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

王 春 琦

一般说来
,

流氓是游民阶层的产物
,

随 着 城市 经济的发展
,

流氓的队伍会不断扩大
。

这是因为
,

一方面
,

部分游民进入城市
,

无正当职业
,

只能以歪门邪道糊口 ; 另一方面
,

城

居地主
、

权贵的增多
,

使某些爪牙
、

鹰犬之流
,

背后有了靠 山
。

以 明 代而论
,

流氓闹得凶

的
,

是成化以后
,

嘉靖
、

万历时期
,

更是猖撅一时
。

这正与明 代 社 会 经济的发展
,

如影随

形
:

成化以后出现 了一大批城镇
。

嘉靖
、

万历时期
,

封建的都市经济生活更 日趋繁荣
。

流氓

及流氓意识
,

对明代的政治
、

经济
、

社会生活
,

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

明代的流氓
,

不仅成群结队
,

人数众多
,

并且有他们自己的组织
。

有的以所纠党徒人数

作为绰号名称
,

如十三太保
、

三十六天是
、

七十二地煞
,

有的以手中的武器作为绰号
,

如棒

椎
、

劈柴
、

稿子等
。

这些人 “
犯科扦周

,

横行市井
” “

赌博酣酱
,

告汗大抢
,

阎左言之
,

六

月寒心
,

城中有之
,

日暮尘起
。 ” ① 真是无所不为

,

为害一方
。

近代武侠小说中
,

经常描写

明清时的乞帮
,

这是有历史依据的
。

以北京而论
,

时人曾谓
“
娟妓多于 良家

,

乞丐多于商贾
”

仅
“ 五城坊司所辖不音万人

” 。

② 这些乞丐
,

也是分成若干股
,

各有活动地盘
。

南方淮阳的

丐帮
,

则宿于船中
,

四出活动
。

③ 这些乞丐
“
大抵游手赌博之辈

,

不事生产
” , ④ ,

其 中的

相当一部分人
,

干着流氓勾当
。

万历初年
,

北京城内有个流氓团伙
, “

结义十弟兄
,

号称十

虎
,

横行各城地方
” ,

其中的一
“
虎

” ,

叫牛二
,

与 《水浒》 中横行街市的
“ 没毛大虫

” 流

氓牛二
,

同名同姓
,

耐人寻味
。

这个团伙的头 子叫韩朝臣
,

是锦衣卫的成员
。

⑤ 在南方的杭

州城内外
,

流氓
“
结党联群

,

内推一人为首
” ⑥ ,

显然也是有组织的
。

万历年间
,

苏州还出

现 了专门打人的流氓组织
“
打行

” ,

又名
“
撞六市

” , “
分列某处某班

,

肆 行 强 横
。 ” ①

“ 一人有不逞
,

则呼类共为抨扶
,

不残伤人不已
。 ”

他们打人有特殊伎俩
,

或击胸肋
,

或击腰

背
、

下腹
,

中伤各有期限
,

或三月死
,

或五月死
,

或十月死
、

一年死
, “

刻期不爽也
。 ” ⑧

其头目
,

今天有史可考的
,

有 绰 号
“ 一条龙

” 的 胡龙
、

绰号
“
地 扁蛇

”
的朱观

, “
嗜枪如

怡
,

走险若鹜
” , “

皆郡中 (按
:
指松江 ) 打行班头也

。 ” ⑨ 在明 末 清 初
,

天 下大乱之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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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行” 更是趁乱而起

,

在江南胡作非为
: “

小者呼鸡逐犬
,

大则借交报仇
,

自四乡以至肘

腋间皆是也
” ①

。

明代流氓的活动
,

五花八门
,

概言之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打
:
动辄无端拳脚相加

,

甚至使出闷棍
,

是流氓 的家常便饭
。

如杭州的流氓
,

一遇到人

命案件
,

就视为奇货
,

或冒充死者亲属
,

或强作伪证
,

横索事主酒食财物
, “

稍不厌足
,

公

行殴辱
,

善良被其破家者
,

俱可指数
。 ” ② 又如明末苏州有个叫陆孙九的人

,
其妻有文化

,

字也写得很好
,

有次偶尔写了一张召租房子的租票
,

贴在墙上
,

想不到被几个流氓看见
,

立

即撕下
,

满嘴下流话
。

陆孙九愤而找这伙人算账
,

竟被这些流氓
“ 登门毁器

,

排阔肆殴
。

其

妻愤甚
,

遂自溢死
。 ” ③ 至于前述

“
打行

” ,

更是赤裸裸地突出一个打字的流氓组织
。

抢
:

在明代的江南
,

有
“
假人命

,

真抢掳
” 之谣

。

这是因为
,

一些流氓
“
平时见有危赢

老病之人
” ,

藏之密室
,

然后找巨家富室
,

为了寻衅挑起争端
,

将藏于密室者杀死
,

却反诬

是富家所为
,

打着索要人命
,

讨还血债的幌子
,

纠集其党
“
乌合游手 无 籍数 百人

,

先至其

家
,

打抢一空
,

然后鸣之公庭
,

善良受毒
,

已非一朝矣
。 ” ④ 嘉靖中叶

,

北京城中的流氓
,

甚

至趁俺答入寇
,

京师危急之际
,

妄图大肆抢劫
。

_

史载
: “

时京城诸恶少凶徒
,

往往群聚
,

言

内外文武大臣家积金银数百万
,

虏即近城
,

我等放火抢诸大臣家
” 。

⑤

讹
:
讹诈

、

耍无赖也
。

这是小股的
、

单个活动的流氓
,

经常采用的惯伎
。

明人小说 《西

湖二集》 卷二十 《巧妓佐夫成名 》 ,

描写南宋故事
,

实际上反映的是明朝的现实
,

其 中述及

杭州的流氓
: “

还有那飞天光棍
,

装成圈套
,

坑陷人命
,

无恶不作
,

积攒金银
。 ” “ 飞天光

棍
”
这四个字

,

便使人不难想见他们所干的勾当
。

再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
有个流氓年终

时
,

无钱过年
,

其妻急得团团转
,

间他怎么办 ? 流氓说
,

我自有办法
。

刚好看到一位蓖头师

傅从门前过
,

便喊他进门理发
,

硬要这位师傅剃去眉毛
,

师傅照办
,

才剃去一边
,

流氓便大

吵大嚷
: “ 从来蓖头有损人眉毛者乎 ? ” 这位师傅害怕见官

,

只好
“ 以三百钱贴情

” ,

流氓

便用这笔钱筹办年货
。

其妻见他眉毛去一留一
,

觉得不顺眼
,

说
: “ 我看你不如把眉毛都剃

了
,

还好看些
。 ”

流氓置之一笑
,

说
: “

你没算计了
,

这一边眉毛
,

留过元宵节 ! ” ⑥ 更有甚

者
,

有的流氓与其妻串通做成圈套
,

勾引别人上当
,

大肆讹诈
,

名日
“
扎火囤

” ; 又名
“
仙

人跳
” 。

骗
:

招摇撞骗
、

拐卖人日
,

是流氓的惯用手法
。

晚明有个流氓
,

自吹是包拯的后代
,

活

了一百几十岁
, “

曾见阎王
,

放还
” ,

谈话时
,

开 口 闭口说
“ 我吃了王守仁狗骨头的亏

,

可

憾
,

可憾
” ⑦ ,

完全是活见鬼
。

还有人跑到一位名陈嗣初的太史家
,

自称是宋朝诗人林和靖

的十世孙
,

这位太史请他读林和靖的传记
,

读至
“

终身不娶
,

无子
” ,

此人顿时语塞
。

太史大

笑
,
口占一绝以赠云

: “ 和靖先生不娶妻
,

如何后代有孙儿
。

想君别是闲花草
,

未必孤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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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枝
。 ” ① 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

据明朝人豫章醉月子选辑的 《雅俗同观》 记述
:

有卖驱蚊符

者
,

一人买归贴之
,

而蚊毫不减
,

往咎卖者
,

卖者云
: “

定是 贴不 得 法
。 ” 问贴于何处

,

日
: “ 须贴帐子里

。 ” 这真是个辛辣的笑话
。

而卖驱蚊符
,

这不过是小骗术而 已
。

明末松江

有位姓张的乡绅
,

平素好侠
,

有个流氓便投其所好
,

某 日找上门去
,

腰间佩剑
,

一副侠客模

样
,

手里提着
“ 一囊

,

血淋淋下滴
” ,

煞有介事地对这位姓张的说
: “

你 的 大 仇 我已经报

丁
,

囊中就是他的头
。 ”

张某欣喜若狂
,

当场借给他十 万 络
。

可是
,

此 人 走后
,

张某解囊一

看
,

囊中不过是一个猪头而已
,

此人也就再无踪影
。

无怪乎时人沈风峰闻而叹日
: “

自易水

之歌止
,

而海内无侠上千年矣
,

即有亦鸡鸣狗盗之徒 l ” ② 应当看到
,

这种披着侠的外衣的

骗子
,

是很容易迷惑人的
。

前述的淮阳丐帮
,

骗拐幼女
,

罪恶累累
。

这伙人
“
善骗术

,

果讲

内置药
,

幼儿女食之
,

哑不能言
,

即抱入舟
,

浮舟他去
,

人不得其踪迹
。

幼女长大
,

美者淫

之
,

卖弃得高价
。

其丑者或瞎其 目
,

或断其手脚指
,

教以求丐话行乞焉
。

乞所得不如数
,

痛

责甚惨
” 。

⑧ 如此丧尽天 良的行径
,

令人发指
。

更需指出的是
,

流氓染指经济领域
,

以及流氓意识对商 品 流 通 的侵蚀
,

导 致 种 种欺

骗
、

坑害顾客的行径
,

迭相发生
。

如
:

用假银
。

正德时余姚人孙乙
, “ 以假银去宁波买牛一

头
” ,

牛主拿了银 子去纳官钱
,

被官府追究伪造银两之罪
, “
悔恨无及

,

因 自溢死
” 。 ④ 又

如
:

卖假药
。

明代杰 出的讽刺作家陈铎
,

在 《折桂令
·

生 药铺》 中 写道
: “

助 医 人门面开

张
,

杂类铺排
, _

匕品收藏
。

高价空青
,

值钱片脑
,

罕见牛黄
。

等盘上不依斤两
,

纸包中那管

炎凉
。

病至危亡
,

加倍还偿
。

以假充真
,

有药无方
” 。 ⑤ 还有人曾作讽刺膏药诗谓

: “ 还有

一等好膏药
,

名唤金丝万应膏
,

其实有功劳
:
好处贴肿了

,

肿处贴不消
,

三 日不揭起
,

烂做

一团糟
” 。

⑥金玉其外
,

败絮其中
,

漫天要价
,

不着边际
,

也是典型的欺诈行为
。

在苏州
,

早在嘉靖时期
,

方志即记载
: “

市井多机巧
· 4 ·

… 始与交易
,

必先出其最廉者
,

久扣之
,

然后

得其真
,

最下者视最
.

上者为价相什百
,

而外饰殊不可辨
” 。

⑦ 再如
:

卖假酒
、

搀水
。

明末江

西竟有人声称挖出很多陶渊明当年埋下的酒
, “
香美不可言

” 。

⑧ 有的奸商
,

则往酒中搀水
。

明

末有人曾作 《行香子 》 一首
,

辛辣地嘲笑松江出的这种淡酒
: “

这一壶约重三斤
。

君还不信
,

把秤来秤
,

倒有一斤泥
,

一斤水
,

一斤瓶
” 。

⑨ 光禄寺在招待外宾时
,

也公然
“ 酒多搀水

,

而淡薄无味… … 非惟结怨于外邦
,

其实有站于中国
” 。

L 在南方的名城杭 州
, “

其 俗 喜 作

伪
,

以邀利目前
,

不顾身后
” 。

早在宋代便风行种种捣鬼术
, “ 如酒搀灰

,

鸡塞沙
,

鹅羊吹

气
,

鱼肉贯水
,

织作刷油粉
” ,

在明代
,

更是歪风愈炽
,

专以欺骗顾客为能事
,

以至当时民

谚有谓
: “ 杭州风

,

一把葱
,

花簇簇
,

里头空 ” ! @

还应当指出
,

流氓意识渗透到文化领域的恶果
,

使一些人醉心于弄虚作假
,

只知道在钱

眼里翻跟斗
。

伪造文物
、

古董
,

十分突出
。

时人记载
: “ 近 日山东

、

陕西
、

河南
、

金陵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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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鼎彝
、

壶瓤
、

尊瓶之类
,

式皆古法
,

分寸不遗
,

而花纹款式悉 从 古 器 上翻模
,

亦不甚

差 ” 。

① 明末的江南著名文人李日华更指出
: “

自士大夫 搜 古 以 供嗜好
,

执挎子弟翁然成

凤
,

不吝金帛悬购
,

而猾贾市丁
,

任意穿凿
,

凿空凌虚
,

几于说梦
。

昔人所谓李斯狗枷
、

相

如犊鼻
,

直可笑也
。

有个叫袁铱的人
,

” ② 明中叶后
,

江南地区竟 出现了专门伪造历史
、

胡编家谱的
“
作家

” 。

“
绩学多藏书

” ,

但却是个穷光蛋
。

为了发财
,

他在 苏 州 专 门给人编族

谱
, “ 研穷汉唐宋元以来显者

,

为其所自出
。

凡富者家有一谱
,

其先莫不 由侯王将相而来
,

历代封溢浩物
、

名人序文具在
。

初见之甚信
,

徐考之
,

乃多铱膺作者
” 。

③ 这样捏造历史
,

实在是强奸历史
,

在史料里埋下无数钉子
。

明末
,

江南还出现了以招摇撞 骗 为 吠 饭之道的
“

神童
” 。

当时
,

专门有人教儿童写大字
,

背几首诗
,

其它皆茫然不知
,

然后到处打着神童的

旗号
,

所谓写字作诗
,

出入官府
,

官们夸上几句
,

就成了逢人便炫耀的资本
,

身价也就高了起

来
,

以至 “
累月而至千金

。 ”
无怪乎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把这些神童列为晚明社会病态的七怪

之一
,

痛斥上述教育法是
“ 以教胡孙禽虫之法

,

教其童子
,

使之作伪
,

将奚事而不伪
” 。

④

上述流氓的横行
,

流氓意识的侵蚀
,

对社会的危害
,

是不容低估的
。

但是
,

对明朝社会

危害更严重的
,

是明朝政治的流氓化
。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谓
: “

盖明祖一人
,

圣贤
、

豪杰
、

盗 贼 之 性
,

实 兼 而 有 之 者

也
” 。

⑤ 其实
,

从更准确的意义上说
,

朱元璋是圣贤
、

豪杰
、

流氓之性兼而有之
。

朱元璋早在坐

上大明帝国第一把交椅之前
,

就以曾拿儒生的帽子撒尿
,

登上大宝后 即屠戮 “ 功狗
” ,

以颇

有些流氓气的汉高祖刘邦为效法的楷模
。 ⑥ 但仅就流氓气而论

,

朱 元 璋 比 起刘邦来
,

实在

是更胜一筹
。

不讲信义
,

翻脸不认账
,

心狠手辣
,

是所有流氓— 特别是政治流氓的本性
。

屠杀
、

迫害

当年打江山时与自己生死与共
、

赴汤蹈火的功臣宿将
,

是这种流氓本性的大暴露
。

刘邦杀功

臣
,

主要杀了韩信
、

彭越
,

而朱元璋则先后制造胡惟庸
、

蓝玉大狱
,

胡狱族诛至三万余人
,

蓝狱诛至一万五千余人
,

功臣几乎一 网打尽
。

这种史无前例的滥杀屠戮的行径
,

正如赵翼所

指出的那样
, “ … … 明祖

,

藉诸功臣以取天下
,

及天下既定
,

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 尽杀之
,

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

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 。

① 当以曾向朱元璋建议
“
高筑墙

,

广积粮
,

缓称王
”
而名重一时的老谋士朱升

,

早在朱元璋称帝后的次年三月
, “ 即老归山

” ,

要求重

返林泉时
,

左皿相
、

韩国公李善长
,

特地致书挽留
,

说什么
“
先生文学德誉

,

圣君所知
,

实

儒流之老成
,

国家之重望… … 岂宜高蹈丘园
,

独善而 已哉
” ! ⑧而这位力劝朱升不要退隐的

李老元勋
,

自己的下场又如何呢 ? 洪武二十三年 ( 1 3 9 0 )
,

朱元璋将 李 善 长 扯到胡维庸案

中
,

假托星变
,

需杀大臣应灾
,

杀了他 (当时 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 ! ) 和妻女弟侄家 口七十

① 《大雅堂订正博识 》 卷六
。

② 李日华
: 《味水轩日记》 卷五

。

③ 刘昌
: 《悬筒琐探 》

。

④ 黄宗羲
: 《南雷文集》 卷十

。

⑤ 赵翼
: 《 廿二史别记》 卷三十六

。

⑥ 赵翼
: 《 旧二义割记 》 卷三十二

。

⑦ 赵翼
: 《廿二史割记 》 , “

胡蓝之狱
” 。

⑧ 朱升
: 《 朱枫休集》 卷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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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
。

事后
,

著名才子解增上书为李善长辨诬
, ① 驳得朱元璋无话可说

,

但被冤杀的善长一

家
,

早已是
“
血污游魂归不得

” 了 !

给知识分子挂黑牌
,

更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
。

事情的原委是
:
元顺帝有一头大象

,

宴群

臣时
,

能拜舞
,

堪称善解人意
。

元 亡 后
,

朱 元 璋将此象运到南京
, “ 设宴使象舞

,

象伏不

起
,

杀之
。 ”

看起来
,

似乎是大象甘愿给元朝殉葬
,

斯亦奇矣
。

朱元璋想起元朝旧臣
、

投降

明朝后任翰林侍讲学士的老知识分子危素
,

遂下令
“
作二木牌

,

一 书
`

危不如象
,

一书
`
素

不如象
, ,

挂于危素左右肩
” 。 ② 这种污辱人格

、

令斯文扫地的丑恶行为
,

难道不是十足的

流氓行径吗 ?

上行下效
。

朱元璋的某些子孙—
也就是藩王

,

也是一副流氓
、

无赖的嘴脸
。

早在洪武

初年
,

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朱相
,

即威逼民间子女入宫
,

不中 意 者 打 死
,

烧成灰
,

送出宫

外 , 对宫女滥施酷刑
,

有的被割掉舌头
,

有的被五花大绑
,

埋于雪中
,

活活冻死 , 将七至十

岁的幼男阉割一百五十多名
,

伤痕尚未痊愈
,

就令人运到府内
,

致使多名幼童死亡
。

崇祯末

年
,

南昌宁藩的恶少
,

更 “
辄结凶党数十人

,

各为群
,

白昼捉人子弟于市
,

或剥取人衣
,

或

相牵汗讼破人产
,

行人不敢过其门巷
,

百姓相命日崖神
” 。

显然
,

这些人已完全堕落成有组

织
、

有计划为非作歹的流氓团伙
。

明代政治流氓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

是动辄在堂堂的金察殿里以棍子殴打大臣
,

这就是

所谓廷杖
。

诚然
,

廷杖前朝也曾出现
,

但明朝却把这种污辱大臣人格的酷刑发展到登峰造极

的地步
,

从朱元璋到朱由俭
,

被打得屁股血肉横飞 (有的人当场毙命 ) 的大 臣们的凄厉呼号

声不绝于耳
,

从正德时起
,

更规定大 臣被廷杖时
,

必须脱去衣服
,

有些大臣因此调治几个月

还起不 了床
,

有的落下终身残疾
。

就此而论
,

明朝可谓以廷杖始
,

也以廷杖终
。

明代政治流氓化
,

导致了严重后果
。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即为流氓政治化
。

如臭名昭著的

宦官魏忠贤
,

年轻时本来就是肃宁县吃喝漂赌样样来
、

成天与一帮无赖鬼混的流氓
,

后来赌

输了大钱
.

还不起
,

走投无路
,

才自行阉割
,

进宫当了太监
。

但正是这样的流氓无赖
,

却在

天启年间掌握了国家大权
,

专权乱政
,

称为九千九百岁
,

激化 了各种社会矛盾
,

加速了明王

朝的崩溃
。

( 1 9 5 9年 3 月 1 5 日于京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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