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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与上海市地方协会 

白华山 

(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摘 要： 上海市地方协会是 20世纪3O年代活跃在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的资产 

阶级团体，文章通过对1934年后杜月笙领导参与上海市地方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论述， 

揭示杜月笙、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实质。 

关键词： 杜月笙；上海市地方协会；资产阶级；国民党 

上海市地方协会是20世纪 30年代活跃在上 

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团体，“虽 

不领衔，但其势力则远在领衔的市商会之上，因为 

地方协会的会员，包括各界各业的上层领袖人物， 

其主张带有相当代表性”。q)30年代前期，在会长 

史量才的领导参与下，地方协会积极介入地方事 

务，对国民党政权的内战独裁政策进行了激烈地 

抨击与质疑，表现出了鲜 明的民主进步倾 向。② 

1934年 11月，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不久， 

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青帮头 目杜月笙当上上海市 

地方协会的会长。本文试就 1934年后杜月笙领 

导参与上海市地方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论 

述，进而对杜月笙、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三者之 

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1934年 11月 13日，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 

国民党特务暗杀 ，12月 4日，地方协会召开紧急 

大会，选举杜月笙为会长。15日，杜正式就任会 

长职务。 

杜月笙跻身上海社会上层 ，成为地方协会会 

长，一跃成为上海资产阶级的领袖，对地方政治产 

生重要影响，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概括起来， 

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杜月笙投资金融工商业 ，具备了相当的 

经济基础，在经济利益上与上海资产阶级有着共 

鸣的基础。杜月笙在“四 -一二”政变后，开始调 

整活动方式，将活动重心由鸦片贩卖 、经营娱乐业 

转到投资金融工商业上。1929年建立中汇银行， 

“这是杜月笙生平第一次规规矩矩办的事业”。④ 

以此为起点，杜月笙不断在金融界拓展势力，同时 

利用各种手段与江浙金融财团中的实力人物建立 

关系，如 1931年陈光甫的商业储蓄银行发生挤兑 

风潮，杜月笙动员工商各界集资 200万元，并亲 自 

携带 100万元去储存，风潮遂告平息，陈光甫 自然 

对杜感恩不尽。此外，上海金融界的巨子张公权、 

钱新之、唐寿民、秦润卿、胡鼎昌、周作民等人也与 

杜建立起各种关系，其中钱新之还成为杜的密友， 

这些人多是地方协会的理事 ，这对于杜被地方协 

会承纳很有关系。 

在工商界，杜更是凭借其权势，巧取豪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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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收买华丰面粉厂，继之当上大达轮船公司等3O 

多个企业的董、理事长。这样 ，杜月笙就在金融工 

商业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下”，尽管很难说 

他已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毕竟具有了与这个阶 

级共鸣的经济基础。 

第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的双重支持，黑 

道人物亦官亦匪的双重身份，众多三头六臂的帮 

兄帮弟 、形形色色的社会名流为其活动张目，华洋 

杂处、三界分立的特殊社会环境，加上工于心计、 

灵活多变的处事风格 ，使得杜月笙成为3O年代上 

海黑社会 当之无愧的领袖，“三百年帮会第一 

人”。而这一时期，一些资本家为了借助黑社会 

的势力以调解工潮、抵挡来自外部的压力，更是纷 

纷请杜担任企业、同业公会的理事或董事，据统 

计，当时杜月笙各种董事长或常务董事的兼职头 

衔多达 75个， 其中金融近 1O家，工商 3O余家。 

这种“贴门神，避小鬼”的做法使得杜月笙在上海 

资产阶级中的权威大增。 

而同一时期，地方协会因会长史量才被刺而 

元气大伤；经济的衰落、破产 ，又使得来自金融工 

商各界的多数成员更加缺乏颉颃当局的信心与底 

气。在这种群龙无首、前途茫茫的局面下，杜月笙 

无疑成为地方协会的希望，成为它回避各种打击 

的“门神”。因此，杜月笙当选为地方协会会长， 

既是他“力贯三界”的势力使然，更是地方协会生 

存策略的一种考虑。 

第三，杜月笙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时期 的 

表现赢得了较高的威望，从而获得上海资产阶级 

的信任。上海市地方协会是由上海市民地方维持 

会改组而来的，地方维持会成立于一 ·--lk淞沪 

抗战爆发之际，“从事于慰劳将士、救济难民、调 

剂难民、维持商业及其他必要工作，以地方秩序恢 

复之日为止”。⑤当时，杜月笙任维持会的副会长， 

由于他有着庞大的社会关系和强大的帮会势力， 

并且为人慷慨大方，所以不仅为地方维持会捐献、 

劝募到大量的物款 ，某种程度上还成为地方维持 

会与上海市政府进行沟通 的中介，正如市长吴铁 

城所言：“予长沪市之初，即遇一 ·二八之变 ，当 

时⋯⋯地方与政府意见一致，合作无间，因应适 

宜，实出先生之助”。 通过参加地方维持会，援助 

淞沪抗战，杜月笙在当时各界中获得了较高的威 

望，19路军撤离上海之时，军长蔡廷锴设宴招待 

各界，蔡曾向杜月笙敬酒，称其为“支援一 ·二八 

抗战的地方领袖”。④ 

另外，上海市地方协会的一些领袖人物如史 

量才、黄炎培等，不甘心受国民党的摆布，希望能 

够利用杜的地位和社会影响来与国民党政权折冲 

周旋，于是，他们主动结交、推崇杜 ，这无疑使得杜 

在上海资产阶级中的地位更形增高。 

作为上海资产阶级的领袖，杜月笙在参加地 

方政治运动时，势必要考虑到资产阶级的利益。 

但是，随着国民党对上海资产阶级压制的逐渐加 

深以及对杜月笙不断加以笼络，杜对国民党政权 

的态度越来越恭顺，其政治态度的游移也越来越 

小，这在 1934年后地方协会参与的一些活动中表 

现得尤为明显。 

1934年中期 ，美国颁布“白银法案”，高价收 

购白银。当时，银元在国际上是一般商品，在中国 

则是通货，国际银价的提升使得 中国白银大量外 

流。据统计，仅 1934年 6月至 1O月短短的 5个 

月里，上海流出的白银就有 220，900，OOO元，是上 

年同期的3倍。上海各银行 的存根总数 1934年 

3月为589，400，000元，同年 12月则减少到 335， 

OOO，000元。@白银外流造成的一个最直接后果是 

银根紧张，市面周转不灵，银行、钱庄、商号相继倒 

闭。1934年，上海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商店、银 

行、钱庄倒闭者一共425家，因经营困难而改组的 

达 1383家。1935年，全市倒闭的工厂有 187家， 

商店422家，银行、钱庄 87家，加上经营地产的公 

司和营造厂等其他行业，全市共倒闭工商企业 

895家，比 1934年整整多了一倍。 

经济的凋敝、破产，使得上海工商业资本家度 

日如年，他们吁请政府改善金融环境，给工商业的 

发展以必要的资金支持。但是，政府却无意肩负 

起此重任，而是把企业家的怒火引向江浙金融财 

团，为他们吞并、改组各银行提供借口。 

1935年 2月 1日，地方协会理事会召开紧急 

会议讨论临时救济市面，而中国、交通等银行也尽 

量收受抵押共放款6OO万元救济市面。凹13日，地 

方协会发起讨论救济经济的会议，当时，上海市商 

会、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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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笙按照事先与孔祥熙商量的步骤，提议：应由中 

国、交通、中央三银行组成三银行财团，发放贷款 

救济工商业。但中国、交通两银行不愿担负责任， 

提议应由中央银行单独负责。 在获悉金融界的 

态度后 ，陷人困顿的上海工商界“责银钱业不接 

济，酝酿罢业”， 上海市民联欢会也主张罢市， 

“以惩银行之不肯放款工商业”。∞此后，地方协会 

理事会在杜月笙主持下，又连续三次召开特种委 

员会会议，并邀请一些大银行家参加，讨论救济经 

济的建议。在2月28日地方协会召集的会议上， 

杜月笙又重申了救济经济的主张，而孔祥熙则不 

断从南京发出通电敦促实行。 

3月 9日，孔祥熙来到上海 ，孔在杜月笙的中 

汇银行与地方协会特别委员会协商救济工商业的 

事。在孔的催促下，尽管上海的银行家们极不情 

愿，但还是答应出500万元的救济款。杯水毕竟 

解不了近渴，于是 ，银行家们“过分谨慎和保守” 

的表现，凹就成为孔发动“银行事变”的借口。 

3月23日，孔宣布政府必须接管中国银行和 

交通银行 ，该二行必须增资，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 

的股份。3月 30日，在孔祥熙等人的软硬兼施 

下，中国银行组成新的董事会，在 7名董事中，官 

股7名，其中杜月笙独占一席。4月 20日，交通 

银行组成新的董事会，杜是其中一员。随后银行 

改组接踵而至，至 1935年底，南京政府基本上完 

成了对上海金融的垄断，昔 日财势赫赫的“所谓 

江浙财阀解体，沦为四大家族的附庸”。∞ 

可以看得出，在南京政府完成对上海金融界 

控制的过程中，杜月笙操纵地方协会起 了助纣为 

虐的作用，而在此过程中杜月笙却成为最大的收 

益者：中国、交通银行常务董事、通商银行董事长、 

财政部上海工商业贷款审查委员会常委、货币储 

备局董事、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 

等等。种种官方或准官方的头衔的获得，表明杜 

已经成为南京政府极力加以笼络或利用的对象， 

而杜“官方身份”的获得 ，又注定 了他不可能与失 

落的资产阶级站在同一立场上此呼彼应。应当看 

到，尽管在经济实力上江河 日下 ，但 自身的利益却 

注定了上海资产阶级不会装聋作哑、甘任摆布。 

从 1935年始 ，地方协会的政治活动中就出现了 

妥协与抗争相交织的画面，这幅画面真实地映照 

出了2O世纪 3O年代后期上海政治舞台上各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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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实体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 

随着 1935年后民族危机的 日益加深和抗 日 

救亡运动的兴起，地方协会开始以各种方式卷入 

抗 日救亡浪潮 ，由于政治利益的分野，其内部成员 

在运动中也表现出了这样或那样的不一致。 

(一)绥远劳军 1936年 11月，日伪军进攻 

绥远，傅作义率所属部队奋起抵抗，并赢得百灵庙 

大捷。绥远抗战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各地纷纷 

支援。11月 17日，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银行 

公会、钱业公会、航业公会、红十字会等 6团体在 

市商会集会，决定 由6团体合组“绥远剿匪慰劳 

救护委员会”，筹垫十万圆援助绥远前线。@23日， 

受地方协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委托，黄炎培、王晓 

籁、颜福庆、庞京周、陆京士、林康侯 、罗又玄、王守 

清(王晓籁之子)等 8人从上海乘张学 良的座机 

“播音号”启程，前往绥远慰劳。26日，绥远劳军 

归来，黄炎培等一行人又去洛阳见蒋介石，告之前 

方军士有抗敌决心，但急需寒具。够蒋介石则向他 

们承诺：“察北问题有办法，有决心，华北问题决 

不迁就。”凹当晚，黄炎培等人返抵上海。 

如果说，在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和某些官方 

人士如孙科、张继、居正等人的倡导下，地方协会 

绥远劳军的行动还能表现出一致，那么，在接下来 

的“营救七君子运动”中，地方协会的行动则明显 

地出现分流。 

(二)“营救七君子运动” 1936年 11月 22 

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莫须有罪名逮捕 

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 

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是为 

“七君子事件”。国难当头，国民党政府的这一逆 

行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全国各地纷纷掀起 

营救七君子的运动。地方协会里的大多数资产阶 

级人士尽管对七君子之狱非常不满 ，但明显缺乏 

反抗的勇气，只是要求当局“依法办理”此案。@虞 

洽卿、王晓籁、江问渔等分别前往公安局探望被捕 

者。地方协会里的银行家徐新六、林康侯 、吴蕴 

斋、秦润卿等十余人联名通电要求释放同为地方 

协会会员的银行家章乃器。@地方协会秘书长黄 

炎培与会员银行家李馥荪则百般周旋加以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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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端午节，黄炎培往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看 

望被羁押的七君子，激于义愤，为他们在画册上题 

诗一首，“濒洞烟尘白日昏，端阳风雨扣圜门。长 

城万里云千树，随意挥毫壮国魂。”@ 

但是，杜月笙、钱新之等人则明显地站在国民 

党政府的立场上，为其效劳。救国会运动兴起后， 

杜月笙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胁迫邹韬奋去南京晤 

蒋。@1936年 11月，上海十万 日商纱厂工人举行 

大罢工，当杜月笙等人得知救国会是罢工运动的 

后盾时，就串通 CC分子，坚持把“七君子”送进反 

省院，再由他们保释出来 ，以此达到搞臭 “七君 

子”的目的。 1937年 4月，苏州高等法院以“危 

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罗织“十大罪状”，对 

沈钧儒等七人提起公诉。起诉书下达不久，杜月 

笙、钱新之即在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的授意 

下，去苏州监狱，对沈钧儒等人表示，只要他们答 

应以后不再从事救国活动，去国外或留居京中，即 

可撤回公诉。沈钧儒等人断然拒绝了杜、钱的劝 

告 ，并多次致函给二人，申述其坚定不移的救国主 

张，“为国家前途计，亦终认救国无罪四字应令其 

永留史册”。∞6月 13日，杜、钱二人又会同黄炎 

培、张季鸾等人去苏州，安抚七君子不要性急，并 

说蒋介石在抗 日问题上与他们并没有根本的分 

歧。∞但七君子仍不为他们的言语所动。在沈等 

人的抗争和全国人 民的声援下 ，1937年 7月 31 

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七君子出狱。 

(三)地方协会与西安事变 1936年 l2月 l2 

日，张学 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 

石，通电全国，提出抗 日救国八项主张。消息传到 

上海 ，在资产阶级中引起极大震动 ，地方协会副会 

长王晓籁“忿懑欲决”，痛感“贻害国家，莫此为 

甚”， l2月 14日，地方协会与上海市商会、银行 

公会、钱业公会、轮航业公会等 4团体联电张学 

良，吁请张学良等“以国家民族前途为重，保卫蒋 

公安全，珍惜国家元气，和平奋斗，以救中国”，同 

时另电阎锡山，要他一面继续支援绥远抗战，一面 

设法营救蒋介石出险。固15日，地方协会在获悉蒋 

介石安全没有问题时，又强调当前的工作是营救 

蒋介石和支援绥远抗战。《申报》、《新闻报》也发 

表时评，主张“审慎而坚决”地援救蒋介石。l7 

日，地方协会三会长杜月笙、王晓籁、钱新之联名 

电告张学 良，表示愿意去西安当人质，换回蒋介 

石。0地方协会的通电均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但 

它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还是顺应了当时形势 

的发展。 

(四)其他活动 1935年，申新七厂因无力偿 

还汇丰银行的借款而濒临困境，向政府借贷，政府 

漠然不管，2月 26日，该厂遂被汇丰银行拍卖。 

该厂职工强烈反对拍卖 ，地方协会联合其他团体， 

会电政府，请求政府设法制止。∞在各界的反对声 

中，汇丰银行被迫取消拍卖。从 1934年 8月至 

1935年4月 1日，地方协会两次派会员庞京周医 

师组织救护队前往江西广昌“剿匪区”，名义上是 

救护难民，实际上是为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助一 

臂之力，地方协会也因此被当地驻军各司令部及 

各机关赠银盾缎匾多件。 

通过以上活动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 

期，尽管在某些场合地方协会还能够表现出维护 

资产阶级利益的倾向，如反对汇丰银行拍卖申新 

七厂等，但在杜月笙的主持下，该会对国民党政权 

的态度越来越恭顺，其独立性正逐渐减弱。尽管 

会中很多成员时有抗争，但失去了强大经济力量 

的支撑，离开了会中成员的呼应，这种抗争注定是 

苍白的、无力的。对地方协会的控制，使国民党政 

府逐渐实现了对上海资产阶级的控制 ，而作为帮 

凶的杜月笙，自然也在国民政府中捞取了更多的 

政治资本 ，以至有些研究者称他为“官方的有力 

人士”。@ 

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各界酝酿成 

立一个后援组织，以作抗战的后应。上海市地方 

协会是由一 ·二八淞沪抗战中的上海市民地方维 

持会发展而来的，所以很多人包括国民党左派进 

步人士和国民党上海当局，都希望地方协会再次 

担负起重任，“再露身手，发挥效能”。@但杜月笙 

极力反对黄炎培以地方协会为本体的要求，他希 

望成立一个扩大组织，在国民党统一领导下工作。 

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希望能够把上海人民的救 

亡运动限制在国民党许可的范围内。于是，二者 
一 拍即合。 

1937年 7月 22日，在杜月笙和国民党上海 

市党部的多方筹划下，由地方协会、市商会、市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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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 500余团体组成的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正式 

宣告成立，委员 121人，常委 35人，杜月笙、虞洽 

卿、王晓籁、钱新之、陆京士、陶百川、汪伯奇等 9 

人为主席 团成员，该会特别强调：“本会既经成 

立，所有本市合法团体皆应加入本会一致行动，不 

得再有任何其他救国性质团体单独行动。”@这一 

时期 ，地方协会的活动主要是在上海各界抗敌后 

援会的总体领导下开展的，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 

几个方面： 

第一，慰劳将士。八 ·一三抗战爆发后 ，市民 

闻前线杀敌捷报极兴奋，纷纷把食物等物品送交 

上海市地方协会，当时，地方协会转送前线之慰劳 

品达数卡车之巨。9月以后，天气转寒，地方协会 

又在爱多亚路 (今延安东路)、贝勒路(今黄陂南 

路)、大华舞场设立收品处，专门收受衣被干粮等 

物。1O月 11日，适逢国庆节，地方协会又电呈前 

方请派员提取抗敌饼 5O万枚、香烟 5O万支、绒线 

马甲500件，并派杨卫玉等人赴各伤兵医院慰问， 

送战地童子军茶点 300份。田 

第二，救济难民。地方协会原设有救济组，后 

经上海市社会局倡议，与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红 

十字会等联合组成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主要办理 

难民事宜。该会设立并供给粮食者计有 59所 ，加 

上其他机关设立的各种难民收容所，最多时全市 

有 140余所。其 中，地方协会曾设立一名为“慈 

愿收容所”的难民收容所，让难民 自己组织起来 

管理 自己，教育 自己，并用合作互助方式，组织生 

产 自救，解决 自己生活。∞随着战事的展开，难民 

越来越多，救济会又陆续遣送难民至杭州、苏州、 

嘉兴、湖州等处。此外，救济会还设立医药组，专 

理医伤疗疾之事。 

第三，劝募救国公债。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 

府军费开支浩大，决定发行 5亿元救国公债。8 

月28日，上海市各界劝募救国公债总会成立，下 

设两个分队：商界方面，由市商会领导，组织上海 

市商界劝募总队；市民方面，由地方协会领导，组 

织上海市民劝募总队，杜月笙任总队长，后杜又兼 

任了商界总队的副队长。经过杜的竭力奔波，5 

亿元救国公债，上海认购了7500余万元，折合美 

元达2300余万元，“上海市劝募之成绩，舆论备致 

赞扬”。@ 

第四，救济失业工人，组织工厂内迁。战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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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后 ，许多工厂被敌机炸毁，未被炸毁者 ，也先后 

歇业，致使数十万工人失业 ，形成严重社会问题。 

地方协会鉴于此，曾致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 

市社会局，其中有言“为将来产业复兴计，未便坐 

视流亡 ，重蒙损失”，恳请 “就本市各区举办各类 

工人登记，以便将来厂方需要时，得以依类供给。 

倘能设法予以相当救济，予公予私，尤有裨益”。锄 

为使闸北一带的工厂迁入内地 ，“以期继续 

生产，备持久抗战之用”，地方协会又设立迁厂委 

员会，专理此事。此外，地方协会成员颜耀秋、胡 

厥文还担任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正副主任， 

负责工厂内迁各项具体事项。在消极抗战路线影 

响下，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的工厂内迁政策，只对 

少量将来可制造军火的工厂内迁提供资助，而对 

广大的中小民营工厂毫无兴趣，此举遭到以民族 

资本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地方协会的竭力反对。 

1937年9月，荣宗敬、刘鸿生、郭顺、王云五、严裕 

棠、胡厥文等 32人联名呈文行政院，批评政府对 

内迁一事不力，要求政府力助各厂设法迁移到安 

全地带照常工作。田10月 16 Et，杜月笙、黄炎培等 

人又写信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认为对于非国防 

及小规模之工厂内迁补助费用“稍歧”，要求军事 

委员会赶紧转呈政府设法补救。∞在地方协会等 

团体的积极响应和推动下，至上海沦陷，共有 148 

家民营工厂迁往内地，这些工厂对保持抗战实力， 

促进后方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该会还从有关机关团体、企业集中了大 

小汽车百余辆，负责把枪支弹药、医药用品、各种 

军需物资以及救护人员运往前线。 

总的来说 ，尽管这一时期 ，地方协会的活动是 

在杜月笙主持的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名义下进 

行的，是受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影响和支配的，但 

它能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救济救护、慰劳捐 

募，对支援抗战，形成“前方后方，配合元问”的抗 

战局面是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的，对此，我们不应 

偏执于其主观动机而抹杀其积极作用。 

五  

1937年 11月，上海沦陷，杜月笙、钱新之等 

地方协会负责人先后去香港，地方协会基本上对 

外停止了公开活动。同年 12月，Et本侵略者在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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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区内成立汉奸组织“上海市民协会”，并招揽陆 

伯鸿、顾馨一等地方协会成员参加 ，为其在租界内 

成立伪政权作准备。1943年，伪上海市政府考虑 

到地方协会以往的声誉 ，曾阴谋袭用该会名义从 

事活动，并极力拉拢淹留在沪的地方协会会员，但 

遭到坚定拒绝，阴谋未能得逞。 

1945年 8月 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 

国的抗 日战争取得胜利。杜月笙回到上海，他雄 

心勃勃地力图“宏图”再展，重新恢复昔 日在上海 

的威权。除了整顿、扩充恒社，壮大其私人政治势 

力外，杜月笙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使地方协会重 

新公开活动，再现往 日自己作为资产阶级领袖的 

风光 。 

1946年 2月 21日，地方协会召开复员筹备 

会，杜月笙即席致辞 ，“上海为国际巨埠 ，经过敌 

伪八年来之蹂躏摧残，市政失修，百废待举。应如 

何规划恢复，晋而为新的建设，凡我市民，实与有 

责。胜利以后，物价腾踊，工潮起伏 ，一般秩序，犹 

未尽入正常。当局虽在积极整顿 ，而补苴罅漏 ，尤 

待全市市民及时协助。就大局言 ，吾人既已赢得 

战争 ，尤须赢得和平。而默察最近大势，波诡云 

谲，所谓赢得和平 ，尚待全人类不断之努力。空间 

距离，益形缩短，天下之大，无殊一家。畛域虽有 

区分，利害同蒙影响。本会会员，多为各界领袖， 

今后世界动态，息息相关。对于大局发展，吾人必 

须集中精力，予以正视”， 不仅要积极参与地方 

建设 ，还要关注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这反映了杜 

月笙对协会前途的一种乐观，对 自身势力的一种 

自信。 

但是，杜月笙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时环境发生 

了致命的变化：租界的消失，使他赖以生存的黑社 

会势力不仅失去了生存、繁衍的基础，而且还失却 

了帝国主义的庇护；国民党已经实现了对上海市 

政的统一，已经犯不上再用声名狼藉而又极难驾 

驭的黑社会势力。事实上也是如此。1946年后 

杜月笙不仅在仕途上屡屡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压 

制，而且其赖以依存的黑社会势力也连连遭到国 

民党的打击。一代大亨迎来的不是政治上的飞黄 

腾达、大红大紫，相反，却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 

悲哀 。 

作为杜月笙活动工具的地方协会，虽然仍是 

由上海资产阶级各界精英组成，但经过战火蹂躏 

和国民党政府与帮会的联合“夹击”，上海资产阶 

级已经失去了昔 日的政治能量、经济识见和独立 

意识，所以，杜月笙再像以前那样把它作为捞取政 

治资本的砝码已经是不可能了。随着黑社会势力 

在上海的逐渐萎缩，地方协会也就越来越失去作 

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意义。事实上，1947年 6月 

14日，在中正中路(今延安中路)浦东同乡会杜厅 

开完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会员大会后 ，∞地方协会 

的活动也就不再见诸报章。 

．  

，、 

出于维护 自身经济利益和生存斗争的需要 ， 

上海资产阶级选择 了杜月笙作为他们 的“挡箭 

牌”，而作为上海资产阶级领袖的杜月笙，在参与 

地方政治运动尤其是抗 日救亡运动时，势必要考 

虑到上海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某些场合，杜月笙站 

在国民党的对立面偶弹异调是 自然而然的。但 

是，杜月笙这个帮会大亨毕竟是依靠国民党政权 

的权势才得以跻身于上海上流社会的，因此，在多 

数情况下，杜充当着蒋介石与上海资产阶级的中 

间人，而在关键时刻，杜又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发 

话。随着国民党政府对杜月笙笼络的加强，杜更 

无心成为上海资产阶级的“门神”或“挡箭牌”，相 

反，在很多场合下 ，他却成为蒋介石政府压制上海 

资产阶级的帮凶。这样，在经济上备受摧残的上 

海资产阶级在多数时候就只有 自咽苦果了。 

但是，随着战后租界的消失和黑社会势力的 

萎缩，随着上海资产阶级的失势，杜月笙越来越失 

去被利用的价值，其被国民党政权冷落、抛弃就是 

自然而然的了。 

利益与利用，这就是杜月笙、资产阶级和国民 

党政权三者关系的全部奥秘所在。 

注释 ： 

①<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 213页。 

②白华山：<史量才与上海市地方协会>，《学术月刊>，2002年第 

1期。 

③章君谷：<杜月笙传>，第二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 

版，第 109页。 

④徐铸成：《杜月笙正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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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Yuesheng and Shanghai Civic Association 

BAI Huashan 

(History Department，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Shanghai Civic Association(SCA)was an important bourgeois society which played a vital role in Shanghai political 

arena in the 1930’S．This article deal8 with the major activities that SCA led by Du Yuesheng carried out and in which he partici— 

pated after 1934，in order to uncover the essenc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Du Yuesheng，the bourgeoisie an d the Kuomin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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