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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菁英應承擔責任，強化價值核心，提升以民為本的精神

受到挑戰 ， 種種家庭悲劇 、 切入 。 忽略 ;第三，如胡佛教授所

醫療糾紛 、專業濫權的情況 首先說「現象」 。 也許大 言，民主本身陷入被工具化

層出不窮，媒體更充斥著許 家都感覺到，過去許多變化 的危機;第凹，台灣在追求

多慘絕人寰 、 不忍目睹的案 現象的根源，其實與二股力 主體性的過程中，如何與國

件，針對如此的情勢及亂 量息息相關，彼此之間也相 際局勢相互平衡，亦是重要

象，我們認為應當要在這個 輔相成地互相影響，其中一 的課題。

時候站出來，讓社會正視這 股力量是全球化、資本主義 其次在經濟結構上，第一

個問題 。 的擴張，另一是中國大陸經 個挑戰是在全球化的衝擊

我們希望能透過這次研討 濟力的帽起，再者則是台灣 下，本土產業有些消弱、有

會的舉辦，提供正面的思 威權體制的結束，以及民主 些成長，成長者能夠吸入就

。 朱雲鵬/ ;本次研討會總召集
考，成為詭譎 、 混沌局勢中 政治參與的普及 。 在三股力 業的速度，小於消弱者所散

人、 中央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 的一股清流 。 台灣此時迫切 量互動之下 ，台灣的認同結 發出來的勞動力，所以失業

需要清流的發聲，尤其需要 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均 人口頻頻上升;第二 ， 台灣

鬥口二寸仁報文教基金會對於 有一個能提供正面思考的舞 出現不少新機會，但也必須 的經濟情勢是「前有來者，

「公與義的社會 J '已 台 。 以目前社會的紛亂，這 面對更多挑戰 。 以 「 機會」 後有追兵 J '如何在國際競

經舉辦過兩場研討會，每次 樣的迫切性已達高峰，因此 面而言 ，在認同結構上，可 爭下維持新的議題 ，我們有

都獲得重大的迴響 。 然而， 我們經過多次腦力激盪'正 以看到台灣主體性的加強; 嚴重的不確定性;第三 ，我

社會上仍有很多問題:首先 式底定會議的主軸:宏觀的 在經濟結構上，台灣也相當 們財政愈來愈失衡;第四，

是全球化及本土化的爭議不 社會、包容的社會和分享的 程度地參與了全球化的進 我們的貧富差距愈來愈擴

斷延伸，而兩岸關係變成中 社會 。 我們認為這三個層面 程，利用全球化的機會擴張 大;第五， 即是林萬億教授

間重要的焦點，各界意見分 是今日社會極度欠缺且極度 到海外;在社會結構上，我 所提到的 「非市場價值突變

歧 。 其次是社會中不同族 需要積極灌溉的部份 。 相信 們藉由民主化的機會達到多 下降和國際達爾文主義突變

群、不同政治團體之間的互 此一規劃能夠切中政經 、 社 元化 。 上升」 。

動，出現了相當程度的緊張 會與文化的脈動 。 換個角度，以 「挑戰」面 最後在社會結構上，第一

與對立。 再則是不同階層家 我的報告重點 ，主要希望 而言 ，首先在認同結構上， 個值得關切的狀況是在公與

庭之間，在資源分享上， 差 達到兩個目的 : 一是把所有 第一個出現的問題是族群對 義方面，無論是倫理、道

距越來越大，弱勢團體也一 議題作結構性的統整， 二是 立，尤其愈接近選舉，狀況 德 、 法制 、 規則 、品味或理

直在掙扎著 ，而且隨著失業 加入研討會兩天以來的一ι 似乎愈更嚴重和尖銳;第 性溝通等等，似乎都變成愈

率的上升 ， 已經使得越來越 感想 。 在議題的結構性統整 二 ，政治的走向過度重視統 來愈不可追求，所以很多人

多的家庭陷入貧窮 。 此外是 上，我將分別由 「現象 」 與 獨議題，選舉激情亦使台灣 也說，看到電視所有新聞主

社會的基本倫理、道德價值 「 觀念及做法 」 兩個部分來 其他很多重要的社會問題被 題報導，會不知道怎樣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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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兒女;第二 ，儘管過去 會問題，積極提升本地勞動

為抵抗威權，社會組織團體 階層的工作技能，讓目前被

曾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 邊緣化的人有參與全球化的

但他們力量分開 'NGO確 機會，消極面則必須強化福

實逐漸弱化當中;第三 ，人 利制度，以保障社會弱勢族

口變遷對家庭與教育制度造 群 。

成衝擊 ， 第四，社會上普遍 其次，在台灣的主體性已

充斥著無力感，也充斥著叢 經大幅提升之際，我們希望

林遊戲規則，社會的信賴關 政治上能夠採取族群和諧 、

係被破壞，而社會資本更出 反歧視 、 追求兩岸和平的方

現空洞化的危機。 法，不希望「台灣 J V S . 
. 宰~~~漢/中研院院士 。 。 胡佛/中研院院士。

上述現象難免令人悲觀， 「中國」類的議題被過度炒

因為要修正實在非常困難， 作，使得人民被過度區分 。 好人 J '亦即是要我們懂得 在強化核心價值的前提

但我們還是希望透過此次研 事實上，有關「中國」的概 敬天、畏祖、慈悲 、 尊重， 下，我們呼籲三個做法:首

討會，能夠指出一些樂觀 念，可以被切割為文化中 而這些均屬倫理道德或民主 先，任何人不應該因為他的

的、正面的建議 。 以下我們 國、經濟中國 、 血緣中國 、 法治發展的深層基礎 。 出生而被否定，也就是說，

提出五方面的 「 觀念和作 政治中國等不同分別，但是 不過，現在的小孩比較喜 不管是原住民 、 本省 、外

1去」 。 把 「 中國」狹窄地化約成北 歡不用動腦、眼花撩亂的卡 省、新移民或外籍新娘，以

京政權的代言人，將會連帶 通，或拿機關槍掃射的刺激 及有否種族、膚色之別，其

以民為本的精神 地讓所有與「中國」 二字有 畫面 ，至於老祖宗掛l嘴邊的 基本人權皆不應被漠視 。

強調 「 以民主話本」的觀 關的事物，都變成是禁忌， 忠孝節義，已被快速地拋 其次，我們希望台灣真的

念，因為人民是國家 、社會 或變成帶有特殊色彩;我們 棄 。 相對於西方自希臘羅馬 能夠加強基本價值與信仰的

最重要的一環，也是世界存 由衷期盼社會對於台灣與中 時期承續人文藝術素養 、 法 培養，包括前述提及的敬

在的元素 。 一般人民應該有 國之間，能夠採取包容的方 律觀念後，迄今仍不斷強調 天 、 畏祖、慈悲、尊重，乃

權力享受最好的命運，分享 向 。 換句話說，大家可以是 這品傳統，我們確實欠缺真 至於忠、孝節義等概念;而所

全球化的過程，否則就會變 台灣人，也可以是中國人， 有內涵的基礎與結構，但是 謂的「忠 J '當然必須重新

成邊緣化，不然更糟糕的 因為後者能被擴大或包容地 台灣卻又講究「結果 J ' 最 解釋，不是忠於皇帝 ， 而是

是， 一旦台灣處於國際強權 解釋為文化上的中國、血緣 明顯的例子就是 「民主」的 忠於國家、社會、人類 。 此

互相爭奪地盤的情況下，我 上的中國 ，或者是經濟上的 認知與實踐發生落差，甚至 外，我們應當提升家庭觀

們可能會像陳忠信先生所 中國 。 誤以為參與選舉就是民主 。 念，重視學前教育，體認家

說，淪為三圓的荊州或日俄 但是西方民主只有投票 庭的價值，進而讓家庭也成

戰爭的東三省，所以必須重 核{;、價值的強化 嗎?當然不是，投票僅是最 為社會穩定的力量 。

視人民的境遇。 基本觀念與核{J、價值的生 後一關，真正的民主是從家

在以民主話本的前提下，我 根，是所有改革的基礎，也 庭會議 、社區會議開始向外 法律制度的修正

們希望呼籲兩個做法: 首 必須從小養成。以前無論歌 擴張，不過台灣並沒有這個 只有觀念還不夠，必須化

先，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阻 仔戲、京劇、武俠小說，以 文化根源，卻擁抱著最後的 為行動，所以我們希望法律

擋，而且台灣必須積極參 及其他任何教化過程中， 其 表象，這是台灣社會最大的 與制度也能快速改進 。 綜合

與，但是我們仍應當重視社 實都在教導「怎樣成為一個 危機 。 來看有七個面向:第一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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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煌雄/監察委員。 。 朱雲漢/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 南方朔/新新聞總主筆。 . 廖咸浩/台北市文化局局長 。

應簡錫措先生所言 ，社會上 任 。 社會組織的重建 題，台灣不但應該加以推

應該多一些以促進和平為主 我們希望能對於五額人進 最後一個層面，則要提到 動，更要善於利用全球化，

旨的機構或團體; 第二 ，教 行呼籲 : 第一是「國家領導 「 而土會組織的重建 」 。 研討會 來推動這品議題 。第二，

育應該具有減少階層化 、 提 人 」 他本身除能治國， 兩天以來，大家對此談論甚 NGO應當重振旗鼓 ，例如

升人民創新能力的功能，除 還必須要以身作則，成為社 多，因為如果社會上的信任 陳東升教授舉出的韓國

讓弱勢族群得到公平的教育 會優良道德的榜樣 ， 第二是 不能重新建立起來，資本主 PSPD一例，就值得我們大

機會，亦使台灣在全球化中 「媒體公眾人物」一一包括 義最後將會造成完全的貧富 力學習 。 第三 ，對於推動促

更有發展機會;第二 ，改善 媒體人或接受邀請在媒體發 差距，選舉制度最後將會造 進和平的機構和組織，社會

財政惡化的情況，使不公平 表言論的學者專家， 他們的 成絕對的民眾分離 。 曾經發 應大力支持 。 第四，民主制

的情況也能隨之改善 ;第 一言一行也應當足以作為民 表〈歷史的終結〉的日裔學 度必須深化到社會每一個角

凹，如同何壽川董事長的分 眾表率; 第三是「專業人士」 者Fra nci s Fukuyama '也 落與組織團體，由下而上建

析， 國家應大力推動福利相 一 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均 在近作裡檢討提出 ，歷史的 立全國民主化 。 第五，同樣

關事業的發展， 一方面可以 !蔥尊重專業倫理，以對社會 終結其實是空中樓閣 ， 資本 也是呼應陳東升教授的意

深化知識經濟，另方面可以 造成正面影響;第四是 「文 主義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信任 見，我們應當設法讓家庭生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第五 ， 化人 」 文化人總能透過 (social tru st) 。 活與社區生活更臻完美 ， 恢

應當儘快實施國民年金，建 各種不同的工具 、 管道 ，將 復家庭功能， 以成為社會安

構社會的安全網; 第六 ，我 重要觀念、價值傳遞給受 重新建立社會信任 定的核心力量 。 宏觀 、 包容

們贊同余範英董事長的呼 眾 ，不但對個人可能造成從 如何重新建立這個社會信 與分享 ，是台灣社會現階段

籲，儘速將經建會改為經濟 小到大的影響，對社會整體 任?我們提出五點建議 : 最需要努力的方向 。 沒有宏

及社會發展委員會;第七， 發展也關係深遠，所以在他 第一 ，利用全球化推動社 觀，將流於狹窄和封閉，沒

我們希望透過法令的強化來 們的作品中，希望能夠維持 會一體的全球化，亦即推動 有包容，就造成族群對立;

確立各行各業的規範 。 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寬憫 、 人類社會而非僅僅企業與生 沒有分享，將造成社會歧

慈悲 、與包容的胸懷;第五 產的全球化，就像林萬億教 異;均非台灣之福 。 我們誠

社會菁英的責任 是「知識份子」 我們期 授也提到，全球化不應該只 懇地希望，知識份子敢站出

社會菁英對社會具有重大 待知識份子不要再沉默，要 是經濟的 、 金融的 、生產 來，共同努力，為這品價值

的影響力，應當承擔社會責 儘快站出來 。 的，還可以是人文關懷的議 的生根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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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jej‘ 民主線 已建立押 J、 * 1頁， 從建 立全1* 函 ， 最根 *1胡鍵在丈化認|司與旅祥和諧，這個 iØdl 克委芳:
七、安泳，時 ~Lt 丈化人 、 知識份 子共|司 等L典 ， 我梢 i 為 「丈化的旅程 」 氣 「歷史的旅程 J 0 (1:哇培 tlí)

候選人的每一句話都在月2動仇恨意識 ， 只有這拼才會議主持者 終血 沖峙。也17 ~慕 我們位看清這
一/書長不應該的高具， .' $瓦格在人性去處對於棺刀的 j晶宮 ' çX_許才位定見進步的 11月綻。 f蒜益者)

教育 JtJ耳 「 丈培接丈化人 ，再培谷壽章人」 的批企是很可惜的，我從事叩十年 督學教育 ，
認為普療專葷的結躍在於對病人的 l司，惰 。 l可惜花叮!.i:J$_?簡言 z ' 就是誰己 Â 人。(1度在 ~U

1吾但是1 族祥隔開 ，必須建立共 l司體 意識 ， .' ~在地|吋懷 、 國際司已丸 ， 誨，心建設 家的。 凡有尊重怯壯的
血 í~~ 乏其戒心KJ台取旬 ，由 歸 I J史性 υ: 民 」 的身兮 ， 台 灣的 民主社會才位進入互作的里程碎 。 o先宮雄J

f直片社會失 1年 t t!孽 ， 主考萱家庭和社區所可位帶求的正茍社會拉 響 ， 有其一定的意義 ， 已 J是生
活|司的建立、強化社會網絡封家庭的主持功仗 ， .'且 庄重建活治健康的社區丈化。(1;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