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0 韓相震

23 同上，25。
24 同上，27。
25 同上，28–29。
26 同上，33。梁漱溟的觀點與毛澤東及其同志如此不同，以至於此後他受

到了嚴厲的批判和指責，參見毛澤東著：《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7 毛澤東:《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1964），113–115。
28 “在一社會中，其生產工具與生產工作有分屬於兩部分人的形勢 —— 部

分人據有生產工具，而生產工作乃委於另一部分人任之；此即所謂階級

對立的社會。如西洋中世紀時，土地都屬於貴族領主，至近代的工廠機

器又屬於資本家；而任生產工作之勞者，若農奴、若工人，均不得自有

其生產工具；遂造成剝削與被剝削的兩面。”梁漱溟：《鄉村建設理

論》，27。
29 梁漱溟著：《鄉村建設理論》，28。
30 Sang-Jin Han, “Citizens’ Movement in South Korea and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Antimo L. Farro and Henri Lustiger-Thaler (eds.), Reimagining Social Movements 
from Collectives to Individuals (Surrey: Ashgate, 2014), 143–158.

31 Young Ok Kim, 《從公開度的變化看燭光遊行中的女性政治主體》，載

於《韓國日報》2011年秋，41。
32 同上，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