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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林倖妃黃怡錦

從世區大學開放民間國際楓野
文/許悼雲

很高興在董事會的指導下 ， 基金會做得這麼好，大家的努力得到這麼好的成績，但基金會已做這麼多事，有沒有

辦法影響真正的執行者?政府看到基金會對社會的關懷，連前行政院長游錫堂都參加討論會，但是否對政策有所影響?

以台北市來說，巨蛋要設在台北菸廠，但以台北有限綠地要放巨蛋，勢必影響到週邊，為何不能選擇在河川新生

地作體育活動，為何一定要有這麼多硬體建築，連我都無法理解決策過程，民間的努力，政府到底有沒有體會?

其次，這幾年我看到我們的國民愈來愈自我封閉，不管是在台灣東邊、西邊或南邊，都不願去理解，除渡假之外

就不去管其國內事務，將東南亞當成一個去花錢消費的地方，對大陸更是椏盡污名化、醜化，以致於當南亞發生大災

難時，台灣雖然捐很多錢，別的國家還是不讓我們進入，這就是政府平常做的工作不足 。

慈濟可以做到的事 ， 為何政府卻做不到，為何我國飛機載救濟物資到達時，我們的當地辦事處卻不知該送到哪

捏，以及跟誰接頭，這讓我感覺到台灣的政府和民間，顯然不認識周邊鄰居，尤其對大陸的污名化更是有意為之 。

我認為民間計畫的社區大學活動可以補此不足，增進台灣對四周圍鄰居的理解，以了解亞太區域作為課題，畢竟

社區大學可以更深入民間，藉由 口耳相傳凝聚共識 。

日土寸報文教基金會一月二 蓄養台灣持續上升的動能 基金會九十三年度在人文素 台灣人民的判斷力;基於

十八日下午在時報大 台灣的生命力其實一直存 養方面辦的=場活動; 二月 此，基金會與台灣和平促進

樓第一會議室召開九十三年 在，副執行長林聖芬樂觀表 份率先登場的是 「再造公與 基金會共同籌辦 「面對族群

度的董事會議，出席成員 示，大家應相信台灣會更 義社會以及理性空間 」 研討 與未來 ﹒ 來自民間的深度對

( 包括八位董事在內 〉共十 好，相信人人都有能力做 會 ，所設定的議題為「 理 話 J '以 「 開放空間 」 的方

五人 。主席余範英執行長向 到;近年台灣的社會變動雖 性、冷靜、尊重 、包容的呼 式讓藍綠對立的雙方透過密

董事重申 ，在時報傳統精神 然較大，但基金會結合社區 籲 J 所強調的問題為「如 集接觸 、暢所欲言 、靜心傾

下，基金會一定會繼續朝河 大學捍衛自然環境，與政府 何建構一個宏觀 、 分享與包 聽以理解彼此的差異。

川、山林國土的保護以及公 合作推動革新，希望在基金 容的社會 」。 袁世敏認為該活動的最終

與義的方向努力，為國家與 會的努力下，能夠蓄養台灣 總統大選期間，雙方陣營 目的，就是希望找出社會分

社會做出理性、包容、公義 持續上升的動能，在歷史的 激烈交鋒，檯面上廣告 、造 裂的亂源， 尋求族群悶和解

的提醒 。 基金會的資金運作 洪流中影響志同道合的人， 勢活動不斷，檯面下省籍 、 之道;此外為喚起民眾對藝

相當穩健，更始終堅守一貫 和我們一同前進 。 意識型態炒作優攘，選舉前 術人文的求知慾' 另與教育

的主導地位。 辦公室主任袁世敏說明， 後風風雨雨，政治影響腐蝕 部及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共

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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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本能以德育為代價
文/翁松燃

在台灣有挫折，可以理解，不接受現實恐怕不好 。 有藍緣分別、族群間的矛盾或是不符合公與義，這些都是台灣

發展經驗中相當自然的現象，先接受這些現實，在現實的基礎上規劃未來以求取進步，才是較可行的辦法 。 像台灣這

樣新的民主社會 ，發展出藍、 綠陣營，假如今天不是藍緣，或許也會走紅、紫等其他顏色，總之就是會產生對立狀

況，對立無法避免就會令人產生挫折感，接受這樣的現實應是最基本的概念 。

基金會這幾年的堅持，我覺得不但是做不少事，也做對了，尤其是水水河川更應繼續走下去;暨南大學最近二、

三年也舉辦過永續發展研討會，但內容不在河川，而是地方政府如何幫忙推動永續發展，永續、發展其實是兩重點，

只講永績不誘發展，恐不夠現實，這樣的發展也沒有前景，但基金會目前所做的事卻兼顧永續以及發展 。 在永續發展

之外，我也同樣注意到，台灣社會近年來人權概念膨脹到以德育為代價的地步，令人相當痛心，小學生不能體罰，老

師稍有動作，家長就來抗議， 讓很多老師感到灰心，灰心到乾脆放棄，不只是小學，中學、大學亦然，學生缺乏對錯

概念，更沒有道德、公義意識，未來勢必愈來愈糟糕，談公與義要立竿見影當然不可能，但仍必須要講，在基層教育

上則要談「修身 J '有關待人接物以及明辨是非對錯 。

基金會除公與義外，也應為台灣找出一條新的路，讓台灣社會回歸到從小學，甚至是幼稚園階段「教育 J '以前教

育注重社會、學校和家庭三方面，現今卻是學校不太行、家庭有問題，連教會都無法產生作用，基金會的角色相形之

下更為重要 。

同舉辦「世界文明之窗 」 資助計畫(Keep Walking F 草根行動兩大主軸下，進行 的部分，基金會長久推行

講座 。 und) ，提供資源讓具無私大 的是水 、 土 、 林三大工作 。 的種樹復育 、 整治村落也

愛的人，有機會成就意義 大有成效 。

提出建設性論述展望台灣 非凡的人生 。 落實全球思考聞顧草根行動 基金會在過去三年與林

未來 上述活動今年度除繼續 呂理德執行秘書報告說， 務局共同舉辦 三 部曲的

阿姆斯壯登陸月球時 推動，袁世敏也預告 ， 今 在水的部分，基金會與國科 「新森活運動 」 企畫，並編

說 ， 我的一小步，人類 年年中將舉辦余紀忠先生 會結合上百位學者專家，以 墓中、英、日 三 版本的

的一大步 J '今時今日的生 逝世二週年紀念研討會， 長年累積的河川整治經驗舉 (森林渡假情報卜不只希

活便利與知識技能，若沒 從經濟及國際政治各方 辦 ，**台灣 」 特展，遍及 望藉此鼓勵社會大思多走

有樂於奉獻的偉大推手， 面，就台灣的未來展望提 各縣市，具體傳播水的概 向戶外，也期望吸引外國

世界的進步不會這麼地瞬 出建設性論述 。 過去的一 令m、 。 間友來見識台灣之美以及

息萬變，為鼓勵社會上各 年，世界各地天災頻傳， 在土的部分，基金會實際 台灣豐富的生態體系 。 其

角落，踏實築夢 、 默默耕 難民顛沛流離，在在顯示 參與國土規劃以及國土復育 體落實到教育紮根的部

耘的一些平凡人物盡情發 大自然的力量，身為台灣 工作，並舉辦國土復育研討 分，基金會一則以社區大

揮創造力，落實理想，時 的一分子，自然生態的維 會、公聽會;公聽會主要內 學做為平台，透 過 e -

報文教基金會和帝亞吉歐 護，人人有責;在河川環 容為國土復育方案及國土復 l earning遠距教學 ， 推動社

台灣分公司合作舉辦夢想 境方面，基於全球思考及 育修正條例的可行性 。 在林 區大學河川關懷活動，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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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旁報文書乏基金會

.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 ( 左二 ) 和後排董事翁松燃 ( 自左至右 ) 、 於幼華 、 林聖芬 、 袁世敏 、 劉兆漠 、 許傳

雲 、 胡佛 、 于宗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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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實穩健步伐

會議即將結束時，執行

長余範英對時報文教基金

會運作良好感到欣慰 ，

「 接受好的指導 ， 選擇對的

朋友攜手並進，共同檢

討 、推動 、 反思 J 余範

英執行長更承諾 ， 基金會

未來在台灣族群和兩岸和

平議題上，將持續提出建

言 ，她也期許人與人間的

關係可以走向更好的方

向，提升台灣包容與勇敢

的文化素養 。

動兩 l_!J Þ. lk! <~立___.__.、推動斤日廿只"為明序叫作貿::::!-II ~ ~ 

文/劉兆漢

永續發展這條路，基本上要靠民間、靠所有的人來參與，不是只仰賴學者、政府，而是要真正從基層開始去做，

基金會在其中的努力，非常重要 。

從最近一連串新聞事件，有件事在我心理面思考甚久，希望基金會可以就此著力，簡而言之就是台灣人的修養或

教養，現在幾乎沒人會提到「修身 J '我們一直戮力在「公與義 J '但公與義其實屬於較形而上，落實在生活中的部

分，反而遭到忽略，大家也都幾乎不提 。

以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受虐兒童邱小妹就醫事件就是非常明顯的例子， 從媒體上所看到那些年輕醫師的反應， 他

們所表現出的態度和認知，即可了解到年輕人並不知基本的對與錯，基金會應針對這樣的社會現象，提供建議或有具

體作為 ，提倡作為人最基本的修養。

有關兩岸的議題，我們在中央大學其實已經有些想法在推動中，因為確實有許多兩岸需共同解決面對的問題，可提

出作為未來合作的可能對象，如台灣每年都會出現的颱風豪雨， 雙方現己就氣象氣候展開合作 ， 大陸需要我們的颱風

警報 ，台 灣也需要大陸在豪雨即將移往台灣 H守所發出 警報 ，尤其是兩勢和雨量 。

除氣象交流外，還有曾討論過的公共衛生問題，如前年的 SARS 就需要兩岸攜手，主相提供資訊，類似合作未

來可以透過民間組織，如此一來，即使在大環境嚴梭的情況下， 兩岸仍可保持交流來往並做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