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剑桥大学收藏的刘 丽 川告示

论太平天 国与上海小刀 会起义军的 关系

王 庆 成

��  ! 年 ∀ 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未编号资料箱发现
“

太

平天国招讨大元帅
”

刘丽川为
“

正风俗去邪教
” 、 “

知人踪迹根源
”

告

示两件
,

都署甲寅四年 #�  ∀ !∃ 四月发
。

这两篇文件当月译载于上海

《北华捷报》#�  ∀! 年 ∀ 月 %& 日 � �� 期 ∃
,

� � ∀ � 年中国科学院上海

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 史料汇编 》
,

回译为

中文刊出
。

今见原件
,

可以订正英译或 回译 中一些欠准确的文句
。

“

知人踪迹根源
”

告示 中刘丽 川自署衔名 的译 文是
“

大 明 #太平天

国 ∃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 ,

而原文则称
“

太平天国招讨大元帅
’‘。

凡

此
,

都更有利于研究利用
。

现照式抄录于 下#原无标点 ∃
,

酌加说明
∋

本 文重点则是从这两篇文件与太平天 国思想之异同
,

讨论上海小

刀 会起义军与太平天 国的关系
。

太平天 国招讨大元帅刘 为

晓谕正 风俗去 邪教 而 知 君亲事
(

照得我 中国三代尧舜以 来
,

未有

佛教
。

君明 臣忠
,

柞长年久
,

民间快 乐
,

五 谷 丰登
。

佛教由 汉明帝叶

其法始入 中国
。

后之 宗其教者
,

遂 以释 还之本性 为法 身
,

德业 为报

身
,

并其真身 而 为三
,

其 实一身耳
。

唐儒 韩愈 曰
(

三代之时 百姓安

乐寿考
,

中国未有佛也
。

自汉有佛 法以 来
,

羌戎乱华
,

主 庸臣按
,

政

虐柞短
,

乱亡相 继
∋
宋齐梁陈以 下

,

事佛渐 谨
,

年代尤促
,

梁武舍 身

施佛
,

饿死 台城
。

曰 #由 ∃此观之
,

佛不 足事明 矣
)

至 于道家以老 子

为师
,

宋愉朱熹有曰
(

玉 清元始 天 尊既斗卜老子之法 身
,

上清太 乙
∗

道



君又非老 子之报身
,

设有二像
,

又昨与老子 为一
,

而老 子又 自

为上清太上道君
,

盖仿释 氏之失 而 又失之者也
。

况老麟亦人鬼耳
,

岂可僧居昊天

上 帝乏 #之 ∃上乎 + 如宋徽宗躬身亲祠 敌
,

倾心 崇奉
,

卒之陷身虏

廷
,

复亡宗社
,

可 为明戒
。

佛老之徒
,

妄 相称述
,

惑世诬民
,

莫此 为

甚
。

伏望自今以 始
,

凡世间有识 见人
,

自然 不崇邓信佛
。

今天下 愚

夫愚妇
,

谁 不受其惑溺 + 即有读吾濡之 书者
,

犹然 不悟
,

总归于 愚

而 已矣
。

然佛在 西域
,

言妖路远
,

汉译胡言
,

态其假托
。

使不 忠不

孝
,

削发 而揖 君亲 ∋ 游手游食
,

易服 以逃租税
。

伪起 三涂
,

谬张 六

道
,

遂使愚迷妄求功德
,

不 惮科禁
,

轻犯宪章
。

且生 死寿夭
,

由 于天

命
∋
刑德威福

,

关人之主
。

贫富贵贱
,

功 业所招 ∋ 而 愚僧矫诈
,

皆云

由 佛
。

窃人主之权
,

擅 造化之力
,

其为害政
,

良可悲夫 , 令 #令∃天下

僧尼数盈 十万
,

请令匹 配
,

即成 十万余户
,

产育 男女
,

十年 长养
,

一

纪教训
,

可 以耕种
。

且 一夫不耕
,

扰受其弊
,

况 浮食 者众乎 , 兹人由

天地造化
,

父母所生
。

怀胎十个月
,

受尽千辛万苦
。

临产之时
,

毋命

未能 保全
,

产子 出来
,

抚养三年
,

婴 儿不能 言议 #语 ∃
,

哭哗之声
,

父

母 不晓作甚
。

屎尿随身
,

冷则加衣
,

啼则与食
,

倘 不遂意
,

父母 日夜

无眠
。

养至会言会走
,

又要请师教读
,

养育成人
,

又教与手艺
,

士农

工商
,

随各所好
。

又与娶亲
,

父母方能安心
。

父毋费尽千般辛苦万

般心事待子
,

岂可 为人子女者
,

父母在
,

生 不孝顺
,

报养育之恩
,

父

母死后
,

听钦僧袄道做 功果打斋蘸 去招生佛地
,

此 大不 考之辜也
。

父母生前不 孝敬
,

死后何用作功德 + 有等愚人到寺院焚香烧钦
,

与

佛像镶金
,

何 不 将此钱银买物 孝敬父母 + 堂前两卑活佛
,

父母不奉

待
,

反去奉待上 #土 ∃木偶象
,

费无 益之钱银
。

圣人云
,

万盖 #善 ∃以

孝弟先头
。

今我洪 门兄 弟
,

务 宜忠心报 国
,

为人子者必孝双 亲
。

为

臣者 不忠于君
,

为子者不幸双亲
,

天必 不佑也
。

从今 出示
,

望尔

等被邪教迷惑之愚人及早醒悟
。

去邪教
,

为正风俗
,

勿拜无 益土 木

偶象
,

勿到寺院焚香烧锭
,

省无益之银钱
,

以养妻活儿
,

矛敬双 亲
。

本帅并非 别故
,

是照依

明潮故 国规制而行之
,

以全忠孝
,

省无 益之 费耳
。

祈为凛遵毋违
。

特示
。

甲寅四年四 月 日示

。

%
。



太平天 国招讨大元帅刘

晓谕知人之踪 迹根 源辜
(

盖

天父上帝创造 天地 日月星辰花果草木禽兽
,

乃开辟之始
,

未有人也
。

上帝传土为人
,

嘘气入弄而成血气之人
,

造成一 男一女 后
,

乃令其 男

酣睡
,

取其一胁骨
,

弥缝 其肉
,

以 所取之胁骨成女
,

以便产育
。

令其人

取树 上所生之果实可 适 口
,

是未有五 谷也
。

传土 为人
,

现有数端凭

据
。

兹 小 孩童玩耍
,

无人教他
,

他 自己会取土作成人形玩妥
,

是 凭据

一 也
。

人之身上 出汗必 有泥
,

此 泥从河而来了乃人是 土作成
,

故此有

泥
,

是凭据 二 色
。

其女人 自幼时如 扳童一 徉
。

到发身时胸前多两乳之

肉
)

数之 其胁骨
,

以 男人另多一骨
,

此又 是 凭据
。

现有凭有据 为证之

事可 信乎+ 其真实也
。

经书云
( 大机生两仪

,

两仪生四象
,

此之谓也
。

况 尔等各人俱有幸敬双亲敬
一

奉拿祖之 心
,

为何舍去开辟天 地创 造万

物始创造人一 天父上帝而不奉敬
,

反去信 邪神崇拜土木 偶象 + 况

人由

上帝创造 出来
,

就是各人之始祖
,

为何 不 信敬
,

还去敬奉什么神佛

哉 +

上帝 以六 日完成天地人万 物
,

至 第七 日辜毕憩息
,

故 以 第七 日礼拜
,

各宁安 么
,

不作生活
,

是宁 上帝安 么圣 日也
。

尔等军民士庶
,

各宜

回 心
,

怒透真假
,

及 早醒 悟
,

单敬 天 父上帝
,

莫被妖僧那道迷惑不

醒
。

况我中国三代时
,

俱奉敬 上帝
,

及有创造天地 万物 一书
,

被洪

水横流记滥 于天 下
,

后又 遗秦始皇 焚书坑儒
,

其书尽 没
,

故此无存
。

西域妖僧娇作
,

乘此 时入 我中国
,

迷惑人心
。

况我明太祖洪武皇帝

也
,

曾将各邓神废去祭祀
,

革去教封衔号
,

此事有康济谱 一书为证
,

是未级寺院
,

故未除根也
。

到明妖
,

僧道复兴
,

未得其人点醒迷途
,

以

至各人 不知 来踪
,

未晓三才是由 上帝所造
,

皆被妖僧迷惑
,

俱 云 由

佛
。

佛乃由周朝战国而起
,

汉 明帝时其法始入 中国
。

天地造化
,

与佛

无干
,

为何尔等痴迷不醒
,

信他糊 言惑众我 , 况刑德祸 福
,

皆由 上

帝主 裁
。

上帝无所不在
,

万辜俱晓
,

不能瞒编分毫
。

尔等各人务宜

车心崇奉 上帝
,

毋庸焚香烧锐
,

乃各人心敬
,

早晚祈求 上帝点醒

迷途
,

庇佑安康
,

宁安息圣 日而 已
。

非比 邪神要受私
,

要 到庙堂许愿
,

方肯庇佑 ∋怪饮怪食
,

宰牛羊牲仪
,

到庙堂还愿
,

方能平安
。

问一吉凶

为



弋
一

缘
,
父要 烧 几 争银锭

,

岂非受私之 邪 神怪怪
,

以 贪官污 吏何异

钱 , 尔等各 人幸 有人点醒 迷途
)

去 邓 归正
。

有志者 及早 回 头
,

乃万 千

之幸也
。

特此示知
)

毋 得狐 疑
。

特示
。

甲寅四年四 月 日示

上海小刀会起义领袖刘丽川发布的这两件告
−

示
) ‘

太 平天国招

讨大元帅刘 为
” 一
行

,

系大字刻版举印
,

此外全文均手写撰 书
)

未铃印
。

据《北华捷报》译载时报道
, “‘

(卜∃代俗 去邪教
” 一篇发布于 ∀

月 � � 日
)
“

知人踪迹根源
”

一

篇 系 ∀ 月 � .
)

/0
“

叛党在城 内 各处张

贴
” , 。

∀ 月 1 日
、

� . 日分别为阴历四 月 十五 日
、

几/一 日 剑桥大

学 图书馆所藏的这两件告示都是手写的
)

《
−

仁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

编 》编入另两件”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左元帅
”

陈阿林的告示
,

也

都是 手写的二各处张贴手写告示
,

可能是由于起义当局印刷之困

难
。

剑桥的这两件都没有粘贴的痕迹
,

应是写好后未张贴之件
,

送

给英国人或为英国人所得而携 回英国的
。

天地会是清朝最著名的秘密结社组织
,

而小刀会
、

三合会都是

它的支派和改称
。

它们宗教色彩淡薄
,

在武装起义中常有反清复明

的 口 号
。

上海小刀 会起 义军首领刘丽川是广东人
,

�  ! ∀ 年在香港

加入三合会
,

�  ! � 年到 上海组织小刀会
。

他所发布的以 上两件告

示
,

指斥佛
、

道 为邪教
)

以天父上帝为创造天地人万物之主
,

要求人

人崇拜上帝
,

这是其它任何天地会系统的文件所未有的
,

显然是由

于太平天国的影响
,

表示着它 们在思想信仰上对太平天国的靠近
。

这两篇告示以
“

天父 2帝创造天地 日月星辰花果草木禽兽
”

并

为 气类始机
,

以
“

中国
)

代时俱敬奉上帝
” 、 一

中国三代尧舜 以来未

有佛教
’ ‘ )

故其时
“

君明臣忠
,

柞年长久
,

民间快乐
,

五谷丰践
” 。

这与

太平
− ,

硬0340 的攻天条书》
、

《原道觉世 训 》等诏书称皇上帝造 天造地造

飞潜动植各物及造人化人
,

称中国 自盘 占至三代君 民共敬 2帝
,

其

叮小刀 会起 扮史料汇编 咫 段肠 珍5编 者户6



时为门不闭户
、

道不拾遗之大同世界
,

旨意相 同
,

文字相近
。

论这种

局面的败坏
,

由于汉明帝时传入佛法
,

因之祸乱相继
,

及所举事例
,

也都见于《原道觉世训》
。 “

凭据
”

二字为古词语
,

近世中国基督徒和

太 平天国习用
,

而
“

知人踪迹根源
”

告示用
“

凭据
”

一词五次
,

似乎也

是太平天 国的影响
。

上述告示表现出小刀 会起义领袖受太平天 国思想
、

信仰之影

响
,

对此
,

有以为是 由于这一年洪 仁耳到过 上海的缘故
。

这没有根

据
。

据洪仁歼 自述
,

�  ∀ ! 年到
−

,几海后
, “

洋人不肯送予进南京
,

其上

海城 内红兵#按指小刀 会起义军 、不信予为 天
(
7 之弟

,

乃在夷馆学

习天文历数
” � 。

刘丽川从他那里受到影响是极不 可能的
。

从 � ! ∀

年 # 月以后
,

英
、

法
、

美三国公使和传教士屡次从上海访 问南京
、

镇

江
,

得到太平天国赠书
,

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军间还可能有

密使往来
,

刘丽川有很多机会得到
、

见到太平天国的书籍
。

此外
,

刘

丽川告示关于人类始祖 系上帝拎土为人
、

女性是 男性肋骨造成的

说法
,

未 见于太平天国文献
,

系直接据 自旧约圣经创世传
。

所以
∃

刘

丽川告示的思想资料来源有广泛的渠道
,

根本无须洪仁歼的到来
。

刘丽川的告示与太平天国的思想信仰也存在着 明显的差异
。

刘丽川对佛
、

道的批判是世俗性的
,

告示论人之不
卜

应拜佛烧香
,

重

点在应该孝敬父母
,

而不强调应该崇拜
“

夭下凡间大共之天父
” 。

它

更没有肯定上帝
、

基督降凡和天王下凡作主这些太平天 国的基本

政治宗教信条
。

尤其是
,

告示称
“

我明太祖洪武皇帝曾将各邪神废

去祭祀
” ,

称
“

正风俗去邪教而敬君亲
”

是依 照
“

明朝故 国规制
” 、

要

求
“

洪门兄弟
”

遵行
,

更显示 了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主张
%

& 与太 平天

国仍有很大的距离
。

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军与太平天国的关 系
,

久有不同的见解
。

有学者根据刘丽川上述两篇告示的回译文 以及其它记载
,

认 为上

海义军
“

接受了太平天国信仰
” ,

认为
“

太平天国领导了上海小刀会

《洪仁王「自述
、
’亡扮太平天国 》第 ∋ 册

∃

别 乏, 页



起 义军
” 、 “

太平天国接受了上海小刀会的加入
”�

。

刘丽 川的两篇

告示
,

显示 了与太平天国宗教
、

政治观念的一致和差异
。

因此
,

联系

这两篇文献
,

谨本争鸣之义
,

对双方的关系问题贡献一得之愚
,

略

作讨论
。

关于太平天国与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关系
,

客观地看
,

应该从

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

首先是起义者对太平天 国的态度
。

这比较明确
,

起义者首领
,

尤其是刘丽川热烈要求太平天国给予领导和支援
。

� ! ∀年 ( 月 )

日起义当天及稍后
,

刘丽川等称
“

大明国
”

大元帅
、

招讨大元帅等
,

布告称
“

鞋夷当灭
,

明当复兴
” 。

但约当 ( 月 ∋∗ 日左右
,

刘丽川上奏

太平天国夭王
,

自称
“

未受职 臣
” ,

报告 已
“

立定上海
” , “

分定嘉定
、

宝山
、

川沙
、

南汇等府县地方
” , “

乞我主上早命差官苍任
,

暨颁赐誊

黄
,

以顺天心
,

以慰民望
” 。

奏章末署
“

太平天 国癸好三年八月
”

∃

使

用了太平天国的国号年号+
。

此后
,

起义首领刘丽川等的告示
,

凡

署衔者
,

刘丽川都称
“

太平天 国招讨大元帅
” 、 “

太平天国统理政教

大元帅
” ,
其副元帅陈阿林或称

“

太 平天国
”

或仍称
“

大明 国
” −

。

� !∀ 年正当太平天 国建都天京
、

命将北伐西征
,

处在 向上发展时

期
,

具有很大的吸附力
,

所 以刘丽川上奏颂为
“

定鼎金陵
,

民安国

泰
,

四海归心
,

应天顺人
” , “

不音武 王兴周
” 。

时在上海的美 国传教

士罗孝全—
即 � # ) 年 曾在广州为洪秀全的宗教老师者

,

于 ( 月

∋! 日往见刘丽 川
,

刘对他说
. “
已送了两封公文往南京

,

与太平王

通款曲
,
其一由陆路

,

其一由水路递送
,

正等候复音
,

并盼望南京派

大员前来与其布置上海各事
。 ”/ 所述与上述奏章一致

。

�

+

−

/

罗尔纲
.
《太平天国史 》0 �( ( � 1第 # 册

, ∋#! !一 ∋#!  页
。

刘丽川上天王奏
,

见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第 �∗

册
, #2 ∗一 # 2 � 页

。

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 》第 一 部份
.
《小刀会起义 文献 》

。

罗孝全著
、

简又文译
.
《小刀会起义首领刘丽川访 间记 》

,

见《太平天 国》第 2 册
, ( 2)

页
。



但这一封 由水陆两路分送的奏章
,

可能都未送达南京
。

由水路

递送的一件
,

系托一军火商人的轮船带去
,

在镇江江面为清军水师

截获�
。

陆路递送一件是否送到
,

并无记载
。

有学者认为 已被南京

收到
,

并想象洪秀全立即下诏嘉奖
,

嘉奖诏到上海
,

万众欢腾 +
。

关

于刘丽 川从陆路递送的称臣奏章曾否送达南京
,

涤浮道人《金陵杂

记 》一书记东王杨秀清给上海起义者的信
,

颇有助于分析这一 问

题
.

股匪 罗大纲
,

为冬官正垂相
,

盘据镇江
,

⋯⋯ 当上海 另有别 匪 滋事之

时未 久
,

罗贼即有票至省 中 0按指南京 1杨逆处云
.

探得上海另有一

般人在彼 已得城 池
,

此 一般 人约三四 千人在彼云云
,

⋯⋯ 随后 伪东

王杨逆忽发 出伪檄一 函
,

曾有人密为私拆
,

其略云
. “

盖 闻识时务者

为英雄
,

知进退者 为俊杰
。

观当今之大局
,

知真主 为天王
。

三月间曾

据钦差大 臣罗大纲 弟来票
,

知 弟等请攻苏常
,

弟等在土 海愿为 内应
,

本军师不 胜欣慰
,

何 以 迁延至今 3 如 果率众来归
,

必当奏请封加 显

爵
。

何 去何从 3 希自谅之
”

云云
。

⋯ ⋯橄外书
“

右札 尚海李闻风弟等

开拆
”

字样
。

此伪橄 系文什罗逆处
,

后 不 知 罗逆处如何 回 复
,

伪橄是

否私递主海
,

均 不得悉
。

−

太平军克南京后
, “

涤浮道人
”

居城内一年多
,

亲历 目睹汇为《金陵

杂记》一书
,

富有史料价值
,

所以上述这段记载和其中引述的杨秀

清此信久为学者所重视和利用/
。

杨秀清信中提到
,

三 月间得知上海义军请攻苏常
、

询问何以迁

延至今
,

据此
,

此信至早应写于甲寅四年四月−
。

可见直到那时
,

南

京并不知道刘丽川早 已上奏称臣之事
, 不然

,

杨秀清信中不可能提

� 《筹办夷务始末》01 成丰朝 1怡 良等奏称捕获宁波钓船
,

搜获英国商人啦呐 吐致镇江

罗大 纲一书
,

又附带
“
士二海逆首刘 丽 川书 一件

” ,

并洋枪刀 若干 0奏到 日为 � ! ∀ 年

�∋ 月 ∋。 日 1 ,

见卷六
, ∋∀ ∀ 页

。

夏蜜《
4
扣西纪事》记带信人是

“

上海领事温 哪治
” 。

+ 《太平天国史》第 # 册
∃

∋#∋∀ 页
。

− 见《太平夭国》第 # 册
, 2 ∋!一2 ∋2 页

。

/ 简又文《太平天 国全史》0 �( 2 ∋ 1 上册引用
。

又 罗尔纲早年著作也都引用
。

5 简又文系杨秀清 函于癸丑 0 � ! ∀ 年 1
。

但那是不可能的
。

罗大纲探知上 海一般人
“

已

得城池
” ,

必应在起事以后
。

故
“

三月
”

只能是甲寅 0 � !#1 三 月
。



出
“

何去何从
”

的问题
。

这是刘丽川从陆路送去的称臣表并未被南

京收到的证据 之一
。

所谓的天王下诏嘉奖
,

义军万从欢腾
,

是不可

能发生的事
。

从杨秀清信来看
,

刘丽川奏虽未送达南京
,

但上海 义军与镇江

罗大纲之间似 已早通 消息
∋
李闻风或许就是与罗大纲通消息者

。

李

闻风可能是小刀 会中人
,

但并非著名领袖
。

杨秀清此信表示了欢迎
“

率众来归
” 。

在杨秀清给李闻风写信

后不久
,

�  ∀ ! 年 8 月
,

英国领事麦华陀等到天京
,

向太平天国提询

若干 问题
,

其 中有
“

占领上海的闽广党是否仍 归顺你们
,

你们是 否

接受其归顺
”

一问
。

对此
,

杨秀清 回答
( “

不
一

单准上海闽广党投降
)

天

下万国皆要来降也
。 ” � 这是太平天国公开表明接受上海义军 的归

顺
。 ’

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向太
一

平天国递送过称臣表
,

太平天国也曾

有接受 归顺的表示
。

但是
,

双方是 否已在事实 上建立 犷关系 3 太平

天国是否领导
、

支援 了上海小刀会起 义军州阵是需要研究的另 一 个

问题
。

当时
,

起义军孤 立于
%

6几海
,

与南京
、

镇江俱隔数
一

百里之遥
。

太

平天国怎样实现 自己的
“

领 导
’‘ 3 采取过什么措施去帮助实现义军

的归顺 3 看来
∃

没有
。

南京虽未收到 789 丽 川的奏表
,

但上述涤浮道 人的《金陵杂记 》

表 明
,

南京的领导人从 罗大纲那里早 已得知 上海小刀会起义的 消

息
,

罗大纲大概还与南京商量过军事接应上海的问题
。

清方有一件

在十月 十
‘

五 日0即小 刀会占上海后 )∗ 天 1收到的探报
,

称
. “
罗逆半

月前赴金陵
,

三 日
‘

前回镇江
, · ·

⋯ 又该逆于仪征各码头置造皮篷小

船六石 只
‘

有冲水营直下接连 上海匪徒之信
。 ”− 罗大纲原为天地

会中人
。

他为上海事到南京十余天
,

有置造小船直冲清军水营沿水

� 黄光域等译
.
《麦华 陀 飞 !# 年 ‘月 访 川天京文件辑录 矛

,

见《太平天 国史译从 》第 �

辑
,

�# ,
江

。

+ 丹徒共察见《太平天国 史料从编简辑势筑 长 所
,

#∋∀ 盯

。  ·



路去接应上海的计划
,

表现了他对小刀会义军的积极性
。

但这件事

并无下文
。

次年三月
,

南京从罗大纲处得 知上海 义军请太平军往攻苏
、

常
,

他们愿为 内应的建议
,

杨秀倩去信要求他们考虑
“

何去何从
” ,

而对此议本身则未置可否
。

太平军从军事上接应
、

支援上海
,

的确存在困难
。

当时
,

在南京

以东
,

太平天国的力量只及镇江
,

不可能越过常州
、

苏州去会合或

支援上海
。

�  ∀芝一 �  ∀ ! 年 间太平军主力正分兵北伐
、

西征
,

南京
、

镇江的兵力并不充足
。

但是
,

当时在南京
、

镇江与太平军对抗的是

向荣的江南大营
,

小刀会上海起义
,

向荣即从江南大营抽调 9 % & &

名兵 勇由他的帮办
、

署江苏巡抚许乃钊统率前往上海镇压� ,

是上

海的起义已减轻了南京的压力
。

在小刀 会起义后 !∗ 夭时
,

江南大

营“兵数不逾九千
,

勇数不逾三千
,

其中染病养伤者
,

尚有十之二

三
’

,, 分兵四出
,

顿驻南京城下的
,

只 ∀ ∗ ∗ 余名:
。

至于水面
,

向荣

多次陈奏
,

认为清军水师微弱
, “

贼船往来
,

无术阻截
’, − 。

在此情况

下
,

太平军从陆上抽拨千数百名兵力
,

或从水路如 罗大纲的计划
∃

即或不能克复苏常
,

但冲入 上海
,

会合
、

领导上海义军
,

在军事上不

是不可能的
。

退一步说
,

即使军事支援有所不能
,

派得 力干部前去指导统

率
,

应有可能
。

如果说刘丽川的称臣表 已送达南京
,

既然上海
、

镇江

间可 以有人来往
,

洪秀全派遣少数人去上海
,

满足刘丽 川提出的
“

差官往任暨颁赐誊黄
”

的要求
,

应是可以做到的
,

但没有任何迹象

证 明太平天国采取了这样的行动
。

向荣奏稿卷 #
,

《「海宝 山等县 失守由许乃钊带兵往剿折 扒 见 代太
’

「天闰 》第 ) 册
∃

砂

∋�  一∋∋∗ 页

向荣奏稿卷 #
,

《遵筹攻守事宜 远守不如近堵分攻 不如合剿折 110 咸 丰三 年九月 二 十

五 日发 1
,

见《太平天国》第 ) 册
, ∋∋ 页

。

向荣奏稿卷 #
,

《筹划 上游师船 片》0 咸 丰 二年 七 月 二 卜七 日发 1
,

见同 上
∃

�(2 一�()

页



所以
,

太平天国之未有实际的行动去领导
、

支持上海起义军
,

只从客观困难方面去证明
,

是不充分的
。

我认为
,

应该看到太平天

国主观方面的原因
。

首先是对上海地位重要性的认识
。

�  ∀ 9 年 9 月太平军克南

京
,

建为首都
,

上海一夕数惊
,

时人预计太平军会东下上海
,

所以英

美公使和传教士急于探询太平天 国进取上海时对外侨的态度
。

但

太平天国当时的决策是分兵北伐
一、

西征而不顾上海
。

而 �  8。年起
,

太平 天国尽管面对西方国家的武力抗拒
,

仍一而再
、

再而三进取上

海
。

在前期
,

上海在太平天国领导者心 目中的地位远不如后期那样

重要
。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对上海起义者成份素质的看法
。

上海小刀

会是以福建帮
、

广东帮为主的天地会支派
,

是以
“

反清复明
”

为宗旨

的会党
。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和后来几年
,

天地会活跃于南方各省
,

他们在宗教信仰上
、

行为习惯上与拜上帝会有很多区别
。

金 田起义

前夕
,

洪秀全曾对天地会发表评论说
(

我虽从未加入三合会 #按即天地会 ∃
,

但常闻其 宗旨在反清复明
。

此

种说法
,

在康熙年 问该会初创时是很对的
,

但如今 已过去二百 年
,

我

们可 以仍说 反清
,

再说复明就 不 对 了
。

无论如何
,

当我们恢复本 国 山

河时
,

应该建立一个新潮
。

⋯⋯ 三合会有一些恶行是我僧 恶的 ∋新入

会者必 须拜魔鬼
,

起 三十 六誓
,

又须刀 加 于头
,

迫他 向会献财
。

他们

的真宗 旨已变得很卑下不 堪 了
。 ”�

洪秀全以为自己得有上帝之真道
,

古来英雄豪杰都不值得一赞
,

夭

地会更是卑不足道
。

他命令
,

凡天地会人如不舍弃旧习而 阪依真

道
,

就不予收纳
。

起义初期
,

张钊
、

田芳等人即因此而脱离
,

罗大纲

则相反
,

自愿遵守洪秀全的原则而 留下+ 。

上海义军既是小刀会众
,

对于他们来归
,

洪秀全一定也会提出
“

舍弃旧 习
、

坂依真道
”

的要求
。

太平天国领袖们所了解到的这些要

� 洪仁歼述
、

韩 山文著
、

简 又文译
.
《太平天 国起义记 》

。

据原 文对译文稍有修订
。

+ 据同上
。

∃ �∗
∃



求被满足的程度
,

也一定会对太平夭国采取何种行动发生影响
。

这

是事理所必然
。

应该说
,

刘丽川等是知道这一点的
。

他们在很大程

度上抛弃了反清复明的 口号
,

在起义  个月后又接连发布上面 已

抄录的两篇告示
,

公开宣布上帝创造人类和崇拜上帝
、

不信邪教的

态度
。

这是有所为而发
,

是刘丽川等为着争取太平天国的领导和支

援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

但这些告示
,

从太平天国的立场来看
,

必定

并不满意
,

至少还存在着如上文所分析的那些大的差距
。

更何况上

海小刀会起义者在行动上并未实行毁弃偶象 �
。

而这在太平天 国

正是阪依真道的重要标准之一
。

当时和后来都有些外国人报道
,

太

平王要这些上海起义者悔改过失
,

批评他们不戒鸦片和烟草
,

曾派

员调查批评他们的不道德习惯和恶劣嗜好
。

我们且不论这些报道

是否实有其事
,

单从以上两篇告示来看
,

刘丽川尽管作了很大努力

在信仰上去接近太平天国
,

但太平天 国能满意于
“

依照明朝规制
”

和
“

洪门兄弟
”

等提法吗 3 能被洪秀全认为是 已饭依了他的
“

真道
”

吗 3 � ! ∀一 � !#年间
,

洪秀全在南京发动了完全排斥儒学和古圣

前贤的运动
,

在自己的文献中唯一表示出他们与明代联系的词句
“

有明失政
”

字样也被删去+
,

称道
“

明朝规制
”

和
“

我明太祖洪武皇

帝
”

的告示
,

决不可能成为太平天国接纳小刀会起义军的根据
。

所以
,

我认为太平天国首脑对上海起义军持有保留的态度
,

这

是太平天 国并未积极领导
、

支持上海和双方事实上并未能联成七

体的重要原因
。

当时上海的《北华捷报》和其它出版物报道了刘丽川等的一些

言论和涉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军与太平天 国间关系的一些见闻
。

它

们被有的学者看作太平天国领导
、

接纳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证

据
。

下面对这些证据略作分析
。

� 起义首领在当年中秋和次年元旦 都赴庙拈香
。

至 次年春夏时
,

《北华捷报 》报道
,

“

直到最近为止
,

叛党同他们的同胞一样
,

喜欢崇拜偶象
” , “

他们对于庙里的偶象仍
旧没有干涉

” 。

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
,

∋! 页
。

+ 王庆成
.
《儒学在太平夭国 》

,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 �( ( ∋年第 ∀ 期

。



#� ∃ �  ∀ 9 年 � 月  日起义当日
,

刘丽川访美国公使马沙利
,

向

他
“

说 明叛党与太平王有联系
,

奉行太平王的法令
,

对外侨一定秋

毫无犯
。 ”

#%∃ � 月 � ∀ 日
,

刘丽川访各国领 事
,

向他们说明
“上海叛党是

太平王的部属
,

在太平王的指挥下一致行动
。 ”

#(∋ ∃ �& 月 � 8 日
,

刘丽川致各国领事函称
( “

本帅已与太平天王

约定时通音信
,

盖本军与太平军 已属一体
” ∋ 又称

,

起义时循美国领

事之请放走吴健彰 (
‘

而吾南京太平天王闻之
,

对本帅此举倍加责

难
” 。

#! ∃ �% 月 . 日
,

小刀会义军炮台上插有
“

一面黄旗
,

黄旗上面

清清楚楚写着
‘

太平夭国
’

四个大字
。 ” �

这些报道表明
,

刘丽 川在起义之始就宣布自己是太平天国的

一部分
,
但决不能以之来证明他们之间事实上 已存在这种关系

。

刘

丽川上夭王奏写于阴历八 月
,

未署 日期
,

但奏文中提到 已克复青

浦
、

嘉定
、

宝山
、

川沙
、

南汇等县
,

其中青浦克复最晚
,

时为八月十五

日
,

即 ( 月 �) 日
‘

所 以刘丽 川向天王称臣之奏不能早于 ( 月 � 

日
。

但上述四则报道 中前二则述刘丽川对外 国使
、

领语
,

都在 ( 月

� 日前
,

此时刘丽川尚未上奏
,

何来与太平天国的一体关系 3

第三则报道
,

事在刘丽川上奏后近一个月
,

又述及天王责难云

云
∃

似乎确有其事
。

其实
,

且不论他的奏章并未送达南京
,

即使送到

了南京
,

在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中就收到 了天王的答书
,

以当时南京

上海 间交通的困难而论
,

就不能不加上一个问号
。

尤其是他的奏表

丝毫未谈吴健彰之事
,

天王的答书何从就此进行责备 3这分明是向

美国表示他放走吴健彰这一人情的分量而加入的一 个情节
,

批评

美国人何以不领此情
,

不助义军而反而暗助清军
。

刘丽川作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声明
. 表示是 有原因的

。

原因在

于
,

太平天国不仅是当时伟大的新兴力量
,

而且在上海的外国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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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拥有不少同情者
,

洲丽 川认为宣布 自己是太平天国的一部分有

利于提高上海起义军的威信
。

有一本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上海

史》的作者
,

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都不怀好感
,

但作者说
,

在小刀会

起义时期
, “

许许多多外国教士完全相信洪秀全发 动广大人民反抗

清朝统治的号召的神圣意义
,

而各国领事官员和报常记者中何
,

也
没有谁不受这种信念的影响

’‘,

他举出的例外只有美 国公使马
‘

沙利

和在宁波的传教士玛高温 �
。

刘丽 川
、

’

陈阿林都认识不少外国人
,

他们必然了解在一个外国人颇有势力的县城
,

宣告 自己是太平天

国的一部分所可能产生的好处
。

如另一本《
%

上海史》的作者所说
,

“

他们知道外侨同情太平王
,

他们也在奉太
一

子
二
五以自尊

” +
。

上海小刀 会起义军最初领有附近 州
一

县数处
,

但不久失去
,

孤立

于县城 一隅
。

他们迫切希望太平天国的领导和 支援
, 同时借重太平

天国的名号 以壮大 自己的声势
‘

,

他们甚至表示过愿成为基督徒以

争取外国的同情 −
。

在这种情势下
卜尽管太平天国并未实际领 导

、

支援他们
,

他们向外国人再三表示他们与太平王的密切关系
,

就是

可以理解而不可轻信为事实了
。

上引的郊四 则报道
<

<

一 炮台上插

有
“

太平天国
”

字样的旗帜
,

很可能也是 舰侧一厢情愿的表示
。

有一位名叫施嘉士 0 9。1沂
, = > ? ≅ Α Β 1的英 国 人曾在 � !# 年底亲

身进上海县城见刘丽川等人劝降
。

他的
一些 见闻似乎是太平天国

与上海起义军 已实际联为一体的证据
。

但这 也需要审慎分析
。

施

嘉士报告说
, “

他们希望加入南京 的叛军
,

这是毫无疑 问的
。 ”

这的

确毫无疑问
。

他又说
, “

我见过两封南京写给他们的信
” ,

这也有可

能
,

太平 天国与 &海的架些联 系确是存在的
,

如 罗大纲
,

如杨秀清

给李闻风函
。

但施嘉士说
,

首领的大信封上有
“

太平王
”

字样
,

又说

城 内一些 门窗上贴有禁止骚扰的布告
,

上面
“

盖着太平天 国的印

� 兰宁
、

何林著
.
《上海 史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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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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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

,

这必然是无稽之谈
。

太平天 国的书信
、

告示都盖发信
、

发示

人 的官印
,

决不会盖
“

太平王
”

的印
。

而且太平天国既未
“

差 官在

任
” ,

刘丽川等也没有受封太平天国的职官
,

始终自称
“

太平天国征

讨大元帅
” 、 “

左元帅
”

等非太平天国官制的名衔
,

因而决无可能由

太平天国颁给上海义军官印
。

从现存的 # 件小刀会起义军告示原

件或其照片来看
,

本文考释的两件未铃印
。 “

太平天国统理政教左

元帅陈
”

一篇关于典当让利的告示
,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 》据

原件照片影印
,

我 � (  # 年 ! 月在剑桥大学图书馆获见原件
,

铃篆

文方印
,

高宽均约 )
∃

∀ 厘米
,

虽印文未能全识
,

但从告示署
“

大明甲

寅年五月初四 日
” ,

就 可以知道绝不可能盖太平天国的印章
,

更不

用说篆文方印与太平天国的官印形制迥异了
。

另一件
“

太平天国统

理政教左元帅陈
”

关于缴毁清方免死票的告示
,

发于小刀会起义晚

期
,

时为甲寅年十月十一 日
,

从原件的影印本中可以看出也是篆文

方印
,

必非太平天国所颁
。

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
,

不只是他们的不幸
,

而且也是太平天 国

的不幸
。 � 2 ∗ 年李秀成东进上海

,

有
“

汉兵内应
”

是所依恃的条件

之一
,

但内应力量的薄弱
,

比之六
、

七年前占领了上海县城池的小

刀会义众
,

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

李 秀成兵未到
,

内应 已被薛焕破获

镇压下去
。

六
、

七年前
,

西方对太平天国颇有好感
,

当局标榜
“

中

立
” ,

并无对抗太平天 国之计划
,

而 � 2 ∗ 年
,

英法在上海有地 面武

力
,

公开表示要以武力抗拒太平军进入上海
。

上海在十九世纪五
、

六十年代
,

已浸假成为最大的通商 口岸
,

关税收入丰盈
。

当 � !∀ 年

上海为起义力量占领以后
,

起义者一而再
、

再而三地表示希望得到

太平天国 的领 导和支援
,

甚至在复灭 前夕还有突围冲向镇江之

议 +
,

其向往之忱不可谓不诚
。

但太平天国并未有实际的主动行

动
,

其主观原因
,

如前文所述
,

当时对上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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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起义军的思想
、

信仰有所保留
,

应是其主要者
。

从一般现代人

的观念来看
,

在军事
、

政治斗争 中
,

如能为我所用
,

又何必苛求宗

教
、

习俗之差异
,

即或刘丽川等吸食鸦片
,

又有何妨 +但在洪秀全看

来
,

他手创的宗教政治伦理原则
,

是他 的革命的基础
,

是
“

人
”“

妖
”

的
一

界限
,

他的革命就是为了实现这些原则
,

因而对不符合原则者不

予宽容
。

这样
,

太平天国就失去了一次机会
,

至少是失去了一次派

得力大员去领导他们以试图在上海站住脚跟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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