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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與小國相處之道（上） 
● 黃煥堯

 

 

 

古人說:「小事大以智，大事小以德。」，他的意思就是指，小國在對待大國的時候

，必須以智慧的方式處理兩者的關係，大國在對待小國的時候，則必須用寬宏大量的

態度來贏得其歸心。這一點我們從歷史上的事件來做對照，確實有一定的道理存在。 

譬如說，春秋時代有所謂五霸之說，其中之一就是有名的晉文公，他的「攻原得

衛」事件。 

這事件起因於晉文公去征伐一個叫原的小國，他事先與攻原的部隊約定好，用一

個禮拜的時間把原拿下來，若是沒有辦法達到目標，就撤軍返回晉國。結果他將原國

的都城圍攻了一個禮拜，卻還是沒有辦法佔領這個城池，於是他就想把部隊撤回去，

這時有城內的間諜跑出來對晉文公說，其實攻勢再繼續個幾天原城就會崩潰瓦解了，

所以不必現在就馬上走人。結果晉文公的回答居然是，為了得到一個叫原的小國，讓

我失去自己的信用，我才不幹這種事。竟然就真的把晉軍撤走了。 

這件事情傳到之前被他圍困的原城之中，原國的居民聽到這樣的事情，紛紛表示

有這麼守誠信的君主，我們不去歸順他要去歸順誰?居然就舉國投降晉文公。然後此次

事件也被另外一個小國，衛國知道了，衛國的人民也同樣覺得，有如此誠信待人的君

主，我們也要一起去歸順他。結果是晉國一個大國因為統治者表現出對弱小國家的寬

厚態度，居然一下子就收服了兩個小國，使得晉國稱霸的勢力得到進一步的擴張，這

也可以說是春秋歷史上的一段佳話。其實這段歷史就很好的詮釋了，大國應該如何對

                                                


 黃煥堯，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歷史長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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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小國的典範事證， 

絕不像近代的西方帝國主義，在擴張勢力的過程中，那種唯利是圖的嘴臉。他們

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而這

幾句很勢利現實的話語，居然成為西方各國間辦理外交的主要原則，可以想見他們在

對待其他國家時，是如何地把利益看成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標準，所以到處宣揚這種為

了利益、不擇手段、不講道德、為所欲為的外交方式。就這一點來觀察，終究他們只

是在自作聰明、自我欺騙而已。因為其中的道理其實非常簡單，我們只要把這種所謂

的西方外交原則運用到個人關係的互動上，想想看除了天生笨蛋以外，有人會想要與

這等重利忘義的貨色發展良好的友誼或關係嗎？一個人現實、勢利到這種程度，連普

通做人的標準都達不到，說明了他不是短視近利就是蠢到把別人都當傻瓜，在一般人

的眼中看來，此一類人根本就不是可以好好交往互動的對象，因為誰能容忍自己身邊

老待著一個為了利益，可以出賣任何人的所謂朋友。這也就是為甚麼西方國家在與第

三世界的殖民關係結束以後，真正與前殖民母國還保持著良好關係的開發中國家，為

數其實不多，就是肇因於此種具有西方特色的外交態度。所以前面所說晉文公攻原得

衛，此一事件與西方傳統辦外交的手腕就形成一個很鮮明的對照，孰優孰劣，高下立

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