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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問題與討論

Q: 台灣是一個海島，我們的文化以兼容並蓄著稱。事實上，我們的文化，一方面

是繼承中國、一方面是美國文化所融合而成，我們要如何從這麼多文化中，最

後找到自己的定位？另外一個問題是：因為歷史是一個很大的脈絡，我們不應

該過於執著，應該要追求自己的本心，但是到底要追求什麼才算找到自己的本

心？

A: 第一個問題有關台灣文化的多元性。台灣文化中有來自中華文化的傳統，由於

台灣歷史的斷裂，後來有外來文化進入等等，這一個講法基本上是不錯的。但

是要更進一步思考，我們可以分成「文化的深層結構」與「文化的表層結構」

來看，我們就可以發現，所謂台灣文化的深層文化是什麼？是漢文化，在台灣

的人由人類學來看是漢人，它是廣義的中華文化的人，因此你剛才講到的外來

文化種種，是由於政權的斷裂而來的，基本上是在台灣文化的文化的表層，不

是台灣的深層結構。舉個例子，在 1937 年以後，中日戰爭展開，日本在東亞

殖民地特別是韓國、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要求台灣人改姓日本姓、不可以

拜祖宗、不可以講台灣話，要講日本話，日本話講得特別好的，會被賦予「國

語家庭」的榮銜，戰爭期間的配給會比較多，但是即使用這樣的措施，日本在

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並沒有成功，台灣的大姓氏是林，他們改成日本姓以後，改

為「小林」，保留自己漢姓的根。由此可見，所謂「台灣文化是多元的」這一

句話必須要釐清，台灣文化是多元的，但是「多元」是台灣文化外層的表現，

深層結構的話是漢文化。未來台灣文化發展的方向，一定是在不排除漢文化的

基礎上來吸收漢文化最深層、最好的部分及其價值系統，才能夠走出一條新的

道路。現在有些人把文化領域的「文化認同」，和政治領域的「政治認同」混

為一談，以至於引起諸多不必要的誤會。

第二個問題是心學的問題，講到東方文化的心學傳統。中華文化、日本的神道

教，甚至是印度教，通通是歸結到心的問題，中華文化對人心之微妙更有深刻

的認識。人心頃刻之間，可以升天、可以沉淵，心是難以捉摸的，但是，「心」

是一切變遷的根源，中華文化對人「心」之變化有很深刻的認識。不是有「心

猿意馬」這句話嗎？它的意思是指人的心是這樣的可以同時處理很多資料，人

的心頃刻之間可以從地獄到天堂，因此東方的文化傳統，對如何使人成為「心」

的主人，有最精采的思考。我們生活富裕，比較沒有韌性，讓我們互相共勉，

回歸「心」的本質。

Q: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所看到的史料，因為沒有真正參與，我們不能確定真假，要

用什麼態度面對這些史料？問題二是說，學歷史的人不能沒有良心，那「良心」

是什麼？如果用這個角度去看，所謂的歷史到底有沒有善或惡，或者是對或

錯？第三個問題是，人的居住空間是有限的，但是時間是延伸的，我們對於史

蹟保留的問題，古蹟會不會是空間的負擔？第四個是我個人對台語古音語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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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感興趣，請問高中生在哪些地方可以學習到這一類的語言？

A: 先從第四個問題開始，就是台語學習的問題，我覺得是可以自修的，有很多台

語的字典，我自己以前常用的是十九世紀晚期一個來台灣傳教的傳教士甘為霖

所編的一本字典，常常去讀，我們就知道口語和文讀音的差別，這是可以自己

學習的，只是需要時間。

你說到「時間的無限性」，微積分發明以後，「無限大」的觀念開始進入人類的

思想史，這對人類長期以來的傲慢感的矯正幫助很大，人知道宇宙的無窮。時

間無限、空間有限，古蹟會不會變成空間的負擔？我相信不是，古蹟正是把空

間加以時間化，並且把無限的空間，經由古蹟把時間點加以凝固的行動，而賦

予它空間的意義，如果沒有古蹟，我們就無法憑弔過去歷史的種種，古蹟當然

不是一個負擔，我非常鼓勵各位同學去看古蹟。

另外，就是歷史學家應該要有「良心」，但是問題是我的「良心」和你的「良

心」不一樣，怎麼確定那個「良心」是正確的？「良心」固然可以有它的時間

性、空間性，但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良心」是指超越時間、空間，人類普遍接

受的永恆價值。那一些永恆價值，常常會被短程的階級利益、國家利益所扭曲，

近代歷史上，中外左右各派都常常用短程的利益來扭曲長程的人類永恆價值。

史料的真假如何判斷？在這裡是一個實證主義的思考，實證主義的思考是形式

主義的思考，因此大部分是不正確的，對真理的掌握是有限的。在這裡有一個

「史料的層次性」問題，史料在這個層次上面使用是假的、沒有用的，比如說

有一本書叫《孔子家語》，據說是孔子在家講的家常話。其實那本書是偽書，

是晉朝的王肅（195-256）所竄寫的，那一本是假的書，假的資料，因此不可以

用來研究孔子的思想，但是那一本書可以用來研究魏晉的知識份子的思想。所

以史料有層次性，看你如何運用，這時候就看出你的才氣，一個沒有訓練、笨

拙的歷史學家，走遍一片史料的森林，找不到一根可以砍伐的木材，但是一個

有訓練的史學家走進一片森林，可以分辨哪一種木材可以做成奇木，所以，史

料層次性的分辨及其使用價值，就非常重要，這是專業訓練。

Q: 在我們學習歷史當中，會根據一些史料或是考古作為考據，發展我們的歷史，

當這些歷史能證明的部分出現斷層，比如說還沒有被發現，或是還沒被統整出

一個可被理論證明的事實的時候，很多人會加入自己的看法和理論，這些理論

要如何跟真正的事實作一個連結？第二個問題是，課本裡寫到台灣人是哪四

種，分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我想請問從史學家的角度來看，

所謂的省籍真有那麼大的必要性嗎？本省和外省如果以民國 38（1949）年為分

界，那真正的本省人到底是什麼？如果這樣原住民比我們早來，他們是不是應

該才是本省？

A: 關於剛才的第一個問題，我們任何研究應該從事實出發而不從理論出發，是事

實先於理論，經驗研究先於玄想。目前台灣有所謂的四大族群，這是一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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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不是學術的語言。至於第二個問題，閩南、客家、原住民、外省人，

這個後天的省籍居然成為分判台灣四大族群的標準，這顯然是有問題的，如果

從人類學觀點來看，台灣的人除了原住民之外通通是漢人。

Q: 古今中外，無數的當權者掌握權力以後，會表現出權力的傲慢，那麼知識是不

是也是一種權力？有沒有所謂知識份子的傲慢？

A: 有的因為「知識」越來越是一種「權力」。我常常覺得一個人有了財富、地位、

學問，要能做到不傲慢是很大的問題，這是生命最大的挑戰，王陽明（1472-1528）
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20」。各位同學，人都非常有限，要如何去除我

們的傲慢與偏見？時時自我反省是非常好的辦法。

20 王陽明：〈與楊仕德薛尚謙〉，收入：《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