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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與人文闕懷並重
余英時指兩者應同時並進沒有先後順序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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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沈恩的 《自由

即發展》 強調經濟發展自由密不可

分。

面對新經濟與新科技變
遷對人頭文化體系的

激烈挑戰，時報文教基金會

特別與洪建全文教基金會合

作，於七月中邀請中研院院

士余英時發表「經濟發展與

人文關懷」的演講 ， 吸引諸

多社會人士前往聆聽 。

余教授表示:台灣社會現

在已呈現多元開放的風貌 ，

資訊豐富 ，人人皆很容易取

得，但是對於經濟發展與人

文關懷的議題，卻有重新認

識的必要 。 經濟發展與人文

關懷這一段話常被理解為等

到經濟發展做好了，再來關

懷人文其實，其實，這兩件

事， 應該同時並進，沒有先

後順序 。

先經濟後民主是過去的錯覺

余教授特別舉諾貝爾經濟

學得主、 印度籍的經濟學者

沈恩 (Amartya S e n ) 的

新 書〈自 由即發展 〉

D eve lopm ent as 

Freedom ) 為例 ， 強調經濟

發展與自由密不可分 ， 實質

的民主不應受貧困干擾和政

黨控制，人權和文化的發展

也不是經由獨裁政治，然後

進階到民主自由，所以才有

文化 。 為此，先經濟後民

主， 其實是過去的錯覺 。

余英時說，十年前他曾在

美國遇見孫運璿先生 ， 孫運

璿頗有悔意的告訴他 ，他在

政府服務峙，以為只要先發

展科技就好，其他的事項慢

慢來 。 現在他對當時未能進

行文化建設，感到很後悔 。

因為科技傳遞的速度快，吸

收一個科技很容易 ;但是文

化的傳遞需要時間，吸收一

個文化的內涵卻很難 。

余教授表示， 戰國時代的

商業旺盛 ， 創造許多財富，

孔子也很熟悉市場的重要 。

事實上，如果不是有一個有

錢的弟子子賈 ，孔子也很難

去周遊列國 。

到了十六世紀，約明末清

初 ， 中國商業發展到鼎盛時

期 。 西方在十九世紀說商業

.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強調經濟發展與人文關懷同時並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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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常拿李光耀的亞

立國 (bu s iness empire ) ' 

中國商人早在十六世紀就發

展出以一個城市為基躍 ，然

後在不同城市分設據點的商

A 。牙手駛還A已

人文與經濟發農永遠連在一

起

孟子說 「 創業 J '是指

「 王業 」 、 「 政治 J '但是在

十六世紀的中國說的「創業 」

就是指商業 。 明朝的理學非

常嚴謹，但是商人可以自 由

買賣， 把聰明才智用在商業

上， 他們根本不想做官 ， 在

明末峙的安徽興起新安董

派 ， 新安畫派就是由商人所

支持 。

在西方，韋伯曾提出新教

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他

認為新教徒轉到北美大陸發

展 ， 除出於自我努力的奮們

精神 ，也有經濟因素 ， 所以

人文與經濟的發展是永遠連

在一起 。

沈恩、說，人權很重要，沒

有人權就沒有辦法做生意 ，

但是人權還是要靠法律保

障 ， 而所謂民主的觀念是指

任何政府治理老百姓的方

式， 一定要受到老百姓支

持 。 李光耀提出的「亞洲的

價值 J '認為東 、 西方文化

的方式不同 ， 他說西方人都

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東

方人卻注重團體行動 。 沈恩、

痛斥李光耀舉証薄弱，沈恩

自己還引用論語 ，中國的民

主思想早就存在，指責李光

耀不懂亞洲的價值 。

余英時說，李光耀的亞洲

價值說西方人是自私自利的

個人主義，其實 ， 西方人踢

球 、 打仗都是團隊行動 。 李

光耀說中國人重視團隊合

作， 但是打麻將時 ，雖是凹

人坐在一起， 但每個人都是

勾心鬥角， 比個人還要個

人 。

洲價值來抵抗西方人權的要

求，但是不能說 ， 中國人在

吃飯吃飽了，其他就不要

了 。 不可為了保護一蕪的利

益 ， 要大家盲從它 ， 而不加

以分析， 這些理論就是要讓

老百姓相信讀導人是不會錯

的，如果老百姓不相信，就

是要造反，領導人老是以這

也理論做幌子 。

最後，余英時教授表示 ，

珍惜民主 、 自由 、 人權是普

世價值，只有保住這必價值

才能保住經濟發展 ， 否則就

會走上歧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