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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民 75 年）我在台南一中教書，暑假，史振鼎校長及校友會理事長葉英杰

率同幾位同仁到韓國大邱市，與慶尚高校（高中）締結姊妹校，我有幸同行在列。行

程中，除了舉行締約儀式，也參觀慶尚高校的校園設施及慶尚學園系統的大學、國中

、小學。另外，又參觀慶北高校、嶺南工專、嶺南大學，拜會當地教育局。之後，到

南部的釜山參觀古蹟。在參訪過程，有幾件事情讓人印象深刻，引人省思。 

在參訪嶺南大學博物館時，眾人發現到韓國前任（遭槍殺）總統朴正熙所寫的「

龍馬精神」大楷題辭。根據嶺南大學的校史資料，嶺南大學是朴正熙於 1967 年 12 月

16 日將原來的大邱大學及青丘大學合併而成立的。「龍馬精神」題辭即嶺南大學創校時

，朴正熙所頒贈的賀詞，用以勉勵嶺南大學師生。據嶺南大學導覽人員表示，朴正熙

計畫卸任總統後擔任嶺南大學校長。如今想來，「龍馬精神」似乎就是朴正熙的自我期

許，也是其生命歷程的微光投影。 

「龍馬精神」取義於《周易》的〈乾〉卦與〈震〉卦。在《周易》的卦形符號體

系，三畫的八卦（《周禮》稱經卦）被用來象徵各種自然、人、動物、身體、方位、季

節、事物屬性等自然事物與社會事物。在動物類，〈乾〉卦象徵「馬」，〈震〉卦象徵「

龍」；在自然界，〈乾〉卦象徵「天」，〈震〉卦象徵「雷」；在事物屬性上，〈乾〉卦象

徵「健」，〈震〉卦象徵「動」。而在《周易》六十四卦裡，〈乾〉卦除了卦體取「天」

                                                 
∗ 本文有關〈乾〉卦爻辭的解釋，係參考黃壽祺、張善文《周易譯註》（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 5 月）；〈震〉卦的論述參考陳炳元《易鑰》（臺北：弘道文化，民國 68 年 1 月）。 
 康雲山，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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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象；六個爻的爻辭則取「龍」為象。 

龍是中國古代神話中神奇剛健的動物，能飛天，也能潛水，所以〈乾〉卦的爻辭

取來象徵創造大自然之剛健陽氣的升降變化，並用來比喻君子之道有行有藏。因此，

從人事環境變化的情形觀其取義，初九爻辭「潛龍勿用」，是比喻有德而隱居的君子，

暫不施展才用；九二爻辭「見龍在田」，比喻立身中正，美德昭著的賢人，廣施無涯，

感化天下；九四爻辭「（龍）或躍在淵」，比喻君子要增進美德，營修功業，審時而進

；九五爻辭「飛龍在天」，比喻聖人奮起，大展雄才，天下大治；上九爻辭 

「亢龍有悔」，比喻剛進過甚，不久必衰；用九爻辭「見羣龍无首」，比喻越是剛

建，越有地位，越要不為先。 

總之，〈乾〉卦爻辭取「龍」為象，揭示了有才德的聖賢君子，蘊含「陽剛」氣質

，進德修業，精進不懈；審時進取，施展才德，建功立業的精神。 

至於〈乾〉卦取「馬」為基本象徵，則是在動物中，馬最能健行，可以日夜不眠

不休，而古人又稱八尺以上的馬為龍。所以，馬也像龍一樣，能表現剛健進取，自強

不息的性情。 

其次，說到〈震〉卦的取象，其卦象為陽氣在陰氣之下，陽氣上迫陰氣，破地而

出，天下為之震動，所以象徵「雷」的自然現象與「動」的性質。而龍是陽物，出生

於陰地，與〈震〉卦卦畫相類。所以〈震〉卦於動物類象徵「龍」，先儒稱震為雷龍之

火。從以上的析論可知，「龍馬精神」是意志剛健，有為有守，積極進德修業，奮發不

懈，展現才德，利益天下的精神。 

朴正熙是韓國第 5~9 任總統，任期從 1961 年 5 月 16 日至 1979 年 10 月 26 日遇刺

身亡為止，獨裁統治長達 18 年之久。在當總統之前的經歷與當總統期間的作為，若以

其「龍馬精神」題辭來加以觀照，其中頗有值得尋思之處。 

朴正熙於 1917 年 11 月 14 日，在韓國慶尚北道的善山郡龜尾市出生，兄弟姊妹共

七人，自幼家境貧寒。1932 年考入大邱師範學校，畢業後任教小學兩三年。1940 年，

日本控制下的滿洲國軍官學校在朝鮮招生，朴正熙以日本姓名高木正雄考進奉天市（

今瀋陽市）滿州軍官學校就讀，兩年的預科學習結束後，1942 年去東京日本陸軍士官

學校攻讀本科，1944 年畢業後，到齊齊哈爾關東軍六三五部隊擔任見習軍官。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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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分配到熱河省滿州國軍第八團任少尉，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46 年 5 月，朴正熙以難民身分回到朝鮮。同年 9 月，考入位在漢城（今首爾市

）的「軍事英語學校」，成為韓國自己培養的第一批軍官。之後，朴正熙即在軍中任職

。1953 年晉升為准將並留學美國陸軍砲兵學校，返回韓國後被任命為砲兵學校校長。

從上述經歷來看，朴正熙成長於貧困的家庭，上進心非常強烈，積極攻讀師範學校及

日本、韓國、美國的軍校，力爭上游，終於晉身要職，不可不謂表現了「龍馬精神」。 

朴正熙後於 1961 年 5 月 16 日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掌握政權，進行一

連串的鬥爭，清除所有威脅他統治的政敵。1963 年朴正熙參選第 5 屆總統選舉獲勝，

之後以各種不符民主的手段連任 6、7、8、9 屆總統，獨裁統治韓國 18 年之久。 

統治期間，力謀韓國經濟發展，締造「漢江奇蹟」，帶領韓國擺脫貧困。觀乎朴正

熙在總統任內，除了經濟發展的成就，又大力整肅政風；開展社會運動，掃除文盲；

整治農漁村的高利貸現象，改革貨幣，開發閒置土地等，奠定韓國現代化的基礎；主

導「新村運動」，將農漁村的茅草屋改建成磚瓦房；興建京釜高速公路，改善物流； 

建設「龜尾工業園區」，創造可觀的出口外匯。這些令人稱道的成果，堪稱「龍馬

精神」的具體展現。 

然而，〈乾〉卦〈大象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說明龍馬精神是要

與時俱進，不停的自我精進、超越，具有倫理的意涵。而稽考朴正熙一生行事經歷，

除了正面的表現，不乏負面的作為。他推翻民選政府，破壞民主政治。掌權後，實施

獨裁統治，限制個人自由，壓制民主的發展；擴大中央情報局，綁架金大中；制定新

憲法，賦予他廣泛的權力，連任五屆總統；發展工業，以鞏固其力；推展新村運動，

藉此控制韓國人，種種作為，在在違逆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時代潮流，不符興

時俱進，自我精進、超越的「龍馬精神」，最後竟死於親信的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