉討論結果，大家認同他的想

法，就於 2014 年創設東灣台美人長樂會。首屆

選出會長黃東昇及副會長柯耀宗。長樂會每星期

二聚會一次，節目原則上早上演講，下午餘興節

目。演講題目多元，有專題演講或個人經驗分

享，餘興節目有乒乓、橋牌、麻將、插花等等。

此會很受歡迎，三年後會員超過一百名。

　　東灣台灣人社區，由於長樂會的設立，很多

東灣長輩又踴躍起來。他們也開始參與東灣台灣

同鄉會（EBTA）舉辦的活動，使同鄉會幾乎回

復以前的活力。EBTA 變成北加州舊金山灣區最

活躍之同鄉會。我們期望各地台灣社區的長輩，

也能再努力出來參與各地之社區活動。Never 

say too old to be active。

H 2016 年美西台灣人夏令會理事會設立

　　第一屆美西夏令會是於 1975 年在北加州

Lake Tahoe 舉辦，但

青黃不接，1999 年到

2010 年間，只在 2003

年舉辦一次。南加州

黃根深教授很關心美

西夏令會的永續性，

他期待夏令會每年能

繼續舉辦。他於 2011

年 與 洛 杉 磯 洪 珠 美

在 UC San Diego 舉辦此會。他又在 UC Santa 

Barbara 舉辦此會，之後夏令會還是很困難找

到社團願意接辦。2016 年由北加州再接棒時，

黃東昇當總召集人。當時適逢蔡英文大勝國民

黨，當選台灣總統，海外台灣人士氣大大增加，

因此這屆夏令會辦得最成功，參加人數有五百

位。夏令會之報導可參閱 2016 年 7 月 13 日的

太平洋時報。

　　柯耀宗認為美西也需要設立理事會，夏令

會才能繼續輪流承辦，因此他於 2016 年夏令會

的「台灣之夜」晚會結束後，上臺問五百位觀

眾要不要夏令會“香火”繼續傳遞下去，觀眾大

聲呼應“YES”。隨後林俊提、黃東昇、柯耀宗

及 Vivain Fu 就從事理事會之設立，在美西劃

分五個地區，推出五位理事。此理事會正式於

2017 年 5 月成立。此後由於五位理事的支持及

安排，夏令會每年順利舉辦。

I 2022 年籌建台灣文化會館 - 東灣　　

		 	當第一代台美人開始老年化，台灣人社團及教

會正面臨傳承議題。 有鑑於此，柯耀宗於 2021

年 11 月中旬在北加州東灣區發起建造「台灣文

化會館 - 東灣」的構想（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e Center–East Bay or TACC–EB）。

此構想願景包括：a台灣Heritage（價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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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正在籌建台灣文化館 -東灣

的保存及傳承；b 宣揚此 Heritage 給附近東灣

社區的美國人；c 同時提供機會給東灣台灣基督

教會（FUMCEB）繼續成長。

　　這個構想是建造一楝一層樓 6000 Sq ft 新

建築物，以取代目前將近一百年的教會辨公樓。

此建物基礎的工作，絕大部分是由 20 位同鄉志

願承擔，團隊中包括好幾位退休土木工程師、

設計師，半年來大家無怨無悔，自動自發的工作

著。黃東昇負責財務，募款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但是不少愛台灣的善心人士，已提供我們第一階

段所需的經費，並且承諾提供整個建築所需一半

以上的經費。我們深知將來的路，仍很長又艱

鉅，但是我們仍希望在一年半裡建造完成。

  我們參與同鄉會活動，雖然有時需要花一些

精神及精力，但是多年與同鄉們建立互信、互持

的情誼，在這次籌建文化會館的工作及募款過程

中，他們展露出來的力量，實在令人感動。

J 結語 

　　我們倆人自從 1960 代初期到美國至今已一

甲子（60 年），這期間，除了求學、強化職業、

培養子女外，最大的生活重點就是參加台灣同鄉

會的活動，有些時候，甚至從無到有，排除萬

難，從事「創立」的任務。這些活動，不但讓

我們終身結交很多好朋友，互相協助，同時可以

共同關心台灣的前途，使生活更健康又有意義，

我們在此鼓勵平常很少參與同鄉會活動的台美

人，今天開始不妨多進入你們當地同鄉會，參與

節目，認識朋友，我們相信，你們會像我們倆人

八十多歲的老翁，到今天仍然精神抖擻、事事向

「正面思考」，仍然馬不停蹄，想為台灣社區，

做些事情，比如前述籌建的「台灣文化會館」。

　　我們為台美人慶幸，鄭義和兄當年，不怕威

脅也拒絕利誘，創辦全美台灣同鄉會，歷經五十

多年，各屆會長的努力，母雞帶小雞，全美會漸

漸成長，到達這一屆會長陳桂鈴女士，更是奮勇

大力推動會務，宣揚台灣價值，鼓勵更多分會加

入，至今已達到 50 個分會，相信今後要推展國

民外交，更加有力。大家繼續為我們的母親 - 台

灣獻出更大的力量！

2015 年邀請時任僑委會委員長時任童振源教授演講 (黃東昇提供 )



　　「民主先覺」、「台獨教父」彭明敏教授，

生於 1923 年，2022 年 4 月 8 日於台灣辭世，享壽

98 歲，令許多台美人哀慟，2022 年 5 月 22 日由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北加州台灣會館、聖地牙哥

台美基金會 / 台灣中心主辦，舉行「加州各界追

思彭明敏教授紀念會」，在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舉

行，駐美代表蕭美琴大使也出席致辭追悼，彭教

授對同鄉會而言是家人、老師、及摯友。節目內

容邀請貴賓，也大多是同鄉會的前輩，包括全美

會創始會長鄭義和、現任北加州台灣會館創會執

行長黃美星、林益顯醫師、及現任大洛杉磯台灣

會館執行長林榮松、前總統府資政吳澧培等，娓

娓道來彭教授不為人知的一面，會場佈置許多教

授的作品及照片，無形拉近彭教授與我們的距離，

讓人彷彿掉入時光隧道，觸摸到當年翻轉時代令

人驚心動魄《自由的滋味》。

   據悉前會長楊黃美幸自海外從事民主運動到返

台期間，與彭教授相當親近，甚至提供彭教授最

後在台的住所，對他晚年照顧有加。她以「先知」

尊稱彭教授一生走過來，忍受常人難以忍受的苦，

向其表達最深的哀悼。

　　1964 年， 彭 明 敏（1923-2022）、 謝 聰 敏

（1934-2019）、魏廷朝（1935-1999）共同撰寫《台

灣自救運動宣言》，三位不畏權勢的台灣獨立建

國先行者，高瞻遠矚是最早暢議「一個台灣、一

個中國」的先覺。事跡敗露，彭明敏被判 8 年有

期徒刑、謝聰敏 10 年、魏廷朝 8 年。海外台灣人

奔走救援，彭明敏 1965 年出獄後即被軟禁，1970

年由海外友人援助，成功出逃台灣，而魏廷朝和

謝聰敏被關押至 1970 年出獄。

　　彭教授流亡海外 23 年，從瑞典轉到美國受聘

為美國 Michigan 大學教書之後，無法割捨想為台

灣促進民主自由人權有所貢獻的使命感，開啟他

民 主 先 覺 彭 明 敏 獻 給 台 灣
《自由的滋味》

林蓮華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主辦紀念會時展出戒嚴版的台灣自救行動宣言

彭教授與賴副總統會面，楊黃美幸(後排右二 )等人陪同 (楊黃美幸提供 )

記錄 2022 年 5 月 22 日加州各界追思彭明敏教授紀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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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參加228 70週年紀念會 (邱萬興提供 )

四六級台大法律系畢業生，鄭義和（後排左二）、魏廷朝（第四排右一）和謝聰
敏（第四排右二），第一排右三是彭明敏教授。(鄭義和提供 )

張信行伉儷 (左右一 )邀彭教授與宋泉盛牧師 (右三 )對談 (黃美星提供 )

和海外台灣人的忘年之交，即使被迫家破人散，

但他的親切客氣和孤獨的身影，卻讓許多後輩，

爭相把他當成家人一樣看待，讓他有家的溫暖。

追思我終身的老師 - 鄭義和

   曾任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前董事長鄭義和介紹的

是彭教授如何牽成提攜後輩，他以老師稱呼，一

輩子的師生關係，亦步亦趨。鄭義和其實是四六

級台大法律系畢業生和魏廷朝、謝聰敏是同期的

同學，是彭教授的台大學生。

　　他提及彭教授如果願意點頭，以首屆十大傑

出青年一等一的資歷，在台灣可以享盡榮華富貴。

但他選擇 1963 年缺席十大青年的頒獎，又拒絕蔣

經國的召見，1964 年和謝聰敏、魏廷朝共同起草

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言明反攻大陸絕對不

可能、要求制定新憲法、以新國家身份加入聯合

國等訴求，一萬份宣言還未發出去就被捕軟禁。

　　民主先覺揭發真相，事實1964年三人被捕後，

《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很快就流傳海外，成為海

外台灣人追求獨立運動的理論架構，影響後代前

仆後繼，至今都還在努力讓願夢有朝一日實現。

  再次和從瑞典來美的彭教授相遇，鄭義和當時

是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大家在紐約台獨聯盟蔡

同榮家中見面，他向彭教授報告正準備籌備全美

台灣同鄉會，自此彭教授就讓他陪同出席許多會

議，1970 年 7 月鄭義和擔任首位的全美台灣同鄉

會會長後，在籌辦紐約「台灣民眾大會」期間，

陪同老師一起到美東地區拜訪同鄉們，促成有史

以來在美台灣人最大的集會。

   大會的主旨是台灣的將來要由全體台灣人決

定。終於在 1971 年 9 月 18 日聯合國第 26 屆大會

開幕前夕，在紐約舉行「台灣民眾大會」約有近

2000人參加，會後全體台灣同鄉在彭教授領軍下，

一起邊喊口號遊行到聯合國總部，可謂盛況空前。

  之後鄭義和為 1992 年彭教授返台設立辦公室，

於 1994 年成立彭明敏基金會。鄭義和從老師的身

上學到「台灣不只要成為一個國家」、「更要成

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國」，這崇高的理想，自

由民主也成為鄭義和畢生追求的信念。

導引台灣脫離虛幻「一中」的家人 - 黃美星

　　張信行醫師夫人黃美星當天一上台哽咽難忍，

她說道 :「2022 年短短的半年，就讓我失去了 3

位最重要的人生夥伴，第一位是老伴，愛台灣出

錢出力的張信行醫師；第二位是自 1988 搬來北加

後就並肩作戰的夥伴施天墩；第三位是民主啟蒙

的老師，亦父亦友的彭明敏教授。」她準備的照

片，內有與彭教授及兒子與兒媳一同過節，還有

參加她兒女婚禮的照片，顯示兩家交好的情誼。



過美國輿論影響對台政策。她感謝彭教授一生秉

公無私的奉獻，導引台灣人脫離長期被洗腦虛幻

的「一中」框架，牽成台灣民主之路，教授自認

逃亡時導致家族留下無法解結的抱憾，但在黃美

星心目中，教授永遠是最受敬愛的家人。

流亡者的傷痛和希望—林益顯

　　現今搬到南加在拉古納烏茲同鄉會的林益顯

( 阿寶 ) 醫師也是全家交陪彭教授，稱讚他為人客

氣但不善交際攏絡，教授有自己堅持的原則，不

易妥協，所以不論在帶領台獨聯盟或是 FAPA 等社

團，大局為重，也有不少苦水只能往肚裡吞。

　　林益顯回憶第一次見到崇敬的大人物，是在

芝加哥舉行的「中西部夏令會」，後來成為無所

不談的朋友，每次彭教授路過中西部都會來家裡

小憩，他會邀請一些好友相聚，聆聽彭教授對「台

灣人民自決權」及「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見解。

　　在教授任職的大學，因為國民黨施壓學校和

職業學生上課的干擾，導致彭教授只能辭職，收

入不穩，生活非常節儉。有一次林太太看到他的

鞋子很舊還破個洞，因為教授很客氣，為怕他拒

絕，隔天林太太買雙鞋送給彭教授，彭教授穿了

很合腳，驚訝尺寸恰好，林益顯道出是趁他睡覺

時，偷偷量了尺寸，讓教授很感動。教授喜歡吃

鹹魚和苦瓜，有天林太太炒了一道鹹魚炒飯，彭

教授說好久沒吃到這滋味，讓人想家了，有家歸

不得，教授為堅持理念放棄在台灣大好前程，令

人很心疼。

　　 彭 教 授 後 來 移 居 到 奧 瑞 崗 (Oregon) 的

Lincoln 市，兩人去探望，家中設計都是台灣元

素。因為距離海邊很近，面對無法回去的太平洋

彼岸，教授竟說天氣好可以遠眺到台灣，唉…可

見他有多麼想念故鄉台灣。

　　當初為了想要就近照顧彭教授餘生，決定在

他位於奧瑞崗住房買房，沒想到還沒搬過去住，

1992 彭教授就決定回台灣了。他有隻很可愛的狗

　　黃美星談到當年曾經滿腔熱血跑到民視建議

拍攝彭明敏一生的故事，認為現成的劇名《自由

的滋味》，就是精采萬分、高潮迭起的好劇本，

但被告知需要 100 多萬美金的資本勸退放棄。

　　1992 年他們參加吳澧培組團，陪同彭教授返

回揮別 20 多年流亡歲月的台灣故鄉，之後她拜託

弟弟黃兆原醫師夫婦，要像「台灣的寶貝」一樣

照顧，感謝弟弟發心陪伴彭教授直到最後。

　　黃美星印象最深刻的是 20 多年流亡，彭教授

歷經多次生死關頭，長期槍不離身，他努力地與

台灣有志一同的社團，保持密切聯繫，曾短期擔

任台獨聯盟主席，也曾任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

會長兩年多，受邀到處去僑社、大學、媒體演講，

也向美國議會議員、媒體輿論遊說，曾兩次受邀

到美國國會作證，說明台灣政情的真相，希望透

林益顯回憶彭教授流亡的傷痛

林益顯伉儷與黃美星 (中 )追思會憶彭教授

張信行與黃美星 (右二 )託請弟黃兆原 (左二 )守護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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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因為要到處演講，一併也送給阿寶了。

　 1992 年 11 月台灣民主化，彭教授回台灣時，

300 多位海外鄉親陪他返鄉，場面十分壯觀。1996

年參加台灣首次總統直選，雖敗猶榮，為台灣掀起

民主新頁。

   林醫師伉儷返回台灣一定去見彭教授，彭教授

都會託帶禮物給兩位他的兒女，兒女都已是在美國

執業的醫生。最後一次見到他，阿寶為彭教授帶了

美國維他命，他很高興。

   彭教授一生充滿很多傷痛，晚年看到台灣進入

民主社會，他的犧牲及努力都已值得，教授一路好

走，留下的我們，會繼續努力為台灣加油。

陪伴彭明敏教授民主行—林榮松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執行長林榮松以「陪伴彭明

敏教授民主行」相片回顧，他說自己從醫生涯也是

受到《自由的滋味》影響；但直到 1992 年吳澧培

號召鄉親共同組成回航返鄉團，為彭教授回台壯聲

勢，彼此才有更深的情誼。林榮松列 3 項與彭教授

最深刻的交集，分別是 1992 年返台、1996 年參選

總統後援會、1999 年美國《台灣關係法》20 周年。

   其實 1990 年李登輝前總統就已經邀請彭教授

回台參加「國是會議」，但「通緝犯」這個罪名

不撤，彭教授就不願回台。直到 1992 年撤銷通緝

令後，彭教授才返台，返台後參加民主進步黨多

次造勢場合，北中南都引起全場轟動。

   1996 年和謝長廷合體代表民進黨參加首次總統

直選，當時許多同鄉紛紛參加海外後援會返台造

勢，原本彭教授看到民眾的熱情反應，真的自認

為有勝選的可能，但中國發射飛彈危機，最後彭

教授還是敗選，他挺身參選的意義十分重大，後

援會也是從海外辯論一路戰到最後，為台灣盡心

盡力。林榮松以「高度」稱讚彭教授曾說過只要

是為了台灣，其他都不介意。

   每逢台灣重要的關鍵時刻，彭教授總是那盞明

燈，台灣民主化歷程的血淚故事，是現在一生出

來就能呼吸自由空氣的年輕世代無法理解的。他

人生的每一步都在為台灣寫歷史，所用的教材就

是一生的經歷，琳琅滿目的頭銜，其實他最喜歡

的還是大家叫他一聲「彭教授」，他是台灣人的

終身教授，懷抱民主自由願夢的人格者。

彭明敏參加人權園區開園典禮

林榮松介紹彭教授 1992 年返航返台盛況

主流報紙報導台灣關係法 20 週年彭教授與林榮松 ( 林榮松提供 )

紀念會展出彭明敏教授的多本著作



一甲子的交陪—吳澧培

　　最後壓軸出場的是擁有「一甲子的交陪」情

誼的前總統府資政吳澧培，他回憶提到許多秘辛，

並以「大是大非」形容彭教授始終如一，為台灣

的「人格者」當之無愧。像是在念台大經濟系時，

他就認識時任政治系主任彭明敏的得意門生謝聰

敏，是吳澧培高中的學弟以及大學的室友，吳親

眼曾經看過《台灣自救宣言》的起草稿，並且還

被謝聰敏寄放 5 萬元的資金在帳戶內，後來這 5

萬被視為判亂金，因此吳澧培也成為間接涉案，

自己也為此被調查局盯上，不得不倉促遠走美國。

直到彭教授輾轉來到美國後才又密切聯繫。

　　吳資政回憶當年細節栩栩如生，例如，1972

彭教授擔任台獨建國聯盟主席，因為理念、做法

與幹部不合的鬱悶，一年後辭職。還有 1982 年創

立 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1986 年擔任總會長，

與競爭者蔡同榮，因制度更改產生芥蒂，1989 年

總辭。但在蔡同榮返台選立委，彭教授願意放下

昔日恩怨，為蔡同榮站台，蔡同榮以些微票數當

上立委，之後蔡同榮對彭教授尊敬有加。

　　他更揭密，李登輝前總統和彭先生是台大學

生時期的摯友，後來一個往學術，一個往農經發

展；1964 年中秋節那天彭明敏被捕。如果當天發

傳單順利的話，原本謝聰敏是要來吳澧培家過中

彭明敏與吳澧培為創建福爾摩沙基金會募款 (福爾摩沙基金會提供 )

1996 年 3 月總統民選選舉 (邱萬興提供 )

《自由的滋味》台灣民主啟蒙者—蕭美琴

　　駐美代表蕭美琴大使特別出席追思會，看見

精心佈置的彭教授每一個人生階段的重要事件圖

片及著作。蕭美琴肯定這次追思會讓大家更了解

彭明敏教授的一生，是一位為台灣民主自由、獨

立自決，始終如一的人格者， 也是許多台灣世代

年輕人追求自由獨立的啟蒙者。

　　她提及，感謝彭教授在台灣最艱困的時期，

勇敢地站出來，倡議台灣人民要追求民主自由的

國度，因而遭受流亡海外，家破人散之苦難。

   她回憶在大學圖書館，就曾經拜讀過彭教授的

大作《自由的滋味》。1992 年他終於結束流亡的

歲月。回到台灣之後 ，1996 年彭明敏教授代表

民進黨參選總統候選人，結果中國飛彈危機發生 ; 

當時，蕭美琴熱血沸騰決定放棄博士學位，直接

到華盛頓 DC 首府為民進黨成立的辦公室擔任秘

書，之後返回台灣拚博，這都是 20 多年前的事。

  希望一代傳一代，守護前輩犠牲奉獻的成果，

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透過追思會能夠讓更

年輕的一代了解這段歷史，相信也是追思民主先

覺彭明敏教授最重要的意義。

蕭美琴大使深受彭教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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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返台隔日在台大演講。

右起彭明敏與吳澧培是一甲子的交陪 ( 林榮松提供 )

左起 彭明敏、辜寬敏、吳澧培 一生為台灣人權、轉型正義奮戰不懈
(邱萬興提供）

彭明敏教授在洛杉磯台灣關係法 20 週年紀念會接受記者採訪。(林榮松提供 )

秋，分享事件成功的始末，然後彭明敏原本當晚

要和李登輝約在麗都餐廳吃日式料理。事件爆發

後，兩人道路自此南轅北轍，彭教授流亡海外，

李登輝身在公門。有次李登輝當上副總統一次行

經美國洛杉磯與吳澧培私下會面，交待他轉達彭

教授，雖然兩人分屬體制外和體制內，但長遠從

台灣未來發展，兩人則是目標相同，殊途同歸。

　　李登輝 1990 年當上總統，就努力邀請彭教授

返台，多次與李煥等人一言不合，不歡而散。之

後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曾經有意為彭教授安排

中研院院長一職，但彭明敏對職位一笑置之。

    直至 1992 年依彭的要求，撤銷”通輯犯”之

名，才願正大光明地回返台灣，雖然「回航」之

路並非一路順風，吳澧培仍然號召數百名支持者

搭同一班飛機抵達台灣，為彭造勢。因為國民黨

內鬥激烈，李登輝和彭明敏兩位想重逢相見，但

彭不願行事遮掩，最後並沒有見面成功，再見面

就是 1996 年總統直選公辦政見會。

　　1992 年之前彭也與獨盟的恩怨未解，獨盟公

開杯葛他回台，他也承諾會去獄中探望張燦鍙主

席，回台後張主席已經出獄，彭先生第一時間就

去林義雄母親及女兒墓前致意。

　　至於參選總統，彭先生之前無意競選總統，

但在施明德勸進，以是 " 全體共識 " 的說法，他

才加入民進黨參選，之後發現其實還有許信良、

林義雄、尤清等競爭者，在勝出民進黨之後，並

未得到人力和資金的資源，競選經費的籌措也是

向友人商借以選舉完後補助款清償，但最後民進

黨要求上繳中央，彭遂心寒退出民進黨。彭先生

就算遭到同志誤解，只要是為台灣，他都會願意

全力以赴，一生都沒有變節，「人格者」當之無愧。

　　當天並有音樂追思，由李俊玲獨唱，並和溫

玉妙、沈增慶、葉健四重唱，黃令先伴奏 / 作

曲，分別帶來「最後的住家」、「The Light of 

Hope」，祈願彭教授安息主懷，我們永遠懷念您。



《麥子落地》紀念陳文成博士 40 年後 2021 年陳文成紀念廣場終於
成立在台大 ( 邱萬興提供 )

引言

陳素貞 ( 陳文成博士遺孀 )

陳文成與陳素貞伉儷及全家福 ( 陳文成基金會提供 )

    1981 年 7 月 3 日海外台灣學者陳文成命案事件，震驚海內外，是改變台灣政治歷史非常重大事件之一，41 週年後，2021 年陳文成紀念廣場終
於在台大案發地落成 ; 本文收錄兩篇陳文成博士遺孀陳素貞，分別在案發 10 週年及 40 週年活動受邀書寫對摯愛陳文成教授的寄語。第一篇發表
於紀念 10 週年專刊《麥子落地》，第二篇是 2021 年台灣「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擴大舉行紀念 40 週年活動，以同名「寄語阿成」再度發表
寫下沉痛的追思文，她於 1994 年 2 月返台參加「陳文成死因公聽會」外，一直保持低調少有公開談話。兩篇「寄語阿成」娓娓道來台灣民主最
關鍵的 40 年。我們敬佩感念陳博士以身殉道，如今總算麥子落地結出纍纍民主果實了，可惜終究還欠遺族一個未明的真相、一個道歉。

     自你走後，已是十個年冬。人說十年樹木，你最疼愛的翰傑都已長大成 11 歲的大男孩了。他愛運動，

棒球打得有板有眼的，像你吧！

　　10 年前，你走得那樣意外，那樣匆忙，你的親人承受不了，一般人也被驚嚇震怒了。尤其是海外的台

灣留學生，感同身受啊。平時遭受校園特務的干擾，敢怒不敢言，如今打小報告演變到殺了人，孰可忍，

孰不可忍？大家覺悟到，見不得人的是那些打小報告的行徑，怎麼反而是我們畏懼他們如鬼神呢？

　　你執教的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 - 塞爾特先生，為了你的事件，在美國的國會聽證會裡，揭發國民黨政

權在美國的校園特務。他在大學內成立熱線，供給受特務迫害的同學求救的機會，並明言卡大的學生若被

查出是校園特務，即遭退學處分。塞爾特校長這份仗義直言的患難真情，不但贏得台灣人的感激與敬佩，

同時因他的作證，激起美國的新聞界一股「掃特務」旋風，才第一次公開暴露國民黨無恥對付善良留學生

的罪行。美國各大學裡，討伐校園特務之聲此起彼落，台灣留學生，轉守為攻，終於不再屈辱於被打小報

告的陰影，勇敢站起來揪出那些特務小子，讓他們見

光死。

　　你的事，弟弟阿華最不甘心，他真捨不得一個這

麼優秀的兄長。他甚至很痛心你遲早會被人們遺忘。

當時同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給我們母子很大的支

持與安慰。由於我工作還撐得過去，不敢動用大家好

意捐來的錢，於是成立「陳文成基金會」，每年獎勵

優秀愛鄉的青年學子，使你未竟的遺志，後繼有人。

大家記得你愛打球，於是「文成盃」也成為一個年年

招朋引友，大家以球技相交陪的盛會。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 約翰福音 12 章

寄語阿成
1991 年陳文成 10 週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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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麥子落地─陳文成博士殉難十週年紀念集》

1991 年出版 )

　　為了你愛的文藝，《台灣文化》的出刊也曾

經在全美台灣同鄉會內熱烈的傳閱。這份刊物聚集

了優秀熱血的青年學人、編輯與作家，大家通力合

作，克服金錢上的短絀，希望引起台灣人認識自己

文化的根，在漂泊的異地找到自己的認同。

　　在台灣，為了你的事奔跑最多的是爸爸，一個

要為愛子的死討回公道的老人，媽媽是他的好伴

侶，兩個老人，在當時黨外人士的扶持下，走遍台

灣島，到總統府前示威，參加大大小小的聚會遊

行。爸爸老人家，還一個人飛到美國來，和關心你

的同鄉們相互勉勵。他隨行帶的是你走後的檢驗相

片，累累的傷孔裂骨，是極度內行擊打的結果，豈

容國民黨官方以「畏罪自殺」的謊言來脫嫌。

　　遺憾的是，爸爸未能實現他的豪語：「要活阿

成沒有活到的歲數。」媽媽與爸爸經歷了一段老當

益壯的奮發後，也先後都離開了我們。讓他們兩老

欣慰的是，「台美文化交流中心暨陳文成博士紀念

室」在他們的奔走下終於成立，成為台灣社會文化

運動者經常聚集的地方，你的墓園也修建得很完

好，是後人仰慕紀念你的去處。

   大姊與二姊在事發當時，先後來美陪伴我們母

子，一直到我們稍能適應因為遽然失去你的恐慌與

無依，她們才回台灣去照顧她們自己的子女與家

庭。她們對翰傑和我這種「愛烏及烏」的情誼，我

是深深體會感激的，永遠不敢忘記她們的恩情。

　　在你走前，台灣黨外是在一個恐懼夾縫中求生

存的階段。雖然「中壢事件」帶出民主的一線曙光，

但是緊接著的「美麗島事件」及「新二二八事件─

林義雄家滅門血案」，台灣再度籠罩著血腥肅殺之

氣。你的事，當然又掀起海外留學生人人皆可殺的

疑懼。你原只是一個讀書人，關心家鄉，支持台灣

《美麗島雜誌》，公然為它募款而已。

　　說到《美麗島雜誌》，當初那些被抓去坐監

的人都出獄了，最後一位「美麗島受刑人」施明德

是在不久前走出牢門的。他在牢內不停的以絕食做

抗爭，也因為他「海外組黨」的呼籲，激發起史無

前例的海外返鄉熱潮。你知道嗎 ? 後來不但台灣

島內組織了第一個反對黨 -民進黨，很多海外的異

議人士，也在不斷的闖關後返回台灣了。

　　前些時候，施明德來美訪問，在一次家庭聚會

中，我們碰了面。他講起你當初打電話回台灣，和

他聯絡《美麗島雜誌》募款的事，他認為是那些

信件和電話竊聽，把你拖累了，他以鞠躬表示他的

歉意。其實 25 年的牢，他所受的災難，也是夠叫

人唏噓的了，何必說誰欠誰呢？又在前些時候，鄭

南榕 (1947-1989) 為了堅持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被國民黨逼迫到火燒身亡。他在熊熊的火焰中，自

頭至尾，保持雙手高舉的勝利姿態。他對理念的執

著，對國民黨不義迫害的對抗，表現了非凡的鋼鐵

意志，叫人讚嘆。是誰欠了葉菊蘭呢？答案不是太

清楚了嗎？

　　最後要告訴你的是，柏林圍牆倒塌了。東歐一

些共產國家在不得已之下，都已順應民情，紛紛放

棄共產專制。然而，不幸的是，中國共產黨卻大大

的倒行逆施，在舉世注目下，用坦克輾壓了要求和

平改革的大學生，發生了怵目驚心的「六四天安門

大屠殺」，反過頭來，還一口咬定是大學生在造反，

中國政府沒有殺人。公然說謊到這種地步，叫美國

目擊的採訪記者感嘆道 :「幸好在攝影機裡留下了

鏡頭，不然歷史豈不被扭曲？」扭曲歷史，這不正

是中國人一向的本事嗎？這個「天安門事件」再度

暴露了中國人統治者的本質。

　　台灣的政治環境在改善中，最近已有人喊出

「民進黨三年內執政」的豪語，無論如何，台灣人

民是應該爭取任何可能的機會，開創出還政於民的

新局面。不過，為了達到台灣人民做主人的願望，

恐怕還有待大家同心協力，攜手打拼。

　　「民主自由」之路是多少人用鮮血舖搭起來的

呀。你是其中一個，我們很痛心無奈，但也只好接

受了。為了紀念你離開我們十週年，我和你談了這

許多，希望下回再和你長談，能夠告訴你更多關於

家鄉的好消息。

1991年陳文成博士十週年紀念會 (邱萬興提供 )



1976 年 7 月 4 日夏令會 Ann Arbor Michigan 壘球隊 (後左四 )陳文成
 ( 許永華提供 )

前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 Ricard Cyert 仗
義為陳文成伸冤 (翻攝自維基百科）

	 	 	 	 	台灣的陳文成基金會要舉辦 40 周年紀念活動，也

要出版紀念集，我覺得應該寫幾個字。距上次提筆，

那是你 10 周年紀念時。在歲月的流轉中，怎麼 30 年

就過去了？

   在你猝然離去後，每次想到你，尤其是想起你死

得那麼慘，那麼多的內傷，就心痛得不能自已，為了

生活，只得把對你的思念埋在記憶深處。

　　你離開已 40 年了，如果你還活著，可是白髮蒼

蒼的老人家了。很難想像一個記憶裡活跳跳的你變成

了 71 歲的老人是什麼樣子？我們的翰傑都已經 41 歲了。你知道嗎 ? 他已有兩個很可愛的寶貝，老大長得

很像阿公。想起如果你還在，一定把他們寵到不行的。這麼多年過去了，認真想起你時，遺憾之外又有著

悵然的心痛。沒想到事過40年，那一份痛卻不會消失。我們相知相愛的那12年永遠刻在我心底，雖埋著，

但不會遺忘。

　　自上次跟你長談後，這 30 年來台灣發生了不少事。1993 年立委蔡同榮在立法院舉辦二場「陳文成命

案公聽會」。2000 年民進黨陳水扁執政八年，但是 2008 年國民黨奪回政權，馬英九執政八年。2016 年民

進黨蔡英文又奪回政權，2020 年進入她的第二屆總統。你應該感到高興，台灣已是正常的民主國家，政黨

輪替已成常態。

　　最值得一提的是，年輕人的「台灣意識覺醒」。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至今還被人稱頌著。其實美台二

地的文成基金會合作，於 2010 年開始每年舉辦「閱讀台灣，探索自己」徵文比賽，鼓勵年輕學子閱讀，

帶動起台灣意識的思索，應該有幫忙這份覺醒。為了維護這個潮流，美國的文成基金會於 2014 年開始頒

發「社會關懷獎學金」，頒給關懷台灣社會，以實際行動參與台灣社會改造的大學生或研究所學生。幾年

來有幾個得獎者是台大學生會會長或研究生協會會長。也幸虧這些優秀的青年學子的爭取與堅持，「陳文

成事件紀念廣場」才能成功完成。

　　你知道遠在 2009 年 10 月美國的文成基金會理事就一致決議，應該在台大校園設立你的紀念碑，結果

真正完成卻是 2021 年 2 月的事。這十年內所經過的挫折與超多的阻擾，實在不是外人所能想像的。我們

遠在美國只能做些募款及加油，主要還是要靠台灣的文成基金會與台大師生

們的努力，實在很感謝他們。

　　根據台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的描述，在紀念廣場上的藝術設置是大理石

黑色四方體，有「黑盒子」的小名，象徵偵訊室，影射 40 年前你被警總約

談的境遇。我不知道何時才能有勇氣再回到台灣這塊傷心地，去憑弔這個紀

念廣場？

　　有一點我覺得憤怒不平的是，本來碑上寫著「紀念一位堅決抵抗國家暴

力的勇者」這些字被校方要求拆掉。我還覺得這些字寫得很貼切呢。幾乎全

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死於國家暴力，怎麼台大校方忘記了？

　　據二姊夫說，現在很多年輕人由於時代久遠已經不知道陳文成是誰了。

有了這一個紀念廣場，至少台大的師生們還會記起你。說到此，實在應該跟

你提起在你被謀害後努力替你討回公道，可惜命案未破，要提前離去的一些

朋友們。我們不能將他們遺忘，計有賽亞特校長、蔡正隆、沈義方、蔡同榮、

陳素貞 ( 陳文成博士遺孀 )

寄語阿成
2021 年陳文成 40 週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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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年陳文成遇害後，全美各地同鄉自發性

的掀起捐款運動，當時，主要聯絡人是安雅堡的許

永華及匹茲堡的賴金德。後來，陳文成夫人陳素貞

女士決定把大部份的捐款大約五萬元用來設立「陳

文成獎學金」，做為對陳文成的永久紀念。

　　我接受陳素貞的委託，在紐澤西設立一個非營

利機構，在許永華的建議下，我們把基金會的宗旨

擴大為對台灣歷史文化的研究、關懷人權以及爭取

台灣人政治經濟之平等。我也義不容辭擔任第一屆

陳文成基金會的會長。

教育、文化、體育三方紀念陳文成

　　基本上我們把工作分成三方面進行：教育、文

化和體育。教育方面主要是獎學金的設立，這是陳

素貞當初的構想，所以首先進行。此項工作由當時

的理事方菊雄負責與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聯絡。

對此項工作貢獻最多的該是堪薩斯州的黃金來教

授，他一手包辦選拔辦法，召集審查委員會，得使

這最重要的工作進行順利。陳文成獎學金依我所知

是北美洲台灣人的第一個獎學金。

　　至於文化計畫的目的在於提醒大家對鄉土的關

懷，有三件工作值得在此一提 :(1)「陳文成教授

紀念專輯」的出版、(2)話劇「補破網」的演出、(3)

《台灣文化》雙月刊的發行。

　　1983 年的二週年紀念，我們決定在美東夏令

營演出話劇「補破網」，以真實的故事來呈現文成

遇害的經過，所有的演員都是紐澤西的同鄉。陳明

楷是我們的導演，康泰山演陳文成，黃靜枝演陳素

貞，我與美惠也參加演出。記得散場時幾乎所有的

觀眾都紅著眼眶，陳文成的受害在同鄉心中引起的

震撼由此可見。

　　《台灣文化》雙月刊，可說是陳永興一手催

生的，這份雙月刊在北美洲發行了兩年半，其中最

大的貢獻在於記載一些二二八事件的史實。我們要

感謝總編輯陳芳明、社長楊黃美幸，林俊提及謝里

法也出力不少。

　　體育方面目前主要活動是「文成盃網球賽」。

為了進行此計畫，我們特地邀邱義昌加入我們理事

行列。他費了很多心思和時間，精心設計雙打團體

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成立經過

林富文

陳文成博士 40 週年紀念其遺孀仍等不到一個真相。(邱萬興提供 )

( 本文摘自 2021 年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FACEBOOK)

陳紹紀、許永華、邱義昌等等。不知道你在天堂的

那一端有碰到他們嗎？還有二姊的身體好像不太

好，連紀念廣場啟用典禮也無法參加。她為了你的

事，可說是盡心盡力，我永遠忘不了在事發後，她

不顧自己的家庭，遠來美國陪翰傑與我一陣子的恩

情。繼二姊之後，大姊也來陪我們母子一年。幾年

前翰傑夫婦在老大出生後，一家三口有特別回台灣

去探望兩位姑姑，還有阿伯和阿叔。他不會忘記那

些長輩對他的疼惜。

　　40 年了，你的命案還未破，本來蔡英文上任

後有轉型正義的動作，還以為可以重啟陳文成命

案，找出真凶。她現在立法院占多數，是完全執政，

期待著在她剩下的三年內可以有所作為。

　　今年初開始，你所熱愛的台灣陷入武漢肺炎的

險境，疫苗還沒有著落。死亡率逐漸上升，期待政

府能與百姓一起同心協力渡過難關。希望下一次跟

你長談時台灣已是正名制憲，能堂堂加入做國際組

織的成員，完成你的夢想。



限，只好選擇到重點城市。

　　第二段是安排文成的父親陳庭茂老先生來美訪

問。自從愛子被殺後，陳老先生在台灣對國民黨的

抗爭，《公論報》報導的很詳細，所以陳老先生

來訪時，受到各地熱烈的歡迎。陳老先生來美後，

我們才知道他來的目的是為了在台灣成立陳文成紀

念館。為不使他失望，我們很努力讓陳老先生在美

國共收到捐款7萬多美元，加上以前的7萬多美元，

陳文成基金會共向台灣同鄉募款 15 萬美元。我們

要向這些慷慨解囊，並拿出時間招待陳素貞及陳庭

茂的各地台灣同鄉，致上十二萬分的敬意。1984

年 5 月，陳老先生赴美訪問各地台灣人社團和美國

關懷人士，演講 138 天。1990 年 2 月，陳老先生

病逝家中，志業未竟，享年 79 歲。

國會聽證，催生 FAPA

　　在成立基金會之初，要找能答應當董事及理

事的同鄉也不多，特此也向這些勇敢的同鄉致謝。

我們也要特别感謝蔡同榮，由於他的奔走，才有幾

次的國會聽證會，使陳文成被害的真實背景公開出

來，而學校內國民黨的特務活動，才開始受美國政

府的關注。在國會上作證的有陳唐山、蔡正隆及陳

素貞，他們的證詞，都成為永久性的國會記錄。可

喜的是，由於兩次的國會聽證會，使台灣對國會遊

説工作大增信心，因而催生了「北美洲台灣人公共

事務會 (FAPA)」。

　　有一件尚未公開的未成功計畫值得一提，曾

經 1989 年蔡同榮找美國很有名的民權律師 Ramsy 

Clark 答應在美控告國民黨殺害陳文成，當時巳收

集了完整的資料，而背後也有同鄉會答應財力的支

援。可惜可能消息外漏，國民黨間接威脅陳素貞，

她怕在台灣的親戚會再被國民黨暗殺，而不敢支持

此控訴。我們能諒解陳素貞當時的心境。在事件發

生後一兩年內，她每次遇到三十歲左右、身材瘦瘦

的操中國話的東方人，都有不可控制的恐懼，因為

陳文成是被三個像這樣的人帶走的。

　　在美國人當中，出力最多的該是卡內基美隆

大學校長 Richard Cyert 和文成的同事 Morris 

DeGroot 教授。Dr. Cyert 爲此在國會作證外，

也在紐約時報發表幾篇文章痛斥國民黨。而

DeGroot 特地爲驗屍去了台灣一趟。國會中的議

員朋友有 Stephen Solarz、Edward Kennedy 及

賽辦法。由於他的用心，幾年來「文成盃網球赛」

可説是美東夏令營外，每年一度台灣人的最大聚

會。文成盃的意義在於鍛鍊身體，培養台灣人的團

隊精神，更使陳文成的故事一再流傳下去。如今，

文成盃網球賽，已經發展到全美各地。

假名追悼的年代

　　紀念專集是文成遇害的第一週年出版的，專集

上的文章是由許永華兄所收集的，我與內人黃美惠

負責編印工作，為了趕在美東夏令營時出書，我們

請來不少朋友幫忙校稿。李素蓮、陳天令、陳達文

及夫人婉婉等，都是開數小時的車程來幫忙。打字

是由洪哲勝太太負責，許富淵負責印刷。這本專集

內的作者及編者都是用假名，因為逃不掉白色恐怖

的陰影。10 年後的十週年紀念專集，大都會用真

名，這證明陳文成的犧牲多少有了代價。

　　募捐方面，在基金會成立之初也有計畫。此計

畫分兩段進行，目標是十萬美元。

　　第一段是安排陳素貞到各地去證明文成遇害經

過。各地台灣同鄉都要求與素貞見面，因她時間有

年輕世代民眾在 38 週年到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獻花致意。(邱萬興提供 )

陳文成博士 38 週年紀念會 (邱萬興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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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 Leach。名政論家 Jack Anderson 的兩篇文章

流傳最廣，對美國輿論界影響不少。暢銷全球的

Newsweek 也有對此事件的評論。

　　成立陳文成基金會的過程中，我認識了許多

同志，這些同鄉都是早期關心台灣前途的留學生。

我們沒有利害關係，只有貢獻我們的金錢、時間和

精力。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許永華兄，我與許兄為

成立陳文成基金會及出版專集的事，幾乎每天通電

話，一直到三年後在電話中與許兄談起《台灣文

化》雙月刊一篇楊靑矗的「鹽份地帶的文化」時，

才發現許兄是佳里同鄉，也是北門中學校友。

　　我 1986 年自美東搬來洛杉磯，就未與許兄聯

絡。1988 年的某日，忽然接到許兄的電話說要搬

來洛城。我們神交七年終於見了面，也成了鄰居。

永遠記住他的心願

　　陳文成的犧牲，加速台灣政治的開放，可是我

們要走的路還很遠，就當我在寫此文時，我們的一

位朋友沈富雄律師在機場被捕，又是一個政治迫

害。當年一起爲台灣前途打拼的同鄉，很多被列人

了黑名單，現在回不了故鄉，都表示我們的努力還

不夠。已經 10 年了，頭髮都巳半白，可是文成的

背影仍常依稀地呈現在我的腦海。

   在洛城的高速公路上偶而聽到文成兄喜歡唱的

歌曲：〈黃昏的故鄉〉和〈補破網〉，我仍會流淚。

台灣的政治體制未獲改進，人權問題未獲改善以

前，我的心永遠不能平靜。陳文成的死，代表著台

灣人的苦難，讓我們永遠記住他曾經許下的心願。

我們要深愛著苦難的台灣

要為她的民權、自由奮鬥

要讓孩子們得以無憂地成長。

( 本文摘自《麥子落地─陳文成博士殉難十週年紀念集》

1991 年出版 )

後記 : 定格的 31 歲

　　我認為人生的關鍵年代是 28 歲到 35 歲，在這

段期間，男人的事業及婚姻應該已有了一定的起

步，或是比較確定的方向。而 31 歲正是這段期間

的中點，能對國家社會作最大的奉獻。一個不義的

國民黨政府為鞏固自己的政權，而殺害一個充滿潛

力正要大大發揮的無辜年輕人，為天地所不容，加

害他的人將會終生不安。

林富文伉儷因陳文成案改變人生觀（林富文提供）

林富文伉儷致力培育台美新生代（林富文提供）

    陳文成小我12歲。1979年在匹茲堡同他認識，

1981 年，兩年後他被國民黨殺害，陳文成永遠

停格在 31 歲。回想那兩年我們像 Martin Luther 

King 一樣，我們有個夢想 :「有一天台灣人民能享

受自由民主的天賦人權，最終能建立一個美好的國

家。」文成的犧牲加速了我們夢想的實現，文成的

被害在台美人社會帶來空前震撼，連那些以為台灣

政治與我無關的人，也開始漸漸覺醒。

　　由於這事件在美國社會引起重大的關注，我們

把憤怒變成勇氣，終於在 1989 年，許信良的海外

組織及台獨聯盟主席、副主席也先後闖關回台，造

成不可阻擋的潮流。之後民進黨成立、政黨輪替、

本土意識形成，然後又再經歷國民黨反撲，民主自

由又走回頭路，那時在自己的國家不能舉起自己的

旗幟，淪為世界大笑話。

   如今本土政黨重回執政，在台灣自認是 " 中國

人 "已是極少數之流，但中國文攻武嚇，我們願夢

要建立美麗正常的國家一直沒有完成，情勢也不容

樂觀。

　　只是我們那一代已完成了我們一部份的夢想，

轉眼過了 40 年，如果你 /妳現在是 31 歲，期盼你

們能好好地發揮你們的力量，替台灣打造一個真正

值得驕傲的國家，我們會在幕後替你們加油！

                      （寫於 2022 年洛杉磯 )



　　40 年前，1981 年陳文成博士案件，當時政府

以「畏罪自殺」結案，美國台灣同鄉根本無法接受，

決定在美國成立陳文成博士基金會，當時卡麥隆大

學校長 Richard Cyert，就說這案件不可能和當時

政府沒有關係，只要願意就可以查出真相，陳文成

離世，不只讓學校失去優秀的統計人才，更是台灣

和世界的損失。

　　其實當年支持《美麗島雜誌》，海外很多台

灣同鄉都在做，也一直支持政治受難者並遊說國

會，陳文成父親在美國各地 183 場演講，感動很多

人，他希望能在台灣成立基金會，我請陳永興醫師

幫忙，但政府說陳文成沒有破案，所以不能用陳文

成的名字，只能用「台美文化交流中心」，海外台

灣同鄉一直沒有放棄，要讓國內台灣人知道陳文成

被迫害的事實，陳文成案件，促使美國施壓獨裁的

國民黨政府加速民主改革。

   陳文成博士基金會發展重大事件如下 :

　　1. 1986 年 9 月 28 日民進黨正式成立，有些

人故意扭曲說是蔣經國促成，其實蔣家才是加害

者，民進黨成立是海內外台灣人犧牲奉獻的結果。

　　2. 因為我返台成立陳文成的基金會，再返回

美國時被告知我已經列入黑名單了，黑名單的惡

行，導致許多海外台灣人無法返台，造成許多遺憾

的傷痛，至今仍無法咎責加害者，從未還給黑名單

人士一個公道。

　　3. 2000年民進黨執政，「台美文化交流中心」

才正名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2018 年， 

促轉會 (2018-2022) 成立，當時還說林義雄與陳文

成的案件要保密 30 年，在我們強烈要求無法接受

後，也爭取看到檔案，但真正兇手的名字，全部被

遮蓋，所以到底是誰做的還是不知道。另外，還有

戒嚴時期國外橫行的職業學生，職業間諜至今也未

公佈，促轉會表示會公佈，但目前未見明朗。

　　4. 陳文成的遺族，表明只要國民黨一個道歉，

但國民黨一直無動於衷，極權專制的國民黨，當時

是採用國家暴力及國家機器造成無辜的冤魂，現在

民進黨執政，是否能提供遺族國家賠償 ?

　　5. 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在成立 40 週年獲頒

轉型正義的未竟志業

楊黃美幸

( 源自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40 週年「轉型
正義座談會」錄影致辭 )

總統文化獎的社會改革獎，基金會一直與台灣民主

及人權的社會運動息息相關，像是野百合、太陽

花、香港反送中、香港雨傘革命、維吾爾族、平反

228、聲援圖博抗暴等活動，都全力支持。

　　6. 人民的力量非常強大，基金會投入累積歷

史影像和人權記錄，希望透過轉型正義，繼續深化

對台灣認同的工程，以還原真相，尤其是「台灣不

隸屬中國的一部分」的事實，擴展青年世代、社會

到與國際接軌。40 年來我們遵循陳文成博士的遺

願，始終堅定走在正確的路上。

楊黃美幸誓追陳文成案真相 (陳文成基金會提供 )

2021 年 2 月 2 日陳文成紀念廣場落成

1983 年 12 月陳文成父親陳廷茂 (右一 )餘生都在為兒奔走，直至 1990 年病逝
都未能討回真相，更無緣見証紀念廣場落成 (邱萬興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