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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首 府 巴 达 维 亚 。
９ 日 ， 荷 印 （ 尼 ）
当 局 投 降 ， 从 此 整
个 印 尼 处 在 日 本 法
西斯铁蹄统治之下。
因司徒赞是著名的抗
日侨领之一，尤其是
《抗敌宣言》的起草
者，遂在４月被捕。
在狱中，他尽管受尽
殴打和凌辱，但始终
坚贞不屈。他赋诗述
怀道：“照眼湖山剩
劫灰，逢迎新贵尽英
才 。 乾 坤 正 气 横 胸
臆 ， 别 妇 抛 稚 入 狱
来”；“风雨才略渐
消磨，儿女情深鬓欲
皤 。 老 燕 未 归 雏 燕
苦 ， 满 襟 涕 泪 望 银
河”。

１９４５年８月
１５日，日本宣布无
条件投降。司徒赞夫
妇相继出狱。司徒赞
和一批爱国教育工作
者与侨领一起，立即
投身到复办侨校、侨
团的工作中。为了适
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原 来 的 广 仁 学 校 、
华侨公学和福建学校
合办成联合中学，后
又发展为华侨公立巴
城中学，司徒赞任校
长，并一直连任到１
９６０年，学生由最
初的７６０人，发展
到３２８８人。

司徒赞除了担任
校长的繁重工作外，
还兼任多个社团的领
导，曾任华侨慈善事

业委员会副主席、中
华总会副主席。一面
支持印尼民族独立运
动，一面救济在战乱
中被暴徒乘机洗劫的
难侨（当时到首都避
难的有５万之众）。

１９４９年１０
月１日，中华人民共
和 国 宣 告 成 立 ， 广
大华侨欢欣鼓舞。雅
加达成立了华侨“促
进中印（尼）建交工
作委员会”。次年５
月，印尼和中国建交
以 后 ， 该 机 构 改 名
为“雅加达华侨团结
促进会”，司徒赞当
了副主席。１９５２
年４月，又改名为“
雅 加 达 中 华 侨 团 总
会”，属下有１０多
个侨团。自１９５５
年起，司徒赞连续被
选为“侨总”主席，
直到１９６０年回国
定居。司徒赞曾在１
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９
年两次率领印尼华侨
观光团回国，参加国
庆 观 礼 并 到 各 地 参
观，受到热烈欢迎。

１９５９年下半
年开始，印尼发生禁
止外侨小商在县以下
经营的严重事件，用
武力逼迫８０万华侨
小商迁离乡镇，使他
们无以为生。对此，
我国政府提出严正交
涉并采取撤侨措施。
身任雅加达“侨总”
主席、正在北京观光

的司徒赞先生，为了
维 护 华 侨 的 正 当 权
益，在北京发表广播
谈 话 ， 谴 责 印 尼 有
势力集团的不公正做
法。１２月，司徒赞
回到印尼，立即被拘
捕。次年１月，他和
夫人不得不离开印尼
回国定居。

司徒赞回国后，
被安排在广州暨南大
学，担任校董兼东南
亚研究所副所长，对
该所的建设做了大量
的工作；此外还担任
广东省政协委员、人
大代表和全国侨联委
员 、 广 东 省 侨 联 常
委、广东省华侨投资
公 司 董 事 等 职 。 业
余，他还抽时间撰写
《荷兰统治时期的印
度尼西亚华侨教育简
史》。１０年动乱期
间，他也受过不公平
待遇。“文革”后，
１９７８年２月，他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
协委员。不幸，当年
３月因病逝世，享年
７８岁。后来，他的
子女依嘱，将其诗作
《纪南堂诗词存稿》
，结集于１９７９年
在香港出版，张国基
作序，称司徒赞乃“
爱国出于天性至死不
渝者也。”其生前藏
书８７０册，则捐赠
给家乡开平赤坎司徒
氏图书馆。次子司徒
眉生还捐资在三埠兴
建司徒赞科学馆以兹
纪念。

司徒赞和刘金端
夫妇育有五男二女，
即：巴生、眉生、戎
生、奋生、达生和司
徒珍、司徒慧，均成
材，其中表现突出的
还有第三子戎生。

父母和两位哥哥
均被日本鬼子抓去坐
牢，戎生１２岁就担
负 起 照 顾 ４ 位 弟 妹

的重担，眉生一再称
赞三弟不简单。新中
国成立时，戎生已在
荷兰留学；为了报效
祖国，他毅然回国，
重新考进哈尔滨工业
大学建筑工程系，与
曾任国家科委主任的
宋健是同学。１９５
６年毕业后，到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任教２
０ 多 年 。 其 父 生 病
后，为了便于照顾，
１９７８年初调来广
州，任广州住宅科研
所所长，取得优异成
绩，曾代表中国参加
联合国召开的国际住
房研讨会。１９８３
年升任广州市建委副
主任，并代表广州在
１９８６年加拿大市
长年会作演讲，获得
好评。同年，他升任
广东省侨务办公室主
任。１９９３年任省
人大华侨民族外事委
员会主任。他是司徒
家 族 唯 一 的 中 共 党
员，他在侨务系统担
任领导期间，国内外
侨务工作都取得显著
成就，受到归侨、侨
眷和海外华人、华侨
的一致好评，留下许
多令人称颂的故事，
尤其在印尼归侨、印
尼华人中间。可惜，
他过早地于２００１
年辞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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