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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對教學藝術的啟示: G. Vico
的觀點

吳靖國*

摘要

「詩人」就是「創作者 J '這是Vico源自古希臘哲學獲得的啟示，其指出

原始社會之領導者以「詩性能力」來創建社會，進而稱之為「神學詩人」。然

而， Vico所賦予的「詩」之意涵中蘊含著開展存有、精湛技術及美感表現等三

層意義，本文將之用於理解教師的教學活動，進而顯現了教學的藝術特質

一一開展學生內在的可能性、表現精湛的教學技術、獲得美感的教學經驗，

並同時彰顯出，教學歷程中師生透過詩性心靈的互動所生成的意義。本文進一

步指出，教師展現的詩性心靈特質包括: (I)擁有靈敏的氣質，以展現善解學

生的實踐智慧; (2) 擁有崇高的氣魄，以展現含納學生的恢弘器度; (3)擁有

淑世的情懷，以展現關懷社會的教育理想; (4) 擁有超越的勇氣，以展現創新

教學的求好精神。並希望透過師生互動中的靈性感悟，來培育學生的詩性心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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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eaching Art Inspired from G. Vico's
Poetics

Chin長uoWJ

Abstract

“The poet is a maker," in Vico's thou值的， inspired 企om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points out that the leaders who called as “ theological poets" are full of

“poetic faculty" to establish their primitive societies, and defines the poet with three

connotations: unfolding the being, having masterly art and making the aesthetic,

which applied to grasp three teaching points as follows: unfolding students'

potentials, having masterly teaching art, and making the aesthetic teaching

expression, as well as, to disclose the meaning of poetic mind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cording to the above,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teacher will

demons仕ate three kinds of poetic mind: first, to get a sensitive heart to acquit the

practical wisdom for understanding every students; second, to hold a sublime vigor

for showing the extensive manner which could receive eve可 S仙dents; third, to keep

a salvational mood for emerging the educational ideal to care for society; fo盯曲， to

possess a transcendental encourage to take the perfecting consciousness for

innovating instruction; and in addition, to have a mind to get the inward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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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eachers with students for educating students' poetic mind.

Keywords: teaching art, poetic wisdom, poetic mind, educational aesthetics,
teacher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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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義大利學者 G Vico (1668-1744) 在1725年的《新科學) (New

Science) 第一版中，即以「詩，性智慧J (poetic wisdom) 來做為全書思想的論

述主軸，而他在1732年於那不勒斯大學開學典禮演講時以〈論英雄心靈)(On

the Heroic Mind) 為題，說明了「英雄心靈 J (heroic mind) 的內涵。自此，

「詩性智慧」與「英雄心靈」乃成為Vico思想中兩個最核心的概念。其中，

「詩性智慧」是人類追求和領略真理過程中，在其自身行為上所產生的一種尋

求善意安適的詩化歷程，而「英雄心靈」則是領略真理之後，以恢弘氣度關懷

與教化他人之途徑來實踐自身崇高理想的行動，兩者之間是相互呼應的;也可

以說，英雄心靈的展現乃是對詩性智慧的實踐。據此，本文乃在理念上以「詩

性心靈J (poetic mind) 一詞將「詩性智慧」與「英雄心靈」兩者融合在一

起，而更整體地表達出Vico在不同時期所提出之理念的整體思維。

從教育的角度來看，Vico在「詩性智慧」的內涵中揭示出，人類透過想像

來理解神聖的善意以創建各衛士會制度，其本身即蘊含著「教育」的意涵(吳

靖國， 200徊， 2005a) 。而「英雄心靈」則是他透過演講對學生提出的期待，

其指涉人們運用詩性智慧之時所展現出來的崇高氣魄、關懷品質與敏銳心靈

(吳靖國， 2008) ;據此， ，-詩性心靈」遂蘊含了一種恢弘視域的心靈品質，且

具有一股不斷向善探求與開創的教育意味兒，也顯現出一種內在不斷進行創化

與詩化的心靈特質，故藉由它來進一步思考教學歷程中的師生互動，頗具有

「教學藝術化」的啟發效果。

Plato在〈宴饗篇) (Symposium) 中乃將藝術(技術)、創作與詩三者結合

在一起，如果從「詩性心靈」來看，擁有了這種心靈，似乎也就能夠展現出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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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與創作的相關特質。而教育者常常提及「教學是一種藝術J'O這似乎也讓教

學與藝術、創作、詩......等意涵產生了某程度的關聯性，故本文乃從「詩」與

「詩'I'生心靈」出發，來探討教學藝術的相關內涵，而讓教學與藝術、創作、美

學之間發生相關聯。

義大利美學學者B. Croee在1902年的《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

學的歷史〉中，聲稱Vieo是「美學的創發者 J (包愛軍， 1989 ;向瓊， 2004 ;

孫博， 2005) ，而中國大陸學者朱光潛亦指稱Vieo的《新科學〉乃是「近代對

美學或詩論做出貢獻最大的一部著作J (朱光潛， 1983b : 110)' 在朱光潛的早

期著作《西方美學史》中，便專章討論Vieo的美學思、想，而且晚年投入於解讀

Vieo的著作，致力翻譯《新科學卜並陸續於香港進行三次公開演講(劉南

翔， 1983) ，其演講內容刊登在《聯合月干的雜誌中(朱光潛，1983a '

1983b ' 1983e) 。由此可見， Vieo的思、想在中西美學領域中已經產生某種程度

的影響和發展。

事實上， Vieo在相關著作中已經予「詩」以一種藝術中蘊含的「創作」意

涵，也讓「詩人」擁有一種「創作者」的藝術氣質，這種創作者所展現的藝術

氣質不但蘊含著童稚之心(好奇、想像、熱情) ，而且具有宏偉之情(崇高、

容納、神聖)。而Vieo在「詩」中蘊含的這種創作的藝術觀似乎對「教學是一

種藝術」的理念具有更深層的啟示作用。

由於Vieo的學識廣博，其論述所涉及之領域相當龐雜，並能夠統整各面向

的知識，以及掌握各種學間的普遍要旨，故被視為一個具有通識風範的學者

@對於「教學是一種藝術」的陳述，可以從十七世紀捷克教育家1. A. Comenius
(1 592-1670)的〈大教學論> (Didactica Magna) 中獲得改示，書中一開始便指

出: r教學論 (didactic) 是指教學的藝術。......我們敢於應許一種「大教學論J '就

是一種把一切事物教給一切人類的全部藝術......a J (傅任敢譯， 199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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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靖國， 2004b ; Fiore, 2005; Tagliacozzo, 1980) 。所以，他不只在美學領域

有所影響，也曾「被譽為近代社會科學的創始人J (單世聯， 1999 : 215) 、「歷

史哲學的創始人J (韓震、孟鳴歧， 2002 : 53) ，他所影響的學術領域包括語言

學、文學、歷史學、社會學、法律學、人類學、哲學、神學、美學、心理學、

教育學......等。

近年來， Vico的思想在國內引起了教育學者的關注，並陸續撰寫相關論文

加以闡釋(吳靖國，200徊， 200物， 2005a ' 2005b ;歐用生， 2007) ，尤其是

對「詩性智慧」概念的相關探討，被應用於教育哲學、課程研究、課程美學之

中。但在國內外相關文獻中，仍然難以找到Vico思想被應用於探討師生教學互

動及教學藝術的面向上，尤其是結合「詩性智慧」與「英雄心靈」的討論。而

事實上，透過Vico賦予「詩」的意涵，來進一步思考和啟發師生互動中所展現

的教學藝術相關特質，具有相當的適切性和啟發性。故本文首先說明Vico賦予

「詩」的意涵，包括蘊含其中的詩性智慧與英雄心靈，再將其意涵應用於對教

學藝術的啟發，最後乃進一步指出教師詩性心靈的展現，並期待教師可以透過

自身的詩性心靈來培育學生的詩性心靈。

貳、「詩」蘊含的詩性智慧與英雄心靈

一、「詩」的意涵

詩，古希臘字是poiesis '原意為「製作」或稱「詩的製作J '而一首詩是

poiema' 也可以說是「製成品J '詩人則是poiet函，也就是「製作者J' 在古希

臘的界定中，詩人做詩與鞋匠做鞋都一樣是靠技藝(tekhne) ，是一種生產過

程，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創造J '所以使用poiein (英譯為“to make") 一字，

有別於graphein (書寫) (陳中梅， 2005 : 28-29 ; Kesson, 1999: 85) ;但後來學



33
鵬總婆婆繡體哪攔阻幅m!D ib'liiiJi.ll. _

機具繪圖

瀾發

者在翻譯poietes時，除了英譯成 I poet J 外，也等同於 I maker J 、 I producer J

或 I creator J 等，而中譯有「製作者」、「製造者」、「創造者」等(王云，

2005 ;王柯平， 2005 ;朱光潛譯， 1997)。據此，中文「詩」一詞兼具有動詞

與名詞的性質， I詩」做為動詞，乃是一種創作，做為名詞則是指創作成果或

稱為「詩作J '也可以說， I詩作」乃是詩人將其智慧與氣度蘊含其中而產出的

成品。

「詩」的概念在《新科學〉中是極為重要的，Vico也從古希臘字義來理解

「詩 J '並同樣指出「詩人就是創作者J'

人類祖先在他們魯莽無失。中，憑著一股全然肉體上的想像苟安創造

事物。因為這種想{牽涉完全是肉體上的，他們就以不可思議的學寫

氣魄去創造事物，這種學毒氣魄妒此之偉大，連使用想像求進行創

造的這些人也感到非常惶惑，因此他們被稱為「詩人J 0 r 詩人」在

希臘丈裡就是 r ，創作者」口故偉大的詩作有三重的五作: ( 1)創構適

合於群眾理解的學書寫言故事; (2) 引發極度的不安以期達成預定

之目的; ( 3 )教導凡俗民眾做有品德的事，就妒用詩人們教導他們

自已一般。 (NS376) •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Vico賦予其中的三個重要意義:

第一、從創作歷程來看， I詩」來自於對無法理解之物的想像，它從人的

肉體而發，也就是指「詩」乃是一種人之本能上的展現。

第二、從詩人的表現來看， I詩」所呈現出來的特質是「崇高 J '是人類

祖先領略到「崇高J '才引發自身的崇高氣魄來呈現它，並藉此而創造出各種

• <新科學》第一版完成於1725年，並經不斷修正，於1730年印製第二版，而 1744年

Vieo去世時印製的第三版，即流傳於今的版本。本文引言主使用 rNS J 即表示第三版

英譯本中之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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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事物來。

第三、從創作的成品來看， I"詩作」以寓言故事的方式表現出來，並將

「崇高」蘊含其中，提供人類一種警惕、自省與指引的作用，所以具有教化群

眾的功能。

必須進一步關注的是，對Vico而言，詩所展現出來的特質是無知、好奇、

驚奇、想像、類推、熱情、誇大、迷信......等 (NS48， NS184, NS 1 師， NSl紗，

NS209, NS375) ，這是一種人類與生俱在的本能，所以，Vico用「孩童」來比

喻初民時期的人類，他想要藉以凸顯人類的自然本性，而且有意地將人類自然

本性展現出來的特質一一詩性，與文明社會所強調讓人類不斷進步的力量

一一理性，兩者之間做了區隔與對比。﹒詩性與理性的對比與區隔很明顯地出

現在《新科學〉中，而他對「理性」的批判，主要是針對Descrate '尤其指出

Descrate主義發展出來的代數方法很容易遮蔽孩童的想像力、衰弱孩童的記憶

力、創擊孩童的覺知力，並且降低孩童的理解力，然而，這些能力卻是孩童未

來發展各種藝術、文化、科學的基本能力(Vico， 1975: 124, 1982:38) 。

從孩童身上可以看到的是「記憶力最強，想像力極其敏銳 J (NS211) ,

Vico藉此推衍出這是初民社會之所以形成於「詩性意象J (poetic images) 的主

要緣由 (NS212 )。也就是說，這時期的人類「沒有推理能力，但卻充滿著強

盛的感受力和活躍的想像力 J (NS375) ，所以他們在面對自然現象時，內在所

形成的是經由想像而來的意象，並以此去和自然世界互動，以此來形構自身的

行為模式，這是Vico指出的「詩人」的表現，I"因為原始人類生而就有感受和

I) Vico指出， I"當推理能力弱的時候，而相對地想像能力就愈是強盛J (NS185) ，而且
「依詩的真正本性來看，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同時是一位崇高的詩人又是崇高的玄

學家，因為玄學從風受中將心靈抽離出來，而詩性能力必然將整個心靈沉浸在成受

中 J (NS821) ，其中推理、抽象是理性能力，想像、移情是詩性能力。對Vico而言
這兩者是消長的關餘，而在理性的社會中，往往缺乏詩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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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力，故詩乃是他們生而就有的一種能力 J (NS375) 。

「詩」既然是人類的本能，人在本能上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詩人」。然

而， ，-詩人」所擁有的能力是什麼呢? Vico指出:

...處於貧乏中的各民族幾乎都是使用身體布沒有丈省能步，以生

動的感受各覺失。個別事物，以強大的想像 t-領會和誇夫這些事物，

以敏銳的巧智將它們歸入想像的類別中，重牢牢地將它們保存在記

憶中。......因此，想像周於記憶，這是它在拉 T字中被稱為 memona

的原因。......記憶有三個不同@甸:會@憶事物時就是記憶，會變

更或模仿事物時就是想像，當給予事物新的方甸或對事物進行適句

安排與關聯就是發明。因此，神學詩人將記憶稱為繆惠( the

Muses) 之母。 (NS819 )

繆思女神 (the Muses) 是希臘神話中的文藝之神，是指宙斯和記憶女神

( Mnemosyne)所生的九位女兒。現今的「博物館J (museum) 一詞是源自於

希臘字，-Mouseion J '是「繆思的居所」之意思，意指「博物館」是聚集各種

透過想像、沉思而獲得之事物的場所，也就是收藏人類創造精華的地方。 Vico

是修辭學教授，十分關注文藝創作，在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說明了創作

與記憶、想像、發明之間的關聯性，並且指出要達成創作之狀態時，蘊含其中

的相關能力，包括感受、想像、類比、記憶等，但其中核心的要素是「想像」

(吳靖國， 200徊， 2005b) 。據此， ，-詩」的本意是「創作 J '故詩的核心要素

乃是想像，其中蘊含的是想像與感受、類比、記憶之間的關係，而Vico所指稱

的「詩J性能力」也正是一種以「想像」為核心所展現出來的相關能力。

Vico賦予「感受」的意涵包括感官對外在事物的知覺，以及人之內在的各

種精神活動 (Vico， 1982: “-69) ，他從人類社會起源的角度指出，，-對於充滿

強盛想像力而簡直沒有推理能力的人而言，其感受是敏銳的、生動的和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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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J (NS705) ，並且認為「感受是認識事物的唯一途徑J (NS374) ，而透過感

受來認識事物的方式，乃是讓自己的心靈沉浸其中(NS821) ，事實上，也就

是一種「移情作用J '它發生在凝視觀照事物時霎時之間的物我兩忘或物我同

一，也就是「死物的生命化」或是「無情事物的有情化J (朱光潛， 2006 :

24)。故Vico指出， I"詩的最崇高的功夫就是對本無感覺的事物賦予感受和熱

f育 J (NSI86) 。

另外，涉及到想像與記憶之間的另一種詩性能力是歸類能力，也就是自

己創造出某些概念來涵蓋自己所想像的事物。 Vico指出:

最原韌的人就如同人類的積童一般，還沒有能敢去形成對事物可理

解的頭概念( intelligible class-concepts of things )時，便使用一種本

性的需求各創造詩性的特徵，也就是想像的類概念( imaginative

class-concepts 卜即是某種想像出求的模型或理念圖像，布將那些與

模型相似的具體人物都歸納進去...... 0 (NS209)

事實上，這是人類對大地「命名」的開始，而命名的過程中都透過想像

而予以神格化，並且這些神都與人類的需求產生關聯，所以Vico認為，這種人

類所想像的類別，很明顯地發生在神話或寓言故事之中(NS34) ，甚而Vico將

之用以考察希臘的英雄人物Homer肘，認為Homeros並不是一個真正其體存在

於自然世界中的人，他只存在於希臘人民的詩歌中所述說的歷史裡，純粹是希

臘人民心中的一個典型的英雄性格，所以是一個理念上的詩人(ideal poet)

(NS873 )。

綜合上述，在Vico的思想中，原始人類是無知的，且因為無知，所以產生

好奇，進而產生知識 (NSI84， NS189) ;其中關鍵之處在於人類自然本性中存

在的「詩性能力J '據此才得以感受自然世界，並且對自然現象進行想像、分

類和記憶，才逐漸描繪出屬於自己的社會，創造出屬於人類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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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詩」中蘊含的詩性智慧

上面已經提及， ，-詩」來自於人類追求崇高的本能，它不但具有教化功

能，而且是人類創建社會制度的根本動力， ，-最初的民族都是詩人」

(NS470) ，而Vico以「孩童」來指稱這個時期的人類基本特質一一即透過想

像將情感賦予物，並與之交往(NSI86) ，所以他們都是創作者，不但將生命

賦予自然現象 (NS377) ，並且想像出天神，而將天神意旨賦予各種自然現

象，故「天帝揮動閃電擊倒巨人，於是每個異教民族有了他自己的天帝」

(NSI93) ，各民族不但藉此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天神，同時也經由所創的天神

進一步地創建出自己的社會制度，所以「人類的制度立基於詩J (NS214) 。

然而，從這個歷程中仍然無法真正看出人類創建社會制度的關鍵要素，

因為其中缺少了「智慧」這個內涵;也就是說，必須從「詩性智慧」的內涵才

能看出人類自己創建社會的歷程。

Vico所指稱的智慧，包括了上帝的「神聖智慧」與人類理解神聖智慧而形

成的「人類智慧J (Vico, 1993: 67);而在《新科學》中說明「人類智慧」時指

出: ，-智慧的功能......透過被最高事物之知識所照耀的心靈，而精神將可以被

導引去做最佳的選擇 J (NS364) ;也就是說，當人類的心靈掌握了最高的知

識，也就是理解了上帝的知識，才能夠讓精神獲得最佳的抉擇和表現，進而產

生人類最高的智慧(吳靖國，2008) 。藉此可以看出，所謂「詩性智慧」乃是

人透過本能(詩性)而對天神意旨的想像和領會，進而將所得啟示實踐於生活

之中。而由於「智慧」蘊含著「真理J '是一種對於「善意J (天神意冒)的領

會和實踐，故讓詩性智慧本身具有「教化」的意義，並且進一步凸顯出從本能

出發的「想像」與從智慧出發的「創造」兩者之間的差異:

「詩性」是人的原錯特質，其最核心的表現是「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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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ination) ，布透過「智慧」所呈現出求的「善J '讓詩性有了方

甸，布走匈正途，所以詩性智慧的任特乃是將人的想像導~I j'l

「善」的發展上去，於是使Jfl r 創造」一詞求區別「想像J '這也正

是從「詩性 J (想像)到「詩性智慧 J (創造)的差異所在。(吳靖

國， 2004a : 41 )

另外，對人類而言，天神意旨不可知，也不可違，人類必須透過各種跡

象來領略天意，但總是不斷要面對其中的隱晦、模糊、可能性，所以對人類而

言，它是「奧秘的 J '這個奧秘會隨著時間而滋長，所以它充滿著可能性，人

類往往會在時間的序流中不斷地為這個天神意旨來進行解說，而每一次的解說

都似乎會朝著「善的方向」來前進。﹒也就是說，人類在詩性智慧中讓一切的

想像轉向於善(人類所想像的天神意旨) ，而所有的創造活動都是一種向善發

展的過程。

三、「詩」中蘊含的英雄心靈

在前面引文中對「詩人」的描述:

以不可思議的學毒氣魄去創造事物，這種學富氣魄女。此之偉大，連

{吏甭想像求進行創造的這些人也感到非常惶惑。 (NS376 )

其中指出了「詩人」所擁有的「崇高氣魄J '而Vico在(論英雄心靈〉中

eVico在〈新科學〉中指出: r ......人之所以為人之特質乃是由心靈和精神(或者我
們更喜歡說是智能和意志)所組成，智慧的功能乃是實踐人的這兩部分，經由智能

(心靈)而言農意志(精神)展現，目的在於通過被最高事物之知識所照耀的心靈，

而精神將可以被導引去做最佳的選擇。在宇宙中最高的事物乃是那些轉向上帝和接

近上帝的事物，而最佳的選擇則是那些朝向全體人類之善的選擇······0 J (NS364)
Vico所描述的人類社會起源、中，因為夭神意冒充滿奧秘且神聖，是人類無法控制

的，所以人類由此而逐漸生成虔敬之心，用自己的智慧來理解夭神意告中的「善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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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指出「崇高」的兩層意涵:

......首先，在自然之上，是上幸自身;其次，在自然之中，這個神

奇的整體結構使擺在我們的@前，也就是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人

的宏偉，以及沒有任何事物比起人的福祉還重要. . . . .. 0 (Vico, 1980:

230 )

在引文中最核心的意涵是， I崇高」來自於人類領略出上帝的存在，以及

上帝賦予人類的使命;在領略上帝存在的過程中，逐漸讓自己擁有如上帝般含

納萬物、滋長萬物的胸襟，並以此來為人類謀求社會福利 (Vico， 19駒，

1993)。由此便更清楚地理解到， Vico在《新科學》中所揭示出來的，詩人、

領導者、上帝與英雄心靈之間的邏輯關係:最初的民族都是詩人 (NS470) ,

而詩人具有一種英雄性格 (NS873) ，他們領受上帝的智慧而將之轉為人類的

智慧和行動，進而創建了人類社會，而這些創建社會的領導者被稱為「神學詩

人 J '他們是各民族最早的智者 (NS916) ，他們所具有的英雄性格，其本性乃

是崇高的 (NSI87) 0

也就是說，神學詩人在創建社會的過程中所展現的是「英雄心靈J '由於

擁有這種心靈，故始終抱持著要追尋崇高事物，包括對上帝進行理解，以追求

最高真理，展現心靈活動的最高價值，以及對人類內在神聖本質的掌握，以展

現德性，並追求超越個人的社會福祉 o 事實上， Vico也指出了追求崇高事物的

過程:

....心靈中的英雄氣質，將主盈著上拳，變化你的內心和意志，去

達成你學習中所要追求的事物，重且洗褲和純淨所有現世的欲望，

以巨人之勢，嘗試闊步邁匈擬將去實現的事...... 0 ( Vico, 1980: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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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引文中可以看出，心靈「充盈著上帝 J '意即「掌握了最高真理J' ﹒也

就是說，擁有英雄心靈者乃是能夠掌握最高真理之人;而掌握了最高真理，才

能讓自己改變氣質、變化意志、純化精神，而獲得宏偉與豁達的胸襟;當擁有

這種崇高的英雄氣質後，將會從內在散發出一股恢弘的正氣，進而轉化成行動

力，展現出自己崇高的德性，用以去實踐社會理想(吳靖國， 2008) 。﹒

然而， Vieo在對英雄心靈的論述中，雖然強調超越個人、為天下蒼生謀福

祉的崇高心靈，但其中卻蘊含著濃厚的功利色彩;而且他提及的「想像」與

「創作」概念也同樣蘊含有功利性質，因為「詩性」本身是一種本能的傾向，

雖然它具有豐富的美感要素一一想像，但卻都是從自身出發的想像，甚至

「詩性智慧」的產生也以自身為前提，原因是這種功利性質是人類社會起源過

程中不可避免的要素，尤其面對天神意旨透過自然徵兆所帶來的壓迫感之時，

更因為內生恐懼而會從省思與改變自身行為來符應自己猜想的天神意旨。所

以， Vieo欠缺的是「詩」所蘊含的一種「超脫」的美學內涵，﹒有關「無所為

@在Vieo的〈新科學〉中指出: ,. ......智慧一詞用來指稱自然神聖事務的知識...... ,

被稱為理智的天神之學 (reason divine science) ，它乃是在上帝之中尋找人類心靈的
一種知識，並且必須以承認上帝是一切善的調節者來認定上帝是一切真理之源、」

(NS365) ;另外，在〈論英雄心靈〉中，Vieo也指出: ,. ...... Ii'英雄』被哲學家界

定為始終追尋崇高事物的人，根據這些哲學家的看法，學高乃是指下列這些無窮的

宏偉和價值:首先，在自然之上，走上帝自身......J (Vieo, 1980: 230) 。所以，最

高的真理來自於上帝，乃是 Vieo的基本設定。

@此處可以看到 Vieo賦予神學詩人與上帝、人民之間的關條。其中，詩人與上帝之間

的關你也承續了古希臘的思維，因為在古希臘傳說裡'最早的詩人乃是神的兒子，

而Homeros經常用於形容詩人的積辭是 theios '也就是「神一樣的 J '這種言贊譽只有

王者、先知、祭司和詩人才得以有幸配載(陳中梅， 2005 : 275) ，而這也難怪Plato

在〈伊安篇) (Ion) 中指出詩人猶如一個長著一對輕飄羽翼的神明，在失去理智、

陷入激情與迷狂之際，進而創作了詩歌(Plato， 1956); 也就是說，真正的詩歌來自

於神力所賦予的靈戚。

@本文使用「超脫」一詞，用意在別於「超越J '並用於指稱美風中所蘊含的「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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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的超脫心靈，在 Vico的著作中卻難以看到。

綜合上述有關Vico賦予詩性智慧、英雄心靈與詩的關{系，進一步以「詩性

心靈」來涵蓋之，可以歸納出下列三個主要特質:

第一、從人的內在特質出發，人往往會對不確定事物產生高度的想像和

臆測，並容易對無法掌控之事物產生恐懼，而為了獲得安全感，乃對那些神聖

不可侵犯的奧秘現象進行各種聯想和組成，予以生命化與神格化，並進而衍化

出虔敬態度，從中改變了自我認知與行為，也因而創造出新的事物來。這可以

說是一種「詩化」的作為，乃是在本能與神聖之間找尋自我的去路，展現一種

在衝突或困境中尋獲心靈安適的轉化能力，所以「詩性心靈」正是內在所蘊含

的一種「詩化」歷程。

第二、從人的行動表現出發，在宗教的導引下，人們始終在追求最高的

真理，而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必須不斷領略天意，調節自身的欲望，超越動

物本能的侷限，而得以讓心靈獲得自由。這是人們獲得智慧的過程，而這個自

我省思和自我創化的過程乃是在實際行動之中產生的。在領略道理中實踐了道

理，所以「詩性心靈」蘊含有人們內在的一種「實踐」動力。

第三、從人的終極理想出發，人們(尤其是領導者)因為瞭解造物者含

納萬物、被澤萬物、滋長萬物的特質，以及感受到自身蘊含著如造物者這般的

特質，因而在自我的心靈中逐漸滋長出「關懷」意識，以善意為出發點，並拓

展為服務人群、改造社會、實踐崇高理想的胸襟，故能為人類社會帶來福祉，

所以「詩性心靈」正是內在所蘊含的一種「關懷」氣質。

為而為」的精神。雖然 Vico超越自我、追求眾生福祉，但仍然是在「有所為」的意

識中。



42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第十七卷第四期
相ilr::Tii叫那":VIIr.r.ll川圍;開叫﹒川叭，聽鱗鱗靈靈答

參、從「詩」的藝術性質到教學藝術

一、「詩」的三種藝術性質

其實Vico ，-詩人就是創作者」的主張，不但在Aristotle (1961) 的〈詩論〉

(Poetics) 中做過同樣的表示， Plato在〈宴饗篇〉中，也藉由Socrates與

Diotima的對話過程，由Diotima所說的話中指出:

......所有創造抑或從非存在到存在的轉移，就是詩作或創作，苟且

所有藝術(或稱「技術 J) 的進行就是創造，布這些精通藝術(技

術)的人則被稱為詩人或創作者。( Plato, 1956: 372 )

這段引文不但指出了「詩」的主要意涵一一從無到有的創造，同時也將

創造過程中的藝術成分凸顯出來。在此所指稱的「詩」之藝術特質，涵蓋了藝

術的兩層意涵:一是對存有的彰顯(從非存在到存在的轉移) ，另一是精湛的

技術表現。然而，這兩層藝術意涵的描寫，也出現在Vico相關著作的論述中。

在第一層意義上， Vico曾指出:

..草一種自然本性乃是一種詩性的或創造的本性，可以被稱為神

性，因為它把物質的東高都認為是被夫神賦予生命的存在體，益依

照每個東蕩的理念布分派夫神給它們。這就是神學詩人的自然本

性，他們是各異教民族的最早智者，膏時所有異教民族都被創立在

他們自己所擁有的某些夫神的信仰上。 (NS916 )

這段引文所指出的是， ，-干申學詩人」最初透過對天神的想像來賦予萬物各

種意義，而對於這種最原始的本能想像力的展現，不但為人類開啟認識事物與

生活行動的大門，創造出不可思議的事蹟來，也因為將天神想像為崇高的、神

聖的，因而得以有效地節制人類的欲望，進而能夠做出符合人道的自由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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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1098)。據此可見，詩人的創作過程乃是對人類生活之可能性及人類存在

之發展性的一種開展過程。

在第二層意義上，從Vico的著作《論從拉丁語言之起源談義大利之遠古智

慧} (On the Ancient Wisdom of the Italians Taken .from the Or哲ins of the Latin

Language) 中可以獲得一些理解:

夫神意志的名稱是nurnen' 女。周全能的上率以一眨眼瞬間的速度和巧

妙，布藉 w 她所創造的一句來表現她的意志......。她女。此的作為巧

妙地讓這些事物似乎是依其自身的意志布存在...... ，希臘人讚頌荷

馬的詩和尼各馬科的畫乃是因為它們的出現似乎是依其自身的意志

布生成的，布不是經w任何技藝才被創造的，故我相信，詩人創造

事物的這種能最乃是他被稱為「非凡的」之原因，因此這種創作事

物之神奇的靈巧能最乃是一種自然的特賀。在人的身上，這是一種

難能可貴的罕見布卓越的能芯，我們稱之為natura1ezza (自發

性) 0 ( Vico, 1982: 76 )

Vico不但以「神乎其技」來指稱詩人創作事物時的特殊能力表現，且認為

這種能力本來就存在於詩人的身上，而詩人的創作表現，乃超乎技藝的痕跡，

近乎「渾然天成 J '而且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自發性作為。可見Vico所描述的詩

人，有著一股近似於上帝創造萬物所呈現之神奇的靈巧能力，.可讓創作物猶

如擁有自身生命一般地存在著;並且， Vico所賦予詩人這種近乎上帝的能力，

乃是一麗統觀能力，而不是分析能力。@

«;)Vico也在(論英雄心靈〉的演講中告訴大學生，人的內在擁有一種「近乎神性的心

靈本性 J (the near-divine nature of your mind) (Vico, 1980: 230) ，要能認識自身擁有
的這種心靈本質，才能展現偉大而崇高的能力。

0Vico指出， r 上帝知曉一切事物，因為祂綜合這些事物的各要素並含納在祂自身

中，然而人們經由分析而致力於認知這些事物J (Vico, 1982: 53) 。在此， Vico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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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兩層意義， Vico並賦予「詩人」與「美」之間產生關聯:

......在拉丁丈中， ingenium (創造力)與natura (本性)相同。這是

否因為人類的創造力乃是人的本性，故它的功能即是看出事物中適

甸、合笠、美與考之比例，布這些是動物沒有的能力呢?......因為

「科學 J ( science) 和 scitum (適甸的東高)本東就是用源，義大利

人十分優雅地將scitum譯為ben inteso (充分理解)和aggiustato (調整

要適)。或者是否因為人類知識是在促使事物以優美的比例適句聚集

之時才構成的，布只有那些具創造力的人才能做到呢? (Vico, 1982:

70 )

這段話指出了三個重點:

第一、「創造力」是人類所擁有而不同於動物的自然本性，它的作用是讓

人得以「看出事物中適切、合宜、美與劣之比例」。

第二、「產生適切的事物」是一種科學的活動，﹒它來自於對該事物的充

分理解與妥適地促其生成。

第三、富有創造力的人讓事物以優美的比例出現，並適切地將這些事物

聚集在一起而形成了人類的知識。

綜合來看， Vico所強調的是創造、認識、美感三者的整體作為和呈現。他

在《論從拉丁語言之起源談義大利之遠古智慧〉中，不但強調「真理」與「創

了「理解」是一種綜合能力，而「認知」則是一種分析能力。詩人(創作者)表現

的是對不同領域學間的綜合和統觀，一般人 (Vico似乎晴指當時的Descrates主義

者)所表現的是對事物進行分析。

@回歸於《新科學〉來思考， r科學」一詞不是指「自然科學 J '對Vico而言，自然界

為上帝所創，不是人類可以理解的 (NS33 l) ，故他指稱的「新科學」乃是有關人類

社會的學間，也因此，引文中的「科學」乃涉及「充分理解」與「妥過安排」等內

泊，也就是一種創造過切事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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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是可以互換的，並且指出「真理即是被創作物 J .

在拉T語中， verum (真理)和fae仙m( 被創作物)是可以互換的，

或者以經院哲學的語言，它們是可交換的詞，苟且相用適用的包括

intelligere (理解)、 perfeete 1egere (完全地解請)和 aperte eognoseere

(清楚地矢。曉) 0 ( Vieo, 1982: 51 )

也就是說，人們必須理解了事物本身，才可能將事物呈現出來，這個過

程乃是一種對真理的展現，所以詩人的創作過程正是對事物本身的真實掌握，

其中包括對事物中適切、合宜、美之比例的掌握與呈現，因為「知曉即是安排

事物的各要素 J (to know is to arrange these elements) (Vico, 1982: 51 )。進一步

來說，詩人的創作過程是融入於事物之中，統觀於其中各要素，進而對各要素

進行適切的安排和呈現。當然，這種「神乎其技」的創作表現，本身便其備了

自然而然的美感。

綜合上述，在 Vieo的相關論述中，除了如同 Plato賦予「詩」其有「對存

有的彰顯」及「精湛的技術表現」之外，還說明了詩人對於美感表現的相關作

為。

二、「詩」對「教學是一種藝術」的三層意義

承續Vieo賦予「詩」及「詩人」的三種意涵，來進一步討論其在教學中所

蘊含的三層意義:

(一)教學乃是對存有的開展

從詩的第一種意涵上來看， ，-詩人」是創造人類事務的人，這是對存有的

彰顯歷程。從教學的面向來看，由於教學歷程乃因應人、事、時、地、物的差

異，而必須在目標、內容、方法等各方面進行彈性的調整，故往往呈現出多

元、複雜、不斷變化的情形，所以，教學歷程絕非是固定的、單一的、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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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是一個不斷尋找各種教學之「可能性」的歷程。此乃將「藝術」視為一

個讓「存有」不斷開展的途徑，故「教學是一種藝術」乃成為一種在教學的境

遇中開展各種「可能性」的歷程。

而所謂「開展存有的可能性 J '其包括開展教師與學生持續發展的可能

性、開展各種教學活動的可能性等，尤其是有關對人(教師與學生)之潛能的

開展，十七世紀捷克教育家 J. A. Comenius (1592-1670) 在〈大教學論〉

(Didactica Magna) 中引用G. Nazianzen的說法: ，-教育人是藝術中的藝術，因

為人是一切生物之中最複雜和最神秘的 J '而且「描繪藝術中的藝術是一件煩

難的工作 J (傅任敢譯， 1990 : 2) 。也就是說，教學的藝術特質乃是來自於

「人的複雜性和神秘性 J '這讓教學產生了各種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來自於

不同人對於教學的不同需求，來自於不同人所從事的教學活動和教育見解;這

可以說，教學的藝術乃是讓可能性得以展現的歷程，這是一種教學的「存有

觀」。

(二)教學是一種精湛的技術

從詩的第二種意涵上來看，詩人創作事物的作為近乎「渾然天成 J '是一

種自然而然的自發性作為，他讓創作物猶如擁有自身生命一般地存在著，展現

出一種精湛的技藝表現。

事實上，古希臘字中「藝術」與「技術」的意涵是相通的，在Aristotle的

概念中，係指一種精湛的創作表現;﹒《尼各馬科倫理學} (The Nicomachean

@在Aristotle的倫理學中， ，-技術」一詞來自希臘字，- tekhnee J '其由tiktein (生育)派

生而來，顯示「生成」之意(苗力田譯， 2001) ;在英譯中， Thomson (1953) 、

Ross ( 1992) 及Apostle ( 1975)皆翻譯為訓，而中譯本中亦有將 art譯為「技藝」

(高思謙， 1979) ，這顯示出技術中所隱含的藝術氣質。另外，本文使用「創作」

一詞，高思謙( 1979)譯為「製造 J '苗力田 (2001 )則使用「創制」一詞，

Thomson ( 1953 )及 Ross ( 1992 )皆譯為，- making J ' Apostle (1975) 則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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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 第六卷第四章中Aristotle引用Agathon的話一一「技術沉戀於機遇，機

遇沉戀於技術 J (art is in love with luck, and luck with art) (Aristotle, 1953:

154) ，其中， ，-機遇」乃是指事物的非本然特質，機遇的發生乃由於外在作用

力加入了本然事物而促其改變;也就是說，凡是依天性的、必然的、順乎自然

(nature) 而生成的，都非關技右fLj ，因為技術必然關乎人的作為;據此，一切

技術都和「生成」有關，是經由人為創作而來的。

從「技術」的意涵來解讀「教學是一種藝掉了J '則顯現出教學是一種精湛

的創作表現。其中蘊含兩層意義:其一，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猶如莊子在《屆丁

解牛》中陳述「屆丁」所展現的精湛技術一般，技術展現過程猶如是舞蹈(藝

掉了)表演;其二，教師的教學方法和技巧富有創造性(謝盛昕、王華敏，

1993 : 6) ，也就是一種不斷改變和生成的人為創作過程。故用「技術」來看待

教學，其蘊含了教師在教學歷程中的作為是經過精心設計與規劃的呈現，而且

這些設計與規劃卻似乎是「渾然天成」的，而讓展現出來的教學活動猶如自然

而然發生的一般。

(三)教學是一種美感的展現

從詩的第三種意涵上來看，也就是創作者將自身融入於事物之中，統觀

於其中各要素，而且能夠「看出事物中適切、合宜、美與劣之比例J '進而採

取適切的安排和呈現，而達成一種「美感的表現」。將「藝術」視為是一種

「美感的表現J '則「教學是一種藝術」便是「在教學歷程中展現出美感」。而

在這個意義上，遂讓「美感」蘊含著一種理解與領悟的意涵。﹒而就「美感起

,- production J 。

@這是「從詩的第三種意泊」出發的論述，像結合前文提及創作歷程中所蘊含的「充

分理解」與「妥過安排 J '也就是能夠看出和掌握被創造物的「適切、合宜、美之

比例」後，進而付諸實踐的歷程。在這個意義上， ，-美」的發生也就蘊含了一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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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理解與領J悟」而言，它必須來自於心靈中的「感悟 J '一種結合感動而發生

的理解與領悟，也正是一種「情動」的過程:

......任何一種「情動」都關係著與某一「存有」所顯現的「秩序」

之交感或牽引;任何一種秩序都彰顯其獨有的價值(在草宗佛學上

就稱為『蚓點J1) ，任何一種價值就是一種「美好 J ;因此任何一個情

動都涉及到一個特殊的「美感經驗 J '所以也可以進一步這麼說，美

感經驗乃是某個「秩序 J (明點)對於人生命整體的吸引或「照亮」

(因其為明點是故能照亮) 0 (為朝霖， 2000 : 104)

在生活中，不管是經由人際之間或透過經歷事件，當進入「感悟」之

時，生命的道理將成為一種光照，點明了生活的方向，於是，內心產生一種美

感經驗，它牽動了每個人不同的情感(感受)，成為每一個人的特殊經歷，而

為個人的生命整體開啟另一種可能性(即對「存有」的彰顯)。這種感悟過程

是「沉浸其中」時的幅然覺醒，因為處在其間而看出道理來，所以能夠適切地

形成美感表現。

教學美感就表現在師生共同沉浸於教學活動之中，師生從中領略出「道

理」而讓彼此有所「感，悟J '這種心靈間的交會將促使彼此的可能性獲得了支

持和表現，而這種美感經驗往往發生在彼此心靈感動之時。

綜合上述，從Vico賦予「詩」在藝術上所展現的三項功能一一彰顯存有、

精湛技術、美感表現，到將三者應用於教學歷程中，進而呈現出教師透過教學

活動而希望達成的三項要點:(l)開展學生內在的可能性;(2) 表現精湛的教

學技術; (3)獲得具有美感的教學經驗。其中，第一項是教學目標，第二項是

教學技能，第三項是教學成效。然而，這三項要點也正是教師在教學歷程中的

解與領悟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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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

教學藝術展現，雖然是源自於Vico對於「詩」的見解，但卻也能適切地用以看

待教師的教學重點。

肆、教師詩性心靈的展現

一、教學藝術氛圍的形成

對Vico而言， I詩」的「創作」意涵中原本就蘊含著對「美」的彰顯，故

他認為要彰顯其中之美，必然要結合理解與表現，而其中的關鍵是必須讓自身

融入其中，才能真正理解與掌握事物之間的各項要素，並且要進一步綜合這些

要素而將之含納在自身中，才可能對事物進行適切、合宜、美之比例的掌握與

呈現。所以， Vico特別強調「知曉即是安排事物的各要素J '而藉此可以看

出，在美感表現中理解與實踐兩者是一起發生的。

從教學歷程來看，師生必須共同融入於教學情境之中，才能真正感受和

理解影響教與學歷程中的各項要素，並進一步統合這些要素，而讓它們結合於

自身的能力以成為自我的一部分，才得以讓教學活動獲得適切、合宜、美之比

例的呈現，這種「沉浸其中」的行動乃是產生教學美感的關鍵要素之一o

然而，如果「沉漫其中」所隱藏的是功利性質，教師積極投入是為了自

身利益，那麼「沉浸其中」往往也就無法產生美感了。因此在教學美感中，

「超脫」乃成為沉浸其中的先前條件;也就是說，教師對教學的投入，不能是

一種操控的、自利的、急迫的心理與意識，而學生的投入也不是一種被壓迫的

結果，故教師必須透過一種「超越利害」的心境，才不致落入操控學生的境

地，而得以讓學生開展自我的心靈 o 據此，教學歷程中蘊含的「沉浸其中」

(參與)與「超越利害J (距離)兩種作為，﹒「沉浸其中」是一種人與物之間

@張玉勤與張國花 (2003 )也指出，審美過程中必然包括「距離」與「參與」兩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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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入，在教學活動中是一種「吸哥IJ 和「投入J ' ，-超越利害」是一種人與物

之間利害關係的超脫，在教學活動中則是不壓制、不操控，也就是給予學生思

維的空間、等待學生的成長。師生互動必然在相互吸引之中(沉浸其中)才能

產生美感，而學生之所以投入於學習，不是來自教師的壓迫，也不是來自學生

趨利避害的結果，而是學生自由意志下的選擇，也因為思維空間的存在，學生

才得以「選擇」和「開展」。

事實上，在教學歷程中讓「沉漫其中」與「超越利害」之間產生良好的

互動，才可能產生教學藝術的氛圍，要促進這種氛圍的形成，應該在教學活動

中注入下列兩項基本特質:

(一) ，-不即不離」的師生互動

若想、達成「超越利害」前提下的「沉浸其中 J '則需要營造一種「不即不

離」的教學氛圍，才可能讓學生展現自主性的學習特質，而真正讓學生獲得自

我的成長。因為「不即 J '故得以保持適當距離，而心靈得以自由展現;因為

「不離 J '故得以引發共同參與並促進視域交融，進而讓學生獲得鷹架。這是

在「放任」與「干預」之間，使用「提點J (吳靖國， 200Se) 來促進學生開展

自己的途徑。

《學記》中強調「君子之教，喻也J '其原則是「道而弗牽，強而弗抑，

開而弗達 J '因為「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 J '而能夠達

到和、易、思，才能夠被稱為「善喻 J '也才能被稱為好的教學。因為「牽」

(操控)、「抑 J (壓迫)、「達 J (給答案)都具有「直接性 J '如果教師以如此

共存，惟未說明兩者之間的互動關條。再者，張玉勤與張國花乃將「距離」區分為

空間距離、時間距離、生活距離與心理距離。本文在教學領域中，主要強調的是思

維空間與心靈自由，故具有「心理距離」的意義，但更強調的是心靈層次上的超脫

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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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為，則將讓學生失去思維空間，師生之間的關係是緊張、僵化、甚至是衝

突的，往往無法真正改變學生，所以不是一種好的教學方式。〈學記》主張的

是師生之間的和諧與合作，而重點在於給出思維空間，才能真正讓學生獲得成

長，因此認為好的教師應該要「善喻 J" 喻」是例舉、啟發、使其明白(東方

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1988 : 184) ，這與「灌輸J (不給思維空間)產生鮮明的

對比。

從「教育」的拉丁字源'educereJ 蘊含的「導引出J (to lead out) 或

'educare J 所蘊含的「滋養J (to nourish) 之意 (Winch & Gingell, 1999) 來

看， ，導引」必須建立在「對方願意跟隨」的條件上，也就是說，教師必須擁

有對學生的吸引力，讓學生願意投入教師給予的導引。再者， ，滋養」的目的

是促其生長，而生長的基本條件之一是空間，也就是要給予學生生長的空間，

教師給予的導引才能讓學生獲得成長。這兩者所蘊含的意義，都不是教師對學

生的「直接」作為，而是回歸於學生主體的選擇和參與，正如《學記〉所強調

的「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 J '其中蘊含著美感經驗的基本要素一一-

「不即不離」。

(二) r靈11t時悟」的心靈交融

「詩的最崇高的功夫就是對本無感覺的事物賦予感受和熱情 J (NSI86) ,

這是對事物的意象化、生命化與意義化，所以透過詩，讓人們的心靈活躍了起

來，也讓生活更富有生命力。「詩」讓人將自身投入於事物之中，讓心靈沉浸

其中、與之對話，在物我兩忘的移情中，理解與感悟了彼此所散發出來的生命

意義，這是一種心靈交融的過程。藉此，詩人透過自身的感悟而用簡潔的行動

或話語來開啟蘊含在事物中的道理。

「感悟」就是能夠看出道理來，而這個道理可能是生活上的行為規矩，

也可能是蘊藏在生命深處中的意義。透過「靈性的感悟J '才能夠看見生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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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道理;也就是說，師生之間的互動，不應該只是教師不斷地為學生建立行

為準則的過程，而應該是進行一種靈性的感悟，讓學生看到生命深處的道理。

據此，在心靈交流上，教師必須營造一個可以讓學生「沉浸其中」的教學情

境，讓師生之間得以進行一種「兩忘」的心靈交融，使教師從中得以領會教育

的本質，使學生從中得以感悟生命的意義，而讓彼此在交會中互放光亮(相互

點亮對方)。這是教學歷程中產生的美感經驗，也是「教學美學」的探究起

點。

處在「靈性感，悟」的交流中，心靈是安適與滿定的，所以師生在教學互

動中，得以產生快樂和幸福，美感便展現在快樂與幸福的教師、學生身上，而

在這樣的氛圍中，也會進一步激發師生之間的教學熱情。

二、教學藝術中教師展現的詩性心靈

綜合前面的討論，進一步從教學藝術氛圍中蘊含的實質內涵來看， ，-詩」

在教學藝術上的啟發是:教學目標上，在開展學生內在的可能性(彰顯存

有) ;教學技能上，表現出精湛的教學技術(精湛技術) ;教學成效上，以獲得

具有美感的教學經驗(美感表現)。據此，教學歷程中所展現的是一種藝術活

動，並於師生互動之間開展出美感特質。

如果在教學歷程中要產生上述的藝術氛圍與實質內涵，教師必須透過自

身的詩性心靈來涵養學生的詩性心靈，才能真正促進師生互動中得以獲得美感

的教學經驗。故乃進一步提出教師在教學藝術中應該展現的四項詩性心靈特

質:

(一)擁有靈敏的氯質一一展現善解學生的實踐智慧

Vico提出「詩性能力」以相對於「理性能力 J '並批判Descartes主義對學

生想像力、記憶力、覺知力、理解力的傷害，其不但意謂著師生之間在能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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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的差異，也表達了教師不瞭解學生心理特質時所造成的問題。

從上述詩的第三種意涵上來看，教師要將自身融入於學生之中，掌握與

統觀影響學生學習的各要素，才能找到適切於個別學生特質的教學方法，而讓

學生獲得適切的開展，這乃是教師實踐智慧的展現。也就是說，教師不但應該

理解學生的特質，其自身也應該重新找回詩性能力，讓自己在教學歷程中可以

透過想像力、類比、移情、有情化等特性，更靈敏地覺察教學情境中所發生的

各種情形，以及理解學生在教學情境中的需求與變化，師生才能在教學實踐過

程中產生共鳴。

(二)擁有崇高的氣魄一一展現含納學生的恢弘器度

「詩」來自於人類追求崇高的本能，它不但具有教化功能，而且是人類

創建社會制度的根本動力。這種「神學詩人」能夠「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

之志 J' ·也就是能夠擁有如同上帝可以合納萬物一般的胸襟， I能夠用心靈的

力量來擁抱宇宙整體，合納天、地和海洋 J (Vico, 1993: 54) ，進而得以「贊天

地之化育」。

就教學歷程而言， I贊」的意涵有二:其一「參與J '其二「贊賞」。依前

者，教師以恢弘的器度來面對學生，合納不同學生的個別差異，理解學生的需

求，給予適時提點，讓學生如沐春風，而得以適性發展;就後者，教師鼓勵學

生勇於嘗試去開展自身的可能性，並能欣賞學生的特殊表現。簡而言之，教師

在恢弘的器度中蘊含欣賞的眼光，而能夠讓學生沉浸於他的器度之中。

@羅貫中在《三國演義>(吳小林校注， 1994) 第 21 回(曹操煮酒論英雄〉中，對

「英雄」此一概念所做的陳述是:r 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

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其與Vico指出「神學詩人」創建社會過程展現的「英

雄心靈」頗有同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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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擁有淑世的情懷一一展現關懷社會的教育理想

「崇高」的另一層意義是能夠領略人的宏偉與人的褔祉 (Vico， 1980:

230) ，詩人的崇高本性係展現於幌除一己之私而能夠為社會服務與奉獻的德性

上。 Vico對大學生所揭示之教育目的，不僅是要知曉「幸福」是什麼，更重要

的是要懂得如何為社會謀幸福;也就是說，做學悶不是為了獨善其身，而是要

兼善天下，所以真正的知識應該要實踐出來，要能夠將所學應用於從事公共事

務，進而能夠當一位稱職的領導者(也就是《新科學〉中強調的「神學詩

人J) ，而領導者必然能為公共利益帶來最大的良善，所以必須擁有「神聖的」

特質一一思維靈敏、包容萬物、善待一切，也就是一種淑世的情懷與利他的

胸襟。

「詩」其有教化的作用，擁有詩性心靈的教師，不僅是班級的領導者，

也是社會的領導者，他不但關心教育對學生的影響，也關心教育對社會的作

用。教師擁有關心社會發展的熱忱，也擁有端正社會價值、為大眾謀求幸福生

活的義務心，透過教育，乃是教師展現社會理想與抱負的途徑。

(四)擁有超越的勇氣一一展現創新教學的求好精神

「詩」的「創作」本意中蘊含著「從無到有」的生成過程，所以Vico指

出，社會的起源乃是詩人從無到有的創建歷程，它來自於詩人領略天意進而改

變人類自身的結果。然而，這個生成過程也正是Aristotle賦予「技術」的本

意，並且在精湛的技術展現中，美感已經油然而生。依Aristotle的理念， I善」

即是「恰如其分地表達自己J (吳靖國， 2006) ，這也就是一種「適切、合宜」

的行為表現，亦即是Vico賦予「詩人」能夠判斷與表現「美之比例」的意涵;

也就是說，當美感形成之時，也正是將精湛的技術用於創作之際，這是人為的

力量，是在無中生有，是一種超越現況的創生之舉。

據此， I善」與「美」是結合在一起的，教師能夠盡善，於是能夠達到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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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境界;盡善，是要讓自己更好，也就是必須要不斷地省察自己與超越自

己，才能夠隨著不同的教學條件而得以恰如其分地展現自己;也就是說，教師

必須擁有超越自己的勇氣來追求更精湛的教學表現，才能夠在每一個教學情境

中適切而合宜地表達自己，適切地進行師生互動、合宜地展現教學節奏...... ,

而這一切的超越與創新，將逐漸促發教師在教學歷程中不斷地呈現出美感。事

實上，教學的創新本身就蘊含著教師的實踐智慧，也就是一種超越侷限而不斷

朝向美善的改變歷程，而這種改變促使師生獲得更美好的教學結果。

伍、結語

「詩」的「創作」意涵來自於人的「想像」能力，所以， Vico將「想像」

視為開創社會的動力。在《新科學》中， 1詩性的」幾乎可以跟「想像的」畫

上等號， Vico提出來的「詩性邏輯 J '也就是人類想像出來的邏輯、「詩性天

文」是人類想像出來的天文...... ，而所謂的「詩性智慧」就是指「人類所想像

出來的智慧 J '也就是說，雖然「智慧」是來自於上帝之善的指引，但畢竟是

人類所想像出來的。事實上，這是Vico對人類自主性的肯定。

在詩性智慧的實踐中，詩人即是創作者。對Vico而言，這個創作的歷程本

身不但具有「真 J '而且同時蘊含著「善」與「美」的特質。所謂「真 J '是指

「詩性真理 J '也就是人們所認定之理念上的真理， 1善」是指「詩性天意 J '

是一種人們所臆測的天神意旨， I美」是指「詩性理解J '是一種人們在創作事

物過程中對各要素的適切安排與呈現。所以，人類的所有創作行為都來自於自

身的想像和安排，這不但呈顯了「詩人」的創作歷程蘊含著真、善、美的本

質，同時也再次凸顯了Vico在《新科學》中重述三次「民政世界確實由人類所

創建」的蘊意。

本文從Vico賦予「詩」的三種意涵-一一彰顯存有、精湛技術、美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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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將之轉化於教學歷程中，用以呈顯師生在教學互動中所要達成的三項要

點:開展學生內在的可能性、表現精湛的教學技術、獲得具有美感的教學經

驗。據此，乃將教師視為一位擁有崇高心靈的教學創作者，故教師的詩性心靈

中應該要擁有靈敏的氣質、崇高的氣魄、淑世的情懷及超越的勇氣，並以此來

洞悉、教學情境，掌握教學情境中的各種要素，以進行適切而合宜的安排，進而

能以優美的教學節奏來呈現教育美感，展現出精湛的教學技術。

本文也進一步指出，在培育學生詩性心靈的教學歷程中，必須營造「不

即不離」的學習氛圍，來讓學生樂於投入教學情境之中，並讓學生擁有思維與

抉擇的空間，才能真正促使學生開展其自身;且必須營造「靈性感悟」的心靈

交融，讓師生因為心靈的交會而得以領會教與學的道理，真正獲得成長。

事實上，本文在「詩性心靈」上的推衍情形，某部分已經超出了Vico的見

解，這也顯示出Vico賦予的「詩」之意涵中欠缺了「超脫」要素。有鑑於此，

本文因而提出了「超越利害」的理念，希望彌補師生在教學互動過程中，可能

因為教師自身利害條件的束縛，興起了操控學生的意識和行為，造成立即性壓

迫而喪失教學歷程中應該為學生保有的思維空間與等待學生成長的時間。

另外，本文強調在師生心靈交融過程中出現的「靈性感，悟J '雖然也可以

從Vico的相關論述中找到線索，但不可否認的是，Vico所呈現的是一種從宗教

面向來進行思維的意涵，所以要在師生互動中放入這個宗教意涵上的靈性感悟

乃是有侷限的。而必須進一步從前面述及的「天神意旨」轉換成「奧秘」概

念，再進一步從「奧秘」的意涵中推衍出「存有的可能，性」之時，才能夠以

「師生互動的可能性」來突破這個宗教上的侷限。但反過來說，r 靈性感，悟」

的意涵在某種程度上涉及了人類精神上的靈感與感通，其本身其有「神秘」的

色彩，故也確實彰顯了人類本性中的「于申性」特質。但是，人的這種神性特質

不必然要落入宗教的思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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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些問題顯示出以Vieo的「詩」來做為啟發教學藝術可能出現的難

題，但儘管如此，本文也試圖避免產生這樣的困境。然而，另一個更值得關注

的是，若要在教學歷程中展現師生詩性心靈的交流，絕大部分係取決於教師;

也就是說，必須藉由教師展現的詩性心靈來涵養學生的詩性心靈。所以關鍵之

處是，教師要能夠以恢弘的器度來接納每一位學生，並能進入學生的內心，激

勵學生獲得成長;要能夠透過教育來關懷社會、促進社會發展，以利他的胸襟

來謀求大眾的褔祉，並藉此身教來陶冶學生的言行;要能夠不斷地創新教學，

追求與表現精湛的教學技術，在教學情境中恰如其分地展現自身的角色，以能

為學生帶來更完善的學習成效;並且要能夠營造互信與真誠的氛圍，讓師生的

心靈沉浸於教學活動中，教師真情流露、學生如沐春風，而得以在彼此的心靈

交融中感悟生命的意義，激發與開創彼此的生命動能，進而感受教學歷程引發

的幸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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