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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的位置： 党史故事（人物）

王殿升

（1908—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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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殿升，别名王峻岐，1908年11月生于河北省文安县程子村的一个雇农家庭。家里共有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和弟弟等

六人。父母没有土地，伯父的几亩碱地收成维持不了全家两个月的生活，因此全家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只能靠当长工来维持，生

活非常清苦。8岁那年,王殿升被过继给没有儿女的伯父，这时他就开始拾柴，割草、给地主放猪，15岁时给地主扛长活。

1924年，迫于生活压力，年仅16岁的王殿升离开家乡，到天津海河码头做搬运工。由于他年幼体弱，搬不了笨重的货物，

因此收入极少，甚至不够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1927年的冬天就要到了，可王殿升连件棉衣都没有，如果继续当码头工人,他

非冻死不可。此时，占领天津的奉系军阀部队，为对抗国民革命军北伐，正积极扩充人马。走投无路的王殿升被迫参加了东北

军 。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则幻想依靠中央和通过国际干涉来解决

日军侵略问题。东北军拱手让出富饶的家乡，忍痛退入山海关，在历史上写下耻辱的一页。从关外撤出来的东北军官兵，目睹

家乡庐墓横遭践踏，父母姐妹惨遭凌辱，均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一些未入关的官兵则自动奋

起抵抗。王殿升虽从未到过关外，但他是个有爱国心、有血性的青年军人，目睹自己同胞流离失所，激起他无比的愤恨。当时

王殿升的部队驻扎在山海关附近，他和武术班、骑兵连的一些士兵，经常到秦皇岛、昌黎、绥中等地暗杀日本兵,一个月下

来，他们先后杀死日本兵20多名，夺取15支步枪、2支手枪，这件事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

1933年1月，山海关失守，王殿升随部队撤至石家庄。这时王殿升在部队里开始听到有关共产党和红军的传言，跟他在一

个武术班的一个士兵就常跟他说，共产党是救穷人的，他们杀赃官、除恶霸,红军是官兵平等的等等。其他的官兵也有类似的

传言，说共产党主张抗日救国，打土豪、分田地、提倡男女平等……，这些都使出身贫苦的王殿升十分神往。

1934年，蒋介石命东北军南下“剿共”，王殿升随部队开到了大别山附近，在几次的“剿共”战斗中，部队不是损兵就是

折将，士气十分低落。红军对每次战斗俘获的东北军官兵，都按他们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释放后又回到东北军的俘虏

说：“红军真好，真是官兵平等！”这使王殿升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提高。1934年3月，王殿升调到一〇九师二

十七团任准尉副官，后又到二十七团四连任见习排长。1935年东北军又被蒋介石调到陕北继续“剿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引起蒋介石极为不安，他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企图围歼红军。11月20日，

王殿升所在的一〇九师被红军诱入直罗镇，进入了红军的包围圈，11月21日大部被歼，残部于24日上午也被红军全歼，一〇九

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这就是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王殿升在这次战役中成了红军的俘虏，这次被俘是王殿升一生命运的转折

点，标志着王殿升旧军人生涯的结束和崭新生活的开始。

王殿升被俘后，原来在旧部队中听到的关于共产党和红军的传言，在他面前不仅得到了证实，而且还有不少新的体会，使

他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他被俘的第二天，五六百名被俘的东北军官兵在一块麦子地里集合。不久，过来一

位与普通战士穿着一样的红军指挥员，他厉声向东北军的一个军官说：“你们一点群众观念也没有，把麦子踏坏了，明年老百

姓吃什么？”这句很平常的话，却给王殿升很大震动，他出生在几辈子没有地的雇农家庭，深深懂得土地、收成对农民意味着

什么。但在旧军队，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那位指挥员在对他们讲话中说：蒋介石把整个东北送给日本，你们东北军有几

十万人，不让打，白白地把东三省送给敌人；我们是主张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救国的，但蒋介石还骂我们是土匪，大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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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究竟谁是土匪？这几句话让王殿升和众多的东北军官兵热泪盈眶，都低下头来。在随后的遣散俘虏时，王殿升不顾其他人的

劝阻，毅然决定参加红军。

参加红军后，王殿升被编入红二师五团一连一排当战士。

1936年2月17日，毛泽东签发了东征宣言，2月20日，正式下达渡河命令，红军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百余

里的渡口，同时发起攻击。刚刚参加红军的王殿升勇敢地投入了这场战役。王殿升有武术的基础，身手灵活，作战勇敢，渡黄

河时他自报奋勇参加了渡河突击队。过河后除完成了攻下一个碉堡外的任务外，还主动援助友邻突击组，攻下了三交镇北边的

火力点，随后又参加友邻攻取三交镇北边大庙的战斗。战斗中，他打死了两个敌人的主要指挥官，使红军主力迅速将该敌歼

灭。在战斗结束后，王殿升受到团首长在全军大会上的表扬，并被提升为班长。渡河后，红二师沿汾河西岸进抵新绛、侯马，

而后会师西进，直趋乡宁、大宁。红军所到之处大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积极筹款扩红。王殿升部队一直打到临汾附

近，太原危在旦夕。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河西，结

束东征。红军主力和总部人员先后从延水关、永和关、清水关、铁罗关一带渡过黄河，返回陕北。红军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

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王殿升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在战斗动作上也打下了一些基础，增进了不少的作战经验。更重

要的是使他更加了解了红军，了解了共产党，坚定了他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东征战役后，王殿升又参加了红军西征的战斗。1936年5月下旬，王殿升随部队向甘肃、宁夏挺进。红军一路势如破竹，6

月16日，王殿升所在的红二师一举攻占豫旺堡。拿下豫旺堡后，王殿升实现了他的愿望，由连指导员林正琪同志介绍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王殿升出身贫苦，从小就参加劳动，由于生活无着，无奈到天津码头当工人，由于赚的工资不能维持自己最低的生活，不

得已加入东北军。在东北军八年左右，起初主要是为了维持生活，不管怎样有吃穿就行了。“九一八”事变后，他开始萌发爱

国主义思想，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不满情绪。以后接近了几个东北军中的进步分子和亲眼看到在“剿共”时红军放回

来的俘虏的宣传，逐渐产生了一些革命思想，并打破了部队中“被红军抓住就杀”的谣传，对红军产生了一些向往。所以直罗

镇被俘后，他毅然决定参加红军。参加红军后，随在部队东征、西征的一系列战斗中，使他看到共产党、红军才是真正为人民

大众谋福利的，是真正的正义之师。这段时间，红军的政治工作也使他在政治思想上有了质的提高。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投

入了党的怀抱，从此奠定了他新的人生目标，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为劳苦大众打天下、谋幸福。

西征的红军，一直打到宁夏东部，并于1936年10月23日完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在这一时期，王殿升历经数十次的战

斗，每次都冲锋在前，出色地完成了各次战斗任务。在工作上他积极肯干，学习认真，能团结同志。他任班长后，以自己的模

范行动推动全班，因此在每次工作总结时，他带的班都比其它班成绩优秀。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王殿升所部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三营十连，王殿升

任机枪班班长。因表现优秀，同年9月被提升为排长。10月，一一五师遵循中共中央的决定，由聂荣臻率领师独立团、骑兵营

各一部和军政干部约3000余人，开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1月，晋察冀军区组建了四个军分区，王殿升任第一军分区一团

十二连任连长。在一分区期间，王殿升历任警卫连连长、警卫营副营长、三十四团一营营长、六团三营副营长等职。先后参加

了平型关大战的腰站阻击战、百团大战和1941年反扫荡、开展敌后游击战等武装斗争，屡立战功。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得到了

较好的锻炼，经受住了艰苦斗争的考验。

1937年10月，王殿升在独立团十连任排长时，带领一个班，在尉县西边西马庄担任警戒，打退二百多敌人的进攻，歼敌20

余名，缴获了两辆汽车，十几支步枪，受到了上级表扬。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十二连连长时，在河北省易、满、徐地区，

主动拿下易县西边的一个突击据点，并全歼守敌70余名而受到上级的表扬。1939年到1940年上半年，王殿升在任一分区警卫连

连长期间，在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遵守纪律、开荒自足等方面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军分区评为直属队模范连。同时他

在学习上也非常主动，认真钻研，被军分区评为学习模范。

1942年下半年，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将一分区六团调到雁北分区开展抗日斗争，王殿升当时任一分区

六团三营副营长，随部队来到雁北。在雁北期间，王殿升历任灵丘支队支队长、应县支队副支队长、山阴支队支队长等职。雁

北分区是晋察冀军区北边的门户，地形险要，该地被日军统治时间较长，斗争环境十分恶劣。在此期间王殿升经历了1943年秋

季反扫荡，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强化治安运动等武装斗争。

1943年秋，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敌人先头部队进入上寨时，王殿升正在病中，得到部队要歼灭上寨敌人的

消息后，他主动要求参战。得到上级批准后，王殿升带领一个排兵力担任佯攻。战斗开始后，王殿升带领战士们以机警的动作

占领了敌人的主阵地，并连续打退了敌人四次凶猛的反冲锋，毙伤敌人30多人，并缴获了迫击炮一门。战斗结束后，王殿升受

到一分区政委罗元发的队前表扬。1944年8月间，王殿升任灵丘支队长时，主动进攻灵丘城关，歼敌一部，受到晋察冀军区通

报表扬。这一时期王殿升不仅在战斗中进一步得到了锻炼，在政治上经历了整风运动，思想觉悟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各县支队合编为主力部队，积极向敌进攻、收复失地。同年11月，王殿升被提升为晋

察冀军区独立十三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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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王殿升同晋察冀解放区的军民一起，投入了粉碎敌人进攻，保卫晋察冀解放区

的战斗。1946年8月，我军发起大同战役。王殿升指挥的独立十三团是担任主攻的部队之一。战役开始后，王殿升指挥独立十

三团一举夺取飞机场，并巩固了已得的阵地，接连打退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的10余次疯狂的反冲锋，使主力全歼七

里村守敌，受到分区首长在全体干部会上的表扬。当主攻部队准备攻城时，因敌增援，再战不利，我军遂于9月16日撤出战

斗。

1948年2月，根据解放战争的形势变化，大部地方武装都改编为主力部队。上级命令组织30个团的补训兵团，王殿升奉命

带雁北的一个补训团到石家庄附近，改编为补训第二团，短时间内完成了两期整训任务，并全部补充到主力部队。

1948年9月，组织上安排王殿升到华北军区军政大学学习，经萧克副校长的批准，王殿升被编入高干队。军政大学学员的

组织形式是依照党校的组织方式，学员队长由民选产生，执行一元化领导。在两年多的学习中，王殿升连任四期（三个月一

期）党小组长。在这里，王殿升系统地学习了兵团战术、党的政策和文化知识等。在军事、政治理论和文化等方面都有所提

高。自参加革命以来，这是王殿升首次过学校生活。因此，他对一切课程都感到非常新鲜，学习非常刻苦。两年多的学习使他

获益匪浅，其中最主要的是在理论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工作方法、领导艺术比过去大有进步，在文化水平上也有了较大的提

高。

这时，解放战争的形势突飞猛进的发展，王殿升入校时华北除解放一个石家庄外，其他大、中城市仍在国民党手中。但不

久济南、张家口就获得解放；东北全境解放后接着天津、北京、太原也相继解放；而后解放军南下先后解放南京、上海等主要

城市。到1950年，除西藏外，大陆上广大地区已全部解放。在这种新的形势鼓舞下，王殿升在学习上更加积极，他认为如不加

倍努力，便会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和需要。1949年10月，王殿升有幸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盛典，得到朱德总司令和其他高

级首长的接见和慰问后，更激发了他学习的积极性。他无论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每次测验成绩均在80分以上。他还领导

文化互助小组的学习工作，因成绩突出而多次受到好评，并在华北军大学学报上介绍了他的经验。

学习结束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和需要，组织上决定派王殿升到东北搞二线兵团工作。1950年11月，王殿升调到松江省松江

军事部，并将他带来的整训第三团改为东北军区整训第二十八团，王殿升任团长兼政委。整训了三期新兵后，1951年转为接转

中国人民志愿军荣、伤、残废人员的工作。接转荣军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当时荣军人员中常有些违法乱纪的行为，不少做荣

军工作的干部都挨过打，工作中存在畏难情绪。王殿升根据荣军任务的要求和干部的思想情况，提出了“殷勤相待、大胆管

理、以荣军优秀干部管理荣军”的口号，荣军工作很快转入正规。经他负责接转的四期荣军，都没有发生较大的问题。

1952年10月，王殿升调任松江军事部后勤处处长，1953年任后勤部部长。这是王殿升参加革命以来首次改行，他克服了文

化程度低，年龄大等困难，努力学习，钻研业务，在实际工作中摸索经验，很快适应了后勤工作的复杂性和科学性。王殿升刚

到后勤处时，干部缺乏且力量薄弱，少数同志不安心现职工作，思想较为混乱，工作无法开展。王殿升到任后，连续召开几次

后勤工作会议，传达东北军区第二届后勤工作会议精神，制订今后工作方向，并在工作中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以老红军的优

良传统带动身边的同志。两个月后，干部的思想稳定下来，工作效率也大有好转。

1953年11月，王殿升调任沈阳军区后勤司令部训练处副处长，1955年4月调任沈阳军区后勤司令部公路处处长。在此期

间，他继续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政治立场坚定，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工作积极负责，认真肯干，不辞辛苦，能够克服困

难，服从组织调动，真正做到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他生活一贯艰苦朴素，毫不特殊，对时事政治文化学习抓得很紧，工作积

极主动，业务熟练，对上级常能提出建设性意见,受到上级的肯定和群众的好评。

1958年王殿升转业到地方。1959年成立吉林市交通局，王殿升任交通局第一任局长兼党组书记，1964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吉

林市委交通局委员会，王殿升兼任党委书记。

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和国民经济的调整，20世纪60年代起，吉林市的交通运输业开始了全面发展时期。王殿升主持交

通局工作期间，组织力量改造路面，增辟线路，更新设备，运力和运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和增长。1962年修筑的温德至红旗

3.45公里的柏油路，是吉林市公路史上第一条黑色路面公路。到1966年，新建和改建了6条主要干线，开辟4条、恢复3条、延

伸2条客运路线。同年末，公路总里程增至2264.3公里，开通客运线路达50条，完成客运量1699千人，旅客周转量55300千人公

里，分别比1955年提高300.7%和179.2%，创历史最好水平。1965年开始大量修造石桥和钢筋混凝土桥，结束了吉林市修建木桥

的历史。水运港口安装了牵引和起重设备，结束了全靠人力装卸货物的历史。1962年内河客运量分别达64672人和5024398人公

里，为1949年的93倍和67倍。王殿升还率领广大技术人员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革新和改制运输、装卸、修车机具。1965

年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分别比1955年提高54.1%和99.1%。

正当王殿升带领吉林市交通局全体干部职工，满怀激情地为吉林市的交通事业倾力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吉林市的交通运输事业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受到了极大破坏，王殿升本人也遭受迫害下放到永吉县旺起公社当“五七战士”。

1973年，王殿升恢复工作后，任吉林市交通局副局长。1980年4月任政协吉林市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离休。

1988年12月23日，王殿升因病在吉林市逝世，享年81岁。他那爱国主义情操、他在战场上一往无前的风格，对党、对人民

无此热爱的胸怀，受到同志们的敬仰。

（赵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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