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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紹光 

牧者的文化修養如何可能？文化修養並非一自身圓是的 

活動。文化修養之所以可能，必須預設文化教養作為必要條 

件；而牧者的文化修養則必然觸及牧者的本質性使命：牧養， 

牧養應當是修養的完成。以文化修養為中心，向後逆溯即有 

文化教養，向前順推，則為牧養文化世界；教養、修養、牧 

養即形成一個三連環的關係，彼此不能分割。尤值其得注意 

者，此三環節跟文化世界均有緊密的關係，文化世界既作為 

教化養育之境域，便亦為被更新變化以致能成為生生不息的 

場所；牧者與文化世界之間實有相互建立的關係，具體表現 

於教養、修養與牧養的環節中。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根據現代哲學，特別是現象學的研 

究結果，文化世界是先於物理世界的。這看來跟我們的常識 

不符，然而剛剛相反，這是最符合常識的。文化世界就是我 

們當下生活的世界，是沒有主客對分的，而是互動的結構， 

*本文原發表於1 9 9 7年 2月 2 1日香港信義宗神學院一個以「徘徊十字 

路口的牧者,為主題的專題聚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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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人與物之間並非認知的主客關係，而是互為主體， 

打成一片：是活生生的，而非死寂寂的。物理世界、科學世 

界、科技世界乃是後起的，乃是由生活世界及文化世界衍生 

出來的。正如當筆者手執鉛筆疾書講稿之時，這筆就跟我打 

成一片，我並不會有興趣去探問其物理結構，化學成分，在 

使用中，鉛筆之所、以為錯筆就表現出來。甚麼時候我會以知 

識主體的身分去看待這鉛筆而視之為知識客體呢？只有當我 

發現它不能發揮其功能時，我才會思考何以如此；是它的化 

學成分出了問題，如石墨異化’或是物理結構受到破壞，如 

筆心斷裂，諸如此類的問題即把原來的生活世界、文化世界 

轉變成物理世界，科學世界。可是，這問題一旦解決了，另 

換一枝錯筆，則又恢復原來的活生生，彼此打成一片的世界。 

在這一根源的世界，人與世界不是相分的，不是互為外 

在的，其關係猶如魚跟水，魚不能離水而活，人亦如此，世 

界如水般養育人，並且，世界也不是離開人而獨存的，即沒 

有獨立於人以外的世界。當然，這世界是指生活世界、文化 

世界，因而M跟人並起、一時並存的。人活在並參與這世界， 

世界的出現、生化藉«中的人。的確，這世界當如《莊子》 

七篇中第四篇之篇名：〈人間世〉。人乃世界中的人，世界 

乃人間的世界。 

雖然人與世界是相生相長的，但在此，我們特別有興趣 

的，是人在此文化世界中被教養成人。文化世界實質乃是縱 

橫交錯而成的世界。所謂「縱」「橫」乃是指歷史傳統的累 

積與社群關係的總合。換句話說，文化世界同時具有歷史向 

度(historical dimension)與社群向度(social dimension)，這兩 

個向度都同時綜合於當下的文化世界’事實上，離開此文化 

世界，亦別無歷史傳統與社群關係。因此，當人活於此文化 

界之中，無疑地，便是活在歷史傳統及社群關係之中，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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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實亦同時是被「教養」、被「教化」、被「養育」 

而得以活在其中。由此而言，人被教養而成人，則此人自然 

亦成為歷史的人，社群的人。 

上述是從人的存有結構來說的’在現實上仍不礙人可有 

非 歷 史 非 社 種 種 表 現 。 於 存 贫 結 構 的 本 然 狀 態 而 言 ， 

此亦只是一種非本然和失真的表現。這裡同時透露了一個信 

息：人在這文化世界中被教養並非終極圓滿的結果，因人尚 

在不自覺的階段，他雖浸淫在文化世界之中而受其滋養，但 

仍未自覺其本身在存有結構上乃是歷史的人、社群的人，亦 

即未自覺人之歷史結構與社群結構所要求自己活出這樣的本 

性。另一方面，文化世界於此階段亦只是形式地決定人之歷 

史性與社群性，並未能在內容上，素質上必然地教養其成為 

歷史的人、社群的人，這是因為文化世界本身仍未達致形式 

與內容的統一，當中尚有許多非歷史、非社群的元素在內， 

有待更新轉化以湊圓滿。與文化世界圓滿之同時，亦為人之 

圓滿，因為二者是相生相長的。 

即使如此，人之所以為人，於此已被決定為一歷¢0勺人， 

社群的人，故此問題即在於如何「活出」這存有的本性，從 

而真正成為人，這就是文化修養的工夫。於此，文化修養並 

非可有可無的。 

從文化教養的背景來看文化修養的重大意義，乃在於此 

活動並不是抽離的實踐。這講法的意思是：首先，沒有人可 

脫離文化教養而有文化修養，即文化教養使文化修養成為可 

能，文化教養乃文化修養的活水源頭。因此，文化修養的實 

踐活動根本就不能離開文化世界而進行，沒有人可以離群獨 

居，不食人間煙火而作文化修養。更值得注意的，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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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是表示活撥有機的關係，這就反對、批判以文化世界 

為客觀研究的對象，或商品化之以牟取利益。雖然文化修養 

是一個自知自覺的行動，但這並不表示我們需要探取一種主 

客對峙的格局來看待彼此之間的關係。反之，文化修養裡對 

話的過程，是人與文彳as界有意識的交往。這樣，彼 I t l ^往、 

對話就預設雙方均以主體的身分出現，彼此地位相等。 

因此，文化修養是在這種關係中批判地和有選擇地吸取 

養料而化育自己。跟文化教養不同，人的自覺意識使人不再 

照單全收，純粹由所生活的文化世界塑造、決定其內容，這 

種自覺意識讓人可以擺脫意識形態的制时，不再完全受制於 

過去。這舉動點明了人的超越意識與能力，即人有一超越過 

去與當下的要求，但是這種超越並非一種空間性的抽離，也 

不是一種跟過去和現在斷絕關係的分割，而是在過去和現在 

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而非原地踏足。超越意 i i是一批判意識， 

批判並非完全的否定，而是揚與棄；既有發揚，亦有捨棄。 

人的文化修養實踐正是揚棄活動，藉此活動，人進一步豐富 

其自身的生命。是的，心若停留在一未知未覺的階段而任由 

文化世界教養成人，則其生命仍是不足的，因為未能排除文 

化世界中的糟粕。 

當然，跟著我們便會追問：人何以能有此自覺超越的意 

識？若原來已活在文化世界之中，除非此文化世界本身具備 

超越批判的元素，否則，即無由生出此意識，更不能引發揚 

棄的實踐活動’即使我們肯定文化世界內具超越、批判的元 

素，我們仍然可以進一步追問：何以如此？如何可能？從神 

學的角度來看，這超越意識的出現，乃源於人與跟其本性完 

全有異的上帝相遇而得出的，人與上帝之間存有論上的差異 

(ontological d i f ference)是人超越意識的根據所在°此差異使 

上帝以他者的身分出現，而作為分享上帝形象的人，彼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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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亦同時存在一「我一他」（ I -o ther )的關係，而正因這種關 

係’才使群體的建立成為可能，這也是文化世界何以具有社 

群向度的原因。並且’這他者的上帝同時亦揭示文化世界的 

終極去向，從而產生一種將來終末的意識，亦即超越意識， 

超越當下的現狀以邁向藤新的將來；終末的將來讓人有一距 

離批判過去和現在，而正因這距離才使歷史成為可能，這也 

是文化世界何以具有歷史向度的原因。 

在對文化世界批判地吸收的行動中，人即自覺其為歷史 

的人與社群的人。在ShadowLand這部電影中有一句話：「閱 

讀使人知道他並不孤單」，同樣地，批判地閱讀文化世界， 

就會使人自覺地他是歷史的人、社群的人。這一份自覺知道， 

使人步出自己’自覺地投入文化的世界之中，不再只是不自 

覺地活在其中；經過文化修養而自覺地融入文化世界之中， 

可稱之為「牧養文化世界」的舉動。 

四、 

當提出「牧養文化世界」一語時，即叫人想起德國現象 

學家海德格（M. Heidegger)的名言：「人是存有的牧者。」 

廣義來說，任何一個人都是牧者，其牧養的對象就是那養育 

其成人的文化世界。「牧養」是甚麼意思呢？第一個意思是 

守護，守護文化世界使其不被扭曲 ^化，或有如當代德 

國社會哲學家哈伯瑪斯 a Habermas)所指的殖民化。所謂殖 

民 化 是 指 生 活 世 界 、 文 化 世 界 為 其 所 衍 生 的 系 統 世 界 

(system wor ld )所侵触，喪失了原來的活撥生機而成為唯效 

率、唯效果的工具理性所主宰的世界。此世界是平鋪整齊 

的，非歷史和非社群的，當中的人猶如另一位批判理論哲 

學家馬庫色 ( H . Marcuse)所言的：是單面人（one dimensional 

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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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的第二個意義是更新轉化文化世界、生活世界。守 

護是相對於外敵而言的，更纏化則悬就文彳泄界自身而言。 

這種轉化更新其實是跟隨著批判性的閱讀而進行的，只是針 

對的對象是文化世界本身，最終的目的是使其社群向度與歷 

史向度具體實現，消除當中非歷史、非社群的元素，以致文 

化世界的形式與內容能達致同一，從而使當中的人與物均能 

各得其位，各正性命。 

從文化教養經文化修養至牧養文化世界，並非直線的， 

乃一螺旋形的不斷進程，其終結乃是歷史的圓滿，因此不在 

歷史之內。然而，在歷史之內，人都需要不息的實踐，從而 

使人成為人、物成為物，文化世界成為文化世界。 

陝義來說，作為信仰群體的牧者，其直接牧養的對象固 

然是其信仰群體，然而，信ffllP體亦彡時由離文化世界而存在， 

故信仰群體本身亦當對文化世界實踐上述那種廣義的牧養工 

作，負起牧養文化世界的責任；而此信仰群體的牧者則首先 

有責任守護此信仰群體不被扭曲、異化或殖民化，否則即難 

進一步言守護文化世界。事實上，許多信仰群體的生活世界 

早已被系統化：科層化、組織化、倫為商業行政組織，成員 

之間只有層級隸屬關係，把活撥相交的生活世界全然扭曲成 

非社群的、非歷史的。此外’牧者亦有責任帶領信仰群體進 

行內在的自我批判，清除那些高抬獨自修行的自了漢之傳統 

心態’摒棄那些攔阻人走出自我進入他者世界的意識形態， 

並要解放那些只滿足現狀、但求平安度日的非歷史心態，從 

而使信仰群體能活出生活世界那種社群向度與歷史向度，在 

社群中和歷史中完成自己。這樣的論調並非把信仰群體約化 

為文化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文化世界的社群向度和歷史向度 

本來就是上帝對受造世界的心意，信仰群體作為屬上帝的群 

體，因此就需要活出這些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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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牧者牧養信仰群體’其實最終目的 

乃是使之能牧養所生活的文化世界，使文化世界能活出上帝 

的心意。這樣’牧者雖直接牧養信仰群體’但最終仍是牧養 

這個文化世界，這樣’牧者方才成一牧者’然而’這仍然是 

個不息的實踐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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