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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北卡不知不覺也40多年了。往日少年已白頭，回首山河還是愁。當初拎著著兩隻皮箱，隻身飛美，

展開人生的另一頁，把故鄉遠遠的拋在九霄雲外。但是萬萬沒想到在千里外，才看清了那遙遠的故鄉是如

此的朦朧與曖昧。原來黨國教育洗腦下的自由中國 Free China 是一點也不 Free。

　　北卡位於美國東南部，在最北緬因州與最南佛州的中間。有人稱之為 Midway 中途站，一年春夏秋冬

分明。他的首都在 Raleigh，它與臨近城市 Chapel Hill 及 Durham 三個都市連成一個三角區，州政府

發展一個三角研究中心（Research Triangle Park)。這裡是高科技中心，有軟硬體，生技與藥廠等，許

多同鄉在此上班。這裡有三個很好的大學，Univ of Carolina (UNC)、NC State Univ (NCSU)、和 Duke 

Univ. NCSU 是理工農業為主，當年的台灣留學生曾高達一百多人。

　　北卡台灣同鄉會創始於 1971 年春天，由北卡首都 Raleigh 的一群具有強烈台灣意識的青年學子們鼓

吹誕生。由於當時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北卡台灣同鄉會勇於表態支持台灣民主改革，甚至對抗白色的政

治恐怖，使得當時一些活躍熱心民主改革的成員，被台灣政府列為不受歡迎人士，以致遭到返鄉諸多限制，

處境艱難，在此我們向他們致上最高的敬意。隨著 1987 年台灣回歸憲政，解除戒嚴，台灣民主政治逐漸

成形，北卡台灣同鄉會也邁向一個嶄新的里程碑，不分黨派、敞開胸懷、兼容並蓄，為求會務永續發展，

決定於 1990 年 6 月 26 日在美正式註冊，立案為非營利事業的免稅團體，為會員做更好的服務。北卡台灣

同鄉會成立至今 2022 年，已有 51 年。會員包括全球各地移居來北卡的台灣移民與留學生，是北卡台灣僑

社的一個重要團體。

　　1970 年代，與全美台灣同鄉會及其他各地同鄉會，大約同時如雨後春筍冒出，如果初略將 50 年分成

兩段，早期台灣同鄉會的主力，以台灣來的留學生為主。訪問當時的創會會長張振盛先生與一些老同鄉，

他們當時都是台灣來的優秀理工留學生，因為不滿國民黨的鴨霸及打小報告，大家自然聚集關心台灣政治。

　　有許多鼓吹台灣自由與獨立的人士，也多次專程來北卡演講。例如陳隆志教授、史明先生、艾琳達、

洪哲勝、陳師孟、許榮淑、陳唐山、蔡同榮等人。那時參加聽講的人怕被打報告，所以大部分在私人客廳。

2017年 Betty Chen設攤參加主流活動教寫書法

2017年夏日聚餐

2019年台灣夜市在 Cary

2019年世代年輕化延續台灣精神

2020年台灣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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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州大曾經發生轟動一時的海報事件，FBI 也曾約談事件人之一的劉格正同鄉，當時才了解國民黨派留

學生潛伏在美國各大校園，從事校園間諜工作的真相。

　　時勢造英雄，北卡也出了不少風雲人物。例如林國慶博士，被戲稱 NCSU 台灣學生會的國父，他很有

煽動力及批判力，分析犀利。他們成立活動圖書館，定期讀書會，影響許多留學生對台灣的關心與思考。

郭倍宏博士，他具有行動力與衝力。兩位都是海報事件主角。

    UNC 畢業的李應元博士，他的親和力與協調能力一流，大家還記得他籌劃 228 牽手護台灣創下世界記

錄吧 ? 當年他在北卡 UNC 唸博士班，是《台灣學生》發行 4000 多份的第一任發行人，在 NCSU 唸博士班的

高龍榮是第一任社長。UNC 還有一位吳焜裕博士是小英政府當年的不分區立委第一名，他行事低調，但是

默默力行為台灣食安把關。

　　北卡台灣同鄉會曾經發行《台訊》，幾乎每月一期，發行百期以上。全靠幕後默默奉獻的無數同鄉。

內容除了每年的農曆過年、肉粽節、中秋節、東南區夏令會、婦女座談報導、電影欣賞，及台、美、中局

勢論壇，可謂精彩萬分。在那個資訊不足的時代，一份《台訊》一解鄉愁。在 1980 年代更有李宗敬同鄉

在家自備電話錄音報導台灣近況，每日可以 call in 聆聽《台灣之音》。

　　後期由於台灣的解嚴，政黨的輪替，中國的崛起，本地的同鄉還是一本初衷的關心台灣，深怕台灣被

中國凌霸。時常組團北上紐約或華府 DC抗議中國。台灣一有事，只要同鄉會一號召，大家絕對團結一心。

　　每年固定的三、四個節慶，大家相聚共餐聯絡感情，早期同鄉會過年曾三百多人。現在留學生銳減，

人數大約維持在百人左右。過去曾在過年過節送禮物給弱勢家庭、或是煮食物給遊民，回饋社區。2019 

年試辦台灣夜市活動，參加人數也達 400-500 人。2020 年美國境內突然間爆發疫情，我們本地同鄉會馬上

募款上萬元，捐獻口罩，關心社區，適時幫助需要的機構；另外，每年捐款家暴中心及食物銀行，這些主

流機構都非常感謝台美人。目前我們仍十分積極在推廣台灣走入主流社區的活動。

　　北卡台灣同鄉會生日和全美台灣同鄉會註冊創會是同一年，都已正式邁入 50 週年，同鄉會在僑社一

直是台灣人的一個重要平台。希望我們可以把台美人的精神承傳下去，再創 50 年榮光。

2021年自製中秋月餅

徵召同鄉來參加北卡台灣人壘球隊
「Triangle Formosa」

2020年 UN for Taiwan

2022年 BBQ健行聚餐

每次活動鬥陣親手做台灣美食

同鄉組台音合唱團

2022年參加端午划龍舟節

辦活動的家鄉味都要自己動手做

參加端午龍舟節義賣肉粽

新春小朋友精彩台灣舞曲表演



Huntsville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陳志淵 (第 9、13 任會長 )

　　( 亨茲維爾 ) 蕃薯味台灣同鄉會 ? 您沒看錯，因為我們住的城市是阿拉巴馬州第 4 大城市名

叫”Huntsville”，翻成台語諧音就是”蕃薯味”，英語與台語搭配簡直是天作之合。 Huntsville 在美

國最有名就是被稱為火箭城，沿田納西河到雷德斯通阿森納，建有紡織廠、軍火廠，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

總署（NASA）的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以及美國太空和火箭中心都設在此，是名符其實的高科技城，所以

我們會徽，鑲有蓄勢待發的火箭，一目了然。

　　本會除本地會員外，還有來自 Huntsville Alabama、Miami Florida 和 Knoxville Tennessee 的台

灣僑民或朋友參加， 成立宗旨如下 :

　　(1) 聯絡同鄉感情以達互助之誼。Support Taiwanese American in the Huntsville/Madison 

community.

　　(2) 關心台灣及促進同鄉與美國人的交流。Promote Taiwan and its culture to the community.

　　(3) 與在美其他台灣人社團聯繫。Building good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Taiwanese groups in 

the USA.

　　我們亨城蕃薯味台灣同鄉會自 1991 年 11 月創會至今已 31 年了，感謝各位鄉親長年來的熱烈參與，

並為活動出錢出力，使會務能成長茁壯，成為大家嚮往的聯誼組織。30 多年來，歷屆的會長及理事都能秉

持創會的宗旨，除了定期舉辦聚會以聯絡同鄉感情，並積極參與或舉辦多種草根性的文化交流活動，以促

進美國人對台灣的瞭解，也能支援其他有關社團，為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同鄉會成立之初至今，適逢台灣的政局發生巨大的變化，促成台灣民主轉型30年，包含三次政黨輪替，

雖然同鄉會是中立社團，又以服務台灣鄉親、聯絡台灣同鄉感情和協助新移民融入美國社會的功能，但早

期發展也是許多同鄉台灣意識啟蒙的所在，這麼多年來，我們同鄉會的組成也發生頗大的變化。許多早年

熱心、能幹的同鄉，都已搬離亨城。

( 亨茲維爾 ) 蕃薯味台灣同鄉會

1990年代參加亞洲文化節 1996年抗議中國飛彈演習參加亞洲文化節表演台灣歌舞

2001年創立蕃薯味台灣同鄉會 HTAA-2016年春季野餐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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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平日活動，除了新年春節賀年活動辦的喜氣洋洋，端午節、中秋節聚

餐之外，還有不定期的聚餐、健行、或是講座。不論是阿拉巴馬州的國際節、

國慶等主流活動，也會積極報名參與，以布袋戲偶、書法、服裝秀等活動，讓

台灣在各國族裔之中，也佔有一席之地。

　　我們的蕃薯味台灣學校於 2006 年 2 月正式成立。在海外將努力傳承推廣台

灣的語言文化，以台灣白話字的學習為主，台語聖經為經常性的研討內容，豐

富台灣的多元文化授課，有一套系列教法，不論台語班及各種才藝班，都會配

合台灣同鄉會舉辦的各種有關台灣文化的文藝活動，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2001 年，同鄉會的英文名字也從 HTA 改成 HTAA，以反映我們的組成及願

景，而我本人與太座也已退休多年了，目前大部分時間都在做義工及教舞 (Line 

Dance, Square Dance, and Round Dance)。我們常常組隊參加主流活動，或者

到福利慈善機構表演，不論是排舞或方塊舞，都源自美國 1970 年代鄉村牛仔非常流行的

舞步，所以，以我們排舞的實力，一下就能和主流朋友打成一片，主流也驚訝我們台灣人靈活的舞技。

　　雖然老一輩退居幕後，但我們同鄉會仍不乏後繼之秀，許多幹部都年輕有為，各種活動也是辦的有聲

有色，世代交替很順利，雖然表現方式因世代差距有些不一樣，難能可貴的是對台灣意識的堅持，就像”

蕃薯味”一樣回甘清香，讓我們很歡喜。近 15年來，隨著科技時代的進步，我們的同鄉會也跟著電子化，

我們現在已有同鄉會的網頁，可隨時讓同鄉上網查看同鄉會的各種活動及文章小品，也有同鄉們的個人網

址或群組，便利互相間的聯絡，更可與其他有關社團橫向交流連繫。我們也有由自己設計，又漂亮又反映

亨城高科技的會徽，希望大家有機會時多多聯誼。

　　我們歡迎大納什維爾地區的所有台灣朋友前來，有興趣觀察或參加我們的活動，衷心期待本會所有的

鄉親，都能認同及珍惜我們亨城台灣同鄉會這個組織，並為它奉獻出心力，使它更茁壯，更溫馨。同時，

在此祝賀全美台灣同鄉會 50 週年生日快樂，咱祈求「蕃薯不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傳」，台灣加油 !

2018 年教主流小朋友布袋戲

2016年慶祝春節晚會計約 100餘人參加
（僑務電子報提供）

2016年春季野外聚餐

2017年拉巴馬州亨城蕃薯味同鄉會春節晚會

2018年同鄉 Charles Chen到主流 Decatur SD 俱樂部教舞
Spring Free Dance

2017年參加阿拉巴馬州慶典

2018年會長陳志淵（左二）新春與熱心服務鄉親
理事賀年(僑務電子報提供 )

HTAA-2017年春季野餐 BBQ

2019年歡慶中秋



Atlanta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本文由蘇瑞碧、蔡昆峰執筆，沈宇蘋修潤編輯

亞特蘭大台灣同鄉會歷經 50 年

　　1971 年秋，當時攻讀 GA Tech 博士後的林富文召集同鄉，舉行第一次聚

會，決定創辦「亞特蘭大台灣同鄉會」。隔年在 High Fall Park 舉辦第一次

野餐，約 40 人參加，選舉林富文和許得茗為第一屆正副會長。

　　台灣解嚴後，90 年代隨台灣民主化進程，亞特蘭大台灣同鄉會充分發揮

海外台灣人的力量；以張信雄博士及黃素紅夫婦為例，多次發動連署為台灣不公義的事件發出不平之鳴、

921賑災號召捐款等等具體行動。呼籲台灣政府重視人權，協助故鄉共享美國自由、法治、民主等普世價值。

　　1973 年 8 月亞特蘭大台灣同鄉會第一本會員通訊錄誕生，當時只有一頁，僅 26 個家庭在列。往後會

員逐年增加，計畫每五年更新一次，目前只收集到四本：1973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隨著隱

私權受到更廣泛的重視，2010 年的通訊錄，經過會長蔡山慶帶領下費心調查，由 2005 年的 317 戶驟減至

173 戶。隨著網路和通訊軟體的發展，通訊錄的功能式微，今已成絕響。

總論

2019年 5千人擠入台灣夜市人山人海 2018年 Taiwan YES ATL 入口

2019年新春高唱「快樂的出帆」向嶄新的一年
揚帆出發

2019年台灣夜市美麗的原住民舞

　　1994年4月《台灣鄉訊》創刊號誕生，連續發行一百期。2016年在朱家豪會長和沈宇蘋主編的協力下，

101 期開始改版做彩色封面雜誌型、後發行電子報至 2017 年年底絕版，改以官網、臉書、電子郵件做主要

宣傳和聯絡工具。

　　本會主辦十次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是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ouncil (APAC) of Georgia 的

長期會員、主辦台美人台灣傳統週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並接待僑委會派出的訪團。

　　亞特蘭大台灣同鄉會往年定期舉辦五日節吃肉粽、七月健行、中秋節等郊遊、野餐，農曆新年年會暨

理事會改選。近年與各城市串連，舉辦各式演講和電影欣賞會，台語文讀寫班、中秋節改辦上看萬人的台

灣夜市等等。將於 2023 年迎來五十周年。

2019年鄭南榕殉道 30周年紀念會

2019年理事會與講者余杰 (右三 )

2022 年 Taiwan YES ATL 近萬人次爆滿現場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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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參加第 39屆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台灣同鄉會是自發性民間組織，從會長到每位理事，志願服務的無私熱誠是關鍵。2007 年林俊雄會長

首創「台灣夜市」，在中秋節前後利用他公司 Norcross 倉庫的停車場舉辦。大部分是會員參與，有兩、

三百人的規模。

　　2016 年朱家豪擔任會長，得到休士頓台灣同鄉會首肯，借用 TAIWAN YES 的英文名稱在亞特蘭大舉辦

台灣夜市。接續承擔「台美人台灣傳統週」僑委會訪團在亞特蘭大巡演的團隊接待及安排場地的大任。

2016 年蔡英文首度當選台灣總統，台派社團均受極大的鼓舞。

　　2017 年首辦 228 事件七十週年紀念音樂會，假亞特蘭大台灣長老教會舉行。會長羅佳田安排放映 228

歷史短片，音樂會以弦樂鋼琴演奏、陳秉衡老師指揮「亞特蘭大台灣人愛樂合唱團」演唱等台灣歌謠撫慰

人心，蔡佳君牧師燭光為台灣祈福。     

　　2018-19 年迎來年輕有活力會長沈宇蘋，擔任會長兩年連續舉辦各式活動。在多位資深會長前輩強力

支持下，台灣電影放映會場場爆滿、集結不同光譜的社團齊聚欣賞時下台灣熱門話題。2019 年舉辦「鄭南

榕殉道 30 週年紀念會」，延續鄭南榕在時代雜誌提醒台灣人的名言：「言論自由是所有自由的基礎，反

省過去和思考台美關係前途的可能性。」為台灣作為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戰略位置，尋找美國協防台灣的

共同利益。　　

   2018 年 7 月她帶領理事辦亞特蘭大東南區夏令會，在黃鴻展總召安排下，打破慣例首次選擇 state 

park 的優質旅館；不同世代的政治工作者齊聚一堂，共聚集東南區各州 160 多人參與。

　　2018 年她擴大舉行中秋「台灣夜市」，以世界台商總會會長王德博士公司的停車場為基礎，吸引各族

裔人士近四千人到場同樂， 2019 年突破重重困難首創 $5 門票制，成功吸引五千人次到訪。媲美當地季節

性、商業性的園遊會。

　　2020年由黃鴻展擔任會長，疫情高峰下實體活動被迫取消，但本會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協助防疫活動，

展現台灣人關懷社會的熱情。捐贈愛心便當與口罩、並與前會長沈宇蘋合作舉辦「線頂台語讀寫班」，學

員反應熱烈，欲罷不能一連舉辦三期，吸引全美各城市主婦、博士班學生、各領域專家、學者等，共累積

60 多位畢業生。

　　2022 年疫情漸入尾聲，睽違三年的「台灣夜市」重新啟動。短短兩個月內組織籌備會，由前會長們組

成的黃金團隊：黃鴻展、羅佳田及林俊雄，會長簡介昱見習，土法煉鋼搭建舞台音響設備紮營場地三天；

籌備會由沈宇蘋擔任會長時的理事會為主體：蘇瑞碧、林佳德、駱姿憶、許致貴、鄭惠媚等人分工合作；

交通控管在兩位經驗豐富的前會長林世清、顏經邦的帶領下，排除塞車困擾。首度於勞動節周末連辦兩天，

吸引近一萬人次到訪，創空前紀錄。各族裔人士爭相體驗台灣純樸、友善、活力、多元的特色，確實是美

東最大型以台灣夜市為主體，由台灣同鄉會獨立舉辦的最大型活動。

　　亞特蘭大台灣同鄉會展現十足台灣精神，以小搏大，在不對稱戰的夾縫中摒除歧見，團結一心發揮機

智，取得當地社會超越族裔的閃亮關注，成功提升台灣能見度。

亞特蘭大台灣同鄉會特色

228事件 70週年紀念音樂會 2020年 6月捐贈愛心便當與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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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曉曼

　　東田納西台灣同鄉會創始於諾克斯維爾市 (Knoxville City)，為田納西州第三大城，也是高雄市的

姊妹市。兩市締結於 1976 年 9 月 20 日，至今已有 47 年的歷史。田納西大學 (Unvirserty of Tennessee 

at Knoxville) 坐落於此，以美式足球聞名。諾城最著名的地標為 1982 年世界博覽會 (Would's Fair) 所

建造的高81公尺的太陽球 (Sunsphere)。東南邊則有大煙山國家公園 (Great Smoky Mountains National 

Park)，四季美景各有千秋，青巒碧溪不僅吸引戶外運動的愛好者，春末夏初的螢火蟲季與秋日的漫山紅

葉更是人間勝景，每年超過一千四百萬的造訪人次，是全美最熱門的國家公園。

　　東田納西台灣同鄉會創始於 1975 年的冬季，同樣也是台灣民主政治的寒冬，想要建立一個屬於台灣

人聯絡情感的組織集會並非易事。幸而當時田納西大學就讀的五位留學生，高民環、汪雅煌、陳耀宗、林

正惠、及李明輝勉力推動，並敦請全家移民來美的陳玉明擔當「諾城台灣同鄉會」會長的重責大任。在諸

多前輩奔走聯絡下，同鄉會規模日益壯大，應鄰近城市同鄉之請託，更名為「東田納西台灣同鄉會」。

　　近半個世紀以來，東田納西台灣同鄉會牽起眾多海外台灣人的心與胃。所謂每逢佳節倍思親，每年的

農曆新年、端午節與中秋節，即便無法與台灣的親人一同團聚，但能夠手上拿著紅包、粽子、與月餅，並

與同鄉們聚在一起分享家鄉美食，也是一大樂事。自 1979 年開始，美國東南區的台灣同鄉會輪流舉辦一

年一度的夏令會，集結南、北卡羅萊納、田納西、喬治亞、阿拉巴馬及佛羅里達六州的台灣鄉親同樂，第

一屆的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即是由當時東田納西同鄉會會長李豐隆醫師主辦。過去 40 餘年，東田納西

同鄉會共主辦八屆夏令會，由會員們製作台灣小吃，籌備民俗表演。同鄉會更力邀政經、藝文、健康等領

域之專家學者，遠渡重洋為同鄉會員們演講。眾人齊心協力，藉由跨州活動凝聚海外台灣人向心力。

　　另一方面，同鄉會也是在地台美交流的橋樑，例如台美人傳統週活動，同鄉會特別邀請當地仕紳及台

灣鄉親共同參與，讓更多的民間力量支持台灣。

東田納西台灣同鄉會

1993年大煙山麓 -創刊號
(Prof. H. Chang提供 )

2013年東田納西台灣同鄉會傳統週活動

東田納西鄉訊 
(Prof. H. Chang提供 )

2013年主辦美東南夏令會 台灣之夜的勁歌熱舞

2016年春節慶祝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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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8 年來，同鄉會積極參與諾城亞洲文化節 (Knox Asian Festival)，將台灣獨特島國文化，夜市美

食饗宴，及得天獨厚的自然美景，介紹給距離台灣萬里之外的諾城民眾。連續兩年推廣台灣不遺餘力的同

鄉會，更是讓亞特蘭大僑教中心主任刮目相看，進而向僑委會爭取兩樽三太子神偶服飾贈與同鄉會，並期

許同鄉會能持續與在地文化組織交流，提升台灣的能見度。同鄉會也不負重望，2018 及 2019 年的文化節

活動期間，每一次的「三太子出巡」總能擄獲無數的目光與閃光燈。同鄉會也集結眾多會員之力，販售「台

灣味」手工鹽酥雞、刈包、珍珠奶茶、鳳梨酥等道地小吃，讓遊客讚不絕口，頓時就銷售一空。更讓人驕

傲的是，在過去四屆文化節的海報競賽中，同鄉會的學生們拿下三次冠軍，足見海外學子人才濟濟。

　　在2020與2021疫情肆虐的兩年中，卓越的抗疫成果讓台灣的韌性與軟實力成為世界的焦點。「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讓台美關係前所未有的緊密。其中不可不提的是，研發 N95 口罩技術的

蔡秉燚博士即是東田納西台灣同鄉會的元老。蔡博士不僅致力於研究，於疫情初始物資短缺之時，更屢

次捐助口罩予台灣同鄉、當地兒童醫院與田納西亞州文化中心非營利組織 ( Asian Culture Center of 

Tennessee) ，是實至名歸的「台灣之光」。

　　過去 47 年裡，東田納西台灣同鄉會致力團結在地同鄉，協助前來諾誠留學的年輕學子。感謝過去每

一屆的會長，副會長，諮詢委員們的孜孜不倦，戮力同心，讓同鄉會根深葉茂，代代傳承，也感謝在這片

土地上默默付出的同鄉們，因為有您們，台灣人更有世界觀；因為有您們，世界更能看見台灣。

2022年疫情解封賀新春思念台灣味(僑務電子報提供)

2022年粽粽心意慶端午

「台灣之光」研發N95口罩的傑出同鄉蔡秉燚教授

2022年疫情後參加亞洲節熱鬧慶祝

2022年慶中秋飄柚香

三太子出巡最受主流歡迎



South Florida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佛羅里達州最有名的都會就是南部的邁阿密，是美國東南部最大的都市圈，也是全美第四大都市圈，

在金融、商業、媒體、娛樂、藝術和國際貿易等方面擁有重要的地位，也是許多公司、銀行和電視台的總

部所在。1960 年代末期台灣留學生才逐漸開始進入，後來隨著台灣新移民日漸增加，在此地成家立業，落

地生根，因此成立南佛州台灣同鄉會 (SFTAA)，旨在促進南佛州地區台灣社區的文化意識、社區服務和發

展社交網絡，以促進台美關係。

　　本會宗旨如下 :

　　1. 聯絡鄉親以達互助之誼並維護在美台灣人之福利。

　　2. 關心並促進台灣之民主自由與人權。

　　3. 宣揚台灣文化並促進台美文化交流。

　　同鄉會是服務聯誼性質的社團，所以活動也偏向除了新春聯歡、春季野餐、

端午節、中秋節、年會等固定活動，另外像是母親節、感恩節也會舉行慶祝。還

有許多有意義的紀念活動，像是 228 音樂會、紀念鄭南榕、紀念陳文成、紀念王

康陸、緬懷李登輝前總統等活動，另外還有和其他社團共同主辦像是台灣政治人

物的專題演講、名人來訪、UN for Taiwan、聲援 WHA 等；另外還有養生、理財

等資訊講座。娛樂性質曾經有舉辦過網球、社交舞、卡拉 OK、縫紉等活動。

　　我們也是美東南區夏令會的重要一員，也負責多次承辦，座談會安排必定包

含政治、教育、文化、語文等方向，台灣之夜更是精心策劃，凝聚夏令會不同地

區同鄉的向心力。

　　我們以前也曾舉辦多次的「南佛州台灣文化之夜」，與南佛州台灣文化聯合

基金會、台灣出版社及太平洋郵購中心等社團合辦，除了精彩宣揚台灣文化的表

演，還有邀請許多知名講員，像是台灣文學家楊青矗、李喬、東方白、林衡哲等

知名作家開講，同時也會頒發台灣同鄉子女獎助學金，除了鼓

勵他們向學，也期盼第二代莫忘來自台灣故鄉的根。至今，本

會還是很重視文化交流，希望透過台灣的文化、藝術、音樂、

教育宣揚台灣美好的一面，加強台美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　　

   促進台美關係，不只是政府外交事務，草根外交也很重要，

我們非常重視與主流國會議員的聯繫，募款方式也很多型式，

舉例來說 1994 年代我們與南佛州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為國會議

員 Peter Deutsch 募款，就是採用貴賓包廂觀賞佛州知名棒球

隊 Marlins 球賽，連球隊總裁資深參謀都列席陪同；

    另外，2018 年中秋節迎新暨感謝眾議員 Ileana Ros-Lehtinen 餐會，感謝議員一直以來協助台灣爭取

更多國際空間，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所屬組織，遏止台灣邦交國與台灣斷交，並要求行政部門履行《台灣

關係法》，制定其它法源，確保台灣不受中國武力脅迫，捍衛台灣民主自由體制。

　　1990 年代有感於台灣同鄉散居不同地區，幅員廣大，消息傳播及聯絡較為緩慢，當地尚有其他台美社

團也活躍主辦各式活動，同鄉會特地出版會刊，內容包含4大類，同鄉會及其它社團的消息欄、同鄉動態、

讀者投書以及簡報欄等內容。隨著科技的進步，電子網路媒體傳播更加容易，所以也開發了臉書、部落

南佛州台灣同鄉會

2013年網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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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等方式傳播速度及時，電子信聯繫更快速方便，內容更為廣泛。唯一不變的是同鄉會擔任同鄉最佳聯繫

的橋樑，了解故鄉事，一解思鄉愁。

　　近年，隨著台灣民主進步，第一代也年華漸老退休，會務亟需新人，因此南佛州台灣同鄉會時常會與

邁阿密台灣商會、邁阿密台灣青商會及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合作舉辦活動，像是 2017 年中秋節迎新晚會，

會長林晉裕主持，辛勤的義工準備炒米粉、肉燥、油飯、魚丸湯、綠豆湯與滷蛋等台灣風味佳餚，邀請台

灣留學生一起分享，共度中秋，每年大約都有 200 餘位台灣鄉親與台灣留學生齊聚一堂，在異鄉感受家鄉

味的團聚和快樂。

   由於新學期來到，我們也會準備獎助學金的紅包，給佛羅里達國際大學（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FIU）、邁阿密大學（University of Miami, UM）、佛羅里達大西洋大學（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FAU）與諾瓦東南大學（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NSU）等台灣學生會，以

茲鼓勵認真學業之外，希望留學生在邁阿密也可以多多舉辦宣揚台灣的活動，或參加當地僑社活動，與在

地青年相互交流增廣視野，積極培育新輩僑青。

　　另外，對於台美兩地發生的天災或疫情，同鄉會總是第一時間伸出援手捐款，出錢出力，並配合全美

會指示，將捐款交付；近期像是疫情期間，我們也曾經發動捐款及贈送防疫物資。還有俄烏戰爭，我們也

2016年中秋迎新並頒發獎助學金紅包給學子佛州州長Ron DeSantis主持第 HB7017號及第 HB1523號
兩個法案簽署，紀處長與南佛州台灣同鄉會長許清政

(右 2)等南佛州台僑社團領袖應邀列席。

2017年南會長林晉裕（站左）主辦感恩節聚餐

舉辦中秋節迎新暨感謝眾議員Ileana Ros-Lehtinen餐會 2019年舉辦慶祝感恩耶誕節餐會

2022年送媽媽康乃馨慶祝母親節活動

2022年舉辦會員大會 (僑務電子報提供 )

都立馬捐款給烏克蘭，期望受戰火波及的無辜百姓，早日重返家園。

　　南佛州多次面臨颶風襲擊，從小在台灣颱風天長大，身知災戶之苦，

2017 厄瑪颶風重創家園，年尾舉辦感恩節餐會，會長林晉裕鼓勵大家分享

厄瑪颶風後修復家園的心得，期間進行抽獎，人人有獎，同鄉在家庭颶風

巨變後，互相扶持得到温暖鼓勵。

   兩年的 COVID-19 疫情肆虐，因為疫情緣故，只能線上會議，鄉親們許

久未見，2022 解封後，許清政會長決定主辦 5 月母親節，請孩子們把康乃

馨送給在場的母親們，感謝她們為家庭的付出，隨後進行會員大會，選出

第36任會長廖梅君，廖梅君曾於2014年擔任同鄉會會長，此次再度回鍋，

大家都期望後疫情時代，能夠趕快恢復正常運作，以維繫會員間情誼，會

務展開新頁，未來努力招募新血，讓同鄉會更有活力。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Greater Orlando 

　　奧蘭多位於中佛羅里達州，是一座休閒城市，湖泊眾多，温暖氣候，為健行、露營、水上活動、蜜

月及家庭旅行，提供休閒最佳去處。在奧蘭多還有老少咸宜的主題樂園，如迪士尼樂園（Walt Disney 

World）、奧蘭多環球影城度假村（Universal Orlando Resort）、及龐大的旅館業，造就了它的觀光地位。

奧蘭多也是中佛羅里達大學的本部所在地，按大學生和碩博士研究生數量來算，幾乎是全美國最大的大學，

主要培育在甘迺迪航天中心和卡納維拉爾角空軍基地，美國太空計劃的理工人才。

　　奧蘭多早期 1960 年代就有許多留學生就讀航太系等科技系所，之後又有許多新移民進駐，所以奧蘭

多台灣同鄉會也是美國東南區非常活躍的同鄉會。每年一年固定有三大節慶的主要活動如下 :

　　1. 新春聯誼 : 每年都會有為熱鬧豐盛的晚會並且會發放紅包、抽獎等娛樂節目，給同鄉和孩子們帶來   

熱鬧的過年喜氣。如果場地許可，有時也會在春節晚會舉辦猜謎語遊戲，宣傳台灣民俗文化。

　　2.  端午節吃肉粽 : 大約都是在農曆五月之後的周六舉辦，會以聚餐或烤肉的方式進行，在明媚的湖

畔或公園的微風樹影之中，共度鄉誼美好時光。

　　3.  中秋晚會的聯歡 : 盡量都選在農曆十五中秋節前後兩天的周末，除了飽腹口福之外，月圓吃餅茗

茶，撫慰大家的思鄉情愁。

　　每年美東南區台灣同鄉會夏令會 (SETAA)，同鄉也會積極參加，有時會與附近的其它像是南佛州的其

它同鄉會一起共乘或合租巴士參加，夏令會是充電的好所在，在過去沒有科技網路時代，想聽故鄉事，夏

令會每每邀請重量級的主講佳賓，文化座談、政經情勢分析、及台灣之夜，都十分精彩，讓我們遠在千里

之外的同鄉，了解台灣現今情勢發展，都是收獲滿載而歸。

大奧蘭多台灣同鄉會

奧蘭多同鄉會會長余秋蜜邀請台灣學生會同樂(僑務電子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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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奧蘭多台灣同鄉會(僑務電子報提供）

　　還有歡迎台灣青棒隊代表到東區參加世界青棒賽，當台灣隊出賽，

大家會輪流分配讓同鄉到場加油，大家喊的聲嘶力竭，還會參與製作海

報，為球員打氣，重温我們少年時也有揮棒安打的美好棒球歲月。

　　228 紀念日，我們也沒有忘記，為了感念殞落的台灣菁英、自由的鬥

士、及無辜的受害者，我們會以燭光聚會、音樂活動，或播放台灣有關

228 事件的演講錄影帶，獻上無限的敬意，深盼歷史的悲劇，能夠灑下自

由的種子，為我們顧念的故鄉台灣，帶來美好的前程與美景。

　　雖然奧蘭多台灣同鄉會並沒有像部分地區有很多台灣僑民，而且幅

員廣大散布在各地，但也都有積極地參與全美會的活動及呼籲，像是救

濟協助日本地震海嘯、卡崔娜颶風、美國 911、援助烏克蘭，以及多次台

灣天災意外事件的募款。我們都透過全美會寄出善款，希望能夠為救災

盡到棉薄之力，也希望能團結為台灣做人道外交。
2009 年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還有像是在 2000 年、2010 年、2020 年的人口普查，推廣填寫台美人的事項，我們也曾參與全美會鼓

勵台美人由國立美國人民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People」在 2011 年主辦的「訴說美國移

民史」，提供台美人移民奮鬥的滄桑史。

　　同鄉在參與當地主流的社會活動，也非常的熱心，並且會與當地其他的社團，或附近其他台灣同鄉會

合作，共同為當地的州議員、國會議員擴大募款，希望團結的力量，能讓當地選出的國會議員重視台灣的

權益及福祉。

　　奧倫多台灣同鄉人才濟濟，作風低調，活動力與團隊精神，全都是寄望能讓台灣深化民主，強大茁壯。

歡迎加入 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68815912570。

　　隨著第一代退休，台灣進入民主時代，昔日台美人意識、台灣心、顧台灣的心情，如今在這多變的世

界環境中，關係台灣生存的「保台抗中」更顯重要，但是如何鼓勵第二代認同台灣，台美人如何屹立不搖

地站穩我們的立場向前進，如何為台灣的認知扎根，讓我們的後代不要忘了我們是美國人也是台灣人，是

光榮而有尊嚴的一族，這個重大課題，我們還要繼續努力以赴。

 最後，祝賀全美會邁向 50 週年，希望第一代未完成的願夢，台灣精神能在第二代傳承開枝散葉，

繁華並茂，早日實現。

奧蘭多台灣同鄉申請僑胞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