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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六册，第廿二期，1 9 9 3 No．4，935－946

澳門哲學敎育課程的改革＊

An tón i o A r e s t a ＊＊

中學敎學充滿着學說及立法方面的各種矛盾，組織這種敎學是自由派比較關

心的事情。除其他人之外，主張走這條具有改革思想及敎育革新思想寬闊大道的

，還有 Mou z i n h o de Al b u q ue r q u e ， Di a s Pegado ， Al me i da Ga r r e t t ，
Pa ssos Manue l 或 Cos t a Cabr a l 。

P o mba l 的 改 革 （ 1 7 5 9 年 6 月 2 8 日 的 文 吿 ） 是 歐 洲 範 圍 內 將 公 立 中 學

敎育加以制度化的先驅，對這種改革遺產做質上的修正，不可避免會遇到規範性

的干擾，尤其是由於利特雷（ L i t t r e）學派實證論者之間的分歧。後來，“本世

紀末之前，儘管充分理解到中學敎育面對的是一個有廣泛反響的問題，通常還是

用 政 府 的 規 定 來 鞏 固 這 種 敎 育 。 我 們 舉 出 下 列 分 別 發 佈 於 1 8 6 8 年 1 2 月 2 1

日 、 1 8 7 2 年 9 月 2 3 日 、 1 8 8 0 年 1 0 月 1 4 日 、 1 8 8 6 年 7 月 2 9 日

和 1 8 9 5 年 8 月 1 4 日 的 政 令 。這後一項政令在歷史上稱之 爲 J a i me Mo n i z
的改革。這項改革算是系統而規範。在改革中 ， J a i me Mon i z 突出這一項確定

，即中學敎育應該遵循課程制，也就是說，各種不同學科的敎育應密切配合，以

便使所有學科 在完成敎育學 生這項細緻的 工程中成爲唯 一的工具”① 。

在 大 學 的 高 等 敎 學 領 域 內 ， 形 勢 也 不 妙 。 根 據 天 啓 論 的 思 想 體 系 ， 1 7 7 2

年科英布拉大學哲學班只有四門課程，即理論和道德哲學、自然歷史、實驗物理

學 、 以 及 理 論 和 應 用 化 學 。 當 1 8 5 8年 伯 多 祿 五 世 創 立 文 學 高 級 課 程 時 ， 哲 學

又悄悄地以後補者的身份和歷史及語言學一起重現在高等敎學內。在取消理論和

道 德 哲 學 班 時 （ 1 7 9 1 年 國 王 的 信 ） ， 這 些 課 程 在 葡 萄 牙 的 大 學 中 已 經 消 失 了

半 個 多 世 紀 。 當 組 建 高 級 文 學 班 時 （ 1 9 0 1 年 1 2 月 2 0 日 政 令 ） ， 在 課 程 計

劃裏又增加了哲學的敎學，讀兩年；第一年讀邏輯學和心理學，第二年讀哲學史

”② 。

＊ 爲記念澳門中學第一位哲學敎師卡米洛·庇山耶而作

＊＊ 澳門利宵中學哲學敎師
① Romulo de Ca r va l ho ，《中學敎育》，《葡萄牙歷史辭典》 第 二 卷 ， 第 3 1 頁。

② F．da Gama Cae i r o ，《里斯本文學院的哲學》， 見里斯本古典大學的《文學院雜誌》（號

外 ） ， 1 9 8 3 年 1 2 月 ， 第 1 7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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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當時王國議會的革新派議員 Ber nar d i no Machado所說 ， 所有 這 些 間

斷性在中學敎學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尤其是留下了一個令人憂慮的敎育和

立法 方面 的 無政 府狀 態 。

1 8 9 2 年 “ 中 學 敎 育 沒 有 任 何 確 定 的 目 標 ， 沒 有 學 習 計 劃 （ 好 的 或 壞 的 ）

，也不按任何公認的敎學標準授課，公立學校在發放畢業證書時甚至不要求具備

最起碼的知識水平。總之，可以說根本不存在中學敎育。因此，當時如果想組織

一個眞正的中學敎學，實際上應該從零開始籌建。從零開始創辦中學敎育恰恰是

1 8 9 4 年 到 1 8 9 5 年 間 Joao Fr anco 和 Ja i me Mon i z 所進行的改革”③ 。

敎育的混亂也是黨派和政府輪流執政內耗的結果。正是在這種局面中，人們

想制定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 —— 在古老葡萄牙殖民帝國的各個地區逐漸地推廣正

規 中 學 敎 育 。

這 樣 ， 海 事 部 長 Joao Anton io Fer r e i r a 在 1 8 9 3 年 7 月 2 7 日 簽 署

了 建 立 澳 門 中 學 （ 利 宵 ） 的 法 令 。 這 所 學 校 實 際 上 是 1 8 9 4 年 4 月 1 4 日 在 聖

·奧斯定修道院破舊的房舍裏開辦的。

澳門歷史學家溫德泉神父爲澳門中學書寫了一部必不可少的記要。他的報吿

說 ： “ 根 據 省 政 府 1 8 9 4 年 4 月 1 4 日 的 9 2 號 訓 令 ， 決 定 把 聖 · 奧 斯 定 修 道

院 破 舊 的 房 舍 交 予 澳 門 中 學 的 校 長 Jose Gomes da S i l va 博 士 ， 以 便 在 那 裏

建 立 這 所 中 學 。 同 月 1 6 日 ， 學 校 的 敎 師 Horacio Af onso da Si l va

Poi a res 學 士 ，Mat eus Ant on io de Li ma工程 師 ，Cami lo de Al mei -
da Pessanha 學 士 （ 由 1 8 9 3 年 1 2 月 1 8 日 法 令 委 任 ） ；Bal t asar

Es t r oc i o Fa l e i ro 紅 衣 主 敎 ，Joao A l bi no Ri be i ro Cabr a l 總司庫，

港務 局副 局 長 Wences l au Jose de Sousa Mor a i s 中校，衞生局長 Jose

Gomes da Si l va 博 士 ， 以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Augusto Cesar de Abreu

Nunes 工 兵 少 校 （ 由 1 8 9 3 年 1 1 月 3 0 日 法 令 委 任 ） 宣 佈 就 職 。 9 月 1 0 日

和 1 1 日 ， 舉 行 了 入 學 考 試 ， 有 許 多 澳 門 學 校 的 學 生 參 加 。 同 月 28日 ， 澳 門 中

學 開 學 。 開 始 只 有 3 0 名 學 生 ” ④ 。

創造各種條件，以便澳門中學能夠完成他的敎育和文化職能。再者，成立這

所學校的法令明確指出：“澳門國立中學和葡萄牙王國的國立中學在效力和等級

上 相 等 ” 。

但是，由於傳統家庭的極少參與，註册的學生稀少，課程計劃不能滿足各種

職業和專業的要求，再加上地方報界煽動對立情緒，澳門中學在短期內便成了一

個“令人煩腦的問題”。《澳門回聲報》說：“澳門國立中學由於很容易通過它

的考試，在公眾心目中形象大大下降。”（ 1 8 9 8 年 1 0 月 9 日 《 澳 門 回 聲 報 》

） 。

③ Vasco Pul ido Valente ，《自 由國家和 敎育： 葡萄牙 的中學 （1 8 34— — 1 9 3 0） 》

，見 《試圖了解》 ，第 4 4 0 頁 ， 官 印 局 ， 1 9 8 3 年 。

④溫德泉神父，《澳門中學》，第3版，第 1 4頁，澳門敎育司，1 9 8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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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公共敎學改革的計劃》的作者們，剖析了問題的核心。這是一份有開

創性和有價值的文件，但由於不合時宜，很快就被遺忘。

這份報吿的語氣是空洞的傳單式，是澳門的有生力量捲入培訓和敎育問題的

寶貴標誌。報吿說：“君主政府可以像阿加維省的拉各斯、塔維拉或西爾維斯那

樣，贈予澳門一所中學。有人認爲，在遠東殖民地移植一所組織機構等同於宗主

國的中學，就可以解決公共敎育問題。有人認爲，一所具有與宗主國中學相同敎

學計劃的中學，學習拉丁語、歷史、哲學、文學、數學和純科學，學制爲五年或

七年，中學的各種課程分組配合，組成一個整體，爲升大學而進行廣泛和長期硏

究而培養人材，這樣的中學也許適合澳門。這個殖民地與宗主國相距數千里之遙

，又沒有任何實用性的研究院，而對於這類研究院，中學是必不可少的。創辦了

一所中學，這所中學好像是爲自身辦的，不講授應用的敎材使它具有實踐性和應

用性，這樣的中學豈能爲澳門服務和符合澳門的需要！澳門中學按殖民地公立學

校模式籌建，而沒有考慮到地方的需要，沒有考慮到澳門人的願望和意向以及他

們的生活條件；也沒有考慮到該殖民地的後代一旦長大成人謀生的方式；沒有看

到，或沒有考慮到很早以前就形成的澳門人移居隣近殖民地以及在遠東大貿易市

塲中謀求定位的潮流”⑤。

雖然這段抄錄太長，但是爲了根據社會結構確定大都市和殖民地中學的組織

機構却是非常重要的。

澳門中學的百年歷史一直是不適應澳門地區的地理文化的複雜性和無視這種

複雜性的歷史，對培養成千上萬的青年人有明顯的弊端。這種政治方向是同歐洲

中心主義及大西洋帝國思想非常吻合的，葡國漢學慘敗的根源之一，至少從民法

方面來看，就在於此。

澳門的哲學敎育並不是從利宵中學開始的，而是由1 5 65年定居在此的耶

穌會會士開創的。他們創辦了聖保羅學院，它被認爲是遠東的第一所西方式大學

，於 1 5 9 4 年關閉 。

在這個學院內，“與設在埃武腊和科英布拉的文科課程一樣，早在1 59 7

年就具備了大學的程度，開學典禮上宣讀了一篇題爲“從需要到辦證的用途”的

論文，並做了一個簡短的開塲白，參加者有校長、學監及其他敎師。……這個課

程持續三個學年，最後舉行稱之謂“試金石”的公開考試。由三位考官參加，其

中有一位主考，他要在四塲考試的頭一塲上做有關考試的簡短演講。每一塲考試

要進行整整一天，時間與上課時間相同，考試的內容涉及全部邏輯學，即概念、

範疇、“解釋學”卷一，“分析學”（前論）卷一，“分析學”（後論）卷二，

“槪論”或檢驗眞理的起源，“詭辯式反駁論”或推論的無效性。最後還建議考

生談談謬誤推理，即指出推理的癖病或謬誤。除此之外，考文科碩士的學生要對

三位主考人提出的一個物理問題和一個形而上學問題進行答辯，每位主考敎師也

要對每個邏輯學問題發表意見，像對待其他哲學科的問題一樣，展開討論”。⑥

⑤《澳門公共敎育改革規劃》，第2－3頁，官印局，澳門，1 9 1 4年。

⑥ Domingos Maur i c io G . Santos ，《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編年史》附册，葡

萄 牙 歷 史 科 學 院 ， 第 2系 列 ， 第 1 7 卷 ， 第 2 2 2 和 2 2 3頁 ， 里 斯 本 ， 1 9 6 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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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葡萄牙漢語精神領袖範禮安，馬爾丁·德拉達，羅明堅或利瑪竇的敏銳

洞察力，這個中世紀的學堂內很快增添了中國多元學術研究的戰略需要。

× × × ×

澳門中學的哲學敎學遵循的方針，始終和宗主國的模式一模一樣，目的在於

滿足葡萄牙僑民在得到平等待遇和在海外求學方面的要求。

當今，哲學敎學僅限於高中班的最後三年（十年級、十一年級和十二年級）

，要達到下列十個總目標：

1 、 給學生傳授處世做人的方法，以便在關鍵時刻效仿；

2、 培養個人思考習慣，使每一個人能獨立思考問題，並做出重要的非敎條

主義的判斷，形成批判能力；

3、 尊重他人信仰和態度，尊重不同的文化現實；

4、 接觸多種多樣的思考和行爲方法，通過闡述尙未提出的爭議問題打開新

的視 野 ；

5、 闡明人類價値觀的意義；

6、 激起對所有文化現象的愛好與興趣；

7、 了解人與現實的來源和發展，作爲歷史資料；

8、 注意哲學論文和其他諸如科學、宗敎、倫理／政治和美學方面論文之間

的妥協性；

9、 承認哲學是多學科間的空間；

1 0、允許擁有自己的詞滙。

這些宏偉的目標規定在敎育部簽發的敎學法準則內，不管情況如何，它統一

了整個哲學的敎學，不認爲哲學的土壤只是希腊。

我們來看看哲學敎學大綱的具體內容：

第十年級

1 、哲學研究的起源。

1 · 1 、人的問題。

自然與文化。

作爲文化生產者或文化產品的人和行爲及認識的辯證法。

哲學態度。
自發與系統的哲學研究。

1 ·2、從神話到理性。

作爲代表和行爲的形式的神話。

神話象徵和禮制。

具體邏輯。

參與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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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理性思考的逐漸形成。

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兩種基本傾向（自然主義和神秘主義）。

命題（本原、單一與多元、存在與意識）。

作者（塔腊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德謨克利特、畢達哥

拉斯、巴門尼德、恩培多克勒）。

1 ．4、理性模式的定義。

詭辨者——敎學意圖；相對 論 。

蘇格拉底式革命：蘇格拉底——眞正的認識方法及其倫理範圍。

柏拉圖：眞正認識的形而上學基礎。

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思想的批判和物理世界科學的建立。

2、行爲及認識的辯證法：行爲的支配。

2 ． 1 、 引 言 。

實踐的槪念。

人類行爲價值觀的意義。

價値的鑑定。

價値的經驗中感情的作用。

文化與價值觀。

人類計劃的多樣性。

在宗敎、倫理政治及美學領域中人的行爲。

眞理作爲學術活動的決定性價値。

2．2、 宗敎活動 。

宗敎領域——與聖事的關係。

神聖 ——世俗的兩極性。

聖人的等級。

宗敎現象與經濟、文化及社會組織的關係。

從最初的宗敎形式到一神論的大宗敎內神學理論化和德性化的演變。

救世的槪念。

一個理性可以接收的單一人格化的神的存在——有神論。

自然界內含的神性——泛神論。

靠信仰對神的接觸——信仰主義。

神秘主義。

無神論和聖奧古斯丁敎派。

2．3、 倫理—— 政治活動。

人在與他物的倫理關係中形成。

道德意識。

義務的經驗。

意志、自由和責任。

善良 。

傳統道德的爭論和當代新價值觀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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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和政權的建立。

勞動的意義和技術官僚的威脇。

所有權的合法性和局限性。

和平的取得：民族主義和普遍性的人文主義。

2．4、美學活動 。

美學判斷：個人的感受性和文化資料。

基礎美學的等級。

藝術的來源——作爲個人及社會需要的藝術創作。

作爲現實和“我”交滙點的藝術：自然界和藝術家。

藝術創作中的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活動。

想像力。

藝術和交往。

藝術的目的：作爲現實超前的藝術作品。爲藝術而藝術。作爲感情

淨化的藝術。藝術的社會功能。

第十一年級

1 、行爲與認識的辯證法：認識的支配力量。

什麼是認識？

認識論：認識的哲學理論。

認識論的一些問題。

Kar l Popper 和對推斷的批判：虛假性、推測和批駁 。

Thomas Kuhn ：科學革命、危機和範例 。

2、 科學：宗敎和藝術：眞理在哪裏？

3、伽里略和現代科學的創立。

經院哲學和亞里士多德哲學。

文藝復興和歐洲社會的轉變。

伽里略的先驅：達芬奇，布魯諾，尼古拉·德古薩，哥白尼和開普勒。

自然界的神奇槪念。

伽里略和日心學說的捍衞。

伽里略和對亞里士多德哲學的批判。

伽里略和現實的數學化。

伽里略的方法。

機械論和形而上學的局限性。

伽里略訴訟案和科學的自主性。

4、笛卡爾和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

笛卡爾和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

笛卡爾的學術軌迹。

萬有科學的規劃。

通向眞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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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論的規律。

笛卡爾的道德。

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從懷疑到“我思故我在”。

再遇的宇宙。

笛卡爾的機械論。

生物機械論和人類學的二元論。

伽里略、笛卡爾和現代科學。

5、 巴歇拉爾德和對“無”哲學的捍衞。

加斯東·巴歇拉爾德哲學的科學結構。

哲學和科學。

科學認識的精神分析。

應用的唯理論。

科學的客觀性。

認識論和敎育。

認識論和詩學。

6、 Jean Piaget 和遺傳性認識論。

Piaget 認識論的特性。

可知論發展的功能機制。

認識的基礎。

可知論的發展。

科學的體系。

第十二年級

1 、 神話、象徵和理性。

2、 蘇格拉底革命。

3、 笛卡爾革命。

笛卡爾和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

眞理和方法論。

笛卡爾體系和理性的順序。

笛卡爾和現代。

4、 康德和唯心主義革命。

純粹理性的主觀性。

實踐理性的主觀性。

人類學的問題。

5、 黑格爾。

經驗和辯證法。

自由意識發展的歷史。

客觀精神的實現。

具有絕對地位的藝術、宗敎和哲學。

941



6、基爾凱卡特。

從倫理宗敎觀點批判唯心主義。

存在的階段：美學、倫理學、宗敎。

7、費爾巴哈。

從人類學觀點批判思辯式思維。

個人的歸化：感受性的新地位。

屬性和我——你關係。

8、卡爾·馬克思。

從社會政治角度批判制度的不眞實性。

從天到地：歷史進程中的勞動與實踐。

哲學，異化和解放。

9、奧古斯特·孔德。

實證哲學。

知性的認識論立塲：現象與規律。

三個狀態的規律。

1 0、威廉·狄爾泰。

理性的交替物：生命。

經驗的優先地位。

解釋和理解。

作爲世界觀的哲學。

1 1 、尼彩。

反對理性的願望。

虛無主義。

價値觀，生命觀：遞減和加強。

向生存的一個眞正形式過渡：超人。

對於上述諸位哲學家的著作，只需閱讀他們各自經過嚴格挑選編纂的著作片

斷。只有柏拉圖的一部《蘇格拉底的辯解詞》和笛卡爾的一部《方法論》必須閱

讀全文。

這種性質的專門學習階段會產生一個強烈的文化影響，但是由於學生缺乏成

熟性或者缺乏語言和文學能力，這種影響可能會被抵消。⑦

桑戴克“效果律”的純機械論，將是解釋與動機有內在聯系的某種知識長久

性的基礎。由於哲學敎學要在傳播和動機方面找尋一個“ 佳狀態”，如羅蘭德

·巴德斯所說，就需要尋找知識的趣味性。我們認爲，這是很不容易的。

⑦ Antonio Aresta 和 Maria da Concei cao Di as ，《對中國學生的哲學敎學和作爲外

語講授葡萄牙語的敎授法》，見《作爲外語的葡萄牙語國際研討學紀要》，第501 頁至506頁

， 澳 門 ， 1 9 9 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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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爾南多·佩索阿以一種令我們不安的譏諷口吻說，思索如此令人不舒適，

好似雨中走路。

如果對人們自由、自主和創造性進行思維的條件越來越少這一點沒有懷疑的

話，那麼同樣眞實的是，人們已有可能盡力加快認識的過程，以便探索其謎底，

即其結構詳情以及其功能和文化的聯系，如胡塞爾所勸吿，不要輕易地去探索某

一科學的心理主導說。

精神敎育的完善性是這樣一個直覺：文化是一本用希腊文印刷、有獨特性印

章的冒險書。

這種原始的歐洲中心論，是一種優越感，而不是一種權勢的品德，因爲它失

去了普遍性。這不禁使人想起了孔德的著名格言：“有必要用實證的敎育來替撫

我們歐洲的神學敎育和形而上學敎育”

生活在澳門這個中國南方的“城國”，對各種文化、宗敎、以及處世、思維

或行動的方式的相互容忍而麻木不仁，看來是不可能的，至少從理論上講是如此。

但是，從制度方面如何解釋這個反常現象：爲什麼澳門這所 古老、 有聲

望的葡萄牙學校一直能不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呢？

這個反常現象有百年歷史了，顯然對這種現象如果不是疏忽，就是無人理會。

澳門中學在社會文化價値觀的發育方面，總是作爲帝國意識形態的工具，在

社會上有效地保障了知識及其它價値論法典的再生；這類法典雖然不多，但對維

持政權却是必要的。

佔主導地位的價值觀的社會心理再生計劃是有保障的，同樣有保障的是在社

會結構內混亂發生作用的一些傾向和壓力，而使政治管理權的傳統連續受到影響。

1 963年的澳門省政治管理的章程是一份有趣的法律文件，它沒有考慮到

居民利益的連貫性，只顧及到政權機構的連續性。

不幸一向不存在的敎育制度，可能就成爲感情上的可接受性和對民眾動機的

適應性之間架設橋樑的理想機制。

爲一般葡萄牙學校，尤其是澳門中學所發揚的世界普遍性和人文主義的觀點

，在移植到了亞洲之後却局限於歐洲中心論的短視之中。

這樣，成千上萬的青年，無論在信仰還是在學術方面，都遠遠離開了中國文

明，具體說，離開了中國的歷史和地理；文學和藝術，哲學和宗敎，政治或人類

學 。

Paul Valer y 認爲，歐洲中心論的深刻根源存在於這三大方面：羅馬法律

、基督敎和希腊藝術和思想的傳統。 大的矛盾在於歐洲文化，即西方文化是非

洲和亞洲文化的巨大支流——蘇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學出現在小亞細亞。

但是，米歇爾·羅布羅特說得更加尖銳：“希腊的敎育和道德，源於滲透了

東方文明和東方精神的老一輩領導階層對在四、五世紀民間爆發出的技術、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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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創造性的反應。因此，是起源於東方，從國外引進的運動的結果”。⑧

在葡萄牙敎學體系中，對東方文化的學習從未佔據過突出的地位，甚至連同

等待遇這個最低的要求也沒有過。例如，漢學的存在主要靠一些勤奮者的努力和

獻身，却總是與主導文化潮流相悖。人們還記得，葡萄牙是第一個同中國帝國建

立聯系的歐洲國家。

哲學家 Roger Garaudy的遺憾値得一提，因爲我們大家也有點同感。他說

：“我舉自己爲例。從事哲學後，我通過了考試，却不知道印度、中國和伊斯蘭

國家的任何一個哲學名詞。哲學在西方被包含在一個非常狹窄的意義中。人們認

爲它只是一個純粹的智力研究，而不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我們是專家，但我們對

於非西方文化的無知却達到了難以理解的程度。”⑨

對亞洲文化的評價應出現在澳門的葡萄牙的敎育制度中。

亞太地區⑩只有澳門擁有哲學課程，因此它應該成爲更新的榜樣。可以做局

部的革新，協調配合的改革，上一種文化和哲學課，旣有普遍性又有多元性，能

指出問題所在。

敎學大綱豈不成爲對社會和文化進行革新的主要手段？

我認爲，非常有必要強調指出，在澳門葡萄牙敎育制度中，在哲學領域內一

項更新課程的建議可能會對抗現有體制的“習慣作法”，因爲習慣作法是不容許

這種革新的。

抵制課程革新的結果，是許多想法的破滅，特別是以知識大全自居的敎學大

綱的奇特主張的破滅。

澳門在處在主權過渡的緊張籌備階段，在其哲學敎學中課程的革新具有更大

的意義：打破日常生活中含糊不清的文化界限，強調在不同文化成員間互不溝通

的情況下互相學習的必要性，呼吁要了解澳門的特長並創造條件使文化的能力能

夠適應現實並拒絕製造封閉的理論模式。

還應強調指出，除了根據馬斯勞的理論給一貫性和“提示性的”教育和文化

政策下定義外，還有一些理論問題（例如，協調西方和東方哲學某些用法相同的

槪念以及翻譯問題），顯然未包括在這遍小小的文章中。

我認爲東方的三個哲學領域即佛敎、道敎和儒敎，應該包括在哲學課程計劃

中 。

正如傑出的佛敎學者高楠順次郎敎授所說，佛敎是“國際化”的哲學，它的

根在印度；道敎和儒敎是具中國特色的哲學。在現代生活中，這些哲學的影響蔓

延至各個領域，由倫理學、宗敎、經濟學到敎育學和意識形態。

⑧ M i c h e l L o b r o t ，《敎育的效應》 ，7 0 年 版 ， 第 1 9 6 頁 ， 1 9 8 0 年 。

⑨《爲了文明的對話》，唐 ·吉阿德出版社，第1 5 7 頁，1 9 7 7 年。

⑩《亞洲和大洋洲的哲學敎學和研究。專家會議的報吿》，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亞洲和大洋洲地

區敎育辦公室，曼谷，1 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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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傑向我們作了一個非常巧妙但又嚴謹的槪括：“中國哲學是一首有三個

樂章的智力交響曲：第一樂章，從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這是三大主調

（儒敎、道敎、墨敎）和四個小調（詭辯、新墨敎、法家和陰陽的相互作用）的

主要發展階段。每個調都有自己的對比與和諧，並有其他“百家流派”相伴。

第二樂章的特點是溶解到中世紀中國哲學主調內的各種不同主題的混合，與

此同時，從印度引進的佛敎音符給它一個對立的效應。

第三樂章持續的時間最長，從公元十一世紀至今。期間概括了中國哲學的特

殊音符，並把堅持的儒敎主調變成長期和特殊的旋律，即新儒敎”。（11）

下面就是可以融滙在當今哲學敎學大綱中的內容。

1 ．佛敎

佛陀生平編年史

佛教在印度的創立

敎育學與佛陀的理論

作爲宗敎的佛敎

佛敎異端（眞理派、說出世部）

佛敎體系（密宗佛敎，藏傳佛敎）

佛敎對文學的影響

佛敎文化（倫理、道德、神話學、肖像學）

佛敎在東南亞

佛敎與政治（民族主義）

今日之佛敎

Ⅱ ．道敎

道敎的基本特徵

自然秩序

宇宙

人與社會

老子

莊子

道敎（救世主降臨說、秘傳的學說、道敎統治）

道敎與佛敎

道敎與儒敎

今日之道敎

Manuel d a S i l v a Men d es 和道敎詩歌學

（11）《哲學：東方和西方》，Char les Moore 第39頁 ，Cul t r i x ，聖保羅 ，1 9 7 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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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儒敎

孔子：生活、思想、著作

儒敎和中國的科舉王朝

孟子

儒敎和政治

儒敎的倫理學

今日之儒敎

Wence s l a u de Mo r a i s 和儒敎

這個尙未納入敎學計劃的題目表顯示了，在比較哲學領域中有待發掘的思想。

關於道敎和儒敎，有由當代偉大的漢學家 Joaquim Guer ra 神父翻譯成的

葡萄牙文的優秀譯文；關於佛教，有高水平的法文譯文。

最後讓我引用笛卡爾的話：“我的意圖不是在這裏敎授每個人應該用什麼方

法引導自己的理性，而僅僅是想表明我是如何引導我們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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