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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緣起 
 

說來慚愧，我參加本會，為時甚晚。1978 中美斷交；1979 臺北召開國建

會，意外獲邀，出席政治外交組。對區區而言，可謂雙重外行，只是領教了一場

「政治大拜拜」；貢獻毫無，增長見識而已。 

 

過了好幾年，南阿拉巴馬大學醫學院來了一位台大學長兼資深同仁，劉奕銑

教授（Dr. Paul Liu）。是他首次向我問起﹕參加「東南學人協會」否？自愧孤陋

寡聞。從劉學長處，略知本會沿革，係由國建會成員發展出來。他是建會元老，第

三屆會長，力荐入會，我才因緣成熟，加入會員。但從未開會，更無貢獻。 
 

直到 1990-91 年間，意外接獲會友李長堅教授邀請。他在《會友通訊名錄》

上專找念人文的，要我提供一篇十五屆年會論文。我了解長堅兄之苦心安排，自是

出乎文理平衡的考慮。我義不容辭，答應準時前往佛州奧蘭多市，發表拙文〈羅素

論中國展望之重估〉(Russell’s New Outlook for China Revisited”)。這是我

與本會正式以文字結緣的開始。 
 

拙文發表不久，更意外接獲十六屆新任會長施敏男博士的電話，他請我擔任

協會秘書一職。我倆互不相識，更無高層介紹，居然約好九月初、臺北見，地點世

貿中心二樓自助餐廳。那次我剛走出 escalator，忽聞背後一聲高喚﹕

“George！”接著還說﹕“我從背影就一眼認出，您是 George！”使我非常驚

喜。如此看來，敏男兄真有神通。這和他後來他之致力道業，弘揚「一貫」，是有

跡可尋的。從修道者的眼光看來，“雖堯舜事業，亦等如浮雲翔太空”（明道

語）。像這份話當年、報舊帳，補遺聞的屑事，怎好勞他大駕？但從世俗界看來，

“不容青史盡成灰”（于右任語）。只好由忝在俗末的區區來打點充數，草草交差

了。 
 

回想起來，當初就是這樣展開我同敏男兄為本會合作、共同打拼一年多的經

驗﹕過程愉快、結實豐碩，既富于挑戰性，又有建設性。在世貿中心餐敘後，我倆

但憑一股傻勁，說幹就幹，投入工作，擬訂計劃，互通人脈﹕例如他負責聯絡經濟

部楊次長世緘；我負責聯絡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先生，分頭進行。蔣秘書長立約我

倆次日早餐晤談，並片介青輔會蔣家興主委，請他遇事相助。後來本會法律顧問潘

正芬女士訪台，亦蒙蔣主委設宴款待。總體而言，本會會務發展順利，蔣主委的協

助，功不可沒，值得由衷道聲感謝。 
 

 



 

大事紀要 

 

（1） 北美協會會長會議 -- 1992 正當本會緊鑼密鼓，籌備在亞城假日飯店

舉辦年會之際，行政院青輔會決定在聖路易市召開北美地區學人協會會

長會議。敏男兄分身乏術，派我代表出席，向大會簡報本會在東南區的

發展實況及未來計劃。會中幸會國府駐堪薩斯市辦事處代表沈呂巡先

生，他是清代名臣台灣巡撫沈葆禎先生的嫡裔。還巧遇僑委會第四處李

處長慶珠女士，她是我十九年前台大班上的老學生。大有他鄉遇故之

感。 
 

（2） 安排名人專題主講 -- 敏男兄原擬邀請司法院林洋港院長、巴克萊加大

李遠哲教授，到會主講。可惜二位都因日程事先排滿，勻不出時間而作

罷。于是我乃提議﹕改請剛從西北大學電機電腦科學系主任退休，轉任

Gainsville 佛州大學的丘錫生博士。他出身台大，有工學院狀元之稱，

在美國指導電腦科學博士、碩士兩百餘人，創建國際電腦學會，獲選終

身榮譽會長，Bill Gates 所部研發高才多出其門下。丘博士欣然受邀。 
 

（3） 籌組顧問公司 （Consulting Company）-- 為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

劃」，本會積極籌組「顧問公司」，提供國內所需專業知識服務，暫由

台灣地區為主，逐漸發展，及于大陸。1991 年十月十九日假田納西州洽

塔奴迦市（Chattanooga）拉馬達旅館二樓第一會議室，舉行本屆第一次

幹部會議。討論各項之中，尤以如何密切配合，全力支援「國建六年計

劃」案，最受重視。當時國內外匯存底已突破八百億美元大關；據悉其

中 305 至 315 億巨額，將用於投注該計劃宏模，細目含 775 項之多，隸

屬十四範疇，預估總額需要新台幣 8,238.23 Billions。本會有鑒于

此，特率先響應，盡速成立「顧問公司」，提供國內各界所需專業咨詢

服務，由前會長喬治亞理工學院錢興格教授，本屆會長施敏男博士，副

會長何智達醫師三人負責，縝密策劃，積極推行。錢興格教授且於年前

1990 十一月專程飛台，停留長達一周，就該案宜行性與可行度，親洽有

關部門，甚獲贊許。 
 

（4） 協助回國創業貢獻 -- 當時台灣境內交通工程，環保工程，財經發展，

在在需才孔急。本會會友，各據專長，踴躍貢獻者，絡繹于途，例如﹕ 

（a） 向亨台博士，回國創業，於新竹科學園區成立光纖製造公司； 

（b） 賴森榮教授，擔任台灣第二條高速公路建設顧問； 

（c） 錢興格教授，兼任台灣環保顧問； 

（d） 吳越先生，為台塑化纖配電及輸電。 
 

（5） 會長親征，積極募捐 ---- 凡事首難，首務財難。施會長雖化工博士， 

出身麻省理工，卻是理財高手，投資專家，曾於亞城創辦「國際銀  行」，

嘉惠僑界；更善用財富，慷慨捐贈土地，回饋洽塔奴迦社區，載譽美邦。此

次既領會務，乃於 1991 年九月初抵台，為籌募本屆會務發展經費，除親自

 



 

拜會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先生，太平洋基金會董事長李煥先生，青輔會主委

蔣家興先生外，並向國內許多基金會機構正式具函申請，爭取經費補助，例

如﹕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行政院衛生署，中華

醫藥促進基金會，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發展基金會，……等。真是僕僕道途，

不辭辛勞。任內除必要開支外，尚有盈餘美金二萬千八百零八元四分，留交

下屆會務使用。 
 

（6） 支援「玉山」計劃  -- 鑒于東南七州華裔新秀，濟濟多士，本會資深

同仁，有慨於中興以人才為本，對之提攜愛護，不遺餘力，領域遍及工

藝、科技、財經、企管等，由研究生至碩士，都在培育之列。「玉山協

會」堪稱本會—「東南學人協會」—的青春版。十五年後，當時青絲少

年，今正值鼎盛春秋，為各領域中堅，不愧生力新軍。對後進人才之甄

選、愛護、及培訓方面，日本及猶太族裔，長期實施結果，積有成效，

其優點值得借鑒。 
 

（7） 創辦《思源》會刊 ---- 當時 1991 本會成立已十有六年，迄無一份綜

合性、一般性之代表刊物，同仁等多引為憾事。故本屆第一次幹部會議

決議創辦會刊，暫定為半年刊，每年春秋季出版。良以我東南之美，所

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相信此夢，不難成真。但先決條件，端賴會友

愛護支持，賜稿賜教，眾志成城。決議交由區區負責，擔任首任主編。

會中論及會刊名稱，雖有數位選項，並無決定。當天下午，我由洽市飛

返莫比爾，仰視藍天，朵朵白雲，若有神助，脫口而出《思源》！當晚

電告會長，他聞訊大喜， 咨詢多位幹部會友高見，一致通過。足見「飲

水思源」的確是大家心目中的最大公約數，故最容易引起共鳴。會長特

別致書，表示肯定與嘉勉﹕ 

“刊物之定名「思源」，全體一致認為最好，《世界日報》余俐俐記者

亦選「思源」。這名字謙虛高雅，所以我們就取名為「思源」。盼廿年

後兄能繼續看到兄命名之「思源」，進一步，「思源」能擴結國內外之

善緣。” 

 

珍重會友情誼﹕從《思源》到《廣大和諧》 
 

正是由于重重善緣，使一向不善交際，不懂周旋，呆氣十足的在下，凡事得到本會

多位會友同仁的惠助、諒解、與友誼。我要特別感謝當年一道打拼、共事的几位﹕施

敏男、何智達、潘正芬、廖廣信、周淳和、李長堅、蔡山慶。尤其是那位介紹我入會

的前會長劉奕銑學長！1999 我退休後，一本《思源》精神，創辦「東美研究所」，發

行 e-Journal《廣大和諧》，歡迎新舊會友參訪賜教。  敬祝大家 : 創造、充實、健

康、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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