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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与中华民国的丧葬改革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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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 世纪中后期、20 世纪前期的中国正处于“传统国家的崩溃”与新的国家出现时期。这一崩溃与再

造的过程，不仅体现在制度与经济方面，同样波及到服饰、语言、风俗等社会生活领域。就丧葬习俗而论，近代中国社

会的丧葬礼俗，经历了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两次大的改革，最终较为成功地过渡到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式丧礼。太平天

国丧葬改革的失败与民国政府丧葬改革的成功，证明移风易俗、丧葬改革成败与否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局势、政权、政
策、执行力度等政治层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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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社会的丧葬礼俗，蕴含了“礼”以及

“礼”派生出的“孝道”思想。孝道思想成为后世厚葬

的依据，厚葬则成为传统丧葬礼俗的核心。传统中

国社会的丧葬礼俗，在近代中国社会两次大规模的

政治变动面前，黯然失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近 代 中 国 的 丧 葬 改 革，学 界 研 究 成 果 颇

多。①但是学界多孤立地对某一时期的丧葬改革进行

考察，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宏观把握。因此，关于太平

天国丧葬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一般以文化冲突加

以解释; 至于民国时期丧葬习俗的研究，相对比较缺

乏。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太平天国丧葬改革的失败与

民国政府丧葬改革的成功，进一步揭示太平天国丧

葬改革失败的原因和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对传

统中国社会崩溃的重大影响。

一、天堂之路，禁用棺木
160 年前，金田起义的号角吹响，太平军从贫瘠

荒芜的紫荆山，一路高歌猛进，打下南京，改名天京，

定都于此。
为了向世人宣布奉天承运、王朝正统，太平天国

天王洪秀全首先重刻《天条书》，其中包括丧葬条规:

“升天是头顶好事，宜欢不宜哭。一切旧时坏规矩尽

除，但用牲馔茶饭祭告皇上帝。”［1］( P． 77) 太平天国规

定:“凡军中兵士打仗升天，此是好事，不准哭泣。缘

是人有志顶天，已随天父到大天堂享万年之福，何用

哭也! 凡军中兵士无故升天，亦是好事。所有升天

之人，俱不准照凡情歪例，私用棺木，以锦被绸绉包

埋便是。”［2］( P． 229)

太平天国在洪秀全领导下，在直接控制的苏浙

等地大力推行其依照“拜上帝”思想制定的各种政

策。这些地区民众的死亡之路在“禁止用棺”的丧葬

政策下开始发生变化。
太平天国丧葬法令的贯彻，首先表现在太平军

对棺木的大破坏上。太平军东征西讨，每破城池，便

大范围搜集、抢夺棺木，用棺木作攻城作战的器械。

—87—

［收稿日期］2011 － 08 － 20
［作者简介］刘 平( 1962 － ) ，男，江苏苏州人，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

刘 晨( 1986 － ) ，男，山东滨州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关于太平天国丧葬问题的研究，主要成果有: 李文海:《太平天国社会风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

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常发: 《太平天国的丧礼改革》，《新民晚报》1964 年 7 月 18 日; 李文海: 《太平天国的丧礼改

革》，《文史知识》1984 年第 11 期; 严昌洪:《太平天国礼俗改革述评》，载王承仁主编: 《太平天国研究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年; 朱薇:

《浅析太平天国之禁棺葬》，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关于民国时期的丧葬改革，主要成果有: 严昌洪:《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

与演变》，《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



太平军至镇江，“伪以棺葬城外，其中实炮，悉对城开

放云。又贼破城，每用棺木堆高而上”［3］( P． 493)。太平

军攻苏州，“聚柩城下，积高数丈以越城，守陴者掷火

烧之，骨肉灰烬，此目击其惨尔”［4］( P． 155)。搜掠来的

棺木竟能垒高至数丈，环城而攻，数量应是相当可观

的。
除了被用作攻城的云梯，还有大批棺木被烧毁。

《金陵纪事》记载，太平军“将南京各处空棺劈烧殆

尽”［5］( P． 75)。时人记载太平军在浙江嘉兴莫家泾放

火，“风火俱烈，延烧十余里，至陡门以西而止。……
草地棺木被焚者不知凡几。塘南地方……棺木被焚

者亦无算”［6］( P． 157)。
更为过激的举动，便是太平军对死去尸体的凌

辱。常熟龚又村在日记中写道:“闻王巷浜张约园上

舍荫槐家被贼焚掠，甚至新停三柩被劈戮尸，恐藏银

也。其丧心昧良如此”［7］( P． 30)，“若丁常博凤池死未

终七，被贼撬棺戮尸”［7］( P． 52)。太平军为了得到棺

木、从棺木中搜寻财宝，或是报复侮辱死者家属，毫

无顾虑地“撬棺戮尸”、“劈棺戮尸”，不仅有辱尸身，

更激起生者强烈的愤怒和抵制。时人作《发停棺》诗

痛骂:“贼来劈棺如儿戏，众棺齐开见残骴; 剑芒凛凛

照夜台，搜索冠裳与簪珥。可怜白骨刀下嫠，阴云惨

淡阴风悲; 有罪无罪谁得知，生保首领死戮尸。戮尸

心何忍，暴露蟠蛇蚓，孝子慈孙徒悲悯。”［8］( P． 455)

太平天国的上帝信仰，奉天父上帝为独一真神，

摒弃多神崇拜、偶像崇拜，斥其他一切偶像为“妖”、
为“魔”。所以，丧葬做佛事的习俗也在被禁之列。
据载:“( 梅家洲) 乡下庙宇尽行拆毁，……父母死，禁

不得招魂设醮，而祗园佛子，缁衣道流，一并在劫中

矣。”［9］( P． 136) 有人评论道: “民间死丧佛事都不敢举，

虽属渺茫之事，然□家有无，所以歆动孝子，聊伸追

报之情者，亦不可废。从宜从速，王道本于人情，圣

人所弗禁也。相沿已久，岂能遽废? ……真有‘文武

衣冠异昔时’之叹。”［10］( P． 166)

太平军入苏、浙，摧毁了苏南、浙江地区延续上

千年的棺葬产业，棺木数量大幅下降，价格大涨，甚

至富豪士绅也是一棺难求。龚又村记长女缢死情形

云:“人来言黄婿被掳，长女缢死桂树下。……自悔

联姻城内，致此惨变，死无棺敛，葬无冢埋，予愧慈父

矣，尚忍言哉。”［7］( PP． 48 － 49) 吴江柳兆薰往探族兄丧事

时发现，“虽因时事艰难，一应减省，然杂乱无章，未

免俭不中礼，惟棺木生江处办，廿一洋一千，尚属楚

楚。……诸事草草，不成体统。”［3］( P． 157)

可是事情远非想象的那般容易。早在太平天国

定都天京前，就有不少官宦士绅吹响“捍卫礼教”的

号角，宣称“为孔子孟子而战”。面对禁止棺葬的法

令，他们批评太平天国灭绝血亲人伦，搅扰故去者灵

魂的安息之所，结成一股巨大的反作用力，将传统文

化习俗的惯性，发挥到最大化，以对抗太平军。到太

平天国后期，“禁止棺葬”的法令已变得苍白无力，传

统丧葬礼俗在太平天国辖区内悄然恢复。
这场对中国传统丧葬礼俗的挑战，最终以洪秀

全的死和太平天国的覆灭而告终。同治三年四月廿

七日( 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四月十九日，1864 年 6 月

1 日) ，金陵城里的洪秀全，以黄龙缎袱裹尸，死不用

棺，结束了自己 51 岁的悲壮生涯。

二、文明丧葬之风开启
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标志着传统中华帝国在

政治上的全盘崩溃。但是，传统帝国的崩溃，绝不仅

仅局限于政治军事领域，社会生活领域的变化也十

分明显。辛亥革命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加

大在社会习俗方面的改革力度，在丧葬习俗方面也

进行了深刻全面的变革。
太平天国失败后，晚清丧葬礼俗在西学东渐等

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并没有回复到既往的形态，而是

日趋简化。民国肇始，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首先

将清王朝丧葬制度加以废除，使传统丧葬礼俗发生

了巨大变化。对清代颁行的凶礼，除紫禁城里的逊

清小朝廷，举凡皇帝丧仪、皇后丧仪、贵妃等丧仪、皇
太子皇子等丧仪、亲王以下及公主以下丧仪、醇贤亲

王及福晋丧仪以及品官丧礼等均一概废止，仅有士

庶丧礼仍有保存。［11］( PP． 344 － 345) 南京临时政府还试图

对丧服和丧礼进行改良，但由于其存在时间比较短，

政府所孕育的巨大活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便倏然

消逝在历史长空中。可是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南京

临时政府，最终使得新式丧礼具有合法地位，为以后

民国政府继续改革旧式丧礼、推行新式丧礼奠定了

基础。
民国初年，民间丧葬礼仪开始发生变化，例如在

北京，“效西俗者，则以黑纱缠臂为服，一扫历来斩衰

期功缌麻之制”［12］( P． 1136)。在丧礼仪式上，“男女可

暂用旧式丧服，亦可仍用平时礼服，惟男子左臂围以

黑纱，女子胸际缀以黑纱结”［13］( P． 14)。除此之外，刊

登讣告、设立吊唁处、送花圈挽联等礼节也开始流

行，与今天无异。
这些丧葬方面破旧立新的举措，往往体现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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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西、中西结合、新旧交错的时代特征，最终促使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在丧葬改革方面推出新政，其最

初举措就是军葬、国葬制度的确立。1913 年，北京政

府颁布《海军丧礼条例》和《战场收拾及战死者埋葬

规则》，其内容比清代的品官丧礼节俭许多。1916 年

12 月 18 日，北京政府又公布《国葬法》，其中规定，对

于有特殊功勋的人，可举行国葬典礼，有关机关团体

和各界人士分别以下半旗或佩黑纱的方式表示哀

悼。
北京政府时期，政府倡导引进新风，改良旧俗，

社会上的新派人士积极鼓吹、推行。当时丧葬改革

最为显著的形式是开追悼会。追悼会是一种新生事

物，北京政府礼制馆编定了追悼会条例，规定追悼会

仪式秩序为: ( 1) 摇铃开会; ( 2) 奏哀乐; ( 3) 献花果;

( 4) 奏风琴，唱追悼歌; ( 5 ) 述行状; ( 6 ) 读哀祭文;

( 7) 奏哀乐; ( 8) 行三鞠躬礼; ( 9) 奏风琴，唱追悼歌;

( 10) 演说; ( 11 ) 奏哀乐; ( 12 ) 家属答谢，三鞠 躬;

( 13) 闭会。
北京政府礼制馆还编制新丧礼礼节，其中部分

内容吸收了西式礼仪: “吊丧来宾男子左腕围黑纱，

女子胸际缀黑纱结; 吊仪除挽联、挽幛、香花外，还有

花圈; 讣文除通告戚友、宗族外，并可登载日报; 灵前

供奉亡人照影、陈列香花等件; 吊奠用鞠躬礼取代跪

拜; 丧礼以肃静为主，不用鼓乐; 衣衾、棺椁之事宜称

家之有无，量力行之; 官吏居丧，其服制与 人 民 无

异。”①北京政府丧葬改革的力度并不激进，加上与当

时社会喜好“文明风气”的氛围相呼应，因而取得了

比较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个新丧礼方案是一个过渡

性方案，但是在民间产生了一定影响，上海甚至开始

出现殡仪馆和火葬现象。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经过长达数

10 年的纷争动荡，终于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南京

国民政府加大了在丧葬方面的改革力度。
第一，颁布《国葬法》。1930 年 10 月 7 日，立法

院公布《国葬法》。
第二，制定追悼会制度。国民政府规定，对有功

德于社会国家者，在举行国葬、公葬或私葬的时候，

可集众举行公祭。［14］( P． 455)

第三，制定新丧礼。国民政府制定了《礼制案》，

其中的《丧礼草案》附则规定: 1． 殓服: 礼服或军服。

附身以衾为限，不得用金玉、珍玩; 2． 丧服: 白衣、白

冠; 3． 旧俗所用僧道建醮，一切纸扎冥器，龙杠、衔牌

及旗锣伞扇等一概废除; 4． 纪念死者可用遗像; 如用

神主，题主旧礼应即废除; 5． 丧事从俭，奠仪、挽联、
挽幛、赙仪、花圈为限，锡箔、纸烛、纸盘、冥器等物，

一概废除。充分体现了“专注矫正奢侈，破除迷信，

提倡质朴”的精髓。［14］( P． 38) 另外，1935 年 3 月，国民

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制定的《倡导民间善良习俗实施

办法》和 1936 年 10 月行政院公布的《公墓暂行条

例》中都提出了火葬的内容。虽然终民国时代，火葬

制度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但以政府条例的形式做

出规定，已经是大的突破。
第四，公墓制度的推行。1929 年 4 月，政府颁布

《取缔停枢暂行章程》，规定所有厝棺和田亩内之坟

墓均迁葬公墓。取缔停柩，设立公墓，对改善城市环

境、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

为进一步变革丧葬习俗奠定了基础。
第五，反对厚葬久丧，提倡薄葬短丧。新生活运

动促进会还专门制定了一个关于丧礼改革的规定，

其中包括丧家不设酒令、讣告不乱发、诵经斋者时间

不得过长、举殡废除不必要的仪仗等条例。
辛亥革命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

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丧葬礼俗进行了改革。虽

然在新旧丧葬礼俗并存的情况下，旧丧的普遍情况

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但是，新丧的可行性已经

深入人心，“新的丧礼观被部分人接受，并不断向民

间渗透，它最终必将引起丧葬礼俗普遍的和根本性

的变革”［15］( P． 151) ，必将成功过渡到具有现代特征的

新式丧礼上。从这一点来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

的丧葬改革是成功的。

三、两次丧葬改革成败探因
在太平天国严厉的丧葬法令面前，在社会经济

大衰退、政局严重不稳定的情况下，仍然有不少人为

寻求棺木，“抛头颅、洒热血”。因此有人把太平天国

丧葬制度乃至整个移风易俗改革失败的原因归于传

统风俗文化的惯性，即所谓民族心理定势或民俗稳

定性。但人们忽视了中国民俗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

相当大的变异性，比如旧俗的消亡。尤其是 19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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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0 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

期，民俗的变异和旧俗的消亡表现得尤为明显。
按照孔飞力的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处于“传统国

家的崩溃”时期。地方士绅、传统名流趋于解体，他

们再也无法沿着传统的路线重新组建一个统一而有

效的政府。当时的中国人也领悟到这种变化，李鸿

章曾惊呼:“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太平天国到中华民国，这一时期的政治变动

异常剧烈( 比如其间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清末

新政) ，社会生活领域的变化也是十分明显的。服

饰、语言、风俗，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留给中国人

的几乎都不是我们祖先曾经拥有的东西。就我们讨

论的丧葬这一方面而言，晚清时期的丧葬礼俗先是

受到太平天国的冲击，随之是西学东渐的影响，其内

容日趋简化。到了民国时期，政府对丧葬的改革力

度加大，人们学会了带黑纱、送花圈、开追悼会，与往

昔充满“迷信”色彩、繁琐内容的丧礼情形迥异。
太平天国占据的江浙地区，人们准备三尺绸绉，

要比预备敦实昂贵的棺椁更加便捷( 与战争环境的

强制性有关) ; 再加上当时战争、瘟疫、饥饿等原因造

成的人口大量流失，使太平天国的丧葬法令在客观

上有了生存的空间。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是

由牧师祷告、诵念圣经，再用红、黄绸缎包裹遗体的

简单步骤，也显得过于复杂、奢侈，白布、草席裹尸，

一埋了之，经济方便，甚至可以逃避太平天国强加的

信仰。敢于冒死寻求棺木的人，属于少数有钱的士

绅阶层，普通百姓并不具有这样的条件。太平天国

的管理者，由于限于局势，无法过多关注社会改革，

因此棺葬和绸绉葬都不具备实行下去的经济环境。
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要归因于战乱局势。战

争造成人口与财富的大量损失。人口损失本身就是

财富丧失的一种表现，因为人口意味着赋税。战争

还需要支付军费，后期太平天国仅李秀成、李世贤等

人手下就有百万大军，维系浩大的军队，需要饷银。
另外，后期太平天国政权的腐朽，连它的“总理

王大臣”洪仁玕也不得不承认: “( 百官) 动以升迁为

荣，几 若 一 岁 九 迁 而 犹 缓，一 月 三 迁 而 尤 未

足。”［16］( P． 94) 直到天京城破，还到处是未竣工的王府。
太平天国中央政府的“积贫”状况可见一斑。相对于

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是当时中国的合

法政府，在全国推行社会改革，要比局促于狭小地

带、四面强敌环视的太平天国有利得多。
造成太平天国丧葬制度宣告失败的政治因素，

还有太平天国低效的政权建构。首先是太平天国地

方控制的脆弱性。太平军“已经成功地把清代的地

方行政长官赶出有城墙的城市，但却不能摧毁农村

名流的地方团练集团”，“太平军的控制很少能越过

行政城市的城墙”［17］( PP． 200 － 201) ，他们几乎没有在农村

建立起一块比较稳固的区域。实际上，太平天国对

城墙内部的控制，也并不稳固。在战争不断、经济凋

敝的社会环境中，又怎能保证丧葬法令在农村人口

占多数的国度里贯彻下去呢? 虽然辛亥革命后的中

国，仍然军阀割据，战乱不断，但是辛亥革命在全国

范围内的胜利和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的统一，

都为丧葬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提供了有利条

件。
太平天国低效的政权建构，还表现在领导人和

政府对丧葬法令的贯彻不力。李秀成作为苏浙地区

最高军政长官，他本人对丧葬禁令的破坏是极为严

重的。太平军攻克江苏丹阳，江南提督张国梁落水

而亡，李秀成“差官寻其尸首，用棺收埋在丹阳宝塔

根下”［18］( PP． 368、377)。攻克浙江省城杭州，巡抚王有龄

自尽，李秀成“用棺木载之，将其依( 衣) 帽朝服一应

归还，放其木内，令其部将亲自看守于他”［19］( P． 218)。
上行下效，无锡太平军竟然做起倒卖棺木的生意，

“以人家做好棺材或漆好棺材俱卖于人; 甚至厝棺未

葬者，亦将死人倒出，以棺卖于人，无所不至”。由此

可见，太平天国丧葬法令失效的一大原因不是政策

过于激进、手腕过于血腥，而是政策不到位、执行力

度不够大。民国政府丧葬改革的手段相对于太平天

国的血腥统治，更加委婉，注重循序渐进，不似太平

军法令的冷酷荒诞，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传统

风俗文化的激烈冲突。但中华民国政府改革的力度

丝毫不减，历届民国政府都给予丧葬改革以法律保

证，确保丧葬改革的实施。不但政府官员提倡、实

践，民众也自发组织起许多民间风俗改良团体，配合

政府推行丧葬改革。民国时期丧葬改革的成功，正

印证了太平天国丧葬改革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移风易俗的梦想破灭，并不意味着后

继无人。发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的志士们，不但以

洪秀全为自身革命的先行者，也继承了太平天国移

风易俗的重大使命，他们在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

心的同时，也使社会风尚变革成为可能。太平天国

丧葬改革的失败和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丧葬改革的

成功，不但证明改革成败与否的主要原因要归于政

治层面的因素，还为我们展现了辛亥 ( 下转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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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后应达到的主要指标，并要求材料无色、透明、不

反光、不酥碱、化学稳定性好、渗透能力强，具有抗风

化能力，有一定固结强度等。一般使用的防护材料

有高分子有机聚合材料，例如有机硅、聚氨酯、甲基

丙烯酸酯类等及无机化学材料。为了石质文物的安

全，必须慎重地对石雕防护层材料的性能进行各项

检测后再使用。
最后，要处理好石刻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概括

起来说，是执行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和有效管理的原

则。文物古迹在保护得力的前提下，应当得到合理、
充分利用。而在石刻文物的利用中，不应当为了当

前利用的需要而损害文物古迹的价值。必须坚持以

社会效益为准则，也必须兼顾各地方发展的经济效

益。在城建局、水利局、文物局、旅游局等相关部门

合作与统筹管理下，可以建立大运河石刻遗产的统

一管理的机制和常设机构，以此来协调各个部门，使

大运河石刻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大运河航运、旅游开

发、城市建设、文化传承等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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