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蓄積能量 捍衛公義與生態

揮別金虎，迎接玉兔的歲末年

終，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召開民

國98年度的董事會，用以檢討過去，

策勵將來。出席的董事包括胡佛、田

弘茂、劉兆漢、于宗先、黃榮村、施

振榮、於幼華、林聖芬、余範英等

人。在聆聽了基金會會務人員民國

99年會務工作報告，包括紀念余先生

百歲冥誕系列活動、提出行政院組織

改造建言、參與河川整治、推動國際

與兩岸間學者專家專業知識交流之

後，出席董事們一致表達肯定，對於

即將到來的民國100年，也就是朝野

熱烈討論與相繼推出各種慶祝活動的

「建國百年」，本基金會應該如何面

對，應有如何作為的「大哉問」，多

位董事發言盈庭，積極建議。例如長

年在香港教書的翁松燃董事書面建議

舉辦研討會，探討台灣處境、東亞情

勢、兩岸前景，以及世界新局。

圍繞著舉辦研討會以商議國是這個

話題，多位董事強調，民國100年將

是非常特殊的一年，除了原本己受社

會各界矚目的建國百年紀念活動之

外，總統及立委選舉即將展開，也將

吸引整個社會的關注並佔用一定資

源。在如此政經氛圍下，包括台灣目

前沒有善盡職責的媒體、缺乏關心國

事家事菁英，以及非主流反而取代主

流躍居社會風潮的批評與感嘆充斥董

事會會場，但余範英董事長及時做了

決斷：身處濁世，有心作為難免挫

折，但面對台灣困境，知識分子仍要

奮起，積極任事，只要有適當題目，

基金會同仁必須立即行動，勇往直

前，妥適扮演NGO角色，採取應有的

作為，發揮最大影響力。

就是這種勇往直前、堅持到底的力

量，始終鞭策著基金會上上下下繼續

前進。但在策馬入林之前，回顧、檢

討過往一年所作所為，對於正確、妥

適處置的經驗宜以記取、傳承，對於

過或不足的表現，則應深入檢討，避

免重蹈覆轍。

首先，民國99 ( 2010 ) 年 正逢創

辦人余紀忠先生誕辰百年。做為中華

民國最後一位報人，余先生的信念與

主張，不僅始終是我們基金會一言一

行的指導原則，更在台灣民主法治建

設與發展過程中扮演著核心角色發揮

關鍵功能。為繼續弘揚余先生「自

由、民主、愛國家，開明、理性、求

進步」理念，基金會在4月初於陽明

山舉辦了「余紀忠先生百歲紀念研討

會」，以「面對公與義：再談台灣社

會發展與變遷」為主題，邀請二十多

位專家學者，舉行了深度與廣度兼具

的兩天一夜閉門研討會。專就『全球

化、區域化與在地化下的衝突與反

思』、『兩岸關係與朝野關係的互動

與交錯』、『政治解構與重構下的民

主與良治』、『公民社會的形成及公

與義之追求』、『知識分子的文化論

述面面觀』等五大議題交換看法、凝

聚共識，期盼善盡一己之力，在論述

空泛、人心鬱悶難宣的風雨如晦之

時，為台灣社會尋求解藥良方。研討

會的論文及綜合討論資料，經彙編成

《力挽狂瀾-台灣向前走》一書，並

以「尋找New Light？」為主題於9月

間對外辦理了新書發表暨座談會。

除了效法棲蘭山聚會以期知識報國

之外，為了緬懷余先生生前持續照顧

文化藝術發展的胸懷，新象基金會許

博允伉儷、雲門舞團林懷民等人熱心

倡議，得到包括朱宗慶打擊樂團、台

北市立交響樂團及附設合唱團，以及

國樂家王正平，書法家董陽孜等藝文

團體與人士，無私無償的義務參與，

促成「歷史的傳唱-余紀忠先生百年

紀念藝演」4月9日晚間在國家戲劇院

演出，更讓余先生關懷斯土斯民的情

懷深遠流傳、迴盪千古。

緬懷余先生的活動，尚有中央大學

的余紀忠講座，12月22日邀請了中研

院院士李歐梵與黃鍔，分別就「現代

文學與音樂的兩個面貌」及「氣候變

遷─一個非天然的災害」為題，發表

精闢演講。演講之後，並另邀國家文

藝獎得主王文興，由三位以「做一個

現代人的素養」為題，進行了一場大

師對談。在笑談與辨正間，向五、六

百位的現場聽眾展示了理性與感性的

對話，也傳承了大師風範。

其次，因為長期關切河川生態，連

帶對主管官署權責變更與調整，基金

會也非常重視。依據行政院組織再造

方案及完成立法程序的行政院組織

法，民國101年將成立的環境資源

部，內部機關配置、權責劃分乃至與

其他部會的職權區隔，存在模糊、曖

昧空間，如果不能及時釐清，難免造

成權責不分、行政效率不彰後果，基

金會乃召集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及曾

經、現在服務於政府部門多位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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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進行多達四十餘人次諮商，並正

式向行政院提出修正建議，相繼與行

政院長吳敦義、副院長陳沖及相關部

會進行對話、溝通。雖然行政院承

諾，在推動組織再造之際，將遵循永

續經營、明確部會權責及兼顧經濟發

展、社會公義及環境保護等原則，但

鑑於部會間難免存在保守思維，對於

符合國際及現實潮流的改革心存觀

望，因此，基金會將繼續密切注意行

政院組織再造後續發展，積極參與。

再者，在以往堅實的基礎上，去年

一年，基金會仍然繼續以往與地方政

府合作整治河川、持續關懷救災，以

及推動環境生態保護的長期工作。因

為極端氣候肆虐，莫拉克颱風為害中

南部，基金會相繼現場察勘屏東林

邊、小林等重大災區，繼續追蹤政府

救災防災的後續施政情況，也走訪曾

文、石門、翡翠等水庫以瞭解水庫淤

積狀況，做為以後推動流域診治之參

考。另一方面，鑑於國人不知珍惜，

濫用水資源的情況日益嚴重，於10月

下旬與中興工程顧問社合辦「水價對

整體社經及永續發展之影響」研討

會，宣揚並敦促社會大眾珍惜水資

源。其他領域或議題，只要涉及環境

生態、國土保護及永續發展等，基金

會仍會堅持到底、勇往直前，包括捍

衛阿朗壹古道、反對國光石化設廠、

批判國土遭到財團鯨吞蠶食等議題及

活動上，均可見到基金會用文字、聲

音，乃至具體行動捍衛生態環境。

此外，為了讓守護環境生態的工作

與使命得到最大效益的發揮，基金會

對專門領域中的專業知識與經驗的研

究與追求，也始終不敢怠忽。這種專

業知識交流，可以劃分為兩岸交流與

國際交流報告。在兩岸整治河川知識

與經驗的交流上，基金會於上半年邀

請對岸南京大學環境學院院長畢軍、

副院長楊柳燕、環境工程系主任潘丙

才等一行多人來台，除了由基金會會

務同仁陪同前往石門水庫勘查水庫及

水域管理，以及前往新北市大漢溪側

溼地、江翠礫間實地考查外，更在基

金會籌劃下與本地河川、環境工程專

家及基金會河川顧問如林盛豐、李永

展、汪靜明等人舉行研討會，探討治

水與環境生態保護實際作法，並承諾

繼續推動兩岸整治河川、汙水處理相

關知識與經驗的交流。

在國際交流方面，基金會成員除了

積極參與中研院、環保署及其他學術

機構主辦的各式氣候變遷、河川整治

研討會外，更鑑於都市規劃與水域管

理勢將成為今後台灣各地河川整治重

點與主流，於7月間邀請學術理論與

實務經驗俱豐的歐盟SWITCH計劃主持

人Dr. Kalanithy Vairavamoorthy來

台，除親赴高雄參觀曹公圳活化工程

及新北市溼地、礫間的廢水處理作業

工程外，更由基金會舉辦了「

SWITCH在亞洲的發展與北台灣的永續

水資源」大型研討會，由Kala博士介

紹都市規劃與精算在治水專業上的作

用與重要性，並由當時的台北縣環保

局長鄧家基介紹淡水河的整治及建設

環保都市的經驗，多位基金會河川顧

問及其他大專院校學者多人參與了此

次研討會進行熱烈研討。Kala博士因

學養俱佳，已經美國南佛羅里達大學

敦聘為新成立的全球永續學院第一任

院長。Kala博士允諾，只要時機適

合，願意與台灣河川整治、水域管理

專業人士合作，繼續推廣環保永續工

作。

最後，在推廣環保、整治河川等專

業工作，以及推動日常會務之外，我

們深感環境保護及重視生態、落實公

義社會，除了基金會同仁及相關學者

專家必須持之以恆全力投入之外，鑑

於獨力難支，眾擎易舉之古訓，我們

更企盼廣大的社會民眾參加、支持，

因此，正積極建構一個擁有廣度與深

度，同時兼具親合力的網站，以便宣

揚、闡釋環保生態理念，並為建設一

個公與義社會而努力。我們期待不久

的將來，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的網站會

以新面目出現，繼續宣揚環保公義理

念、提供討論平台，以及聯合愛護鄉

土社會大眾捍衛台灣，為增進民眾福

祉而盡心盡力。

檢閱了過去一年的成績，雖然在維

護環保生態及落實公義社會等工作上

差強人意，但做為地球村的一份子，

做為台灣社會的知識分子，我們不能

自滿，更不能退卻。我們願意用林懷

民董事在歷史傳唱晚會上形容余先生

的用語：「在關鍵時刻採取關鍵作

為」，用以自勉，並用以期待朝野各

界，共同攜手合作，為建設一個安和

樂利、公平正義的社會而無私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