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治時期台北扶輪俱樂

部的會刊，曾經刊載一篇創

社社員竹藤峰治 (華南銀行常

務取締役、台灣拓殖會社社

長 )的桌話摘錄，這篇文章

敘述他在 1931年訪問上海期

間，出席上海扶輪社例會時

所聽到的演說。

上海扶輪社例會當天的

主講人，正好是剛出席 1931

年維也納國際年會回來的巴

契爾社員，他是以「扶輪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為題，

敘述出席國際年會的感想。

巴氏在演講中曾提到他最近

有機會在南京與蔣介石主席

會面，當時他就對蔣先生解

說有關扶輪的情事，最初蔣氏對這個外國人

的組織並沒有太多的了解，以為只是一個外

僑聯誼聚會的團體。當蔣介

石了解扶輪組織的旨趣後，

對於強調友誼與服務精神的

扶輪宗旨，內心頗有同感，

並感慨地表示假如在中國境

內廣泛的傳播扶輪的理念，

相信可能會安然的化解一些

政治上的爭端，也不致於發

生這次的不幸事件，蔣氏所

說的應該是指當時所爆發的

「九一八事件」。雖然蔣先

生的談話總是離不開政治的

話題，但是我們可以理解一

個政治家的所想所思，總是

無法擺脫政治的思維。

蔣先生認為即使如此，

若要更有效的落實所謂的

「Fellowship」，其最重要的關鍵，在於意識

的溝通，而意識是否能夠充份的表達，則端

賴語言的工具，其涵義包括

加強已成為國際語言的英語

能力，以及如何善用語言的

技巧，方能於逐漸在國際化

的現代社會中，博取更多國

際間的友誼。扶輪對於世界

和平的理想，是以促進國際

間的親善與瞭解，做為推動

世界永續和平的途徑，而扶

輪的此種柔性訴求，恰與

1942年歐洲各流亡政府之文

教部長在倫敦發起之國際文

教組織 (1946年納入聯合國

組織後，改稱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簡稱 UNESCO)的理

念是一致的。目前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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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國都設有非官方的民間組織，為了全

世界的永續和平，默默的從教育、科技及文化

的途徑推動國際間的親善與暸解。

從蔣先生初次領會扶輪理念時的反應和談

話，可以看出他急迫於尋求國際奧援之意識背

景的表現，也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一般反應。那

個時期的前後，除了滿洲國之新京、哈爾濱、

奉天和日治的大連四社之外的中國大陸區域，

一共成立 24個扶輪社，分為華北、華中、華

南三個分區。也曾經產生鄺富灼 (上海社 )、

顏德慶 (南京社 )、王

正廷 (重慶社 )三位

國際扶輪理事，其中

王正廷前外交部長，

還兼任過國際扶輪第

二副社長，他也努力

的在中國創立奧林匹

克委員會、紅十字會

及中華體育總會等

等，促進人類福祉的

國際和平組織。

雖 然 在 1941 年

納粹德意志席捲歐洲

之後，歐、亞淪陷區

的扶輪社紛紛解體，

使扶輪運動遭逢一時

的黑暗期，但是在 1945年戰爭結束後的數年

間，這些休眠中的扶輪社在歷經戰爭的洗禮之

後，不但很快的恢復了運作，更為活躍穩定，

而且發展更為迅速。目前全世界 120萬扶輪社

員也透過五大服務的途徑，廣納了更寬闊的領

域，從各種不同的層面和方式，為世界社會成

就了很多卓越的貢獻。希望在此世代交替的時

刻，有更多的新世代投入我們的行列，繼續傳

承扶輪的崇高理念，為人類的福祉和世界和平

盡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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