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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在上海社会和政治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青帮的作用。
确实，上海的青帮为秘密结社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实例，即通常被视为本质上属于传统社会
的秘密结社能够积极地应对和抓住中国现代都市社会所提供的机遇。
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创立犯罪辛迪加制度，青帮进而提供了一个范例，即这种组织是如何使其成功
地转变为适应现代条约规定品岸的中国居民中的一种异质因素的。
在这方面，本书关于上海青帮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与政治变迁的复杂进程或许也会有
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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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卢永祥在1915年被任命为淞沪护军使时就已经染指鸦片走私，但直到1919年才正式形成垄断
。
这年8月，卢永祥被段祺瑞委任为浙江督军以接替去世的杨善德，卢的手下何丰林则继任淞沪护军使
。
①这一人事变动促成了这一垄断的形成，何丰林与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是两位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的官员，当然何丰林是主谋。
②参与其中的潮州鸦片商中，公共租界内最重要的鸦片烟行的老板苏嘉善和在法租界拥有最大规模鸦
片生意、有最精明的鸦片商之称的范回春则是关键人物。
③　　垄断的工具是聚丰贸易公司。
公司最初的资本是1000万元，它名义上经营不动产，但它的主要目的是经营走私鸦片贸易。
④根据1923年《北华捷报》刊登的一篇揭露聚丰公司业务的报道，这家公司对所有走私鸦片征收每盎
司0．5元至1元不等的&ldquo;手续费&rdquo;，担保的非法鸦片在上海安全登岸后每盎司另收1元。
⑤1925年1月公共租界警务处的文件提供了这家公司业务的进一步信息，表明它与所谓的&ldquo;新康
洋行鸦片案&rdquo;有关。
①卷入这宗案件的是1923年后期组成的一个中外鸦片走私集团，它企图将土耳其鸦片走私到中国。
案卷中有一份合同，其中一条明确　　说明军队将保护在上海地区的走私鸦片的运输，并声明&ldquo;
海军、陆军和警察将全面协助保护货物。
&rdquo;②　　在这份合同里，另一条款还列有在江南地区保护鸦片运输的收费表。
国产鸦片每箱600元，土耳其鸦片每箱1，000元，印度鸦片每箱1，400元。
其他文件还有一张以&ldquo;登陆费&rdquo;名义向军队交纳294，495元的支付凭证和另外给中国水警
营2，000元的支付凭证。
公司严格执行了这种保护制度，但也仍有不少违规事件发生，例如1923年1月，某位高级官员因未交纳
适当的费用，他的300箱鸦片在吴淞被没收。
③　　委托该公司托运的个人货物可以价值连城。
例如，1923年底，一批价值2，000万元、数量巨大的印度鸦片在卢永祥的下属，包括他的警察局长的
主使下，取道舟山群岛走私到浙江。
④货物数目的巨大保证了所获利润的丰厚。
由于这家公司的活动隐秘，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关于其利润的可靠数据。
当时估计它每年赚取的各种名目不同且数额庞大的利润，从1，000千万以上到1亿。
齐燮元为他1924年后期进攻上海辩称，卢永祥和何丰林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净赚2，000万元以上。
①1923年《北华捷报》估计聚丰公司一年最低的利润水平也有近3，000万元，其他资料表明它第一年
获利至少也在5，600万元以上。
②虽然，这笔巨额利润中的一部分用于为卢永祥的部队购买装备和为安福系提供政治经费，但大部分
仍存入了公司操纵者的私人账户之中。
③1923年徐国梁遭谋杀，使这一事实更为明显。
据报道，他死后留下了400万元的私人房产，此外在天津还有一幢价值20万元的房子。
④　　从江南地区来的帮会分子在公司的业务活动中地位十分重要。
实际上，张啸林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通过以前在浙江武备学堂的同学关系，他大约在1919年与卢永祥、何丰林相识。
他遂充作杭州卢永祥司令部和上海何丰林之间的联系人，用以维护卢和浙江军政要员们的利益，同时
指导公司在浙江方面的活动。
⑤张啸林的活动表明，这个公司的存在为浙江的帮会分子，尤其是那些来自杭州和萧山的帮会分子提
供了向上海拓展活动的机会。
　　然而，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大八股党仍是参与公司在上海活动的帮会中势力最强大的一个。
大八股党势力崛起的基础是它控制着公共租界内的大鸦片商，通过沈杏山控制中国水警营、缉私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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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华捕，并得到淞沪护军使司令部副官江干廷的支持，可以接近何丰林。
①大八股党也与日本走私商人合作，参与亚太地区的麻醉毒品交易，范围包括横滨、台湾和中国大陆
。
例如，1921年和1922年，大八股党的头目之一戴步祥参加了三洋会社轮船公司经理和星医药公司将2
，000箱鸦片经台湾运进上海的活动。
②进行这样的活动，大八股党无疑是代表了公司的一方。
　　法租界的帮会分子在公司的活动中只是从属的角色，这是因为在公司存在期间的大多数时间内，
他们只是大八股党的一个次要的同盟者。
但是，到20年代初期，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两大帮会集团的力量平衡逐渐发生了改变，这种力量的消长
直接与杜月笙在法租界青帮中培植自己的力量有关。
例如，1920年他在公馆马路买了一家珠宝店&ldquo;美珍华记&rdquo;，由他的手下李应生经营，他则
将之作为鸦片生意的总部。
就是在这里，他同其他帮会分子和军警人物互相往来。
③与此同时，杜月笙也将从公司获得的利润分给他的徒弟。
太约从1918年起，他逐渐模仿大八股党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引人注目的组织，在上海，人们习惯称之
为&ldquo;小八股党&rdquo;。
④　　在黄金荣的赞许下，杜月笙开始宣称他的组织有权控制法租界的鸦片贸易。
杜成功地煽动了法租界鸦片零售商对大八股党控制鸦片供应的普遍不满，以推行这一计划。
⑤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一份报告反映出这一激烈斗争的迹象。
报告指出，公共租界内与非法走私鸦片相关的犯罪增长&ldquo;惊人&rdquo;。
1919年至1923年的5年中，租界内有300名武装抢劫犯被逮捕。
①直至1923年，两大组织才暂时达成妥协，大八股党承认法租界是小八股党的&ldquo;地盘&rdquo;，
后者有权向法租界的零售商供应走私鸦片。
②　　当法租界青帮成功地与张啸林达成协议后，他们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使他们后来最终取
得了在青帮中的领导地位。
③与张啸林的协议给法租界青帮大亨提供了单独与卢永祥和浙江军政要员及何丰林接洽的机会。
然而，直到1924年后期公司瓦解之前，法租界青帮仍然不过是大八股党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已。
　　1923年底，聚丰贸易公司的业务为淞沪查禁私运追禁品物处插手或替代(详情不明)。
何丰林建立这个机构是用来对付企图分润上海鸦片贸易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在上海开设的类似机构。
　　它名为缉私，但公共租界警务处特务股报告称，这是一个进行鸦片非法交易的机构，所得利润由
上海何丰林的司令部、杭州的卢永祥与法租界青帮三大亨瓜分。
④可是，上海地方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开始对公司的运作产生不利影响。
实际上，新机构的出现就是对政局变动的一种反应。
1923年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公司领导集团的成员徐国梁遭到暗杀。
一些观察家认为，徐的遇刺与卢永祥、齐燮元争夺上海的控制权有关。
徐国梁不是安福系的成员，他在1923年齐、卢争斗愈演愈烈的过程中保持相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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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20世纪初叶是中国大转变的时代，它见证了传统中国政府的解体，催生了各种抉择的探索。
这个过程经历了破坏性的、革命性的巨变，触及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
这些巨变最显著的地方是中国的大城市，而在这些大城市中，上海是首屈一指的。
在这座城市中，新的阶级出现了，新的经济形态、政治组织发展起来了，新的大众媒介方式（大众传
播工具如报纸、广播）确立了。
　　然而，上海城市的变迁过程是复杂的、多变的、曲折的。
它不仅受到了新兴的社会力量的推动，同时还见证了某些传统社会组织的脱胎换骨。
这些传统社会的因素并非仅仅是行将灭亡的社会制度的残余，相反，它们在许多场合下，与生气勃勃
的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交互作用而繁荣起来，并且影响到中国城市中出现的&ldquo;现
代&rdquo;社会的形态。
这种现象的众多范例之一就是中国的秘密结社，这种最为传统的社会组织，却能成功地适应了条约口
岸的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在兴起的现代都市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除了秘密结社在20世纪上半叶都市社会所起的负面作用外，西方对于秘密结社史的研究很少注意
这种现象。
由于最初受到20世纪60年代谢诺和戴费琳著作的强烈影响，这项研究从广义上说，集中在两个课题上
：秘密结社与农村社会的相互关系；辛亥革命前人民大众反抗剥削中秘密结社的政治作用。
这些著作所持的观点大体上反映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路数，尤其是毛泽东的观点，即秘密结社是
人民大众反抗封建国家的催化剂，因此，被官方认为是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的&ldquo;
进步&rdquo;组织。
对于其他历史学者而言，秘密结社的重要性在于，分析它们的活动有助于解释农民为什么要起义这样
的大问题。
　　少数学者从上海、天津工人阶级的形成，国民党与上海资产阶级的关系，共产党在天津执政等其
他课题的调查资料，探讨了中国城市秘密结社的某些方面。
如果没有对秘密结社在中国城市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作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作深入探讨，中国城市现
代历史的一些关键领域是无从下笔的。
　　由于缺乏城市秘密结社历史的学术研究，那些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的图书如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
》、潘翎的《寻找旧上海》成了畅销书，这两本书生动鲜活地描述了青帮及其大亨杜月笙在20世
纪20-30年代的活动，但均非（亦不要求成为）史学著作。
尤其是西格雷夫的叙述，以其对于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历史和蒋介石篡权（他认为应归功于杜月笙
）的观点，为了耸动视听而牺牲了事实。
相反，潘翎的著作则较为稳妥地凭借第二手资料，尤其是章君谷和徐铸成的杜月笙传记，对杜月笙的
生平作了远比西格雷夫中肯的叙述。
然而，她的观点依然近于小说家而非历史学家，作品也颇有传统中国小说的演义风格，即按情节需要
重组历史事件。
　　在研究上海青帮活动的方法上，尤其是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一个最强大的青帮组织的方法上
，本书十分关注中国城市型秘密结社的作用及其与民国时代国家体制的关系等问题。
它特别注重由法租界青帮大亨所控制的上海青帮的一大团伙，并对其中最显赫的杜月笙以更多的关注
。
通过对于上海青帮的缜密研究，本书试图展示秘密结社是具有应变力的社会组织，不仅能够成功地适
应现代化都市社会的复杂环境，并且能在这种社会中展现其强大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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