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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生命力才是台灣希望所在

「我從十六歲離開大
陸，五十年無法回鄉探

望父母，這種思鄉感覺

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

清楚 ; 但身為職業軍人

的我 ， 一生受到國家薰

陶 ， 有旺盛的愛國心 ，

對台灣更是永遠懷抱希

望，只有選舉語言才會

令人失望」。

這是一位少小離家 ，

隨著政府播遷來台，七

十多歲外省老伯伯心底

最深處的聲音 ， 中國大

陸是他的板 ， 台灣卻是

他的家 ， 短短幾句話 ，

將台海兩岸長久理不清

的關係描述得淋漓盡

致 ; 台灣和中國 ， 在政

治上雖遙遠 ， 在情感上

卻曖昧又令人心酸，當

政客從軍購到兩岸會談

等還在大打模糊仗時 ，

時報文教基金會和台灣

促進和平基金會卻看到

另一個「契機」 民間

的生命力才是希望所

在。

繼去年《面對族群與

未來 : 來自民間的深度

對話> ' 時報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余範英和台灣促

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簡

錯地再度合作，認為兩岸

關係雖然複雜 ， 具有高

度政治性和 爭議性，但

透過平和接觸仍有對話

的可能 ， 與其讓政客決

定兩岸走向 ， 不如營造

溝通的理性環境 ， 由民

間探索兩岸 未 來 ; 在年

輕學者包括台灣大學范

雲 、 林圓明 、 政治大學

黃長玲 、 中央大學李廣

均和中研院徐斯儉的策

劃參與下 ， <台灣民間

的想像 : 兩岸的未來〉

在七月盛夏末終於誕

生。

長期以來「兩岸關係」

在台灣被操作成統獨二

分法議題 ， 政治人物和
專家學者各自堅持己

見，但在《台灣民間的

想像 : 兩岸的未來〉三

天的研討中 ， 我們看到

堅持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的老先 生，和手持台灣

獨立旗幟的少年 ， 可以

坐下來 ， 在同 一 平台

上，從爭論到傾聽 ， 從

差異存在到彼此尊重，

具體而微展現公民社會

在台灣落實的可能。

兩岸關係除情感面和

政治面外， 更 重要的是

中國大陸近幾年快速蠅

起 ， 與東亞區域經濟整

合具體化 ， 不僅牽動台

灣產業佈局 ， 形成兩岸

競合的複雜情勢，加上

台灣對大陸經貿依存度

不斷提高 ， 使台灣在戰

略思維上 ， 更陷入視大
陸為機會抑或威脅的兩

難境地 ， 此也正是中國

時報系創辦人余紀忠先
生生前念茲在茲 ， 如何

使兩岸經 由交流往來，

增益雙方理性豆動 、 互

補雙贏之處。

基金會在余紀忠先生

逝世三週年 ， 邀請兩岸

三地最具權威的經貿專

家 ， 如中國社科院世界

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

余永定 、 中國國務院發

展中心研究員吳敬禮 、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

義 、 中央信託局董事長

許嘉棟等人 ， 舉辦〈余
紀忠先 生 紀念研討會一

全球新局 下 的 兩 岸經貿

關係> ' 分就兩岸金融 、

匯率 、 科技產業 、 農業

合作 、 區域經濟整合等

課題進行討論，透過全

方位研討與對話 ， 匯聚

海內外學者專家的卓見

共識 ， 為兩岸的經濟發

展提供更 寬廣的視野與

角度。

探討兩岸其實就像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 ， 立足

台灣 、 眺望大陸 ， 第七

屆社區大學的展開，卻

是時報文教基金會一直

以來堅持紮根的具體表

現 ， 七年以來亦步亦趨
一路相陪，見證社區大

學從孤單到成長茁壯 ，

在力量不斷延伸之際，

今年更進一步回過頭

來 ， 探討《社區大學應

有的責任> '從自 強 、 自

立到自省，為再度出發

做最完美的準備 ; 我們

可以很驕傲地說 ， 基金

會從來都是社區大學背

後最堅強的推手 ， 從過

去到現在 ， 從現在更到

未來 。

今年上半年一路走
來 ， 從《台灣民間的想

像 : 兩岸的未來》 、 (余

紀忠先生紀念研討會〉 、

〈第 七 屆社區大學> ' 乃
至於 到〈 水 JK 台灣下鄉

移展》提倡與 JK 共生的

水環境教育，時報文教

基金會所顯現的，不僅

是談《公與義〉以重建

社會基本價值 ， 更以實

際行動扮演中堅力量 、

激發社會潛力 ， 尋找民

間 生 命力 ， 多年來從未

退卻 ， 就是因為我們始

終相信 ， 正面向上的力

量永遠不可或缺 ， 尤其

在今時今日的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