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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一册时事评论结集，是从徐复观先生一生的最后三十年间（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发表在港台报章
杂志上的有关国际政治的述评、随笔中编选出来的。
    徐复观立基于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超出了宋明新儒学的时代限制。
徐复观的视角，围绕着自由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以政府行为来调整自由经济下财富及其他生活
资源分配的社会主义这样三种重要的制度体系在当代中国实现成功的重建，而在中国传统中开发出为
制度推接所必须的本土资源。
凭藉着良心一照察下的大是大非原则，徐复观对很多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决策与实施、重大事件、社会
文化现象乃至政治活动家个人，作出了代表他个人立场的批评甚至抨击。
    徐复观的国际政治杂文以更贴近一般人们的思想和理解方式，却又以其底于平实而极乎高远的睿智
引导读者去超越常识（但绝不违背常理）。
他目光敏锐，文字生动流畅、明快传神，事过境迁数十年，这些多半即兴式、随感式的国际评论，竟
然完全超越了时空，而使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强烈地体认到一个处于失望之中、却始终未曾失望的智者
对他那个时代的思考，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洞见、关怀与虎虎生气，并使人深深地为之感动。
    对大多数汉语读者来说，读徐复观的国际政治杂文，又是别一番意义上的“温故而知新”。
从徐氏的国际时评最初发表的那个历史时段走过来的人，通过徐复观的笔管，回顾往日问似曾相识或
闻所未闻的诸多旧事，一定会感触良多。
例如我们都曾听说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但却根本不知道他们所从事的“柬埔寨可惊的实验”。
而崇拜暴力革命的日本极端组织“连合赤军”，则在中国没有被报道过。
“连合赤军”事件再次向人们展示出，极左派走火入魔，可能坠入何等残酷而没有人性的境地。
又如“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死后，在中国只发表了一通短讯，题为“赫鲁晓夫死了”；不过数十
字，颇有以冷眼相看斯人“身与名债灭”的笔法。
读一读徐复观对赫鲁晓夫的盖棺定评，很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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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前思想家的任务　　只要是心理正常的人，决不会希望核子大战。
只要是常识丰富的人，决不会相信靠两方面的核子武器竞赛而可以阻止核子大战。
　　　　一　　　　在杜勒斯的时代，美国不断地运用战争边缘政策。
但经杜勒斯偶尔说破，便一时舆论哗然，群起反对，因为那是在玩火，而玩火终会是自焚的。
杜勒斯死后，太空竞赛的优势转到苏联手上，举世惶惶又来应付苏联的战争边缘政策了。
从战争的边缘走进战争的中心，只是手脚稍稍滑进一步的事情。
而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便掌握在这手脚稍稍滑进一步之间。
　　在上述情势之下，举世的政治家忙于拟策略，举世的军事家忙于作计划，举世的科学家忙于造武
器。
假定在三者之外，还有所谓思想家，亦即广义的哲学家，到底有没有一份任务可以分担呢?说到这里，
大家便可以想到英哲罗素所领导的请愿。
假定思想家的任务便是请愿，思想家便未免太可怜了。
同时，从报上来看，罗素积极性的意见，似乎是要英国完全放弃核子军备，美国则在与苏联未达成裁
军协议以前，依然会保持核子军备。
其用意揭穿了说，是希望平时英国倚赖美国的核子力量以保持自己的利益，万一打了起来，则让保有
核子武器的国家，美、苏互相毁灭，而英国则藏在夹缝中间，幸免池鱼之祸。
假定思想家的用心便是如此，这未免太阴狠自私了。
除罗素所表现的以外，思想家在目前局势之下，便毫无其他可尽的任务吗?　　　　二　　　　当代科
学史的权威萨顿，在其大著《古代中世科学文化史》的序章中指出：希腊文明的失败，不是缺少了知
性，而系缺少了人格、道德。
欧洲中世纪的停滞不前，是只强调了神的仁爱，而缺少了对现世的知识的活动。
因此，他的结论是“没有仁爱的知识，和没有知识的仁爱，是同样无价值，是同样危险的”。
　　若把萨顿的话，应用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缺陷是强调了仁爱而忽视了(不是反
对)知识；近二百年来，却连传统中的仁爱精神也失掉了。
西方文化，则成就了知识，而忽视了仁爱。
因为西方文化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文化，所以整个世界的文化危机，便暴露在有知识而无仁爱之上。
　　知识成就科学，科学的自身是没有态度的。
科学对人类的造福或贻祸，不是决定于科学，而是决定于人们所给予科学发展、运用的方向。
今日科学成果的核子武器，据说，可以在三十分钟内毁灭人类，实际则是当前人类的意志，要在三十
分钟内毁灭自己。
此之谓“自作孽，不可活”。
如何从自作孽的人类中拯救起人类，使科学的方向，不向杀人方面发展，而向造福人群方面发展，这
才是当前思想家的真正任务。
而此任务的实行，是要在西方文化中，建立仁爱精神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三　　　　西方了解道德的价值，而体认得最深切的，无过于康德。
但康德虽强调动机中“善意”的重要性，但他还没有扣紧仁爱方面来作为道德的内容。
“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无间于古今中外，而可当下加以证验的。
但康德必须用二律背反的方法，费这大的思辨力量，以证明道德理性的存在。
这是说明西方文化的习性，不把人当下可以证验的道德事实加以承认而肯定其价值；却必须通过理智
思辨的形式，以建立与事实有距离的概念，在概念上去辩论有无是　　非。
于是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仁爱之心，不能在学术文化上取得其应有之价值地位，而退贬于无足轻重之列
，致使人性中最宝贵的这一部分，被抑压泯没，不复在人生社会中发生应有的作用。
　　当代的思想家们，对人生问题，我希望不必再玩弄什么概念的把戏，而只抓住人心当下一念所自
然呈显出来的不忍人之心，亦即是仁爱之心，确定其为人生根本价值之所在，并承认这是一切价值之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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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此仁爱之心的自身所具有的无限延展性，加以扩充，而不加以阻塞，则在每一个人的精神里面，
都涵融着整个的人类，而与之休戚相关，科学便自然会向造福人群方面发展，而不会向杀人方面发展
了。
　　但面对两大阵营的生死斗争，而欲在精神中求解决之道，是否有点像执《孝经》以御黄巾，过于
迂阔可笑呢?诚然，仁爱并不能发生谈判的效果。
但西方世界之内，存在有多少为仁爱之心所不容的问题?思想家们，应当先提倡以仁爱精神来解决自己
的问题，化不平等为平等，化对立为融和，则西方世界的本身，将由此道德力量而加强了现实的力量
。
铁幕内部依然是人，依然有不忍人之心。
铁幕外的不忍人之心，汇成洪流，以与铁幕内部的不忍人之心相呼应，则核子威吓的形势，或可慢慢
软化下来，为人类另开辟一崭新的局面。
最低限度，比静坐请愿，总会更有意义。
　　　　为人类长久生存的祈向　　　　一　　　　港台两地的新闻传播机构，都为了解答世界各地
有燃眉之急的问题，而占满了篇幅、地位；对于关涉到人类根本而长久地生存问题，反容易觉到忽视
。
虽然这是世界局势使然，也是新闻传播机构的时性使然；但究竟不是一种太好的现象。
　　联合国人间环境会议，六月四日起，在芬兰首都开了十二天会；几经周折，终于六月十六日，通
过了“人间环境宣言”；这表示为人类长久生存的一种祈向；所以国际上有人说这是“人权宣言第二
”。
(此处有删节)中共参加了，却因特殊原因而不肯签署，这便容易使我们忽视此一宣言的意义。
所以不妨在这里稍稍论及。
　　当然，人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生存所受的最大威胁，是来自政治。
从政治这种“不得已的罪恶”保障人类的长久生存，只有确定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使一切政治活动
，都以保障基本人权为目的，这便是一九四八年联合国所提出的“人权宣言”的重大意义。
　　政治，当然是支配人类生存的重大环境之一。
但因人口增加与集中，科学技术对自然开发所引起的破坏；工业生产的排泄物所引起的牛气污染等，
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另一重大环境威胁。
此一严重威胁的发现，这是近十多年的事情。
联合国所采取的行动，应当算是有远见的行动。
可惜这本是可以与现实政治保持一个距离的问题。
但因“离开政治，不能考虑环境问题”的生硬主张，以致发生许多不必要的周折。
我对于这种政治挂帅的生硬主张在国际上所发　　生的意义是非常怀疑的。
　　　　二　　　　“人间环境宣言”，分为前言与原则两大部分，都采用条列的形式。
前言共有七条，其概略内容如下：　　(一)“人是环境的创造物，同时又是环境的形成者。
环境维持人的肉体的生存，也给人以知识、道德、社会及精神等成长的机会，”这强调了人与环境的
交互间道；及对环境对人类整个生存发展的决定性的意义。
(二)强调了人间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是影响全世界人们的福祉与经济成长的主要问题，也是全世界人
们迫切的愿望，这是一切政府的义务。
(三)“我们能很贤明的运用改变周围环境的能力，便可对一切人提供以开发的恩惠，并使生活得到质
的向上。
若是把这种能力作错误的运用，或粗疏的运用，即可给环境以无可估计的损害。
我们知道地球上许多区域，由人工来的灾害正在增大。
”这是指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说的。
其灾害是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与对自然的破坏，有如对水、空气、生物的污染。
(四)“在开发途上诸国，大部分的环境问题，是由低开发所引起的。
数百万人，过着远较必要的最低生活水准更为低的生活。
”①因而认定在这种国家改善环境的努力，应集中到开发的途上，先进工业诸国，须从这一方面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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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
(五)强调在“世界一切存在之中以人为最贵”，只要能采用适当的政策，则随各方面的进步，解决不
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乃是可能的。
(六)认为对环境问题，正站在一个转回点。
“为了在自然的世界能得到自由，为了人能与自然协调，造出更好的环境，不能不好好地活用我们的
知识。
为了现在及后世，使人间环境的向上，对于人类，是至上的目标。
”(七)是强调改善环境，是每一个人、团体、国家，所应作的各个的努力与国际上的共同的努力。
　　　　三　　　　在七条前言后，更提出二十五条原则，对于天然资源的计划与管理，对于开发国
家的鼓励与援助，对年轻一代的必须加以启发，对于一切国家的利益应当同时加以考虑、照顾，都提
出了更具体的意见。
除由前言与原则所构成的宣言以外，更提出了一百多条的“环境保全劝告”，作为教育活动中的材料
。
　　在十二天会议中，除了由核子试爆所引起的严重空气污染问题，因现实政治上的牵连而未得到观
念上的统一，以至原来所拟的第二十一条，未能采人外，可以说对各方面的有关问题，都是考虑周详
，用心深至。
这一宣言中所要求的能否实现，当然需要长时期的努力。
但能以国际的智慧与规模把它叮咛郑重地提了出来，对于问题的解决，总算是走出了第一步。
其中的关键，当然在各国政府的决策与行政上的能力。
这中间还牵涉到短期的利害问题。
例如为了生物保种，提出了停止十年捕鲸活动的要求，便与日本一部分渔民的利益发生冲突。
但只要想到冲突者只有十年，而保存者关系到千万世，日本便要接受此一短期的损失。
更只要想到鹤这一动物，在我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在八十年以前，由故老谈到一株老树上栖息着成
百的白鹤的情形，可是到我们开始记事时，已经一只也不存在了，便可了解在此一宣言中，郑重提出
保存生物的要求，是如何与我们儒道佛三家的精神相契合，而又有现实上的重大意义。
　　宣言中特别指出每一个人的行为，都给环境以影响，因而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负起一份责任，这对
香港的市民而言，应当成为良心的呼唤。
为了一分钟半分钟乃至什么也不为，而乱扔什物，乱倒垃圾的，举目皆是。
还有些住楼养狗的人，以行人道为狗便积聚之场，丝毫不考虑他人的掩鼻而过；这都是破坏环境的罪
人。
人应当保持乃至造成适合于人生活的环境，和人为了作为一个人的生存而应保有若干基本权利，其重
要性本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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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册时事评论结集，是从徐复观先生一生的最后三十年间(也就是1950年代
至1970年代)发表在港台报章杂志上的有关国际政治的述评、随笔中编选出来的。
在上述三十年中，徐复观的个人生活经历了几度曲折转变：先是脱离国民党官场而尝试一面在大学教
书、一面主办某政论杂志，四五年后终于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向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教学、探讨，
到1969年又因故从台湾东海大学退休、移居香港而专注于学术研究与写作。
与这番“漫长而艰苦地研究历程”相始终，他同时也一直关注着自己所在的那个社会及其方圆以外整
个人间世界的重大动向或事件。
因此，三十年里，除了等身的学术专著，他还断断续续地撰写出数量巨大的时评类杂文；而其中相当
一部分即以国际政治为话题。
　　徐复观的杂文写作，或许部分地与“稻粮谋”有一点关系。
特别是在香港的十多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靠这些杂文和刊出这些杂文后面的友谊来维持生活
”。
然而，驱使他欲罢不能地无法忘情于杂文创作的最重要动力，还是来源于以超乎一己之私的情怀去切
入人世、直面人类生存困境的儒家人生态度。
他说，是“我的良心”在压迫着他“不能不写”。
因此，在香港，“每星期七天，五天时间我是面对古人。
一天半或两天我又面对当代。
这种十年如一日地上下古今在生活中的循环变换，都来自我们国家的遭遇对我所加的鞭策”。
这样的心境，往往更直接而明确地透露在他的诸多杂文之中，其程度要远远超过它们在更加专门化的
学术论著之中所获得的表达。
　　我们都知道，有关国际政治的时事评论，就像新闻一样，它的生命力经常与最强烈的时效性紧密
联系在一起。
当今的读者在披阅徐复观的国际政治杂文时，是否会产生某种“恍若隔世”的疏离感？
这种疏离感甚至具有双重的性质：因为不仅这些杂文的写作年代距今多已长达三四十年之久，而且它
们整个地属于那个特定的“冷战”时代，亦即从二次大战后开始的、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轴心的世界
两大阵营之间对峙和敌视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时至今日，尽管人们在如何看待1990年代以往的国际政治格局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冷战”的终
结无论如何总已是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项共识。
既然如此，现在推出这样一本书，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一桩过时的举动?　　我们也知道，国际政治学
作为极具实践性、因而在各国都受到政府和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显学”，本是一个涵盖面很广泛的
庞大知识领域。
不同的国际政治学家可能聚焦于不同的重大国际问题，从而将这个庞大领域进一步分割成许多高度专
门化的学术分野，诸如外交与国际法，武力裁减、防止核扩散和国际关系中的武力使用，国际合作组
织和国际体制，生态、自然资源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中的人权与正义原则等等。
当然，学者们还会按照他们所服膺的不同学术流派所主张的不同理论预设，或它们切入问题的不同视
角，去阐释国际政治中的种种事件与现象。
虽然在今天，流派纷呈的当代国际关系论坛显现出比往日更为动态、更加多元化、更错综复杂的面貌
，但是那五花八门的理论主张，其实大多数在二三十年之前就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现身了。
徐复观虽曾在某个农业院校里讲授过“国际组织与国际现势”这样一门课，但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国
际政治学家；他对国际政治的思考评论，似乎也不曾与当日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发生什么直接的
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见解可以说是“非专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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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册时事评论结集，是从徐复观先生一生的最后三十年间（也就是1950年代
至1970年代）发表在港台报章杂志上的有关国际政治的述评、随笔中编选出来的。
在上述三十年中，徐复观的个人生活经历了几度曲折转变：先是脱离国民党官场而尝试一面在大学教
书、一面主办某政论杂志，四五年后终于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向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教学、探讨，
到1969年又因故从台湾东海大学退休、移居香港而专注于学术研究与写作。
与这番“漫长而艰苦地研究历程”相始终，他同时也一直关注着自己所在的那个社会及其方圆以外整
个人问世界的重大动向或事件。
因此，三十年里，除了等身的学术专著，他还断断续续地撰写出数量巨大的时评类杂文；而其中相当
一部分即以国际政治为话题。
　　徐复观的杂文写作，或许部分地与“稻粮谋”有一点关系。
特别是在香港的十多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靠这些杂文和刊出这些杂文后面的友谊来维持生活
”。
然而，驱使他欲罢不能地无法忘情于杂文创作的最重要动力，还是来源于以超乎一己之私的情怀去切
入人世、直面人类生存困境的儒家人生态度。
他说，是“我的良心”在压迫着他“不能不写”。
因此，在香港，“每星期七天，五天时间我是面对古人。
一天半或两天我又面对当代。
这种十年如一日地上下古今在生活中的循环变换，都来自我们国家的遭遇对我所加的鞭策”。
这样的心境，往往更直接而明确地透露在他的诸多杂文之中，其程度要远远超过它们在更加专门化的
学术论著之中所获得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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