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奇人物林立信

在北海的屋仔村有一幢普通的三层楼房，住着一位 90 高龄的老人，他就是北海解
放初曾任华南区对外贸易管理局北海办事处主任的林立信。他出生于广东澄海，后半
生大都生活在北海，最初他领导的办事处设在北海老地名叫“崩沙口”的原邓世增公
馆（今中山东路 191 号），算是半个北海人。他的前半生在海外闹革命，后半生在家乡
却历经坎坷。

2002 年 10 月上旬，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得到林老的同意，笔者采访了他。
林老 20 世纪 30 年代曾在汕头国民党缉私队任体育教官。他思想进步，有正义感，

团结几个缉私队里的军官，计划有机会时把缉到的黄金、白银带走，投奔革命。后因
计划不慎暴露，被通缉而逃到了上海。

在上海，林老考入上海特志高商科大学，读到大三时，因日寇入侵上海而停学。
血气方刚的他，非常崇拜“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
后来参加了蔡廷锴管辖的一个抗日游击支队，任文化参谋，在灵山、小董一带打游击。

后来游击队因故被迫取消，于是林老在 1941 年到了沙捞越，因林老的父兄都在沙
捞越做生意。林老先在沙捞越首府古晋中华公学的第三小学任教导主任。期间，通过
他父兄的关系，认识了一批知识分子和从国内来到北婆罗洲的革命志士。

在这里有必要对林老后来活动的地区北婆罗洲作简要介绍：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岛，
是“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一个岛。也许因该岛又是世界第三大岛，约有三分
之二的面积属印尼领土，故印尼称该岛为婆罗洲。该洲北部有沙捞越，它自 1888 年至
1941 年日寇入侵以前，沦为英国的保护国。由于沙捞越（包括其东面的个别小国和地
区）位于婆罗洲北部，故称北婆罗洲。

日寇于 1941 年底入侵婆罗洲后，林老与他的一位同乡伍禅（曾留学日本，解放后
曾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共同组织北婆罗洲抗日游击队，伍禅负责政治，林老负
责军事，任游击队司令。沙捞越原属英国的保护国，但日寇入侵后，英军败退，丢下
许多枪支弹药，林老领导的游击队拾来武装自己，常出没于深山密林中，伏击敌人和
破坏敌人的交通线。

与此同时，西婆罗洲也有一支抗日游击队，称“印尼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随着
形势的发展，两支游击队互相支持，共同打击日寇，林老为此作了重要的贡献。“当时
北婆罗洲的抗日组织为了接济‘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派了林立信押运一批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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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了‘西盟会’的抗日根据地。”后来林老在运药品返回的途中，被日寇特警截获，
“在事变后不到两小时，（西盟会）即安排护送林立信离开山口洋取道孟加影，越过华



莪山区返回北婆罗洲，从而使负责押运的林立信幸免于难”（摘自《印度尼西亚“西婆
罗洲反日同盟会”及其活动概略》，作者：冯洋）。从此史料可了解到林老在西北婆罗
洲抗日斗争中出生入死的一段传奇经历。

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二战中，日本于
1945 年 8 月宣布无条件投降，入侵北婆罗
洲的日军投降后，原来作为沙捞越保护国
的英国，一下子未能接管，沙捞越处于无
政府状态。于是林老以北婆罗洲游击队司
令的身份，颁布各种安民布告，维持治安，
保护华侨。不久，联合国派代表和林老派
的代表以及游击队数千人接收在沙捞越的
日寇武装，并规定日寇在原驻地不准乱动，
直到英国派人来接管为止。林老与笔者谈到这一段经历时风趣地说：“我做了 25 天的政
府司令（意为沙捞越的首脑）。”接着，林老拿出 20 世纪 80 年代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经调查后，整理的一份名为《华侨问题资料》的材料给笔者看，内有一张抗战胜利后
西北婆罗洲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合影的照片，照片上共有 20 多人，林老作为当时游击队
重要领导人之一站在人群的中央。照片上还有社会各界人士赠送的写有“民族精神”
等颂词的锦旗十余幅。林老说，另外还有一张他领导的、几百个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合
影的照片，但一下子找不到，他感到很遗憾，说等找到后再给笔者看。这时，笔者对
眼前这位老人肃然起敬，想不到他年轻时曾有过这样不平凡的经历。

抗战胜利后，沙捞越的殖民政府与国民党驻当地大使馆勾结，对林老等抗日游击
队领导人进行迫害，林老于是逃到新加坡，在那儿与我国早期文化名人胡愈之（解放
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人一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8 年林老被捕入狱，后被
殖民者囚禁在铁笼里驱逐出境到香港，住在沙千里（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人开办的达德学院；1949 年入一新闻通讯社做通讯员；同年广州解放。回到广州后，
任湛江南路贸易总公司秘书长，管理南路 15 个县的贸易。

林老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以他对南亚等海外的商贸较了解和具有相当的领导能
力，1950 年 8 月 1 日被任命为“华南区对外贸易管理局北海办事处”首任主任（正县
级）。1952 年初在全国掀起的“三反”运动中，林老因“经济问题”被当作“大老虎”
揪了出来，并被判刑劳改。先在高德砖瓦窑打砖，后又到钦廉林场当劳改队长。虽曾
被减刑释放，但没有工作安排，只好继续留在林场当工人。林场成立中学后，到中学
教书，上英语、语文和地理等课程，这一教就是八年。在这八年的后期，是林老不幸
处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78 年越南排华，许多难侨被安置在钦廉林场。后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侨办王主任
到林场了解难侨的安置情况，找了一些代表座谈，林老虽然不是难侨，可他也参加座
谈，并被请做记录。当王主任听到做记录的人叫林立信时感到非常惊讶，因王过去也
在印尼与林老共同搞过抗日工作，只不过王主任比林老的年纪小得多。当王主任问了
林老过去的经历后，证实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当年北婆罗洲的抗日游击队司令，心情激
动不已。王主任对林老说：“解放后，你在北婆罗洲的老同事、老朋友一直在找你。几
十年了，全无音讯，大家都以为你死了，想不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你。”从此以后，生活
和工作在北京、广州、汕头、南宁以及香港的老战友，纷纷来信问候并关心这位昔日
老司令的情况。

林老在林场期间，曾写材料向中央反映他“三反”时被蒙上的不白之冤，要求调
查平反。中央及北海有关部门对林老反映的问题很重视，而且林老得到当年一些了解
实情的同事帮助。经调查后，认为当年对林老的判刑是一起错案。于 1987 年 3 月给予
平反。

林立信（前排中者）于 1950 年被任命为“广州对外贸易管理局北海办事处”主

任时，与他的同事在办事处（旧址为北海市中山东路 191 号）门前合影。

笔者在采访林老期间，翻阅了《北海口岸外贸志》和采访了一些林老当年的同事，
了解到解放初林老在北海工作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其中他做了两件让老北海至今还难
以忘怀的事：其一，1950 年正值抗美援朝期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和禁运。
在当年的秋冬季，林老领导的北海口岸办事处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封锁”、“反
禁运”斗争，一方面组织“合、钦、灵、防”四县的生猪、三鸟、中药材等多种农产
品出口，不但增加了农民收入，又为国家创收外汇；另一方面，及时抢运价值 86 万美



元的一大批国家急需的石油产品等重要工业原料。其二，1951 年，林老批准用外汇从
香港购进一部英国最先进的GK-21 型（后因故只能进口 18 型）35mm电影机，让北海
市民看到有史以来声、光及图像清晰度都非常好的电影，此机两年多后被调往省府南
宁，听说后来又被调往武汉。

林老就是这样一位爱国爱乡，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和传奇色彩的人物。

相关链接：

2002 年秋，笔者在一位老北海家里看到一张五十年前拍的一个单位全体同志合影
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该单位的正门，下方有“广州对外贸易管理局北海办事处成立
周年纪念，一九五二”的说明。照片的主人告诉笔者，坐在第一排正中，年近 40 岁的
人就是林立信，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人。听了老北海（他是林老的老部下）的介绍，
笔者决定去采访这位已 90 岁高龄的老人。

在此之前，笔者曾听说记者和有关文史工作者想去采访他，但都被拒绝了。于是
在第一次踏进林老家门之前，笔者做好了被拒绝采访的思想准备。当笔者走进林老的
房间，向他说明来意后，他却很爽快同意我的采访。林老的身体很虚弱。一个月后，
笔者完成了这篇采访报道，刊登在《北海日报》上。

2003 年 4 月 12 日上午，笔者到市人民医院探望了病重留医的林老。同年 7 月 31
日，林老病逝，享年 91 岁，安葬在他的第二故乡——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