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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世紀 永續發光發熱 
 

●蘇進強／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兼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集人 

 
 
 

  十年前，《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宣告成立。 

  十年來，謙謙君子陳隆志教授，穩健的身影，不時穿梭在國內外各個與台灣議題

相關的場合，他不為己謀，但他「拚命為台灣」的堅定意志，總是溫和而堅定的引起

全球台灣人的共鳴，他的博學，對台灣國家主權的信念，更穿透聯合國大廈，令諸多

外國友人側目讚佩。 

  陳隆志教授的國際法素養，早已名揚國際，他早年所撰擬「台灣、中國與聯合

國」一書，更使國民黨威權體制為之震駭，而將他列入黑名單，也因而使他數十年不

得歸返國門，直至李登輝前總統主政時解除黑名單，召開國是會議，這位四十多年前

第一代台籍留美菁英才得以回到台灣，昔時少年雖已皓首，難能可貴的是，陳教授竟

竭其所能的以他在美任教多年的薪資、儲蓄，攏匯回台，創辦基金會，誓為台灣國家

正常化貢獻心力，也因為陳教授這股拚勁、熱忱，感動了無數的朋友，並自願參與基

金會的會務與研究工作。 

  十年轉眼而過，相同類型的基金會、智庫，在政黨輪替後，紛紛成立，有之獲龐

大企業體支持，或有官學媒體優渥的資源，唯獨《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雖欠缺

有力奧援，卻能一本初衷，不改其志。舉凡國防外交、財經科技、文化教育、社福環

保等，只要是以國政發展相關的議題，皆能在陳教授與基金會以一當十的有限人手，

群策群力，擘畫各種議題的研討會與座談會，掌握時政與民意脈動，並定期出版《新

世紀智庫論壇》季刊，陳教授本人並在自由時報、民視定期撰述國政專題，深入淺

出，膾炙人口，其成果之豐碩，對政策之影響力，實為國內智庫與基金會中之佼佼

者，令人由衷佩服。 

  坦言之，基金會是由陳教授發想，由陳教授集資勸募而成，國內外基金會以個人

姓名為名者，比比皆是，基金會成立前後許多捐助的人士不乏因欽敬陳教授學養、人

格風範而貢獻心力者，故而當初以「陳隆志」之名為基金會名稱，實無可厚非，但陳

教授卻能慨然將他的名字捨去，而改為今之《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當時，擔任

基金會義工的我之所以敢如是建議，一則陳教授從來就有大格局，是一個大是大非，

不為私，不為利的煦煦長者，他雖是一個國際知名的學者，但卻保持著台灣人質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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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沒有任何所謂的身段可言，也因此我個人有感於《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並非專屬於「陳隆志」所有，而是已為台灣人所有，為台灣人所用的民間智庫，實

有別於某些企業成立財團法人，只是為了成就企業主個人或紀念其先人，甚至以節稅

為目的而已，何況，政黨輪替已使台灣民主進入「新世紀」，「新世紀台灣」已是台

灣人民共同的願景，故而遂有簡化基金會名稱的建議。而陳教授泱泱大度，非但不以

除其名而為忤，反而從善如流，欣然接受，並以「台灣」取代「陳隆志」之名，這也

是今之《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的緣起，在十週年慶的今天，特別鋪陳此一過程，

也算是基金會的一段「祕辛」吧！ 

  於今，基金會十年，與參基金會的許多學者專家，包括我個人在內，均曾因緣際

會，或在政策建言上，獲得民進黨政府的採用，或進入政府工作，甚至有人笑言，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是政務官的搖籃。但儘管如此，陳教授仍然抱持書生報國

的本色，雖憂心國是，卻也瀟灑自得，從不謀求權位，艱苦經營基金會，一肩承擔，

書生本色的他每向企業界募款也總是因為惜情而難以啟齒，也因此每年對外募款額

度，比起其他同類型的基金會，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也因此基金會的各項研討

會、座談會，為了省錢大都選擇在免租金的場所，這也是其他基金會所不能望其項背

的。由此可見，陳教授個人風格與基金會「安貧樂道」之一斑。 

  個人有幸，在《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成立伊始，即以義工身份參與諸多工

作，見證陳教授及基金會工作同仁的努力、辛苦。以上所述，希望能拋磚引玉，讓各

界能對基金會及陳教授有更深的瞭解，當然，也盼望台灣社會能對「拚命為台灣」的

陳教授與基金會，伸出有力的手，擁抱、參與、出力，因為《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

會》所為，正是我們後代子孫的幸福的基業，願台灣新世紀，發光、發熱，永續經

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