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震孫女王京京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攝

●1993年全家福（前排坐者左一王季青、左二王震，後排右一王京京）。全家人為王
季青過八十大壽，是王震生前最後一次全家聚會。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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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號召上10
萬名部隊轉業官兵赴黑

龍江建設北大荒。圖為
1958年王震在密山火車站
召開的開墾北大荒大會
上講話。受訪者供圖

王震出生於湖南瀏陽北盛倉鄉馬歸橋村的一個貧農
家庭，1922年，14歲的他離開家鄉到長沙參加湘

軍，後成為鐵路工人，在工人運動中迅速成長起來，
1927年，19歲的王震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參與湘
贛根據地創建，成為紅軍指揮員。長期的革命鬥爭中，
智勇雙全的王震立下了赫赫軍功，成為開國上將。

手拿槍鎬 一輩子就沒閒過
抗日戰爭中，王震的359旅連戰連勝獲得「模範黨
軍」的稱號。1941年，王震響應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號
召，一手拿槍，一手拿鎬，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
動，將處處是荒山的南泥灣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
大大緩解了革命區的經濟困難。一首《南泥灣》傳唱大
江南北，毛澤東親自為王震題字「有創造精神」。
1949年9月，王震率部進入西寧，解放青海。其
後，一路北上，冒着風雨嚴寒翻越終年積雪的祁連
山，直插張掖，解放酒泉，直逼新疆，促成新疆和平
解放，為解放大西北、鞏固祖國統一、創建新中國作
出了重大貢獻。在疆期間，王震成立生產建設兵團，
從事軍墾屯田。1956年起王震長期擔任農墾部部長，
他號召10萬名部隊轉業官兵，浩浩蕩蕩開赴黑龍江，
建設北大荒。
「從中原突圍到西北戰場，去新疆，再到北大荒，
修鷹廈鐵路等，我爺爺這一輩子就沒閒過。」王京京
點數着爺爺的功績，「但他不搶功討賞。在新中國成
立時，天安門城樓上看不到我爺爺，那時他在新疆平
亂，打土匪……」

爺爺大壽 孫輩自製錦旗
王震光輝的一生多姿多彩而又鮮明獨特，他在長期
革命鬥爭中表現出是非分明的品格和堅定立場。「文
革」期間，王震先是被責令「離職休養」，後又被下
放到江西。「1971年913事件之後，爺爺於9月29日
從下放的江西被召回到北京，重新走上工作崗位。那
幾年他不遺餘力地幫助仍在遭受迫害的老幹部、老戰
友及他們的家人。」王京京說。
「爺爺戎馬一生，為國家、為黨、為人民，功績卓

著。但在家裏，他只是一個普通的長者。生性簡樸，反
對鋪張浪費，喜歡熱鬧，家裏四世同堂，兒孫繞膝的氣
氛讓他怡然自得。」王京京表示，比起和自己的父母，
孫輩們和爺爺奶奶更親密。在王震80大壽的時候，四個
孫輩給爺爺頒發一面他們自製的錦旗——「最佳爺

爺」，那天，老人家為這個小小
的禮物感到意外和感動。
「家裏並沒有嚴格的字句成為

家訓，但弟弟上小學時，老師給他的
評語裏有『誠實』二字，爺爺對此很高
興。家裏不誇獎孩子，但因為『誠實』這兩個字，爺
爺卻誇獎他很多年。」王京京表示，王震對誠實忠信
很看重，他曾說過：「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做老實
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是共產黨員。」

言傳身教 教育後代厚道做人
1968年出生的王京京從小便由王震夫婦照顧。「奶

奶教會我的第一首歌是《松花江上》，她每次唱這首
歌都會眼泛淚光，被侵略的屈辱深深刻入骨髓。爺爺
教會我的第一首詞是岳飛的《滿江紅》，用民族英雄
的故事和親身經歷講述愛國主義的真諦。」
王震夫婦十分注重後代的身心健康，鼓勵他們認真

聽課，多讀課外書，汲取知識，鍛煉身體，熱愛勞
動。「從記事起，爺爺奶奶手不釋卷的習慣深深影響
着我們，我們不識字的時候就給我們讀書講故事，小
學一年級開始指導我讀小說，中國歷史小說、外國名
著、史書等都是爺爺奶奶所推薦。二老以身作則，教
會我們養成讀書的習慣，保持對知識的渴求，活到老
學到老。」王京京講述道。
王震夫婦在生活上非常簡樸。「奶奶因股骨頭病

變，走路不是很利索，但她從來不用公家給爺爺配的
車。我小時候跟着奶奶走路、坐公交去商場，給新
疆、北大荒的老同志買東西，給學生們買學習用品、
輔導書等。」王京京稱。
「以責人之心責己，以

恕己之心恕人」，嚴格要
求自己，努力提高自身修
養……「爺爺奶奶去世的
時候，沒有留下任何的物
質財富，但給了我們寶貴
的精神遺產。我特別清楚
地記得他們教我的一句
話：利劍割體瘡猶合，惡
語傷人恨難消。不能傷害
別人，不要說人壞話。做
人要厚道、善良。」王京
京說。

「爺爺並非對親人漠不關心，只
要不憑權力搞特殊，以他個人的力
量為親友改善環境，他都是竭盡心
力的。」王京京回憶說，公務再繁
忙、處境再困難，王震都常抽空給
家人們寫家書，積累下來竟有幾百
封信十幾萬字，信中，他不遺餘力
地提建議、做指導，幫助他們搞家
鄉建設和個人發展。
1989年，王震侄子王井的兩個女
兒同時考上大學和中專，同時供兩
個孩子讀書讓他感到莫大的經濟壓
力。「爺爺聽說後立刻匯了1千元
人民幣給他，說是資助兩個侄孫女
讀書的，並抱歉地說自己積蓄不

多，請王井諒解。」王京京表示，
在王震嚴格的家風管理下，家鄉的
親人都走上了自強自立之路。
1993年，85歲的王震因病去世，

按他生前遺願捐獻了眼角膜，將骨
灰撒放在天山山麓，一顆忠魂永遠
安息在他堅定地守護並建設過的土
地上。多年來，王京京無數次赴
疆，探望當年王震部下的老同志。
同時，作為八路軍研究會青年分會
主要負責人之一，王京京還與「人
民海軍之父」肖勁光大將孫女肖雨
青一同組織、參加各種紅色後代活
動，定期到紅色革命根據地學習，
繼承和宣揚革命愛國主義精神。

王震之妻王季青1913年出生於瀋陽，幼年喪
父。「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奶奶在瀋陽上初
中，母女倆相依為命，靠鄉下數十畝耕地為生。當
時東三省被日軍佔領，強制要求學生講日語、學日
本歷史，奶奶當時堅決抵制，不肯講日本話。」王
京京介紹，1932年2月後，母女倆流亡到北京，中
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化學系，後轉入歷史系。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王季青奔赴抗日
武裝鬥爭的第一線，到晉西北參加了八路軍，年底調
至359旅任文化教員，經賀龍介紹，不久與該旅旅長
王震結為伉儷。婚後，王季青陪在王震身邊，始終從
事教育工作，1954年初隨王震調往北京。在眾多職位
的選擇中，王季青以行政十二級之位出乎意料地選擇
了一所普通中學（北京女八中，現為魯迅中學）當了
校長。1957年反右時，王季青被勒令停職反省，
1962年平反後又回到女八中繼續當校長。

「爺爺對於奶奶做了一輩子教師特

別驕傲，對於大家稱呼奶奶『王校長』既驕傲又羨
慕。1982年，爺爺被任命為中央黨校校長，開玩笑說
他終於當上校長了。」王京京講述道，爺爺這輩子唯
一一次要官，就是1986年擔任中國中小學幼兒教師
獎勵基金會理事長。「本來是請他作『名譽理事
長』，但他說要實實在在為廣大教師做事。他自己捐
工資，帶領全家捐款，動員許多將帥夫人一起募捐。
二老把尊師重教的美德牢牢灌輸到我們的心中。」

低調處世嚴於律己
王季青在教育戰線上奉獻了大半生，為黨的教育

事業嘔心瀝血，但她一直低調處世，無論王震官居
何位，她一如既往地嚴於律己，很少在公眾場合露
面。2007年底，王季青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遵照奶奶生前的要求，她逝世後沒有發訃告，沒
有公布治喪機構，沒有開追悼會，亦沒有公開報
道。但奶奶生前的同事、朋友以及學生陸續前來弔
唁，共同緬懷這位將一生獻給教育事業的老八路、
將軍夫人。」王京京說。

「生在井岡山，長在南泥灣，

轉戰數萬里，屯墾在天山。」王

震將軍解放初期寫的這首詩，正

是他早期革命事跡的寫照。「爺

爺一生秉承為國為民謀福利的信

念，既能帶兵打仗，也能屯墾建

設、固守後方，他這一輩子就沒

閒過」。走進北京和平門一處院宅，王震上將晚年一直居住在這裏，從小

在爺爺身邊長大的王震孫女王京京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爺爺80大壽

的時候，四個孫輩給爺爺頒發一面他們自製的錦旗——

「最佳爺爺」，儘管沒有成文的家訓，但是在王震的家

裏，「誠實忠信」四字是對晚輩們無聲的要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凱雷 北京報道

骨灰撒在天山山麓
忠魂永伴那片熱土

嚴詞拒弟弟「建大宅」建議
��

多 年 在 外 征
伐，王震思念自
己 的 家 鄉 與 親
人，對生他養他
的老家瀏陽十分

關心，多次返回故里探望鄉親們，
並請專業人士為家鄉建學校、耕良
田，讓鄉親們逐漸變得富足起來。
不過對自己的手足至親，王震卻始
終嚴格要求，他多次回老家整頓家
風，不允許自己的親人們享受任何
特殊待遇。

建國後，王震擔任新疆分局第一
書記和新疆軍區代司令員等要職，
在家務農的三弟王余美認為哥哥成
為「封疆大吏」，寫信給大哥要一
筆錢回鄉修建「王家大院」以此來
「光宗耀祖」。王震收到家書後大
為震怒，他回信責備弟弟，說如果
母親回家住，他可以從工資裏出錢
砌兩間房子，但不可能蓋什麼豪
宅。

鼓動親友赴疆建設
王震在新疆建設當指揮時，曾鼓

動自己的二弟王余民赴疆工作，王
余民當即帶着全家五口踏上入疆的

火車。新疆生活艱苦，王震卻沒有
半點要照顧他們的打算，而是鼓勵
他們繼續在邊疆吃苦搞建設。

9年後，王余民的兒子王井滿18
歲，他在王震鼓勵下報名參了軍，
卻因趕上「文革」初期王震被撤職
揪鬥，連帶遭受了很多打擊，只得
提前復員。復員後，他寫信希望王
震幫自己安排職務，王震卻要他
「回老家老老實實當一個農民」，
24歲的王井此後重返瀏陽老家，當
了一輩子農民。

王震的二妹有一兒兩女也曾找他
幫忙安排工作，王震同樣把他們送
到了新疆，讓他們為開發、建設新
疆出力。就這樣，王震將自己二弟
一家、妹妹的孩子們都送往新疆扎
根建設。

王余美的女兒王輝看到表哥表姐
們的遭遇，不敢再直接找大伯幫
忙，以免被送到新疆的戈壁灘上。
於是找到王震的部下幫忙，瞞着大
伯把戶口遷到北京。本以為生米已
經煮成熟飯，可王震一聽說此事便
大發雷霆，讓人把侄女的戶口「遣
送原籍」，非要她回瀏陽老家村裏
去建設家鄉。

對妻子一生從教感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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