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與扶輪社的目的首重快樂的相處，這也正是社務服務

項中的聯誼委員會的重責大任。它的價值和目的的哲理，明示

在每週社刊的「扶輪宗旨」中，希望社友不厭其煩的多閱讀幾

次，一定會受益良多！

希望社友切記聯誼的真義，一旦離開本社即非本社社友，

不得享有本社聯誼的資源，這一點並非否定個人間的友誼之存

續。今年國際扶輪的社長── Mr. Ian H.S. Riseley 的主題── 

Rotary：Making A Difference，中譯為「扶輪改變世界」。姑不

論其切題與否，針對原文深入思索，可以發現潛藏著淵博無窮

的涵意。全球有 120 多萬的扶輪社社友，均為各國各地精挑細

選的各行各業專業成功知名人士，他們認同扶輪宗旨而成為同

好，無論年齡大小重新洗禮，進入這個關懷人類文明進展的修

身養性的道場，不正是為 making a difference 嗎？

個人的改變將影響其個人專業和事業，乃至企業發展方式

因它隨著時空環境的變遷而改進或改變，這個改變的力道依循

將推動社會，乃至國家及世界的正向進步，不是嗎？舉個實際

生活上的例子來說：扶輪社的結社是崇尚自由、民主、人權的

縮影，在這個團體中之所以享受快樂，是任何社友個人均受到

尊重。個人的小缺失會被容忍，當事人察覺到被容忍時，他自

己也會去容忍別人的缺失，如此善心良性循環的道場，不正是

自由、民主、人權的養成所嗎？在此結緣共識，始能志同道合

從事各種社會服務，不是嗎？

個人試圖求改變有時並非容易的事，但大家個別內心深處

有這個意念，確實默默地去執行，更會領悟到什麼是「是」、

什麼是「非」的所在，而導引出更加強烈改變志向的毅力，共

創快樂而美好的社會！不要認為求改變這個帽子很大、很空

泛，社友們可從小事著眼做起。比方說我們每天都要說話，說

話是人生，話好不好聽端視談吐不是嗎？簡言之，說話是人

生、談吐是藝術，個人朝此做起不正是文明軟實力的增強之一

環嗎？

扶輪社不是以金錢花多寡來評比好壞，它端視價值觀來

評定，固然錢不能沒有，但如何花得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地

方，不是更值錢嗎？但願與我們社友們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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