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典與當代生活-導論 
 

1 |  
 

一、 如何看見文化 

1. 文學、藝術，是一個載體：文學跟藝術最重要的、最實質的一個作用，                  。 

2.       ，是一種脈絡： 

(1) 如果不認識它的過去，如何理解它的現在？不理解它的現在，如何判斷未來？ 

(2) 龍應台「沙漠玫瑰」：鄰居看到的是現象本身定在那一個時刻，是孤立的；而作者看到的

是                                 。 

二、 文化的定義 

1. 著重文化           

(1) 泰勒：文化或文明，……是一種複雜叢結的全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

風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獲得的才能和習慣。 

(2) 維斯勒：文化是一個社群和部落所遵循的             。 

2. 著重文化           

(1) 薩皮爾：文化是人類的物質生活及精神生活之任何由               而來的要素。 

(2) 梅德：文化乃傳統行為的全部叢結。這樣的叢結為人類所發展，且每一代              。 

3. 著重文化           

(1) 克魯伯：文化是人類在宇宙間特有的性質，……文化同時是社會人的全部產品，而且也是

影響社會與個人的巨大力量。 

(2) 福爾特：簡單的說，文化是由學習得來的                      所構成的。 

4. 著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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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維斯和達拉德：群體與群體之間之所以有差異，是因各有不同的文化，各有不同的社會

遺產。 

(2) 班納特和杜明：文化是一切群體的行為模式，我們把這些行為的模式叫作          。……

群體間各有不同的文化型模，這不同的文化型模，將任何社會與所有其他社會分別開來。 

三、 單元討論-請以「心智圖」討論「台灣的文化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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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君子的選擇】 

課程活動：道德情境劇場 

(問題摘錄自 Julian Baggini、Jeremy Stangroom 著《你以為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頁 131 至頁

145。台北：麥田，2007.05) 

1. 測驗說明 

    「道德情境劇場」的目的不在測試你的道德勇氣，而是要揭露你的

道德思考架構，讓這個平常備受忽略的思考面向獲得應有的注意。更讓

人慶幸的是，不論你的思考架構是什麼模樣，我們都無法判斷究竟是好

是壞。所以，請大膽接受以下的測驗，不必擔心自己受到評判……  

2. 瞭解自己的架構 

    以下有十九個不同的情境，在每個情境中，你都必須判斷怎麼做才

算是合乎道德的行為。切記，你的回答完全沒有所謂的對或錯。同時，

你應該以你認為合乎道德標準的行為作答（不一定是你實際上會做出的

行為）。 

    其中有些題目的內容與「道德義務」有關。在這項測驗中，所謂道

德義務，是指為了合乎道德要求而不能不做的事情。道德義務「強烈」，

表示如果不做該做行為，就會犯下嚴重的惡行；道德義務「薄弱」，表示

如果不做該做的行為，雖然也算惡行，但不是太嚴重。 

    最後，請記得仔細閱讀每個題目。有些題目的內容頗為相似，但可

不要因此就不加思索的作答！每一題的情境都必須思考之後再選擇答案。 

3. 作答     

(1) (     ) A.強烈義務、B.薄弱義務、C.沒有義務 

(2) (     ) A.強烈義務、B.薄弱義務、C.沒有義務 

(3) (     ) A.是、B.否 

(4) (     ) A.是、B.否 

(5) (     ) A.強烈義務、B.薄弱義務、C.沒有義務 

(6) (     ) A.有責任、B.只有部分責任、C.沒有責任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Julian+Baggini%EF%BC%8CJeremy+Stangroom&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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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A.會、B.不會 

(8) (     ) A.有、B.沒有 

(9) (     ) A.是、B.否 

(10) (     ) A.有責任、B.只有部分責任、C.沒有責任 

(11) (     ) A.強烈義務、B.薄弱義務、C.沒有義務 

(12) (     ) A.有、B.沒有 

(13) (     ) A.強烈義務、B.薄弱義務、C.沒有義務 

(14) (     ) A.有責任、B.只有部分責任、C.沒有責任 

(15) (     ) A.自己的孩子、B.其他十名兒童 

(16) (     ) A.有、B.沒有 

(17) (     ) A.強烈義務、B.薄弱義務、C.沒有義務 

(18) (     ) A.有責任、B.只有部分責任、C.沒有責任 

(19) (     ) A.有、B.沒有 

4. 加計總分     

地理距離 答案 分數 積極消極 答案 分數 

第 1題與第 13題    第 14題與第 6題    

第 9題   第 3題   

第 17題與第 5題    第 18題與第 10題    

     小計：            小計：       

親屬關係 答案 分數 規模大小 答案 分數 

第 15題   第 12題與第 19題    

第 2題與第 11題    第 16題與第 8題    

第 7題   第 4題   

                   小計：            小計：       

                                                總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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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選文 

1. 《論語‧子路第 13‧第 18 章》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註釋 

語：ㄩˋ，告訴。 

直躬：直身而行。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們家鄉有個坦白而且直率的人。 

其父：指「直躬者」的父親。攘：ㄖㄤˊ，竊取。證：告發、舉發。這

句話是說：他的父親竊取別人的羊隻，做兒子的親自告發父親的罪行。 

直：直率的人。這句話的意思是：在我們家鄉裡，率直的人和你所說的

這個人有所不同。 

為：二字皆讀作ㄨㄟˋ，代替。隱：隱藏。這句話的意思是：父親替兒

子隱惡揚善，兒子替父親隱惡揚善，是骨肉至親的人情之常，因此無須特

別作為，「直」自然蘊含其中。 

 

說明 

    《論語‧里仁第四‧第 18 章》〉提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

不違，勞而不怨。」孔子的意思是，如果父母有過失，應當委婉的勸誡(幾諫)，

倘若父母執意不改，仍得保持恭敬不違抗的態度。縱然內心深感焦慮，也不

能對父母有所怨恨。儒家向來強調父子倫常，家庭長幼關係出自於天性，即

使父母有錯，仍當順承。《禮記‧內則》也說：「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

則號泣而隨之。」仍是從父子天性無可改變立論，倘若多次諫言未果，則應

該「號泣而隨之」，目的是希望長輩能幡然悔悟。 

 

2. 《孟子‧盡心上‧第 35 章》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

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

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



經典與當代生活--君子的選擇 
 

4 |  
 

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註釋 

桃應：孟子的學生。 

皋陶：ㄍㄠ ㄧㄠˊ，人名。相傳為舜之臣，掌刑獄之事。 

瞽瞍：ㄍㄨˇ ㄙㄡˇ，瞎眼的人。這裡指的是舜的父親。 

惡：讀作「ㄨ」，疑問詞，如何、怎麼。 

有所受之：皋陶所執行的法律，是國家賦予的公權力，不能以私害公。

縱然天子下令予以通融，也不能廢止。 

敝蹝：本指破舊的鞋子，這裡比喻毫無價值的事物。敝，破舊的。蹝，

讀作ㄒㄧˇ，草鞋，也解釋為沒有腳後跟的鞋。 

訢然：喜樂的樣子。訢讀作ㄒㄧㄣ。 

 

說明 

    本章是孟子與學生假設性的問答，是用來審度不同角色的用心，並非真

有其事。 

    本章可從國法與私情兩個角度討論。從舜的私情來說，縱然父親犯罪，

也只知有父親，而不知有天下。孟子認為在此情境之下，舜應該連夜馱負著

父親逃跑，隱身於海濱之中，從此忘了天下之大，名利之高。《孟子‧離婁

上，第 28 章》寫著：「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

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

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舜的父親曾想置舜於死地，舜雖然擁有天下，仍以父親為念。無論父親如何

刁難，他總是百般順承盡心，終至父親受其感動而悅樂，天下也因此受到教

化。因為舜的行為不只是一家一孝，而是影響後代，這就是孟子稱舜為「大

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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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從國法的角度而言，皋陶掌度刑法，是受命於舜，維護的是國家的大

是大非。面對法律，皋陶心中忖度的應該是貫徹法律的公平，因此孟子認為

在此情境之下，皋陶只知法律之存在，而不知有天子之父。縱然天子下令寬

宥父親，站在皋陶受命於社稷的立場，也必須穩住法理，不以私害公。 

 

3. 《韓非子‧備內》 

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

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

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

棺不賣。情非憎人，利在人之死也。 

 

註釋 

王良愛馬三句：王良，春秋晉國人，善於駕車。勾踐，春秋越國諸侯，

用文種、范蠡為相，臥薪嘗膽，滅吳復仇。「為戰與馳」，為讀ㄨㄟˋ，也

就是：王良愛馬，是為了驅動馬匹奔馳；勾踐愛人，是為了驅動人民打仗。 

吮：ㄕㄨㄣˇ，用口吸取。 

輿人：輿讀ㄩˊ，製作車輛的人。 

夭死：夭音ㄧㄠˇ，少壯而死。 

賊：狡猾不正派的樣子。 

情非憎人：情，實情、事實是；憎，音ㄗㄥ，厭惡。 

 

說明 

    韓非，戰國末年韓國公子。年少時，喜刑名法術，曾與李斯從荀子學。

學成後，屢建議韓王實行法治，任用賢能，以使國家富強。但口吃，不善言

談，又被權臣所嫉，終不被任用，因此發憤著書。戰國時法家分為三大派，

商鞅重「法」(徙木立信)，申不害重「術」(國君的治理技巧)，慎到重「勢」(國君

威勢)。韓非兼採各家之長而構成理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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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認為人心是可以刻意算計利害得失，即便是情感倫常，也多蘊含

權勢誘引與自利算計。換言之，人世間的是非善惡，在「利己」的爭逐下，

已失去道德上應有的價值判斷，只落在「利害」上作相對衡量。所以「欲人

夭死」和「欲人富貴」之分別，與個人的愛憎無關，與道德內在無關，只在

於人我異利。也就是各圖己利，從利害的算計心決定行為，「利」成為唯一

可能的價值，而人行為的約束只能依賴外在的法律或者君主權勢了。 

    由此，韓非主張治國要任勢，任勢就是以至高的權位，絕對的是非，嚴

厲的賞罰來驅策人民。要任法，法令要成文化，要適合客觀需要，要對一切

人平等。國君要任術，例如：不見好惡，使臣民無從迎合；循名責實，使姦

偽無可掩飾。相較於儒家談人倫天性，韓非則從「人性趨利」與「國家公利」

的角度辯證個人(曲於父)與法度(直於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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