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

·中西文化·

明末長生教《出西寶卷》研索*

濮文起

［提　 要］ 　 明末汪長生創立的長生教，是明中葉黃天道普靜圓頓教南傳支派，盛行於江蘇、浙江、江
西等省。 長生教特別強調彌勒治世的普渡功效，其傳人撰寫的《出西寶卷》自明末問世以來，一直在

民間流傳，集中代表了該教派這種獨特的宗教思想。 《出西寶卷》高揚的彌勒治世思想，在明末清初

民間宗教彌勒信仰史上，發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作出了繼往開來的歷史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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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汪長生與長生教

汪長生，小名和尚，道號長生，法名普善。 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人。 生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九
月十七日，卒於崇禎十三年（1640）八月十一日。 幼年失怙，跟隨叔嬸長大。①萬曆末、天啟初加入南

傳無為教靈山正派（姚門教），②在教主姚文宇手下充當“清虛”（副教主）。 天啟七年（1627），由於

他“眾廣心高”，前往江西龍虎山“與天師會道”，“天師不能及”，“以顯法十二部付與汪長生”。③從

此，汪長生與姚文宇分道揚鑣，“另立科規”，宗主黃天道普靜圓頓教，④創立一個新的教派，因宣揚

吃齋念佛，可以卻病延年，故名“長生教”，又因宗主黃天道普靜教法，故亦稱“圓頓教”。
長生教主張在家修行人道，提倡吃素行善：“如今末法三災臨，吃素行善第一能。”⑤該教派認為

吃素與念佛都是登仙成佛的要途：“念佛一聲，能消萬劫重罪；吃素一日，可免永世冤愆。”在長生教

看來，念佛是信仰，而吃素則是首要的實踐：“念佛為經中的母，吃素為修行之首。”⑥該教派進而提

出吃素不僅是個人的修行問題，而且關係到世界的前途與命運：“齋多殺少刀兵息，善多惡少天地

寧。”行善的內容則有扶危濟困、敬老憐貧、修橋補路、施財救生、戒殺活物等，尤重“勸勿溺女”。 到

了道光年間，行善又增加“弗吃洋煙（鴉片）”。⑦

長生教雖以佛教的三皈五戒⑧作為戒律，但又有自己的解釋：“你若今朝皈依佛，天榜掛號地除

名；你若今朝皈依法，九玄七祖盡超升；你若今朝皈依僧，臨終逍遙出紅塵。 三皈原是三綱理，又聽

五戒續五倫；一戒不殺仁之德，能得來世壽長生；二戒不偷義之廉，能保子孫得昌盛；三戒不邪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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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保妻女不犯淫；四戒不妒智之明，能保朋友用安寧；五戒不飲信之至，能保見性得明心。”⑨長

生教將佛教的三皈五戒與儒家的三綱五常結合起來，強調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
“自心治心”是長生教為其信眾規定的修持：

為人務要學好心，心不好是枉為人；自心治心即是道，心正何愁道不成。
若有半點異心起，即時好心治異心；真孝心治不孝心，恭愛心治不弟心。
保國心治不忠心，虔誠心治不信心；恭敬心治無禮心，待情心治無義心。
清貞心治無廉心，安分心治無恥心；積德心治惡毒心，利濟心治佔謀心。
扶貧心治欺窮心，仁慈心治暴虐心；謙遜心治怠慢心，儉約心治奢華心。
忠厚心治刻薄心，平和心治凶急心；寬宏心治勒逼心，正經心治歪斜心。
布施心治謀賴心，受虧心治便宜心；正教心治異端心，攸久心治無恒心。
堅牢心治顛倒心，柔軟心治強橫心；正定心治妄想心，贊助心治誹謗心。
一定心治疑惑心，中正心治偏邪心；自知善惡自心治，自心治心真道心。
道在身上人不知，不在於外只在心；時時刻刻煉心好，何愁修行道不成。
時時刻刻煉心好，何愁富貴不到門；時時刻刻煉心好，何愁子孫不長寧。
人有身心都煉好，天有好姝盡賜人；一家富貴長康泰，何愁萬事不能成。⑩

“十善”是長生教宣揚的道德規範，即一孝爹娘，二敬尊長，三和鄉鄰，四睦夫婦，五和兄弟，六濟貧

寒，七守本分，八行忍辱，九掩人惡，十揚人善，認為“凡為三教弟子，斷行十善，如不遵此，曰旁門左

道”。

又為人們指出了窮、富、福、壽的根源和出路：
十窮：第一窮是逐漸窮，多因放蕩不經營；第二窮是容易窮，不惜財產手頭竦；第三窮

是邋遢窮，朝朝睡到日頭紅；第四窮是嬾惰窮，家有田園不務農；第五窮是攀高窮，結識富

豪為親翁；第六窮是鬥氣窮，好打官司遑英雄；第七窮是自弄窮，借債納利裝門風；第八窮

是命當窮，痗氣累年病相逢；第九窮是局騙窮，子孫相與十惡種；第十窮是徹底窮，好賭貪

色戀酒盅。
十富：第一富是勤儉富，不避辛苦勞務農；第二富是忠厚富，百事受虧天賜榮；第三富

是當心富，五更雞鳴早傭工；第四富是終久富，辛苦成家永受豐；第五富是謹慎富，常防火

盜守門風；第六富是安分富，閉門無非勤於農；第七富是治家富，合家齊心作經營；第八富

是挈家富，妻兒賢慧助門風；第九富是行善富，天賜富貴永無窮；第十富是積德富，祖宗良

善子孫豐。
十福：第一福是真有福，一家和睦眾心同；第二福是節省福，勤儉財物衣食雄；第三福

是讀書福，子孫榮貴顯祖宗；第四福是智慧福，看破世情早安榮；第五福是容人福，肚量高

大氣寬洪；第六福是修來福，身體康健現得俸；第七福是順行福，聽天吃飯候命通；第八福

是休閒福，靜坐安養斷憂容；第九福是良善福，永世富貴做財翁；第十福是恭敬福，和睦鄉

鄰處處融。
十壽：第一壽是養身壽，精神氣血保真容；第二壽是寬洪壽，志量高大福壽崇；第三壽

是歡喜壽，斷思忘憂壽長豐；第四壽是安心壽，琴棋書畫養性融；第五壽是安分壽，閉門耕

讀守家風；第六壽是節慾壽，夫妻和別各房中；第七壽是天增壽，放生行善財利聳；第八壽

是學增壽，性學和平事看空；第九壽是謹慎壽，作定衣食防寒風；第十壽是性養壽，戒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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葷悟禪宗。

長生教以一枝蠟燭、一盞清水作為收徒儀式，“愚實之輩，悉從信之。”

萬曆年間，汪長生在其家鄉建造齋堂數百間，並置有豐厚田產。 他的表姐徐姜氏即姜媽媽助其

傳教，又有高徒康龍、高智二人為其左右手，遂使長生教廣傳江蘇、浙江、江西等省，成為江南頗具影

響的民間宗教教派。汪長生去世後，葬在西安縣汪堡墩，被長生教信眾尊為“儒童玉佛”。

在長生教傳說中，汪長生曾被雲盤聖母即無生老母先後兩次派遣臨凡救世。 第一次是在春秋

時期，“五霸亂世，智力治人，故有慈航古佛遙觀不忍，哀告聖母，令儒童玉佛下凡，化為聖人，作《春
秋》，讚《周易》，定禮樂，以仁治人。”第二次是在明朝萬曆年間，老母“又令四十八祖，同助儒童，再
下凡世，時萬曆年間，靈化衢西，重立儒修，顯微根源，行通古道，化愚為賢，以傳正眼法藏。”

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長生教在明末尚未遭到官府查禁。 汪長生、姜媽媽等人墓地成為長生

教聖地，其信眾定時前往焚香燃燭，頂禮膜拜。 因此，汪長生被黃天道普靜圓頓教尊為十祖，並躋

身明末民間宗教十八大教派祖師之一。

二、高揚彌勒治世思想的《出西寶卷》

在明末教派林立的民間宗教世界，長生教特別強調彌勒治世的普渡功效，其傳人撰寫的《出
西寶卷》集中代表了該教派這種獨特的宗教思想。

《出西寶卷》全稱《古佛當來下生彌勒出西寶卷》，撰者不詳，計有十八品選，其品選目錄如次：
玉佛出西品選第一，玉佛囑咐品選第二，玉佛授記品選第三，玉佛詔請品選第四，僧道受劫品選第

五，公吏不清品選第六，富豪倚勢品選第七，貧民不受分品選第八，秀士罵風雨品選第九，三十六行

不公品選第十，軍馬出征品選第十一，掃除假相品選第十二，掃滅神祇品選第十三，掃滅文才品選第

十四，掃滅天星品選第十五，掃滅水怪品選第十六，指點末後品選第十七，大抽白虎品選第十八。
該部寶卷開篇“香讚”云：“出西寶卷，雲僧留傳。”這裡所說的“雲僧”，即黃天道圓頓教創立者

普靜（字雲僧，俗姓鄭名光祖），這是該部寶卷作者假借其師祖盛名，光大其說所採取的一種手段。
又在卷末說該部寶卷為“大明萬曆丙辰年北京黨小庵大字經房藏板，餘杭三官殿朱福榮集資重

刻”，標明該部寶卷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由北京黨家經鋪刊行。

為了申明長生教其來有自，該部寶卷首先縷述了長生教道統：“普明古佛寶卷開，普光妙法勸

眾賢；普靜雲僧化人善，普善法王赴皇胎。”這裡所說“普明”即黃天道創立者李賓法名，“普光”即李

賓之妻王氏法名，“普靜”即黃天道圓頓教創立者鄭光祖法名，“普善”即長生教創立者汪長生法名。
接著，該部寶卷便直奔彌勒治世思想主題。 為了否定現在釋迦佛，讚頌未來彌勒佛，該部寶卷

杜撰了一個傳奇故事：燃燈、彌勒、釋迦三世古佛，為一母所生。 “初始以來，為親兄弟，同修大道，
共證菩提，十號具足，萬億同身，大功成就。 彌勒為兄，釋迦為弟，燃燈古佛掌教已滿，三佛同面言

說，議定誰當立世，普度眾生，言語無憑，各立誓願，同入金杖禪定，三日出定，觀看金杖開花，先開花

者，先去治世，後開花者，後當立世，言說已畢，各定入杖。”但是，未及一日，釋迦便“開眼私看”，見
彌勒金杖上，開有一朵龍華，萬道金光，就“暗去移換在自己金錫之上”。 彌勒明知釋迦所為，並沒

有聲張點破，而是將世界讓與釋迦治理。 其結果便是：“三千年間，眾生貧富苦樂不同，五穀少收，
四民不安，國家爭競不寧，賊盜最多，世間眾生受苦無窮，後被魔王攪亂，再有三災八難，世間眾生，
又遭末劫，都是今日之過也。”

然後，該部寶卷又縷述了因釋迦治世而造成的人間道德淪喪、罪惡盈天的社會慘狀，其具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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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如次———
僧道：“天下僧道住的名山洞府，居於雕樑畫棟，硃台漆椅，身穿綾羅緞綢衣，口吃不種糧食，受

免糧田，享清閒福，上背父母恩義，次別四恩不報，或奸骨肉親人，或淫朋友良女，私通尼姑，殺生害

命，不計其數，飲酒食肉，犯戒違法，亦為商賈，或做偷盜，又為醫生，告狀興訟，趁奉官府，倚勢欺人，
行善全無，作惡無數。”“不想前世苦修有等，弗想妻子兒女受苦，拋親撇子，遠去落髮，出家為僧，
聚成一會，狼心狗肝，嫖婦奸女，飲酒吃肉，尼姑成家，葷禮經懺，反當生意，養家活眷，靠此營生，全
無恒心，口說道法高超，祖宗全無功德，反加重愆，其罪難量。”

官吏：“一切官吏人等，辦事不清，貪圖名利，毫無慈心，百般屈斷，陷害良民，有錢以屈為直，無
財真直是屈，不孝父母，弗忠君王，不敬日月，弗報天地，忘卻四恩，飲酒吃肉，作孽無邊。”

富豪：“世間富豪之家，倚勢欺貧，買賣不公，欺侮良民，小斗量出，大斗量進，盤算重利，多挖銀

錢，不知窮苦，無有慈心，不信天堂正路，轉行地獄邪門，不愛奴婢，喝罵非輕，日思夜想盤算，強霸田

地山林，全無行善之意，常有作惡之心，強佔婦女，譭謗善人，不肯持齋，養殺生靈。”

貧民：“世間貧民，不守本分，打爹罵娘，怨恨天地，喝風罵雨，不敬長上，弗與善事，兄弟不和，
偷盜財物，輕賤字穀，養殺生靈，不想自己前世弗修，今世受苦，不信善言，譭謗齋戒，欺侮善人。”

秀士：“世間秀士，斷絕仁義禮智信。 ……五常全無，怨天恨地，不敬日月，弗忠君王，不孝父

母，弗敬師長，咒駡晴雨，譭謗齋戒，弗禮正佛，殺生害命，慣祭邪神魑魅魍魎神祇，弗吃葷酒，世人枉

生，聰明伶俐，反迷失身，你知舉筆戲章，不知文章下落。”

買賣：“生意買賣不公，瞞真騙假，長短秤尺，大小斗斤，秤不公平，當面喜笑，背後私計，動手瞞

人，欺侮良民。 又有各店米行、茶坊、酒店買賣，百般計慣，多敬奉承，若見老實瞞騙，與他貧苦男女

人等，受苦傷心，歎氣連聲。”

軍馬：“軍馬出征之際，路途之中，倚稱軍勢，疆（強）搶劫奪，白日強姦哄騙婦女，劫財盜物，故
殺良民，行兇作惡，陷害善人。”

眾生：“世間眾生，伶俐稀少，昏迷最多，聰明人少，愚癡者多，日落西山，水向東流，酒肉祭神，
吃會做戲，費財求福，並無禮益，反受其災，全無功德，罪孽太重，殺生害命，五葷血食，雖然禮用，供
養天地神祇，猶為不孝之子。”

淫祀：“世間神壇社廟是古物成精也，或是竹木石精，蟒蛇、狐兔、牛羊、犬馬諸般未盡之精，金
玉器皿之妖，受其祭祀，專害世人，頭痛身熱，使人常請；又有樹下五通野鬼，一切小怪之妖，受販人

家，專淫婦女，邨坊不安，殺害生靈，葷酒祭神。”

該部寶卷在揭露這種社會慘狀之後，並沒有就此止住，而是明確指出：造成如此混亂世界的根

本原因，乃是釋迦“偷花之報也，害盡世間，眾生受苦”。

那麼，如何拯救這個混亂不堪的世界呢？ 該部寶卷認為，釋迦治世三千年已滿，現在應由彌勒

下生治世，並為人們描繪了彌勒治世的美好景象：“大地眾生，俱以富足，到處和平，世間百草皆生，
五穀早生早割，遲生遲割。 一切樹木，盡生果子，大者如升，小者似鐘，令人吃用，自然飽滿，保人精

神，養性紅顏，味如甘美，吃一個，數日不饑，皇胎子女壽命延長”。 在此基礎上，該部寶卷還向眾生

許諾，只要皈依圓頓教，持齋行善，就會在萬曆庚申年（實為泰昌元年，1620）出現彌勒古佛治世的

理想境界：“到如今，三千年，治世圓滿；從萬曆，庚申年，以歸家庭。 我佛救，眾群生，持齋行善；早
皈依，圓頓教，置立法門。 彌勒佛，治世界，男女享福；聚賢宮，金珠寶，散滿乾坤。 水晶閣，玻璃廳，
金玉世界，寶蓋屋，八寶地，居之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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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理想世界又被該部寶卷描繪為：“樹結仙果草生米，小者如鐘大似升。”“四季溫和風雨順，
八節齊享太平春。”“路不拾遺無賊盜，弗受絲毫金和銀。” “無有王法並官吏，不納皇糧共稅銀。”
“九十二億親姊妹，八萬一千享太平。”可謂美妙至極了。

三、歷史作用與歷史貢獻

在明中葉以降民間宗教的眾多教派創立者中，黃天道圓頓教創立者普靜是特別凸顯彌勒治世

的民間宗教家。他在其撰寫的多部寶卷中，不僅讚頌彌勒掌管的未來世界是“同歡同樂，常伴清

風，壽活八萬，輩輩長生”的美滿境界，而且公然提出了貶低過去佛、否定現世佛、肯定未來佛的勇

敢論斷：“燃燈佛子，獸面佛心；釋迦佛子，人面獸心；彌勒佛子，佛面佛心”；又力主“彌勒古佛，掌
教為尊，聖人轉化，另換乾坤”。其中，對現世佛的否定，也就意味著對現實世界的否定；張揚“彌勒

古佛，另換乾坤”，則意味著改天換地，因而使這一宗教思想具有濃烈的憤世、叛逆色彩。
長生教傳人撰寫的《出西寶卷》，承繼了普靜彌勒治世思想，不僅在該部寶卷中，將塵世出現的

各種罪惡歸咎於釋迦“偷花”而致，而且縷述了各種罪惡徵象，又為信眾指明了彌勒治世的具體年

歲以及展現在信眾面前的美妙境界，從而使普靜彌勒治世思想更加豐滿、對信眾更具吸引力。 正因

為如此，該部寶卷一經問世，便迅速在民間宗教世界流傳起來，其高揚的彌勒治世思想，在明末清初

民間宗教彌勒信仰史上，發揮了承上啟下的歷史作用，作出了繼往開來的歷史貢獻。
暢行於明末下層社會的東大乘教與其支派大乘天真圓頓教，是善於汲取與努力提升明中葉以

來民間宗教諸大教派思想精華的兩大教派。清順治三年（1646），大成教（東大乘教異名）傳人撰

寫了一部《定劫寶卷》，闡釋的主題是長生教高揚的彌勒治世思想。是年，直隸定州道僉事陳燝拿

獲武強縣趙高明等人傳習大成教，繳獲“《定劫寶卷》一卷，……其詞語謬戾！ ……內稱彌勒掌教，
多係隱語、暗號、圖讖、符籙、興亡姓氏、年月地裡（理）等項，且明有爭奪天下等語”。 趙高明等人因

私藏“妖書”，傳播“妖言”，且有妄圖稱帝等罪，被當局處死。
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茶門（東大乘教異名）傳人撰寫的《三教應劫總觀通書》，其宣彰的

“彌勒佛降在（東大乘教教主）王姓家內”和“反清復明”的宗教思想與政治主張，與長生教高揚的

彌勒治世思想一脈相承，並因此引發了嘉慶二十年（1815）震驚朝野的清茶門“邪教”大案。 直隸灤

州石佛口與盧龍縣安家樓王氏家族老幼男丁八十六口，被開單收拿審訊。 按照清朝大逆律，將為首

者，凌遲處死，並梟首示眾，其親屬照例緣坐，其餘習教者及外省習教者，發給回城為奴。 對於王姓

族人，雖未習教，亦遷徙雲貴、兩廣地方，分別安插。

嘉慶末年問世的《彌勒尊經》，是清茶門傳人撰寫的又一部重要經卷。 該部經卷演述的內容，
幾乎是照抄《出西寶卷》，不僅歷數僧道墮落，官吏殃害百姓，士農工商寡廉鮮恥，各種妖魔鬼怪興

風作浪，而且明確指出現實世界的種種災難與罪惡，都是釋迦偷花治世的結果，只有彌勒下生治世，
才能使民眾要吃有食，要穿有衣，無寒無暑，無貧無富，人人都是端正清奇，個個都能活到三萬九千

之歲。而該部經卷倡揚的讖緯思想，將王氏世襲傳教家族奉為彌勒化身，幻想通過王氏掌控的東

大乘教造就一個與現實社會截然不同的“太平”世界。
清初大乘天真圓頓教宗師木人在構建民間宗教思想體系過程中，已將彌勒推上了無比隆崇的

神聖地位，成為領受無生老母敕命，完成“末劫總收圓”的佛祖，因而使彌勒“改天換地”的現實使命

更加凸顯，遂成清代民間宗教世界絕大多數教派的信仰旨歸與戰鬥旗幟。
康熙初年，山東曹州府單縣人劉佐臣創立的八卦教，宣稱過去燃燈佛掌教，一年六月，一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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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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教雖屢遭清廷剿殺，但仍在民間潛行默運，伺機奮起，不斷起

事，震悚朝野。
康熙二十年（1681），雲南太和縣人張保太自詡“轉世彌勒”，號稱“收圓祖師”，創立大乘教，其

信眾遍及雲、貴、川三省；接著，又快速傳入長江中下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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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五十九年（1794）前後，在湖北、河南、四川、陝西、甘肅、安徽等省民間宗教中廣泛流傳著

“彌勒轉世”、“劫運將至”的宗教預言。 在他們所編的合同經內，有“十門有道一口傳，十人共事一

子擔，十口和同西江月，開弓躲箭到長安”（隱寓周、李、胡、張四姓）之讖，並認為“轉世”的“彌勒”
就是李姓後人，因而紛紛擁立李姓後人為首，終於嘉慶元年（1796）爆發了由混元教、三陽教、西天

大乘教領導的反清大起義。 為了鎮壓這次起義，嘉慶帝調集了十六省兵力，被教軍擊斃的一、二品

高級將領二十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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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起義歷時九載，縱橫馳騁楚、川、豫、陝、甘五省，既是中國君主專制社會最後一次規

模巨大的民眾起義，也是明末清初以來下層民眾以彌勒信仰為思想武器，對專制統治的最大一次武

裝反抗，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統治，促使清王朝由盛轉衰，開始踏上了窮途末路。

①《皇極九蓮儒童臨凡寶卷》卷上，馬西沙：《中華珍

本寶卷》第 3 輯第 30 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15 年。

②姚門教，又稱龍華會。

③《三祖行腳因由寶卷·慶元三復》，濮文起：《民

間寶卷》第 6 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 年。

④濮文起：《明代黃天道九祖普靜探究》，北京：《世

界宗教研究》，2020 年第 5 期。

⑤⑩《眾喜寶卷》 卷一，濮文起： 《民間寶卷》 第

6 冊。

⑥《眾喜寶卷》卷四，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6 冊。

⑦《眾喜寶卷》卷三，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6 冊。

⑧即皈依佛、法、僧，戒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

⑨《眾喜寶卷》卷五，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6 冊。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史料旬刊》第 2 冊，北京：北

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第 343 頁。

《眾喜寶卷·序》。

按照黃天道萬全李氏世襲傳教家族的說法，黃天

道傳承依次是普明、普光、普淨（李賓長女大康李

氏）、普照（李賓次女小康李氏）、普賢（次女之女米李

氏），他們一家五口，被其信眾尊為黃天道“五祖”。

鄭光祖創立黃天道圓頓教後，出於獨立發展的需要，

撇開萬全李氏世襲傳教家族的傳承譜系，編造了一

個新的黃天道傳承譜系，即初祖達摩、二祖神光、三

祖月明、四祖柳英、五祖碓頭、六祖惠能、七祖普明、

八祖普光、九祖普靜，汪長生被黃天道圓頓教尊為十

祖。 濮文起：《明代黃天道九祖普靜探究》，北京：《世

界宗教研究》，2020 年第 5 期。

關於明末民間宗教信仰世界十八大教派與其創教

祖師，參見《龍華寶經·天真收圓品第二十三》，濮文

起：《民間寶卷》第 3 冊。

“憑意等到末劫後，三會龍華考三乘。 考選男女九

六億，分發東土掌乾坤。 直等彌勒治世滿，老（無）極

治世轉雲程。 同到都鬥安身處，與佛齊肩坐蓮心。”

《眾喜寶卷》卷四。

該部寶卷“秀士罵風雨品選第九”云：“七十二賢忠

孝全，三千弟子禮綱常；周末至今三千載，清末儒教

忘三綱。”從文中的“清末儒教忘三綱”來看，現在存

世的《出西寶卷》應是清末修订本。 北京黨家經鋪是

明末民間宗教虛構的一個刊印寶卷的場所。

《出西寶卷·玉佛出西品選第一》，濮文起：《民間

寶卷》第 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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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西寶卷·僧道受劫品選第五》，濮文起：《民間

寶卷》第 4 冊。
《出西寶卷·軍馬出征品選第十一》，濮文起：
《民間寶卷》第 4 冊。
《出西寶卷·公吏治不清品選第六》，濮文起：《民

間寶卷》第 4 冊。
《出西寶卷·富豪倚勢品選第七》，濮文起：《民間

寶卷》第 4 冊。
《出西寶卷·貧民不守分品選第八》，濮文起：《民

間寶卷》第 4 冊。
《出西寶卷·秀士罵風雨品選第九》，濮文起：《民

間寶卷》第 4 冊。
《出西寶卷·三十六行不公品選第十》，濮文起：
《民間寶卷》第 4 冊。
《出西寶卷·掃除假相品選第十二》，濮文起：《民

間寶卷》第 4 冊。
《出西寶卷·掃滅神祇品選第十三》，濮文起：《民

間寶卷》第 4 冊。
《出西寶卷·掃滅文才品選第十四》，濮文起：
《民間寶卷》第 4 冊。
《出西寶卷·大抽白虎品選第十八》，濮文起：《民

間寶卷》第 4 冊。
《佛說大乘通玄法華真經》卷八，筆者於 2019 年

秋在甘肅從事田野調查時訪獲。
《普靜鑰匙寶卷·鑰匙佛如來開三乘分第十八》，
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2 冊。
濮文起：《明末東大乘教述論》，北京：《世界宗教研

究》，2022 年第 2 期；濮文起、秦崇文：《明末大乘天真

圓頓教考論》，天津：《南開學報》，2022 年第 3 期。
入清以後，直隸、山西、江蘇等地的東大乘教傳人，
將教名改稱“大成教”。
濮文起：《〈定劫寶卷〉管窺》，北京：《世界宗教研

究》，1998 年第 1 期。
郝晉《揭帖》（順治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中國

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約從清朝初年起，東大乘教為躲避當局查禁，便改

名“清茶門”。 對此，清初思想家顏元曾給予記載：
“聞河南一省白蓮教中人，因自明朝山東謀反，朝廷

大禁，又改名‘清茶會’，又名‘歸一教’，愚民從之者

甚眾。 其法，畫燃燈佛，供室中幽暗處，設清茶為供

獻，閉口捲舌，念佛無聲，拈箸說法，指耳目口鼻，皆

是心性”（顏元撰，王星賢、張芥塵、郭征點校：《顏元

集》，存人篇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154

頁）。 顏元所說的明朝山東謀反，是指明末東大乘教

徐鴻儒起義，因“朝廷大禁”，便“改名‘清茶會’，又

名‘歸一教’”。 因此，清茶會應是清茶門在河南的

稱謂。
濮文起：《〈三教應劫總觀通書〉再探———兼與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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