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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洪品战斗的一生
赵洪品1902年出生

于 浙 江 省 乐 清 县 的 一
个农民家庭。

家 道 中 落 , 因 家
境 贫 穷 无 法 上 学 ， 遂
由 教 会 介 绍 他 到 三 育
工 读 学 校 读 到 初 中 毕
业。

赵 洪 品 的 父 亲 是
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曾
一 度 使 赵 洪 品 信 教 。
后来,由于中国共产党
在 温 州 地 区 的 宣 传 活
动 使 他 受 到 深 刻 的 影
响,从而改变了他的人
生道路,从一个教徒改
变为革命者。

1925年五州运动给
赵 洪 品 思 想 一 次 重 大
打 击 ， 他 在 一 股 爱 国
热 情 激 励 下 积 极 参 加
了 这 场 斗 争 。 在 斗 争
中 ， 他 接 触 到 三 名 党
的 地 下 工 作 者 ， 受 到
马 列 主 义 的 革 命 启 蒙
教 育 。 当 时 这 三 名 党
员处境险恶,赵洪品曾
想 方 设 法 掩 护 他 们 脱
险。

1928年大革命失败
后 ， 温 州 同 全 国 一 样
笼 罩 着 白 色 恐 怖 。 为
了摆脱反动派的迫害,
赵 洪 品 同 先 期 出 国 侨
居 印 尼 的 同 学 联 系 ，
于1930年离开家乡旅居
印尼苏北棉兰。

在 此 期 间 , 他 先
后 担 任 棉 兰 第 三 小 学
和 火 水 山 中 华 学 校 校
长 。 “ 九 · 一 八 ” 事
变后,随着祖国人民抗
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
使 华 侨 青 年 学 生 通 过
组 织 来 接 受 革 命 理 论
教 育 , 走 向 革 命 道 路 , 
1 9 3 3 年 赵 洪 品 与 棉 兰
第—小学教师张云飞(
曾 参 加 广 东 海 陆 丰 农
民运动和广州起义)、

丁 韵 清 等 共 同 组 织 棉
兰“反帝大同盟” ,开
展 支 持 祖 国 抗 战 的 各
种活动,推动成立“棉
兰 华 侨 筹 赈 祖 国 灾 民
协 会 ” ， 把 捐 款 寄 回
祖国支持抗战。

1 9 3 8 年 , 为 了 宣
传 抗 日 和 传 播 进 步 思
想 ， 赵 洪 品 、 丁 的 清
夫 妇 和 周 斌 、 黄 亚 武
等 集 资 在 棉 兰 创 办 大
地 书 店 。 该 书 店 一 方
面 经 营 国 内 出 版 的 一
般 书 刊 ， 另 一 方 面 通
过 各 种 办 法 和 渠 道 进
口 各 种 社 会 科 学 书 籍
和 宣 传 抗 日 的 书 刊 ，
成 为 当 时 传 播 进 步 思
想的重要机构。

1 9 4 2 年 , 苏 岛 沦
陷 不 久 , 赵 洪 品 和 周
斌 、 熊 克 辛 等 同 志 开
始 筹 划 建 立 抗 日 秘 密
组 织 。 同 年 6 月 先 后
在 棉 兰 先 达 、 火 水 山
等地成立 “苏岛人民
抗 敌 会 ” , 赵 洪 品 是
主 要 领 导 人 。 它 开 始
以 大 地 书 店 为 据 点 ，
秘 密 收 听 联 军 方 面 的
广 播 , 编 印 和 发 行 秘
密 小 报 《 前 进 报 》 ，
冲 破 日 寇 的 新 闻 封
锁 , 对 华 侨 进 行 形 势
和 爱 国 教 育 。 1 9 4 2 年
10月,由新加坡转移到
苏 西 一 带 的 王 任 叔 、
刘 岩 、 郑 楚 云 等 文 化
人 同 赵 洪 品 取 得 联

系 转 移 到 苏 北 , 参 加
领 导 苏 北 华 侨 的 抗 日
斗 争 。 1 9 4 2 年 1 1 月 “
苏 岛 人 民 抗 敌 会 ” 改
为 “ 苏 岛 人 民 反 法 西
斯同盟” ,赵洪品是
它 的 核 心 成 员 。 1 9 4 3
年 1 月 , “ 反 盟 ” 与 “
华 抗 ” 联 合 组 成 “ 苏
岛 人 民 反 法 西 斯 总 同
盟 ” ， 行 统 一 领 导 ，
赵 洪 品 作 为 “ 反 盟 ”
代 表 参 加 “ 总 同 盟 ”
领导机构。1943年4月,
赵 洪 品 和 刘 岩 作 为 “
总 同 盟 ” 代 表 秘 密 前
往 新 加 坡 同 马 来 亚 人
民 抗 日 军 联 系 ， 共 同
抗 日 。 之 后 ， “ 总 同
盟”还曾筹募捐款,交
马 来 亚 人 民 抗 日 军 。
为 了 掩 护 抗 日 活 动 ，
筹 措 活 动 经 费 ， 赵 洪
品 还 曾 以 经 理 身 份 建
立了“大发公司”。

1943年9月20日, 日
本发动了“九.二0”事
件 ， 对 抗 日 份 子 进 行
大 搜 捕 。 赵 洪 品 和 丁
韵 清 夫 妇 成 为 日 寇 追
捕 的 重 点 对 象 。 当 天
早 晨 大 地 书 店 及 赵 洪
品 的 住 宅 就 被 包 围 、
搜查,全部家产都被没
收。在危急关头,赵、
丁 及 时 得 到 “ 反 盟 ”
和 “ 华 抗 ” 成 员 的 通
风 报 信 ， 逃 脱 日 寇 的
魔 掌 。 他 们 的 子 女
也 分 别 由 群 众 收 留 安
置 。 赵 、 丁 由 反 盟 交
通 员 李 负 及 华 侨 群 众
的 掩 护 隐 姓 埋 名 ， 经
过 长 途 跋 涉 ， 历 尽 艰
辛 ， 最 后 在 黄 文 泉 和
李锦堂的安排下,才转
移 到 浮 罗 拉 夜 附 近 农
村 依 靠 制 造 肥 皂 作 掩
护 和 解 决 生 活 问 题 ，
直到日寇投降。

在 隐 蔽 期 间 , 赵
洪 品 通 过 交 通 联 络 员
同 “ 反 盟 ” 领 导 人 王
任叔等保持联系,并对
周 围 华 侨 群 众 进 行 抗
日宣传工作。

日寇投降后,赵洪
品 和 丁 韵 清 夫 妇 即 从
隐蔽的地方返回棉兰,
同 “ 反 盟 ” 其 他 领 导
人 一 起 积 极 参 加 领 导
华 侨 爱 国 民 主 运 动 。
参 加 发 起 和 领 导 “ 苏
北 华 侨 民 主 同 盟 ” （
后 改 为 “ 中 国 民 主 同
盟”苏岛支部)以及筹
建 出 版 《 民 主 日 报 》
和 “ 华 商 图 书 印 务 公
司 ” ， 并 担 任 《 民 主
日 报 》 经 理 。 后 来 ,
赵 洪 品 又 恢 复 大 地 书
店,继续传播爱国进步
思 想 。 在 战 后 错 综 复
杂的形势下,苏北华侨
社 会 中 ， 爱 国 民 主 力
量 同 国 民 党 及 亲 荷 势
力 之 间 的 斗 争 一 分 尖
锐 ， 国 民 党 和 华 侨 中
的 亲 荷 势 力 制 订 了 暗
杀 爱 国 民 主 运 动 领 导
人 赵 洪 品 、 王 任 叔 、
邵 宗 汉 和 陈 洪 的 阴 谋
计划。

1946 年华夏一天
早晨,赵洪品在骑自行
车 上 班 的 路 上 ， 突 遭
两 名 华 侨 歹 徒 开 枪 射
击 ， 腿 部 中 弹 倒 地 ，
后 被 送 往 联 军 医 院 治
疗 。 伤 势 本 无 大 碍 ，

但 国 民 党 收 买 军 医 在
医 疗 中 做 手 脚 ， 欲 置
他 于 死 地 。 所 幸 当 时
联 军 撤 退 ， 一 赵 洪 品
被 转 到 恩 玛 夫 人 医 院
继 续 治 疗 ， 但 伤 口 长
期未能愈合,直到1971
年引发癌症,才回到上
海截肢。

1947年王任叔、邵
宗 汉 、 费 振 东 相 继 被
驱 逐 出 境 ， 便 由 赵 洪
品 挑 起 民 盟 苏 岛 支 部
主任的重任，直到1952
年 宣 布 解 散 。 后 来 赵
到 香 港 出 任 香 港 “ 艺
声"唱片公司经理。

1985年于香港病
逝,享年83岁

赵 洪 品 在 印 尼 苏
北 几 十 年 ， 默 默 地 为
人 类 的 解 放 事 业 耕 耘
了大半辈子 他一生
从 事 教 育 、 文 化 、 新
闻 报 业 工 作 ， 为 进 步
思 想 的 宣 传 和 青 年 学
生 的 启 蒙 教 育 做 出 了
不 可 磨 灭 的 贡 献 ， 在
苏 北 华 侨 爱 国 民 主 运
动 中 历 尽 艰 险 ， 面 对
敌 人 的 子 弹 威 胁 而 从
不 退 缩 ， 直 至 伤 残 ，
老 赵 待 人 和 蔼 诚 恳 ，
生 活 简 朴 对 工 作 认 真
负 责 ， 不 计 较 个 人 得
失 ， 他 高 尚 的 品 质 值
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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