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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東歐變貌

2 新蘇聯

3 胡適與近代中國

4 社會重建

5 水的關懷一

河川環境與水資源保護研討會論文集

6 中國的古拉格

大陸勞改隊及奴工產品真相

7 作客雨林

8 水患何時了一

水患與防洪m水研討會論文集

9 水的開發衝突與調和

六年國建與水資源研討會論文集

107}(世紀水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11 我心中的一條河

12全民參予搶救河川一

河川保護地方自治與民眾參予研討會(上)

13 全民參予搶救河川

河川保護地方自治與民眾參予研討會(下)

14我心中的一座構

15 不能遺忘的教訓 賀伯風災回顧與紀實

「棲蘭之會」策宜人:

文崇一 、余英時 、 李亦園

李鴻禧 、 呂亞力、林毓生

金耀墓 、 胡佛 、 韋政通

張 j穎、張朋園 、張玉法

張思棟 、 陳其南 、 黃榮村 、

楊國植 、 葉啟政 、 劉述先 、

星海;原 (按筆畫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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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黑面琵驚的鄉愁

17水的政治學

19寫給地球的情書一

全民造林暨種樹救水源徵文比賽優勝作品集

20淡水河的春天

21 全台溪河單車遊

22邁向公與義的社會

對二十一世紀台灣永續經營的主張(上)

23 邁向公與羲的社會一

對二十一世紀台灣永續經營的主張(下)

24河川再造研討會論文集(上)

25河川再造研討會論文集(下)

26河川與社區研討會論文集

27河川清流一研討會論文集(上)

28河川清流一研討會論文集(下)

29資訊素養

30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一

基因科技的人文議題

31 水的關懷 21 世紀海島願景研討會(上)

32 水的關懷 21 世紀海島願景研討會(下)

33無法承受的颱愛一檢討建構前稿性防洪救災

策略與體系研討會

34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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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年代初，我們剛走過外交孤危，內部發展上，則經歷

了政治高壓和文學思潮辯證 。 這是一個隱藏無盡變數的年代，也是

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 。

在一次偶然的聚會申，學者們談及這樣的大環境，咸認台灣在

經濟建設上成果初現，但在政治和人文建設上，卻亟待制度的建立

和思想的重鑄 。 與此同時，卻驚傳警總發動圍剿國策顧問陶巨川先

生的事件 。 更加深學者們匯聚力量 ，引領時代大思潮的決心 。

在余紀忠先生的全力支持下，海內外十九位精英學者，從民國

七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起，在宜蘭的棲蘭山莊舉辦三天的學術研討

會 。 棲蘭之會巧遇颱凰肆虐，山莊對外交通中斷，然而，風雨呼嘯

中，只聞開價國家社會的熱切討論聲:漆黑的斗室裡，但見智慧激

盪的光芒 。

二十年過去了，台灣政治從威權解構、到民主改革、到民族認

同分歧:社會從熱情拚搏、到走過繁華、到期待再起:觸發這場機

緣的陶百川先生，也從八十高齡而宣期頤之膏。 當年的研討會和講

座內容曾在《時報》廣為披露，確已宏觀、務實地完成鼓盪時勤、

推動民主改革風潮的階段性任務 。 本書的出版，旨在鑑往知來，再

造繁榮公麗的社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