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榮村先生簡介

1947年出生於台灣彰化，1965年曾就讀於台大歷史系，後轉

往台大心理系修讀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主攻認知心理學、人類

知覺、與決策行為。1977年開始於台大心理系任教，歷任講師、副

教授、教授與系所主任，共二十餘年，期間曾赴美國哈佛大學、-

Carnegie-Mellon大學、聖路易大學與 UCLA擔任訪問學者及客座

教授，另並出任澄社社長與台灣心理學會理事長。後期出任政府職

務，包括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處處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行政

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執行長、教育部長等職，合計七

年。之後出任中國醫藥大學校長（2005.8 ~ 2014.1），現任該校生

物醫學研究所講座教授，以及台大心理學系名譽教授。著有《當黃

昏緩緩落下》、《在槍聲中且歌且走─教育的格局與遠見》、《台

灣 921大地震的集體記憶：921十周年紀念》、《大學的教養與反

叛》、《從沒停止過的思念》、《在困境與危機中做決策─學術、

政治與領導的糾葛》、《生命之歌》等。

自　序

921這個災難魔術數字，已經成為台灣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就

像二二八、四六、八七、與八八一樣，每到這個日子就是要靜下來

想一想，不只是要回憶過去，更要看向未來。

對我來講，921假如剛好來到十周年或是二十周年，總覺得有

責任好好坐下來寫一些文字或講些話，至少交代兩個要點，一個是

從921的救災與重建經驗中，我們究竟學到了什麼防救災經驗可以

交給下一代，來當為建設韌性城鄉與韌性社會的參考；另外一個則

是，如何將台灣在大災難中令人感動的患難與共情感，擴散到社會

的每個角落，讓台灣在下一個大災難出現時，得以更快凝聚這種患

難與共的情感，讓它發展得更為強大，協助大家度過難關。

921之後世界上發生了很多更大規模的天然災難，有些是地

震、風災水災，有些則是台灣比較陌生但威力無窮的海嘯。整個

地球更面臨著百年內一定會發生的海平面上升災難，台灣不可避免

的，也很快會捲入這個全球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困境之中，出現能源

供應短缺、核電廠爭議、西部海岸區域遷移、與國土規劃等問題。

本書將這些問題彙總在一起，分輯編列，每一件事都與台灣面臨的

災難有關，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連往未來，希望大家一起來正視它

們並謀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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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出生於台灣彰化，1965年曾就讀於台大歷史系，後轉

往台大心理系修讀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主攻認知心理學、

人類知覺、與決策行為。1977年開始於台大心理系任教，歷

任講師、副教授、教授與系所主任，共二十餘年，期間曾赴

美國哈佛大學、Carnegie-Mellon大學、聖路易大學與 UCLA

擔任訪問學者及客座教授，另並出任澄社社長與台灣心理學

會理事長。後期出任政府職務，包括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

處處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

委員會執行長、教育部長等職，合計七年。之後出任中國醫

藥大學校長（2005.8∼ 2014.1），現任該校生物醫學研究所

講座教授，以及台大心理學系名譽教授。著有《當黃昏緩緩

落下》、《在槍聲中且歌且走——教育的格局與遠見》、《台

灣 921大地震的集體記憶：921十周年紀念》、《大學的教

養與反叛》、《從沒停止過的思念》、《在困境與危機中做

決策──學術、政治與領導的糾葛》、《生命之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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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後，誰還記得 921大地震？

「對我來講，921假如剛好來到十周年或是二十周年，總覺得有
責任好好坐下來寫一些文字或講些話，至少交代兩個要點，一個
是從 921的救災與重建經驗中，我們究竟學到了什麼防救災經驗
可以交給下一代，來當為建設韌性城鄉與韌性社會的參考；另外
一個則是，如何將台灣在大災難中出現過令人感動的患難與共情
懷，擴散到社會上的每個角落，讓台灣在下一個大災難出現時，
得以更快凝聚這種患難與共的情感，讓它發展得更為強大，協助
大家度過難關。」

─黃榮村

作者從行政院 921重建會執行長的角度切入描寫，當時所觀察到的
種種現象以及遭遇到的各種瓶頸難處。重建工程繁冗複雜，一切百

廢待興，在面對執政領導人的壓力、人民的期盼、與國內外的關注，

921重建會又是如何取得平衡，以穩健的步伐帶領社會走出大地震
所造成的創傷呢？

以 921大地震經驗觀察日本東北 311大地震，尤其是大海嘯造成全
球矚目的核電廠氫爆與核心熔解，迫使世界先進國家與台灣皆需重

新面對「核電存續與替代」之難解議題。

工業革命後 200多年來溫室氣體大量累積性的排放，導致全球暖化
與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日益增多，致命性的重重危機迫在眉睫。

作者從防救災角度，討論國際與台灣的政策訂定以及民間環境運動，

如何在國家社會發展與環境生態保護之間取得平衡，以達成永續發

展及提升下一代福祉的目標，和大自然共存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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