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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系统论述民国时期山东教门的著作。
它从社会史的角度，采用实证史学与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对民国时期山东教门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既
叙述了它们的产生、发展和覆灭的历史进程，又阐释了它们的社会政治活动，还较为详细地剖析了它
们的组织结构、教理教仪，从而较为完整地再现了不为正常社会所熟知的“教门社会”。
    本书史料翔实，论证严密，语言流畅，见解不乏创新之处，不仅有助于深化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
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近现代史、民国史研究以及山东地方史研究内容，同时，对当代中国
开展的“打黑除恶”、铲除邪教等专项斗争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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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家贵，1968年11月出生，山东省茌平人，历史学博士，安徽阜阳师范学院教授，中国会党史研究会
理事。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主治中国秘密社会史，曾先后在《中共党史研究》、
《二十一世纪》（香港）、《抗日战争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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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国建立前后的山东教门　　第二节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山东教门　　辛亥革命前十
年间的中国，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各种矛盾急剧激化，政局、社会极度动荡，“民变”蜂起，教门等
秘密社会的活动更是极其活跃。
据乔志强先生统计，有案可稽的事件就达138次。
然而，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秘密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会党方面，乔志强先生统计的数据也主要是有关
会党的（达130次）。
作为秘密社会之重要一支的教门的发展状况及其活动诸方面却鲜有人论及，相关成果仅零星见于一些
通论性的著作，专题性的研究尚不多见。
　　一、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山东教门发展的原因　　历史上由于“东省地狭人稠，小民生计维艰，多
赴顺、直、东三省等处佃趁谋生”，然而这一时期的顺、直、东三省等地遭受八国发动侵华战争和日
俄战争的浩劫，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东民之在外谋生者陆续逃归，秋冬间水路相望，千百成群”
。
山东民众天灾人祸，内外交困，遭受的各种打击之力度较历史时期及同一时期其他省区尤为沉重。
　　（一）自然灾害。
这一时期山东遭受的自然灾害较前覆盖面更广、次数更频繁、破坏性更严重。
1900年春、夏，山东大旱，一直到8月未见雨水，鲁西许多州县因此小麦歉收、秋种无法进行；1907年
，再次遭受水灾，“又值上年水灾，饥民众多”；1910年春，海阳久旱不雨，鼠疫流行，莱阳遭严重
霜灾，“杀麦殆尽”，乡间断粮绝炊者“十居其九”。
处于风雨飘摇、濒临崩溃边缘的清王朝及山东地方官吏已无力进行赈灾，民众嗷嗷待哺，惶惶不可终
日，被迫背井离乡。
《申报》等报纸纷纷予以报道，这在山东地方官吏的奏折中也可得到证明：　　窃谓该县岁比不登，
今年春禾失获，秋稼无收，除死伤外，流亡者不下数万人。
　　自近岁连遭荒歉，流尢满道，饥寒亡命假息萑苻。
　　饥寒交迫、生活无望的民众有的抗捐抢粮，有的“人心思变”，鲁西南地区就时“有饥民随从附
和，或纠领数十人、百十人，借仇教为名在单县边境一带游弋”。
教门既能给人以精神慰藉，又有助于人们互助，同时具有较严密的组织形式，因此吸引了大批的民众
纷纷参加，遂乘势活跃起来。
山东地方官在奏请对山东民间秘密结社（含教门）的举事进行剿灭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自江、皖阻饥，流民入滕、峄者不下数万口，昼丐夜掠，合境绎骚然，其志在求食而已。
”　　（二）苛捐杂税。
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侵华战争的破坏后，清王朝被迫实行“新政”以图自保。
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是“帑项奇绌”、“库储一空如洗”，要推行新政，不得不增加赋税。
这对于遭受自然灾害打击的民众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1909年6月18日的《民呼报》曾报道：　　自举新政以来，捐款加繁，其重复者，因劝学所或警费不足
，如猪肉鸡鸭铺捐、砖瓦捐、烟酒捐、铺房最小之应免者，复令起捐。
　　1910年莱阳、海阳负担的捐税就有：户口捐、文庙捐、油坊捐、染坊捐、丝麻黄烟捐、牲畜捐、
丁税、契纸税、钉牲口蹄捐、瞎子捐、戏捐、庙捐等。
与此同时，清王朝还要偿付巨额赔款，进一步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对此，清统治者也已经认识到：“近年以来民生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
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
”　　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官吏乘机增加赋税、中饱私囊，使本已沉重的赋税再放大数倍乃至数十倍
。
“此次新案赔款，山东摊派银八十万两。
⋯⋯何必又借赔款为名，处处张贴告示，添设厘捐，剥削商民”，民不堪负，“以致上年潍县罢市，
今年长山县之周村镇罢市，使商民骚然，不安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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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民间秘密结社（含教门）为民众举行斗争提供了很好的组织形式，如1905年3月8日，四川犍
为县观音店民众就在红灯教组织下为反对清王朝捐款勒索，据龟头寨起义，山东莱阳曲诗文为“反对
‘新政’，抗不纳捐”，也采用“拜盟立会”形式组织民众，教门等民间秘密结社借此发展起来。
　　（三）官兵掳掠。
面对诸如抗捐、抢粮乃至起事等蜂起的“民变”，清王朝没有采取减免赋税、惩处贪官污吏、积极赈
灾，从而疏导民众、化解矛盾等有效的解决方法，而是以暴易暴，用武力严厉镇压各地的“民变”，
实际上，大厦将倾的清王朝为了苟安也只能这样做了。
然而，更为恶劣的是，一些官兵趁火打劫，民众更加痛苦不堪，从而使矛盾更加激化。
1910年，莱阳发生大规模的抗捐抗税斗争后，清王朝惊恐万状，急调清兵前往镇压。
这些清兵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清军将领为邀功请赏，非但纵容清兵的行为，甚至还与地方官员、劣
绅勾结在一起，对民众进行疯狂敲诈。
在京的山东士绅得知莱阳事件真相后，集体上书清廷，在申述民众抗捐抗税的根由后，痛斥了清兵、
地方官与劣绅勾结在一起荼毒生灵的滔天罪行：　　戮其强壮，杀其幼稚，淫其妇女，掠其财富，然
后纵火尽焚其室庐。
⋯⋯计杀死之可知者一千六百余人，而妇女之羞忿自尽、老弱之无家可归自缢投井者不可数计，焚毁
房屋共千余家之多，血流被道，哭声盈野，合境之人无不痛心疾首。
⋯⋯道员杨耀林与总兵李安堂等人以纵杀可以邀功，掳掠可以致富，遂建议分扎四乡，以搜剿曲党为
名，于是今日至东乡纵火，明日至西乡拿人，数十里内村落无一幸免者。
其所掠之妇女则于附近州县卖之，所掠之衣物则载至烟台各当店售之。
而驻扎防兵与劣绅王墀等以承办粮草为名，设立公所总局，逼令附城四十里乡民运送供给，虽允付官
价，借扣留不发，有违异者以曲党坐之；且冒名阖县绅商朦禀抚臣，称军律整严，秋毫无犯；又逼各
社长出具曲士文谋反是实甘结。
　　《申报》、《东方杂志》等媒体也先后对莱阳事件真相予以披露，全国舆论哗然，纷纷加以谴责
，清王朝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甚至将所谓“盗贼”与清兵进行比较，提出了“民之畏官军更甚盗贼”
的惊世骇俗之结论：　　（贼首）遂教贼部分其众，申以约束，所至张贴伪谕，除一二大户外，余皆
安堵无恐；复出所掠资财分给贫者，检其丁壮与同逆，以故贼势张甚⋯⋯而冒军尾贼行，所至骚扰尤
甚，又妄指良懦为窝主，擅为抄掠，辱及妇女，遂使民之畏官军更甚盗贼。
　　清统治者的残暴行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变”得以产生的原因，压迫、剥削、饥饿没有消除
，反抗事件的不断发生乃至愈演愈烈也就是必然的了。
在死亡线上拼命挣扎的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
据史料记载，1911年6月至10月，武定、惠民、东昌、临清、新泰、莱芜、肥城、东平、兖州、宁阳、
费县、沂水、济宁、濮州、范县、观城、郓城、巨野等十八个县，以及兖、沂二府属地，日照、寿张
、阳谷、滕县、葛州、兰山、郯城各州县，均有教门等民间结社活动。
　　（四）教会、教民倒算。
义和团运动后，清王朝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列强不仅从中国索取了巨额赔款，而且获
得了在内地建教堂及传教的权利。
义和团运动中遭受打击、惶惶不可终日的教民扬眉吐气。
各地清朝官员因前车之鉴更加畏惧洋人，在裁夺民教纠纷时，更是袒教抑民。
两种因素的刺激，使教民数量激增、气焰日张。
据后来人们回忆：　　义和团失败后，教民纷纷回府。
教民更为猖狂，谁也管不了。
百姓敢怒不敢言，神甫来了还要下跪迎。
⋯⋯被义和团杀的家人，村里要给他们出殡，如为教民王泰出了殡。
几年后，有些拳民也回村来，给教民磕头、赔罪，说好话，才算安住下来了。
　　民教矛盾的日益激化，导致冲突此起彼伏，引发乡村骚乱，极大地加剧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社会
的震荡。
　　此外，清王朝文化控制的弱化、皇帝崇拜和政治迷信的动摇，也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山东教门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山东教门史>>

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山东教门的主要活动　　20世纪初，慈禧太后曾向一个官僚表示，她是非
常害怕清王朝这只“纸老虎被拆穿”的，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山东教门的诸种活动，是全国风起云涌
的“民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1902-1911年间，除学潮和爱国革命运动外，各地“民变”多达1131次，22省无处不有，不能
不使得清王朝惊惧异常，以至哀号“应接不暇”、“失所之民，穷而思乱，止无可止，防不胜防。
沸羹之势将成，曲突之谋已晚”。
这一切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严重削弱了清王朝基层统治的基础，恰恰戳穿了清王朝这只
被“精心粉饰涂抹的纸老虎”，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
暴的即将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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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门”有很多别称，主要有：秘密宗教、秘密教门、秘密教、秘密社会宗教、秘密宗教会社、
秘密宗教社会、秘密宗教结社、宗教的修养结社、秘密经会、秘密宗教团体、秘密的宗教，甚至下等
宗教、低级宗教、迷信集团、异端宗门、伪会、邪教、魔教、左道、歪道，民间俗称教门或道门等。
　　“教门”是一种具有准宗教性质的秘密结社组织，有着独特的亚文化和经济实力，独立于正统社
会之外又往往从事于反正统社会的秘密活动。
　　“教门”通常为统治者和正统社会法律所不容，因而又被历代统治者称为“异端”、“左道”、
“邪教”。
　　“教门”又可细分为“会门”如大刀会、红枪会、小刀会⋯⋯和“道门”如九官道、先天道、一
贯道、归根道、黄天道⋯⋯两种。
　　“教门”中的“门”字，是“派别”、“结社”的意思。
它和“会党”被学术界并称为中国秘密社会的两个系统。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山东教门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