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艾化」教學問題*

三等逸飛

各位朋友，很高興今日和大家分享關於中國文化教學的問題。我所說的只是個人

意見，大家可作參考。因為題目說明是中國文化，大家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看文

化教育問題。我們看教育，最重目標。目標不同，教學方法便有分別。中國傳統教學

目標是很簡單的，從孔于開始，為學是學做人，故說: I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

人。」我們從事學習應是為己，不是為人。為人即 show quali (炫耀) ，現今的學士、

碩士、博士等其實全都是 show quali 0 為自己的話，不必追求這些名銜。「為己」其

實也很空泛，但孔于卻很強調這個概念， (論語﹒學而〉篇開宗明義便說: I學而時習

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恆，不亦君于乎 ?J要弄清

的是， I學而時習之」的「學」指甚麼?若不清題，便很難了解中國文化的教學重點何

在。「學」是從「覺」來的，是「覺J '不是「學J '指學一些內在的，自覺自己如何做一個

堂堂正正的人。「學」即是自覺心，但訂下此目標以後，接著我們便間，要令學習的人

有此自覺應怎麼做?老師的作用是甚麼?其實不是要很死板地教、定紀律。有很多東

西是人人本身都具備的，而老師著重的是如何獻護，從旁點撥。最重要是學生自己本

身的問題，要他聽從，眼從老師的指導。因為旺是啟發，本身便是曲折的，不是直接

的。如果再看「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J '就是所謂「以身作則」、「身教J '其身

不正便沒法教育。老師的職責和牧師一樣，牧師不應非禮，老師所扮演的角色也差不

多。那不是牧師犯了多少罪的問題，而是他角色的問題。就像那宗牧師非禮案，如果

被告不是牧師，那事情其實就很小。但問題是牧師的角色也是「身教」。這就涉及「老

師」本身的人格問題，可是這問題也很空泛。例如〈大學〉說: I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但何謂「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J '可能愈說愈糊塗。

其實我們可以對這個教學目標提供→些具體的方法。孔子並非說得空泛，他論教學

時， I學」是「覺J '那麼「習」是甚麼?是否冥思苦想?其實孔子說的很具體，就是中國

所說的「六藝J ' I六經」中的〈詩〉、〈書〉、〈易〉、〈禮〉、〈樂〉、〈春秋〉。這也要回應孔
子所說的「博學於文，約之以禮J : I博文」指讀書，讀許多書; I約禮」指不違聖人之

道。也可以說: I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目標也是「仁」。我們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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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詩〉、〈書〉、〈易}、〈囑〉、〈樂〉、〈春秋}六盤都是學做人.{f'!目標艾有很具體的

分7J1j 0 (禮記﹒經解〉中說〈詩罷) : í入其盟，其教可姐也 o J何謂告時教? í溫柔鞍

, {苦苦}教也J 0 高「疏通知遠」則是〈讓}教， í知連」就是知道古代的事，知道歷史。

「疏通J嘉定是指弄清社會現象的樣理，即社會科舉。〈詩}教斯擋的是文學。歡聽舉1:.敵

人的道理，不是要單純默想，而是有邏程。〈易〉倒是f絮靜攝鑽J '即哲舉。 f精微J指

「究理盡佐J ·找出哲躍的棍源，也是一種學問。這需要的是奪，心、鞏靜， I心無掌聲念。

社會活動太多的人，是不能當哲學家的，要深居纜出，與世騙絕，像康聽那樣理商議

齋。{樂〉教是「廣f奪路笈J ' í廣博J是可聽厝。音樂感染人，在很多地11都可應用。

f易頁」即易入門。孔子誰還說會壤的應用，也最容易吸引畢生。〈體〉教是「恭喜全莊

敬J .指恭草堂莊靈，是轉黨的標準。〈春秋〉是「囑辭屁事J ' í.1t事J即褒眨許纜， í囑

辭j指歷史哲學，讀{春秩〉車:tj表明白雄史的徵言大義。

但有時我們也有教雄主的失誤。盟此〈經解〉接著說: í(詩〉之矣，愚。 Jí愚蠢J的

「愚J 0 人人都說中關文化「溫柔敦厚J ' í溫柔敦摩J最大的弊病便是失之於廳。像〈射

鸚英雄傳}中的郭靖'他很教厚，社很蠢，所以人人都喜歡揚過，不喜歡聽續。 í{書〉

之失，誣J '門口邊J知道太多古代的事，離鵲太邊，脫離事實，容易以說傳說。 í{路}

之失，賊J '攜哲學很容路鑽牛角尖，摘邏輯到最後要甸甸軒醋，離開 r本謊。 í{禮〉

之笑，繁J ·太多繁文縛節。 í(樂〉之笑，奢J · í奢侈品9í奢J ·不知節制。 í(春秋〉之

失，講LJ. 嗎u就是不儘鑽宮大麓，獨家社會因此濃重L Q 

其實再看這諜程. {持〉、〈書〉、{易〉、{禮〉、〈樂〉、{春款〉也很完備。個中盟傳

統文化教學也有欠缺，要重新加以充實和補充。中關傳統歡學路標是做人，這是很對

的。但若只強藹毒方醋，便不過會現代社會。目為現代社會需要許多知識和技能。散

{揖堂堂正正的人是換言重要的，但沒知識和技能卻不能求生。其實知識與人格的陶冶應

該站攏直在車，對學生人格要主義蹺，但也不能忽略知諧。台玲、〈書〉、〈學}、〈體〉、

〈樂〉、〈春手大〉諜觀中也很全酌，有文學、社會科學、蜜史、哲學等，但有一樣沒有，

那就是自然科學。當今社會非常重親自然科學。子L于今日如果不會電腦，健和社會說

翻了。在知識鎮域中，自然科學很重要。孔子立豈非完全不接及，他提過自己不知老農

鸝'主張「多講於鳥獸草木之名j 。但只知「名J '可以作詩學女，但那是不鶴的。今日

我們要知f義J 0 而單讚í，鳥獸草木Jt往只是生物學，先學、胡理學如和~?應要在1鳥獸

草木j之餘加上「無機零售J ·即是指我們的學議可以再讀一些。談中聞文化，也不是唯

孔子彈尊，也有道家哲學。道家可與自然科學掛鍋。我們可以f道家」發揚科舉精神，

tJí儒家j發揚還德精神。若說儒家，最重要的選是「身教J '在教學及人格培藥方面，

這都是最快最好的。可以引巷子{勸舉}籠中…句話作為本文的總結: í~塵莫便于近其

人， • " . ~ . "學乏經〔在)其速乎好其人。 J畢生寄歡那老師， 1覽會主興得快;如果老師上

諜，學生睡覺， ﹒切都是徒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