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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恐慌
———兼谈太平军恐怖形象之成因

刘 晨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太平天国时期，一场遍及江南、造成大量人口损失的社会恐慌风潮迅猛蔓延。民众迁徙避乱

和自杀殉难是战时社会恐怖的两个重要表征，而战争、灾荒瘟疫和生产破坏等所致物价飞涨是社会恐慌的

共同诱因。究其根源，还在于民众对太平军恐怖形象的巨大恐慌。民众对太平军的恐惧，既有先天立场和

观念的排拒，也有在政治宣传、时人传述、匪盗栽赃、谶语谣言和太平天国社会战略弊端等多项因素作用下

形成的后天观念和利益对立，同时也存在求生求安和从众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既然社会恐慌和太平军

恐怖形象的形成并非只是太平军主观作为所致，那么在区分咸同兵燹之责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太平军一

身，除战争、灾疫等客观环境外，还应看到交战主体的其他方面，如清军、团练、外国雇佣军和土匪等的害民

之举，这一点在评判太平天国功过是非时自须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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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1853 年) 春天，太平军金田起义的号角，从贫瘠荒芜的紫荆山，一路传入江南水乡。
1860 年代，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重心渐向东线战场转移，先后开辟了苏福省和浙江天省两片比较稳

定的控制区。① 然而，随着太平军挺进江南，长期以来延续积聚的社会经济危机达到一个高峰。天灾

人祸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剧烈震荡。民众在夹缝中求生，无所适从，对待生存危机的心理承受力

下降，对现实社会的恐慌心理增强。一场遍及江南、造成无数民众流离失所与死亡的大恐慌风潮迅猛

蔓延。以往的论作对这一内含深意的历史现象仅间有提及，迄今尚无专文予以探讨。② 本文拟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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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太平天国改府为郡，实行省、郡、县三级地方政权制。太平天国苏福省包括苏州、常州、松江、太仓四郡。浙江

天省包括杭州、嘉兴、宁波、绍兴、湖州、严州、台州、金华、处州九郡，衢州、温州郡城未克。这一区域恰好覆盖了太湖平

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府一州所构成的明清时期“江南”的地域范围。关于“江南”的历史演

变，参见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13 页。本文在使用这一概念

时，多为涵盖苏南和浙江两块完整地域单元的泛指。
既往论题，偶有提及社会恐慌，如太平天国时期社会阶层分化的研究(方英:《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士绅的分化与

地方社会》，《安徽史学》2012 年第 5 期);江南人避兵江北的研究( 计小敏:《咸同之际江南人避兵江北考》，《安徽史

学》2015 年第 3 期);民众心理和战争关系的研究( 廖胜:《民众心理需求与太平天国的兴亡》，《史学月刊》2005 年第

10 期)等，但无专文专论社会恐慌现象。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学者梅尔清的研究希望建立起战争与日常生活和个人感

受的关系，这为本文民间视角下的太平天国史构建思路提供了借鉴，参见 Tobie Meyer － Fong，What Ｒemains: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会恐怖、灾荒瘟疫、生产破坏等因素造成的物价飞涨三个层面构成的社会经济危机着手，试图通过对

众多“小人物”形象的描绘，建构战争亲历者对战争的切身感受，全景式地展现这场社会恐慌的历史

表象及成因。

一、社会恐怖

太平军进军江南，在民间产生巨大恐慌。民众在恐慌中的行为表现主要有三类:一是举家迁避，

二是自杀殉难，三是起身抗争。
(一)迁避风潮

因恐慌而迁避的例子不胜枚举，民众或避居郊野，或逃于深山，或棹舟湖海，扶老携幼，争先逃难。
以秀水濮院来说，“邻里左右有家室者皆避乡，无家室者朝出暮归，日间无一在者”，“镇上居民亦无几

人”，甚至有“避难坐舟中一月余”者，颠沛流离之苦可以想见。① 寓杭徽商程秉钊亲历逃难之景:“是

役也，事起仓卒，故惊惶之状倍越寻常。计死于践踏者半，死于江涛者十之二，死于困顿者十之一，而

安稳渡江者则仅十之四耳。”②无锡绅士余治在战争爆发后，离乡避难，感江南难民流离之苦，将沿途

见闻绘图辑成《江南铁泪图》，请赈募捐;其中有多幅图形象反映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民众的迁避风

潮，以及在流徙途中的悲惨命运。③
在战争亲历者的笔下，常会发现那些逃亡者近乎绝望的哀伤。杭州张尔嘉在逃亡途中求生无路，

叫天不应，他自述:“满天烽火，生离膝下，其何以堪? ……月明星稀，搔首问天，天亦不答。”④常熟柯

悟迟途中遇到太平军，被刀伤十余处，血流如注，几近命绝，最终死里逃生，与家人团聚，“抵家遍视，

竟难以言语形容”。⑤《避兵日记》的作者全家十人遭遇追兵，或被伤或被沉诸河或落水，最终奇迹般

“刀头上避过，仍然团聚，真如天之福也”。⑥ 所谓“四面皆贼，无生路矣”⑦，应是当时逃难者们的普遍

心境。
(二)自杀殉难

社会恐慌中多有民众自杀，苏州百姓“因已事前闻知:凡不从贼者，俱先凌辱而后杀害”，“故于贼

尚未至之前即悬梁、投水，以全节自尽者甚夥”。⑧ 或许由于江南地区浓厚的儒家传统文化和民众根

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忠贞观念，太平军席卷江浙，该区域的民众在战争中自杀殉难的情形明显要比战

争波及到的其他地区严重得多。据传教士艾约瑟等人观察，在太平天国占领区，“自杀的事情远比屠

杀多得多”。⑨ 太平军破金陵，“士民自尽者，或全家或数口，不下十数万人，悉能义不苟屈。惟妇女之

死，无铮铮特异者:缘贼禁奸淫甚严，其党皆不敢犯，故妇女无逼迫难已之情，因无激烈可传之行;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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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续编》)

(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7、50、75 页。
程秉钊:《记事珠:咸丰庚申年附辛酉日记》，庚申二月十九日，本人藏，抄本。此处引文数字疑误，应为“而安稳

渡江者则仅十之二耳”。
《江南铁泪图》始著于同治三年，同治十一年苏州宝文斋刻字铺重刊，本文使用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重刻本。《江南铁泪图》为现存鲜见系统的战时图像资料，收录的 42 幅图形象系统地反映了太平天国在江南地区的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以及战时江南社会和民众生活的一般状况。
张尔嘉:《难中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六)，神州国

光社 1952 年版，第 635 页。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68 页。
佚名:《避兵日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罗尔纲抄本，第 14 页。
皇甫元塏:《寇难纪略》，桐乡市图书馆藏，未刊排印本，第 10 页。
程稼棠:《避难纪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5 页。
Joseph Edkins and Griffith John，“A Visit to the Insurgent Chief at Soochow”，The North － China Herald，Vol． XI，No．

519，Jul． 7，1860，p． 107．



女随父，妻随夫，同时殉难而已”。① 这些都是因恐慌而致的自杀行为。
因惧于丧失贞节，妇女自杀尤为惨烈。陈懋森的《台州咸同寇难纪略》至少记载了 123 位女性死

难情形，其中自杀者有投井、投潭、自缢、服毒、服卤而死者，还有抱女牵子赴水而死者，有夫妇同时赴

水而死者。②
张荫榘、吴淦的《杭城辛酉纪事诗》在记述咸丰十一年(1861 年) 杭州民众殉难情形时写道:“城

陷，有阖门殉难者，有投缳投井投河吞金吞鸦片殉难者，有绝粒殉难者，有骂贼击贼被戕者，殉难者数

万人。”③这里记载了民众四种自杀情形:上吊(投缳)、赴水(投井、投河)、服毒(吞金、吞鸦片)、绝食。
还有其他几种类型:一是自焚，如苏州李姓“阖门自焚死”④，吴县惠姓之母，“焚死。邻人返拔之，皮

焦肉烂，骨嶙嶙如枯炭”;⑤另一种是坠楼，苏州“某家两人死于阶下，一头裂一腰折，疑坠楼者”。⑥ 也

有相约共死者，苏州收尸局某人言“某家夫妇二人盛服严肗(装)，同死于床，疑服毒者”。⑦我们在为

同生共死者强烈的人伦情节感慨的同时，也不由触及到案发现场弥漫着的恐怖气息。
在江浙民众自杀的几种情形中，赴水自杀比较常见。赵烈文之友金瑞庭在常州，“城初陷时，金

投水已气绝，为贼救苏”，“夜中妇女投缳溺井者三日夜无虑数万人”⑧;在杭州，《再生日记》作者晦农

的妻、妹同时投池，太平军在岸上“喝令捞救”，“并取其无数纱衣来，令将湿衣更换”，“船上妇女大半

投水，闻有被长毛救起者”。⑨ 上述事例均系恐慌自杀，非但太平军无迫使之行为，反施以援手，据闻

太平军还明确立有“不许民赴水投缳”之令。长洲的潘钟瑞记录下苏州民众在城破后争相投水自杀

的场面:“某家眷口同死一井，井为之塞，不能捞取，乃盖一被而加石其上”⑩;“至于骈首接踵，相与枕

藉而亡，河为之不流，井为之堙塞，实皆自尽以殉，而妇女尤为多，于此见苏人之抵死不受辱，具有同

心”。瑏瑡

此外，自杀案例在《浙江忠义录》、《两江采访忠义传录》、《江南昭忠录》等官方表彰纪念名册中

大量收录，种种情状惨不堪言。众多的民众自杀现象又加剧了社会恐怖。
(三)恐慌致变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给民众心理蒙上了阴影。过分紧张和高度敏感的神

经，以及极度脆弱的心理承受力，特别容易使民众将对死亡的恐惧转化为对生命威胁者的无所畏惧，

从而引发民众的对立行为———求生求安的群体行动。在太平天国战争主要波及的地区，可谓“无地

不团”，民众组织民团，以保卫桑梓为目标，则表现出民众对太平军的恐慌心态。在太平天国占领区，

还发生了众多因恐慌所致的民众抗争事件，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海宁花溪冯家抵制“拔人”的系列

事件。
冯家为花溪富户。自太平军在花溪等地设立乡官后，冯家就面临被“局匪”“拔人”(花溪方言，抓

富人)的威胁。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二日，冯家也和多数家庭一样，采取迁避他乡的方法躲避太平军，

但终因忍受不了流亡之苦，“不堪风雨”，仅在半个月之后的三月初六日就返回家乡。回家后的第二

天，“及明，族议如果局匪来拔，鸣锣集众以击之，俱踊跃”。这仅是一次短暂的战前动员，族中各房达

成口头协议，于是便有了未来一年时间里的七次抵制“拔人”事件。瑏瑢

该事的直接起因是太平天国基层官员“掳人”的行为，而贯穿事件始终的关键是冯家对太平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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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四)，第 698 页。
陈懋森:《台州咸同寇难纪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第 178—206 页。
丁丙辑:《庚辛泣杭录》卷 15，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刻本，第 20 页 b 面。
光绪《苏州府志》卷 90《人物十七》，第 25 页 a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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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⑩潘钟瑞:《庚申噩梦记》上，光绪十年(1884 年)长洲潘氏香禅精舍刻本，第 20 页 b 面。
赵烈文:《庚申避乱实录》，谢兴尧编:《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铅印本，第 5 页 b 面。
晦农:《再生日记》，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抄本。
潘钟瑞:《苏台麋鹿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五)，第 276、300 页。
参见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 664、673、675、694、701、702、703—704 页。



恐惧。在事件过程中，冯家有两次迁避行为，都缘起于恐惧心理。第一次因花溪乡官局“恐吓拔人”。
外逃期间，《花溪日记》的作者冯某还亲眼目睹了太平军行军的浩大场面。为此，冯某战战兢兢:“数

千里远近皆废眠食，奔逃无地。此时我家并畏局匪拔人，俱潜身藏躲，不敢定一处住。”第二次因乡官

前来“借洋拔人”，冯家又是举家而逃，“我家大小先已奔走尽”，“后各迁避外亲家”。在同治元年

(1862 年)三月十六日的争执中，局差处以下风后，竟以“偕长毛来”为恐吓，亦知民众对太平军的畏

惧心态。①

咸丰十年(1860 年)十二月发生在常熟西北乡的一起暴动也起因于乡民对太平军的恐惧。此时

已是太平军完全控制常熟后的第五个月，或许由于部分村民目睹了其他各乡遭受蹂躏的惨象，也可能

是出于对前几天在邻近村子发生的掳人事件的忧虑，各乡、各图通过发传帖的形式，在关帝社吃面集

会，号召大家“倘有长毛穿人(常熟方言，掳人) 等情，鸣锣为号，齐集击杀，同心协力”。事情进展顺

利，“西乡处处皆然”。② 对于事情的结局，囿于史料，只能暂付阙如。
同治元年三月昭文县发生的暴动是民众恐惧到达极致而被迫转变的应激行为。当太平军在张

市、老吴市和东周市一带“打先锋”时，大批因恐慌而迁移的避难者群聚海滨，祈盼得船渡江求生。随

着太平军的逼近，“尔时欲渡江而无船，欲趋避而无路”，在千钧一发之际，有三个勇敢者———夏正荣、
薛梅屏和周桂(贵)德，出面组织避难者“死地求生，背水一战”，结果太平军败归，乡民活命，“四散避

去”。③ 从事情结束后暴动参加者四散避去的情况分析，这起事件民众的初始动机主要是求生，未有

明显的政治诉求。至于周某接下来领导的“打毛”事件则属于另外一种模式的政治动员。④ 实际上，

对于众多民众反对太平军掳掠的事件，社会恐慌大都是其发生的重要因素。

二、灾荒瘟疫

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自道光二十年(1840 年) 起，至太平天国战争时，江南地区几乎无年不

灾，水、旱、蝗和地震等灾害频发，甚至在一年之内多次交替发作。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后，正值该区域

水旱灾害的高发期。⑤ 水旱灾害频仍，严重影响民众的生命安全。
祸不单行。1860 年代的江南不仅饱受水旱雨雪雹震风虫各类灾害的蹂躏，一场造成数百万人罹

难的瘟疫同时降临。关于疫死人数，余新忠估计多达 320 万至 600 万。⑥

农民是受此类灾害影响最深的群体。灾荒、病疫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容易引发饥荒，形成流民。
而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既遭兵劫，复遘天灾”，灾荒与病疫同时大规模、强破坏力发作，民众对社会

危机的心理承受力降至冰点，不仅要随时面临战争、灾害和瘟疫导致的死亡威胁，在各类因素共同作

用下形成的普遍饥荒，又构成了一幕幕人间惨象。在时人笔下，常见因饥荒致死的记载，湖州南浔

“逃难返乡之人饿死无算”;杭州“饿死者几半”⑦，“树皮草根居民争取以充饥，犹有苦其难得者”，更

有甚者，“饿夫行道上每仆而死，气未绝而两股肉已为人割去”，居民争相咀嚼，乡间百姓斫卖饿尸肉

趁机发财。⑧ 这类人吃人的反人性现象在 1860 年代比较普遍，“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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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 674、701、702 页。
佚名:《庚申(甲)避难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 211 页。按，同页记载了暴动前夕

发生的一起“穿人”事件，“有长毛二十余人，自福山直至马嘶桥到黄莺沙陈宅家，烧其门橽烘火，穿陈益芳去”。
曾含章:《避难记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第 349 页。
周贵德通过此次动员暴动积累了资本，他继而组织公开反抗太平天国的武装，并给予太平军以打击，在被太平

军擒杀后得到清廷追恤。参见顾汝钰:《海虞贼乱志》，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五)，第 390、391、394 页。
参见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0—212、218—221、230—232、237—238、

242—245 页。
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84—288 页。
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 67、84 页。
张光烈:《辛酉记》，光绪六年钱塘刻本，第 3 页。



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①;南京等地亦有“食其所亲之肉”者。②“食人”现象增

加了社会恐怖，在此情形下发生大规模的民众哗变便不出人意料。
“盖天王”的平民武装是太平天国占领区民众因灾荒、饥馑起身反抗太平军的典型案例。同治元

年八月在海宁，盐贩陈三丫头“称盖天王，公然旗帜”。③ 这支队伍的主要参加者是饥民，“海塘圮后，

禾田斥卤不能种植，居民不复粒食，因相从行劫，附之者日众”。变乱惊动了嘉兴和海宁太平天国当

局，太平军随即对他们展开抓捕行动。同治二年(1863 年)十二月，桐乡太平天国政府逮捕了三名“盖

党”，经审讯，录有如下供词:“我等本良民，饥寒所迫，故为行劫之计。……我等奉义而行，故所劫皆

至公无私，本系饥民，不劫则死，死固分内事，子欲杀，则竟杀之可也;若根究主使，则天神也，不可得

也;若诛党与，则随地皆在，不啻数万人，不可胜诛也。”④这番慷慨陈词很难想象是出自被太平天国定

性为“叛逆”的“盗匪”之口，但他们饥民的背景和为生存起身反抗的动机，又不得不为之增添一些正

义色彩。“盖天王”事件直观地反映了天灾人祸带给民众的苦难，以及太平天国占领地区由灾荒等因

素引发社会恐慌的状态。

三、物价飞涨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物价飞涨是当时经济生态的一个重要表

现。1860 年代太平军据守江南，物价持续走高。物价是通货膨胀的一面镜子，其中作为江南地区主

要粮食作物稻米的价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那个时代的物价水平。当然粮食价格的波动是否会

对民众日常生活造成影响，还要考虑家庭收入、银钱比价和当地其他物价水平等因素。民众收入情况

鲜见史料记载，但在一般情况下，战争期间的收入水平很难有可观增加，而清代中叶以来银贵钱贱的

趋势已经诸家学者证实，“百物咸贵”的描述常常见诸史料，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也是这样。例如在太

平天国治下的常熟昭文地区，“客商来往亦断绝”，“诸货昂贵甚，而缺物最多”⑤;猪肉价格也在上涨，

同治元年闰八月，猪肉每斤约 123 文⑥，不久即涨至“每斤二百文”⑦，当时苏州一带有“百文之狐裘勿

穿，千文之肉必食”之谣。⑧ 苏州吴江，“货物较前腾贵数倍”⑨，“百货腾贵”，“食物昂贵，从来未

有”。瑏瑠 湖州青果八鲜、鱼虾蔬菜、油盐酱醋“百物腾贵”，同治二年“豕肉斤四百钱”。瑏瑡 绍兴土著王彝

寿亦慨叹“市场物价腾贵，较平时倍蓰”。瑏瑢 那么粮食价格的高低则直接关系民众的生活质量。
清代形成有系统的粮价奏报制度，大部分数据因而得以保存，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粮价却多数

因战乱缺失。兹以咸丰五年(1855 年)至同治八年(1869 年)的 15 年为时间量，对苏南苏州、松江、常
州、太仓中米的最高价和最低价进行统计;对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籼米的最高价和最低价进行统计。
可发现，江南大部分地区的米价在咸丰十年前的五年间基本呈平缓的动态增长趋势，而在太平天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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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 17 册《日记之二》，岳麓书社 2011 年版，第 421 页。
《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为查明淮扬等属秋禾被灾情形请分别蠲缓等事》(同治二年二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 － 4967 － 010。《北华捷报》也有类似报道，见“Ｒetrospect of Events in North － China，

During 1862”，The North － China Herald，Vol． XIV，No． 649，Jan． 3，1863，p． 2．
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 711 页。
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 213、227、228 页。
佚名:《庚申(甲)避难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 211 页。
周鉴:《与胞弟子仁小崔书》，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 343 页。
陆筠:《劫余杂录》，《近代史资料》总 105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3 页。
沧浪钓徒:《劫余灰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以下简称《简辑》)(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59 页。
知非:《吴江庚辛纪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 4 号，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35 页。
倦圃野老:《庚癸纪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第 314、315、319 页。
民国《双林镇志》卷 32《纪略·杂记》，第 13 页 a 面。
王彝寿:《越难志》，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第 144 页。



争刚刚结束或者结束前夕米价达到或接近该时段同地区的最高值，战后米价逐渐回落。①

太平天国据守江南时期米价的部分情况在时人记述中保留下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清官方

档案缺载的遗憾。据时人记载、地方史志整理而成下表:

太平天国治下江南七郡粮食均价表

地名 战前 战时均价② 战后 幅度 1 幅度 2

苏州 2． 00 3． 98—5． 31(6000—8000 文) 3． 50 99． 00%—165． 50% 13． 71%—51． 71%

常州 2． 05 6． 64(10000 文) 3． 30 223． 90% 101． 21%

松江 1． 90 6． 64—7． 97(10000—12000 文) 4． 35 249． 47%—319． 47% 52． 64%—83． 22%

杭州 2． 38 6． 64—7． 97(10000—12000 文) 4． 00 178． 99%—234． 87% 66． 00%—99． 25%

嘉兴 2． 10 6． 64(10000 文) 3． 90 216． 19% 70． 26%

湖州 3． 11 6． 64—7． 97(10000—12000 文) 4． 90 113． 50%—156． 27% 35． 51%—62． 65%

绍兴 3． 64 9． 96(15000 文) 3． 92 173． 63% 154． 08%

注: 战前和战后数据以《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中数据缺失前后的清廷奏报之中米 /籼米最高价为准;幅度 1
代表战时较战前涨落幅度，幅度 2 代表战时较战后高低幅度;银钱比价为 1506;单位:每仓石以两计。战时均价数据

所依资料如下，出处、版本与文中其他各处相同:

苏州常熟:《鳅闻日记》页 339、350;《漏网喁鱼集》页 42;《与胞弟子仁小崔书》页 343;《自怡日记》页 103、120、
123;《庚申(甲)避难日记》页 239。

苏州吴江:《庚癸纪略》页 321。
苏州吴县:《虎窟纪略》页 41—42;《野烟录》(《简辑》［二］)页 178。
常州宜兴: 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卷 5《武事·咸丰同治年间粤寇记》，页 14a—b。
松江青浦: 光绪《青浦县志》卷 29《杂记·祥异》，页 14a。
松江奉贤: 光绪《奉贤县志》卷 20《杂志·灾祥》，页 26a。
松江上海: 同治《上海县志》卷 30《杂记一·祥异》，页 21a;《自怡日记》页 123。
杭州:《避寇日记》页 75、76、86、193;《自怡日记》页 92、123。
杭州海宁:《花溪日记》页 698、703、704、706、708、714、717。
嘉兴桐乡: 光绪《桐乡县志》卷 20《杂类志·兵事》，页 8b、9a。
嘉兴秀水:《避寇日记》页 59、164、121、126、141、142、145、139、160、175、205。
湖州:《自怡日记》页 70;《避寇日记》页 76;《俭德斋随笔》(《太平天国》［六］)页 760—761;《劫余杂识》页 321;民

国《双林镇志》卷 32《纪略·杂记》，页 13a;民国《南浔志》卷 45《大事记四》，页 5b。
绍兴:《避寇日记》页 126、174;《越州纪略》(《太平天国》［六］)页 770。

结合上表，比对战争前后的粮价水准和趋势，可推断太平天国据守江南时期各地米价达到相对时

间量内的峰值，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前后物价指数的变化曲线与米价趋势呈正相关。
以物价飞涨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给百姓带来极大恐慌，时人以“人心皇皇”四字形容。③ 经济

危机对民众生活造成的影响，很难完全依靠一组枯燥的数字深入了解，而战争亲历者的切身感受，却

是对当时经济危机最直白的控诉。常熟地主周鉴于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三日在给胞弟的信中写道:

“两年来日非一日，两餐一点改为一粥一饭，米六麦四，所谓饧糆饭也，虽长夏亦然。所恨者米贵总在

天长时也。……早饭烹素菜一簋，晚间天暖，只烧开水以泡冷饭，天寒泡饭合粥，即以早间所剩之菜，

不另烹菜也。……今春以来非遇祭先不买荤，平日小荤亦不买。”最后，周鉴以“非独我无钱，无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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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第 10、13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据彭凯祥的估算，1860 年江南银钱比价为 1631 文兑换 1 两，1861—1863 年均为 1506 文，1864 年为 1430 文。

见彭凯祥:《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3 页。
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 139 页。



贵也”，总结造成自己凄惨生活的原因。① 差不多在同时期，乌程李光霁家也“绝米三日，磨麦作饼饵

啖之”。② 常熟秀才龚又村和他的妻子到处奔波，只为向比他境况稍好的地主邢湘舟和陈霭亭“籴

麦”、“办豆”，“杂入饭中御穷”，而他们却“不惯粗食”，只好“食豆吐壳，食面去肤”，勉为其难。昔日

锦衣玉食的富家大户，如今也只能发出“谁能堪此”的慨叹③，而穷苦百姓的生活，在时人著述中，则随

处可见“饿莩盈野”的记载。

四、恐慌之源

战争、灾荒瘟疫和物价飞涨等共同引发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大恐慌。然恐怖之

源，与其说是民众对战争的恐慌，毋宁说是民众对太平军恐怖形象的恐慌。民众对太平军的恐惧，在

太平军未到之时就已蔓延，如嘉兴、常熟、吴江、海宁、绍兴等地均见有百姓称太平军为“瘟毛”的记

载。④ 民众心中太平军恐怖形象的定型，主要有先天性、后天性和其他心理因素三个层面因素。
(一)先天的排斥和抵制

江南地区浓厚的儒家传统文化和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忠贞观念、宗族意识，使民众对起身穷乡

僻壤，以异端宗教武装起来的叛乱者，具有先天的优越感和排斥、抵制乃至敌视心态。太平军兵临之

时，民间自杀殉难的风潮正是正统、忠贞观念的直观反映。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后，民众“进贡”的政治

性意义凸显，以及设治建政、编发门牌、开科取士、推行以禁毁偶像和反孔非儒为主的移风易俗改革，

除政策本身蕴含独特的宗教意义，实际还是欲向世人宣扬奉天承运、王朝正统。但由于江南社会先天

排斥和抵制的强大惯性，拜上帝信仰在社会实践中逐渐淡化或被同化，在与正统文化的争锋中渐败。
这种先天性的思想心态就是民众对太平军先天恐惧的意识形态根源。

(二)后天“观念对立”的形成

1． 清廷的政治宣传攻势

太平天国缺乏对舆论宣传和思想动员主动权的掌控。太平军一般以“出榜安民”的形式进行政

治宣传，告示首先要宣扬王朝正统，顺天伐暴，丑化清政府，号召民众投身反清大业。但此类宣传缺少

政治和思想文化认同，宗教思想的宣教力严重不足，没有指出拜上帝的本土性实质。尽管洪秀全一再

标榜拜上帝并非“从番”，但却只是依靠宗教解释宗教，缺少现实关怀，反而激发了民间社会视之为

“洋教”和“异端”的逆反心理。文告的内容大多没有充分说明太平天国“顺天”的正统性和“伐暴”的

正义性，只是以含混的宗教语言生硬地灌输民众“各安恒业”“及早进贡”“照旧纳粮”的义务，并附以

恐吓。在后期，宗教宣传和政治宣传的宗旨基本以为经济服务为中心，大肆倡言刍粮所出，不能不随

时随地取给于民间的歪论，引起百姓普遍反感。太平天国在思想宣传方面所做的重要突破是发明了

口传教育的新形式———“讲道理”，其实践经常而普遍。在文化水平整体较低的乡村地区原本可以发

挥更大的舆论导向作用，但这一形式的功效也受到宣讲内容的局限，和出榜安民一样，“讲道理”的宗

教教育和思想教育功能逐渐被为经济服务的现实功能所取代。
太平天国在思想舆论领域落败的另一关键因素是最终失去了大众舆论的领袖———知识分子群体

的支持与合作。咸丰四年(1854 年)夏到访天京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官员麦华陀意识到:“士大夫阶

层构成了整个中国社会体系的中坚，是大众舆论的领袖，民众一向乐意和信任地团结在其周围，对于

他们，叛军不是用心地争取其归顺，而是宣布他们的荣誉头衔无效和非法，抨击他们所珍爱的古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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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焚毁他们的公共藏书地，使它们变成了自己的敌人。”①

早期太平军转战湘桂途中发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檄》《奉天讨胡檄》《救天生天养中国人民

谕》三篇檄文，可称作太平军书面形式思想动员的最高水平。但檄文宣扬的民族大义很快就被曾国

藩《讨粤匪檄》展现的“卫道辟邪”的文化张力所淹没，时人反馈《讨粤匪檄》引发的社会影响和思想

共鸣:“我师讨贼檄，卫道辟邪，实为盛世昌言，功不在孟、韩下，每为同志者诵之，静者流涕，动者击

柱，其感人之深如此，想忠谋至计，必能早为之所也。”②

清廷还以所谓“从贼中逃出”者亲历之“被害情形”制作成一些政治宣传品在民间广为散发，像《金

陵被难记》痛诉太平军“恶行”，号召“富者捐财，贫者效力，同心团练，豫助官兵”。③ 另外，还在“解散胁

从”方面大做文章。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廷发布上谕:“所有江苏、浙江、安徽所属被贼占据各州

县，应征本年新赋及历年实欠在民钱粮，著一律豁免”，“被贼裹胁良民”“准其自拔归来”“予以自新”“胁

从罔治”。④ 同治元年七月十九日再发上谕:“着各督抚刊刻誊黄安抚陷贼难民”，除“甘心从逆”者，“其

余一切为贼所陷者，概予免罪”。⑤ 清廷屡有“胁从罔治”“豁免钱粮”“旌表恤典”“增广学额”“因功授

赏”之谕，形成了配套的分化政策。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在安徽祁门军营中编写“解散歌”，宣扬“八不

杀”，承诺“我今到处贴告示，凡是胁从皆免死”，“人人不杀都胆壮，各各逃生寻去向”，“每人给张免死

牌，保你千妥又万当”。⑥ 两相对照，清廷的宣传策略重视心理攻防，比太平天国高明得多。
2． 亲历者的传述和时人所记

有亲历者逃回乡里后在酒楼、茶肆等公共空间传播“长毛做不得，不如行乞”的论调⑦，痛陈在太

平军中生活艰辛。乘间逃出的人们以“被掳”“思痛”“生还”“余生”“复生”“隐忧”等名义留下了大

量文字，不仅对当时人的思想产生震动，如今也均已成为这段记忆的“见证”。
时人笔下对“厉鬼”“阴兵”之类恐怖异象的记载也加剧了社会恐慌。无锡余治绘有一幅“愁云泣

雨神鬼夜号”图，记雨夜中死无葬身之地的无头厉鬼和狰狞幽魂四出游荡哭嚎，并且确信“今则往古

之事，一一见于目前，觉古人真不欺我”。⑧ 赵烈文也记咸丰三年正月常州“各乡俱有阴兵之异，初至

声如疾风暴雨，燐火杂沓中，复见戈甲旗帜之象，其来自溧阳、宜兴，由西而东，每夜皆然”，还宣称“咏

如、才叔皆目击之”。⑨ 百姓对死后变为厉鬼游魂的畏惧无疑增加了他们对太平军的恐惧。直到战争

结束后近十年，苏州百姓仍对咸同兵燹心有余悸，有人还看到太平军“阴兵”“夜闹通宵，鬼火磷磷”，

“火光中有兵马人影……开枪炮并击铜锣，竟莫能息”。瑏瑠

总之，当时人对太平天国事的书面和口传信息，形成了战时社会妖魔化太平军形象的舆论主流。
而有些倡言太平军正面形象的文字作品被迫以贬义词冠名传播，如刀口余生( 赵雨村) 的《被掳纪

略》，初名《太平纪略》，据作者本人称“因避清朝的迫害，改为‘被掳’字样，记事立场亦加以变更。惟

于当时太平军的制度、法令及英勇杀敌各史实，则照实记述”。瑏瑡 所以迫于政治形势，亲历者传述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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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简辑》(三)，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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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口余生:《被掳纪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太平天国资料》，知识产权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95 页。



人所记太平军形象难免有不实之处。
3． 匪盗的乔装栽赃

土匪、盗贼乔扮太平军设卡收税、抢劫滋事、杀人放火的事例很多。在常熟，“每有聚众恃强，口

造谣言，身冒长毛，哄到巨宅，假势骇人，叫哗雷动”①;在海宁，“土匪扮长毛，夜劫花溪大坟头迁避

家”②;在嘉兴，“皆土匪私立关卡，并非长毛令也”，“有无赖子伪设长毛卡勒索客船税……盖狐假虎

威往往而然也”③;乌青镇有“不逞之徒，乘间窃发，土棍枪匪皆冒长毛名目，持械吓逐”，结果造成居

民惊恐逃避，“溺死、跌死、践踏死、劫杀死者，盈千盈百”④;在吴县，“新郭乱民牛皮糖阿增等共十余

人，伪扮长毛，昏夜入人家劫掠”⑤;在太仓，“贼至乡不过十余人，黄旗，红绸扎额，并非的真长发”。⑥

可见在社会失控时期，土匪、盗贼的破坏性极大，浙江黄岩民间流传着“长毛如篦，土匪如剃”的歌

谣。⑦ 匪盗冒充太平军行恶，易被民众误认。
4． 天灾的人为归宿———“红羊劫”
古人谓丙午、丁未是国难发生之年。天干“丙”、“丁”阴阳五行属火，色赤;地支“午”、“未”生肖

为马和羊，故有“赤马”“红羊”劫之说。太平天国并非起事于丙午(1846 年) 或丁未(1847 年)，但其

发端之上帝教成型于此间，组织逐渐完善(“天父”、“天兄”相继下凡传言)和起事准备日趋成熟的戊

申年(1848 年)也与之临近。在文人著述和官方报道中，“首逆”洪秀全和杨秀清并列而称“洪杨”，因

姓氏音近，时人常将太平天国“洪杨劫”附会为“红羊劫”。再加上当时流行的谶语也习惯性地将太平

天国比附为灾难，身受战争创痛的民众很自然倾向于认为天灾频现是上天对人祸的降罪，从而形成疏

远和恐惧太平军的心态。
一般来讲，妖魔化太平军的谣言主要有三种源流:一是出于敌对，恶意中伤诽谤;一是源于民众敏

感神经或紧张心态的误传;一是匪盗、游民、无赖和散兵溃勇等欲趁乱滋事而生。三类谣言均会造成

社会恐慌。民间社会则根据这些讹传形成了关于太平军蓝眼睛红头发的妖魔形象，给大众行为选择

带来了负面导向。
5． 太平天国社会战略的展现

太平天国在其占领区(特别是后期在苏南、浙江)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推行的一

系列政令，向世人展现了太平天国进行国家建设的社会战略，然而社会战略实践的失误和弊病却使民

心益失，增加了民众对太平天国的恐惧。如“愚民、贫民亦望贼来既可不纳佃租，不完官粮，并可从中

渔利，则有望风依附者”，⑧而后太平天国却间杂并行“着佃交粮”、“招业收租”和“代业收租”。此令

一出，“以贼之征伪粮如此之苛，佃田者已不堪命，而又欲假收租之说以自肥，真剥肤及髓矣”，佃农遂

有“欲求仍似昔日还租之例而不可得”的失望情绪，甚或“攘臂而前”⑨，酿成民变。太平军将之镇压，

最终“人情大变”瑏瑠，激化了本已极端复杂的社会矛盾。
再如，尽管太平军当局一再严令整饬军纪，但仍然大量存在“打先锋”、“屠灭”和“掳人”的现象，

咸丰十一年六月太平军追杀常熟抗粮之民，劫掠市村五处，时人称“乡人从此心死”。瑏瑡 在湖州，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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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太平军动辄打先锋，波及无辜，“自是人始知贼不足恃，乃相率迁徙，或东向，或南向，或为浮家泛

宅”。①

在地方行政方面，太平天国力图摒除清朝漕政旧弊，严禁收税人浮收勒折，但因缺少地方社会管

理经验，过多倚靠地保、胥吏之类充当乡官，在具体执行中浮收舞弊和行政腐败现象仍然不断滋生，甚

至激变良民。如咸丰十一年春，浙江嘉善监军顾午花和陶庄举人袁某，“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

三石、四石不等”，“皆为乡人所杀，而顾死尤酷，裂其尸四五块”。②

太平天国排斥古人古书，在民间严禁偶像崇拜、祖先崇拜，倡导留发易服、历法改革、婚丧礼俗改

革等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在城市实行男女分营的社会组织和限制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政策，这些大多

与国情严重脱节;加之操之过急、手段激进，与传统激烈冲突，远远超出民众的心理承受力，这也加重

了人们对太平军的排斥和恐惧心理。
在太平军到来之前，民众已经形成的思想观念对立和恐慌心态很难为太平军左右，可变性小;而

太平天国社会战略的偏差和弊端是太平天国的主观作为，具可调控性。在实践中，太平天国却自我孤

立，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太平军的恐慌，最终使“妖魔化”的太平军形象定型。所以，后期太平天国

“人心冷淡”的现实③，不仅是在军中、朝内，在民间亦是如此。
(三)其他心理因素

除对立心态外，求生求安和从众心态也可能增加社会恐怖气氛。求生求安，是民众在乱世中最基

本的诉求。迁徙逃难、被迫落草为寇、加入民团，均有民众求生心理的作用。在战乱纷起的年代，百姓

求生求安的欲望，推动了暂时群聚效应的生成。咸丰十一年夏秋间，数万民众扶老携幼避入浙江诸暨

包村，倚仗村氓包立身的“邪术”救世，最基本的愿望就是能生存下去。④
民众对太平军，部分恐慌行为内包含的立场对立并不明显，民众参与其中仅是从众心态驱使，可

能存在盲目跟风。在海盐菜农沈掌大领导的规模达万人的民团队伍里，相当数量的参与者是因恐惧

而被裹胁。⑤

五、结论

太平天国时期，民众迁徙避乱和自杀殉难是战时社会恐怖氛围的两个重要反映，它们与灾荒瘟

疫、物价飞涨等社会经济危机的历史样态共同构成了太平天国战争主要波及地区民团、民变、土匪、盗
贼、会党、教门等社会不安定现象频发的社会生态背景。

战争、灾荒瘟疫和物价飞涨等共同引发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大恐慌。而灾荒、瘟
疫这样看似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的客观现象，其实与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⑥，至于通货膨胀的发

生则与战争的相关度更高。灾荒、瘟疫和物价之间也有关联，如太平天国江南占领区米价的变动情况

存在一个共同规律，即在同治元年夏间米价达到一个相对峰值，而此时正值江南灾荒、瘟疫同期肆虐

之际。在这三方面因素中，战争显然是诱发社会大恐慌的直接原因，然恐慌之根本在于民众对太平军

恐怖形象的恐慌。
民众对太平军形象的恐惧，这里既有先天立场和观念的排拒，也有在政治宣传、时人传述、匪盗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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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光绪《乌程县志》卷 36《杂识四·湖滨寇灭纪略》，第 23 页 a 面。
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 45 页。
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二)，第 540 页。
参见 James H． Cole，The People Versus the Taipings:Bao Lisheng’s“Ｒighteous Army of Dongan”． 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1．
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 680、681 页。沈掌大事，又见民国《澉志补录》，

《人物》，第 32 页 a—b 面;光绪《海盐县志》卷 18《人物传·孝义》，第 85 页 b 面—第 87 页 a 面;浙江采访忠义总局编:

《浙江忠义录》卷 5《沈掌大传》，同治六年刻本，第 12 页 a 面。
参见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康沛竹:

《战争与晚清灾荒》，《北京社会科学》1997 年第 2 期。



赃、谶语谣言和太平天国社会战略弊端等多项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后天观念和利益对立，同时也存在求

生求安和从众的心态因素。
需要补充的是，既然社会恐慌和当时太平军恐怖形象的形成并非只是太平军主观作为所致，那么

在区分咸同兵燹之责时，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太平军一身。在明确太平天国统治政策中的负面因素给

民众留下战争创痛的同时，还应看到交战主体的其他方面，如清军、团练、外国雇佣军、土匪等的害民

之举。像桐城百姓对当地的团练局恨之入骨，称“逼捐十棍”曰“十鼠”，“皆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①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所藏金念劬《避兵十日记》主要记录了太平军到来前夕，苏州、昆山等地清朝

败兵溃勇的劣迹。金氏自苏州逃难昆山途中没有见到一个太平军士兵，却几乎无日不受溃兵骚扰，故

其言“是则败兵之罪实浮于贼，予此记不曰避寇而曰避兵纪实也”。② 金氏的评判是结合自身长期观

察和切身体验所得，符合实际。所以当时有百姓传曰“贼过如篦，兵过如洗”③，而总体来看，太平军军

纪实态的一般状况较清军、团练为良，这一点在评判太平天国功过时自须正视。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7M62048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 晨(1986 － )，男，山东滨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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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anic in Jiangnan Area during the War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Concurrently Talk about the Causes of the Horrible Image of the Taiping Army
LIU Chen

(Department of Histor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war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a social panic unrest which caused a large loss of population
spread rapidly all over the Jiangnan area． The two important characterizations of social terror were refuge and suicide，which
caused by warfare，famine，plague and soaring prices． The cause of social panic lay on the Taiping’s horrible image． Generally，

the people’s fears of the Taiping army were accountable for many reasons as following:congenital antagonism;acquired antago-
nism in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propaganda，record at that time，bandits’backstab，rumor，prophecy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social strategy;in addition，the survival and group psychology．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the Taiping cannot be totally
blamed for the war responsibility which is just like that the Taiping’s subjective action is not the unique reason of the social
panic and Taiping’s horrible image． Besides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destruction caused by
the Qing army，Tuan lien，mercenary troop and bandits，which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when giving judges on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Taiping．

Key words:Taiping Heavenly Kingdom;social panic;Taiping Army;horrible image;Jiangn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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