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夢－

「分工」與「分權」的社會

司馬觀

我們不贊成擁有鉅大財富的人出任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並不

是因為他們必定會圖利自己，而是因為「金錢」已帶給他們太多的

權力和威望。

我們也不贊成高級軍事將領轉任黨政首長；不是因為他們沒有

能力，而是因為「軍事權威」與「政冶權力」的結合，將是無人可

以抵擋的一股力量。我們不能冒險。

我們反對傑出的演藝人員和掌握傳播媒體的人從事政冶活動；

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力，而是因為他們的介入將使「權

力的競逐者」喪失共同而平等的立足點，因為他們擁有最多的機會

「推銷」自己和自己的理念。

我們也反對政府延攬傑出的學術研究者或大學教授出任行政首

長；並不是因為學者不該貢獻心力和智慧於公眾事務，而是因為「學

官兩棲」或「學優則仕」的風氣一成，超越於政冶權力之外的「學



術威權」便不易建立，「學優者」也不易滿足於或樂於追求在學術

領域的成就和榮耀。

我們也不希望在任何行業中有所成就的人轉念於政冶；並不是

因為他們在政冶領域中必然會失敗；而是因為他們將使其「本業」

流失優秀的人才，其本身的技藝也無法登峰造極。

我們已有太多的社會菁英投身政壇，我們不希望台灣社會只有

一流的政冶家而沒有一流的學者、企業家、詩人、和工人。我們希

望每個人都能衡量自己的才華和性情，慎選自己終身的志業，以「專

業」的精神，追求該行業最為極致的成就和榮耀，大家分工合作，

共同締建一個一流的台灣社會。

我們也希望政冶權力和社會威權，不要集中於少數的個人身上，

尤其不要集中於掌管分配社會資源的政冶人物手中。我們希望每個

人都能滿足、也能享有某一特定領域內的特定威權，不貪求、不艷

羨其他人在其他領域所享有的聲名和權力。我們期盼每個人都能各

自擁有異質卻同值的名望和權力；不論性別、不論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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