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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棄才有希望

斗h口)..- 半年來，時報文教 的未來發表詩言。

基金會連續失去兩 時報文教基金會新任

位長期支持我們的慈祥長 董事長余範英是推動這本

者 ，一位是書生辦報 ， 以 論文集出版的靈魂人物 。

國家興亡為己任的余紀忠 二十年前 ，她親身參與棲

董事長 ， 一位是長期為民 蘭之會 ， 一直不能忘懷當

主奮門的陶百川先生 。他 年知識分子對國家 、 對民

們兩人志趣相投 ， 彼此惺 族 、 對社會那種責無旁貸

惺相惜 ， 在台灣 民主進程 的使命感 ， 會中大家所提

上都發揮一定份量的影響 的觀點 ， 攸關國家改革至

力 。 兩人的年紀相差約十 巨 ， 在當時及以後的政治

歲 ， 卻同樣在 2002年辭 變遷樹立了 一個突破性的

世 ， 真是有緣。 指標 ， 即使在二十年後出

二十年前，余董事長 版也還是有很好的參考價

大力支持知識分子所召開 值。多位教授都被余範英

的棲蘭之會 ， 探討近代中 女士不棄不餒的精神所感

國政治與社會變遷 ， 就希 動 ， 重新提筆撰寫後記 ，

望將成果獻給陶百川先生 舉辦座談會 ， 大家相信

作為八十大壽的賀禮。今 「不放棄」也是台灣未來

年適逢陶先生 百年大壽 ， 追求憲政民主應該有的態

在胡佛教授的奔走下 ， 二 度 ， 何況在威權解構 、 價

十年前的論文集首度出 值紛陳與認同失焦的情境

版 ， 包括許俾雲 、 李亦 中 ， 鞏固一個理性思辨與

園 、 李鴻禧 、 劉述先 、 林 符合正義的「公民社會」

毓生 、 楊國樞 、 張玉法 、 更是大家的理想 。

星海源 、 陳其南 、 黃榮村 余範英女 士 擔任董事

都親自 出席新書發表會 ， 長之後也邀請許俾雲教

很多人雖然白髮斑斑 ， 仍 授 、 中央大學校長劉兆

然關心國是 ， 為台灣社會 漠 、 法學專家陳長文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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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協會董事長許嘉棟 、 雲

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 、 台

大環工所教授於幼華及中

國時報社長林聖芬加入董

事的行列 ， 大家決定承續

基金會一貫的理念 ， 對國

家和土地盡一份關懷 ; 對

社會和大軍付出一點貢

獻 ; 對河川 、 對環境 ， 做

持續而深入的工作 ; 對社

會 ， 倡導公與義的觀念 ，

推廣公民素養的提昇 ;而

放眼未來 ， 更希望科技與

理性人文並駕齊驅，相輔

相成 ， 有對話的空間。

時報文教基金會本年

度另一個重頭戲是舉辦污

Jk下水道建設座談會 ， 行

政院所策劃的國家發展重

點計畫 挑戰 2008 ' 將污

Jk下水道建設列為Jk與綠

建設計畫中的一項，並以

2008 年全台灣能達到

20. 3%為 目 標。歐陽山青暉

教授及余範英董事長均應

邀參加這個計劃，這也是

時報文教基金會多年來從

事河川環保工作受到的肯

疋~ 。

時報文教基金會今年

也支持林照真及黃子明進

行土石流的調查採訪。這

些年來，颱風肆虐 ， 大家

談到土石流都驚惶失色 ，

學界跨地質 、 土木 、 水

制 、 森林 、 農工 、 水土保

持 、 地理等學者 ， 均有人

投入土石流的研究中 ， 但

是民*對土石流的認識只

有驚棟 ， 卻極度缺乏概

念。傳播媒體也多著重災

情慘重等悲憫傷亡之報

導 ， 對土石流現象並沒有

深刻的介紹 ; 而在學界，

年輕的「土石流學」在不

同領域各有發展 ， 雖各有

各的心得，卻多停留在學

界的研究階段 ， 很少向民

間擴散。一般民罪無緣經

歷土石流 ， 只能從傳播媒

體報導去推測曾有的瘋狂

與肆虐 。 「戰慄土石流」

一書 出版 ， 有系統的介紹

土石流的性質 ， 將有助於

民眾的認失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