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兵们在烈士墙上寻找战友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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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长征路”

太康三官庙：红色故事永流传
记者 王锦春 张志新 马治卫 文/图

������12月 13日，是中国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在南京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举国同哀。

12 月 13 日 ， 在豫东平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太康县杨庙乡三官

庙村 ，该村及附近村庄的郭泽林 （91 岁 ）、孙增礼 （93 岁 ）、王福庆 （94 岁 ）、张新
学 （92 岁 ）等抗战老兵 ，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三官庙革命纪念馆 ，在一面镌刻着
3800 多名革命先烈名字的烈士墙上默默地寻找着自己战友的名字 ， 久久不愿

离去……
这一天，在中国大地，不同地方的人怀着同样的心情，以不同的方式纪念着那些

曾在战争中为反抗外来侵略、誓死保卫家园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
这一天，记者来到太康县三官庙革命纪念馆，瞻仰革命遗迹、感受红色精神、回

顾革命历程，并有幸聆听到当地人民群众、抗战老兵和烈士后代那些深藏在心中的
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红色革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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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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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历史的云烟，时光把我们带到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多灾多难的中

国。 1938年 6月 9日，国民党反动政府
消极抗日，为了阻挡日寇西进，在郑州
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 咆哮的黄河水
冲向河南、安徽、江苏平原，给豫皖苏人
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改道后的黄河称为新黄河， 黄河
以东的睢县、杞县、太康等地区，始称睢
（县）杞（县）太（康）地区，后来称为水东
地区。

当时，以睢县、杞县、太康为中心的
水东地区， 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开展
革命斗争的老区。 在党的领导下，这里
的人民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阴谋

的同时， 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
挠、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

太康县杨庙乡三官庙村及附近村

庄， 作为睢杞太革命地区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在当时艰难和复杂的斗争
中， 留下了无数传奇和悲壮的革命故
事。

据介绍，在抗日战争年代，仅三官
庙村就有 43 人 （当时该村人口 200 多
人） 参加革命，17 人入党， 其中失踪 4
人， 负伤病逝在家 4 人，6 人战死在疆
场成为革命烈士。 1947年后，村里家家
户户几乎都有参军的人。

如今，令人欣慰的是，三官庙及附
近村庄的一些革命烈士后人为了纪念

这段历史， 在民间长期坚持搜集革命
历史资料， 或自费筹建革命纪念馆或
撰写红色史书， 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
永远传承下去。

三官庙一村 43人闹革命

健在老兵在三官庙革命纪念馆合影留念。

“七个大人和一个小孩”的故事
������提起太康县三官庙的革命历史 ，
一定要从“七个大人和一个小孩”的革
命故事说起。因为，这个革命故事反映
了三官庙及附近村庄人民群众全面走

上革命道路的历程， 也是当地人民群
众最引以为豪的红色经典故事， 可谓
家喻户晓。

三官庙因该村东南有一座当地群

众敬奉的庙宇而得名。
据出生在革命家庭且长期搜集和

研究当地红色革命历史的王锦敬介

绍，1938 年 6 月，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组
织部长吴芝圃领导的革命队伍在淮阳

西受到挫折后， 通讯员王新成带着吴
芝圃潜回自己家乡三官庙， 秘密开展
革命斗争。考虑到斗争环境恶劣，为安
全着想， 吴芝圃被安排到与王新成家
一墙之隔的邻居王怡然家中居住。

在三官庙居住的几天里， 王新成
秘密联系一些进步人士， 暗中发展革
命力量。 有一天，王新成对王怡然说，
夜里有几个朋友要在村南头的三官庙

里“说事”，邀请他一起去。
由于敌强我弱， 王新成为掩人耳

目， 叫来一个名叫李庆文的孩子作为

放哨人员。
最后，来到庙里“说事 ”的人员包

括王怡然，共有七个大人和一个小孩。
在这里， 王怡然听到吴芝圃和王新成
讲述的全是有关革命道理和抗日救国

的大事，心中萌生了对革命的向往。
由此， 王怡然和其他人一起相继

走上革命道路。
基于此次会议共有七个大人和一

个小孩（太康县委党史部门认证：七个
大人是吴芝圃、杜李、王新成、王刚元、
王怡然、李吉礼、李明臣，小孩是李庆
文）参加， “七个大人和一个小孩”的革
命故事便在三官庙流传下来。

在此次会议的影响下，吴芝圃和王
新成在三官庙及附近村庄先后发展党

员 20多名， 并动员 100 多名爱国青年
参加了抗日武装，进一步壮大了睢杞太
地区的抗日力量，正式拉开了当地人民
群众走上抗日革命道路的序幕。

由于发展抗日力量有功， 并把收
集的军用物资通过敌人封锁线送到

彭雪枫的军营，王新成受到彭雪枫将
军的表扬，夸赞他“青年有为、聪明能
干”。

陈留张伏击战“大捷”
������抗日战争时期 ，睢杞太地区深
受日伪军的蹂躏和剥削 ， 而发生
在 三 官 庙 附 近 的 陈 留 张 伏 击 战 ，
一次性打掉伪军的一个排 27 人 ，
成为当地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的一

次 “大捷 ” 。
据史料记载 ，1943 年 12 月 ，驻太

康杨庙一个团的伪军和驻王湾一个

营的伪军 ， 经常骚扰百姓 ， 为非作
歹 。 为了惩戒和打击伪军的嚣张气
焰 ， 中共太康县大队和第四区队于
12 月 23 日拂晓前进入杨庙东北约 2
公里处的陈留张设伏 。

陈留张位于太康杨庙 、 王湾中
间 ，临近三官庙 。 为诱敌出动 ，第四
区队佯攻杨庙 ，敌人未上当 ，后又将
杨庙至王湾之间的电话线割断 。 驻

王湾的伪军立即出动一个排 27 人 ，
沿公路向杨庙巡逻 ， 当伪军进入伏
击圈后 ， 遭到王森然区队密集火力
的打击 。 伪军当场被打得晕头转向 ，
慌忙向东南方向逃窜 ， 途中又遭到
太康县大队伏兵截击 ， 残敌朝刘庄
逃去 ，在三官庙村西南被全歼 。

据记载 ，此次战斗 ，共击毙伪军
2 名 、抓获俘虏 25 名 ，缴获重机枪 1
挺 、小炮 1 门 、步枪 24 支 、子弹 1000
多发 ， 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
焰 ， 极大地鼓舞了睢杞太地区人民
抗战必胜的信心 。

在三官庙革命纪念馆前 ，矗立着
一块写有 “陈留张伏击战旧址 ”的石
碑 ，由中共太康县委 、太康人民政府
所立 ，详细记载了整个战斗的过程 。

������王启然，男，汉，杨庙乡三官庙村人，
生于 1903年 1月，时任太康县第七区队
副队长， 于 1946年 11月牺牲在太康县
高朗乡大黄庄，年仅 43岁。

王天然，男，汉，杨庙乡三官庙村人，
生于 1918 年 12月， 1935年 2 月入党，
1949年 1月牺牲于平津战役天津杨柳青
前线 （时任三十九军 117师司令部参谋
长），年仅 31岁。

王何然，男，汉，杨庙乡三官庙村人，
生于 1921 年 6 月，1939 年 1 月参加革
命， 时任新四军四师十二团三营侦察排
排长，于 1943年 4月牺牲在安徽淮北孙
景村，年仅 22岁。

王森然，男，汉，杨庙乡三官庙村人，
生于 1922 年 8 月，1942 年 8 月参加革
命，1943年 6月入党， 1949年 3月任太
康县第七区队队长， 因旧伤复发牺牲在
淮阳军分区医院，年仅 27岁。

王友然，男，汉，杨庙乡三官庙村人，
生于 1924 年 5 月，1945 年 4 月参加革
命，在太康县大队任班长，于 1946年 10
月牺牲在太康县谢洼村，年仅 22岁。

王新义，男，汉，杨庙乡三官庙村人，
生于 1930 年 7 月，1946 年 5 月参加革
命，1948年 4月在太康县第七区队任队
员时牺牲，年仅 18岁。

当地群众提起太康县杨庙乡三官庙

村的一门六烈士，无不感到崇敬。 这个家
庭的多名青年先后在革命道路上壮烈牺

牲， 却依然有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抛头
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无怨无悔。

在这一门六烈士中， 王新义烈士是
其他五位烈士的叔叔， 五位名字中带
“然”字的烈士是堂兄弟关系。 在他们五
人中，王启然和王友然是亲兄弟。

据王锦敬介绍， 这一家族在三官庙
村并不贫穷， 是王天然带领他们先后走
上革命道路的。 王天然在学生时期就是

一位进步青年，很早就参加了革命。
令人惋惜的是， 在这一门六烈士

中，加入革命最早、对革命贡献最大的
王天然， 于新中国成立前的 1949 年 1
月 5 日在天津杨柳青前沿阵地侦察地
形时，不幸被炮火击中，壮烈牺牲，时年
31岁。

而在这一门六名烈士中， 牺牲时最
为悲壮的莫过于王友然， 他是被郭馨坡
残忍杀害的。

1944 年，任国民党太康县县长的
郭馨坡率领国民党太康县政府反动

武装驻扎在水西大新集， 积极反共，
消极抗日。 抗战胜利后，郭馨坡任国
民党第七行政区督查专员兼保安司

令、沙河区剿共司令。 他搜罗地痞流
氓扩充武装 ，盘踞县城 ，不时偷袭县
区革命武装，捕杀中共干部。 当时在
豫东，尤其是在柘城、太康、扶沟一带
无恶不作，人们提到这个名字都会感
到毛骨悚然。

1946年 10月，郭馨坡带领 100多人
围攻三官庙村， 王友然为了掩护王法洲
等同志转移被俘，敌人把他五花大绑，在
回太康县城途经谢洼村时，他宁死不屈，
一头撞到郭馨坡怀里，高呼：“三官庙人，
个个都是好汉！ ”气急败坏的郭馨坡用大
刀把王友然残忍杀害。

除了杀害王友然外， 郭馨坡还组织
还乡团、老虎队等反动武装，先后枪杀、
残害中共区乡干部和民兵群众数百人。
1948年 4月，郭馨坡带领 600多人，袭击
驻扎在太康常楼的豫皖苏第二军分区

（中共淮阳军分区）独立团，杀害人民战
士 107人。

1956年 1月， 郭馨坡被太康县公安
机关逮捕归案， 经太康县人民法院公开
审理，判处死刑，1957年 4月 12日，被执
行枪决，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三官庙一门六烈士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睢杞太
地区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三十团，不
能活半年”。 这也是记者在太康三官庙采访
期间，多次听到的一句话。

据中国共产党太康县《党史人物》一书
王广文篇记载，“进了三十团， 不能活半年”
的三十团原属于水东独立团。

1941年 3月，在革命一时受挫后，中共
睢杞太地委在杞县申纪村召开会议，决定重
建地委和水东独立团。 1945年 3月，水东抗
日根据地建立冀鲁豫十二军分区（10月份改
成六军分区）， 原来的水东独立团改为三十
团，王广文任团长。

由于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
曾有一个月打 28天仗，人员伤亡很多，当时
便流传着“到了三十团，不能活半年”的说法，
也足以说明当时战斗之频繁、战争之残酷、抗
日人民群众牺牲之大。

今年 94岁的王福庆身体仍十分硬朗，
思路清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福庆说，抗
战时期他是三十团的一员，任过三十团团长
王广文的警卫员，后来还当过三十团的侦察
排排长，他开玩笑地说：“进了三十团，不能
活半年。 我在三十团战斗了好几年，依然活
得好好的。 ”

在那个战斗频繁的年代， 王福庆能活

下来实属不易。王福庆在向记者讲述当年参
加战斗时的故事时， 还掀开自己的衣服，展
示腰部被子弹击中后留下的疤痕。

为了说明当时战斗的频繁和残酷，王
福庆讲述了三十团利用“倒穿鞋”的计谋，摆
脱敌人围追堵截、虎口脱险的故事。

当时，党领导的军队一律优待俘虏，三
十团凡是抓获的俘虏一是可以让其回家，二
是可以让其留在党的部队。 后来，不少俘虏
选择了留在三十团。

有一年冬季的一段时间， 三十团不论
在哪里落脚，总会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 王
福庆回忆说，在那一个月时间里，部队有 28

天都在行军打仗和不停转移，随时会陷入危
险境地。

后来，三十团怀疑部队出了特务，便开
始彻查留在部队的俘虏。最终发现一名用微
型发报机偷偷向敌人传递情报的特务，并立
即枪毙了他。

有一次行军时下起了小雪， 三十团让
所有战士把鞋子倒穿， 用脚印迷惑敌人，留
下向东的脚印， 其实是向西转移，“声东击
西”的战术让部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提起往事，王福庆老人侃侃而谈，似乎
有说不完的故事，并为自己在三十团战斗过
的经历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三十团“倒穿鞋”计谋

������长期搜集革命史迹的 70 多岁退
休教师孙增睿， 同时也是一位革命烈
士后人， 他向记者讲述了父亲为革命
献身的经过。

他的父亲名叫孙干书，1902 年出
生在太康县转楼乡孙庄村一个贫苦家

庭 ，1938 年任贫民会主席 ，1941 年参
加李子其村党支部组织破坏日寇从睢

县经潮庄到龙曲公路的战斗。后来，孙
干书还参加过摧毁潮庄北门大桥、挖
断敌公路、割断敌电线、保存公粮和作
战物资等战斗和工作。

当时， 兑兑张村曾是水东地下兵
工厂， 李子其村党支部的主要任务是
保护兵工厂， 并组织当地群众从外地
运进原料和向外运送制造的武器。

1948 年 3 月 3 日， 李子其村党支
部接到上级交给的保存作战争物资的

任务。 其中，孙干书负责孙庄的工作，
包括保存军装、线子、布匹、子弹和棉
花等作战物资， 最后还把没有分完的
物资运到村西北，挖个大坑埋了起来。

令人想不到的是， 有个化装成小

商贩的国民党军探子看到了这一幕。
第二天早上， 国民党军队就来到

了孙庄村。 在紧急时刻， 孙庄有个叫
“老豁子”的人找到孙干书说：“放在俺
家那个机器咋办？ ”

孙干书带着他的妻子冯永芝，儿
子孙增文、孙学孟、孙红星等五人，从
“老豁子”的家里抬出一台机器撂到村
西南一口大井里。

这时， 敌人把几个村的干部和群
众集中到果子王村进行严刑拷问，追
问作战物资的下落， 几个村的干部群
众被打伤，有的被打断骨头，有的被割
去耳朵，场面十分血腥。

这时， 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个探子
认出了孙干书，把他从人群里拉出来，
一个敌人用枪托狠狠地砸了孙干书一

下，紧接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端起枪
便向孙干书射击，孙干书当场被杀害。

当时的孙增睿只有两岁半， 他和
10 多岁的姐姐亲眼看到父亲被敌人
无情地杀害的情形。讲起这段经历，孙
增睿禁不住泪流满面。

革命者在儿女面前被枪杀

������如今，战争已离我们远去，但革命
先烈为国奋战的一件件感人事迹却不

可忘却。 在三官庙及附近村庄，有王锦
敬、孙增睿这样几个人，在革命家庭的
熏陶下，幼年时心里就种下了红色的种
子。 他们感到作为革命后代，有义务有
责任把革命先烈的精神传递给下一代，
并且身体力行，自费建设革命纪念馆或
自写革命史书，传承红色基因，其中，尤
以王锦敬自费筹建的太康县三官庙革

命纪念馆最具影响力。
今年 53岁的王锦敬，出生于三官庙

一个“革命之家”，他也是一名党员，其祖
父王怡然、王凯然、王普然弟兄 3人，均
参加过革命， 王锦敬的三爷王普然还曾
策反过敌人一的个营。 王锦敬的父亲王
在庭 10多岁就当起了情报员，由于聪明
伶俐，送达情报准确，多次使我党地下工
作者在敌人搜捕中安全脱险。

2016年， 为把革命先烈的精神传
递给下一代，王锦敬在太康县三官庙建
立革命纪念馆，以弘扬浩然正气，传承
红色基因。

建馆不易。 王锦敬经多方考察，在
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三官庙革命纪念馆
于 2016 年 4 月动工兴建，2019 年 4 月
开馆，总投资 247 万元，占地 15 亩，建

筑面积 3000多平方米，展厅、办公室等
38间，珍贵文物资料 1700件，记载大小
战斗上百次、烈士 4000余人。

三官庙革命纪念馆开馆之后，就
被太康县委党史研究室指定为太康县

党史教育基地，2019 年 11 月被周口市
委党史研究室定为周口市中共党史教

育基地。 仅 2019 年清明节，就有 5000
多人到此参观学习， 三官庙革命纪念
馆成为缅怀先烈和开展红色教育的一

面旗帜，现已接待各地参观者 10 多万
人次。

“我建立三官庙革命纪念馆就是为
了铭记那段历史，时刻提醒我们现在的
生活来之不易。 ”每次为参观者讲述三
官庙革命纪念馆建设的动力时，王锦敬
都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除了王锦敬，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孙增睿老人， 他身为革命烈士的后代，
已经连续多年在民间搜集革命史迹，并
用手中的笔和录像机记录了下来。

如今，孙增睿正在根据多年搜集的
革命史迹材料，准备撰写一本名为《太
北烽火》的红色书籍。

“作为革命后代， 我不会忘记那段
历史。今天，我所做的事，就是为了让红
色精神永远流传。 ”孙增睿说。

革命后代传承红色基因

������1938 年 6月， 太康沦陷在日寇铁
蹄之下，面对日寇的暴行，一个个优秀
的太康儿女冒着生命危险同敌寇展开

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太康县三官

庙及附近村庄的人民群众前赴后继走

上革命道路， 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之
际挺身而出， 和全国各地其他中华优
秀儿女一道扛起了民族救亡的旗帜，
不畏生死融入到革命大潮之中， 用生
命和鲜血书写了一个个传奇故事。

采访当日，郭泽林、孙增礼、王福
庆、张新学等几位健在的抗战老兵，在
烈士墙上寻找熟悉的战友名字， 在烈

士墓前向老战友致敬， 他们以自己的
亲身经历， 向我们再现了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时期那段悲壮的历史。 虽然，
这些人经历的生死战斗和重要历史事

件没有完全被史书记载下来， 但是发
生在三官庙及附近村庄的无数革命故

事， 却被当地人民群众深深地刻在心
中，成为难以忘却的记忆。

作为后人， 我们有责任把革命的
历史保存下来，传承接续。 ①2

（此稿件得到了太康县委党史研究
室轩人杰、太康县三官庙革命纪念馆创
建人王锦敬等同志的无私帮助，谨在此
表示感谢。 ）

采访札记

传承历史责任重大

记者在三官庙革命纪念馆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