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人文学
:

术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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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存传统人文学术的生命
,

至少必再另立古典学院或书院
,

一切作法
,

尽且依照传统
,

而与其它学院迥然相异
。

传统人文学术的生命
,

从清末以降
,

学术教育

及政府选才改采西方体制后
,

就迅速衰亡
。

一百多

年来
,

中国人在不断的内乱外患之中
,

本已无暇过

问传统的人文学术
。

革命与西化的时代大潮流
,

更

以去除传统为目标
。

时而至今
,

我们的传统学术与

文化固然是扫地以尽
,

新人文学术以及社会文化

西化的程度
,

也不过还在幼稚的阶段
。

各种价值破

产
,

人心大坏
,

生命痛苦不安
,

国人普遍看不起 自

己的学术与文化
。

这一切种种
,

显示中国几乎已失

去了数千年来维系其自我与文化认同
、

人生价值

及人伦秩序的核心要素
。

这些问题
,

岂是追求富强

或现代化就能解决
。

面对这一切
,

有识之士
,

应当

已经开始思考传统人文学术与文化的重要
。

设若

传统学术文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

要素
,

在百年的凋零之后
,

我们不禁要问
:
传统人

文学术在现代学术教育体制及现代世界中如何才

能有未来?

中国文化的宗教性较淡薄
,

几千年来
,

其价

值
、

伦理乃至整个文化体系
,

均以传统的人文学术

为精神中心
。

传统人文学术以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

天下为基本目标
,

重点在人生实践而不是知识体

系
。

其高下以人生的境界与实践的结果
,

而不是以

拥有知识的难易多寡来判断
。

儒家从正面追求
,

道

家从反面解放
,

佛家教人要觉悟究竟
,

其它诸家各

有所长
,

重点也都环绕在人生与社会的实践
。

传统

的经史子集诸学以及各种文学艺术
,

大体都从属

于以儒家为主
,

辅以释道诸子的生命追求
。

这样的

传统学术
,

一旦放入现代分门别类的知识与文化

体系中
,

首先是无法适当分类
,

即使勉强为之
,

精

神也难免走样
。

在现代大学中用西化的观念与知

识体系来研究传统文化
,

就好比精细地解剖尸体
。

这尸体的体质既特殊
,

组织又已变样
,

本来就难以

掌握 ;研究者一般又只专注于其中一部份
,

故所得

新知识虽多
,

却往往难以明白古人的大体
,

逞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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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精神血脉
。

就算研究者极高明而博学
,

能够全面掌

握其构造组织的方式
,

传统学术与文化在这种情

况下也绝不会有真生命
。

没有真生命的事物
,

无论你如何研究它
,

终归

于消灭
。

要使传统学术文化还能发挥其真正的价

值
,

就必需在现代社会中重振其真生命与真精神
,

而这显然无法在一个全盘西化的学术教育体制内

做到
。

然而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

毕竟不能不与

世界学术文化接轨
。

西方学术文化传统也确然有

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

为了现代化
,

也为了迎接西方

宝贵的文化成就
,

中国现代的学术与教育体系
,

在

很长的一段时间中
,

必然仍将以西学为主体
。

西化

的学术与知识分科中
,

既然难有传统学术的位置
,

传统人文学术的生命
,

就必需另有寄托
。

严复当年执掌北大时
,

基于他一生对于中西

学术的研究
,

提出中学与西学本原及精神大异
,

不

可同治于一炉的见解
,

至今看来
,

仍为卓识
。

要保

存传统人文学术的生命
,

至少必需另立古典学院

或书院
,

一切作法
,

尽量依照传统
,

而与其它学院

迥然相异
。

古典学院可独立设置
,

亦可仿效艺术或

音乐学院
,

设于大学之中
。

前者较容易保持纯粹

性
,

后者较能与现代知识界沟通
。

书院则最好由民

间设立
,

保持独立讲学的传统精神
。

这样养成的学

子
,

先有较纯正的中学为根基
,

日后若有志于西

学
,

则可以借着中西学术的激荡
,

为中国的人文学

术开出新生命
。

若其兴趣专注于古典
,

亦可为民族

学术文化延续其传统
。

当然
,

如果主事者有心
,

参

考严复当年的提议
,

从小就培养一批著英
,

使其先

在传统学问打下深厚基础
,

而后再与西方深入对

话
,

则更有可能为传统学术在现代世界中开出新

局
。

①

受过纯正古典教育的学子最后仍必需活在现

代社会中
,

所以必需在课程后期教导他们学习如

何与现代世界接轨
。

这本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

史所面对的最大难题
,

既有赖具有高度学养与智

能的导师为之疏导
,

也有赖这批学子继续历史未

竟的任务
。

过去百余年来中西文明的交流对话
,

并

非徒然
。

我们今天也已经有了一些能 自由出人于

中西学术文化传统的学人
,

以及深人探讨如何沟

通中西文化的著作
。

只要我们相信传统在现代社

会中仍有意义
,

既不应也无法全部丢弃
,

沟通传统

与现代的工作就必需做下去
,

而这批学子中的佼

佼者
,

自然最有可能将这份工作推到新的高度
。

至

于资质平庸者
,

经过适当的教导
,

在适应现代生活

上
,

也应无问题
。

接受这种较纯正古典教养培养出来的学人
,

应依其修业的程度
,

授予等同于学士
、

硕士
、

博士

的特殊资格证书
。

然而其审核的方式与作品的体

例
,

在硕士级以前
,

仍应尽量依照传统 ;至于博士

级阶段
,

则当可实验新的方式
。

毕业生可以是各级

学校中文
、

历史
、

地理
、

艺术方面的好老师
,

也可以

是研究机构中有特殊潜力的一群研究员
。

除此之

外
,

他们可以从事文艺创作
、

传媒
、

文化
、

政治
、

社

会服务乃至其它各类的工作
,

亦可以依社会需要

创造出适合他们的新工作
。

这毕竟是一个现代社

会
,

传统必需不断与现代作深入的对话
。

我们很可

能会发现
,

受过较纯正而良好的古典教养的人
,

只

要他保持一份开放的心灵
,

在做人处事方面的表

现
,

不但不输一般纯受西式教育的人
,

或许还略胜

一筹
。

至于发扬传统学术与文化的工作
,

以及从事

中西文化对话的大业
,

则更是这批人才的擅场
。

除了建设古典学院与书院外
,

一般真正有心

也有古典涵养的教师
,

可以在各级学校中
,

借着社

团与课外活动
,

传递传统人文学术的香火
。

有远见

的学校
,

也应聘请这样的教师
,

尤其是从古典学院

或书院毕业的人才
,

来认真办理这些活动
。

如前所

述
,

儒释道诸家以及传统文学艺术的真精神
,

都在

于真实生命的实践
。

这种学术不适合仅在教室讲

授
,

反而较适合学生本于生命需要与自身兴趣从

事课外追寻
。

诸如儒学
、

佛学
、

道家
、

国学
、

东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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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宋代 (或任何断代 )文化
、

洛阳 (或任何地区 )文

化
、

诗
、

词
、

古文辞
、

书法
、

国画
、

国乐
、

围棋
、

戏曲等

社团
,

通常比现代的教室授课更能传达传统人文

学术与文化的真谛
。

社团或课外活动人人可参加
,

不限于文学院的学生
,

也更能符合传统学术以陶

冶全社会的人格为 目标的真精神
。

修身齐家
,

是每

一个人的基本需要
,

治国平天下
,

则是每一个有志

之士的责任
。

传统学术绝不能自限于文学院
,

而应

将其精神与内涵普及到社会每一份子的身上
。

除此之外
,

有志之士更可走人社会
,

效法宋明

儒者的社会讲学
、

社会救济与社会教化工作
。

也可

以借着经典教育
、

文学艺术乃至养生之道的推广
,

发扬传统文化
。

②一般社会大众
,

尤其是大量的家

长们
,

很可能会发现
,

自己或小孩接受了古典教

育
,

对其一生在各方面都可以起非常良好的作用
。

整体而言
,

必需透过上述以人生修养与社会实践

为中心的活动
,

传统学术文化才能够保持他的真

生命
。

西方学术教育体系的长处在于累积及传授

知识
。

然而人类的知识何其复杂
,

在人文方面更从

来是莫衷一是
。

二十世纪以降的西方
,

对人类知识

的性质与限制
,

了解得日益深透
。

传统的真理观早

已没落
,

当代各种学术对一切价值与事理的看法
,

都持日趋分化乃至相对主义化的观点
。

西方人文

学术及文化的内部危机尚且深重
,

中国人要靠西

化的知识体系来解决人生问题
,

提升人格以及改

善社会人心
,

只怕更是没有那一天
。

中国几千年

来
,

靠着儒释道三家与各种文学艺术的陶养
,

维系

了人心与文化于不堕
。

国家几番分裂覆亡
,

也就是

靠着传统文化才能凝聚重生
。

西化之后纷繁的人

文知识界
,

绝无这种能力
。

为了子子孙孙的将来
,

我们能不深切反省今天的困境
,

而立刻有所作为

么 ?

注释
:

①庞朴先生曾提出办 国学或古籍专门学校的构想
,

招小 学生
,

从小培养 (仿少年体育学校
、

戏剧学校的模

式 )
,

与此似有不谋而合之处
。

最纯正的古典人文教育
,

当然应从小培养
。

笔者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子
,

在大

学阶段可以进古典学院
、

书院
,

亦可投考一般大学
。

若进

入古典学院或书院
,

自然仍 当以传承古典学术文化为 目

标
。

若有意投考一般大学
,

日后则可朝兼通中西人文或

社会之学的道路发展
。

专门学校的学生从小浸润于古典

文化
,

并不姑碍其从小学习英文及墓础性的数理课程
。

既有英数的基础
,

有意报考一般大学的学生
,

至高中阶

段
,

使之补学应考课程
,

亦非不能之事
。

②中医
、

武术
、

气功
、

静坐与道
、

释
、

孺
、

阴阳诸家密

切联系
,

是为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
。

其精神也在于

体验
、

修练与 实戏
,

而非知识讲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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