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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忆容子自传（十三）1
乌 云 密 布 的 日 子

（1960一1970年代）

（二）
排华暴行似恶狼
阻扰遣侨太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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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29日，新中

国 历 史 上 首 次 派 往 海 外 接
运华侨的第一批四艘轮船满
载着印尼的2100多名归国侨
胞，到达广州港。由于新中
国和印尼间的外交摩擦，新
中国进行了首次大规模海外
撤侨，接回华侨6万多人。

大撤侨计划：1949年，
在印尼的华侨有270万之多，
而东南亚的华侨有1000万之
多。西方国家利用华侨问题
大 肆 渲 染 “ 红 色 政 权 ” 威
胁，宣称华侨是红色中国输
出革命的载体。

1958年底，苏加诺依靠
陆军镇压了地方分裂势力，
担任印尼总统同时又直接接
手总理的实权，作为交换，
以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等为
首 的 亲 美 势 力 得 以 掌 控 内
阁。为了安抚内阁，苏加诺
加紧推进有损华侨利益的经
济政策。

1959年6月，印尼颁布
总统令，禁止各地外侨从事
商业零售。法令一出，各地
政府遂禁止华侨从事商业零
售业，对丧失生计的华侨采
取强迫迁移的手段，造成大
批华侨流离失所，受影响的
华侨约有50万人。此后，印
尼多地发生了武力逼迫华侨
动迁事件。为此，中国向印
尼发出照会表示抗议，并计
划撤侨以保护侨民利益。

1960年1月20日，中国
先后租用十多艘客轮到印尼
各港口接运难侨回国，拉开
了大撤侨的序幕。2月2日，
国 务 院 发 布 “ 在 广 州 、 汕
头 、 湛 江 、 海 口 等 地 的 港
口，设立接待华侨的机构”
等指示。撤侨计划包括：“
在广东、云南、福建、广西
扩建和新建国营华侨农场，
集中地大量安置归侨，发挥
他们的特长，种植热带亚热
带经济作物……回国的华侨
学生和具有培养条件的社会
青 年 ， 分 送 各 学 校 学 习 。
一 些 年 老 无 亲 人 依 靠 的 归
侨，则安置在归国华侨养老
院。”

据档案记载，该项工作
综合计算，国家需要投资一
亿多元。

然 而 撤 侨 过 程 并 不 顺
利，印尼的反华军方势力设
置了重重障碍。

1960年4月，中方同印
尼当局协商妥当，派遣“大
宝康”号轮前往廖内省石叻
班让接回国的华侨。702名华
侨办妥了全部的手续，同时
海关也检查了他们的全部行

李。
4月27日早上8时，“大

宝康”轮刚出港，石叻班让
检察官却乘坐快艇追赶“大
宝康”轮，并在接近船只的
时候让武装人员开枪射击，
强迫中方轮船回港。中方领
事当即提出抗议。27日中午
11时，石叻班让警察长苏迪
阿多前来告知，准许开航的
决定不变，并派武装人员乘
快艇护送出航。

另 外 ， 中 国 驻 马 辰 领
事江燕在4月27日傍晚遭到软
禁，同时要求归国的华侨也
受到了武力威胁。直到4月28
日晚，江燕才得以带领华侨
们离开。

1960年4月底，西爪哇
开始布置对华侨的武力逼返
迁 移 。 连 日 来 ， 军 人 手 持
木棍到华侨家恐吓，逼迫填
表。如答应加入印尼国籍并
搬迁者，表上声明是自愿搬
迁；如要回国的，表上要写
明回国日期。两种表都附法
院指控书，如到期不搬，愿
受法律处分。

7月3日凌晨4点半，芝
马墟军警开始布防，切断交
通。5时许军警20余人到华侨
家逼迁。华侨林敦煌借口邀
人打球挨家挨户敲门报讯，
军人认为可疑。6时3刻，军
警将林敦煌抓上军车，其堂
嫂杨木妹将林敦煌拉下来，
军人要打她，杨木妹抓住军
人皮带，该军人一拳将杨木
妹击倒，再用脚踢，同时朝
天放枪，这时车上另一军人
用手提机枪扫射，杨木妹当
场毙命。其亲属叶金娘见状
前往救护，亦被同一军人开
枪射杀。事件中还有两人被
捕，两人受伤。

经 中 方 领 事 带 医 生 验
尸，发现死者杨木妹腹中有
四个月胎儿，事件终致两尸
三命。事件发生后，西爪哇
各大城市的华侨发动了罢工
和游行示威，抗议印尼军方
暴行。7月起，不愿看到事态
发展失控的苏加诺开始着手
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芝马
墟事件上，印方表示愿意负
担死者的抚恤金、发放其家
属的回国费用，西爪哇军区
的司令被调离，武力逼迫迁
移事件也大大减少。

到 1 9 6 0 年 秋 ， 中 国 政
府 从 印 尼 接 回 6 万 多 华 侨 。
此 后 ， 印 尼 排 华 态 势 逐 渐
平息。（以上部分资料取自
2012年“档案春秋” 2012年
第5期，原题：《新中国首次
大规模海外撤侨始末》作者
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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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一篇丁剑先

生写的“1960年印尼三宝垄
大撤侨纪实” 文章：

1959年年底，一场巨大
的政策性灾难，使数十万在
印尼乡下经商的华人陷入绝
境。

面对大批流离失所而又
自愿回国的海外游子，祖国
政府敞开了怀抱。

在这场历时一年多的“
遣侨”风暴中，三宝垄中华
总会以古道热肠之心，向中
爪哇省数千名归国难侨伸出
援手。

作为整个援助行动的总
指挥，总会主席何隆朝在此
过程中的表现，堪称运筹帷
幄，大智大勇，为其赢得的
声望至今为人传颂。

少年时代曾在印尼乡下
做过小生意的何隆朝，对此
有着精辟的见解：

华 侨 先 辈 下 南 洋 ， 每
到一个地方，都属于‘外来
者，没有土地。而中国人天
生善良，虽然大家在国内老
家都很熟悉农业生产，但不
会像荷兰人那样用武力去抢
夺人家的土地，因此不可能
再来这里种田当农民。

所 以 ， 一 代 一 代 来 乡
下的华侨，只好学做买卖，
变成小商小贩。中国人能吃
苦，脑子又好用，很会深入
穷乡僻壤，把城里生产的日
用品送到当地农民手中，然
后 再 收 购 各 种 农 业 土 特 产
品，运到城市卖给较大的公
司 ， 靠 赚 取 蝇 头 小 利 过 日
子 。 发 展 了 才 会 搬 到 大 城
市，我小时候不也是这样过
来的吗？

何 先 生 还 告 诉 笔
者：“1960年中爪哇开始遣
侨的时候，我就找当地官员
和三宝垄警察署长交涉过。
我说，排华对你们自己也没
有 好 处 嘛 ！ 我 打 了 一 个 比
方，华人在乡镇开的各种各
样的店铺，形成了城乡社会
商品流通领域不可缺少的网
络，就好像是一个人身上的
毛细血管。你把县以下小地
方的华商都赶走了，就等于
把国家的毛细血管割断了，
经济生活也会受影响嘛！”

何隆朝和他领导的三宝
垄中华总会，多年来与当地
一些政要的关系较为密切，
所以他可以直接找这些人交
涉。当然，何隆朝的忠告，
并不能改变政府的决定，一
批又一批在乡下经商的华侨
被迫流离失所。

前 往 三 宝 垄 接 侨 的 是
一艘中国政府租用的苏联轮
船 。 在 此 后 的 一 年 多 时 间
里 ， 何 隆 朝 带 领 的 中 华 总
会，全力以赴投入到协助、
照料同胞顺利上船回国的“
遣侨”工作中。

中 爪 哇 省 各 地 自 愿 回
国的难侨大约有一万余人。
他们先分期集中到省会三宝
垄 ， 再 分 批 从 这 里 坐 船 回
国。

这艘苏联远洋客轮每趟
可运载旅客2000来人，由三
宝垄港到中国广州，往返一
次20天左右。因此，一批批
的难侨到三宝垄后，需要在
这儿找个落脚的地方，住上
10天半月等候国内接侨的轮
船。

每 当 难 侨 登 船 回 国 之
时，码头上就会呈现出一种
巨大的不和谐的情景。

一边是印尼士兵在吉普
车上架着机枪，枪口虎视眈
眈地对准排队上船的人群，
气氛紧张得犹如战场；另一
边 则 是 佩 带 袖 标 的 中 华 总
会“志愿者”扶老携幼，热
情亲切地为难侨们送行。不
少难侨上船之后，一看到船
尾飘扬的五星红旗，便鞠躬
行礼，有的人还情不自禁地
一把抱住祖国的工作人员哽
咽流泪。

一 家 一 户 的 难 侨 ， 每
天从中爪哇四面八方的乡镇
涌向省城三宝垅。很多人家
都是祖孙三代一起走，既有
六七十岁步履蹒跚的老人，
又有抱在怀里嗷嗷待哺的婴
儿。难侨中，有的已经在印
尼乡下生活了好几代，基本
上把这里当成了故乡，并和
周围的原住民邻居结下了深
厚的情意。可是政府施暴，

掀起排华恶浪，他们不得不
走，去投奔陌生的祖国。

家境富裕的难侨，变卖
了财产，收拾好金银细软，
随身行李倒是不多；而大部
分难侨都是小商小贩，没有
多少积蓄，又不知道回国后
怎么生活，只好把家里能带
走的东西全都装上牛车，或
者 雇 辆 汽 车 一 起 拉 到 三 宝
垄。

难侨们一次二三千人，
呼啦啦来到三室垅等候下一
班船回国，这么多人白天要
吃饭，夜晚要睡觉，还要保
证他们的安全，中转接待工
作可谓异常繁重。而中华总
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临时
安置好这些难侨同胞。

中国驻印尼使领馆人员
也不断到三宝垄等回国难侨
集中上船的港口城市巡视，
一方面安抚难侨同胞，另一
方面代表中国政府与当地政
府进行必要的交涉，同时与
协助做好遣侨工作的各华人
社团保持密切联系。

作 为 三 宝 垄 “ 华 总 ”
的掌门人，在第一批难侨到
来之前，何隆朝即在中国驻
印尼总领馆指导下，以雷厉
风行之势，把本市玉融（福
清）公会、闽南公会、客家
公会、潮州公会、广肇公会
等 所 有 华 人 社 团 都 动 员 起
来。他召集总会全体理事开
会，说明现在是非常时期，
华社一切设施均要用来为“
遣侨”服务。与此同时，何
隆朝同各上述各华侨同乡团
体商量后，决定迅速釆取以
下措施：

第一，成立“三宝垄中
华总会遣侨指挥部”，由主
席何隆朝任总指挥。组织各
华社骨干，在指挥部领导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