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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探求：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歸向何處？」 

 

中國文化大學 One Asia 基金會國際第 14次講座「亞洲共同體：東亞

學之建構與變容」，徐興慶校長邀請該會佐藤洋治理事長，以「真理的探求：

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歸向何處？」為題，親臨本校演講。佐藤理事長

並先拜會本校張鏡湖董事長，細談東亞經濟狀況。講座內容分享地球上 75億

人共通的根本課題，跨越民族、宗教、職業等多元領域，現場齊聚超過百名

師生，互動熱烈，徐校長頒發感謝狀予佐藤洋治理事長。 

One Asia 基金會於 2003 年 8 月 19 日開始以非營利組織(NPO)展開活

動，並於 2009年 12 月 21日正式成立。該基金會的宗旨為在亞洲透過經濟、

教育、文化與民間的密切交流，使各國保留本土文化的獨特性，遠離政治紛

爭，增進相互深入的瞭解，共同邁向融合亞洲一體化，達到穩定成長，和平

發展的共同目標。基金會以致力於創建未來亞洲共同體為目標，從 2011 年

起撥款贊助亞洲的優質大學，舉辦「亞洲共同體系列講座」，至今資助超過

500所大學。主要目的是以創建未來亞洲共同體為目標，開設相關科系的各

大學或任課的教授予以補助，並對該講座之受課學生頒予優渥的獎學金。 

佐藤理事長演講之後，隨即頒發獎學金給成績優異的前 20名學生(合

計約新台幣 23 萬元)。獲得一等賞獎學金的前三名的同學分別為大氣科學

系翁一昀、日文系謝佳樺及日文系陳宇萱，每位可獲獎學金美金 480元。

二等賞有五位同學，可獲美金 420元，三等賞則有十二位獲頒獎學金美金

330元。得獎同學的感言，詳細參見本講座網頁

https://oneasia.pccu.edu.tw/testimonials.php。 

佐藤理事長強調「不論民族國籍，不限思想宗教，無關政治」的三項活

動原則。講座之開設，皆依循此原則設計整體課綱，試圖讓同學可以打破自

我的設限，認識亞洲的政經文教，使彼此的未來更緊密，更融洽。 

2018年 4 月，徐校長在外語學院院長任內即以「亞洲共同體：東亞學的

構築與變容」為講座名稱，申請 One Asia 講座計畫，榮獲五萬美金補助，使

本校成為國內第 12 家獲得補助的大學。本計畫由徐校長擔任主持人，自 9

月起由中國文化大學外語學院主辦，為期半年，計 15 次的講座，邀請國內

https://oneasia.pccu.edu.tw/testimonials.php


外東亞學的專家學者及本校的教授，講授跨領域的專業研究，讓同學們更深

入地理解東亞各國的民族、國家、歷史、文化和經濟，促進學術研究的國際

化，營造學術平台，共同思考亞洲共同體的可能性。此外，為配合 One Asia

講座計畫的教育推廣，本講座的執行團隊企劃了三場「全國大學生暨研究生

研習營」，目前已執行兩次，主題分別是「人文與社會科學對話：以多元觀點

放眼東亞共同體」以及「國際社會與東亞」。第三次研習營「環繞東亞的國際

局勢」，訂於 2019 年 1月 19日在本校曉峯紀念館第一會議室舉辦。 

佐藤理事長本次專題演講要點摘要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歷經韓戰、越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而 IS

戰爭迄今持續發生，人類依舊處於戰爭不絕的動盪中。匈牙利裔英籍作家亞

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曾說「人類最終的苦惱―無休無止

的人種內戰爭、人種內殺戮，這便是”人(人類)”的主要特徵。」英國著名歷

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說：「總

之，人類遲早會因世界全面核戰爭而自我毀滅。因此，必須克服以自我為中

心的本性，這才是走向和平的“關鍵”。除非得到這把“關鍵”，否則，今

後人類能否生存也值得懷疑。」佐藤理事長引用說明今日人類面臨的危機，

並延伸從軍事進向經濟戰爭以及貧富差距的當代問題。 

佐藤理事長提出，我們現在所面對的「自我與自己、企業與團體、國家

與民族」這三道高牆。第一道牆是「自我與自己」，我們最常在這道牆裡，不

斷思考什麼才是對自己最有利且最有價值的，以此建立起太強的意識，而無

法與其他個體有效溝通。從「自我」畢業，走出圍牆外，思考如何共處，75

億人口才能和平相處。佐藤認為，從國家意識形態上，或許會因為各種大論

述和國家利益而起爭端，但國民之間其實可以和睦共處，但國家的運作卻讓

這些個體的聲音無法發出。佐藤認為應該樂觀地觀察未來這三道牆將被打破，

我們的生存空間將超越國家及其大論述意識形態，而且我們應該期待這樣的

時代越早實現越好。 

佐藤理事長的講題設定為「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歸向何處？」，

其目的就是為了解開人類的基本命題：「何謂自我(human ego)，何謂人

(eternal absolute human)，何謂生命(eternal absolute life)，何謂實體(the 

ultimate substance)」。這些人類的基本命題是跨越民族、國籍、宗教、職業，

是 75億人共通的根本課題，亦即親近真理、探求真理的方法途徑。 



真理，即永遠的、完全的 (eternal absolute truth)，無法否定，具有普遍

性、妥當性的法則。某些命題，和其他的命題不相矛盾，具備整合性。真理

之前，沒有因民族、宗教、政治、經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貧富差距等所有問題產生的相對爭論與矛盾，亦無否定的事物。所有學問、

所有宗教皆以「探求真理」為終極目的。知識本身有所限制，但想像力並無

界線。無限地親近真理需要有想像力，也包含構想能力與信念的力量。佐藤

認為宗教與量子力學越來越接近真理。 

佐藤理事長主張藉由真理的探求，親近真理，使未來人類的「自我軟體」  

(human ego = software)轉變成「人的軟體」(eternal absolute human = software)

此日到來的話，現世就可能接近“人類”世界，解決紛爭。One Asia 基金

會期待未來可能形成的亞洲共同體當中，能以共同發展的體制為經，以保存

並發展各民族之間的歷史文化為緯，形成一個交融而又各自獨立的和平共生

的世界。（撰稿：黃美惠・日文系助理教授） 

※關於本講座，詳細參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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