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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设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提出，并获得中央的支持付诸实施以来，一个具有更大视野
的台湾海峡经济区的设想，便受到海峡两岸政治界、经济界和学术界各方面人士的关注、讨论和期待
。
它不仅作为海西建设的战略前景，而且作为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一个平台，成为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
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极，将对亚洲经济、世界经济发生重要影响。
　　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每一个经济区的形成，并非偶然，都有其深厚的人文背景作为基础，并且
还将随着新的经济的发展，伴生出新的文化形态。
因此经济区的概念，同时往往也是一个人文生成和发展的文化区的概念。
从历史上看，台湾海峡两岸，自古以来，尤其是晚明以后，便有着密切的人员往来。
随着南徙闽粤的中原移民在长期定居之后再度跨越海峡，东徙台湾，成为台湾社会的人口主体，中原
文化也随同移民的携带，以闽南和客家的地域文化为主要形态，成为台湾社会建构的文化基础，使台
湾社会的发展与祖国大陆社会同质化和同步化。
在中国的文化地理上，闽台——或者更准确地说，以福建为中心包括浙南、江西和粤东的台湾海峡西
岸与台湾海峡东岸的台湾，一向被视为一个共同文化区，即今日我们所说的台湾海峡文化区。
对海峡文化的研究，不仅是对中华文化在两岸延播、承传、发展，并成为两岸民众共同的精神信仰和
纽带的一份历史见证，而且对今日关系两岸和平发展、两岸经济互补双赢、两岸文化和谐共荣都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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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学传统源远流长，是祖国大陆，也是台湾文化的主流。
儒学在台湾的存在以及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一直未中断过。
本书从儒学传入台湾说起，阐述了各个时期儒学的发展状况以及对现实社会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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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作为台湾意识形态影子的儒家学说　　战后台湾经历了一个文化重建的过程，这一过程由作
为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主持推行，陈仪自幼饱读四书五经，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濡染，虽然参加
辛亥革命后，比照新旧文化的优劣之势，对儒家思想有过一番批判性言论，但在接收台湾问题上，看
到了日本文化的暴戾、褊狭、利己，没有泱泱大国民的气度，他认为只有我中华文化胸怀广大，具普
世主义，天下为公，推己及人，止于至善，因此强调要在台湾全面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用三
民主义来抗击日本文化。
当时的台湾，尤其是日本殖民统治晚期，整个社会受到殖民当局的严格控制，台湾民众从公学校的儿
童到社会各个阶层，从思想到日常生活，从语言到风俗习惯，都经历了一番日本的民族同化政策压制
。
而且当时的台湾已经走上了初步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祖国大陆前来接收的官员在这方面面临着制度、
法制、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适应问题，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外省籍官员与台湾同胞之间产生了不少
矛盾。
　　针对这一问题，陈仪主政台湾的第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加速台湾中国化的进程，彻底清除日本文化
色彩。
在进行文化重建方面，陈仪虽然没有提出一整套的思想学说，但他认为只要揭露出日本军国主义的损
人利己、凶恶残暴文化根源。
　　同博爱”、“天下为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等理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亲和力。
陈仪相信只要将中华传统文化推广到台湾，取代日本文化，就一定能够最终造福台湾人民。
　　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陈仪把1946年的工作分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心理建设。
其中所谓心理建设就是发扬民族精神。
台湾既然复归祖国，台湾同胞必须通晓祖国的语言文字，懂得祖国的历史。
陈仪期盼在一年内，全省教师和学生能说国语、通国文、懂国史。
虽然这期间经历了“二二八事件”，但基本上台湾的心理建设步子没有停顿下来，陈仪及继任者彻底
清除日本殖民色彩，其办法包括强制推行国语国文，甚至闽南语、客家语都遭到限制，灌输中华传统
文化，送台籍青年到内地求学，从内地广招国语人才服务台湾。
这些做法一度遭到台湾中年人的抵制，但对台湾青少年，其成效逐渐显现。
今日台胞多能操一口标准国语，使用文白相间汉字，对中华传统文化颇见功底，应该说其功效始自陈
仪。
　　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文化进人了常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关于思想文化发展的讨论有过
一段比较自由的时间。
面对全面反思国民党一败再败，直至败退台湾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一些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知识分子
开始重新思考“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应如何定位的课题。
主要的辩论者包括《自由中国》半月刊、《民主评论》半月刊及与党、政、军、团（即“救国团”）
关系密切的刊物，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雷震、殷海光、张佛泉、许冠三、罗鸿诏、徐复观、任卓宣（叶
青）等人。
主张“国家自由高于个人自由”者认为“反共时期”应限制个人自由才能团结力量，任卓宣是代表人
物之一；而力主“个人自由高于国家自由”立场者则认为个人自由即诸基本人权，国家应尊重宪法所
赋予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以藉此突显民主政治与所谓“中共极权”的差别，殷海光、张佛泉是主要
代表人物。
除此之外，尚有“调和论”的观点，试图在“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点，徐复观、
许冠三、罗鸿诏即持此观点。
然而至20世纪50年代末，各方仍是各说各话，未有定论，战后台湾文化向“个体性觉醒”发展的主要
变迁方向在此一时期尚不明朗。
　　知识界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政治和军事上再三败退的政治集团不能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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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再有任何的失守，面对新的政治局面，原有的意识形态和一直坚持的儒家思想如何继续用来维护
一种行之有效的统治制度，便成为当局亟待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三民主义必须照样坚定地坚持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坚持三民主义的同时，蒋介石清楚地意识到
：儒学并未死亡，它作为文化心理的传统仍不自觉地以隐性的方式存寓于文化和人的行为之中。
但是也正是因为它是支离的、隐性的，其表现便不能整全和健康，而如何进一步使儒学具备现实的合
理性，则需要更好的途径和形式。
　　而使蒋介石更急迫地思考文化建设的一个更为主要的问题是，当时台湾岛内的“台独”呼声渐起
。
除了原有的殖民文化的一定影响之外，还有其他新出现的各种情况，如“二二八事件”和国民党败退
时大量人员撤退至台湾使岛内的人口自然地划分为台湾人和外省人两大块。
台湾实行土改之后，土地赎买政策使本地人在工商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增强
了他们表达自己意愿的渴望和能力。
以彭明敏、廖文毅等为代表的“台独”运动在美国、日本等国际势力的支持鼓励下，将内部的政治矛
盾放大为一般的文化乃至种族冲突。
他们鼓吹：“台湾与大陆分离太久，文化习俗不同，已不同于中国人”；“台湾应由台籍人执政”，
“台湾前途由1800万台湾人决定”等等。
　　1952年，溃退至台岛后的国民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召开，把“保卫中国文化”作为“复兴基地
”建设的工作重点之一，目标直指在文化问题上的非中国化的各种极端现象。
事实上，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交，台湾的经济已趋稳定。
但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发展。
现代性是社会的稳定因素，现代化过程却因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而常常引起社会动荡。
台湾当局强调指出，台湾社会的危机来自两方面：（1）以欧美社会为发展参照的“西化派”（自由
派）知识分子；（2）极端的地方势力“台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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