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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理性、「公 Jr義」才能走出新局

這期的時報文教基 性的論述示範。 務決策中，也應為考量的 們期待有更多類似的討

金會半年刊不同 研討會以「再造公與義 標準。時報文教基金會長 論 ， 細細釐清每一環節的

以往 ， 特闢版面深入探討 的社會和理性空間」為 期致力河川保護 ， 然究其 可能問題，規劃出長達可

台灣社會流失或欠缺但又 名 ， 實為語重而心長，放 源頭 ，此刻推動下水道建 行的完整策略 。

必備的兩項基礎建設 ， 一 眼台灣社會 ， 黨私與個人 設有優先 的必要 ， 今日能 兩大專題之外 ， 本期半

是「公 J ，-義」觀念和理 利益總在公共福祉之上， 得到府院首長的支持誠屬 年刊特別收錄 了三月間在

性空間的建設， 一是污水 甚至以社會團結和進步動 難得 ，但政府財政困窘 ， 日本盛大舉行的「世界水

下水道建設。前者攸關台 力為代價 ， 從上而下處處 各種建言方案不斷 ， 未求 論壇」會場內外珍貴見

灣社會的團結存亡， 後者 有抗爭 ， 所爭之事大抵不 其完整 、 長達性 ， 以及地 聞，藉以宏觀全球的水問

則是提昇河川和生活品質 外各種社群黨派利益衝突 方政府和各部會參與的關 題與對策 ， 並認識愛水民

的關鍵 ，兩大建設不可謂 和民族認同分歧。研討會 鍵性 ，六 月中 ， 我們結合 族如何與水融合和生活在

不重。 的舉辦在國際現實 、 政府 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和 一起。我們期待在此基礎

二00三年三月，正當 政黨 、 資源分配 、 法治人 專家學者舉辦座談會 ， 關 建設決策的關鍵時刻 ， 除

台灣社會面臨各種撕裂性 權 、 教育 、 公民 、 媒體等 懷Jk政策。 了與下水道議題相闊的JK

力量的分割 ，正當恐懼焦 七大議題上獲致諸多具體 經過各面向的討論 ， 下 政策之外 ， 也能喚醒政府

慮成為集體夢廈 ， 而各黨 結論 ，足為決策之參考 ， 水道建設的迫切性已成共 與民眾對水文化的重視。

派仍以擴大衝突累積政治 但更重要的是會中所傳達 識 ，但須注意加速建設的 這是新世紀生活水平的重

資本時 ， 時報文教基金會 的理念 ， 即 : 競爭應以理 過程應循正途 ， 以長遠之 要指標 ， 為提昇生活品

無法選擇疏離 ， 正如同我 性為態度 ， 衝突須以「公」 公眾利益為依歸 ， 避免為 質 ， 同樣重要的另一個議

們傾聽到社會上仍有一批 與「義」為檢視的尺碼。 了立竿見影或解決當下問 題則是終身學習 ， 我們特

默默耕道的知識份子渴望 當此概念深植人心， 寬容 題而倉促決策 。事實上 ， 邀為社區大學發展奔走多

挺身參與 、 言所當言的聲 將取代決裂 ，進步也將終 包括BOT等方案 ， 應只是 年的林孝信教授記錄並提

音。於是 ， 繼三年 多前首 結閉鎖與內耗 ; 唯有開闊 一種選項，並非完整策 示社大的過去軌跡和未來

度提出「邁向公與義」的 心胸 、 誠實面對歷史 ， 將 略 ， 其中待議空間尚多 ， 方向。

理念 ， 我們 再度廣召菁 台灣社會放在國際框架中 尤其所謂的「補償性BOT J 藉由不斷 的參與及結

英 ，不僅針眨亂象 ， 更希 不斷保持進步 ， 才有機會 是否將成全廠商而超過未 合 ， 時報文教基金會希望

望在民眾茫然無據時，開 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可能 來政府和人民之負荷 ， 都 在台灣社會發展的過程中

拓進步的價值觀 ， 並在各 性。 需要更多討論。這次的座 不缺席 ， 並進而能帶入正

種惡鬥對立中 ， 重開良性 公與義不只作為檢視衛 談會是一個以「公 J ，-義」 面的思維和進步的力量 。

的公共論述空間 ， 建立理 突爭議的尺碼 ，在公共事 立場進行討論的例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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