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 1977-1983 (第一至第七屆) 

協會的開創年代 --1977 年至 l983 年       徐孝華 
 

本會成立時訂名為「美東南區中華學入協會」，英文名稱為「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in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後來英文名稱改為 「The Chinese-Americ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in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但中文名稱則仍

採用原名。本會的首任會長孟憲章教授，已經去世；第二任會長劉奕銑教授，已經多年未參加協

會活動。本人為第三屆會長，因之開創年代歷史的追述，自然落到本人肩上。現將 1977 年至

1983 年的會務概況，敘述於下。 

本會於 1977 年六月二十五日在亞特蘭大成立。參加的會員均為歷年回國參加國建會的成

貝，所以當時可以說是一國建會聯誼會的組織。成立大會時，青輔會主任委員潘振球先生，駐美

大使館代辦趙仰雄博士，駐亞特蘭大總領事陳錫蕃員先生等均列席祝賀。首任會長為孟憲章教

授，副會長為朱剛教授，執行秘書為何達威教授。 

翌年八月左佛羅里達州迪斯尼樂圉附近舉行年會，孟會長蟬聯，陳博中教授任副會長，何達

威教授仍任執行秘書。 

1979 年八月協會左亞特蘭大舉行第三次會議。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代表夏功權先生應邀

蒞會演講。會長及副會長則改選為劉奕銑教授及徐孝華教授。 

1980 年八月協會在南卡州查爾斯頓市舉行年會。大會邀請衛生署長王金茂先生及環境衛生處

長莊進源先生主持公共衛生、醫療作業與環境衛生討論會。正副會長仍由劉奕銑教授及徐孝華教

授連任。 

1981 年六月協會假喬治亞浸信會堂(Georgia Baptist Assembly, Toccoa, Ga.) 舉行第五次

年會。經濟部長張光世蒞會講“中華民國的經濟發展”。會長及副會長改選為則選徐孝華教授為

會長，錢興格為副會長（見附件一：新聞剪影，錄自第四期會務簡訊）。此次年會並有三項重要

決議： 

(一) 為增進會員問的聯繫，決定由徐孝華會長開始定期出版會務簡訊（見附件二：第一期

會務簡訊）。此簡訊一直維持十餘年，期數已達四十餘期。後不知何時停止延續下去，實屬可

惜。 

(二) 整理會員名冊：會員名單原為參加過國建會的成員，但參加過國建會的學者，未必個

個有意願參與本會，因此徵求個人意願實屬必要。乃決定由徐孝華會長寫信給每位參加過國建會

的成員，為求慎重起見，前後共發信三次。要求有意願參加本會者，必須填妥會員登記表、並繳



納會費，始可正式成為會員。到 1982 年四月已有四十三位填表及繳納會費，此乃為本會第一份正

式會員名冊。 

(三) 根據本會章程，開始徵邀未參加過國建會之學者加入，也從此奠定協會日後成長茁壯

的根基。 

附件一 

1982 年六月第六屆年會在亞特藺大舉行，會員有三十四位參加，加上眷屬等共有六十餘人。

貴賓中有由國內來的經建會王章清副主任，青輔會劉勝次主任；由華府來的毛先榮主任，徐定成

組長；本地則有沈仁標處長及由休士頓來的中央社洪建召先生。會務討論中有一項重要決定是以

全體大會名義，致函美國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及參眾兩院議員，籲請繼續供應中華

民國武器，加強防禦復興基地。會務會議選舉，會長徐孝華教授、副會長錢興格教授當選連任。 

會長徐孝華教授乃遵照年會大會決議，寄出致各方信函共 539 封，收到回信數十封，均表示

支持本會立場。其中並有數位親筆附註，可見對本會的重視（見附件三）。 

1983 年七月第七屆年會在亞特蘭大舉行，貴賓出席者有國名黨中央黨部陳永逢副秘書長、文

參處毛先榮組長、新任亞特蘭大辦事處林尊賢處長、及吳健雄教授。值得一提的是本協會首次舉

行大型對外公開演講。由於吳教授的成就及名望，與會聽演講的人數超越二百多人，可謂盛況空

前（見附件四：本會會員向亨台文）。會務會議則改選錢興格教授為會長，賴森榮教授為副會

長。 



 

以上拉拉雜雜地敘述了協會初創階段的一些會務情況。當時因為會員人數較少，會員之間關

係卻因之十分密切。由於會員人數少，財力有限，所以一切會務，從編寫簡訊到印製年會名牌都

是由會長親自或熱心人士一手包辦，有時難免因陋就簡。這種情況一直到施敏男會長接手後，將

一切企業管理化，成立各種委員會，分工合作，會務才能快速增長。 

 
附件二：第一期會務簡訊 

 

 

 

 

 

 



 

附件三：第六期會務簡訊，眾議員(Carroll Hubbard)的親筆簽名回信 

 

 



 

附件四：美國東南區華人學人聯誼會年會中 

吳健雄教授演講記詳         向亨台 

美國東南區華人學人聯誼會(會員均為獲有博

士學位的學人，大半在學校及工業界教學或研究工

作)。今年年會於七月一日在亞特蘭大市召開，會

中特別請到吳健雄教授蒞會發表專題演講。由於講

題--簡介同步輻射儀及其應用，是目前國內科學界

所關心的一件大事，但報章雜誌在有關報導中，甚

少解釋什麼是同步輻射儀。一般人可能亦不清楚，

因此特別就記憶所及撰寫此文，好讓貴報讀者亦能

對同步輻射儀了解一二。 

徐會長介紹吳健雄教授  

--   楊征西攝影 

演講是在一旅館的大會議室中，聽講者除了會員外，尚有附近各大學風聞而來的我國留學

生，將兩百多個座位的會議室坐得滿滿的，而且尚有許多向隅者在門外走廊上聽講。 

首先由聯誼會會長徐孝華教授向聽眾介紹吳教授。徐教授以前在哥倫比亞大學受教於吳教授

門下，他提起以前在學校時，吳教授的辦公室是在走廊的第一間，學生來去都要經過門口。吳教授

每天均早到遲退，令學生們都不敢絲毫懈怠。吳教授特別注重教導學生做學問要把握機會，全力以

赴，並舉己例說明，有一年她與夫婿袁家騮教授本已準備好一同去歐洲日內瓦開會，臨上飛機前，

吳教授臨時對自己的實驗，有一新的構想，就取消歐洲之行，留在哥倫比亞大學把那個實驗完成

了，而那個實驗就是對等性不守恆(Non－conservation of Parity)的證明，由於這個實驗，使得

李政道、楊振寧獲頒諾貝爾物理獎。 

徐會長介紹完畢後，吳教授身著旗袍，以帶有些微鄉音的國語開始演講，首先指出，同步輻

射設施只是一個大光源，並不是用來做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加速器，同步輻射的原理是：當電子以

接近光速在一迴轉環狀真空導管內運行時.會在圓周切線的方向，放射出不同波長的光，這也就是

所謂的同步輻射線。這光的波長範圍是從紅外線一直到 X 光，而且非常的強又有良好的方向性，因

此使用者可在不同的圓周切線方向，以晶體分光儀分出不同波長的光，來進行各種實驗。說到這

兒，吳教授特別強調，雷射光是非常有用的光源，但若與同步輻射比較，則是小巫見大巫了。 

吳教授接下去說，雖然同步輻射在七十年代才開始受人重視，但是由於應用範圍很廣，使用

的人非常多，超過原先的估計，以目前在美國已有的及計畫中的設備來算，到一九八五年又要不夠

用了。吳教授強調，建造同步輻射設備已是成熟的技術，以日本為例，一九七七年，日本開始建造

 



 

一有三十個光束的同步輻射設備，目前已經完成並啟用。吳教授曾於今年初去參觀過該設施，其運

行完美的情形，令她印象非常深刻。 

至於同步輻射的用途，吳教授提到，由於它發出光的強度，比一般最強的 X 光，還要強過萬

倍以上，因此以往囿於信號太弱，無法做的實驗，現在都可以做。例如，可以用來研究非晶體物質

的原子排列結構、化學分子結構、以及醫學上用於探測血管阻塞等疾病。 

接著在回答聽眾間題時，吳教授認為一個同步輻射設備，可將不同領域的科學家，結合在一

起共同研究，可收互相切磋之效，並且對海外學人及留學生有絕對的號召力。筆者曾問及，由於使

用者不是高能物理的人，也就是建造和使用的人不同，末來主持管埋同步輻射設備，應由什麼樣的

人或委員會來負責？吳教授考慮良久答道：主持人必須是一個內行而又有豐富管理經驗的人。 

吳教授在回答聽眾問題時，數次流露出對國內科學發展深切的期許，一再強調此創舉的成敗

與否，端視國內科學界的共識與決心，令筆者深受感動。筆者在尚未聽此演讓以前，一直不了解國

內建造同步輻射設備的用意所在，以為是只為研究高能物理而設。但在聽過此次演講以後，發覺正

好相反，其用意主要是提拱一個超高級的研究工具，以及良好的研究環境給所有不同領域的工作

者，因此改變原來看法，亦認為在國內興建同閒步輻射設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最近欣聞行政

院已決定興建同步輻射設備，國內外各方專家學

者，似可著手了解同步輻射的功能，及可能的各種

研究項目，以便在該設備興建完工後，能發揮它最

大的功能。 

陳錫蕃總領事拜會吳教授-- (1974 年亞城家中) 

（註：本文曾兩次分別刊登于中央日報 1982

年八月國內版及海外版。向亨台會員響應政府號召

回國創業，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成功創立了光纖公

司。文中所介紹之同步輻射設備，台灣於 1993 年完

成試車與運轉，為亞洲第一座第三代同步輻射光源

設施。1994 年起開放供一般研究人員使用，一系列尖

端的基礎及應用科學實驗便在此展開。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位於新竹科學園區西北角，佔地 14 公

頃，鄰近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及高速電腦中心等學術研究單位。） 

《附記》美加地區國建會聯誼會負責人於 1980 年十月在華府舉行第一屆聯席會議，會長劉奕

銑因事不克參加，乃由本人以副會長身份代表出席，主持人為連戰先生，他當時是青輔會主任委

員。1981 年十一月在西雅圖舉行第第二屆聯席會議，本人則以會長身份代表出席（見附件五）。不

知此項聯席會議後來一共舉行過多少次。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