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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第一個基督教青年會在倫敦組織成立。 
第一個基督教青年會(YMCA)在北美洲成立（蒙特婁及波士頓）。 
YMCA 世界聯盟成立。 
特里多(Toledo)YMCA 成立。 
保羅‧威廉‧亞歷山大誕生。(Paul William Alexander)。 
特里卡青年會俱樂部 
(Tolymca Club)在特里多 YMCA 成立。 
國際聯青社(國際協會)在美國與加拿大創立。 
三個地區成立，一個地區有一個地區總監。 
Earle. F. Kuhn 被選為國際祕書。 
第一個國際憲章規定國際會費每半年美金 0.50 元。 
在加拿大國的第一個國際聯青社在挪瓦‧斯克西亞省悉尼市(Sydney)成立。 
第一位聯青社友做國際旅行到英格蘭及蘇格蘭。 
I. Wilson Haley 被選為國際祕書兼財務。 
第一個青年社（年青的聯青社友）由 Nova Scotia 社輔導在 Sydney 市成立。 
中國的第一個國際聯青社在上海成立。 
第一個倩聯社在溫哥華(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省，加拿大國成立。 
世界關懷委員會被指定成立。 
Henry D. Grimes 被選為國際祕書。 
國際協會的辦公室第一次在祕書的家成立，位於 Lawrence 市，Massachusetts 洲，美國。 
在澳洲的第一個聯青社成立。 
聯青社的社徽在美國及加拿大註冊取得著作版權。 
國際聯青社在美國 Massachusetts 省，成為法人組織。 
Paul William Alexander 被指定為榮譽會長。 
宗教態度，男孩工作和世界關懷三個事工委員會正式成立。 
在 Estonia，日本、墨西哥及菲律賓等國的第一個聯青社成立。 
在捷克斯拉夫，韓國（日本人的）第一個聯青社成立。 
青年工作事工委員會成立。 
第一次地區總監年度會議舉行。 
在波多黎各(Puerto Rico)和斯里蘭卡(錫蘭)(Sri Lanka)的第一個聯青社成立。 
有三十個地區運作。 
主教基金設立。 
在英格蘭第一個聯青社成立。在北美成立區域，計有 Atlantic, Canada East, Central, Eastern, Lake 
Erie, Mid-West, New England, Ontario, Pacific 及 Southern。 
設立增加社友和社的推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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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增加社友的運動。 
在香港、匈牙利和波蘭的第一個聯青社成立。 
在中國、澳洲、歐洲及日本成立區域。 
印刷國際大會的每日會報。 
在希臘的第一個聯青社成立。 
Eastern 區域與 Atlantic 區域合併。 
在智利及意大利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設立六個事工委員會的國際事工督導，計男孩工作，青年工作、教育、財務控制、國際活動

和世界關懷。   設立第一個獎，為世界關懷事工表現良好的社。 
在巴基斯坦和南非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聯青世界」國際聯青社的正式會刊創刊。 
Pacific Northwest 區域從 Pacific 區域獨立。 
Pacific Southwest 區域從 Pacific 區域獨立。 
設立「榮譽社刊獎」。 
美國國稅局准許費用可抵銷聯邦稅。 
第一次聖誕樹銷售活動由 Minneapolis-Downtown 社開辦。 
North Central 區域從 Mid-West 區域獨立。 
成立 Hawaii 區域。 
Maritime 區域從 Canada East 區域獨立。 
在埃及新成立兩個聯青社。 
New England 區域變為 North Eastern 區域，包括 Quebec 社在內。 
設立國際事工的強調月。 
在保加利亞，印度、紐西蘭及烏拉圭設立第一個聯青社。 
Elmer Crowe 獎（最佳總監）設立。 
Ernest V. Bell 變成友愛基金郵票銷售督導。 
在新加坡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成立菲律賓區域。 
Southeast 區域和 Southwest 區域從 Southwern 區域獨立。 
南美洲區域成立。 
Ohio 區域從 Lake Erie 區域獨立。 
在阿根廷和巴西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Central Atlantic 區域從 Atlantic 區域獨立。 
成立 Illinois 區域（原來是 Mid-West 區域的一部份）。 
廣義會友制度成立。 
Pennsylvania-New York 區域從 Allantic 區域分出。 
在玻利維亞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由 George W Keitel 編寫的第一部 1920-1945 年間的歷史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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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年工作(Young Men's Work)事工改名為年青成人工作(Young Adult Work)。 
成立印度區域。 
Canadian Prairies 區域成立（後來改名為 Western Canada 區域）。 
Pacific Central 區域從 Pacific South West 區域分出。 
在韓國第一個聯青社成立。 
在丹麥、埃及和委內瑞拉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Michigen 區域和 Indiana 區域從 Central 區域分出。 
菲律賓區域和韓國區域成立。 
Southeastern 區域成立。 
准許把「聯青世界」翻譯成英文以外的語言。 
第一個兄弟社關係建立。 
第一次地區總監大會（訓練學校）。 
設立文件資料供應委員會。 
教育和標準化部門成立（領導才能訓練的前身）。 
在法國、德國和祕魯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次地區成立，設有一個副總監。 
倩聯社的國際事工主委設立。 
在牙買加(Jamaica)，British 
Guyana(英屬圭亞那)和泰國(Thailand)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在墨西哥大會中，倩聯組的事工研討會中，採用國際協會宣言。 
第一個公關事工督導被派任。 
在利比亞(Liberia)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第一個區域事工督導被派任。 
1952 West Central 區域和 Iowa 區域從 North Central 區域分出。 
在黎巴嫩(Lebanon)和瑞典(Sweden)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1953 在以色列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East Mediterranean 區域成立。 
由 George W. Keitel 編寫 1920-1953 的第二本歷史書籍。 
第一本籌募基金的手冊編輯完成。 
在 Trinidad 和 Tobago(千里達及托巴哥)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保羅‧威廉‧亞歷山大基金設立。 
男孩工作，更改名字為青年工作。 
編輯第一本增加社友的手冊。 
Henry D. Grimes 成為第一位專職工作者，祕書兼司庫。在比利時和台灣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創立執行委員會的組織。 
巴黎大會與青年會成立百週年慶，同時舉行。 
建立創社申請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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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保羅‧威廉‧亞歷山大基金獎學金頒發。 
設立 Alex 日。 
在蘇格蘭（第三十個國家）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設立 Harry M. Ballantyne(哈里巴蘭坦)獎。 
第一次亞洲洲域大會。 
Eastern Mediterranean 區域編入歐洲或編入獨立區。 
倩聯社正式在國際憲章中增加的輔助條款中編入。 
Dick Nichols 徽章正式頒發。 
國際聯青基金正式設立／資本儲蓄基金廢除。 
在緬甸(Burma)和挪威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設立 Ernie Bell 獎。 
青年會世界會報特別報導聯青社。 
在 Aruba Ethiopia（衣索比亞）、Netherland(荷蘭)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聯青基金信託條款正式簽署。 
倩聯的區域事工督導正式被指定。 
正式選出倩聯社友之歌。 
祕書/司庫的職務分開。 
在 Portugal(葡萄牙)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設立四個洲域：非－歐洲域、澳亞洲域、西美洲域和東美洲域。 
宗教態度事工委員會重新活動（基督精神強調事工的前身）。 
Alf Reynold 的貼片正式核准。 
會長當選人的職位被創立。 
聯青社的會徽，正式在美國專利局登記。 
中國區域改名為東南亞區域。 
主教基金政策手冊編定。 
Henry D. Grimes 逝世。 
在坦尚尼亞(Tanzania)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南美洲區域更名為拉丁美洲區域。 
Gerald L. Heyl 被派任為國際祕書。 
國際協會辦公室由 Lawrene 
Massachusetts 州遷移到 Illinois 州的 Downers Grove。 
Ecuador(厄瓜多爾)和 Panama(巴拿馬)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第一個長程計劃委員會設立。 
國際協會的法人組織由 Massachusetts 州遷移到 Illinois 州。 
瑞典/芬蘭區域、丹麥/挪威區域和中南歐區域從歐洲(Europe)區域分出。 
在瑞士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徵募在 Chicago 市附近(芝加哥市)設立辦公大樓的基金。 



Y's Men  
Taiwan 

 

    

 

國際聯青社台灣總會

 

 行其義毋計其利‧享其權須致其功                               聯青事工‧關懷弱勢 

 

 5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設立特別委員會討論聯青社友和青年會幹事的關係。 
Ontario/Quebec 區域從 North eastern 區域分出。 
國際大會手冊核准。 
倩聯姊妹社正式確認。 
在芬蘭和馬來西亞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在 Illinois 州的 Oak Brook 購置新的辦公大樓。 
Indiana/Kenturkey 區域從 Central 區域分出。 
祕書的頭銜改為祕書長。 
第一本社的活動手冊編出。 
保羅‧威廉‧亞歷山大法官逝世。 
國際聯青基金設立黃金名冊。 
在 Oak Brook 的國際協會辦公室正式啟用。 
在 Nigeria(奈及利亞)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主教基金更改名字為友愛基金。 
丹麥/挪威分開成為獨立區域。 
亞歷山大獎學基金信託條款修改，女士亦可申請該獎學金。 
民族間發展委員會設立。 
國際聯青社首次被邀請參加服務社團領導者大會。 
Ingvar Wallin 被指定為助理祕書長。 
在肯亞(Kenya)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GOLD"節目開始推動。 
民族間發展委員會更改名字為人類問題委員會。 
Indiana/Kentucky 區域和 Illinois 區域合併成 Midwest 區域。 
聯青社的辦公室和青年會世界協會的辦公室一起在日內瓦(Geneva)的 John R. Mott 大樓。 
在 1922 年建立的旅行儲金廢除。 
在北美洲以外的地區舉行國際大會。 
第一位非北美洲大陸選出的國際會長產生：歐洲洲域的 Poul Jorgensen 擔任。 
人類問題委員會被社區服務委員會取代。 
Southwest 區域結束活動。 
在 Fiji(裴濟)和 Indonesia(印尼)設立第一個聯青社。 
在創社 50 週年紀念大會中變更國際聯青社的組織結構。 
國際聯青社主辦服務社團領導者大會。 
節食節目變成正常的服務節目。 
第三本歷史書（50 週年版）出刊。George W Keitel 編輯。 
第一位青年交換開始。 
基督教青年會世界會刊特別出刊報導國際聯青社。 
國際憲章條文修改，承認女士可以成為聯青社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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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域由四個變成七個，就是：非洲、亞洲、加拿大、歐洲、拉丁美洲／加勒比海，南太平洋及美洲。

Ingvar Wallin 正式被指定為國際祕書長。 
年修改的章程認可。 
國際協會辦公室移到日內瓦。 
Sherman A. Harmon 第一位黑人被選為國際會長。 
新的國際憲章於 1972 年修改，1973 年確認，1974 年 7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 
第一次國際會議。 
加勒比海區域脫離 Southern 區域。 
澳大利亞及紐西蘭正式分離為獨立區域。 
美洲洲域辦公室正式成立，Gerald L. Heyl 為祕書長。 
青年教育交換計劃(YEEP)被採用為聯青社的正式事工。 
南太平洋洲域大會(South Pacific)第一次舉行。 
鈴木謙介從亞洲洲域被選任為國際會長。 
友愛基金政策被確認。 
國際大會只在偶數年舉行。 
基督教青年會及國際聯青社間的瞭解備忘錄正式確認。 
「聯青世界」的出刊，由美國移到丹麥。 
印度／錫蘭（斯里蘭卡）區域分離成兩個獨立區域。 
台灣總會成立。 
聯青社在基督教青年會世界聯盟的執行委員會中得到席位。 
美洲洲域、加拿大洲域和歐洲洲域首次舉行洲域大會。 
前國際會長的社正式成立。 
強調月再建立。 
節食基金(TOF)資格條件被確認。 
國際會長緊急基金成立，做為人類緊急須要之用。 
Bruce Price 由南太平洋洲域被選任為國際會長。 
在巴拉圭(Paraguay)和獅子山(Sierra Leone)首次成立聯青社。 
拉丁美洲/加勒比海洲域大會首次舉行。 
美洲洲域 Midwest(中西)區域首次選出女性理事長 Ariani Brenner。 
由拉丁美洲/加勒比海洲域選出首位女性國際議員和洲域長 Edna Beckett。 
拉丁美洲區域分為東區域和西區域。 
宣告每一個社在三年內必須有一個國際階層代表訪問。 
在加納(Ghana)第一個聯青社成立。 
Bjorn Pedersen 被指定為國際祕書長。 
瑞典/芬蘭區域分離成獨立區域。 
印度分離成三個區域：中央，南和西。 
韓國區域正式分為四個區域：中央、東、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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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哈馬(Bahama)和烏干達(Uganda)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在孟加拉(Bangladesh)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第 1000 個聯青社成立。 
YMCA 世界聯盟和國際聯青社正式簽定「伙伴關係」的文件。 
在安哥拉(Angula)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拉丁美洲再一次聯合。 
目標設定委員會首先成立。 
亞洲洲域設立辦公室。 
伙伴關係條文由加拿大、美洲青年會簽訂。 
非洲洲域首次舉行洲域大會。 
印度洲域成立，包含 8 個區域。 
在甘比亞(Gambia)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在 Oak Brook 的辦公大樓由國際協會賣出。所得款做為聯青基金。 
印度洲域第一次舉行洲域大會。 
Ingvar Wallin 被指定為祕書長（第二次）。 
「伙伴關係」的協議書由青年會的非洲洲域、歐洲洲域和印度的國家連盟簽定。 
在巴貝多(Barbados)和剛果共和國(Zaire)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榮譽終身社友的觀念被介紹。 
舉行年中會議被認可。 
1985 國際的文件檔案移放在 St. Paul 的明尼蘇打大學。 
「被剝削小孩」被採用為 TOF 的強調事工。 
1986 第一次的青年大會與國際大會同時舉行。 
在喀麥隆(Cameroon)和辛巴威(Zimbabwe)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印度西區域分為南西區域和中西區域。 
A. Sukumaran 從印度洲域被選為國際會長。 
「聯青世界」一年出刊四次，寄到各社友手中。 
宣誓詞和（宣誓）就任式的元件被認可。 
「聯青世界」的印刷從丹麥移到印度。 
「Lagos 長期計劃」被國際議會採用。 
倩聯的代表被認可參加國際議會，可以發言但無投票權。 
所有的聯青社被鼓勵增加青年參與的事工。 
青年活動事工國際督導被派任。 
在塞內加爾(Senegal)和尚比亞(Zambia)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節食基金的指導條款被認可。 
國際聯青社第一次補助開發中國家的青年和婦女出席 YMCA 世界聯盟大會。 
美洲洲域的區域合併整理中，產生 North Atlantic, Mid-East 和 Mid-America 區域，廢除

Pennsylvania, Central Atlantic, Iowa, Michigan, Ohio/W. Virginia 和 Kentuckey, Northea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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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Mid west 等區域。 
非洲區域分為 Northwest 和 Southwest 區域。 
「聯青世界」從 12 頁增加到 16 頁。 
國際聯青 ABC 出版。 
第一位女性國際會長被選出，Rachelle Reeg。 
節食基金事工被國際採用為國際聯青社全球性的活動。 
在模里西斯(Mauritius)和俄國(Russia)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在波蘭(Poland)和愛沙尼亞(Estonia)的聯青社恢復活動。 
在節食基金強調的事工中，社區發展和家庭參與被採用。 
「短期青年交換計劃」正式被認可。 
倩聯社決定容許任何女士成為倩聯社社友，不論她的先生是不是社友。 
成立巴西區域，隸屬在拉丁美洲／加勒比海洲域。 
第一個「使命宣言」被認可。 
職位－代替的指導規則被接受。 
在多哥(Togo)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Ingvar Wallin 開始第三任國際祕書長之職務。 
Duarte Vaz Pacheco de Castro, Jr.從拉丁美洲/加勒比海被選出為國際會長。 
到 2000 年的展望被認可。 
在貝林(Benin)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Teemu Koivisto 芬蘭的青年，第一位被選出的青年代表出席國際議會。 
國際議員被指定為青年代表的監護人。 
在斯洛伐克(Slovakia)第一個聯青社成立。 
「到 2000 年長程計劃」被採用。 
國際聯青社財團法人組織從美國伊利諾洲(Illinois)遷到瑞士。 
國際協會辦公室從 John R. Mott 
House(日內瓦)移到日內瓦地方青年會(瑞士)。 
設立友愛基金 Al Jaeques 獎，頒給捐款美金 2500 元以上的社。 
加拿大洲域的 Ryan Metcalfe 被選為第一任國際駐會實習青年。 
國際憲章修改，容許地方的社用 Y's Men's and, Women's Club 和 Y Service Club 三種名稱。 
社友也可以稱為 Y's Men 或 Y's Women。 
1996 在拉脫維亞（Latvia，波羅的海東岸）的第一個聯青社成立。 
在阿根庭(Argentina)的聯青社復活。 
前國際議長 Jin Mueller 被指定為榮譽國際聯青歷史家。 
由前國際會長 Harold Westerberg 領導的工作小組，開始編寫「國際聯青社七十五週年史」。 
聯青基金達成美金壹百萬元。 
「使命宣言」修改。 
「青年活動」(Youth Activity)更名為「青年參與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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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Involement and Activites)。 
1997 在哈薩喀（Kazakstan，蘇聯西亞境內）和尼泊爾(Nepal)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日本區域分為東日本區域和西日本區域。 
國際聯青社使用電子網頁。 
國際聯青社成立 75 週年紀念和美國/加拿大的洲域大會同時在美國 Toledo 市舉行。 
短期青年交換計劃事工(Short-Term Youth Exchange 
Program)更名為「短期交換計劃」(Short Term Exch-ange Program STEP)對區域/洲域頒發的 TOF
獎被認定。 
青年代表和青年代表監護人手冊被認可。 
倩聯社(Y's Menettes Club)也可以稱為「婦女青年會服務社」。(Y Service Clubs-Women)。 
1998 國際憲章修改容許只有二個國際議員的洲域只任期二年以取代三年。 
公共關係和物品供應的國際事工督導被派任。 
聯青基金的國際事工督導從聯青基金董事會脫離獨立。 
YMCA 世界聯盟章程修改確認國際聯青社連絡社友正式成為 YMCA 世界協會執行委員會的

一員，但無投票權。 
聯青社成立 75 週年慶祝活動含括在赫爾辛基/芬蘭/塔林/愛沙尼亞舉行的國際大會中。 
保羅‧威廉‧亞歷山大的生日，12 月 8 日，被採用為「地球的和平和保護」祈禱的祈禱日。

韓國南區分為二個區域：韓國南區(Korea South)和韓國中部區域(Korea Chonbuk)從 1999 年 7
月 1 日開始。 
在羅馬尼亞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2 月 26 日被採用為青年的節食日。 
Southeastern 和 Southern 二區域合併成為 South Atlan-tic 區域，從 2000 年 7 月 1 日生效。在立

陶苑(Lithuania 歐洲東北部)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聯青世界」出刊用一般信紙大小、用更好的紙。 
在蒲隆地(Burundi，中非）。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國際聯青社共有 68 個國家參與。 
Rolando Dalmas 接替 Ingvar Wallin 成為國際祕書長。 
國際聯青社成立 75 週年史特刋“一種服務的友誼＂出版。 
TOF 強調事工修正為“建立和平的未來＂。 
在保加利亞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俄羅斯，前屬於挪威區域，變為新的獨立區域。 
巴林島(位於波斯灣)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Ingvar Wallin(前國際秘書長)被指定為第一屆國際網站負責人。 
阿拉伯聯邦的馬爾他島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Benson Wabule 是第一位由非洲洲域選出的國際會長。 
科威特成立第一個聯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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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長                           國際大會 

1922-24 Paul W. 
Alexander 

USA Atlantic City, New 
Jersey 

November 1922 

   Canton, Ohio October 1923 

1924-25 Glenn B. 
Beers 

USA Lynn, 
Massachusetts 

October 1924 

1925-26 Harold W. 
Bennett 

USA Chattanooga, 
Tennessee 

October 1925 

1926-27 Chester C. 
Schneider 

USA Camden, New 
Jersey 

October1926 

1927-29 Edgar J. 
McCoy 

USA Milwaukee, 
Wisconsin 

September 1927

   Grand Rapids, 
Michigan 

August 1928 

1929-31 Newton W. 
Thompson 

Canada Toronto, Ontario August 1929 

   Wilkes Barre, 
Pennsylvania 

August 1930 

1931-32 Richard H. 
McCleery 

USA Cleveland, Ohio August 1931 

1932-34 R. Edgar 
Fisher 

USA Detroit, Michigan August 1932 

   No convention in 
1933 

 

1934-36 Earl W. 
Lyman 

Canada St. Paul, Minnesota August 1934 

   Silver Bay, New 
York 

August 1935 

1936-37 Douglas L. 
Smith 

USA Silver Bay, New 
York 

August 1936 

1937-38 Lewis A. 
Warren 

USA Grand Rapids, 
Michigan 

August 1937 

1938-39 James A. 
Betts 

USA Toronto, Ontario August 1938 

1939-40 John L. 
Madden 

USA Chicago, Illinois August 1939 

1940-41 F. Stanley 
James 

Canada Silver Bay, New 
York 

August 1940 

1941-42 George W. 
Keitel 

USA Memphis, 
Tennessee 

August 1941 

1942 Oskar 
Grunow 

USA   

1942 Joseph 
Connell 

Canada London, Ontario August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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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44 Hugh E. 
Chance 

USA Harrisburg, 
Pennsylvania     

August 1943 

   Directors Meeting, 
No Convention 

 

1944-45 Charles L. 
Miller 

USA Sudbury, Ontario    August 1944 

1945-46 William M. 
Redditt 

USA Patterson, New 
Jersey       

August 1945 

   Directors Meeting, 
No Convention 

 

1946-47 Herbert M. 
Weaver 

USA Bradford, 
Pennsylvania      

August 1946 

1947-48 David J. 
Coughey 

Canada Toledo, Ohio       August 1947 

1948-49 George 
Goold 

USA Long Beach, 
California      

August 1948 

1949-50 Rollo G. 
Smethers 

USA Minneapolis, 
Minnesota     

August 1949 

1950-51 Jacob E. 
McColly 

USA Mexico City, 
Mexico       

August 1950 

1951-52 Royal H. 
Frost 

USA Cleveland, Ohio    June 1951 

1952-53 Gordon F. 
McClary 

Canada Banff, Alberta      June 1952 

1953-54 Lester 
Humphrey 

USA Davenport, Iowa    July 1953 

1954-55 Gordon 
Stow 

USA East Lansing, 
Michigan     

July 1954 

1955-56 Malcolm S. 
Bowman 

Canada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July 1955 

1956-57 Edward S. 
Miller 

USA Estes Park, 
Colorado        

June 1956 

1957-58 Robert J. 
Sherman 

USA Toronto, Ontario    July 1957 

1958-59 John 
Paulson 

USA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August 1958 

1959-60 William A. 
Pletcher 

USA Green Lake, 
Wisconsin      

July 1959 

1960-61 Charles S. 
Thompson 

USA Minneapolis, 
Minnesota     

August 1960 

1961-62 Harmon S. 
Wilkinson 

USA Chicago, Illinois    July 1961 

1962-63 E. Jason 
McCoy 

USA Banff, Alberta      June 1962 

1963-64 Garnet W. Canada Buffalo, New York  August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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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enzie 

1964-65 Myron A. 
Sturm      

USA Estes Park, 
Colorado 

June 1964 

1965-66 Roy E. 
Naylor      

USA Fredericton, New 
Brunswick 

August 1965 

1966-67 Laurence C. 
Wright    

USA Honolulu, Hawaii July 1966 

1968-69 Urban R. 
Johnson     

USA Green Lake, 
Wisconsin 

August 1967 

1968-69 Charles 
Linkletter'   

Canada French Lick, 
Indiana 

July 1968 

1969-70 Harold 
Westerberg   

USA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July 1969 

1970-71 John P. 
Price       

USA Copenhagen, 
Denmark 

July 1970 

1971-72 Poul H. 
Jorgensen    

Denmark Fresno, California July 1971 

1972-73 Heinz 
Grabia      

USA Athens, Ohio July 1972 

1973-74 Sherman A. 
Harmon   

USA Kingston, Jamaica July 1973 

1974-75 Harry G. 
Cummings   

USA Washington. D.C. July 1974 

1975-76 Kensuke 
Suzuki      

Japan Atami, Japan July 1975 

1976-77 James J. 
Mueller     

USA Anaheim, 
California 

July 1976 

1977-78 Bruce E. 
Price       

Australia   

1978-79 Gotfred 
Nissen      

Denmark Melbourne, 
Australia 

July 1978 

1979-80 
Christian 
Bach 
Iversen 

Denmark   

1980-81 R.F. (Tod) 
Gunkelman  

USA Stockholm, 
Sweden 

July 1980 

1981-82 Joseph Ohm  Korea   
1982-83 Max Larson  USA Seoul, Korea July 1982 

1983-84 Clare S. 
Graham     

USA   

1984-85 Toshiro 
Takeuchi    

Japan Grand Rapids, 
Michigan 

July 1984 

1985-86 Joseph 
Anderson    

USA   

1986-87 P. India Arhus, Denmark Jul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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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umaran  

1987-88 Kaj Steno 
Hansen      

Denmark   

1988-89 Lars-Gustaf 
Winberg   

Sweden Kyoto, Japan July 1988 

1989-90 Hwang 
Dal-ho      

Korea   

1990-91 Rachelle R. 
Reeg      

USA Minneapolis, 
Minnesota 

July 1990 

1991-92 Arthur 
Cowling     

Australia   

1992-93 Arvid 
Malme      

Norway Oslo, Norway July 1992 

1993-94 Duane Vaz 
Pacheco 

Brazil   

 de Castro, 
Jr. 

   

1994-95 Kazuyoshi 
Aoki 

Japan Singapore         July 1994 

1995-96 Christian 
Friis 

USA   

1996-97 David 
Morris 

Canada Fredericton, New 
Brunswick   

July 1996 

1997-98 Kim 
Bong-hee 

Korea   

1998-99 Erick Kim USA Helsinki, Finland   July 1998 
1999-00 Ole Hansen Denmark   

2000-01 
Dale 
Fotheringha
m 

Australia Hong Kong, China August 2000 

2001-02 Paik 
Seung-ho 

Korea   

2002-03 William D. 
Ward 

USA Sydney, Australia August 2002 

2003-04 Jacob 
Cherian 

India   

2004-05 John L. 
Choa 

Philippines Cochin, India August 2004 

2005-06 Benson 
Wabule 

Kenya   

2006-07 Choi Han-ki Korea Busan, Korea August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