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份在台灣是個秋高氣爽的季節，剛送走了中秋佳節，緊接著開始迎接充滿歡慶的時

節。我們除了享受天候賜給我們舒暢的天然環境之外，也可以在國慶佳節踏著先賢的腳步，緬

懷逐漸被遺忘的歷史，更可以藉此獲得幾天足以逍遙的假期。

自從九月份開始，台灣的各扶輪社逐漸恢復正常的實體例會之後，似乎整個氛圍又開始活

絡起來，我們也很高興地看到沉寂一年的扶輪活動，在各扶輪社的努力之下，已經開始復甦，

處處洋溢著草木逢春的喜悅。

2019年開始，國際扶輪理事會開始要求在整個扶輪組織中，推動多元、平等及包容的願

景。國際扶輪也首次採納了多元、平等及包容 (DEI)聲明，因此本刊特別刊登「我們對多元、

平等及包容的承諾」，讓社友們都能更深入理解「DEI聲明」的精神。

「水」是人類及各種生物賴以為生，繼續繁衍的能量來源，它不停地提供能源給整個地球

萬物，使行星地球得以永遠保持優美之姿。因此「水」對生物而言是生命存續不可或缺的重要

元素，也衍生了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包括水資源的開發、淨水、水汙染、儲水等等問題，都

是與人類生活甚或生物生存息息相關的課題，本月號特別刊出長達 20頁的「水壓」一文，本

文描述了世界各地所發生的與「水」相關的最新資訊，相信可以讓各位讀者產生新的思考。

本年度國際扶輪社長梅塔在他的文告中，一再的期許我們要做一個改變者 (Change 

Maker)，更鼓勵我們要有改變生活的力量，從透過服務和影響力來改變我們的生活環境和品

質，非常感謝台北大安社鍾鶴松前社長繼續為我們翻譯「促使改變者」續篇，讓我們有更深入

的了解。

3521地區台北中美社王齊麟社友在今年的東京奧運會中，勇奪羽球男子雙打金牌，不但是

台灣之光，也讓我們扶輪沾了一些喜氣，台北市仰德社曹綺年前社長特別撰文報導王選手投入

扶輪的經緯。

在「扶輪作品」單元之中，3521地區吳蓓琳前總監的「花開鐵線蓮之秋」一文又讓我們大

開眼界，請各位讀者細細品味。本期的台灣世界遺產候選地系列所介紹的是眾所皆知的「烏山

頭水庫及嘉南大圳」，此花費十年時光及龐大經費所建成的大工程，對往後一世紀台灣農業經

濟的影響至鉅，而執行這項大計畫之規劃、施工的主持者就是日治時期台北社社員八田與一，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很多扶輪社員都在各種不同的領域或崗位，對社會付出不同的貢獻。

3521地區台北北區社賴東明前社長本期所提供的文章「更善的人間世」，是發人深省的佳

文；另外從主編所提供之老照片的故事「市長與扶輪」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貴為首都市長的高

玉樹先生在扶輪社裡擔任助理糾察時，仍然手持紅箱逐桌勸募小額捐款的身影，此種情景不禁

令人感動扶輪崇高的價值。

本期仍然有很多值得閱讀的文章，本刊除了鼓勵各位社友閱讀之外，也歡迎大家踴躍投

稿，為本刊增添更豐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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