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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枪会出现在中国北方农村, 是以 �保家自卫 为目的的原始自发组织, 20年代在直隶曾盛极一时。它的

出现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直隶封建势力浓厚, 自然灾害频发,军阀混战等因素促进了红枪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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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20年代,在直隶掀起了一场以迷信组织 ! ! ! 红

枪会为主体的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及兵匪抢掠的群众性

武装自卫斗争。直隶是红枪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对当时的

社会政治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红枪会名称的由来, 乃是因

为他们所用的武器多为长矛, 长矛上系着红缨, 一旦有事,会

众手持红缨长枪齐聚, 放眼望去, 一片红色, 故名。 �红枪会

是义和团的嫡子, 乡团的嫡系。 [ 1]关于红枪会的研究成果已

有不少, 如戴玄之的∀红枪会#, 申仲铭的 ∀民国会门武装 #,

邵雍的∀中国会道门 #, 孔祥涛、刘平的 ∀我看中国秘密社

会#,周建超的∀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 李树喜的∀中国

近代帮会#等等。但关于直隶红枪会的兴盛原因, 研究者尚

很少涉及。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探究。

一 历史根源

直隶红枪会的产生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 直隶封建势力

根深蒂固。中国封建社会, 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

地位的是儒、道、佛三家思想, 以及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的传统

民风民俗和宗教的多神崇拜。这种风俗习惯代代相承, 辈辈

相袭, 诸如崇拜祖先、敬奉杂神、求雨祈天等。红枪会的神秘

特点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神秘化 ,使用禁忌、咒语、符和练功等

宗教活动中。[ 2]老百姓一直对它们感到敬畏和神乎其神, 尤

其是在混乱时期, 民不聊生, 百姓依靠它们想要摆脱困苦的

境地。在广大人民中间, 什么神在民间有威信,就崇奉什么

神, 甚至把小说中有点名气的武士,也加以敬奉。[ 3]但是, 红

枪会所敬奉的神是道、释两教和关帝。[ 4]24- 25因为它们在农

民中, 得到广泛的信奉而有威信。而且关帝具有代表武神的

价值而成为老百姓喜爱的神将。他既有传播红枪会的效果,

又因武术高明而有战斗力, 百姓把他当作神灵来敬奉, 是理

所当然的。

从地域文化来说 ,直隶具备红枪会兴起的条件。自古燕

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民风强悍。河北威县地处直、鲁、豫、苏

四省交界, 穷乡僻壤,经济落后, 困苦的生活使这里 �民风强

悍 ,民俗质朴。 �民强好勇 重 �义气 ,富于反抗精神的传

统, 使红枪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直隶地区靠近京畿, 地

理位置举足轻重。所以, 这里长期是各种秘密组织活动的重

要舞台。清王朝建立之后, 由于实行民族歧视政策, 遭到了

河北人民各种形式的抵制,而威县就成了河北南部州县反清

秘密结社的中心,白莲教、八卦教等屡禁不止。

历史上, 直隶东南州县尤其是威县素有练拳习武的好传

统, 少林会、武虎会、长枪会、大刀会、梅花拳等武术团体长期

在这里活动。在威县、南宫、清河、曲周等县农民中, 梅花拳

就一直盛行, 甚至一家几代人都练梅花拳。秘密组织和各种

拳会彼此渗透 ,相互融合。到了 20世纪 20年代, 随着社会

矛盾的日趋激化,以 �民团 形式出现的红枪会, 与各地方乡

土势力密切结合,既避免统治者的注意 ,也更易普遍发展他

们活动。会众由击匪、抗官到参加内战,明显超出了过去 �保

卫身家 的范围。[ 4] 19红枪会的首领称为 �老师 , 老师设坛收

徒, 练功习武,并对徒子徒孙具有绝对权威。红枪会的戒律

有十条:不准传法语; 不准偷法倒流; 不准背师忘友; 不准偷

盗; 不准奸淫;不准欺骗等等。[ 5]这些戒条有利于帮会内部的

团结, 对其发展、壮大有一定裨益。

辛亥革命后直隶虽然也受到一些民主潮流的影响, 但经

济破产的广大农村交通闭塞, 文化落后, 秘密宗教流传。因

此, 面对军阀混战、兵匪抢掠和灾害横行, 使人们认识到只有

利用民间秘密结社这一传统形式才能把分散的力量聚合起

来, 并通过 �刀枪不入 的信念来鼓舞民众的斗志。红枪会应

运而生。

二 自然灾害
直隶是近代灾荒频发区之一, 20年代的直隶灾荒较前更

为严重, 无年不灾。在诸多自然灾害中 ,以水、旱、蝗三灾为

主, 其中,又以水灾危害最大。

如 1920年中国北方的干旱,遍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

和陕西, 波及湖北、江苏、辽宁和吉林。在河北威县 �去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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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收获有限, 今夏麦收低洼之地不偿籽种, 高岗之处概未耕

种%%南宫自去夏至今秋, 13余月未落透雨%%万口嗷嗷,

奄奄待毙。 [6]

1924年 7月, 今河北北部 (当时属直隶省及察哈尔特别

区 )海河流域各水系及其它河水泛滥, 形成特大洪灾。据统

计, 此次水灾, 有 60余县灾情严重, 受灾面积达 5000平方

里, 灾民 150多万人, 损失 1. 25亿元以上。灾情之惨, �为近

百年所未有。 [7]

1929年河北灾情几遍全省, 水、旱、蝗灾多灾并发。 6

月, 河北旱象已成,蝗蝻迭起, 发生蝗虫者至 90余县, 持续时

间长达 4个月之久 ( 6~ 9月 )。旱蝗之后, 继以大水, 南部各

县以旱蝗为重, 东北各县以水灾为重。 7~ 8月, 河北数次暴

雨, 山洪爆发,各河均告泛滥, 如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南

北运河、潴龙河、子牙河、滦河、减河、唐河、箭杆河及黄河

等。[ 8]

∃ ∃ 表 1∃ 20世纪 20年代河北历年受灾县数统计 ∃ ∃ (次 )

年份 旱灾 水灾 蝗灾 总灾

1920 103 4 103

1921 1 10 1 12

1922 40余 3 44

1923 5 2 46

1924 2 74 74

1925 25 1 26

1926 1 27 30

1927 7 1 8

1928 45 21 26 92

1929 30 83 90余 117

资料来源: 李文海等: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 #,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年版;夏明方: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 #,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371- 383页附录。

说明:总灾包括水、旱、蝗、风、雹、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的受灾县

数,一县一年遭受几种自然灾害的按一县次计算。由于仅列出水、

旱、蝗三种灾害,其他灾害计入总灾,故表中有总灾大于三灾之和的

情况。

从表 1我们可以看出 20年代河北自然灾害的特点: 一

是无年不灾, 多灾并发; 二是以水、旱、蝗三灾为主, 但水灾危

害最大; 三是灾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波及范围越来越广。

大面积的灾荒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 如农村经济的凋敝, 农

民生活没有着落, 出现了许多灾民, 加之军阀混战的大背景,

人民更是流离失所, 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救济措施 ,但是无

论是实行的力度, 还是实行的速度方面都是不到位的。这就

为红枪会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土壤。

政府对灾荒实行了一些防治,如 1920年 9月 29日,内务

部拟订∀办赈惩奖暂行条例 #。其中规定: �经办人员, 如侵

蚀赈款, 情弊讯实,即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情节最轻者亦须处

一等有期徒刑, 不再减轻。 [ 9] 10月 11日, 赈灾条例公布 �加

侵赈款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一条。 [ 10]但这些措施收效甚

微, 主要是由于北洋政府及各地军阀忙于争权夺利和巩固自

身政权,无心救助灾民, 对待灾荒只是应付、敷衍了事, 以不

引起社会大乱为目的。至于底层百姓的死活, 并不是他们的

利益所在。

三 ∃ 军阀混战
红枪会是军阀政治下的产物,是一般中小农民不堪贪官

污吏之搜刮、苛捐杂税之剥削、军阀战争之破坏、土匪溃兵之

骚扰而产生的原始自卫组织。

20世纪 20年代的中国,大小军阀割据并混战不已, 直隶

因位居要冲, 则遭受了更为深重的灾难。 20年代发生的较大

规模的战争有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直奉军阀与冯玉祥

国民军的战争等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极为严重的,

仅 1924年在东北和东南的战争损失之国力, 就约 5亿元;而

1924年 9月至 1925年底则在 6亿元以上。[ 11]

各派军阀为了筹措庞大军费, 增捐增税, 使得社会矛盾

更加尖锐化。张宗昌盘踞山东时, 对农民除地亩征税外, 又

有军事特捐, 按亩纳银存 1两, 附加大洋 1元 2角; 军鞋捐,

每两附加大洋 3角; 军械捐, 每两附加大洋 1元; 建筑军营

捐, 每两附加大洋 1元 8角。普遍的尚有人捐、狗捐 (每头大

洋 5角, 否则枪杀 ), 牛捐 (出口牛每头 4元 5角, 后加至 10

元 5角 )。[ 4] 2

民国连年战乱,政务废弛,造成的另一严重后果就是溃

兵游勇变为土匪, 兵匪互化, 兵即匪, 匪是兵, 乃是当时较明

显的社会现象。[ 12]这些土匪到处焚劫村庄, 抢掠农民钱财,

农民苦不堪言。统治者对此视若无睹, 广大农民和其他社会

阶层都无法照旧生活下去, 为了保卫自己生活和生产的权

利, 他们纷纷组织红枪会,合力抗敌。�直隶毗连河南之各县

境内, 各村镇居民等,以捍卫家乡名义, 设坛结会者其势蔓延

日广%%直隶南部, 各县乡村间所设之广 ,表面名称为联庄

会, 而乡人乃皆称为大刀会。 [ 13]红枪会兴起之后, 抗捐抗

税, 反抗军阀 �之猖獗%%故当局已令大名镇守使谢玉田加

派军警。 [ 14]在滕县,迫使当局不得不派遣大批军队分三路

进攻滕县才将其克复,途中还遇到红枪会三四万人的激烈抵

抗。[ 15]在广平, 红枪会包围县城, 驱走知事,没收警察所之枪

械。 �天津大北新闻社昨据广平县快信云, 该县近来发现红

枪会, 其势甚众%%竟率匪徒将县城包围%%该县县知事以

匪人猖獗%%遂私逃无踪%%特电请直省当局褚玉璞, 速予

派军队前往剿办。 [ 16]事情的起因是奉军大名镇守使谢玉

田, 诱杀了大名及其附近十余村庄的红枪会首领刘希贤。[17]

其会员弟子为其报仇,攻陷了广平县。

由此可见 ,军阀混战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 迫使农民为

生计揭杆而起。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种求生之道, 这种

枪会是以 �刀枪不入 法术为主体特征的。红枪会的出现是

政府与民众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政府的清剿、镇压, 更进一步

激化了二者的矛盾。

官方对红枪会的查禁、镇压, 在 ∀益世报#中也有体现。

如 �曹省长以接近直境之山东邱县等处, 近多设立大刀会

%%严行查禁。 [ 18] �豫鲁毗连各县分, 受邻省影响, 民间亦

颇有组红枪会之事 ,当局认真加以查缉, �致有疏处, 定惟各

该县知事是问。 [ 19] �直鲁豫各县, 有红枪会啸聚并设坛煽惑

愚民%%一经查觉, 即行分兵痛剿。 [ 20]直隶保安总司令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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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璞 �加意严防匪人 (红枪会 )散布流言,破坏后方秩序。 [21]

�直隶省长署,近因大名道属各县红枪会非常猖獗%%故经

该署特调令大名道保定道各县县知事%%妥加防范。 [ 22]

四 ∃ 革命思想的影响
1924年国共建立反帝反封的革命统一战线后, 提出了

�打倒封建军阀 的口号。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这一形

式, 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南方的农民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 于 1925年后,迅猛地开展起来, 冲击着封建势力顽固的

直隶地区。受军阀、土匪豪绅蹂躏下的直隶农民也受到这种

革命形势的影响, 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或进一步壮大了原有的

红枪会势力。

1926年,驻磁县西南乡 20余村的奉军十七军骑兵第六

旅, 催草要粮,吊打群众。中共遂发动天门会联合万余人武

装反对奉军。在磁县, 出刊 �磁县农民 小报, 并印发了 �冀

南农民自卫团的宣传单 ,同时号召各门会 (天门会、红枪会、

黄沙会 )联合起来,反对奉军。[ 4] 142- 143

从 1926年冬到 1927年初, 红枪会的势力遍及了威县、

广平、大名、元成、成安、肥乡、永年、南乐等县。中共地方党

组织决定派赵纪彬同志到红枪会内部去进行工作。红枪会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 提出了新的口号, 反对苛捐杂税, 打倒军

阀, 开展武装斗争, 攻占城市, 响应北伐军, 进行民主革命。

在新口号的鼓舞下, 红枪会攻下了大名城。[ 4] 144

随着中共对红枪会工作的开展和加强以及北伐军的进

军, 大部分红枪会都逐步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 积极参加农

民运动和国民革命。但是, 这一时期直隶红枪会的活动就其

总体看仍然属于自卫性质。它的目的主要是抵抗土匪的抢

劫、溃兵的骚扰、军阀部队的拉夫拉差以及苛捐杂税, 以保护

自己的生命财产, 维护地方秩序的安定。

由上所述, 20世纪 20年代直隶红枪会的兴盛, 主要原因

是农民不堪忍受军阀战乱的破坏、兵匪抢掠的骚扰及军阀政

府苛捐杂税的剥削; 而封建势力的浓厚、自然灾害的频发、革

命思想的影响, 则促成了它的迅速发展。尽管它还存在着一

定的局限性, 但在抵制兵匪的抢劫, 反抗北洋军阀政府的压

迫剥削, 维护农民利益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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