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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聲明感恩的聲明感恩的聲明感恩的聲明    

在準備辭去教職的訊息散播之後，各界給與溫暖的支持和鼓勵，讓根政倍感溫

暖，這種與社會善心網絡緊緊相連的感覺真好，不過對於許多朋友關注根政捨教職、

退休金等現實利益的諸多溢美，則不敢全數承擔。 

根政參與環境與生態保育運動已十幾年，一直認為「面對專業的環境破壞者，我

們需要專業的環保團體」，恰好，自己所追求的生命道路與社會實踐相符，因此，辭

教職讓自己全心投入其實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會選在此時，頗有因緣俱足之感。 

我的老婆怡賢，在根政思考辭職時，曾說：「要做，就要確認自己不會有為這個

社會犧牲的感覺，如果有，那就表示還沒準備好。」確實如此，從事公共事務之人，

若有任何犧牲之感必然做不長久，或於人事境牽纏而心常罣礙。 

能找到自己生命道路的人是幸福的，有機緣為社會付出的人當感恩。 

或許根政的作為確實與台灣當代社會主流價值不同，然而，懇請各界將焦點放在

根政長期所關注之社會事務，誠如陳玉峰教授所說：「只祈求台灣社會多一點根政之

流，而不必過份稱讚根政。」如果您覺得這些事務、價值是您所認同，那麼請不吝給

與支持，或者一起站出來奮鬥。 

誠邀您一起善盡地球公民一份子的責任。 

這本小冊子，是分享個人心歷程，以及催生「地球公民協會」之構想，藉此拋磚

引玉，就教各界。 

 

 

李根政 20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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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根政喝采為根政喝采為根政喝采為根政喝采────兼說弟子兼說弟子兼說弟子兼說弟子    
文☉陳玉峰 2007/6/24 

 

任期兩年將於七月屆滿的國家第六屆環評委員李根政老師，於 2007 年 6 月下旬

辭退了高雄市教師會組織的工作，也將辭去教職，打算全心全力投入台灣環運等，恆

無止境的志業或獻身；或為向其伙伴交代，他書寫了許多告白性文章，字句平實、樸

素懇切而不時流露大我的社會人格，無意間，彰顯出這時代最最欠缺的尊嚴人性、可

貴情操。 

我除了預祝、慶幸台灣此時此刻尚見諸多救贖心志之外，也藉此向根政祝賀人生

大轉捩，但願此去波瀾壯闊、揮灑自如。關於根政令人動容的生涯告白等文章，朋友

們可逕上其網閱讀，無庸我畫蛇添足引介。 

而 5 月間，朱玉璽先生以「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參與環境運動的歷程研究」

為題，作為其碩士論文的申論，其探討的核心或靈魂人物當然是李根政先生，因此，

朱來函要求口訪筆者，列出訪問題綱 17 項，其中 3 項事實上皆圍繞在我對根政的看

法。問句例如：「…運動中，您很信任根政…，您如何看待與根政的關係？很多人把

根政認定是您的大弟子，您是否認同，為何？…您印象中的李根政，其領導特質為

何？…李根政…是台灣史上破天荒的由環保人士當環評委員，…您如何看待根政的參

與其中？…」 

恰巧的是，根政在辭職、投入新運動組織的轉機期，拋出的告白文中，也提出類

似的疑問或弔詭，「什麼是大弟子？」，「弟子」是要強調某種思維、價值、模式、典

範或之類的代間傳遞、薪火相傳，或是某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僅限於現行教育體

制內的師生關係？ 

身兼教職的根政，似乎對「弟子」一辭，無法避免於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的認定，

也懷抱著古典衣缽之類的迷思，從而質疑別人「認定」的「大弟子」的名詞與內涵，

令筆者想起若干往事。 

若依體制內單純師生關係，筆者在擔任台大植物系助教之際，帶的第一屆學生也

算是師生關係，那麼楊國禎教授殆即筆者的「大弟子」？李根政老師乃筆者在靜宜大

學生態學研究所期間，所謂「指導」名下的畢業生，然而，社會上若干人認為李根政

乃筆者大弟子的原因，部分雖指指導研究生的制度面，實質上可能較傾向環境或保育

運動的傳承或象徵，但這也正是根政懷疑的弔詭面。 



 3 

筆者在台大植物系碩士班就讀期間，恰逢林俊義教授自美歸國，他在台大動物系

兼了一門當年熱門的「島嶼生態學」課程，我修習該門課，因此，建立起正式的師生

關係。後來，筆者為其競選立委而辭去玉山國家公園課長職，也順理成章的，成為東

海大學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班首屆的第一個畢業生，因而林教授之於筆者，乃道道地地

的老師，筆者當然是其弟子，社會上一些人或文章也逕自宣稱筆者「深受」林教授的

「影響」。然而，如同根政之質疑，筆者亦「質疑」我的老師林教授。 

此間原委饒富奇妙，茲舉一例象徵之。 

就生態專業而言，筆者之於台灣植被（包括博士論文等），幾乎看不見林教授任

何「指導」痕跡，實質上殆也無相關，筆者與林教授與其說是師生關係，毋寧是在人

類公共人格上的契合，分工合作，在社會可著力處，因緣聚合。曾經，在選舉期間，

林教授與筆者發生激辯，他不經意地說溜了嘴：「你，就是還沒有臣服於我。」這句

微妙的話語，從動物到人皆然，狗忠於人，乃狗將主人視為狗首；修習者服膺於上師，

必經過心腦靈的臣服。真正心肝情願地成為「弟子」者，大致取義於此，但一般師生

通常未及此境，且師、生之間動輒相互誤解。 

根政之於筆者似乎亦然。 

根政好像並未由筆者身上學到專業（植被生態等所謂學術的特定程度），只是在

思維方式、思考習慣、價值取向等，透過社會運動繁瑣的過程中相互討論，基本上，

根政具備濃郁的正義感，且在付諸有效行動方面，其效率就筆者所知無人能及；其與

筆者互動過程中，早已熟諳筆者化約、提綱契領、不落廢話的要求，何況交往多年，

絕大部分話題只以公共事務為內容，私人情誼幾乎不落言詮，若有私人情誼，也是建

立在社會人格的欣賞，卻未曾往個人延伸，筆者從來以朋友視之，未嘗念及所謂師生，

遑論什麼「弟子」。 

在台灣受過教育的人，對於「術業有專攻，聞道有先後」大多耳熟能詳，這也擺

明了制式的師生關係只是形式而已，而老師、弟子之間得以成立，關鍵在於弟子的心

態，因此，不管體制如何，社會觀點如何，核心的問題在於「弟子」心中，面對老師

直觀的感受，以及其內在的態度，其餘並不重要。真正的弟子在於心念受到何等啟發，

進而左右生涯、人生價值觀，而不需任何形式的師生關係；豈只三人行必有我師，私

淑、神交古人亦師也。 

因此，根政是誰的學生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根政之與社會的關係。根政於台灣

環境議題的歷史、政治社會等現實困境、全國各環保團體特質、文化或社會分為、公

共議題之個人如何切入、分析與整合議題的能力、社會人格與無私付出的程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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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生態事務所經歷的多樣性、領導能力與心智成熟度、價值觀的格局與緩急輕重的判

斷、行動果斷力及效能效率、待人接物的態度、處理人際糾紛的智慧、穩定度以及堅

持度、柔軟心或善巧方便…等等，可謂已臻上乘，在筆者有限所知的老、中、青代，

目前投入環境工作者，很難找出其右者，或說各有殊勝，但根政絕對是其中翹楚。筆

者只祈求台灣社會多一點根政之流，而不必過份稱讚根政。 

除了社會共業或台灣命運，或一些人力無可回天的機運，乃至於若干個人先天、

後天等玄學或非關條件、能力者之外，根政今後的獻身，很難看出不能成功的理由，

何況台灣善根、大德濟濟多士，必將襄贊根政，共同為台灣注入新契機。 

但願普天之下，更多的根政現身，在全方位社會公共志業付出。 

 

 

 

 

 

 

 

 

 
眾志成城，台灣的進步需要公民的覺醒與行動。 

1999，搶救千禧聖誕樹，催生棲蘭檜木國家公園的群眾集結，李根政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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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相信因為相信因為相信因為相信、、、、因為愛因為愛因為愛因為愛    

────────李根政的辭職與創辦地球公民協會李根政的辭職與創辦地球公民協會李根政的辭職與創辦地球公民協會李根政的辭職與創辦地球公民協會    

辭職 

轉眼間，根政和一群基層教師在高雄市教師會創立的生態教育中心已有 9年。  

感謝有您的支持，讓我們成為台灣少數不靠接政府專案，而能維持一個獨立自主

的非營利組織。9年來，我們的觸角從南到北，不受地域之限；包羅山林保育、水資

源、工業污染、生活消費、動物福利等議題，隨因緣開展我們對生界的愛與關懷，能

做這些事，最要感謝的是您的長期支持
1
。 

這些年來，個人除參與部分地方事務、到處「佈道」之外，更時常穿梭於國會、

政府部門從事遊說與抗爭，自 2005 年 8 月起受命擔任環保署環評委員的經驗，讓我

更有機會從各種開發案中，以更宏觀、更全方位的視野關照全台環境問題。 

污濁的空氣、水、土，山林之潰爛，表面上最大的破壞是由於工業、農、漁、畜

牧等產業活動，是因為政客結黨營私，官員決策的荒謬所致，但背後則是台灣糾結五

大政權的殖民統治，導致統治者和人民普遍不識土地真面目；加上工業文明、資本主

義社會 24 小時洗腦，推波助瀾催化下的產物。這是一股不斷追求經濟成長，不理會

環境資源的限制，以為地球可以滿足人類無窮慾望的力量。 

從事環境運動的初期，心中常是義憤填膺，每出一次門，滿眼、滿心皆傷痕，後

來才慢慢了解到，這是台灣社會、文化的現實與事實，不只是政府的問題，也是人類

社會的共業。減緩人類對地球生界的破壞，扭轉文明朝向與自然共存的方向，必需透

過教育，透過身體力行，慢慢影響更多的人支持環境保護；如果累積足夠的能量，才

能影響政治決策、社會的運作。 

9 年前，一顆守護環境的初發心，帶領我跨出了校園，但還留著一條輸送薪水的

臍帶，靠著教師會的庇蔭，得以帶著教職從事環境運動，相較於運動界中許多生計無

著的朋友來說，真是個一兼二顧好位置。但這些年的實踐經驗，讓我確信這是件長期

工作，而且是跨世代志業，必需全心投入才能做出一點成績，根政清楚明白「教育界

                                                 
1根據 95.1-96.5 的統計，生態教育中心的認養人共計 209 人，其中，信用卡捐款共 112 人，現

金及劃撥捐款有 9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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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我，算不得什麼損失；但環境保護運動，需要 10 個、100 個…，更多的有心人

士投入。」在仔細衡量大局，思考個人生命走向後，我有了徹底的體悟，確認辭去教

職專心投入社運是一條讓自己生命更單純的道路，在另一半怡賢老師支持下，我已向

教師會辭去生態教育中心主任的職務，同時也將在 9 月辭去教職，期許自己繼續深化

過去的工作，為生界的圓滿盡一己棉薄之力。 

我是個凡人，在辭職決定前，也曾算計薪水、退休金等世間價值，過程中略有掙

扎，但回頭一看，幾個月的反覆思量，不過就像成熟的種子，要離開枝條前的瞬間陣

痛罷了。 

過去幾個月以來，台灣政治板塊變動迅速，許多希望透過參政快速解決環境問題

的朋友，曾鼓勵根政參選立委，也有政黨徵詢列入不分區立委的名單。然而，根政心

之所繫仍在人民的意識提昇，民間社會力量的集結等長期深耕之工作，因此皆已婉拒。 

關於生態教育中心的未來走向，高雄市教師會正在進行討論與規劃，根政將與教

師會保持長期的合作關係，希望可以發揮加乘的效益，讓這股力量越來越壯大。 

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    

以台灣的經濟實力、人民的所得，環境惡劣的程度，相較於民間環保團體的空虛

與無力，實在是不成比例，許多運動界的朋友，對於台灣人對公共事務的冷漠都深感

灰心，但是 9年間，我在城市、鄉野、各階層中接觸到許許多充滿智慧、慈悲心的平

凡百姓，他們的行止讓我對這個社會仍充滿信心，我深信台灣社會的愛心與善心，一

定可以支持有心的環保組織，讓這個世界獲得新生的力量，如同土地不會拒絕任何一

顆自樹上落下的種子，只是，要長成大樹，必需內外因緣具足。 

人類文明的發展與改變，都是從一小撮人開始的，如果有更多的人挺身而出，涓

滴細流終將匯成一股莫然可禦的洪流。就算一小撮人，但只要方向正確，也可以影響

社會發展，我們將連結各種社會的善緣，盡力而為。 

目前，我和伙伴們正在籌備一個立足高雄，關心全台環境事務的非營利組織，名

稱暫定為「「「「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這段期間，正廣泛向師長、各界朋友徵詢意見，提供未

來工作方向之參考，同時也著手準備立案、尋找辦公室、尋求贊助等工作。 

為減少繁瑣的行政程序，「「「「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將在高雄市立案，由 30-50 名發起人

做為常態參與會務運作的會員，但廣招全台各地之一般會員（贊助會員）。我們將秉

持一貫的財務規劃原則，以小額募款做為經費的主要來源，歡迎真正心懷地球的綠色

企業贊助，正式營運之後，將委請有公信力之會計師記帳，讓協會的財務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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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地球公民」的一員，我們將積極連結社會各階層、各領域之力量，與社會

大眾對話，擴大影響力，進而改變政治決策；環境問題向來跨國界、無區域、縣市界，

與社會、經濟、文化等層面息息相關，環保與生態，更無從切割，因此，我們將開展

全方位的運動方向，盡可能在長期目標和短期議題上取得平衡，除了從自身做起，也

同時關照結構性的文化、制度問題。 

    

「「「「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的宗旨初擬如下的宗旨初擬如下的宗旨初擬如下的宗旨初擬如下：：：：    

� 建立南台灣環境政策智庫與對話平台。 

� 關切台灣、地球環境事務。 

� 懷抱愛與慈悲，以和平的方式促進環境的永續、人類的互助合作。 

� 宏揚自然平權的生命價值。 

� 鼓吹人與自然共存、減少地球傷害之簡樸生活。 

� 監督政府之環境政策，照顧當代基本需求，保留未來世代的生機。    

� 深化民主，促進政府資訊公開，建立公民參與政府決策機制。    

� 提昇人民環境意識並採取行動，善盡地球公民之責任。 

 

我們希望透過社會的支持，創造一個可以留住人才，讓經驗、知識得以累積、傳

承的非營利機構。 

籌設階段的募款目標是 250 萬，用以支應房租、辦公室裝修、設備，以及至少一

年的人事費用；另外，協會預計在一年內找到 500 個定期定額捐款人，信用卡捐款轉

帳或郵局捐款轉帳將在協會立案後推出。 

籌備期--郵政劃撥帳戶：李根政  42234481（我們將開立臨時收據，待協會成立

後，補上正式收據。） 

有任何意見，請與我連絡 0928762602 或 leekc.kh@gmail.com  

 

願我們共同的努力，可以讓世界更美好。 

祝福您身體健康、闔家安康！  

 

根政敬上 200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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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公民協會籌備說明地球公民協會籌備說明地球公民協會籌備說明地球公民協會籌備說明    

一一一一、、、、為什麼要成立為什麼要成立為什麼要成立為什麼要成立「「「「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    

自從根政決定辭去教職和生態教育中心主任，全心投入環境運動，開始籌備新

組織「地球公民協會」之後，許多朋友見面自然的提出一些問題，我們將之整理成

二點，讓大家可以了解成立新組織的想法。 

� 為什麼不繼續經營為什麼不繼續經營為什麼不繼續經營為什麼不繼續經營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    

a. 個人因素：根政要借調阻力越來越大，無法長期經營本中心；根政身兼教職

和環運事務，已覺分身乏術，決定專心投入環運等公共事務；教師會是依據

教師法，由教師所組成的準工會團體，生態教育中心主任是由教師兼任，根

政既已辭去教職，自然喪失教師身分，也等於喪失教師會會員的身分，無法

再擔任中心主任之職。 

b. 環保運動不只要教師會參與，更需要各行各業的參與，根政希望能匯聚各界

的力量，擴大環保運動的影響力。 

c. 高雄市教師會是由 9,000 位老師組成的組織，目前會務幹部正討論生態教育

中心的運作方向，我深信，未來地球公民協會將可與生態教育中心共同合

作，發揮加乘效益。 

� 台灣環保團體已經很多了台灣環保團體已經很多了台灣環保團體已經很多了台灣環保團體已經很多了，，，，為什麼不整合在一起為什麼不整合在一起為什麼不整合在一起為什麼不整合在一起，，，，還要成立新的團體還要成立新的團體還要成立新的團體還要成立新的團體？？？？    

a. 面對不同層級的環境問題，以及各種惡意、無意、層出不窮的環境破壞，我

們需要關注不同議題的社區型、縣市、區域、全國乃至全球性的非營利組織，

越多越好。而且，相較於政府、大財團所擁有的龐大資源，台灣的環保團體

的力量實在太少也太小了。 

b. 台灣最基本的維生系統、生產體系無從切割縣市界，我們的生活方式所造成

的環境問題更早已超越國界。台灣非常需要以地理區域進行各種環境議題整

合，發展草根組織，但以全國法令、制度，全球視野來關注環境問題的非營

利組織。此即「地球公民協會」成立之宗旨。 

二二二二、、、、    組織名稱組織名稱組織名稱組織名稱：：：： 

為協會命名時，打定主意不再用生態、環保，原因之一是環境問題與經濟、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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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課題、民主發展息息相關；再者，台灣類似名稱的團體已太多，很難再想出更適

當的名稱。「地球公民協會」(Mercy on the Earth, Taiwan)這個名稱是由王敏玲小姐所

提出的，工作伙伴和一些朋友，都感覺此名稱關照的視野寬闊而饒富意義。尤其，台

灣人民耗用的資源差不多是國土面積的 3倍，真的是應該想想自己的國際責任了，這

個名稱至少有幾層意義： 

� 人人都是地球公民，台灣是地球公民，所有生命都是地球公民。 

� 人類是造成地球破壞最大的「地球公民」，也是唯一能解決地球危機的公民。 

� 提昇人民環境意識，善盡地球公民之責任，是我們主要的宗旨。 

協會的英文名稱取意為「減少對地球不必要的傷害，慈悲地善待地球」，因此我

們以簡潔的：“Mercy on the Earth, Taiwan”作為「地球公民協會」的英文名，簡稱：

MET，（meet 之過去式，曾經見過面），隱含著「你我都要在地球走一遭，大家一起

為地球而努力」之期勉。  

三三三三、、、、    籌備進度說明籌備進度說明籌備進度說明籌備進度說明：：：：    

目前我們已開始拜訪、邀集發起人，預計七月底前向高雄市社會局申請籌備；同

時著手尋找辦公室，預計 8 月底前完成辦公室建置，開始運作；8 月至 9月將陸續召

開發起人會議、會員大會，希望可以在 10月底前完成立案手續，正式掛牌。 

四四四四、、、、    募款募款募款募款：：：：    

在籌備期，我們預計募集創辦、營運費用及準備金共 250 萬。 

籌備期--郵政劃撥帳戶：李根政  42234481（我們將開立臨時收據，待協會成立

後，補上正式收據。） 

五五五五、、、、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地球公民協會」(MET)預定的組織架構包括：依人團法組織之理監事會、外

聘義務職之專家學者組成諮詢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專職人員包括執行長、執行祕書、

研究員、行政助理等，將來視需要進行人才招募及分工。 

 

地球公民協會籌備會 20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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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和慈悲實踐環保與政治 
年近 40，我正面臨生命的抉擇。今年七月我將卸任環評委員，由於過去近十年

參與環境運動的歷練，有些師長、朋友鼓勵我參政，也有師長顧及我的家庭、生計與

身體狀況而勸阻。而我則已確定要卸下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主任的職務，為的是讓出

這個職位，讓新人為這個部門開創新局，至於成不成，我則寄望於高雄市教師會近

9000 個會員，再者，我考慮辭去已任教 17 年的教職，得以更大的格局，全心實踐社

會事務，不過仍有生計的顧慮。 

2007 年 1 月，我參加了周瑞宏老師開設的和氣大愛班，這個班為期九天，想利

用這個機會好好整理自己的思慮，決定自己該怎麼走。九天中除了透過練功調理身體

外，更多的是心與靈的引導，其中有個課程是引導學員釋放自己的傷痛，這一天我想

起了畢生唯一的屈辱。 

1983 年我國中畢業，當時正好金門缺少美術和音樂師資，於是我成為中斷十幾

年後，金門首批五個師專保送生之一，五年中，我就讀於新竹師專美勞科，埋首於平

面藝術的學習與創作，蔡長盛老師、李惠正老師帶領我深入藝術的殿堂，給我很多的

指導，從此我認定藝術就是我的宗教，我畢生追求的理想，直到 30 歲從事環境運動

才轉換生命的跑道。在學期間我曾參加范文芳老師的文化讀書會，掙脫從小被灌輸的

黨國思想，啟發了我做為一個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和批判思考的習慣，有一次他拿著「台

灣新文化」雜誌第 20期給我，那一期引介 1986 年倫敦出版世界人權報告指出，金門

的人權分數比中國大陸的 23 分還不如，帶給我很大的衝擊。 

 

金門整整實施戒嚴超過 40

年，這張畫是我無言的抗

議。（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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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我回金門教書時，當時的金門處於軍事管制狀態，防區司令官最大，縣

長不過是國防部指派一名上校擔任，更沒有民選的縣議會，國民黨黨工系統和軍管政

府相輔相成，對這個小島進行著實質的治理和思想管制。我任教的第一所學校旁邊就

是國民黨的民眾服務站，好心的校長為了我的將來，三番二次請我去填寫入黨申請

書，但我堅持不加入國民黨。不過軍管當局為了表示重視老師的聲音，每次校務會議

時都會派出代表聽取民意，1990 年，剛回鄉第三年的我，在校務會議上提出「民進

黨在台灣已是合法政黨，金門可不可以成立民進黨黨部？」這個問題惹惱軍管當局，

文教科長陳○○（陳先生目前升官在教育部任職）高分貝批判我不愛國，怎麼可以領

政府的薪水卻在批評政府？從此，我被保守的教育界同儕封為「民進黨金門縣黨部主

委」，但從未上任，暑假期間我到台灣進修期間，聽同事說，調查局和人二室都派員

到學校調閱我的資料，當時我對加入民進黨其實沒什麼興趣，純粹只是要挑戰軍管當

局的威權控制。 

在軍事管制下，為什麼我不怕？當時我似乎已嗅出民主化是不可阻擋的趨勢，一

方面，台灣的各種社會運動正風起雲湧，另一方面金門內部的政治氣氛雖然仍處於禁

錮階段，但已有一些挑戰當局的異議份子，他們陸續出來參政，如金門高中教師楊○

○，高職教師陳○○出來競選立委等，這些人都屬於國民黨的改革派，比較少人真的

要跟國民黨翻臉，不過的確帶給金門一絲自由的空氣。 

 

古寧頭的海埔新生地帶給我很多靈感。（1990 左右） 

金門軍管的氣氛給我一種無孔不入的壓迫感，老家古寧頭的海邊矗立著一棟播音

牆，隨時播放著鄧麗君的音樂和宣傳著「共軍止戰員弟兄們，請你們起義來歸吧！」，

一直伴隨著我們到晚上 10 點的晚安曲，到處是不淮攝影、繪圖的禁區，對於敏感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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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好自由的人來說，這真是一種長期的精神虐待。1988 年到 1993 年期間，我在金門

過著充滿矛盾的生活，教書以外，我沈浸於古寧頭海埔地的荒野之中，埋首於藝術創

作，寫著書法和畫著家鄉的風景，讀詩、書，同時也參加藝文團體、開畫展等，彷若

今之古人，但是，另一方面則放不下對政治和社會關心，卻又無能將此一矛盾透過藝

術創作紓解。 

大抵而言，我的異議言行並未受到什麼政治迫害，然而，卻有一個事件，至今仍

讓感到屈辱和遺憾。1989 年，同學的哥哥楊○○參選立委與國民黨提名者打對台，

我曾到競選總部幫忙佈置，選舉當天，我拿著照相機習慣性的拍攝風景照片，不料卻

被國民黨特工認為是在蒐集對他們不利的情報，當時的國民黨特工無孔不入，結合著

金門建立於血緣關係的宗族體系，形成綿密的人際控制網絡。於是這位特工便找上宗

族長老，要求我到李氏宗祠，在列祖列宗前向他們道歉，我那肯接受這麼蠻橫的壓迫，

然而父親極為擔憂我的前途受影響，更恐怖的是如不善了，來自國民黨特工和宗族的

壓力將永無寧日，於是那天我步上李氏宗祠，強忍心中的憤恨，被壓迫下跪道歉，那

一刻，我了解什麼是「恨」，一種想用暴力報復始得平復的心情，從此，我對國民黨

乃至黨工仍充滿著不信任，與家鄉綿延 600 年的宗族永遠有著疏離感，當世人頌揚其

保存最佳之閩南宗族祭祠文化時，我卻視之為集陳腐、威權、禮教束縛之大成，為黨

國一體助紂為虐的體制。此為離開金門的原因之一。 

18 年後，在周老師的課程中，當腦中浮現這一幕屈辱的畫面時，心中仍有一種

心跳加速的茫然，我想起父親那雙因長期勞動而粗糙的手，想起父親晚年時由於痛風

行走困難，每次回鄉都陪著他散步，扶著他的身體練習蹲下、站立的情景。此刻交織

對已過世父視的不捨，對加害者的恨的情緒，如排山倒海一般縱情釋放，令我不禁放

聲大哭。 

哭聲中，我感受到傷與痛的力量，當下浮起第一個清晰的感應與頓悟。愛生愛，

恨生恨。說實在的，相較於大多數政治受難者，我個人這一點屈辱算什麼？如果我仍

懷抱著這股恨意關心社會與政治，這股報復性的動力，將引領我走向何方？今天的台

灣投票行為，有多少人不就是因為恨民進黨而投國民黨，恨國民黨而投民進黨？導致

無止境的惡性循環？ 

此刻我明白，唯有以愛與慈悲為出發點，參與環保、社會、政治改革，才能終極

的改變病態的人類社會與對生界的殘害。 

當下，我原諒那個傷害我的人，原諒那些不知不覺甚至有意識成為加害者的國民

黨特工與鄉親，同時感謝父親給我慈悲的啟示，感謝老天讓我出生於金門，讓我有機

會體驗那個因為不安，為了保住政權所行使的禁錮、集權式的統治，算是個錯誤的示

範，感謝來自這個根系和血脈而來的清明示現，感謝這個特殊的因緣，讓我有機會親

自體驗周瑞宏老師無時無刻所展現的愛與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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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因緣匯集吧，幾乎在同一天，我看到 30 歲以後一路提攜我的陳玉峰老師

發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要為「有一種大愛，深入我們的根系、跨越時空、照顧所有

的生機與未來，是謂環保，也叫做慈悲的政治。」年過五十歲的他，開始鼓吹愛是慈

悲，包括人也變得裡外溫柔。 

 搶救棲蘭檜木林的抗議活動（1999） 

我深信多年來我們所實踐的環保即是慈悲護生，只不過，環境運動者眼看環境與

人心日漸沈淪，不是長期悲憤不平，就是心生無力；而多數的台灣人則只看到我們在

阻擋開發與破壞，只看到我們激烈的吶喊與求救，然而，並不知道環保運動，其實是

對地球生界的大愛。 

環境保護運動該如何開展呢？在去年八月身體病痛之後，我認真的在思考，環境

運動所追求的人和自然的和解，或許應該包括自己和自己的和解（身體、靈魂、靈性），

自己和親人、朋友的和解，在日常生活中讓自己和社會、自然中所有有生命、無生命，

有意識、無意識的各種存有，甚至虛空和解。面對人類的貪婪與無止境的破壞時，應

有足夠的智慧不要讓悲傷、忿怒、焦慮傷害自己的身心，應隨時蓄積生命正向的能量，

盡可能要在環保行動中展現對生界的大愛與慈悲。 

其實，對於該怎麼做，我還沒有什麼具體的想法。而且，雖然此刻我思慮起全球

的環境破壞，政府、大財團及人們的貪婪仍然心中不平，不過已開始學習觀照與轉念，

學習讓慈悲和愛轉為行動的能量，做什麼也許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無所罣礙的承擔，

在當下即知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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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連結生命的連結生命的連結生命的連結    

  從 1998 年開始，我受陳玉峰老師影響，開始投入山林保護的運動，雖然一個在

中部，一個在高雄，但常電話連絡，向請請益運動理念與實際操作事務，2002 年我

成為他的研究生，許多人都說我是他的「大弟子」。 

  對於這個稱號，老實說，我內心有些排斥。一方面自覺承接老師的部分只有在環

境運動的某些面向，其他方面實在差得遠極了；二方面是近九年來，彼此的互動多數

在公共事務上的高度默契，極少涉及私領域，對於「弟子」這種比學生更為親密入室

的形容，還是不習慣。 

  陳老師的內在極為柔軟，總是在他能擠出的有限時間中，表達他最濃烈真情的關

懷，因此，常常可見在公開場合上聆聽他已擬好稿子的真情告白。但人情事故大都靠

「搏揉」而來，熟悉、親切感最為重要，加以陳老師談話習慣不喜人東拉西扯，沒有

重點，以致許多人與陳老師談話都感壓力，永遠有距離感。 

  在研究所期間，由於高雄辦公室、家庭和台北環運事務上的牽絆，很少跟隨老師

調查，更未盡弟子之誼提供絲毫的協助。陳老師有意叫我留在台中，但我離不開第二

故鄉高雄的風土、人情，只能明白拒絕。師生緣始終未能在時間、空間上圓滿。 

  去年 11 月，接獲老師母親許秋菊女士往生訊息，先致電楊國禎老師詢問有無需

協助之事，楊老師隨口講了一句，你是陳老師的「大弟子」應如何云云。 

  在生死大事前，做為陳老師弟子的身份，不知怎麼的變得比以前更真實。11 月

25 日偕同另一半怡賢，搭乘蘇董的車子，到北港參加許女士的告別式，在家祭的小

教堂中，我和陳老師的家人、少數友人一同見證了整個禮拜過程。當下，出現了一種

奇妙的、說不上來的內心轉折，我和陳老師的家庭、週遭的蘇董、楊老師等許多長期

關心環境的師友們，似乎在此刻建立起一種親人的情誼。 

  我相信是許女士在死後，用其無形的手將我們這群圍繞在陳老師身邊共同守護環

境的朋友，像親人般緊密的編織在一起。 

   

 

李根政 2007.2.22 



 15 

 

 

 

 

 

 

 

  

 

 

 

 

 

1995 年我輾轉從金門、台南市到了高雄任教，剛來到這個城市的課餘時間，我戴著口罩

坐在民族路旁畫著「悲情半屏山」，接著我畫著鍾愛的柴山，十幾年來，我走過被污染的大地、

殘破的山林，一股莫名的力量召喚著我，透過對土地、自然史角度的認知，以及投入一場又

一場的環境保護運動，一個新移民漸漸產生了與土地深刻的鏈結。 

如今，我深刻體會到：透過建立起台灣人民對土地的認同感，喚起其對生存環境、所有

生界的關注，將可以超越黨派、族群、世代，讓彼此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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