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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2011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62年纪念日。
在孔子故里曲阜，辛卯年公祭孔子大典在曲阜
孔庙举行；同时，一场“学祭”典礼在浙江衢
州孔氏南宗家庙举行。今年5月，以“当代人祭
孔”和“百姓祭孔”为特色的南孔祭典，被列
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世人皆知，孔子的家庙在曲阜，在衢州怎
么也有孔氏家庙？在“学祭”典礼举行之际，
记者赶赴这座有着1800年历史的江南重镇，走
近存有宋时规制的孔氏南宗家庙，聆听6岁袭任
“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的孔子第75世嫡
长孙孔祥楷讲述那段被湮没的历史……

孔子嫡长孙奉诏南渡陪祭

自唐太宗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下诏“州
县以下皆立孔庙”开始，我国历史上先后有上
千座孔庙。而孔氏家庙是孔子嫡传宗子率族人
祭祀孔子的地方，整个中国只有两座：一座在
孔子的故里山东曲阜，另一座就在浙江衢州。

清朝兵部尚书李之芳《清康熙衢州重修孔
氏家庙碑》云：“孔氏之家庙者遍行天下，唯
曲阜衢州耳。”但是，孔子后人为什么在衢州
建立南宗家庙？这就要从孔氏大宗南渡说起。

北宋末年，朝廷腐败，农民起义此伏彼
起，而女真族迅速崛起，与北宋联合灭辽后，
窥宋虚弱，挥兵南下。北宋政权内部战和不
定，终在公元1127年酿靖康大耻，宋徽宗、宋
钦宗被俘，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皇室成
员和机要大臣、宫廷女官乃至厨师等都被金人
俘虏北上；而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因被外
派任河北兵马大元帅，成为皇室唯一幸存的
人。

在大臣们推举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
丘)登基，改元建炎，赵构便是南宋的第一任皇
帝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秋，宋高宗为
躲避金兵，把行宫转移到扬州，“诏东京所属
官吏，奉祀器、大乐、仪仗、法物”，在扬州
东南筑坛，开始准备冬至郊祀。

据《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志》记载说，建炎
二年，宋高宗赵构在扬州祭天，孔子第48代嫡
长孙、衍圣公孔端友奉诏陪祭。而早在崇宁三
年(公元1104年)，26岁的孔端友就被授为朝奉
郎、直秘阁、袭封衍圣公。在叔父孔传的支持
下，他命胞弟孔端操和部分族人留守阙里，自
己与孔传率领宗室成员于11月抵达扬州，参加
冬至郊祀。

扬州郊祀后，孔端友和叔父孔传回到曲阜。
当年12月，金兵侵东平、下济南，经孔氏族人商
议，除留孔端友胞弟孔端操、侄孔璠留守阙里陵
庙外，孔端友毅然率领百余近支族人，于“金人陷
袭庆(今山东兖州)”前南下，避寇扬州。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2月，金军攻破楚州
后直逼扬州，宋高宗仓惶逃往杭州，孔端友偕
孔传等百余近支族人随后到达。宋高宗为“回
天下之心”，处理南渡的文武百官、皇室巨族
的善后事宜，令“百官入见”。孔端友率部分
族人前往朝拜，上疏叙述孔氏家门旧典及离祖
丧家之苦。宋高宗感激“护驾南渡”的忠诚和
奉像南渡的功德，于是颁旨，赐家衢州。

靖康之变、曲阜中衰，而南渡后的这支孔
氏族人就在衢州住下来了，衢州也就成了孔子
后裔的第二故乡，史称“东南阙里”。

忽必烈赞“真圣人之后也”

在孔子后裔安家衢州之后，与南宋政权对峙
的金朝皇帝金熙宗封孔端友留守之弟孔端操之
子孔璠为衍圣公，主持曲阜祀事。自此，孔子世家
内形成了两个宗子、两个衍圣公的局面。

据介绍，孔氏南宗先后经历孔端友、孔
玠、孔搢、孔文远、孔万春、孔洙六代衍圣
公。不过，在元大一统后，元世祖忽必烈欲以
思想的统一巩固其政治统一。北宗衍圣公孔浈
因“冒姓而夺爵”，朝廷历经廷议，确认“寓
衢者乃其宗子”。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南宗孔子第53代
嫡长孙孔洙奉诏入觐，元世祖令其载爵回故里
曲阜承祀。孔洙向元世祖面陈两难心境。他
说，衢州已有5代坟墓，若遵皇上诏令北迁，自
己实不忍离弃先祖的坟墓；若不离弃先祖坟
墓，又将有违圣意。孔洙表示，母老乞南还，
愿将自己的衍圣公爵位让给他在曲阜的族弟孔
治世袭。

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孔洙让爵”。元世祖
忽必烈盛赞孔洙“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之
后也”。这样，由于衢州孔氏南宗的礼让，元
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曲阜孔治获得“衍
圣公”世袭爵位。正宗由此罢封，而南北复归

统一。
南宗“公爵”虽让，但孔子之道始终未

违。他们也以此为契机，坚定地走向民间，致
力于平民教育，或为学官，或为山长，前后相
望，为“儒学南渐、理学北传”作出了贡献。

明弘治末年，衢州知府沈杰缘于“南
渡”、“让爵”等史实，疏请援例复爵。明廷
遂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诰授孔子59世宗子
孔彦绳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享受衍圣公次
子之待遇。而在“德让”风范的激励下，南宗
先后承袭的十五世翰林博士及三任奉祀官，仍
继续弘扬孔子之道。明清统治者，亦于南宗的
“典礼”，逐代有加。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与民国政府仍旧尊
孔崇儒。民国24年(公元1935年)，南京政府下令
废爵，改封南北两宗宗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
祀官”，仍为世职。1946年，国民政府对幸存
的孔氏南宗家庙建筑进行了修建，年仅6岁的孔
样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

孔子楷木像的辗转“逃亡”

据孔祥楷介绍，大宗南渡时，孔端友及族
人恭负着传家珍宝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在
孔氏子孙的心目中，孔子楷木像就像是孔先圣
的化身，有着极高的神威和神力。1960年，孔
子楷木像回归曲阜孔氏家庙。现在衢州孔氏家
庙思鲁阁中的楷木像，是北宗奉送的复制品。

相传，孔子生前有弟子三千，去世后，弟
子们悲痛不已，在孔子坟前守墓三年。三年
后，唯有子贡不忍离去，在孔子墓前搭起茅
屋，继续守了三年。这期间，他常常回忆老师
生前的言行容貌，并砍来楷木，心思手摹，终
于雕成了孔子和亓官夫人像。

据了解，这对楷木像高不满2尺，孔子长袍
大袖，手捧朝笏；亓官夫人长裙垂地，形象生
动。孔子去世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前居室立为

庙堂，当初仅有“茅屋三间”，孔子夫妇楷木
像雕成后就供奉在这里，摆设条件非常简单。

根据民间传说，当年衍圣公孔端友背负两
尊祖宗圣像率家人南渡，行至镇江码头，大家
又饿又累，便上岸稍作休整。这时，金兵突然
来袭，眼见楷木圣像将被金兵掳劫，大家正在
束手无策之时，突然刮起一阵狂风，把船只掀
翻。金兵见此情景，以为船上的人都被巨浪卷
走，便回马收兵而去。孔端友急命家人打捞楷
木像，这时只见河面上有三位神人踏着祥云，
拥着楷木像向岸边走来。孔端友和家人把圣像
小心地护上岸，并在岸边焚香祷谢。这时，袅
袅香烟中出现“鲁阜山神”四个字，原来是孔
子故乡的山神救护圣像。后来，为了感谢故乡
山神的功绩，孔端友及家人在衢州建立了“柯
阳首庙”，即“三神庙”。

宋理宗三年，朝廷命建衢州孔氏家庙，孔
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在此度过了27代860多年，
仍然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就以南宗家庙
来说，或改朝换代，或战火兵祸，就先后迁建
过三次，每次都经受着被劫或被毁的险境，但
孔子楷木像最终被完好地保护下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两次攻陷衢州，入
侵衢州的日寇军官听说衢州孔氏家庙珍藏着孔
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企图劫取这一稀世珍
宝。当时的国民政府曾致电浙江省政府，令南
宗奉祀官恭护圣像移驻龙泉、庆元山区。为掩
敌耳目，孔氏后人密访能工巧匠仿制了一对赝
品，奉祀官孔繁豪携带避至龙泉、庆元，而将
真像密藏在衢州深山里。侵衢日军未能掠得孔
子楷木像，大为恼火，劫掠庙内400多件珍器，
还纵火烧毁孔庙藏书楼。抗战胜利后，孔子楷
木真像重新珍藏在衢州孔氏家庙中，同时烧毁
了赝品，以免日后鱼目混珠，真伪难分。

800多年的风雨斜阳、战火硝烟，衢州孔氏
家庙的建制依然遵循着南渡时家庙的规制，并
一直保留思鲁阁，表达着强烈的思乡之情……

■ 史海钩沉

孔子嫡传后人为何在衢州———

孔氏大宗南渡 □ 王红军 整理

祭孔始于汉朝，此后经历代传承延续，到明
清时规模达到巅峰。《周礼·春官·宗伯下》说，冬
日至，大司乐要在地上的圜丘奏乐，演奏六次，
则天神降，可以礼神。

公元1128年冬至，宋高宗“亲祀天于圜丘”，
孔子第48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及其叔父孔
传陪祀。衍圣公为什么要奉诏侍祀呢？这要从北
宋皇帝的尊孔崇儒活动说起。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
身，但“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面对藩镇割据背
景下建立的新王朝，宋太祖在将兵权和财权收
归中央的同时，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重文轻
武政策，宋太宗赵光义更是“崇尚儒学”，宋真
宗、宋仁宗也是乐此不疲。

据介绍，北宋的尊孔崇儒活动包括许多方
面。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圣化孔子。天圣年
间，宋仁宗下诏改封“文宣公”为“衍圣公”。此
后，孔子嫡系后裔爵号“衍圣公”沿袭800多
年。再就是，提高拜谒孔子的礼仪规格。宋真
宗时，不顾当时“肃揖”的规定，“特再拜，
以表严师崇儒之意”，到宋仁宗时，就将宋真
宗的这一做法制度化了。

1949年之前，孔子生辰农历8月27日是教
师节，也是孔子的“秋祭”日。对此，旧时的
报章上曾有记载，比如1947年9月6日《东南日
报》载《南宗祀孔记》，具体叙述了孔氏南宗
的由来、变迁，以及抗战时奉祀官孔繁豪护送
楷木像赴龙泉、庆元避难等状，开头写道：
“今年‘8·27’是先圣孔子的2498年祭。南
宗奉祀官的执事早数天就开始忙了。因为奉祀
官还是一个小孩子，事情便由其尊翁孔繁英和
孔氏家庙理事会理事长孔宪洛负责主持。”

2004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5周年纪念
日，衢州市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祭孔
大典。孔子第75世嫡长孙孔祥楷确定了当代人
祭孔的思路：“献五谷”代替了“献三牲”；银杏叶
和古柏树叶系以黄丝带代替了贵宾佩戴的鲜
花；着现代正装的市民代替了着古代服装的“演
员”；改佾舞为朗诵《论语》章句；全场合唱《大同
颂》，歌词是《礼记22大同篇》。

“我们要尽早把中国的优秀思想送到孩子
的‘电脑硬盘’里去，先把空间占好，后面的
思想就没法来抢了。”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的传承，孔祥楷是极为看重的，“我有一次看
上海的一份报纸，说有学校在教学生做披萨，
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不教包饺子、裹粽子
呢？”

“历朝历代都有祭孔，每个朝代的祭孔仪
式都有时代烙印。”逢五逢十的年份，孔氏南
宗家庙将举行大规模的社会公祭，余下的年份
轮流举行国际儒学论坛和学祭。孔祥楷说：
“祭孔的内容有三种，但形式是一样的，祭孔
的主力还应该是老百姓。”

今年5月，以“当代人祭孔”和“百姓祭孔”为
特色的南孔祭典，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相关链接·

南孔祭典

1940年8月14日，上海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
上的张公馆，连续不断地传来几声枪响，随之而
来的是女眷们惊慌失措的尖叫声和保镖的追喊
声。一片混乱中，一名持枪男子被几名保镖拦腰
抱住，只见男子毫无惧色地把枪往地上一扔，振
臂高呼：“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

妄想独霸上海滩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
反共事变。当时，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一起组
织了中华共进社，配合蒋介石镇压上海工人纠察
队。大批青帮党徒，臂缠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
盒子炮等武器，从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会所、
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华商
电车公司等处发起突然袭击，大批工人遭到屠
杀。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之后，张啸林
曾先后当上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
少将参议、上海华南纱布交易所监事等职务。然
而，在张啸林看来，这些都不过是徒有其名的虚
职，他真正想要的是掌有实权的大官。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日战争全面打响。
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为防
止“三大亨”的势力被日本人利用，蒋介石劝说杜
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三人一起去香港。

正当蒋介石部署撤退之时，张啸林却暗自盘
算：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本人攻
占容易统治难，必定要拉拢和利用帮会头目。而

“三大亨”中，黄金荣已明确表示不会出头为日本
人做事，而杜月笙又去了香港，这似乎正是他张
啸林独霸上海滩的大好机会。这个时候他实际上
已经决定了要投靠日本人。

大发汉奸财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本大特务土肥
原通过曾经担任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下财政总长
的李思浩与张啸林正式洽谈“合作”条件。张啸林
提出要当伪“上海市长”或伪“浙江省主席”，土肥
原为引诱他早日上钩，爽快答应。心痒难熬的张
啸林要李思浩尽快安排他和土肥原见上一面，以
便把事情敲定。

与土肥原约见当日，张啸林和一帮保镖分乘
三辆汽车前往位于虹口区的东湖旅社，途经外白
渡桥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哨卡以没有收到命令为
由，加以阻拦，迫使张啸林的车队在外白渡桥停
了大半天，由此，张啸林去日租界的事情很快就
在上海传得沸沸扬扬。

这实际上是土肥原特意导演的，目的是以这
种方式将张啸林准备当汉奸的事公之于众，以影
响上海的其他人士。张啸林的本意是要土肥原亲
自到他家里请他出山，以抬高身价，土肥原没有
赏他这个脸，而张啸林做官心切，只好移樽就教，
驱车去见土肥原。此时的张大亨还以为自己踏上
了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阶梯，却不知道他已经
在为他最终的灭亡，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

然而，张啸林没有想到的是，日方已与汪精
卫集团加强了勾结。与汪精卫之流相比，张啸林

的利用价值自然要小得多，所以会见时，土肥原
对官职一事只字不提，张啸林好处尚未到手，卖
身投敌的企图却已路人皆知，心里好不懊丧。

张啸林虽然没有做成汉奸官，但却发了汉奸
财。1939年前后，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补给供应
发生了困难，日本人找张啸林帮助解决物资短缺
的难题，这正中了张啸林的下怀。

张啸林和他的亲家俞叶封一起公开组织了
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专门为日本侵略者强行
征购粮食、棉花、煤炭等军需用品，日本人因此而
获得了大量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与此同时，巨
额的法币、美钞也滚滚而来，流入了张啸林、俞叶
封等人的荷包。

此外，张啸林还趁机招兵买马，广收门徒，并
布置手下，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
大肆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捕杀爱国志士。正是如
此这般肆无忌惮的投敌卖国行为为张大亨招来
了杀身之祸，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早已盯上了
他，一场腥风血雨的除奸行动已经悄悄地拉开了
序幕。

锄奸行动一波三折

随着张啸林叛国举动的愈演愈烈，国民党的
不安与日俱增，除掉张啸林，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蒋介石亲自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
裁。戴笠向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上海区发出了针对
张啸林的锄奸令，此事由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大
队分队长陈默负责具体策划和执行。

陈默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曾在国民党中央
军校高级班受过训，抗战之前曾任上海警备司令
部稽查处经济组组长。

1940年1月13日，行动组获悉张啸林的亲家俞
叶封邀请他第二天去更新舞台包厢看京剧名角
新艳秋的演出，于是，陈默决定利用张啸林在包
厢看戏之际对他下手。

行动那日晚上，军统的若干便衣特工早早地
来到更新舞台楼上第一排就座，旁边就是俞叶
封。特工们紧紧握着藏在怀里的手枪，伺机而动。

此时的张啸林对戏院里的情况毫不知情，集
结了一干保镖正准备出门，他决不会想到，在戏
院里等着他的不仅仅有一台好戏，还有几把蓄势
待发的手枪。

正当演出进入高潮，观众如痴如醉之时，突
然，一阵枪声响起，刹那间，楼上包厢内已有人倒
在了血泊之中。

可惜的是，张啸林那天临时有事，没能去剧
院看戏，只有俞叶封做了他的替死鬼。

一次暗杀不成，已然打草惊蛇。俞叶封被乱
抢扫死在更新舞台的包厢里，这件事着实使张啸

林心惊肉跳，吓得他一时不敢出门。然而，张啸林
赌性难改，即使是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仍然每天
晚上要带上十余名保镖到大新公司五楼的赌场去
赌博逍遥。

行动组清楚地获知了这一情况，并且具体掌
握了张啸林的行车路线。赌场完事后，路上必然要
经过善钟路(今常熟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交叉
的十字路口，陈默决定就在这十字路口下手。为了
保险起见，他们事先对红绿灯做了手脚，只要张啸
林的车队一到，特务们就可以拉开红灯。

一切按计划进行着，行动当日，军统在十字路
口设下了埋伏。张啸林的车队出现在路口了，特工
忙拉开红灯，司机见了红灯，被迫减速。埋伏在一
旁的军统特工没等汽车完全停稳就一拥而上，对
着汽车乱扫一气。张啸林的司机多年来跟他出生
入死，经验很丰富，一见这种情况，立即猛踩油门，
汽车冲了过去。车身虽然中了很多枪弹，但是张啸
林却又逃过了一劫。

暗杀行动现转机

两次险些遭人暗算之后，张啸林开始足不出
户，以静制动，导致军统特工对他束手无策，找不
到任何下手的机会。陈默只好另找办法，动用内
线。其实，第一次暗杀张啸林未成之后，陈默就已
经在张啸林的周围找到了一个做内线的人选，并
且以铲除汉奸的民族大义将他成功策反，此人便
是林怀部。

接连遭人暗算，张啸林不得不加强守卫，希望
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十分超群的保镖，于是，
他的贴身司机王文虎向他推荐了林怀部。林怀部，
山东人，其父曾在北洋军队当过团长，后因父死家
贫，便到上海投考法租界的巡捕房，因为枪法精
准，成了巡捕房的一名华捕，并拜张啸林的司机王
文虎为“过房爷”。

此时的杜月笙虽然人在香港，但仍密切关注
着上海的动向，与戴笠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便利港沪两地的联络和通讯，杜月笙让
一名与日本特务机关有关系的代理人，在上海设
立了秘密电台。电台不仅使杜月笙能够时刻保持
同上海的密切联系，同时也使军统指挥上海铁血
锄奸的地下行动，如手使指，极其灵活。

张啸林与日本人打得火热之时，戴笠也曾经
提示杜月笙要放弃兄弟情谊大义灭亲。但当时杜
月笙没有明确表态。

当然，杜月笙也不是没有劝过张啸林，在去香
港之前，他曾多次劝张啸林离开上海，无奈张啸林
不仅不听劝告，反而将他大骂一通，并且执迷不悟

地继续同日本人狼狈为奸，出卖国家和民族的
利益。

身在家中被刺杀

此时的张啸林，处境已经十分危急，军统在
他府中安插了内线，随时都会取他性命。杜月笙
远在香港，眼看着自己的拜把子兄弟命悬一线，
但民族大义当前自己又不能有所作为。此时的
张啸林，自以为有了保镖和日本宪兵的保护就
可以安枕无忧，完全不知道自己末日已近。

1940年8月14日，一辆汽车驶进了张宅大
院，从车上走下来的是张啸林的得意门生吴金
桂，时任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金桂一进门，就
被管家迎上了楼。

张啸林和吴金桂相谈甚欢，突然从楼下传
来一阵嘈杂的喧闹声，吵到了张啸林的好兴致。
他两步跨到阳台一看究竟，原来是林怀部在和
司机吵架。

张啸林将半个身子探出阳台，冲着林怀部
大骂，林怀部也毫不示弱，拔出了枪。林怀部一
枪射中了张啸林，子弹从咽喉贯穿到后脑，张啸
林还来不及惨叫一声，就已经鲜血淋淋地挂倒
在了阳台上。

见此情形，一旁的吴金桂连忙打电话给日本
宪兵队，刚拨通号码，还来不及通话，就被赶到楼
上的林怀部一枪击中后脑，吴金桂只得和他师傅
张啸林一起踏上了黄泉路。林怀部又对着张啸林
的尸体补了几枪，确信张啸林已死后才飞步出
门，刚到门口，就被冲上楼来的几名保镖拦腰抱
住，林怀部面无惧色地把枪往地上一丢，振臂高
喊：“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

林怀部到案后声称他刺杀张啸林完全是出
于一时激愤，与军统没有任何关系。军统特务头
目陈恭澍在他写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书中
更是列出种种理由，否认林怀部与军统特务有
关系。他说当时军统“上海区”所属的八个行动
大队中，无论是真名还是化名，从来没有林怀部
这个人。

由于林怀部在被捕后不承认和军统的关
系，法租界巡捕房一时无法“定罪”，也没将林怀
部引渡给日伪。最后定为泄愤报复的普通刑事
案，租界法院判了林怀部有期徒刑15年。1945年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将他无罪释放。

然而，在陈恭澍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
书中却披露了这样一些事实，张啸林被杀后，陈
恭澍曾经接到“第二大队”的书面报告：由该队
所布置的内线，已经发挥作用，完成了任务。由
此可以说明，林怀部正是由军统特务安插在张
啸林身边的内线，林怀部的杀张锄奸行动也是
由军统精心布置的。

张啸林一生都有一个做官的梦，但是一辈
子也没当过官，最终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做官梦
让他丧了命。因为一直没能和日本人达成协议，
虽然他做了汉奸，但却没能当上
一天汉奸官。

张啸林之死

张啸林，浙江慈溪人，出身贫寒，父亲是个做
木桶的工匠。青年时代的张啸林在杭州机房学织
纺绸，后考入杭州武备学堂，又拜到杭州府衙门的
一个领班门下，从此在拱宸桥一带以敲诈赌博、衅
事打架为生。1912年，他结识大流氓季云卿，随其
赴上海拜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成为
青帮“通”字辈门生。此后张啸林便广收门徒，扩充
势力，逐渐成为了青帮头目之一，众多盗匪、歹徒、
地痞、流氓均投其门下。1919年，张啸林与黄金荣、
杜月笙相互结为把兄弟，排行老二，三人被并称为

“上海三大亨”。

“上海三大亨”(左起：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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