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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大中華文化幾千年歷史，儒家的人文精神在其中閃耀著，推動東亞文明的發展到了今

天這一步。今年夏天，黃俊傑老師帶領我們拜訪這座儒學殿堂，裡頭有孔子、孟子、道家、佛

教與各國儒家學者的生命智慧，不但讓我們見識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是給了身處 21世

紀的我們許多深刻的啟發。 

第一堂課，黃老師開門見山的告訴我們儒家哲學的根本基礎—「人之可完美性」，鼓勵我

們深入探討這個概念。我認為這樣的信念可以激勵我們督促、檢視自己，讓自己繼續進步，並

以「完美」二字為目標，持續提升自己的層次。但就另一個方面來看，我們既然身為人，那就

難免有缺點，要達到真正的完美其實並不實際，也會給自己帶來許多的壓力。可見面對「完美」

這個目標，能有這樣持續精進的精神是很好，但我們也應當找尋一個適當的平衡點，不要因為

過度的追求而矯枉過正，讓自己掉入負面情緒的泥淖之中。 

老師接下來帶我們認識孟子的生命智慧，我則對孟子提出的「浩然之氣」印象深刻。我從

中思考到，只要我們在人的本質—「內心」上下功夫，保有一顆剛正之心，並時常注意自己的

言行舉止，那無需刻意培養，「浩然之氣」就會自然而然的從我們的內在散發出來，讓我們的

所作所為都能夠合乎正道。 

之後的課程中，老師介紹到儒家的「修身觀」，東亞儒家主張—「個人的轉化是世界轉化

的基礎」，我則把這樣的理念與先前學過的「浩然之氣」做連結，再延伸探討到日常生活。平

時，我們都應當注重自己內在的涵養，培養好的品行，以仁德之心來對待他人，相信對方會被

我們打動，也用這樣的方式再去對待其他人，將好的精神繼續散播出去。可見正能量具有感染

他人的力量，我們都有這個責任與能力在日常生活中散佈這些正能量，讓這個世界更加充滿著

溫馨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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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儒家的對照系統，老師也帶著我們認識道家思想，鼓勵我們思考這些生命智慧與現代

社會的相關性。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到「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樣理想的政治結果，他認為如果

每個人都做好自己的本份，國家自然會發展出安居樂業的榮景，國家自給自足，也就沒有一定

得和他國互動的必要。但我思考到，在當今國際化的現代社會當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助合

作可以說是相當重要，尤其在疫情侵襲全球的當下，這樣的精神更是顯得可貴，而疫情也的確

在各國的通力合作之下得到了控制，著實可見各國間「親仁善鄰」精神的重要性！ 

在道家思想之後，老師介紹另一個儒家的對照系統—佛教禪宗，帶著我們領略儒家相關宗

教的智慧結晶。在眾多佛教禪宗的核心思想當中，我最喜歡慧能大師提出的「不依經論」，我

從中反思到，所有的經書、經文，都還是源自於人，可見「人先於經典」，人才是主體，對於

任何資訊來源，我們都還是應該保有自己的判斷力。 

回顧文章前面我對於儒家精神—「人之可完美性」的探討，以及我對於老子提到的「民至

老死不相往來」的個人觀點，我體會到「不依經論」的確是身處 21世紀的我們應該抱持的重

要精神。畢竟許多理念與理想都會隨著時代與環境的變遷而改變，古代聖賢的生命智慧在現代

不一定適用，我們應當將這些智慧結晶因應現代的環境再做調整、延伸，同時將合適於現代的

精神延續下去，才能將它們實際的活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課程的尾聲，老師將儒學精神與政治做結合，中國古代傳統的「仁政」思想較聚焦在君王

仁德的培養，較為忽略了人民的感受，因此近代儒家學者提出「主體性的客觀化」這樣的概念，

期望能夠補足傳統儒家「仁政」思想的不足之處。我尤其喜歡這個概念，也再做深入探討，它

強調執政者應該要傾聽人民的聲音來調整自己的施政，在當今講究「民主政治」的 21世紀，

這樣的概念更是顯得重要。我也將其與韓國儒家學者－丁茶山所提出的「仁的互為主體性」做

結合，其實兩者都在強調要「顧及對方的感受」，而非一味的憑藉一己之見來行事，而這樣的

觀念反覆的在近代被提出來，著實可見其顯著的「現代相關性」。 

其實不只在政治方面，我反思到「主體性的客觀化」、「仁的互為主體性」同樣也適用在日

常生活當中。許多我們主觀認為「為對方好」的行為，在對方眼中卻不一定是如此，我們都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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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習「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多站在對方的角度來思考，只有當雙方都覺得這對彼此是有

助益的，那才算是真的善行、善舉，而這也給了我在待人處世上許多的啟發。 

完成了這趟儒學殿堂之旅，我體會到，許多儒家精神都具有「現代相關性」，我們都要學

習去運用這些古人的智慧結晶，讓我們具備面對 21世紀新時代挑戰的能力。我們更應當學習

如何「熔古典於現代」，將古代聖賢的生命智慧因應時代再做調整，以活用在現代社會當中。

而且許多儒家思想之間都有其脈絡與關聯性，在我們深入探討的同時，許多的儒學精神相互碰

撞，摩擦出新的火花來，更是讓我們看到儒學的持續演進和發展。而當代儒家學者也繼續提出

新的觀念，帶領儒學走出新方向，我相信這樣的過程會持續下去，我在儒學殿堂中所見識到博

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也會如同滾滾黃河的洪流般繼續推動著這個世界的進步。 

看哪！儒學—這條東方之龍，會繼續耀眼的在天空中閃耀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