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结构与分层

———以湖北Ｇ镇为例①

陈柏峰

摘要：乡村“混混”是乡村生活中影响很大的群体。目前活跃的主要是第二代和第三代混混，他

们有着独特的群体特征和个性特征，并在混世过程中形成了关系组织结构，组成了独特的乡村江湖

联盟格局。乡村混混有特别的混世之道和规避风险的策略，乡村江湖中存在着有规律的社会流动。

乡村混混因其在乡村江湖中所处的分层位置不同而享有不同的非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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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混混，我采取的是普通农民的看法，指那些在普通农民看来不务正业，以暴力或欺骗手段

牟取利益，对农民构成心理强制，危害农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扰乱乡村生活正常秩序的人群。乡村

混混组成的圈子，我称为“乡村江湖”。

一、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混混

从两湖平原县市的经验材料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混混可以分成四代。１９８０年代乡
村江湖中的“顽孩子”可以算第一代，他们出生在１９６０年代；第二代，出生在１９７０年代；１９９０年代末
和世纪之初进入乡村江湖的混混是第三代，他们出生在１９８０年代；现在进入江湖的乡村混混是第
四代，他们出生在１９９０年代。

（一）混世于乡镇的第二代混混

当前农民最熟悉的是第二代混混，表１所列是楚江市沙桥村（地名、人名已作匿名处理）当前最
活跃混混的相关情况：

这些混混基本上属于第二代混混，他们年龄相对比较集中，出生于１９７０年左右，年龄在３４－４０
岁之间，只有极少数例外。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个性特征。其一，基本上都是当地人。他们一般在本

地混，但混的范围不尽相同，活动范围比较小的在本村混，大一点的到镇上混，再大的可能去县城或

市区混，也有个别去发达地区混。其二，大多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混世。他们从学校出来后，大多做

过一段时间的“无业游民”，那时，成天四处游荡，不务正业，最初以偷鸡摸狗、盗窃、勒索、抢劫等为

收入来源，一些人因此曾被治安处罚或判刑。他们中的许多人染有好吃懒做、赌博、嫖娼甚至吸毒

等恶习。其三，绝大多数来自当地强大的姓氏家门，背后都有强大的家族支持，家中兄弟、堂兄弟很

多。虽然沙桥村最大姓氏为万姓，但也只占了全村总人口的４０％，而万姓混混却占了整个村庄混混
的９０％左右。

第二代混混最初主要在乡镇范围内混世，混世时间从１９８０年代末到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这时整
个乡村江湖处于混乱状态，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如同上节所述，乡村混混的混世方式大多以暴力

形式进行侵财型犯罪。由于他们混世主要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没有强大的家族做背景，很难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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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暴力威胁效果；而且，兄弟多、家族势力大，碰到麻烦时可求助的对象也比较多，解决混世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容易，那些出自小家族的混混更容易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第二代混混在

１９９０年代初几乎都进行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型犯罪活动，但由于不同混混的家庭背景、性格、运
气有所不同，有的犯罪后很快被发现，而受到打击进入监狱；有的犯罪行为被发现后，通过各种关系

逃避了惩罚；有的一味讲究享受，通过犯罪弄到钱财后就肆意挥霍；有的则处心积虑积累财产，这些

财产很容易就变为合法财产。

表１ 楚江市沙桥村目前活跃混混一览表

类型 姓名 文化程度 年龄 社会关系与“势力” 劣迹 性格特征 现在的生活来源

在村混混 万清 高中毕业 １９７１年生
兄弟 ４个，堂兄弟 ２０
个，其中有银行科长、

村支书、副镇长

偷鸡摸狗

喝酒打架

敲诈勒索

讲义气够朋

友

垄断本村白酒买卖和龙

虾收购，承包２０亩荒山。

在村混混 万民 小学未毕业 １９７０年生
兄弟姐妹共５个，兄弟
３个，另有一表兄在市
公安局工作

打架讲狠

偷鸡摸狗

充当打手

心狠手辣，

不够义气

接镇里的土方工程，跑

运输，打机井，承包村７０
亩鱼池、１５亩荒山。

在村混混 万荣 初中毕业 １９７２年生
兄弟３人，哥哥是市交
警大队科长，有一堂

兄是市区的大混混

偷鸡摸狗

打架闹事

盗窃赌博

脾气暴躁，

爱赌贪色

承包到了外村的黄宗荡

水库，还租赁了 １个螃
蟹养殖基地。

在村混混 万明 初中未毕业 １９７２年生
兄妹 ３人，是家中独
子，有一亲戚是贵州

钢材公司领导

偷鸡摸狗

打架闹事

行骗盗窃

讲义气，

心狠手辣

现在监狱中，此前主要

以盗窃为挥霍来源。

在村混混 万山 初中未毕业 １９６９年生 没有特别的背景依靠
殴打邻舍

偷鸡摸狗

通奸

脾气暴躁，

侍强凌弱

以种田为主，侍强凌弱

在村庄中获取额外好

处。

在镇混混 万六 初中毕业 １９６８年生 兄弟３人 盗窃 跑运输，经营六合彩。

在镇混混 刘林 初中未毕业 １９７４年生
有１个哥哥是镇上的
副书记

偷鸡摸狗

勒索滋事

赌博行骗

很有霸气和

痞气

为镇城管所收卫生费和

管理费，轿车跑出租，赌

博，经营六合彩。

在镇混混 万进 初中毕业 １９７２年生
堂兄弟很多，其中有

县计生办主任、３个在
外做大生意的

偷鸡摸狗
爱赌好色，

聪明

接镇里的土方工程，但

入不敷出，目前欠债十

几万元。

在镇混混 万胜 初中毕业 １９７７年生 兄妹两人，家中独子
个人没有

特别恶迹
懒惰

为城管所收卫生费和管

理费，已混不下去。

在镇混混 万新 小学未毕业 １９７２年生
父母早亡，因受不了

嫂子的虐待而离家出

走，无依无靠

喜欢死缠

烂打
赖皮

承包了农场的 ４００亩棉
田，还承包了村里的 １
个小水库。

在镇混混 徐山 不详 １９７０年生
兄弟四人，随母改嫁

至沙村
敲诈赌博 霸气重

无任何职业，以敲诈、赌

博为生，偶尔回村骚扰

市区混混 万晖 大学毕业 １９７０年生 大哥在外工作 组织敲诈 攻于计谋

与人联合组建了一个帮

派体系，并开手机销售

店、轿车维修店。

市区混混 万帅 初中未毕业 １９７２年生
孤儿，堂兄是市公安

局重案组组长

敲诈勒索

强奸
心狠手辣

以向市区的建筑商收取

保护费为生。

市区混混 万良 初中毕业 １９７６年生 学武出身 不详 不详
在深圳一家黑厂充当打

手。

１９９０年代末期，对于所有的乡村混混而言，乡村社会中都蕴涵着巨大的机遇。这个机遇是国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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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县乡政府对乡村混混的功能性需求。从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县乡政府对社会的治理难度越来越大，这尤其体现在各种税费的收取上，包括
农业税费和城镇的各种管理费等，这时政府开始利用乡村混混帮忙收税。二是县乡政府的经济发

展策略使得乡村混混谋取利益可以从侵财型犯罪转向“灰色”经营。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地政
府开始将“钱”当作施政的第一目标，忙于开发各种项目工程，这对于那些头脑灵活、与政府官员有

特殊关系的乡村混混来说，是谋取利益的大好机会。三是乡村市场的发育以及国家和集体公共资

源的市场化，向乡村混混提供了一个“原始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使得已经在侵财型犯罪中完成了

“原始积累”的混混可以开始以合法的形式追逐利益。四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社会秩序的混

乱，使得企业发展需要混混“保驾护航”。其中既包括企业家为了更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需要，要求

混混提供各种保护；也包括借混混之手力，用非法手段谋取更大的市场利益。

不同地方的江湖机遇侧重可能有所不同，这与地方经济特色有关。大体上说，每个地方都存在

这些机遇，只是它们有小有大，并不均质。当然，并不是每个乡村混混都能把握到这些机遇，而只有

少数混混才能把握住，他们符合下列几个条件：一是处事有度，不是一味暴躁蛮干，能做到有勇有

谋；二是久混江湖，运气好，犯罪行为没有被发现，或者关系强，犯罪行为被发现也能开脱而没有受

到严厉打击；三是不一味追求享受，能够在混世过程中逐渐积累财产，完成足够的“原始积累”。当

然，不同的机遇对条件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对机遇的把握，使得乡村江湖出现转型；对机遇把握

能力的不同，使得乡村混混开始出现分层。总体而言，沙桥村当前的在村混混和在镇混混对 １９９０
年代后期的机遇把握不同，各人“前途”也因此殊异。

万清家族势力很大，亲戚中做官的多，１９９０年代初，他“犯事”后总能被“解救”出来。１９９５年，万
清组织了一支四十来人的“队伍”，想垄断镇上的鳝鱼收购与销售市场，但并未成功。冲突中，万清

及其同伙将镇上老板殴打致脾脏破裂，他因此被拘捕，但不久就被“解救”出来，事情不了了之。万

清在镇上一举成“名”，“威风”大涨。２０００年以后，万清开办了一个小酒厂，垄断了村里所有小卖部
的白酒买卖；在龙虾上市季节，他和镇上的几个混混配合以垄断市场的形式收购龙虾；此外，他还承

包二十亩集体荒山。

万民少时便在镇上拜了一个师父，专学偷鸡摸狗，其师父当时负责镇水泥厂的进料和销售，非

法收入比较多。１９９３年，眼红万分的万民找了几个混混把师父狠揍了一顿，最终敲诈得到５０００元。
他用这笔钱买了一条狼狗和一条猎枪，借此干偷鸡摸狗的勾当。不久，他通过在镇粮站开假入库

单，弄到１万元钱，并逃脱了公安机关的追捕。１９９５年，他利用其姨姐的美色和管理区书记套近乎，
贷款１万元在省道上做了１０间平房，开了一个小餐馆。从此，他与镇干部打起交道，并通过接镇政
府的工程逐渐致富。现在，万民主要依靠一辆货车跑运输，经常去山区把山货拉出来，再把本地的

大米带到山里去卖；还买了机器，受雇给人打机井；此外承包了村里７０亩的鱼池和１５亩的荒山。
万荣也是屡次犯事屡次“获救”。１９９４年他开了一个小型榨油厂，但因爱赌贪色，两年之内便将

榨油厂搞垮。现在他承包了外村的黄荡湖水库，还租赁了一个螃蟹养殖基地。然而爱赌贪色的本

性难改，他现在已借高利贷高达１０万元，几乎到了无法支撑的地步，市区的混混经常来找他索债。
万明屡次进出监狱，１９９８年因盗窃获刑１０年，目前还在监狱中。

万山的活动范围相对较小，局限在本族内。他脾气暴躁，经常恃强凌弱，殴打左邻右舍，同时偷

鸡摸狗，其他混混在本村搞的事情，他也参与配合。

在村民们看来，沙桥村在村的五个混混中，万清还比较讲义气，够意思，其实他还是想搞合法经

营，不过想利用自己的霸气进行“原始积累”，好起家而已；万民则心狠手辣，不够义气，目前主要靠

以前积累的财产和霸气生存，“前途”不大；万荣虽然够意思，但做人没多大原则，好赌好嫖，是“趋于

灭亡”的混混；万明有钱时也比较够意思，但过于嗜好暴力，对人有致命威胁，迟早会“失手”出大事；

万山虽然眼光很“小”，但有时也还比较“够意思”，也不从事性质特别恶劣的违法犯罪活动，因此在

村庄中有继续混迹的余地。

如此看来，万民、万荣、万明等在村混混会对村庄秩序产生恶劣的消极影响，但从长远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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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们带给村庄的影响是趋于消亡的。因为他们要么由于生活过于奢靡，从而不能维持自身“体

面”的生活；要么手段过于毒辣，不能保持一个互相支撑的朋友圈，从而无法维持自身发展；要么由

于使用暴力过于肆无忌惮，容易触犯法律的底线，会招来国家政权的毁灭性打击。与此成对照，万

清和万山等类型的混混则“吃的开”，容易继续混下去。首先，他们不从事性质特别恶劣的犯罪活

动，不会触及国家治安的底线。虽然他们“小错不断”，但“大错不犯”，国家一般不会轻易干涉他们

的活动；即使出面干涉了，也不会对他们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他们的活动是灰色的，而不是黑色的。

其次，他们讲义气，“够朋友”，能笼络到同类混混，在发生事情时，同类混混会给他们一定的支援，这

样他们的“事业”才有可能“有所发展”。再次，他们有自己合法正当的职业，只是在经营这些职业时

通常使用一些比较灰色的手段，这既使得他们能迅速积累一定的财富，过上“体面的生活”，也使得

国家很难因其经营手段的灰色化而对其进行打击。

在镇混混中，万六曾因盗窃获刑５年。刑满释放后，“重操旧业”，再未被抓获过，据说是由于在
劳改期间，受到“高人”指点，“技能”有所长进。万六通过盗窃积累了一笔资金后，便在镇上买了一

套房子。２００１年，他买了一辆货车，开始跑运输。刘林则一直靠赌博生存，据说２００３年骗赌弄到二
十多万元。他有一个在镇上做副书记的哥哥，因此被安排在镇城管所上班，凭借自己的霸气和痞气

负责收取卫生费和管理费。由于收费的工作时间具有季节性，现在他又买了一辆轿车跑出租。在

地下六合彩席卷两湖平原的时候，他把握了机遇，大赚了一笔。万进，也是家庭关系广，每次犯事都

被解救出来。他现在有一台推土机，凭借和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总能接到镇里的土方工程，这些

年赚了一些钱。但他爱赌好色，开销大，目前欠债十几万元，已逐渐没有混迹的余地。万新，性格拗

且强，喜欢缠着别人赖打，无人敢随意招惹他。现在离镇很近的农场开着一个小店铺，承包了农场

的４００亩棉花田，还承包了村里的一个小水库种香莲。他老婆善于理财，对他管束也比较严格，因
此他现在过着平静的生活。徐山一直在镇上靠敲诈过日子，也参与赌博挣钱，至今没有任何正当职

业。

沙桥村的在镇混混都有谋生的合法渠道，能维持生计，过着算是比较“体面”的生活。他们一般

都已结婚成家，老婆几乎都是全职太太，穿着打扮比较时髦。在镇混混在成家前一般都有联合，常

常是混在一起，发生事情时往往互相照应，或者干脆协同“谋事”。这种联合使得他们逐渐有了“混”

的雄厚基础，现在他们依靠单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摆平”很多事情。在一般村民看来，在镇混混不可

能是“好人”，都属于“坏人”之列，因此，村民都有意识地疏远在镇混混。一个善良本份的村民绝对

会避免招惹他们。在镇混混“讨生活”和“发家致富”的出路主要在村庄外，但他们经常回去骚扰村

庄，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当村庄有公共项目时，他们会回来占集体的一点便宜，或者敲诈村庄公共

项目的承包人、承建人，当承包人或承建人来自村庄之外时，这种敲诈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二是当村

庄中发生的事情涉及自己近亲的利益，或者自己的近亲与村民发生纠纷时，在镇混混会出面干涉，

帮助自己的亲人，此时的出场通常以暴力威胁为后盾，有时也倚仗痞气，或干脆以难缠的无赖形象

出现。

第二代混混中的一部分人确实把握住了乡村江湖的时代机遇。这部分混混不再需要像 １９９０
年代初期那样以侵财型犯罪的形式谋取利益，他们或凭借“原始积累”开始合法的经营，或为了更大

的利益，继续依赖暴力和暴力威胁谋取更大的非法利益。但无论如何，他们不再冒着犯罪的风险。

因为其手段已变成灰色的，游走在法律可以容忍的限度内，混世风险大大降低。由此，他们成功实

现了转型，从犯罪型谋利转向灰色谋利。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也有许多混混没有成功，在转型后的

乡村江湖中混迹，他们不但要像１９９０年代初那样继续面对国家公安机关的打击，还要面对转型后
乡村江湖新的整体结构，其混世风险无疑在增大。世纪之交经历了转型的江湖社会，不再是“英雄

辈出”的江湖，“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年代已经结束。

（二）进城混世的第三代混混

当生于１９８０年左右的第三代混混在１９９０年代末进入乡村江湖时，第二代混混正在转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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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江湖位置已经被占领，重要的资源也已被他们虎视眈眈地看守住。第三代混混要在其中占有一

席之地实在很难，只怪他们晚生了几年，错过了乡村江湖“跑马圈地”的黄金时期。沙桥村万胜的境

遇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万胜出生于１９７７年，他初中毕业后就在镇上混，专门找人麻烦，没有在村庄
里干过偷鸡摸狗的事情，这迥异于第二代混混。相对于现在仍然活跃在乡村江湖上的其他混混，他

年龄较小。在沙桥村，他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要么在外打工，要么去城里混世，在乡村混的几乎没

有，因此，万胜混的时候没有同龄帮手，只能做第二代混混的“马仔”。他后来帮城管所收卫生费和

管理费，也只是混口饭吃，这些年经济收入不多，不但没有完成“原始积累”，甚至主要经济来源也靠

父母种田维持。不久前，他结婚成家了，在镇上实在无法再混下去，只好搬回村庄种田，从此退出江

湖。

尽管由于乡村社会的相关利益资源已经被第二代混混占有，第三代混混在乡村江湖中没有碰

上好机遇，但从混世的角度上看，对他们未必是坏事。乡村利益的既定格局逼他们到城市里去发

展。当然，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乡村社会的资源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胃口”。不过，最早到城

里发展的混混是第二代混混中有特殊关系背景的，在沙桥村有万晖和万帅。万晖在城里混世多年，

现在与人联合组建了一个帮派体系，手下有二三十人，他是老三，帮派体系里的老大和老二都是杀

手式的人物。他的帮派体系以敲诈维持运转。近年他以帮派体系为背景，又开了一家轿车维修店。

据传，他敢找政府机关的麻烦，要求城区政府各部门的公务用车在他的店子里维修，政府部门居然

也接受了这一要求。万帅心狠手辣，曾因强奸罪蹲过监狱。他哥哥是市公安局重案组组长，据说万

帅经常给哥哥做卧底，协助哥哥侦破了很多疑难案件。他还经常向市区的建筑商收取保护费。

那些注定进城的第三代混混主要出生在 １９８０年左右，他们在城里读中专、职高时就开始混。
他们在城里的“地位”是“打拼”出来的，出来一个就带一批，虽然互相之间也争山头，但到现在，城里

的“局势”已基本稳定。现在楚江市内最有影响力的是“邻沙帮”和“后港帮”。其中“邻沙帮”的主要

混混成员来自沙桥、邻沙及附近几个村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不那么出名的团伙。第三代混混到

城里“打江山”时，国有企业已纷纷破产，同一个厂矿企业的混混不那么团结，而乡下进城的混混由

于具有地缘关系，很多还是兄弟、堂兄弟，因此更加团结，“打天下”也就有优势。万晖和万帅在“邻

沙帮”中影响比较大，来自沙桥、邻沙及附近村庄并在楚江市区混的几十个混混，最初大都依附于他

们两人。混混互相之间有着各种各样深浅不一的亲缘关系或朋友关系，在混世时可以互相依靠。

在“打江山”的过程中，第三代混混的行为与黑社会行为相差无几，砍砍杀杀，大多已构成犯罪，但其

中的许多人侥幸逃脱惩罚。等到江湖局势已定的时候，他们不再需要通过暴力犯罪行为谋取利益，

而只需要通过灰色手段就可以了，比如在市区明着开茶吧、酒吧、夜总会，暗着经营“妓院”。

第三代混混去城里混，因为城里的资源丰富，混世可以获得的利益多。但是，如果乡村中有巨

大的资源，混世可以获得巨大利益，第三代混混则可能继续在乡村混世。如在临湖市，由于占有湖

面可以获取巨大的利益，许多第三代混混就给已占有湖面的第二代混混充当马仔和打手，维护他们

的既得利益，当地的农民说：“彭霸天又回来了！”在荆门市的煤矿集中区域，矿主需要混混保护其利

益和人身安全，并希望借混混之手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因此，许多混混成为其“马仔”。肖青就是

胜利煤矿老板的最大“马仔”。煤矿有矛盾，老板就让肖青出面摆平，肖青也因此获得了煤矿的股

份，坐享煤矿收益。其实，乡村混混是否进城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乡村社会的常规资源

已经被第二代混混占有控制，第三代混混只能往更有资源的地方去，“杀出一条血路来”。

与第二代混混一样，第三代混混追求的也只有利益。利益之外，名气、义气等都只是权宜之计。

第三代混混进入江湖时，崇尚实利的江湖格局已经形成，江湖上盛行对利益的算计，其中的“高明

者”会飞黄腾达，不按照此规则行事者只能被甩到边缘。这时的江湖再也包容不了其它东西，１９８０
年代乡村江湖的种种风气早已成为笑料。等到１９９０年代左右出生的年轻人再要进入乡村江湖成
为第四代混混，他们就必须先“拜山头”，否则根本无法混下去。这不再是一个“英雄”可以随便进出

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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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江湖的联盟格局及其运作

（一）乡村江湖的关系网络与联盟格局

世纪之交的乡村混混通过关系网络，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形却有模有样的组织结构，乡村江湖于

是出现了联盟格局。每个乡村混混的关系网络都以自己为中心，其外围主要是同类乡村混混。这

样，乡村混混之间就通过关系网络保持着松散的联合关系。这些关系网叠加在一起，还形成了大致

的分层体系。从沙桥村“混”出去的二十多个混混，每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活动范围不同，在不同

范围内维持着一张以自己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他们首先与自己“同一阶层”的混混保持良好的私人

关系，其次与“上一阶层”的个别混混保持良好关系，同时笼络一批“下一阶层”的混混“在手下”。市

区混混中的“佼佼者”是这个层级体系中的领袖，其他混混是他下层的“士兵”；当然，那些相对独立

的在镇混混和在村混混也是“领地”大小各异的一方“诸侯”。

这样的层次关系网络，是乡村混混在混世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降低混世风险的“护身符”。

因为混混混世主要依赖暴力威胁，而混世实践使他们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团结就是

力量”，只有将其他混混的力量也抓在手上，才能形成一个网络和“帮派”，在需要的时候相互照应。

这就要求混混们必须讲义气，“够朋友”，这样才能笼络到同类混混，需要时才有援手，他们的“事业”

才可能“有所发展”。当然，也有极个别的混混仅仅依赖个人力量“混”，他们或因心狠手辣或因不怕

死而闻名于周围村镇，一般小心过日子的村民自然不敢惹这种人，就是一些外地经营者也因“强龙

压不过地头蛇”而忍气吞声。这种混混因其痞气、匪气震慑乡里，但终究难以进入乡村混混的“上

流”，其能量有限。一旦遇到不顾一切抵抗自己的村民，他们往往容易大伤“面子”，遇到有“帮派”背

景的混混也难以应对。

乡村混混与市区的大混混一般都会保持良好的关系。许多乡村混混与大混混维持着一种松散

的依附关系；退一步，如果条件不足，无法与大混混形成依附关系，至少也不要形成敌对关系。如果

得罪了大混混，尤其是本村本乡混出去的大混混，乡村混混很容易遭到打击。这种打击甚至不需要

大混混亲自动手，大混混指使依附他的小混混便能轻易制造麻烦。乡村混混对市区的大混混一般

都有所畏惧，这是因为双方势力大小有别，混世方式残忍度也有差距。在镇混混“混”的手段主要还

是灰色的，而市区混混的手段已经超越灰色，常常达到了黑色的境地，用村民的话来说，就是“市里

的混混有枪，这些小混混能不怕？”在万民与同村村民的一起争地纠纷中，起初万民非常霸道决不相

让，对方的亲戚从市区叫来混混，市区混混提着猎枪和长刀来找万民，吓得万民一改“嚣张”气焰，不

仅不敢要地，还忙不迭地出钱请客赔礼道歉。

乡村混混相互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组建关系网络的方式很多，可能是依赖血缘关系天然形成

的，如本来就是兄弟、堂兄弟、表兄弟、同村等关系；也可能是通过战友、同学等关系形成的；还可能

是特意通过联姻、拜把子、结干亲等拟血缘关系形成的；或者仅仅在混世过程中偶尔建立起来的良

好关系。总之，关系网络建立起来，乡村混混也就有了自己的“组织”。在社会学意义上，组织就是

由许多个人经过排列组合形成一个可标识、有功能的统一体。因此，关系网络也可以算是一种组

织，它类似于团体和单位，也能粘合、凝聚人群，形成一个特定的结构。这种特定结构对于乡村混混

而言，也更能规避政府的打击风险。在调查中我发现，连一般的村民都清楚，真正“厉害”的混混就

是能够将关系网络结构“玩转”的，而那些正儿八经地制定章程、成立组织、宣称团体目标的，不过是

涉世不深的小混混或年幼无知的小孩闹着玩而已，他们很容易遭到政府的打击。

乡村混混通过关系网络所结成的这个结构中，不像正式的团体有明文的章程和准入证。它并

没有正儿八经的明文制度，甚至没有成员和非成员的明确分界线，只有模糊不清的习惯，心照不宣

的规矩，和通过交换而来的特权和利益。关系结构的建立和运作依靠的是人情交换制度。混混圈

子内部流行“赶人情”，结婚、生子、生日、父母生日都属于赶人情的场合。在京山县，混混之间一次

人情最少２００元，邓湾村的混混张飞说，他一年在这种人情上要花费５０００元左右。２００７年，张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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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考上大学，有三十多个混混自发前来赶人情。张飞说，如果是自己办事，就要正式发请帖，来的混

混可能会有七八十人。赶人情是混混之间日常联系的重要方式，借此，乡村混混之间建立了一种

“熟人关系”，以熟人关系规则行事。

不过，大混混与小混混的人情交换在数额上并不平衡。大混混向依附于他的小混混赶人情的

数额比一般水平高很多，一次至少５００元。他们在赶人情和日常生活中都应该表现出慷慨。沙桥
村的万晖开有一个汽车修理行，雇佣村内外很多小混混打工，并对他们非常“仁义”。他会经常请小

混混们吃饭喝酒；在小混混缺钱花时，他会非常慷慨地给他们工资以外的钱。这样，他就获得了对

这些小混混的支配力，一旦要求他们出去打架，他们就听命前往。小混混们甚至以被他叫出去打架

为自豪，认为是看得起自己。这使得村民们相信，万晖要找某个村民的麻烦，是不用自己出面的，而

且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大混混和小混混的关系，构成了布劳所说的社会交换关系。布劳

（１９８８）认为，在社会交换中，为了获得利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会甘居臣属地位，选择尊敬、服从等
作为回报，这就等于认可了强势地位者的支配权力。

乡村混混的关系网奉行习俗和惯例，没有人刻意去制定规章，但背后却有看不见的压力，在这

个压力支配下诞生了“规矩”，规矩实际上就相当于正式团体中的“制度”。关系网内没有严格界限，

两人间守规矩就是关系，不守规矩就不再有关系，来去自由。比如在打架时，大混混叫不动某个小

混混，他以后就不会继续给小混混恩惠，甚至可能将他辞退。而在关系网络结构中，大家都知道，是

小混混违背了关系结构中的人情交往原则，从而会逐渐被这个关系网络结构甩出去。关系网络结

构随意、自由，其运行靠的是模糊逻辑。说它模糊，但在乡村混混的圈内，人人都很明白。这样，通

过关系网络结构，乡村混混就在乡村中完成了组织化重构。

在乡村混混的关系组织结构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关系，一种是合作型关系，一种是

依附型关系。合作型关系中，乡村混混个体本身是独立的，他的混世行为和混世空间具有独立性，

他与其他混混之间保持合作，在混世过程中出现困难，需要“人多力量大”式的援助时，其他混混基

于合作关系出面帮忙。此种合作是混混个体保持独立性基础之上的合作。在依附型关系中，乡村

混混个体本身并不独立，他们的混世行为受一个或几个大混混的庇护，混世空间来源于大混混的

“恩惠”，是大混混的“势力范围”。大混混要维护其势力范围需要更加日常性的威慑力和暴力威胁，

因此需要手下有许多小混混依附于他。无论是合作型关系，还是依附型关系，关系本身都具有互惠

性，人身控制有限度，并不像黑社会组织那样严格受江湖规矩和“帮规”的控制。

一般来说，市区大混混手下都有许多与其保持依附型关系的小混混，部分势力范围大的在镇混

混也是这样；而在镇和在村的混混大多是独立的个体，互相之间保持合作型关系。乡村混混与市区

大混混之间常常也保持合作型关系，虽因“势力范围”不同，平常联系不多，但必要时保持互相合作。

当然，混混之间保持何种关系，还与混混所把持的资源条件相关。在临湖市，围绕着占领湖面所形

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很容易导致依附型关系的形成。而在楚江市、临江县和其它许多并没有特殊资

源的地方，混混之间维持依附型关系的成本则太高，混世收益难以支付成本，因而混混从事灰色谋

利行为时，常常保持合作型关系。不过在这些地方，如果混混要超越灰色经营，也可能保持依附型

关系，如果他们建立起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能够谋取更多的非法利益，也就可以支付保持依附型关

系的成本。最近几年“地下六合彩”的泛滥就给经营“码庄”的乡村混混带来这种机会，他们手下“养

着”许多依附型混混。在合作型关系和依附型关系的盘根错节中，乡村混混逐渐组织起了新时期的

乡村江湖联盟。

（二）乡村混混的社会流动

乡村混混的关系网络组织结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黑社会那样，有严格的组织和人员构成，而是

始终处于某种流动状态中，这种流动与混混的“成长”周期密切相关。小混混最初是从那些调皮的

小孩发展过来的，他们最初小打小闹，结识一些朋友进入混混的圈子；要么小打小闹有了一点“名

声”，被大混混看中，被当作“苗子”拉入圈子内进行“培养”；而另一些没有进入圈子的小孩小打小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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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触犯了混混们的利益，就会遭到“修理”。

在两湖平原农村，学校不良少年有向小混混过渡的渠道。这可能是中西部农村的普遍现象，尤

其是在当前农村打工流动日益频繁，留守少年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在当前的社会

环境中，学校不良少年、留守少年、无业少年是一支向乡村江湖补充下层混混的庞大生力军。许多

学生刚上初中，就有高年级的“大哥”来找“小弟”。“小弟”交了保护费，在学校受欺负后就可以寻求

“大哥”的保护。入“派”的“小弟”都记得“大哥”的名字，同一“派”的学生之间彼此称兄道弟，经常聚

会。“大哥”们与校外的小混混有较多联系，成天到外面混，他们经常找学生敲诈勒索，甚至抢劫。

“大哥”们毕业以后，往往也在学校附近混，其中一些人可能会逐渐混入“圈子”，进入乡村江湖。起

初一般跟着年龄大的混混，成天吃喝玩乐，在需要的时候出去打架，或者在赌场里看场子、混日子，

他们的“前途”一般有三种情况：

一是“成年退出”。那些没有“混出来”的混混，最终会返回正常的生活轨道，回家做农民种地或

从事工商业。多数曾经在“道上”的混混最终结局都属于“成年退出”，尤其是他们结婚后，受老婆的

“规训”日益明显，养家糊口的压力日益增大时。这种人退回村庄后，与一般的老实农民还是有所不

同，他们中的一些会继续在村庄里混，危害村庄内部，就可能成为危害范围比较小的“在村混混”；即

使他们不再做任何“混”事，也比一般农民要“狠”一些，因此更容易成为村庄中的“大社员”（贺雪峰，

２００３：１４），一般村民要让他几分，乡村干部也要以“礼”相待。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成年不退出”的现象
越来越普遍。

二是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那些在打架中心狠手辣、出手重的混混比较容易遭到打击，因为一

旦致人重伤或死亡，就很难逃脱公安机关的惩罚；那些吸毒恶习或赌博恶习严重的混混也比较容易

受到打击，因为这些恶习需要很多钱财去支撑，而他们通常会选择盗窃、抢夺、抢劫，作案多了，最终

也难逃公安机关的惩罚。当然，其中的很多人在受到打击后，可能混性不改，出来后继续混世。但

是，如果在监狱里蹲的时间比较长，等他们出来后，江湖格局变化可能很大，他们想重新融入关系网

络也不那么容易，因此很多人可能会进入个体混世状态。

三是“混出来”，做成了大混混。那些“混不出来”的，大多是没有长远的目光和打算，有一点“收

入”就吃喝玩乐掉。“混出来”就是自己独立出来单独混，这不是说他们脱离原来的关系网络结构，

而是说他们手下可以笼络到一些小混混，有了独立的混世经营能力，可以独立开赌场、接工程，为手

下的小混混提供保护。

大混混也有上述几种不同的“前途”，可能“见好就收”，退出“江湖”；也可能受到公安机关打击；

还可能“混上道”。“混上道”就是通过混的方式，而最终改变了混混的身份，成为企业家或工商业

者。一个混混可以通过打架、赌博或其它方式聚敛钱财，完成最初的资金积累，然后将这些资金投

入到做生意或开企业中。打架本身可以成为一种“资本”，打架出名后，一般人就不太敢惹他，于是

就可以利用这种“名气”强行承揽工程，或垄断某一行业的经营。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的人逐渐增

多，能够借到钱；经常给人好处，手下可以笼络到一帮愿意卖命的兄弟；经验增多，懂得如何打架，如

何敲诈勒索，并规避惩罚。等变成这样的“老手”，他就可以改变混混的身份，成为企业家。在人们

看来，这就是“混上道”了。对于“混上道”的企业家，即使他不再依靠混混和暴力经营企业，他在经

营过程中所遇到的麻烦也比一般经营者少，混过也算有来头，无人敢惹。当然，也有混上道的混混

继续利用混混和暴力经营的。这种情况下，他拥有稳定且正当的收入来源，有笼络、保护其手下的

资源，其团伙的稳定性就更强，故而更容易向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发展。

一旦混混“混上道”，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打击的难度就比较大。我在派出所调研时，不止一个民

警告诉我，他们有时候明明知道某件案子与某个“混上道”的企业家或工商业者有关，但对于如何追

查打击他们却束手无策。原因有二：一是这些企业家和工商业者根本不需要亲自参与案件，甚至策

划都不需要，只要稍微一暗示，其手下的混混就明白意思，主动去办，在法律上追究责任时几乎不可

能找到证据；二是这些企业家和工商业者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无论是否“出事”都可以买通小混混，

让他们将责任全扛起来。在临江县某镇，一小混混为企业家的利益加害其同行竞争者，“犯事”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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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混进了监狱，企业家仍按原来的标准给他发工资。因此，一旦能“混上道”，遭到打击的可能性就

非常小，尤其是上述这种讲义气的，手下的混混更愿意死心踏地为他服务。

在乡村混混的关系组织结构中，混混之间不停地互相超越，并没有固定的“老大”，最有实力的

那个自然成为老大。一个老大的“势力范围”一般只在一个镇上。在这个势力范围内，在必要的时

候，老大可以将所有的混混组织起来。对于势力范围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老大都知道。因此，没

有直接依赖老大的其他混混必须给老大“份子钱”。如果有人不给，老大就可以指派手下的人到派

出所去报案，小混混很快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也正因此，派出所破案有时要借助于混混内部的力

量。一个大混混的力量也一般只在一个镇的范围内畅通，难以到达县这个层面上，尽管他可能在其

它乡镇有些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只能通过与其它乡镇混混的人情交往获得。混混的关系组织结

构也决定了他们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是高度个人性的，他们不可能与一个县内不同乡镇或县各个不

同层次的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因此一旦他们进入其他乡镇，很容易成为打击的对象。

在混混的组织结构中，老大的位置也处于流动之中。每个人都混不过时间。老大年纪会渐长，

而新的年轻人不断冒上来，新陈代谢自然就要产生。老大的地位不是选任的，也不是委任的，而是

在混世过程中打拼出来的。那些精明能干的小混混不断积累力量，梦想当老大，而老大也可能逐渐

厌倦混世生活，会主动选择离开老大的位置，也可能在争斗失败后而不得不离开。但这种离开并没

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和界限，他会在很长时间内与混混的圈子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因为一旦完全离

开这个圈子，就丧失了保护自己利益的力量。不过，即使他们完全离开了这个圈子，一般人也不敢

惹他们，因为他们与混混圈子曾经的联系，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威慑力量。有的混混人到中年，却始

终没有混到老大的地位，做不了老大，年轻人又不断出来挤压他的空间，他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圈子

不断变小，但只要不离开这个圈子，仍然有利益可以谋取。

然而，普通的混混也混不过时间，争不了上游，原有关系中的平衡因各种流动而被搅乱重排。

比如，万进和“刘爷”以前都是楚江市沙桥村一带的混混，这几年间“刘爷”把握住了“地下六合彩”的

机遇，开了一个专营“公司”，手下有十来个“马仔”，赚了两三百万。万进蹲了几年监狱今年刚回来，

回来后还用以前的眼光看“刘爷”，与人闲聊时轻蔑地说：“‘刘爷’没什么‘味’，我都可以剁掉他的脚

筋！”这话传到“刘爷”那，“刘爷”非常生气，叫了八个小混混把万进狠狠揍了一顿，还要他请酒派烟。

喝酒时，他逼迫万进跪着给众位混混倒酒，并对他说：“镇上再没有你的地盘了，你只能干你的老本

行，偷！”不管落后者愿不愿意，曾经的“战友”、合作者或同辈混混若已向上流动，就可以强按住你的

头迫使你低一等。

在混混的关系组织结构及其流动中，同一结构内的混混并非始终只是保持“关系”，实际上，他

们之间也有不断的明争暗斗，这些争斗有时只是导致小矛盾，有时却导致非常大的风波。在本质

上，乡村混混之间的关系只是基于利益的暂时结盟，没有利益了，就没有保持关系的必要，混混对待

那些没有利益关联的混混就像对待江湖敌人一样残忍。这是一个利益调动生活，情义要靠恩赐的

乡村江湖。

三、乡村江湖的分层与非法利益

乡村混混维持生计、谋取利益主要通过灰色途径完成。乡村“混混”的生活方式和谋生手段是

暧昧隐秘的，既不按正常的社会方式谋生，也不像黑社会那样公然以严密组织的方式破坏社会秩

序，他们从事边缘性的活动，对农民生活和乡村秩序造成了较坏影响。前文提及了，１９９０年代后期
的乡村江湖存在着诸种机遇，乡村混混正是通过把握这些机遇来获取非法利益。当然，处在不同层

次上的混混谋取利益的主要来源有所不同。

在实践中，无论如何谋取非法利益，乡村混混一般都会寻求与周围的乡村干部保持较好的关

系。处于乡村江湖上层中的混混在政府部门都有“靠山”，这种关系要么通过混混们作为乡村干部

的亲戚朋友联系起来，要么是乡村干部在工作中需要依靠他们。具体来说，一是需要混混不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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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乡村干部作对，不攻击或报复他们，不在辖区内制造事端，以便乡村干部顺利开展工作；二是需

要他们凭借身上的痞气、霸气帮助乡村干部开展难度和阻力较大的工作，如收取税费，执行征地或

拆迁任务等；三是乡村干部从与混混的结盟中谋取非法利益。基于关系和需要，混混能依赖基层政

府“讨生活”，承揽政府部门的相关商业项目。当然，也有极个别混混不依赖乡村干部的，他们仅仅

凭借个人力量混世，这种混混能量毕竟有限，不能进入乡村混混的上流。他们一旦触及了政府官

员，或者政府认为“太过分了”，有必要进行“严打”或“专项斗争”，他们因上无保护伞遮蔽下无广大

乡民的认同，往往首当其冲地挨打，且一打就“蔫”，一击就“散”，成不了什么气候。

在楚江市沙桥村，在村混混一般都与万支书保持良好的关系。万支书在村庄中是个“村霸”式

的人物，他不但欺压村民，还借各种势力和机会整治与他有异见的村干部。他之所以能久居村支书

之位，是因为“有背景”，他除了兄弟、堂兄弟很多，家族势力大，还有一个亲戚原是镇长。万支书还

深得镇领导喜欢，因为税费改革前他总能依靠霸气完成税费收取等各项任务，税费取消后也能依靠

霸气控制村庄，使得村民不敢上访，使村庄不出“影响稳定”、“危害社会安定团结”的事件。在２００５
年举行的换届选举中，政策要求村主任、村支书“一肩挑”，为此万支书必须通过村民选举才能继续

当村支书，他出人意料地以高票当选。因为他安排“自己人”（一些混混）进了选举委员会，他们不但

可以在发选票时对村民施加压力和影响，还可以直接填写未发完的空白选票。而当村中混混面临

打击时，万支书总是为他们通风报信。镇里有好几次要抓万民，但镇里的干部到村里来一般都先通

知村里的主要干部，而万支书总是立马给万民“通气”，方便万民提前躲藏。后来镇里的干部得了教

训，下村抓混混就不再通知村干部。

在沙桥村所在的镇上，许多在镇混混与前派出所所长保持非常好的关系。不久前，前所长因此

被调离岗位，正在接受调查。前述“刘爷”教训万进的事件中，“刘爷”事先曾给所长“通气”，所长说，

你们不要闹得太凶就行了。酒席正在进行时，所长竟亲自驾车过来给众位混混敬酒，“刘爷”觉得很

有面子，对万进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派出所所长，我的哥们！我整死你是小菜一碟！”这位所

长还曾私下调解混混之间的纠纷。“顺子”手下的一个混混在赌博中出老千，被“刘爷”当场揭穿。

所长利用私人感情在酒店里进行调解。因话不投机，“顺子”用盘子将“刘爷”扎伤，“刘爷”则用啤酒

瓶刺进“顺子”的肺部，造成重伤。所长夹在中间非常尴尬。上述诸种情景可见地方警察与乡村混

混的紧密关系，“警匪一家”的想象并非无中生有。其它地方的情形没有沙桥一带极端，但乡村混混

与乡村干部的良好关系确实是普遍现象。

乡村江湖上层的混混还会尽量与企业家和工商业者搞好关系，并从中获取非法利益。这些关

系处理好了，只要自己一出事，就会有人到公安机关去求情。当然，也有企业家主动依附混混的。

混混依附于企业家，可以充当其“保安”；企业家依附于混混，则可能是有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企业

家到外地去，面临着种种威胁，派出所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而混混通过圈子中的联系，一个电话可能

就将问题解决。这样，企业家就可能被纳入混混的关系结构中。当然，企业家进入混混的关系网络

结构中，有不同类型。有的企业家是合法经营，他们与混混搞好关系，目的是让混混不在他的企业

和经营范围中捣乱；有的企业家与混混搞好关系，则是想通过混混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特殊地位，谋

取特殊利益。无论何种情形，企业家都会转让一部分利益给混混，这叫“利益分成”。前面提及的荆

门市的肖青就属于这种情况。最初他找煤矿老板敲诈勒索，后来发现前去运煤的司机常常为了争

生意发生冲突导致堵车，既影响货车司机的利益，也影响煤矿老板的利益。于是他就主动出面解决

问题，一方面找煤矿老板按出煤吨位收钱，保证煤矿秩序井然；一方面找司机出“保护费”，保护他们

在煤矿一带的安全。煤矿老板见他比较灵活，很爽快地和他达成协议。

那些在圈子里最有影响力、头脑又比较灵活、有长远打算的混混最终会开办公司、酒店等实体，

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利用这种影响力进行垄断经营；经济能力有限而又想谋取一份正当职业，或想

借此退出圈子的混混，则可能开个店铺、销售点等实体，经营某些经济项目。沙桥村的粮食酒销售

和啤酒销售都被在村混混万清垄断。沙桥村所在镇的混混曾联合起来，企图垄断省道楚江至荆门

路段的啤酒销售，因遇到其他地方混混的阻力而未能得逞，但他们至少垄断了镇上沿线的啤酒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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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在荆门市龙游镇，调查者发现一个离谱的现象，当地的猪肉价格比七八里外的其它集镇要高出

整整两块钱，因为混混黄老六主导了全街的猪肉价格联盟，进行垄断经营。龙游到市区的公交线路

也被当地混混垄断，而混混掌握的公交车数量却无法满足村民的实际需求，因此村民有时去市区要

坐车去邻镇转车（董磊明，２００７）。据说，整个荆门市啤酒公司的啤酒一出厂，其销售就被各类混混
所掌控。

有一定实力，但不足以开办大实业的混混还可能强行承包工程项目，从中牟取不正当利益。依

赖于同政府官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他们可以承包到政府的各种工程项目，更多的时候，他们干脆靠

霸气来强行承包，而发包人常常惧于与他们发生冲突只得屈从。因为一旦这些混混承包失败，便会

从中捣乱，进行报复，而发包方和合法的承包方防不胜防。这些混混通常并不具备工程项目所需要

的技术条件，或者根本不准备按照相应的技术标准进行施工，因此，要么他们承建的工程是“豆腐

渣”工程，要么他们直接将工程转包，空手牟利。沙桥村的混混有很多是靠这种方式发家致富的。

由于混混总是企图强行承包工程，并从中捣乱，乡村社会的很多工程，根本无法按照正常的招标、投

标程序进行承包。

混混还可能通过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来牟取非法利益。在市场交易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这几

乎是每个混混“起家”时的必经之路。他们从乡村市场中“嗅”到了“腥味”，纷纷“粉墨登场”，不愿付

出劳动，却想从市场中分一杯羹。他们置市场价格不顾，按照自己的欲望任意定价，侵害参与农村

市场交易的村民和小商贩的经济利益，严重违反乡村农贸市场上合法交易、公平竞争的基本规则。

沙桥村一带的混混，在鳝鱼上市季节强行收购镇里集上的鳝鱼，不允许其他人来集市上收购，数次

公开殴打合法的收购人员和不配合的农民，这些现已成为沙桥一带的“鳝鱼霸”。

有些混混甚至会涉入人们的债务纠纷中，以暴力或暴力威胁的方式非法讨债，从中收取佣金。

在生产经营、商贸交易等经济活动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债务纠纷，国家有明确的法律和政策规定，

双方当事人和执法机关应依照这些法律和政策解决债务纠纷。但债务人常常为了谋取迟延利益甚

至非法利益，拖延甚至以各种方式拒绝还债，而法律的执行往往存在高成本等诸多问题。因此，债

权人常常求助于非国家的第三人进行收债，这在某些地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徐昕，２００５）。但是，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乡村混混利用其“亡命”特点，收取“拳头费”，插手债务纠纷，常常殴打债务人，诱发
违法犯罪。乡村混混受人委托帮人办事，这在全国都比较普遍，非法讨债只是其中之一。这些乡村

混混中有的以“几进宫”的劳教劳改经历为资本，命令债务人在限定的时间内还债；有的以人多势众

为靠山，轻则对债务人胡搅蛮缠，实行“软禁”，重则毁坏财物，非法拘留人质、殴打辱骂。这已成为

影响乡村社会安宁的一个因素，使人们心里蒙上了一层暴力的阴影。

混混还有许多其他方式牟取利益。当村民不小心“招惹”了乡村混混或他们的亲朋好友，比如

村民骑摩托车不小心将混混的亲戚挂了一下，乡村混混往往会出面“谈判”，以暴力为后盾敲诈勒

索。当村里有大的利益项目时，混混们也会借口“利益共享”，对项目相关合法经营者进行敲诈勒

索。在税费改革前，乡村混混还常常被少数乡镇职能部门利用来收取各种税费，他们既可得作为

“工资”的“辛苦费”，又可趁机向个体户“拉赞助”，强拿强要，在自己的“辖区”收取“地皮费”、“保护

费”等。这时，乡村混混就充当了“赢利型经纪人”（杜赞奇，１９９６）的角色。
近几年来，随着“地下六合彩”在内地泛滥，“嗅觉灵敏”的乡村混混便抓住这一“机遇”，充当六

合彩的“码庄”，在家中开设六合彩销售点，赚取“佣金”。六合彩搜刮走了村民们巨大的财富，而很

多乡村混混却借此“发家致富奔小康”了。在两湖平原，许多混混借机在两三年内就赚了几十上百

万元。介入地下六合彩的有些是混混，有些并不是，但充当中间庄家一般都是混混。混混设局，不

但赚取佣金，还常常以“吞单”的方式赚钱，即独立设局，不把赌注全部上报，只将收来的部分赌注上

报，剩余部分私吞，俗称“吃黑码”。这样，没有报上去的赌注一旦中奖，意味着混混必须自己付奖，

因此尽管“吃黑码”利润可观，但风险很大。混混应对风险的方法是临阵逃跑，如果有吞单，每次开

奖之前准备好，一旦所吞单中奖太多，超过盈利，他就逃之夭夭。过几个月后回来，因为他是混混，

码民也不敢找他。乡村混混敢于“逃单”，是因为背后有暴力威胁的后盾。在“报单”时，为了逃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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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机关的侦察，农民与码庄之间、下级码庄与上级码庄之间“报码”只需打个电话就行，既没有彩票，

也没有书面协议，因为农民与底层码庄之间存在关系信任结构（邓燕华，２００６），而上级码庄之所以
不担心下级码庄不认账，也是因为他们自己是混混，有暴力威胁背景。

那些处于乡村江湖中最下层的小混混，只能与大混混保持依附型关系，但这种依附型生活只能

保证他们混口饭吃。有心计的小混混会精心准备，留意机遇，以实现向大混混的“飞跃”。但大多数

小混混都没有这种心计，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加上花钱没有计划，他们常常处于缺钱花的状态，因

此他们常常以盗窃、敲诈勒索、抢夺、抢劫等方式谋取利益。尤其是有特别不良习惯的，如吸毒，以

这些方式“搞钱”的可能性就更大。吸毒的人最初大多是小混混，在舞厅、ＫＴＶ混，有钱就涉足色情，
没钱就上网。在娱乐场所玩的过程中，逐渐开始食用 Ｋ粉、摇头丸之类，玩完后就去嫖娼。这是一
个高消费的恶性链条，小混混没有正常的收入来源，偷抢是最快的来钱方式。在美国城市中，街角

团伙成员总是与毒品、色情、暴力犯罪等联系在一起（Ｄｅｃｋｅｒ＆Ｗｉｎｋｌｅ，１９９６：１３４；Ｈａｇｅｄｏｒｎ＆Ｍａｃｏｎ，
１９９８：１４１），当前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混混似乎也正往这条道路上发展。偷抢的暴力性往往很大，证
据也容易收集，因此也更容易遭到公安机关的打击。当前国家不断开展“严打”和各种“专项斗争”，

但这些行为似乎总也打不尽。因为，学校不良少年、留守少年、无业少年是一支向乡村江湖补充下

层混混的庞大生力军。在下层混混有着结构性补充渠道，江湖的整体结构又可以规避致命打击时，

当然就会出现总也打不尽的尴尬。

其实，盗窃、抢劫、敲诈几乎是每个乡村混混最初混世的必经之路，但第二代混混与第三代混混

有所不同。最初，第二代混混“胃口”并不是很大，成天在村落周围闲荡，趁村民不在家时顺手牵羊，

拿走村民钱物；或者白天计划晚上行动，偷取村民的鸡、牛、羊等。一旦偷鸡摸狗被人发现，他们可

能会使用暴力“保护”赃物，这使得物主常常慑于暴力威胁，反而不敢声张。随着经济的发展、享乐

的盛行，等到第三代混混进入乡村江湖时，他们的“胃口”已经变大，不满足于小偷小摸，也不屑于偷

鸡摸狗，“小伎俩”已跟不上他们的消费欲望，他们于是到更有资源的地方去混，或者采取更能“汲

取”资源的方法混世。一旦混混“进城”，乡村秩序反而安宁一些。

赌博是不同层次的混混都可以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的一种方式，也是谋取非法利益最快的一种

方式，因此几乎成了聚集混混的主要方式。赌场的组织结构与混混关系网络的组织结构几乎是同

构的。那些最混得开的混混负责开赌场，开赌场在“江湖行话”中被称为“开课”，混混“开课”的行为

被称为“当校长”。“当校长”是个只赚不亏的行当，因为“校长”对赌场上的每一局生意都会“抽水”，

“水费”由每一局的赢家负担，比例一般是所赢赌资的十分之一。赌徒不会局局都赢，而“校长”却局

局都有进账。“校长”的义务是保障赌场的安全。开赌场偶尔会被派出所查获，被抓住的赌徒会被

处以罚款，按照“江湖规矩”，这笔罚款应该由“校长”承担。因此，能当“校长”的混混一般要具备两

个条件，一是比较有钱，能够承担可能的损失；二是与政府官员有比较好的关系，在派出所能够“说

上话”。当赌徒被抓到派出所时，“校长”应该前去与民警斡旋，避免赌徒被拘留，而以罚款替代处

罚，并代交罚款。做不到这两点的混混，得不到其他混混的信任，不可能当上“校长”；偶尔当一两回

校长，坏了自己名声，只会让自己以后在圈子里更加难混。

“当校长”的都是圈子内人气和“威望”比较高的混混，手下有一批小混混为他“卖命”。在赌场

中，小混混的工作主要是“看场子”，负责赌场的安全，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防止派出所民警抓赌，

在赌场附近望风，一有风吹草动就通风报信；二是保证赌场内一切有序，赌场发生纠纷时，充当打手

和暴力威胁者。作为赌场开办者的“校长”会给他们不菲的“工资”，并请他们吃喝玩乐。有时，“校

长”还可能在赌场中“做笼子”或“出老千”，欺骗非圈内的外来者（这些受骗者常常是外来客商，是混

混圈子之外的人）。这时，小混混就是骗局被识破后维护秩序的直接暴力威胁力量。混混们常常在

赌博中相互串通，设局先让外来者赢钱，等他们尝到甜头恋战不舍时再让其大输特输。有时混混则

先骗人参与赌博，尔后直接以拳头威胁，强迫赢钱的外人继续赌，不输就不准离开赌场。

在赌场中做“庄家”的也是混得比较开的混混，“庄家”有时可能由“校长”兼任，有时则由不同的

人担任。“庄家”一般都是比较有钱的混混，赌场上的输赢他要能够应付得过去。“庄家”在赌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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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会“出老千”，否则单纯靠赌很难赢钱，因为按照规则来赌，输赢的概率对于参赌者都一样。“出

老千”的方法一般是往骰子里面充铅，盘子下放吸盘，这样庄家就可以控制输赢的局面。“出老千”

如果被发现，庄家需要向输钱者退赔，退钱需要“校长”出面。这时，“校长”就像“执法部门”一样裁

决行事。如果“出老千”的庄家是“校长”，事情败露后又无法收场时，他会携款逃跑，但这对他在“江

湖”上的名声有所损害。

赌博中另外一种牟利的方式是放高利贷，“校长”、庄家或其他比较有钱的混混都可能在赌场上

放高利贷。那些在赌场上输得丧失了理智的人总是幻想能够翻本，而一旦他们连本钱都没有了，就

会在现场借高利贷。放高利贷的一般都是手下有许多为其卖命的小混混，因为高利贷尽管利润很

高（日利率可能超过２０％），但风险也很大，借贷者有可能不还，这时就需要小混混以暴力相威胁或
直接以暴力迫使借贷者就范还债。实际上，大多数高利贷借贷者的还贷，确实出于对混混施以暴力

的惧怕。有一个混混的父母曾向我咨询，他们是否可以不还儿子在赌场上借的高利贷，我告诉他

们，从理论上可以不还，因为国家法律不保护非法的赌债。但他们最后还是惧于“黑社会”的报复而

还了债。围绕着赌博，乡村混混确实谋取了许多利益，而且不同层次的混混在其中牟取的利益份额

也不同，份额的划分与混混在组织结构中的地位是相符合的。

四、简短的结语

乡村混混在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直接关系到村庄人际关系、乡村社会性质、区域治理状况、

治理制度、伦理价值等诸多问题，是影响当前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当乡村混混实现了关系组织化

的江湖联盟，当其再出现在村庄中，就成了“超级权势”，从根本上改变了村庄生态。在乡村混混的

超级权势面前，村民实在太渺小，村干部和村集体的软弱则是普遍现象，甚至有时国家政权力量也

显得软弱无力。乡村混混有时是村庄秩序的主导者，甚至一些场合下成为村级治理和村庄生活中

暗中起实际作用的力量。村庄生活和村级治理广泛存在受乡村混混支配的现象，日益呈现出暴力

化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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