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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專輯

寫於〈臺灣文化現代化──媒體與藝文篇〉專輯之前

臺灣做為東亞海洋的一個獨立空間，土地不大，但成千上萬年來，住民與文化卻是多元而

分裂的。到了日本的統治，才開始一體化，而有頗具規模的田野調查與研究。

戰後長期的沉寂，世紀末，隨民主化的本土關懷，臺灣研究又告甦醒。如今，學界的本土

研究論文，領域猥多，題目纖細。對於臺灣文化的認識與提升，往往不見全貌大勢，又乏普及

能量，兩年前（2011.9）《國文天地》首次由我策畫「臺灣文化批判」專輯，以有學術基礎的

通俗文章，而烘托主題，讓更多的讀者了解臺灣文化，深具意義。

今年（2013）「臺灣文化現代化」題目範圍稍大，目的是要「去殖民化」，把握「現代

性」讓臺灣文化眺望遠方，走出當下，全題文字豊美浩蕩，乃分為「媒體與藝文」六篇、「族

群與信仰」五篇，分兩期刊出，本期先開宗明義：現代化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坎坷之路，必須衝

破傳統威權的羈絆與全球化的挑戰，捕捉當今公義幸福「現代性」的本真，還原個人的自由與

土地的尊嚴。

本專輯是「媒體與藝文」，在過去漫漫年代，國家機器嚴密的控制人民的身體、思想與言

論之自由，社群網路終於打開了缺口，刮起了全球民主之春風。而同時錄影工具的進步，記錄

歷史再也不是統治者的專擅，記錄片書寫了臺灣民間繽紛的風貌，成為社會改造的動力，另外

無視於電子書的崛起，樂見出版專業作家，說講推動閱讀的許多生動的故事。回歸土地的住

民，是藝文的生命，現代公民需具有臺灣文學的基本人文素養，這是篇體重而思精之作，最

後，歌謠專家呼籲臺灣流行歌已失去在地社會的滋養，而鼓吹臺灣歌謠風的再現。

以上諸篇皆敏銳的反映了臺灣當今社會現實現象的新面向，謹向這些優秀的中生代或年輕

的學者、專家，致以敬意與謝忱。

2013年7月22日夜妻出院

臺灣文化現代化
──媒體與藝文篇

莊萬壽　策畫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名譽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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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與現代性

莊萬壽
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名譽講座教授

一   所謂「現代化」

人類歷史的軌跡，是不能確定有一個可以

標示位置的坐標，來命名那一個點或那兩個點

之間可以叫做「現代」。綿延時光中，「現

代」不斷滋生，何其多啊！從全球化的宏觀

下，人類的現代，只是位移在野蠻時代末期的

一小段而已。我在此並未另用「當代」或「後

現代」等等之詞，而且事物的發展都有辨證關

係，衍生許多對立又統一的主義或範疇。本文

只談一般性「現代化」（modernization）及其

具有的「現代性」（modernity）問題，目的

是用於檢驗傳統漢字文化的結構網羅中，臺灣

文化現代化的歷程。應淬取「現代性」的能量

來突破與開創。

所謂「現代化」簡單的兩個形式上指標，

一是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二是封建主義

轉入資本主義的過程。而「現代性」就是資本

主義的工業社會。

顯然如此的現代化過程是漫長的、激烈

的，而「現代性」依舊是褊急的、危險的。

應該從本質上或觀念上去觀察，「現代

化」與「現代性」還是現代人的必走的途徑，

以下所舉的兩造是大趨向，而非絕對的對立。

如神權至人本、感情至理性、專制至民主、巫

術至宗教、蒙昧至科學、禁錮至自由、傳統至

革新……等等，仍然朝向進步的方向，使人民

可以追求自由民主的生活，只是這條長河沒有

終點，「現代化」與相對的、相關的名詞，將

不斷的湧出，推陳出新，角色更換。

二   現代化的傳統成分

「現代化」之前所沿續的，通稱「傳

統」；傳統的量變，產生質變，而有了「現代

化」，現代化的主角仍然人類，當然始終含有

過去不同時代的傳統成分，而常為主流社會所

肯定，並視為歷史傳統的精神。

掀開歷史的內頁被標榜的傳統，並非是多

數人的自我生活經驗的積累，而都是不停的被

加料、擠壓、扭曲、改造而成的，尤其是被征

服的弱勢、少數族群的所謂「傳統」，實在是

暴力的私生子；則現代化的傳統成分多是暴

力，那麼傳統無異於偽傳統（ p s e u d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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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學界比較文明的說法是被「創

造」，或「發明」的「傳統」（ E r i c 

Hobsbawm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現代化理所當然的必成為後日的傳統，那

麼為人類更漫漫的未來幸福，現代化的工程必

須及時做文化基因的改造，重視「現代性」而

非「現代化」。

世俗現代化的美名粉飾，隱藏著傳統文化

中的寡頭威權思想，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甚

至資本主義都有民族主義排他與擴張的元素。

德國納粹崇拜古亞利安人、義大利法西斯

佔領北非要繼承羅馬帝國，史大林在德軍城下

之圍，號召抵抗的口號不是用共產主義而是用

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而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

政權成立後「中華民族」便成了鞏固政權、擴

張勢力的護身符。現代人必須知道現代國家與

古代封建王朝或城邦不同。一八六一年才有義

大利，一八七一年才有德國。中華民國是開國

於一九一二年的。我看過一本名教授的著作

說：「我國唐朝」真是荒唐。

三   東西方對傳統與開創的價值差異

不可否認的，東西方兩大文化對傳統、開

創的價值現有很大的差異。中國（中原）漢字

儒教文化，重於恪守傳統。歐洲（西、南歐）

基督文化，則勇於開創。

到如今，全球化使中國不得不拋棄社會主

義計畫經濟而進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提升為

經濟政治的強權，然而依舊是一元化政治集權

的社會，與多元的西方民主大相逕庭。

回溯二、三千年前的黃河流域與希臘，雖

有大陸與海洋文明的不同，其實當時的哲人孔

子、老子、莊子、孟子與蘇格拉底、柏拉圖、

亞里斯多德，都是倡導人文思潮，解決各自時

空的社會問題，古儒家雖較述古，但孔孟都也

算是春秋戰國的現代派，孟子還稱贊孔子是

「聖之時者也」他自己主張「制民之產」推動

經濟、財政的改革。或者姑且可以附會他們也

是在搞「現代化」。

不過，漢歐文化發展的先天條件：語文類

型的不同，而影響到一元或多元的文化，漢語

孤立語，創造圖象兼形聲的文字，可以超越時

空，同化異語的民族。印歐語，用羅馬（拉

丁）拼音的符號，語言變遷，就看不懂。

在漢文化千古一統的關鍵，是漢朝獨尊儒

術，倡行大一統思想，設立五經博士，背誦孔

儒經書隨科舉取士，成為二千年迄今不變的傳

統，甚至延續到今日臺灣、中國。

歐洲是基督教的世界，後來也是分裂多

元，尤其政治上沒有中國（中原）中心的大一

統，天朝天子的思想。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

人文、理性、藝術、科學思想的發軔、人本價

值的覺醒，激發了多元語言文字、文學的勃

起，而同時間，朱明王朝的專制政治，八股文

的桎梏，比諸宋朝，可說倒退。

明、清之際的危困，確實出現了人才，發

出批判時局的聲音，如顧炎武批八股文之害，

黃宗羲批世襲帝制之毒，如此而已，但同時歐

洲的啟蒙時代，霍布斯倡「社會契約說」伏爾

泰的公民自由。洛克主人的生命自由之權，他

們在不同國家較開放的社會環境中倡言改革制

度，推翻傳統。顧、黃等非智慧不如，而是在

儒教空氣窒息的傳統中一籌莫展。接著歐美引

發美國獨立宣言，法國大革命。從此三權分立

民主政治在西方奠基，不能否認這成為世界的

普世價值。

中國共產黨起於五四運動的民主科學思

潮，強烈批判孔儒的封建倫理，一直到民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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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孔的文革時代，共產理想既已喪失，西方民

主之路又不通，於是又回到孔孟傳統的懷抱。

四   現代性

反觀臺灣，更是變本加厲，今日高中又恢

復必讀《四書》亦即國家國民教育必讀二千多年

前的古籍，並成為大學入學考國文科的考題，儒

家並非宗教，更非國教，但祭孔成為國家的大

典，全世界除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必讀

《古蘭經》信奉真主外，大概絕無僅有。

現代國家推展現代化教育文化，是要讓人

民自覺的建立一個公民社會，是要使國民做一

個現代人、現代公民，我一再主張臺灣社會要

具備〈理性精神與公民意識〉（網站有此文）

理性當然不是萬能，卻是臺灣人缺乏的精神，

現代國民要有簡單邏輯推理的能力與思維，相

信科學實證精神，能獨立思考，不被蒙蔽。這

就是我們要把握的「現代性」。

現代化一般認為是二十世紀迄今的歷程，

對於臺灣歷史而言，正好是日本殖民統治現代

化的開始。之後經日本皇民化、中國國民黨

化，臺灣人喪失了自我，沒有做主人的信心，

臺灣人驚死、愛錢、愛面子早成為口頭禪，其

他可討論的人格素養很多，我只在提迷信的部

分。早在一九二一年蔣渭水的〈臨床講義〉說

臺灣人：

物質欲極強，缺乏精神生活，極度迷信，深

思不遠……智力淺薄，不知永久大計，虛

榮、恬不知恥

處方要「改善陋習」。

敗俗傷風，勞神費財的惡習，要去破除。燒

金紙、吸阿片、祈安請醮，補運謝神……是

古代野蠻人的習慣、迷信，在這個科學文明

世界，斷沒有存在的餘地。

處方要「破除迷信」。

人得病，請醫生下藥，是當然的事，然而許

多迷信……偏要問卜求神，還有那麼多愚民

經過了近一百年，臺灣宗教信仰的理性思維進

步多少？民間信仰幾乎淪為黑金與選舉的票

倉，而文創的包裝下引誘多少無知的青年，甚

至知識人入彀，我一向認為孔丘、林默娘是人

間的偉人，但孔子與媽祖早成為統治者的守護

神。（見拙作〈臺灣宿命文化與民間信仰〉國

文天地，2011年9月）

看看媽祖或王爺的進香繞境，想想日本如

京都葵祭、祇園祭、時代祭（三大祭）我皆曾

經沉浸在那種文化與歷史的情境中，為臺灣的

庸俗嘆息。我一再強調傳統在政治與金錢與世

俗的誘導下，知識人沒有反思、抗拒、改造的

批判與行動嗎？

公民社會是由個人由民間自發而形成的。

我是人，我是我的主人，我是當下時空的存

有，紀登斯（A. Giddens）的《現代性與自我

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強調個人

身體的創造性，也許當下E世代的自由浪漫的

行為亦屬之，但顯然這個力量是自由的，不得

干預。其實人權價值與自我實現的發展，精神

都是一致的，包括榮格（Carl G. Jung）的個體

化。危險的臺灣，未來的希望，是人人能自我

認同，人人主動走出來，社群媒體已展示了公

民力量。二○一三年七月二十日的「一九八五

聯盟」七天內網路號召了三萬人集結在市中

心，我們看到了臺灣的希望。

現代性要尋求現代化的正常國家，勇敢且

理性的切割傳統，創造傳統，放眼國際，開創

未來！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晚七點三十分　臺北

請參見網路拙作〈臺灣文化困境與臺灣主體意識建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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