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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广西宗教问题的人类学分析。

参杨 情产华

【摘要】民国时期广西始终存在三大宗教问题，其中又以政府破除宗教迷信与民间信仰者之间的

矛盾为最为尖锐，持续的时间也曼长，产生的社会历史影响也更为巨大。同时，由于政府对本土宗教和

外来宗教的不同态度，本土宗教受到严重抑制，而外来宗教却得到大规模地发展，但与清末时期比较而

言，广西各民族民众与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的矛盾相对没有那么尖锐，在战乱之时，本土士绅和民众

还得到教会势力的庇护。此外，传统的民间信仰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各民族民众发动反抗斗

争的有力武器，参与着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也反映了宗教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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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n Religion Matters of Guangxi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Liao yang，Fu Guanghua

Abstract：There were 3 religion matters in Guangxi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all the time，

among these，the conflict between govemment’S exploding religion and superstition and folk votary were

most furious，and the sustaining time was longer，SO the social and historic affect Was even more far—

reaching because of it．At the same time，as fl result of government’S different attitudes tO indigenous and

foreign religions，indigenous religions were badly restrained and foreign religions developed on a large

scale．Comparing to the period of Later Qing Dynasty，the conflict between people of various ethnics in

Guangxi and foreign Catholicism and Christianism Was not SO furious．In the period of chaos caused by

War，SOme indigenous esquire and people even gained shelters from the church．Moreover，traditional

folk religions mixing with ethnic matters，beca／ne virtuous weapon of people of various ethnics launching

revolting warfare，and participated in the historic course of social change，reflected the complexity of re—

ligion matter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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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问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普遍的社会问题之一。也突出地表现在广西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地

区。虽然清末时期广西的宗教问题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但在民国成立以后，旧、新桂系大

力推行风俗改良和破除迷信，给广西的宗教问题带来很大的冲击。与之同时，外来宗教在广西民族

地区进一步扩张，并且更广泛地深入广西的各个角落。也产生了一些宗教冲突，但总的来看，已经

没有清末那么严重，而且也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教案。不过，与清末时期一样，民间宗教仍然支持着

人们的反抗斗争，而且其中还加入了更浓重的民族冲突意味。概括来讲，整个民国时期，广西始终

存在着三大宗教问题，其中又牵涉到多次小型或大型冲突。

一、政府提倡破除迷信，遭到民间无形抵制

辛亥革命以后，广西进入了民国时代，先是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上台执政，而后以李宗仁为

首的新桂系又掌握了广西的统治权。虽然期间也产生过自立军、李明瑞时代，但都是县花一现，未

能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不过，几乎所有上台的执政者都实行风俗改良。尽量用新式思想去武装民众

的头脑，甚至还采取了专门措施来抑制民间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其中尤以新桂系统治时期最为明

显。

早在民国初年，由于政府严禁阻止城隍神像出游，招致不少民众的反对，导致龚管带头部被飞

石击伤。这一事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风俗改良运动，南宁都督府派兵四处倒毁寺庙里的神像，于是

僧侣散亡，经典焚烧殆尽，只有女尼姑幸免于难。【2J(卷四十)伴随着风俗改良的政令，一些县份行动

起来，捣毁了不少寺庙、神像。

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上台以后，掀起了更大规模的风俗改良运动。在新桂系政府看来，当时

广西尚未破除的宗教迷信有：敬视鬼神，作偶像崇拜；建醮还愿，请僧道作法；迷信堪舆地师等。

这些迷信不仅使个人的生活受到不良的影响，而且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进步，造成了严重的恶

果。【3](p16)因此早在1931年，新桂系广西当局就颁布了《广西各县市取缔婚丧生寿及陋俗规则》，

其中不少条款就涉及到宗教信仰问题。如第三章第二十一条即规定日：“丧家不准用地师、僧尼、

道巫斋醮做亡”；第五章第三十四条进一步规定日：“凡游神、醮会、求神、拜佛、送鬼、放花炮、

完花愿及清明、中元节焚烧冥镪、纸扎等迷信行为，均应革除”。【4J(m0427-42S)这样的规定就把广西民

众千百年来的信仰认定为违法，看作一文不值，严重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为了使破除宗教迷信的政策得到贯彻实施，新桂系各级政府还采取了不少具体的实施办法。具

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种：(一)倒毁偶像。新桂系政府认为：“偶像可以说是迷信的重要工具，打

倒了偶像，愚夫愚妇便失掉了迷信的信仰，使他没有足以崇拜的偶像，而且，偶像在愚夫愚妇的目

前看见给人倒毁，原来是毫无灵验的东西，必因此而促其觉悟。”【3J(p17)因此新桂系各级政府自上而

下做了很多的工作，使大量的寺庙、道观以及地方神庙受到严重破坏或转型。如在三江县，在省政

府打倒神权、捣毁偶像的命令之下，“城乡寺宇寺产，悉充失所凭依，一蹶不振，今式微矣。”“县

属观宇观产。悉充学校校舍校款之用，集结无所，其势亦微。”【5J【巷五)(二)禁绝僧道地师营业。

新桂系政府认为：“僧道可以说是迷信鬼神的支持者，因为他们是依靠着作法建醮来生活。而迷信

的人。也以僧道可以通鬼神，用他作为求福消灾的一个通神的媒介。有时，偶像捣毁了，僧道们还

可以书写神位，大打其平安醮。所以我们应严厉地去禁止僧道营业——作法打醮。禁止地师看风水

要钱。”[3](ppl7_18)因此新桂系各级政府纷纷采取具体措施来严禁巫道，三江县政府甚至规定了十分

详尽的处理办法：“由各区团局分投，先将团内巫道登记，呈县备案，然后实行，勒令于一个月内

改业，如逾仍操前业者，处以五元以上、二十元以下之罚金，延请之家，罚金相等，此项罚金，分

充当地学校，及团局经费各一半。”【5](卷二)(三)禁造迷信品物。新桂系政府认为：“纸人纸马纸

屋，以及枉生神咒、纸钱、香、烛、冥镪等。这些迷信品物，可以说是迷信的工具。而大宗财物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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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于无益，也是上面的品物为大宗。”【3J(p18)因此不仅严厉禁止制造这些物品，而且还在那些没有制

造的乡村间禁止贩卖。(四)严厉的处罚。新桂系政府认为：“依照改良风俗规则规定。对于迎神建

醮等是规定严予处罚的。做乡村长的，决不通融，依着执行，这也是一件重要的制裁方法。”[3](，18)

查《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其第五章第二十四条日：“不得迎神建醮，违者没收其所聚集之捐款，

并处首事者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金，其在场僧道之法衣法器没收之”；第二十五条日：“不得奉

祀淫祠，及送鬼完愿，违者处五元以上二十元以下之罚金”；第二十六条日：“不得操巫觋地师等

业，违者处五元以上二十元以下之罚金，再犯者加倍处罚”。【6J(嘟7-30)

在这些措施的打击之下，广西各地的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当然其中受打击

最为严重的是佛、道等中国传统宗教。因为不仅它们的宗教活动场所被充作了学校，而且它们的从

业人员也受到严密的监控，难以维持原有的信教事业。如贵县“比年改良风俗，黄冠辈多已别营生

业。”【7 J(卷二)隆安县“把全县神庙内偶像尽行打倒，并禁绝道巫。拘拿的拘拿，罚款的罚款。一时

雷厉风行，道巫为之歇业”。⋯(卷2)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遭受到了巨大打击，而同时政府却不

敢触动外来宗教的利益，这就给了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等教派以可乘之机，使他们能够在广西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民间宗教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深深影响到各族群众的行为方式，因此面对强权政府

所提倡的破除迷信的政策，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抵制措施。如宁明县在1933年时仍然相当流行自身

的民间信仰。田曙岚就此有记载日：“每岁于新岁家家门外，设一祖翁神位，或书‘祖德流芳’四

字，并无讳号。供奉过年糕饼等物，亦无烹鲜以荐之，至上元节后乃撤。⋯⋯又该处习俗，家家门

外，或屋角，或后园，皆立有‘先锋爷爷之神位’，奉祀惟谨。”【9](ix34)三江县也出现这种情况，虽

然传统的佛、道信仰被摒弃，“然民间禳灾建醮、送死荐亡，恒喜延用此辈，乡里尚少，城市特多，

此辈亦藉以广结善缘，大行其道，教之真义如何辄不谙，直视为一种营业矣。”【5j(卷五)隆安县大家

族势力很强，他们“公然延请僧道，大设道场。党部无法禁止，遂使民众藐视党令，群相效尤。故

至今(指修志时)暗用道巫者，仍是不少。”【8】(卷三)雷平县“自政府严行取缔以来，城市已不多见，

而村陇之19，人或时逢不济，不求自勉以图其成，惟求神保佑、乞灵于木偶。”[10](第三篇)邕宁县

“(民国二十六年)现虽为政府严禁，乡间犹然举行。”[2](卷四十)如此之类的事例，比比皆是，兹不赘

述。

事实上，民国广西历届政府都尽力推行破除宗教迷信的政策，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

在很大程度上毁坏了很多历史文化遗产，甚至更造成政府与民间势力的矛盾加大。虽然并没有因此

而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运动，但是在各个小社区里，各种无形的反抗斗争是时时存在的，他们在家

庭、宗族和社区内部仍旧奉行着他们古老的信仰。

二、外来宗教势力扩大，与当地民众矛盾尖锐

进入民国以后，广西外来宗教的传教事业并没有受到冲击，相反却在政府的支持下更加蓬勃发

展起来，即或是十分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寨，也都能见到传教士的踪迹了。在这个过程中，外来宗教

势力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文化事业尤为发达。

首先是传教机构和信教民众的增多。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1935年时已经建立了56所天主

堂，其中有18所成立于民国年间，占总数的32．14％，另外还有17所教堂没统计出具体的建造时

间。随着传教机构的增多，信教民众也随之剧增。据统计，天主教在1911年仅有教徒4523人，到

1921年时就升到了5119人，In](p63)至1935年更达到了空前的15453人，[12](plOlg)比1911年时已经

增长了两倍多。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教各教派的发展显得更为迅猛。1933年版的《广西年鉴》第

一回中，所统计的宣道会就有52所，其中1所时间不详，仅成立于民国时期的就有37所，占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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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71．15％；所统计的浸信会共7所，成立于民国时期共6所，占总数的85．71％；所统计的中

华圣公会共9所，成立于民国时期共7所，占总数的77．78％；所统计的基督复l临安息日会共7

所，全部成立于民国时期，占总数的100％。[13](pp760—763)到了1935年版的《广西年鉴》第二回中，

统计到的基督教宣教会多达64所，成立于民国时期的多达35所，占总数的54．69％；所统计的浸

信会数目升到12所，其中成立于民国时期的8所，占总数的66．67％；中华圣公会、基督复临安

息日会的统计则和1933年的统计完全一致；其他的基督教循道会、基督教传道会、内地会福音堂、

自立基督教会等界全部成立于民国年间。[14](p1026—1029)不过，通过两次统计的比较可以看出，宣道

会后一统计中清末时期、民国时期都比原来少了2所，而多达17所的教堂没有界定出年代，这说

明后一次的统计更为谨慎。在传教机构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基督教的信教民众也大量增加，至

1935年时已经达到4264人oL 12JCplOl9J

其次是宗教文化事业的发达。随着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外来传教士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些

文化性机构来支持他们的传教事业，于是就开办了不少学校、报纸、印书局等文化教育机构。在天

主教方面：一战期间来桂的天主教玛利诺外方传教会不仅选送青少年教徒去广东江门拉丁书院学

习，甚至还在他们高中毕业后送到香港华南大修院去修读神学哲学；1917年以后，法国天主教会

先后在贵县覃塘、伏龙、大圩、三板桥等地办小学校，除上普通课外，还讲授天主教的来历和教

义；教士唐汝琪于1946年6月创办了广西天主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立梧州圣心小学”，学生最

多时达到700多人。【11](pP8-174)在基督教方面：宣道会不仅在梧州建立了建道圣经学院，专为教会

培养华人教牧人材，而且还开办了宣道书局、《圣经报》以及《宣道消息》等出版机构；浸信会除

开办圣经学校、培贤圣经妇女学校、储才学校以及培真女校外，还在开办真光书楼以及创办了《真

光旬刊》、《和会集刊》、《福华报》、《晨光报》、《田道月刊》等刊物。[11](pp236—347)据广西统计局

1933年统计：“本省教会学校，计有培正中学1所，小学校22所(书院2、传习1所在内)，其中

回教设立者，小学校2所，天主教小学10所，基督教中学1所，小学7所，浸信会小学3所，分

布于全县、桂林、平乐、修仁、荔浦、榴江、苍梧、平南、桂平、贵县、横县、邕宁等县，各校学

生共1300人。经费来源，除少数由本国教徒捐助外，多数来自外国教会，或由中外善士捐

助。”[123(pp724—725)这表明：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早就建立起了较为发

达的文化教育事业。这其中还不包括圣经学校、主日学、诵经班等形式多样的宗教性文化教育机

构。

再次是偏远民族地区传教事业的拓展。白天主教传人广西以后，法国传教士就一直努力向偏远

的民族地区进行拓展。供职于美国宣道会的英籍加拿大人陈法言约于1910年被派到广西工作后，

他曾三次由平南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向瑶族布道。[n](pp．265-269)“平南是瑶山的门户，福音由此传人

久不信道的民族。在这个土族中传道是出天意。一个瑶人到平南卖玉桂，他在街上游行，被一群人

引进福音堂。⋯⋯瑶人听得很有兴趣，他回家之后，派一个瑶人代表到福音堂，请求派人去教导他

们如何拜大神。华人传道伴同一位传教士在几个月后，照着邀请进入瑶山。”【11J(，·223)他们经过崎岖

山路到达罗乡时受到了南部瑶王的欢迎。当时，大瑶山宣道会信众中有一位是南部瑶王的主要助

手。他后来觉得自己“要向他的人民作见证，而且决定他要到梧州圣经学校受训练”。【11J(p忽4)不仅

如此，当地瑶民还“请求为他们的儿子开一间教会学校，教导他们，学校设在罗乡南部酋长的家。

⋯⋯开学时有学生二十二名，还有继续来的。在土族人办学校是一种革新举动，起初他们拒绝送孩

子入学，这明显是神的能力消除了他们的偏见。”【11J(-·224)这个瑶乡宣道会的传教工作后来交给华人

联会①作为福音布道所，“由一位常住的工作人员定期巡行，把福音传与土族人”。⋯](p·224)1938年2

月，成立梧州自理区区会，大瑶山的罗香和龙军两堂受该区管辖。浸信会从隶属梧州教会向象州、

修仁等进行传教。1929年11月，浸信会布道者“往修仁属之长毛瑶，同行者二人，历时二十二

日。道行千余里”。[1l】(p·34])1931年6月，复往修仁县属乡村工作。同年10月前往长毛瑶所在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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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3人，为期21天，“虽值严寒，惟信者心切，不畏寒冷，决心领浸者七人”。LllJ(p．341)1933年9

月前往长毛瑶，同行3人，为期17天，领浸者2人，途长2000里。【11J(p-342)另据刘粤声编《两广西

浸信会史略》记载，包厚德牧师“鉴于瑶山布道工作之紧要，于1929年，率颁布道队及秦善崇先

生人长毛瑶布道。初在六巷、门头等处。惟因风俗简陋，一时工作不易，故特聘秦善崇君常川来往

瑶山传道。1930年，始有瑶民兰海廷悔改信主入会。1931年，又有六巷瑶民秦巷明悔改信主人会。

1934年，更请余信良君担任瑶山一带传道职。今有教友袁生和君出组布道队，协助教务之进行，

常往大平瑶等处布道。现有查道者数人”。【llJ(p·363)需要指出，当时虽已成立了“专以引导瑶民归信

基督为主旨”的瑶山传道部，但该部主要在义宁和龙胜广南一带布道，似未进入金秀大瑶山地区。

民国时期，基督教特别是宣道会和浸信会的传播效果最为明显。宣道会先是向平南传播福音，

结果成功地打人了瑶山，在偏僻的罗乡瑶族地区建立了1个教会，开办了1间教会学校；至1926

年，宣道会宣布在龙州以北40英里靠近安南境界的福兴村建立了1个完全由壮族信徒的教会；甚

至还在很偏僻的田林开辟了新的分堂，“布道工作在西部遥远的黑彝和别种土族人中发展，而且定

出了明确的步骤向这些人传福音。”[11](pp224-230)与宣道会相比，浸信会更坚决地执行了向偏远民族

地区传教的决心，它们甚至设立了“瑶山传道部”，不仅派人赴修仁、义宁等地的瑶山传教，而且

还向更偏远的龙胜民族地区开拓。1929年，在广南侗族地区筹建新堂，次年即成立教会；1931年，

又在宝赠侗族地区开设基址；1932年，又在官衙壮汉混居区开设基址，以广宣传o Lll J(叫引后来，

甚至还曾在相当偏远的龙脊侯家寨建立了福音堂。[ttI(9364)

综上所述，在民国成立后的20多年中，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在广西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随

着外来宗教势力的无限扩大，不可避免地与广西各民族的民间势力发生一些冲突，见证了它们与当

地民众矛盾之尖锐。根据有关资料，矛盾最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两次教案上：一是昭平教案：1924

年4月间，因桂林爆发陆沈战争，导致全城粮荒和瘟疫。梧州传教士瞿辅民、康建德、米勒尔和理

力善4人由梧州运粮上桂林，意图营救当地的传教士，不料路经昭平附近时所带的粮食被抢劫一

空，传教士4人也被掳去。不久，瞿辅民、米勒尔2人就被放出以筹赎款，接着，理力善又从匪巢

中逃出，只剩下康建德1人在匪帮手中。后来，在传教士陈法言的压力下，昭平县长迫令居民筹集

白银2000元，乘夜把康建德赎出。康建德等4人完全脱险以后，竞把这事告到领事馆去，由领事

馆出面压迫、威胁当地政府清乡剿匪，竞把无辜农民杀害了100余人。L11J(p286)二是灌阳教案：1926

年的“非教”风潮之时，灌阳亦卷人此风潮中，灌阳群众发传单、贴标语、街头演讲。时灌阳县教

育局长为周德昂，有意趁此机会，将灌阳中华圣公会礼拜堂改为学校，于是周德昂就发通知给县立

城关学校校长周学愚，要他把学校迁往礼拜堂。但周学愚乃一信徒，不但抗不迁校，并将此情况转

告教会负责人彭治江，彭即在灌阳各街头撕下各种标语传单，汇成一束，寄往全县牧区区长宋辅

仁，宋又立即将此项材料送主教候礼敦。候即将此材料送英国领事馆再转中国外交部。外交部立即

行文广西省府，查明办理。省府又转教育厅查办，立即下令将周德昂撤职。文到灌阳，周德昂向周

学愚哀求宽免。周学愚允诺教会不再追案，而周德昂因此去职，流亡在外，多年未

归。[1t](po·426—427)

除了上述两次较为典型的教案以外，还有华籍神父覃路易被杀事件、灵川教案等不少小规模的

教案发生。上述一系列教案的发生，表明了民国时期外来宗教与当地民众的矛盾仍比较尖锐，但从

教案发生的频率与规模来看，总体上已经比清末时期缓和了很多。当然，这也跟外来宗教It益显现

出它的正面效应有关，特别是随着一系列教会学校、医院、育婴所的举办，使得广大民众也看到外

来传教士友善的一面。无形中减低了他们对外来宗教的顽强抵触。

三、与民族问题相交织，参与发动反抗斗争

宗教问题不是孤立的社会问题。它经常和其他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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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宗教问题经常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少数民族民众发动

反抗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民国时期的广西历史上。最重大的反抗斗争就是爆发于兴安、全州、灌阳、龙胜等地的桂北

瑶民起义。民国时期的桂北瑶族民众“举凡病疾婚丧一切大小事件而不能解决者，悉取决于鬼神，

疾病时不用医药，只向鬼神祈祷而已”。[14](p109)同时，正如时人刘锡蕃所言：“苗蛮苟有一次之扰

乱，必有一段之神话为因缘”。[15](p193)因此，领导者能够利用传统的民间信仰号召动员群众参加反

抗斗争，其中为起义所直接利用的民族宗教因素主要是“瑶王”、“法宝”、“符水”和“打醮”，它

们在这次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瑶王”信仰。起义以前，全州桐木江地区出了“瑶王”的消息很快就得到了广泛传播，

当时传说“瑶王法力无边，能抵御一切枪炮子弹，能灭汉兴瑶，能使瑶民今后利益无穷”，L14 J(p109)

因此远近的瑶族民众都争着去桐木江拜“瑶王”和送礼。有些人最初去时是抱着一种好奇心去看

“瑶王”的，如灌阳后塘初时仅去了几个人，后来看到事情搞得很大也很认真，回来后赶紧又派人

送礼去，表示也参加。同时，盘天保、凤福林、风有林、凤福山等一批“降神”者的宣传对加强和

鼓动瑶民们的“盘王”信仰也起了很大作用。盘天保说：“瑶人从盘古出世就苦，现在盘王要翻身

了⋯⋯”。每到“降神”时赶去听的群众非常多，据说是神魂附体，神的意志都通过他们的嘴讲出

来。届时“降神”者两眼发愣，指头向天，嘴唇不时弹动，一身发抖，手舞足蹈，脸色发白，嘴里

呢呢喃喃。断断续续地指示起义的有关事项。瑶族民众在听到“瑶王”和“降神”者的话后，都求

神祷告，喝佛水保佑如愿。[16](p18)可以说，“瑶王”信仰是桂北瑶民起义的旗帜，正是“瑶王”信仰

使得广大的桂北大地能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

(二)“法宝”、“符水”信仰。桂北民间广泛流传着起义领导人有“飞刀”、“火葫芦”、“水葫

芦”的传说。在桐木江传说有一宝葫芦，里面可以放出飞刀来杀人。当时还有人宣传：东山附近的

瑶族都要到弄岩去集中，否则性命难保。因为“火葫芦”可以让火烧到哪里就烧到哪里，“水葫芦”

要水淹到哪里就淹到哪里，所以东山附近各处的瑶族慑于“法宝”的威力，在短短两三天内就迅速

地扶老携幼赶到了弄岩。后来前往调查的学者们问及起义者参加的原因时，他们甚至一致回答道：

“我们瑶人出‘瑶王’了，那时都说到大地方去有好房子住、种大田、穿胶皮鞋，有谁不愿意去呢?

他们的‘法宝’要杀人，不参加恐怕命保不了。”L16J【p18)更为玄乎的是，当时还传说喝了领袖人物划

的“符水”后，可以刀枪不入，老年人变青年，男女老少当时都是喝过“符水”的。即使因为路远

不能亲自去喝的，也让家里人或别人带回来喝过。有的老年人直到现在仍很相信“符水”的效用，

似乎瑶人之所以能凭大刀、柴刀和镰刀与新桂系军队现代化的机枪、步枪相对抗，全是因为“符

水”壮了胆。

(三)“打醮”仪式。在起义军出发以前，在桐木江和弄岩这两个起义中心地都大了“大醮”：

桐木江名为“开天醮”；弄岩则称为“万民醮”。由于瑶民尊崇“瑶王”和害怕受到“法宝”的惩

治，因此桂北各县乃至湖南的瑶族都大量赶往参加。参加“打醮”的人，可以在那里随意吃喝，各

地瑶人领袖也趁机商量起义有关事宜，并且在那里编队、练武、祭旗等，因此“打醮”实际上是各

地瑶族领袖碰头联系及组织队伍的过程。其次，“打醮”还添人了诸多神圣性的因素，比如桐木江

的“开天醮”就扎起了高台子，有打长鼓等响器，烧香纸及念咒等。此外，“打醮”仪式还进一步

强化了瑶民们的“法宝”信仰。盐塘村的“打醮”就耍了“法宝”，此“法宝”是椭圆形的圆筒，

长七八寸，内有很多明亮的小刀，刀柄上并镶有珍珠。

事实上，即使在后来的行军打仗过程中，也都伴随着大量的宗教性因素。对此，新桂系的御用

文人刘宾一有记载道：“惟其作战法术完全以邪术行之，殊属可笑。因瑶民平素迷信甚深，发难时

又有军师作种种邪术以坚定其信仰，使之勇不畏死⋯⋯每与军队民团作战，其军师必亲临前敌，身

披红袍，散发持剑，念念作词，即大声喊杀⋯⋯”[14](-113)虽然其中不无污蔑之词，但更多的也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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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瑶民起义者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对民间信仰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已经有了很充分的展示。

总之，民国时期广西的宗教问题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其中又以政府破除宗教迷信与民间

信仰者之间的矛盾为最为尖锐，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产生的社会历史影响也更为巨大，特别是政府

对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不同态度，导致了本土宗教受到严重抑制，而外来宗教却得到大规模的发

展。与清末时期相比较而言，广西各民族民众与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的矛盾相对没有那么尖锐，

在战乱之时，本土士绅和民众还得到教会势力的庇护。传统的民间信仰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

成为各民族民众发动反抗斗争的有力武器，参与着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也反映了宗教问题的复杂

性。

注释：

①因受1925年“非教运动”(即。基督教促进会”倡立本色教会，驱逐外国教士)的影响，1926年差会主席陈法言由美国总

会带来华人教会自立方案。并于1927年4月在梧州召集广西各地华人头目20余人开会．成立了“广西宣道会华人省联会”

(简称。华会”)，而在西差会和华会之上又成立“广西宣道会协会”，正主席由西差会主席担任，华会主席则担任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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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广西出版了500多种报刊.这些报刊在内容上反映了广西的历史进程、社会变迁和人们对国内外大势的认识.在数量上折射了民国时期广西报

刊业的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在出版地上由中心城市向其他专区、县辐射,体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报刊业发展的基本规律.通过对民国

时期广西报刊的宏观考察分析,可知民国时期广西报刊业的发展与广西历史发展的线索基本一致,从诸多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广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的发展和变迁.

2.期刊论文 张贤勇.Zhang Xianyoug 民国时期广西东通道建设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梧州学院学报

2007,17(1)
    广西东部连接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民国时期,出于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需要,新桂系在大力进行省内建设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东通道建

设.这些措施的实行,客观上降低了广西的落后封闭状态,加速了广西与珠三角以及世界的联系,促进了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3.学位论文 刘玄启 民国时期广西桐油产销与经济发展研究 2006
    桐油是民国时期广西重要的经济物资和改善农村经济的重要物产，在广西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促进广西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文章选取民国时期广西桐油产销作为研究载体，通过收集、挖掘和整理史料，以实证法、对比分析法、个案分析法为基础，从桐油的种植、加工、

贸易三个层面对民国时期广西桐油产销进行较全面探讨，揭示桐油产销对广西经济发展的作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世界经济交往程度的加深，桐油的用途发生了重要变化。民国时期，桐油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军事、电气、

印刷、医药、交通运输等领域。由于桐油用途的扩大及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全球军备竞赛的加剧，使中国桐油的出口量剧增。以

中国为中心，向全球辐射的国际桐油市场网络已经形成，并日趋繁荣，这为广西桐油产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广西桐油种植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在种植方式上，原有播种法有了新改进，同时还出现了移植法和插枝法等新的种植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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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桐经营方面，呈现出种植公司、合作组织、小农经营方式同时并存的多样化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是桐油用途扩大后，植桐可以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

，直接驱动了广西植桐业的发展；同时，国外植桐的成效也刺激了广西植桐事业，迫使广西不得不改变落后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广西省政府主动介入

桐油种植领域，大力推广桐油的生产。因此，广西桐油产量成倍增长，在中国占据了重要地位。

    广西长期以来采用的主要是土法榨油，技术落后、效率低下。但榨油业作为广西农村手工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

了机会。民国时期，国外出现了先进的压油技术、省外则加强了对桐油的提炼，而广西既无新式榨油法，也无精炼、检验设备，因此所产桐油都被当作

次等，不仅油价低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而且对广西桐油在国际上的声誉也带来负面影响。为改变这种状况，广西设立桐油厂，这对提升广西桐油的

品质，维护广西桐油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广西桐油产量大、品质好、加上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广西桐油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以桐油构建起来的贸易网络十分复杂，处于

桐农和洋行之间的“经手人物”，依靠收购、转销桐油，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广西桐油贸易市场的整

合，促进了桐油业的繁荣，使桐油在广西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渐凸升，一度占据了各种出口物资的首位。桐油出口数量的增长，改变了广西长期入超的

局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用桐油打开了美国对华援助的大门，改变了美国对华的政策。在履行中美《桐油借款》合同中，广西桐油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4.期刊论文 杨乃良 民国时期广西对外贸易及其对广西社会经济的影响 -桂海论丛2001,17(2)
    广西很早以前就开始对外贸易,广西三关开关后,对外贸易有了详细记录.民国时期,特别是新桂系统治时期,广西对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广西对外

贸易的发展其影响不仅局限经济方面,它对广西整个社会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5.期刊论文 陈峥.刘启强.CEHN Zheng.LIU Qi-qiang 民国时期广西农村常见合会种类及特点 -河池学院学报

2007,27(3)
    合会是一种民间互助合作组织,普遍流行于近代广西农村.民国时期,广西农村的合会种类繁多,其利息也低于高利贷利率.合会作为一种非正规性和临

时性的组织,成员多为亲友和乡邻,是小农社会里特有的经济现象.

6.期刊论文 陈峥.黄馨莹.CHEN Zheng.HUANG Xin-ying 民国时期广西农村预卖作物探析 -河池学院学报

2007,27(1)
    预卖作物是高利贷借贷的一种方式,广泛流行于民国时期的广西农村.其存在的种类之多,是世所罕见的.预卖作物借贷具有季节性、隐蔽性、残酷性

等特点,它是一种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剥削形式.它给广西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7.学位论文 李成生 民国时期广西社会生活的变迁 2007
    近年以来，人逐渐成为历史的尺度，现代性成为思考和分析社会变迁的核心概念。“从下往上看的历史”、“整体史”受到青眯，重构老百姓自己

的生活引起了学界足够的重视。

    以人的生活为中心，从现代性角度切入来展开论述，既有利于贴近历史的真实，又有助于历史与现实的沟通。因之，透视民国时期广西社会生活的

变迁，不仅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广西区情的了解，而且还对广西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法战争后，广西的现代化进程逐步加快，贫瘠落后的广西散发出一丝丝现代气息。

    民国年间，新桂系集团采取各种措施改造广西，在“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口号的指引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一时期广西的社会生活有了一些新

的变化。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济重心逐渐西移，广西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人口大量内迁，人们的交流更加频繁，新思想、新观念更易被人们接受，社会

生活的变迁因而更加迅速，更加明显。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改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新的娱乐方式如戏剧、电影、体育、公园等也逐渐进入了日常生

活，人们的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婚姻、丧葬等礼俗呈现出文明时尚，一些含有诸多封建迷信、腐朽落后的社会陋俗得到革除。保守的、古老的心理定势

有了某种松动，人们逐步形成了一种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生活观念，这些都标志着人们社会思想的进步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反过来新的价值观念一旦形成

又会指导和促进生活行为和生活关系的演化。

    对民国时期广西社会生活的变迁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它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广西社会因环境与历史的关系，东西和城乡反差巨大。桂东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新色彩、新内容，而桂西更多的是体现了保守与落后。城乡差

别最为突出，现代生活的出现和流传差不多都是在城镇范围里进行，同一时间广大农村的社会生活仍旧是古老的，而且水平也远远不及城市，形成了鲜

明对比的二元社会。

    第二，社会生活中政府主导作用明显。新桂系政权介入生活领域，使广西社会的生活变迁深深地打上了“军刀”的烙印，由政府充当主要计划者和

推动者的角色特征，可以说是广西社会生活变迁的最直接动因。

    第三，抗战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显著。抗战时期人口、工业、文化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要素的内迁，形成了一个现代化中心的转向运动，对广西地区的

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起步晚，但变化速度快。就发生的时间、发展的程度而言，广西的社会生活明显落后于东南沿海以及早期开埠的通商口岸，其变迁速度之快

，主要是由于新桂系政权这把“军刀”主导所使然。

    这次变迁是在新桂系政权的主导和建设大后方的双重推动下出现的，而它本身又是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反映着广西社会的面貌。所以对

其进行总体性评估，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广西社会。第一，广西的社会生活缓慢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第二，广西经济文化长期落后制约了社会生活的

现代化；第三，军阀统治对社会生活的转型具有双重作用。

    这次社会变迁的程度是有限的，它给广西的社会生活注入了新的质素，有助于把人们从过去封闭式的地区性生活中解放出来，但并未能真正地改变

广西人民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处于深层次的生活观念更是非短期内所能奏效。尽管如此，也应该看到，这次变迁仍然是广西社会一次较高水平的社会变

迁，它虽然有限，但影响却是深远的。

8.期刊论文 陈峥.刘启强.CHEN Zheng.LIU Qi-qiang 民国时期广西农村预卖劳力探析 -河池学院学报2009,29(6)
    预卖劳力是一种高利贷和变相劳役制相结合的借贷方式,在民国时期的广西农村颇为常见,主要有做工抵押和人身抵押两种形态.它的借贷利率具有隐

蔽性和随意性,剥削手段十分残酷.预卖劳力的高利率虽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但有时债户通过预卖劳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借贷开支,使得小

农的劳动力再生产得以延续.

9.期刊论文 陆吉康.谢明俊.LU Ji-kang.XIE Ming-jun 清末及民国时期鸦片贸易对广西政治的影响 -玉林师范学

院学报2008,29(4)
    清末及民国时期,鸦片在广西呈日益泛滥的趋势,鸦片贸易对广西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国内外各种势力围绕鸦片贸易问题出现各种各样的争端,深

刻影响广西的政治统治与形势.

10.期刊论文 陈峥.刘启强.CHEN Zheng.LIU Qi-qiang 民国时期广西农村赊店帐探析 -河池学院学报2008,28(1)
    赊店帐既是商业领域中的一种经济现象,也是高利贷的一种借贷方式,是一种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形式,在民国时期的广西农村颇为常见

.它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商品经济,满足了农户的生产生活需要,但由于利率的高昂和交易手段的不公正,导致农民受商业资本的控制,遭受残酷的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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