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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袍哥是清朝至民国期间以四川为主要活动区域的一种帮会组织

及其成员的统称，具体说就是哥老会在四川的俗称。四川袍哥的活

动区域主要包括当时的川渝两地和西康地区。袍哥与青帮、洪门为

当时中国三大民间帮会组织。袍哥在清代的四川曾经是少部分人的

秘密组织。辛亥革命之后，它长期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直接加

入或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参加袍哥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

气。袍哥在四川存在了１００多年，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潜势力。

“据有关部门１９４９年的统计，全川人口中有袍哥身份者占很大比

重，职业和半职业袍哥有１７００万人。”①

巴蜀地区的近代社会生活中，袍哥是一个牵涉面极广的社会现

象，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组织，是历史学、社会学与民俗学都极

为关注的重要问题，是了解和研究清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的一个不

可缺少的部分。袍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而复杂的角

色，其势力已经渗透到清代与民国时期四川社会的各个领域，与四

川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四川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过重大的影响，甚

至在今天也能看到很多关于它的痕迹。袍哥延续到四川的现实社会

生活，这在古今中外也是罕见的。而且袍哥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

于西南地区，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有袍哥活动的影子。四川袍哥作为

中国近现代史上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有着重大影

响的社会组织，但目前为止我们对它的研究还是非常有限的，就此

１

① 赵清：《袍哥与土匪》，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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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对于四川袍哥的历史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一、四川袍哥史的研究现状

１９８０年以来，港台地区和国外学者对中国秘密社会组织包括

四川袍哥进行了一些研究。如：戴玄之著的 《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

结社》（上下卷，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加］王大为著

的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刘平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日］三谷孝著的 《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

（李恩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等等。但

是目前从整体上研究四川袍哥史的很少，涉及四川袍哥史内容的研

究成果也不多。具体有：隗瀛涛著的 《四川保路运动》（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王纯五著的 《洪门·青帮·袍哥———中国旧

时民间黑社会习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赵宏

著的 《袍哥·理门·一贯道》 （北京：团结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王纯五著的 《袍哥探秘》 （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版），赵清著

的 《袍哥与土匪》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蔡少卿

主编的 《中国秘密社会概观》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版），蔡少卿著的 《中国近代会党史》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

版），秦宝琦著的 《江湖三百年：从帮会到黑社会》（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周育民、邵雍著的 《中国帮会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易照峰著的 《中国帮会秘

闻大揭秘》（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米老头的 《四

川袍哥史》（网络版），闻湜主编的 《帮会势力珍闻》（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匡珊吉、杨光彦主编的 《四川军阀史》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等等。尽我们所能搜集到

的研究成果来看，四川历史的通史性和断代史著作比较多，如：吴

康零主编的 《四川通史·卷六·清》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贾大泉主编的 《四川通史·卷七·民国》 （成都：四

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隗瀛涛等著的 《四川近代史》（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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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
简史》编写组编写的 《四川简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版），隗瀛涛主编的 《四川近代史稿》 （成都：四川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等等。上述著作包含四川的整个通史和断
代史，其中涉及四川袍哥史的内容并不多。当然，学者们围绕四川
袍哥史的专题问题也进行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
下四个方面。

（一）四川袍哥的起源研究
关于四川袍哥 （哥老会在四川的俗称）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

纷纭，莫衷一是。其开创情况主要有五种说法：“反清复明说”“游
民组织说”“啯噜说”“非啯噜说”和 “创自郑成功说”。王方对１９８０
年以来包括袍哥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归纳和点评，认为
学界已取得了比较丰硕、深入的研究成果。① 蔡少卿综合考证了国内
外学者关于哥老会起源研究论著的有关观点，认为哥老会是在融合
了啯噜、天地会和白莲教的某些特点后，在近代中国特殊社会历史
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无业游民组织。② 秦和平从商品经济、清
政府统治、教会势力和鸦片四个方面分析了袍哥滋生的原因，把哥
老会与袍哥看作两个互不相关的团体。③ 四川学者胡昭曦在 《“啯噜”

考析》（参见 《四川史学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版）、蒙默在 《四川古代史稿》 （参见蒙默主编： 《四川古代史稿》，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何一民在 《论哥老会的起源及
特点》（参见赵清主编： 《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成都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版）中也探析了 “啯噜”的始源，做过有益的考证，但
是尚未取得一致看法。其中张力认为哥老会和啯噜是既有区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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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方：《１９８０年以来哥老会研究综述》，《宜宾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第１０４
页。

蔡少卿：《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１期，第５８页。

秦和平：《对清季四川社会变迁与袍哥滋生的认识》，《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

２期，第１２０页。



有联系的两个同时存在的秘密团体，反对把啯噜作为哥老会前身这

一说法。① 秦宝琦和孟超对哥老会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

究，提出了哥老会 “起源于啯噜说”和 “创自郑成功说”两种观点，

见仁见智，迄无定论。② 龚义龙认为对清代巴蜀社会乃至近代中国产

生重要影响的啯噜，正是那些不能安身立命、“行为乖张”的特殊的
“社会边缘群体”。③ 朱金甫根据故宫清代档案记载认为由天地会而仁

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④ 《左宗棠全集》中多处

提到四川袍哥乃是由啯噜演变而来的。他曾经上奏清廷：“盖哥老会

者，本川黔旧啯噜之别名也。”按照 《传说论》的作者日本人柳田国

男的观点，民间认可以及对传说的信仰，就当成史实来处理。所以

就史实本身来说，啯噜说优于其他说。

（二）四川袍哥与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研究

１９０９年四川省咨议局通过的 《解散会党案》和１９１１年四川巡

警道发布的 《通饬解散公口文》，引起袍哥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

哥老会中的有识之士很快同革命党取得联系，实际上成了联系革命

党和基层群众的纽带，并在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成为主力

军，“四川保路运动为辛亥革命立下了头功”⑤。鲜于浩认为 “破约

保路”这一具有深刻爱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内涵的口号，是

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宗旨。⑥ 后云认为在同盟会的号召和领导下，这

些以袍哥为基础组成的同志军，在推翻清王朝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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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张力：《啯噜试探》，《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２期，第７１页。

秦宝琦、孟超：《哥老会起源考》，《学术月刊》２０００年第４期，第６８～６９页。

龚义龙：《清代巴蜀 “啯噜”始源探析》，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７页。

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１９７９年第２
期，第７１页。

汪洪亮、刘周远： 《最应了解的四川历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版，第１１４页。

鲜于浩：《略论 “破约保路”宗旨的提出及其实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１９９２年第５期，第７１页。



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① 陈辉认为在辛亥革命

时期，哥老会密布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鄂、湘、川等省

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成为中国最强大的一支会党力量。② 隗瀛涛

在 《四川保路运动》一书中指出辛亥革命在四川遭到了失败，英勇

奋斗的劳动人民由于没有正确的、可信赖的领导者，并没有从此次

革命中得到任何好处。吴玉章在 《辛亥革命》一书中认为清代晚期

四川的农民斗争，其规模之大，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外，近代史上

再没有可以和它相比拟的。

（三）四川袍哥与土匪、军阀关系研究
四川自１９１２年的 “成都兵变”起，到１９３３年的 “二刘大战”

止，“在此二十余年中的大小战争共有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半月

即有一次”③。土匪在四川俗称 “棒老二”， “由于战争频仍，溃散

士兵，多流为匪”④。袍哥与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辛亥革

命后，四川督军尹昌衡就利用袍哥作为其政权的支柱；军阀与袍哥

关系密切，匡珊吉、杨光彦认为如 “范绍增的哥老会兄弟伙”⑤。

“在四川军阀混战期间，许多军事首脑人物如熊克武、刘湘、杨森、

潘文华、刘存厚、田颂尧、邓锡侯等都利用过袍哥队伍，争夺地

盘。”⑥ 各支军队内部的大头头们还利用封建性的拜把之交 （如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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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后云：《辛亥革命时的四川哥老会》， 《四川师院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１期，第８５
页。

陈辉：《关于辛亥革命时期长江会党的几个问题》，《华中师院学报》１９８２年第

５期，第１０２页。

吴晋航、邓汉祥、河北衡：《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派系和长期混战纪略》，全国
政协文史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２７页。

肖波、马宣伟：《四川军阀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第２页。

匡珊吉、杨光彦： 《四川军阀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
页。

范绍增：《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文史资
料选辑》，第八十四辑，第２４２页。



哥组织）与裙带关系联结，尽力把自己的中下级军官和军士培养为
自己的系统，有的甚至把兄弟子侄拉出来，造成父子兵、家天下。

四川大小军阀们均对袍哥组织采取了笼络和收买的政策。张杰认为
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直接招收袍哥队伍；二是收买袍哥保护自家
性命和维持治安；三是利用袍哥组织扩大自己的影响，如刘文辉和
邓锡侯。① 民国年间，四川的匪患特别严重，土匪、袍哥、军阀相
互勾结、相互影响，共同鱼肉百姓，是那一时期的三大毒瘤，故有
“匪如梳，兵如篦，团防好比刀子剃”之谚。赵清认为四川的土匪
是参加了袍哥组织的，但是参加了袍哥组织的人并不都是土匪。因
为袍哥分清水和浑水，只有那些浑水袍哥才是职业土匪。到１９４９
年，四川袍哥掌握的 “枪有三百万支”，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②

易照峰也认为： “至于纯粹的浑水袍哥，则是土匪袍哥的专门组
织。”③

（四）四川袍哥重要人物研究
四川袍哥史上曾出现过许多重要人物，主要的袍哥代表人物

有：尹昌衡 （１８８４—１９５３），四川彭县人；罗纶 （１８７６—１９３０），四
川西充人；范绍增 （１８９４—１９７８）绰号 “范哈儿”，四川大竹人；

刘文辉 （１８９４—１９７６），四川大邑人；邓锡侯 （１８８９—１９６４），四川
营山人；刘文彩 （１８８７—１９４９），四川大邑人；冷开泰 （１８８９—

１９５０），四川仁寿人；石孝先 （１９０７—１９４９），重庆人；等等。

以人物为经，以时间为纬，追述四川袍哥重要人物的升降沉浮
应该带着理性的眼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半期，四川军阀已普遍与

６

四川袍哥简史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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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合流①，特别是在民国时期与四川军阀、地方当局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秦宝琦认为：“四川袍哥的蜕变，主要原因是四川的军

阀本身大多都是参加了袍哥组织，而且几乎都是袍哥的 ‘舵把

子’。”② 各地袍哥会实质上就是 “地下政权”“幕后政权”，袍哥大

爷实质上就是 “地下首脑” “幕后首脑”，与地方合法政权长期共

存，地方当局也只能默认双重政权并存的现实。“当年，蒋介石在

最鼎盛的时候都没有控制住四川，也是因为他摆不平袍哥的原

因。”③ 有关四川有名的袍哥人物，当事人也有回忆文章发表，如

刘文辉的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

辑）、邓锡侯的 《１９１７年成都罗刘、戴刘之战》（《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辑）、范绍增的 《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文史

资料选辑》第八十四辑）等。有关学者也出版了一些袍哥人物传

记，如范稳著的 《山城教父》上下册 （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蒋光明、杨平章著的 《中国大袍哥———范哈儿传奇 （民国

三部曲之一）》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马宣伟著

的 《绿林·袍哥·军人范哈儿———范绍增外传》（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笑蜀著的 《刘文彩真相》 （西安：陕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等等。

二、四川袍哥史研究的趋势

四川袍哥史是中国历史学中一个十分艰深的领域，属于专门史

和社会史的范畴。它以活跃在四川历史上的由秘密转到公开结社的

四川袍哥为研究对象，以四川历史事件为线索，以袍哥为中心，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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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四川袍哥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在四川社会变革中所起的影响和作
用，多维度多视角地分四个阶段研究四川袍哥的历史：袍哥的兴起
（清朝初年至清朝末年）、袍哥的鼎盛 （辛亥革命至军政府统治时
期）、袍哥的滑坡 （防区制时期至抗日战争）、袍哥的衰亡 （抗日战
争至解放战争）。这要求我们站在中国历史的大环境和大视野中对
四川袍哥的历史起源、历史演变、组织架构和理论与现实意义进行
翔实、客观、科学和完整的梳理，实事求是地对近现代历史对四川
乃至中国各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四川袍哥史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
的研究。四川袍哥史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幕重大历史，是中国近现
代史特别是四川近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四川袍哥是一种
民间社会组织，各地的袍哥又相对独立，长期处于神秘状态，局外
人不知其详。其史迹零散且模糊，多由传说而来，各地史书和方志
的记载也只是片言只语，因而袍哥的历史特别是早期的历史显得扑
朔迷离，学术界也众口莫一，且有不少失真之处。

（一）四川袍哥史研究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四川袍哥的性质和特点：袍哥是从秘密转向公开的社会组织，

袍哥是一种江湖组织，公口或堂口的独立性，会众的广泛性，会规
严密，等级森严，“信”和 “义”为其核心价值观念。人们要求能
了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历史能得到更为完整的反映，拟
突破的重点和难点有：

一是四川袍哥史整体研究。对四川袍哥史的整体研究仍然是一
个很薄弱的环节，把四川袍哥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对待，至今仍
属空白。撰写并且公开出版一部 《四川袍哥史》于国于社于民于学
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二是充分利用四川、重庆地方档案和地方志等第一手资料开展
四川袍哥史研究。随着大量清代和民国档案的发掘、整理、开放与
出版，四川袍哥史研究领域也得到大大拓宽。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
在档案和地方志等可信度高的资料上狠下功夫，必须充分挖掘、爬
梳、消化和甄别四川袍哥的档案等资料，在尽可能占有和把握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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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在史事层面展开细致的实证研究，每一个结论的得出都

必须以充分的史料作支撑，重构四川袍哥史。四川袍哥的档案资料

收藏较多，大都较为集中和完整地保存在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

案馆、贵州省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和四川各地方档案馆，如成

都、宜宾、泸州、广元、雅安、绵阳、南充、德阳、大邑、邛崃、

温江、南部、新津、巴中、简阳、营山、大竹等地。

三是四川袍哥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整个四川成为中

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大本营。”① “可以说，没有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

后方，中国的抗战历史将会是另一种走向。”② 抗日战争时期是四

川袍哥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四川袍哥在抗敌御辱、保家卫国

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如为了确保川滇运输线的畅

通，国民政府就曾经请求四川袍哥帮忙。对四川袍哥在抗日战争中

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专题研究，对于拓宽和深化四川袍哥史乃至抗日

战争史研究领域，进一步探索有关问题和填补相应空白具有重要的

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

四是四川袍哥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研究。四川袍哥与帝国主义、

大清帝国、北洋军阀政权、国民党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四川

袍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表现，对四川袍哥如何做出客观的总

体评价，中国共产党对四川袍哥采取的政策策略，这些问题正在逐

步引起有关研究者的关注。四川袍哥在辛亥革命前后是作为民族主

义的反对清廷统治力量被载入史册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

于四川袍哥的工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临和解决的政策策略和

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灵活的策略，那就是争取、利用和改

造，并提出和制定了针对四川袍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大

多数四川袍哥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员。许多四川袍哥在抗日

战争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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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和转变时期，中国共

产党对四川袍哥的政策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形势发生变化

而适时调整。一部分袍哥头目在中共统战政策的感召下，顺应历史

潮流，走到人民的阵营，如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率所属发动了

西康起义，范绍增率所属在渠县的三汇镇通电起义。“解放后，袍

哥组织作为封建社团，向人民政府登记后，随即解散。”① １９５０年

１０月，中共中央发布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起草的 《关于镇压反革命

活动的指示》，正式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帮会政策的改变，由此掀

起了全国镇压包括袍哥会在内的 “反动会道门”组织。１９５１年２
月，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新中国开展了声

势浩大的镇反运动，采取了镇压与改造相结合的方法，才最终解决

了存在１００多年的袍哥问题。

五是文化视域下的四川袍哥及其当代影响。袍哥文化是巴蜀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视域入手研究四川袍哥可以使之成为一

个充满魅力的研究领域。袍哥的会规是与其崇尚的精神即价值观及

道德标准密切相关的，其会规也就是价值观的具体化，“尚义”就

是其最高标准的核心价值观。一般认为，《金台山实录》和 《海底》

是袍哥奉行的经典文献。其对外联系和交往的方式也很有地方特

色，包括茶阵、手势、口令、隐语 （江湖话）、拜帖、兰谱等。袍

哥会的核心主体是无业游民和下层民众，它只有代表他们的利益和

要求，才能众望所归。袍哥把 “桃园结义” “瓦岗结盟” “梁山聚

义”的精神气节融为一体，“以传统江湖义气作纽带，结为生死攸

关的利益群体”②。总结出 “忠信为本，义气为先”的思想，把
“义”上升到行为的最高准则，把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组织起

来，提倡 “兄弟道”。“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创造出新的 ‘内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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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八堂’制度。”① 袍哥以封建伦理作为自己的伦理观，律己律人
即以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即仁、

义、礼、智、信， “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和
“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群体信条，要求会
众对组织保持绝对的忠信和依赖，要求会众对大爷 （领导者）的绝
对服从。袍哥的社会功能，就是以人身依附形成团伙，把桃园结义
作为相互关系的楷模，把义薄云天的关公奉为崇高行为的典范，把
江湖义气作为行为准则。他们提出义气结合、豪侠仗义、团结互
助、平等对待等口号，借以在君权社会里保持并扩张自己的生存权
利。袍哥要求会众对同胞的困难有无条件援助的义务，同时也有接
受援助的权利。另外，出于标榜 “义”，袍哥内部存在着认盗不认
偷的观念，即允许抢劫拦道之类的行为，不允许偷鸡摸狗的行为，

对盗匪和窃贼持不同的态度。研究四川袍哥文化就离不开茶馆，
“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成为袍哥的活动中心，他们在那里联络、

聚集和开会，成为袍哥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阵地”②。袍哥们利用
茶馆进行各种活动，推动了茶馆文化的发展，各袍哥码头的办事场
所就设在茶馆内，有些茶馆本身就是袍哥所开。袍哥大爷们在茶馆
内处理这些民事纠纷，川西人叫 “判公道”，川东人叫 “付茶钱”。

以上这些对当代四川甚至西南地区的民俗文化、民众性格、商业文
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天的四川方言里面常用的一句口头禅是
“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用于朋友兄弟间，意思就是四川人性情
忠勇耿直、仁义厚道、说话算话，在关键时刻能义字为先，哪怕赴
汤蹈火，在所不辞。

（二）四川袍哥史研究的趋势

１９８０年以来，关于四川袍哥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产生、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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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覆灭，国内外有不少学者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对于四川袍哥

的起源、四川袍哥与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四川袍哥与土匪和军阀

的关系、四川袍哥中的重要人物等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研究深度

不足，仍然具有较大的研究潜力与空间。目前在四川袍哥史研究现

状中，微观性考量的地方较少，而概括性论述的成分较多。通过对

四川袍哥史研究现状与研究成果的整体考察，不难发现，作为一门

社会史和专门史，四川袍哥史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基本框架，四川袍

哥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深化研究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并呈现出越来

越丰富的内容。这一领域仍然存在若干值得更深入思考和探讨的东

西，集中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要注重四川袍哥史整体研究和宏观研究的交叉与结合。过去

对地方性组织袍哥会专门著述非常少，缺乏足够的研究，有关研究

论著多从全川或西南地区一个较长历史时段着眼和入手，忽略了四

川各个历史阶段袍哥史丰富多样的特点，存在着国史与地方史分

裂、宏观与微观脱节的缺陷。通过对四川袍哥史的宏观研究与整体

研究，将填补国内目前对四川袍哥史的研究空白，有助于从整体上

把握四川袍哥的历史，并加深对四川袍哥的生成环境、群众基础、

组织结构、思想信仰以及运行机制的深入了解。可以为学术界深入

研究四川袍哥史问题提供参考，也为广大读者正确了解四川袍哥史

提供便利。

二是重视四川袍哥文化和四川区域社会文化的消长与融合。区

域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历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目前其研究日见

繁盛，是历史学服务于地方社会文化发展建设的客观要求。袍哥既

具有全国共有的共性，也有地域独有的个性，它的重要特征是区域

性、群众性、复杂性和广泛性。袍哥有极严格的行动准则，主要有

礼节、礼语、气概、戒律、规定和行话，这里面也包括了袍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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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成分如 “袍哥隐语成为四川大众文化之组成部分”①。我们

研究这些精华，更能体会到不断变幻和不断再生的巴蜀文化的灵

动、博大、坚韧和包容。充分挖掘四川袍哥文化的进步思想，为当

代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民生等发展服务。大力发扬四川

袍哥文化先进的、积极的、健康的精神，如耿直、仗义、互助等，

坚决扬弃四川袍哥文化中保守的、封建的、反动的糟粕，如迷信、

欺诈、暴力等，使之适应当代四川社会各方面发展的要求。当前随

着西部大开发、四川城乡统筹和成渝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为四川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四川袍哥史的研究成果可为四川各

级地方政府决策层提供借鉴，对促进四川地方经济发展、切实搞好

地方民生工作、大力维护地方社会稳定、推进地方基层民主政治建

设也有裨益。选择川渝地区的四川袍哥进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可

望将四川袍哥史现有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三是推动四川袍哥史研究对其他社会科学相关理论方法的吸收

和借鉴。要推动四川袍哥史研究的继续发展，对四川袍哥史研究必

须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扩大研究视野，多角度、多侧面地综合考

察。在研究四川袍哥史中吸收或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

学、宗教学和民俗学等相关理论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在继承已有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学科的交叉融通会促进四川袍哥史研究拥有

持久的活力。四川袍哥史进行跨学科研究是一个新思路，是研究走

向新发展的契机，应该是今后四川袍哥史研究的趋势之一。

四要剖析四川袍哥系统纵向关联的动态演变历程与演变规律。

四川袍哥史研究以往侧重于它的具体内容，而对它的社会性质、社

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等纵向关联问

题论述很少。要了解袍哥这样复杂的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和规律，就

必须剖析四川袍哥系统纵向关联的动态演变历程与演变规律，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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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笛：《神秘的语言和沟通———１９世纪四川袍哥的隐语、身份认同与政治文
化》，《史林》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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