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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富強與自由：嚴復與當代

中國自由主義的起源

黃克武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近年來我的研究主題是：從思想層面澄清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解，希

望藉此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

的進程，並思索其未來的命運。我所關懷的問

題包括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與英美主流的

自由主義有無差異？而如果有差異的話，這些

差異是如何產生的？他們是不自覺地將一些源

於傳統的觀念投射到西方思想之上，還是有意

識地企圖超越西方而創造一個適合國內情境的

一套理論？為解答上述的課題，我研究近代中

國自由主義之父－嚴復的自由思想，撰成《自

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

與批判》、〈嚴復的異性情緣與思想境界〉、

〈自由主義與二十世紀中國〉等作品。

在學術史上，拙著企圖修正哈佛大學Ben-

jamin Schwartz教授在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書之中對

嚴復思想的詮釋。我不同意Schwartz所謂在嚴

復思想之中個人自由是實現國家富強的手段，

而不具有終極的價值。拙著強調嚴復深受傳統

「成己成物」、「明德新民」等觀念的影響，

是在群己平衡的前提下強調個人的價值。這樣

的思想傾向顯示他一方面對西方自由思想有所

了解，也有所誤會，另一方面此一認識與他強

烈地肯定一個植根於傳統的自由社會之構想，

是交織在一起的。因此嚴復的自由理念是將儒

家理想和西方自由的觀念結合在一起，是思想

上的一個創見，這一創見也蘊含了對西方自由

主義的深刻批判。

具體而言，拙著指出嚴復的自由主義有三

個特點：一、追求富強；二、肯定自由、民主

與資本主義，但拒絕己重群輕的個人主義，並

強調己群並重；三、調適性的漸進改革。這三

者構成了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政治理論。因此嚴

復不但是一個翻譯者，更是一個具有創見並能

高瞻遠矚的思想家。

最近中外許多學者似乎越來越傾向於同意

嚴復的看法。誠如拙著所指出的，大約自1992

年以來，李澤厚、劉再復等人開始高唱「告別

革命」，主張重新反省二十世紀以來國人以徹

底改造的心態，追求激烈的、烏托邦式的革

命。在這種情況之下，近百年前堅持調適取向

的嚴復開始受到較多人的肯定。這些受到人們

肯定的理念是：中國仍然需要追求富強；調適

漸進的改革，並以威權統治作為過渡時代的權

宜措施；以繼往開來的精神結合中西文化；以

資本主義式的市場經濟追求經濟繁榮；肯定民

主，但是要避免金耀基所說的「西方的自由主

義」，或說要避免Thomas Metzger（墨子

刻）所說的「三個市場」，亦即主張將思想、

政治、經濟等三個市場競爭的範圍儘可能地擴

充。嚴復與梁啟超乃以一個新的面貌重現於二

十世紀的末葉，接受人們遲來的喝采。

然而嚴復以來中國自由自由主義者所面臨

的問題實際仍然存在：如何將調適取向與一個

制度化的、強調個人自由、達成國家富強的體

制結合在一起？這也涉及人類要如何平衡自由

與權威的永恆難題。誠如金耀基所述，中國難

以接受彌爾主義中「自由主義」的部分；然而

從另一方面來看，像嚴復所構思的沒有「自由

主義」的民主或許是不切實際的、自相矛盾

的。我們如何可能一方面強調以教育來培養有

道德感的公民，作為民主社會的基礎；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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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又希望能盡量減少受到主導教育工作之精英

分子的宰制，而避免專制的危險？

嚴復並沒有完全解決這些問題，但是他的

思想確實幫助後來的人們認識到它們的重要

性。當中國逐漸脫離二十世紀以來轉化取向所

造成的危機之時，嚴復、梁啟超的思想能幫助

我們思索：在中國文化的脈絡中，如何建立一

個不僅自由、富裕，也是文明與道德的理想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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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戶遷徙與民間合會之經濟分析

簡錦漢

本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人得獎的三篇論文中有兩篇是探討房屋

經濟的議題，另外一篇是關於台灣的非正式金

融體系。第一篇論文“Expected and Unex-

pected Residential Mobility”指出搬遷期望是

家戶遷徙過程的一個重要部份。一直以來房屋

經濟學者在研究家戶遷徙過程時，都忽視搬遷

期望的重要性。在現有文獻裡的研究甚少有體

認到搬遷是一過程，大部份學者都假設搬遷是

一個一蹴可幾的行為。基於此假設，他們在實

證研究上只以「有否搬遷」作為應變數，並以

一些家戶特性作為自變數。其實家戶遷徙是一

個暨複雜又冗長的過程。通常一個家戶搬遷的

動機不外乎(1)自身的情形有所變更（例如收

入、工作地點等）以導致現有居所不合理想，

或是(2)房屋市場發生變化（主要是在價格方

面）以致現有居所已非經濟上最合適的選擇。

這些改變（或這些改變的預期）出現後，家戶

會經歷一個搬遷意念形成期。強烈的搬遷意念

會造成搬遷的期望與計劃。如果在這過程中沒

有其它突然的事故，此搬遷期望與計劃會實現

成為搬遷行動。但如果在理念形成或計劃的過

程中出現一些突然的事故，本來的搬遷理念形

成或計劃可能會因此而有所改變。由以上的論

點觀之，現有文獻中的家戶搬遷實證研究都只

是縮減式(reduced form)的估計。本論文則將

家戶搬遷看作是一過程(process)並體認期望

(expectation)為其中一重要環節。相對於現有

文獻中的家戶搬遷實證模型，此模型是一結構

式(structural form)。

本論文利用此架構建立一計量模型，並應

用該模型於家戶搬遷的實證分析。

其實證的資料取自美國密支根大學(Uni-

versity of Michigan)的PSID長期追蹤調查。

但此計量模型在應用上面對一可行性的問題；

因為此模型在運算時需要處理多重積分的計

算，故此一般的數值運算方法都需要可觀的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