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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水的關懷情延伸到海峽對岸

前不久 ， 大陸沙塵暴來

襲，台灣方面也嚴陣以

待 ， 不僅沙塵暴 ， 舉凡海

洋生態保育及經濟交流所

衍生的環境污染問題 ， 都

有賴海峽兩岸共同面對與

解決。 2000年底 ， 時報文

教基金會河川保護小組的

顧問們在開完十週年「水

的關懷研討會」後 ， 一致

決定 ， 將關懷河川環境的

觸角 ， 延伸到海峽對岸。

這個心願終於在2001 年年

底完成 ， 去年十 二 月下

釘 ， 兩岸 l.K背源及環保專

家齊聚一堂 ， 針對兩岸城

市環境規劃與管 理等議題

進行討論 ， 來訪的大陸學

者 、 官員及環保業者並參

觀圍內垃圾場 、 海洋放流

與污水處理設施 ， 對台灣

的環保與水資源、工作，深

感佩服 ，並希望繼續不斷

與台灣有交流的機會。

促成這次兩岸環保交流

的是基金會的執行企劃呂

理德，他長期關懷環保 ，

報導環保議題 ， 更身體力

行推動環境保護的相關活

動。去年四月參觀北京清

華大學 、 上海同濟大學 、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及杭州

漸江大學之後 ， 他深深感

到大陸學術界、企業界及

政府發展部門的充份結

合 ， 尤其是學術在實際應

用上的落實 ，更值得台灣學

術界參考。時報文教基金

會關』懷河川環保累積十年

的經驗 ， 在第十一個年頭

向對岸伸出友誼之手，因

為我們的跨出 ， 累積了經

驗見識 、 建立了合作夥

伴 、 深化 了 專業素質。

時報文教基金會這十多

年來持續關心水資源的議

題，九一一地震之後 ， 我

們發動「種樹救水源 ， 檳

榔變綠林」的活動 ， 在黃

榮村執行長的帶領下 ， 和

興村已經變成一個棋範

村 ， 黃榮村雖已轉換跑

道 ， 擔任教育部長 ， 但

是，他重遊和興村 ， 看到

一片綠林，總會想起時報

文教基金會同仁們辛苦播

種的痕跡。

基金會熱心且明快的決

策及動員力也感動了和興

村的村民 ， 和興村在地震

後，自助人助，種樹護土

救水源 ， 在廣大輿論的報

導下 ， 變成了一項神聖任

務。南投縣中寮鄉有機文

化協會總幹事張桂源特別

撰文 ， 寫出自己如何走出

地震的陰影。為了讓家鄉

恢復以往的美麗，希望從

造林基礎做起 ， 他改名為

桂源 ，意思是從種樹開始

至治本清源的根治水災、

土石流的天災人禍，愛鄉

之情令人熱血奔騰。

基金會的「種樹歌唱」

活動也在進行，幾位參與

推動教材的老師都有很深

的體驗 ， 由他們自己寫的

工作經驗更可 以看 出 大家

的投入。

值得一提的是中研院院士

張 i穎的人文講座「革命的

歷史教訓 J '張潮教授從

1895年中日戰爭講起 ， 分

析中國知識份子產生革命

情懷的背景。他指出中國

遭受帝國主義侵略 ， 國家

進入空前危機 ， 不是列強

瓜分中國迫在眉陵，傳統

政治制度崩潰、儒家核心

文化思想頓然失落 、 社會

經濟結構劇變 ， 也造成知

識份子的轉型危機。張瀨

認為 ， 儒家的經世精神 、

世界大同 ， 是高度的道德

理想主義 ， 在三綱五常為

本的歷代政治 ， 並未影響

中國政治 ， 是一種「隱性

的 」 烏托邦思想。而西方

自啟蒙運動以來的解放思

想 ， 發展到後來有「極端

的人本主義」傾向 ， 相信

人定勝天 、 可征服自然萬

物 ， 這種思想當時進入中

國衝擊已半世紀 ， 催化了

儒家的隱性烏托邦思想 ，

合流起來 ， 成為中國知識

分子「革命」求變的底層

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