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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水水台灣的無限生機

一 00三年八月下 教授宏觀論述活動的背 識。

一一飼起整整兩個 景與前瞻 ， 漁業署胡興 有鑑於此，時報文教

月，許多民眾參與或經 華署長提示「海洋台灣」 基金會接受教育部委

驗了一場少見的多面向 天賦的美好條件和應具 託 ，在全省舉辦五場民

水璟境生態教育， 1" 71<- 備的實質內涵 ， 行政院 間永續教育說明會 ， 傳

71<-台灣 一 河川與海洋特 永續會執行長葉俊榮政 遞永續概念 ， 也以實例

展」不僅因結合百餘位 委談人與水的共生 ， 同 說明現況和永續發展的

各學科專家學者，配合 時也請展場專員進行一 必要性。本期半年刊特

地區實況統整水議題而 場紙上導覽。限於篇 邀李永展教授剖析學習

顯得珍貴 ， 更因特別企 幅 ， 對於展場內外豐富 永續發展的過程 ， 也請

劃一系列的文化講座 ， 的資訊也許只能做到概 長年關懷原始棺木林的

深化自然與人文的相棲 念的傳達 ， 期盼未來這 田秋堇女士以棲蘭為例

相融而值得留下印記。 些寶貴的資訊能被整 闡述永續概念推廣的困

這是個漫長而辛苦的 合 、 轉化為系統的教材 境。

過程，卻也是個堂收的 與教法，擴大影響層 同為永績教育的一

經驗 ， 在十數個政府和 面。 環 ， 1"新森活運動 」 的

民間單位的支持下 ， 時 行政院 已宣示二00 推展 已是 第二年， 各項

報文教基金會藉由數百 三為台灣永續元年， 活動設計局在建構人與

棋大幅影像輸 出 、 實品 「水水台灣」活動無疑 自 然的新環境倫理 ， 無

展示 、 動手實驗 、 戶外 為永續元年做了歷史註 論在都市或鄉野，我們

親 71<-之旅等衝擊民眾的 腳。「永續」不是口號 尊重自然也享受自然 ，

舊思維 ， 經歷這樣有別 或政治的圖騰 ， 應是每 參與活動者許多肩負種

於課堂上或標語式的教 個個體自身思維和行為 子教師的使命，藉由參

育，參訪者在感動和驚 模式的改變 ，進而聚合 與 、 學習 、 傳播，實踐

奇之餘，多了自省。 成的一種集體公民意 永續教育。

為了延續水環境教 識 ， 人民 是永續發展最 永續議題之外 ， 二O

育 ， 本期半年刊以專題 終 、 也是最核心的力 。三年基金會開 闢 一個

呈現這次特展 ， 邀請策 量 ， 政府應提供充分資 鼓勵實踐夢想的新領

劃人之一汪靜明和王鑫 訊 ， 喚醒民眾的自覺意 域 ， 以公正 的第三者身

~圈，

分推動執行與管理活動

進程 ， 幾個月以來，共

鳴聲音不斷凝聚與感

染 ， ;p:多參賽者中我們

看到台灣旺盛的生命

力 ， 希望能夠結合具有

大我精神的夢想實踐

家 ，透過實質的資助 ，

使其 夢想得以落實。我

們深信 ， 經由無數這樣

夢想的落實 ， 時代的趨

勢是可以轉變的。

面對當前社會的對立

與視野的狹隘 ， 基金會

將再續「公與義」系列

研討會 ， 以宏觀 、 包

容 、 分享為焦點，於開

春再度凝聚社會的向心

力，在會中我們將宏觀

全球 、 正視兩岸 、 面對

歷史 ， 也將細論社會秩

序和資源分自己。研討會

正緊 密推展中 ， 期待藉

由 一次又一次的討論能

夠向公與義的願景又趨

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