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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长，派遣敢死队
参加辛亥革命，支持
革命经费等。民国成
立后，卢博文获南京
临时政府孙中山大总
统颁发的军输奖状；
亦获护法军务院颁发
二等徽章。又被委任
为中央侨务委员会顾
问。他历任火水山中
华学校总理，中华商
会两任主席。家庭子
女六人，都接受高等
教育，是华侨社会中
之典范。

另一位火水山中
华 学 校 创 立 人 丘 四
坤，福建金门人，离
开家乡南来后居住在
冷吉，后迁移火水山
经营砖厂。1929年就
任中华学校总理。他
热 心 公 益 ， 热 心 教
育，把学校治理得有

口皆碑，经费也富裕
充足。他自1929年至
1937年历任火水山中
华义山总理，兼任中
华商会主席。他发起
组织福建会馆，首任
总理。1935年任《新
中华日报》总理。

五位火水山抗日
英雄

苏岛沦陷后，苏
岛华人组织了“反法
西斯同盟会”，第一
个 在 火 水 山 成 立 支
部，周斌、张苞及黄
亚武是主要领导人，
同时吸收了不少火水
山侨胞及中华学校师
生参加，其中有：陈
洪 、 张 凤 书 、 刘 明
吉 、 甘 传 明 、 谢 常
青、陈伟芳、梁夙初
等人。作为“反法西
斯同盟”会骨干，他

们 积 极 展 开 募 捐 活
动，支持祖国抗日斗
争，组织妇女小组读
书会，其成员有甘素
娥 、 黄 玉 心 、 陈 丽
华 、 卢 淑 贞 、 甘 素
幼、甘素兰等人。她
们定期举行读书会，
向周围朋友传播法西
斯惨无人道信息等。

1943年9月20日，
日 寇 在 苏 岛 各 地 搜
捕抗日分子，即“苏
岛华人抗日9·20事
件 ” 。 被 捕 的 有 原
中华学校谢常青、陈
伟芳老师和霍警亚同
学，原中华商会秘书
长梁夙初，而周斌、
张苞及黄亚武等躲过
这一劫。但翌年8月
周 斌 校 长 在 棉 兰 被
捕，1945年3月7日在
棉兰日本宪兵部第一
刑务所被杀害，年仅
32岁。霍警亚同学于
1944年3月23日在武
吉丁宜被杀害，年仅
24岁。上述五位火水
山好男儿被捕后，受
尽严刑拷打，遍体鳞

伤，加上饥饿疾病等
等煎熬，瘦到皮包骨
头，仍拒不供出组织
及盟友秘密，值得敬
佩。这批“华抗”成
员英勇牺牲及坚强不
屈的光辉形象，影响
了火水山两三代人。

焦土政策前后
日本投降后，火

水山侨胞马上成立华
侨总会、青年会、妇
女会、渔业公会及火
花艺社等团体。1945
年8月17日印度尼西
亚共和国宣布独立。
各族人民欢腾鼓舞，
各山头游击队先后涌
入 城 市 ， 个 个 敢 作
敢为，各地散兵游勇
也趁机行动起来，局
势一片混乱，真假难
分。大家原本计划中
华学校即行复课，但
考虑到学生在路上的
安危问题，只好暂时
搁置。

1947年荷殖政府
得到联军默许，卷土
重来，发动第二次警
卫行动，先后占领棉

兰、丁宜等城市。冷
吉县各区印尼游击队
准备撤到山区。在撤
退前夕，放任真假队
伍征粮，郊区华人小
商店首当其冲，损失
惨重。驻军高层又断
然采取“焦土政策”
，首先将火水山炼油
厂 及 其 设 备 焚 烧 殆
尽，同时炸毁来往棉
兰至亚齐桥梁，断绝
与外界的交通，并声
称要焚烧冷吉、火水
山及思思三座城市。

当时火水山华总
主席柯炮生君，为了
挽救城市，自备一笔
款项到军部求情；结
果城市保不住，连他
自己也下落不明。据
说被军方指控为通敌
犯，实在太冤枉了。

焦土政策实施前
夕，驻军准备了数十
桶煤油，安置在大街
小巷华人区。1947年
8月13日凌晨，一声
令 下 ， 一 批 人 忙 把
煤油泼到墙壁或屋顶
上，火种点燃，火水

周斌校长

苏北火水山中华学校多位校长为革命和教育献身(中)
～～印尼杰出华校精英风雨人生介绍之八  吴福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