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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棉兰市创办了大地书
店 。 书 店 开 张 后 ， 以
经 营 国 内 出 版 的 普 通
书籍为名，并通过各种
渠道进口了多种社会科
学书籍以及宣传抗日的
书刊，这里成为传播进
步思想和开展交流活动
的中心。那时，当地就
出现“欺骗青年，假借
文化美名，实行赚钱”
而 “ 不 要 上 阴 谋 家 的
当”的流言，甚至国民
党当局还传出“棉兰要
被赤化了”的传言。于
是，当地政府的政治部
长就常常光顾此书店，
弄得大地书店“鸡犬不
宁”。尽管如此，他和
赵洪品、陈季华几人，
照样进行募款，并通过
印度尼西亚《新报》社
社长洪渊源转寄给在香
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去
救护国内抗战受伤的将
士。

赴陕北延安
1938年10月，经八

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
人 廖 承 志 和 连 贯 的 介
绍，周斌准备回国去陕
北，参加中国共产党领
导 的 抗 战 。 1 0 月 7 日 ，
他自苏岛起程，经英属
槟 榔 屿 、 新 加 坡 、 香
港，转广州湾入广西北
上甘肃庆阳，最后抵达
延安。因为有廖承志的
介绍，很快，他便被安
排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
事政治大学（简称“抗
大”）学习。在抗大，
他通过系统的学习抗战
理论、政治经济学、社
会科学、马列主义等课
程，充实了马列主义理
论基础，思想有了很大
进步。12月，他在韩家
村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

组织——中华民族解放
先 锋 队 （ 简 称 “ 民 先
队”），并担任第18队
第3小组组长，主要从事
教育干事工作。由于他
政治思想坚定，有很强
的组织工作能力，具有
吃苦耐劳的精神，1939
年1月29日，经戴文贤、
林路两人介绍加入了中
国 共 产 党 。 在 《 入 党
志愿书》的“加入党的
动 机 ” 一 栏 中 ， 他 写
到：“我人不能脱离社
会而生活，故须先使社
会进步，才能有个人的
幸福，共产党为现世界
上最前进而最正确之政
党，故志愿加入，企在
党的领导下，尽我个人
的 能 力 和 责 任 ， 共 求
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
福。”

“ 抗 大 ” 学 习 期
满后，他又主动向党组
织提出派他回印度尼西
亚工作。他说：“如在
环境上许可，愿回荷属
苏门答腊省，在华侨学
生和其他群众中工作。
我们中国人应该负起南
洋殖民地的革命工作，
虽那边的环境比国内恶
劣，但华侨青年工人和
学生的革命情绪是非常
高的。”

1939年6月2日，中
共 中 央 北 方 局 宣 传 部
长、秘书长李大章写信
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
长李富春。信中说：“
抗大学生周斌同志，是
正式党员，系过去由廖
承志介绍来学习的，是
南洋荷属华侨。现因他
要求回南洋工作，已得
抗大允许介绍给我们。
现他已动身经西安、四
川等回南洋。他的组织
关 系 付 上 ， 恐 无 法 转

去，惟他过香港时，还
要找廖承志去，我想将
他的关系打个电报给香
港 好 了 。 ” 李 富 春 接
信后，于7月1日做出批
示：“电小廖，发去组
织关系。”并派周斌南
下印度尼西亚从事组织
国 际 抗 日 统 一 战 线 工
作。

赴印度尼西亚苏岛
周 斌 第 二 次 回 到

印度尼西亚苏岛棉兰市
后，继续在火水山埠中
华学校任教，并很快担
任 了 校 长 。 在 该 校 期
间，他积极向学生宣传
革命思想，给初中部学
生加开《政治经济学》
课 程 。 他 白 天 在 校 上
课，晚上还要为校外失
学青年开办义务夜校。
他知识渊博，历史知识
丰富，讲课生动，书上
一句话往往可引出一串
串的历史故事，可说是
博古通今，学生们都喜
欢听他讲课。他态度和
蔼，平易近人，凡有所
求，无不竭诚接待和解
答，深获广大华侨青年
和学生的爱戴。学生牛
子曾这样回忆他：“先
生身材矮小，因为受胃
病的纠缠，更把身子弄
得孱弱不堪，但他那小
小的眸子是发光的，噪
子是清亮的，文章和大
字都很挺秀，象征着他
的倔强的性格。”“除
了率直坦白以外，就是
满股的热诚，这热诚只
暗藏在他的内心。他是
个不善词令的人，但要
说时，他说得十分坚定
的。”

周 斌 不 仅 传 授 学
生文化知识，还向他们
讲解许多革命道理。他

把许多禁书如《西行漫
记》《论持久战》《星
火燎原》等借给学生们
阅读。他还经常给学生
讲述中国革命中许多先
烈英勇斗争的事迹，激
发当地华侨青年和学生
的爱国爱乡热忱。他还
向学生们介绍火水山埠
中华学校早期毕业的几
位学生，宁愿抛弃国外
优越的物质生活，在抗
战期间毅然返回祖国，
投奔延安的事迹。

为了解决苏岛进步
青年“精神食粮”的问
题，周斌自延安返回途
经香港时，就与当地进
步书店接洽了有关进口
进步书籍的事。回到火
水山埠后，他与赵洪品
等人商量，以招股集资
办法，在大地书店后面
的暗室里，建立了抗日
书刊地下印刷所，周斌
担任经理。

周 斌 还 指 导 学 生
们一起开展抗日救亡活
动，如筹集救济资金赈
济祖国难民，筹募捐款
支援八路军抗战。周斌
分析了当地荷兰殖民当
局对华侨的抗日救亡运
动会极力进行阻挠和破
坏。他要求学生们要提
高警惕，对一般华侨商
人要多做说服工作，晓
以大义；对少数唯利是
图 的 顽 固 分 子 ， 要 讲
究策略，分别对待，尽
可能团结大多数，共同
对敌。学生们在周斌的
指导下开展抵制日货运
动。他们将抵制日货宣
传队分成小组，挨家挨
户进行宣传，当地华侨
也很快掀起了一个抵制
日货的小高潮。正如周
斌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总
结说：“抵制日货活动

之所以能开展得如此顺
利，主要是华侨和祖国
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
系，我们华侨都懂得只
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
华侨的生存才有保障，

所以抵制日货支持
祖国抗战的口号一提出
来，就得到了广大华侨
的响应，形成浩大的声
势，汇成一股激流滚滚
向前。”

1941年12月，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相
继 侵 占 印 度 尼 西 亚 群
岛。翌年3月，日军在苏
北（今北苏门答腊省，
简 称 “ 苏 北 ” ， 战 前
称 “苏东”）登陆后，
长驱直入，很快便占领
了首府棉兰。为显示其
法西斯淫威，日军进入
市区当天，于光天化日
之下在女皇街（今苏多
莫街）与客家街交叉路
口 闹 市 野 蛮 地 砍 杀 了 5
名过往的无辜华侨，将
他们的首级置于路旁的
砖堆上示众。这标志着
日本法西斯血腥统治的
开始，苏岛的形势趋于
更加黑暗，陷入更为血
腥、恐怖的统治中，来
自国内的文化人和当地
爱国华侨都迅速隐蔽起
来。

苏 北 沦 陷 后 ， 华
侨深受日本法西斯血腥
统治的祸害，更激发了
他 们 的 反 抗 意 志 。 不
久，周斌、赵洪品、熊
辛克、林革尘、黄亚武
和 张 谷 和 等 开 始 筹 划
秘 密 抗 日 组 织 。 同 年 6
月，首先在棉兰成立苏
岛人民抗敌会（后改为
苏 岛 人 民 反 法 西 斯 同
盟，简称“反盟”），
接着又先后在先达和火
水山成立抗敌会，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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