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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最近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牽涉到不少關於種族主義的紛爭，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上

個月使用「中國病毒」一詞，記者質問這名詞是否含有種族主義色彩；袁國勇和龍振邦撰

文批評中國人的劣根性是新冠病毒之源，法國學者蘇哲安說這是「殖民種族歧視」；今月

初，世貿總幹事譚德塞指責台灣對他作出種族歧視性的攻擊；前一陣子駐在北京的非洲大

使聯署了一封信，投訴說儘管旅居中國的非洲人遵守當地的防疫政策，但是他們仍然遭受

屈辱和騷擾，例如被業主迫遷。在這些事件中被指控者都否認種族歧視，到底什麼是種族

主義呢？這可能是永遠爭論不休的題目。 

 

「鬼」是種族歧視的名詞嗎？ 

在西方社會，反種族主義是社會公義中十分重要的一環，其重要性已經提升到教育和

立法的層面，學校裡面有一整套提倡人人平等的課程和措施；在社會上，若果有什麼人和

團體公然宣揚種族主義，或者做出歧視的行為，他們會受到法律制裁。但普遍華人社會和

華人教會對這事情的敏感度仍然不足，筆者所參加的華人教會已經舉辦過幾次主日學去討

論種族主義的問題，但很多基督徒仍然很自然流暢地使用「白鬼」、「黑鬼」、「鬼

佬」、「鬼婆」、「鬼仔」、「鬼妺」……等名詞。 

有些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種族主義的語句，卻未必一定源自種族歧視的心態，例如特

朗普總統說「中國病毒」，是為了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誣衊美國是病毒的源頭，

因此他要強調病毒是來自中國。在香港俗語裡面，有時候一對情人或者夫婦在打情罵俏的

時候，會嘲弄對方是「衰鬼」；對自己窮追不捨的人會被諧稱為「寃鬼」或者「吊靴

鬼」；有些讀者認為我的文章十分沉悶，便說我的作品是「墳場放電影 - 搵鬼睇」，以上

有「鬼」這個字的用語只是開玩笑，聽者不會覺得自己的族裔受到無理的侮辱。 

不過，用「鬼」來形容自己族裔以外的人卻是另一回事，其意思十分明顯：我的族群

是人，對方不是人。舉例來說，晚清時期郭嵩燾是中國首位駐外使節，在他的老家湖南，

人們認為他出使「鬼子國」是丟臉的事，有人因此而寫了一副對聯諷刺他：「出乎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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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

父母之邦？」在現代社會，被政府委任為駐外大使是十分光

明的任務，但那時候，在中國人眼中，和「洋鬼子」在一起 

是一種恥辱。 

那麼，是否所有和種族有關的「鬼」字都是種族歧視

呢？這不一定，在八年抗戰期間中國人稱呼日本侵略軍為

「日本鬼子」。即使戰爭結束之後幾十年，香港小說家倪匡

亦曾經用「鬼子」這名詞來作為《衛斯理科幻系列》其中一

部的書名，其故事情節正正是關於一名曾經參與南京大屠殺

的退伍日本軍人。侵華日軍如鬼魅般恐怖，這名詞與其暴行

相稱，故此我不反對用「鬼子」來形容侵華日軍，但我反對

用同樣的名詞來概括所有日本人。 
 

不恰當的「鬼」字 

但是，以「鬼」一詞來泛指外國人卻是非常不恰當的，試想像，若果你參加一間美國

人的教會，那裡的弟兄姊妹提起華人的時候都說「中國鬼」、「Ching Chong」、

「Chinaman」、「Chink」，我相信幾分鐘之後你便會拂袖而去。 

有一種源自新加坡藥方、在香港製造的中藥，名

為「黑鬼油」，這種藥油的主要功效是散瘀止痛，在

東南亞的藥房和淘寶網都可以買到它。「黑鬼油」的

宣傳圖像是一名包裹著頭髮的印度錫克教徒，就好像

印度神油一樣，這種藥油未必和印度人有關，但是由

於印度這個古老文化具有濃厚的神秘色彩，故此華商

藉此為賣點。正如上面提過，華人對種族歧視的敏感

度很低，這個牌子已經流行了很多年，製造商、批發

商、零售商、廣告商、顧客都不覺得有問題。試想

像，若果一間美國藥廠將某種藥品命名為「紅番

油」、「西班牙鬼油」，我相信這間公司會被告上法庭，並且要道歉和賠款。 

最近我在網上讀了兩篇令人莫名其妙的文章 ，其中一篇的題目是：《白人：中國人

歧視黑鬼嗎？黑鬼：瞎扯，中國人可喜歡我們的了！》這篇文章的內容是解釋中國並不是

一個種族主義的國家，作者寫道：「我國一直在飛速發展，現在已經走入了全世界的目光

之中，經濟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許多外國人會來我國進行工作。……曾經就有白人問



過: 『中國人會歧視黑人嗎？』有黑人回答道: 『瞎說，中國人可喜歡我們的了！』」諷

刺的是，這篇文章的標題給我的印像是剛剛相反，我不知道這題目是出自作者還是編輯，

無論如何，將對答裏面的「黑人」變為「黑鬼」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另一篇文章的標題是：《看完這部神作，所有美國人都應該向黑鬼道歉！》這篇文章

討論的神作是 2016 年上映的美國電影「 I am not your negro」，作者寫道：「當我在看

《我不是你的黑鬼》的時候，我一直在問自己，它試圖向我們傳達什麼新東西？……《我

不是你的黑鬼》以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筆記為藍本，通過他三位遇害朋友的故事，

講述這位作家的觀點和他眼中的美國。」看來作者是站在黑人的一面，去譴責美國白人對

黑人的歧視，可是，這齣電影的名稱直譯應該是《我不是你的黑人》，為什麼作者要將它

譯成《我不是你的黑鬼》呢？也許，作者是有意凸顯出在電影中美國白人對黑人的侮辱和

黑人強烈的自辯，然而，為什麼文章的標題竟然是《所有美國人都應該向黑鬼道歉！》，

而不是向「黑人」道歉呢？不過，我猜想那篇文章的標題可能是出自編輯的。假設有人呼

籲香港警隊應該為了對反修例示威者採用過度武力而道歉，但文章的標題是：《所有香港

警察都應該向曱甴道歉！》這真會令人啼笑皆非。 

 

有意識和無意識的種族主義言行 

到底為什麼會出現以上種種現象呢？這裏有很多可能的解釋，其中一種解釋是：說那

些話的人真的是種族主義者，他們真心相信某些族群是「鬼」；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那

些言行都是無意識的，只是習慣成自然，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說什麼。無意識的言行又可

以再細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有些人完全沒有惡意，完全沒有意識要侮辱人，他們只是用約

定俗成的說話，用上面的兩篇文章為例，如果題目是出自作者的話，那麼他們可能是真心

為黑人請命，但無意中用了「黑鬼」這個詞語。第二類是有些人在口頭上說主內一家、世

界大同，但心底深處仍然存著偏見而不自覺，若果上述兩篇文章的題目是出自編輯，那麼

他可能很不喜歡黑人，於是自然地將「黑人」改為「黑鬼」。 

許多心理學研究已經證實第二種第二類的「無意識偏見」（Unconscious bias）是十分

普遍的，在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即使學歷相同，白人求職者的成功率比少數民族求

職者高 74％。研究人員又發現，若果電子郵件傳送者的名字似是白人學生，大學教授回

覆這電郵的機會便更高。 

 

結語 

我不想以偏概全，就筆者有限的經驗來說，福音派教會往往將性倫理放在至高無上的

位置，卻輕視其它議題，結果造成了信徒對種族主義缺乏敏感度，舉例說，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葛培理佈道團的領導人葛法蘭牧師（Rev. Franklin Graham）組織了一個醫療

隊，向紐約提供醫療救助，該組織要求所有參與工作的人簽署一份信念書，當中包括反對

同性戀婚姻，我讀了整篇信念書，發現它並無提及平等、反歧視與其它基督教的核心價值

觀。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是鼓吹需要將平等和我自己認為重要的東西放入信念書，我

只是想指出，福音派這種對核心信念的詮釋，難免導致無意識的偏見繼續在教會內流行。 

無論是對付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偏見，這都是一場逆流而上的艱苦戰鬥。 

 

2020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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