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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馆
长潘福安向参观者展示了一把日本军
刀。“这是日军军官投降后交给铁道游击
队的指挥刀，刀上还留有斑驳的血迹，是
小鬼子杀害中国人后留下的，他们杀人
后用血养刀。”潘福安语气沉重地说。

铁道游击队是以煤矿工人和铁路工
人为主要成员组成的一支抗日武装。他
们在敌人心腹地区坚持斗争 8个年头，经
历大小战斗百余次。其间，还胜利完成
了开辟和保护华东经鲁南通往延安的秘
密交通线的特殊任务，安全护送刘少奇、
陈毅、罗荣桓、萧华、陈光等千余名过路
干部，并迫使千余名日军缴械投降，在沙
沟火车站附近举行受降仪式。铁道游击
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像把钢刀刺入
敌胸膛”，被敌人称为“飞虎队”。

今年 63 岁的潘福安老人，是听着
“铁道游击队”的故事长大的。后来，他
听说不少外地人怀疑铁道游击队的故事
是“编”出来的，这让他下定决心收集资

料、义务宣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老人
含辛茹苦地跨越十余个省市，行程 10 万
公里，收集到有关铁道游击队的珍贵实
物、史料等 1000 多件。2000 年，他以个
人房屋作抵押，倾尽个人积蓄，经民政部
门批准，创办了“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
馆”，制作了图片、展板，在全国进行巡回
展出。“虽然是义展，但我收获了不少感
动。我曾收到了一位来自安徽的参观者
写来的信：我终于真正看到和了解了铁
道游击队，他们是中国人民不甘屈辱的
代表，他们的精神永存。”每忆及此事，潘
福安仍难掩激动之情。

但那时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实
际上是有“展”无“馆”，只是潘福安一个
拉着展览板到处跑的“流动展览馆”。为
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开展爱国主义国防
教育，宣传继承铁道游击队民族英雄业
绩，枣庄市市中区决定在枣庄全民健身
中心（东湖公园）的中兴阁地上一层建设
铁道游击队展览馆，并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建成开放，四处漂泊了 10 多年的“枣
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终于安了“家”。
展馆面积 700 余平方米，分为同仇敌忾
御外侮、抗日烽火燃煤城、铁道线上抗顽
敌、功德高著世人颂等 4块内容。为了让
参观者更直观地了解铁道游击队的事
迹，潘福安还以铁轨为方向指引，车厢号
为展室序号，还复原了当年枣庄火车站
的外景。

“铁道游
击 队 以 不 到
百人的队伍，
接受 1800 多
名日军受降，
是 这 片 土 地
的 骄 傲 。 作
为 一 名 共 产
党员，我有责
任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铁 道
游 击 队 这 段

历史，教育大家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潘
福安由衷地说。

据了解，下一步，枣庄市市中区将依
托历史遗存，打造铁道游击队红色文化
品牌，规划建设铁道游击队遗址公园。
届时，将铁道游击队展馆迁入遗址公园
中，与老火车站、洋行、炮楼连为一体，全
力打造以铁道游击队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品牌，建设红色文化数字教育与体验基

地，开发以铁路生
活场景为主体的铁
道 游 击 队 体 验 项
目，构建全区红色
文化旅游一线多点
的发展格局。

（图为铁道游击

队纪念馆）

王金虎摄

今年 65 岁的王金国，是电影《铁道
游击队》中的主人公之一王强的原型、原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志胜之子。提起
父亲当年在铁道线上打鬼子的故事，王
金国如数家珍。

据王金国回忆，父亲兄弟 5 人，他
排行老四，因父过早去世，家贫如洗。
父亲王志胜生前经常念叨，与同是出生
在铁道边上的洪振海 （电影 《铁道游击
队》 中刘洪的原型） 从小一起在铁路沿
线捡破烂、拾煤核儿。1938 年 10 月的
一个夜晚，经过短期特工培训的洪振海
和王志胜，带着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
领导的嘱托和期望悄悄潜入枣庄，他们
以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庄为基地建立了
秘密抗日情报站，洪振海任站长。随
后，王志胜以搬运工身份打进日军以经
商为掩护在枣庄开设的特务机构“正泰
国际公司”(当地群众称为“洋行”)。
很快，王志胜便查清了洋行及其特务活
动情况。1939 年 8 月，洪振海、王志胜
等 3 人乘夜摸进洋行，将三名日本“掌
柜”毙二伤一。第二天，王志胜照常去
洋行上班，见“三掌柜”金山正躺在血
泊中呼救，便打电话叫来医生。王志胜
不仅未被敌人怀疑，反而因对金山有

“救命之恩”被升为班头。
1939 年 10 月，王志胜在为日军运货

时发现有部分武器被装上火车，准备运

往临城。他悄悄在装武器的车厢上作了
记号并马上找洪振海商量，打算把这批
武器截下来。经过一番周密准备，晚上 9
点左右，火车刚开出枣庄站，洪振海等人
便跃上火车，将包扎好的二挺机枪、12支
马大盖步枪和两箱子弹掀下火车，早就
埋伏在下面的王志胜等人马上将武器弹
药运往蔡庄赵永泉家的地瓜窑里，并通
知义勇总队派人取走。这便是人们广为
传诵的“飞车搞机枪”。

1939 年秋，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部

分主力挺进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改
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支队领导指示洪
振海，在继续搞好抗日情报工作的基础
上筹建抗日武装。为隐蔽身份，由洪振
海任经理、王志胜任副经理的“义合炭
场”于 1939 年 11 月正式挂牌开业。在开
炭场子的当月，洪振海秘密组织了一支
有 11 人参加的抗日武装，取名为枣庄铁
道队，公推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赵连
有为副队长。

听父亲讲，那时候，日军、伪军对抗

日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不准一粒粮食、
一两盐巴、一点药品进入抗日根据地。
鲁南军区的张光中司令员捎信给铁道游
击队说，得想办法搞一些钱，以便添置必
需品。王志胜经过一番侦察发现，每个
星期六，都有一趟装着日军钱财的火车
开往济南，游击队决定截获这笔钱。当
时制定的计划是，由洪振海等人控制火
车头，王志胜则带另一部分队员扒火车
上去击毙鬼子。洪振海扒上火车头后，
控制火车开始减速，然后拉三下警报，通
知车下的其他战友扒火车。王金国回忆
说，当时，王志胜殿后，从最后一节车厢
扒上去。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24 个日
本兵全部被打死。这次战斗，游击队员
除了有几个受了轻伤，没有重伤和牺牲
的。他们总共缴获 14 条长枪、2 挺机枪，
还有几门手炮。在日军押送银钱的车厢
里，他们不仅找到了 7 万多法币、部分日
本金票，还发现了满满两箱银元。

“具体有多少钱财不知道，反正是两
个人都抬不动。这一下子，把附近几个
军区的军需品问题全都解决了。”每次回
忆到这儿，王金国总是开怀大笑。

1942 年 8 月，王志胜被鲁南军区评
为一等战斗英雄，1943 年荣获战斗模范
称号。新中国成立后，王志胜先后任华
东煤田地质勘探局一二三队副队长兼党
总支书记。1987年 4月，王志胜病故。

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

铁路线上的“飞虎队”
□ 孙海峰

原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志胜之子王金国讲述父亲当年的抗日故事——

飞车写传奇
□ 王金虎

山东省京剧院山东省京剧院《《铁道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剧照剧照 （（资料照片））

“一二·九”运动，东北大学师生走在最
前列，成为“一二·九”运动的先锋队和主力
军；西安事变，东大学生的请愿行动点燃了
这一重大事件的导火索，成为时局转换的有
力推手。全国抗日英烈中，东北大学有 60 多
位⋯⋯东北大学以深植血脉的报国信仰，一
次次挺身而出，积淀了光荣的爱国主义传
统。

东北大学创建之时，正值东北存亡的紧
急关头。1922 年春，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
立，次年 4 月 19 日，奉天省公署颁发“东北大
学之印”并于 4 月 26 日正式启用，东北大学
宣告成立。

以御侮兴邦为办学初衷的东北大学，在

白山黑水间撑起一面兴学
育 人 、文 化 救 国 的 大 旗 。
1928 年，张学良将军兼任
东北大学校长。

张学良这样阐述办学
目标：“我们这个学校的特
殊性，不是一般的大学，而
是为抗日造就干部，也可以
说我们要办抗日大学。”在
这种精神和理念的营养里，
迸发出了“一二·九”运动的
火花。

1935 年 12 月 8 日晚，
流亡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
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他们
刚刚接到了来自北平学联
的通知：12 月 9 日上午到中
南海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
代表何应钦进行爱国请愿，

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
会”，要求一致抗日。每一个东大学子都深知
这次活动的分量，日本步步紧逼，国民政府
节节退让，“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
静的书桌了”。不抗日，就亡国！

12 月 9 日清晨早餐时间，东北大学全体
学生大会在总校大餐厅召开，到会的三百多
名爱国学生群情激奋，当场推举有实际斗争
经验的宋黎为东北大学请愿队伍总指挥。在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被军警阻隔在
城外的情况下，东北大学作为游行队伍西路
纵队的唯一主力，高举大旗，冲出被军警包
围的校门，走上西直门大街。

从 12 月 10 日起，北平各校学生实行全

市总罢课。在罢课宣言中，学生们提出：反对
成立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反对投
降外交；动员全国抗日。在这里，汇聚的学生
和市民召开了市民大会。市民大会通过了

“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
等八个决议案；并决定立即到外交大楼举行
示威。然而，示威游行再次遭到了反动军警
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
300余人。

“一二·九”运动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
高潮的起点，在这次运动中东北大学学生起到
了主力军和先锋队的作用。同样，“一二·九”运
动也是东北大学流亡历史中最辉煌的一页。

“九·一八”事变之后，靠近北大营的东
北大学在经历了枪炮声的洗礼之后，翻开了
沉重的一页，被迫走上了流亡的征程。

1931 年 9月 27日，东北大学部分师生迁
往北平。10 月 18 日，东北大学在南兵马司前
税务监督公署旧址复课。80 余间房舍收容男
女学生 300 余人，“宿舍中既无床铺，学生以
地为席，移砖为枕。饭厅则桌凳皆无，倚室而
立食者，阅十余月”。“各级学生各在宿舍上
课，教员坐讲授，学生环立敬听，遇有笔记，则
俯床书写⋯⋯然师生精神，始终不懈。”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东北大学教师
阎述诗目睹学生被军警杀害的惨状，被学生
们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所感染，他将著名诗
人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谱上激昂悠远的
旋律，迅速在学生中传唱开来。这首最早在
东北大学师生中唱响的歌曲，很快流传到全
国，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日救亡歌曲。

“一二·九”运动后，华北局势危在旦夕，
各大学纷纷外迁。张学良校长于 1936 年 2

月，在陕西省立农林职业专科学校的旧址上
成立了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再次捐资 15 万
元现洋作为建设西安校园之用。1936 年 8
月，张学良为东北大学西安分校新校舍奠基
石的题词“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至‘九·一
八’，懆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勗尔多
士，复我河山”,道出了辗转流亡中东大师生
的凄凉情境和抗日救亡的决心。

1936 年 12 月 9 日，为纪念“一二·九”运
动一周年，西安市万余名青年学生走上街
头，举行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核心内
容的请愿游行。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学生走在
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高呼“枪口对外，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
号，在向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请愿未达到目的
的情况下，冲出军警戒严的中山门，向临潼
出发，向驻在那里的蒋介石请愿。蒋介石不
但不愿意接见请愿的学生代表，反而下令军
警，准备新一轮的屠杀。张学良校长深恐学
生遭到伤害，驱车追上学生请愿队伍，以校
长的身份向学生承诺：“请大家相信我，在一
个星期内，我用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仅仅
三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
学良以“兵谏”的实际行动，兑现了他对学生
们许下的诺言。从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
十年内战基本结束，中国的命运由此转折。

1938年春，日军西犯，潼关戒严，东北大
学不得不踏上内迁途中的最后一站也是驻
留时间最久的一站：四川省三台县。

在这川北小城，东北大学师生度过了 8
年时光。学校通道两旁延伸到大门口的壁报
都是学生的创作，以宣传抗日，抨击腐朽政
治，揭露社会黑暗为主要内容。学生剧团不

仅在校内演出，还走出校门举行义演，所得
款物捐赠前线，支援抗战。

东北大学师生在三台这片土地上，谱写
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颂歌，使这个
交通闭塞的大后方成为抗日救国的前沿阵
地。东北大学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论持久战》等作品传到三台，同时组建了抗
敌协会三台分会，并出版了文学期刊，通过
朗诵诗歌和文艺作品等各种形式唤起民众
的抗战热情。

“白山兮高高，黑水兮滔滔，有此山川之
伟大，故生民质朴而雄豪⋯⋯爱校、爱乡、爱
国、爱人类，期终达于世界大同之目标。使命
如此其重大，能不奋勉乎吾曹！”在艰苦的流
亡岁月里，东大人始终没有忘记那催人奋进
的校歌，一路将校歌从沈阳唱到北京，唱到
西安，又唱到三台。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东大师生与全
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1946年
东大师生从三台陆续返回沈阳，东北大学开
启了发展新篇章。

① 东北大学北平总校校门 （资料照片)

②“一二·九”运动中，东北大学学生走在

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资料照片）

“九·一八”事变让东北大学成为一所流亡大学，先后流亡北京、西安、开封、三台等地，历时十八载，风雨载途，弦歌不辍——

一路求学 一路斗争
□ 张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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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7月 8日，在北
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的《伟大胜利 历
史贡献》主题展览首个公众开放日上，80 岁高龄的
彭保中老人用颤抖却洪亮的声音所作的即兴演讲，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感恩、
铭记、怀念在祖国危亡时刻，能挺身而出、保卫中华
的全体战士们⋯⋯”老人的慷慨陈词得到众多参观
人员的赞许。

记者一路跟随彭保中发现，观展中，老人始终拿
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在笔记本首页，他用刚劲有力
的笔迹写下了“抗战馆参观纪要”的字样。40 多页的
笔记里，既有老人手抄的《大刀进行曲》歌词，也有老
人对重要战役和历史事件的沉思体会。彭保中告诉
记者，从 10 点钟进馆到下午 4 点，自己连午饭都没
来得及吃。

一张张历史照片，勾起了彭保中心中无限的往
事。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名字的由来。彭保中老人出
生于江苏省江阴市的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原名彭
阿保。1943 年夏，日军下乡扫荡。“一天早上，我班里
的一个好朋友没有来上课，下午我去找他才知道，下
乡扫荡的日军，把他的眼睛给打瞎了。晚上，在村边
的码头，我又看见几个日本兵将掳掠来的中国妇女
押往村外。”老人眼含泪水地说，“当晚，我就把名字
彭阿保改为彭保中，发誓长大后要保卫中华！”

“日本侵华战争使占领区的百姓民不聊生，但还
有一些日本人在美化他们的侵略行为。我把亲身经
历说出来，就是要告诉后人，永远不能忘记历史，忘
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彭保中说。

望着“伟大胜利”展区玻璃地板下的文物，现年
65 岁的张连柱驻足良久，连连感慨抗日战争胜利的
不易。“我 19 岁就加入了上海空军航空兵第 26 师，
当过 18 年的兵。我最大的感受是，一定不能忘记历
史。铭记历史，是要让人们维护和平。”张连柱说，“对
整个民族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
走向复兴的重要转折点。这次展览的举办，就是要让
我们了解更多关于抗战中那段事实，只有铭记这段
历史，吸取历史的教训，才能踏踏实实地走好现在的
路，只有国家富强，民族富足，才会有国家领土的完
整，才能拥有幸福安定的生活，实现中国梦。”

其实，不光是老一代人在关注着这段抗战历史，
年轻人也加入了追忆历史的队伍中。身为 80 后，刚
参加工作的苏笛表示，虽然没有经历过硝烟弥漫的
战争时代，但这些参展的文物和照片，都是活生生的
历史。“纪念馆里的每一个物件都蕴含着一个故事，
或感人，或激励人。虽然我没有亲历过硝烟弥漫的战
争岁月，但是透过这些有历史感的文物和照片，也能
让我们年轻人感同身受，切身感受到烈士当年何等
英勇。同时也更提醒我们，要加倍珍惜和平年代，珍
惜生活。我能做到的，就是将英烈们永记心间，从悲
壮的历史中汲取精神养料，努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兢兢业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苏笛说。

上图 观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

《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主题展。 韩秉志摄

历史不可忘记

□ 韩秉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