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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d心理想
立基知識經濟詮釋人間倫理

文 / 許悼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編按 : 有感於社會人文素養的重要，時報文教基金

會特別就個人價值 、 倫理教姜 、 專業典範、 公共領域

及民主理念五個面 向為題 ， 在今年七 月 八日 舉辦《面

對公與義 ﹒思考大未來系 列》 一 「重建 台 灣社會的核

心價值」 座談 。

該座談會由中 國時報總編輯玉健壯擔綱主持， 中央

研究院院士許伴雲就 「重建 台 灣社會的核心價值」 為

題進行演講 ，並邀請到智榮集團創辦人施振榮 、 暨南

國際大學教授李家同、施明德講座基金會董事長施明

德與談 。

誠宜。許伴雲所說 ，台 灣必須從投視自 己 的歷史遺產

做起，以人為本應該仍是未來文明的價值 ，李家 同認

為最重要的是人們互相相 愛 ， 所幸在 台 灣社會並沒有

真正的喪失掉 ; 在座談會中， 我們正看到 台 灣的希望

所在 。

至火到台灣的核心價值 ，

口':1(以及我們到底要走向

何方 ?我的本行是歷史，對

於這個題目，我認為不能只

著眼於台灣的一時一地 ，而

必須從全球的大格局 、 從全

人類的發展歷程切入 。

多元頻繁接觸造就台漣新文

明出現

四百年前的台灣正處於開

拓時期 ，在這個中國文化圈

的新領土上 ， 人民是勇敢而

無回顧的 ，文化的傳承自然

也是比較有限 ; 當

領台灣以後 ， 日本文明直接

壓上了本土文明， 不是邊

緣 、 表面的，而是底層的抽

換，所以台灣本土的文明 ，

沒有機會發展 ， 未曾形成完

整的文明 。

再加上二次世界大戰後 ，

台灣不[嘆國互動漸增 ， 西方

文明在此地產生影響 ，包括

生活習慣 、 文化視野等 ， 都

出現大角度的轉彎 。 中國 、

日本及西方 ，早期多元而頻

繁的接觸 ， 造成新文明的階

段出現 。

眾所皆知，人類最初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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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以掌握糧食與定居 ， 跨 的現實使得國家本身的型

入工業生產以後 ， 建設以城 態深受質疑 。

市為基礎的社區， 也逐步發 如此 ，我們也看到了人

展各種群居的規範 ， 逐漸變 I 1祥的移動 ， 年輕一代不再

成大家熟知的民主 ， 趨向民 | 將工作當成一生一世 ， 甚

主社會 、趨向市場經濟 。 幾 至認為三至五年便應該換

百年後更邁進資本主義階 』 個伴侶 、 改變生活型態，

段，形成新的生產形式 ， 目 | 十年以 內最好換間房子

前我們就是處於資本主義成 | 等 ，不穩定性完全取代了

熟階段， 擁有龐大的都市 、 農業社會著重的安土重

快速的交通 、 密集的人口 遷 ， 加上資訊的普及流

以及快速流通的金錢資本 。 I 通，交往的圈子不再縮限

於周遭鄰里 ， 萬里之外的

資本主義打破國家界線 | 某一人可能才是工作夥

這個階段其實延續了之前 | 伴 。 人類活動 、 賴以維繫

的演變 ，簡言之是以「 國家 」

作為最後實質群體的型態 ，

甚至相信這就是終極的機

制 。 殊不知世界上陸續出現

各式各樣的方式，諸如區域

性的政權， 像歐盟或各種國

際協定 ， 強調的是協商而非

獨占 ，亦即每個國家主權不

同程度地各退一步 ， 交給更

大團體 ，謀求更大利益。

國與國的經濟 ， 鎖不住也

關不了，幾億的資金可以一

下子匯到紐約 ， 不一會兒又

注入東京 ， 國家完全無法控

制 。 甚至在資訊及人力芳

面，也有相似的情形 ， 這樣

的場域不再是社區 ， 也不

再是社群，甚至於家庭也

不在其中 。

我們已經跨入一個新的

階段 ， 原有的人際關係發

生極大改變，將來的人倫

也許只剩母子 、朋友 二

倫，其他的三倫慢慢淡

薄 、 消失 ，代表人類進入

全新的境界 ， 來到講究實

用 、 應用的知識經濟時

代 。 這個時期中 ，知識象

徵權力 ， 也象徵金錢 ; 如

同比爾蓋茲掌握知識 ， 並

且掌握一群有知識的人，

成為世界首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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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象催t權力 手持主動見書目瞎 | 我們正處在另一個禮壞樂崩

另一方面，科技的地位動 | 的時代

見觀的，人類探索的領域愈 | 無可諱言，今天我們處在

來愈大， 過往無法解謎的生 | 揭一個禮壞樂崩之際 ，有人

命奧秘，逐漸揭開神秘面 | 心懷哀悼尋找過去，但這不

紗 。 科學最早的好奇，起源 | 夠，因為眼前的路障甚至迷

於自然率上，也就是可見的 | 途的方向，都是過去從來沒

規律假設上 ， 反觀宗教，面 | 有經歷過的，十年前的舊地

對萬事萬物一向歸予「圳的 | 國無法為你我找到新出路 。

意志 J '從某種角度而言其 | 可是，新地圖需要植基在舊

實極其可危 。 假設世間種種 ! 地圍之上， 一如許多新價值
均基於神聖恩典 ， 人類可 | 必然建立在舊理念之上 。

尊 、 可敬 、 可貴之處全屬虛 | 耶穌從十誠轉化出基督教

無 ， 那麼所謂倫常 、 情感乃 | 理念，釋迦牟尼從婆羅門教

至律法 、 文化等難免消蝕 轉化出佛教的理念，孔子從

人之為人的角色，也會遭致 | 周代封建社會轉化出普世共

嚴峻的懷疑 。 I 同的人間倫理，經由檢討、

今天我們討論核心價值， I 反省，然後做出新的詮釋 。

不只涉及台灣一地 、 今日 . I 回對我們共有的歷史迫存 、

時，而是處在一個巨變的關 l 共享的文化產業，不妨試著

口，應設法釐清何去何從 。 I 找出民族共同的 、 特有的價

孔子當初周遊列國推動理念 | 值 ， 並投入深刻的研究、切

時，由青銅器時代傳續下來 | 身的反省，不單是學術界理

的生產條件 、 居住方式 、 社 | 該如此 ， 一般大眾也應當如

會規範逐日崩壞， 他曾說 : 是 ， 才能把握住豐富的資

「這是體壞樂崩的時代 J '人 | 源，無所畏懼地預見未來。
們生活的邏輯必須重新建

立 。 易地觀之，耶穌基督、 | 從自我肯定開始 超越你我

釋迦牟尼不也身處於ffi單壞樂 | 他隔闇

崩的時代嗎?蘇格拉底 、 怕 | 佛教的因陀羅王舉過一

拉圖 、 老子 、 莊子不也身處 | 例 : 假如世間萬物是無數完

於禪壞樂崩的時代嗎? 他們 | 美 、明亮 、反射度特高的珍

在那一刻，創造了很大 、 很 | 珠，掛在巨大的網子上， 一

好的轉換 ， 締造人類文明史 | 顆珍珠與另一顆珍珠互相輝

上了不起的年代，而如今所 | 映，因照見對方而照見了自
有的一切，皆是承接這些先 | 己，在全體珍珠相入相映之
聖先賢的恩賜 。 I 中 ， 這張大網形成宇宙......

乍然一見，這個宇宙彷彿是

由一啪啪珍珠、 一道道編織

線繩所組成，但最後其白菜

不歸結在同-~fî珍珠反射的

形象之中 ，如同諸法重重無

盡，相即相入而存在著 。

易言之 ，必須肯定自己的

存在，進而能肯定宇宙萬物

人類的存在;也就是尊敬自

己，便是尊敬宇宙萬物人類

的存在 。 甚至，從自己的反

省出發，將可以了解宇宙的 | 。許傳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存在是有感情的，我喜我怒 | 心，如果知識成為一種財

我愛我悲，恰恰反映了宇宙 | 產，而且變成一小群人專斷

萬物人類的有情，而你、 | 獨享，那就相糕了 。 所以從

我 、 他之隔，自然也能輕輕 | 自我肯定開始，應同步建設

超越 。 I 在關照別人的態度上，能夠

有鑑於此，我們的核心價 1 做到這一點，才會達到「把

值必須先從自我肯定開始， I 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替世
再反照至每個人身上，那麼 l 界做好事情」 的目標 。

無論任何宗教、 學派如何定 i 如此一來，我們忠質於自

名，皆不脫 「 自己往裡看， I 己，讓自己的力量完全發
等於自己往外看;看見了別 l 揮，並且寬容別人的失誤 ，

人，等於看見了自己 J '人 | 正如饒恕自己的過錯，盡己

我天地緊密融合，天是父， I 則J芯，推己泣人則愁， 此一

地是母 ，人頭是同胞 ， 萬物 | 思甜、之道即孔子之 「 仁 J ' 

是朋友 。 這個根本的義理腎、 | 也就是人與多數人交往的原

固之後，首先人我界限可以 | 則 。 所以我們的核心價值 ，

抹掉， 其次主客對立可以消 | 便將回到中國傳統的儒家信

去， 一個和諧的世界指日可 | 念之中。

待。中國無論孟子 、 禪宗、 | 族群不該是問題，人的價

王陽明等 ，都曾有相關的討 | 值不應受身分地位牽制，大

論，而若從此一角度來看， I 家都有接受醫療 、 發表言

我們也不必再惶惶憂愁抗亭 | 論 、 選擇信仰或來往遷徙的

頓所言之「文明街突 J 0 I 平等權利，不因身價多寡 、

回歸中國傳統的儒家信念 | 學位高低 、 背景厚薄或能力

至於對 「知識經濟」趨勢 | 強弱而有差別待遇 。 凡此種

帶來的正負效應，社會也要 | 種，均由前述提及之核心償
有所認識與預備 。 我常常擔 | 值所推演， 最根本的還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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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悼雲院士在座談會申發表專題演說 ， 報名參加的讀者非常踴躍 。

自己著手，對自己誠實、對 l 這些入門的道理不難，但

自己尊敬，對別人也誠虹 、 | 真正實踐卻一點也不容易 。

對別人也尊敬; 直言之 ，全 | 台灣現在面臨的問題，一方

體人類都是同一條船上的渡 | 面來自這塊土地獨特的 、 幸

江者，今天發生的許多狀 | 也不幸的歷史歷程，另一方

況，往遠處一推，從來都是 ! 面繫於全世界共同遭遇的小

息息相關 、 環環相扣，不可 | 週期困境、大環境的困境 。

能毀了別人還佔盡好處，頂 | 此情此景，引人感慨實屬自

多只是「時候未到 J 0 然， 但也別因為這個感慨而

認定世界走入了末 |弓，所有

探索新天地 建立新秩序 | 的新天、新地 、 新秩序 、 新

理想，都要由我們自己，由

我們的後代子孫 ，劍及履

及 、 亦步亦趨地探索 。

如果認為自由 、 民主 、人

權 ， 是人之為人的核心價

值，我們就應當堅守不二 ，

但也要注意到每一個民族 、

移植他人觀點，而是互相學

押 、 補足之後，變成今天世

界上共有的理想 。 必須認清

的是，多元文化互動之下，

沒有什麼是絕對的「純

種 J '即使有百分之百的純

種，也不見得等同優秀;真

國家，對於自由 、 民主 、 人 | 正的優秀來自持續不斷的吸

權的界定各有不同，因此不 | 收經驗與自我省思，人類的

應當拿我們的界定去強加於 | 進步也在這個時候獲得足夠

他人，也不應當不經思索地 1 的累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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