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雍容大度‧領袖群倫

──李超然前總監逝世 25周年感懷

29年前李超然先

生 (PDG. Chao)伉儷獲

悉我加入台北中山扶

輪社後，就在某一個

星期六的上午邀我和

家母到國賓飯店喝早

茶，當時他就送給我

一本前原勝樹的著作

「扶輪入門」，也詳細

的說明了一些扶輪的

旨趣，然後他又邀我出席西區扶輪社的例會，

讓我見到不少家父生前的摯友長輩。因此在我

的扶輪生涯中，他是教導我認識扶輪的第一位

啟蒙導師。

李超然先生與我家有世交之誼，他在

1910年 1月生於台北大稻埕，其高祖父李春

生英語文說寫流利，有台灣茶葉之父的稱譽，

為日治時期台北之民間領袖，李春生在 1895

年日本領台之初，因台北城內清軍殘兵姦擄燒

殺，無惡不作，城內治安大亂，李氏乃領銜介

厄於日軍不流血進城，亂象方始平息，貢獻甚

鉅。次年即應樺山總督之邀，在時任美國駐台

記者禮密臣陪同下赴日參訪，返國後著有「東

遊 64日記」，主張斷髮及解放纏足等陋習，

影響台灣之現代文明甚鉅。祖父李景盛執掌家

業，並首創新高銀行為首任頭取；父親李延齡

早歲留日，為台灣最早的留日學生，曾隨樺山

總督於日本見習數年，返台後獲頒紳章，並擔

任台北州協議員，從事殖產及造林業、改良炭

的研究及草山植物園計畫等；叔父李延禧，留

學美國紐約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研究所，

曾任總督府評議員。

李超然先生溫文儒雅，早年留學德國柏林

工業大學及比利時白爾工業大學專攻化學，精

通國、台、日、德、英語，為當時少數留學歐

美的菁英。返台後曾任總督府警務局研究員，

並兼中央研究所囑託。其後歷任新亞香料會

社、臺灣農產會社、臺灣土地建設株式會社常

務取締役等職。戰後曾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工礦處監理委員，並擔任臺灣油脂公司協理、

基督教青年會理事及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授。

後來自行經營企業、曾先後連任三屆塗料油漆

公會、肥皂公會理事長。

他於 1954年加入台北西區扶輪社為創社

社員，並擔任第三屆社長，開啟了將近四十

年的扶輪志業，曾任 1982-83年度 345地區總

監 (註一 )、地域扶輪出版委員會主委、地區

李超然先生

台北中山社 
李博信 PP Marine

李春生先生 李超然演講

85臺灣扶輪　2017.10



扶輪知識主委等職，此外並連續三年擔任國際

扶輪根除小兒痲痹台灣勸募主委，募得基金

達 140多萬美元之多。他雖然出生於傳統的基

督教家庭，但是他推崇扶輪「利他」的理念，

卻與佛教大乘佛法的精神不謀而合。因此他主

張回歸扶輪原點、重振扶輪精神，由於他的學

養豐碩，而經常受邀於台灣各地區之研習會演

講，深受台灣扶輪前輩的尊崇。晚年除了按時

出席扶輪社例會之外，還擔任台灣歷史最悠久

的台北仁濟院董事長。汲汲於社會公益及文化

事業不遺餘力。

夫人高慈美女士是台灣早期的鋼琴音樂

家，出生於高雄岡山台灣最早的基督教家庭，

自幼即赴日受教，後來畢業於東洋音樂專門學

校。她曾於 1934參加楊肇嘉及堂兄高天成博

士主辦的「臺灣鄉土巡迴音樂會」及 1935年

蔡培火發起的「震災義捐音樂會」。1937年

與李超然先生成婚。

戰後受聘為台灣師範大

學及政工幹校音樂系教

授，桃李滿門，培育無

數台灣之傑出音樂家。

1992 年 10 月 10

日李超然先生於台北逝

世，享年 83歲。他出

身於台北首富之家，卻

澹泊名利，淡然而與世

無爭，喜好文化藝術，

畢生投注於扶輪運動及

社會福祉事業，其泱泱之大度，卓然一代之

賢哲。

註一：1982-83年度台灣只有兩個地區，345

地區轄區為台灣北部及香港、澳門；

346地區轄區為台灣中南部。

     高慈美 -賑災巡迴音樂義演

高慈美──日本主婦之

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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