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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動態

中山大學歷史系學術動態
鮑煒

中山大學歷史系

　　1997年五、六月間，中山大學歷史系先後邀請

了3位學者作了5次不同風格的學術報告。中山大

學歷史系部分教師、研究生和本科生參加了這5次

報告會。現分述各次演講要旨。

　　第一位學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訪問教授歐

大年教授(Prof. Overmyer)。他做了3次有關中國

宗教研究的精彩講座，分別是5月20日的「中國民

間宗教的定義和特色」、5月21日的「宗教學的方

法和理論」和5月23日的「東漢時期平民對死亡和

死人的看法：道教和中國佛教發展的宗教背景的一

個側面」。他在這3個報告中指出，宗教是崇拜超

過人力的象徵，是把神靈崇拜和信仰合在一起的。

要徹底了解中國社會，必須了解宗教，包括民間宗

教、佛教、道教等。但他同時指出，不能用「民間

宗教」一詞，而要用「共同宗教」，「共同宗教」是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表現。歐教授還認為，現在的

宗教中依然保留了2000年前的宗教因素，要考察民

間宗教的演變，必須研究道、佛之前的民間宗教經

典或其他典籍。他在報告中 重強調，研究宗教學

應該認識到參加宗教活動的是「人」，要尊重他們

的信仰，在研究這些信仰及儀式的價值功能時，不

要加入自己的信仰和價值觀，而應客觀研究。

　　6月 4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朱鴻林教授

做了題為「明代孔廟從祀問題」的報告。朱教授專

於明代思想史研究。他回顧了唐代以後孔廟從祀的

歷史，認為這是一種政府認可「真儒」的表示。無

論是從祀還是罷祀，都表明了當時政府對一個人物

的看法，這種看法深受學術與政治環境的影響。朱

教授詳細闡述了圍繞明代孔廟從祀產生的種種現

象，對孔廟從祀制度的運作過程中反映出的皇權與

道統的關係進行了深入探討。但是，皇權的依據是

甚麼？這是朱教授最後留給我們思考的問題。

　　6月 9日，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系的丁

荷生教授(Prof. Kenneth Dean)做了題為「神壇文

化：儀式與未來的文化共同體」的報告。丁教授的

報告充分體現了他擅於將文獻與田野調查相結合。

他以福建的莆田仙游地區為例， 眼於中國南方農

村地區傳統文化的恢復，用大量的圖表數據，說明

了一個地區文化的發展與市場、寺廟、水利系統等

都有很大的關係。此外，在這個恢復過程中，以寺

廟為中心的神壇文化的每個儀式，其實是對一種地

方文化的重新創造和詮釋。丁教授最後總結，通過

對這種現象的考察，可以明白地方的文化傳統，如

何由士大夫歸結為國家的傳統，這說明了地方文化

與國家正統並不矛盾。

符合職業安全和環境保護的要求。

　　檔案大樓的7至10樓全是檔案庫，採取分隔密

閉式設計，輔以溫濕調適設施來貯存紙檔案、縮微

膠片、相片和電子檔案等不同載體的檔案。

　　為使我們的檔案得到最佳的保護，所有閱覽室

的窗戶都裝上隔濾玻璃。此外，大樓內的檔案庫也

是採用無窗和厚牆的建築方法，以隔絕外來環境因

素對檔案產生的不良影響。我們更在檔案大樓裝置

了一套24 小時不停運作的精密空氣調節與處理系

統，它可以因應檔案庫內各種檔案的特殊貯存條

件，以維持一個穩定的溫度和相對濕度標準。這套

系統同時又能過濾不少於95%的大氣塵埃粒子和其

他污染物。

　　至於大樓的防火系統方面，所有檔案庫皆興建

和安裝了耐火4小時的牆壁及大門。除了煙霧和熱

能感應器外，每一檔案庫還裝置有獨立的自動氣體

噴灑器。該氣體滅火系統是以無毒的七氟丙烷氣作

為滅火的媒介。我們以盡量減少紫外光影響檔案為

原則去設計檔案庫和公眾地方的燈光照明系統。所

有閱覽室和大樓其他設施，也會由一套中央電腦系

統24小時監察 。

　　無論在大樓的設計、建築和裝置的設備方面，

我們都力求符合各種有關保護歷史檔案的國際標

準。我們亦盡力使所有的檔案使用者，可以在一個

舒適及親切的環境下，翻閱那些可以作為香港及其

市民的整體記憶的珍貴歷史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