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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 ， 大陸學界對於社會生活史方面的探索蔚為一種風潮 ，

涉及這一主題諸如飲食 、 服飾、娛樂 、 信仰及禁忌等的研究與論

述大量出現 ， 而對於社會底層的人群如農民、工人、黑社會、娟

妓及乞丐等的探討亦不乏其人 。 曲彥斌 、 學大利二氏對於乞丐這

一群體的初步研究 ， 且[J ;其一例 。

的彥斌氏對於民俗語言文化頗有研究 ， 就所見及的已有 〈副

語言習俗一一手勢 ﹒ 情態 ﹒ 口哨等語言現象) (遼寧大啦山版社 ， 19~H ) 

《中國民問秘密語} ( U!ti一聯書啊 ， l YYO ) 、 《江湖隱語行話的神

祕世界} (河北人民 !Hltfi咐 . 1991 ) 等書出版 ， 而 《中國乞丐史〉 顯然是

其研究民間社會秘密語言的進一步擴展。作者自言「通過民間秘

密語的研究 ， 我運用民俗語言學方法找到了探索下層社會文化的

一把鑰匙J ' 因此「擬擴大視角 ， 把鏡頭對準乞丐 ， 拉開歷史的

變焦 ， 探索中國乞丐史 。」同時也為了彌補關於江湖下層社會的

專史偏章於幫會史的缺憾，故而有斯書之作。 (神芹 ，的) 本書

做為此方闊的開創之作 ， 其立意可謂恆好 ， 在某程度上也有其價

值 。 相對於的氏的 < 1~1固乞可史) (以 內il lí'ì (曲占) ) ' 夸大干IJ氏的

〈中國乞丐史 > (J川、 晰可 f穹的) 則並未有重大突破 ， 雖則增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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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資料 ，但章節架構與〈曲書》 並無二致 ， 內容除文字敘述的

表達方式、資料安排次序與極少數論點有異外 ，基本的討論面向

並無分別 。 做為一本後出的作品 ， 這母寧是一大敗筆 。因是之故

， 以下的評介基本上就以 《曲書〉 為主 ， <本書〉為輔 。

〈曲書》 全書分九章(科書〉 亦同) ， 首章為 〈乞丐是什麼> ( ( 

埠書〉 為 〈緒論) 1 ， 談到乞丐的字義 、稱謂 、 類別及產生乞丐的背

景 ( <本書〉 得問樣資料移翼 ， 又有乞丐的社會作用一日 1 ' 當中最重要的論點為

. 中國乞丐的發展可分為唐以前與唐以後兩階段。在唐以前 ， 乞

丐比較單純 ， 基本上以貧窮致淪落街巷的「正宗」乞丐群體為主

: 但唐以後則流氓、惡棍漸居乞丐群體的主導地位 ， 是為乞丐的

墮落 ， 經朱元至明清而益形顯著(即o . 抖的貢16- 1 8) 。

第二章為 〈帝王與乞丐 > ( <本書) lü]) ， 列舉中|誼歷史上一些

與乞丐事蹟有關的帝王 ， 如晉文公的流亡行乞、北齊後主飾乞兒

為戲 、 宋太宗殺乞丐振威 、 明太祖行乞發跡 、 明武宗與乞丐 「窮

不↑缸，並及納粹元首希特勒青年行乞、中共元帥彭德懷少年乞

討等事 。

第三章 〈雅士與乞丐 > ( 悴的的 \文士與乞 i ~ ) ) ， 則分別述及

因貧寒而行乞的士人 、 因落魄而行乞的士人、乞丐中的隱士 、玩

世不恭以乞食為戲的土人、士紳與其乞丐親友、行乞集資興學的

武訓等事蹟 。 曲氏認為 : 雅士與乞丐的種種奇間教事 ， 反映了中

團文化內部士文化與下層文化的跨層次溝通 ， 並在一定程度上打

服了雅文化與俗文化之間的人為界限價ï:l l 。

第四章則為頗富趣味的 〈中國丐幫> ( (本書府 、巾罔丐幫的產生興

興農) )。 於此章中論及宋代圓頭的出現 ， 與清代以來北京的丐幫

、河北寧海「窮家行」、東北丐幫及包頭 「里家」 、 偽滿的官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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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處 、 當代濟南 、 洛陽等地的丐幫諸相。文中指出中國在南宋

時業已正式形成稱為「圓」 的乞丐行幫組織 ， 至清代臻於成熟 (

頁78~79' (本書〉頁104~ 1 05 ) 。

其下為 〈乞丐與公案) (悴的為 〈乞丐與各緝犯罪活動> ) 。首先

指出 : 在近代乞丐行幫形成前 ， 乞丐犯罪以個別犯罪為主 ，此後

則以集體犯罪為主要特徵。 (頁 1 1 2 ' 科書〉 間的) 0 之下則列舉乞丐

欺騙犯罪諸術、乞丐與小偷 ， 及乞丐採生折割兒童令其乞討牟利

等事。在此章中本大利書有大篇幅的補充 ， 較《曲書》為充實 ，

尤其對欺騙諸術的分疏可設有助於此方面的了解 o

第六章談 〈乞丐與江湖諸流) (悴的的 〈乞丐的江湖何氣> )。於

此叢中指陳 「俠義」與 r i流氓無賴」乃乞丐的雙重 「群體人格」

' 因之討論與敘述乞丐的行俠仗義、丐幫與匪徒的勾結為害兩主

題於後面的內容中 。最後談及明清乞丐 「黑話」 所反映的意義 。

其次一章為 〈古今行乞諸生相) ( { 本4均為 〈行乞 }j式的繁衍)。全

章分原始型 、資藝型 、 勞務型、殘疾型 、 流氓無賴型五種類型敘

述乞丐的行乞方式 (抖的備有前凹幫'j)。 原始型指以持妳行乞這種

最本份、本能的乞討方式。賣藝型指以技藝換取施捨的乞丐 ， 如

吹簫、資唱、敲打響器吟唱、打竹板、打蓮花落、奔蛇等等行乞

方式(作都 將此間X分為文質都與武何是主兩頓 o ) 勞務型則以一般人不願幹

的低賤工作或勞動來乞求 ， 如巡更、收屍或為人開車門、助車上

坡等。殘疾型則包括身體殘缺 、 或ii莖採生折割而造成殘廢 ， 以及

改相偽裝殘疾的乞丐 ， 如上下肢殘缺或四肢俱殘 、 醫者、自亞者與

其他殘疾者 。 流氓無賴型 ， 貝 IJ為敲詐強索 ， 偷劫掠淫 ， 甚至傷害

人命的丐者 o

再次則為 〈乞丐現象與習俗風尚> (悴的 1 ，，11 。 此章分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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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乞丐現象與歲時節日、飲食習俗、忠孝倫理、宗教習俗四方面

的關連。歲時節日方面如乞丐於春節前後時送財神、打夜胡、跳

仕王等。飲食習俗如蘇州、I r陸稿荐」熟食店 ， 及叫化子雞、討百

家飯等的來由。忠、孝倫理則由孝丐、義丐故事以書的勵人心。宗教

習俗則談及佛教、道教與乞討的關繫。由彥斌氏甚至以為僧尼除

身穿裂主安、手托著藍本外 ， r乞士」 行乞與其他乞丐行乞 ， 在具體

的基本形式上並無本質差別 (頁206 ) 。

最後一章為〈乞丐與中國文化> (仰的 同) ，基本上是對乞

丐文化的一個簡單回顧 ， 敘述所及有乞丐文學剖析、士人筆下關

於乞丐的人文意識、乞丐與社會流氓意識、乞丐政策雜議四子題

( (本書〉 內容頗有增益 ， 子目亦不同) 。

比較曲、本二書 ， 在內容的討論面向上雖無最大差異 ， 但二

害的內容仍有些微的不同 。在資料上 ， (本書〉 各章多有補充 ，

可說較 《曲書〉 為勝 ， 其中如第五章中補充乞丐除行騙 、 偷盜等

犯罪外的其他犯罪活動 ， 如充當秘探間諜誣良告奸、充當打手擾

亂店舖民宅、進行賭博娟淫等 (反 1 50~ 1 56) 最後一輩補充清朝管

理乞丐的政策 (頁30í~309 ) 等等，均有其意義。叉 ， <本書〉 有些

地方的論述也較為合理 ， 如 《曲書〉 於第二章中認為李漁寫 〈乞

丐行好事 ， 皇帝做媒人〉 這一小說時 ， r完全迴避了明代的乞丐

群體已經日趨變質 、魚目相雜」這一事質 (頁抖) , {本書〉 則不

以為然 ， 認為有些欠妥 ， 因為李漁於其中也會提到行乞騙子 (賞心

(曲書〉 論述乞丐與佛道的關係時，認為僧尼托鈴化緣、道

士 「坐罐」化緣 ， 與乞丐乞討無本質上的差別 ， 而且有其負面意

義 ， r成為社會上其他以乞討為生的職業乞丐的的示範 、 楷模 ，

使乞丐們更為安然地依賴、寄生於社會J (訂206 ) , {本書〉 則並



中國 乞丐 史 137 

沒有這種主觀的看法 。 而就整個行文內容的歸納 、 排比與剪裁來

說 ， <勾畫〉 亦較 《曲書》 清晰簡潔。

在另外一方面 ， <曲書〉 亦有其值得注意之處。 〈本書〉 行

文時極少涉及外國與當代 ， <曲書〉則有不少這方面的比較 ， 且

有其現質的關懷 。 在第一章中 ， 曲氏引毛澤東1958年所說的 I

除了別的特點之外 ， 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

看起來是壞事 ， ;13;質是好事 。 窮則思變 ， 要幹 ， 要革命 o 一張白

紙 ， 沒有負擔 ， 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 ， 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 這

段話 ， 認為此雖在某程度上鼓舞了大陸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 但

卻也被扭曲成以哥哥為榮 、 以窮為樂和「窮過度」 等具|何Q精神的

叫化子哲學 ， 文革以來 ， 即 iiJí現了無數衣食乞丐和精神乞丐 。」

(頁 17 ) 由此反思乞丐的產生放其內幕 ， 是可見其深刻意義。在第

四章討論當代大陸丐幫時 ， 更說當代中國大陸確質存在著流氓犯

罪集圓的乞丐行幫 ， 豈是不容告認的黑社會力量 ， 如果不隨時加以

打 !祟 ， 則將成為社會潛在的隱您 (的ï) 。 最後一章也談到當代乞

丐在大陸治安的為害 (立的斗1 5 ) 。 貨串全書 ， 其現貨關懷是極明

顯的 : 而此在 〈本書〉 中則較不彰顯。 的氏在追索其源流時 ， 指

陳自明清以來的乞丐隱語 Ij_l 已有J見此班的技倆與把戲 111 1 捕、 1M J) 

， 更認為明清是乞丐最為禍害的時期 ， 其影響又及於民國與當代

。 此外 ， <曲書〉 有部份提及外國乞丐情況的 ， 如希特勒青年時

行乞事 1 L{:l4 <l5) 、埃及乞丐亦有採生折割草 Iril:lO~ 1 3 1 ) 、 紐約乞丐

學院專Wl5 1 J 、 歐洲對待乞丐的政策發展 1ï'i239 )等 。

以1、針對二害的一些論點提出個人的看法 。 首先 ， 就喜 '1 '
認

為中國乞丐發展可分為兩階段而言 ， 是一頗富意義的提議 ， 但在

論證上猶有待加強 。 書中僅以接唐詩人元結的 〈丐論〉 就斷言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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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在此時甚或之前基本上是以原始「正宗」乞丐為為主髓 ， 流氓

乞丐未為主導地位 (帥的 頁20) , ( (擇的頁16~17) ， 似於理據朱足

。 曲氏雖又列舉唐以前若干例子 ， 但亦不能完全文持其提議 。

其次 ， 在討論丐幫的起源問題上 ， 所依據的論據為宋元話本

小說中 〈金玉奴棒打薄惰郎〉 裡所說的 「圓頭J ' 又似嫌不足。

因為這一小說經由時代的演變及文人的增附 ， 到明代馮夢龍選編

時 ， 是否為宋代時形貌或有問題 ; 再者 ， 討論這一重要的提議 ，

單靠小說中「話說故朱紹興年間 ， 臨安雖然是個建都之地 ， 富庶

之鄉 ， 其中乞丐的依然不少 。那丐戶中有個為頭的 ， 名日 『團頭

J 管著乞丐 。 ...... J 等一段話 ， 就驟下定論說南宋時業已正式

出現了名叫 「圈」的乞丐行幫組織 ， 似乎太快了。曲、本二氏雖

指出 「團」為南宋稱行幫的用詞，但亦不能就此證明南宋時已確

實用於乞丐組織上 。 要言之 ， 此亦僅是一種推論而已 ， 是不是在

南宋已出現丐幫 ， 仍有待進一步分疏 。至於書中談及清代每縣各

有管理乞丐的行幫首領 ， 名叫 「丐頭J (賀79' (荐的頁104 ) ， 其來

源、或緣自 明代 ， 而至晚在萬曆年間(J573~ 1 620 ) 北京附郭的宛平縣

已有「會頭j 存在 。 萬曆十八年 ()590 ) 任宛平縣令的沈榜 ， 在談

及養濟院時云 :

(老挂事已費者 ) 每名口月給太倉米三斗﹒ 直是給甲字庫布一疋 。

就中還立會頭數名，每會頭管百餘名，月一 集院 ， 候縣丞

查點 。 物故者則除之 。 ， - ， .. .其初制回單然備也 。 直是久法坑

，此有t每藉口仁政 ， 不赴 T串 戶時，會頭因而盤據其間，亡者

十不開一，存者十不給一，而利 i羞歸一人 。 間有 家錢衣食

，富於士民者 。 委官稍繩之法﹒貝IJ 群然嗓呼. 51 其老而替

者百十人，穢身結衣，集長安道，候九餌，過 ， 則 1袁泣而乞



中國乞丐 史 139 

憐，放以兩縣苦點狀告 。 其穢既不可近，而是之又不得去

，過考率為所窘 。 有司懼得罪 ， 無敢!點查者 。 間申請本部

旅行﹒比單貝IJ 又託詞官尿不給戶時常 ， 散村覓食 ﹒乞寬其結

限 ， 陰徐集無名者冒應之 。 . .(1 1 

可知當時的 「會頭」 與丐頭類似 ， 且能以其權力掌控群丐與官府

相抗 。 明代因太而且下令全國各州縣普設簧濟院 ， 故此類丐頭或可

能存在於明代的大小城市中 ， 至清代乃承此倩IJ每縣有丐頭管理群

丐 。 至書中所又提及的偽滿官辦乞丐處 (頁94 ) ， 則寅類似於明清

的養濟院 。

另外 ， 在談到乞丐與社會流氓意識的關連時 ， 曲氏曾引薩孟

武先生 〈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中談到「貧窮普遍化」 導致流氓為

亂 (真210) ， 更進一步延伸認為中國國民的劣根性 ， 即在於流氓意

識 ， 民初袁世凱稱帝及60 、 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 都是傳統文化

中流氓意識與流丐技倆的顯現 (即31)。 事實上 ， 作者如能針對 「

貧窮普遍化」 進一步考察 ， 連結近世以來乞丐問題的滋生與惡化

， 及乞丐群體本身性格的轉變(或者墮落)等 ， 則其論述當更有意義121

。 且如果能進一步考察乞丐問題與政府的互動關係 ， 乞丐政策的

發展走向 ， 則更能釐清一些制度背後的質質面貌 。 作者雖在全書

末尾對乞丐政策有所提及 ， 但僅簡單帶過 ， 猶有未足 。 對於乞丐

救濟制度 ， 相功研究已有不少 ， 或可充質此方面的不足(31 0 

([) (宛早早雜記) (北京古顯出版社 . 1980) . 卷 1 1 (太辛 ﹒ 發iI'î院狐老> . 真89 。

( 2) 關於'1'幽ill l!l:貧窮的問題討論 ， 可參見從其妾 . ( r貧窮」 與「窮人 J 觀念在q，凶俗

世社會中的!按月t: i前唾) . -*， 下 ' 1隔 a

( 3 ) 關於宋代的乞丐教濟參見王德、~ ﹒ 〈芳、代災荒的救你政策) (台北 '1 '闡平\1.材瞥 If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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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的書〉還有一些可商議之處 ，例如 〈帝王與乞丐 〉

一章中 ， 晉文公既非帝 ， 也非王 : 希特勒也沒有帝或王的頭銜 :

而彭德懷也更談不上是什麼帝或王。又如〈雅士與乞丐〉 一章中

所譽的例子是否可稱作「雅士也可以再檢討一下。然而 ， 雖

然曲 、 本二氏在論述等某些方面似有未逮 ， 但做為開風氣的著作

， 此二書仍然值得予以肯定。當然 ， 我們期望此方面更進一步的

作品的出現 。

助委員會 . 19ïO) . 第三章第二節 〈平時救濟F ﹒ 賞的- 1 3 1 :鄭壽彭 ﹒ 〈宋代開封府

研究) (台北 國立編譯館 . 1 980 ) 第四晶晶第五章 〈社會救濟> 頁 433-452 。至於砂l

t甫的乞丐救ifi制度 ， 可參|也是斌夫 ， <!明代 <1) 荒i齊院:二 弋)l 'τ > 較其 《中國社會福

祉政策史<1)研究) (東京 回占刊行會. 198日 ， 頁486-505 : 又其另一文 〈清代份建

i胃院 ﹒ 苦酒堂的展開主哥仿惘互關係> 做其 〈明清時代社會;盡情史仿研究) (向上

杏出版缸 . 1989) . 買 244-:l0日 ， 玉興間 ， 、明代養濟院研究、 • (鄭州大學學幸日本

1989: 3 ' (H9-的 及拙著 〈明清北京的粥廠甘但扔 ， 未刊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