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的枪会

郭晓平

　　民间枪会组织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独特产物。抗日

战争爆发后, 以鲁西、豫北、冀南为中心,遍及晋冀鲁豫苏皖 6省结

合部的广大地区, 枪会组织迅猛扩张,一度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势

力和军事势力。本文拟从抗日战争时期枪会的兴亡、枪会的性质和

作用,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与枪会的关系等方面, 作粗浅论述。

一

　　19世纪初叶至 20世纪 20年代中期, 华北地区广大农村盛行

民间枪会组织,其名称有红枪会、大刀会、天门会、黄沙会等数十种

之多,其中以红枪会最为普遍。枪会成员主要是下层农民,而首领

则多为地主乡绅、在乡老军人,或其他有一定地位的人。民间枪会

组建的初衷, 是为了防匪(包括兵匪)保家, 并未过多染上政治色

彩。但随着枪会势力的日益强大,它引起了朝野各种政治势力的重

视。蒋介石政权建立后, 视广泛分布的枪会组织为集权统治的障

碍,因而以“分子复杂, 良莠不齐”的名由, 强令改编或解散。 从

此,枪会作为一种民间武装自卫组织,沉寂了几近十年。

　　1935 年华北事变后,北方抗日救亡形成高潮, 一些地方的枪

会组织开始复萌; 1936 年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对内政策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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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一些规模较大的枪会公开出现。全面抗战爆发后, 冀鲁豫边

区的红枪会、大刀会, 都在抵抗日寇扰害的口号下普遍成立起

来。 这时的枪会与 20年代相似,它的“社会基础,领导成份, 乃是

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以及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和羽翼, 而其下层

基础则是被统治的农民”。 同时,此时的枪会又有了一些新的特

色:其一,名称大量增加, 达百余种之多,有的名称表示了新的含

义,如抵御日军的联庄会等; 其二, 内部结构军事化, 一些枪会由

学、团、门编为总队(大队)、中队、分队, 传师、师傅变成了总队长,

甚至司令;其三, 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提高, 许多枪会配备了新式枪

炮,仅豫北就达 20万支(门)之多; 其四,政治倾向加强, 如一些枪

会运气练功时的咒词,由“济公来也”换成了“打死东洋鬼子”、“打

死汉奸”。 

　　枪会复兴与抗日战争密切相关。一、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

华北的政权和官员仓促撤离,军队各自为战, 县乡政权纷纷解体,

致使广大地区陷于无政府状态。民间组织所受的约束减轻了许多,

这就使枪会的复兴有了可能。二、抗战初期,“日军侵犯华北, 国民

党军队南逃, 各地土匪趁火打劫”、“被抢掠、劫路、绑架的祸害屡屡

发生,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恐不安”。!这又使枪会有了存在的必

要。三、抗日战争增强了中国的民族凝聚力,人民群众有抗日热情;

共产党发出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抗战的号召;国民党提出“地

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口号,这

都是枪会得以复兴的有利条件。抗日战争初期, 冀鲁豫边区枪会遍

布各县,乃至各个村落。较大的村集,甚至并存两支以上枪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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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较大的枪会纵横数县,甚至跨越省界,会众多达数万人。从其规

模、影响、集结程度等方面来讲, 较大的枪会(包括具有武装性质的

道门)有: 豫北的天门会、大公团(大仙会)、黄枪会、红枪会、黄香

会、白枪会、全枪会、圣道会、快刀会、青道会、圣贤道、天道、孙真

会、黑旗会、南海会; 鲁西的忠孝团、黄沙会、红枪会、快道会(快刀

会)、中央道、无极道、红沙会、一贯道、先天道、后天道、后天会、万

仙会、圣连会、慈善会(快会) ;冀南的六离会、黄沙会、白吉会(白极

会)、红枪会、大刀会、孙真会、一贯道。此外,各地均有一些具有枪

会性质的联庄会组织等等。

二

　　枪会是在抗日战争的社会条件下复兴的,但是, 由于各种复杂

的原因,各枪会的性质却不尽相同。七七事变后,随着日军大举南

犯,各地枪会几乎都摆出了抗日保家的姿态,一些枪会直接参加了

抗击日军的行动。但抗战相持阶段以后,华北出现了日伪和国、共

两党分别控制不同区域的局面, 枪会也随之发生了分化。从政治属

性上讲,抗战时期冀豫边区的枪会,可基本分为以下 4种类型。

　　(一)具有抗日进步倾向的枪会

　　这类枪会的基本群众比较单一, 首领有一定的民族爱国意识,

抗日防匪保家是其主要宗旨。在国民党政权瓦解、军队南撤时,枪

会组织会众防止散兵土匪掠劫; 在日军到来之际,会众不顾生死自

发杀敌。如山东泰西地区 的大部分红枪会,在抗战初期曾与中共

泰西特委及其领导的自卫团联合抗击日军。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根据地内的枪会,逐步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或

自动解体,个人加入抗日武装,或集体改编,组成民兵自卫队。如在

豫北的大公团一部, 在中共争取改造之后,参加了抗日救国会;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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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联庄会和长垣红枪会分别改编为抗日自卫团和自卫队。游击区

和边缘地区的枪会,则较多地承担防匪保家的使命, 虽亦从事抗日

活动,但与日伪一般并不发生直接的冲突。日伪控制区的枪会,则

由于环境所迫,大多披上灰色外衣,以自己的力量所及, 设法减少

日伪势力的影响,暗中配合抗日力量从事爱国活动。以活动于浚

县、滑县、汤阴一带的天门会为例, 其会首杨贯一自幼接受民族传

统教育, 24岁发起天门会, 30年代曾任自卫团团长、联保主任。他

具有一般农村知识分子的特点——有较强的正义感和自尊心,容

易接受新事物,并且在群众中较有号召力。1938年 3月日军攻陷

浚县县城后, 屠杀未逃出城的男女老幼 4500 余人,制造了惨绝人

寰的浚县惨案。日军走后,土匪又趁火打劫,抢掠百姓,逃难群众不

断涌入杨贯一所在村庄。日军暴行和土匪的行径激起杨贯一的极

大义愤,于是他重举天门会大旗,组织会众驱逐各路土匪, 抵制日

伪军抢粮和骚扰。但日军在豫北站稳之后,天门会迫于形势和环

境,不再主动与日军公开发生冲突, 其武装还曾一度接受伪军编

制。虽然如此,这支枪会及其武装的本质都始终没有放弃抗日倾

向。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争取下,枪会“在不断的战斗中,提高了抗日

情绪,增加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暴露与洗刷了企图操纵利用的个别

坏蛋分子,逐渐走上了抗日的路途”。

　　(二)具有两面性或宣扬封建迷信的枪会

　　此类枪会多由在地方有较强势力的人物或封建迷信传播者控

制。

　　前者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国地主阶级在抗战时期的两面

性。这些会首具有狭隘的地方或小集团利益保护主义思想,不愿过

多参与政治活动, 一切均以自身利益为行为准则。抗战初期, 在日

军进犯侵害其利益时, 他们可能参与抵抗行动; 当家乡沦陷日伪横

行时,他们可能对日伪采取有条件的合作态度; 当国共抗日武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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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与其联系时, 他们较多予以回避或间接帮助,较少也有接受秘

密委任的情况。他们对抗日的态度随着环境的变化和自身利益的

需要不断调整。在日本《中国驻屯军第二联队史》中, 对山东临邑一

带的枪会作了这样的记述:“红枪会系统的
·
匪
·
军约八千人, 事变后

一度
·
改
·
编
·
为
·
国
·
府
·
军,但由于中共方面在其内部进行工作而赤化,

·
变

·
成
·
鲁
·
北
·
地
·
区
·
游
·
击
·
队。后因我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对之进行工作,于

1941年春投降日本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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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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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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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
·
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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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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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备部队为了集结兵力开始撤退时, 该部队
·
再
·
次
·
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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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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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943

年 3月由日军对该部队内部进行了整顿。该部队直到战争结束为

止,
·
一
·
直
·
与
·
日
·
军
·
保
·
持
·
联
·
系,并维持该地区附近的治安。” 这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例子。实际上, 无论它以什么面目出现, 是被动或者还

是主动地接受某种旗号,只有“维持该地区附近的治安”才是它的

宗旨。这类枪会的结局一般不外两种:一是分化解体,其首领和普

通成员分别走上不同道路; 二是接受某一势力的控制,或为日伪所

利用, 或充当国民党的御用工具,也有少数接受共产党领导,成为

完全的抗日力量。

　　后者则完全是一种腐朽没落、麻痹人民的反动封建势力。这类

会门一般规模不大, 武装力量不强,政治色彩不明显,多以宗教形

式进行活动。也正因如此, 华北大部沦陷之后, 日伪统治者也未对

其采取强硬的手段。在冀鲁豫边区的所属县份, 这类会门主要有九

公道、八卦、南太离、北太离、东方、西方、道傍会、理门等。其活动方

式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但基本上都是以“修仙盼道”、“斩妖除魔”

或“医治百病”为幌子, 以烧香叩头,念咒求神招徕“善男信女”,扩

大组织。这类会门对普通会员具有较强的束缚力,可以利用农民的

落后意识和陈腐观念,运用花言巧语、欺骗玩弄的手法, 对成员实

行精神和人身的控制, 甚至要求“杀身成仁”。此类会门实际是“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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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乡愚, 招摇撞骗,诈财自肥”, 因而“往往为敌人利诱及顽固分子

拉拢,好多成为死心踏地的汉奸,及顽固分子的爪牙”。

　　(三)被顽固分子掌握或利用的枪会

　　这类枪会在豪绅或地痞流氓控制之下,纯粹以自己的利益出

发,与顽固分子相勾结, 消极抗日, 不断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发生冲突。如 1940年起于豫鲁边境的快刀会, 便是由国民党冀察

战区第二纵队司令邵鸿基派遣特务, 指使反动地主, 在昆吾县徐镇

(时属山东)强令各村成立的。在石友三的支持下,快刀会“像一阵

风一样”遍及濮县、范县、滑县、清丰、南乐诸县。 这类枪会还有分

布于滑县、清丰、浚县、汤阴、安阳、淇县的联庄会、红枪会、黄香会、

白枪会;分布于东明、曹县、考城、民权、菏泽、定陶的红枪会;分布

于金乡、单县(部分)的无极道; 分布于聊城、阳谷、东阿的忠孝团;

以及河北南部的六离会、黄沙会、白吉会、大刀会等等。这些枪会多

有破坏抗日的劣迹。如以阳谷地主刘清泉、刘清岚兄弟为首的忠孝

团骨干,在范筑先聊城抗战时,被顽固分子利用,制造骚乱,打击抗

日力量,致使范筑先的抗日活动过早失败。又如黄沙会、六离会曾

袭击进军冀南敌后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共产党地方武装及政权,

企图阻碍抗日根据地的建立;鲁西东明、曹县红枪会和豫北林县、

汤阴孙真会被顽固势力操纵进行反共活动,最后,发动暴乱,公开

投日,成为汉奸。由于国共控制区紧密相连,且同属抗日区域, 因而

这类枪会的活动往往给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和武装造成极大的麻

烦。

　　(四)公开投敌或被汉奸秘密操纵的枪会

　　日军侵入时, 大多数枪会打出了抗日旗号。但由于会众和会首

自身的素质, 以及环境影响的不同,一些枪会在敌伪势力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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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拢和欺骗下蜕化变质,使“枪会所在的地区,便又变作了不妨害

敌人的良民区了”。 如豫北地区的黄枪会, 主要活动于滑县、林

县、延津、长垣一带。1940年前后,这支黄枪会的势力一度强大,

“有武装能统治着广大民众,替敌执行政令”,活动十分猖獗。在日

军的直接指挥下, 黄枪会公开“打着太阳旗或五色旗”,武装驱逐八

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 再如鲁西长清、肥城、平阴三县交界处的

红枪会总队长张鹤泉, 投靠日军, 任伪政权区长兼“剿共”总队长,

强迫上万红枪会员配合日军“扫荡”。这种枪会被群众视为败类,名

声极坏,故为数不多。

　　被汉奸秘密操纵的枪会在日伪占领区或控制区较为普遍。如

活动于滑县等地的大公团一部,虽未公开打出投日旗帜,但在“保

家乡”的幌子下,公开反对国民党基层政权和共产党民主政府,“特

别反对八路和中央军”,残杀抗日人民与抗日家属,捣毁群众团体,

并且侮辱救国会是“国侮会”,妇女会是“铺地会”。其首领积极筹措

枪械子弹,声称“专打刘汉生(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第三大队政治委

员)”。 再如活动于内黄的圣道会,活动于南乐的先天道, 活动于

清丰的万寿道、来生道,这些枪会均与伪组织或日本特务机关有联

系,在其操纵或指导下欺骗群众,为日伪服务。圣道会老师在会门

群众中宣传: “南不倒蒋,北不抗日”, 污蔑抗日组织和抗日政策说:

“救国会祸国殃民”;“合理负担不合理”。先天道散布:“将来天下是

牛八的(指姓朱的) , 但八路军共产党的天下, 时间仅是二年,以后

即是我们的天下。”万寿道声称:“救民不救国, 抗粮不纳, 谁来打

谁。”来生道则提出要“大打大杀,把中国弄得稀烂”。!又如分布于

濮阳、滑县、长垣的圣贤道、后天道,多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散布封

建迷信,鼓吹“反对民国保宣统”,麻痹群众的抗日意志。圣贤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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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吸收阅历较浅的青年妇女参加,深夜聚会,以“在了道, 日本来了

看不见”欺骗之。后天道外号吃干会,磕头明誓,大吃大喝,自我麻

醉,宣传说:“日本来了不用怕, 能用神挡住它。”秘密散布于大名、

南乐、清丰、安阳、内黄一带的太阳会、一贯道、一心堂佛教会、三仙

佛堂等,亦都直接或间接与日伪建立联系,以挑拨离间、麻痹民众

的方式破坏抗战, 与日伪汉奸的公开活动频频呼应。

三

　　由于冀鲁豫边区的枪会十分活跃,因而引起各种政治力量的

注意,并分别对枪会施加影响、建立联系,以便其为己所用。以下分

别就国、共两党及日伪等势力与枪会的关系,做些介绍与分析。

　　(一)共产党与枪会

　　共产党始终以农民为抗日的主要依靠力量,因此,早在抗战之

前,共产党就把争取以农民为主要成员的枪会作为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1936年 7月 16 日, 中共中央作出了

《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要求“逐渐消除哥老会中保守的、迷信

的、封建的、反动的思想与成份”,“推动与吸引他们参加到抗日救

国的统一战线中来”。 这个指示说明了共产党对包括枪会在内的

各种民间社会势力的政策原则。抗战全面展开后,枪会势力骤然庞

大,更引起中共的关注。1939年 7月,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

左权等在给鲁西北军区的指示信中提出: 会门的特点在于它与群

众的联系,因此“我们对它的基本方针是艰苦的争取”。“如果会门

领袖是好的, 就可以争取到我军来;如果是坏蛋或是汉奸, 民众就

离开了他”。 依据上述指示,冀鲁豫边区的各级中共组织在部署

·104·

 《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陆定一给肖华、杨勇并鲁西北军区军政委员会的指示

信》, 1939年 7月 24日,《聊城地区党史资料》1985年第 11辑。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版,第 53页。

王从吾:《如何进行会门工作》,《党的生活》第 8期。



抗战的指示和文电中, 均对枪会工作提出了专门要求。1937年 12

月,中共冀豫晋省委在给直南特委的指示信中, 针对枪会与抗日游

击队之间出现冲突之事提出:要向枪会提出“联合抗日、保卫家乡、

共同打游击”的口号, 对“会中领袖, 基本上仍是争取的态度”。

1938年 5月,中共北方局书记彭真进一步指出:“红枪会、天门会、

大刀会等秘密会社, 在冀南豫北是极普遍复杂的一些农村旧式组

织。它不仅包括着最大多数农民, 而且拥有极大数量的新式武器

(估计会门枪支在 20万以上)。这是一支极雄大的群众抗日武装力

量。但如果不善于去团结他们, 就会使抗日力量受到不必要的损

失。”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 中共北方局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

部门在其重要的指示、报告和会议纪要中,几乎都提到枪会工作,

甚至将其单独作为一项工作任务。

　　随着对枪会特性的认识日益深化,共产党在枪会问题上采取

的政策和措施也逐渐完善。1940年 1月, 中共冀南区党委民运部

长(后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王从吾在对枪会作了深入系统的调查

研究之后,在中共党内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如何进行会门工

作》一文,透彻地分析了直南、豫北和鲁西地区主要会门的特点、组

织概况和性质分类,重点论述了怎样进行会门工作。他提出:第一,

“我们的方针是瓦解它,争取广大群众到抗战中来”,要“根据会门

的不同性质、不同形式、不同活动方式与方法,采取争取、分化、孤

立、打击”等不同的方法,既要“积极地进行争取”,又要“在争取中

不能忘掉必要的适当的打击”。第二,“瓦解了会门组织后,必须及

时的以自卫队、救国会等进步的抗日团体来代替”。“真正彻底解决

会门的基本问题,是加强群众的抗日自卫,改善民生,提高群众的

教育问题”。第三,“保证会门工作的顺利进行, 是依靠党军民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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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的配合”,“建立了专做会门工作的委员会, 经常有专人负责,

由上而下的研究督促, 检查这一工作的进行”。对于一度存在的“重

打击轻视争取, 部分的忽视会门工作, 党军民配合不甚密切等”弱

点,“经过严格的检查与研究,彻底去纠正”。

　　总的原则确定之后,共产党在冀鲁豫边区的各级组织根据枪

会的会员成份、会首政治态度, 以及在地方上的声誉和影响等等,

判定各个枪会的不同性质, 确定了相应的争取或瓦解的对策。

　　其一,对政治和社会基础较好的积极争取。如冀南宁晋、束鹿、

赵县、晋县、藁城五县联庄会首领赵辉楼是有爱国思想的旧军人,

在抗击日伪侵扰时主动出击杀敌。冀南共产党组织经过对赵本人

及各县会首和会众的大量工作,于 1938年初, 将五县联庄会改编

为民众抗日自卫军,以后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又如浚滑

汤天门会总队成立之初,冀鲁豫军区敌工部即派遣地工人员参加,

对杨贯一提出真诚合理的建议, 被任命为总队参谋长。冀鲁豫军区

党委和地方党委还分别建立了卫西工作委员会, 具体领导对天门

会的争取团结工作。在争取会首杨贯一的同时, 中共在天门会总队

的第四、五、十八等中队先后建立起秘密的中共基层组织, 发展了

一批共产党员。仅在第十八中队,共产党员就在半数以上。天门会

常备武装中的中队、小队干部,大都被调整或发展为共产党员。这

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使天门会成为共产党掌握的一支灰色外衣掩

护下的抗日武装。

　　其二,对内部成份不纯的枪会抓住时机分化瓦解。如分布于豫

北地区的大公团存在较久, 有较强的战斗力量。其中,仅滑县以孙

祥甫为首的大公团三十六团即有数千支步枪。倚仗武器精良、人多

势众,孙祥甫不断煽动会众向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和政权制造摩擦。

但大公团涉域广而队伍庞杂,许多头领和普通会员不愿充当孙祥

甫的打手。冀鲁豫军区依据这一情况,采取坚决手段,逮捕孙祥甫,

消灭了他的骨干队伍。随着三十六团的瓦解,整个大公团受到震

动。滑县北部的大公团三十二团有 34个分团,其中 27个经过争

·106·



取,改编为抗日救国会; 其余 7个则因不接受改造并制造摩擦,被

强制解散。又如曹(县)、考(城)、民(权)、定(陶)、菏(泽)、东(明)红

枪会会长安天国以抗日民主政权为敌,投靠日伪,欺压群众。鲁西

南各级党组织在对其进行争取无效后,施实打击,并镇压其罪大恶

极的骨干,促使了受骗群众的醒悟。由此 6县各村红枪会也纷纷靠

拢共产党领导的救国会、工作团,转变了立场。在此影响下,内黄的

圣道会等枪会,经过外部争取和内部会众的要求,也逐步改善了与

抗日政权的关系。

　　其三,对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破坏抗日,制造摩擦,甚至投日伪

的坚持予以打击。1938年 5月,冀南南宫县的六离会在八路军与

日军作战之际发动暴乱,杀害八路军支队政委以下 20 余人,至使

八路军撤出威县战斗。为此,三八五旅主力果断出击,平息叛乱,解

散六离会,镇压煽动叛乱的汉奸大地主李耀亭。 11月,枣强县白

吉会围攻抗日县政府, 被八路军冀南军区部队击溃, 余部经过教育

争取, 立场有所转变。微山湖西地区的无极道(俗称杆子会、红枪

会)会首田生水因保留辫子,外号田小辫,是当地一封建地主, 其骨

干如单县会首刘景中、金乡会首杨继常等,亦多为顽固保守的地

主。他们利用根据地工作中的失误, 蒙骗数万群众, 公开与共产党

为敌,甚至提出“反对七路八路, 七八一十五,带打县政府”的口号,

残害抗日干部和群众。1941年 8月,驻湖西地区的八路军教导四

旅旅长邓克明、政委张国华指挥部队和民兵武装彻底打垮单县、金

乡等湖西诸县无极道, 镇压了主要的反对会首。 昆山县(今山东

省梁山县)徐楼村红枪会控制在汉奸势力手中。1941年 12月,会

首王明煌勾结郓城伪县长刘本功攻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在

规劝无效的情况下, 冀鲁豫军区发起反击,平息暴乱,镇压了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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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首王明煌, 教育后释放了所有被俘会员。 1941年前后,鲁西、豫

北八路军部队相继镇压了一批勾结日伪、破坏抗日的反动枪会,巩

固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经过严密细致的部署和艰苦的斗争实践,共产党的枪会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1年 4月, 鲁西军区

政委苏振华总结工作,归纳了枪会工作应注意的几条经验: 1. 武

装打击要服从政治争取; 2. 加强政治宣传的深度; 3. 破除其迷信

色彩; 4. 打入会门进行内线工作; 5. 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6. 以部

队良好的纪律影响群众; 7. 进行上层争取; 8. 扩大枪会与日伪的

矛盾。 上述经验, 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得到完善。

　　但是后来,随着根据地政权的稳固和抗日民主运动的展开,枪

会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根据地政府明令禁止枪会活动, 进而

取缔一切会门,枪会也由此失去了生存的环境。

　　(二)国民党与枪会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冀鲁豫边区仍具有一定的势力。在豫北,

国民党的军事势力有正规军第四十军庞炳勋部、新五军孙殿英部。

专员公署和各县政府虽大都迁至县乡或西部山区,但国民党控制

的保安团。民团武装及打着各色旗号的游击队依然存在。其政治

势力,“豫北党务办事处——是豫北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以

枪会势力比较集中的浚县为例, 国民党县党部依旧存在, 且有国民

党中统华北调查统计局驻交卸村,全县上层地主多为国民党党员。

其他各县也有类似情况。在冀南,国民党军事势力主要有 1938年

相继进入的河北民军张荫梧部、第十军团石友三部(辖第六十九军

和高树勋的新八军)、以孙良诚为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的地方游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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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和保安团。另外民团武装势力也十分强大, 有邵鸿基的冀南

12县的保安团,以及游击司令赵云祥、胡和道等部。为与共产党争

夺冀南控制权, 国民党在制造摩擦过程中,又不断向冀南调进兵

力。在政治方面,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极力在冀南扶持国民党政

权,甚至在共产党开创的抗日根据地另行任命专员、县长, 形成双

政权局面。在鲁西,日军大举进犯之后,留在当地的国民党军队主

要分为两类, 一是地方保安部队,如第六区、第四区的保安营; 二是

国民党正规军南撤时溃散的部队,被地方官员收编, 另设番号。韩

复榘被处决之后,沈鸿烈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极力扩充武装,争

夺和强化在鲁西北、鲁西南的控制权。

　　徐州、武汉相继失守后,冀鲁豫地区成为国民党在华北的一个

重要基地。由于农村原有的统治秩序已遭到破坏,国民党既要向共

产党争夺地盘,又要防止日军的侵袭,因而较早地把枪会作为争取

的力量,其基本政策是诱惑、控制和利用。在争取枪会的策略和手

段上,国民党比较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变内战时期的不承认态度,以政治和经济利益拉拢枪

会首领。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地方政权或驻军以抗日为由, 事实

上承认枪会的合法存在,并在枪械物资上给予扶助, 甚至授予会首

以不同名目的职衔,使枪会在合法的名义下进行活动。如鲁西黄沙

会的会首邱作成, 被山东省第六专区任命为民团团总。豫北天门会

重新树旗后, 国民党在豫北的第十三行政区专员丁树本立即委任

杨贯一为其咨政兼交通站长,每月应酬办公费 24元;浚县县长也

任命杨贯一为浚县人民自卫团团长; 庞炳勋则数次派人送委任状,

加委杨贯一为师长,欲把天门会常备武装纳入第四十军的编制。

　　第二, 进入枪会内部任职, 直接操纵枪会。1938年后, 国民党

为恢复冀鲁豫地区的工作, 由黄河南派遣大批人员到黄河北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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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大量收罗地主, 掌握会门”。 其方式,主要是委任会首以地

方军事或行政长官,提供资金或武器装备, 以使之就范。在较多的

地方,这个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如内黄县圣道会( 1937年冬成

立)被丁树本整编为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创始人魏芝龙、牛紫星

分别被任命为支队司令、中校咨议和内黄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浚

县国民党县党部甚至依仗正统的旗号和势力,公开派国民党员加

入天门会, 1人任副会长, 2人任中队长,另有 1名党部委员直接担

任总队副参谋长。他们利用这些身份操纵天门会,制造对共产党的

摩擦,并以天门会名义为国民党军政党务人员筹措粮款开支。

　　第三,挑拨枪会与中共抗日武装及政权的关系, 增强枪会对国

民党的依赖性。抗战初期,各地枪会投入抗日保家的自发性斗争行

列。但在抗日大局与其自身利益发生矛盾时,许多会首考虑的是后

者,从而为国民党的控制利用造成了机会。1938年, 当山东省第六

专区督察专员范筑先逐渐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坚持抵抗日军

的侵犯之后, 山东省民政厅长李树椿即奉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所谓

“打倒范筑先,建设新六区”的电示,挑拨枪会与聊城抗日政府的关

系,煽动叛乱。 8月,黄沙会在茌平、长清交界的旦镇, 10月, 忠孝

团在阳谷、东阿交界的七级镇, 11月, 黄沙会在齐河、东平、长清、

平阳、东阿、茌平边境,以及 11月忠孝团在阳谷的安乐镇, 连续发

动暴乱,反对范筑先联共抗日, 极大地扰乱了鲁西北的抗日局面。

其中忠孝团的暴乱,是由沈鸿烈以抗粮捐煽动起来的,他的参谋长

直接参与了暴乱的部署。!1938年 9月,冀南的国民党游杂武装胡

和道部策动枣强六离会、黄沙会,联合袭击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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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多峰:《聊城临清抗战回忆片断》,《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张维翰:《抗日初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简述》,《聊城地区党史资料》1983年第 2 期,

第 188页。

《内黄县志·会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年版,第 651页。

中共安阳县委:《安阳会门问题总结》, 1946年 3月 23日, 未刊原件,河南省档案

馆。



队。后经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提出严重抗议, 鹿钟麟被迫同意下

令解散会门组织。 由此,冀南非敌占区的枪会势力从数量和规模

上小于豫北、鲁西。但鹿钟麟随即又和沈鸿烈结成“冀鲁联防”,利

用组编成民团的枪会武装巩固国民党的统治,抵御日军侵扰, 也限

制共产党在冀南的发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国民党在其控

制地区周围, 散布污蔑和影射共产党、八路军的迷信言论,如说“共

产党八路军和唐朝秦琼、程咬金这伙人一样来混事, 将来真王天子

一出世,把这伙人收的收, 杀的杀” , “今年打走八路,明年打走日

本”。 这些言论在文化落后、战乱不止的华北农村有着一定的市

场,极大地影响了枪会群众与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关系。

　　在国民党占领区和国共边缘区, 在国民党的控制和操纵下,枪

会在抵抗日军方面虽然也曾做过一些活动,但是较多地成为国民

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工具, 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

　　(三)日伪与枪会

　　为了巩固占领区,日军对华北地区的枪会组织进行了系统的

调查, 认为“在中国农村的自卫机能方面, 自古就有村庄内部自然

产生的民团、乡团、公安团、保卫团、自卫团等名称的保卫组织”。

“此种民众出于自卫愿望的组织,有时会结合宗教信仰发展成为各

种的秘密结社组织”。“各地此种秘密结社对待日军、共军和中国政

府(指伪政权——引者)的态度是各种各样的。其中既有亲日的,也

有经过共产党说服而亲共的”。! 根据这样的分析, 日军对枪会软

硬兼施,胁迫拉拢,以求使之就范,成为“以华治华”的工具。

　　1940 年 2月,浚县日军召集各会门首领开会, 要求表明对日

军的态度。天门会首领杨贯一以喉疾为由拒绝,遂遭日军扣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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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治安战》(下) ,第 216—217页。

中共安阳县委:《会门活动材料》, 1942年,未刊原件,河南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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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 4月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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