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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火 水 山 抗 敌 会 的 主
要 领 导 人 。 周 斌 担 起
领导的使命，吸收了中
华学校的几十位学员为
反盟盟员。他不断感化
和动员学生参加反盟，
他说：“斗争的进行，
比任何事情都要难，我
们要在庸俗的重围中，
冲出一条前进的路来，
敌 人 的 鹰 爪 ， 时 时 跟
随着我们，怕，就不要
干，干，就不要怕”！
反盟成立后不久，盟员
即 增 至 4 0 0 多 人 ， 他 们
一方面以口头或书面形
式在华侨和印度尼西亚
人民中秘密地进行宣传
和发动开展抗日救亡宣
传活动。周斌亲自编写
和散发抗日书刊，通过
地下印刷所编印成册，
再由盟员分送到工厂、
学校、车站、码头、城
市和乡村。同时，周斌
通过常驻香港的廖承志
的联络，和国内中共党
组织保持联系并接受指
示，把募捐所得资金由
反盟总部寄往香港转到
延安。

由于考虑到人民抗
敌会名称过于笼统，11
月苏岛人民抗敌会改名
为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
盟。反盟总部下设五个
部：组织部、印度尼西
亚问题研究部、华侨社
会部、青年工作部、妇
女工作部。经改名和组
织整顿后，周斌是反盟
总部核心领导人之一，
并具体负责青年工作部
的 工 作 。 1 9 4 2 年 9 月 至
1943年初，华抗（苏岛
华侨抗敌协会）和反盟
两个抗日组织经过多次
接触和磋商后，在保留
原有组织的基础上联合
建立了苏岛反法西斯总

同盟（简称“总同盟”
，又称“大同盟”），
实行统一领导。总同盟
包括4个支部，即：棉兰
反盟支部、先达反盟支
部、火水山反盟支部，
华抗成为一个支部。过
后棉兰反盟的妇女工作
委员会改组为棉兰妇女
反法西斯同盟，也参加
总同盟。总同盟领导机
构由各支部代表组成，
周斌是领导人之一。为
适应当时严酷的秘密斗
争环境，总同盟各支部
在统一领导下各自进行
活动。

英名永载史册
华 抗 和 反 盟 联 合

起来后，苏北华侨抗日
组 织 得 到 日 益 壮 大 ，
抗 日 活 动 得 到 稳 步 开
展。1943年，联军在太
平洋开始反攻，日军在
战场上节节失利，为保
证它在东南亚后方的安
全，日军便加紧实施肃
清抗日分子和可疑分子
的计划。不久，由于盟
员的叛变投敌加速引发
了“九·二Ｏ”事件。

1 9 4 3 年 9 月 2 0 日 ，
日军在苏北大肆搜捕地
下抗日分子。在这次“
九·二Ｏ”事件中，华
抗和反盟的成员以及阅
读秘密报纸的群众近百
人被捕。“九·二Ｏ”
事 件 后 ， 苏 岛 各 地 被
捕 的 各 族 各 界 人 士 达
数千人，仅苏北就有近
千人。此时周斌虽然平
安转移到农村隐蔽，但
日本宪兵司令部及特高
科（日本特务组织）也
已派出大量便衣，正四
处搜捕周斌。由于棉兰
是异国，反盟不能建立
自己的武装力量，更无

根据地可借以抗衡。因
此，周斌仅依靠他的学
生用自行车载着他东躲
西藏，一日数迁住址。
他 在 逃 亡 将 近 一 年 之
后 ， 于 1 9 4 4 年 8 月 不 幸
被日军逮捕，被押往棉
兰日军宪兵部。此时，
周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
外。在被捕上车前便暗
藏了一把剃刀，当日在
棉兰日军宪兵部狱中曾
割喉自刎，但是被守卫
狱卒发觉，未果。

日 军 对 他 施 以 所
有酷刑，妄图从中破获
整个地下抗日组织。周
斌虽然身体瘦弱，但面
对敌人的酷刑却毫无惧
色，坚贞不屈。他在狱
中 还 组 织 难 友 坚 持 斗
争 ， 宣 传 正 义 思 想 ，
不断鼓励狱友说：“要
抱定宗旨，不要违背良
心，只管向前直冲，不
用稀罕人家的理解、同
情 与 漂 亮 话 ， 盖 棺 定
论，自有是非黑白。”
在日军宪兵司令部审讯
庭上，他富辩才，有胆
识，面对敌人痛斥其法
西斯暴行，曾驳得日军
审判官哑口无言，敌人
也 不 得 不 承 认 他 是 一
条“铁汉”。

日军见威逼利诱毫
无所获，便恼羞成怒，
于1945年3月7日，将周
斌处决于棉兰市第一刑
务 所 。 日 军 在 准 备 对
他这位“共产党头子”
执行枪决时，为防止反
盟盟员和人民群众冒死
来抢夺这位深得民心的
革命领导人，便加强了
对棉兰市第一刑务所的
戒备，对外严密封锁消
息。

日本投降后，1949
年 4 月 1 0 日 ， “ 九 · 二

Ｏ遇难同志会” 代表、
周斌的夫人程瑛琅女士
及棉兰《民主日报》记
者在印度尼西亚人沙立
的引导下，前往棉兰不
帝沙区探寻周斌烈士葬
身之处。周斌被日军埋
葬在日本坟墓邻近的公
墓中，该公墓以前多系
棉兰市立医院收埋死者
的地方。市立医院在收
埋死者时，在墓前各插
木板一块，并钉有写有
号码的锌片。由于公墓
无人料理，杂草丛生，
木板早已腐朽，写有号
码的锌片也已不全。周
斌 的 坟 墓 就 是 在 这 片
荒地中一块稍为高起的
土块，墓前的木板和锌
片均已不见，场景十分
凄凉。沙立触景生情，
他回忆道：周烈士被狱
长“苗支”枪杀后脑部
中弹但并未气绝，被载
到市立医院。医生以人
未死，拒绝接受。但“
苗支”命令医生登记，
并领了埋葬的号码，载
走 市 立 医 院 掘 土 的 工
人，亲自前往埋葬。当
时 地 很 湿 ， 掘 了 二 三
尺深流出许多水，周烈
士 一 息 尚 存 ， 还 在 挣
扎。“苗支”本来想加
发一枪，随来的司机劝
他不要开枪，以免惊动
附近日本军人，而生误
会。“苗支”一想说得
有理。但是“苗支”没
有那种耐性等待周烈士
断气，于是野蛮的本性
勃发命令随来的囚犯将
周烈士送进坑中活埋。
周烈士就是这样被埋在
渗水的黄土中，连四块
板木的棺材也省了。自
此，异国荒野埋忠骨，
浩气长存南海滨。

周斌和其他几位在

印度尼西亚牺牲的烈士
事迹，轰动了在印度尼
西亚苏岛的千万华侨。
嗣后，印度尼西亚苏岛
各地的华侨纷纷在报刊
上发表纪念回忆文章和
悼词。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后，1946年9月20
日，纪念苏岛抗日反法
西斯殉难志士委员会出
版的纪念刊物《血仇》
，在16名烈士中，周斌
名列其首。盟军驻棉兰
司令部给周斌等牺牲在
苏岛棉兰市的抗日反法
西斯同盟的华侨烈士家
属寄去慰问信，以表达
他们对华侨抗日英烈的
深切哀悼和崇高敬仰之
情。1953年之后，武吉
丁宜、先达和棉兰的爱
国侨胞先后在当地树立
了“九·二Ｏ”抗日烈
士纪念碑。各种形式的
纪念活动也一直延续至
今 ， 其 中 规 模 最 大 的
是2003年印度尼西亚苏
北、北京、香港三地华
侨联合在香港举办的纪
念活动，包括一个专题
研讨会、一个千人纪念
大会和文艺演出以及出
版《忘不了的岁月》纪
念文集。苏北华侨以各
种形式使苏北抗日反法
西斯烈士永垂不朽，万
古流芳！

周斌烈士牺牲已过
去整整70年，他的一生
虽然短暂，但他的崇高
精神和可歌可泣的英勇
事迹，他为党和人民，
特别是为国际抗日救亡
所做的贡献，永远值得
后人颂扬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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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华人的故事   (下)
缅怀华侨抗日英烈周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