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識份子的省思與對話

鐵窮與安心
一場菁英激盪後的感動

把這樣的一群人聚在一起真不容

易， 把他們「關」在陽明山上兩

天，那更是不容易了。能夠說得動這拉

學界各方之霸，參與這樣的一場 「閉門

會議 J '除了是時報文教基金會長期建

立的「金字招牌」有以致之，更重要的

驅動力量是，在看了整個討論過程，以

及論文集〈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

後，可以感受到在這晶學者心中，那股

沛然道發的感情、對台灣社會發展的深

深憂慮，還有，就是他們心中那分責任

感 。

大選前焦慮氣息;彌漫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古

老的知識分子的責任感，顯然還在這是b

學者的心上、肩頭。這場會議以及我採

訪這些與會學者時，台灣還沒有經歷二

00八年的總統大選， 整個社會的情緒

非常焦慮， 一種「即將出現什麼大的變

化」的氣氛四處瀰漫著 。

很多事情、很多狀況

我們都忍耐很久7 這些年來，社會常有聲音質疑，為什

但是作為帶續社會往前走的知識分子 麼知識分子好像不見了一樣，都沒有發

們，卻不只有忍耐和焦慮。 他們的心裡 出什麼 「暮鼓晨鐘」之音， 身為知識

有很多想法，蘊釀著也蘊藏著，需要有 界的成員 ，多位受訪的學者都提出他們

個機會被釋放出來 。基金會的這場研討 的想法和解釋 。 他們的觀察主要可以分

會，難得就難得在讓一個個平日獨自發 為兩種結論:

言 、發光的學者，聚在一起 ，讓他們不

但從彼此的熱血、熱情中，感受到一分 喧嘩中的深刻思考

溫暖，也在聚會的互動中，激盪出更 第一 ，社會多元化之後，眾聲喧嘩，

多、更深、更寬闊的想法。 大眾不見得一定要聽知識分子說且什

麼;還有人說，現在聽名嘴講都聽不完

不是漫談而是真的要找答案 了，誰還有時間理知識分子呢 。 這種說

基金會請我針對十九位與會的學者就 法雖帶著幾分戲譚，但也不無一點傷

其論文進行訪問(最後完成了十八 感，在媒體發達的時代，人們總有接收

位) ，除了拜讀他們的論文和相關的新 不完的資訊，能夠留下多少空間給一些

聞報導外，我還一一和這些老師們有ι 深刻的思考呢?

談話，內心受到很大的鼓勵 。 除了其中 也因此，學者們對於能夠參加這樣的

的一 、兩位之外，我跟這且學者原先並 一場研討會，感到格外開心，因為在這

不熟識，但是一訪談起來，卻真有種如 裡，大家真的願意好好地來談談問題 ，

沐春風之感，我一方面感受到他們的真 談談知識分子該如何使得上力，談談台

誠與熱情， 一方面也感受他們實事求 灣社會的整體出路在哪裡 。

是、解決社會困境與無力的那分「不是 當然，也有學者從這種趨勢裡產生

漫談而是真的要找答案」 的急切 。 「 知識分子當自強 」 的自我期許，認為



知識分子要與時俱進，禁得起挑戰，自

己總也要有「營養」才行 。因此 ，有人

不諱言，芷是因為大家可以選、可以聽

的資訊、意見和想法那麼多，如果所謂

的知識分子沒有什麼料，那憑什麼要人

家來聽你呢 。

戰友當權陷入兩難

相對於這種比較「市場派 」 的想法，

也有「本格派」的學者從台灣近三十年

來社會發展的歷程，探討知識分子扮演

角色的演變 ，目的當然不是緬懷先賢先

烈，而是深自期許在社會如此劇變中，

能夠繼續克盡言責 、 督促社會的開放與

進步 。其次， 根據學者們的觀察，台灣

知識分子在過去(二000年第一次政

黨輪替後)一段時間以來，予人有「退

回自己書房」的感覺，因為過去學界長

期立場偏於同情黨外，也就是後來的民

進黨 ;彼時，大家的目標很一致，就是

那枝筆便陷入了為難 ;種種複雜的因素

加在一起，使得知識分子的公共性格 、

批判力道，都讓社會大眾有淡出之憾 。

大破大立後的缺席令人不安

也許正是這股集體的遺憾，終究讓不

少有使命感的知識分子開始感到不安，

感到自己不能夠在台灣經歷了「大破」

之後的 「大立」過程中缺席，甚至應該

說，他們了解，公共知識分子對形塑社

會是有責任的，因此，再怎麼說， í任

憑」這個社會往更偏狹 、 對立 、挾制、

混亂的方向不斷傾斜，就是知識界的一

種失職 。 因此他們發聲了。

我有幸進行這麼多次訪談，也反覆拜

讀學者們的論文，理解到他們在面對台

灣社會變遷時的種種思考和觀察。有些

學者談的主題側重實踐層面，如M型社

會、醫療制度、 大學通識課程的設計方

向，有些談的是大方向的理念，如價值

打倒 「萬惡的國民黨 J '當第一次政輪 觀的沉淪 、 公民社會的形成;有些談的

替後，有些人覺得大勢已經底定，有些 很時室，像九把刀的小說，有些談的很

人面對音日戰友成為權力新貴 ，手上的 懷舊，像「士」 跟現代意義下的知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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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什麼不悶。

重新站上發言台散發光和熱

有的談經濟 ， 像台商發展的三階段 ;

有些談的是釋放學院生命力的問題，如

S C 1 、 S S C 1 造成的學術工作者過

勞死問題;有的談的是很敏感的族群問

題...... t 台灣社會公共論壇的主要議題

幾乎都囊括在各式各樣的議題裡。讀罷

這本論文集， 可以說對認識台灣在變動

年代的發展向度 、 價值的變遷、向上揚

昇的契機以及對台灣知識分子再度站上

發言台後，所能散發出來的光和熱，都

懷抱期待。

魯迅在他的一篇散文詩 (希望〉 裡，

藉著一位老人說 í 我的心份外的寂

寞，然而，我的心也很平安 。」 某種程

度而言 ，這正是我看完這本論文集後，

試著模擬出的學者們的心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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