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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符公與義的新社會

長達半年的激烈選戰

終於結束 ， 跨世紀的新

總統已然誕生。

當中研院院長李遠哲

登 高一 呼 ， 發表「 跨越

斷層」的演說 ， 要求掃

除黑金、 清流共治 ， 知

識份子關心國是、參與

國 是 的熱誠充分表露無

遣。果然 ， 民~以選票

證明大家希望未來的社

會是要往上提昇而不是

向下沉淪。

早在八十八年七月，
時報文教基金會就開始

策 劃一系列「邁向公與

義的社會」研討會 ， 集

合 百 來位學者 ， 就這十

年來我們國家在政治、

財經、法治、媒體 、 教

育、社會所面臨的問題

一一加以檢視 ， 為建構

跨世紀國家永續發展提

出具體 建議 方 案。因

為 ， 我們認為當國家 出

現亂象 ，知識份子就不

能沈默 ， 人心感 到不

安 ， 知識份子就必須站

出 來。我們很希望各組

總統候選人都能夠參考

我們集思廣益所提出的

方案對策做為施政藍

圖。

研討會原 定於十月初

舉行 ， 沒想到發生驚 天

動地的九二一大地震。

幾位召集人憂心仲↑中 ，

乃決定將研討會延期 ，

並增加一場「浩劫之後

一九二一大地震的省

思與前瞻」座談會。我

們請到 十多位官 員 、民

代及學者進行座談 ， 大

家深刻體會到人命不能

白白 犧牲 ，希望汲取教

訓，積極建立制 度化的

救災體系 ，加 強資訊流

通 ， 強化救災能力及裝

備。另 一方面， 我們也

針對「震災後對維生系

統之影響與復建」舉行

座談會 ，針對災區環境

衛生及疫病防治問題 、

災區飲用水供應問題 、

災區上 、下水道重建 問

題以及災區綠建築 等 問

題加以探討。

九二一大地震的世紀

性災難 ， 暴 露 出台灣社

會數十年來在永續經營

理念與實踐上的嚴 重缺

失，卻也讓我們 意外地

發現台灣民間社會的爆

發力 十足 。在休戚與共

的國民情感上 ，大家發

現台灣社會的未來是可

以被期待的。

十 一 月六日 ， 研討會

正式閉幕 ， 百來位學者

專家發現，惟有將眼光

放遠 ，將台 灣社會重新

放在歷史與國際框架中

重新定位出 發 ，才可 能

跳脫數十年來講不清

楚 ， 說不明白的糾葛 。

在長達六個禮拜 ， 連 續

二十場的研討會上 ， 大

家逐漸 型塑心中的藍

圖 ， 以 邁向 公與義的社

會為 主軸，並從經濟與

環境 ， 法治與人權 、 政

治 、 社會、媒體教育以

及文化等基本層面，綜

合提出我們對 21世紀台

灣永續經營的主張。

民進 黨的陳水扁先生

已贏得總統選戰 ， 但是

他所面臨的考驗才剛開

始 ， 勝利不只是權力的

取得 ，更 是責任的加

重。民進黨扛著台灣兩

千 三 百萬 人 的身 家性

命 ，一定要收拾起過去

的悲情 、 激情 ，理性的

為人民謀福利。

本著知識份子愛 國的

熱誠，我們很膠、意為這

個社會的向上提昇把注

一股熱流 ，結合百來位

專家學者所提出的「邁

向公與義的社會」主張

已集結成兩大 巨冊 ，希

望新當選的總統能夠仔

細參考我們的 主張 ， 大

家為中華民國的永續經

營而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