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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是一全面的實踐性思維，其思想根源是明代王陽明知行合一、劉宗周的氣哲學和慎獨

實踐，還有清初王船山的歷史哲學，「勢之必然處見理」之理勢觀，到革命時毛澤東依實踐思維提

出《實踐論》與《矛盾論》之思路，吸納馬克思辯証法，由實踐步步打開局面，而革命成功，到如

今新時代深闊發展，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向，找到新的矛盾，研究新的實踐規律，由之提

出新方略，新全球視野，新未來階段。

中國發展至今天已達初步成功，可以說是既不忘初心，承接古今傳統，又開創未來，打開國內

外發展路向。融會古今中外之價值，加以創造轉化，掌握全球和歷史大勢，在實踐中走出平衡各方

的大決策。

反思中國至今的成功發展，有些其它發展中的國家未有的因素，其中之一是「全國一盤棋」，

統合國內不同地區，使中國先進與落後地區能互補互助。

一九九四年我開始回中國交流，尋找海外華人貢獻祖國之路，那時中國仍是貧窮落後，沿海剛

開始發展，我經過七年從大城市到山區農村觀察，中國可分四世界，第一世界是沿海大城市及特區

城市，十分繁榮。第二世界是內陸二線大城市，經濟開始起步。第三世界是小鎮城，經濟活躍但未

有建設。第四世界是山區農村，仍是極度貧困。

當時對中國第三、四世界的困難十分焦急，因我在香港經過城市由落後走到成功的過程，我知

中國某些地區能發達是會同樣成功的。但中國有廣大的落後區及人口，就不易改進。

我們海外華人只能盡點綿力，我在海外呼籲華人，在中國發展生死存亡之秋，大家傾全力參與

支持中國的發展。先是全力救文化，在各大學資助中西學術交流，提高中國文化的國際視野，將傳

統價值創造轉化，成為新時代的新文化，故我們機構叫「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此外是教育下一代，因見在貧困地區很多孩子未有機會受教育，很多在初中後就出城打工，下

一代無好教育就難有前途，故我們建立團隊，捐助農村貧困下一代得到教育，我們不單幫助金錢，

更重身體力行地實踐無條件的愛，用愛心建立學生道德品格。能做多少就多少。

但二十多年親見農村山區成功轉化，能不斷提高生活水平。在廣西與雲南已有十多年上山下

鄉，進到很多偏遠的特貧縣，更入山區農村探訪貧困學生，見到公路系統改進，縣城日漸繁榮，特

貧學生在營養與所穿的衣鞋上，有重大改進。細思其原因在，中國四個世界是在互動互助。不是第

一、二世界去掠奪第三、四世界。

鄧小平改革要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就成功建立中國內的第一世界，而後從均衡原則，先帶動

第二世界成功改進，而終至第三、四個世界改進。

根據上世紀初意大利經濟與社會學家帕累托(pareto)的帕累托最優法則(Pareto Optimality，或

Pareto Efficiency)，以資源配置的改進，是使整體中的部份先改進，當一群固定的人，可分配一資

源，從一種分配狀態，轉變向另一狀態，最優的配置，是在沒有使任何參與者處境變壞的前提下，

至少使一參與者變得更好。只要一個改進開始，一些人改善境況，社會福利總量能上升，結果將帶

動整體，逐步從均衡發展，而使各方得改善。

他也提出帕累托法則(Pareto Pronciple)，從數學測量努力與報酬的不平衡，提出80/20的基準

線，認為百分之二十的投入和努力，可產生百分之八十的產出與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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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應用這理論，去解釋中國的成功，指出中國能達至一加一大於二，先是

中國特區發展，到沿海到浦東，是以中國百分之二十地區，創造了百分之八十財富，再用這百分

之八十財富開發中西部，帶動另外百分之八十地區進步。這就是柏累托的最優法則(參考《中國震

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在外國是第一世界國家掠奪第三世界，在中國同具四個世界，在一個高效能政府下，通過「全

國一盤棋」而使四世畀互通，互動，互助，而達至成功。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在於

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1]。

全國一盤棋是一整體策劃，只要政府有高組織力，又能有效對付腐敗，則可帶來均衡發展。

當百分之二十地區發達，即可調動其資源流向落後地區，使其增長。而落後地區又提供龐大人力資

源，供發達區發展。

其間一段時間形成貧富不均，產生留守兒童、流動兒童等困難，這是我們扶貧助學時所見的。

但十多年來下鄉，見到中國不斷在修公路和鐵路，早期去貧困地區須坐九小時車，幾年後是七小

時，後是四小時，至今高速公路已到附近了。在近幾年發展到整體有良好基礎時，政府即可調動資

源，推動城鎮化，將發達地區資金流入第三和第四世界，使之繁榮起來。

再加上精準扶貧，企業善用農村資源，改進農村收入等，至今即使第四世界也安定下來。二○

一三年中國中產階層人數達四點二一億人[2]。二○一三年蓋茨在博鰲論壇指出中國三十年內六億人

脫貧，二十年內農民收入增十五倍[3]。這些發展是我在參與農村多年親眼所見，我們資助過的貧困

地區，不但見其改善，且經濟已繁榮起來。我們助學幫助過的艱苦孩子，十多年後，都成為社會中

層人士，至今我們團隊的人都已到不惑及耳順之年，每年探訪新的貧困學生時，從前的同學都在不

同城市趕來與當年助學叔叔阿姨團聚，請我們吃飯。這是海內外中國人的一種人間親情。

我年青時曾參與第三世界救援工作，可惜至今當年所去的貧困國家沒有大改進。只有中國在

二十多年之內，成功使落後地區更新，是因其有決心克服腐敗，又集人才作全國理性規劃，在二、

三十年艱苦奮鬥而達成果。

新時代已來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正逐步實現，作為中國人是很欣慰的，但仍面對一些困

難，體制仍有很多要改進。反思今日中國盛世中，仍隱伏三潛在困難：

1.公平：雖然貧困問題已漸改善，但社會仍是貧富懸殊，政府須大力對付新興權貴，不得貧腐

及操控剝奪資源，若能理順民怨，監督貪腐，打開弱勢群體上升之機會，這潛伏社會不平的困境將

必化解。

2.人權：地方小執法人員，如城管或公安，執法時常會濫權壓小民，不理人民尊嚴，形成民

怨，潛伏平民對政府不滿的可能性。政府須訓練基層執法人員，有人權的基本知識，尊重草根大眾

的尊嚴，執法時有基本尊重與禮貌，使平民心服。

3.文化：仍缺乏統一而健康的文化，中國新時代的倫理、道德及價值精神仍未建立，社會心態

普遍是唯利是圖，未重視中國文化對人性中仁愛和良知的肯定，在文化自信的追求中，中國須發展

深度而普遍被人接受的精神價值，使人心自覺向上，不走向貪婪腐敗。這潛伏文化潰敗的危機。

克服這些困難，我多年仍是堅持以無條件的愛對中國，多年來座右鉻一為「愛是恆久的忍

耐」，二為「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中國發展中仍有很多不完滿的事，我們恆久忍耐，以愛來參

與、服侍、尋求改進，我們來中國是學習服侍人，不是受人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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