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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及语言

晚清的民 间宗教与小说禁毁政策

王 颖

【提 要 】 晚清社会文化生态呈现 出 多元化的 图景 ,
这种 多元化的趋势比 以往的历 朝都

更为复杂明显 。 民 间 宗教活动仪式 日益兴盛 , 教门邪巫遍地兴起 , 各类行会帮会陆续产生 ,

社会风俗敗坏 , 而 淫词 小说则为民 间 势力 的发展提供 了 各种参考 资料 , 造成严 重的社会危

机和动 荡 , 因 而清廷对淫词 小说的禁毁政策从此推广展开 。

【关键词 】 清代 禁毁小说 邪教 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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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民 间教化多以在城乡 各处宣讲圣谕

为主 , 以传统儒家伦理秩序作为思想基础教化
—

、 〉青代风教活动的宗教化

± °

翻在建立之初 , 沿翻代的主要政治制

度 , 尤其重视传统观念的教化与熏 陶手段 , 清

政府经过顺治 、 康熙 、 雍正三朝近百年 的统治 ,

不但 日益强化思想 正统 , 将儒家伦理秩序与清

繊治的合理性 体化 ,
而且进 步将政权凌

以 民间宗教为源头 ,
逐渐出现了秘密结社和仃

搜 佑餘划 味少 卜 报 了 村救小好么产故防

业组织 。 到晚清又进 步发展成各类帮会 、

兄

』
会 这 织 往 助

■ 以孔孟 思想 宗 旨 为基础 的
“

圣
《水浒传 》 等小说情 , 呼 吁聚乂 , 歃血为盟 ,

, , 丄丄

结为异姓兄弟 , 秘密行动 , 使用专门 的切 口 暗
‘

语 ,
逐渐脱离清廷的管制 。 晚清民俗文化 的兴

‘

盛也为民间宗教和结社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

通俗小说、 地方戏 曲 、 民歌 、 大鼓词 、 弹词 、

宝卷 、 笑话 、 道情 、 莲花落 、 木鱼书等 , 往往
界限 ’ 从而转变为

“

清朝政府
” ‘‘

儒家伦理

在民间结社集会和宗教活动 中发挥重要作用 。

正道
’

、

’ “

普遍礼法
” “

民众信仰
”

, 进而又

晚清政府察觉到淫词小说与民 间宗教结社兴盛
将

“

清朝政府
” “

统治思想
” “

皇帝
”

, 将

之间的关系 , 因而从嘉庆年间开始 , 多次颁发

小说禁毁法令 , 直至光绪年间 , 对于淫词违碍

小说的禁毁仍未放松 。

为 年度教育部人— ―项 目

“

清代禁毁小说坊刻研究
”

( 编号 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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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公式整合之后 , 形成了
“

皇帝
” “

普遍 讲之前先行洒扫 , 高 台上置放香案 、 蜡烛 、 圣

礼法
” “

民众信仰
”

的既定模式 , 公然将皇 座 、 花瓶 、 香炉等 , 摆放记善薄 和记恶薄的桌

权凌驾于知识 、 思想和信仰之上 , 并将这种皇 案 , 俨然是
一

场宗教性质 的仪式 。 康熙四十三

权信仰普及到民间生活当 中 。 年刊本 《圣谕宣讲 乡保条约 》 载 , 在乡 间宣讲

清代统治者从未间断过推行皇权信仰 , 如 ： 圣谕时 , 里正 、 甲 长 、 司讲等人要在
“

圣谕牌

顺治九年 ( 年 )
,
六谕卧碑文颁行八旗和各 位

”

前跪下三叩首 , 同声宣誓 ：

直省 , 其内容为
“

孝顺父母 , 恭敬长上 , 和睦

乡里 , 教训子孙 , 各安生理 , 无作非 为
”

。 此 某等 ： 身 为 官 役 ……今 誓 于 神 , 务 秉

六谕效仿明太祖六谕文 , 目 的是增强清政府的 公正 。

亲和力 , 消除民间各地对清廷统治的反抗 。 如有 善行登 记 不 周 , 或 湮 灭 不 彰 , 或

康熙九年 ( 年 )
, 颁布 《圣谕十六条 》 , 谕扬过实者 , 天地神 明 , 阴施诛殛 。

礼部题曰 ：

“

皇上弘敷教化 , 特颁 《圣谕十六 人有 恶 行查 访 不 实 , 或 饰 词遮掩 , 或

条 》
,
以示 尚德缓刑 、 化成民俗之意 , 应通行晓 驾词 陷 害者 ,

天地神 明 , 丧其身 家 。

谕八旗 , 并直隶各省府州 县乡村人等 , 切实遵 调 和处 事 不 度 情理 , 或 偏 憎偏 爱 , 或

行 , 从之 。

”② 此后 , 《圣谕十六条 》 在全国城乡 市 恩市利者 , 天地神 明 , 降施 灾祸 。

范围 内衍生为
“

圣谕宣讲
”

。 人肯悔 过 不 亟 表 扬 , 或 微 词 几 刺 , 或

雍正二年 ( 年 )
, 将 《圣谕十六条 》 加 引 言败毁 者 , 天地神 明 , 灭其福 算 。

上衍文释义 , 命名为 《圣谕广训 》 , 颁行天下 。

此后 , 全国 范围 内 的
“

圣谕宣讲
”

演变为
“

圣 一些地方官员士绅 为 了让圣谕宣讲更具吸

谕广训宣讲
”

, 并一直延续到清末 。 引力 , 专门编写 《宣讲拾遗 》 、 《宣讲集要 》 等

从清朝统治者推行皇权信仰的手段来看 , 主 书 , 配以警世格言 、 因果故事 、 神话传说 、 传
要集中在加强对 《六谕 》 、 《圣谕十六条 》 的反复 奇案件等 , 将圣谕的宣讲进一步形式化直至宗

宣讲上 。 从清初至清末 , 宣讲的手法和方式不断 教化 。 如 《宣讲集要 》 中列 出 诸多神 明的清规

推新出奇 , 既运用崇拜皇权的形式迫使民 间百姓 戒律 , 有文 昌帝武圣帝 的戒条戒规 ,
也有灶王

接受圣谕教化 , 也采取喜 闻乐见的通俗文艺方式 府君的训 旨 , 这些 内 容集 中 了 民 间大众的知识
诱导民众 。 在 《圣谕十六条 》 宣讲过程中 , 各地 范畴 , 而圣谕宣讲也逐渐演变为赏善罚 恶 的宗

官员乡绅推出乡约保甲体制确保圣谕宣讲的神圣 教法事活动 。 然而
“

劝善之书 , 杂佛道说教 ,

性 , 如清刊本 《上谕合律乡约全书 》 , 系康熙年间 亦代佛道立言 , 但并不属于佛经道书 , 实乃广
浙江巡抚陈秉直亲撰 , 序曰 ：

“

前之浙江巡抚陈大 泛流行之民间宗教 。 中 国 民间泛神祇宗教最盛 ,

老爷 , 仰体朝廷爱民之意 , 将该乡约 《圣谕十六 包容综合 , 无所不有 。 天 上人间 , 相距不远 ,

条》 逐条阐发 、 衍义 , 撰为 《乡约全书》
, 在其后 人神之间近在周遭 。 人可成神 , 神可成人 , 亦

刊载律例 , 使百姓知晓 , 能顺从 《圣谕十六条 》

如民 间世情
”

。

③ 这样 , 在圣谕宣讲旗帜的招摇
则为良民 , 若不从则将据律例加以刑罚 。

”

从
“

顺 之下 ’ 民间宗教信仰也就顺理成章地大行其道 。

从者为良民 , 不顺从者加 以刑罚
”

的宣告来看 ,

“

圣谕宣讲
”

的 目的在于实现
“

远迩同风
”

的思想 二 、 淫词小说与邪教蛊惑

归
一

。 清朝统治者以颁布道德礼法准则为 己任 ,

、
、

、一 、
,

自上而下推行圣谕宣讲 , 从城镇到乡村 , 从学塾

“

小说
”

并不单指艳情

到兵丁 , 无一不受到圣谕的熏染和浸润 , 长此以

往便在民间培养产生了皇权信仰 ①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 》 顺治 九年二月庚戌 , 清刊本 。

°

法知 以 丨 虫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 康熙 九年 九月癸已 , 清刊本 。

然而旦讲土谕的教化手段从清初延续到清 ③ 王尔敏 ：
《 明清社会文 化生 态 》 , 广 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末 , 越来越成为空洞无聊的程序 和形式 。 在宣 年版 , 第 页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年第 期

小说 , 而是包括
一切涉及

“

异端
”

或
“

荒诞
”

们编写 《宣讲拾遗 》 、 《宣讲集要 》 等书 , 添加了

描写的小说文本 , 其中有诲淫之书 《金瓶梅 》 许多因果报应故事 、 神话传说故事等 , 这些故事

等 , 有诲盗之书 《水浒传 》 等 , 有涉及神魔怪 情节丰富曲折 , 语言通俗生动 , 已经带有通俗小

诞的 《绿野仙踪 》 等 , 也有滑稽讽刺 的 《笑林 说的性质 。 故事中多引入宗教轮回观念 , 涉及神

广记 》 等 。 凡是对清廷统治有碍 , 影 响社会风 仙法术占 卜等民间宗教信仰 , 以 此感召 民众 , 教

气稳定的小说作品 , 统统被打上了
“

淫词小说
”

化民心。 在圣谕宣讲的影响之下 , 晚清时期涉及

的标签烙印 。 晚清 的儒学风气泛滥于 民 间 , 宗 民间宗教信仰的小说极为盛行 ,

“

逞施法术 , 本小

教色彩 日 益浓厚 , 乡 间倡导推行的儒学往往仅 说不经之谈 , 以此垂戒 , 后世犹有信义和团
‘

拳

限于推算人生流年命理 , 择定婚丧吉 凶之 日 等 。 匪
,

以肇乱者
”

,

② 这些小说内 容被宗教活动频

清代的儒道释合流 已成必然趋势 , 学 卜 筮 占 繁利用 , 甚至引起谋逆祸乱 , 因 而淫词小说 的

卦扶乩活动都以儒学为标榜 , 但实际上已 经与 流行和传播必然引起清统治阶级的警惕和关注 。

正统儒家学术没有任何关系 。 清代初期 巳有针对涉及邪教法术小说的禁

这样
一

来 , 儒学理论与 民间原始宗教相
, 令 , 康熙二十六年议准 ：

“

书肆淫词小说 , 刊刻出

合 , 形成了 阴阳术数 、 神祠祭祀 、 巫风迷信等融 卖共
一百五十余种 , 其中有假僧道为名 , 或刻语

合的社会生态文化 , 使晚清政府统治陷人了极为 录方书 , 或称祖师降乩 , 此等邪教惑民 , 固应严
窘迫难以作为的局面 。 民 间宗教 的信徒们 , 其信

行禁止 。

,
,③ 康熙 四十八年江南道监察御史张莲

仰根本是基于对生活基本需求的渴望 , 在百姓 曰
奏 ：

”

民间设立餘 , 千百成群 , 男女混杂 , 又或

常家居生活中 , 往往借助巫师方术的力量 占 卜 医
出卖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 , 引诱愚民 , 请敕地方

病 、 祈福除灾 。 因而民间宗教很容易被利用 , 卜
官严行禁止 。

④ 同年吏部议 ：

“

御史张疏 ,

一 民

巫术活动
一旦形成人员 系统和规模 , 便会产生

会之宜禁 ’

一方术之巫人宜斥逐等 扶鸾书
“

拜 教
, ,

的職组织 , 结雌模献的民众势
符招摇■ , 及淫词小说等书 , 均应如御史张

力 , 进而有可能形成推翻王朝统治的巨大力量。

雍正年间之后 , 民 间宗教活动与帝王崇拜
二 ±

、

：

“

—《 ’

、
棚合 , 各地官员士绅将儒家的忠孝伦理思想

引入宗教敬拜当 中 , 借助
“

报答君恩
”

、

“

诚于
以为有道 , 敬之如 神 , 殊堪嗤笑 , 俱宜严 彳了

爱戴
”

等名 目 举行宗教仪式活动 雍正 二年
止。

”

但民间宗教巫术活动屡禁不断 , 城乡百姓

每年花费巨资祭祀各路神祇 , 参与各种佛道巫术

法事活动 。 每逢佳节集会 , 城市乡 间人群涌动 ,

、

、

由 抽

抬神游街 , 买卖交易 , 傻鼓暗天 , 各种游艺活动
民 , 感激朕恩 , 为朕祈 福 。 闻有诵 经 立碑 ,

花样百出 , 堪称民间活动的
一大赫。

聚入演 戏 虽 或 屯 千 爱 戴
在民 间宗教活动 中 , 产生了一类专 门掌

民间礼法知识的宗教头 目 , 或 为道人僧倍 ’

为士人儒生 。 这些人往往图名牟利 , 阴鸷多变 ’

者 ’ 只 欲各安 职 业 , 顺本务买 , 以 生 以 养 ,

男盗女娼 , 人品败坏 , 但他们能够控制 民间宗

教信仰的神秘仪式和 进程 ,

一

旦被 乡 民拥戴 ,

— 》
‘ ’ ’

。

② 王崇儒 ： 《掌 固零拾 》 卷
“

译书
”

, 民国 年 ( 修
便会成为社云不稳定 的危险 因素 , 严重威胁到 续堂书店刊本 。

清政府的政权及统治 。 而他们所编撰的各类密 ③ 魏晋锡 ：
《学政全书 》 卷

“

书坊禁例
”

, 礼部刊本 , 清乾

宗法术书籍也常被引 入淫词小说当 中 , 借助流
砧 法

■ 、

共主 抓！丢
④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卷 ’ 清刊本 。

的 吸引谈有 看 。 ⑤ 孙丹 书 ： 《定例成案合紗 》 , 《续增礼部祭祀 》 , 清康熙年间

清代的圣谕宣讲为了增强吸引力 , 官员士绅 刊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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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 几家给人足 , 共享 升平 , 仰报 我 皇 考之 者流 , 卖者徒 。 乾 隆元年覆准 , 淫辞 秽 说 ,

付托 耳 。 以 云 祈报 , 莫大 于此 。 至 于 诵 经 叠架 盈箱 , 列 肆 租赁 , 限 文 到 三 日 销 毁 ；

礼忏诸事 , 皆 为粉饰虚 文 , 即 谓 颂祷致虔 , 官故纵者 , 照 禁止邪 教 不 能察 缉 例 , 降二

亦于朕躬 毫 无所 益 。

… …

苏 松 士 民 , 习 于 级调 用 。 嘉庆 七年 , 禁 坊肆 不 经小 说 , 此

华侈 , 今又为 此虚 文 , 以祈 朕福 , 甚非 朕 后不 准再行编造 。

意 。 著该督抚 , 严行禁饬 。

康熙 四十八年御史张莲上疏 ：

“

民间设立香

江南士民为报答雍正帝
“

蠲免浮粮
”

, 自发 会 , 千百成群 , 男 女混杂 , 又或出 卖淫词小说

诵经礼忏 、 立碑造亭 、 聚会演戏等活动 , 实际 及各种秘 药 , 引诱愚 民
, 请敕地方官严行禁

上是打着儒家忠君报君的旗号 , 大兴民 间宗教 止 。

”③ 随后康熙帝又准江南道监察之奏请 , 敕

仪式之事 。 雍正帝虽有禁令 , 但只要有报答君 地方官严禁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 。

④ 然而对邪教

恩的事件出 现 , 大规模的宗教活动便屡禁不止。 和淫词小说的禁令并未阻止 民间 宗教的发展 ,

到了乾隆年间 , 宗教集会和崇拜仪式频繁与佛 晚清 由 白 莲教衍生 的教派势力 巳 经遍及全国 ,

道寺观相关联 , 并在乾隆三 十三年 ( 年 ) 如红莲教 、 青莲教 、 黄莲教 、 白 阳教 、 红阳教 、

前后爆发了波及全国 的邪教巫术恐慌事件 , 朝 青阳教 、 闻香教、 老母教 、 金丹八卦教 、 天理

廷虽多次颁布严禁邪教活动的命令 , 然而大势 教 、 八卦会 、 离字教 、 震字教 、 坎字教 、 乾字门 、

所趋 , 再多的禁止政策也都无济于事 。 嘉庆年 坤字门 、 艮字 门 、 兑字 门 、 清水教 、 清茶 门教 、

间之后 , 民间邪教组织和秘密结社已然成为朝廷 清净门教 、 大乘教 、 西来教 、 静空教、 烧香教 、

的心头大患 , 发展至晚清则是教门遍地 , 帮会成 老佛 门 、

一炷香门 、 如意 门 、 义和 门 、 天 门教 、

群 ,
士民百姓混杂于帮派教会之中 , 行事各 自 为 五荣教 悄悄会 龙华三会 先天教 无为教 、

政 ,

“

习民
”

聚众闹事 、 闯衙殴官之事时有发生 。 收元教 ： 铁船教 、

、

金乡 教 皇天教 、 长生教 、 红

民间秘密宗教的意 旨 、 仪式 、 活动 、 目 的 簿教 、 黑簿教 、 结草教 、 斩草教 、 捆柴教 、 普渡

等均变化繁多 , 既不便于管理 ,
也无法 以正邪 教 新新教 成仙会 白龙会 成功会 新天

区分概论 。 而这些民间秘密宗教多在乡 间传播 ,

会 等等 。 这些教门信徒数量庞大 , 逐渐形

并与某些通俗小说产生联系 , 因 而在查禁邪教 成一支与晚清政府抗衡的潜在力量 。

活动的过程中 ,
必然要涉及禁毁淫词小说 ,

二
晚清禁毁 的很多小说表面上看来是淫秽 艳

者无法全然分割 。

一方面 , 民间秘密宗教多借 情作品 , 而内容大多涉及民 间秘密宗教 ,
以及

用小说善书鮮瞧善恶轮 、 目雑应等说 ,

各种骑細細财修炼卿碰术 。 如小
并以此招 引 老幼妇孺为信徒 , 聚集教徒力量 , 说 《女仙外史 》 充斥着淫秽艳情 内容 , 但歌颂
形成相对独立鴨難会 , 离難府隨

自撤龍膽儿 。 娟 、说 《 莲梦 》 成书
’ ■弓

于康熙年间 , 内容涉及历史 、 神怪 、 才子佳人
巾 、 弓

及髓等 , 讲叙 山 东 白莲纖事 , 并对 白莲

教运动予關情 。 小说宣扬麵 宗教的超凡力
細为如此 , 清朝统治者将小说禁令与查

量 , 抨击朝廷官场腐败 , 严重威胁麵政府的
禁邪教相提并论 ’ 甚至在量刑上也同等对待 。

！
① 《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 》 卷 清刊本 。

其小说 之东 , 顺 治 九年 题 准 , 琐 淫
② 俞正燮 ： 《癸 巳存稿 》 卷 , 商务印 书馆 年版 , 第

词 , 通行严 禁 。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六 月 议 准 , 页 。

淫词 小 说 , 又各 种 秘 药 , 地 方 官 严 禁 。 五
③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
、 ④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十二 年 四 月 , 九 卿 议 疋 , 坊 肆 小 说 淫 词 ,

⑤ 王尔敏 ： 《 明清社会文化生态 》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严查 禁 绝 , 板 与 书 尽销 毁 , 违者 治 罪 , 印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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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统治 , 《归莲梦 》 被 白莲教 的教众奉为圭 出清政府对文治教化的重视 , 査禁违碍淫词小

臬 , 成为宣传 白莲教 的文化传播工具。 晚清政 说不再是简单的风教治理 , 而是 巳经上升到政

府所禁毁的淫秽艳情 书籍 , 大多都与邪教蛊惑 权统治的层面 。 然而 ,
淫词小说具有通俗性和

相关 , 而那些纯粹的 才子佳 人情爱小说 , 如 娱乐性 , 是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之
一

,

《玉娇梨 》 、 《平山冷燕 》 等并未遭到禁毁 。 不同于传统文人抒情言志 的诗文作 品 , 因而使

一

用单一的政府禁令来控制小说的发展 , 其结果
二 、 必然以失败告终 , 禁毁小说流传至今仍然版本

晚清民间宗教借細俗小说的 内容鼓吹教
众多 , 足以说麵政府小说禁令的

’
败 。

一方

义 , 麵 发纖众 , 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对社
面

, 晚清
,
府的小说

,
令无法阻止淫词小说售

会治安产生滋扰 , 造成多起恶性酬事案件 ’

“

大
卖的商业行为 , 售卖淫词小说有利可 图 ,

抵反面史例 ,

……若各类秘密宗教 、 秘密会社 、

商人为牟利挺而走险 , 以各种手段逃 查禁 。

江洋大盗 、 谋财害命 、 奸淫 凶杀等巨案 ,

方面 ’ 晚清政府的禁令往往配 以淫词
士
说

象较深者则为秘密宗教犯案之繁多 , 名 相不 ,

査禁 目录 ’ 这无疑是为书■读者■ 了
一

淫胃

令人眼花狐 。

”①而这翻 案件辦翻難
弓 心

小说的传播 ,

“

其中有假僧道为名 , 或刻语录方
也更加刺激 了淫词小说的传播 , 增强 了淫词小

书 , 或称祖师降札 , 此等邪教惑民 , 固应严行禁
说的影响力 。 由此可见 ,

巧
清 ：府査禁淫词小

止 。 至私行撰著淫词等书 , 鄙俗浅陋 , 易坏人心 ,

说 ’ 忽略了社 的多 化 , 使用单
二
的

亦应
一

体査禁 , 毁其刻板
”

。

②麵同治年间江苏
令手段 ’ 必然使其成为

一

场不成功的政治运动 。

巡抚丁 日 昌道 ：

“

淫词小说 , 向干例禁 , 乃近来书
、

贾翻 , 往往楼板流传 , 扬波扇焰……殊不知忠、

本文作者 ： 郑 州航空 工业管理 学 院人文社

孝廉节之事 , 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 , 奸盗诈伪
科 系 副教授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研究 生 完

之书 ,

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 , 风俗与人心 , 相
文学 系 届博士

为表里 。 近来兵戈浩劫 , 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
马

说 , 默酿其殃 。

”

丁 日 昌认为
“

兵戈浩劫
”

受到

淫词小说泛滥影响 , 默酿积弊而成 。 晚清政府

对淫词小腿纖不仅关乎 风教化和社会安
年服 , 弟 贝 。

定 , 更是维护满清政权统治的必要手段 。

② 魏晋锡 ： 《学政全书 》 卷 ’ 礼部刊本 , 清乾隆本 。

晚清各地颁布 的小说禁令多达几十种 , 禁 丁 曰 昌 ： 《抚吴公牍》 卷 清光绪铅印本 。

毁小说书 目也层 出不穷 , 这些政策手段都反映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