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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為體，孫武為用” 
 

2008 年 3 月於美國 
 

人類有據可考的文明是以四千多年前的西亞兩河文明與埃及文明
最為久遠，到了兩千多年前則是世界文明的第一次大發展，在西方誕
生了西臘文化，東方則以中華文化為代表。人類社會的體制也先由奴
隸社會轉變為封建社會，再由封建社會進展到現今的資本主義社會。
中國在兩千年前即已進入封建制度，但在近百年前才有資產階級革
命。反觀西方，在一千五百年前陸續進入封建社會後，其資產階級革
命至今已有八百年的歷史。  
 

為什麼中國停留在封建社會長達兩千年之久？為什麼西方的資產
階級革命比中國早了七百年？主要是因為中國封建時代的帝王為了鞏
固本身的權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文化上的空
前繁榮僅是曇花一現，社會實則一直處於緩慢發展的地步。而西方，
因為西臘文化帶有民主和科學的傳統，他們的科學和技術、思想和文
化一直處於進步和發展之中，使國力日益強大，提早步入現代文明。  
 

人類文明現代化近兩百年來，西方列強的船堅砲利無所不及，上
一世紀蘇聯的瓦解造就了現今世界的唯一霸權。但是，在資本主義唯
利的誘惑下，眾生平等的民主法制演變成了唯我獨尊的「金權帝
國」，政府、企業、媒體組成一個新的「金權統治集團」，使得兩黨
政治淪為兩黨分贓，行政，立法，司法加上媒體被一黨政府所控制，
形如專制獨裁。在其立國憲法中的「民主」實早已被踐踏無遺，還借
推動「民主」與「全球化」之名，在世界各地行侵掠剝削之實。選舉
制度的操弄，財政的透支，將使人民永無翻身，成為統治階級下的奴
隸，極可能倒退回古代封建式的社會體制。這都是因為領導階級受到
現代資本主義「唯利」與「侵略」思想的影響，加上個人的貪婪與私
慾，從而造就了這樣的金權怪獸。如果任其發展，勢將成為全世界平
民百姓的空前浩劫。  
 

反觀中國，1911 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階段，
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1919 年的“五四運動”提倡“科學”和
“民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代化的啟蒙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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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後，尤以 1978 年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大大地釋放了
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將中國帶入大發展時期。其後的歷任領導更是高
瞻遠矚勤政於民，為百姓帶來了空前的福祉與社會空前的繁榮。可以
斷言，這是中國領導人集成了儒家的「仁義興邦」思想與孫子的「強
兵強國」的理念，加上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而致國富民強使然。  
 

中華民族的思想在先秦時期百家爭鳴開始蓬勃發展，不但奠定了
我民族的根基，更貫穿著整部人類文明史，其中尤以儒家的孔子與兵
家的孫子最為後世所道。儒家中心思想為「仁」，廣義上即孔子的
「仁，人也」，仁是道德價值的中心，為自身修養的最高標準；如果
沒有仁，一切的道德都變得虛無及空泛。「仁」與政結合便是「仁
政」。儒家重以德治國，認為領袖應以身作則，以勤廉之心加以推廣
到政治上，有了清明的政治才能使國家安定起來。  
   

但是，世界的和平是以公平正義為前提，要有自強自衛的能力，
才能保障民族的生存發展與繁榮。所以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
也」。以「不戰」為上，以「止戰」為先，以「必戰」為主。首倡
「拙速」，並以「先知」為制勝之本。在中華民族先聖先賢輝煌的文
化遺產中，孫子兵法是最具匡補時艱的卓越經典。兵法其實無他，
「人情而已，物理而已」；所以孫子思想不但在軍事學上供獻卓著，
它的哲理亦被廣范運用到做人處世、企業管理，與國際外交等的領
域。  
 

由人類歷史的見證，我們知道「民族的繁延賴於文化，國家的生
存賴於武力」。一個國家如果僅具儒家的和平思想而無兵家的戰鬥精
神，那百姓流為統制階層的芻狗，國家容易被列強所摒吞。如果獨崇
孫子而無孔孟，則國家將為軍國主義所挾持。因此，吾人認為唯有以
孔孟的儒學為中心思想，以孫子的兵學為致勝之術，施行仁義與自強
之道才能立國千年。  
 

如今東方的中國正日新月異蓬勃發展，而西方的金權帝國卻窮兵
黷武方興未艾，讓人類的未來岌岌可危。人類文明目前正位於存亡續
絕的關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下一個兩千年的人類文明何去何從，
端賴我中華民族來匡正祛邪見義勇為。吾人認為我們應該發揚中華文
化的精髓，提倡“孔孟為體，孫武為用”，要以儒家思想為中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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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哲學為應用，以「救人救世」之心來培養未來的世界公民與未來
的國家領導人。以仁人行仁政，以富國來強兵，以強兵來申張正義，
以中華文化來引導世界共進大同。當今之務是將我中華傳統文化去其
糟粕取其精華，推展東方和西方文化的融合，促進思想的大解放，提
升國民與國家現代化的素質，使中國前進的步子邁得更大，以期讓人
類歷史前進萬年，永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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