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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 一 )、變是不變的真理。

                 ----《易經》

(二)、 台灣2019年之代表字《亂》字當選。我們認為，

台灣不能繼續再亂，我們反對禍國殃民，為救地球與人類之

生存危機，必須撥亂反正。並認為 :

亂             ----- 民主政治就是自作自受。

               ----- 處亂不驚，莊敬自強。

               -----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 聯合報 )

( 三 )、為未來珍惜過去，沒有歷史，就沒有根，沒有

根，就沒有未來。

                        ------- 台東、史前博物館

(四)、歷史中有屬於未來的東西，找到了思想就永恆。

                       -------北京《共和國轉身》

(五 )、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

                      ------- 孟子、公孫丑章句上

( 六 )、救已敗之事者，如馭臨崖之馬，休輕策一鞭。

圖垂成之功者，如挽上灘之舟，莫少停一棹。

                      ------- 明、洪自誠、菜根譚

(七 )、政治沒有是非，但有因果。

                                ------- 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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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非常敬佩「梅門」，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理想世界，

特設公益文化講座，邀請專家，於每月最後一週之週日下

午，免費談論中華文化。感謝易經學者徐永柏老師，邀約老

朽，專題報告「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非常光榮，但也惶

恐，雖然我曾對不同聽眾多次講述本題，但中西文化博大精

深，誠如孟子所說：「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

為言。」還請各位不吝指教，幸甚！

各位都知道，今年是國共分治的七十週年，也是台灣

光復的七十四週年。國父說：「人類奮鬥的目的是求生存。」

又說「求生存是歷史的重心。」我們憶往思將，從「抗戰勝

利」到「國共內戰」，政府遷台，從「古寧頭生死之戰」到

「八二三興亡之戰」，砲戰每平方公尺落彈十枚以上。當時

金門補給，很是危險。老總統蔣公，命其親子經國先生，隨

運補船進出，並告訴三軍將士，「我子經國，隨船運補，生

死與共，直至勝利」，很是感人。這七十年來，我們的黨、

政、軍，都是在「勿忘在莒」之下，克難創造，一直都在「從

失望中找希望、從失敗中找成功、從毁滅中找重生。」用生

命保衛金馬台澎，完成十大建設；用智慧達成「亞洲四小龍

之首。」我們希望「和平、奮鬥、救中國！」但至今猶仍在

戰爭邊緣，台灣綠黨仍是不顧「芒果乾」（亡國感），要「去

中國化」！而世界人類，由於「文化、道德、科技、地球」

正在生病，有生存危機！有人認為，「人類要生存下去，就
要汲取孔子的智慧。」因此有人說：「世界的希望在中國，

中國的希望在台灣，台灣的希望在中華文化。」請問各位以

為如何？

我在大學係學農藝，在台灣當兵，在研究所係學政治，

對中華文化只是一知半解，我之所以關心文化，係因文化關

係「文治教化」，為民族生存之命脈，不可不懂。更者中華

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



106 文化博大精深，很受世人遵崇，中華文化是世界唯一未曾中

斷的文化，中國是世界未曾亡國之國家，更是永遠能同化侵

略者和征服者之國家。但自一八四二年中英鴉片戰爭戰敗

後，被割香港賠款，繼於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又被日本

戰敗，割讓台澎賠款；接著列強相繼侵華，使中國成為次殖

民地，失去民族自信心。當時清臣李鴻章向同治皇帝奏文：

「此乃中國三千餘年未有之大變局」等云。於是自強運動此

起彼落，幸有國父中山先生立志推翻滿清，首先於中日甲午

之戰時，於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向國人發表宣言說：「中國

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愚昧無知，

鮮能遠慮。……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抑損而

不知，子民受制而無告，苦厄日深，為害何亟。」國父一方

面高呼「推翻滿清」，一方面發出十次的起義活動，由林覺

民等獻出生命，驚天地、泣鬼神，感動國人。

對於中華文化，國父主張「對西方文化迎頭趕上，對

中華文化從根救起」。並「因襲中華傳統文化、規撫歐美學

說進步思想及其個人獨見創獲」創立世界最進步之救國救民

先進思想。同時「聯俄容共，扶助工農」，說明「共產主義

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並於民

國十年十二月，在桂林接受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請問其革命

思想為何？中山先生說：「中國有一個道統，自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革命思想基礎，就是繼承這個

道統，發揚光大」。同時國父還在民國七年就提出「孫文學

說丶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等建國計劃，主張五權憲法、平均

地權、漲價歸公等」。可惜由於對日抗戰及國共動亂，尤其

國父過勞年僅六十，就與世長辭，致國事如麻，尤其黨人「吃

魚的人多，打魚的人少」，又無法「和平丶奮鬥，救中國！」

雖然如今中共崛起，舉世側目，但從長遠觀察，中共在思想

理論方面，要否定：1、所謂「封建等級的『三綱』思想」。



1072、「家族本位傳統思想」。3、「直覺神秘主義思想」。4、

「傳統思維方式思想」。另強調四個繼承方面。即 1、「無

神論的傳統思想」。2、「辨證思維的傳統思想」。3、「以

人為本位的傳統思想」。4、「愛國主義的傳統思想」。（以

上請詳北京大學哲學教授張岱年著「文化與哲學」之「中國傳統哲學的

批判繼承」一文）。但中國文化，雖是一向開放頗能「吸收外

來文化而廣被以文化」（中國之命運）。但要完全肯定與否定，

則非易事，何況中共在十年文革後，習近平主席曾強調「沒

有中華文化的繁盛，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更何況古

人曾說「救弊於一時，成法於萬世」，當三思而行之。但是

張教授很認同中華民族的特點是：「創造性、延續性和兼容
性」，並舉《易傳》說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

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延續發展的

思想基礎，也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這不僅是我以能重視

中華文化為榮 ;也使我聯想到敝名與中華文化有關為榮。我

的名字是我私塾劉老師，引用《中庸》第三十一章由孔子之

孫子思（曾子是孔子的學生又是子思的老師），後世稱為述聖。

子思為闡述「至聖之德，惟天可配之奧義」，以「惟天下至

聖」為題，文中有「發強剛毅，足

以有致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

之句。我的族譜是「發」字，遂以

「發強」為名，後來從堂兄「發啓」

為師，又以「剛毅」為字，但至大

學時，國文老師朱再庵教授，認為

既「強」又「剛」，有欠柔道，因

此要我易字為「天行」，更有意義。

因此就這樣以中庸之「發強」為名，

以「易經」之「天行」為字，而發

奮圖強，至今雖無成就，但亦榮焉！

李發強教授應「梅門」之邀請，講述「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

並向聽眾介紹大陸以簡體字出版 "尋夢人生 "。

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



108 我今痴年近百，可謂「來時糊塗去時迷，空到人間走

一回」（清順治皇帝）。童年給我的印象，都是生不逢辰，苦

不堪言。譬如我的家棗陽原是帝王之鄉，「光武中興」、「十

大明君」劉秀皇帝的故鄉。但在對日抗戰的民國時代，充滿

「愚、窮、弱、私」（文見「梁漱溟文化理論研究」），所以貧

窮落後，物資缺乏，到處文盲，治安很壞，警察吃人，有「寧

願日本軍燒殺，不要湯恩伯的部隊駐紮」的民謠，日本軍一

來就是姦擄燒殺，且說姦淫婦女「三歲不為小，八十歲不為

老」，因此我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燒過，我的長兄發文，被河

南來的土匪綁過票。夜間不敢住在家中，都躲在室外用高粱

桿架成的空堆中。夜間聞到狗叫就向田野躲藏。因此我曾在

冰凍路滑的斜坡地摔跤，被小火爐燒傷。另外有兩次溺水，

一次在池塘，一次在漲水的河中被嚴重溺水，沒有淹死很是

意外。我也曾生過嚴重肺炎，沒有醫生，幸蒙「蒙古大夫」

治好。我的母親是位能吃苦耐勞的嫻慧夫人，但不幸於民國

二十年長江水災後歿於瘟疫，那時我時年不到五歲，依長嫂

為母，把我養大。

我的求學生活，也很艱苦，當我屆齡上學時，尚無正

式學堂，都是自備桌椅過河讀私塾，遇到冬天，仍要赤腳渡

河，腳被凍裂，好不痛苦。抗戰後一個鄉鎮才有一所區立小

學。我插班五年級，學校設在山陝會舘和廟內，老師德學都

很好。小學畢業後，步行到數百里外的均縣，幸能考取「均

縣聯合中學」。所謂「聯中」，是日軍攻佔武漢後，時任省

主席陳誠將軍，收容流亡中學，稱謂「聯中」，給予公費待

遇，學生住在城隍廟，上課在營房，白天常跑空襲警報，夜

間以桐油燈照明自習。吃飯六人一桌，席地而蹬，只有很少

的白菜、豆類等。為了避免很快吃光，所以有個不成文法，

就是下筷時「只許騎馬不許坐轎（就是用筷時，只許立夾，不可

橫撮），三餐用飯，因為白米不夠，都是吃包穀（玉米）籿，

或白米稀飯，營養很差。從家鄉來上學，交通工具都是驢、



109馬或黃包車，量少價貴。只有富人，有時可坐木炭汽車，由

於動力不夠，常是「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拋錨六七次，

八九十人推」的無奈。聯中管理嚴格，師資優秀，我很受益，

可惜因抗戰沒有課本，很是難讀。我在聯中畢業後再考入省

立三高，到高三時，因抗戰吃緊，政府乃發出「一寸山河一

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知識青年從軍，我決心投筆

從軍，參加青年軍二零四師工兵營，被選為班長。日本投降

後，我又於接受預官訓練後，復員武漢就讀農業大學，至民

國三十八年，國共激烈內戰，學校停課，乃聯合武漢區十二

所大專院校二零四位男女學友隨軍來台。並向外宣告「有我

們在中國不會亡，有我們在誰敢亡中國！」後有武漢區近千

中學生，為我們的宣言感動，也一起隨軍來台，投效「抗日

名將」孫立人將軍。可惜孫將軍不但不承認國防部給我們的

預官資格，且認為我們是「思想複雜，行動乖張，鼓動風潮，

圖謀不軌」。並將二十三位同學囚解廣州，徒處死刑，但廣

州綏靖公署，於審詢後無罪釋放。於是他們同往廣州黃花崗

七十二烈士墓前哭祭烈士後，又一同再來台灣，都有優秀的

表現。日後因發生孫立人叛國疑案，我曾與被執之何澤浩教

授往訪孫將軍智囊張佛千教授，請教我等被執之真相，張氏

曾評孫將軍為「軍事天才、政治白痴」為之惋惜不已。

我曾參加孫將軍「政工訓練隊」，因其反對政工，使

政工變成形式，因此我於政工幹校成立時，遂考入研究班第

一期，於畢業時，蒙蔣經國主任召見，要我暫時放下槍桿，

拿起筆桿，為救國團之青年愛國教育，負起計劃與執行工

作。蔣主任並說：「青年都是愛國的，但我們要告訴青年國
家處境的真相，讓青年自己選擇報國途徑 !」因此我從這項

工作，教育了青年，也教育了自己 . 後來轉業彰化銀行以至

退休，使我回憶至今，想到國父遺示「和平、奮鬥、救中

國!」想到我在救國團曾長期舉辦「中華文化研究會」、「三

民主義研究會」和「台灣史跡源流研究會」，很有成就感！

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



110 由於整個世界世衰道微正威脅人類生存。又想到宋儒張載希

望「為天地立心丶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 !」並於晚年告訴門人：「我們要把面前的路開寬點，如
果連自己就走不通，又如何能讓後人通過」？因此頗欲獻身

報國。我於退休後曾任教大、中學校，並忝任湖北同鄉會理

事長八年，與北京中央、湖北各界，時有接觸。因此我一直

在想，如何才能化解人類的生存危機？於是我花了七十年的

時間，以觀眾和演員的心情，用血汗和眼淚，為歷史作證，

向憂患挑戰，寫出近百萬字的正體字和簡體字的《尋夢人

生》各一套向世界宣示：「我希望以中華中道文化在沒有戰

爭下統一中國。我們歡迎英國史學家湯恩比所說，『二十一

世紀是中國世紀』，兩岸同心共迎『中國世紀』。」

我們希望如湯恩比所說：「科技已走入絕境，能助人

類解決二十一世紀問題，唯有中華文化」。又說：「要化

中華文化為世界文化，行禮運大同之治」。另有七十五位

的諾貝爾得獎人，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在巴黎年會中，曾向

世界宣言 -「人類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生存問題，就要回到

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而他們所指的中華文

化，是指「人德並重」，「萬物並生而不相害」、「道並行

而不相悖」（中庸）的王道文化。由於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對

外侵略，「重財輕德、重物輕人」、「以恨為出發點，以鬥

爭為方法」的霸道文化。在二十世紀初頁，不到三十年，人

類就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各國有識之士，建議成立「聯合

國」，以消弭人類之大小競爭、鬥爭和戰爭；我中國為戰勝

國，特致贈中國最高政治理想之「禮運大同篇」，希望都能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惜因內戰，未能受到重視，連中

共為推行「現代社會主義」，亦置之高閣。但多年以後的聯

合國，卻被安南秘書長，指出十大缺點，仍是多元對立、國

家分裂、區域統合、軍事衝突、生技破壞，造成：「種族歧

視、宗教對抗、勞資對立、貿易壟斷丶能源掠奪、環保惡劣



111丶貧富不均丶金融操控、強權欺壓、東西稱霸。」等的帝國

霸權思想，陰魂不散。歸納的說，已形成「文化衝突、道德
淪喪、科技反常和地球反撲」。威脅人類生存的危機，亦如

國際第三屆自然問題國際學術會議，有四百多位科學家，於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一至二十七日，在俄國聖彼得堡開會，

嚴重關心「相對論漏洞百出，量子力學先天不足，正在尋找

替代理論」。德國物理學家韋斯雷說「相對論時代已經過

去」！被譽為繼愛因斯坦之後的理論物理學家霍金預言：「人

工智慧可能導致人類滅亡、兩百年內地球有被毁滅的危機、

基因工程是人類存亡的隱憂」等。（文見大陸北大王文清教授著

「宇宙、地球、生命」）。歸納的說，這些都因「文化衝突、

道德淪喪、科技顛倒、地球反撲」，導致人類生存危機。所

以喚起人類覺醒，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從人類智慧看，我深信是可以改變的，但是要得想到一句

話，那就是孔子所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衛靈公

第15）。依孔子之意，是在「警告人做事要設想周到」。故說：

「為人行事，如果沒有久遠的思慮，一定有旦夕的憂患」。

學者張栻《論語解》云「慮之不遠，其患即至，故曰近憂。」

《易經》亦說：「變是不變的真理。」中共前主席胡錦濤智

囊鄭必堅於辛亥百年曾率團來台，在講論中，曾特別強調：

「眼界要高，思路要遠」。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都在說明這「遠

慮、近憂」的大道理，能不重視乎？如檀香山興中會宣言所

謂「鮮能遠慮」。何致清廷敗亡，抗戰後之民國，亦少遠慮。

又如清朝雍正皇帝，如能不排斥西方科學，當不致使國力嚴

重衰退。慈禧太后如不將海軍軍費，移作「圓明園」之用，

不使日本優先買到英國之遠射砲軍艦，何致甲午戰敗，將台

灣割給日本，留下今天的後患！當前為何如此之亂，是否選

民們在大選時未曾遠慮誰是最佳總統？才有「禍國殃民」之

亂 !

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



112 三、人生的價值
人是什麼？國父說：「人者仁也，生物也」。人是由

上帝創造？還是由進化而來？是元素構成？還是由外星而

來？迄無定說。人是生從何來？死歸何處？要做什麼？也是

未有定論。但綜合古今說法，在天地間。宇宙問世最早，約

為八百至一千二百億年，地球形成約四十五億年，生命起源

約五億年，人類出現僅二百五十萬年。但人類有思想智慧，

能哭能笑，能創造也能反省，所以《尚書泰誓》尊「人為萬

物之靈」。老子在《道德經二十五章》說：「故道大丶天大、

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易經》有說：

「三才者，天、地、人」，孔子說：「天地之性人為貴」（孝

經）。《荀子》論人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

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

天下貴也。」

自有人類以來，代出賢能，整興文武，「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建設精神物

質的理想社會，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道統之治，尤其如

貞觀、文景、康乾之治，萬民齊歡。

但是人類有善有惡，「人中有獸心，獸中有人性」。

出現孟子性善、荀子性惡、告子有善有惡、楊雄無善無惡之

說。而有堯舜之德，商紂夏桀之暴。德國希特勒發動第二次

世界大戰，殺戮猶太人逾六百萬人，中共革命依趙紫陽之智

囊陳一咨為紀念五四運動及八九民運，曾於八八年 5 月一

日，以「展望民主中國」為題，投稿中央日報八版指出，中

共革命期間，依內部統計非正常死亡人數逾八千萬人以上，

為抗戰死亡之一倍。而毛澤東給人印象是：鄧小平說他是「功

過三七分」。俄國史學家潘佐夫，則認定他的「功過七三

分」。但也有一些很崇拜他的人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

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又說：「天

大地大不如共產黨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恩情深。」



113這說明「信仰高於科學，科學的終點是信仰。」也有說：「我

雖然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的話。」這就是西

方所說的民主。

因此尚書大禹謨又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這是由舜傳禹的中華道統十六字箴言。

也是說：「人心易私難公，道心易昧難明」，人心善惡，在

心理學上很難辨白，如在二戰中希特勒戰敗，德國能主動道

歉，而日本於無條件投降後，則一直不願道歉，這從是非來

說，請問道理在哪裡。過去有兩個人，一是台灣叫廖添丁，

他因竊富濟貧，被稱英雄。一是明朝農民造反的頭目叫張獻

忠，他立「七殺碑」，內容是「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

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請問這兩人是善

還是惡？德國和日本，是誰善誰惡？還是亦善亦惡。

還有價值和意義，好像寓意相連，相傳美國小說家海

明威，是諾貝爾得獎人，有一天他問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如

果令他滿意，他願意用錢購買。有人告訴他，市場缺貨中，

他竟自殺死了！請問他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

國父中山先生曾說：「人類奮鬥的目的是為求生存 --

求生存是歷史的重心。」蔣公中正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

全體人類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我

覺得這兩位偉人的話，有傳之千古而皆準的人生價值！否則

人活著的使命又是為什麼？

四、文化的真義
所謂文化；《易經》說就是「文治教化」，《周易賁卦》

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文化之義。又如中庸說：

「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

其中之「著則明即文明」，「變則化即文化」。英文之「文

化」二字係由希臘文轉化而來，含有耕種、居住及祭祀之義，

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



114 今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

明，也特指社會歷史的意識形態。

關於文化定義，中西學者有百種以上的說法，綜合的

說，西方認為文化包括：「哲學、信仰、藝術、法律、道德

和風俗習慣……」等。我國學者認為文化是大眾所認同的價

值－如心態觀點，信仰態度、藝術情操和宗教意識等。

我國辭海則解釋為：「人類社會由野蠻到文明，因努

力所得到的成績表現於各方面者，如科學、藝術、宗教、道

德、法律及風俗習慣等，其綜合體都謂之文化。」

國內已故教育家劉真教授認為「文化是一種抽象難解

的名詞。」已故史學家錢穆教授說：「文化就是生活。」這

是說明人類是生活在文化中，文化的好壞，關係民族的品質

和命運。蔣公中正曾說：「民族文化的盛衰，乃為國家民族

生存之所繫，當其優良文化之喪失，則其國雖存猶亡，反之，

如果能保存發揚，其國雖衰必盛，雖弱必強。」

由於文化就是生活，生活離不開人，所以我們更可以

說：「文化是文明的種子，文明是文化的花朵。文化使人和

諧，文明使人幸福。文化是母親，政治是兒子。文化可以吸

收，但是不能輪替，輪替就是死亡。文化決定人類前途，優

秀的民族來自優秀的文化。哲學是文化的醫生，道德是文化

的頭腦。文化是明天的經濟，明天的政治，也是明天的社

會。」英國湯恩比，主張化中華文化為世界文化，這是「品
種改良」，不是「文化輪替」。中國過去接受印度佛學成為

中國文化主體之一，

也接受西方的民主、

科學和宗教叫做新

文化，但是我們不能

放棄倫理，否則就是

輪替？

聽眾來賓一角。



115五、中西文化的功過與影響
文化即生活，中西應是一體的，但因生活環境不同，

文化就跟著不同。中國文化源於儒、釋、道。儒可治國，有

如糧食店，人人必需。道可治身，有如藥店，人人為養生必

需。佛可治心，如百貨店，人人都可進去逛逛各取所需。所

以中國人有福，提倡人德並重，對人尊重，能使「萬物並生

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中庸）。這種思想自堯舜

以來，就是中國的「道統」，所以能使中華文化永續不斷，

也不會亡國（天下）。

可是中國也不是「萬事如意」的國家，原因是「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人性有善有惡，一直都是「貪的人生、

亂的社會、鬥的性格、爭的意識。」正如梁啟超所說：「中

國是一個殺伐的國家，有三十年不見戰爭者，殆兮。」根據

統計，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告訴我們，「自周室東遷，到

宋太祖一千五百年間，統一的時間只有五百年」。還有近代

已故自由學者韋政通教授，在其《中華文化概論》論及中華

文化十大特徵時，曾引用翁之鏞之《中國經濟探源》，曾就

秦統一到清覆亡，共二千一百五十九年於治亂興衰之統計

為：「盛世 6.9%、治世 13.2%、小休 10.5%、衰世 21.2%、

亂世 48.2%」。從上述看，前者在一千五百年中，只有五百

年之統一。後者在二千一百五十九年中，盛世僅 6.9%，亂

世則多達 48.2%。在西方也有統計，如美國布萊克著「戰爭

與未來」說 :「自公元前 1496 年 --- 公元 1861 年，其間共

有 3357 年，在此期間有 1083 年是在戰爭中，和平時間僅有

2274 年，平均每三年，就有一年是在戰爭中」，這與東方

相比，更是戰爭多於和平。試問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尚且如

此，治亂相乘，分合無定，西方的霸道文化，視侵略為正常，

視殺人如俄國史大林說：「殺一個人是悲劇，殺一百萬人只

是一個數字。」因此他們能「重財輕德、重物輕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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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恨為出發點，以鬥爭為方法」，不能如東方文化，「以愛為

出發點，以互助為方法」。所以正使世界走向生存的危機。

世道本如此，難怪在孟子時代也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

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

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

惟春秋乎！」（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

在此特別一提的，是曾任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副主委

（主委是蔣公中正）陳立夫教授，是我舉辦國學（中華文化）研

究會的主任，他很欣賞我的研究精神，他對我說：「孔孟學

說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小叩小嗚、大叩大

嗚。中國有幸，列祖列宗，留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

部寶典，經邦治國之治德要道在此，修身齊家之細微末節亦

在此。達則半部論語可以兼善天下，不達則居世無聞，亦可

以獨善其身。」陳氏曾簽名贈我其所編著之《四書道貫》及

簽名玉照，另有親筆法書一幅，文曰：「律己以誠，待人以
仁，處事以中，成物以行。知斯四者而篤行之，則身修而家
亦齊矣。」陳氏還對我說：「這『誠、仁、中、行及公』以

顯道五字，是儒家思想之核心價值。」我已奉為修身齊家之

座右銘。

關於儒家四書五經，自董仲舒奏准「獨尊儒術」以來，

一直都在朝野發光，所謂四書，係指「大學、中庸、論語、

孟子。」其中大學、中庸，係由宋儒朱熹自禮記抽出與論

語、孟子合稱四書。《論語》字字金玉，言仁義、道忠恕，

正己正人，是人生寶典。《孟子》是道性善、法堯舜，尊重

民權，扶植民生，重仁義、輕功利、拒楊墨，放謠辭，尊王

賤霸，與《論語》同為儒家寶典。《大學》是我國最古之政

治哲學，取自禮記第四十一章，其論述重點有三綱領－論明

德、親民、止於至善。八條目－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五達道－論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三達德－論智、仁、勇之道。至於



117《中庸》是言心說性，論中說誠，不偏不易，始於天命，終

於衣錦，以天理勝人欲，與大學相互為用，是孔門傳授心法，

研究人生哲理與生活實踐的寶典。

所謂六經，是指詩、書、易、禮、樂與春秋。孔子賦詩、

編書、修禮、審樂、作易（部分）與春秋。四書五經（遺憾

樂經日後失傳）是「中道」的經典。大學是中道政治的方法

論。中庸是中道哲學的本體論。論語是中道政治的實踐論。

而六經則是：「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之學。」孔子是道貫古今，德配

天地，集中華文化之大成的宗師。中道是中華之根，人道與

天道結合，而生「天人合一」。中道是中國的道統。張橫渠

的四為思想，就是起源於此。我們所稱之「倫理、民主、科

學」，就是「中道」的特質。

說到中華文化不能不說有「文化衛士」之譽的陳公立

夫先生。陳公為革命世家 ( 其叔父英士先生，係為革命犧牲。)，

其年輕時留學美國研究礦學，回國後從事黨政工作，自嘲

「改開人礦」，其初任黃埔軍校蔣公秘書，頗有才氣與性格，

蔣公曾對其發脾氣，立公向蔣公說：「請不要發脾氣，否則

我會離開。」以後蔣公就未再對其發脾氣。他高壽一 O三歲

往生，他說他一生對夫人都是「敬異求同」不發脾氣。我國

對日抗戰八年，他做了七年教育部長，他對流亡學生一律公

費，當時教育經費，僅次於軍費，因此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

如李政道等，是功在教育。他為提振科學信心，特聯絡英國

科學家李約瑟博士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近九百萬字，功

在科學。他愛國愛黨，曾與其兄果夫先生負責黨務，中共為

打擊其功績，對當時有「蔣家軍，陳家黨」之說，很是在意，

乃對「蔣、宋、孔、陳」四家，指為四大家族，百般醜化，

並製造 CC 與政學系之政爭。來台後為當局不滿，授意流浪

國外，養雞多年，再請回國。陳氏於抗戰時，以一故事遊說

英美援助中國。陳公說：「有一老人，欲將十七匹馬，分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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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三子，規定老大分二分之一，老二分三分之一，老三分九分

之一。特別規定，要分活馬，結果無法分贈。時有一騎士經

過，願予協助。他先將已馬相贈變成十八匹馬，於是老大得

九匹，老二得六匹，老三得兩匹，合為十七匹馬，尚餘一匹

仍歸騎士」。陳公告訴英美，對日戰勝，大家都有好處，如

予援助，均無損失，何樂而不為。因此獲得援助，使日本投

降，成為佳話。陳氏對中醫特別支持，才有現在的中醫大學，

他是在該院往生，表示一生支持。

陳氏推行中華文化，認為中華文化人德並重，優於西

方「重財輕德、重物輕人」。立公說：「我把孔子之教，歸

納成為『公以顯道、誠以律己，仁以待人、中以處事、行以

成物』」。他又說：「斯五者，學自天道而成人道，包含了

對道、對己、對人、對事、對物，應採取的正確信念，人人

如此，自能成為民族的道統。有此道統，民族賴以團結，國

家賴以生存，此為前人所未言者。」

立公認為「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為中華

文化之寶典，惟四書內容缺乏系統，乃經長期研究，將四書

內容，依大學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八大條目，依次類別，重加編序，並以白話註解，

使之成為一有系統、有條理，易看易懂，脈絡一貫，讀之有

益的好書。復譯為英日韓等國文字，成為人類文化之重要資

產」。我很有幸，曾蒙簽名相贈，受益良多（以上節自敝著

《尋夢人生》。）陳氏並以此編為《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讓青年對中華文化有正確的認識。現在此一教材，在大陸也

被部分學校採用。陳氏曾說：「我一生自認對中華文化小有

貢獻。」，又說：「我只能成敗聽之於天，毁譽聽之於人，

為共黨之勁敵，文化之衛士，足矣。」陳氏雖然反共，但不

反中國人，在中共尚未崛起時，他曾主張以百億美元，協助

中共建設，號召舉行國共第三次和談未果。我何幸認識這位

「文化衛士」，且能受其賞識。因此願為弘揚中華文化實行

「大同之治」努力，與有榮焉！



119談中華文化，不能不知道四書五經與易經、道德經，

尤其是「道」的內涵。近年來我是「發奮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論語），拜劉憲平博士、康寳善、徐永柏

等為師，學習《黃帝內經》、《道德經》及《易經》等。並

蒙永柏師借了很多頗有價值之書供閱，雖不敢說如何受益，

但對中華文化之救世之道，確有進步！同時我要感謝陳弘光

博士和李志行開導師，因為受我所著《尋夢人生》歷史文獻

之感動，陳博士於科學佛道會聘我為「贖罪救世委員長，李

志行開導師為我成立「大同研究會」，担任理事長，並聘我

為榮譽理事長。另有大陸「楚商聯合會」程會長愛芬博士認

為我的「尋」書，對復興中華民族，促進兩岸和平有益，特

免費出版簡體字「尋」書，令我榮幸。

因為篇幅關係，還有些話原擬不說的，我想還是說一

說。其一是立公德望很高，如舉辦中華文化研究會，主任一

職自是非立公莫屬。但是兩位副主任，則由教育部朱匯森部

長和救國團的潘主任鎮球屈就，這是空前之舉。同時禮請大

師如錢穆、方東美、楊亮功等為講座，都是一時之選，故能

盛極一時。

再就是立公有些名言，可茲傳世。如說：「中華文化

的精義是公以顯道、律己以誠、待人以仁、中以處事、行以

成物」。他又說：「斯五者學自天道而成人道，包含了對

道、對己、對人、對事、對物，應採取的正確信念，人人如

此，自能成為民族的道統，有此道統，民族賴以團結，國家

賴以生存，此為前人所未言者」。又說「中華文化之根源是

《易經》」。人類進化之中心是生存，而非唯物史觀，因為

生命必須包含心與物二者，亦即國父所發明的生元（生命之

元素）」。

立公曾提到大陸之敗，敗在聽信政客之誤導，致使戰

後之政治、財政、外交、軍事，所行之方針，均大失人心。

加以國大選舉之錯失，從此軍事失利，通貨膨脹，影響生

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



120 活，大失人心。立公在其《成敗之鑑》一書中，都有分析。

陸放翁曾說：「中原成敗寧非數，後世忠邪自有知。」歐陽

修說：「盛衰之道，雖曰天意，亦非人力也哉。」大有「山

川載不動太多的悲哀，歲月經不起太長的等待」之感。學者

許倬雲在其《現代文明的批判》一書中說：「人類文明究竟

是走到了衰亡的階段，還是有可能經過調整，再一次走向新

的高峰。現代文明正處在一個轉型的關口，我們不能認為現

代文明已出現弊病的制度和觀念。我們必須要有勇氣加以檢

討」。蔣公在大陸失敗後，自認是一「狂、直、愚、拙」的

人。外人稱蔣公是一個，「勝而未利、敗而不亡的輸家和領

導者」。這真是「聞道長安似棋局，百年世事不勝悲。」立

公又說：「敬其所異，愛其所同，能忍小異而愛大同者，則

和平可期」。又說：「養身在動，養心在靜，乃健康長壽之

道。」又說：「無欲身心樂，有志事竟成，是修身與成功的

根本。」又說：「創造與服務為人生兩大樂事，助人為快樂

之本。」在世衰道微的今天，立公的慧語，無一不是醒世的

清流。

談中華文化，不能不談「道」的意義，道源自老子，

如《道德經二十五章》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吾不

知其名，字之曰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說：「朝聞道夕死

可矣。」太上清靜經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

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

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還有說「道者路也，路是由無

到有，由有歸無。」「道者理也，包括天理、地理、物理、

事理、性理（人身）、醫理、命理、管理、治理、學理等。」

道是天地的根，行為的規範。道是本體、道是真理。道是一

陰一陽，道是人的本性，無色、無名、非有非無、大包宇宙、

小入微塵、化育陰陽、生滅萬有、為萬物之根、宇宙之王、

玄之又玄、語言未能盡、文字未能窮、無法之名、然為啓代



121群生，故強名曰道。道是無所不在，無所不有，是人的本性，

無道即無生命。但「人可弘道，道不能弘人」。但是說了這

麼多的道，《道德經》第一章卻說：「道可道，非常道。名

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這是

說明形上之道與名，很不易懂。尤其遇到老子以高智慧「正

言反說，意在言外」時，更是難說難懂。但世人也因此著迷，

樂於「瞎子摸象」，致使世界書籍出版最多的是基督聖經，

其次就是《道德經》。

研究中華文化，尚需了解道統、中道及道德之本意。

「道統是儒者之統」，始自朱熹，道統是中華文化的核心，

是聖統的統系。中道是孔子將中國之中與中國上古哲學之

道，合成為中國之道，簡稱「中道」。中道是「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即謂之和。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

「所謂道德者，道是自然的法則，德是領悟自然法則的心

得。」另外「易經」有說 : 「變是不變的真理」，因此什

麼是「變」，亦不能不知，本文很長，將來有機會，我會專

文另述。

我很榮幸能對道德經發生情感，也很慚愧花了很多時

間想去了解他，至今我只知道「他是生在一個禮教僵化、政

刑嚴苛、兵連禍結的時代。」我很想知道他想說什麼，我覺

得我想到的似乎是是，卻又覺得不是。尤其是對形而上的論

述，如空無虛靜的內涵，都覺得了解不夠。總之，我是堅信

「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倫理、民主、科學」。鄧小平說：

「要實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用意很深。我也完全同意大

陸學者張岱年在其《文化與哲學》一書中，認為中華文化的

基本精神是：

一、倫理之教－修己善群，建立和諧社會。

二、王道之治－推行仁政，促進世界大同。

三、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一切和平中道。

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



122 六、人類生存的危機與化解之道
我在本文前面曾提到，文化是生存的命脈，人類因有

善有惡，故為社會帶來生存危機。二十世紀上頁，不到三十

年就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如再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是毁

滅性的核子大戰。因此有人建議，應建立聯合國，以消弭人

類爭端，但聯合國成立以來，爭端依舊，如聯合國前資深秘

書長安南先生，曾列舉十項為例，如：「種族歧視、宗教對抗、

勞資對立、貿易壟斷、能源掠奪、環保惡劣、貧富不均、金融操

控、強權欺壓、東西稱霸」等，一個宗教戰爭，就打了三十年，

這些問題如追本溯源，幾乎都是西方霸道文化所致，如歸納

的說，這都是「文化衝突、道德淪喪、科技顛倒、地球反撲」

所致。如果不能改進，將導致人類的生存危機。而且這種危

機如溫水煮青蛙，知道的人很焦急，不知道的人，如在火山

上跳舞，仍在樂不可支。有如狄更斯在其《雙城記》小說所

說：「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

也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

所幸還有幾位西方學者，能夠及時提出批評和建議。

如：德國學者斯賓格勒，早在百年以前就提出「西方的沒

落」，認為「西方文明已進入冬季，敏銳而冷酷的理智、淆

亂了原始的智慧，導致金錢至上，人情冷漠，性欲橫流，生

命斲喪，人心難安，不知所終，形成可怕的精神寂寞」。就

民主來說，希臘柏拉圖、英國邱吉爾早就說過，「民主不是

最好的制度」。美國杭亭頓在其《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重

建》一書中認為：「四百年來西方文明的根本核心，就是盲

目而自我為中心，挾著濃厚的佔有慾，向前奔馳和發洩。而

中國文明的『傳統的世界觀與人性論』，將獲得各方面的認

同與獲勝。所以未來世界秩序，若不是中西兩大文明思想在

高峰會合，融合和調適，就是西方文明的萎縮，沒有其他的

選擇。」還有75位諾貝爾獎得主在1988年1月在巴黎聚會，

會後發表宣言說：「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 25 個世



123紀之前，汲取孔子之智慧。」還有澳洲隣得大學李瑞智教授

說：「中國儒家文化有充分的活力，世界上任何文化無論如

何發展，都超不過儒家文化。」我是歷盡滄桑才認識到中國

文化的偉大。我以七十年時間，用觀眾和演員的心情，用血

汗和淚水，為歷史作證，向憂患挑戰，找尋贖罪救世之道，

終於肯定希望用中華中道文化統一中國。希望兩岸同心迎接

「中國世紀」。化中華文化為世界文化，建立禮運大同的大

同之治。這不僅可以救中國，更可以救世界。對此最為關切

的，就是英國史學家湯恩比博士，他先說「21 世紀為中國

世紀」。繼說：「科技已走入絕境，能助人解決 21 世紀的

問題，唯有中華文化」。最後說「要化中華文化為世界文

化」。國父也在國歌中要求國人「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所謂禮運大同篇共有一 0七字，文曰：「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

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於地也，不必藏於

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

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禮運篇共四十九篇，禮運大同篇，源自禮記第九篇，

依原註，「禮者理也，體也，履也。運者轉也。大同者，和

也，平也。理者、生活有秩序，言行有規範是經天地理人倫

之學，用於治則與天地俱興」。並謂一切儀式動作都源於「本

心」，「本心」就是「體」。又說「夫禮者，以承先天之道，

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亡，得之者生。」

可見大同之治，應是最為具體、週到與切實之社會主

義思想，因此國父在國歌中勉勵國人要「以建民國，以進大

同」，或有人會問以一大同之治，如何就能化解人生之危機，

但應知大同之思維，不僅在全面照顧人生之需，更是人德並

重，以道德文化教育匡正人心，因為社會治亂之根本在「人

心」，也就是「大道即人心」，道德教育是政治風險的安全

門。

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



124 對於國共之間，我們都是中華民族，我們都是推行社

會主義，且三民主義是以愛為出發點，用互助為方法，要人

德並重，優劣可見，且我們現在正在共同推行中華文化，光

明在見，何不「以大事小以仁，以小事大以智」。

至於台灣住民，統稱「河洛郎」是中華民族發源之後

裔，河洛語 ( 閩南語 ) 是元始漢語，何可隨小日本人聲音起

舞。我們應弘揚中華，為廿一世紀的主人。

我們應牢記當年台灣光復時，我們是經濟成長、教育

普及、社會多元、民主自由，才有四小龍之首的成就。今後

我們更要努力的是化地域觀念為國家觀念，化鄉土意識為民

族意識，建立真正團結的中華民國，而非「去中國化」的

「芒果乾」（亡國感）。」將自己變成數典忘祖的民族罪人。

台灣應該「使國家安全與人民自由並重、民主憲政與國家統

一兼顧、愛國觀念與鄉土意識共存、法統傳承與輿論民主調

和。」否則就是滄桑必變，後果難堪。

要領導國家要有領導的條件，凡是「德薄而位尊，力

小而任重，智小而謀大者，都不是國之干城。」在經國先生

的時代，有兩件事令人感動：一是在修建中橫公路時，他和

犯人住在一起，安全人員很不同意。

他向犯人說了一番話，題目是「在

一個沒有地名的地方」很使犯人感

動。另一件事是八二三炮戰很危險，

但他同官兵一同進出，使人敬畏。

另有一位官員叫李國鼎，常向上帝

祈禱說：「今天我求主： 1、使我

把正義放在功利之前。2、使我把別

人放在自己之前。3、使我把屬靈的

事放在屬肉體事之前。4、使我把成

就高尚的目標，放在享受快樂之前。

5、使我把原則放在名譽之前。」 青年聽眾獻花致敬。



125他還說動一位本省留日的工程博士石滋宜先生為國貢獻，成

為「台灣工業自動化之父」。社會治亂的根本在人心，「心

正則國治，心邪則國亂。」「領導者成敗之關鍵在道德修養，在

如何修身、愛民、用人。」「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法能殺人

而不能使人仁」。「社會治亂之根本在人心、人生最大的悲劇是

無知和絕望。」「不知而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呂氏春秋）」。

以之比較當前之混亂情形，祇有說「民主都是自作自受」，

所有的選民應「提高眼界，放遠視界，決定自己的禍福！」

法家管子說「用人如用六畜」「視人如牛馬」，這是法家的

愚見，我們豈能接受。「不近人情，舉足盡是危機。不體物

情，一生具成夢境。」能洞明世事、練達人情者，未必都想

做皇帝。對於當前世界所有宗教領袖，似乎都不看好未來世

界，英國理論物理學家霍金，其地位僅次於愛因斯坦，其對

「相對論」已有異議，他

預言地球生命，可能不到

兩百年、人類大腦已可複

製、到時人類就會滅亡。

有甚於「文化衝突、道德

淪喪、科技顛倒、地球反

撲」，對人類生存的危機。

經我七十年的血汗觀察，

綜合世界意見，為救世救

人，我是小心建議 :「應

以中華中道文化統一中

國、以同理心迎接『中國

世紀』。化中華文化為世

界文化，行『禮運大同』

的大同之治，這是當前化

解人類危機，唯一可行之

路。」

李發強教授之親家陳淑女
女士遠從嘉義前來聽講之
合照。

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



126 七、結語：時代考驗中華、中華創造時代
我想再說一次國父的名言：「人類奮鬥的目的是求生

存、求生存是歷史的重心。」易經說：「變是不變的真理。」

星雲大師說：「政治無是非，但有因果。」面對五千年文化，

我們必須以大同之治，化解因「文化、道德、科技、地球」

之病，讓人類因大同之治，而繼續生存下去。但是要解決兩

岸統獨之爭，我相信如能理性的「和平、奮鬥」，中國必定

有救。我在本文開頭時，曾引用多句名言，如「變是不變的

真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未來珍惜過去，沒有歷

史就沒有根，沒有根就沒有未來。」「歷史中有屬於未來的東西，

找到了，思想就永恆。」「以力假仁著霸，以道行仁者王。」「救

已敗之事，如馭臨淵之馬，休輕策一鞭。圖垂成之功者，如挽上

灘之舟，莫少停一棹。政治無是非但有因果」等。亂很可怕，

但比生存危機還要好一點，都是值得三思的名言。還有本篇

文字在重要之處有很多重複字句，情非得已，敬請海諒，幸

甚 ! 中國歷史雖是一直都是「治亂相乘、分合無定」，幸有

中華文化，都能同化侵略者和征服者，相信過去如此，將來

還是如此。不過我們應注意曾國藩曾說社會大亂有三前兆，

值得注意：「1. 是無論何事，都是黑白不分。2. 是善良之人越

來越謙虛客氣，無用之人越猖狂胡為。3. 是問題到了非常嚴重的

程度，卻偏偏凡事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認，不痛不癢，莫名其妙

的虛應一番。」

這些現象都是清末亡國的前兆。現在台灣正充滿「芒

果乾」之感，但有人能相信「世界的希望在中國，中國的希

望在台灣，台灣的希望在中華文化。」可喜的是大陸習大大

對中華文化也越來越重視，這從其大中小學的教育內容，可

以看到。

同時又使我想到唐太宗李世民之「貞觀之治」，受益

於魏徵等所編之「群書治要」很多。最後魏徵在書中序曰「這

是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鑑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眙厥孫

謀。」後來出版「群書治要考譯」，曾是毛澤東秘書，亦即

習大大尊翁習仲勛先生，特題「古鏡今鑑」，證明很是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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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此書，分為「道德教育、治本之道。國家興衰、由於官德」

等十講，很受重視。也是對傳統文化的尊重，而台灣尚在

「去中國化」，何其無知也！是以有人問，大同之治如何推

行？竊以為凡事都有「為者常成，行者必至」的機會。國父

曾說：「吾心信其可行，雖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

吾心信其不可行，雖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所

以信心很是重要，還有「選對方向比努力苦幹更重要得多」

今天的報告我很用心，但因篇幅有限，對西方民主、科學、

談得太少感到虧欠，這也就是孟子說：「觀於海者難為水，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之難。尤其不知各位從我所說：「歷

史的根中，已否找到未來的思想。以及遠慮近憂之心緒！」

為人類生存危機找到化解之鑰匙。但願我中華民族必能接受

時代考驗，再一次創造更新的時代！總之，為人之道，要能

「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近憂遠慮，弘揚中華文化，

實行「大同之治」，改進「文化、道德、科技、地球」的危

機，相信人類前途，仍是充滿希望。人生的價值，就是「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立

德、立功、立言」。《黃帝內經》說：「道德治百病、上醫

治未病」！《道德經》說「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易經》

說：「變是不變的真理」，但願我們都能守經達變。還有一

件事關乎台灣同胞生存命運，想向各位報告一下，就是對明

年的大選，將是如何變化，徐永柏先生是我們的易經老師，

他為此卜了一個卦，他說：「從卦理分析，逆天行道者，難

有勝算，替天行道者，充滿希望，因此依理，韓國瑜應可險

勝。」，但還要看全體選民對「近憂遠慮」的民主修養能否

眼界能高，思路能遠，願各位大德心想事成，請共勉旃！

最後敬祝各位福壽康寧、新年如意！大選如意！謝謝！

李發強於 2019 年 12 月 29 日講於台北市梅門德藝天地講壇

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