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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    1786年，即乾隆五十一年，因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地方官员从捕获者的
供状中第一次听说了一个叫做“天地会”的地下组织。
    此时，距雍正朝正式实行的“摊丁入亩”政策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人头税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丁随地走”的土地税政策。
此政策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的趋势，天下承平日久，百姓人给家足，自清开国以
来，时时困扰当政者的满汉民族矛盾也日渐消弭，这正是中华帝国最鼎盛的时期。
    但正是在这看似繁花似锦的盛世中，却隐藏着统治者未曾觉察的大危机——那就是帝国的人口不停
地呈几何式增长。
在康熙朝后期，人口不过一亿，而今却猛增到了三亿。
随着土地开发日益达到极限，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溢出而游走在帝国广袤的土地上，从西南山林到西
北荒漠，从中南的市镇到东南的海岛⋯⋯数以千万计不受官府控制、没有宗族约束的游民暗自汇聚，
逐渐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地下社会。
    这些游民汇聚成群，组党结社，或以利益捆绑、或以乡党勾连、或以信仰相随，在皇权与士绅共治
的二元社会结构中，生生地兴起了“第三股势力”。
从此帝国政治开始随着这个庞大的地下社会的波动而飘摇不定。
此后，天地会与太平天国、哥老会与辛亥革命、青帮与北伐⋯⋯每一次政局的动荡和重大变革无不隐
藏着会党的身影。
    会党们利用国家控制力日渐衰微的空当，合纵连横、翻云覆雨，成为改写清中叶以来中国历史的隐
形推手。
及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帮、洪帮、哥老会、红枪会、袍哥、一贯道⋯⋯形形色色的会门和道门，
在国、共、日等诸多势力间驰骋博弈。
就在这国家力量完全失控、群雄并起之时，寄居于地下社会的会党们却迎来了各自的黄金时代。
    1951年5月某天的清晨，东亚最繁华的都市——上海的一条街道上，一位步履蹒跚、身穿长衫的老头
正在扫马路，他的身后是编号为3514的垃圾车。
对新政权怀着无限希望的市民来来往往，没几个人能想到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在两三年前还是上海
滩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1949年前十里洋场三位流氓大亨之一、青帮头子黄金荣。
两年后，这位“大亨”在上海寂寞地死去，他和他的江湖一起成为历史。
    黄金荣的死，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来说．或许可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不但是一位作恶多端、名声极大的黑道老大走完他的一生，也标志着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长期存在
于官府与家族、村落之间的江湖，彻底地消失了。
    从此，真正的江湖一统。
从都市到乡村，从机关、学校、厂矿到一个个家庭，从来没有如此全面地处在一个新政权的控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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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9，可以说是中国江湖的末日，随着十里洋场三位流氓大亨之一黄金荣的死去，他以及他背后的江
湖似乎都一起消失了。
从此，实现真正的江湖一统，从都市到乡村，从机关、学校、厂矿到一个个家庭，从来没有如此全面
地处在一个新政权的控制下。
可是，当我们回头顾盼那些明清时期的海盗、民国时期的暗杀、军统特工，以及青帮、一贯道、袍哥
等的兴起、发展与消亡的历史，我们怀有的感情不仅仅是好奇，同时还有钦佩、惋惜⋯⋯《江湖（地
下社会的落日挽歌）》正是向我们揭开这些曾经存在于中国的江湖的真正面目。

 《江湖（地下社会的落日挽歌）》由唐建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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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这种情势下，刺杀袁世凯、良弼等人成为京津同盟会的首要目标。
1月16日，同盟会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明等组成暗杀小组，以炸弹行刺袁世凯，第一弹毙其顶马，
第二弹未中，第三弹毙其驾车之马，又一弹毙其从骑，却未中袁之座位。
袁世凯遇刺后遁入府内，深居不出。
行刺袁氏既未得手，良弼遂成为北方党人的第一眼中钉。
良弼幼年在成都生长（跟彭家珍还算半个老乡呢），乃清宗室多尔衮之后，曾留日学习军政，有才气
，有大志，自负韬略，被看成旗人中“崭新的军事人才”，并参与清末振武图强的系列活动，如改军
制、练新军、立军学等。
他或许算是清朝最后一个有肝胆的干将。
除掉良弼，可以破宗社党，进而逼清帝退位，这是同盟会刺杀他的显见理由。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
或者说，为什么是彭家珍呢？
当然有。
一是“为友人复仇说”。
同盟会员韩锋撰文称，彭家珍刺良弼是为私交莫逆的吴禄贞报仇。
吴曾任陆军第六镇统制，也是革命党人，后任山西巡抚，于任上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一说为黎元洪主
使）。
但彭家珍当时以为是良弼所为，故愤然行刺。
韩锋其时与彭家珍有交往，彭、吴二人也确实交情匪浅，“为吴报仇而行刺”的说法，也许并非无稽
之谈。
二是“袁世凯借刀杀人说”。
同盟会员李华英撰文称，袁世凯遇刺后，曾通过袁克定告诉李石曾，御前会议时大清亲贵中唯良弼之
言是听，袁世凯虽是内阁总理，也没有发言权。
言下之意，良弼不除，共和难求.李石曾转告京津同盟会，于是众人决定刺杀良弼，而彭家珍决然自任
。
此说也有可信成分。
袁氏在良弼遇刺后第二日，1月27日，即安排段祺瑞等四十余将相联电清廷，主张共和。
良弼遇刺的最大受益者，正是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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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湖:地下社会的落日挽歌》：千余年来徘徊在庙堂与宗族之间的人构成江湖，在历史的江海中划出
他们的航线，激起绚烂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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