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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埠源起

1882年5月6日，美國通過排華法案，禁止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入境，之

後再進一步擴大限制，不論從哪個國家來的華人都禁止入境。直到 1943年12月
17日廢除，這禁令為期長逾 60年。

在這期間，居美華人的處境十分艱難，不單只因為無法申請家人來美，

形成寡男社會，華人也在所處環境的不友善中，生活受到各種限制，幾乎只能

以洗衣、餐館為業。

到19世紀末時，中華公所 (中華會館)在美國各大城市陸續成立，包括 1880
年芝加哥，1882年三藩市，1883年紐約，1889年羅省。位於波士頓的紐英崙中

華公所則始於1890年。

在這些年間，各地陸續成立中華公所 (會館)是有其背景及原因的。其一是

满清政府為管治在美的中國人，以中華公所作為 满清政府的半官方代理機構 ; 
其二是應付排華法案對華人造成的傷害。

在19世紀中葉，美國出現淘金熱，許多華人抱著淘金美夢，來到美國當

礦工，或者成為築鐡路工人，但生活困苦，還飽受白人欺凌與歧視。

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中西部甚至有很多小城鎮立法驅趕鎮

內華人。這些華人逼於無奈，輾轉來到大城市的華埠尋求庇護。為了因應這樣

的排華浪潮，各大城市華人聚居的華埠，也陸續成立宗親組織、同 鄉會館、工

商會所，以團結合作。當時的满清政府也推動、組織中華公所這類有代表性的

團體成立，以對內排難解紛，對外維護華人權益。  

波士頓華埠

早年來到紐英崙的華人，除了為數有限的小商人和學者  之外，大多是美

國商船在中國船舶口岸招來的華工，在東岸定居留下來後，進入美國家庭作傭

工。

 

在淘金熱逐漸冷卻後，有些華人為謀生活，在 1875年時來到麻州北愛登斯鎮三

森鞋廠工作，合同結束後，他們遷徙到波士頓謀生，並在美國東岸這兒定居下

來。他們最先落脚的平安里和必珠街一帶，在人越聚越多後，  漸漸就成了波士

頓華埠。 

當然，在來到波士頓的華人中，也有人數極少的商人及學者。

這些華僑祖先們，  起初都抱著客居心態，面對社會不公，遭遇欺壓，也都

忍辱負重，只期盼著早日衣錦還鄉。奈何從1882年排華法案訂立後，華人的處

境更艱難，人們飽受壓逼，不得不集結自保，成立了包括姓氏宗親會的各種團

體，然後聯合組成紐英崙中華公所，並於 1923年8月15日，在麻州政府正式註冊

立案，成為麻州的一個非牟利團體。

於是從1923年開始，紐英崙中華公所正式成為代表華人社區，面向美國

社會、政府，居間和州市政府溝通、交涉，為波士頓華人爭取權益，福利，伸



張正義的組織。作為波士頓華人社區中的龍頭組織，當年的紐英崙中華公所更

是波士頓華人社區中的糾紛調解者，提供社會服務者。

           由於排華法案的規令，當年的華人社區有如寡男社會，大多在美孑然一身

，一旦溘然而逝，就無人操辦後事。中華公所在那個年代，也承擔起把這些人安

葬在望合公墓，或者代把遺體運送回家 鄉的任務。

一直到1940年代，中華公所才停止了這項服務。

不過，中華公所秉承創立宗旨，亦步亦趨的遵循理想，團結華裔僑團、僑

胞，闡揚中華傳統文化，維護民主自由，保障平等地位，興辦慈善教育，建造平

民住宅，維護僑社福利，默默的服務了一百年。

(下圖說明: 1879年時，戈鯤化應聘來到劍橋市，成為哈佛大學的第一位華人講師 (教授)，

此後任教直至1882年他病逝為止。在照片中，他身上穿的長袍與他的正式官階相符)

 

          



波士頓華埠變遷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波士頓市開始急遽變化，華埠備受衝擊。

第一波衝擊始於1955年。

聨邦政府從那時開始鋪設 90號公路，在華埠一帶大規模動工，拆掉了整

條乞臣街一半的單邊排屋，以及一半的波士頓安良工商會大樓。這整條街上大

約20%的居民，其中大部分是華人，都被迫遷離。

原本和波士頓華埠土地相連的南端  (South End) ，也在這期間，因為興建

90號州際公路而被一分為二，靠陸橋連接。

1991年，聯邦政府和麻州政府在擬定中央幹道 /隧道 (Central Artery) 建造

工程計畫時，想在華埠安放一個高速公路出口坡道。基於 50年代道路工程造成

居民被迫遷徙所得教訓，華人社區不再忍讓，由中華公所領導，團結居民向有

關當局表達抗議，工程單位這才放棄了在華埠建坡道設計。

第二波衝擊發生在1958年。

波士頓開始重建城區，計畫拆除西端  (West End) 原有的建築物，蓋起高

樓。由於波士頓花園球場   (TD Garden) 就在西端，那兒的很多食肆、酒吧和色情

娛樂的營業場所，因為重建計畫，都得拆遷，店東們於是看中了接近市中心，

租金卻便宜，緊鄰華埠的戲院區，和色情行業有關的酒吧、書報店、電影院於

是紛紛進駐，毒品、流鶯、嫖客和犯罪案件逐漸氾濫，華埠邊界就此變成了紅

燈區，也被人們稱為戰鬥區  (Combat zone) 。

華埠居民們的生活作息，從此大受影響，地方上不只交通混亂，還罪案頻

仍。在中華公所和居民、商戶聯手，不斷向政府投訴， 1985年還曾發生黃龍光

事件，中華公所於是組織了治安巡邏隊，歷經 20多年的努力，終於剷除了紅燈

區這毒瘤。

第三波衝擊發生在1970到1980年代。

紐英崙醫療中心  (現名塔芙茨醫療中心  , Tufts Medical Center) 和塔芙茨大

學 (Tufts) 在波士頓華埠內不斷擴張，之前因為公路修建，版圖已經縮小了許多

的華埠，於焉更加倍受壓迫。中華公所在這種情況中和僑社團體合作，集結民

意，強烈表達反對態度、採取抗議行動，並促請政府支持，直接和醫院及大學

交涉、磋商，施壓，最終達成協議，波士頓華埠社區允許兩機構在華埠 內擴張，

蓋樓，這兩機構允諾撥給 10萬元設立塔芙茨大學獎學金，另交付一棟 SCM大樓，

供將來改建為可負擔住宅樓宇。

這SCM大樓，也就是現在的喜露街 (Herald) 50號。



 

中華公所與波士頓華埠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在 1939至1945年間。由於美國境內有大量華人參

軍、服役，訂立於1882年，歧視華人的排華法案終於在 1943年廢除了。第二次

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美國政府對華裔移民入境美國的數量，依然有著名額限

制。其後隨著韓戰、越戰結束，限額放寬了，准許了家庭團聚，再加上後來一波

又一波的亞裔難民潮，整個波士頓的華埠面貌開始徹底改變。

鑒於陳毓璇、陳毓禮昆仲和社區中的有識之士，當年積極帶動社區中人

才和中華公所緊密合作，不僅清潔華埠，關注政治，還大力推動選民登記，藉

由選票力量，爭取到波士頓市政府支持，蓋了華埠牌樓，設立中華頤養院，還

組成申訴委員會，向當年在華埠內積極收購土地，擴張地盤的塔芙茨大學  
(Tufts) 及紐英崙醫療中心施壓，以支持某些工程，換取到撥給 SCM大樓，以及

10萬元塔芙茨大學獎學金的福利。

在過去這些年間，中華公所也藉由和波士頓市政府的良好關係，爭取到

以低廉價格買下泰勒街 87號，蓋成華埠教育中心，成為中華廣教學校與華美福

利會的自置校舍與會址。

中華公所和麾下的30多個僑團組織，一直以來，除了各自營運，為其會

員服務之外，都是中華公所的中流砥柱，參與中華公所的會議、決策，服務社

區，舉辦各項活動，團結華人僑團、僑胞。

中華公所每年舉辦的活動包括慶祝農曆新年的春宴，中秋節聯歡會，支

持地方上華人舉辦的排球賽、乒乓球賽、象棋賽，提供中華公所大樓禮堂給僑

團演練武術、舞蹈，舉辦音樂、旗袍、攝影、書法、繪畫、文化講座等活動。

去年，中華公所增加了社會福利諮詢服務，為許多民眾釋疑解難，效果

良好。

中華公所也為其他不牟利團體提供空間，辦課餘教育，以及地方學童能

得到更好的學習機會。

今年，中華公所向州政府申請成人英語學習補助，已收到款項，只是礙

於中華公所大樓裝修，停止對外開放約半年，無法立即 啟動英語班，計畫今冬

開辦兩級以上課程。



中華公所會址

早年的中華公所，在惡市佛街  (Oxford) 14號租有辦公室。1983年1月，該

地點發生漏煤氣爆炸案，整棟樓夷為平地，中華公所辦公室和室 內檔案文件，

一夕全失。

幸好，時任紐英崙中華公所主席的陳毓璇，以及當年的中華公所同仁和

麻州州政府及波士頓市政府早已建立良好關係，在爆炸案發生前，就曾經向當

年的波士頓市長懷德  (Kevin White) 提過要求，請市長把位於泰勒街  (Tyler) 90號
，已空置多年的昆士小學舊址，交給華人社區做活動中心。

鑒於爆炸案發生後，紐英崙中華公所頓失據地，幾經協商後，波士頓市政

府同意以1元代價，把昆士小學舊址轉讓給了紐英崙中華公所。

當年在位的紐英崙中華公所主席陳毓璇接著向社區募款，施工翻修，並

於次年竣工後，讓中華公所與中華廣教學校、華美福利會一塊兒入駐，奠定波

士頓華人社區中心。陳毓璇主席對紐英崙中華公所因此也有著難以磨滅貢獻。

由於昆士小學是全美歷史最悠久，迄今仍在營運的公立學校，經由社區

人士爭取，美國國家史蹟局在 2017年把這棟建築列為了國家史蹟之一。

位於泰勒街90號的這棟中華公所大樓，從 1983年翻修啟用迄今，已40年。

今年6月至11月，中華公所為配合波士頓市長吳弭的綠能排碳計畫  (Berdo 2.0) 
，翻修了冷暖氣系統，更新及改善了防火警報設施。

由於數年前，中華公所曾經申請到多筆經費，研議設立「華埠移民傳統遊

客中心」，不過當年只做了可行性研究，畫了草圖，未落實施工，所以也還有部

份經費未啟用。中華公所的職員、建築師、顧問，以及多名熱心人士，刻正集思

廣益，擬定善用中華公所會址大樓計畫。

相關細節包括修繕中華公所大樓，安裝電梯，置辦展覽裝備。中華公所也
已經申請到經費補助，以及施工許可，將為停車場 內的2個停車位安裝充電樁，
改成電動車停車位，呼應波士頓市的綠化走向。







陳毓璇代表中華公所歡迎蔣宋美齡到訪波士
頓。





訴訟、紛爭

           在這長達100年的世紀中，無論是社會環境或是人口結構，波士頓華埠

經歷許多變遷，中華公所內部也出現過許多事故。由 16個姓氏宗親會，17個僑

團組成，共有41名代表出席董事，5名職員的中華公所，因意見分歧引發過不

少爭議，包括華美福利會是否該繳付租金給中華公所，中華廣教學校是否隸

屬於中華公所，商務董事選舉糾紛， 20個僑團被驅逐，大同村管理權，麻州總

檢察官下令接管等等。

這些一件又一件的事故，幾乎沒有一件不需要中華公所請律師處理。這

些林林總總的訴訟，耗時耗力又耗資，不但讓當年原本就資源不豐的中華公

所，在財務上捉襟見肘，更讓中華公所在行政及人事上備感困擾，原本該為社

區辦理的社會服務，也怠慢下來。

幸運的是，到了2004年時，曾經有的內耗，鬥爭，基本上解決了，儘管仍

然有零星的令人困擾事件，過去這 20年，算是平安度過。  

可負擔住宅

大同村

在排華法案廢除，移民人口增加後，華埠 內房屋短缺情況更見嚴重，人

們對社會福利、老人服務和子女教育的需求愈加殷切，中華公所的領導層眼

見及此，陸續著手改善。 1970年代初期，有中華公所主席李實卿率同僚和政府

及投資公司合作，在 1973年建成有214戶住宅單位的大同村， 1974年開放入住

，惠及眾多華裔移民。

踏入1990年，中華公所主席黃炳鏐承接前兩任主席黃兆英和胡國新的

舖排，在所物街  (Shawmut Ave.)蓋了一座有40個住宅單位的華福樓，在為僑社

提供可負擔住宅上，有了更進一步建樹。  

1994年時，黃述沾主席採取行動，從投資者手中買下大同村所有權，讓

中華公所邁出步伐，成為可負擔住宅的實際提供者。



博愛樓

中華公所前主席陳家驊於是策劃、推動把大同村南停車場改建成可負擔住

宅大樓計畫。歷經多年的磋商、談判、募資後，這工程終於在去年  (2022) 破土動工

，並於今年7月時，邀得波士頓市長吳弭 (Michelle Wu) 親自出席動土典禮。

中華公所擁有，預計將於 2024年秋季竣工的這第三座可負擔住宅樓宇，已命

名為「博愛樓」，共有包括 1、2、3房不同隔間的85戶住宅單位。

博愛樓 – 紐英崙中华公所新可負擔住宅 
文：紐英崙中華公所

2023年12月30號

 

紐英崙中華公所  (CCBA -NE)和畢肯社區發展有限公司(Beacon Communities 

LLC)合資，從2019年開始合作，2023年1月施工，在大同村南停車場的288 Harrison 

Ave., Boston這塊土地上，建造100%可負擔住宅大樓，預計2024年底竣工，落成、

啟用。

座落在昆士中學新校舍旁的這棟大樓，已取名「博愛樓  （Pok Oi），」，將

有包括一居室、二居室，以及三居室等三種房型的85戶住宅單位。一樓留有商業

文化空間，以及37個停車位。

紐英崙中華公所近年來一直致力在波士頓華埠 內建造更多可負擔住宅。博

愛樓不僅可緩解華埠短缺可負擔住宅情況，還為因應氣候變化，採用了符合環保

要求，最新的可持續性設計原則與技術，包括 LEED黃金級標準和被動式節能住房

標準（PHIUS+CORE），以及高性能圍合結構和窗戶、高效暖通空調系統、光伏

太陽能板等等，包括許多綠色建築元素，可最大限度減少能源消耗的設計。

博愛樓也是個以交通為導向的土地發展項目，靠近地鐵站  (MBTA)、巴士

站、共享單車站，鼓勵居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中華公所致力於使「博愛樓」是一棟對社區、環境都有正面影響的樓宇。



Pok Oi House - CCBA Builds New 
Affordable Housing in Boston’s 
Chinatown

By: CCBA   December 30, 2023

 

Over the past year, a new affordable housing development has 

been quickly rising at 288 Harrison Ave in Boston's Chinatown 

neighborhood, adjacent to the future Josiah Quincy Upper School. 

Situated on the former south surface parking lot of Tai Tung Village, 

the multifamily residence will contain 85 affordable rental units, 

ground level non-residential space, and surface parking for 37 

vehicles. The rental units will be a mix of one-, two-, and 

three-bedrooms. 

 

Named Pok Oi, or “love of humanity” in Chinese, the building is a 

joint venture between the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of New England, Inc. (CCBA) and Beacon Communities 

LLC. In recent years, the CCBA have sought to build more affordable 

housing within the Chinatown neighborhood, and they identified 

expansion potential at the existing Tai Tung parking lot site. In 2019, 

Beacon was selected as the development partner, and construction 

commenced this past January after a detailed public permitting 

process. Pok Oi House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in late 2024.

In addition to alleviating the affordable housing shortage in 
Chinatown, Pok Oi House also incorporates the latest sustainable 
design principles and technologi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Located near MBTA subway and bus services and multiple bike 
sharing stations, the site is a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hat 
encourages walking and public transit use. Furthermore, the 
project is designed to both LEED Gold and Passive House (PHIUS+ 
CORE) certifications. Green design elements, such as high 
performance building envelopes and windows, high-efficiency 
HVAC equipment, and photovoltaic roof panels, will minimiz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sure that the project is positive for 
both the community and the environment



華福樓

接著，中華公所取得華福樓的實際擁有權，也擁有了第二座可負擔住宅

樓宇。

近二、三十年來，隨著波士頓市的都市重建，華埠及相鄰的印刷區  (Ink 
Block) 都開始仕紳化，高樓矗立，房價及租金飛漲，人們越來越「居不易」。

喜露街SCM大樓

中華公所當年和塔芙茨大學協商取得的 SCM大樓，也就是目前出租給中

國超市的喜露街 (Herald) 50號，經過協商，重簽2年短租，解決了有爭議的租約

問題，預定2025年7月出租期滿，中華公所可自由動用後，目前已在構思，配合

波士頓市府現有的 IDP (提供低收入住戶政策) 條款，建造有190戶可負擔住宅

的雙棟大樓。

展望未來

跨入2023年，紐英崙中華公所在麻州政府正式註冊立案 100週年。

回顧以往，紐英崙中華公所經由前賢努力耕耘，憑藉著領導力，與政商

界建立的良好關係，這些年來為華埠做了許多有益建設，奠定堅實穩固基礎。

隨著時代變化與進步，波士頓華埠在最近這幾十年間的變化也非常巨大

，包括當年有許多華埠居民因政府建設工程被迫遷居，移民人口在法令修訂後

大幅度增加，居民族裔也歷經敘利亞，華裔到十分多元的變化，整個華埠在經

濟快速發展中，樓宇居屋仕紳化、高層化，摩登大樓接二連三的拔地崛起之際

，房價、租金也三級跳，華埠的生態、面貌已然丕變。

然而，紐英崙中華公所秉持著作為華僑代表的身份，仍將努力保障華人

權益，提升華人在美國的地位。

中華公所將進行的工作包括整修中華公所大樓，設立華埠移民傳統遊客

中心」，完善中華公所大樓內部設施，改善麾下物業  (中華公所大樓、華福樓、

大同村、博愛樓、哈露街 ) 的營運管理，為社區提供社會服務諮詢，開辦成人課

程，組織各項康娛節目，製作文化交流、展示活動。

中華公所也將繼續開發、建造可負擔住宅，無論是申請補助、建造施工，

申辦許可，籌募經費，都需要和波士頓市政府各層單位協商，和土地發展商、

建築工程、財務公司等合作。

紐英崙中華公所儘管資產日益龐大，每年的收支預算已逾千萬元，但是

中華公所的營運，仍然由每兩年一度，經由選舉，從各僑團推舉代表中 產生的

義工負責，當選職員們能夠撥冗付出的時間和精力，以及各自所有的專業能力

，與中華公所的實際需求有巨大落差。中華公所要有效率的實踐未來目標，無

論是組織架構，營運模式或人事管理，都需要多方面具有專業知識者承擔職責

任務。

展望未來，中華公所必須在變化中求進步，爭取中華公所董事們形成共

識，團結合作，廣招專業人才，加入營運行列，制定符合時代潮流的完善行政

體制，以履行中華公所成立宗旨，發揮中華公所已漸成形的潛在實力，為華僑

社會服務，造福民眾。



2023年
紐英崙中華公所/ 紐英崙至孝篤親公所

一百周年誌慶 亙賀亙勉

陳建立

紐英崙中華公所董事，紐英崙至孝篤親公所元老，  北美舜裔篤親總公所總理  

1967年11月下旬，19歲的我和母親和兩位弟弟，移民到波士頓和祖父，父親團

聚。天主恩寵：波士頓學院  (Boston College)，波士頓大學  (Boston University) 畢業，

主修歷史，社會工作及老人研究，投入華埠社區，政府聯邦州市服務，有義工，有

專職 ，有台前，有幕後，有傳統，有激進，有青年，有耆老。深蒙僑 领公益先賢提

攜指點，在多元文化，自由開放的國土上貢獻一份綿力。  

 

 

我一方面求學謀職，一方面為社區貢獻綿力  。當時及不斷蛻變的傳統及新進

團體及領袖，見解眼光，土生移民，年紀輩份雖有不同，在重要關頭及課題上，

多能放下成見，增廣視野，同舟共濟，互敬互重，畧舉幾個我耳聞目睹，親身體

驗，見證歷史的例子來衷心道謝。

 

60年代末期70年代: 華埠社區服務需求改變及增加，不能靠自食其力，閉門做

車，必須利用傳媒政黨，聯邦州市政府，官商公益，宗教信仰渠道關係，勤開會

，辦公聽，爭權益，多發言，成立華埠公聽問題委員會  (Boston Chinatown 

Grievance Task Force)，紐英崙至孝篤親公所胡國新，陳毓禮叔擔任正副主席，

他們和已故紐英崙中華公所李實卿主席，包容謙厚，用人唯才，

認為我有雙語中西文化的能力，推選我為中文書記或英文書記 /外交，和其他

志同道合的義工夥伴，士氣高昂，優質效率下，一起開荒創新：在北美每年八月

為波士頓全體族裔慶祝中秋節  (August Moon Festival) 就是一個美好成果。

朝內有人好做事，中外皆然，我有幸 1974年和毓禮叔被波士頓市長懷德 Mayor 

Kevin White 任命：他是採購部長  Purchasing Agent (歷雷費連市長  Mayor 

Raymond Flynn, 萬寧路市長  Mayor Thomas Menino)，我是繼張黃玉鶯女士擔任

華埠小市府主任  (Manager, Chinatown Little City Hall) 5年，聯邦健康及人民服務

部民權事務處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35年 (2006年起為第一分處  Region I 紐英崙六州處長迄2014年退休)。
紐英崙中華公所在無數其他人協助下，組織選民登記，教育鼓吹投票不遺餘力

，美化華埠，抗拒醫院或大機構的惡性擴展，反對不公歧視，增取公私撥款，福

利基金，房屋單位，地段配額等。華埠牌樓的蓽路藍縷，永不言休，才能卒底於

成。

紐英崙至孝篤親公所的使命：推廣我們祖先帝舜  (公元前2318年) 的教訓，團結

陳胡袁三姓宗族兄弟姊妹，自力更生，守望相助，支持公益，內和外展，為華

人社區及美國社會作貢獻。帝舜是古中國黃帝 (公元前3000年) 的後裔，生于

歷山，以孝聞名，精於農耕，漁獵，陶瓷。任內太平，公正，繁榮。



中庸之道美善真

華人傳承智勇仁

公平公開又公正

所有所做共感恩

百年誌慶紐英崙

飲水思源育新民

帝苑酒樓來高興

炎黃子孫是同根

至仁本孝聚篤親

帝舜後裔辛且勤

一個世紀信望愛

晨鐘暮鼓袁胡陳

北美花旗潤六州

唐人華埠舊與新

融和慷慨心花放

更上層樓勝金銀

末陳建立敬題

我的祖父陳典熾（Tun Wong Chin）是波士頓華埠建埠早期非常受尊重的僑領

之一。在1950年代，曾經給予紐英崙至孝篤親公所毓禮叔和他的哥哥毓璇元

老Uncle Bill 等出生於波城華埠，以及來自廣東台山的新一代僑領很多指導和

幫助。而毓璇、毓禮兄弟也為紐英崙至孝篤親公所 (我有幸在1979年是毓禮叔

Uncle Frank的副主席，和我的家人慶祝祖父八秩壽辰 ) 及本地和北美僑社培養

了很多優秀的接班人，並積極推動華人同胞參政議政。正是一代接一代的不

斷拼搏和努力，華人選民才能在今天成為麻州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雖然這些紐英崙中華公所，至孝篤親公所的領袖前輩先賢極少是天主教徒，

他們也熱心支持六十年代末期來波士頓的華人李毓明神父(和不斷到來的華

人神父修女)的福傳牧民，和瑪利諾中心加拿大裔歐若芳修女的各種新移民服

務。

超過半世紀互動亙勉程中，不是每一位都大方得體，準備細緻，但都用心為善

最樂，成功不必在己，栽培後進，處事公私分明，不都是最上乘的演説家，仲

裁員，但忠誠開解，出其不意的幽默，我為人人，令人佩服，海蘭和我學習追

隨這些良師益友，求天主賜他們平安喜樂！

詩言志，有你關愛同行共勉，前途光明，有容乃大，生生不息 ：

紐英崙至孝篤親公所的使命：推廣我們祖先帝舜  (公元前2318年) 的教訓，團結

陳胡袁三姓宗族兄弟姊妹，自力更生，守望相助，支持公益，內和外展，為華

人社區及美國社會作貢獻。帝舜是古中國黃帝 (公元前3000年) 的後裔，生于

歷山，以孝聞名，精於農耕，漁獵，陶瓷。任內太平，公正，繁榮。

1922年秋，紐英崙開始籌辦至孝篤親公所。代表陳姓的陳穎川堂已在波士頓華

埠泰勒街  (Tyler Street) 27號成立。1923年，至孝篤親公所搬往夏利臣街

(Harrison Avenue) 38號，並正式向政府立案為團體。成長需要擴充，又遷往哈 臣

街 (Hudson Street) 72號 2 樓。1925年，公所購買夏利臣街  199號樓業。

1960年公所出售夏利臣街 199號，購買夏利臣街  77號樓業。大規模改建後，公

所在1964年9月20日慶祝開幕。意義隆重，是農曆中秋佳節，也是帝舜的寶誕。

加上總公所第16屆懇親大會，輪值在紐英崙舉行，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各地

公所代表蒞臨，共襄盛典。

公所近年積極擴充活動及外展。陳穎川堂遷回夏利臣街  77號3樓。活躍能幹的

婦女部，主持合辦不同的文教，康樂，健身，獎學計劃。公所也熱心參與，支持

華埠社區，美國，麻州，波士頓的公益福利，改善治安清潔，提昇美化，節慶同

歡，老少郊遊，健康養生，職場須知等。









美國退伍軍人會
華波士頓華埠328分會



波士頓台山鄉親聯誼會

黃紹培 黃漢湖 陳晶年 李樹靄 黃偉健
主席團暨同仁

祝賀
紐英崙中華公所一百週年誌慶 

祝賀
紐英崙中華公所一百週年誌慶 

紐英崙溯源公所

主席團

鄺元傑 雷展灝 鄺炎彬





中華公所百年慶系列活動

紐英崙中華公所為慶祝註冊立案 100週年，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包括邀得中華民
國台北市青少年民俗運動訪問團到抵波士頓，在華埠牌樓公園表演踢 毽子，扯鈴
等民俗運動。另外舉辦了世紀盃象棋賽， 乒乓球賽，敦請社區文人朱紹昌舉辦詩
詞賞析講座，藝術家梅宇國闡述書法，僑聲音樂社獻唱 粵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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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華公所職員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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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秋節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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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述沾公園
掛牌儀式

   李金蘭(右
起)、麻州眾議
員麥家威  
(Aaron 
Michlewitz) 、波
市長萬寧路  
(Tom Menino)、
黃慧珍、黃玉
鹣、黃正章、
Chris Betke、
黃述泗等人為
黃述沾紀念公
園揭幕後舉起
獎盃，宣佈那是
黃述沾友誼盃
獎盃。。
(周菊子攝)



                  中華公所僑團

∙ 美國退伍軍人會華埠 328分會 American Legion Chinatown Post 328
∙ 洪門致公堂 Chee Kong Tong
∙ 昭倫公所 Chew Lun Association of N.E.
∙ 華人商會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 華人經濟發展協會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 波士頓安良工商會 Chinese Merchants Association of N.E.
∙ 紐英崙婦女新運會 Chinese Women’s Association of N.E.
∙ 美東國術會 Eastern Kung Fu Federation
∙ 港澳之友社 Friends of Hong Kong & Macau
∙ 鳳倫公所 Fung Luen Association of N.E.
∙ 紐英崙至孝篤親公所 Gee How Oak Tin Association of N.E.
∙ 紐英崙朱沛國堂 N.E. Gee Poy Kuo Family Association
∙ 至德三德公所 Gee Tuck Sam Tuck Association
∙ 甄氏公所 Gin’s Family Association
∙ 阮氏公所 Goon Shee Association (Goon Family Association)
∙ 協勝工會 Hip Sing Association of Boston
∙ 波士頓國民黨 Kuo Min Tang of Boston
∙ 紐英崙廣東同鄉總會 Kwong Tung Association of N.E.
∙ 李氏公所 Lee On Dong Association of N.E. (Lee Family 

Association)
∙ 梁忠孝堂 Leung Family Association
∙ 龍岡親義公所 Loong Kong Tien Yee Association of N.E.
∙ 梅氏公所 Moy Shee Association (Moy Family Association)
∙ 伍胥山公所 Ng Family Benevolent Association of Boston
∙ 藝聯慈善社 Ni Lun Welfare Association
∙ 僑聲音樂社 Que Shing Chinese Music Group
∙ 波士頓榮光會 R.O.C. Veterans Association
∙ 三益公所 Sam Yick Association of N.E.
∙ 溯源堂 Soo Yuen Benevolent Association
∙ 台山鄉親聯誼會 Taishan Community Association
∙ 大同村聯誼會 Tai Tung Village Tenants Association
∙ 王氏青年會 Wang YMCA of Chinatown
∙ 黃氏宗親會 Wong Family Benevolent Association
∙ 紐英崙余風采堂 Yee Fung Toy Association of N.E.

2022-2023團隊

主席:   雷國輝
中文書記: 翁宇才
英文書記: 阮鴻燦
財政:    陳余寶愛
核數:     張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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