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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卜汝亮

印尼的政坛风风雨雨
从没停息过。2019 年佐科
维胜当选，任第二届总统
之后，反对派政党和政客
们就迫不及待地耍弄各种
阴谋和手段，展开疯狂的
攻 势 ，企 图 弹 劾 新 任 总
统 。 去 年 年 底 至 今 年 年
初，佐科维总统挫败了他
们，稳住了阵脚。但是，总
统宝座总是有那么巨大的
诱惑力，时刻牵动着各政
党 和 政 治 野 心 家 们 的 神
经 ，策 动 他 们 的 行 为 举
止。他们的眼光和思想都
死死地望向 2024 年那金光
灿灿的至上地位。

自从苏西洛总统执政
期满之后，印尼政界出现
领袖和信任危机。至今，
我们仍未看到走出信任危
机和困境的迹象。因为缺

失富国强民的政治智慧和
治 国 纲 领 以 及 理 所 当 然
的 无 所 作 为 ，我 们 的 政
党 根 本 提 不 出 理 想 的 精
英 作 为 下 届 总 统 的 候 选
人，更不要说推荐出类拔
萃的领袖级人物。为此，
各政党心里都十分纠结，
十分着急。

到 目 前 为 止 ，还 上 得
了台，并具相当势力的政
党党魁莫过于大印尼运动
党的普拉波沃。某些政党
的内部，其实也不乏能干、
实干并有影响力和号召力
的风云人物，可以大张旗
鼓地推出，作为该党代表
参加下一次的总统竞选。
让人惋惜的是，这些以“皇
亲国戚”为其核心领导的
政党，死守“肥水不流外人
田”政策，似乎压制或限制
党内有识之士崭露头角，
执 意 推 出 党 魁 之 子 女 上
阵。另一方面，党外各色

各样的政治野心家们，也
正极尽所能，想利用各种
舞 台 和 机 会 ，为 参 加 2024
年的总统选举造势，为自
己涂脂抹粉。他们当中有
的是在任的政府高官或一
方长官，有的是退伍或退
休的军政要员。他们只能
依托原本就想利用他们的
政治势力或政党，采用各
种政治阴谋、政治算计和
手段，通过政治交易，互相
借力，达到个人的政治梦
想。但是他们都还未成气
候，还没有形成相当的政
治势头。

一个国家的政治面貌
和走向，不只是依托上层
政治精英，同时也取决于
基层民众的政治素质和意
向。而我们的广大民众在
政党无休止的争闹和博弈
中，一般都感到无所适从
而自流、涣散，并常常化为
情 绪 化 、非 理 性 的 行 动 。

尤其是社交媒体失控而被
滥用，常常扰乱和误导民
众的政治意念。这就意味
着，我们国家未来几年的
动向更有诸多不确定因素。

如 今 ，我 们 的 政 坛 还
没有出现真正有分量的，
可成为 2024 年之后我们国
家和民族带头人的总统候
选人。而在这些分量不足
的风云人物当中，谁会在
总统竞选中脱颖而出，成
为国家的领头人，都难以
预测。换句话说，我们国
家正处于未来领袖接班人
的真空状态。这样的状态
自然是令人不安的。

不 过 ，日 子 总 是 要 过
的，国家总是要持续运转。
我们总要接受和面对各种
各样的可能性。根据当权
的状况，第一种可能是：作
为目前相对最有底气最有
势力的政党领袖，大印尼运
动党党魁普拉波沃，如果没

有出现其他可以与他匹敌
的候选人的话，很可能会成
为下一届的总统。虽然在
两次总统选举中，他是佐科
维最强劲和极为强悍、“粗
野”的对手，但是在经过一
段时间的磨合与调和过程，
他们化敌为友，结为同盟。
在政治博弈中，他曾拉拢和
利用宗教极端势力，不过他
本身并不归属于宗教极端
势力。甚至还可以说，他是
一个民族主义者。第二种
可能，印尼政坛中好些个风
云人物当中，在关键时刻，
跑出来一匹黑马，出奇制
胜。如果真的发生，这将是
一种充满传奇和震撼乾坤
的政治事件。第三种可能
是选上了某位政党党魁或
者某个风云人物，充当下一
届总统。

将 如 何 收 场 ，我 们 不
得而知。但是无论结果如
何，我们都只能，或者我们

都应该坦然接受。若然不
理想，我们也不必有太多
的顾虑，更不必失意。因
为我以为，这几年来，在佐
科维总统带领之下，印尼
已经开始打下了国家经济
建设和发展的初步基础，
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已
经懂得了经济建设的基本
方向和指南。可以比较自
信地说，无论谁当政，我们
的国家会逐步好起来，逐
步发展和进步。

在 政 治 领 域 ，什 么 事
情也会发生，包括我们认
为不可能的事情。宪法和
国家法规都是人制定的，
不会是一成不变。一个普
通的老百姓小企业家，一
跳二跃，成为印尼历史上
十分出色的总统。谁人预
测过？在特种情势下，只
要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他 又 出 人 意 外 地 继 任 总
统。也未可知。

下届总统选举，谁会是普拉波沃的竞争对手？

《大烟寮母亲》这篇文
章（发 表 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国际日报），真实地报道
印尼发生“九卅”事件后，
军人掌权，滥用权力，疯狂
掀起一场大排华浪潮。这
是一篇华族在印尼遭受逼
害的血泪史，作者也是受害
者之一，文中她以拟人法，
把大烟寮比喻为母亲，写活
了“母亲”，通过对“母亲”
的语言，如泣如诉地娓娓道
出反动势力的恶毒排华实
况，使读者感同身受，引起
共鸣，产生震撼。大烟寮犹
如年迈慈祥的母亲，在默黙
无言地庇护着遭受灾难的
众多华夏儿女，多么伟大而
豪迈！

作者以哭诉的笔调，把
华族遭受“新秩序”政权的
蹂躏与逼害跃然纸上；将其
罪大恶极的手段，以如剑的
笔锋挖掘公开于世，这是印
尼历史黑暗的一页，珍贵的
报导文献！

1967 年 ，反华政权野
蛮地把亚齐（Aceh）省中部
的 米 伦（B1reun）、司 马 委
（Lh0ksemawel）以 及 东 部 冷
沙（Langsa）所有华侨，被惨
无仁道逼迁。把所住的房
子 、店 舖 、一 切 不 动 产 舍
下，收拾简单的包裹，携幼
扶老，像赶鸭子般，全被赶

上汽车，载到相距几百公里
外的苏北省冷吉县（Kabu-
paten Langkat）的 上 丹 南
（Tandam Hulu）及 下 丹 南
（Tandam H1l1r），几 间 荒 废
的大烟寮，这几座破烂的烟
寮，是附近居民公用的牛
棚，进入寮内向上望屋顶，
可直视天空。没水没电没
卫生间，没房没床没厨房
……一切空荡荡，非人类可
居住的地方。来到此地，妇
女及孩子抱头痛哭，不肯下
车……多么悲惨的一幕！

无可奈何，大人们只好
清除杂草、扫除牛粪、垃圾
……可想而知，这一夜如何
熬过？点燃油灯、蜡烛，在
泥地上舖草席、沙笼，让小
孩和老人“鸡眠”，大人们
整夜与蚊子作战……

翌日，买木料、铺在地上
当床，或且钉制大床舖，买竹
屏隔睡房，买面粉袋缝制蚊
帐，造卫生间弄厨灶……找
水源，幸好附近有一道小溪
流，暂时用水可解决。

各地华族本着血脉同
胞亲情，纷纷慷慨解囊，把
米粮、油盐糖、面粉、面粉
袋、木料竹屏饮用水等援助
物资……大车小车陆续不

断送来，以救燃眉之急。雪
中送炭，这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互助美德。

华族的顽强犹如劲草，
只要有土地、阳光、空气与
水源，虽然遭受摧残，在恶
劣的环境下，勇以争取生
存，团结互助，坚强奋斗，
自力更生搞生产，开荒种植
蔬菜，搞手工业，制作豆腐
豆干，面干，米粉，编制火
炭篮……把收获的蔬菜及
手工业产品，一筐筐，一箩
箩用脚车及三轮车载到六、
七公里外的市镇去兜卖，不
管日晒雨淋，总要把产品尽

力销售。
当时，我正在棉兰经营

火炭生意，火炭来自冷沙附
近炭窑。同时我有卡车穿
行棉兰一冷沙，我向上丹南
两大烟竂难侨收购炭篮，数
量每月约六万个，每个净获
3 盾钱，当时的米价每公斤
约 30 盾，大约可购买 6 吨白
米，这是妇女们及孩子们劳
力的贡献。

值得表扬的是杨招国
医生，每星期日带着护士专
车前往两地烟寮，义务为难
侨诊病，兼送医药，风雨无
阻，仁风义举，爱心奉献，

值得点赞。
难 侨 齐 心 协 力 ，犹 如

“ 人 民 公 社 ”同 吃 大 锅 饭
菜，共苦同甘。生活安定
后，难侨中有多位原是华校
老师及棉中生，他们搞“烟
寮学校”，在困苦环境中不
忘教育工作，教导少年儿童
读书，传承中华文化，培养
年轻一代成为优秀的接班
人 。 又 设 夜 间 妇 女 识 字
班。作者在大烟寮，跟大家
并肩奋斗，肩负少年儿童的
教育工作，课余之暇，挑粪
挑水下田灌溉蔬菜。晚上，
听收音机，抄录中国中央电
台播报祖国新闻摘要，向学
生们灌输爱国思想，这班文
化尖兵值得敬佩，向他们鞠
躬！

中国接侨船光华号，四
趟前来接侨，接回同胞，给难
侨带来安慰，温暖同胞的心。

反动势力，罪恶滔天，策
划另一场排华奸计，登记民
礼市及冷吉镇的华侨，妄想
发动另一番排华浪潮，逼迁
该县所有华侨，为了广大华
族的前途与命运，阻止驱逐
华侨阴谋得逞，亚齐难侨老
幼全体出动，组成抗议大
队 ，示 威 游 行 ，朝 向 民 礼

市，边走边乎喊，高唱“团
结就是力量”……走到民礼
市“ 印 尼 遣 侨 委 员 会 ”公
署，交涉抗议：“要求修补
大烟寮，供给生活必须品及
医药，或且让我们搬出去，
安排合法居住地，合法居留
权。”他们不怕牺牲，力挽
狂澜，为华族同胞设想，坚
决抗拒逼害，不断请愿抗
议。此举值得赞赏。

领导难侨克服困境，向
“新秩序”霸权作斗争，是
司马委的侨领：林园香、张
国忠、罗侨贤、余金庆诸侨
领及张德顺老师，冷沙的丘
贵兴、李宗庆、何祥兴三位
原华校老师、邓达侨贤（大
家昵称他达叔）以及郑亚旭
侨贤。他们俨如大船的舵
手掌舵，大家才得安心，不
觉徬徨。

他 们 不 断 请 愿 抗 议 。
经过三年多的斗争，终于让
难 侨 迁 居 至 民 礼（B1nja1）
路十二公里美达村及十三
公里星光村，土地是向村民
购买的，各家庭出资，在上
述 两 村 建 筑 盖 亚 答（Atap
Rumbia），围竹屏墙的数百
简陋住屋，难侨总算有个自
己的家！

亚齐难侨在苦境中，为
了维护侨胞的生存场所，合
法谋生，勇以坚持抗争的精
神，是发挥华夏儿女的传统
美 德 ，光 辉 事 迹 ，永 志 史
册，成为华族的榜样！

华族血泪史
——读李庭蓁的文章《大烟寮母亲》

七十年代“美达村”初建的情景

■万隆：文苗

迈 入 2021 年 ，台 湾 当
局的短板逐一显现出来。
先是“缺疫苗”，之前夸口

“已经在口袋里”的新冠疫
苗却不见踪影；接着是“缺
市场”，丰收的凤梨却失去
销 售 市 场 ；还 有“ 缺 水 ”，
降雨量、水资源丰富的宝
岛，官员却忙“祈雨”。此
外，缺电力、缺人才、缺信
心 …… 台 湾 若 现 在 征 选

“年度汉字”，这“缺”字肯
定会一呼百诺、名列前茅。

媒 体 报 道 ，岛 内 旱 情
告急，自去年夏季以来，降
雨 量 仅 为 以 往 的 二 至 六
成。各地大中型水库的蓄
水量持续下滑，日月潭因
少降雨，加上须供应下游
农业用水，水位继续探底；
潭岸周边已现草滩泥沟，
岸边砾石露出一大圈。据
台 湾《中 国 时 报》9 日 称 ，

“水利署”的资料显示，新
竹、苗栗及台中地区主要
水库蓄水率低于两成且持
续下降，情况堪忧。

旱灾严重的台中市呼
吁民众响应“用水分级”政

策。据气象预报，水情很
快会亮红灯并实行“轮流
分区供水”。2 月底，台中
供 水 已 减 25% ；水 情 告 急
后 ，民 生 用 水 将“ 供 水 两
天、停水两天”。市政府要
求运动中心、泳池业者，改
用过滤补充水源来减少耗
水 ，水 情 转 红 则 暂 停 营
运 。 彰 化 有 32 家 用 水 大
户 减 量 供 水 ，其 中 8 家 未
达标，被强制铅封减供。

当各县市忙于抗旱之
际，民进党当局却提出各
种奇葩的“办法”。经济部
长王美花建议新竹科学园
区“凿井取水”，称水井本
就是应急方案。桃园市长
郑 文 灿 9 日 称 ，台 水 公 司
在龙潭水厂附近开凿了备
援水井，正在使用，还有 15
个备援水井。行政院长苏贞
昌称 3 年前就“超前部署”，
投入近 20 亿元新台币凿了
抗旱水井。但实效如何呢？

科学园区人士直言“临
渴掘井”需要时间，一般约
6 个月才凿好一口井，且水
质也成问题。前外交官介
文汲痛批，“如果部长对解
决高科技工厂缺水问题的
答案，是让这些公司自己去

挖井找水源，那么我们要这
个部长及经济部有何用？”
这话说得真“让人脸红”！

更 离 谱 的 是 ，岛 内 各
级 官 员 连 日 来 频 繁“ 祈
雨”。蔡英文在脸书直言，
她走访各地、参拜宫庙时，
都 不 忘 诚 心 祈 求 风 调 雨
顺。农田水利署与大甲镇
澜 宫 58 年 来 首 次 合 办 祈
雨 法 会 ，全 场 3 千 人 持 香
祭拜两小时。内政部徐国
勇到嘉义县新港奉天宫参
拜 ，祈 求 妈 祖 保 佑 雨 水 。
台南市长黄伟哲声明，“有
一天我也会去祈雨”，敬请
民众不必表示“惊诧”。

台 湾 联 合 新 闻 网 回
顾，2002 年遭逢大旱，时任
台领导人陈水扁有意参加
祈雨法会，被时任“中研院
院长”李远哲棒喝：“反对
这种迷信，应该倡导节约
用水观念才对。”

国民党朱立伦在脸书
称，单台积电每天用水超
15 万吨，要凿 100 口井才够
用。而地下是硬水，不适合
科 技 产 业 用 水 ，“ 干 旱 祈
雨，不如立即行动”。立委
赖士葆称，苏贞昌两度掌行
政院，台湾水管一年还漏

4.4 亿吨水，而水库淤积严
重。工业“五缺”问题已是
老生常谈，但蔡当局执政 5
年来的应对政策在哪里？
立委叶毓兰质疑，现在有临
渴掘井的经济部长、向妈祖
祈雨的农业主管，“搞不好
疫苗买不到后，也要我们喝
符水保平安”。

前 内 政 部 长 李 鸿 源
说，台湾缺水的根源是极
度浪费水资源，当局没有
推动回收再利用；台湾年
均降雨量约 2500 毫米，是
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但被
利用的却很少。世新大学
副教授桂宏诚撰文称，以
色列以滴灌都能推动种植
农作物，台湾雨量那么多
却还喊缺水？在民进党当
局执政下，侵吞农民权益、
成立不到半年的“农田水
利署”，抗旱没比以前民间
的“农田水利会”高明，竟
然 只 想 到 要 举 办 祈 雨 法
会，而苏贞昌还给予肯定
说“安定民心”，这凸显了
当 局 面 对 旱 情 的 束 手 无
策、不作为，“把人民当成
一群会投票的驴罢了”。

《亚 洲 周 刊》刊 文“ 台
湾 缺 水 严 重 冲 击 台 积 电

水 利 部 办 祈 雨 祭 典 被 痛
骂”称：“台湾企业界忧心
的‘三缺’（缺水、缺电、缺
人才）问题再度浮现，若缺
水问题无法解決，影响台
积 电 供 货 ，将 是 全 球 灾
难。”“日本媒体早在二月
时就警示，台积电在 60 天
内 会 面 临 缺 水 的 严 重 冲
击，但苏贞昌內阁并未提
出有效的应对方案。”还自
诩“超前部署”呢？

为了应付“缺电”，民进
党背弃“非核家园”的反核
承诺，重启核二厂，且让核
三厂继续供电，在蔡英文执
政下，核电始终没有退场。
矛盾的是，既然用核电，为

何舍弃技术最新最先进的
“核四”，宁愿让老旧核电
厂机组检修后重新启用？
个中缘由实在令人费解。

国民党中生代在分析
台湾前途时，竟认为“大陆
是台湾的威胁”。党元老
洪 秀 柱 斥 责 是“ 倒 果 为
因”，去年两岸经贸台湾顺
差 1405 亿元，所谓“威胁”
从何而来？评论认为国民
党越来越像“民进党”，迷
失了自己的党魂和立场。
如果台湾执政及在野两党
的 政 治 立 场 和 观 点 都 相
同，请教世新大学桂副教
授，究竟是哪些人成了“会
投票的驴”呢？

台湾“五缺”谁是会投票的驴？
■廖省：林越

漫画 王锦松 （原载《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