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1
LI! 

f 地 
﹒

'
，
、

一--吋

時報文教基金會出書承載理想
《河川清流》、《河川與社區》、《河川再造》九月出版

重主 ，對 一般出版商而 

E三1 言 ，無庸置疑的是要

賺取利潤的 「 商品 J '出書

定製造產品的商業行為;而

對非營利組織來說，卻是

「無利可圖 J ! 但也由於無

利可園， 書籍出版之

言 ，並不因朝野易位而失其

時效 。

前瞻性與理想性既是基金

會的出版動力， I逆勢操作 」

便在所難免 。 九月間出版的

河川 三書〈 河川清流 〉 、 

「領先觀念 」 的還有 「 大

河的故事」 系列 。

為了讓國人重新認識疏離

久矣的河川， 重燃摯愛與關

懷之情，基金會發下了出版

台灣五十條主 、 次要河川故

有深刻認知的文字與攝影記

者，合力完成 。 另外，中港 

j柔 、 大甲溪 、 以及近來不斷

成為新聞焦點的高屏溪， 這

三條河川的故事，分別由中

國時報苗栗特派員張強與自

然生態研究者張致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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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預計十二月出書 ，會一一對二十一世紀

請密切期待 。台灣永續經營的主

數位時代、網路世紀張〉是去年十一月、

已然來臨，現代公民應十二月間為期六週的

寫中港溪;中國時報中於文教基金會，反而

有了可以承載理想的 部特派員謝東華與資深

記者林淳華、 曾秀英合最大空間 。

時報文教基金會今 寫大甲溪，高屏溪則由

高雄市綠色協會創會會年二月出版《邁向公

與義的社會一一對二 長曾貴海召集， 美棋愛

十一世紀台灣永續經 鄉協會等一群地方環保

護河之士撰寫 ， 共同的營的主張》 上下二巨

特點是作者群對各河川冊，便是一例 。

《 邁向公與義的社 的熟識與深愛，精采可

大型研討會內容結

集 。 研討會分別就

「經濟與環境 」 、 「 法治與人

權 」 、 「 政治 」 、 「社

會」 、 「媒體 、 教育與文化」

五大議題，邀集一百多位

產 、 宮 、 學界精英與會，針

眨時弊的同時，更提出前瞻

性建言 。 如今時隔一年，政

權轉移，本書的針眨與建 

.九月出版的河川三書議題歷久彌新。

《河川與社區》 、 《河川再造》

等 三部大書 ，雖是民國

的 、 86 、 87年的研討會結

集，但胺諸今日加劇的河川

問題，當年的研討結論不僅

今天歷久彌新，更突顯當時

的領先議題 。

事的弘願，繼已完成的淡水

河、朴子溪 、 頭前漠的故事

之後，五月間關於濁水溪的

《滾滾長河 濁水溪的力

與美〉 已出版，作者是由中

國時報資深記者陳志成召集

中部編輯部十數位對濁水溪 

具備怎樣的資訊素養才

能立足新社會?在基金

會與國科會、 資策會 、 

NII 、 公共電視合作製播的

系列座談「資訊素養 」 之

後，今年底明年初 《資訊年

養〉 一書的出版，將不僅僅

是十三場座談會的書面版，

更充滿跨入新世紀的前!聽與

象徵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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