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實踐民族主義教胃

陸貴蓮林彩秀葛領弟

目一 宣。U言

 國父孫申山先生。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以三民主義作為國家最高指導原則

 。而國家的建設，首重教育，所以只有用三民主義的教育。才能建設三民主義的國

 家。但我中華民族近百年來歷經變亂。山河變色。亟待賴民族主義教育。以充實國

 家活力，振奮國民精神。培養優良的社會風氣。奠定復興國家基礎，使由民族主義

 教育中，培育堂堂正正忠勇愛國的中國人，以國家的國魂為自己的靈魂。以民族的

 生命為自己的生命，奮發最大的努力，爭取最後的勝利。故作此文，本文分四部分

 :一、前言。二、民族主義教育的本質。三、民族主義教育的實踐。四、結語。因

 才疏學淺及篇幅所限，不能詳盡，祈請指正。

 貳、民族主義教育的本質

 先總統蔣公在民國五十一年四月十六日主持國軍政工會議曾經昭示:「特別

 是要建立以倫理、民主、科學為基礎的三民主義教育。」並在建立三民主義中心思

 想講詞說:「我們為了充實生命的意義，進而在於國族的繁榮發展，所以要以倫理

 來實踐民族主義。」故知倫理為民族主義教育的本質。

 何謂倫理，蔣公認為:「所謂倫理，照申國文字的本義說: ^倫山就是類，匠

 理山就是紋理，引申為一切有條貫，有脈絡可尋的道理。是說明人對人的關係，這

 中間包括分子對群體的關係，分子與分子間相互的關係，亦即是人對於家庭、鄰里

 、社會、國家和世界人類應該怎樣;闡明他各種關係上正當的態渡，訴之於人的理

 性而定出行為的標準。」(註-)蔣公曾說:「我中華文化之基礎，一為倫理，

 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欺」。其始也。固有『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山;其終也

 ，則T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口;且使T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鯤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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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山矣。J (註-)

 蔣公主張以倫理為出發點，培養新的教育精神，新的教育力量。恢復民族自信

 心，用民族精神來救國。他凱切的昭示:「我們的民族主義，就是要建立一個完全

 基於倫理的國族，以使民族繁榮。民族獨立。民族自由。……召回我們的民族靈魂

 ，提振我們的民族精神，恢復我們民族的自信心。就要以倫理為出發點，來啟發一

 般國民的父子之親。兄弟之愛，推而至於鄰里鄉土之愛。和民族國家之愛，以提醒

 國民對國、對家、對人(對民眾)，對自己的責任，最後就是要如總理所說的:

 匠用民族精神來救國日。(註三)又說:「我們今後的教育方針，要以民族主義做

 基礎，特別注意中國的倫理哲學，來確定我們的趨向。」(註四)由於我們過去的

 學校教育。對於倫理道德教育的忽視，致不幸而大陸淪陷，所以蔣公在「教育與

 革命建國的關係」中，尤慨乎言之。

 因此。我們惟有實施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倫理教育，才能使全國國民愛國家、

 愛民族，也才能使中華民族鑼然屹立於世界。所以必須確定倫理為民族主義教育的

 本質。

 舍、民族主義教育的實踐

 民族主義教育的實踐。可由三方面加以研討

二發揚民族精神

 國父認為恢復民族精神有兩個條件:一是要全國國民知道中國現在所處的險境

 ，必須恢復民族精神。縐能夥救亡圖存。二是要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

 ，共同奮鬥。此正是我們當前所處的環境。而應深切體會的。亦是今天反共復國神

 聖工作的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能知」，就是要大家都能知道國家目前所處

 ．地位的危險。今天國際局勢動盪不安。隨時有對我們衝擊的可能。尤以共匪更處心

 積慮摧毀傳統的文化根源。動搖民族認同的精神基礎，在海外且有少數分歧份子。

 鼓吹台獨謬論，疊惑缺乏政治意識的同胞。使共匪更無所不用其極的對我們進行統

 戰、滲透。陰謀。孤立。而此時正是禍福榮辱決定俄頃的時刻。但我們深信。國家

 的命運，是操在我們自己的手中。第二個條件是要「合群」。就是要發揮團隊精神

 ，要能團結。我們既然知道中華民族正處於極危險的地位。故必須烙遵總統蔣公

 的遺囑，一致精誠團結。以復國為共同之目標。國父對民族主義教育。有兩段重

 要的話:「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註五)「抵

 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積極的。這種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J (註六)。

 自政府遷台以來。鑒於國家民族遭逢的空前厄運。故要增厚民族力量，救亡圖

188



 存。節加強推行民族精神教育。先總統蔣公說:「大家如欲實行反共的教育。那

 首先就要知道什麼是共匪最怕的。而且是他最恨的教育。無他。那就是他唯物史觀

 最反對的民族教育和精神教育。什麼是民族精神?這就是戰時常說的。我們固有的

 民族德性教育。」(註七)

 由上可知民族精神教育在今日之重要性，所以民族精神教育的實施:應從下列

 幾方面看手:

 廿學校教職員和教育行政工作人員。將民族精神教育。融合正常教育之中，使德智

 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並以身作則利用各種機會。將民族精神教育題材，納入各

 項教學活動，促便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密切配合。充分利用各校設備場所。以發

 揮整體力量，貫徹實施。

 □應加強推行「國民生活須知」及「國民禮儀範例」。使學校師生與社會大眾認員

 實踐。成為現代國民。並提倡說國語。使每個國民皆能講流利而標準的國語。並

 舉辦國語文競賽活動。藉以引起學生學習國語興趣。

 固經常蒐集有關民族精神教育"鄉土文物資料及前人開發台灣的偉大事蹟。和我國

 成名的科學家、藝術家。音樂家。體育家。戲劇家之傳記及我國古今忠勇義烈典型

 人物之傳記及著述。有計畫編印成民族精神教育之專書或叢書。獎勵出版，鼓勵

 學生課外閱讀。並利用展覽。巡迥展覽、傳播等方法、宣傅介紹，且盡量保存民

 族文物與史蹟，維護古蹟與名勝。倡導民眾遊覽。同時設立民族精神教育資料室

 或民俗館。經常開放。供民眾參觀。以培養民族自愈心。

 刨學校應於朝會、夕會。週會。演講。辯論、作文競賽。及成績展覽等集會宣揚我

 國文化，培養民族精神與國家觀念。同時可講反共義士蒞校演講。揭發共匪出賣

 國家民族，摧殘固有文仇。以及滅絕人倫等陰謀暴行。而且學校舉辦觀摩會。加

 強對民族精神教育之觀念。尤其可請電視台及廣播電台。儘量播映有關民族精神

 教育的節目。如近來六義士之投奔自由等。

 因學校環境佈置。應配合民族精神的要求。以收潛移默化之功能。使學校美化讓學

 生有良好的學習環境。陶冶氣質，培養其愛柢喲精神。並且有系統地讓學生認識

 自己的生活環境。瞭解習俗節慶與地方史蹟的意義。熟悉地方先賢對民族文化的

 貢獻。能以出身鄉土為榮。塑造當代愛國志士，民族英雄。科學家楷模。使年輕

 人有仰慕景從的對象。進而有愛國情操。

 岡加強有關民族精神之課程，如國父思想、三民主義、國文。歷史、地理。公民與

 道德、中國文化概論等課目。使學生明瞭我國傳統文化的淵博。及近代國難之緣

 由，以及復國建國的途徑。進而繳發其愛國與進取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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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民族精神教育為中國人的精神教育，使覺認自己為申國人，在行為表現上

 真正成為一個中國人。並認識中華文化所面臨的危機，為復興民族文化而奮鬥。其

 貫通於所有相關學科領域。並且除了是各級學校教育的重點外，同時延伸於家庭、

 社會。成為民族主義實踐於教育的主要形式。

 、恢宏民族固有道德

 發揚民族道德是民族主義實施的基本，所以振起民族精神，以恢復我國固有道

 德入手。然而近來社會上。大家多不重視道德。學校教育偏重知識的灌輸，忽略了

 人格陶冶。國父在民族主義第六講說:「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的地位，還有道

 德問題。有了很妊的道德，國家才能夥長治久安。……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恢

 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

 恢復起來。」(註A)又說:「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註九)「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信義，

 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註十)

 蔣公對民族道德的發揚亦非常重視。他說:「我們民族主義的基礎。是以仁愛

 為中心的道德。這種道德力量，就是從家庭愛到國家愛、民族愛的倫理之中。在在

 都能具體的表現發揚出來的。」(註+ -)又說:「只有四維八德。才是我們反共

 抗俄，自救救國的惟一精神武器。J   (註十二)

 而今恢宏民族固有道德。應從下列幾方面羞手:

 丹發揚民族道德。必須要篤實踐履，身體力行，在社會方面。當運用報紙雜誌、電

 影電視廣播等大眾傳播工具，來發揚固有道德。使四維八德生活化、行動化。在

 學校方面。當從國文。公民、歷史。地理等科目教學，以及課外活動和軍訓的活

 動中。使學生了解固有道德並且身體力行。培育愛國的熱誠。

 日以發揚孝道為起點。孝為仁愛的本源。由孝親而愛人再推廣而愛物。部由愛家庭

 而愛鄉土愛民族。且今天所要發揚的忠孝之道，並非僅記誦一些忠孝的教條而已

 。"W要特別看重反省實踐的功夫。如推行好人好事運動，選拔優秀青年，每年四

 月為「教孝月」。以及民間祭祖，慎終追遠。纂修家譜族譜。組織同鄉會。宗親

 會，並表揚敦親睦鄰。敬老尊賢。救災濟貧、協助傷殘。卹孤慈幼等活動。以發

 揚民族道德。敦厚社會風氣。

 曰蔣公倡導新生活運動。揭示禮儀廉恥四者。從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善手。完成現代

 國民的修養。奠定國家基礎。當時透過民族道德，從國民革新生活。進而達到民

 族復與的目的，才贏得抗日的全面勝利。今日在經濟高度的發展繁榮申。形成一

 種奢侈浪費的現象，傳統的倫理道德日漸式微，造成許多社會問題。所以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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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新生活運動的再貫徹。而復興民族。發揚國家歷史的精神。

 凹共匪在大陸實施文化大革命。將我國的歷史文化、倫理道德，予以徹底破壞。先

 總統蔣公有見於此，倡中華文化復與推行委員會，目的部將新生活運動。加以

 延長擴大。其最重要乃在培養國民高尚品德。使成為堂堂正正的大國民，並遵循

 國民生活須知與「國民禮儀範例」二書。將我國傳統文化、倫理道德，貫注於日

 常生活行為申。以達到國民生活合理化與現代化;

 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民族的復與。莫不以道德為核心，因為祇有道德高尚的民

 族。才能永久存在。至於絕滅道德、不顧信義人道暴厲恣橫的民族，縱使一時間

 能侈橫行一世，最後亦必歸於消滅。史例昭然。無可逃避。所以提倡道德教育。

 充實精神力量，發揮我們品德上的優點，去制勝敵人。

恢復民族自信心

 鴉片戰爭結束。訂立南京條約，列強挾其不平等條約，對我盡其壓迫之能事"

 對國民心理影響至鉅。國民鄙棄民族固有文化，歌頌外國人物。因此乃失去民族自

 尊心和自信心。所以要挽救民族的危亡弩必須獨立自強。恢復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

 心。國父說:「中華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

 而具有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刁「徙前中國人的能力．。還要此外國人大得多。外國

 現在最重要的東西。都是中國從前發明的。」(註十三)國父更以印刷術、磁器

 、火藥，茶葉、蠶絲。房屋建築。拱門、吊橋等為例，證明中國人的聰明才智，高

 過外國人。國父講這段話的目的，就是要國民恢復民族自信心，政府遷台後，大

 批留學生赴國外留學。他們在學術上的成就，科學上的發明，在在顯示申國人智慧極

 高。而使友邦人士刮目相看。其他如各種技藝、體育方面獲得世界各地之讚賞者，

 如王貞治、林海塞……等更不計其數，所以我們應以身為中華民族之一分子為榮。

 共匪竊據大陸之後，就摧毀自己的文化，改變本國的歷史，以消滅民族意識。尤近

 來共匪在大陸上實施文化大革命，將我國原有的歷史文化，予以徹底破壞，所以今

 日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喚起民族意識。

 民族自信心的增強是民族主義教育的課題。此種心理建設的工作，要從幾方面

 看手:

 丹要培養青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必須了解木國的文化和光榮的歷史，認識本

 國的錦繡河山。從時間和空間的交織來培養民族感情。學校對於本國的文化，歷

 史、地理教學。應當特別重視，凡到過故宮博物院或其他收藏東方文物的大博物

 館，都會為先民的卓越成就與輝煌史實而感到驕傲。進而產生對國家民族的愛國

 心及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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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我國在國家建設的各層面皆有顯著的成就，特別是經濟的成長，為經濟學

 者視為奇蹟。最近十項工程的完成，不僅有經濟上的價值與政治上的意義，且有

 心理建設的效果。所似國人參觀後，皆能感到與有榮焉。足以提高民族自信心與

 自尊心。

 固中華文化為人文精神的結晶，在當前世界文明及工業化的衝擊下。具有中流礦柱

 的作用。而我國社會所需要的現代化，應是以民族文化為基礎所建立的人文化現

 代社會，在此情形下，我們的責任不僅是經濟發展。更應使世人認識申華文化的

 價值。

 倒我國有很多節慶，如元宵。端午、中秋，皆具有歷史意義。今配合節日擴大舉辦

 戲劇季。文藝季、民俗運動表演、音樂季。使收移風易俗之效。對古跡文物的維護

 ，從古蹟的訪遊。培養文化認同的情感。此外地方文獻。有紀念性之賢哲館址。

 名廟古剎，亦應加以保護。

 回鼓勵學校成立國樂、國術、國畫、民族舞蹈、書法、國劇、地方歌曲之社團。並

 舉辦巡迴演出與聯合公演活動。青年學生在學期間應儘量接觸我國古典名著與重

 要文學作品。中國人在一起談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濫傳。與趣盎然。最主要是

 有共同的認識。所以選編並推行百部名著運動。使青年對民族文藝的鉅著有深刻

 總之，恢復民族自信心。使國民心理上或人格上成為申國人。對民族文化有

 所認同，能從行動申表現出中華文化的特質，踐履現代申國人的時代使命。

 肆。結語

 各國有其不同的民族性。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所以一國的民族教育。絕不是

 完全抄襲別國的民族教育可得到成功的。我們所揭藥的民族主義教育。非徒以狹義

 的民族主義為其哲學的基點，其對內為激發國民的愛國心，民族自信心以發揮民族

 的意識與精神，對外則以民族的智識文化促進世界的進步。世界上有些國家的民族

 教育。多積極的培養國民愛國心及發揚民族精神。擁護國權。從事侵略。惟我們的

 民族教育在求中國民族的自存。但不犧牲其他民族的生存。以促進人類的進步。而

 我國教育在這方面是成功的。以近年的社會事實為例:民國五十八年美國發表白皮書

 ，民國六十年我國退出聯合國組織。先總統蔣公發表r我們國家的立場和國民的

 精神」及「告全國同胞書」全國同胞咸能秉持「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之昭示。度

 過艱雞的歲月。民國六十七年美匪宣布建交。全國瑯能發揮團結和諧。共謀國事之

 精神。使外來的挫折不能搖撼國民對國家的認同與向心"民國六十七年中華青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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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棒隊、少棒隊各贏得了世界青棒。青少棒和少棒賽的冠軍。除了球藝優異外

 其主要因素在隊職員能合作團結，弘揚高度的愛國心與國家榮譽感。由以上的事實

 證明。我民族主義教育之高度發揮。今後要以此種精神使中華民族永遠屹立於世上

 並促進全人類的和諧與進步。

 附註:

 註一:先總統蔣公，「政治的道理」。「蔣總統集」，第一冊，一一五頁。

 註二:總統蔣公。國父一百晉一誕辰暨中山樓落成紀念文」。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

 十二日發表。貝國防研究院出版「蔣總統最近言論選集」。第五四一頁。

 註三:總統蔣公。「三民主義的本質」，民國四十年七月七日在夏令講習會講。見

 「蔣總統集」，第二冊。一八四一頁。

 註四:總統蔣公。L教育救國與救國的教育」。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三日在江西教育

 討論會講。見正中書局出版「蔣委員長言論類編」。第五十九至七十六頁。

 註五:國父。「三民主義」。民國十三年三月二日講民族主義第六講。中國國民黨中

 央委員會當史委員會出版「國父全集口。第一冊。五四頁。

 註六:同註五，民族主義，第五講，五二頁。

 註七:總統蔣公。「改造教育與變化氣質」。民國四十年一月十九日在陽明山莊講

 。「蔣總統集」，第一冊。-A-^頁。

 註八:國父:「三民主義口。民族主義六講，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

 「國父全集」，第一冊。五四頁。

 註九:國父，「學生須以革命精神努力學問」，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在東京對留學

 生全體演講，「國父全集」，第二冊，三二六頁。

 註十:同註五。

 註丰:總統蔣公，「反共抗俄基本論」，第六章，第一節，國防研究院出版，「蔣

 總統集」，第一冊，二五三頁。

 註丰:總統蔣公。改造教育與變化氣質」。民國四十年一月十九日。在陽明山莊講

 ，國防研究院出版「蔣總統集口，第二冊。一八一一頁。

 註雲:同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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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思想與教育學孫邦正正中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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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教育思想的比較研究吳寄萍中央文物供應

中國教育的出路一三民主義與教育建設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研究所國立編譯館

三民主義學報因文化大學三研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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