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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43年9月20日凌晨,

天空阴霾密布,日本法西
斯经过周密侦察和布署,
发动了一次大规模逮捕
华侨抗日地下组织——"
苏岛华侨抗敌协会"和"苏
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成
员的行动,被捕者达数千
人,多少抗日志士被屠杀,
震惊全岛,被称为“九‧
二O”事件。

半个多世纪过去,但
苏北华侨华人永远不会
忘记“九‧二O”事件,
永远不会忘记日本法西
斯的残酷罪行,永远不会
忘记壮烈牺牲永垂青史
的抗日志士。

周斌，祖籍浙江乐
清，中共党员。抗战全
面爆发后，赴印尼苏门
答腊岛，在棉兰市华校
任教。1938年回国入延
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再
赴印尼苏岛，任火水山
中华学校校长，积极开
展抗日救亡活动，是“
苏 岛 人 民 反 法 西 斯 同
盟”创始人和领导人之
一 。 1 9 4 3 年 9 月 2 0 日 ，
日军对抗日分子进行大

搜捕，周斌转移到农村
隐蔽。1944年因住处泄
密被捕，在狱中受尽酷
刑，终不屈服。1945年3
月7日，在棉兰市第一刑
务所遭枪杀后被活埋。

异国荒野埋忠骨，
浩气长存南海滨。周斌
和其他在印度尼西亚牺
牲的烈士事迹，轰动了
印度尼西亚苏岛的千万
华侨，各种形式的纪念
活动一直延续至今。值
紀念『九二0』事件75周
年之际，仅以此篇，寄
托对华侨抗日英雄周斌
烈士无限的敬意与无尽
的哀思。

走上革命道路
周斌又名周方淦、

周君雅、周怀昂。1911
年出生在乐清县虹桥区
（今乐清市虹桥镇）港
沿 村 一 个 农 村 工 人 家
庭。自幼家境极贫，全
家八口依靠其父亲一人
作木工的微薄收入。因
此，周斌在本地乡村小
学念完初小后，便随父
亲外出当木工学徒。

一 次 ， 父 子 俩 在
蒲岐镇东门外村为人建

好 新 房 后 ， 屋 主 四 处
请 不 到 人 给 新 房 写 对
联 。 于 是 ， 周 斌 凭 着
年 少 胆 壮 ， 便 毛 遂 自
荐，他的一手好字震惊
了四方乡邻，都说周家
出了个“状元”。乡邻
们纷纷劝说其父亲让周
斌继续求学，以免埋没
了英才。在众人的再三
劝说下，其父咬咬牙，
凑了点钱，让周斌到温
州学习。周斌在温州一
个教会办的浙南三育学
校附属小学和初中部，
相继念完高小和中学。
此间，他遇上了同乡赵
洪品，受其革命思想影
响，开始投身于革命事
业。赵洪品也是因为家
贫无法上学，由当地的
教会出面介绍到三育工
读学校直至初中毕业，
后受进步思想影响，走
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五卅惨案发
生时，周斌在家乡参与
组织了乐清县学生救国
会，向群众宣传五卅惨
案的经过，并发动群众
奋起响应，捐助并声援
上海工人、学生的正义

斗争。1926年7月北伐开
始后，他又积极协助组
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
群众支援北伐战争。大
革命失败后，当地学生
救国会因遭到土豪劣绅
的控告而解散，农民协
会也被政府下令取缔。

1 9 2 9 年 秋 ， 他 进
入南京三育大学学习文
科，并以半工半读的方
式兼任校长室秘书。半
年后，他又兼任该校电
机主任，从事学校的机
电维修等工作，历时约
7 年 。 1 9 3 1 年 九 一 八 事
变，日军占领中国东三
省。国难当头，对周斌
触动非常大。他在南京
奋斗社出版的《奋斗》
一书中（以乳名周方淦
署名）发表了《日本之
教育》一文。文中揭露
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
在全国上下大、中、小
学在校学生及日本民众
中，全面鼓吹和灌输“
大 和 民 族 的 优 越 感 ”
、“天皇至尊”、“中
国东三省的富饶，一踏
上 东 三 省 就 可 成 为 富
翁”等侵略思想，为日
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
华战争构建精神支柱。
同时，他还揭露日本通
过不断的宣传，诱惑和
煽动大量日本人盲目涌
向东北三省，结果却使
他们流离失所，沦落异
乡等事实。

此 时 ， 好 友 赵 洪
品已投奔在印度尼西亚
的同学，侨居棉兰市，
先后担任了棉兰第三小
学和火水山埠中华学校
校 长 。 因 受 赵 洪 品 之
邀，1937年夏，周斌也
辞去了南京三育大学电
机部主任一职，来到印
度尼西亚（简称“印度
尼西亚”）苏门答腊岛

（简称“苏岛”）的火
水山埠中华学校，担任
教务兼训育主任。

苏岛位于印度尼西
亚西部，是印度尼西亚
的第二大岛，隔着马六
甲海峡，与马来半岛相
望，拥有丰富的资源，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棉兰是印度尼西亚的第
三大城市，是苏岛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
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
地。火水山埠是位于苏
岛东面沿海的一个小市
镇，该地拥有丰富的石
油资源。而从石油中提
炼出来的煤油，是当地
重 要 的 工 业 和 民 用 物
品。华侨通称煤油为火
水，火水山因而得名。
一名荷兰人在此地开办
经营一个大型炼油厂，
该 厂 拥 有 五 六 千 名 工
人。当时，华侨占当地
居民人口的百分之六、
七十。他们除从事经商
外，还有当渔工、码头
工、菜农、小贩及自由
职业者。中华学校便是
由当地华侨集资兴办。
学校设小学和初中部，
有近千名学生，创办于
1905年。创办人兼第一
任校长是罗仲霍（广东
惠东人），他曾为同盟
会会员，后来成为黄花
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之
后历任校长和教员中，
也多为革命志士，在苏
岛华侨中积极传播爱国
思想。这些因素，为日
后周斌开展华侨爱国进
步活动和宣传组织抗日
救亡奠定了基础。

在该校任教期间，
周斌接触了大量有关抗
战类的书籍。1938年，
他 把 在 南 京 期 间 的 积
蓄 ， 与 赵 洪 品 等 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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