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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 年，英國殖民地香港有 4 家扶輪社(香港社、九龍社、香港東區社、香港西區社)，葡

萄牙屬地澳門有 1 家(澳門社)，中華民國臺灣省已擁有 14 家(包括臺南扶輪社)。三區域合計共

有 19社要求成立地區，經國際扶輪批准，7月 1日合編為全新的國際扶輪 345地區。 

    臺南扶輪社是僅次於 1948年的臺北社，在中華民國臺灣省成立的第二家扶輪社，1953年 11

月 23日獲得國際扶輪授予證書。首任社長是葉廷珪，是臺南市第一任民選市長(1951-1954)。因

為未能勝選連任第二任，葉廷珪卸下公職後，專心發展扶輪社。數年後，東山再起，葉廷珪當選

第三任、第五任市長。臺南扶輪社一直是 345 地區的成員，直到 1978 年 6 月 30 日。同年 7 月 1

日，國際扶輪把臺灣的花蓮及苗栗以南之中南部區域的扶輪社，編列為全新的 346地區。 

    葉廷珪(Yeh Ting-Kuei)（1905 年 2 月 7 日－1977 年 3 月 29 日），在臺南市開放民主選舉

後，曾五度參選臺南市市長。他是第一任民選臺南市長，也是出生臺南的無黨籍人士。他曾經因

為二二八事件被逮捕而後獲釋，雖曾加入中國國民黨但又脫黨參選並當選第三任、第五任臺南市

長。這種黨外跳屆當選三次的也算是臺灣政壇奇葩，成為臺灣地方自治史上的特有現象。而葉廷

珪在選舉中多次以無黨籍為號召，也成為臺南市早期國民黨外運動的指標人物。中華民國南京政

府於 1945年 10月接收臺灣，臺南市改為省轄市，隸屬臺灣省。臺南為臺灣各縣市中，平原區比

例最大、地形最平緩的城市，農耕地面積全臺灣第一。阡陌交錯，公路道路為全臺灣最多。全市

文化古蹟遍佈，多元文化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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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日治時期任臺南市議員 

    葉廷珪，前名葉山岩，綽號「憨雞仔舍」，1905年 2月 7日出生於日本帝國統治臺灣時期的

開山町（今臺南市中西區）。葉廷珪出身府城世家，早年前往日本讀書。1925 年畢業於東京目

白中學，進入明治大學法學部，1930 年畢業。畢業後繼續於大學院（研究所）師事松本重敏研

究憲法，1933年返回臺灣。 

    1935年 10月，葉廷珪參選州庄選舉，當選臺南市議會議員。1939年東亞信託株式會社創立

後，就任社長，之後出任興南工業株式會社社長等職。同年，第二次街庄選舉中，再度連任市議

會議員。 

 

臺灣光復後的政途 

    1945年 9月戰爭勝利和平，10月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接收臺灣，臺灣光復。葉廷珪於 1946年

角逐臺南市東區區民代表當選，3 月 15 日就職。然而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葉廷珪遭到國

民黨政府拘捕，由南京轉押上海高境廟監獄(俗稱「江灣戰犯監獄」)，又移送國際戰犯法庭審判。

最後在其家族變賣家產，四十甲農地財產營救。經判決無罪釋放，才免於牢獄之災，前後拘禁達

15 個月。關於葉廷珪被逮捕至上海高境廟監獄原因，除了與二二八事件有關外，亦有說法是因

為葉氏在日治時期擔任過魁挺身隊隊長。據傳獲釋前軍審大員曾向他暗示：「回臺灣後不忘參加

公職選舉以利保身……」，使葉廷珪日後傾家蕩產也要參與選舉。日後，葉廷珪曾任刑警、臺南

市警民協會理事、農場經營。 

 

三屆就任臺南市長 

    臺灣光復早期，市長都是官方任命的。1950 年，臺南市開放民主選舉。12 月，葉廷珪出馬

角逐臺南市第一屆民選市長。與臺南市議長黃百祿並列前二名高票，進入第二輪投票。在第二輪

投票中，葉廷珪整合臺南市國民黨外勢力。以 46,156票擊敗黃百祿的 22,435票當選，成為臺南

市歷史上第一個無黨籍市長。當時國民黨控制及營運的《中華日報》報導一直讚揚黃百祿，批評

葉廷珪。反而導致市民反感，而使黃百祿落選。 

    根據中國國民黨方面文件，在第一屆市長選舉第二輪投票前，葉廷珪即曾北上會面國民黨臺

灣省改造委員會主任委員倪文亞。請求加入中國國民黨，並獲臺南市黨部受理。 

    白色恐怖受難者郭振純曾回憶，在葉廷珪第一次競選時，郭振純曾幫忙輔選。後來郭振純在

1953 年因政治案件被捕後，中華民國臺北政府對於郭振純的追查更為積極，希望能將葉廷珪以

「台獨首腦」定罪。在郭氏努力忍受極刑、死不屈服的意志下，最後使特務無法見縫插針。 

    在 1954 年第二屆臺南市長選舉中，國民黨提名議長楊請角逐。不滿未獲提名的葉廷珪最後

違紀參選，以 30,191票敗給楊請的 47,685票，連任失敗。 



3 
 

    葉廷珪在下野後，一度寄居妻家新營，但仍時常回臺南市活動。1957 年，葉廷珪以無黨籍

身分捲土重來，角逐第三屆臺南市長選舉。競選期間，葉廷珪親赴民間拜訪市民，塑造親民形象。

在選舉中以「黨員選黨員，民眾選民眾」為號召，最後以 62,056票擊敗楊請的 44,001票，當選

市長。 

    1960 年第四屆臺南市長選舉時，中國國民黨派出議長辛文炳，由全黨動員輔選。辛文炳還

得到國民黨市黨部要求《中華日報》，不要一直報導辛文炳好；也不要一直批評葉廷珪。辛文炳

回憶，葉廷珪競選時會使用負面選舉逆向作法。故意派人在半夜兩三點去敲市民家門或打電話說：

「我是辛文炳的助選員，這次黨部交代無論如何都要投給辛文炳，請大家支持！」由於此時段正

值睡覺時間，引起市民對辛氏的反感。 

    最後葉廷珪以 59,034票，敗給辛文炳的 64,143票。然而，選後國民黨被指控在選舉中舞弊。

包括在南區有管理員發現，有人多次持他人身分證入投票所投票。欲上前阻止時，竟遭發票員威

脅，直到主任監察員發現後制止。還有，西區有管理員將廢票列入辛文炳得票等事件，引起《自

由中國》雜誌在社論中譴責，要求應宣告選舉無效。葉廷珪在選舉後向市民謝票時，受到市民大

放鞭炮表示支持，甚至跟隨遊行的人數達到數萬人。 

    加上葉廷珪一度想要呼應《自由中國》的主張來籌組新的在野黨，這些事情讓國民黨高層相

當憤怒，決定要用謀殺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大受人民愛戴的政敵。《自由中國》雜誌也在該年被國

民黨政府查禁停刊。但是葉廷珪那麼受臺南鄉親的歡迎與矚目，當然不能直接把他處置。所以國

民黨的邪惡腦筋，就動到了葉廷珪的妻子劉瓊瑛身上(細節見第 4頁)。 

    選舉後，曾傳出中國國民黨當局由中央派蔡培火、省政府委員侯全成向葉廷珪「疏解」，勸

其放棄選舉無效官司。而據《雷震日記》記錄，在葉廷珪與雷震會談時證實此事。並謂對方表示

如不訴訟，省政府將給予任委員，結果遭到葉氏以服務地方拒絕。日後葉廷珪一度名列《自由中

國》「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集人，並名列新黨籌備委員會召集人。直到 7月原定臺南舉行座談會

前夕，葉廷珪在報上發表啟事，聲明與座談會無關。此舉被視為對吳三連在市長選舉支持辛文炳

不滿，而召集人之一郭國基也因李萬居對他的批評不滿，鼓勵葉氏不要參加座談會。 

    1964 年第五屆臺南市長選舉，葉廷珪以無黨籍身分再度角逐市長寶座。最後以 65,099 票，

擊敗中國國民黨提名的省議員黃業 61,055票，第三度當選臺南市市長。1965年 10月，葉廷珪恢

復國民黨籍。葉廷珪回到國民黨後，曾一度打算競選第六屆市長。一度引起辛文炳方面打算角逐，

予以反制。然而，最後國民黨提名林錫山參選。而隨着《地方自治法》通過後，葉廷珪也以當時

年齡超過 61歲無法參選市長。 

    三任市長任內，葉廷珪被視為清廉自守，盡心公務，頗受稱道。任內重修延平郡王祠及赤嵌

樓，國民住宅 120戶，使其煥然一新。另外，葉廷珪也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排除貪污；加強公

營事業之管理；修築安平港；普及國民教育；改善衛生；增建平民醫院；完成道路拓寬改建等等。 

    然而也因身為黨外的身分，處處受國民黨當局監視，而欠缺重大建設。當時財政也多用於國

民黨軍費，甚少地方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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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 

    1968 年 6 月 2 日，葉廷珪市長任期屆滿卸任，後受聘為臺灣省政府顧問。1972 年國民大會

代表選舉時，葉廷珪曾登記國民黨內國大提名，然而未獲國民黨提名。對此葉廷珪一度表示競選

到底，並違紀登記參選國大代表，最後遭國民黨勸退撤回登記。 

    晚年葉廷珪因糖尿病之苦住進臺南醫院，住院三個多月後返家。1977 年 3 月 29 日凌晨二點，

葉廷珪因糖尿病逝於公園路 96號自宅，享年 69歲，4月 1日火葬。 

    2004 年，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針對葉廷珪被押至上海高境廟監獄囚禁一案，頒發恢復名譽

證書。葉廷珪的後人申請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尋求政府補償。但

法院判決認為，葉廷珪拘禁的實際時間僅有 4個月，不符合補償條件。 

 

夫人劉瓊瑛女士 

    夫人劉瓊瑛女士（1907-1961），出身柳營劉家，為日治時期知名電影人劉吶鷗之妹。女兒

葉芳青於 2004 年指出，「葉廷珪在 1947 年被國民黨從臺灣臺南的家中，綁架至南京再轉移上

海。劉瓊瑛趕緊把家中的大片土地變賣，換取了一船黃金。然後依照綁匪的指示，坐船到上海的

碼頭交付贖款。但國民黨官兵並未因此釋放葉廷珪，反而把劉瓊瑛拖去輪姦。然後丟在上海的一

條髒臭不堪、充滿蒼蠅的後巷等死。直到路人發現，才被送醫急救。劉瓊瑛雖然九死一生逃過一

劫，但是國民黨在 1961 年再次派人在她吃的西瓜裏面下毒，她終究還是給毒殺。下毒的市長公

館煮飯傭人漏夜打包逃走，連下毒者的戶籍資料都全部銷毀，非常有國民黨特務的行事風格。」   

    之後，葉廷珪曾與多名日本籍女子傳出緋聞。1966 年 10 月與日籍女友安倍幸子（新潟縣人，

中文名葉幸枝）公開結婚，兩人曾同居兩年。在 1968 年 3 月葉氏下野後，安倍幸子東渡一去不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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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出席臺南市前市長葉廷珪先生百歲冥誕紀念活動 

中華民國 93年 2月 7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上午前往臺南市，出席臺南市前市長葉廷珪先生百歲冥誕紀念活動。總

統首先親植一棵葉廷珪先生生前最喜歡的苦楝樹，隨後，並在紀念會上應邀致詞： 

  「今天，是臺南市第一屆民選市長，同時也是第一位黨外先進的臺南市長—葉廷珪先生百歲

紀念。阿扁用最嚴肅的心情來到這裡，因為，今天對臺南這個民主聖地而言，是一個非常值得紀

念的日子。 

    葉先生曾經擔任三屆的臺南市長，在在證明他的才情和見識令人敬佩。不但如此，他也是一

個眼光遠而又清廉的政治人物。他在任內所推行的建設，替臺南市政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包括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排除貪污與加強公營事業的管理，並修建安平漁港。另外，他也非常

重視學校教育，不但全面翻修國民學校，也全力推動國民義務教育的普及化；在市政建設方面，

除了加強民眾生活環境的衛生、整頓自來水管線，並增建平民醫院。政績優良，深受所有市民尊

敬和肯定。 

  葉先生對這塊土地的熱情與付出，可說是我們的模範。他曾說：「我生是臺灣人、活作臺灣

人、死作臺灣魂。」這幾個字，正好是他一生為民主自由奮鬥的描寫。臺灣民主的發展，就好像

剛剛我們所種的「苦楝樹」一樣。雖然整個過程風風雨雨，但是它有堅強的活力和意志。就像葉

廷珪先生與歷代黨外人士為了爭取臺南的民主自由所做的努力一樣，充滿著永遠不肯向命運認輸

的勇氣與高尚的精神。 

  在民主運動的道路上，阿扁算是後輩。但是這十幾年來，我們總是打拼落實真正的民主與人

權的理念，要讓「人權立國」的精神變成臺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共同價值觀。所以我們除了要讓

「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以及「美麗島事件」等等人權迫害的歷史真相大白以外，更加

要努力推動人權教育、爭取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以及「國家人權紀念館」。希望在全民共同

努力之下，讓臺南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一個人人享受自由、人民能夠作主的民主國家。 

  阿扁一向認為，臺灣社會若要繼續進步、提昇，就應該從歷史的悲情中走出來，學習寬容的

精神。讓不同的歷史經驗、記憶和觀點，變成臺灣文化的一部份，讓每一個人都可以過著民主、

多元的生活。所以，讓我們以懷念代替悲傷，用勇氣代替驚惶。繼續向前行，為臺灣的民主事業

共同打拼！」  

 

*****     *****     *****     *****     *****     *****     ***** 

「註」 陳水扁，律師，在 1987年加入台北北門扶輪社為現職社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