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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星在滕县永远闪耀
———追忆原山东野战军8师师长兼政委王麓水将军

□周永章 陈瑾

时光流逝，磨不掉英雄本色；岁月无情，带不走对先烈的追思。山东滕州市烈士陵园里，有座高大的将军塑像，他身着八路军服装，右手握望远镜，

正目视前方。这位威武将军，就是被毛泽东称为“很有将才”的八路军山东军区8师师长兼政委的王麓水烈士。后来几经合编、改编，八路军山东军区8

师成为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2军。舟山解放后，22军奉命驻守舟山群岛，1958年整编为舟嵊要塞区。时空流转中，王麓水将军似乎也跟舟山有了一

缕特殊的缘分。

解放滕县，是陈毅接替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不久，指挥八路军与新四军4个旅协同作战，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但不幸

的是，此战中，原舟嵊要塞区前身八路军山东军区8师师长兼政委王麓水壮烈牺牲。

编者按

姻16岁参加红军

王麓水，又名王培岳。1913年1月13日出生

于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长丰乡宗里村一户农民

家庭，兄弟姐妹八人，他是老六。虽家境贫穷，但

因祖父和父亲是读书人，他还是7岁时上了私

塾，后又就读达成师范学校。王麓水家所在的宗

里村位于萍乡与安源之间，这里是毛泽东、刘少

奇等领导人最早点燃革命之火的山乡，后成为

我党工作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八七”会议后，湖

南省委转移到安源，由于王麓水全家倾向革命，

他们家自然成了党的落脚点，刘少奇等领导人

先后在此住过。

1929年，16岁的王麓水参加了红军后，参加

了五次反“围剿”战斗，由于他作战勇敢，先后任

排长、连长、连指导员、特派员等职。1932年5月，

刚满19岁的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长征

途中，王麓水担任红1军团2师5团政委。到达陕

北后，王麓水率部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西征等

战斗。

姻挺进敌后战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王麓水任八路军

第115师343旅685团政治处副主任。这期间，他

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他率领部队与日军

浴血奋战，头部负重伤。伤愈后，王麓水调至晋

西独立支队任政治部主任，后在战斗中再次负

伤。

1940年5月，王麓水随晋西独立支队开赴山

东。同年7月到达鲁西后，王麓水参加了讨伐石

友三的战斗，击退石部的进攻。其后，独立支队

支队长陈士榘和王麓水率领1个团继续东进，于

1940年 10月5日到达鲁南，和 115师主力会师。

1940年10月下旬，晋西独立支队编入115师教导

2旅，王麓水任旅政治部主任。

1943年春，正值鲁南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

日子，日军正调兵遣将，疯狂发动“大扫荡”。此

时，王麓水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

委，他提出“当前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伪有生力

量”的对策，并主持召开鲁南区委和临沂县委联

席会议，详细研究制定了歼灭伪、顽、匪三料俱

全的张思俭部的作战方案。7月4日，王麓水率领

部队将武河以西、二庙以南方圆10多公里的伪

军张思俭部包围，连续攻克了芦塘、湖埠、沙墩、

二庙、赵家楼等10多个据点，缴手炮1门、长短枪

120余支。

姻消灭土匪头子“刘黑七”
鲁南抗日根据地位于山东省南部和江苏省

北部的部分地区，是沂蒙山区三大根据地之一。

当时鲁南号称有72个土匪司令，其中最大、最凶

恶的是盘踞在费县西南柱子山的“刘黑七”。他

原名刘桂棠，惯匪出身，手下有1万多名匪徒。抗

日战争爆发后，刘黑七两次投靠日军，充当日本

侵略者的走狗，配合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所

到之处，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广大人

民群众对其恨之入骨。

擒匪擒首。1943年11月15日，王麓水亲率3

团、5团利用夜色奔袭，从四面包围了刘黑七的

老巢柱子山，从几个方向发起猛攻。忽然，一颗

炸弹将王麓水炸昏。他醒来后，依旧沉着指挥战

斗。经过一天激战，终于全歼这股匪徒，刘黑七

当场被击毙。这次战斗在山东乃至全国引起了

很大反响，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连续播发鲁南军

民击毙刘黑七的消息；《解放日报》发表了《山东

军民反扫荡胜利》的社论；山东军区特令嘉奖了

鲁南参战部队。随后，王麓水率部先后除掉了72

个土匪司令中的大部分汉奸、土匪。

姻迟到的“婚礼”
王麓水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直到31岁还

没有结婚。1944年秋，他经组织介绍和安排，和

在鲁南军区医院工作的护士于鼎兰结婚。没有

热闹的婚礼，更没有鲜花，甚至知道的人都很

少，婚后夫妻俩也很少有会面的机会。一次战斗

之后，王麓水挤出半天的时间，到军区医院驻地

去看望妻子。到了那里，看到伤员，王麓水便忙

着看望慰问，不知不觉到了晚上，他才想起还没

见到妻子。听说妻子正在护理一位重伤员，王麓

水匆忙来到那家老乡的屋子，问候那位重伤员

后，一看表，已到了归队的时间。夫妻俩深情地

握握手。王麓水便出门上马飞奔而去。

严酷的战争环境，血与火的战斗，使王麓水

夫妻俩数月难得一见，最终没能留下后代，但留

下的是一座英雄的丰碑。

姻捐躯滕县城下
1945年8月，八路军鲁南军区所辖的1、2、3

军分区主力，合编为山东野战军第8师。王麓水

任8师首任师长兼政委。根据党中央的决策，罗

荣桓率山东军区主力部队开往东北，8师奉命留

在山东。

滕县城地处津浦路中段，是国民党军队由

徐州沿津浦路北上抢夺胜利果实的中转站。守

城加上外围据点的蒋伪日军近 1万人，碉堡林

立，并装备有重炮。守敌凭借城墙高大坚固、粮

草充足、武器精良的优势，企图固守。我津浦前

线指挥部决定，无论花费多大代价一定要啃下

这块“硬骨头”。具体作战部署是：由善于攻坚的

八路军山野8师攻歼滕县守敌；新四军4旅、9旅、

5旅、19旅和鲁南警备8旅分别协同作战和打援。

同年 12月 12日，8师在新四军 4个旅的协同

配合下，发起了解放滕县城的战斗。

当日晚9时，王麓水指挥 8师 3个团分别从

东、西、北三面同时向守敌外围据点和阵地发起

进攻。激战至13日中午12时左右，部队占领了东

关，并迫使孟家仓、官桥300多名日军缴械投降。

敌人丢了东关阵地缩回城里后，以密集的炮火

向已被我军占领的阵地打来，爆炸声响作一片。

下午2时左右，王麓水和22团团长王吉文深入前

沿阵地，观察城墙上敌情，检查攻城准备情况。

这里距离城门不足200米，是部队突击队、爆破

组的出发位置。指战员们看到师长亲临最前沿

阵地，更增添了攻城的必胜信心。当王麓水等走

到房家坑一处院落时，突然从城墙上飞来一颗

炮弹，在他们面前爆炸。王麓水胸部被炸伤，鲜

血直流，当即昏倒在地。当卫生员赶来把他抬上

担架时，他吃力地微微睁开眼睛，低沉而断断续

续地说：“同志们……战斗……胜利……”便停

止了呼吸，年仅32岁。

“为师长报仇！”副师长何以祥强忍悲痛接

替指挥战斗。总攻按时发起，爆破组趁着烟雾连

续3次爆破，炸开了东门和部分城墙。突击队仅

用5分钟就攻破了东门，迅速占领了东门楼……

8师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解放了滕县城，

生俘敌旅长李华以下7600多人，击毙伪保安二

师师长赵毅轩以下1900人；并缴获山炮6门和步

枪、机枪等武器装备不计其数。

为缅怀王麓水将军，经上级批准，滕县于

1946年1月24日，易名麓水县（同年5月将双山县

改名麓水县，滕县恢复原称）。山东第8师机关报

《前线通讯》改为由陈毅亲笔题写报名的《麓水

报》。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王麓水将军的遗骸迁

至临沂华东烈士陵园，修建了陵墓，雕刻了塑

像。1985年，滕县县委、县政府在滕县烈士陵园

为王麓水烈士建造了纪念碑亭。

姻王麓水将军生前的几封家书：
母亲大人：……
至于家庭一切男无时不记及袁 特别大人和

诸兄这样期盼着我袁男其实难以忍受下去遥可是
在此种环境下袁路途遥远实在太成问题了袁虽然
久别十载之家乡袁但男终日未忘记过遥因为责任
所在袁无法离职袁八路军与其他军队在某些方面
有不同之处遥

男接到三兄来信云院 母亲算了命说院野今年
耶难过爷遥冶这话绝不可以听遥这些跑江湖之流氓袁
他难道能断人之生死呵钥这些流氓袁他与乞丐没
有任何分别之处浴我想袁我在三年前不是从来没
有过信袁您们一定给我野算了命袁求了神冶袁说我
野不在了冶袁今天呢钥 还不是这样一回事遥 这里男
只希望着母亲您少去劳心劳力袁 不要去愁闷一
切袁在生活上好调剂袁命自然要长得多呵浴 并祝

母亲长生不老袁永世千秋袁等待着将要到来光明
幸福新社会之乐日袁享受这是绝对可能的遥

噎噎
致祝
福安

六男上

三兄手足：
还是在去岁十二月时袁在侯马接兄一函袁但

至今未见家中与兄片纸只字遥不知何故钥弟除今
年二尧三尧四三个月内未与家通讯外袁其余每月
均有一至二次的回信袁不知是否收到钥不知你们
的身体及故乡一切情形如何钥健康否钥真使我愁
闷得很袁但没有接到你们的信时袁弟总是想念你
们的生活和健康袁 弟只是希望你们时时刻刻都
是健康着袁远念远念浴浴

弟身体很好袁本人生活也正常遥请兄及大人
等袁不必记及操心挂念着袁弟在尽可能条件下袁
交通不受到阻碍时袁 每月总有一至二次的回信
来袁要是如果很久没有回信时袁总是交通不便受
阻碍袁绝不会有意外事故之险袁弟在外的一切自
当注意之袁虽在历次战斗中身中数弹袁可是医治
之良是无问题袁同时经常可以吃到很多药遥

现在谈到时局方面院 华北的中心城市以及
各交通要道虽被敌人占领袁 但广大的乡村依然
在我军之手袁 并且有数十万的生力军与敌不断
进行着游击战争袁平津游击队活动很厉害袁经常
打到北平城郊去袁 现有的还与东北义勇军取得
联络袁 这些都大部分是八路军所派出的与组织
的遥 在次情形之下袁使敌弄得非常不安袁交通经
常破坏袁运输常被打击被缴掉袁处于困难之境遥
在晋省更加厉害袁渊弟在晋之孝义县兑九镇驻了
四个月冤 噎噎现在敌人的主要目标是集中主力
进攻武汉袁由于国军之英勇牺牲奋斗之袁坚持抗
战袁敌之野心企图常被痛击遥但敌人想绕道进占
南昌袁沿浙赣路西犯袁州萍乡占长沙袁断绝粤汉
路遥如果敌人真的这样行动袁困难更多遥山地战袁
机械化的部队不能发挥袁联络路线更长袁运输更
困难袁是很难的遥 但是如果万一不幸的话袁真的
这样干呢钥 必经故乡之危袁故此严加戒备遥 因敌
之残暴袁弟是所见所闻袁特别多奸尧淫尧抢尧杀尧烧
毁房屋袁所到之处大部变为焦土之祸遥但弟对此
事已有多次回信告知袁如果真有此情袁应当把所
有一切粮食和用具搬到深远的山谷中去袁 埋藏
起来袁应加紧去进行袁做好曰如果敌来到袁男女老
少全跑一空袁绝不留一个人在家不走袁并且要把
这些常识告附近各村庄人民遥 同时还要注意到
敌人飞机来轰炸袁要学防空尧防毒常识等等曰同
时要严防汉奸破坏遥

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袁 不是一天两天或一年
两年就能够成功的袁 必须经过一个艰苦的长期
的流血战争遥 但是中日战争中国一定能取得最
后胜利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袁更重要的全国上
下一致袁 团结统一袁 特别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成
功袁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曰同时许多爱好和平国
家的帮助袁特别是苏联袁等等遥有这些优良条件袁
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遥

希望三兄接信后袁 将家庭及故乡一切均请
告知弟遥

祝
健康

六弟
九月一日于晋省孝义县之兑九镇

三兄手足：
十月六日由广西来函弟于一月间收到 袁知

道了家中大概情形袁 特别兴奋的是母亲的健康
与家中之较前团结袁这是弟素来关怀与远念的袁
你们一切均好袁是甚愉快遥

弟的一切与前无异袁请勿念浴
关于家中一切生活袁 只要能维持下去就够

了袁我们不必要如何高袁这不是我们努力之果遥
弟只要能与世之幸袁 一定要为民族为人民做一
个完整的人袁 同时还要为父母及兄等对我的培
植报恩遥至于一个时期得不到弟之回信袁不会有
如何之不幸袁只要环境许可条件下袁总常有信问
候遥

母亲及大哥等袁盼三兄回家给以安慰袁特别
是全家团结袁不应有彼此之别遥

现因环境变化袁已不在原地袁转移到晋西北

临县境遥来信请寄野陕西延安转晋西北八路军交
xxx冶可也遥

余后叙
致祝
平安

六弟
旧历十二月廿四日于晋临县寄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王麓水参加革

命后，转战南北直至牺牲，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其间，他只能用书信表达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

之情。王麓水殉国后，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

现九封家书，其中八封写在抗战时期，一封写在

解放战争时期。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革命家的

家国情怀，读后令人为之动容。

1937年 9月，他在平型关战斗中头部负重

伤，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经后方医院的全力抢救

才得以苏醒过来。在医院休养期间，王麓水更是

思念父母和家人。他把国际记者采访团中的一

位加拿大记者为他画的肖像，拍了照片随他写

的家书一同寄回家乡，也就是这一次，让他与家

人取得了联系，然而，家书里带来的却是不幸的

消息，他的父亲和四哥在贫病交加中相继去世，

得此噩耗，王麓水悲痛万分。

1939年9月1日，王麓水在给他三哥的信中

介绍了华北的抗战形势，特别介绍了八路军、游

击队在抗击日军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将日

军想绕道进占南昌，沿浙赣路西犯，再由袁州、

萍乡占领长沙断绝粵汉路的图谋告诉了三哥，

并希望他转告家人和乡亲们，在敌人到来时做

好应对。信中说：“……因敌之残暴，弟是所见所

闻特别多，奸、淫、抢、杀、烧毁房屋，所到之处均

变为焦土之祸……应当把所有一切粮食和用具

搬到深远的山谷中去，埋藏起来，应加紧去进

行，做好，如果敌来到，男女老少全跑一空，绝不

留一个人在家不走（并且要把这些常识告诉附

近各村庄人民)。同时还要注意到敌人飞机来轰

炸，要学防空、防毒常识等等，还要注意严防汉

奸破坏。”他还在信中提醒三哥要有思想准备，

“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不是一天两天或一年两年

就能够成功的，必须经过一个艰苦的长期的流

血战争。但是中日战争，中国一定能取得最后胜

利。”从信中不难看出，王麓水对抗战的艰巨性、

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更有抗战必

胜的信念。

只要条件允许，王麓水都坚持寄信回去。现

在能看到的王麓水家书中，有六封是在1939年

所写。1940年1月，王麓水收到三哥的来信，得知

家中大概情形，尤其是他母亲的健康好转、家庭

团结，让他十分高兴。王麓水深情地写道：“关于

家中一切生活，只要兄能维持下去就够了，我们

不必要如何高，这不是我们努力之果。弟一定要

为民族、为人民做一个完整的人，同时还要为父

母及兄等对我的培植报恩。”从王麓水的一封封

家书中能够读到他伟大的胸怀，那就是：国家至

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他也在为自己的事业、

理想一直勇往直前。

1940年5月，王麓水随115师独立支队开赴

山东，10月到达鲁南与 115师主力胜利会师，由

于战事紧张，直到 5年后，也就是在1945年 10月

底，王麓水在津浦路战役的战斗间隙给几位哥

哥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哥哥: 你们一定会想念

着弟大概是有了什么不幸吧? 为什么多年无音

讯呢？是的,弟知道一定会这样想,但因其他种

种原因未能如愿奈何!关于弟的一切,现在仍然

很好,还是和从前一样做着买卖维持生活,与四

年前无异,请兄勿念！日子离的太久了,不知家

中状况如何?估计在这样久的日子里,可能情形

一定有变化,并且会有很难想象到的变化。首先

是生活的困苦及其它……但弟总希望着全家和

故乡都很好,远念念念！！”近5年没给家人写信,

王麓水为此感到内疚。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

是，这竟是将军最后的家书。

我们含着泪水，读完将军生前满怀家国情

怀的家书，掩卷而思：英烈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

家书，情深而义重，历久而弥新，是我们传承和

弘扬红色基因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