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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11月太原沦陷后，工卫旅派牺盟会执行
委员顾永田和彭敏到文水、交城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组建文水县抗日政府。顾永田任文水县县长，彭敏
任县政府秘书、特殊党支部书记、县游击队队长。顾
永田发现王殿奎会武功、能骑马、勇敢机灵，便选派
他跟着彭敏当警卫员，保护首长安全。顾永田觉得
王殿奎的名字有封建味，所以彭敏给改名叫王强，并
告诉他“强大就不受欺负”。从此，王强就跟在彭敏
身边工作，当年他才 14岁。王强虽然个子小，但骑在
马上，胸前绑着牛皮子弹带，右边挎着驳壳枪，左边
是望远镜，后面背着一个公文包，战士们都向他投来
羡慕的目光。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公文包里装着文
水县抗日政府的大印，这个大印王强一直背在身上
两年多，解放后这个印章珍藏在刘胡兰纪念馆中。
张有义后来在文水县五区当区长，抗战胜利前在一
次与日军的战斗中牺牲。

1938 年春，日军占领临汾等地，战争形势更加
严峻，先后对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进行大规模

“扫荡”。彭敏带领游击队，去突袭平遥到祁县间的
铁路线，彭敏让战士们分头到附近村组织老乡，并
带上顶门杠，将铁轨连同枕木一起撬起来，翻到路
基下，这样破坏了两里多铁路线。载有日军扫荡部
队指挥官的火车开过来躲避不及，造成脱轨翻车。
那天下雨，部队撤下来时留下大片脚印，日军沿着
行迹追击。部队分散转移，日军的骑兵很快就跟上
来了，王强背着干粮和公文包，跑得差点累吐了
血。路过一片坟地，当地的坟包下方都有一人宽的
扁形口，里面是棺材。王强是当地人，指着一个坟
包说：“坟包里可以藏人。”王强个子小先进去，彭敏
个子大，弯下腰，不知怎么进。王强叫他趴下，腿先
钻进去，随后王强拽着他的脚，连人带枪拽进去终
于脱险了。

一次，团部驻扎在米家庄，晚上日军也进村了，
彭敏正好起来出门，他看见院子里站着一个端枪的
人，因为彭敏近视眼，没有看清便问：“你是几连
的？”端枪的日军士兵一愣，没反应过来。王强冲出
门，一眼看到那人手里的枪上挂着日本旗，抓住彭
敏衣服小声说：“快走，是鬼子”。俩人从容走出院
门，迅速翻墙离开。等那个日本士兵反应过来，追
出院门，人已不知去向。

一天，彭敏带着八九个人骑马沿沟疾驰，这条
路是低于地面两米多的沟，骑在马上也看不到地面
上的情况。王强骑在最前面，突然发现沟沿两侧露
出了鬼子的钢盔，他快速做出反应，把缰绳往回一
拉，大喊：“前面有鬼子”。大家急停调头往回撤。
撤出后发现沟口有大批鬼子，如果当时骑出沟口后
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次，青年决死队 4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雷
任民率部，正与阎锡山的部队作战，情况紧急，得到
信息，要彭敏出兵增援。彭敏计划打埋伏袭击，但
在路上发现，在夏社东坡底有阎锡山的部队。彭敏
是近视眼，王强就是彭敏的眼睛，每当这种情况，就
由王强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和地形地貌。发现约 100
多人在打麦场上，把枪架起来正在休息。彭敏当机
立断，部署围歼，来了一个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措手
不及，干净利落地把敌人全部消灭，大大打击了阎
锡山部的嚣张气焰。

1940年大年初一（2月 11日），工卫旅 22团在田
家沟布阵，伏击扫荡晋西北回太原的日军。顾永田
带领团部在山顶上，彭敏和王强在山腰的观察指挥
所，王强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和地形地貌，然后向彭
敏汇报，很快部队在山下沟里布下口袋阵。日军前
卫 200余人进入伏击圈，哨兵鸣枪报信，田家沟之战
打响。不料，日军大部队对 22团进行反包围，从后
山攻击上来，顾永田的团部由后卫变成了前沿阵
地。顾永田身先士卒，带领团部奋勇阻击敌人，不
幸中弹牺牲。警卫员跑来报信，彭敏见他大声喊：

“你怎么下来了？”，警卫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顾
县长已经牺牲了，还抓走了秘书和司号员、卫生员
等其他人”。

战场形势急剧转化，原本是围歼战变成了惨烈
的突围战，部队被迫各自选择路线开始突围。彭敏
和王强只能从山腰下到另一侧谷底再翻过对面大
山才能脱险。当他们下到谷底向山上爬时，敌人已
经夺取了前沿指挥所的山腰。弹雨在他们身边啪
啪作响，王强头顶被落弹击中，流了不少血。山坡
较陡王强忍着疼痛，左手抓住树根，右手用驳壳枪
管撑地，肩膀奋力向上推送彭敏，有时候彭敏也用
力向上拽王强，就这样两人互助和同志们翻过了山
顶。随后，彭敏下达了命令，顾专员遗体决不能被
鬼子抢走，一定要掩埋好。就这样把顾永田的遗体
保存了下来。

1940年 4月，组织上决定派彭敏
去延安学习，王强便跟随彭敏来到延
安，先在延安政治学院军事队，为军
事队学员做教学、生活服务保障工
作。同年 9月，王强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并 任 青 年 大 队 三 中 队 中 队 长 。
1942 年 中 央 党 校 从 青 年 大 队 挑 选
100 余人组建警卫队，王强任党校警
卫队指导员。

1942 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
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
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生产自
救，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加生
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
自给，或部分自给。王强组织人员挖
窑洞，挖好一个窑洞上级奖励五斗
米，一斗五交党校，三斗五交警卫队
统一分配，那正是“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
条件投降，在延安参加“七大”的部分
代 表 和 一 些 领 导 就 纷 纷 奔 赴 各 战
区。王强提出要上前线，中共中央党
校秘书长黄火青找他谈话，希望他留
下来做中央警卫工作。王强一心想
着下部队到前线打仗，也舍不得离开
彭敏，于是婉言相拒。8 月 24 日，彭
敏和王强一起离开延安，过了黄河，
来到山西第八分区，见到了老领导曾
任工卫旅政治部副主任的康永和，八
分区书记罗贵波送给彭敏一把“八英
子”手枪和一匹马，这样加快了行军
速度。

路过文水时，王强回家看望了母
亲。他的母亲叫张二青，解放后改名
张爱青，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王
强是她的独生子，当日本鬼子来到山
西，残害老百姓，她认为就应该把孩
子送到队伍上去打鬼子；抗战时期，
她响应抗日政府号召，天天纳鞋底
子，为部队做军鞋。一次 22 团一个
叫京生的机枪手战斗负伤，撤退到村
里，她发现后，把京生扶到家。尾随
的鬼子冲进村，挨家挨户砸门搜捕。
张二青把院门敞开，对过来搜查的鬼
子说；“进屋搜吧，我家八路的没有。”
鬼子看这阵势，怕浪费时间，就转身
去别人家搜去了，保护了负伤的八路
军战士。事后她说；“我儿子是八路，
八路都是我的孩子”。到解放后，这
个故事在村里一直传为佳话。

王强参军后，鬼子和汉奸经常到
家骚扰，讯问张二青王殿奎在什么地
方……一次，鬼子抓住张二青的头
发，把她从炕上摔到地下。情况传到
文水县抗日政府，张友义牵头做了一

个假坟，放出风说王殿奎死了。鬼子
虽不来家里了，可张二青却信以为
真。抗战胜利了，张二青见到活着回
来的独生儿子，又惊又喜，却又面临
与儿子的再次分别。张二青明白，儿
子是共产党队伍上的人，共产党需要
儿子去干事情，就应该再送儿子走。
她为王强缝补了马鞍，王强在家只停
留了 3个小时，便和彭敏向山东徐州
进发。

王强和彭敏走到左权县时，接到
了新的命令，不去山东改去东北。他
俩从北平北面的古北口途径承德，把
马送给了承德军分区司令员钟慧，乘
火车到了奉天（今沈阳）。沈阳是东
北局所在地，在那里见到了东北局书
记彭真，彭真还和王强开玩笑说；“小
鬼头，不是让你去中央警卫团吗？你
还是跑掉了。”王强和彭敏随高岗等
部分领导，在沈阳坐上火车去哈尔
滨，出发时按要求全部着便衣。在车
厢里，王强打开窗帘，高岗批评道：

“王强同志，你不知道咱们是秘密北
上？把窗帘拉上！”。

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进驻哈尔
滨，对铁路实行军管。为抢占先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民主联军，组织
得力干部，接收日伪铁路机构，接管
东北地区铁路，组织和发动广大铁路
职工群众，恢复和建立铁路系统的正
常秩序。1945 年 12 月，北安铁路局
成立，由黑龙江省主席陈大凡兼局
长，彭敏任副局长，郭洪涛任政治委
员。那时，土匪和反动势力很嚣张。
为维护北安铁路局的正常运营，彭敏
与李荫芝接收北安铁路警护团。该
团原是国民党掌控，接管后改称东北
民主联军北安铁路公安护路军。彭
敏主要抓铁路，李荫芝抓军事，王强
抓组织。经集训整编，护路军的队伍
开始以工人成分为主建立连队，北
安、黑河撤回的铁路工人及学生是当
时护路军的骨干。护路军分布于铁
路沿线车站、桥梁、隧道、水塔等重要
场所，任务是防范土匪特务破坏活
动，保障铁路线路、设施、通信设备安
全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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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原名王殿奎，1923年 5月，出生在文水县北胡村的一个农民家里，自幼习武，学打形
意拳，从师于本县郭家堡的一个叫李乐成的保镖。1937年 3月，村里小学从太原来了一位老
师叫张有义，他是牺盟会派出下乡发展组织的。张有义经常向学生传授爱国思想，还到文水、
清徐、交城一带乡村发展地下组织，渐渐地引领王殿奎走上了革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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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老兵王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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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2
月，东北绥化护
路 军 部 分 战 士
坐 在 从 日 本 关
东 军 缴 获 的 火
车头上（前排正
中 是 北 安 铁 路
局 副 局 长 兼 公
安 护 路 军 副 司
令员彭敏，右一
上 为 公 安 护 路
军 参 谋 长 李 荫
芝；前排右一为
王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