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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同鄉會

休士頓台灣鄉訊編輯組暨主筆莊承業

　　1984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休士頓同鄉會主辦第一屆美南台

灣人夏令會，在 Huntsville 的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舉行，主題是「台灣人的信仰與使命」，主講人是黃彰輝牧師。

往後每年與美南各地同鄉會採輪流的方式，舉辦此一盛大活動。

1980 年代，台灣民主蓬勃發展，加上休士頓同鄉數目激增，和台

灣的互動也達到高潮，有名的本土政治人物如康寧祥，張俊宏，

姚嘉文等人都是夏令會上的常客，有一年在 Huntsville 大學的

夏令會參加人數高達 800 多人，這也是同鄉會的鼎盛時期。

　　葉國勢當會長時，在休士頓大學的大禮堂主辦的年會兼新春

　　1985 年初蔡正隆建議成立台灣語文學校 (Houston Taiwanese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委託理事郭珠貞籌備，數個月後，正式開學，有 80 位學生註冊上課，這是休士頓台灣人社區的一大

盛事。至今休士頓台語學校人士仍然熱忱地教育台灣人的下一代。學校每週六除了學生上課，還有家長

座談會，成為同鄉聚會的中心。

　　80 年代末期民主運動在台灣起跑，此後幾年休城台美人在人生的最高峰，除了追尋美國夢，同時

也支持台灣的民主獨立運動，為更加團結力量，逐漸萌生要有自己的會館的願望；同鄉會、合作社、台

　　1970 年代前後，全美各大城市紛紛設立「福爾摩沙俱樂部」

(Formosan Club of America)。1970 年 7 月 1 日「休士頓福爾摩

沙俱樂部」也正式成立，德高望重的闕文榮醫師被選為創會會長。

當時台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闕醫師勇敢踏出來為鄉親服務，精

神可嘉。那時，休士頓的台灣人已有幾十戶的同鄉，彼此熟悉，

互相幫助。同鄉會剛開始，活動很少，但是擔任會長的人，常常

邀請單身同鄉來聚會開講，同時關心故鄉。同鄉會自 1971 年起

接辦《望春風》雜誌，至1973年6月止，並成立「望春風合唱團」，

以及發行同鄉會的《會刊》。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

圓夢創立台灣人活動中心

感謝最堅強的團隊

2019 美南夏令會演出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在 1970 年成立時，會員大約 30 戶，五年後增加到 200 戶。其他重要的會務有：

創辦德州台灣信用合作社、發行每月一次的《鄉訊》、設立圖書室等。1980年代，同鄉會在歷屆會長們、

理事們、和會員們共同努力之下，會務蒸蒸日上，會員超過 600 戶，大型活動超過 800 人，例行活動有

壘球賽、年會、郊遊等，也嘗試打入美國社區，並參與亞美節活動，演出台灣舞蹈和賣春捲。

晚會，幾乎是全天的活動，吃過午飯就開始一連串的研討會，大家都很過癮，晚上還有大型晚宴和精彩

的晚會節目，同鄉們都非常懷念那個時期的年會。1986 年蔡正隆接美南夏令會總幹事，在 San Marcus

辦了個空前最大的美南夏令會，有近千人參加，邀請到因美麗島事件入獄而獲假釋的呂秀蓮，休士頓同

鄉依她所編製的《台灣的歌》策劃大型歌舞劇，動員了近百個同鄉，在當時Fondren的辦公室練習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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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租用地台灣人活動中心開幕點禮
左起陸正恒、楊朝諭、李雅彥、歐清南(莊承業提供)

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成為大家活動場所

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動土

灣學校都需要有個場所來辦活動，於是築夢建館的歷程，朝氣蓬勃在社區中發展起來。1987 年 9 月 28

日民進黨成立，11 月 7 日休士頓地區響應全美的民主聖火長跑「RUN FOR DEMOCRECY ON TAIWAN」，要

把民主帶到台灣的活動。聖火在紐約自由女神下點燃，一路由各地同鄉會接力傳遞在 11 月 7 日抵達休

士頓。在 Greenway Plaza 台灣代表處前的廣場出發，同鄉們不分男女輪流拿著火炬跑 100 公尺，跑到

Bayland Park 然後在那裡舉行大會。台獨大佬蔡同榮先生特別由紐約飛來助陣，這把民主聖火經休士

頓後直奔加州，最後抵達台灣，大家都非常激動，自信滿滿地認為我們已把珍貴的民主帶到台灣了。

　　1987 年，郭正光當選會長，登高一呼，希望休士頓台美人擁有自己的會館，於是結合有心人士組

成台灣會館建館基金籌備會，設計「我愛台灣」T 恤募款，展開一連串的募款活動：有剉冰義賣、建館

盃網球賽、網球義教、卡拉 OK 點歌募款等等，到年底就籌得兩萬美元的建館基金。1988 年活動更多，

一連串的活動，到 1990 年建館基金已有四萬多美元，成了日後休城台美人購買活動中心的第一桶金！

　　1988 年，李雅彥接會長為了繼續建館之夢，在好運大道上向台德俱樂部租場地做為台灣人活動中

心，試試同鄉對活動中心的使用率。台德俱樂部是休士頓台灣同鄉楊垂欣、吳重華、周政賢等人一起投

資購買。此後三、四年同鄉會活動都在此舉行，感謝投資者免費借用，對當時台灣人社區貢獻良多。那

幾年同鄉會活動頻繁，同鄉會的強棒會長郭正光、李雅彥、曾昆聯、邱忠男、鄭耀洲及理事們功不可沒。

　　台灣學校自 1985 年創立，每兩年就為尋找校舍傷透腦筋，為突破困境，於 1988 年 9 月校務會議通

過，推舉五位校長郭珠貞、沈郁芳、謝清實、廖明徵、林秋成與會計師謝貴分，聯合起草「休士頓台灣

人傳統基金會」的會章及章程，向國稅局申請非營利組織免稅資格，經過兩年多的努力，這個包括台灣

學校、青少年、長輩會等，推展文化及社區服務的組織，於1991年 1月成為 501(c)(3) 的非營利機構。

　　1990 年 9 月，前會長莊承業開始投入物色會館場地的工作。1991 年 3 月找到目前的 5885 Point 

West Dr. 建物，當時是個拍賣中的托兒所。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已取得免稅資格，前會長李雅彥協商建

館基金籌備會及同鄉會拿出資金，建議基金會出來整合建校與建館兩項目標。於是基金會在 1991 年 6

月 1 日舉行會員大會，選出七名理事組成新的理事會，選出會長莊勝義及副會長楊朝諭，並表決通過購

買這棟托兒所。理事會馬上組織了規模龐大的十八人的募款委員會來動員社區的支持，楊朝諭擔任募款

主任委員。

　　理事會另委任莊承業負責接洽購買事宜，當時休城台灣人要以近 20 萬美元購買自己的厝，錢從何

來？除了建館基金的 4 萬元及同鄉會以無息貸款的方式拿出 3 萬美元，如何在短期內湊出 13 萬美元是

極挑戰的事，很幸運地有李雅彥及蘇宏彥兩位貴人，願意貸款週轉給基金會進行購屋。



   1991 年 10 月 28 日，休士頓台灣人購買屬於自己的厝，以台灣人傳統基金會 (Taiwanese Heritage 

Society of Houston) 的名義購買，變成同鄉會的會館，取名為「台灣人活動中心 (Taiwanese Community 

Center)」。

2022年童振源委員長參訪台灣人活動中心及台文學校
會長陳逸玲及台灣人傳統基金會葉耀元等接待。

(僑務電子報提供)

1986年 5月 17日示威抗議戒嚴37年 (莊承業提供)

2016年歡迎台灣表演團 (休士頓僑教中心提供)

2016年慶祝小英總統就職

2020年桃園市贈送休士頓市防護衣由同鄉會代贈
(僑務電子報提供)

2022年追悼日本友台的安倍晋三前首相

2020年慶祝農曆新年

2020年悼念李登輝前總統

   1987 年，把每月的《鄉訊》由紙本型改成報紙型，同時變成

美西南區九個同鄉會的聯合刊物，《聯合鄉訊》發行量，也從

四百份增加到兩千份，每期 12 頁，從 1987 年 4 月發行到 1989

年 6 月。除了休士頓同鄉收到外，還寄給達拉斯和奧斯汀的同鄉

會。多餘的就放在許多華人的超市，讓更多人知道同鄉會的活動。

《聯合鄉訊》後來逐漸變成現在小型報紙的休士頓《台灣鄉訊》，

目前依然發行，改成雙月刊，有報紙印刷版和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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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起，同鄉會每年例行舉辦年會、228 紀念會、台灣週、

春季野餐郊遊、中秋晚會、感恩節餐會，並不定時聯合其他性質

不同的台灣人社團，舉辦演講、募款餐會等活動，服務鄉親。

   1997 年，休士頓市政府撥款 30 餘萬美元給台灣人傳統基金

會，作為台灣人活動中心擴建，加自備金 4 萬美元，擴建了三間

教室和殘障者洗手間。2013 年德州台灣信用合作社舉辦「社員特

別會議」，討論合作社的「停業議題」。經過辯論後，由社員投票，

贊成者 303 票比反對者 242 票，通過停業，38 年的信用合作社正

式熄燈。

　　2014 年 4月 19日，同鄉會由正副會長蔣為志、陳建賓策劃，

宋明麗任總召集人，首次嘗試大規模的戶外活動「台灣夜市」

(Taiwan Yes Festival) 小吃美食園遊會，推廣台灣文化，動員

數百位義工，從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結束。此後每年 4 月舉辦，

感謝歷任正副會長江玟玟、周建佑、何世杰、林翠梅、王慶隆、

陳逸玲等帶領團隊積極投入，台派社團也都大力贊助參加，最近

一次已超過 5000 人參與活動，把台灣的美食與文化，琳瑯滿目

地呈現在台灣人活動中心及外面的停車場。擁擠的人潮、燒烤的

香氣、台式的音樂、親朋好友的彼此問候，成為一年一度的佳節

台灣夜市園遊會

台灣 YES 園遊會

台灣YES園遊會攤位熱鬧滾滾

台灣YES 活動小朋友超愛三太子台灣YES園遊會

團聚。2020 年因武漢肺炎疫情而暫停兩屆，2022 年將配合台灣傳統週改在 5月舉辦。

　　每年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辦的 228 紀念會，於 2015 年 2 月 28 日，首次在僑教中心舉行，對休士頓

台灣來的所有僑民開放，意義重大，「疼惜咱的台灣：追思、和解、共生」和平紀念音樂會，主持人陳

美芬，演出者有悦三重奏、張廖莉娜女士、松年學院/台聲合唱團。2022年在僑教中心舉辦228音樂會，

暨陳澄波畫廊開幕。

　　休士頓同鄉會自成立至今，50 年以來，都由會員自力更生，同鄉會秉持服務台灣鄉親的宗旨，創

會至今也從未改變。這幾年來，看到新移民和年輕一代繼續接棒服務鄉親，讓從革命色彩濃厚的台灣同

鄉會，轉變成美國社會中推動台灣文化的大使。近年來，同鄉會透過台灣夜市對外國人推廣台灣文化，

也不遺餘力。如果說是為了推廣台灣文化，只要目標一致，與政府外交單位互動中，同鄉會去扮演一個

銜接美國社會橋樑的角色，來發揮我們「在地」的力量，或許是一個值得大家一起努力的方向。

　　休士頓同鄉會算是全美台灣同鄉會裡很大的同鄉會，在全美有很高的聲譽。這些年來靠著全體同鄉

的支持與愛護及各屆理事會的努力，方有今日的成就，希望社區團體互相扶助，同鄉會長長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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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羅拉多台灣同鄉會 50 年回顧

姚火草

　　1967 年夏，在檀香山機場入境，我在入境單上填寫來自 Taiwan, ROC。海關人員把 ROC 劃掉令人印

象深刻。1969 年秋，轉到 CU Boulder，1971 年夏，在丹佛找到工作。倏然已五十寒暑，在此謹就科州

台灣同鄉會活動擇要來追憶。

　　我住處斜對面住着同事老王，他是學長洪哲勝的成大水利系同學。老王拿到公民權時請在 CSU 唸博

士的洪兄到家中吃飯，沒忘邀我作陪。我在 Boulder 唸書時，台灣第一位中研院院士潘貫的二女婿吳

貞良在唸化工博士；大女婿林資深是另一位學長，他在 CSU 當毒物權威杜祖健教授的博士研究員。林兄

和另五位文藝愛好者共創《望春風》雜誌。洪到 CSU 時林早已去東海岸，於是洪接辦《望春風》，改名

《台獨月刊》，鼓吹革命。

　　1972 年的聯合國 2758 號決議文把蔣介石的代表趕走，台灣島內、島外的自救活動更加積極。被軟

禁的彭明敏教授逃離台灣，經由瑞典來到美東。洪哲勝暫時離開 CSU，追隨彭教授去了。全球各地的台

灣同鄉會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1975 年 10 月 4 日，學長吳錫圭教授在 CU 主持籌備成立「科州台灣同

鄉會」，取名「Formosan Club」。同鄉會主要功能是社交、文化活動及支援反抗獨裁流亡政權。

　　1977 年曾是台南一中教務主任王育德，兄死於 228 事件，於是避難日本，後來成為台語權威，在

日本發行《台灣青年》多年，趁訪美之便來到Boulder，由吳錫圭教授接待並向同鄉講述《台灣史觀》。

　　1979 年夏，陳菊帶著部份的《雷震回憶錄》來美，在丹佛舊機場

轉機。David Shaw 帶陳菊到我家閒聊約兩個小時。那時羞澀寡言的陳

小姐在 40 年後舊地重逢時，她已是總統府秘書長。

　　1979 年蕭廣志開始獨資在 Bolder 設立「台灣之音」，為同鄉提

供島內第一手消息，直到 1989。

　　1979 年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Boulder 和 Denver 大都會區的同鄉

約 40 人頭戴面罩遊行走，到州政府前廣場示威抗議蔣政權謀害黨外人

士。1979 年、1980 年是多事之秋，陳文成教授事件、林義雄母親及雙

   1985 陳水扁與李雅樵角逐台南縣長時失利，謝票時夫人被撞到下

半身癱瘓。經黃芳彥醫師及洪章仁教授介紹，7 月下旬來到丹佛 Craig 

Hospital 就醫治療。阿扁在 Craig 服務的復健科許世峯醫師家中演講。同鄉

會則在田貞雄同鄉的仙桃大飯店宴請阿扁夫婦，並捐贈一部新輪椅給

吳淑珍。

　　1987 年夏，主辦平原區同鄉會夏令會，地點在落磯山國家公園，

會後有生態導遊。從台灣來的貴賓有張俊雄，及因高雄事件剛出獄的

反抗流亡政權獨裁

衝撞體制動盪不安的 1979

阿扁帶夫人來美就醫復健

與菊姐有約

阿扁來訪

胞胎女兒在 228 當天於家中被殺害。從 1980 起多年，每逢 228，大家都舉辦紀念集會哀悼。

　　1979 年 5 月 6 日科州亞太裔聯盟，科州同鄉會表演原住民族舞，舞者有吳錫圭夫婦、謝世忠夫

婦、黃東昇夫婦、邵妙姿及本人。陳翠葑負責教舞、蕭廣志負責音樂，深獲好評。1980 年 10 月 24 日，

Colorado Observance of United Nations Day，同鄉會提供台灣民謠獻唱，有望春風、燒肉粽、農村曲、

雨夜花等。由蕭廣志和吳信哲教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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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完成台灣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同鄉會主辦慶祝酒會。同年民主黨的柯

林頓也當選美國總統，並宣布每年 5 月第二週為台灣傳統週。同鄉會聯合中華會館人士合作，在湖木市

文化中心舉辦美食、文化、旅遊展覽，同時有台灣歌舞表演。2004 年交通部長葉菊蘭核發三千元美金

之補助，同鄉會邀請到體育大學的表演團隊，在楊忠和校長領導下，做出成功的表演，頗受好評。

　　2007 年 6 月初，駐美大使吳釗燮到丹佛宣慰僑胞，同行的有張旭成委員及台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

林文程教授，主講「中國崛起的挑戰和美中在亞太地區的競爭與合作」。

　　自 2012 年以後由四個幹事輪流共治，直到 2019 年王斐斐出任新會長。她同時主持美食教室，並負

責僑委會美洲美食巡迴展的丹佛展出。6 月，老會長劉義芳也邀請兩位客菜名廚在另一教堂作「客家行

動灶下丹佛行」，連美國友人共有 100 多人享受台灣美食，大家讚不絕口。

　　2019 年 7 月 19 日蔡總統過境，州長及友台參議員賈德納等官員熱情歡迎。當晚除了科州同鄉還有

不少外州同鄉趕來參加，在 Hilton Denver City Center 席開六十桌。次日，蔡總統與隨行人員參訪

與台灣有合作關係的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CAR)。陳菊則是來到旅舘與各地同鄉展開座談。

　　王斐斐會長一上任就擔負重任，由於腿部開刀提早卸任；接着由沈尚德接手會長一職，疫情過後，

即將迎來新一番氣象。

政黨輪替對抗中國崛起

呂秀蓮。從日本來的張良澤、黃文雄及剛卸任的台獨建國聯盟主

席許世楷。張俊雄院長的一句「中國國民黨有一塊脫衣舞娘掀不

得的中央擋布 ......」頗耐人尋味。

　　1989 年鄭南榕（Nylon) 先烈為爭百分百之言論自由而自焚，

他是同鄉葉善台的姊夫。二周後同鄉集會追悼，一年後再度集會

紀念他。同時為他的女兒竹梅設立教育基金，資助她至高中畢業。

阿扁與夫人赴美治療

2007年吳釗變來美演講

2020年疫情前新春聚會

 2019年肉粽節 2019年台灣傳統週

客家行動灶下-實做客家美食

2019年新春聯誼暨會長交接

拚拚誰最有力

2017年台灣傳統週表演

 2020年元宵小過年搓湯圓吃甜甜

 2007年吳釗變來訪鄉親大排長龍等待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 New Orleans 

紐奧良台灣同鄉會

   紐奧良台灣同鄉會創立於 1979 年，是一個非營利事業的組織，入會資格凡是在台灣出生或認同台灣

之人士，皆可申請加入同鄉會。

成立宗旨如下 :

  1. 促進紐奧良地區台灣鄉親彼此友誼，聯絡感情。

  2. 提高本地台灣鄉親的社會、經濟及文化水準。

  3. 鼓勵本地台灣鄉親與美國本地各社團的文化交流。

  4.協調、促進並參與區域性及全美性台灣人的組織，主辦或協辦凡符合以上三項對大眾有益的活動。

對於紐奧良的僑民而言，2005 年的卡崔納颶風釀成的大水，至今令人餘悸猶存，即使到了 2022 年

期間，仍是風災水患不斷。曾受到全美會及台灣等其它福利機構協助，雖然當時沒有台僑在 2005 年 8

月底的卡崔娜颶風襲擊下喪生，但是近百戶台僑幾乎家家都有災情傳出，有些情況嚴重，半年後都還無

家可歸，而且重整家園的路十分艱辛，災後的精神壓力，情緒備受煎熬，從感恩節、耶誕節再到新年，

之後幾年過節，大家心裡忘不了那種瀕臨世界末日的崩潰，如今回想仍是百味雜陳。

   2005 年會長夫人謝玉桂當初從加州搬到紐奧良開披薩店，原本要躲開加州地震，但到了紐奧良被比

台灣颱風還恐佈的龍捲風及水災侵襲嚇壞了，她水災後第一次回家發現屋裡還有烏龜在爬。當時，同鄉

會和教會一直積極發揮撫慰的功能，同理心了解台僑重創家園後，每天醒來都在掉眼淚及無奈的心情，

那段重整家園及重新振作的歲月點滴，已悄然度過 17 年了，再次感謝當時各地同鄉捐款救助災民的義

舉，我們的人生觀也藉此變得更加珍惜當下，認真知足的生活。

卡崔納颶風水患釀災

參與紐奧良亞洲協會(APAS) 年會
派台灣小姐代表宣傳台灣

每年派出台灣小姐代表參加APAS社區活動

2009年與其他社團慰勞主流養老院 以台灣民俗舞蹈到主流養老院表演同樂

以Team Taiwan名義參加當地乳癌防治活動 每年秋季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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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農曆新年慶祝活動 : 每年 2 月舉行，大多在台福教會，邀請台灣同鄉及好友，共同聚在一起慶祝農

曆新年，有美食、月曆、同鄉會通訊錄，及賀新春像是音樂表演、賓果及摸彩。

2. 母親節聯歡會 : 5 月母親節為感謝母親養育之恩，同鄉會在公園或優美風景地舉行像是小龍蝦、BBQ

等型式的野餐慶祝活動。

3. 慶祝亞太傳統月 : 每年 5 月第二個禮拜，紐奧良亞洲協會 (APAS) 會舉辦「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Festival」，地點在Frech Market等地，亞洲文化節有各國食物、音樂、舞蹈、

武術、手工藝和文化展示，台灣同鄉會自然是每年不缺席，全力以赴，攤位會以贈送月曆，準備美

食及台灣展覽物品為主，還有同鄉表演台灣舞蹈，趁機宣揚台灣。

4. 紐奧良亞洲協會 (APAS) 年會 : 受邀參加慶祝，其間應主辦單位需求配合活動內容，像是台灣元素

的表演或是派台灣小姐代表介紹台灣。

5. 中秋節聯歡會 : 在台福教會舉行慶中秋聯歡活動。除了聊天敘舊，我們會準備好吃的烤肉及台式美

食，手作糕餅，還有表演。

6. 支持 UN for TAIWAN: 每年聯合國大會 9月在聯合國總部開議，參加美南地區僑界共同聲明或活動，

傳達僑胞支持台灣參與國際事務的立場。

7. 宣導活動 : 像是僑委會為增進海外青年瞭解台灣，海內外青年交流，舉辦「海外青年台灣文化研習

營」活動，或是全美會及台美社團有利台灣的任何宣傳活動。

8. 講座 :不定期舉辦有關政治、學術、文化、企業理財座談聚會。

9. 與其他社團合辦或協辦活動 :像是與婦女會等社團組「Team Taiwan」參加主流活動，或到養老院慰

勞長輩表演。歡迎到臉書聯絡我們 www.facebook.com/Taiwanese.NOLA。

10. 民俗採風 : 不定期舉辦旅遊踏青活動。

同鄉會年度重要活動如下 :

慶祝新春與中秋佳節活動

2016年美麗的媽媽們母親節快樂

2014年陳秀芳畫作把早期紐奧良的台灣留學生活刻畫地入木三分

組Team Taiwan參加主流活動



Austin Taiwanese Association 

奧斯汀台灣同鄉會簡史

葉雅鈴

   奧斯汀台灣同鄉會於 1970 年，由吳木盛同學帶領，聚集了一群由台灣來的留學生們在德州大學奧斯

汀校內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所成立的。據說在成立之前，休士頓領事館曾想勸說吳同學

不要成立，因為當時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內社團中的中國同學會，是由台灣來的留學生們所組成的，在那

個年代幾乎沒有中國來的留學生，即使有也是少之又少。台灣當時的政府是國民黨在執政，雖然這個中

國同學會的背後是國民黨在支撐的，才會有想勸退吳木盛同學成立台灣同鄉會之說。自從台灣同鄉會成

立之後，彰顯出有台灣意識的學生們，毅然決然地參與台灣同鄉會。但是由於白色恐怖的血腥記憶，以

及戒嚴令的威嚇力，讓一些即使有台灣意識的人，也選擇冷漠以對，且視而不見。更別提那些怕跟台獨

沾上邊的台灣人，更是避之唯恐不及，視台灣兩字為瘟疫一般。 

   1979 年 1 月 1 日台美斷交，對遠離家鄉的台灣遊子們是很大的衝擊，年底的美麗島事件更使同鄉會

會員們，非常關切台灣內部的情勢發展。飛逝的光陰從未停步，原本在校的學生們一個個地畢業，雖有

些搬離奧斯汀，但還是有一部份繼續留在奧斯汀工作。於是經過大家共同協商，認為同鄉會本該屬於社

會社團而非校園社團，應該各自分開，因而正式成立台灣同學會，但會員們可以同時參加兩個會，並決

定台灣同學會的會長，同時也擔任台灣同鄉會的副會長。

    同鄉會每年推選會長、副會長各一人，由他們負責一年度的活動，包括聚餐或郊遊等。同鄉會除了

辦聚餐或活動外，編輯和更新同鄉會通訊錄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彼時沒有中文的 Word Processor，

一切都要手寫再影印裝訂，分送給會員們及新來的留學生。終於在 1980 年，由德大博士班劉昌煥同學

領導成立德州台灣同學會，並請林發祥前輩 ( 德州大學 - 奧斯汀圖書館東亞館館長 ) 擔任同學會的指導

顧問，正式登記為德州的學生組織之一。劉昌煥同學成為台灣同學會的第一任會長，同時也是台灣同鄉

會的副會長，當年的同鄉會會長是潘以淳前輩。

    由於美麗島事件大家害怕上榜黑名單，所以沒人敢擔任同鄉會會長，於是潘以淳律師冒著無法回台

的危險，接連擔任好幾年會長，直到 1985 年，他將同鄉會暫時關閉，因為無人願意接任會長之職。

紀念2281970年 -ATA成立 (吳木盛提供 )

最能代表台灣傳統的山地原住民舞

1970年 Austin組壘球隊
(照片邱忠男提供 )

1986年第一次理事會左起陳春興、楊明源、
楊碧珠、林錦燦、梁金源(Pi-Chu Wu提供 )

2019年費心打扮巧思走秀慶中秋

2014年慶祝 33週年年會
(Pi-Chu Wu提供 )

2019年慶祝中秋節時裝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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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以淳律師一路伴隨著奧斯汀同鄉會成長至今，是奧斯汀台灣同鄉會中功不可沒的前輩之一。 關閉

了一年的台灣同鄉會，由於很多同鄉們終於領會到無法聚會，難以療癒鄉情之無奈，極力鼓吹再度恢復

台灣同鄉會，於是在間隔一年之後的 1986 年，同鄉會又重新開張。

   為了去除同鄉們擔心黑名單榜上有名之憂，已故的林發祥前輩率先擔任同鄉會的會長。美麗島事件

發生後，許信良在同年逃離台灣到美國來各地演講，劉昌煥同學以台灣同學會名義，向德州大學申請到

一個講演廳，得以安排許信良到奧斯汀演講。此後倡議台灣獨立的人士就絡繹不絕到訪，如史明、張燦

鍙、洪其昌、洪德勝等人。頓時台灣同鄕會就成了維持台灣本土意識的大本營，當年所有的聚會及接待

那些獨立運動人士的地點，不是在林發祥前輩家，就是在游伯龍教授家。 

    游伯龍教授從1973夏天到德大任教，到 1977年授聘堪薩斯大學專任講座教授至離開奧斯汀之間，

他們夫妻對同鄉會有很多貢獻，在游教授帶領下同鄉會組了壘球隊，每星期六在已婚學生宿舍附近的小

學操場練球，三不五時地也出征到休士頓和大學城，跟他們的球隊比賽交誼。 

   在此特別還要提及的是已故的林發祥前輩，在 1970-90 年代的奧斯汀同鄉會既沒會館，又無場所可

租借的情況下，奧斯汀的台灣遊子們所能聚集之處，就是林發祥前輩的家。在過往的 17 個年度，為了

讓這些台灣學子能在感恩節有家可回，有個地方可團聚，林發祥夫婦每年一定準備火雞大餐及台灣家鄉

菜，讓異鄉的遊子們有回到家的感覺，林發祥夫婦的疼心，永遠烙印在奧斯汀台灣同鄉們的心坎。 

    1996 年，奧斯汀台灣同鄉會開始將一年之中最大的新年晚會，改為舞台式的演出，讓同鄉們有看 

show 的感覺，此時的同鄉會組織章程，也已規劃為 5 位理事，並由其中選出一位會長每位任期兩年，

為了新舊理事們交接更順利，以每年 2 位與 3 位的方式來替換。每年主要的活動為新年晚會、228 紀念

會、台灣傳統週、肉粽節、中秋節、年會，其中亦有不定期的演講等等。 

   在 1980-90 年代，難能可貴之處在於資深的同鄉們，秉持著像母雞帶小雞的愛心，耐心地引導著來

自家鄉的新生代，讓他們儘快地融入新的環境；如今奧斯汀台灣同鄉會和各地同鄉會一樣，目前最迫切

的是傳承問題，加緊栽培後進及改造同鄉會的聚會模式，是刻不容緩的主要方針，期許奧斯汀台灣同鄉

會能在世代輪替後，繼續為台灣發光發熱。

三代齊集同樂

端午節立蛋帶動唱大家一起嗨跳 熱鬧的新年活動

學員多才多藝學日本舞與日本文化交流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San Antonio Chapter 

聖安東尼台灣同鄉會

    早在西元 1999 年時，聖安東尼台灣同鄉會是一個活躍於德州聖安東尼市的台灣人社團，也曾辦過全

美台灣同鄉會的大型年會活動，後來許多家庭因為工作關係，搬到外地，使得台灣同鄉會的會員漸漸失

去聯絡。近來因為此地台灣移民及留學生逐漸增多，乃由資深同鄉會會員及台灣人教授發起恢復聖安東

尼台灣同鄉會，於 2004 年 7 月 23 日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同年 11 月 20 日於 UTSA 召開成立大會並通

過組織章程。

   台灣同鄉會成立的目的，是在於改善同鄉們的異鄉生活，增添些許生活上的樂趣。事實上，在同鄉

會成立之前，同鄉們就已常一起從事休閒活動。例如定期打軟式壘球；常去附近的農村買黃豆，回家一

起作豆腐，因為當時豆腐需要到休士頓才買得到，自己做比較方便；同鄉們還固定每月兩次讀經於聖城

台福基督教會，每次都準備 Pizza、家鄉美食、及飲料，大家閒餘暢談一番。同鄉會成立後，同鄉間的

活動更多了，往來也更密切。同鄉會不但舉辦各種對內對外的球賽，如籃球、乒乓、壘球、排球等，也

有晚會、野餐等各種康樂性活動，或者舉辦各類婦女講座與一連串的醫學講座。

    雖然同鄉會的重點不刻意放在台灣意識的啟蒙或發展上，但同鄉們於

打球相聚時，話題總是繞著故鄉轉，像是台灣趣談、美食小吃、山水景點、

民情風俗、台灣歌謠、台灣歷史，以及台灣的政經時勢，大家永遠有聊不

完的話題。台灣意識，也就在這些愉快的交誼中，經由認識台灣，了解故

鄉，與珍惜台灣的心情，漸進地啟發展開。直到 1972 年當時的美國總統

尼克森訪問中國，台灣同鄉會方始更加對台灣的政治前途有所警醒，同鄉

們開始思考自己是要作中國人受中共統治呢？還是要作台灣人？從此時開

始，《台灣同鄉會通訊》開始轉載關於台灣的報導與評論。

   周欽城教授還組成音樂欣賞會，指導欣賞並教唱台灣歌謠。詳細地翻閱了周教授寶貝珍藏的這些通

訊，在琳琅滿目的報導中，有各種球賽結果，有同鄉們發表的作品，有賀喜同鄉們的新婚、弄璋、弄瓦、

學成、高升或喬遷，也有揉和了悲喜氣氛的迎新送舊欄等文章，嗅到濃厚的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情誼。

   我們也常組啦啦隊加油團，支持及接待來自台灣的中華青棒代表隊，多年來台灣青棒代表隊會參加

「小馬聯盟世界盃棒球賽(PONY's Baseball World Series)」的Palomino League比賽，連續三天賽期，

同鄉會分批到賽場為球員加油打氣。德州聖安東尼市也與台灣高雄建立超過 30 年的姊妹市情誼，兩市

2021年健走聲援台灣參與 WHA 2014年歡迎趙天麟立委演講

2017 年新年領紅包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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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常有交流的文化展覽活動，本會也會熱烈參與，共襄盛舉，為鞏固雙方城市交誼，竭盡心力。

   隨著從台灣來美求學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多，台灣同鄉會也日益擴大。同鄉會仍定期地舉辦各種餐會，

年度重要活動，計有農曆新年慶祝活動、亞洲節、母親節健行、端午節聯歡會、中秋節聯歡會等等。 

另外，不定期有關政治、學術、文化、商業座談會等聚會，還有與其他社團共同舉辦活動，活動也會邀

請台灣來的學生同樂。感謝歷屆會長為同鄉會的付出，讓同鄉們更加團結，進而成為朋友，甚至家人。

2016年與台灣商會合辦慶猴年

2019年在聖安東尼機場迎接中華青棒  
    (僑務電子報提供 )

雞年 2017年新春大吉

贊助台灣表演團體

2014年參加亞洲節宣揚台灣

每次餐會同鄉敍舊話新

參與語文教學

2016年端午節學製作粽子

端午野餐快樂吃肉粽

   聖安東尼台灣同鄉會是一個非營利事業的組織，其宗旨在服務德州聖安東尼地區的所有台灣僑民，對

鄉親提供必要的服務。宣揚台灣文化，以促進台美文化之交流。本會之理事及幹部皆為義務性之職位。

   凡是在台灣出生或認同台灣之人士皆可申請加入同鄉會。會費每戶 / 單身 / 學生每年 $20 美元，但

2023 將會調整會費。會員享有優先得知活動訊息與活動入場優惠價格，及免費三節應景食品、禮品之

福利。

本會性質及宗旨

入會資格與會員權利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Dallas-Fort Worth Chapter

達拉斯台灣同鄉會

   達福地區 (Dallas-Fort Worth) 台灣同鄉在 1972 開始聚會，為了使住本地區的同鄉能互相關懷聯絡，

當時在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就讀的一位台灣來的留學生黄會順以及他的同學，就從電話

名簿收集聽懂台語的同鄉名單。第一次的聚會是在一位同鄉家的後院舉行，當時參加的人數，大人與小孩

一共約有 20 多人，由主家用烤肉招待參加的人。當日大家認為這種聚會將來需要繼續舉辦，就推選一位召

集人出來負責下次聚會的計畫。

   國民黨於 1949 年遷台後實行戒嚴令及白色恐怖，當時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比較多的大學校園，都有

國民黨所指派的職業間諜學生，專門監視台灣留學生的言行。因為怕被列入黑名單，例如，在達福地區於

1972 年與 1973 年期間，達拉斯台灣同鄉為推選會長舉行選舉，結果都因受到就讀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姓林的職業學生的恐嚇而沒有選成，一直等到 1974 年才正式成立，由陳善同為第一任的會長，任期

一年，此後每年都有新會長接任。從此本會每年舉辦多項活動，連繫台灣同鄉的情感，抒解鄉愁。

   早期的不定期的聚會，都是同鄉 Potluck 參加，後來會員增加，才開始向餐廳訂購餐點。起先的活動

每年固定是四次，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感恩節，從 2000 年後期，才改為每年固定舉辦三場活動，

以延續台灣傳統並增進同鄉情誼。

   1. 慶祝農曆春節 :餐廳台式佳餚，並邀請周邊大學台灣同學會學生們一同參與，由同學及鄉親提供

精彩的表演如魔術、歌仔戲、舞蹈、話劇、歌唱以及舞獅等等，會員同歡，還會贈送留學生及同鄉，每

人一個美金一元的紅包，祝賀大家一元復始。多年來鄉親們皆踴躍提供紅包及獎品，更有華航及長榮贊

助的機票，做為春節的最大獎項，讓參與者盡歡。

    2.慶祝肉粽節:地點會選在戶外公園，同鄉會備有美食、刨冰和西瓜，與鄉親共享，還有餘興節目、

團體康樂活動以及卡拉 OK 同樂，每人還發一粒棕子，不忘家鄉傳統味。

   3. 歡慶中秋佳節 :地點選擇在室內外空曠的場所，由同鄉會準備豐盛的晚餐，以及與中秋或月亮相

關主題的餘興活動和猜謎，同鄉每人有一個月餅，一解鄉愁，享受快樂的中秋節。

達拉斯台灣同鄉會的創始 

每年例行活動

2022年聲援入聯
2014年支持太陽花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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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二八紀念活動                             

   1997 年適逢 228 的 50 週年，達拉斯同鄉會特別以燭光晚會的方式來來紀念，此後每年都有舉行紀念

活動。後來有幾年由本地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台灣同學會接辦，同鄉會參與。同學會主辦時，有以騎

單車繞 228 圈、游泳來回 228 次、及投籃 228 分等活動。從 2002 年起再由同鄉會主辦，邀請附近各大

學台灣留學生參加。紀念方式大部分是舉辦演講會，邀請學者或受害人家屬演講。並在 288 的 65 週年

(2012) 及 70 週年 (2017) 時舉辦肅穆的音樂紀念會。

 三、重要人士來訪                                   

   多年來關切台灣政情，常邀請台灣政界人士來訪，舉辦演講會。受邀者包括陳定南、姚嘉文、周清玉、

方素敏、彭明敏、黃彰輝、陳菊、葉菊蘭、江鵬堅、李鎮源、李鴻禧、張炎憲、蕭美琴、呂秀蓮、陳水

扁、謝長廷、徐國勇、張富美、陳翠玉、史明、鍾肇政、鍾逸人、李喬、楊翠等人。

二、選舉或賑災募款會

特別活動

年度 活動

1997 228 50 週年紀念  祝禱與 燭光晚會

2005 UTA Event 與點亮民主燭光，反併吞、護台灣，反制中國反分裂國家法。

2006 台灣心靈日，影片欣賞 (李筱峰的台灣望春風 )

2007 228 60 週年紀念 - 林一方演講及《二二八血淚史》的首部曲《槍口下的冤魂》影片

2008 228 和平日點燈活動

2009 葉文宏長老演講  ( 花蓮張七郎與其子張宗仁，張果仁被槍殺慘案 )

2010 228 和平日點燈活動與紀念歌曲演唱

2011 陳姿憓演講 (查某人的 228) 

2012 228 和平日音樂會

2013 228 事件的回顧與省思 (4 Scholars presented the related articles) 

2014 228 事件追思與戶外踏青 (at Arbor Hills Natural Preserve)

2015 Julie Wu ( 吳銘秀 )演講 (The 3rd Son) ， Jonathan Tsay 與 UNT 學生演奏台灣歌謠

2016 湯舒雯演講與影片欣賞

2017 228 70 週年音樂會

2018 王克雄演講 ( 台灣司法改革的先鋒 - 王育霖檢察官 )

年度 活動

1984 為陳文成父親陳庭茂先生募款

1999 台灣 921 大地震救災募款

2000&2004 陳水扁總統競選募款

2001 包車到 Houston 歡迎陳水扁總統過境休士頓

2001 911 募款會

2002 南長北元 (高雄市謝長廷，台北市李應元 )市長選舉募款

2007 謝長廷 總統競選募款

2009 莫拉克 水災募款

2011 日本福島海嘯募款

2012&2015 蔡英文總統競選募款

2014 太陽花學運募款

2019 包車到休士頓參加蔡英文總統選舉造勢

達拉斯 228 紀念活動一覽表

新年晚會 慶祝端午肉粽節



四、深入主流為台灣發聲

    1978 年抗議美國與中國建交 - 斷交週末在達拉斯市政府前廣場舉行一個示威抗議，最大報紙 Dallas 

Morning News 報導結語「台灣人要求獨立自主。」這是本會第一次主流示威活動。

    1979 年美麗島事件 - 1979 年 12 月聲援被捕黨外人士，本會響應全美台灣同鄉發起寫信簽名運動，

寄書信給美國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及國際赦組織的關注，受刑八人才得免於被判死刑。

   1981 年陳文成事件 - 1981 年 7 月 14 日達拉斯同鄉會與其它德州三個同鄉會對陳文成事件，特別向

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遞送抗議書。

   1983 年  達拉斯亞裔節事件 - 在 1980 年代初期，每年五月中旬達拉斯市市政府廣場慶祝亞裔節，同

鄉會早已參加多年，但在 1983 年達拉斯青商會 (Chamber of Commerce) 在國民黨的慫恿下，把達拉斯

台灣同鄉會排除在外，本會示威遊行並嚴厲拒絕在大中國的框架以「台灣地區」為名參加。

    1996 年中國對台灣飛彈事件 - 1996 年台灣首次開放總統直選，選前中國在台灣週邊海域發射兩枚

飛彈威脅台灣，本會兩百多位會員在達拉斯廣場前舉牌抗議示威。  

   1997 年「對中國說“不」示威 - 1997 年 6 月香港回歸中國前夕，本會 200 多位同鄕在甘迺迪紀念

廣場舉行示威，Dallas Morning News 以極大篇幅報導，台灣不同於香港、更不屬於中國的訴求。

    2000 年協助催生台灣人大會 - 2000 年 10 月姚嘉文資政訪美，因為陳水扁總統的「全僑和平民主聯

盟」被國民黨掌控，討論成立一個海外台灣人發聲的社團 World Taiwanese Congress (WTC) 籌備會。

   2002 年對江澤民示威抗議 -江澤民訪美，受邀到 Crawford 布希牧場，同鄉會員 50 多人包車和一羣

法輪功信眾抗議。逼迫美官方只能讓江澤民繞道迴避，我們宣揚「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目標有重大效果。          

   2005 年反制中國反分裂國家法 - 為反制 3 月中國人大會通過「反分裂國家法」，300 多位同鄉在達

拉斯甘迺迪中心廣場發動抗議「One Taiwan One China」守護台灣向中國嗆聲。

五、 推廣台灣文化 -- 五月節與台灣傳統週

    1984 年五月節 -- 在 1983 年退出達拉斯的亞裔節後，當時會長葉鴻振提議改換場地，從 1984 年起參

加 Fort Worth 的 Trinity Park「五月節」，1999 年柯林頓批准「台灣傳統週」後，就與五月節合併，

每年以品茶、童玩、布袋戲、說故事、介紹觀光景點，讓主流認識台灣，而精彩的演出，更受好評。

     2000年台灣文物展覽—連續3年在Farmers Branch， Carrollton， Plano 和 Arlington的圖書館，

每年依不同主題舉辦「台灣文物展覽」。

    2002 年蘭陽戲劇團 -- 由田秋瑾領隊在德州大學阿靈頓校區表演台灣傳統歌仔戲、武術、民謠等。

    2013 年董事長樂團在 UT-Dallas、2015 年 8 月「菁英三重奏」及 9月董事長樂團在達拉斯台灣基督

教會表演。2018 年打狗亂歌團受邀在 Richardson Presbyterian Church；2019 年新勝景掌中劇團在

Allen Public Library 表演。以上種種活動，本會出錢出力，全力以赴。

六、美南夏令會

年度 日期 主題 地點 總幹事

1988 7/1 -7/4 建設新而獨立的台灣 Univ. of North Texas， Denton 吳明基

1990 7/20 -7/22 開拓台灣新境界 Sam Houston State Univ. ，Huntsville 蕭慶和

1992 7/24 -7/26 同心共識建台灣 Sam Houston State Univ. ，Huntsville 詹文聲

1995 7/7 – 7/9 重建國格 立足世界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 San Marcos 吳明基

2001 6/29 – 7/1 新世紀、新政府、新國家 Univ. of Texas-Arlington 謝慶鏘

2005 7/8 – 7/10 海內外台灣人的新挑戰 Marriott DFW Airport South， Ft. Worth 葉鴻振

2007 7/6 – 7/8 台灣認同 國家正常化 Holiday Inn Select North， Dallas 楊金文

2009 6/26 –6/28 年輕人的台灣認同 Marriott DFW Airport South， Ft. Worth 盧永華

2012 6/29 – 7/1 認知歷史  重建信心  贏回台灣 Marriott DFW Airport South， Ft. Worth 葉寶桂

2016 7/1 -7/3 轉型正義   點亮台灣 Sheraton Dallas Hotel by Galleria， 
Dallas

劉杏芳

達拉斯主辦美南夏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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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南台灣日壘賽                                                                                                                  

   1980 年代美南同鄉和美南各大學的台灣同學會盛行打壘球，這個活動連結了老一輩台灣同鄉、留學

生、和台美第二代年輕人，所以每年都舉行壘球錦標賽，大多數由休士頓和達拉斯同鄉會輪流主辦。我

們主辦的 1984 年及 1987 年都名列第二。1989 年由 Arlington 主辦，得到第一名！ 

八、協辦台美社團的活動

   1995 年、2002 年、2006 年、2011 年協辦全美台灣人權協會年會與人權獎頒獎大典；2003 年起本會響

應由四個全美台灣人社團（WUFI、NATWA、TAAUSA、FAPA) 共同發起的「台灣隊」(Team Taiwan) 活動，

10 月中旬在達拉斯市中心舉行的 「Race for the Cure」的公益活動。2003 年 -2018 年協辦台心合唱

團在台美社團重大盛事公演。2004 年協辦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NATWA) 年會；2013 年協辦北美台灣工程

師協會 NATEA 年會；2015 年協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達拉斯支部「台

灣原住民文化訪問團」表演活動。

 

 九、擔任其它台美社團重要職位—

林又新 TAA-USA 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1999-2000)

吳明基 FAPA 總會會長 (2001-2005)

葉寶桂 NATWA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長 (2003-2004）

蔡靜煌 FAHR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會長 (2004-2005）

張謙益 NATEA 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會長 (2012-2013) 

謝慶鏘 北德州 FAPA 分會會長（任 30 年分會會長，6 度榮獲 FAPA 

Chapter of the Year Award）

蔡靜輝 NATPA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2018-2019）

吳明基 WUFI 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 (2018- now)

    達拉斯台灣同鄉會經過前輩們努力付出，不斷茁壯，如今世代

交替傳承，近幾年的會長以及理事，都交由年輕一輩掌舵，除了關

心台灣，努力融入主流社會，期盼年輕世代踏著前輩披荊斬棘開創

的大道，使我們成為移民的典範，繼續勇敢大步向前行，迎接另一

個里程碑。

台灣文化展介紹布袋戲偶

2017年鄉親高舉標語聲援台灣加入 WHA
(休士頓僑教中心提供 )

支持林昶佐選舉

2021年組台灣隊為主流護心活動而健走

2017年新年晚會

2019年中秋台灣夜市

2021年中秋節慶祝全美會 50週年義賣

2018年為聲援台灣參與聯合國
發起致函給聯合國秘書長Antonio Gutiérrez 聯署活動

2022年聲援烏克蘭


	06  pages 17 - 22
	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