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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妙法》

内容概要

美國社會學界第三代中國研究學者趙文詞（Richard Madsen）教授，
在本書研究了慈濟、佛光山、法鼓山與行天宮四個宗教團體，
指出臺灣1980年代後的宗教復興，對於民主鞏固提供了正面的力量。
臺灣於1987年解除戒嚴、恢復結社自由後，民間社團蓬勃發展，自由的空氣促成了輝煌的宗教復興運
動。本書探討80年代臺灣宗教復興運動的四個代表團體：慈濟、佛光山、法鼓山與行天宮，這些有著
廣大的居士組織、豐厚的金融資產、嫻熟的媒體運用能力的宗教團體，他們革新了傳統的教義與宗教
實踐方式，使之契合於臺灣的現代化歷程，對於臺灣民主的穩固與本土意識的發展扮演重要角色。
作者在本書援引十九世紀法國政治思想家及歷史學者托克維爾於《美國的民主》的論點，宗教可以培
養社會連帶的道德意識以及對公共生活的責任感，並且可以減少個人主義與自私冷漠的弊病，有助於
公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發展，這正是民主體制與生活的重要根基。而本書所研究的四個宗教團體滋養
了個人的自主意識與集體的責任感，有益於公民意識與社會連帶的發展，因而在臺灣的民主轉型與鞏
固過程中提供了正面的力量。
回顧人類歷史，宗教每每加劇某些地區的社會衝突、強化歷史累積的憤恨委屈，並將政治理想轉變為
狂熱攻擊。本書研究的四個團體恰恰相反，他們安撫衝突、調和分歧，扮演紛擾中的穩定力量。作者
認為，臺灣的民主社會發展前景，目前雖然還難以預料，但假若沒有這些團體的貢獻，狀況肯定不會
更好。
名人推薦：關於臺灣晚近宗教復興與民主政治發展關係的研究不多，而能夠將本土宗教經驗與現代性
危機加以聯繫討論而提升其理論意涵，這類研究更罕見。本書能在臺灣翻譯出版，很值得欣喜，也值
得學界與一般有興趣的讀者細讀。
――蕭阿勤（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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