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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美」於自由 - 馮朝霖教授訪談錄 1

訪問時間：104 年 8 月 10 日

地 點：國立政治大學井塘樓

採訪／梁凱翔、龔祥生

文字編撰／阮凱利

在一次會議中，馮朝霖老師說：「學哲學的人最喜歡別人的提問！」就是這

樣的因緣，我們藉由訪談，一股腦兒向老師請教了許多問題，在老師的談話中，

對「美感教育」的不解與疑惑做了一次澄清 2，也對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未

來的工作發展有深刻的體認。

一、美感教育的本質

首先，經常困擾的問題就是：「美感教育是什麼？」或者「什麼是美感教

育？」十個人可能有十一種不同的答案。馮朝霖老師的想法是這樣的：

美感教育的本質就是四個字：自由自在。自由的意思是說，你做任何事

情，不會覺得是被迫的、不願意的。自在意思就是說做自己。……美感

教育跟自由是很有關係的，自由也與想像力有密切關聯。我們在學校教

育中推廣美感教育，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要讓教育去實現人

類在精神上及靈性上面的自由。自由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

價值。

1　馮朝霖，德國波昂大學哲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專任教授；同時兼任：新北市新莊社區大學

主任、台灣另類教育學會理事長、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監事、財團法人海聲人智學教育基金

會董事。

2　本文內容係編輯訪談馮老師的逐字稿，為便於讀者閱讀在順序上已略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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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追溯到希臘時代西方的美學概念，強調的是平衡與和諧。體現

在目前的臺灣教育情形，簡單來講就是競爭力不是不重要，因為人需要

生活，需要工作，常會遇到競爭。但是一個完整的、健康的教育，應該

強調競爭只是教育的一部分。所以，美感教育的路線，就是要讓我們的

五育不可偏廢。學生可以有很高的學習成就，可是他的那種情意、群性，

他們的自由自在，不應會受到壓縮、打壓。這樣的教育才是平衡的、和

諧的，這也就是談論美感教育的時候，很重要且基本的指標。

再以臺灣的「另類學校」為例。我發現他們莫不強調人的自由與主體

性，認為教育的基本意義就是在開展人的自由，不應該被各種各樣的外

在的力量控制，成為權力下的工具。而它的實現方式就是透過美感教

育。例如華德福教育，當你走進學校裡，就能感受到它學校的氣氛、顏

色、或者是建築，無論是看得到、碰觸到的，都有美的感覺。

我們在推動美感教育時，必須在當前我們國家的社會文化處境上，不停

地反思。反思我們的教育是否僅僅努力地去發展競爭力，但相對在人性

上，沒有受到應該有的關懷，或是一種更平衡、更和諧的發展。

馮朝霖指出，教育其實可以分成人性和人力兩種。人性教育是擺脫外在目

的操縱；人力教育基本上是把人當作去滿足經濟及政治系統的需要。根據他的

觀察，臺灣的人力教育品質非常好，吸引不少外國人喜歡來台灣投資，但是對

於人性的教育，最重要的是要能夠去實現人們自我追求，完成生命的意義。目

前有很多人在推動靈性教育、生命教育跟美感教育，這三者是從不同的角度與

途徑，促進人性教育的平衡發展。如果人力跟人性的教育達到平衡，我們的教

育就符合憲法精神，教育基本法的目的就是要維護生命的尊嚴，提升生命的價

值感。美感教育、靈性教育與跟生命教育都與教育基本法所追求的教育基本意

義有關聯。美感教育如果能朝向促使人性教育跟人力教育達到某種程度的平衡

與和諧，就是朝向全人教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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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感教育解構現存的教育框架

馮老師深入淺出地告訴我們真正美感教育的本質應該是要去釋放人性，要能

夠讓人性得到更完整的發展。但目前國內的教育場域似乎存在一些限制、框架，

有許多老師都體認到美感教育是重要的，然而一旦要付之實踐行動，又會覺得窒

礙難行或成效不彰而遲疑起來。針對這個問題，馮老師指出美感教育的框架就是

那些會影響人的自由、學習、主體性的限制。而這些限制與整體國家、社會的美

感的素養有關。如果沒有任何框架存在，他認為也就沒有美感教育的必要性。是

以，他接著說：

美感教育存在的意義就是要面對框架，面對限制，面對那些束縛。我們

的美感教育是有它的框架的。那框架是什麼？就會牽涉到對整個台灣的

教育的系統及教育背景的認識。我們教育最大的框架就是資本主義與功

利主義，所有孩子的學習，所有的教育系統的運作，基本上都離不開競

爭兩字。強調要跟別人比較，要比別人佔有更多的文化資本，才能夠在

社會中擁有更多的機會去佔有資源。這是一個最大的框架。

例如，台灣很多孩子學藝術，畫畫、跳舞、或是學琴等，大都是為了提

升所謂的競爭力。有一位音樂神童曾語謙，他在今年獲得柴可夫斯基音

樂大賽的最高殊榮，但他在四年前參加比賽並沒有得獎。事後有高人告

訴他必須改變心態，音樂不是去演奏給裁判聽的，而是去跟聽眾分享自

己對音樂的領悟，不應該在意是否獲獎，而是在意如何和別人分享。他

接受了這個觀念，四年以後成功了。

如果我們太過於強調競賽與名次，整個台灣社會、文化到最後就會變成

功利主義的教育，這是一個最大的框架，所以我們要推動美感教育，就

要去跳脫這種功利思維的文化。

能發現美感教育所面對的現有框架是一件要緊的事，而該如何跳脫、突破這

個框架更顯棘手，於是我們所關注的問題就是：「如何跳脫、突破這個框架？」

馮朝霖老師給的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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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其實就是要去解構框架，美感教育的意義本來就是要提升我們

的整個社會文化的自由度，讓個體能夠自由發展。透過美感教育，能

夠去反思個人還有整個社會，到底受到什麼的力量支配，使得我們不自

由、不夠自主，使得我們不快樂。用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的文字來

說，就是「覺察」。不管是在國家的層次，或者是學校的層級，或者是

教育者的層級，都必須要這樣的「覺察」。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認知，我

們到最後會花了非常多時間與資源，卻做出與美感教育意義背道而馳的

行為。

推動美感教育也要釐清人性與人力教育的不同。人性教育是要讓人能夠

完整自由、幸福；人力的教育就是讓人具有競爭力。一旦教育的方向只

以提升人力為取向，讓人力更有競爭力，這樣的出發點，就會跟美感的

本質相互矛盾。尤其在公部門必須要很小心，不能夠太過於急功近利。

美感教育就是不要太去強調透過比賽、競爭、績效，來當作教育的唯一

方向。我了解公部門很要求績效，可是這個績效，就會產生急功近利的

問題，而文化的孕育與成長，絕對不會是速成的。

三、美學研究作為跳脫教育框架的可能性

談到要「如何跳脫資本主義及功利主義的框架」這個問題，馮朝霖認為亞太

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目前研究的三大主軸：存在美學、公民美學以及生態美學，

可以作為原則性的提醒，並且是美感教育的概念指標，另外與十二年國教提出的

三個基本的理念：自發、互動、共好是等同的概念。

他清楚地說明，存在美學可以針對個人來說，其實就是強調要怎麼樣讓學生

更具自發性。誠如席勒說過，在遊戲當中我們才真正的完整，且只有完整的個人

才會遊戲。遊戲是什麼？遊戲絕對不是功利的，遊戲其實是一個人自發的本性。

所以美感教育在存在美學這個層次上，第一件事情要檢討的就是有沒有重視或是

維護自發性。今日的學校教育太多任務了 ! 不斷地增加學生的負荷，加到最後都

是對自發性的一種殘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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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就是互動，如果我們要跳脫功利主義的框架與操縱，在公民美學方面

就是要強調互動。互動是什麼？再以曾語謙的例子來說，參加音樂比賽時，就

是抱持著要跟聽眾分享的？名次已經不在考慮中了，所強調的就是音樂分享，

分享就是一種互動，分享與互動都是公民美學領域很重要的精神。

所以當我們去推動公民美學時往往會根據過去的文化互動慣例來進行。馮老

師援引兩個例子做了生動的闡述：

台灣有一間學校叫做道禾，它是以東方文化及東方美學作為主軸的另類

學校，他們的教育非常重視節氣，比如說立春、冬至、中秋、春節……；

學生學習寫春聯、準備年菜、拜年，在這些節氣與節慶的人際互動中，

孩子從參與中自然地學習，最終成為習慣，文化就能傳承。這就是公民

美學的一種表現。

又譬如日本人，他們的祭典真不得了！非常重視！因為祭典裡面不只有

美學的層次，甚至於有宗教的、多元文化的生活方式。

公民美學其實是要重視在生活當中的學習跟體驗，美感教育更是應該

真的進入學生生活裡面的點點滴滴日常生活，才是真正可長可久的。

而不是說一個兩年或三年的計畫……，計畫結束以後剩下什麼？目前

我們的學校教育都太形式化，對公民美學的內涵，沒有賦予足夠的重

視。從公民美學裡互動的概念，透過分享、透過習慣的不斷地重複，

在這重複當中，孩子會有一種社區的感覺。公民美學就是要去構築、

形塑我們的社區。

從公民美學的互動概念，也讓我們知道美感教育一定要透過學校走入社

區。例如屏東泰武國小的社區裡面，有很多傳統藝術的能力：雕刻、編織、五

謠傳唱等，五謠傳唱已經揚名國外，他們的合唱團常常受邀到國外去表演。透

過五謠傳唱他們學習自己的母語文化，恢復對文化的認同。這些都與公民美學

的內涵……。

生態美學則重視人跟自然的連結。現在大部分人生活在城市，跟自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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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疏離的、遺忘的，必須要重建。所以生態美學強調體驗，因為人們跟自然的關

係基本上就是體驗，把學生放到山中、河裡，他們就會有感覺，這是人內心本來

就有的渴望。馮朝霖認為，雖然生態美學聽起來比較龐大，但事實上應該是最容

易做的。像現在學校推動的「食農教育」，讓孩子去種菜、種稻子，教導他們食

物的來源，維護食物安全的方法，而不是仰賴商業。這就是生態美學可以著手的

一環，因為只有透過體驗、透過 DIY，我們才可以擺脫功利主義的框架。

四、美感的影響力如何可得？

由於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提出以「覺察、認知、情意、行動」四個層

次來評估美感教育的影響力，我們也迫切想知道這樣的層次是否合宜？在向馮

老師請教後，他的觀察與意見如下所述：

我覺得影響力應該是能夠讓更多我們社會上的人都能了解美感教育跟

人、社會、整個地球生態的關聯性，透過實作、體驗、一些實踐之後，

自然就會明白。

存在美學、生態美學、跟公民美學，基本上也只是要讓我們知道美的充

分意義，但在進行跟美感有關的活動時，不可能區分的那麼清楚。例

如我們在慶祝中元節、中秋節，要怎麼樣歸類於存有、公民、或生態美

學？美應該是一個整體的、綜合的，如同生活是整體的，文化是一個整

體的，我們的感受也是整體的。

如果要講影響力評估，想了解推動美感教育之後有無產生改變？我覺

得可增加幸福感。幸福感就是被愛的感覺，幸福就是被愛。我們強調在

校園裡面所有的人，特別是孩子要有被愛的感覺、要有幸福的感覺，那

是一個人權，人權不只是法律上的問題，人權到最後是文化的、倫理的

問題。我認為美感教育到最後也是會牽涉到幸福感；幸福感當然可以說

是跟情意有關，可是我認為不只是情意，它會透過前面四個層次，到最

後是一個綜合性的、幸福感、被愛、被尊重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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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老師也建議，評估影響力可以走進地方，找到值得學習的部落或村落，

汲取他們的經驗，挖掘出教學素材，然後整理、描述住民們的經驗，從中發現

典範，再加以協助、報導及觀摩分享，就可以擴散美感教育的影響力。例如古

坑的樟湖生態中小學就是一個值得分享的典範。

五、結語

訪談近尾聲時，馮老師對台灣的美感教育，對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有

深厚的期許，字裡行間透露這位哲學家關懷人群、厚愛世間的美學情操。現在

把這段話當成結語，摘錄於下：

台灣社會基本上是一個愛美的社會，而現在最欠缺的是美學的意識。我

們的自然環境是漂亮的，但公共建設、城市還不夠漂亮，因為我們還不

知道怎麼樣去經營一個城市，在這個當中美感就可以發揮作用。所以我

認為整個教育的改革還有社會的文明的演化，美感的素養真的是非常的

重要，做為一個教育政策的幕僚的機構、中央層級的教育研究機構，國

教院應該要長期的把美感當作重點發展，這樣子才能夠讓我們的城市發

展與改造更進步。我相信台灣有機會做出一個非常棒的美感教育，重視

美學的社會。

冋時，我覺得美感教育要連結到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剛提到就是讓人

力跟人性不偏廢、讓人更自由更平衡更幸福。這些東西被建構出來以

後我們就可以作為學校發展的參考，因為我們台灣十二年國教要走的

路就是學校要有更自主性的發展，在德國這樣的法律稱為學校發展法，

我們未來教育也應該訂定學校發展法，相信美感教育也要配合這樣的

一個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