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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上 ?? qt片言

 國文包含「中國文字」、「中國文學」及「中國文化」三方面，高職國文科屬普通

 課程，每週四節而已(高中國文每週六至七節)。常然教學目標是參照高中課程標準草

 案之外，我們兼顧了學以致用，以期學生畢業後專業知能精通，而國文也達到相當的造

 謂。本文就「固有文化」問題貢獻管見縐議，自知「短硬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盼我同

 仁不吝賜教，以匡弗逮。

 二、動機

 □全民意識與生活態度亟需配合經濟發展

 今日世界處處暴露紛亂，人類面臨經濟制人危機，富強如美國，竟播出雷根總統之

 子排隊笑領失業救濟金的畫面^我復興基地卅餘年安定繫笑，固為中國人希望之所寄，

 而當前富而無教之隱憂，亮起道德價值及社會治安黃燈，儒家倫理思想之關揚，公德法

 治生活之倡導，乃當務之急。筆者認為國家興替之關鍵在民心士氣。國父說:「夫國

 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

 係乎人心之振靡。」(註一)因此，以固有優良文化澄清同胞的共識，凝聚四海中國人

 饑往民有民治民享的意志，早日完成國家的統一，則非灌輸憂患意識而使心理建設趕上

 物質建設不可^雖然台灣薈萃中華文化精英且不斷光大之，但共匪摧殘固有文化企圖侵

 台之目標迄未改變，吾人豈可喪失對此危機的警覺?第五十二卷第二期革命思想月刊已

 剖析「公德心缺乏，環境髒、交通亂，觀念落伍，利令智昏，民族精神國家意識不足，

 而有台獨野心分子的混淆視聽或為匪作悵。」

 □偏重經濟水平而忽視文化水準之傾向應部扶正調適

 國際經濟競爭關係生存之命脈，但一味接納歐風美雨而強調功利享樂，人性逐漸隱

 沒而物性於焉伸張顯揚，以致是非善惡的判斷混淆不清，理科社會地位三十年持續領先

 文科職業，失調現象日越嚴重，政府近年來大力支持文化建設，蓋有鑒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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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理論基石楚一三民主義的文化建設"

廿以社會學觀點肴三民主義的文化體系與內涵

 國父指出文化的演進是以民生為重心，可稱為「文化的民生觀」。所謂文化，于大成

 博士認為「人類創化，變化和進化而有文彩的紀錄。」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且源遠流長，

 基礎何在?先總統蔣公說:「我中華文化之基礎，一為倫理、二為民主、三為科學。」

 易言之，中華文化部三民主義的文化。

 茲為闡明三民主義的文化體系，略舉社會學家的研究結論作參考。沙羅金把文化

 分為山理想文\^(2)觀念文化(3)實感文化。我國社會學家黃文山認為文化可分三類型山冥

 觀文化(2)質感文化(3)中庸文化。黃氏乃下一定論:三民主義文化體系是中庸文化的新綜

 合。(註4 ^

 三民主義的文化體系，完全由國父綜合古今中外的文化理論所創造出來。國父

 曾云:「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

 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而他以「中庸」為最高原則，倡導密合中國的中庸文

 化。如政治制度採五權憲法乃調和中西政體的中庸之道。至於經濟主張民生主義亦然一

 一在開放社會中實施均富進步經濟，既發達國家資本鼓勵民間企業，且又限制私人龐大

 隴斷資本。

 朱岑樓「三民主義與社會學」指出:國父論文化本身，反對西洋的霸道文化而

 極力稱贊我國固有的王道文化，於民國十二年講「大亞洲主義」說:「我們講大亞洲主

 義，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也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講王道的

 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的是主張功利強權。」蔡元培先生敬仰國父「無一非中和性

 的表現。」依朱子所說「中和郎中庸」。「中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和也者，天下之定

 理也。」

 而今，吾人必須洞燭時代局勢瞬息萬變，文化自始也」直在變，部如江河自源之海

 滔滔不絕，子在江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任何民族文化若停滯靜止，部步

 入襄亡，文化消失，社會也就不存在，而此民族乃瀕臨滅種絕跡，如南太平洋的塔斯馬

 尼亞人的文化部是。

 □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的新認識

 文化建設要配合政治經濟的現代化';但不只是有形的硬體文化進步就夠，國民生活

 習慣和意識型態尤須現代化才行，如此才能穩固政經的更趨現代化。然而，欲求文化建

 設達到最理想的效標，須先做奸社會安全與福利，使全民「衣食足、倉凜實」而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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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顧慮」才能「知榮辱、知禮節」。歐美社會福利安全制度最完善的國家，可作我們的

 借鏡。

 福利國家的產生乃以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進步為主旨，所謂進步，不外是國民身

 心健康的普遍增加，國民品質能力的普遍提高，國民所得分配的日趨平均，國民文化生

 活的充分享受。所有的社會安全福利制度，莫不以社會進步為其目標(註三)。此種新

 的社會安全制度，在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措施中，表現了幾種主要的功能:(U保障個人

 生活(2)維護家庭制度(3)促進社會均富(註四)。而三民主義的安和樂利目標，除了首需

 國防，教育等偌大預算，亦兼顧現代化社會安全福利制度的合理開支，仁政文化的基本

 精神部是美滿家庭的倫常親情，此與共匪拆家毀五倫的暴政，恰成強烈對比，也唯有儒

 家倫理思想之弘揚，可消滅共產主義於歷史灰燼，亦部以三民統二申國的力量。此時此

 地，全體軍民同胞參與文化建設之前，心理上，對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應有這種新而進

 步的認知，方向才能嚴正明確。

日以文化建設完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申國的前途何去何從?走上三民主義統一的正確道路，但絕不可空喊口號^具體有效的

 行動部是文化建設的推進展開，則勝利成功乃可計日而待。

 筆者蒐集資料豁然發現，從歷史的遞變，文化的演進軌跡來推斷:現代中國分裂絕

 非葉劍英所謂「地域」、「政權」問題，而是「思想」、「制度」、「生活方式」及「

 人性傾向」問題，亦部文化問題。中國二十五史至少說明中國有二十五次分合^今日中

 國分裂與歷史有何不同之處?歷史的分裂只是權力的割裂，接著群雄站起，而統一老掃

 平群雄的單純化公式。「草如流水馬如龍，花月又春風」、「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

 顏改」這是李後主的盛衰更迭。今天複樸困扼的分裂對峙是空前的思想制度差距^也是

 生活方式與文化水準的差距^既然如此，應當讓海內外中國人以理性來選擇決定什麼是

 最好的制度?匪黨三千萬豈能代表十億同胞?共幹哪有資格表達「中國人」的心願?葉

 劍英之流根木不知中國人是什麼「東西」，妄言「為子孫後代造福」^他不懂幸福真正

 的涵義^

 人類幸福生活至少應包含「物質生活充足，精神生活自由(舒適)。」"幸福生活既

 是人性共同追求的主觀意願，但須客觀事實的合理配合，因之，合理的社會制度是求取

 幸福生活的唯一通道。

 文化建設要「現代化」，要建立批評性的檢證風氣，要落實到日常生活，更要以清

 明的理性指導文化的方向。理念是文化的源頭，指南針^離開理念來談文化，正是捨本

 逐末。理念是什麼?就是理想及觀念。二千年正統的儒家理念層次是萬古常新，中山

 -^89.一



 先生民國十三年的三民主義思想範圍及內容，如今也許要調適，但其理論精神與五千年

 中華文化道統一貫相通，則不容分歧或置疑^共產黨接受「馬列毛」理念而不是「中國

 人」了，已喪失人性理念^所以索忍尼辛呼籲反共就是反「反人性」，胡娜投奔自由而

 美國批准政治庇護都是人性嚮往自由的鐵證^

 四。實踐方法

 臼弘揚儒家思想。建立群已公德

 傳播媒體常報導外國學術界工商界政治界掀起「中國熱」，研究孔孟學說。去年李

 光耀政府已規定儒家倫理列入中小學課程，以挽救社會道德並預防共黨毒素傳染，美國

 教授揭發日本經濟第一的主因是「活用論語」，國際牌創辦人松下幸之助等日本大企業

 家都以儒家的「土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自勵。日本近世以來中國古訓科學化，制

 度化之後，思想也隨之規格化。令人驚訝的日本有「論語和算盤」論文，早在明治時代

 有專供商業用的「論語句型」，也有談代溝問題的「論語與親子關係」，更有分析勞資

 糾紛的「從勞農漁民立場來看論語」等洋洋大觀不一而足。我們要忠實反省而自比上流

 。重整道德，以儒家倫理推行文化建設，溝通建立工商轉型期的公德法治之觀念，加強

 質施山家庭倫理教育(2)學校公民道德教育(3)社會勤儉淨化教育。政府要高倡導高關懷，

 制定良法而露踐，傳播界適時給予公正客觀的批評檢驗與鼓舞，在有秩序的和諧社會中

 ，現代化意識和價值判斷的作風於焉勃與。

 □堅固國之本，提昇教育素質

 古人主張「治亂世，用重典」最有功效，但嚴刑峻法是消極的治標方法。積極的治

 本方法才是可久可大，那就非及時提昇教育不可^;

 我們的教育普及了，機會均等了，但教育的品質仍不理憩，無論是教育政策、制度

 、課程、師資、教學及考試都亟需通盤檢討。何應欽上將在中日文經協會卅週年紀念大

 會以「從日本第一論新中國社會道德之建立」為題發表演說，沈重地坦承「我們自農業

 社會漸漸進入工業社會，沒有特別著重國民教育，我們沒有嚴格培養國民道德，沒有嚴

 格教導兒童成為^^具有完美人格的國民，更沒有注意灌輸團隊精神。因^ L^^j西方的民主

 興科學思想，近嫩十年來在國家加速發達，而倫理道德精神，卻在我們的社會中逐漸衰

 退，這就是在日木明治維新後，中國落後於日本的原因，這種形勢，到八十年代的

 目前。更加顯著。」何將軍從十九世紀活到今天之高壽，看透了世事，他深悟治國的根

 本在教育國民的倫理道德精神與團隊精神，也就是群己關係的公德與守法的人格，我們

 的民族性如不急起奮勵莊敬而團結，則幢乎人後又何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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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窈思九年國教不只要向"F延伸到幼稚教育。刻不容緩的第一件大事-整頓教育

 「正常化」^國小教學之鬆弛，國中高中偏重智育，家長的升學觀念偏差，政府要引航

 導正，不但要督促各級學校落實辦理「加強公民倫理道德教育、加強民主法紀教育、加

 強健康教育、加強美育人生教育」。同時要公平公正公開地評鑑各級學校校長的教育績

 效，作為升降或調動的證據，對於優良校長、教師或教育行政人員的遴選要嚴格，重賞

 特獎之外，宜再提供具體的禮遇或表揚。廣播電視電影報章雜誌等精緻文化的水準既非

 一蹴可幾，通俗文化務求全面過濾淨化，杜絕不利文化的基因。

曰精挑細選外國推行中國文化的借鏡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殷憂才可啟聖，多難乃能興邦^「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

 」的口號標語若不「實踐」徒喚而何呢?我留日學人齊濤一年前就曾在中副發表:「以

 論語作為教材，在日本已有一千兩百八十年的歷史，從未間斷。『學而不思則罔，思而

 不學則殆J為高等學校漢文教科書申的聖賢之言。質言之，日本人服膺孔子的智慧，把

 它注入實際生活之申，將古人所指示出來的人生要義與當代生活為有機性的結合，用孔

 子的話的精神來實施於龐大而複雜的企業管理。知難，是孔夫于;行易，為日本人。

 日本人是『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日本人在科學的研究與發展方面的孜孜不倦，刻苦

 耐勞的傳統，真正做到論語上所言『敏而好學』了。」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洛克所著日本

 經濟發展內面一章便是「儒教對於日本的影響」。今日世界學術思想錯綜紛紜，可是像

 孔孟思想國父思想這樣受到矚目千秋而彌新的，迄今無雙!吾人不必再沈緬於歷史餘蔭

 而沾沾自認，中國人絕不只能坐而言，更要起而行^尤其現代中國人，感動索忍尼辛警

 告之真誠。已領悟自由之價，唯有嫻傳孔孟思想的三民主義可以免於貧窮、暴亂、赤禍

 之恐懼，那麼中國人全體都要灼然不惑地實踐。抬頭、挺胸、齊步、勇敢邁出統一中國

 的腳步，就在今夜陀

凹籌建一座世界漢學儒術研究中心一一在台北

 文建會成立以來，從有形文物和無形的文化中，分頭展開建設工作，我們相信陳奇

 祿先生的負責帶勁這一項重大文化建設必有大成，不過，筆者機想，善用台北的有利環

 境，成立一所全世界最大的漢學儒術研究中心。一方面喚起民眾群策群力來建立現代中

 國人的生活秩序，在心理上精神上部為「全國皆兵」，此乃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餒務

 ̂另一方面吸引國際漢學權威來華開會研究，透過傳播工具迅速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

 之民族共同奮鬥，間接熔化鐵幕，敲響共匪的喪鐘^「德不孤、必有鄰□這^^研究中

 心影響我國對外的貿易增加收益，有利的文化交流以及國際道義的支持，共產世界的認

 同，則冀望中共放粟馬列毛思想，蟋然改悟，來歸三民主義的中央政府，方能儘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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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悼雲博士建議各縣市鄉鎮社區成立小型博物館，是經濟可行的妙計，文建會可以

 督促各縣市分支機構充分利用地方資源加以修建擴充，除了博物館、圖書館、民俗村的

 硬體建設，仍須長期辦理文化活動、開放學校、公共場地，鼓勵現有民眾活動群，不只

 增加人數更要充實健康活動的內容，而且定期觀摩比賽，這些軟體建設立刻可以採取行

 動，使民心士氣蓬勃昂揚如火如荼，也毋須顧忌校園暴力事件而因噎廢食。

 雙管要齊下的文化建設，盼國防經費也能大力支援，甚至納入政治作戰，配合救國

 團自強活動而「仰齊足而並進」。

 五。結論

 先總統蔣公在「我們復國的精神與志節和建國的目標方略」遺訓申，昭示以三民

 主義建設現代化中國五大方向山現代化政治(2)現代化經擠(3)現代化社會和現代化生活(4)

 現代化教育^5)現代化國防。而綜觀五大現代化建設的內涵，不難發現全部都要以社會大

 眾的整體努力作基礙，亦部不論科技如何改進仍以人力素質為富強關鍵。愈益證明新中

 國現代化的成功，必須重建適合當前的新社會秩序為主要動力，而新社會秩序又植基於

 新社會倫理道德和行為準則之上。貫徹此一目標，才能消弭當前社會的病態，展現三民

 主義的健康現代社會，而完成中興大業(註五)。

 當代哲學大師牟宗三說:「這是生活!這是理想^文化建設、文化方向的問題，最

 後要落實在生活上。」(註六)

 。陽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我們幸而生於今日之中國，建國七十二年部趕上英國八百年的民主政治

 ;．三民主義在台灣施行三十八年而躍躋開發中國家之林。復興基地的時空特性:既是平

 ，也是戰時;既是後方，也是前方。台澎金馬的文化建設已蔚為風氣，而且感召了無

 數的中共學者專家運動員投奔自由，這股統一中國的萬鈞力量如怒濤排墾，不可遏抑，

 申國人有了此一共識，鍾愛儒學倫理道德而發揚光大之，則文化建設的理想藍圖，必將

 公諸宇宙，中華民國促進大同世界之期不遠矣。

 (註釋)

八註一

八註二

八註三

八註四

 黎明、國父全集、心理建設自序。

 正中、朱岑樓﹁三民主義與社會學(69年版)

 台省社會福利研究會、李鴻音、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序文)

 正申、林勝義、現代社會安全制度C 64年版120頁)。

 ?6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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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註五:里基旦邀( 71 7. 30．)三版、何應欽、論新申國社會道德之建立

 八註六:東海大學、申國文化月刊、牟宗三演講紀錄( 21期54頁)。

 (參考書目)

 A十三經注疏^廣文)。

 八四書集汪(世界)。

 八文化講座彙編(幼獅)。

 八文化建設與國家現代化(幼獅文化彙編第一冊346頁)。^一于大成

 八論語在日本的薪傳和研究(中央日報副^U 71 2.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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