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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突足戕於「國際認識．坦要性所莒試進行的救科菩附案研究，以加拿大4^'學八印級社曾科敖抖

 需「Pa山、vays」作為研究分析的仙案。研突者湖廿^2005年真夭前往加拿大卑詩大學教育堅院課租學系進

 行兩御月的訪^:u研究，並櫃潤於返國後深入池行研誼、什析與查證，最後所完成竹靴告。

 研究發現加拿大中里教科害對於中咸酌介紹份量很多，範圍很廣，內容與圖片也非常豐富。其中有

 ．-些有趣竹發現，顯塭外國人對於申副認識的與趣所在，佰得我們參考。但也有--些發現，對欣申國認

 識酌錨誤，並沒有人注意，以致於…錯冉鉗‥其背後原河值得繼純深人研究。

 嘟腱詞:敬抖茁、抓皂大中里救育、比蛟教荷、國際認識

^L^ ^ t ? ^^^^^

 豆"肌目

 正當「全球化」(^^^^^^^^^^i^n)與「國際

 化」( internat^onal^zat^on )成為國際上普遍接

 受的主流思想之後，「國際認識」(^nlernatlonal

 unde^stand^^^]gs)便顯得車耍。抑名竹比較教育學者

 P^l^lip．G．A^tbach在其主編《亞洲的大學^    (^s^a^]

 Un^versities ) —書中，不但針對國際化有精闢酌見

 解，其內容(越南高等教育) Z^章提到儒家思想對

 於日本、韓國、中國、臺灣、越南等國的影斟，顯

 然便是建立在「國際認識，吋基礎之? (Altbach,

2004)   o

 ，國際認識」的重吠

 在中國歷史上，因為缺乏「國際認識」而招受

 災黜的例于，以^^94 1^^中日「甲午戰爭」最為經

^lb o

 唐德剛在《晚清七+印》一書中寫道:「當年

 大清帝國海上武裝，居世界海軍第八位;在甲午前

 夕，日本海軍全部噸位胞住及海戰潛力，貿逮漓我

 按資料分析，清日

 (唐德剛，^998:

 惕累兜，淡江大學申蝴人陸叭究所副救授。

 通訊作若:惕祟兜．2^^安北縣淡水倣英冉路巧^^^H

 淡江大學申洲大陸研窕所。E-mail: yangc^l^^lgyao^hotWa

 後;在世界排名僅為第十六位

 對陣，日海軍斷非我之敵手也

 本文有關於加拿大中學「中國認識」的問題內

 容，曾於2006年口月12口上海師大舉辦的申國

教育學會比較教育分會第十三屆年會上參與公開發

 表。

 在臺北的申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996年，

 恰好是(馬關條約) Wi一百年之後，蟬辦的「第二

 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中，有多位學者便提

 到，當年「甲午戰爭」中國滿清失敗的諸多重要原

 因之一，便是「無知」於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的進

 步與貫JJ (中央研究院，忖96) o

 「無知」於日本的進步，又誤信資料以為自己

 海軍的買力遠在日本之上，無懼於日本海軍的攻

 擊，以為「必勝」撫疑。如此不重視「國際認識」

 的結果，付出了慘捕的代價。包括割地一臺灣、澎

 湖落入口木手申，賠款一史上金額最大，以及中日

 兩國盛衰胸翻膊關鍵。滿清從此一敗塗地，日本從

 此從「悽寇」成為「列弛」，不但是^900年的「八

 國聯軍，之一，更在^904年打敗俄國，助長其日後

 征服世界的野心。

 鄧小平為中國大陸在^984年的改革開放政策辯

 諧時說:「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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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ification

 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

 個苦頭。」;「如果從明朝申葉算起，到鴉片戰爭，

 有二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箕起，也有近兩

 自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的贊窮落後，愚昧無

 抓。」(鄧小平，^993 ^^ 9^)使中國走向今日富強的

 兩個關鏈，其^就是^97^年抓人「聯合國」，其二

 就是^979年與美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因為如此，

 中國正式走向國際。歷史上的白我封閉，事質上阻斷

 了國際認識的機會，當然也就不會進步。

 在中國質行長達一千"百年之久的科舉制度，

 從不重視國際認識。百到^90^年，慈禧太后下令改

 革，考試內容申加考中外政治歷史、藝學。當時有一

 道中外比較的試題:「項羽拿破輪論」(當時譯名初

 設，把拿破崙譯為拿破怖)。(余秋雨，2004 : 26^ )

 但由於缺乏國際認識，許多考生不則道「拿破崙」是

 個歷史人物，有一考生答:

 「夫項羽，拔山蓋世之雄，豈有破輪而不能拿

 哉?」(同前註)

 試想，到了20世紀初期，中國的科舉考生的

 「國際認識」如此貧乏，如何能夠選拔初面對錯綜

 複雜的國際問題的政府官員?由此可見國際認識在

 今日教育之中的重要性。

 難度之高，以致於申外歷史上有助於國際交流的成

 功人士，都名留千古。包括從漢武帝時張賽出使西

 域，到了惰、唐開始的國際交流，不僅是日本派遣

 「遣陪使」、「遣唐使．，當年申國首都長安，也

 有外國人居住的特定範圍(王斯德，2002 : 23)   ;

 而在元朝時期，包括馬可波羅(^arco Po^^)等到中

 國的外國人士，以及從中國到伊朗、阿富汗、君士

 坦丁、羅馬等地的中國人士，都成為今天加拿大中

 學教科書申的題材(Cranny, 1998: 4^6)   g

 而明朝「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更是

 「國際認識」中永垂不朽的典範。至今已滿六百年

 的「鄭和七次下西洋」史實，讓隨後而起的西方

 海洋探險「後來居上」。為什麼中國明朝當年要

 中斷海上探險，一直是史學研究者感興趣的議題;

 在中國漸漸放棄海洋之後，西方才開始的海洋探險

 (Cran^)y, 1998:  420)，所遭遇到的困難，迄今仍然

 是今人敬佩。包括物理科學的爭議、宗教的限制、

 醫藥的問題、食物無法保存與飲水的問題、面對茫

 茫大海不可知的未來的問題等等困難;這也就是為

 什麼包括哥倫布於^492年「發現新大陸」與隨後麥

 哲倫航行世界一同兩件偉大成就，至今仍然是不朽

 的盛事，因為要邁向國際，增進對於世界的認識，

 實在是太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了。

臣咱便是能矩

 二、「國際認識」的困難

 在古希臘，蘇格拉底曾經說過

 夠自認是無知的人」(王宏印譯，2005 ^ 15)，柏

 拉圖也曾在《理想國}    ( Republic ) —書中以「洞

 穴」作比喻，來描述人類對外界認知所受到的障

 礙。(李曰章譯，^990)最經典的應該算是培根

 (^aco^l, F.)所提出肘，影響理性認知的四種幻象:

 族類幻象、洞穴幻象、市場幻象、劇場幻象。(王

 宏印譯，2005 : 65)。從古今中外來看，阻礙人類

 「國際認識」的成因，幾乎很多都與培根所謂竹四

 大幻象，都有關係可循。

 儘管如此，追求國際認識的努力，在中外僱史

 上都沒有因為各種困難而完全放棄;也就是因為因

 三、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者自200^年起，陸續發表7 <兩岸國初中

 魔史教科書比較研究)、(兩岸國初中歷史教科書

 有關『臺灣。記載之比較)，並且於2003年赴日本

 名古屋大學進行「兩岸與日本初中歷史教科書有關

 中日戰爭之比較分析」，對於不同國家的初申教科

 書中，記載與他國有關的內容，慰^+分有趣。同

 時也深刻感受到各國教科書中的「國際認識」非常

 重要。

 當研究者在日本訪問期間，就很驚訝於發現日

 本對於世界各國教科書研究的重視。例如:臺灣出

 版的《認識臺僧》國中教科書歷史篇，日本便立

 即翻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蔡昇達、永山英樹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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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以利日本的研究者「認識臺灣」，這足含

 我+^-分欽佩的。此外，日本對於中國、韓國的教科

 書也非常重視，都有日文版，厚厚的一大本，其目

 的當然是為了增加對鄰近國家的認識。

 除此之外，研究世界各國教科書的研究著作，

 更是不勝枚舉，例如:《日、申、韓的歷史認識》

 (浦野起央，2003)、《世界的歷史教科書- 1^國

 的比較研究》(石渡岩男、越田稜，2002)等等。

 這些努力，都含我們對於日本學術界的遠見感到敬

 佩。

美國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理查教授

 ( R^chard E. Gros^)於^99^年完成的《中國教育

 的美國認^^   (Wha^^^^^^]ese Chlldrcn and youth are

 ̂ear^l^^lg about the United StateS)，對於研究者的興

 趣很有敵發。

 此外，周孟玲於^998年在「方法論:歷史意義

 與歷史教科書的分析編寫國際學術研討會」(Thle
．．．．．

 爪te川a仇。n引COnfere^]Ce。nMet^]OdO^Og^eS:H^nOn。引
．．

 Co打Sc^ol^s^]essandH血。ry-Tex^bookResearch)上

 發表一篇(英國中學歷史教科書的中國皇朝央)
．．．．

 ̂ThCprese^)tat^onofCh^neseH^sto^．y爪theteXtbooks

 of British Schoo^s )   (張元、同樑楷編，^998 :

 289-3^0)。此一論文亦有助於我們了解，究竟外國

 人眼中的中國是什麼。

 所有上述這些論文與研究，使研究者更有興趣

 於進行「國際認識」的探索，因此當研究者於2005

 年夏天應邀前往加拿大溫哥華卑詩大學(UBC)

 酌教育學院擔任訪問學者時，所提出的研究課

 題便是:「What do Canad^an Students lcarn about

 Chl^^]a?」，主要目的有二:

 其一、探索加拿大教育的「申國認識」主要內

 涵與其恃色。

 其二、探索這些「中國認識」其中可能的錯誤

 與值得思考的問題。

 四、研究途徑、方法與步驟

 此一個案研究，乃是馮了解加拿大的教育之

 中，對中國的認識是什麼?所採取的研究途徑，乃

 是利用加拿大溫哥華市的中學社會科教科書(Soc"^

 Studie^)為研究重點，研究方法乃是將文獻分析法

 (^ite血肌，evie^)，詳加閱讀教科書內容，再進

 行分析，包括:內容發現(^iscover^)，錯誤之處

 (，Tli，t"kes)，對「國際認識」的敢示等。

 由於加拿大的教育制度中，小學七年，中學五

 年，一共十二年，而且加拿大中央政府沒有設「教

 育部」，有關於申小學教育問題，都是地方政府中

 的「學校局」(^choo^Boar^)所掌管，各地所採用

 的教科書也不一致。因此研究者向卑詩大學教育學

 院課程系的克拉克教授(^r. Penney C^ark)請教之

 後，並收集當地中小學「社會科」課程中，包含有

 「中國認識」的內容的主要教科書，有下列六種:

 l．E. A^y^] Mltchner & R. Joanne Tuffs, Global Fo^．c|es Of"

 the 20" Ce^tM^y, Reidmore Book lnc., 1^97. (Chap.6，

Japan's Ascendency in Asia7 pp.93-^08; ChapTl4, The

Peop^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1945, pp. 147-268)

 2^Garf^eld Newman & Chr^stine De Geer, O^^，ss．e^，

 th^．ou^gh Ages., McGraw-Hill Ryeson Li^]]^ted,

Toronto, Canada.,  1992. (Chap.5, Chinese

Clvlllzat^on, Pp. 129-^66)

3^Arno^d Tou^tant & Su^sa^ Doy^e, A^7c^e^7t WorldSS,

 Oxford U^]^v，ers^ty Press, Ontar^o M3C IJg, Canada,

2000.(Chap.7, C^]^^]a: A Wor[d to ltse[f, pp.Tl30-^50).

4. Beverly J. Armnento,J. Jorge K^or de A^va, Gary

B. Nas^l, ChriStopher L. Sa^ter, Hou^g^]to^] Mifflin

Co^npany, Doston, 1997. (Chap.^, Ch^^]a. Lesson t-3.

pp. 190-220)

 5. M^chae^ Cranny, Pathwvays C^^，ilization Zhro^^gh

 T^^^7e, C^^，il^za^tio^7s Educat^on Canada rnc., Toronto,

Ontar^o. 1998. (Chap.3, The C^vilizat^on Of Ear^y

Ch^na, pp. 69-100; ChaP.^3, China: The wor[d

Powerl pp.399-428)

 6. Roberl J. Walker, World Civ，ilization7s: A Co^，ppa^．at^v，e

 Stu^dy^，, 0x6ord Un^vers^ty Press, Toronto, 1998.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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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a^ly As^an C^v^^^zation 450O B.C．E.-^^85 C.E，

C^lap. 17, Chi^]a: The M^ddle K^^)gdo^]l; C^lap. 18,

C^l^^]a: Soc^ety and Cu^^^u^re.p^].372-404)

 研究者根據克拉克教授的建議，選取上述第五

 本，由M^c^，ae^ Cra^l^]y主編nn^7 pathways: C^v^lization

 Throu^^^l T而e為本研究的題材，因為此乃八年級(4甘

 當於我國的國巾二年級)的教材，而且是加拿大的

 中學較多採用的版本，同時也是溫哥華而採用的巾

 學教科書。

 研究者在決定丁樣本教科書之後，使開始著手

 閱讀，同時逐頁翻譯成中文，以利於整理分析。此

 外，詐多外文所引用到中國的歷史事件、人物、年

 代、甚至於是文學作品等．都必須逐^^尋找原文，

 以確知其中文原意。這一些研究程序，部分是從網

 路上探尋，部分是卑詩大聲當地的教授、部分是請

 臺灣的中文系教授協助查證，還有一些是由安人帶

 中文書去加拿大給我，最後是返回臺灣之後，繼續

 進行查證的工作。

 在卑詩大學期間，仞步完成整埋分析之後，研

 究者於2005年7月26日在卑詩大學教育學院第一

 次公開發表．利用簡報與莒面大綱，向加拿大的學

 者報告「研究發現」，並聽取他們的意見;在2005

 年^0月下旬應邀在杭州的浙江大學教育學系作第二

 次公開發表，聽取他們的意見;在2005年^2月^6

 日再於宜爾佛光大學主辦的「第二屆兩岸文教研究

 鞏術研討舀」上作第三次公開發表，聽取臺灣學者

 與學生的意見，才開始正式撰寫本研究的論文。

 貳、Pathw，ays中的「中國認識」分析

 一、Pa^^]w，ays的罩節結構

 V      ^^ .? ^rT^ ^    lv     ^^^l^    .      ^^lT^h^^A．^

 月7/》^．^勺%;．乙^v%Z7斤0y7乃/0/心力而加一書，定加旱

 大溫哥華市現行中學八年級社會科(^ocial stu，d^e^)

 課程指定的教科書。其主要內有分為四個大單元，包

 含^3章。其介紹如下:

 根據卑詩大學克拉克教授的解釋，加拿大的中

 學社會科教材是沒有統一的版本，而且只有八年級

 是必修，冉往上是選修。煥句話說，從Pat^lw，ays中

 單元一:古代文明(西元500- 1200年)

 第一章歐洲(一) (^urop^'Ea^．^y M^dd^e AgeS)
 第二章歐洲(二) ( Eu^rope'H^g^ Midd^e Ages )

 第三章中國( T^]e C^v，ilizat^on Of Early C^]^^]^)

 第四章阿拉伯世界(^^]e Early Arab World )
 單元二:中世紀文明(西元^^00-1400年)

 第五章歐洲(三) ( E^rope'Late M^ddle Ages )

 第六章日木(Med^eval Japan)
 單元三:歐洲的繁榮(西元^^00 - l^00年)

 第七幸歐洲的文藝復與( E^rpean RenaiSsanc^)

 第八章航海家(Nav^gato^．s and Sea DogS)
 第九章民族國家的出現(^^]]e^．gence Of the Nat^on

Stat^)

 單元四:王國與朝代(西元900- 1600年)

第十章伊斯蘭西班牙與耶圖曼帝國

第十一葦印度

 第十二章非^^．叫

 第十三章中國:世界的力量

 可以發現，對於世界文明的介紹。在申國的部分，

 只有談到明朝，清朝以後，^^直P^ 2^世紀的中國，

 則是屬於較高年級的閱誼範圍，而且已經不是必修

 課程。

 如同臺灣高中教育有「學力測驗」與「自然

 組、社會組」的分組概念一樣，加拿大的中學生

 要進入大學，必須參加「十年級省考」(Grade l0

 ProvinciaI Exam.)   ;此一考試是以十年級內的教育

 內容為考試範圍。至於十一、十二年級的考試料日

 都是自由選擇，各大學入學審查要求考生提供的高

 中課程科日，各學系都不一樣，所以+^-年級以上，

 就沒有社會科「必修課程」。

 儘管如此，克拉克教授也提醒研究者，不同中

 學、不同任課老師，雖然選用Pathw^ays作教科書，

 也不必然教的內容都一樣，因為教師有自主權，不

 必整本內容都上;他們可能選擇其中部分章節作為

 教材而已，這是研究加拿大教育必須認識的。

 從Pat^lways的章節來看，從份量來看，很明

 顯的，歐洲的份量最重，在全部-^-二章中，佔丁七

 章;其次是中國，分別是第三章與第+^-二章，共有

 六十頁之多，從此一份量的分配，是否也可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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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作者或是加拿大中學教育申心對世界各地文明亞

 視的程度，頗值得深思。

 以下本研究將針對有關「中國」的這兩章內

 容，進行分析。

 二、Pat^lways的「申國認識」主要重點

 在兩章的「中國認識」巾，除課文本文之外，

 主要結構包括:「過去之窗」( Window^ On the

 Past)   ^「活動」(Act^v^t^eSj   t「原典」(^r^^]]ary

 Sourc^)、「連結」(^ink U^)等等。當然本研究

 是以課文本文為研究重點，也包括上述其他主要并;吉

 構的內容。以下針對研究發現進行分析。

 (-)「巾國認識」的時間範圍，從商朝(西元前

 1650- 1027)開始，到明朝結束(西元1368 -

 ̂644年)。

 並未進入清朝與中華民國等現代史。雖然如

 此，Pathways申對於中國文明的演進，主要朝代的

 更替，所介紹的內容非常豐富與詳細，對於外國學

 生而言，其負擔不亞於臺灣學生「中國歷史」的學

 習，因為朝代很多，而且政治制度變化很大。

 (二)對「中國哲學」的認識，Pathways中提到了儒

 家、法家、道家。

 分別以孔子、韓非子、老于為代表人物，敘述

 此三類學說的主要內容。而且在「原典」( Primnary

 Sourc^)中，分別引用上述三者的言論，以增加其說

 服力。論語引用的有三則;分別是:「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恥且格」(出自論語為政篇)   ;「父在，觀其志;

 父嫂，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為孝矣。」

 (論語學而篇) ;于口:「事父母，幾諫，見志不

 徙，又敬不違，勞而不怨。.1 (論語里仁篇)

 由於儒家思想對中國的深遠影響，因此認識申

 國一定要介紹儒家思想。住Pathways中，對儒家思

 想的介紹，以孔于為代表;孔子相信「性善」，重

 視「五倫」，強調道德與倫理。而在前述三則「論

 語」原典申，有兩則是與「孝」有關。加拿大的學

 生楠此來認識儒家思想，也足很正確的。

 比較特別的是，^^^^^^^^申畫出了「太極」

 圖(p.^9)，並藉此說明商朝開始申國人的價值觀

 念。在書上介紹時說:「陰陽的符號就表示任何

 事情都是有正反兩面同時存在，而且是相互依賴

 (^nterdepe^)dent)」。此一認識非常重要，雖然此

 說並非出自「論語」，但確實是可以幫助對中國思

 想酌認識。

 (三)略述「鄙視商人」、「輕視女人」之舊傳統

 觀念。

 「鄙視商人」、「輕視女人」被視為中國歷史

 上的舊傳統。Pat^)ways ^r紹商朝時提到，「商人

 跟工匠聚集在首都附近，因為上層階級的人才買

 的起。」;在周朝時更具體提到，「與商朝一樣，

 商人與工匠是屬於比較低的階層。」;即是到了

 唐朝，Pat^lways中提到，「為了顯示對商人的鄙

 視，唐朝酌南人不可以騎馬，也不可以穿華麗的衣

 服。」由此可見，Pat^]ways對於申國lLb--傳統是很

 注意的。

 在「輕視女人」方面，Pathways在「儒家」

 中就提到「女子的角色相對較不重要，也較不受到

 尊重。」。最經典的，應該是Pat^]ways申運用整

 頁(P.^24)敘述漢朝「班昭」寫給他女兒的一封

 信。信中告誡其女兒四種女人的必備條件:婦德、

 婦言、婦容、婦工。對公婆必須絕對的順從。雖然

 唐朝出了一個武則天女皇帝，但是其篇幅還遠不及

 「班昭」介紹得多。介紹明朝時，Pathways特別提

 到，「當時各階層，女子地位都比男于低下，這是

 儒家思想。」由此可以看到Pathways中對中國婦女在

 歷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視。

 (四)簡略介紹中國歷代皇帝

 從商朝到明朝，Pathways^i^紹的主軸是政冶的

 變遷，大略每一朝代都會提到幾位皇帝，不過都不

 多，較具代表性的如下:秦始皇(秦朝) ;漢高祖

 (漢朝) ;惰文帝(隨朝) ;唐高宗、太宗、武則

 天、唐玄宗(唐朝)，宋太祖、徽宗、高宗(宋

 朝) ;成吉思江，忽必烈(元朝)，明太祖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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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m]^]ll荷c乙tl^n

 從以上列舉的主耍朝代的皇帝，不難看出

 Pathways中對「中國認識」的幾個主要面向。不過

 雖然沒有提到皇帝，但一些重要歷史也有提到，^iU

 如: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在Pathways中特別介紹

 其「報任安書」，作為申國介紹酌開始(p.73)，但

 完全未提及漢武帝。

 此外，似乎也可以看出Pat^lways中對唐朝特

 別青睞，書中稱其為「黃金時代」( The Go^den

 Age)，其重視的程度，明顯多於其他朝代，未朗被

 稱為「文藝復興」，在藝術成就特別突出。

 (五)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是Pat^lways中非常重

 視的。

除了在漢朝時期有很多內容描述其擴大帝國的

 方法，與統治所及的範圍之外，唐朝首都長安更是

 當時最大、最繁忙、最世界化的城市，「全啞汁^^的

 人都來中國訪問」(p.g^)。元朝的統治範圍遠達中

 亞，與世界的關係更是緊密，馬可波羅就是元朝時

 抵達申國。明朝則以「鄭和下西洋」為代表，迄今

 滿六百週年。

 Pat^]ways對於鄭和下西洋有很高的評價，也

 提到西方航海的興起，是在鄭和之後，只是不知

 道當年鄭和七次下西洋之後，為何完全中止?在

 Pathways的「作業」中，有一題是:「如果當年鄭

 和七次航海中，有^^次是抵達北美洲，則=天北美

 洲的歷史可能有哪些不同?試以北美成為明朝殖民

 地寫一個故事。」(p.427)從這裡可以充分感受到

 Pa^^^ways對於鄭和航海探險的惟崇，以及中國與世界

 交流的重要性。

 (六)特?^^^\紹長城

 長城是中國的象徵，Pat^]ways在介紹中國文明

 當然也不能忽略，除了有長城的相^^ C^]^87)，也有

 長城所在位置的地圖(秦朝p．8^)   o Pathways將「長

 城」視為秦始皇的重要成就之一，並提到其功卅，

 而且一百到明朝都曾經不斷整修與增強，由於長城

 與中國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息息怖

 關，因此正確認識「長城，的歷史意義，對欣「認

 識中國」很重要。

 (七)科舉與教育，是「中國認識」中不可或缺

 的。

 Pathwvays在介紹唐朝考試時提到，來自歐洲H的

 訪問者都對中國的「科舉」讚不絕口，因為這種制

 度是以「能力」為考核的重點，而不是世襲制。並

 且提到唐朝與明朝的商人，為了改善自己的社會地

 位，就培育自己的孩予參加科舉，因為一且金榜題

 名，就全家受惠。

 申國的科舉始於陌朝，到清光緒3^年(^905)

 廢止，歷程一千三百年，並有體國、越南等鄰國援

 用，影響深遠。此一制度與儒家思想密不可分，雖

 然廢止迄今已達一百年之久，但是其影響是無遠弗

 屆的。

 (A)介紹中國的文學。

 在Pat^)ways中曾經多次介紹並引用作品，幫助

主要是  [宜
 z、

加拿大中學生認識中國的文學

 是唐詩。「中國歷史上一些最偉大的詩人出現在唐

 代」、「有一本唐詩，單一形式就有2200個詩人，

 創作出48000篇作品;詩的創作有嚴格的規則與韻

 住，。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蔥河道

 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申草

 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

 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古來唯見自骨黃

 秦家築城必胡虜，漢家還有烽火燃

 峰火燃不息，爭戰無己時

 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夭悲

 鳥鴦琢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

 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

 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田

 在書中特別介紹了李白的「戰城南」(Fighting

 South Of the Ra^l]part^)來讓學生體會戰爭之後的感

 受。什．98)。原文如下:

 找到這一篇原典，並讀完之後，含我印象深

 刻。因為李白詩作何其多，Pathways的編者選此一作

 品代表李白，其動機比較今人難以解釋。

 在Pathlways中，另--篇作品是宋朝陸游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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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篇名，經過查證，陸游為此作序曰:「城南上原

 煉翁以賣花為業，得錢悉供酒資，又不能獨飲，逢

 人輒強與其醉。辛亥九月十二日偶過其門，訪之，

 敗屋一間，妻于饑寒，而此翁已大醣矣。殆隱者

 也，為賦一詩。」全文原典如T (P.404)

 「君不見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為糧如螢蜂
 朝賣一株紫，幕賣一枝紅

 屋破見青天，盎中赤常空

 賣花得錢送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

 春春花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崖

亦不知天子殿前宣自麻

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

 客來與語不能答，但見醉髮覆面垂。」

 Pa^^]ways編者引用陸游的此^作品，恐怕臺灣大

 多學生都沒有看過。這是Pathways中，唯一陸游的

 作品。

 第二篇中國文學作品《紅樓夢^   (^hc Dream^ Of

 Red C^]a^]]ber)   (Pp.^00-403)   1用了整整四頁，引

 用紅樓夢原典第三回「託內兄如海薦西賓，接外孫

 質母惜孤女_1申的一段(曹雪芹，^98^ : 15-^6)   ?

主要是描寫黛玉首次前往榮國府拜見外祖母的一段

 故事，內容反映出大戶人家的奢華，而且這^^;史

 完全是女人，包括黛玉、外祖母、伺候的「眾搓

 于」、「穿紅著綠」的丫頭、大舅母、二舅母、;明;

 大嫂于等等。

 Pathways在《紅樓夢》單元後的「作業」中，

 問到了中國社會重視禮節的例于，還有提到僕人多

 寡是申國當時財富的象徵。從上述兩處可以了解，

 加拿大的中學生藉由《紅樓夢》的一段所認識的中

 國，應該不會是文覺之美，比較多是屬於富裕家

 庭、官宦人家的排場與貧富的差距，這一課肯定會

 留給學生深刻的記憶。

 (九)特別強調漢朝時自印度傳人的佛教

 中國的宗教，在Pathways巾特別提到漢朝時傳

 自印度的佛教(p.g^)，並且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非

 常快速，受到當時有錢人與有影響力人士的大力支

 持。佛教的說法是:「痛苦的產生是因為太關心自

 己的慾望和需要」(p.g^)   o

 自東漢末年傳入申國的佛教，確實是與中國的

 百姓柵融合，並且影響深遠。除了從中國各地的佛

 教聖地可以得到證質之外，今日臺灣各主要佛教宗

 派，幾乎也都是源自大陸，並且廣得人心。

 ( +^- )中國的藝術與科技成就，也是Pat^lw，ays中的

 重點介紹。

 從殷商開始的青銅器、陶器及其上的圖騰與

 花紋，中文的書寫、漢朝蔡倫發明造紙及「金鏤

 衣」、唐朗的書畫、玉雕、陶工等。

 正當歐洲中世紀的時候，申國的藝術與科技

 都有很高的發展，柑對而言，歐洲是落後與好戰

 的。雖然當時歐洲對中國的了解很少，但是受惠

 於中國的科技發展很多，例如:火藥、造紙、馬

 項圈( horse Collar)、膊脯( whee^ barro^v)等

(p.405)   o

宋朝的藝術繁盛就類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一

 樣。在Pathways中，特別附上南宋馬^^ (^a Yu^a^l )

 的一幅山水畫，以及南宋張擇端(^ha^g zeduan)

 的一幅描述日常生活的圖畫「清明上河圖，(^pri^)g

 Fest^val A^ong the R^ver)   ;   ( P.^^0 )在另一頁更

 附上一幅由十歲女孩王安妮( wang Yan^) R^盡的

 國畫，一隻大獅于坐臥著，身後圍繞一群小猴于。

 (p.^ll ) Pathways的編者並利用這幅畫，進行「中

 國國畫的分析」，花了一整頁的篇幅作介紹，讓學

 生認識如何欣賞中國的國畫。

 此外，中國的戲劇，也是Pathways中的一個重

 點。還有宋朝的建築藝術，兩者都是圖文並茂，超

 過一頁竹內容。到了明朝，則特別提到「瓷器」，

 也是滿滿一^^^ (Porceta^n:   A Boom]^^]g Industry )

 並附上三件精美瓷器的相片什．422)   v

 從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加拿大學生對於中國藝

 術的認識，應該是已經有一些概念，也遍及書畫、

 戲劇、建築等，相當不容易。

 以上十點，可以看成是加拿大中學教科書

 Pathways中，有關中國兩章之申主要內容重點。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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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內容，約略可以看出一些特色。

 三、Pat^lways「中國認識，的特色

 C-)內容豐富而且詳盡

 Pat^]ways對中國的介紹，已經不單只是歷史的介

 紹，還包括:哲學(儒家思想、陰陽太極)、文學

 (李白、陸游、紅樓夢)、經濟、社會、藝術、科

 技等等，當然最重要的是政治。全部內容是以政治

 馮主軸思想，從殷商到明朝，幾乎與臺灣的學生學

 習的差不多。

 ̂^)編者對「中國認識口的資料引用來源，顯然

 是臺灣學生比較少見的。

 引用李白與陸游的詩作，都不是常見的作品;

 還有以班昭告誡女兒的信，來敘說中國傳統女性的

 角色，這也不是兩岸教科書上看得到的內容。這其

 申，除丁中國文學的精華，還可以有許多選擇之

 外，對於淇朝班昭的重視，也是值得討論的地方。

 編者取材的標韭在哪裡?李白的詩作有很多在兩岸

 傳頌至今，還有陸游的「釵頭鳳」是經典的文學創

 作，卻都沒有被介紹;再者，類似班昭的歷史文獻

 可能使加拿大中學生對於中國產生何種印象?是不

 是合理?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值得教育學者深．^L

 研究的。

 (三)編者對中國文明演進的評價，有「恨鐵不成

 鋼，的感覺。

 例如在漢朝，談到絲路時，Pathways就提到當年

 的羅馬帝國就為了要購買申國的絲而差一點破產。

 談到惰唐時期的首都長安，是當時最繁盛、最世界

 化的一個城市。到了宋朝時，編者提到中世紀的歐

 洲^並不認識中國，但都受惠於中國的科技發明，談

 到明成祖時期的「鄭和下西洋」，編者更是提到西

 方航侮勢力的開始，是在中國已經結束之後。這一

 切都可以看出Pathw^ays對中國古文明發展的正面評

 論。相信學生閱讀時，都會受到影響。

 (四) pathways除了印刷精美以外，圖片的收集，

 內容的編排，以及「作業」(act^vitieS)的用

 心，也是今人印象深刻。

 介紹中國的藝術、書畫、戲劇、建築等。都有

 精美的彩色圖片，並且有詳細的解說;冉如「作

 業」中，在「鄭和下西洋」單元中問到，設想當年

 鄭和航海來到北美，使得北美成為明朝殖民地的情

 況;這是非常有創意的作業，值得我們學習。

 (五) Palhways中也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訊息，值得我

 們重視。

 在談到中國與世界的交流，Pathways中列出如表

 ̂、表2 :

 上述這些人名，由^^Pathways末註明「資料來

 源」，其正確性值得歷史學者重視與進一步深入考

 -又文
 --。 -口
 口^

 (六)對明太祖外貌的描述，今人印象深刻。

 或許是為了增進學習效果，加強記憶，Pathways

 在明朝的內容上，附上了明太祖的肖像(圖^3 1

 P.^19)，並且在旁邊說明:「這張是明太祖理想中

 的畫像，事實上，他是很醜的人，臉上長滿麻子，

 ̂E又很長。」(^^]parent^y he was an ugly man,

 with a poc^(^]]a^．ked face a^]d jutting lower ja^)   o

 雖然在大陸的華東大學出版社的「中國歷史」

 七年級下學期的版本，有同時列出明太祖的兩幅美

 醜畫像(王斯德，2003)但是Pathways試圖以「長

 的醜卻要畫的美，來展現申國皇帝威權酌另一面，

 衣^在元刨朋岡抵遨^^^喊^臼:^》「匣1^旅遊揩

 坪．代	歹^^之^^。人．
 1275	焉可彼絀
 1307	Mon^e C orvm。
 1320	Odoric of Pordenone
 1335	Ibn Battula
 1340	Caterina and AntonicVilion

 親．峭
．

 ．‥．．
 …-．-…．．-．、‥．-．．-……．，‥一…．…．．．。^…．

抵達北京

橄任命為北京的大工教

我大利裔法國人

北非探險者和特使

 或許是來自熱那亞的商人;花江蘇揚州^W4們的基梆上註明的日期是^342年

 西^，^叫:源: Pa^^^^^，a^ys.   ?00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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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3i^^:朝時期去外國竹中國旅遊者

 牢．^t人乞

^222 C^^ang Ch^^^^

^260 cha^)g:D^

^287-9O Rabba^^ Bar^S^^^^^^]a

 叫'斗叱汕i「'? Pnl^^^^^alyS，川^^5:^^^ ^

親明
 -……-．-．-‥

 偕侶，到注阿高什吋C^^^^^gglS K^^as'ca^^^^^

 欣^"上到^^JF^^

 Ncs^o^^a^^倍侶．刊肪君、1::坦;丁蟋和羅馬，在注澗西與法櫥西及英國國王見面

 也算是用心良苦。

 總之，Pathways竹．中國認識．主要的重點與

 特色，約略如上所述，對於加拿大的中學生而莒，

 欲認識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應該是柵當有幫助，

 而且基本上也都符合兩岸學校教育的主要敘述。佃．

 是瑚然如此，在Pat^lways中仍然有些內容與中國貿

 況不符，另外還有^些值得思考的，以下分述之。

 參、Pathways的問題思考

 在加=大溫哥華申學社會科Pathway^—書中有^j;^

 於「巾國認識」，有關下列放發思考之後，以下什

 述之。

 -．、內容錯誤之廬

 在Pat^]w，ays內容「申國認識」的兩章之中，有明

 顯錯誤之處，有下列幾尷:

 (-)地理敘述上的錯誤

 在第三章「中國文明的源起」(p.74)申，行

 ̂^段話提到:「申國的兩條主要河流，黃河與長

 江，兩者都是由東往西流」(^oth flow什^^ east tO

 wes^)。此一敘述乃是明顯錯誤。正確的是，兩者．耶

 是由西往東流。此一錯誤也詐不致引發對申國有太

 多的錯誤認識，但都是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錯誤。

 ̂^)社會階級分類的錯誤

 在「周朝」(p.80)內文中提到，「這一時期^自^^

 社會被分成兩個階級，上層的是統治階級，^1^^^^^

 是農民」。但是根據兩岸的中國歷史均有提到，在

 東同時期，社會被區分為「貴族、平民、奴隸」三

 個等級，而不是兩個等級。此一敘述，與中國歷史

 不盡柑符。

 (二)皇帝性名竹錯誤

 在「唐朝」(p.93)內文中第一段提到:「唐

 朝是由『李皇』削立，他取名『高宗』」(The
 、"

 dynas[yvvaSfo圳dedbyL^L^t^a比vu卜o[ook山e川a^neof

Gaozon^)   o

 首先，唐朝是由李淵開國，「L^ Huan」的發音

 是否為「李淵」?值得商榷。其次，李淵顯然不是

 「高宗」(^aozong)，這是明顯的錯誤。

 (囚)皇帝先後順序的錯誤

 在「唐朝」內文中提到:「高宗很快就被其兒

 干太宗所取代．太宗是中國皇帝中最富動力竹一

L^ /   ^^^^ 1 l     l l     ? m

(Gld b hi Ti 位」(G乙ozong)v乙ssoon^．e^]^acedbyh侶sonTa^zo胎，

 one Of the most dyna^n^c Of the Chinese e^upero^．s．)

 (p.93)或許這個錯誤並不會影響外國人的「中國認

 識」，但是在中國人看來卻很嚴重，因為「父于顛

 倒，，唐太宗是父親，唐高宗才是兒于，加拿大的

 課本把順序弄皮了。

 (五)年代的錯誤

 以秦朝而言，課本上是「256-202 B．C．E．」

 (p.^6)，算起來應該有「54」年之久，但我們

 所知道的秦朝在中國的歷史沒那麼長，正確的

 是「22^-206 B．C．E．」。宋朝的年代也有問題，

 課本上是「907-^276^    (P.^05)，正確應該是

 「960-^279」，因為從「907-959」不屬於宋朝，是

 「五代十國，期間。

 在引用陸游作品的地方(p.404)，書上註明。^，

 代是110O^C.E但是根據考證，陸游的出生年是^^25

 年，卒於^2^0年，因此明顯有出人。

 (六)宋朝政府組織的問題

 在Pathways內容中，對宋朝非常重視，而且

 也有許多報導是有問題的。在圖^3-^   (p.^06)

 「宋朝的政府」申，書上畫了一個宋朝中央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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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組織圖，在皇帝( E^pero，)之下，直接領導
^r;tlnl^nn r^^h^lw:nn;nn       .    ^^^lm: F^^]a^]ceCo爪^u^ss^o八口、「CoM。H。fSt匕tes-^、

 「M^^^tary Affairs」，另外有兩個在皇帝兩邊，以

 虛線呈現的「Office Of d^scuss^on and Cr^t^ciS^]]i」   t

 ̂ Censors」。此一結構圖很完整，而且在其他朝代

 並沒有如此圖示。

 緊接著內文上捉到:「政府中最重要的人是

 由九人組成的^hCou^lc^^ Of State^'」(^he mlost
 ．、．"

 powerfL^^bodywastheCou八。HofStatesw冊n^ne

 ̂nembers.)   (P.^07)「根據法律，即使皇帝不喜歡

 他們的言論，也不可以逮捕他們」(^y law, Cou^nciI

me^ubers Could not be arrested by E^]]peror even lf he

d^d not l^^ce what t^]ey Said.)   (P.40^)   o

 根據《宋史》(陳振。2003 )第四章「宋初的

 行政制度與軍事制度」(Pp.^25-136)，宋初的中

 央政府包括:申書(最高行政機構)、樞密院(最

 高軍事機構)、三司(鹽鐵、度艾、戶部)等。另

 據林瑞翰《宋朝政冶史》第六章《設官》提到「所

 謂中書主民、樞密工兵、三司主財」(林瑞翰，

 1992 : 418-4^叨。由此可見，Pathways對宋朝的中

 央政府介紹的「Counc^^of States」應該是「中書」，

 馮宋朝的「宰相」，只是遍尋史書，「中書」並沒

 有「依法皇帝不可逮捕的九人成員」。

 前述宋朝政府組織圖申，以虛線相連，並列於

 皇帝兩側的，應該是「諫院．與「御史，，為皇帝

 的「耳目之宮」，並以彈幼宰相、百僚。(杯瑞

 翰，^992 : 423)宋朝的「諫官」，輒以攻擊宰執大

 臣以邀榮寵，宰執大臣一受攻擊，鮮有不去位者。

 (ib^d，p．424)由此看來，宋朝的政府組織中，最

 有影響力的應該不是「中書」，「樞密院」，「三

 司」，而是「諫院」的「耳目之官」才是。耍真有

 依法不能逮捕的官員，也應該是「詳諫之宮」，藉

 以彰顯皇帝的寬宏大量才對，而不會是「Councll Of

 States」。

 (七)宋朝「靖康之難」的史實疑問

 在Pat^lwvays中提到:「宋朝的首都開封，在

 ̂^26年被Jurc^le^] Mongo比攻擊，他們要求巨額的

 「贖金」(^amns^^)，五百萬盎司的黃金、五千萬

 盎司的銀、一百萬匹的絲」(p.407)   o

 嚴格地來說，這一段話有很多問題。首先是攻

 打北宋的是「金」，前身是「女真」，而非「蒙

 古」。書上的「Jurchen Mongo^s」並非「金」或

 「女真」的英文。

 其次，在靖康元年( lr26年)金軍南下，宋欽

 宗接受兵部侍郎李綱之議，堅守開封(汗京)，並

 派樞密院事李稅向金軍求和。金國的「禽不」以粘

 罕大軍未到孤軍無援，乃同意宋朝的求和，其中的

 條件第一項就是:「宋輸黃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

 兩，表緞及絹各一百萬匹，牛、馬、驟各一萬頭、

 駱駝一千頭。」(林瑞翰，1992 : 302)

 由此可見，當時「議和」的條件，與「贖金」

 (r^^nso^)意義不同，因為靖康元年「議和」峙，

 並非以人質為交換:等到當年年底金軍大舉入侵汁

 京，並於隔年( 1127年)脅迫徽宗、欽宗、皇后、

 太子、親王、妃檳、宗戚、大臣等三千多人北上

 (^b^d, pP312)，就沒有議和條件之說了。

 此外，Pathways中所列出的計算單位「ounce」

 與中國歷史上的「兩」，是否可以適用?也是一個

 有趣的問題。

 (A)元朝種族歧視分類的錯誤

 元朝將所有人口分為四個等級:蒙古人、

 色目人、漢人、南人。但Pathways中卻『有三種

 (p-4^6)   :「t^le MongolS, the Var^ous Races (^ot

 Chin)es^)   and Ch^nese．」。由於元朝的社會階級制度

 與科舉制度等，與當時的種族(「aces) Wu度有密切

 的關係。

 Pathways中就提到，不同種族是不可以通婚，犯

 同樣的錯誤，漢人受到的懲罰比蒙古人嚴重等等不

 合理的規定(p.4^6)。其他還有許多種族歧視的做

 法，也正因此，正確地認識元朝種族分類是很重要

 的。

 (A)科舉中斷的疑義

 在Pathways中提到，明朝的建立，才恢復元朝

 中斷的考試制度。事實上，中國的科舉制度，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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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惰唐，終止於情光緒3^年，歷一千三百年之久，

 確實曾於元朝申斷達七+八年之久;自太宗九年

 (^237年) t^有一次就中斷，到「仁宗」於皇慶二

 年( 13^3年) ^詔恢復，延祐三年( 13^6年)正式

 開科取? (李則芬，1978 : 668-669)，都是在元朝

 統治期間，換句話說，科舉的恢復，並不是明朝建

 立以後的事，顯然這一點是必須澄清的。

 二、史實重點的思考

 在Pathway^—書中，對中國的介紹十分用心，

 但是相較於兩岸的「中國歷史」，其在史實重點的

 呈現上，出現了許多不同;這些不同，代表何種意

 義?是君  人所忽視，還是外國人的觀點?值得我引^^

 (一)唐宋詩人代表作的問題

 在Pathways —書中，列舉了李白與陸游的兩

 篇作品，並敘述了中國詩作與文學的成就。只是其

 所列舉的作品，李白的「戰城南」與陸游為隱者所

 作酌詩，都是兩岸教科書中沒見到的。其實信手佔

 來，這兩位大師的詩作多不勝數，兩岸也有許多共

 同的選材，只是Pathways申獨自取材自少見酌詩

 作，代表性恐怕不足。

 (^)唐朝楊貴妃怎麼死的

 其寅對外國學生的「中國認識」上應該不是很

 重要。白居易的「長恨歌」中對此有記載，英r^]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的慘劇，似

 乎歷歷在目。但是，縱然^"長恨歌」千古傳誦，

 誠如黃仁宇所說:「所以『長恨歌"只能作國文教

 材，不當引入歷史科目。」此議，確貿值得吾人思

芸
-"

 (三)中國歷史上水師肘興起

 Pathways申有提到，元朝忽必略特別成立丁水

 上艦隊(r^ver flee^)，而不只是靠馬來征服天下。

 (p.^15)蒙古與馬是脫不了關係，但其實，蒙古

 水師的興起，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很大，其一，蒙

 古是遊牧民族，竟然能藉由水師征服南宋，今人折

 服;其二，經由蒙古與南宋爭戰四十年，逐漸建立

 起一支強大海軍，承繼南宋的海權而加以發揚，中

 國歷史上海權的顛峰才可能在明朝出現(蕭敢慶，

^994 : 351)   o

 此一重點，對於兩岸中國歷史的呈現，應有參

 考價值。

 (四)朱元璋「種樹」的史實

 在Pat^]ways中提到，明太祖朱元璋在重建經濟

 方面的努力;其間農民如願意搬到無人居住地區，

 可以獲得補償與三年免稅，以此方法使得一百公頃

 以上土地得以恢復生產。安徽的每一個家庭耍種

 六百棵樹。歷史學家估計，大約有一億棵樹是在明

 太祖時期種值的什．42^)   0

 此一敘述，兩岸「中國歷史」均末述及。根據

 孫正容著《朱元璋系年要錄》引自《余冬序錄．外

 篇》所述:「洪武二+七年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

 姓務要多栽桑、棗，每一里種兩畝秧，每一百戶內

 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

 種。……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

 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為者全家發遣充

 軍。茲蓋生道殺人，雖死不怨者也。」(孫正容，

1983 : 469)

 由此可見，朱元璋重視種樹是頁的，但是

 Pathways中所強調的是明朝藉此而逐漸成為「強大

 而且統一的帝國」(the resu^^t was a strong and u^n^ted

 empire)   ( p.^^^ j。這種觀點來認識中國，也是值

 得吾人思考。

 (五)朝代之間傳承的思考

 在中國歷史上，朝代之間的傳承，其實都有很

 密切的關係。例如前面所述的「水師」，自宋、元

 到明朝，均有連續的關係;在北方明朝朱元璋的殘

 暴，殺人無數，在Pathways中曾敘述有-^-萬個官員被
 卜^b"一"" 叔死。(Overt血esTa^suhadato刨ofabout^O0，000

 gove^n]^]]ent OfnnC^a^s executed)    ( p.^^2 )但其實，其

 背後原因乃源自元朝各級官吏遺習，「貪墨之風泥

 渣泛起，作姦犯科之事頻頻出現」，有人形容當峙

 的情景是「贓吏貪婪，如蠅吶之趨腐朽，懶蟻之慕

 腥擅」(安震，^988 : 54)。這極朝代之間傳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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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動性，似乎佰得重視。

 (六)其他可以加強的歷史重W，5

 在Pathways中對於「中國認識」所採取的重點

 雖然部很切合史貿，但呵惜缺乏連貫性，似乎耶是

 很零散，如果能夠有系統地組編，應該可以使瑤生

 印象深刻。例如:儒家思想與科舉的關係;商人的

 地位與中國歷史;婦女的角色與中國的社會變造:

 國際關係與中國的盛衰等等，部是貫穿好幾恫朝

 代，才可能將其來龍去脈交代清楚，否則，邢只是

 「點到為止」，對學習效果:

 三、該書編者可能的限制

 Pathways —^書的主編M^chae^ Cra^]^ly有許多教

 科書的編帽經驗，據悉是一位中學教師，住在溫哥

 華，目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只可惜研究者2005年

 夏天停留在卑詩大學兩個月竹期間未能見到。

 根據以上所述的錯誤與問題的思考，研究者認

 為本書編者可能有下列幾項限制，以致於在人部分

 部很不錯之餘，產生一些瑕疵。

 (-)取材的限制

 由於編者並米評列Pat^lwa^ys的參考書目，但從

 其內容竹豐富，可以判斷編者不太可能閱讀各橄的

 「第一手資料」，尤其是中國的介紹，很可能那是

 引自英文版竹「中國介紹」;懊句話說，編者的取

 材限制與可能酌錯誤，也都可能受限於「英文版，

 的資料。

 (^)編帽群的細成問題

 很顯然的，Pathw^ays的編帽中，或是諮詢委

 員中，缺乏研究申國方面的人才，否則絕不會發生

 「長江、茵河由束往西流」這樣的錯誤。

 以上簡要分析Pat^^ways的「中國認識」兩竟之

 中，所發現的錨誤之後，以及值得思考酌「史實重

 點」，最後提出研究者對於該書主編可能竹限制，

藉以省思何以如此精美而且重要的加拿大中學教科

 書，竟會出現這些瑕疵的推論，以作為進一步研究

的

 肆、結論

 在加拿大中學社會科教科書Pat^lwvays申，共有

 二革六"^-頁的內容，介紹中國的歷史，自殷商到明

 朝，其份量對外國學生而言，是相當重的。本文茲

 就前而的研究發現，綜合敘述如^ ^

 一、綜合而言，該書包含了全世界古文明的介紹，

 內容豐富，印刷精美，圖文並茂，結幟清晰，

 作為中學教科書而言，應該是備受肯定。

 二、就「中國認識」而言，該書內容也非常豐富，

 包含了歷史、哲學、社會、經濟、政治、藝

 術、文學等等方而，應該是可以對於申國文明

 的起源，有一全面、正確酌認識。這可以算是

 一本成功的社會科教科書。

 二、該書中的一些錯誤，以及史實重點呈現的思

 考，同以作為編者修正酌參考。

 四、對本書編帽的建議:

 (一)在中國唐宋文學方面，宜選取其代表性的

 詩作，來認識李白、陸游等文學家。

 CD)以專題形式，貫穿時空，介紹申國的許多

 問題與思想，才能夠全面而且深入地認識

 中國。

 (三)宜註明引用的資料來源，以及參考文獻，

 以使閱讀者了解與查證。

 (四)編帽群宜加入「中國研究」的學者，以使

 適時提供改進意見。

 伍、附記

 當研究者於2005年7月下旬在加拿大卑詩大學

 教育學院第一次公開發表研究發現時，除了獲得與

 會約各國學者一致肯定與重視之外，亦有來自中國

 酌學者表示，「中國大使館」癖該協助加拿大政府

 對於教科書作全面的檢視，但這個意見後來就不"T"

 了之了。
一

 在同一年十月下旬，研究者在杭州浙江大學教

 育學院公開發表後，有一位研究生的問題，今人印

 象深刻。他質問我，此一研究算不算干預其他國家

 「內政」?因為他認為，加拿大要如何認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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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他們自己的判斷與懼利，外國人不應仟涉。

 除了在淡江大學授課時曾講述之外，研究者在

 2005年+^-一同於宜蘭佛光大學也公開發表，就沒有

類似今人印象深刻的反映  夭E  所有以上的公開"

 表，都是以英文的版本為依據，並未寫成中文，因

 為必須收集更多文獻，進行考證，因此迄今始完成

 中文初稿，附記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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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ification

 ̂^ase S肋吋yo且Internlational Understandi且色S
 私爪城竹o Ca丑磁匕子乙n St打在e八ts Le色^n乙bo打七

 Ch王八a?

Ching-Yao Yang

Tamkang University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s" and the main approach was to review

"Pathways"- 8th grade textbook on Social studies, Vancouver, Canada. The author was invited to

Dept. of Curriculum, College of Education, UBC in summer, 2005 for this research. Two months

later, the author kept on studying after returning to Taiwan. This is the last repor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re were some interesting findings to us. There findings reflected

how and what they thought about China. Besides, there were some mistakes found in the

textbook. It would be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se mistakes to improve their secondary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s should be emphasized and kept on studying.

Keywords: textbook, Canadian Secondary educ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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