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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地理⾯：幅員廣⼤的內陸空間
黃⾊的⽂明：⽋缺親海性格
中原之傲：⾄正⼤中的天朝

第⼆節 經濟⾯：以農立國的經濟型態
抑商思想及政策的形成
崇尚⾃然以及保守傾向

第三節 社會⾯：盤根錯節的家族制度
天下⼀家的政治模型
群體主義與關係取向
法律之前⼈⼈不平等

Q: 為什麼說中國是內陸國家？
A: 1.中國⽂明的發源地或是古代重鎮，主要

都集中在內陸地區。長江⼝以南的港灣，
進入中國歷史舞台已是南宋以後的事了
2.相對於幅員極為廣⼤的內陸空間，沿海
地帶實在是微不⾜道

許倬雲：印度河、兩河、尼羅河三個河域加
在⼀塊兒都沒有中國⼤……中原腹地之⼤等
於⼀個⼩世界。」它既「沒有嚴重的交通阻
礙」，也沒有被「分割得⽀離破碎」

黃⾊的⽂明：⽋缺親海性格
中國⼈對海的陌⽣
1. 孔孟：道不⾏，乘桴浮於海；觀於海者難

為⽔，遊於聖⼈之⾨者難為⾔
2. 道家和佛教：宣揚⼭林隱逸與桃花源內祕

式⽥園思想
3. 唐詩宋詞：感嘆⻄北絲路「⻄出陽關無故

⼈」，細訴「⼩園、香徑獨徘徊」，沒有
海洋冒險的歌頌

4. 海洋政策：封鎖逃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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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為何不積極發展海上武⼒？
A: 三千年北⽅國防威脅 +

中原條件造成⽋缺海外貿易的動⼒

?? 只有「海防」⽽無「海權」的觀念
長久薰陶於內陸型地緣的制度、⽂化和⽣活
⽅式下，所在乎的只是，如何讓海洋外頭的
賊寇不致威脅內陸政權的安定

⻄⽅：孕育在濱海的希臘 + 地理⼤發現

中國：向內陸收斂，成為「黃⾊⽂明」

Q: 何謂親海性格？
A: ⾃我渺⼩的體認 + 漂浮的⾃由感 +

多元習變、異質寬容 + 冒險的氣息

Q: 何謂內陸性格？
A: 封閉⾃恃 + 拘謹守常
?? 愈是親海，愈能覺察⾃⼰疆界的侷限性

。也愈肯認其他⽂明的⽣活⽅式和價值
觀。通常也愈有利於⾃由、異質、寬容
和⺠主⽂化的形成

中國卻往⼀個相反的⽅向發展

中原之傲：⾄正⼤中的天朝
給異族的名稱：某種動物或昆蟲的類比
漢朝的⽂學賢良為什麼主張不打匈奴？

⼀⽅⾯從⽣活⽅式的⾓度去鄙視異族，說匈奴
「無壇宇（祭祀的壇場）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
為閭⾥（村落），以穹廬（帳幕）為家室，衣⽪蒙
⽑，食⾁飲⾎，會市⾏牧（聚集時從事交易，流動
時則放牧），豎居（卑微的⽣活⽅式）如中國之麋
鹿耳！」。另⼀⽅⾯也從地緣的⾓度嫌棄「匈奴處
沙漠之中，⽣不食（種不出糧食）之地，天所賤⽽
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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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觀的地緣基礎：The Middle Kingdom
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經其南，⽃極出
其北，含眾合之氣，產育庶物。今去⽽侵邊，多斥
不⽑寒苦之地，是猶棄江皋（湖泊）河濱，⽽⽥於
嶺阪（斜坡）菹（ㄗㄨ，⽔草多的沼澤地）澤也。

Q: 中國⼈如何形容「世界」？
A: 「四海之內」or 普天之下，莫非王⼟；率

⼟之濱，莫非王⾂。封略之內，何非君⼟
？食⼟之⽑（五穀），誰非君⾂？

⻄⽅列強衝擊下覺醒：中國乃東南之⼀州也

不僅以農立國，更是「精耕細作」
?? 節⽇、曆法、⼈⼝、重男輕女、勤勞、

⼟地炒作等都受到影響

抑商思想及政策的形成
Q: 形成以農為本、以商為末的原因為何？
A: 富強得靠有具體⽣產的農業 +

農⺠淳樸、易於統治管理 + 對國家忠忱
+ ⼠⼤夫本⾝的階級利益（秦漢以後，

本來的游⼠，開始「⼠族化」和「⽥產
化」了）

?? 形成歷代以來重農抑商的政策，
管仲、李悝和商鞅的「困末作⽽興本事」
秦始皇的「上農除末」以及將六國富豪遷徙
到咸陽、南陽、巴蜀
漢初對商⼈不得「衣絲乘⾞」、「市井之⼦
孫亦不得仕宦為吏」以及商⼈不得「名⽥、
為吏」等的禁令。

最典型的是漢武帝將鹽、鐵、酒和鑄錢這些
商業⼤宗收歸官辦
?? 儒家也從⽂化上⽀持抑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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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源不能實漏卮（ㄓ，酒器），⼭海不能贍
溪壑。是以磐庚萃居；舜藏黃⾦，⾼帝禁商
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醇⾄誠之
風也。
董仲舒：⼤富則驕，⼤貧則憂。憂則為盜，
驕則為暴。商業必須限定在所謂「通鬱滯」
的範圍內──即只能調節多餘的⽣產
中國商⼈始終缺乏⻄⽅商⼈所擁有的⾃治權
和社會地位。⻄⽅的布爾喬亞則曾經強⽽有
⼒地塑造了近代歷史。M. Weber: 經濟只是
達成政治與社會穩定的⼀個必要條件

崇尚⾃然以及保守傾向
Q: 農⺠何以會崇尚⾃然？
A: 農業對⾃然條件的依賴

科技不發達，無從改造⾃然

哲學和政治思想中崇尚⾃然的表現
── 八卦：「天⾏健，君⼦以⾃強不息。」

「地勢坤，君⼦以厚德載物。」
── 老莊：「⼈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然。」
── 兩漢陰陽五⾏

Q: 為什麼崇尚⾃然會形成保守性格？
A: 從發展程序（procedure）來說

── 排斥了跳躍與⾰命

從因果（sequence）關聯來說
── 穩定和規律的⼼靈世界

刻劃在政治思想裡的保守性格
── 老⼦：「我無為⽽⺠⾃化，我好靜⽽⺠

⾃正，我無事⽽⺠⾃富，我無欲⽽⺠⾃
樸。」

── 孔⼦濃厚的「秩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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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凝聚了幾乎所有中國⼈的忠誠、資源和
信念，是理解中國⽂化和思想的關鍵核⼼。

Q: 為何稱它「盤根錯節」？
A: 透過⽣殖⽽縱向綿延 +

經由聯姻⽽橫向纏結

天下⼀家的政治模型
宗法範圍內：既是君⾂，更是兄弟伯叔甥舅
宗法範圍外：「假⽒族⾎緣聯繫」

（pseudo-clanship）

── 互動起來好像⼀家⼈

「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
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出入
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
，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

希臘：city state；中國： family state
家邦的形成原因：許倬雲的考古研究
── 填空隙的移⺠

儒家的理想：家族模型，⽽非家族主義
── 整個社會、國家或天下，都是⼀個浩⼤

的「家」、或不同意義和範圍的「家」

群體主義與關係取向
Q: 中國是集體主義嗎？
A: 錯！在家族的最⾼利益下，純粹的個體主

義無法形成；但對待「家⼈」，絕對的專
制和任意妄為，也不被接受

中國的家族制度所形成的是「群體主義」
── 核⼼精髓是「親情倫理」。個體固然要

為家族犧牲；但也以家⼈⾝分受到家族
最完整的照顧和保護

這種家族式的群體主義形成了「關係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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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家」⼈最基本的責任，就是經
營⼀份彼此良好的關係

Q: 如何「將關係搞好」？

A: 訣竅：搞成⼀家⼈
最⾼境界是聯姻；退⽽次之是稱兄道弟；
最起碼則是以同姓或同鄉說成⼀家⼈

每⼀個或⼤或⼩、或公或私的群體都「家族
化」了，⽽每⼀個「家」⼈最基本的責任，
就是經營⼀份良好的關係；或者說，在關係
中扮演⼀個讓對⽅被照顧和保護的稱職⾓⾊

關係取向的實踐得「義務思考」
── 不容許以⾃⼰的權益為出發，要求彼此

為維繫良好關係⽽⾃我節縮和忍讓

──不斷地為對⽅犧牲、付出和盡義務，幾
乎成為了⼀個沒有⾃我的⼈

?? 講「⼈道」⽽不講「⼈權」：
「⼈權」有⼀種⾃我主張的正當性，不必期待別
⼈所給予的善德；⽽「⼈道」卻是⼀⼰對別⼈的
善德義務，也必須依賴別⼈所給予的善德。
──前者是「個體主義」的產物，後者則是「

關係取向」的結果

法律之前⼈⼈不平等
法律只是「殘餘變項」（residual variable）
── 隨著社會被家族化的範圍愈擴⼤，法律

的空間就愈被「親情倫理」所壓縮
Q: 如果舜的⽗親瞽瞍殺⼈，⽽公正不阿的皋

陶負責執法，該怎麼辦？
A: 舜應該負其⽗逃之海濱
孔⼦：⽗為⼦隱，⼦為⽗隱
── 維護親屬的利益，應優先於法律正義的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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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差序格局」
── 愈靠內圈，愈屬於特殊主義處理範疇。

愈往外圈，則愈屬於普遍主義，即法律
的處理範疇

無論是資源的分配或關係的衝突，中國⼈都
傾向於⽤家族式的「親情倫理」來解決
?? 中國⼈對於在非「初級團體」，譬如⾃

由結社中的共處會適應困難
── 缺乏⼈際之間的界線、寬容，以及對差

異和隱私的尊重（意義 vs 義氣？）

第⼀節 地理⾯：幅員廣⼤的內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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