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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同鄉參加同鄉會機緣各異，但唯
一共同目的，是從未忘記哺育我們長大
的母親 - 台灣，牽繫著我們的歡喜及憂
愁，只想盡心在美國深耕以維護故鄉周
全，免於任何災難；
        同時，我們也想讓子孫，不只安身
立命，而是以擁有台美人血統為傲。所
以，同鄉會需要依靠每位同鄉的傾情投
入，才足以展望更長遠、更遼闊的未
來。
        如今瞬息萬變的局勢，翻開下一
頁，讓我們縱向理解歷史，橫向了解彼
此，攜手再戰 50 年。



Found in 1970
台灣民主脈動        不能沒有你
如果你是圍觀者    請你成為關懷者
如果你是關懷者    請你成為投入者
如果你是投入者    請你成為行動者
遇暴風不失勇氣    
逆風而行…很累很慢
但絕不會失去方向



大紐約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會長 劉佩芸 (2019-2022 )

　　紐約市是美國的第一大城、金融中心，也是媒體業的重鎮；1967 年左右，美東地區台灣留學生群

集，並組成所謂的「East Coast Formosan Club」就是「美東台灣同鄉會」的前身，當年最大聚會

就在聖誕節前後的週末，許多同鄉聯誼還結成連理。紐約地區的台灣人留學生聚會，開始並沒有特別

強調任何的政治主張，經常在哥大附近的國際學社(International House)，及河邊教堂(Riverside 

Church) 舉行，民風比較開放，同時，台灣意識的興揚，也悄悄的展開，主張台灣意識的思想與討論，

在留學生中廣為傳播，而慢慢的 Club 被視為帶有政治色彩的團體，遭受來自當時國民黨政府及部份

少數有心人士的攻擊、損詆，反而使得一些留學生開始積極參與走上海外台灣運動之路。

　　1970 年六月一日，美東台灣同鄉會、芝加哥台灣同鄉會與洛杉磯台灣同鄉會共同組成「全美台

灣同鄉會」，在華府登記註冊，英文名稱為「Formosan Club of America, Inc.」。在成立的同時，

美東台灣同鄉會改組為全美台灣同鄉會大紐約分會，原屬美東台灣同鄉會的波士頓、康州、綺色佳、

費城、巴爾地摩、華府等各分會，則各別加入全美台灣同鄉會。

　　1971 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加上美國與中共建交，位於國際政治舞台中心的紐約，同鄉也全

力參與各項抗議活動，當時的民眾大會在紐約召開，有近 2千人參加。隔年在華府也舉辦另一次活動，

1975 年，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第二届年會是在紐約舉辦。

　　1980 年代隨著美國移民法修改，非留學生的台灣移民大量湧入，同鄉會的活動地點，以留學的

曼哈頓校區，遷移到皇后區，特別是法拉盛地帶。在台灣會館成立之後，也變成了包括台灣同鄉會及

各團體的中心。

　　過去的五十多年，在各位會長的帶領之下，就以「提高台灣人在美國的能見度」為目標，辦了許

多大型的活動。其中有些至今仍是年度的重點活動。例如在 1980 年代，紐約市曾舉辦過大型的移民

遊行。各個國家的移民，都使出渾身解數，把自己國家的特色穿出來。我們不只穿上民族服裝，粉墨

登場，讓在場的美國媒體為之驚艷；為了和中國移民區別，也爭取到排在以「Ｔ」字為開始的順位以

Taiwan 亮相，而不是排在「Ｃ」(China) 後面，講到當年在排位上鬥智鬥勇，許多長輩至今還津津

樂道。

　　1990 年代台灣政治風起雲湧，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為支援台灣國內的反對運動，本會和其它同

鄉會合作付出很大的努力。例如，發起一人一信的請願活動，遊說美國的有力的參眾議員，向當時一

黨獨大的國民黨施壓。連參議員泰德甘迺迪 (Ted Kennedy, 總統約翰甘迺迪之弟 ) 也驚嘆於同鄉會

UN for Taiwan 動員能力超強

1986 年移民大遊行228 紀念會 1986 年移民大遊行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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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左右，前會長黃靜枝有感許多移民都會舉辦嘉年華 

(street fair)，希望台灣也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文化宣揚管

道，因此設立「 Passport To Taiwan」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

巡禮。這個活動到現在都還在舉辦，每年有數十個攤位，擺出

各種台式小吃、手做玩具、文化體驗，讓來訪的紐約客感受到

如身在台灣的體驗。一天內有數萬名紐約客前來嚐鮮，紐約時

報也曾報導過。有當紅的 Youtuber，因為來過 「Passport To 

Taiwan」感覺很有趣，因此造訪台灣！

Passport To Taiwan 文化巡禮

聚餐郊遊

近年規模擴大 UN for Taiwan

台灣巡禮 Passport to Taiwan

早期的 UN for Taiwam

長島一日遊

年年爭取從不放棄 UN for TAIWAN

的動員力。

　　另外，賴弘典前輩因為聯合國總部位於紐約，因此發起了「UN for Taiwan」的活動。每一年，

美東區很多台灣人，會從波士頓、費城、華府等地特別聚集一堂，在聯合國總部前抗議「台灣不能成

為聯合國一員」的不公。其中，大紐約台灣同鄉會不僅年年參與，更是主辦或協辦這個活動許多年；

同時多次抗議活動也得到紐約時報的報導，並曾出現在其頭版的版面，深入報導台灣問題。

　　除了向外宣揚台灣的價值之外，大紐約台灣同鄉會也因身處政治人物常常拜訪的紐約，因此有機

會接待台灣的政治人物，並為他們辦演講或募款。例如，陳水扁總統在市長連任失利時，就曾拜訪過

紐約，和前輩們深談後大獲鼓勵。蔡英文總統在上任前與上任後，都曾過境紐約，並得到許多鄉親溫

暖的支持。

　　近年來，大紐約台灣同鄉會致力於年輕化，也花非常多心力幫助會員，融入美國社會；例如，我

們辦很多職涯講座，協助剛從學校畢業的留學生或第二代如何修改履歷表，如何在求職的過程脫穎而

出等等。為了讓年輕的會員能夠拓展社交網路，也舉辦中秋烤肉、火鍋卡拉ＯＫ歡唱、採蘋果、旅遊

等軟性活動，讓年輕會員們能多認識彼此，本會也因此成為紐約市台灣年輕人的第一大社團。

　　目前，大紐約台灣同鄉會的理事會，幾乎清一色都是年輕人，個個充滿幹勁，為紐約的台美人服

務。企盼他們能承先啟後，承繼同鄉會優良的傳統，繼續為台灣人在美國的能見度而努力。



大費城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Greater Philadelphia Chapter 
王博文 Powen Wang

　　1950 年代初，已有少數年輕的台灣人開始來到費城及其附近地區，大部分是剛從大學畢業，前來

大學研究院深造的留學生。其中有些是醫生前來這地區的醫院追求高級專科訓練。隨著人數逐漸增多，

他們之間互相尋找聯絡，形成密切的聯絡網。由於他們強烈的台灣意識和認同，導致他們於 1960 年組

織並建立費城台灣同鄉會 (Formosan Club of Philadelphia)。這是美國最早台灣同鄉會之一，也是

全美台灣同鄉會大費城分會（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Greater Philadelphia Chapter,  

TAAGP）的前身，創會會長連華圻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生。

　　1960 年代，同鄉會的會員繼續增加。定期舉行集會，慶祝台灣和美國主要節日，例如，農曆新年、

端午節、中秋節、感恩節、聖誕節等；夏季則舉行野餐；同鄉會也舉行各種議題的研討會。居住在德拉

瓦州和南澤西州的台灣家庭也應邀參加。最初，所有的聚會都在賓州大學附近的 Tabernacle 長老教會

舉行。1970 年初，集會場所必須搬到可容納超過 400 位以上與會者的賓州大學休斯頓廳，以應付與會人

數的繼續增加。直到南澤西同鄉會及德拉瓦同鄉會在 70 年代中期各自成立，問題才解決。

　　在 1971 年，蔣介石政權失去聯合國的會員席，很多已經完成學位的留學生，都深表關心他們所熱

愛的故鄉，面臨岌岌可危的局勢。那時台灣本土的鄉親都生活在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和戒嚴下，如果要

回台灣，他們必須考慮自己不確定的未來。很多留學生都已經被美國大量的就業機會和民主生活吸引了，

絕大部分選擇在美國歸化定居下來，一旦定居下來，這第一代台美人都努力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對這個多

種族國家“Melting Pot”作最大貢獻。

1964年第一排左起陳哲文 (會長 1961)、王人紀 (台灣獨立
聯盟主席 1968-69)、3F Founding林錫湖及盧主義會長、羅福

全 (會長 1964)、及駐日代表 (2000-04)

1961 年左起陳以文 (會長 1965)、劉明燦 (1962)、莊小姐、
王博文 (1988, 1989, 2004)、 連華圻 (創始會長 1960)

1966 年 8 月夏日遊湖前排李儒英 (會長 1970)、羅福全 ( 會長
1964) 及毛清芬領軍

2010 年大費城同鄉會慶祝 50 週年
(黃小芳提供 )

1961 年歡迎 1960 年奧運銀牌楊傳廣 (第三排左三 ) 聯絡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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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了在大費城的所有台灣人和整個當地社區，貢獻台灣人的才智和資源，改善社區和社會服務。

2. 旨在鼓勵其成員促進或贊助美國民主的方案，和履行其對美國的義務。

3. 識別後代在教育和文化保存方面的各種需要、以此培養一個健全的台裔美國人。

4. 增進對人權和人類服務的相互瞭解和關注，統整協力所有台灣人組織的團結合作。

　　1977 年通過的同鄉會會章是連擇仁 (1976)、邱文雄 (1977, 2007) 和吳明雄牧師共同草擬的，吳

明雄牧師後來回到台灣担任台南神學院院長。

1. 台美人社區獎學金 : 每年頒發 20 多個獎學金，給在大費城地區將升大學的高中畢業生，不分性別、

  種族、國籍或家庭收入。獎學金來自匿名捐款人、同鄉會會員、廖進興紀念基金會和費城台灣感恩基

  督教會。

2.世界少棒冠軍賽 : 每當台灣少棒隊代表亞太地區來Williamsport PA比賽時，同鄉會會員前往加油。

   2009 年我們邀請來自桃園少棒隊，觀賞美國職棒大聯盟球隊在費城市民球場的比賽。

3.台灣進入聯合國：同鄉會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的活動。2015年我們歡迎「台灣進入聯合國聯盟代表團」

  來到費城。

4. 支持美國癌症協會主辦的活動 :(1) 亞裔美國人健康意識的提高，組織台灣隊參加美國癌症協會主辦

   的「為對抗乳癌而走」的活動。此外，還有如乳癌、大腸癌、乙型肝炎、及骨質疏鬆症等研討會。

5. 參加國際春節：同鄉會參加每年吸引超過 5 千名觀眾的國際春節活動。

6.台灣巡禮：同鄉會支持每年5月在紐約舉行的亞太傳統月、也參加在費城舉行的亞太傳統月慶祝活動。

7. 同鄉會支持在本地大學的台灣學生會、也支持和配合北美台灣醫學會在費城舉行的活動。

　　歡迎想加入的同鄉，請大家參考 www.taagp.org，歡迎與我們聯絡。

費城台灣同鄉會的宗旨

同鄉會例行活動

2018 年左起王博文、翁進治、謝己、王
盈蓉、王麗愛、柯敏雄

2020 年 228 紀念活動 (黃小芬提供 )

2016年第 14屆大費城台美人社區獎學金頒
獎 ,獎學金負責人王博文 (左 )，費城台灣同

鄉會會長謝己 (右 )，與部分得獎者

紀念 228 費城教會感恩合唱團演唱

2020 年台大李彥輝醫師主講緬懷 228
事變中死難被捕逃亡的前輩醫師

慶祝新年

謝己會長創立大費城急難救助協會

　　1970 和 1980 年代是台灣的留學潮時代，同時來自台灣的大批新移民也湧進美國。然而，1990 年代

後，由於美國就業市場和移民法的改變，同鄉會會員的結構逐漸變化，來自台灣的留學生逐漸減少。現

在同鄉會的成員均由第一代留學生台美人及其後裔，和較新的台灣移民所構成。



大雷城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Greater Richmond Chapter
 林上正

　　維吉尼亞州是美國古老的一個州，以「老自治領區」為綽

號，美國開國十三州之一，也是 8 位美國總統的誕生地，號稱

「總統之母」。2020 年維吉尼亞州人口 863 萬，在全美 50 州

排名第 12。州內設 95 個郡，州府為里士滿（Richmond）。其

它主要城市有諾福克（Norfolk）和維吉尼亞海灘 (Virginia 

Beach)。由於首都華盛頓面積狹小，美國防部（五角大廈）就

設在波托馬克河南岸維吉尼亞州內，五角大廈可容納三萬人辦

公，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單體辦公大樓。

　　2003 年在數位熱心同鄉的努力籌劃，由許皇城、戴聰明、

李少山制定完美的章程，戴聰明設計精美會旗之後，台灣同鄉

會大雷城分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Greater Richmond Chapter) 終於誕生了。

許皇城擔任首任會長，之後的會長分別為楊鎮華、魏綸言、李菁華 / 鄭毓文、歐興隆，而到現任的林

上正。 

    2003 年許皇城會長任內曾經造訪到本會的貴賓，2006 年 2 月 11 日「大雷城台灣同鄉會會訊」

記錄，在邱明生醫師的家宅中舉辦同鄉會，約有 30 人到會，有來自紐約台灣海外網的蔡明峰及遠從

台北來的郭弘斌、曹濟平及在佛州加入的陳博文共襄盛舉。蔡明峰講出未來是網路世界的天下，並希

望在大雷城能建立記者群，鼓勵大家作公民記者，為台灣發聲。郭弘斌講台灣歷史、曹濟平教導大家

運用電腦的 Moviemake 製作影片，如何以影片、照片配上音樂、文字 ( 含片頭、片尾、中間插文 )、

轉場等多種特效，製作職業水準的影片。後來郭弘斌指導大家如何使用「嘸蝦米漢字輸入法」輸入漢

字，全場在歡樂中學到快速的漢字輸入法。會長許皇城還曾邀請旅居美國 40 年的知名台裔會計師王

能祥到華府南部維州首府雷治盟 (Richmond) 講演。

　　同鄉會每年皆有一次公園烤肉聚會，有位同鄉的烤鮮魷魚和秋刀魚非常到味，人人稱讚，也會邀

請在附近大學就讀的台灣留學生來共話家常，平日大家固定相約打排球、網球，或在林中漫步享受大

自然，年終還有感恩節的餐館聚餐。

大雷城台灣同鄉會

台灣海外網教學公民記者 公園烤肉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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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友台的智庫學者葉望輝合影感恩節聚餐

大雷城知名影星吳恬敏與父親吳教授Fang-Sheng Wu
(吳教授提供 )

優秀的台灣同鄉大雷城知名鋼琴家
Michelle-Huang(Michelle Huang 提供 )

　　雷城離華盛頓 DC 不遠，開車不到兩個半鐘頭，所以當 DC 有特殊的節目，如有台灣貴賓或訪問

團光臨，熱心的同鄉們都會共乘開車前往參加。例如，2011 年時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來華府訪問，

幾位同鄉趕往參加聚餐。2012 年台灣總統大選來美國造勢活動，也有不少同鄉前往助陣，因為雷城

是附近最大的都市，會長還被邀上台揮動大旗加油，非常難得。

　　2017 年慶祝美國總統川普就職，來自台灣代表團一行，

在團長游錫堃率領下於 17 日晚抵達華府，在 20 日參加華府

國會山莊舉行的慶賀活動，雷城幾位同鄉於 21 日趕到華盛頓

首府去歡迎代表團，也很高興能和非常熱愛友善台灣的葉望

輝 (Stephen J. Yates) 合影。

　　歐興隆會長上任期間，開始每個月一次的同鄉餐館聚餐，

大家有更多相聚的機會，都很珍惜彼此互聊的美好時光。有

次此地一位吳教授的女兒吳恬敏 (Constance Wu) 擔綱女主

角，主演電影《Crazy Rich Asians》在美國主流紅透半邊

天，難得雷城出了位漂亮的大明星，是大雷城同鄉會的台灣

女兒，大家圍著星爸問長問短，好不熱鬧！

　　另一位優秀的台灣同鄉也要特別介紹，是在 Richmond 

Symphony 交響樂團的著名鋼琴家 Michelle Huang，她是美

國鋼琴界閃閃發亮的明星，在雷城時我們很幸運地這幾年，

喜愛音樂的同鄉每年相偕到 University of Richmond 欣賞

這位年青鋼琴家美妙琴韻的演奏會，可惜去年她和先生搬走

了，遺憾的是正逢 Covid-19 猖狂，同鄉會沒能為他倆送行，

但我們永遠會懷念她那美極了的琴聲，尤其是她總會在演奏

會，放入台灣歌謠的創作曲或改編曲。

　　武漢肺炎已兩年多了，大家很久沒聚餐見面。最近美國

疫情似乎稍緩，會裡也已開始安排活動，希望同鄉平安順心，

能一如以往踴躍參加。

    恭賀全美會 50 週年有成，本會雖然歷史尚淺，但愛護

台灣絕不落人後，也有信心向未來 50 週年勇往前進。



匹玆堡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 Pittsburgh Chapter 

胡敏雄 郭向榮 

　　匹茲堡台灣同鄉會在 1969 年成立至今 53 年。台灣俗諺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美國有「一波士頓、

二費城、三匹茲堡」；和台北淡水河一樣，匹茲堡也是號稱三河匯聚之城，靠天然水運之便，匹茲堡形成

美國早期工業重鎮，更有許多知名學府，諸如卡內基美隆、匹茲堡大學等，自 1960 年代開始，吸引眾多

的台灣學子來留學，學成在此就業的也不少。

　　離鄉背井的思鄉情懷，探索建國之夢，1968 年羅福全在費城賓州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於匹茲堡

就業，1969 年他與黃東昇、柯耀宗、柯烱輝等幾戶年輕的家庭，共同創立匹茲堡台灣同鄉會，熱心照顧匹

茲堡的台灣留學生。當時羅福全的住家及庭院，之前一直是台灣同鄉會的運作中心，包括作為留學生結婚

場所，直到他 1973 年初，離開匹茲堡去聯合國就職為止。

　　之後，同鄉會開始在各大學及周邊的教會、公園，借用場地，舉辦中秋迎新會、春節聚餐，如水餃會、

桌球賽、橋牌賽、生活座談會、賞楓之旅、台灣來訪名人如黃信介、呂秀蓮、李喬、楊青矗、黃春明、高

俊明等民主先進的演講。當然更有關懷台灣的種種活動，譬如，1979 年 12 月 10 日美麗島事件發生，15

日在匹大的 Lawrence Hall 舉辦座談會，吸引同鄉及國共各路人馬，座無虛席，連走道都擠滿了人；18 個

月後，卡內基美隆教授陳文成被警總約談，警總放了座談會上有他發言的錄音帶，隔日陳文成就被陳屍母

校台大校園，引發全美各地，尤其本地在奧克蘭校園街區的示威遊行，控訴校園特務的惡行。

　　早年，匹茲堡同鄉會與各地同鄉會互動頻繁，邀請各地同鄉會相聚野餐烤肉；或者外訪，東至華盛頓

特區，西抵中西部的克里夫蘭、哥倫布、密西根州，北達紐約州如水牛城、Syracuse，每次聯誼必有壘球賽；

匹茲堡同鄉會壘球隊頗負盛名，人才濟濟，作過多次壘球隊長的蔡正隆就是南征北討的大將之一。

　　我們也歡迎支持由台灣前來匹茲堡的表演和競賽團體，最知名的是代表亞太區參加 Pony League 小馬

級世界青少棒錦標賽的台灣青少棒隊，自參賽以來，已榮獲 11 次冠軍，近期在 2015 年、2016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2 年，均奪得冠軍凱旋而歸；2018 年、2019 年的冠軍，更促成台灣隊連續兩年在美贏

得 Pony League 的少棒、青少棒及青棒「三冠王」的美譽！

聲援台灣民主

難忘的壘球賽及小馬青少棒隊

中秋節野餐

全國普查推廣填寫「台美人」活動

迎新會

參加匹茲堡留學生餐會 慶祝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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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我們的固定活動，基本上是毎年安排農曆新年、母親節以及中秋迎新聚餐，或中秋野餐等活動，

活動熱鬧，每次都超過百人參加。另外，還常舉辦講座，除醫療養生講座外，亦曾邀請過民主前輩黃昭堂

教授、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前監察委員黃煌雄、和辛辛那堤同鄉王泰澤等來演講。並且每年鼓勵同

鄉參加台灣人夏令會，尤其 2011 至 2017 年間會長、副會長率隊參加美東和中西部的夏令會。2013 年春天

合唱團成立，成為活動最佳表演團體。

　　響應災害慈善募款一向不落人後，自 2011 年起更連續贊助「匹茲堡台灣學人學生會 」(Taiwanese 

Scholar Society in Pittsburgh，簡稱 TSS) 舉辦的中秋迎新和新年晚會，並且參與支持 2014 年台灣電

影《KANO》的放映，2015 年《太陽花一週年 - 回顧與展望》的紀念活動，以及 2016 年台灣電影《52Hz，I 

Love You》的特映會。此外也於2019年7月贊助支持「匹茲堡哲學星期五」成功主辦《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在匹茲堡的首映會。

　　同鄉會曾參加匹茲堡松鼠區於 2017 年舉行的夜市攤展，以海報和書法、美食介紹台灣。2018 年主辦

「2018 文化慶典 - 台灣特技團」表演，招待約 750 多名美國主流人士及鄉親共賞，以台灣多元文化為底的

創新表演，國際友人讚譽有加。

　　2019 年 4 月時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新興、駐紐約經文處長徐儷文、駐紐約文教中心主任黃正杰等一

行五人，前來匹茲堡關懷鄉親，這是首次有多位來自國內官員造訪此地與鄉親互動。為配合台灣政府建立

海外急難救助平台，2019 年 10 月同鄕會鄉親為主力成立「匹茲堡台灣人急難救助協會」，成為僑委會分

佈全球各大城市第 84 個急難救助協會，就近幫助急難事件需要救助的僑胞。

　　2020 年由於武漢肺炎肆虐許多行程終止，同鄉會的重點工作轉而為鄉親購買台灣製醫療口罩應急並且

適時提供防疫資訊。

　　2021-2022 年的理事團隊展開創新數位活動，舉辦「數位標誌徵圖競賽」，優勝作品分別應用於通訊

錄封面或製成活動看板，極獲好評！ PayPal 線上付款、台灣鄉親專屬的工商廣告平台也正式啟動。台灣

造型手工抱枕、各種節慶的彩繪餅乾義賣及影片製作、聖誕節看花燈、保齡球大賞等活動都熱鬧的展開，

並修改組織章程、擴展會員卡消費折扣網、且協辦「解方論壇」兩場關懷台灣的線上演講。還有因故停頓

已久的壘球活動，於 2015 年春天壘球社的成立風華再現後，近年更是多次舉辦聯誼賽，2021 年春天更和

大華府台灣同鄉會一同成立籌備委員會，成功促成暑假在馬里蘭州 Rockville 舉辦的壘球友誼賽。希望藉

此重拾往昔風華，帶動壘球賽成為各分會間交流的運動。 

　　歡迎大家以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TAAPittsburgh 或網站 https://www.taapittsburgh.org/ 

與我們聯繫。我們鼓勵年輕的一輩加入理事團隊以茲傳承，彼此互相扶持並且永續關懷台灣。

高朋滿座的演講活動

國民外交不遺餘力

吳新興委員長和徐處長來訪

壘球友誼賽加油團

2022年疫情過後的中秋節野餐歡樂落幕

匹茲堡壘球隊風華再現 迎新春節原住民舞蹈表演



巴爾地摩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Greater Baltimore & Columbia 

黃美鳳會長 (2020-2021)

　　1963 年陳淮崇 (Norman Chen) 舉家搬來巴爾地摩，發現本地沒有聯繫台灣人的組織和活動，於是與夫

人何文英 (Fumi Chen)，從電話簿尋找台灣人的名字，並挨家挨戶去電聯繫，得以發現 1960 年代初期，巴

爾地摩和首都華盛頓DC地區的台灣人，總共不過百人左右，由於他們伉儷的毅力，於是於1964年集成「巴

爾地摩台灣人名錄」，開始一一聯絡博感情。

　　1965 年初舊曆新年，台灣同鄉在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感懷推動下，終於集結第一次新春晚會，這就是巴

城台灣同鄉會的前身，並推舉陳淮崇為第一任會長。之後每幾個月都有活動，是一個獨立的台灣人地方社

團，創會會員中有一半是霍普金斯 (Johns Hopkins) 醫學中心的實習或住院醫師及其家屬，另外也有一些

留學生，及初出社會的專業人士，此彼志趣相投，惺惺相惜，都是來美國的年輕第一代，十分優秀的台灣

人，也是本會開創先鋒。

   1967 年正式邀請華府的台灣同鄉共同活動，並續編「Greater Baltimore/Washington 台灣人名錄」，

成為大家聯繫感情的重要利器。是年農曆新年聚會，陳淮崇擔任擴編後的第一任會長，名稱是「Baltimore/

Washington Formosa Club」或「Baltimore/Washington Formosan Association」，正式名稱已不復記憶，

持續運作。當時經常選擇在巴城與華府之間辦活動，聯絡同鄉情誼，例如夏季在公園野餐或在 Chesapeake 

Bay 水邊品嘗馬州著名的螃蟹。可惜礙於當時海外台灣人被蔣政權監控的處境，為了減低參與者的顧慮，

從來沒有拍照留念，至今回想甚為遺憾。

　　1969 年華府的會員決定與本會分進合擊運作，另組華府台灣同鄉會。

　　早年同鄉會或 Formosa Clubs 的成立都是各自獨立，是由各地熱心的在美國的台灣鄉親為了促進台灣

人親睦敦誼，和爭取台灣人的獨立意識而組成，平時各地並沒有廣泛緊密的互相聯繫。當時由於蔣政權在

台灣海外佈滿爪牙，想方設法滲透到鄉親組織，施行白色恐怖與監控海外黑名單，於是當有大型的抗蔣遊

行活動時，各自分立，反而比較能為保護成員人身安全及方便動員。

彩繪燈籠

2022年與大華府長樂會共度中秋節

州參議員共度新年喜拿紅包

2022年歡度中秋佳節

新春晚會

端午節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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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野餐會

參加主流防範自閉症活動 民進黨卓榮泰主席演講

National Night Out 活動

蕭美琴大使演講

駐美代表蕭美琴大使於華府僑教中心台灣石雕前

　　1970 年全美台灣同鄉會 TAA 在 DC 立案成立，由於「全美台灣

同鄉會」是後來才成立的組織，成立之初並沒有和當時已經存在的

一些 Formosan Clubs 或同鄉會聯絡。經歷好多年之後，各地方社

團才透過「全美台灣同鄉會」連結起來，並逐漸加入成為各地分會。

所以「Baltimore Formosa Club」也於 1970 年代改名巴爾地摩台

灣同鄉會，英文簡稱 TAA-GBC。

　　1996 年台灣總統直選，解嚴後的台灣循序進入民主時代，同

鄉參加集會也比較不用擔心，每年會內除了農曆新年聚會、端午

節、中秋節，家鄉最重視的三節集會，鄉親幾乎全家福有的是三代

都來參加，除了邀請台灣政壇重量級佳賓演講，我們還有固定旅

遊及參加主流的活動，例如，參與主流的 Maryland Governor’s  

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Month Celebration，還有地

方「National night out」擺攤活動，及參與主流其他活動。

　　我們非常感謝首屆會長陳淮崇伉儷當年無畏白色恐佈的打壓，

不僅直接參與本會的創立，在 1969 年也協助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及

1973 年中部紐澤西台灣同鄉會的成立，早期資料是由創會會長陳淮

崇與夫人講述，他們目前居住在內華達州雷諾城。

　　巴爾地摩台灣同鄉會自 1965 正式成立，至今邁向第 57 年！感

謝前輩們的努力和付出，歷任會長及會員們的互相扶持。本會會員

們持續和主流社會良好互動，以及熱愛台灣的心也永遠堅強！本篇

非常感謝李宜穎及游敏協助編輯。



北澤西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Northern New Jersey Chapter 
Peihuang Chen

　　北澤西台灣同鄉會是由首任會長許盛男醫師和許多當時住在北澤西的熱心台灣同鄉於 1981 
年設立。第二任會長樊豐忠醫師起草最初的北澤西台灣同鄉會章程；2005 年李春紅會長任內，註冊北澤西

台灣同鄉會為 501(c)(3) 非營利組織時，曾修繕章程並正式登記；2018 年為使章程能符合理事任期、職

務等等實際需要，當時即將接任會長的陳振庭律師，應理事會委託增修章程條文，並在當年年會公佈通過

後再次登記。北澤西台灣同鄉會歷年來為凝聚同鄉感情並造福社區，集合在地的同鄉主辦或參與各種社區

活動，以及促進台灣同鄉和當地主流與各族裔社區進行文化交流，彼此團結友愛和互助，並且發揚台灣文

化，提升台灣能見度。 

　　本會成立於 41 年前，目前大約有 300 位成員。早期的成員多為醫生，但隨著越來越多台灣留學生在

美國工作、定居，不斷吸引著各種背景的專業人士加入。每年，成員們都樂於參加台美之間的各種文化交

流活動，以此來展現台灣文化和台灣社區的風貌。

　　在受新冠疫情影響之前，有許多固定的一年一度的活動，最大型的是新春晚會暨年會，每年參加年會

宴會的會員和友人常達 200 人以上，之前幾年常辦的年度活動包括高中生獎學金、「Passport to Taiwan 

」香腸攤位、青年就職工作坊、六月聯合野外禮拜及野餐、台語研習班、秋天迎新烤肉聯誼、九月組隊參與「 

UN For Taiwan」遊行、年底編印年度通訊錄、農曆過年期間的年會宴會等等。在各項活動中年會尤其重要，

是一年復始會員友人團聚聯歡的宴會，也是一年一度報告會務，並改選理事會成員的重要集會。不論是早

期為台灣民主奮戰，或是 1996 年後抗爭中國併吞台灣的野心，本會因為地緣交通便利，會和其他美東各

會在活動進行聯合舉辦或協辦。相信很多鄉親們都同意，同鄉會過去這麼多年提供給我們一個不可或缺的

平台，讓第一代移民有機會表達對台灣的關懷，與緬懷思鄉之情，第二代台美人生長茁壯。

　　我們也面臨許多台美人社區所面對的問題，十多年前就開始思考同鄉會的功能是否應該改變了 ? 首

先，隨著歲月流動與台灣社會的發展，過去數年由台灣來美的留學生和移民已經大為減少，第一代台美人

漸漸老化，換成第二、第三代在我們所選擇居住的美麗家園生長及發展，除了提供過去固定的活動，因為

第一代許多陸續退休，服務內容也增添頤養天年的講座及運動郊遊等娛樂，有的同鄉搬離返台或是隨著兒

女落腳處遷移。

2004年 2月參加美東牽手護台灣

2008年聯合野外禮拜及聚餐

2007年新春暨年會 2016年主辦蔡英文總統就職餐會會長呂佩璜策
劃、李惠仁醫師主持約130人參加

2017年新春年會熱鬧滾滾  
(柯金寅攝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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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曾經昔往對抗獨裁年代，我們與駐美代表處或台灣文教服務中心等外交機構，是誓不兩立的對

抗，後來 1996 年總統直選，2000 年後政黨輪替，換我們台灣人出頭天當家作主，就開始初步互動及探索，

當時深怕被利用同化的擔慮，記憶還很深刻，隨著小英總統第三次政黨輪替，本土意識政治深化等等因素，

我們也和駐外機構保持良好的互動。 

　　2017 年募款及公佈設立獎學金頒發的辦法，選出北澤西 3 個郡 Bergen、Morris 及 Passaic，共發放

三位高中生獎學金，每人 500 美元，將於該校畢業典禮時由北紐澤西台灣同鄉代表來致詞並頒獎。

　　再來就是我們也面臨是否該希望心愛的台美子孫，能夠有一個較為深刻的台美人意識 ? 是否希望他們

知道祖先的來歷、故事與文化 ? 同鄉會是否能夠繼續擔負幫助強化台美人地位的社團 ? 同鄉會將來是否

應該台語、華語、英文並用，繼續打造一個給第二及第三代台美人覺得有用且心有歸屬的平台 ? 這些都是

我們面臨的瓶頸。我們試著讓第二及第三代能夠有機會彼此認識，並和同樣身為台美人的子弟相聚或談論，

他們身為台美人所面對的問題，或是為年輕世代舉辦他們需要的講座，像是就業或技能訓練的講座。以上

的難題很嚴肅，影響同鄉會將來應走的路線，同鄉會需要面對、思考及決定，我們的同鄉會才能再向50年、

60 年邁進。

　　目前我們最想做到的就是傳承，所以會鼓勵住在紐澤西同鄉的兒子、女兒、孫兒、孫女，或請他們相

識的台美人朋友一起來參加，像是舉辦的年會、台美傳統週、肉粽節等節慶活動，如果年輕人夠多，我們

會盡量安排讓他們坐在一起談天說笑，希望他們能和我們一樣享受當年同鄉交誼的愉快，然後慢慢有機會，

請他們負責一些活動進行交棒。

　　新冠疫情後，因為防疫考量停辦 2020 年會，2021 年春天由當時擔任會長的何佩宜主持網路年會，

2022 年春天何會長任期已屆，但至今未辦年會，目前會務暫時交由陳振庭前會長代理。會員中有熱心關愛

北澤西台灣同鄉會的前輩多次詢問催促，殷切期盼後疫情的會務活動早日復甦。

　　感謝2019 年理事團隊任重道遠，名單如下:會長陳振庭，理事計有廖淑怜、張惠珍、呂佩璜、陳振庭、

張國卿、洪月玲、方美玲、黃安玲、李鎧宇、鄒枚、何佩宜。隨著網路時代的便利，我們也設立 Email: 

TAANNJ@gmail.com 及 https://www.facebook.com/TAANNJ 請大家多多支持，若是有同鄉或子女來到北澤

西，不要忘了邀請他們來同鄉會走走。

2017年開始頒發獎學金

2009年迎牛年第 28屆年會海報

2019年新年春節團聚聯歡

2019年野外禮拜及野餐海報 2019年大紀元時報報導成立小英後援會

2019年第 38屆年會暨春節聯歡會，近 250位鄉親及賓客
參與，會長陳振庭 (右 5)報告會務

2017年北澤西台灣同鄉會呂佩璜會長（前排
右一）、林志濤律師（前排右二）、呂克文
博士（前排左三）、友井飯店集團Jonathan 
Lin（前排左二）與紐約僑教中心王盈蓉副
主任（前排右三）及留學生合影（僑務電子

報提供）



波士頓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 Boston Chapter

作者：魏瑀嫻  採訪協力：黃詠琪

謹以此文紀念無數海外台灣人運動先烈，以及波士頓前輩們長年無私的奉獻。並特別感謝前會長
吳美芬女士提供口述資料，完成這篇 TAA-Boston 與海外台灣人的自由之路。

　　波士頓台灣同鄉會的成立，可溯及 1960 年代席捲北美的自由思潮。

　　1964 年，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在台灣起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這此之前，北美陸續出現以

各大學為中心的台灣同學會或同鄉社團，但大多是獨立分散的團體。宣言發表後，台灣人運動開始集結，

1966 年聯合國大會期間，台獨聯盟募資在紐約時報刊登英譯版「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向世界宣傳台灣人

追求自由民主的心聲，在這些熱心台灣主體性的倡議者之中，就有波士頓的成員。

　　1965 年，波士頓地區的留學生陳文雄（哈佛應用力學系）、蕭欣義（哈佛東亞系）、何汝諧（波士頓

大學生物系）等人成立了「Formosa Club」，以連華圻為首任會長，這是波士頓台灣同鄉會的前身。1970

年 1 月 28 日，全美台灣同鄉會在紐約成立，波士頓是當時的 28 個創始分會之一，會長是郭清江。

　　在 1970 年代，波士頓的同鄉會員約有一兩百人，幹事有八成是留學生，聚會地點常辦在 MIT Student 

Center，或 MIT 的家庭宿舍 East Gate、West Gate。當時台灣食物在美國不易取得，志同道合的學生常

分享各家手藝（據說最受歡迎的品項之一是炒米粉），相濡以沫，也得以自由的討論台灣議題。

　　基督教會也在台灣人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1971 年，長老教會在台發表「國是聲明」，主張台灣人有

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從 1970 年開始由各地同鄉會輪值主辦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原本也是基督徒的聚

會，後來逐漸擴大成為美國各地台灣人運動每年相聚、主題討論、並從世界各地邀請講者來訪的重要集會。

到 2012 年之前，TAA-Boston 都維持與美東其他城市輪值主辦的傳統，2017 年後始因人力不足而決議暫時

退出主辦。

　　戒嚴時期，台灣人即使在海外也無法擺脫黨國的監控。同鄉會過去被列為「叛亂團體」，會長往往被

列入台獨分子黑名單而無法回台，至親過世也無法見上最後一面的故事時有所聞。當時也常有職業學生到

活動場合拍照情蒐，向情治單位舉報，被檢舉對象不分省籍，常變成職業學生挾怨報復的工具。 國民黨

政府亦扶植與同鄉會名稱相近的「同鄉聯誼會」意圖混淆分化。這段迫害的歷史，讓許多同鄉即使在政黨

二次輪替後的今日，仍無法完全放下戒心。身為台灣人，卻無法盡情擁抱來自故鄉的一切，彼此有許多猜

忌或自我審查，這是國家尚未正常化的悲哀，也是轉型正義要繼續努力的方向。

英譯「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啟蒙集結

黑名單到追求轉型正義
阿菊姐訪美 魏德聖導演訪美宣傳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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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嚴以後，TAA-Boston 也繼續邀請台派人士赴美演講、轉載台灣資訊、推廣台灣電影及藝術、募款支

援島內運動等，這些連結搭起海內外的橋樑，讓海外台灣人繼續有運動的著力點，也為後繼的運動者提供

養分。2014 年的太陽花運動為台灣社會帶來重大的改變，波士頓有三百多人亦在哈佛廣場同步集會響應。

至今，凡是台派政治人物要赴美爭取支持，波士頓都是美東的重要據點。

　　近五年來，TAA-Boston 已逐步達成理事年輕化，目前仍維持固定年度活動包括每年春節的年會、

228 紀念、母親節健行、九月開學季迎新烤肉等。同時，也與 FAPA 麻州分會、波士頓哲學星期五

(CafePhilo@Boston)、波士頓台灣人平權組織（Boston Taiwanese for Equality）等理念相近社團互相

支援，參與每月在哈佛廣場的 Outreach for Taiwan、支持多元性別及婚姻平權的 Pride Parade、進行深

度思辨的哲五公民論壇。疫情期間實體活動停擺兩年，但線上活動卻也促成更多跨區域、甚至跨國界的合

作，包括線上影展、全球同步直播活動，我們懷著樂觀的心情擁抱這些新的可能性。

　　今日海外台灣人的台灣認同已成為主流，並且漸趨多元化，除了融入美國的英語社會，內省的、尋

根的、復興母語的風潮也正流行。即使歷史悲情或聯誼社交，都已不再是來同鄉會最重要的理由，TAA-

Boston 仍然懷抱前輩的理想，希望能持續促成海外台灣人追求進步價值、參與公共事務，勇敢朝著「我們

想要台灣成為什麼樣的國家 ?我們自己要做怎樣的台灣人 ?」的夢想前進。

積極參與主流活動

支持6月波士頓驕傲月 (PRIDE)活動

2014年聲援台灣太陽花學運

2005年華府 DC抗議中國文攻武嚇 

2021年同鄉會烤肉

慶祝端午節 秋日郊遊

　　波士頓名校林立，往來學子甚多，除了早期的創立者，後來活躍於政壇的呂秀蓮、林義雄、謝長廷、

賴清德、黃偉哲等人都曾在波士頓留學或訪問期間參加同鄉會活動。同鄉會為台灣的民主運動提供資源，

1979 年美麗島事件更加速海外台灣人的覺醒，接著 1980 年代，新團體紛紛成立，包括台灣人教授協會、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台灣人醫師協會、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等，都有波士頓同鄉會成員活躍其中，

對內百花齊放、積極整合，也開始向國際進行外交宣傳。FAPA 麻州分會在 1983 年成立後沉寂了 15 年，直

到 1999 年才又復會，近年來進行國會遊說、推動美國友台法案連署的成績相當亮眼。



紐澤西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New Jersey Chapte
林士硯

　1960 年以來有很多旅美台灣留學生畢業之後在紐澤西或紐約市定居、工作，經過數年，由於人數逐漸增

加，位於紐澤西中部的普林斯頓大學、羅格斯州立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留學生和基督徒查經班成

員希望成立同鄉會，以促進同鄉之間的交流。在經過討論之後，決定成立理事會運作，成立「紐澤西台灣

同鄉會」，並於 1973 11 月在羅格斯州立大學 New Brunswick 校區神學院禮堂舉行成立大會，約有一百

多位鄉親參與。

同鄉會成立之初以交誼及互助為主，介紹各種生活知識或舉辦專業講座，並舉辦壘球比賽、合唱團等交誼

活動，自 1975 年之後，每五年一次與美東地區其他四個同鄉會輪流主辦「美東台灣人夏令會」。同鄉會

在解嚴前積極參與海外推翻國民黨獨裁體制及爭取台灣民主化運動，政黨輪替後則著力於提升台灣在國際

上的能見度、聲援台灣加入國際社會、反抗中國霸權等活動。五十年來，經過三代台美人的經營，紐澤西

同鄉會仍然是台美人社團中重要的動員力量。而隨著年輕人的參與，理事會明顯的年輕化，為同鄉會注入

新的力量。

  年份        會長                            大事記

1973-1974 鄭寶鼎 成立紐澤西台灣同鄉會，首次與美東台灣人基督徒舉辦聯合夏令會

1974-1975 歐美麗 舉辦運動會，「蓬萊島通訊」創刊

1975-1976 王守義 主辦第 6屆美東台灣人夏令會 (召集人王成章 )，加入全美台灣同鄉會。

1976-1977 徐福棟 創辦 F.C. Federal Credit Union ( 台灣人信用合作社 )

1977-1978 邱義昌 修改同鄉會選舉制度， 成立 5人理事會集體領導同鄉會運作。

1978-1979    陳榮耀 邀請郭雨新在年會演講，發表參與「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政見

1979-1980 王成章 參與台、英文「台灣之音」運作，突破國民黨新聞封鎖，紀錄台灣人反抗獨裁運動

1980-1981 陳明階 主辦第 11 屆美東台灣人夏令會     ( 召集人徐詠梅 )

1981-1982 黃金德 待補充

1982-1983 梁德明 邀請謝里法講台灣美術史

1983-1984 翁玉屏 於美東夏令會與陳文成教授基金會合演話劇「補破網」

1984-1985 黃美惠 與紐約同鄉會合辦許榮淑、周清玉首次訪美演講會

1985-1986 林尚武 主辦第 16 屆美東台灣人夏令會 ( 召集人林尚武 )

1986-1987 紀國鐘 待補充

1987-1988 黃榮貞 待補充

1988-1989 蘇藤宗 待補充

1989-1990 翁玉屏 待補充

1990-1991 蔡謀昭 主辦第 21 屆美東夏令會 (召集人蔡謀昭 )；爭取人口普查加入「Taiwanese」選項

1991-1992 陳高明 待補充

1992-1993 陳洋明 待補充

1993-1994 高龍榮 同鄉會通訊再度發行

1994-1995 蔡奇芳 召開全州社團聯席會，邀請 18 個社團參加

1995-1996 蘇德源 主辦第 26 屆美東台灣人夏令會 (召集人高龍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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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7 蘇英世 舉辦 228 紀念活動，組織同鄉參加 Anne Frank in The World Exhibit

1997-1998 張幸吉 舉辦本州第十二選區國會議員競選政見發表會，舉辦州長候選人之夜 

1998-2000 蔡岳廷 舉辦 228 紀念活動，發動 921 震災捐款，參加為台灣震災而走活動

2000-2001 陳惠華 主辦第 31 美東夏令會 ( 召集人蔡岳廷 )，舉辦陳水扁總統當選慶祝餐會

2001-2002 林艷齡 迎接陳水扁總統蒞臨紐約，參與 911 恐怖攻擊捐款及台灣水災救濟

2002-2003  黃再蘭 於台灣傳統週在 Piscataway 圖書館展出台灣歷史、文化及科技，邀請鄒族原郷文

化藝術團美加巡迴表演

2003-2004  周秀蘭 歡迎陳水扁總統過境紐約，參與 NY、NJ 陳呂連任造勢募款大會，參加紐約抗議溫家

寶訪美示威

2004-2005 劉斌碩 參與紐約及華府 228 手護台灣活動，參與「台灣心、世界情」促進台灣入聯活動

2005-2006  吳建勳 參加紐約及DC 反中國併吞示威，抗議胡錦濤訪美示威，主辦第36屆美東夏令會(召

集人劉斌碩 )， 

2006-2007 蔡啟東 參與紐約「護民主，反併吞」示威遊行，及「北長高菊，順利出航」競選造勢活動

2007-2008 李璧君 參與費城紀念 228「March for Taiwan」活動

2008-2009 陳重男 參加謝長廷「逆風行腳在紐約，民主 100 護台灣」競選造勢活動

2009-2010  蔡宗元 參加紀念臺灣關係法 30 周年 “March for Taiwan” 活動，與台美教會合辦拾音合

唱團 20 周年暨亞洲傳統周演唱

2010-2011 吳耿志 主辦第 41 屆美東夏令會 (召集人張文旭 )，參加蘇貞昌參選台北市長紐約造勢活動

2011-2012 張勝佳 邀請張炎憲、蘇煥智演講，參加蔡英文紐約造勢晚會

2012-2013 張秀美 舉辦春季壘球比賽，擺攤參與紐約 「Passport to Taiwan」活動

2013-2014 李豪台 邀請 Jeff Yang, Columnist & Karen Wei, Attorney 在年會中演講

2014-2016  林素梅 參與紐約響應太陽花學運遊行，羅格斯大學撐香港民主遊行、海外台灣青年陣線

Outreach 活動

2016-2018  高龍榮 邀臺左維新吳濬彥與 Lilly Lee、時代力量代表、林雨蒼、林祖儀、王丹、林易瑩

演講，舉辦《52Hz, I love you》美國首映會

2018-2019 孫揚盛 邀請民視董事長郭倍宏及時代力量蕭新晟演講 

2019-2020 陳家慧 主辦 50 屆美東夏令會 (召集人孫揚盛 )，參與 「Keep Taiwan Free」 遊行

2020-2022  林士硯 辦理 MIT 口罩團購，與台美教會合辦何德淵教授演講、高龍榮 / 王震昭演講，與

FAPA NJ及Rutgers TSA 合辦演講(Raymond Kuo與Mary Yang:「今天烏克蘭，明日台灣？」)

2016年 UN for Taiwan 遊行2016 年《52Hz, I love you》
北美巡迴放映會 -紐澤西場

2022年秋季登山健行



華府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Greater Washington Chapter

　　華府台灣同鄉會 (TAAGWC) 於 1969 年創會至今已經有 53 年歷史。創會宗旨 : 加強會員之間的台灣文

化傳承，促進和美國社區對台灣跨文化的理解，從事文化、教育、社會和慈善活動，並在成員之間提供互

助與合作。創會歷史於 1967 年，巴爾地摩與首都華盛頓地區台灣同鄉會創立，首屆會長為巴城的陳淮崇

(Norman Chen)，第二屆 1968 年會長為華府的楊基焜 (Kenneth C. Yang)。到了 1969 年舉辦年會前，巴城

與華府兩地決定分開辦活動，從此各自獨立，華府在那年年會中選出首屆會長王穎裕 (Frederic Wang)。

　　根據楊基焜會長回憶，1969 年正月的年會在馬里蘭州銀泉市 Randolph Road 附近一所教堂舉行，請

到中餐館師傅準備豐盛的餐點，還邀請台灣女婿 CBS 電視台主播 Bob Dalton ( 蔡富美夫婿）主持節目，

當時共有 150 多人參加，其中有許多年輕家庭。楊會長並特別請攝影師到場拍攝團體照，留下這張非常珍

貴史照片，也成為華府台灣同鄉會 1969 年創會史料。(源自華府台灣同鄉會 40 週年特刊 11/2008)

   華府台灣同鄉會每年的固定舉辦的活動包括：(1) 台灣新年聚餐暨會員年會。（2) 大華府地區台美人紀

念 228「愛、和平、希望」音樂會。(3) 肉粽節戶外公園聚餐。(4) 中秋台灣小吃夜市。(5) 感恩節餐會。

同時也和本地的台灣社團，例如台灣文化中心 (TCC)、華府台灣學校 (TYAF/WDCTS)、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華府台灣長老教會 (TPC)、華府台灣合唱團 (GWTAC)、大華府台美人長樂會 (TASS)、台頑少年郞

基金會 (MGY)、台美專業人士 (TAP-DC) 等團體，不定期共同舉辦許多有意義的活動。

 　活動除了同鄉會自辦外，華府台灣同鄉會也負責參與每年五月的台美人亞洲傳統週活動，主要介紹台

灣的文化，歷史給美國主流社會，並且做許多回饋在地社區的活動。還有每年 7 月 4 日「美國國慶日」華

盛頓 DC 花車遊行，華府台灣同鄉會也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努力地提高台灣國際能見度，及促進台美

人與主流社會的融合。

（左圖）創會先鋒獎得主右起：1967年會長陳淮崇、1969年會長王穎裕、1971年會長賴經都、1972年會長張學賢、1978年會長陳文源、1974年會長江應鐘、2008年巴城會長沈郁良、
2008年華府會長張貴洋

（右圖）華府台灣同鄉會1969年創立全體合影

2015年肉粽節 肉粽節慶祝活動



各會簡介 - 美東北區

美
東
北
區

   除此之外 , 華府台灣同鄉會也長期在海外支持台灣民主運動，

像長期負責接待訪美的台灣本土政要人士；也為台灣發聲並見證台

灣民主歷程，例如包遊覽車到紐約去支持聲援「UN for Taiwan」

遊行；而且也一直在做推動台美友好的重要橋樑，像長期支持美國

在地友台政要人士，並積極邀請參加同鄉會主辦的活動。這些時代

的傳承，都是有勞於歷屆的會長、理事，及許多華府鄉親們一代一

代地努力打拼，才能有現在壯大的華府台灣同鄉會。

2013年亞太嘉年華會 亞太嘉年華會 (傳統週 )

UN for TAIWAN

UN for TAIWAN

與我們的三太子們

UN for TAIWAN

2018年老中青三代

　　華府台灣同鄉會是在美國註冊 501(c)(3) 的一非營利組織團體。從創會至今的這 50 多年來，這裡有

許多華府鄉親們從經歷過「黑名單」時代的壓迫，以及無法回台奔喪的痛心無奈，直到「解嚴」之後的種

種心境歷程。這些種種因素，都是構成華府台灣同鄉會一直以來不可或缺的因子。53 年後的今天，華府台

灣同鄉會的會員仍日漸茁壯成長，制度的建立也仍照著章程規定實行，早年的《鄉訊》刊物也從印刷發送

進而發展到每個月用電子郵件信箱寄給鄉親閲讀（Monthly Newsletter)；並且在 2018 年，開始把會員資

料放上網路，使會員可以隨時上華府台灣同鄉會官方網站去繳會費，或報名參加活動。這些發展過程也都

是同鄉會的一部歷史書，華府台灣同鄉會也都是走在時代的尖端。最後，華府台灣同鄉會仍秉持著感恩的

心，承先啟後為大華府地區的台美人服務，也會繼續保持跟在地本土社團合作，為我們的故鄉 - 台灣，及

台美人創造出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台灣加油！台美人加油！



德拉瓦台灣同鄉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Delaware Chapter 
郭鵬鯤

　　依稀記得 1973 年夏天，當時有陳弘毅、柯耀宗、鄭正東、黃家修、盧則堯、簡榮和，總共六個家庭，

開始討論成立台灣同鄉會，在 1974 年起又增加新搬來的的郭彥仁、邱泰山、楊正義、鄭武陽、黃金寶、

楊文傑、陳明弘、魏綸言及許哲雄等多家。德拉瓦同鄉會得以快速成長，除了向心力和同鄉情誼，另一大

主因是杜邦公司和德拉瓦大學雇用很多畢業的台灣留學生，衷心感謝奠定基石的幾位同鄉前輩和頭兩任會

長 1975 年鄭武陽、1976 年楊正義、和財務 / 總務長黃家修，和後來接任的郭彥仁。在 70 年代末期同鄉會

大約有 50 人，高峰期有一百多人，也有一些住鄰近的賓州、紐澤西州和馬利蘭州同鄉來參加。初開始幾

年人少，逢年過節就輪流在每家聚餐，辦活動有時和鄰近的費城和南澤西州合作舉行。我們也常常參加紐

約和華府同鄉聚會，很多人對同鄉壘球，網球賽記憶猶新。在 70 年代台灣少棒的熱潮，大夥開車賓州威

廉士堡，敲鑼打鼓，搖旗吶喊加油，點燃大家的家鄕情誼，至今難忘。最近幾年會員大約是 50 多人，近

50年來人數沒有太大改變。往事的收集著實不易，有些前輩業已作古或搬遷外地，記憶模糊加上文件流失、

欠缺完全，但這些困難並沒有難倒我們的決心，在大家齊心努力之下，終於有一個多彩多姿的回憶報告。

　　美東台灣人夏令會 - 德拉瓦州在美國是小小的州，同樣的德拉瓦台灣同鄉會也是小小的，因此五年一

次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都是和費城、南澤西州一起主辦，或是依屬大州，參考如下 :

　　1.1979 年 Gettysburg Univ, PA.「台灣人的信心與使命」費城同鄕會主辦，德拉瓦同鄉陳弘毅主持。

　　2.1984 年 Kutztown Univ, PA.「認識 , 團結 , 爭福利」費城、南澤西和德拉瓦主辦，柯耀宗主持。

　　3.1996年 Univ of Delaware, Newark, DE.「新國家、新國民、新世界-有尊嚴、有信心、有公義」，

主持人是紐約同鄉會會長黃靜枝，德拉瓦婦女會支援，插花佈置會場，和協助安排台灣小吃美食。

　　4.2009 年 Caribbean Cruise - Key West, Cozumel「台灣的危機與自救」費城、南澤西和德拉瓦一

起主辦，主持人是德拉瓦同鄉陳月姿和陳初雄。

　　為宣揚台灣，發起和參加許多活動，力求增加台灣能見度及保障台灣權益。譬如 :

    1984 年，許哲雄、陳初雄、楊正義為教育第二代，成立台語學校，每週五晚上借用 AI DuPont Middle 

School, Wilmington, DE 場地開課，許哲雄更費心成立 United Way Fund 捐款，贊助台語學校。後來因

為第二代都上大學離家，導致學生不夠而關門，非常惋惜 ! 這些年，同鄉會也利用學校做活動和聚餐，大

人小孩很多人，非常熱鬧。

　　1989 年 9 月 14-15 日，火炬之光接力長跑 220 英哩，接應 FAPA，由紐約市聯合國總部，經 Claymont 

德拉瓦台灣同鄉會成立和回憶

小州出力嘸輸人 

為台灣打拚

Soup Kitchen (Wilmington, DE) 服務 2014年參訪Air Mobility Command Museum 2004年總統大選世台會投扁後援會回台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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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Hockessin 圖書館拉筋健身

　　近十來年活動包括農曆新年在飯店有聚餐慶祝，年終在陳弘毅及陳月娟家吃火鍋；母親節在郭彥仁、

周淑卿的旅館聚餐，有精彩的餘興節目和隔天去踏青；勞動節在公園聚餐，有時包括烤肉，又有健行、唱歌、

說笑和演講，我們也常在圖書館聚會，有時去公園、花園、果園及博物館參觀旅遊，也去海邊採蛤、釣魚、

吃螃蟹，大啖美食，同鄉都留下美好的回憶，未來大家作伙繼續為台灣打拚。

例行活動

2016年新春團拜 2021年防疫線上新春團拜

聲援台灣加入聯合國組織

2018年新春團拜賀禮右一為郭鵬鯤

(DE), Baltimore 到華府議會，共有一百多人舉旗又喊口號，爭取台灣獨立加入聯合國。德拉瓦同鄉會有

陳初雄和許哲雄參加 Claymont-DC 這一段長跑。開車沿路護駕人士，包括陳弘毅、陳月娟、陳月姿、王秀

瑟、 郭昭等人。在德拉瓦過夜由陳弘毅及陳月娟負責，也在Chaddspeak Ski Resort招待，有牛排、螃蟹、

啤酒等等。隔天則準備飯團給跑將，在路上邊跑邊吃，真感心 !

　　另外一次火炬之光接力長跑是在 2007 年悼念「228-60 週年紀念」和宣揚台灣獨立加入聯合國。由楊

正義、柯錦齡和其他人則熱心招待外州跑將和家屬，我們的跑將有德拉瓦州陳初雄和許哲雄，又開車尾隨

跑將直到華盛頓 DC.，那一天的飄雪，也無法阻擋大家的熱情。

    1992 年楊文傑、陳月姿夫婦發起在 Sleep Inn, Newark, DE, 同鄉為 Tom Carper 競選州長造勢和幕

款。 往後又有多次為 Tom Carper 參議員做造勢和幕款。

　　1995 年參加總統李登輝訪美，在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著名演說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演說後李

登輝總統和同鄉朋友會面宴會。德拉瓦有陳弘毅、陳月娟、李慶成、楊文傑和陳月姿，五人遠道去參加。

　　1999 年陳初雄、王秀瑟夫婦在他們的寓所為眾議員 Michael Castle 連任做造勢及募款，日後得以在 

Michael Castle 的華府國會辧公事面談交換意見。還有台灣島藝術品影印限量版義賣，陳弘毅及陳月娟

夫婦得標，2021 年轉由黃仲軒同鄉保存。黃仲軒 (Ben Huang) 是 FAPA Delaware chapter 會長。

    2002 年 9 月 22 日，陳水扁總統夫人吳淑珍由紐約市搭火車到 DC 中途停在威明頓站，德拉瓦同鄉

前往歡迎和呈遞信函。

    2007 年 9 月 15 日「牽手護台灣，加入聯合國」遊行，在聯合國前，四千多位海外台灣人，舉著各種

旗幟、標語、穿著鮮艷醒目的「UN for Taiwan ( 台灣入聯 ) 」綠色衣服，遊行到第十二大道的中國領事

館前，向北京嗆聲。

　　德拉瓦同鄉也曾經到威明頓市 Soup Kitchen 服務無家可歸的遊民，表達台美人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