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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吴石生是
老一辈先达人所熟悉的
公众人物。他一向热心
公益，毕生为先达的民
主爱国事业奋斗，并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
中叶起，父亲就为支援
祖国的抗日战争而积极
发动先达华人同胞的募
捐活动；抗战胜利后，
从 上 世 纪 四 十 年 代 末
到六十年代中期，他为
建立先达华侨总会，推
动总会的工作而殚精竭
虑，数十年如一日。

我的父亲于上世纪
初，当他还是花季少年
时，就随我的祖父飘洋
过海，来到苏岛先达定
居。为谋生计，他年纪
轻轻，挑着货担，走街
串巷，足迹遍及城镇郊
区，贩卖一些日用品。
经过数年的辛勤劳作之
后，父子俩挣足了钱，
便在榴莲街开了一家食
杂 店 ， 取 名 为 《 建 南
兴》。我就出生在这家
店里。当我长到两岁大
时，由于交不起荷印当
局的苛税“人头税”，
祖父和父亲决定把我母
子和姑妈吴丽娟三人送
回国内龙岩老家。两年
后方把我们三人又接回
印尼。其间店里生意开
始兴旺发达起来，家里
经济状况也大有起色。

一 、 焕 发 爱 国 热
情 ， 投 身 抗 日 募 捐 活
动，  战后积极参与筹建
华侨总会

在祖国爆发全国抗
日战争以后，父亲和先
达爱国人士一起，积极
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领
导的“南侨总会”的号
召，在先达发起了爱国

募捐活动，以支援祖国
人民的抗日战争。他经
常和同伴们手持写着抗
战募捐的小旗，分组沿
街挨家挨户进行宣传，
动员侨胞捐款捐物，支
援祖国抗战，不仅获得
了广大侨胞的支持，收
获甚丰，而且父亲及其
同伴的爱国热情也感染
了侨胞们，赢得了他们
的高度赞誉……

二 战 结 束 后 ， 印
尼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
云涌。与此同时，苏岛
华侨社会也掀起了民主
进步的浪潮。在巴人等
革命先驱者的指引下，
各地民主进步人士纷纷
建立起青年、妇女、职
工、工商等群众组织。
但仍需要建立一个能领
导民主进步运动的统一
组织，这就是“华侨总
会”。经协商与酝酿，
在先达也成立了“华侨
总会”。

父 亲 积 极 参 与 了
酝酿成立华侨总会的过

程。华侨总会成立后，
父亲担任总会的财务工
作。总会的经费主要来
自各大商家的认捐。据
我所知，父亲和他的同
乡好友陈失因每次认捐
的数额都不小。总会的
经费开支都要经过他的
手。诸如中华学校等华
人学校、养老院等公益
机构的经费，都经由他
的手发放。

父亲秉性耿直，急
公好义，口直心快，往
往不顾情面，容易得罪
人。记得有一次，父亲
跟总会财务部的另一负
责人发生了激烈争吵。
起因是一笔公款支出的
问题。两人因而闹得沸
沸扬扬，结果在总会诸
领导的调解下，此事终
归 了 结 ， 两 人 和 好 如
初。

二 、 与 巴 人 、 宋
凉赞等人的密切交往，
积极掩护“反法西斯同
盟”的战士

1 9 4 2 年 1 2 月 8 日 ，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侵 入 马 来 亚 和 荷 属 东
印度，苏东时局动荡，
为了避难，父亲在日军
到来之前，在离市区北
部二十来公里处——马
达人村庄附近租了一块
地，盖起了两座木屋。
日 军 侵 占 先 达 之 初 ，
父亲便带着我们全家迁
往那里暂住。同时还动
员自己的堂兄弟、堂姐
三家和同乡好友陈并会
一家人，也前往那里避
难；加上我家总共近二
十口人挤睡在一座木屋
的通铺上。

九 · 二 0 事 件 发 生
后，宋凉赞、伍焕赞和
李国海，为了躲避日军
的追捕，经父亲建议，
躲藏到这个村子来。几
个月后，巴人先生和刘
岩 先 生 也 转 移 到 这 里
了。

有 一 次 ， 我 和 丽
娟姑妈随父亲到村里看
望这三位“反法西斯同
盟 ” 的 战 士 。 到 那 里

时，只见巴人在菜地里
劳动。李国海正从河里
挑水上来浇地，只有宋
凉赞一人在屋里油印材
料 。 丽 娟 姑 带 我 进 屋
去找宋凉赞，父亲则留
在外边跟巴、李二人攀
谈。姑姑和凉赞的爱情
就是逃难在泗拉巴耶村
时建立起来的。

泗 拉 巴 耶 马 达 村
里没有收音机，更不可
能在那里油印。反盟的
组织非常严密，“前进
报”是单线传阅，不是
分发。日本投降后头一
个月，每天晚上收听广
播，记录新闻。第二天
由王谦宇刻钢板。

 三、 二战结束后巴
人、宋凉赞等人继续为
促进华侨社会的民主进
步和团结，支持印尼的
独立斗争而奋战

日 本 投 降 后 ， 宋
凉赞等革命战士从“地
下”走出来，回到了先
达市，投入到为促进华
侨社会的进步，支持印
尼的独立，支持祖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
工作中去。

先 达 的 民 主 进 步
势力接管“中华学校”
后，郑子经先生和大批
革命进步青年都到学校
里来教书。宋凉赞担任
初中一年级的级任，第
二学年，宋凉赞因工作
需要调到棉兰去。没有
人接替他的工作。总会
的负责人特地商请巴人
先生出马，担任初中二
年级的国文教师（当时
是全校最高的年级）。
巴人先生教学方式独具
一 格 ， 具 有 鲜 明 的 特
色。他要求学生自己阅
读课文，有问题先记下

忆父亲吴石生和姑丈宋凉赞    
      峥嵘生平  作者：吴健如（上）

1962年6月4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前排坐者）与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左起：高天、王声严、

陈此生、宋凉赞、谢公望、穆欣、孙捷、刘嘉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