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到人與人，個人與群體之間的互動與溝通，除了語言直接當面表達外，還有肢體的

無聲動作和表情，透過各種傳遞工具的管道告訴對方自己的意向與想法等包括紙張書信，

電子文件，電信系統等。不論哪種方式，其最終的目的都是想使對方瞭解，認同並接受自

己的意見或作法。但是，總會發現在表達的過程當中，並不是事事稱心如意。當然，這裡

有諸多的因素，譬如自己的表達能力，用詞遣字，以及對方的立場想法，個性修養，利害

得失等，錯綜複雜，不一而足。總而言之，互動與溝通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台灣扶輪

發展到現在，已成立超過 700個扶輪社，有數不盡的服務計畫，而對於社會國家產生重大

的貢獻，成千上萬社友無私的付出與奉獻，卻鮮少廣為人知，誠然缺憾。因此，本刊自八

月份起，封面封底開始採用扶輪社的服務計畫主題之人事物照片，藉以宣導表揚扶輪服務

工作的成果。可是以服務計畫主題這種理念卻在這幾個月的努力過程中，深刻體會到「互

動與溝通」的困難。我們除了檢討改進處理的技術問題外，尚待加強溝通的能力，同時希

望各地區及扶輪社鼎力協助，告知您們的服務計畫活動時間與地點，本刊可安排專員親赴

現場拍照或按徵求封面封底獎勵辦法由您們提供服務計畫主題照片。

最近扶輪社友對本刊的內容多些關愛，尤其認為扶輪作品應該增加篇幅。我們樂見這

樣的回應，它表示社友渴望閱覽扶輪的歷史典故，吸收扶輪知識或相關的文學小品，享

受讀書的樂趣。其實，在這方面造詣高深，文詞優美的扶輪社友，有如天上繁星，過江之

鯽。誠懇盼望他們能夠利用業餘閒暇時間，提筆寫作，踴躍投稿，以文會友，互相切磋。

不但充實生活情趣，也協助營造扶輪優質文化，提高扶輪正面形象。本刊願意提供這塊園

地，使它枝繁葉茂，花團錦簇。如有任何卓見或想法，竭誠歡迎來函賜教。

八月份月刊有一篇前國際扶輪社長陳裕財演講＜我們從此走向何方？＞登載後，收到

南北各地扶輪社友的正面而理性的反應。從這樣的結果，有人欣賞這位泰國籍的前 RI社

長的憂患意識，空谷足音，廻腸蕩氣。有人敬佩他直言不諱，語重心長。有人驚駭其不識

時務，興風作浪。見仁見智，各持己見。其實，這篇演講有如此的反應，早在預料之中，

而這正是扶輪多元，寬容，正直的充分表現。如果尚有這類論述的文章，本刊自當秉持扶

輪精神，以正面善意為出發點的角度審稿後刊載，分享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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