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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專書心得寫作 

一、 前言 

唐太宗曾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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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是現實的投射，歷史是

現實的紀錄，欣賞一本小說不只可沉浸於作家麾下奇妙自如的

世界，更可反思箇中情節於現實上，猶如至聖先師孔子所言: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在學習上應要觸類旁通，

舉一反三，靈活思考所習得的知識，在研讀過往的歷史時，也

應借鑑在現今的生活中，以史事為警惕，避免重蹈覆轍那些失

敗的過往，效法古代賢能為榜樣，好學深思使他們被人推崇的

理由，從此書的段落切入，更可以深刻印證中國古代的官場政

治文化並且在融會貫通後，應用於解決現實的問題上，學習至

此才是屬於自己的真學問。 

二、 段落分享與思考 

本書作者對於西遊記裡的情節了解的十分透澈，並可推理

印證至中國古代的官場政治文化，評論的可謂鞭辟入裡，此處

便擷取幾段來分享。 

（一） 菩薩與妖精 

人乎神乎，神乎人乎，人和神的社會都以一個「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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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王寇懸於成敗，成敗決於力

之大小。王莽以外戚而篡帝位，楊堅以外公而奪取外甥之天

下，平平都是篡位奪權之輩，為何後人給予的評價有如天壤

之別呢?這就又要回歸前面所說的「力」了，新莽後雖推行諸

多改革，但大多只是一昧地盲循不合時宜的古制，沒有明確

的解決現有的問題，而且朝令夕改，用人不當，雖有一番野

心，但終究因為能力不足而失敗了，反而楊堅結束了三百多

年來五胡亂華的紛亂時代，使分裂的中國合而為一，他們的

能力不同，故他們所受的評價不同。 

反觀神仙社會也是亦然，且其法力大小不但可以決定身

分地位，且又可以決定生命長短，一旦劫運來臨之時，若法

力不足以對抗，則會落得灰飛煙滅化為虛幻的下場，而玉皇

大帝能夠統領群雄，據如來說:「自幼修持，苦歷過一千七百

五十劫，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即是其法力強大無邊無

際，故能享盡天界的一切榮華富貴，力大者享盡一切，為仙

為佛；力小者不肯屈居山洞，則墮落為妖魔，菩薩妖精，總

是一念，這個念頭從而發生呢?總歸一詞「慾望」，力小者享

用不到仙界珍品，全為法力大者所占，於是他們只能另想辦

法，傳說唐僧十世修行，食其骨肉便可以長生不老，於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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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小仙按耐不住需曠日費時的練功，相率下界便為妖魔

去了，此情形有如文化大革命，也是為了慾望謀求翻身，不

循正道努力上進，反而對所謂的黑五類進行燒殺擄掠，謀財

害命，惡整了成千上萬人，造就了時代的悲劇。 

人生在世，其實所求的都相差無幾，都想一展抱負，飛

黃騰達，但切記勿走邪道，光明磊落的發憤圖強是唯一選擇，

菩薩妖精總在一念之間，你的思想會決定你是什麼人。 

（二） 太白金星的姑息政策 

姑息主義是一種外交政策，通過對侵略擴張勢力作出政

治或物質讓步，以避免戰爭衝突。這術語最常指內維爾·張伯

倫在 1935–1939年間對納粹德國和義大利的外交政策；而當

孫行者大鬧龍宮地府之後，也是太白金星為了招降安撫他所

以提議授予其大小官職，兩者的目的都是安定其不懷好意之

心，讓世間得一時清淨，可悲的是結局也是相同的都沒有用

處，歷史上的諸多事件已經證明了對囂張狂妄之輩若只會一

昧容忍，卻不加以防患，將導致無以復加的災厄發生，正所

謂對壞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慘忍，無限度的寬容只是放縱，

政府的權威及聲望及是用「力」維持的，不能依靠單方面的

恩情，委曲求全只會招致恃強凌弱之輩的蔑視，反觀現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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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是如此，常聽到學校及父母對霸凌者只會大事化小，小

事化無，反而使囂張跋扈之人更加有恃無恐，更甚而要求被

霸凌者容忍寬恕，只會姑息不但不能起制約的作用，反而會

引發更嚴重的事端，許多歷史故事可為殷鑑。 

（三） 唐太宗還魂延壽二十年 

在法治國家，法官審判案件，必須根據法律，即以法律

條文為大前提，具體事實為小前提，依此求出結論的判決，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人在世時受政府

統治，下黃泉後被陰府統治，「閻王注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

四更」，但陰司比之人世也無不同，前門法令森嚴，後門例外

頗多以寬待權貴，唐太宗還魂一事猶可為證，可至陰間當判

官者想必平日為人公正，現竟因魏徵看顧其後人，不惜偽造

公文，以私報公，十殿閻王受其欺詐亦不自覺，官官相護，

徇私舞弊，陰間又何遜於陽世?而華國幾千年來相關事件也是

層出不窮，當權的知法枉法，這是華國政治一直以來的黑暗

現象，法律不能進步，權利受不到保護，小說是現實的投射，

由此可知原因是為何。 

在國外的人民對於自身的權利十分重視，若有人想侵害

他們便會依靠鬥爭去爭取自身應有的一切，有這精神於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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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爭取民主，在國外可競爭霸權，回顧華人社會呢?數千年來

受了專制政治的壓迫，決大多數人依然不敢站出來捍衛自己

的權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放至現今來看也是如此。 

（四） 孫行者與緊箍兒 

作者薩先生文揭「孫行者」與「緊箍兒」兩個核心思想

面向，並強調孫行者稱為力之象徵，加上意志，將擬化為政

府；緊箍兒則為束縛權利之表徵，附於實質，將名為法律。

政府必須與法律相互配合，論政治，必須精法律懂政府，否

則政治制度不外命令與服從的強制關係罷了，權利一方有命

令的人，他方有服從的人，命令的人得依自主的意志強制命

令服從的人作為或不作為。依照自我主張利用呪語加以控制

神通廣大之人，做出各種傷天枉法之事，實為滿足他個人利

益之野心思想。然反觀海峽的一邊至今，屢試不爽政治手段，

弄得民窮財困、國勢陵夷，依周，管仲，《管子，治國第四十

八》「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 

（五） 孫行者勸唐僧收起善心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人主

對己，固然是要以道德自勉之，對他人卻不能單單用道德勉

勵。教如何做人應以道德修身，作為一國元首所恃以治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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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不是道理而是法律；換而言之，道德是律己的，法律是

律人的。法律又是社會型態、全體人民眾多意識形態集結而

成所期許的未來與期待。 

就吾本身承辦公務過程中常有發現，某項業務與民眾息

息相關的案件，例如涉及繼承、買賣、贈與等事務，因對方

的可憐、哀求就會陷入兩難的取捨，徒善不足以為政，小善

足以誤國，但因社會變動迅速，社會架構變化、家庭型態多

元，然許多不合時宜的法令依據就像鎖鏈一般禁錮民眾，心

想透過法制程序修改法令依據，又要符合法理不能僅憑道德

為標準，才能使法律更貼近人民的權益。 

（六） 蓮花洞二魔念起咒語就可使喚山神土地 

本篇作者引西遊記小說暗涉現實社會最為濃厚的一個篇

章，將小說中所描寫的山神、土地遂表現為老耄無能之輩或

是卑鄙齷齪之徒。慣於聽命，一旦遇到妖魔念起呪語，而認

為是天子綸音，奉命行事。 

在我國官階制度雖有高低區分之別，但官吏的地位都是

獨立的，其執行職務都是依據一條條法律的。下屬必須奉行

長官的命令。然而其實不是因為命令出之於長官，而是因為

長官乃依法發布命令，下屬奉行辦理；命令內容又無違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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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而可以視為國家的命令。 

（七） 如意真仙不許孫行者白手來取落胎泉的水 

法國的人權宣言第十七條云：「所有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

權利，非依法律，且係公共利益所要求，並給予以適當賠償

者，不得侵害之。」這類型條文不是針對於人民保護個人的

所有權，而是對政府保護人民的所有權，使政府不得侵害人

民的所有權。 

本書此段給吾人留下深刻看待，尤其是對所有權的見解，

所有權區分為上級所有權與下級所有權。上級所有權屬於全

體人民；下級所有權得由人民依法取得。而上級所有權應指

導下級所有權，所擁有的下級所有權必須在上級所有權之限

制下行使，即由上向下行使，亦可達成所有權的社會化。 

（八） 比邱國國王要取小兒心肝為藥引子 

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台灣人傳

統上愛好和平、人情味，甚少主動有排斥其他文化情事，而

如孟子所說，「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

雖我國政府並不像古代皇帝能行使極大權力，導致產生暴君、

暴政，然政府的所有權是屬於人民，人民對於政府，也可以

使用、可以收益、可以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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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先生利用西遊記的材料，研究吾國古代的政治現象與

政治思想。比邱國國王要取小兒心肝為藥引子，世上殘酷之

事莫此為甚。吾國古代歷史不斷發生暴君，欲用法律拘束君

主，而關於法律如何制定，卻又有主張而無辦法。希望總在

晦味之中誕生，透過良性溝通及理性思考，對臺灣應有信心，

有機會開創民主新局。 

（九） 阿儺伽葉向唐僧討取賄賂 

專書此段，亦是西遊記中最精采的片段之一，記所提阿

儺、伽葉二位尊者竟對唐僧說：「聖僧東土到此，有些什麼人

事送我們，快拿出來，好傳經與你去。」因不曾備得人事，

阿儺、伽葉就將無字天書交給唐僧。就研究歷史，又可知道

創業之主雖然望治之心甚切，而對於貪墨之臣，又往往認為

可靠，而願寄以腹心之任。依《史記》卷七十三〈王翦傳〉

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

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我們知道王翦所請田地乃

求之於始皇，非取之於百姓，以好貨為手段，晦跡晦光，而

不是以好貨為目的。可知貪汙已被視為理所當然。反觀現代

社會制度亦是如此，必須隨時代背景變化，將我們的制度隨

著改變，時刻關注周遭情況，與時俱進，進行改革，方可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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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完善。 

三、 結語 

所謂「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

遷革，以至于死，其間初無停息，舉世皆然也。」作為現代公

務體系的一員，長期謹慎守紀照章行事的結果，很容易在日復

一日的工作日常中迷失價值。也意味著把公務員比喻成心猿，

而究竟修煉到什麼份上才算圓滿呢？萬物皆空，唯心所致，唯

其空，便能包容萬物。心猿就是要修到這個空字，所以這心猿

目標就叫悟空；相對的，在七情六慾，饞嘴滑舌貪淫好色面前。

所以鍛鍊這隻豬需要持戒，故名八戒。然慾望並非一無是處，

要懂得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所以這隻豬的目標是悟一個能字。

有時隨意志有時因情緒，在這矛盾之刻，要先讓自己不能太鬧

騰，要悟一個靜字。 

言而總之，除需瞭解自己外，終究脫離不了世俗的框架和

價值判斷，不論對與錯還摻雜了社會的認定準則，決定行為的

法則，不是理性而是意志及感覺決定我們的本質，專書引出我

面對政府、政治甚至自己人生的新思路，如何肯定我存在的價

值，讓我正面思考、勇於任職，適當規劃我的將來，把理念化

為可能，實際付諸行動，放開心胸期待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