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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的青帮与政府官员所形成的庇荫关系，盘根交错，错综复杂，可以横向地分成两

个层次：高层官员与青帮大亨闻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青帮组织与普通政府官员的庇护与被庇

护关系。这种庇荫关系是民国体制内庇护网关系的延伸，是青帮依附于大社会的生存方式。是

国民党权威主义政治模式的副产品，它与青帮的组织体系相对开放性相关。庇荫关系促进了青

帮逐渐适应近代社会的变迁的同时，也最终导致政府的合法性权威逐渐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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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帮是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由漕运水手中的

罗教水手行帮与长江下游盐枭集团融合而形成的

秘密结社⋯，是晚清三大帮会之一，也是民国时

期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民国时期的青帮组织适应

近代社会的变迁，与政府各级官员之间构成了非

常庞大的庇护网，进而依靠这种庇荫关系，不断完

成自身的蜕变。政治上的庇荫关系指的“是一个

有一定权力、地位与影响力的人，利用其物质财

富、社会声望、政治权力资源，去支持并保护另外

一些人，或为其提供机会或安全，成为其恩主或保

护人。后者作为受惠者，则通过为前者提供私人

效忠作为回报，这样，在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之间，

就形成一种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纽带州2|。民

国时期的青帮与政府官员所形成的庇荫关系，盘

根交错，错综复杂，探讨这种庇荫关系及其形成机

理，对于解析民国政治，从更深层次理解中国现代

化过程中的复杂性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一般而言，政府官员与黑社会构成的庇荫关

系结构中，掌握各种公共资源的政府官员往往充

当“恩主”角色，而黑社会组织则更多的是依附于

“恩主”，充当“被保护人”的角色，“恩主”与“被

保护人”通过庇荫关系，形成利益上的交换关系。

但是民国时期青帮与政府官员的庇荫关系相对比

较复杂，庇护人与被庇护人定位并不固定，即在青

帮与政府官员的庇荫关系构成中i“恩主”与“被

保护人”关系角色的定位往往是取决于由“实力”

决定的庇荫关系本身的层次高低，这种“实力”既

包括掌握或者拥有的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也包

括社会控制力。民国时期青帮与政府各级官员构

成的庇荫关系按照“实力”可以分成两个层次：

一是政府高层官员与青帮大亨问形成的庇护

与被庇护关系。在这种庇荫关系中，“恩主”与

“被保护人”相对比较明确：青帮为民国政治体制

不兼容，为避免组织被取缔和限制，青帮头目利用

高级的政府官员或者政治人物作为自己的庇护

“恩主”；政府高层官员出于各种政治目的，充当

青帮大亨的“保护人”，利用体制外的力量，实现

通过合法途径难以获取的利益。代表政府掌握公

共资源的高层官员与诸如青帮之类的黑社会组织

建立一种相对稳固的庇荫关系，这是近代中国政

治、社会转型期间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

二是青帮组织与普通政府官员形成的庇护与

被庇护关系。这类庇荫关系是以上述庇荫网络存

在为前提。依靠庇荫关系，青帮组织获取各种经

济利益的同时，逐渐向政治领域渗透：一方面青帮

组织在政府各级官员中发展成员，形成基层庇荫

网，进一步降低社会犯罪的风险成本，另一方面通

过积极的政治参与，改变黑帮形象，扩大政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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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进而向地方权力渗透。以民国时期的上海

为例，许多政界、警界的要害部门都有青帮成员，

普通公务人员不走青帮门路，很难进入基层权力

圈，为自身的发展，许多官员向相关的青帮老头子

送门生贴，或者直接拜师。青帮同时也利用现代

政治提供的参与模式角逐地方权力，如成立诸如

仁社、恒社、毅社等社团名目，控制工会、参与地方

选举等。地方政府的一些普通官员为利用青帮的

影响维护既得利益，主动地依附于青帮组织，接受

其庇护。在这类庇荫关系中，官员与青帮成员互

生互惠，各取所需。

民国时期青帮与官员的庇荫关系的形成有其

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

从历史上看，青帮作为一个秘密结社，其产生

于晚清，与天地会、哥老会一样，都是政府禁止和

打击的对象，因而与反清的革命党人有了许多共

同语言并成为革命党人的同盟军。例如，陈其美

就与青帮关系密切，他曾是青帮“大”字辈H Jl两，

上海光复期间，陈其美组织的敢死队就是“通”字

辈刘福标控制的青帮成员组成；徐宝山与光复会

关系密切，在江苏光复前就“通过利用其亲戚石

承宣去上海与光复会在上海的据点新闸路仁和里

人和煤号联系”，“双方在上海洋泾桥法商密礼旅

馆第五号房间，商讨反正事”【4伊7，等等。清政府

的覆灭与民国的建立为秘密结社的发展提供了机

遇，就青帮而言，在辛亥革命期间参加光复的重要

人物，逐渐跻身上流社会，进入了军界，控制一方，

并借此发展青帮势力。如徐宝山为第二军军长，

驻镇扬州，控制长江下游地区；隶属于徐宝山的

“大”字辈张仁奎，先为第二军步兵二十四旅旅

长，后任通州镇守使，授陆军上将衔，控制长江下

游及江浙沿海各地，兼代理两淮盐运使职；“大”

字辈、“通”字辈人物，如扬州的王柏龄、王敬亭，

镇江的朱炳元、杨善之等等都在军界、商界有很高

的地位∞J抛。但是民初的政情是复杂的，一方面

复制西方政治体制建立起来的民国要重建社会秩

序，必然要对清末以来各种政治势力进行整合，由

于帮会本身的破坏性，因而，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

还是后来的北京政府，其态度基本是一致的，即限

制与取缔；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分歧使得民初政权

内部纷争频繁，一些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目的，利

用既有的公共资源网罗包括青帮在内各种势力．

建立一种体制外对自己的支持力量。出于生存的

需要，青帮头目利用既有的条件寻找高级政府官

员或者政治人物作为自己的庇护人，完成“恩主”

不便公开从事的暗杀、绑架、勒索等非法活动。例

如“宋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青帮“大”字辈应

桂馨1912年8月“参杂”武昌兵变、组织暗杀队，

被民国政府通缉，“一旦拿获，就地正法”，后得到

袁世凯的庇护，免于追究峥J55。应后来效忠于袁，

并为其除去政敌，完成袁不便公开出面的事，制造

了“宋案”。政治人物利用青帮从事非法活动以

削弱对手，这在民初的政潮中很多，如，陈其美之

主持暗杀徐宝山、李征伍的徒弟张宗昌暗杀陈其

美，等等。

从现实来看，民国的政治生存环境和青帮势

力的膨胀，促进了青帮与政府官员的庇荫关系形

成。特别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青帮势力快速

膨胀，主要的青帮大亨张仁奎、顾竹轩、杜月笙、黄

金荣和张啸天等都寄生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政

府官员与青帮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庇

荫网。其中，政府高层官员是大“恩主”，青帮组

织按其势力的大小分别依靠各级政府官员构成的

次级“恩主”，形成庇荫关系。在这个庇荫网中，

青帮通过庇护网从事贩卖毒品，开设赌场、妓院、

贩卖人口等非法活动，以获取组织成员生存与发

展的各种资源。例如，贩卖毒品，青帮大亨依靠庇

荫关系不仅垄断了毒品生意，而且借助毒品生意

巩固了庇荫网络。以上海青帮为例，早在二十年

代后期，杜月笙就与四川军事当局达成协议，在重

庆建立了三鑫公司的分公司，到三十年代杜门的

青帮不仅控制了四川所有的吗啡非法买卖，而且

通过扬子江送到下游【7儿朔。“宁汉合流”以后，杜

门青帮势力通过依附三鑫公司的自新公司承包江

南地区烟税，政府对鸦片烟实行半官方的公卖制

度，这种制度极大地保护了青帮的利益。1931

年，南京国民政府拟订鸦片公卖，引发杜月笙与财

政部宋子文之间的激烈对抗，后杜得到蒋介石的

庇护，作为对杜月笙帮助反共的回报，“蒋介石同

意青帮首领提出负责鸦片垄断的人选，然后由南

京国民政府来任命”[3Jl册。同样，在庇荫关系中，

政府官员获取了他们在体制内无法正常得到的利

益。例如，1927年，蒋介石与杜月笙、黄金荣和张

啸天三大亨的联手，成功地铲除了上海的中共势

力；1931年，汪精卫通过陈公博与杜月笙的青帮

建立庇护关系，以换取杜月笙直接参与改组派反

对蒋介石的一些活动[9】l稿，等等。1931年下半年

和1932年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危机时期，外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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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失当和国内政治危机，使国民党当局统治合

法性受到公众的质疑，而青帮在控制基层社会中

显示出不菲的“实力”，使政府官员与青帮的庇荫

关系日趋稳固。

青帮势力在城市的最初发展往往是借助“租

界”这种特殊社会环境，但考察民国时期青帮的

发迹史，不难发现，如果仅仅依靠租界与青帮之间

庇荫关系，青帮势力很难成为民国最大的黑社会

组织。青帮在民国时期的膨胀依靠的是其与南京

国民政府官员庇荫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除了上

述历史、现实因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形成机理。

首先，这种庇荫关系是体制内各种层层叠叠

庇荫关系的延伸。在传统社会中，公共权力的运

作与资源配置常常是非制度化的，以私人效忠与

服从为纽带的庇荫关系是体制内个体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民国的建立固然从西方搬进了一整套的

制度性资源，但是这种制度并没有找到完全与之

适应的文化基础，传统庇荫关系仍然以其固有的

惯性在体制内外伸张。就南京国民政府而言，除

了中央政府内部因利益关系与政见不同的矛盾所

形成的各种庇荫关系外，地方上更是充斥了地方

势力与中央势力、党政与军方、不同派系之间的角

逐，由此出现各种层层叠叠的庇荫网络。青帮等

黑社会势力成为这些庇荫关系从体制内向体制外

延伸的工具，依靠这个工具，部分政府官员不仅成

功地通过非制度化的手段实现对所属的基层社会

控制，而且从体制外找到了维护网络的暴力支持

者。我们以民国山东为例，在1930—1938年期

间，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但是韩与中央政府

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山东省政府内部各种派

系之间、山东地方各种势力之间都存在各种层层

叠叠互不统属的庇荫关系。韩复榘遂利用青帮以

巩固自己的庇护网络，他先支持大字辈李景林发

展青帮组织，后到上海拜大字辈张仁奎为师，韩的

很多高级将领，如孙桐萱、李汉章、谷良民、雷太平

等都是拜在张仁奎门下，成为自己的同参兄

弟¨0】33。依靠与青帮形成的庇荫网，韩稳定了山

东的局势，把山东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把庇荫关

系从体制外延伸到了体制内。

其次，青帮与政府官员庇荫关系的形成也是

青帮依附于大社会的生存方式。帮会虽然是一种

亚社会组织，并主要以非法手段，从事黑色事业来

获取成员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但是其最终目标是

和主流社会是一致，即追求传统的所谓“福、禄、

财、寿”，不同的是其追求手段差异。通过非法手

段固然能使帮会成员在短时期内获取巨额的财

富，但是这与风险成本消耗同样也是成正比例的，

人财两空对于帮会组织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例

如，清末江都的青帮头目朱大狮子，“为积年巨袅

会首”，“贩卖私盐多年，并叠次拜会，设忠义堂

名，前后收徒干余人”【11】搬，积累了大量财富，但

最终官兵剿灭，落得灰飞烟灭的下场。寻求庇护，

维护黑色事业，并进而融进主流社会是帮会组织

必须面对的生存法则。徐宝山青帮集团从接受清

政府招抚，寻求刘坤一、张謇等的庇护，到民国初

年又效忠于袁世凯，都无不体现这样一种法则。

民国的建立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与体制更替为青帮

融进主流社会带了极好的机遇，而融进主流社会

最有效途径就是与现有体制内的政府官员形成庇

荫关系，从而实现由黑到灰，进而漂白这样一个过

程。从民国时期青帮的半公开状态来看，至少青

帮的中、上层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依靠庇荫关

系，加上运用黑社会组织既有“威慑力”，青帮组

织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形成了一张笼罩民国

社会的巨大网络。

第三，民国时期青帮与政府官员庇荫关系的

形成其实可以说是权威主义政治模式的副产品。

权威主义政治在中国似乎与庇荫关系形影不离。

萧功秦先生把民国政治分成“袁世凯和北洋军事

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和

“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袁世凯的

新权威主义致命的弱点之一就是“它内部的结构

是庇护网关系，就是恩主与被保护人之间所形成

的权利义务关系，更简单地说有点像朋党关系”；

国民党模式致命的弱点，即“国民党的内部结构

原来已经渗透了大量庇护网的关系，即恩主与被

保护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上下属之间还是存在很

强烈的宗法结构，彼此之间称兄道弟。”【121权威

主义政治是以军事强人为基础，它的权力不是通

过民主的方式，而是民主以外的方式获得的，同样

维护其权威的方式可以是体制外也可以是体制内

的。青帮作为控制基层社会的庞大黑社会组织在

体制外拥有很强的势力，通过庇荫关系，把这种体

制外的资源网罗到权威主义政治控制体系之中，

也是权威主义政治维持统治秩序重要手段。

第四，民国时期青帮与政府官员庇荫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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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与青帮的组织体系相关。民国时期帮会的发

展态势是一枝独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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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大

的青帮名人很少是身兼青红两帮，这与青帮组织

体系相对开放性关系密切。脱胎于罗教水手行帮

的青帮以字排辈、师徒相承，虽然吸取了哥老会开

立山堂、散发飘布等组织方式，也有自己的帮规，

但内部无一定的组织机构，相互间主要通过纵向

虚拟血亲关系维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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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严

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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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会方面，青帮的“准充

不准赖”与红帮的“准赖不准充”，相比更适应近

代社会生存环境。民国时期，青帮出现了许多

“爬香头”、“空子”收徒、“藐视前人”的事情，这

既是对传统青帮帮规的破坏，也是适应近代社会

变迁的自我调整。组织体系的相对开放性，使青

帮组织与政府官员之间更容易建立一种相互渗透

的关系网络，按照会众自身的地位与实力和由此

决定的成员与政府官员组成的庇荫关系中地位，

青帮组织真正控制者不再是名义上的“前人”，而

是依托庇荫关系产生的“闻人”，青帮与政府官员

庇荫关系正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闻人”和政府

各级官员构成。

青帮作为民国时期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它的

触角延伸至社会的各个角落，它与政府官员所构

成的庇荫关系与其他苏丹式政权下的庇荫关系相

比。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这种庇荫网络存在

于现有党国体制内的党政军各个系统。从民初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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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helter relationship between Qing Bang and official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formed complex，and it啪be
divided intotWOlevels：Seniorofficials andtycoon ofQingBang，，organization ofQingBang，and ordinary officials．Fromthe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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