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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COVID-19肆虐全球之際，人們普遍渴望強而有力的防疫措施與執行力，此時也就是

要賦予政府更多的權力，並對人民的行動自由有更多的限制。這似乎是對民主社會的

一種隱形的變形與威脅，而某些國家其人民對政府政策如戴口罩之反應，也說明此中

對自由的堅持。

 

　勞思光先生是當代大哲，本書是其早年的著作，也是當代新儒家對西方自由主義、

歷史哲學思潮的一種回應。本書分為政治社會哲學與歷史文化哲學二部分，在歷史哲

學部分，勞先生指出，如果我們將歷史視為是「命定的動程」，則人類的文化活動即

是無意義的。但是事實上我們也找不出支持歷史做為「有自主性動程」的充分理由

，因為歷史並非人類所能完全掌握。因此，我們要在某種條件下肯定歷史的自主性

，也就是要先肯定人的自覺性，肯定此自覺性所建立的文化成果。由於歷史非人所能

完全決定，因此它並非有完全的自主性；歷史因為有人的自覺性的參與，因此它有自

由與創生的可能。這裡就為人類的文化，提供了成立的基礎。

 

　在此基礎上，勞先生對海耶克個體主義的反省，便能與其歷史哲學相呼應。個體並

非絕對自由，也非全知。真正的個體主義一方面尊重個體的獨立性與自由，另一方面

則強調社會自律、自發性的功能，也就是強調人與人之間行為的互動性，而這種互動

性的規範與默契，就是風俗文化。國家只能規範極為有限的權利義務關係與行為，而

絕大多數的行為、態度，都是經由社會風俗習慣所形成。風俗習慣並非是某人、某群

人或某個政府的設計產品，而是歷史文化長期自發性發展的結果。缺少文化風俗，人

將處在一種個別的、孤立的原子狀態，無法成為真正的社會。這裡也就呼應了歷史的



創生，也呼應了人民對政府施政的保留。而民主、自由與文化創生，其實是三位一體

，缺一不可的，值得後疫情時代的我們再三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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