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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I 

内容摘要 

本文试图以 1813 年八卦教叛乱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叛乱者供词、官员奏

折，结合地方志的描述，探讨清中后期华北地区官方和民间对待叛乱的态度及应

对措施。 

自康熙初年刘佐臣创教以来，八卦教的传教方式由治病祛灾发展为授官封地

的许诺，传教目的由最初的聚财敛钱演变为政治谋权。教派内部运作机制的转变，

为叛乱的爆发奠定了基础。乾隆以后，随着官方权力行使的间接化和民间信仰的

扩张，八卦教的发展和蔓延获得了充足的空间。在林清、李文成等颇具野心的教

首的领导下，八卦教的组织形式由严密、单一走向灵活、多元，“千禧年”思想

在教派内部迅速萌发，加之 1811 年至 1813 年直鲁豫三省大旱灾的催化，叛乱在

上述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爆发。 

随着叛乱的爆发，叛乱者的人员构成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其中既包括虔

诚的八卦教徒，亦有大量的投机分子、乘火打劫者和被迫加入者。政府和民众在

应对叛乱的措施上，由最初的消极被动转变为积极主动；在面对来自叛乱者的威

胁和破坏时，官方和民间由相对独立走向通力合作，双方力量趋向合流。叛乱平

定后，对于灾民的抚恤和灾区的重建工作，中央和地方都给予了极大支持；而在

余犯的调查和追剿上，君臣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歧，相对于嘉庆皇帝的高度

重视，地方官员则采取了一种因循怠玩的敷衍态度。 

官方和民间对待叛乱态度的转变，以及政府内部中央和地方应对叛乱措施的

差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央行使权力的间接化。然而，官方和民间在抵御叛乱

上的通力合作，又说明了清政府在华北地区的控制力仍然较强，其威信依然存在

于广大绅民心目中。 

 

关键词：八卦教叛乱；政府；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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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bout the famous historical event the Eight Trigrams Rebellion of 1813 which 

happened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investment literatures included the records of the confessions 

of rebels, officials’ memorial and the recordation of some local chronicles. The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official and popular attitudes and responses toward the rebellion in north 

China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Eight Trigrams was found in the beginning of Kang-xi Dynasty by Liu Zuo-cheng, At 

first it advocated the cure of diseases and avoiding disasters by joining the organization. Then the 

content of its propaganda gradually change from the physical health of body to the promise of 

political or family honors and material benefit. The organization was highly-organized and careful 

division. The purpose of the organization changed from grabbing money into seeking political 

rights step by step. All the changes of its internal opera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bellion of 

1813.After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there was more ch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organization. The Eight Trigrams expanded quickly for the indirect exercise of official power and 

the expansion of folk belief. Under the ambitious leadership of Lin ch’ing and Li Wen-ch'eng, it 

became a flexible and multi-organization. The thought of Millennium is popular among the joiners 

of the Eight Trigrams. At the same time, a severe drought broke out in Chihli,Shantung,Honan 

province between1811 and 1813. The Eight Trigrams took the advantage to become stronger. 

Those factors directly stimulated the outbreak of this rebellion.  

With the outbreak of this rebellion, the rebels in the Eight Trigrams showed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composition, including devout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opportunists, looters 

who by chance and forced entrants. In response to the rebellion, the government and popular took 

measures from the initial passive into active. During the course of resist the rebellion, the 

cooperation of official and the popular finally contributed to the two independent strengths merge 

together. After the rebellion was put dow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had thrown a great 

deal of money into the pension of the victims and the project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On 

the question of hunting for the criminals who escaped,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The emperor 

Jiaqing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on the event but the local officials have taken a lazy attitud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iscover the change of attitude of the official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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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 toward this famous rebellion. And different measures were taken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holding down the rebellion. From the research we can find 

the indirect exercise of political power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operation of the official and the popular reflects that the government control in north China is 

still strong and the official authority still existed in the mind of the majority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The Eight Trigrams Rebellion；the official；the pop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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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宗教叛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不可

忽视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对此问题都做过较为丰富

的探讨。然而，由于材料的不确定性和片面性等原因，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并

未形成完整清晰的框架，且关注点呈现出不均衡状态。相对于太平天国起义、义

和团运动这些大的反叛事件研究的蔚为大观，学者们对宗教叛乱整体状况的研

究，尤其是一些看似影响不大的事件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本文试图通过对发

生在 1813 年的八卦教叛乱的探讨，尽可能地揭示出清中后期华北地区的社会、

政治状况以及政府在这一地区控制力的强弱。在切入正题之前，本章先就学术界

对本文所涉及的几个问题进行简单的回顾，并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资料和方法做

一交代。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关于中国宗教叛乱的问题，直至目前学界已做过不少研究。学者们或是从比

较的角度阐发宗教叛乱与秘密会社、农民起义的异同，抑或从个案出发来充实整

体研究。①而且，不少学者摆脱了以往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之间相互隔绝的

研究状态，不再单纯地研究宗教史或是政治史，而是从丰富的原始资料出发，多

角度地看待特定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尽可能探索和展现更为全面真实的历

史。本文亦试图秉承这一宗旨，来考察嘉庆年间八卦教叛乱的源流、进程和余波，

并从中展现叛乱下的政府、民众和社会，以期对民间宗教叛乱和清中后期的政治、

                                                 
① 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年；濮文起：《民间宗教与结社》，国际文
化出版公司，1994 年；李尚英：《源同流分：民间宗教与结社》，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 年；马西沙：《民

间宗教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濮文起：《秘密教门：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江苏人民出版
社，2000 年；庄吉发：《真空家乡：清代民间秘密宗教史研究》，文史哲出版社，2002 年；马西沙、韩秉

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2004

年；（美）欧大年著，刘心勇等译：《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美）韦思谛

编，陈仲丹译：《中国大众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美）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

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英）王斯福著，赵
旭东译：《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美）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

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美）
周锡瑞著，张俊义、王栋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年；罗尔纲：《太平天国史》，

中华书局，2009 年；（美）韩书瑞著，刘平、唐雁超译：《山东叛乱：1774 年王伦起义》，江苏人民出版

社，2009 年；（美）韩书瑞著，陈仲丹译：《千年末世之乱：1813 年八卦教起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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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状况的研究有所裨益。笔者仅就本文所涉及到的问题做一简单的学术史回

顾。 

第一，关于民间宗教的研究。 

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不仅阐释了中国宗教，更重要的是它

研究和描述了中国社会和宗教的整合。全书试图回答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

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结构形式来实现的问题。杨庆

堃认为，中国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模糊的，缺乏“显著性结构”的，然而宗教

的仪式和信仰却又成为中国社会，包括家庭、阶级、民间团体、行业、经济活动

和朝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阶层、宗教和社会都是相互影响，又互为

支撑的，宗教的传统同时又是个人以及社会道德的基础。同时，杨先生的研究对

以前学者所忽视的民间社会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认为，中国社会分散性宗教占

主导地位，而制度性宗教相对薄弱。尤其是“分散性的宗教”概念的提出，一方

面为中国宗教形成界定了一个符合社会学规范的模式，同时更使那些存在于民间

生活中的信仰仪式得以被作为中国宗教来检视。①在杨著的启迪下，欧大年完成

了《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这一著作，全书共分九章，分别对长生教、白莲教、

白云教、罗教和佛教的历史、信仰及活动进行了探讨，并对造反者和传教者之间

的关系、教派与暴乱或起义的关系给予了全新的解释。欧大年认为，在传教之初，

传教者与信徒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一旦准备公开叛乱，为了广招兵马，招募

和入教的教规开始废弛，在随之而来的战争期间，只有少数的叛乱者是教派成员，

大多数非教派成员对宗教教义似乎漠不关心。在宗教与叛乱的关系上，欧认为教

派教义中的宗教主张，不论是载于经文本身的，还是见诸其它历史文献的，都需

认真对待，它们对于叛乱的爆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②杨宽则认为，农民战争

往往利用宗教作为鼓动和组织的手段，往往在他们革命思想上披上宗教的外衣，

在他们试图抵抗和推翻压迫者的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往往采用宗教的组织形式。③ 

邵循正驳斥了杨宽强调白莲教有“一种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革命”的理论，并且

否定了宗教和阶级斗争之间有着本质上的联系。他认为，中国历史上许多大规模

                                                 
①（美）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5、15-16 页。 

②（美）欧大年著，刘心勇等译：《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39 页。 
③ 杨宽：《论中国农民战争中革命思想的作用及其与宗教的关系》，史绍宾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

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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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战争根本用不到披上宗教外衣，秘密会社的宗教本身是一种联系纽带，同

时又是掩盖革命本质的一种外衣。① 

马西沙先生对民间宗教的概念作了界定，他在《民间宗教志》一书中指出，

所谓民间宗教，是指流行于社会中下层、未经当局认可的多种宗教的统称。民间

宗教并不等同于秘密宗教或民间秘密宗教结社，民间宗教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

性。该书分别介绍了大乘佛教、摩尼教、白莲教、无为教、弘阳教等不同教派的

历史沿革、组织与制度、经典与教义，并认为民间宗教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特定的

位置，是信仰主义世界的重要领域，构成了千千万万底层群众的笃诚信仰，影响

着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下层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对中华民族性格的

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②
秦宝琦虽然赞同马西沙关于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存

在差异的观点，但他对二者的关系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秦宝琦认为，秘密教门

虽然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现，但在本质上它是被压迫阶级中少数不肯向自己命运

低头的人，以宗教信仰为纽带自发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秘密教门的创立者和参

加者大多希望借助于这种秘密组织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

要求，使自己的地位和处境得到改善。它同宗教信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以

说两者是形同而实异。首先，从历史上看，秘密教门是由宗教异端演变成的民间

秘密结社。其次，从本质和功能来看，秘密教门不同于宗教信仰。③濮文起对中

国民间宗教的地位做了如下概括：如果从宗教学意义上说，民间宗教可以说是与

儒、释、道三教并列的中国第四大宗教；如果从发生学意义上说，民间宗教是位

列儒教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宗教。他还将中国民间宗教思想总结为以下四个特点：

关怀女性与两重父母的道德观，徘徊于传统宗法模式内的伦理信念，崇拜转世神

佛的求索取向，“云城降世”的理想境界。
④
 

王铭铭的《中国民间宗教：国外人类学研究综述》一文，从民间宗教的界说

问题、民间宗教与“大传统”的关系、民间宗教的社会与文化分析、民间宗教与

区域历史中的社会、民间宗教与现代化理论五个方面详细介绍了国外人类学家对

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状况。同时，作者还提出了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民间宗

                                                 
① 邵循正：《秘密社会、宗教、农民战争》，史绍宾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
店，1962 年。 

② 马西沙：《民间宗教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2 页。 
③ 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2004 年，第 9-11 页。 
④ 濮文起：《中国民间宗教思想的几个特点》，《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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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新视角，并强调田野考察的重要性。①刘平、冯彦杰对近三十年来美国学者

对中国民间宗教研究进行了简单回顾与展望，主要介绍了中国民间宗教在美国汉

学研究中的地位、代表性人物与论著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发展走向三方面。②李

天纲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二百年》一文，详细介绍了民间宗教研究的起源和变

迁、成果和方法，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做了积极展望。③ 

除了上述整体性的研究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专题研究。喻松青的《明清白

莲教研究》一书，收录了他自 1980 年以来陆续写成的十一篇文章，其中不仅包

括了对白莲教、黄天道、清茶门教、天理教、长生教的研究，而且分别论述了明

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中的女性和孝亲观。④其中，《明清白莲教研究》一文对明清

时期白莲教系统的民间秘密宗教的各大教派，从它们的产生、渊源、宗旨、信仰、

群众基础、组织情况、活动方式等各方面，结合时代背景，作了历史的介绍和分

析。⑤《关于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概述了作者对研究民间

秘密宗教的几点看法和意见。喻松青认为各教派虽然各具特色，但总的来说，它

们的教旨、组织、群众基础、活动方式等各个方面，和白莲教大致相同。长期以

来，教派之间互相融合，各自的特色多相混淆，各教派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日

趋接近。再加上政府已将白莲教作为“邪教”的代名词，是民间秘密宗教的总称，

因此，喻松青认为将民间秘密宗教的各个教派概称之为白莲教，是符合历史实际

的。⑥庄吉发的《真空家乡：清代民间秘密宗教史研究》对清代的文化政策与宗

教关系进行了梳理，并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介绍了清朝初年、乾隆时期、嘉庆年

间、清朝后期民间秘密宗教的发展状况，此外，该著作还探讨了民间秘密宗教的

宝卷及其教义、经费来源与经费运用、社会功能等内容。⑦庄吉发的研究清晰而

全面地展现出了清代民间秘密宗教的运作状况。孟超的《明清秘密教门滋蔓研究》

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待历史上的秘密教门和历代政权的治理政策，并进而探讨了秘

密教门在历史上屡禁不止的原因。作者一方面肯定了秘密教门的正面功能，同时

                                                 
① 王铭铭：《中国民间宗教：国外人类学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 年第 2 期。 
② 刘平、冯彦杰：《近年美国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0 年第 5 期。 
③ 李天纲：《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二百年》，《历史教学问题》2008 年第 5 期。 
④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⑤ 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喻松青编：《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⑥ 喻松青：《关于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喻松青编：《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

版社，1987 年。 
⑦ 庄吉发：《真空家乡：民间秘密宗教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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