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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風勁草 心繫台灣命運

文/李冰榮（余紀忠文教基金會主任）

財團法人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十

二月廿九日召開九十九年第七

屆第五次董事會，面對建國百年國家

盛事，董事們建議弘揚民主法治理

念、推廣公與義、捍衛生態環境、研

議台灣河川復興運動。

當天董事們針對當前台灣社會諸多

亂象，當今政府的作為，社會價值混

淆，仍是民粹當道、意識型態掛帥、

國會與媒體亂象不斷、置入性行銷嚴

重，都表達強烈的關切。董事長余範

編按：一年一度的董事會於九十九年底召開，除了聽取基金會同仁會務報告外，出席董事並就當前社會亂

象雜陳、人心惴惴不安發表看法，尤其針對即將來臨的建國百年，基金會應採何種態度面對，應該採取何

種作為，包括舉辦研討會探討台灣處境、東亞情勢、兩岸前景，以及世界新局等議題踴躍發表建言，期盼

基金會在紛亂世局中做中流砥柱，進而發揮影響力，樹立知識分子典範，重建優良傳統價值。

英更指出，目前國際局勢與兩岸關係

急遽變化，台灣的命運面臨嚴峻考

驗，應作未雨綢繆的前瞻思考，適時

提出規劃有所作為。

截至99年12月10日基金會收入包含

捐贈收入、利息收入、股利收入、出

售投資利益合計10,629,825元；支出

包括專案活動費、人事費、行政管理

費、捐贈費用及處分投資損失合計為

11,834,512元，12月止應付費用

870,000元，預估全年餘絀約為

2,074,687元。

內外形勢 異常嚴峻

翁松燃董事提出書面建議，從兩岸

前景探討如何運用ECFA、利用中國十

二五計畫發展台灣經濟。美、日、韓

動向與東亞新局勢對台灣產生的影

響、在G20架構下全球治理與台灣角

色及落實民主法治與台灣之命運等。

施振榮董事對當前社會不正常現

象，表示憂心。他指出，社會上部份

◆余範英董事長/未雨綢繆 前瞻思考。 ◆翁松然董事/關懷台灣命運 落實民主法治。 ◆施振榮董事/真實反映主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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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激、異端的論調經常被操弄成主流

意見；身負社會公器的媒體、網路、

公義的非政府組織（NGO），應努力

將社會的主流意見，予以誠實反映。

施董事表示，台灣本來就是一個有

希望的鄉土，但為何人心不安？民眾

對前途疑慮頗深，有人建言與主張，

即很容易招來批評和打擊。如何穩定

人心，讓關懷國家社會有識之士可以

暢所欲言，是當前重大課題。

知識分子 應該奮起

田弘茂董事就翁松燃董事所提的幾

項議題作呼應，認為包括全球化、中

國的崛起等題目的確都很重大。但最

讓人困擾的是，媒體往往不願報導，

或即使報導，品質也都有商榷餘地，

◆田弘茂董事/關注中國崛起與中美日韓新局。

有些甚至採取置入性行銷方式。

田董事進一步提出，第二個困擾

是，名為研討會，來賓發表論文後即

離去，缺乏討論的熱誠，使研討會流

於各說各話，無法討論對話的處境，

已形成一種氛圍文化，令人扼腕。

田弘茂董事並對基金會訂定下年度公

與義的議題，提出以下看法：一是適逢

建國百年，在野黨有無共識？能否共襄

盛舉參加政府與民間的活動；二是兩岸

關係雖已改善，對岸針對我方國家名稱

如何解讀與因應，值得關注。

田董事認為：教育、文化將是民國

百年下半年兩岸的交流重點，預料對

岸將會把重心放在對台灣中南部的工

作上。國際方面，目前顯然出現群龍

無首局面，不止是日韓東亞問題必須

注意，中國大陸崛起後引發的中美日

韓新局面，更必須關注。

黃榮村董事建議，將相關議題如政

治制度先框起來擱置，較為容易進行

探討，重視情緒管理議題，也就是意

識形態的紛歧，包括反核與擁核、貧

富差距、城鄉發展、兩岸互動、統獨

之爭等。

全面觀照 積極行動

劉兆漢董事關心中央組織改造，外

界有將氣象局移至科技部的看法，氣

象專業人才很多不具公務員身份，在

交通部或以後的環境資源部，因侷限

於具備公務員資格，將導致很多人才

無法進入氣象領域貢獻所長，面對氣

候變遷威脅，期盼基金會對於氣象領

◆黃榮村董事/擱置政治情緒 就議題探討。 ◆劉兆漢董事/突破窠臼 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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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董事/重建傳統社會價值。 ◆于宗先董事/重視美日兩岸政策。

域與科研的結合作積極的推動。

胡佛董事針對台灣目前呈現的社會

實際現象，例如：民主，目前出現民

粹化發展，往往扭曲應有的社會價

值；自由、人權，在當前的時空環境

下，對政治、社會發生的影響，值得

深入探討。

撥亂反正 形塑價值

于宗先董事認為，ECFA之後，兩岸

的經濟互動頗有進展，但政治上，美

日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不容輕視，應予

重視。

於幼華董事指出，相對於公與義的

議題，環境方面的問題比較具體，雖

然推動仍屬艱難，但都可放手去做。

譬如福爾摩沙最後一段海岸線阿塱壹

古道的維護、行政院組織改造、五都

環境資源治理與政策環評即應堅持積

極推動。至於沒有媒體或沒有媒體聲

援這一件事，的確令人失望，是否可

以網路等其他工具替代，用以結合志

同道合之士發揮影響力？如能在

Internet上著力，無異於相類似的發

表園地，但需要有思考能力的年輕人

與資源支援才能運作。

壯大自己 帶領風潮

林聖芬董事認為，明年會有很多選

舉及百年慶祝等熱門話題，將佔據有

限的新聞版面，基金會的活動呈現在

媒體版面上，的確面臨難度；但基金

會多年來關心、參與環境生態發展的

議題，並建立了可觀的資源、人脈與

地位，必須持續努力。借重網路或記

錄片等新穎載體發揮對外宣揚的功

能，亦是一種方法。

余範英董事長在結論時，針對國際

潮流與兩岸關係，特別舉出最新一期

的Foreign Affairs-The World Ahead，分

析未來世界走向及發展，在國際互動

中，兩岸關係難免較量，如何壯大自

己，毋寧是當前最重要的課題，台灣

內部主流與非主流的較勁，只會內耗

自己的競爭力。

余董事長最後表示：對於董事們的

剴切發言深有同感，儘管偶遇挫折，

基金會還是要向前看、往前走，只要

有好的議題立即行動，並發揮NGO的

影響力。

◆於幼華董事/面對公與義 著力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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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與秉持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召開第七屆董事會，邀請胡佛董事、于宗先董事、田弘茂董事、劉兆漢董事、於幼華董事、施振榮董事、黃榮村董

事、林聖芬董事，針對會務提出論述及看法。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會議，

亦檢討了九十九年度公與義業務

執行成果，包括：舉辦余紀忠先

生百歲紀念研討會—再談社會發

展與變遷，集結會中論述出版「

力挽狂瀾」並舉行新書發表會；

第二屆映像公與義得獎作品包括

睜開左眼、真像病毒等八部，發

布新聞及影片在各大學巡迴推

廣；第三屆余紀忠講座在中央大

學舉行，邀請李歐梵院士講「現

代文學與音樂的兩個面貌」及黃

鍔院士談「氣候變遷：一個非天

然的災害」。

對於由藝文界人士林懷民等發

起「歷史的傳唱」—余紀忠先生

百歲紀念義演活動，極具追思與

公義意義，活動結餘款及本基金

會捐款計一百二十萬元，全數捐

給中華智慧資產經營管理協會，

做為演藝創作著作權保護之研

究。

在河川環境保護方面有：基金

會持續關心，於莫拉克災後結合

產官學投入屏東林邊、高屏溪上

游原住民部落的重建，並積極參

與拯救阿塱壹古道及現地勘查，

推崇台南縣政府在有限資源下集

結出版治水白皮書，說明多年治

水的思維與辛勞；辦理水價論

壇、兩岸水汙染論壇、SWITCH在

亞洲的發展與北台灣永續水資源

座談、全球與台灣氣候變遷減緩

及策略座談等。
◆林聖芬董事/結合人脈資源 突破媒體侷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