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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文化與臺灣

陳俐甫

真理大學校史館推廣服務組暨研究中心主任

臺北市立圖書館以「世界大不同：文化熔爐」為題辦理專輯，推動市民終

身學習。筆者在真理大學擔任「東亞地域國際交流」與「東亞文化史」課程多

年，並負責國定古蹟牛津學堂博物館推廣服務組工作，有幸為「臺北市終身學

習網通訊季刊」撰文，分享這幾年的教學研究心得。

一、	 現代文化的認識與作用

我們知道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的時代，民族主義提倡「國家至上」、「民

族至上」，雖然使許多弱勢民族可以獨立建國免於滅亡，但也因此產生很多帝

國主義列強，造成無止盡的戰爭與殺戮。二十世紀民族主義並沒有成為進入世

界主義天堂的基礎，反而成為近代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擴張主義的工具。第二

次世界大戰希特勒透過教育、媒體主張的「生存空間」、「優秀人種」、「優

秀文化」等民族主義性的主張，全都成為發動侵略戰爭、屠殺猶太民族等的口

號宣傳。

文化是十九世紀至今，所有國家要處理的重要事務之一。因為文化可以團

結個體、建立尊嚴與團體認同，更可以成為資源分配的檢驗標準。如果對文化

觀念沒有正確的瞭解，就容易被有心者濫用而導致悲劇。例如，第二次世界大

戰以前，納粹德國強調文化的純粹性，納粹的作法是強勢驅逐或屠殺其他文化

族群；美國、澳洲、南非人也同樣歧視有色人種的文化，他們的作法是逐漸同

化其他族群，使他們失去文化認同。以今天世界人權的標準而言，所謂的文化

熔爐，其實與直接用暴力滅絕其他族群，也只不過是野蠻程度不同的惡行而已。

現今國際上對於文化的觀點，絕對反對國家或族群的文化有「優秀文化」

與「劣等文化」的說法，也不再強調文化應該融合為一，而主張文化應多元並

存的觀點。

可惜，當人類開始有保護瀕臨消滅的物種觀念時，對於處理其他族群文化

的態度仍然非常落後。一些權力者以「文化相對主義」姿態，欠缺同理心，拒

絕理解異文化的內容，並以自由市場式的多元文化為藉口，放任其他弱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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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凋零，或僅將這些文化當成玻璃櫥窗裡面的陳列品「保存」，沒有真正想

要協助扶植、振興弱勢族群的文化。

臺北市是臺灣的首善之都，歷任市長都以國際都市自詡，這裡擁有全國最

多的各類資源，都市中有來自臺灣各族群，乃至世界各區域的移民朋友生活於

此，我們作為國際都市的市民，當然必須要有符合國際標準，新的文化觀念，

這樣才能建構真正文化多元的社會。

二、	 東亞文化的認識與誤解

東亞文化是什麼？在筆者的教學經驗中，最多人直覺回答是在亞洲東部的

文化，另外，也有很多人認為東亞文化就是中華文化或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亞

洲文化。以上這兩種答案，前者屬於常識性回答，但卻缺乏科學基礎。因為亞

洲地理上的中心點是在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北部。這樣說來，華人住的區域

應該屬於東南亞或南亞文化才對，東亞文化地域變成主要在俄羅斯、日本、韓

國或中國東北地區。很明顯的，這與大家心裡的東亞文化圖像偏離。所以說：

東亞文化並不是純粹地理上存在於「東部亞洲」的文化而已，而是在歐亞大陸

東部區域盛行的文化。不只是儒家文化，連騎馬民族文化、東亞海域的海洋文

化也都是東亞文化的一部份。

另外一種常見的說法屬於國內教育或媒體所建構的結果：東亞文化就是中

華文化或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文化。姑且不論中華文化在學術上的的定義與內

涵，因為這個定義強調中華文化的優勢，恐並非目前中國以外的亞洲國家（如

鄰近的日本、韓國、越南）所能接受。如果一個文化定義走不出自己國家的政

治權力範圍，那又怎樣能與其他文化進行交流互動呢？更談不上實踐尊重文化

多元的當代人權價值了。

如果能跨越自己文化的限制，我們就會發現以下有趣現象：中國人將日本

文化叫做東洋文化，而日本人則將中國史叫做東洋史，中國與日本到底誰是東

洋呢？日本人將自己傳統服飾稱為「吳服」，而中國人卻將之成為「和服」。

壽司到底算是日本料理還是中國料理？國人一定堅稱論語、孟子百分之百是中

國典籍，但日本 NHK 的兒童日語課程將「禮失求諸野」、「雖千萬人吾往矣」

列為日文傳統詞語。以上這些文化現象正說明了溝通的障礙與知識不足，會造

成國際文化的認識不足。雖然我們在教科書、媒體、文學創作，經常使用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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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這個概念，但國人對於東亞文化的認識，不管七歲或七十歲的朋友，恐怕

都還停留在跟一百年以前一樣的觀念。

筆者對於東亞文化的看法可歸納為以下四點：

（一）東亞文化乃是複數性的文化存在，而非單一文化，所以不會是專指中華

文化或大和文化、朝鮮文化、琉球文化。而且這些文化在歷史上相互影

響，在現在的資訊時代更是如此。例如：東亞文化可能以日本豐田汽車

的設計理念、韓國的網路遊戲的創作內容、中國漢字的書法美學一樣，

有著跨區域的影響力。

（二）東亞文化是多源性的區域性存在，而非單一起源的。科學性的考古學研

究已經證明，亞洲東部區域的文化是多源發生的，並非由黃河中游出現

而擴張。很多器物文明或文化也是外部傳入中國，例如水稻、佛教、鐵

器、騎術、龍。而中國最重要影響周邊文化的發明則是漢字，還有漢字

文明衍生的儒教、官僚與科舉制度。

（三）東亞文化因為時間發展而變動，而不可能凍結在某一時代或時空的，文

化的復興都也包含著相當程度的文化創新。去爭辯秦漢文化是或是唐宋

才是正統中華文化，以東亞區域觀點來看，其實毫無意義。20 世紀後

期，已有許多學者重新評價宋朝與魏晉南北朝等國力衰弱的年代，因為

那時候民間的社會力相對蓬勃，思想文化上更能有精彩表現。國人過去

對於文化事務，常與政治上的道統觀念混淆。知識份子過度強調「一脈

相承」、「正統」、「嫡系」、「純種」等概念，常關心起源而不重視

結果。造成中國歷史上需要「托古才能改制」，否則就是「數典忘祖」、

「大逆不道」。社會對於時代變遷所需的適應期很長，造成體制過度僵

化保守，新世代為了加速扭轉，往往進行過度破壞，五四運動與文化大

革命的發生，都屬於這類背景。

（四）東亞文化與其他文化一樣，是動態的存在，而且是發展中的，具有很多

可能性，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都參與在其中。我們既受其影響，也可能

影響它的之後的發展，所以每個人都應該具備相關的文化教養。

三、世界遺產登錄爭議的東亞地域觀點

最近幾年國人最常拿來當茶餘飯後議題之一的，應該就是南韓政府將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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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舟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記為世界遺產。而且前一陣子南韓學者還宣稱孔子

是韓國人、儒家思想也是韓國人發明的。相信更有很多人忿忿不平。日本人也

有成吉思汗乃是日本人跑去蒙古，楊貴妃則是日本神去投胎的這類傳說。回想

起來，中國人不也常說秦代的方士徐福就是日本開國的神武天皇嗎？那萬世一

系的日本皇室決定的侵華戰爭，不都成為中國人到日本去慫恿大和民族的自作

孽？那日本人還有戰爭責任嗎？國人所祭拜的地藏王菩薩，根據中國『宋高僧

傳』等文獻，都明確記載釋地藏乃是來自韓國的新羅王子，那國人是還拜還是

不拜？即是不拜地藏，釋迦牟尼乃是北印度的王子，屬於白種雅利安人的剎帝

利階級血統，用人種或族群考量，那白人創立的佛教還算得上是東亞文化嗎？

以上種種，如用過去族群文化想法都會成為問題，用現在地域文化的想法

就都不成問題了。韓國登記划龍舟是在韓國的世界遺產，並不表示中國的洞庭

湖不能去申請，東亞文化並不是排他的，屈原時代有划龍舟，不表示其他地區

沒有龍舟文化！中國的南方地區早在屈原以前就有龍舟文化，而此文化由朝鮮

半島到中南半島，整個東亞大陸沿岸都存在著同類文化。不只是龍舟，連龍王

的信仰也是東亞海域很早就共有的民俗信仰。媽祖也不是福建或臺灣專有的海

上女神，整個中國沿海、東南亞、琉球、日本都有天后宮、媽祖廟的存在。

如果今天繼承東亞海域文化的韓國人還擁有龍舟的傳統，那他們去登錄世

界遺產並沒有什麼不對。反之，如果我們如果不製作龍舟了、也不划龍舟了，

失去了儀式與祭典時，還敢大言不慚向世界說龍舟是我們的世界遺產，那才是

貽笑大方。

文化資產不只是器物而已，很多是無形的，需要被傳承下去，才能繼續擁

有。

國人可能認為自己是「龍的傳人」，因為多少朝代以來，高高在上的統治

者都是以「龍」自居，這讓市井小民們對神秘的「龍」一心嚮往之。因而創作

與「龍」相關的許多文藝作品。這固然是中國歷史上發生的事實，但我們真的

想過龍這種虛構的生物，真的是華夏文明所本有的嗎？

目前人類學的調查大多認定「龍」的崇拜原本是盛行於東亞海域，而非大

陸內陸。東南亞與華南各地關於龍的傳說與信仰紀錄，更是早於中國的黃河流

域。對應於另一種華夏文化早期崇拜的圖騰符號「老虎」符合華北之地理特性，

虛構的「龍」應該源於來是南方江海中的爬蟲類，主要是由蛇的圖像加筆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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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作為東亞文化的中華文化的主體，不僅有在北方想駕鶴成仙的炎黃

子孫，更包括著崇拜蛟龍的南方蚩尤後代。

四、所謂的世界人就是文化多元人

如果有多重國籍，就是國際化，現在全世界有近兩百個國家，要拿幾本護

照才算是國際人？如果說能夠說外國話才能全球化，世界上有上千種語言，要

會說幾種語言才是世界人？

在這個資訊流通快速、人類大量移動的時代，去瞭解什麼是東亞文化，遠

比去爭執什麼不是東亞文化更為重要。對於中華文化與臺灣文化，應該也適用

這樣的態度。

放在東亞文化的角度來思考。東亞文化不等於中華文化，也不等於臺灣、

中國、日本、北朝鮮、南韓的文化，就是再加上東南亞十一國也不對。東亞文

化是區域的概念、複數的存在，影響的範圍各不相同。日本的阿信、中國的黃

香、韓國的大長今都是東亞文化。漢字文化是東亞文化，佛教是東亞文化，儒

家思想、功夫、壽司與筷子當然也都是。以此標準而言，我們就能說：加拿大

宣教師馬偕博士遺留在淡水的文化，既是臺灣文化也是東亞文化！

國際化應該是可以理解並同理其他國家文化的能力！世界人則是可以超越

國家格局與特定族群文化，以人類利益進行思考的人。超越族群並不是漠視族

群，而是透過理解其他族群而透過人類層次的福祉追求，使族群可以多元發展、

共存共榮。所以說：世界人就是文化多元人。

東亞文化教養，需要透過認識更多東亞區域內的文化才可能達成，只有認

識夠多才能發現差異。圖書館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也是多元知識的寶庫，

筆者的指導教授是位老圖書館人，我受到恩師的感召也曾在圖書館擔任多年志

工，協助整理臺北帝國大學的典藏，因而獲益良多。建議各位朋友，不管想立

志做世界文化人或是東亞文化人，透過圖書館來探索多元文化，正是最便捷而

節省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