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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制度能
否见成效，关键
在落实和执行。
为让宣讲圣谕制
度在全国开花结
果，清廷颇费了

一番心思，采取了诸多措施。
清朝的宣讲圣谕活动，大致分

为两个阶段：最初由朝廷下令强制
执行，通过官方意志进行推广；后
来在民间转化为更适合老百姓口
味的劝善活动，即使官方没有要
求，一些喜欢行善的乡绅或组织也
会筹钱请人宣讲。

在宣讲圣谕的演变过程中，其
宣讲形式也跟随发生了变化，出现
了与宣讲相配套的文本，如善本和
宣讲小说。清末宣讲圣谕，除湖
南、湖北外，风气最盛的地区，是四
川。湖南士绅周汉曾说：“宣讲之
风，蜀中最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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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在任何时代都很金贵、很紧
缺，而不仅仅在21世纪。

对宣讲人员，不仅要选拔好，还要
从制度上保障待遇，避免流失。雍正帝
要求，宣讲员首先要品行端正、思想过
硬、德高望重，其次口才要好、吐词清
晰、中气充足、气场要大，镇得住场子。

为体现人才的地位，又从地位上、
物质上、制度上等方面给予了保障。

遴选宣讲员，提高地位、保障待遇

雍正帝规定，凡是宣讲3年并成效
显著的，“量行旌异，以示鼓励”，干得差
的则“即加黜罚”。宣讲得特别好的，可
望得到包吃包住包交通，免费到京城去
觐见皇帝的待遇。

平时连县太爷都难得一见，居然能
有机会去见万岁爷，这样的机会和荣
耀，你说心动不心动？见了万岁爷回
来，社会地位还不噌噌噌地往上冲？那
就不是红得发紫了，是红得发金光。

如果说这是朝廷给大家画的一顶
较为虚幻的荣耀帽子的话，朝廷给出的
实在好处也让人眼馋——这份工作是
有工资福利的。

朝廷规定：“每年各约正（主宣讲
人）从地丁钱粮各给银六两，以为化导
衣食之资……直月（宣讲人）每年亦从
地丁钱粮各给银三两六钱。”这个工资
标准，大大超出当时的人均年收入。

朝廷是这么规定的，具体到地方，
还是得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酌情处理。

甘肃皋兰县，在光绪年间的规定
是：讲生两人，每月各给薪水银四两；随
带服役小工一人，每月给工食银二两。

有的地方比较缺钱，仍以荣誉鼓励
为主。到乾隆年间，全国各地的宣讲员
基本上都可以免去徭役杂差。

这个待遇，加起来相当于半个干部
的待遇了。对普通乡民来说，还是很有
吸引力的。

科举考试要求考生默写《圣谕广训》

宣讲圣谕的另一个主阵地是学
校。《中国教育通史》中说，《圣谕广训》
是“清朝的圣经，为郡县学训练士子的
标准，教化全国人民的法典”。

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令儒学教官
传集该学生员宣读，令遵守，违者责令
教官并地方官详革治罪。”

从乾隆 23 年（1758）起，童生考秀
才时，岁试要默写《圣谕广训》。科试
时，要默写《圣谕广训》一两百字。

光绪29年（1903）考中举人的杭州人
钟毓龙，1951年写了《科场回忆录》一书，里
面有他考秀才时默写《圣谕广训》的情形。

钟毓龙说，默写《圣谕广训》题，给出
开头两个字，末尾也给出两个字，说明要
求默写的文字出自16篇文章中的某一
篇，要求默写的字数为二三十个字。

时值清末，很多地方宣讲圣谕活动
名存实亡，钟毓龙不仅没有熟读，甚至
连《圣谕广训》这本书都没听说过。所
以，只有作弊，“购取印成之黄纸面小
册，携以入场……”

宣讲圣谕方式五花八门、风格各异

宣讲圣谕，对读书人和有一点文化
根底的人来说，接收起来不难。但对普
遍为文盲的广大乡民来说，如何让他们
听懂“万岁爷的意思”，还是一个比较讲
究技术的活儿。

最初宣讲圣谕的是各地的长官们，
他们亲自上阵。结果发现，老百姓听不
懂，只晓得干瞪眼。

康熙颁布《圣谕十六条》后，广东连
山县知县李来章开动了脑洞，把每一条
配上图画，叫做《圣谕图像衍义》，还特
别撰写了“三字歌俗解”和专门为境内
的瑶族人民写了“瑶训”。

安徽繁昌县知县梁延年，大胆地、
创造性地用白话进行讲解，受到康熙帝
的高度赞赏。

受此鼓励，梁延年又收集了经史上
的一些古人事迹，配上插图，编写了一
本《圣谕像解》。雍正帝接班后，对这种
方式大力鼓励。

《圣谕广训》是用简洁浅近的文言文
写的，但不识字的老百姓还是听不大懂。

陕西盐运分司王又朴把《圣谕广
训》翻译成白话文，例如开头几句：“万
岁爷意思说，我圣祖仁皇帝，坐了六十
一年的天下，最敬重的是祖宗，亲自做
成《孝经衍义》这一部书，无非是要普天
下人都尽孝道的意思。所以圣谕十六
条约，头一件就说个孝悌。”

雍正帝非常欣赏这种口语化的材
料，下令在全国推广。各省官员反复刻
印，叫做《圣谕广训衍》。

各地语言不同，那时“普通话”的推广
很不到位，各地就用方言宣讲。在广东宣
讲《圣谕广训》的讲稿，就是用粤语写的。

清
末
中
江
县
人
刘
省
三

编
写
的
《
跻
春
台
》
宣
讲
小
说
最
有
名

各
大
家
族
编
修
的
族
谱
中

有
着
圣
谕
的
深
深
印
记

【特别鸣谢】刘德忠先生，成都
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宣讲圣谕逐渐演绎出以老百姓
最喜欢的故事、小说的形式，由以前
刻板、严肃、注重仪式感转变为风格
轻松的方式。

解读《圣谕广训》衍出宣讲故事文本

康熙帝、雍正帝发布相关谕命
后，各地官员为有效地搞好这一活
动，想出了绘图、绘图与文字结合、口
语化甚至用方言写的解释性文章等。

尤其是雍正帝颁发《圣谕广训》
后，各地官员开创性地编写了不少书
籍，如《上谕十六条直解》《上谕合律
注解》《圣谕像解》《恭释上谕十六条》
等。

这些著作的作者大都为文武官
员，其中不乏巡抚一级的高官。只有
这些基本上是进士出身的官员，才能
充分领会圣谕的精神，在解读时才不
会整错方向。

基本上为文盲的老百姓，自然对
这些道理听起来吃力。但老百姓有
个特点：不管有没有文化，识不识字，
你给他讲故事，他不但能听懂，还能
记住，可以讲给别人听。

所以，官员们在推广宣讲圣谕活
动中，为使宣讲吸引民心，达到教化
民众的目的，宣讲者往往在宣读圣谕
后，还讲一些与圣谕思想吻合的故
事。

这样一来，老百姓乐意了，有故
事听，谁还不认真听啊？

但那么多故事，不可能乱讲吧？
还得有所选择，有文本底子，有篇目，
这就产生了为宣讲活动服务的宣讲
本子——善书和宣讲小说。

“宣讲之风，蜀中最盛”

善书有两种解释：一是如今流行
于湖北的一种说唱结合的曲艺曲种，
二是流传于市井中劝人为善的书籍，
能教化人心的读物。

这里说的善书，应是二者兼具的
一种宣讲本子，类似于如今的话剧剧
本，不仅有说，还有唱。

由于在宣讲圣谕中讲劝善故事，
极大地满足了老百姓的接受水平，也
顺应了社会需要，达到朝廷的要求，
所以关于劝善的故事文本大量兴起。

据考证，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圣
谕与劝善故事合流的文本是《圣谕灵
征》。该书写成于道光年间，正文包
括圣谕、《圣谕广训》《圣谕广训衍》以
及“果报”等内容。

清末宣讲善书，除湖北、湖南外，
风气最盛的是四川。

湖南长沙士绅周汉，为推广宣讲
活动，从四川买了一批宣讲书，从中
选取了一些故事，作为宣讲活动的教
材。

周汉曾说：“宣讲之风，蜀中最
盛；宣讲之书，蜀中最繁。”

《宣讲金针》是一本曾经广泛流
行于湖北、四川等地的善书，内容包
括《思亲感神》《苦节受封》《争死救
兄》《息讼获福》《以德报怨》《谋产绝

后》《五世轮回》《欺兄逼寡》《安常是
福》等。

从内容来看，的确与劝善紧密相
关，也是教化老百姓的“好故事”。

《跻春台》：宣讲小说的典型代表

在善本的基础上，诞生了宣讲小
说。宣讲小说是小说中一种比较独
特的类型，在晚清时曾兴盛一时，有
大量作品问世，如今已被掩藏在历史
的尘埃中。

这些作品，或是宣讲圣谕和说善
书的底本及记录本，或是文人按宣讲
体制拟作而成，创作目的是劝善惩恶
而非娱乐。全由白话写成，甚至带有
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如《跻春台》。

《跻春台》是唯一一部被完整保
存下来的、并由纯粹的因果报应故事
组成的宣讲小说集。

《跻春台》的作者是清末四川中
江县人刘省三，其最大特点是用中江
方言讲述因果报应的故事。大量的
中江方言方音和民间俚语，中江人只
要拿来一读，基本上就知道讲的是什
么意思。

全书共有40篇，分为元、亨、利、
贞4卷，每卷10个故事。所有故事贯
穿着劝善惩恶的思想，体例一致，各
篇以一首诗或几句俗言开门见山、直
接点出故事主题，然后讲述故事，结
尾有作者的议论。

《跻春台》中的故事，主要取材于
市井平民的日常生活片段，将近三分
之二的篇目描写冤案，塑造了官吏、
地主以及众多下层人物的形象，笔触
延伸到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

值得一提的是，《跻春台》中有一
些故事取材于《聊斋志异》，有的取材
于更早期的其他故事文本。

祭祖、说书、家祭等都有宣讲圣谕元素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人刘德
忠说，以前，他所在的刘氏家族在每
年的春祭仪式上，都要筑台隆重举行

“圣谕、家训、家风”宣讲，着重把“圣
谕、家规、法律”融为一体，对全体族
人进行教育式的宣讲活动，而非简单
的清明扫墓。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提
供的相关资料显示，旧时龙泉驿在说
书、戏剧、弹唱、歌谣，甚至祭祖时的
祭文、丧事中的科诗等方面，都融入
了宣讲圣谕的元素。

如说书人在开讲前，必须在桌前
上烛、焚香、烧纸钱，向天与心中的神
作揖叩头，然后才登台讲说。

遇到办丧事，大多数人家在道场
结束后，紧接着要做一场以礼生为主
导的家祭，包括行“三献”礼（读祭文，
初献、亚献、三献，科诗）和说书，说书
按家庭和周围孝子表现事例进行。

这个过程需要乐队配合，有迎宾
送宾乐、有热闹的《丁丁猫抬大轿》、
有科诗行礼的伴奏乐、有单独渲染气
氛的《千里送亲娘》《孟姜女哭长城》

《十月怀胎》等。

到了清末，由于清政府实行新
政，遍布中国社会各角落的宣讲活
动，在一些社会风气较为开化的地
方，其内容也开始顺应历史潮流，从
宣讲圣谕教条，转为传播时政，反映
社会民生。

在一些地方，仍在沿袭老一套的
宣讲圣谕的方式和内容，甚至到了

“民国”时期，还在施行，比如成都市
龙泉驿区。直到1949年后，龙泉驿
的宣讲活动才消失。但云南会泽县
娜姑镇白雾村的圣谕宣讲民俗，至今
仍存，只不过内容有了极大改变。

“民国”时，龙泉驿仍流行宣讲圣谕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宣讲圣谕
进化到“民国”后，被称为宣讲“格
言”，换了一个名字，但方式和内容
基本上没变，仍流行于龙泉驿各地。

在龙泉驿的集镇、农村、寺庙和
人流量较大的幺店子（四川方言，即
路边小店），到了过年过节，大都会
有人邀请宣讲圣谕的人为乡民进行
宣讲。

宣讲人收取邀请人一定的报
酬，邀请人被看做是在行善，会受到
大家的尊敬，而听众只管听，不用付
钱。免费听讲，而且听的大都是各
种道德故事，寓教于乐，听众很欢迎
这种方式。

宣讲活动对场地的要求不高，
无论室内还是室外，无论街边还是
屋檐下，都行。听众大都是中老年
妇女，自带板凳。

宣讲的时候，先用方桌子做成
讲台，桌子上放置圣谕“格言”牌，桌
子后面放一把椅子。

开讲前，宣讲人要焚香祷告，吟
诵 4 句《迎神诗》和《代天宣化十大
愿》。

可惜《迎神诗》《代天宣化十大
愿》原文失传，但大致意思是吟诵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四境
清平等良好的愿景。

吟诵完毕，宣讲人坐到椅子上，
开始宣讲。

宣讲的内容，大多是忠孝节义
之类故事，比如《安安送米》《寿昌寻
母》《赵五娘行孝》《目连救母》《八仙
图》等。

这些基本上职业化的宣讲人，
在宣讲中声情并茂，语言时而铿锵
激昂，时而婉约低沉，如泣如诉，催
人泪下。

据一些老年人回忆，龙泉驿有一
个姓毛的私塾老师擅长讲圣谕，人称
毛圣谕；龙泉驿西河镇也有一个专门
讲圣谕的朱姓人，人称朱圣谕。

龙泉驿茶店镇的周昌荣，宣讲
圣谕时吐字清楚，声韵铿锵，雅俗共
赏，经常被邀请去宣讲圣谕。

在宣讲圣谕的人中，也有滥竽
充数的。一次，龙泉驿武庙旁设台
讲圣谕，请来的宣讲人是一个白字
先生。

书中有一句母亲教训儿子的
话：“乖乖儿到如今你悔也不悔？”结
果这人念成了：“垂垂儿到如今你梅
也不梅？”下面不识字的听得莫名其
妙，识字的听了啼笑皆非。

此外，位于云南会泽县娜姑镇
的白雾村，一直保持着宣讲圣谕的
活动，成为当地的一大民俗，有近
200年的历史。

如今，白雾村每逢节假日和农闲
时，会不定期举行宣讲表演活动，仍
沿袭着清朝的宣讲圣谕仪式，被会泽
县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宣讲内容与时俱进，主要宣讲
遵纪守法、劝人行善、尊老爱幼、邻
里和睦、道德礼仪等内容。

在河南内乡县县衙博物馆，至
今仍保存有旧时宣讲圣谕时用的

“圣谕广训”旗幡和宣化坊，定期会
举行宣讲圣谕的表演。

“圣谕”深深地影响了“家风家训”

从明朝开始，民间修谱大量兴
起，到清朝更是遍地开花，基本上没
有哪个家族不编修族谱的，也基本
上没有哪家的族谱不写上族规、族
训的，这就是我们现在通俗意义上
说的“家风家训”。

《圣谕六训》和《圣谕十六条》，
深深地影响了“家风家训”。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人刘德
忠先生提供的刘氏族谱中，就有该
家族经过全体族人商议后约定的八
大族规，对孝道、偷盗、男女关系、鳏
寡孤独、富贵贫贱等都有具体规定。

从内容可以看出，刘氏家族的
族规是非常严苛的，动辄就处死、生
埋，而且对女性的要求也有失公允。

但跳出这些，我们会发现，里面
包含了孝道、治安、守法、助贫等内
容，也有积极的一面。

在其他很多族谱中，我们通常
会看到诸如“孝父母、敬兄长、敦友
爱、恤孤寡、正婚姻、严抚抱、戒奸
淫、禁赌博、勉读书、崇祀典”等族
规，即使有差异，也都大同小异。

这些族规，基本上都是在“圣
谕”的指导下而衍生出来的。所以，
我们说“圣谕”深入到了社会的各方
面，是不无道理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河南内乡县的宣讲圣谕表演。（资料图片）

云南会泽县娜姑镇白雾村至今仍保持着宣讲圣谕的习俗，成为当
地一大非遗项目。图为宣讲前去迎请“圣谕”牌。（资料图片）

宣讲圣谕的白话文文本。

刘德忠家族传下来的老族谱中的族规。

古本《跻春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