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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學模型論述太平盛世君臣之義

陳博彥

摘要: 歷史事件在社會科學中多以定性陳述紀事為主, 然而既屬一門科學, 自有科學

方式來進行定量轉譯論述。 本文即首度嘗試針對古代君臣關係以生態數學原理

(Lotka-Volterra (L-V) 模型) 來轉譯推演其富含哲學意義之君臣倫理關係, 更於

相平面分析演化趨勢上, 結論出 「君臣同心」 天下共治實為全民共享太平之本源。 然

而在君權至上的年代裡, 君王若先天心有道德上之背負者, 卻反可成為其積極努力成

為信任臣民且善待百姓成就明君之可能條件。 反之, 君王猜忌多疑實可能是造成國力

內耗之始作俑者。 儘管臣子或有貳心, 但是模型指出, 君王持有 「用人不疑, 疑人不

用」 之心來全權委任賢能治國者, 極可能是構成太平盛世之基本要件。 古代君臣之義

的道理, 換作現今世代而言, 亦可論及師生關係、 勞資關係、 朋友道義、 血緣親情等

關係上。 其中道理皆可以 L-V 模型來予以表徵, 此文即是以此君臣之義的 「歷史數

學」 作為拋磚引玉之比較說明案例。

壹、 引言

先前 《以數學模型來詮釋 「利他主義」 的真諦》 一文 [1], 就利他主義的核心價值—「道德

本體應有幫助他人之義務」 為基本假設, 建立數學模型來進行量化分析。 在此延續先前概念來

廣義推論到歷史發生之事件上, 是否亦可如此用來進行評價量化分析。 在此先設定一些假說以

建立數學模型, 並修正 Lotka-Volterra (L-V) 競爭模型 [2-5] 來探討太平盛世君臣之間互動

關係的歷史現象, 其模型可表為以下之關係式 (1) 及 (2):

dN1

dt
= r1N1

(K1 −N1 − α12N2

K1

)

= f(N1, N2), (1)

dN2

dt
= r2N2

(K2 −N2 − α21N1

K2

)

= h(N1, N2), (2)

其中 ri 為 i 方資源獲取速率 (specific resource encounter rate), αij 表 j 方對 i 方構成之

相對資源競爭壓力 (或威脅) 係數 (competitive coefficient for resource)。 Ki 設定為 i 方在

考慮的系統中可取得之最大資源 (maximal encounter capacity of resource)。 假若古代君主

擁有權限及資源設定為 N2, 於天下萬物皆以皇家為尊主之朝堂上,臣子其擁有權責及資源設為

98



✐

✐

“C47N47” — 2023/12/8 — 23:18 — page 99 — #2
✐

✐

✐

✐

✐

✐

以數學模型論述太平盛世君臣之義 99

N1。 即便是姜太公 《六韜》〈文師第一〉中曾有道: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同天

下之利者則得天下, 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 此種哲學式的定性陳述實頗令人尋味。 但是為能

解說其中奧妙之交互作用關係, 以下針對此種社會科學現象對應量化轉譯成君臣模型及反應科

學現實之機制來進行細部定義及推演、 歸納。

貳、 建構反應機構及對應之數學模型

舉凡具有物理或相關專業意義之數學模型, 其背後自當有反映出現實存在問題之反應機構

來支持, 此點即是解決實際問題的基本動機及想定, 歷史事件亦應當此理來體現。 基於此, 針對

臣子 (N1) 與君主 (N2) 間互動關係, 再就臣與君雙方分別對應之執掌權柄擁有資源權力 (亦

即 S1 與 S2) (注: 理論上, 君主之資源可大至寰宇天下, 小至萬民生物。 資源 S2 自然相對地

遠大過於臣子自皇朝領受所賦予之權限資源 S1), 依據基本假設來推論出如下之反應機構:

(i) N1 + S1

k1
⇋
k
−1

[N1 − S1]
∗ k2→ αN1,

(ii) N1 +N2

k3
⇋
k
−3

[N1 −N2]
∗ k4→ βN1 +N2,

(iii) N2 + S2

k5
⇋
k
−5

[N2 − S2]
∗ k6→ ϕN2.

在此推導過程中, 預設想定狀態是 α > 1, β < 1 及 ϕ > 1, 亦即假設君臣皆是適得其所之稱

職能才, 但是君主卻心恐有功高蓋主的臣子疑慮, 壓抑臣子難以全力施展。 (例如: 年羹堯於擁

立雍正帝上位, 亦曾平定青海叛亂有功, 而曾官至撫遠大將軍 (β > 1)。 後因權傾一時, 而擁兵

自重, 目無法紀, 為雍正賜死 (β = 0)。) 其中方程式 (i) 表賢臣能吏有效依其職掌經營治理,更

可有效推廣其職掌業務 (亦即 α > 1)。 若是奸小為官主事, 不安其職, 實為亂政, 則國將式微

(亦即 α ≪ 1)。

方程式 (ii) 則表臣子與君主交互應對進退關係。 若君主仁德, 善待賢能臣工, 則發揮權柄有效

在位為國主事, 事半功倍 (即 β > 1), 但若君主多疑善妒, 苛求臣子, 君王重罰卻輕賞, 臣下輕

則招貶抑 (亦即 β < 1), 重則招致殺身之禍 (亦即 β = 0)。 事實上, 此步驟實為君臣關係中最

重要之 「速率決定步驟」。 (實質上言, 操縱自主權大多源自於君主端, 臣子端由於所處地位與權

限不平等對稱, 實處於極為被動狀態。)在最後 L-V 數學模型推演分析上看,更會發現君臣之義

之主導權柄, 猶在於隨時擁有生殺大權之至上皇權身上。

方程式 (iii) 則指出君主依據其權責治理之天下資源, 若知人善任, 各安其位, 發揮所長最大權

能, 則可大大擴展其國力版圖 (例如: 蒙元成吉思汗曾建立橫跨歐亞之龐大帝國 (ϕ ≫ 1))。 相

對地, 若不擅經營, 猶若 「敗家子」 為君主掌理天朝國家, 則實非全民之福。更甚者, 內起奸佞權

臣、 外有敵國外患, 國局紛亂、 兵凶戰危, 甚至亡國者, 則是 ϕ ≪ 1, 甚至是 ϕ → 0。

因此可就上述定義,若針對雙方在 「反應動力相」 來建構出如下君臣互動之 「反應速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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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 並假設滿足近似穩態 (Quasi-Steady State; QSS) 條件成立 (亦即幾乎可忽略高度激動

緊張狀態 [· · · ]∗ 存在累積項;
d[· · · ]∗

dt
≃ 0):

(A-1)
d[N1 − S1]

∗

dt
= k1N1S1 − (k−1 + k2)[N1 − S1]

∗ ≈ 0,

(A-2)
d[N1 −N2]

∗

dt
= k3N1N2 − (k−3 + k4)[N1 −N2]

∗ ≈ 0,

(A-3)
d[N2 − S2]

∗

dt
= k5N2S2 − (k−5 + k6)[N2 − S2]

∗ ≈ 0.

如此可推論出假想之 「高度激動緊張狀態」 [· · · ]∗ 存在項,儘管此緊張狀態在事件發生當下片刻

來看, 茲事體大, 但是對整個朝堂日理萬機諸事而言, 此項累積影響量亦自是甚微 (因為正常情

況, 只見雙方緊張狀態存在, 但甚快, 即可為至上皇權所壓制定局)。 因此可分別得出結果如下:

(B-1) [N1 − S1]
∗ =

k1N1S1

k−1 + k2
,

(B-2) [N1 −N2]
∗ =

k3N1N2

k−3 + k4
,

(B-3) [N2 − S2]
∗ =

k5N2S2

k−5 + k6
.

如此自反應方程式 (i) (ii) (iii), 可推得臣子方獲取資源速率方程式為

dN1

dt
= − k1N1S1 − (k−1 + αk2)[N1 − S1]

∗ − k3N1N2 + (k−3 + βk4)[N1 −N2]
∗

=
(α− 1)k1k2N1S1

k−1 + k2
+

(β − 1)k3k4N1N2

k−3 + k4
.

由於各臣工所管轄資源, 相對於己身可擁有資源而言, 實為過量 (in excess)。 因此可設定反應

過程中, S1 ≈ S10 (即耗損甚微, 幾乎不變)。 如此可得

(C-1)
dN1

dt
=

(α− 1)k1k2N1S10

k−1 + k2
+

(β − 1)k3k4N1N2

k−3 + k4
= AN1 −BN1N2.

相類似邏輯, 亦可推得君主方獲取資源速率方程式可為

dN2

dt
= − k3N1N2 − (k−3 + k4)[N1 −N2]

∗ − k5N2S2 + (k−5 + ϕk6)[N2 − S2]
∗

=
(ϕ− 1)k5k6N2S2

k−5 + k6
.

由於君王所治理管轄資源,即便是擁有全天下, 相對於己身可實質掌控擁有有限資源而言, 實為

過量甚多。 因此亦可設定反應過程中 S2 ≈ S20, 即耗損甚微, 幾乎可忽略不計。

(C-2)
dN2

dt
=

(ϕ− 1)k5k6N2S20

k−5 + k6
= C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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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考慮方程式 (1) 及 (2) 各方可取得之最大資源Ki (亦即簡化為 K1 ≫ N1 且 K2 ≫ N2)

之前提下, 則可綜合由方程式 (1) 及 (2) 與上述方程式 (C-1) 及 (C-2) 來推論比較得到

(D-1)
dN1

dt
=

(α− 1)k1k2S10

k−1 + k2
N1 +

(β − 1)k3k4
k−3 + k4

N1N2 = r1N1 −
r1α12

K1

N1N2

= AN1 − BN1N2,

(D-2)
dN2

dt
=

(ϕ− 1)k5k6S20

k−5 + k6
N2 = r2N2 = CN2.

由上述推演過程, 亦可看出生態學上兩物種關係 (像是競爭 (Competition)、 互利共生 (Mu-

tualism)、 片利共生 (Commensalism) 或是其他), 皆可由動力學參數 α, β 或是 ϕ 之調整來

得到。 同理在朝堂上君臣關係之呈現亦可如此做數量大小,甚至於是正負號調整,來確實反應實

際發生狀況, 以進行量化評估。

參、 相平面穩定點分析評估

針對臣子面對君權至上的主子關係, 儘管支配大多落於君主之主動權上, 臣子相對較為被

動, 但是仍可以相平面分析 (phase-plane analysis) 方式 [6] 來進行解析預測長程演化互動關

係之可能演變結局。 就如同先前以此分析方法來解析 「新冠清零」或是 「與疫共存」 [7] 一般。 事

實上, 在天子至上之天下前, 並不存在壓迫君主家族 「產業」 的臣子競爭壓力存在下(亦即假設

臣子會對君主具有取代或是弒君能力者, 在此不予考慮), 因此幾乎可假設 α21 趨近於零, 進而

可改寫簡化上述 L-V 方程式成為如下二微分方程式:

臣子方:
dN1

dt
= r1N1

(K1 −N1 − α12N2

K1

)

= f(N1, N2), (1)

君主方:
dN2

dt
≃ r2N2

(K2 −N2

K2

)

= g(N1, N2), (3)

(注: 若 (1) 及 (3) 引入 K1 ≫ N1 且 K2 ≫ N2 之條件, 即可得到 (D-1) 及 (D-2))。 此君

臣互動模型在生態數學上來看, 可對應歸類為 「偏害共存」 (Amensalism/Antagonism) 系統

(−, 0)。 前文 [1]已將針對滿足方程式 (1)及 (3)式皆為零之 4個平衡點 (equilibrium points)

分別求出, 並表為穩態 (steady states) SS1(0, 0), SS2(K1, 0), SS3(0, K2), SS4(K1 −

α12K2, K2) 決定出來, 可將針對其中由兩方程式 K1 − N1 − α12N2 = 0 及 K2 − N2 = 0

同時聯立得到之平衡點 SS4 (在此設定為君臣共治互利共存共享之平衡點) 以及 SS3(0, K2)

(此設定為君主獨佔中央攬權的平衡點)。 SS1(0, 0), SS2(K1, 0), 由於並非實際穩定存在之平

衡點, 在此不予列入進行分析考量。 首先對所討論之歷史事件來進行定義, 中國歷史中所謂之

「君臣共治」 代表的是君上將其權柄、 利益、 資源分配權釋放於賢臣能吏,使其發揮所長,盡其才

能地來營運治理全民福祉之天下。相對地, 所謂:「君主集權」, 在天子至上之君權年代下,設定為

獨佔擁有天下權柄、 利益、 資源盡皆為天子皇家所有, 臣民所得盡皆 「皇恩」 賜予。 在認知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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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主上即使賢能, 亦能力有限及分身乏術,更無以單獨面面俱到,日理萬機, 操盤全局。君主

中央集權, 甚至至高無上君權, 極可能失能, 而後滋生弊端。 此部分是否有理論模型基礎可以依

循推論? 在此以數學建模系統方程組 (1) (3) 來分析之。 再將此君臣關係以相平面圖解法來做

細部分析如下:

圖1: 臣子 (N1) 及君主 (N2) 交互作用關係之相平面分析圖, 其中 (i) 當 K2 > K1/α12 時,

君主獨霸專權的最終演化結局 SS3(0, K2), 天下所有權柄資源盡皆君主獨佔中央集權、君主極

權, 臣子已然無以制衡匹敵 (N2 wins)。 (ii) 當 K2 < K1/α12 時, 則君臣共治的最終演化結

局 SS4 (K1 − α12K2, K2) (N1, N2 coexist), 亦即君臣共治太平盛世提供有利的契機, 「用人

不疑, 疑人不用。」 君主釋放出其至高無上的權限、 資源分享於臣民, 來營造出達到賢臣能吏為

國治理效力的先決條件。 圖中箭頭所指為君臣相對資源權力互動向量時間動態趨勢走向。 君臣

關係圖上, 其實可看出臣子資源權力獲取 (紅色虛線) 的主控權全然取決於君主如何對待與君

主共事的臣子 (亦即君王明智地對 K1 進行調高及 α12 調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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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歷史數學分析

整體而言, 君臣共治抑或是君主極權之尺規, 實質上決定在於君主端是否主動將權限做合

情合理之最佳化釋放, 以達到最大效能之有效發揮 (在此想定為 「太平盛世」)。 此點在後續數學

分析論述中皆可清晰看出, 一個具有領導統御且位高權重之主子, 是否願意誠心延攬能者在其

位, 發揮其最大效能, 而非酬庸式的資源權力分配, 在一有為而治之國家治理上, 極其重要。 主

上針對臣子, 君權資源之釋放及權限壓力上鬆綁 (亦即 K2, α12 之適時合理之調降)。若臣子遇

到知人善任之明主, 自是肝腦塗地鞠躬盡瘁, 但是其先決條件是君主不生猜疑, 全然信任臣子,

且委以重任, 方得以形成協同加強合作之互動作用關係, 來營造成就建立太平盛世最大可能機

會及客觀條件。

在此引歷史上極為極端且突出之唐太宗及明成祖為案例, 由於登上帝王位時, 並非正統上

位, 分別已然背負道德上之 「原罪」 瑕疵 — 「殺兄弒弟」 及 「不認子侄」 之良心罪責, 在儒家

道統薰陶之社會氛圍裡, 自然在良心上形成揮之不去的枷鎖。 (注:《貞觀政要》 記載, 李世民於

貞觀年間數次欲查考 《起居注》, 為褚遂良所拒, 後房玄齡等為此加以刪減 《高祖》《今上實錄》

所載。 此事為後世學者指責。 但不論如何來看, 皆可見太宗一生心中糾結道德缺失之執念, 始終

揮之不去。 事實上, 就心理層次來看, 具高敏感度 「罪惡感」 之君王, 自是更加戒慎恐懼, 謹慎

行事, 時時刻刻鞭策提醒自己, 慎選人才為國所用, 盡可能彌補一生糾結難去的過錯, 以圖 「贖

罪」。) 往昔一往常態的君主極權或是中央集權,已然成為心中永難落實的不可能。即使心有君權

無限擴張之幻想, 迫於道德力量之約束與良心上之責備, 亦會選擇必須且必要地有效釋出其權

柄、 利益、 資源於臣子分享共事, 亦即 K2 會自然主動向下調整 (注: K2 向下些微調整, 即足

以使臣子資源權柄 K1 頗為放大的提升, 「如虎添翼」。), 釋出提供給臣子來有效提高其 K1 資

源及權力, 以避免君主本身若其君權一味伸張所造成的無形道德壓力及良心指責。相對地, 就更

必須慎選能臣, 放心大膽地讓所器重之臣子, 盡其所能來輔佐君上, 協同互動地報效朝廷, 以造

福天下。 亦即同時將君主限制臣子的阻礙效應 α12 值更有效地向下調整。 事實上, 此事之所以

始終如一地成為一種不變博弈法則, 就在於最後的底線評量上, 須知君主自知得位並非普天下

共識之正統傳承, 即使是釋出其君權於臣子最大的輸盤, 亦只是 「天下盡失」。 此時對最大輸盤

之 「一切歸零」 來看, 亦只是回到原點 — 「天下本來就並非自己在原本正統道德規範下, 所共

識當可擁有者」, 亦即最大輸盤亦回歸到無所損失般的自然而已。 如此一生背負包袱之君主真是

「天將降大任於斯“主”也, 必先苦其心志· · · 」, 才能締造出樁樁歷史上極富盛名的史話, 像是原

本事主於李建成, 卻於玄武門之變後, 未受株連殺害, 反而倍受重用, 還膽敢不諱直諫唐太宗兩

百餘次的魏徵。更有貞觀十七年閻立本繪 「凌烟閣二十四功臣」畫像, 以為太宗時時緬懷感念名

臣之歷來卓越功勳。 再者, 朱棣臣工大學士解縉編修收錄各種學科的文獻資料 《永樂大典》, 更

是不計血本, 重用七下西洋造訪二十餘國之三保太監鄭和, 北征蒙古 (五度親征漠北), 南平安

南, 以宣揚更勝洪武之大明國威。 反觀, 若是得位不正, 還欲一如往昔歷代君主施行其常見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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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屆時不論如何,史書上極可能只能落得一立位不正君主下場而遺臭萬年。所以可以推論或許

在君主一生中心中揮之不去的執念包袱: 「立位不正」, 時時鞭策驅動自己要盡其所能去洗雪那

儒家傳統道德上 「全民公敵之罪過」, 才一再 「叮嚀」 君王需時刻警醒, 務必設法 K2 及 α12 下

調, 甚至幾乎毫無底線的下修 (是以才有史上 「以人 (魏徵) 為鏡, 可以明得失」 之千古美談) 來

洗刷正名, 再加上此時君主會更用雪亮眼睛來選賢與能, 以交託釋出其權柄於賢臣能吏,讓他們

放手盡力為朝廷及自己做事, 而賜予他們擁有更多資源權力, 亦即有效提高 K1, 如此君臣關係

更加速被催化走向圖 1 (ii) 如此君臣共治成就德政盛世之機會之先決條件就大大提高 (亦即充

分地滿足 K2α12 ≪ K1 君臣共榮共治的必要條件),而發生圖 1 (i) K2α12 ≫ K1 之發生之必

要條件, 此時君主古代道德共識本有之專制皇權,讓臣子權力永遠無法制衡匹敵,最終演變為君

主獨裁專制極權之結果。 事實上, 此種條件之存在或許該說是人的貪婪 「本性」 使然, 才在大多

數歷史演進場景中屢屢發生。 上述推論或許可以如此說, 其實像貞觀之治及永樂盛世如此的太

平盛世之存在, 極可能有其君權難以無限擴張之先天抑制限制條件存在, 絕非偶然。 在社會學、

心理學及數學分析上來看, 實源自於自始即 「立位不正」 衍生出來的道德牽絆, 才能自我克制其

貪欲執念, 時時警醒自己務必撥反為正的擇善固執。自圖 1 (i) 及 (ii) 相互比較, 亦可看出在歷

史中君主專權或是臣下亂政、 外戚干政極有可能都是處於君主獨霸專權、 君上用人非才、 權力

無法釋懷、 心生猜疑等等所衍生結果。 事實上此點, 更可以反映歸納出不少存在事實, 歷史中一

再出現 「狡兔死, 走狗烹。 飛鳥盡, 良弓藏。 敵國破, 謀臣亡。」「木秀於林, 風必摧之。 功高蓋主,

禍必將至。」 的場景, 各種 「不可共富貴」 而誅殺功臣能士勇將的事件一再反覆出現於歷史舞台

上, 像是劉邦呂后, 誅殺功臣以立威來鞏固權勢。 又有朱元璋以 「洪武四大案」 來消滅威脅朝廷

之官吏,最最可惜的可能疑案— 心存猜疑的思宗崇禎賜死袁崇煥,是否是大明走向敗亡之最後

一根稻草等等。 或許該說 「陳橋兵變、 黃袍加身」 之宋太祖為達到中央集權, 以威脅利誘方式而

「杯酒釋兵權」 實是歷史上不行誅殺的一種 「仁政」 體現。 前述種種歸咎其中原因就在於君主不

願無怨無悔地釋出專有且至高無上的權柄利益讓於賢臣能吏, 使 K2α12 < K1 先決且必要之

條件時時成為可能, 來細水長流般地營造提供成就出君臣共治、 為天下臣民造福的太平社會的

可能氛圍。 儘管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但是可以自圖 1 清晰看出, 主宰天

下者卻有可能因為一個始終釋放不下君權執念的主子, 獨攬天下不放而盡失民心, 而且是確確

實實地失去 「天下人的天下」, 這或許可能用來解釋何以在歷史洪流中, 一再出現朝代興起、 覆

滅的可能成因之一。 或許亦可間接說明歷史中, 注重禮制謹守分寸之周朝可有八百餘年的國運

的原因。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 君王即使全然釋出權力於賢能來治理國家, 自圖 1 (i) (ii) 比

較可看出, 君主方最終演化結局亦是仍能回歸保有其原有最大權力資源 K2。 (注: 君主釋出其

相當豐富權柄資源 K2 之微量部分 (對君主而言, 實猶如九牛一毛般些微)於臣子權力資源, 即

可充填其權力資源 K1 之顯著提升治理效能, 造福天下黎民百姓)。 這有得有捨之間, 實際上君

主最終亦毫無所失 (君主權力資源 K2, 依然是 K2), 唯一差別在於釋出其獨有之至上君權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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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卻可換來 「君臣共治、 天下共享」 最大的整體全贏賽局利益實現 (臣子端是 K1 − α12K2,

而非 0)。 若幾乎毫無阻攔般全然放手, 來讓適任賢能臣子安其位、 理其事來治理國政, 其臣子

最大利益更可趨近於最大化之 K1 (亦即是 lim
α12→0

(K1 − α12K2) = K1)。 事實上, 此時君臣間

的合作博弈均衡最大值就是雙贏賽局 SS∞(K1, K2), 社會生態學上來看,亦即是兩不相干預之

君臣關係, 可得到之最大極限治理效能。 就生態數學觀點來看, 亦即此時之君臣關係由起始 「偏

害共存」(Amensalism/Antagonism; (−, 0)) 轉為 「無關共存」 (Neutralism; (0, 0))。 現今

君主立憲制度實似有如此之精神存在。 各司其職, 各安其位。 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 或許說李世

民與魏徵之間體現的君臣之義即是此最大極限治國效能之典範表徵 SS∞(K1, K2), 亦該說是

中國歷史中, 更或許可以說是古今中外最崇高美談且未曾為聯合國列入典藏之 「世界非物質文

化遺產」(或說是 「無形文化財」)。若能看清悟到此點, 或許 「可共患難, 不可共富貴」 的君主, 就

不會一再於歷史舞台上出現。這或許亦要說人本就是存有貪求本性執念存在,知易行難。 但是在

「君權天授」 的歲月中, 君主其實主導著國家朝代之興衰關鍵, 就在於其是否願意放下身段, 不

存猜疑地委用授權適任賢能來治理朝政。君主若時常懷疑臣子存有 「功高蓋主」 的猜忌心態, 其

實相當不利彼此恪守君臣義理分寸,來發揮國家治理上之最大效能,以體現天下太平的理念。誠

如 「陶朱公」 范蠡因心中早有盤算 (數學模型? 或是其他?), 深知越王句踐實乃 「可與共患難,

不可與同安樂」 之主子, 曾勸文種早早離開, 卻不聽, 終至 「鳥盡弓藏」 而死。 綜合以上, 其實針

對此種佔有慾甚重的主子, 在無資源條件下, 自然需要賢能為己共事, 來對外開疆闢土, 爭取資

源。(此時系統方程組 (1) 及 (3) 中之 N1, N2 分別代表的是共同對外爭取的利益資源及自身資

源利益), 此時自然是 「刀口一致對外」, 君臣彼此上下同心同德為對外爭取資源的共同集團。 但

是一旦立國後, 君主轉念視所有所得盡皆 「自己一人所有的天下」, 絕不容他人與己爭奪權力資

源 (亦即此文中所論述之臣、君兩方), 方產生矛盾的君臣關係。此現象之差異皆因面對 L-V 模

型所設立之資源及對象不同所致。 多疑君王所以會誅殺功臣之原罪, 實質上是天子以 「家天下」

概念來具體體現的不仁結果。 君臣之義最大的關鍵決定者實質上是君主是否有心來釋出其權柄

利益, 取得發揮國家機器之最大效能及開創天下黎民最大福祉之有利條件。在本文中, 此數學模

型確實可以具體結論此中哲理奧秘。

伍、 結論

就生態數學原理來判讀, 「君臣關係」 自始應歸類為 「偏害共存」 (Amensalism / Antag-

onism) 系統, 欲達到幾乎理想之太平盛世狀態, 所演變表徵出來的君臣互動關係, 會更趨於轉

為 「無關共存」 (Neutralism) 作用關係, 亦即達到 「各安其位, 各理其事, 互不干涉」 的狀態,

君王無疑地釋出其權責於適任臣吏時, 即讓臣工能放心去做, 且不應另加阻攔。 換言之, 在君臣

之義上, 君王若要扮演太平盛世之主角推手, 即需 「無所為而治」, 且用人不疑地讓賢臣能吏更

「大有所為而理」, 如此方足以具備太平盛世最大可能發生機會之先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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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誤表 (1)

第 43 卷第 1 期 (169號), 2 頁 Line -1 和 89 頁。

作者姓名 「鐘文體」 應為 「鍾文體」。

第 44 卷第 2 期 (174號), 86 頁, Line 2。

代入 (M3) 則不行號反向。

應為 :

代入 (M3) 則不等號反向。

第 44 卷第 4 期 (176號), 63 頁, Line 10。

= |{(1, k), (2, k), . . . , (k, k)}|+ |{(k, 1), (k, 2), . . . , (k, k − 11)}|

應為 :

= |{(1, k), (2, k), . . . , (k, k)}|+ |{(k, 1), (k, 2), . . . , (k, k − 1)}|

第 47 卷第 2 期 (186號), 4 頁, Line -8。

然後他說: 「不, 不」。 它的工作 . . .

應為 :

然後他說: 「不, 不」。 他的工作 . . .

第 47 卷第 2 期 (186號), 65 頁, Line -2。

則兩直線焦點 A 點的移動軌跡為等角差線 . . .

應為 :

則兩直線交點 A 點的移動軌跡為等角差線 . . .

第 47 卷第 2 期 (186號), 67 頁, Line -6。

則兩直線焦點 A 點的移動軌跡為等角差線 . . .

應為 :

則兩直線交點 A 點的移動軌跡為等角差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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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誤表 (2)

第 47 卷第 3 期 (187號), 12 頁, Line 1。

在古希臘, 數學 Máthéma 原意是學術的意思, 非若後世專指數學。 · · ·

應為 :

在古希臘, 數學 máthēma 原意是學術的意思, 非若後世專指數學。 · · ·

第 47 卷第 3 期 (187號), 14 頁, Line 14。

北馬其頓國 Northen Macedonia, 它是後世的斯拉夫人之國, · · ·

應為 :

北馬其頓國 North Macedonia, 它是後世的斯拉夫人之國, · · ·

第 47 卷第 3 期 (187號), 28 頁, Line 9。

清代亁隆朝設立四庫全書館, 整理古籍。 · · ·

應為 :

清代乾隆朝設立四庫全書館, 整理古籍。 · · ·

第 47 卷第 3 期 (187號), 36 頁, 附註1。
1根據有記載的文獻, 春秋戰國時代的 《墨經》 中記載了最早的小孔成像實驗:景,

光之人, 煦若射, 下者之人也高; 高者之人也下, 足蔽下光, 故成景
於上, 首蔽上光, 故成景於下。」 · · ·

應為 :
1根據有記載的文獻, 春秋戰國時代的 《墨經》 中記載了最早的小孔成像實驗:「景,

光之人, 煦若射, 下者之人也高; 高者之人也下, 足蔽下光, 故成景
於上, 首蔽上光, 故成景於下。」 · · ·

第 47 卷第 3 期 (187號), 48 頁。

第 7 節的子標題, 以及第 7 節內使用的式子編號, 都改為第 6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