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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讀「臺灣的兩面鏡子」之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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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也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吧！我國人民彷彿不知道臺灣

有著許多世界各地都沒有的優勢，而常有「妄自菲薄」的心態。

在臺灣總有許許多多的人批評臺灣比不上歐美，比不上鄰近的

日韓，甚至比不上東南亞的部分國家，當然這些言論也許是出

於「愛之深，責之切。」但卻不可因此而喪失了自信心，以為

我國處處不如人。 

    對於我國的人文風情與文化傾心的外國人，除了本書的作

者近藤大介外，其實百年來始終都不曾間斷過。在正好一百年

前，也曾有個著名的英國學者，對於我國所承襲的中華文化，

亦曾發出了比本書作者更為高亢的驚嘆之詞。他就是英國的思

想家莊士敦先生，莊士敦先生於西元一九一三年於觀察研究中

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後，曾極度感慨的說：「當我們歐洲人

開始驚異地發現中國的社會和政治思想、中國的道德倫理、中

國的藝術和文學都有著崇高價值的時候，中國人自己卻開始學

著把中華文化當中這些偉大的產物加以不耐煩的鄙視與毀

棄。……這實在是一個令人大惑不解的怪現象。」莊士敦先生

能在中華民族幾乎喪盡民族自信的民國初年，發出如此驚天動

地的驚嘆之語，則更屬有警世意味的「金玉良言」了。可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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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目前所擁有的，未必全然都是不好的，吾國民眾實在沒有「妄

自菲薄」的理由，也不該再有自信不足的心態。 

    因為傳統文化乃是一個民族長久發展累積下來的生活經驗

與思想觀念，是先人的智慧結晶。傳統之中雖然有些成分不合

時宜，應予淘汰，但它之所以綿延長久，傳承千年，必然含有

一些充滿智慧、極有價值的道理，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寶貴遺產。

反省檢討之時，應該審慎明辨，不可全部繼承或全部否定；須

要仔細研討，發掘出能夠適應新時代的舊內容，讓它發揮功用，

重新展現創造精神。亦即要想現代化，則不能摧毀舊傳統，而

必須更加尊重傳統，並因此激發前進的動力，如此才能根源不

絕，茁茂壯大，百年來中國人鑑於亡國滅種的危機，與救亡圖

存的急迫性，「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不加深思的

引進一切中國所無各式的西方學術思想，且不加深思的破壞中

國固有的傳統學術文化，以便「西學為體，西學為用」能全盤

適用於中國，因此革命即被神聖化了。惡性循環下，暴力革命

層出不窮，不僅國力削弱了，卻也始終未曾悟得富強之道。山

窮水盡之時，於是又走回認同傳統文化，尤其是認同儒家思想

的老路。此不僅中華民國如此，即連「破四舊」喊得震天價響

的中共，最近亦對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產生了高度的興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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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學術文化於今日觀之，更有其新義與優越性，我們要將外來

文化之特長而適合於我國國情民心者，化為中華現代文化的一

部分。書經有謂：「周雖舊邦，其義維新。」正說明文化萬古

常新的道理。三千年後再讀這句話，益覺生意盎然。 

貳、本書內容簡介 

    在全球化、網路化的衝擊下，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均

產生極大的變化。致使個人、企業及政府的思考模式及治理方法，均

非過去封閉保守、墨守成規的舊思維所可比擬。 

    本書作者近藤大介身為東京帝大畢業的日本高階主管、學者與專

欄作家，秉持著務實理性，從微觀的角度切入，巧妙地觀察中國大陸、

日本及臺灣的優缺點，並詮釋三者的政經、科技及文化的差異點，使

讀者能理解到為何同文同種的國度，在不同層面的發展上會有如此的

不同，從而期盼各方理解差異，以「愛與寬容」的態度，彼此相互學

習他方的長處，尋求「異中求同、去蕪存菁」，並警醒三國的政府組

織、企業及個人，若不深刻反省過去的缺點，與時俱進，不斷地虛心

學習他人的長處，以強化本身優勢及永續發展之競爭力，勢將面臨時

代嚴酷的挑戰，而陷於政治經濟停滯的泥淖中，而逐漸被淘汰，並喪

失其生存發展的空間。 

    本書探討了政府治理、企業創新及人文關懷等三大層面，值得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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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深思，謹簡述如下： 

一、政府治理方面： 

    日本於二○一一年的三一一大地震引發福島核災，其時日本的菅

直人內閣昧於事實，並採取迴避人民質疑的態度，一直強調日本的核

電是安全的。這種不負責任，自以為是的作法，完全以經濟為考量，

已引起世界各國的不滿與人民的恐慌。 

    而同屬島國的我國，也有著相同的處境，對於破壞環保的行為亦

層出不窮，然而我國政府機關卻屢屢遭受民意代表與民間利益團體之

關說，致使處理速度總是慢半拍，且法規配套也不夠周延，而有掩護

之嫌。我國政府若再不能針對核心問題積極處理，而像日本政府處理

福島核災那樣的欠缺危機意識，毫無疑問的，我國也將成為作者在文

中提及的「島國和平癡呆症」的患者。 

二、企業創新方面： 

    我國企業大多是中小企業。尤其一九七一年我國被迫退出聯合

國，「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標語貼遍臺灣各個角落，凝聚了國內

「生命共同體」、「同舟共濟」的團隊精神，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先

生大力推動十大建設，全力發展經濟，造成臺灣有兩位數的高度經濟

成長，歷經了一九七○年至一九九○年二十年的蜜月期，亦即所謂的

「臺灣錢淹腳目」的光榮年代。 



 6 

    其後日本及我國企業皆因價格競爭的因素，漸漸失去競爭力，而

企業更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紛紛轉往中國大陸投資設廠，但也

因此企業之技術也逐漸被中國大陸所模仿殆盡，且失去其價格競爭

力，又因我國之企業其品牌行銷推廣之能力亦有待加強，此均為創新

成熟度不足，而被競爭對手超前之原因。 

    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仍繫於政府要協助企業做好關鍵產業的行

銷，而企業更須擺脫過去模仿歐美技術之舊思維，留住人才並以創新

為導向，更盡可能與日本發展為策略聯盟。臺灣與日本在電器產品、

化學機械、電腦及半導體、液晶顯示器等相關產業均可攜手合作，是

絕對可以敞開心胸，以各種方式共同開闢中國大陸 13 億人口的藍海

市場，以創造三贏的局面。 

三、人文關懷方面： 

    誠如作者近藤大介之卓見，台、中、日三方既然都是深受儒家思

想影響，照理說都應是「禮義之邦」才對。但作者卻認為中國從首都

機場的入境檢查到計程車司機的惡劣態度，都實在毫無服務可言，彷

彿「就像不在地球上」一般。 

    在日本與臺灣「顧客至上」是理所當然的常識，這不單是企業倫

理及消費者行為最重要的課題，而要做到從內心出發的感動服務，更

是一種人文素養的表現。作者認為我國政府十分重視文化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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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觀光旅遊、音樂藝術等都是強項，尤其臺灣社會所散發的人情味，

更是寶島獨特的資產，無不令外國人，尤其是日本人的讚賞不已。 

參、「挾外以自重」  

    這本書之所以會暢銷，有其正反兩面的雙重意義。從正面

而言，當然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或是「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等理由。由一個第三者，站在遠離是非之地的相當高度，

悄悄的進行觀察，不介入紛爭，亦不帶有太多的主觀情緒與感

情成分，僅就所見所聞的事實，作客觀的探討、論述與分析，

並提出問題的解決途徑。這對於改進現狀與現有缺失，自有其

相當的功能；但因本書作者對於臺灣充滿了熱情，彷彿對臺灣

有著溺愛的情結，故作者在論述臺灣的優缺點時，顯然就有點

輕重失衡了，在其論述臺灣的優點時難免就有溢美之詞；而在

其論述臺灣的缺點時就又不免「點到為止」而無法深入探討與

分析，因此其功能與意義顯然就大打折扣了。 

    真期盼能有其心如水平的公正之士，能對臺灣提出衡平的

公正之言，而其對臺灣的優點僅須略為陳述而無須有溢美之

詞；其對於臺灣的缺點，則能盡可能的暢所欲言，並深入的探

討與分析，更能「當頭棒喝」而足以感動國人，進而促使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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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警覺而奮起，自發性的投入國家的改造工程，使臺灣更臻

於良善之境地。 

    「挾外以自重」從反面而言，當然是國家自信心不足！「追

根究底」其原因乃因發生於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起，這是中國

百年來苦難的開始，而中國歷史的發展從此也進入了數千年來未有的

大變局。其時在政治上，內則清廷腐敗，官吏貪贓枉法，外則帝國主

義盛行，列強交侵，而國將不國；在社會經濟上，由於列強殖民帝國

之經濟掠奪，而民不聊生；在文化思想上，則更因為政治、軍事、經

濟等之挫敗，故當受到西方文化強烈的衝擊時，乃刺激國人不斷的思

考中西文化之問題。而中國的學術文化其存廢乃備受考驗，更甚者全

盤西化之主張乃盛囂塵上！其後一連串的暴力革命，更使國家的政

治、經濟更為沉淪。直至我國退居來臺，雖然有短暫的「臺灣錢淹腳

目」的光榮時光，但畢竟是「曇花一現」。延至今日國家自信心仍然

不足，故每每「挾外以自重」，這乃是歷史因果的必然現象。

對於國家自信心不足的問題，就有待大家共同努力了，但這不

是「一蹴可幾」的。 

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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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認為我國的缺點有三：一、宣傳能力不足，不利國際品牌。

二、只會複製外來事物，缺乏脫胎換骨的能力。三、臺灣也有缺乏危

機意識的「島國和平癡呆症」。謹分述如下： 

一、宣傳能力不足，不利於國際品牌： 

    例如貓空茶屋這麼棒的地方，臺灣卻不會宣傳，所以在海外完全

沒有知名度。這個擁有自然美景與馥郁好茶的「聖地」，竟然沒有廣

為宣傳，而讓世界各國的人知道，實在非常可惜。如果在日本，首先

應該會製作「貓空吉祥物」，就像 Hello Kitty一樣可愛的貓咪吉祥

物，接著還會開發周邊產品，如貓空杯、貓空帽、貓空筆等等。透過

宣傳，讓貓空成為「世界的貓空」為目標。貓空如果能像「鼎泰豐小

籠包」能有傑出的宣傳能力，定能有不同的氣象。「鼎泰豐小籠包」

於一九九三年「紐約時報」的記者，刊登了讚誦「鼎泰豐」的文章，

並且在同時期「鼎泰豐」雇用了能夠滔滔不絕講著流利日文的女店

員，以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觀光客宣傳。透過宣傳，在不知不覺中，

於日本就形成了「只要去台北，就一定要去鼎泰豐」的風潮。換句話

說，如果能巧妙地加以宣傳，則台灣能夠成為「世界品牌」的「原石」

實在極多，能夠成為「第二個鼎泰豐」的商品也不勝枚舉。 

二、只會複製外來事物，缺乏脫胎換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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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飲食業可以說是日本的分身，日本有什麼食品，在台灣就

會有相同的日式料理店。又例如迪化街的街道，那裡的房子幾乎都是

七十多年前日本撤退時直接留下的老房子，甚至連一九一五年開業的

郵局也照樣還在使用，如果深夜走在這條路上，甚至會讓人懷疑是否

會出現幽靈的詭異氣氛！其中有許多老店陳列的中藥，令人看起來似

乎數十年如一日，陳舊而沒有朝氣。迪化街如果能取法上海旅遊新景

點「上海新天地」，而脫胎換骨，一定會有另一番新氣象。「上海新天

地」原本只是二十世紀前半的倉庫街。後來藉著上海舉辦二○○一年

APEC會議的契機，改裝成留存有舊時代氛圍的新觀光景點。同樣的，

往昔為日式街道的迪化街，如果能夠巧妙地脫胎換骨，一定也能發展

成新的觀光景點，例如「台北新天地」的誕生。 

三、臺灣也有缺乏危機意識的「島國和平癡呆症」： 

    日本政府處理福島核災的輕忽態度，完全以經濟為考量，這種不

負責任，自以為是的作法，已引起世界各國的不滿與人民的恐慌！「禍

延餘殃」至今，久久仍無法消散。 

    上述日本政府處理福島核災的輕忽態度，所引起的不良後果，此

正可以作為我國之借鏡。因同屬島國的我國，也有著相同的處境，對

於破壞環保的行為亦層出不窮，且近年來又不間斷的發生「食安風暴」

等問題。若我國政府再不能針對核心問題積極處理，而像日本政府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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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福島核災那樣的欠缺危機意識，毫無疑問的，我國也將成為作者在

文中提及的「島國和平癡呆症」的患者。 

伍、「拋磚引玉」  

    只因為本書作者對於臺灣充滿了熱情，彷彿有著溺愛的

情結，故作者在論述臺灣的缺點時就難免「點到為止」而無

法深入的探討。因此吾人乃「不揣固陋」謹提出目前我國的

缺點三項，以作為「拋磚引玉」，期待能引來更多的有志之士，

對我國的現狀與缺失能提出肺腑的針砭之言，謹分述如下： 

一、政黨政治是競爭而不是（毀滅性的）鬥爭： 

    台灣是個神奇的地方，台灣人自己都覺得它充滿了難以理

解的矛盾。而我國國會的紛爭，更可說是臺灣的最大的亂源，

加以媒體的「推波助瀾」，往往真理不是越辯越明，而是越辯

越亂。這個問題如不解決，則國家前進的動力，將在政黨正反

意見的折衝與相互掣肘下而消失殆盡，而人民也將在撓攘不休

的政爭中而永無寧日，更重要的，國家邁開大步向前行的日子

也就很難期待了。 

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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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雖然號稱「法治國家」，但法律之前卻不見得人人平

等，總有一些判決結果遇到名人就轉彎，這是多麼的戕害我國

的國情與民心啊！期望法治觀念能再提昇，恐龍法官能少一

點，「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理想能真的在我國實現。 

三、倫理道德的重振： 

    我國近年來不間斷的發生「食安風暴」，而齊柏林先生的

一部「看見臺灣」的電影，又讓我們看見無處不在的環境污染。

另外還有無日不發生的詐騙案件與社會問題，其根源「追根究

底」均來自倫理道德的敗壞。若要改善上述社會的種種弊病，

唯有從重振倫理道德規範作起，這雖然是「老生常譚」，卻是

切中時弊的最好方法。中國的「五倫」與「八德」是經過千百

年的印證，而足以適應古今中外任何群居社會的生活準則。社

會民風要淳樸與美善，就必須依靠倫理道德的深入人心才能做

得到。 

陸、結語 

    中國與日本為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的經濟體，在東亞具有

關鍵的影響力，也是臺灣的重要鄰居，三個國家在文化上有著

深厚的淵源，經濟上也連動密切。理解並關注中日兩國，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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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重要課題。而深入瞭解中日兩國的優缺點，以作為我國國

力滋長的根源，實為「事半功倍」之途徑。唐太宗李世民曾說：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

可以明得失。」中日兩國作為我國的兩面鏡子，就像孔子所說：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但已如前述，本書作者在論述臺灣的優缺點時，顯然有點

輕重失衡。在其論述臺灣的優點時難免就有溢美之詞；而在其

論述臺灣的缺點時就又不免「點到為止」而無法深入。然而不

論如何，有心的讀者眼睛終究是雪亮的，故對於臺灣確切的優

點，如「隨機應變，馬上行動」、「女性在社會上活躍程度不輸男人」、

「優質服務」等，我們就繼續保持與發揚，期能精益求精，達到

盡善盡美的境界。而對於臺灣的缺點部分，因為係基於作者個

人的偏愛情結，故對於臺灣的缺點僅「點到為止」。因此對於

缺點部分，就有待臺灣更深的「自省功夫」，期盼能有更多的

有志之士，能對臺灣的現狀與缺失提出肺腑的針砭之言，並進

而付之實行改善缺失，果真能如此，則臺灣的缺點將會越來越

少，而優長則會越來越多，也因此臺灣永續發展的競爭力就能

源源而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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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聲音雖然微弱，但我希望人們能聽到，等到聽到的人

多了，聲音就會更加的響亮。然後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關心我

國的這些缺失，其後大家再「集思廣益」共謀解決之途徑，並

進而付之實行。隨著「物換星移」，我們的年齡將會越來越大，

希望那時候的臺灣缺點會越來越少。我用這樣的心，發出這樣

的願，希望臺灣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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