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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洛阳

1
地方志记载
张治公镇压红枪会

3 张治公铁腕剿杀洛阳红枪会

20世纪初，洛阳红枪会十分活跃，有大量武装人员，有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波
澜壮阔，成分复杂，由“金钟罩”到“硬肚”，由“刀枪不入”到全线瓦解，荒诞而神秘。

【河洛春秋——红枪会始末（7）】

要研究现代史，离不开地方志。地方
志的优点是大事必录，缺点是作者繁杂，
写人记事口径不一。钦良的办法是把各
县所录之事参照综合，纠偏、分析之后，再
梳理出区域历史。譬如1927年前后，豫
西诸县都记述红枪会遭受过张治公的镇
压，这是考证红枪会没落的珍贵史料。

《偃师县志》记载：民国15年（1926
年）年年初，吴佩孚从湖北打回河南。在

“胡憨战争”中战败，逃到豫陕边区的镇嵩
军张治公部，配合吴军攻占了洛阳，偃师亦
为“陕潼护军使”张治公所控制。民国16
年（1927年）2月12日，国民党偃师县党部
成立。张治公横征暴敛，与民团（即红枪
会，后期被改编为民团）发生冲突。4月，
张借机将洛阳、偃师、孟津、宜阳、新安五县
保安大队队长王连三斩首，又在偃师石桥
一带大肆屠杀红枪会会员及无辜百姓。

《宜阳县志》记载：自吴佩孚令陕西
（应为驻军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张治公
为豫西护军使驻扎洛阳后，张部扩充到9
个旅。1927年4月，张治公下令取缔红枪
会组织，并设计杀害洛阳、偃师、孟津、宜
阳、新安五县民团（即红枪会）团总王连
三。红枪会为反抗张治公的暴行，发起

“打二师”战事。各县红枪会聚众近万人
围困洛阳，几乎破城。张治公对红枪会怀
恨在心，派兵四处烧杀围剿。自此，红枪
会日渐衰微。

《洛阳市大事记》载：洛阳红枪会反对
张治公的统治，包围了洛阳城，张治公急
调王建昭（王伯明）从临汝增援洛阳。王
建昭派王凌云团由龙门东山向洛阳外围
进攻，在龙门与红枪会稍有接触，红枪会
即退，王进至关帝冢战败邓元魁，并占据
邓的练庄寨。第二天，张治公部出城反
攻，内外夹击，在关帝冢一带战败红枪
会。由是，张治公在洛阳大肆烧杀，洛阳
百姓伤亡惨重，房屋焚毁殆尽，制造严重
灾祸。

在以上文字中，张治公、王连三的
“官称”叫法不一，邓文魁也写成了邓元
魁，这是地方志常见错误，且不去管它。
我们只要从中看出，洛阳红枪会的覆灭，
是军阀张治公镇压的结果，就行了。

那么，出生于洛阳县南衙村（今属伊
川县）的张治公，为什么要镇压洛阳红
枪会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张治公是镇嵩军重要将领，1926年河南民众驱赶“国
民二军”（陕西兵）时，红枪会曾与镇嵩军合作，共同打败了

“国民二军”。紧接着，吴佩孚下令让驻守在陕南白河县一
带的张治公以“陕潼护军使”的身份进驻洛阳。

当时，洛阳红枪会势力很大，控制着洛阳局势。东关红枪
会首领王维周，城北（主要是北窑）红枪会首领何凤鸣，文庙红
枪会首领王连三，关林练庄红枪会首领邓文魁等，彼此虽有
矛盾，但在维护洛阳安全大局上意见一致，都认为张治公毕
竟是洛阳人，由他驻军并统管洛阳，总比外地杂牌军阀好一
些。所以，1927年3月中旬，洛阳红枪会集合各县群众沿途
摆起贺桌（桌上摆茶、烟、点心），欢迎张治公部队进驻洛阳。

看到家乡人这么客气，张治公很满意，便放话：“要让红
枪会首领升官发财！要把红枪会改编成正规军！”他首先叫
来何凤鸣，说：“你的城北红枪会最勇敢，缴获‘国民二军’的
枪炮也最多，改编为第一旅，你任旅长！”何凤鸣高兴地离开
后，张治公又把洛阳周边县的红枪会都改编成保安团，所有
红枪会首领摇身一变成了团总。他还把王建昭统领的伊
（阳）、汝（州）、鲁（山）、宝（丰）、嵩（县）五县民团，改编为混
成旅，作为任他驱使的武装力量。

张治公利用红枪会人马，把他的队伍扩充到9个旅5万
多人，成为镇嵩军中实力最强的一个师。只可惜红枪会首
领只顾着高兴，看不出其中的猫儿腻，乐呵呵地配合张治公
开会、征粮、派款，为部队凑军饷，忙得不亦乐乎。有一阵
子，镇嵩军与红枪会相安无事，似很融洽，但很快就生变
了。一日，红枪会的牛车挡住了张治公的汽车，“老张”很生
气，后果很严重，他开杀戒了。

2 红枪会幻想与镇嵩军和平相处

红枪会的瓦解与覆灭红枪会的瓦解与覆灭
□首席记者 孙钦良

话说这一日，镇嵩军总指挥刘镇华来
洛阳，张治公到金谷园火车站迎接，两人一
同坐车回公馆，汽车走进道君寺胡同，迎面
过来一辆牛车，胡同狭窄，卫士们吆喝让牛
车退回去，赶车人却嚷嚷着让汽车往后
退。原来车把式是红枪会的人，腰上系着
红腰带。车上的张治公脸色铁青，觉得在
刘镇华面前丢了面子。次日，他在“陕潼护
军使公署”（址在原河洛道尹公署，今青年
宫附近）召开会议，说：“红枪会太嚣张了，
该收拾了！”

也是凑巧，没过几天就出事了。这天，
张治公部团长陈定一到火神庙（东都商厦
旧址）看戏，台下拥挤，陈定一踩了保安队
员（即红枪会会员）齐章水的脚，两人吵架，
后来开打。结果，红枪会的人多，陈被打了
一顿，他扬言回去调部队来报复，边走边
骂。正在这时，恰遇五县保安大队队长王
连三带着兵丁出来巡逻，见此情形，自然站
在红枪会一边，说了陈团长几句。陈见寡
不敌众，憋着一肚子气回去了。

这件事传开后，官兵皆感羞辱，决心报
复。从此，部队纠察队上街巡逻，总要找
红枪会的碴儿。一日，王连三乘坐三轮车
在街上闲逛，旁边还坐着他的女友。也是
该出事，车夫不小心，拐弯太猛了，把那女
的甩到泥坑里。（如图）王连三十分气恼，
朝车夫胳膊上打了一枪，纠察队过来控制
了王连三。

张治公抓住机会，在护军使署对王连
三略加审问，马上下令：“我要杀一儆百，立
即将王连三斩首示众！”他下令解散红学
（红枪会）组织，并宣布：“谁若借红枪会滋
事，格杀勿论！”

王连三被杀，红学组织被解散，惊醒了
红枪会众首领，大家迅速串联，决定攻打张
治公部队。东关、城北红枪会行动最快，迅
速集结一万多人。接着，南乡、西乡红枪会
也行动起来，集结五万人马，天天嚷着要攻
占洛阳城，活捉张治公。

仗真打起来了，红枪会便暴露出弱点
了，各自为战不说，武器也很落后。张治公
这边倒是下了狠心，迅速调动军队，尤其是
调来了王建昭（汝阳人）率领的五县民团。
该民团最善于镇压豫西土匪和农民暴动，
也最熟悉红枪会的弱点与打法，结果稀里
哗啦，红枪会便被击溃了，各村各点作鸟兽
散。张治公不依不饶，命令将其赶尽杀绝。

红枪会遭此一劫，从此一蹶不振。后
来，冯玉祥驻军洛阳，下令民间不准私藏枪
支，否则以军法从事。星散民间的红枪会
会员，都趁夜深人静时将枪支、刀矛扔到地
里，洛阳红枪会瓦解了——至于到了抗战
时期，豫西又出现红枪会，那是后话，此不
赘述。

《红枪会始末》系列终篇

洛阳红枪会从兴起、壮大到瓦解，历数十年。初
始纯粹是农民自卫武装，壮大后渐被军阀、豪绅利用，
成为驱使工具。20世纪20年代末，红枪会大部被瓦
解，其余部延至抗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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