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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從社會招憩到獨鶴與飛 

Introduction：From Social Recreation to Flying 

Singly with Cranes 
 

蕭振邦 

Jenn-Bang Shiau 

在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成長與發展、社會分工日趨定型之後，

人們的身心調適與照應的需求，也日益受到重視，而戶外活動，特

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 (Covid-19) 影響出國的情況下，國內觀光景點

的各種媒體宣傳和招憩活動也呈現前所未有的榮景，1然而，走在人

众穿梭的觀光景點，畢竟還是小有遺憾，容或心中遐想的畢竟是獨

自與鶴為伴翱翔的仙境，這種心思也就揭露了人與自然際遇的神秘

界域，而值得吾人深入探討之。 

要之，在我們面接的後現代複雜生活世界裡，人必須透過一定

的營生活動以謀取生存，而在這個過程中，為了能夠持續經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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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價位極高的溪頭米堤大飯店到今年（109 年）9 月底都客滿定不到房，就是一個很好

的例子。此外，司馬庫斯、觀霧國家森林遊樂區這些自然休憩地，也都一宿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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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還必須講究獲得一點趣味，因而，在謀生歷程也要求伴隨著生

活樂趣的追求。簡言之，「營生」涵蓋了兩種內容：(1) 工作；(2) 

娛樂。 

或許，《人類大歷史》2這類書籍揭露了「農業革命」的世紀謊

言，真相是人類被植物馴服，不得不被鎖死在一小塊土地上，無法

動彈，以致完全喪失了採集和畜牧時代周遊於天地間的豪情，雖然

糧食的來源趨於穩定，量上的增加也可以養活更多人，畢竟隨之而

來的精神苦悶，需要宣洩 (catharsis)，而旅遊有可能即成為人們有

效的因應手段了。 

若是，旅遊或即人們採行的一種「娛樂」模式，然而，要在當

代人的生活中，精確地區分「娛樂」、「休閒」與「遊憩」三種概

念，卻並非易事。是此，循此脈絡以釐清與闡釋人們生活中的「娛

樂」向度，同時，也嘗試循「系統」取徑詮釋「旅遊」的涵義，並

稍事挑戰以往「休閒論述難以系統化」的難題3，而有了本專號的設

計。 

專號伊始，我羅列了幾個「綠色論證」，嘗試把人行走在山林

所際遇的美感與責任嵌結起來，以釐定人們實踐環境倫理規範的力

源，並有以踐行，這是本專號期許众人正視的生活課題。 

本專號邀請到的專題論文計有：彭春翎先生撰寫〈山貓森林的

省思：Singer個體實踐的整體論視野〉，講述如何以訴求動物權／個

體論的偏好效益主義進路，來實現優質生活的訴求中，尊重生命與

                                                      
2 Yuval Noah Harari,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New York: Harper Publish, 

2015/02). 
3 見：郭岱宜，《生態旅遊——21世紀旅遊新主張》（臺北市：揚智文化事業公司，1999/ 

10，初版一刷），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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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關懷的「道德要求」。郝晉輝先生的〈中國商業銀行綠色信貸

在企業環境倫理的應用〉，講述全球環境污染與氣候變化交織下，

訴求綠色金融和企業社會環境倫理發展，已成為國際大勢所趨，循

此，分析並探討了中國商業銀行的綠色信託發展企業之內涵、與國

外商業銀行相關發展的對比，並為其實現企業社會環境倫理提供了

一些針對性的對策建議，所論與旅遊融資有其相干性。蘇何誠先生

的〈《太一生水》水的機體論對環境教育的啟發〉講述，以道家

《太一生水》的水的機體論之自然觀，作為當代環境教育之參照。

廖育正先生的〈Arnold Berleant 對無關乎利害美學的改造成功了

嗎？〉，講述並評論了 Arnold Berleant檢視 Immanuel Kant「鑑賞判

斷之無關乎利害性」且改造之而將之納入「融合美學」的環境美學

範圍之舉是否成功。這些論文雖然只給了我們看待環境的零星視

野，但是，也激發了我們整全以對的企圖心，且促使吾人有了繼續

努力的意願。 

此外，還有學界其他研究者投稿的一般性論文，計有：瞿慎思

女士的〈疫中為易：夕惕若，厲无咎〉，講述在人們際遇新冠病毒

帶來的困頓和挑戰時，要運用「知幾」的修養以把握事態之發展，

�繼而預籌先機，知所進退。翁文嫻女士的〈「間距」詩學——遙遠
異質的美感經驗探索〉，講述為學歷程，接觸到各種學思的發端及

成果，而觸動了詩學的創意成長，從而深層揭露了「賦比興」與當

代文學之間的嵌結關係及其涵義。蔡林樟先生的〈以《論語》的觀

點探討生命教育〉，講述如何透過《論語》中諸核心概念的深度闡

釋，以會整出生命教育的實義  (signification)。聶豪先生的〈天臺智
者對攝論宗思想的辯難與融會〉，講述「智顗先對攝論師從《攝

論》中衍生出的菴摩羅識思想進行批判，再將攝論師與地論師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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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對比，以明此兩者各執於心的真妄一邊」之要義。李岳庭先生

的〈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與諮商倫理〉，講述在「病人自主權利法」

(PRAA) 實施以來，作者依其在安寧醫療照護場域之工作經驗提出

「國內目前實施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常見議題」，並提供周詳的解決

方案。王嬿翔的〈幫助受苦者——對關懷倫理學中理想關懷行動之

分析〉，針對「從關懷倫理學的觀點，為幫助身邊的受苦者，什麼

是一個符合道德理想的關懷行動？」提問，提供創意解題。這些論

文也都豐富了大家的哲學視野，讓哲思心靈有所觸動。 

最後，要再申謝的是，感謝大家的賜稿與支持，也特別要感謝

擔負執行編務的工讀同學周迦勒，他隻手撑天，完成我交代的所有

編務，在此特申謝意，也希望讀者能因而得獲一次美好的閱讀經

歷。 


	69-0 蕭振邦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