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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環境20年

一份傲人的成績單

文/馬以工

2009年下旬，在總統文化獎環保類

別的決審會中，異於前幾屆或從

缺、或兩組人馬競爭討論，這次所有

評審的第一名都投給了余紀忠文教基

金會。

實至名歸的第一名

此項殊榮大半是因為基金會的「河川

環境小組」二十年來對河川保護持續

不斷的努力，身為河川小組創設以來

的顧問成員，更覺得與有榮焉。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的捐贈者，中國

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是我最敬仰的

長輩之一，他一生對國家自由民主、

社會公平正義的信念，是台灣民主化

過程中最重要的支柱。

 他對專家學者的敬重及對青年理想

的支持，促成了基金會中「河川環境

小組」的存在。站在中國時報大樓的

頂樓，不遠處正是淡水河。視線可及

的淡水河岸曾是「一府二鹿三艋舺」

的艋舺河港，林立的船頭行吞吐著兩

岸及和洋貨物。隨著河道淤塞、都市

中心更替及堤防的高築，此地變成了

日文讀音正是艋舺漢字的「萬華」。

二十年前投入保護河川

  同一段時間，台灣的河流也如同艋

舺到萬華的變化，不再清澈、不再自

然。二十年前拯救淡水河運動曾熱烈

地展開，不久熱度消失。有鑒於此，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的前身時報基金會

決定對河川保護投入持續的關懷，以

當時對翡翠水庫及淡水河整治最積極

關懷的環工專家於幼華教授領軍，個

人也忝為搖旗吶喊的成員，與

負責基金會的余範英小姐及

中國時報的環保記者呂理德

一起開張了。

隨著不同主題 注入新成員

 歐陽嶠暉與溫清光兩位教授隨

即加入行列，迄今我們四人都

沒有一刻離開。每年大家集會

選擇關懷主題及如何呈現，隨

著主題的變化總有新的成員

加入，關懷海洋與河川緊密

相連，陳鎮東加入了我們，

可怕的「土石流」又讓我們多了陳

宏宇、關懷「氣候變遷」讓柳中明成

為一員、國土規劃與都市發展帶來了

夏鑄九及李永展，當然河川生態與環

境教育的汪靜明與水利專家李鴻源兩

位，更是近年來積極參與的重要人

士，還有許許多多沒有提到的，實在

是族繁不及備載。

  每年選關懷主題的同時，我們選出

一位最了解此主題的專家為負責

人，大家暱稱他為「爐主」，多年

來獲選的爐主都認真努力的達成

「發爐」。

災後總在第一

時間發聲提醒

  近年來環境日

益險峻，天然災

害頻傳，每一天

災背後不可避免

都涉及人禍。我

們也總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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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發聲表達意見，提醒相關機構關

注問題的核心。亦因兩岸解凍，我們

也一樣可以關心到黃河與長江，接觸

到南水北調這樣超大規模的工程。

  二十年來小組顧問間也建立了不少

默契，當然大家的基本信念是相同

的，才能一起走這麼久與這麼遠。原

本以為這些努力能帶來河清水澈，然 （作者為監察院監察委員）

◆河川小組顧問們現勘二仁溪後，馬以工教授(右一)與台南社大共同針對汙染問題提出看法(由左二、前右分別為溫清光教授、陳鎮東

教授)。

全球的變遷特別是暖冬、寒冰交錯而

來使整個地球生態體系脫序，也看到

人力不可及的無奈。

懷抱榮耀 繼續接受新挑戰

 長久以來儒家思想使我們都以謙虛

為美德，拿到基金會的余範英董事長

在徵得文化復興委員會同意授權後，

增鑄了四座獎座給我們四位創組的顧

問，回顧二十年來我們做了不少傲人

的工作，確實不必太謙虛，因為榮耀

是屬於大家的。當然，我們還有未來

的功課要做，看著獎座上雙手的圖

形，不正是激勵我們雙手萬能，準備

接受新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