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過去，盼未來
思考課題與面對挑戰
文/於幼華

2009年年底，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獲

頒環保類別的總統文化獎，此項

殊榮讓基金會的「河川環境小組」成

員特別高興，究竟顧問們與有榮焉，

尤其基金會正巧滿廿週年慶，能贏得

份大獎自屬錦上添花!

思考課題 展望未來

　個人身為河川小組成員之一，在雙

喜臨門的歡欣外，不免也要藉此展望

未來，尤其今日我們所面對的環境問

題只有比廿年前更嚴峻、更緊迫、更

需要群策群力；那麼，為走更長遠的

路，基金會在持續熱心投入前，確實

有相當重要的兩大課題有待先行思考

與確定。

建置網路傳播理念與建言

　第一，在本會前身-時報文教基金

會時代，因有報紙媒體的即時傳播，

所以凡河川小組為台灣環境的請命活

動或政策建言，皆能快速喚起政府相

關單位的注意與行動，確能迅速發揮

輿論效果，且另一方面由於，對環境

問題常以實例探究方式加以檢討與報

導，所以一般大眾也很能夠透過案例

而比較深入地了解環境問題。

　未來，新基金會或許較宜採「網路

傳播」方式來達成同樣的建言與教育

功效了，所以如何建置工具以及透過

新工具來達成基金會或河川小組原具

理念，這應請所有顧問們來考量此一

課題。

準備好面對不可測的前景

　第二，台灣河川環境課題除了其應

該仍待我們持續關懷與救濟外，其未

來二十年還會有什麼新變化與新挑

戰?單此問題，本身即茲事體大，更

遑論思考其應變對策!然而，面對不

可測的前景，我們小組成員好像更無

法置身事外，只是開始探索新課題

前，選題應是大家踏出前的必要準備

工作，畢竟「全球氣候變遷」或「兩

岸合作」所涉的影響與範圍皆浩瀚無

邊，我們只有力求量力而為。

　個人以為「氣候變遷對台灣河川課

題的影響」以及「兩岸相似水域問題

檢討」好像是還不錯的思索起點，至

於該如何再進一步縮小範圍以展現更

清楚些及具體些的年度工作焦點，同

樣需要成員齊來盡心盡力。

　總之，在此願大家欣然面對新問題

與新挑戰!

◆2009年第五屆總統文化獎在台中縣霧峰林家宅第大花廳舉行頒獎典禮，基金會河川環境小組會後合影。

（作者為台灣大學環工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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