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我在撰寫「編輯後記」的此刻，正是政府宣布台北及新北兩市進入新冠肺炎三級防

疫警戒的時候。我看到我們的市民非常自律，大都待在家裡不敢外出，使得以往熱鬧非凡

的週末，忽然顯得冷冷清清。這次殃及全球的新冠肺炎大流行，稱為世紀大瘟疫也不為過。

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扶輪」月刊的編務也毫不懈怠，我們繼續充實月刊的內

容，繼續邀請扶輪社員提供他們的專業知識，發表他們扶輪生活的寶貴經驗。這些珍貴的

珠璣之作，構成了我們豐富多元的台灣扶輪月刊。

本期「台灣扶輪的全國性組織」特別介紹「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扶輪米山會」，以瞭

解台灣眾多米山獎學生的動態。本專欄僅介紹公開性的正式組織，至於僅屬於少數特定對

象，或純粹聯誼性質的團體，則不在介紹之列。

本年度國際扶輪舉辦了一次攝影比賽，與賽者非常踴躍，本期特別刊登獲獎前三名

的作品，以供社友們的欣賞，也將台灣扶輪社友寶眷余庭妤的得獎作品作為本期的封面照

片。我們藉此竭誠的歡迎各位愛好攝影的社友，踴躍提供你們的佳作作為我們的封面，以

與讀者們共享。

感謝本刊前主編鍾鶴松前社長為我們提供令人省思的「我們如何能更為壯大」譯文，

以饗讀者。長期為本刊撰稿的林千鈴前總監，本期以「野蠻的文明人── 高更」闡述高更

特立獨行的人格特質。另外承蒙 3521地區賴東明前社長、吳蓓琳前總監、3522地區蘇一仲

前總監等也都惠賜佳作，使本刊增光不少，這些內涵豐蘊的作品都值得我們細細的品味。

也感謝台中大屯社朱魯青前社長繼續為我們提供「畫說扶輪」繪畫作品，從他細緻的筆觸

中，讓我們很快的認識扶輪、理解扶輪。

此外，承蒙 3481地區台北社溫銘嚞前社長的建議，從本刊 3月號開始開闢與「經濟及新

科技」相關的專欄，並引介曲建仲社友為本刊撰稿，持續至今獲得不錯的反應，謹此致謝。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在歐洲實施了慘絕人寰的猶太族滅絕政策，這是 20

世紀在歐洲的大浩劫。但是在如此風聲鶴唳的環境下，仍然有很多衛道之士，不顧生命的

安危，冒險拯救無數的猶太人，後來以色列政府對這些人士授以「國際義人」的尊號。本

期特別刊出「人道主義的實踐者── 國際義人」，以介紹國際義人的意義，以及他們對人

道、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為使本刊的內容更為多元，更具知識性、趣味性，本年度開始陸續增闢很多的專欄，

也獲得很多社員的迴響，謹此致謝。我們的專欄旨在拋磚引玉，鼓勵社友們的投稿，尤其

是「保健室的叮嚀」、「老建築的巡禮」、「老照片的故事」等專欄都需要各位社友的共

同灌溉、協力經營，歡迎各位社友從你的專業、從你的家鄉、從你的閱歷，一點一滴的尋

覓你的回憶，而將它串成一篇精彩的文章，提供與我們每位扶輪社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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