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卫行动”
1945年8月17日，就

在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
降后第三天，原荷属东
印度宣布独立，苏加诺
总统领导下的印度尼西
亚共和国从此诞生。荷
兰殖民者不甘心失败，
企图以武力消灭新生的
共 和 国 ， 恢 复 荷 属 东
印度殖民地。由于遭到
顽强的抵抗，荷兰殖民
者的军队只能占领雅加
达、泗水、三宝垄等沿
海城市，印尼共和国仍
统治内陆地区。在联合
国调停下，双方谈谈打
打，历经数年。

1 9 4 7 年 7 月 1 1 日 ，
我离开梭罗到荷兰人占
领区雅加达升学。10天
后 ， 即 7 月 2 1 日 ， 荷 兰
殖民者向印度尼西亚共
和国统治区发动军事进
攻，这就是荷兰军队所
谓“警卫行动”。这一
军事行动进一步扩大了
荷兰人占领区，使共和
国统治区仅限于日惹和
梭罗等地。这样，雅加
达和梭罗之间的交通就
完全断绝。幸亏我可以
暂住在冯伯伯家里，吃
住无忧，每天照常到巴
中上课，却是有家不能
回了。

由 于 荷 兰 人 占 领
区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统治区之间暂时断绝一
切交通和通讯联系，父
亲无法寄钱给我，冯伯
伯对此很理解，对我仍
一如往常，但是他家人
的态度似乎有些变化，
这使我小小年纪开始懂
得了世间的人情冷暖。
当时，雅加达因人口膨
胀，城区自来水压力不
足，白天打开水龙头是
没有水流出的，只能在
深夜用水泵将水从地下
的自来水管压上来，存
放在一个大水槽里，供
第二天使用。我每天晚

上都和冯伯伯的店员一
起用水泵抽取自来水。
冯伯伯的子女则从未参
加。

巴达维亚中华总会
可能发现当时有些像我
这样从外地来的华侨学
生得不到家庭的接济，
于是决定向我们提供贷
学金。我从《新报》上
看到这一消息后，就向
中华总会提出申请，很
快获得每月300盾的贷学
金。这笔钱足够我一个
月租房和吃饭的费用。
于是，我决定离开冯伯
伯家，和屈胜源同学在
雅加达南区找到一处寄
宿舍。屈胜源一家原在
三宝垄，日本占领期间
曾搬到梭罗，在我家附
近居住。

二战结束后，他随
家人迁回三宝垄，初中
毕业后到雅加达中华中
学高中部学习。因为是
同乡，屈胜源一家在梭
罗期间，我们两家的交
往比较多。在雅加达，
我和屈胜源终于成为志
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荷兰殖民者1947年
的“警卫行动”没有能
够消灭印度尼西亚共和
国。1948年12月19日，
荷 兰 殖 民 者 发 动 第 二
次“警卫行动”，同样
遭到印度尼西亚军民的
强力反抗。连年战争使
荷兰王国的经济不堪重
负，并受到国际舆论的
强烈谴责。

1949年5月，荷兰政
府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政府同意停止战争，并
决定在荷兰海牙举行圆
桌会议，荷兰政府承诺
在1950年前将印度尼西
亚的主权完全移交给印
度尼西亚共和国。

对我来说，令人欣
喜的消息是荷兰人占领
区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统治区之间的交通封锁

线终于解除。1949年暑
假，我在离家两年后，
第一次回到梭罗。我先
和屈胜源一起坐火车到
三宝垄，在他家中住了
一夜。三宝垄是荷兰人
占领区，原来与日惹和
梭罗之间的交通完全隔
绝。现在虽然已经可以
来往，但是火车交通还
没有恢复，也没有长途
客运汽车，旅客只能搭
乘荷兰军队往来两地的
运输卡车。当时，三宝
垄与梭罗之间的乡村地
区，仍是印度尼西亚人
抗 荷 游 击 队 活 动 的 地
方，荷兰军车运输队必
须结伴而行。我找到了
一辆军用卡车，与开车
的荷兰士兵商量，他同
意我坐在副驾驶位置，
跟 着 车 队 去 梭 罗 。 当
然，那个士兵是要收取
报酬的。

几 十 辆 运 输 卡 车
组 成 的 车 队 在 早 上 9 点
出发。我坐的卡车大约
位于车队的中间。在车
队前面开路的是荷兰军
队的扫雷车，它负责检
查公路上是否还留有印
度尼西亚游击队埋设的
地雷，因此车队行驶十
分 缓 慢 。 到 中 午 的 时
候，忽然听见周围枪声
大作，车队马上停了下
来，我身旁的荷兰人司
机叫我赶快下车，蹲在
车头旁边，卡车上所有
的 荷 兰 士 兵 也 都 跳 下
车，向左右两旁的树林
开枪扫射。枪声响了十
几分钟以后终于停息。
看 到 周 围 没 有 什 么 动
静，荷兰士兵便叫我再
上车，车队又继续慢慢
行进。他告诉我说，刚
才停车是因为前面有卡
车触到地雷了。

下 午 4 点 左 右 ， 车
队 终 于 进 入 了 梭 罗 市
区，停在大巴刹附近。
我拿着简单的行李赶快

跑回家。父亲和所有家
人见到我平安到家，当
然十分高兴。这时，我
才对路上发生的事感到
后怕。然而，当天半夜
里，我又被附近传来的
巨大爆炸声惊醒。天亮
以后才知道是有游击队
员在夜晚潜入市内，在
我家附近扔了一颗手榴
弹。

不过，停战协定生
效以后，形势终于一天
天缓和下来，没有再发
生武力冲突事件。我在
家住了将近一个月后，
还是坐荷兰人的军用卡
车回到三宝垄，然后和
屈 胜 源 一 起 返 回 雅 加
达。

雅加达华校学生联
合会

1 9 4 8 年 ， 中 国 人
民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反
动派逐渐失去民心，全
国人民都把中国的希望
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
上。这一变化对印度尼
西亚华侨特别是青年学
生思想的影响是迅速而
深刻的。在巴中和其他
华校中学，学生自治会
的活动呈现日益政治化
的倾向，各班级出版的
壁报和油印小报上充满
了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

文字。我被推选为巴中
学生壁报的编辑。为了
协调各校学生的行动，
以便相互支援，1949年
成立了雅加达华校学生
联 合 会 （ 简 称 椰 华 学
联，因当时华侨习惯称
雅加达为椰嘉达，简称
椰城）。雅加达学联采
取团体会员制，巴中、
华中、八华、新华等华
校都是团体会员。学联
主席由各校学生自治会
主席轮流担任。经过协
商后，第一届主席是巴
中学生自治会主席张瑞
元，第二届主席是华中
学 生 自 治 会 主 席 屈 胜
源。学联会日常工作由
秘书长负责，我在1950
年6月毕业前一直担任学
联秘书长。当时，我们
三个人都是高三学生，
功课繁重，但是都积极
热情投入这项工作。我
们经常在下午课后，在
班芝兰街的中华中学旧
校舍内开会，每次都要
开 到 傍 晚 才 结 束 。 然
后，我们在班芝兰的小
摊上分别吃一盘炒饭或
炒面作为晚餐。

雅加达学联会的主
要工作包括：

一、了解各华校学
生自治会的活动情况，
交流各校工作经验，支
持其他地区华校学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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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韦同芳老师带领高三甲班同学
参观工厂后留影。右一为韦同芳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