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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许多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
崇洋媚外。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做父母的，大概心头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长
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钳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
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过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去，我们不沉痛
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
吗？ 挣扎在崇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我们有时候就像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个人。对人，做
不到不卑不亢。许多人对金发碧眼的人固然是讨好赔笑，过度的谄媚，也有许多人特意地表现自尊而
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我们的驻外人员有时在签证手续上刁难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
整你"的心理。在自卑与自大的搅混之下，对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在讨论台湾种种社会问题时
，常发现三种直觉的反应。其一是：“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题吗？”我可不懂，台
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利也脏，所以台湾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
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没有关系？别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可以随它去？不管西方
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仍旧得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是吗？ 第二种反应是：“你老说欧美文明进步，
你崇洋！”这种说辞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说欧洲干净，那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第一问，欧洲
干净是否事实？第二问，“干净”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两问答案都属肯定，那么第三问：我
们如何效法，做到“干净”？整个程序和崇洋不崇洋扯不上一丁点儿的关系。 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
尤其来自官方，是说：“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实情！”这“不合台湾实情”是个很重的大帽子，一
方面骂人家崇洋，一方面骂人家不切实际，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什么建议或观念，只要加上
“西方”的标帜，就容易以“不合台湾实情”来打发掉。而事实上，凡是“西方”的，不一定就“不
合台湾实情”，“不合台湾实情”也不表示不能做。公德心不合台湾实情吧？我们要不要公德心？近
代民主是西方的，我们要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湾实情，我们要不要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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