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岸文化交流的淺識 

王明生 

中國文化中包括了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而這

些理念無論從事任何行業；如工商、科技、財

經、政治、軍郵、教育、藝術、娛樂、服務等，

都是同等的重要。且看歷史上多少盛極一時的

強大帝國，在其極盛時期，均常以其強大的武

力去征服弱小民族，並都曾建立了輝煌的文

化，然而如今回首看來，在那些古代強大帝國

中，卻又有那一個還存在於今日呢？歷史的明

證、往日的輝煌，如今不都是一個一個隨歲月

的流逝而消聲匿跡地倒了下去？而惟有中華

民族卻歷久彌堅的在歷史起浮的波濤中挺立

壯大，推究其因，大都是由於中國文化起源遠

古，歷久彌新，尤其是在與其他文化接觸時，

最能展顯出其強大的包容性與同化性，它不僅

在生活上及學術上常見其功，且往往是能化敵

為友。也常反僕為主，真正能做到了文化的大

熔爐，它不但能吸收各種文化的精華，而且還

能再歷煉出一種更精緻並能適應各方面的綜

合性、包容性、實用性而生活化的文化。今以

歷史為據來看，中國在五千年的歷史發展中，

也曾先後兩次為外族的元人及滿人所征服，可

是她不但未破滅亡，反而同化了外來的侵略

者，而終於融合成更強大的中華民族，可說是

真正充分的表現了中國文化的特異奇功。 

一、前言 

台北市立圖書館館訊編輯小組年初來電邀

稿，主題是關於參考服務方面的體裁，常時因

忙於赴美與家人團聚過年，且適巧答應了省立

台中圖書館一篇稿子，實在忙不過來。該刊主

編郭小姐於是順邀本期有關「海峽兩岸圖書館

交流」主題的稿子，如此在時間上可以稍事緩

衝，另一方面也實在不好意思拒絕，因郭小姐

是筆者在一九八三年回台在中原大學圖書館短

期服務時，就認職的一些可愛的朋及之一。一

九九一年在花蓮參加圖書館館際合作會議時，

彼此又有緣同處一寢室，此份友誼誠關難得。 

二、文化的意義及功能 

文化是人類生活經驗的累積，去蕪存菁所

整理並歸納後所獲得的一些法則。文化的功能

是保有知職，傳播知識及陶冶民性。每個國家

民族都有她的歷史及文化，但在長時期歷史的

波濤洶湧中，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而且更能繼

續不斷地發展所長所保留的文化，才算得上是

人類文化的精華和有實用價值的文化（註(1)）

三、中國文化的特性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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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失傳。許多人開始疑惑，以為中國的落

後是否在於中國文化裡沒有科學及民主，以

及不重視商業文化的結果？於是一反傳統地

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能和民主政冶，更提倡推

動西方的商業文化。在過份重視商業文化競

爭的結果，將人也當商品般的手法來辦政治

秀的選舉活動，一切以金錢來操縱活動，因

此演變到今天在世人的眼光中，台灣被認為

是一味追求經濟發展，而忽略文化的經營和

傳承。平時我們所炫耀的經濟奇蹟走得是多

麼的慘烈啊！美麗的寶島、田園鄉土都已漸

被破壞蕩然無存了，那原鄉人所擁有的厚重

質樸特質也都流失殆盡了。如今台灣的富有

已舉世聞名，然而富裕又真給文化生活帶來

了什麼影響？路邊的攤販和川梭於人群間的

機車常把人擠得無路可走，給人的感覺是只

要我滿意，做甚麼都可以，偶然看到一則廣

告：「只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使我

不禁要問，難道這就是世人所熟知的，或傳

統中的五千年中華文化嗎？而海峽對岸在經

過共產主義教條式的洗禮，加上十年文化大

革命的浩劫，文化教養也付之闕如，兩代之

間的隔閡甚巨，品格操守的尊嚴維護也為貧

窮所打垮了，在今天一般年輕人的口號是；

一切向「錢」（前）看，把愛國主義改變為

愛錢主義，把為人民服務改變為人民幣服

務。假若說文化是人類群體生活經驗整體的

表現，則不同時代歷史生活背景和經驗，往

往就產生不同時代的文化生活水準。今日台

灣與中國大陸都是經歷了文化變遷最激烈的

時代，台灣的富有造成新一代對文化的迷

失，而大陸的貧窮也是持守已久，兩邊可以

說都走在中華文化失落的荒野 

四、中國文化的特質 

中華傳統文化崇尚禮、義、廉、恥，講求

倫埋、道德、講究人禽之辨，義利之辨，作為

中華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道家、墨家與法家

各派，儘管他們在價值觀的取向迥然不同，然

而卻都在努力追求道德境界的提昇，反對隨物

慾逐流，而追求靈性的完美，儒家孔子主張天

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寧可殺身成仁，也不

苟且偷生，論語中的所謂「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及「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

貧」。孟子所提倡的「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

做所謂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的大丈天。道家老子的力求保全人性的

真實純樸本性，不賣身求榮，寧可清心寡慾，

也不迎合卑劣的統治者。墨家雖然是義利並

重，但仍以義為重，以兼愛天下為張本。法家

儘管是典型的功利主義者，但他仍是以忠君報

國，天下一統為依歸。這些理念可以說都是超

越了狹隘的的個人主義，極力講求要約束自

己，並忠心地要為國家民族的利益為目標，這

不僅是對個人道德修養的要求，更是一種文化

理想的追求。這種超越物慾，超越人性中動物

性的本能，而要求做友道德修養和文化生命的

人性追求，可以說就是中國文化中對精神生命

的哲學和邏輯的歸宿。（註(2)） 

五、中國文化的轉變 

中國近一百五十年來，因受東西方列強的

侵略，驚嚇於列強的船堅砲利因而使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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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上，對愛國精神的傳統文化是多麼地殊途同

歸且不分割。儘管共產政權是多麼的專制，文

化大革命對整個中國大陸同胞造成多麼大的

傷害，這隻東方的睡獅畢竟已醒過來了，外表

的飛機大炮和原子彈再也嚇不倒中國人了。一

九七二年，中國大陸與美國開始了文化的接

觸。北京圖書館在劉及包二位正副館長領隊

下，一行十人來到加州史丹佛大學，首先參觀

的是胡佛研究所的東亞圖書館，當他們看到了

那些被保存完整的中共在景岡山撤退及二萬

五千里長征途中失散的資料；均深深體會出西

方人對學術文化自由的尊重和保存資料不遺

餘力的精神，儘管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思想

上是對立的，然他們對學術研究的獨立精神的

支持，卻都與保守社會中為了隔絕敵人思想的

感染而採禁書限閱的作法是多麼地不同。到了

一九七八年，美國與中國大陸有了更進一步的

接觸與文化交流，居住美國東西岸的一些留學

生也受邀到中國大陸作文化交流和訪問，在參

加了一行十八人在中國大陸作了為期廿天的

交流訪問和參觀，因重點多半是大學圖書館及

北京圖書館，也許由於當時尚處在文化大革命

後，餘驚尚未完全甦醒過來之際，在各個圖書

館所參觀到的均是馬列主義，黑格爾思想和列

寧與毛澤東的思想言論集，這與西方圖書館學

術言綸自由開放的程度相此，簡直是南轅北

轍。 

裡，整個中國，無論是台灣或是大陸，雙方可

以說都患了文化的貧血症，耍拯救雙方文化的

危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開放文化交流，因為

只有從交流中認織彼此長短，才能尋回自身原

有文化的特質，重新加以調整和更新，才能發

展出原有中華文化的光芒來。 

六、對文化交流的親身體驗 

中華文化有它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和民族

精神情懷。幾千年來，即深植在每一個中國人

的心中，並隨年齡增長，尤其是那些曾親身經

歷抗日戰爭成長的一代，在那烽煙戰火顛沛流

離的苦難歲月，每個人都有與國家民族共存亡

的心情。學校的課本中學習到屈原的「哀邸」

憤投汨羅江；蘇武牧羊十九年而氣節不變；岳

飛抗金頭斷風波亭，其報國之志不改；文天祥

的就義，正氣歌聲更是響澈雲霄；抗日戰起在

松滬保衛戰中，那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的精

神，小女孩楊惠敏能在槍林彈雨中送上一面國

旗的壯舉，使這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不但飄上

了中國不亡的天空，也震驚了世界每一位有血

有肉的人心，使世人都了解中華民族充滿愛國

家、護民族的文化精神，一部中國史也就是一-

部愛國史。 

一九六六年筆者赴美國進修，常時大多數

留學生都半工半讀，個人有幸能在史丹佛大學

東亞圖書館打工，那裡是海外保留中國近代史

資料最豐富的圖書館，許多資料都是在國內不

容易肴到的，美國的學術自由獨立精神卻保存

了海峽兩岸雙方的完整資料，從這些難得讀到

的資料中，了解到兩岸中國人在文化甚本的發 

七、兩岸文化交流共創中國 

前程 

文化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 

 58



 

 

專題論述 

權終會過去，財富也轉眼成空，唯有文化得以

長存，文化統一是沒有界限的，兩岸文化的交

流可孕育若本世紀未來與下一世紀的新希

望。如果中國能以文化統一而向世界文化發

展，終將成世界大國（註(4)）。 
（本文作者現任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採編組

主任） 

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每一個國家政策

的制定，儘管會因時代潮流及國際環境而有某

種程度的改變，但必需以自已的歷史文化為依

據，台灣與大陸原屬同一中華文化傳統，但經

四十多年的分裂隔絕，雙方在不同時期受外來

文化侵略下，各有不同的調適而分途發展，由

於生活程度懸殊，行為模式的差異，在思想觀

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儘管有這些不同和差

異，但在未來發展方面，基本上應是朝向具有

中華文化特色而建立的現代化國家為共同目

標。所以兩岸文化的交流並不是不同質文化的

互動，而是同根文化在不同影嚮上受時間及制

度差異之間的整合，藉此朝向現代化的中華文

化發展向前邁進。常前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有

一個共同願望，希望祖國儘快實現和平統一，

但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同和政黨紛爭的原因，使

雙方隔閡一時不容易消除，因此惟有從文化交

流，相互調整適應，從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特色

著手。從中國傳統文化中，那些具有價值而形

成的道德規範，即使在現代社會中，甚至於全

人類都有其適應性及實用性，如敬老尊賢，和

睦親朋鄰里，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之類的傳統

美德，無論在那一種社會制度下，或仟何一個

國度裡，都有助於社會的安定與團結，並提高

人們的精神文明（註(3)）。 

附註 

(1)蕭冬然，「，建文化國，做文化人」，兩岸

合論文化建設 P.32∼36。 
(2)李宗社，「增進文化共識，建設文化大國」，

兩岸合論文化建設，p8∼17。  
(3)沈清松，「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的接引」，兩

岸合論文化建設，p.237∼244。 
(4)王邦雄，「往中國榮耀的路上走」，兩岸合

論文化建設，p.27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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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同在野蠻的古代可以由強大的武力

造成，但是在文明的現今社會，則必須由文化

來造成領導地位。遠古雅典文化的光芒四射，

也能以一城邦統一希臘。中國在歷史上曾是文

化大國的象微，歷經五千年至今，許多古老的

國家均已沒落了，唯有中國仍處於屹立不搖的

地位，可見中國文化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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