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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海非公民的素質

半年來基金會叫
件大事，其中，去

年九月二十一、二十二

兩天在國家圖書館舉行

的「水的關懷一一一二十

一世紀海島願景」研討

會，是基金會河川保護

小組十年成果的展現，

也是基金會對邁入二十

一世紀，海島環境要更

好，提出我們的願景。

多位專家學者除了建

議政府對水污染指標要

有新的看法，也希望回

歸到海洋生態、政治、

經濟及文化的價值認

同。大家指出，我們應

再造海洋生態立國的發

展策略及脈絡，重回閩

客海港文化，重抬原住

民對海洋資源保育的理

念，找回海島人民對親

水近海的權利 ， 建立海

洋公民的素質。

言猶在耳 ，元 月間就

發生希臘籍貨輪阿瑪斯

號沈船造成油料外洩 ，

墾丁國家公園龍坑附近
的礁岩及海域遭到嚴重

污染。阿瑪斯號沈船雖

屬意外事件，卻也暴露

了有關單位應變救急的

能力。基金會立刻邀請

學者專家就相關問題進

行討論，並重申我們再

造海洋生態立國的發展

策略。

基金會自兩年前提出

「邁向公與義的社會」

後 ， 也一直密切觀察國

內的社會脈動。新政府

上台逾半年，國際財經

雜誌和信評機構竟紛紛

對台灣經濟發出警訊，

國內企業相繼出走。我

們特針對台灣金融危

機、證券市場制度及資

金國際化與實際運用議

題進行討論 ， 多位財經

專家指出，在全球化的

競爭策略下 ， 企業外移

可視為擴張策略的一

環 ， 但是，此後 ， 國內

還能發展什麼產業;國

內如何修法 、 發行債

券、解決金融問題，都

必須盡快建立共識。由

於參加的人都是學有專

精的學者及官員，這場

研討會的重要性不下於

全國經濟會議。

另外，基金會協助中

寮鄉和興村村民將檳榔

變綠林的活動也很值得

一提。去年 921 大地

震，震央所在的九份二

山，走山移地，山壁崩

塌的面積達 180 公頃，

地表嚴重受損。和興村

原以種植檳榔為主要經

濟來源，經此巨變，村

民也強烈意識到檳榔才

是罪魁禍首，主動發起

「化檳榔為綠林」的護土

救水活動。

在重建委員會執行長

黃榮村及余範英執行

長、執行委員彭垂銘的

奔走之下，許多民間及
企業界人士積極投入認

養種樹計畫 ， 使得檳榔

變綠林的活動總共籌得

三千六百餘萬的經費。

種樹當天，陳水扁總

統親自授旗和興村村民

代表 ， 勉勵象徵生態景

觀復建的大軍正式成

立，並親自種下一株原

生無患于樹種。九二一

週年當天 ， 基金會並在

中正紀念堂舉辦「再造

九份二山一一原鄉重建

之夜 J' 以關懷災民、關

懷原住民、關懷Jk 資源

為三大訴求，希望全民

一起來，把關懷的心化

為最具體的行動力量。

當時的行政院長唐飛也

親臨致詞 ， 感謝時報文

教基金會走在政府前

面，積極投入災區重建

工作。

除了救災之外 ， 時報

文教基金會更積極投入

藝文活動的推廣 ，基金

會與歷史博物館、故宮

博物院合作，主辦「李

可染水墨畫展」及「魔

幻達利」特展，兩個畫

展都很成功 ， 吸引數十

萬的參觀人潮。

基金會相信除了自然

河川環保之外 ， 人文

的、心靈的環保更為重

要，我們不能老是消極

的救災 ， 而應引發民眾

積極的創造力。邁入二

十一世紀，我們除了將

檳榔變綠林，我們還要

形塑海洋公民的素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