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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最為簡短的時間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朱高
正推薦閱讀《近思錄》。這是由宋代朱熹和呂祖謙
合編的一本書，記述的乃是宋代理學方面的主要內
容，涵蓋周敦頤、二程兄弟、張載等人的言說與思
想。朱高正認為，《近思錄》乃是新儒學的綱領，
也代表了東亞的文化。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義。
由《近思錄》講到讀書，朱高正倡導讀書不能夠

貪多，而是要讀精書。經典的作用非常之大。什麼
是經典？在他看來就是可以經得起推敲。他表示，
一個記者寫一篇報道，若三個月之後還能夠經得起
推敲，便可以當作家；若是三百年之後還能經得起
推敲，則這便是經典。所以，讀書在朱高正看來，
便是背誦經典、明悉義理、行為的準則。
此外，朱高正還覺得，文言文是不可替代的，因為它能夠用最簡潔的語言表達出
最為深厚的意涵。有學生詢問：如今這個時代的閱讀已經是白話文的氛圍，該如何
提升文言文的閱讀甚至寫作能力。朱高正推薦學生閱讀《古文觀止》，認為其能夠
提升學生們對於中國文字的領悟和理解能力，也能夠讓讀者對文言文的把握更加準
確和深入。

朱高正善於言談是不言而喻的。發表議論時，連珠炮式的論述風
格，能夠讓其意見的反對者似乎「喘不過氣」。但是，朱高正在大
學校園中，對青年學生有一份「保留」。這體現在觀點的交鋒時，
他總是留有一定的空間，讓對方認真思索，或許，這是他對青年學
子的一種態度。
在珠海學院講座的過程中，朱高正與學生們就內地與香港之間的
民間情感關係進行了非常深入的「激辯」，這也是時下非常熱熾的
話題。與香港的學生言及中國內地，內地的「一線城市」、「二、
三線城市」等詞彙內涵只有深度熟悉中國內地的人才掌握的語彙，
在朱高正這裡脫口而出，足見其對中國內地了解之深。

一線城市居民素質不低於港人
部分學生向朱高正提及一些訪港內地旅客的不文明行為。朱高正

以「包容」的基本價值表達了他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他認為，一些
訪港旅客的不文明行為，不能夠被無限放大，香港人見到這一類行
為，應當善意勸導，而不是動輒加以指責和排斥。
也有在場學生提及中國內地居民的「質素」問題，朱高正直言，

在他的觀念中，今天中國內地一線城市的整體居民素質，並不比香
港人低。因此，他希望香港人、特別是青年人能夠本着「同為中國
人」的心態，以正面、客觀的立場去看待中國內地的發展以及取得
的成就，這其中也包括對內地同胞的觀感。 ■文：徐全

講演側記：

激辯內地人「質素」
籲青年學生包容非排斥

由《近思錄》談讀書

朱高正是台灣民進黨的創黨元老，曾以全台灣第一
高票當選「立委」，後因主張兩岸統一而退出了

民進黨。他的形象經常被定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
十年代初的台灣政壇。不過，身為留學德國的哲學博
士，以研究康德哲學出名但也是朱熹第26代裔孫的朱
高正，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造詣頗深。這樣的多重身份，
使他為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不遺餘力。

曾「厭惡」傳統儒家經典
朱高正在珠海學院的講演中表
示，自己今天雖然主張復興民族
的文化，但是在中學時期的他，
則對研習傳統文化以及經典頗有
微詞。他透露，自己在高中一年
級時，因為要誦讀《論語》、
《孟子》等書籍，而且還要對這
些經典的內容進行考試，因而自
己的心中對孔孟等大儒頗有「厭
惡」之感：畢竟在那個年代，他
覺得自己喜歡的乃是數學和外
語，而對傳統文化層面的學說，
興趣似乎不大。
到了高中一年級的下學期，朱
高正經歷了人生中的一些困難，
而要克服這些困難，似乎需要一
種精神意志與力量的支持。這
時，他發現了傳統文化中的價
值，覺得《論語》中講述的內容
其實非常有道理，所以，漸漸地
開始喜歡上閱讀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的典籍。
朱高正直言，自己的這一轉變，給自身帶來了很大的
影響。過去，他曾經看到過在美國進行學術交流的中國
學者不懂得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那時，他真的感到非
常羞愧。因此，朱高正在講演中提及：認識傳統文化、
弘揚傳統文化，是包括香港人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的責
任。

中國文化生生不息
弘揚傳統文化、認識傳統文化的價值，朱高正似乎並
沒有停留在口號和說教的層面。他從中國歷史的走向以
及西方漢學界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入手，系統而深入地講
述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以及流變史，同時，也以自己親
身經歷的故事從側面印證出中國文化所具有的特別內
涵。
朱高正說，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質疑和動搖乃是從鴉
片戰爭開始的。那時包括林則徐、魏源等人號召「師夷
長技以制夷」。而近代以來的中國頹廢之國運，令到部
分中國人放棄了傳統文化。朱高正不否認，這種心理影
響，至今在部分人心中仍然存在。
但是朱高正以一個極為簡單的事例論述了中國文化所
具有的價值。他回憶道，在留學德國時期，曾經陪同自
己的老師前往德國科隆觀看兵馬俑以及漢唐墓葬的展
覽。同行的，還有十多位德國的教授學者。在展覽中，
朱高正流利自如地講解展覽上的中國文字，引起德國教
授們的驚歎。朱高正說，數千年來，中國的文字未曾中
斷，所以中國人能夠閱讀先秦諸子百家的典籍；而法
語、德語、英語的歷史還不足五百年；宗教改革之前歐
洲上層（例如教會）使用的則是拉丁語，但也是十二世
紀之後的拉丁語。
所以，在朱高正看來，文字的歷史見證了中國文化的
生生不息。他介紹說，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歷史研

究》中乃是以文明而非國家為單位來進行研究，
湯因比認為文明如同人一樣會生老病死（古埃及
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已經終結了），但例外的就
是中華文明。朱高正覺得，湯因比在中國最亂的
時候，都對中國文化有信心，今天的中國人，更
應該對自己的文化充滿自信。中國文化以及歷史
曾經遭遇的不幸，於朱高正眼中，乃是近代以來
帝國主義侵略造成的。

不能以舊思維看現今內地
「亞洲四小龍」的成功不僅是經濟上的，在朱高正看
來，也是文化上的成功，這種成功，證明東方文化具有
非常鮮活的生命力。而中國人的文化觀念，於朱高正的
觀點來看，也早已進入了「天下主義」的觀念。
大航海時代以來，歐洲的繁榮乃是建立在侵略、殖

民、掠奪的基礎上的，但是朱高正表示，東方文化則不
是如此，「亞洲四小龍」走向繁榮乃是以脫離侵略和殖
民的模式完成了工業化。他覺得，這代表傳統文化被認
可，因為這四個區域擁有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在儒家
文化中，家庭是一個非常重要且被重視的概念。朱高正
說，中國人的家族稱謂非常之多，乃是全球最為完善
的；而子女教育的成功以及勤儉持家的美德，也使得在
東南亞以及海外奮鬥的華人能夠在事業上取得傲人的成
就。這一切，都與傳統文化息息相關。
對於「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朱高正似乎有很多
話要說。他表示，今日的香港人，已經不能夠再以過去
的思維看待中國內地，因為未來的中國內地將會成為世
界第一大經濟體。香港的前途在何處？朱高正直言：香
港的前途，在香港人的一念之間，香港的青年人應該在
祖國的發展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建立起對中國文化、中
國發展以及整個國家的信心。

民主難成對抗內地的工具
同時，他亦以一個政治家的身份告誡青年學生：民

主，不能夠成為對抗中國內地的工具。「不要成為個性
和慣性的奴隸」，這是朱高正在講學中以哲學式的語言
對香港青年學生提出的忠告。他直言，香港人需要的，
是在整個國家民族的發展中，把握好自己所具有的優勢
和機遇，而香港具有的優勢，又不能夠變成一種相對於
中國內地的優越感：因為在朱高正看來，那個時代已經
過去了。朱高正說，他很清楚今日香港的社會氛圍，但
這些話，乃是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所必須要說的。

朱朱高高正正儒家學說助己脫困儒家學說助己脫困

日前應珠海學院之邀、在本港知名作家廖書蘭博士的安排下，前來香港講學的朱高正博士，以「如何重新認識傳統文化

的價值」為主題在珠海學院對學生進行了講演。他在講演中表示，包括香港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應該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

化多一分了解、多一分尊重、多一分欣賞，要樹立起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以及身為中國人的國族自豪感。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重新認知民族文化價值重新認知民族文化價值

■這是本港發現的英軍炮彈，朱高正認為民族文化的危
機源自外來侵略。

■中國文化在朱高正眼中，注重家庭觀念。

■■朱高正認為朱高正認為，，在目前國家發展在目前國家發展
的進程中的進程中，，香港仍具有優勢香港仍具有優勢。。

■■朱高正在講座中朱高正在講座中

■天壇寓意中國人的天地觀，朱高正認為中國文化乃是
天下主義思想。

■觀賞珠海學院新校舍模型

■■朱高正為朱高正為《《近思近思
錄錄》》撰寫的通解撰寫的通解

■■講座現場的學生講座現場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