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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資諷嘉義尊重資諷知識

這些年來 ，時報文教

基金會一直致力於推動

「自然河川」與「心靈河

) I[ J 的建構。自然河川

強調我們對鄉土的關

懷;心靈河川則強調人

文素養的提昇。

邁入數位化的資訊時

代 ， 對人文關懷遠較從

前更為重要 ， 時報文教

基金會因此結合資策會

及公共電視等團體 ， 製

作了一系列有關資訊素

養的電視節目。我們探

討網路世界的隱私權 、

資訊犯罪 、 網路倫理等

議題 ， 祈能提升國人使

用資訊技能 ，正確認識

資訊知識 ， 培養大家尊

重資訊的態度。這也是

時報文教基金會邁向公

與義的社會一 一對 2 1 世

紀永續發展的另 一個主

張。

就整個資訊 生 態而

言 ， 有了新的資訊服務

之後 ， 我們的 生活和做

事方式都產 生變化， 新

的價值觀逐漸形成 ， 進

一步影響到管理者 的決

策。決策的改變則又反

過來影響組織或社會生

態的變化 ， 創造新的資

訊需求。在這個日新月

異 ， 虛實未明的網路時

代 ，我們覺得與其預測

未來社會會變成甚麼樣

子 ， 不如切實思考我們

希望有甚麼樣子的未來

社會 ， 以祟尚自然和關

懷人文來化解科技和人

文的鴻溝。

資訊素養系列座談巳

於八月底起在公共電視

正式播 出 ， 從九月到十

二月，每個禮拜天早上

我們都邀請到不同行業

的意見領袖參加討論 ，

擔任 主持的則是中時晚

報副總主筆唐湘龍。由

於探討的題 目內容相 當

新穎 ， 很多議題 ， 即使

在專業人士的圈子裡 P

也不曾深入討論 ， 所引

起的迴響相當大。 再加

上我們所動員的層面相

當廣泛 ，包括教育部長

曾志朗 、 中研院院長李

遠哲 、 神通電腦董事長

苗豐強 、 宏基電腦董事

長施振榮等人都參與盛

會 ， 其規模不會小於我

們去年所舉辦的「邁向

公與義的社會」座談

會。

由於「資訊素養」是

個相當抽象的概念 ， 必

須經過多次的討論與溝

通，而基於種樹活動的

經驗 ， 我們更覺得應該

朝向中小學教育方向著

手。除將座談會內容編

列成冊之外 ， 並將延伸

為一套資訊素養九年一

貫教材 ， 逐步在校園內

推動。

八月間高屏溪毒水事

件使得大高雄地區一百

多萬人的飲水發生困

難 ， 我們除邀請專 家學

者前往實地調查 ， 更舉

行了 一場「人禍 1 民不

聊 生 1 高屏溪毒水事件

的省思與 主 張」座談

會。我們發現高屏溪的

污染 ，至 少凸顯三個問

題。 一個是倫理面出了

問題 ，我們的企業根本

沒有顧及環境倫理 ， 任

意傾倒有毒物質 ; 其

次 ，我們的廢棄物處理

制度面也有很多缺陷 ‘ p

昇利化工公司雖然取得

ISO -1 4000 的認 i堂 ， 結

果還是不合格。另外 ，

工業主管單位 ， 在廢棄

物處理上也沒有盡到應

畫的責任。難怪歐陽蜻

暉教授痛心的說，-這

十多年來台灣環保人士

在整治河川汗染所做的

努力 ， 幾乎被高屏溪毒

水事件給擊潰 ! J 

座談會結束後，河川

環保顧問特別去晉見陳

Jk 扁總統 ， 提出我們

「為河請命」的宣言，並

歸結我們十年河川保護

行動的心得提出「建構

綠色台灣十年計畫」 。

在陳總統 的認同之

下，我們希望在兩年內

完成專責解毒及防毒系

統，五年內完成水土經

營流域化 、 績效控管地

方化、環境保護全民化

的。十年之內從社區 ，

城鄉 ， 流域策劃永續發

展的示範模式 ， 並不只

是夢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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