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區 大 且寸L主e 

制河流污染的重要力量 。 員動手搶救雙連埠的故事 ; 公民能力; 一直到台灣尾 品專業志工 ， 願意拿起相

首先我們以台南社大作一 景美溪旁的文山社大， 自社 的屏東原住民社大 ，提出 機 、 紙筆，作這個社會的

個試驗平台，透過九個不同 區組織著力， 串連守護景美 要把 「溪流的生命力重新 「 耳目 」。 在河流的源頭，

領域學程的課程整合 ， 以 溪生態;永和社大以生態、農 帶回部落」 的訴求 。 有一群人-希望閱讀本文的

「 河流」為創作主題，分別 場課程的方式，成立「水噹 經過兩天的討論，由環 您， 也能加入 。

從文學 、 藝術 、 環境、社區 噹大地開|愛社 」。 還有南部 保署長 、 縣市首長及社大 (作者黃煥彰站台南市社

及都市發展等各面向瞭解台 的旗美社大，以反美濃水庫 代表提出宣言 ，將共同推 區大學研究發展學會理事

南的河流之過去與現在，進 的社會運動起教材，展現美 動 「 社大河流巡守網 」 的 長 ，林朝成為台南市社區

而以 「展覽 、 創作發表 、 論 濃學員參與公共議題的現代 建置 ，希望可以多培養一 大學校長)

壇及河流巡守 」 提出我們期

待的未來一一個擁有美麗河 社區大學公共性格的實踐流的健康城市 。

藉由全國研討會整合社區大
宜蘭社大以知識解放與社會改造為目標，體現社大公共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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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平台

透過以上計劃的逐步推

展，許多的河流資料 ( 不管 在社區大學這幾年的全 講師拉到各社區去辦活動 、 標，也就是社區大學的 「原

是老照片 、 故事 、 現況 、 文 國研討會上，都會有 去聽聽第一線的社區工作者 創精神 」。 得獎的佳作與優

學. . . ) 被逐步累積 ， 我們從 一個 「優良課程教學觀摩」 談社造工作的辛酸，我們針 良課程都同時兼具有這兩個

不同的面向引入河流的 「主 的時段，優良課程的遴選， 對各偏遠社區的特色開設分 目標，入選課程則代表它至

題概念 J ' 企圖形成一種社 對各社區大學一年來熱{;、致 班，讓講師坐一個小時的火 少有達成其中一項目標 。

大校園的學習運動 ， 同時搭 力於教學的老師們 、 以及用 車去:gy偏遠地區的鄉親服 我們從來就不認為社區大

配第六屆全國研討會在台南 心規劃課程的工作人員 ， 是 務 。 我們也讓各類課程的進 學只是傳授知識或是職業訓

布的舉辦，以 「主題館」的 一項極具意義的精神鼓勵， 行盡量與社區結合 、 與公共 練的場所 ， 也不會認為生活

展示方式呈現學習成果，作 研討會中提供一個老師們觀 服務的理念結合，落實「 自 藝能性課程與學術性課程有

為社大參與公共議題的參考 摩與對話的機會 ，他山之石 己成長 、也要促進別人成 等級的區分，任何課程如果

模式 。 可以刺激各社區大學更用心 長」 的目標 。 僅止於 「傳授知識或藝

在籌備全國研討會的過程 思考課程規劃的走向，凝聚 社大課程以知識解放與社會 能 J ' 沒有眼生活結合， 沒

中，我們拋出 門可流」 專題 共識，讓社區大學達到深化 改造為目標 有關照到週遭的人 、 事 、

的展示想法後，獲得全圓社 的目標 。 這份堅持，使得宜蘭社大 物 ， 沒有踩在泥土上 ， 都是

大相當大的回應 。 展示區以 宜間社區大學成立這些年 在今年第六屆社區大學研討 象牙塔裡的東西 ， 只會造就

「 在河流的源頭，有一群人 來 ， 一直在堅持力行社區大 會的優良課程選拔上有極為 了 「 知識份子的傲慢 」 。

... .. J 作為主題，從大淡水 學的原創精神 ， 社區大學必 突出的表現 。 頒獎典禮上 ， 「 知識解放 」 絕不是把知識

河系 、 頭前溪 、 二仁溪 、 鹽 須在 「公共性」與 「特殊性」 評委會的召集人清華大學李 「 開放 」 讓大家知道而己 ，

水溪 、 高屏溪一直到口社 上面與坊間一般補習機構嚴 丁讚教授說明了這次評審的 誠如李丁讚教授所指 ﹒ 應將

溪，展列了許多個社大教師 加區隔，為了親近社區 、 了 最高指導原則是 「知識解放 知識 「變成一種能力 J ' 自

與學員守護河川的故事-從 解社區、激發社區意識 、 解 與社會改造 J '因為這是社 己有了知識 、 有了成長的同

台灣頭的宜蘭社大，看到學 決社區問題，我們將學員及 區大學最重要的兩個教學目 時， 也要有能讓別人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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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蘭社大工作會議1見i易。

能力，並且要有能力去實踐 歸類，呈現社區人文、歷 所以我們認為，這次優良 今仍有不少民累、甚至政

它 。 這樣的能力當然也應該 史、古蹟 、 自然、生態、民 課程評審的標準與做法，對 府官員、民意代表，對社

包含 「 關心公共事務的能 俗、節慶等等不同的面向， 台灣蓬勃發展的社區大學至 區大學存有疑慮，唯有透

力 」 、 「改造社會的能力」。 在社區的廟會 、活動中心、 少有兩個重要的意義 : 過社區大學的 「 特殊性 」

以宜蘭校區所開設的藝能 社區小學校慶當中公開展 第一 、強調社區大學的教 與「公共性格 」 才能解釋

性社閻 「人文景觀攝影社 」 賢，許多居民議論紛紛，有 學目標 :知識的取得與藝能 它存在的必要 。

為例 ，學員有了好的攝影技 回憶也有驚奇，有的居民開 的傳授固然是終身學習的目 宜蘭社區大學只是一個

術之後 ， 還要自問:有沒有 始對著照片訴說往事，有的 的之一 ，但是它們可以發生 案例，其他得獎的許多社

能力、信心與熱誠，把這些 人不敢相信這是自己社區的 在其他許多終身學習的機構 區大學也共同見證了社區

技術用來幫助社區?我們可 照片，人與社區的新想像在 當中，社區大學的學習應該 大學的 「公共性格J 每年

敬可愛的學員及講師便選定 這場合中迴盪著 ， 居民對社 涵蓋知識解放 、 公共參與 、 從社區大學開出來的將進

了一個社區，與社區組織幹 區的認同感 、 人與社區更緊 社會改造等目的，才能打造 六千門課程當中，如果有

部及文史工作者多次開會討 密的關係也在這當中逐漸形 成人高等教育的新契機 。 一定且相當的比例能落實

論，決定「用照片說故 成 。 這且已經過整理裝飾後照 第二 、釐清社區大學的存 這樣的理想，社區大學的

事 J '透過相片為居民從事 片最後也贈送給社區小學永 在價值:如果說社區大學是 「深化 」才不會變成「 圳l

社區影像紀錄，長達一年的 久收藏展示。 與一般的終身學習或補教機 話 J ! 

時間，從數千張學員拍攝的 社大的存在價值在其「公共 構同等的存在，那實在污辱 (作者為宜蘭社大校長)

照片當中，精挑細選、整理 性」與 「特殊性」 了社區大學的許多推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