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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生老母”信仰：
明末清初以來民間宗教思想的太陽*

濮文起

［提　 要］ 　 在明末清初民間宗教世界，“無生老母”信仰的出現，經歷了一個從“無極聖祖”信仰到

“無生父母”信仰再到“無生老母”信仰，最終實現“無生老母”信仰體系化的歷史發展進程。 從此，
“無生老母”信仰作為清代民間宗教思想的主旋律，改變了傳統中國民間宗教世界的信仰格局，引領

了一場比明代規模更加宏大的民間宗教信仰運動，並不時轉化為數量與規模都超過以往任何朝代

的下層民眾武裝反抗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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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清初以來的民間宗教世界，沒有比“無生老母”信仰更具精神吸引力、心靈凝聚力、情意

感召力和行為驅動力的了，她猶如一輪懸掛在民間宗教信仰天空的太陽，普照下層農民的痛苦心

田。 那麼，“無生老母”信仰是如何形成的？ 有哪些內涵與外延？ 又對下層民眾產生了哪些巨大又

深遠的影響？ 這正是本文要探究的問題。

一、從“無極聖祖”信仰到“無生父母”信仰再到“無生老母”信仰

中國人對母性的眷戀與崇拜源遠流長，神話傳說中的女媧娘娘，道教信仰中的王母娘娘，佛教

信仰中的觀音娘娘，民間信仰中的泰山娘娘、媽祖娘娘等，都是中國人心中的聖母。 在這些母性神

靈身上，既閃爍著耀目的神聖光環，也洋溢著脈脈的母愛溫情，因此受到中國人的普遍敬仰；而“無
生老母”信仰在明末清初民間宗教世界的橫空出世，既是對中國人母性崇拜的繼承，更是一種超

越，她在民間宗教神靈譜系中的無上地位與其對下層民眾終極追求的引領作用，既巨大又深遠。
“無生老母”信仰萌芽於明中葉無為教的創立者羅清。
羅清（1442～1527），又名夢鴻。 山東萊州府即墨縣人，世代隸屬軍籍。 自幼失怙，跟隨叔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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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14 歲時，代叔從軍，戌守北直密雲衛。 成化六年（1470），開始參師訪友，尋求了脫生死、悟道明

心之路。 經過 12 年修煉，於成化十八年（1482）創立無為教，隨即在密雲衛、古北口、司馬台、江茅

峪等地倡教傳徒，並在司馬台建造經堂，傳法佈道。
羅清在無為教經典《五部六冊》①中，為人們創造了一位造物主———“無極聖祖”。 這位“無極

聖祖”既是“無邊虛空”的真正主宰，也是萬能的造物主：“大千界，天和地，無極執掌。 ……五湖海，
大洋江，無極變化。 ……天和地，森羅象，無極神力。 ……日月轉，天河轉，無極神力。 ……掌教的，
三千佛，無極變化。 ……發春秋，和四季，無極變化。 ……五穀糧，四季田，無極現化。 ……草木樹，
諸果木，無極現化。 ……男和女，臭皮囊，無極現化”；②同時，“無極聖祖”又是塵世眾生的救世主：
“無極聖祖大慈大悲，恐怕眾生作下業障，又轉四生六道，不得翻身，故化顯昭陽寶蓮宮主太子，嘆
退浮雲、一切雜心，顯出真心參道，救這本來面目，出離輪迴生死苦海，又化現鹿王、善友、惡友、金牛

太子，勸化眾生。”③羅清還進一步提出“母即是祖，祖即是母”，④即母與祖為一義，祖與母集於一

身，於是一位慈祥如母的至尊女神將要呼之欲出了。 正是在這一思想的啟迪下，羅清異姓傳人完成

了從“無極聖祖”信仰，到“無生父母”信仰，再到“無生老母”信仰的根本性轉變。
無為教除羅氏世襲傳教家族外，還有一支異姓傳人。⑤其中，出家傳人釋大寧和在家傳人孫真

空、明空對羅清的“無極聖祖”信仰進行了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釋大寧，生卒年月與籍貫均不詳。 正德十三年（1518）皈依無為教，拜羅清為師，從此親侍左

右。 為闡揚師說，相繼撰寫了《明宗孝義達本寶卷》、《心經了義寶卷》及《金剛了義寶卷》，以拓展

無為教教義思想。
釋大寧在繼承羅清“無極聖祖”既是造物主又是救世主思想的基礎上，提出“無生父母”信仰，

認為“無生父母”是諸佛之本源，萬物之根基，人人之家鄉，無極之法體，天下之主宰，東土眾生“離
故鄉，在外邊，認境隨形；真父母，在家中，每日盼望”。⑥因此，眾生兒女應該聽從“無生父母”召喚，
及早還鄉。⑦

與《孝經》宣示的滲透著滲透濃烈政治氣息和取消獨立人格精神的孝道不同，釋大寧提出的是

兩重父母觀，即認為每人都有兩重父母，一重是生命淵源的生身父母，一重是人性淵源的“無生父

母”，並主張只有崇奉“無生父母”的人，才能完成最高的和最圓滿的孝道。 忠君顯親的傳統孝道就

這樣被兩重父母觀所改造，變成了聯絡超越血緣關係而具有相近利益人群的道德紐帶，因而能夠吸

引更多下層民眾聚集在這面信仰旗幟之下。
孫真空，山東人。 俗名孫三，混名傻瓜。 嘉靖年間拜羅清妻王氏為師，成為無為教異姓第四代

傳人，曾創立南無大道（又稱南無教）。 撰有《銷釋真空掃心寶卷》。
孫真空在汲取釋大寧“無生父母”信仰的基礎上，又編造出一個“無生父母”安天立地，生化東

土眾生，以及普度原人，返本歸源的完整的宗教神話：“起初在家之時，思衣得衣，思食得食，無寒無

暑，無煩無惱，又無憂慮，乃為一氣發生，同共一心，無有分別。 只（自）從古佛安下乾坤，立就世界，
觀看東土並無一人住世，因此才將自己本家兒女發到下方，串彀住世。”“想當初，未曾起身，無生父

母，眼含著痛淚，兩手摸頂，重重囑咐，你到東土，莫要貪塵戀世，迷了真性，不得還鄉。”豈料本家兒

女“到了東土，改作眾生，只貪紅塵，男女配合，花花世界，飲酒食肉，貪歡作樂，各賭剛強，認定聰

明，誇會誇能，專習琴棋書畫，再不思本來家鄉也，不肯思想無生的父母”。⑧儘管如此，“無生父母”
不以為忤，反而大發慈悲，委派孫祖師（孫真空自詡“無生父母”代理人）設立南無教，普度眾生，回
歸家鄉。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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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空，法號變音。⑩“俗名仲智，父陳敖，母張氏。 原係永平府東城衛中所人，在劉家口居住。 應

役祖差，被本官守備選壯丁為邊外尖哨。 自幼持齋，因葷素不便，於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內，更移石匣

城”，得到無為教第六代傳人徐玄空指點，悟道明心，認清“出身之路”，並被徐玄空指定為衣缽傳

人。 撰有《佛說三皇初分天地嘆世寶卷》、《佛說大藏顯性了義寶卷》、《佛說銷釋保安寶卷》、《銷釋

童子保命寶卷》及《銷釋印空實際寶卷》。 明空的傑出貢獻是在《佛說三皇初分天地嘆世寶卷》中，
將釋大寧、孫真空“無生父母”信仰轉化為“無生老母”信仰，將其作為無為教的最高崇拜，並借助

“無生老母”之口，指出“般若”乃是覺悟“無為妙法”之路，實現龍華三會“總收源”之途：
無生老母言：“我在婆娑世界，處處救苦，搬運眾生，人人空念佛，不識大慈悲；逐朝塵

勞滾滾，時時貪戀身心；染著五慾，不怕無常到來，何處歸著；諸佛大開方便行門，不解如來

大意；貪戀紅塵，不想皈家之路。 可惜了，無價寶，愚迷不認真，只因大地，凡聖交參，邪正

難認，邪法混雜，正法掩藏，未顯明暗。 我今無情，與《大藏經》中搜出一段大因，直指本性

成佛，不違本願。 只見《大般若經》有六百餘卷，內有一卷，此經奧妙難窮，聲聲喝開地獄，
行行番透玄門。 般若卷者，乃諸佛的根源，萬類之法性，度中生之妙典，切經書而差錯，論
大乘而無過此，無為妙法，甚是難參。 大地眾生，背恩忘義，無有孝道之心。 吾今留下真

宗，普化十方，萬善同歸。”
真宗傳世間，普化要有緣；末後龍華會，三會總收源。

明空在《佛說三皇初分天地嘆世寶卷》中所說的“無生老母”，還處於朦朧不清狀態，於是他又在《佛
說大藏顯性了義寶卷》中，以夢幻方式，將“無生老母”化身為一位“叫街貧婆”，並將自己說成是

“無生老母”之子，經過“無生老母”點化，撰經寫卷，行走塵世，教化眾生的無為教傳人。

接著，明空又在《銷釋童子保命寶卷》中，繼續以夢幻方式，演述他覲見“無生老母”，遵從“無生

老母”旨意，於崇禎二年撰寫《銷釋童子保命真經》，傳揚無為教，“度脫眾生，跟找圓人”的心願。

最後，明空又在《銷釋童子保命寶卷》中，勸導塵世眾生聽從“無生老母”召喚，修習“無為正

法”，趕緊與“無生老母”在家鄉團聚。

明空以“無生老母”信仰替代釋大寧、孫真空提出的“無生父母”信仰，在中國民間宗教思想發

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為明末清初“無生老母”信仰體系化與民間宗教思想理論的最終形成，提
供了根本性綱領。

二、“無生老母”信仰體系化

與此同時，隨著無為教在民間的迅速流傳，深受無為教教義思想影響，並以無為教為範型，相繼

出現於明代中末葉的黃天道、東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陽教，其傳人或創立者也紛紛表達了對“無生

老母”信仰的認同、尊崇與信奉。

黃天道創立者李賓異姓傳人普靜（俗姓鄭，名光祖）在編造黃天道傳承譜系時，便以“無生老

母”名義，提出了“無生老母所生十祖”續度說：
無生老母所生十祖，達摩西來，直指單傳，乃為初分祖；神光接法，九十餘載，乃為二

祖；度准少林，五十四春，本是三祖，月明和尚；來度柳英，四十八載，乃是四祖；五祖投胎，
……說法六十三春，度准惠能，碓頭和尚，七十二年，以留六祖壇經；亂傳大法，五百餘年，
才顯七祖，號是普明；普傳大道，六返振動，暗陰七載，度出八祖，號是普光；三周續度，度出

九祖，號是普靜。 不過三十餘年，三祖說法，因末法相投，混沌原因，釋教滿滿三千七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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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法眾生，諸病來侵，古佛顯聖，收元了道，連泥帶水，一齊皈元。

在普靜編造的黃天道傳承譜系中，十位祖師都是“無生老母”所生，即初祖達摩、二祖神光、六祖惠

能，襲用的是佛教南禪宗的傳承譜系，又杜撰了三祖月明、四祖柳英、五祖碓頭，替代南禪宗的三

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普明（李賓）接續六祖惠能，是為七祖，普光（李賓妻王氏）接續普明，
是為八祖，普靜則是接續普光之後的九祖，普明、普光、普靜“三普”接續，普度人緣，圓佛心願：

古佛慈悲，對天發下四十八願，普度九十二億人緣，遣差七祖下界，普明直指單傳，指
透無為正路，口傳心印真訣，得了明天大道；續度普光傳經，度就人天百萬，返還歸聖，三周

說法；續度普靜收元了道，留下十冊真經，按合一攬大藏，諸經之母，遺留普靜寶卷三十

六分，分分度生，留經一部，句句消災，行行滅罪，普度一攬大藏，五千四十八會，諸佛頭

行，總領九十二億皈元，圓佛心願。

與黃天道一樣，東大乘教創立者王森異姓傳人天真古佛（俗姓未知）在其所撰《皇極金丹九蓮正信

歸真還鄉寶卷》中，也將“無生老母”作為最高神靈，加以頂禮膜拜：
蓋聞古佛顯教，治下乾坤世界，留下金木水火土，分定五行，內生八卦，開天闢地，化生

陰陽，產生萬物，聖玄中古佛，造定三元劫數，三佛臨流掌教，九祖來往當機，分定過去、見
（現）在、未來三極世界，各掌乾坤，自從歷劫，直至如今，紅塵埋沒，不惺毫分，諸佛轉化，
借假修真，傳法普度，天地眾生，賢良有惺，早認無生，無緣錯過，後度難逢，古佛立教，演法

利生，燈燈相續何曾滅，祖祖相傳至如今。老母天宮法令行，敕詔彌陀下雲宮；落凡籠，暗
釣賢良，傳正宗，皈根命，皈根命，道當來，續長生。 老母天宮告大千，諸佛諸祖莫遲延；駕
法船，離靈山，下南閻，傳真道，傳真道，暗釣眾仙賢。 老母天宮寶藏開，玉篆靈符共金牌；
古佛差，九蓮牒，寫明白，原來數，原來數，度彀了，上雲台。 老母天宮告無為，休誤時年後

天機；下雲梯，三心立根基，龍華會，龍華會，收源赴蓮池。

上述兩段經文，前一段經文說的是“早認無生”，後一段經文說的是“老母天宮”，“無生”與“老母”，
兩者合起來，就是“無生老母”。

西大乘教創立者歸圓（俗姓張）提出了“無生老母”轉化說：“諸祖滿天，聖賢神祗，惟有無生老

母為尊，菩薩即是老母，老母即是菩薩”。而這位合二而一的救世主，第一回臨凡轉化為順天保明

寺的開山祖師呂菩薩，第二回又轉化為西大乘教的創立者歸圓：“觀音母，來落凡，脫化呂祖；在口

北，送聖飯，救主回京。 景太（泰）崩，天順帝，又登寶位。 封皇姑，送上黃村。 與老祖，蓋寺院，安身

養老；普天下，男共女，來見無生。”於是歸圓便成為現實世界的救世主和集“無生老母”與觀音菩

薩為一身的最高女神，塵世眾生只有加入她創立的西大乘教，才能躲劫避難，回歸家鄉，永享極樂。
到了弘陽教創立者韓太湖（1570 ～ 1598），則將“無生老母”視為“混元老祖”妻室。 韓太湖認

為，“混元老祖”是世界的創造者和塵世的救度者，是儒、釋、道三教及各種天神地祗之父，執掌著至

高無上的神權，享有人類的最高崇拜。 在此基礎上，韓氏自詡聖人、釋迦、老子的小弟弟，“混元老

祖”與“無生老母”最疼愛的么兒，號“飄高祖”，並編造了一個拯民救世、舍我其誰的宗教神話———
為了拯救東土眾生，“混元老祖”先是差遣眾兒孫即諸位神佛臨凡收元，眾兒孫依次降臨東土，脫化

為人，救度眾生；“混元老祖”與“無生老母”也臨凡東土，或乞食街頭，或夜宿窯中，在人間受苦，都
是為了拯救大地元人；接著，“混元老祖”又派遣“飄高祖”捨棄天宮，跟隨父母及眾位兄長下到人

世，降臨北直廣平府曲周縣韓門，脫化為韓太湖，演述弘陽法，建立弘陽教，擔起普度眾生的大任。

從無為教創始人羅清提出的“無極聖祖”信仰，到其傳人釋大寧、孫真空提出的“無生父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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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再到明空提出的“無生老母”信仰，經過黃天道異姓傳人普靜、東大乘教傳人天真古佛、西大乘

教創立者歸圓、弘陽教創立者韓太湖的解釋、推闡，遂使“無生老母”信仰日益清晰，而最終將“無生

老母”信仰體系化，並由此構建一套民間宗教思想理論者，則是明末清初大乘天真圓頓教創立者弓

長弟子木人。

木人，又稱目人，亦稱木子、西木子，即李姓，名字不詳。 北直保定（今河北省保定市）潞陵

莊人。萬曆三十七年（1609）生，卒年不詳。 家境貧寒，吃齋向善。崇禎十五年（1642），木人“不
幸室人亡故，流落都京”，在“耳東”陳姓度師、“一土”王姓引師、“子孫”孫姓保師的引薦保舉下，
參拜弓長為師。由於木人虔誠求道，又聰慧好學，遂使他在弓長眾多弟子中脫穎而出，成為弓長

“頭一護法”。於是弓長決定將自己悟道所得和傳道經驗悉數傳與木人，留下了“弓長演法，木人聽

經；口傳心授，妙理玄功”的真情實錄。
崇禎十七年（1644），弓長去世，木人接掌教權。 他遵循其師教導，繼續修道，於“戊子年中明心

性”，即於清順治五年（1648）盡得弓長思想精蘊。 於是木人先是將弓長演述的大乘天真圓頓教教

義思想，於順治九年（1652）整理成《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並於兩年後刊印問世；接著，木人

又在順治十一年撰寫《銷釋木人開山顯教明宗寶卷》、順治十六年（1659）撰寫《銷釋接續蓮宗寶

卷》，並相繼印行流傳。木人撰寫的三部寶卷，被其後世信眾尊為“李祖三部經”。
木人認為，“無生老母”是創世主和人類的祖先，是一位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至仁極

慈的創世主。 她居住“真空家鄉”，又稱“太皇天都鬥宮”，“乃是安養佛國、極樂世界，以（已）無寒

暑，以（已）無凋變，有樓台殿閣；有八功德水，充滿池中；有七寶行樹，金繩界道；有玻璃合成，金銀

琉璃；有水流風燈，演出摩訶；有鸚鵡、舍利、加陵頻伽、共命之鳥，演音歌唱無生曲調，細巧靈音，美
耳中聽；有天樂迎空，異香滿室；有天花亂墜，地湧金蓮，步步蓮開。”

“無生老母”開始把混沌———宇宙分出天地日月、兩儀四像、五行八卦，創造出山川河海、草木

禽獸和萬物之靈人類。 “古佛出現安天地，無生老母立先天”。“無生母，產陰陽，先天有孕；產先

天，懷聖胎，變化無窮；生一陰，生一陽，嬰兒姹女；起乳名，叫伏羲，女媧真身”，是為“人根老祖”。
伏羲和女媧經過金公、黃婆兩位神仙為媒，匹配夫妻，從此生下 96 億皇胎兒女即人類，在真空家鄉

過著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因為乾坤冷靜，世界空虛，無有人煙住世”，所以“無生老母”便打發皇

胎兒女降臨人間。

可是，皇胎兒女來到塵世以後，不僅立即陷入生老病死和酒色財氣之迷，而且遭受大自然與各

種人為的折磨，歷經了一次又一次劫難。 每當劫難之時，或赤地千里，草木為枯，五穀不收；或大水

滔天，浩蕩無涯，吞沒一切；甚至白日無光，百獸亂舞，蟒蛇成群；而塵世魔王動輒刀兵相向，殺戮人

類，以至白骨撐天，血流殷地，人類百不存一，世界末日來臨。“無生老母”不忍皇胎兒女遭受苦難，
大發慈悲，決定把皇胎兒女度回自己身邊，永在真空家鄉，不再墮入輪迴。於是，“無生老母”又成

為救世主。
為了救度塵世眾生，“無生老母”把世界從時間上分為三個時期，依次是青陽時期、紅陽時期、

白陽時期；在這三個時期，依次召開龍華初會、龍華二會、龍華三會。 青陽時期（龍華初會）代表過

去，“無生老母”命燃燈佛掌世；紅陽時期（龍華二會）代表現在，“無生老母”命釋迦佛掌世；白陽時

期（龍華三會）代表未來，“無生老母”命彌勒佛掌世。 每期之末，都要道劫並降，降道度回兒女，降
劫收殺惡魔。 於是，燃燈佛首先下凡，執行“無生老母”的神聖旨意。 然而，由於燃燈佛辦理不力，
在青陽時期（過去世）的龍華初會，只是道降君相，僅度回 2 億兒女。 接著，釋迦佛也辜負了“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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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母”重托，在紅陽時期（現在世）的龍華二會，只是道降師儒，也僅度回 2 億皇胎，還剩下 92 億皇

胎兒女在塵世受難，而且許多惡魔也沒有消滅。 這時青陽、紅陽二期已過，龍華初會、二會亦已召

開，“無生老母”就將度回 92 億皇胎兒女重任都交給了彌勒佛，命他在白陽時期（未來世）的龍華三

會一次度完，叫做“末後一著”。

那麼，彌勒佛如何完成這個既重且大的神聖使命呢？ 為此，木人創造性地提出了接續蓮宗說。
木人認為，從時間上，燃燈、釋迦、彌勒三佛接續蓮宗，彌勒佛是完成“末後一著”的佛祖；為了實現

這一神聖使命，彌勒佛要親自下凡，化為人身，開創一個教派，而這個彌勒佛化身和所創教派，就是

其師祖王森和東大乘教；王森身後接續蓮宗者是翠花張姐（張祖）、弓長，他自己則是弓長的蓮宗接

續人。 在這種說教中，木人宣稱他所領導的大乘天真圓頓教，正是為了實現“末劫總收圓”，他手下

的“三宗五派九幹十八枝”大小會首，均為“領法知識”———傳道師，他們的任務是“替祖傳法，闡教

扶宗”，到各地開荒辦道，普度眾生。木人還認為，由於實現“末後一著”任務神聖而又偉大，屆時，
天上諸佛、諸祖、諸大菩薩、羅漢聖僧、中天教主、天龍八部、森羅萬象、三界內外一切善神以及名山

洞府得道真人等，都會臨凡降世，幫助他完成“末劫總收圓”，同赴龍華三會。

這種說教儘管美妙動聽，但是若想真能撥動下層民眾信仰之心弦，從而引領下層民眾對其趨之

若鶩，還必須另有勸道手段。 於是，木人在汲取佛教劫難觀的基礎上，提出了“入教避劫”思想，宣
揚弓長創立的大乘天真圓頓教是“古佛設教，天真為祖，大乘為法，圓頓為門，一字為宗，乃是真正

佛門也。”淪落塵世的芸芸眾生，只有拜弓長，入圓頓，才能躲避劫難，幸赴龍華三會。 否則，就會

身遭大劫，永墮輪迴，也就不能回歸“真空家鄉”，與“無生老母”團聚。

如何才能躲避劫難，幸赴龍華三會？ 木人借“無生老母”之口，為其信眾制定了十步修行：頭一

步修行，恰定玉訣，開閉存守；第二步修行，先天一氣，穿透中宮；第三步修行，卷起竹簾，迴光返照；
第四步修行，西牛望月，海底撈明；第五步修行，泥牛翻海，直上昆侖；第六步修行，圓明殿內，性命交

宮；第七步修行，響亮一聲，開關展竅；第八步修行，都鬥宮中，顯現緣神；第九步修行，空王殿裡，轉
大法輪；第十步修行，放去收來，親到家中。 又借“無生老母”之口，為其信眾規定了真言口訣：“蘆
伯點杖，鑰匙開通。 這分點杖，自從海底點上昆侖，共計三十三處，三關九竅，各有步位。 這便是後

天出細修行也。”木人提出，只要按照十步修行與真言口訣修煉，就能歸家認祖，親見無生，超佛越

祖，永續長生。

木人又以“無生老母”名義，為其徒眾規定了通過修行而達到的品級：
無生母又曰：“我這裡安排就了，我與大眾地修行兒女立下三乘九品，量級定果，立下

雲城，立下金城，立下銀城，立下五盤，立下四貴，立下天盤，傳法知識，盡是提頭之數。 有

功賢聖，續在上上品，紅梅品；上中品，增級品；上下品，玄極品；中上品，永壽品；中中品，長
壽品；中下品，續壽品；下上品，修真品；下中品，慧級品；下下品，榮貴品。 盡是三乘九品，
極頭聖果，盡是得道人之品級也。 我這裡有賞有罰，有升有降，按三宗五派九幹十八枝，都
續在九品蓮宮。 有功的，升為上首；無功的，降下來，與諸佛著執事，抬傘扇，擁護佛身。 有

道者，在都鬥宮，安身立命；聚賢宮，三茶六飯，體掛仙衣，逍遙自在；萬壽宮聽佛說法，等候

龍華三會，願的相逢。”

木人還遵循其師弓長遺願以“九宮八卦”形式為大乘天真圓頓教建立了“三宗五派九幹枝”的組

織體系。
“三宗”：頭宗普聖子位在乾卦宮，二宗普德子位在坎卦宮，三宗普行子位在艮卦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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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派”：頭派普成子位在震卦宮，二派普道子位在巽卦宮，三派普福子位在離卦宮，四派普壽

子位在坤卦宮，五派普虎子位在兌卦宮。
“九幹”：紅梅頭幹總引普亮子，紅梅二幹總引普寬子，紅梅三幹總引普洪子，紅梅四幹總引普

睛子，紅梅五幹總引普定子，紅梅六幹總引普環子，紅梅七幹總引普丹子，紅梅八幹總引普體子，紅
梅九幹普貴子。

“十八枝”：紅梅第一枝總引普理子，紅梅第二枝總引普意子，紅梅第三枝總引普覺子，紅梅第

四枝總引普性子，紅梅第五枝總引普先子，紅梅第六枝總引普通子，紅梅第七枝總引普吉子，紅梅第

八枝總引普祥子，紅梅第九枝總引普廣子，紅梅第十枝總引普慈子，紅梅第十一枝總引普智子，紅梅

第十二枝總引普慧子，紅梅第十三枝總引普名子，紅梅第十四枝總引普揚子，紅梅第十五枝總引普

萬子，紅梅第十六枝總引普古子，紅梅第十七枝總引普常子，紅梅第十八枝總引普春子；而木人則身

居中央戊己宮，為九宮教主。

於是木人作為明中葉以來民間宗教運動的理論迴響者和明中葉以來民間宗教思想的集大成

者，以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理論勇氣，通過汲取、整合、昇華無為教、黃天道、東大乘教、西大乘教、
弘陽教等教派的教義思想，終於構建起一套完整的民間宗教思想理論，這就是以“無生老母”為最

高崇拜，以“彌勒佛與其化身”為信仰核心，以“入教避劫”為勸道手段，以“十步修行”與“真言口

訣”為信眾修持，以“修道品級”為修行目標，以“三宗五派九幹十八枝”建立組織。

三、“無生老母”信仰巨大又深遠之影響

“無生老母”信仰在明末清初民間宗教世界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中國民間宗教世界的

信仰格局，遂使“無生老母”信仰成為有清一代民間宗教思想的主旋律，從而引領了一場比明代規

模更加宏大的民間宗教信仰運動，並不時轉化為數量與規模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朝代的民眾武裝反

抗運動。
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藏的“宮中硃批奏摺”與“軍機處錄副奏摺”統計，自雍正初年始，至

宣統三年（1911）止，被清政府立案查禁的民間宗教教派有 120 多種。 其中的大多數教派高舉“無
生老母”信仰大旗，將“彌勒佛當主天下”思想，播撒於普羅大眾之中，深刻地影響與型塑著下層民

眾的思想與行為。 舉其犖犖大者，如天地門教、八卦教、張保太大乘教、清水教、混元教、三陽教、西
天大乘教、天理教等教派，都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
會生活諸方面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順治七年（1650），山東武定府商河縣（今山東省濱州市惠民縣）人董計升創立的天地門教（又
稱一炷香教），以“無生老母”為最高崇拜，以“真空家鄉”為理想境界，以彌勒佛化身董計升為信仰

核心，以“九宮八卦”建立起“林傳八支”與“山傳八支”的組織體系，在山東、直隸、東北等地區擁有

廣大信眾。 天地門教雖遭到清廷多次查禁，但至今仍在這些地區民間流傳。

康熙初年，山東曹州府單縣人劉佐臣創立的八卦教，以“無生老母”為最高崇拜，以龍華三會為

理想境界，宣稱過去燃燈佛掌教，一年六月，一日六時；現在釋迦佛掌教，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時；
未來彌勒佛掌教，一年十八月，一日十八時，彌勒佛掌教的未來世界才是理想世界。劉佐臣也以

“九宮八卦”形式建立組織，故稱“八卦教”。

乾隆初葉，八卦教劉氏教首提出了“平胡不出周劉戶，進在戊辰已巳年”的政治主張。 所謂

“胡”，喻指滿清王朝；所謂“周、劉”，“周即是劉，劉即是周”，顯然是暗指劉氏八卦教首。 劉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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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利用這種宗教預言的形式，“也學太公渭水事，一釣周朝八百秋”，以“平胡”即推翻清政府統治，
復興漢室江山為己任，並預言清政權的滅亡時間：戊辰年即乾隆十三年（1748），已巳年即乾隆十四

年（1749），這就將他們置於與清王朝不共戴天的境地。
乾隆三十七年（1772）二月，山東當局在查辦八卦教案過程中，在坎卦教頭目孔萬林胞兄孔興

己家中搜出“無名邪書內，有走肖、木易、卯金刀來爭戰等句，較之王中逆詞周、劉等字，尤為悖逆。
此外，尚有賊星八牛，火焚幽燕及朝廷離幽燕，建康城裡排筵宴等句，亦皆悖逆之極。”乾隆帝聞知

後，認為“其為大逆顯然”，嚴令山東、河南兩省巡撫，“務將為首行教及逆書指實緣由，並教內傳播

黨羽，令其逐一據實供吐，盡法懲治，毋任絲毫遁飾，致奸徒少有漏網。”五月中旬，山東按察使國

泰奉旨親往單縣主辦此案。 八月上旬，三法司以“大逆”之罪，擬將劉佐臣四世孫劉省過凌遲處死，
後奉旨“從寬改為應斬立決。 至劉省過之弟劉省愆，並其長子劉銓，法司均照大逆緣坐律，擬以斬

決。 今思劉省愆、劉銓，究係緣坐，非本身罪犯可比，均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此後，八
卦教雖屢遭清廷剿殺，但仍在民間潛行默運，伺機奮起，特別是他們提出的“平胡興漢”的政治主

張，已經成為其後繼者反清鬥爭的思想武器，在清中葉以後的華北大地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民眾起

義風暴。
康熙二十年（1681），雲南太和縣（今雲南省大理市）人張保太創立的大乘教，宣揚“無生老母”

是世界萬物的創造者與主宰者，是無所不能的至尊神靈，必須頂禮膜拜；張保太及其傳人自詡“轉
世彌勒”，號稱“收圓祖師”，其信眾遍及西南雲南、貴州、四川三省；接著，又快速傳入長江中下游地

區，還將其勢力滲透到江西、廣東、安徽、河南、陝西、山西等省。 大乘教的迅猛發展，引起了清廷的

高度警覺，終於引發了乾隆初期波及全國的“張保太大乘教案”，各地教首被凌遲處死，骨幹被梟首

示眾。 但是，該教派並沒有被斬盡殺絕，其餘黨仍以極大的宗教熱情，在民間從事復教活動。
乾隆三十六年（1771），八卦教徒、山東壽張縣（一說陽穀）人王倫以“清水教”名目從事傳教收

徒活動。 清水教以無生老母為信仰核心，尊奉八卦教創始人劉佐臣撰寫的《五女傳道寶卷》中的觀

音、文殊、普賢、白衣、魚藍五位菩薩為保護神。
乾隆三十九年（1774），魯西北歉收，為對金川（今四川西北）作戰，清政府又在山東“妄行額外

加徵”，使廣大人民無以為生。 王倫利用民間的不滿情緒，於是年八月二十八日率眾舉行起義，攻
佔壽張縣城，建立政權。 義軍“偽收人心，不殺掠，一切食物，均易之以價。 有一賊食人梨而少與

值，立斬之，而倍以償。 於是，無知細民，咸謂賊無所害，而稍有知識者，亦圖苟安，不思遠避”。

清水教起義失敗後，教首王倫舉火自焚，其家屬，不分男女老幼，被當局盡行處斬；同族五服親

屬，一併遷徙三千里。 清水教起義雖只有一個月，但它發生在清朝統治力量較強的運河兩岸，不僅

揭開了清中葉民間宗教大規模武裝反抗清朝統治的序幕，而且打破了“康乾盛世”以來天下太平、
社會矛盾緩和的假像，成為清朝由盛轉衰的轉捩點，給清朝統治者心理上造成了巨大創傷，乃至事

過十八年之後，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帝還命山東巡撫吉慶親往壽張“將王倫祖墳複加刨

挖，所有遺剩骸骨，盡行燒毀”，以紓解留在他心頭上的刻骨仇恨。
乾隆後期，混元教、三陽教、西天大乘教在湖北、河南、四川、陝西、甘肅、安徽等地民間社會廣泛

流傳，成為一種令清廷驚恐萬狀的強大的異己力量。 乾隆五十九年（1794），在乾隆帝“責所司窮

索”的指令下，各省地方官“竟以查拿邪教為名，四處搜求，任聽胥役多方勒索，不論習教不習教，只
論給錢不給錢，以至含恨之人與習教者表裡勾結，借無可容身之名，紛紛蠢動”。湖北襄陽縣令還

擅自給匪棍李奎、劉相、劉大刀頂戴令旗，“同捐職理問劉滋、牌甲劉二賊，沿鄉託名查拿邪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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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藉此勒索，賄賂即為良民，無錢財即為教匪，混行擅殺，抄擄家財，作踐婦女”。僅湖北荊州、宜
昌就“株連羅織數千人”，疑犯被解押省城時，每船像柴草一樣，裝運兩百餘人，饑寒就斃，浮屍於

江。從宜都到省城的江面上，到處可以看到無人收斂的漂浮屍體，腥風血雨，慘絕人寰。
面對清政府的殘酷鎮壓，混元教、三陽教、西天大乘教以“彌勒轉世”“劫運將至”的宗教預言為

思想武器，“皆以官逼民反為詞”，於嘉慶元年（1796）策動、領導了歷時九年的民眾大起義。 這次

大起義，先後有四五十萬民眾參加，遍及川、陝、鄂、甘、豫五省。 為了鎮壓這次大起義，嘉慶帝調集

了十六個省兵力，被起義軍擊斃的一、二品高級將領達二十多人，副將、參將軍官四百餘名，而軍費

開支竟高達二億兩，幾乎耗費了清朝初期的歷朝積蓄，促使清王朝由盛轉衰，開始踏上了窮途末路。
嘉慶十六年（1811），由八卦教支派直隸坎卦教首林清、河南震卦教首李文成與離卦教首馮克

善組成的天理教，崇奉“無生老母”，宣揚末劫思想，倡言白陽劫，“有青陽、紅陽、白陽三劫，此時，白
陽應劫”；宣稱這一劫數，將由林清、李文成克服收圓：“專等此中歸漢帝，大地乾坤只一傳”。

嘉慶十七年（1812）冬，林清與李文成在直隸大興縣（今北京市大興區）宋家莊會面，約定嘉慶

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在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同時起義。 嘉慶十八年九月初七日，河南李文

成提前率眾起義，與清軍鏖戰豫北；接著，直隸林清派遣幾十名教徒於九月十五日殺入皇宮，在紫禁

城內與一千多名官兵，進行了兩天一夜搏殺，“以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震撼了全國，震驚了

世界。
伴隨著這種驚心動魄的民間宗教信仰運動與其轉化的下層民眾武裝反抗運動，“無生老母”信

仰還通過信眾編寫寶卷經書和修建“無生老母”廟宇的形式，在民間快速傳播。 最遲在乾隆初年，
民間宗教世界便出現了一部專門宣講“無生老母”信仰的《無生老母寶卷》。 該部寶卷，十二品，其
品目如次：老母上殿議論品第一、老母討寶號品第二、老母出離鎮安品第三、老母出靈山品第四、老
母投胎轉化品第五、老母度四眾元人品第六、老母點全身修行品第七、老母聖傳大道開法品第八、老
母顯萬樣寶貝品第九、老母行孝品第十、老母報恩品第十一、老母傳道歸家品第十二，現僅存前五

品。 從十二品目與僅存前五品內容可知，該部寶卷演述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名叫“透靈老母”的女

性信徒，接受“無生老母”派遣，臨凡塵世，救度眾生，“歸家認祖，達本續長生”。

此後，又有《無生老母血心諭》等經卷問世，其流風所及，乃至民國年間，又出現了諸如《無生老

母救世血書寶卷》、《無生老母收元寶卷》、《無生老母修行八卦寶》、《無生老母十指家》等壇訓，在
民間社會廣為流傳。

據清道光十八年（1838）十月，鴻臚寺卿黃爵滋奏報：河南汲縣潞洲屯有“無生老母”廟宇一處，
內“有墳塔廟碑，實為邪教祖庭，請飭查辦”。 道光帝聞報後，立即敕令河南巡撫桂良嚴密查辦。經

過四個多月查辦，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桂良將查辦結果上報清廷：“該省各州縣查出無生老母

廟三十九處，關係建自前明，現已全行拆毀。”由此可知，早在明末，河南境內已建有 39 處“無生老

母”廟宇。
又據道光年間直隸滄州知州黃育楩撰《破邪詳辯》記載，明末滄州城內建有一處“無生老母”廟

宇，戶部尚書戴明說曾撰寫《無生廟碑記》，“內言無生著於明世，至萬曆時，靈異尤甚”。 清初滄州

捷地也建有一處“無生老母”廟宇，保定清苑縣國公營佛教觀音寺內還建有一座“無生老母”骨骸磚

塔。 兩處“無生老母”廟宇和一座“無生老母”骨骸磚塔，均被黃育楩派員拆毀。雍正四年（1726）
修建的直隸井陘縣雲盤山霧雲觀，也是一座供奉“無生老母”的廟宇，亦被當局拆毀。由此可見，明
末北直和清初直隸，也建有多處“無生老母”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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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五部六冊》，即第一部《苦功悟道卷》一卷一冊、第

二部《嘆世無為卷》一卷一冊、第三部《破邪顯正鑰匙

卷》上下卷兩冊、第四部《正信除疑無修正自在寶卷》

一卷一冊、第五部《巍巍不動泰山深根結果寶卷》一

卷一冊，由羅清口述，弟子福恩、福報記錄整理而成。

正德四年（1509）首次刊刻面世，此後又有 20 多種刊

本行世。

②《正信除疑無修正自在寶卷·執相修行落頑空品

第九》，濮文起主編：《民間寶卷》第 1 冊，合肥：黃山

書社，2005 年。

③《正信除疑無修正自在寶卷·無極化現度眾生品

第五》。

④《巍巍不動泰山深根結果寶卷·一字流出萬物的

母品第四》，濮文起主編：《民間寶卷》第 1 冊。

⑤據明空撰《佛說三皇初分天地嘆世寶卷》記載，無

為教異姓傳人傳承如下：第一代，李心安，名太寧，道

號心安，北京順義人，教內尊為“太寧心安老人”，撰

有《三乘語錄》。 第二代，秦洞山，北直永平府遷安縣

人，教內稱為“敏翁”，撰有《無為正宗了義寶卷》。 第

三代，宋孤舟，教內尊為“宋祖”，撰有《雙林寶卷》。

第四代，孫真空（參見正文，此略）。 第五代，于昆岡，

倡教 37 年，撰有《叢林寶卷》。 第六代，徐玄空，教內

尊為“徐祖”，撰有《般若蓮花寶卷》。 第七代，明空。

⑥《明宗孝義達本寶卷》卷下，濮文起主編：《民間寶

卷》第 2 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 年。

⑦濮文起：《中國民間宗教思想的幾個特點》，天津：

《南開學報》，2007 年第 3 期。

⑧《銷釋真空掃心寶卷》卷上，濮文起主編：《民間寶

卷》第 1 冊。

⑨孫真空雖在《銷釋真空掃心寶卷》（卷上）中也曾講

到“無生老母”信仰：“勸大眾，早念佛，修行進步；無

生母，龍華會，久等兒孫”，但檢視該部寶卷的全部內

容，主要闡述的是“無生父母”信仰。

⑩崇禎二年（1629），明空以古佛尊即無生老母名義，

給自己起法號“變音”。 《銷釋童子保命寶卷·卷

首》，馬西沙主編：《中華珍本寶卷》第 3 輯第 21 冊，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

《佛說大藏顯性了義寶卷·卷首》，馬西沙主編：

《中華珍本寶卷》第 3 輯第 21 冊。

《佛說三皇初分天地嘆世寶卷·安壇請神品第十

八》，馬西沙主編：《中華珍本寶卷》第 3 輯第 28 冊，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

《銷釋童子保命寶卷·卷首》。

《銷釋童子保命寶卷·證明真空佛性品第十六》。

《銷釋童子保命寶卷·嬰兒普照見母品第二》。

清道光年間，黃育楩任直隸巨鹿知縣和滄州知州

期間，為配合清廷鎮壓民間宗教，將當地民間並寺廟

所藏的明末民間宗教經卷 68 種，“摘出各經各品妖

言”，又將清代北方各地民間宗教所“提出無數妖言，

其妄謬有更甚於邪經者”，“擇其主意所在之處，詳為

辯駁”，寫成《破邪詳辯》一書，自費廣為刊印散發。

黃育楩在該書中說：“至明末萬曆以後，有飄高、淨

空、無為、四維、普明、普靜、悟明、悲相、頓悟、金禪、

還源、石佛、普善、收源、呂菩薩、米菩薩、孫祖師、南

陽母等一時並出，始奉無生老母為教主，可見無生出

自明末，原無疑義。”黃育楩：《破邪詳辯》，中國社會

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清史資料》第 3 輯，

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第 71 頁。

《佛說大乘通玄法華真經》卷十，2019 年秋季，筆者

在甘肅鄉村訪獲。

三祖月明、四祖柳英、五祖碓頭，不知何指？

接續“九祖”普靜之後的“十祖”是誰？ 《佛說大乘

通玄法華真經》卷八云：“邑奠元來普靜祖，收元還用

李普通。”按照前述經文說法，“收元還用李普通”中

的“李普通”，這是普靜在世時指定的黃天道圓頓教

傳人。 關於李普通是何方人士？ 生卒年月？ 又有何

作為？ 由於史料缺乏，目前尚不清楚。

即《佛說大乘通玄法華真經》。

即《普靜如來鑰匙寶卷》。

《佛說大乘通玄法華真經》卷二。

《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開經偈》，濮

文起主編： 《民間寶卷》 第 3 冊，合肥：黃山書社，

2005 年。

《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古佛太皇演

教品第一》。

《普度新聲救苦寶卷·卷首》，天津圖書館收藏。

《清源妙道顯聖真君一了真人護國佑民忠孝二郎

開山寶卷·老祖顯化品第十八》，濮文起主編：《民間

寶卷》第 4 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 年。

《混元弘陽臨凡飄高經》，濮文起主編：《民間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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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 年。

濮文起：《弓长论》，北京：《中国文化研究》，1998

年第 4 期。

《銷釋接續蓮宗寶卷·序》：“有一目人，……身貧

家素，聽命由天，平生好善，訪道求仙。”濮文起主編：

《民間寶卷》第 3 冊。

《銷釋木人開山顯教明宗寶卷·目人開山品第

一》：“按東方甲乙木，出一木人，名曰木子。”該部經

卷，筆者於 2019 年秋在甘肅從事田野調查時訪獲。

《法船普度命華結果尊經·同心學道分第八》：“且

說弓長引一西木子，保定人氏，不幸室人亡故，流落

都京，與弓長老祖作頭一護法。”該部經卷，筆者於

2019 年秋在甘肅從事田野調查時訪獲。 按：在明清

民間宗教信仰世界，許多教派創立者與傳人，在表達

自己姓氏上，常常採用“拆字法”，如“一土”為王姓，

“享邑”為郭姓，“一字紮根”為丁姓，“十日十五吊”

為韓姓，“門內吉”為周姓，“穀去內子”為康姓，“古

不出頭”為田姓，“卯金刀”為劉姓，“木易”為楊姓，

“木子”為李姓，“弓長”為張姓等等。 他們之所以這

樣做，一是為了規避封建統治者的嚴厲追查、殘酷殺

戮，二是為了給廣大信眾造成一種因神秘感而生發

的尊崇感。

《銷釋木人開山顯教明宗寶卷·序》：“有一木人，

在菩提北岸中央聖地潞陵莊前，埋名影姓，教化

賢良。”

《銷釋木人開山顯教明宗寶卷·替祖傳燈品第二

十》：“木人曰：我弟子生在黃極之時歲，金羊月金蛇

日金虎之時。 祖用掌心訣，安天元五行四相，推了一

遍，有已酉年辛未月辛巳日庚寅時。”其中的“已酉

年”，即萬曆三十七年。

《銷釋木人開山顯教明宗寶卷·目人開山品第

一》：木人 “身貧家素，聽命由天，平生好善，訪道

求仙。”

《法船普度命華結果尊經·同心學道分第八》。

《銷釋木人開山顯教明宗寶卷·弓長傳法品第十

五》：“拜耳東，為度師，立起聖會；一土引，子孫保，參

拜弓長。”

《銷釋接續蓮宗寶卷·紅梅十八枝品第三十六》：

“知道吃齋參三寶，知道向善拜師真；忽聞彼岸開船

渡，壬午年間拜長弓。”經文中所說的“壬午年間”，即

崇禎十五年。

《法船普度命華結果尊經·同心學道分第八》。

《銷釋接續蓮宗寶卷·紅梅十一枝品第二十九》。

《銷釋接續蓮宗寶卷·紅梅十八枝品第三十六》：

“戊子年中明心性，壬辰年中寫祖經。” 《古佛天真考

證龍華寶經·東西取經品第十二》：“壬辰年真經出

現，甲午年刊印流通。”經文中的“戊子年”即順治五

年，“壬辰年”即順治九年，“甲午年”即順治十一年。

《銷釋接續蓮宗寶卷·紅梅十八枝品第三十六》：

“甲午年留開山卷，已亥年來寫蓮宗。”經文中的“甲

午年”即順治十一年；“已亥年”即順治十六年。

《銷釋接續蓮宗寶卷·紅梅十六枝品第三十四》。

《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混沌初分品第一》，濮

文起主編：《民間寶卷》第 3 冊。

《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古佛乾坤品第二》。

《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末劫眾生品第十八》、

《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地水火風品第二十二》。

《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無生傳令品第三》。

《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無生傳令品第三》、《古

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三佛續燈品第十三》、《古佛

天真考證龍華寶經·祖續蓮宗品第十六》、《古佛天

真考證龍華寶經·龍華相逢品第二十》。

《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三佛續燈品第十三》、

《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祖續蓮宗品第十六》。

《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龍華相逢品第二十》。

《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萬法皈依品第二十

四》。

《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地水火風品第二十

二》。

《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弓長領法品第五》。

《銷釋木人開山顯教明宗寶卷·立命安身品第二

十四》。

民間宗教中流傳的八卦有三種：先天八卦、後天八

卦和白陽八卦。 其中，以後兩者尤其是後天八卦更

為常見。 自明末始，民間宗教開始利用後天八卦，安

排內部組織結構。

《銷釋接續蓮宗寶·紅梅一枝品第十九》。

濮文起：《天地門教調查與研究》，《民間宗教》第 2

輯，台北：南天書局，1996 年；濮文起：《天地門教抉

原》，成都：《宗教學研究》，201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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