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传奇，却不肯称英雄
———“王牌飞虎”王延周的非凡人生
本报记者 张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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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示范

严于律己

去年6月，记者拜访王延周，那时
他穿着一件棕色的皮夹克，他介绍，这
是当年随飞虎队在美国学习歼击机时
得到的，一直保存到了现在。“我十几
岁当了学兵，后来考上黄埔，进入飞虎
队，一辈子与军人结下不解之缘。”

赋闲在家的日子，王延周依然未
曾忘却那片蓝天，看报纸时最关心的
便是中国空军、航天等与蓝天相关的
内容。“眼睛不大好使了，看报纸虽然
不用戴眼镜，但小字看不清啦。我看到
有关航天的新闻总要仔细地看。”

在不少大孙家村村民的印象里，
天空中传来飞机发动机的声音，王延
周都会抬头注目观看。“现在的飞机和
我当时开的很不一样了，我的技术‘退
伍’喽。”

“军人”这个烙印，伴随着王延周
一辈子。王延周的侄孙子王彤介绍，这
么多年来，他印象比较深的是，爷爷一
直以军人的严苛标准要求自己。“比如
坐在椅子上”，王彤模仿爷爷王延周的
坐姿，腰挺得笔直说，“我爷爷从来都
不倚着椅子背，都是直挺挺地坐着。”

夏良柏曾在日照统战部门任职，
被王延周称为“恩人”。3日，记者联系
到了他的儿媳妇，据她介绍，夏良柏现
已九旬高龄，脑子不那么灵光。王延周
在北京被授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60周年金质奖章，曾与夏良柏分
享喜悦，两人谈到了不少过去的事情。

“听王老聊，我公公1983年时因事
到大孙家村，看到王老穿着一件空军
的毛呢裤子，腿上还有一长排拉链，觉
得他参过军。一聊起来，王老的经历非
常曲折，便主动为他写介绍信。在其他
更多人的帮助下，王老得以恢复名
誉。”她说。那时的王延周已“低调”二
十余年。

王延周作为公认的传奇人物，是
很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的坚韧性
格也在那时培养起来。卢沟桥事变时，
王延周左膝盖以上中弹，同学们弄来
几根树枝当筷子，两人用手按住伤口
的周围，使子弹不能活动。

王延周咬着牙，用“筷子”捅到伤
口内将子弹夹出。当时找不到急救包，
也没有止血药，他用手巾扎好，继续前
进。“军人嘛，比起牺牲的战友，这点痛
不算什么。”他曾这样说。

飞虎英雄

诲人不倦

开发区北京路街道大孙家村一上
了年纪的孙姓村民回忆，1962年前后，
大队安排王延周教夜校，以发挥他的
才能。王延周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教

课，为失学孩子补习初中课程，为村里
人扫盲。此外，他还教青年人学技术，
柴油发动机、电机、抽水机、水泵、拖拉
机的保养与维修，这些都不在话下。

“王延周博闻多见，知识渊广，乡里的
联中老师也比不上。”这位村民说。

白天下地，晚上还得教课，这事放
在别人身上，或许会叫苦连天，而对王
延周来说，却是一件乐事。王延周生前
并不掩饰对“教育工作”的热爱，曾说：

“我一生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打仗，
二是育人。”

与教技术相比，他更注重道德品
质的传承。他认为，老师应率先垂范，
先教学生如何做人，再教学生专业知
识。积财千万，无过读书。

事实上，与“飞虎”相比，“教师”这
个身份更多的伴随着王延周。他在东
北航校、国家体委航空部滑翔组等多
地从事过教练员工作。1956年，王延周
到滑翔学校报到，7天内学校所有的滑
翔机种类及不同型号的教练机都被他
掌握了，波兰专家尤拉认为这是奇迹。

另一个“奇迹”接着发生。20天后，
校领导宣布学生王延周成为教员，两
个月后，又提拔他担任飞行队的副队
长，主持飞行训练工作。

王彤说：“小时候上学时，爷爷经
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因为他念过
私塾，在美国留洋学习驾驶飞机，英语
水平不错，那时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
了，但一些日常单词爷爷记得很熟。”
王彤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课本中提到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王延周用很标准
的英语将这个地名念了出来，“发音相
当地道，很有范儿。”

八旬高龄时，王延周再次发挥教
育余热。日照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曾从老干部、老战士等队伍中选拨
了一批身体好、威望高、影响力大的人
员组成“五老报告团”，王延周便是其
中一位，为机关、学校、部队作传统报
告30余场。

对同乡慷慨

对自己“抠门”

1944年，流浪到陕西的山东男女

青年，需要政府、军队共同援救，共同
努力接济。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
以山东老乡的名义招待空军山东籍老
乡，他用一口山东话说：“沦陷区的乡
亲父老，仍在日寇的铁蹄下挣扎，过着
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被倭寇逼得走
投无路的部分男女青年学生，只好背
乡 离 井 ，他 们 食 不 果 腹 ，衣 不 遮
体……”

王延周被深深地感动了，缺吃少
穿的日子他不会忘记，他盘算，眼下自
己有近6万元的奖金，寄不到家里去，
而且天天准备为抗日牺牲，要钱干什
么？王延周毫不犹豫地当场捐出5万
元，在他的带领下，空军同乡纷纷解囊
相助，形成一股募捐高潮。

在当时，1万元的价值可买黄金10

两。5万元可供10个青年学生一年的学
杂费及生活费。

一次捐出5万元的王延周，对待自
己却十分“抠门”。回乡居住的他不抽
烟不喝酒，喝茶也是“浅尝辄止”，一个
茶根能泡好几天。

张守乐与王延周做了四五年邻
居。王延周经常告诉他：“我这辈子什
么福都享受过了，什么罪也都遭过
了。”

从地里刨来土豆，王延周会把小
土豆吃掉再吃大的；他吃剩的鱼刺，上
面找不到一点残留的鱼肉。皮包、靴子
等参军以来的物件，也都保存得妥妥
当当。

“七旬高龄骑自行车”，别人觉得
稀奇，王延周却觉得没什么。

王延周曾在南湖镇花峡峪村生
活多年，有时需要到石臼街道接受体
检。南湖镇和石臼街道之间约有四五
十里远的距离。他有一辆老式永久自
行车，都是骑着自行车来，骑着自行
车回。

“那时候他很注重锻炼，身体也还
挺健康。他极爱干净，家里一尘不染。
对这辆自行车也相当爱惜，总是绑着
一块白毛巾，用来擦车。”在一位老邻
居印象中，王延周个头挺高，眼睛明
亮，乐于助人，爱干净，说话干练。“他
说起话来，日照口音中夹杂着普通话，
思路很清晰，绝无废话，一听就是受过
教育的。”

5月6日，日照市民胡一民领着他6岁的儿
子在日照市城市规划展览馆游玩。一楼东侧
一块2米高的滚动荧屏吸引了父子俩。不一会
儿，一张胡锦涛总书记接见王延周的照片浮
现在荧屏上。

胡一民向他的儿子介绍：“王延周是咱
日照的英雄。2005年，王延周应邀参加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60周年座谈会，被授予金质奖章。人民大
会堂庆祝宴会开始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向他
敬酒……”

王延周之子齐达意回忆，王延
周多次和他说，与一个个牺牲的战
友和同样遭受莫须有罪名的人相
比，他活到这个年纪已很知足了。

这是一种无可奈何，也是一种
达观。也许，只有经过了生生死死、
经历了血与火磨难的人，才能拥有
这份超然与豁达。

王延周在世时说，《一位空战
老兵的非凡人生》一书副主编禚磊
局长是他的忘年交，给予自己许多
无私的帮助。禚磊介绍，去年王延
周接到北京后，电话中总是说自己
身体很好，孩子对他也不错。对自
己癌症扩散，病魔缠身却从未提
及。“王老经历曲折，人格高尚，值
得大家尊重。”

2006年6月28日，日照开发区北
京路街道北京路百发居委(大孙家
村)支部委员会召开会议，为王延周
举行预备党员转正仪式。该村一位
村委成员说：“2006年王老再次搬回
出生的村子，并在这里成为党员。
他的入党申请书上写着，我要求加
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可以接受更
多党的教育，一方面可以在有生之
年为党和人民多做点事情……”

日照市去年隆重召开大会，热
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一
批优秀党员、优秀基层党组织书
记、先进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获得
表彰，王延周的名字出现在100名优
秀共产党员的首位。

日照市住房办主任厉建伟说，
王延周从卢沟桥战役开始，亲历了
抗战的全过程，从他的自述中，我
们感觉到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
紧要关头，爱国军民视死如归、感
天动地的英雄气概。

对“英雄”这一称号，王延周却
不认同。有人曾送他一幅对联，上
面写着“英雄王延周”的字眼。他告
诉邻居：“自己哪能是英雄咧，就是
经历丰富些。”

1948年，王延周赴牡丹江航校
任教前，曾赋诗表达心怀：欲拔苦
根离荒唐，善待人民积善良；心田
播下菩提树，丰收有望采辉煌。

5月1日凌晨3点40分，日照作家
瞿旋更新博客称，偶然看到了老英
雄王延周病故的消息，不觉下泪。
一直念着这位老人，写他的故事在
我心中是个心愿。每次起飞作战，
死亡率很高，但他们照旧一拨拨地
起飞上天空，女友、妻子一次次在
下边含泪相送。战友牺牲后，活着
的用飞机在天上拉出一环环烟圈，
为战友默祷，那种浪漫情怀，大写
在天上！

（记者 张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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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曲折 人格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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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翻阅图书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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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斌 摄

王延周当年所驾驶的P-51型“野马”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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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周曾驾驶这架战斗机击落多架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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