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2017年國際年會於 6月 10-14日在亞特

蘭大盛大舉行。台灣館館長 PDG Medichem 指

派我擔任副館長，協助宣揚台灣扶輪的服務成

果，並提高台灣的公共形象。畢竟，台灣扶輪

社員可以在公眾會議場合上，自由搖著自己的

國旗並且呼聲吶喊的機會並不多見。

近年來，由於台灣扶輪無論是在社員擴

展，扶輪基金捐獻，社會服務…等方面表現

都很優異，已獲得了世界各國扶輪社友的尊

敬與稱讚，這也是為什麼 PRIP Gary，RID 

Frederick以及 PRID Jackson能夠有機會進入

RI理事會的重要因素之一。

亞特蘭大國際年會／台灣館
為了設立台灣館，展出團隊在出發之前已

經陸續召開了九次籌備會議，回國之後也慎重

召開檢討會，並將全部心得巨細靡遺傳承經驗

給下一屆館長 D3490 PDG ENT等人。

首先，要感謝七個地區總監，台灣扶輪總

會、台灣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中華扶輪教育基

金會、以及台日國際扶輪親善會…等單位提供資

訊與資源支持台灣館得以圓滿成功的展出。國際

年會設置友誼之家 (House of Friendship)的主要目

的，除了宣揚扶輪理念、提高扶輪形象、展示

服務成果之外，同時也提供世界各地扶輪社友

相互認識，建立友誼以及尋找共同服務的機會，

例 如：GSE / IVTT、RYE、RFE、RAG WCS、

Global  Grant…等活動。

展示攤位是以社區服務的項目名稱提出申

請，這次我們提出兩大主題，其一是「台灣肝

病根除計畫」(Taiwan Liver Disease Eradication)，

另一是「偏鄉英語教學」(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in Taiwan)。由於上述兩個主題分屬不

同的六大焦點領域，因此兩個攤位就被配置到

不同的區塊，無法相互輝映連結在一起展出，

這是我們感到有些遺憾之處。

從台灣運往亞特蘭大會場台灣館所需的

物資，包括佈展用品與工具，文宣小冊子 (I 

Love Taiwan,Taiwan Rotary)，小國旗，贈品

(小背包、簽字筆、小徽章、愛心貼紙 )…等總

計達600多公斤共28件旅行箱。為節省運費，

館長 PDG Medichem、執行長 DGND Paper以

及年會支援團隊化整為零，分別將 28件旅行

箱帶往洛杉磯機場，出關之後，再委託 FedEx

用貨櫃運往亞特蘭大住宿飯店，以節省昂貴的

運費。最後，再以螞蟻雄兵的轉運方式，由團

員協助推入大會展示場，全部展出才得以大功

告成，可見團結力量大呀！

6月 9日 (週五 )開始進場佈置，6月 10

日友誼之家開始營運，6月 11日大會開幕，

我們也在該日下午 13:30-14:30舉辦台灣館正

式開幕式，以「Light up Taiwan，Cheers up 

for Taiwan」做為宣傳台灣的口號，外交部駐

亞特蘭大的長官，PRIP Gary，RID Frederick

以及 PRID Jackson等貴賓也蒞臨指導、給予

2017 Atlanta 國際年會台灣館
暨後續扶輪活動 (WCS,RFE)報導

3461地區前總監 PDG 賴光雄 J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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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鼓勵。

據約略統計，當時從世界各地前來參觀

台灣館的台灣社友及國際友人至少超過千人以

上。大會因參與此次年會的人數眾多共分兩次

開幕，一次是在上午 10:00，另一次則是下午

15:30，然而不管是哪一場次，凡是有我們國

旗出場的那一刻，一定是歡聲雷動，現場出現

震耳欲聾來自台灣扶輪社友及部份國際友人搖

旗吶喊的聲音，讓所有與會的台灣扶輪社友都

感染到濃郁愛國情操的氛圍而動容，不禁熱淚

盈眶。

大會安排的節目非常用心頗有亮點，6

月 12日最精采的部份是比爾蓋茲 (Bill Gates)

的演說，他承諾以 2:1的比例繼續捐款贊助

「根除小兒痲痹基金」。6月 13日專題演講

者是前國際高爾夫冠軍名將傑克‧尼克勞斯

(Jack Nicklaus)的演講，他也是「根除小兒痲

痹活動」的代言大使。6月 14日的重點是扶

輪百週年的慶祝宴會，以及預告 2018多倫多

(Toronto)國際年會的宣傳活動，最後，由 RI

社長約翰•澤恩 (John F. Germ)宣佈大會順利

成功，圓滿結束。

奧蘭多／照護之家 (WCS) 
館長 PDG Medichem委託一位亞特蘭大

的台僑在當地購買兩台 60吋的大型電視，分

別安裝在二個不同區塊的台灣館攤位上，用以

播放一部「用魚眼看台灣」的微電影以及七個

地區的服務成果影片。雖然從頭看到尾的人不

多，但因為影片色彩繽紛，又有動聽的配樂，

倒也吸引不少人停下腳步駐足觀賞，隨手貼上

愛心貼紙順便拿了贈品，以愉快的心情離開台

灣館，無意中他們也感受到台灣人的熱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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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進而更認識台灣。原本這兩台電視要以

抽獎的方式送出，但又覺得抽中者或許不易

帶走而作罷。最終，我們決定透過 D6980奧

蘭多龍 (Orlando Dragons)扶輪社以WCS的方

式，贈送給當地的照護之家。該社是華語社

於 2014-15年度成立時，當時的 RI社長 Gary

也特別去參加授證典禮及參與他們所舉辦的

龍舟比賽。也在這一年，我們 D3460地區和 

D6980雙方合辦 GSE交換活動，因此我有機

會和當年 D6980的總監 Jo成為很熟絡的好朋

友，她的先生 Dan則是 2016-17年度的總監，

他們非常樂意協助此次電視捐贈的活動，因

此，遠從 Orlando開了 7個多小時的車子，來

將這兩台電視帶回去交給奧蘭多龍扶輪社，再

送入當地照護之家 (Adventist Care Center)，圓

滿完成一次國際社區服務 (WCS)的工作。

RI D6440 RFE     
6月 15日我和內人 Janet從奧蘭多前往

芝加哥參加 D3460和 D6440的扶輪友誼交換

(Rotary Friendship Exchange，簡稱 RFE)。近

年來 RI已不再舉辦 GSE，而改為推廣 VTT

或 RFE活動。D3460的 RFE，近期在大肚社

CP Aircon的推動下，已有顯著的成效。

何謂扶輪友誼交換 (RFE)？就是藉由跨國

扶輪社友間的家庭接待及參訪安排，讓社友

有機會深入體驗不同國家的文化、習俗以及

生活方式，並建立誠摯的友誼，進而推廣國

際服務的合作計畫。這次 RFE的接待扶輪社

是 以 D6440 Barrington Breakfast Rotary Club 

(BBRC) 和 The Rotary Club of Schaumberg-

Hoffman Estates (RC Schaumburg HE)兩社的社

友為主。我和 Janet的接待家庭是 BBRC的社

友 Kristine，她和先生 Mike二人都是已退休

醫生，Kristine是下屆該社的社長，目前大部

份的時間都是一心一意的奉獻給扶輪。觀察上

述兩社的平均年齡都是超過 60歲以上，雖然

努力招募年輕新社友入社，但似乎有些難度。

2016年 4月立法會議對於新社友的入社資格，

例會的次數以及出席規定等已作大幅度放寬。

我個人認為其主要的目的即是迎合年輕社友的

需求，讓年輕人更容易融入扶輪大家庭並減少

社員流失的機會。特別是現在已經進入網路時

代，透過社群網站，不出門也可以交到許多朋

友，扶輪社若仍墨守成規，感受不到社會變動

的趨勢，不理會年輕人的處境與心態，扶輪社

有可能會淪為老人社團，而面臨後繼無人的 

窘境。

BBRC為早餐扶輪社，6月 15日的例會

原本是在早上七點整舉行，為了歡迎我們的到

訪，特別變更至晚上六點舉行例會與歡迎會。

當晚 Barrington市長也特地趕來參加，贈送市

鑰給我們，並宣佈當天為扶輪日，讓我們備感

光榮。D6640 RFE的聯絡人是從台灣成功大學

畢業之後，前往美國西北大學繼續深造的社友

Eric擔任，由於他的精心規劃與安排，讓我們

的參訪時程有條不紊，順利進行圓滿完成，衷

心感謝他的鼎力協助。

6月 16日參觀地區大學 Harper College參

加 RC Schaumburg HE扶輪社的例會，並參

訪該社的社區服務計畫，重建「受虐兒童之

家」，募款的方式是將捐款者的姓名刻在紀念

磚上，每塊磚等值捐款 USD125包括我在內有

多位團員紛紛慷慨解囊，各自捐獻購買一塊磚

頭，參與另一次有意義的WCS活動。 D6440

位於芝加哥的周邊，6月 17日還特別安排我

們前往保羅•哈理斯的家園參觀，家園取名

為「漂亮的河岸」(Comely Bank)，這棟房子

是保羅•哈理斯和他的夫人 Jean於 1912年購

入，位於長木路 (Longwood Drive)10856號，

該建築是屬於英國都鐸 (Tudor)王朝時代的風

格。幾乎有 40幾年的時間，保羅•哈理斯都

在這裡召開扶輪相關會議或接待訪客。保羅•

哈理斯於 1947年過世之後，他的夫人 Jean就

把房子賣掉，返回她的故鄉蘇格蘭。經過兩次

的轉售，終於回到扶輪社友手中，2005年再

成立保羅•哈理斯家園基金會將其買回，並以

募捐的方式集資開始重新修建成為永久的保

羅•哈理斯紀念館，聽說主客廳的命名開放給

PRIP們投標，結果是由 2012-13年度 PRIP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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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次以 20萬美金得標。芝加哥扶輪社 (Club 

of Chicago)，亦即扶輪第一個社 (Rotary one)，

特別派出保羅•哈理斯家園基金會主管

David解說修建計畫的細節，並透露其

實成立扶輪社團的想法是早在 1904年

就已成形了，當時總共有六位人士參

加，但不久有兩位退出，因此，延遲至

1905年 2月 23日才正式成立。保羅•

哈理斯過世之後，安葬至離家鄉約一英

里 (約 1.6公里 )名為希望山公墓 (Mount 

Hope Cemetery)。為了追思這位偉大人

物，我們也特地趕到墓園致敬。

國際學院／外科醫學博物館
6月 18日接待地區特別安排我們前

往芝加哥國際學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的外科醫學博物館 (Surgeons Museum)參
觀，該館除了展示外科醫學的演進與歷

史之外，比較特別的展出有二， 一是扶
輪對根除小兒痲痹的貢獻，另一個則

是台灣外科醫學的發展與成就之介紹，

由此可見，台灣的外科醫學發展已經受

到先進國家及國際間的肯定。

國際扶輪總部／ Evanston
這是我第三次參訪 Evanston國際

扶輪總部，也就是扶輪的營運與指導

中樞。台灣的扶輪社員人數世界排名第

九，捐款排名第五，AKS捐款人數全球
第二，表現優異，難怪我們的到訪，受

到特別的重視和禮遇，接近百位來自台

灣的 AKS會員都榜上有名，並將捐獻
AKS社友伉儷的照片立牌設置永久保存。

結語
以目前台灣的處境，拓展外交誠屬

不易，然而在扶輪的世界裡，我們可以

暢通無阻的和世界各國菁英結交朋友，

並爭取國際友人的支持與合作，當然這

也是為什麼我們熱衷於扶輪領域友誼的

最大原因。此次參與國際年會，雖然舟

車勞頓身體或感疲憊，但內心卻是充實

美好的，是一趟難能可貴而深具意義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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