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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赴菲參加馮永恩理事長就職典禮 
鄭致毅肯定菲華僑聯協會服務僑胞之貢獻

僑光社／馬尼拉 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鄭致毅理事長11

月11日，受邀參加菲律賓

菲華僑聯協會第13屆理事

會職員就職典禮暨慶祝國父

孫中山先生158周年誕辰紀

念大會。

鄭致毅理事長是率同龔維

軍副秘書長、郭昭伶處長自

台灣飛往馬尼拉，參與交接

並祝賀。

鄭理事長並在這大喜之

僑光社／台北 澳門僑界婦女協會一行25

人，11月5日上午由梁美滿榮譽團長及王國

蓉會長率領，拜會中華僑聯總會，由鄭致

毅理事長、童惠珍前立委及正副秘書長陳

麗霞、龔維軍接待。

鄭理事長表示，中華僑聯總會與澳門僑

團來往互動關係密切，同時感謝上次前往

澳門參訪，受到澳門歸僑總會熱情接待，

他表示，僑團間應常來常往，多連繫多走

動，為僑胞鄉親服務聯合所有僑團力量。

梁美滿永遠會長表示，澳門僑界婦女協會

創立於2009年，是澳門歸僑總會的團體會，

以熱愛澳門赤忱，積極參與澳門事務，促進

澳門僑界婦女團體互助，推動和組織考察交

流，提高會員的專業知識與管理水平。

僑光社／台北 泰國中華會館2023年回國

參訪團，11月1日上午拜會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由於鄭致毅理事長在海外參訪，由

本會紐約辦事處童惠珍主任及監事長黎愛

珍、常務理事林宴文、張忠春、高崇雲、

李惠英及謝偉等共同接待。

中華會館李那隆理事長表示，中華會館與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是分屬泰國及台灣最大

日，聘菲華僑聯協會新任理

事長馮永恩為僑聯總會駐馬

尼拉地區辦事處副主任，同

時頒發終身服務獎章給原任

蔡慶華理事長，表揚蔡理事

長多年來為傳揚中華文化及

服務僑胞僑生的付出及貢獻。

駐菲大使周民淦偕駐菲律

賓代表處公使楊登仕及菲華

文教中心主任王映陽、副主

任梁崇偉也出席此項就職典

禮。

菲華僑聯協會的前身是菲華僑聯

之友社，今年正式更名，並由蔡慶

華理事長交接給馮永恩理事長。 

活動開始由大會主席、名譽理事

長蔡慶華僑務諮詢委員致詞，他說

明菲華僑聯協會創會的緣由，與多

年來帶領團隊返臺參加僑務委員會

舉辦各項活動的歷史，並表示：協

會在過去三年多因種種因素會務停

頓，現在終於在許多賢達的支持下

開創新頁，對於新任幹部們的傳承

感到十分欣慰。

新任會長馮永恩在致詞時表示，

接任後將帶領新屆幹部戮力從事菲

華界文化教育的推廣使命，並繼續

協助僑委會辦理「海外青年語文研

習班」等各項營隊並完善對僑界青

年的服務工作，支持僑委會鼓勵菲

律賓僑生返臺就學，承擔培養僑青

人才的重責大任。此外，大會也同

時辦理慶祝國父孫中山先生158周

年誕辰紀念活動，盼望菲華僑界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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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間僑團，互動交流時間

長遠，建立的深厚情誼牢不

可破，為海內外僑胞僑生盡

最大的服務力量，是志同道

合的僑務先鋒，童惠珍主任

除表示熱烈歡迎並表示，僑

聯總會成立之宗旨即是加強

連繫海外各僑社、僑團、僑

領及僑胞，並做為海外僑胞

與國內的橋樑，一方面將國

內的力量延伸發展到海外，

促進僑社的繁榮與發展，也

希望透過僑聯增加華僑對國

內的瞭解、認同及向心，進

而透過經貿投資或其它管

道，用海外力量促進國內的

發展。她表示，僑聯總會雖

然是一個民間團體，但海外

真正支持中華民國立場的許

多僑社、僑團，這八年來均

以本會為主要連繫對象，

並表示，只有本會繼續給予

他們許多支持與協助，使他

們仍然保持支持中華民國的

立場。這是本會維繫海外僑

社對政府向心力最具體的貢

獻。 

曾派駐泰國6年多的林宴

文常務理事及與時任國父紀

念館館長與中華會館合辦「

中山先生文物展」的高崇雲

常務理事，與參訪團中多年

未見的老友喜相逢，內心激

動不已。

泰國中華會館回國參訪團蒞會，前坐右七童惠珍主任，右六黎愛珍
監事長，右一林宴文常務理事，右三謝偉常務理事，右五張忠春常
務理事，左三高崇雲常務理事，左四李惠英常務理事。

鄭致毅理事長
（前坐中）歡
迎澳門僑界婦
女協會蒞會，
，後站右一陳
麗霞秘書長，
左一龔維軍副
秘書長。

懷國父革命建國的理念，共同支持與建設實踐「

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

周民淦大使代表僑委會委員長徐佳青頒發對名譽

會長蔡慶華的感謝狀，表彰他對該協會的卓越貢

獻以及感謝對中華民國的赤誠擁戴，同時也頒發

新任理事長馮永恩賀狀以資勉勵。協會幹部組成

了新的團隊，正式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接續傳

承服務僑胞的使命。

典禮活動在眾多現場僑胞的見證與恭賀下圓滿

完成。

鄭致毅理事長（前坐右四）與駐菲律賓大使周民淦（前坐中）與菲華僑聯協會第13屆理事會幹部合影。 馮永恩理事長（右）受聘為僑聯總會駐馬尼
拉地區辦事處副主任，左為鄭致毅理事長。

鄭致毅理事長（站者右一）頒發終身服務獎章給蔡慶華理事
長（站者右二），站者左二馮永恩理事長，中本會駐紐約辦
事處童惠珍主任，左一蔡聰敏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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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僑聯文教基

金會董事何邦立最近將其

一生飛行事故調查的珍貴經

驗，著作「航空事故調查五

十年」出版，為教學教材所

需，也為自己一生的專業留

下紀錄。

何邦立董事近10年曾擔任

航空醫官訓練班有關航空

醫學史、失事醫學調查等課

程的教授，他一直有一個心

願：將一生飛行事故調查難

得的經驗以文字呈現，為教

學教材所需，也為自己一生

的專業留下紀錄。

1971年赴美四載的他，

習得事故調查飛行、醫學的

雙專長，並參與實務工作取

得經驗，回台後經歷我空

軍、民航的飛航高事故率背

景期，其中也接受一些在職

訓練，培育成長他的事故調

查經歷。

這本「航空事故調查五十

年」的書名雖是事故調查，

其目的在於預防，也就是寫

近50年來投注飛行安全的

工作。

何邦立曾於1980年由正

中書局出版「飛行．生理．

醫學」專書計四版；是為空

軍幼校、空軍官校生的參考

讀物，亦為航空醫學作科普

的推廣。1986年曾為中正

理工學院航空安全管理進修

班出版「航空生理學」，為

訓練國軍飛行安全官使用的

教材，以促進國軍的飛行安

全。

在空軍時曾執行兩次特殊

任務，當以阿戰爭時，測試

飛行人員作戰一天最高的出

勤率，測試人體生理、心理

參數的先勝演習。另一為機

堡承受500磅、1000磅炸彈

爆破的忍受度，用實驗動物

收集了許多生理指標數據。

也曾為空軍的彈射逃生與飛

彥棻文教基金會獎學金台幣25000。
紀念林國長先生獎學金台幣35000。

寮國地區 顧問陳玉雲台幣500。
緬甸地區 顧問莊友來台幣1500。
美國地區 理事廖達朗台幣9000。
在台地區 顧問邱炫煜台幣5000；
無名氏台幣3000。

僑光社／台北 獲選華僑救國聯合

總會112年海外華文著述新聞寫作

專欄評論類佳作獎，旅美陳月麗

女士11月9日趁返台之便，拜會僑

聯總會，接受鄭致毅理事長頒贈

的獎狀。

陳月麗女士也是僑聯總會美西

科羅拉多州辦事處主任，此次是

以「廣角鏡專欄」、「科州名人

羅啟仁伉儷捐贈一百多件藝術珍

品」等兩篇作品獲獎。

陳主任早年在台灣為人師表，後

來，隨夫婿到美國科羅拉多州打

拚，並開辦科州唯一的華人周報

「科州華報」，以凝聚當地華人

向心力、提供文化資訊為職志。

僑光社／菲律賓 菲律賓晨光中

僑光社／台北 第六屆廣東

潮州--潮創客大賽最近在台

中市僑光科技大學舉行決

賽，由臺北市台灣圖靈鏈公

司奪得產業菁英組冠軍，臥

虎藏龍-團隊摘下新創團隊

組冠軍。

本屆潮創客大賽總獎金新

台幣高達300萬元，來自海

內外創業高手齊聚競賽激

烈。

潮創客大賽由中華台灣潮

汕同鄉總會、創博匯雙創服

務有限公司、僑光科技大

學、台灣潮籍博士團等共同

舉辦。

此次參賽團隊作品涵蓋各

領域多元創新科技產業，歷

經初賽、複賽到決賽，其

中，產業菁英組：冠軍臺北

市台灣圖靈鏈公司；亞軍洰

晟數位智慧整合行銷公司、

鼎泰豐電線電纜公司；季軍

安可日子公司、芝彤實業

社、迪菲循飛航科技公司，

新創團隊組：冠軍臥虎藏

龍-團隊；亞軍高光紅外、

鷗飛聽OFITING；季軍萱逸

桐幻境工程、GNSS高精度

定位和JLL等團隊。

中華台灣潮汕同鄉總會創

會會長李南賢博士擔任大賽

主席。

主辦單位表示，感謝此屆

潮創客大賽能再度與僑光科

大合作，盼能如該校大海納

百川培育英才的永續精神，

讓潮創客大賽繼續匯集更多

能量，成功的推動創業青年

團體邁向國際舞台。

分享飛行事故調查經驗並留存專業紀錄

何邦立著作航空事故調查五十年有深意
行錯覺，作過10

年流行病學的專

案研究，以提

升戰力、促進

飛安。

何 邦 立 曾

負 責 民 用 航

空 醫 學 中 心

主任10年，

同時接任中

華民國航空

醫學會的理

事長前後9

年。1987年

起 出 版 「

航 空 醫 學

會 刊 」 ，

迄2001年，刊物更名為 「

航空醫學暨科學期刊」，

迄今已出版36期。在理事

長任內，經常規劃重要的

課題，邀請專家學者開年

會，出版專輯。

1996年何邦立以中華

民國航空醫學會理事長學

術團體名義，邀請大陸民

航醫學界主管六人來台交

流，他說，當時兩岸飛安

記錄皆全球倒數四、五，

曾幾何時，四分之一世紀

過 去 ， 大 陸 飛 安 現 居 世

界前茅，我們迄今仍每五

年摔架飛機。此無它，大

陸主管單位政策面能抓到

要點，命令可以貫徹到基

層。我們則反是，豈而無

憾！

在他1997年夏離開公職

後，為不使事故調查的專

長無用武之地，遂應用在

歷史的考證上，尚能得心應

手，諸如：飛行錯覺與馬丁

機的厄運、再述二一八武漢

空戰、解開戴笠南京空難身

亡之謎等，發表於傳記文

學。2012年，也曾為台鐵

太魯閣列車機車長蔡崇輝殉

職案的事故鑑定與重現，為

蔡君的撫卹平反成功。

時光飛逝，年近八旬的何

邦立，航空醫學一生的經

歷，自認雖未能盡如人意，

但畢竟也曾努力，問心無

愧，而著作並出版「航空事

故調查五十年」一書，正是

為教學教材所需，也為自己

一生的專業留下紀錄。

「航空事故調查五十年」

封面用的是西班牙馬德里 

El Prada博物館珍藏的名畫 

Falling of Icarus希臘神話中伊

卡羅斯的墜落，在在說明人

為因素在飛行安全上扮演的

角色。

對本書得以順利排版付

梓，他表示特別感謝中華

民國航空醫學會的支持、

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

會的重視，以及梁序穆暨

許織雲教授基金的愛護。 

何邦立出版的新書「航空事故調查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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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施珍珍、莊美娜、梁家晴三位同學分獲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112年海外華校學生書

法、繪畫比賽佳作獎，黃思華校長代表僑

聯總會頒贈獎狀。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為提倡海外華校學生

中文寫作及國粹書法興趣，並發揮繪畫才

藝，每年舉辦海外華

校學生徵文、書

法、繪畫比賽。

潮創客大賽  分獲產業菁英 新創團隊冠軍

參加潮創客大賽獲獎團體與主辦單位合影。（圖文由李南賢創會會長提供）

臺北市台灣圖靈鏈公司
臥  虎  藏  龍  團  隊 

彥  賢  義  捐     

單位/元

▲梁思華校長頒發獎狀各得獎人。▲

趙陳月麗主任（右二）獲鄭致毅理事長（左二）
頒贈華文著述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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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社／台北 外交部11月

10日成立「留台校友會」

（TAA）臉書粉絲專頁，並

舉行TAA臉書粉專啟動儀

式。

「留台校友會」（TAA）

臉書粉絲專頁的主要目的是

提供全球留台校友交流和分

享台灣經驗的平台，凝聚友

我力量。

啟動儀式由外交部常務次

長陳立國、外交使節團團

長暨聖文森及格瑞那丁駐

台大使柏安卓（Andrea Clare 

Bowman）、聖國駐聯合國

常代金蘭妲（Inga Rhonda 

King）等9個友邦大使一

起點燈啟動。

當天，外交部在與教育部

僑光社／台北 18位台灣旅

美和學界人士組成的和平之

旅大陸參訪團，於10月22

日至30日至大陸，進行了

9天的參訪活動，就「如何

降低衝突，促進兩岸和平發

展」議題，表達了關心和期

待。

訪團以范揚盛團長為首，

拜會了上海市台聯、中華全

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全國台

辦、統促會、中國僑聯，與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

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就中美關係、兩岸關係進行

座談交流。在與各單位座談

中，每位團員以不亢不卑的

態度，圍繞在如何降低衝

突，促進兩岸和平議題發

言，有讚揚大陸在各方面進

步的景象，也有對某些政策

應該改進、調整的建言。也

感受到大陸人與人之間對話

的親切，一位團員強調大陸

不應該以武力攻打台灣。如

何爭取台灣民心，如何做到

「靈契合」都是團員建言的

議題。

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座

談時，范揚盛團長曾就「如

何爭取台灣民心推進兩岸

融合發展」議題，提出如

下看法：1.承認中華民國存

在的事實；2.採用「中國邦

聯」制度；3.不再提「一國

兩制」；4.九二共識一中各

表；5. 推進兩岸融合發展。

革）替廖書蘭出版，並於10

月27日下午，在北京舉行作

者分享會。

廖書蘭與大家分享了本書

寫作中及出版後的種種故

事，該書深入探討了黃世仲

及其小說《黨人碑》的歷史

背景、主要內容和社會意

義。黃世仲是近代著名的報

人、小說家，《黨人碑》歌

頌革命英雄、宣傳革命思

想，反對清朝腐朽統治，

各個方面都達到了當時歷

史小說的較高水準。「黃花

崗外」通過對黃世仲身世的

介紹，以及對《黨人碑》小

說的內容、寫法、意義的討

論，對當時的社會變革予以

分析，讚頌了為近代中國的

變革發展作出貢獻的仁人志

士。

在分享會現場，廖書蘭表

示，「黃花崗外」創作的靈

感來自黃世仲及其小說《黨

人碑》。由於歷史原因，《

黨人碑》小說有近三分之一

的內容已不存在，基於此，

廖書蘭做了大量的資料收集

和研究工作，以補白的手

法，完成了「黃花崗外」。

她表示，「黃花崗外」描

述了1895年香港和廣州澳門

提供全球留台校友交流 聚友我力量
外交部留台校友會臉書粉專啟動
   來自10國20名學業優秀學子 獲頒台灣獎學金

合辦的「112學年台灣獎學

金暨華語文獎學金新生歡迎

會」中，也首次頒發學業傑

出表現獎勵金每人新台幣2

萬元給來自10個國家的20

位優秀台灣獎學金學生。

陳次長和柏安卓大使並分

別抽出兩名台灣獎學金受獎

生獲得台灣離島來回機票，

讓他們體驗台灣離島美景

和友善人文風情，並盼透過

TAA臉書粉專分享給全球校

友。

外交部「台灣獎學金計

畫」近期不僅調增受獎生津

貼，並設立學業獎勵金以鼓

勵學生奮發向學。

資料顯示，過去10年來各

國來台留學總人數已超過百

萬人，目前外交部在全球駐

外館處已成立79個留台校

友會，未來可望持續辦理更

多校友活動，並透過TAA臉

書粉專分享交流。

本次活動共有來自全球64

個國家的台灣獎學金及華

語文獎學金新生及49位駐

台使節代表等超過600人與

會，除了柏安卓大使及金蘭

妲常代外，另有貝里斯駐

台大使碧坎蒂（Dr. Candice 

Augusta Pitts）、海地駐台

大使潘恩（Roudy Stanley 

Penn）、聖露西亞駐台大

使路易斯（Robert Kennedy 

Lewis）、聖克里斯多福

及尼維斯駐台大使范東亞

（Donya Lynex Francis）

、巴拉圭駐台大使費卡洛

（Carlos Jos Fleitas Rodr guez）

、馬紹爾群島駐台大使卡蒂

爾（Anjanette Kattil）、瓜地

馬拉駐台大使巴迪亞（Oscar 

Adolfo Padilla Lam）及諾魯

駐台大使凱法斯（Jarden 

Kephas）出席共襄盛舉，另

有螢光官將街舞及國際青年

大使國樂表演，氣氛活潑熱

烈。

僑光社／台北 為獎勵在學

成績優異僑生，僑委會最

近頒發112年度傑出及學行

優良僑生獎學金，全臺共計

143所大專校院、中等以上

學校及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

班技高端學校，來自24個

國家地區的2,506位優秀僑

生獲獎，其中251名獲得傑

出僑生獎學金獲獎學生，每

人可獲得獎學金新臺幣5萬

元，其餘2,255名學行優良

僑生則可獲得獎學金新臺幣

6,000元，不僅對僑生在臺

求學期間的生活助益甚多，

更能激勵海外青年學子踴躍

來臺就學。

僑委會112年度傑出及學

行優良僑生獎學金獲獎名

單已公布於僑委會首頁(網

址：https://www.ocac.gov.tw/

OCAC/，首頁>僑生服務>僑生

聯繫>僑生在學照顧>獎助學

金)，僑委會期勉各位僑生持

續努力，爭取優秀成績，以

獲得僑委會獎學金，並爭取

未來留臺機會。（轉載自教育

部網站、僑務電子報）

台灣旅美暨學界組團訪陸
就促進兩岸和平發展議題表達關心與期待

外交部台灣獎學金受獎生與參加「留台校友會」貴賓合影。

訪團在北京社科院台灣研究所雙方交流後合影。
（圖片由張學海常務理事提供）

的社會現狀，分析了廣州首

義的失敗原因，填補了興中

會時期的一段歷史空白。

廖書蘭強調，「黃花崗

外」是目前唯一一本研究黃

世仲革命小說《黨人碑》的

專著。作者固然希望透過

文字，替黃世仲討回歷史公

道，對廣州第一次起義、百

日維新、保皇運動等史事及

孫中山、康有為等重要人物

均多有著墨，對了解革命歷

史極有幫助。

「黃花崗外—《黨人碑》

與孫中山首次起義」，曾獲

得華僑救國聯合總會99年

華文著述獎學術論著項社會

人文科學類第二名。

僑光社／ 華僑救國

聯合總會香港廖書蘭

常務理事著作的「黃

花崗外」一書，最近

在北京發行並舉辦作

者分享會。「黃花崗

外」由大陸的國民黨

革命委員會（簡稱民

廖書蘭著作的「黃花崗外」。（圖片由廖書蘭提供）

「留台校友會」臉書粉專啟動，外交部官員及多國使節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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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預約方便 客製化醫療服務周全
特約醫療機構歡迎僑胞多使用

 僑光社／台北 僑務委

員會11月21日舉辦i僑卡特

約醫療機構聯合記者會，

邀 請 財 團 法 人 臺 灣 醫 療

健康產業卓越聯盟基金會

（MET）及臺灣北、中、

南、東等特約醫療機構出

席。

關心海外僑胞健康，並

協助行銷臺灣國際醫療，

記者會由委員長徐佳青主

持，會中也安排僑胞代表

分享使用i僑卡健檢專案的

心得，鼓勵海外僑胞多加

運用。

徐佳青表示，僑委會為

精準服務全球僑胞，2022

年9月發行全新虛擬的「i僑

卡」，結合「優惠」、「活

動報名」、「資訊分享與聯

繫」等多種功能，目前海

內外特約商店已有近4,000

家。「不論走到哪裡，只要

手機在手，即可隨享優惠及

服務」，歡迎僑胞多多申請

i僑卡。

徐佳青提到，為推廣臺灣

醫療量能，僑委會也已邀

請國內97家特約醫療機構

加入i僑卡特約商店，提供

契合僑胞需求的健檢專案服

務，全方位照顧僑胞的健

僑卡i

康。明年1月13日即將舉行

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

舉投票，屆時許多僑胞返國

參與投票，並與家人團聚過

春節，徐佳青也鼓勵僑胞提

早預約i僑卡特約醫療機構

健檢服務，善用臺灣優質醫

療資源，讓自己在海外打拼

更如虎添翼。

臺灣醫療環境與健保制度

舉世稱羨，根據今年7月全

球資料庫網站「Numbeo」

發布的「2023年全球醫療

照護指數」，臺灣以85.9

分連續5年蟬聯世界第一；

另外，國際知名統計網站

「RankingRoyals」於今年3

月發布「最佳醫療照護城

市」排行榜中，臺北市與高

雄市同時以86.4分並列全球

冠軍，顯現臺灣醫療體系與

服務，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

肯定。

MET基金會執行長吳明

彥、臺北榮民總醫院、亞東

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彰濱秀傳紀念醫院、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奇美醫院、花蓮慈濟醫

院等特約醫療機構代表，現

場分別說明其提供的健檢專

案服務，並歡迎僑胞手持i

僑卡來預約自費健檢，或客

製化醫療服務。

世總輔導總會長黃行德表

示，僑委會i僑卡除享有各

種消費優惠外，也提供健檢

專案，他代表世總肯定及感

謝僑委會的用心服務。臺灣

具備高品質的醫療服務，相

較於國外，更有方便迅速、

價格合理等優勢，鼓勵海內

外國人與僑胞多運用，照顧

自己的健康。世總秘書長謝

明輝也表示將把最新的資訊

帶回越南分享，並希望能拓

展更多國際醫療服務，遠距

照顧僑胞健康。世華南加州

分會會長游蕙綾及2020年

第8屆華冠獎得主俞寧寧分

享自身使用i僑卡預約健檢

服務的經驗，均表示過程

中感受到醫療人員細心及效

率，節省許多時間，讓健

檢變得方便及迅速，鼓勵僑

胞申請i僑卡並善用健檢服

務。

僑光社／台北 位於高雄市大寮區的中山

工商，辦學超過半世紀，也是我國最早開

設「僑生輪調式建教合作專班」的技職學

校，遠在「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推行

以前，便開始提供僑生受教育及實習工作

的機會。

1996年，一群泰緬孤軍的後裔因為經

濟壓力無法來臺求學，當時教育部便和僑

委會研議，兼顧僑民子女就學與經濟需求

的方案，並和中山工商合作。時任校長、

現任董事長陳國清欣然配合，採三年一招

的模式，到泰國、緬甸和馬來西亞三地招

生，以電子科和商業經營科為主，媒合學

生到科技廠工作，給予僑生就學與工讀的

機會。

招生範圍涵蓋全球 科系多元適性發展

中山工商的招生範圍，分別在2005年加

入越南，2011年加入印尼，2017年加入柬

埔寨、菲律賓，到去年開放全球招生。

目前中山工商共有7,600多名學生，其中

僑生900多人，招生人數每年穩定成長，

校內也正在興建新的宿舍大樓供學子所

用。

校方設有美容、商業經營、資訊、電子

等4大類科。

來自馬來西亞的黃婉淇，目前就讀美容

科三年級。她坦言，相較哥哥和姊姊都在

當地華文學校完成學業後，考上臺北的大

徐佳青(一排中)與i僑卡特約醫療機構代表歡迎大家多多使用i僑卡。

學；自己深知不是擅長考試

的類型，在知道有產攜專班

的入學管道後，便和家人商

量來中山工商就讀。

在美容科學習到美髮職能

的黃婉淇，在髮廊擔任實習

助理時，面對離鄉背井，有

時也會有想放棄回到馬來西

亞的時候，好在師長們殷切

指點，在產攜專班能獲得職

能培訓、直升科大，還有考

取證照，取得長期居留的資

格，是相當難得的機會，才

使她堅持下來。

自編語言教材

生活輔導貼近學生需求

中山工商的老師們2017

年起自編講義，同時和文藻

大學應用華語系合作開設分

組教學班，今年校內老師

更組成編輯群，針對不同程

度、不同科目的學生設計教

材，有時甚至得運用肢體語

言，才能順利完成教學。

新生剛入學時，校方在宿

舍方面，會安排同國籍或是

同語系的學生，並讓高年級

學長姐與新生共住，協助新

生更好地融入校園生活，督

促內務整潔，保持生活紀

律及學習風氣。到了晚餐時

間，宿舍的食堂也會貼心地

擺上各國的辣醬、香料，讓

還吃不慣臺灣口味的學生能

夠一解鄉愁。

宿舍各個角落貼有生活提

醒標語，也不忘設計多國語

言的版本，陳文鎮笑說：「

時常有新生因為看不懂中

文，上廁所時誤觸火災警報

鈴，所以不得不這麼做。」

成就傳奇翻轉人生

「山中傳奇」實至名歸 

作為僑生技職教育歷史最

悠久的中山工商，也是少數

已有各國籍在臺校友會的職

校，人才濟濟，表現傑出。

曾有一對印尼兄弟都考上

日本的大學，哥哥正在日本

攻讀博士班、弟弟則獲得東

京大學的保送，畢業後於樂

天集團任職；而來自越南的

產攜專班首屆校友駱國強，

在產攜專班科大畢業後，因

為專業與越南出身的背景

受到青睞，獲得機會參與強

新工業到越南投資設廠的計

畫，被外派到越南河內擔任

廠長。

自2011年擔任僑生班導

師以來，僑生組長陳文鎮坦

言，雖然曾在異國招生時，

遇到被誤會成人口販子、被

動亂地區的武裝份子攔截等

困境，但也正因為僑生班的

緣分，才能讓他到海外各地

增廣見聞。

誠如校門口的題字：「凡

進此校園，一切為教育」；

雖然地處偏遠，但是輝煌的

成績與辦學態度，中山工商

著實不愧「山中傳奇」的美

譽。

（轉載自僑務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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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髮廊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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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高中組金牌獎

何澤浩日本 東京中華學校

回到梔子花盛開之時

我望向窗外盛開的梔子花，梔子花，美麗、大方、

純潔、堅韌、醇厚，也是一種成長記憶的藝術品。

梔子花是

小時候我和外婆經常在田間小路散步，田間小路的

兩側種著梔子花。每當我和外婆經過那時就會被淡淡

的香味所吸引。那時候我總會拽著外婆的衣角問：「

那是什麼？」外婆總會不厭其煩的回答我：「那是梔

子花。」外婆喜歡笑，她的笑就如同梔之花那般純潔

無瑕，令人感到溫暖。隨著時間的流逝，梔子花的香

味和它潔白的模樣，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我漸漸

地愛上了梔子花。

梔子花事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開始上小學了。那天放學，夕

陽染紅了半邊天，我到家時外婆正在院子裡埋下幾粒

梔子花的種子。外婆告訴我春天來臨之時，院子會開

滿梔子花，到那時就可以在院子裡聞到梔子花的清香

了。我聽完很開心，並期待著那天的來臨。我和外婆

一起呵護照料，給它們澆水、施肥。

隨著春風拂過臉頰，院子裡開滿了梔子花，潔白的

模樣，宛如白色的夢境。風拂過，花的清香撲鼻而

來，令人心曠神怡。我不經意望向外婆，發現外婆的

頭髮和梔子花一樣那般白，但外婆的笑卻是像梔子花

盛開之時，那般燦爛。

梔子花逝

隨著我步入了初中，我離開了老家並告別了外婆，

我臨走之時外婆從木桌的抽屜裡拿出幾粒梔子花的種

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我的手掌裡，以便讓我在城市中

也能聞到梔子花的清香。到了城市我將種子埋入長型

花盆裡，如同在外婆家一樣，細心呵護照料，我期待

著春天梔子花盛開之時。

春天與往常一樣到來，我望向窗外的花盆，卻只能

看到光禿禿的土壤，我很不解，透過窗戶望著外面車

水馬龍的街道，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卻怎麼

也看不到那朵潔白的身影。我給外婆打去了電話，外

婆那邊傳來的聲音虛弱，但卻呵呵呵的笑著說，你怎

麼可能會有我照顧得好。

梔子花思

我再回到老家，已經是初中畢業之時。春天還是如

往常一樣到來，我走進院子裡，窗戶上早已布滿塵

灰，但在窗戶的正下方仍能看見朵朵潔白的梔子花。

我向前靠去。滿地的落葉被我踩得嘎吱嘎吱響，我喃

喃自語問：「那是什麼花？」隨後又自己回答：「那

是梔子花。」推開木門，還能看見以前的家具，但卻

很整齊，似乎沒人來過。我看見了小時候陪伴我成長

的木桌，我打開了木桌的抽屜，滾出來幾粒梔子花的

種子，我小心的將其捧在手中放入我的褲兜。

我走到院子裡，掃起地上的落葉，頓時一陣微風

拂過，再次望向屋子，一縷幽香撲面來，只見梔子

書法小學組金牌 戴于涵馬來西亞拉央華文小學

書法中學組金牌 李恩希馬來西亞馬六甲華文國民型高等中學

繪畫6-9歲組金牌 張可薇馬來西亞新山班蘭國民行華文小學

繪畫10-13歲組金牌 林以琳阿根廷教會附屬愛育學校

繪畫14-17歲組金牌 鄭智惠 韓國仁川華僑中山中學

不見人。

梔子花釋

在老家呆了幾天，隨後就回到城市裡，

我驚訝的發現窗外的梔子花發芽了，在經

歷了三年的風吹雨打後卻露出了嫩綠的葉

子，我對這重生的梔子花很是喜愛，隨即

我把褲兜裡的日子埋在它的附近。不由感

嘆，生命是如此的堅韌，無論面臨風吹日

曬或是颳風下雨，依然能堅持的活下去。

又一年春天來了，窗外的梔子花爭先恐後

地綻放著，靠近窗戶，那濃郁的香氣總會

勾起我心中一縷縷溫暖，如同我再次回到

了梔子花盛開之時。生命的力量是短暫的

又是持久的，它雖然只能在有限的時間裡

散發溫暖，但它在那時所放出來的溫暖，

卻能伴隨我一生。

窗外的梔子花沒有院子那般盛大，但傳出

來的溫暖卻是像外婆那般細膩，足以讓我

回到梔子花盛開之時。

戴于涵 李恩希

張可薇

 鄭智惠林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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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北加州／ 美國牙科醫

師沈裕明近40年投入國際

義診服務，除參與北美洲臺

灣人醫師協會（NATMA）

辦理的國際義診活動、多

次 擔 任 團 長 外 ， 更 協 助

NATMA建立國際義診團的

牙科團隊，成為不可缺少的

科別。沈裕明深知臺灣早期

醫療體系是由傳教士一生奉

獻、建立而起，因而啟發他

看見自己的人生使命，將美

國習得的醫療技術回饋給國

際社會。

不願擔任補牙師傅

飛往美國踏上牙醫之路

沈裕明從小受到小兒科醫

師父親的影響，立志投入醫

科領域，然而大學聯考失

利，大學意外進入牙科領

域。

沈裕明回憶，在民國60年

代到70年代初期，國內牙

科領域沒有醫師這一職稱，

也沒有相對應的執照考試，

直到法規修正後，才正式出

現「牙醫」，當時學生畢業

都通稱為鑲牙師、補牙師，

或是補牙師傅。

面對國內學習資源匱乏、

牙科社會地位低等因素，他

一度考慮放棄，直到父親的

開導，他才意識到出國讀書

是一個可以學到更多知識的

機會，於是在1975年決心

踏上留學旅程。

相較於臺灣，美國的牙醫

科學發展成熟許多，牙醫師

在美國的社會地位甚至高於

一般醫師。因此當年沈裕明

決定出國留學時，便毅然將

目標訂在攻讀牙科正科班，

期望能夠取得美國醫療執

照。

過去臺灣在牙科專業領

域，將教科書視為聖經，難

以接觸書中所提及的實際技

術和器材，沈裕明進入波士

頓大學牙科學習後，終於看

到牙科理論與實務結合的教

學方式。

在美國的生活，沈裕明得

到眾多美國人的教導，包括

教授、同學、朋友的照顧，

並跟著他們一起學習如何「

過美國人的生活」，從喝咖

啡、點酒、社交等方面開

始，逐漸深入了解美國社會

與文化。受訪時他自豪地表

示：「我現在還會開飛機和

開船呢！」

以專業與義診幫弱勢家庭

解決問題 同時改變自己

美國行醫期間，沈裕明不

僅致力於臨床工作，還撥出

時間投入相當於美國軍隊

一克拉教育基金會年度簡報餐會

與會貴賓共襄善舉

美國德州／一克拉教育

基金會（Education Changes 

Lives And Times) 11月11

日在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

舉行簡報餐會，邀集近兩百

位人士與會共襄善舉。一克

拉教育基金會主要由臺灣

僑胞組成，陳景華女士(Jane 

Jan)發起，於2012年註冊成

立非營利組織，資助對象包

括亞裔社區清寒學生及臺灣

從義診看到人生使命 
沈裕明投入弱勢醫療30年

水準的牙科儀器，進行義診

活動。他坦言，辦理義診活

動相當困難，每次至少需要

20萬美金以上的經費，但

他從未卻步，因為他相信隨

著時間的推移，問題都會迎

刃而解。

「第一次做義診時，我覺

得自己很重要，但隨著一次

次的義診，開始謙虛並且看

到自己。」沈裕明說，臺

灣的醫療是由傳教士建立起

來，他們一生為臺灣奉獻，

他深信臺灣人應該發揮自己

所長，因此決定投入義診活

動，除毫不畏懼困難和大量

經費的支出，更成立北加州

萬佛城牙科義診所和階進慈

善基金會，深度參與美國弱

勢群體的醫療工作。

沈裕明在美國參與眾多慈

善組織，並因國際義診活

動而加入北美洲臺灣人醫

師協會（NATMA），多次

擔任國際義診團團長、協

助強化NATMA牙科領域於

國際義診的重要性，他笑

說：「參與NATMA辦理的

國際義診次數，我是排第

二」。

NATAMA在國際義診上，

以牙科表現最為突出。沈

裕明解釋，多數疾病需要

長 時 間 醫 治 ， 例 如 高 血

壓，但以美國牙科技術在

國際義診中是可以在現場

完成補牙、拔牙、根管治

療等，大概只有植牙無法

於當下完成，因此對於病

人來說能做到立即見效、

解決問題。

從國際義診

看到NATMA轉型方向

沈裕明回憶起在緬甸進行

國際義診的經歷，提到一

次特別的情景，他描述第

一天看到病人是被人用木

板扛進來，第二天，病人

竟然能夠自己走進來，再

到第三天，病人居然抱著

西瓜前來感謝醫師。另外

他還看到義診同行醫師執

行開刀手術，因縫合線不

足，只好拿裁縫線替代，

原以為會引發發炎，結果

病人卻出奇地康復，他笑

說：「有些事情確實難以

解釋。」

2014年沈裕明再度到訪

緬甸進行國際義診，遇到

一位口腔癌患者，病情嚴

重到無法透過義診治療。

於是，醫師們動員募款籌

得500美元，協助患者前往

大型醫院就診；次日，這

位患者帶了香蕉來感謝大

家，並表示這筆錢足以支

持她家庭兩年的生活費，

給孫子買好衣服。她淡定

地說著，自己老了、死了

並不是那麼重要，這樣的

奉獻精神深深觸動了沈裕

明。

目前NATMA正處於轉型

時期，需要將領導權交給

第二代。沈裕明表示，美

國有回饋社會的制度，就

算在美國執行義診，都必

須要符合國家規定，不能

馬虎，對於在美國成長的

第二代也有回饋社會的認

同感，應該要順應環境，

最終將第二代與臺灣聯繫

在一起，完成NATMA長期

運作的可能性。

「義診會改變人生與看

待世界的方式。」沈裕明

說，近40年來投身義診體

會到不僅是表層的醫療行

為，還有更深層的人生道

理，是值得他持續奉獻的

人生志業。

NATMA國際義診團2016年同時啟動7臺牙科診療臺。

沈裕明在美國境內義診及參與國際
義診的規格，皆比照美國標準辦
理，也以同規格建立義診團隊。

弱勢團體。

晚會中，董事會成員曹明

宗致詞表示，感謝在場各位

的支持與信任，使基金會的

遠景和使命成真，每年基金

會的基金都在成長，資助的

學生人數及項目也在不停增

長。

一克拉教育基金會從扶助

清寒到促進跨校與國籍之間

的交流，10餘年來慈善足

跡貢獻德州社區及亞洲，為

海外臺灣人樹立慈善典範。

此次晚宴辦在UTD，讓學生

分別上臺談到獲獎前後所受

到的啟發與行動。學生們表

示對基金會的感謝，並期望

學有所成之後，計劃返回故

鄉貢獻所學。

FASCA 聖地牙哥分會分享會

青年文化大使交流熱絡

美國聖地牙哥／海外青年

大使協會(FASCA)聖地牙哥

分會11月11日在聖雅福音

教會舉辦分享會，共有20

位青年文化大使參與。分享

會除回顧FASCA聖地牙哥分

會從幹部授證以來，領導團

隊規劃的活動以外，也為明

年度計畫做了詳盡討論，大

家都很熱烈地參與分會會務

的回顧與展望。

FASCA聖地牙哥分會會長

賴為希表示，這是分會成立

以來第一次由幹部主持的會

議，從中可培養及提升彼此

的感情與默契，也藉由橫向

及縱向溝通、協調，幫助大

家建立並達成團隊目標。身

為FASCA的一員，大家可在

會中依FASCA培訓核心「領

導、服務、文化、傳承」這

四個面向，來做明年度全面

性課程活動規劃，相信大家

透過參與、規劃過程，即能

培養向心力及領導力，並把

臺灣精神及特色介紹給所在

社區。

諮詢導師曾詩韻也表示，

在過去這一個多月來，青年

文化大使透過聖地牙哥分會

運作、籌辦活動，也建立了

一些規章及系統。在這次分

享會中，大家依照過去這一

個月的領導、合作經驗，以

及諮詢導師的引導，更進一

步瞭解「領導」的涵義，以

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實踐。
美國德州一克拉教育基金會董事會成員。

FASCA聖地牙哥分會分享
會透過遊戲培養大家的團
隊合作與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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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省／安省中華總會館為豐富

耆老生活內容，特別安排休閒系列活

動，11月11日下午在總會館舉辦精彩的

紮染課程活動，邀請僑委會民俗文化種

子教師林妙真擔任教作，介紹傳統紡織

上午8時舉行開幕典禮，

總共有25個社團1千餘人參

加繞場。駐巴西利亞代表處

代表溫曜禎伉儷及駐聖保羅

辦事處處長馮光中、僑教中

心主任尤正才、聖市議員

Jooji Hato、運動場地負責人

Mário、仲裁主任委員劉國

華應邀參加。開幕典禮在大

會司儀斯碧瑤僑務諮詢委員

宣布下正式開始。

典禮在戰鼓、電音三太

子、舞龍舞獅的精彩表演中

拉開序幕。6位美少女持大

會會旗進場，接著每個社團

運動員持自己的會旗依序進

場。隨後唱巴西國歌，升巴

西國旗及大會會旗。

選手黃誠明代表運動員宣

誓，張迦國唱大會會歌，施

放汽球後，各項比賽正式登

場，比賽項目有田賽和徑賽

與接力賽。並適時頒獎給個

人單項的優勝者。當14人

大隊混合接力賽登場時，氣

氛達到最高潮，全場加油聲

不斷，經過激烈的競賽，結

果由聖儒華文學校、客屬崇

正總會、巴西華僑網球協會

分別拿下前3名。

閉幕典禮於下午4時舉

行，由林志孟、趙士縈、尤

正才、劉國華、馮光中、溫

曜禎分別頒獎給各組接力賽

的優勝者。

最後，移交會旗，在溫曜

禎的監交下，趙士縈和林志

孟將大會會旗交給第12屆

運動大會主辦單位巴西國際

佛光會巴西協會，由如來寺

住持妙佑法師及會長許永隆

代表接受，許永隆相約大家

2025年第12屆運動大會再

見。

      田賽 徑賽 接力賽 選手全力以赴 

巴西華僑第11屆運動大會以武會友

巴西華僑運動大會移交會旗給第12屆主辦單位國際佛光會巴西協會後，相關人員合影。（圖片由廖世秉提供）

巴西／廖世秉 由巴西中文

教學協會主辦、26個僑團協

辦的巴西華僑第11屆運動大

會，於11月15日在聖保羅

市體育場熱烈舉行，超過兩

千名來自聖保羅地區的僑胞

鄉親一同共襄盛舉，透過此

活動促進僑社團結合諧，凝

聚僑心。

密西根舞獅隊親子互動教學

融合亞裔跟主流社會

美國密西根／密西根舞獅

隊最近受邀到Redford圖書館

表演，活動開場前，現場

已坐滿了家長及小朋友，

一場不同凡響的獅舞表演

正蓄勢待發，觀眾席上家

長和孩子們的臉上寫滿了

期待。他們不僅來觀賞，

還沉浸在手作及互動教育

的樂趣中，文化的火花在

每個親子互動中被點燃。

空氣中彌漫著活力，孩子

們揚起獅頭，父母隨著他

們的步伐前後舞動，Redford

家長很活潑，爸爸帶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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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紋理和圖案，引領大家實

作，每位參加者用布料和所

製作的顏色材料，根據自己

的喜好和創意全神貫注製作

成品，林妙真一旁耐心指導

每個步驟，確保大家能夠成

功完成自己的作品。

與會成員學習使用不同染

料和布料創造出令人驚艷的

紋理圖案，參與者了解紮染

藝術的奧秘，整個課程過程

充滿學習和創作樂趣，充分

展現參與耆老們的活力和創

造力；課後每個人驕傲地手

持紮染作品，期待未來能參

加更多類似的有趣課程，活

動吸引近30位耆老及青年

參與。

品染色技藝「紮染」的技

巧和方法，掀起一股手作熱

潮。

林妙真講解紮染的基本原

理和技巧，並說明紮染古稱

「絞纈」，是一種古老的紡

織品染色技藝，織物在染色

時可以透過折疊、縫合、裝

訂、扭曲、夾緊壓、縮等方

式呈現圖案，染色完成、拆

線前，彷彿潘朵拉盒子，成

品的呈現總讓人驚喜連連。

接著林妙真用簡報介紹各

種不同的染料和工具，以及

要如何使用才能創造出美麗

暢，他們的眼睛閃爍著想挑

戰更大的獅頭的渴望。

鄭志軒和李宇哲帶領的舞

獅隊穿梭於圖書館的每一個

角落，和每一位民眾親切互

動，他們的舞蹈比任何語言

都更能直達心靈。

活動最高潮就是舞獅表

演，不僅僅是舞獅的動作，

更是這段跨越千年的文化傳

承。從臺灣到馬來西亞，從

廣東到越南，這些學生作為

第二代亞裔美國人，以他們

的獅舞將幸運和歡樂帶給每

一位觀眾。活動在一片掌聲

和喝彩中落幕，圖書館員向

舞獅隊表示了深深的謝意。

台灣模式奧林匹亞潔牙比賽

在蒙古中央省盛大舉辦

蒙古中央省／蒙古牙醫總

協會及台灣駐蒙古代表處結

合蒙古公私立部門資源最近

於蒙古中央省舉辦蒙古奧林

匹亞潔牙比賽，該賽是完全

參照臺灣牙醫全聯會舉辦之

潔牙比賽模式，共計160餘

名學生參賽，氣氛歡騰，寓

教於樂。

台灣駐蒙古代表羅靜如表

示感謝蒙古衛生部、蒙古牙

醫總協會、國家牙醫中心、

前杭愛省省長辦公室及台

灣牙醫全聯會大力支持。本

活動是極具意義之活動，

也可提升蒙古兒童牙齒健

康及衛生概念，期盼未來

可持續推廣本活動，發揮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精神。

潔牙比賽也參照臺灣潔牙

比賽模式，分為四關：第一

關吃餅乾填基本資料、第二

關無牙膏刷牙4分鐘、使用

牙線兩分鐘、第三關在牙齒

塗上牙菌斑顯示劑，最後由

專業牙醫師檢視各科牙齒殘

留劑量多寡評分，各牙醫師

也先通過競賽考試，具系統

化。最終自20隊伍中，3隊

伍脫穎而出獲得前三名，另

各一名男女個人獎。

或媽媽帶女兒的親子檔，兩

人一組來學舞獅，小孩先當

獅頭在前面耍，好不威風，

父母則在後面亦步亦趨地跟

隨。舞獅隊隊友王之原、杰

杰在旁邊協助家長及小孩將

獅頭戴上，示範舞獅的動

作，當孩子們的舞獅變得流

活動現場陳列紮染染料素材。

大家認真實作紮染。

小朋友覺得打鼓好有趣。 蒙古牙醫總協會及台灣駐蒙古代表處結合蒙古
公私立部門資源舉辦蒙古奧林匹亞潔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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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桃簡介

現居台北市，自幼喜愛書法、音樂、繪畫。透過書畫會展覽活動，

從中得到啟發和成長。期許自己能持續這份對於書法的熱愛。

現任：中華大漢書藝協會副理事長、台北市中國書畫研究會

          副理事長、中華書道學會監事 、墨濤書會會員

參加國內外書畫展覽數十次。

李月桃 節錄李白〔把酒問月〕
    今人不見古時月 今月曾經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 共看明月皆如此

李月桃 節錄杜秋娘〔金縷衣〕
   花開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李月桃 節錄蘇麟〔斷句〕
    近水樓台先得月
    向陽花木易為春

李月桃 節錄陸游〔游山西村〕
   莫笑農家臘酒渾 豐年留客足雞豚
   山重水複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李月桃 出自蘇軾〔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

李月桃 出自王之渙〔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李月桃 出自江蘇蘇州滄浪亭對聯

    清風明月本無價
    近水遠山皆有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