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問永續教育論壇

在典範移轉的時代中學習永續發展
永續願景的最終力量在人民，應致力以「新環境典範」取代「主流社會典範」

永續發展的民間力量
二00三年中，時報文教基金會受教育部委託，在

全省舉辦五場「永續發展教育論壇 J '由於這是游院

長宣示二00三年為台灣「 永續元年」以來，首次在

全省民問舉辦的說明會，因此責任顯得格外重大 。

籌備初期我們即動員全省特派蒐集資訊，並和當地

實際參與推動各面向永續議題的民間團體取得聯繫，

同時也邀集專家學者和當地政府首長共同參與，並且

為這次會議訂出 三大目 標 : 首先，要清楚說明並推廣

永續發展的概念;第二，要彙整地方實際的成功案例

和推動團體的意見;第三，要提出未來永續發展的具

體建議 。

在宜蘭、台中、台南、桃園、台北舉行的五場說

明會已圓滿落幕，與會者均深切體認到，推動永續發

展的難處在於不只要顧及當代人的生活需求，尤應著

眼於維護後代生生世世的同等基本權益 。 要維持這種

永續性的生計與生活品質，必須兼顧「環境保護、經

濟發展、社會正義」三大基礎 。 在提出的實際案例

中，我們發現這三者不一定衝突，甚至可主為輔助，

同時我們也見識到民間力量的不可忽視，應將民間社

團視為 7Ì<-續發展的種子，讓這個看似遙遠的願景在地

生根，成為社會的基本價值所在 。

五場說明會中，我們見到民間與政府的直率交

流，感受到民眾熱情參與的意願 。 一些外地前來的民

眾甚至連連抱怨為何不到其他縣市舉辦說明會，因為

他們覺得確實有其必要 。 這一系列的論壇只是個開

端，未來在民間力量的參與之下，將可逐步展現具體

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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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身處在 A個島的社會反思性當中，個人扣何

建精自己 ， 將直接 {o :t..大的社會&璟境再生有關」

一安車尾﹒紀登斯，一九九四

壹、前言 | 間的動態、規劃 。 永績願景既

近年來 「永續發展」一詞 | 然取決於社會對永續性兩難

在修辭學 、 大眾傳媒、及公 | 的廣泛認識，永續性觀念的

共政策上廣被使用，但永續 | 提倡，便需徹底改變人們對

發展是否已成為 「一個理 | 知識的認知及應用，也需克

念 、 各自表述」 的爭議性概 | 服社會大眾認為「簡化論」

念，則值得吾人警惕 。 永績 | 及「斷章取義 」 可以應付所

發展最廣為接受的定義是 : I 有挑戰的幻覺 。 因此，人們

「滿足當代的需要，且不損 | 不應僅侷限於知識的取得，

及後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機 | 更重要的是學習如何發問及

會 J '然而當永續發展概念 | 實踐 。 當我們意識到人類的

被濫用而導致混淆的時候，

我們至少必須瞭解的是永續

發展概念中有許多重要領域

會呈現交互影響的關係，這

些領域是 . 環境 、社會 、 經

濟 、 以及影響這些領域的體

制;也就是「生態 、 生活 、

生產、體制」的「 三生一

體 」。

貳、 永續性未來:典範移轉

之必要

邁向永續性的必要顯而易

見，就台灣的永續策略而

言 ，必須在尋求所有人民生

活品質滿足的同時，縮小其

生態足跡 ; 質言之，永續性

規劃便是處於永續↑生兩難之



現況及其對未來的影響，會

讓我們思考以下的問題 :引

導我們作決策的模式是否和

自然資本相容?目前的決定

究竟是創造資產或負債?那

些改善生活品質的作法危害

了生態環境的完整性?如何

使個人的成功和永續性相

容?以現況及永續性願景而

言 ， 究竟誰贏誰輸?

永續性願景的真正意涵乃

在於以「新環境典範」 取代

「主流社會典範 J ' 也就是必

須作到全面性的「典範移

轉 」 。 但主流的永續性往往

只達到一部份的典範移轉 :

或是只強調環境的友善度或

改善度 ，或是只強調社會經

濟效益的集體性，這些都是

不完全的典範移轉 ，都不能

符合真正永續性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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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當代的需要 ，且不損

及後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機

會」之最終目的。

參、在典範移聘的時代中學

習

典範移轉讓我們得以重新

解讀發展的本質。 永續發展

一詞在政治上被濫用的程

度，已幾近氾濫成災，這個

字眼常被人用來為「不永續

成長」政策塗上綠色底襯 ，

最常利用這種手段，便是那

些主觀認為 「三生一體」只

需在適當水平作決策，而不

是在最基層作決策的人 。 而

「社區營造」 這個字眼也同

樣愈來愈像是陳腔濫調，彷

彿任一群人的活動皆可冠上

社區營造之名。 但如果透過

「生命週期分析」來解讀人

類活動與生態環境的關係，

社區營造其實是達成永續發

展真正目標的必要組成，也

是終身學習的場域。

真正的經濟不僅是生產與

消費之間的關係，而是從生

產的前階段之資源取得，以

至消費的後階段之廢棄物處

置的全面關照 ，而社區營造

的永續性動力即在於打破原

有的市場經濟邏輯，使人類

在整個生命週期過程中的角

色 ， 不再是純粹的生產者與

消費者，而透過群體的改造

與學習 ，參與促成生命週期

的最有效循環 。

一、社區營造的參與無法被

訓練，只能透過學習

在典範移轉的過程中，訓

練並不是適當的作法，理論

上，訓練者希望將自己的專

長移轉到被訓練者的身上 ，

然而學生往往會忽視老師所

知道的 。 有經驗的個人嘗試

去發展 、 分享、及反應他們

的知識，不應該建立在被動

式的「被訓練 」。 利用專業

分享的知識來計畫及營造

時，其他主角及居民便必須

透過「作中學」 、 「反思」

及「研究」的方式使其動員

起來 。 學習也意味著教誨 ，

它是一個共享的活動，不管

正式的教導者和學習者之間

的年齡 、 經驗 、 或知識之差

異 。

二、態度、知覺、語言

態度 、 知覺、及語言往往

決定了我們所看到的，而由

於語言會反應並強化這種關

係，要達到典範移轉便必須

包括文字及文法的改變 。 當

然 ，如果沒有共通的語言 ，

固自

區望過 .. 
迴參與五海說明會，圖為當地社區發展協會王進發理事在東區說明會 ，說明九寮溪復育的情形。



團隊合作是不可能的，但如

果語言依賴舊典範的字眼

時，這些語言便成為專業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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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裝知識或奧秘語言所圈

圍的世界成了非專業者難以

逾越的禁地，但如果因為專

業字彙的門檻而限制甚或排

除了與其他人之間的思想及

溝通，長期而言對任何人都

沒有好處 。

討論地方發展時，由於我

們己身處在「高社會反思性」

當中，因此不僅必須作一個

「反思的」專業者 ， 也必須

作一個 「 參與式的」專業

者 。

當面對霸權的專業者之獨

裁心態、時，我們不能放棄專

業的責任一一惟有體認到

「圈內 」 與 「 圈外」的知識

是互相依賴時，存在於 「我

們」與 「他們 」 之間的鴻溝

才能消頭，而共同學習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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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論鐘 ，李永

展教授進行北區

總結報告。

作的道路才能更寬廣 。 E章、結論

= 、 整合的架構之建議 í ;據我所主呀，維持社會

在發展理論及實務的背 安全約最終 !J 量，就是人

後，有些架構是值得探討 民本身 。 如早我們認為 民

的，因為知識便是在這些架 1f; 不夠 2靈性、開化，~Iló

構之下被追求的， 當這些架 至是 1去做成謹慎的決定，其

構改變時，我們必須注意到 解決之道，且不是的此而

的是，他們所包含的不僅是 不讓人民做決定 ; 而是晏

觀念而已，也包含價值、技 告訴他們克今約 資訊，好

術、及計畫在內，因此整合 議他們做出 正 祿的抉

的架構不僅是跨學科的理論 擇 。 」

整合以及相互援引，更需落 湯瑪斯 ﹒ 傑佛遜於 1 820

實為積極的實踐策略 。 年9月 28 日寫給威廉 ﹒ 查理

「在全球環保政策上領先 士 ﹒ 賈維斯信函的內容

的國家 ，其經濟狀況也較 上述這些論述對未來進步

好 J '而「理性的環保政策 的生態政治提供了什麼樣的

會成為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關 省思?被解讀為數年來環境

鍵指標 J '可見 「 環境與發 運動主義的自然產物，永續

展」並不是 「 非此即彼」 的 性的論述可被視為一個可以

選擇， 重要的是如何透過理 有更多基進干預的推論場

性與反思的對話，提出 「以 域 。 永續性概念看起來至少

少換多 」 的作法，方能同時 認知到必須要有制度改變並

達到環境及發展互利共生的 將非資本主義的評估標準納

永續性願景 。 入規劃過程中 。 在原則上，

永續性意義因此可更深化以

融入社會/生態改革的元素

及國家民主化的步驟;在實

務上，深化 「永續性 」 論述

的可能性有賴於社會政治力

量之間的平衡 。 在全球經濟

再結構的意涵及城市競爭的

壓力下，永續性策略將會在

跨國積累的目的下，使地方

的生態具體化程度增加 。

永續性既然是一個大家共

同追求的願景，其論述過程

便應避免如瞎子摸象般以偏

概全，面對各種不同的間釋

與解讀，我們一定要清楚分

辨壓制性的、斷章取義式的

「 簡化論」及新自由主義策

略，並且以民主的、 寬廣的

「宏觀論」及基進改革主義

策略取代 。一言以蔽之 ， 永

續性策略的精髓正如愛因斯

坦的名言 í聰明的人絞盡

腦汁去解決問題，而有智慧

的人則避免產生問題 。 」這

句話或許值得大家更認真地

體會 。 (作者為文化大學建

築暨都市計畫研究所教授/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