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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美各地台灣同鄉會平日活動綜合多

元，專刊以專題報導介紹。

         由於主辦人物眾多，半世紀活動每個

皆有特色，本刊篇幅有限，文章和照片無

法一一報導，掛一漏萬之處，尚祈各界同

鄉海涵。

       另外，全美會也與各會同樣非常關注

世代傳承的延續，所以在第九個專題「世

代與傳承」的主題，邀請了幾位優秀新生

代分享他們發起主辦活動創立的宗旨與成

功經驗，除了讓同鄉會借鏡，未來也請各

地同鄉會給予大力鼓勵支持。

       感謝以下專題各篇每位撰寫作者，及

提供寶貴照片的攝影者，不論是文字或照

片的來源，除了作者提供之外，有些來自

於僑教中心或僑務電子報，出處大多是採

集同鄉會的鄉訊、臉書，曾多次煩請各地

會長、區理事長幫忙，最後仍有未能臻善

情況，全美會感恩這群「無名英雄」的同

鄉們，謝謝您們的共襄盛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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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簡史

底特律台灣同鄉會會長洪國治 (1984、2008 & 2019)

第一階段 : 1971-1980 年壘球比賽時期

　　為了表明不是中國人及對蔣介石中國黨獨裁體制的反抗，早期台灣來美的台灣留學生在美國各地大學

校區開始以家庭式團聚，進而以壘球活動一方面促進校區台灣人的聯繫，另一方面進行與附近大學校區比

賽。這種小規模的社交以團聚並培養台灣人意識的社交模式，隨著校際及跨州的壘球比賽活動，留學生在

1970 年代大幅增加而開始急速擴展。進而在美國形成區域性大規模的比賽活動。這種活動隨着台灣本土政

治的發展而演變為美國台灣人夏令會。明言之，這是美國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的前身。

　　此期間參加者以早期在中西部各大學的留學生為主，除少數 1970 年以前來，已在美國社會就職有小

孩子之外，大部分是沒有孩子或仍是單身的在各大學唸博士或碩士學位的研究生。加上當時白色恐怖的時

期，所以當時的集會內容及名稱是「中西部台灣人壘球賽」掩人耳目。聚會地點都選在主辦單位的校園或

附近大學，比賽日期在七月或八月，賽程以兩天為主，唯 1979 年及 1980 年兩年皆由中西部台灣人基金會

及數個同鄉會協辦，之後除壘球比賽外，增加政論及教會節目，全程增至三天，住在學校學生宿舍。

　　1973 年北美洲台灣同鄉「第一屆中西部台灣人壘球賽」於 6 月 16 及 17 日在印地安那州的普渡 ( 

Purdue) 大學的比賽。先前幾年有幾篇回憶文章，把此次比賽寫成 1972 年，經由黃東昇及哥倫布鄉訊，

1988 年 MTSC 大會手冊和筆者當年照片，證明 1972 年是錯的。筆者最近更找出 1973 至 1975 年三年比賽

時製作的胸章的原始資料，證明 1973 年球賽的確是在普渡 Purdue 大學舉行。此 1973 年比賽是早期比賽

中最具規模的，共有 11 隊參加 ，包括 Chicago 大學、Detroit 同鄉、Illinois (Champaign － Urbana ) 

大學、Michigan 大學、Michigan 州立大學、Notre Dame 大學、 Ohio State 大學、Pittsburgh 同鄉、

Purdue 大學、 St. Louis 華盛頓大學、及 Wisconsin (Madison) 大學等隊。

　　因為是球賽，參加者也以球隊的球員及其家屬為主。不過，其中底特律老仙隊成員大部份是已步入美

國社會就職者，雖然年紀比其他以各大學研究生為主的各球隊球員較大，仍然是三十歲上下的青壯年，他

們是唯一有老仙隊球衣制服，訓練有素，球技一流，所以是常勝冠軍隊。特別一提的是，在一、二十多年

漫長的中西部台灣人壘球賽中，諸球隊因為學生畢業遷移，投手經常在換，底特律老仙隊的主力投手蔡兆

1973 年中西部夏令會由壘球隊展開

本文作者	洪國治

1973年哥倫布壘球隊員及其家屬 底特律老仙隊

　　 美 國 中 西 部 台 灣 人 夏 令 會 (MTSC, Midwest Taiwanese Summer 

Conference) 從1971年迄今2020年已近50年的歷史。1988年密西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 East Lansing) 主辦夏令會，其大會手冊中有一文章，

首先列出從 1971 到 1988 年間 MTSC 簡史，包括主辦單位，日期及地點等。其

後台灣歷史博物館 T. A. Archives 也整理列表 1971-2018 年。本文應 T. A. 

Archives 創辦人 Bob Cheng 催促接力此項任務，就筆者個人經驗及所收藏的

大會手冊及同鄉朋友提供資料等，進一步撰寫較完整的 MTSC 簡史，作為分享。

MTSC 發展経過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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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是唯一沒有更換的。他當時已在 General Motor 通用汽車公司就職，到 2000 年退休，2001 年第一次參

加世台會年會，在巴西舉行，旅遊時巴士大車禍中，是五人不幸喪生者之一。

　　即然是壘球比賽，所以在白天時，各地球隊認真的比賽壘球，少數家屬和後勤支援同學在旁陪伴加油

打氣。晚上則在學校學生活動中心晚飯（主辦單位同鄉準備的餐點），及其後接下來的認親結緣活動，主

辨單位都會準備豐盛的台灣的小吃美食，包括滷雞鴨翅膀、炒米粉、碗粿、西瓜、鳳梨等美食招待，大家

邊吃邊談天。在享受美食中，同時聆聽來賓做專題演講，主要關於台灣政治及文化的議題，大家參與討論，

無形中提高大家的台灣意識。此認親結緣節目，後來變成中西部夏令會的傳統和台灣人夏令會着名的招牌

特色。

　　由於參加者很多是學生，經濟上比較差，所以，主辦單位也會安排各地學生到當地學生的住宿地方打

地舖，大家擠在一起續緣認識，這也是當時的特色。少數已就職、有經濟能力及妻兒者，則住租學校宿舍

或附近旅舍，此種情形持續，直到 70 年代下半才有住學校宿舍的安排。但是食的方面不在學校餐廳，還

是由當地同鄉熱心提供，酌收些許費用。

　　更由於是以壘球比賽為主體，加上中國黨的白色恐怖，所以，主辦單位對外聯絡沒有突出所謂的召集

人，也沒有公開發出正式通知信函，基本上是以電話通知當地的棒球領隊、隊長或各當地的教授。正是如

此，同鄉會也沒有正式通知當地同鄉前往參加。比賽前一晚各領隊一起會議，決定比賽行程等。晚上雖然

有節目，但是事前登記對外不公開，明言之，這一段以壘球比賽為主的夏令會，沒有製作印發手冊，也沒

有壘球以外的大會主題。

　　附帶一提的是，在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著 【自覺與認同】一書中提到 1977 年 7 月 22~24 日，

美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在 Grand Rapid, 密西根舉行，主題是「海外台灣基督徒的使命」由鄭義勇等主持。

就中西部台美人了解，此為台灣基督徒的靈修會。1977 年 7 月 29-31 日美中西部台灣人壘球賽，共 14 隊

5 百多人參加，Illinois(Champaign － Urbana) 大學隊取到冠軍。其實，中西部台灣人基督徒靈修會在

70 年代初就開始，每年在不同地方舉行。後來中西部基督團體在 80 年代有的與同鄉會合辦夏令會。

　　另外，1970年代在中西部地區，除了大規模的中西部台灣人壘球賽外，芝加哥大學、普渡大學、和伊利

諾州州立大學香檳校區等三校台灣留學生，也輪流在 8月中旬舉辦三校壘球爭霸賽，合製一獎盃，得到冠軍

的球隊在背後刻上隊名，保持一年，連續得三年冠軍者，永遠保持此盃。前二、三年各校互有勝負，1974年

至 1976年芝加哥大學隊連續得冠軍寶座，永久保持此盃。

　　在此補註一事，台灣史料中心有一報導台美早期留學生的壘球史（呂俊廷寫於加拿大，03/2008）一文，

其中提到「1964 年芝加哥台灣同鄉會，召開中西部夏令營及壘球賽，當時就有近千同鄉參與，約有十隊從

各地趕來參加。....」

　　中西部夏令會及壘球比賽是 1970 年代以後才開始，芝加哥同鄉會在 1964 年尚未正式成立，如上所

述，第一屆中西部台灣人壘球賽是在 1973 年。所以，文中所述的 1964 年的壘球比賽可能是 1977 年之誤，

人數近千同鄉也是有誤。尤其以壘球比賽為主的集合，是以在中西部地區大學留學生球員及其少數親友為

主幹，加上當地就職的其他同鄉參加。因此，球隊員加上眷屬平均 25 人（當時的留學生即使在 1975 年時

有一半單身，結婚生子者少，已經畢業在社會就職者少，但可能有兩個子女），11 隊總共 275 人。若加上

1970年代末期才加入的加拿大多倫多隊50人，總人數是325人。如果每隊30人，總加起來也不到400人。

匹茲堡球隊於1973年普度大學壘球比賽(相片由蕭
慶和提供)

梁德明醫師(左)及洪國治 左三為李遠哲教授及左坐者李夫人和女兒



第二階段 : 1980-1990 年政治和壘球比賽並重時期 

　　1979 年是台灣政治變化面臨轉捩點的一年，中美建交、美麗島事件，1980 年初又發生林義雄家的滅

門慘案及陳文成被謀殺案。由於台灣局勢的發展，原來是中西部台灣人壘球賽在名稱上變成「中西部台灣

人夏令會」，其內容也從以壘球比賽為主轉為壘球比賽和政治議題並重，亦即是先前白天球賽而晚上政治

討論認親結緣的形式，轉變成球賽和政治議題並行。進而變成以政治文化議題為主，壘球比賽為輔的夏令

會。加上當時「台灣公論報」已經發行，各地同鄉會鄉訊也定時推出。夏令會主辦單位不再以當地的壘球

隊，而是以同鄉會為主。同鄉會主幹是已經在社會就職同鄉，有完整的團隊，加上全美會和中西部台灣同

鄉理事會也加入運作。

   夏令會也發生下列基本上的改變如下：

　　第一、大會設定主題，集會日期增加，先由星期五上午開始，從來 1983 年又提早由星期四開始。

　　第二、日期與美東夏令會錯開，通常是七月的第二個週末。

　　第三、集會前會有多次公開信在公論報，以及後來也在太平洋時報刊登。

　　第四、集會節目表公佈。

　　第五、 台灣黨外著名人士前來參加演講。

    第六、吸引更多的男女老幼同鄉參加，在社會就職人數增加，並超過仍在學校就讀的留學生。非球賽

    人數遠超過打棒球球員人數，總人數都在五、六百人以上。

　　第七、 1984 年夏令會由 Detroit 同鄉會負責，與教授會聯合舉行，阿扁以台北市議員身份前來參加，

美麗島事件及 1980 年 228 林家血案受害人林義雄夫人方素敏和陳文成命案的父親陳老先生也

是前來參加的貴賓，參加同鄉盛況空前，人數超過千人。其後 1986 年，哥倫布同鄉會主辦的

夏令會參加同鄉也近千人。

　　第八、星期六晚上「台灣之夜」成為夏令會壓軸的節目。

　　第九、 每晚的政治討論會異常熱烈，美國各台灣人政治團體及學生團體，甚至台灣島內進步團體等皆

派人前來參加，發表演講。

　　第十、增加青少年節目，青少年也提供節目在台灣之夜表演。

　　第十一、 每年夏令會輪流在中西部地區內有完整食宿配套的各大學舉行，並且採事先報名制，並且制

定費用。全體參加夏令會者除少數外，一律住在學校的學生宿舍區，為鼓勵青年在學學生參

加，其食宿費用有特別優惠。

　　第十二、1985 年開始編印大會手冊，列出大會詳細內容時間地點等資料，參與者人手一本。

　　這 80 年代時期，因為蔣經國正式全盤掌握政權之際，台灣黨外民主運動也風起雲湧。因此台灣白色

恐怖達到最高峰，因此，海外美國地區的中國國民黨特務更加橫行。在此時期前半段，蔣家特務除了入侵

MTSC1981年手冊封面 MTSC2014年手冊封面 2018年中西夏令會封面 2019年中西夏令會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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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聯盟總部，竊取機密外，對全美各地夏令會也密切注意。經常在夏令會舉辦的大學，在週末也刻意舉

辦活動，其目的是公開派人尤其台灣人優先參加夏令會，探取情報。正因為如此，此時期的夏令會禁止非

工作人員照相及錄影，也不印制大會手冊，不出示大會工作人員及大會節目和演講來賓名單。中西部夏令

會第一本大會手冊是在 1985 年，芝加哥同鄉會主辦時發行，此後 1988 年密西根州立大學 Lansing 同鄉會

主辦時也有印製大會手冊。此大會手冊編製的制度正式成為常態則在 1990 年代以後。

　　值得一提的是，中西部夏令會收費不高，青少年及學生又是半價優待，所以，經費有限。所幸參與同

鄉們皆能慷慨解囊贊助，因此，結果均有剩餘。主辦單位一般是將大部分結餘款分別轉贈給台獨聯盟、公

論報、台灣人權會，及協辦的教授會等。不過，1986 年，哥倫布同鄉會夏令會召集人劉俊宏建議設立中西

部夏令會基金，將一部份結餘款存入，做為夏令會基金，並由李友禮會計師義務管理財務，向中西部台灣

同鄉會理事長負責，每年並在夏令會會長會議作報告。此一制度從此沿襲至今，唯李友禮同鄉不幸在 2017

年間去世，他往生前幾年，在 2010 年左右轉交基金由理事長管理。

第三階段 : 1990-2000 年夏令會的成熟期

　　1987 年蔣經國在病重下宣佈解嚴，隨後去世，由台灣人李登輝以副總統接任，其後連任至 2000 年。

在這段期間，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屢有重大突破，先是民進黨的成立，1989 鄭南榕自焚殉道，

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郭倍宏闖關成功出現於中和體育場民進黨造勢大會，並安全脫身回美，台獨聯盟遷

台，1992 年野百合學運，刑法 100 條廢止，警總撤除，海外黑名單解除，萬年國代廢止，1995 年阿扁當

選台北市長，1996 年總統普選，最後於 2000 年阿扁當選總統，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至此，夏令會以政

經文化為主，運動節目轉型多元化。

　　在這一段時間，除了前兩三年外，海外台灣人已無禁忌，島外著名人物來美也非常方便，中西部夏令

會鄉親參加者，有子女者一方面增加，另一方面有的子女已經進入大學不再參加夏令會，兩相抵銷，青少

年人數大抵平衡，大會的青少年節目仍然維持。大體上參加夏令會人數保特在三、四百人左右。

　　這段期間，MTSC 大會日期大多訂在每年七月的第二個禮拜週末，從星期四下午報到至星期天中午的

午飯後結束。節目方面是多元化，有關台灣政治的演講及討論活動雖然是主軸，但是其他節目包括文化、

財務理財投資講座等節目增加，因此，夏令會除了主題演講外，大部份的時間皆有兩個不同性質節目同時

進行，而且壘球比賽，仍然維持不變，另外也加上高爾夫球賽。由於參加者絕大部份仍是早期來美已就職

成家立業的留學生，經濟情況穩定，所以大會對大學場地要求就比較多，其中比較着重娛樂運動方面，尤

其青少年子女就能在其游泳池游泳，也可在其活動中心打乒乓球或撞球，或網球場等多種運動。

2013年底特律主辦台灣之夜的迎賓曲 2014年美國哥城台灣同鄉會俄州哥倫布舉行美國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台
灣滿山紅走唱團在台灣之夜活動中擔綱演出。（芝加哥僑教中心提供）



第四階段 :2000-2022 年人數銳減困難期

　　此階段是政黨輪替的 2000 年到目前 2022 年期間。在這

階段，客觀事實包括下列數點：

　　第一、 2000年阿扁當選台灣總統，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

但是 2008 年，馬英九為中國國民黨奪回政權。

2014 年太陽花學運、2016 年蔡英文為民進黨再度

取得政權。

　　第二、中西部同鄉子女長大成人外遷。

　　笫三、 中西部同鄉進入老年紛紛退休，搬到天氣暖和地

區包括加州、亞歷桑那州、內華達州，或搬至成

年子女附近，享受天倫之樂。

　　第四、  台灣年青來美的留學生減少，又和台美人第一代有代溝，鮮少參加夏令會。

　　由於這些客觀的事實，因此，夏令會也隨之有下列變化：

　　第一、 參加人數銳減，前五年先是降至 250-200 人，其後降至 150 人以下。中西部會長會議決定改為

每兩年辦一次。後來，在 2008 年和 2010 年停辦。但是這兩次停辦，效果反而不好。2011 年後

又恢復每年一次，此後，參加人數大致維持在 150-100 人。

　　第二、 1970年代參加壘球比賽的同鄉完全停辦。高爾夫球比賽在2011年後，雖然主辦單位列出此活動，

也因報名人數不足而喊停。青少年節目早在 2000 年初停辦。

　　第三、 夏令會天數也逐漸由星期四下午報到縮短一天，在 2016 年開始，當年辛辛那提同鄉會主辦，

在印第安那州東南角的 Beltera Casino Resorts 舉行。由星期日下午報到開始，於星期二中

午結束。Resorts 在週末較貴，星期天晚上到平日較便宜，故夏令會不在週末，是特例。2017

年其後改為星期五下午開始。在同一時間，節目也不安排有兩個並行題目舉行。另外，2014 年

及 2015 年也在 hotel/resorts 舉辦，地點是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內 Fort Rapids Hotel ；其

間 2014 年是中西部夏令會歷史中唯一的一次人數特少，加上財務管理不良，導致無法償付飯

店巨額住宿及餐飲費用，被迫由中西部夏令會基金支付。

　　第四、 夏令會自 2017 年起，主辦單位不再為地點的尋找煩惱，原則上固定在 Manchester 

University, North Manchester, Indiana，此就是「TAF 台灣青少年夏令營」近二十年來集

會的地點。從此，夏令會的招牌「認親結緣」雖然每晚照舊舉行，但是其中的話仙佐食雞鴨腳、

米粉等台灣餐點不再出現。

　　以上簡短說明美國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的歷史。

1986年高俊明牧師主講

2017年芝加哥同鄉會舉辦美國台灣中西部夏令會(宏觀提供) 2019年底特律同鄉會主辦邀請吳新興委員長及李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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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Year Date Location Main Theme

2021 MTSC	Cancelled	due	to	covid
2020 MTSC	Cancelled	due	to	covid
2019 7/12-14 Manchester	Univ.	,	North	Manchester,		Indiana 優質文化 美麗台灣

2018 7/6-8 Manchester	Univ.	,	North	Manchester,		Indiana 為台灣 ／ We Taiwan

2017 7/7-9 Manchester	Univ.	,	North	Manchester,		Indiana 守謢台灣 正名自決

46 2016 7/10-12 Belterra	Casino	Resort,	Florence,	IN 新時代 新挑戰　台灣人的希望

45 2015 7/10-12 Fort	Rapids	Indoor	Waterpark	Resorts,		Columbus,	Ohio 維謢主權 ,民主擴展國際空間

44 2014 7/10-13 Fort	Rapids	Indoor	Waterpark	Resorts,		Columbus,	Ohio 愛疼咱的台灣母國

43 2013 7/11-14 Saginaw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Center,	MI 關心故鄉 顧台灣

41 2011 7/7-10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Allendale,	Michigan 守謢台灣 疼惜民主

40 2010 7/9-10 Wyndham	hotel,	Glenview,	Illinois,
39 2009 7/19-21 Belterra	Casino	Resort,	Florence,			Indiana, 認清敵我 救台灣

2008 No	event
2007 7/5-8 Otterbein	College,	Westerville,	OH 自信團結台灣人

制憲正名新國家

36 2006 no	event
35 2005 7/7-10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Ohio 民主團結謢台灣

34 2004 no	event
33 2003 7/10-13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Ohio 正名制憲認同台灣

32 2002 7/11-14 University	of	Toledo,	Toledo,	Ohio	North	Central	College,	Naperville, 台美心 蕃薯仔情

31 2001 7/5-8 Illinois 立足台灣 放眼天下

30 2000 7/6-9 Xavier	University,	Cincinnati,	Ohio 「新世紀、新臺灣、新國家」

1999 7/8-11 Ohio	Wesleyan	University,	Deleware,		Ohio 迎接新世紀 .新台灣 .新夏令會

28 1998 7/9-12 University	of	Toledo,	Toledo,	Ohio 立足美國，關懷台灣

27 1997 7/10-13 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	Mt		Pleasant,	Michigan 獨立民主自由　保衛台灣生機

26 1996 7/11-14 Kent	State	University,	Kent,	Ohio 開拓海外天地

25 1995 7/13-16 NIU,	De	Kalb,	Illinois 團結台灣人、邁向新紀元

24 1994 7/14-17 Miami	University,	Oxford,	Ohio 幫助建國 生根美國

23 1993 7/8-11 Denison	University,	Granville,	Ohio 北美洲台灣人的新展望

22 1992 7/9-1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River	Falls,		Wisconsin 建設民主憲政的台灣

21 1991 7/11-14 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	Michigan
20 1990 7/26-29 NIU,	De	Kalb,	Illinois 建設九十年代獨立民主新台灣

19 1989 7/13-16 Oberlin	College,	Oberlin,	Ohio 台灣人智慧的發揮
海內外政治力量之整合

18 1988 7/13-17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L	Lansing,		Michigan 建立新台灣 , 開創新紀元
New Taiwan, New Era

17 1987 7/29-8/2 Miami	University,	Oxford,	Ohio 民主進步，自決台灣

16 1986 7/17-20 Denison	University,	Granville,	Ohio 參與、團結、建設

15 1985 7/24-28 Northern	Michigan	University,	De	Kalb,	Illinois 台灣人意識

14 1984 7/12-15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Ypsilanti,		Michigan 台灣面臨的課題

13 1983 7/21-24 Oberlin	College,	Oberlin,	Ohio 咱的心聲 -團結合作愛台灣

12 1982 7/22-25 Miami	University,	Oxford,	Ohio 拓前途，澤鄉土

11 1981 8/9-16 Calvin	College,	Grand	Rapids,		Michigan 協調 ~自主

10 1980 7/2-5 Calvin	College,	Grand	Rapids,		Michigan 八〇年代的台灣

9 1979 7/4-8 Calvin	College,	Grand	Rapids,		Michigan
8 1978 7/21-23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icago,	Illinois
7 1977 7/29-31 	Kankakee,	Illinois
6 1976 7/2-4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ast		Lansing,	Michigan
5 1975 8/16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Wisconsin
4 1974 St.	Louis,	Missouri
3 1973 Purdue	University,	Lafayette,	Indiana
2 1972 8/5-6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chigan
1 1971 Chicago,	Illinois

●曾擔任區理事長有黃慶鍾、蔡文郎、王俐力、洪國治、陳少明、蔡昇峰、方晃贇、呂盈姬、施忠男等。



平原區台灣人秋令會

文：童海南 

　　1996 年平原區台灣人秋令會，在 Kansas City 同鄉會友們，日以繼夜，辛勤籌備中，終於在大家

的關心及期待下隆重揭幕。感謝 Kansas City 同鄉會。

　　1983 年，在 Manhattan，Kansas 台灣同鄉范良正、楊景文、刁明華、黃金來諸位先覺前輩（其他

前輩，未能一一列舉，請原諒！），有感平原區需成立秋令會的構想，偶發於徐福棟先生的積極提議

與鼓舞，有必要成立之迫切感，後經林啓東先生熱心籌備、召集和推動，遂於 1985 年在 Manhattan, 

Kansas 的四健會 (4-H Club) 集訓地——Rock Spring 創辦第一屆平原區台灣人秋令會，地跨中部平原

六大州：Colorado、Iowa、Kansas、Missouri、及 Oklahoma。林啓東以台灣人「大家來，來做堆」作

爲第一屆年會之主題，創見決心要和中國人分開，離中國越遠越好之遠見，這種想法，在今日 1996 年

代台灣人的處境，似印證無錯。有人欲把台灣人和中國人送做堆，台灣人正是嘸那樣「衰」！

　　今年度的秋令會，再借力 Kansas City 同鄉會鄉親之熱忱，義不容辭，接落來承辦，平原區鄉親，

無任感謝及欽佩，謹祝大會成功。

　　平原區，牧野廣闊，是美洲一大平原，至於秋令會名稱的由來，有別於其他台灣東西南北夏令會名

稱，此區獨特的平原秋高氣爽，一年如秋之風格，爲尊重及懷念創會之精神，繼續保留「秋令會」傳統

名稱。

　　「秋令會」創始至今年度的大會，主題由「大家來，來做堆」至「台灣前途的探討」。咱全體台灣

人急需共同再來思考台灣未來前途 – 是不是？「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台灣 (1995 年主題 )」難道還要再聽

命於第三者把台灣和中國送做堆？應該不是那樣「衰」才對！ ( 寫於 1996 年秋令會 )

TAKC-2012 年 (張錫清提供 )

St-Louis動感即興同樂 (張錫清提供 )

TAKC-2012 年 晚會同樂 (張錫清提供 )

每次晚會演唱動人台語歌曲(張錫清提供)

TAKC-平原區秋令會 (張錫清提供 )

晚會盛裝出席 (張錫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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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地點 主題 主辦單位 召集人
2010 St. Louis, MO TAA/St. Louis

2008 St. Louis, MO TAA/St. Louis

2006 St. Louis, MO TAA/St. Louis

2004 St. Louis, MO TAA/St. Louis

2002 St. Louis, MO TAA/St. Louis

2000 Olathe, KS TAKC 林年松

1999 St. Louis, MO TAA/St. Louis

1998 Tulsa, OK Go for Republic of Taiwan 建立台灣國 TAA/Oklahoma 謝竹林

1997 Manhattan, KS 誰來救台灣 TAA/Manhattan 吳志行

1996 Overland park, 
KS

台灣前途之探討
Democracy for Independence 推動民主制
憲。宣誓國家獨立

TAKC 高民環

1995 St. Louis, MO Taiwan Jump into 21st Century 
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台灣

TAA/St. Louis 周鴻恩

1993 Overland park, 
KS

(semi official) TAKC 楊英育

1992 Manhattan, KS Love Taiwan 愛心連愛心，痛惜咱台灣 TAA/Manhattan 張洋銘

1991 Des Moines, IA Everyone contributing 
各盡其才為台灣，同心協力出頭天

TAA/Iowa 童海南

1990 Emporia, KS New Hope, New Century 新希望，新年代 TAA/Wichita 鍾茂萃

1989 Springfield, MO New Taiwanese, New Mission 
新台灣人，新使命

TAA/St. Louis 廖坤塗

1988 Edmond, OK Concern of motherland 
故鄉是咱的，大家來關心

TAA/Oklahoma 王明玉

1987 Denver, CO Democracy in Taiwan 民主進步愛台灣 TAA/Colorado 吳錫圭

1986 Rock Spring, KS Human Rights in Taiwan 人人愛人權，大家
來努力

TAKC 楊英育

1985 Rock Spring, KS Let us get together 大家來，送做堆 TAA/Manhattan 林啓東

平原區台灣人秋令會資料 :

平原區秋令會年輕世代積極投入(張錫清提供 ) 秋令會年輕世代勇於表現 (張錫清提供 ) 建立台灣國是最受關注的議題 (張錫清提供 )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危機轉契機

黃東昇

　　第一次美西台灣人夏令會（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 - West Coast, 簡稱 TAC-WC）於

1975 年 7 月在北加州 Lake Tahoe 附近的滑雪小鎭 Squaw Valley 舉辦。此夏令會由北加州台灣同鄉聯

合會（TAFNC）與 San Jose 台灣協志會（TAI）合辦。

2003 年美西夏令會聖火重新點燃
　　1999 年到 2010 年間，夏令會只在 2003 年辦過一次。息鼓七年，2003 年北加同鄉會重新點燃美西

夏令會聖火，在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NCFF) 會長張祿生所領導的團隊的努力下，中斷七年的台灣

人美西夏令會 8 月 9 日在金山州立大學開幕。北加州同鄉為支持聯合會前會長吳庭和出任全美會會長，

響應他的呼籲達成今年全美六個地區都舉辦夏令會的心願，空前地在短短的三個月內將夏令會辦成功，

300 多位來自華盛頓州、亞利桑納州、加州聖地牙哥、貝克斯菲爾德、洛杉磯地區、舊金山、聖荷西、

沙加緬多、矽谷、Fresno 之外，還有來自俄亥俄州、伊利諾州、科羅拉多州、紐約州和密西根州，也

有來自台灣及加拿大的鄉親參加。可惜南加同鄉因為要歡迎呂秀蓮副總統，出席人數不甚理想。2003 年

主題是「關心台灣」 和「台美人的生活與發展」，打頭陣的是 1996 年台灣海峽危機時任尼米玆航母艦

艦隊長 (Commander of the Nimitz Battle Group) 的萊爾扁將軍 (Vice Admiral Lyle G. Bien)。

他在演講提到 2003 年 5 月，他的艦隊出完台海任務後，回到加州聖地牙哥，看見十多位台美人在碼頭

上熱情歡迎他們，深深感動艦隊一萬兩千多位的官兵。

息鼓 8 年 2011 年美西夏令會重振旗鼓
　　之後住過南加州聖地牙哥的黃根深教授非常關心台灣人社區的活動（2017 年去世），他鼓吹夏令會

應該年年舉辦，但一般同鄉支持度不高。2010 年，他得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NATPA 總會會長李學

圖博士，正在加州計劃舉辦 NATPA 第 31 屆年會，他與李會長討論合辦，2011 年 7 月，在加州大學聖地

牙哥分校由兩個組織（NATPA 及 TAC-WC）合辦，聯合年會主題是：「危機與轉機－時勢、願景與責任」，

意義深遠。

　　2012 年黃教授仍然找不到同鄉會願意舉辦夏令會，他只好再出馬

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舉辦夏令會。2013 年他問我舊金山能否接

辦，這一年柯耀宗剛好退休搬到舊金山灣區，他很熱心台灣社區活動，

認為夏令會香火要繼續下去。因此我就徵求 TAFNC會長陳義志的意見。

他同意主辦後，就請鍾振乾當總召集人，我當秘書長，2013 年夏令會

就在San Jose舉辦。2014年後，夏令會繼續在西雅圖、洛杉磯舉辦過。

但是因為舉辦夏令會是社區的大事情，每次交棒都很困難找到同鄉會

願意接辦。

　　柯耀宗住過美國東岸 37 年，他於 1984 年擔任美東台灣人夏令會

總召集人，之後也連續四年擔任夏令會理事會理事。他說美東台灣人

2016年北加州的美西會「發揮台美人力量 . 點亮台灣」
歡迎副委員長田秋堇

2014年西雅圖美西會主題「立足北美.心繫台灣」 黃東昇(右一)及柯耀宗(右二)組織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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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會，從 1970 年首次創辦以後沒有中斷舉辦。這是因為美東有設立夏令會理事會。此理事會有五位

理事代表美東五個地區，以決定如何輪流接辦夏令會。柯耀宗建議美西模仿美東設立夏令會理事會，美

西夏令會的繼續性才有可能。

2017 年成立理事會
　　2016 年，TAFNC 與 NATPA 在舊金山再度共同舉辦夏令會，由我當總召集人，耀宗當顧問。這次可以

說是美西最成功之夏令會，參加人數超過500名。看到大會這麼熱鬧，星期六晚上台灣之夜節目結束後，

柯耀宗上台問觀眾有沒有贊成每年繼續舉辦美西台灣人夏令會，在場觀眾大聲喊：「贊成」。因此晚會

後，林俊提、柯耀宗和我，召集各地 20 多位同鄉領導人開臨時會議，討論成立美西台灣人夏令會理事

會的可能性，與會人士都同意組成美西夏令會理事會。但馬上面臨一個議題：2017 年由那一地區接辦夏

令會？聖地牙哥同鄉會於六年前辦過，這次應該再由他們接辦，但是該地區地方人士不敢承擔夏令會的

大工事。幸虧與會的許正餘勇敢一口答應，由他負責主辦 2017 年聖地牙哥夏令會。

　　接下來的六個月時間，林俊提、柯耀宗和我三人花了很多心神設計規劃美西理事會的組織，他們與

各地同鄉會負責人商討如何在美國西岸規劃五個地區，並找每地區的代表（理事）。最後，決定五個地

區及五位理事：聖地牙哥許正餘、西雅圖周昭亮、拉斯維加斯及鹽湖城王進賢、洛杉磯李賢群、舊金山

黃東昇，另外柯耀宗是理事會的顧問。林俊提開始起草理事會的章程，林郁子除了參與理事會章程的起

草，她也著手向加州政府申請理事會為非營利組織。2017 年 5 月，TAC-WC 正式宣布成立美西台灣人夏

令會理事會。

　　理事會也宣布夏令會舉辦的順序：聖地牙哥（2017）、西雅圖（2018）、拉斯維加斯-鹽湖城（2019）、

洛杉磯（2020）、舊金山（2021）。2022 年再由聖地牙哥接班。柯耀宗從 2016 年到 2021 年擔任理事

會顧問，是每年夏令會舉辦的幕後功臣，也是對外募款的大力推手之一。當美西理事會剛創立時，創會

理事都是長輩同鄉，為了理事年輕化，洛杉磯區於 2020 年推出吳兆峯、舊金山區於 2021 年推出張正邦

當理事。拉斯維加斯 - 鹽湖城區，因為找不到願意當理事的同鄉，柯耀宗於 2020 年徵召到亞利桑那州

同鄉會會長吳玟瑞當理事，她現在為美西區理事長。為了要包括亞利桑那州進入拉斯維加斯-鹽湖城區，

該區名稱就改稱為“西南區”。至於夏令會之舉辦，由於 COVID-19 瘟疫，2020、2021 及 2022 年都停

辦。這幾年，Phoenix 市，由於台積電在建造大工廠，該公司由台灣調很多員工來該市。因此理事會決

議 2023 年在 Phoenix 舉辦夏令會，這不但能鼓勵亞利桑那台灣同鄉會更活躍，也希望此夏令會的訊息

能傳達到台灣。2024 年的夏令會將由洛杉磯區接辦。期盼疫情過後，美西台灣人夏令會由危機轉契機，

未來發揚光大，成為凝聚美西台美人每年回家大團圓的好所在。

2019年圓滿落幕2019年拉斯維加斯-鹽湖城主辦

2019年美西會主題 「服務美國.回饋台灣」 年輕世代分享科技經驗談 台式小吃會員交流 2019年邀李應元演講

 （寫於 2022.08.20）



加台會 張理瑲

　　2018 年 7 月 6-8 日很開心能有機會由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 加台會 ) 和主辦美西台灣人夏令會的

大西雅圖台灣同鄉會共同在 Vancouver Canada 加拿大温哥華的 Coast Coal Harbor Hotel 共同舉

行年會，會中近 400 人，以「深耕北美、正名台灣 」題目進行研討，值得一提這是首次「加台會」

的年會和「美西夏令會」共同舉辦的大型跨國活動。此次夏令會為所有的節目細節，都以任務分組進

行籌劃，每個環節設有負責人主導，務必讓活動內容豐富、精彩萬分，以期讓與會人士收穫滿載、增

廣國內與國際視野，獲得各界的熱烈響應。

   2018 年的主題是「深耕北美，正名台灣」。與會人士來自美國各地，加拿大東西兩岸及台灣，大

家熱心地齊集一堂，來一起關心當今台灣民主政治、司法改革、醫病關係、生醫產業和今後走向。講

員陣容壯大，包括受人尊敬的監察委員陳師孟、立法委員王定宇、民視董事長喜樂島發起人郭倍宏，

和信醫院名醫 / 作家賴其萬教授，在日台灣正名運動發起人永山英樹、加拿大亞裔活動協會總監吳權

益、太陽花學運義務辯護律師邱顯智、生技專家 Dr. Colin Collins, Dr. Handol Kim 及謝尚珍女

士、維多利亞大學教授蕭欣義、外貿協會副董事長莊碩漢、FAPA 的常委楊欣晉博士、新竹市議員時

代力量候選人廖子齊等。

充足的準備
　　為了準備 2018 年的年會，熱心的溫哥華同鄕多人出動，一年的日夜奔波，從交涉旅館住宿及會

議場地爭取特約價格和設備，連絡政治人物開始，一年來馬不停蹄計劃會程，邀請關心台灣正名，由

民主與捍衛正義平等的重量級 VIP 來演講、招攬廣告，編輯印刷會刊，感謝溫哥華同鄉擔當這跨國大

任，更謝謝多人的樂捐，使大會無後顧之憂。

　　只靠著熾熱的台灣情，這群沒經驗舉辦大型會議的溫市同鄉，每個月聚集商討及計劃準備事宜，

有幾個特別熱心的同鄉忙到甚至有幾天廢寢忘食，在愉快的氣氛下分派工作，像是分配運送會議配備

及刊物到會場、佈置及程序控制、音響影視、保安人員的安排、計劃出海遊輪及當天晚餐、市區步行

遊覽注意事項、機場接送、政要的接待。這是個特別同心而且大家肯做事的同鄉會，一群由台灣來到

溫哥華的蕃薯仔，一年來在一起努力充滿歡笑，無怨無悔，顯現出溫哥華同鄉彼此相處和諧愉快。

大會開始 - 轉型正義、制憲正名
　　7 月 7 日大會密鑼緊鼓地開始，由加拿大同鄉會長江文基和美西夏令會周昭亮理事長歡迎大家，

加拿大各級政府代表和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致賀詞，此地選出三個台灣年輕才俊的女省議員之一的康

安禮完全以熟悉的母語台語主持節目，使人倍感親切。

　　節目開始，由大會祕書長張理瑲介紹時任監委的陳師孟教授，和大家分享台灣近況和他繁重的改

革使命。他主講題目是「轉型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談司法改革，呼籲轉型正義是台灣社會一個極其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年會暨美西台灣人夏令會在溫哥華召開
2018年美西夏令會貴賓

美西夏令會首創和加台會聯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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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的工程。執政黨有責任清理歷史、釐清加害結構，當轉型正義成為一個重要價值時，猜疑跟仇恨

才會消失。司法是國家實踐正義的最後防線，執政黨必須積極回應公民社會所要求的司法改革，去除

威權時代留在司法體系中的黨國遺毒，這是人民的期待，也是執政黨的首要之務，台灣必須加速轉型

正義、實現法治國家的理想。

　　第二位是由羅益世先生引言，外交國防委員會主席王定宇，他以「陽光下的光與影 – 這兩年的

台灣」為題，來和大家互相提醒和勉勵，包括區域和平、地緣政治、印太安全爭議，是當今世界各國

都很關心的國際問題，也是我們生命攸關的事。台灣的光在哪裡？在馬英九的末期，大家原本以為沒

希望了，還好我們有太陽花學運。

　　一生為台灣民主打拼，時任民視董事長郭倍宏博士向大家報告，「獨立公投、正名入聯 – 喜樂

島聯盟的訴求與行動」，表示要催促蔡政府能加快改革，為獨立公投、正名催生。 台灣必須正名，

因為 2008 年馬英九黨國體制，將台灣中國化，讓台灣地位掉入中國境域的危機。台灣在中華民國憲

法架構下， 顯示台灣人無志氣，國際認定台灣人無意願建立自己的國家，中國就有藉口在「一中原

則」、「兩岸一中」的架構下，繼續壓迫台灣，所以要求台灣各政府機構包括駐外單位，都必須正名

台灣，台灣人民必須更有自信與勇氣，向國際社會喊出台灣人民真實的心聲 - 制定憲法，正名台灣。

　　7 月 8 日，節目非常緊湊，同時六個演講，接連在三個會議室進行，三個主題，同鄉各有所好，

不論是聆聽太陽花運動始末、台美加經貿議題、以及如何深耕北美等議題，場場滿座。

  1- 陳師孟 : 轉型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2- 王定宇 : 陽光下的光與影 – 這兩年的台灣。

  3- 賴其萬 : 我們能為台灣日漸惡化的醫病關係做甚麼 ? 介紹「醫病平台」。

  4- 永山英樹／謝蕙芝 : 在日台灣正名運動的現況及挑戰。

  5- 郭倍宏 : 「獨立公投、正名入聯」– 喜樂島聯盟的訴求與行動。

  6- 邱顯智 : 從洪仲丘案、蕭明岳案、鄭性澤案談台灣司法問題。

  7- 莊碩漢 : 川普上任後台美加經貿關係與因應策略台美加經貿議題。

  8- 楊欣晉 : 從北美台灣人先鋒基金會到我們的鴛鴦夢。

  9-Dr. Colin Collins、Handol Kim、謝尚珍 : 台、美、加生醫產業議題。

  10- 蕭欣義 : 從歷史看台灣的主權地位。

  11- 吳權益 : 「深耕北美、正名台灣」- 與日本有什麼關係 ?

　　專題演講結束後，出名的 Elite 以立合唱團，在理事長及指揮楊子清老師及黃令先作曲家，鋼琴

家及指揮的領導下，34 個團員老遠從洛杉磯飛來，為大會助陣演出，還有林聖哲醫師導覽－溫哥華

金融與海港商區歷史建築。

　　台灣，在愛好民主自由的國內外台灣人長期努力下，從威權體制走向民主的國家行列，但在國民

黨長期的腐敗體制下，改革司法正義與政治國格是民進黨政府不可停止的任務，透過各種管道，讓台

灣正名運動發聲，也是我們這一代不可迴避的歷史責任。

2018 年美加的美西會在 2010 年奧運冬季世運聖火廣場圓滿落幕



歷屆北美洲西部台灣人夏令會Compiled by Ed Huang;     Welcome 3-25-2020
年度 日期 主題 主辦單位 召集人

2019 July 19-20 服務美國、回饋台灣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理事會 王進賢

2018 July 6-8 深耕北美、正名台灣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與大西雅圖台灣同鄉會 江文基，周昭亮

2017 July 7-9 世代結合、活力智慧 不明 許正餘

2016 July 8-9 發揮台美能量、點亮台灣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與北美洲台灣人教授
協會 黃東昇，許正餘

2015 July 11-12 重建台灣、生根美國 不明 李賢群，楊悅英

2014 July 11-13 立足北美、心繫台灣 大西雅圖台灣同鄉會 周昭亮，楊豐州

2013 July 12-14 永續生存、傳承接代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鍾振乾，黃東昇

2012 July 6-8 台美人的期待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籌備會 黃根深, 洪珠美, 石正平

2011 July 1-3 危機與轉機 ---  時勢, 願景, 與責任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與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黃根深，洪珠美

2003 Aug 8-10 [關心台灣] 和 [台美人的生活與發展]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張祿生

1999 July 2-4 新世紀、新希望 南加州台灣同郷聯合會及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陳堅李重義

1997 July 25-27 福爾摩沙的願望 南加州台灣同郷聯合會及南加州各分會 黃建三

1996 July 12-14 從台灣的危機看台灣的前途
聖地牙哥台灣同鄕會及南加州台灣同郷聯合
會 不明

1995 Aug 4-6 台灣、國際、出頭天 南加州台灣同鄉會聯合會 陳立夫

1993 June 25-27 廿一世紀的台美人 認同聯繫參與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王龍文

1992 Aug 28-30 從世界潮流看台灣的前途 不明 陳大昇

1991 June 28-30 新憲法；新文化、新台灣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吳啟昌

1990 July 13-15 重塑台灣人的心靈 台美公民協會及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 楊子清

1989 6/30 - 7/3 迎接台灣人的新時代 大西雅圖台灣同鄉會及溫哥華同鄉會 周昭亮，王正輝

1988 July 1-4 建立台灣人在美的地位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張村樑，陳秀雄

1987 July 23-26 開創台灣人新境界 台美公民協會 周實

1984 世台會由 San Diego 主辦 不明 陳茂鍾

1983 July 4 世台會在UC Davis, CA 由北加州臺灣同鄕
聯合會及恊志會主辦 黃景生，謝鐐暲

1982 世台會由Houston 主辦， 美西夏令營停辦 不明

1980 南加州及北加州台灣同鄕會為Ted Kennedy
在LA聯合舉辦募款餐會 王興宗(南加)/陳榮淓(北加)

1979 6/30 - 7/4 世台會在西雅圖舉辦， 美西夏令營停辦 不明

1978 4-Jul 不明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蔡文郁

1977 July 4-6 不明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協志會 不明

1976 July 4 世台會在Pepperdine 大學 (Malibu) 舉辦，
恊志會配合參加。 不明

1975 July 4-6 第一屆美西台灣人夏令會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協志會 彭兩泉，陳榮淓

2018年美加合辦主題「深耕北美、正名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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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日期 主題 主辦單位 召集人

2019 July 19-20 服務美國、回饋台灣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理事會 王進賢

2018 July 6-8 深耕北美、正名台灣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與大西雅圖台灣同鄉會 江文基，周昭亮

2017 July 7-9 世代結合、活力智慧 不明 許正餘

2016 July 8-9 發揮台美能量、點亮台灣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與北美洲台灣人教授
協會 黃東昇，許正餘

2015 July 11-12 重建台灣、生根美國 不明 李賢群，楊悅英

2014 July 11-13 立足北美、心繫台灣 大西雅圖台灣同鄉會 周昭亮，楊豐州

2013 July 12-14 永續生存、傳承接代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鍾振乾，黃東昇

2012 July 6-8 台美人的期待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籌備會 黃根深, 洪珠美, 石正平

2011 July 1-3 危機與轉機 ---  時勢, 願景, 與責任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與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黃根深，洪珠美

2003 Aug 8-10 [關心台灣] 和 [台美人的生活與發展]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張祿生

1999 July 2-4 新世紀、新希望 南加州台灣同郷聯合會及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陳堅李重義

1997 July 25-27 福爾摩沙的願望 南加州台灣同郷聯合會及南加州各分會 黃建三

1996 July 12-14 從台灣的危機看台灣的前途
聖地牙哥台灣同鄕會及南加州台灣同郷聯合
會 不明

1995 Aug 4-6 台灣、國際、出頭天 南加州台灣同鄉會聯合會 陳立夫

1993 June 25-27 廿一世紀的台美人 認同聯繫參與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王龍文

1992 Aug 28-30 從世界潮流看台灣的前途 不明 陳大昇

1991 June 28-30 新憲法；新文化、新台灣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吳啟昌

1990 July 13-15 重塑台灣人的心靈 台美公民協會及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 楊子清

1989 6/30 - 7/3 迎接台灣人的新時代 大西雅圖台灣同鄉會及溫哥華同鄉會 周昭亮，王正輝

1988 July 1-4 建立台灣人在美的地位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張村樑，陳秀雄

1987 July 23-26 開創台灣人新境界 台美公民協會 周實

1984 世台會由 San Diego 主辦 不明 陳茂鍾

1983 July 4 世台會在UC Davis, CA 由北加州臺灣同鄕
聯合會及恊志會主辦 黃景生，謝鐐暲

1982 世台會由Houston 主辦， 美西夏令營停辦 不明

1980 南加州及北加州台灣同鄕會為Ted Kennedy
在LA聯合舉辦募款餐會 王興宗(南加)/陳榮淓(北加)

1979 6/30 - 7/4 世台會在西雅圖舉辦， 美西夏令營停辦 不明

1978 4-Jul 不明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蔡文郁

1977 July 4-6 不明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協志會 不明

1976 July 4 世台會在Pepperdine 大學 (Malibu) 舉辦，
恊志會配合參加。 不明

1975 July 4-6 第一屆美西台灣人夏令會 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協志會 彭兩泉，陳榮淓

2018 年美東南區夏令會「薪火相傳、疼惜台灣」
 現任東南區理事長 : 黃鴻展

　　美東南台灣人夏令會 (SETAA) 成員為南、北卡羅萊納、田納西、喬治亞、阿拉巴馬及佛羅里達等 6 州

之東南地區的台灣同鄉會組成，1979 年由東田納西台灣同鄉會李豐隆醫師主辦「第一屆美東南區台灣人夏

令會」揭開序幕後，每年輪由各地台灣同鄉會在 6、7 月間，在各城市主辦夏令會活動，至今已邁向第 43

年，每年廣泛討論台灣民主政治和經濟議題，也將文化傳承給下一代。非常感謝歷年所有前來參加的鄉親，

尤其有的是遠自加拿大、加州、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等州慕名而來，還有鄉親們不辭辛勞，開了將近十

小時車程，遠赴東南區六州為求一聚，共赴盛會；更感謝多年以來，每屆的工作團隊，謝謝您們的奉獻，

東南區夏令會才有亮麗的成績，得以代代相傳。

　　2018 年的美東南夏令會是由亞特蘭大台灣同鄉會舉辦，第一次籌備會議，我擔任籌辦人，事先邀請數

位有經驗的前會長提供建議，包括顏經邦、林志清、林俊雄、賴志峰、李英毅、羅佳田等，時任亞特蘭大

同鄉會會長沈宇蘋、理事林慶偉、鄭惠媚等人，定調這次夏令會的主題「薪火相傳、疼惜台灣」。

薪火相傳的關鍵時刻
　　2018 年歷經數月的籌備，同鄉會理事們及志工團羣策羣力地發揮團隊精神及戰力，7 月 6 日至 8 日選

在風光優美的度假勝地喬州的「小德國」，離亞特蘭大只有 2 小時路程的海倫小鎮 (Helen, GA) 舉辦；如

今回想 2018 年 11 月是台灣九合一選舉，當時民進黨縣市長選舉慘敗，綠色執政再度陷入谷底；而當時 7

月的夏令會議題主軸早就強調台灣面臨關鍵時刻，早早預言年底台灣的民主前途走入瓶頸，當年時任民視

董事長暨喜樂島聯盟發起人郭倍宏主講「獨立公投、正名入聯」、前國防部長暨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

蔡明憲「台灣如何強化全民防衛、落實國防自主政策」、基進側翼黨發言人顏銘緯「台灣的困境與出路」、

2016 年「島國天光 展望未來」 2017 年美東南夏令會 2018 年美東南夏令會刊物

2018 年美東南夏令會籌備會議

時代力量前黨部執行長林易瑩「新世代台獨路 - 從

地方起造美好的國家」、前社民黨發言人苗博雅「小

國好民 : 守護民主戰果、抵抗中國併吞」，以及美

國台灣海外網創辦人蔡明峰主講全民資訊，兩場的

台灣政情座談會，都集中在如何反抗中國的霸權，

台獨面臨新舊時代的衝擊，就像台灣政論節目一樣，

大家火力全開，熱烈討論。

　　回想起當時話語猶言在耳，轉眼之間，四年悄

然已過，台灣驚險地度過韓流之亂，蔡總統高票連

任，防疫成就全球矚目，台積電半導體的護國神山、



2022 年烏俄之戰掀起的「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效應，台灣成為全球焦點，中國成為民主國家的公敵，

國際情勢發展總是始料未及；2020 年 2 月國內自認是台灣人的民調比率最高峰在 83.2%，2022 年九合一選

舉年底又來了，唯有反轉 2018 年的地方選舉，當年我們在夏令會高談闊論被停頓的夢想才能延續。

疼惜台灣的核心價值
　　42 年以來，美東南台灣人夏令會核心價值就是以和平抗爭追求民主，關懷台灣前途，自從政黨輪替，

台灣民主香火，從推翻國民黨開始轉變成抗中保台，在第一代同鄉協助台灣從威權走入民主，擔任舉足輕

重的角色，隨著台灣政局的更迭，抗爭的悲憤與激情不再，許多前輩年齡漸老，亟需薪火相傳。台灣已是

民主模範生，海外改為朝向「認同台灣、幫助台灣爭取國際地位」的道路前進，然而獨立建國，也是我們

一貫共識的目標，為完成這個夢想，海外的夏令會應繼續擔負推動關鍵的角色。

　　2018 年 3 月《台灣旅行法》通過，蔡總統特別感謝台美人幫助故鄉出力，讓台灣的各層級官員可造訪

美國，台美關係大躍進。「台美人」是海外台灣人的識別身份，為了薪火相傳，加強第二代認同自己是台

美人，夏令會就成為培養疼惜台灣的園地，2018 的夏令會安排精彩的射箭、Zipline 戶外挑戰遊戲、美術

設計、科學實驗、動腦辯論、認識台灣等戶外課程，還有像是賴忠智牧師講古「台灣心鄉土情」、王明哲

的創作詩歌，以及金曲獎得主嚴詠能團隊的「美樂音台灣」，搭配境內紐奧良的陳榮成博士、芝加哥的王

文隆博士、辛辛那提的王俐力醫師、杜立崑醫師、前FAPA總會副會長林希明等人，針對台美人下一代教育、

醫療、文化、藝術等話題來助陣，博得老中青三代讚賞，以寓教於樂的方式，促使年輕一代認同自己是台

美人。

　　為督促加快國家正常化的程序，當時在會內討論如何加強訴求訓練論述能力的重要性，得到很多迴響，

希望未來夏令會持續提供類似的課程多多磨練。同時我們試圖展開政治關懷，協助有理念的小政黨或社運

團體，期盼將來繼續關注支持台灣公民社會運動，讓他們茁壯成為督促執政的在野力量，強化我們所要達

成的主張。 

　　台美人現階段幫助台灣，最重要的是跟美國友人宣達台灣主權，運用活動、透過網路和發行英語文宣，

提升台灣能見度，擴散認同民主價值的同溫層，共同譴責中國的鴨霸，草根外交也是軟性的國防工程；希

望未來夏令會繼續擴大陣容，有更多年輕生力軍加入行列，每位同鄉別忘了持續給主辦單位鼓勵與支持，

是夏令會得以繼續主辦的最大動力！

台灣政情座談會討論熱烈

金曲獎得主嚴詠能團隊表演

左起黃鴻展、郭倍宏、沈宇蘋、顏銘緯

閉幕時交棒給下一屆主辦的北卡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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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首創手製海報 1980 年小孩運動會

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20 年簡史
劉格正

　　美國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是聚集在美國東南地區的台灣鄉親一年一度的夏令活動，東南地區台灣同鄉

會包括南、北卡羅萊納、田納西、喬治亞、阿拉巴馬及佛羅里達等六州。

　　二十年前台灣島內正值獨裁政權處處打壓到處發芽的民主運動，海外的鄉親也面對著隨時被打小報

告，而不能回台灣家鄉的白色恐怖。當時一群關懷台灣福祉與前途的鄉親，想籍著大型聚會，希望鄉親們

在竭力痛斥台灣島內人權被蹂躪以外，能共同思考、促進台灣未來前途之民主、自由、獨立與繁榮。因此

議定於 1979 年 6 月 8 日，選擇田納西州查達努加 (Chattanooga) 附近的哈利森公園 (Harrison Bay State 

Park) 首度揭開夏令會的序幕。那次盛會仿傚先祖的卓絕堅忍，紮帳蓬於營地，藉營火啟光明。

　　這一歷史性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的召集，廣泛地引起鄉親們的共識與興趣，終於形成了翹首企盼的一

年一度共同聚首關懷桑梓的多元化活動。

　　為了歷史的見證，更為了感激鄉親們對故鄉的關注，年年不辭汗流淋漓，不畏溽暑盛夏，風塵僕僕，

繼往開來，乃不憚其煩地縷列歷屆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召開史實，藉以緬懷往昔，以勵來茲︰

　　第一屆  1979 年 6 月 8-10 日，從 Atlanta, GA (68 人 ), Athens, GA( 27 人 ), 和 Knoxville, TN( 

25 人 )，總共 120 人，於田納西州哈利森公園 (Harrison Bay State Park) 首度揭開序幕，主題是「關心

台灣」，由東田納西同鄉會李豐隆主辦。此次夏令會用露營方式，住帳蓬、早中餐吃漢堡，晚上營火會吃

烤肉，白天壘球大賽，三隊輪番對抗，結果由東田納西同鄉會得冠軍。

　　第二屆  1980 年 6 月 13-15 日，在北卡州 Asheville 附近的威爾孫學院 (Warren Wilson College, 

Swannanoa, NC) 舉行。兩夜六餐成人只收 38 美元 , 小孩 19 美元。壘球賽是本次最大特色，由 NC, 

Florida, GA, TN 四隊單淘汰賽，結果由北卡西同鄉會 (NC) 得冠軍。此外還有使青少年盡興的運動大會、

網球第一次比賽由 Atlanta 奪魁。此次夏令會由 Atlanta 同鄉會主辦，張信雄為召集人。

　　第三屆  1981 年 6 月 12 日起，在北卡州 Asheville 威爾遜學院召開，由北卡同鄉會主辦，李彥貞任

召集人，約有200人參加。美東南區正式成為全美會六大區之一，設有理事長制度，第一任理事長李豐隆，

全美會會長陳唐山也來了，參加這次夏令會的留學生超過 15 人。記得當時第一次來參加的郭倍宏到處照

相，引起許多學生緊張兮兮，以為郭倍宏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十年後郭倍宏成為突破黑名單的勇將。

　　第四屆  1982 年 7 月 9 日起，於田納西州江森市 (Johnson City) 附近土庫倫學院 (Tusculum 

College) 與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合辦。主辦為東田納西同鄉會，林永樂是召集人。當時轟動全美、第一



次黨外人士公開集體參加海外台灣人夏令會的「黨外四人行」: 尤清、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就是以

東南區為第一站。此外還有國民黨派出來平衡視聽的沈君山、紀政，再加上大批華文報紙記者與國民黨政

權派來的特務，使得夏令會熱鬧滾滾。大會為了歡迎四位勇敢的黨外人士，將Fine Art Building稱為「美

麗島大樓」、Union Hall 為「明德大樓」、Katherine Hall 為「秀蓮大樓」；同時為了紀念台灣的好漢「陳

文成」，將 Gymnasium 叫作「文成館」，此外還有一宿舍被稱為「台灣村」。這次參加人數超過 400 人，

許多人睡在地板上。

　　第五屆  1983 年 6 月 28 日起於南卡州克林頓市長老教會學院 (Presbyterian College, Clinton, 

S.C.) 舉行。這次夏令會第一次使用設計精美的報名表（一張式）、第一次施行 SETAA Constitution，分

五個 Task Force & Committees。本次主題是 「Roots of Taiwan」，共有NC, SC, GA, TN 四個單位參加。

當時美麗島政治犯的家屬許榮淑和周清玉的演講最令人動容、流浪美國的黨外人士許信良、從日本來的黑

名單文學家張良澤、與流亡海外的革命志士史明等人的演講也轟動全場。

　　第六屆  1984 年 6 月 22 日起於南卡州 Francis Marion College, Florence, S.C. 舉行，南卡同鄉楊

彰師主辦。主題是「台灣人的未來」，主題歌是「咱台灣」；主題演講是由和彭明敏、魏廷朝共同發表「台

灣人自救運動宣言」，而被關了十多年的謝聰敏，講「由台灣的政治案件看台灣的未來」。

　　第七屆  1985 年 6 月 28 日起於南卡州史巴坦堡市衛理公會學院 (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舉行，由北卡同鄉會主辦，劉格正任召集人，主題是「台灣留學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由陳芳明作

主題演講。這次夏令會與第一屆北美台灣留學生夏令會聯合舉辦。參加的 274 人之中，55 位是從全美國各

地來的台灣留學生，是 20年來留學生人數最多的一次，此次台灣留學生夏令會更摧生了全美台灣同學會。

　　第八屆  1986 年 6 月 27 日起於北卡州西卡羅萊納大學 (W. Carolina University, Sylva) 和第一屆

美東南區台灣基督徒聚會聯合舉辦，東田納西同鄉會主辦，召集人

是呂錦文。主題「認識今日台灣」，由陳永興主講，較特別的節目

有「芝加哥文化促進會」的台語話劇及歌唱、高俊明牧師的靈修佈

道會、玉山神學院童春發牧師一團五人的演講與歌舞表演。

　　第九屆  1987 年夏季於南卡州查爾斯頓附近浸信會學院

(Baptist College, Charleston, S.C.) 舉行，由 Atlanta 同鄉

會主辦，曾恆輝為召集人。主題是「民主與自決」。這次夏令會除

了有吳哲朗、黃昭輝等多位民進黨人士的演講以外，說書大師吳樂

天講古是最受歡迎的節目。

　　第十屆  1988 年六 6月 23 日起於南卡州史巴坦堡市 Converse 

College 舉行，由北卡同鄉會主辦，劉格正任召集人，主題為「台

灣社會改革與婦女運動」，來賓有洪奇昌（政治），柯忠憲、許添

財（經濟）、張恆豪、吳錦發（文學），艾琳達、張富美、黃美惠、

鄭至慧（婦女）、以及海外台灣人革命團体代表史明、張金策、黃

再添等等。

　　第十一屆  1989 年 7 月 1 日起於南卡州史巴坦堡衛理公會學

院 (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S.C.) 舉行，東田納西同

鄉會主辦，蔡山慶為召集人。主題為「台灣同鄉面臨新考驗」，由

王崇堯演講「建立台灣人的人生價值」、林逸民演講「台灣人和

好」，「台灣之夜」最重要紀念為言論自由而自焚的歌劇「鄭南榕

小傳」。歌劇是由李豐隆編劇，東田納西同鄉會集体表演。

　　第十二屆  1990 年 7 月 6 日起起於南卡州查爾斯頓浸信會學

院 (Baptist College, Charleston, S.C.) 舉辦。主題係「台灣前 1990 年首次彩色手冊

1987 年已有高中生第二代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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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的探討」。來賓陳定南、林宗正、余陳月英、與原住民表演團等，此次夏令會由 Atlanta 同鄉會主辦，

劉文章是召集人。

　　第十三屆  1991 年 7 月 19 日起於南卡州史巴坦堡衛理公會學院 (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S.C.)舉行，由北卡同鄉會主辦，林玉郎任總召集人，主題：「轉變中的台灣」。林義雄以「台灣人的新境界」

作主題演講。其他來賓有李憲榮、李永熾、江蓋世（政治）、陳明章、張秀美（歌謠）、張致遠（客家）、

李麗貞、簡雁齡（婦女）、范振聲（環保）、魚夫（政治漫畫）等。

　　第十四屆  1992 年 7 月 10 日起於南卡州史巴坦堡衛理公會學院 (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S.C.) 舉行，東田納西同鄉會主辦，徐會炘任招集人。由蕭欣義以：「台灣的轉機」作主題演講。

Speakers 有李麗貞、蕭美媛、陳淑美、許蕙茹、黃麗君（婦女）、林宗源、黃勁連、林繼雄（台語）、陳

秀惠、江運貴（政治）、陳樺（文學教育）、梁榮茂（客家文化）、劉志成（環保）、東方白（文學）。

　　第十五屆 1993 年 7 月 9-11 日於喬治亞大學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GA) 與台灣學生社

聯合舉辦舉行夏令會由 Atlanta 同鄉會主辦，陳獻士任召集人，主題：「迎接台灣的新時代」。Speakers

有李應元、楊宗昌、廖中山、鍾佳濱、陳正然、林永生、許永華、羅益世（政治）、賴春標（環保）、

Utu Lovak 烏杜夫（原住民）、黃娟（文學）、劉格正（勞工）等；此外還有小西園布袋戲特別演出，台

灣學生社成員許多是台灣野百合學運世代的同學，返回台灣後在學界或政界為台灣的民主化做出大貢獻。

　　第十六屆  1994 年 7 月 8-10 日於喬治亞大學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GA) 舉行由北卡同

鄉會主辦，蕭勝雄任總召集人，主題：「台灣文化與教育的展望」。來賓有李喬、楊青矗、東方白、林衡

哲（文學）、陳明仁、陳惠豐、鄭邦鎮（台語文學）、簡上仁、翁致理（音樂）、林雙不（政治）、陳柏

壽（宗教）等。

　　第十七屆  1995 年 7 月 7-9 日於南卡州史巴坦堡衛理公會學院 (Converse College) 舉行，東田納西

同鄉會主辦，劉秀鳳任召集人，主題係：「新台灣，新希望」。Speakers 有瞿海源、陳隆志、（政治）、

董芳菀（宗教）、艾琳達（環保）、林玉郎（科技）、柯翠園（女性）、黃源生、施敏男、吳健一（投資）、

鄭智雄（學生社）。

　　第十八屆  1996 年 7 月 12-14 日於田納西州 Chattanooga 的 Covenant College 舉行由蕃薯味

(Huntsville) 同鄉會主辦，召集人為蔣政宏，主題：「台美連心，踏入國際舞台」。 Speakers 有蔡明華、

張燦鍙、郭重國、林又新（政治）、陳明仁、陳惠豐、廖瑞銘（台語文學）、顏信星（宗教）。許蕙茹、

張瓊雅 ( 婦女講座 )、陳石琳 (投資 )、董建宏、李春庭 (學生社 )、李豐隆、楊彰師 (醫藥 )等。

　　第十九屆  1997 年 7 月 11-13 日於喬治亞大學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GA) 舉行由

Atlanta 同鄉會主辦，許蕙茹任召集人，主題係：「九七後台灣的處境與展望」。Speakers 有黃昭堂、

陳茂雄、郭重國、林山田、李南衡、陳少庭(政治)、童春發(原住民)、王明哲(民謠演唱)、吳健一（投

資）、李豐隆、楊彰師、黃英男 (醫藥 ) 等。　　

1996 年台灣之夜李豐隆精彩表演1993 年與台灣學生社聯合舉辦



    第二十屆  1998年7月10-12日於南卡的Furman University, Greenville舉行，由北卡同鄉會主辦，

劉格正任召集人，主題：「咱的台灣、咱的夢」。主題演講有「黑面琵鷺的鄉愁 ( 林子倫 )」、「查某人

的二二八 ( 沈秀華 )」、「性、權力、與文學 ( 李昂 )」、Forum 有 [ 扣應、Call-in]:「老李 vs 老宋與

阿扁 vs 小馬 (林國慶、蔡丁貴 )」、「女人及政治 – 過去、現在、未來 (李昂、沈秀華 )」 ; 專題介紹

有「陳文成事件的回顧與展望 (高龍榮 )」、「中年維特的煩惱 (張瓊雅 )」、「陶瓷藝術製作–Love of 

Formosa ( 鍾宜君 )」。

　　夏令會以嚴肅的主題演講，專題討論為主，再加以文化講座、婦女座談、經濟投資講習、醫藥講座、

宗教講談、青少年康樂、幼教活動等，藉以平衡個別嗜好，觀摩砌磋。健身節目早年以壘球、網球賽為主軸，

近年則以高爾夫球，太極氣功為主。月由鄉親表演的「台灣之夜」更是多彩多姿的壓軸好戲。

 ( 寫於 2017 年 9 月 20 日 updated)

Summary Table of 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 Southeast

((美美國國東東南南區區台台灣灣人人夏夏令令會會一一覽覽表表))

NO. #th Year Date Location Main Theme Organization Organizer 

Program 

Books Souvenir 

41 39 2019 6/28-30 

Furman 

University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認同與抉擇-奔波於<

幸福路上>的台灣人 

TAA-North 

Carolina 

黃淑娟 YES 

40 38 2018 7/6-8 

Unicoi State Park & 

Lodge, Helen, GA 

薪火相傳。疼惜台

灣 TAA-Atlanta 
朱家豪 YES 

39 37 2017 7/7-9 

Middle Georgia State 

Univ., Cochran, GA 

團結世代，促進正

義 All Locals 
李豐隆 YES 

38 36 2016 6/24-26 

Wesleyan College, Macon, 

GA 

島國天光，展望未

來 
TAA-Tamp, 

Orlando 

羅劍寬 

蕭俊吉 
YES 

37  2015 No conference 

36 35 2014 7/11-13 

Furman University |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牽一條線 種一蕊花 
迎接一個勇敢的新

世代 

TAA-North 

Carolina 

林登立 YES 

35 34 2013 7/12-14 

Covenant College, 

Lookout Mountain, GA 

台灣的現況與展望 

TAA-Atlanta 

蔣政宏  

蔡山慶 

賴志鋒 

YES 

34  2012 No conference 

33 33 2011 7/8-10 

Furman University |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台美人的意識 - 台灣
心，顧台灣 

TAA-Nashville, 

Tennessee 

連勝義 

林光治 

黃照滿 

YES 

32 32 2010 7/9-11 

We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Cullowhee, NC 
台灣个店 

TAA-North 

Carolina 
周淑娟 YES 

31 31 2009 7/3-5 

Ramada Orlando 

Convention Center, 

Orlando, FL 

台美人的傳承 TAA-Tampa, 

Orlando 

吳秀惠 
蕭俊吉 

YES 

30 30 2008 7/11-13 

Marriott Savannah 

Riverfront, Savannah, GA 

河邊春夢、台美人

ㄟ美國夢 TAA-Atlanta 
林俊雄 YES 

29 29 2007 7/5-8 Bahama Cruise 團結作伙向前行 TAA-S. Florida 徐彩惠 YES 

28 28 2006 7/7-9 

Covenant College, 

Lookout Mountain, GA 
台灣心 鄉土情 

TAA-Alabama 
宋盛照 YES 

27 27 2005 7/7-10 

Furman University |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歡喜來逗陣、打拼

為台灣 
TAA-East 

Tennessee 
徐會炘 YES 

T-

Shirt 

26 26 2004 7/9-11 

Furman University |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台灣向前走 

TAA-North 

Carolina 
涂惠鈴 YES 

25 25 2003 7/11-13 

Wesleyan College, Macon, 

GA 

認同台灣、立足世

界 TAA-Atlanta 
李英毅 YES 

24 24 2002 7/5-7 

Univ. of Central Florida, 

FL 

番薯發新葉、台灣

要疼惜 TAA-S. Florida 
曾永福 YES 

23 23 2001 7/13-15 

Wesleyan College, Macon, 

GA 
團結惜台灣 

TAA-Huntsville 
陳彥生 YES 

22 22 2000 7/7-9 

Mercer University,Macon, 

GA 
新世紀，新台灣 

TAA-East 

Tennessee 
李豐隆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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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lando 

20 20 1998 7/10-12 

Furman University |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咱的台灣、咱的夢 

TAA-North 

Carolina 
劉格正 YES 

19 19 1997 7/11-14 

Converse College 

Spartanburg, SC 

九七後台灣的處境

與展望 TAA-Atlanta 
許蕙如 YES 

18 18 1996 7/12-14 

Convenant College, 

Chattanooga, TN 

台美連心，踏入國

際舞台 TAA-Huntsville 
蔣政宏 YES 

17 17 1995 7/7-9 

Converse College 

Spartanburg, SC 
新台灣，新希望 

TAA-East 

Tennessee 
劉秀鳳 YES 

16 16 1994 7/8-10 

Univ. of Georgia, Athens, 

GA 

台灣文化與教育的

展望 

TAA-North 

Carolina 
蕭勝雄 YES 

15 15 1993 7/9-11 

Univ. of Georgia, Athens, 

GA 
迎接台灣的新時代 

TAA-Atlanta 
陳獻士 YES 

14 14 1992 7/10-12 

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SC 
台灣的轉機 

TAA-East 

Tennessee 
徐會炘 YES 

13 13 1991 7/19-21 

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SC 
轉變中的台灣 

TAA-North 

Carolina 
林玉郎 YES 

12 12 1990 7/6-8 

Baptist College at 

Charleston, S.C. 
台灣前途的探討 

TAA-Atlanta 
劉文章 YES 

11 11 1989 7/1-3 

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SC 

台灣同鄉面臨的新

考驗 
TAA-East 

Tennessee 
蔡山慶 YES 

10 10 1988 6/24-26 

Converse College 

Spartanburg, SC 

台灣社會改革與婦

女運動 
TAA-North 

Carolina 
劉格正 YES 

T-

Shirt 

9 9 1987 6/26 Bapti St College, Charlestl 台灣的成功和突破 曾恆輝 YES 

8 8 1986 6/27-29 

We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Cullowhee, NC 
認識今日台灣 

TAA-East 

Tennessee 
呂錦文 YES 

7 7 1985 6/28-30 

Spartanburg Methodist 

College, Spartanburg, SC 

台灣留學生的過

去、現在與將來 
TAA-North 

Carolina 
劉格正 YES 

6 6 1984 6/22-24 

Francis Marion College, 

Florence, SC 
台灣人的未來 

TAA-South 

Carolina 
楊彰師 YES 

5 5 1983 6/15-17 

Presbyterian College, 

Clinton, SC 

Roots of Taiwan台灣
人的根 TAA-Atlanta 

張信雄 YES 

4 4 1982 7/9-11 

Tusculum College, 

Tusculum, TN 

紀念美麗島犧牲的

精神 
TAA-Knoxville, 

NATPA 
李永樂 YES 

3 3 1981 6/12-14 

Warren Wilson College, 

Swannanoa, NC 
New Era of Taiwan TAA-North 

Carolina 
李彥禎 YES 

2 2 1980 6/13-15 

Warren Wilson College, 

Swannanoa, NC 
咱的台灣、咱的夢 

TAA-Atlanta 
張信雄 YES 

T-

Shirt 

1 1 1979 6/8-10 

Harrison Bay State Park, 

TN 
關心台灣 

TAA-East 

Tennessee 
李豐隆 YES 

21 21 1999 7/9-11
Rollins College, Winter
Park, FL

台美人在跨世紀的
新挑戰

吳秀惠 YES



回顧 50 屆美東台灣人夏令會
區理事長郭向榮

　　美東台灣人夏令會 (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

East Coast-TACEC) 始於 1970 年至 2022 年舉辦已逾 50 屆，

是美國最久，也是最大的台美人夏令會。

   每年的夏令會對美東的鄉親確是一大盛事！輪流主辦的地區

籌備會都早早戰戰兢兢開會計劃，包括會前的洽租場地、安排

節目、邀請演講者、編印手冊、發佈報名通知、安排食宿、接

待佈置場地，真正的挑戰是報到日的註冊登記，會議節目的進

行，一直到做完結束典禮後的收拾，才鬆了一口氣，歷屆義務

工作人員都是發揮團隊精神、任勞任怨，一心一意，只為將每

一年度盛會辦好，精神足可嘉勉！

最高紀錄達二千人
　　1970 年的夏令會，原是由信奉基督教的台灣鄉親籌劃，主

要是做為教友夏日靈修聚會，當時並沒有把它稱為第一屆，只

是參加者有個意願，希望以後至少一年舉辦一次，且由不同的

區域輪辦，這就成為以後美東夏令會的雛形。之後它不再是單

純的宗教性活動，而是擴展至研討台灣人權、台灣血淚的歷史、

公理正義、社會、文化、政治及國際事件等等的議題，1976 年

由紐約區主辦時正式定名為「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參加的人

數最多時高達二千人以上。

　　美東夏令會的特色是每年舉辦時都有一個主題，多是和心

懷台灣有關，充分顯示在美遊子對故鄉的關切、對台灣人團結的渴望及對台灣立足於世界的期待。

2017 年起，蔡英文總統在夏令會舉辦時，都會致送賀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台灣駐美代表及駐紐

約經文處也都曾出席，可見美東夏令會所受到的重視及肯定。

圖左為郭向榮

美東夏令會歌

2015 年台灣之夜AIT Mangaing Director



專題報導 - 夏令會

夏
令
會

2017 年第 48 屆美東夏令會

2017 年第 48 屆海外青年陣線 2018 年會刊主題

2016 年第 47 屆夏令會 2017 年第 48 屆音樂會

第二代年輕世代加入籌劃團隊
　　隨著二代或三代同堂來參加的鄉親漸多，為了世代傳承，在會中安排了大學生、中學生的節目，

2014 年起已正式邀請第二代 TANG（Taiwanese American Next Generation) 的代表加入夏令會的

籌畫；另外為了擴大年輕世代的參與，2017 年起邀請海外台灣青年陣線（Overseas Taiwanese for 

Democracy-OTD) 共同參與籌備，這樣由 TACEC 、TANG 及 OTD 的結合而成的團隊，使節目涵蓋不同

年齡層，更為豐富多元化。

　　主辦團隊每年都費心安排邀請來自美、台各行各業的傑出人士來做專題演講或座談，以探討台灣

的現狀及未來，思考台美人的認同及世代傳承，也安排醫藥健康、食安、資安、投資理財、文化、攝影、

花藝、布袋戲、歌仔戲、太極、網球等節目，有時令人難以取捨該去參加那一個，常常有些夫妻檔就

各跑各的，事後再互相交換心得。

　　近些年通常在第二個晚上會舉辦「陳文成博士紀念音樂會」或「王康陸博士紀念音樂會」（隔年



輪流舉行），來追悼這兩位在台離奇過世的民主鬥士，由優秀的年輕世代音樂家們擔綱演奏，總是贏

得全場的感動及掌聲。夏令會的第三個晚上則舉辦「台灣之夜」，大家欣賞同鄉表演的短劇，鄉親合

唱團的演唱或受邀前來演藝團體的表演，近年來更加上 TANG 不同年層的創意表演，使得這個台美老、

中、青三代齊聚的晚會熱鬧精彩，其樂融融。

　　會後還有個「台灣夜市」供應蚵仔煎、刈包、肉棕、滷肉飯、鹽酥雞、太陽餅、愛玉、剉冰等令

人垂涎的台灣美味小吃。每年的夏令會現今已經成為第二、三代的台美人嚮往的聚會，這可由 TANG

逐年成長的參與者得到證明。

2022 年唯一全美恢復舉辦夏令會
　　今年也是美東夏令會堂堂邁入第 51 屆，而大紐約地區成為主辦今年夏令會的城市，而且也是全

北美唯一恢復舉辦台灣人夏令會的地區。除了豐富的演講內容與節目，主辦單位也舉辦美東台灣人夏

令會首屆的「台灣電影節」與眾同樂。在現場與線上安排馬拉松式的放映多部得獎的台灣電影及紀錄

片。這些優秀的台灣原創作品影片展現各種不同樣貌的台灣生活以及台裔美人的生活體驗。

　　顯而易見地，因為疫情的關係，例如 2022 年年會將用混合視訊或現場參加方式舉辦，會把全部

當場（線上或現場）的過程全程錄影，提供報名鄉親們在大會結束後兩週內隨意觀賞。疫情連帶也改

變夏令會未來的傳播模式，許多無法到場實體參加活動的同鄉，都可以透過線上同樂，這對夏令會的

規模及內涵，是福是禍 ? 有待後續觀察。

   「心的所在 - 就是故鄉」，舉辦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是台美人心懷台灣的寫照，來參加的鄉親即使

以往彼此不認識，但在開會、餐敘時或在走向會場的路上，看到身旁的鄉親，交談起來非常親切，一

見如故，這就是可貴的鄉情。我們在一起是為本固枝榮，凝聚我們的心，鞏固台美的邦誼，要以新的

思維來開創出新的格局及追求理想。相信經由世代的傳承，台美人會繼續在各地發光發熱，也將繼續

為使民主自由的台灣，永遠頂天立地於世界而獻出心力！

2018 年 TANG 蓬勃發展 (林素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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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95 年美東夏令會感想
召集人高龍榮

　　1979 年我來到北卡羅萊納州攻讀博士，在北卡那五年，除

了唸書做實驗和從事台灣民主運動，我最喜愛跟其他的學校或

是同鄉會比賽壘球。我第一次參加壘球比賽是在 1979 年田納西

Knoxville 的壘球賽。那個時候我們北卡的學長魏靖松，邀請

我跟他全家開了七小時的車去那邊參加壘球賽，當時那個跨州

的壘球賽就逐漸發展成東南區夏令會；但我們北卡的學生參加

東南區夏令會，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參加壘球賽，因為其他的同

鄉會，都沒像我那麼多年輕的學生，所以我們北卡同鄉會每年

都是打壘球賽冠軍。

　　那時東南區夏令會每年約有兩三百人參加，除了東南區夏高龍榮

令會我也參加過兩次中西部、兩次平原區和兩次美西夏令會，那幾個夏令會參加人數也都是兩三百

人，但我知道美東夏令會參加人數比其它夏令會多，因此很希望有機會也能參加美東夏令會。

　　1985 年我搬到康乃爾大學作博士後研究，次年 (1986) 的美東夏令會剛好在綺色佳舉辦。我那時

因為是同鄉會會長，遂義不容辭答應召集人賴宏典醫師負責招待，我們在學校組了幾個團隊，負責機

場接送及在地的校園參觀活動。那年因為高俊民牧師剛被國民黨政府釋放而來參加美東夏令會，加上

很多父母親也帶孩子來參觀所謂的名校，參與人數高達2,600人，光是第二代的年輕人就有800多人，

那年的夏令會可説是美東夏令會的全盛時期，甚至綺色佳的電台，也大幅報導那麼多的台灣人來到這

個只有三萬人口的大學城。

　　印象深刻的是我去雪城機場接送幾個台灣來的講者，包括林雙不，有一天晚上我請他們一群台灣

來的講者到我的宿舍聊天，田秋菫曾任林義雄助理，1980 年 228 的林宅血案，她是第一個到達現場

的人，她描述了當時的情景，林雙不也描述他當時寫的詩《盼望》的心情 (…人家説你是好漢我就哭

了，我寧願你只是孩子的父親 )，聽了他們的故事在場的人都淚流不止，到半夜時我太太素梅，煮了

稀飯給大家吃，讓那些台灣來的吃不習慣西餐的客人感動不已。這種類似的美東夏令會的會外會，也

成了美東夏令會的傳統，有時比美東夏令會的節目更令人感動。

1971 年第 2屆美東台灣人夏令會 ( 徐頌鵬提供 )1970 年夏令會 (徐頌鵬提供 )



　　林雙不那時並不是很有名氣，所以主辦單位給他演講的會場只容納不到一百人，沒想到他講的太

好，太感人了，小小的場地擠進了二百多人，後來為了滿足大家的熱情要求，又開放了一場比較大型

的演講場地給林雙不主講。

　　1991 年我從堪薩斯搬到紐澤西，紐澤西的傳統是每五年下任的同鄉會會長自動成為美東夏令會

的召集人；1995 年我接任召集人的時候，因為 1994 年的會長無法接任而不按傳統的讓我接任召集人。

那年的夏令會由邱義昌擔任我們節目組組長，把節目的內容訂為「脫離殖民統治，促成台灣建國」，

強調台灣在 1895 年脫離中國，而在 100 年後完全脫離殖民統治，逐漸建立自己的國家。義昌兄是我

們的紐澤西的精神領袖，他在去年過世前還對台灣建國尚未成功耿耿於懷。

　　美東夏令會傳統上都有一個「台灣之夜」會有一個第二代少年人的才藝表演，我任召集人時也剛

好擔任陳文成基金會理事長，我那年在美東夏令會把才藝表演改成「陳文成紀念音樂會」，結果反應

非常好，「陳文成紀念音樂會」和後來加入的「王康陸紀念音樂會」成為美東夏令會重要傳承，紀念

那些為台灣民主自由及獨立奮鬥而犧牲的台美人。

　　從 1986 年後逐年參與美東夏令會的人數開始減少，1995 年我主持的美東夏令會只有 1350 人參

加，人數減少原因不是因為夏令會辦得不好，主要是因為那個年代台灣開始自由民主化，很多在美國

很久不能回台灣的台美人，開始鮭魚返鄉回台貢獻所長，另外一個因素是因為台灣已民主化了，大家

對台灣的關心，就沒有像以前來的那麼強烈。

　　我們關心美東夏令會的人，一直在思考美東夏令會轉型的方式，所以我當陳文成基金會理事長，

就一直鼓勵第二代出來參加夏令會，組一個能夠像 TAF (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 那樣能

夠吸引第二代年輕人去參加的夏令會，在陳文成基金會多年持續的的鼓舞下美東的二代年輕人組成了

TANG (Taiwanese American Next Generation)，TANG 漸漸的成長從 30 個人到 50 個人，直到 2018

年參加美東夏令會的人數有 300 多人，超過第一代台美人的參與人數，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台美人不一

定會關心台灣的政治，不過他們繼續認同台灣，把台灣的文化傳統傳給後代的台美人。

　　回首 1970 年代參加美東夏令會大部分人是去了解關心台灣的政治情勢，在台灣的民主改革逐漸

上軌道後，參加美東夏令會的人，逐漸變成去夏令會認親結緣或去渡假。為了持續夏令會的傳統，期

盼大家繼續鼓勵支持第二代台美人參加美東夏令會，以凝聚台美人團體，代代相傳。

2017 年王康陸紀念音樂會

彭明敏紀念音樂會的演奏，左起吳婉如、汪芸琪 、陳南呈及林維洋
(僑務電子報提供 )

王康陸紀念音樂會

第 51 屆美東夏令會總召林青萍將徽章傳予下屆總召曹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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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美東台灣人夏令會
薪傳 50 年的台美人届史

2022 Poughkeepsie 心的所在就是故鄉 New York 林青萍 張君麟

2019 West Chester U., PA 台灣是我的 DNA New Jersey 孫揚盛

2018 West Chester U., PA 愛台灣鄕土 ，護台灣主權 Philly, Del., S. Jersey 謝己

2017 West Chester U., PA 世代連結 ，台美一起 DC & Baltimore 簡明子

2016 E. Stroudsburg U., PA 扭轉台灣 ，世代融合 New York 張君麟

2015 E. Stroudsburg U., PA 心的所在 - 就是故鄕 New jersey 林素梅

2014 E. Stroudsburg U., PA 台灣 e 安全及台灣 e自由 Philly, Del., S. Jersey 翁進治

2013 Millersville U., PA 大家逗陣，關心台灣 DC & Baltimore 劉耀經

2012 Danbury, CT 下一哩路 ，逗陣走 Boston 林青棻

2011 Poconos, PA 創新與和諧 New York 林雅玲

2010 U. Delaware, DE 新思考 ，新腳步 New Jersey 張文旭

2009 Cruise - Key West, Cozumel 台灣的危機與自救 Philly, Del., S. Jersey 陳月姿 陳初雄

2008 Cruise - Canada 台灣再出發！ DC & Baltimore 謝博六

2007 U. Mass., MA 民主有公義 ，台灣向前行 Boston 高健元

2006 U. Connecticut, CT 團結台灣人 ，創造新格局 New York 林秀合 許伯丞

2005 Cornell U., NY 建立台灣國格 ，落實台灣改造 New Jersey 劉斌碩

2004 U. Delaware, DE 愛美國，疼台灣 Philly, Del., S. Jersey 廖進興

2003 U. Delaware, DE 台美人的認同與回饋 DC & Baltimore 許福連

2002 U. Mass., MA 台美人， 作陣來 Boston 王振源

2001 U. Delaware, DE 台灣站起來 ，走出去！ New York 李正三

2000 U. Delaware, DE 當家作主 ，走入主流 New Jersey 蔡岳廷

1999 Bloomsburg U., PA 近接干禧年 - 回顧與展望 Philly, Del., S. Jersey 盧主義

1998 U. Delaware, DE 認識台灣 ，定根美州，走入世界 Washington DC 周明宏

1997 U. Connecticut, CT 21 世紀台灣人的展望 Boston 吳美芬

1996 U. Delaware, DE 新國家，新國民，新世界 - 有尊嚴，有疼心，有公義 New York 黃靜枝

1995 Cornell U., NY 脫離殖民統治，促成台灣建國 New Jersey 高龍榮

1994 U. Delaware, DE 立足美國，心懷台灣 Philly, Del., S. Jersey 黃崇福

1993 U. Delaware, DE 新時代，新台灣 Washington DC 黃泰郎

1992 U. Mass., MA 看世局，想台灣 Boston 葉吉福

1991 Cornell U., NY 台灣人的新世紀 New York 方菊雄

1990 Cornell U., NY 台灣人的理想，台灣人的夢 New Jersey 蔡謀昭

1989 U. Mass., MA 新社會，新國家，海內外台灣人的角色 Philly, Del., S. Jersey 王博文

1988 Penn State U., PA 變遷中的台灣 - 新挑戰，新機會 Washington DC 李賢淇

1987 U. Mass., MA 台灣人的突破 Boston 林能傑

1986 Cornell U., NY 咱的路 - 自愛，自救，自律 New York 賴弘典

1985 U. Mass., MA 求真理，疼同胞，愛人類 North Jersey 林尚武

1984 Kutztown U., PA 認識，團結，爭福利 Philly, Del., S. Jersey 柯耀宗

1983 U. Delaware, DE 台灣文化的確認及展望 Washington DC 李界木

1982 U. Mass., MA 咱的新境界 Boston 郭尚五 曾竹雄

1981 Gettysburg College, PA 分擔苦難，共享榮耀 New York 陳阿火

1980 E. Stroudsburg U., PA 突破流浪人的心態，耕耘應許的土地 New Jersey 徐詠梅

1979 Gettysburg College, PA 台灣人的信心和使命 Philadelphia 陳弘毅

1978 Massanette Springs, VA 創造光明的台灣 Washington DC 陳唐山 陳文源

1977 Brown U., RI 求平等，爭自由 - 咱的根 Boston 張啟典

1976 Massanette Springs, VA 台灣人的心聲，台灣人的團結 New York 黃瑤明

1975 Camps of Woods, NY 咱的拯救 New Jersey 王成章

1974 Camps of Woods, NY 咱能為台灣做什麼？ New York 李豐明

1973 Camps of Woods, NY 流浪乎？巡禮乎？ Boston 黃賢理

1972 Downingtown, PA 新的誡命 Philadelphia 盧健雄

1971 Highland Lake, NY 信仰與生活 New York 許希哲

1971 Downingtown, PA 在愛內生長 Philadelphia 許希哲



美南夏令會 凝聚台灣意識
區理事長江玟玟

　　一年一度的全美台灣同鄉會的夏令會，是台美人聯絡感情、建立連結，及凝聚理念的大型集會，關

心台灣民主發展更是夏令會精髓；美南夏令會(TAA-South Summer Conference)的創立，在1980年以後，

有鑑於美國各地區開始經常固定舉辦夏令會。美南地區雖然起步較慢，但在多次舉辦大規模的政治活

動後，直到 1984 年，時任休士頓台灣同鄉會長謝英敏，在休士頓地區同鄉出錢出力的熱心參與，終於

正式舉辦「第一屆美南台灣人夏令會」，主題是「台灣人應有的信仰與使命」，初試啼聲就號召近 400

人踴躍參加，奠定良好基礎，之後長年主要由休士頓 (Houston) 同鄉會與達拉斯 (Dallas) 同鄉會挑重

擔，在 2006 年奧斯汀台灣同鄉會首次接手後，另外的聖安東尼台灣同鄉會、紐奧良台灣同鄉會、Botan 

Rouge、 Clear Lake、College Station 包括德州及附近的路易士安那州等 8 個台灣同鄉會組成，在大

家合作與互助輪流主辦，每年的夏令會就像充電站，為同鄉重新燃起台灣魂，注入滿滿的活力與幹勁。

凝聚台灣人意識
　　1970 年夏天以聯絡鄉情為宗旨的台灣同鄉們正式成立「休士頓台灣同鄉會」（Houston Formosan 

Club），時隔 5 年在台灣留學生及移民激增下，1975 年舉辦大型的「美國南區民眾大會」，1976 年由

葉國勢主辦以生活關注議題為主的夏令會是最早雛型，此後年年舉辦。

　　1978 年底台美斷交前夕，全美各地舉辦「台灣獨立民眾大會」，爭取台灣獨立自主聲音此起彼

落，曾是《望春風》發行地之一的休士頓也不甘落後，5 月 17 日成功地舉辦美國南區首次大型「台灣

民眾大會」，此後陸續也舉辦其它政治活動，像是 1980 年及 1982 年的世台會連續兩次分別在休士頓

Huntsville 及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舉辦年會，成為初始濫觴。在觀摩累積經驗，加強聯絡

各地同鄉會感情，1984 年美南區夏令會正式於焉誕生，美南地區是包括休士頓、達拉斯、奧斯汀、大學

城、聖安東尼、紐奧良、巴頓魯治、奧克拉荷馬等城市。

　　美南夏令會的活動雖是各地同鄉會協調安排，各有特色，至今每場主題邀請的主講者不論來自台灣

政治人物或美國當地的專業人才，個個都是強棒出擊，內容包羅萬象，以台美兩地的政治時事為主，輔

以經濟、文化、醫療等議題，創立一個自由溝通的平台，但萬變不離其宗，最大的意義就是要凝聚台灣

人意識。所以，除了各地同鄉會與會熱情參與，同時我們也會邀請其它團體加入，像是 FAPA、全美工程

師協會、全美台灣留學生會 (Taiwanese Collegian)、同鄉會的 Youth Professionals Group & Youth 

Group... 等等共襄盛舉，為此每年主辦者都會特別編製適用各個不同世代的節目內容，最精彩的常常

是壓軸晚會「台灣之夜」。

點燃台灣魂
　　綜合而言，從黨外時代歷經解嚴、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時代，每位總統的領導風格，

影響我們每年討論的主題，除了關心台灣政情變化，隨著第一代移民落地生根，台美人第二代及第三代

的誕生，從認同自我是台美人、台美人面臨的挑戰、以身為台美人為榮的過程，每年的夏令會的主題，

都可以清楚呈現海外台灣人努力「去中國化」的軌跡，重燃台灣魂、定位台美人的座標。以下分析 :　　 

   第一、戒嚴時期 : 作家喬治歐威爾於 1949 年出版的「1984」政治反諷寓言小說，書內描寫 1984 當

時國家無所不在的監控、追捧偉大的獨裁者，極權主義橫行控制人民沒有人身及言論自由；台灣戒嚴就

是 1949 年，而 1984 年是美南夏令會正式成立，台灣戒嚴政局完全就是作家描寫的 1984，第一屆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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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台灣人應有的信仰與使命」主講者是黃彰輝、廖述宗、陳南天，參加人數有三、四百人；往後幾年

至 1987 年解除長達 38 年戒嚴；我們的主題「開創新局、展望未來」或是「海外台灣人大結合」，一直

都著重在探討台灣人面對白色恐佈的戒嚴枷鎖，海外台灣人應肩負的使命，像是我們應協助抗爭戒嚴迫

害人權的行動、營救台灣政治犯及黨外人士、戳破國民黨極權的謊言、聲援海外黑名單人士。1986 年黨

外人士正式組成民進黨，開啟台灣政黨政治濫觴。

　　第二、解嚴後的民主行動 :1988 年至 1996 年總統直選，台灣進入一個追求台灣民主的社會運動蓬

勃發展的時代，追求民主化改革，反對一黨獨大；而海外台灣人追求獨立建國的心願，重建國格的發聲，

公開台灣獨立主張，一直引爆點燃國內的獨立台灣魂，1989 年鄭南榕自焚成為言論自由的殉道者和台

灣獨立建國烈士，台灣前途邁入新氣象，1988 年「建設新而獨立的台灣」、1989 年「新的台灣人」、

1991年「新台灣、新憲法、新社會」、1992年「同心建設新台灣」、1995年「重建國格、建立新台灣」，

建立「新台灣」這個概念，成為夏令會連續多年探討的目標，大家當時慷慨激昂的討論，1996 年最終以

總統直選成為一個民主重大指標。

　　第三、1996年至 2000年政黨第一次輪替:彭明敏1996年總統直選，許多同鄉無懼中國「飛彈危機」

威脅回台幫彭明敏助選，最終仍然不敵李登輝前總統，夏令會延續台灣獨立的夢想，開始注意台灣內部

必需熟稔美式民主制度的操作、人民的民主素養亟需建立，民主制度要完全實踐，論述著重不只在打敗

國民黨，台灣若要以民主獨立的完全實踐，首要必需政黨輪替及公投，因此夏令會主題以 1997 年「建

立台灣的主題觀」、1998 年民主獨立的議題、1999 年「獨立最安全、公投最民主」的論點，直至後來

民進黨執政，奠定循序漸進的堅實基礎。

　　第四、2000 年至 2008 年阿扁總統執政 :2000 年政黨首次輪替，代表民進黨的阿扁以 " 三腳督 "，

當選總統及後來連任執政 8 年，2000 年夏令會以「台灣心當家作主、出頭天兩性共治」呈現奮鬥多年，

終於完成階段任務的欣喜及期許。首次綠營執政不論內政及外交都遇見諸多的困難及挫折，中國的崛起

也連帶威脅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像是 2005 年抗爭中國「反國家分裂法」，或是為台灣加入聯合國及

世界衛生組織而年年努力，同鄉會都一馬當先嚴正挺身而出；民進黨執政在名號現實的考量，「獨立」

一詞，幻化成當家作主、正名台灣、國家正常化、及台灣認同等重要理念，蔚為夏令會討論的主流，像

是到底要用何種模式證明台灣是真正獨立的國家 ? 各大門派的理論相繼出現，如雨後春筍般的出世，雖

是殊途同歸，我們還是邀請各路人馬的主講人，了解他們在見解上的差異；像是 2002 年「正名台灣、

立足國際」、2003 年「建設美麗島、正名台灣國」、或是 2007 年「台灣認同、國家正常化」等。同一

時期台灣意識的推動，也帶起自覺與認同的風向，不論海內外的台灣人，都深深受到影響至今。

　　第五、2008 年至 2016 年馬英九執政 : 馬英九集團執政 8 年，除了代表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復辟，更

令人錯亂的是國民黨附合與中國鴨霸強權的紅色勢力同流合污，馬英九抱著「九二共識」的神主牌，洗

腦一心一意想要「維持現狀」的多數台灣民意，而且阿扁卸任隨即就遭受不公不義的司法清算，讓台灣

獨立路線遭受到現實打擊的挫敗；如何維護阿扁的司法人權，扭轉台灣內部享受中國糖衣「以商逼政」

2010 年「永續台灣保護人權」邀請維吾爾族領袖熱比婭2006 年主題「海內外台灣人的認同與覺醒」



的甜頭，破除偏安鴕鳥心態，「台灣認同」成為這期間落實民主最大的功課，「永續台灣」成為主要目標。

夏令會這 8 年，面對時代變遷，了解「自我認同」的基礎工程必需擴及海內外，2009 年主題「年輕人的

台灣認同」、2010年「永續台灣、保護人權」，2011年「落實民主、提升人權、永續台灣」，2012年「認

知歷史、重建信心、贏回台灣」，直至 2014 年 4 月「反服貿」太陽花學運規模龐大的抗爭風潮，認同

台灣的新世代集結，2014 年夏令會主題定為「破繭而出」、2015 年「新台灣、新世代」，撥雲見日之

感油然而生，邀請台灣新世代演講，咱的台灣魂又熊熊燃起。

　　第六、2016 年至 2022 年小英總統執政 : 小英當選總統成就台灣民主第三次政黨輪替，世界局勢丕

變，小英總統執政在外交台美關係明顯有長足的進步，面臨美中戰略的博弈，中

國習近平對台灣領空及領海侵門踏戶的挑釁，近幾年中國的國際形象崩塌，已嚴

重威脅自由國家的國際政經秩序，2020年連續兩年半的疫情肆虐，更是危害全球，

2022年俄烏之戰，更讓世人看到台灣艱辛的處境和危險，願意強化和台灣的關係，

滿足台灣人對國際生存空間的集體期望。夏令會的主題充滿對新局高度的展望，

像是 2016 年「轉型正義、點亮台灣」、2018 年「台客音、台美心、台灣情、多

元視角、展望新局」、2019 年「青春熱血台灣魂、民主世代路同行」。

　　2020 年隨著 Covid-19 疫情暴發後，美中政局變化更趨明顯，欣聞《台灣政策法 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已通過參院外交委員會提出，2022 年隨著疫情解封，美南夏令會之後將重整旗鼓，繼續

會延續台美人凝聚台灣魂的熱血情，世代傳承伴行守護台灣民主的道路前進。

2016 年休士頓台聲和達拉斯合唱團共演於台灣之夜

2019 年全體理事與僑務委員會長吳興新

2019 年台灣桃園市長鄭文燦等貴賓主講

2019 年休士頓同鄉與台灣桃園市長鄭文燦合影 ( 林美慈攝 )

2016 年主題「轉型正義 .點亮台灣」2015 年主講貴賓「新台灣新世代」

2016 年邀請呂秀蓮前副總統

（本文參考莊承業前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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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灣之夜 打狗亂哥團精彩演出 2018 年新世代多元思維

直擊 2018 年美南夏令會「政黨交流論壇」
多元視角 展望新局  

　　2018 年美南夏令會兩天一夜活動，由休士頓台灣同鄉會主辦，延續第一天上午郭倍宏博士的喜樂島，

積極支持修正獨立公投，及明顯的訂出時間進度的誓言，為 2018 年的夏令會揭開了序幕。而接著由民進

黨立委林俊憲「蔡英文政府改革之路」，就小英執政二年外界的質疑，提出執政黨觀點的成積報告。第二

天蔡明憲主講「強化台美日的區域安全合作」、FAPA 總會長郭正光主講「台美關係近況與展望」。面對執

政黨現實的包袱，及新興勢力對政府不滿所施加的壓力，還有國民黨外台灣第三勢力的整合，都成了不可

忽視的聲音。

　　如何讓台派的政黨繼續執政，進而走向一個正常的國家。在此刻的國民黨式微，不足以代表真正在野

的聲音，已經顯示出「反對國民黨就是要支持民進黨的思維」，是很不適時宜的觀點。新世代應該是往建

國推進，需要真正跳入體制來監督任何的執政缺失，讓我們的政黨政治確實紮根，多元地深植人心。因此

對新勢力的民主力量 ，深入得面對面座談，「政黨交流論壇」就是夏令會下午的重頭戲 。

　　這一次政黨交流論壇，邀請到的有社民黨苗博雅 (2018 當選台北市議員 )、基進黨的黃建龍、及時代

力量的林易瑩 (2018 當選台南市議員 )。他們都是新興政黨裡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抑或是即將參選的年輕

世代。在夏令會的「政黨交流論壇」中，除了讓他們各自簡短表述理念之後，更精心安排了Ｑ＆Ａ時間與

現場觀眾來賓互動。 這就像是當年 call in 的直播節目，刺激的直球對決 ，一次問個夠。 

　　到提問的互動時刻有各種議題的抒發，包括：柯 P 的價值觀、年輕人對柯 P 的信任度，甚至於談到時

代力量和柯 P 的合作關係，年金的信賴保護原則及廢除死刑的看法， 年輕人從政難處，時代力量夜宿凱

道是否知法犯法等尖鋭性疑問。而針對這些提問，當然沒能難倒身經百戰的來賓們，對所有的問題都能完

整提出讓現場觀眾滿意的回覆，也因為這樣的安排，整場的交流互動精彩，將夏令會的精神帶到高潮沒有

冷場。

　　有來自社民黨的苗博雅主講「改變與挑戰 : 小國好民 : 守護民主戰果，抵抗中國併吞」，苗挾著上次

兩萬多票落選的高人氣及自信台風，他的論述令人驚豔。對於年金改革的適法性、廢死刑的看法及柯 P 的

核心思想，可以說是務實，中規中矩的呈現。苗認為對柯 P 的核心改變，選民及年輕人應該更有智慧得去

區分，也應隨之改變。他更自信的對選民承諾及不可變的核心價值，他也提出三黨合作的社會福利，國家

2018 年何世杰會長
暨理事會團隊



連線「三公一微」公共住宅、公共托育、公共運輸與微型企業獎勵。希望大家把這公約數做為合作整合的

開始，打造台灣成為社會福利國家。不過苗也認為近年來多是年輕人熱情參與公共事務，但人微勢薄，被

輕忽無視的那種阻礙更是大家共同的最大難處。

　　來自基進黨的黃建龍主講「基進從南方崛起 : 建立新共和與民主轉型的未盡之路」，在偏左的台獨旗

子下，可謂來賓中最明顯的基本教義派代表。黃除了強調台獨核心價值，還對柯 P 的核心改變批判最為直

接，直指柯 P 為投機的選票導向份子。另外黃對於小黨的社會福利國家連線也有很清楚的表述，並以在西

班牙時親身經歷該國的社會福利為範例，作為增強他對社會福利對國家重要性的論述。

　　時代力量在這次第三勢力的討論中可說是第三勢力最大黨，並實際擁有在國會的席次。對於背負選票

的壓力及責任，還有對黨的核心理想，林易瑩主講「新世代台獨路 - 從地方起造美好新國家」，不可避免

地要真實對某些負面觀感做解釋，也是相對被最嚴厲批評的一黨，在這樣的氣氛下，林易瑩也都能夠妥善

地表達出個人的意向及黨的方針不見得相同。對柯 P 表態方面雖未對立，卻也消極以對，林的回覆略顯模

糊。但她提及時代力量連澎湖都有提名，可謂說是野心勃勃的自信。針對在地空污、就業、公共照顧的議

題也回答得面面俱到，而對黃國昌的評價表現也正面迎戰解釋不閃避。鄉親們在夏令會中的質疑詢問，對

她往後議員選戰只是牛刀小試吧。

　　台灣的民主過程從早期黨外高喊台獨的基本教義派，到今日小英執政的保守穩健、模糊地強調維持現

狀，其實是難以令人滿意。就算核心價值沒變，也顯示出對於現實的無奈和妥協。或許百廢待興，但终難

滿足人民追求獨立的终極目標。就如同現在的時代力量也出現相同的矛盾，從兩年前的太陽花運動崛起到

現在，目前有了五席的立委，在面對選票和現實參雜又要兼顧理想的考量下，相對於其他的小政黨，新時

代力量也選擇以保守或者是避談理想來維持現狀。

　　或許現實的考量下终有許多的阻力，但追求民主之前，國民百姓對於教育的根本大計、社會價值觀的

重建、還有文化的傳承都沒有真正被重視或討論到。在舊有思想、金錢掛帥守舊觀感下，國家尊嚴、文化

資産都輕易地被視為無物般忽略，甚至出賣。大環境下陋習沒有改變，又如何能夠有真正的鼓勵多元和共

識呢？若真的要等到人民都腰纏萬貫衣食無虞，才有心思來談國家的民主獨立，那麼能真正走向正常國家

的路程就有如天遠了。

2018 年主題 「台客音 .台美心 .台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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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屆 年 日期 地點 主題 主辦單位 召集人 手冊 紀念品

36 2019 7/5-7/7 「青春熱血台灣魂 . 民主世代同
路行」

TAA-Houston

35 2018 6/30-7/1 「台客音 .台美心 .台灣情」 TAA-Houston

34 2017 No Conference

33 2016 7/1-3 Sheraton Dallas Hotel by the 
Galleria, Dallas, TX

轉型正義，點亮台灣 TAA-DFW 葉寶桂 有

32 2015 9/4-6 Wyndham Garden Hotel, Austin, TX 新台灣、新世代 TAA-Austin 葉雅玲 有

31 2014 6/27-29 Taiwanese Community Center, 
Houston, TX

破網而出 TAA-Houston 蔣為志

30 2013 No Conference

29 2012 6/29-7/1  Marriott Hotel, Fort Worth, TX 認知歷史重建信心回台灣 TAA-DFW 葉寶桂 有

28 2011 7/29-31 Marriott Houston Westchase Hotel, 
Houston, TX

落實民主提人權永續台灣 TAA-Houston 蔡凱禮

27 2010 9/3-5 Wyndham, Austin, TX 永續台灣，保護人權 葉雅玲

26 2009 6/26-28 North Airport Marriort South Hotel, 
Dallas, TX 

年輕人的台灣認同 TAA-Dallas 盧永華

25 2008 8/29-9/1 Westchase Marriot, Houston, TX 變遷的時代 - 台美人所面臨的議
題

TAA-Houston 林承芳

24 2007 7/6-8 Holiday Inn Seledct, North Dallas, 
TX

台灣認同家正常化 TAA-Dallas 楊金文 有

23 2006 6/30-7/2 Austin Airport Marriot South Hotel, 
Austin, TX 

海內外台灣人的認同與覺醒 TAA-Austin 葉雅玲 有 杯子
(2)

22 2005 7/8-10 Dallas/Ft. Worth Airpoart Marriot 
South Hotel

海內外台灣人的新挑戰 TAA-Dallas 葉鴻振 有 帽子
(1)

21 2004 7/16-18 Camp Allen, Navasota, TX 台美人兮角色及展望 TAA-Houston 王明珠 有

20 2003 7/11-13 Double Tree Hotel, New Orleans, LA 建設美麗島正名台灣國 TAA-
New Orlean

羅禁德

19 2002 7/12-14 Post Oak Double Tree Hotel, 
Houston, TX

正名台灣立足國際 TAA-Houston 莊勝義

18 2001 6/29-7/1 Universit of Texas - Arlington, TX 新世紀、新政府、新國家 TAA-Dallas 謝慶鏘

17 2000 6/30-7/2 Seven Oaks Resort, San Antonio, TX 台灣心 當家作主 出頭天 兩性
共治

TAA-Houston 陳明昭

16 1999 7/3-4 Camp Allen, Navasota, TX 合作最進步、關懷最幸福
獨立最安全、公投最民主

TAA-Houston 郭振源

15 1998 7/2-5 Seven Oaks Resort, San Antomio, TX 人在美國，扶持相牽，心繫台
灣，民主獨立

TAA-Houston 詹文耀

14 1997 7/4-6 Seven Oaks Resort, San Antomio, TX 建立台灣的主題觀 TAA-Houston 潘瑞梅

13 1996 7/5-7 Seven Oaks Resort. San Antomio, TX 展新紀元，建立新台灣 TAA-Houston 王鎮洲

12 1995 7/7-9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 San 
Marcos, TX

重建國格、立足世界 TAA-Houston 王鎮洲

11 1994 7/2-4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 San 
Marcos, TX

Taiwanese Identity and 
Beyond

休士頓台美學生
會

10 1993 7/16-18 Taxas A&M University 族群融，建立新台灣 TAA-Houston 郭正光

9 1992 7/24-26 St. Houston University Huntsville, 
TX

同心共識 ,建台灣 TAA-Houston 詹文馨

8 1991 7/19-21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 San 
Marcos, TX

新台灣、新憲法、新社會 TAA-Houston 詹文馨

7 1990 7/21-23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Huntsville, TX 

開拓台灣新境界 TAA-Dallas 蕭慶和

6 1989 7/7-9 A&M University,College Station, TX 新的台灣人 TAA-Houston 曾昆聯

5 1988 7/1-4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Denton, 
TX

建設新而獨立的台灣 TAA-Dallas 吳明其

4 1987 7/10-12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Huntsville, TX

海內外台灣人大結合 TAA-Houston 郭正光

3 1986 7/3-6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ersity, 
San Marcos, TX

 開創新局 ,展望未來 TAA-Houston 蔡政降

2 1985 No Conference

1 1984 6/8-10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Huntsville, TX

台灣人應有的信仰和使命 TAA-Houston 謝英敏

Taiwanese American Summer Conference / South Region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