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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士祥

张心泽，字润普，又名张怀芝，
1887 年 11 月 30 日出生于山东省朝城
县舍利寺（今属聊城市莘县）一个农民
家庭。张心泽弟兄四人，他排行老
大。他自幼捡柴、拾粪，没有读过书，
成年后曾到东昌府、临清州拉脚。他
赤红脸，高个头，长脚板，群众送外号

“张大脚”。1935年冬，因富户勾结国
民党地方政府将其二弟、四弟杀害，张
心泽与富户、国民党官员结下冤仇。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南侵，鲁西一
带烽火四起，国民党官员闻风而逃。
张心泽和本县金斗营村的于启水拉起

“杆子”，拉牛绑票，杀富济贫，并占领
了范县县城（今莘县古城）。1938年1
月，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聊城）专员、
保安司令范筑先将这支队伍收编为第
二十二支队，张心泽被委任为该支队
第一团团长。第二十二支队参加了范
筑先指挥的范（县）濮（县）战役。

1938 年 11 月 15 日，聊城失陷，范
筑先将军殉国，张心泽从寿张县关门
口移防朝城县韩马庄，发誓“拼死也不
当汉奸”。已经投降日军的于启水见
张心泽不随自己效劳“皇军”，就将其
长子张冠甲扣作人质，但张心泽不受
要挟。张冠甲因被拷打、恫吓而致病
身亡后，张心泽让次子张冠申参加了
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所部八路军。张
冠申于1940年2月在朝城南赵庄对日

作战中牺牲。此时，山东省第六区（聊
城）专员齐子修尚在抗日，张心泽将部
队归并齐子修部，任第九团团长，驻于
阳谷县于半坡一带。不料，齐子修又
勾结日军，使张心泽陷于困境。冀鲁
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杨勇
要求军区敌工部门加强对张心泽的统
战工作，争取他起义，共同抗日。具有
强烈爱国思想的张心泽，深感共产党
领导的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经
过几次接触，他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说，我叫您看看，我是不是中国人！叫
您看看我的心是黑的还是红的！放心
吧，我死也不当汉奸！

1942年11月底，张心泽率部300余
人携300支长短枪以及大刀、战马等，在
朝城县郭王庄起义，被改编为冀鲁豫抗
日第三支队，他被委任为军区第二军分
区副司令员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冀鲁豫
区党委、军区、行署对张心泽的起义行动
给予高度评价，他的家属享受抗日民主
政府的优抚政策，他的三子张冠生被保
送到范县葛口抗日高级小学免费读书。

“‘张大脚’归咱八路军了！”鲁西濮县、范
县、观城、朝城、阳谷、寿张一带民众奔走
相告这一特大新闻。此后，第三支队经
常在黄河两岸、金堤南北一带活动。

1943 年 7 月初，冀鲁豫军区准备
发起朝南战役。第三支队在寿张县李
台和舍利寺村休整待命，张心泽召开
军事会议作战前动员，鼓舞指战员的
战斗情绪。7月5日战斗打响，在军区

统一指挥下，第三支队英勇善战，两三
天内拔除伪军文大可部朝城以南柿子
园等 21 个据点。9 月，张心泽率第三
支队从范县颜村铺一带出发，参加了
奇袭伪军孙良诚部的八公桥战斗。

结束八公桥战斗返回驻地后，性格
直爽、行动鲁莽的张心泽因一件小事同
支队政治部主任发生了矛盾，且越来越
尖锐。政治部主任擅自将张心泽的枪下
掉，将他绳捆索绑送到鄄北县芝麻刘庄
军分区驻地。冀鲁豫区第二地委书记兼
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段君毅、司令员曾
思玉见状，立即批评了政治部主任，并将
情况报告给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冀鲁
豫区党委、军区决定撤销政治部主任的
职务，派军分区统战科科长李仲勋任第
三支队政治委员兼中共寿张县委书记，
第三支队由第八军分区代管。张心泽深
感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主动接受党的
政策和主张，遇事找政委商量。他说，我
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是土匪。我
们是八路军，就得像个八路军样，不能给
八路军抹黑！在冀鲁豫区党委、军区领
导下，第三支队在范县、寿张、朝城、阳谷
和郓城、鄄城一带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保
卫地委、军分区机关，纪律严明，秋毫无
犯，成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东部边
界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前哨部队。在
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第三支队奉命
坚持内线作战，多次打退日伪军的骚扰
并缴获了大批武器、牲畜、车辆，保卫了
根据地的人民群众。

不久，为了扩大第三支队的军事
影响，增强其战斗力，冀鲁豫军区将寿
张县基干大队并入该支队，将军分区
的两个连二百多人充实到该支队，对
外称冀鲁豫军区抗日第三支队，对内
兼称寿张县县大队。1944年7月3日，
张心泽利用统战关系，没动一枪一弹，
拔除了阳谷于楼伪军据点，收缴长枪
200 多支、子弹 1 万多发，俘虏 200 多
人。12月5日，在解放寿张的战斗中，
张心泽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主攻西南
城角。县城解放后，他被委任为寿张
县城防副司令，指挥部队先后拔除了
小关口、耿王楼、侯集、侯庙等十多个
日伪军据点。“张大脚”的队伍使日伪
军闻风丧胆。

1945年3月，根据冀鲁豫区党委、
军区指示，第三支队编入第八军分区
第六团，张心泽任团长。7月13日，他
带领指战员一举攻破郓城西北刁孟庄
据点，俘虏汉奸 200 多人，缴获枪 200
多支、子弹2万余发。7月20日，张心
泽挥师北上参加阳谷战役，顺利完成
南门攻坚任务，得到军区、军分区首长
的赞许。张心泽起义后，所部与日伪
军作战近百次。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心泽又先后任
军分区参谋主任、寿张县县大队队长。
1947年土地改革复查中，他因被告发有
罪恶、作风粗暴、阻碍“土改”而被捕入
狱，1948年4月7日被人暗杀于狱中。

摘自《聊城重要历史人物》

誓不变节的张心泽

□ 肖 斌

王福昌，字耀光，1911 年 10 月出
生于阳谷县富安镇一个农民家庭。少
年时期的王福昌乐于助人，曾从家中
拿小麦救助同村一刘姓贫民。在本村
私塾读书时，他勤奋好学，成绩一直名
列前茅，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喜欢他。
1932 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阳谷县师
范讲习所。

在阳谷县师范讲习所，王福昌与山
东省立第八乡村师范学校（设于寿张）

学生段延铭（段缄三）结为挚友。
段延铭经常给王福昌带一些

进步书籍，
讲 述 国 际

国内形势和学生运动情况。1934年初，
经段延铭介绍，王福昌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在不久后转入八乡师二级二班学习。
建于1931年的八乡师，有些教员是思想
比较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学生也大都
是阳谷、寿张、东阿、冠县等地的贫家子
弟，为进步思想的传播和党的活动提供
了有利条件。1933年冬，中共济南市委
书记赵健民到八乡师发展党员，点燃了
这所学校的革命之火。

王福昌到八乡师后，积极开展党的
活动。他和沙延孝、段延铭等人组织了

“读书会”“文学研究会”和“同乡会”，并
以此为阵地推荐进步书籍，团结进步同
学，培养党员发展对象，宣传马列主
义。他们和一些同学订阅《大众生活》
《读书生活》《生活教育》《中国农村》等
进步刊物，交流心得。本着“精干隐蔽、
单线联系”的原则，他们先后发展了30

多名党员。学校要求学生剃光
头，八乡师党支部组织了全校性

的“护发运动”，并组织学生
到训育处请愿，
迫使校方收回
成命。学校事

务主任贪污学生的服装费和伙食费，王
福昌、段延铭等党员发动学生到事务处
辩论，要求查账。后来，学生自己组织

“伙食团”管理生活，定期公开账目。为
反对国民党对内“剿共”、对外不抵抗的
政策，王福昌、段延铭、冯干才等组织学
生上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排演革命戏
曲，号召民众抵制日货，团结御侮。

1936年5月，王福昌担任八乡师党
支部书记。他多次和已任中共山东省
委组织部部长的赵健民联系，接受上级
党组织的指示，领导党员宣传党的主
张。为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党的组织，
他们和中共阳谷县委建立了联系，相互
配合，在寿张、阳谷、东阿一带发展党
员，党的组织和学生运动在鲁西大地发
展起来。他们还以同学会的名义同山
东省济南师范学校、曲阜师范学校等学
校的进步学生联系，互相推荐进步书
籍，交流学生运动情况。

9月底，中共山东省委机关遭到破
坏，在省委负责印刷工作的章士劳（刘
懿祥）被捕。因章是从八乡师调到省
委的，为防意外，赵健民给王福昌发电
报“寿张民生饭庄王福昌，祥病无大

妨，特电知”，提醒王福昌警惕。王福
昌接到电报后，为了坚持斗争，没有马
上离校。不久，赵健民在济南被捕。
特务搜出了赵健民给王福昌的电报底
稿，遂循迹来到寿张，将王福昌逮捕，
次日解至济南。

在济南，敌人对王福昌进行多次审
讯、逼供和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
屈，保守党的秘密，未使党组织遭受任
何损失。后来，敌人以“共党罪”把他送
进看守所。为组织党员同敌人进行斗
争，王福昌和赵健民、姚仲明等人在看
守所建立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政治理
论，讨论国内政治局势，研究对敌斗争
策略。1937年5月，由于长期遭受敌人
的折磨，王福昌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高烧几天不退，于当月底病逝于狱中。

1955 年，山东省民政厅在济南英
雄山为王福昌修建了陵墓。

摘自《聊城重要历史人
物》

追寻信仰之光的王福昌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聊城英烈谱

开
栏
的
话

在中华民族抵御日本侵略的历史进程中，聊城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着民族尊严和国家领土完整。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光阴流转，硝烟散尽，但历史的回响依然激荡在民族记忆深处。今起本报特推出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聊城英烈谱》专栏，重温先烈的抗战事迹，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勇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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