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晏梦彪 

南宋绍定元年（1228 年），三明境域暴发了一次震撼全国的农民起义。组织和领导这次

起义的首领叫晏梦彪。 

晏梦彪（？-1231 年），一作晏彪，绰号晏头陀，宁化县人。 

南宋时期，福建内陆食盐实行官方专卖。地方官员利用掌握食盐专卖的权力，弄虚作假、

从牟取暴利。他们往往以高出原盐价格数倍的金额，强行“计口敷盐”；而且向民众出售食盐

中还掺以灰土，不堪食用。因此，民间贩卖私盐活动十分普通。官府为了强制推行官盐制，

颁布了十分严苛的《盐法》，并且把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去贩卖私盐的贫苦农民诬之为“盐

寇”，加以缉捕，每年因贩私盐被判罪的达数万人。绍定元年，晏梦彪集合数百名走投无路

的盐贩，在宁化南部的潭飞磜举行武装起义。 

南宋朝廷得知晏梦彪起义的消息后派福建左翼军将邓起率兵前往镇压。潭飞磜“重岗复

岭，环布森列，登涉极难，磜居其上，坦然宽平，山环水合，有田有池，草茂林深，易于藏

聚。”(《宁化志·潭飞磜》)邓起军在途中遭到农民起义军的伏击，溃不成军，连邓起也被起

义军杀死。起义军声威大振，队伍迅速扩大到数千人，连续攻破宁化、清流、莲城（今连城）

等县；并且兵临汀州（今长汀）城下。在第一次军事围剿失败后，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王

居安向朝廷奏明：福建内地“土瘠民贫”，(《宋史·王居安传》)贩盐难以尽禁，建议朝廷以招

抚为上。于是，朝廷授命王居安“专任招捕”。王居安派人前往起义军招安。晏梦彪准备接受

朝廷招安，把起义队伍暂时撤离汀州城。汀州知州贪图军功，企图乘起义军撤离汀州城时进

行偷袭，一举歼灭农民起义军。农民起义军识破其阴谋，乘官府招、捕未定之时，积极向邵

武、南剑（今南平）方向发展，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到建宁、泰宁、沙县、将乐境内。起义军

队伍发展十分迅速，仅在莲城就建立 72 寨，连汀州军卒不堪守臣陈孝严的谑待，杀官吏投

奔农民起义军。晏梦彪对起义军进行了重新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再次围攻汀州城，另一路

由廖十六带领向江西发展。廖十六部曾两度攻占南丰，围攻建昌（今南昌）；建昌久攻不下

后，廖十六引兵南下赣南，占据龙南南部的松梓山。王居安因抚、剿均失败后，遂向朝廷辞

职。 

绍定二年冬，福建路转运使陈汶等见起义军队伍已达数万人，“环地数百里，莫非盗矣”，

“既陷将乐，窥延平甚急”，(真德秀《真文忠公集·福建招捕使陈公生祠记》)遂向宋廷告急，

并推荐在福州守备的陈韡负责招捕。绍定三年正月，陈韡出任南剑州知州兼福建招捕使。他

一到南剑州即将丁壮组织起来编为“忠勇军”，进行军事训练；并乘起义军主力进攻沙县城时，

出奇兵偷袭高桥农民起义军。同年闰二月，晏梦彪集中兵力进攻邵武，全歼由殿前司裨将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