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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在今天如何看待梁漱溟（1893-1988）上世紀三十年代所從事的社會實踐？

梁漱溟構想的鄉村建設的目的是為了救濟鄉村，救濟鄉村為的其實是一個保存

傳統文化的需求。我們都知道那時候，因為西方文化的衝擊與壓力，讓中國內

部生變，產生李鴻章所說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那是個回應西方現代化挑戰

的時代，憂心國事的人都急於讓中國吸收西方文化，學習西方的工業化與都市

化，或總的來說的現代化。對當時的人來說，傳統文化是人們實現自由的阻

礙，我們是否也可以主張傳統文化也有助於實現人們的自由呢？人們是否只能

選擇「全盤西化」才能達致自由？傳統文化在消除人們的不自由（或消除不正

義）與增進福祉中扮演什麼角色？筆者以為，可以透過沈恩（Amartya Sen）的

能力取徑（the capability approach）回答這些問題。基本上，沈恩認為讓人們有

選擇的能力才是自由，而人們的能力像是攝取足夠營養、長壽、融入團體生

活、培養一展抱負的技能等種種的組合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梁漱溟的鄉村實踐

構想提供了生活在傳統文化中的人民有著生命的品質，傳統文化構成了人們的

共同認同與價值，借鑑沈恩的能力取徑，探問如何讓文化賦與人們能力而不是

妨礙能力的施展，正是本文的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