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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加岛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小岛，属于苏门答腊区管辖的一个省，分 8个县，

当地人称为 8 港，即槟港、烈港、勿里洋、高木、楠榜、沙横、文岛、流石等，

首府设在槟港。文岛海港水深，从爪哇到新加坡的轮船，都要经过这里，回国的

或从国内来的轮船，亦须在这里上船或登岸。

邦加岛资源丰富，特别是锡矿贮藏量之多，闻名于世。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印

尼政府把它作为国家的主要财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尼的锡产量占世界总产量

的 20%，邦加岛的锡矿则占印尼的总产量的 67%。人们所看到的不是又深又大的

湖泊和大大小小的丘陵，就是看到的 100 多年来殖民主义者强迫华工开采锡矿的

遗迹。邦加岛除盛产锡矿之外，还盛产橡胶和白胡椒，全岛到处都是，出口则在

文岛。邦加地处热带，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作物容易生长。殖民主义统治时

期，木薯是一般贫民的主要粮食和饲料。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之后，木薯成为当地

居民的命根子。全岛居民约 30多万(1963 年统计)，华侨则居其半，在侨众中，

粤侨人最多，桂侨次之，闽侨较少。桂侨又以玉林地区各县居多，其中又以博白

籍的最多，几乎全岛各行各业都有。

一、移居邦加岛

广西人移居印尼邦加岛已有 100 多年历史。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丧权辱国，使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资本主义列强视中国为一块肥肉，争先恐后，不择手段地向中国进行侵略。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加之国内战乱频繁，天灾人祸，

民不聊生，不少贫困的农民，有的逃往国外谋生；有的参加农民起义，失败后亦

逃往国外避难；有的为躲避征兵勒索而离开故土等等。总之，迁居南洋的华侨有

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从 1869 年苏彝土运河开放以后，西方的工业化加速

了它开发掠夺南洋原料的进程，揭开了南洋经济的新页。在烟叶和橡胶生产成倍

增长、大规模开矿及种植园的扩大的情况下，资本家急需大量的利诱等手段引诱

中国劳动劳动力。他们掠夺劳动力的对象是人口众多的中国。西方殖民主义者及



其爪牙，利用威迫人民到南洋，作为他们发财致富的工具。这种勾当称为“苦力

贸易”。19世纪的“苦力贸易”就是奴隶贸易的继续。在殖民主义者眼中，“中国

人是不持武器而又勤恳的民族”。当时胼谓“契约劳工”这个名词，是西方殖民

主义者制造出来的，表示华人自愿通过契约签订的合法手续入境工作，从而掩盖

他们贩卖人口，进行奴隶贸易的罪恶勾当。用于契约工人身上还有一个更通俗一

点的名词就是“猪仔”。“猪仔”一词足以说明西方殖民者和人口贩卖者把“契约

劳工”当成牲畜来贩卖。因此，“猪仔贸易”是灭绝人道的奴隶交易同义词。

清末民初，已有不少广西人出南洋，特别是 1920 年至 1936 年间，是广西籍

人移居南洋的高潮。这一时期，移居者中以容县、北流、岑溪、博自等地为多，

博白人多数移居印尼邦加岛。早年出去的，有的发展了家业，回乡携带妻儿、兄

弟和亲戚出去；有的赚了钱寄回家赡养父母、购置田地，于是乡里人认为南洋是

人间天堂，也纷纷外出。但是，许多外出农民逃不脱被“卖猪仔”的命运。博白、

陆川等地人，多数被拐骗到廉州、北海港口，搭船到新加坡上岸后，由工头分配

往荷属邦加岛。1892 年，博白县农民朱三、李云阶等人，外出廉州等地寻找生计，

在北海被诱骗“卖猪仔”到印尼。朱三是被绑架送下大帆船关在船仑里，从北海

到印尼码头，交给荷兰人，后又被捆绑送到邦加岛做锡矿工。类似从北海被“卖

猪仔”赶下大船到印尼去的广西各地人不少。容县、北流、岑溪等地农民，多数

是经梧州到香港，搭大帆船到南洋各地。香港的顺安祥号和顺发祥号，是有名的

“猪仔馆”，专门从事贩卖广西内地“猪仔”的勾当。许多人被骗到香港后，进

入黑地狱，由猪仔头拐骗来的新客，一起押上大船，生命就操在他们手里。北流

的苏文亭，其父子专做“卖猪仔”生意，往返于北流——梧州——香港之间，他

每次拐骗出去的，少则四、五人，多则达三十多人。一条船搭几百人，关在不通

风的船仑里，在海上飘流一、二个月才到新加坡。英荷殖民主义者的非人待遇，

使船上华工饿死病死，难计其数。工人稍有非议，常被打死。

邦加岛的桂籍华工，多数是锡矿工人，也有的斩大芭、开荒垦殖，种橡胶，

种农作物。殖民主义者实行奴隶式的劳动。那时森林未开发，野兽蛇蟒居其间，

瘴气多，水有毒，树叶也有毒，喝冷水即死。初开发时，不知死了多少人，能有



一半生存者算是最幸运的了。经北海、香港去做“契约劳工”者需按手印签合同，

合同虽讲明做一年工可以脱身自由，但是实际上人身权利仍操在别人手里，不少

华工做五、六年工，还是挂上“契约华工”的牌子。锡矿工人，一天要担五、六

立方泥，定额完不成，晚上得加班。工头凶残，逃跑的如抓回来不见人，就是被

打死了。工人吃的是青菜和咸鱼，反抗又无家伙（武器），再苦也顶着干，有泪

无处流。1942 年，日本军队占领邦加期间，有一次，一个工人不服苛待，被日本

兵开枪打死，工人闻枪声逃走，又被日本兵开枪射击，当场被打死 10 多人。华

工秦朝英，柳城人，被“卖猪仔”到邦加岛，于光绪二十二年上书中国驻新加坡

代理总领事孙土鼎谓：“在邦加岛的华工，饭则圬米，菜则盐头，鞭挞时加，每

日担土完不成者，毒打血流方止，荷官数年来，不知杀了多少人命。有 10 年、

20 年的，往往逼而无计，有服毒者、悬梁者、投水者，刎颈者，华人到文岛，虽

生亦作死论，少得回国。一年中被打死于拳脚棍棒种种非刑者，不可胜数。虽能

保全残喘，亦难免遍体鳞伤。”这是荷兰殖民主义者在邦加岛残害华侨的罪证。

二、开辟建设邦加岛

广西籍华侨开发建设邦加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00 多年来，移居到

印尼邦加岛的桂籍华侨，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凭着冒险奋斗的进取心，以及勤

劳的独特个性去求生。广西籍华侨与其他省籍华侨一样，如没有那种传统的坚韧

不拔和勤奋耐劳的精神，恐怕老早就被殖民主义者压制站不住了。“邦加岛的开

矿事业，纯由华侨导其先锋，投身蛮荒，冒万死，清森林，辟道路，筑桥梁，每

有牺牲生命者。”由此可见，开辟建设邦加岛，广西籍侨胞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荷印总督说：“各岛人口，皆有增加的必要，复宜予资财，始能冀其为国生利。

世界民族，其能为吾助者，莫如华侨”。华侨的作用，以及其聪明才智与能力，

都是无处不超越人的，甚至白人有时不能望其背脊。侨胞的奋斗事迹，绝不是过

去不明华侨地位重要性的愚昧君主称之为“海外莠民”，他们的业绩，是永远不

容抹煞的。前沙劳越王查尔斯布罗克曾说：“使南洋而无华侨，吾人将一无所能。”

与南洋其他各地一样，广西籍华侨对邦加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从开矿，斩大芭，

开荒垦殖，种橡胶，种农作物，没有那一样不是桂籍侨胞流血流汗的成果。博白



籍的李云阶，被“卖猪仔”到邦加岛做锡矿工，由于艰苦奋斗，得到矿主的赏识

和重用，由工人提为小工头到副厂长，矿主把女儿配给他成亲，支持他发展事业，

买了三个胡椒园，两个橡胶园，还在邦加岛高木开设了一个“和兴商店”，家业

发展后，回乡带领其兄弟、儿子和亲戚出印尼经商。不少的广西籍侨胞，就是经

过几十年的努力，有了实业，逐渐变成小业主，橡胶园主，有的变成大资本家。

在邦加岛各埠的博白华侨、华人经营商店的有“顺和昌商店”，是当时华侨商店

中家业较大的商店，还有王玉亨兄弟经营的“指南昌商店”，“仁顺昌商店”，“成

美商店”、“万家春药店”等，都为发展当地经济作出了贡献。

老一辈的华侨，因生活所迫，没有受过学校教育，深感没有文化的痛苦，为

了使自己子女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更好地发展自己事业，他们很重视自己子女读

书。侨领李光前说过：“家之本在身，主要是帮助子女学好本领，能够自立。”所

以华侨先辈很重视文化教育，侨居国外不忘本，不忘宗，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

化。他们在邦加岛兴办了好几所中华学校，培养了许多建设人才。

日寇侵占南洋后，邦加岛的广西籍侨胞，与当地人民一道，打击日本侵略者，

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他们踊跃捐款、送粮、送物、送药，全力支持抗日军，有不

少青壮年参加了抗日义勇军，拿起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受国侨领李光前，广西

博白人，日本占领邦加岛后，将他逮捕，以“华侨与印尼人组织抗日会”的罪名，

判处 15 年徒刑，送到苏门答腊的占碑，受尽日寇的百般折磨和摧残，被打断了

两根肋骨，他始终坚贞不屈，日寇在投降前的两个月将他杀害了，连尸体也不见。

李光前为邦加岛人民和华侨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广西当局曾追认他为抗日救国

烈士，并寄一份追认烈士书及 1000 元抚恤金给其海外亲属。

日本投降后，在邦加岛的广西籍华侨、华人与当地人民一道，医治战争创伤，

重建家园，发展经济，为建设邦加岛又作出了贡献。

三、支援祖国抗日战争

早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对中国的革命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孙中山说：“华侨是革命之母”。海外侨胞素有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光荣传统。，

他们都是炎黄子孙。他们和祖国同命运，共荣辱，愿为祖国作贡献。1931 年“九·一



八”事变和“一·二八”上海抗战后，海外华侨立即行动起来，支持祖国的抗日

战争。李光前是印尼邦加岛中华商会会长，他一方面积极捐款，一方面四处奔跑

向侨胞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将祖国抗日胜利捷报张贴在自己的“振和昌商店”门

前，宣传鼓励侨胞从人力，物力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上海十九路军。几天时间，

一大批捐献的物资、药品就集中到“振和昌商店”，立即送到祖国抗日前线，1936

年，勿里洋侨胞还捐献了一部打有红十字标号的小轿车送往延安抗日革命根据

地。

日寇占领东北以后，整个华北不久又陷入敌手‘国家命运，危在旦夕，海外

侨胞心急如焚。他们深深感受到在尚有国家之时，已是受尽外人欺侮，被辱骂为：

“东亚病夫”，“流亡之民”，“弱国无外交”，倘若作了亡国奴，更是不堪设想！

“七·七”中国抗日战争爆发，随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邦加

岛的广西籍侨胞，立即响应祖国号召，节衣缩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钱捐

物。中华学校的师生，组织上街宣传抵制日货运动，举行各种集会，进行义演义

卖，收入的钱汇回祖国。整个邦加岛的侨众中，形成了支援祖国，抗日的热潮。

国内有的部队纷纷派人到南洋募捐，到勿里洋募捐的有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国

民革命军第五路军司令部的使者。“振和昌”经理李光前先生，义不容辞，自己

带头认捐，并发动侨胞募捐，大力支援了李宗仁的部队。抗日战争中台儿庄大捷，

威震中外。邦加岛的桂籍华侨对第五路军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以第五路军司

令李宗仁的名义寄去聘书，邀请李光前先生为“名誉顾问”，他当即“完壁归赵”

——将聘书退回，并婉词致谢，表示说：我只尽了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劝捐的

目的纯粹是为了抗日救国。耿耿赤子心，悠悠爱国情，在李光前先生的影响下，

邦加岛青年有的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有的到革命根据地延安工作和学习，如

勿里洋侨生钟庆发、李育筹、张石宝、陈安威（谢石基）、王家光（王谦），槟港

侨生李明新、李益中等。后来这些华侨青年，在革命中都起到了模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