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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退輔會吳志揚副主任委員等五人

赴班寧堡軍人公墓 悼祭埋骨異鄉的空軍先烈
中華民國退輔會吳志揚副主任委員、王凱珩副處長、吳承和

科員及駐美國退伍軍人事務組組長倪邦臣、秘書程國峰一行五
人，七月二十日前往美國喬治亞州班寧堡軍人公墓，悼祭八十年
前抗戰期間，在美國受訓失事殉職、埋骨異鄉的空軍先烈。

陪同的悼祭人員還有亞特蘭大榮光聯誼會理事長朱安生，
副理事長楊彥純、喬為智及理事王多祿、周家平，喬為智副理事
長代表美東南區空軍大鵬聯誼會出席。

回顧民國三十年，中華民國已經獨力抵抗日本侵略四年，同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我國得以與盟國聯手對抗
敵人，美國也加大對我國的援助。在這個時空背景下，我國先後
送出五百多人到美國接受飛行訓練，其中五十餘人或因天候因
素、機械故障、或因指揮管制問題而失事殉職，其中有五名烈士
長眠於喬治亞州班寧堡軍人公墓，距今已經八十餘年。

這五位烈士是：吳剛 1917年出生 籍貫北平市 享年25歲；
梁建中 1919年出生 籍貫河南新蔡 享年23歲；陳衍鑑 1919年出
生 籍貫廣東興寧 享年23歲；李其嘉1916年出生 籍貫廣東鶴山
享年26歲；李勛 1918年出生 籍貫河南安化 享年22歲。

吳志揚副主任委員向陪同悼念的亞特蘭大榮光聯誼會成員
表示，中華民國永遠不會忘記在戰場上為國犧牲奉獻的先烈，也
會全力服務榮民弟兄。 (錢平忠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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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美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美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CAPASUS)(CAPASUS)(CAPASUS) 202220222022年會年會年會
美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CAPA-

SUS) 第45屆年會於上周末7月30日至
31 日在喬治亞州的 Duluth 的 Sonesta
Gwinnett Place Atlanta 首度以實體與線
上混合模式(hybrid conference) 召開。本
屆年會以「數位/人文」為中心議題，並以
「從巧實力到智慧國家: 跨國亞裔社群與
數位科技及人文( From Smart Power to
Smart Nations: Digital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for Transnational Asian
Americans) 」為會議題目，吸引八十多位
講者群、學會會員與友人或親自或線上
參加會議，共同進行橫跨科技業與學界
的科技整合的專業意見分享。來自華府
的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的科技組楊琇雅
組長、駐亞特蘭大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的李瑞徵組長與陳新發組長，以及亞特
蘭大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的歐宏偉主任均
出席並致詞，鼓勵支持美東南區中華學
人協會延續自1977年創辦以來的傳統，
繼續促進美國與台灣間的學術文化交流
與經濟合作夥伴關係，並加強世代間的
學術與社會文化對話。國發會的就業金
卡辦公室的廖炳坤執行長也從台灣越洋
視訊，介紹台灣對全球開放的新工作簽
證政策，以期吸引更多國際菁英人才到
台灣，協助全球產業發展。

會議一開始，會長張嘉蘭博士致詞
強調，本年會的主題設計乃是圍繞在如
何發展哈佛大學政治學學者 Joseph S.
Nye, Jr. 所稱的「巧實力」，進而實現美國
與台灣「智慧國家」的願景。本屆年會議
題因此集中在三項主題之上：1) 數位人
文：全球史與多元史觀下的東亞；2) 人工

智能科技與數據分析；以及3) 亞裔美國
人的公民參與與職涯發展，以彰顯科技
必須以人為本以及服務全球社群公共福
祉的基本原則。

在第一個「數位人文」主題方面，年
會由從台灣線上參加的國史館館長陳儀
深進行開幕主題演講，以各類檔案為基
礎，論證台灣在冷戰局勢中的民主化歷
史，並介紹國史館的檔案數位化與轉型
成果。故宮博物院的蔡炯民專門委員也
從台灣細細分享數位博物館如何採行各
類虛擬與實體互動模式，將傳統畫作或
器皿以3D模式呈現，去擴大閱聽大眾以
普及知識。中央研究院的鄭維中博士使
用數十萬件荷蘭、日本、中國等數位檔案
，介紹台灣(大員)是如何在十七世紀大航
海時代末期，並於荷蘭、西班牙、日本、韓
國、大明帝國在東亞地區進行貿易競逐
的過程中，逐漸浮現於世界舞台。國防大
學的任天豪教授跳脫傳統，以美、日、台
等國外交數位檔案追本溯源地紮實論述
在國際冷戰態勢中，何時以及為何有所
謂的釣魚台主權爭議問題出現。政治大
學的李福鐘教授也以歷史文件與角度出
發，分析大眾所關心的中共二十大後中
國的可能政治取向。

針對第二個「人工智能科技與數據
分析」主題，喬治亞理工學院的蔡宜長教
授運用大數據數位科技去設計出低成本
的機器學習機制，以加強交通安全、減少
彎道傷亡；喬治梅森大學的黃建中教授
介紹一個整合了實體狀況與抽象運算變
數的數位雙重基礎學習架構，以協助建
立新時代的智慧供應鏈；南卡大學的黃

金澤教授更以具體案例，帶領與會聽眾
了解如何運用數位鑑識學去遏制線上犯
罪。與此同時，五位尚在博士班就讀的美
東南區青年學者—謝詠安、許柏凱、李孟
謙、谷耘睿、王子函，也分別介紹了他們
的立基於數位科技的跨領域研究。

最後一個「亞裔美國人的公民參與
與職涯發展」主題則由多位願意分享亞
裔群體公民參與與在美國橫跨產學兩界
工作經驗的學者並企業領袖，如趙濟民
僑務顧問、南卡大學Seulghee Lee 教授、
蔡裕棟博士、鐘斌博士，王德博士等，帶
領大家進行兩場座談。第一場周六的座
談討論亞裔美國人之間以及與其他少數
民族可以如何共同參與美國社會；第二
場週日上午座談則特別針對青年學者所
需，分享如何在進入美國職場前先行做

好心態調整，運用己身文化優勢，參與各
種實習，把握工作與晉升機會。

薪火相傳並加強美台國際合作是學
人協會 45 年來堅守不移的宗旨。因此，
協會周六晚宴期間先播放未能出席的資
深會員事先錄製的影片，期許新一代會
員能持續提供專業研討學習機會、扶持
後進；隨後進行會長交接，由2021-2022
年度會長張嘉蘭博士將印信交由新任
2022-2023 會長陳美蘭博士。為期一天
半的 2022 年的美東南區第 45 屆年會在
重申一個智慧國家的未來必須以人為本
，堅持初心，以科技服務人群，從事社區
參與，並加強美台的國際合作的共識中
圓滿結束。

(Catherine Chang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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