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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天生總是會有某種與生俱來的固定模式，用來理解身處的環境與社會，而這個模式在心理

學上來可稱之為基模（Schema）。人心中都有這固定模式，而這種天生對事物的立場造就了許

多的對立與結合，也帶來了衝突與進步。

在當今這個民主、自由、多元、包容的社會當中，形形色色的人都有，而不論什麼身份、什麼地

位，對於某些事情總是抱持著特定的立場。民主社會的特點就是這樣，無論抱持何種觀點的人總

是能夠被容納、被接受，因此稱之為民主。

專制獨裁剛好相反，就算打從心底千百個不願意，上位者傳令給底下說該怎麼想、怎麼做、該持

何種觀點，下位者毫無反抗能力，只能乖乖接受。如此的情況下，又不是身處非民主體制的國家

，何以必定得以中庸之道行事？況且，身為一個自由人，為何不能有強烈的立場？也早有這種說

法：儒家思想，這些千年前留下來、早已深植人心的許多觀念、信條，好些對當今社會其實有害

而無利！

儒家思想經典：四書。（圖片來源／Google圖片搜尋）

庸，平常也　談中庸庸，平常也　談中庸

朱熹 《中庸章句集注》：「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中庸是儒家經典——四書之一，原先為禮記第三十一篇，作者已經不可考，也眾說紛紜。宋朝的

學者對中庸相當的推崇，乃至於後來將其從禮記之中抽離，從而獨自為書，是為中庸，而後朱熹

將其與大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若是從字面上來解釋，中庸的意思就是「執中」，一個人在

沒有喜怒哀樂時，這種平靜的情緒稱為「中」。執中，就是持平靜的態度。而後要追求「中和」

的境界，這個和就是合常理規範的意思。當情緒表現出來之後，服於常理就是中和。

「誠」在中庸裡面佔了很重要的地位，至誠者才有辦法完全發揮他的本性並感化人群，這層次比

之聖人又高了些。因此孔子這麼說過：「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可是，現代人用不到這麼深的道理來做人處事，因此，用《論語》＜先進篇＞

的一句話來解釋「中庸」兩字——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翻譯成白話之後，中庸的意思就是「恰到好處」。

中庸。（圖片來源／Google圖片搜尋）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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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過政治力之類因素不談，中庸能流傳這麼久，自然有它的道理。光就做人處事而言，便有許多

值得學習之處，例如為人要誠信、修身、養性，如此下來，必定會成為一個值得效法的人。而在

各方面的恰到好處，待人就會八面玲瓏，處事也不會出現過猶不及的尷尬場面。所以朱熹給了中

庸這麼個評語：「憂深言切，慮遠說詳」，就是在說，這本書值得細看。但是，物換星移，當今

的社會仍適合嗎？

反中庸反中庸

時光推移到現在。儒家這套修身齊家治國大走中庸道路的方法，還適用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看看現今，小從台灣的政治人物，大至台面上說話有份量的國家，還有誰秉持中庸之道在邁進的

？

或許有人會說：「從以前到現在，中國不都走著儒家路線，也才有了今日的成就嗎？」若是如此

，可以從較為人知的歷史開始說起。早先周朝，周遊列國的孔丘與其弟子，為了自己的理念而甘

願如此四處漂泊講道，儘管精神令人欽佩，但是如此極端作法豈是中庸？中國歷代許多君王，不

論口頭上如何地獨尊儒術，仍是制訂了許多嚴刑峻法，走了法家路線，若非如此，何以治國？

周朝覆滅，秦國崛起，其中商鞅與法家是重要因素之一，最終秦國也成了秦朝，一統天下，但是

核心思想也非儒家，而是綁手綁腳的律法。儘管暴政終遭天滅，但是往後的各個朝代也是多以法

立國。每個新建立起來的國家皆免不了需要頒佈許多法條，以免戰亂甫平民亂又起；在中間的就

收著前人果實也無須大費功夫來個制禮作樂；而朝代末，動盪四起，也不會是此道可以發揮的時

機。中間有些君王採取了黃老治術，放任民間休養生息、自行發展，獲得不錯成果，但這可是道

家呢。儘管民間多推崇儒術，學者又多學多研究，但是上到統治者的位階總是成了法家優先的政

策，畢竟中庸之道需要的是一個「人性本善」而且平安順遂、國泰民安的山河社稷，否則世事難

料又多變，如何行那套潛移默化？

《清明上河圖》描繪內憂外患下的北宋首都。（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而當今中國，走的是極端路線，行的也不正，但是就靠著十幾億的人口與市場，令別國就算有怨

言也只能恨在心裡口難開。共產黨打著馬列主義的旗幟，手心握著儒家的民貴君輕，仍光明正大

地使用黑暗的高壓手段；再看美國、歐洲各國，從以前的殖民主義到新殖民主義，還有外交上使

用一手糖一手棒子的政策，也都幫助他們成了泱泱大國，說話有份量，一是一、二是二，少有人

敢反對。這些都是極端路線，成功否？是的。

東方社會，尤其台灣與中國，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特別深切，處處可見到前人的影子。因為禮、

因為誠、因為儒，所以東方人特別重禮、特別重規範，但是也因為如此，所以能力大受侷限。台

灣與中國處處可見到思想保守的學生，中庸就是他們堅持的唯一路線，唸書就是把教科書當作金

科玉律，不質疑也不思考。若是跳脫出了教科書的範圍進行思考，那麼就是與從小所受到的教育

相違背，這是種無形的框架。國英數物化生歷地公，大家都唸過，對東方學生來說，課本上所教

授的就是「恰到好處」，夠考上大學又不會太艱深或太簡單。中庸之道可怕之處在這裡就顯露了

，恰到好處，不能少但是也「不能多」，這「不能多」造成了歐美與東方的差異。

歐美國家的教育就是放任學習，所以有才的學子自會突出，反觀東方國家，竟不能多出那麼點思

考。在台灣，若是不唸書，多數會被冠上「壞孩子」之類有負面意涵的稱號；若是質疑，則會被

扣上「不受教」的大帽子。舉例來說，孩子放棄書本而拾起畫筆或是雕刻刀，肯定有不少父母會

崩潰。又或是只喜歡數學不喜歡國文英文，那父母大概也會唸一頓然後說：「你這樣以後怎麼跟

人家考大學比成績？」同樣情況在歐美，西式教育鼓勵自行發展，也因此給了學生多餘的時間去

鑽研自己喜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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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著走出一條路　現實搖滾橫著走出一條路　現實搖滾

日本搖滾樂團RADWIMPS，以獨具的世界觀
和特殊省思角度，溫柔但尖銳的唱出此生的生
命態度。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活出自我「不留白」，小麥膚色的宣言。

「不乖」的孩子都會被扣上帽子，這是中庸？（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從以前到現在諾貝爾獎得主數量的懸殊差異就是很好的例子，在813名獲獎者之中，華人竟然只

有10個，這數量上的鴻溝所代表的意義不說自明。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雖同樣接受過儒家思想教

育的日本，因為較早且積極的推動西化，觀念想法比較貼近歐美，有18人拿到諾貝爾獎，足足比

華人世界多了八個，而西化加上民族性，也創造出了好些世界知名品牌。即使儒家教導做人的道

理，但讀書卻不能採取這方法，否則一路中庸下去也只會取得平庸的成果。

壁壘分明壁壘分明

一個人有鮮明的立場，在以前鐵定不是好事。然而身處於自由民主正蔚為潮流的世界中，自由表

達自己的立場有何不可？又有何壞處？人天生就有立場，後天的學習或許會讓這些立場改變，但

不論如何它還是存在。中庸之道使立場的表達不那麼明顯，但又有何益處？ 

若是受人受己限制，不敢去表達自己立場，則自由二字有何用？綜觀台灣當今政壇，除了權貴子

弟或是經由關係獲得的位子，剩餘的絕大多數人都走極端路線。台灣幾位民主先驅，個個都是早

期黨外人士，但是他們走上街頭、高呼口號，與國民黨政府對抗，就算因此入獄仍不忘初衷，而

現在都成了政壇明星。以他們缺乏有力背景的身分，若當初不以強烈的行動來表達意見，今天誰

會記得他們？

再看作家，那些字裡行間不帶個人色彩、不帶立場，循規蹈矩寫作的，有幾個能打出一片天？九

把刀、南方碩、王曉波、李筱峰等人，每個立場都很強烈；九把刀的行動常有爭議，南方碩、王

曉波、李筱峰各自政治色彩都很明顯，但在各自陣營裡面也是名聲響亮。若是他們寫出來的東西

壁壘一點都不分明，根本無法吸引人閱讀，尤其中間選民多數對政治本已不具熱誠，遑論要他們

看政治性的文字。

東方人表達意見總是曲曲折折，不然就是很中庸保守的陳述，毫無攻擊性，也不容易嘗到什麼甜

頭。反觀西方人，表達直接有力，甚至會刻意以特殊手法傳達某些訴求。這種開門見山的表態方

式，反而更能達成目的。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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