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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赣人马，采取各个
击破战略，对蕲黄山寨
及英山山寨大举进剿。
许多山寨相继被踏平。
有的山寨虽固守多时，
终因兵、粮不济而遭荼
毒。

罗 田 鼓 羊 寨 兵 在
被围困之日，将山羊悬
系寨城之上。羊头上方
置草料，脚下置鼓。羊
饥饿之时引颈食草，后
蹄踏鼓，昼夜发出咚咚
声，使敌迟疑不敢近。
后人以此名寨。 

罗田七道河富主寨
（本名富猪寨）受困日
久，粮食将绝。寨中厨
子将糯米一斗蒸熟尽喂
一头肥猪，然后将猪逐
出寨城外，故意让敌人
获得。敌得猪屠宰，见
其腹内皆为糯米饭，疑
寨上粮足，知难而退。
如此事例颇多。 

寨兵与强大的清军
对抗经年，农事荒废，
生 计 艰 难 。 王 鼎 为 解
其困，领兵向外突击。
顺治七年（1650年）二
月，他安置次子光斡于
英山，自率旧旅连战潜
山、太湖间。兵败被俘
至江宁（今南京），不
屈而死。蕲黄四十八寨
相继瓦解，斗争波澜暂
平息。

 
火种未熄
四十八寨重起波澜
蕲 黄 山 寨 火 种 并

未熄灭，一遇风吹立即
复燃。顺治十年（1653
年），黄冈李有实再起
攻克黄州府。顺治十六
年（1659年），明末名
官郑成功、张煌言起兵
进攻苏、皖。蕲黄汉沔
诸 寨 云 合 响 应 。 旋 因
郑 、 张 皆 败 ， 山 寨 无

依，再度冷落。 
康熙十三年（1674

年），蕲黄山寨重起波
澜。前一年云南吴三桂
反清自立，河南人（亦
说大冶人）黄金龙潜入
黄州鼓动山寨响应。“
三 藩 之 乱 ” 后 ， 黄 金
龙 与 麻 城 刘 启 祯 、 刘
青藜联合河南谭以从、
周铁爪，江西杨寡妇及
黄冈、黄安、大冶、英
山、六安、商城、固始
义士自立将军、元帅，
拥众数万，约于七月举
起义旗。后提前到五月
在 麻 城 东 山 曹 家 河 啸
起。清军聚精锐前往镇
压，几次被义军打败。

 清廷震恐。湖广巡
抚张朝珍急调武昌知府
于成龙领兵进剿。于成
龙一面收买寨中变节者
刘启祯做内应，一面微
服探寨，竟然控制了指
挥中心。黄金龙被迫逃
往罗田纸棚河继续坚持
斗争。七月，黄冈李集
奴仆起义，其首领方公
孝率众至歧亭寨坚守，
分三路寨兵同清军展开
激战，不敌遇害，歧亭
寨长邹君升星夜退至罗
田 项 家 河 与 黄 金 龙 会
合。八月，黄金龙等在
转移时落入清军圈套，

全部遇害。
乾隆十七年（1752

年 ） ， 即 清 朝 鼎 盛 时
期，蕲黄四十八寨之旗
座——罗田天堂寨又发
生马朝柱领导的农民义
举。

马朝柱系蕲州张家
塝人（亦说霍山吴家店
人），全家租得罗田白
庙河江家畈江氏在天堂
寨的一片林地。他以垦
荒作掩护，酝酿起义。
天堂白云庵和尚正修，
假托马朝柱为“天命神
授”“二十岁即得天书
宝 剑 ” ， 并 传 “ 西 洋
寨”（今四川峨眉山）
出有幼主，名朱红锦，
系明后裔。又有大学士
张锡玉、大将吴乘云统
兵三万七千为辅。朝柱
改名太朝，他与军师正
修商议广募四方义士，
制 书 札 ， 散 发 告 示 。
正修又写讨清檄文和《
囤粮》《敬神》文，拟
定“统掌山河，普安社
稷，即受天命，福禄永
昌”的起义口号。

乾隆十七年（1752
年）正月，马朝柱分派
铁匠王廷锡、徐文略赶
造 兵 械 ， 孙 舜 购 买 硝
磺，不意走漏消息。三
月十四，蕲州知州李泌

到张家塝王廷锡家查得
刀片、白布等物。起义
计划暴露。 

马朝柱仓促刻制“
太朝军令”散发各地，
定于四月初三在天堂寨
顶祭旗起义。

清廷诏令湖广总督
永常赶驻罗田跨马墩，
两江总督尹继善驻英山
金家铺，堵却起义军退
路。两面夹攻，将马朝
柱的母亲、妻小及僧正
修并罗田知县胡济修等
一百余人逮捕，就地处
死。马朝柱有幸逃匿。
起义告终。

持续百余年的蕲黄
四十八寨至此沉寂。

 
山寨者
末造顽民争生存之

炽志
王葆心在《蕲黄四

十八寨纪事•大势篇》
说：“皖鄂为寨主之义
兵……皆有旧藩主之，
有解组之旧绅辅之，有
慕义之士民附之，有已
归新政（清廷）因时反
正之人属之，亦有流离
转徙之士归之。”又在
《规律篇》说：“山寨
者，末造顽民争生存之
炽志也。因争生存而生
警惕，因警而结集其精
神，因结集而生规律。
于是有合群之规，有独
立之制。” 

山寨规制主要为：
相 邻 之 寨 以 大 寨

为要领，提挈各寨，互
通声息。遇敌时以铜锣
为号，招之即应，或合
力御之，或各守隘口，
分头抗之。大小寨所立
的“战守合同”寨民必
须遵守。

群寨之中公立各尽
所遵之道德。凡救死扶
伤必尽其力，器械、粮
食供运须互通有无，寨
中男女为夫妇者共居，
独男孤女集中分处，严
禁淫盗、自相争斗。寨
兵有疾病者鼎力救治。 

或独持一寨，或公
资合营一寨，其生活物
资由所在区域乡约协商
富户、乡民尽力资补。
为保抗敌战死的亲属亦
须大姓与富家关照。 

寨 城 修 筑 有 钱 出
钱，有力出力。寨兵自
愿加入，武器自带。寨
中 前 勤 后 务 据 实 情 分
工，各守本分，各尽其
力。出寨交战以青壮男
为 主 ， 必 要 时 全 寨 动
员。 

寨中公立的规程秩
序由执寨教师督管。凡
入寨之人一一分发用火
烙的竹，名曰“火牌”
。 各 寨 的 “ 火 牌 ” 形
状、图案各异，由总寨
统之，以防奸人混入。

“蕲黄四十八寨”
所以名震江淮，因上述
的藩王、遗老、绅士、
义士，特别是退任的官
员参与寨中的规制，乡
民的支持，故能演出独
特的历史大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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