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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檐展書讀 古道照顏色

文/黃榮村（中國醫藥大學校長、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

紀忠先生是有古代士大夫之風的

領導人，也是一位真正的時代

先驅者。他是一位特大號的民間報

人，在辦報之時一直具有時代感的見

識與彈性，從各種角度來尋找國家社

會的出路，在很多不確定的疑難時

刻，經常有膽識作出日後看來堪稱正

確的決定。吾生也晚，未能及時多向

余先生請益，可說是平生憾事之大

者。懷念一位大人物，常觀察其在動

亂不確定之時艱困之時的洞見與言

行，我祇有一句大家熟悉的話可以

說，那就是「哲人日己遠，典型在夙

昔」。

承先啟後 關懷鄉土

為余紀忠先生百歲所舉辦的紀念研

討會「面對公與義：再談社會發展與

變遷」，呼應了十來年前開辦「邁向

公與義」系列研討會的主軸，那次會

議余先生親臨主持與總結，這是一個

古老但恆久的重大課題，紀忠先生在

余範英協助下，當成一件大事來辦，

若無燒不盡的熱情與清晰堅定的理

念，何以致之！那段期間剛好也是台

灣五十多年來第一次政權即將轉移之

時。十年下來，台灣社會付出了巨大

的代價，學習政權轉移的教訓，終於

了解到國家重大政務具有連續性，重

大到不能當作意識形態鬥爭的平台；

也深切了解到國家領導人的氣度與格

局，真的會實質影響到國家競爭力與

國家前途，所以應有率土之濱莫非王

土的胸襟與作為，往外開

疆闢土，聯合友善待我之

人士爭取終將對我有利的

難纏之人，共創有尊嚴有

發展性的未來，而非在宮

中府內自度春秋。

紀念研討會對國家、社會、兩岸、

區域、以及政黨、政治等項，都提出

甚多論述及實踐方案，認為應在過去

的傳統與未來的場景中往前看，找出

對未來世界的想像，讓台灣保持生命

力，提高競爭力。在會議中，大家都

不由自主的想到，假設站在紀忠先生

的高度與觀點上，我們是否應問台灣

該不該有下一步的改革，要怎麼做下

一波的改革？如何去體會台灣所面臨

的不確定性與漸趨邊緣化？要如何在

這些限制條件之內思考應有的改革？

歸

納起來，很多問題

沒有答案，但有可以努力的方向；大

家心中仍有焦慮，但遏止不住心中那

股知識分子的關懷與理念。

過去的紀忠先生心繫台灣，參與了

關鍵時刻的諸多決策與報導；今天的

余先生魂遊故園，想必有更多的憂國

之思。今日台灣的知識分子，行走在

多風的彎路上思索國家社會的未來，

偶而瞥見前方似有引路的巨大身影，

心中不祇興起一股「風檐展書讀，古

道照顏色」的歷史感，趕路的腳步也

應有不時奮起的現代感吧！

余範英：

籌辦這次研討會真的很吃力、很

累，本著關懷家國的嚴肅心情，面

對今日國家複雜的內外在環境，紀

念父親百歲冥誕舉辦這樣大開大

闔、有前瞻高度的議題，不能不勇

敢面對，更不能辦得不像樣。

兩天的研討會面對許多問題的癥

結，追求民主與良治實屬不易，政

治上可持續前進的動力與方向，經

濟上可運行的模式，文化生命力和

生活素質的發展與延伸，還有許多

持續不懈有待努力的地方。不論議

題是大論述或小論述，它終將落在

菁英知識分子的肩上。大家都沒有

小布爾喬亞或波希米亞的權利，必

須有人一棒接一棒地做下去。父親

的精神也能再度傳承。

謝謝在座我尊敬的朋友，特別感

謝榮村老友的陪伴。

傳承還要一棒接一棒

力挽狂瀾-台灣向前走》一書，並以

「尋找New Light？」為主題辦理新

書發表暨座談會。

  雖然余董事長在研討會閉幕致詞時

提到，本次研討會將為余創辦人時代

畫下一個完美句點，但基金會

學者及同仁都相信每一個句點

皆是下一段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