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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馬來亞華人會黨之田野資料

麥留芳

一、前 言

　　研究祕密結社的方法大致上有三大類。「歷史檔案法」是最常應用的方法，而官

方檔案是最主要的資料來源。有關中國天地會或三合會的研究，多採此法。另一為

「參與觀察法」，取此法者原則上曾在不同時空下與社員接觸過。人類學與社會學者

慣用此法；社員的回憶錄、訪談錄以及囚禁社員的口供都算得上好資料。日本警政所

搜集到山口組囚犯的研究資料，便不可多得。第三類包含了其他的方法如「竊聽法」

和「統計法」等。

　　在一般社會科學的領域裡，貫通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研究重點之一，為個體與群體

間因互通而產生的象徵符號。這些符號在個人認同上具有深遠的意義──毋寧說它們

是集體記憶不可或缺的機制。尤其是在祕密結社的探討方面，這些符號更顯得特殊。

　　在研究對象方面，各學科亦不盡相同。犯罪學者多著重會社的活動如販毒、拐帶

人口、包娼、鳩收保護費及立法制裁等。人類學者則對會黨的私密隱藏和意義較感興

趣，其中包含了暗語、手語及儀式等。筆者多年來把研究焦點放在會社的結構與組織

原理，其中心的課題乃凝聚力的要件，若同宗、若同信仰等。縱觀中外祕密共同體，

可得四大組織原理。美國與義大利的黑手黨以親族為結合原理；日本的山口組及中國

的天地會建立在擬制親屬上。類屬黑幫的各國情治單位，則採用專業夥伴的原理來

統籌屬下的雇員。另外，由穆斯林所組成的各類極端伊斯蘭黑幫，如Abu Sayyaf、

Jemaah Islamiah與Al-Qaeda，提供了一個以宗教意識形態為結合的原理。親族原理

僅適用於血親、姻親與遠親之間。以擬制親屬為結合基礎的會社，多屬兄弟會。這兩

類組織皆受制於本身的語言與風俗而難以趨向國際化。專業式的祕密結社是一種不談

親情，又無視於兄弟結義和鄉誼的高度科層的組織。由於個別成員之間全無接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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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雇員）與主體（雇主）之關係又繫於世俗的雇傭契約，它可說是一種極度個體

化的契約結合體。採用意識形態的共同體，由於它既無疆域也無地盤，可謂國際化即

其本能。

　　除了情治單位及特殊團體外，其餘的祕密組織的成員不但彼此互動，更須與合法

社會打交道。遊弋於合法與地下社會之間，會員們在認同上必有所抉擇。「認同」這

個概念，應源自英文的 identity。其本意實涵蓋「認同」與「身分」兩個意義。在理

論上，祕密結社成員在與合法社會互動時，其不僅須匿藏個人的「身分」，卻也必得

牢記其「認同」的對象。本文所收錄的象徵符號，正好落實了 identity這個概念。這

些符號包含了紋身圖案、輓聯、賀卡，以及徽章（腰憑）等。

二、田野資料

　　本文所搜集的資料中，在紋身圖案部分，會黨成員身體所刺者多是具有統禦或

攻擊力量的猛獸如龍、虎、蛇和鷹等（請見圖 1∼圖 6）。若所紋的是文字，則多以

「義」來表述氣概與忠誠（請見圖7∼圖10）。當然，也有紋上黨名或代碼的（請見

圖11∼圖14）。將集體認同的符號銘刻在肉體上，一方面可使集體記憶永續留傳，另

一方面也表述了個人破釜沈舟的決心。除了一名在胸前紋上耶穌受難的圖像外（請見

圖15），其餘所紋上的只見大中華文化的詮釋，卻鮮有小中華方言群的表述。但這不

表示方言群的觀念已在華人會黨中聲消跡匿。其實，迄1950年代的星馬，警方仍以方

言群去區分會黨。比如說，官方給黨名「龍」這個字的英語翻譯，便用Leng和Lung

去區分閩南（福建）與廣府（廣東）幫派。同樣的，給「虎」的翻譯是Hor與Foo。

　　在會員之間所流傳的賀卡或是會費（保護費）收據上面所出現的圖案（請見圖

16∼圖47），有不少印上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這多少透露出其與中國天地

會或同盟會的關係。在星馬尚未獨立之1950年代，該地區的會黨很可能區分成兩大派

別。其一為中國洪門的分會，如「同盟閣」、「老永興」和「新公司」等。另一類乃

本土化的會黨如「興和」、「同學」及「七方八面黨」等。這個分歧，早在19世紀時

便已經存在，只是該時的警務官員多是英籍人士，不易瞭解當地地下組織的複雜性，

以至於產生了化整為零的概念。其實，並不是所有的當地會黨，一直以來都與中國的

幫會有關連的。其中不少早已本土化，或是當地衍生的角頭。警方及一般人曾持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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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聯想，最主要是大部分的本土會黨亦模仿或採用洪門的組織方式，這包括了洪門的

入會儀式及暗語等。記得在筆者的田野訪談中，有不少出生於1930～40年代的會黨

頭頭，還津津樂道著洪門五祖、朱洪武、亞七，以及火燒少林寺等的傳說。經由他們

處獲得的誓詞、暗語以及詩歌等，皆與早期大陸反清復明天地會者大同小異（麥留芳

2002）。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若當時的會黨真的要修訂那個家喻戶曉的傳說，又以甚麼來

替代呢？那個古老的集體回憶的主軸只可能全盤汰換，不宜作局部修改以至非驢非

馬。為此，有些本土會黨可能就索性另創記憶。這比在同樣旗幟下有信五祖的，也有

信當地神祗如大伯公等更為得體。

　　刺青紋身、遞送賀卡以表身分，可歸類於黨內認同的問題。但致送花圈輓聯，在

眾目睽睽下要達意又不惹官府麻煩的，便得略施表述技巧。一般上，受悼者的姓名

及輓詞如「痛失賢僑」都是源自中華文化的傳統。但在追悼者方面（請見圖48∼圖

52），其身分卻隱瞞起來，如「505」、「8888新閣」、「大兄弟」、以及「963同民

閣」等。其中「8888」（諧發發發發）的輓聯送至喪家，實在不可思議。那應送至剛

開張的貿易公司才對。不過，內行人或同路人卻心知肚明，那必是「32派」的黨部送

過來的。其中的「同民閣」、「新興閣」及「合順興」應是合法的註冊公司。當然，

合法公司亦可從事非法勾當。另外，不是所有弔唁者都是道上人物。

　　在警方的檔案內，或據警方的推斷，這些會黨都設有「堂口總部」，儼似今日的

山口組。這其中，可以斟酌的空間不少。會黨在1890年就被殖民地政府批定為非法組

織，又怎會准許他們在光天化日下設立堂口辦事處呢？本文中就有不少「招牌」或置

放室內的牌匾如「穎川振盛」、「集盛」及「泉晉發」等（請見圖53），似都是公司

寶號的招牌。另一僅署「穎川」的，那應是當代陳姓望族對其宗族認同的公開表述，

而不應是招牌。根據警方所述，那些牌子都是從會黨的總部（headquarters）所沒

收過來的。此外，場所中冠有「軒」的，傳統上該是文士或富豪聚會之處。但由於取

名帶有江湖味道，如「義合」和「義海」，警方必猜疑有加。若真是，則遲至1950

年代，星馬一帶的會黨不但尚沿襲早期的方言黨派路線（本文就收有「福建」、「廣

府」、「潮州」及「福清」等的派別），卻更細分至氏族和宗族。在1950年代華人會

黨既仍以籍貫宗親設社，也許在19世紀時，那些較大的同姓宗親會都設有其本身的會

黨。若是，這真是一個很大的疏漏。若是，則早期的會黨間之動態關係應更趨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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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合法社會中，華人以方言和籍貫來分類就已細緻到「同姓村」（麥留芳1985）。

　　前面提及本地會黨與中國洪門的關聯，它不是空穴來風。本文中有三幅「新同

和」或「漢和」幫的對聯（請見圖54），其中三聯便表述著「漢族」、「漢水」及

「漢雲」的魏闕心思，這個幫會怎麼說也脫不了其洪門色彩。本文亦包含了一些犯罪

學家感興趣的資料：會黨行兇時所採用的武器。在私擁槍械尚未流行的年代，殺傷力

較大的武器應是各類的刀械與腐蝕性液體如硫酸。另一類令犯罪學界振奮的資料是有

關天地會的結構、入會儀式及行為規範的文獻（請見圖55∼圖67）。其中包含了對

「木立斗世」的解讀、暗語和入會儀式所需的用具等。由「24派」的「暫定章程」中

可推定這一幫在運作上並無政治（反清復明）及宗教（無固定膜拜神祗）色彩。但它

肯定是一個以暴制暴的組織，即日本人所謂的暴力團。章程中表明會員受害時所會面

對的一切權利與義務。比如說，會員出事時幫會將提供人力物力；參與者有所不幸時

該會亦會按章撫恤。

　　除暴力使用之特色外，本文資料亦提供了該時流行的幫會暗語。比如說「起水」

或「出水」乃指召集黨員以抗外侮。由於其中有些暗語乃源自天地會的典故，如「亞

七」（指叛徒），豈能不使官府認定它是天地會流派之一？

　　總結以上的觀察與分析，我們似可更進一步肯定地說，在早期星馬的華人會黨實

包含著好些源流。展示於馬六甲青雲亭及星洲恆山亭的墨寶遺跡（莊欽永1998），明

確地指出中國天地會曾在這區域活動過，越早期的則越活躍。清廷遭推翻後，隨著天

地會在中國的普羅正統性趨向轉型之際，仍在星馬活動的聯號亦逐漸轉向本土化。本

土化的主要特徵乃經濟導向的意識。

　　至國共對抗時，曾與革命黨或國民黨有過深厚淵源的天地會在星馬似又捲土重

來；它這次是與親共的會黨對抗。1950年代的星馬僑社，其社群間之意識形態的差

異，除了公開的彼此分類外，地下的組織也各自設限。雖然這些外來和本土的會黨同

樣採用天地會的儀式及術語，反清復明的意識應已蕩然無存。這些會黨也不反抗當地

的英國殖民政府。史載的會黨間的重大衝突，多衍生自當地的行業競爭以及地盤收費

活動。蓋優勢的方言群體多企圖壟斷暴利的行業。在當時（英）官（華）民溝通的重

重障礙下，華人社群依附地下組織不失為一有效的商業壟斷策略。

　　最後，汗顏者為本文所引述多為拙作，非敝帚自珍，實因依循文意脈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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