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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无生老母的起源及其意义；无生老母兴盛的背景；无生老母的“神性”与“凡性”；无
生老母形象的演变；当代民间宗教信仰中无生老母形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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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无生老母的起源及其意义
  一、无生老母的起源
  二、无生老母的形象构成
  三、无生老母出现的意义
第二章  无生老母兴盛的背景
  一、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
  二、明代浓厚的宗教氛围
  三、底层百姓的社会基础
  四、女性意识的普遍增强
  五、小说戏曲的催化作用
第三章  无生老母的“神性”与“凡性”
  一、“百姓造神”的心理因素
  二、无生老母的“神性”
  三、无生老母的“凡性”
第四章  无生老母形象的演变
  一、无生老母的形象与变相
  二、无生老母形象演变的阶段
  三、从民间教派到民间信仰
第五章  当代民间宗教信仰中无生老母形象
  一、当代民间无生老母崇拜状况
  二、当代无生老母崇拜的典型考察
  三、当代民间无生老母崇拜的特点
第六章  仪式经卷与图像庙宇
  一、无生老母的拜祭仪式
  二、经卷
  三、无生老母神像
  四、无生老母庙宇的修复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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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代的信徒中女性占了很大比重。在民间宗教里，也出现了许多女性的教主，如永乐时的唐赛儿
，嘉靖时的黄天教普光、普净、普贤，罗教罗祖的女儿、万历时传教的佛广，西大乘教的吕菩萨，龙
天教的米菩萨，都是女性。到清代也有不少。女性人数还远远超过男性人数。至于妇女领袖人物则屡
见不鲜。嘉庆二十年（1815）那彦成镇压河北束鹿红阳教时，发现入教之人全部为女性。河北覃城的
龙门教，教祖米奶奶，是闻香教中女教首翠华张姐的徒弟，这个教派历代掌教的都是女性，教徒也以
女性为多。教中妇女领袖人物最著名的如唐赛儿、王聪儿等，她们虽然是接替丈夫的事业。但至少说
明教内妇女有继承男性为首领的资格，并能够取得教内对她们才能的公认。唐赛儿和王聪儿在教内都
受到教徒的敬重，她们不仅有组织才能，而且能指挥军队。　　白莲教经卷中，女性神最多。除最高
的天神、最大的权威无生老母外，经卷中常常出现其他大大小小的掌权女神。如黄天教的《护国佑民
伏魔宝卷》中“伏魔帝保当今品”有云：“一气为主，四四十六两，应为丈六金身。四两清气，无生
老母执掌。四两仙气，王母娘娘执掌。四两神气，神州娘娘执掌。四两鬼气，地藏老母执掌。”天地
之四气，从神仙到人鬼，均由女神执掌。《混元红阳悟道明心经》中“先请老母祝香文品”云：“无
生老母香烟受，番天老母受明香。”以下言及八无生母、十四无生，并拆地、拆天、透天、收天等六
十余位老母。《勅封刘守真君宝卷》说刘真君，“因修插花庙，七帝封为擂花郎君，管人间儿女癍生
疹等病。有泰山圣母、癍疹娘娘、送花娘娘，齐来庆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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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出作者是下了功夫的
2、无生老母的研究资料本来就少，多残留于民间。孔教授的这本书下了很深的功夫，理清了一些研
究脉络。不过，还有更多的开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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