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第一位 AKS Foundation Circle會員

是 3522地區台北仁愛社 PP ER蔡衍榮。不喜

歡宣揚，行事低調，但他所做的服務卻意義深

遠，激勵著周圍的人一同前行。接洽台灣扶輪

月刊封面人物專訪邀約時，他謙虛地表示自己

更希望能以「連續 38年 100%出席率、熱心參

與公益活動的資深扶輪人」為專訪重點。

簡介

PP ER留學日本，台北市大稻埕望族蔡合

源家族第三代長子。因對藝術及建築有深厚的

興趣，早年旅居日本及歐洲旅行豐富了他對建

築及藝術的閱歷，除了收藏藝術品，對台灣本

土藝術家格外相惜，除了長期贊助支持如朱

銘、楊英風等大師，對於後進更是不遺餘力的

支持。在事業體不定期展出小部分收藏品，是

一位藝文愛好者。也長期捐助各式獎學金及藝

文活動。

耳濡目染行善情‧家學淵源做公益

從小看著父母親行善助人，家庭氛圍讓

修路、補橋變成義不容辭的志業。圓山飯店後

面登山步道便是父親常常津津樂道引以為傲之

作，常說修路只是一件小事，卻可以帶給人們

長久的便利。

沿襲家風，其父蔡阿仕帶有理想色彩的思

路，讓 ER對公共事務始終堅持：只要對的好

事，只要不超過能力範圍，都值得去做。

寬闊的扶輪成為他可以體現對社會服務熱

忱的新道場。從社、分區到地區的活動，感覺

起了微妙的變化。透過服務，朋友越交越廣，

服務越做越深入，參與其中，感受到服務的喜

悅，「服務最多、獲益最大」，意識到成為真

正扶輪人，知曉扶輪的偉大。

100%出席與永不止息的扶輪熱忱

PP ER連續 38年保持 100%出席率，背

後是對扶輪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堅守，並且用

自己的行動證明。參加扶輪，不僅僅是參與

活動，更是一種責任和承諾。儘管 ER十年前

就免計出席，還是週週報到，積極參與各項

扶輪活動。仁愛社裡面有 6位 38年連續出席

100%，不簡單。不用互相提醒，不必互相打

氣，一定來的。6個人從頭到尾不遲到、不早

退。6個裡面 ER是最帶笑臉，大家都知道 ER

很忙常出國。連分區、地區的活動、會議都

算，可以做到 200%出席率，平常一個禮拜大

概就有兩、三次為扶輪奔走。從出席中學習新

事物，和社友們的努力和熱忱互相感染，這是

持續參與的最大動力。

扶輪社友娶媳婦或者嫁女兒，最早到的

那一群人一定是主人家的扶輪社友。扶輪社友

高標準的準時傳統，是很好的一種生活教育和 

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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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王慎志 End Polio 單騎橫跨亞洲壯舉 

扶輪之愛隨著齒輪的轉動四方散開 

 
台灣扶輪駐地記者 

3482地區台北中城網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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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扶輪月刊繼 2022-01月號，再度專訪世界級自行車界的傳奇── 極限耐力騎

士── 山神，台北日城社社友 Even王慎志。本文預計 2024-08月號出刊，用以歡迎身

著扶輪服，肩臂 End Polio標誌的 Even橫越亞洲完騎歸國。 

End Polio VS 最後一哩路 

Even為 3480車隊領旗兩次，2021年「我騎 1公里，你捐 1塊錢── 扶輪自行車

公益九日環島活動」，Even擔任首日陪騎貴賓。從那時起讓 Even對國際扶輪堅持根

絕小兒麻痺產生同理心，因為這就好像他堅持單車極限挑戰，一樣時時會遇到艱難的

問題，時時都要想辦法迎刃而解。因此，當有機會為 End Polio盡一份心力，身為扶輪

人 Even責無旁貸，歡喜接受，並展現行動，努力扮演好這個重要角色，不只是讓普羅

大眾知道根除小兒麻痺的重要，還希望自己發揮加乘效果，為 This Close 募到善款。 

山神之所以成為山神 

台灣目前有享譽 120多年歷史之法國 1,200公里長距離業餘賽的團體。歐洲 5-10

年前已進軍世界級 4,000公里以上長距離的極限挑戰賽，台灣引進較慢。 

Even以 202趟成為台灣最高點武嶺（3275m）最高登頂次數保持人，因而有「山

神」稱譽的單車極限騎士。 

Even一心挑戰縱橫世界５大洲長距離比賽。目前，已完成： 

1. 2017年橫越澳洲 18天 9小時／限時 20天。4000公里 

2. 2018年橫越美國自行車賽 Trans Am Bike Race， 26天／限時 30天，6,800公

里，總爬升 60,722公尺，是無支援長距離最遠的比賽。 

3. 2019年縱貫歐洲 18天，4500公里，自主加賽 18天，海拔高度達 3,398公尺。 

4. 2019年 11月 Bikingman年度全球巡迴最終站在台北， 13國自行車好手。路線

全長 1,150公里，總爬升高度 20,000公尺。3天 12小時 15分／限時 5天。 

單車極限挑戰，Even絕對是台灣第一人，累積以上四次傲人成績，因而獲邀：

2020紅牛橫越西伯利亞 24天 91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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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8月初，ER有緊要急事必須出國

處理，他還是專程參加社例會，當時主講人已

經開始講話，進去先跟大家抱歉：「我有重大

事情，過來打個招呼，就要離開，因為明天一

大早搭飛機出國。慎重地和每個社友一一握

手，然後，與 6位老社友互相擁抱之後，便回

家去。社友雖然嚇了一跳，但都明白 ER萬不

得已從不遲到，也不早退。

捐款從小額做起

有些社友真的比較慷慨，以前每次例會寫

IOU單，每屆捐款會越加越多。記得那時仁愛

社授證還要拍賣，30年前喊一幅一萬塊、兩

萬塊的畫，要拍賣到十萬、二十萬。ER認為

每個人年紀、經濟條件和參加扶輪社的出發點

均不一樣，應該改變比賽捐款的風氣！捐款不

應該成為壓力。於是，他擔任仁愛社第 10屆

社長時，率先推動每位社友統一為小額捐款兩

百元，讓每個人都能輕鬆參與，成功激發更多

社友的參與感。

ER覺得社友相互關心比什麼都重要，會

關心社友，便會感動社友，繼而一起幫忙社

區、社會、國家。扶輪的精神不在於捐款的多

寡，而在於每個人都能透過行動關心社區，幫

助他人。因此，也從各個面向鼓勵社友養成

捐款的習慣，譬如，當社友診所開業、公司開

幕、弄璋弄瓦喜獲麟兒、喬遷或有婚喪喜慶

時，鼓勵社友寫個小額 IOU單慶祝，祝賀的

對象也感受到每位社友的祝福，彼此都很開

心。不攀比財富，凝聚社友向心力才是目標。

情緣串起件件美事

建國中學管弦樂團是仁愛社的扶少團，

因此仁愛社十週年授證，在君悅飯店盛大舉

辦時，邀請建中很出名的樂旗隊，來了 4人表

演。隔年，從媒體得知他們比賽去年是亞軍，

今年是冠軍，過程艱辛。得獎的影片中，樂旗

隊全程在隊伍行進中表演，很不容易。ER惜

緣、惜才，第一時間請人聯繫，才知道他們申

請經費，教育部給五萬，外交部給三萬，杯水

車薪不足支應。樂旗隊每次出去約 80個人，

外加一半以上的家長跟著去幫忙搬大鼓等大型

PP ER（第二排右三）與建中樂旗隊同學參加迎新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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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制服和配備當後援團，整團至少上百人

需安置、管理。當時 ER的基金會成立，所以

一路贊助樂旗隊出國樂器的運送、教練費等等

16年。

有次室內成果發表會安排 ER坐在校長的

旁邊，看樂旗隊表演生動，但學長傳學弟，隊

員代代相傳腳跟著地的專用黑鞋，都褪色了。

於是，每年送全隊隊員每人一雙德國進口新鞋

子。這事讓 ER驗證親力親為參與服務才會得

到該關心的重點，才會知道學生缺鞋，繼而製

造善的迴圈。

十年一大案

藝術與公益的結合，守護文化的初心

ER不主張留給孩子太多錢，善用其中

便可以做很多事。這樣的信念讓他在民國 98

年，60歲時，安頓好事業，成立「財團法人

旺台環境文化基金會」和「財團法人旺台文化

教育基金會」。

事無大小，一切都是時機和緣分。基金會

做的每一個案，件件都已水到渠成，幾乎是想

要做的事情都已完成。廣博美譽之作有：

1. 60歲

1)「台北大同區日新國民小學百年紅樓」

這是 ER帶領基金會做的第一個案子。先

前，父親在基隆為他留下了一間不太賺

錢，一百多年的日據時代冷凍老工廠，員

工 24小時在零下 20度工作非常的辛苦，

一直不知道怎麼處理，很頭痛。而且，30

年前因樂旗隊去建國中學大門口看到紅

樓，百年校舍用不一樣尺寸、顏色和質感

不一樣的磚頭補修，覺得很醜。

ER和父親讀的小學也是日據時代，大正

四年蓋的日新國小，延續父親對學校的

情感，時常贊助學校所需。在當時，學

校再四年就是台北市唯一一間百年校史

的小學，修整紅樓校舍別具意義。恰巧敲

工廠的磚頭，發現居然跟日新國小紅樓是

一樣的。於是，把父親的工廠拆掉，取得

36,500塊一百年前的磚去整修 96歲的紅

樓，卸下放心裡 20多年，心頭最沒辦法

解決的難題，頓感舒暢。

100年的校舍，也成功申請成為歷史建

物。地區扶青社幾乎都在這裡辦活動。

屬無償修復台北市古蹟，2013年獲台北

市政府頒發「台北市傑出市民證書」的 

殊榮。

2)「蔡合源宅第」是蔡氏家族的起家厝，建

於 1947年，2010年登錄為歷史建築，現

為基金會之用。

工人整修紅樓拱廊日新國小紅樓修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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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新國小的仕招樓演藝

廳」，紀念父親蔡阿仕與母親

蔡陳招老夫人，各取其名一字

建造。這是一棟集教學、會

議、音樂、舞蹈等多功能的樓

房，希望學子們能在專業優質

的環境中學習、表演。

4) 「仕招亭」紅樓整修期間，特

將其父蔡阿仕捐贈之文道亭拆

除重建兩座仕招亭，以紀念父

親長期熱心對日新國小教學資

源與環境改善的捐助。

2. 70歲，承先啟後、勇於創新的
「旺台樓」

配合台北西區大翻轉，歷時 2年

9個月完工落成。1樓為國際教

室、2樓是對外開放的科技中心，300人的

演藝廳，民眾可租借、舉辦藝文活動。溫

水游泳池、演藝廳、多功能教室，最重要

的是台北市的 Makerspace（製造者中心）

正式搬進大樓，預想成為台北市科技教育

的中心。

3. 80歲的作品，設計規劃中。

ER認為文化是一個國家的根基，保存歷

史建築讓下一代能夠瞭解並珍視過去的文化遺

產。只有當我們珍惜並守護它，才能讓我們的

後代有更深厚的文化底蘊。通過兩個基金會讓

創辦人 ER 60歲、70歲的夢想得以實踐。從

少年到現在，ER做的每件事是後半輩子快樂

回味的泉源，愛台灣、愛鄉土，積極維護環

境景觀及歷史文物資產保存，

為社會、文化和教育貢獻更多 

力量。

國旗在海外的震撼

ER參加第一次國際年會，

到大阪就為了一場活動裡面

那幾秒鐘的興奮，幾分鐘的感

動，然而真足矣！

38年來，仁愛社社友參加

過國際年會，除 ER之外大概只

有一兩位。2024年有感新加坡

的國際年會離台灣又近，一樣

是華文、華人社會但和台灣就

是不一樣，必須身歷其境去感

受，在 ER號召之下總共帶了

日新國小旺台樓

提供可讓學童玩耍的旋轉藝術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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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幾位都是第一次參加國際年會的社友，最

後，每個人都在新加坡年會會場被那股愛台灣

的熱情感動了。

挑戰文化差異的巴西年會

參加國際年會帶來榮譽感與驕傲，參加的

次數越多，越能感受舉辦這麼大型活動不易之

處，好幾場幾萬人同時開會，享受每一次開會

累積出來的成果，想想這些是多少人，多少日

子辛苦的規劃、執行，我們只要坐在那邊享受

扶輪。

記得，2015年飛機坐了很久，很辛苦，

去巴西這一趟因為 Gary是第一位代表台灣人

當上國際扶輪社長，ER覺得十分值回票價。

人生地不熟，其實很折騰人。在巴西總

共住了四天，記得第一天去很出名的商場走

走，想要點個麥當勞大麥克，點了半天不得要

領，結果靠排後面的一個日本人幫忙。這件事

讓不喜歡求人的 ER從此不是在會場，就是待

在飯店裡面，不敢出去。但又因為了 Gary的

關係，為了這位代表台灣出去的社長，一定要

捧場、一定要相挺，晚上還是冒險出去參加

AKS晚會，一路覺得好可怕！但是，無論如

何，必須站出去，也由於全程參與，瞭解這是

一次成功的國際年會，Gary給足了台灣人面

子，一點都沒有漏氣。

台灣是國際組織的一員

很多社會服務的本質，可以激發人們善良

的本性。

為善最樂 ── 激發善的本性，越做越

大。捐款也一樣要從小額開始捐。譬如咖啡錢

對每個人都不是問題， EREY鼓勵以一百塊美

金一天一杯咖啡的錢就可以捐款行善。少少的

EREY開始集結所有台灣社友的善心，擴大的

效益感動很多台灣內部與外在的人，台灣內部

的人驚訝自己可以越做越大，越多人因此受

益；台灣以外的人可以因而正視台灣的存在與

實力，隨著時間慢慢地去感受到台灣對世界的

善意。

社友常問：為何捐給國際扶輪？本土當然

要持續照顧，放大格局，無非是要展現台灣的

規格讓世界看到，的確，靠著你我的努力，台

灣今天已是不容小覷的扶輪大國。

支持中文成為國際扶輪官方語言

2014年 10月，成為 AKS會員 2年後，

跟著 Gary去芝加哥，Frederick帶他到外面指

建中樂旗隊參訪旺台樓，中間是天使心銅像，背後為百年老磚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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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面主牆，比爾‧蓋茲因比例贊助每筆根

除小兒麻痺捐款的一半，位列中間最上面的位

置。第三排的左邊下方是台灣政府，因為李登

輝、陳水扁和馬英九 3位總統都承諾 5年捐

五百萬。Frederick問 ER想不想放在比爾‧蓋

茲的下面？ER當下沒做任何表示，Frederick

也沒有再勸進，然而，這件事他已放在心上。

後來 ER做出捐獻卻為善不欲人知，社友

都不知道他是任何獎項的會員，也查不到他的

名字，因為芝加哥扶輪世界總部捐獻名人牆上

牌子只寫「台灣 Yes」，意寓為台灣加油。

他捐獻的機緣是因為恰逢 1.Gary馬上就

要上任 RI社長和 2.中文可以成為支援語言是

最重要的，ER想一方面給 Gary加油，一方面

為台灣打氣，也幫台灣推一把上去。

他發現中文社友人數還不夠，便和社友們

心急火燎地把太太都拉進來，希望早日可以達

標到 4萬人。

單純的喜悅‧永續的服務

這筆助益規劃一半永久基金，另一半贊

助外國學生到台灣讀書。最近幾年都沒人來申

請，反而贊助一位在台灣做很多公益事業的年

輕人出國深造。還有自己私人的文化教育獎學

金贊助很多國外的學生到台灣來讀博士班。已

經累計好幾十個，其中，每年還有固定 3個台

灣米山獎學金。

ER每年都跟這些還在台灣的受獎生像

Niki、Neilie、Benjamin，還有台中 Brain一起

過年吃飯、發紅包，他們都很開心。一般贊助

的都是亞洲人，有的會寫信，有的過年過節會

來拜訪。每年日本米山有 5位日本學生，他們

寫賀年卡、送聖誕卡，回報的比例比較高，有

一個丹麥學生寫過一次兩次信，算很特殊。也

有不善表達感恩之心，離開就無音訊。

基金會請了 3個專業人士處理獎學金、

聯絡學生，ER希望除了米山獎學生加強台日

友誼交流同時鼓勵世界各國優秀人士來認識台

灣，其實，ER對這些學生沒有具體的期望，

也沒希望他們做什麼，只是期望他們在台灣的

時間感覺很好，感覺到我們台灣人的友善。

假如沒有參加扶輪社，不會去接觸扶青

社，扶少團和受獎生等年輕人，接觸後覺得很

喜歡年輕人。快樂是一種心情感受，學生帶給

ER是自然產生的快樂。

大家都認為 ER很慷慨，其實他是很有原

則，不會隨意亂贊助。一般社團裡面對救濟急

難很捨得，文化的事情比較不積極，ER卻對

於歷史、文化情有獨鍾，自己理想自己完成。

一切是機緣，每年也固定提供獎學金培養兩位

音樂系或藝術系的學生，純粹栽培，沒有什麼

條件，申請、書審、通過即可。

親力親為做服務‧感動自己‧感動社友

ER有感而發：台灣有錢的人很多，但實

際出錢做公益，沒那麼容易。

剛剛參加扶輪社時，覺得知易行難，講

是容易，但要做到就沒那麼簡單。38年來從

不太在意，慢慢學習用心感受，一直感受到現

在，受益無窮。以每年地區年會為例，幾乎都

是從頭參加到尾全場學習。越融入，越感動，

才會越參加越多。沒有親自參加活動，就不會

瞭解主辦社友以智慧和辛苦希望呈現的主題。

活動用心辦，從其中得到社友的感動。當然， 

ER是常出國的人，但是只要在國內、活動有

意義、有空可以參加，基本上都會自動參加。

總監和主辦人不用特別拜託，一定出席支持。

由於全心投入，曾成為一個沒有當過

PDG，以社長身分作為國際扶輪社長代表被派

扶輪世界總部名人牆上 Taiwan Yes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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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東京最大的日本 2580地區，許多社友對此

並不訝異。

ER是三個社的保母，ER一出現大家就會

比較守規矩。第一、大家知道他是四四方方講

規則，但是有自信會給很多好的示範，第二、

很少承諾，但說話算話。因為參加扶輪社，可

以一面觀察，一面付諸行動，並且產生很多發

想，默默做，不間斷地做，分內的事情一定要

做好。要從小的地方開始做起，你要從身邊的

人開始關心，才有辦法擴大到社會層面。

期許與呼籲

點滴善行，累積起來也可以成為改

變的力量！都說台灣最美的是人，只是

最近好像看到一些反例，令人憂心。我

們扶輪人都是社會的菁英，應該要帶頭

來關心大家才對，儘量去關心自己身邊

的人。一個人力量有限，讓扶輪人集聲

號召，用愛心與行動延續希望，做好真

的實踐家、善的領頭羊、美的代言人。

扶輪是一種生活態度。期待更多人加入

扶輪，讓這個世界更美好。PP ER（中）親至台灣扶輪月刊接受專訪， 
左為主訪人 PP Dolly，右為主編 PP Thomas

PP ER（中）擔任國際扶輪社長代表出席 2580地區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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