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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越「全球化」，塑造中國的國民精神。 

  西方世界以其高度之科技發展、強勢的經濟實力等等，挾「現代化」或曰「全球化」之「意識形態」，以強力衝

擊社會價值不斷產生巨大變化、有優良文化傳統的我中國，針對其可能之之負面作用，謹約為以下數點，以求辨症論

治。 

１、注重精神文明教育。 

  教育乃立國之本，中國不能因「全球化」而化為美國之經濟文化附庸、使民族與國家的疆界為之鬆動或破壞也。 

  《論語．子路》：「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

何加焉？曰：教之。」 

  所謂「庶」，則我中國人口已近十三億，誠「庶矣哉」矣，因此必須全力發展經濟，所謂「富之」，然經濟之發

展尚非究竟，最重要者更待進一步之「教之」，期每一炎黃中國人皆有良好的精神文明素質也。必也精神文明隨物質

文明、經濟發展以俱進，中國人的尊嚴始可更好的建立，中國人始可更受尊敬的立於世也。國民精神文明教育，可不

講究哉！ 

  《管子．牧民》：「倉廩足，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管子所謂「禮節」與「榮辱」，正是精神文明之高度表徵，徒「倉廩足」與「衣食足」是不夠的，「富之」之後

更需「教之」也，此義於今之中國尤重也。 

  《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文質彬彬」，應是現代中國人應該達成的高尚品質。我中國文化積澱深厚，當然，西方亦有重法守紀等等人文

之美，皆當引以教我國民以致之也。 

２、培養忠恕仁愛精神。 

  西方人尚「分」尚「爭」，中國人則貴「和」貴「合」。因為「分」，所以兩百年來「白種人」傲然自以為「優

越」，更挾其先進的工業科技強勢，以肆其殖民與掠奪，而有種族歧視，唯我獨尊，況今日美國單極觸霸，美式文明

籠罩全球乎？因為「合」，所以中國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五十六民族可以和睦共處，並以平等對待全世界各國家

各民族。唯其「分」，所以必然「爭」，凡殖民地之掠奪，或市場之開拓，所謂「叢林法則」弱肉強食，此中有多少

不公不義之「爭」寓焉；而中國人則酷愛和平，講求「修文德以來之」，或「厚往薄來」，這是中國文化的寶貴資

產，是有助於世界之和平的。 

  《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論語．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忠恕」者，設身處地、推己及人也；「愛人」者，相信人性皆善良而有光輝、尊重人類皆有其人格尊嚴，因此

自尊尊人，自愛愛人也。墨子亦講「兼愛」「非攻」，反對侵略戰爭的。反之譬如美國立國兩百餘年，正是一部「白

種人」對「有色人種」的種族歧視史，是極不光彩的；西方人標榜「神愛世人」，卻不「愛」絕對多數的「異教

徒」，所以一部西洋史，等於不同宗教之斫殺史；今日美國橫行霸權，肆其傲慢，全世界到處點火，更以「反恐」為

藉口，以戰爭機器加害無辜伊拉克等國人，血淋淋亦活生生暴露其帝國冷酷面目，且莫論美國尚極力欲強加其價值意

識於全世界。足以反證中國忠恕仁愛的和平文化精神之寶貴，當為每一中國人共同擁有的高貴文化遺產，所賴每一中

國人善自珍惜，於以面向「全球」也。 

３、講求民族主義，維護民族尊嚴。 

  顧炎武《日知錄．廉恥》篇說一人教其子學鮮卑語甘心為「胡兒」以取媚求榮，讀之不為之汗顏不置者幾希；其

實孟子講中國人是有「不淫、不移、不屈」甚至可以「捨生取義」的民族特質的；今日諒無任何霸權敢於或有能力凌



夷中國，然隨著「現代化」或「全球化」的衝擊，西方的商業庸俗文化亦排山倒海而來，對年輕一代心理將造成莫大

的不良影響，寧非因「崇洋媚外」心理因素作祟所致乎？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值此交通資訊之便天涯若比鄰，則

中國更當善保與其他不同國家民族不同的特質，以免逐步被西方「同化」也，民族主義可不講求哉？孔子說：「微管

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亦「君子和而不同」也。 

４、珍視「天人合一」，重視生態平衡與環境保護。 

  天者自然，人者人事。工業科技之發展，意味自然生態之破壞、資源之耗損、與夫環境之污染等等寓焉，其必為

害當代、終必禍遺子孫。觀夫地球「溫室化」效應之惡化，「全球」氣候加速反常，能不心生警惕乎？我中國北方沙

塵暴、土地乾旱荒漠化與蝗災為烈，黃河斷流等等天然災害不斷發生，皆與追求經濟發展、過度之開發因而過度之破

壞有關，可謂其利未形其害先見，必將反而制約此後之發展。則加緊防制工業之污染，教育國民注重生態之平衡與環

境之保護等等，已是急務。中國農業文化傳統「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能因都市化工業化亦即「現代化」而喪失，反

而應該更加珍惜與發揚也。 

５、加緊實務建設，發揚奮鬥創造精神。 

  中國於世界文化史有「四大發明」，中國文字是方塊字單音節，亦與西方拼音文字大不相同，皆中國既往獨立創

造之偉大發明也。百年來西方美日等國對其科技或工業之發明，或執以為機密，或「專利」保護，刻意壟斷。則我中

國以民族之優秀，更應自強不息、迎頭趕上，此民族生存與發展必要之道也，譬如ＤＮＡ遺傳基因工程、納米技術、

電腦數位科技與夫太空發展等等，皆當有以突破並領先世界。又沿海城市開放發展已見成效，當進而加強「西部開

發」、「南水北調」，他如青藏鐵路與泛亞鐵路及「八縱八橫」之鐵路建設等等，皆強國裕民百年大計也，所賴我民

族發揚奮鬥與創造精神，積極建設也。 

四、結論。 

  蓋「文化」是一民族精神與創造力的總和，中國文化是否偉大，決定中國人是否偉大；中國人是否偉大，亦決定

中國文化是否偉大。「現代化」「全球化」非萬靈丹，亦非毒蛇猛獸，但看我中國人如何善為對應而已。總是對西方

不可「買櫝還珠」，對自己不可「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宜珍惜優良傳統，亦當好好教育國民，塑造

有以立於「全球化」世界高貴自尊的國民精神文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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