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社会与区域文化宗教、社会与区域
文化 

——华南与西南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纪要 

丁培仁 

2001年5月2日—4日。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由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中文大学人文学科 研究所和四

川大学宗教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宗教、社会与区域文化——华南与西南研究国际学 术会议在这里举行。

虽说刚刚步入5月，香港的天气却似内地7、8月份一般热。环形会议堂 内略感清爽，光线柔和，气氛

庄重。偶尔，思维的火花碰撞，立刻激起热烈的讨论，一如外 面的天气，激荡起热浪。 

此次会议由于主办单位作了充分的筹备，提交会议的论文有较高的质量，所以会议开得十 分成功。

在提交的近30篇论文中，大多数是有关道教的，涉及基督教的6篇，有2篇关于佛教 ，少数民族宗教4

篇，还有6、7篇是关于宗教与美学、艺术和宗教现况的。以时代划分，近 当代占了很大比重，约占

2/3。在方法上，更注重实地调查。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表明研 究者对现实宗教逐渐加大关注。 

兹将会议纪要如下： 

一、古代区域道教 

道教起源于何处，是一个既老且新的问题。在这方面，卿希泰《有关道教发源于四川的几 个问题》

重申了与“江西说”不同的观点。他指出：道教是在东汉中后期产生的，最早的道 派有张角创立的太

平道和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太平道因黄巾起义失败后便情况不明，五斗 米道却一直传承不绝，并愈

来愈强大。故教内外学者均以张陵创立五斗米道的时间作为道教 的开端。因此，道教发源于何处的问

题，亦即五斗米道发源于何处的问题。但较早的史书、 道书以及其它相关资料的记载，均一致认为张

陵是沛国丰（今属江苏）人，创教地方是在四 川鹤鸣山，在今成都市大邑县北25里处。到元道士赵道

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张天师》 始提出张陵曾到云锦山修道之说，但并未注明云锦山的所在地。后

来明代编撰的《汉天师世 家》虽称张陵曾到云锦山炼丹，山因“丹成而龙虎现”得名，但创教地方仍

承认是四川鹤鸣 山。所以，张陵在龙虎山创教之说，不但提出的时间很晚，且无可靠的文献根据。再

者，张 陵创教时所设立的二十四治有二十三治均在巴蜀地区，这也表明张陵创教是在四川而不应在 

江西。 

五斗米道为什么发源于四川？论文发言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由于当时四川 地区今文

经学的风气很盛和黄老道术的甚为流行。第二，是和当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的神 仙方术和巫术的盛



行有关。 

吕鹏志《试评关于早期天师道与地域文化之关系的研究》一文综述了过去学者的研究成果 ，并且点

评、驳议了其中许多观点。除了细密地列举东方说、西南说、南方说、北方说、域 外说、具体某地说

等等观点之外，他更进一步认为，旧说中的“误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一）过于夸大了某

一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天师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二）误 将晚出的或本不相关的内容当成了早

期天师道或地域文化所固有的东西。（三）误将早期天 师道与地域文化中的巫术联系起来。（四）将

早期天师道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简 单。他认为，天师道的某些要素并非源出某一地域文

化，相反倒是后者受了它的影响；其性 质与巫觋信仰有质的区别，对后者有根本否定的一面；除了承

袭地域文化，对后者还有斗争 、改造、主导的一面。早期天师道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可以

看成民间高级宗教与 普通民间宗教的关系。此说一出，立刻引起争议。在积极肯定论文发言有一定深

度和广度的 同时，好几位与会者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如：过去学者的研究不可一概否定；除了

应 当尊重以往较有名望的学者的观点之外，也该重视近二十年来专门研究道教的人的见解；有 些观

点（如早期天师道反对杀牲血祀，与巫术有别）中国学者早在八九十年代就已提出来过 ，只是未引起

足够的讨论；等等。 

另外两篇论文发言是研讨唐五代区域道士活动的：一篇是李刚《唐绵州道士李荣身世及著 作考

略》，一篇是张钦《杜光庭在四川的道教活动及其价值》。李荣为唐代道教重玄学派代 表人物之一，

考证他的身世有助于唐代四川重玄学的研究。李刚指出，李荣出身于有名的道 教世家，为李特、李流

之后。至李荣时，族中又有信佛者，而李荣对佛教也颇有研究，并将 之融会贯通到道教中去。他活动

于长安、洛阳，主要是同佛教论辩，成为“老学魁首”。但 他的重玄思想受到佛教中观的影响，特别

是初唐盛行的佛教三论宗给其理论启发良多。文章 对李荣的文人气质、著述也有所考述。张钦的发言

集中在认为，杜光庭在四川的道教活动很 典型地表现出宗教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和区域政治、区域文化

的相关性，揭示出宗教和区域社 会的关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王岗《明代边境道教宫观与香会组织——兰州玄妙观个案研究》是一篇份量很重的论文， 已不限于

兰州的玄妙观本身，而实乃扩及西北区域宗教和文化的特质。文末并附诸观庙名一 览表，有相当的参

考价值。 

二、区域性近代道教、民间宗教及当代宗教与文化 

关于华南、西南近当代宗教与文化有若干项独立的研究课题。有关道教和民间宗教，黎志 添《民国

时期广州市喃呒（巫）道馆的历史及其与香港喃呒道教的渊源》旨在从民国时期广 州市正一、祈福道

馆的调查资料，追溯它们与香港喃巫（俗称“喃呒”）传统的历史渊源。 他首先对广东地区火居道士



被称为“喃呒佬”的起源作了探讨，认为广东人以“喃巫”作为 火居道士的俗名，是把道士列入巫者

的传统，称火居道士为喃巫的流传更应先于喃呒一名。 关于喃呒道馆和喃呒道士的实况、民间年间广

州市政府两次取缔正一、祈福道馆的事件及其 原因和结果，论文作了详尽的论列。文章还认为，1946

年中华道教侨港道侣同济会在香港成 立“代表重要的历史阶段”，二战后香港（除新界以外）正一道

教历史的发展非常明显是承 接了战前广州市的正一道教传统。 

谭伟伦《粤北韶州乐邑黄圃镇的地方宗教文化初探》借用G William Skinner的观点，以 一 个墟

市所复盖的范围来研究地方宗教文化。他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之共用的研究方法，一一 叙述了黄圃镇

的宗族情况和诸般宗教文化，以这种“再拼砌出来的地方宗教图像”，来进一 步见证以一单纯的“三

教”概念形容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之不足。指出地方宗教文化包含着佛 道成份，还有浓厚的地方独特元

素。 

“斋[FJF〗鸃鸃三、少数民族宗教 

西南和华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少数民族宗教自然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 陈昌文

《藏区宗教的社会价值困境》，通过自然观察和调查结果，指出藏区社会的发展状况 低于内地，更低

于沿海；认为综合发展水平从城市、县镇、乡村逐级递减，局部区域和局部 指标甚至停滞倒退，而藏

传佛教和苯教的民间影响，与藏区在现代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 方向上的低位劣势，成为最重要的两大

发展困扰。论文比较了现代的和藏区传统的两种价值 ，并以价值分析方法，分析了求知、经济、政

治、审美、社会、神秘主义六种价值，认为前 两种价值仍然没有成为藏区农牧区社会的主导趋势，而

在其他方面，六种价值的分化程度也 非常低下。他对藏区发展的难题也提出应对建议：产业建构应面

向西亚和南亚；并认为“两 极发展”不失为较好的战略选择。 

关于少数民族与道教的关系，张泽洪《瑶族社会中道教文化的传播与衍变——广西十万大 山瑶族度

戒的人类学研究》和郭武《道教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变异》是这方面的专论。张泽 洪认为：在瑶族道

教神灵系统中，三元占有重要的位格，这一特质反映出瑶族社会古老的道 教传统。道教授 在瑶族社

会中衍化为度戒仪式，其理论根据来自早期正一道的教义思想。 度戒的十诫内容因瑶族的不同支系而

不尽一致，这种变动反映出瑶族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取 向。他还认为，瑶族度戒仍保留原始宗教的一

些特点，因此瑶族道教又具有与正统道教不同 的特质。郭武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考察在云南

少数民族流传的道教，得出了类似的 结论。他说，少数民族所信奉的“道教”无论从其所奉神灵和宗

教经典，还是从其神职人员 的产生及功能等宗教基本因素来看，都仍属道教系统。不过，由于其所新

增的内容与汉族传 统文化迥异，故很难得到“正统”的内地道教的认同。 

此外，巫达就彝族宗教作了专论发言，他的论文题目是《传统宗教与凉山彝族的文化认同 》。彝族



是西南地区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巫达着重认为，凉山彝族虽然有四个 有差异的土语地

区，但维系他们对彝族这个族群的认同，传统宗教起了明显的作用。例如《 指路经》以人死后灵魂回

到祖先居住的地方为基本观念，这种信仰观念加强了各地彝族的文 化认同。文章还介绍了彝族的信仰

体系、神职人员毕摩和苏尼的功能等传统宗教的内容。 

四、近代区域基督教与佛教 

关于基督教和佛教的研讨主要集中于近代，而尤以基督教为多，佛教方面的论文发言也是 有关佛教

对基督教的回应的专题。 

“文字事工”是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的一个方面。来华差会的出版印刷机构多集中在经济 文化相对

发达的上海及沿海一带，西南地区只有寥寥数家。陈建明《基督教在中国西南的出 版机构——华英书

局》认为，其中华英书局较具规模，对基督教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 的作用。他对华英书局的开

设、发展、运作、读者面、发行量及区域、乃至最后归宿作了叙 述，最后评论了它的宗教和专业作

用。 

基督教事业是多方面的。成先聪、陈廷湘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发言《抗战时期基督教会在 西南少数

民族地区兴办医疗卫生事业的进程与成就》认为，基督教借着医疗卫生的开路在中 国边境的西南少数

民族地区打开了局面。不仅治愈了数以千计的边民，而且还传播了现代医 疗卫生知识，开始改变这些

地区落后的生活习惯。在推动边疆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龚仲康《华西南区

神学教育概况》则简述了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及云 南省的神学教育发展过程，现开放改革后教牧

义工培养等情况。朱峰《从华南女院的合校争 论看基督教对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意义》以近代福建华

南女子文理学院和福建协和大学的合 并争论为个案，讨论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女子运动中的特点。他认

为，从这一个案可以看到基 督教对近代妇女运动的独特意义，并不仅是提供一个角色示范的功能或开

风气之先的作用， 实际上，基督教妇女以其自有组织和独特意识形态，摆脱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父

权体系的 束缚，令妇女能够保有自己独立的话语权力。 

综合论述近代基督教事业的有何除《论基督教在二十世纪初期对四川社会的影响》一文。 该文分考

察、创办、发展、巩固、自立五个时期简述四川基督教史，从教会、教育、医疗、 出版、慈善、社

区、救援七个方面分析基督教在四川社会的工作，并从宗教、文化、政治、 经济四个层面评论了它的

影响。结论认为：西方基督教事业入川，无疑是推动传教，但的确 促进了社会的开发、地方事业的开

展，开拓了人们的眼界，这种后果较之沿海地区明显得多 ，成为社会近代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人间觉半月刊》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由当时的中国佛教会厦门分会主办的一份佛 教学术刊

物。曾在第二卷第十期集中刊登了多篇回应基督教的文章。何建明、赖品超《从〈 人间觉半月刊〉看



近代中国佛教对基督教的回应》就是对于这“相当罕有的现象”作专题研 究的论文。文章对此回应的

背景、内容和特点均有所论述，认为：由这一个例所反映的历史 情势，不仅是佛教与基督教在近现代

中国的相遇，也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由衰落走向复兴的努 力。它所代表的，很可能是以太虚法师为代表

的近代佛教革新派的精神。至于是否代表某一 地区的反应，还需要深入研究。 

五、宗教艺术与区域文化 

宗教与美学、艺术及区域文化也是本次会议研究的焦点之一。有的内容已于前文有所介绍 ，这里集

中简述主要成果。 

关于道教美学，有潘显一《早期道教美学思想的发展与分化——〈太平经〉与〈抱朴子〉 美学思想

比较谈》。他认为：《太平经》既是汉魏时期中下层老百姓美学思想与宗教思想 相 结合的产物，又

是中原古代文化中审美文化的宗教化和民众化。《抱朴子》既是学者型学术 著作，又体现了上层人

士、上层知识分子的神仙道教理想及其美学思想，具有江南文化色彩 。两相比较，《抱朴子》既是古

代道家美学理想的宗教化，又是古代神仙思想和魏晋美学理 想的结合；同时，它既是包括《太平经》

在内的早期道教的主流化发展和理论提升，又是早 期道教美学意识、美学思想的分化。 

道教造像始于北魏，张泽繤《北魏的道教造像》是这方面的专论。 研究的二十一通道教造 像碑多

出产于陕西。针对旧有的“佛教影响说”，她认为它们是一个多艺术形式组合的“美 术品”，受中国

传统的艺术形式的影响。讨论的重点关系到北魏时期道教美术史的几个基本 特点。（1）北魏早期道

教主神像的样式是以汉代以来西王母的造形为依据的。然而，北魏 汉化政策的实施使主神像从西王母

的形象演变为“秀骨清相”的风格。（2）在道教造像碑 中所展示龙、日月、飞仙的图像与道教的神

仙思想结合，创造出一个虚无的神仙世界，起到 生者和祖先交流的作用。 

黄宗贤《仙佛杂糅、异彩纷呈——神仙方术对早期佛教造像的影响》也对道教造像只受佛 教影响的

旧说提出疑义。他认为，早期佛教以道术为依托，被完全视同于黄老道术，与此相 一致，早期佛教造

像也多与中国传统神仙异兽形象相混淆。甚至可以说佛像也是借助于神仙 方术而传入中国的。特别是

在南方地域出土的早期佛教造像经常与中国传统神仙（东王父、 西王母、羽人等）同时出现，或相互

混淆，相互代替。自卫协、张墨开创先河之后，佛教艺 术才成为独立的宗教艺术。 

道教戏剧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陈霞《从梓潼阳戏看道教的民俗化》追溯了文昌信仰的 由来，介

绍了梓潼阳戏的基本情况，分析了道教与梓潼阳戏的关系。认为这种流行于四川梓 潼县及附近的民间

宗教仪式剧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融娱神与娱人、劝善为一体。并指出梓 潼阳戏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民

俗化的道教。 

杨曦凡《在传统和现代化中传播的丽江洞经音乐——云南丽江洞经音乐调查报告》和段玉 明《洞



经、洞经会与洞经音乐——关于云南洞经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均为洞经音乐专题研 究。杨曦凡对洞

经音乐的地理与历史背景、形成与传播、在纳西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当今的洞 经音乐等作了论述；认为

它虽然最初是以道教音乐的身份进入丽江地区的，但在历史变迁中 逐步转变成为一种含有多元宗教、

文化因素在内的音乐文化现象。文章比较重要的部分是作 者本人的调查。他指出，今天的“大研纳西

古乐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之中；洞经音 乐也从最初的娱神为主转为娱人乃至于完全的商业化

为主。段玉明的发言则主要论述“洞经 ”的源流、云南洞经会的宗教性和洞经音乐的功能等问题。他

认为，《文昌大洞仙经》以《 上清大洞真经》作为母本，结合了金元道教的时代转变，并与宋明以降

的劝善化俗运动相得 益彰，尤其是经过嘉靖、雍正两朝的着力推动，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又吸

纳别的儒释 经典，形成了一个三教合一的“洞经”系统。洞经会是谈演“洞经”的宗教组织，是宋明

以 降劝善化俗运动的产物。洞经音乐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是洞经会的主要宗教仪式；但它受 儒家

礼乐教化理论影响，简化成了一种纯粹的音乐形式，同时成为别的民间道教仪式的辅助 音乐。 

综观这次会议，可以看出一些特征：一是论文选题的范围较为广泛；二是研究的问题多比 较具体，

且能注意理论结合实际；三是研究近当代问题的论文占了很大比重；四是重视研究 方法，尤其是研究

近当代问题的更注重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结合运用。总之，这是一次成功 的会议。代表们表示：这是

一个良好的开端。有的课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今后这样的 会议还应当召开，以扩大研究成果。 

在会议举行的前后，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同仁们参访了深圳大学、广州市社科院、华南师 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罗浮山道观、广州市三元宫、广东圆玄道观、香港蓬瀛仙馆、圆玄学 院、浸信会神学

院、九龙城浸信会、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基督教会宣道堂港澳区联会等 处，受到相关各界人士的

盛情款待。(责任编辑：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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