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理事長（前坐）舉杯歡迎大家參加僑聯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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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緊湊 活動豐富多元
僑聯總會會員大會暨一日遊圓滿

僑光社／鹿港 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第18屆第2次會員大會暨一日

遊，3月21日在彰化鹿港舉辦，

會員、海外辦事處主任、理事及

顧問、眷屬，4部大巴近150位參

加，溫暖如夏的天氣，正是春遊好

時機，會員們除了開會，也坐了電

動三輪車逛遍鹿港老街，體驗在地

風士民情，同時也前往觀光工廠，

支持台灣辛苦打拼的傳統產業。

會員大會於21日上午10時30

分，在彰化鹿港亞太度假村舉

行，會中討論通過113年度工作

報告、收支決算、資產負債、財

產目錄、現金出納、基金收支及

114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

會後，總會安排參訪苗栗銅鑼

綺緣觀光工廠、鹿港電動三輪車

小鎮觀光、社頭樂活襪之鄉博物

館／琨蒂絲襪工廠。

會員們都覺得此行真的是吃

好、買好、玩好，大家都開心出

門，收穫滿滿的平安回家。

會員們開心的合影留念。

童理事長（左）與汪忠甲常務監事主持會議。

美國洛杉磯理事顧問們特別組團回台，參加僑聯活動。

總會準備了蛋糕，祝福三月份壽星們生日快樂。

李莉芳監事生日，夫婿張標材理事在眾人起
哄下獻吻祝福，童理事長在旁拍手叫好。

參觀樂活襪子工廠
參觀琨蒂絲襪子工廠

會員踴躍簽名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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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理事長訪澳門
並出席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致敬活動

僑光社／澳門 華

僑救國聯合總會

澳門辦事處113

年春茗聯歡，3

月12日晚在澳門

舉行，童惠珍理

事長偕同龔維軍

秘書長特地前往

出席，並向全體

理監事恭賀新年

如意。

辦事處尤裕質

主任、楊清河與

洪質元副主任熱

烈歡迎童理事長

到來，童理事長

則對於澳門理監

事長期來對本會

的支持，除了每

年贊助僑生獎學

金，並積極參與

本會華僑節大會

等各項活動表達感謝，並表示澳門理監

事是僑聯總會在海外最大的支持力量。

童理事長此行並拜會閩僑聯誼會。僑聯

總會一直以來與澳門閩僑聯誼會都保持

良好的溝通，童理事長一行拜訪閩僑新

會址並且會見閩僑新成員，童理事長簡

介了僑聯總會於2024年的活動及新年度

計劃，閩僑施英杰執行會長表示希望兩

會未來有更多的交流活動，會長顏麗園

並與童惠珍理事長進行了線上會面、對

僑聯的到訪表示熱烈的歡迎，兩會也達

成共識，將加強互動，並為同僑提供更

多服務。

澳門閩僑聯誼會成立於1996年，現有

童理事長（前坐右三）拜會閩僑聯誼會，與主要成員合影，左三施英杰執行會長，左二楊清河副主任，右一尤裕質主
任，右二龔維軍秘書長，童理事長與施執行會長也代表兩會互贈紀念品。

童理事長（右二）參加澳門國父紀念館紀念國

父逝世百周年紀念活動，左二是澳門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王堃吉秘書，右一尤裕質主任，左

一龔維軍秘書長。

施英杰執行會長（左）贈送童理事長（右）紀念品。童理事長（右四）與僑胞在澳門國父紀念館前致敬。

僑聯總會澳門辦事處114年春茗，童理事長（後坐左五）前往祝賀並合影，後坐中是尤裕質主任。

會員近千名，會員結合了澳門

閩籍鄉親，且有85%以上會員持

有臺澳兩地身份證，是澳門眾

多社團之中，唯一在臺灣與澳

門兩地政府均有註冊立案認可

之社團。20年來，該會秉持「

以僑為橋」的宗旨，加強與臺

灣及世界各地「閩籍」鄉親聯

繫，為鄉親爭取應有的權益，

默默貢獻心力。郭會長說，澳

門閩僑聯誼會每年都會組團到

臺灣，積極參與臺灣重要的慶

典與交流活動。出席活動的閩

僑聯誼會代表有駐澳門辦事處

主任及閩僑永遠名譽會長尤裕

質先生、澳門閩僑聯誼會執行

會長施英杰、監事長吳文貴、

永遠名譽會長楊清河、常務副

會長黃清桂、鄭少星、婦女部

創會主任陳應治、副理事長陳

越英等理監事成員。

參加僑聯辦事處春茗
拜 會 閩 僑 聯 誼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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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理事長頒發尤裕質（右）澳門辦事處主任聘書及紀念品。 童理事長（左）感謝洪質元常務理事（左圖右）、洪文法理事（右圖右）捐贈本會僑生獎學金，頒發感謝海報。

童理事長聘任楊清河（右）擔任本會澳門辦事處

副主任。 蔡松林理事（左）致贈手繪紀念品給童理事長。

童理事長同時在12日

應邀出席由駐澳門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為紀念

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100

周年致敬活動，澳門國

父紀念館同時特別企劃

展出澳門藝術家於南臺

灣采風的作品展，在這

特別的日子向國父孫中

山先生致敬。

本次展覽特別邀請澳門

藝術家，將其遊歷南臺灣

采風的美好記憶及感動，

以各種媒材創作作品，為

捕捉到的南臺灣人文風

土美景，留下雋永的

畫面。

國父紀念館原建於

1918年(澳門望廈龍田

村)，由孫中山先生的

胞兄孫眉斥資購置舊

宅，為國父元配盧慕

貞及其家人之寓所。

於1930年，曾因遭附

近的澳門總督官邸火

藥庫爆炸所波及，後

來澳葡政府向孫中山

的兒子孫科賠償，

孫科利用賠償金，

於1933年，斥資九

萬銀元，將其重建

成現建築物樣貌。現時的

3層建築物是一座伊斯蘭教

摩爾式建築。

孫中山之子孫哲生與孫

中山之元配夫人盧慕貞

在此居住。及至盧慕貞在

1952年9月7日逝世後(享年

86歲)，於1958年4月以故

居設為國父紀念館，門前

匾額由中華民國首任監察

院長于右任題字。

紀念館外的花園豎立了

一尊孫中山的全身銅像及

「天下為公」四個大字。

銅像乃孫中山之日籍友人

梅屋莊吉所獻的紀念品，

銅像由日本雕塑家牧田祥

哉所設計。

童理事長（左）致贈福袋紅包，祝福財運滾滾，右為黃清桂理事。

僑聯文教基金會舉行董事會 
通過海外華校徵文比賽題目
僑光社／台北 僑聯文教基金會3月

7日召開第14屆董事會第3次會議，

除報告第14屆董事會第2次會議紀

錄、113年12月份至114年2月份財務

狀況、113年度獎學金暨代辦彥棻文教

基金會等各項僑生獎學金頒獎、114年

第65屆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表揚等各

項活動辦理情形外，也討論通過：113

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表及114年海

外華校徵文比賽題目如下： 

高中組：「溫暖的心」、「逆境」

、「審己以度人」等任選一題目，（

除指定題目外，可另行自訂題目）。

初中組「我與夢想的距離」、「旅

行的記憶」、「克服困難的力量」等

任選一題目。小學組︰「我的秘密基

地」、「話我家鄉」、「最有趣的一

堂課」等任選一題目。

當天出席的董事包括：童惠珍、鄭

致毅、王能章、葛維新、陳飛龍、吳

清基、何邦立、陳偉之、盧紅玲、陳

士魁、郭壽旺。

童惠珍董事長（中）與參加僑聯文教基金會董事會會議的董事們合影，左起：許派財（陳飛龍代
表）、郭壽旺、陳士魁、王能章、鄭致毅；右起：盧紅玲、葛維新、何邦立、陳偉之、吳清基。

單位/元彥  賢  義  捐 、      會  費

洪質元先生獎學金台幣60000。
尤裕質先生獎學金台幣45000。

越南地區
凌炳志先生台幣1000、呂小萍女士
台幣500、莊靜子女士台幣500。

澳門地區
澳門閩僑聯誼會台幣50000；
常務理事尤裕質台幣5000；理
事洪質元台幣5000、理事楊清
河台幣5000。

美國地區
常務理事賴清陽台幣8400。

加拿大地區
常務理事關世琪美金100；
顧問陳震澤美金100。

馬達加斯加地區
常務理事陳玉鑾台幣500。

在台地區
云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幣
42000；龔維軍先生台幣500
、仇繼光先生台幣500、劉
為一女士台幣500、趙學偉
先生台幣500、陳又菡女士
台幣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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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理事長在台灣泰北一新中學校友會致詞，旁站者
是張輝然理事長。

A4
童理事長歡迎曹靜永主任一行到訪
強 調 吾 心 安 處 是 僑 聯  邀 請 僑 胞 常 回 家

受邀參加泰國及台灣泰北一新中學兩校友會會員大會
童理事長期待常相交流 互惠同僑

僑光社／台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國南加東

辦事處曹靜永主任一行，3月20日上午拜會童

惠珍理事長，童理事長表示熱烈歡迎，她表

示，僑聯是僑胞的家，她更將蘇軾「此心安處

是吾鄉」的說法，改為「吾心安處是僑聯」，

歡迎大家常回這個「家」。

曹主任回台後也邀集洛杉磯回台僑胞，參加

本會21日舉辦的會員大會及會員、海外理事顧

問鹿港春遊活動。

僑光社／桃園 僑聯總會童惠珍理

事長3月16日受邀出席泰國歸僑暨

在台校友會的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

會活動時致詞表示，僑聯總會與泰

國僑聯一直都是友好團體，未來更

將與泰聯總會攜手合作，共謀僑胞

的福祉。

校友會會員大會是於桃園市中壢

區綠光花園婚宴會館舉辦。

童理事長致詞時提到僑聯總會與

泰國僑聯一直以來都的友好團體，

從第一屆的理事長唐雲飛到現任理

事長石尚豪都是多年的老友，未來

將會更密切的合作。

大會中，童理事長還高歌一曲，

獲得僑胞們的熱烈回應，一一上台

獻花，花環多到童理事長的臉都快

被遮住了，現場氣氛嘿翻天。

僑光社／台北 僑聯總會童惠珍理

事長3月9日受邀參加台灣泰北一

新中學校友會第二屆第二

次會員大會，致詞期待兩

會常來常往，為維護同僑

權益盡心力。

一新中學校友會第二屆第

二次會員大會在台北市花園

大酒店三樓牡丹廳召開，由

張輝然理事長主持。

童理事長（左五）歡迎曹靜永主任（右五）一行到訪，左四張學海理事。

童理事長（後排站立左六）與泰國歸僑暨在台校友會的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出席貴
賓合影。

童理事長歡迎曹靜永主任一行到訪

僑聯暑期華裔青少年教學營訂7/8舉行
期待海外學子體認台灣文化   黃敏惠市長府承諾全力配合

僑光社／嘉義 由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嘉義市政府及僑英文教基金會

合辦的2025暑期華裔青少年教學

營，訂於7月8日舉行，童惠珍理事

長特於3月5日下午前往嘉義拜會黃

敏惠市長及教育處郭添財處長，黃

市長感佩童理事長對於傳承中華文

化的用心與投入，表示市政府一定

全力支持配合。

僑聯舉辦此教學夏令營，緣於童

理事長長期僑居美國，深知海外華

裔子弟所接受的西方家庭教育，不

同於東方及台灣文化，因此希望海

外的孩子們，利用暑假回台學習中

文或到中小學從事英語志工服務，

體會台灣文化的不同。

童理事長也希望鼓勵台灣的孩子

們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和美國返台

的孩子們共同學習，藉此結交好

友、提升英語會話能力並擴大國際

視野。

教學夏令營去年是與新北市教育

局合作，學員在完成活動後，都覺

得意猶未盡，收穫豐富。

童理事長（左四）與嘉義黃敏惠市長（左五）、郭添財處長（右五）等人合影，左三是
僑聯法律顧問梁樹綸律師。

僑光社／雲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童惠珍理事長率同仁

3月18日前往雲林，拜訪維多利亞雙語學校李佳芬董事

長，童理事長除了感謝她去年安排回台僑胞拜會立法

院韓國瑜院長外，同時邀請院長及李董事長前往美國

紐約及舊金山，參加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及全美台灣

同鄉聯誼會年會，為海外僑胞加油打氣，凝聚僑胞愛

國心及團結力量。

李佳芬董事長談及辦校理念表示，維多利亞希望教育

出俱備全方位雙語能力的學子，並能透過探索式教學，

培養出獨立思考與終身學習能力，用中文探究知識深

度，用外文連結生活廣度。並且重視學習的活化，更重

視知識的深究，讓孩子除了快樂，還有深入的學習。

她指出，學校辦學以全方位的雙語能力─全語言教

育；獨立思考與終身學習能力─探索式教學；尊重他

人、團隊合作的良好人際關係─合作學習法；人文關懷

與社會參與的責任感─全人式教育；小學與中學一貫「

全語言」教育，帶領學生完整而豐富的學習；中文與外

文相融；本土與全球接軌；專業與品德並重；升學與發

展兼顧等七大方向發展。

童理事長（左三）偕龔維軍秘書長（左二）等僑聯同仁與李佳芬（中）
董事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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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寫作賽首次在台頒獎
童 理 事 長 肯 定 以 賽 事 提 高 學 子 中 文 寫 作 興 趣 有 意 義

僑光社／台北 由香港海鷗社與中華僑

聯總會香港辦事處合辦，莒光文化服務

基金全力支持的中文寫作比賽(海外邀請

賽)2024台灣賽區頒獎儀式，3月23日在

台北市議會一樓交誼廳舉行。

受香港客觀環境影響，這項由海鷗社與

中華僑聯總會香港辦事處合辦的活動，

是第一次移至香港境外頒獎。

頒獎儀式由海鷗社李嘉華社長主持，

中華僑聯總會童惠珍理事長受邀參加並

致詞。

童理事長表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中

國文學更是博大精深，舉辦此傳遞中華文

化的中文寫作比賽(海外邀請賽)十分有意

義，而以有獎徵文提高學子寫作興趣，吸

引更多參賽者，是有智慧的方式。

受邀參加台灣賽區頒獎儀式者包括：

陸委會港澳蒙藏處盧長水處長、竇文暉

科長、台北市議會葉林傳副議長、汪志

冰議員、曾沛騰顧問以及暨南國際大學

中文系陳正芳系主任、香港史學會柴宇

瀚博士兩位台灣評審老師，還有專程來

台參加頒獎典禮的王化民顧問、香港陸

豐同鄉會的蔡宗初理事長、台灣各大學

香港校友會總會麥業成榮譽會長、香港

棉總公司侯澤熙主席等一行貴賓。

中文寫作比賽(海外邀請賽2024)，獎

金皆是美金獎勵，金獎每位$150，銀獎

$100，銅獎金$50，優異獎$20，勵學獎

$10。

海鷗社海外邀請賽2024徵文比賽臺灣

參賽者26名得獎名單是：

公開組（大專）

金獎：陳紀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馮振豪（國立嘉義大學）、周勤儒（東吳

大學）、許智成（東吳大學）。銀獎：吳

欣甜（東吳大學）。銅獎：許立丕（中國

文化大學）。優異獎：邱隆嘉（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王語晴（中國科技大學）、

張隆（國立政治大學）、鄧渝楓（世新大

學）、吳慶焄（東吳大學）。勵學獎：徐

楷翔（東吳大學）、蕭希紋（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傅渝（世新大學）、劉奕承（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王曦晟（臺北市萬

華社區大學）、李仁洙（東吳大學）。

中學組

金獎：吳岱凌（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李柏緯（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銀獎：李赫洙（康橋國際學校）

。銅獎：劉羿辰（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甘庭瑄（苗栗縣立頭份國民

中學）。優異獎：廖晨詠（苗栗縣立頭

份國民中學）、郭卜澄（國立羅東高級

中學）。勵學獎：楊采臻（苗栗縣立頭

海鷗社社長李嘉華（右三）、僑聯總會香港辦事處梁昌求主任（左三）、
榮譽會長錢建榮博士（右一）等人恭喜得獎者。

童理事長（左）和李嘉華社長（中）共同致
贈感謝牌給王化民顧問（右）。

童理事長（前坐左六）和參加頒獎典禮的得獎同學及貴賓合影，前坐右六是李嘉華社長。

童理事長（右四）歡迎海鷗社李嘉華社長（左四），右二錢建榮榮譽會長，
右三王化民顧問，左三柴宇瀚博士，左二吳子旺總監，右一周勤儒同學。

僑光社／台北 香港海鷗社社長李嘉華一行3

月24日拜會中華僑聯總會，受到童惠珍理事

長熱忱歡迎。

與李嘉華社長同行的還有海鷗社榮譽會長

錢建榮博士、媒體製作吳子旺總監、評審柴

宇瀚博士、僑聯總會王化 民顧問以及由海鷗

社與中華僑聯總會香港辦事處合辦中文寫作

比賽(海外邀請賽)2024，台灣地區大專組金

牌獎得主周勤儒同學。

童理事長感佩海鷗社對傳承中華文化的努力

和付出，承諾將與該社密切合作，推動更多傳

揚中華文化的活動。童理事長並表示，僑聯總

會在海內外傳揚中華文化不餘遺力，每年舉辦

華文著作徵文獎，除頒獎金外，也在各僑社有

公開表揚之活動；舉辦海外華文學校各級學生

徵文比賽、書法比賽、繪畫比賽；獎助回國升

學而品學兼優之僑生，發給僑生獎學金、贊助

各校僑生社團舉辦活動經費，並適時提供僑生

災難救助；選拔海外優秀青年，頒發獎章或獎

狀以資鼓勵。

李嘉華社長感謝中

華僑聯總會與海鷗社

合辦中文寫作比賽，

同時撥冗出席頒獎，

期待與僑聯合作繼續

舉辦賽事。

錢建榮榮譽會長

說，海鷗社的徵文

比賽，經過「僑訊」報導訊息後，回響十

分熱烈，擴大收到全球各地的參賽作品。

他說，徵文比賽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能鼓勵

參加者將生活感受融入中華文化，再以文

字、新詩呈現出來，該社更將新詩的金牌

作品譜曲成歌，在該社Youtobe頻道播放，

藉以吸引更多人參賽。

錢建榮榮譽會長表示，該社目前在Youtobe

頻道有「奇學古詩文」、「稗說新語」兩項

主題的影片，介紹詩文及香港史事、僑校發

展等專集，歡迎大家點閱。

柴宇瀚博士表示從「珍奶」、「雞肉飯」

等作品評審中，不只看到台灣飲食文化的創

意，也看到台灣的農業特色，是極有意義的

文字意涵。

以新詩「桃酥」獲選台灣地區大專組金牌的

周勤儒同學，對僑聯總會有著「文藝氣息濃

厚」的感覺，對豎立的國父銅像更覺得莊嚴肅

目，十分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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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國民中學）、林妍諮（苗栗

縣立頭份國民中學）。

香港／ 由海鷗社與中華僑聯總

會香港辦事處合辦，莒光文化服

務基金全力支持的中文寫作比賽

(海外邀請賽)2024頒獎儀式，最

近公布得獎名單。

海鷗社社長李嘉華、榮譽

會長錢建榮博士、媒體製作

總監吳子旺、中華僑聯香港

辦事處梁昌求主任及莒光代表等

受邀見證受獎名單的公布時刻。

香 港 海 鷗 社 與 中 華 僑 聯 總 會 香 港 辦 事 處 合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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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僑教、與華僑經濟

懷念本會創辦人鄭彥棻先生的高瞻遠矚
─以此文紀念鄭彥棻先生123歲誕辰

僑 聯 文 教 會 董 事 何 邦 立 ／ 

1950年3月蔣介石在台灣復

行視事，鑒於大陸失敗，國

民黨在台灣痛定思痛，成

立中央改造委員會；十年

生聚、十年教訓，勾踐復

國，臥薪嘗膽。

同年6月25日韓戰爆發，8

月，美國宣告台灣海峽中立

化，以第十三航空隊駐台協

防，並物質援助台北的國民

政府。1951年5月1日，美

軍顧問團成立。1954年12

月2日，簽訂《中美共同防

禦條約》。 台灣的地位與

局勢開始穩定，台灣的經濟

建設才能啟動。

招收僑生成為國策
1952年10月，鄭彥棻任

僑務委員長在台北召開「全

球僑務會議」，時父親宜

武公為第三處(華僑經濟)處

長，銜命為議事組組長。以

重建僑務工作基礎，通過「

當前僑務綱領」、簽定「華

僑反共公約」。組織成立「

華僑反共救國聯合總會」、

遂為本會的緣起，奠定海外

僑胞大團結的基礎。並明訂

10月21日為華僑節。

招收僑生為政府遷台後之

既定政策，始於1952年，

第一次全球僑務會議中，蔣

介石總統為僑務政策中的

教育部分一錘定音，把「僑

教」，上升至國策層面，指

示「要發展華僑教育，闡揚

民族文化」。更確立「無僑

教即無僑務」之理念，讓來

台求學的僑生，將中華民國

植根其心，把從台灣學到的

知識與技能帶到僑居地發

展，從而鞏固中華民國的海

外影響力。

1953年，美國副總統尼

克森在訪問東南亞後來訪台

灣，並向蔣總統提起他的憂

心，當時東南亞各國戰後紛

紛獨立，華僑正掀起一股「

回歸祖國懷抱」的熱潮，

接受共產主義的教育，助長

共產主義的蔓延。尼克森

表示，台灣必須設法爭取海

外華僑青年回台升學。除軍                                                                                   

事、經濟援助外，美國更向

當時財政拮据的國府提供教

育經費，當中大部分用作支

持僑教的各種龐大支出，這

項措施持續至1965年美援

中斷為止。

1956年10月，台北又召

開「華僑經濟檢討會議」

，出席代表283人，包括

海外24個地區的工商界領

袖，針對當時東南亞華僑

處境，釐訂有關政策，包

括獎勵華僑回國投資與貿

易，輔導華僑經濟由商業

轉移為工業等。達成「三

利」、有利於僑胞，有利

於僑居地，有利於祖國的

華僑經濟政策三目標。

當時臺灣的大學生錄取率

僅約三成，入學不易。據家

父宜武公告知，社會大眾認

為15-20% 的僑生，佔了本

地生的入學名額；殊不知僑

生的名額由美援支付，與本

地生的教育預算、員額經費

無關。

儘管國府希望廣收僑生，

但當時台灣的各大學卻意願

不高，僑生的語言、程度、

均增加管理上的困擾。政

府為提升學校接收僑生的意

願，甚至做出巨額補貼，還

給予許多獎勵支助。學校每

接收一位僑生，可得新台幣

兩萬元(當時是龐大的數字)

的支助外，還對學校急需的

建築設施給予贊助。何宜武

表示早期台大、政大、師

大、國防醫學院等校，校內

許多建築，都是因為得到補

助款項才得以興建。

國防醫學院首招僑生
當時教育部管政策面、負

責召收僑生的名額與撥款。

僑委會代表的是僑生家長，

負責認定與管理，因此學校

與僑委會之間關係密切。

海外華僑熱愛祖國，多遣

送其子弟返國求學，僑務

委員會會同教育部、函准

國防部，飭由國防醫學院

自1951年起，接納習醫僑

生5人來台就學，該院自此

才有僑生。次年起台大、

政大、師大等校亦招收僑

生。政府招收僑生，對當時

各校財政助益極大、國防醫

學院受益尤多。1955年興

建鋼骨水泥三層樓房實驗大

樓一棟(生物形態學系與醫

學生物型態系)、1957年興

建鋼骨水泥二層樓學生宿

舍一棟、1958年改建社會

醫學系實驗室(公共衛生教

學、實驗、研究合而為一)

、1959年興建生理、生化

大樓一期工程、1960年重

建小南門實習醫生宿舍，以

上均由教育部在美援僑生教

育經費項下支助。

國防醫學院院院長、也是

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蔡作雍自

述，祖籍廣州，因抗戰兩

度避難香港、也算是僑生

吧。1946考入上海陸軍軍

醫學校，次年改制擴校為國

防醫學院。1949輾轉來台

水源地，1953年夏畢業。

留校助教、講師、副教授、

公費出國獲博士學位，一路

升到院長。親自目睹遷台之

初學校的艱辛，學生搬板凳

樹下上課，後因美國醫藥助

華會、美國醫學教育理事會

的贊助，逐步添置儀器、圖

書、建立實驗室、教室、與

教職員及學生宿舍。

我是1962年入校，時學

校一切已現代化，美輪美

奐。蔡作雍院長任內，又於

1977年洽經僑務委員會，

獲菲華僑領蔡文華先生捐贈

大型視聽教室(大禮堂)一座

命名為「文華館」。因此對

僑務委員會感念尤深。四年

前，他看到我與內子汪忠甲

編著、華僑協會總會發行的

「何宜武與華僑經濟」一

書，獲悉家父是何宜武時，

激動地打電話給我，怪說為

何我從來都不告訴他，令尊

翁是國防醫學院的大恩人。

半世紀華僑經濟緣
家父何宜武1949年元

月，經僑務委員長戴愧生遴

聘，擔任僑務委員會第三處

(華僑經濟)處長。未幾，政

府南遷廣州，因海外僑匯問

題，就教李樸生先生亦多。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

的新中國正式成立，蔣介石

的國民政府退居台灣。海外

華僑所面臨的祖國，長期敵

對，隔海分治，兩個制度，

政策迥異。共產黨的反資本

主義、反商情結，更令僑胞

們難抑心中的悲憤；因此絕

大多數的海外華僑，當時選

擇自由民主的台灣。

遷台前後父親歷任六位委

員長，戴愧生、葉公超、鄭

彥棻、陳清文、周書楷、高

信，頗受長官信任與重用，

兩度( 1956華僑經濟檢討會

議、1960印尼撤僑) 獲總統

頒發保舉特優人員獎勵。

 1962年12月3日，蔣總統

同時任命高信、何宜武、袁

覲賢為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副委員長，迄1972年6月1

日，他們三人前後共事十

年。在高委員長任內，重視

海外華僑教育、對內發展華

僑經濟，展現台灣經濟起飛

之勢 !

台灣經濟起飛的濫觴
華僑經濟負責人何宜武領

導從事前瞻性的規劃，並從

實際經驗體會中，孕育以

下的華僑經濟工作理念：

（一）輔導華僑從事企業經

營，發展僑居地經濟建設。

（二）訓練僑生技術，配合

華僑經濟發展。（三）鼓勵

華僑回國投資，促進國內經

濟發展。（四）增進華僑對

台貿易，發展國際貿易。（

五）設立華僑金融機搆，增

進匯款融資。（六）舉辦商

品展覽，促進外銷。（七）

建立華僑經濟綜合報導及資

訊研究系統。  

從1951-1960年的萌芽

期，台灣政府共計核准僑資

事業58家，投資金額達一

千餘萬美元。對台灣對外貿

易與平衡國際收支具有直接

的貢獻。1958年核准籌設

華僑銀行。

在 高 信 委 員 長 主 政

期，1961-1970為台灣經濟

的成長期，共核准僑資643

家，投資金額一億五千餘萬

美元。隨後1971-1973三年

期間共計核准485案，金額

二億零八萬美元。超過以往

二十年。台灣經濟進入加速

發展時期(1963年底高雄加

工出口區建成)，被譽為亞

洲經濟四小龍。

我們探討華僑回國投資

對祖國經濟建設的貢獻，

可以說僑資不但沒有辜負

政府輔導苦心和期望，而

且儼然成為台灣經濟建設

之主流、強有力之支柱，

產生「促進外銷」，「增

加國民就業機會」，「充

裕政府稅收」，「引進精

密技術」等，多方面刺激

國內產業進步的效果。何

宜武遍走東南亞，推動華

僑經濟發展，用心著力，

傑出表現，事功厥偉。

何宜武卸任僑務後，創

辦世華商業銀行，前後五

十年華僑經濟，又接任國

民黨國大黨部書記長、後

升任國民大會秘書長，歷

經第六次、第七次、第八

次會議，與鄭彥棻、高信

先生時相過從。

結語

台灣從農業社會逐步轉型

為輕工業時代，始於鄭彥棻

任委員長六年期間的政策導

向(1952年的「全球僑務會

議」與1956的「華僑經濟

檢討會議」)，由何宜武終

其一生的執行，其影響既深

又遠；飲水思源，謹以此文

紀念本會創辦人鄭彥棻先生

的高瞻遠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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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組銀牌 

劉侑傑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分享 

從有印象就常聽到「獨樂樂，不如眾樂

樂」，與其一人欣賞的美好，不如找一些朋

友分享的美妙，除了自己得到快樂，快樂也

會變得更有滋味。所以分享的快樂，勝過獨

自擁有。

我們可以和家人、同學、朋友一起分享。

我們可以和家人分享在校園中發生的趣事，

讓他們哄堂大笑；和同學分享自己的智慧財

產，讓他們增廣見聞；可以和朋友分享生活

中的快樂事情，讓他們笑嘻嘻。

著名科學家諾貝爾，他在讀小學的時候，

成績一直是班上的第二名，第一名總是由同

學柏濟獲得。某天，柏濟生了一

場大病，無法上學，但諾貝爾並

不因此沾沾自喜，反而將這段時

間所上的內容做成完整的筆記，

寄給柏濟，到了學期末，名次依

然沒有變動。直到長大以後，諾

貝爾發明炸藥成為巨富，但他在

過世前預立遺囑，將財產全數捐

出，獎勵對物理、和平⋯等各方

面有卓越貢獻的人。諾貝爾樂於

分享的偉大情操，留給後人無限

的追思與懷念。

  每週六的下午，父母總拉著

我一起騎共用單車繞著公園。起

初，我很討厭他們，騎單車的時

  海外華校學生海外華校學生徵文、繪畫、書法比賽優勝作品展徵文、繪畫、書法比賽優勝作品展  
書法小學組銅牌    
王允樂 馬來西亞實里拉龍華文小學

書法中學組銅牌    
貝咏芯 馬來西亞成邦江政府中學

繪畫6-9歲組銅牌   
蕭可柔 馬來西亞拉央國民型華文小學

繪畫10-13歲組銅牌  
武雪兒 緬甸密支那育成學校

繪畫14-17歲組銅牌　
朱如億 馬來西亞古晉中華第四中學(莊金花老師)

朱如億

武雪兒 蕭可柔

王允樂

貝咏芯

間還不如看電視和玩手機呢。但

每次鍛鍊完，我總能感覺到特別

開心。我特別喜歡邊騎邊向他們講

今天發生的事和我的學習狀況，

漸漸地成為我的習慣。每一次外

出鍛鍊，我與父母總有說不完的

話。騎共用單車，幸福互動，

我們都很快樂。快樂就在我們身

邊。正如「孟子」中「獨樂樂不

如眾樂樂」，一個人的快樂不算

快樂，我們要與別人分享快樂，

那麼世界將變得更加美好。

一位有名的作家馬克·吐溫陳

說：「悲傷可以自行料理，而快樂

如果要充分體會，就必須有人分享

才行。」這就是快樂必須有人分享

的原因之一。快樂只要有人分享就

能再多1分，滋味也能顯得更好，

而且施比受更有福，只要樂於分

享，相信日子就能過得更快樂！

初中組銅牌

陳星愷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面對困難的態度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個人都會遇

到各種各樣的困難。有些人選擇逃

避，但我堅信，只有勇敢面對困

難，我們才能真正地成長和進步。

首先，面對困難，我們要有勇

氣去正視它。害怕只會讓我們更

加緊張，失去冷靜思考的能力。

因此，我們需要保持冷靜，分析

問題的本質，尋找解決問題的方

法。記住，每一個困難都是一次

鍛鍊和成長的機會。

其次，我們要會尋求幫助。當我

們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不要孤

軍奮戰。可以向家人、朋友、老師

或同學尋求幫助。他們的經驗和建

議，往往能為我們提供新的視角和

解決方案。同時，這也是我們建立

人際關係、增進友誼的重要途徑。

再者，我們要相信自己。在克

服困難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挫

折失敗。但只要我們相信自己，

堅定信念，就一定能

夠找到突破困境的方

法，每一次的突破都

會讓我們更加自信，

更加勇敢地面對未來

的挑戰。

最後，我們要保持

積極的態度。積極的

心態能夠讓我們更加

樂觀地看待問題，更有動力去解決

問題。即使面對再大的困難，我們

也要相信自己能夠克服它，保持一

顆積極向上的心。

總之，面對困難時，我們要有勇

氣去正視它，善於尋求幫助，相信

自己並保持積極的態度。讓我們在

人生的道路上不斷成長和進步，迎

接更美好的未來。

  一位有名的作家馬克·吐溫陳

說：「悲傷可以自行料理，而快

樂如果要充分體會，就必須有人

分享才行。」這就是快樂必須有

人分享的原因之一。快樂只要有

人分享就能再多1分，滋味也能顯

得更好，而且施比受更有福，只

要樂於分享，相信日子就能過得

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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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作品由中華文化藝術總院提供 總院長 : 高崇雲 講座教授

學歷
政戰學校 藝術系畢業

美 國 密 蘇 里 州 芳 邦 大 學
(Fontbonne University) 碩士

西 澳 洲 伊 迪 斯• 科 文 大 學
(Edith Cowan University) 視
覺藝術博士

沈禎  簡介
1952 生於台灣台東 
( 祖籍： 江蘇 崇明 )

五餅二魚 祝禱

威武

王者之風 警戒 三岔口京劇

呵護

中華文化藝術總院總院長高崇雲講座教授
沈禎教授是當前海內外最著名的水墨人物畫家，師

承國畫泰斗李奇茂大師，曾經榮獲國防部國軍新文藝
金像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埔光文藝金像獎、中國
文藝協會文藝獎章。他學經歷完整，政戰學校藝術學
士，赴美深造獲碩士學位、2007年在澳洲Edith Cowan 
University榮獲視覺藝術博士學位。返台後在元智大
學、台灣藝術大學、政戰學校擔任教授。現任淡江大學
駐校藝術家。他曾經在國內外舉辦過多次個展、巡迴展
及聯展，作品受重要公私立文化機構典藏，在藝術創作
的過程中，他勇於挑戰自我，精進不懈。尤其在人物畫
方面他擅長神態描繪，在不斷地研究與耕耘中充分展現
了人物畫的精髓，他的作品既具有西方繪畫的寫實，又
保有傳統中華文化的寫意之美，可以說是融合了中西畫
的內涵從而展開了水墨畫的無限可能！沈教授的人物畫
充滿了靈性與正能量，這種特質也在他春風化雨、教學
不倦的態度中得到驗證！

事實上沈教授投入藝術創作領域已經超過50年，經
常從事公益活動，也曾經為中央造幣廠設計紀念金幣，
更於2013年應中華郵政的邀請繪製紅樓夢專題郵票，非
常受到矚目與好評！值得大書特筆的是2021年開始他繪
製南台灣醫療宣教之父瑪雅各醫師紀念郵票與北台灣宣
教先鋒馬偕博士的畫像，其爐火純青精緻細微的畫功，
深深受到藝文界的重視！除此之外，他以心存正念所繪
製的「鍾馗大師」正受到各界廣泛的歡迎。並且他又擔
任孔孟學會理事長、中華畫學會理事長，在藝文天地中
熱心服務，全力以赴做出貢獻，我與沈教授結緣甚早，
相知極深，我認為沈教授不僅國畫藝術功力深厚，品德
才能也足以成為青年的典範！值得肯定與讚嘆，因此我
以中華文化藝術總院總院長的身分特別邀請沈教授兼任
總院人物畫院院長，藉此推廣中華傳統文化藝術！

現職
淡江大學文錙藝中心 駐校藝術家
中華民國畫學會 理事長
中華文化藝術總院人物畫 院長
中國孔學會 副理事長
財團法人天仁茶藝文化基金會 董事

曾任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主任兼
藝術管理研究所 所長
美國芳邦大學在台校友會 會長
醒吾科技大學 李奇茂美術館 館長
中華漫畫學會 理事長

獲獎與榮譽
中央軍校傑出校友
台東中學傑出校友
國軍新文藝金像獎 兩次 (連環畫、
國畫 )
埔光文藝金像獎
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
2012 天主教梵蒂岡教廷典藏「中
華聖母」作品，並獲教宗本篤
十六世召見
台東中學第 21 屆 榮譽校友
中央軍校校友總會 榮譽校友

設計
中央造幣廠邀請設計發行之紀念幣：
2010「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70 周年紀念」套幣中「勇士圖」
紀念幣乙枚

2021 設計於 2023 年發行之「祭
孔大典」暨 2024 年發行之「宋江
陣」民俗紀念幣

中華郵政邀請繪製發行之郵票
2014~2017「紅樓夢」郵票一套
四輯

2016「中華名人郵票 胡適、錢思
亮、吳大猷」一套
2018~2024 陸續繪製發行「中華
古典詩詞」郵票六套
2021 馬雅各 ( 牧師 ) 醫師紀念郵
票乙枚
2022 馬偕 ( 牧師 ) 醫師紀念郵票
乙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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