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reater Kansas City

大堪薩斯市台灣同鄉會

　　堪薩斯在美國中西部，可以説是地廣人稀，早期台灣來的留學生即在堪薩斯大

學裡成立「Formosan Club」。1968 年堪薩斯台灣同鄉會創立，1970 年夏天美國各地

28 個同鄉會聯合成立「全美台灣同鄉會」。堪薩斯台灣同鄉會的同鄉們團結合作、

互愛互助，一年中至少有四次大型聚會，包括春節 / 農曆過年、端午龍舟節、中秋節

和年終聚會，還有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晨走晨跑，從 1969 年開始還每年舉辦平原區台

灣人的壘球比賽活動，十分熱鬧精彩。「平原區台灣人壘球賽」後來改名為「台灣獨

立盃壘球賽」，美國中部地區好幾個大學均有壘球隊來到堪薩斯參加比賽和聯誼。

　　1994 年以前由於白色恐怖的關係，擔任台灣同鄉會正副會長的人隨時都有被列

入台灣黑名單的可能，前輩李賜隆先生是最早期的堪薩斯台灣同鄉會會長之一，早期的正副會長們實在是

心愛台灣、勇氣可嘉，值得我們大家衷心敬佩和感激。

　　高民環博士 (Dr. Min Kao) 是總公司座落在堪薩斯市近郊 Garmin 的創辦人、前董事長、與執行長。

高博士和夫人趙郁芬一向積極參與台美人社團的活動，他在 1996 年擔任堪薩斯同鄉會會長期間主辦非常

成功的平原區夏令會。高博士和夫人慷慨解囊，曾在 2005 年捐款 1,750 萬美元回饋他的母校田納西大學，

充分表現出台美人飲水思源的美德。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NATPA) 是在 1979 年 12 月 10 日發生高雄美麗島事件之後，於 1980 年 4 月 24

日創立。前堪薩斯大學 (KU) 經濟系吳得民教授 (Prof. De-Min Wu) 是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創始會員，

並在 1983-84 年擔任 NATPA 的總會長，吳教授夫人王錦霞是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的創始會員，退休後搬到聖

地牙哥，深受堪薩斯同鄉敬重。

　　在 1980 年代初，正式發表有名的「習慣領域 (Habitual Domains) 理論」，是堪薩斯大學商學院游伯

龍教授 (Prof. Po-Lung Yu) 通過對人類行為和決策的觀察進行分析，是多年潛心研究和總結數種科學的

研究成果。　　

1968 年李賜隆會長

1968年李賜隆會長發行年刊

（左圖）前排右起前NATMA總會長陳照雄、KS會長賴雪惠、前NATMA總會長陳珠琦、KS會長章雲中、(左一)前 KC台灣同鄉會會長李賜隆；後排右起前KC同鄉會會長洪崑山、
前 FAPA總會會長楊英育、前 NATMA-KS會長龔飛濤醫師、(右七 )前 KC 台灣同鄉會長高川博士、(左一 )前 NATMA總會執行長王劍峯
（右圖）2013年舉行春節慶祝餐會

1994年楊理典會長發表公論報 1994年編印刊物 慶祝 TAA-USA黑熊 T恤

陳珠琦醫師(Chu-Chi Chen,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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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 楊英育教授 (Prof. Bob In-Yu Yang) 是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 (UMKC) 醫

學院教授，楊教授在 1985 年成功的主辦平原區秋令營，1986-87 年擔任堪薩斯城台灣同鄉會會長、1995-

97 年當全美台灣人權協會會長、2002-06 年當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1993-95 年和 2006-07 年

擔任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堪薩斯分會會長、2007-11 年擔任 FAPA 總會會長。楊教授對於推動台灣人權、

獨立、民主、自由不遺餘力，他的努力和無私地奉獻，實在叫人感佩。另外，也曾是堪薩斯同鄉的高龍榮

博士 (Mark Kao) 則是在 2012-2015 年擔任 FAPA 總會長。

　　位於 Manhattan, KS 的堪薩斯州立大學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素有「台獨的西點軍校」之稱，

KSU 有許多深愛台灣的博士教授同鄉們，包括黃金來、林啓東、刁明華、張振盛、張洋銘等人，大家都不

遺餘力地為台灣的獨立運動和爭取民主自由和人權而奮鬥。他們也積極地參與台灣同鄉會的事務及壘球隊

的活動。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NATWA)，於 1988 年 3 月在洛杉磯創會，目前共有 16 個分會、20 個工作小組。堪

薩斯同鄕有幾位傑出女性擔任過 NATWA 總會長的職務，包括陳麗英女士 (1994)、楊美麗女士 (2004)，和

KSU 畢業的林郁子 (1996)，黃靜枝女士 (1999)。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ATMA) 於 1984 年 7 月 14 日在密西根州創立。從 1980 年到 2022 年，40 多年

間住在堪薩斯、密蘇里州的台灣人醫師們，不論是自己開業或是在醫學院教學都十分成功，他們除了努力

於自己的專業之外，更熱心參與台灣同鄉會、NATMA、FAPA、NATPA 和 TUF 等台美人組織的活動。前輩們如

陳照雄、李嵩斌、賴其萬、吳樹民、卓正宗、林吉雄、蔡芳洋、吳敬次、黃士耕、李嵩道、章雲中、龔飛

濤、賴雪惠、蔡嘉訓等醫師教授們，他們多位也曾擔任 KC 台灣同郷會會長、NATPA、NATMA、FAPA、和 TUF

的分會會長。

　　堪薩斯同鄉會會員中有陳照雄醫師擔任 NATMA 的第七任總會會長 (1996-1997)，陳珠琦醫師擔任 NATMA 

第十七任總會會長 (2016-2017)，王劍峯先生曾擔任 NATMA 總會的執行長 (2016-2017)，還有很多未列名

的會員們，大家同心協力，也聯合其他的台美人社團，為愛護台灣的人權和自由民主出錢出力、不遺餘力

地做無私的奉獻。

　　我在此要特別感謝堪薩斯的同鄉們，在我擔任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的總會長期間給我的鼎力幫助，

永遠感懷於心。NATMA 第 32 屆年會於 2016 年 10 月在拉斯維加斯 Bellagio Hotel 舉行，感謝 20 多位同鄉

遠道飛抵拉斯維加斯，幫忙佈置開會場地，招呼從各地遠道而來的醫師教授們；特別感謝時任堪薩斯的王

劍峯執行長主持、堪薩斯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朱玉鳳 ( 後轉任聖文森大使、希臘大使）特地從台灣飛來演

講、DuraComm 公司創辦人李永杰董事長、龔飛濤醫師、朱玉鳳大使、傅林郁子，各個都演講得十分精彩有

趣，讓大家聽得津津有味；還有拉斯維加斯台灣同鄉會王國雄會長及多位同鄕，提供全力的支援。

　　我由衷感激平日堪薩斯同鄉們，大家總是能彼此鼎力支持和熱心互助，充分的表現出我們台美人的善

良和同胞愛。在此我也誠祝全美台灣同鄉會及各分會繼續茁壯成長。

2013年會長陳秋彬感謝陳珠琦醫師
盛情招待共度肉粽節聯誼餐會

2017年參訪出遊 2016年堪薩斯台灣同鄉攝於 NATMA年會晚宴

2017年舉辦小型演奏會 2020 年堪薩斯市長 Quinton Lucas 感謝
台南市致贈防疫物資 (台南市府提供 )

2017年參訪遊覽

2022年端午節聚會



Taiwanese-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entral  Kentucky

中肯德基州台灣同鄉會

張光男

　　肯塔基州的 Lexington 市（萊城）和美國其他城市一樣在 1970 年代前期就陸陸續續有台灣來的留學

生，當時並沒有同鄉會，只有學生們組成的中華民國同學會，辦節慶活動時會邀請大家參加。

　　隨後萊城中文學校於 1984 年成立；FAPA 中肯塔基分會也在 1990 年代前期成立；University of 

Kentucky 的學生亦同時成立台灣文化社。

　　直到1996年，在幾個University of Kentucky 和Ea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的教授共同努力下，

組成了中肯塔基州台灣同鄉會。同鄉會成立後，University of Kentucky 的台灣同學會（取代原來的中

華民國同學會和台灣文化社）和 Ea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的台灣同學會亦接著成立。自此之後，

萊城台灣同鄉會就扮演著母雞的角色，帶領萊城台灣鄉親舉辦或參加許多有意義的活動，所有團體不分彼

此互相支援協調，以發揮最大的效用。中肯德基州台灣同鄉會的五大宗旨如下 :

    1. 促進會員之友誼與共同福祉。

    2. 促進台灣同鄉會及其他族群間之交流。

    3. 促進台灣國際地位之提升及人權之維護。

    4. 促進對台灣的關懷，支持造福台灣之活動。

    5. 促進本會與台灣人社團及其他關愛台灣社團之聯繫。

　 這 26 年來，台灣同鄉會遵從這些宗旨，除了一年三節舉辦的聯誼活動，以聯絡鄉親間感情是必須有的

活動外，我們更積極參與了一些增加台灣曝光度的活動。

同鄉會和中文學校聯合舉辦活動(僑務電子報提供） 參加美國國慶遊行 (僑務電子報提供）

請長輩為舞獅點睛 (僑務電子報提供） 台灣教育部與肯塔基州簽署「高等教育合作備忘錄」(教育部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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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肯德基州台灣同鄉會與台灣同學會
組舞龍隊參加國際文化節表演(僑務電子報提供）

舞龍隊宣揚台灣受邀到各處表演(僑務電子報提供）

   2004 年雙十節請來白雪綜藝訪問團到 University of Kentucky

的 Memorial Hall 表演，這是第一次有台灣的歴史和文化活動在萊

城演出。2007 年與 University of Kentucky 的台灣同學會聯合請來

九天民俗技藝團到 University of Kentucky 的 Singletary Center 

Concert Hall 表演，以慶祝台灣傳統週；2008 年又再次與台灣同學

會在同一個演奏廳演出台灣原住民舞蹈，慶祝台灣傳統週。

　　2004 年開始一連數年，同鄉會和中文學校聯合參與 Georgetown 

Kentucky 的 International Kite & Culture Festival。我們擺文化

攤位，自製台灣美食攤位，自製原住民服飾表演山地舞，有小朋友的

詠春拳表演，也有台灣同學會成員的舞龍表演，每年均獲得高度讚賞。

   同鄉會曾經接受萊城市長的邀請，參與美國國慶的遊行活動，長

長的隊伍有舞龍的表演並有喧天的鼓陣，引起大家注目與興趣。只要

有可以介紹台灣的場合，我們都會積極參與，或是到本地的高中參加

多元文化活動，介紹台灣並演出原住民舞蹈，或是到老人院表演做文

化交流。

　　同鄉會早期曾經從台灣邀請諸多嘉賓來演講，有陳師孟、黃越綏、

陳文茜、楊碧川…，掀起熱潮和討論。我們也請來自己同鄉會員的專

家，為大家做健康、理財、心靈的演講。

   近年來台美間的互動更頻繁了，當然這要感謝台灣政府和駐美單

位的努力與世界局勢的變化。2017 年 2 月 24 日台灣和肯塔基州簽署

「台灣與肯塔基州駕照相互承認瞭解備忘錄」。2021 年 9 月份台灣與

肯塔基州簽署「高等教育合作備忘錄」，2021 年 11 月 11 日再度簽署

「初等教育合作備忘錄」，落實2020年12月共同發表「台美教育倡議」

的共識。

　　最近，2021 年 12 月 10 日肯塔基西部遭到嚴重的龍捲風襲擊，台

灣同鄉會亦發起募款活動，包括 Columbus 和 OH 同鄉會共襄善舉捐款

500 元，同鄉會共募得善款 3500 元，為受災戶帶來些許的溫暖。

　　中肯德基州台灣同鄉會將心懷台灣，立足美國，放眼天下，繼續

努力下去。

2007年邀請九天民俗技藝團表演

2008年參加台灣傳統週



Taiwanese-American Association of Indianapolis 

印城台灣同鄉會

李昭鋐

　　1970 年代「台灣同鄉會」在美國各大城市和大學內相繼成立，向主流社會表明與「中國同鄉會」的區

隔，宣揚台灣主體意識。當時我們決定參加印城一年一度的「國際民俗節」 (International Festival)，

但主辦單位的條件是必需以社團名義報名，在余金榜、朱耀源、吳群也、吳良也、楊水森等人的號召下，

印城台灣同鄉會於1978年誕生，主要目的是維持同鄉情誼和推廣台灣傳統文化，轉眼之間至今已44年了。

　　同鄉會成立之後每年選一會長，但是從 2009 年以後就再也選不出會長，原因是大家認為同鄉會事務

太過繁雜，為了工作和照顧家庭沒有餘力兼顧同鄉會，於是理事會決定每年指定六個人輪流當會長，每人

當兩個月，精誠合作，很像我們當兵時的值星官，這應該是本會最特殊之處。

　　同鄉會的活動，每次都辦的熱鬧溫馨，十分感謝志工們之精湛廚藝，過節時大家都能一飽口福。 我

們每年春節聚餐會做發糕、年糕、和紅龜粿，發紅包給小朋友們，並贈送每家一粒鳳梨，祝福大家新年旺

旺來; 端午節前時會包粽子分享鄉親; 中秋節時會做月餅給大家品嚐，彌補我們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情懷。

　　本會每年都會參與印城的「國際民俗節」，根據朱耀源的記載我們初次參加時，主辦單位要求我們在

會場懸掛一面旗幟，因為我們從沒想過什麼旗子可以代表正港的台灣人，為了不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或五星

旗重複，大家傷透腦筋，就近張羅找到當桌巾剩餘的黃布與綠布，用綠布剪好台灣的圖形，貼在黃布上，

這面旗幟當年在會場被掛在中國五星旗和韓國八掛旗的中間，象徵我們純正可貴的獨立精神，同鄉們感動

得相擁而泣。

　　我們的攤位以介紹台灣民俗與美食為主，30 幾年來民俗攤一直都是同鄉吳群也設計，介紹台灣的文化

如書法、茶藝、麻將、算命、古董等，民俗攤位每年的主題都不一樣，但我們都辦得有聲有色，屢屢得獎。

食物攤的準備工作非常繁重，我們初期以販賣炒飯、炸春捲、冰紅茶、和烤肉為主，曾經請中餐館幫我們

做菜而後轉售，但這個方法出了很多問題，差點虧本；黃邦雄當會長時，所有東西包括春捲全都自己製作，

他和太太林美代在民俗節前幾個星期就開始準備，我們在民俗節義賣才開始有滿意的盈利。

   另一大功臣是林千代，她和先生楊水森從 1978 年創會開始到 2015 年搬到加州前，每年除了幫忙製作

民俗節要賣的食物外，於中秋節時都會做很多月餅和大家分享。盧君豪的太太李曉萍很會做菜，也曾經全

權負責我們的食物攤，最近十幾年鄭美惠教授和先生高清海教授接棒，替同鄉會賺了不少錢。本會參加「國

際民俗節」除了提升台灣知名度之外，義賣盈餘用來維持同鄉會的會務及活動，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另

外，印城動物園，曾經三度邀請我們去參加他們的新年晚會宣傳台灣文化，算是意外收獲。

每年選 6 理事輪流做會長

國際民俗節

印城國際會展同鄉會賣春捲(台灣公論報第 143期 ) 2014年端午節包粽子 2015年國際民俗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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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6 月，世界警察和消防人員運動會在印城舉行，台灣的代表隊由當時的警政署副署長劉世林

帶領來參加，全隊大約有 50 人，同鄉會於他們抵達次日辦了一場歡迎會為他們洗塵，印城議會議長 Dr. 

Bert SerVaas 及運動會主辦人副市長 Susan Brooks、駐芝加哥經文處處長等貴賓皆撥空出席，會中負責

印州的官員特別與我討論台灣代表隊名稱之事，他希望我能想辦法將代表隊的名稱從「Chinese Taipei」 

改成「Taiwan」，若不行改成中華民國也可以，後來我們爭取到以「Taiwan」為隊名，但卻遭台灣代

表隊自家人抗議，使台灣的運動員一度只有個人的名字而沒有代表隊名，到最後還是更名為「Chinese 

Taipei」，這個事件讓我們為台灣代表隊正名留下遺憾。

　　台灣每年都會有農產品採購團來美國購買小麥、黃豆、玉米等加工食品，採購金額每年至少是三億美

元，台灣政府視為重點外交，因此採購團都是由高級官員如農委會主委或副主委領軍。印州在美國是黃豆

和玉米的主要産區，和台灣又有姐妹省的關係，因此採購團每2-3年就會來一次，原應受到高規格的接待，

於 2003 年來印城時，並未受到盛大歡迎，經由同鄉莊振戊轉告他的好友州參議員 John Waterman，他深感

遺憾，之後於 2005 年 9月，農產品採購團再度來美，Waterman 議員特別告知當時州長 Mitch Daniels，邀

請採購團來印城，於是州長派了兩架小飛機，將團員從俄州接過來隆重招待，盛情感人，Mitch Daniels

上任曾帶領 60 人的訪問團訪問台灣，對台灣十分友善。

　　另外，我們也接待台灣來的表演團體或政治人物，像是青少年民俗體育團、復興劇校歌仔戲團和民俗

舞團、恆昇醒獅團、台北踢踏舞團、鄒族歌舞團、實踐大學羅漢門宋江陣、福爾摩沙技藝團、台藝大大觀

舞團等。本會也與其他地區同鄉會時有聯繫，共同參與很多活動，曾與附近的普渡大學合組軟式棒球隊，

參加中西部和美國全國大賽，促進交流，也數次參加在Washington DC 為爭取台灣權益的遊行和示威活動。

　　對於未來展望，印城台灣同鄉會老化的程度日益嚴重，大多數老會員之心力和精力，都已大不如前，

同鄉會非常需要年輕人來接棒，但到目前為止有興趣和有能力擔此重任的年輕人為數甚微，我期望近期內

能有所改善，讓本會永續經營，為台灣發聲。

警消運動會台灣隊正名風波

台灣農產品採購團事件

2008年印城市長與踢踏舞團

2022年端午節團體照2017年青少年射箭隊

歡迎和平高中師生團 主流躍躍欲試台灣算命



Ann Arbor Taiwanese Association

安雅堡台灣同鄉會簡介

李延志

　　安雅堡 (Ann Arbor) 是美國知名學府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所在地，早在 1960 年

代便已有台灣留學生來此求學。大部分從台灣來美國的留學生一踏上了美國自由的土地馬上意識到台灣人

並非中國人，用台語交流是自然的現象。因此成立有自主性的台灣同鄉會，不去參加「中華民國同學會」。

　　1981 年 7 月 3 日在台大研究生圖書館被發現的陳文成博士，就是 1978 年

在密西根大學拿到博士學位。

　　陳文成博士事件不幸發生，各地台灣同鄉群起激憤，在 1981 年 7 月 18 日

中西部台灣同鄉會集合於密西根大學，和美東地區台灣同鄉會集合在陳博士授

課的卡內基美隆大學，美西地區台灣同鄉會則是到洛杉磯北美政府辦事處抗

議，大家帶著紙袋做的面具，參加「陳文成博士追悼會」引起美國媒體很大的

重視及報導，突顯台灣人即使到民主的美國，都難逃白色恐佈威脅的悲哀。

　　70 年代，隨著世界交通以及資訊的發達，台灣政治局勢大大改變。同鄉會

也出版《鄉訊》、有深度的聯絡感情以及共同關心故鄉台灣。大家也藉台灣習

俗年節舉辦各種集會活動聯絡感情。

　　80 年代，當年的學生畢業後有了工作和小孩 ，跟學生關注的議題已有了

差別，所以一群學生在 1986 年成立台灣同學會 (Michigan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90 年代，隨著台灣政治局勢急遽改變，除了之前的《鄉訊》，有數十位同

鄉及同學創辦一份八大開的報紙型的月刊《台風眼》，而且持續三年。

　　附近的底特律是美國工業重鎮，吸引了不少在各州大學取得學位的台灣人

逐漸搬入此地，加入同鄉會而繼續茁壯，現在每年台灣同鄉會仍然和台灣同學

會一起舉辨活動，中秋節有晚會歡迎新留學生，農曆年也有新年晚會。參加人

數多在兩百人以上。每年都有精彩的才藝表演，主持人個個口才流利，說笑自

如。節目穿插猜謎、紅包。5月肉粽節也有戶外公園烤肉都邀留學生共度同慶。

陳文成在安雅堡密西根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關心故鄉台灣政治局勢
陳文成追悼會大家以紙袋覆面以示抗義

國民黨的白色恐佈

1978年安雅堡台灣同鄉會鄉訊
(Dr. B. Huang提供 )

1979年安雅堡台灣同鄉會鄉訊
(Dr. B. Huang提供 )

2014年邀請台灣留學生共度中秋佳節 2014年中秋聚餐品嚐家鄉味



各會簡介 - 美中西區

美
中
西
區

　　自 2010 年以來，台灣青少棒隊年年代表亞太區，來密西根的泰勒 (Taylor) 市參加世界青少棒比賽。

安雅堡離泰勒僅三十多分鐘車程，同鄉會均與底特律台灣同鄉會和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底特律分會合辦，組

成最台啦啦隊，除了親赴球場加油，成為例年球場熱鬧景觀，給當地居民留下深刻印象之外，從接機歡迎

到歡迎會，或幫忙或公園舉辦野餐慰勞屢屢奪冠的球員，請小將們品嚐當地馳名的牛排，並於飯店舉辦慶

功宴，給紅包送禮物，帶去逛街買東西到飛機場送行，每一環節務求讓球員盡興而歸。

　　這裡要介紹一個比較特別的活動，由安雅堡同鄉會主辦，同學會、底特律同鄉會協辦，每年 7 月在睡

熊沙丘國家公園 (Sleeping Bear Dunes National Lakeshore ）三天的露營。

　　睡熊沙丘座落密西根湖畔，離安雅堡僅四個多小時車程，同鄉與留學生齊聚沙丘，攀登沙丘健身賞景，

湖上泛舟沙灘嬉戲，更可驅車至不遠的 Traverse City 遊覽採摘櫻桃和逛酒莊品酒。

　　這項活動從 1980 年開始，即使新冠病毒氾濫之際亦未曾中斷，已連續 42 年，每年大約多者 150 人左

右參加，營區但見老中青三代歡聚，同鄉情誼更濃。這項活動之所以能延續這麼久，主要原因是在一個壯

觀沙丘、美麗的湖邊，沙丘底下有一塊寬大的集體露營區，可以容納 50 多座以上的營帳。

　　喜歡露營的同鄉黃邦男夫婦於 1979 年帶小孩在密西根北部露營時發現後，每年年初也為同鄉會向國

家公園租借，而且安排比較方便的行程。更特別的是每年都有 20 多位同鄉、同學自願出來做志工，花很

多時間安排報名、分組、分車、分工、準備食物、煮飯，而且到附近找木頭，升營火。

　　這露營活動一方面訓練體能，一方面訓練團隊生活。40年來負責的同鄉老了，年青的一代也有人接捧，

只要國家公園繼續維持營地，同鄉會以及同學會也會持續這個活動。如果有興趣的同鄉，也歡迎大家抽空

暑假來參加。

　　安雅堡的密西根大學、汽車工業、醫藥科技之地利，將繼續成為台灣留學生、同鄉選擇居住的地方，

安雅堡同鄉會世代傳承已彰顯成效，以後還會是全美台灣同鄉會的分會共同為旅美的台灣同鄉、同學服務，

更會繼續為台灣的未來和平自由民主努力。祝賀全美台灣同鄉會成立 50 週年，半世紀努力成果豐碩，另

一個 50 年即將開始，預祝前程似錦。

世界青少棒錦標賽台灣隊的最台啦啦隊

睡熊沙丘國家公園露營

安雅堡同鄉是最死忠台灣隊的啦啦隊 We are Taiwan, Not Chinese Taipei 始終如一的訴求 2018 年 Junior League World Series 2018 
International Championship

我們的台式搖滾女團 睡熊沙丘國家公園露營已經連續舉辦42年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Cleveland Chapter 

克里夫蘭台灣同鄉會社史

劉嘉佳

　　1966 年陳哲雄和劉麗卿夫婦，從台大醫學院畢業之後來到克里夫蘭，當時開始舉辦一些小型的台灣人

聚會；時常邀請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凱斯西儲大學的台灣留學生（吳啟昌、吳義雄、陳哲

雄）到家中一起聚聚。

　　1971 年初克里夫蘭台灣同鄉會（以下簡稱為克城同鄉會）在簡忠松會長（台大土木系）家的地下室正

式成立，初期同鄉包含陳克孝教授和吳盒夫婦、陳哲雄和劉麗卿夫婦、林建華和王瑾夫婦、邱松茂和黃滿

芳夫婦、李金和夫婦、許明雄夫婦、簡忠松夫婦、吳啟昌夫婦、吳義雄夫婦、及黃朝淵夫婦。

　　1979 年美麗島事件爆發後，讓更多同鄉有意願加入台灣同鄉會，當時的約有 200 到 300 位會員，組成

成員主要大宗為醫師，另外也有許多留學生及教授們。

　　在 1980 年林宅血案發生和 1981 年曾經於卡內基美隆大學擔任助理教授陳文成遭到殺害後，白色恐怖

的氣氛也壟罩在當時的克里夫蘭，許多同鄉更覺得台灣意識的重要，發起向國會議員寫信陳情推動台灣民

主的運動，也積極的開會及募捐。當時同鄉也在克里夫蘭的市中心也發起了示威。當時參加的同鄉，為避

免遭到國民黨人士的舉報，都戴上了紙袋隱藏身分；因為台灣的議題很少在克里夫蘭提及，當地的 Plain 

Dealer 報社，也好奇紙袋背後的意義而特別大幅刊登示威的報導。

　　1981 年到 1982 年間因為成員人數逐漸增加，同鄉會也在 Cleveland Heights 的 Forest Hill Park 舉

辦壘球和網球的競賽，增進同鄉情誼，後來也組團參加中西部的比賽，雖然時常敬陪末座，但是同鄉們也

因此有了革命情感。

　　1981 年在 Cleveland Clinic Foundation 工作的神經醫療權威周烒明（2016 年過世）及同是台大醫

學院的夫人吳秀惠 (2022 年過世 )，與其他城市的同鄉創立台灣獨立聯盟，另外也從 1983 年前後開始召集

同鄉參加台灣人北美醫師協會及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歡迎僑委會吳英毅委員長

陳磯波前會長賢伉儷致力推廣台灣
民俗文化及台語

1984-1986年的鄉訊

前台為陳淑桂及陳磯波前會長向當地中文學校小朋友
展示台灣民俗技藝

職涯講座(中間第二排兩位男士為蔡宗展及廖彥智前會長 )

劉嘉佳前會長及彰化台灣民俗團在 2017年參與克城亞洲節



各會簡介 - 美中西區

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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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來的 30 年間，同鄉們互相扶持，輪流擔任理事及會長的要職，期間大多舉辦團康、球賽、及

講座，除此之外，同鄉會底下也有創立小型社團如合唱團、長青畫會、及高爾夫球社。當時克城同鄉會的

最大社團為張高文和陳雅惠夫婦成立的心聲合唱團，合唱團主要以台語歌曲為主，英文為輔，也演唱一些

民謠及詩歌。許多同鄉都撥空每周參加團練，一番苦練也成為每次同鄉會活動演出的一大亮點。

 感謝在這幾年克城同鄉會活躍的理事及會長，包含邱松茂、許世謨、黃俊雄和陳淑桂夫婦、梁俊華、

謝明山、李少山、黃朝榮、張信重、許學加、黃邦豐、吳宗義、及郭榮大等人，讓本會茁壯成長。

　　1979 年開始在密西根 Grand Rapid 舉辦第一次以中西部地區夏令會為主的活動，因為大家都要從各個

城市前往，所以前幾年活動是以為期兩天的活動為主。

　　1982年克城同鄉會在Oberlin第一次擔任中西部夏令會的主辦單位，當年活動包含壘球競賽及音樂會，

許多同鄉從各個城市前往參加和熱烈支持。

　　2013 年開始，克城同鄉會開始網羅年輕世代參與同鄉會活動；2015 年也不負眾望，選出近年來的第

一位年輕世代會長蔡宗展。2015 年適逢克城同鄉會舉辦中西部夏令會，當時由游祥修醫師主辦及許多擔任

多屆幹部的長輩們（陳磯波、許金前、王士文、黃俊雄、陳淑桂）的協助下，活動順利的圓滿成功，也傳

承許多經驗給年輕的幹部們。

    在蔡宗展會長的積極推動下，許多年輕人也陸續加入幹部的行列，後來幾任的會長（廖彥智、劉嘉佳、

林婉華）有因工作而來的上班族，也有本地學校畢業的校友成為會長。因此，這幾年學生會員也到達高峰

期，秋季的迎新活動時常多達一百多人參加。也因為新血的加入，每次活動的主題也越來越多元，還新增

克城同樂會及老饕研習班。除了邀請當地的醫生、護士、及復健師分享醫學常識，商業人士及老師舉辦學

生求職講座，也有舉辦卡拉 OK 歌唱大賽，及「母親名叫台灣」母親節繪畫比賽。另外，更因為在全美會

有機會與其他城市的同鄉們交流，克城同鄉會與其他分會一起接待台灣民俗團參與克里夫蘭亞洲節，宣揚

台灣文化，以及邀請傅榆導演舉辦《我的青春在台灣》播映及討論會。

　　2020 年因為疫情的關係，除了春節的活動之外，許多活動都移轉到線上。在雷士興會長的帶領下，同

鄉會還是持續舉辦定期的線上活動，雖然參與的人數不如以往，但是仍有機會在線上有機會與同鄉聯繫感

情。除此之外，克城同鄉會也發揮了守望相助的功用，幫忙更新最新政府疫情資訊及購買口罩，讓許多無

法回台灣的同鄉們，從口罩及鳳梨酥中感受到來自台灣的溫暖。2022 年大家逐漸解封，克城同鄉會也開始

舉辦實體活動。在張慧君會長的帶領下，讓更多不同年齡族群的同鄉一起同樂，希望未來可以讓老、中、

青三代一起同心協力前進，讓同鄉更有向心力，也讓大家在克里夫蘭有另一個家。

中西部夏令會

年輕世代接棒多元發展

2019年克里夫蘭台灣同鄉會與台灣教會共同舉辦秋季迎新活動 克城同鄉會聚餐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Cincinnati Ohio  

辛辛那堤台灣同鄉會

會長魏妙圭 (2009、2018、2020、2021)

　　1965年秋，蔡垂憲結束在哈佛大學的後博士研究員及助教的工作，

迫於申請綠卡的急迫性，放棄哈佛給予醫學院的入學許可，來到辛辛

那提的 Merrell Dow 工作，也將他與太太范良英的台灣意識帶到辛城

來。1967 年，林哲也教授也來到辛大執教經濟系，非常認同蔡垂憲的

想法，當時台灣來的人以學生為主，垂憲常邀大家以釣魚吃飯喝酒的

方式，到家裡話台灣的家鄉事。

   直到 1969 年來了不少新同鄉，這種方式已經無法應付這麼多人，

於是在 1969 年決定成立辛城台灣同鄉會，並在 1970 年 2 月春節選出

第一任會長林哲也教授，1971 年張仲郎為第二任會長。

　　提到 TAC 的歷史，絕對不能不提國際民俗節，這段期間就有如台

灣先民渡海來台胼手胝足建立我們的家園！ 1976 年經過謝志鵬多方的

努力，爭取到以「台灣」為名參與一年一度的辛城國際民俗節的活動，

這項活動，直到 1991 年由於大會虧損而停辦。活動內容有必備及自選

兩項，分別如下，其中 2-6 項是自由選項：(1）文化亭 - 這是參加國

必須提供的節目、(2）食品攤、(3）土產攤、(4）卜卦算命攤、(5）

民族舞 、(6）開幕典禮及遊行。

緣起

國際民俗節

1995 年郭重國與魏妙圭從洪茂澤手中接任第 13 屆
全美會正副會長並由世台會會長蔡銘祿監交

右起同鄉鄭武陽、鄭啟斌、莊仁明不顧形象在
中西部夏令會台灣之夜賣力演出 (1998)

同鄉會熱情歡迎來自台灣的金門王與李炳輝
訪美巡迴演唱

   我們的文化亭16年來在莊秋雄、蔡垂憲、陳秋田、謝志鵬、鄭憲章、王泰澤、鄭武陽、徐健一、郭武雄、

童世雄、陳以文、蔡誠一、林清亮、吳百湶、李春正、高惠陽、林哲也、林瑞陽、潘重光、陳子琛、賴

清一、蔡啟輝、張標宏、莊仁明、陳登滿、曾崇焜、陳進崑、陳志勝、潘惠珠、馮建壹、鍾俊賢、徐慧姬、

許敬宗、莊明聰、李青泰及女眷們，群策群力，先後創造出傲視群倫的驚人成績，奪下 10次大會頭獎。

    頭獎每年獎金 500 美元。歷年主題如下：1976 年 - 台灣歷史簡介、1977 年 - 農家正廳、1978 年 -

台灣茶藝、1979年-布袋戲台、1980年-千里眼順風耳、1981年-元宵花燈、1982年-布袋戲、1983年-

台灣城、1984年-龍山寺、1985年-台灣農村水牛、1986年-廟庭、1987年-弄獅、1988年-台灣八景、

1989 年 - 媽祖遶境渡黑水溝、1990 年 - 普渡豬公、1991 年 - 寺廟等等。還有我們的食品攤、土產攤、

卜卦算命攤，也在大家放下身段努力吆喝下，經過二天半的辛勞，每年替同鄉會賺進 5-7 千美元。

1995 年全美台灣人成立「保衛台灣主權聯盟」
支持李登輝前總統前往康乃爾大學演講

2005年 326同鄉組團遠赴華府 DC參加
反「反分裂法」抗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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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城的老同鄉絕對是「勤、儉、持、家」的實行者，同鄉會累積了一些錢，就想成家買會舘。1985年，

時任會長的林瑞陽就開始有些行動，但多方考量，如需大量停車位、地產稅、維持費、保險、水電費等

諸多問題，並非無固定收入的同鄉會所能負擔得起，必須靠同鄉不時的捐款來支持，於是在 1988 年完

成 Tax Exempt 的申請，以利捐款者的稅務利益。與此同時鄭信傳夫婦正好購得一處商業中心，而魏妙

圭也在會舘籌備委員會裡，於是和夫婿商量的結果，如果不嫌棄，願意免費提供會館。於是會館就在各

方的祝福下，於 1990 年 10 月 27 日誕生了全美一第個完全屬於同鄉會的會館。

　　1990 年初，在李青泰醫師的建議下，為協助台灣突破外交困

境，推動草根國民外交，提升台灣人的能見度，並回饋與服務社

區，同鄉會決議授權李青泰與鍾俊賢兩位同鄉，進行推動姊妹市

之工作，並由魏妙圭提案以台北縣（當時是尤清主政）為締結城

市。經過四年多的努力，終於在 1994 年 9 月 12 日在辛市市政廳

由市長 Roxanne Qualls 與台北縣長尤清簽署盟約，為二市在市

政、教育、工商、觀光、體育、音樂、與藝術等各方面進行交流。

　　1. 經貿交流 -1994 年尤清帶領 50 人訪問團，參加由辛城商

會所主辦為期一週的經濟發展會議，並有電腦、和成衛浴及鶯歌

陶瓷展示及招商，華興兒童合唱團在台灣之夜演出，頗受好評！

　　2. 政府交流 - 市長、副市長、市議員、及國會議員等官方互

動及考察，新北市受益良多，諸如尤清任內的都市規劃地下水的

處理問題及垃圾的環保方案（EPA 總部在辛城）。

　　1995 年，郭重國及魏妙圭當選笫 13 屆全美會正副會長，郭會長就賦予副會長成立「全美台灣文物

資料中心」的重任。在 Cincinnati 所有同鄉全力以赴之下，很快在 1995 年 5月 28 日正式開幕。執行長

鄭憲章、顧問蔡銘祿、李華林、文史組林瑞陽、民俗組馮建壹、資訊組許敬宗、財務組陳瑞雲。在各組

靈魂人物帶動下，花費約三百小時人力，整理出一本目錄來，早年也服務不少各地的同鄉會及同學會。

辛城台灣會館

姊妹市

全美台灣文物資料中心

全美第一個台灣會館右起召集人魏妙圭、全美會長郭
重國、川流基金會創辦人李華林、前全美會長蔡銘

祿、辛城同鄉謝翠容

全美台灣文物資料中心右起資訊組許敬宗、中心提供者鄭信傳夫婦、全美會長郭重國夫婦、
民俗組馮建壹、財務組陳瑞雲、全美會副祕書長徐健一、執行長鄭憲章

新北市赴美短期國際學習計劃

歡度感恩節

　　3. 教育交流 - 早年英語教師暑期來北肯大進修，近年明志、北科大暑期教授高科技研習，課程計

有人工智慧、大數據等。2013 年起更增加二市高中生交換學生入校學習計畫。

　　這個計劃工程非常浩大，美國方面需要為新北市送來的學生，找寄宿家庭和學校，又要招募美國學

生去新北，我們非常感謝鍾俊賢同鄉多年來的任勞任怨，並已在 2019 年提早退休，專職負責此項活動，

福澤二地青少年！當然還有音樂、體育、藝術各方面的交流，因為篇幅所限，無法在此一一介紹。



˙ 辛大台灣同學會成立於 1976 年，由蔡明介擔任第一屆會長，學成回台後，由許火來接棒。

˙全美台灣人權會辛城分會，由鄭武陽在 1980 年成立。

˙魏妙圭當選全美台灣人權會 1994 年、1998 年、1999 年三任會長。

˙莊秋雄當選 1994 年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副主席。

˙辛城台灣人長老教會由郭正義成立於 2000 年 3 月，知名牧師蘇惠智曾於 2001 年來此牧會三年。

˙南俄州 FAPA 分會由李青泰成立於 1993 年，並當選 2006-07 年總會會長。

˙林瑞陽於 2007 年當選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並在辛城主辦年會。

˙ 辛城還有一位世界級的人才，林氏諮詢公司總裁林英祥博士，創立「BASES 銷售預測模式」，預測英

法海底隧道的誤差只有 4%，財星五百大企業倚重備至，讓他成為世界級的大數據先行者

   歸納出三點辛城同鄉會較優勢的地方：

　　1. 同鄉會生財有道，有錢好辦事。除了前述國際民俗節賺的收入，

停辦之後魏妙圭又想出大宗買進大超市的禮券，讓同鄉認購，商家給同

鄉會 5% 的回饋，一年可賣出 8-10 萬美元的禮券。後來同鄉會成立基金

管理委員會，把多餘的錢投資在 S&P 500，生生不息。

　　2. 有會舘，聚會辦活動方便許多，拉近同鄉之間的距離。

　　3. 其他組織少，同鄉會的向心力就強。

　　以此與其他同鄉會共勉！

        感謝林哲也、張鸞和、莊秋雄、邱千美、鄭憲章、陳英嬌、謝志鵬、

莊秋芬、王泰澤、張喜久、林瑞陽、蘇慧萍、郭武雄、何淑惠、馮建壹、

徐健一、蔡啟輝、林芸香、吳百湶、才廣德、鄭信傳等同鄉的幫忙，

搜尋資料才能共同完成此艱巨的任務！

        敬祝全美會及各會 ，綿延流長、會務昌盛 ! 

地靈人傑

後記共勉

1998年部分同鄉參加林義雄女兒林奐均的婚禮 1994年陳定南選完省長後來美謝票

辛城同鄉感情融洽相偕出遊夜宿小木屋 歡迎彭明敏教授來訪

台灣會館開幕鄭憲章會長寫的Newsletter鄉訊

感謝林哲也、張鸞和、邱千美、莊秋雄兩對
夫婦及馮建壹共同協助完成 50週年回顧

歡送林瑞陽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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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敬賢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The Greater Chicago Chapter  

芝加哥台灣同鄉會 

林敬賢、賴琦亮

　　美國二次大戰後，芝加哥市是美國第二大都市，交通、工商業發達，醫學、學術發展迅速，台灣

1950 年代開始，漸漸有台灣留學生進入美國。1970 年很多台灣留學生學成之後，紛紛到此找到工作而

在此落腳，為了互解鄉愁及出外大家可以互相照顧，萌生籌組台灣同鄉會的念頭；可是當時仍在蔣家的

戒嚴白色統治下，同鄉會是被視作叛亂組織，那是會被殺頭的，因此沒有人敢出來帶頭，所以沒有選舉，

公推出最勇敢的林錦弘出來擔任掛名會長，如此經過幾任地下會長後，至 1979 年芝加哥才正式用民主

選舉方式及按照合法程序產生「芝加哥台灣同鄉會」，選出王圭雄當選為會長。

　　1979 年 12 月台灣慶祝「世界人權日」，在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為了營救受難者，突破國民

黨的媒體控制，及向鄉親提供台灣最新消息，理事會指派林敬賢在芝加哥成立《台灣之音》，並委請莊

智惠及李秀雄負責編輯，及廣播台灣最新發展的消息。

　　美國中西部尤其在大芝加哥區聚居很多台灣獨立意識非常強烈的台僑，由於 1970 年代初期同鄉

會尚未正式成立前，沒有會館及資金，每次舉辦活動，都必須仰賴善心人士的捐款或每年舉辦一次

Bazza 來籌募經費才能完成。至於台灣臨時有重大的事件發生，需要討論或籌備年會，都得借用在 Des 

Plaines 芝城基督長老教會的場地，後來又創設「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同時常常仰賴芝加哥大學

廖述宗教授的家宅作為開會場所，有時為容納 100-200 人以上的聚會，為省錢只得借用免費的芝加哥大

學的國際學舍會議廳。

　　由於 1972 年屏東美和中學青少棒隊，開始在美國印第安那州 Gary 市舉辦的「世界青少棒錦標賽」

連續幾年拿到冠軍，國民黨政府為了大內宣，因此開始電視直接轉播每場比賽。當時不滿國民黨政府對

台灣人民的壓迫及恐佈的獨裁統治，決定伸張台灣人民要求獨立建國的決心，1974 年我們邀請本會四

位不怕死的悍將，各穿紅色「台、獨、萬、歲」字體的白色 T-shirt 站在最引人注目的觀眾台的最高點

上亮相，國民黨政府為阻止還特別派來芝加哥受訓的軍警人員來打架鬧事，當時事情鬧的很大，受到主

流關切。

　　蔣經國 1970 年 4 月 24 日訪問紐約遇剌，已知北美洲台灣同鄉會的勢力強大，為了分化打擊全美台

灣同鄉會，1978 年下諭讓散居美國各地親國民黨的台胞，包括客家人、河洛人、及外省人，成立混淆

視聽的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

　　1975 年 4 月 5 日蔣介石逝世於台灣，本會在芝加哥召開民眾大會，追討他一生在台之過。

世界盃青少棒冠軍加油團 駐美代表蕭美琴大使訪問芝加哥同鄉會 2019年 TAA與 FAHR 合辦年會



　　1979 年 1 月 30 日為抗議中共文攻武嚇肖想併吞台灣，芝加哥台灣同鄉會特別租一台遊覽巴士約

100 人連夜開車去華盛頓 D.C.，抗議鄧小平訪問白宮舉行示威遊行。2002 年 10 月 22 日江澤民訪問芝

加哥時，我們再組團配合法輪功學員日夜 24 小時，到江的旅館前面遊行示威，抗議聲浪之大，導致江

澤民都不敢由正門進出。

　　芝加哥雪季很長，但位居美國心臟地位，左右總統大選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素有「選舉迷城」

之稱，無論美國或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只要選前來芝加哥造勢，都會選上總統，如美國林肯總統或歐巴

馬總統等。陳水扁在競選台北市長連任失敗，1999年也來芝加哥造訪，次年參加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

陳水扁果然一舉選上總統。

前台南市長張燦鍙演講

參觀威斯康辛的陳澄波畫展 2018全美台灣同鄕會在芝加哥舉行
切蛋糕者沈耀初會長(左 )及鄭劭方會長 (右 )。

台美傳統週原住民舞受主流讚譽

時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造訪芝加哥

　　蔡英文於 2012 年輸了台灣總統大選，輸 80 多萬票，光在桃

竹苗客家庄就輸掉一半 40 多萬票。那時林敬賢剛選上「世界台

灣客家聯合會」總會長，趁著參加 2013 年 11 月客委會舉辦「全

球海外客家社團負責人諮詢會議」之便，帶領全球客家社團代表

造訪「小英教育基金會」建言，客家妹想得到客家票，一定要會

說幾句客家話，才會得到他們的認同與選票。果然小英於 2015 

年 5月 31日來美造訪時，特別加安插一場在芝加哥的造勢晚會，

出人意料之外的在正式演講前，她竟然不看講稿，全程三分鐘用

客家話來演講，我們都預言2016年她一定凍蒜台灣第一女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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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琦亮

　　台灣在 1987 年解嚴後，民主選舉面臨執政黨輪替，即使民主

自由向前邁進，但台灣同鄉會更關心的是台灣前途，民主深化獨

立主權意識，及族群融合。我們舉辦每年的228和平日紀念活動，

自 2019 年起就啟用台語和客家語來主持活動，希望台灣同鄉重視

母語的傳承。在 2020 年會時邀全美台灣人權協會合辦年會，提高

注重人權的推廣。

　　2019 年末難以收拾的武漢肺炎 Covid-19 爆發成世紀瘟疫，

本會配合僑委會發揮「Taiwan can Help」功能，幫助在美國台僑

在最初幾個月裡購買 70 多萬片台灣製造的醫療口罩救急。又配合

全美同鄉會發動防護衣保衛前線醫護人員的樂捐義舉，在美國災

情慘重各州，總共募集贈送超過萬件的防護衣，發揮台美人精神。

在居家防疫期間，WebEx 等網路視訊打破彼此隔界藩籬，舉辦 50

週年慶的網路會議，免去奔波之苦，跟隨 E 世代向前邁進，祈願

大家都能健康平安，早日解脫瘟疫之苦！

    特別多謝 2019-2022 年大芝加哥台灣同鄉會現任理事團隊，

和大家一齊平安共度 Covid-19 期間。

    團隊名單如下 : 賴琦亮、林源容 、王文隆、黃堃義、洪聰明、

劉國平、黃芝宜。

芝加哥2017年紀念 70週年 228演唱

芝加哥宣傳台灣心四季情的文化活動農曆新春拜年

魏德聖導演宣傳電影 -《52 赫茲我愛你》

芝加哥同鄉到小熊隊球場為曾仁和加油不忘宣傳台灣

芝加哥同鄉舞獅慶賀新春

芝加哥分會活動

樂捐防疫物資

樂捐防疫物資



1998年至 2000年活動

2005年到 DC 抗議中國反分裂法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Greater Detroit

底特律台灣同鄉會

洪國治會長 (1984、2008、2019)

　　大底特律台灣同鄉會 (TAGD) 在 1970 年代初由倪啟茂、文俊彥

等同鄉籌組，成立逾 50 年，TAGD 創立正值白色恐怖時期，活動先

以聯誼娛樂為主，甚少涉及敏感的政治議題。由於每年中西部台灣

壘球比賽從不缺席，我們底特律老仙隊是常勝軍，屢獲冠軍佳績，

鼓舞本地區台灣同鄉的凝聚力，台灣人意識於焉形成；漸漸大家積

極參與全美台灣人組織所舉辦的反抗蔣家國民黨政權獨裁及白色恐

怖的示威，發動同鄉到到印第安那世界青少棒賽，聯合中西部台灣

人大家庭，為台灣小將加油，支持台灣獨立，反對蔣家及中華民國。

　　1975 年，芝加哥舉行台灣人民眾大會，同鄉踴躍前往會合參加。

1979 年 12 月，台灣黨外在高雄舉辦人權大會，發生美麗島事件。

TAGD 強力譴責蔣家政權濫捕台灣民主人士示威。

　　80 年代，是白色恐怖高峰期，TAGD 呼應台灣反抗蔣家國民黨獨

裁政權的民主運動進入新階段，積極觸及政治議題，三不五時邀請

台灣國內當時勇敢反抗蔣家國民黨的民主鬥士，包括黃信介、蔡同

榮等人前來演講。多次同鄉在大雪紛飛下，前往芝加哥和克里夫蘭

支援當地同鄉的抗蔣獨裁示威外，更積極參與由壘球比賽轉型的全

美會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

　　緊接美麗島事件後，林義雄母女被害慘案及陳文成被害事件的

陰影，白色恐怖最高峰於 1984 年，由會長洪國治擔任召集人，主辦

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超過一千人參加，盛況空前，到今天還是創

記錄。台灣人教授協會也在此舉辦年會，台灣人醫師協會在此成立。

主辦中西部區台灣人夏令會

　　邀請台灣貴賓，包括時任台北市議員的前總統阿扁、方素敏（林義雄夫人）、陳庭茂（陳文成父親）

做專題演講外，當時抗蔣鬥士田朝明和田孟淑夫婦也特別前來，分享台灣民眾對抗國民黨政權的示威照

片。晚上的政治討論會，有台灣獨盟、FAPA、人權會、美麗島社、以及日本獨立台灣會史明等團體參與，

氣氛熱烈無比。自此之後，底特律台灣同鄕會成為中西部台灣同鄉會主幹之一。

    TAGD 主辦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擔任召集人者，計有 1991 年劉文義、1998 年張豐任、2002 年李

明信、2013年賴秀瓊、及2019年方晃贇。本會前會長洪國治、劉文義、方晃贇、及理幹事蔡文郎等人，

也先後出任全美會中西部區理事長及全美會理事。

   做為全美會的一分子，底特律台灣同鄉會除了參與全美會相關活動外，也在大底特律區域積極參與

宣揚台灣的活動，例如：在 1987-88 年，由時任中西部區理事長洪國治做代表，參與全美會第一次章程

制定委員會會議，會長楊黃美幸主持制定章程，全美會制度化，及釐定全美會相關事宜，以關心台灣民

主自由和服務台美人為主旨。此委員會成員，包括章程起草人許永華、召集人楊朝諭、平原區理事長林

逸民、中西部區理事長洪國治、及休士頓會長代表廖明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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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代中期，積極參與主流社區活動，參加 Troy City 每年一度的 9月嘉年華會，攤位展覽台

灣文物、分發文宣，還有布袋戲團、台灣故事表演，由於很受歡迎，其他社區及小學，特別前來邀請表

演。2004年鼓勵及組團回台參加「228全台百萬人手牽手守護台灣」活動，幫助阿扁總統贏得總統連任。

   2006-2019 年間，每年 8月中旬世界青少年棒球錦標賽，在底特律近郊的 Taylor 小鎮舉行，本會與

Ann Arbor 同鄉會和密西根台灣婦女會聯合組成盛大加油團。球場看台後方掛滿「Team Taiwan」、 「台

灣中國一邊一國」、「台灣不是中華台北」等標語布條，為了有別於車輪旗，大家都揮舞有台灣圖騰的

綠色大旗，還向美國民眾分發台灣旗，為台灣小將加油，也熱烈招待球賽場外的活動。

   在1990年代後期至2017年間，TAGD和婦女會一起參加「Race for the Cure」健走活動，全程拿「Team 

Taiwan」標語布條宣傳台灣，呼籲主流關心台灣民主，宣揚台灣意識，凝聚台灣人獨立建國力量。

　　隨着中美建交，中共國在世界政治經濟舞台崛起，在 2000 年代後期，對台併吞威脅力量逐年增高，

2005 年中共國公佈所謂的「反分裂法」時，會長賴世鈴率領我們前往華府參加「全美反對中國併吞之

反分裂法大會」，高呼「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等標語及口號。

　　2007 年，無懼寒風大雪，我們又跟 Ann Arbor 同鄉，搭乘巴士前往紐約，參加全美台灣人在聯合

國大廈前舉行的入聯遊行及大會，呼籲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的訴求。

　　50年來，本會昔日以青壯年同鄉為主的高峰期，到最近十年會員逐漸退休往外地遷移，新人不繼。

在現任會長莊義和及其團隊於武漢肺炎疫情嚴峻考驗下，仍然熱誠為同鄉服務，更是不遺餘力地開拓招

攬新同鄉加入同鄉會，盼 TAGD 持續壯大，永續服務同鄉，秉持本會創立宗旨，第一、服務在地同鄉，

關心美國社會。第二、結合鄉親關懷故鄉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幫助台灣成為獨立正常國家。第三、

在外向世界宣傳台灣主權是屬於台灣全體人民，反對中國併吞威脅。

    祝賀全美台灣同鄉會成立 50 週年，藉此回顧光榮的過去，共勉大家繼續打拚未完成的任務。

積極參與主流活動

參加2019年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

2021年 5月慶祝端午聯誼健走抗疫情 洪國治 (左一 )及蔡文郎 (右一 )力推台灣之美畫展 許多主流人士欣賞畫展台灣之美

左起邱美智、溫明亮、洪國治、蔡振發、方晃贇、賴貞利、蔡文郎、莊義和 
(僑務電子報提供 )

舉辦醫療講座 舉辦母親節感恩活動 底特律同鄉會介紹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Madison-Wisconsin

美威斯康辛州麥城台灣同鄉會

　　美威斯康辛州麥城台灣同鄉會 ( 簡稱 TAM) 是當初全美會在 1971 年登記後，成為 28 個創始分會之

一，當時會長是黃禮源，若追溯 TAM 歷史，最初成立應是 1950 年代後期，由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

校就讀的台灣留學生創辦。因此麥城台灣同鄉會也早已度過 50 年以上的歷史。現代台灣人久仰威斯康

辛州的首都麥迪遜，是因為一部著名浪漫抒情電影《麥迪遜之橋》（英語：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而威斯康辛州也因為台灣同鄉許氏出產花旗蔘天下聞名而被熟悉。

　　台灣同鄉早期會來到中西部讀書，全是因為麥迪遜是老牌的威斯康辛大學主要所在地，該校是一所

歷史悠久的大型綜合性大學，現有在校學生 44000 人，其中研究生高達 12000 多人，多達 17 位諾貝爾

學者任教，不論是農業、政治、經濟、生技、科技等都十分聞名，治學嚴謹，因此一直是台灣學子嚮往

的學府，所以，台灣留學生甚多，由於學校學生來自各國，自由思潮鼎盛，1960 年代啟蒙台灣留學生

對台灣地位和民主的關注。

　　據先進的回憶裡提到1959年周烒明自台大醫科畢業後來到威大讀書與夫人吳秀惠相聚，同年結婚，

他們是當時威大校園中唯一成家的台灣留學生，所以家中每逢週末假日就成為台灣留學生的聚會場所，

因此有意將同鄉組成台灣同學會，成為 TAM 的起源。隨著許多留學生受到美國自由風氣的影響，很多留

學生在此落地生根後，也欽佩周烒明醫師一邊奉獻於神經醫學的專業，一邊從事打破海外台灣人黑名單

的限制，及海外台灣人的獨立運動，所以同鄉會對台灣民主活動支持一向全力以赴。

　　周烒明醫師離開麥迪遜後，王圭雄前輩成為麥迪遜地區台灣同鄉活動的主要負責人，常招待初來乍

到的台灣留學生，王圭雄覺得自己剛到美國時，也是受人照顧，對此一直心存感激，等到他有能力可以

照顧別人，也算是一種回饋。這種精神一直傳承至今，TAM 對台灣來的留學生，就像大家庭一樣，彼此

互相照應，而留學生或第二代台美學子的青春活力，也為同鄉會帶來蓬勃朝氣，老中青三代齊集一堂，

和樂融融。

威斯康辛大學台灣學生表演布袋戲

在Elver Park過端午聚會

主流友人跳舞獅賀新春

健身運動學太極

可愛的迷你舞獅

2010年挑戰單車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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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TAM 的成員也來自包括不同階段的台灣移民以及認同台灣的朋友。我們的成員包括有學生和

家庭，畢業後留在麥迪遜，也有從其他州遷入本地，大多是從事專業領域工作，或在麥迪遜作經貿生意；

TAM 舉辦活動秉持成立宗旨如下：

　　1. 提供和組織促進台灣及本地人民在社會和文化活動的交流。

　　2. 組織交誼活動以促進成員之間的關係，除了年節慶祝，包括在生活、法律、健康或財務事項方面，

向會員提供幫助或建議。

　　3. 通過體育和社交等活動，與就讀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和其他地區學校的台灣留學生和台裔

美國學生保持牢固的關係。

　　4. 與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ECO）及各個社團保持聯繫，傳達台美兩地最新資訊，並主辦

或協辦促進台美關係或提升台灣能見度的活動。

　　會員資格：

　　開放支持 TAM 使命的台灣人和台灣朋友，任何有興趣加入者，都可以註冊並支付會員費成為會員。 

TAM 提供兩種會員資格：家庭和個人。歡迎來美的台灣留學生、新移民或台美人學子，加入這個園地，

歡迎點擊臉書 www.facebook.com/TAMWISC/。

威斯康辛麥城台灣同鄉會

2016年宣揚台灣文化的影展

2017年練習打馬球

2018年聆聽台灣知名創作民謠家王明哲演唱

2016年宣揚台灣文化的布袋戲表演

2019年慶祝新春佳節 相約台灣留學生共遊麥迪遜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Columbus Chapter 

全美台灣同鄉會哥倫布分會

會長何玉時 (2020-2022) 

　　本會草創是想在俄亥俄州立大學(OSU)成立一個台灣同學會的社團，因為當地台灣人90%是留學生。

1971 年 7 月曾恆利教授發起成立籌備會為台灣同鄉爭取福利做目標，有 20 多位熱心的台灣同鄉參加，

同年感恩節時已召集同鄉百餘人赴會，合推曾恆利及陳靖南為負責人，奠定同鄉會的雛形。1972 年 5

月曾教授擬定英文章程。1972 年 11 月感恩節聚餐決定採無會長理事制，選出六位委員，計有邱文宗、

陳達文、饒原奇、洪全智、吳木盛、劉聰德，由劉聰德代表於 1973 年春，向 OSU 申請登記為一個學生

社團，正式成立哥城台灣同鄉會 (Formosan Club of Columbus)，由李秋榮擔任顧問，直到哥城台灣同

鄉會改名為全美台灣同鄉會哥城分會為止。1975 年 3 月漢文版的章程公佈《鄉訊》，同年 4 月 26 日正

式採用幹事制，直到 1997 年才有會長。全美台灣學生會成立後 OSU 台灣同學決定自立門戶，1986 年遂

協助成立 OSU 台灣同學會。學生會和同鄉會分立，但常常共同舉辦活動，一起編輯發行《鄉訊》十年。

　　早期會員大多是學生，三不五時受到中國國民黨爪牙的打擾，比如三更半夜打電話騷擾、車被人爆

胎、名列黑名單等等。大家辦活動、寫稿儘量匿名，以保安全，甚至樂捐，或是幫助別人都是暗中進行， 

非常辛苦。還好本會有一群非常熱心的同鄉，當年開車到匹茲堡，頭戴牛皮紙袋做的面罩，參加抗議並

哀悼陳文成被害的遊行。當年每次到 DC 和紐約參加捍衛民主自由人權的抗議行列，大家都是蒙面俠。 

　　70 年代，台灣獨立運動公開化，領導人士時常由台灣來美國校園演講。全美台灣學生會的幹部也

曾來這裡召集學生社員。有一個週末原來預定數個中西部台灣同鄉球隊在 OSU 棒球比賽，當日因為下雨

大家在學生宿舍自由發言，陳文成博士也有上台。結果 1981 年他返台於台大校園遇害，大家震驚不捨，

抗議並要求追查真相。這個不幸事件釀成很大的風暴，美國國會還開聽證會。大家非常痛恨國民黨在美

國安插的校園間諜，家人還為此紛紛交待我們不要再回台灣。

　　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是由各地同鄉會輪流舉辦的。我們曾在 Denison 大學舉辦第一次夏令會，有

1600 多人參加，連加拿大同鄉也與會。高俊明牧師和紀萬生老師從台灣來美巡迴演，他們是高雄美麗

島事件的受難者，剛剛出獄不久，演講令人感動，久久心酸不已。中壢事件之後，許信良也曾來過這裡; 

還有史明也來過，演講「台灣人四百年史」留名千古。後來台獨前輩盧主義、駐日大使許世楷博士、台

獨聯盟主席張燦鍙、革命黨洪哲勝、旅日評論家黃文雄、服裝設計師吳清桂、姚嘉文院長、蔡丁貴教授

等人，都曾在哥倫布等地所舉辦的夏令會演講，與鄉親交流，懇談台灣前途。

早期參加活動揪艱苦

1991年與 Dewine國會議員 2005年中西部夏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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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 年本會成立初期，發行第一期的《鄉訊》Formosan Newsletter，早先是月刊，1984 年發行過

雙月刊實屬可貴 ! 後來以季刊一年發行四次，近年發行年刊。早期的鄉訊需事先用手寫再用油印機一

次一張印出來，之後用鋼筆刻字印刷。隨著科技進步，紙本鄉訊漸漸的被電子通訊代替。2019 年開始

只出電子版，不再印製紙本。哥城《鄉訊》為同鄉開闢了一個交流的園地，經過幾百位同鄉辛勤的共同

耕耘，蘊藏著同鄉大量的心力。從撒種、灌溉、施肥、萌芽到枝葉茂盛，經過 17 年於 1990 年 1 月發刊

第 200 期，目前總共發刊逾 400 期。

　　哥城《鄉訊》雖然不是揚名中外的月刊雜誌，但可能是台灣同鄉會中，歷史最悠久，鄉親們引以為

傲的刊物。沒有網路的年代，哥城《鄉訊》是傳播高雄事件、中壢事件的主要工具，也是本會歷年來各

種活動的一部記錄，更是深具歷史的珍貴檔案。它是同鄉們生活點點滴滴的寫照、存念，也是哥城的鄉

親對家鄉的關心，和對外界所言、所思、所行的事蹟留下記載。施忠男、張淑珍等前輩以及其他熱心的

理事、會員，長年來無數的發文，實屬難得可貴 ! 

　　 例行節慶: 除了春節、五日節、中秋節之外，固定舉辦各種講座，有醫學保健、政治、歴史、料理、

乒乓球、網球、壘球、高爾夫球隊、合唱團、婦女部、姊妹會、單身會、長青會、剃頭公會、燙髮公會、

駕駛訓練班、照相比賽等社團，非常熱鬧多元。

    2002 年，開始爲紀念劉俊宏前輩連續舉辦三年的「劉俊宏先生高爾夫球紀念盃」。雖然有些社團

會隨時間和年齡結構的變化而消失，但是本會的台灣人網球隊和高爾夫球社，幾十年來歷久不衰，至今

每一個週末還有 20 多個鄉親一起比賽及交誼。

　　賑災募款 : 若遇到重大災害的賑災募款活動，每次都積極參與，包括 2001 年 911 地震、2003 年

SARS、2011 年 311 的日本海嘯募款賑災，還有 2020 年因應武漢肺炎疫情，捐助防護衣等防疫資給美國

幾個重災城市醫療相關機構，也有捐贈台灣布口罩及護目鏡，給本地的鄉親和庇護所。

　　盲棒 National Beep-Baseball Association (NBBA): 2004 年 7 月台灣紅不讓 (Home Run) 盲棒

隊 17 名隊員來到哥城，這是台灣隊第六次來美國，參加哥城主辦的「盲棒世界盃錦標賽」，每次來

訪，哥城同鄉及 NATWA 俄亥俄分會、哥城台語基督教會等單位，都熱情接送招待。最令人振奮的一次是

2003 年因 SARS 經費不足，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同鄉會龔志成的努力，讓台灣盲棒隊順利來美挑戰世界

盃，由於哥倫布隊是主辦隊，在場有五百多人觀賽。台灣隊最後以 15:4 打贏堪蕯斯明星隊勇奪冠軍，

那晚慶功席開 40 桌場面，非常熱鬧，是台灣人的驕傲 ! 

　　國際節 / 亞洲節 : 自 70 年代早期就參與一年一度的國際節，每年鄉親逐家輪班做春捲、賣春捲， 

展示美麗寶島台灣的文物及文宣，並提供表演節目。年年都有一兩百位鄉親和同學參與，一方面宣傳故

鄉台灣，義賣盈餘所得，做為同鄉會活動費用、提供經費出版《鄉訊》。感謝施忠男和施美智夫婦提供

包春捲的場地和器材。自 90 年代起本會開始參加五月的亞洲節之後，才停止參與國際節。 

哥城鄉訊

早中期及近年的活動

最早哥城鄉訊 1971年哥城台灣人社團創會刊登鋼筆刻印的簡介 2007年 Asian Festival



2016年慶祝蔡總統就職

2020年公園發放防疫物資2005年台灣傳統週

2018年吳新興委員長聚會

2005年亞洲節

2018年新年聚會

    2003 年我們辦過一個很特別的台美傳統之夜，劉進春帶領新桃源布袋戲團遠道由台灣南投縣竹山鎮

來表演掌中戲。另外有水噹噹舞蹈團、青少年合唱團、OSU 音樂系及其他同學助陣表演、和蔡猷聲三位

千金美妙的台灣民族舞蹈等，為本次盛會增添了不少色彩。

　　近一、二十年來隨著成員年齡的增長，退休而移居外州的長輩們日漸增加，成員漸漸減少，但是傳

統的活動如春節、五日節、中秋節、亞洲節，仍然每年舉辦直到 2020 年疫情爆發為止。

　　2019 年 1 月舉辦會徽設計比賽，評選結果推選何玉時的作品為本會會徽。2020 年初疫情爆發，本

會基於安全不惜成本人力，以郵寄方式贈送台灣製布口罩及「Proud to be Taiwanese American」別針

給本地所有會員和鄉親，並郵寄明信卡片，呼籲鄉親參與 2020 年戶口普查填寫「台灣人」。8 月公園

發放口罩並贈送所有當地鄉親護目鏡。2021 年疫情略有轉好，7 月開始在公園舉辦五日節聚會，並於 9

月慶祝本會成立 50 週年及中秋節，Westerville 市長 Kathy Cocuzzi 蒞臨並致詞。2022 年 2 月春節在

超市停車場發放紅包及月曆。4 月 20 日本會協助芝加哥辦事處與俄州商會合辦美國中西部商業論壇，

並於午餐介紹台灣美食 (魯肉飯、鳳梨酥、珍珠奶茶 )，好評不斷 ! 接著下午參與俄州友台連線開幕儀

式有俄州副州長 Jon Husted 及兩院議員們列席，同一天兩個難得的盛會，很榮幸有駐美代表蕭美琴大

使、俄州政商要人及各地 60 多位鄉親、同學共襄盛舉，為中西部友台連線劃下圓滿句點。

　　OSU 和本會有著綿密的關係，像是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博士是 OSU 榮譽博士。台獨領袖廖文毅

是 OSU 最早的留學生，外交部長吳釗燮、還有返回台灣教書的劉重義、施正鋒、廖宜恩、高勝助、李皇

照等多人。柯賢清、范良士兩位教授長年來一直都在 OSU 培育桑梓 ; 陳文雄、黃永勝、邱英明也是留

在 OSU 擔任教授直至退休，他們對台灣的大學教育及科學發展，都有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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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城是以州立大學 OSU 為中心，是俄州最大的城市，現今商業、製造業、教育、研究、醫學、資訊

技術等方面都有特殊的地位，大公司的總部林立。英特爾近年將在哥城東郊興建全世界最大的晶片廠。

除了 Honda 之外，另有一家台灣的世界級品牌建大輪胎 (KENDA Tires)，1982 年在這裡成立北美分公

司以來大幅增長，佔世界輪胎業排名第 24 位，是台灣之光 ! 

　　哥城都會區交通便利、住民友善、社區安全、天氣不錯、少有天災、落雪不多，房價及物價一般，

有十多間的亞洲超市，是就學、工作、成家、退休的好所在。歡迎大家來哥城旅遊、定居，也歡迎來訪

問臉書 (由何玉時提議，朱家豪協助 )點擊 www.facebook.com/TAACOLS/ 給我們一個讚 ! 

    感謝 : 施忠男、張淑珍、陳文雄、李瑞霞、黃瑞瑩提供的資料，還有每位曾經參與《鄉訊》投稿、

編輯、出版、發行的幹事、會員們，以及所有曾經參與本會活動的鄉親、同學們 ;

    特別感謝楊啓仁及施慶惠、陳文雄及李麗芳、徐先哲及花婉珍、黃永勝及沈珠璣、范良士及翁淑

瑍、周頴良及白玓玉，為本會在紀念冊增加篇幅的慷慨捐款 !

哥城簡介

2022年蕭美琴大使蒞臨俄亥俄州友台連線開幕儀式 2022年端午節

2021年慶祝 50週年

2022年中秋節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in Greater St. Louis 

聖路易台灣同鄉會

原作 :張理美 增補 :蘇希三 修訂 :沈尚文

　　在 1962 年至少有 12 位台灣同鄉在聖路易有三對就業的夫婦，四位華盛頓大學研究生以及兩位信義

會神學院神學生。王茂修博士夫婦常邀請同鄉在他家過節過年。在 70 年代初增加不少來受訓的醫師跟

新移民，也有留學生留下來服務。台灣同鄉會聖路易分會在 1968 年成立，後來全美台灣同鄉會分會成

立後，鼓勵大家成立多元性質的社團，如壘球隊、排球隊、基督徒團契、婦女會、FAPA、教授協會、工

程師協會、沙龍聊天會、財經投資座談、合唱團等，活動十分頻繁。壘球隊每年跨州比賽，也主辦東區

台灣同鄉會壘球比賽，活動的頻率直到 80 年代才漸淡。 

　　1972 年秋天聖路易高雄醫學院校友會成立，當天就談到組織全美台人醫師會。1984 年由周烒明醫

師在克里夫蘭發起成立全美組織。華盛頓大學、聖路易大學、密蘇里州立大學，也組成學生會。還有跨

校、跨領域的學人協會。 

   在 1989 年華盛頓大學博士生林泰與翁瑞霖邀請蘇希三組成獨立的聖路易青少年年室內樂團 (STL 

Youth Chamber Orchestra)，分工合作，訓練、編譜、指揮，教導第二代青少年，同鄉會都全力支持。

樂團每年都公開演奏管弦樂版的台灣民謠和膾炙人口的古典音樂，這可能是台美人社區的創舉，一直到

1996 年才停止。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由翁秀蕙女士和王茂修博士製作的實況錄影。

 　70 到 90 年代達到兩百多人參加活動。同鄉們熱烈參與台灣民主運動，除了接待黨外人士來訪問及

演講，更在 1986 年率先支持黨外流亡人士返台組黨。同鄉會曾多次與 FAPA、醫師會、教授會、婦女會

協辦，接待台灣的民主運動領導者來演講，會員也大多是醫師會、教授會、婦女會和 FAPA 會員。另外，

曾經同鄉們多次組成小隊，訪問密蘇里、伊利諾、及俄亥俄州國會議員，呼籲支持及促進友台提案。 

    定期固定舉辦活動如下，活動包括展示各種台灣文物衣飾、民族舞蹈表演宣揚台灣文化，至於戶外

活動，計有野餐，划船，烤肉，打球；還參與當地美國社會活動與義賣，邀請美國或台灣專家、政要人

物演講等。也曾經被邀請到中學去展覽台灣，介紹台灣對世界的卓越貢獻，例如高科技，文物，熱帶醫

學、音樂、藝術、戲劇、電影等。

   1989-1990 年布希倡導各種族的傳統慶祝後，1991 年柯林頓宣布 5 月亞太傳統月及台美人傳統週。

之後同鄉會每年設計慶祝節目如下 :

　　1. 介紹台灣文化 : 曾以舞蹈等表演，受邀至動物園、植物園、美術館、科學館、歷史博物館、

Sheldon 音樂廳、聖路易國際協會的馬賽克 (Mosaic) 計畫、華盛頓大學、聖路易大學，或京園

大宴會廳等知名的公共場所表演。

林美玉教導端午香粽品嘗示範活動2005年 10 月 16日時任蔡英文立法委員訪問聖路易市在蔡承昌家開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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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徵文比賽 :舉辦美國學生討論台灣的作文比賽。

　　3. 風箏體驗 : 鼓勵美國人體驗放風箏，介紹世界聞名由台灣設計及製作的風箏產品，並把專為聖

路易活動設計的世界獨一無二的翼手龍風箏，送給自然科學博物館。

　　4. 生態講座 :舉辦過台灣生態與罕見鳥類展覽與演講，雪山隧道創建示範等講座。

　　5. 台灣畫展 :蔡承昌醫師在芳邦大學舉辦台灣畫家畫展。

　　6. 音樂表演 :張理美醫師主導兩次台灣人音樂家、作曲家表演古典音樂會，及台灣美食餐會等。

　　7. 新年餐會 : 2014 年舊曆新年餐會邀請密州參院議員演講，密州國會並頒贈台灣同鄉會有框裝的

「促進國際多族文化與友誼溝通獎狀」。

　　8. 園遊會 : 2015 年及 2016 年主辦 Our TW 美食 Fair/ 園遊會。

　　9. 協助比賽 : 協助每年在聖路易舉行的世界 First Lego League(FLL) 機器人國際大賽，高雄林園

國小 2014 年奪冠，2015 年另一隊得第十六名。

　　10.2010 年同鄉會向政府立案成為獨立的免稅非營利團體。

　　2000 年代，第一代同鄉因為年齡增加、健康問題、孩子們長大移居他州，移民數目與性質的改變，

遷出戶數增加等種種因素，聖路易台灣同鄉會會員和聚會人數漸少，願意參與董事會及當會長的人漸

減。2018 年 1 月董事只剩七位，只好抽籤輪流當會長，謝昌宏志願當財政、張理美志願當秘書，抽籤

決定會長依序是 2017 年蘇希三、2018 年林泰、2019 年洪尚文、2020 年蔡承昌、2021 年謝昌宏、2022

年張理美、2023 年葉聰叡。2016 年以前四年的董事還有謝正忠、王俊傑、楊信吉、邱良媛、和被邀客

座李文志 (華大研究生 /博士後 )。

　　新的留學生帶來不同的文化和習慣，各大學台灣同學會及跨校的學者協會辦了很多活動。近年來

董事們努力溝通、參與、並贊助年輕人的活動，但是尚未有年輕人願意來接同鄉會的棒子。最近設立

Line 群組後，還有臉書 www.facebook.com/TAASTL/。台灣少棒隊來附近參加世界盃比賽，有不少年輕

人響應接機、捐贈食品、贈送禮物，希望這是個轉機，讓我們早日完成交棒願望。

2014年舊曆新年餐會與 MO Senator David Pearce交流

2014年同鄉會與台人教會及留學生在聖路易美術館前宣示支持太陽花運動. 2015年新春活動

2014年 3月同鄉會應邀出席密蘇里州首都的 Capital Hill的 Senate Session 
擔任榮譽來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