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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差異才能取借進步的力量

J去內自心 統大選的紛擾讓 落、家庭失序 ， 重視社 題的講座，為人文藝術 的微薄力量喚醒更多村

社會付出難以估 會資源分配的落差，為 的普羅再作努力。 莊的自覺意識，參與推

計的成本 ， 年初各專家 弱勢權益呼顯。 敏督利颱風在乾旱的 動台灣的山林復育 。

預估的經濟成長力道 ， 參與論述的五 十 位學 七月天來訪，原本帶著 河川與水資源是基金

似在瞬間萎研 ; 接著又 者皆為關注當前社會現 台灣許多縣市的期待而 會長年關懷的議題 ， 今

遇 七二水 災 ， 亂石!崩 象的社會學菁英 ，且為 來 ， 沒想到颱風本身影 年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

塌 、道路 寸 斷 、 虛捕的 長期參與公益活動的社 響不大 ， 強烈西南氣流 中，台南社大展示其巡

綠地敵不過底 下 黃無土 的 會志 工 。本刊特轉載研 帶來的豪雨卻成為許多 守河川 ， 捍衛美麗社區

蠢動 ; 甫清理完傢 上 討會總召集人朱雲鵬教 人的夢層。這是天災亦 的豐富成果 ， 未來基金

的泥垢 ， 卻又聽見種族 授和分組召集人陳小 是人禍?山林長期的破 會也準備參與社大河川

撕裂的聲音。看來 ， 邁 紅 、 陳東升 、 林萬億教 壞與砍伐在九二一地震 巡守相關課程的籌備，

入新世紀的台灣還在擔 授的文章精要 ， 呈現兩 後成為常態 ， 與山爭地 擴大此運動的影響層

負上一世紀延續 下 來的 天研討會的輪廓 ， 提供 的農林政策更是災害的 面。污水下水道是河川

沉重包袱和惡果。 台灣各社群參 閱。 源由，排水系統的疏於 污染的源頭，有鑑於行

「 面對公與義一建構宏 每個群體均有各自的 管理維護 ， 地下水的非 政院整筋污水下水道的

觀 、 包容與分享的社 文化 ， 彼此間的文化差 法抽取 ， 使雲嘉南地區 決心 ，並 將之納為 新 十

會 」 是時報文教基金會 異造就這個世界精采的 積水成池 ， 僅有少數在 大建設計劃，七月間本

在大選前再度結合知識 多樣性特質 ， 五月間基 近年內努力改變林地生 會代表余範英 、 林聖

分子， 為鼓舞社會革新 金會與國科會、教育部 態的村落 ， 有幸在這次 芬 、呂 理德面見行政院

的動力而召開 ， 議題本 剛結束為期兩個 月 每週 的災難中逃過一 劫。時 游院長 ， 提出關於下水

身即為基金會面對當前 末舉辦的 「世界文明之 報基金會自九二 一後 ， 道建設的建議。我們肯

困局的基本態度。唯有 窗 」 人文系列講座 ，以 結合企業 、 民眾的力量 定游院長及其團隊對下
宏觀 ， 才能看見世界的 宏觀的角度看待多元文 發起 「檳榔變綠林 J ' 水道建設的決心 ， 希望

進步 ， 誠懇面對自身的 化 ， 引導民眾不僅尊 活動中示範的村莊和興 值此規劃的關鍵時刻 ，

不足 ; 必須包容 ， 才能 重 ， 並且欣賞可貴的文 村即為一例。看著四年 污水下水道政策能考量

聽見不同的聲音 ; 藉著 化差異和不同的文明源 多前栽種的樹苗如今已 河川流域系統 ，以 解決

分享 ， 才能感受這個社 祖 。我們邀請總策劃戴 是三倍人高的小樹。目 台 灣河川水質為前提 ，

會的獨特與多元 ， 秉持 華教授說明整個活動的 前我們的水資源專戶正 在建設與長期維修上作

忠孝仁愛的固有節義與 緣起和架構 ， 未來也計 陸續收到來自民間的捐 長遠而通盤的考量。

價值 ，面對人文素養低 劃再籌辦本系列不同議 款 ， 我們計畫以這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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