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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態研究中心 

1998 年 10 月迄今，筆者全心全力投入搶救棲蘭檜木林的資料收集、

研究調查、專業及通俗性文章撰寫與發表、製作幻燈片及文宣、串聯各

地民間保育及環保團體、辯論與演講解說、動員與協調等等大小雜務，

承蒙全國各地朋友們熱誠支持、贊助與指教，內心實非謝字所能盡意。

而許許多多朋友捎來要捐款的訊息，基本上台灣生態研究中心鼓勵各地

朋友將這份心力以及款項，留在在地關懷，但仍有許多捐款匯至台中，

為此，特臚列徵信表如附件，同時，亦請朋友們不要再匯錢來，因為目

前已足夠支付開銷。 

如今，政府對棲蘭案雖略有鬆口跡象，事實上全國殘存天然林的立

法保護，才是全民、國土及生界保全的具體目標，一切仍然路途漫漫，

最最根本者，我們的教育、文化、價值觀念，仍然停滯在唯用、貧窮思

潮的泥沼，我們的智能與知識仍未提昇，而 1999 年至少是任何人所能向

新、舊世紀交待的契機，或許，我們更應在任一面向共同努力，提供世

紀救贖與轉型的諸多可能性策略。 

最後，容我以 1998 年 12 月 27 日全國大遊行的宣言與聲明，表達微

薄的期望，其中，最最重要者，各位朋友或可發揮在地關懷。 

「二十世紀末，1998 年 12 月 27 日我們在此為森林而走，為台灣生

靈而走，為千秋萬世的莊嚴國土而走；我們要鄭重宣佈，今天的這一

步，我們已經告別台灣歷代的殖民文化，堂堂正正走出土地新倫理。 

就在今天，我們腳踏最最基層土地生命的立足點，用行動表達我們

的理念、信仰與智慧，遠遠超越台灣新世紀；我們來自南北東西，我們

跨越任何黨派、行業、族群意識、新舊文化，我們在此宣誓，台灣文化

即將由「人本中心」走向「生態中心」，這條波瀾壯闊的大道，也正是

未來世代的新典範。 

棲蘭檜木天然林大約 2 萬公頃，僅佔全台面積百分之零點六的保衛

戰，只是台灣新生態文化運動的第一步，我們的訴求單純，我們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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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國土系列 

政府重整家園，裁撤腐敗單位與組織再造，確保本命土生機，為世界珍

異自然遺產立法保全；同時，1999 的森林文化年，我們將結合本土與世

界林業前瞻，探討資源利用與世代分配的公義議題，楬櫫共榮共存地球

村的地域使命與責任。 

國搶救棲蘭檜木林聯盟只是階段性組織，今天開始，聯盟將推展全

國性及地方性平等結盟策略，全國性組織專研全國及全球性議題，以及

服務地方，地方組織推展全方位在地發展，為 21 世紀的台灣開拓完整的

世界格局與土地文化，從眾生平權之保育、環保等倫理議題出發，關懷

農林土地與國土規劃、產經企業與國家資源經營、任何弱勢與社會公

義、環境教育與社會文化、世代福利與政經轉型、價值哲學與國家發展

等等，更且，全國各地區視其生態、人文、政經背景，逐步創造理念、

信仰型的專業化組織，共同為台灣在世界舞臺的安身立命奠基。 

基於慈悲、博愛的終極關懷，奉人類良知及道德的天責，此時此

地，我們宣佈今天的遊行到此告一段落。12 月 31 日我們將在全國各地祈

福守夜，燃起在地火花與希望，迎向 1999 年黎明新曙光。 

感謝全國各地的組織與朋友，感謝全國各行業界精英，感謝所有工

作人員的不眠不休；感恩棲蘭檜木生靈，感恩台灣這片后土！」 

 

謹此，敬祝 

 

  新年新希望、新行動！ 

  台灣生態研究中心 

陳玉峯敬致 199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