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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驻泗水
资深记者林麟辉，不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
中午在寓所寿终，享年 73
岁。遗体移至泗水雅迪亚
瑟 殡 仪 馆 01 房 ，于 16 日
（星 期 三）11 时 举 行 盖 棺
仪式，并于 17 日（星期四）
下午 13 时，以佛教仪式举
行 告 别 礼 后 ，在 Eka Praya
火葬。国际日报报业集团
同仁深表哀悼。

林麟辉先生的生前与
泗水华人社团有着亲密的
来往，常有新闻报道在《国
际日报》上刊登，他总是准
时参加和采访泗水华人社
区举办的各种重要活动。

在 疫 情 大 流 行 之 前 ，
林先生愉快地工作，而无
休无止地报道各种事件，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每次
他到达报道地点时，总是
以独特的笑容向许多人致

意。他撰写的新闻始终受
到许多人的称赞，特别是
国际日报在泗水的忠实读
者。

泗水红十字会名誉主
席张国胜，听到林麟辉去
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几
天前，他仍采访泗水的红
十字会献血活动。

同 样 ，PT Matahari Sakti
总 裁 曾 芸 湘 （Puspita-
DewiPrijadi）也 说 林 先 生 是

非常可亲近的人，并且经
常 报 道 社 会 公 益 活 动 。
最 后 在 他 身 体 欠 佳 的 情
形，仍在从事采访印尼狮
子 会 和 本 公 司 提 供 计 算
机给印尼陆军、空军学校
的活动。

林麟辉先生对泗水的
所 有 华 人 社 团 领 导 层 和
协 会 成 员 都 很 熟 悉 。 不
仅体育协会，而且泗水各
前 华 校 的 校 友 会 关 系 良

好 。 尽 管 他 今 年 73 岁 ，
但 他 对 报 道 的 热 情 不 亚
于 年 轻 记 者 。 在 他 年 轻
的时候，他声称自己从事
摄 影 和 录 像 领 域 。 他 还
曾在几种媒体上撰文，以
使 他 在 新 闻 工 作 者 领 域
的技能得到磨练，直到他
生命的尽头。

对于国际日报同仁来
说，林麟辉是一个难忘的
人物，乐于帮助人。自从

国际日报在泗水开展业务
以来，他已成为当地首席
记者，并且在报道方面可
靠。他还成为泗水办事处
年轻同事的榜样。他毫不
犹豫地将自己的摄影技能
传 授 ，甚 至 教 同 事 学 华
语。任何认识他的人都会
说他是一位乐施好善，并
且令人难忘的人。祝林麟
辉先生一路走好！
本报记者明光/VIVI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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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
关系源远流长，有史书记载
的交往最早可追溯至汉顺
帝永建六年（公元 131 年），
古代游记最早可见东晋晋
安帝义熙年间法显的《佛国
记》。在近代西方殖民者侵
入东南亚之前，印尼群岛的
历代政权都与中国有着密
切 的 人 员 来 往 和 文 化 交
流。印尼独立后，两国在争
取民族发展和维护第三世
界国家权益的过程中建立
了友好伙伴关系，曾一度被
外界喻为“北京—雅加达轴
心”。1990 年 8 月，中印尼
两国关系在经历了一段受
挫时期之后恢复了邦交，由
此掀开新的篇章。如今，印
尼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
要国家，在我国周边外交中
有着特殊地位，了解印尼主
流社会的对华认知以及中
国形象的变迁，无疑具有现
实意义。本文在对印尼主
流报纸 2000 余篇涉华报道
分析梳理的基础上，试图勾
勒出复交以来印尼主流社
会中国形象的变化脉络。

华人地位大大提高
复交之初的印尼报纸对

华认知非常有限，导致复交
之初民众在思维上出现了对
华排斥或焦虑。不少印尼企
业家对中国的贸易体系缺乏
了解，在开拓中国市场过程
中与其他企业家（特别是新
加坡人）竞争时，因优势不足
而颇有微词。

而 今 ，印 尼 认 为 中 国
已经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

“开放窗口”国家。代表穆
斯林温和派媒体的《共和
国报》，对中国的发展成就
进行解读，认为思想解放
是 推 动 中 国 发 展 的 催 化
剂，中国式民主有效地推
动 中 国 在 一 代 人 的 时 间
内，实现了西方国家需要
三到四代人才能取得的巨
大飞跃。印尼斗争民主党
海洋渔业委员会主席洛克
明，将中国从沿海到内陆
的 发 展 模 式 形 象 地 喻
为“ 燃 烧 蚊 香 ”策 略 ，
在 短 短 的 20 多 年 时
间 里 创 造 了 现 代 历
史上的发展奇迹。

华人在印尼定居
生活历史悠久，他们
大 多 已 经 融 入 到 当
地社会，在很长时期
内 成 为 印 尼 民 众 认
知中国的主要来源，
也 是 改 变 印 尼 本 土
族 群 对 中 国 印 象 的
重 要 变 量 。 在 历 史
上，由于荷兰殖民者
采 取“ 分 而 治 之 ”的
政 策 ，加 之 文 化 上 的
差异以及少数上层华商
与政治高层的裙带关系等
因素，印尼主流社会对华
人持有较多的负面印象，
认为华人控制了印尼的经
济，甚至抹杀华人的社会
贡献。

如 今 ，在 华 人 的 努 力
推动下，印尼社会开始越
来越倾向于把华人看作印
尼的一部分。迪波尼哥罗
大学专家普里哈迪·努格

罗霍认为，华人正在重新
定义自己在这个国家的身
份，“以前社会对他们抱有
负面的刻板印象，这是为
了掩盖其对华人勤奋态度
的嫉妒”。时至今日，华人
参政也不再是新鲜事，曾
担任棉兰市市长的陈金扬
在参选国会议员时表示，
相信为他投票的大多数选
民将是非华裔印尼人。
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快车”

复 交 之 初 的 印 尼 ，正
值经济迅猛发展，跻身成
为“亚洲四小虎”之一。印
尼 社 会 中 不 乏 这 样 的 观
点，认为印尼不仅将成为
中国潜在的市场，也是第
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典范。
1991 年，印尼《商业新闻》
发文表示：“印尼对中国公
民来访的期望不高。”

如今，中国相对于印尼

在贸易上拥有明显的比较
优势。以 2018 年为例，中
国连续 8 年成为印尼第一
大贸易伙伴，印尼在中国的
对外贸易中位居第 16 位。
两国经济关系已经是息息
相 关 ，《 雅 加 达 邮 报 》
（201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评估，认为中国经济
增长减缓 1％可能会导致
印尼经济降速 0.5％。《罗盘
报》（2017）曾 指 出 ，“一 带

一路”倡议将促进印尼的经
济增长，印尼需要利用中国
经 济 发 展 带 来 的 所 有 机
遇 。《时 刻 报》（2018）引 用
印尼企业家协会主席哈里
亚迪的观点指出，“两国年
双边贸易额已达 600 亿美
元，未来将在贸易往来中使
用人民币结算，以减少对美
元的依赖，这对印尼意义重
大”。2017 年，针对印尼社

会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争
论，《雅加达邮报》明确表
示，“不应只关注中国工人
的涌入，而应该从一种全局
的视角去认识，印尼将在两
国更广泛的经济关系中受
益”。
视中国为区域核心国家

两 国 刚 复 交 时 ，中 国
正受到西方国家的孤立。
带 着 某 种 心 理 上 的 优 越
感，印尼一度在对华外交

活 动 中 表 现 出 某 种 固
执情绪。随着两国关
系的进一步发展，印
尼 对 华 认 知 的 这 种
情 况 已 逐 渐 发 生 改
变 。 2017 年 ，《印 度
尼西亚商报》曾刊文
分 析 了 美 国 和 欧 盟
大 幅 减 少 对 外 援 助
资金预算的趋势，毫
不 讳 言 地 指 出 ，“ 世
界需要新领导者，而
中 国 必 须 承 担 这 一
角色”。在中美贸易
战问题上，印尼前内
阁秘书安迪·维查扬

托引用总统佐科的观
点 ，表 示 坚 决 反 对 贸 易

战。他认为在中国缺席的
情况下，世界市场不可能
真正实现全球化。

在 印 尼“ 新 秩 序 ”时
期，华人曾被强制融合与同
化。进入民主改革时期后，
从哈比比总统开始的印尼
历届政府不断放宽对华文
的限制，着手改善华人的地
位，以汉语教育为代表的中
国文化越来越受到印尼民

众的接受和欢迎。2010 年
5 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
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
关于印尼孔子学院的报道，
这一现象实属罕见。该报
道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
的增强，印尼人正通过学习
汉语来吸引中国的青睐。
2010 年起，阿拉扎大学等 7
所印尼高校陆续开设孔子
学院，并下设两家孔子课
堂。而今，印尼人学习汉语
已远非纯粹的兴趣范畴。
2018 年《罗盘报》刊文称：

“普通话现在是仅次于英语
的第二种国际语言，掌握它
将使我们能够与世界五分
之一的人口进行顺畅的交
流，全球化时代使人们越来
越意识到学习包括普通话
在内的外语的重要性。”

“ 国 之 交 在 于 民 相
亲”，复交以来，印尼主流
社会的对华认知变迁和中
国形象的塑造，展现了中印
尼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民意基础。只有清
晰把握“别人是怎么看待我
们的”以及“别人希望我们
怎么样”，并采取富有建设
性的对策，才能真正把我国
周 边 外 交 的“ 亲 、诚 、惠 、
容”理念落地生根，共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而
易见，一个富裕强大的中国
对印尼来说意味着机遇。

（来 源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网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报 。 作
者 ：李 启 辉 孙 建 党 。 作 者
单 位 ：福 建 师 范 大 学 印 尼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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