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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需要一個文藝復興，要將它現代化，必須從傳統文化中的精髓，與

廿一世紀的主流思潮結合，創造新的普世價值。廿世紀西方世界提出許多普世價

值，但在百餘年實踐後，到了廿世紀末出現很多問題。在新世紀中，如何把東方

思想的精髓，尤其是儒家文化思想注入，創造新的普世價值，這個切入點即是「王

道文化」。 

 

談「王道文化」，首先要問，它是否復古？ 

 

以「養」為例，我們來看大家耳熟能詳的「禮運大同篇」：「老有所終，壯有

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大同之前，必先達小康；小康

境界中，七十歲長者皆可吃肉，至大同世界，「老」者的養不再是問題，需要的

是如何善「終」。「壯」者需要覺得能用得上力，「幼」童需要身心成長，只有「鰥

寡孤獨者」才需要被養，也就是現今社會中的獨居老人與身心障礙者，跟現在內

政部的定義完全符合。二千多年前孔子之卓越智慧可見一斑。尤其是談到「終」

這議題，今天來看，社會已進入高齡化型態，「終」尤其重要。我的母親年過百

歲，身體尚稱健康，兒孫環侍，人人皆稱道福氣，但我漸漸發現，她每天常在心

中思想的卻是自己如何劃下終點。這樣的事情，每個人在自己家庭中或多或少也

有類似的體會。現實世界中，「養」不再是單純的扶養，反而呈現出多元化，例

如：父母要孝養、子女要教養、身體要保養、生病要調養、講話要涵養、感情要

培養、做人要修養……等。 

 

另以「孝」為例，今日談「孝」是否八股？論語中舉兩處例證：其一是「子

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其二是「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我認得一對兄弟，哥哥平日處理母親衣食

起居所有問題，而弟弟唯一負責的，就是在媽媽面前耍寶討歡心，起初導致哥哥

的不平；但哥哥後來卻承認，弟弟所做的比自己更難，也就是孔子說的「色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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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孝」還有一個特別的實踐領域，是在服務業。就服務業而言，顧客是「衣

食父母」，需「敬」顧客、「孝順」顧客。服務要從「真心」，進入「善意」，最難

地是達到「美感」，也就是真善美；透過訓練、紀律及品管要求，可能從「真心」

的理性境界做到「善意」的感性境界，但「藝術」的美感之境卻仍是難以達成。

我被邀至王品集團發表「成功之後的挑戰」演講時，特別提到王品這樣好的服務

業提升至「真心」，可說大致成功；至「善意」已近成功；但是成功之後，挑戰

接踵而來，也就是如何達到「藝術」境界。所謂藝術境界，無以名之，只能稱之

為「化境」。這當中的差距須要有精神面的注入，文化的注入，才能提升。 

 

第二個問題，「王道文化」是否鼓吹封建八股？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兩千多年前提出的了不起的先進思想。

單單提出「民為貴」，稱得上高見，再加上「社稷次之，君為輕」，當中即出現辯

證的邏輯。君王賢明，便效忠君王；君王不可事，便昇華至效忠國家；若居於亂

邦，國不可忠，便忠於民；若民粹橫流，民不可忠，便忠於志、忠於事。這是辯

證的過程。兩千多年前孟子便以辯證方式提出民主思想，是極為先進成熟的思

想。 

 

政治方面，「禮運大同篇」亦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

信修睦。」如何揀選賢能人士，君主時代主要有兩種方式：推薦與考試。古代推

舉孝廉，作為儲備人才，推薦制度完備盛行後，門閥學閥佔據朝廷，至東晉時代，

天下官員多出王謝之家，為打倒門閥割據，隋煬帝時興起考試，形成後來的科舉

制度。今日若去南京參觀，還可見到秦淮河兩岸，一邊是江南貢院，一邊是當年

王謝子弟的烏衣巷，呈現出極為諷刺的情景。兩種制度輪替而行，至今依然如此，

聯考制度行之有年後，呈現僵化現象，便加入推薦甄試。考試重於推薦之時，制

度流為僵化，推薦重於考試之時，就發生套關係走後門的弊病。兩千年來，週而

復始。 

 

進入民主時代後，人民以「投票」選賢。投票制度容易流於民粹，社會便希

望透過媒體來行多元傳導之責。專制時代媒體獨占，開放後媒體易被利益團體寡



3 
 

占，真正進入媒體多元時代後，針對同一事件，不同的媒體可能報導出相反的解

釋、甚至相反的信息，反使人民無所適從，只能依自己立場及意識型態來決定判

斷。王道的思維，就是要有多元的制度。政治上，較理想地，應以多元的方式，

選不同層次的人、不同性質的事，用不同的設計來執行「民主」的抉擇。例如選

舉鄉鎮長、縣長、省長、總統，就不一定要以同樣的選舉方式來進行。這件事情

非常值得廿世紀慣用歐美民主選舉制度的東、西方國家來深思，一百年的實驗，

優劣點都已瞭然，廿一世紀是不是該有不同的思維及實踐？ 

 

談到「王道的實踐」，我們應該以新的看法跟新的思維，作重新的詮釋，俾

利於在社會上推動。企業管理方面，在場的施振榮董事長是專家，他所成立的「王

道薪傳班」，目前在兩岸企業界推動得如火如荼。這裡摘錄的是施董事長分享的

經驗：王道是領袖之道，也是 CEO之道。為王之道，首重利益相關者之需求、

及其共同利益之創造及平衡，也就是將餅作大，以達企業家、投資者、員工、消

費者多贏局面。 

 

王道的另一種實踐是「微型融資/社會企業」，目前亦正在台灣興起，我心目

中的模式是由「公益銀行」與「社會企業」與「志工營運」三者關係的串連，形

成新的結合體，希望未來達一定程度後，可以發展成社會文化上的台灣之光。孟

加拉尤努斯所創立的「鄉村銀行」，這種新融資方式包含小額貸款、無擔保、無

抵押、五人一組聯保、會員制，所有貸款人皆會員，以及整借零還……等。三十

多年來，已累積六百多萬會員，最令人欽佩地，其中 98%為女性，償債率達 96%，

積極改善了婦女原本低落的社會地位，有約二萬乞丐得到貸款。尤努斯非常驕傲

地宣稱：「貸款是基本人權」。 

 

所謂「社會企業 1」，即微型創業，定義上泛指不靠捐贈，靠市場機制生存，

並以公益或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為目的之企業組織，藉由提供產品、服務、作業程

序（軟體）、工作等，以解決社會問題，提升社會正義。項目包含教育、環保、

脫貧、公衛……等。案例一是日本 31歲的山口繪理子（Eriko Yamaguichi）在孟
                                                      
1根據 OECD國家 2003年「社會企業報告書」中對社會企業的定義，是「以具有企業精神的策略，達

成特定社會目標，並且有助於社會排除失業問題的組織，並非以追求最大利潤為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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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創辦的黃麻袋品牌Motherhouse，行銷訴求：「如果用買一般名牌包的價錢，

改用於購買幫助窮人的時尚包，你願意嗎？」案例二為 2006 年成立的 SHOKAY

公司，兩個哈佛大學畢業的亞洲女孩，向青海牧民直接收購犛牛纖維，並僱用上

海近郊的農村婦女進行編織，賣出「具有異域風情又具有社會責任的奢侈風尚」

服裝飾品。這些弱勢產業皆需透過具公平正義性之「認證」凸顯其產品特色，透

過產品特色進行市場競爭，1977 年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FLO International）順應成立，並發行有助於微

型創業發展的認證標章。 

 

全球化是新世紀的重要議題，在全球化後面，王道文化可以作什麼？ 

 

全球化過程中，誰掌握科技優勢是首先要面對的。這個優勢過去是在製造產

品，現在進入到服務，從製程、產品、軟體至服務的流程，是一系列的。有了科

技優勢後，再來是消除貿易障礙，使這個優勢可長驅直入，攻城掠地，完全打掉

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保護。這類強勢文化還有一個特點，是「自我道德化」，造成

結果是「己所欲必施於人」，我覺得好的你也必須接受，原本是強弱的問題，轉

變為我對你錯的道德訴求及文化衝突。新世紀從農村社會進入工商社會，從原本

以農村為基礎的五倫關係，加上了李國鼎先生等先進所提出的「第六倫」，也就

是人與陌生人之間的倫理關係，這是過去東方農村社會所欠缺的；相反地，目前

西方世界卻只重第六倫，沒有太多五倫的基底，關係靠法律來維持。這是兩個極

端。而國際關係中，從原本各國主權進入地球村的過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什

麼？地球村裡是否也同樣需要「第六倫」？值得深思。 

 

美國自 1890 年頒佈「反托拉斯法」，原是避免不正義之商業合併、獨佔、

搭售……等，意圖保護消費者權益，合理限制個人（財團）資本的不正當膨脹，

有正義的意義在裡面。然而廿一世紀的數位企業以不正常的速度快速膨脹，以蘋

果公司為例，在 2012 年 9 月市值約 6,260 億美金，至 11月，短短 8週內，股

票下跌四分之一（同期美股平均下跌 7%），蒸發掉 1,700 億，相當於一個百年企

業可口可樂，這樣不合情理的故事，卻在華爾街實際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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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時，機器開始取代人力，可以更快更精準地從事更粗重的工作；到

第二次工業革命，電腦的發明可取代部分腦力，可以更快更精準地進行更繁重的

運作；電腦個人化之後，個人電腦成為家電，整合串聯後，不是迴轉為超大電腦，

卻變成了網路（Internet），網路進入家庭及日常生活的每一環節，成為資訊怪獸。

以微軟為例，美國司法部門控告微軟獨占以 Windows平台搭售 Internet 

Explorer，這個近年來赫赫有名的審判案中，法官於裁決過程遭遇極大困擾，問

題一是系統（平台）的相容性本身會有排他性；另一個問題則是產品無實體性，

系統可以將應用軟體套裝，套裝後的產品是一個還是兩個產品？這很像口服避孕

藥發明最初曾有兩種產品，兩產品是同分異構物，分子式相同，構造式也幾乎完

全一樣，只差在口服後胃酸便使兩者變成相同的分子，產品最終的智慧財產權無

法透過司法判別，最後只能庭外和解。 

 

Windows系統同時是溝通及連結資訊的入口，其獨佔性是「半固有」的，

內植軟體是否搭售，從「功能關係」及「顧客需求」的兩種論點上，見解是見仁

見智；1890年創立的反托拉斯法很難馴服這個 2000年的資訊怪獸，所以我們

需要一個創意的「反酷斯拉法」。法律上我們需要道德、倫理上的不同思維，來

處理網路時代資本的不正常、不正義地快速累積。我們看到現代某些企業，如微

軟公司，一夕之間，就超過了通用公司這種百年累積的工業帝國。創意應該得到

報酬，但應該合理，符合社會正義。我們可以透過法律制度面的創新設計，例如

「強制性公益觀念設計」，使其更符合比例原則。假設我們定義：不符合比例原

則的利益就是「不義之財」，企業可以將之化為「公益信用點數（credit）」，或徵

收為「公益基金」，而不是限制他們在創意、智慧上的發展。此舉應該遠比抽稅

更直接更有效，因為繳稅的對象是政府，人民卻不易信任公權力，抽稅常需設上

限，公益基金則只需設下限。所以「反酷斯拉法」就是王道的反托拉斯法。 

 

當王道實踐升格至政治及國際政治層次，是最難實踐的面向，但如因緣際會，

仍有可能可以達成。 

 

以釣魚台列嶼爭端為例，歷史起源於 1895年的馬關條約，遼東半島及台灣

被割讓給日本。二戰 1941 年中華民國正式對日宣戰，公告廢止中日間一切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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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開羅宣言」公告日本應歸還中華民國其所佔領之中國領土，如東北、

台灣澎湖。1945 年，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的條件必須實施。1952 年，日

本「降伏文書」明文接受「波茨坦公告」，該降書編入「聯合國條約集」。中日簽

訂和約，內容包括終止戰爭，日放棄對台、澎、西沙、南沙之主權，1941年以

前中日兩國之一切條約──含馬關條約均失效。1971 年美日沖繩簽返還協定。

1972年，在台灣、大陸雙雙反對聲中，美國將釣魚台行政管理權移交日本。1978

年鄧小平指示下，中國大陸與日本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但雙方約定不涉及釣

魚台問題。 

 

釣魚台主權為何引起各國爭奪？除了本身重要的戰略位置之外，它的天然資

源更是豐沛優良。根據日本國土廳資料顯示：釣魚台蘊含錳 6.5 億噸（可供日本

350 年）、戰略物資鈷 8 千 7 百萬噸，可供日本 1,300 年；戰略物資鎳 1 千 7 百

30 萬噸，可供日本 100 年；石油/天然氣 2,130 千兆 BTU.，可供日本 100年，

以及其他豐富的漁獲、海底資源等等不勝枚舉。 

 

《中日和約》生效 60 週年，釣魚台爭議依舊紛亂不休，馬英九總統於 2012

年 8 月 5 日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強調「主權不可讓，資源可分享」的觀念，

主張幾項原則：自我克制不升高對立、擱置爭議不放棄對話、遵國際法和平處理

爭端，以及建立機制合作開發資源。第一階段工作，本於互信精神，確認共同利

益，透過雙邊或多邊協商機制，建立對話管道；第二階段則本於共享精神，建立

共同開發機制，推動實質合作計畫。 

 

馬英九的呼籲立意雖美，發言初期卻不受媒體重視，主要原因在於一般媒體

認為，國際關係爾虞我詐，我強則彼弱，立場強勢即可取得優勢。等到國際衝突

一觸即發，圖窮匕現，各國真正需要的，是同樣的東西──和平，此時國際媒體

即逐漸開始重視馬總統言論，美國媒體 CNN就曾提到二次。2012年底，大陸

十八大後、日本大選後，國際進入適合對話討論的時機，建議我國政府應依此原

則展開行動，從民間開始推動論壇，再提升至三方政府相關的智庫，然後三方分

別作出共同的聲明。國際爭端用王道來尋找解決方案，雖然艱難，但並非沒有成

功可能，不應放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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