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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大学生的培育理念与

人文素养教育
:
通识与专业教育的融合

黄俊杰

( 台湾大学 历史系 )

摘 要 本 文首先分析二十 一世 纪所 出现的信 息化与 全球化 的生 活 方 式 以及 知

识 经济 时代等三 大局势
,

指 出新世 纪大学生 的培育理念 有三
:
促进

“

传 统
”

与
“

现代
”
的

对话
、

加 强
“

科技
”
与

“

人文
”
的 互动

、

强 化全球视野与 本土 文化 的融合
。

从上述 三大教

育理念 出发
,

作者提 出 以 下三项教 育策 略
:

第一
,

提倡 经典教育
,

以 引导 大学生 的 生命

重 新与传统 文化接触
,

奠定 未来开创新局的文化资源
,

这是
“

返本 以 开新
”
的教育策略 ;

第二
,

因应
“

科技
”

与
“

人文
”

断裂的状 态
,

在 大学教育过程 中
,

加 强 开授贯通
“

科学
、

技术

与社会
”

( S T )S 等领域的课程
,

以 引导学生对现代科技发展中的人文社会 问题进行深入

分析
,

使通识教育精神融渗于专 业教育之 中
,

从 而 培 育二十 一世 纪具有批判 思考与原

创能力的新知识分子 ;第三
,

经由优质的 东亚人 文传统相关课程之 引导
,

而 跃入悠 久的

东亚 文化价值传统之中
,

建立新 时代 东亚知 识 青年 的价值 体 系
,

从 而 在 西 方
“
文化 霸

权
”

的支配之 下
,

挺 立 东亚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点 与立 场
。

关键词 价值观 ; 全球化 ; 本土化 ; 经典教育 ; S T S 课程 ; 东亚 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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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本文主旨在于扣紧二十一世纪大学生之状况与大学教育之脉络
,

析论大学

生的培育理念及其人文教育策略
。

但是
,

在进人本题之前
,

先让我们从宏观 的

历史视野考量二十一世纪人才培育的重要性
。

人类历史上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个 阶段是农业经

济时代
,

约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农耕 文明出现之后 至十八世纪 中叶工业革命为

止
。

在农业经济时代里
,

土地是生产最重要的资源
,

所谓
“

有人此有土
,

有土此

有财
,

有财此有用
”

( 《大学
·

第 10 章》 )
。

第二个阶段是工业经济时代
,

从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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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叶开始
,

资本成为生产的资源
〕

工业先进国家大量生产的方式造就了资

本主义 的兴起
,

也奠定 犷近代文明的主要方向 第三个阶段是二十一世纪来临

的知识经济时代
。

在知识经济时代中
, “

知识
”

取代 以前的
“

土地
”

或
“

资本
”

而

成为生产的主要资源
,

因此
,

创造知识的人才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生产力基础
。

人才培育也成为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时代最根本而重大的课题
,

而人才培育尤

以价值观之建立 为其核心
。

二
、

二十 一世纪新时代的趋势与大学教育的转型

二
一

f一世纪新的发展趋势固然不一而足
,

与大学发展及大学教育最有关系

的至少有三个趋势
:

第 一
,

二十一 世纪是一 个信息化的社会
。

信息科技的飞跃

发展不仅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沟通方式
,

也改变了人类获得知

识的渠道
。

就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信息社会中的大学生而言
,

资料的获得基本上

不再是问题
,

相反
,

资料的解读与分析才是新的挑战
。

第二
,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

经济的时代
, “

知识
”

本身才是生产与再生产的资源
。

于是
,

大学学术研究领域

中
,

市场价值愈高的学问如纳米科技
、

基 因体 医学
、

光电及通讯科技等
,

就愈蓬

勃发展
,

某种
“

学术资本主义
”

的幽灵已经隐然在大学校园中游荡
,

伺机攫取大

学的灵魂
。 〔 ’ 第三

,

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趋势 日益壮大的时代
,

世界各地区之间

的
“

相互关联性
”

与 日俱增
。 「’

全球化趋势对高等教育最大的冲击就是世界各国

的大学都直接或间接地卷人全球性的竞争之 中
,

从而转化大学的性质
,

使大学

除 了是国家的教育机构之外
,

也是全球性教育机构的一个单位
。

各国大学所培

育的人才将不仅是供应各国国内之需求
,

更必须能适应全球性就业市场之趋势

及要求
。

世界贸易组织 ( W T O )将
“

教育
”

列为服务业 的部门之后
,

更加强了教

育进人全球化竞争的这种趋势
。

综合上述二十一世纪的新趋势观之
,

大学教育内涵之转型 已成为必然之发

展
。

19 9 4 年
,

曾任美国加州大学 ( 伯克利 ) 校长及加大系统总校校长的克拉

克
·

克尔 ( lC ar k K e rr
,

1 9 11 一 2 0 03 )预测
,

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国大学教育面临的

挑战是
:

如何在教育内容的
“

国家化
”

与
“

国际化
”

之间
、

在教育机会平等与学生

能力取向之间
、

在保存传统与展望未来变迁之间
、

在大学教育功能的多元化与

一元化之间
、

在个 人利益之追求 与整体社 会规范之建 构之间维持应 有的均

衡
。 ’
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际

,

克拉克所预测的上述挑战已经在各国以极其鲜

明的方式纷纷出现
。

为了因应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的新挑战
,

世界各国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

间莫不铆足全力推动教育改革
。

以 日本为例
,

近代 日本就推动过三次教育改革

运动
。

第一次是以 18 7 2 年 ( 明治 5 年 )依
“

太政官布告 21 号
”

所建立的
、

以国家

主义为特质的新教育体制为标志
,

为明治维新与 日本近代化奠定 了教育基础
。

第二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次年 ( 194 6 年
,

昭和 21 年 )
,

随着战前帝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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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崩溃
,

日本教育制度再次大幅改革
,

为战后 日本经济 的快速发展奠定 了

基础
。

第三次是临时教育审议委员会 (简称钊备教审
”

)推动的教育改革
。

19 84

年 8 月 一 19 87 年 8 月
,

该委员会三年 内共对首相提 出四次审议报告
,

涉及政策

面及制度面的改革事项不胜枚举
,

对此后 日本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 `4了

台湾地区也由李远哲领导 的前行政 院教育改革委员会 ( 简称
“

教改会
”

)
,

在 19 9 4 年 9 月 21 日至 19 % 年 12 月 2 日期间推动了一系列的教改工作
,

十余

年来在台湾造成之影响颇为深远
。

正如我过去所说
,

从教改会推动教育改革工

作到现在为止 的经验看来
,

台湾 的教改最 重要的成就在于制度的革新
,

譬如人

学渠道的多元化
、

民间兴学的松绑
、

高等教育各种具体制度 的改革等方面都获

得可观的成就
,

但是
,

过去努力于教育改革的人士对教育问题的思考颇有盲点
,

展望二十一世纪仍有许多值得再进一步努力的方 向
。

举例言之
,

高呼
“

教育松

绑
” 口号的少数人士缺乏阶级意识

,

因此当他们致力于维护父母教育权与家长

选择权的同时
,

有意无意之间把教育部门等同于
“

市场经济
”

( m ar ke t ce on o m y )
,

而使台湾社会的既得利益阶级获得更多复制该阶级的机会
,

同时也使农工阶级

子弟有继续失去接受教育机会的可能性
。

除此之外
,

到 目前为止台湾教育改革

的重大限制主要在于较少触及学生
“

心
”

的觉醒
。

台湾的各级教育强调从小学

开始实施计算机教学和英语教学等教育改革措施
,

但各界人士常常忽略 了
“

心
”

的觉醒才是教育改革最根本的关键问题
,

因为只有经过
“

心
”

的觉醒
,

才能培育

正确的价值观
, “

全人教育
”

的 目标才有可能达成
,

而这也正是二十一世纪台湾

教育所应该努力的根本方向
。 〔’ ,近年来海峡两岸都以建设

“

世界一流
”

大学为努

力之 目标
,

但是各界人士讨论
“

世界一流
”

大学时多半聚焦于可量化的指标
,

如

S cl 论文篇数或刊登于 cs io c 。 与 aN ut er 杂志之论文数 目
,

而忽略大学之基本功

能在于教育
,

在于引导青年生命的成长
。

三
、

大学生的培育理念

相应于上节所论二十一世纪信息与全球化 的生活方式
,

以及知识经济时代

的来临及其对大学教育的冲击
,

新世纪大学生的培育之理念有三
:

促进
“

传统
”

与
“

现代
”

的对话
,

加强
“

科技
”

与
“

人文
”

的互动
,

强化全球视野与本土文化的融

合
。

我们进一步申论这三项教育理念
。

促进
“

传统
”

与
“

现代
”

的对话
。

东亚各国从
“

传统
”

迈人
“

现代
”

都经历了痛苦

的历史过程
。

中国近百年来经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与殖 民
,

以血泪撰写中国人

的近现代史 ;但海峡两岸青年在动荡的历史变局中与传统文化 日益疏离
。

东邻 日

本虽然从明治维新成功以后快速迈向现代化
,

但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

东亚各国
、

战败投降及战后复兴的过程
,

日本新时代的青年与传统文化 日益陌生
。

台北西门叮街头的台湾青少年与东京原宿的青少年都同样有着迷惘的眼神
。

针对当代东亚各国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隔膜与疏离的现况
,

大学需注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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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大学生熟悉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系统
,

使大学生不再成为现代社会中
“

漂泊的

心灵
”

与
“

失根的兰花
” 。

加强
“

科技
”

与
“

人文
”

的互动
。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
,

斯诺 ( c h a
ler

s P
.

s n

ow
,

190 5 一 198 0) 所说的
“

人文
”

与
“

科技
”

两种文化的断裂现象 〔6

旧 趋严重
。

造成

这种现象的原因至 为复杂
,

其中最主要 的原因在于
:

现代大学所传授的专业知

识是极为规格化
、

标准化的
“

套装知识
” 。

这种所谓
“

套装知识
”

具有两种特征
:

从专业知识的内容来看
,

这种知识系统的研发与传习具有高度 自主性
,

很少与

该知识 系统以外的知识社群互动
,

影响所及使得该学门或领域中的知识逐渐脱

离创造人类福社的目标
。

再从专业知识的运用来看
,

这种具有高度 自主性的专

业知识及其衍生的边际利益很容易被少数人所垄断
,

从而使知识造福社会的功

能为之减低或架空
。

举例言之
,

经由产学合作的渠道
,

光电科技
、

通讯科技或医

学研究 的创新知识常常脱离研究者而流人大资本家手中
。

资本家关心知识所

衍生的市场价值远超过关心知识为人类造福之价值
。

针对当代大学教育这种
“

科技
”

与
“

人文
”

断裂的现象
,

我们应该通过各种

教育渠道
,

加强两者间之沟通
。

强化全球视野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 “

全球化
”

潮流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历

史发展的主流
,

发展速度随着东亚各国之加人号称有
“

经济联合国
”

之称的
“

世

界贸易组织
”

( W T O ) 而与 日俱增
。 “

全球化
”

潮流对 于亚非拉 国家大学教育造

成巨大的冲击
,

使大学教育逐渐脱离本国社会与文化脉络
,

甚至完全背离本土

关怀
,

而沦为全球化中心国家之知识工业的下游工厂
。

因此
,

在培养大学生的

过程中
,

居于全球化边缘地域的国家之大学如何在全球视野与本土关怀之间取

得动态的平衡 ? 这成为一个根本而重大的问题
。

四
、

人文教育策略

从上文所指出的大学生培育理念出发
,

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通过教学活动建

构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三项人文教育策略
。

(一 ) 经典教育的提倡

第一项教育策略是
: 提倡经典教育

,

以引导大学生的生命重新与传统文化

接触
,

奠定未来开创新局的文化资源
,

这是
“

返本以开新
”

的教育策略
。

但是
,

我们必须立 即声明
,

这里所提倡的经典教育并不是如二十世纪初期

中国知识界部分保守人物所提倡的读经运动
。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读经运动

强调背诵多于思考
,

并以经典为不可批判的最高权威
。

我们所提倡的经典教育

是指在大学通识教育中加强经典研读的课程
。

这类经典研读课程强调 以批判

的态度
,

从现代的观点出发
,

引导学生接触并深思中西伟大经典作者的深邃智

慧
,

从而拓展大学生生命的高度与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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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典通识课程的规则与教学
,

必须避免落人
“

文化唯我论
”

的陷阱
,

因

此
,

虽然考量语文的方便以及社会背景 的相应
,

可 以从东亚文化经典的研读开

始
,

但我们并不排斥西方或其他文化传统经典
。

事实上
,

任何文化的价值与意

义也只有在与其他文化经典相对照的脉络中才能彰显
。

而且
,

在课程设计上
,

尽量对经典中的价值系统进行
“

批判地继承
”

而不是全盘地接受
。

惟其如此
,

经

典的永恒价值才能对现代社会产生意义
。

在教学实务上
,

应导人
“

多元主体并

立
”

的精神
,

避免 以经典中所呈现的单一主体或价值观宰制其他主体或价值观
。

在课程设计与教学实务上
,

由于中外任何一部称得上经典 的作品
,

内涵都

极为丰富而深刻
,

不易为现代大学生在短期内迅速吸收
,

因此
,

课程设计就变得

非常重要
。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
,

最重要的乃是在于经典 内容对人之存在等重

要问题能提出深刻的洞见
,

有助于人 的自我反省
,

也有助于人对 自我与他人
、

自

我与自然
、

超 自然关系的思考
。

因此
,

经典通识课程 的设计 必须避免从专业的

立场将教学 内容设计得过于专业
,

以致使学生兴趣尽失
。 〔’ ;

( 2 ) 开授具有 s T S ( s e i e n e e ,

T e e h n o l o g y
,

S o e i e t y )精神的课程

第二项人文教育策略是
:

因应上述
“

科技
”

与
“

人文
”

断裂的状态
,

我们应在

大学教育过程中
,

加强开授贯通
“

科学
、

技术与社会
”

( S T )S 等领域的课程
,

以 引

导学生对现代科技发展中的人文社会问题进行深人分析
,

使专业教育与通识教

育融合
,

从而培育二十一世纪具有批判思考与原创能力的新知识分子
。
①

这项教学策略之所以重要
,

乃是因为近代科技之发展实以近代西欧
“

启蒙

文明
”

( E ln i g ht e n m e
nt )作为其思想基础

。

启蒙文明相信人定胜天
,

以
“

人
”

为大

自然及宇宙之中心
,

近两百年来这固然在开发 自然以增益人类生活之福扯上有

所贡献
,

但是
,

启蒙文明中潜藏 的
“

人类 中心主义
”

( a n t h r o p o c e n tir s m )心态则导

致过度利用乃至剥削 自然之恶果
。

其流弊所及包括生态环境之严重破坏和大

自然对人类的反扑
,

使地球之永续发展成为二 十一世纪人类的重大挑战
。

换言

之
,

启蒙文明中所潜藏的人类之 自我摧毁性 〔 8 〕
使近代科技

“

理性
”

中的
“

非 理

性
”

因素因之暴露无遗
,

因而
“

人
”

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科技发展的时代 中与
“

自

然
”

和谐相处
,

遂成为大学教育之重大问题
。

从这一项教育策略出发
,

东吴大学校长刘兆玄教授所推动的 《
“

人与 自然
”

多媒体通识讲座课程计划》旨在研发
“

人与 自然
”

之通识讲座课程
。
② 这项计划

① 联合国国际教科 文组织在 199 8 年发 布文件 Wo
r dl D e e

l a ar t i o n o n iH g h
e ; ￡d u e a t记。 i n t人。 为

。 n t ,
-

F i o t C
e n z。̀。 :

儿亡
o n a n

d A e t i o n
.

U N E S C O
,

9
,

o
e t o b e r ,

19 9 8
.

h t t p : / / u n e s
d o c

.

u n e s e o
.

o r

岁 i m a g e s / 1 10 0 /

0 0 1 1 38 / 1 1 3 87 8 e
b p d f

。

在这项文 件的 A rt i e
l e g

: “ In n o v a t i v e
E d u e a t i o n a l A p p 、 a e

h
:

C ir t i e a
l T h i n k i n g a n

d

rC ea it vi ty
”

中特 别强调 21 世纪所需之人才应具有批判思考能力与原创 能力
。

②
“

人与自然
”

课程 ( 主持人 : 刘兆 玄 ) 讲题与讲座 姓名
:

李亦园 ( 文化 与 自然 》
,

许悼云 ( 人
、

时 间
、

空间 》
,

张隆溪《中西传统文学中的人与 自然 》
,

黄一农《来 自大洋的冲撞》
,

黄俊杰《儒家传统中人与 自然

的关系 》
,

刘笑敢 《道家思想中的人 与自然 》
,

潘朝阳 <中华文化圈中人与土地 的关系 》
,

李家 维 《演化的偶

然与必然 》
,

曾志 朗《人与 自然的信息及语言》
,

牟中原 《革命性的科学发现》
,

黄昆岩 《生 医科技与生命伦

理 》
,

洪如江 《工程与 自然 》
,

孙维新 《人
、

地球
、

宇宙
、

外生物 》
,

刘 兆玄 《天人合一的科学 》
,

刘 兆汉 ( 人与自

然的永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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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紧二十一世纪
“

人与 自然
”

之重大问题
,

从哲学
、

历史
、

文学
、

艺术
、

宗教
、

民族
、

社会
、

科学
、

技术
、

经济
、

信息
、

语言
、

生命伦理
、

演化
、

太空
、

永续发展等不同的面

向进行探讨
,

主轴锁定在
“

人与 自然
”

及
“

天人合一
” ,

内容力求深人浅 出
,

并透

过多媒体的方式呈现
。

本课程邀请 16 位学者担任讲席
,

就其专业领域择定主

题
,

进行通识演讲或讨论并加 以录制
,

根据演讲的内容制作网络课程
,

以便透过

因特网让学习者既能体会讲席风采
、

观看演讲全貌
,

又能进一步研读每个主题

之详尽课程 内容
、

参考数据
、

延伸阅读等数据
。

这套以
“

人与 自然
”

为主题
、

贯通不同领域之多媒体通识课程
,

涵盖哲学
、

历

史
、

文学
、

艺术
、

宗教
、

民族
、

社会
、

科学
、

信息
、

语言
、

生命科学
、

太空
、

演化
、

永续

发展
、

工程等领域
,

再通过互动教学策略
,

如问题讨论
、

资料搜集汇整
、

撰写
、

发

表评论
、

回馈等方式
,

培养学生深度的思考能力
,

奠定学生对问题之反省能力
。

( 3 ) 东亚人文传统教育的加强

针对上节所说二十世纪东亚地区的青年生命中
“

传统
”

与
“

现代
”

断裂的状

态
,

我们提出的第三项教育策略是
:

加强东亚人文传统之教育
。

这项通识教育策略是扣 紧最近 1 50 多年来西方国家对东亚各国支配之历

史脉络而提出的
。

十九世纪中叶
,

美国海军军官伯里 ( M at t he w C al b ar iht eP yrr
,

17 9 4 一 1 8 5 8 ) 于 185 3 年 7 月 ( 日本嘉永 6 年 6 月 )抵达 日本浦贺
。

15 5 4 年再航

江户湾
,

在横滨与 日本签订条约
,

打开 日本紧锁 的国门
。

此后 日本在
“

脱亚人

欧
” 口号之下

,

大力学习西洋文明
。

再就近代中国的发展来看
,

十九世纪中叶鸦

片战争 ( 1 8 3 9 一 18 4 2) 以来
,

西方列强对中国之冲击与支配至深且 巨
。

我们可 以

说
,

二十世纪东亚地区知识界都经历了一段对东亚文化传统之
“

自我否定
” 。

处于上述新 旧断裂
、

中西失衡历史背景之中的东亚地 区
,

大学生实有必要

经由优质的东亚人文传统相关课程之引导
,

而跃人悠久的东亚文化价值传统之

中
,

建立新时代东亚知识青年的价值体系
,

从而在西方
“

文化霸权
”
【” 皿的支配之

下
,

挺立东亚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点与立场
。

从二十世纪 中叶以降
,

日本知识界

一直有
“

作 为方法 的东亚 川
’ 。〕

、 “

作为方法 的江 户
” [” ; 以 及

“

作 为方法 的 中

国
” 〔 ” 〕的问题意识

,

近年来更有
“

从亚洲出发思考
” ! ” 嗜

的意见
。

我们所 主张的

加强大学生东亚人文传统教育
,

即是落实上述思考方向的教育策略
。

五
、

结 论

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时代中
,

东亚各国的大学教育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 的

国际性竞争与挑战
。

除了大学经费普遍不足
、

有待大力提升之外 〔 ’ ` 〕 ,

最重要的

挑战可能仍在于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培育与建立
,

包括大学教育在 内的各级教

育都应 以对于学生生命 的唤醒为其核心工作
。

大学教育不是纯粹知识的灌输

或技术 的训练
。

所谓
“

教育
”

是一种唤醒生命的专业
,

尤其是以
“

心灵 的觉醒
”

为其核心
。 〔” 〕从这个脉络思考

,

大学不应是
“

学术资本主义
”

萌芽与发展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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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

而应是培育并奠定学生价值观的教化场域
。

在功利主义当道的科技时代中
,

人文教育必然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专业教育

的进步而愈为重要
。 仁“ 了人文教育之所以重要

,

乃是 因为它直接触及学生价值观

的培育
。

在本文的论述中
,

提 出二十一世纪大学教育必须因应
“

传 统
”

与
“

现

代
” 、 “

科技
”

与
“

人文
”

以及
“

全球化
”

与
“

本土化
”

之间的三种断裂
,

规划可以 唤

醒学生心灵之觉醒
、

提升学生批判思考能力 的课程
,

在二 十一世纪多元价值并

存
、

多元文化激荡的时代 中
,

为学生建立价值的定位
,

将通识教育的精神融渗于

各种专业教育之中
,

使大学生成为新时代有本有源
、

顶天立地的新知识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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