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同為中國文化重建工程而努力

一、「中國文化J內容不確定

陳漢森

桂華山中學

我曾想，如果有一位世佳學家移民外國，不再回流，而我又希望這位聰明可愛的

世佳認識中國文化，不忘本，我應該送甚麼書給他?一一四書?廿四史?四大小說?

四大美人圖? (資治通鑑) ?孫子兵法?還是預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六篇鴻丈?

如果要一個熱愛中國文化的學者，在五分鐘之內，把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訊息

告訴世人，他會說甚麼?一一孔子的仁學?孟子的性善?老莊的無為?禪宗的無執?

女天祥的〈正氣歌} ?王陽明的致夏知?

一位移民加拿大的朋友寄信來，說他在溫哥華搞中文班，很受歡迎。他發覺當地

的華人父母都想子女學點中文，接觸中國文化。學甚麼並不重要，總之用中文教學就

可以了。他們對中國文化有眷戀之情，但對文化的內容卻不甚了了。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文化博大精深。因此，幾乎任何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的人和

事，都可以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中國歷代典章制度、文字丈具的演變、科學技術

的發展、學術宗教的興衰，當然是中國文化;中國的宣官制度、女子纏腳、權力門

爭、八股文、三綱五常等等，同樣也是中國文化。但是，甚麼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

粹?甚麼是中國文化中的糟柏?對學者來說是個富爭議的課題，一般人亦憑自身經驗

各取所需。

張德勝在〈儒家理論與秩序情結〉中認為，中國各主要思想派別，包括懦、道、

墨、法等，都是回應春秋戰國時代封建秩序崩潰、社會秩序失控而產生的。各派理論

都要回答:怎樣重建社會秩序?

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指出，天候地理等自然、因素，深深地影響著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發源在五十年前的黃河中下游流域的華北大平原;鬆軟的黃土、簡陋的工

具，孕育τ中華民族最早的農業文明。當時，華夏民族面對外族入侵、治理黃河、救

濟災民的大難題，在華北大平原聚居的各民族部落，要繼續在這塊土地居住，就不可

能單獨處理這些難題。他們要建立大一統政府，他們要共舟共濟、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各部落間便要建立彼此相處的倫理。

如果上述學者對中國文化的解釋是正確的話，那麼，建立在數干年前，一個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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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建璟境立下的女化思想，在今天的新璟纜、薪儼摔下，是否鱉該完全揚棄?還是中

國傳統文化中，有一聾的實在深具瑰寶意義的內容，應該館存下來，豆豆豆發揚光大呢?

至五四時期主張揚黨中圈傳說文化，全盤西化，今天按有人公問這樣說了。中國政

府的標準說怯，是f保存菁葦，揖棄轉學則。但將於菁星接與糟帕的具體內容未作介紹，

問此可以作任意解釋。另一種流行的說法窮;其新儒家為代表，認為中瞬文化中有一些

具永褻價值的內容，聲扭曲當代人作割遍性的改造，在新時代新接替之下重新建溝。

但在數聾麗大的「中國文化j中，選取甚纜，怎樣嘛教，希單達到起歷目的，使用

很窮爭議的課題。

二、于那奸中關語文及女化科J

1992 年中學預拉開設學生必轄的[中關語文及文化科J '對任教的老師和啟讀的

學晃來說，都是重大說較。六篇中間文化的篇章，數岳不多，但都是對中觀文化價儷

搗毀觀分析，綜合性很高。饗潔如理解道六篇講文 ， -í:位要有拉攏1r，數覺多卡倍百倍

的f已有知融J '才能鶴教好。這是謀館設計者的一項f鶴謀J 0 就好像用樣便宜的饑錢

[大哥大J(滾動電話)給顧客，個收很昂貴的憂費。

對f中國語艾及文化科」批詐的意見很多，但幾乎沒有聽過要求復鶴的意兒!直就

是說，幸好諜賴在痛苦中接接受了。剩下來的問題，是怎樣在于頁科之前，為是學生準備較

麓的f己有知讓山議能們升議預辛辛縛，減少痛苦。這又是另一嚷f預謀J 0 企雷通緝頓

科課程的改革，帶勸香港中小學語文斜的改革!自前都分中學中國語文課本，在每諜

範女之後，稍有[中國文化知識介紹J的項目，罵心其苦。

有一種意見認為， r中盟語文及文能科J的文{七六篇章，是以新髒家的觀點，界室設

中間文化精擎的範圈。我同意選種觀點，但我認為即使反對薪體家的人亦不必動氣。

六黨轉女只是討論的起點，不是話諦。反對文章賽中想法的思想，只要論間有據，建立可

以在討論中產生和發揮影響力。

三五、中聞單的中麗女化課程

中一至中五的正規課程中，與預科中麗女能課程最有館接力的，是中體歷史和中

。地理科介紹中國地瓏， t史罪史講中西文化比較，數學科合箱中關古代數學成

銳，都是數量少和比較零碎的。此外，頭科中國歷史和中聽了史學對「中盟語文及文化

科j亦有很大的踴力，倪可惜修讓這兩科的學生轉來趨少!

不少人社評香港聽聽地政府蚊化港人，在課程中不想括中間文化和企民教育的肉

，我不敢說幫這種批評。能是，中關語文科驗中圈聽使科一黨是中學課盤中的，必勝

科，建聽地故府接未竟較可言。不好好利用這控科目介紹和推廣中盤文化，是受到其起

因素的影響，本一定與購民地夏文府有關。

以最新的會考中聽盤史科課程鑄例，除了政治安立外，另加入制度史、舉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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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史、交通史，不偏重政治史，如果處理得當，對銜接預科中國文化篇章，是很適

當的準備。但修讀的人數越來越少，而且學習的方法受會考形式影響很大。

會考分文、理、商科，只有文科必讀中國歷史，其他兩組很多都不修讀。因此，

教預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J的老師都會發覺，理科班和商科的學生，對文化篇章的理

解較文科學生困難;但文科班的學生，一般都是成績比較差的學生，而且他們佔的比

例越來越少。此外，中國歷史科會考的形式，鼓勵學生死記硬背，不求甚解。在考生

心目中，中國丈化是冗長、囉陳、沒有實用價值的東西，從修讀會考中國歷史課程而

品嘗到中國文化優美的人很少，產生好憊的人當然亦很少。

會考中國語文科是文、理、商科班必修科目，但課程內容與預科的文化篇章所代

表的內容銜接的分量很少，只有〈論語〉、〈孟子〉選讀數篇，而且亦是在會考壓力下完

成，學生都在怎樣答題中下心思，對中國文化的精神，難以細心品味。

四、初中的中國文化課程

初中本來是給于教學設計者自由度最大的三年，這三年沒有會考壓力，學生可塑

性最大。但是從推廣中國文化的角度來說，仍然並不順利。

初中三年的中國歷史科課程，除了政治史之外，還有文化史。其中包括:中一級

的民族史、文字文具的演進;中二級的中國農業史、科技史、交通運輸史;中三的工

商業史、學術及宗教史。課程沒有問題，問題出在教節和教師上。

以我任教的學校為例，七日循璟制，中一中二級中史科每七日三節，中三級每七

日兩節。中一中三教完政治史已經吾"學期末，文化史只好草草收場;中三連政治史也

時間不夠。

比教節少還嚴重的，是教初中中吏的老師大部分是主教他科，兼教中吏，他們在

中國歷史和文化方面的修養，有部分可能在會考或更低的水平。由這種訓練的教師傳

遞中國文化的訊息，妓果如何可想而知。教材中的內容，經過教師口中傳到學生的耳

中，會是怎樣的面貌!可能連低層次的知識傳遞都難以完成，更不必寄望傳遞中國傳

統文化的精神了!

初中中國語文科的情況，問題與中國歷史科接近，也是教節和師資的問題。

五、推廣中國文化的目的、方法和困難

今天在學校推廣中國文化的目的是甚麼?

是「植根J? 讓年輕一代重新認識自己血緣所繫的文化，重新認同，產生歸屬感?

是為九七回歸?為驅走港英殖民地政府做思想的準備?令學生愛國、愛黨?

是賦予中國傳統文化時代價值?把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永恆價值的內容發揚光大，

作創造性的繼承和改造，從而為世界文明作出貢獻?

中小學的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都會提到讓學生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並欣賞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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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美之處。但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目的是甚麼，不同人的想法會有很大差異。不同的

目的，可以產生截然相反的做法和妓果。記得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批林批孔批周公」的

時候也介紹過中國文化，但當時介紹孔子、周公的目的，就是批判、否定。在這種處

理方式下，只能夠達到政治鬥爭的目的，而不能達到正面的教學妓果。

今天在學校推廣中國文化有甚麼好方法?

我認為，每一位好的文史教師，都可以是好的中國文化傳道人。課程不能夠束縛

教師令學生喜愛中國文化，相反，好的課程如果用惡劣的方式教學，卻可以令學生厭

惡中國文化。尤其是在小學中學階段，會對學生產生長久而深遠的影響。

一位書法優美的教師，可以使學生欣賞到中國書法藝術;一個熱愛詩詞的老師，

可以令學生喜歡唐詩宋詞;一個溫文儒雅而不迂腐的老師，可以令學生認識仁者的可

愛;一個博學睿智的老師，能夠讓學生領會中國文化的光輝和美善的一面。沒有人，

文化還會有甚麼內容!

開設「中國語文及文化」科之後，一股對中國傳統文化重估的要求慢慢產生。初中

高中課本的出版者開始以介紹中國文化為重點，教師亦逐漸覺得多介紹中國文化對學

生升讀預科有幫助，對中國文化推廣的書刊亦陸續增加，逐漸多樣化。

「甚麼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還有爭議， I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的目的」可能有分

歧，在大中小學的中國文化課程還有可改善之處。教師、師資、教材、考試方式等等

需要詳細商討的課題會逐漸成為研究的項目。但中國傳統文化的推廣和普及這個方向

看來會不斷前進。

我想，當教授中國文化的人越來越多、經驗越來越豐富的時候，就會開始有人針

對「甚麼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的目的是甚麼」進行辯論，辯論

文加速中國文化的推廣和深入。於是，怎樣在新時代中重估中國文化的價值、重構中

國文化，將會成為下一步的議題，而這個議題，會對中國未來發展十分有意義。越多

中國人參與，對中國未來發展越有利，當然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