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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 （1914—2001），乳名三喜，
学 名 建 基 ， 稷 山 县 西 社 镇 李 老 庄 村
人，1933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中共甘肃省定西地委书记，甘肃省
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甘肃
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委政法委
委员、顾问。

王国出生于稷山县李老庄村一个
贫苦的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到绛
县横水镇当打井工人。1933 年春节，
他为躲债逃往西安，在杨虎城领导的
第十七路军 （西北军） 警卫团留守处
特务连当兵。

当时的西北军中早就有中国共产
党的组织在秘密活动，张汉民等一些
共产党员还在西北军中担任重要领导
职务。王国当兵后，被分配到留守处
看守所站岗放哨。当时，李鼎铭 （后
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因给刘志
丹 领 导 的 红 军 购 买 枪 支 被 关 押 在 这
里，二人很快成为了朋友。

为了营救李鼎铭，王国遭到上司
的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不仅被
官兵称为“硬汉子”，还被党组织列为
重点培养对象。

1933 年 10 月 ， 王 国 在 同 事 马 学
文、岳之涛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
产党。

入党后，王国长期隐蔽并以合法
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3 年至 1936 年，他历任警卫团
三营七连党支部书记、组织委员，特
二团党委书记。其间，根据上级党组
织指示，他积极开展“兵运”工作，
多次护送来往于苏区和西安的领导干
部，组织起义活动，亲身经历了张汉
民被误杀事件。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率部坚守赤
水桥，阻击西进的“中央军”，为和平
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贡献。

阻击任务完成后，特二团在耀县
整训时，按照团党委决定，让王国以

“设宴请客”为名，处决了无恶不作、
残害进步人士的恶霸特务头子雷天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国随所在团
赴河北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保定战役
和忻口战役。忻口战役后，部队奉命
撤 退 到 运 城 一 带 ， 组 成 抗 日 游 击 总
队，王国任副中队长。随后，他任闻
喜县抗日自卫队中队长、总指挥、总
队党支部书记，1939 年 1 月任三十八
军四十六旅党的特派员。其间，他多
次采用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袭击敌
人，打得日寇胆颤心惊，到处张贴布
告，重金悬赏捉拿王国。

1941 年年初至 1945 年年底，王国

奉命调至陕西省委统战部，先后任总务
科科长、生产科科长、招待所所长等职，
从事党的地下交通联络工作。

5 年间，他多次装扮成“商人”或
“旧军官”，冒着生命危险来往于苏区
和 白 区 之 间 ， 每 次 都 能 出 色 完 成 任
务 ， 还 建 立 了 许 多 联 络 点 和 统 战 关
系，被称为“无硝烟战场上的勇士”。

1945 年 9 月，由于叛徒出卖，王
国被捕入狱。

面 对 利 诱 他 不 为 所 动 ， 面 对 酷
刑他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铮
铮骨气。经组织营救，他脱险回到解
放区。

1945 年年底，王国奉陕西省委命
令，参加了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领
导的策动国民党三十八军起义活动，从
事联络工作，亲自组织营救三十八军副
军长孔从州，并将其安全送到解放区。

1946 年 10 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反
动派对华北等解放区的进攻，王国受
命建立郑州情报站，担任站长，为我
军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还出色地完
成了与原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的联络
工作和党员干部的安置工作。

1948 年 4 月，王国正式调回解放
区，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隐蔽斗争历
史，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他曾任陕南行署公安局副局长，
中共安康地委委员、公安处处长。其
间，他组织策动安康守敌起义，和平
解放安康城。

此外，他结合土地改革，大张旗
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2 年“三反”运动中，王国受
冤挨批，纠偏后先后任陕西省公安厅
劳改第二支队政委，宁夏潮湖劳改农
场第二支队政委、农场基建委主任、
农场副政委、农场政委兼党委书记。
1956 年 3 月，他被调任甘肃省水利局

（厅） 副局 （厅） 长，1960 年任安西
水利工程局局长，1961 年 1 月任中共
甘肃省定西地委第一书记、定西军分
区第一政委。

1983 年 5 月，王国退居二线，任
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委政
法委委员、顾问。1985 年离休后，他
全力投入原第十七路军党史资料的征
集整理中。

1991 年 起 ， 他 历 时 多 年 辛 勤 笔
耕，编写出版了长达 40 余万字的回忆
录 《无悔的追求》，追思了他 60 多年
的生命历程。

2001 年 9 月 6 日，中国共产党的
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王国同志与世长辞，享年 88岁。

打得日寇胆颤心惊 冒死往来苏区白区

王国：“无硝烟战场上的勇士”

樊耕农 （1915—1943），盐湖区寺
北 村 人 ， 1933 年 9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39 年 12 月 打 入 阎 锡 山 部 队 内
部，任民族革命同志会宣训组宣传股
股长，并担任中共晋西特别组成员。
他利用阎锡山高干会议办公室秘书这
个有利条件，将阎部核心机密悉数转
报党中央。1943 年 12 月 26 日，樊耕
农不幸牺牲，时年 28岁。

1929 年秋，樊耕农考入山西省立
第二中学校初中部。

1930 年，他参加了驱逐校长李敏
的学潮。

九一八事变后，樊耕农发起成立
运城学生抗敌救国联合会。

1933 年 9 月，经张志善、李延河
介绍，樊耕农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樊耕农和
王芷蘅、屈斗三合作，创办了一份油
印小报—— 《河东日报》。

1939 年年初，樊耕农到延安陕北
公学学习。4 个月后，他返回山西搞
统战工作，在中条山第七专区行政专
员公署工作，担任 《战垒报》 编辑，
负责编写战地新闻、撰写前线通讯。

1939 年 12 月，阎锡山发动“十二
月事变”。根据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在
二战区内秘密建立中共晋西特别组，
有组长杜任之以及组员樊耕农等人。

中共晋西特别组刚成立，党中央
和毛主席就传来指示：“统一战线不会
全部破裂，蒋、阎反动派还不敢公开
向日本投降。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是
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凡是可
以留在阎锡山阵营的同志必须留下，
坚守这块阵地。”“我党对阎锡山的方
针是拖住他，不让他降日；支持他，
不让蒋介石吞掉他。”

在杜任之的指导下，樊耕农草拟
了 《坚持进步坚持抗战的宣传纲要》，
提出“坚持抗战、进步、团结，反对
投降、妥协、分裂”。征得阎锡山批准
后，这些内容被广泛宣传，扩大了统
一战线。

1941 年初，民族革命同志会采用
高干驻会委员三人集体负责制领导日
常工作。经杜任之运作，樊耕农担任
高干会议办公室秘书，负责高干会议
记录和撰写重要文稿。

此后，每次高干会议结束，樊耕
农 都 会 将 阎 锡 山 在 会 议 上 的 讲 话 内
容、决议，甚至讲话时的表情，全部
写成情报转报党中央。

在当时的特殊年代，他们利用多
方势力，有力打击了顽固分子和反动
势力。

石楼地区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薄
毓相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1942 年

春，樊耕农率领秘书组到石楼县作战
地工作，薄毓相却借机分化、拉拢秘
书组成员参与反共。樊耕农依靠组内
进步力量，同薄毓相展开了斗争，掀
起了一场政治风潮。

这 次 风 潮 加 深 了 薄 系 内 部 派 与
派、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大家相互攻
讦、相互诬陷，也使薄毓相的丑恶面
貌在派内外暴露无遗。

樊 耕 农 将 薄 毓 相 拉 山 头 、 树 旗
号、建军队、割据地盘的事实密报给
阎锡山，阎锡山立即将其调离石楼，
削弱和打击了阎部的反动骨干力量。

1942 年夏初，阎锡山准备公开向
日寇投降。党中央立即指示：“阎锡山
是个军人，公开投降，危害很大，必
须想办法阻止阎锡山公开投降。”

于是，他们采取“三箭齐发”的
措施，制止阎锡山公开降日：一是由
王 世 英 代 表 共 产 党 对 阎 锡 山 进 行 劝
诫；二是由阎锡山的亲信赵戴文进行
规劝；三是让杜任之和樊耕农变换字
体，连夜写几封匿名信，最终迫使阎
锡山不敢公开向日寇投降。

一次，蒋介石打着“抗日”的旗
号加紧培训特务，樊耕农和杜任之向
阎锡山力荐 《革命生活》 的编辑王观
鲁前往受训，以摸清蒋介石的特务情
况和训练渠道。

1940 年，阎锡山部队有不少青年
投奔延安。阎锡山便以“煽动逃跑，
言论左倾”为由，让宪兵队把时任民
宣队编导组组长刘鸿林扣回。樊耕农
奔走 15 里地，赶在宪警前通知刘鸿林
从山路回到延安。

除此之外，樊耕农和中共晋西特
别组还营救过陈宝泉、颜永甫等革命
同志，使不少革命同志免遭敌人抓捕。

1943 年春，樊耕农被调返二战区
总 部 克 难 坡 ， 后 作 为 “ 共 党 嫌 疑 分
子 ” 被 监 禁 ， 受 尽 了 折 磨 。 即 便 如
此，樊耕农仍坚贞不屈，表现出视死
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是年秋，由于身患伤寒，而阎部
又拒不给其医治，致使樊耕农的病势
日重。

弥留之际，樊耕农反复叮嘱杜惠
民：“要小心注意！如果有话要讲，在
避开人的情况下可以告诉杜任之。”

随后，他又让人把杜任之叫到床
前，断断续续地说：“我……实在不够
坚强，身体垮了……怕是不行了……
现在就剩下你一个党员……可不要和
党组织断了线。”

1943 年 12 月 26 日 深 夜 ， 樊 耕 农
与世长辞。

1983 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正式追
认樊耕农为革命烈士。

会议记录转呈我党 “三箭齐发”阻阎降日

樊耕农：隐蔽战线写人生

张继先 （1916—1999），稷山县苑
曲村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
日战争期间任地下交通员。他曾先后
任汾南工作委员会通讯员、太岳地委
汾南交通站交通员、稷山一区区委委
员 、 太 岳 三 分 区 干 部 学 校 总 务 科 科
长、稷山二区区委副书记、稷山县委
组织部副部长。

1938 年，日军侵占稷山。敌军封
锁交通，给地下党组织的行动带来很
大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党组织决定
在全县建立几个交通站，苑曲交通站
就是其中之一。

苑曲交通站交通员张继先机智勇
敢，利用贩卖蔬菜的机会，与敌人巧
妙周旋，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黄瓜
客”。

当时，日军封锁汾河桥，苑曲交
通 站 负 责 汾 河 两 岸 党 的 地 下 联 络 工
作，由张继先担任交通站的支部委员
兼交通员。

为 了 行 走 方 便 ， 他 以 贩 菜 为 掩
护，进行地下联络工作。在送信过程
中，他一方面要应对日军和阎锡山军
队的搜刮；另一方面根据信件地址，

挑着菜担子走街串巷，无论贵贱都要
把菜卖出去。

为了做好地下工作，他的贩菜生
意常常赔本。张继先的家人便省吃俭
用 ， 将 省 下 来 的 钱 用 于 贴 补 贩 菜 生
意，这也使得他们的生活愈发艰难。

当时，县委驻地在桐下村。若肩
上的菜担子空了，极易引起敌军怀疑。

为了隐蔽身份，他不得不以高价
在桐下村附近的甘泉村承包一块菜地
种 黄 瓜 。 就 这 样 ， 他 担 着 黄 瓜 在 汾
南、汾北来回奔走。

若在日本兵岗哨卡住了，他就拿
几条黄瓜塞到人家手里。即便岗哨不
让过，他也送几条黄瓜。

在这种情况下，张继先既隐蔽了
自己，又保证了县委和汾南党组织的
联系。

1941 年的一天，汾南交通员转来
一 个 加 急 信 件 ， 要 求 张 继 先 立 即 转
送，信是用白矾在纸上写好后再用金
纸包上的。

他接到信件后，急忙挑起菜担子
就往汾北走。

过桥时，正赶上日军拦路搜查，
抓苦力修炮楼。面对突发情况，张继

先陷入两难。若往回返，容易引起敌
人怀疑；若继续往前走，敌人搜查时
一旦发现了这封信件，不仅自己会被
杀头，而且还会株连全家，更重要的
是会让党组织遭到破坏。

危急关头，他灵机一动，将信件
往嘴里一塞，压到舌根底下，挑着菜
担从容地走向岗哨。

日军将他的衣服脱下，对他进行
全身搜查。

由于没有发现问题，日军让他和
其余被抓来的人站在一起，准备押送
他们去做苦力。

此时他想，若被敌人带走，不知
何时才能被放回，组织上的信若送不
到，会耽误大事。于是，张继先在心
里思考逃跑计划。

机会终于来了，押送途中，由于
日 军 抓 的 苦 力 很 多 ， 他 趁 敌 人 不 注
意，装作解手隐藏起来。待敌人走远
后，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急忙把信
件从嘴里取出来，迅速绕道送到桐下
党组织负责人的手中。

作为一名交通员，张继先既胆大
又心细。

1943 年 10 月，汾北地下党搞到了

4 支步枪、2 支手枪、200 发子弹和十
几颗手榴弹，上级要求把这批武器转
移到汾南，支援稷王山根据地的武装
斗争。

张继先接受任务后，与支部同志
共同研究转移方案。由于桥头有敌人
岗哨，他们只好在夜间蹚水过河。

一天夜里，张继先与支部其他同
志约定暗号后，一起赶到汾河岸边，
由 他 先 蹚 水 到 汾 北 ， 找 到 地 下 党 组
织 ， 其 他 同 志 将 武 器 护 送 到 汾 北 河
岸。汾南、汾北的同志接上暗号后，
再将武器转送到汾南。

时 值 初 冬 ， 河 水 冰 凉 ， 寒 气 逼
人，稍有不慎就有被淹死的危险。

等他们艰难渡到河岸，已是夜间
两三点钟。他们顾不得寒冷，和同志
们一起把武器隐藏到苑曲村天地庙关
云长神架下。

为 了 安 全 ， 他 在 庙 门 口 留 下 记
号，每天装作拾粪暗中察看，根据记
号变化分析情况。就这样，半个多月
后，武器终于安全转移到人民武装手
中。

地下交通员张继先与敌人巧妙周
旋的故事，在苑曲一带久久流传。

挑担贩菜送情报 寒冬蹚水运武器

张继先：智勇双全“黄瓜客”

张 梦 龙 （1915—1944）， 垣 曲 县 皋 落 乡
人，1939 年任中条地委秘书长，1942 年任太
岳军区四分区参谋，1944 年牺牲，年仅 29岁。

张梦龙出生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县立师范
学校。他天资聪颖，性情刚毅，幼时就有善
心，每遇乞讨之人，常常给其饭食。

本村佃农刘清夫妇，年老多病，生活困
难，张梦龙总会为他们送去饭菜，母亲阻止，
他便以哭力争。

一次，张梦龙看见地主殴打交不起租金的
孤寡老人王婆，便冲上去痛击地主两拳，随后
搀扶着王婆，送她回家。

1932 年，17 岁的张梦龙在县立师范学校
读书时，参加了反对老城关盐商剥削百姓的斗
争，接触到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1938 年 2 月，张梦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同
年 10月，他调至县委机关任秘书。

当时的县委机关设在县委书记王唐文家一
间低矮狭小的房间里。冬天，房里寒气逼人；
夏天，屋内闷热难忍。即便如此，张梦龙仍夜
以继日地工作着，从不叫苦叫累，显示出惊人
的革命毅力。

他多才多艺，擅长写作。当时的县委机
关，就他一个人坚持机关工作，从起草文件、
编写宣传材料，到刻蜡版、搞油印，再到将材
料装订成册……无论是县委向上级汇报的材
料，还是向下级发布的指示信息和党员教材，
均出自他一人之手。

此外，他还擅长刻印章。无论是县区机关
的印章，还是为了便于对敌斗争仿刻的敌伪印
记图戳，都由他亲手刻制而成。

他工作认真，要求严格。有时王唐文看他
太累，就帮他刻蜡版。一旦发现印出的字迹稍
有模糊，他便返工重刻。

当年，他刻印的著作用红色油墨印刷，字
如米粒，鲜艳清晰，给阅读过这份作品的同志
留下深刻印象。

1939 年 ， 张 梦 龙 调 任 中 条 地 委 秘 书 长 。
1941 年 11 月至 1942 年夏，张梦龙在 《晋豫日
报》 任编辑，隐蔽在山林草庵里刻印报纸，表
现出异常的勇敢和机警。

1942 年 ， 张 梦 龙 任 太 岳 军 区 四 分 区 参
谋。其间，国民党中条山野战军贾真一部队和
刘仰辰独立大队盘踞在垣曲、夏县、闻喜等
县，张梦龙负责策反他们。

张梦龙受命于危难之时，依靠垣曲县委和
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他通过地下党组织，派共产党员打入敌伪内
部，建立起区党委通向条西地委 （由阳城经垣
曲到夏县） 的地下交通线，在敌据点内建立情
报站，有力地分化瓦解了敌军势力，有效地打
击了敌人。

他经常告诫潜伏在敌人“心脏”的党员：
“要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机密。面临危险
时 ， 即 使 砍 头 断 骨 ， 也 决 不 能 暴 露 党 的 机
密。”他们就这样多年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
进行着殊死斗争。

张梦龙一贯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他任太
岳四分区参谋后，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常在寒
冬腊月里单鞋赤脚，有时几天吃不上饭也要坚
持工作。

在与地下党情报站联系时，他十分机警，
使用五倍子水等密写情报和接头的办法传送消
息。

他还常让当时年过五旬的父亲张恩庆传递情报。
他让父亲戴上旧风帽和老花镜，穿上黑棉袍，背上破搭子，破搭

子内装上罗盘，扮作看风水的阴阳先生，穿行在敌占区。张梦龙曾自
豪风趣地说：“共产党的策略里，还有利用父亲这一条哩。”

张梦龙带领的小股武装，曾多次遇到日伪顽匪的阻击和偷袭，但
他英勇机智，巧妙指挥，与敌周旋，一次次出奇制胜，化险为夷。

1941 年，他带领 4 名战士到一个村庄接头，不料被贾真一部队的
200余人包围。

张梦龙沉着冷静地观察敌人火力，找准突破口，一跃而出，猛虎
般地冲锋在前，弹无虚发，在硝烟迷雾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他率领
4名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重围，竟然无一人伤亡。

1942 年，为开辟条西根据地，张梦龙去条西联络各县游击队。
完成任务归来途中，他被贾真一部队 1000 余人围堵。

当时，他仅带领十几人，枪支弹药也十分有限。他从容镇静地指
挥战斗，用冷枪消灭敌人；用伪装战术，把帽子顶在树枝上，举出草
丛，吸引敌人不断猛烈射击，消耗对方弹药。

这场战斗持续了一天，在张梦龙的策略下，敌人火力大减。他趁
机集中火力，冲出敌人封锁，安全回到根据地。

张梦龙领导的地下情报站和小股武装，成了我党我军的“耳目”
和插在敌人“心脏”上的“尖刀”。

他们搜集敌军情报，挖取敌人暗藏的枪支弹药和物资，除掉敌人
的地下情报员，分化瓦解敌人武装，刺痛了穷凶极恶的特务头目贾真
一。

贾真一是一个阴险毒辣、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曾到处叫嚣：
“共产党是草，老百姓是苗。分得清时，拔草留苗；分不清时，苗草
全拔。”

1944 年 2 月 1 日，张梦龙带领 30 余人到石窑村搜取了贾真一部队
暗藏的部分物资。

返回途中，部队在槐南白村分三处宿营，他和另外两名战友王好
治、王鸿庆宿营在南道凹。

敌人获得这一情报后，当晚，贾真一部队第三团分三路包围了张
梦龙的住处。

次日拂晓，敌人先袭击杀害了我方哨兵，控制了制高点。接着，
敌人又用机枪对准张梦龙的住房扫射，王好治不幸牺牲。这时，王鸿
庆夺门而出，投弹突围，张梦龙也随之冲出。

越墙时，张梦龙不幸左腿中弹，无法行走，王鸿庆则当场壮烈牺
牲。

紧急关头，张梦龙强忍疼痛将随身携带的机要文件用火柴焚烧。
随后，敌人合围追至，张梦龙陷于魔掌。

贾真一先是劝他投降，并以副司令的职位利诱张梦龙。但张梦龙
横眉冷对、破口大骂，痛斥他们是汉奸、土匪，并且高声直言：“胜
利属于共产党！”

贾真一恼羞成怒，拖着他的伤脚，将他带到槐南白村村北的一棵
大树下，严刑毒打张梦龙，逼其投降。张梦龙高声痛斥：“要想叫我
投降，除非日出西山！”

敌人大怒，残忍地杀害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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