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Greater Seattle

大西雅圖台灣同鄉會

　　大西雅圖台灣同鄉會於 1970 年 5 月成立，第一屆會長為蔡愛智牧師。事實上，自 1950 年代起就開

始有台灣人前來西雅圖地區留學、工作，進而定居。而本會最初的成員，主要便是由華盛頓大學的教職

員與留學生所組成。1975 年華大台灣社（即今之台灣同學會）成立後，兩個社團合作無間，會員的成

員也大都重複，如台灣同學會的合唱團其實也就是同鄉會合唱團。

　　本會最初的活動與全美各地同鄉會十分類似，每年恰逢過年、端午、中秋這類團圓的節慶，同鄉便

會聚在一起吃家鄉菜，聊故鄉情，慰藉彼此想家的心情，尤其是本地有許多前輩曾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

而無法回鄉，同鄉會便成為他們心靈上重要的慰藉。此外也時常舉辦野餐和郊遊的活動，在當時是難得

能與同鄉聯絡感情，彼此照應的機會。

　　此段期間有越來越多不惜自我犧牲的人士成功突破國民黨的封鎖控制，台灣黨外運動逐漸風起雲

湧，本地台美人受到影響，也開始舉辦台灣文化或政治性的講座。當時，本會除了出版台灣人名錄和新

聞信之外，也曾出版過《鄉訊》和《亭仔腳》兩刊物，報導美國西北區台灣人的各種活動，成為串聯本

地台灣政治力量的重要角色。

　　然而，雖然黨外運動漸有突破，但海外的台灣人在此期間，其實仍受到國民黨嚴密監控。1978 至

1982 年間，大西雅圖台灣同鄉會為抵制「黑名單」的恐怖威脅，不得已改採「集體領導」，以避免會

長及委員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而受到壓迫。

　　1983 年之後，本會選舉改採委員制，也就是說本會的委員是由全體會員投票推舉出來，再由委員

之間互相投票選出會長，推選出來的會長必須向委員負責，這是本會與其他同鄉會相比，較特別之處。

　　幸而 1980 年代後，同鄉會雖仍受到打壓，但會員人數在同鄉們苦心經營之下，不減反增。且為因

應人數增加，各項活動開始租用學校禮堂和大型餐廳來舉辦，以容納為數眾多的來賓；原來由每戶家庭

自行準備的餐點，也改由專業的台灣同鄉來負責。本會目前的固定活動，也大致在這時期定型，新年聚

餐、暑期野餐、中秋節晚會、和春季音樂會，這些歷年必定舉辦的大型活動，都是在這時立下了基礎。

2019中秋節合唱團高歌演唱

派對少不了的帶動跳

大家一起動起來啊舉頭望明月

非常重視讓年輕世代理解228事件始末 洋溢活力的動感歌舞

中秋節月圓人團圓



簡介各會 - 美西區

美
西
區

　　同時我們也開始和本地其他台灣人社團建立合作關係，比如台灣婦女會、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FAPA）、台美公民協會（TACL）、台灣文化促進會等團體，都曾和本會多次共同舉辦各種不定期的活動。

　　1990 年代，本會已成為西北地區最大的台美人組織，於 1979 年在西雅圖籌辦世界台灣同鄉會（世

台會）第六屆年會，並於 1989 年與加拿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在西雅圖附近的奧林匹亞（華盛頓州首都）

合辦過美西夏令會。大西雅圖台灣同鄉會至此已成為本地不可忽視的力量。

　　2001 年開始，本會開始參與每年五月的台美人傳統週活動，藉由各種展覽、表演、競賽及美食，

將台灣的文化歷史介紹給美國主流社會，以提高台灣能見度。近年來，228紀念會也逐漸成為固定活動，

曾邀請著名學者，如陳翠蓮教授及陳儀深教授等舉辦座談會，也邀請新世代台灣作曲家如大支、老莫及

楊舒雅為本會 228 活動創作專屬主題曲，獲得許多好評及矚目。

   本會已於 2019 年正式申請成為非營利組織，期望此後組織能夠有更多發展空間，成為本地台美人最

堅實的後盾。

   在疫情期間雖無法舉行實體活動，但本會仍負起服務同鄉之責任，在疫情之初，替同鄉代購台灣製

口罩，並捐贈口罩予當地醫院等相關機構，以增加美國社會對台灣社群的好感。在解封之後，我們除了

舉辦例行活動外，也期待能夠時時跟上國際局勢的腳步，目前為止已舉辦過「時代革命」電影放映座談

會，也有支援烏克蘭的活動，展現了台灣鄉親對國際局勢的熱切關心。

　　期盼成立 52年的大西雅圖台灣同鄉會在疫情解封後，不但能持續聯繫同鄉感情，傳承先輩無畏的開

拓精神，也寄望能與當地社群有更多的連結與合作，使「台灣」在國際上能夠更站穩腳步，勇敢向前行！

2019年表演團體新勝景掌中劇團

熱情接待傳統週台灣代表團

2019年新春合唱團賀年

2022年夏季野餐同樂會圓滿大成功

同鄉聚會相見歡

支持人權香港時代革命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Greater Portland

      大波特蘭台灣同鄉會

黃芳娸整理

　　波特蘭是美西北區奧勒岡州的第一大城，居住在此的台灣人與美國西岸的幾個大城相比相對較少。

然而近幾年搬到波特蘭的台灣人越來越多，參加活動的人增加不少。據前會長張長喜（2000-2001）說，

他當年搬到波特蘭時根本沒幾位台灣人，於是 1970 年前期幾位來波特蘭創業的台灣人，思念家鄉味，

打算成立一個屬於台灣人的社團。考量當時台灣仍為戒嚴時期，雖然人在美國，如果加入台灣同鄉會，

立刻會被列入黑名單，也了解大家會不敢參加聚會活動，因此以「台灣鄉友會」之名成立台灣社團。數

年後，一位波特蘭州立大學台灣教授當了鄉友會會長，修改會章，讓自認為台灣之友的人，包括中國和

其他地區的人也能加入，此會大部分的會員開始以親國民黨居多。

　　解嚴後，幾次台灣事件發生，野百合學運響起，民主意識抬頭，住在波特蘭的台美人再次相聚，計

畫籌辦一個以關懷台灣政治為主、講台灣話的台灣社團。1992 年經過四次會前會，同鄉們出錢出力，

過程雖遭到不同政黨理念的人多次阻擋，王福來與台灣支持者在 Holiday Inn 舉辦一場大型創會活動，

發表大波特蘭台灣同鄉會（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Greater Portland，簡稱 TAGP）正式成立。前

會長李瑤煌敘述當天約有 160 人到場，連沒有被邀請的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也前來參加，彭明

敏教授也應邀演講，場面盛大隆重。創會後王福來被選為首任會長，羅振芳為副會長，並成為第 63個加

入全美台灣同鄉會的支部，與其他州的同鄉會連上線，尤其與鄰近的大西雅圖同鄉會交流最為熱絡。

1992年 12月 30日鄉親與彭明敏教授聚會其中多位同鄉會歷屆會長也出席
前排左二王福來、右三彭明敏、右一林彌珍

後排左一王富雄、右四李瑤煌、右二張長喜、右一洪賢明。

2020年與在地僑團合作發起「大波特蘭台美人口罩募款計畫」

2017年 TAGP接待高雄市代表團左起為翁玉枝、張哲豪、李學圖、陳萩翠
前高雄市長陳菊、紀江蒨、蕭喬云、邱貞雅、鄭逸群、詹秀珍

2021年同鄉會合辦「支持台灣旺來-團購鳳梨果乾團購」左起為西雅圖僑務中心吳
曉竹主任、黃芳娸、羅志云、西雅圖同鄉會會長韋志澄、謝瑱軒



簡介各會 - 美西區

美
西
區

　　Covid-19 在 2019 年底爆發，羅志云在 2020 年擔任會長後，辦理同鄉會的活動面臨許多考驗，往

年的農曆新年慶祝餐會不得不改為線上慶祝模式，也停辦了許多實體聚會；但同時仍持續關心台灣與世

界局勢，2020 年協助台灣鄉親團購台灣製醫療口罩，並與當地僑團合作「大波特蘭台美人口罩募款計

畫」，2021 年與西雅圖台灣同鄉會共同發起「支持台灣旺來 - 鳳梨果乾團購」活動，不僅關心在地的

台灣同鄉，也將台灣人的善心推己及人，幫助在地社區，宣揚「Taiwan Can Help」的理念。

　　2021 年在羅志云及理事團隊的努力，首度發行同鄉會「VIP 會員卡」制度及「特約商家互惠共榮方

案」，除了造福在地鄉親，也扶持在地商家。此外，並正式成為 IRS 批准的免稅非營利組織 501(C)

(3），與通過 Amazon Smile 註冊。

　　2022年許翔瑟會長上任，將「維繫在地鄉親情誼」視為首務。除了往年常態性舉辦的農曆新年餐會、

台美人傳統週宣揚活動、夏日野餐會，更創歷年之新，每個月均舉辦一項活動，類型包羅萬象，擴及各

個年齡層，例如親子說書會、健康講座、挖蚌、捏麵人教學、泛舟、中秋烤肉、抓秋蟹 ...... 等，同

時也協助西雅圖文教中心各種僑務政策宣揚、亦於辦理活動同時聲援台灣加入聯合國，TAGP 同鄉會的

臉書公開社團成員及 VIP 會員人數均大幅成長，參加活動的鄉親人數也與日俱增。

疫情後的大波特蘭台灣同鄉

2022年舉辦夏季野餐會

2022年 TAGP第 4次籌組台灣龍舟隊「Team Taiwan」
勇奪殿軍佳績

2022年首度舉辦中秋大會烤，並聲援台灣加入聯合國

　　同鄉會成立之後，除了提供鄉親社交聯誼、宣傳台灣傳

統文化，也經常舉辦活動，關懷台灣政治，捍衛台灣與台美

人的尊嚴，支持台灣民主的推動。創會後幾年，同鄉會也曾

面臨會員人數不足的低潮期。1998 年理事會接手之後，為了

提高鄉親的參與度，做了問卷調查後，試圖改變運作，減少

政治性活動，專司聯誼社交，以提高台灣意識、宣傳台灣文

化為主；2009 年前會長張哲豪開始廣邀年輕人加入理事會，

促使理事會年輕化。自 2000 年 5 月第一次舉辦鄉音活動，響

應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的台美人傳統週，之後每年傳

統週活動皆由同鄉會主辦。2017 年同鄉會成立龍舟隊，招募

25 人首次參加波特蘭市玫瑰花節龍舟賽活動。

　　以上內容記錄於 2017 年 11 月 26 日，由四位前會長李瑤煌（1994）、李學圖（1998-1999）、張長

喜（2000-2001）、翁菊枝（2004）相聚，敘述創會事蹟，由前會長蕭喬勻（2015）與當年（2017）會

長邱貞雅在場一同記錄；後由黃芳娸（2020-2022 秘書長）潤筆。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the Greater Salt Lake

大鹽湖區台灣同鄉會

　　鹽湖城（英語：Salt Lake City，或簡稱 SLC、Salt Lake），是美國猶他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

以緊靠大鹽湖而得名，鹽湖城是 1847 年由楊百翰率領一批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的信徒在

此拓荒所建成的一座城市。此後，該教會的總會一直位於鹽湖城。目前超過半數的當地人士為該教會教

徒，因此鹽湖城又被稱為摩門之都、摩門之城。

　　大鹽湖區台灣同鄉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不隸屬於任何政治、社會或宗教組織。秉持宗旨如下；

　　1. 根據猶他州法律，僅作為非營利協會行事和運作，並作為慈善組織行事和運作，以減輕政府的

負擔，為窮人、受困者或弱勢群體提供救濟，通過經濟發展減少失業，促進社會福利。

　　2. 保護台美人的權益，增進對台灣文化和社會的興趣和了解，並為美國的文化多樣性做出貢獻，

培養社區公民之間的友誼與和諧。

　　3. 為進一步維護其宗旨並由此實現其目標，TAGSL 應始終將其政策建立在既定原則之上，這些原則

通過教育、文化和其他相關活動，以及通過舉辦論壇、小組討論的政策來豐富人類個性和群體聯繫、講

座或其他類似計畫，適用於整個社區，特別是台灣和台美人社區的所有部分。

　　4. 為穩固將 TAGSL 確立為一個堅持促進台灣認同和福祉，促進台美兩國關係。

2016年亞洲節的龍舟及原住民意象

亞洲節表演原住舞受歡迎

亞洲節台灣意象大放異彩

2017年慶祝台灣元宵聯歡會舞台表演（僑務電子報提供）



簡介各會 - 美西區

美
西
區

　　TAGSL 將遵循其進一步的宗旨和目標，永遠致力於接受公共義務，倡導負責任的身份，維護台灣與

美國兩地民主，並致力於捍衛法律保障人權和公民權利；以及消除偏見和歧視。

    TAGSL 主要的活動： 

    1. 農曆春節晚會、端午節野餐、中秋賞月、迎新年會。

    2. 舉辦有關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演講座談。 

    3. 主辦增進同鄉生活品質的座談會。

    4. 參與主流在鹽湖城大都市的慈善活動。

2022年台灣傳統美食之夜(僑務電子報提供)

元宵聯歡會製作台灣映象的場地佈置（僑務電子報提供）

2018年猶他州鹽湖城的拓荒遊行花車遊行獲得市長獎

2017年慶祝台灣元宵聯歡會向主流介紹台灣（僑務電子報提供）

2017年現場500多位參與慶祝台灣元宵聯歡會場面熱鬧。（僑務電子報提供）

鹽湖城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rizona

亞利桑那州台灣同鄉會

吳玟瑞

　　亞歷桑那州台灣同鄉會於 1989 年 2 月 4 日正式成立。1988 年的夏天，我帶著我兩歲大的兒子，從

台灣來到了這個當時僅有 180 萬人口的鳳凰城都會區，住進了我先生為我們安排位於 Tempe 的 ASU 大學

附近的租屋。很快地我認識了一位同是住在附近，從台南來的太太，人非常熱心也很會煮道地的古早菜，

常常招待從台灣單身留學生吃飯，沒多久我跟她就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她神秘的跟我說，她想周末帶

我去參加一個同鄉舉辦的聚會，我很自然回答說很好呀，她卻壓低了聲量叫我小聲一點，不可以外傳。

看我的困惑，她解釋，這是台灣同鄉會的活動，別人知道有可能會被列入黑名單，回不了台灣的。她甚

至指名道姓的說，某某某就是拿中山獎學金的國民黨細胞成員，勸誡要有所防備。

　　那次的聚會，是我第一次參加在美國的台灣同鄉會活動，對我來説是震撼，也是啟蒙。我們去了一

位在 ASU 任教的吳和甫博士家中舉行，與會者的另外一位主辦人是當時在 McDonnell Douglas 任職的洪

正義博士。在會中，我們看了當年 520 農民運動中，農民們受到國民政府血腥鎮壓的記錄片，也談論了

為什麽台灣人民自決的重要性。那次聚會，讓我跟同鄉會結了緣，從此陸續參與同鄉會舉辦的活動，看

到許多在台灣看不到的資訊。

　　時間快轉 34年。回顧這些年中，台灣民主政治的改革顯著的進展，國際情勢也發生了不少的變化。

而亞利桑那州同鄉會，始終堅持著台灣本土意識的基調，只在活動的性質上，隨著時空的變化，做了不

同的調整。最初認識的同鄉會前輩，心中都懷著強烈的台灣獨立建國目標，所以同鄉會活動主題的政治

色彩鮮明。也因為這個原因，讓許多心裡籠罩在國民黨白色恐怖陰影下的台灣移民，對同鄉會這個招牌，

有避之為恐不及的排斥。而當時的中國尚未崛起，北美的華人若不是中國解放前的老一代移民，就是台

灣移民，真正的中國移民還很少。因此在那個混沌時代，「中國即台灣」是一個政治正確的潮流。台灣

留學生參加的是中國同學會，台灣人在社區慶祝的是中國週，沒有人覺得奇怪，而台灣同鄉會成了抵擋

這股狂流的中流砥柱。

　　到了 2000 年，台灣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同時間，中國的經濟也逐漸崛起，越來越多的中國移民湧

至本地，正牌與冒牌的中國之稱，開始有了驗明正身的需要。在這個時期，亞利桑那州台灣同鄉會的活

動也開始檯面化，本著推展台灣本土認同為目標，強調台灣本土文化，淡化政治色彩。除了每年定期舉

同鄉會啟蒙台灣人民自決重要性

同鄉會積極推廣台灣意識

僑委會舉辦美食教學 美食教學聽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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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龍舟大賽信心滿滿

慶祝農曆新年

2018年 Desert Breeze Park聚餐

到丹佛歡迎蔡總統

生活講座

團隊左起宋淑玲、吳玟瑞、陳瓊巽

聚餐台式美食

2019年農曆新年聚會

歡喜迎新春

辦的春節，中秋節，春遊的聚餐聯誼活動之外，也想辦法深入本地主流社區，擴展台灣認同意識。像是

每年 5 月的台美人傳統週、台灣美食饗宴展、亞利桑那亞美人節慶，以及過去的 ASU 的台灣研習社，台

灣同鄉會都會積極的參與。其他像 2005 年提議本地 Channel 3 錄製的《介紹台灣座談會》電視轉播，

以及 2007 年對外開放的「長昌盃高爾夫球比賽」，都是同鄉會積極策劃舉辦的活動。

　　在歷屆前輩的努力之下，參與同鄉會活動的人數不斷的成長。不過由於本州的台灣同鄉，大部分屬

於留學生轉上班族移民居多，年輕家庭生活起步艱辛，流動性高，能注入並留住服務團隊的新血不多，

對同鄉會的老化與銜接產生了隱憂。

　　天佑台灣，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像一陣春雷，喚醒台灣年輕人推廣台灣意識的意願，像我們今

年的理事會成員平均年齡差不多是 33 歲，是我們歷屆最年輕的團隊。而現在的鳳凰城都會區人口，已

經快要突破5百萬了，而這裡台灣人口還在持續增加的趨勢，讓亞利桑那州同鄉會的傳承有了新的契機。

　　台灣同鄉會一直是一個以台灣本土意識為中心出發的社團，團隊參與只有付出，沒有任何利益考

量，這是所有台灣同鄉會成員引以為傲的傳統。今天由我來寫回顧亞利桑那台灣同鄉會的歷史，是我的

榮幸。因為它的延續，是由許多前輩，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克服各種挑戰，默默付出的結果。而我的參

與，只是其中的一小段。在此向所有的前輩感謝，也祝福所有在北美洲的台灣同鄉會持續努力，迎向另

外一個茁壯的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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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維加斯台灣人同鄉會 - 台灣心故鄉情

　　拉斯維加斯的主要經濟支柱是博彩業，由於賭場是個聚寶盆，美國各地的大亨或集團紛紛向拉斯維

加斯投資興建賭場，1990 年亞裔一波波來拉斯維加斯落戶，同時後起之秀是世界上著名的會議展覽城

市，及娛樂一流表演所在，一度成為美國發展最迅速的城市。

　　拉斯維加斯台灣人同鄉會自 2006 年創會迄今，已有 16 年歷史，會址設於美國拉斯維加斯，由王國

雄擔任第一屆會長，歷任會長有莊兆枋、蔡美幼，目前是張愛惠擔任會長。本會為服務性質之非營利組

織。本會宗旨：以聯絡鄉親、互相幫助、交換與關懷鄉情，堅持台灣優先與認同，加強與地方主流社會

互動關係，推動國民外交與文化交流。

　　過往同鄉會的會館是租借的，因此當房主要漲價租金或要收回場地時，同鄉會就必須搬遷非常的無

奈，會址也因此換過三次，直到 2019 年同鄉會會員高端甫夫婦感懐於此無奈的事實，乃出資購買目前

會館所在地的整楝建築物，將其中

兩大廳提供給同鄉會做為會館活動

中心使用，同鄉會這才真正安頓下

來。為了聯絡感情，我們也有出版

《鄉訊》。

2009年同鄉會合唱團以歌「台灣」緬懷228 (伊佳奇攝影)

2009年同鄉會合唱團以歌「台灣」緬懷228 (伊佳奇攝影)

號召台灣僑民加入同鄉會大家庭的海報

創會會長王國雄（右五）、2017年會長蔡美幼（右四）與工作團隊。(僑務電子報提供)

歡迎賴銘琪處長參訪(僑務電子報提供)

張愛惠會長 (202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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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維加斯同鄉會自創會以來一直自力更生，資金來源除了會員會費以及會員樂捐外，為了開源節

流增加經費，從 2014 年開始舉辦會員旅遊活動，直至 2020 年因武漢肺炎被迫停止。同鄉會的「千千

歲旅遊團」，因為參加的同鄉總共年齡超過 2 千歲，每次都是包一輛大巴士，自己設計旅遊路線、聯

絡住宿及擔任導遊，每次出遊六夜七日，北至北加州、Utah、Oregon，南至 California、Arizona、 

Texas、New Mexico，西至太平洋岸、東至 Colorado，幾乎遊遍附近的國家公園及峽谷，會員們也期待

很快地能夠恢復旅遊活動。

　　同鄉會比較固定的活動，包括露營釣魚、室外野餐、Potluck 聚餐、重要節日聚餐、尤其是新春聯

歡或中秋節聯歡晚會，感恩節餐會， 接著有卡拉ＯＫ、品茶及品酒等等交誼，每次聚會同鄉們都快快

樂樂盡興地渡過一天。台灣電影節也曾在此舉行。

　　同鄉會內人才濟濟，除了旅遊團外，固定的還設有綠洲合唱團、交際舞班、兄姊會、登山隊等。

    簡單介紹我們拉斯維加斯台灣同鄉會，這裡真是好山好水好風水…

(1) 沒有州所得稅；

(2) 世界級的建築、美食、娛樂項目；

(3) 沒有地震；

(4) 沒有龍捲風；

(5) 沒有蚊子；

　　非常歡迎各地台灣同鄉來拉斯維加斯度假，或是退休後選擇來拉斯維加斯定居，更歡迎加入我們同

鄉會的陣容。

千千歲旅遊團

千千歲團遊遍美西附近各大景點

2016年 排舞表演 (賭城天天報提供) 2016年 人老心不老恰恰恰 (賭城天天報提供)2016年 阿薩布魯四重唱 (賭城天天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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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台灣同鄉會之回顧

會長楊泰瑛 副會長呂學優 (2022)

　　夏威夷台灣同鄉會是在 1971 年創立，現今本會每年兩次最大型的活動 :

第一、 舉辦春節聯歡晚會「台灣之夜」，2014 年夏威夷州長艾伯克倫比（Neil Abercrombie）還曾親

自出席，因為 2013 年適逢台灣與夏州締結姊妹州 20 週年，雙邊關係進展成果豐碩，繼美國予台

免簽，華航與夏航也互開直航班機，吸引更多兩邊的經貿及旅遊交流，州長多次讚揚肯定台灣僑

民對夏威夷經濟的卓越貢獻。

第二、 一年一度的中秋節野餐活動，同鄉會在現場備有台式佳餚及手工月餅等豐富餐點，安排趣味遊戲，

吸引眾多同鄉闔家共同歡度充滿台灣味的秋日佳節。以下列出歷屆會長主要活動如下：

1972 年鄭良偉教授 -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第一任會長，創業維艱，列入國民黨黑名單。

1973 年林玉鐘教授 -第二任會長，積極投入美國主流社會，為台灣喉舌。⋯⋯

1974 年李英哲教授 -第三任會長，傳承前兩位夏大教授的努力，為鄉親服務。

2018年中秋節野餐大團圓(駐檀香山經文處提供)

林義雄夫婦來訪 2001年歡迎台灣青年訪問團 2007年三針護一生深受肯定

2019年蕭美琴大使
上 StarAdvertiser 專訪頭版

頭條

2017 年中秋節野餐圓滿成功
(駐檀香山經文處提供)

2019年 4月慶祝「台灣關係法40週年」定為台灣日

2002年歡迎高俊明牧師夫婦來訪 2004年歡迎蔡明憲副代表演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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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6 年模糊不清的年代、沒有會長帶領。

1987 年蔡直樹醫師 -FAPA 夏威夷分會成立，彭明敏、江鵬堅、張俊雄、黃煌雄、楊黃美幸來訪。邀請

流亡海外的張俊義教授反核能演說。

1988 年楊泰瑛醫師 - 夏威夷常青會成立第一任會長陳玉嫘。姚嘉文來訪。第一屆 228 紀念活動。

1989 年吳清正會長 - 台灣原住民交流活動。

1990-01 年陳國文會長 - 台灣之夜活動，鄉親 600 多人踴躍參加。

1992 年吳榮德會長 -228 紀念活動。

1993 年楊泰瑛醫師 - 成立青少年才藝晚會，獎學金募款餐會，及舉辦第一屆福爾摩沙高爾夫球公開賽。

1994-5 年辛忠達醫師 - 李登輝前總統訪美康乃爾大學演講「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往返均過境夏威夷。

1996 年陳長山會長 - 積極參與市政活動。中秋佳節賞月活動精彩。

1997 年楊泰瑛醫師 - 擴大舉辦 5 月台灣傳統周，台灣美食嘉年華活動

1998 年陳照雄醫師 - 在夏威夷舉辦首屆 228 紀念活動。邀請知名畫家陳錦芳來訪展出。

1999 年吳建豐醫師 - 舉辦為期三天的第二屆 228 紀念會由宋泉盛院長主講。協辦世界台灣同鄉會年會

邀請、謝長廷，游錫堃堃，陳唐山，李應元，共襄盛舉並於東西文化中心舉行兩國論討論會。

2000 年郭鴻志會長 - 陳水扁當選台灣總統，520 就職餐會、姚嘉文來訪。

2001 年呂學優會長 -911 美國紐約雙子星世貿中心被歹徒飛機撞毀堃堃，特別聯合各社團舉辦愛心義賣募款

記念會，以回饋前年台灣 921 大地震美國全國上下對台灣的捐款及援助堃歡迎林義雄夫婦來訪堃， 第一次

參加 Honolulu festival 由觀光局請九族文化村參與。

2002 年蔡金蘭會長 - 歡迎高俊明牧師夫婦來訪。參加 Honolulu Festival，由南投縣九族文化村領銜主演。

2003 年韓慧嫻醫師 - 呂秀蓮副總統成功過境夏州。第 49 屆亞太自由民主聯盟召開，彭明敏教授主講。

2004 年呂華惠會長 - 8 月台灣前總統陳水扁過境 , 協辦全美台灣人醫師年會歡迎蔡明憲副代表演講會。

2005 年黃喜代會長 - 第一次參加 Aloha festival 並得到最佳大會堃。

2006 年呂學優會長 - 與夏威夷醫師協會合辦台灣情健康日園遊會，醫療服務更有台灣文化及美食攤位。

2007 年楊濟華教授與北美台灣人醫師基本會合作，三針護一生 B 型肝炎防護活動。包括免費篩檢及三

針預防注射，歷經數年共計五千多人接受篩檢，六百多人預防注射。

2008 年陳國文會長 - 台灣前總統陳水扁過境，200 多人僑胞熱烈歡迎，並和紅藍人士分庭抗禮。

2009 年  許淑玲會長 - 馬英九前總統過境訪問夏威夷。EPEC 在 Honolulu Convention Hall 舉行 , FAPA 有聲

有色的 " 一邊一國 " 遊行 , 引來了諸多媒體的採訪。

2010 年郭宏光醫師 - FAPA 年會在檀香山舉行。中秋佳節賞月猜謎活動，鄉親 300 多人參予。

2011 -2 年黃春進會長 - 高雄副市長劉世芳來訪，並參與高雄市和檀香市 50 週年姐妹市慶祝活動。

2013-4 年楊泰瑛醫師 -228 紀念活動。五月傳統週訪問團及公立高中台灣堃學金各學校踴躍參與堃。

2015-6 年蘇惠玲會長 - 高雄市長陳菊率領十多位各局處首長外交之旅訪問州長。

2017-8 年黃春進會長 - 首位台灣總統到訪 2 晚不只「過境」檀香山。蔡英文還登星廣報 (Honolulu Star-

Advertiser) 報紙頭版 , 駐美大使高碩泰全程陪同。另外，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夏威夷分部在夏威

夷時間 28 日於檀香山星廣報刊出有「點亮台灣、點亮夏威夷」字樣的廣告，歡迎蔡總統來訪。

2019-22 年楊泰瑛醫師 - 3 月蔡英文總統海洋民主之旅過境夏威夷。4 月慶祝「台灣關係法」40 週年受

州政府邀請在州政府舉辦台灣之活動並有副州長宣布定為台灣日，並舉行數次遊民醫療及發放慈善活動

表達台美友誼的堅定，蕭美琴大使到訪並接受 StarAdvertiser 專訪頭版頭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