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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变迁中的长江下游青帮 

陆 勇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 长江下游江浙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水手行帮是青帮的前身，青帮真正形成是在漕 

运解体，江浙罗教水手行帮与长江下游势力膨胀的盐枭集团结合以后，盐枭在青帮形成中起了 

载体和媒介的作用。光绪后长江下游青帮势力发展迅速，大致分为江南、江北两大势力中心。 

继承了罗教水手行帮和盐枭集团活动方式和组织体系的青帮，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而形 

成了具有开放性的组织体系。 

关键词： 社会变迁；秘密社会；青帮；盐枭；罗教 

青帮形成于近代长江下游，与运河漕运的解 

体有直接关联。长江下游地区是漕运水手行帮最 

重要的活动地区。清代承担漕粮的有山东、河南、 

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等省，而江苏、 

浙江要承担大半，因此，江浙两省的运河码头成为 

漕运水手聚集场所，“各帮水手多系山东、河南无 

业之辈”。[1“ 同其他水手行帮不同，江浙水手 

行帮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素习罗教，“到 17世 

纪末l8世纪初，杭州和苏州成了水手中罗教信徒 

的两大活动中心。这些水手以庵堂为中心形成的 

团体，互助互济性较强，并无政治目的，只是影响 

社会治安”。[ ]‘ ) 

食盐由漕船走私称为漕私。有清一代，漕私 

是仅次于枭私的一种贩私活动，～方面是因为漕 

船本身需要携带大量食盐食用，另一方面，大多数 

的漕船都要通过盐都扬州，甚至淮南盐抽掣所仪 

征，这为漕私提供了可能性。同其他盐私活动不 

同，漕粮为“天庾正供”，能拒绝关津检查，因而漕 

私有量大、隐蔽等特点。夹带漕私的有普通旗丁、 

舵工、水手。漕私的私盐来源很多，它也和枭私一 

样收集灶丁私盐和老少盐，但是和枭私明显的区 

别在于，漕私利用漕船跨越数省的便利，购买官 

盐，赚得地区差价。如嘉道时，由于长江下游的两 

淮盐区盐课较高，因而漕运水手行帮更多地将长 

芦和两浙的盐贩往两淮行盐区。“粮船夹带，非 

芦私即淮私，而芦私盐价值较贱，帮所带尤 

多”。 两浙行盐区的江苏南部和浙江部分地区， 

主要是由江浙水手行帮中的嘉白帮从宁波、舟山 

群岛偷运廉价盐。【4 长江下游的漕私为漕运水手 

行帮与盐枭的结合创造了条件，随着漕运水手行 

帮势力的发展，到了近代，其中的江浙罗教水手行 

帮和盐枭集团融合，最终发展成为近代的青帮。 

近代青帮的前身是江浙罗教水手行帮。青帮 

的帮名很繁杂，《清门考源》所辑录的民国时的 

《各社会团体全宗汇集档案》中就列举了诸如“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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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安庆”、“安清”、“三番子”、“清帮”、“青 

帮”、“家礼”、“临济道”等多种名目。【5 在近代的 

清档案文书中，有安清道友、巢湖帮、清帮、枭匪等 

混同称谓。青帮的发展历程，按青帮自己在《安 

清系统录》中的说法是“近代三百年来拥有中国 

东南半壁的一种水上社会势力”。近人也把青帮 

分成早、中、后三期。其实，青帮作为“从清代漕 

运船帮中脱胎出来的秘密结社”l6 J(刚)，其真正形 

成也不过是近代的事，而且也只是在江浙水手行 

帮中。青帮形成以前的江浙罗教水手行帮并不是 

秘密结社，行帮并不是帮会。一方面，在漕运废止 

前，水手行帮，包括早期的江浙一带的罗教水手帮 

都是半公开的行帮组织，它主要功能除了互助、贩 

私外，更多的是维持漕运，因而它虽然也遭到清政 

府的取缔，但不是严厉打击的对象。从雍正到乾 

隆中叶，清政府曾多次对漕运水手中习罗教的情 

况进行了查禁，但是处理都较轻，仅仅是没收经 

卷、佛像、改庵堂为公所。从目前的档案资料来 

看，至少到嘉道时，清政府对漕运水手行帮还是非 

常了解的，而且水手行帮的一些主要活动大都得 

到了官府的默许，如嘉庆时有人供称“粮船上素 

来供奉罗祖，护庇风涛。其供奉罗祖之船名为老 

堂船，设有木棍一根，名为神棍，奉祀罗祖之人名 

为老官⋯⋯不许人酗酒滋事，违者，老官取木棍责 

处，不服者送官责逐⋯⋯”_7 道光年间，船帮间为 

竞争新船积怨较多，常常争斗，引起清政府的熏 

视，但在处理上并不是当作秘密结社来对待，如镇 

江帮与湖州帮相互争斗，清政府只得出动军队监 

航，但除了分开两船，收缴刀棍外，也没有大的处 

罚晴】c啪 ，这和同时期处理其他帮会是有根本区 

别的。另一方面。漕运废止后，并不是所有的水手 

行帮都转而贩私，形成青帮。青帮一名至少在清 

代档案文书中出现是在近代漕运废止以后。水手 

行帮是漕船普遍存在的互助性组织，而其中的罗 

教水手行帮只存在于长江下游的江浙水手行帮 

中。根据“青帮秘籍所记载的题名录，兴、礼、大 

三辈 144人中，江淮帮2O人，兴武帮47人，嘉白 

帮36人。嘉海卫帮 l4人，杭州帮 l4人，绍兴帮2 

人。湖州帮2人，嘉兴卫帮6人，镇江帮3人，都分 

属于江苏、浙两省的船帮。”~6 3(m3)可见，罗教水手 

行帮只是青帮的前身，还不是青帮。 

罗教水手行帮，更多意义上应理解为教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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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可以看成是罗教的分支。首先它称“帮”是沿 

袭了原来漕运的官方称谓，而非一般所谓“帮 

会”。清制，漕运组织以省或粮道为单位，每粮道 

或省下分设若干个卫，卫是由一府或数府组成，如 

江安粮道下辖江淮卫、兴武卫、安庆卫、新安卫、建 

阳卫等。帮是卫属的基层单位，一卫有数帮，如江 

淮卫有9帮、嘉兴卫有3帮。每帮船数有船30到 

6O不等。水手行帮一般都是根据所属船帮命名。 

陈国屏《清门考源》第五章“粮帮组织”所列举的 

粮帮组织分布情况其实即是清时漕运基层组织的 

建制。 

其次，罗教水手行帮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对于罗教水手行帮的性质，学者往往多从其组成 

人员、组织结构及活动方式变化定性为帮会组织。 

其实从乾隆三十三年，清政府废除庵堂，罗教水手 

行帮活动转向老堂船后，其作为教门的基本特征 

并没有改变。其师徒传承、吃斋诵经，收敛钱财直 

到嘉道时没有太大的变化。道光十六年漕运总督 

恩物亨额称：“帮内之巢穴即老官师傅盘踞之船， 

名为 老 堂船，藏 有 经 卷、神 像，传 徒 敛 钱 
⋯ ⋯ ”[ 】‘脚郇 罗教水手行帮在清中叶表现出来的 

成分复杂、组织强化、暴力色彩严重这些特点，这 

和清代中叶以来其他教门系统，如八卦教、清茶门 

教、圆顿教及青莲教等的发展演变基本是一致的。 

宗教色彩淡漠是清代中叶以后，秘密教门系统的 
一 个重要特点 J，非独罗教水手行帮才有。和其 

他教门系统不同的是，罗教水手行帮由于本身行 

业的特点，它反政府意识较淡，维系其生存的除了 

敛财外，更多的是通过贩私活动，这也正是它以后 

能和盐枭集团结合，形成青帮的前提条件。 

长江下游江浙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水手行帮与 

势力膨胀的盐枭集团结合后，随着漕运的停废，青 

帮终于形成了。在青帮的形成过程中，盐枭起了 

载体和媒介的作用。 

道、成年间，清政府改革漕运制度，即改东南 

河运为海运。咸丰三年(1853年)南漕全部改为 

海运。停漕后，清政府对漕运水手也进行过安置： 
一 是给资遣散。镇江帮在扬州知府桂万超告示后 

“水手安静，给资回籍无异言” 】( ㈣；二是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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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招募为水勇。漕运总督杨以增在扬州一带 

“挑选精壮水手一千五百名，又招募壮勇一千五 

百名，派令前任淮安府知府福椿管带。” 】( 印 但 

是对于大部分的漕运水手而言，生活无着落，沦为 

盗匪。“三年春，江南被兵，南漕改折，或海运，纤 

夫游民数十万，无可仰食。丰北苏河连年溃决，饥 

民亦数万，弱者转沟壑，壮者沦而为匪，剽劫益 

炽。” 原来的江浙漕船中的罗教水手行帮开始 

向旱码头发展，史载“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 

即散处各州县，名日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 

民。”[”](丹 最终在长江下游地区完成由罗教水 

手行帮向青帮的过渡。 

青帮之所以在长江下游地区形成，因素很多， 

包括两淮盐场对失业水手的吸引，太平天国所引 

发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秩序混乱，但这些都是青 

帮形成的外部条件，从根本上讲，青帮的形成是近 

代以来会门与教门系统相互融合及长江下游盐枭 

势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在地区分布上， 

“教门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方⋯⋯会党主要活动 

在中国的南 方 ⋯⋯ 因此有 ‘北 教南会 之 

说’。”[1 J( 这和南北之间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地 

理环境不同所引起的文化差异有密切关系。民国 

时学者王培棠在《江苏省乡土志》中曾就江苏南 

北文化进行评述，指出“以民情而言，江南柔而淮 

北刚，淮南江北界于刚柔之间。以言语看，则江南 

多吴语，江北多扬州语，而淮北多齐鲁语；以言风 

俗习惯，则江南奢侈纤巧，淮北则朴实无华，而淮 

南江北亦间于两者之间，如扬州已近于江南，而淮 

阴、淮安有相同于徐海。言宗教迷信，则江南以民 

智较开观念比较淡薄，淮北则迟钝保守，故宗教迷 

信观念，尚极浓厚，淮南江北则成一种中和态度， 

较江南为过，较淮北已不及矣。”-1 3j近代以前的罗 

教水手行帮虽然地处江浙一带，但仍可以理解为 

属北方的教门系统。一方面，水手行帮特别是江 

浙一带的罗教水手行帮中，水手大多数都是北方 

山东、河南、河北等一带的农民，江浙南方一带的 

人很少；另一方面，罗教水手行帮虽然名为江浙一 

带的船帮，但是并不固定在江浙一带，他们通常要 

伴随漕船四处飘泊，居无定所。漕运解体后，南方 

的水手行帮解散后，一部分水手回到北方原籍，流 

而为匪。而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水手行帮则凭借其 

原有的组织系统在江浙一带适应生存下来，并迅 

速向会门系统演化。促成这种演化的媒介就是长 

江下游日益膨胀的盐枭。首先，罗教水手行帮作 

为一种教门系统，由于南北文化的差异，在江浙一 

带社会基础很薄弱，而长江下游盐枭集团虽然在 

近代以后江浙一带人也很多，但就主体而言仍然 

是以北方一带的无业游民为主，这为罗教水手行 

帮融人并改造盐枭集团，形成青帮的一个重要原 

因。其次，罗教水手行帮本身主要依靠盐私维系 

其生存，水手更习惯水上生活，漕运解体后，江浙 
一 带复杂水面环境更适应其生存，而盐枭集团长 

期以来一直是这一带的水上霸主，这是罗教水手 

行帮以盐枭为载体的重要前提。和普通的水手行 

帮不同，罗教水手行帮在以盐枭集团为载体时，嫁 

接了自身的组织系统，并完成了自身的改造，形成 

了亦教亦会的秘密结社。 

近代青帮的形成是在罗教水手行帮与长江下 

游盐枭相互融合中完成的。 

漕船中水手行帮包括罗教水手行帮出于贩私 

的需要，和盐枭的勾结由来已久。从顺治年间起， 

回空粮船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贩卖私盐活动。“回 

空粮船约六、七千支，皆出年瓜、仪二闸。一帮夹 

私盐奚止数十万斤，会有计亡，实浸淮商数十万引 

盐之地为害甚大。”ll 适应漕私规模的扩大，康 

熙、雍正时水手行帮开始与积枭“风客”勾结：“贩 

卖私盐之弊在粮船为尤甚，有一种积枭，名为风 

客，惯与粮船串通，搭有货物运至淮扬，托其本地 

奸徒，令其卖货买盐，予屯水次。待回空之时一路 

装载。并所售之价则风客与丁舵水手三七朋分。 

粮船贪风客之余利，风客恃粮船为护符。”“漕船 

回空带私为历来之痼弊，并有随帮风客除本分利、 

坐占淮扬数十万纲额，勾引枭匪，肆行无忌。”̈ 

适应粮船水手和风客贩私的需要，嘉庆、道光年间 

名为“青皮”的盐枭集团出现。“有一种土著匪盘 

踞码头，专为浪船通线散销，从中取利，名为青皮。 

其著名码头如当涂之四合山、桐城之从阳镇、五倡 

拐望之华阳镇、无为之土桥最为扼要。”̈ 水手行 

帮与盐枭结合在漕运解体前，只能说是相互利用， 

这是因为漕运水手生活虽然艰辛，但漕运毕竟是 

“天庾正供”，水手收入相对较为稳定，贩盐不是 

漕运水手的主要生活来源。因此，至少“在道成 

之交，这种结合还处于初步阶段，没有融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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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此，清吏对他们还是连类并称所谓‘青皮 

党’、‘安清道友’。”【2 JI 删漕运改革后，长江下游 

失业的漕运水手更多的是以贩私盐维系生存，此 

时，罗教水手行帮开始与长江下游的盐枭集团融 

合起来。其主要标志是江北里下河一带的安清道 

友和江南太湖一带的巢湖帮形成。 

安清帮也即安庆帮，“安庆道友之为患久矣， 

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 

时，其党必上岸滋事，或盗或窃，无恶不作。在后， 

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日站 

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 

群，今则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立字派，别 

尊卑。逞凶肆恶，结为死党。”D6]里下河一带安清 

道友的出笼大约在同治前后。光绪初年以前，安 

清道友多活动在长江以北。1861年礼部给事中 

卞宝弟奏称“闻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 

多系安东、清河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其先 

数百人，冒充兵勇，在里下河一带把持村市，名日 

站码头。藉查街、查河为名骚扰商旅，抢夺民财。 

近更加以各处土匪附和，窝主容留，结党盈万，散 

布愈多，并有李世忠营弁庇护，官吏畏势，莫敢奈 

何。”Ⅲ 里下游一带青帮势力迅速壮大和“李世忠 

营弁庇护”有重要的关系。在李世忠控制的两淮 

地区，一方面，豫胜营按清政府规定的“月给饷 

盐”、“以盐抵饷”办法，每月提取盐包，另一方面， 

李世忠更多的是力图控制两淮盐场，他特意疏通 

会通河道，以利济贩私盐，自捆自卖，又设卡抽厘。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李世忠在两淮盘踞7年之 

久，在他的羽翼下，安清道友得以出笼，并迅速壮 

大。” J1864年“苗患”清除后，豫胜营除留3000 

人编为“忠朴营”交由曾国藩调遣外，裁撤殆尽， 

李世忠也于 1881年被裕禄借故除掉。但此时的 

两淮地区已是由游勇、丁役、盐枭组成的青帮的地 

盘。“淮北一带小民，以拜安清道友，仍以伙运私 

盐为业”[18J，而各关卡形同虚设，以致枭风日炽， 

劫抢之案，层见迭出。盐枭与青帮合而为一，“均 

住江宁之江都、甘泉县境，初仅贩私，继而抢劫讹 

诈等事”l1 ，成为反社会的秘密结社。虽然并非 

所有私盐贩都是青帮，但官方文书中所称的枭匪 

往往是指青帮。 

巢湖帮是在嘉道时就比较大的盐枭集团， 

“在长江下游的私盐活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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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时期，巢湖帮是皖北人为主的盐枭“青皮”， 

其组织严密，“资本多至数十万，大伙以数千计， 

小者二三百为群，炮门、枪矛、刀戟、鞭锤之器毕 

具，所过关隘，辄鸣钲施枪，衔尾飞渡，⋯⋯处处充 

斥，阻坏盐法，扰害地方。”【如J‘‘青皮等或隐匿在 

船，假充水手；或散游在岸，托名短⋯⋯”【2 早期 

的巢湖帮和江浙水手行帮就有勾结。漕运改海运 

后，也大致是在太平军攻占镇江后，该处失业的舵 

工、水手大多投奔该帮，不久推选合肥人刘正裕、 

刘国魁为头目，占据了安徽巢湖和太湖的要道口， 

即现在南京高淳县的东坝。“他们长期寄居苏 

南，漕运失业的舵工、水手等推他们当盐枭头目， 

俗称‘巢湖帮’。” J太平天国以后的巢湖帮已非 

早期普通盐枭集团，而是融合了失业的江浙水手、 

青皮盐枭、淮军散勇和部分流民的成分复杂的青 

帮组织。作为青帮组织的巢湖帮在江浙一带凭借 

近代长江下游地区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发展 

迅速。“巢湖帮之名由来已久，散处苏、松、常，暨 

浙之嘉、湖二属，专事贩盐聚赌，有时也抢劫勒赎。 

其始本悉皖人，近则就地无赖随声附和，党羽日 

多，滋蔓日甚。⋯⋯此辈本无恒业，饥寒所近，不 

旋踵而仍为匪，其势必然。” 3J 

江浙水手行帮与长江下游盐枭融为一体的青 

帮形成以后，在光绪年间发展十分迅速，大致可分 

成江南、江北两大势力中心。 

江北包括苏北、皖北和皖东地区。安庆道友 

主要在两淮盐场和运河码头一带活动。皖北、皖 

东的青帮主要活动于江苏、安徽的交界处，如泗 

县、盱眙、来安、六合等地及“长江北岸和州所属 

无为、含山等州县”o E24]江苏的青帮活动主要集中 

在扬州和仪征一带，以“江淮要道商贸中心的仙 

女庙(今江都)为基地，嗣后向长江下游发展，以 

苏沪为中心，势力蔓延到京、瓜、清、淮”。[11]( 

江南主要是原来的两浙行盐区及沿江重要码头， 

包括苏南、浙江等地区，这里青帮主要是太湖地区 

的“枭匪”，以巢湖帮实力较大。巢湖帮由原来盐 

枭集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成分除了原来的盐枭 

及罗教水手行帮外，还有以游勇为主的“光蛋”在 

内。蒋清端在《拓湖宦游录》认为：“光蛋本系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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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大半籍隶巢湖，先因招募而来，后虽遣不去，只 

惟私聚赌以生涯，而党类千万，充斥海滨，械利船 

多，悉皆亡命。”[】 ] ’太湖地区的青帮活动情 

况，陶成章曾作过调查：“此外另有一派，贩私在 

苏、松、常、太宁，广杭、嘉、湖之间，即所谓盐枭也。 

其一切组织及口号、暗号，咸与洪门异，号称潘门， 

亦日潘家，又别称庆帮。内分三派，一日主帮，系 

浙东温、台人。一日客帮，系操之过急北江北人， 

又别号巢湖帮，以别于温台帮。凡江南、皖南、浙 

西诸府之流氓、光蛋咸属此派。” 】 。。’陶成章的 

调查应该大体反应了太湖一带青帮实际情况。 

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长江下游青帮 

势力迅速膨胀，不仅“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 

之”L2 ，而且遍及全国各地。有学者认为，道成问 

由江浙失业水手转向苏北而建立的安清道友， 

“在清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南路，它由苏北、 

皖东进入苏南、浙江；在北路，它由沛、丰诸地发展 

到山东、河南”o{27](e312)它大致反应了长江下游青 

帮向各地的发展路线，但是江南一带的青帮绝不 

是从苏北发展过来的，它是运河漕运解散后，由浙 

江、江苏漕运水手和早先与他们勾结的盐枭集团， 

加上本地的游勇光蛋等形成的。 

四 

近代青帮在长江下游形成后，既继承了原来 

罗教水手行帮和盐枭集团的活动方式和组织体 

系，又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而呈现新的特点。 

1．活动方式的变化 

青帮的主要活动虽然仍以贩私盐为主要营 

生，但活动方式已和普通盐枭集团不同。首先，由 

于青帮势力庞大，在贩私中可以公然抗拒官府的 

缉私。这虽然在早期盐枭集团中也常出现，但其 

规模和激烈程度远非普通盐枭可比。如江苏江都 

的青帮头目朱盛椿(绰号朱大麻子)、朱羊林(绰 

号朱大花脸)“均为积年巨枭会首，无恶不作”，贩 

卖私盐多年。“光绪三十四年十--jl十八日，经 

前扬州营守备王朝江将其弟素为枭匪之朱小狮子 

即朱盛溃拿获。该犯率党百余人，执持枪械，拒敌 

官兵，将朱小狮子劫夺，殴伤营弁并枪伤勇丁。嗣 

复纵令徒党肆行抢劫，掳人勒赎，坐地分赃，不记 

其数，积资广置田宅不讳”。[2B]㈣ ’其次，青帮在贩 

私中，更加注重与地方势力的勾结。时人指出，长 

江下游的青帮“初犹无业游民、刑伤匪类当之，今 

则居然武痒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 

役，愍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 

怪。’’{29】 

除了贩运私盐外，长江下游的青帮还从事其 

他活动：(一)贩运洋烟。由于洋烟的利润极高， 

途中往往遭到抢劫，这项货品贸易实际上为帮会 

和军队所独占，青帮就是贩运的主要势力。(二) 

走私军火。如上海的青帮大字辈应夔丞和哥老会 

青龙山会首范高头合伙贩运军火，与各地土匪、盐 

枭及帮会广有联系。(三)开赌。上海、南京、镇 

江一带的赌馆，几乎完全是青帮开的，就是被陶成 

章认为是革命者的浙江太湖巢湖帮余盂亭也曾有 

“开赌局”。(四)掠卖妇女。如南通青帮头目刘 

海沙“有船有械，贩运私盐，开赌伙劫，略卖妇女， 

无所不为，沿江乡民皆受其害。” 叫(五)抢劫。 

如浙西之青帮“平日以贩私开赌为生，有时强借 

强索，有时捉人勒赎，有时抢劫杀人”，“迭次抢劫 

苏浙当铺、丝行、盐船、布船及各处居民铺户。” 

青帮这些活动和其秘密结社的性质及近代社会的 

变迁是联系在一起的。 

2．组织体 系的变化 

在组织体系上，长江下游青帮和罗教水手行 

帮不同，通过吸收盐枭及其他帮会而形成了开放 

性的组织体系。 

罗教水手行帮按虚拟血亲关系建立，即以字 

排辈、师徒相承。首领就是师傅，师徒关系犹如父 

子关系，师傅对其子弟有一定的人身支配关系。 

自乾隆中叶拆庵毁堂后，罗教水手行帮活动中心 

仅限于漕船，其组织体系不同于普通教门，一般说 

来，每帮都有自己的权力中心，即老堂船，独立管 

理所属的弟子，如长江下游的江淮四、兴武六、安 

庆五、嘉白帮等，各派间都属封闭性的管理方式， 

甚至为了某些利益相互争斗。每一帮中还分成若 

干小的支派，如嘉白帮分成所谓钱安六支，新安四 

支。这种组织体系同漕船为主体的成员生存环境 

相适应。 

罗教水手行帮脱离漕运后，这种相对封闭的 

组织体系很难在旱地生存，因而长江下游青帮在 

形成过程中逐渐开始吸收盐枭和帮会的组织体 

系，形成了非帮非教、亦帮亦教的组织体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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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吸收了哥老会的组织方式。学者一般 

都认为，长江下游青帮在发展过程中，组织水平 

低，也“正是由于青帮这种组织形态上的弱点，在 

清末民初的帮会合流中，实际上是青帮向哥老会 

合流”。[ 】(嗍)“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融合不断 

加深，⋯⋯到民国时期，青帮与红帮两大帮会基本 

合而为一，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帮会”。 】‘ 蝴) 

这种看法当然是有一定道理，但它至少不能解释 

两个史实：一是在长江下游地区，无论是清末还是 

民初，红帮的势力始终是处于消退期，而青帮势力 

却相反处于膨胀期；二是民国初年具有代表性的 

大的青帮闻人很少是身兼青红两帮。 

罗教水手行帮的组织体系也是很严密的，但 

是过于封闭，不适应漕运解体后社会生存环境，因 

而长江下游青帮在形成过程中就开始逐渐吸收哥 

老会的组织体系。哥老会是“近代中国最有活 

力、势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无业游民结社”，它是 

以“唱瞎(即清初四川移民社会中专门从事抢劫、 

偷窃活动的一种游民结社)为胚胎，广泛吸收青 

莲教、边钱会等教门与会党的组织形态，并不断加 

以融合而趋于一体化”形成的。 哥老会起初主 

要活动在长江中上游特别是两湖地区，军兴以后， 

哥老会势力开始大量渗入长江下游地区，参与私 

盐的贩运并与青帮接触。到光绪元年，“安清道 

友、哥老会匪党甚滋，散布各省地方，狼狈为 

奸。”⋯】(丹*’在与哥老会的接触中，青帮吸取了哥 

老会组织体系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特别是 

模仿红帮的开立山堂、散发飘布的组织方式。 

哥老会的组织体系是一种横向的虚拟血亲关 

系，会众以兄弟相称。内部按以内八堂、外八堂和 

山堂香水作为其组织结构，其中内八堂有正副龙 

头、五堂、香长、盟证等，是山堂的上层和领导核 

心，外八堂有心腹、圣贤、当家、四姐、七妹、红旗、 

巡风等名目。哥老会在不同时期和地方，内部组 

织名称略有不同，但要旨是一样的。帮会成员以 

功绩和资历升迁，非特殊情况，一般不能“一步登 

天”。所谓山堂香水，是哥老会相互区别而取的 

名目，按平山周的说法：“哥老会团必设一某某山 

名，犹寺院之某某山也。又有堂名，犹水浒传梁山 

上之忠义堂。又有水名，有香名。盖半为佛教，又 

其半则出于宗教仪式以外。”[3471p~o)哥老会内部及 

相互之间通过隐语、切口、手势和茶阵等相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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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是一种比较封闭的组织体系。长江下游青帮 

在与红帮的接触中，将其山堂香水的组织体系吸 

收过，如安徽“沿江枭会匪棍，党众势强，多以贩 

私为民，肆行不法，并仿哥老会恶迹，纷立会党，散 

放飘布，派费入伙。” 江苏著名青帮头目徐宝山 

开立春宝堂，进山堂的人每人持有票布，上有“山 

堂香水”的名称，以资联络。除此之外，旱地帮会 

其他的组织联络方式，如隐语、手势、茶碗阵等，也 

被青帮加以利用和改造。 

青帮在旱码头立足，并不意味它放弃自己从 

罗教水手行帮带来的纵向的虚拟血亲体系，特别 

是在吸收哥老会的组织体系时，仍保留原有的师 

徒字辈。所以对青红帮融合的看法应该具体分 

析。学者一般认为青红合流有两种方式：一是各 

自加入对方的组织，如红帮头目陈金龙由红转青， 

青帮曾同由青转红；二是青帮仿哥老会，自立山 

堂，如曾同自开的圣龙山，徐宝山的春宝山。但这 

并不能说明青、红两帮融合。青、红在人会方面有 

明显的不同，青帮“准充不准赖”，而红帮“准赖不 

准充”，因而纵观晚清到民初，从红帮转青帮的例 

子很少。长江教案中的陈金龙虽然是红帮首领， 

由红转青，立为“通”字辈，但是这并不是说其所 

辖堂口成员间的横向组织体系变成类似青帮的纵 

向师徒关系。陈金龙加入青帮主要是为了借重长 

江下游特别是扬州等地的盐枭、青帮势力以策动 

“长江教案”。青帮“通”字辈曾同入红帮也不能 

说明其徒众都入了红帮，师徒关系由纵向关系变 

成横向的兄弟关系。这些都是特定时期青、红为 

了共同目标而联手行动的方式。红帮“准赖不充 

充”，组织虽然严密，但发展慢而范围小。而长江 

下游青帮则不同，它借助于其他帮会的组织方式， 

特别是红帮的开山堂方式，势力迅速扩大。青帮 

的开山堂形式和红帮看似一样，但实质是不同的， 

因为其原有的纵向师徒关系并没有变，以兄弟相 

称的山堂成员之间本来就不存在师徒关系，都是 

青帮同辈问或其他帮会人员的异姓结拜，从这个 

意义说。青帮的开山堂更多可理解为不同青帮帮 

派间的联合组织体系，但肯定不是青红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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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hange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Gang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g]iang River 

LU Y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Before the ng Gang(formerly，a secret society)emerged，its predecessor WaS the smaller trade association of Luo- 

jiao sailors inthetrade society of sailorsfrom Jiangsuand Zbejiianginthelower reaches ofthe ChangjiangRiver．ItWaS only after 

the trade association of Luojiao sailors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became united with the increasingly powerful gang of salt seller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the Changjiang Rivex that the Q g Gang eventually came into being．The gang of salt sellers played thefunc。 

tion of a vehicle or medium in the course offormation ofthe Qlng Gang．After Emperor Guangxu assumed power，the Qi Gang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rapidly grew stronger and stronger，and it Was roughly didded into two central groups 

of power，one in the south of the Changiiang River and the other in the north of the fiver-Carrying forward the activity patterns 

and the organization systems ofboth the trade association of Luojiao sailors and the gang of salt sellers，the qing Gang，which ad 

justed itself to the social changes in modem China，gradually developed itself into an open organization． 

Key words：social changes，secret society，the口垤 ，salt sellers，Luoj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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