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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和輿論界結合
扮演積極參與的角色

回顧問七十一年時的

台灣社會環境，在經

歷中壢事件及高雄事件兩件

重大的政治衝突， 風暴過

後，社會氣壓變得非常低

沈， 執政當局實施戒嚴，嚴

行威權統治 ， 無論言論及集

會的空間都非常緊縮 。 以當

時的環境，若有知識份子相

約聚會，並集中討論民主的

議題，對威權政治必然構成

衝擊 。 但是，多位關國是及

提倡民主的學者非常擔憂國

家與民族發展的前途，他們

覺得應該扮演一個積極參予

的角色，擴大個人影響力，

以對未來中國的發展作出更

大的貢獻 。 大家奮不顧身，

嘗試從個別事件的檢討，延

展到總體歷史及文化的探

究 ， 希望在宏觀的觀察中追

尋問題的根本 。 包括文崇

一 、 余英時 、 胡佛、林毓

生 、 李亦園 、 楊國樞 、 黃榮

村 、 張玉法 、 李鴻禧 、 呂亞

力 、 金耀基 、 韋政通 、 張

獵 、 張朋園 、張中棟、陳其

南 、 葉歐政、 星海源等十九

位學者乃共同發起一場有關

「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一

一人文及社會科學的探討」

的研討會，並希望加入輿論

界的力量共同推動這個研討

會。

學者們的熱情與構想與中

國時報追求民主的信念正好

結合 ， 在時報大家長余紀忠、

的大力支持下，時報同仁包

括余範英 、 高信疆、鄭淑

敏 、 彭垂銘 、 王汎森 、 唐光

華等人都參加這個研討會的

策劃 。 大家覺得 ， 如果要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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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在棲蘭山莊所舉辦的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研討會。

越種種迷思，推動民主政

治，除了結合學術界和輿論

界的力量 ， 還必須對自由民

主真正具有卓越貢獻的人士

加以肯定 ， 使社會得一典

範 。 當時知識界最敬仰的人

士就是為民主、人權 、 法治

奔走呼號，數十年如一日的

陶百川先生 。 那年，正值陶

先生的八十壽慶，大家在籌

備會議時，就決定將會議的

成果獻給陶百川先生作為祝

賀， 以示尊崇 。

研討會特別選定在遠離城



人文與社會探素

.也時報文教基金會余範英邀集二十年前 〈棲蘭之會〉 的學者及當今教育 、 政治 、 學者共緊一堂。

市紛擾的宜蘭縣棲蘭山莊舉 聲 ， 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 | 前，她親身參與棲蘭之會， 並且聚在一起舉行研討會 ，

行，從七月二十八日到三十 下事，事事關心」 。 雨過天晴 | 一直不能忘懷當年知識分子 味全求化浪潮下台彎的角色

日一共進行三天，大家針對 之後，學者才紛紛下山，中 且 對國家 、對民族、對社會那 與定位尋求新的答案 。

近代中國的民主及變遷等問 國時報並緊接著自八月一日 l 種責無旁貸的使命感，她指 教育部長黃榮村是當年參

題，分別從思想、歷史、文 起，連續一週，以「挑戰與 | 出這些學者的智慧所激盪出 加棲蘭山會最年輕的一個，

化、社會及行為等不同學科 突破」 為題 ，接連舉辦五場 | 來的光芒 ，在當時及以後的 二十年後的他更擔負起全國

的角度及途徑切入 。 很不湊 公開講座和一場大型座談 | 政治變遷樹立了一個突破性 的教育大任，回顧棲蘭之會

巧，七月二十八日起一連三 會 。 當年的研討和講座內容 | 的指標，會中大家所提的觀 的觀點 ，他有三點感想， 一

天的棲蘭聚會正好碰到颱風 曾在時報要聞版和人間副刊 | 點，攸關國家改革至巨 ，即 是 ， 當年大家討論的「公共

肆虐，山莊對外交通全部中 批露，引起廣泛的迴響 。二 | 使在二十年後出版也還是有 議題 J '現在面臨更大架構

斷，白天時大家專心一志開 十年後時報文教基金會以這 | 很好的參考價值 。 為此，她 與更嚴苛的挑戰， 二是如何

會，晚上沒電，大家聚集在 場研討會的內容彌足珍貴， 親自打電話給當年參加棲蘭 在國際架構下，當前台灣的

斗室裡，點上蠟燭，繼續嚴 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遂決 山會的每一個學者，表達要 國家認同交鋒的局面裡，追

肅問題的討論 。 也許因為風 定排除萬難予以整理出版， 重新出版二十年前的論文的 求「公與義 」 、以及提升競

雨呼嘯聲的助陣，大家的情 同時也再度邀請當時出席的 | 意願，並請他們一定要寫後 爭力的矛盾當中獲致均衡，

緒非常高昂， 一掃過去以來 學者撰寫後記。 I 記 。 在她的穿針引線之下， 另外，更值得知識份子注意

被壓抑的情緒，大放厥詞， 家事國事天下事 事事關心 | 斷了線的風箏重新被接了起 的是，在權力運作下，如何

所討論的議題都是深深觸及 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 ! 來，學者們紛紛回籠，發表 有警覺之J心

台灣社會最核心的思想禁 範英是推動這本論文集重新 1 他們對台灣進二十年來發展

忌 。 正所謂 「風聲雨聲讀書 出版的靈魂人物， 二十年 | 經驗的的反思 。 當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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