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中西文化的差異看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

黃嫣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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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邀請，使我有機會在此談談我對研讀中國文化的一

點，心得，在此首先表示感謝。今天的會議是討論中國文化在中、小學的教學問題，而

我們這一組是在中國文化的教學意義方面，作一些較廣泛性及較理論性的探討。其

實，對中國文化教學意義的討論，近年來都在熱烈進行，發表的文章也不少。今天，

我想把問題說得具體一些，只針對中西文化問題的討論方面。

說到中西文化，自本世紀以來，一直都很受學者的注意。我以為這個題目很大，

不易討論，而且很容易流於偏見，所以我在考盧到時間和範圍種種的限制之後，今天

只想簡單的就中西文化差異方面，談談中國文化的若干特質。我認為「文化」一經分

析，必有如林語堂〈我對討論中西文化問題的建議〉一文所說的: (一)有我國優於西洋

者; (二)有西洋優於我國者; (三)有不必強分優劣可以同時並存者; (四)有中西都不

高明均需急謀改進者。因此，今天我們不必計較中西文化之孰優孰劣、孰長孰鐘，而

是就二者的內涵作幾點比較性的研討，並藉此看看中國文化的特質。

吳森〈比較哲學典文化〉一書以科學、法律、宗教三者為西方文化的三大支桂，而

以道德、藝術為東方文化的兩大基石。西方文化是科學的，利用分析實誼、理智的了

解，目的在尋求真理。東方文化則是藝術的，利用直覺感受或價值判斷，目的在尋求

由美至善，注意在價值的欣賞和創造方面。這是很籠統的比較看法，我們若以宋明理

學的「格物致知」去討論中西思想時，中國式的「格物」是格物慾。格者，正也，正其不

正歸於正。「致知」是致頁知。致者，推極之謂，務求正心的意思、。而西方的「格物」則

是樁事物，以分析實證去致其對該物之「知識J '目的在探求真理。中西方在這一點思

想分野上，可以見出中國文化的價值之所偏重，誠如柳話徵〈中國文化史〉說的: I吾

國文化惟在人倫道德。」因為中國人數千年來，均把道德價值放在一切價值之上，注

重頁知頁能的直覺感受和價值判斷，這也可以說是德的表現、藝術的表現，與西方文

化中的科學式的智的表現不同。

在中西「社會」特徵上，可以在下列簡單的表列中見其差異。在此首先說明，間表

論及的東方文化，主要璟繞中國文化的特質而言;西方文化主要指歐洲及北美文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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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 西方

相互依賴(指人典人立關係言) 個性獨立

調和自我與社會 強烈鼓吹個性自由

數世同堂大家庭 小家庭

重義務 重利權

重私德(內行言) 重公德、(外行言)

重倫理 重法治

尊重老人 重視見重

安於現狀 批評現實

以上種種差異，簡而論乏，均來自兩個根源:第一，中西道德觀念的不同，如上

所說的，中國道德「重德性自覺境界J '而西方道德「重愛智平等精神」。第二，中西家

庭觀念的不同，中國家庭以父子為中心，重多子多孫，讚頌數世同堂的大家族。西方

家庭以夫婦為中心，發展兩性互愛的小家庭，注重子女獨立性格的培養。

西方自十八世紀後強調的是人權天賦之說，認為人人生而有同等權利，而社會工

業化之後，個人主義與小家庭制度大為盛行。基於人人應充分發揮個人的特性，及充

分享受個人的權利與自由，所以就必須要制定嚴密而精細的法律來保障及規限個人的

行為及維護社會的公德與秩序。中國傳統重視倫理，父子兄弟皆有對等的關係，因此

人人需各安本分，各盡本義，人典人之間彼此照顧與關懷，很少突出個人的獨特性，

更不強調個人的權利。而中國人在家庭倫理關係上，又特別講究長幼有序與個人的德

性修養，所以律法的制約置於其吹。〈後漢書〉記雙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敬禮。〈舊

唐書〉載唐高宗時，有張公藝一族，九世同堂，家風高潔，因而得到高宗稱許，史書

立傳，家聲遠播，社會尊祟。這些例子未必普遍，但卻代表傳統中國社會所標摯的價

值觀念。

除了中西的思想、道德觀念與社會特徵存在上述種種差異之外，中西的文學也有

如下的特徵:

東方 西方

主要描寫社會家庭、倫理問題 主要描寫個人奮鬥、冒險事件

愛情故事注重「才子佳人」 愛情故事注重「英雄美人」

豔情文學多 愛情文學多

結局偏於喜劇(大團圓) 結局偏於悲劇

由上表所引簡單的文學特徵，可以進一步看出中西婚姻觀的不同。中國男人娶

妻，主要是安家傳宗，所以愛戀的對象自然不僅僅是求美貌，而是要兼有頁好人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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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人J (內毛主黨， (詩經〉所謂「窈窕淑女J) 。西方男女的婚姻，較為重視「權利式J的個

人滿足和「、很潛式j的二人關係，所以英雄斃人的故事，上的神話下至小說，多不勝

數。叉的於中盟婚姻強調家接聯繫，特室設夫婦立厚重守，而對男女f性愛j的意識和表

諱，則說蝦窮盡抑態度，盟蔚文學往往就成為了性愛堅持憨搗變報釋放，豔?曹文學無代

無之。;再三蟹，中窮人的論聖人生，在黨轉終審隸，文學會Jí'字也以f梵苦後諾j的生通結

構為主撓，結局多禱於f噩噩式j的審獻。問茜方文學焦點真可集中於主體意識和個人奮

門，喜歡以撤離j的形式突出故事的擴攝按果，這可以說是亞理士參總聽劇的一概相

承。西方的文靶，攝種說是「海洋的j 、「動的文化J '特質覺「波鞠淘獨J ;中國的文

化，則是「內僻的J 、「靜的文化J '特質是「平淡舒徐j 。這種說法雖不兜籠統，但多少

可見出東問女悅的不聞單向。

要之，能比較中語文化中，我們可以比較數著地君對中醫文能傳統的特贅。不

遍，我以上研毅的，僅是在主罵者的，思想、特激、社會特喜愛及文學特繳三三方詣，淺略地談

談中語文龍的分車司和t.1 1注1趕出中屬文龍約特性。在此品讀指出，論「中部比較J '不宜

先有孰穫孰5穹的偏見觀，金。這幾年來 'EB於將代背景，也由於「中間鶴文科及文化科j

的推出，香播中小學生k對中國文化的興灘，是大大的增加了;可是，不少任教這科的

老師和唸議科的問學，卻覺得中間文化，其是傳統觀念，十分離教難欄。究竟這一

科難在哪善黨呢?我在報軾的討論文化科毒草棚中，看到一位執教蛇斜的老師說: í最常

聽到是 f關單論卜.........在隔離的瑋境下，土豆色土長的香港中器人，轉譯詩是年蠶的一

輩，看不到也還會不起中學建交往，對這拉入黨說，中醫文佳的季轉忠館教會嘉定像天外飛

來的聲音，去籃鱉主義蟻。 j我雖替、沒有教過中釀的文化科， m從教學的朋友和閱讀如上

述有關談論道科的文叢中，可以理解「斷觸論j磁會是香港年輕人學習中間文化感覺困

難的一大因素，講可以說是一個難解的結。士生社畏的中小學生，自小就間住在華洋

雜處、競爭激烈的梅、港社會，很多西方觀念日很平的、不知不覺的在恤們腦錯冀，路

下。再者，不少番峙的獨有節目、習俗、律法，以至社會思想，也日經是班禪混撞了

的，要香港人一輯之間，曉辨中西文化的特點，自非易事，要fiïJ混是年艷的是麥子，文

更何提是要他{門去懿議中盤文化的f簿統特蠶J '其難車是可t.1理解的。者純t.1攜象的

理論來談中頭文化，丟在始聽、薯的學生，大都有如墜入黨霧之中，不曉所以的鵑憨。我

認繞不妨試具體的方式來講諱，倒車口講述中聞傳統文化特色時，以「比較中闊論j去突

出中盟文化的傳統特性;再如講述中間文化峙，可從實際生活中學學例子，假設說:

兩位學生放學聖IJ車站排隊，申想到「打仿J(插隊)即沒有傲，因為他覺得「打佔j於蠅不

合，若被人責罵覽會f無插手J '這種想法嘉定是f中關文化觀j的想法;乙則覺得丹J1的

是有接社會跌序的行動， í排隊j是社會應有的去縛，這種想法，自然是f器7子女先聽j

的想法了。這樣把中鸝文化的議論，重重入較瑰寶三位活中，報信會對向學在認識中頭文

化的重袋上者用幫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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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結這篇講稿時，我想再多說一個例子。記得一位學者曾經說過，從前中國司

法官想把犯人定重罪的時候，就說此人「雖屬情有可原，究竟罪有應得J ;若想定輕罪

的時候，就說此人「雖屬罪有應得，究竟情有可原J 0 聽起來，好像在玩文字遊戲，但

實際上，這是因為中國文化在判定一個人的行為時，需顧及情、理、法的因素，在取

捨平衡之際，便會有畸輕畸重的現象。這是中國的「法律文化J (legal culture) 的特

色。在這冀，我特別要指出，我們今日講論中國文化，應該注意到中國文化的持續影

響，直至現在文化傳統仍然影響著我們的社會，影響著我們的實際生活。我們仍然流

著中國人的血液，仍然載負著或多或少的中國文化。所以我們應該持開放活潑的態度

去討論中國文化及其文化傳統，把中間文化與我們的現實生活結合在一起。這樣，中

國的文化就不會是天外飛來的東西。這樣，中國文化的教與學就會有現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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