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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忆容子自传（八）1
泗 水 烽 火 逃 难

记（1945一1948年
代）

（一）
英荷军卷土重来
泗水烽火红半天
1945年8月15日，日

本宣布投降。有人说是
因为美国投下两颗原子
弹，也有人说是因为苏
联红军出兵东北，其实
促成日本投降是多方面
的，中国军民长期抗战
把日军死死拖住，“大
象败给蚂蚁” 这个比喻
虽然不大恰当，也可悟
出道理。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
到印尼，全民欢呼。17
日，苏加诺和哈达签署
《独立宣言》，宣告印
尼共和国成立。18日由
各政党、各社会团体组
成 的 “ 印 度 尼 西 亚 独
立筹备委员会”举行会
议，通过共和国宪法，
选举苏加诺、哈达分别
担任正、副总统。全国
各 地 出 现 武 器 收 缴 日
军，建立共和国政权的
新形势。

战 争 结 束 ， 同 居
的几位船员叔叔，他们
的“流动菜馆” 立即停
业，忙着到轮船公司打
听消息，忙着打电报给
家里人和亲友报平安。
如果电报打出去而一个
礼拜还没回音，心里不
免 心 慌 意 乱 ， 不 祥 猜
测涌上心头。名叫海叔
的，从小就跟随亲戚从
内地乡下到香港，在一
间西饼店当实习生，人
勤劳又肯学，到30岁已
成为很有成就西饼师，
被轮船公司高薪聘请，
作为轮船西饼师傅。他
新婚才两个月，妻子还
怀了孕，一场残酷的战
争，让他们离别这么多
年 ， 谁 能 知 晓 还 能 活
命？所以海叔心如锅上
蚂蚁，坐立不安，在走
廊坐到深夜还不回房睡
觉 ， 他 说 在 床 上 也 睡

不着。有次母亲安慰他
说“海叔，不用担心，
你妻儿会平安的！”海
叔听后沉默，脸上还是
掩不住那种焦虑神色。
我也替海叔担心，担心
有什么不祥消息传来。
所以我最怕忽然听到有
嚎哭的声音，千万不要
听到，我要看到船员叔
叔们高兴若狂的模样！

这时候我已14岁，
父亲觉得暂时没有书可
读 ， 叫 我 跟 着 学 工 ，
还 替 我 准 备 了 张 工 夫
凳，没有办法只好听从
父亲的话，帮着锯木刨
木。晚上我和巷里的同
伴谈天，他们一个个谈
得眉飞色舞，谈印尼已
经宣布独立，谈翁加诺
振奋人心的演说，谈尖
竹队伍捉拿日军缴枪的
故事，他们见我听得茫
然，有个同伴问“难道
你没有听收音机，这些
都不知道？”

回 到 家 里 我 一 夜
没有睡，同伴的话一直
在我耳际回响：“难道
这些你都不知道？”我
感到羞耻和愚昧，外面
的世界已翻天覆地，一
个雄伟的声音，在播放
在鼓舞人心，我竟然偶
尔听到，听而不祥，甚
至一无所知。不知道印
尼宣布独立后，形势迎
来更加紧张，不知道英
国和荷兰卷土重来何所
为？想起当初，荷兰军
面对日军时未战先逃，
来不及逃的当了俘虏，
不觉讥讽从心起。现在
印尼人民收回政权自已
管理自已，英荷军还有
脸回来吗？又凭什么回
来？这些我老在思索，
却又老想不透。

自 此 我 不 管 父 母
亲 的 责 骂 ， 下 午 工 作
完毕，常和三四同伴到
大街，街上从各个巷子
涌出来的人群，热闹非
凡。我看到有些竹枪队
伍气昂昂在街道经过，
他们在操练还是去接管

日本人的军营军火？站
在街旁的居民看到他们
就齐声高喊：“Merdeka
！Merdeka！Tetapmerde
ka！”(一旦独立！永远
独立！)” 队伍也高声回
声回应：回应“Merdeka
！Merdeka！Tetapmerde
ka！”

看 到 这 些 ， 我 也
和同伴一样兴奋。印尼
人民终于举起枪夺回自
由，过有尊严的生活。

奇 怪 我 从 街 上 回
家，父母亲没有管得那
么严了，有时只说一两
句，我觉得心情无比轻
松，跟同伴到大街看热
闹的次数就越来越多，
让 我 打 开 对 外 面 的 窗
口。不过有许多时候，
偶而也触景生情，北望
故乡，你们都好吗？相
信你们也一样过不再有
战争的日子，过有尊严
的生话。欧阳伯和海叔
他们的轮船开船了吗？
祝他们平安到达一家团
圆。

世 界 洪 流 滚 滚 向
前，每晚我到巷里有收
音机的人家屋前，听雄
狮 般 的 演 说 ， 雄 狮 般
Merdeka的声音，虽然
我所听到的演说或新闻
报告不太懂，却令我热
血奔腾！虽然我只走出
房间，只听巷里同伴议
论，却令我的视野宽阔
了，看事情似乎比前明
白得多。一位同伴这样
说，“现在我们的国家
独立了，接管日本军队
的应该是我们，跟那些
逃跑的荷兰人有什么关
系？”

“ 听 说 他 们 的 战
舰 就 停 在 丹 绒 比 腊 海
口。”另一位叫Selamet
同伴说。

“那是英国人，不
是荷兰人，荷兰人已经
跑光了。”

“他们的脸孔都一
样，你能分辨得出？”
同伴们你一句我一句，
我 听 得 津 津 有 味 。 我

想，他们一一我的同伴
为什么懂得那么多？他
们还知道印尼的代表和
战舰上的代表，正在谈
判，如果谈得不好就会
开战打起来。

这 几 天 巷 里 的 大
人们议论纷纷，好像另
一场战争即将爆发。我
跟同伴们到街上去看，
不但看到有竹枪队伍，
还有真枪实弹队伍，戴
着壮严的黑色军帽，也
有 头 上 只 扎 着 红 白 旗
布 条 ， 整 齐 的 一 队 队
经过，气氛确实有备战
的紧张。喊着口号“一
旦独立，永远独立！”
还喊着“把英荷盟军赶
出去！把英荷盟军赶出
去！”我问年龄比我大
得多的同伴：“什么是
同盟军？”

“ 嘿 ， 英 国 原 是
代表同盟国来接管日军
投降的，我们已宣布独
立，只要双方好好的谈
就会没事，可是英国派
来的战舰另有目的，打
着‘接受日军投降，解
除 日 军 武 装 ， 遣 返 战
俘 ’ 等 旗 号 ， 实 际 上
想为荷兰重新征服印尼
开辟道路，痴心妄想，
我们一旦独立，永远独
立！” 我的同伴越说越
激动，不管我能否理解
他的话，右手握拳高喊
口号。我也非常激动跟
随喊了口号。（这是我
第一次喊的口号）

1 9 4 5 年 9 月 2 9 日 ，
英军打着同盟国名义，
前来收缴日军武器。他
们大张旗鼓气势汹汹，
从爪哇登陆，占领雅加
达、万隆、三宝垄等城
市。英军入侵背后还跟
着荷兰军，狼狈为奸，
殖民野心卷土重来，这
种鬼蜮技俩早被醒悟了
的印尼人民识破。所以
他们的来犯处处受到印
尼军民坚决抵抗，并予
以重创。

好几次，我瞒着家
人跟大伙经过Kalianyar

街 ， J a g a l a n 街 ， 到 达
P a s a r b e s a r 市 政 厅 。 那
边是另一片天地，宽阔
的马路，宽阔的广场挤
满了人群，连市政厅旁
一条约五咪高的火车轨
上，也站满人，群情汹
涌，Merdeka的声音此起
彼落，这种场面别说从
未见过，连梦也未曾。
许多举着标语的民间组
织，许多从外埠前来的
群众，令我看得振奋，
也迷乱，如果不是我亲
眼看到，谁会相信场面
竟是如此浩大，群情竟
是如此高涨。

情 势 越 来 越 严
重，1945年11月9日，英
荷军向泗水人民军发出
最后警告，泗水人民军
朋多摩（Bung Tomo）通
过电台作出强烈回击，
号召人民团结一致保卫
泗水城，抗击英荷军侵
略者。泗水人民在泗水
防卫司令部指导下，在
城内各个角落设置防碍
敌军前进的障碍物。11
月 1 0 日 ， 上 午 6 时 ， 停
泊在泗水港口的英国巡
洋舰，终于野性发作，
开始炮轰泗水市中心，
天空像火烧一样一片通
红 ， 顿 时 巷 里 人 声 沸
腾，无不怒斥殖民军野
蛮无耻。

泗 水 之 战 终 于 爆
发！

泗 水 军 民 反 抗 侵
略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
点 ， 甚 至 超 越 沸 点 。
他 们 把 危 险 、 死 亡 践
踏 于 脚 底 下 ， 他 们 视
死如归，誓把侵略者吞
噬；有的战士被子弹击
中了，或被手榴弹碎片
穿入体内，或被炸弹炸
伤，血流如注，但他们
没有呻吟叫痛。后方满
载小箩筐饭的货车在马
路上奔驰。这只是一个
开端，泗水保卫战的开
端 ， 与 英 军 展 开 了 长
达21天的殊死战斗的开
端。

战火烧红了泗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