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公與義 專題報導

打造倫理深化與美感普及的生活國
應重視新倫理課題、資源分配正義、社區凝聚與人文藝術的培育

全í;f- 化課題應更重視人類份仗的重建，重祈 fr 定發展的 4 的，位意「人民主正

的處境」﹒色站在性的于是境、基本意祿、 、生時掃毒/主、家庭4、r譜、社會團結持林市場

的價值，應州入曲家與全3求發展的~ ~章中。

全踩化課程的社計品加入全訴伶祖教育，色括全訴豆賴、于是境保i豆 、 文化 多 元、

生物 多拓、全訴公民 身分養戚、全僻、社區忠等課週﹒

曲家領導考慮創造水噴發展的生尚方式，介入丈化保存， f.支持在地特色，支持市

坊，但不包括財團，讓正義4仰望 1~ J'j_ 仲張。

法下的報告彙整了四

篇主題文章二萬五千

字，及十二篇評論報告一萬

五千字，總共四萬字;加上

各場次多人踴躍參與討論，

很難在短短篇幅之內闡述完

整，但是我會儘量和大家分

享 。 我將從兩個脈絡做出結

論 : 第一是所有朋友共同關

注的議題，第二是說明他們

司， 簡錫工當/臺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

會執行長 。

提出的建議 。

首先是四個關於「分享社

會」所需真備的重要元素:

倫理、 資源分配的正義 、 家

庭與社區的凝聚，以及藝術

人文素養的培育 。 分述如

下:

全球化的倫理課題

一 、台灣在因應全球化現

。 陳寬政/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

究員 。

象上，仍然偏重回應經濟市

場全球化對台灣經濟的衝

擊，而較忽略全球化也是個

倫理課題。全球化帶來倫理

的淪喪與非人性化的社會關

係，其中壁畫在大者，包括 :

全球因應之承擔界定不清 、

非市場價值(如分配爭議 、

團結穩定等)受到貶抑而不

彰，以及市場價值掛帥下，

+ 高承恕/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專業倫理(特別是金融倫理

與醫療倫理)的淪喪等課

題 。

二 、財富分配不均的現

象，隨著經濟全球化有擴大

的趨勢 。 過去五十年來雖質

施教育普及化政策，然優勢

家庭仍藉其優勢的差距 ， 從

教育擴張中取得利益。事質

上，代間的財富、地位或權

力聯繫難以撼動，貧富差異

雖可相對縮小，但不能消

5耳 。 至於過去 1-年教改政策

中的廢除高職、廣設高中與

大學政策，則造成教育品質

的低落和高等教育學費的高

漲，使得中下階序的子女受

教育的機會受限，不利於縮

+ ì馬燕/臺灣大學社工系主任 。



分享 社會

短社會資源分配的差距 。 滿足 、 需求下降 、 美學或美

二 、家庭關係在社會快速 感的需求升高，藝術人文的

變易下，的確受到不同程度 素養成為未來非常重要的社

與前向的街擊，即使是負面 會分享課題。

較多，但不必然等同全盤失 基於以上觀察， 當場主談

序 。 其中較顯著者 ，包括﹒ 人、與談人以及各位與會貴

出生率下降 、 子女數減少 、 賓，分別提出以下建議 ﹒

人口性別比例偏頗 、人口老 一 、 建構全球化下的新社

化速度快 、 離婚率高 、 子女 會倫理 : 以人類發展觀點做

老人同住的比例持續下降 、 為國家與全球發展的終極目

單親家庭比例增加、家庭對 棋;同時也包括全球互賴 、

子女社會化的功能相對減 環境保護 、 多元文化、 生物

弱 、 婚姻關係受創 、外籍配 多樣 、 全球公民生命、 全球

偶人數快速增加 、 社區公與 社區感的培養等倫理再教

私分野不清 、 城市與鄉間的 τ門"'" 。

差距拉大等 。 國家在保護國民免於受到

四 、 美學或美感、經驗的學 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上，應有

習，是建立包容分享社會的 主動作為 ，如:保護在地文

重要內涵 。 但是過去教育嚴 化 ，以及國民健康、 道德 、

重缺乏美育，或偏重創造與 生活品質 、性別公平與專業

自我表現，較缺乏教養 、 全 倫理的維護 。 非市場價值應

人(如品昧 、 素養)以及如 受到重視，並且在支持市場

何欣賞美的教育， 此亦是台 價值時，不可以等同於擁抱

灣社會缺乏人文藝術素養的 財圈 。 在此時 ，制度的建立

重要原因 。 然而，隨著物質 (如法律 、行會 、 行規、社

。 侯孝賢/電影導演。 。 林曼麓/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重

事長。

分組報 位二
n 

會安全體制)與觀念的深化

(如 : 慈悲 、平等 、 信任 、

同理心等) ， 顯得格外重

耍 ，如何透過公共討論、公

共監督來實踐 ，也不可或

缺 。

正視資源分配正義

二 、 教育 、 生計 、 參政的

普及與保障 : 這是降低階序

結構惡化的主要方法。國民

應享有相同的權利義務，都

有參與政治權益的分配機

會，同時社會的多元價值能

夠茁壯 。 此外，透過公平的

稅制擴大稅墓，建構完整的

社會福利制度以落實社會

權 ， 才能真正縮短貧富差

距 。其中值得再強調的觀點

是「國家經濟建設委員會」

應從新定位為「經濟社會發

展委員會 J '始足扭轉當前

忽視社會結構變遷的缺失 。

三 、 建構生活圈的概念 ﹒

把家庭納入社區內，成為基

. 柴松林/台灣觀光經營管理專科

學校董事長 。

礎單位來發展 。 強調社會網

絡的支持功能， 特別是親子

關係的重建應視為首要 。家

庭教育與社會教育(如婚前

教育，親職教育 、 資源管理

等教育)應予加強 。 社區資

源服務 、 人才培育 、 重建活

潑健康的社區文化，是重建

家庭與社區凝聚力的重要主

張。

強調人文藝術的普遍生根

四、藝術人文的培育 : 從

縱向上，應該將藝術教育納

入真善美的全人教育的一

環，而且促發終身自主自發

的學習才能成功;從橫向

上 ，應該培養文化平榷的觀

念 ，讓文化資源的分配與文

化接近的機會人人同等。文

化價值傳承與發展，以及包

容多元藝術 ，應該都能得到

重視，才能真正達到人文藝

術包容分享的社會 。

在具體上，可以提倡「行

政文化化 J '也就是施政應

該把文化藝術納入成為重要

的一環，例如:視美術館為

提倡全人教育之處，而非只

是觀賞或參觀的地點 ; 獎勵

非商業 、 非政治的藝術價

值;普及美感欣賞的機會;

重視人文藝術人才的培育與

善用;應用各種可能的機會

寓教於樂，以達到真正人文

藝術培育所需要的真體措

施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工

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