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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1.甚麼是價值觀?


 

2.社會價值的重整與重建是全大中華地區所需


 

3.價值觀需要適應現代社會的結構


 

4.價值觀在現代社會的傳承


 

5.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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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甚麼是價值觀?


 

價值觀就是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認為最重要

 、最寶貴、最值得珍惜、值得保護、值得堅持的核心

 質素; 


 

價值觀可以是忠群愛國，可以是孝順父母，可以是誠

 信待人，可以是禮義廉恥，但也可以是名利權勢。價

 值觀是決定一個人的做人準則與人生目標，也反映一

 個人的良知和良心。


 

先賢范仲淹所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也是一種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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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會價值的重整與重建
 是全大中華地區所需



 

在過去60年，大中華地區兩岸四地(中國大陸、香港、

 澳門及臺灣)的經濟，都先後有非常快速的增長。


 

到了今天，中國大陸境內生產總值(GDP)已達4萬4千億

 美元，而臺灣與香港的境內生產總值，則各分別為3千
 8百億和2千2百億美元左右。



 

人均境內生產總值則以澳門為最高，超過3萬9千美元; 
其次是香港，超過3萬1千美元; 第三是臺灣，達1萬6千

 5百美元; 在四地間最低的中國大陸，也超過3,300美元

 ，可以說是小康的水平，大陸同胞的溫飽問題，也可

 以說是基本上解決了。


 

兩岸四地都早已經達到或超過了「倉廩實則知禮節；

 衣食足則知榮辱」的階段，應當可以開始考慮重整與

 重建社會價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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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按2008年價格計算的實際GDP
 

按2008年價格計算的實際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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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按2008年價格計算的
 實際人均GDP

 按2008年價格計算的實際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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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會價值的重整與重建
 是全大中華地區所需



 

但兩岸四地的社會，在其各自經濟高速增長的初期，

 都引發了不少問題，例如拜金主義泛濫，環境破壞，

 黑道橫行，腐敗充斥等等。


 

在大陸，有奶粉含三聚氰胺事件，也有黑幫橫行重慶

 ，需要當地政府大力整頓; 在澳門，有歐文龍貪污案; 
在台灣，有陳水扁一家人利用權勢營私; 香港幸而在三

 十多年前，由政府設立了獨立的廉政公署，所以無論

 在政府或是民間，貪污腐敗情況發生的機率比較低，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最近幾件股票內線交易案就是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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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會價值的重整與重建
 是全大中華地區所需



 

這些問題的發生，都與道德水準日趨低落，禮義意識

 逐漸消失有關; 從個人到社會, 價值觀開始朝着唯己化

 ，功利化與勢利化的方向演變; 只求利己，不怕損人，

 已成為一種普遍的風氣，不但是人民內部矛盾增加的

 主要原因，也影響了社會的和諧。


 

要扭轉這些趨勢，加強社會教育，厲行法治，嚴格執

 行現有法律，固然重要, 但最基本，最急不容緩的工作

 ，是需要重整與重建中華民族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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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價值觀需要適應現代社會的結構



 

中國的傳統道德價值，都發源自農業社會，亦即是封

 閉性的，以氏族為中心的社會。這類社會有一種特色

 ，就是人口缺乏流動性。


 

在這種情形之下，道德價值的傳承，主要是經過父母

 兄長的教誨，並非經過正式教育機構的培養。


 

而道德價值的維繫，也並不完全依賴於法律的嚴格執

 行，而是基於人與人之間必需的長期、重複及不可避

 免的交往。在封閉性的社會裡，偷竊與欺騙的潛在對

 象，都是直接間接有認識或有關係的人，行事後除非

 遠走它方、永不回頭，否則必定會被追究、有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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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價值觀需要適應現代社會的結構

但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一個國家會從農業社會
 逐漸演變成工業社會，而它的居民也會逐漸地
 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工業社會是開放性的社會
 ，一個人叛了道、虧了德、犯了罪，很容易就
 可以溜之大吉、一走了事。而且在大城市中，
 一個人要躲藏起來，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所以道德價值的維繫，就不能再依賴氏族與人
 際關係的約束力，往往需要利用法律的強制手
 段。但光靠執行法律，不足以阻止犯罪行爲的
 發生，也不能保證社會的和諧。唯有改善、重
 整與重建道德價值，纔能將種種叛道虧德犯罪
 的事，消弭於無形，以維持社會的長期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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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價值觀需要適應現代社會的結構


 

但僅僅是重整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價值，並不足以應

 付大中華地區現代化的需要。中國傳統的道德體系，

 是內外有別--對認識的人，有關係的人，與完全不認識

 、沒有關係的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與取向。


 

現代社會是開放的，每個人每天都必須跟完全不認識

 、完全沒有關係的人接觸與往來。市場經濟的一個特

 徵，就是認錢不認人。互連網使用的廣泛普遍化，更

 大大增加了不認識、沒關係的人彼此接觸與交往的機

 會。


 

究竟我們對這些不認識、沒關係的人有沒有甚麼義務

 和責任?這就是臺灣前經濟部長李国鼎先生所提倡的，

 在傳統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外

 的第六倫。對待這些人，有一個很簡單、很合理、也

 很實用的準則，就是傳統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不認識、沒關係的人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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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價值觀需要適應現代社會的結構



 

我們也應當引進發達國家(包括日本)崇尚法治，人民自

 發性守法的精神。假如大部份人民沒有自發守法的精

 神，就很難維持社會的長期和諧。厲行法治不能只倚

 賴嚴刑峻法，更需要培養與鼓勵所有公民，不論貧富

 ，不分貴賤，都有自願守法的精神。


 

美國人自動申報個人所得稅的誠實程度就是一個好例

 子，雖然不是百分之一百，但是全球之冠，這也反映

 了美國主流社會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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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價值觀需要適應現代社會的結構



 

一般中國人處事對人，除了合法之外，也講究要合情

 合理，情理法三方面都會兼顧。甚麼是合情與合理，

 也反映主流社會當時的價值。


 

大中華地區需要大力提倡法治，鼓勵自發守法的精神

 ，就是我們都不喜歡的法律，在修改法律之前，也得

 遵守。但不合情理的法律，很難要求老百姓長期自發

 地遵守，所以必須從價值觀的重整與重建着手。而我

 們今時今日重整與重建中華民族價值觀，也需要「結

 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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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價值觀在現代社會的傳承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道德價值的傳承，是從家裡做起，

 從蒙學(啟蒙幼兒的教育)做起。父母長輩在家中教子女

 三字經、唐詩三百首、千字文等流傳千百年的古典教材

 ，以朗讀背誦為主，不求甚解(但長大後受用不盡)。


 

另外家長亦向子女講一些傳統的中國故事，取材自二十

 四孝、西遊記、三國演義、七俠五義、水滸傳等家喻戶

 曉的文學作品，讓子女都知道孫悟空、關羽、諸葛亮和

 包拯一類人是好人; 曹操、高俅一類人則是壞人。做人

 要學好人，不要學壞人，道德價值就是這樣不知不覺中

 培養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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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價值觀在現代社會的傳承



 

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錢穆教授轉述的丁龍故事。

 丁龍是一位在十九世紀美國工作的中國傭人，原籍山

 東，大字一個不識，父親、祖父、曾祖父等代代都從

 未讀過書，但因為世世相傳的家訓，他的價值觀與行

 為充份反映和發揮了中國傳統儒家的忠孝節義思想，

 所以贏得外國主人的尊重，在他過世之後，於美國紐

 約哥倫比亞大學，創立了「丁龍漢學講座」，以專門

 研究中國文化為宗旨，直到今天還存在。從這個故事

 ，我們也可以體會到家庭教育對價值觀的傳承與培養

 ，是多麼的重要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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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價值觀在現代社會的傳承



 

我們要重整和重建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就必須好好地

 利用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在子女年幼，尚未正

 式上學時，開始培養他們的德育與群育。


 

父母應當盡力而為，也可以請比較空閒的祖父祖母代

 勞，分擔一些傳承價值觀的責任。


 

我們也可以利用各種媒體，包括電子媒體，按不同的

 程度(幼稚園、小學或中學)，傳播一些古今中外弘揚道

 德、振奮人心、易聽易懂的故事，作為家庭教育的材

 料。


 

除此之外，我們也應當提倡恢復尊師重道的傳統，鼓

 勵老師，尤其是幼稚園與小學的老師，以傳承價值觀

 為他們工作使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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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语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因為經濟發展階段不一

 ，在道德價值的重整與重建方面所面臨的挑戰也各有

 不同。但毫無疑問，在未來數十年間，大中華地區價

 值觀的發展，將會決定中國是否能夠再度崛起，再度

 成為長期以德服人領導世界的大國。


 

美國自20世紀中葉，開始領導世界，90年代後，更獨

 霸全球，美國的價值觀，也隨着它勢力的擴張，延伸

 到世界各地，但也因為整個美國社會迷信金錢萬能，

 盲目追求短期利潤，最終引發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

 大大影響了美國的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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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语



 

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是，中國大陸能否發展成為具有

 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社會？能否在現代化的過程，重整

 與重建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吸收外國經驗的啟示，同

 時也保留中國傳統道德思想的精髓？日本在現代化的

 過程中，可以說大致上保留了日本的核心價值。中國

 能否做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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