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佳榮著《中國宗教史》出版

香港報刊介紹學者閱讀

編者按 陳佳榮筆名南溟子，為我會特約研究員，現在香港齡

記出版有限公司工作。這些年來，他為好幾家出版社編寫香港中學歷

史教材，擔任歷史編輯、主筆，還利用業餘時間，潛心編著歷史書。

最近出版的《中國宗教史》就是他諸多著作之一。為使我會會員對之有

所瞭解，特摘要轉載下列二文。

香港《華僑日報》1988.11.28以〈有書可讀〉為題，載胡耀輝所寫文

章說：最近學津書店出版陳佳榮著的《中國宗教史》，可以說是一部不

可多得的好書。中國是一個宗教信仰濃厚、普遍又多樣的國度，而香

港則可謂現代中國乃至世界宗教之博物館：本港的佛寺、道觀逾三百

六十間，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諸宗派及獨立教會不少於五十

個。此外，尚有回教清真寺、猶太教堂以及印度教、錫克教的廟宇

等。至於家庭供奉諸天神佛更是多不勝數，可見中國人受宗教的影響

甚大的。陳著按照中國通史的體例，全面敘及遠古至近代每個時期各

種宗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而不限於一教一派。諸如中國原始宗教

（如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天帝崇拜及占卜、方術等），道

教（包括早期的黃老道及後來的正一道、全真道兩大派），佛教（包括

漢地佛教和喇嘛教），祆教（即拜火教），回教（即伊斯蘭教），明教（即

摩尼教），猶太教，基督教（包括景教、天主教、東正教、新教）以及

中國民間宗教（如白蓮教）等等，在書中均佔一定的篇幅。至於諸多宗

教的源流、教義、制度、戒律、特點、分派及其影響，書中也作了系

統的論述和專門的分析，不僅可供一切信仰或有志於研究宗教者參

考，也很適合香港高級會考、高等程度會考之中國歷史科及宗教科等

課程學習的參考。陳佳榮曾在北京的大學執教二十餘載，於民族宗教

問題浸淫日久，頗有心得，所以寫中國宗教史時能深入淺出、以簡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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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使全書章節明細。作者在綜合敘述前人成果的同時，也就宗教之

起源及中華民族宗教信仰特徵等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人類可能

經歷“有力闖蕩天下”的狩獵社會、“有權橫行天下”的農業社會、“有

錢旅遊天下”的工商社會、“有才名聞天下”的科技社會、“有理走遍天

下”的公理社會諸形態；道教應與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並列為“世

界四大宗教”；一種宗教被中國群眾利用為民變旗幟的先後，客觀上

反映該教在中國傳播之深入程度及本土化之早晚；一種政治學說或主

義，即使原來主張“無神論”者在一定條件下都會走向“造神”的道路；

在歷史上，既有奴隸的宗教、也有農民的宗教或工人的宗教，其出發

點都是建立一種“平等王國”。

香港《明報》1988.12.13文君撰〈中國宗教史〉一文說：近讀陳佳榮

的《中國宗教史》，猶如茅塞頓開，頗有啟迪。該書共八編，二十二

章，洋洋四十萬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評述分析過程中，持有獨

到見解，不落窠臼。例如，作者分析了在基督教教義直接影響下而爆

發的太平天國，指出千百年來中國民眾企圖推翻當政的王朝，大都採

取這種或那種宗教作為旗幟。為甚麼宗教與農民運動有聯繫呢？作者

認為“各種宗教或理論，不論土、洋︙︙皆可被中國廣大農民利用為

改朝換代的工具。”也就是說宗教對中國農民運動是有號召作用的。

（載《鄭和研究》簡訊，第11期，1989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