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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戈铁马战四方
———新四军骑兵团王氏三兄弟的故事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通讯员 轩人杰

抗战时期， 新四军第 4师师长彭雪枫手中
握有“三件宝”———《拂晓报》、拂晓剧团、骑兵团。

新四军骑兵团，像一股强劲的旋风，使敌
人闻风丧胆，被称为“红色哥萨克”。

来自太康县转楼镇半坡楼村的王勤元、王
俭元、王成元三兄弟先后进入骑兵团，他们敢
打敢拼，血染战袍，被誉为骑兵团王氏三兄弟。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骑兵团王氏
三兄弟的故事依然留存在共和国的 “红色记
忆”中，闪耀着铁军精神的无上荣光。

王氏三兄弟是怎样参加新四军的？为何相
聚骑兵团？ 他们背后有什么感人至深的故事？

近日，记者采访他们的后人，听到更多红
色故事。

入党开启新征程

“小时候，我常听父辈讲当年的故事，耳濡
目染，对如今的幸福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没有党的领导， 他们三兄弟不可能有光明的
前途。 其实，王勤元、王俭元、王成元三兄弟有
一个哥哥叫王纪元。 王纪元没能参加新四军
是因为家中有老母亲、 孩子， 想当兵却去不
了。 三兄弟能参加新四军，要从村里最初成立
党支部说起……”

说到父辈的往事，古稀之年的王新生潸然
泪下。 王新生的父亲是王成元。 作为骑兵团战
士的后代，王新生希望有更多人了解那段血与
火的历史……

1922 年，王氏四兄弟的父亲去世。 他们和
母亲王李氏相依为命。四兄弟长大后就去地主
家打长工。 农闲时，王勤元、王俭元推磨做豆
腐。王俭元口才好，善于交际，经常挑着豆腐到
周边村庄叫卖。

尽管十分勤劳， 但由于匪患和苛捐杂税，
一家人仍然吃了上顿没下顿， 还欠一屁股债。
终日生活在黑暗中，兄弟四人对封建社会和剥
削人的社会制度深恶痛绝。

1937 年，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烽火迅速在全国各地
燃起。 半坡楼村也有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1937
年 8 月，村里来了一位教书的杜先生，他在邻
村办起一所小学。

杜先生很特别。白天，他教小孩子读书、习
字。 晚上，他办夜校，利用教农民识字的机会，
宣传革命思想。

村民被杜先生讲的革命道理吸引，上夜校
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王氏四兄弟。

杜先生就是杜李，是一位共产党员，他从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来到河南宣传抗日。
1937 年冬，经上级批准，中共太康县工委成立，
杜李任县工委书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翌年春，经县工委批
准，半坡楼村建立了太康北部最早的党支部。

四兄弟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王俭元、王勤
元还成为先进分子、党的培养对象。 在杜李的
开导、教育、帮助下，他们先后入党，开启革命
新征程。

共同走上革命路

“当年，我奶奶毅然决然让儿子参加革命，
是如此开明、豁达……”王新生说，在当时，公
开参加革命会给家庭带来许多危险， 即使这
样，奶奶仍然给予坚定的支持。

国难当头，兄弟四人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
是当兵打鬼子。 当时拉起抗日大旗的队伍很
多，究竟参加哪支队伍，他们兄弟犯了难。 最
后，他们决定，让见过世面、比较机灵的老三王
俭元先去当兵“探探路”。 如果投奔的队伍好，
其他兄弟再跟着去。

此时，恰逢吴芝圃在睢（县）杞（县）太（康）
组建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当时日军已
占领睢杞太地区， 吴芝圃率部队打击日寇，队
伍不断扩大。王俭元认识到这是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队伍。 他经其他共产党员介绍顺利参军。

不久，王俭元又“拉着”王勤元、王成元走
上参军抗日之路，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经历。

1938 年 10 月， 彭雪枫率队从确山竹沟出
发，长途跋涉来到西华，与肖望东带领的先遣

大队、 吴芝圃带领的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会师于西华杜岗村。

三支队伍会师后， 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
彭雪枫任司令员。王俭元随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参加杜岗会师，部队改编后，他就成为新四军
的一员。

会师期间，王俭元深切感受到军民之间的
鱼水深情。他和战士们帮群众扫地、打水；群众
帮他们缝衣服、补袜子。当兵就当新四军！王俭
元坚信，自己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

抗日杀敌的机会很快来到。10 月 27 日，游
击支队在淮阳窦楼与百余名日寇发生激战。在
彭雪枫、张震等首长指挥下，游击支队挺进豫
东首战告捷， 击毙日军林津少尉及以下十余
人。窦楼之战不算大仗，但影响很大，沉重打击
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部队稍事休息，继续前进，途中暂时驻扎
在太康县转楼镇。驻地离王俭元老家只有七八
里地。 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很快托人给家
里捎了一封信：“娘，见信如见面。儿子不孝，不
能陪在您的身边。 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掳掠，国
难当头，让勤元、成元参加新四军吧，留下我大
哥纪元照顾您。自古忠孝难两全。娘，原谅不孝
之子！ 部队不日开拔，望恩准！ ”

王勤元、王成元得知情况后，跪在母亲面
前，泪流满面，希望母亲能够成全他们。

纵有万般不舍，王李氏这位坚强的母亲还
是答应了儿子的请求。当晚，王勤元、王成元含
泪和母亲告别：“娘，我们走了，欠地主的 20 块
大洋，我们哥仨想办法尽快还上，不会让你们
作难……”

月上树梢，半坡楼村头，王李氏望着孩子
们远去的身影，默默流下两行热泪。

相继入选骑兵团

“三兄弟参加新四军，还能一起进入骑兵
团，得益于父辈的勤奋，也得益于彭雪枫对王
氏三兄弟的厚爱与赏识。 ”王新生说。

三兄弟跟着彭雪枫转战豫皖苏， 浴血奋
战，进步很快。 他们所在的部队也由新四军游
击支队先后改编为新四军第 6 支队、新四军第
4 师。 王俭元在特务连当班长。 王勤元因念过
书，肚子里有点墨水，一到部队就被分到电台
工作，逐步成长为师部电台排长。 王成元年轻
气盛，训练认真扎实，成为拔尖的神枪手。

后来，彭雪枫成立骑兵团，给了三兄弟相
聚骑兵团的机会。 早在 1940 年，彭雪枫率部队
在平原与敌人战斗， 由于部队以步兵为主，机
动作战能力不足， 面对敌人强大火力和骑兵
时， 曾遭受不小的损失。 1941 年皖南事变后，
彭雪枫担任新四军第 4 师师长。总结对敌斗争
的经验教训，彭雪枫决心组建骑兵部队。 1941
年 8 月 1 日，新四军第 4 师骑兵团在淮北抗日
根据地的淮宝县岔河镇（今属江苏省淮安市洪
泽区）东滩广场成立，成为新四军第一支团级
骑兵部队。

能进入骑兵团的人都是百里挑一。王俭元
因表现优异被彭雪枫选中，成为骑兵团“元老”
之一。 因需要电台人才，王勤元也被彭雪枫点
名调入骑兵团。 在之后的选拔中，王成元作战
勇敢，“上马轻快敏捷，骑在马上像磐石一样稳
固，快马加鞭时像闪电一样神速”，完全符合彭
雪枫选人的要求，也被选中调入骑兵团。

三兄弟相聚骑兵团，经过严格训练，随部
队参加过三打老陈圩子战斗、 朱开大桥战斗、
程道口战役、33 天反“扫荡”、八里庄战斗、保
安山战役、宿南战役等战斗、战役，经受了战争
的洗礼，屡立奇功。在骑兵团，王氏三兄弟的知
名度越来越高。

生产自给好榜样

王俭元十分爱马。 当年，彭雪枫给骑兵团
的战士们训话时说，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
流血。抗战期间，王俭元因为给马割草的事，受
到了首长表扬。

1942 年后，骑兵团随新四军第 4 师移驻泗
洪半城集西南的大王庄。 由于敌人封锁，百姓
生活苦，部队的条件更苦。

平时， 部队在不妨碍打仗和训练的情况
下，就抓紧搞生产。

对骑兵来说，马是不会说话的战友，要喂
养得膘肥体壮。

骑兵团首长提出，洪泽湖里的草多且长势
旺盛，很适合喂马，各大队和团直机关轮流派
人下湖割草，自己用船运。于是，一场大搞生产
的“仗”打响了。

任务下达后， 时任区队长的王俭元便忙碌
起来，把大队布置的几件生产准备工作一件件做
完。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王俭元把队伍集合起
来。战士们个个都是一身农民打扮：脚蹬草鞋，头
戴草帽，肩膀上挂着粮袋，有的手拿镰刀，有的扛
着扁担和绳索。 于是，一支生产队伍出发了。

洪泽湖上空，不时有水鸟和野鸭飞过。 湖
水里，鱼虾和螃蟹嬉戏。 湖面上，船只点点，扬
帆而过。

草越割越多，装到船上，堆成了山。湖水深
的地方，还可以撑船 ；水浅的地方 ，船撑不过
去。王俭元看到后，毫不犹豫跳进水里推船。队
里的党支部书记看到后，立即喊出口号“向王
俭元同志学习”。 大家一听，干劲更大了，干起
活来跟比赛似的。

初秋的骄阳依然似火。 每天，王俭元光着
膀子和大家一起奋战。

以王俭元为模范，极大地推动了割草和运
草工作，经过半个月劳动，大家把几十万斤草
和几千斤藕，运到河滩上的驻地附近。 这件事
传到骑兵团团长周纯麟及其他首长的耳朵里，
王俭元受到首长一致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周纯麟还将这件事写进回
忆录《金戈铁马》里，作为艰苦岁月里大家团结
一心、生产自给的见证。

千里寻亲洪泽湖

“三兄弟参加革命，家里的处境很危险。后
来，我奶奶带着我大伯王纪元、我堂哥王新祥
去找新四军……”王新生说，奶奶这一去，还给
新四军送去一位小战士呢。

1944 年春，太康一带闹灾荒。 王李氏和大
儿子王纪元在老家过不下去了。 这时候，半坡
楼村有人参加新四军的消息传了出去，王氏三
兄弟成了日伪军重点怀疑的对象。

很快，日伪军找上门来，询问王纪元三个
弟弟的去向。 王纪元说：“他们几年都没音讯，
我咋能知道？ 他们会做豆腐，或许去外地卖豆
腐了。 ”

村里几个大户人家也作证，村里没有共产
党员、新四军。他们说：“如果有，我们还会安全
吗？ ”日伪军一听，讲得还挺有理，于是把王纪
元打一顿放了。

受到别人欺负，王纪元刚满 14岁的儿子王
新祥十分愤怒，执意找三位叔叔当兵去。王李氏
几年不见三个儿子，不知是死是活，十分想念。

早晨的薄雾中，一辆独轮手推车出现在村
外。王李氏带着一些不值钱的家当，坐在车上，
后面推车的正是大儿子王纪元，前面拉车的是
孙子王新祥。 祖孙三人踏上了寻亲的征途。

从豫东平原到苏皖大地， 他们一路风尘，
一路乞讨。独轮车碾过千里路，有时土匪拦道，
有时饿殍满地，祖孙仨受尽磨难。 这是那个时
代最典型的“流亡图”。 王纪元想的是，哪怕拼
上自己的命，也要给母亲找个安稳的地方。 王
新祥只有一个念头，只要饿不死，此生跟定新
四军。 王李氏想念自己的儿子， 也想给孙子找
一条活路。

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来到洪泽湖畔，经多
方打听，终于找到骑兵团，见到了亲人。烽火连
天的岁月里，一家人能够团圆，多么不易呀！

一家五位新四军

“在骑兵团的时光充满温情，但由于家中
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几天后，王纪元就
要返回太康。 ”王新生说，但王新祥却赖在骑兵
团里不走了。

别看王新祥当时刚满 14 岁， 却十分有个
性。 他嚷嚷着：“爹、奶奶，我要当新四军打鬼
子！ 鬼子太坏了！ ”王新祥坚决不回家，大家只
好同意。 王李氏年龄大了，暂时留在部队驻地
附近的村里，王纪元一个人返回了太康。

王俭元拉着王新祥，找到周纯麟说：“团长，
再给你介绍一位小战士……”

团长问明了情况， 见这孩子年龄太小，思
考一下说：“先安排他帮助老战士喂猪、 遛马
吧，帮战士们送个信、跑跑腿。 ”王新祥一听，一
蹦三尺高。

王新祥机灵、勤快，在战士们的教导下，他
抽空努力学习骑马、射击、刀术，后来成为骑兵
团里年龄最小的骑兵。

1945 年春，王俭元同骑兵团卫生队医护员
黄英结婚，王家多了一名新四军女兵。 大家开
玩笑说，王家一门出了五名新四军，称得上骑
兵团的“半壁江山”呢！

三兄弟在骑兵团很有影响力。
王勤元曾任第 7 大队副大队长、第 5 大队

大队长。
王俭元曾任第 5大队副大队长、第 3大队大

队长，他马术精湛，经常在团里为战士们作示范。
《新四军骑兵团征战发展纪实》 对王成元

有这样的描述：“王成元因从小患有慢性支气
管炎，被团里称为‘老病号’。他享受一项‘特别
照顾’，从来不站夜岗，都由两个哥哥轮流帮他
站岗。 ‘老病号’平时不显山不露水，打起仗来
不要命，要不后来怎么可能成为团直属队的指
导员呢！ ”

他们的母亲王李氏也没闲着。她在村里为
骑兵团的战士拆洗被褥、缝补衣服。一次，团长
周纯麟去看望她，说她是骑兵团年龄最大的新
四军“老战士”。

一家五人都在骑兵团为国杀敌，王李氏老
人被全团人敬重。 1948 年秋，在安徽亳县一户
外逃大地主家里，骑兵团战士发现一口上好的
白木棺材。经骑兵团首长提议，报师部批准，团
部将这口棺材送给王李氏，并派人用马车把棺
材运到太康老家备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王李氏去世，享年 86
岁。太康县委、县政府为老人开了追悼会，称老
人是“革命的老母亲”。

痛击匪首郭馨坡

1948 年 10 月，三兄弟随骑兵团重返豫东，
参加了歼灭反动匪首郭馨坡部的战斗。

郭馨坡，原是太康县的大地主，抗战时期
任国民党太康县县长， 素与我抗日武装作对。
抗战胜利后， 他当上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司令，
纠集当地的地主恶霸、土匪，经常残害我地方
政府人员。 淮海战役前夕，豫皖苏边区党委副
书记吴芝圃特意来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向粟
裕代司令员提出，“郭馨坡部是豫东人民的祸
害和劲敌，不消灭他们，对豫皖苏边区特别是
淮阳、西华、太康一带后患无穷，要骑兵团去消
灭郭馨坡部”。粟裕欣然同意，并亲自向骑兵团
下达了作战命令。

王氏三兄弟早就盼望能回到家乡痛歼匪

首郭馨坡， 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10 月 15 日中
旬，骑兵团进驻沈丘槐店。 在团部召开的大队
长及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上，王俭元、王勤元
向首长请战。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 骑兵团追击郭馨坡主
力来到驻马店确山县东黄楼村一带， 把敌人围
在附近几个村子里。按照战前安排，骑兵团几个
大队分别承担前卫、支援等任务。 战斗开始后，
担任主攻任务的第 1大队向逃敌冲杀过去。 黄
楼村以西田野里到处是逃跑的敌人， 第 1大队
感到兵力不够用。正在这时，王俭元率第 3大队
从左侧冲杀过来。

看到几百个敌人一窝蜂似的向村西南跑，
王俭元马上指挥机枪手占领制高点，掩护三区
队发起冲锋，接着又命令一、二区队调整队形，
快冲上去。第 3大队士兵手持机枪、步枪、手榴
弹和马刀互相配合，猛烈进攻，敌人死伤惨重。
王俭元看见一个高鼻梁、红脸的敌军官，正指
挥一股敌人顽抗，立即命令七班机枪手打个点
发，把那个家伙打倒在地。

三兄弟与战友一起，迅速出击，穷追不舍。
喊杀声、枪炮声响彻旷野。 一场痛快淋漓的追
击战，骑兵团歼灭郭馨坡部绝大部分兵力。 郭
馨坡带着几个残敌逃跑，从此再也没有能力组
织任何武装力量。

率领骑兵打坦克

解放战争时期，骑兵团先后被编入华中野
战军第 9 纵队、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华东
野战军教导师、三野直属教导师、皖北军区序
列。三兄弟随部队参加了宿北战役、胶东战役、
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重大战役，打出了军威。

在他们参加的战斗中，最精彩的当数骑马
打坦克一仗了。

1949年 1 月 6日， 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华
东野战军向被包围在河南永城陈官庄地区的

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在我军猛烈攻
击下，敌阵地一片混乱。 准备接杜聿明突围的
敌战车独立团一营的 15 辆 M3A3 坦克， 搜寻
杜聿明未果向西南突围，沿途被解放军击毁 9
辆，其余 6辆继续逃跑。

此时，骑兵团正在河南永城会亭集附近担
任警戒任务。 接到作战任务后，骑兵团第 1 大
队、 第 3大队在第 1 大队大队长孟昭贤和第 3
大队大队长王俭元率领下追击，其他人员保持
高度警戒。

1 月 9日凌晨， 骑兵团发现 6辆坦克出现
在防区内。 顺着履带的痕迹，王俭元率骑兵指
战员很快追上敌人，并向坦克开火。 骑兵的冲
锋枪、手榴弹打得坦克火花四溅，却无法让坦
克停下来。 骑兵团追到火神庙附近，一辆坦克
陷入泥塘无法移动，坦克手放弃坦克，钻进其
他坦克继续逃跑。担任掩护的一辆坦克被赶来
的骑兵团战士团团围住。几名战士飞身跃上坦
克，把坦克上的天线折弯、潜望镜敲坏。 这样，
敌坦克手如同瞎了眼， 无法了解外界情况，不
一会儿就乖乖打出白旗投降。

王俭元一面让人搜查坦克，一面审问俘虏，
然后带领第 3大队继续追击敌人。 从早上 8点
到晚上 8点，骑兵团指战员奔袭百余里，成功缴
获敌坦克 6辆，俘获敌坦克全部乘员 43人。

“骑兵打坦克” 创造了解放战争史上又一
经典战例。

英名永留骑兵团

骑兵团将士出生入死，有不少官兵壮烈牺
牲。 王氏一家多人马上征战，都看到了革命最
后的胜利。有人称这也是一个奇迹。其实，三兄
弟身经百战，也是伤痕累累。

一次战斗中，王俭元身受重伤，卫生队打
算放弃救治了。 王李氏看到儿子的惨状，悲痛
欲绝。 她亲手把儿子、孙子送上战场，深知随时
有可能失去他们。 然而，当看到儿子奄奄一息
时，她顾不得自己的尊严，“扑通”一声跪在卫
生员面前说：“同志， 求求你， 救救我的孩子
吧！ ”面对此情此景，许多战士流下眼泪。

或许是最后的抢救有了功效，或许是天下
最真切的母爱的挽留，王俭元挺过鬼门关。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王新生多次到信阳看
望三伯父王俭元。 叔侄俩谈到尽兴时，王俭元
脱掉上衣让侄儿看。 “前胸、后背、肋骨，十多处
伤疤，有枪伤、有刀伤。 这时，我才真正知道什
么是伤痕累累。 直到他去世，身上还有弹头未
取出。 ”王新生讲起这段往事，如同就在眼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王家一门五位
新四军先后转业到地方工作，继续为建设新中
国立新功。 ”王新生说。

王勤元 1951 年离开骑兵团， 调任华东军
区 90 师 268 团参谋长，先后获独立自由勋章、
三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勋章 ，1958 年
转业。 王勤元的妻子庄慧卿 1947 年参军，后到
骑兵团从事医护工作，两人 1950 年结婚，称得
上是革命夫妻。 王勤元去世前，安排妻儿：“我
死后要守着父母，把我葬到老家祖坟。 ”

王俭元 1955 年 9 月被授予中校军衔，荣
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
勋荣誉章，1964 年转业到信阳地区，1983 年 8
月以地师级待遇离休，2007 年去世。 他的妻子
黄英也随丈夫来到河南，任职于信阳地区建筑
公司直到离休，2007 年去世。

王成元 1950 年从野战部队调到地方，先
后在太康县武装部等部门工作，1972 年去世。

王新祥 1950 年在骑兵团供给处任副主
任，1951 年转业到贵州省公安系统工作直到
离休，几年前去世。

追寻前辈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2021年 10
月， 王新生赴岔河镇参加纪念新四军骑兵团成
立 80周年暨新四军骑兵团广场揭牌仪式，和骑
兵团老战士、老战士后代共同为骑兵团广场揭牌。

如今， 岔河镇建成了新四军骑兵团广场、
新四军骑兵团将士名录碑。围墙形状的名录碑
上，还镌刻有王勤元、王俭元、王成元、黄英、王
新祥的英名。

铁骑精神永放光芒。 许多骑兵团老战士
先后离世，但他们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和新中国的诞生立下卓越功勋，永载史册！

当年彭雪枫率部征战豫东， 杜岗会师、首
战窦楼、砺兵刘大楼、整训白马驿……抗日的
大旗召唤众多热血青年参军报国。无数优秀的
周口儿女加入新四军，其中一批有幸成为新四
军骑兵团的将士，金戈铁马，战功卓著。太康王
氏三兄弟，则是他们中的代表。 ②15

解放战争时期，王氏三兄弟王勤元(右)、王俭元(中)、王成元(左)合影。 （照片由王成元后人提供）

骑兵团追击敌军。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