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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由士农工商即所谓“四民”构成，不时发生的社会震荡，不断地将其中一部
分抛出社会正常秩序的轨道，聚集成王法与教化之外的草莽。
草莽也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并对主流文化的面貌变化发生十分活跃的影响。
作者从社会、行为、道德、信仰、文化价值等不同的视角着眼，对这种“草莽文化”作多层面交融的
立体观察和剖析。
全书资料翔实，视野开阔，史论结合，新意迭出，而且颇有文采，是一部兼备学术性和可读性的好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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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海生，上海市委党校编审，著有《中国学术思潮史》《清代朴学》等多种哲学史、文化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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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白莲教    [1]白莲教是秘密教门中规模最大、流传最广、势力最盛的一个组织，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
宋时期的白莲宗，创始人是吴郡延祥院僧茅子元。
他融合了天台宗的识法和净土宗的弥陀念佛信仰，创立白莲教。
白莲教的主旨是规劝众生信奉净土教义，提倡禅净一致，弥陀即为众生本性，净土即在众生之心，只
要信愿念佛，即使不断烦恼，不舍家缘，不修禅定，死后皆可往生净土。
这个教义，在当时与正统的佛教宗派相左，根本不能登堂入室。
然而，方外世界的取巧之道，毕竟无碍封建统治，小有挫折之后，茅子元又被孝宗皇帝召回临安德寿
殿说法，赐号“白莲导师，慈照宗主”。
    到了元代，白莲教不拘泥于茅子元的倡导，吸收了弥勒教、摩尼教的一些教义，从取巧拜佛到追随
降生俗世的弥勒，逐渐变得不安分起来。
元末，河北栾城人韩山童被奉为白莲教首领，他利用从传统中蝉蜕出来的白莲教教义，发动了红巾起
义。
自此，白莲教也从一个纯粹的民间宗教组织演变成为民间反社会的秘密教门，一纵而离方外，步人了
草莽之列。
    [2]白莲教步人草莽之后，主要活动范围由南方转移到北方，然后再扩散于湖北、四川、江西等地，
延续的时间之长，贯穿明清两代。
其间，流民人教成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尤其是明中叶以后，流民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活跃于下
层社会的白莲教乘势与流民结合，一方面迅速壮大了白莲教的组织，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与官府的对抗
程度。
为此，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对白莲教采取了严厉禁止、坚决打击的措施。
明太祖朱元璋诏禁白莲教，禁示传习。
《大明律·礼律·禁止师巫邪术》条中明确规定：“妄称弥勒教、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
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象烧香集会，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各
杖一百，流三千里。
”然而，禁网愈严，打击愈厉，反抗也愈甚。
综观明清两代，白莲教众造反起事，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
明初，红巾军遗部在金刚奴、高兴福的率领下，不屈不挠，同明王朝打了四十年的仗；永乐年问，山
东蒲台女子唐赛儿率白莲教众“称反”，锋芒所及益都、诸城、安邱、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声
势蔚为可观；明末，徐鸿儒起事，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清代川楚陕的白莲教大起义，历时
九年半，波及四川、湖北、河南、甘肃等省，同样也是势头不弱。
其中述出现了不少草莽英豪、风云人物，事迹散播于民间，汇成了一则则色彩瑰丽而又撼人心魄的传
奇故事。
    [3]“白莲女杰”王聪儿的故事，就是这无数传奇中的一则。
据史所载，王聪儿是湖北襄阳人，家境贫苦，从小就流落江湖，学习跑马卖解的杂技艺术，尝遍了人
生颠沛流离之苦，同时也锻造了坚毅不屈的英勇性格。
她的丈夫齐林是白莲教襄阳郧阳一带的总教师。
王聪儿和他原订在嘉庆元年元宵灯节时起义，不料失密，齐林等一百多人被官府残酷地处死。
王聪儿幸免于难，她与齐林的徒弟姚之富等数千人会集于齐林的家乡黄龙荡，插旗造反。
王聪儿被推为“总教师”。
随后，义军转战湘北河南交界的地区，很快扩充到数万人。
公元1797年初，襄阳义军为了摆脱湖北战场蜂拥而至的数万清军主力，决定作战略性的转移。
于是在王聪儿的率领下，队伍巧渡汉水，进入四川，顿成燎原之势。
后来，由于内部出现了变节分子，王聪儿在围困中，力尽跳崖就义，时年二十二岁。
“白莲女杰”说的就是这一段故事。
    相传，乾隆末年，民间出了“木立斗世泪当绝”的谶语，会家子解来，暗喻乾隆六十年天下当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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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
六十年一到，乾隆“内禅”，让位于皇子颐琰，白莲教乘机发难，在川湘陕豫甘卷起了造反的狂飙。
    嘉庆元年元宵节，本是襄阳郧阳一带白莲教准备举事的日子。
不料消息走漏，官府重金购遣刺客于昏夜中用毒镖击伤了白莲教的总教师齐林。
这时候，新婚不久的王聪儿正在洞房里绣“官逼民反”的义旗，蓦地看见一个血肉模糊的男子闯进来
，借着灯光看清了来人正是丈夫齐林，又惊又悲，眼泪滚滚而出。
齐林把不幸的消息告诉了王聪儿，并要她举火为号，向教徒们示警。
王聪儿毅然除下红妆，火焚洞房。
齐林为了掩护妻子逃走，只身投人了熊熊的烈焰之中。
    王聪儿亡命出走，在汉江东津弯上的青莲庵削发为尼。
青灯古佛下，仍不消巾帼侠气。
她通过齐林的大弟子姚之富，继续在暗中组织起义，一桩突发的事件加速了举事的进程。
原来，官府的一个把总，看上了青莲庵的小尼姑安慧，假借搜捕白莲教的名义，闯人尼庵，勒索老尼
，侮辱小尼。
王聪儿仗义相救，诛杀奸邪，最后带上老尼和安慧一起走上官逼民反的道路。
于是，襄阳义军在王聪儿、姚之富等人的率领下，设坛盟誓，杀官祭旗，南征北战，战果累累。
为此，总统湖北诸军的勒保被押京问罪，代之而来的是他的弟弟云贵总督永保。
勒保谙于“匪情”，忠告弟弟，小心白莲教流播到川楚陕边的巴山老林，否则后患无穷。
    清初，西南用兵九年。
乱定，各省的贫民流徙纷纷人川，汇集在川楚陕边的巴山老林。
他们住在简陋的棚屋里，衣食无着，备受土豪的欺压。
这里的年轻人自小受生活的煎熬，个性变得坚韧顽强。
为了对抗土豪豢养的“土豹子”，即镖师乡勇的暴虐，他们模仿前人的仗义豪气，向往哥老会兄弟患
难相助，歃血为盟的群体精神，也跟着在绿林丛莽里，操习武艺，拜把结盟，抗强暴，同祸福。
在官府眼里，他们已经被视为十分扎手的“流匪”。
    白莲教首们也看到了巴山老林里的“反”气，决定率队横渡汉水，向川楚陕边挺进。
这时候，永保已在汉水的周围布满了重兵，为寻找理想的突破口，王聪儿巧扮男装，偷偷潜人紫阳城
。
不料让手下的逃徒钱飞识破，密告官府。
正在这危难就要降临的时刻，钱飞的父亲钱正万闯进了王聪儿住的客栈，呼请王聪儿赶快离开。
王聪儿的师妹黑丫头对老人的冒失不满。
钱正万一下子解开对门襟的破羊皮袄和里面的开褂，露出了古铜色的胸膛。
烛光下，王聪儿看见老人的胸脯上刺着白莲教徒的标记——白莲花。
乾隆时，身上刺有白莲花的，不仅是“从教”，而且是“从逆”的标志，抓到就要被砍头。
望着这个以生命保存下来的“标志”，王聪儿除了感动，还能说什么呢？
于是老人又自告奋勇地请王聪儿跟自己走，到猎禽船里躲一躲。
他说：“这上下百里几十条枪船，都是我的弟兄，枪能打飞禽，也能打仗。
”王聪儿听到这儿，心里一亮，关照老人第二天夜里把几十条船约齐，在县城沿河上下朝天放枪。
果然诱得官军上当，以为白莲教徒要攻城了，急忙把兵力收缩到城防上。
就这样，王聪儿与白莲教的队伍，不伤一兵一卒地从下游白马石边渡过汉水，向大巴山进发，揭开了
更为壮烈的一幕。
最后起义虽然也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但“白莲女杰”的故事却流传于川陕一带，至今未绝。
    P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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