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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7月，筆者曾以 3480地區副秘書

長職務隨方振淵總監出席台北社例會做年度公

式訪問。在例會中我發現主桌上放置的扶輪鐘

顏色已經發黑，而且中柱也有些傾斜，顯得老

舊而古樸，但是依稀看得到有鏤刻的痕跡，當

時就意識到這個扶輪鐘必有其不平凡的歷史，

因此在例會結束後我就仔細端詳這個扶輪鐘，

發現在鐘的正面鐫刻有紀念性的文字。因此

我當即交待台北社的幹事要好好維護這個具有

歷史意義的扶輪鐘，因為這是台北社的重要文

物，我也要求她拍張照片給我留存。三天後我

收到了她寄來的照片，上面的扶輪鐘已經擦拭

得煥然一新，我當時感到非常的欣慰。

這個扶輪鐘的正面鐫刻的文字是當時集

資購贈的社友黃家德、程樹人、牛天文、張少

棠、黃在榮、霍思華、富綱侯、楊若安、白鐵

珊、吳幼林、馮玉衡、錢珽、李頌陶、陳次平

及姚守中等 15人的名字，捐贈日期是 1951年 12月 27日，當時的社長應該是郭克

悌 (K.T.)先生。

1950年代台灣只有一個台北扶輪社，當然也沒有專門銷售扶輪用品的商店，因

此所有的扶輪徽章、旗幟等用品都需仰賴國外進口，或由社友出國或出席國際年會

的時候購回，而當時我國的出境管理又受到很嚴格的限制，因此這時的台北社可能

還沒有購置扶輪鐘。直到 1951年底台北社的這 15位社員才集資捐贈這座扶輪鐘。

雖然已經時過境遷，但是它不但代表了扶輪香火的傳承，也訴說著台北社創社初期

的艱辛。

後來老扶輪鐘又曾經遺失兩次，所幸都在舊鐵櫃中找到，台北社溫銘嚞前社長

PP Bio很重視這座具有歷史意義的紀念物，為免保管不當而再度遺失，因此將它定

為台北社的歷史文物，而予以妥善保存。

目前這座扶輪鐘每年只使用兩次，一次在 7月的第一次例會，一次在每年一度

的社慶晚會。

我們誠懇的期望台北社繼續珍惜這個充滿時代意義的扶輪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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