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荷兰人到来以前，
华人就已经来到爪哇北部
沿海地区，特别是西爪哇。
17 世纪，华人在万丹（Bant-
en）和 巽 他 格 拉 巴（Sunda
Kelapa）就已妇孺皆知。后
来，巽他格拉巴更名为巴达
维亚（Batavia），托梅·皮雷
斯（Tomé Pires）称其为巽他
王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当荷兰人第一次踏足巽他
格拉巴的时候，他们发现华
人 已 定 居 在 芝 利 翁（Cili-
wung）河口东岸地区。

有趣的是，在闽南语中，
华人至今仍称这座城市为“吧
城”。这个名字是从“格拉巴”
（Kelapa）的闽南语音译“咬留
吧”得来，在汉语中，它又被称
作“椰城”（Yēchéng），意为

“椰子之城”。这两个名字都
是由城市的旧称“巽他格拉
巴”音译而来。

1619 年，巽他格拉巴的
商业中心被烧毁后，巴达维
亚城就在这片废墟上建立
起来。为了解决人口不足
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荷属
东印度公司（Kongsi Dagang
Hindia Timur，VOC）没 有 招
纳马打兰（Mataram）王国的
巽他人和爪哇人，因为他们
之间的关系一直欠佳（爪哇
人于 1628 年和 1629 年两次
袭击巴达维亚）。因此，东
印度公司从外岛如：布吉斯
（Bugis）、望加锡（Makassar）、
峇厘（Bali）、安汶（Ambon）、
班达（Banda）迁移进一些族
群，特别是华人。随后，城
市 创 立 者 燕 ·彼 得 逊·昆
（Jan Pieterszoon Coen）开始有
序 地 实 施 流 放 和 移 民 政
策。17 世纪，东印度公司千
方百计招揽各地华人到巴
达维亚定居。可以说，巴达
维亚是由来自中国的劳动
力建立起来的。此外，华人
还在这座城市的经济建设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各行
各业均可见到华人的身影，

如粮食种植业、畜牧业、渔
业、商业、手工业，还有砂糖
和制酒业。18 世纪初期的
25 年里，巴达维亚附近向西
的种植园和糖厂得到了迅
猛的发展，而华人制造的巴
达维亚酒更是蜚声海外。

上述事实表明，华人与
后来被称为巴达维的族群
之 间 有 着 良 好 的 互 动 关
系。这种关系由来已久，远
远早于西方民族来到努山
达拉群岛的时间。

语言的影响
最初前往爪哇的华人大

多来自闽南地区。闽南，指
的是位于福建省南部的漳州
（Ciangciu）、厦门（Emui）和泉
州（Cuanciu）及 附 近 地 区 。
因此，巴达维文化中的中华
文化多来自闽南文化，而非
中国其它地区。一些闽南语
词汇至今仍在土生华人当中
使用，有些甚至还融入巴达
维——马来语词汇中，这些
现象都是有力的佐证。

1865 年，一位来自梭罗
（Surakarta）的旅行家拉登·
阿 里 约·萨 斯 特 洛 达 莫
（Raden Aryo Sastrodarmo）抵

达巴达维亚。赛迪（Saidi）
摘 录（2004:115）他 的 作 品
《巴达维族的状况》（Kawont-
enan ing Nagari Betawi）道 ：

“……巴达维族人的习俗和
华人习俗很相似。巴达维
族人的自我介绍方式也很
像华人，他们的坐姿和谈话
的方式也和华人如出一辙，
都是坐在椅子上，吃饭的时
候会用桌子，而不是盘腿坐
在地板的席子上。巴达维
人 还 从 华 人 那 里 学 习 武
术。巴达维人无所畏惧的
精神也受到华人的影响。”

而在爪哇，土生华人也
受到了爪哇文化的熏染。从
很早的时候开始，他们当中
就有不少人已经称得上是爪
哇文化的专家（爪哇甘美兰
音乐、爪哇舞蹈、真人哇扬
戏、皮影戏、蜡染、格里斯短
剑等等）。因此，据我观察，
雅加达的文化互动——即两
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十分强烈。一方面，华人族
群，特别是土生华人，深受巴
达维族文化的影响。另一方
面，巴达维族文化也受到中
华文化的影响。两个族群之

间的文化互动如此密切，以
至于我的一位巴达维族密友
开玩笑道：“巴达维族人和华
人唇齿相依。”

下面列举一些源自中文
的巴达维语词汇，这些词汇
来源于闽南语的漳州方言，
而非普通话。笔者按照字
典常用的发音系统，在括号
里注出了这些词汇原来的
发音（Douglas，1899）。

在具有开放性的巴达维
语中，我们发现了许多中文
借词（Loanwords），特别是来
自于闽南语 的漳州方言。
其中，有人称代词 gua（goá
我）：“我”，和 lu（lú 汝）：

“你”；简单的数量词 gotun
（gōo-tún 五盾）：“五盾”，
captun（chap-tún十盾）：“十
盾”，cepéh（chit-pah一百）：

“ 一 百（ 盾 ）”，gopéh
（gōo-pah 五 百 ）：“ 五 百
（盾）”，secéng（chit-chheng
一千）：“一千（盾）”，gocéng
（gōo-chheng 五千）：“五千
（盾）”，ceban（chit-bān 一
万）：“ 一 万（盾）”，cetiau
（chit-tiāu 一兆）：“一百万
（盾）”；liangsim（良心）：“良

心”；cabo（cha-bóo 查某）:
“妓女”；sué（sue 衰）：“不
幸 的 或 者 不 吉 利 的 ”；
sue'an：“该死的”等等。

在巴达维族人的住宅前
面，装饰着充当分界作用的
langkan（栏杆）。住宅的地
面上铺着 ubin（油面）即瓷
砖。为了住宅的美观和亮
堂，门窗最好每年用cat（漆）
重新油漆一遍。宅子的墙
壁上悬挂着 locéng（锣钟）
即闹钟，用来确定时间。宅
子 里 的 人 在 pangkéng（房
间）里休息。睡觉之前，人
们 当 然 要 kongko
（kóng-kóo 讲古）即聊天，
喝点 teko（tê- kóo 茶钴）即
茶 壶 里 沏 好 的 téh（tê
茶），嗑点 kuaci（koa-chí 瓜
子）。 Ta'pang（tah-pang 踏
枋）即木床是用来躺下歇息
的地方。

在厨房里，有煮饭用的
langseng 蒸饭锅即“蒸釜”和
anglo（烘炉）即烧炭的炉。
桌子可以用 topo'（桌布）来
擦拭，或者用 kemocéng（鸡
毛 筅）鸡 毛 掸 子 来 拂 尘 。
tési（茶匙）当然就是用来

舀茶叶的，而 pengki（畚箕）
则是用来收集清扫出来的
垃圾。在潮湿的地方如厨
房和浴室，不管是从前还是
现在，人们都喜欢穿着防水
的bakiak（木屐）。喜欢在厨
房或浴室出没的、不受欢迎
的动物除了老鼠还有 kacoa'
（蟑螂），因为它们喜欢呆在
肮脏和潮湿的地方。

在烹饪方面，kécap（酱
油）来 源 于 kê-chiap（鲑
汁）一词，指“一种三文鱼的
精 华 ” ， 而 丹 格 朗
（Tangerang） ，即 文 登 的
kécap自古以来就已名闻遐
迩。一边喝茶，一边品尝
tangkué （tang-kua 或
tang-kue）即糖冬瓜，确实是
人生的一大享受。一些食
材 诸 如 mi（ 面 ）、bihun
（bi-hun 米 粉）、kuetiau（粿
条）、tahu（豆腐）、togé（豆
芽）、bakso（肉丸）、tauco（豆
酱）、kucai（韭菜）、lokio（蕗
蕎或荞头）、juhi（鱿鱼）、ebi
（虾米）、sayur asin（咸菜）和
tepung hunkué（粉粿）都是
巴 达 维 食 谱 中 必 不 可 少
的。此外，kue mangkok（发
粿）、kue ku merah（红龟粿）
和 kue sengkulun（双糕润），
都已成为巴达维族的特色
糕点。不单单在三宝垄，雅
加达也有名为 lunpia（春卷）
的美味小吃，味道不相仲
伯。你可曾品尝过 ngohiang
（ 五 香 ）即 gohiong（ 五 香
粉）？ 那么又有谁不知道
ikan cuwé( 炊）蒸 鱼 和 nasi
tim（焗）蒸饭呢？

双 轮 马 车 、人 力 三 轮
车、汽车、摩托车等的座椅
一 般 被 称 为 jok（褥）即 座
褥。以前，雅加达的电影院
里的座椅上还有引起皮肤
瘙痒的 bangsat（虱子）臭虫，
令人十分厌烦。

（原 载《华 人 在 印 尼 民
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
二册）》。未完待续）

巴达维文化中的华人文化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
中心6月5日下午发布消息，
当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511例，其中本土病例476例，

“校正回归”病例35例，累计
确诊10.956例。日新增死亡
38例，再创新高，累计死亡病
患225例。除了疫苗的紧缺，
5 月底从台北飞往厦门的立
荣航班B7-511有乘客持筛检
阳性证明登机抵厦，再次
暴露出岛内防疫环节的严
重漏洞。

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
吕秀莲《台湾抗疫崩坏，谁之
过？》一文称：“美国AIT处长
郦英杰临离台湾实话实说，美
国疫苗正在拟定‘分配标准’，
不会特别恩惠台湾，一语惊醒
梦中人！”“此事不只人命关
天，蔡英文及行政院长于心何
安！”“陈时中是牙医，蔡英文
准他定时现场联播，很快造神
成功，透露出他对选举的兴趣
不亚于对抗疫情。”

《亚洲周刊》第23期刊登
张殿文所写《郭台铭的“全民
一心”意外刺破台产疫苗骗

局”的评论称：“ 郭台铭下令
在72小时内完成捐赠台湾的
500 万剂美国辉瑞（Pfizer）制
药公司及德国生物新技术公
司（BioNTech）共 同 研 发 的
BNT疫苗的手续。”“郭台铭认
为，等待台湾高端公司自产疫
苗实在太慢。”“但是，去年台
湾媒体问抗疫指挥官陈时中，
为什么蔡英文没有带头施
打？陈时中就透露第一针蔡
英文可能留給台湾自制疫
苗。”

郭台铭强调“同岛一命”，
希望让第一线人员至少打到
第一剂疫苗，更希望台湾像国
外一样尽快完成第二剂接
种。其夫人曾馨莹表示：“希
望政府能听见人民的心声。”
承诺由德国空运疫苗到台湾，

“不要将德制 BNT 与中国制
疫苗混为一谈”，强调“全民一
心”。

据郭台铭评估，台湾“卫
福部”若从几天前就全力协
助，疫苗应于六月就能进口。
台湾医检资源匮乏，连续多日

出现“死亡后才确诊”的案例，
证明台湾筛检量依然不足。
中央无能，地方需自救，台北、
新北市及金门县开始突破，各
大企业、宗教团体也动员起来
了。

柯文哲直接挑明说，新冠
肺炎造成百余宗死亡，没看过
蔡英文开记者会，“但昨天高
端公司股票一跌停，蔡英文就
出来开记者会”。他追问，政
府的优先项目是什么？疫情
爆发，民众才发现台湾“超前
部署”的是“本土疫苗”，甚至
定下“时间表”。这是台湾政
治厉害之处，还在试验阶段的
疫苗，还没有经过第三阶段临
床，就主观地肯定数据会过
关。

蔡英文在台湾疫情爆发
首日宣示：“我们六月底前，就
会有国产疫苗诞生！”其实所
有人都晓得国产疫苗只是“障
眼法”。5月28日，有记者问
陈时中；“您预计八月底会有
一千万剂疫苗，会有多少是国
产疫苗？”他答曰：“这要看当

时民众施打的意愿来決定。”
“立委”赖士葆批评好大喜功、
谎话连篇的陈时中是“将帅无
能，累死三军，害死百姓”。

台湾资深媒体人陈国祥
著文《无助的台湾政府让人爱
莫能助》写道，台湾疫情持续
飙升，政府屡称很多疫苗要进
来，到现在却只能掏出可怜的
数十万剂，人民望眼欲穿。许
多民间企业、非政府组织、地
方政府表态要自主採购甚至
捐赠疫苗，但蔡英文设下重重
关卡，逼迫各方知难而退。即
使是郭台铭要捐的 BNT 疫
苗，主管机构仍摆出刁难的倨
傲姿态。

阳明大学张鴻仁教授说，
对于欧美已核准的任何医药
品，没有法规障碍：“你要做生
意，那就照程序；要救命，闭着
眼睛，马上核准，救命疫苗，跟
维他命是不一样的态度！”这
一席话听在陷入疫情風暴而
孤苦无助的人民耳中，引起高
度共鸣，政府却仍置若罔闻。

政府不急人民急。佛光

山的“国际佛光會”申请专案
购捐疫苗。政府一度松口后
马上收紧条件，坚持须由中央
与原厂签约后统筹分配。疫
情危急，政府拿不出疫苗，却
不准人民自救，拒绝各方捐
赠，表现出高傲、顽劣的官僚
本性。蔡政府对国际认证的
疫苗设下拒马，却对二期临床
尚无结果的“台产疫苗”大事
吹捧，着急采购；莫非有什么
利益输送？莫非基于政府的
面子？民进党紧攥无德无能
的权力，挡住施救的生命通
道，视民众如草芥。

佛光山觉培法师为此发
出“请政府但念苍生苦”的呼
吁，谴责“这是一个非常傲慢
的政府”“把人民的生命放在
权力之后”。新冠病毒肆虐全
球，凡傲慢大意的地区都成了
落汤鸡、“黄花菜”。蔡政府自
诩“抗疫模范生”，在国际狂吹
的“Taiwan Can Help”，如今成
了“呆湾啃黑布”，丢脸还被吊
打；若不思悔改，下次选举肯
定将被人民唾弃。

台湾名嘴邱毅在论坛上
追问台行政院长在这场疫情
中的责任，“苏派”为争利将前
行政院长林全的东洋药品与
上海复星医药洽谈好的德国
BNT疫苗搅黄，再抬高买价向
德国原厂求购，因违反国际商
业法而失败，还甩锅大陆。苏
贞昌龟缩着，却让陈时中成为
挡箭牌。

美国3日称700万剂新冠
疫苗将分配给包括台湾的亚
洲16国，但详情未明。蔡当
局马上就高调致谢，声称“确
实感到温暖”。日本将已订购
而“自己不敢用”的124万剂
AZ疫苗转运台湾，蔡英文以
日文致谢，台北101大厦用灯
光打出感谢日本的话语。民
进党对美日疫苗感恩戴德，尽
显媚外丑态，一面政治操弄阻
挠民众获得救命的疫苗，真无
耻！

时事评论员黎建南近日
指责蔡当局一直故意阻止大
陆疫苗进台湾，导致很多人死
亡。他列举蔡英文“间接故意
杀人”的罪证，把民进党逼到
了窘迫的死角！赢得海内外
点赞。

离 2024 年总统选举，还
有三年的时间，谁将会是总
统候选人的事情自然成了主
流和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
也的确是关心国家未来和命
运的人们关心的问题。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民
族和人民，都希望自己的国
家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
过上好日子。每一个国家的
政治生活，包括国家体制和
运行、民间政治团体的活动，
道理上，都需要、都必须向着
这一目标和方向进行。为
此，好总统，明智强势的国家
和人民的领路人就至关重要
了，甚至是决定性的。这样
的道理再简单再明朗不过
了。可是，在实践上，这就太
不简单，太不明朗了。国家
政治生活繁复多变，难于琢
磨。谁是明智又强势的总统

候选人呢？有了明智而又强
势的总统候选人，人民会选
上他吗？强势而昏庸的总统
候选人，不也常常被选上而
贻误国家吗？

新加坡是一个幸运的国
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
期，在马来亚国内政治的纷
争中，新加坡被抛弃而成为
一个独立的小岛国家。历史
的命运赋予它一个智慧、强
势的传奇式领袖人物，李光
耀。他在多次的选举中都无
例外地被选为执政的国家总
理。新加坡发展成为先进
的、繁荣昌盛的国家。印度
独立之后至今，从未出现一
个明智强势的领袖，带领印
度成为真正繁荣富强的国

家，虽然印度人民和民族有
多盼望。美国这世界上最先
进、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
正是在它的鼎盛之期，开始
走向下坡，很可能走向衰
落。因为在它的最后几届总
统选举中，特别是在它的最
后两届总统选举中，选上了
两位丧失理智的、短视的强
势总统。走向下坡并危机四
伏的苏联，却选上了科尔巴
乔夫这么一个不知所措的弱
势总统，难怪这曾经雄霸世
界的超级大国在他手里解体
了。（关于这事，李光耀有一
段这样的陈述：“我心想，像
苏联这么一个庞大国家，在
频临瓦解的危机时刻，还在
谈论怎么向其他国家学习推

行市场经济，真是教人悲
哀”。）幸亏俄罗斯来出了普
金这么一个有主见的强势的
总统，才不至沦落为西方列
强的猎物；虽然普金还没有
带领俄国走出困境，造就新
的辉煌。土耳其人民推举埃
尔多安为他们的总统，他的
机智和强势手腕，把可能分
崩离析的土耳其变成“西欧
国家讨好它、俄罗斯敬重它、
中东各国师从它”的国家。

佐科维是印尼1998年改
革开放之后横空出世的一个
杰出的总统。佐科维顺应了
历史机遇，人民选择了佐科
维。他终止了之前十多年争
闹不休而在建设国家方面乏
善可陈的局面，开拓了走向

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但这
刚刚是个开始，前面的道路
还是漫长。其实印尼不乏杰
出的领袖级人物。但是我们
的民众常常不理解他们，不
赞赏他们，还不时误解他们，
反对他们，甚至仇视和抛弃
他们。这是因为作为政治事
务和政治实践之支柱的各个
政党都还不是以引领民族与
国家走向国泰民安，人民安
居乐业为政治目标和行动指
南的政党。相反的，它们都
是以个人、家族、集团之利益
而争斗，相互间争权夺利的
实用主义政党。杰出的政治
精英常常成为这些政党手里
吸引和操纵民众视线和民意
的工具，为它们的政治目标

服务，成为它们手中的摆布
的棋子。更可悲的是，那些
政治贵族家庭当中，还有不
自量力的才子佳人；还有靠
吹嘘蒙骗，哗众取宠起家而
无所作为政治精英们。在我
们国家现时的政治文化里，
他们还能在政治操作中变
成比较起眼的总统准候选
人。

我们还没有一个强势的
政党，也还没有突出的强势的
总统候选人。决定2024总统
选举结果的是提名总统候选
人的政党组合、被推出的总统
候选人以及投票选举他们的
民众，泥沙俱下、龙蛇混杂。
各党派各政治势力似乎都还
没有找到应对方略，都还没有
认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
选。关心国家命运的普通百
姓怎不忧心忡忡呢？我们希
望一个明智、强势的总统，在
2024年再度横空出世。

台湾新冠疫苗的“高端”和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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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y, June 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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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选举纵横谈

巴达维房屋的栏杆 巴达维棍棒武术舞弄棍棒的巴达威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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