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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崩解世代

文/葉穎菌整理

尋找核，心典範

非台灣特有的現象，在全球 事長施振榮語重心長地說， 體的利益比較下，選擇就很

化的影響下，許多舊有價值 在許多人的認知中， 一個生 清楚了 。
觀都在解構 。 意人的社會定位，好像只是 由此可見，當我們談論社

他舉例 (格列佛遊記〉記 賺錢而己，他受邀與談，心 會的公與義， 視野和作法便

載著一個小故事，甲、乙兩 情難免惶恐。不如就利用這 應有所調整 。 一直以來，人

國發兵打仗，理由不為「統 個機會，談談他對企業經營 們崇尚 「犧牲小我， 完成大

獨 J '而是為了早餐吐司的 的基本理念，及其與我們的 我」 的觀念，但在施振榮看

奶油究竟應該塗在麵包的上 核心價值相關之處 。 來 ，能夠犧牲小我的人，基

面，還是下面?聽到這裡， 「 利他 」是他的核心價 本上是有條件 、 有資源的

幾乎所有人都噗嗤一笑， 心 值，但何謂利他?利他，正 人，而真正弱勢的一群，反
.飽振榮/智榮基金會董事長

想 「翻個面不就上下倒過來 是最好的利己 ， 人不為己天 倒根本無從犧牲起 。 如果從

告E曰 台灣社會原有的倫理 了|嘛 ! J 但這就是文明的街 誅地滅，為了向身得益 ，他 媒體上， 天天看到既得利益

教養，隨著政治與社 突，類似的狀況在台灣也依 就更奉行 「利他 」 原則，而 者呼風喚雨，卻不曾參與一

會的變遷快速式微時，輿論 稀可見 。 這也是永續 「利己」最有效 些必要的犧性時，社會將難

該如何在現實社會中發揮影 台灣必須從檢視自己的歷 的方法 。 以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

響力，並思考國家未來的方 史遺產做起，許悼雲強調， 事實上 ， 早期談到公司的

向?時報文教基金會有鑑於 以人為本仍是未來文明的價 企業文化，也很強調利他的 加強群我倫理將改變社會價

此，特舉辦 〈面對公與義、 值，就像解幾何題得先找到 概念 。 當時利他的核心是 值觀

思考大未來 : 重建台灣社會 定點，再來分析點線面;人 「以客為尊 J '但企業要對顧 施振榮也在會中引用李國

的核心價值》座談會，就個 處在世界上，第一把自己的 客、對社會有貢獻，本身組 鼎資政的看法， 他認為 ， 實

人價值 、 倫理教養 、 專業典 事做好 ， 盡己之力就是思 ， 織內部就應塑造，提供一個

範 、 公共領域及民主理念五 推己及人就是恕，容忍別人 人性本善的環境，不能徒有

個面向進行相關探討 。 犯錯，就是仁 。 整個核心價 理想J性 ， 卻未平實務本的從

值 ， 就是回歸儒家文化 。 自 基礎做起 。

許悼雲:以人為本仍是未來 由 、 民主 、 人權必須堅守， 舉例來說，智榮曾計畫取

文明的價值 因為這符合以人為中心的價 消上班打卡的制度，但人事

中央研究院院士許悼雲在 值 。 單位總是說遲到早退的問題

會中表示，台灣社會今日正 將無法管理;比較後發現，

面臨俄國社會學家索羅金 施振榮:書長行利他才能永緝 如果不打卡 ，雖然少數人可

(Soroki 111)所說老年期，價 利己 能會遲到，但很多加班的員

值1間無法延續的階段 。這並 緊接發言的智榮基金會董 工卻不再和公司計較，在整 | .施明德/施明德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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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大本來

r-jH!台灣社會的核心價fla

.座談會現場實景 左起施明德 、 施j辰榮 、 許悼雲 、 主健壯以及李家同 。

質上應該是第六倫 「群我倫 | 大過天 J '往往無法跳脫本 | 失掉!希望大家和他一起共

理」代表了所有人倫關係 。 I 位思考，眼光只停留在投票 | 同把關懷、友好的精神，不

台灣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 | 給自己的選民身上，不曾就 | 斷發揚山去 。

如何在智識的灌輸之外，以 | 事論事 、就整體論國家，檯 | 施明德講座基金會董事長

六倫為基礎加強做人的道 | 面下甚至只看到自肥方案， I 施明德認為，拉近的社會真
理，將是一大課題，社會的 這樣的風氣儼然形成，已對 是一個是非顛到、價值混淆

價值觀也將隨著多數人的行 社會造成不良影響，此即是 l 的社會，讓他必須強調台灣

為特質而發生改變 。 自利利己的後果，也正是如 | 社會的核心價值 。

行為才是真正的文化寶 今必須主張利他的關鍵 。 I 施明德:忠、於自我講求合

踐，萬一說一套、做一套的 理性正當性

案例橫生，甚至上行下效 ， I 季家同:發揚友好、關懷的 ; 他以個人親身碰到的例子

等於是在宜導一個負面的文 | 精神 | 來說，他的女兒得了一種非

化 。 這就像是老師教導學生 | 台灣社會的民主教育尚未 | 常嚴重的病，叫做肺纖維

一萬次 「過馬路要守規矩 ， 成功，法泊精神也相對不 | 化，高雄有一個醫生是這方

紅燈不要走，綠燈才通 足，但是要維護一個公平的 | 面的專家，但一發現是施明

行 J '但只要小朋友看見一 社會，這些無形的 「基本建 | 德的女兒，態度馬上不同，

個老師闖一次紅燈 ，之前講 | 設 」 仍需花功夫、花成本， I 馬上說不能治療施明德的女
再多都白費了 。 I 持之以恆下去，而且特別需 | 兒 ， 否則在台拘無法立足 。

同理來說，愈是專業的 | 要檯面上的人帶頭做好示 | 施明德說，他尊重醫生做

人，愈有責任投入溝通，盡 | 鈍，負起應該有的責任 。 I 這個選擇 ， 但是用立場來混

力讓彼此瞭解雙方的想法 ， 暨南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 淆專業是不對的 。 人的一生

甚至多為對方設想，才可能 | 李家同則勉勵，台灣最重要 | 中，如果價值跟價格可以合

形成某種共識 。 可惜的足， I 的核心價值正是人們互相相 | 一的話，就會活得很有意

台灣的政治人物由於 「選票 | 愛的價值，並沒有真正的喪 義 、 很愉快 。 當然，有些人

可

常碰到價值的堅持，跟價格

之間的落差 ，有些人在當下

就選擇了價格，把自 己出

賣 ，放棄他的價值，這種人

會比較悲哀。

如果每個人都忠於自我，

找山自己該做的事 、做好自

己該做的祟，做事有合理

性、正當性，特別是社會上

的公眾人物，更該注意 ，但

我們卻看到很多政治人物都

沒辦法做到，但是合法、合

理不是應該的嗎?

堅持理想和強烈使命感

他常跟想從事政治工作的

年輕人說，第一，你要培養

你自己的理想，沒有理想就

不能引領未來，其次要有抗

拒誘惑的能力，要清楚知道

你自己的位置 ，第三要有強

烈的使命感，不論你追求什

麼一定會碰到困難，什麼東

西可以使你突破困難，就是

強烈的使命感可以讓你堅

持，發揮你的潛能，同時更

需要有反省的能力，人都會

犯錯，你永遠不會是最厲害

的那個人，要有反省並且改

益的能力 。

他期許向己成為能夠讓人

效法的人，那才是所謂的

「核心價值 J '人的價值就是

從此顯現，不要用價格來衡

量你的價值，只要從自己開

始做起，樹立一個典範'並

成為台灣未來每一代年輕人

所效法學習的對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