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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起源问题研究综述

韩 尹恩子

太平天国以后
,

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在全国

各地活动的哥老会是在清朝衰退时期发展起来

并促使清朝灭亡的民众势力
。

它们的出现及其

发展历程
,

可以说是下层阶级依靠长期的中国

民间传统 结会
、

拜把 生存与斗争的过程
。

在哥老会出现前后
,

在长江中上游地 区
,

天地会
、

青莲教等各种教
、

会十分活跃
,

并进

行着相互交流和融合
。

而且
,

当时哥老会主要

在湘军内部传播并通过其散兵游 勇扩散
。

因

此
,

晚清地方官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
,

留下了

关于哥老会的多种记录
。

到 了辛亥
、

民 国时

期
,

政治家和一些研究者为了政治 目的也作了

一些研究
,

并出版了一些有关资料
。

但是
,

正

因为记录繁杂
,

众说纷纭
,

对于当今的研究者

来说
,

梳理哥老会起源之迷仍然是比较难的课

题
。

本文将对清末以来关于哥老会起源的观点

与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
,

与此同时
,

对有

些问题提出笔者的想法
。

一
、

清人的描述

在咸丰九年 制定的湘军营规 中
,

有
“

结拜哥 老 会
、

传 习邪 教者斩
’,

①的条 款
,

这是至今公认的关于哥老会的最早记录
,

它象

征着在太平天国以后以解散的湘勇为主体的哥

老会的历史源头
。

那么
,

咸丰以前
,

哥老会是

在何时何地经过什么样的过程而出现的呢

在同
、

光时期的史料中
,

对哥老会起源的

观点大致可划分为两种
。

第一
,

认为哥老会起

于川
、

黔 第二
,

认为哥老会始于 湘军
。

另

外
,

还有极少数人认为太平天国结束后才有哥

老会的出现
,

但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

咸
、

同
、

光时期关于哥老会起源的各种说法
,

按时

间顺序排列在表
。

表 清代关于哥老会起源的记载

年年度度 人名 管辖区 起源源 备考考 资料来源源

同同治 崔睐睐 川川川 《哥老会说 》
,

载《辟邪纪实
,

附卷卷

川川 红钱之余习习 同治五年
,

来凤县志 》
,

风俗志
,

民风
,

第 页页

李翰章 湖南 川
、

黔黔 一名江湖会会 历史档案
,

年
,

第 期
,

第 页页

刘馄 湖南 川川川 刘中垂奏稿 》
,

卷
,

第 页页

刘蓉 湖南 川川 青莲教之余孽孽 养晦堂文
·

诗集
,

卷
,

第 页页

郭柏荫
、

何碾 湖北
、

黔 江江江 军机录副
,

补
一

湖湖湖湖会

李榕 湖南 川川 咽噜会变名江湖会会 《十三峰书屋
,

批赎
,

卷
,

第
一

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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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度 人名 管辖区 起源源 备考考 资料来源源

左宗棠 甘肃
、

黔黔 本川
、

黔 旧 有咽噜 匪匪 左宗棠全集 》
,

奏稿
,

第 页页

之之之之之别名也也也

左宗棠 甘肃 咽噜变成哥老会匪匪 《左宗棠全集 》
,

奏稿
,

第 页页

左宗棠 甘肃 川川 本四 川咽噜之变称称 左宗棠全集 》
,

书信
,

第 页页

何碾 两江 军营营营 历史档案
,

年
,

第 期
,

第 页页

、

黔黔 天地会之遗孽孽 同治十二年
,

浏阳县志
,

卷
,

兵防
,

第 巧 页页

川
、

黔黔黔 同治十三年
,

湘乡县志 》
,

卷
,

兵防
,

第 页页

光光绪 刘坤一 两江 勇营营 由来 于 勇 营 中的 兄兄 刘忠诚公 坤一 遗集 》
,

公犊
,

卷
,

第 页页

弟弟弟弟弟兵兵兵

王文韶 湖南路 军营营营 《历史档案 》
,

年
,

第 期
,

第 页页

黎培庆 贵州 军营营营 黎文肃公 培敬 遗书
,

奏议
,

卷
,

第 页页

川营营营 论哥老会
,

申报
,

第 号
,

光绪二年七 月月

初初初初初初四 日日

邵亨豫 湖南 军营营营 军机处录副
, 一

一

王阴运运 《湘军志 》
,

年
,

第 页页

左宗棠 甘肃 川川 本咽噜之遗遗 《左宗棠全集 》
,

书信
,

第 页页

左宗棠 甘肃 川川 四 川咽 噜一种
,

因土土 《左宗棠全集 》
,

书信
,

第 页页

俗俗俗俗俗口语而讹讹讹

德馨 江西 萌雍于兵贾之后后 光绪朝朱批奏折
,

第 辑
,

第 页页

薛福成成 川川川 出使奏疏
,

卷上
,

第 页页

沈秉成成 营勇勇勇 光绪朝朱批奏折 》
,

第 辑
,

第 页页

从表 中
,

我们可以发现
,

各地人士都按

照在当地能观察到的前后情况对哥老会起源作

出判断
。

最初咸
、

同时期开始谈论哥老会问题

的是湖南地区的绅士
,

其中大部分人认为哥老

会起于川
、

黔
。

尤其是同治五年 来

凤县志 的内容很值得注意
,

其中记录着

邑与川 南接界
,

红钱
、

黑钱 即咽噜一 引

者注 诸 匪
,

往往 窜入境 中
。

⋯ ⋯此风肇于嘉

庆
,

炽 于道光
,

自军兴 以 来此类不 多见 矣
,

柞

有所畏而 不 为也
,

盖 有所 归 也
。

又 有 一 种 匪

徒
,

邀结 朋 党
,

歇血拜盟
,

为哥 弟会
,

其渠不

以 齿序
,

以 能 结人之 多而 为群 丑 所服 者 为 首
,

名之 曰 老 帽
,

又 有 坐 堂老 帽
、

行 堂老 帽 等名
,

其称不 一
。

大 率祖 红 钱 之 余 习
,

变 而 加 厉 者

也
。

邑向无此种
,

自咸丰辛酉 以 来
,

盛行于湖

南
,

后经 龙 山 获其桨魁
,

其风 稍 色
。 ②

这一记载直接描述了在 川
、

楚交界地区从

咽噜到哥老会的源流关系
。

另外
,

要注意的是

左宗棠的说法
。

因为
,

他曾经在咸丰年间在湖

南致 力 于 镇 压 太 平 军
,

所 以
,

从 同 治 八 年

到光绪八年 之间
,

他 的有关

哥老会起源问题的观点
,

也跟较早时期的湖南

官吏相一致
,

并强调咽噜与哥老会之间音韵上

的讹传问题
。

另外
,

从同治末到光绪年间
,

在管辖长江

下游与华南的地 方官眼里
,

哥老会起于军营
。

因为
,

这些地 区的哥老会是随着湘军而来的
,

而且主要 由散勇来扩散
,

所以地方官员根据这

种情况来推测其起源
。

他们认为哥老会从湘军

内部异姓结拜之风发展而来
。

何曝奏称
, “

各

营兵勇向有结盟拜会之事
,

初时愿为战阵之际

互相救援
,

追纠众太多
,

良秀不一
,

遂有哥老

会名目
” ③。

而刘坤 一说
, “

各省勇兵营中
,

材

武之士
,

结为兄弟
,

自成一队
,

遇有劲敌
,

辄

以陷阵冲锋
,

队兵员弃
,

另给旗帜号衣
,

以作

其气而收其效
,

此哥老会之所由来也
” 。 ④



二
、

辛亥
、

民国时期的研究

这时期的秘密社会研究主要是在于政治需

要
,

即为了通过发扬
“

民族主义
”

精神而动员

大众进行的
。

当时研究者都是以秘密社会内部

文献为依据
,

而且大力强调其起源 的反满传

统
。

所以这个时期
,

在秘密社会文献
,

尤其是

天地会文献的发现及研究
、

出版方面取得了相

当多的成果
。

那么
,

当时 留传下来 的哥老会文献有 哪

些 与天地会相 比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
、

对这

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深入地追溯
。

最早的一部哥

老会 专 著是刘 师 亮 年 出版 的 汉 留全

史
。

有关著述 目的与根据
,

他说明
, “

以我有

组织有统系之汉 留
,

惜无精确之记载
。

但组织

既广
,

每多散漫天稽
,

既无典籍可循
,

复无记

录可按
,

即各家笔记
,

亦东鳞西爪
,

今仅昭昭

在人耳 目事实可按者
,

成沿革一章
,

以资考证

焉
” 。 ⑤传说道光二十八年 由郭永泰发

现的 海 底 》在 经 历 了太 平 天 国 以 后 散 佚

了
。 ⑥但陆曼炎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线索

“

哥老

会的文献
,

有 江湖海底
、

江湖汉流宗 旨
、

《江湖紧要
、

《汉流外事 》一类的书
。 ” ⑦卫聚

贤还提到
,

在道光年间出版的 救世针贬 和

《纸糊灯笼 是被汉流常常传抄引用的书籍
。 ⑧

但是
,

据笔者所知
,

在这些书籍中
,

现在能看

到的很可能只有 《江湖海底 》一种
。

这时期的帮会著作大致分为两种倾向
,

一

种是以天地会为中心的叙述
,

另一种是以哥老

会为中心的描述
。

这些倾向都多少与对起源问

题的解释有联系
。

其 中有关哥老会起源的描

述
,

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

第一
,

哥 老 会 是 天 地 会 的支 派
。 ⑨ 同 治

浏阳县志 中记录着
“

或曰哥匪倡 自黔
、

蜀
,

为天地会遗孽
” 。

但是
,

这种说法在同
、

光 时

期的记录中并不 占重要地位
。

到 了辛亥前夕
,

革命派人士欧集 甲在 《新广东 》杂志上提出了

天地会
“

闽粤以南则名三合
、

三点
,

扬子江七

省则名哥老会
” ⑩的看法

。

以后
,

在陶成章 的

《教会源流考
、

萧一 山的 《近代秘密社会史

料 。 、

李子峰编的 海底 。 、

戴魏光的 洪

门史 。和卫聚贤的 中国帮会 》等书 中部采

用了同样的说法
。

但是对于哥老会出现的具体

时间
,

则各有不同的看法
。

陶
、

戴
、

卫主张太

平天国末期说
,

李子峰主张乾隆说
。

第二
,

乾 隆 起 源 说
。

这 种 说 法 最 初 在

年山 口 升的报告中提出
。 。其后平山周的

中国秘密社会史 》⑩
,

年发行的 《清稗类

钞 。基本上都阐述与 山 口 升的报告同样 的 内

容
。

第三
,

哥老会在 明末清初 由明朝遗老组

织
。

在这种说法里
,

哥老会意味着包括天地会

在 内的一般帮会的总称
。

这类著作大部分在抗

日战争以后在以四川为主的哥老会活动中心地

区出版
。

沙铁帆在 四川之哥老会 中提到
“

哥老会之通江之名称
,

⋯ ⋯以是该会在两湖

称
‘

江湖
’ ,

在直隶称
‘

混混
’ ,

在浙江称
‘

洪

帮
’ ,

在广东称
‘

三点会
’ ,

在云贵及吾蜀
,

则

称
‘

工 口
’ 。

此外与江西之洪江会
,

亦为哥老

会之分支
,

亦有名标哥老会
。 ” 。与此类似的看

法还有陆曼炎的 四 川的哥老会 。 ,

西北研

究社编 的 哥老会与清帮概况 。 ,

傅况鳞 主

编 四川哥老会改善之商榷 》。等
。

另外
,

在民国时期一些有关帮会的著作当

中
,

我们经常看到
“

汉流
”

这一名称
。 。根据

笔者的调查
,

这一名称在清代的记录里没有出

现
,

从辛亥
、

民国时期才开始通用的
。

在当代

人的印象中
,

汉流就是哥老会
,

可是仔细分析

民国时期的著作
,

我们可以发现
,

当时人对汉

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

第一
,

汉流是洪门的起源
。

刘师亮在 汉

留全史 中提到汉 留始于顺治十八年

郑成功在台湾的金台山会盟
,

其系统连续着康

熙九年 四川陈近南的精忠山
,

洪门则

是以后 出现 的
。

朱琳 在 洪 门 志 》中也说
“

洪 门起 于汉 留
” 。 。 以 后

,

在刘 膺遐 编著的

《汉流组织研究 。中也有同样的说法
。

第二
,

由于其名称本身的广义性
,

作为所

有帮会的总称而使用
。

赵郑在 中国汉流团体

改进论 中说
“

其所称汉流者
,

盖以示汉族

人之结合
。

⋯ ⋯现今洪 门会
、

三合会
、

哥老

会
、

青帮
、

红 帮等
,

均 系汉流 团体变态之别

称
” 。 。

第三
,

将哥老会与汉流并列于洪 门的支

派
。

戴魏光在 洪门史 中说
,

哥老会在太平



天国末期从天地会中诞生
,

而汉流是在道光二

十八年 由永宁郭永泰开始的
。 ⑧

但是
,

从上述有关汉流的专著中
,

我们可

以发现
,

他们说的
“

汉流
”

山堂主要分布在以

四 川为主的长江流域
,

这跟哥老会的分布地 区

是一致的
。

而且
,

他们叙述的内容也是以哥老

会为中心的
。

总之
,

在民国时期的著作里
,

由于地域的

差别或者著者的立场
,

洪门
、

哥老会
、

汉流的

个别名称常常被当作整个帮会的总称
。

三
、

当代的研究

在当代
,

有关哥老会起源的研究 已经从以

前的神话传说中脱离出来
,

是根据清代史料展

开的实证研究
,

这些研究让我们更接近哥老会

本身的面貌和它的真实历史
。

虽然当代学者们

对天地会
“

反清复明
”

的起源与性质问题还是

异论纷纷
,

但
“

反清复明
”

不再是有关哥老会

起源讨论中的重点
。

学者们更热衷于清中期以

来各种秘密社会在哥老会出现过程中的影响问

题
。

、

咽噜与哥老会 咽噜是 自乾隆以来在

四川移垦社会中出现的游民无赖团体
,

并在陕

南
、

湘鄂西
、

贵州
、

云南等地活动
。

它们平时

在各州县场市
,

或边 邑僻路
,

或水路船只
,

带

刀抢掠民间财物
,

并 从事赌博
、

杀 人
、

放 火
、

强奸等各种犯罪活动
。

嘉庆初川陕楚 白莲教叛

乱时
,

在四川教军队伍里
,

有大量的咽噜成员

参加
,

或者纷起响应
。

太平天国时期
,

咽噜李

永和
、

蓝大顺 响应太平军起 事
。

清末哥老 会

出现 以 后
,

咽 噜仍然存在
,

直到 世 纪 初
。

关于咽噜活动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

学者们有

几种不同的看法 农 民战争中的一支重要

力量 。 社 会阶级 矛 盾的 产物
,

破 产 劳动

者的互助 团体叭 具 有反清倾 向的互助 团

体 。 没有 明确政 治 目标 的掠夺型异姓结

拜组织
。 ④

在咽噜成分与活动特点问题上
,

酒井忠夫

提出了比较独特的解释
。

他认为咽噜
“

不仅仅

是寄生的无赖集团
,

而且也是把生产流通经济

兼营的单帮民众 即小贸易营生
、

肩挑 负贩的

人群一引者注 作为基础的生产
、

流通合一的

经济共同体
” 。 。虽然嘉

、

道 时期
,

咽噜不仅参

与贩卖鸦片
,

还与私盐集团相勾结
,

但 目前我

们很难解释关于咽噜与一般单帮之间的具体关

系
。

另外
,

近来有一篇论文提出了在川江 从

重庆到夔州一段长江 上充当木帆船水手
、

纤

夫的咽 噜演 变为哥老 会 的观 点
。 。笔 者认 为

,

尽管川江沿岸大量水手
、

纤夫的失业
、

流氓化

促进 了咽 噜集团 的强 化
,

但这 并不能说 明水

手
、

纤夫中的咽噜与哥老 会之 间的必然联 系
。

而且
,

哥老会是通过湘军而发展起来
,

以散勇

为主体的 团体
。

为 了了解咽 噜成员 的职业 成

分
,

刘铮云曾进行了一项统计分析
。

在乾嘉时

期的 伙咽噜计 人中
,

是失业者
,

是 雇 工者
,

另外还有水手
、

小贩
、

商

人
、

和 尚
、

手工业者等
。 。这 份统计 表 明

,

咽

噜成员主要是失业游民群众
,

而不是小贩或水

手
。

当代早期研究中
,

陈湛若
、

胡珠生早期主

张
“

咽噜
”

是
“

哥老
”

的音译
,

以为它们是同

一个 团体
。 ⑥后来蔡少卿指 出哥老会是以 咽噜

为胚型
,

吸收融合了其他秘密社会的某些特点

而出现的
。

两者之间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与不

同之处
。

比如
,

两 者都是异姓结拜组织
,

有

红
、

黑之分
,

两者在组织 内部头 目曰 帽顶或老

帽
,

并有老么等称呼
。

但是
,

咽噜一般不设堂

口
,

而哥老会多设 山
、

堂
,

其 内部组织结构
、

开山仪式
、

会规条例以及暗号隐语等
,

比咽噜

复杂得多
。 ④

有关哥老会名称的出现问题上
,

有些学者

主张
“

咽 噜
”

与
“

哥 老
”

之 间的音转说
。

比

如
,

庄 吉 发 倾 向 于 左 宗 棠 所 说 的
“

讹 传
”

说
。

徐安垠认为
“

在 尚未传至湖南和湘军时
,

哥老之名并末出现
,

直到流传过去后
,

因为方

言上的差 异
,

咽 噜 之 名 遂 转 而 为哥 老
” 。 ④另

外
,

刘铮云虽然也承认咽噜与哥老会之间系统

上的一致性
,

但是否定它们之间存在直接的溯

源关系
。

他说
“

当时所谓 的
‘

哥老会起 于 四

川
’

的看法应该指的不是哥老会本身
,

而 只是

哥老会组织名 目的来源
” 。

他根据刘坤一 的说

法主张哥老会起源于湘军 中的兄弟兵
。 。

在笔者看来
,

咽噜转变为秘密会党的前提

是其参加成分社会基础的扩大
,

而其转折点是
“

山堂
”

体系的出现
。

从 目前的史料来看
,

道



光以后
,

在四川出现了一些地方文武势力参加

咽噜的现象
。

据 《巴县档案 》记载 道光二十

一年
, “

二三不 肖子弟或且尤而效之
,

甚至助银入伙
,

名 曰 捐帽顶
’, 。 ,

道光二十二

年
,

朱坚奏称
,

在四川彭县
, “

文武生

员及差役人等
,

俱各与贼 咽噜一引者注 相

通
’, 。 。到 了咸丰年间

,

咽噜组织成员社会基础

的扩大现象更加 明显
,

并且出现 了山堂体系
。

咸丰末年张刘文写的 上骆吁 门制军平匪三

策 中记载
“

川中咽匪
,

游手少年
,

百十为

群
,

夜聚昼散
,

始劫烟泥
,

继拉富室
,

城垣僻

野
,

在皆有之
,

非一 日矣
。

⋯ ⋯兵勇千百
,

白

昼插盟
,

某 山某堂
,

公然牌识
。

⋯ ⋯昔之 咽

匪
,

全属游手
,

今之咽匪
,

半属 良民矣
。

昔之

咽匪
,

犹在乡间
,

今之咽匪
,

全在营伍矣
。 ’,

。

这一史料说明咸丰年间很多咽噜成员加入到营

伍
,

在营内竖起山堂组织
。

这充分表明咸丰年

间四川咽噜 已经具有秘密会党的特点
。

同治年

间李榕记载
“

本司窃按蜀中尚有咽噜会
,

军

兴以来
,

其党多亡归行伍
,

十余年勾煽成风
,

流毒湘楚
,

而变其名曰江湖会
” 。

它也证实
,

咸丰年间
“
咽噜会

”

成员大量流 向行伍之间
,

这成为哥老会在男营中盛行的关键契机
。

由咽噜演变为哥老会
,

只是后者长期变化

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

同光年间
,

哥老会内

部组织体系继续变化
。

根据笔者的初步调查
,

最初哥老会只设
“
山

、

堂
” ,

而 内立
“

香
、

水
”

名 目在同治十年的史料中才出现
。

早期哥老会

组织有上四脾
、

下四牌之分
,

直到光绪中期出

现了 内
、

外八堂体系
。 。 在哥老会开 山仪式

、

口号
、

内部规则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变化
。

、

哥老会与天地会 当代学者研究有关

哥老会与天地会关系的研究存在两种倾向
。

第一是坚持哥老会的夭地会起源说
。

朱金

甫基于档案史料的分析
,

认为
“

由天地会而仁

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
,

这就是它的源流
” 。 。

他的看法是根据光绪二年 江西巡抚奏

折中
“

仁义会即哥老会
”

的内容。 ,

和嘉庆时

期福建地区天地会系统的仁义会的资料。 。

对

此
,

蔡少卿 已经提出质疑
,

实际上两个不同时

期不同地方的仁义会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组织
,

前者是属于天地会系统
,

而后者从开 山立堂
、

封授职号等 内容看是哥老会的变名
。 。庄吉发

虽然承认两者组织系统上的不同特点
,

但还是

主张广义的天地会
,

可 以包括哥老会
。

他说
“

川楚早期会党是闽粤系统或天地会系统的派

生现象
,

哥老会是川
、

楚晚出的一个会党
,

以

天地会为
‘

源
’ ,

而哥老会为
‘

流
’ ,

是说得通

的
” 。 。最近胡珠生提出

, “

哥老会的直接前身

是属于天地会系统的边钱会
” 。 。但对边钱会的

系统问题
,

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的观点
,

还需要

进一步探讨
。 ⑧

第二是哥老会在出现过程中受到了天地会

的影响
,

但哥老会与天地会组织结构和活动地

区不同
,

不属于天地会系统
。

嘉庆以后
,

天地

会的活动范围涉及到川
、

黔
、

两湖地区
,

从而

这些地区的咽噜受到天地会的影响
,

发展成哥

老会
。

但学者们在确定具体时间与空间问题上

各持 自见
。

酒井忠夫注重分析清初以后客家人

移民四 川的现象和嘉庆时期四 川天地会的活

动
。 。蔡少卿更 注 意 在道咸年 间川楚地 区教

、

会相互交流
、

融合的现象
。 。

根据笔者的调查
,

在有关清代哥老会史料

中能发现的天地会的影响有
“
堂

”

名的使

用
。

供 奉
“

洪 世 祖 武
” 。

光 绪 十 八 年
,

江苏哥老会首高德华供述
, “

所敬的

神
,

是洪世祖武
。

凡哥老会
,

都敬此神
,

不知

来历
” 。

纯
“

五祖洪门
” 、 “

反清复明
”

印记
。

同治十一年
,

江苏哥老会头 目谭启思

供述
, “

五祖洪门木戳收在身边
”

光绪六年
,

在贵州哥老会内发现
“

天道复明
”

印

记气 光绪十八年
,

湖南华容哥老会

首周迎椿收藏
“

没清福 明
”

四方 图章一颗
。 。

光绪六年
,

江西哥老会易 丰亭供

述
, “

会内人俱称为洪家人
” 。 。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
,

清代哥老会在供奉对

象
、

价值观念与天地会是类似的
。

而前述学者

之间两种不同的观点则是由于分析出发点上的

差异而引起的
。

前者关注于哥老会内部的天地

会因素
,

后者的判断标准则放在其组织结构

上
。

、

教门与哥老会 清代秘密社会之间互

相融合交流是长期的普遍的现象
。

从已有的研

究成果来看
,

对清代哥老会的出现影响较大的

教门是白莲教与青莲教
。

由于笔者对教门的了

解有限
,

在这里 只介绍个别研究者的一些看



法
。

早期的研究者注重探讨白莲教对咽噜的影

响以及与天地会接触融合的现象
。

蔡少卿指出

从咽噜到哥老会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
。

第一阶

段是川陕楚白莲教起义时期咽噜与白莲教的融

合
,

从 此 以 后
,

咽 噜 组 织 开 始 设 立 山 堂 字

号 。 ,

内分红
、

黄
、

蓝
、

白
、

黑五旗
,

这种五

旗制的分派是从 白莲教中效法而来的
。

第二阶

段是太平天国时期天地会与白莲教两大结社系

统的相互融合
。

在这种情况下
,

哥老会逐步形

成起来
,

而 他认为青莲教是 白莲教的支 派之

一
。 。但是

,

以后的研究者更强 调青莲教对哥

老会的影响
,

而且青莲教发源于江西
。

周育民

认为
,

青莲教在嘉庆初年即与闽赣地区的天地

会发生融合
,

成为一支具有天地 会色 彩 的教

派
。

道光初年
,

青莲教十二祖袁志谦到四川传

教之后
,

青莲教迅速在四川地区传播
,

也与咽

噜发生 了融合
。 。哥老会 的开 山立堂之风是直

接从青莲教借用而来的
。

青莲金丹道 多有 山

名
,

如峨眉山
、

老万 山等等
。

与青莲教相融合

的咽噜会开山立堂
,

是咽噜会转变为哥老会的

标志
。 。昊善中也在他的论文中具体分析 了哥

老会在组织结构上受到的青莲教的影响
。 。 以

上的研究倾向表明
,

学者们对哥老会与教门之

间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分岐
,

正处于继续深化的

过程之 中
。

、

哥老会与边钱会 边钱 会名称早在乾

隆年间就在福建福安县出现
,

因用半边钱为记

而得名
。 。到 了嘉 庆

、

道 光 时期
,

边 钱 会主要

活动在江西
、

贵州地区
。

咸丰年间在湖南地区

也有边钱会的活动纪录
。

它们的组织结构在地

区与时 间上 具有不 同特点
。

嘉庆 十年到道光

初
,

江西边钱会具有 自己独特的组织结构
,

即

首领为头肩或老大
,

以下二肩
、

三肩等依此排

列
,

最 小者称为老满
。 。对此 秦宝琦 已说 明

,

“

嘉道年间江西 曾出现过边钱会
,

但仅属一般

会党
,

并非天地会系统
。

咸丰年间江西的边钱

会
,

完全采用了天地会的结盟仪式与暗号
,

已

属天地会之分支
” 。

嘉
、

道年 间
,

贵州边钱会

的内部组织名称跟咽噜类似
,

而更加 系统化
。

譬如说
,

嘉庆二十一年 贵州孝义会又

名为边钱会
, “

设立坐令
、

平令
、

行令三项名

目
” ,

分别负责号 召传人
、

处罚
、

通 信
,

此外

有
“

大五
、

大满
、

小满
”

等分 职
,

其 中
“

大

五
、

大满
、

小满
”

等分职名称与咽噜一致
,

其

他的内容是咽噜所没有的
。

由此看来
,

贵州边

钱会确实具有比嘉庆年间的咽噜有更加发展的

组织形态
。

如此相关
,

胡珠生主张哥老会的前身是边

钱会
,

而边钱会是属于天地会系统的
,

其主要

依据在于两者都以半边钱为凭据
。 “

在四 川和

贵州的天地会组织 已经相当发展的基础上
,

嘉

道间的咽 噜和边 钱会通过接触而 相互 融合
” ,

形成哥老会
。 。

对胡珠生的看法
,

笔者 想提 出一些意见
。

首先
,

胡珠生对 比嘉
、

道年间四川咽噜和贵州

边钱会组织形式
,

认为
“

小满
、

大五
、

小五
”

等名称是边钱会独有的
。 。但根据笔者的调查

,

这些称呼早在乾
、

嘉年间就在咽噜成员之间出

现了
。

据 巴 县 档 案 记 载 嘉 庆 十 八 年
, “

川省五 方 杂 处
,

匪徒最 易涵迹
。

⋯ ⋯号称大五
、

小五
、

帽顶
” 。 。这还是 比边钱

会更早的纪录
。

所以我们可以说
,

在组织 内部

的称呼方面
,

是贵州边钱会受到咽噜的影响
。

据此
,

笔者认为
,

贵州边钱会是在咽噜组织形

态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秘密会党之一
。

其次
,

我们要考虑
“

用钱为记
”

的传会方式是否在清

代帮会里的普遍现象
。

因为很多不同组织结构

的帮会
,

如天地 会
、

边钱会
、

担会
、

红黑会
、

哥老会等团体中都能找到
“

用钱 为记
”

的纪

录
。

再举个例子
,

嘉庆二十二年 湖北

巡抚张映汉奏称
,

随 州
、

安陆
、

归州
、

江夏
、

咸宁等地拿获献血拜盟犯 余名
,

多系积贼

与流窝乞丐
,

尚无私立会名
, “

以绒线缠钱
,

分执为凭
” 。

虽然这些组织
“

用钱为凭
” ,

但

并不是天地会或边钱会系统组织
。

因此
,

笔者

认为在判断某一种 团体的系统时
“

用钱 为记
”

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因素
,

而更重要的是组织结

构方面的考虑
。

总而言之
,

清 中期 以 来
,

在 咽 噜 与各种

会
、

教组织的交流与融合中出现了哥老会
。

清

代哥老会在供奉对象
,

价值观念等方面传承了

天地会
。

但会党的发展过程中地缘性因素影响

着会党之间类似的组织与活动方式
。

自清中期

到清末
,

从四 川
、

贵州
、

两湖等地扩散到各地

的游民无赖团体与秘密会党之间
,

我们能发现

这种迹象
。

它们之间有一种共通的称呼
,

就是



首领叫帽顶
、

老帽
,

而这种称呼最早出现在咽

噜
。

由此
,

学者们一般用
“

咽噜系统
”

的概念

来与其他组织相区别
,

这里包括咽噜
、

贵州边

钱会
、

英雄会
、

江湖会
、

哥老会袍哥等
。

它们

以咽噜组织结构为胚胎
,

逐渐发展出 自己狡特

的组织系统
。

①曾国藩 《禁洋烟等事之规七条 》
,

《曾国藩全集
,

第 册
,

诗文
·

营规
,

岳麓书社
,

年
,

第

页
。

②同治五年
,

来凤县志
,

风俗志
·

民风
,

第 二

页
。

区柯最 《两江总督何憬等为报各营兵勇结拜哥老会

事片
,

同治十一年七月十八 日
,

《同治年间哥老会史

料
,

《历史档案
,

年
,

第 期
,

第 页
。

④刘坤一 《哥老会匪及早改悔示 》
,

《刘忠诚公 坤

一 遗集
,

公膜
,

卷
,

第 页
。

⑤刘师亮 《汉留全史
,

中外印刷公司
,

年初

版 台湾古亭书屋编 《秘密社会丛刊
,

年影印

本
,

第
、

页
。

⑥根据笔者的调查
,

在清代哥老会档案里
,

《海底 》

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光绪十七年
,

但其具体 内

容现在不可考证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朝

朱批奏折
,

第 辑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⑦。陆曼炎 《四 川的哥老会
,

大风
,

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⑧卫聚贸 中国帮会 》
,

重庆说文社
,

年 月新

版影 印 初版 年 上 海 文 艺 出版社
,

年
,

第 篇
,

第 章
,

第 页
。

⑨在民国时期的著作里
,

洪门的概念可以分成广义与

狭义的两种
。

广义的洪门是被认为以 明末遗老为始祖

的所有帮会的总称
,

狭义的洪门则是作为一个团体名

或者天地会的别称而使用的
。

⑩欧集甲 《新广东
,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

黝
,

第 卷 上
,

三联书店
,

年 年初

刊
,

第 页
。

罗尔纲说
“

教会源流考
,

原书于民国纪元前二年
,

由章太炎等合组教育今语杂识社印行
” ,

见 《天地会

文献录
,

正中书局
,

年 年初版
,

第

页
。

萧一山 近代秘密社会史科
,

北平研究院
,

年初刊 中国书店
,

年
。

李子峰编 《海底 》
,

河北人 民出版社
,

年

年初刊
。

。戴魏光 《洪门史 》
,

和平出版社
,

年初刊 上

海文艺出版社
,

年
。

山 口 升 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
,

近代史资

料
,

第 号
,

年
。

⑩平山周 中国秘密社会史
,

商务印书馆
,

年
。

在这本书出版的同年
,

他还用古研 氏的

别名在 东方杂志 上发表 了内容相同的 中国秘密

会党记 》
。

⑥徐坷编撰 《清稗类钞 》
,

第 册
,

中华书局
,

年 年初刊
,

第
一

页
。

倔处乡铁帆 四川之哥老会 》
,

四 川月报 》
,

第 卷
,

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①西北研究社编 《哥老会与清帮概况 》
,

西北研究社

出版
,

年
,

第 页
。

⑧傅况鳞主编 四 川哥老会改善之商榷
,

成都四 川

地方实际问题研 究会
,

年刊本 台北古亭书屋

编 秘密社会总刊
,

第 辑
,

年影印本
,

第

页
。

④
“

汉流
” 、 “

汉 留
”

或者
“

汉刘
” ,

均包含
“

汉人之

流
” 、 “

汉族之遗留
” 、 “

取汉室刘关张之义
”

的意思
。

。朱琳编 《洪 门志 》
,

中华书局
,

年版

年初刊
,

第 页
。

。刘膺遐编著 《汉流组织研究
,

上海益民社
,

年
。

。赵郑 中国汉流团体改进论
,

四 川文心实业社
,

年
,

第 页
。

①戴魏光
,

年
,

第 页
。

⑧一些研究者认为李
、

蓝起义属于哥老会起义
。

但当

时的史料表明它们属于咽噜
,

而不是哥老会组织
。

咸

丰十年正月癸未
,

谕军机大臣等
“

本 日据曾望颜奏

⋯ ⋯滇省界内老鸦滩
、

黄毛坝
、

柿子坝
、

豆沙关
、

一

里坝
、

两河 口 等处
,

有 匪首马玩声
、

韩大耶
、

楚老

五
、

陈大耶
、

李偏胡子
、

简大耶
、

叶二大耶
,

各聚众

数百人
,

在横顺一带地方盘踞
,

均距川甚近
。

并牛皮

寨有匪首 罗四板枷率众百余人
,

伙同各匪
,

欲窜川

疆
。

又井底坝旧匪罗新大耶带匪二千余人
,

欲赴青山

合伙
。 ”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 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

编
,

卷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⑧张力 咽噜试探
,

《社会科学研究
,

年
,

第

期 胡昭曦
、

霍大同
、

杨光
“
咽噜

”

考析 》
,

载

四川史学会史学论集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年
。

①蔡少卿 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
,

中国人民大学

报刊复印资料 中国近代史
,

年
,

第 期
,

第 页
。

刨可一民 论哥老会的起源及特点 》
,

载赵清主编

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
,

成都出版社
,

年
。

⑧ 兮 “ 一 一 记

〔万只 ” , , ,



· , ,

吴善中 咽噜简论
,

载 世纪

之交的 中国史学一青年学者论 坛 》
,

中 国 史学 会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
。

①渡边悼著
,

苏智 良译 日本最近哥老会研究新成

果
,

载蔡少卿主编 中国秘密社会概观
,

江苏人

民出版社
,

年
。

这篇论文简略地介绍了酒井忠夫

的著作 中国民众七秘密结社 》
,

东京 吉 川弘 文馆
,

年

⑥秦宝琦
、

孟 超 哥老会起源考
,

学术月 刊
,

年
,

第 期
,

第 一 页

函
一

四
, ,

⑩陈湛若
、

胡珠生 《哥老会起源初探 》
,

新史学通

信
,

第 期
,

年
。

④蔡少卿
,

年
,

第 页
。

④庄吉发 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
,

台北 文史哲出

版社
,

年
,

第 页
。

④徐安理 哥老会的起源及发展
,

台湾省立博物馆

人文科学丛书
,

年
,

第 页

⑩刘铮 云 《湘军 与哥老会一试析哥老会的起源问

题 》
,

近代中国区域 史研讨会论文集 上
,

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

年
。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一 日重庆府正堂札 》
,

《清代

乾嘉道 巴县档案选编 下
,

四川大学历史系
、

四 川

省档案馆编
,

四 川大学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藏 军机处录副奏摺
·

农 民运

动类
·

秘密结社项
,

胶片
, 一 ,

道光二十二

年十二月十一 日
,

朱坚奏
。

哪长刘文 《上骆 吁 门制军平匪 三策 》
,

载 《秉唐遗

稿
,

文集
,

卷
,

光绪四年刻本
,

第 页
。

李榕 察曾中堂李制军彭宫保刘中皿 》
,

载 十三

峰书屋
,

批犊
,

卷
,

年成都迪毅书社铅印本
,

第 页
。

湘粤剿灭哥老会文稿
,

载 近代史资料
,

总

号
,

年
,

第 一 页

朱金甫 《清代档案中有关哥 老会源流的史 料 》
,

故宫博物院院刊
,

第 期
,

年
,

第 页

函刘秉璋 《江西巡抚刘秉璋为报 查获会党活 动各犯

审明办理事片
,

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九 日
,

光绪初年

哥老会史料选辑
,

历 史档 案
,

年
,

第 期
,

第 页
。

⑥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藏 军机 处录副 奏折
·

农 民运

动类
·

秘密结社项
,

第 卷
,

转 引 白朱金甫
,

年
,

第 页

缈蔡少卿
,

年
,

第 页
二

庄吉发 《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 》
,

第
、

页
。

⑩胡珠生 清代洪 门 史
,

辽 宁 人 民出版社
,

年
,

第 一 页
。

⑦秦宝琦
、

周育民
、

吴善中等研究者认为嘉庆年间贵

州边钱会不属于天地会系统
。

。酒井忠夫
,

年
,

第 一 页
。

蔡少卿
,

年
,

第 一 页
。

张之洞 札各属严密防范会匪 》
,

光绪十七年十月

机五日
,

张之洞全集
·

公犊
,

第 册
,

河北 人 民出

版社
,

年
,

第 页
。

。张树声 两江 总督张 树声为查拿哥老会头 目事

片 》
,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五 日
,

同治年间哥老会史

料
,

历史档案
,

年
,

第 期
。

。岑毓英 扑灭桐梓县会匪摺 》
,

光绪六年十月二十

日
,

岑襄勤公 毓英 遗集
,

奏稿
,

卷
,

第

页
。

张之洞 札南桌司
、

岳州府前往覆审刘先祥
,

光

绪十九年二月初八 日
,

张之洞 全集
·

公犊
,

第 册
,

第 页

函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藏 军机处录副奏折
·

农民运

动类
·

秘密结社项
,

胶片
,

一
,

光绪六年四

月二十四 日
,

李文敏 片
。

酒井忠夫也认为
,

哥老会的山堂组织
,

是咽噜与白

莲教活动时期的山寨战的经验以后出现
。

酒井忠夫
,

年
,

第 一 页
。

蔡少卿
,

年
,

第 一 页
。

周育民
、

邵雍 中国帮会史 》
,

上海少、 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母周育民
,

一 年
,

第 一 页
。

。吴善中 从咽噜到哥老会
,

扬 州大学学 报 》
,

年
,

第 期
。

连立昌 《福建秘密社会 》
,

福建人 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母请参考胡珠生
,

年
,

第 一 页
。

秦宝琦 洪门真史
,

福建人 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母朱批奏折
,

贵州巡抚文宁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初 九

日奏
。

转引 自吴善中
,

年
,

第 页
。

母 。胡珠生
,

年
,

第
、

页
。

嘉庆 十六 年三 月 二 十九 日巴 县 团首牌 甲条 例
,

《清代乾嘉道 巴县档案选编 下
,

第 页
。

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藏 军机处 录副奏折
·

农 民运

动类
·

秘密结社项
,

胶 片
,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