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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討論中國文化的教育究竟有何意義及如何落實，很有意義。現在越來越多的

人關注中國文化的教育，推崇中國文化的價值，即使是採取一種批判的態度來討論中

國文化，我們認為這都是好事。

唐君聲說過，中國民族要真正站立起來，除了民族能站起來外，更重要的是自己

的文化也能站起來;只有民族典文化雙足站立，中國人才能真正站立起來。當然，今

天我們要討論「甚麼是中國文化? J 這課題也是有爭議性的，非三言兩語所能解快。

所以在這裹，只能簡單地指出幾點，用以說明中國文化的特性與價值，我們也正是從

這些特質與價值來肯定推行中國文化教育的意義。

當我們要了解文化時，首先要對「文化」一詞的意義有所界定。五十年代，兩位美

國學者寫了一本書，對「文化」一詞驢列了一百六十幾個定義，再加上中國學者的定

義，恐怕要超過二百個了。「中國文化」一詞，廣義地說，似可以包括各種方面，譬

如，有些人認為「紮腳」是中國文化， r吸鴉丹」也是中國文化，過去法家思想之「以吏島

為師」也是中國文化，究竟哪些才是中國文化?如果我們只見樹不見林，則會發覺在

中國歷史中出現很多的所謂文化現象，在西方也曾出現。譬如:中國有迷信，西方也

有迷信;中國人有鬼神思想或鬼神信仰，西方亦然;中國人有娶妾侍的，西方人也

有。我們若只從個別現象去比較文化，了解文化，則無從分辨中間文化與西方文化或

其他文化之別。我們了解中國文化，要透過現象，直探其背後的主要精神、主要價值

觀念。依儒家傳統而言，中國文化比較重視人的德性，西方則比較重視知識。以下，

我們從三點指出中國文化的特質與價值所在。

心的文化肯定自覺心靈

第一點，中國文化是「心」的文化。關於「心」的文化，以前徐復觀已經論述過。無

論懦、釋、道三家，皆重視人之心靈，人之自覺心。自孔孟以來，中國文化都非常重

視心靈本性的自覺性。其實自覺心靈也就是文化存在的基礎。在此，我們岔開一下，

問一個問題，除了人頭之外，動物有沒有文化呢?很多人覺得動物也有文化，試看看

那些雀鳥、蜜蜂，牠們會築巢及分工，生活有其一定形式。然則，由此能否說動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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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艾先呢?如果我們真的了解文化的意義，我們再tJ說動物對自箭為正是沒有文化

的，只看人顯才有文化。其故何在?雖然動物的生活方式可以有某蜂形式，但是溫些

主主活形式都是鼓樓本能而來。串本能前來的東囂，雖經干E萬年，其變化是極少的。

皮之，為畫室麼我們說人頭有文化呢?當然，在某一層頭上，人t但是動物，也有與生俱

來的生理j活動、本能活動;在此一聲闊的活動是沒有文化河言的。人之有文化活動，

其背後基嘴就國為人有自覺心。人能議通自覺某些生活方式有價儷而繼離保留它，這

就成態文化。自覺是一種智慧，人頗文也是智秀黨的累礙，智慧擎的累積能改善安人穎的生

路方式.i:fL能提饒人顯進步，邁i句要美好的世鼻。為甚麼說人類的艾先建華於岳覺，心

呢?又攬著農歷只有人聽才有文化呢?舉儕說，在原始人時代，森林大火後，原始人找

著那錯燒熟了的動物來眩，久首詩久之，他們發覺熟食較生食的味擺好，問且還芳:以減

少生擒。於是他們在是經驗的累積問自覺對經攝火燒的食輯更有價值。原輸入自覺到這

控價值2後，報留了讓{團火攏，傳給下一代，熟食文化由i能閱始。其他如石頭、鐵

器、銅器製成工具加以讓用，其過觀站立復如是。所以，一切文糕的出現，昌、經過某一

時期，漸漸累積純輪到覺得有價值而保存下來;反之，一盤那輿文化，雖接於某一時

路風鸝一時，展為時侖，但是，著它本身不具備真正的價值，必殼、梅、汰。故可知了解

中間文化室主文龍的特質不能從一時的謊行的觀念成現象上贅。

中間文化與單方文化或其他文龍的不閑之處，或者質確到總說，中國文純的讀館

正在於這餾文化特別強調與肯定人有提倡f自覺心讓J '這是中圖文化的基本特賞。國

15文化的基督教搏統以價儷展潛在f上帶J 。中觀傳統文化，熙認為人的真實存在農最

雄本讀麓，正在於有遺留「自覺心驚j 。那腰，中關{單說的f學J是是變革麼 ?i教Ji是教甚

麼呢?中聽簿統教宵般高明之處就是要歸發學生去「覺h 遠播「覺JïIfï去感覺文化價

麓，去創造告文化價1寰。今日，我們推崇、強調中醫文化教躍的意義，首先是掌聲培養人

的「臨覺心靈童J 0 中間先秦時期的孟子之厲以特別強調「人禽之辨J I 就是國第人有這個

if3覺，心靈」。耍了解中華文化的護龍及愚蠢，告l~聖誕這一點懈絕。

λ本主義，確立λ道價個

中盟文化的第二三個特黨是「人文主義J誤(人本主義J 0 躇君裁、 、室主復觀讀

覺生經常強調中盟文化特但是「人文主錯J或「人本主義J '證譜中醫歷史，確是如此。

中國借故出現人文主義，在此我只能說聽史過程簡要地接述一下。人文主義始於周

初，周朝以輯之高朝，宗教性很濃，上至關家大事，下護個人日常生活，大都以肯←

決其行動。所講f設人尊神，事畏以毒草神，先鬼茄後禮J((禮記﹒表記))。後來周人

以西瞬小邦，通過革命攪鸝葛軒的暴政。區聽意識到人的聽覺蓋全梅、1棲德行罵可改變次

會 'EÈ之而盡視人之自覺f修德的行為。在聞文獻中，倒如〈尚種〉、〈詩經) I 經常草草告

誡在位義的話，重口要組們f敬聽j 、「接敬縛j 、 i'惟不敬獻簿，乃早墜默命j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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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徐復觀考誼， I德」、「敬」、「禮」這些有價值的人文觀念，是在周以後才出現

的，商以前是沒有的。通過修德、敬德而使天命在我掌握之中，這表示周人更能自覺

「自我」的重要性。這使人的自我存在更真實。這些與希臘或印度宗教之以祭祖萬能不

同。孔子在中國文化發展中確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孔子繼承周朝這個人女的文化精

神，並闡述發揚，提出「仁」的觀念。「仁」內在於每一個生命裹，天理即在人自己，人

之存在價值，可上齊於天，因此人文主義傳統更得以確立。

「仁」就是人心，是人的「真實本性J ; I仁」是我們先天而固有，非由外碟。換言
之，我們去實踐這個「仁J '或實踐有道德價值的行為，並非完全依賴於外在的天命，

而是姐向我們的本性，通過實現我們的本性，即是實現天道、天命。據宋儒朱子的解

釋，天道、天命就內在於人性之中，所以說「性即理J '而陸象山亦言「心即理」。宋明

儒體認到這種心性義理確是中國文化基本精神之所在，而更加以發揚。所以為何中國

文化以儒家為中心，是「心的文化」。這個人文主義傳統從孔子就確立下來，人之價值

不需要完全依附一超越的或外在的天命，只要我們盡心就能實現自我的價值與客觀的

天理。正如孟子所講「盡心知性知天J '盡心就是要實現人之「仁」或「本心」。

仁1["之感通開發有情世間

具體的人不是孤零零地存在世上，而是存在於家庭、社會、團體中。現實人生就

是要安頓於人典人的關係中。我們是否需要一種真情實意來維繫各種關係'來溝通不

同的生命個體?中國文化非常重視人間有情，重視人典人的感通。具體的人先存在於

家庭，第一個人典人之關係，是與父母之關係;中國文化或儒家重視家庭，重視幸，

正因幸與家庭關係是人生在世間一切關係之始，故幸梯是實踐仁道之本始，故謂「幸

佛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後擴而充之，至「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我們現今所處的是科技文明的世界。科技文明忽視主體，向外而趨於物。我們並

不是要否定科技文明的價值，但科技文明泛濫下的一種唯物心態，以及由物質繁榮及

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商業文化，人易被物化，成為工具，變為商品。但人是否真的心甘

情願成為工具或商品呢?恐怕沒有，這不合乎人性要求。

對抗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帶來的人生的物化與工具化、商品化，儒家或中國文化

主張仁心之擴充，亦正是對抗現代人心靈之在理智分析的偏至之表現，所以中國文化

的教育，也就是人情的感通，與互相寬容、關懷、禮敬等的教育;而人自己也在情意

感通中，在寬容、關懷典禮敬中擴充自我的真實存在。

要言之，當前中國文化教學的意義，在於(一)使學生體驗中國文化肯定自覺心靈

與人本主義的智慧與價值; (二)培養學生的仁心，增加人典人的情意感通，建立更人

性化而美善的社會; (三)文化是民族的基礎，中國文化教學亦可增強中華民族的民族

意識與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