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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東西文化交流的始末概述: 

本書針對東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課題進行提綱挈領式的介紹，內容涵蓋史前至近代東西文

化交流史上重要史事及歷史人物，分成「東西文化交流的開端」、「佛教東傳及其影響」、「宋元

時期東西交通和文化傳播」、「海上絲路的開拓及基督教的傳入」、「近代東西文化的交流與回應」

等五個單元。內容細緻中不失簡明扼要，對於初學者而言，本書內容充實又不失淺白，對於學

術研究者來說，學術重要的相關課題都有提到，不失是作為入室的引介入門適當嚮導。從開頭

單元的東西初觸到交流孔道--絲路的形成，再由第二單元進入到真正的文化交流，不過還不算

是中西交流，中印交流似乎更貼切些。因為該單元重點在於佛教文物之東傳與高僧求法而西行。

第三單元則著重在中國文物的西傳，以元朝帝國建立為中心向上延伸至唐宋，形成一個完備的

整體論述。第四單元開始進入重點開端，也就是東西文明的正式接觸與交流，這時的論述中心

已進入真正西方文明的東來，也就是基督教文化大量傳播到中國的開始，時間也到了近代的明

末清初，因為此時史料以較為充足，所以文章篇幅也就前三個單元詳盡。最後的第五單元可說

是總結，從近代論述到當代，但作者似乎未做真正總結，而是預留伏筆，這是不失明智的做法，

畢竟東西文化交流目前仍在持續，至於要如何做取捨也仍未有一個蓋棺的定論。 

二、東西文明的交流開端與途中的交流媒介和阻力: 

    傳統所謂的東土的東方文明代表－－中國，與西方文明代表的歐美西方文明的接觸，溯源

年代其實甚早，幾乎有兩千年之久。不過因為限於時代需求與科技限制，接觸雖早，但規模卻

小，持續性更是不足，常受到不當的人為因素與時局變化的影響而降低、甚至中斷。 

    歐美的西方猶太、基督融合古希臘羅馬文化的西方文明，遠在東漢朝代就與中國文明有正

式的接觸，但是因為雙方相距太遠，受交通限制實在太大，加上夾在兩者中間的中東波斯與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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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的伊斯蘭文明阻隔，接觸始終處在間接與間斷中，無法大量全面的互通有無。所以彼此對

於對方的影響也就微不足道，除了商品的互市，也就是絲路的建立外，文化的互動是少之又少。

只有片斷的事跡可查而已。且還查不出所以然，只能推敲臆測其可能而已。例如東漢曾有羅馬

哲學家皇帝奧里略派使者到訪的歷史記載，但是羅馬史就無此紀錄。中國大陸的青海省發現一

個古羅馬村莊，村民們大多數是外國臉孔，據說其祖先是古羅馬軍團，什麼原因到達中國落腳

生根，目前也是個謎。 

    不過中國的產品代表---絲綢的西傳，確實帶給西方的希臘羅馬文明古國相當大的影響，

這點是無庸置疑，其實這段時間與其說是文化交流，還不如說是文物交流或是商務交流還更貼

切些。中國的絲綢固然大量西傳，西方的珍奇玩物與農牧產品也是一樣大量進入中國，只是這

些交流與交易在當時的時空條件限制下，無法做到真正直接，因為中間隔著的，除了自然地理

的障礙(沙漠、高原與山脈加上漫長的距離)外，人為的人文地理(亞歷山大帝國瓦解敗亡後重

新復起的波斯帝國與後起取代它的阿拉伯伊斯蘭帝國)阻隔，我個人認為影響無疑來的更大。

因為東西文明的交流全靠這先後崛起的這兩個仲介帝國--安息帝國(波斯帝國)的薩珊王朝與

大食帝國(阿拉伯伊斯蘭帝國)的阿拔斯王朝，他們從中賺取了高額的利潤，使的羅馬帝國的經

濟為了絲綢而崩壞，也阻斷了大漢與大唐帝國與大秦(羅馬帝國)和弗箖(東羅馬帝國)帝國真正

直接交往和交流。所以在中國傳奇小說中，波斯商人和回回商人屢見不鮮，就是少了羅馬商人

的原因。少了直接的交流互動，交流持續性就不穩，這也是地理大發現之前，中西交流時斷時

續的最大原因。後來蒙古帝國崛起，橫跨歐亞，少除了中間阻礙，可惜齊國祚不長，分裂敗亡

後，突厥人(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崛起，中西交流再次中斷。 

三、明、清之際的文化交流盛況 

真正大量的有計畫接觸直到明朝中葉以後才算開始，主因卻不是經濟性的，而是宗教性的。就

是當年天主教的耶穌會傳教士為了開拓新的宗教領域以彌補在歐洲領域的損失，開始大量到中

國傳教，也因此將西方近代較先進的文明帶進中華文明圈內，彼此才有了較廣泛的直接接觸互

動，而激起顯而易見的文化交流火花。 

    當然在交會互動的沖激下自然會迸出火花，火花會燒身成傷，但也可能淬鍊成鋼，就看雙

方彼此如何理智以對，機智選擇。不過在成鋼之前，成傷似乎成了必經的過程。中國在明清交

替之際面對著整體文化層次可能已經略高於己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後的西歐文明時，就已開

始中西學術的爭論，不過大體而言，有條件的選擇接受最後成為主流，代表人物徐光啟還拜傳

教士利瑪竇為師，共同翻譯幾何原本，當時的宰輔大學士(相當於宰相)葉向高還認為這是發前

賢所未發的經典，死後還請皇帝御賜葬地以紀念之。爾後的湯若望在清世祖順治皇帝時、南懷

仁在康熙皇帝時也都深受重用，但是大體上，這些洋文化主要是流動於上流官場社群中，廣大

的民間基層根基是淺薄的，只要上流政令一出現變化，往往也就無疾而終。果不其然，不久天

主教內的各個教會發生政爭，西方的教皇竟愚蠢的自以為是普世天皇，居然要中國的康熙人皇

也得聽他的教令行事，把在歐洲的政教衝突居然搬到中國上演，康熙皇帝當然火大，當然拒絕，

且當場將那個狂妄無理的多明我會的教使關進監牢，接著信仰喇嘛教的雍正當政，也因少數教

士支持八皇爺與其爭位，更發現這些傳教士居然還私下私通羅剎國(沙俄帝國)，並與東侵而來

海上佛朗磯諸國互通聲氣，有危害國家之虞，於是就下了禁教令，這一禁，就把西學流通之路

禁了，也中斷了交流近百年中西學術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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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末的外患與圖強諸運動導致交流擴大與衝突、調和 

等到西學通路再度打開，已是百年以後的事了。不過這次的打開，已不是靠傳教士的宗教

熱忱了。而是西方資本商賊的利潤貪婪了，血腥的侵略隨著鴉片的禁售開啟，在生死存亡的逼

迫下，師夷之長以制夷理論的啟蒙下，開始了新的中西學的優劣取捨的爭辯，從最初的軍事科

技的引進與學習的自強運動開始，除了不斷翻譯、引進西方學術與人才外，也開始廣派本國學

生出國學習、深造，以期學得更多、更完整、徹底外，也因此引進了大量西方學術、思想與生

活習慣與民俗文物等，逐步擴展到文化生活習性的全面檢討，從倭仁全面排斥的鞏固國學的守

舊派到張之洞半吊子似受非受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自信自尊全喪的全盤西化，例如年輕時

的胡適和陳獨秀等留洋派都是傾向於此。不過這群人其中大多人最後又回歸到最早「梅鼎文、

與王錫闡理念: 思想是『法不分中西』，『考正古法之誤，而存其是，擇取西說之長，而去其短』。

並雜揉徐光啟的想法:主張傳入的西方科學技術知識都是好的，應該全盤接受以圖強，以此為

基礎再求超越之」。也就是理智的選擇、改造自己以圖超越，因為在他們經過時間的沉澱洗禮

與生活、工作上的多方體驗後，他們體悟到文化的根是斷不可棄，拋棄傳統之根，吸收的西學

又如何能得到成長的土壤與活泉。所以這種想法已是目前兩岸大眾的共識，除了少數聲音偶爾

還在叫喊全盤西化或是想被外國統治的雜音外。這無疑是最大共識，可以看到對岸在不搞文革

後，努力引進西方經濟制度與理念後，在站穩強大基礎後也開始大唱國學文化的發揚的表現，

就可證明。 

五、國文教學在西化浪潮中的該有的角色扮演 

把這種思潮的交流與變遷投映在現實國文教學上的處境，其實也是有很多值得借鏡、甚至

還能翻轉出新的教學途徑來。我個人認為現在國文教學想要走出這種與社會需求銜接不上，與

生活與就業所需使不上力的窘境，也應該以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傳統學術思想的所受到的衝

擊、考驗與變遷後，最後又涅槃重生的經驗做為參考、改進的範本。國文教學該只是侷限在傳

統上課中的教材講解與說明和紙筆考試中打轉，而是要以在見證與詮釋「這數百年來東西學術

接觸、交會中產生的激盪直到融匯的過程」作為教學工作的目標與目的，國文教學不但是在做

傳統文化的傳承，也是肩負著正統文化的改良、創新與成長的責任。個人覺得，在教學上，最

好不要拘泥在字詞的解釋上，而是從課文內容的生活意義與作者生平活動時代的詮釋著手，這

樣教材就不致造成教學與生活和所處社會脫節，再藉著教材與作者年代與當今社會的差距，闡

述時代變遷與演進，自然容易讓學生對於中外文化交流互動的影響變化有較深刻的體會，也能

藉此塑造學生如何在國際化變遷迅速的未來就業市場有正確的心態去適應。尤其是現在台灣環

境隨著時局改變、政治紛爭的劇烈與不可理喻，文化認同的錯亂已是台灣目前最嚴重的危機。 

    也許有人說是經濟問題才是，其實那是本末倒置，如果台灣這塊土地的人群不是因教改的

錯誤與失敗產生文化認同上的混亂，進而造成國族認知的錯亂，有怎會造成目前社會族群的對

立、衝突。加上原本選舉文化的劣質加劇，自然造成政府政策選擇的失能，喪失許多振興經濟

的良機。整體經濟自然不可能往好的方向發展。 

我想雖然我們國文教師群體不是最有影響力，更不是最受重視的一科、一群，但是卻是最

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群，國家社會的由劣轉優、由弱轉強的關鍵所在就是我們國文教師群體，

也是以前鐵血宰相俾斯麥口中所說的「德意志統一的最大功臣是德意志的小學老師」中的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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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我想國文重要性與受重視會與日俱退，除了社會變遷因素與政府政策偏頗外，國文教學

長期侷限在「習期句讀」而失之於「傳道、授業、解惑」強化。才是現今台灣國家、社會不論

是經濟與風俗文化走向偏差的原因。所以身為國文教師的我們，不該妄自菲薄，而應該力圖振

作，除了強化我們自己的本職學能外，更應提高自己的工作認同感與社會責任感，翻轉教學不

光只是要翻轉教學模式，更要翻轉教學理念，進而能翻轉出向上、向善的社會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