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 年初 ， 豫东地区发生较为
严重的灾荒。地方豪绅囤积居奇、趁
火打劫。国民党政权和地主、奸商相
互勾结、沆瀣一气。豫东特委和西华
县委研究决定 ，打击恶霸奸商 ，救济
穷苦百姓 ， 以此提高农民的思想觉
悟。 当年 2 月 7 日深夜，王其梅带领
十几位武装人员 ， 在胡晓初领导的
农民武装配合下 ， 袭击当地恶霸地
主，开仓放粮，取得成功。

到了 1937 年 4 月， 王其梅兼任
豫东特委交通站站长 。 该站是党的
秘密组织 ， 全面负责上级派往豫东
和华中的干部接待 、 审查和中转工
作 。 王其梅负责此事 ，严谨细心 ，从
未出现过一次差错。

1937 年 “七七事变 ”后 ，王其梅
接任中共西华县委书记 、 普理学校
校长职务 ， 全面主持西华县党内工
作。

三违父命 竟成诀别

1938 年的一天 ，王其梅的父母
突然来到西华 ， 还带了一些钱 。 原
来 ，老人多方打听 ，终于得知王其梅
在河南一个乡村教书 ， 便不远千里
到西华劝说儿子回湖南老家 。 他们
来到西华后 ， 见到了这里艰苦的条
件 ，地瘠民贫 ，和鱼米之乡的老家桃
源县相去甚远 ，父亲便对王其梅说 ：
“月是故乡明 。 家乡有你许多同学 ，
有的做了县长 ， 有的当了国民党县
党部书记 ，你却在这里当穷教员 ，不
如回湖南 ， 何愁找不到一份好差
事 。 ” 王其梅回答说 ：“我爱这个地
方 ，已经把这里视为我的第二故乡 。
我爱这里的民众和我所教的学生 ，
他们对我已有了感情 ， 我怎么能走
呢 ？ 再则 ，现在全国都在抗日 ，我就
是不直接去前线 ， 也不能越走离前
线越远啊。 ”

父亲见劝说不行 ， 又几乎命令
似地对王其梅说 ：“你作为长子 ，应
回家替我撑立门户。只要你回故乡，
我死也瞑目了。 ”

王其梅还是立场坚定 ， 他耐心
解释并宽慰父亲 ， 最后斩钉截铁地
告诉父亲 ：“为了国家 、为了抗日 ，我
不能回湖南。 ”

父母早已知道王其梅的身份 ，
母亲就说 ，这孩子已经不听咱们的 ，
咱也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去劝说了。

结果可想而知 ， 王其梅的父母
在西华县住了数日，抱憾而归。回家
不久，相继离世。

自古忠孝两难全 ， 与父亲的第
三次抗争 ， 也成了王其梅与父母的
最后一次相见。直至父母病逝，他也
没有回老家桃源。

普理学校 留下佳话

革命者的学习生活是枯燥的 、
艰苦的 。 普理学校开办的干部培训
班只在早晨和晚上上课 ， 白天大部
分时间做军事训练。

王其梅主要讲授军事课。 第一
期干部培训班的学员睡的是地铺 ，
特委 、 县委的一些领导和学员都挤
在一个麦草大铺上睡 。 学员们军事
训练十分严格 ， 每天早晨天刚蒙蒙
亮就起床 。 王其梅带领大家野外训

练，每天准时准点，风雨无阻。
军事训练严格是王其梅的教学

风格 。 冬天里他每天都带学生赤脚
在雪地里跑操 ， 到河边打开冰层洗
脸。

这里留下他许多军训 、 学习往
事。

一天夜里 ，下了一场大雪 ，培训
班学员照常上操跑步 ， 王其梅带领
大家脱了鞋子光脚跑 。 一个学员家
就在附近 ，那天因睡过了头迟到 ，被
王其梅要求照样在操场上跑了几

圈。
一次 ，王其梅打球时脚扭伤了 ，

不能和学生一起跑步 。 但为了让学
生军训不间断 ， 他在学生跑步时同
样脱掉鞋子，站在那里指挥。

为团结教育青年 ， 王其梅利用
在普理学校任教的公开身份 ， 在学
生中组织一支篮球队 。 他和学生们
练球 、赛球 ，通过比赛接触了附近的
青年，和他们拉近了关系。 他从北平
带来的衣服比较时髦 ， 就交给学校
当演戏、演话剧的道具。

在这里 ， 培训班为党输送大批
优秀军政干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 ， 有几十人还走上省军级领导
岗位，可见普理学校的影响力。

王其梅还和豫东特委书记沈东

平的小警卫员刘尚文有过一段故

事。
有一段时间 ， 组织上为使王其

梅养好身体 ， 曾安排他到同事侯香
山家里，一边工作一边休息。 王其梅
不肯享受特殊待遇 ， 便离开侯香山
家搬到学校和大家挤在一起。

第一次来到学校睡觉时 ， 王其
梅发现刘尚文不给他让位置 ， 不光
对他如此，对别人也一样。 王其梅感
到很奇怪 ， 瞅机会笑着追问刘尚文
怎么回事。

在王其梅追问下 ，刘尚文说 ，其
实是他身上有虱子 ，和大家挨着睡 ，
虱子会爬到大家身上 。 他怕影响大
家休息。

王其梅听后 ，并不感到意外 ，反
而告诉刘尚文 ，他在北京蹲过监狱 ，
戴着脚镣手铐被投进监狱 。 里面没
衣服换 ，又不能脱裤子 ，一件衣服一
穿就是一年半载 ， 身上的虱子不知
有多少。 痒得没办法，就想方设法抓
虱子 。 放风时 ， 捡到一把破扫帚回
来 ，利用天好 ，把地扫净 ，把裤子脱
下来仔细从裤子上往下扫。 再说了，
红军长征一件衣服穿了二万五千

里，哪个干部战士身上没生过虱子。
王其梅安慰刘尚文 ， 身上有虱

子不怕 ，等天好了帮他捉虱子 ，打扫
干净就没有了。

王其梅揭开了刘尚文思想上的

疙瘩 。 从此 ，刘尚文性格开朗起来 ，
也和大家挤在一起睡在一起了 。 王
其梅还利用虱子对刘尚文讲革命道

理：“虱子就像地主老财，吸血鬼。要
把他们统统埋葬掉……”

在王其梅关心教育下 ， 刘尚文
明白了更多革命道理 ， 深深感到了
共产党的温暖 。 他下决心永远跟着
共产党闹革命，把一生奉献给党。 后
来， 刘尚文逐渐成长为解放军的一
名优秀指战员、战斗英雄。

刘尚文晚年的回忆录 《戎马生
涯 》一书中 ，就有一篇文章 《王其梅

帮我抓虱子 》，专门讲述了当年王其
梅关心爱护他 ， 并为他抓虱子的详
情 。 文中言语间 ， 流露对革命领路
人———王其梅的敬仰与感恩 ， 情真
意切，让人泪目。

“宁要王大头，不要袁大头”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 “七七事
变 ”后 ，国共两党为抵御外侮 ，再次
合作抗战。

1937 年底 ， 王其梅根据豫东特
委安排 ， 在普理学校所在地陵头岗
举办了有 300 多人参加的第二期抗
日干部训练班 ， 亲自担任教官和队
长。

为把具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

和农村青年培训成抗日骨干 ， 王其
梅除授课外 ， 还聘请豫东特委领导
同志及当地进步知名人士作教官 。
王其梅在学员中先后发展 21 名共
产党员 ，使抗日烽火迅速燃烧 。西华
全境的抗日团体纷纷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 。 农民协会 、青年自卫队 、民先
队 、妇救会 、姊妹队 、学生救国会等
相继建立 ， 进行宣传抗日 、 军事训
练 ，时刻准备打击日本侵略者 ，西华
县的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 。

抗日干部训练班为西华 、扶沟 、
淮阳等县培养一大批抗日骨干力

量。 训练班结束后，学员们回到各县
模仿西华办起了抗日骨干训练班 。
抗日救亡宣传队伍越来越壮大 ，抗
日的巨大声浪传到了豫东大地的每

个角落。
王其梅把西华的革命工作搞得

有声有色。
1938 年 5 月 ， 豫东特委和西华

县委根据上级发展抗日武装的指

示 ， 以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训练班
学员为主建立了一支约 6000 人的
抗日武装 。 这就是后来远近闻名的
西华人民抗敌自卫团 （不久改为西
华人民抗日自卫军）。

根据国共合作需要 ， 由国民党
西华县长楚博担任司令员 ，魏凤楼 、
胡晓初 、 屈申亭 、 侯香山任副司令
员 ， 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任参谋长
（实际为政委 ）， 西华县委书记王其
梅任政治部主任。 于是，王其梅的工
作重点转移到了领导西华抗日武装

方面。
王其梅在西华的革命活动 ，深

受群众拥护和爱戴 ， 也被敌人视为
眼中钉、肉中刺。 日伪政权曾以 5 万
元“袁大头 ”悬赏他的人头 。 由于他
长得敦厚结实 ，脑袋大 ，外号 “王大
头 ”。 当地群众都说 ：“敌人想用 ‘袁
大头 ’换 ‘王大头 ’，我们决不答应 ！
宁要 ‘王大头 ’，不要 ‘袁大头 ’。 ”在
群众的掩护下，他一次次转危为安。

首下水东 前线杀寇

水东，一片红色的热土。 它是在
地图上找不到地名的地方 ， 是特定
历史条件下的区域名称 。 这个地理
名称的出现 ， 同一段悲壮的历史紧
密相连。

1938 年 6 月初 ， 豫东大片国土
被日寇占领 。 屡战屡败的蒋介石为
阻止日军进攻 ， 下令炸开花园口黄
河大堤。 黄河水一泻千里，豫东等地

一片混乱 ， 西华形成了黄泛区 。
“水东 ”是指改道后的新黄河以东地
区。

抗日烽火首先在水东地区的睢

县、杞县和太康县交界地带点燃。 这
一带称为“睢杞太”。

黄河水并没有阻挡住凶残的日

军进攻。 河南省委根据党中央“我向
敌后发展 ”的方针 ，果断指示西华抗
日武装分两批东渡新黄河 ， 先后到
“睢杞太 ”地区 ，配合吴芝圃的豫东
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开展游击战争。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 首先出
击“睢杞太”。

这时的 “睢杞太 ”地区 ，各种武
装势力已迅速分化 ： 土匪大都变成
了汉奸 ，另有一部分依附于国民党 ；
诸多地主武装民团也见风使舵 ，充
当日寇的爪牙 ；其他一些土匪 ，则称
霸一方 ，打家劫舍 ，敲诈勒索 。 加上
睢 、杞 、太三县分属商丘 、开封和淮
阳 3 个专区 ， 统治者内部又有各种
矛盾 ，也便成了三不管的地方 ，致使
日 、伪 、顽 、匪为所欲为 ，搞得昏天黑
地，一片混乱！

7 月中旬，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
在参谋长沈东平 ，副司令员胡晓初 、
侯香山 ， 政治部主任王其梅等人率
领下 ，第一批东渡新黄河 ，到 “睢杞
太”寻机与日寇作战。

东征第一梯队经淮阳县东北直

抵太康县城 ，在太康县城遭遇日军 ，
经过激战收复太康县城 。 经短暂休
整 ，部队继续北上 ，在睢县潮庄消灭
伪匪董蔚亭部三四百人。 沿途，战士
们耳闻目睹日军犯下的罪行 ， 更激
发了打击侵略者的热情。

7 月 28 日 ， 东征第一梯队在睢
县马路口村伏击日军 ， 王其梅和沈
东平一起指挥部队与敌展开激战 ，
给敌人重大杀伤 。 由于游击战斗经
验不足 ， 战斗结束后没有及时撤出
转移 ， 遭打击后的日军很快组织一
股日伪军增援反攻。 战斗过程中，参
谋长沈东平不幸牺牲 ， 王其梅率部
奋战得以突围。

沈东平牺牲后，王其梅和西华人
民抗日自卫军领导人研究决定，由东
征第二梯队屈申亭、王学武率部前往
杞县傅集配合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

三支队作战 ， 其余留在睢县平岗整
训，并安葬沈东平及在马路口牺牲的
烈士。 四五天后的一天夜里，部队再
遭敌人偷袭 ，因敌众我寡 ，王其梅率
部返回西华。

由于消耗过大 ， 中共中央长江
局和河南省委决定成立新的豫东特

委 ，调周季方任豫东特委书记 ，王其
梅任组织部长。

1938 年 8 月初 ， 彭雪枫以八路
军总部参谋处长的身份到达西华 ，
部署西华 、 扶沟两县及豫东特委工
作 。在西华期间 ，彭雪枫多次同王其
梅交谈 ， 了解党在西华县工作开展
及豫东特委 、 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
的一些情况 ， 并对党的工作征求意
见 。 此时 ，王其梅身兼三职 ，既是中
共西华县委书记 、 豫东特委组织部
长 ， 又是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政治
部主任 ，肩上责任重大 。

“睢杞太 ”后来成为水东地区的
中心。此次征战“睢杞太”，也是王其
梅首下水东。 ②2

开国少将王其梅：征战豫东留英名（一）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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