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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合浦党组织中的秀才，几十年从事文字工作，写得一手漂亮的理论文章。

他到灵山工作后，改姓曾，阿曾哥之名，至今在灵山和同志间还盛传。

他是北海市人，1916 年 8 月 21 日出生于北海一个贫民家庭，父母是小手工业者、贫苦渔

民。一家八口，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

从 1923 年到 1931 年，他读过小学、中学，仅仅在合浦一中初中毕业。他勤奋好学，勤学

苦练，文字基础很好，又写得一手好字，开展革命活动以后，许多文字工作由他来包，包括刻

写蜡纸，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虽然离开一中，作为一个社会青年，仍然参加一中内外的进步活动。他和赵世尧、苏觉

民、黄铸夫、冯廉先、庞文隽等人，来往非常密切，“静励斋”读书会，拉丁化运动等等，他

都有份参加，而且是主要成员。

1936 年 9 月，新十九路军翁照垣师进驻北海。他参加了新十九路军政工队，做动员群众

支持军队抗日工作。有名的“9·3”惩办日本间谍中野顺三抗日事件，掀起一场抗日风暴。他

和赵世尧等人一起，动员北海群众，跟日寇和国民党投降派作坚决的斗争。

北海事件被蒋介石镇压下去，广东军一五五师来了。北海事件参加者，许多人被逮捕通缉。

老王只好逃往广州，后到海口大半年，和民先队的力伯皖建立一定的联系。

1937 年 10 月，他回到北海，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北海的抗敌后援会和战地服务团

工作，群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可就是群龙无首，找不到明确的方向。

1937 年冬，赵世尧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回到北海。这一下北海的抗日步进青年（其中

之一就是王），高兴得跳起来。1938 年 2 月，合浦特支决定先在廉州北海发展党员，赵世尧吸

收的第一批党员中，就有老王。这对老王说来，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点。

他参加党后不久，被调到县城。为了生活，他到合浦日报当校对和编辑，同时参加抗日先

锋队总队部的工作，主要负责宣传。他和何世权一起，合作到第一次党案事件发生。他这个人，

是多做少说，晚上搞报纸，白天还参加抗先队和战地服务团活动，生活相当艰苦。他和抗先队

的队员们睡在廉中一间课室里，味道可想而知。

1940 年以后，老王被派到“南九”（南路游击队司令部）政工队工作。“南九”解散后，

他被派到灵山做地下工作，阿曾哥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时侯叫开来的。这段时间，对他说来是

非常困难和艰苦的。他这个秀才能够安全渡过，可以说是很不容易的了。

1945 年春，他参加了武装起义，后来在十八团和第四支队工作。他负责编《大众导报》，

主要还是负责宣传工作。

合浦解放后，他在北海军政委员会工作，后被调到新华书店工作。

从 1951 年起，老王得到很好的理论学习机会，先后到过华南分局党校，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后来又到广西省党校学习基本理论；1955 年至 57 年，到中央高级党校，

学习马列主义基础和政治经济学。大约在我们这些人中，他得到学习机会最多，是学得比较好

的一个。

从 1952 年到“文革”前，他先后担任过广西省党校教员、教研室主任，《思想解放》的编

辑，柳州郊区公社副书记，自治区直属党委宣传部长，区党委理论工作小组办公室临时支部书

记等职，一直做理论战线工作。

在“文革”中，他也受到冲击，被诬为“特嫌”“假党员”，但受到的冲击不算太厉害；1969

年就参加所谓三分之一宣传队，后来到了玉林地区干校，日子还过得去。1974 年被调回广西

区党委，担任调查研究室调研员，从 1981 年到现在，是广西区党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顾问。

这是个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好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