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天国的节日考释
朱 雪 娜

关于正式规定的六个节日

每个国家都有各自规定的节日,一百多

年前的太平天国在我国建立了农 民政 权 之

后,也有自己规定的节日。但这些节日最早

始于何时,目前尚未能肯定,仅在天历辛酉

十一年 《颁行历书》里所附的己未九年十月

七日和十月十四日的两通 《天王诏旨》中,

始见有正式规定。十月七日诏中说 :

“
每年正用十三日是太兄升天节,二 月初二日足报 爷

节,二 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朕登杈节,三 用初三日是爷 降

节,乜 用二十七日足东王升天节,九 月初九日疋哥降 节。

每年六节吝注明该用日顶头,永辽如是θ颁行天下 。”

但洪秀全似乎怕天国人民还不理解这些

节 日的意义,所以仅隔七天以后,又在十月

十四日诏中说 :

“
天历首重孝顺爷,七 日礼拜福禄加。二月初二报 爷

节,谢爷差朕斩妖坨,三 月初三爷降节,天 国 迩 来 共 一

家。本年三更诛凶首,从此万邦归爷妈,天历 二 重 恭 敬

哥,舍命赎罪活人多。正月十二哥升节,普 天 铭 感 福 江

河。二用念一哥登极,亦 朕登极人问和。九月初 九 哥 降

节,靠 哥脱罪记当初。天历三重识东王 .降 托东王是父 皇。

爷前下凡空中讲,爷今圣旨降托杨。七月念七东升节, 天

国代代莫些忘。谢爷降托牍病主,乃 套世人转天堂。 ”

至于天王洪秀全究竟为什么要规定这六

个节日?这六个节日各有什么真实意义?这
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问题。在 这 些 节 日

中,有些节 日是明确易懂的,然而其中有三

个节日,即太兄升天节、报爷节、太兄暨朕

登极节,以往史学界有人认为是不能解答的

问题①,但经仔细查阅有关资料以后,我个

人认为这三个节日也是可以解释的,兹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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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下 :

正月十三日太兄升天节

这个节日顾名思义是太平天国纪念太兄

耶苏基督死难的日子。由于天王洪秀全以天

父上帝的次子自居 ,以耶稣为其长兄 ,也称天

兄或太兄,因此就称此节为
“
太兄升天节

“
。

本来在基督教的 《圣经》上,对耶稣被钉死

在十字架上的日期,并无明确记载,只是在

《新约》中,有多处提到耶稣是在过 “
逾越

节
”

亦名
“
除酷节

”
的第一天即准备逾越节

筵席的那一天被钉死在十宇架上的。而 “
逾

越节
”又是什么日子呢?它是犹太民族的重

要节日,犹太历即以此节为一年的开始,故
是正月。据太平天囤颁行印书中的 《旧遗诏

圣书》出麦西目传 (即 基督教的 《圣经 ·旧

约》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记载,上帝命令

摩西喻以色列人 (即 当时的犹太人),于是

月 (指正月)十四日晚,宰羊涂血于门楣 ,

以便当他击杀麦西人(埃及人)即所谓 “
将麦

西地人连兽诸长子尽戮之”②之时,见有血

记的人家,便可越门而过,不杀门内之人 ,

然后率以色列人从麦西国 (即埃及)出走 ,

并命子孙后代 “宜志此日,历世代守之”
。

这实际是犹太人摆脱埃及奴役而出走的重大

历史事件。所以,j上个节日便成为犹太人子

孙后代都要纪念的一个节自:但是,后来西

方基督教为了纪念耶稣的受难和他三日后的

复活,却又正式规定了 “受难节
”

和 “
复活

节
”

。而这两个节日的时间,也没有固定,

只是规定每年阳历三月二十日 (恰 当阴历的



春分)月 圆以后的第一个星期 日为
“
复 活

节
”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日子,则丿‘

为是犹太人安息日的前一天,即星期五 (指

“
复活节

”
前的星期五 )” 因有

“
好的礼拜

五
” (Good Friday)之 称。

洪秀全又为什么要规定每年正月十三日

十
“
太兄升天节

”
呢?这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的。除上引天历己未九年十 月 七 日和十月

十四日的两通诏旨外,他又在太平天国辛酉

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即 “太兄升天节
”

这个

纪念日,还专门发布了一通 《天王诏旨》 ,

其中就明确地提到
“逾越十四升十三,登极

同日排由父
”③。这显然是说; “逾越节

”

是十四日, “太兄升天节
”

为十三日,这里

虽然只提到两个日子,而没有提到月伤,但

从颁发诏书的时间看,很明显地是指岁首正

月,只不过洪秀全是改按天历来计算罢了。

他又为什么认为耶稣死难的日子是正月十三

日而不是在传统的
“
逾越节

”正月十四日呢?

这可能是因为洪秀全为了要特别纪念这个节

日,所以有意安排来要与
“逾 越 节

” 相 区

别,因此才有
“逾越十四升十三”

之说9如

果规定为同一日,就显不出这一 特 殊 意 义

了。

至于洪秀全为什么规定为
“太 兄 升天

节
”
,而不遵照西方基督教传统的 “

复活节
”

呢?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洪秀全所创立的

拜上帝教,特别强调人死后灵魂得升天堂是
“
享永福

”,而西方基督教宣扬的耶稣复活

的丨,对他们没有多大现实意义。同时,升

天之说,在一定时期还可以鼓励起义队伍 ,

诛妖杀敌,勇往直前。所以他处处宣传
“死

后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何等快活威

风
”

(《 原道觉世训》),以及
“正人 自有 升 天

日,天堂享福万千秋
“

(巛十全大古诗》)等等 ,

而且还称南京为
“
小天堂

”
。他之所以只纪

念耶稣的死难而不纪念其复活,只规定
“太

兄升天节
”而不规定

“
复活节

”,其 目的不

过是要把太兄的死难作为榜样罢了。

二月初二日报爷节

从这个节日的名称看, “爷
”

是专指天

父上帝的,所以是对天父上帝感恩报笞的节

日。但是,它又并非基督教的感恩节 (美 国

规定此节,是为了感谢上帝恩赐丰收之意 ,

时间约在每年秋收后),而是太平天国自己

规定的节日。在前所引的第二 通 《天 王 诏

旨》中说得很清楚: “二月初二报爷节,谢
爷差朕轩妖蛇。

”由此可知,洪秀全所说的
“报爷节

”
,是为了感谢天父上帝差遣他一 一

天父的次子到人间来斩妖蛇的。这件事,洪秀

全早在天历戊午八年的 《天王诏西洋番弟》

中,就曾指出: “癸好三年斩魔蛇
”

。这是

指何事而言呢?我们认为就是指太平军攻克

南京,改名天京,并以之为都城的这件历史

大事。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太平天国癸好三

年的二月。虽然攻克南京的日子,并不是二

月初二日,而是天历二月十四日 (也即公元

1853年 3月 19日 ,清咸丰三年阴 历 癸 丑 年

二月十日),但太平天国常常选择便于记忆

的日子来庆贺或纪念。如在所规定的六个节

日中,便有三个节日的数字都是 月 日重 叠

的,即二月初二日、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

日。至于另外三个节日,因为是无法更改日

期的,所以只好从实。而且幼主生日,也可

以从十月初九日改为十月初一④,后期并以

此日开
“天试

″,这也可以说明洪秀全的喜

爱。由此可见, “报爷节
”

实际就是指太平

军攻克南京的重大庆祝日,在一定的意义上

说,就是类似现代的国庆节。

二月二十一日太兄暨朕登极节

这里所说的二月二十一日,实际是指的

清咸丰元年,阴历辛亥年二月二十一日(即公

元1853年 3月 ⒛日),因为当llxJ· 太平天历尚

未制定和颁行。这一天,是洪秀全在广西武

宣东乡正式称天王的日子⑥,亦即所谓 “登

极
”

的日子。但是,又为什么说 “太兄暨朕

登极
”

呢?这是因为洪秀全自认为太兄和他

同是上帝之子,他登极也就是太兄和他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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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极,亦即所谓 “
太兄朕乃太平夫孚

”
,所以

在前:引 诏书中说: “二月念一哥登极,亦朕

登极人间和
”

。再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的

几通诏旨,更可说明问题。正月十三日诏中

说 :“ 登极同日排由父
”

,二月十八日的诏中

亦说: “哥朕由爷一体出,合一 作 主 久 福

音。
”

及 “爷生哥朕实同胞,故今哥朕同登

极
”

。⑥这就明自地指出了太兄耶稣和洪秀

仝自己同日登极的原因。同时就在这一年的

二月二十一日9即 “太兄暨朕登极节
”

的纪

念日,洪秀全又特别下了一通诏旨,规定东

王以下工十位高级人员的印衔,并重新排列

位次,足见他对这ˉ节日的重视。

三月初三 日爷降节  ∷

按此节日,是洪秀全为了纪念杨秀清最

初假托
“天父下凡

”
传言的日子。但这件事

在迄今能见到的太平天国文献上,一般都只

说是戊申岁三月,而未指出是哪一天,如天

历壬子二年新刻的 《天命诏旨书》中载己酉

三月十六日时在贵县的天王诏曰: “戊中岁

三月,天父上主皇上帝下凡,显出无数神迹

权能凭据,载在诏书。
”

同年新刻的 《颁行

诏书》中说: “戊申岁,皇上帝恩怜世人之

陷溺,被妖魔之迷缠,三月上主 皇 上 帝 降

凡”,在天历甲寅四年新刻的《天情道理书》

中亦说: 〃戊申岁三月,天父大开天恩,亲

身下凡,出头作主,托东王金口,教导兄弟

姊妹
”

。甚至后来在.太平天国告示中也说 :

“戊中三九,爷哥恩降凡间
”⑦,等等。显

而易见这里所说的戊申三月,都系指阴历而

言。因为当时还没有太平天历。而后来明确

地把 “
爷降节

″
规定为三月初三日 (“哥降

节
”

定为九月初九日亦同此理),则是直接

把阴历改诀成天历的日子而已。因此,就历

史事实而言;△般就都认为杨秀清是在清道

光二十八年戊申岁三月初三日 (即公元1848

年 4月 6日◇这ˉ天 ,最初假托 “天父卞凡
”

的:对于此事洪秀全不仅承认”而且特意规

定为太平天国的节日,足见其对此事件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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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董视的。      ∴∷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东 王 升 天 节

这是指太平天国丙 辰 六 年七月二十七

日,也即公元1856年 9月 2日 ,东王杨秀清

被北王韦昌辉杀害的日子。在东王杨秀清死

后 ,由 于他生前对太平天国的丰功伟绩,天王

洪秀全很怀念他,因而规定了这个特别有纪

念意义的节日。如在前引第二通《天主诏旨》

中就强调指出: “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

代莫些忘
″,这是要求太平天国的人们,永

远不忘的纪念杨秀清。

九月初九日哥降节

考这个节日,正如 “
爷降节

”⊥样,∵
般只提月份,未提日期。按后来规定的九月

初九日计,则 肖朝贵继杨秀清假托
“天父下

凡
”之后,仿效他的办法,最早假托 “天兄

下凡
”
的日子 ,应在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岁的

九月初九日 (即公元 18压 8年 10月 5日 )。 这

件事 ,也正如 “
爷降节

”
一样,当时的历史事

实是不一定就在九月初九日,只是由于后来

把这个日期定为节日罢了。在太平天国前后

期的文献中,此卞事件都与杨秀 清 的假 托
“
天父下凡

”
并提,如 《天命诏旨书》中 ,∷

接
“
天父下凡

”之后说: “
是年九月,天兄

救世主耶稣下凡,亦显出元数神 迹 权 能 凭

据,载在诏书
”

。又如前引告示中的 “戊中

三九9爷哥恩降凡间
”,更明白地把这两件

事共提。这说明洪秀全对此两件事是给予同

等重视的。

六节之外的
“
节日”

除以上规定的六个节日之外,太平天国

并无其它明文规定的节日了。但对天历元里

日和 “圣诞节
”(耶 稣诞生的节日)却是要庆

祝的。尤其是关于元旦日要庆贺的事,是有

不少记载的。如陈徽言《武昌纪事》载:癸好

三年(1853)年 太平军在武昌过天历新年,当
时武昌刚攻克不久,这一天到 处

“金 鼓鞋

辂,楚垣 (武 昌)俨然一大剧场,城内爆竹



如蕾,街巷地上燥竹纸厚室寸许。
”0谢芥

鹤 《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南京情况:咸丰

四∵年甲寅 “正月七日(即公元1854年 2月 4日 )

贼以为元旦,天大雪9未明诵赞 美 声 震 天

地,贼亦飞刺相贺,见面不跪不揖,但曰高

升而已1″ ⑨又顾深 《虎穴生还记》载浙江

平湖情况更详 : 阝除夕 (指太平天国辛酉十

一年除夕),各人赠钱⊥百文,这是庥天安

(指陈玉书)所给新兄弟压岁饯也。晚饭每

桌八簋, 殊丰盛, 旨酒佳肴,彩杯象箸 ,

⋯⋯明日为 元 旦一号,乃我沽之正丿寻|i二 日也。
∶

(按为木平天国壬戍十二年元 旦, 即 公 元

i862年 2月 10自 )各 各鸡鸣而起,盥漱毕即

到天福堂上,整各敬天福礻LJ,燃大烛如臂,猪

头三牲,大菜八簋,四海味,糖食八碟,威

仪更加整肃,先打锣鼓三通,点 了百 子 高

升,然后朗诵,诵毕又打三通, 群 向 老 刘

(指 当地职官刘生顺)称贺,口呼老大人高

升,刘亦逊谢 ,口 呼大家高升 ,然后各散。”0
而且还规定

“三日内城门不开,新兄弟亦不

作生活″,实际等于现代的放假三天。庥天

安还要游街,地方职官要互相拜年,即所谓
“贼中拜年,直身下跪,不叩首,不作揖 ,

凡三跪即为礼毕,留茶而去。
”④在沈梓 《避

寇日记》中,对浙江嘉兴、秀水 等 地 庆 贺

元旦日的情况也有类似记载: “满堂丝竹 ,

灯烛辉煌
”@。 但太平天国却禁 止 过 阴 历

年。这些记载,虽都出于地主知 识分 子 手

笔,但其描述却也反映了一些实际怙况。在

现存的 《天王诏旨》中,还有太平天国辛酉

十一年正月初一日专为庆贺新 年 的 诏 旨:

“上帝、基督住人间,天地新;爷哥带朕幼作

主,朝廷新,父子公孙同作主,天国新,爷

妈哥嫂同下凡,天堂新;太平天日照万方 ,

世界新,天将天兵齐辅佐;爵职新多在地如

天圣旨行,山海新;蛇兽伏诛人安要,臣民

新;一统万年万万年,景瑞新,风调雨顺天

恩广9万象新。
”

足见太平天国不论在前后

期,都要庆贺元旦节日的。但却并没有正式规

走为节自。           i ∴

至于太平天国过 “圣诞节
”

的情况∷英

人呤唰著 (王维国译)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

记》第二十四章中有所记载: “我在嘉兴渡

过了圣诞节 (按应指 1忠 63年的垦诞书〉,太

平天国人们过此节日比我们阜 两∷天
:(公

宄

186a年 的圣诞节应为天历癸开十三年十一月

十三日,早两日:即为十一日。按天历比荫阳

历只提前了一天,为什么会早两日9原因不

明,待考——笔者)他们比我们似乎更敬重

这个节日,我赔送扌荣王 (拮嘉兴守蒋廖茇

寿,1863年初封荣王——笔者)Ⅱ 一 件 圣 诞

礼品,在他的府中非常快乐地度 过 了 这 一

天,天厅举行了特别的礼拜后,府申设宴招

待城中所有的首领。
”

这是迄今我们仅见的

一条史料,但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也没

有把这个日子列为芷式的节日。

此外,曾 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真所

著《能静居士日记》卷八,咸丰十 一 年 三 月

二十二日(公元1861年 5月 2日 )记道: “
夷

行取得贼中书四本归,系英人到江宁(南京 )

携来物, (中略) 《钦命记题记》一本,其
取士程文,其题目皆其节令,凡七节:有云

《太兄 (耶 稣)升天节记》9 《太兄暨朕登

极节记》, 《东王升天节记》等类,¨ ·
F· 此

书庚申 (公元1860年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 ,

也即清咸丰十年庚中岁)所刊。”这里赵烈

文提出了 “七节
”,是他把元旦日也加入其

中了呢,或是由于别的缘故,因为文献不足

(即 《钦命记题记》一书,也迄 今淌 未 发

现),只好姑且存疑待考。      ~

几点联想    :
在探讨太平天国所规定的六 个 节 日之

后,笔者还有以下几点看法:第一,这些节

日的规定,表面上看来,虽都与宗教有关 ,

但实际又都各有其重大政治意义的。在洪秀

全的思想和行动中,向来是把宗教和政治紧

密结合在一起的。曾在太平天国任过职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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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牧师罗孝全就曾说过: “他们的可笑的宗

教抱负,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的
”

。这

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节日的问题上

也反映出这一事实。第二,在太平天国文献

中,虽然经常提到
“
金田起义

”
这件太平天

国史上的头等大事,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明

确地规定一个纪念这一重大事件的节日。这

可能是由于在太平天国时代9》 对起义的重大

事件尽管十分重视,但并不像我们今天对我

们的革命起义日 (如 “八一南昌起义
”

等)

那样,要特别加以纪念的。他们对于起义的

理解,也许和我们今天的想法还很有距离 ,

因此并没有正式规定为节日。∶最后,太平天

国虽有六个节日的规定,并且天王洪秀全还

常在一些节日里特别颁发诏旨,表示对之很

重视。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阶层,各个地

区,对:于这些节日究竟有什么纪念活动,这

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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