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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自述自勉

引子：“人生七十古来稀”之语今日已不适用。如
今八九十岁年登百岁的老人已比比皆是。上月（四月）
我也欣然进入长寿者之列，过了九十大寿的生日。

年及九十乃撰文自述自勉，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做一
回顾和审视。现分段论述之。

一、身世幸福
2004年我在中国大陆出版“你能够不吸烟”一书。

在作者自述里提及：“我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
庭。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三台长大，那时先父启芳公
在当地任国立东北大学校长之职。他老一辈子爱国家，
敢言敢行，正直清廉，助人为乐，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楷
模。先母王淑清生于19世纪末，毕生贤淑睿智，明辨是
非，平易温和，宽厚待人。二老为人的风范也对子女们
产生了潜移默化之功。有了这个家庭背景，再加上我个
人学习的心得和处世的经验，我也成为一个秉性正直、
热心公益的人……”

我现有两个成年儿子，都和我一样，烟酒不沾，学
有所成，早已成家立业。保持了臧氏的良好家风。

二、及时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发生了兄

弟阋墙的国共内战。我们先逃到厦门避难，再于1949年6
月下旬从厦门渡海抵台。先父母此举改变了我们赴台子
女四人毕生的命运。留在大陆，均已在北京大学毕业的
大哥大姐，后来都遭受了“出身不好”之累，诚然是怀
才不遇，遭遇坎坷。在各种运动的冲击下，他们都十分
万幸，得以存活，仅以身免。

抵台后先父先主办“反攻杂志”，舆论救国，直
言不讳，先后得罪了在台主政的蒋氏父子。1956年台
中东海大学建立，他老应请赴该校担任经济学系系主
任。1961年病逝于东海校园。

三、贵人相助
1950年我在台湾省立一中高中毕业，考入海军机械

学校和台湾大学机械系。为了节省家庭开支，我投入全
部公费的海机校就读。1961年先父谢世后我想返回台北
工作，乃得照料老母。但人在军中，无法左右调职。这
时一位贵人出现了。那就是我在台中一中就读时的英文
老师杨锦锺。她的丈夫胡旭光将军时任台北国防部联络
局局长之职。要调入该局任联络官要有两个条件之一。
一是曾经留学美国半年以上；二是曾经就读外语（英
语）学校两年毕业。我不具备此条件。求助于杨老师，
她便向胡局长推荐说：“臧英年是我授教学生里的佼佼
者，他英文程度很好，可以达到联络官任职的要求。”
胡局长一手敲定，准许我调入联络局任职上尉联络官。

我在联络局就任后，同事们立即认为我是“走后
门”进来的，不够资格。正好赶上局里要举行讲演比

赛，每个处派一人参加，管我的处长就指定我参赛。比
赛结束我以首位胜出。同事们乃开始对我另眼相看。

1962年何应钦上将率“中华民国道德重整”代表团
赴美参加活动，其随从参谋兼译员出缺，我获得推荐，
并通过了英语测验，于当年4月随同何将军赴美公干，巡
访了美国和欧洲。我工作努力，十分称职。赢得何将军
的认可。在他的支持下我得以在1983年从海军退役。于
年底离开我不喜欢的军旅环境。

四、离台赴美
海军退役后我先考入台北中国广播电台公司担任

英语节目采访及播音员。再于1963年考入国立政治大学
公共行政企业管理中心任职于培训工作。1964年我获得
政大选派，前往美国宾州匹茨堡大学攻读公共行政和外
交事务研究所一年。1965年秋返回政大担任美国教授授
课的助理和同声译员。授课的美国教授之一是西雅图华
盛顿大学教育心理系主任布瑞谋教授（Prof. Lawrence 
Brammer），他视我为可教之才，安排我获得华盛顿大
学的免学费奖学金。

1967年秋天我离台赴美，进入华盛顿大学攻读教
育心理专业，布瑞谋教授是我的导师。1970年我完成学
业，获得教育硕士学位，有了新的专长，在美国立足滋
长。布瑞谋教授诚然也是改变我前途方向的一位贵人。
其后我和布瑞谋教授夫妇维持联系和友谊逾半世纪。今
年5月19日是布教授夫人、玛丽安的百岁诞辰，我和内人
都将应邀前往祝贺。她如今头脑清楚，交谈舒畅，作画
创造，行动自如，是名至实归的人瑞寿星。

我于1970年至1986年在西雅图社区学院（中校区和
北校区）前后任职心理辅导师16年，兼任外国学生顾问
之职。乃利用工余和休假时间开展了大量的社会公益活
动。

按照学校规定，在任职两年期满前，要有一个由三
位同事（其他辅导师）组成的考核小组，对新任职的辅
导员的工作情况加以核查，获得结论，再向校方建议，
该员可以留任，还是两年工作期满后必须离职。这一由
三位白人同事组成的考核组的建议是：“两年期满，要
他走人。”此建议直达校长室，批准执行。

面临此变我处变不惊，自备了数千言的自辩书，获
得了许多同事和学生的书面支持和口头申诉，在学校董
事会特设的申辩会里，我引用资料，慷慨陈词。其后获
得董事会成员一致通过，撤销校长要我离职的决定。我
自卫反击，大获全胜，为该院历史写下了崭新的一笔。

五、社会活动
在西雅图社区学院任职期间，经过申请批准，我获

得了美国国务院中英文同声翻译的资格证书。这样找我
应邀五、六次在中国访美代表团参加的专业会议里担任
现场翻译，结识了国内不少专业人士。

1970年保卫钓鱼岛运动在美国许多大学校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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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了华盛顿大学保钓组织的主席，主持了誓师大
会、街头游行和向西雅图日本驻美总领馆投以抗议书
等活动。

1979年美中建交，我应召于美国国务院，加入了
接待中国代表团的礼宾工作。当年2月4日邓副总理率
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西雅图。我组
织了当地华侨代表廿多人前往邓氏下榻的旅馆，和他
会面，并摄影留念。也就结识了与邓同行、后升任全
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黄华外长，并建立友谊，和他交往
直到2010年11月24日他逝世北京。

1979年我加入杨振宁教授为总会长的“全美华人
协会”（NACA），担任西雅图分会长，又于1983年
将西雅图和重庆结为友好城市，我是西雅图的创始会
长。

美国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访华，和周恩来总理签
署了“二二八上海公报”，打开了两国恢复交往的大
门。次年中国民航派飞行员和工程师抵达西雅图参加
培训，而后将向波音公司购买10架波音707客机飞返中
国。我前往中国来客下榻的旅馆，看望了他们。1979
年中美建交后，中国民航开始大批量购买波音飞机。
我组织了西雅图的华侨在当地接待民航人员。逢年过
节请他们到家就餐，并安排他们学习驾车，取得驾驶
执照。1980年中国第一艘货轮柳林海号在贝汉廷船长
的指挥下，到访西雅图港，我和西雅图港务局协调，
安排了华侨和该船船员接触，结果是宾主尽欢，皆大
欢喜。

1980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陆续派遣十多位工程界专
家到西雅图进修学习。他们也自然成为我们照料呵护
的对象。

1980年代我们在西雅图组成一些友好访问团到大
陆旅游探亲。我也曾率领美国专利律师团和创造革新
讲座团去大陆进行宣讲。卡特总统任内，我曾应请，
三入白宫。这一切活动涉及面广，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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