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念周烒明與吳秀惠伉儷

全文摘自台獨聯盟臉書  圖 : 吳秀惠女兒網站

周烒明（1930-2018）在日本長大，16歲返台後，建中畢業後考上師大美術系，因為父親反對，

而重考上台大醫科，成為未來妻子吳秀惠（1931-2022）的學弟，吳秀惠當年是台大醫學院唯一台

灣籍女性。周烒明常很驕傲地提到是因為他很會拉小提琴，才從眾人中脫穎而出，追到吳秀惠。

1959 年兩人於美國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城結婚（當時國民黨對於要出國的人，有「先結婚就不

能一起出國」的奇怪規定），兩人後來一起在威州州大擔任住院醫師，並攻讀博士學位，周家也常

成為往來留學生聚會之處，許多後輩都感受到他們對同鄉的熱誠與無微不至的照顧。

許多台灣青年出國後，會深刻感受到國外民主自由風氣與台灣島內極權獨裁的巨大差別，從而

覺醒，形成自主的台灣意識和認同。周烒明和一群台灣青年意欲在威斯康辛大學成立「台灣」同鄉

會，被國民黨在美國校園職業學生不斷地阻擾。當時任何組織掛上「台灣」這個目前稀鬆平常、代

表自己的字眼，都會被國民黨視為台獨的潛在組織。

1963 年台灣學生與中國學生兩造在威大學生議會辯論後，最後以台灣與中國就如同美國和

英國的情況為由，學生議會決議予以成立「威大台灣同鄉會」（The Formosan Club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這件事情導致兩人護照要延期時，中華民國的領事館要他們兩人寫「悔過書」，否則不予延期。

吳秀惠拿了兩人護照就走，不意外地，兩人都成為國民黨的黑名單變成為無國籍的人。過了兩年之

後，因為周烒明受聘於西維吉尼亞州立大學神經病理科教授，才取得美國永久居留權。

儘管處於無國籍身分，周烒明、吳秀惠等人無懼於威斯康辛大學內國民黨職業學生校園的監視

與亂打小報告的恐嚇（現在很難想像，連台灣留學生在周氏夫妻家聚會，國民黨都會派人監控）。

1965年，再接再厲，成立合法登記的學生社團「台灣問題研究會」，邀請美籍政治學教授前來演講。

因為美國介入越戰，美國支持南越和台灣這兩個地區的反共獨裁者，台灣問題也引起許多政治學教

授注意。

1965 年適逢聯合國成立 20 週年，吳秀惠自製「台灣國旗」，參加威大國際日國旗大遊行。

1966 年周烒明參與「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FAI）成立並正式在美國司法部登記，周烒明則

擔任中央委員會委員長。

周烒明 吳秀惠伉儷 吳秀惠曾擔任同鄉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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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美、日台獨運動主要領導幹部在美國會師後合影。左起：蔡同榮、郭榮桔、
張燦鍙、周烒明、黃昭堂。

2016年周烒明與夫人在 NATMA綬頒獎章 (黃樹人提供 )

根據毛清芬女士回憶，1966年 11月 20日《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刊登《紐約時報》的半版廣告，

UFAI 尚未收足廣告費 4500 美元，仍缺 500 美元時，周醫師毅然以教職員身分向 Winsconsin 大學

校方借款。周烒明更扮演 UFAI 組織串連工作，也由於周烒明在日本出生，他主動聯繫許世楷，試

圖結合日本的「台灣青年」，促成 1970 年世界性台灣聯盟成立的推手之一。

當時 UFAI 有許多優秀又有行動力的台灣青年，張燦鍙和陳榮成等人展開「自由長征」遍及 

30 所大學校園，散播理念並挖掘人才。

周烒明不僅喜歡音樂，也喜歡繪畫，尤其精於畫馬的各種姿態，畫作常捐贈台美人團體作為募

款之用。根據毛清芬回憶，1971 年左右，在美國熱心台獨運動的台灣人希望 1970 年從台灣出逃的

彭明敏教授能主持「台灣研究所」（Formosan Studies），籌備階段時，吳秀惠大方捐輸，在會

中率先提出捐獻 5000 美元。

1968年周烒明受聘西維吉尼亞大學任教12年後，1980年前往世界盛名的「克里夫蘭醫學中心」

（Cleveland Clinic）擔任神經病理科主任，是國際公認的神經病理權威。吳秀惠也擔任當地的

台灣同鄉會會長，並在克里夫蘭城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的分會。

吳秀惠早在威斯康辛就是「國際特赦組織」（AI）的成員，後來在西維吉尼亞州成為 AI 當地

的負責人，搬到克里夫蘭後，更積極參與國際救援工作，成功說服俄亥俄州國際特赦組織分會，認

養 1979 年台灣美麗島事件的政治受難者陳菊。

鑒於北美台灣教授協會的成功，周烒明號召台灣人醫師於 1984 成立「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ATMA)」並當選第一屆會長，目前全美有 12 個分會。1988 年吳秀惠等人成立「北美洲台灣婦女

會（NATWA）」，由張富美擔任婦女會創會會長，吳秀惠擔任第二屆的會長，NATWA 是目前北美洲

活力最強的台灣人社團。

1988 年世台會推動返鄉，之前曾以假名成功闖關回台的吳秀惠，陪同台獨聯盟中央委員莊秋

雄回台，到了機場，因為吳秀惠沒有簽證由三位女警陪同，在機場候機室過了一夜，後來被遣送至

日本。以假名申請台灣簽證的莊秋雄則沒被發現，成功闖關，在世台會公開以台獨聯盟中央盟員身

分發表演說。這看起來沒什麼，但是演說前幾天，才有台獨聯盟盟員，因為加入台獨聯盟，被判處 

4、6 年徒刑不等。

後來周烒明得了帕金森症，除了有吳秀惠細心、耐心的陪伴，他也沒有因此喪志，反而運用他

擅長的組織能力，與妻子吳秀惠、蔡銘祿等人在加州發起「台美人巴金森病互助會」，讓每個人分

享自身的知識和經驗，進而彼此鼓舞。

周烒明、吳秀惠夫妻兩人一生為台灣出錢出力，以樂天、溫柔、堅定的態度，一生無私奉獻於

台灣獨立運動志業。我們永遠感念他們 !



懷念南加的抗議天王—沈培志

文 /圖 聖東台灣同鄉會

聖東台灣同鄉會前會長沈培志，於 2016 年 7 月 27 日因肺炎

引發器官衰竭不幸辭世，享年 61 歲，在玫瑰崗舉辦追思禮拜，最

後以民進黨黨旗覆棺，備極哀榮，好友紛紛哀悼他一生為台灣全

心全力的貢獻。

蔡英文以總統兼民進黨主席之名發表悼文，提及一個月前她過

境美國之時，聽聞沈培志奮力與病魔搏鬥的過程，十分不捨，對

於他的離開深感失去了一位長久以來為故鄉打拚的民主鬥士，更

失去一位在美國宣揚台灣文化的重要推手。

回想起沈培志一向點子多，在世時為同鄉會辦活動，就是個智

多星一樣存在的靈魂人物，不論是協辦台美傳統週或是一年一度的蒙特利公園市大遊行、哈仙達崗

國慶日大遊行，凡是只要有他參與策畫，活動一定是有聲有色，大旗飛舞，鑼鼓喧天，熱鬧的不得

了。

聖東台灣同鄉會參加哈崗獨立國慶日遊行，歷年來共三次獲獎，2000 年遊行隊伍主題為「2000

年人口普查」，該年獲得社會組第三名；2002 年遊行隊伍主題為「向警察、消防人員和救護人員

致敬」，該年獲得社會組第二名；2003 年遊行隊伍主題為「向國軍英雄致敬」，該年聖東台灣同

鄉會獲得最高榮譽—總冠軍。雖然是聖東台灣同鄉會策劃，但其它地區像是西北區、柑縣等同鄉

會、以及大洛杉磯台灣會館，都大力動員，齊心協力，不分彼此，共同參與，壯大聲勢。

因為長期擔任民進黨美西黨部的重要幹部，雙重身份，就讓他操盤多次抗議大遊行，每次大

字報、口號、抗議道具，一應俱全，因而有「抗議天王」

的美名，在時任大洛杉磯台灣會館董事長林榮松為他製作

的追思影片，可以看見沈培志從不停歇的示威，尤其是

2005 年反分裂遊行、2007 年牽手護台灣，穿梭忙碌帶領

大家喊口號，表演行動劇的身影，令諸多好友淚目，南加

州痛失一位綠營大將，祈願他已在天堂自由遨翔，繼續守

護心愛的台灣。

民進黨旗覆棺備極哀榮 2003 年哈崗國慶日遊行奪得錦標賽總冠軍幕後最大功臣沈培志 (左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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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令人永遠懷念的長者－李嵩斌醫師

堪薩斯 王劍峯

堪薩斯 (Kansas) 李嵩斌醫師 ( 陳麗英的丈夫 ) 於 2020 

年 11 月 5 日晚間辭世了，我們痛失一位令人尊敬的長者，非常

不捨，非常婉惜！

李醫師醫技高超，1972 年起在 Topeka, Kansas 專長耳鼻

喉科，視病如親，贏得許多患者信任和喜愛，是此間著名的良醫；

他為人正直謙和，多年來熱心慷慨，不吝提攜後輩，有目共睹。

舉凡對支持台灣的州長，參眾議員，他都會大力號召和大筆捐

款，多次的募款都是在他家舉行，堪薩斯州政府許多政要，皆

曾是他的病人，他都藉機大力宣傳台灣，多年來堪薩斯的州長、

參眾議員對台灣極為友善，李醫師的影響深遠，功不可沒。

台灣人聯合基金會 (Taiwan United Fund, TUF) 他擔任 Kansas chapter 召集人，致力於在

美國保存及發揚台灣文化，讓台美人以自己的台灣文化傳統而自豪，同時也讓其他族群欣賞台灣文

化的獨特性，在海外搭起展現台灣的舞台，成功地向主流推廣台美人優質的形象。

多年來持續大力捐款支持 FAPA，FAPA 總部昆布勞還曾頒獎給李醫師夫婦，感謝支持。

李醫師也是 NATMA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的堪薩斯負責人，時常參加義診活動；猶記得曾擔

任 1996 平原區夏令會募款召集人，大力捐款呼籲支持 1997 年慈濟大林醫院在 Kansas City 的募

款活動；同時長期捐款支持同鄉會和同學會活動。內人也曾多次帶 UMKC 的台灣留學生去給他看

病，他不但分文未取，還免費贈藥，他的善良，可見一斑。

夫人麗英姐早年在台僑界非常活躍，曾榮膺北美婦女會總會長，和中西部 6 州的僑務委員，

李醫師總是在幕後默默的支持，印証「成功的女人，背後也總會有一位賢能而全力支持的男人」。

溫文儒雅的李嵩斌醫師，會想到他也會為台灣上街遊行，嗆聲中國人嗎？ 1996 中共飛彈射

台灣， 孰可忍，孰不可忍？李醫師和我們一起飛到芝加哥，參加抗議大遊行，包圍中共大使館。

2003 陳水扁總統來紐約領取人權獎，李醫師也和我們飛到紐約支援，和所有來自全美各地的台灣

鄉親站在華爾道夫飯店的街口和對街中共用錢動員來的中國人對嗆，東森電視台的記者要訪問他

時，他卻將麥克風遞給我，這是多麼低調而令人敬佩的長者。

如今哲人遠矣，典範長存，留給我們無限的追思和懷念，李醫師是台美人的典範，是我們尊敬

的台美人，希祈李醫師一路好走，榮歸西方極樂世界，Rest in peace. 

中排右二李醫師及前排左一麗英姐FAPA總會昆布勞贈感謝狀



記姊夫沈耀初

李淑琴

假如這世上有一個人讓我又氣又感動、又發自內心肅然起

敬的，那就是我的姊夫沈耀初先生。

他 1954 年 2 月誕生於台灣彰化市，四兄弟中排行最幼。 

三位兄長均高考及格，榮任政府單位。而家規嚴格但充滿慈愛

的家庭氛圍，也造就了姊夫極重的家庭觀念、真誠直爽和剛正

不阿、廉潔的個性。

姊夫畢業於台灣輔仁大學經濟系。1983 年與家姊李香蘭結

婚，並於同年赴美研讀，獲得新墨西哥州立大學農業經濟碩士

及芝加哥州立大學數學碩士學位。

他從小即嶄露數理天份，獲獎無數。且喜好閱讀。舉凡歷

史、經濟、文化、人權、公共議題…涉獵甚廣。尤其戒嚴時期

沒人敢碰的禁書、殘酷的史實，更令他義憤填膺。迫切期待政

治改革，民主翻轉，還我台灣人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來到美國後，更是憂國憂民；我最難忘的畫面就是政黨輪替成功的那一夜，姊夫眉宇間喜不自

勝的光采，以及敗選後，他一個人端著高粱酒望向遠方，那哀傷悲的神情。「故鄉事」是姊夫最喜

歡的話題。他常正色地說：「台灣有事，我一定要趕回去」。這也使得我私下笑謔 :「都那麼老了，

還能幹嘛 ?」因此，我和姊姊常因達不到他的愛台超高標準，總是挨一頓訓。

「我至愛的故鄉啊 ~」姐夫常常掛在口中喃喃自語，因為台灣，一生中最繫念的地方，讓他十

分活躍於參加同鄉會的活動，投入大量心力，把每位同鄉都視為至親好友的熱情，順利讓他當選

2016 年芝加哥台灣同鄉會會長。

我的姊夫博覽群籍，涉獵甚

廣，針砭時事，見解獨到。在民

主這條路上長年犧牲奉獻、默默

耕耘。無論是接任北美台灣工程

師協會芝加哥分會會長，或 FAPA

等僑界職務，他都是憚精竭智、

前仆後繼。在我們家族心目中，

他是一個真正的勇者。 

2020 年 11 月 2 日姊夫在睡

夢中安詳離世，在萬分不捨，僅

用「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送給我的姊夫沈耀初先生。我們

將繼續他的腳步，為他一生繫念

的故土，盡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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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華府山水亭亭長 -周仕培

仕培兄，1948 年 6 月 18 日生於台灣台北市古

亭庄，在家中排行老大，下有弟弟淵百與明宏。父

親芳元公經商，母親李乖任職銀行界，因雙薪收

入，且家庭成員不多，生活無慮，得以非常注重子

女教育和心智的成長。小時候，父母親經常訂購優

良課外讀物以增長孩子們的見識，養成仕培兄日後

喜歡看也喜歡買書的嗜好與習慣。

1958 年，仕培的父親和親友合夥開設「春芳

化工廠」，舉家遷居十五份 ( 萬隆 ) 鄉下。父親閒

時喜愛整理庭院、種植菊花、蘭花等等。身為老大

的他，時常跟前跟後的幫忙，當然更有許多時間跟

著其他大孩子們在田野間抓泥鰍、捉青蛙和烤蕃

薯。高中時期，仕培被老師發現他的音樂天賦後，

就跟隨著老師學習聲樂，奠定了日後很好的基礎。

除了音樂，他也熱愛足球，並參加田徑隊，代表師

大附中參加台北市中學運動會，獲得高中田徑五項

冠軍。

就讀位於台中大肚山上的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是

仕培最愉快的時期，當時是台灣最自由的教會學

府，加上小班教育，教授與學生建立關係密切。仕

周仕培的大哥風範

周仕培是華府山水亭亭長

培除了課業、參加東海大學聖樂團與足球校隊，閒時也找隱居對面的著名詩人楊逵喝酒聊天。

仕培研讀歷史雖然很有趣味，不過就業不易，大學畢業後曾幫忙父親經營外銷成衣加工廠。但

經商並非他的興趣，因此 1979 年赴美留學，轉讀電腦科學，而後就以資訊科學專長服務社會，不

過閒時仍不忘他對歷史和文學的興趣。他也曾用筆名在報上發表多篇文章。

仕培定居華府後，結交不少知心好友，他也於 1998 年擔任華府台灣同鄉會會長。本著對台灣

的關心，及身為歷史人的史觀及責任，天生好客與豪爽的仕培兄，就與夫人玉蓉在華府台灣學校創

立「山水亭」，每周風雨無阻的在台灣學校「剖豆開講」、「話山畫水」，鄉親聚集共同討論時政、

台灣俗諺、歷史典故等等，阿培兄的山水亭，讓鄉親關切台灣之情得以抒發，可以天南地北地閒聊

及話 ( 畫 ) 山水，他是華府重量級的精神領袖 !

仕培有個幸福的家庭，愛妻玉蓉賢慧能幹，任職郵局，公務繁忙之餘，仍熱心教會、台灣學校、

與同鄉會事務，尤其近年對生病的仕培照護無微不至，令人感動。長男宗德任職私人機構擔任財

務，次女恩如服務於醫療機構負責運動傷害研究計畫，子女工作表現均相當傑出，深獲上司賞賜。

周仕培的弟弟周明宏是現任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也曾是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全家人對台灣的

奉獻與付出，是台美人最好的兄弟典範。

綜觀仕培一生，蒙受上帝寵愛、父母庇佑、家人關愛及親友敬重。他為人誠懇忠厚，深愛鄉土，

熱心社會公益。辭世雖令人不捨，但是仕培能夠擁有一個如此充實快活的人生，只有無盡的感恩。



敬悼主持戰將施天墩博士

高淑貞

畢生熱愛台灣，鼓舞推動民主化，高中開始就看黨外雜誌，後來於 1969 年留學美國，進入

Iowa St.U 就讀，1980 年結婚搬遷至北加州南灣 Los Altos，就職奇異公司核能部門 GE-NE 作核

子工程師 8 年，後來轉做商業投資不動產，眼光獨到，經營有成。

我們開始真正實踐參加民主運動，是搬來北加參加協志會開始，會內遇到很多台獨思想的大前

輩，牽成後輩，為了台灣故鄉非常打拚，後來他效法前輩，積極參加台灣同鄉會及陸續各種社團；

話說在 1978 年 12 月 16 日那一天總統卡特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當晚 40 多位同鄉聚集開會，

氣氛就像在開國是會議，有人發難賣房救台灣，他開口講了流傳當時的一則笑話，台美斷交之前的

關係是 " 肛門對肛門”(Government to Government)，斷交以後改為”屁股對屁股”(People to 

People)，每次他回憶講到這段往事，大家都哈哈大笑，有夠趣味。

1989 年張信行醫師伉儷從奧克拉荷馬搬來北加 Fremont，兩人理念志同道合，水乳交融，

惺惺相惜，就像兄弟一樣，他們相交 33 年，1993 年天墩擔任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 NATEA 會長、

1998 年擔任台灣同鄉會會長、2003 年共同創立北加台灣會館、2005 年擔任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

TAFNC 會長，期間兩人互相扶持，猶記得任內帶領當年反「反分裂法」運動，吸引主流關注議題，

那是一場非常有意義的抗議。

他任內把原有的台灣文化節推廣到舊金山的 Union Square 主辦，把台灣推向國際，每次數千

人觀賞；天墩也是主持各種大型募款餐會的戰將，像是陳水扁總統競選、五都競選海外後援會、

返台助選，大大小小的民主演講等等，我們和張信行及黃美星伉儷、陳天令等團隊是最好的搭檔。

天墩在 2021 年 9 月痛失張醫師這一輩子的摯友，隨後他也在 2022 年 3 月，半年之內辭世，倆人

共事為台灣無私奉獻，度過非常有意義快樂的一生。天墩是我民主的啟蒙老師，引領我民主作伴前

行，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時光。我謹以他最愛的這首「阮哪打開心內的門窗」獻給他摯愛的台灣。

施天墩最愛和夫人高淑貞合唱台語老歌

天墩生於 1944 年 9 月於台中市，台中一中畢業，

1964 考入清大學核工系第一屆畢業，1974 核工博士

學位；四年半前，天墩被診斷肺癌末期，直到 2022 年

3 月 14 日安祥往生。天墩生前作無數功德，非常感謝

助唸團助唸三天，一切圓滿吉祥，全身柔軟，頂熱微

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享壽 78 歲。

他是運動健將，曾經在新墨西哥州代表台灣，參

加全世界長輩高爾夫球賽勇奪冠軍。他熱愛旅行、會

彈鋼琴、愛唱歌、很有才情，愛看書常看到三更半夜，

作人作事堅持大是大非，為人處世有原則又很有人緣。

 左圖 與好友張信行 (右 )
支持謝長廷選總統

右圖 夫婦支持阿扁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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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張信行醫師 - 燦爛兮人生

陳天令

2021 九月中秋佇北加州台灣會館 LINE 群組，洪美和

姐理事 PO 會館創館首任理事長張信行醫師仙逝兮惡耗。

逐傢攏足呣咁，台美人社區痛失一位長期奉獻、鼓舞台灣

自由民主化重要推手佮先輩。隨後張醫師夫人黃美星，由

聖荷西迦南台灣基督教會 Canaan Taiwanese Christian 

Church [CTCC] 兮蘇惠智牧師帶領教會兄弟姊妹，長女

Gloria 共仝安排一場足莊嚴温馨告別追思禮拜會。

因為武肺袂煞，親友攏須要掛喙罨、擱保持社交間距；會場座位有限，先佇網站預約。慢約兮

親友佇後廳佮二階樓頂的台灣會館大廳用視訊參與；教會另有設立網路同步連結，方便外地親友追

思。

追思會在鋼琴聖樂、迦南詩班的詩歌中進行，蘇牧師慰詞「信與行 -Faith and Works」足適

配。彭明敏教授和吳澧培前資政也送來錄影追思，懷念 30 冬戰友張信行醫師。

美星師大聲樂恩師曾道雄教授，也招台北歌劇合唱團錄唱「我欲擱轉去我兮故鄉」，獻互「信

其所信、行其所當行！」張醫師是真正台灣之子。

南加州戰友林榮松醫師則專程前來，追念過去 30 冬共仝為台灣自由民主化運動打拚、支援台

灣參加 WHO、創立南、北加州台灣會館歷史鏡頭。義工黃秋蘭也起來追思感念張醫師細心專業，順

利生產二位健康寶貝。二女 Sonia 和長女 Gloria 真情懷念父親，製作家族影集追思足感動，后生

Victor 代表家屬致謝詞。

除了敎會同步視訊放送，美星希望我欲當錄影作紀念。會後製作成影片：「張信行醫師告別追

思禮拜」。另外，在製作醫師錄影片選錄寫真集錦，配上台語歌、歌劇成二影集：「張信行醫師 

燦爛兮人生 」

1999右起張信行、陳水扁、吳澧培

成立海外阿扁後援會(前排左二、左三 )張信行伉儷

張信行與摯愛的小孩

   告別追思禮拜節目表有刊出我寫的追悼詞，字字句

句都是我們北加同鄉相伴近 40 年的革命情誼，今生今

世有緣相伴，願來世我們乘雁歸來再相逢。

   敬悼北加州台灣會館創始人之一 張信行醫師

熱愛唱故鄉台灣 鼓舞自由民主化 協創海外後援會

壯行彭明敏返台 助選北市陳水扁 巡台總統首民選

後援長扁志北高 幸慶千禧年執政 奠定台灣民主化

隔冬立院上大黨 2004 牽手護台灣 2008 痛失長昌配

2012 三小豬失落 2016 英仁配大赢 2020 英德配更勝

張醫師畢生願望 促成東方兮瑞士 台美人社區楷模

奥州首府佮灣區 北美醫協佮 FAPA 奉献鄉親仝欽佩

偕仝好友十外人 創北加台灣會館 主辦灣區大節目

服務台僑搏感情 黃美星恰三子女 敬祈節哀兼順變

さようなら信行 化為千風來世見



摘錄太平洋時報 文／陳如媜

左起柯耀庭醫師、時任總統府秘書長吳釗燮伉儷(大紀元時報 ) 追思會

用生命疼惜台灣 -柯耀庭醫師

柯耀庭醫師因突感不適於 2017 年

9 月 5 日辭世，享壽 71 歲。追思會於

9 日在維州墓園舉行，近兩百人參加，

台灣總統蔡英文、時任行政院長賴清

德、總統府秘書長吳釗燮、外交部長李

大維、駐美代表高碩泰等首長皆致贈花

籃，蔡總統和賴院長並致電哀悼，賴清

德悼詞特別用台語寫成，請鄉親現場朗

誦，場面備極哀榮。

誠如賴清德院長悼文所述，柯耀庭

醫師一生「用生命疼惜台灣」，他的驟

逝，不僅是病患、更是所有台灣人的重柯耀庭與夫人

大損失，華府鄉親痛失一位良醫、摯友，台灣也損失一個堅強在國外護台的支柱。

從台灣趕來的柯醫師三哥柯耀宗強調，柯耀庭醫師過去常笑言，三哥到 72 歲才退休、自己也

要同齡才退休，心痛他心願未了，惋惜早走一步；他回憶耀庭自幼讀書至北醫畢業，都是名列前茅

的優秀良才，但畢生志業確是為台灣不求名利的無私奉獻，2016 年底發現罹患肺癌，開刀後痊癒，

本應即時退休，安享晚年，但他心繫病患、不忍離去，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天為止，誠屬醫界典範。

柯醫師是華府聲譽卓著的心臟血管科名醫，行醫 40 多年，為人低調，生活樸實，在醫務繁忙

之際，閒暇就到台灣文化中心 (TCC) 在烈陽下整理庭院樂於做志工。自奉甚儉的柯醫師只要是為

台灣相關事務的募款，是有求必應，慷慨解囊，默默地出錢出力，不出風頭，創建華府台灣文化中

心出錢最多的是他，還捐款支持華府僑教中心建立，僑教中心門前台灣雕刻，就刻有柯耀庭醫師的

名字；他和夫人美雲鰜鰈情深，長期支持台灣學校及青少年才藝基金會，推廣台語不遺餘力。

柯醫師的兩個兒子先後在追思會致詞，數度泣不成聲，回憶慈父，形容他一生以台灣為優先，

醫生工作為其次，家庭才居第三，表達父親對台灣強烈的愛。同時寄語，柯醫師終生以追求台灣的

自由民主獨立為志業，希望未來大家能繼承他的遺志，讓台灣早日成為正常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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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寫精彩人生浪漫篇章 -賴義雄

摘錄太平洋時報 文／陳如媜

《賴義雄小檔案》賴義雄是基隆人，1940 年生，父親早逝，

由祖母撫養成人，台大土木工程系 1962 年畢業，1969 年取得西

北大學流體力學博士學位，後於華府 TRW 公司任職將近 20 年，

退休後經常返台，2006 年獲陳水扁政府聘為無給職國研院董事

長，政黨再度輪替後返美，2016 年出任華府台灣智庫 GTI 董事

長，2018 年四月 27 日在家突然中風，送醫後昏迷不醒，30 日過

世，享壽 78 歲，家屬決定火化後海葬，並將於馬州風景優美的

花園 Brookside Gardens 設立座椅永久紀念。

活躍於台灣同鄉會的「賴董」（賴義雄）走了，走得如此突

然，剛從最喜愛的旅遊回來、剛去看望數十年老友、剛參加同鄉

聚會，轉身揮揮手、瀟灑離開，彷彿向大家告別完，已了無遺憾。

柯耀宗是賴義雄 1966 年在西北大學念研究所時的室友，柯耀宗回憶表示，小賴天資聰穎，來

美留學轉攻流體力學，與另外兩位室友是孫錦德（普度大學教授）和林光輝。四個大男生有次聊天

談到留學生能為台灣做甚麼 ? 大家竟異想天開，大膽決定要設獎學金回饋母校台大，這通常是有

錢的企業老闆才做的事，沒想到年輕的窮學生竟有此雄心壯志，寫下留學生設獎學金的首次記錄。

最後決定將獎學金設在數學系，每年頒發約美金五、六千元的獎學金，給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數學

系的學生，該獎學金總共辦了七年才結束，受惠學生莫不感念在心。

1966 年在作博士後研究時，與張玉華結婚，夫妻倆鶼鰈情深，堪稱神仙眷侶，育有子女各一。

他也在該校留下足跡，西北大學台灣同學會乃由他所創。

賴義雄曾赴密爾瓦基大學任教，後來進入華府 TRW 公司工作，時間將近 20 年，該公司後來成

為美國國防工業大廠，製造軍艦潛艇等美國海軍武力，由於事關國防軍事最高機密，所以他從不談

及；他也是潛艇建造與戰略專家，曾參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彈道飛彈及潛艇安全研究，他的專業特

長，陳水扁總統更委以重任，請他主掌國科會旗下的國研院，任內致力推動國家科技各領域的研究

發展，對台灣貢獻重大。他曾建議軍事改革，由文人出任國防部長。

賴義雄與獨派交情匪淺，早期黨外人士包括康寧祥、尤清等人來華府必先拜訪他，許多重要人

物都住過他家，他也因此被列入黑名單，由於他的人緣好、人脈豐富，還經常居中折衝各派紛爭，

柯耀宗認為，小賴最大的貢獻就是扮演政黨或派系間溝通的橋樑角色。

賴義雄在美退休後，毫不猶豫返台奉獻所長，將畢生所學貢獻給台灣，到國研院後，曾在民視

開節目，介紹一系列推廣國家科技計畫，賴董曾親自粉墨登場作介紹，鄉親笑稱他成「電視明星」。

2004 年的「228 牽手護台灣」運動，賴義雄和柯耀宗都參與發想創意，成為陳水扁總統連任成功

的主要關鍵。

晚年曾小中風，本應善加保養，但仍答應摯交之託，擔任華府台灣智庫 GTI 董事長。

回顧賴義雄的一生，畢生交友滿天下，不僅活得精采，他以貢獻台灣為終生志業，他可說是許

多人的良師益友，也是台美人學習的典範。



慟！前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暨系主任李賢淇五月

四日於馬里蘭州洛克維爾市護理復健中心 Colling’s wood 

Nursing Rehabilitation Center離世，享壽84歲，他的殞落，

不僅是華府、也是台灣的重大損失，鄉親莫不同聲哀悼。

李賢淇教授自去年中風後，便長住復健中心，病況時好時

壞，今年初神智還算清醒，尚能與人對答，後來就每況愈下。三

月馬州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大爆發，州長下達居家令，復

健中心也不准訪客進入，過去每日陪伴左右的李夫人鄭惠美，只

能在他周一、三、五洗腎時，在院外窗邊觀望，聊表心意。

據鄭惠美表示，周一白天她在窗外探望時，護士還向她作

手勢表示 OK，沒想到當晚約 11 點接到電話通知，李教授已在睡

夢中停止呼吸，鄭惠美哀傷地說，本以為能拖到 8 月底，為李

教授作 85 歲生日，現已來不及了。

李賢淇是台灣新竹人，新竹中學畢業，台大植物系畢業後

赴美深造，先後於堪薩斯大學和奧克拉荷馬大學進修，並取得

碩士與博士學位，先於密蘇里大學任教，後赴華府於美國農業

部 (USDA) 任研究員數十載，他熱心服務，曾任華府台灣同鄉會

會長、北美教授協會秘書長和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召集人，1998 年返台獲聘為中央大學生物科學研

究所所長暨系主任，十多年後退休回美。

華府台灣同鄉會人才輩出，當年陳唐山、李界木都曾擔任過會長，李賢淇則是 1987 年會長，

陳唐山等人返台後，李賢淇成為眾望所歸的社區領袖，他調和鼎鼐的能力無人能出其右，1993 年

同鄉會發生分裂，全靠他出面協調，化解危機，他也成為華府同鄉會有史以來，擔任過兩次會長的

第一人，受到全體鄉親的愛戴與敬重。

李賢淇擅長組織、籌畫，擔任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召集人時，表現傑出，擁有「Mr.美東」之美名，

1988 年在賓州州立大學由他主辦的美東夏令會，盛況空前，至今猶被津津樂道。

李賢淇一生奉獻台灣民主運動，名列黑名單之中，父母過世，也無法返台奔喪。他長期支持

FAPA，與另位同鄉會會長陳文源合辦 FAPA 台灣學生領袖訓練營，當時蕭美琴就在 FAPA 服務。

李賢淇返台後也發揮所長，為熱愛的家園做出無數貢獻，他的一生多采多姿，精采的故事說不

完，且容日後再補充。

李賢淇伉儷與年輕時的蔡總統

 摘錄太平洋時報 文／陳如媜

送別李賢淇

2015 年李賢淇教授 80 歲生日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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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台獨理念的志士 -邱義昌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陳南天

於 1966 年與黃雪香女士結婚，1968 年邱義昌來到康乃爾大學，

在陳唐山的介紹下，加入美國台獨聯盟（1966），積極從事對戒嚴封

閉的台灣島內的宣傳工作。當時根本沒有現在發達的網路，連印刷都

相當昂貴，卻不能因為困難而放棄，邱義昌遂和其他夥伴隨機抄寫台

灣地址，從美國郵寄聖誕卡到台灣，宣揚反國民黨的理念。世界性台

灣獨立建國聯盟（1970）成立的同一年，發生了同志黃文雄、鄭自才秘密策畫的「刺蔣案」之後，和黃文雄

一樣在獨盟負責島內宣傳的邱義昌，更是居中協調，發動同鄉募款，不遺餘力。

人緣極佳、人脈甚廣的邱義昌，常常擔任調和鼎鼐的工作。台獨聯盟以在各地「同鄉會」形式，聯繫台

灣同鄉的情感，吸收有志之士。他於 1974 年搬到紐澤西，1977 年擔任美國紐澤西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邀

請郭雨新（陳菊的政治啟蒙者）赴美演講，支持他為了抗議萬年國會不公，與蔣經國競選總統。1979 年美

麗島事件和 1981 年陳文成事件發生，台美人深感與美國國會和政界聯繫的重要性，1981 年成立「台灣人公

共事務會」（FAPA），邱義昌不僅是創會會員，也擔任過紐澤西 FAPA 分會會長。雖然和陳文成家沒有淵源，

卻在 1983 年出任「陳文成基金會董事長」，他巧思舉辦網球比賽來募款，維繫基金會各式運作。

1980 年代台獨聯盟舉辦多次的民眾大會，義昌兄幾乎無役不與，更是戰友王康厚口中的「靈魂人物」。

王康厚之弟王康陸是台獨聯盟永遠的秘書長，1993 年 10 月前往文化大學演講後，從陽明山下山途中，離奇

車禍過世之後，義昌兄也義不容辭擔任王康陸基金會的董事，承繼康陸的遺志，積極參與基金會各項運作。

在 1987 年解嚴之後，邱義昌除了 1993 年短暫回台義氣相挺獨盟同志許世楷、陳唐山的選舉外，主要活

動範圍還是在海外。而解嚴後的台灣，百廢待舉，台灣政局處處受到中華民國體制的枷鎖與阻礙；因為心繫

台灣，1995 年邱義昌協助在華盛頓的國際關係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擔任主任的

蔡武雄舉辦「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研討會。台灣在 2000 年首次政黨輪替之後，邱義昌於 2001 年擔任全

美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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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21 年已經是本土政權二次完全執政，相同的

倡議運動仍持續進行中。邱義昌卸任會長之後，應當時《台灣公論報》（1981 年創辦）發行人許世模之邀，

於 2003 年擔任這個為了抵抗國民黨政權所辦的海外第一份台灣人報紙之副發行人，負責對外公關工作。

2008 年國民黨重回執政，邱義昌和許多海外台灣人仍然努力不懈，串聯不同世代，如 2014 年「紐約哲

學星期五」成立，年輕人眼中直率的他，雖已年近 80 歲，不僅仍會參加活動，也接受邀請至紐約哲五主講，

在論述海外黑名單荒謬歷史的同時，也透過「歷史感」，鼓舞年輕世代勇於政治介入。即便近年的身體狀況

欠佳，治療中仍持續和咱的同志盧主義及楊宗昌夫婦關心台灣、討論「還可以做些甚麼…」。邱義昌代表著

許多淡泊堅定台獨志士的精神，為台灣獨立運動奮鬥至最後一刻。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盟員邱義昌先生於美國時間 2021 年 4 月 20

日下午 3 點 53 分辭世，享壽 86 歲。

邱義昌（1935-2021），嘉義義竹人，是林雙不筆下「安安靜靜

台灣人」的典型之一，見證並參與海外台獨運動的整個歷史。邱義昌

從青年時代在嘉義中學念書起，就曾與許多「獨派大老」許世楷、羅

福全、陳唐山、侯榮邦同窗，台大期間也與蔡同榮等人一同對抗國民

黨的校園組織。畢業後短暫返校擔任助教，旋即到美國北卡（1963）

深造，開始接觸被國民黨視為台獨組織的台灣同學會。



反抗權威人權救援 -莊秋雄

 本文摘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臉書

咱的同志莊秋雄 (Strong Chuang) 於 2022 年 8 月 7 日過

世。莊秋雄自 2002 年罹患鼻咽癌，雖與病痛搏鬥 20 年，仍積

極參與台灣獨立建國的事務。

許多年輕盟員可能不知道，1971 年用來進行台灣島內宣傳

工作用的標誌（「△」和「○」組合成類似「台」字），就是

莊秋雄所設計；1990 年代台獨聯盟黑名單闖關遷台時，「獨立

作伙來，建國咱這代」的口號，也是出自於他的靈感。

作家林雙不曾說在莊秋雄的文章中清楚看見所欲表現的對台灣誠摯深刻的熱愛、抵抗運動中的

純粹性；作家吳音寧則說二舅莊秋雄是一位「反抗權威、為理想打拼的好典範」。莊秋雄（1939-

2022 ）出生於日治時代的台南州學甲庄，在他的自述中提及他原本是出身於富裕的地主家庭，蔣

家政權佔台以後，因為種種因素而家道中落，也讓他的成長學習過程很艱困。但勤勉好學，他在困

境中考上台大土木系，26 歲畢業後於 1965 年前往美國留學。1967 年取得堪薩斯州立大學碩士，

莊秋雄轉往普度大學，並於 1970 年取得機械工程博士學位。從踏上美國留學一直到取得博士學位，

莊秋雄也同時親身參與並經歷海外台獨運動壯大的過程。有三件事情，是莊秋雄覺得他跟台獨運動

最有關係的事情，略作說明如下：

第一、1978-1979 年期間，為了援救台灣政治受難者，莊秋雄投入「台灣人權協會」（FAHR）。

後來透過檔案揭露證明，多虧莊秋雄透過民間外交，以及其他參與美國國會聽證的台灣人如陳文

源、王能祥、陳唐山、許富淵、張旭成和彭明敏等以不同方式參與，使得《台灣關係法》得以在戒

嚴時代訂定，讓美國在日後能以維護台灣人人權名義介入，救援被國民黨羅織罪名的政治受難者。

第二、台灣在 1987 年解嚴，仍有許多海外台獨人士無法獲得簽證回台。1988 年，已經被禁

止回台長達 26 年的莊秋雄，技巧性獲得簽證，回到台灣。同行中還有吳秀惠醫師，她被拒絕入境

時，莊秋雄則趁機場的混亂順利闖關。他接著公開現身，而且上台演講，勇敢突破國民黨的言論桎

梏。所幸莊秋雄順利離開台灣，也鼓舞後來更多人闖關返台。

第三、1995 年前總統李登輝突破中國封鎖而回母校

康乃爾大學演講，莊秋雄公開提問要求李登輝以「台灣總

統」身份發表演講，而不是中華民國總統。這段在康乃爾

大學的驚天一問，後來在台劇中有演出，由台灣基進黨主

席陳奕齊演他的角色 ( 圖左）。看到李登輝執政對台灣民

主化與本土化的貢獻，莊秋雄也不吝一改之前的態度，清

楚表達他對李登輝的尊敬與感佩。

作家林雙不曾說在莊秋雄的文章中清楚看見所欲表現

的對台灣誠摯深刻的熱愛、抵抗運動中的純粹性；作家吳

音寧則說二舅莊秋雄是一位「反抗權威、為理想打拼的好

典範」。

(出處於台灣基進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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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不會結束的一堂課 -梁永三阿伯

 李宜軒

梁永三博士 (1931-2018) ，在過世的前一刻還

在為我們做肉圓，蒸鍋上擺著還沒蒸熟的肉圓，裝肉

圓的盒子上寫著 Oct18,18，時間彷彿凝滯在他離世

的那一天。

永三阿伯可以說是少數恩澤遍布整個大華府台灣

人社團，我們受著他的愛心眷顧，品嘗著他研發出

來的各色小吃。阿伯的手路菜，開始於他的夫人溫

素娥會做各式台灣小吃分享給大家，當時的阿伯是”

二手”，一直到太太過世後，看到她留下來成堆的台

灣小吃食譜，才讓想念太太的阿伯，一樣樣的拿出來

做。

他以科學家做實驗的方法，把製作過程改良，將

食譜標準化。為了讓同鄉每次活動可以大快朵頤，他

大手筆升級烹調配備，像是剉冰機、手工蛋捲鐵板、

紅豆餅機、專業的瓦斯爐、大蒸籠、還有古早味冰淇

淋春捲的磚塊花生糖大刨刀…琳瑯滿目，簡直是台灣

夜市傢私大蒐奇。連台灣的街頭小販，也被他的誠意

感動，願意將做生意的獨家祕方傳授給他。

永三阿伯慈善小吃的事業規模，一發不可收拾，

為了加蓋一個專業的小吃工作室，讓助手們方便工

作，他從藍圖設計到建造親力親為，到底是什麼樣

的情感，讓阿伯能有這樣的堅持 ? 從懷念太太，繼

承太太的心願開始，阿伯用照顧我們表達他愛台灣

最深的情意，而把這份愛心發揮地淋漓盡致 !

永三阿伯是受日本教育長大的人，畢生以嚴謹

的態度奉獻給科學，他一直工作到高齡 82 歲，做到

2012 年才退休。當過台灣同鄉會理事的永三阿伯，

只要是台灣文化中心、同鄉會、台灣學校等社團，

都有他的足跡。他跟大家的感情像家人一樣親密，

在社團有著屹立不搖的父親形象。他對玉蓉、桂琴、春黎、順珍、桂鈴等人，就像女兒般地疼惜。

他退休後大部分的時間，都貢獻給他深深疼惜的台灣學校，專長教日文，為學生添購日文字典

和整套的日文 CD 及課本；為了孫子去學韓文、為了加蓋工業規格的工作室考工程證照、為了中秋

市集搭舞台工程去學焊接，還有為了留傳台語文去學吟詩作詩、吹玻璃、吉他等才藝，永三阿伯孜

孜不倦學習的精神，是後輩的楷模，他留給我們大華府台美人的文化跟情感資產，彌足珍貴，一代

接一代，永遠不會結束的一堂課。

「大人吃了會肥，小孩吃了會大」食物要優先給小孩吃。

「不輸專業的小吃工作室

「不輸專業的小吃工作室



左起 1973 黃根深設計的全美會會徽

1976 黃根深設計世台會的會徽

2001 設計美西夏令會會徽

會徽永留傳—追思黃根深教授

 台美人歷史協會

活躍於南加州台獨運動的先驅黃根深教授於 2017

年 8 月 20 日病逝於南加州，享年 80 歲。這位用畫筆

奉獻許多社團 LOGO，繪畫的會徽，最著名的是全美台

灣同鄉會、世台會、美西台灣人夏令會、美國台灣人

權會、FAPA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NATWA 北美洲台灣婦

女會等十數個社團，這些象徵社團精神的圖騰，如今

昔人已逝，會徽永留傳。

黃根深於師範大學藝術系畢業後，1965 年 9 月

來美留學，1973 年開始在田納西州立曼菲斯大學

(University of Memphis) 教學美術。由於美國人以

Logo 代表自家公司的品牌形象，海外台灣人社團組織

當想要會徽時，就自然找上黃根深教授。

1973 年以後開始替台灣人社團設計會徽，他當時接受台美人歷史學會鄭炳全會長的採訪時，

如數家珍說明其設計的意義，其中和台灣同鄉會的就至少有三個，現今細究介紹，以茲紀念。

1. 全美台灣同鄉會會徽 The Formosan Club of America(1973)：

黃根深當時在洛杉磯，1973 年 10 月許和瑞被選為第二屆全美會長，許會長十分有遠見，遂請

他替全美會設計一枚會徽；同年，許和瑞會長又將《望春風》改為全美會的正式刊物，為使刊物更

正式有代表性，遂把會徽做為《望春風》(1973 年 12 月 ,53 期 ) 封面，正式向大眾宣布全美會有

會徽的存在，這枚也可能是海外台灣人社團第一枚正式官方會徽。

1970 年代，會徽設計必須使用傳統的土法鍊鋼，主要使用圓規、三角板、鋼筆等工具。完成

之後，還要依需要放在刊物得縮小、放在會場要放大，得因應各種狀況，黃根深的韌性，揭開一生

製作 LOGO 的傳奇，每當回想他就開心地直呼簡直是不可思議。

TAA 會徽設計圖案包含三元素，美麗的寶島、筆 = 人材濟濟、稻米 = 農作豐饒。

2. 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會徽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Formosan Clubs(1976)：

   1976 年世台會成立，黄根深再次出馬，他以千里之外，心繫台灣，一場風起雲湧的海外台

灣人運動，在世界各地展開序幕。圖案：在地球上，台灣是唯一存在，同鄉會散發至全球。

3. 美西台灣人夏令會 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West Coast (2011)：

   美西夏令會於 2000 年初期，決定停辦。2010 年初，南加州同鄉又再聯合恢復。黃根深遂再

設計一枚會徽，將美西各地區特色景物，以色彩鮮明排列，象徵來自美西的海外台灣人。

 黃根深至友王秋森教授，以「蕃薯不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湠」，形容黃教授之名「根深」，

一生人如其名，風範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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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熱心台灣民主自由的同鄉老前輩 - 懷念
和感謝幾位先行離世的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前總會長

陳珠琦醫師 Chu-Chi Chen, M.D./ NATMA 前總會長 (2016-2017)

首先恭喜「全美台灣同鄉會」歷經千辛萬苦、步步維艱的來到今日，終於大家可以一起歡慶

50 週年，更難得的是在團隊的努力之下，一本非常重要和有紀念性的台美人史料專輯「全美台灣

同鄉會 50 週年專刊」也即將發行。我想借此機會和同鄕們一起緬懷幾位熱心台灣民主自由的同鄉

老前輩們，他們也是先行離世的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ATMA) 的前總會會長，以表達我們對他

們無私的奉獻的感謝和懷念。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創會會長周烒明醫師 (Professor Samuel M. Chou, MD, PhD. , 

Founder of NATMA) 和夫人吳秀惠醫師，是一對多才多藝、一生貢獻台美人的模範夫妻，甚受台

美人的愛戴和尊敬。周醫師於 1930 年在日本東京出生，1957 年畢業於台大醫學院，1963 年周烒

明醫師於威斯康辛大學成立 Formosa Club，1965 年他在威大召開台獨結盟大會，擔任台獨聯盟的

中央委員長，1968 年周烒明醫師前往西維琴尼亞大學任教。1978 年他被公認為世界傑出的腦神經

周烒明醫師 (1930-09/07/2018)
NATMA 創會會長  前台獨聯盟中央委員長
夫人吳秀惠醫師 (1930-09/22/2022)
克里夫蘭台灣同鄉會前會長  NATWA 第二任總會長

NATMA 總會長陳珠琦醫師 (左一 )頒發周烒明醫師獎章

專家之一。1981 年周烒明醫師轉職 Cleveland 

Clinic。1982 年吳秀惠醫師擔任克里夫蘭同

鄉會會長，並於 1983 年擔任北美洲台灣同鄉

會中西部年會的總召集人，她在這期間和呂秀

蓮、張富美女士等人籌組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NATWA)，並擔任 NATWA 第二任總會長。

1991 年周烒明醫師轉任舊金山的 Forbe 

Norris ALS and Neuromuscular 研究基金會

和該中心的研究部主任，從事肌肉萎縮病的研

究。1997 年即與台灣醫界聯盟到日內瓦推動台

灣加入世衛組織的運動。

有鑑於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NATPA) 於 1980 年成立、運作十分成功；周烒明教授希望能成

立台灣人醫師協會來凝聚台灣人醫師的力量，從事對母國台灣有助益的活動。此構想得到多位台灣

人醫師的支持，最後由芝加哥的林靜竹醫師、聖路易的廖坤塗醫師、洛杉磯的陳惠亭醫師等人於

1984 年 7 月 14 日在東密西根大學 (Ypsilanti, Michigan) 成立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ATMA)，

周烒明醫師獲選為創會首任會長。此後 NATMA 並在全美各地陸續成立分會。他一生中不斷努力促

使這個台灣人的醫師協會繼續茁壯成長。他在西維琴尼亞大學建校一百周年紀念時，被選為該校

一百年來 15 位傑出科學家之一，並在 2014 年獲得日本全國腦神經學會最高外國人榮譽獎。

2016 年 NATMA 年會頒獎給周烒明醫師由夫人吳秀惠醫師陪同



聖路易地區同鄉會前會長廖坤塗醫師是 NATMA 

第三任總會會長。1932 年出生於台灣雲林，畢業

於嘉義中學和台大醫學系 (1958) ，他於 1963 年

由台灣來美，1969 年遷居聖路易市。他為人謙恭

敦厚、認真傑出，熱心公益、是一位極受敬重的病

理學專家。他和優雅美麗，仁慈慷慨的夫人顏雅幸

女士，都是基督長老教會的長老和熱心虔誠的基督

徒。

廖坤塗醫師是北美洲台灣人社區的傑出領袖之

一，他和夫人顏雅幸女士熱心的參與台美人團體的

活動，同鄉們常在他們的家中聚會聚餐，廖醫師總

是出錢又出力，熱心義務的幫忙台灣來的同鄉們、

年輕學生和住院醫師。1974 年廖醫師擔任聖路易

地區同鄉會會長，星期六下午舉辦壘球訓練及比

賽，準備器材和供給點心飲料，他並主辦了非常成

功的中西部台灣人壘球比賽。他家總是旅美台灣同

鄉和住院醫師過年過節的聚會場所。1975 年大聖

路易地區台灣醫學會成立，許多醫師們都踴躍參

加。他擔任第一任會長時將 Bylaws 寫得很完整，

組織健全，活動頻繁，以後它就成為各個社團的樣

板。廖坤塗醫師在 1988-1990 年擔任第三任北美洲

廖坤塗醫師 Kun Twu Liao,M.D.(1932-11/27/2016）
聖路易台灣同鄉會前會長  NATMA 第三任總會長

NATMA 第三任 (1988-1990) 總會長廖坤塗醫師及夫人顏雅幸

NATMA 每年舉辦年會和醫學再教育演講

會。記得 20 多年前周烒明醫師和吳秀惠醫師

夫婦特別抽空來到堪薩斯參加我主辦由平原

區北美台灣同鄉會、NATMA、NATPA 和 FAPA

的聯合會，會中他有很精彩的演講，令來賓

受益良多。周醫師本來是一位傑出的小提琴

家及畫家，他在被診斷罹患帕金森氏症後，

改拉大提琴以幫助他的微細的運動功能，他

也在晚宴時為大家表演了一段大提琴組曲，

令人動容。

周烒明醫師及夫人吳秀惠醫師特別於 2016 年 10 月蒞臨 Las Vegas 參加 NATMA 年會，並接

受 NATMA 頒發的「終身傑出成就獎」，他也給予 NATMA 年會一個動人的演說，當時他説那將是他

最後一次參加 NATMA 的正式活動。周烒明醫師教授於 2018 年 9 月 7 日逝世於北加舊金山，享年

88 歲。吳秀惠醫師也於 2022 年 9 月 22 日離世，享年 92 歲。周烒明醫師博學多智、德高望重、談

吐優雅、堅忍不拔、關懷後輩、是一位熱心公益、愛護台灣的勇敢鬥士。周烒明和吳秀惠醫師夫婦

是值得我們台美人愛戴和尊敬的領袖人物，我們會永遠感謝和懷念這兩位出色的台灣同鄉夫婦。

周烒明醫師和夫人吳秀惠醫師於 2016 年參加最後一次 NATMA 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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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薩斯地區的同鄉會前會長陳照雄醫師是NATMA 第七任總會會長。

他於 1933 年 8 月 2 日出生於台灣台南， 2020 年 10 月 17 日在喬治

亞州逝世，享年 87 歲。陳醫師畢業於台大醫學系，在 1960 年代移居

美國，1975 年他轉到 UMKC 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城的醫學院當腸胃科的教

授。陳醫師與 UMKC 和杜魯門醫療中心建立了非常牢固的關係，他和夫

人李月容女士熱心無私的參與各種台美人的社團活動。陳醫師是一名博

學多聞、成就卓著的學者，他一次指導十幾名醫學生，一直是一位受學

生愛戴的教授。陳照雄博士是 1979 年堪薩斯地區的同鄉會會長，他也

曾任堪薩斯城台商會會長，他在 1996-1997 年擔任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

會 (NATMA) 的第七任總會長，陳醫師在他的任期期間聯合其他台美人的

社團在堪薩斯城主辦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全國聯合大會，全美各地台灣同

鄉踴躍參與，節目精彩，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

我們除了哀悼陳照雄博士的逝世之外，更感謝他做為一個醫師、學

者、導師和領導者的辛勞，也為他獲得的許多輝煌的成就而歡欣。我們

捨不得陳照雄醫師的離去，大家都會很懷念怹，也願他安息。

陳照雄醫師 Stuart Tsau-Shiong Chen, MD, PhD 
(08/02/1933-10/17/2020)
堪薩斯台灣同鄉會前會長  NATMA 第七任總會長

NATMA 第七任 (1996-1997)
總會長陳照雄醫師

NATMA 第七任總會長陳照雄醫師 (右二 )與陳照雄醫師夫人李月容 (前左二 )

台灣人醫師協會總會長時，更以他的領導能力使得各理事、幹事和各分會合作無間，成功的奠下了

NATMA 穩定成長並日漸強大的好基礎。1989 年他當北美洲台灣同鄉會平原區秋令會的召集人並由

NATPA 協辦，由於他幹練的領導能力使得秋令會順利圓滿成功的落幕。他一向都很熱心的參與台美

人各種社團的活動並擔當重任，他也當過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 中央委員和北美洲台灣人教授

協會 (NATPA) 分會長等等職務，他關心和熱愛台灣，義無反顧的為台美人及社區服務。廖坤塗醫

師於 2016 年 11 月 27 日在紐約州逝世，享年 83 歲。他留下了美好的典範和無限的懷念。



海峽和平與安全的保障並爭取國際支持台灣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他當克利夫蘭 FAPA 分會會長，

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也接受在 DC 的中常委職務。游醫師和俄亥俄州 Sherrod Brown ( 州務卿、美

國眾議員、 參議員 ) 私交甚篤，他們對於美國眾議院台灣連線 (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 

和美國參議院台灣連線 (Senate Taiwan Caucus) 的成立及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六大保證的通過頗

有貢獻。他也曾於 1997 年參加在日內瓦的「台灣 WHO 宣達團」。游醫師於 1998 年被推選為 NATMA

第八任總會長。1999 年他組成「海外醫師返鄉服務團」返台訪問全國各大醫學院、醫院，拜訪了

李登輝總統、外交部及美國在台協會 (A Ⅰ T)，此後 NATMA 大約每兩年會率團訪台。他在 2015 年

成功的主辦了北美洲台灣同鄉會中西部夏令營。游祥修醫師帶著一顆愛台灣的心，盡其畢生之力為

追求台灣的民主自由和獨立而奮鬥，凡接觸過他的人都會被他的努力所感動。我們非常珍惜 2016

年 10 月在拉斯維加斯召開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總會年會暨會後旅遊和游醫師一起度過的美好時

光。游祥修醫師因為滑雪跌倒骨折引起血栓併發症，再因此導致腦出血而不幸於 2017 年 1 月 31

日逝世，享年 75 歲。大家都非常不捨游祥修醫師的猝然離去，我們會永遠的感謝和懷念怹。

游祥修醫師及夫人蘇淑瑛和摯友聯邦參議員 Sherrod Brown

熱心追求台灣獨立自由民主的鬥士游祥修醫師於 1941 年 11

月 4 日出生於嘉義溪口，1968 年畢業於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他在台北榮民總醫院完成外科醫師的訓練後到美國深造，最後

定居在俄亥俄州，開始了家庭全科醫師的業務。執業中他被選

為當地醫院醫師會主席和該縣家庭醫師學院主席。他與當地的

開業醫師聯合創立放射科診斷中心和檢驗中心幫助病家。他最

關心的是如何幫助他的母國台灣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的國家。

游醫師和夫人蘇淑瑛女士一向都非常積極的參與台美人社團的

活動。他加入了嘉義同鄉蔡同榮先生在 1982 年創立於洛杉磯的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遊說美國國會推動加強美國對台灣

游祥修醫師 Masao S. Yu, M.D.
(11/04/1941 - 01/31/2017）
NATMA 第八任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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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Taiwan Cares」NATMA 國際義診團活動的

第十五任總會會長 (2012-2013) 許昭雄醫師生於 1943 年

5 月，於 2018 年 5 月 5 日逝世，享年 75 歲。許醫師畢業

於嘉義中學，他在 1968 年自台灣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

業後，曾在台北市立醫院婦產科訓練，1974 年飛美攻讀公

共衛生學碩士，1982 年在費城完成家庭醫學專業訓練後，

轉往南加州開業、服務人群直到 2017 年底才退休。許醫

師曾擔任數年的台灣中國醫藥大學北美校友會總會長，他

在任內展現服務的高度熱忱。許醫師積極的參加以台灣關

許昭雄醫師 Chao-Hsiung Hsu, M.D.
(05/1943 - 05/05/2018)
第十五任總會長
「Taiwan Cares」NATMA 國際義診團

NATMA 第十五任總會長許昭雄醫師與夫人蘇玲芳 第 15 任會長許昭雄醫師到友邦義診

懷為主題的中南美洲國際義診，包括哥斯大黎加、格瑞那達、巴拿馬、瓜地馬拉、海地、尼加拉瓜、

多明尼加、貝里斯等國，一面義務的醫治病患一面為台灣做國際外交，他也曾參加在日內瓦的「台

灣 WHO 宣達團」活動。他在完成 NATMA 總會長職務後擔任了 NATMA 基金會總會長，並且設立了編

輯委員會，與林榮松，賴寅雄，黃勇儒，陳行五，許宗邦，許正雄，林福田等諸位醫師在 2014 年

8月共同編篡《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國際義診十周年紀念專輯2003-2014》，他在首頁寫下了「施

比受更有福」，書中記載了 NATMA 歷次國際義診的活動搭配林榮松醫師實地拍攝的精選照片，這

是一部現代台美人的珍貴史料。許昭雄醫師連續好幾年都主辦了以 NATMA 會員與台美鄉親為主的

歐洲河船旅遊，廣受北美洲醫界同仁與眾多台美鄉親的喜愛。許昭雄醫師長年累月勞心勞力的工作

和服務人群，他有幸有賢淑的夫人蘇玲芳女士朝夕相伴鼎力幫忙。蘇玲芳女士也在許醫師的告別式

當天晚上追隨許醫師離世而去。我們都為許醫師夫婦的離去而悲傷惋惜，我們再也看不到旅遊時許

醫師開心的拿著相機到處照相的天真笑容了，我們感謝許昭雄醫師及夫人的熱心服務和貢獻，我們

會永遠的懷念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