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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專論 

善與惡的連鎖同步存在於世界 

－季特教授的觀點 

    黃建森  

 

一、引 言 
 

我是季特教授的粉絲，撰文數百萬言，獨愛連鎖哲學。平心而論，季特

教授的連鎖哲學有其學術地位，若說連鎖哲學橫空出世，或者閃亮復活，兩

者皆不為過，不過，地球上了解連鎖哲學的人太少太少了。話說連鎖兼具光

明與黑暗兩面，可釋之為善的連鎖與惡的連鎖，俄烏戰爭，牽一髮動全身，

這是近年人類社會社會最惡的連鎖，老俄打小烏，老普打小澤，你我之間全

憑二字，「貪」與「恨」而已，貪你的土地，宰你的子民，即便是軍事大國的

俄羅斯，自己也傷了數十萬大軍，俄烏戰爭是惡的連鎖之代表作，吾人不難

明白。再說當下的川哥大總統，他的一句話，關稅大戰開打了，世界股市一

片慘綠，中加兩國直接對抗，美國恐怕也燒到自己，美國不一定再度偉大，

至少偉大之前也可能先來一次衰退，此即人世間惡的連鎖。其實，人與人之間，

國與國之間，沒有太多可爭可吵之處，人最後都是歸於死亡，國與國之間，領

導人也都會消失，山水依舊，廢墟依然，爭時面紅耳赤，亡時一坯黃土。一切

是考驗，看您怎麼辦！一切是考驗，看我怎麼辦！且看且聽，且看且走，眼前

的娑婆世界，果真是惡的連鎖勝過善的連鎖，季特教授一定很憂心。 

 

二、人性與人本 
 

一切學說，一切主義，都必有其原理，有其哲學基礎。就人類而言，人

文、人性、人道、人本，除去「人」，AI 有意義嗎？ 2025 年 3 月下旬，出席

兩岸高校 AI 與教育交流會，是此生廈門授課「最終回」之圓滿篇，憾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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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關係未克和緩，古稀教授心中祝禱世界和平，美國可以偉大，台灣可以榮

耀，格陵蘭可以發展，烏克蘭可以重建。人類諸事不能離開人道與人性，試

問沒有人本與人文，AI 再厲害，也沒什麼用的，事實上，AI 是「人」為它加

「工」才生成的「智慧」，如果人類不理它，它馬上變演成 BI(悲哀)，科技不

外人性，沒有人性，一切都是空談！ 

米賽斯在「經濟科學的最後基礎」大作中指出，「人性」是經濟科學的最

後基礎，的確，現階段生長在地球的一切生物，（外星人姑且不論），以人為

核心，以人為本位，當下還是無庸置疑的。 

人類不是聖賢，生下來即有分別心與對立意識，善惡、好壞、胖瘦，高

低、上下、美醜，不一而足。不過，人類可以競爭，也可以合作，以「諒解」

求生存可行，以「競爭」求生存也行，國與國不必以牙還牙，不過，觀察世

界人類發展史，流血比流汗多，此一現象說明「性惡」說主宰了人間的領袖，

「性善」說已然拋之腦後！也許夾在聖經裡頭。季特的連鎖，並不需要您撕

心掏肺，只需要人與人間能夠充分了解，彼此負責，此間有個分寸，「我不犯

人，人勿犯我」！儘管如此，觀察世界近百年之演進，「以牙還牙」，依舊是

大國行事的風格，即便是約翰勞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也見到「以牙還牙」

的想法，讓我一時無法充分理解，也許這是人世間的宿命吧！季特也提及，

善的連鎖比惡的連鎖少見，川普大帝的關稅政策，直直可以讓滿載的船舶不

敢出海，天啊！43 慘案啊！是精彩還是驚彩？且讓我們繼續看下去！一面欣

賞 AI 的傑作，一面觀看 B I 的情境。 

 

三、連鎖依舊令人期待 
 

聖賢之思維，一如季特與布爾碩亞，社會是一大連鎖，我們生下來對前

代人負有債務(至少是心理上有此由此想法)，任何人皆不宜逃避，可惜，當

下的世界，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非但無法實踐，反而是「相互討債」，

大欺小，強欺弱！完全沒有一絲絲契約學說的理念。 

在台灣，經濟學家不大提連鎖，以個人 50 年講授經濟學所見所聞，校園

知己少，半生缺乏研究連鎖的同好，我也不訝異，因為連鎖的確比不上投資

理財、股市漲跌停，吸引學生或社會大眾，唯一的例外恐怕是品豐大中華投

顧公司的蔡彰煌董事長，他多番在節目中(不下百次)提到「善的連鎖」蔡董

捐贈 22 輛富康巴士資助病患，造福全台灣 22 個縣市居民，此誠為台灣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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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之優質典範，亦是以說明存善念、做好事，依舊是不會孤獨的，不過，

亞當斯密的確曾經認定連鎖事實之存在，氏指出，出身低微的勞動者仰仗同

一時代的人或祖先之努力而享受更多。此外，自由學派巴士底亞、巴喜、居

約，大抵認同社會是一個連鎖網，人與人間可以相互依賴；連鎖甚至亦表現

於「競爭」之中，只要私利與公益能夠逐步調和，當是再理想不過了，不過，

現況總是比較令人掛礙。 

再者，連續主義的倫理，並非犧牲之倫理，也不是置己身利益於度外之

倫理。事實上，愛人如己，愛人也愛己，實質上也涵蓋對自身之愛在內，如

果每一個人皆顧全他人利益，則個人利益亦有保障。至若連鎖與慈善，常見

於各宗教的經典之中，季特指出，人間最崇高之愛，是「上帝」之愛或「祖

國」之愛，是故，每一個人愛自己的國家，每一個教友愛自己的上帝，是可

以理解與被接受的。慈善係片面之行動，被濟者與濟人者不必存在何等關係，

濟人者並不要求有所回報，如同佛教所言「無相布施」，充其量僅是一點或一

種道德滿足感。大抵言之，著相布施有福德，無相布施有功德，對人世間言

之，兩者皆是正向的善的連鎖。 

最後，我們談一下連鎖與資本主義，連鎖是一種人本的經濟思想，資本

主義是追求財富與「黃金」的物質主義，(諸君且看川普大帝上演中的關稅大

戲)，沒有資本主義之流弊，連鎖可以不必出世，連鎖之發揮，正可修正資本

主義之缺失或劣點。至少以互助合作替代自由競爭或過度競爭，此舉對世界

人類而言，是更富人性與理性的思維。他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本質與內

涵，恐怕不是連鎖學說所樂見的，我們就不用再提了。 

 

四、結 語 
 

連鎖主義、連鎖哲學、連鎖學說具足正向思維，真正懂的人不多，過去

百年，大環境並未給它太多發抒的機遇與力道，但是，我們並不灰心，真理，

它如同黑暗中的明燈，只要不熄電，它的光芒依舊，它的溫暖依然，著作世

界經濟發展秩序觀察之，川普、普丁、近平三位大大帶領的世界，總是在十

年之間，未來的世界，如果沒有三位的領導，地球還會繼續轉動，大安森林

公園的杜鵑花依舊盛開，資本主義存在，我們的連鎖主義跟著它！看著它！

只是我們殷切期盼「善的連鎖」處處開花，「惡的連鎖」早日睡著！此時此刻，

季特教授當知我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