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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成道男教授與華南研究

蔡志祥

2024年1月4日末成道男教授（1938-2024）

鶴駕南山。末成教授自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日

本推動設立「仙人會」，培養了不少新一代對中

國以至漢文化圈研究的學者。（見附件一）這群

當時還是大學院生的主要是修讀歷史學和人類學

的年青學者，隨著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再次進入

中國的田野。他們通過定期的講座和交流，掀起

了新一輪的對中國和漢文化研究的熱潮。末成教

授長期推動跨學科、跨地域的研究。他的研究領

域和取向，也間接地影響了香港的華南研究的發

展。

1993年1月6-7日，成立了一年半的香港科技

大學人文學部舉辦了一場為期兩天的，題為「民

間文獻與華南地域社會」的研討會。邀請了中、

港、台、日、英、美、加等共24位學者與會，在

七個課題中，提出了21篇論文。（見附件二）這

次的會議可以說是籌畫建立華南研究中心的預備

會議，也奠下了1997年華南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後

的組織、服務和研究的方向以及網絡建構的基

礎。1 

末成道男教授是五位受邀來自日本的學者

之一。末成教授發表的是關於越南民間文獻的文

章。教授正式提出的文章為〈越南家譜與華南族

譜〉（見附件三）。這篇文章大概是末成教授從

1992年開始越南研究的最早發表的成果之一。也

是1995年在《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7期發表

的關於越南家譜研究的濫觴。2 

在這份6頁的要旨，包括以下的章節：

I、越南的民間文獻

II、家譜的分析

1. 特徵：基於既往之研究

2. 探討調查資料

3. 基本的特徵

4. 比較：跟華南族譜

5. 展望

參考文獻

圖表

末成教授首先介紹越南的民間文獻的數量和

種類。指出「……我的整體印象是，越南的這類

資料保存之數量以及保存的密度，不僅比中國，

甚至也比韓國和日本多得多。」（頁1）這些資料

的種類包括社誌、鄉約、俗例、地簿、神跡和家

譜。「……越南這類民間文獻資料主要在於其村

落層次 (village level)的記錄非常豐富。這一優越

性非僅華南（我的主要體驗是臺灣地區的），連

韓國或日本也不具有。這點反映了村落結合的強

度及其機能。」（頁1）

在比較華南和越南的家譜的特徵後，末成

教授指出「……華南族譜中有關定居前的記述較

多。這是為了對抗先於自己而來的其他漢族集團

以及原住民而確立自我認同意識。初期的定居過

程中重要的是政治經濟勢力，所以透過和上層的

聯姻將自我族群(lineage)地位提升。而在王朝秩序

安定期，執著透過科舉確立身份。像這樣身份秩

序確立後，形成官僚的經歷尤其在華南族譜中非

常被重視的。但是，這樣過程在上記的越南家譜

中很難找到的。我認為這反映了族譜在各社會，

各時代具有各種不同的意義。也就是說，以華南

族譜為對照，越南修譜目的，第一是為忌祭，而

從祭祀該魂得到強力恩惠。高揚一族的名譽並不

普遍。而且，往往是次要的目的。所以，有的家

譜中會沒有顯彰祖先的記述部份。」（頁4）

最後，末成教授從比較的角度，提出跨地域

研究的將來性，指出「展望將來的研究方向。關

於第一特徵，即造成廣泛的差異原因。可能是與

國家不具有對家譜的強力統制有關；或者家譜缺

少有關社會身份證明的功能；也自我認同意識的

象徵功能很薄弱。琉球可能是王朝所統制家譜，

其形式和內容都很均質。雖然韓國的王朝沒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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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統制族譜，但是族譜是特別在兩班的門中（相

當宗族）具有重要的身份證明功能。此外，在中

國對族譜的國家干涉雖然更間接，但修譜是很重

要的對外彰顯的功能和組內凝聚功能。雖然在越

南這些功能有，但並不普遍。有的貴族紳士階層

導入中國式的家譜，可是不普及。越南固有的村

落結合妨礙強力宗族出現。

關於第二特徵，即自我中心的世代觀念。有

於【與】越南固有親族制度關連。我覺得越南的

父系制度跟中國漢族父系制不同。家譜上表現的

這特徵應該是人類學研究越南親族好的開始。我

覺得一個概念Patrilateral Kindred很適合。

關於第三特徵，即族內的孤魂祭祀。有於

【與】越南固有神靈觀念關連。一部份的祖先可

以成為神，而子孫膜拜他們。孤魂比祖先而【甚

至】比一般神明更厲害，所以給祭拜者更多的恩

惠。那樣的觀念似乎在漢族中也常常看到。百姓

公，有應公，王爺信仰或是中元節的孤魂都有這

樣的屬性。不同的是，在越南那些孤魂和祭拜者

有血緣關係。從這個特性看說，跟琉球的姊妹神

信仰（Onarigami）做比較也可能會有收穫。……

越南家譜，雖然其形式跟中國族譜相似，【但】

有獨特的特徵。探討其特徵將給我們很多收穫。

對我們理解華南地域社會以及漢族和周邊社會的

關係【很有幫助】。」（頁5）

在6頁的發言稿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末成道男

教授學問的淵博和前瞻性。末成教授的研究從臺

灣的漢人和原住民開始，擴展到琉球（沖繩）、

韓國和越南等漢字文化圈的宗族、家族社會構

造。我還記得他在會議時對我說，文化社會要從

比較的角度，探索同異。但是，對研究者來說，

更重要的是最終要回到我們所屬的社會。也就是

說，從比較來理解他者的最終目的是理解「我們

自身」。我在中文大學歷史系網頁的自我介紹中

（2006-21）寫道，「……我嘗試追求的歷史，是

在思考和學習過程中不斷地模塑的自我。」這種

尋找自我的問學的終極目的，可以說是受到末成

教授很大的影響和啟發。

戮力培育青年，通過交流和比較提升對社

會、對文化、對歷史的關懷，是筆者在日本讀書

時參加末成教授推動的「仙人會」所學習、認識

的。1988年成立的「華南研究會」和1992年底開

始籌建，1997年正式成立的「華南研究中心」可

以説是受「仙人會」的影響。

今年（2025年）1月，是末成教授的「一届

忌」。在這裏，謹向末成道男教授的睿智，致最

高的敬意。

註釋：

1. 關於華南研究中心的成立和活動，參考蔡志

祥，〈歷史人類學的田野教學與推廣：香港

經驗〉，韓朝建編，《多維度的田野：「新文

科」視野下歷史學實踐的探索》，濟南：山東

大學出版社，2023，頁45-62。1992年香港科技

大學人文學部成立華南研究中心的報導，參考

〈科大擬設華南研究中心〉，《信報》，1992

年12月25日；〈勿嫌爛舊殘、此中存瑰寶：科

大蒐集民間文獻擬成立華南地域研究中心〉，

《快報》，1992年12月26日。

2. 〈ベトナムの家譜〉，《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127，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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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仙人會名錄

淺野  靜二

植野  弘子

宇津木  章

小熊    誠

蓋      軍

川崎  有三

韓      敏

本內  裕子

桐本  東太

金      靜

金    良柱

熊田  一雄

熊野  紀夫

栗原    梧

蔡    志祥

清水    純

末成  道男

鈴木  正崇

瀨川  昌久

曾    士才

高見  寬孝

滝沢  達子

谷口  裕久

谷野  典之

陳    文玲

中川  千春

聶    莉莉

西澤  治彥

長谷川  清

古家  信平

古家  晴美

真鍋  奈美

山村  雅子

楊      昭

横山  廣子

吉原  和男

柳    春姬

凌    嚴艷

在外

中山  勝美

吉野    晃

附件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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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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