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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文化大學 113 學年度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第 16 講。邀請 Eurasia 

基金會首席研究員鄭俊坤先生，以「邁向新共同體的必要性及意義」為題，擔任主

講。鄭教授表示 Eurasia 基金會的活動目的，為消弭世界的政治、經濟等紛爭，透

過教育的管道，闡明該基金會的理念，推動希望世界和平的目標。 

由於世界人類的個人都無法離開共同體，社會秩序必須經過調和而繼續維持，

因此我們必須瞭解共同體的過去和現在以及想像未來的世界。對全世界的每個人

而言，大家都對 Covid-19 疫情感到恐慌、傷痛與不安。又像是遇到戰爭的問題，

世界人民也一同感受前所未有的的傷痛與無奈。現今透過資訊科技，共享情報已經

變成全世界在瞬間即能擁有相同的資訊。這代表著人類已進入以全球共享的規模，

朝著大家共享全新價值的方向前進。 

因此，試著從「擁有」和「關係」兩個觀點，來思考人類的各種活動。「擁有」

是指人類為了滿足要求或慾望，以及為了發展技術或文明，自然科學結合企業或國

家，帶來的結果是活動越來越多，人類已無法只依靠「擁有」而存在。「關係」則

是指人類是在共同體中生存的個體，在共同體中必須有秩序及平衡。如果「擁有」

和「關係」無法平衡，為裝置共同體的瓦解，甚至帶來人類的不幸。因此，在世界

上有「擁有」優先於「關係」的傾向。 

要如何讓「擁有」和「關係」保持平衡呢？沒有人能阻止「擁有」的發展，那

就必須致力於「關係」的提升。由於個人的能力有限，「關係」的提升必須尋求家

人或其他人的幫助，也必須具有想像力，這就是想像力的共同體。 

鄭教授以一部日本電影的內容為例，在三人家庭裡，有一位擔任高中教師的父

親、母親及一位高中生的女兒，三人在吃飯的時，從未有交談，只顧著使用手機。

父親每次上班就會去熟識的咖啡店點餐、看報紙，然後上班，某日咖啡店員發現這

位父親經常忘了拿東西，他已罹患了失智症，因而主動關心這位老師，起初這位父

親不將店員的提醒放在心上，直到症狀持續發生，才發現問題已相當嚴重，父親在

心灰意冷之際，辭去工作。但這位父親並沒有得到太太及女兒的關懷，而讓他相當

失望，患病期間跟家族時有爭吵。若以一個最小單位的共同體，家的概念來看，這

個家庭堪稱是「崩壞的共同體」。鄭教授進而說明這種現象，在日本及韓國並非特



殊現象，幾乎成為一般的現狀。可見人類的基礎共同體逐漸地在崩壞瓦解之中，足

以讓我們深思、反省、改進。 

鄭教授也指出，最近 A I 的科技發展，受到世界人類的關注，但是使用 A I 必

須制定法律規章，讓大家來遵循使用才能使社會的秩序得到調和。 

當我們透過感情去關懷、照顧家人去對待家人建造一個小的共同體，並將範圍

開始擴大成社區、學校以至於整體社會的共同體，且能持續穩定的相處，進而達到

和諧的目標，這就是基金會的目的所在。是否就達到基金會所設定的目標。 

鄭教授最後強調，無論世界未來如何改變，人類生存最重要的價值與力量在於

「共感」與「信賴」，在人文科學領域所探討的倫理、宗教、道德等思想行為，都

與建立和諧的共同體之發展息息相關，有了穩定調和的社會秩序，未來共同體才能

有穩定的發展，希望與大家共同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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