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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早在秘密教门的前身——异端教派时期，这些组织就被正宗佛教贬称为“邪教”，秘密
教门形成后，除了元初一个短暂时期外，历代政权均将其称为“邪教”或“左道惑众”
团体，加以打压，教门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成为在民间，尤其是下层社会流传的秘密组
织，因此也被称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
明清时期，各种名目的秘密教门大量涌现，成为当局潜在或公开的威胁，因而通过武力
镇压或利用法律武器进行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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