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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面對的真相

口二位報文教基金會走過十九個年頭，

口寸舉辦過多場「公與義」系列座談
與研討會，我們努力地讓大眾在為生活

文 、 數學、作文與鋼琴等補習，晚上回

到家，父母陪伴加強溫習 ，深怕少了任

何一個環節，就讓孩子喪失了競爭力;

奔波之餘 ，也能多關懷與你我切身相關 而在台東縣東河鄉泰源國小六年級的鄉

的公與義議題 。 民眾們熱烈的迴響一直 下小孩宋井田子，每天六點起來幫家人

是我們的動力， 也使我們不斷思考，如 做好早餐，再搭校車上學，放學回家也

何做才能與更多人溝通，引起社會大眾 是協助家事與帶弟妹，另一個現場的孩

共鳴， 一起關懷社會各面向 。 子陳明祥，他的父母一樣憂心孩子的未

來，但只能先顧及家人基本生活，因而

透過畫面從教育切入 希望孩子能在棒球世界中找到屬於自己

於是乎，今年基金會決定透過畫面的 的未來 。 台東山區的孩子，在山野底下

動態視覺，帶領大眾感受感動，因而推 的大自然生活、學習，看來似乎沒有立

動 「映像公與義 J '讓公與義不再只是 即地感受到太多壓力，然而等在他們前

一篇篇的文字論述 、也不只有某一部分 頭的是一樣的升學壓力 。

的專家學者才能討論。

我們特別邀請林正盛導演一起策畫， 兩個世界困在同個牢籠

並選擇透過鏡頭以紀錄片的形式為橋 兩個城鄉差距頗為懸殊的現場中，不

樑，從教育議題來切入，籌拍了基金會 能免地看到除了分數還是分數的思維，

第一部紀錄片 【我們的孩子】 。 片中導 城市的孩子們，跟鄉下的孩子們，都一

演將個人藝術手段減到最低，避免煽情 樣得面對這個框架。然而分數所代表的

的情結，直接面對生活現場，讓被拍攝 意義是什麼?能反應出孩子們各自不同

者的生活自然呈現 ，也讓被拍攝者說出 的天賦，或者各自興趣發展出來的能力

自己心中的感受。 嗎?這些問題是台灣十幾年來不斷思

考 、改變、想突破，但直到現在，我們

城鄉差距比較發人深省 的孩子卻仍束縛在分數的牢籠裡。

【 我們的孩子 】 是部探討城鄉差距 看完影片，無論是家長、老師 、社會

下，教育、社會等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 等各面向的問題，相信都會一一湧上心

的紀錄片。就讀台北市民權國小六年級 頭， 【我們的孩子】 這部紀錄片讓你我

的都市小孩韓維，因父母擔心孩子輸在 在感動之餘，也開始思考，我們能為孩

起跑點上，選擇每天早上六點半出門， 子們再做些什麼? ! 

跨區就讀所謂的明星學區中的明星學

校，除了學校學習外，放學後還加強英

映像公與義一我們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