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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科技的跨世紀漣漣
《資訊素養》、《卑南溪一原水向東流》、《首文漢一戀戀母河》結集出版

仍保存她原始的美 ，「三位訊素養」
讓這條涵養布農 、 阿主竟是一本結

美 、 卑南等族的清合電子與平面媒體精 ﹒贊諷素養
華的出版品 ， 有鑒於 流 ， 繼續峻嶺東行新

故鄉， 原水清溪向東上網人數日益增加 ，

而網際網路已成為世 流 。

界共同的語言 ， 由中 「 曾文溪一戀戀母

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

究所研究員謝清俊領

軍，與劉炯朗 、 陳正

然 、 徐言 、 溫明正 、

吳嘉磷等委員及王總l 
經理百融幾經討論，

從「人文素養」與「教育倫

理」的角度著手，總共企劃

十三場座談會，邀請國內四

十八位專業人士，層面擴及

文化、 法律 、 教育 、 政策 、

觀念等不同領域 ， 而對象更

擴及政府 、 企業 、 家庭 、 個

人等不同對象 ， 結合而成

『資訊素養.!j ' 是一次前衛的

嚐試與創新 。

本書屬於一個系列座談會

的詳實全紀錄 ， 從十三場座

談會 、 十三個溝通與對立之

間的主題，在在都突顯出科

技不只是科技，而是可以與

人文齊頭並進的專門科學 ，

當然，其中的精采可期便不

難想像 。 同時， ，-資訊素養」

河」 一書由成大水利

系教授蔡長泰，中國

時報南部編輯部撰述

委員詹伯望 ， 中華日

不從生冷的角度切入，卻不

減弱它的專業性與前瞻性，

還帶領讀者從另類的角度省

思科技與人文並駕齊驅的成

果，提供讀者更寬廣的思考

空間 ， 更多元的科技思維，

讓科技與人文在二十一世紀

爆發出璀璟的火花 !

六河的故事系列

大河的故事系列叢書，自

出版以來，一直受到許多關

心地方文史與愛護河川人士

的愛戴 ， 除了叢書編輯的嚴

謹之外 ，內容詳實與豐富恐

怕也是許多鄉土書籍無法望

其項背的 。 而每一本大河的

故事，除了將每條河川的歷

史精神與地理變動，完整的

。資訊素養、卑南溪、曾文溪三本書是2000年的出版品 。

呈現讀者面前之外，還提供

許多人與河長久依存的深切

感動與刻骨銘心 。

「 卑南溪一原水向東流 」

一書是由台東師範學院自然

科學教育系教授劉炯錫，鄉

土地質資源蒐集工作者姜國

彰，布農族文史工作者王土

水 ，和平國小教師阮文彬，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鄭賢女，

台東地方文史工作者趙川明

等作者共同努力完成 。書中

提供每位作者的專業與親身

經歷 ， 有的長時間鑽研卑南

溪的故事 ， 有的一生在卑南

j果這位母親的懷抱中成長 ，

不同的經驗，相同的感受，

都希望卑南漢這條 「原水 」

報編輯吳茂成 ， 米太

文化事業公司藝術總

監邱勤庭，東方工商講師陳

敵青等作者群共同完成 。書

中歷歷道來曾文溪與嘉南平

原的台灣移民開發史 ， 先住

民與漢人勢力消長的契機，

唐山移民的前仆後繼 ， 從部

落 、廟堂的日漸改變，到宗

教 、 禮俗的相容並蓄 ， 數百

年來的族群紛爭與融合 ， 曾

文溪一直默默為這些互古歷

史做見證 。 依舊蛻蜓曲流，

依然桃源活水 ， 不蠻的沉

靜，卻仍不免遭受人類無情

摧殘的對待 ， 因此 ， 作者群

更希望透過無聲的筆觸， I喚

起人類最多的反省，讓當文

不再滄桑 ， 長河不用再|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