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興中、廖淵泉

〈默默耕耘 著作等身─記旅港史學家陳佳榮〉

同窗之誼，久則益固。同鄉之情，老而彌濃。生於歷史文化名

城泉州市鯉城區許厝埕的陳佳榮先生是我們廈大歷史系的同學，他雄

姿英發，談吐詼諧，哪况有他，哪况就一片歡騰。他思維敏銳，目光

如炬，有深邃的觀察能力，有超常的組織藝術。他勤奮好學，知識淵

博，常有一鳴驚人之舉，贏得班中同學的好評。

1958年8月，陳佳榮畢業於廈大歷史系，9月開始任教於北京中

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利用教學之餘，他自編或與人合編《中國近代

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簡史》等大學教科書，初露頭角，成績斐

然。1981年7月，他被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聘為碩

士論文答辯委員，參加〈扶南史概述〉的答辯與評定，駕輕就熟，游刃

有餘。

1982年4月，佳榮移居香港。11月起先後在香港長河出版社、波

文書局、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及朗文（遠東）出版有限公司任歷史主筆、

編輯。1990年5月至1999年5月，任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總編輯，兼

麒麟書業有限公司（屬齡記出版集團）策劃。筆耕十餘年，鴻篇巨著，

不斷問世。他除繼續編寫課本外，還發表〈香港近代歷史分期芻議〉、

〈古代中外航路應稱為“絲瓷之路”〉、〈鄭和航行時期的東西洋〉、〈泉

州海神靈聖千古〉等30多篇論文。又編輯《二十世紀的香港》及主編《新

世紀百科全書》（12卷）等29部圖書。他的重要著作可分兩大類，其一

為自著，有《何塞．馬蒂》、《國史綱要》、《中外交通史》、《中國歷史

名著》、《中國宗教史》、《世界民主運動》、《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

亡》、《中國歷代制度沿革》、《中國歷史參考資料》等；其二為合著，

有《畬族簡史》、《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七海揚帆》、《中華史詩畫

卷》、《香港6000年》等。他學富五車，觀點新穎，文辭優美，妙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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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引人入勝。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諸多佳

作可“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昔日太史公之評述，信非過時也。

1996年6月，佳榮榮膺香港大學哲學碩士，現任《中華萬年網》總

編輯、中國鄭和研究會特約研究員、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會長、

中外關係史學會理事等職。《中華萬年網》是跨世紀的雄偉工程，他在

前言中談到：

“我們的宗旨是讓世界人民瞭解中國，令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越來越需要彼此交流、相互依存。中

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的不斷強大，國際地位越來越重要，國

際影響也越來越大。但是迄今為止，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瞭解卻極其貧

乏，某些國家的某些人對中國長期存在偏見、誤解，直接妨礙著中國

與其他國家的交流合作。華人佔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許多海外華人

經過數代僑居，已漸被當地人民同化，他們對祖國的歷史、文化也不

甚了了。唯其如此，我們迫切需要向全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時、廣

泛、準確地介紹自己，將中國的悠久歷史、燦爛文化展顯於世，讓各

國人民真實地瞭解、認識中國及中國人民，同時喚起海外華人‘根’的

感覺。”

“當今世界又是科技的世界，資訊文化必須彼此補充，相互促

進。要推動中華的文藝復興，使之迅速走向世界，就必須採取最先進

的科學技術，運用多媒體為工具和手段，將中國萬千年歷史用千萬文

字及千百小時畫面合成智慧型的歷史互動資料庫，以提高讀者的學習

興趣，充分發揮其所長，或利用網上形態的方便，大力培養社會人

才，啟迪人們的智慧。”

“我們衷心歡迎全球華人加入我們的隊伍，參與這一史無前例的

跨世紀歷史文化工程的建設，使之不斷發展完善，以迎接新世紀的

挑戰。”

泉山騰飛，鯉城區是你的烏籃血跡；香江繁榮，銅鑼灣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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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耕場所。願你乘長風破萬里浪，為振興中華而快馬加鞭，為《中華

萬年網》的問世而更上一層樓。遙望南天，佇候佳音。

（載《泉州鯉城文史資料》第17輯：港澳台僑人物專
  輯，政協泉州文史資料委員會1999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