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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帮会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濒临解体的历史条件下产

生的以游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种类繁多，数量庞

大，渗透面广，是近代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翔实的史

料，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帮会产生、发展和衰亡的

历史，探讨了各个历史时期帮会活动的状况、特点、

作用以及帮会兴衰的历史规律，并对这一复杂社会现

象做出了评价。



『丰1τ主~p
)"ë骂j 同t::\:::， 1 9 5 4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启东。现为上海师范大

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学科带头人。任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

辰、上海经济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上海中山学

社理事、国家清史工程厘金篇项目主持人。著有《晚清财政与社会变

迁》、 《史海一勺一一晚清史管窥>> ，校译著有《上海警察》、 《上

海青帮》、 《家乡、城市与国家》、 《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

《飞峦》等。

邵 雍 1953年生于上海，础告浙江慈溪。现为上海师范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任孙中山宋庆龄

研究中心副主任、统1忧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 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秘书

长、中国现代人物专门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太平

天国史研究会理事、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L.~开究员。著有《秘密社会

与中国革命》、 《近代会党与民间信仰研究》、 《中国近代帮会史研

究》等20种，并在《历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 《抗日战争研

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0余篇，五次获上海市社联优秀论文奖。



总序

冯天瑜

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勇程，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等要素彼此交融、相互渗透在这个整体之中，起伏跌岩、波漏壮

阔地向前推进。囱此，历史研究不能满足于现象的"个体描述"

而应当关注"总体历史"关注社会综合结构(社会形态〉的演

化，从而发现历史大势及其规律，诚如太史公所称，他治史绝非满

足于枝节'性的记载，其宏远吕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然而..总体"由"专门"综合而成一般"植根于"个

别"之中，对于"总体历史"的认识、对于社会结构的真切把握，

必须建立在历史现象分门别类的深入辨析的基础之上。太史公通过

"本纪"探究自五帝、夏、商、周、秦，直至汉武帝的纵向专史进

程;通过 "ttt家"开辟揍向的歹列G国专史;又以八"书

乐、律、历、天宫、封禅、河渠、平准，开文化、科技、财经等专

门史之先河"大宛列传"、"货殖列传"实为民族史、中外交通

史、商业史之雏形……正是有了诸多专门史具体商徽的考实，太史

公方能造就整体史学大业"成一家之言"0 {汉书》以下的正史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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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史记》的"书"扩设为"志" (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

货志、天文志、地理志、艺文志，等等) ，彩成较为翔实、细密的

专史篇章c

中国史学有着深厚的专门史传统，不仅表现在《史记卜。又

书》等正史为其保留较充分的展开空间，而亘自成格局的专志也

纷至沓来，如后魏部道元《水经注》是专论山)f[地理的志书发韧，

窝宋以下，各种专史(如金石志、画谱、学案、盐政、畴人传，

等等)梧继从通史中猎立出来，斐然成章，梅筑一个大的学术门

类。中国的专史之早成、之丰碟，置之古代世界史坛，亦足称先进。

时至近现代，随着学术分科自广度与深度拓展，专门史更成为

历史研究蓬勃兴盛的领域。上在纪前半叶，商务印书馆出棋王云五

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 ，在"大文化"名目下，囊括了各类专

门史论著，从《文学史扎《美术史》到《财政史上《贼税史》、

《中外交通史}，以至《赌博史上《娼妓史上尽纳其中，反映了

古今中西文化激荡之际的民国学界专史研究的实绩。上世纪 80 年

代，上海人民出版社挂出新的《中医文化史丛书}，收人"文化

热"时期的数十种论著(包括《小学史上《串骨史上《杂技史》、

《园林史上《染织史》等以往少克的分科史著) ，是我虽专门史成

果的又一次结集。

近年来，专门史研究有新的发展，在高等教育的一级学科历史

学之下，设置专门史二级学科，多荷大学及科研院所设立经济史、

文化史、社会史等专门史研究机构，探究领域有所拓展，新史料的

开握、新方法的运用皆有创获，人才成长、论著涌现，蔚然大观。

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医专门史文库》便在此种新气象之下

边运而生。

本文库以几种早年萤声学坛的专史作为引领篇，什，更多地选人

近十年来的专史佳品，其中又分两类，一为曾经出程，现经作者认

真修订补充，二为新作。本文库拟分数辑，分批推出，期以共襄专

门史研习之大业。

2011 年 10 月 19 日 书于武昌珞翻出



出版说明

周育昆、邵雍先生的〈中自帮会史》于 1993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

社出段，本次因出版《中国专门史文库》系列，我社根据该摄本，

在力求保持全书原貌的前提下，对一些文字与句读的明显错误做了

订正。

武汉大学出服拄
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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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嚣的帮会，是在封建社会濒临解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游民

结社，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空前发展起来。其数量

之多、人数之众、蔓延之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c 清代人口

的激靖、土地兼并的发展、自然灾害的流行、近代外国资本主义的

人侵、连年战争和社会经济的改组所带来的人民破产和失业，是中

国帮会繁兴不衰的社会根源。

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细胞封建家族的制度对帮会的组织方式产

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封建帮会就是模仿封建家族制度市

建立起来的，但它们毕竟不是血缘的家族组织，具体说来"帮"

是以师徒宗法关系〈其本身也是封建家法的延停)为纽带，是封建

行会的变异影王三γ‘会"是以兄弟结义关系为纽带，是血缘家族的

变异形态。 19 t主纪末叶以来，帮与会互相渗透、混合生长，人们

遂以"帮会"统称之。

由阶级属性和社会本员所决定，插子民帮会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的

作用是多方面的。失业潜民以帮会组织为凭借，通过暴力掠夺的方

式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在打击了地主商富的同时，也对一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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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怎害。帮会的猖癫横行，既破坏了旧前统治秩

序，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随着游民的滚动、就业趋向，

帮会也向各个社会阶层渗透，这又构成了中国近代阶级分化、薪阶

级的产生过程中的特点。正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经过帮会的改造，成

为帮会的意识而佳袭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寄生于大社会的

游民帮会，在j与社会进行掠夺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大社会风

云变幻的民族矛盾与酷级矛盾的制约，力自适应大社会的变动并从

中扩展其势力。各种不同的帮会组织，由于其独特的历史特点、既

存的社会关系，在适应大社会变动过程中的抉择是各不相同的，商

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以及外国侵略势力也往往在政治斗争或民族斗

争中力图利用帮会势力。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中国

帮会史的丰富内容。

中国帮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最:

一、从清初到乾隆中叶，是中国帮会的产生时期。在这一时

期，出玩了各种名目不同的会党组织，其中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

地会影响最大。作为青帮前身的灌运水手行帮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二、乾隆中叶到嘉道年间。在台湾爆发了以天地会为组织基础

的规模浩大的林爽文起义，清政府由此对天地会进行了彻底的追

查。天地会为逃避清政府的镇压，不断改换会名，内部制度逐渐完

善，反清复萌色彩有所淡化，并与教门及其他游民组织互相融合。

哥老会议四川的唱噜为胚脸，在融合了含天地会成分的青莲教的基

础上形成。

三、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是近代帮会活动的第一次高潜时期。

广西会党的发展酿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为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

提供了有利条件。福建、上海、广东、浙江、囚)1/等地梧继爆发的

会党起义，是这一时期下层民众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哥老会在清

军尤其是湘军中的蔓延;俘随着清运停止而失去职业依托的清运水

手有帮转变为青帮，其中一部分为清军所雇由或直接改建为勇营，

则构成了这场大起义的对立面。

四、太平天国以后至 19 世纪末，天地会在国内的活动相对沉

寂，而随移民流向海外的洪门组织发展出较迅速。哥老会蔓延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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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并与长江下游活动的青帮互梧融合。频繁地进行反洋教斗争，

向社会各阶患渗透，是这一时期帮会发展的重要特点。一些帮会头

吕通过打家劫舍聚敛了大量社会财富，成为地主绅富中的特殊成

员，一些地主绅富也参加帮会，农民被大量裹胁人会，由此形成了

帮会在一部分势力强大的地区对农业社会的控制。一些位于水陆通

痛的城镇码头都出现了帮会主空割的情况。

五、辛亥革命时期。 20 世纪初，会党在广西的造反烽火连天，

参加了保皇党人发动的自立军起事和兴中会领导的惠州起义c 随着

革命形势的日益成熟，长期遭清政府禁止的帮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

与革命党人建立了同盟关系。在推翻清王羁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

用，但是其在革命发展进程中的离极作用是不应低估的。

六、民国初年至北洋军阀时期。辛亥革命带来的防级关系的新

变化，使革命党人与会党的同盟关系基本破裂。资产阶级革命党将

帮会改造为进步的、合法化的社会团体的努力也未获成功。袁世凯

对帮会进行分化和收买，刺杀宋教仁，一步步走向专制独裁。袁世

凯死后，中央集权衰落，军阀混战。帮会势力或划地自保，我与军

捕、土匪梧勾结，或投靠帝匮主义，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包办烟

嬉娼，在上海等大中城市演化为黑社会势力，在西)11等农村地区则

蜕变为土匪集团。

七、十年内战时期。蒋分石借助帮会势力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

变上台后，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加以扶植和纵容，使帮会活动E

舌仨←开化，自毒丑圣地空前发展起来，进入了党、政、军、警、宪、特

各部门，在工商界、劳工界以及文艺、新闻等领域的势力和影响也

吭显增强。帮会内部薪老更替，并按其实力变化重新组合。

八、拉吕战争时期。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环境

中，帮会内部分化黯烈。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

装力量的积极争取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并在反侵略战争的烈火中

得到了彻底的改造。一部分在国畏党的控制下也为拉战做了一些有

益的工作，但未能改变其龟害社会的本性。还有一部分则在日寇的

弓 i诱收买下叛国投敌，拼凄起形形色色的汉奸帮会团体为虎作佳。

九、解放战争时期及解放初期，这是中国帮会走向没落的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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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抗战胜和之后，汉奸帮会被取缔，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帮会在

国统区部继续存在，并利用国民党标榜"民主"的招牌，打入到一

整地方政权和参议会，甚或组建→些全国性的帮会政党团体企理参

与自家政治权力的再分配，这就激化了他们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

海外洪门由于其特殊的条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建了中国

致公党，获得了新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一部分帮会

自行停止活动，一些反动帮会则垂死挣扎，在我解放区进行噩特蔽

坏活动，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发动反革命暴乱。大陆解放如期，

经过人民解放军租公安部门的镇压和取缔、基层人民政权的建立和

巩臣、失业及人民生计的基本解决，数百年来困扰中国社会的帮会

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由于中国近代帮会问题的严重性，国外的殖民势力和侵略势

力、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各摄政治势力出于政治需要，都十分重视

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对策。民国以后，帮会大肆撞染其所谓"三百年

反清革命"的历史，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因为帮会在辛亥革命中

的积极作用，也力主将帮会的反清活动编为中华民国史前编。孙中

山明确指出"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

清扶明。故民族主义虽甚溥及，雨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

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

系实浅，倒宣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厨杂民国史中。"①因此，

强立地编写中国帮会史的任务，是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我幻

现在来编写这部历史，自然不在截止到辛亥革命，哥国时代的帮会

仍盛兴不衰，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陆的帮会势力才被

彻底取缔。近年各地档案馆的开放、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学术争

鸣的活跃，为这部著作的完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国白改革开放

以后，国外的帮会势力向国内渗透，有些地区帮会势力还有死灰复

燃的现象一一但这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起来的帮会势力在政治

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程和生存条件等方面与其前辈已大不相

同，这是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难巨任务。这或许可以说是

中国帮会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吧。

① 见高叔平编: {蔡元培全集》第 3 册，第 241 -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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