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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生命教育到华人生命教育

钮则诚
(铭传大学教育研究所，台湾台北11103)

摘要：台湾地区的生命教育源生于一所天主教中学的伦理教育和宗教教育，具有深厚的西化倾向和宗教

色彩，倘若普及推广于各地华人社会，有可能出现不相应状况，有待进行本土转化扩充与在地落实扎根。台湾

生命教育偶然走上以哲学为核心学问的道路是其特色，转化后的“华人生命教育”将据此发展以中国人生哲学

与生死哲学为中心价值的生命学问。这种“生命的学问”反映出传统儒道思想与民俗信仰的智能结晶，具有

“后科学、非宗教、安生死”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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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l Life Education in TaiⅥ忸n to ClliIlese Life Education

NIU Tse—ch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Iion，Ming c}Iu锄University，％bei，％wan 11103，China)

Abs仃act：’Ihe Iife education of’I'aiwan fhfecture was bom in ethics education and reli百ous educa—

tion of a Catholic middle sch甜．It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Westem and reli舀ous values，if it p叩ul撕zes

to Chinese society， it may not correspond． “fe education needs indigenous transfomlation and local

motage．The characteristic of life education in Taiwan is that by coincidence，it be百ns to lean towaIds

philos叩hy aS山e core conc印t．It trarIsf0Ⅱned into“ChineSe life education"an education pmgI踟based
on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n life and death．This kind of“wisdom of life"renects the tmditional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and t}le teaching of folk custom fait}1．It also eomprehends the nature of“post—

science，non—religion，and settled life and death”．
’

Key words：Chinese life education；non—reli舀on；诵sdom of life；philos叩hical th叫曲ts on life and

death

对教育工作者、受教学生以及学生家长而言，“生命教育”无疑是一个十分正向的概念。然而人们对

于它的认识却显得相当歧异，从理解为生命科学到视之为宗教教诲的都有。不过它在台湾地区成为流

行名词，仍有着特定的时空背景。虽然西方国家早就出现相同提法，但是彼此的雷同纯属偶然。即使近

年大陆和港澳地区也有人在提倡生命教育，两岸四地之问还是有所出入。平心而论，一辞多义很常见，

像“哲学”便不乏各自表述的情形。本论文写作的目的，在于向华人社会推广有关生死议题的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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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够“异中求同，同中存异”，也就是在多元的论述中批判地去芜存菁，推陈出新。在一般人的观念

里，“生命”的相对面乃是“死亡”。当讳言死亡的华人引用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一说时，我则尝试通过

“未知死，焉知生”的途径去开展生命教育。

一、台湾地区生命教育的兴起

“生命教育”之说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澳大利亚自1979年起设立“生命教育中心”，

以防止暴力、毒品和爱滋病蔓延于校园。这项教育措施充其量只影响及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其它华人社

会并不曾闻问。十八年后，同名的“生命教育”在台湾地区成为当局推动的教育政策，却只是把一所天主

教中学行之有年的伦理教育重新加以包装，再推广到所有中学去。1997年台湾省政府教育厅在台中市

的天主教晓明女中内设立“伦理教育推广中心”，次年更名为“生命教育推广中心”，并出版《台湾省国民

中学八十七学年度生命教育教师手册》，可视为第一部由官方提出的生命教育指导纲领⋯。

生命教育一度无以为继，后来虽然碰上地震灾变短暂发挥安定人心的影响力，却又在政党轮替下归

于沉寂，所幸它终于受到一位有心的教育界要人的青睐，而被大张旗鼓地全面推动。2000年8月1日曾

志朗召开记者会，宣布成立“推动生命教育委员会”，并订定次年为“生命教育年”。至于他心目中的生命

教育，则包括人际关系、伦理、生死学、宗教、殡葬礼仪等五大内容幢J。不过最初公布的委员名单中，二十

六人扣除十二名政界代表外，其余学者和中小学校长代表，半数以上具明显宗教背景，曾引起社会大众

质疑而见诸报端。这多少反映出台湾地区生命教育的宗教性因素根深蒂固，但并非坏事，反而是一项特

色。至于本论文提倡的华人生命教育，则延续了我近年所宣示的“非宗教”立场，从而表现为有别于官方

的另类论述。

非宗教立场并非反宗教，而是少谈甚至不碰宗教。宗教是给人信仰的，而非拿来讨论的；即使限于

“对话”，也难免不会产生立场问题。身处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文化氛围中，我深觉由儒道二家思想为代

表的非宗教立场，可做为生命教育的丰富活水源头。在儒家方面，新儒家学者陈德和便指出，多年来台

湾生命教育论述中，除佛教外几乎不见其它传统学术的影子，其原因包括主事者的偏见和儒者的疏

忽bJ。他甚至表示，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正是最鞭辟入里的生命教育教材，

却在近年“去中国化”的风潮中，被刻意疏化和隔离HJ。我所执持的立场虽然较近于道家，也同样认为生

命教育不能忽略非宗教性质的中华文化传统思想。我有意以凸显民族文化思想为进路，从台湾生命教

育走向华人生命教育。

台湾地区生命教育兴起至今已历九年，由于此一概念的广泛性和含糊性，乃形成“各自表述，各取所

需”的多样景观；说得好听是“有容乃大”，认其不当者则视之为“多此一举、多此一言的余行赘词”，因为

它的至大无外，几与“教育”同义bJ。根据我的归纳，目前在台湾标榜生命教育的至少有七种取向：伦理

教育、宗教教育、生死教育、健康教育、生涯教育、性别教育、环境教育，它们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六间专

门系所，以及八门高中选修课程，并且向下扎根至国民中小学及幼儿园。2001年7月当局颁布了一册

《推动生命教育中程计划》，载有“各级学校应⋯⋯建立以生命教育为教育核心之共识”的指示，确实透显

出主事者试图以生命教育来涵摄整个教育的主观期待。此一理想虽然不易达成，但是将生命教育的精

神贯注于各种教育活动中，终究是值得期待的事情。

前面曾提到，生命教育在台湾地区因缘际会风起云涌，源头还是在于天主教的晓明女中实施了二十

年的宗教教育和伦理教育。碰巧于生命教育刚上路时，佛教的南华管理学院创办了生死学研究所。

1997年8月我出任该所首任所长，下学期便主动邀请晓明女中“生命教育推广中心”主任钱永镇到生死

所演讲，引起部分教师与硕士生极大兴趣，更有人以此为题材撰写学术或学位论文，从而开启了生死教

育取向的生命教育之途径。几乎就在同时，有殡葬业者在报上登广告呼吁设立殡葬科系，南华的生死学

研究所便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携手合作，针对此议题举办设系研讨会，后来更演进出一系列的“殡葬管

理研习班”，成为台湾地区殡葬教育的嚆矢。只是曾志朗口中生命教育五大议题之一的“殡葬礼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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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却因主事者的忽视而无从发展。

二、台湾地区生命教育的内容

台湾地区生命教育在晓明女中时代走的是伦理教育路线，而且还带有长远的宗教教育背景。当时

负责撰写《伦理教育须知》的徐锦尧神父来自香港，或许自此引进英语国家的“生命教育”说法也未可知。

不过晓明全系女生，学生素质高、水准齐，不必担心暴力、毒品和爱滋病的问题，倒是伦理学或人生哲学

蔚为重要课题。事实上，这是台湾天主教学校行之有年的传统，像我曾就读十年的辅仁大学，其它如静

宜大学、文藻学院、耕莘护专等校，至今仍维系着这项传统。且其授课教师主要为神职人员担任，或至少

要具备资深信徒背景，目的则是为传播天主教思想和教义。此种作法并无可厚非，而基督教和佛教办的

学校也有类似情况。不过台湾原本即是多元信仰杂陈的华人社会，讲授伦理学或人生哲学时，有关道教

和民俗信仰，以及儒道融通的人生信念，同样为不可或缺的环节。

台湾地区由官方主导的生命教育，自1998年8月在省属国民中学正式开其端，至2006年8月发展

成为所有高级中学的正式课程，算是头一个阶段的完成。目前最具体的生命教育内容，可见于《普通高

级中学课程暂行纲要》所载的“生命教育类”课程纲要。这套课程共有八门科目，皆为二学分课程，其中

“生命教育概论”一科为入门课程，其余“哲学与人生”、“宗教与人生”、“生死关怀”、“道德思考与抉择”、

“性爱与婚姻伦理”、“生命与科技伦理”、“人格统整与灵性发展”等七科归进阶课程。此一课程规划的重

要推手及核心人物，为现任台湾生命教育学会理事长的台大哲学系教授孙效智。他曾接受天主教神学

训练，哲学专长则为伦理学，也因此进阶七科中有五门属于哲学及宗教范畴，剩下两门则为生死学和心

理学。如此安排大致符合曾志朗心目中生命教育的五大内容。

自从生命教育课程纲要正式出版后，这份几乎占去整册高中课程纲要五分之一篇幅的重要文件，便

成为台湾地区生命教育论述的官方说法和具体内容。目前由我主持的“九年一贯与幼儿园生命教育课

程大纲及教学示例”项目研究计划，就是根据上述对高中三年的课程规划，向下延伸扎根十二年的努力。

国民中小学及幼儿园的生命教育虽无正式课程，却可尝试融入各领域及学科教学中。此一计划邀请高

中课程纲要十三位撰稿人当中的两位学者陈秀蓉和吴庶深担任指导专家，他们曾经负责伦理学和心理

学部分，加上我对生死学的多年投入，使我有意将生命教育对焦于人性教育、人生教育和生死教育三种

取向。由于中国心理学指向人性论，因此我将“人格统整与灵性发展”视为较广义的人性教育加以发挥，

目的则是为了将台湾生命教育转化扩充为华人生命教育，相信这才是可长可久之计。

高中“生命教育概论”一科综述了整个生命教育的内容，可谓树人百年大计。只是全部八科课程纲

要反映出相当程度的西化及宗教色彩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其美中不足之处。对此我乃撰成十六万

字专书《生命教育概论——华人应用哲学取向》，加以反思与批判，并且建议回归本土民族文化思想，重

新建构在地生命教育论述。“本土”与“在地”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后者一方面融摄在前者之中，一方

面发挥时空脉络下的特色，但是不能自行其是。举例来说，中华文化是本土文化的代表，在此意义下，台

湾、港澳、上海、东北、大西部，甚至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社会，都可以拥有具在地特色的文化传承，不过这

一切的根柢皆在以汉民族为主所发展出来的中华文化。全球六十五亿人口中五分之一为华人，至少有

十亿人不信教，过着新儒家学者梁漱溟所说的“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bJ。在此情况下，“非宗教”的华人

生命教育，自有其重要价值与任务。

虽然台湾地区的生命教育面貌相当多元，但是在中小学其它课程中，已经涵盖有健康、生涯、性别、

环境诸课题，因此最初纳入的伦理、宗教和生死课题，可视为核心部分。由于宗教生活不是华人社会的

必要条件，反倒是生死关怀属于宗教生活的充分条件，所以我主张将宗教课题放在生死教育中介绍。此

外中国伦理学不同于西方伦理学，重视安身立命而菲道德推理；而中国心理学也不同于西方心理学，重

视人性问题而非行为考察，我乃建议将西方的伦理和心理课题，转化为本土的人生与人性教育推广给学

生。至于生死教育所关注的临终关怀、悲伤辅导、殡葬管理等实务活动，前两者已有成熟的医护和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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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在有效运作，唯独殡葬虽为民生所必需，却长期被学者专家和社会大众边缘化甚至污名化，有必要

通过生命教育以移风易俗、推陈出新。这正是生命教育大可着力之处。

三、华人生命教育的转化

生命教育在台湾地区刚起步时，就碰上一桩学生自杀事件，立即背负起自杀防治的重责大任。有人

认为年轻人自杀的原因之一在于抗压性太差，乃以外表亮丽却经不起施压的水果草莓相比拟而称作“草

莓族”。无独有偶地，近年大陆一胎化之下的青少年也有类似情况出现，使得心理辅导咨询工作大为吃

重。做为自杀防治的生命教育，主要归于人生教育方面，意即探讨如何安身立命。“安身立命”原本为佛

家语，意指身心有所安顿寄托。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曾经表示，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

自杀；决定是否值得活下去，比什么都来得迫切和重要。而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也发现，西洋哲学总

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钻牛角尖，对于使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讲，只有存在主义是例外№j。但是解

决这些大问题，原本就是哲学的责任。在中国从五四时代以来，人们就在问这一类的问题。

针对特定的时空脉络来考察，台湾地区生命教育的提倡有其一定时代意义。当局的《中程计划》强

调，活在电子产品充斥时代的学生，受到科技的影响，对于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我关系、人与自然

的关系以及生死问题等，无法真正了解，而衍生出各种伤害他人和自我伤害的事件。照这种观点看，生

命教育可以站在人文的立场，试图改善科技发达所带来的弊病。事实上，后来发展出来一整套生命教育

课程，可以说是充满人文性质的；尤其是以哲学为核心，与我心目中的“人生哲学教育”不谋而合。但是

深入探究，便会发现当局生命教育背后的哲学思维相当西化，更充满宗教色彩。如此一来，对于台湾地

区的华人是否适当，实在值得商榷。问题是当前它已经演进为当局的既定政策在推行，要想改弦更张，

只有寄望民间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我有意提出一套民间论述加以推动，此即经过转化扩充的华人生命教育。2005年秋

季，我已将之落实在空中大学选修科目“生死学”之中。此科于全台湾地区共有3700多人选课，当时我

在教科书内提出了完整的“华人生死学”论述，标帜出“后科学、非宗教、安生死”的特色【7o(P19r7—328)。如

今我则进一步尝试以中国人性论、中国人生哲学和华人生死学三者，分别代表人性教育、人生教育和生

死教育取向的生命教育，其特出之处正是“后科学、非宗教、安生死”。西方用科学方法去开发心理学，结

果失去了“心”；对广大不信教的华人讲宗教，结果越发不相应；唯有回归中华文化的本源来谈生论死，方

能如实使人安身立命、平和善终。华人生命教育的转化，便是从西化的、宗教的观点，转化为本土的、人

文的立场，让广大华人终身受用。

华人生命教育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其来有自，要想真正落实生命教育，只有从生命的学问中着手。彰

显“生命学问”的当代新儒家哲学家牟宗三对此有所阐扬，值得加以引述：“西方人有宗教的信仰，而不能

就其宗教的信仰开出生命的学问。他们有‘知识中心’的哲学，而并无‘生命中心’的生命学问。⋯⋯真

正的生命学问是在中国。但是这个学问传统早已断绝了，而且更为近时知识分子的科学尺度所窒死。

⋯⋯今之学校教育是以知识为中心的，却并无‘明明德’之学问。‘明明德’的学问，才是真正‘生命’的学

问。生命的学问，可以从两方面讲：一是个人主观方面的，一是客观的集团方面的。前者是个人修养的

事，个人精神生活升进之事⋯⋯后者是一切人文世界的事，如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事⋯⋯”旧。

上述牟宗三就生命学问所作的阐释，可视为对华人生命教育最佳脚注。华人生命教育要教的乃是

中国生命学问，而非西方科学与哲学知识以及宗教信仰。基于“后科学、非宗教、安生死”的理念，华人生

命教育是从人性论走向人生观再及于生死学，亦即先行把握人性，其次安顿人生，最终坦然面对死亡。

牟宗三的生命学问包含有“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我则倡议“自然而然”的道家境界。对读书人而言，学

做“后现代儒道家”，成为“知识分子生活家”，用人生信念了生脱死可谓足够；但对一般社会大众而言，拥

有信仰似乎不可或缺，此时民俗信仰较宗教信仰更适于华人社会。民俗信仰是没有体制、不入教团的信

仰，可纳入有容乃大的道教之内。鲁迅尝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着实不无道理。毕竟以反抗外来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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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而兴起的本土道教，经历千百年的洗炼，已经具备旺盛的生命力，是华人生命教育另一道活水源头。

四、华人生命教育的展望

“从台湾生命教育到华人生命教育”的进路有两层意义，一层是内涵的转化，另一层则是实践的扩

充。台湾地区的生命教育在官方推动八年后已蔚为显学，但是它的西化内容和宗教色彩于华人社会实

有所不足，有待通过提倡民族意识和人文精神以反映其不足之处。至于华人社会并不限于台湾地区一

处，除大陆、香港、澳门外，至少还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这些地方大多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在尊重

少数民族和所在国家人民的情况下，发扬具中华文化意义与内涵的生命教育，实为理所当然的途径。在

这方面，台湾地区除了少数新儒家学者不平则鸣发出呼吁外，并未有进一步的发展。反倒是大陆出现的

一些进展值得注意，像河南大学编辑出版一套三册“生命教育丛书”，南京师范大学申请重点科研项目，

上海市印发《上海市中小学生命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都是具体的作法。

不过上述作法均属教育界的努力，且不乏西方观点的铺陈。真正从中华文化出发，在学理基础上为

生命教育扎根的努力，主要来自江西哲学学者郑晓江一系列的著作。尤其是他于2005年在台湾出版的

《中国生命学——中华贤哲之生死智慧》一书，可视为华人生死学在哲学方面的重要立论。“生命学”的

提法来自生死学先行者傅伟勋[90(P117—129)，他于1993年拈出“现代生死学”之说，初期实偏重西方的

“死亡学”。后来虽然强调应以中国的“生命学”与之互补，以收相辅相成之效，但终因骤逝而未及建构。

然而他毕竟还是在去世之前，肯定生死学应走向具中国本土特色、由儒道佛三家所共通分享的“心性体

认本位”哲理。至于郑晓江对此的贡献，则在于看见中国传统人生哲学重视生命却忽视生活和死亡的问

题，因此他将之扩充为“生死哲学”。生死哲学涵盖生命、生活、死亡、临终诸方面，是适于华人生命教育

的具体内容。

两岸四地的生命教育近年先后起步。香港曾为英国殖民地，最早受到英语国家生命教育的影响，却

与中国传统的生命学问无关，直到最近几年才因为出生于香港的台湾生死学者吴庶深穿针引线而有所

对话。台湾地区的生命教育发展一如前述，由天主教中学开其端，至今仍以天主教学者推行最力，其它

宗教团体也有机会共襄盛举，传统学问则被边缘化，只能寄望由民间发声。大陆官方的生命教育可视为

思想道德教育的延伸扩充，民间学者则有回归传统学问之势，值得期待。澳门过去对此甚少着墨，2005

年有位曾经推广生死教育的台湾学者单文经前往任教，多少也带动起相关学术交流的风气。值得一提

的是，同年马来西亚历史学者王琛发曾在当地殡葬业者的支持下，举办过一次以“华人生死学”为名的学

术研讨会，称得上是华人生命教育在东南亚开花结果。

华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人口超过全球五分之一，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三，里面又有九成不信

教。不信教是指无关于任何宗教团体，但并非没有信仰或信念。华人大多有一定的人生信念，通常归于

儒家及道家思想；也有相信民俗信仰，通常是以道佛杂糅的形式呈现。倘若“宗教是团体活动，信仰属个

人抉择”，则华人信仰不涉足宗教团体是一大特色。这点经由台湾地区宗教学者郑志明的考察，已大致

建构为独树一帜的“华人宗教学”。举凡团体性的宗教皆排斥“改宗”，亦即改人不同宗教团体；甚至在同

一宗教内的派系山头间游走皆予反对。但是华人既然不加入任何宗教团体，便无改宗的困扰；尤有甚

者，乃是更出现普遍“游宗”的现象，在不同教团或派系山头影响的道场中游走¨o|。游宗是打破宗教团

体宰制人心的最佳作法，是避免让教团中人滥用神圣光环却又不失个人信仰的策略施展。

华人生命教育主张“后科学、非宗教、安生死”，前两者系前提，后者属结论。“后科学”是站在科学技

术的后面和外面对之加以反思批判，目的为“御物而不御于物”；看一看时下人们受制于计算机和手机的

情形，便可知晓问题的严重性。“非宗教”对生死教育尤其重要，因为任何宗教系统皆就“死后生命”有所

许诺，华人生死学却彰显出“活在当下”的现世主义，对死后生命存而不论，因此选择儒道二家思想为核

心价值。正如傅伟勋所言：“佛教除外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并不具有强烈的宗教超越性这个事实，在儒

道二家的生死观有其格外明显的反映。”¨lJ尤有甚者，唯一兴起于中国本土并用以对抗佛教入侵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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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追求的乃是通过修身养性达到长生不死的境荆，2I，同样为不寄望死后生命的健康想法。儒道思想
和道教民俗信仰，正是华人生命教育的未来希望。

结语；日 p口

本论文有意开创一套适用于华人社会的生命教育之理念与学问，知识建构在其中并非主要任务，情

意体验才是真正要提倡的人生实践。由于推动华人生命教育必须先了解生命教育的发展途径，本论文

主要在于呈现华人生命教育自台湾生命教育转化扩充的可能。台湾地区生命教育由哲学出发，观照到

生死学，此为本论文所肯定认同。华人生命教育要转化与扩充的，乃是台湾地区生命教育当中的西化及

宗教性观点，使之步向中国人生哲学和华人生死学的生命学问方向。一旦生命学问得以落实，生命教育

方能有效地深化开展。华人生命教育属于全民素质教育，希望让社会大众从死后生命、轮回业报之类的

宗教迷思中解套，回归本土民族文化的现世主义人生智慧，真正体现出儒家的人文精神与道家的自然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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