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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帮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邵 雍

摘要：帮会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辛亥革命的结局，上海辛亥革命的历程表明帮会具有巨大的活动能量，同时又

难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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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上海的光复是上海地区各种反清社会力量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就有帮会的一份功劳。然而由于帮会的介人，使辛

亥革命在上海带有浓重的海派色彩，各派政治力量间的斗争更加错综复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上海地区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

败和帮会的参与密不可分。

（一）

论及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帮会的活动不能不从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说起。自立军起义是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的转折点。

1900 年 2 月唐才常在上海英租界新马路梅福里建立正气会，不久改名自立会，旨在联络长江中下游的帮会发展武装以图大举。

张之洞后来在奏报中说，唐才常“窟穴上海，设立总会，自为粮台，往来沿江沿海各处，广散银钱，购诱会匪，……安排 20 万

元用于长江所散放之富有票”。①唐才常还在上海开设大同宾馆，他的助手、护卫队官师中吉也在上海开办了集贤宾客栈，大

力罗致各方绿林豪客。前已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在上海待命的两湖哥老会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人因“浪用无度，闻才

常方面富而多资，遂纷纷向才常报名领款，愿为勤王军效力”。②另据广东巡抚岑春煊奏称，李云彪曾“到上海、香港、澳门

等处，散放富有票，于各逆匪商谋起事，复送信往镇江勾结徐老虎”。③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被害后，自立军余党以彭

桂生即彭松堂为首，“窜匿上海租界，纠集会匪、盐泉至三四千人之多，意图焚劫洋行，乘机作乱，为唐才常报复”。两江总

督刘坤一接报后一面“叠次出示，削切晓谕，并作歌解散，设陋投票，但能缴票悔过，无不予以自新……并商准英国领事，在

租界出示声明富有票匪实系叛逆，各国并不相助，以期破除群惑。”④一面派出员弃，购线设计，阴令其党自相残杀，将彭桂

生即彭松堂勒毙。自立会盟证张尧卿在官方的引诱下在上海向官方投诚，并协助清军总兵颜琼林拿获师中吉，以自赎罪。⑤1901

年 1 月初，秦俊杰在上海被捕“供认开堂放票，纠人人会。”⑥在镇压自立军余党的问题上租界当局基本上与清政府持合作态

度，但以保持租界的独立性为前提。1901 年 12 月 22 日清军总兵颜梓琴在上海租界逮捕自立会领导人龚超后英国驻沪总领事出

于维护租界权益的考虑于次年 1月 12 日向清方提出抗议。在英国的压力下上海道只能将龚超交还英租界释放。为了防止重蹈覆

辙，刘坤一要求已被招抚的扬州青洪帮头目、春宝山山主徐宝山即徐老虎在秘密派人诱捕萧子云、沈克咸时“务离洋人租界稍

远，候到黄渡地方而后下手，庶免洋人籍口夺回，如龚超故事。”⑦前此，自立会骨干徐春山于 1901 年 6 月在上海购买、运送

军火炸药时被督带新胜营徐宝山的部下捕获，19 日由于徐春山的出卖，致使同党龙泽厚在上海英租界小客栈被捕。⑧自此自立

军起事的余波在上海平息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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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于帮会组织的分散性以及自立会本身的勤王倾向，在自立军起事前后仍有不少帮会头目我行我素，自发地进行各种形式

的斗争。自 20 世纪初年起，崇明屡遭长江巨泉、青帮首领的袭扰。1901 年清军崇明镇陈旭出动兵船，在如皋张王港攻打曾部获

胜。稍后曾国璋“即移益东，占崇明之小黑沙，声势乃张，自命大元帅”,“遣其党百余，白昼列队吹角实枪，十余日内连劫崇

明城乡典肆富家，临去辄告事主，欲破案，问陈镇”，公开向官方示威。两江总督魏光煮闻讯增派兵船再次重创曾国璋部。⑨1903

年夏清军徐宝山部在通州击溃曾国璋部，曾国璋负伤，与之合伙的哥老会天目山头领熊满堂等被俘。熊满堂在受审时供认“与

曾国璋合股，曾在崇明县属强劫沈恒丰典铺得赃”。⑩曾国璋逃往上海，后在湖北被捕遇害。

除了曾国璋之外，江苏沿海一带的著名青帮首领范高头也是令上海官府头疼的人物。范高头出生于浦东高桥，由于他在光

绪年间因人命案子被上海会审公癖洋人处理过，在从事帮会活动时范每每将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人，“上海洋人屡经受其滋扰，”

自 1904 年起一直与清方交涉不休。1906 年上海人力车夫、小车夫因租界创办电车准备罢工抗议，也被英国驻沪领事说成是受范

高头的煽惑所致。与此同时范高头也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他胆大妄为，曾伙同陆毛因盗窃金荣记棉纱，在“黄浦江上抢掠商

货，杀害人命，不计其数”，“甚有在黄浦一带私收棉花捐情事”。他们还“交接上海衙署吏青，且在城外南市设有船行，江面有

小轮行驶通州，串通丁役，偷蚀税厘”，并“自造船只及潜购军火”,“浦东、上海、吴淞、通州、崇明及山东之烟台、青岛”

都是范高头“素所游弋及潜踪之所”。江苏巡抚端方等人多次缉拿范高头，但收效甚微。1906 年 6 月清外务部照会英国署使嘉乃

绩时不得不承认：“范高头一犯为著名巨棍，迭经加重赏，设密探，不遗余力，卒未就擒，踪迹无定”。不久江苏巡抚陈夔龙在

外国侵略者的一再交涉下派兵查办，从浦东一直追击到通州姜赵港，范高头等人武装抵抗失利，兵败被擒遇害。20 世纪初年青

帮盐泉在上海郊县亦活动频繁。1901 年、1904 年青浦一些地方接连遭到青帮的严重骚扰。至 1908 年 1 月青帮盐泉竟然调集船

只 70 余艘在青浦三家湾与清军公开交战。事隔不久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又奏报说，“苏浙交界地方，泉匪甚众，出

没靡常。苏境青浦县朱家角，有匪党三百余人，经官军奋击窜逃”。此外在松江等地巢湖帮的势力不小，这些人游手好闲，"专

事贩盐聚赌，有时亦抢劫勒赎。其始本悉皖人，近则就地无赖随声附和，党羽日多，滋蔓日甚。

尽管上述帮会的自发斗争冲击着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而且在斗争中也出现了联合化、本地化的趋势，但始终未能成大气候。

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局限于经济斗争；二是未与先进的资产阶级反清力量互通声气，因此一直打不开局面，在辛亥光复中无

所建树。

（三）

1904 年 11 月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次年 10 月中国同盟会执行部庶务黄兴在上海主盟，吸收光复会会长

蔡元培人会，并成立以蔡为会长的同盟会上海分会。1906 年春，蔡元培准备赴德留学，同盟会上海分会奉命并人江苏分会，但

直到一年以后会长高旭被捕，会务停顿，各项工作尤其是秘密社会的工作并无太大的起色。

1908 年春重新以光复会名义活动的陶成章从日本回国，试图联合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东南五省的青洪帮会组织

革命协会，“驱逐满洲糙子的皇家，恢复大汉江山”。陶自称五省大都督，将五省划分为十路，其中规划中的浙东、浙西与江南

三路与上海关系最为密切。然而好景不长，陶成章为筹措经费于是年秋天远走南洋，12 月 17 日参与组织革命协会的张恭在上海

被捕，秘密机关天宝客栈遭到搜查，光复会联络上海帮会的工作刚刚起步即遭重大打击，革命协会也未能组织起来。

真正打开上海帮会工作局面的是同盟会重要干部陈其美。1908 年春陈从日本回国后在马霍路（今黄破北路）德福里设立秘

密机关，接待来往上海的革命党人。同时他还有意在一些妓院中设立机关，在花天酒地的掩护下与一批"主要人物"讨论时事。

1910 年元旦陈其美又在四马路创办《中国公报》，作为宣传革命、联络秘密会党的机关。当时陈结交的帮会人物主要有应桂馨、

李微五与刘福彪等人。应桂馨即应夔垂，青帮大字辈，与前述范高头早有勾结。两人合伙搞过走私洋纱的非法生意，一度就此

被租界巡捕房关押过。1910 年应桂馨在宁波老家私占民田民房建立学校，引起公愤。陈其美经人介绍出面调解，为焦头烂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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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桂馨解了燃眉之急。事后应桂馨知恩图报，将其父在西}1 文元坊的住宅无偿借给陈其美使用，陈其美从此有了一处较为安全

的秘密据点。1911 年在广州起义后应桂馨见上海民众倾向革命，曾在舞台戏院中演过《广州血》，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武昌起

义爆发后，他在清廷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进一步靠拢革命党，凭其在上海交结的帮会朋友和各种社会关系，多方为同盟会刺探情

报。应桂馨本人被沪军都督陈其美委任为谍报科长，“侦探要事，以专责成。”

李微五也是青帮大字辈，是清末宁波旅沪富商李也亭之子，身拥巨资却倾向民主革命，曾利用所经管的小港李氏家族各钱

庄的巨款资助革命党。1909 年在同盟会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亲赴南洋，试图通过开办华商银行，吸收华侨的余资支持革命

军。武昌起义后李微五在上海主要通过青帮的途径组织敢死队、光复军。1911 年 11 月 3 日晚李微五率闸北光复军与商团、起义

巡警一道攻打清政府在上海的军政机构，立下了战功。沪军都督府成立后他出任上海光复军司令、旅长，将所部扩编成两个团。

同月“以速行进军克复南北两京为宗旨”的国民军北伐团成立时，李微五又列名赞助员。12 月初他统领光复军数千人会同各路

民军克复南京。同月 8 日李微五等人发起中华民军协济总会，宣布以“谋设筹晌统一机关，并调查各省财政盈细，预算北伐经

费，以期准备军需，而作民军后援为宗旨。”该协济总会的第一个收件处就是英租界火车码头庆祥里中国医院李微五处。12 月

21 日该会又在开会广告中称，“今者东南奠定，北伐正殷，惟行军以晌械为先，筹募不容少缓。是以本会历经电达各省都督，设

立筹炯统一机关于沪上，均荷电复允准”。同月李微五还作为由宁波旅沪同乡会推选出来的十余名代表之一回家乡镐劳革命军将

士。年底他奉黄兴、陈其美之命，北上中俄边境招募刘弹子、张宗昌部，南下上海充作革命军。

刘福彪是哥老会天目山聚义堂当家三爷、青帮通字辈。1908 年他以曾国璋的名义在上海租界向铺户收取“保护费”，为此被

租界当局判了二年拘押。1911 年 10 月下旬刘福彪等七名青洪帮代表在法租界万安茶楼与同盟会员张承梗会面，刘福彪要求同盟

会方面率领他们 3000 多人去武汉参加革命军，经张说服后刘决心将他所有弟兄三百余人组织敢死队，“在上海发难”。据一些知

情人回忆，“刘福彪组织的敢死队都是南市会党的镇扬帮，大都是理发师”。张承梧经过接连六次的仪式，完成了与 3000 洪帮弟

兄献血结盟、编组革命党敢死队的工作。11 月 3 日下午张承桶、刘福彪率领敢死队从南市出发进攻上海制造局。敢死队作战勇

敢，在二次冲锋中“死伤已有五十余人之多。刘福彪被炸弹炸去左脚裸骨”,陈其美本人被俘。后经光复军司令李燮和率部赶来

增援，力克制造局，救出陈其美。不料在 11 月 6日推选新的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会议上刘福彪的帮会势力控制了会场。刘福彪拔

出手枪重重拍在桌上说：“上海与中国全局有关，……陈其美昨天吃过苦头，现在给他做一个军政长，太不公平，不足以响应起

义。”他粗暴地否决了会议主持人李平书提出的由李燮和任沪军都督的提议，改由陈其美取而代之。可以说陈其美是在帮会头目

武力胁迫与会者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才当上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在帮会势力的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上海地方政权，从一

开始就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程序。陈其美上台后投桃报李，任命拥立有功的刘福彪为沪防福军全营总统。1912 年 5 月刘福彪

部奉命调往南京，他在报上发表临别赠言对陈其美的知遇之恩表示感谢，宣称：“我与都督同时起义，唯都督能知我爱我容我用

我，截我之短，取我之长一我是以硅步不可相离。”人们很难判定此种言论是否出于真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陈其美

势力的全盛时期发表此种言论是不足为奇的。

（四）

中华民国成立后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陈其美为了抢夺浙江都督的席位不惜使用上海滩帮会流氓“包

作人”的鄙劣伎俩，指使蒋介石等人于 1912 年 1 月 14 日暗杀了在浙江帮会中有着极高威望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对此周恩来

在 1943 年曾经指出：陈其美、蒋介石等人“以流氓的行径，造成革命党的最初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滩上在帝国主

义庇护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1912 年 6 月应桂馨筹组青帮、洪帮及哥老会公口联合组织―中华

国民共进会时，得到了陈其美的全力支持。在该会 6月 19 日的广告中陈其美是首席发起人。在筹组过程中，以应桂馨、张尧卿

（光复后出狱）、陈锡恩、高士奎为一方，以刘福彪、李微五和已在扬州反正的徐宝山为另一方为争夺会中的实权吵得不可开交。

最终刘福彪、李微五等人宣称因“宗旨误会”,“申明出会”。徐宝山也因抢当会长无望而分道扬镰。徐宝山时任南京临时政府

第二军军长、扬州军政分府都督，李微五是同盟会上海支部评议会评议员，毫无疑问他们的失利与陈其美有意偏袒应桂馨有关。

陈其美偏袒应桂馨一则是应较早具有了帮会与同盟会会员的双重身份，是上海帮会中与陈其美过往最密的一个。二则是应桂馨

在上海帮会中的号召力较强，活动能量较大，办事效率较高，深得陈其美的借重和信任，孙中山由沪赴宁的具体保卫工作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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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美安排应桂馨担任的。第三应桂馨出面组织帮会新式社团与陈其美成立某种组织以改造、收束帮会的设想不谋而合。1912 年

7 月 1日中华国民共进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张尧卿到会讲话，“深望同胞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但实际上

张尧卿搞了个征蒙团，领了大量经费在上海挥霍一空，只派了几个人象征性地到内蒙去了一趟就报销在案。1912 年底他又陪同

会长应桂馨北上进京，晋见袁世凯总统，进行政治投机。自认“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长期分子之青洪帮置之脑后”“只

顾自己做官”的应桂馨面陈袁世凯，要了“中央驻沪巡查长”的头衔，领了五万大洋作为解散中华国民共进会青洪帮的经费。

稍后应又与国务总理赵秉钧接头，领受了国务院的密码电本。从此应桂馨成了袁世凯打人民党内部的潜伏特务。可悲的是民党

高级干部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对此毫无警觉，仍将应桂馨视为信得过的朋友。1913 年 3 月上旬黄兴还经宋教仁介绍将其

私存的 60 万元公债交应桂馨转手抵押给义丰银行，作为宋教仁的活动经费。3月 20 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倒在受应桂馨指使的

刺客武士英的枪下。

刺宋案发生后应桂馨的真实身份很快暴露，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政治声誉一落千丈。该会副会长张尧卿联合青帮首领、中华

民国工党重要干部韩恢于 4月 27 日发起“以铁血主义保障民权为宗旨“的铁血监视团，决心“铲除国逆巩固共和“。张尧卿等

人在策动反袁起事的过程中曾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联络无业游民、退伍军人及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官兵。然而主张法律解

决的黄兴等人”多不以铁血监视团为然“，5月 23 日他们甚至派人向江苏都督程德全密告张尧卿等人活动近况。5月 28 日陈其

美获悉张尧卿准备攻打上海制造局的最新消息后即用电话向上海制造局督理陈幌作了通报。由于对方事先作了严密防范，因此

次日凌晨攻打上海制造局的战斗很快遭到失败。事发之后黄兴为了表明心迹还迭发函电要求程德全拿办在逃的张尧卿等人。黄

兴、陈其美轻率地抛弃激进的帮会同路人是放弃领导不负责任的表现，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然而黄兴、陈其美的退让

并没有使袁世凯停止进逼。二次革命爆发后陈其美于 7月 17 日被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任命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鉴于沪上

兵力严重不足，向南京方面提出将刘福彪的福字营调回上海。7 月 22 日福字营返沪后即于次日作为突击队参加了进攻上海制造

局的战斗。战斗失利后撤守江湾，旋奉命增援吴淞。在随时准备迎击北洋军进攻的关键时刻，先前声称与都督陈其美”畦步不

可相离“的刘福彪却接受了程德全的秘密策反。只是由于吴淞要塞司令居正及时发现，于 8 月 6 日采取断然措施解除了刘部的

武装，刘福彪的内应阴谋才未得逞。刘福彪部的叛变完全出乎陈其美的意料，使兵力本已不足的上海反袁军处境更加艰难，不

久即草草收场。

由此可见，帮会是一股既有巨大活动能量又最不安份的很难控制的社会势力。任何革命党及其领导人没有极大的革命胆略

不花极大的精力去研究它、团结它、改造它，要取得较为长久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在革命党与帮会打交道的过程

中始终存在谁影响谁、谁改造谁的现实问题。帮会是中国近代病态社会的产物，它的意识形态属于落后的封建文化的范畴，具

有极大的历史惰性。代表当时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革命党究竟应当如何同帮会打交道，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时期在上海没有解

决好，在全国其它地方也没有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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