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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教育思想哲學基礎之論述

The Comment On The Philosophical Basic of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People 

柯大山*

摘要

教育與哲學二者，不僅相關極切，而且不可分離。哲學是教育的理論，教育

是哲學的實踐。教育哲學就是哲學理論與教育實踐為緊密結合的一種學間，亦即哲

學之知與教育之行相互緊密關聯的一種學問。而三民主義亦應有其哲學基礎，三民

主義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亦包括了心物合一哲學，民生哲學，力行哲學與天人合一

哲學。

本文內容共分六段，除前言與結論外，第二段在闡釋精神與物質合一的存在，

是一種「相因而生，相需而成」的相互關係。可以說是糾正了唯心論，唯物謝日三

元論的缺點。第三段在說明民生哲學的範圍，除民生史觀的歷史哲學外，兼及經濟

哲學和政治哲學，此外還兼及倫理哲學，叉因先總統蔣公著重法治，並補述了民生

主義育樂兩篇，也涉及法律哲學和教育哲學，所以，民生哲學的性質，多半是屬於

社會哲學的範圍 o 第四段在敘述要研究努力革命以貫徹主義的有關哲學思想，在國

父遺教中就是「知難行易」的學說，在先綿綿障公遺訓中就是實踐力行的「力行哲

學。」因此要研究力行哲學，主要是以國父「知難行易」學說為根據，再由「知難

行易」學說發展到先總統蔣公所倡導的「力行哲學J 0 第五段在說明天人合一的哲

學思想是一種人生的哲學思想 o 並且以天人合一的觀點，去敘述人類生活的目的，

生命的意義，及整個人生的價值。

關鍵字:唯心論、唯物論、二元論、相因而生、相需而成。

宣、目Ij盲

.柯大山、臺灣省中等學校「三民主義」教師進修班第十)期研究員，現職為醒吾商專共同科兼任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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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種教育思想，皆有其哲學做為理論的根據。因為哲學是教育的指導原

理，而教育則為哲學的實際應用。 l教育目的需要哲學的指引，課程的設計與教材的

價值需要哲學的批判，教育方法需要哲學的指導，訓導方法需要哲學的根據。 2兩者，

相為輔粥，體用兼備，於教育理論更臻於完備。

三民主義融洽中西文化的精髓，是國父心血所凝聚的革命理論，體大精深，博

厚宏通，不僅是一種社會思想，同時也是一種教育思想3自亦有其哲明，故為理論的根

據。因為「無論什麼主義，都有一種哲學思想做基礎。 J 三民主義教育思想，自不

能例外，而其哲學基礎，是以「心物合一哲學，民生哲學，力行哲學，天人合一哲

學」做為其教育理論的根據。

國父為三民主義教育思想的創始人，5先總統蔣公為三民主義教育思想最高倡導

人6因此，當我們探討其哲學基礎時，自必依據國父和先總統蔣公的全部遺教做基

礎，研究其學說思想的出發點和理論的根據，才能表現其互古不磨的崇高價值。茲

就其「心物合一哲學、民生哲學、力行哲學、天人合一哲學」等四方面，論述三民

主義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

貳、心物合一哲學

心物合一哲學，可簡稱為心物合一論。這種理論，的令闡闊前申與物質合一的

存在，是一種「相因而生，相需而成」的相互關係。可以說是糾正了唯心論，唯物

論和二元論的缺點。既無住心，唯物的偏蔽，叉無二元論的支離，這是一種最進步

的本體論7 。茲依據國父和先總統蔣公的哲學思想和見解，分述如下:

一、國父對於心物合一論的見解

國父認為有質象可求的就是物質，而精神則為存在人體中，以指導言語動作的

l崔載陽: I國父思想與現代教育思想」序文，政工幹部學校印刷所，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2 參引羅白蓮: I亞里斯多德之教育思想J' 文載國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期，民國六十二

年初版，頁一八四。
3 王奉晴: I 中國教育史 J '正中書局，民國五十九年九月台人版，頁三六四。

4 先總統蔣公: I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 J ' (蔣總統集，頁二 O 三)。
5崔載陽: I國父哲學研究 J '正中書局，民國五十六年台二版，頁三九四。

6 盧紹種: I近五十年來三民主義教育之實施續效 J '文載中國教育學會主編「近五十年來之中國教

育 J '復興書局，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初版，頁八十九。
7 馬壁: I國父的哲學思想J '刊載國父遺教研究會編印「國父學術思想研究J '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

出版，頁一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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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目的或心意。既無質量，叉無形象。國父說: r曠觀六合之內，一切現象釐然

畢陳，種類至為繁夥 o 今先就近者小者言之 o 一室之內，一案之上，茶杯也，于錶

也，奔赴吾眼中者，吾上占能價指其名，以其有質象可求也。 J 叉說: r精神定義為

何?欲求精確之界限，固亦非易 o 然簡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質者，即為精神可矣。」

9叉說: r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精神與物質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

用也。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為一。」

10國父所謂精神與物質二者本合為一的「本」字，是本然，根本或自始就是合一的意

思。我們研究宇宙現象，應以最少，最單純、唯一、普遍、終極的原理，來說明宇

宙萬有的根源。國父用「一」來解釋宇宙萬有，實在是哲學上最精當的見解11 。

但心物雖合一，而實有體有用。國父說: r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 o J 

12是為「心體物用」的心物合一論。國父申其義說: r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為

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即為用。由人之精神為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若摔

然喪失精神，官骸雖俱不能言語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即成為死物也。」 l3國父認為精

神與物質二者本合為一，易言之，精神與物質的關係，二者都是存在，而且是合一

的存在，反之，即成為「無物則心無所託，無心則失其用。」 14所以國父主張「物質

文明與心性相待而後能進步。」 l5這種「相因而生，相需而成」的相互關係，自宇宙

而言是「體用合一J' 國父說: r天I做充體，一大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 o J 

16所謂太極即生元。由現象而言是「主客合一 J '心物不分。亦即「內外合一」、「時

空合一 J '自性能而言是「動靜合一」、「物我合一」、「體用合一」 l7' 是即謂「心物

合一」的本體論。

二、先總統蔣公對於心物合一論的見解

先總統蔣公認為唯心，唯物兩派的哲學，各有所偏，都不是哲學的正宗18 先總繃專

s 國父: r軍人教育精神 J ' (國父全集，捌'頁一三 0) 。
9 同前註 o

10 同前註。

11 台灣省立台北工業專科學校，國父思想教學研究會編印「國父思想J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頁五六一。
12 同註八。

]J同前註。

14 黃公偉 :r比較教育哲學 J '帕米爾書店，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初版，頁二七九。

IS 國父: r孫文學說 J ' (國父全集，參，頁一二八)。
16 參引黃公偉﹒前書，頁二七九。

17 同前註。

18 先總統蔣公 :r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比較 J (蔣緯車克集，頁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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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研究並指出: r據我研究的心得，認定精神離了物質，既無由表現，物質離了精神

亦不能使用。所以精神與物質實為→豐之兩面，或者說一物之二象。相因而生，相

需而成。所以無言辭佐'l，唯物，如果偏執一見，都是錯的 o 」 l9並且強調「我們三民主

義的哲學精義，是心物一體，知行一致 O 我們既不偏者伊佳物，也不偏5個住心;對於

事物的觀察，是物質與精神並重;對於人生的理解是思維與存在合-0 J 劫他說: r民

生哲學承認精神與物質均為本體中之一部份，既不是對立的，也不是分離的，物質

不能離精神而存在，精神亦不能離物質而存在，宇宙的本體應是心物合一的。宇宙

與人生都必須從心物合一論上，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 o 」 2l先總繃專公更進一步的闡

釋說: r我們總理的民生哲學思想，乃是不偏於唯心，而亦不偏5個佳物......可說危綜

合心與物二者的最高理想，這與近代哲學界「中立-一元論』完全相合 O 近代哲學自

懷海德教授批評「自然二分法』的錯誤以來，產生『心物合一』的理論，其大意謂

物質不能離開心靈，對象不能離開思維。換言之，就是心與物二者，並無嚴格劃分

的界限，既無所謂物，亦無所謂心，一切惟事而已 O 這裡所謂「事J' 就是人類憑其

精神知覺，體察自然，運用物質各項生活之總稱，也就是心與物的綜合泣。這吾吾視為

心物合一論的一項補充解釋。總而言之，心物合」論者，認宇宙的本體是心物合一

的，宇宙萬物的本質是心物合一的人，人之一身也是心物合一的，這對心與物的由

來問題，完全解答了。所以心物合一之理，是通天人，一物我的泊。

綜合以上遺教，可知心物合一哲學的本體論，在數量方面而言，是一元論，在

性質方面而言，是心物合一論。在哲學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在科學方面也有鞏固的

基礎。它能如住'l，唯物之偏;叉能補心物二元之弊，既能用以探究宇宙的奧秘，也

能以之窮人生之究極。誠為至中至正之主張，不偏不倚的學說。我們當前教育，注

重培育「身心平衡、于腦並用、智德兼修、文武合一」的健全國民，即以心物合一

哲學的本體論為根據。

參、民生哲學

民生哲學這個名詞創自戴季陶先生，戴先生也是根據國父遺教而認定的。國父

在民生主義演講中說: r民生是歷史的重心，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是政治、經濟、

19 先總統蔣公: 1為學辦事與做人的基本要道J ' (司|自台北工專編印「國父思想」頁五六三) 0 

20先總統蔣公:'青年為學與立業之道 J ' (參引台北工專前書，頁五六三)。

21先總統蔣公: 1反共抗俄基本論 J • (蔣總統集，頁七十)。
22 同註十八。

23 參引王昇﹒「國父思想、 J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四年十月五版，頁四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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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日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 o J 且所以戴先生根據此說，在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一書中，特別闡揚民生哲學 O 他認為國父的三民主義全部包括在民生主義之內，他

的全部著作可以名之日民生哲學。民生哲學的範圍，除民生史觀的歷史哲學外，兼

及經濟哲學和政治哲學;此外還兼及倫理哲學;又因先加航蔣公著重法治，並補述

了民生主義育樂兩篇，也涉及法律哲學和教育哲學，所以，民生哲學的性質，多半

是屬於社會哲學的範圈。因此，我們研究民生哲學，必須遵循國父與先總統蔣公的

思想為立論的根據 O 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國父思想中有關於民生哲學的涵義

國父解釋「民生」一詞時說: r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

計、群眾的生命。」 25就民生主義的民生而言，民生乃是關於人民的生活問題，其具

體內容為食、衣、住、行、育、樂;就民生哲學的民生而言，民生乃是關於人類求

生存的問題，其範圍要廣泛得多 O 國父認為「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

多數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相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經濟

利益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 o 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

努力，就是因為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茄這一段話說明互

助才魁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互助才能促成社會進化的常態 o 此外國父認為由於人類

求生存的意志努力，乃足以推斬士會進化，增進人群幸福，促進世界大同 O 因之，

人類的生存問題就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見經濟的中心，和

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 27民生哲學就是以上述的觀點所構成 o

國父畢生致力國民革命，主要是為救國救民，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更求實現三

民主義。「因為三民主義{到足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

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所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句丹謂促進國際地位平等，

就是使中華民國不受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列強處於平等地位。獨立平等在於解

決民生痛苦，保障民生利益。圖謀富強興盛，便能改善民生，充實民生 O 因此，促

進國際地位平等，雖是民族主義的目標，實是要實踐民族主義來安定民生。所以國

父說: r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 n促進政治地位

24 國父: I民生主義第一講 J ' (國父全集，壹，頁一三六)。
25 國父:前書，頁一二二。

26 國父:前書，頁一三一。

27 同註二十四。

28 國父: I民族主義第一講 J ' (國父全集，壹'頁二)。

29國父民族主義第三講J ' (國父全集，壹'頁二十) 0 

~6 5~ 



﹒三民主義教育思想哲學基礎之論述柯大山﹒

平等，就是要打破政治上的壓迫，使人人都有權白保;而促進政治地位平等，則是

民權主義的目標，就是要實踐民權主義來保障民生。到台促進經濟地位平等，就是

打破經濟上的剝削，使人人都豐衣足食;而促進經濟地位平等，則是民生主義的目

標，就是要實踐民生主義來改善民生。歸結三民主義的出發點與歸宿點，都是民生。

不僅如此，即國父一生的人格和精神，完全以仁愛為基本，無論待人接物，莫不充

分表

現仁慈博愛的精神。所以戴季陶先生說: r先生的全人格，乃以仁愛為其基本;

一切表現，無不仁愛。有過人之智，而其智用於知仁，有過人之勇，而其勇惟用於

行仁。可知離卻仁愛，絕無民生可言，民生為宇宙之大德之表現，仁愛即民生哲學

之基礎。」到國父的思想用;人民生為中心，仁愛為基礎。因此國父的哲學自然可以說

是民生哲學。

總之，民生哲學乃是以民生為最高原理，或以民生為最初出發點的哲學。原是

一種歷史哲學，同時又是一種社會哲學。因為歷史是社會的縱剖面，社會是歷史的

橫斷面，從縱的方面來看人類便是歷史，從橫的方面來看人類便是社會。國父明白

的指出「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

民生不是物質。」 3l故可以說民生哲學就是以民生為出發點，以民生為中心，與以民

生為依歸的哲學思想體系。

二、先總統蔣公對於民生哲學精義的闡釋

先總統博公引證戴季陶先生所著「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上的話，並加

以解釋說: r總理的學術'乃擷取融會古今中外學術的精華，而發明三民主義。以民

生為中心來解決一切問題，所謂「民生為歷史的中心J' 就是全部三民主義的最基本

原理。......簡單一點說，革命的中心目的，即在民生。......我們無論在政治、經濟、

教育、文化、軍事那一方面之一切努力，都該以民生為主要目標。三民主義雖分為

民族、民權、民生三部分，最後實在都可以歸納於民生。」 32因此他認為「三民主義

的哲學基礎就是民生哲學。」33由是民生哲學亦即是三民主義哲學，其內掛青義所在，

先總統蔣公有精當的說明。他說: r民生哲學，最主要之點，是絕不同意古今哲學家

30 戴季陶: ，-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 J '載(國父思想論文集，第一冊，頁-0 二)。
31國父: ，-民生主義第一講 J ' (國父全集，壹'頁一三八) 0 

32先總統蔣公: ，-總理遺教第五講 J ' (蔣總統集，頁一八二-一八四)。

33先總L統蔣公: ，-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J'(蔣總統集，頁二 O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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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精神與物質劃分為二，致使二者間的關係發生聚訟不決的難題。反之，民生哲學，

承認精神與物質均為本體中的一部分，既不是對立的，也不是分離的。物質不能脫

離精神而存在，精神也不能脫離物質而存在。宇宙的本體，應是心物合一的。宇宙

與人生都必須從心物合一論，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 M叉說: r我們三民主義哲學

的精義，是心物一體、知行一致，我們既不偏於唯物，也不偏古伊佳心。對於事物的

觀察，是物質與精神並重;對於人生的理解，是思維與存在合一。我們最高的理論，

以仁愛為出發點，物我、表裡、精粗，都以仁愛為本源。」封簡單的說，民生哲學的

精義，是心物一體、知行一致，而以仁愛為本的最高原理。

綜合上面引述說明，可知民生哲學就是基於這一最高原理，而發展為一貫的理

想與實在、觀念與自然、主觀與客觀、心與物、天與人、動與靜、知與行、知與德

的合一。簡而言之，民生哲學乃是從民生這一個最高概念，層層展開的一種「人類

求生存，互助同進步」的哲學。這個哲學為三民主義的最高原理。因為「民生就是

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當然也是教育中心，因此，民生哲學所持有的「人

類求生存，互助同進步」的原理，實就是三民主義教育所特有的「群J r體 J r德」

「智」四育原理，群育主體是人群，體育是求生存，德育是表現互助，智育成果是

進步，有了「人群、生存、互助、進步」的「德、智、體、群」四育，那麼社會發

展與教育發展，就得互為推進與相輔為用了施。

肆、力行哲學

國父為救中國、救世界，創建了三民主義理論，其首要之務在求力行實踐。因

為「僅僅有了主義沒有革命的實踐行動，就只是一種學說，而不能發生救國救世的

力量，所以我們必須明白，總理的三民主義是為實行革命而作的。......我們不但要

研究主義，還得實行革命，唯有努力革命以賈徹主義，才是真正信仰三民主義。」 37

我們要研究努力革命以貫徹主義的有關哲學思想，在國父遺教中就是「知難行易」

的學說，在先總統蔣公遺訓中就是實踐力行的「力行哲學」。因此，我們研究力行哲

學，主要是以國父「知難行易」學說為根據，再由「知難行易」學說發展到先總統

34先總L統蔣公: '反共抗俄基本論 J ' (蔣總~1克集，頁六十九，七十)。
35先總統蔣公: '青年為學與立業之道J ' (參引林有土: '國父哲學思想研究 J '國立師範大學國父思
想教學研究會發行，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初版，頁四十)。

36 楊亮功主編: '雲五而士會科學大辭典J' 第八冊， ，教育學，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頁十五。」

37光總統蔣公:'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 J ' (蔣總統集，頁二 O 七-二 0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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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公所倡導的「力行哲學 J '於是，便有了一個完整的系統。茲分別敘述之:

一、國父「知難行易」學說的要旨

知難行易學說，是國父革命建國的基本，也是國父最重要的哲學思想。這個學

說，就其目的而言;是匡持革命的哲學，國父畢生致力革命，其思想言論，都涵有

豐富的革命性，全部遺教，都是革命的產物， r知難行易」學說就是其中之一 o 國父

所以要發表「知難行易」學說，就是要將國人心理的錯誤一知易行難打破，而出

國人思想之迷津，這就是這個學說產生的原因與目的。也可以說是為了革命。而革

命必先革心，所以知難行易學說又可以說是國父匡持革命的革命哲學。

再就其精神而言:它其有互助的精神，國父曾以人類知行差別為標準'把人分

為三系:為先知先覺為後知後覺為不知不覺 O 他說: r此三種人互相為用，協力

進行，則人類文明之進步，必能一日千里。」到又說: r有此三系人相需為用，則大

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長城能築也 o 乃後世之人，已財令「知之行，且目之為理想、難

行，於是不知不覺者，則無由為竭力樂成矣。」 39因此，國父強調「人類應以互助為

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VI頃此原則則昌，

不順此原則則亡。」羽由此可見，國父的學說，是著重在人人「互相為用，協力進行」

的基礎上。最後就其本質而言，它是貫徹力行的哲學，國父知難行易學說實是以「行」

為重點，以「行」為中心的力行哲學思想。國父說 :r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艱也，

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為矣。」 4l因而例舉十大事證，使明

「知非易 J '而不悍於求知，使信「行非艱 J '而無不樂於力行。

此外國父叉把人類歷史從知行關係上分成三期，來說明知難行易學理。他說:

「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類之進化，當分為三期;第曲草眛進文明，為不

知而行之時期 o 」 42國父認為不知而行時期與行而後知時期，固然著重行，就是知而

後行時期，仍然注重行。他說 :r其近代之進化，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樂行之，此

其進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飛之進步。」 43可為證明 o 最後國父叉闡述了「有志竟

成」的道理。證以國父所述革命史實，以其經歷十次失敗，而終於創建民國，可知

38 國父: '民權主義 J ' (國父全集，壹'頁八十一)。
39問父: '孫文學說J ' (國父全集，參，頁一八四)。
40國父: '孫文學說J ' (國父全集，參，頁一三九)。
41國父: '孫文學說J ' (國父全集，參，頁一一五)。
42國父: '孫文學說J ' (國父全集，參，頁一四二)。
43國父:'孫文學說 J ' (國父全集，參，頁一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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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竟成」而益當勉於力行革命了。

總之，國父「知難行易」學說，不但舉證華詳，而其持論尤為精透，但其中心

與重點，綜察國父之意，不論是推之於文明之進化，證之於革命建國之大業，一是

皆以力行為歸趨。所以說，知難行易學說， r簡言之，就是力行。」抖亦即為貫徹力

行的哲學。

二、先總統蔣公「力行哲學」的精義

「力行哲學」叉名「行的哲學 J '亦稱「行的道理 J '是以光總統蔣公的「行的

道理」、「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反共抗俄基本論」第五章，及「總理知

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等有關力行哲學之言命為範圍;也統

攝宇宙、人生、革命等哲理。

先車輛充蔣公繼承國父的志業，領導革命建國，特別重視「心理建設」。所以對

於國父「知難行易」學說，不但拳拳服膺，而且把它發揚光大，他提倡「力行哲學 J ' 

是由國父「知難行易」思想發展而來的。其目的的令闡揚國父「知難行易」的思

想。 特別說明「致知」的令「力行」。 說明行的哲學和革命建國的關係。 勉國

民之黨人要實踐圓父的革命建國的理想。其精神和國父「知難行易」學說是一致的，

不過特別強調一個「行」字，是告訴我們要實踐「知難行易」的哲學。所以「力行

哲學」是「知難行易」真諦的關揚和發展。

國父「知難行易」學說的重點，就桂芳令一個「行」字，並鼓勵國人去「行」。

先總統蔣公乃由此而提出了「行的道理 J' 亦稱力行哲學來闡揚國父的主張。先總統

蔣公指出「行就是人生。」他說: r我們要為行而『生.Jl '為生而『行』。」 45因為人

生捨去了行就不能生活，要生活就必需去行，兩者相依，不可分離，例如飲食一項，

為人類生活主要條件，決不能由他人代為行之;這就是為行而生，再看人類為了生

活，就不能不工作，不工作就不能生活，這就是為生而行。所以， r古今來宇宙之間，

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峭此外， r行」叉是進步的根源。因為天下事的進

步都是靠實行而來的。光總統蔣公又進一步的說: r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間，沒

抖先總統蔣公: I戳亂建國幹部司11*束班的意義與任務J • (司|自周夢熊: I國父思想、」中華業書編審委

員會印行，民國五十八年六月，頁二 00) 。

“先總統蔣公: I行的道理 J • (蔣總統集，頁一二九)。
46光總統蔣公: r行的道理 J • (蔣總統集，頁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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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可脫離行的範圍，可以說人是在行的中間成長，由行的中間而充實了人格，

而提高了人格 o 」 47再者， r我們要認識行的真諦，最好從易經上『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一句話去體察。 J r明白了人生在宇宙間的地位和價值，而行乎其所不得

不行。」牠人類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因運行而有進化，人類亦必由力行以求發展。

因此「我們要擔負非常的革命事業，先要有一種革命的原動力 o ......我們革命的原

動力是什麼?分開來說，就是智仁勇三個字，合攏來說，就是一個誠字 o 」 49由此可

知， r力行」不但;到法「誠」為原動力，且須兼有智仁勇三達德，乃能奮力直前，義

無反顧。可見力行必本乎至誠，至誠乃為力行之原動力，而「誠者成也 J ， r不誠則

天下無能成之事，至誠則天下無不成之事。」到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即由至誠之一念所得的結果，所以「誡」乃是事業成功

之母。所以「行的原動力是誠，行的表現在創造，在建設，在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

51就是這個道理 o 先總統蔣公並認為「行與動不同，行支已經常的，動是臨時的;行是

必然的，動是偶然的;行是自發的，動則多半是他發的;行是順乎天理順乎人情的，

動是激於外力偶然突然的。......就其結果和價值來說，動有善有惡，而行則無不善，

行是繼續不斷的，動是隨作隨止的。......凡是真正的行，它必然有目的、有軌道、

有步驟、有系統，而且有『反之於心而安』的自覺;它必然是正軌的、經常的，周

而街台延續不頓的。」咒因此先總統蔣公主張「真正的行，必須其備下面要件: 必

須有起點; 必須有順序; 必J頁有目的; 必須是經常的、恆久的。」叮由此可知，

先總統蔣公所主張的行，不是本能的行，簡單的行，而是行前有知，行中有知的意

識之行。

綜上所述，可知先總統蔣公的力行哲學和國父「知難行易」學說思想的重點，

就在一個「行」字，並鼓勵國人去「行J '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都是以「行」

字來說明一切、貫通一切、創造一切 o 其於宇宙觀、人生觀、革命論等哲學問題，

都能宏揚其精義。闡發其精微 o 這個學說思想，應用於教育上，則教育的歷程，其

始也的令行，其終腕的于。換言之， r行」是教育的起點，從「行」中求知;行是

47先總翩奪公: r行的道理 J ' (蔣總統集，頁一二四一二五)。
岫先總統蔣公: r行的道理 J ' (蔣總統集，頁一二五)。

49 王昇: r先總統蔣公力行哲學的體認 J '丈載中央月刊第十卷第六期，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初版，頁

八六.八七。
"同前註'頁八十七。
51先總統蔣公: r行的道理 J ' (蔣總統集，頁一二二)。

52先總統蔣公: r行的道理 J ' (蔣總統集，頁一三五-一二七)。

53先總統蔣公: r行的道理 J ' (蔣總統集，頁一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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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終點，知而不行不得謂之真知 54自是行在教育上的重要性，亦由此而顯現出

來 o 據近代心理學指出人類的原始行為本是一個刺激及反應的系統，其本身就含有

知、情、意、行的各種作用，如經教養與陶冶，自可發展為智、仁、勇、誠的精神，

亦即「擇善固執」的想像人格。由是三民主義的力行哲學，不僅為我們提供一個無

限完美的教育實踐之前提，亦為近代教育最基本問題的最新解決衍，因此，而成為三

民主義教育思想上的一大特色。

伍、天人合一哲學

我國固有的哲學，即為率性， /1慎道的「天人合一」哲學鈞。天人合一的哲學思

想，在其本義上，是一種人生哲學的思想，為我國傳統人生哲學的形上根據，而人

生哲學叉為我國全部哲學的重心。它不僅統一了唯心與唯物以及樂觀與悲觀其他各

派對人生的見解或主張，並且以天人合一的觀點，去說明人類生活的目的，生命的

意義，以及整個人生的價值。因此， r天人合一」哲學，亦可說就是天人之際的學問。

茲依據國父與先總統蔣公的思想為要旨，分別敘述如下:

一、國父的天人合一思想

國父對「天人一體』與『從人形再進化而入於神聖』 57等哲學思想，早已屢曾

提及與闡發。他說: r古時人類的知識多是宗教的感覺。科學的智識，不服從迷信﹒....

就宗教和科學比較起來，科學自然較優......至於宗教的優點，是講到人同神的關係，

或同天的關係，古人所謂『天人一體』。依進化的道理推測起來，人是由動物進化而

成。既成人形，當從人形更進化而入於神聖。是故欲造成人格，必當消滅獸性，發

岱神性，那麼才算人類進步到了極點了58 。國父這段遺教表明對「天人合一」的觀念，

顯然看得十分重要。而所謂「由人形更進化而入於神聖 J '亦正是中庸所說: r能盡

人之性，而後能畫物之性......而後能參天地之化育」的神聖功化之極了。此外國父

強調「欲造成人格，必當消滅獸性，發生神性，才算人類進步到了極點」。這就是要

人存誠去偽，去慾致知，而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由此可知，國父不僅懸「天人合

一」以為人生修養之鵲的;而且從進化的觀點，認為人類進步一定會達到這個境界"。

54 楊希震:'國父教育思想 J '幼獅書店，民國五十四年十月初版，頁-0九。
55 參引楊亮功主編:前書，頁十五 o

M 周夢熊:前書，頁一四三。

57 國父: '國民要以人格救國 J ' (國父全集，拐u '頁一七五)。
到同前註。

"同註三十三，頁五三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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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總統蔣公對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闡發

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經國父提示於前，復經先總統公的闡發，可以說在中外哲

學史上，叉放一異彩。先總統蔣公首先明白的指出「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乃導源於

『天人合一』的觀念。......中國哲學有了這個特點，中國高尚文化所持的精神價值，

乃遂為舉世所公認。」 ω並且強調天人合一哲學思想之重提，是要發展超脫『唯心』、

『唯物』圈子的心物合一論。先總統蔣公說 :r我們中國天人合一哲學，乃是承認了

天的存在，亦就是承認了神的存在 o ......這個觀念，自然和共黨無神論者唯物主義

的觀點是水火不能相容。」 6i叉說: r哲學所指的天， ......而乃是指天然、天理、自

然之天 O 就是陽明說『良知即天地。』黑格兒所說『我與自然的共同泉源』之『自

然 dl 0 ......所以一個人只要真能做到存心養性，慎獨存誠，很自然地就可以達到天地

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 o 」 62先車輪創奪公認為中國哲學所獨有的精

神價值，唯有天人合一的尊神論者，能夠樂道順天，不憂不懼，安心立命，生死不

二。他說: r唯有具有仁義禮智之心(良知)的人，方得稱之為人，這裡所謂的仁義

禮智之心(良知) ，實在就是天理。......這個天理，亦就是每個人心中所具有的昭昭

之天。所以，一個人只要不失此四端之心，而能擴充發揚之，那就是天人合一的一

個正人，亦就是中國哲學中所謂天人合一的真義。」 63因此， r凡是了悟我們天人合

一的先聖德哲，以及歷代民族英雄，臨大節而不變，當大難而不苟者，都是有得於

中國傳統哲學所致 o 就是因為其內心有了主宰，所以能夠生死以之，險夷一致 o J 個

此外，先總統蔣公認為『宇宙是無窮大的空間與無限長的時間結構 O 而我們個人的

生命，卻渺小如滄海之一栗，短促如曇花之一現。然而無窮大之空間，卻是我們的

舞台;無限長的時間，卻是我們旅程。宇宙萬物，卻是為我們而生，待我們而用，

所以我們就是宇宙的主宰。我們要j正服自然，利用萬物，來增益人類的生活。惟有

如此生活，才可以找到並增加我們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o Jl65其體而言，就是先總統蔣

公「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隘的至

理名言，人生至此，亦就是「天人合一」修養的最高境界。

曲先總統蔣公: '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 J • (蔣總統集，頁一九八-一九九)。

61允呻統蔣公: '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 J • (蔣慚充集，頁一九六) 0 

62先禪統蔣公: '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 J • (蔣總統集，頁一九五.一九六)。
63 黃功偉:前書，頁二八一，二八二。

“同註六十，頁一九九-二 00 。
65 黃功偉，前書，頁二八二。

祖先總統蔣公:'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 J • (蔣總統集，頁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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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知，天人合一哲學實乃人生哲學的最高理想。而天人合一哲學應用到教

育上，就是要由人道以明天道，由人心以見天心，這心是我固有之，起草德心，是

善心，不假外求，上通天，下通人，以達天人一體，世界大同與神聖人格，可全由

此樹立起來 O

陸、結論

總而言之，心物合一哲學，認為人是心物合一的，人性是本著互助原則而進化

的，教育是以人為本性，以人性為基礎，物質與精神並重，使其消除獸性增加人性

趨於神性，才是真正的教育。民生哲學即為價值哲學，一般價值哲學包括人生哲學

與社會哲學，人生哲學探討人生的意義，目的與價值的認定。梁任公說: r人類以心

界物界兩方面調和結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們懸一種理想來完成這種生活，就

叫做人生觀，人生觀的派別很多，對人生價值的認定，亦有各種不同的主張，國父

力倡革命人生觀，其內容則可含服務; 創造; 勞動(力行) ; 互助; 樂觀

的人生觀的。他說: r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

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

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所謂巧者拙之之奴，就是這個道理。 J(民權主義第三講)

叉說: r人事可以勝天」的。「能互助，故能合弱以禦強。 J r為革命而生我，為革命

而死我」及「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這都是國父

革命人生觀的典型。

蔣公對革命人生哲學的精義更有精關的闡述，他說: r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

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我們的生命不是個人軀殼

的生命，而是整個民族歷史的生命，因此如何發揚國父以創造服務為目的人生哲學，

是教育的事。教育的目的在改善人生充實人生，無疑的人生價值的認定，將導引教

育的方向。根據戴季陶先生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中說，民生哲學就是三民主義

的哲學基礎，本此觀點，三民主義的教育思想，亦應以民生哲學為基礎的教育。

崔載陽先生說: r國父哲學思想的出發點不在 11 'l，物合一哲學r 亦不在『民生

的周世輔: '國父思想要義」第五章第二酌，三民書局，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增訂版。
68 國父:'孫文學說， J 見「國父全集」第一冊，頁四一九，中國國民黨珠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訂，

六十二年六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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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Jl '而在『力行哲學.Jl 0 Ií心物合一哲學』及『民生哲學』只是行而後知，與行易

知難的「力行哲學』之最後註釋，而「力行哲學』才是理論之知的「心物合一哲學』

與價值之知的「民生哲學』之最初呈現。力行哲學尤是國父一種科學的哲學。『心物

合一哲學』與『民生哲學』要有『力行哲學』才有科學基礎。」因此，從「力行哲

學」而「民生哲學」到「心物合一哲學」是一貫相連形成完整體系。

由「力行哲學」到「民生哲學J '即由實踐哲學到價值哲學，即從人類求生存

互助的人本教育出發，由消除獸性，發揚人性，使超於神性，同時認定人生最高理

想在創造服務，社會哲學與人生哲學可在民生哲學正如車之兩輪，小鳥之兩翼，有

相輔相成之功。

由「民生哲學」到「心物合一哲學」即為從價值哲學到理論哲學，其目的在探

討最後的哲學根據使得我們的教育不偏不倚能執兩用中，力行的令民生的力行，民

生在於{;物合一的呈現。心物合一哲學，正確的方向是「心物相因而生，相需而存，

相輔而用，與相，恃而進」的合一。

至於「天人合一哲學J' 這源於國父「學究天人J (祭伍廷芳丈).r天人一體 J ' 

與「從人形再進化而入於神聖J (國民要以人格救國)等哲學思想。天人合一哲學對

教育的影響是在能盡己性，人性與物性，以參天地之化育。亦即重在「教育的目的

與方向 J' 即是要由人道以明天道，由人心以見天心，即是天人合一之道，世界大同

與神聖人格的教育哲學目的，可全由此樹立起來。

綜上所述，三民主義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可以分為「力行哲學」、「民生哲學」

與「心物合一哲學」、「天人合一哲學」四者，在宇宙上，是完全貫通的，在體系上

是合而為一，我們可以說，力行哲學是重在教育方法，民生哲學著重於教育的內容，

心物合一哲學重在教育本質，天人合一哲學著重在教育目的與方向。

-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