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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深知，韓國在歷史上深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
響。從一部又一部韓劇中，觀眾能夠更加深刻體會
到中國上古時代的倫理、思想與意識形態在韓國生
根、開花、結果的樣貌。那麼，韓國歷史上的儒家
思想、尤其是在長達五百餘年的朝鮮王朝時代，其
有何特點？日前，台灣中央大學教授楊祖漢來到香
港城市大學，以朝鮮王朝時期的著名思想流派「主
理派」作為切入點。
楊祖漢說，朝鮮王朝（1392-1910）的五百年間，
中國的儒學在彼方非常興盛，可以說儒家倫理是當
時朝鮮社會的思想主流的時期，朝鮮儒學基本上是
中國儒家的宋明理學，尤其是朱子學的延伸發展。
這期間的韓儒努力於消化吸收以朱子的詮釋為標準
來理解的宋明理學，雖然是以朱子學為宗、為判
準，但也發展出有異於中國本土的思想特色，如所
謂「四端七情之辯」、「湖洛論爭」、「心說論
爭」等，其中探討的問題與義理內容，雖在中國宋
明理學中也有涉及，但遠不如朝鮮朝儒者討論的深
入與詳細。這其中，不得不提到的一個重要人物，
是朝鮮王朝時代的思想家李退溪。
了解儒家思想的人都知道，儒家強調四端——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這是人的道德基礎和倫理
準繩。於是，楊祖漢概括朝鮮王朝時期的儒家主理
派思想，認為儒學本來就是以闡發人生命中的道德
意識、道德理性為主的學問，所謂「成德之教」。

這種學問本來就具有普遍性，因為道德理性是人人
本有的，而顯發道德理性以成德，也可以說是人應
有的義務，從這個地方來看人，或了解人性，人人
都是一樣的，也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因為從實踐
道德上看人，人都有自發而無條件地為善的可能，
此是人的自由意志，在此處表現了人的尊嚴，而只
有具備不可取代的價值者才能有所謂尊嚴。儒學從
這個地方着眼，及發展其理論，可謂是立人極之
學。把這種普遍的人性與人的尊嚴與價值表現出來
的學問，當然是會表現出「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
人」的胸懷，不只是要與天下人為一體，而且是萬
物一體，故宋代大儒程明道云：「仁者與萬物同
體。」

楊祖漢說，朝鮮王朝時期的著名「主
理派」儒學家李退溪主張四端之情是純
善的，而且孟子是以四端來證明人性是
善的，因此四端只能是由理而發李退溪
對於孟子的說法很有體會，他見出孟子
之義四端就是本心的活動，而本心是本
具仁義禮智的，雖然根據朱子學的理
論，不能說心即理，惻隱等四端是情，
情雖可以說是性之發，但情是氣，並不
是形而上的性理。李退溪言下之意，如
果人不承認四端是善的，天地間就不可能有善的活
動存在了。他這一肯定對於人生命中流露出來的四
端，其為善是絕對不能否認的，這樣就是對人的生
命及人性的善給出一大肯定，此一論證是很堅強
的，雖然按照朱子的理氣論，情是活動應該屬於
氣，四端之情雖然是善，但也不能一定是善，故朱
子有四端之發也有其不中節之可能的說法，退溪在
此處可謂完全符合孟子從情之善而證性善的說法，
當然四端之情在孟子也是心，也是性，並不能以
心、性、情三分來分列。另外，退溪又主張四端之
發，是從中而發出的，而七情——（喜、怒、哀、
懼、愛、惡、慾，是從外而發的，即是說四端是自
己決意給出的，而七情是受外物觸動而引發的。
韓儒主理派學者從論辯中所透顯出來的見解，大

體是扣緊人在道德生活上的體會，可以說主理派的

學者對於道德實踐及道德之理的特性，是比較有真
切的了解的，當然主氣派的學理見解也相當有哲學
性，對於不合理的或惡的存在，比較能夠說明，也
是很可取的理論。
中國的儒家思想傳播至朝鮮，古時候的朝鮮人在

思考上結合了很多自身的思考與認識。楊祖漢認
為，朝鮮王朝初期所以會以儒教為國教，是因為當
時的開國君主與重要的大臣體認到：儒學更是人生
的常道，儒家無條件的為善去惡，肯定倫常及世間
一體存在，才是人生的正道。換言之，朝鮮王朝的
以儒學為國教，並非出於現實上的考量，而是認同
儒學所表現的普遍的、人人都有的做人的價值。因
此，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儒學的義理，是亞洲一
體化的理論根據，也是文化上的共同基礎。

文、攝：徐全

學者眼中的韓國古代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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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
委員會、香港志願者協
會、香港青年聯會等機構
共同合辦，由民政事務
局、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
公室青年工作部支持的
「熊貓和他的朋友們繪畫
精品展」將於3月18日至
20日期間對香港公眾免費
開放，與此同時，還將聯
同元朗天水圍多所中學舉
辦「相約天水圍——熊貓
和他的同學們」交流活動，以及將於7月暑假期間在四川舉辦「親親熊貓四川
夏令營」等系列活動，目的是推動香港與內地青少年在文化藝術領域的交流
與合作，增進香港青少年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了解與認知，提升環境保護和動
物保護意識，培養「建設美好家園，從我做起」的責任意識。此次活動是畫
家劉中作為內地傑出藝術家的代表對「築福香港」活動的積極回應，正如活
動所宣導的：能夠幫人，你的福氣，劉中表示非常榮幸參與「築福香港」系
列活動，希望用自己的力量為香港民眾送上春天的問候。

少年神童畫家
劉中在從藝之路上跋涉已逾四十載，趨於多方面的藝術積澱和日漸豐滿的

人生閱歷，使劉中在看待動物時多了一份成熟的感悟。那些可愛的、又被現
代文明驅趕出視野的生靈們，使他的作品充盈着一種親和力和一份深厚的
愛。這已不是簡單地局限在「暢神」、「言志」中了，應該說，高踞的獵
豹，翱翔的鵜鶘，是劉中對自我人格的修煉；而解構的野牛，羅網的鯊魚，
正如主題「熊貓和他的朋友們」，是劉中為喚醒大眾生態保護意識，竭盡全
力發出的吶喊。此次到訪香港，劉中將如何用手中畫筆還給萬物生靈以自由
馳騁遨遊的無限空間，以未泯的童心演繹出屬於成年人的、都市人的童話，
是本次畫展非常值得期待的地方。
劉中與很多職業畫家頗不一樣，他從很小的時候就已聲名鵲起，成為令人

好奇和欽羨的神童畫家了。1969年，劉中生於北京一個畫家之家，父母都是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他遺傳了父母的基因，從4歲起就愛好繪畫，受到了父
母的精心輔導和培養。譬如他的中國畫《我對法國的印象》，奇特豐富的想
像，大膽變化的構圖，自由流暢的線條，鮮明和諧的色彩，均非一般成年畫
家所能企及。
當時西方現代藝術的影響尚未在中國流行，劉中卻憑藉直覺和想像，營造

出一片童話般奇麗的幻想風景：過去與現在的時空交錯，古老的教堂與現代
的建築彼此穿插，船帆與月亮重叠，風車與太陽相伴，一隊隊飛鳥像一串串
音符組成優美的旋律…… 這些表現手法與西方現代超現實主義繪畫不謀而

合。一篇介紹米羅的短文《原始．現代
．童心》中說：「越是原始的越是現代
的，越是稚拙的越是純熟的。」米羅、
克利等現代藝術大師刻意追求稚拙天真
的兒童畫風，恐怕不無道理。在劉中的
兒童畫中，也可以看出畫家未來的發展
趨勢，建築與動物似乎是他從小偏愛的
兩種繪畫題材。

《歲月》見性情
古往今來曾有過不少神童長大後便江郎才盡，而劉中的繪畫天才卻隨着

年齡的增長日益成熟，彷彿與生俱來就有一種藝術的性情。少年的天分與
榮耀並非他一直依仗的唯一驕傲，而是一種天長地久的藝術感悟的起點標
誌。從無憂的少年，直到如今年近不惑，畫家劉中孜孜不倦的努力留下了太
多可圈可點的課題。
劉中擅長大寫意的彩墨畫，他青年時期所畫的紅冠翠羽黑尾的公雞《太陽

雨》，就是彩墨大寫意的範例；中國畫《歲月》，則是他青年時代的最佳作
品之一。筆墨勾勒點染和黑白虛實處理恰到好處，視覺效果極佳。「一個普
通的破舊柳條筐的筐底，卻被畫家單純而豐富的筆墨表現得如此神奇。筐底
編結複雜的柳條彷彿是大樹的年輪，也編織進了畫家的人世滄桑之感。」中
國藝術研究研究員王鏞評價劉中的《歲月》時候提到。至於《春》、《母與
子》等佳作，則屬於以黑白為主的水墨畫，兼工帶寫，甚至部分吸收了西方
的明暗畫法。1990年21歲的劉中在北京首都博物館舉辦了第一次個人畫展，
展覽作品《歲月》被選入當年美國《藝術》雜誌。
在畫界的師友中，劉中的藝術語言是貌似淺顯而實難定位和破譯的。他用

純中國畫的材料和介質——毛筆、墨、國畫色與宣紙以及線條，簽名和印章
雖然常常在不顯眼的角落，但畢竟屬於「窮款」一列，完全是中國畫的範
疇，而結果呢？從形式到形象，從透視到光感，又都是西畫的範疇，似油
畫、水粉、水彩、丙稀或版畫、壁畫，惟獨不能算作傳統或當代意義上的中
國畫，這種跨越平添了判斷的難度。而更可貴的是劉中的畫並不刻意標新立
異，顯得另類、離經叛道，它們依舊安靜而和諧。這是很強的造型能力，他
所描繪的物件，都細緻入微、生動具象，可以歸到超寫實主義一脈，這一點
應取決於他少年時代就奠定的扎實基礎。
北京美協副主席王家新對劉中的評價很高，他認為，劉中的畫「誇張而合

理、相容而無痕跡、具象而有寄寓，自然、尋常，犖犖大端，不逞霸氣，亦
不怯懦」。劉中以平常筆道平常心為萬物傳神寫照，不故弄玄虛，不追求時
流中的險怪、與年齡閱歷不相符的散淡或老辣。王家新相信他終會水到渠
成，抵達心所嚮往的彼岸：「藝術與人生一樣，平平淡淡總是真，好茶有清
韻回甘，平潭有潛泉微瀾，我們讀老舍、沈從文，孫犁、趙樹理，不會因為
白描般的字句讀出淺薄或蒼白，個中滋味自可意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艷娟 巍山報道）中國900多萬的彝
族同胞有了自己民族完整的姓氏大全，中國《彝族千家姓》本
月９日在彝族故里雲南巍山首發。中國《彝族千家姓》是一部
以中國彝族姓氏為專題的大型辭典，不但為研究彝族歷史提供
了寶貴的原始資料，而且也為中國傳統文化增添了一項寶貴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
彝族是中華民族的56個民族之一，人口900多萬，居全國第7

位。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彝族逐漸形成了一套具有一定規律的
姓名習慣及獨有特點，如父子連名制即父親名字的最後一個或
兩個字的讀音，是兒子名字的開頭字音即為彝族姓氏獨有。
中國《彝族千家姓》歷時兩年，由在彝族居住的重點地區雲

南、四川、貴州、廣西、北京、重慶等地收集到的彝族姓氏彙
編而成，共有1539個條目，其中彝族單字姓條目25個、雙姓條
目1184個、三字姓條目17個、四字姓條目52個、五字以上姓
的條目2個，彝族漢字作姓的條目259個。該書包括彝族及其歷
史、彝族姓氏、姓氏文化、姓氏起源、形成、主要特點、基本
功能和文化傳承等內容，對彝族姓氏進行了較為全面的闡述，
是中國第一份系統性研究彝族姓氏文化的重要資料。該書編纂
委員會將向包括香港大學在內的中國300所重點知名大學的圖
書館贈閱收藏。
中國《彝族千家姓》編纂委員會副主任、主編字開春表示，

彝族姓氏文化是彝族文化系統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它不僅反映
了彝族的社會群體關係，還積澱了民族文化不同的個性特徵和
價值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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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貓和他的朋友們繪畫精品展——劉中作品」展覽將於明日起正式登陸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廳。

青年畫家劉中將擔當起熊貓宣傳大使，用文化藝術的軟性表達，向香港民眾呈現一幅幅以熊貓和動物

為主題的美好畫卷，送上春天的祝福。此次共展出七十二幅國畫作品，作品宣導生態保護，表達動物

與自然、自然和人類的和諧關係。展出作品中約有四十餘幅作品是由劉中為「築福香港」活動特別創

作的。

《彝族千家姓》
首發

■■甲午七寶甲午七寶

■■劉中劉中

■■熊貓天堂熊貓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