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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年來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是以儀禮典章凌駕行

政制度，以道統規範超越法律制度。二千年來中國傳

統的治學方法，是以概念分析代替科學實驗，偏重文

史哲宗而輕視數字管理。西方工業革命前在人類科學

文明尚處於較低水平的時候，上述文化側重未暴露國

力的差距，且閉關鎖國可以不管國際的變化。晚清以

來中國被迫打開大門與外國人交往，才發現彼此已存

在極大的落差。百年中國在挑戰與回應中屈辱和艱苦

備嘗，在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頭掙扎求存，畢竟還是踉

蹌地走過來了。戰後重新喚起國魂，到今天已有潛力

為全人類做出較大的貢獻。但是，套用一句孫中山的

老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力。二十一世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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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時代，也是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日新月異的時

代，在世界範圍內各國家民族之間的競爭容或更形尖

銳，成敗關鍵在捨短取長，不斷開放、改革、發展及

提高綜合國力，以期屹立於世界民族之林。中國是一

個大國，更應有其相應的位置，努力做好自身的工作

才是正道。 

 

當前的國際氣候及價值基調是協調和諧、對話雙贏。

國際間的糾紛和爭議最好還是通過談判解決。歷史上

國土的爭奪及武力的征服是最重要的國家利益。所謂

普天之下，莫非皇土;率海之濱，莫非皇臣。但當代對

於航天航宇的開發，其戰略上的重要性容或遠超於在

地球表面海陸空的三維國界。我們對國防力量的建設

及新能源開發，也宜乎拓展眼光，延伸到航空母艦和

遠程導彈以外。所以中國現時要開始趕上美俄開拓外

太空的探測，建立宇航基地，送太空人到月球，以至

拓展到太陽系內的鄰近星體，是在適當的時候及時地

做著適當的事情。又如近二十年來經濟高速成長衍生

不少問題，特別是華東及華南三角洲地區，在土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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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資源運用、環境生態、基建投資、社會建構等方

面，各項問題都提到議事日程上來，需要及時重定經

濟區域版圖，謀取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的發展，而不一

定繼續追求偏高的經濟成長率。最近召開的五中全會

正嘗試整頓地方的利益，重新規劃區域性的產業分

工，在能源礦產、農業物流、工業裝備系統、高新技

術和現代服務業等方面在全國範圍內互相依存各有倚

重。當代中國，是一個偌大的史無前例的人類振興發

展的試驗場,其成敗非關中國的國運而已。中國人的事

情自己做得不好，也會貽誤世界。此所以中國的「和

平崛起」對全人類這麼重要，而在國益至上、群雄並

起的國際競爭環境下，更不容許中國在當前的發展道

路上再有任何差池或蹉跎。當然政治制度及社會體制

的民主化和現代化也相當重要，但中國的現代化畢竟

不只是民主選舉而已。 

 

筆者的好朋友程翔兄私下對當代中國的發展、特別是

執政黨共產黨的功績，實頗多褒辭，認為中國正處於

歷史上最興盛的時期，共產黨繼承百多年來中國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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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獨立、自力更生、艱苦奮鬥的傳統，實在成績斐然。

不過，他在公開場合的言論往往予人只懂批評犯顏死

諫的形象。或許他不外乎愛之深恨之切，又或許他有

古來士大夫知識分子恨鐵不成鋼的焦灼，且對傳統思

維諸如領土版圖、民族自尊、自由民主及無產階級等

方面堅持鮮明的立場，往往對執政者疾言厲色，不留

情面直斥其非。可是他體內流的是中國千百年來愛國

志士的血液，澎湃而洶湧。他肩上負的是華夏千百年

來保家衛國的重荷，深沉而熱烈。如果他的愛國主義

能多一點理性與謙和，多一點全球觀念和人性立場，

或許更能以大歷史的綜合眼光和方法，明白到歷史有

其長期的階段性、合理性和必然性，或許他情繫神州

的感情會變得更加豐富、昇華、深刻和睿智。程兄是

愛國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是極具參考價值的一

個愛國主義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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