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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以往只有貴族才有資格種花，平民只能種菜。台灣的平民貧窮文

化，從這次政、經、林、學界硬把「棲蘭原始森林當菜園」可見一般。 

當人們要求台灣一些專職以樹林為殺戮戰場的「林業界」人員，放

下屠刀，他們卻自比為人定勝天的「偽上帝」。在他們一個個在報章上

大言不慚地披露「森林永續利用經營」的偉大研究與言論時，我們卻發

現，五十年來台灣只有被蹂躪的原始森林，以及各處崩山壞水的現實，

卻無所謂「森林永續利用經營」的了不起成就。尤其令人感到痛心的

是，即便「棲蘭原始檜木林」已是「福爾摩莎」碩果僅存的美林，許多

「林業人員」特別一些「學者專家」還是千方百計要加以指染。 

這個事件讓我們發現，台灣今天許多人猶沉淪在「物質化」的貧窮

階段，他們只一味的掙扎在「使用」自然資源的「生存」底層，無能提

升至尊重與欣賞自然的高尚精神層次。我們並不想譴責，因為台灣過往

的自然教育只停滯在「使用」自然資源以人為本的階段；時至於今，這

種本位的文化已根深柢固，要扭轉何其艱困。 

但是，何其有幸，在這一波「搶救棲蘭檜木林」的過程中，我們也

看見了台灣未來的曙光。從 1998 年 12 月 27 日來自全國各縣市四、五千

名不為已私只為山林保安而走上街頭的台灣子民，到 12 月 31 日的全台

十縣市同步「為森林守夜祈福」，台灣人終於可以由過往以人為中心的

本位進入到以生態為中心的精緻文化。當我們終於可以脫離以「使用」

為主的物質文化，進到以「尊重」為要的精神文化時，也可以說台灣人

已然薰染了賞花的「貴族」氣質。 

台灣已經給了「林業學者」五十年的機會，現在該是全民覺醒的時

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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