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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孔子曾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立身處世基本即有

道義與功利之別。人類是理性的動物，因此對於義與利應有正確的

體認。人生的意義不是為個人的財利而活，一味的貪求貨利而已，

而應該有另一層次的；從人我的奉獻犧牲，去闡揚道義。試想，事

事以自私和自利為出發點，見利忘義，則人類理性何得發揮？人類

文明何能進展？

財貨之利，本無善惡可言。但若只知功利而拋棄道義，則如孟

子所言「不奪不厭」。就個人而言，見利忘義，孳孳為利奔走，理

性為物慾所蒙蔽，則脅肩諂笑，鑽營苟取。只要利之所在，無所不

用其極，結果利令智昏，鮮廉寡恥，道德淪喪，以至作姦犯科，社

會瓦解。就社會而言，人們熙熙攘攘，只知爭利而不知趨義，見利

則趨之若騖，見不利則避之唯恐不及，人各爭利，利盡交陳，兄弟

鬩牆，父子乖離。誠如孟子所言：「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

，懷利以相接，接而不仁者，未之有也。」至如為國者，只求功利

，則上行下效，人民只知臨難苟免，國亡而不知救；甚者，與民爭

利，民無以為生，內政外交，凌亂失序。不僅無法得民心，甚至為

小利而啟戰爭，驅民作戰，塗炭生靈，動搖國本。此可知義利之別

不能不辨。

孟子說：「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可知仁是德之本

，義則是行仁的方法。蓋存乎天理者為公，起於人欲者為私，秉公

而發，自然義無反顧，只要心存道義，自能與人為善，深明道理。

以之為政，可以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之行事，必可處

事得宜，擴充理性，造福人群，集義養氣，產生磅礡正氣，雖千萬

人亦獨往。以之行仁，則有摩頂放踵，見危授命，因而成仁取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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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國人崇法觀念，維護法律尊嚴

人人崇法守法是建設現代政治所必備之條件。也就是說民主國

家的重要課題是人人必須有法律的共識。換言之，要國家長治久安

，社會安和樂利，則必須人人肯定法律的尊嚴。但是，徒法不足以

自行，必須人人崇法守法，才能建立和諧、誠信之風，也才能真正

達到國家安全、社會安樂以及人民安康的境地。

法治是人民權利義務的保障，也是促使治權常軌運行的管道。

所以說，依法治而成的國家，才算民主國家。但要建立有紀律、有

秩序的真民主，則必須植基於人人具有崇法守法的信念。崇法守法

不僅是個人的一種高尚品德，更是國家振靡，政治隆污的樞紐。國

家若能提昇全民崇法守法的理念，才能達到法治之效用與民主的真

諦。韓非子謂：「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所以

唯有人人崇法守法以尊重法律秩序為全民共守的義務，則庶政可以

推展無礙，並能聚合全民意志和信念，共同為創新局而奮鬥。

近年來，由於社會結構的轉變，自私自利心的擴張，致使社會

秩序紊亂無章，處處充斥著一股暴戾之氣，不但重大刑案時有所聞

，且更有聚眾犯禁以及公然破壞政府公權力的事情，道德倫理不但

為之損毀，民主政治更是受到戕害。我們知道，法治的內涵，最基

本者是為全民崇法守法，把法治觀念融於生活當中，以法律政令為

生活遵循的方向。所以，人人崇法守法相尚則政治清明，政局安定

，反之，人人視法律為蔽屣，以玩法、脫法、逃法為能事，則敗德

敗行叢生，導致國家陷於分崩離析的深淵。因此，我們為要防止民

主的偏差，必須建立人人崇法守法的共識，以保障民主法治的真義

。

由上可知，崇法守法是國民重理性、尊法治的表現，人人崇法



32 新編作文‧論文

◆待人以誠

英國有句俗諺是這樣說的：「我們是由真誠而結合，不是因財

貨而拉近。」人類是群居性動物，人我之間的交流、溝通，總要以

「誠」字為中心，彼此坦誠以待，才能建立圓滿的人際關係！中學

畢業時，導師曾在留言冊上寫下一句話—俯仰無愧！當時只覺得這

四字氣勢非凡；年事稍長，再次回味，恍然明白原來「俯仰無愧」

說的就是「待人以誠」的道理！唯有心地誠正，事無不可對人言，

始能舉足磊落、肝膽照人，進而終生俯仰無愧！

一個人愈是真誠，為外界人事的種種感應也就愈深；不以欺偽

之心待人，亦不致被惡念物慾矇蔽心眼！從另外一方面來講，真實

誠篤也可說是舉世無匹的攻心利器，是一個人在社會上能立身處世

的不二法門。故人世間諸般美德，真誠應居其首。就孟子「人性本

善」的觀點而言，誠懇篤實原是人類天賦的良知良能，而人類道德

精神的最高發揮，其實也正在於能誠篤而盡其性；唯能盡其真性，

所以始能如中庸所謂：「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

，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

誠即「真實」，前總統李登輝先生送給全國青年八字箴言「做

人處事，真實自然」的演講中便曾提到：「『真實』就是不虛偽、

不取巧、不欺人、也不自欺。在日常生活中，最有說服力和權威性

的一個名詞是『真憑實據』。就做人而言，『真實』能使我們無愧

於人，無愧於己；就做事來講，『真實』是最有力的後盾，理直，

氣才會壯。唯有『真實』，才能『盡其在我』，也唯有『真實』地

盡其所能盡、所當盡，才能心安理得。」這一番話，道盡了「真實

」的重要！美國林肯總統亦曾說過：「一個人可在某一時間內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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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昨日，實踐今日，計劃明日

古諺云：「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這句話可以

得知做事一定要有計劃，絕不能盲目地亂行其事，這樣做起事來才

會有成效可言。所謂：「檢討昨日，實踐今日，計劃明日」便是說

明計劃的重要性，一項計劃的開始施行必須逐日檢討實行的成果，

而且必須劍及履及地實際去做，當然還需要有完善的計劃，才能夠

有所成就。

「檢討昨日」，便是把昨日的成敗加以檢討，探究其何以會失

敗，然後針對原因加以改正，如此才不致於重蹈覆轍，雖然我們不

必一定要做到「一日三省吾身」，但是最基本的我們至少應做到檢

討昨日的成果如何；如果毫不檢討，對於計劃的進行便不能有所助

益。「實踐今日」，可以說是「今日事，今日畢」，把當天所預定

要做完的事一件一件努力去做成，而不是只有計劃卻沒有實際去做

，那麼便只是個空洞不實在的夢想；所謂「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坐在椅子上不管說得如何好聽、動人，不去做，永遠只是一篇美

麗的演說罷了。如果不去做，雖然反掌折枝這種容易的事情，也變

得艱難無比，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到即知即行，而不要有所猶疑，因

為人都是有惰性的，何況事情一再拖延的結果必然會毫無成就。所

以我們做事情一定要當機立斷，立即實行所當完成之事。「計劃明

日」則是對於未來應該有詳細的計劃，並能朝著計劃一步一步去完

成，這樣對於未來才能夠有更美好的遠景，且有一個充滿希望未來

的明天。

「檢討昨日，實踐今日，計劃明日」可以說是我們做任何事情

應該有的步驟，對於未來應該有詳盡完善的計劃，計劃一定要親身

力行地去實踐，對於已完成的部份應該時時檢討自己的得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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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行政中立」

「行政中立」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雖然是政治實際運作上

經常被提及和討論的概念，但無論是西方或我國仍只是個學術上討

論的名詞。究其理由，該詞欠缺概念化的明確定義，且在我國目前

的法律中並無對「行政中立」一詞賦予任何的法律定義，因此對於

「行政中立」之解釋及闡述自然有許多不同見解。

「行政中立」的發展是由於在民主國家政府部門裡的文官分為

二種，一為政務官，係政策之決定者，其依該政黨的理念領導國家

，故不須行政（政治）中立，惟必須隨政黨輪替而更迭；另一為事

務官，是指政府文官體系中的行政人員，僅負責忠實地執行政策，

故應對政黨或政策保持中立之立場。因此，「行政中立」思想的核

心是指文官體系行政人員於其執行職務時，須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

態度與立場。簡言之，「行政中立」之「行政」，是指政府文官體

系中的行政人員，而「中立」強調的則是對於政黨政治運作採取中

立的立場而言。

「行政中立」在學術界雖是起源於美國學者威爾遜對於政治與

行政二分的理論，但發展至今有學者主張中立並非政治和行政的分

離，因為並非指行政人員完全不能夠參加政黨及其活動，而是處理

公務時，本於為全體國民服務，應公正平衡且不能以職權之便圖利

政黨。固「行政中立」之內涵包含行政人員於執行公務必須具備：

一、政治團體或政治活動之中立：即執行公務時，應盡力推動政府

所制定之政策，造福全民。

二、利益團體之中立：行政人員不應受利益團體的游說或關說而有

所喜好區別，反之應立場超然、客觀。

三、對個人價值理念之中立：不應以自身喜好影響公務，且私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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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有云：「今人古人若流水」，芸芸眾生，生存於這浩瀚的大宇

宙中，個人的生死是那樣的渺小而微不足道，而宇宙大道之運行，

全靠人類的奮鬥，事物的增長。社會的進步，在於永遠不息的思想

及工作，也只有人類不停的貢獻才力，服務社會、國家乃至於全世

界，才能創造繁榮的人生，圓滿的宇宙。

人們自呱呱墜地開始，就受父母的關心、照顧、愛護，受國家

的栽培，社會的供養，又接受整個人類的精神文明薰陶，可以說接

受多於付出。如果再庸庸碌碌，毫無事功的過這一生，那麼對整個

人類社會，負下一筆龐大的債務，所以為求精神生命的永久存在，

使我們的創造、發明、學術、思想，能留給後人應用，以影響當代

和後世的人類生活。那便是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好的努力，為

人類謀福利，為社會國家，以致於全世界服務，才算領悟人生的真

諦。社會所以有今日的進步，文明所以如此的發達，完全是由於人

類的互助合作，交相服務，共同克服自然所致。　國父曾訓示我們

，個人依其才智高低，來服千、百、十人之務，就算才智再低下，

也應服一人之務。因為人的精神並不隨著生命而結束，只要活得有

目的，活得有價值，那麼雖然身體消滅，但生命卻永恆存在。因此

，只要我們能夠充分發揮本來的生命，就不致於把死當做結束，而

是能獲得完成任務的滿足，所以人生的目的價值，就在於「服務」

二字而已。

以往的社會，有很多人只問個人的利害、得失，不顧國家的前

途與發展，如今，我們要再創民主奇蹟、經濟奇蹟，就必須每個人

打破自私自利的腐敗觀念，剷除「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的積習，為國家、人民服務。然而人的能力有限，無法樣樣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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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世風，由我做起

社會是一個培養智慧，薰陶品德，人人互相勉勵，共同生活的

場所。社會若能如芝蘭之室，身處其中，自然久而不聞其香；社會

若如鮑魚之肆，身處其中，自然久而不聞其臭。要端正社會風氣，

要先從自己內在開始做起，先要培養一種「大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的態度，發揮社會互助的精神。

由於近年來經濟繁榮，使人產生心理上的安逸感，漸漸地腐蝕

人心，只圖享受，不知奮鬥。盜竊、搶劫、綁架、強暴、走私……

等，一連串的社會問題，都與現今敗壞的社會風氣有關；這種追求

逸樂的瘋狂病態，如果不加以連根拔除，一不小心，驀然回首，它

已入於心，難以除卻了。個人的小生命，是依附大生命而存在的，

人人要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時時修正自己的行為，社會的壞風氣就

會越來越少，社會才能進步。再者，人人若能發揮惻隱之心，則人

間處處見溫暖，就沒有兇殺、沒有殘暴。當愛心洋溢充盈於天地間

時，不僅人類祥和互助，更能愛人及物，暴戾之氣將能為消弭。雖

然我們的個體微小，生命短暫，力量薄弱，然而每個人都從己身做

起，進而影響整個社會。最後，要讓守法精神深植民心，要有「苟

非所有，一介不取」的廉潔操守。古語云：「儉以養廉，蓋儉則寡

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

節用，遠罪豐家。」天下事常敗於奢靡、浪費，至終必定會導致害

人害己的地步。所以我們必定要時時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行為是否過

於奢靡，雖然不必太過儉樸乃至於到了苛刻的地步，但應該切記安

逸奢靡必然會不願去努力工作，最後淪為不法之徒，不能為社會謀

利，反危害社會大眾。

社會是由無數的個人所薈集而成的，社會風氣也是由個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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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社會的省思

台灣在政府的勵精圖強，及全國上下的通力合作，勤奮努力下

，使得經濟繁榮興盛，即將躋身於已開發國家之林，社會上呈現一

片富裕的景象，然而，在這富裕景象的背後，卻潛藏了許多問題與

危機。歐陽修曾說：「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生於怠

忽。」我們須防患於機先、慮禍於隱微，否則問題一旦滋衍擴大，

勢必危及整個社會，甚至導致國家覆亡之厄運。

近年來經濟富裕，社會繁榮，致使耽於宴逸生活的台灣社會風

氣，因為功利主義與投機心態的侵襲，嚴重腐蝕了傳統的社會道德

，勤儉美德頹喪，治安日趨惡化，經濟發展大受影響。近年來，黑

槍氾濫，暴力事件頻仍，人民生命飽受威脅；國民平均所得提高，

奢侈浮靡之風甚烈；色情歪風充斥，不惟損毀善良習尚，腐蝕悠久

文化，而日益增多的青少年犯罪事件，與社會風氣之淪喪亦不無關

係，此影響可謂深且鉅，豈能不積極革新，力挽社會之狂瀾？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除了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台

灣幾乎沒有重大動亂，而台灣民主化已次第完成，經濟持續發展，

以致社會也逐漸失去了危機意識，但於八十八年「九二一集集大地

震」對台灣造成極大的傷害，當時使承平的台灣進入危機時代。這

不但是對台灣人民意志的極大考驗，也是對人民承受考難的一種心

靈淨化，危機時代的領導力就是台灣的新領導力。古猶太詩人聆唱

著：「壓傷的蘆葦，牠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牠不熄滅。」這二十

世紀末的大災難，激起了台灣人的憂患意識，使我們才能再像松柏

般、凌霜雪而彌勁，經此苦難的台灣人民，應思考如何重建信心與

希望，超越啟世錄的末世觀，堅定地邁向新的未來。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憂患來自外界，意識啟於內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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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與順境

人的境遇，有逆境，有順境。一般人大都厭惡憂患困苦而耽於

安樂。一旦稍有所成，就講究奢華，浸淫富貴，為物慾所支配；而

窮厄時，就怨天尤人，甚至鋌而走險，作奸犯科。真正能夠做到「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實在很少。歷史上有許多至理名言，如「

置之死地而後生，放之絕地而後存」、「殷憂足以啟聖，多難可以

興邦」、「憂勞可以興國，逸豫適足亡身」皆是說明一個人在艱難

時，必定殫思竭慮，以戰勝窘困的環境。反之，一個在養尊處優中

成長的人，衣食豐足，養成依賴的惡習，終日閒居，無所用心，於

是乎意志薄弱，日趨昏庸，卒為環境所征服，以至於敗亡。「生於

憂患，死於安樂」就是說明在順境中偷安逸樂的禍害，豈可不加以

警惕。

自古以來成大事，立大業的人，所以能夠光耀史冊，永垂不朽

，莫不由於勤勉自勵，刻苦奮鬥所致。他們在逆境中能夠精勵圖治

，如孟子所言「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

喻。」而處於順境之中，更不耽迷於安樂，依舊兢兢業業，不敢自

逸，所謂「創業為艱、守成不易」。人在逆境中，力求奮發，已是

不易，倘若在順境中能不受物慾所牽制，仍能自我堅持，維持前人

努力的成果，更是困難；而在順境中能不自我膨脹、耽於逸樂、迷

失自我，而依舊戰兢戒慎，則突然面臨逆境之時，始能慎固安重，

處變不驚，有更佳的表現。

試看春秋時之重耳，聽信子犯的話，捨棄了齊國妻妾車乘的

華美，而遠遊異國，結果能夠榮歸故國，重建晉國的霸業；漢朝的

劉邦，聽從了樊噲的諫阻，拋棄了咸陽宮室婦女的淫樂而弗取，結

果興建了漢室。此都是以茍安逸樂為警戒，自刻苦自勵中完成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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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道

我們無論做什麼事，總是希望能夠勝任愉快，有美好的成績，

獲得十分甘美香甜且令人垂涎欲滴的成功果實。因此，成功是世人

追尋的目標。然而要獲得成功，並不是光靠嘴巴說說就會從天上掉

下來。並且邁向成功的旅程，更是艱鉅重重，遍地荊棘。那麼如何

才能達到成功的目標呢？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個人如欲擔當重責大任，則勢必經過

一番磨練心志，勞苦筋骨，飢餓其體，匱乏其身的過渡期，如能憑

著一股奮鬥的意志，勤奮不怠，則重責大任勢能一身擔起。這證明

了一個人成功必經「立志」、「勤勞」、「克難」三大歷程。

首先說明立志對成功的重要性。漢光武帝曾說：「有志者事竟

成。」惟有立定志向，堅持貫徹，才是邁向成功的要件，表面上立

志最為簡單，因為人人都有志向，人人都會立志，但難在如何貫徹

其志，所以立志貴在有恆並應慎其所立。如「臥薪嚐膽」、「愚公

移山」皆為有志竟成的有名實例，可見立志實為成功之先驅。

其次談勤勞。韓愈〈進學解〉云：「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

思毀於隨。」俗語又云：「一勤天下無難事。」這些名言在在說明

勤勞的重要。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是故勤勞實為成功的捷徑。

最後我們談克難。古語云：「多難興邦。」其意在說明任何一

國之強勝，往往是經歷許多苦難憂患圖治之後，才能成為強國。同

樣的道理，我們人也應該在危難震撼之時，拿出魄力來挽救自己的

危機。是故愈挫愈勇，決不可自暴自棄，怨天尤人。因為「不經一

事，不長一智。」困難的存在正可鍛鍊我們的能力與毅力。遇到挫

折如能百折不撓勇往直前，則任何逆境，任何危難阻礙，均能化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