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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評論：別信大官口中的環保（何明修）

1983年，韓韓與馬以工出版了《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揭露了台灣當時許多怵目驚

心的生態破壞，墾丁居民獵食紅尾伯勞，北海岸海蝕平台開挖成九孔養殖池，被怪

手剷平的淡水紅樹林。同時，他們也用優美的文字記錄了台灣自然之美，例如五股

沼澤地的白鷺、阿里山的神木、佳樂水的風飛沙等。兩位作者認為，根本的原因在

於國人普遍缺乏環境意識，他們向大眾呼籲「讓中華子孫永生永世擁有」珍貴的生

態資源，不要讓「中國人吃的文化」、「中國人沒有公益的觀念」種下環境傷害的

後果。

整整30年後，平面的報導文學進化成技術密集的高空攝影，虛幻的中華民族認同被

更動人的「愛台灣」所取代。在紀錄片《看見台灣》所掀起的巨大回響中，保持不

變的是那種譴責小老百姓無知貪婪、期待賢君明主的官方環保主義。這種幽微的召

喚，讓行政院緊急召開國土保育小組，將電影呈現的各種問題臚列成為政府追蹤考

核的項目。如果說，前閣揆孫運璿創建了台灣第一座國家公園，那麼江宜樺當然想

要克紹箕裘，發揚光大。 

歷史第一次發生是悲劇，第二次就是鬧劇了。台灣的國家公園裏頭，有核電廠、水

泥廠、豪華旅店，然而我們的政府一點違和感都沒有。

被《看見台灣》點名的清境農場，有歐洲風情的古堡，以及紐西蘭的剪羊毛秀。我

們的官員卻說「違建不等於危險」，連以最嚴格方式認定違法的七家民宿業者，也

不須拆除。先不用管什麼超限利用了，接下來清境跨年晚會，一樣馬照跑、舞照

跳。

根本的問題在於，淺薄的官方環保主義早就無法因應現今「財團獨大、政府無能」

的政治經濟格局。在三十年前，官員的行政指導像是聖旨；現在，大資本巧取豪

奪，連政府法律都不看在眼裏。明明日月光偷排廢水已經是人贓俱獲，環保署還可

以厚著臉皮，指責高雄市政府的停工令「理由薄弱」。

在三十年前，官方環保主義曾經是戒嚴時期台灣向前邁進的微薄力量，那是黑暗時

代中的一盞燭光。

韓韓、馬以工在營建署、觀光局的支持下，成功地反對了在立霧溪興建水壩的台

電、在淡水河沿岸蓋國宅的台北縣政府、在玉山開挖高山公路的省政府。

現在，我們最大的威脅卻是來自於貪得無厭的財團，它們所創造出來的名目GDP與

就業人數卻是官方所垂涎三尺之標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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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環保主義不相信人民，看不起飽受環境破壞之苦的弱勢群體。清境鬧劇所顯示

出來的是，政府從來不敢碰觸到盤根錯節的政商利益集團，儘管我們的官員仍想博

得「愛台灣」的美名。如果他們連小小的民宿業者都不敢得罪，你會期待他們對於

大財團能有什麼約束嗎？

早應該告別官方環保主義了。接下來該做的是回歸到民間環境運動常軌，他們由下

而上地組織受害者，並且挑戰政府既定政策與利益集團。這不就是為何我們可以成

功阻擋國光石化，保存大城濕地的關鍵嗎？我相信，這才是真正看見美麗台灣的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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