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艾甫向国际友人讲解馆藏展品。王艾甫为左权西关小学学生讲述先烈故事。

记者 闫晓媛

18岁入伍，1967年随部队出国

参加援越抗美，1968年入党，1971年

出国援老抗美作战，1980年从部队

转业……20年的军旅生涯中，王艾

甫亲眼目睹过战友牺牲在自己身边，

刻骨铭心地感受过军人的崇高和死

亡的沉重。

今年81岁的王艾甫出生于左权

县西关村，是省检察院退休干部。家

乡左权特有的抗战历史积淀和他本

人难以割舍的军人情怀，激励、滋养着

王艾甫走上了一辈子倾囊收藏抗战文

物的人生之路。

60余年来，就是再苦再难，王艾

甫的收藏都没有停止过。他省吃俭

用，戒掉了烟酒，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维

持基本生活外几乎都用在了收藏上，

足迹遍及10多个省市，千余个村庄，

走访上万农户。

1996年，王艾甫收藏过程中，于

太原南宫旧货市场无意中发现了四大

本“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和84

份未发出的阵亡通知书。四本《登记

册》上，记载了866名阵亡将士的信

息：姓名、年龄、籍贯、牺牲时间和地

点，其中最小的战士年仅18岁。泛黄

的纸张让他震惊了：本应存放在档案

室、资料馆，或发给烈士亲属的珍贵资

料，就这样流失到了民间。当时，他意

识到了这份资料的分量，找朋友凑齐

3000元买下。之后，经过向相关部门

和党史研究专家求证，向参加过太原

战役的老兵核实，王艾甫开启了为烈

士寻亲的征程。

这一寻就是26年，王艾甫踏遍了

全国十余个省市，总里程超30万公

里。直到今天，他已为199名阵亡的

将士找到了他们的亲人，为他们亲人

找到了烈士的墓地；让烈士魂归故里，

让烈士的亲人了却了几十年寻找亲人

的心愿。

2009年，王艾甫携带上万件藏品

回到家乡左权创办了辽县抗日战争纪

念馆。该馆面积共430余平方米，共

设6个展厅一个展区，抗战忠魂厅、侵

华罪证厅、全民抗战厅、实物见证厅、

群众路线厅、抗战核心厅、冷兵器见证

区。从此，王艾甫把它作为义务开展

国防教育的主阵地，讲述着左权人民

群众参军、参战、支前，为民族解放事

业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馆藏的很多展品都是极其珍贵

的历史遗存，甚至是孤品，如日本出

版的《画报》，从甲午海战到东京大审

判共500余册，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

刘伯承在辽县（今左权县）举办第一期

游击战争训练班的石印本讲话稿，著

名作家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

原型人物判决书等。

王艾甫说，纪念馆展示的是抗战

时期辽县（今左权县）百姓抗击日本侵

略者的故事，许多群众还能在这里找

到自己的亲人。每一件藏品，都有一

段真实的故事，与辽县（今左权县）的

家家户户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

联系。

左权县许多民众都慕名而来，认

真观看展览，在抗战烈士墙上寻找自

己亲人的名字。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

北、刘伯承将军的儿子刘太行、陈赓将

军的儿子陈知建等都曾专程来参观纪

念馆。

2017年，王艾甫将抗战文献资

料11224份（幅），实物2577件（个），

固定资产1132件及整座院落无偿移

交给政府，再一次用实际行动展现了

一位老兵的家国情怀。现在，被聘为

“名誉馆长”的王艾甫老人依然拄着

拐杖，为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们不厌

其烦地讲解、述说着那段不容忘却

的历史。

“只要没倒下，我就要向社会、向

年轻人讲好我们左权人民的抗日斗争

历史，让后人不要忘了我们中华民族

经历过的苦难和斗争。”王艾甫说。

一腔爱国情，半生公益路，王艾

甫感动着社会，也赢得荣誉无数，“山

西十大新闻人物”、中宣部“全民国防

教育先进个人”，中组部“离退休先进

个人”，并两次入围“感动中国”候选

人。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被命名为

“山西省国防教育基地”“晋中市国

防教育活动中心”和“县级国防教育

基地”。

对此，王艾甫显得很淡然，他深情

地说：“我为烈士寻亲和办抗战纪实展

览，是想让自己收集多年的藏品发挥

更大的作用和拥有更大的价值，提醒

自己和他人牢记历史、不忘责任、传承

遗志，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

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

大梦想’。”

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整体捐赠交接仪式现场。

一生跟党走,为国为党奋斗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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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党说句心里话

——左权县老党员王艾甫倾心收藏辽县（今左权县）抗战文物5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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