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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

西婆罗洲反 日同盟会
”

及其活动概略

蔡仁龙

(一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印

度尼西亚
。

爪哇
、

苏门答腊
,

西婆罗洲 (即现西加里

曼丹 ) 等地区的广大爱国华侨曾和印尼人民一道组

织了地下抗日组织
,

开展武装斗争
。 “

西婆罗洲反日

同盟会
”

(简称
: “

西盟会
”
) 是组织较早规模也较大

的一支抗日组织
。

西婆罗洲广大抗日志士和爱国华

侨及印尼人民遭到日寇的大屠杀也是整个印尼规模

最大的和最为残暴的
。

但是至今
,

对
“

西盟会
”

及广

大爱国华侨抗日活动事迹除了个别文章中三言两语

的道及外
,

还没有任何较详尽记载
。

笔者当时居留在

西婆罗洲山口洋
,

耳闻目睹
,

亲历了其中一些事实
。

近年来
,

笔者又向当时一些
“

西盟会
”

的组织者和参

加者进行了调查访问
。

现将
“

西盟会
”

及其一些活动

情况整理于下
,

供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侨史的同仁参

考
。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在 194 1年

12月 8 日
,

以海
、

空军对美国珍珠港采取突然袭击

开始的
。

与此同时
,

日本陆军南方军早已部署对东南

亚地区的侵略进军
。

日本陆军派第二十五军和第三

航空集团进攻马来半岛
; 派第十四军和第五航空集

团进攻菲律宾
; 派第十五军进攻泰国和缅甸

;派第十

六军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 (即印度尼西亚 )
。

日本南

侵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掠夺东南亚地区的石油
、

橡胶
、

椰子
、

铁矾土
、

锡等战略资源
,

以支撑其实现
“

大东亚共荣圈
”

和称霸亚洲的迷梦
。

荷属东印度是

这些重要战略资源的主要产地
,

特别是石油
。

早在

19 4。年 2 月
,

日本军国主义政有就曾向荷兰政府提

出一项要求
.

其主要内容是
:

放宽贸易限制
,

扩大日

本人在荷印经营企业的便利
.

放宽对于在荷印日本

商人雇佣人员和工人人境的限制等等
。

1 94 。年 5月

18 日
,

日本又向荷印当局提出了一项书面要求
,

规

定了荷印供给包括比以往从荷印进口的数量多得多

的铁矾土
、

石油等在内的 13 种原料
、

资源的最低限

额 ( 《太平洋战争史》
,

日本历史学研究室会编
,

第

三卷 )
。

由此可见
,

日本军国主义对荷属东印度早就

有凯觑之心
。

1941 年 1 2月 8 日
,

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发动空

袭珍珠港的同一天
,

在马来半岛东岸的宋卡
、

(Si n -

g o r a ) 和哥打巴鲁 (K o t a B a r u ) 等地登陆
。

只一个

多月即占领了整个马来半岛
。

19 42年 2月 8 日
,

日

军占领了新加坡
,

2月巧 日
,

英国远东军司令拍西

瓦尔同日军山下奉文大将会谈
。

该地区的英军终于

无条件投降
。

日军在进攻马来半岛的同时也调遣了一支部队

于 194 1年 12 月先占了荷印重要的石油产地婆罗洲

(现称加里曼丹 ) 和西里伯斯 (现称苏拉威西 )
。

然后

这些部队
,

从马来半岛和西里伯斯岛东西两面夹攻

爪哇
。

婆罗洲日军则在北面阻击
。

194 2年 2 月 14

日
,

日本陆军空降部队在苏门答腊岛的巨港降落
.

由

今村均率领的第十六军在 2月 17 日轻易地占领了

该地区
。

1942年 2月 2 8 日
,

日军分别在西爪哇的孔

雀港
、

万丹
、

南安由等地登陆
,

3 月5 日即占领了荷

印首都巴达维亚 (即现雅加达 )
,

3 月 7 日占领了东

爪哇省首府
,

荷印最大的军港泅水
,

6月 9 日
,

荷军

即宣告投降
。

从此整个荷属东印度便处在日寇法西

斯的铁蹄之下
,

开始了 3年 8个月的暗无天日
、

水深

火热的生活
。

(二 )

根据 19 3。年荷印政育统计局统计
,

西婆罗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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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共 2 8 78 98人
,

其中华侨人口为 10 93 17 人
。

主要的

城市有首府坤甸 (华侨 2 642 5人 )
、

山口洋 (华侨

3 787 2人 )
、

喃吧哇 (华侨 1894 1人 )
、

上候
、

道房
、

三发
、

邦戛
、

松柏港
、

新党等
。

1 93。年调查以后
,

因

战争影响
,

没有再进行统计
.

1 949年 2 月西加里曼

丹当局公布了 194 8年人口调查统计
,

全西加里曼丹

已增至 117 98 27人
,

比 193 0 年增加 38万余人
,

18年

来平均每年增加两万余人
。

1 948 年华侨则增至

20 330 5人即比 193 0 年增长了 1倍
,

平均每年约增

60 00余人
,

剔除在日寇统治的被屠杀及自然死亡者

外
。

据此推算
,

在 1 94 1年底
,

日军侵占西波罗洲时
,

境内华侨人口约 16 万人
。

日军在 194 1年 12 月 19 日派飞机 9架轰炸西

婆罗洲首府坤甸
,

投下大量燃烧弹
,

使坤甸市顿成火

海
,

然后迥旋扫射约 2 小时
,

死伤约 20 00余人
,

其

中 95 写为华侨
。

不久即派日本陆军登陆
。

当时驻守

西婆罗洲的荷军及荷印保安军 (有华侨及印尼人参

加 ) 虽组织了一些阻击
,

但终于在势单力薄
、

寡不敌

众的情况下迅即败退
。

日寇长驱直人
,

占领了整个西

婆罗洲
。

广大华侨及印尼人民多已逃至农村及山区

避难
,

过着吃木薯
、

椰子等杂粮的生活
。

城镇荒凉
,

物品奇缺
,

日军为了支撑其实现
“

大东亚共荣圈
”

的

战争
,

强制实行法西斯法令
,

到女沸捕强迫印尼人民
及华侨迁回城镇

,

组织了日伪维持会等以维持其军

队的供应和全境的社会生活秩序
。

由于日寇法西斯

的残暴统治
,

西婆罗洲的爱国华侨先进分子
,

194 2

年在山口洋秘密商议后
,

进行地下串联活动
,

先后与

各地区各种派别的分散的抗日力量联系
,

密切合作
,

酝酿成立
“

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 。

当时在西婆罗洲地区还有如下几支抗日力量
:

(一 ) 由原荷印军少校巴帝辛及黄春枝 (山口洋

的企业家黄能昌的长子
,

据说其父过去曾开发过金

矿
,

有矿山及一些橡胶园
、

椰园等
,

全家笃信天主教
,

大战前与荷印政府关系密切
,

黄春枝也曾是荷印保

安军山口地区负责人之一 ) 等领导的荷印散兵及荷

印保安军散兵约 200 人左右
。

这部分人大部分隐藏

在三发县三发河中游山区及山口洋郊区农村
。

(二 ) 由李石祥 (山口洋商人
、

爱国华侨 )
、

冯传

旺领导的原抗日自卫团部分成员
,

他们原是在日寇

侵占西罗洲前
.

由华侨青年
、

教师
、

店员
、

工人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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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起来抗击日军侵略的
。

此外还有各地和他们关系

密切的华
、

印中上层人士
。

(三 )由原中国国民党山口洋直属支部领导的国

民党员搞的反日活动
。

1 942年底
,

经过了两三个月的串联及筹备工作

以后
,

正式成立了
“

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 ,

总部设

在山口洋市
。

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华侨学校教员和商

店职员
。

“

西盟会
”
正式成立后

,

积极发展组织
,

开展活

动
。

在西婆罗洲的主要城镇及农村地区成立了巧 个
“

西盟会
”

分会
。

这些分会及其负责人如下
: 1

、

坤甸

分会
,

人数 300 余人
,

主要成员是铁工厂
、

木材厂等

工人
。

2
、

松柏港分会
,

人数百余人
,

主要成员是椰

园工人和椰农
、

店员
。

3
、

喃吧哇分会
,

人数五六十

人
,

主要成员是椰园工人和椰农
、

店员
。

4
、

百富院

分会
,

人数四五十人
,

主要成员是渔民
、

椰园农民和

工人
。

5
、

大完肚分会
,

人数 50 余人
,

主要成员是渔

民
。

6
、

把西路下横分会
,

人数 4 00 余人
,

主要成员

是橡胶园工人
、

华农
.

7
、

山口洋分会
,

人数约 3 00

余人
,

主要成员是店员
、

运输搬运工人
、

小商贩
、

教

师和部分青年学生等
。

8
、

港坪分会
,

人数七八十人
,

主要成员是椰农
、

渔民
。

9
、

文岛宜分会
,

人数约 10 0

人
,

主要成员是渔民
、

椰园农民
、

店员
。

10
、

邦戛分

会
,

人数 2 00 人
,

主要成员是渔民
、

小商
、

店员
、

教

师
、

运输搬运工人等
。

11
、

三发分会
,

人数 100 余人
,

主要成员是橡胶园工人
、

农民
、

店员
。

12
、

日芒头分

会
,

人数 5 0 余人
,

主要成员是橡胶园工人
、

农民
。

13
、

孟加影分会
,

人数 200 余人
,

主要成员是橡胶园工

人
,

农民
。

14
、

福律分会
,

人数五六十人
,

主要成员

是农民
。

巧
、

百万突分会
,

人数 50 余人
,

主要成员

橡胶园工人
、

小商贩
。

除上述分会外
,

还在其他一些乡村和市镇设立

了一些联络点
,

人数五六十人不等
。

全体成员总数在

36 00 人左右
。

(三 )
“

西盟会
”

成立后
,

除积极发展组织
,

建立各个

分会外
,

它的活动可分成两大阶段
。

第一阶段是

194 2年秋成立起至 1 945 年 8 月日寇投降时为止
,

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有下列几个方面
:

(一 )建立武装根据地
,

开展对日寇的武装斗争
,



破坏和袭击日寇的交通运输和供应
,

对日军驻地和

伪警察署或巡逻队进行袭击等
。

但没有进行过大规

模的武装战斗
。

当时
“

西盟会
”

建立了两个武装根据

地
。

一是把西北区根据地
。

这是
“

西盟会
”

的武装斗

争组织大本营
,

在这里收集储藏了枪枝子弹
、

粮食等

物
,

训练武装人员 (包括隐藏被日寇通缉的各方人

士 )
。

把西山区的武装队伍称为
“

中国义勇军
” 。

主要

在坤甸— 山口洋公路及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武装斗

争活动
。 “

西盟会
”

刚成立时
,

仅有爱国华侨张伟邹

捐献的 1支重机枪
、

3支自动步枪 (黄春枝家捐献 )
、

5支左轮手枪及 10 余个手榴弹
。

这些都是原荷印保

安团成员留下私藏后捐献出来的
,

此外尚有 10 余支

土制猎枪
。

第二个根据地是三发河流域根据地
,

这是由原

荷印军散兵负责人巴帝辛和黄春枝领导的
。

这里原

有两百余人
,

几乎人手一枪
,

还有一部收发电台
,

装

备较为充足
。

主要在三发
,

邦戛水陆两地开展游击武

装斗争活动
。

黄春枝被日寇逮捕后
,

这个根据地的武

器都转归
“

西盟会
”

掌握
。

此外
,

李石祥系统的保卫

团成员在荷军撤后也留下了部分的枪枝弹药
。

同时
,

“

西盟会
”

还积极派人到西婆罗洲和北婆罗洲交界的

硕获山区收购英军败退时落人民间的枪枝子弹
。

三

发
、

孟加影等地分会游击队袭击当地警察署
,

缴获当

地警察部队的全部武器来武装自己
。

因此
,

据不完全

统计
, “

西盟会
”

后来拥有的武器有重机枪 4挺
、

各

种步枪
、

手枪约 200。支
、

手榴弹数百颗
、

子弹近万

发
。

(二 ) 积极开展抗日和反对德
、

意法西斯的宣传

活动
。 “

西盟会
”

利用电台
,

经常收听澳洲电台的国

际战事广播
,

将收听的新闻
,

世界反对德
、

意
、

日法

西斯战讯
,

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战讯
,

印成传单散

发
,

或向各分会及队员并通过他们向华侨宣传
,

同时

经常揭露日寇屠杀华
、

印 (尼 ) 各族人民的法西斯暴

行
,

号召全体华印 (尼 ) 人士
,

团结对敌
,

打击日寇
,

不和日寇法西斯占领军和日伪合作
,

鼓舞华
、

印

(尼 ) 人民战胜日寇法西斯的信心
,

这方面也收到相

当的效果
。

在这些抗日武装斗争中
,

卡江上游昔加

罗
、

上候等地华印 (尼 ) 两族人民联合组织的抗日武

装与日寇浸略军的战斗是其中最为激烈之一
。

194 2

年夏
,

当地部分爱国华侨收集荷印军走时丢弃在民

间收藏的枪枝弹药
,

作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的武器
。

同时他们还积极与当地印尼人及少数民族达雅族的

抗日志士联络
,

建立抗日同盟
。

该抗日同盟的领袖之

一印尼人科斯曼 (K os m na ) 荷印时原任昔加罗的行

政长官
,

1944年 4月和其他 12 名华印 (尼 ) 抗日同

盟负责人及抗日志士被日寇逮捕
,

除一人生还外
,

均

惨遭杀害
。

194 5年 4 月
,

昔加罗
、

上候等地的抗日

战士在队长邦苏玛 P( na 一 s oe m a )领导下
,

进占吻料

(M eli ua )
,

砍杀了日寇特警队长中谷及其同伙 3 名

日军
。

这一战斗行动震动了西婆罗洲
,

大家无不拍手

称快
,

大大地鼓舞了各地华印 (尼 ) 人民抗日斗争的

斗志和信心
,

打击了日寇法西斯的嚣张气焰
。

日寇从

坤甸调遣海军陆战队乘汽艇溯江而上向吻料反扑
,

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

当日寇再次登陆占领吻料

时
,

邦苏玛挥舞大刀扑杀日寇登陆的队长
,

终为舌淞
杀害

,

壮烈牺牲
。

但抗日战斗并没有结束
,

蔓延至梭

梭
、

万那
、

打芒
、

拉越及昔加罗等地
,

声势相当浩大
。

许多印尼人民
,

达雅族及华侨群众都输送粮食
、

物资

等支援抗日游击队
。

1 945年 8 月 1 日抗日游击队进

攻昔加罗县城
,

日寇无法抵御
,

惶惶败退遁去
。

8月

3 日
,

日寇由上侯调来大批援军进行垂死前的挣扎
,

先在江心艇上用机枪向昔加罗扫射了数小时
,

游击

队因寡不敌众
,

弹药不足而撤离
。

3 日下午昔加罗再

度沦人敌寇之手
。

8 月 5 日
,

华
、

印 (尼 ) 抗日游击

队各地负责人在打芒开会研究后
,

重新作了战斗部

署
,

派了部分华侨及印尼抗日战士破坏昔加罗至上

候
,

昔加罗至拉越的公路
、

桥梁等交通线和电话线
,

部分则在打芒发动群众
,

准备物资
,

继续坚持战斗
,

直到日寇投降为止
。

9月初
,

日寇投降消息才传到山

区
,

抗日游击队高奏凯歌
,

接管了昔加罗等地
。

卡江

上游地区华
、

印 (尼 ) 人民的联合抗日武装斗争
,

以

印尼人民为主
,

但两族人民同心协力
,

并肩战斗
,

充

分休现了中印 (尼 ) 两国人民的战斗情谊
,

用共同的

鲜血再次写下了两国人民亲密友好的历史篇章
,

是

十分可贵的
。

(三 ) 收容和保护抗日分子和其他政治犯
。

对被

日寇追捕的抗日分子及同情者
,

以及荷印时代的军

政人员
,

尽力协助他们脱险并根据不同情况转移到

根据地或北婆罗洲等安全地区安置
。

对他们的家属

也是如此
,

对有生活等困难的给予适当解决
。

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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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积极进行锄奸活动
。 “

西盟会
”

组织了
“

肃奸委

员会
”

的专门机构
,

负责清除汉奸
,

特务及其池日伪

走狗
。

根据当时各地掌握的敌情和群众检举揭发
.

据

不完全统计
,

仅山口洋
、

邦戛
、

孟加影一带就逮捕了

罪证确凿
、

民愤较大的汉奸特务近百人
,

由
“

中国义

勇军
”

进行逮捕
、

关押和审讯
。

日军投降后
, “

西盟

会
”

武装复员时
,

将这些人移交给重新接管西婆罗洲

政权的荷印军看管
。

总之
, “

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

成立后
.

虽没有

组织较大的和日寇占领军的正面战斗
,

但对于团结

广大爱国华侨
,

反对日寇在西婆罗洲的法西斯统治
,

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
,

牵制他们的力量
,

削弱他们的

后方供应地等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

正因如此旧 本

法西斯占领军对
“

西盟会
”

及华印 (尼 ) 人士的团结

抗日活动
,

吓得要死
,

怕得要命
,

恨之人骨
,

干方百

计的派遣许多暗探特务进行暗查和侦察
。

由于这些

汉奸
、

特务无孔不人的猖狂活动和抗日组织人员缺

乏经验及丧失警惕
,

招致了日寇法西斯对西婆罗进

行三次震动全印尼的规模空前的大逮捕和大屠杀
,

被捕的华印 (尼 ) 人士约 3。。。余人
,

其中华侨 1500

余人
。

这几次大逮捕的情况简述如下
:

第一次大逮捕发生在 194 3年 2月 13 日
。

西婆罗洲各主要城市坤甸
、

山口洋
、

邦戛
、

三发
、

喃吧哇
、

松柏港等地的印尼人民及华侨
,

像往常一样

7时左右早饭后
,

商店陆续开门
,

教师和学生正赴校

上课
,

公务员正在上班… … 这时
.

由日本占领军宪兵

司令部派出无数的警察
、

特务
、

爪牙等按照他们手上

的黑名单
,

挨家逐户通知他们立即跟随来人到指定

地点
“

开会
” ,

日本军方将有事情
“

通知
” 。

当时接到

通知的人士对这一异常做法虽表示惊异但却没有高

度警惕
,

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神秘而恐怖的

大逮捕活动
。

因此他们都只身穿一套普通衣服
,

没有

带任何其他生活用品
,

也没和家人作任何告别的情

况下随同来人去了
。

到了中午时分家属们才发现这

是本市 (地区 ) 普遍的情况
,

被叫去的人大都是的工

商业
、

文化教育界
,

包括日寇维持会的一些上
、

中层

知名人士和负责人
、

爱国华商
、

教员等
.

既不知他们

到何处
,

更不见任何一个回来
,

后来家属们通过到有

关机关追问
.

才知他们全部已被拘留逮捕了
。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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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婆罗洲的大逮捕大多就是用这种诱骗的诡计进行

的
,

这次被捕的华印尼人士有 50 。余人
.

都是中上层

人士和荷印时代的一些官员
。

被逮捕以后就再没有

见过面
,

也不知他们拘留何处
,

犯了什么罪和命运如

何?从此杳无音信
,

下落不明
,

日寇法西斯占领军对

次逮捕也缄口不言
。

第二次大逮捕发生在半年以后
,

即 194 3年双历

八月十三日
。

这次是采取赤裸裸的法西斯恐怖的野

蛮方式
。

那天凌晨
,

各地不少城郊农民正拖着一些农

副产品到市场赶集以换取一些生活日用品
。

由于这

是中秋节前夕
,

所以比平常较为热闹一些
,

但当他们

准备进城时
,

各人城要道都有日军站岗把守
,

不准进

城
。

原来昨晚已宣布各地戒平
,

大逮捕直到凌晨仍在

进行
。

日寇宪兵军警人员亲自出面
,

在特务汉奸的带

领下按照黑名单驱车挨家搜捕
。

敲门冲人去后
,

立即

用麻布袋或面粉袋套在被捕者头下扎紧
,

双手反绑

推人汽车拉走
,

因此不少被捕者当时刚从床上起来
,

只穿一条背心和内短裤
,

也没穿鞋子而被绑走的
。

那

天西婆罗洲各城镇一片白色恐怖
,

没有一间商店开

门
,

马路上也几乎无人行走
。

这次由日特种部队 (属

海军陆战队 ) 在全西婆罗洲逮捕的华印 (尼 ) 人士约

10 00 余人
。

事后不久
,

由日寇占领军主办的坤甸《西婆罗洲

新闻》 (4 开
·

中文版 ) 报导
,

说什么日本皇军破获

密谋反对皇军妄图成立
“

西婆罗洲共和国
”

的抗日组

织
,

并刊出声言已被枪决的所谓
“

婆罗洲共和国
”

首

领黄业纯
,

江周纪等 12人的名单和像片
,

以及所谓

被缴获的一大批枪枝 (照片上排列了十几枝 )子弹的

照片等等
。

这样
,

广大的华
、

印 (尼 ) 人士及被捕者

家属才意识到
,

被捕者生还的可能性是极为渺茫了
。

根据当时
“

西盟会
”

掌握的情报
,

第一次逮捕起

因是因为隐藏在百万突村黄春枝橡胶园内的荷兰人

夏格 (原山口洋市土地局长 ) 被附近的村民告密被

捕
,

并且在胶园工人宿舍内搜获了一架无线电收发

报机 (这是黄春枝本人收藏的 )
。

作为胶园主人的黄

春枝父亲黄能昌也当场被捕 (黄春枝当时不在该胶

园内)
。

隔天
,

日寇特别警卫宪兵队即在全西婆罗洲

各地进行大逮捕
。

第二次大逮捕的直接起因是隐藏在三发河中游

由原荷印军少校巴帝辛领导
、

黄春枝接济的荷印军



散兵一支 1 0余人的小分队
,

彼当地日寇驻军突然袭

击并全部被俘
,

当天晚上
.

日寇特别警卫宪兵队在全

洲范围进行了大逮捕
。

被捕华印 (毛、 长士约 10 00

余人
。

这次被捕的包括与
“

西盟会
”

关系密切的李石

祥
、

冯传旺
、

李贵郎和黄春枝太人
.

还有黄春枝的胞

弟黄华秀
,

黄春晖
,

以及黄春枝的妻弟谢石奎
.

株夫

萧水华
。

总之黄能昌
、

黄春枝全家的成年男子无一幸

免
。

黄春枝的堂兄黄春发又堂弟黄耀光及其另一沫夫

谢石金则由
“

西盟会
”

及时派人援救
.

转送人把西山

区根据地
.

幸免于谁
。

这次被捕者中尚有不少是
“

西

盟会
”

的同情者或与
“

西盟会
”

有过关系的人
.

那山

口洋的李任苍
、

蔡秉枝
、

黄祥灵等
.

坤甸方面有蓝琼

山
、

张恢原
、

凌祥隆等
。

潜伏在山口洋郊区田原荷印

军少校巴帝辛 (已直接参加
“

西盟会
”
、 及其旧部 13

人也于此次被捕
。

对于日寇法西斯大逮捕的起因最初也曾有过下

述说法
:

有一天夜里
,

正下大雨
.

李石祥及其战友在

某橡胶园中挖起一部分枪枝转移到另一胶园甲
.

不

料由于警惕不够
,

被日寇一特务发现告密后被掘出
.

李石祥等即遭到逮捕
。

日寇怀疑有地下抗日组织
.

从

而在全洲开始了大逮捕
。

《西婆罗洲新闻》 日报上刊

登的枪枝照片即是其中被掘出的一部分
。

日寇在 《西婆罗洲新闻》 日报上登的听谓成立
“

西婆罗洲共和国
”

和查获的枪枝弹药等完全是捏造

的
。

在被捕和公布枪决的所谓 12名
“

西婆罗洲共和

国
”

首领中
,

只有黄业纯和江周纪两人和
“

西盟会
”

有过关系
。

黄业纯是西婆罗洲
“

合丰兄弟有限公司
”

的总经

理
,

是西婆罗洲第一流的工商企业家
。

在坤甸
、

山口

洋
、

邦戛
、

三发等地都有
“

合丰兄弟公司
” ,

拥有不

少工厂
、

胶园
、

椰园
、

电影院
、

进出口贸易公司等
。

其弟黄业江则主持山口洋的公司和企业
.

山口洋最

大一家电影院及唯一的制冰广都属他所有
。

李石祥

因生意关系和黄业纯
、

黄业江兄弟有联系
. “

西盟

会
”

成立后
,

李石祥曾经向黄业纯
、

黄业江兄弟劝募

捐款接济
“

西盟会
” 。

江周纪是荷
、

华混血种人
,

原

任山口洋市政育秘书官
,

在荷印时期
.

和黄春枝一家

有来往
.

较为熟悉
.

日寇占领山口洋后
.

江周纪避难

隐居在山口洋附近的福律镇郊区双村甲
.

生活由黄

春枝接济支持
。

因此这几个知道西婆罗洲有地下抗

日组织
,

其他 10 人则都是荷印政府时期的政府官

员
、

医生或工程师等
,

和当时地下抗日组织不仅没有

任何联系
,

也不知道有这种组织
,

可说是无辜的
。

至

于照片中的枪枝弹药
,

则是日本侵略军占领西婆罗

洲时
.

原荷印军自卫团撤退时丢弃的
。

第三次大逮浦发生在 19 44年秋
。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是无论在中国
、

欧洲

还是在太平洋等战场
.

世界各国人民反抗德
、

意
、

日

法西斯的反侵略战争者处在大反攻阶段
。

日本法西

斯浸略军由于前线惨败
.

兵员吃紧
,

印尼各岛包括西

婆罗洲兵力正不断被调往前线
.

企图挽回败局
。

为了

镇住后方
,

池们进行第三次大逮捕和大屠杀
。

大逮捕的直接起因是当时北婆罗洲的抗日组织

为了接济
“

西盟会
”

.

派人押运一批物资 (主要是布

匹 ) 到西婆罗洲
,

并准备购买一批药品运返北婆罗

洲
。

这批物资和布匹顺利地到达抗日根据地
。

在装运

药品返回北婆罗洲途中
,

距离山口洋市 6公里的沙

垄港口时
.

被日寇特警队截获
。

被捕的搬运工供出货

主姓名和地址
,

因此负责此事的
“

西盟会
”

负责人同

时被捕
。 “

西盟会
”

组织得知消息后
,

立即采取紧急

措施
,

在事变后不到两小时
,

即安排护送林立信离开

山口洋取道孟加影
,

越过华获山区返回北婆罗洲
,

从

而使负责押运的林立信幸免于难
。

当时
,

日寇虽然把

这批药品当作
“

走私
”

商品处理
,

但由于从北婆罗洲

派人来西婆罗洲活动的情况
,

已被日寇军警特务侦

察到
,

因此
,

在破获药品和运出口事件后
,

除派大批

特务暗探到处搜捕林立信外
,

在全西婆罗洲进行了

空前规模的大逮捕
。

这次被逮捕的华印 (尼 ) 人士约

150 0 余人
。

除了极少数是参加
“

西盟会
”

抗日组织

的成员外
,

绝大部分是商人
、

店员
、

工人
、

中小学教

员等爱国华侨
。

日本法西斯浸略军占领西婆罗洲 3年零 8个月

中
,

三次逮捕了华印 (尼 ) 人士 3 00 0多人
,

除了第

三次被捕者在日寇投降前夕因被打被饿或病得骨瘦

如柴的 300 多人释放回来外
,

其余 2 00。多人下落在

那里呢 ?这个谜一直到 194 5 年 8 月 15 日
,

日寇投降

几个月后才得到解答
。

成千上万的被难家属们在日

寇投降初期
,

都曾抱着期望和祈祷被捕的亲人们能

安然归来
。

然而血的事实终使他们的期望成了泡影
。

日寇投降几个月后
,

才陆陆续续的传出所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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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者已催难
,

除部分在日本法西斯监狱中被审讯拷

打致死或病死者外
,

绝大部分被活埋在坤甸郊区的

榴莲港机场和东万律机场
.

笔者作为被难家属成员之一
,

于 194 6年 2月 17

日
,

曾随同山口洋市的部分被难家属们乘了几辆大

汽车前往东万律飞机场亲自目睹了被难者活埋的现

场并进行祭悼
。

活埋被难者们的惨绝人寰的情景
,

至

今犹历历在目
。

早在每次大逮捕后不久的一段时间
,

人们发现

在坤 (甸) 山 (口洋 ) 公路上
,

在漆黑的深夜有过多

次日军军用卡车装满东西
,

用帆布蓬遮盖得严严实

实
,

上面坐着几个荷枪实弹的日寇押运
,

既不知押运

什么东西
,

也不知运到何处
。

现在真相终于大白
,

当

时
,

被捕者一个个被双手或全身反绑
,

扛上汽车
,

层

层叠放
,

运到上述两个机场秘密活埋的
。

东万律机场及其附近空地
,

因无使用
,

年久失

修
,

到处杂草丛生
。

现在这一大片空旷地则到处是活

埋人的大坑
,

每个坑长约 8至 10 米
,

宽约 3至 5米
,

深 5至 10 米
。

日寇投降后
,

由
“

西盟会
”

会同一些

地区的中华公会派人对埋人坑进行了整理
,

每个坑

周围边缘锄一小沟
。

每个坑面泥土上仍布满了无数

的尸首盖骨
、

四肢
、

肋骨等各种碎骨以及无数沾满污

血
、

血迹班班的破衣服碎布片
,

惨不忍睹
。

显然这些

是被难者们在被处决和活埋前被殴打或和敌人搏斗

致伤的标记
,

也是日本法西斯暴行的一个罪证
。

全场

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埋人坑
,

据说每个坑被埋三四

十至七八十个人不等
。

被难家属们见此惨状无不嚎

淘痛哭
,

悲痛欲绝
。

但是谁也无法找到和认出自己的

亲人
。

我们将布满坑面上的头盖骨收集在一起
,

放在

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下
,

举行了简单隆重的悼念仪

式
。

这些只不过是一小部分的头盖骨而已
,

大部分尚

埋在各坑的泥土下
。

据一些住在东万律镇附近的侨

胞们说
,

当时东万律机场及其附近都被列为禁区
,

这

些埋人坑也多是日军用枪枝逼迫被捕者挖的
,

然后

将他们一个个推进坑内
。

有反抗的
,

即遭刺刀刺杀或

开枪屠杀
。

在那些夜晚
,

凄厉的嚎叫声
,

划过长空
,

极为悲惨和恐怖
。

由于日军在周围进行警戒
,

长期无

人敢去观看
,

直到日寇投降后才真相大白
。

为了纪念这些被日本法西斯残暴杀害的华印

(尼 ) 抗日人士及爱国者
,

日寇投降后
,

各地中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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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积极筹款在坤甸
、

山口洋和东万律建造了 3个
“

被

难华印人士纪念碑
” 。

至今仍然矗立在这 3个城镇
。

(四 )
“

西盟会
”

第二阶段的活动是从 194 5年 8月至

1 94 8年 6 月
。

日寇投降前夕
, “

西盟会
”

根据当前的形势飞曾

讨论确定了工作方针
,

主要有下列几点
:

第一
,

全面组织动员武装力量
,

分别进驻所有大

中城市
,

监视日寇投降活动
,

保护人民安全
。

8月底

盟军先遣部队代表 (澳洲军代表) 抵达坤甸
,

和
“

西

盟会
”

代表会谈取得了协议
,

决定由西婆罗洲华印人

士联合组成 2 3人的
“

保安委员会
” 。

负责接管日伪政

权
,

华方代表 1 2人
,

由
“

西盟会
”

指派
,

印尼方代

表 n 人
,

由当地各党派派出
。

正职由华侨担任
,

副

职由印尼人士担任
。

实际上
,

盟军 (英
、

荷
、

澳等军

队 )的目的是在荷
、

澳军队大批开人西婆罗洲重新接

管政权以前
,

把
“

保安委员会
”

作为一个缓冲作用
,

从而阻碍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取得独立接管

政权
。 “

保安委员会
”
下设

“

保安队
”

代替警察部队
,

维持地方秩序
。

队员中华人占60 %
,

由
“

西盟会
”

指

派;
印尼方面占 40 %

,

由印尼独立运动组织派出和

伪警改编
,

队长以上的正职仍是华侨担任
。

“

保安委员会
”

总会设在坤甸
。

中
、

小城市设分

会在 5。余个单位
。

全部所属保安队员约 3 00 0余人
,

约 1/ 3的队员配备有武装
。 “

保安委员会
”

在日寇投

降初期
,

在维持西婆罗洲社会秩序和治安方面起过

了良好的作用
。

第二
,

清查敌产
.

各地
“

保安委员会
”

下
,

设立

了
“

敌产保管委员会
” ,

每一委员会下设主任一人

(华侨担任 )
,

副主任两人 (华印各一人 )
,

负责调查

日伪军营物资
、

码头
、

仓库
、

银行以及政府机关设备

等一切敌人财产
,

一一加以清点查封
.

第三
,

清除汉奸特务及其他日伪走狗
。

由
“

西盟

会
”

组织
“

肃奸委员会
”

负责
。

第四
,

调查登记日寇在占领期间
,

主要是三次大

逮捕中被惨杀人士名单及去向
、

活埋地点以及被难

人士的财产损失及其家属的困难补助
,

生活赡养等

善后处理问题
。

这期间
,

在印尼各地
,

特别是爪哇
,

以苏加诺为

代表的革命势力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而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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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印尼独立和印尼共和国的

诞生
。

但是荷兰帝国主义仍企图卷土重来
.

对印尼进

行殖民统治
。

194 5年底
,

经过周密的策划后
,

荷兰军队在澳

洲军队的密切配合下
,

从海空两路大批开进西婆罗

洲
.

接管西婆罗洲各地的政权
,

扶植荷兰帝国主义对

西婆罗洲进行殖民统治; 镇压印尼民族独立运动和

扑灭
“

西盟会
”

的抗日进步力量
。

这个做法和英帝国

主义在马来亚及新加坡的做法是雷同的
。

由于荷军重新掌握西婆罗洲政权
,

而且极力拉

拢扶植原亲荷派的势力和人员
,

对
“

西盟会
”

和华侨

及印尼的抗日力量进行分化瓦解和软硬兼施的政

策
,

达到其扑灭印尼民族独立运动
,

重新统治西婆罗

洲的目的 ;
而

“

西盟会
”

原来就是在抗日的前提下由

政治观点极不同的派别或集团结合在一起
,

没有统

一的任何政党的坚强领导
。

日寇投降后
,

各派别和集

团为了各自的思想倾向和利益也不可能一致
。

在此

情况下
, “

西盟会
”

内部也急剧发生了分化
。

一
、

思想倾向进步的一派 (
“

西盟会
”

骨干 ) 主

张武装对抗
,

不让联军接管部队登陆
.

并联合当地民

族独立运动力量
,

坚决反对荷帝的殖民统治
。

虽然这

一派人数量多
,

实力最大
.

但由于经过 3年多的战斗

和艰苦生活
,

现在日寇已投降
,

认为胜利了
,

实现和

平了
,

这部分人中大数多成员多属农民
、

渔民
、

店员

等
,

组织也较松散
,

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
,

渴望回去谋生
,

因此正当
“

西盟会
”

代表与荷军司令

部谈判尚未结束
,

总会也未作出最后决策的情况下
·

不少武装队员即纷纷自动携械离队回家去了
。

从而

失去武装斗争的支柱
。

二
、

荷军登陆后
,

原荷印军的散兵经荷印政有收

留
,

大都被改编调去爪哇等地区镇压当地民族独立

运动
。

三
、

以X x x 等天主教徒为代表的一部分人
,

他

们企图搞第三势力
,

事实上他们是亲荷派
。

他们公然

反对建立联合统一的华侨社团
“

中华公会
”

和联合当

地民族共同抗荷的原定计划
。

曾提出把
“

西盟会
”

改

为一个定名为
“

民主同盟
”

(不是
“

中国民主同盟
”
)

的组织
,

建立一个以华人为主的
“

西婆罗洲共和国
” ,

并马上印发共和国纸币等主张
。 “

西盟会
”

领导机构

和x x x 等人经过多次激烈的争论
,

他们的主张被

否决后
,

即撕下了伪装的外衣
,

公然和荷帝合作
,

公

开和
“

西盟会
”

对抗
。

他们造谣诬蔑
“

西盟会
”

是共

产党的组织
。

在荷兰殖民政府的支持下
,

他们把接收

过来的
“

西婆印务馆
”

作为私产
,

擅自把原计划由坤

甸中华公会主办的《中华公报》改为《中华日报》
。

不

仅拒登
“

西盟会
”

的稿件消息
,

表面上是公正中立
,

实质上站在相反的立场
,

攻击反对建立华人统一领

导机构
。

为此
,

思想倾向进步的华侨另行筹组出版了

坤甸 《黎明报》
。

四
、

部分国民党员
,

到各地搞复党活动
。

战前中

国国民党在西婆罗洲有坤甸
、

山口洋
,

喃吧哇 3个直

属支部
,

其他各城镇共有分部 100 多个
,

人数不下 2

万人
。

当时中国经过 8年的浴血抗战
,

取得了抗日战

争的胜利
,

中国成了中
、

苏
、

英
、

美四强之一
,

广大

海外华侨无不欢欣鼓舞
,

感到骄傲
。

但西婆罗洲地处

偏僻
,

他们中间不少人并不大了解国内情况
,

不很清

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的结果
,

不少人受到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蒙蔽
。

日寇

投降后
,

他们乘势一度曾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
,

公开

抢夺侨团
、

侨校并怂恿荷帝逮捕抗日分子和拒绝恢

复国民党籍的旧党员
,

诬陷他们为共产党秘密组织

收藏枪枝和印尼人民一起反对荷兰政府
,

搞独立运

动
,

企图暴乱等等
。

由于
“

西盟会
”

内部分裂
,

荷军重新占领了西婆

罗洲
。

他们急于全面掌握政权
,

十分害怕印尼的民族

独立运动的发展
,

便步步进幢
。

荷军先遣部队司令樊
·

穆克
,

曾正面提出要求抗日武装立即复员
,

态度极

为蛮横
。 “

西盟会
”

在当时的处境和条件下
,

不得已

曾提出了复员的几个条件
:

一
、

荷军进驻每一城市
,

必须事前 3天通知当地
“

保安委员会
” ,

避免与所在地的保安人及
“

中国义勇

军
”

发生误会而引起冲突
;

二
、

各地保安队要根据自愿原则
,

改编为正式警

察 (包括各级警官 )
,

但只限于维持地方秩序
,

不能

把他们调动去反对印尼独立运动
;

三
、

对
“

中国义勇军
”

和自愿复员的保安队员
,

除补发人伍以来的工资外
,

并加发 3个月工资为复

员费;

四
、

惩判日
、

伪特务
、

汉奸
, “

西盟会
”

逮捕的

百余名汉奸特务移交荷军法庭进行审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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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赔尝荷军撤退进行焦土政策时被毁的华侨

财产
;

六
、

建立华印人士被难纪念碑
,

抚恤被难家属
;

七
、

废除侨长制度 (即甲必丹制
、

老大制 ) 及人

头税
,

承认各地
“

中华公会
”

为华侨统一领导机构对

内有权处理华人事务
,

对外有权代表华侨办理保护

华侨有关的交涉事宜
,

等等
。

事实上这些条件是带有妥协性的
。

荷军司令表

面上表示接受
,

但又借故拒绝在谈判纪要上签字
。

“

西盟会
”

代表也明知荷军方面言而无信
,

即使这样

一些条件也不可能接受实行 (果然后来只履行了第

六
、

第七两条件
,

其他有的不完全兑现
,

有的根本不

认帐 )
,

但
“

西盟会
”

内部已经四分五裂
,

势难坚持
,

各地保安会的一些胆小怕事的负责人也纷纷辞职不

干
。

1 946年初谈判后一星期
, “

西盟会
”

即公开宣布
,

抗日工作至此结束
,

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

即日起开始

全面复员… …并号召全西婆罗洲各阶层侨胞成立
“

中华公会
” ,

为维护华人正当权益做好华侨文化教

育和福利事业而努力奋斗
。 “

西盟会
”

并通令各地分

会把枪枝子弹和关押的汉奸特务交给所在地荷澳联

军
。 “

保安委员会
”

总会也通知各保安分会
,

移交敌

产和政府机关
,

并宣布解散
“

保安会
” 。

从此
“

西婆

罗洲反日同盟会
”
组织表面上已不再存在

。 “

西盟

会
”

各地交出的枪枝等约 1 500 多支
,

各种子弹数千

发
。

1 946 年初
, “

西盟会
”

宣布复员后
,

各地分会成

员很快参加筹组
“

中华公会
”

活动
。

不到半年时间
,

全西婆罗洲各地的
“

中华公会
”

纷纷成立
,

总会设在

坤甸
。

各中
、

小城镇共设
“

中华公会
”

分会 10 0多个
,

各地
“

中华公会
”

的骨干分子大都是属
“

西盟会
”

的

成员
。

“

中华公会
”

组成初期
,

主要任务是团结各阶层

华侨
,

举办华侨文化教育和福利事业
,

并教育华侨和

当地人民友好相处
,

反对荷印殖民政府战前
“

以华制

华
”

的侨长制度
,

并全力做好被难家属的抚恤工作和

华侨物资配给工作
。

因为战后初期
,

粮食
、

布匹
、

糖
、

盐等较为缺乏
,

全西婆罗洲各地居民都实行按每户

人口定量配给制度
。

这个工作对安定广大华侨生活

曾起过一定良好的作用
。

各地中华公会一般都下设
“

中华教育委员会
”

统筹统办各侨校的复办和教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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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等工作
,

因此各地侨较不少统编为
“

中公第一校
,

第二校
,

第三校
”

等迅速恢复和发展
。

此外
,

还组织
“

中华青年会
” , “

中华妇女协会
”

等分别负责青年和

妇女工作
。

大中城市的
“

中华公会
”

还下设有
“
工商

部
”

负责华侨商业和劳工事务
。

各地
“

中华公会
”

成

立初期
,

战前华侨社会中的各个同业团体
,

同乡会宗

亲会等社团不再出现
,

国民党支部的党员人数也比

战前了减少了 2 / 3左右
。

荷兰帝国主义在印尼各地也重新篡夺了抗日胜

利的果实
,

掌握了政权
,

并且疯狂地镇压各地民族独

立运动
。

西婆罗洲荷兰
“

尼加政府
”

对争取印尼独立

运动分子和华侨抗日分子进行镇压
。

特别是山口洋

等一些地区
,

荷兰驻军司令部接二连三地传讯和搜

查原
“

西盟会
”

主要负责人
,

追查
“

西盟会
”

武器下

落
,

一些积极的抗日分子被迫流亡到新加坡和北婆

罗洲
。

在这种情况下
,

一部分原思想较进步的
“

西盟

会
”

的负责人极为气愤
,

感到忍无可忍
,

因此联系了

一部分人重新拿起武器
,

成立了
“

人民锄奸团
” . “

人

民锄奸团
”

对荷军的镇压和迫害
,

进行武装反击
。

但

是这种反击并不是组织武装来打击荷军
,

而只是清

除一些汉奸
、

特务而已
。 “

人民锄奸团
”

曾先后采取

暗杀手段打死了张亮 (汉奸
、

山口洋一个搞宗教迷信

的神棍
.

其儿子是日军翻译
、

汉奸 )
,

钟国仁 (汉奸
、

一间咖啡店老板 ) 等 7人
。

194 6年 8月 29 日
,

又打

死了荷军侦探长阿目
。

第二天
,

荷军如临大敌
,

派水

陆两路全部武装士兵开到山口洋包围全市
,

逐家逐

户强迫华侨下半旗为被杀的侦探长致哀
,

因绝大多

数的华侨都拒绝下半旗
,

结果军警不断鸣枪恐吓
,

并

开枪打伤 10 余人
,

捣毁不少商店
,

引起全洲各地罢

工
、

罢市
,

与荷军殖民政府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

荷军

被迫终于撤换了当地驻军司令和警察总监
。

这就是

山口洋的
“
八

·

册事件
” 。 “

人民锄奸团
”

这种以暗杀

手段来消灭一些汉奸特务的做法后来受到批评纠

正
。

不过这也反映了当时西婆罗洲华侨对荷军及其

爪牙和原来一些汉奸特务的切齿痛恨
。 “

人民锄奸

团
”

接受批评后
,

于 194 6年秋解散
。 “

西婆罗洲反日

同盟会
”

从此结束其历史使命
。

(作者单位
: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