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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在秘密教门的前身——异端教派时期，这些组织就被正宗佛教贬称为“邪教”，秘密教门形成后，
除了元初一个短暂时期外，历代政权均将其称为“邪教”或“左道惑众”团体，加以打压，教门组织
被迫转入地下，成为在民间，尤其是下层社会流传的秘密组织，因此也被称为“民间宗教”或“秘密
宗教”。
　　明清时期，各种名目的秘密教门大量涌现，成为当局潜在或公开的威胁，因而通过武力镇压或利
用法律武器进行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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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性质与历史渊源　第一节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性质　第二节 明清时
期秘密教门的历史渊源第二章 明清秘密教门的教义、教规及组织结构　第一节 入教仪式和教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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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前提　第三节 教主创教的原动力　第四节 传教手法　第五节 教首对信徒的精神控制　第六节 
统治阶级治理对策的失误第六章 如何看待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起事结语 历史上的秘密教门与当代邪
教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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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了中国学者关心秘密教门的研究问题以外，外国学者也对中国秘密教门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进
行了长达百年以上的研究。
　　早在19世纪，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就对中国的秘密教门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在对无为教（罗教）
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进行考察和研究之后，认为无为教“通常被士大夫说成是怀有秘密政治企图的
邪教，但目前它的信徒显然对任何违法的目的都茫然无知。
他们现在乃至以后，都热衷于宗教目的，虔诚地皈依宗教”①。
他还认为白莲教作为一个民间宗教，“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事情”②。
不管他这个结论在今天看来是不是正确，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外国人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关
注中国秘密教门问题了。
几乎和艾约瑟同时代的荷兰学者、汉学家迪格鲁特于1903年出版《中国的教派宗教与宗教迫害问题》
一书，他在书中对中国当时存在的秘密教门里的诸多门派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
迪格鲁特和清朝封建士大夫的观点有明显的区别，他把中国秘密教门看作是大众宗教的一种可靠表现
形式，而且对中国秘密教门充满同情心。
　　到了20世纪下半期，随着社会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把注意
力投向中国秘密教门。
1967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朱永德先生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初探》的学术论文。
1972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谢诺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民众运动和秘密结社》出版，书中基本上囊括
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1976年，美国宾州大学韩素瑞教授写出《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一书，1979年她
又写出《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①。
韩素瑞在这两部著作里，使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对清代中期两个典型的教门——八卦教和清水教，以
及这两个教门举行的起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另外一本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就是1976年欧大年先生撰写的《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②一书，作者在
书中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外学者有关“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的研究成果，然后对明清以降流传较广的几
支教派及其信仰内容、教主、经卷以及仪式等作了概括的评介。
1986年，哈佛大学的凯利又作了《教派与社会——罗教在清代漕运水手中的发展（1700～1850年）》
的博士论文，主要介绍了罗教在漕运水手中渗透的情况。
澳大利亚的布赖恩·马丁在其博士论文《1920—1937年的上海青帮：杜月笙的崛起》基础上，写成《
上海青帮》一书，2002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中文版。
书中介绍了青帮的源流、上海青帮与法租界的关系，以及黑帮政客杜月笙的崛起等。
　　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很早就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秘密教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对中国秘密教
门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人平山周在所著的《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中，就对中国秘密教门进行研究
，不过，作者仅对中国秘密教门的滋生、蔓延及其造反活动作了客观的叙述，而未深入探讨其蔓延和
屡禁不止的原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日本学术界又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研究中国秘密教门的学者。
他们把中国的秘密教门定位为民间结社组织，称之为“宗教结社”。
他们从源流、教义、组织、宝卷等多方面对中国秘密教门进行深入的研究。
对白莲教，1926年，矢野仁一发表《关于白莲教之乱》，称在清廷尚未丧失民心的情况下，这次起事
只是“匪民”和胁从为主的“流寇式叛乱”；1948年以后，铃木中正连续撰写了《清代宗教叛乱的性
质》、《清朝中期史研究》、《清嘉庆朝白莲教之乱》等文，认为白莲教本是立足于追求个人福祉的
宗教组织，并没有武装反抗的倾向，然而清廷的高压政策和残酷镇压，使教门逐渐带上政治色彩，采
取暴力形式与之对抗；安野省三、小林一美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嘉庆初年川楚陕五省教门起事的起因。
其他如铃木中正对罗教的研究，泽田瑞穗对教门宝卷及八卦教、白阳教、弘阳教、黄天道的研究，酒
井忠夫对善书、《开心法要》（即罗教经卷《五部六册》）的研究，佐佐木正哉对林清、李文成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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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研究，浅井纪对青莲教与清茶门教的研究，野口铁郎对江西真空教及红白黄教的研究，武内房司
对青莲教的研究，佐藤公彦对八卦教的研究等，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①不过，这些成果当中，却鲜有探讨秘密教门蔓延和屡禁不止原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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