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扶輪的馬哥孛

羅」稱譽，曾於 1894年

以紐約論壇報記者身份來

台，並擔任美國駐台總領

事長達八年，而與台灣有

深厚淵源的禮密臣 (James 

Wheeler Davidson)， 於

1931年 1月正在為香港

扶輪社主持創社授證典禮

的時候，忽然接獲曾經同為國際扶輪理事之米

山梅吉的電報，要求他前往台北為正在籌組中

的台北扶輪俱樂部說明會演講。禮密臣立即答

應，並即攜帶妻女搭船前往台灣。 

此次說明會是由台灣日日新報社社長河村

徹主辦，於 1月 22日假台北鐵道飯店舉行，

計邀請官紳 58位參加，實際到場者共 28位。

禮密臣在說明會上詳細說明扶輪的旨趣後，立

即獲得所有來賓的熱烈響應，當天這 28位官

紳均簽署入會成為創會會員。本地人應邀入

會者，有林熊光 (大成火災海上保險常務取締

役 )、林柏壽 (林本源產業社長 ) 及許丙 (日星

商事副社長 )等三人。

1931年 3月 27日下午 6時在台北鐵道飯

店所舉行的成立晚會，由當時正擔任剛成立之

70地區總監米山梅吉親自渡台主持，他在晚

會前的預備會中很滿意地表示該社是他所成立

的第 11社。並依照他的意思推選出七位理事

與四名職員：理事有荒木正次郎 (台灣銀行理

事 )、河村徹 (台灣日日本新報社長 )、小寺新

一 (三井物產台北支店長 )、林熊光 (大成火

開啟台灣扶輪的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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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海上保險常務取締役 )、幣原坦 (台北帝大

總長 )、高須時太郎 (三井合名會社台北支店

長 )及山中義信 (台灣電力會社副社長 )等；

並公推幣原坦任會長、山中義信為副會長、森

新一為幹事、林熊光為財務，此時米山即宣布

森新一雖非理事，但是由於職權之故應成為理

事會成員。並表示依照扶輪規章應指派一名

會場監督 (糾察 )，即以他的慧眼遴選了幽默

靈巧的三卷俊夫 (台灣倉儲會社社長 )擔任糾

察，並詳細解釋了糾察的任務。

晚會一切準備就緒，惟獨欠缺臨場經驗，

因此由米山親自兼任司儀，同時邀請隨同來台

的東京社資深幹事芝染太郎入席，他雖然一再

謙辭，但是在三卷糾察的推拉之下終於上台

致詞，芝染太郎是英文日本時報 (Japan Times)

社長，他在做結語時強調英文日本時報是秉持

扶輪的服務精神在營運，因此業務鼎盛，所以

若在該報刊登廣告，勢必效果更大。語畢，他

自動表示他之所以故意以此種不符合扶輪模式

的商業宣傳方式致辭，是為了讓大家瞭解扶輪

精神之所在而自我犧牲，並立即接受了三卷糾

察所課的 50錢罰金，此舉贏得了滿堂哄笑，

拍案叫絕。成立儀式在一團和氣靄靄的輕鬆氣

氛中圓滿完成。此後，台北扶輪俱樂部即於每

週二 12時 30分在台北鐵道飯店舉行例會。當

天所接獲的各方賀電包括芝加哥國際扶輪總

部、東京社、大阪社、名古屋社、神戶社、京

都社、橫濱社、京城社 (漢城 )、奉天社 (瀋

陽 )、哈爾濱社及大連社等，台北扶輪俱樂部

亦立即對扶輪總部及各社回電表達感謝之忱。

1931年 4月 28日台北扶輪俱樂部 (台北

ロータリー俱樂部，Rotary Club of Taihoku)獲

得國際扶輪認可，頒發證書 3450號，隸屬國

際扶輪 70地區。

回首過去 85年，再看現在扶輪社之運作

方式，從例會的時間場所，乃至於職員執行的

手法等等，與目前的例會情況相較絲毫不變，

不得不讓我們懷念，也讓我們嘆服扶輪精神之

傳承是多麼令人感動。

(註：「禮密臣」係台北城富紳李春生為

其所取之台語發音之漢字名字，日治時期之史

料均使用此漢字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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