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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茶业经济成为近代祁门的支柱产业，茶工在茶叶生产制作中发挥重要作
用。按照茶叶制作工序，可将茶工分为有摘茶工和制茶工两类。茶工群体的文化
素质普遍较低，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但其内部也因性别与工种的不同而存
在一定的差异。茶工群体身份较为复杂，对近代祁门地方秩序造成了一定的负面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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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 叶 从 枝 头 到 市 场，需 要 经 过 采 摘 和

制 作 两 个 阶 段。祁 门 的 茶 农 在 两 个 阶 段 雇

工 采 制，而 根 据 茶 叶 采 制 工 序 的 不 同，茶

工 的 类 别 各 异，也 存 在 性 别 上 的 差 异。采

摘 有 采 茶 女，茶 叶 制 作 中 有 拣 工、炒 工、
筛 工、茶 师 等。这 些 茶 工 都 是 茶 叶 产 制 中

不 可 缺 少 的 人 员，其 对 茶 叶 的 质 量 有 着 重

要 的 影 响。茶 工 是 一 个 文 化 素 质 不 高 的 群

体，工 资 待 遇 很 低，生 活 极 为 贫 困。同

时，由 于 性 别 和 工 种 的 不 同，待 遇 又 有 所

区 别。一 般 来 说，女 茶 工 的 待 遇 较 男 茶 工

为 低。茶 业 是 季 节 性 的 行 业，只 有 在 茶 季

时，他 们 才 来 到 祁 门 各 地 工 作，一 旦 茶 季

过 后，他 们 当 中 大 部 分 就 会 返 乡，等 到 来

年 再 来 产 茶 地 工 作。加 上，还 有 一 部 分 茶

工 由 路 途 遥 远 等 原 因，就 在 祁 门 定 居 下

来，他 们 与 当 地 土 著 既 有 矛 盾 冲 突，又 存

在 利 益 一 致 的 方 面。也 有 一 些 茶 工 平 时 不

务 正 业，与 当 地 地 痞 无 赖 混 在 一 起，成 为

扰 乱 社 会 秩 序 的 不 良 因 素，造 成 了 社 会 秩

序 的 混 乱。本 文 通 过 对 茶 工 这 一 群 体 的 研

究，我 们 能 够 更 为 清 晰 的 了 解 茶 叶 产 制 的

各 个 工 序 及 其 社 会 生 活 状 况，又 可 进 一 步

透 视 茶 工 与 近 代 祁 门 社 会 各 方 面 的 关 系。

　　一、茶工的生活

（一）摘茶工的生活

当每年谷雨初过，杜鹃花开遍满山野的

时候，在祁 门 是 茶 市 到 了！ 这 一 个 不 满１０
万人口的县份里，顿时增上２０余万的工人，
他们多有来 自 千 里 外，男 的、女 的、老 的、
幼的操着数县的口腔，像蚂蚁也似的向着祁

门县境界内移动。这多是一些采茶和制茶的

工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祁门茶业改良场培养

出来的 茶 叶 技 术 人 才 程 世 瑞 在 《祁 门 的 红

茶》的调查报告中，对祁门红茶的采摘有细

微的描述。
每天的 早 晨，东 方 这 只 是 刚 泛 出 鱼 肚

色来 的 时 候，采 茶 雀 从 远 山 里 呼 唤：摘

茶！摘茶！［１］四野还给浓的雾气遮隐着，大

路 上 便 有 了 人 们 的 行 动。在 依 稀 的 暗 色

里，我 们 可 以 辨 出 是 一 队 队 的 成 群 妇 女

们，她们用青 花 的 布 巾 儿 包 裹 着 那 脑 后 垂

着大 髻 的 黑 发，腰 下 横 系 着 一 只 大 布 袋，
背上挂着 一 只 大 竹 篮，篮 里 放 着 一 张 丁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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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的 木 凳 子，脚 上 穿 着 包 裹 着 筍 籜 的 草

鞋。一面走，一 面 笑 着 谈，不 时 从 怀 中 拿

出米裸①来，大 口 地 咬 着 吃，纷 纷 的 向 着

高峻的山岭上攀着走上去。
一些采茶的妇女各自拣着浓密的 茶 丛，

把她们带 来 的 那 长 丁 字 凳 儿 插 入 土 中，再

把竹篮放 在 身 旁，开 始 坐 下，像 机 械 般 的

把那两只手 不 住 的 把 那 茶 树 上 的 嫩 绿 枝 儿

一把把的 才 下 抛 入 篮 中。这 株 完 了，再 换

一株，等 到 她 们 的 篮 中 都 高 高 的 满 了 时，
太阳已渐 渐 的 移 到 天 中 心 来 了！ 只 见 她 们

有时疲乏 了，高 伸 起 那 两 只 富 有 康 健 美 丽

的手，向天 空 伸 了 一 个 呵 欠，口 痢 随 唱 出

悠扬的歌 声，同 时 附 件 的 伴 侣 们 也 都 附 声

的唱和 起 来。 “三 月 采 茶 茶 发 芽，姊 姊 采

茶上山岩；头 上 梳 着 盘 龙 髻，脚 底 穿 着 绣

花鞋。正 月 梅 花 迎 雪 开，二 月 杏 花 送 春

来，三月桃花红夹白。”
到中午的时候，一个中年的男子，肩上

横着一 根 扁 担，一 头 挂 着 一 杆 秤 与 两 竹 筒

茶，一头用布袋盛着午饭，一步步的走上山

来，在落平出处的树荫底放下。哪些采茶的

妇女看见了，都一窝蜂地跑到跟前来，抢着

把布 袋 打 开，把 菜 碗 那 出 来，放 在 跑 平 地

上，然后都纷纷的争着盛饭吃，那个中年的

男子独自把各人的茶叶拿来用秤称了，倾入

袋中，在怀中取出铅笔与折子来，在每人名

下记上 采 茶 的 重 量。然 后 看 着 她 们 把 饭 吃

完，扣上袋口，挑着下山去了！这时她们在

从新拾起空篮子，依旧采摘起来，渐渐看着

那一轮太阳坠下的山，化作满天的红霞，远

远村庄里人家屋顶已瓢荡出炊烟来了！山上

的茶丛已由新绿而变成黑色。她们菜携着满

满的竹篮懋懋的离开高山，完结一天辛苦的

工作。［１］

祁门红 茶 区 的 这 些 采 摘 工 人 以 妇 女 居

多，除一部分茶农自己充分任外，大半雇自

他县，如江西之乐平、铅山、鄱阳，浙之遂

安、淳安，以 及 该 省 之 安 庆 六 邑 诸 县。［２］茶

农雇工采茶，供给膳宿，而工资则甚微。每

采生叶５０斤，得工资１元，其秤鲜叶之秤，
昔日为为３２两秤，平均每天 每 工 摘 叶 七 八

斤，仅获工 资 一 角 五 六 分。［３］由 此 可 见，采

茶工的工资很低的。
（二）制茶工的生活　
采摘下 来 的 茶 叶 只 有 经 过 初 制 和 精 制

后，才能运送到市场上出售。而无论是初制

还是精制，都必须雇工制茶。初制由茶农完

成，精制有茶号雇 工 制 作，初 制 程 序 较 少，
因而 茶 工 人 数 不 多；而 精 制 工 序 复 杂，因

此，茶工类别及人数都很多。制茶茶工男女

皆有，同在茶号劳作，男女混杂，对当时的

社会 风 气 有 很 大 影 响。另 外，制 茶 工 因 性

别、工种和劳动强度的不同，在工资待遇上

相差较大。一般来说，女茶工的工资较男茶

工为低，制茶技工的工资较高。
祁红毛茶初制茶工的记载较为缺乏，张

灏 《祁门东乡四大名家之绿茶》的调查中对

祁门绿茶初制茶工的记载 较 为 详 细。因 此，
我们以祁 门 绿 茶 区 的 毛 茶 初 制 为 例 进 行 分

析。绿茶制茶制工男女皆有，普通有女工２
人杀青，男工２人揉捻，另１男工复烚，杀

青多用深锅，每人每锅约置生草１斤余，以

适度之火温，用手翻炒，约二三分钟，青叶

即已凋萎柔软，即速取出置竹箕内递与揉捻

之男工。每斤毛茶约需制工３角５分 （以每

人每日工资４角５分，伙食、茶水等，每人

每日３角，外加灯油、柴炭等杂支，约计如

上数）。［４］

毛茶初制后，由茶号完成精制，精制茶

工分拣工、筛工、焙工、技术工人等，男女

皆有。１９３９年 贸 易 委 员 会 对 皖 南 茶 工 调 查

报告中，对茶工的类别和性别进行了抽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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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米裸，是以米脚粉 制 成，中 包 蔬 菜，以 作 采 茶

工人之早饭或午饭，图其简便。



查，其具体情况如下：

茶工类别及性别统计表

单位：人数

　　　　工别

性别　　　　
焙工 炒工 拣工 筛工 其他 统计 备考

男 ５　 １４　 ０　 １７　 ５　 ４１ 内有祁门场８份

女 ３　 ５　 １９　 ３　 ０　 ３０ 不在内，因未详工别

　　资料来源：《茶声》第１１、１２期合刊，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５日，第１２８页。

　　大体说来，男女工人数相差不大，但具

体分工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拣工项完全

是女 工，焙 工 与 炒 工 是 体 力 重 活，以 男 工

为主。
下面我们根据民国时期的调查材料，对

各种茶工的生活实态进行具体分析。红茶在

烘燥后，开始输送到拣楼上去。那拣楼上放

着七八块拣板，每一拣板坐 着 拣 茶 的 女 工。
她们８０％自 从 休 宁 来 的，普 通 年 龄 都 只 有

二十来岁的光景，虽然也有老的或幼的在其

中。本地人普通都把拣茶的喊做 “休宁佬”，
当她们在拣茶叶的时候，真是怪有趣的。你

看她们高高的捲起两只袖子，两手不停的把

那茶内的粗大茶梗或黄叶儿拣起来向着怀中

抛。那声音我们没有再好的 譬 喻 来 形 容 它，
好像数百 只 雄 鸡 在 那 里 抢 着 啄 食 一 般 的 模

样。她们 一 面 拣，一 面 谈 笑，疲 乏 了 的 时

候，也会从口 中 唱 出 几 声 山 调 儿。［１］祁 门 茶

业改良 场 场 长 吴 觉 农 在 《中 国 茶 业 复 兴 计

划》一书 中 根 据 祁 门 安 茶 和 红 茶 的 生 产 状

况，对两种拣工的人数进行了估算。具体结

果如下［２］：

工人类别 人数 工人类别 人数 合计人数

红茶技工 ３００ 安茶技工 １５

红茶拣工 ３００ 安茶拣工 ３０
６４５

这个数 字 系 作 者 亲 在 祁 门 调 查 推 算 所

得，红茶百担平均须年工４人，安茶百安茶

百担须年工２人。

茶拣净后，再度送进烘厂里，等到烘燥

送出来时，便交给筛茶工人了。这些工人都

是来自江西湖口县或婺源县，完全没有本地

人，他们都是师父带徒弟，差不多全是采取

包工式的。当 他 们 接 到 二 烘①茶 叶 的 时 候，

很从容的把那些粗大的茶叶放在筛床里，不

慌不忙的慢慢筛 者，经 过 一 套 筛，二 套 筛，

三套筛，筛眼一套比一套缩小，茶叶也跟着

一次一次的磨细。到最后时，茶叶只好有珍

珠那么的状况了，而且磨得极端的匀净。再

把它放入风箱中，徐徐扇去灰和末子。复又

送入烘厂里加一次火，便开始打干堆了！筛

工以江西宁州工人先为抖筛，较之江西铅山

县及安徽婺源县人为佳。每当茶季前有总包

头向 各 茶 号 接 洽，所 有 工 人，由 其 经 手 代

雇。每名每季工资火食约二十四元，工人分

上手、中 手、下 手 三 等，工 资 亦 随 等 级 不

同。每季 工 作 时 间，自 开 工 起 至 收 工 之 日

止，约四五十日。总包头因全体工人由其代

雇，有进 退 之 权。对 资 方，则 工 人 不 分 等

级，概以二十四元给。其中颇有利润，如下

手，每季不过十 元，中 饱 尤 多，资 方 过 闻。

甚有一包头而总包头揽数家者，彼不过巡回

照料，其每年收入，原属不赀。普通于订立

合同 之 前，常 载 明 上 手 须 若 干 人，以 资 限

制，伙食自开工至 收 庄 时，无 论 开 工 与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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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由资方供给。每逢开节日，官堆日，装箱

日，出箱 日 等，须 饷 以 酒 肉；平 日 一 菜 一

汤，聊足果腹而已。至每一茶号，究需工人

若干，视其箱额多寡为转移。［５］

筛分之后就是烘焙了，在制茶工中烘工

和焙 工 劳 动 强 度 最 大，而 工 资 又 最 低，因

此，徽州各县土著人很少从事这种工作，多

是雇佣外地之人，其中，以安庆六属贫苦之

民为多。［６］

茶号中之制茶工人多系包工制，均由工

头代雇，工人分上手、中手、下手三等，但

工资则不分上下，每 季 均 以２４元 而 论，连

伙食每季工作时期约四五十日，其中工头颇

有利润，如下手每季不过１０元，中饱尤多，
资方不能过问。［７］各种 茶 工 的 工 资 在 存 在 一

定差异。《茶声》中一份调查资料为我们提

供了各种制茶工的工资情形，兹录如下：

茶工工资统计表 （以日为单位）

　　　　工资

工别　　　　

０．１５
以下

０．１６－
０．２０

０．２１－
０．２５

０．２６－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３５

０．３６－
０．４０

０．４１－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５０

０．５１－
０．５５

０．５６－
０．６０

０．６０
以上

焙工 １　 １　 ２　 ４

炒工 ２　 ３　 ５　 ９

拣工 ２　 ３　 ２　 ８　 １　 １　 ２

筛工 １　 ２　 １　 １　 ９　 ６

杂工 ２　 ３

合计
总数 ２　 ７　 ４　 ８　 ５　 ３　 ４　 ２０　 １８

百分比 ３　 １０　 １１　 ６　 ５　 ６　 ２８　 ２５

　　资料来源：《茶声》，第１３、１４期合刊，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５日，第１４３页。

　
　　从表中看出，茶工工资 相 差 度 的 情 形，

工人待遇之低，茶工生活之苦，均可自此表

中反映 出 来。工 资 在 一 角５分 以 下 者 有４
人，占３％。１角６分至２角者为１０人，占

１０％；２角１分 至２角５分 者 有４人，占

６％；２角６分 至３角 者 有８人，占１１％；

工资 在３角 以 下 者，总 计２１人，占 总 数

３％，每日 工 资 在３角６分 至４角 者５人，

占６％；工资在４角６分至５角者３人，占

５％；５角１分 至５角５分 者４人，占６％；

５角６分 至６角 者２０人，占２８％；１元 以

上者８人，占２５％。

除了工资低微之外，茶工中工作时间之

长，达到一惊人的状态。请看下表。

时数 ８小时 ９小时 １０小时１１小时１２小时 合计

工厂数 ９　 ７　 １２　 ４　 １１　 ４３

百分比 ２１　 １６　 ２８　 １０　 ２５　 １００

　　资料来源： 《茶 声》，第１３、１４期 合 刊，１９３９年１２
月５日，第１４３页。

由上表可知，８小时者工厂９，占２１％；

９小 时 者 工 厂７，占１％６；１０小 时 者 工 厂

１２，占２８％；１１小 时 者 工 厂４，占１０％；

１２小时者，而 最 多 者 为 工 作１２小 时 以 上，

占２５％。

另外，因为制茶是季节性的，也是短时

期的，普通五六月 开 工，八 九 月 即 将 停 工，

故制茶工人多属兼业或临时工。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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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职业 人数 百分比 备注

农业 ３４　 ４３．０

小贩 ９　 １２．０

散工 ３６　 ４５．０

合计 ７９　 １００．０

　散 工 之 工 作 无 一

定，为流离状态之劳

动 者，随 时 做 临 时

工作

　　资料来源： 《茶 声》，第１３、１４期 合 刊，１９３９年１２
月５日，第１４３页。

劳动力的过剩的一方面，农业劳动无土

地可以 使 用，因 而 大 量 投 于 短 期 的 工 厂 工

作。第二，小 贩 占 总 数１２％，这 说 明 了 小

贩业的破落现象，经营小贩业的所入，尚不

如茶工之所入，因而舍弃小贩业而投入茶工

工厂，小 贩 减 少 有 可 以 说 明 农 村 经 济 的 困

苦。第三，最重要的一点占总人数的４５％，

几乎占总人数的一半是散工。这些散工，平

时即社 会 之 失 业 青 群，在 茶 季 投 到 茶 叶 工

厂，到了茶厂停工，这些共工银劳动者马上

又是失 业，又 会 走 上 颗 粒 不 得 入 口 的 饥 饿

上。这是 一 幅 凄 惨 的 茶 工 画 像。小 贩 的 情

形，在农村中与散工的情形相近，在农村经

济困苦的目前，这些小贩临时有加入散工失

业群的可能，若把小贩的数目再加散工，则

问题 更 严 重 了。茶 季 一 过，将 有５５％，即

半数以上的茶工失去了生活的源泉。

做茶的本身，茶工是不需要有多少知识

的，除了焙工之需要一点经验外，其余的工

作，完全 是 体 力 劳 动，不 识 字 也 完 全 能 工

作。因为茶工的知识水准低下，因而所受的

剥削也就越厉害，距觉醒的程度更远些。就

是说茶工可以算作一群最落后的无 产 阶 级，

所受痛苦也最深，故而每日１２小 时 以 上 的

工 作，１角５分 以 下 的 工 资 仍 然 能 够 忍

受。［８］１９３９年９月，祁门茶业改良场技工训

练班新近从皖茶区招来的一个技工撰写了一

个茶工的工作日记，这为我们了解茶工的日

常生活提供了最鲜活的记载。兹引如下：

９月１０日　晴

昨夜烘茶至１２点 才 睡，今 晨７点 方 才

起身。早饭后同张为桢、张贵和往实习工厂

继续做昨日未完成的室内萎凋试验。周自进

害脚休假，潘则汉又病了，其余在第四区茶

园除草。我将茶揉捻后，放在工厂发酵，又

同他二人上山去采生草了，采了１斤多，再

从萎凋做起。下午，他们至谢氏宗祠前田中

挑回场内所买之稻草，我们在实习工厂筛茶

梗，并在烘房烘茶。晚饭后，马路上散一会

步。九时回寝室，１０点就寝。

９月１１日　晴

５点 起 身，天 气 晴 朗，秋 风 吹 到 身 上，
倒也觉得凉爽。同工友们至上桥河沿，挑由

平里分场 运 来 之 夏 茶 二 批，正 副 面 共 计７８
件，至城内方家祠堂存放。挑完回场，早餐

饭后，将昨日所做的试验茶，交给胡先生开

汤审查。胡先生嘱：将绿茶灰拌入红茶灰及

红茶叶现加水，使其发酵，以做试验。潘辉

汉因事往凫去了。周自进害脚未愈，其余工

友在第 四 区 茶 园 除 草。１０点 钟 的 光 景，均

前往谢氏宗祠挑草。午饭后，休息至一点半

钟，他们又至尚坞坎草，我同张为桢、陈第

五三人，在实习工厂学习箱茶。在这训练期

中，若不专心学习，将来恐调至其他茶场工

作。至实习工作写笔记，头疼，睡觉时已钟

鸣十点了。［９］

从这篇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此茶工每

天的劳动时间较长，劳动强度也较大，然而

就在这样艰苦的境遇下，他还是坚持在忙里

偷闲地埋头苦读，实属不易。

　　二、茶工带来的相关社会问题

采茶工皆 为 妇 女，她 们 参 与 茶 叶 生 产，
能够得到一定的报酬，这样就能补给家庭收

入。 “采 茶 歌 里 日 出 长，倦 系 茶 叶 笑 语 郎。
采得新茶归去后，阿农要做新衣裳。新衣未

必着农身，十指铁潢泡已匀。为解人间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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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苦，年年 反 苦 采 茶 人。”［１０］祁 门 由 本 地 劳

动力缺乏，不仅拣茶女工，茶号中的茶工也

多为外地人。［１１］这些外来茶工在工作中，男

女杂处，男女茶工之间甚至出现了一些风流

韵事。这扰乱了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引起了

封建卫道士们的强烈反对。光绪十四年，有

大臣针对各省雇工女工给光绪帝上呈的奏折

中称：
“各省茶庄，多 招 妇 女 入 庄 拣 茶，案 情

百出，请饬严禁等 语。各 省 茶 厂 多 借 女 工，
若如所 奏，旅 居 露 宿，奸 徒 引 诱，每 酿 事

端，于风 俗 人 心，大 有 关 系。著 （湖 广 总

督）裕禄、 （闽 浙 总 督）卞 宝 第、 （安 徽 巡

抚）陈彝、（江西巡抚）德馨、（湖南巡抚）
奎斌、（湖北巡抚）王文韶严饬所属，于各

茶厂认真稽查弹压，倘有前项情弊，即著从

严惩办。……寻陈彝复奏，妇女拣茶，系贫

家生计所关，势难概行禁绝，虽无情弊，仍

须认真稽查弹压，以挽浇漓而正风俗。”［１２］

虽然 地 方 官 员 认 为 有 伤 风 化，下 令 禁

止，但现实中却于是屡禁不止。拣茶女的使

用一直很普遍。这是因为，拣茶女的工资较

男子为低，雇佣拣茶女能够 节 省 费 用 开 支，
对茶号来说是不错的选择。

茶业是季节性行业，茶工只在茶季时离

乡做工，多利用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一体特

定的群体。祁门茶工以安庆属县和江西人为

主。外来茶工承担者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安

庆六县茶工为例，“男女工友受雇，正值炎

威渐 逼 之 时。投 身 火 灶 之 痛 苦，虽 人 间 地

狱，为足其仿佛。大灶间内，铁炉烘布，每

人规定管领一对锅，熊熊烈焰，锅必灼至透

明，然后倾入茶 草，双 手 齐 下，迅 速 搅 拌，
若稍 停 滞，即 有 焦 枯 赔 累 之 虞，而 技 术 掮

精，更有皮肉灼伤之险，焦头烂额，无异炮

烙之刑，难于劳苦之状。”［６］

茶工虽然承担繁重的劳动，工资又极为

低下，但是农村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不

到转移，贫困农民不得不以此为业，来维持

生活。１９３９年，抗 战 的 战 乱 情 况 下，安 庆

六县男女工 友４０００余 人，仍 然 冒 险，突 破

敌人长江警戒线，违背重理旧业，途中迂徐

绕道，已高于平时５倍的旅费，前往徽州各

地谋生。［６］

在茶 季 结 束 后，茶 工 就 面 临 失 业 的 现

实，“常有旅费无着，无法回家，因而流落

他乡 者，以 是 弱 者 流 为 乞 丐，强 者 铤 而 走

险，地方不靖，与有关也。”［３］在祁门安家的

茶工中的一些不良分子就和当地地痞无赖合

流，严重影响当地的社会治安。祁门茶叶以

西南两乡为主，这两地的茶 工 多 为 江 西 人，
“西南乡江右游民勾结为患”。［１３］在匪盗盛行

的时候，一些茶工甚至与那些匪盗一起参与

劫掠活动。茶工也是一个数 量 庞 大 的 群 体，
数万人以此为生，“若一旦改用机器，则工

必减少四分之三，小民生机陡然绝，何以为

生。”［１４］因此，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祁门茶业改良

场推广机器制茶有相当大的阻力就来自这一

群体。

　　三、结语

茶叶从 枝 头 到 市 场 需 要 雇 佣 大 量 劳 动

力，这吸引了外地妇女和茶工的加入。根据

茶叶生产制作程序，可将茶工分为摘茶工和

制茶工。茶工是一个文化素 质 不 高 的 群 体，
劳动 强 度 大，工 资 待 遇 很 低，生 活 极 为 贫

困。同时由于性别和工种的不同，待遇又有

所区别，一般来说，女茶工的待遇较男茶工

为低。由于茶叶具有季节性，加上茶工群体

的身份较为复杂，使得他们在充实茶叶劳动

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茶号

中男女杂处，一些妇女的招蜂引蝶，使得男

女之间出现了一些风流韵事。茶工群体的文

化素质普遍低下，劳动强度大，工资反而很

低。在茶业不景气的年代，一部分外地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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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生活来源，沦为匪盗，严重扰乱了祁

门境内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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