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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亮节的马士纯烈士

郑会侠

马士纯，黑名乌大宁，又名马 f自元、马梦擒。 1910 年

11 月 26 日出生于潮阳县郭平区里美乡一个贫苦农丧家庭。

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茹苦用功，少时就读于该乡马子达

先生的私塾，打下了一定的古文知识基础。

1925 年春，马士纯离开家乡，到锢孟如级中学就渎。

他开始潜告研读进步书刊，关IL.'国事，接受新思想，成为有

名的进步学生。 1927 年春， f也书中毕业后，考入油头的着

光中学。是年 4 月 15 巨，潮袖的一挝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惨遭富民党反动派杀害。 1928 年春，他转学到汕头市立一

中。在此革命惩常时期， f也不怕危险，寻找进步书刊阅读，

结识了共产党员吴乃胡、张典光等。他努力钻研马亮主义，

·学识旗博，有"潮汕书囊"之称。 1929 年软，原在潮担任

困县委书记的张典先调油工作。在油头市立一中，他介绍马

士纯参加中盟共产党。

1930 年的四、五月间，党组织揉马士纯到大南山雷岭

下暑仔村出席工农兵学f-t表大会，途中被毒民党的反动军警

逮擒，敌人对他严刑拷打，要他交出汕头地下党组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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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敌人残忍地扉辣搬水灌入皑的盟内，用脚Z孟摇其踵，

把辣搬水从嘴和鼻子里压出来， 1吏士纯的蹄部受到严重损

害。 í旦他坚贞不屈，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后经党组织

和亲友的努力营救，他父亲又花了很大的一笔钱，疏通关

系，士纯被关了一年多之后，终以"年轻无知"获释。

1932 年春，马士纯在党的支持下，化名马应宣，从主1J

头乘英国的"太古"轮前往上海求学。 他表现活跃，除了参

切党的洁动外，还到学校听课，参如进步文学活动。为了欢

迎第三国际共产党人荷兰牛兰夫妇到上海，一天晚上，士结

和其他需学到法租界帮其它地方散发传单和张贴棒语，被法

国巡揭发现而被捕。不久，他们提士纯转押给吕民党上海警

察局。士纯再次入款，遭到残酷拷打和电刑，他咬紧牙关，

坚不吐露党组织的有关情况，后来查无实据，无罪释放。

1932 年 6 月，士纯离开上海，乘船到泰国，找到了在

泰国当船夫兼营小生意的父亲。经过他在铜孟中学时的离学

邱搏云的介绍，到新缸办的崇实学校〈中小学}任教。该校

是黄魂学潮斗争胜利的产物，是曼谷继华侨公学之后喝起的

第二新华侨革命学校。他和邱秉经等，推行"德、智、体、

群、美"的教育方针。经士纯的力{昌，重视时事教育，由马

士纯、邱秉经、黄声轮流作吕内外时事报告，宣传拭目救

国。在华侨报纸上，他们也剖设了两个每题一期的副刊:一

叫"崇实"由马士纯、部秉经主编，刊载小评论和散文;

一叫"椰风蕉雨..刊载诗歌、小说、文艺小品等，办得银

有特色。马士纯在中断了与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坚持不懈

地接党的要求开展工作。他分绍邱秉经、邱搏云秘密参加党

的外围组织"苏联之友社"士纯{f组长。

. 2 . 



1933 年下半年，马士纯、邱秉经、邱搏云一致认为，

国家不强立，民族不解放，海外华侨就不可能真正翻身。

"苏联之友社"小组作了固自找党的计划:先由邱搏云吕到

上海;随后，邱秉经和马士纯也应嚣。 1933 年底，马士纯

回到了上海，居住在他的担夫家里。 1935 年春〈一说 1934

年春)，马士纯回到普宁兴文中学，任舍务主任兼教语文、

公民两样，并兼费中一年级甲班班主任。他成为该校进步的

教师队伍的带路人，他和至5潮挡地这进行建嚣的陈勉之密契

配合，组成普宁最早重建的一个共青团组织，士纯任组长。

〈兴中月刊〉也于 1936 年春问世。马士纯发表了一篇篇的战

斗撤文。 1936 年 10 丹，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报李平到

潮汕镀复、重建党结织。 1937 年 3 月，中共韩江工作委员

会成立，韩江工委恢复了马士纯的党籍。 1937 年 7 月 7 目，

芦沟捞事变，抗吕战争爆发，全国抗吕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

新的黯段。中共普宁特别支部成立，士纯担任了组织委员。

是年 8 月，在中共普宁宇辛茹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普宁县

工作委员会，士纯任组织部长。兴文中学在党支离领导下，

成立了教师话剧宣传队，士纯任队长。从 1937 年下半年到

1938 年上半年，宣传队的足迹遍及普宁、潮阳大南出的广

大农村租市镇，使这些地区的抗 5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

起来。 1938 年 4 月，马士纯接任中共普宁县工作委员会书

记 6 月，调任中共津地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提又岳普宁，

任中共普宁工委宣传部长。

1938 年夏，日本帝E主义大举南侵，潮油形势十分紧

张。中告县委决定出马士纯带领兴文中学一批共产党员、进

步教师到揭国县(现揭西县)和)1厦乡石牛墙墟的义亨公祠，

. 3 . 



剖办"西山公学"。为避免国民党的嫌疑，中井潮地中心县

委决定re西山公学改名为南静中学，并以合法组织"油头逞

罗华侨拭敌同志会"的名义创办学校。 1938 年 9 窍，在马

士纯等人的努力下，南{井中学正式开学。 I可年 10 月，成立

中共需普惠南分委，马士纯担任统战部长。马士纯以"广东

省第 8 区畏众抗吕昌卫嚣..在时涯出的督导队副队长的身

份，到海阳县开展支前抗敌工作。他经常到"青抗会"指导

工作，还常常在棉城镇作抗日救嚣的宣传演讲，听众匿了一

层又一层。

1938 年距，南侨中学部j割创办半年，各县进步青年竟

梧前来求学。潮主lJ中夺县委遂决定，扩大南侨规模，加速培

养干部进程，把原由揭阻党组织掌握的水流埔瑞来中学，并

入扩充为南静第二校，由邱秉经任校务主任，在潮陆的和平

呈美乡设立南侨第三校，自马士纯任校务主任。南侨三校面

格斗争前线，盟员党区党部、 ß公所、警寨新、后接会，还

有在防军和三个乡公所，围绕其四题。马士纯把较址选在荒

墙上的关爷庙和双忠窟。这里大革命时黯作过农民协会会

址，飘杨过"犁头旗"。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该店却寄放着

十几口空棺材，搞得乌烟撵气。各地学生己来窍门口，怎么

办?下宫房头号人物声称:要想请出庙里槽材，连我也无办

法!坏人的则在一旁看笑话。马士纯做通了凡位头富人物和

绅士的思想，在爱国华侨马君毅、马尚武及其姐妹的支持

下，乡校师生帮{故宣传，青拉会和农民支部赞蜀，三几天就

奇迹般地完成了"清蓓"工作，校舍整治一新。马士纯对当

地清末进士范家骑先生早有了解，主动登门拜访，主客一老

一少，从老子的{道德经}谈到发展家乡教育，两人在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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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上取得了共同的语言，范先生被士组挚诚的办学热靖所

感动，表示支持南侨三校的开办。事后，范者获悉士纯才

29 岁，便对人赞赏道..想不到我乡有如此年轻的学者 .. 

是年 5 月，恙校校长黄声、二校主任邱秉经到和平，士纯陪

她俩同语范老，主人觅座上客人才华横道，言皆切中E才弊，

故当送客之后，便对他那个雪沪战辍学归乡的儿子范思逞

说: ")L呀!将来中国的天下，定是这些人的! " 

不久，士纯准备请范进士为南侨三校题写校匾。范先生

闻讯，亲自来到该校，默然挥笔题"南侨第三校"几个字。

范先生题写校名的消患传遍里美乡，从此，一些不同意办抗

司学校的人，也就沉默了。马士纯善于领会马列主义的精

髓，讲话通信形象，他说"谁娼谁?老虎级鼻馆竹槌1 .. 

"脚马站得正，蚌蝠打赢老鸡母! n 这两句陆予新意的谚语，

鼓舞了人们抗日救亡必胜的信心。这时，南侨三校已成为培

养革命干部的摇篮，是抗战时期名扬海内外的新型学校，在

潮阳县工委的领导下，组成一支 20 多人的沿海战时工作队，

到海门一带宣传拭目救匾，发动群众。南侨中学三所学校全

盛时期，学生总数猛增至一千多人。

1939 年 6 月 22 日， EJ 本帝国主义入侵潮油。中共潜阳

县工委通知事讲三校撤离和平里美乡。马士纯把小部分骨干

婷生留下转入地下工作，带领大部分用生冒雨向两英墟转

移。国民党南IlJ管理局提南静三校如仇敌，限令师生三天内

离境。马士纯tE队伍撤至高阳驻扎下来，一面坚持学习，一

面开展拭目宣传，举办农民夜校。潮泊党组织决定停办分

校，集中力量办好南侨恙校，南侨三校也正式宣告撤销了。

1940 年 4 月，马士纯调任梅县中，合县委书记，这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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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肺病很严重，但他不顾安危，带病坚持工作。同年 12 丑，

糯梅党代会在揭陆水流埔召开，选举产生中共潮梅临时特黯

委员会，他因病没~J会，被选为峰时特委委员。 1941 年 1

月，梅县中心县委撤销，成立中共梅县县委和兴宁县工委，

马士纯任梅县县委书记。这时，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其时，梅县县委凯关设在理江挤背公路边一l写

租赁的大屋里，马士纯忧国忧民，肺病恶化，他怕传染他

人，经请示潮梅特委同意，于 2 月，到揭南榕城八社围美宫

郑英路家中养病，郑英格的妻子黄烈美卖掉作嬉妆的首悔购

药品给士纯疗窍。后'泊暴露，郑英珞请示地下党组织，把士

纯转移至G黄到美表克的家乡榕城附近他桥离美村， {i旦士纯病

情恶化，药方国效，郑设法转告马士纯的父亲，其父{营同马

士纯的妻子吴爱香〈曾任闺粤赣边纵队第 2 支队第 11 居被

服厂负责人)，从潮陌赶来看望，马士纯平静地说"体们不

要难过，等八路军、新四军来了就好了……

1941 年 11 月 11 日，马士纯带着党组织和同志、亲人

的关怀离开人间，时年 31 岁。烈士遗体安葬在树木葱芜的

揭陪他桥区(原属安乐区所辖〉鸟木由上。

〈本文引用了〈纪念马士纯同志专辑〉有关文章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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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郭天任裂士

王微之

郭天任，又名郭美璋，广东省潮m县事陌乡人，生于

1909 年，青年时代就读于攘阳县六都中学。毕业后转渎南

京随行知先生创办的晓B:学校。嗣后受聘到泰国曼谷新民学

校任教员，从事华侨教育工件，和其他进步侨教人士一起宣

传抗I=L 自军占领泰国后，他以"泰国电池厂"家庭教部身

份为掩护，肉爱罢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拭吕民族统一

战线的主张。日霆投降前夕，他和吴平〈部吴泽人〉同志等

合编泰国反自大商盟出艇的华文地下报〈全民报上并担负

豁蜜印刷及发行任务。笔者当时在曼谷华侨商店当店员，得

吴平司志的介绍，参加郭同志组织的小组学习，并曾一次参

加在泰国电池厂镜僻角落里，收听到延安电台播送，新华社

发的"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亲自

听到了毛泽东主璋在电台上发表讲话摘要的录音片断。在座

的几{立华侨青年，惑奋万分，听完后，各自将〈全民报}

(地下棋)按约定的秘密点传迭。

1945 年 9 另，日本无条件投碍。曼谷华侨爱E人士为

了扩大宣传教育阵地，一方噩筹备正式出般{全民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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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天任同志为〈全民报〉的督印人。一方面，集殷创办

"大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在曼谷三角路边军开设"大众书

店"专门出售祖国的进步书刊。当时，泰望"书禁"初开，

广大华侨青年久已渴望读到进步书刊;许多华侨进步社臣也

纷纷宣告成立，如教梅、侨青、妇联、职总等。这些社团成

员更渴望读到思想进步、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书刊。西

此，大众书嚣的建立，深受欢迎。由于他和其他同事齐，告协

力，琅苦奋斗(职工与领导收入相同，工资甚链，仅够个人

生活).经过苦心经营，逐渐扩大，成为当时全曼谷规模最

大、进步书刊最丰富的华文书嚣。郭天任还被聘担任曼谷南

洋中学校主职务。 1947 年 11 月，奎披汶发动政变，夺取政

权， 1948 年 6 另 15 日，疯狂迫害爱国华侨进步力量。先后

封阔教协、甫洋中学、建救等进步社园。韩天任被迫离开曼

谷。

新中国成立后，南方各省也先后解鼓，族泰爱罢华侨组

织回犀现光代表团，郭天任同志被选为团长，领队来广捕及

油头等地参观访问。任务完毕后，他因被泰方当局"通缉"

过，不能返泰，即雷在祖国工作， 1950 年被选为油头市第

一窟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1 年谓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工

作，后被分配到云南省边界工作。他后来受委撮，步行到缅

甸执行公务，不幸在途中为当地墨使所绑架，被囚子出野石

窟中……我方工作人员尽力设法营救，数月后，方得"黯

吕"但己奄奄一息，被护送到昆明后，经多方抢救无效，

1953 年在昆明人畏医院逝世。他是因公码职，中央有关部

门追认其为到土。我和许多归侨都曾得到天任同志的指导和

勉巅，对他的逝世深感哀痛。为了纪念郭天任同志旅秦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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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文教事业及为宣传抗日救国等革命工作所傲的功绩，特

将我在泰国亲身经JJj旦蜀，写成以上简介，并附〈悼念共产

主义战士:郭天任同志〉五言诗一首于下，以表哀思:

司寇将亡夕， 电厂识先生。

杏坛撞化雨， 兰意到 1丁庭。

心怀兴祖匪， 名利羽毛轻。

〈全民摄}初办， 硕果企血凝!

身处东南亚， 合向延安域。

"七大"喜讯来， 中外{申明灯。

黎明己在望， 海角起歌声。

〈全民〉传捷报(大众}播文明。

中华欣嚼起， 红旗飘北京。

"四八"事件起， 君等寓泰京。

辗转回祖蜀， 晨曦黑昆嚼。

雄才得所用， 事业慰平生。

同君归国岳， 奉命又远征。

不幸遭毒手， 身困石窟域。

获救余一患， 洁身返龙庭。

自天终无力， 亲友泣苍冥!

捐躯为祖国， 湖海哭英灵!

惜哉交通攫， 未获牵灵挂。

假无生花笔， 纪君之赤城。

长歌耶代契， 撑念国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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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耕华教园芳菲遍星马

一一忆父亲萧遥天先生之二

萧思齐

去秋返掉，在父亲萧遥天先生昔年笔梯号童匾，写了一

篇回忆父亲关于攘外i语言声韵和潮州戏黯音乐的著述过程，

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今秋在羊城，我读书习作的拾员楼

上，披揭父亲的高足曾永森、曾坤丰和张在E雄的文稿，目'且

父亲在马来西亚从事华文教育的业绩;联系到几年前与父亲

在槟域钟灵中学的同事黄津康校长的促膝畅谈。此刻，当我

秉笔写此文时，父亲在那挥风蕉雨的模坡，为弘扬华文教

育，笔舌齐替，身体力有的风采，依稀浮现跟前。

父亲在艺术上以绘画发生靠市涉猎文学;在事业上却是从

当小学教即再步入社会，进市教中学，进商登上大学讲台。

长期的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办学和教学经验。他一再强

调，要办好学校，必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饨异的那资。

1938 年f挝、南陆上乡小学校长，便聘请了一批优异的教师，
如今天卓有成载的书画家拣大羽教授，当年的广东省运动健

将郑庆廷等。第二是正确的教学方针。 1953 年秋，父亲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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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域钟灵中学之聘，证该校华文部主任，并登台播道，参如

教学实践。其间，新如坡南洋大学、义安学院争聘他为中文

系教授，皆搞辞。父亲钟情钟灵，缘于该校校声l淳朴，人材

辈出，教学方针正确，学生素质好而遍及星、马、泰、苏门

答措，盛誉远播。丧禽择木而桶一一决定立足钟灵，从容进

仔教学、写作。深感左右逢嚣，不胜理意!此时他正届盛

年，精力充沟，告靖愉快，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写出了

一批历史考据、散文、小说和诗等著作，堪称硕果累素。

父亲初抵槟域，在华人社会里颜真名气。某日，槟外i教

育局的官员英人{在兹敦来钟灵中学参观，与父亲邂逅。假民

抗战期间曾在云南大学教书，精通华文。异国遇知音，与父

亲叙谈甚攻。父亲自曾假民二本著作。其时，槟州教育局首;}J、

中学华文教颠讲习会，将部分资格稍逊的教师集训。依氏对

父亲的文章道德十分赞赏，挂荐父亲任讲习会的导师。不

久，依氏调教育部任职。时值马来西亚开国，百废待兴。教

育部组织了一个中小学华文课程委员会。父亲受教育部之

聘，为课程委员。开会时，原白杨某任主席，但杨所践的草

案被大会否决。代表教总出席会议的严元章博士持推父亲代

拟。父亲谦辞，说"我是借请公摄来这里见识见识的，全

无准备，力不胜任，恐负厚望I "但众望甚殷。结果公决休

会三天，由父亲重新拟妥草案，重新开会，稍为修改， 1更正

式通过，颁发全国，这就是开国至今仍保留着的华文课程标

准。马来西亚文化事业公司趁热打铁，却聘父亲按其梅想条

文，赶编写一套中学华文教科书和高中的中医文学史、初中

的中国文学故事。为了赶在开学前出书，父亲在教事之余，

5夜兼程，见缝插针，历时四月，把这套教科书编竣件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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