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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5_8F_91_E

7_8E_B0_E5_8F_A6_E4_c122_481889.htm 王学泰先生的《游民

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出版）一书深入挖掘出了一

个中国隐性社会，可以说是发现了“另一个中国”；而于阳

先生的《江湖中国-- 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当代

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书则以“江湖”角度深入解读中国社会

，认为江湖是对近代和现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看不见的

手”，该书中的“江湖”不限于狭义的江湖--帮会或秘密社

会，同时更涵盖了认同和实践江湖规则的一般百姓普罗大众

即被江湖化的社会。在我看来，尽管王学泰先生和于阳先生

他们的观点虽然有些各异，但更多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

发现另一个中国”既是王学泰先生以文史题材写的随笔选本

的书名（《发现另一个中国--对江湖、庙堂与民命的历史考

察》，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同时也是李慎之先生为王学

泰先生《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最初出版时为该书作序

时的序言标题，我想有理由认为李慎之先生当初的意思是想

以此题目来突出王学泰先生在发掘中国隐性社会方面所做出

的特殊努力和贡献。 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一书中认为，江湖形成于宋代，这与宋代工商业的发展繁荣

、城市的发展、游民群体的形成有关，那些脱离宗法宗族的

游民在城市仍是随波逐流的一群，权利没有保障，工作饭碗

也极不稳定，住所也是临时的；而中国统治者一贯的既定政

策方针是“驱游民”，把游民赶回土地上去，欲把游民又重

新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因此这些所谓的城镇“市民”无论



是从实际生活上还是从心态心理上来看都是游移不定的，这

些人实际上就是“游民”，是他们构成了中国游民社会。王

学泰先生进一步认为，中国这种城镇游民社会本质上是不同

于西方的城市市民社会的，西方的城市市民社会承认个人权

利，是由有一定的独立主体资格的人们所组成的契约社会，

且也有一定的独立的行政和司法保障，可以以其自身的工商

业活动维持其正常生存和运转；而中国的古代城镇更主要的

是中国皇权专制极权统治的政治中心、军事堡垒，城镇经济

的暂时繁荣也主要是靠官僚权贵阶层及其附庸的畸形奢侈高

消费支撑出来的，同时也是牺牲和剥削中国广大乡村的稳定

和发展为基础和代价的，这种城市的繁荣发展最终又将迅速

地拖跨整个社会，并带来整个社会经济的逐渐崩溃，也就是

说中国的古代城镇经济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是不可能实

现其持久的良性经济循环的；在中国古代城镇里就连有钱的

商人、手工业工场主实际上也是没有正当权利保障的草民，

其利益的维护或获取也经常更多地依赖于形形色色的向官员

行贿或收买官员或取媚于权贵，处于社会底层由游民转变而

来的出卖劳动力的人们其低下艰难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这

些商人、工场主和打工仔充斥于中国大中小不一的城镇当中

，成为浮游浪荡的一群。以上人们加上还有另外那些许许多

多源源不断的从古老宗法乡村走出并涌入那并不真正具备现

代特征的城镇的游民，这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有意无意地

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所谓的书本上的上层主流社会的社会，这

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隐性社会，这也就是中国真正的江湖社会

。而所谓的游民-江湖人的最高理想或向往也不过就是想成为

韦小宝式的人物，如妻妾成群，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有



做皇帝一般的尊严（那时还不时兴流行出国移民拿绿卡），

可事实上江湖人大多或迟或早或多或少挣扎或周转或埋葬于

深浅不一的江湖沟壑之中，实实在在体会到江湖的险恶，富

贵如过眼烟云或梦中花镜中月，富不过三代，同时堪怜江湖

市井草民生活之多艰。 而于阳先生的《江湖中国》一书取名

则依样画瓢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在于阳先生看来

，乡土中国和文化中国是中国传统的正道，而江湖中国是歪

道，是游离乡土的游民群体对整个中国文化的颠覆，可其实

际意义和真正影响估计并不会比所谓的正道小。在中国，谁

忽视或小觑江湖谁就必定吃亏，办不成大事，也就成不了什

么大气候，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正不压邪

是常事。以上事实发现确实令人悲叹揪心不已，但确又是无

可奈何的客观事实。中国人要反思民族现代化的进路，绕开

江湖是不可能的，要实现社会现代化，中国社会不“去江湖

化”是不可能的。于阳先生断定，江湖是儒教国家的一种老

年病，儒教国家的特征之一是信奉家族主义，其结果诉求主

要是聚族而居、多子多福、人丁兴旺，儒教国家的另一特征

是排斥技术创新，中国古人斥之为“奇技淫巧”，这导致了

中国农业技术及其他技术徘徊不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跟不上

人口增长速度。于阳先生认为以上二点特征是儒教操作系统

的bug（虫子），一种程序冲突，自春秋时期以后，中国社会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停滞的矛盾反复激

化，中国形成了人满为患、人地紧张的格局，聚族而居的宗

法家族社会开始解体，产生了举国甚至举世流窜的游民大潮

，在这个大潮之中，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江湖

社会。再经过数百年的发育，至20世纪清末民初之际，江湖



化的组织和秩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正统组织和秩序，成为中

国社会的主导结构之一，中国社会也由此开始了全面江湖化

的历程。在于阳先生眼里，中国的江湖文化及社会类似于人

类学家爱德华&#8226.班菲尔德写的《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

础》一书中所描述的意大利南部乡村“非道德性家族主义”

文化及其制约下的社会，于阳在该书中的结论也与其惊人相

似：社会结构因素（人口与制度矛盾）引发了近代中国社会

普遍的“非道德性泛家族主义”江湖，同时江湖也内化了国

人的心灵和旨趣，以其破坏性制造、加重了中国社会的贫困

，形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别具特色的贫困恶性循环。上述这种

文化在意大利孕育出了至今仍困扰意大利政坛和社会的黑手

党，在中国则孕育出了我们现在也欲罢不能、挥之不去的江

湖。所以于阳先生在《江湖中国》一书的序言最后感叹道：

“本书主题不是一件小事，不是故事传奇，不是茶余饭后的

街谈巷议，不是清夜里烛光下的小资情调，而是谈我们民族

的膏肓之疾，一个五千年古老文明，一个两千年儒教熏蒸国

家的老年顽疾。简言之，中国的将来有无希望，要看中国社

会能否克服和超越江湖，超越社会结构的江湖化。这一切都

要从清算江湖开始，清算那个积习已久的江湖中国，混混们

的中国，那个习惯于糊弄人、捣糨糊、巧取豪夺、混日子的

中国。” 以上是笔者闲来无聊之际看了两本“江湖”闲书后

做出的类似盲人摸象式的简略介绍。对“江湖”有进一步兴

趣的朋友还可以通过浏览下列有关图书增进对“江湖”的了

解： 如果对江湖的有组织有纪律的组织机构帮会历史有兴趣

可以去看看江湖中人的性情中人刘联珂先生写于民国时代的

《中国帮会史》（团结出版社）；该书原名为《中国帮会三



百年革命史》，通过该书你还将可以看到具有封建落后性的

“反动组织”江湖帮会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在国父孙中山先

生领导的伟大民主革命中，它曾起过特有的积极作用，“帮

会曾发挥过革命的先锋队作用，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民族

的独立自主，帮会曾流过许多血，作过很大的牺牲。” 若对

江湖的规矩、行话或者说江湖中的坑蒙拐骗内幕有兴趣则可

以去读读评书大师连阔如先生同样写于民国时代的《江湖丛

谈》（当代中国出版社），苏叔阳先生认为该书在某种意义

上而言是空前绝后的，“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奇书”； 假如有

谁想对江湖流氓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泛滥成灾（或者说深

入骨髓）的状况希望有所了解，建议可以去品鉴一下当代中

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批评家之一朱大可先生写的《流氓的盛

宴---当代中国流氓叙事》（新星出版社）一书； 假如有谁想

知道江湖是如何渗透中国现代经济社会的金融核心的，那就

可以去看看袁剑先生写的《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该书读起来令人非常愉快，有位著

名的评论家评论道：“袁剑先生的观点一向尖锐而刺耳，但

其严密的逻辑以及对汉语的纯熟运用，让你不得不服从他的

思维。⋯⋯他的绝大多数预言今天都已经以一种几乎残忍的

方式变成了现实。” 当然要真正了解江湖的核心规律，我认

为最好还是去阅读洞察了中国历史隐秘和真相并系统发现了

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规则----潜规则体系的吴思先生写的《

血酬定律》（工人出版社）一书，看过了吴思写的书后，估

计善良的你会有认为自己看透了历史和江湖玄机后心脏忍不

住一阵抽缩的紧张之感以及悲怆苍凉之叹。 （作者：曾祥一

，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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