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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中期 ,由于广东与广西之间的不平等商品交换和广东人口大量地向广西迁移 , 引起

了广西社会矛盾的深化。虽然广东的移民 (客民 )为广西经济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 但人口增加与耕地不

足的矛盾出现了 , 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客民与土著 (包括少数民族 )间的械斗。由于恶劣的社会经济条

件 , 造成了大部分客民与天地会、‘海贼 ’结为一伙 , 进行了反地方官、反清的活动。自雍正年间开始 ,

广东嘉应州的部分客家不断移居广西东南地区 ,与土著之间在土地、水利、风水、女人等问题上产生纠

纷 , 导致客民和土著间的械斗。这是广西社会秩序动乱的最基本的因素 , 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重

要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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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太平天国运动从 1851年 1月正式宣布起

义至 1864年 7月失败共历 14年 ,其间成立了

对抗清王朝的民众政权 ,军队达到了数百万人 ,

运动波及到 18个省 ,曾占领过 600多个城镇。

那么 ,这样大规模的民众运动是在什么样的背

景下发生的呢 ?

笔者从多个角度对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背

景进行了分析。首先从地域的角度关注了太平

天国运动的发生地广西省。鸦片战争以后 ,中

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

不断激化 , 爆发了全国性的民众起义运动。①其

中广东、广西地区与其它地区相比 ,最为严

重。②那么 ,为什么在广西民众起义运动比其他

地区严重呢 ? 笔者对广西特有的社会经济结构

进行了分析。发现广西不同于江浙等经济发达

的地区 ,仍在实行佃农被地主强力支配的落后

的地主制。面对地主残酷的压榨 ,佃户们虽然

进行斗争 ,但由于斗争处于无组织状态 ,收效甚

微。当拜上帝会在广西出现后 ,佃农们为了从

痛苦的生活中摆脱出来 ,纷纷加入了拜上帝

会。③另外 ,广西起义军攻击的对象包括商人和

高利贷阶层 (主要是广东人 )也深受广大佃农

的欢迎。这些广东商人对广西住民大肆进行残

酷的商业性掠夺和高利贷剥削 ,因此 ,两者之间

存在着尖锐的矛盾。④

但是 ,凭以上的观察 ,还不能断定广西省已

具备了足以引起像太平天国这么大规模农民运

动的条件 ,而仅仅是反映了广西的社会现象 ,即

仍在实行倒退、落后的地主制 ,以及广东商人掌

握了广西的流通领域 (商业和高利贷业 )。还

不能断定 ,广西的社会矛盾比当时经济发达地

带的江浙地区或广东地区更为严重。那么 ,在

这样的社会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农民运动

呢 ?

由于广东和广西之间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

着的不平等的商品交换 ,使得广西的财富流向

了广东 ,这造成了广西社会矛盾日趋严重。这

是由于广东和广西之间的商品流通而引起的广

东矛盾向广西的转移。⑤如果说广东和广西之

间的商品流通 ,造成了因物质交流而引起的社

会矛盾转移的话 ,那么 ,广东和广西之间的人口

移动 ,会不会造成因人口流动而产生的矛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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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呢 ? 事实上 ,虽然广东人对广西开发的贡献

很大 ,但同时也加深了广西人口增加和耕地不

足的矛盾 ,从而激化了广东人同广西少数民族、

土著汉人之间的矛盾。从广东来的天地会客民

或海贼是使广西社会动摇日趋严重的一群人 ,

可以看作是充当了使社会矛盾重叠 ,激化社会

矛盾的角色。另外一类广东客家移住到广西后

与当地的土著人之间发生的土客械斗也成为了

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梯。

本文对移住广西的广东客民的类型及其属

性 ,他们移住广西后引起的广西各种社会矛盾

的激化进行深入分析。

一、客民

1. 广西的各种客民

客民是“寄留民 ”之意 ,即指已离开原籍 ,

移住他乡 , 但不变更原籍的人。不管这种移动

或迁出是自发的 ,还是强制的 ,都可以把这种人

叫做客民。⑥明清时代 ,经常用来称呼从外省移

住来的汉人为客民。特别是在广西 ,客民是相

对于广西土著的少数民族或以前居住在广西的

土著汉人而言的。⑦既可以在主要由少数民族

居住的地区 ,称呼全体汉人为客民 ,也可以在主

要由汉人居住的地区 ,为了同土著汉人区别 ,称

清代移住到广西的汉族为客民。在本文中 ,客

民是专指清代移住到广西的汉人。另外 ,客民

的概念在史料上同客家混用的情况也很多 ,在

本文中把客家作为客民的一个构成部分来掌

握。⑧

19世纪中叶 ,广西右江道严正基指出 ,广

西土著人口不过 3 - 4成。⑨根据严正基之言推

测 ,广西人口的 6 - 7成为非土著人。1851年

至 1852年间担任广西按察使的姚莹 ,也说过 :

“广西土著民人皆苗、瑶、侗、僮 (壮 ) ,不過十分

之三 , 其七皆外省之客民 ”⑩。他把苗、瑶、壮族

等少数民族视为土著人。严正基的‘土著 ’概

念也指少数民族。那样的话 ,认为广西居住的

汉人占广西人口的 6 - 7成也可以成立。�λϖ 在占

6 - 7成的汉人中 ,有多少是在清代移住到广西

的呢 ? 刘锡蕃指出 :“桂省汉人自明清两代迁

来者 ,约占十分之八 ”,而“清一代汉人移植之

多 ,远出于历朝之上。”�λω由刘锡蕃之言可见 ,至

19世纪中叶 ,广西的汉人 ,绝大多数是由清代

移来的。

清中叶以后 ,广西人口激增 �λξ ,其增加指数

(1724年 100, 1851年 774)比全国人口增加指

数 ( 1724年 100, 1851年 342 ) �λψ高出一倍多。

从此可见除了自然的人口增加以外还有别的人

口增加原因。由于广东、湖南、福建、江西等省

份人口较多、而耕地不足 ,自清代以后 , 这些省

份的人口一直在向广西移动。�λζ这是广西人口

激增的主要原因。

在广西居住的客民大部分是从广东和湖南

来的 ,从福建、江西、贵州来的并不多。和广东

接壤的广西东南和南部地区 (梧州府、浔州府、

南宁府、郁林州 )以及广西西部 (镇安府 )地区 ,

广东来的客民较多。和湖南接壤的广西东北部

(柳州府、庆遠府、桂林府、平乐府 )地区 ,以往

湖南来的客民较多。�λ{但自明清以来 ,随着广东

经济的发达 ,广东手工业和商业日趋繁荣 ,粮食

和手工业原料的需要量大增。但本省不能自

给 ,于是 ,广东商人为了购入粮食和原料 ,携带

盐和手工业制品进入了广西。在这个过程中 ,

广西的商业渐渐被广东商人所垄断。�λ| 广东商

人不但从广西的东南、南部、西部进入 ,而且也

在广西的东北部进入。除了和湖南接壤的几个

县 ,在广西东北部 ,广东商人和湖南商人的数量

基本相当 ,但有时广东商人占优势。�λ} 此外 ,随

着广东过剩人口不断流入广西 ,广东籍客民的

数量优势逐渐显现出来。虽然也有福建 �λ∼ 、江

西 �µυ 、贵州 �µϖ等省份的商人和客民到了广西 ,但

其数量和广东相比较微 ,故而本文主要以广东

籍客民为研究对象。

2. 广东籍客民的类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广西人口六成以上

的汉人中大多数是清代移住来的客民 ,其中从

广东来的客民 (以后简称广东客民 )最多。以

后涉及的客民指广东客民。有什么原因让广东

人背井离乡移住到广西呢 ? 广西地区又具备什

么要件接纳他们呢 ? 现在来看看广东的人口流

出要因和广西的人口流入要因。

经过考察 ,流入广西的广东客民有三种类

型。

(1) 商人等富裕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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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人一般不从事商业活动 �µω
,即使有从

事商业活动的商人 ,也由于资本少 ,只能在广西

省内部从事小规模的商品流通。�µξ清初 ,广东商

人开始进入和广东接壤的广西东南部一带 ,乾

隆年间 ,开始大举进入广西。当时在广西有

“无东不成市 ”�µψ的俗话 ,说明了广东商人在开

辟广西商业方面所起到的积极的作用。我们还

可以从众多粤东会馆的建立看出 ,清代广东商

人在广西的不断增加。戎墟粤东会馆成立于

1714 (康熙 53)年 ,大乌墟粤东会馆成立于 1722

(康熙 61)年 , 江口墟 (又名永和墟 )粤东会馆

成立于 1791 (乾隆 56)年 , 郁林县城粤东会馆

成立于 1804 (嘉庆 9)年之前等 �µζ 。众多粤东会

馆的设立 ,一方面说明广东商人在广西积极地

从事商业活动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广东商人商

业经营范围的广泛。

如此 ,广东商人逐渐占据了垄断广西商业

的位置 ,这样的现象在与广东接壤的广西东南

地区特别显著。这一地区的广东商人垄断了梧

州的柴炭流通业、面条加工业 ,垄断了桂平县江

口墟的蓝布和鸦片流通以及桂平县新墟的蓝收

集等行业 ,
�µ{乾隆末年已经控制了广西最大的

商业城市戎墟的商业权。比如说广东商人们在

1788年花了 1万 8千多两白银重建戎墟的粤

东会馆 ,他们认为广西省“盖虽客省 , 　人视

之 , 不啻桑梓矣 ”,“故客于戎者 ,四方接靷 , 而

莫盛於广人. ”�µ|从此可见广东人已经掌握了戎

墟的商业权。平南县的大乌墟、桂平县的江口

墟也一样。1722年 ,建造平南县的列圣宫时 ,

广西人只有数十名捐了钱 ,而广东商人足有

600多人捐了钱 �µ}
,充分表明了广东商人的地位

和比重。道光年间 ,在桂平县江口墟从事商业

的人大部分是广东人 ,广东人已经支配了江口

墟的商业权。

通过考察广东商人林氏开创林宝昌的个

案 ,可以清楚地看到广东商人逐渐控制广西商

业的过程。林氏家门是 1675年从广东番禺移

住到广西贵县的。开始 ,从事小规模的商业经

营 ,后又从事从广东购入土布和故衣卖到广西

的省际交易。1754年 ,广东发生了饥馑 ,林氏

乘机把广西贵县的米谷运到广东贩卖 ,获得了

很大的利益。随着资本积累量的增大 ,乾隆中

期以后建立了林宝昌商号 ,用船把广西米谷、落

花生、豆子、糖、土产品等运到广东贩卖 ,又将广

东手工业制品如布匹、绸缎、故衣、铁制农具贩

卖到广西。并开设当铺 ,仅在贵县有 36间 ,通

过这种方式积累了大量财富。仅仅在贵县城就

拥有 70 - 80间店铺 ,并拥有大量的房地产 ,成

为可以收数十万斤的地租的大地主。�µ∼乾隆年

间 ,林家树立了巩固的经济基础。在嘉庆年间

建立了祖祠 ,编纂了家谱 ,开始巩固作为望族的

体制 ,并和政治权力结合起来。即通过捐纳或

科举 ,在道光年间其家族涌现了 4名举人和一

名进士 ,确立了在贵县作为绅士的地位。�νυ

这一部分广东客民 ,在广西通过商业、高利

贷业、矿山开发等活动挣了钱后 ,又多投资土

地 ,成为了地主。比如说 ,不少广东商人在广西

桂平县江口墟和贵县大墟 ,大量买入土地 ,成为

当地的地主。�νϖ 还有 ,在广西南部的永淳县等

地 ,不少广东商人在从事代替壮族交纳税粮的

业务过程中 ,获得田地主人的名义 ,成为了地

主。�νω一方面 ,贵县银矿的主人中 ,广东人也很

多。�νξ广东商人因为掌握着广西的商业、高利贷

业 ,构成了广西支配阶级的一部分。�νψ

(2) 农民、手工业劳动者

广东客民中的大多数是由于不能在自己的

家乡生活下去而背井离乡移住到广西的人群。

他们是第二种类型的客民。他们为什么离开广

东 ? 清中叶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很快 ,而耕地的

增长速度却相对滞后 ,出现了人均耕地面积急

剧减少的现象 ,广东也不例外。通过表 1
�νζ可以

看出广东的人口在清中叶以后急剧增长。如果

1685年的指数为 100 的话 ,在 1812 年就是

1728,在 1851年就是 2559,足足增长了 16倍、

24倍以上。和 1685年比较起来 1724年人口

数没怎么增加 ,或许可以说 1724年的人口统计

数不反映实际数量。但即使把 1753年的人口

指数看作 100, 1812年是 483, 1851年是 715,这

也是了不起的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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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清代广东的人口、耕地面积及人均耕地面积

年代 人口及其指数 耕地面积 ( ! )及其指数 人均耕地面积 ( ! )

1685 1, 109, 400 100 30, 239, 255 100 27. 26

1724 1, 307, 866 118 31, 247, 464 103. 3 23. 89

1753 3, 969, 248 358 32, 883, 293 108. 7 8. 28

1766 6, 938, 855 625 33, 696, 253 111. 4 4. 86

1786 - 1791平均 16, 175, 667 1458 33, 548, 2103 110. 9 2. 07

1812 19, 174, 031 1728 32, 034, 835 105. 9 1. 67

1820 21, 558, 239 1943 34, 300, 709 113. 4 1. 59

1851 28, 388, 716 2559 34, 390, 309 113. 7 1. 21

　　另一方面 ,耕地面积的增长如上表所示微

不足道。和明清交替时期的混乱 (南明政权的

抗清运动 ,三藩之乱 )结束之后的 1685年比较

起来 ,经过了 160多年的 1851年 ,耕地面积不

过增长了 13. 7% ( 415万亩 )。人均耕地面积

大幅度减少了 :从 1685年人均 27亩降到 1780

年代后半期的人均 2亩多 ,进入 19世纪后 ,更

减少到不足两亩。

如果以清代的土地生产力为基准 ,人均必

须有 4亩耕地才可能生活下去。�ν{即使是在土

地生产率比较高的华南也需要 3亩。�ν| 由此可

见 , 1780年代后半以后 ,广东的耕地面积已经

养活不了广东的人口了。粮食不足问题 �ν}已经

是广东的严重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而大

量地从广西、湖南、江西、台湾、南洋等地输入粮

食。�ν∼

在粮食不足的状况下 ,如果再遭遇到洪水

和水涝等自然灾害 �ου 的话 ,广东下层民众就会

破产。这些破产的农民、手工业劳动者、流民等

为了生存只好流浪迁移 ,或到广东内的山间地

区去进行开垦 ,或去广州、佛山镇等沿海城市打

工 ,或是去了外省和海外。�οϖ 去外省的其对象主

要涉及到广西、台湾、江西、四川、湖南、陕西等

地区。�οω其中移住到距离近、交通便利且有“田

畴广美 , ⋯中岁谷入 ,輒有余 ”�οξ美称的广西的

人口最多。

为了生存而移住广西的广东客民的社会阶

层大多数是佃农、雇农、工匠、矿工、担夫、小行

商、游民等下层民众。移住广西的广东人中农

民出身的游民很多 �οψ
,他们大体上从事开垦那

些还没被开垦的‘山场 ’。他们由于没有财力 ,

大体上被地主雇佣开发山地 ,进行‘佃种 ’。

“数世后其徒 (广东客民 :笔者 )益繁 ,客主强弱

互易 ”�οζ此外 ,还从事‘种山 ’�ο{ ,就是栽培茶、蓝

等商品作物 ,而从事栽培蓝的特别多。一部分

客民自己栽培经营 ,或者几个人共同经营。大

多数的客民都是租来山地小规模的栽培蓝或被

地主雇佣从事栽培蓝。�ο| 在广东省信宜县 ,招募

了数千名拜上帝会成员 , 1850年起义的凌十八

也是在广西省平南县栽培蓝的广东客民。�ο}

这一类客民除了从事农业外 ,也有从事小

规模生意的。在一点资本都没有的情况下 ,他

们就会成为手工业劳动者、矿山劳动者、担夫

等。在制造瓷器的手工业者或从事榨落花生油

业的手工劳动者中也有广东客民 ,
�ο∼贵县银矿

的劳动者大多数也是生活困难的广东客民。桂

平县江口墟的担夫中 ,广东人也比广西人多。

在木匠、石匠、泥匠、铁匠等手工业者中客民也

不少。在恭城 ,有“商贾百工悉出异省 ”�πυ 的说

法。在贵县也有“各匠悉用外江者 ”�πϖ 的说法。

异省人和外江者虽然不是一定仅仅指广东人 ,

但是广东客民不少。总之 ,广东客民大多数是

从事农业的佃农、雇农 ,还有小规模的小商人 ,

没有任何技术、资本的矿山劳动者、担夫以及具

备一定的技术和器具的手工业者等下层民众。

(3) 天地会、海贼、起义军

自 1800年左右广东最早的天地会组织 �πω

诞生以来 ,到 1802年左右 ,仅仅在广东惠州府

的两个县里其成员就已发展到 1 - 2万名。�πξ

1802年到 1803年间 ,在广东惠州府归善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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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县发生了一万多人参加的天地会起义。�πψ天

地会从中心地广东向广西等地发展。1804年 ,

广东合浦的天地会成员冯老四等 ,潜入广西博

白县 ,召集了 120名博白人组织了添弟会。�πζ这

就是广西的天地会组织。

广西天地会的发展是与广东人向广西的人

口移动同时出现的。乾隆二十二年 ( 1757)以

后 ,由于广州港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 ,广东

作为经济中心 ,其商业经济、商品流通得到了充

分的发展 ,广东和广西之间商人往来也变得频

繁了。部分商人为了使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

得到保护 ,参加了天地会。广东的没落农民、佣

工移住到广西后 ,加入天地会的也很多。如

1809年在广西桂平县由于组织天地会而被逮

捕的广东高要人马胜忠等过去是靠“耕种度

日 ”�π{的人物 ,被认为是从广东移住到广西的没

落农民。1806年 ,在广西平乐县组织天地会的

张世聪是广东德庆州人 ,在平乐作为佣工谋求

生计 �π| 。1807年在广西上林县组织天地会的周

宗胜是广东南海县人 ,在上林作雇工 �π}
,是广东

客民。

乾隆末年到嘉庆年间 ,在福建、广东海岸上

活动的“海贼 ”受到了清朝政府的镇压而被赶

了出来 ,他们通过珠江进入广西。这些“海贼 ”

大部分是天地会的成员。�π∼嘉庆十二年 ( 1807)

以后 ,被清政府大量挤压出广东的“海贼 ”大量

拥入广西 �θυ
,随之在广西正式组织了天地会。�θϖ

1814年左右 ,广东海贼进入广西后在广西公然

进行‘掠夺’。�θω

1820至 1821年之间 ,在广西一部分地区 ,

天地会的集团行动或不法行动等小规模起义现

象也与广东起义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θξ
1836

年 ,“广东会匪犯案后 ”,躲避到广西西隆州 ,同

当地的‘土恶 ’相勾结 ,“结党成群 ”,“扰害闾

阎 ”。�θψ鸦片战争之后 ,广东起义势力对广西社

会的影响相当大。其中之一是在广东解散的乡

勇。鸦片战争时期 ,为了对付英国的侵略 ,广东

当局组织了水陆义勇 ,有 3万 6千多名。�θζ战争

结束后 ,他们被政府抛弃了 ,勒令解散。因为武

器没有被收 ,其中变成‘盗 ’的人很多 �θ{
,在社会

上兴起了一股‘盗风 ’。当时两广总督耆英竭

力镇压他们 ,而广西巡抚郑祖深反而忌避镇压

‘盗 ’,使得起义势力把广西当作他们的巢窟 ,

流入广西进行活动 �θ| 。他们活动的地区不但包

括了广西东南部的梧江和浔江流域 ,而且包括

了广西西南部的南宁府、太平府地区 ,他们和广

西省的土匪及从湖南、江西、福建来的游匪结合

到了一起。�θ}

我们把上述的天地会、海贼、乡勇看成是人

口移动的一种形式 ,是因为他们在广西滞留期

间都必须维持生计。他们一般被称为‘广匪 ’

(从广东来的匪贼的意思 )。广匪在 1840年代

对广西地区的民众起义的蔓延起到了重要作

用。即广匪进入广西地区后独立的进行起义活

动 ,或与广西土匪联合进行活动 ,把广西民众起

义运动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在广西独立活

动的广匪共有 15个势力。�θ∼他们主要在广东和

广西的接壤地区或在容易使用西江河运的地区

活动。广匪和土匪联合起来引起的起义事件达

到了 17件。�ρυ广匪和土匪联合引起的起义中包

括许多著名的广西民众起义 ,如 ) 嘉祥起义、罗

大纲起义、) 釗和田芳起义、何明科起义等。因

为广匪和土匪联合起来了 ,使得广匪可以在广

西全域活动 ,有效的发挥了广匪的战斗力。而

且在很多土匪的援助下起义军的规模变得更壮

大了。

3. 广西当局的客民对策

综上所述 ,大多数的客民 (特别是第二种

类型 )受到地主、商人和高利贷剥削 ,受到矿山

主和手工业主的使役 ,受到官吏的压迫。因而 ,

他们自发地站在反官 ,反地主的立场上 ,与外部

进入的天地会、‘匪徒 ’结合的可能性很大。另

外 ,官府于嘉庆年间对广东的海贼进行了扫荡 ,

海贼为了躲避镇压进入广西 ,与客民联合起来

进行活动 ,进而又与土著民 (‘本地愚民 ’)结合

起来组织了天地会。�ρϖ 嘉庆二十三年 ( 1818

年 ) ,担任广西巡抚的赵慎畛逮捕了 1700多名

群盗 ,发现其中 7至 8成与外省主要是广东省

客民有关系 ,因此加强了对客民的管制。�ρω道光

元年 (1821年 )制定的《乡约条规 》,针对客民

和‘匪徒 ’串通的可能性 ,劝告约长、隣人要注

意客民的举动。�ρξ 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1830年在桂平宣里发生干旱 ,从广东潮州、惠

州来的恶匪 (客民 ) ,和‘土著积匪 ’、‘游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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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匪徒 )联合起来 ,以‘分谷 ’的名义进行

掠夺。�ρψ另外鸦片战争结束后 ,失业的乡勇进入

到活动便利的广西后 ,首先和客民结合起来

了。�ρζ

一部分本来就是天地会、‘匪徒 ’的客民 ,

渗透到广西的土著民社会 ,同下层民众结合起

来 ,发展天地会 ,组织起义运动 ;或者进入少数

民族地区 ,同那里的民众结盟 ,举行起义。1810

年左右 ,客民把土民组织起来 ,进行反抗运

动。�ρ{
1811年 ,桂平县有客民策划起义 ,事前被

发觉而遭到镇压。�ρ|
1820年左右 ,以广东人为中

心的‘异省匪徒 ’潜入广西 ,和广西土棍勾结起

来 ,扰乱广西的治安。�ρ}这些‘异省匪徒 ’即是客

民 ,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天地会的势力。1830年

广东流民和广西的乡民一起掀起了在浔州府、

平乐府等地的抢米运动。�ρ∼

对于以上客民的活动 , 1850 - 1851年间担

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说 :“客民皆寄食其地 ,良

少莠多 , 莠者结土匪 , 而土匪资其凶焰以害土

著之良。”�συ客民同壮族很早就开始交流了 ,到

了道光年间 ,和‘不务本业 ’的壮族联合频繁制

造掠夺事件。�σϖ
1840年代末 ,客民与壮族联合起

来在广西西南和西部地区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

起义。

广西当局认为 ,客民是‘不安分者 ’,也应

是被土著支配阶层 (绅士 )进行管理的人。�σω因

此 ,通过保甲或乡约制 ,把客民编入其支配秩序

以预防民众起义的发生和阻止它的发展。嘉庆

末道光初 (1818 - 1822) ,担任广西巡抚的赵慎

畛强化了保甲制 ,安排客长管制从事农业和商

业的客民 ,只有在矿山或手工业作业场有保证

人的情况下才能雇佣客民劳动者 ,凡是单身流

浪的客民、游民全被遣返回原籍。�σξ

1821年制定的《乡约条规 》也可以看作是

赵慎畛的关于客民、天地会对策的一个组成部

分。为了对付外省的‘匪徒 ’潜入广西 ,同‘土

棍 ’勾结扰乱广西的治安 ,整顿户籍 ,组织团

练 ,实行乡约制。�σψ当然这里的外省匪徒就是指

以广东人为中心的客民 ,也就是天地会的成员。

1828年 ,根据周炳绪的奏折 ,道光帝命令广西

巡抚苏成额 ,对移住来广西的外来游民进行严

密的调查 ,编入保甲制度。即对在广西各地种

山的客民的身份进行调查 ,对来历不明、形迹可

疑的人一律遣送回原籍 ,把剩下来的客民的名

字、年龄、籍贯记载下来 ,同时编入到保甲制度

中 ,把其中诚实的人任命为客长管制他们 ,以确

保不发生什么事。�σζ

1835年 ,桂平县制定了安良约。�σ{安良约的

内容是 ,收 100石地租的地主或播种 1000斤种

子的富农 �σ| ,要捐 2两银子作为安良约的基金 ,

用来对付凶作和捕盗。同时让子弟精通武艺 ,

指挥壮丁 ,以‘才智之士 ’或‘殷实之家 ’为中

心 ,组织保甲。1830年 ,在桂平宣里一带 ,发生

了广东客民和‘土著积匪 ’、‘游匪 ’联合起来制

造的抢米事件 �σ} ,于是当地的支配阶层重新改

编了过去的保甲制 ,重建已经瓦解的乡村秩

序。�σ∼
1842年左右 ,在桂平永宁墟 ,‘外匪 ’与

‘里中匪徒 ’相结合‘扰乱 ’社会 �τυ 。该地区的

支配阶层为了对付这一问题 ,并行团练、保甲、

社仓制度。因为在桂平一带 ,光依靠安良约的

方法不能重建瓦解的乡村秩序 ,
�τϖ 通过社仓制

度企图救济贫民 ,保证农业再生产 �τω
,另一方面

企图依靠团练进行武力镇压。但是 ,至 1840年

代后 , 起义的不断发生 ,证明上述措施并没有

起到什么作用。

二、客家和土客械斗

1. 客家

移住到广西的客民中有一个特定的集团叫

客家。史料上有客人、客家、来人等用语 ,这些

用语虽然一般指客家 �τξ
,有时指客民。�τψ根据罗

香林 ,西晋末永嘉之乱成为阶梯 ,开始南下的汉

族的一派经过几个阶段多次迁移了居住地。�τζ

在第二次迁移后 ,中原汉人居住于江西、福

建、广东三省交界的山间地区。经过了五代和

宋代 ,他们渐渐具备了同一般汉人相异的语言、

风俗、习惯。�τ{即在三省交界地区 ,这些客家 ,虽

然被五代十国的楚、南唐、闽、南汉四国包围 ,但

不从属于任何一个王朝 ,在严重紧张的情况下 ,

形成了自身的同质性。�τ| 第三次迁移后 ,明时期

在广东嘉应州永久定居的客家同一般汉人语

言、风俗、习惯上的差异越来越严重 ,形成了

‘客家 ’的宗族集团 ( ethnic group )的特性。�τ}明

末清初 ,广东的一群客家开始移住到广西。�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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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雍正、乾隆年间以后 ,广东嘉应州的一部分

客家开始在广西的东南一带居住。�βκυ 在广西 ,客

家的居住地区根据 1930年的调查共有浔州府

的武宣、平南、桂平、贵县 , 梧州府的藤县 , 郁

林州郁林、陆川、博白、北流 , 平乐府的贺县 ,

柳州府的马平、柳城、象县等 13个县。�βκϖ
1922年

左右 ,广西客家的人口 ,大概有 101万 6千多

名。这些客家占上述 13个县总人口的 3成。�βκω

在广西居住后 ,一部分客家渐渐致富上升

为地主、商人。例如 ,贵县的客家丘姓是可以收

1050担地租的地主 ,温姓是可以收 950担地租

的地主。牛运村的何家、朱家 ,那良村的刘家也

是可以收 300多到 1千担地租的客家地主。武

宣的叫林发堂的举人也是客家 ,是可以收 800

到 1000担地租的地主。�βκξ 紫荆山的大地主温宏

开也是客家。�βκψ明末移住到广西的客家人 ,莫村

的傅氏作为桂平县支配层的一员为了编纂桂平

县志捐赠银两 ,也参加了桂平县金田地区乡村

秩序的维持机构安良约。�βκζ 反对拜上帝会的偶

像破坏活动 ,到官署控告冯云山的桂平县紫荆

山地区的秀才王作新也是客家。�βκ{ 但是 ,在广西

客家全体中拥有这样经济地位的人只是少数。

大部分的广西客家仍然是贫困的农民、手

工业者、矿工、小商人。客家从广东嘉应州移住

到广西的原因是因为广东自身人口过剩而土地

不足。所以来广西的客家们经济情况特别恶

劣。而且因为原来广东客家们的经济地位也很

低 ,大部分是佃农 �βκ| ,理发师、木匠、泥匠、石匠

等手工业者 ,车夫、苦力等单纯劳动者。�βκ} 因此

移住到广西的客家由于没有土地而向土著地主

租土地成为佃农 �βκ∼
,有的成为贵县银矿的矿山

劳动者 �βλυ
,有的成为挑东西卖给货物的行商 �βλϖ

,

有的以发豆芽、腌盐酸菜出卖为生。�βλω即作为佃

户、矿山劳动者、小行商艰难的维持生活的人很

多。这样的现象在后来移住到广西的客家身上

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先前移住来的客家通过

客家特有的勤俭和农业技术成为了中小地

主。�βλξ 但是 ,后来移住到广西的客家 ,一般只能

在狭小的山间土地耕种 ,而且还受到那个地区

的土著人的歧视。所以天地会很容易融入他们

中间 ,这些客家终于积极加入了广西天地会起

义。�βλψ像这样客家移住到广西后加入天地会的

情况虽然很多 ,在广东居住的时候就已经同天

地会有联系的情况也很多。1801年左右 ,在客

家居住地广东潮州府一带 ,天地会起义势力足

足达到了 4万人 ,到了 1803年才被镇压。�βλζ 像

这样 ,天地会在广东客家中已经扎下了根 ,由此

可知 ,移住到广西的客家中天地会成员也不少。

2. 土客械斗

土客械斗是在华南一带盛行的械斗 �βλ{ 的一

种。械斗盛行的地区除了福建、广东以外 ,还有

湖南、江西、浙江、广西等。�βλ|

在广西 ,土客械斗 (或土客斗争、来土斗

争 ) ,是指土著人和客民 (主要客家、来人 )之间

发生的一种先住民和移住民之间的纷争。械斗

主要是共同体之间或同族集团之间的纷争 ,从

这一点可以看出 ,械斗所体现的阶级对立的因

素不多 ,而民族对立、宗族对立的因素很强。�βλ}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 ,广东的客家正式开始

移住到广西是清朝雍正年间。但是 ,通过前面

的表 1所看到的 ,清代广东的人口激增 ,人均耕

地面积下降到 3亩以下是 18世纪末 ,即乾隆后

半期以后。18世纪末 ,广东地区全面处在人口

过剩的状态 ,客家的主要居住地广东东北部一

带 (广东嘉应州 )也是一样。处在人口过剩、耕

地不足状态下的广东地区的住民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 ,向外省移住。广东过剩人口向广西的移

住至少是进入 19世纪后才大量出现的。广东

客家向广西的移住也是一样。

19世纪后移住到广西的客家在广西还没

有经济基础 ,处境很恶劣。好的土地已经被土

著人和先住民所掌握 ,只剩下山间狭小的土地

和贫瘠的土地留给新移住的客家。他们只能租

种土著人的土地或成为矿山的劳动者 ,或做小

本生意。而且 ,由于土著人欺生 ,他们受到歧

视 ,被乡村共同体排斥。�βλ∼ 这样客家渐渐同土著

人产生对立。

一方面 ,很早就进入广西 ,经过长期的努力

上升为地主、商人、高利贷主的一部分客家对土

著人进行严重的剥削。土著人对客家地主、客

家商人产生了敌对情绪 ,并渐渐发展为对全体

客家人的敌对情绪。例如 ,贵县的客家丘古三

借给土人 (土著汉人 )钱 ,如果土人还不起钱 ,

就该用土地偿还 ,通过这样的方式丘古三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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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以收 1050担地租的土地 �βµυ 。武宣的客家

林发堂因为是举人出身 ,早就开始了官僚生涯 ,

驱逐那羊村的壮族 ,并霸占他们的田地。�βµϖ这样

一部分客家地主的行为引起了土著汉人和壮族

的反感。他们对客家地主的敌对情绪不仅仅局

限于对客家地主 ,而且也对别的一般客家也有

敌对情绪。另一方面土著地主 (先住地主 )因

为感到了客家地主的进入 ,使自己丧失掉了一

部分既得利益 ,因而打算驱逐客家。土著地主

谢姓与客家地主韋昌輝一家的对立就是一个例

子。新移住的客家佃农 ,凭着特有的勤劳性和

先进的农耕技术 ,抢去了土著佃农的佃权 ,当中

又融入了宗族的感情对立 ,使土著佃农对客家

佃农怀有敌对情绪。�βµω

在这样的情况下 ,直接或间接感受到土著

人的排他、攻击态度的客家 ,在客家内部不管阶

级差异 ,要达成作为客家的一体性、团结性。�βµξ

因此 ,客家成为了土客械斗的主要主体。土客

械斗中的另一方主要指在广西先住的汉族 ,也

指壮族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 ,有时与客家敌

对 ,有时与土著汉族敌对。

19世纪中叶 ,在广西发生的械斗可以整理

为下面的表 2。在广西发生的械斗以土客械斗

为主。土客械斗在客家和土著汉人间发生了 4

起 ,在客家和壮族之间发生了 3起 ,这两种情况

是广西土客械斗的一般样式。但是土著汉人和

壮族之间也发生了 2起械斗 ,少数民族和新移

住的汉族 �βµψ之间也发生了 2起械斗。这两种械

斗 ,从广义上看 ,是先住民和移住民之间的纷

争 ,可以属于土客械斗。例如 ,武宣县东乡的土

著汉族地主刘孟三因为抢占了壮族的土地 ,所

以壮族和土著汉人之间发生了械斗。械斗发生

之前 ,地主刘孟三宰了猪带着酒收买刘姓的农

民们 ,如果打赢了就给他们赏钱。�βµζ 还有 1842

年在阳万县发生的土客械斗中 ,对客民的高利

贷剥削怀有不满的土人 (壮族 )攻击客民 ,杀死

了 59名客民。�βµ{

土客械斗频繁发生的地域是客家、土著汉

人、壮族杂居 �βµ| 的浔州府的贵县、武宣县等。特

别在贵县 ,其发生的频率很高。所以为了能在

械斗中获胜 ,每个村落都配备了武装。土客集

团往往向起义势力转变的可能性也不小。1851

年 ,镇压太平军的钦差大臣赛尚阿认为 ,在贵县

小规模股匪很多是因为土客纷争转变来的 �βµ} 。

土客械斗发生的原因很多 ,但主要有土地的争

夺 �βµ∼ 、水利问题、坟墓等风水问题、女人问题、琐

碎的吵架等原因。�βνυ

土地争夺问题在土客农民之间发生 ,也在

土客地主之间发生。根据情况 ,不光是土客之

间的矛盾 ,在土著人地主和农民之间 ,客家地主

和农民之间也发生这种情况。�βνϖ 这可以看作是

阶级矛盾。有时 ,由于汉族地主和壮族农民之

间的民族矛盾发生。像这样在土客械斗中不光

是土客间的矛盾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复杂的

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很多。

在广西活跃的起义势力中 ,也有从广东来

的 (广匪 ) ,他们有时在土客械斗中偏向客家一

方。例如 , 1850年在贵县发生一次土客械斗 ,

广匪陈香 Ò、钟阿春、杨捞家等的势力偏向客家

同土人争斗。�βνω
1850年在贵县、桂平县一带发生

的土客械斗中失败的客家加入了拜上帝会 ,成

为太平天国发展的一个阶梯。

表 2　19世纪中叶广西的土客械斗事例

时期 地域 斗争集团 原因 其他内容 根据史料

1830 广西一 8 村落间的械斗 山场地亩争夺 千百为群 《宣宗实录 》卷 79

1842 阳万 客民 Ζ壯族
客民的高利贷

剥削
壯族杀害 59名客民 《宣宗实录 》卷 378

1844 田州 少数民族 Ζ客
賓州土匪 500 名也

参加

光绪《武鳴县图经 》卷 7

(《广西 》, 第 16页 )

武宣东乡 土著汉人 Ζ壮族 抢占壮族土地 地主收买农民 《调查资料 》, 第 44页。

道光年间 贵县庆丰
土著汉人 Ζ 状族

农民、客家农民

水利 问 题。土

著人掌握水库
《调查资料 》, 第 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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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 贵县 客家地主 Ζ状族 剥夺状族佃权 《调查资料 》, 第 42页。

道光年间 贵县庆丰 土著汉人 Ζ來人 水利问题 《调查资料 》, 第 42页。

道光年间 贵县大墟 客人 Ζ壮族
地主之间竞争

性的土地买入
地主诱发械斗 《调查资料 》, 第 15页。

道光年间 贵县赐谷 土著汉人 Ζ來人 水利问题 官绅引起械斗 《调查资料 》, 第 40页。

1850 贵县 土著汉人 Ζ客家

客家地主用高

利贷集中土著

　人 的 土 地。

女人问题。

壮族支援土著汉人。

客家失败后 ,加入太

平军

《调查资料 》, 第 3、4、42

页。民国《桂平县志 》卷

33,第 1262 - 3页。

道光年间

咸丰初年
武宣 客家 Ζ壮族

客家地主依靠

权势抢占壮族

土地。

《调查资料 》, 第 44页。

三、客家和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 �βνξ 指导层主要是客家 ,拜上帝会

的构成人员大多数是客家 ,这就充分说明了客

家在拜上帝会中占据的比重和地位的重要性。

在太平天国早期 ,可以说指导层的六王中

除了西王箫朝贵 ,其他五个王都是客家。�βνψ天王

洪秀全是客家的事实 ,当时洪秀全 (宗谱名仁

坤 )的堂弟洪仁 ∴ (两个人的五世祖一样 ) �βνζ 向

瑞典出生的巴色 (Basel)福音教会传教士韩山

文 ( T. Hamburg)口述加以证实 �βν{ 。根据《洪氏宗

谱 》�βν| 和实地调查 �βν}
, 洪秀全明显是客家。洪秀

全进入广西 ,最早打算去传教的贵县赐谷村也

是和他语言互通、文化和风俗一样的客家的居

住地。�βν∼ 南王冯云山 ,他的祖上从广东龙川县移

住到广东花县 ,龙川县是客家的居住地区。�βου 冯

云山在广西进行传教活动所经过的地区基本都

是客家的居住地区 ,他投宿的人家或帮助他的

人家也基本是客家。他在广西浔州府城南門里

的张老水家里住了大约 50天 ,张老水就是客

家。冯云山进入紫荆山之前居住在古林社的曾

槐英家 ,曾槐英也是客家 ,在紫荆山大冲把冯云

山聘用老师的书馆的主人曾玉珍也是客家。�βοϖ

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也是客家。清朝雍正年

间 ,他的曾祖父从广东嘉应州移住到了广西。

冯云山向杨秀清传教 ,是因为冯云山所依托的

客家地主和杨秀清是姻戚关系 �βοω

关于北王韦昌辉的民族成份 ,有壮族和客

家两个说法。根据 1954年太平天国文史调查

团的实地调查 �βοξ 、广西僮族自治区通志馆的实

地调查 �βοψ 、黃现潘 �βοζ 等 ,韦昌辉是壮族。其证据

是韦昌辉和他的家族使用僮话 (壮族语 ) ,他不

愿意使用骂壮族“僮牯佬 ”这句话。但是主张

韦氏是客家的论者们 (罗尔纲、郭存孝等 )认为

韦氏因为在壮族居住地生活很久 ,学会了壮族

语 ,在平时使用客家方言。另外如果看韦氏族

谱或韦氏简谱可以知道韦氏是从广东广州府移

住到广西的客家。�βο{ 翼王石达开的祖先是在乾

隆 50年 (1783)前后 �βο| 从广东省和平县移住到 �βο}

广西贵县的客家 (来人 �βο∼ )。只是他的母亲是壮

族 ,姐姐嫁给了壮族 ,另外他也娶了壮族女性为

妻子。�βπυ

拜上帝会创建后 ,在广西许多地区进行活

动 �βπϖ
,很多客家加入拜上帝会。当然加入拜上

帝会的人也有土著汉族和壮族 �βπω 等少数民族 ,

但客家人数最多。这主要因为拜上帝会的创立

者和组织者的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客家 ,同时

也因为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迫使客家大量加入

拜上帝会。加入拜上帝会的客家主要是贵县紫

荆山地区或陆川的贫苦农民 �βπξ 、在紫荆山和平

隘山烧炭的人 �βπψ 、贵县龙山的矿山劳动者。�βπζ 他

们平时受到地主、矿山主、商人等的掠夺和剥

削 ,因为他们处在穷困的社会经济状况下 ,所以

很容易对拜上帝会提出的平等理念产生共鸣。

道光二十九年以来 ,在贵县土著人和客家之间

持续发生械斗 �βπ{
, 1850年 10月 ,客家富者温阿

玉打算纳同土著汉人订婚的壮族女人为妾 ,遭

到土著汉人的反抗 ,在客家和土著汉人之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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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大规模的械斗。�βπ| 一开始客家占优势 ,随着

加入械斗的土著汉人越来越多 ,客家渐渐处于

不利地位。客家败北后 ,房屋被土著汉人纵火

烧掉 ,许多无家可归的客家加入拜上帝会 ,受到

了拜上帝会的保护。约 3000的客家 �βπ} 同时加

入 �βπ∼ 了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的势力得以壮大 ,就

是“使金田起义成为燎原之势的一件动力 ”�βθυ 。

一开始 ,拜上帝会对于这次械斗好像是采

取中立的态度。根据洪仁 ∴的自述 ,有“拜上

帝之人 ,俱不准其帮助 �βθϖ ”这句话。洪秀全作为

客家有许多次被歧视的经历 ,但是他并不想对

土著人采取报复。反而本着“真主为王事事

公 ,客家本地总相同 ”�βθω 的信仰 ,否定客家受本

地人的歧视。如果接受上帝教 �βθξ 的教理 ,不管

民族、地域、男女、老少、土客 ,所有人都可以参

加拜上帝会。实际上拜上帝会除了客家以外 ,

也有土著汉族或壮族等少数民族加入。所以拜

上帝会对于当时发生的贵县土客械斗采取中

立。

和拜上帝会领导层的这种主观意志不同 ,

拜上帝会成员的大多数是客家。金田起义当

时 ,成员包括家属达到了约 2万 �βθψ人 ,其中客家

的数量 ,紫荆山的烧炭翁 ( 300家 )和农民 (山

民 )约 2 - 3千 , 桂平、貴縣、平南、武宣、象州等

的教徒约有 2 - 3 千 ,贵县的矿山劳动者有

1000多名 ,陆川和博白的农民约有 5 - 6千 ,在

贵县械斗中败北的约有 3千 ,苏十九率领的 1

- 2千等 �βθζ ,总计 1万 4千名以上。这么多的客

家参加金田起义是因为广东客家洪秀全、冯云

山等主要在客家居住地区活动 �βθ{
,利用同样的

客家这一点 ,吸引客家加入拜上帝会。同时因

为客家们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很恶劣 ,很容易

接受拜上帝会提出的教理。

如上所述 ,拜上帝会最高领导层的大多数

是客家 ,拜上帝会组成人员的大多数也是客家。

所以 ,在考察太平天国运动的基础拜上帝会的

性质或活动的时候 ,不可以疏忽客家的问题。

结 　　语

广东的社会矛盾转移到广西的结果是使广

西社会各种矛盾激化 ,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

动。可以说 ,广东社会经济矛盾的深化引起了

广东人向广西的移住。广东客民的第一种类型

是广东商人。他们解决广东粮食不足问题的方

法之一是把广西的米谷运到广东 ,从而引起了

广西的米谷不足和米价上升 ,进而产生了广西

民众抢米和阻米的斗争。可以说 ,他们在解决

了广东粮食不足问题的同时 ,又造成了广西的

粮食不足 ,由此引发了广西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他们通过商业和高利贷残酷地剥夺广西民众 ,

成为广西民众起义军经常攻击的对象。第二种

类型是下层民众。因为广东的人口激增与耕地

不足的矛盾导致自身生存困难 ,为了生计 ,他们

移住到了广西。由于他们到来 ,在广西也引起

了佃耕条件恶化的问题。这是广东社会矛盾向

广西的转移 ,造成了广西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

进一步激化。第三种类型是广东的天地会、海

贼、起义势力 ,其自身也是广东社会矛盾的产

物。他们流入广西后激发了广西原已存在的社

会矛盾。鸦片战争之后 ,广西民众起义斗争之

所以风起云涌是上述种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

必然结果。

客民的一种客家同第二种广东客民处在一

样的状况下。即广东的社会矛盾深化的结果使

客家为了生计移住到广西 ,移住广西之后激化

了和在广西居住的本地人 (土著汉人和少数民

族 )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最终引起了客家和本

地人之间的土客械斗。曾经在广东存在的土客

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在广西再现了。可以说 ,正

是因为广东的社会矛盾转移到了广西 ,而且这

些社会矛盾又处于不断的激化过程中 ,从而使

拜上帝会组织得以产生 ,壮大 ,结果是太平天国

运动得到了发展。

注释与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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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严正基 ,《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皇朝经世文续

编 》卷 81兵政 20, 1b (葛士浚 辑 , 光绪 14年 , 台

北 , 国风出版社 影印本 )下 , 第 380页。

⑩戴鈞衡 ,《草茅一得 》上卷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硏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编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2) , 第 368页。

以下简称《文献史料 》。

�λϖ这和 1982年的人口统计也符合。据 1982年的统

计 ,广西的汉人占广西全体人口 3642万名的 62% ,

有 2249万名 , 11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广西全体人口

的 38% ,有 1393万名。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

员会 编 ,《广西少数民族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

1986) ,第 195页。

�λω刘锡蕃 ,《岭表纪蛮 》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 1934) ,

第 4页 ,第 224页。

�λξ梁方仲 编著 ,《中国历代  口田地田賦统计 》(上海

人民出版社 , 1980) 甲表 78, 第 258页。甲表 82, 第

262页。1724年 101万 (丁数的 5倍 ) , 1749年 369

万 , 1767年 471万 , 1812年 731 万 , 1851 年 782

万。

�λψ通过梁方仲编著上书的内容 (甲表 78, 第 258页。

甲表 82, 第 262页。)制定。

�λζ另外人口增加的原因是在镇压南明政权后 　朝为了

开垦荒地和推动人口增加做得努力的 , 还有雍正年

間在西南地域通过改土归流的实行 ,把少数民族也

编入起来户籍。

�λ{严正基 ,《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 第 380页。

�λ|拙稿 ,《　中叶广西商业和广东商人 》,《京畿大学校

论文集 》第 33辑 , 1993,第 121 - 148页。

�λ}黃滨 ,《明 　　期广西‘无东不成市 ’布局硏究 》,《廣

西社 　科學 》1992年第 3期 [复印报刊资料编辑部 ,

《复印报刊资料 F7经济史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书

报资料中心 ) 1993年第 1期 , 第 97 - 102页 再收

录 ]。

�λ∼康熙年间 ,福建人把福纸的制造技术传播到广西容

县 ,并在那里设立了手工业造纸工厂 , 1850年左右 ,

在广西荔浦县城设立了福建会馆。乾隆《梧州府志 》

卷 3 [彭泽益 编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840 -

1949) 第 1 卷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62 ) , 第 261

页 ]。民国 3年《荔浦县志 》卷 3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

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编辑组 编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

广西农民起义资料 》上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8) , 第

65页。以下简称《广西 》]。1850年 ,福建商人为了对

付起义势力的抢夺 ,成立了称为福 　团的自卫武装

组织。

�µυ雍正年间 ,广西南丹土州的矿工中有江西人 ,江西商

人也在桂林府临桂县活动。田 0 ,《陈粤西矿厂疏 》

(雍正 5年 ) ,《皇朝经世文编 》卷 52 (贺长龄 辑 , 台

北 :国风出版社影印本 , 1963) ,第 1351页。光绪 6

年《临桂县志 》卷 12风俗 , 2a (台北 , 成文出版社影

印本 , 1967) , 第 183页。

�µϖ在广西和贵州的境界地区 ,有一部分贵州籍客民。

戴鈞衡 ,《草茅一得 》上卷 ,《文献史料 》, 第 368页。

�µω同治 12年《梧州府志 》卷 3风俗 , 2b, 第 79页。"民

之近山者樵 , 近水者渔 , 不营商贾 " , 光绪 10年《平

乐县志 》卷 1风俗 , 48a (台北 , 成文出版社 影印本 ,

1967) , 第 34页也说到 "家鲜储蓄 , 不事商贾 " 可以

说明广西人一般不从事商业。

�µξ民国 13年《陆川县志 》卷 4, 23a (台北 , 成文出版社

影印本 , 1967) , 第 77页说到 "业商者 , 资本甚微 ,

向祗在本土贸易 , 不能出百里之外 "。

�µψ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 编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

调查资料汇编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 ,

1962) ,第 16页。 (以下简称《调查资料 》)

�µζ戎墟 :《重建戎墟会馆记 》乾隆 53年 11月 ,《调查资

料 》, 第 254页。在平南大乌墟康熙 61年 ( 1722)建

立了列圣宮 , 1750、1783、1805、1811年再三重修 , 那

时每次为了广东商人的团结起了粤东会馆的作用。

(《创建列圣宮题名碑记 》康熙 61年 , 《增建列圣碑

记 》乾隆 15年 ,《重修列圣宮题名碑记 》嘉庆 16年 ,

都是《调查资料 》, 第 256 - 258页所收录 ) 在桂平县

江口墟和大宣墟两墟的粤东会馆于乾隆 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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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在江口墟被筑造。在大宣墟建立会栈。 (《创

建粤东会馆序 》乾隆 56年 ,《调查资料 》, 第 249 -

251页。) 郁林县城 : 《供奉祀典捐例碑记 》嘉庆 9

年 ,《调查资料 》, 第 254 - 255页。1804年建立的碑

石属于郁林县城的粤东会馆 ,粤东会馆建立当然是

在这之前。根据《调查资料 》(第 20页 )在郁林的大

平山墟也有粤东会馆 ,但不清楚建立年代。

�µ{《调查资料 》,第 16、26、31、32页。

�µ|《重建戎墟会馆记 》乾隆 53年 11月 , 《调查资料 》,

第 253 - 254页。

�µ}《创建列圣宮题名碑记 》康熙 61年 11月 ,《调查资

料 》, 第 257页。

�µ∼《调查资料 》, 第 28 - 30页。

�νυ西川喜久子 ,《广西社会 と农民 の存在形态 》, 《讲

座中国近现代史 》1. 《中国革命 の起点 》(野泽丰、田

中正俊 编 , 东京大学出版会 , 1978) , 第 145 - 153

页。

�νϖ《调查资料 》,第 3页。另外 ,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

查团 ,《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 》(北京 , 三联书店 ,

1956) ,第 11页 (以下简称《调查报告 》)。

�νω他们被当做种种‘富客 ’,具有很大的经济实力。小

封 ,《抗租記 》,《广西 》下 ,第 328 - 329页。

�νξ《调查资料 》,第 24页。

�νψ明心道人的《发逆初记 》[杨家骆主编 ,《太平天国文

献汇编 》4 (台北 ,鼎文书局 , 1973) ,第 451页 ]指出

“客民系粤东潮郡所迁 ,读书是务 ,紳士居多。土民

⋯业农者多。”说明一部分客民的社会地位很高。

�νζ利用梁方仲编著 ,《中国历代  口田地田賦统计 》的

甲表 82、乙表 61、乙表 70 - 77综合制定。

�ν{戴逸 主编 ,《简明 　史 》第二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84) , 第 347 - 348页。

�ν|陆仰渊 ,《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的人口与土地问题 》,

《太平天国史论考 》(江苏古籍出版社 , 1985) ,第 172

页。

�ν}除了广东的人口和耕地比起来相对过剩这一原因 ,

广东军队、官僚、商人、手工业劳动者等非农业人口

(消费粮食的人口 )很多 , 广东农民专心栽培经济作

物比粮食作物可以获得高利润 ,因而减少了粮食的

栽培面积 ,这也引起了广东的粮食不足问题。拙稿 ,

《　中叶广西商业和广东商人 》, 《京畿大学校论文

集 》第 33辑 , 1993, 第 127 - 128页。

�ν∼徐晓望 , 《　代前期广东福建两省的粮布消费问

题 》,《中国社会经济史硏究 》1989年第 2期 , 第 26

页。

�ου根据水力电力部水管理司 等编 ,《　代珠江韩江洪

涝档案史料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8) , 第 12页 ,

1736年到 1911年之间 ,珠江和韩江水系的广东各州

县遇到洪水和水涝的次数达到了 20次以上。比如高

要和南海各 55次 , 番禺 52次 , 三水 43次 , 高明 42

次等。吴建新 ,《明 　广东人口流动概观 》,《广东社

会科学 》1991年 第 2期。

�οϖ吴建新 ,《明 　广东人口流动概观 》, 《广东社会科

学 》1991年第 2期

�οω郭松义 ,《　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 》,《　史论

丛 》第 5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硏究所 　史硏究室

编 , 中华书局 , 1984)。

�οξ《重建戎墟会馆记 》,《调查资料 》, 第 253页。

�οψ《大 　宣宗成皇帝 (道光 )实录 》卷 135, 23b道光 8年

4月庚寅条。以下简称《宣宗实录 》

�οζ龙启瑞 ,《经德堂文集 》卷 2 (《广西 》上 , 第 45页 )

�ο{《宣宗实录 》卷 135, 23b,道光 8年 4月庚寅条。

�ο|《调查资料 》,第 27页。

�ο}《徐广缙叶名琛奏稿 》,《　末 の秘密结社 》资料篇

(佐佐木正哉 编 , 东京 , 近代中国硏究委员会 ,

1967) , 第 208页。

�ο∼姚莹 ,《赵文恪公行状 》,《续碑传集 》(缪荃孙 纂录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 33辑 , 文海出版社 ,卷 22,

5a。客民中有“矿厂窑榨佣丁 ”。这里窑榨佣丁是指

制造瓷器的手工业者和从事榨落花生油 　的手工业

劳动者。

�πυ光绪 15年《恭城县志 》卷 4风俗 , 39b (台北 , 学生书

局 影印本 , 1968) , 第 502页。

�πϖ民国 23年《贵县志 》卷 2,社会 (台北 , 成文出版社

影印本 , 1967) , 第 291页。

�πω《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审办天地会首仇大 　折 》嘉庆

5年 7月初 1日批 ,《天地会 》(六 ) (中国人民大学

　史硏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合编 , 北京 ,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 1987) , 第 416 - 417页。

�πξ《谕两广总督吉庆将办理归善县添弟会滋事情形复

奏 》嘉庆 7年 8月 29日 ,《天地会 》(七 ) , 1988, 第 6

页。

�πψ事件的展开过程参照兪長根 ,《19世纪初中国东南

部地域的天地会动向 —以 1802年的惠州反乱为中

心 》,《庆大史论 》第 2集 , 1986, 第 86 - 91页。

�πζ《广西巡抚百龄奏审办叶春芳等人折 》嘉庆 9年 5月

初十日批 ,《天地会 》(七 ) ,第 162 - 163页。

�π{《广西巡抚恩長奏审办来贫县李太忠等结会折 》嘉庆

14年 3月 17日批 ,《天地会 》(七 ) , 第 234页。

�π|《广西巡抚恩長奏审拟张世聪等人折 》嘉庆 12年 4

月 24日批 ,《天地会 》(七 ) , 第 186页。

�π}《广西巡抚恩長奏审明潘老草案內周宗胜等人折 》嘉

庆 13年 3月 24日批 ,《天地会 》(七 ) , 第 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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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1804年在广西博白组织天地会的廣 　合浦人馮老四

就是海贼出身。

�θυ《宣宗实录 》卷 12, 16a - b, 道光元年正月壬戌条。

�θϖ 1808年足足有 54起的广西天地会组织事件 , 1809

年也有 21起天地会组织事件和掠夺事件。朴基水 ,

《　道光年间广西民衆起义的硏究 》, 成均馆大学校

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 1992, 参照第 166 - 169页的

表 Ⅲ - 1。

�θω姚莹 ,《赵文恪公行状 》,《续碑传集 》卷 22, 3a。

�θξ朴基水 ,《　道光年间 (1821 - 1850)的广西民衆起

义 》,《溪村閔丙河 授停年纪念史学论丛 》, 论丛刊

行委员会 , 1988, 第 528 - 529页。

�θψ《宣宗实录 》卷 283, 38a, 道光 16年 5月辛丑条。

�θζ《　史稿 》卷 371,列传 158《祁土贡传 》(北京 , 中华

书局 , 1977) , 38冊 , 第 11 - 14页。

�θ{《粤匪大略 》, 《太平天国史料 》(田余庆 等编 , 北

京 , 中华书局 , 1959) , 第 491页。另外在谢山居士 ,

《粤氛纪事 》卷 1《粤西起事 》2a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

文海出版社 ) , 第 7页指出义勇一被解散 ,他们结党

结派躲在山谷里进行抢劫 ,成为了被逮捕的对象。

�θ|赵烈文 ,《能静居士日记 》17,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

简辑 》3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编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62) , 第 287页。

�θ}严正基 ,《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 第 380页。

�θ∼朴基水 ,《　道光年间广西民衆起义的硏究 》,第 196

- 97页。表 Ⅲ - 5。

�ρυ同上 ,第 198 - 199页 ,表 Ⅲ - 6。

�ρϖ《宣宗实录 》卷 12, 16ab, 道光元年正月壬戌条。

�ρω姚莹 ,《赵文恪公行状 》,《续碑传集 》卷 22, 5a。

�ρξ《廣西 》上 ,《乡约条规 》第 24页 ,“民间山场地主 ,嗣

后只许批给本村人住村耕种 ,不得贪图重价 ,批卖与

外省来历不明之人 ,在于山僻处所 ,搁棚架屋 ,以致

招引匪类 ,难于稽查。”

�ρψ黃体正 ,《带江园杂著草 》卷 5《保甲攻状 》(《广西 》

上 , 第 34页收录 )

�ρζ严正基 ,《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第 380页说到“粤

东水陆撤勇 ⋯。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 , 水陸 　

行 ⋯。”我估计广东的被解散的乡勇 ,首先同在广西

居住的广东客民结合起来 , 之后以客民为媒介和广

西土匪等联系起来。

�ρ{阮元 ,《安徽巡抚钱公楷传 》, 《碑传集 》,卷 74, 10a

(钱仪吉 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 第 93辑 , 文海

出版社 ) , 第 3573 页。钱楷于嘉庆 14 年 12 月

(1810. 1) - 15年 11月 ( 1810. 12)之间担任广西巡

抚。

�ρ|民国 9年《桂平县志 》,卷 34《賢能傳 》《黃体正条 》

(台北 , 成文出版社 影印本 , 1967) , 第 1451页。

�ρ}《乡约条规 》道光元年 (《广西 》上 , 第 19页 )。根据

《宣宗实录 》卷 4, 25b,嘉庆 25年 9月丙寅条 ,广西巡

抚赵慎畛上奏 ,在和广东接壤的平乐、梧州府地方有

匪徒出没。这一内容和在第二年 (1821)制定的《乡

约条规 》中被指出的内容 ,认为是同一事件。继而

《乡约条规 》所指的异省匪徒主要指广东人。

�ρ∼《宣宗实录 》卷 179, 37ab, 道光 10年 11月乙丑条。

�συ周天爵 ,《致周二南书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 》

6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编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63) , 第 3页。

�σϖ民国 9年《桂平县志 》卷 31《风俗 》, 第 1148 - 1149

页。

�σω稻田 　一 ,《太平天国前夜 の客民 について》,《东洋

史硏究报告 》(名古屋大学 ) 11, 1986, 第 80 - 81页。

�σξ姚莹 ,《赵文恪公行状 》,《续碑传集 》卷 22, 5a。

�σψ《乡约条规 》道光元年 (《广西 》上 , 第 19页 )。

�σζ《宣宗实录 》卷 135 23ab, 道光 8年 4月庚寅条。

�σ{《调查资料 》,第 266 - 269页。

�σ|至少拥有 100亩以上的土地的地主或富农。

�σ}黃体正 ,《带江园杂著草 》卷 5《保甲攻状 》(《广西 》

上 , 第 34页收录 )。

�σ∼西川喜久子 , 《广西社 　と农民 の存在形态 》, 第

138页。

�τυ《永宁墟团练保甲社仓碑记 》道光 24年 9月 9日 ,

《文献史料 》, 第 341页。

�τϖ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 , 《拜上帝会成立前金

田地区的阶级斗争 》,《历史硏究 》1955年第 5期

(《太平天国硏究论集 》第 1辑 , 第 8 - 9页 )。

�τω把社仓的米谷当作种子贷出以保证农业生产 ,但是

也可以作为食量 ,同时保障连种子也没有的贫农的

农业生产 ,认为是救济贫民的一个方法 (《永宁墟团

练保甲社仓碑记 》道光 24年 9月 9 日 , 《文献史

料 》, 第 342 - 44页 )。

�τξ民国 23年《贵县志 》卷 2《社会 :姓氏 》, 第 280页说

道“於粤东惠潮嘉进来者 ,均谓之來人卽客人。”广东

的嘉应州、潮州、惠州一带因为是客家的居住地区 ,

这里的来人、客人就是指客家。

�τψ民国 13年《永淳县志 》卷 8 (《广西 》下 , 第 320页 )

上 ,把代納壮族稅粮的地主汉人表示为客家 ,这不是

作为宗族集团的客家而是指广东的客民。还有小

封 ,《抗租记 》(《广西 》下 , 第 328页 )上 ,把代納壮

族稅粮的地主汉人表示为客人 ,这也不是指客家而

是指客民。

�τζ在第 1个阶段 ,为了躲避胡族的支配 ,中原汉人从东

晋时期开始到隋唐时期为止 ,持续移动到安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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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北、江西等地。在第二个阶段 ,为了躲避黄巢

叛乱 (875 - 884) ,一直到宋代 ,中原汉人移住到江西

东部和南部、福建西南部、广东的东部边疆地区。在

第三个阶段 ,以元朝南侵为阶梯 ,到明中叶为止 ,中

原汉人再次移动到广东的东部和北部。在第四个阶

段 ,因为客家居住地的人口增加 ,一部分客家自清朝

康熙末年以来开始移住到四川地区 ,雍正年间 ,另一

部分开始移住到广东中部的广州府、肇庆府一带 ,以

及广西梧州府、浔州府一带 ,在乾隆年间向湖南南部

或台湾移动。在第五个阶段 ,在广东中部肇庆府等

地的客家因为咸丰 6年 (1856) -同治 6年 (1867)期

间的大械斗再次向赤溪、海南岛等地移动。罗香林 ,

《客家硏究导论 》(台北 , 古亭书屋 , 1975) , 第 41 -

63页。刘仪宾也和罗香林一样对客家的移动情况进

行了同样的说明。只是刘仪宾主张在五代以前的移

动叫客家先民的移动。第二次移动之后客家先民移

住到福建、广东、江西的是交界地区的山间地带 , 经

过五代的动乱期 ,同外界绝缘 ,客家渐渐形成了和一

般汉人有别的独立民系 ,到宋元交替期 ,客家的名称

被确定下来。之后的三次移动同罗香林的见解大同

小异 [《汉族与客家 》,《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

刊 》, 1951:中川学 ,《华人社会 と客家史硏究 の现代

的课题 》,《东南 � � �华人社会 の硏究 》上 (戴国辉

编 , 东京 , � � �经济硏究所 , 1974) , 第 65页再引

用 ]。

�τ{刘仪宾 ,《汉族与客家 》,《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

刊 》, 1951 (林传芳 ,《客家 と中国 の近代 》,《龙谷史

坛 》71, 1976, 第 3页再引用 )。

�τ|中川学 ,《华人社会 と客家史硏究 の现代的课题 》,

《东南 � � � 华人社会 の硏究 》上 (戴国辉 编 , 东

京 , � � �经济硏究所 , 1974) , 第 69 - 70页。

�τ}林传芳 , 《客家 と中国 の近代 》, 《龙谷史坛 》71,

1976, 第 6 - 12页。

�τ∼菊池秀明 ,《金田团营前夜 》(《近代中国硏究汇报 》

13号 , 1991, 第 13页 )页举了明末向广西移住的客

家的事例。另外 ,菊池秀明 ,《太平天国前夜 の广西

における移住 と‘客籍 ’� Ê - ¨ 》(《史学杂志 》第

101编第 9号 , 1992, 第 17页 )也举了明末向广西进

出的客家莫村傅氏的事例。邢凤麟主张明末 　初以

后客家从广东和邻省向广西移住。《论太平天国与

土客问题 》,《天国史事释论 》(上海 , 学林出版社 ,

1984) , 第 73页。

�βκυ根据罗香林 , 上书 , 第 61页 , 在雍正年间客家向广

西移住。一方面菊池秀明认为从乾隆年间开始到道

光年間客家的移住很集中。 (《金田团营前夜 》, 第 8

页 ) 黎斐然等也认为在乾隆、嘉庆年间大量的客家

人从广东向广西移住。 (《太平天国起义前夜的广西

社会 》, 《太平天国史新探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1982, 第 170页 )

�βκϖ罗香林 , 上书 , 第 97 - 98页。一方面 ,根据梁辟村 ,

《客家精神 》,《客家文献碎金 》( ) 自銘 编 , 新加坡 ,

耶加达夫声日報社 , 1956收录 :中川学 编 ,《客家论

の现代的构图 》, 东京 , � � � 政经学会 , 1980, 第

29页再引用。)在 45个县有客家居住。徐杰舜 ,《广

西客家的源流分布和风俗文化 》,《客家学硏究 》第 2

集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0, 第 49 - 50页也指出

1988年当时在广西的 44个县有客家居住。

�βκω罗香林 , 上书 , 第 103页。一方面根据李运华 ,《为

罗君香林述广西客家 n 　》,《中山大学文史学硏究

所月刊 》14, 1933 (中川学编 , 上书 , 第 29页再引用 )

广西人口的 1 /5是客家。一方面现在广西客家大概

有 350万名。徐杰舜 ,《广西客家的源流分布和风俗

文化 》,《客家学硏究 》第 2集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0, 第 48页。

�βκξ《调查资料 》, 第 3 - 4, 44页。

�βκψ根据《调查资料 》, 第 20页 , 从紫荊山三江到新墟的

路是用他个人的资本筑成的。

�βκζ 菊池秀明 ,《太平天国前夜 の广西 における移住 と客

籍 � Ê - ¨ 》, 第 25页。

�βκ{ 菊池秀明 ,《金田团营前夜 》, 第 10页。王作新的

祖上 (曾祖父王达瑞 )于乾隆 19年 (1754)从广东嘉

应州移住到广西紫荊山。

�βκ| 根据《恩平土客互斗緣由 》,《　末 の秘密结社 》, 第

243页 , 广东恩平的客家是耕种土著人土地的佃农。

另据 1920年农商部统计 ,广东客家最多的东江地方

的 6个县的农民有 360, 410  , 其中佃农 111, 075

 (30. 8% ) , 兼自耕的佃农 136, 985  ( 38% ) ,佃

农和兼自耕的佃农占全体的 68. 8% [外务省情报部 ,

《广东客家民族 の硏究 》, 1932 (宋文炳著 , 小口五

郞译 ,《支那民族史 》, 东京 , 大东出版社 , 1944附

录中收录。第 338页 ]。

�βκ} 外务省情报部 ,《广东客家民族 の硏究 》, 第 340页

�βκ∼ 根据《贺县客匪扰害情形 》附录《客匪伪示 》,《　末

の秘密结社 》, 第 240页 ,在广西贺县客家们耕种土

著民的土地。

�βλυ《浔州府志 》卷 56 (《广西 》上 , 第 99页 ) ;《调查资

料 》, 第 23, 127页。

�βλϖ《调查资料 》, 第 192页。在桂林居住的客家中行商

的很多。

�βλω根据钟文典 , 《太平天国人物 》(南宁 , 广西人民出

版社 , 1984) , 第 73页 ,在 1844年馮云山到达广西

浔州府城后 ,投宿 ) 老水的家。 ) 老水是广东嘉应

州客家出身 ,就是以此维持生计。

�βλξ 小島晋治 ,《拜上帝 、拜上帝会 と客家人 の关系 》,

《中国近代史硏究 》1, 1981, 第 118, 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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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λψ T. Hamburg, The V issions of Hung Siu - Tsuen and O ri2
gin of the Kwang - Si Insurrection, 根据简又文 译 ,

《太平天国起义记 》,《太平天国文献汇编 》6, 第 868

页 ,广西的匪贼 (大体是天地会起义势力 )中从广东

来的客家很多。

�βλζ《广东嘉应州知州刘君事状 》,《曾文正公全集 》1,

(台北 , 世界书局 , 1985) , 第 154页

�βλ{ 械斗从福建漳州府和泉州府开始 ,渐渐波及到广东 ,

在广东潮州府特别严重。程含章 ,《论息斗 》,《皇

朝经世文编 》卷 23《吏政 :守令下 》, 51a。关于广东

的械斗风潮参照徐珂编 ,《　稗类钞 》第 5册《风俗

类 》,《粤西好斗 》(北京 , 中华书局 　点本 , 1984) ,

第 207 - 208页。

�βλ| 仁井田陞 ,《中国 の同族部落 の械斗 》,《中国 の农村

家族 》(东京大学出版会 , 1966) , 第 364页。

�βλ} 在 1854年 ,广东客家也参加了广东天地会叛乱 ,由

于天地会内部的本地人和客家对立 ,一部分客家势

力脱离了天地会 ,甚至敌视天地会。水原敏博 ,《�

÷ Ó战争后 の广东 の民衆运动 》, 《史潮 》110, 111,

第 32 - 33页。

�βλ∼ 小島晋治 , 前面的论文 , 第 121页强调了新移住客

家被排斥在对于地方神的偶像崇拜之外。

�βµυ《调查资料 》, 第 3 - 4页。

�βµϖ《调查资料 》, 第 44页。

�βµω小島晋治 , 前面的论文 , 第 119页。

�βµξ 小島晋治 ,《客家 と太平天国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教养学科纪要 》17, 1985, 第 29页。

�βµψ他们被表示为客民、客 , 他们是纯粹的从他省移住

来的汉族还是客家不太清楚。

�βµζ《调查资料 》, 第 44页。.

�βµ{《宣宗实录 》卷 378, 15b - 16a, 道光 22年 7月己巳

条。

�βµ| 在客家或土著汉人、壮族的单一居住地区不发生土

客械斗。邢凤麟 ,《论太平天国与土客问题 》,《天国

史事释论 》(上海 , 学林出版社 , 1984) , 第 73 - 74

页。

�βµ}《賽尙阿等奏洪秀全并非朱九涛广西亦无李丹折 》咸

丰元年 9月 23日 ,《文献史料 》,第 317页。

�βµ∼《调查资料 》, 第 43页。

�βνυ《调查资料 》, 第 40页。

�βνϖ在广西陆川县组织拜上帝会、参加金田起义的赖九

是从福建汀州府经过广东潮州府翁源县移住到广西

的客家的后裔。赖九在族內很单弱 ,家庭也很贫寒 ,

平时受到同族的陆鶯村赖姓地主的藐视和凌蔑 ,心

怀不满。由于赊不到粮谷 ,愤怒的赖九招集人们打

开了赖姓地主的粮谷仓库 (《调查资料 》,第 84 - 86,

90 - 91页 )。还有广西桂平县紫荊山地区的秀才王

作新 ,他的曾祖父是乾隆年间从广东嘉应州移住到

广西的客家地主。他同于 1760年从广东潮州府揭

阳县移住到广西紫荊山大冲的客家曾开门一族由于

土地问题发生了纷争 (菊池秀明 ,《金田团营 の前

夜 》, 第 13页 ) ,而且把客家馮云山活动告到了官

府。以上的事例说明了在客家主要居住地区的客家

之间的矛盾和纠葛。客家和别的民族、种族杂居而

与他们矛盾、对立的时候 ,客家族內的联合、团结特

别强。因此可见客家的社会内部也不能避免阶级矛

盾和阶级纠葛。

�βνω民国 9年《桂平县志 》卷 33, 第 1262 - 1263页。

�βνξ 决定太平天国的宗教和组织的名称的根据是 ①太平

天国当事者内定的名称 ; ②时人对太平天国宗教和

组织的称呼。既存的研究 ,大体是根据 Theodore

Hamberg, The V isions of Hung - Siu - Tsuen and O ri2
gin of the Kwang - Si Insurrection (Hong Kong, 1854)

称为“拜上帝会 ”。例如 ,太平天国史的代表研究人

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 》第 2册 (北京 ,中华书局 ,

1991) ]、小島晋治 [《太平天国革命 の历史 と思想 》

(东京 , 硏文出版 , 1978) ]、王庆成 [《拜上帝会释

论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5) ]等也这样说。所以根据一般的惯例在这里使

用“拜上帝会 ”这一称呼。但是最近一部分研究者提

出了“上帝会 ”这一名称的使用。中国的宗教组织的

名称使用 3个字 , 5个字的很多 , 4个字的不怎么用。

(市古宙三 ,《洪秀全幻想 》,东京 , 汲古书院 , 1989)

韩国崔震奎教授支持这一观点 (《太平天国和上帝

教》,《东洋史学硏究 》55辑 , 1996)。在镇压太平天

国的当事人李星沅的奏折中使用“尚弟会 ”、“尚地

会 ”这一称呼 (《李星沅等奏韦正洪秀全等擅帖伪号

伪示正筹进剿折 》道光 30年 12月 20日 ,《周天爵奏

广西情形及韦源珍事緣由折 》咸丰元年正月初十日 ,

《文献史料 》, 第 82, 87页 ) ,那么上帝会的称呼是妥

当。因为尚字是在天平天国中由于忌讳上帝的上而

被使用的用语 ,弟、地和帝的发音一样。

�βνψ罗尔纲 ,《亨丁顿论客家人与太平天国事考释 》,《太

平天国史丛考甲集 》(北京 , 三联书店 , 1981) 。

�βνζ 陈周棠 校补 ,《洪氏宗谱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82) , 第 44 - 73页。
　11世祖　洪沿三公

　12世祖 次子 英纶　五子 英纬

　13世祖 长子 儒　次子 璨儒

　14世祖 次子国游　长子 国荣

　15世 次子 镜扬　长子名扬

　16世 三子 仁坤　五子 仁 ∴

�βν{ T. Hamburg, The V issions of Hung Siu - Tsuen and O r2
igin of the Kwang - Si Insurrection, Hong Kong, 1854;

简又文 译 ,《太平天国起义记 》,《太平天国文献汇

编 》6收录。

�βν| 参照陈周棠校补 ,《洪氏宗谱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

社 , 1982)。另外罗香林 , 《客家史料汇编 》(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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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台北 , 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 1982) , 第 336 -

345页的《花县洪氏宗谱 》。

�βν} 陈周棠 主编 , 《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 》(广

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6) , 第 7 - 9页。

�βν∼ 简又文 , 《太平天国全史 》(香港 , 简氏猛进书屋 ,

1962) 上 , 第 69页。

�βου陈周棠 主编 ,《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 》, 第 30

页。

�βοϖ钟文典 ,《太平天国人物 》, 第 73 - 77页。王 � 成 ,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5) , 第 514页。

�βοω钟文典 , 上书 , 第 79页 , 115 - 116页。冯云山当老

师的书馆主人曾玉珍 (客家 )的叔舅是杨秀 　。

�βοξ《调查报告 》, 第 74 - 75页。

�βοψ《调查资料 》, 第 57, 222页。

�βοζ《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壯族子弟 》,《光明日报 》1956.

5. 10. [广西太平天国史硏究会 编 ,《太平天国史硏

究文选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 1981)收录 ] , 第

311页。

�βο{ 罗尔纲 , 《金田 　访记 》, 《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 》

(北京 , 三联书店 , 1958) , 第 337 - 338页。另外郭

存孝 , 《宣城发现有关太平天国的石碑和族谱 》,

《安徽 0 大学报 》1981年 第 4期 (《复印报刊资料 K3

中国近代史 》1982年 第 2期 , 第 40页 )。

�βο| 罗雄飞 ,《客家人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 》,《首都师

范大学学报 》1994年第 5期 (《复印报刊资料 K3中

国近代史 》1995年 第 1期 , 第 30页。)

�βο}《石达开自述 》,《太平天国文献汇编 》2,第 780页。

�βο∼民国 9年《桂平县志 》卷 41纪人 (台北 , 成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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