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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豪杰无数，惟肖虎巨人雄冠天下

牛年除夕一过，虎年接
踵而至。以中华文化之传
统，从正月初一再到大年三
十，这一年出生的婴孩，便是
肖虎的属相。

在这举世称颂的虎年春
节，人人都在祝愿新的一年
虎虎生威、龙腾虎跃。生肖
属虎的朋友，自然也会被大
家高看一眼。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
吞万里如虎”；“虎头望月人
何处,风流少年见我行”……
自古以来，描写人中豪杰如
虎威雄风的诗句，多让人一
咏三叹，豪气顿生。这其中，
当属毛泽东写的最有气派：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复
慨而慷。”

但愿 2022 这个壬寅虎
年，也能云开雾散，天翻地
复，把那横行已久万恶滔天

的新冠、德尔塔、奥密克戎等
等病毒一扫而光，彻底埋葬
在我们悲伤的记忆之中。

说到老虎的威名，笔者
又浮想联翩，不免要查询一
下，从古到今，那些生肖属虎
的名人当中，究竟出了多少
改天换地的厉害角色？不
料，这一查资料，有两个名字
顿时让我叹为观止。

应该说，古往今来几千
年，十二生肖各有风流人物
数不胜数，倘若认真分析一
下，就会发现，在这无数英雄
豪杰当中，堪称伟大之最的
历史巨人，非属肖虎者莫属。

君若不信，老伍便给你
举上两个例子，保证叫你如
雷贯耳，心服口服。

话说公元前 259 年（距
今 2281 年），乃是春秋战国
末期的一个虎年，秦国君主
秦庄王的皇后赵姬生下一
子，取名嬴政。

这个赵姬，原是大商人
吕不韦的小老婆。吕不韦为
了结交国君，自己要做秦国
的丞相，就将她献给了秦庄
王。赵姬嫁给国王不久，即
诞下嬴政，此后继续在宫里
充当吕不韦的情人。有史书
记载，嬴政之父其实是吕不
韦。但国君秦庄王并不知道
赵姬不守妇道，他也不是嬴

政的亲生父亲，于是稀里糊
涂把大位传给了嬴政。

这位肖虎的嬴政，十三
岁继承王位，长大之后便成
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

中国历朝历代，大大小
小，长短不一的皇帝，总共出
了 408 个。在这些号称天
子、九五至尊的皇帝中，要论
排名第一的伟大，板上钉钉，
非秦始皇莫属！

李白有诗赞曰：“秦王扫
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
浮云，诸侯尽西来……”

站在整个华夏民族和国
家的高度看，秦始皇所展现
的雄才大略，可谓经天纬地，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具体
表现为：统一六国；南平百
越，北击匈奴；建立皇帝制
度；修建万里长城，修筑灵
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
此外，还统一了中国文字，统
一了度量衡和古代中国的道
路……

以上宏图大业，做成任
何一项，都堪称丰功伟绩，彪
炳千秋。而秦始皇在他执政
的 12 年里，轰轰烈烈，纲举
目张，竟然举重若轻，全部完
成。

其豪迈雄健，空前绝后，
何人能比！

只可惜，到了晚年，秦始

皇却一心梦想长生不老，到
处求仙，苛政虐民，扼杀民
智，动摇了秦朝统治的根基，
也 只 活 了 49 岁 就 病 逝 沙
丘。秦始皇生平建立的强大
王朝，在他死后短短7年，便
葬送在其子秦二世胡亥手
里。

前面说的这位肖虎的秦
始皇，一统天下，建立了封建
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深刻影
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
程。

而我们后面要说的另一
位肖虎的政治家，则倾其毕
生精力，一举推翻封建王朝
制度，建立了符合现代世界
潮流的共和体制，成为近代
中国家喻户晓的伟人。

他就是名满天下的民族
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
先驱孙中山先生。

公元 1866 年的丙寅虎
年，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省香
山县翠亨村。此人最初抱着
爱国的精神学医，后弃医从
戎，投身推翻腐朽的满清专
制政府，奔走呼号，发动民
众，屡败屡战，愈挫愈勇。

纵观其一生，无时不为
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努
力，立志要拯救国人，真心把
救国强国的宏愿当作毕生追
求的目标，苦斗几十年，终成

正果。其百折不挠的精神，
令海内外一切有爱国心的炎
黄子孙为之趋之若鹜，顶礼
膜拜。

自清朝灭亡至今，这一
百多年来，从民国早期，各路
军阀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
到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
府当政，再到中共建国直至
现在，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
治舞台上，没有谁能像孙中
山先生这样，可以得到全中
国官方民间，各种方政治势
力的一致尊重。就连曾经势
如水火的国共两党，不管任
何时代，都尊孙中山为伟
人。国民政府视孙中山为国
父，是唯一的国民党总理；中
国共产党则尊孙中山为伟大
的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有何魅力，能够
得到这么多的尊崇呢？

时间早有定论，中山先
生的两大历史贡献不可磨
灭。

其一，在中华民族被西
方列强瓜分、任人宰割的时
代，孙中山率先擎起了民族
复兴的大旗，第一个提出了

“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
自那时起，一代又一代

中华儿女在这一口号的激励
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进
步事业前赴后继。时至今

日，仍然激励着全体中华儿
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
奋斗。

其二，他最先找到中国
问题的症结，领导推翻了两
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换句话
说，如果没有孙中山发动辛
亥革命取得成功，中国人走
到今天，有可能还处在“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权制度
之下，人们见了皇帝仍要匍
匐在地，三跪九拜，如此这
般，怎么可能有后来的民族
独立与今天的繁荣昌盛！

因此说，这两点都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
础。

中华文明发展到今天，
历史源远流长，朝代更迭，创
造出的灿烂文化博大精深。
这其中，生肖属相作为久传
不衰的民俗文化之一，在全
世界华人民间有着广泛的延
伸空间，其中包含的丰富的
文化心理内涵，成为我们对
人类生命起源的一种想象和
探索。

属虎的人五行属木，身
居寅位，聚三阳之气，更敢于
挑战群雄，具有王侯将相之
风。综上所述，本文例举的
秦始皇与孙中山，其名气之
大，伟业之巨，当为两千余年
肖虎英雄前后之魁首也！

——有关虎年的系列话题之四 伍耀辉

                                                                               









































一、民主改革前印尼华人的
生存状态

印尼被苏哈托军事独裁
统 治 长 达 32 年（1966 -
1998），对内施行一套极右的
反共高压政策，从形体上铲
除屠杀左翼分子，有多达百
万左翼人士与亲苏加诺的民
族主义人士，惨遭追捕屠杀，
或未经审判长期放逐关押。
对外实行反华亲美的外交路
线，断绝了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外交关系。

这期间，苏哈托军人政权
对印尼华人施行了一整套违
反人权的同化政策，全面禁止
华族传统文化，封闭侨团、华
校与华文报，把华文等同毒品
禁止进口，禁止华人过春节，
施行改名换姓，颁布了一百多
种限制歧视华人的条例禁
令。把华人定性为“中共第五
纵队”，刻意进行政治、经济、
文化打压，妄图让印尼华人的
民族认知逐步消亡。

就在长达32年的高压统
治下，华族子弟只能进入国立
学校就读，学校里的教科书对
中国历史极尽丑化歪曲，把华
人称为支那人（ORANG CI-
NA），污蔑为剥削者的“经济
动物”，大大影响了华族子弟
对中国的祖籍认知，以及对中
华文化无可避免的无知疏
远。中华文化对这些被同化

“洗脑”的华人子弟，已经变成
遥不可及的外文化。因此截

至目前，从三十岁到六十岁的
印尼华人，基本上是“失去的
一代”，都是一群对中华文化
陌生的“华文盲”，他们的日常
用语，都是地道的土语印尼
话，华语或华族方言，已基本
消失殆尽，完全听不懂了。但
客观上，印尼还有好些地方，
如苏岛的棉兰、廖属群岛、加
里曼丹的华人，由于家庭里老
一辈华人的影响，家里会话还
沿用着方言，如客家话、福建
话、潮州话、海南话，并保留了
过春节农历年与清明节的习
俗，而且华文家教仍然流行
着，华文教学相对被重视，庙
宇里更是香花鼎盛，华族习俗
还保持相当浓厚。

但可悲的是，几乎所有华
人（包括60岁以上的老人家），
由于长期的政治恐吓打压，都
对政治产生高度敏感恐惧，

“谈政色变”，普遍远离政治人
物或从中国来的官员。华人
这种恐惧政治的心理，在苏哈
托统治的32年里，尤其明显，
一直到2000年印尼旧政权倒
台后，才逐渐改变过来。
二、改革初期华人心态的

彷徨与犹豫
苏哈托军人政权的美梦

维持了32年，1998年，印尼政
坛发生惊天动地的政治震荡，
苏哈托家族的贪污腐化，导致
了反苏哈托的民运示威席卷
全印尼。苏哈托大势已去，垂
死挣扎，妄图转移视线，灭绝

人寰地煽动起疯狂的排华大
暴乱，在首都雅加达掀起了
烧、杀、抢、奸的“黑色5-13”
惨案，许多华族妇女被奸污后
屠杀丢弃路旁。暴乱蔓延到
几个大城市，无数华人惨遭杀
害，华人商场成了一片废墟。
骚乱惊动了全世界，群起抗议
苏哈托的暴行。

苏哈托这一惨绝人寰的
暴行，物极必反，最终导致了
苏哈托军人政权彻底垮台。
1998年下半年苏哈托被逼下
野，印尼进入了一个民主改革
时代，历届民选新总统，尤其
是多元理念的瓦希德与梅加
瓦蒂总统，废除了旧政权许许
多多排华禁令，恢复了春节习
俗，解禁华文华语的使用，恢
复了ORANG TIONGHUA的
理性称呼。佐科维更是一个
明智开明的总统，发展了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伙伴关
系，使得中印尼关系处在历史
最佳时期。

从此印尼华人的政治地
位，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华人
畏惧政治的心态，并不是一帆
风顺改变。最初华人始终不
敢轻易结社办校，也不敢明显
接近中国使馆官员，如 2000
年初，时任副总统的梅加瓦蒂
邀请当时副主席的胡锦涛到
访印尼，路径峇厘岛，那时华

人都畏惧未敢公开出面迎接
胡锦涛，只有泗水华人一百多
人自告奋勇赶到峇厘酒店迎
接，峇厘华人只有三、两人。
当时华社、华校根本不存在，
多数华人还是采取明哲保身
的保守态度。
三、华人心态的转变与华社、

华校的创立发展
到了2000年10月10日，

印尼首家华文报《千岛日报》
在泗水创办，紧接着雅加达的
《国际日报》、《商报》、《星洲日
报》、《印华日报》，棉兰的《讯
报》、《好报》、《正报》等等，以
及文学周刊《印华文友》、《东
区文苑》、《呼声》、《拓荒》、《峇
厘风采》、《印华社》、《覆舟
山》、《火种》、《硕河桥》等，如
雨后春笋般创立起来。这些
报刊杂志编委与文友们发挥
了急先锋作用，纷纷奋笔疾
书，大声疾呼，对激发华人的
觉悟性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促
进作用，激发了各地华人逐渐
开始敢于出来结社办校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短
短两年里，随着中国国力的迅
速崛起，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
力不断扩大，印尼各地的华社
也纷纷创建起来，如：华文教育
统筹机构、华裔总会、百家姓、
中华总商会、印中友好协会、客
家同乡会，海南同乡会、潮州同
乡会、广肇会馆、福建同乡会、

中医协会，印华作协，东区文友
协会，万隆文学社、印尼书法协
会，太极拳会社等等。以及各
地的三语学校，孔子学院，玛中
大学、华文电脑补习班，也都纷
纷创立起来。华族子弟开始有
机会接触中华文化，留学祖籍
国成了许多华族子弟的向往，
影响了友族子弟也热衷于学习
华文华语，有些习经院办起了
华文补习班，逐步形成学习华
文的热潮。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局势
的快速转变，印尼华人惧怕政
治的心态，也开始出现微妙变
化，如今每逢中国国庆日，峇
厘登巴萨使领馆的国庆招待
会，都会有四、五百名华侨华
裔参加，都为能取得一张请柬
而感到骄傲，与过去不敢公开
亮相迎接胡锦涛的尴尬局面
不能同日而语了。

有趣的是，那“失去的一
代”中年华人，也开始认识到
学习华文的重要性，他们更多
是热衷于学唱华语歌曲，通过
学唱华语歌曲学讲华语，这些
不懂得华语的中年人，往往也
会向自己入读三语学校的孩
子，在家里与孩子们学讲华
语，孩子们成了家长学讲华语
的“启蒙师”，这已经成了印尼
华人家庭里的喜闻乐事了。
从以前不屑讲华语，到如今学
唱华语歌、学讲华语为荣，而
举家到祖籍国旅游探亲，成了
他们认祖归宗的旅游选项。

这就是印尼华人近二十年来，
来自不易的巨大心态大转变。

更加巨大转变的是，印尼
华人开始敢于参政议政，勇于
投身政坛，加入军警部队与社
会公关部门，已经是普遍的出
路选项。如:钟万学、冯慧兰、
黄少凡、蔡翠媚等等，也都成
了印尼政坛里闪亮的政治新
星。好些还当上部长、省长、
市长、国会议员、将军等等。
还有许多出众的银行家、高级
工程师、医生、教授、讲师、律
师、艺人、运动员……形形色
色，各行各业都有，充分展现
了华人新生代的杰出表现，是
华族子弟在印尼民主改革中，
不落人后的拼搏结果。

而投身在经济与文化领
域的华人翘楚，更是不计其数，
数也数不清。如：李文正、汪友
山（已故）、翁俊民、林文光、纪
辉琦、苏用发、廖章然（已故）、
施柏松、廖彩珍、李卓辉、沈德
民、许翰求、林万里、卜汝亮、马
咏南、袁霓、伍耀辉、林越、赖昌
杰、江连福、曾天丰、邱继承、朱
丽辉……等等。他们都有着过
去华校的教育背景，热爱中华
文化，都是实干家，而非夸夸其
谈者，都在华社里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引领作用。他们并都善
于融入主流社会，与主流社群
深有交往，都以自身的模范事
迹，献身于印尼祖国的繁荣昌
盛事业中，做出了公民应尽的
义务奉献。

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心态与华社发展变化
巴厘：意如香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新华社记者白旭 邓仙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
访问亚太地区多地，12日在夏
威夷会见日本和韩国外长，当
天早些时候访问太平洋岛国
斐济，是美国国务卿37年来首
次访问斐济。11日，他在澳大
利亚墨尔本与日本、印度和澳
大利亚外长举行了“四方安全
对话”机制外长会。

分析人士指出，布林肯此
行意在告诉国际社会，美国政
府在战略上依然重视亚太地
区。然而，美国试图通过构建
封闭的结盟体系、制造阵营对
抗等方式拉拢部分亚太地区
国家，这不仅不会帮助美国达
到增加影响力的目的，反而将
在当下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安
全形势复杂敏感的背景下破

坏地区稳定与团结。
“重视”亚太

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
亚11日在墨尔本举行“四方安
全对话”机制外长会是布林肯
此行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亚
外长佩恩说，这是四国外长自
2019 年以来在“四方安全对
话”机制下的第四次会谈，也
是第三次面对面会谈。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
话”机制于2007年成立后曾沉
寂了很长一段时间。2017年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后，这一
机制再次启动。在此次会议
上，美国做出了在该机制下加
强与三国合作的承诺。

·澳大利亚时政评论员格

雷格·谢里登分析指出，在乌
克兰局势紧张之际，布林肯仍
决定访澳参会，意在释放三个
信号：美国政府仍致力于亚太
地区事务，并能“一心二用”；
美政府对“四方安全对话”投
入了大量外交资源；美国政府
重视美澳双边关系。

·为了进一步凸显对亚
太地区的“重视”，白宫在四
方外长对话同日发布了酝酿
许久的《美国印太战略》文
件，声称将加强与盟友、合作
伙伴之间的合作，进一步扩
大在这一地区的外交存在，
其中特别强调了东南亚和太
平洋岛屿。布林肯在外长会
后前往访问太平洋岛国斐

济，反映出这一意图。
·但在与布林肯共同出

席新闻发布会时，斐济代总
理海尤姆着重关注美国在
应对气候变化中应承担的
责任和实际作为。分析人
士指出，斐济出于自身情况
考虑，恐对美国拉帮结派的
做法并不感兴趣。澳智库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
员米哈伊·索拉指出，美国
需要意识到的是，气候变
化、自然灾害和新冠疫情等
才是斐济更加关心的问题。

逆流之举
分析人士指出，和平与发

展是当前亚太地区乃至世界
的主流，尤其是全球仍面临新

冠疫情等严峻挑战，各国更需
要加强团结，同舟共济。一些
国家抱着冷战思维在亚太地
区拉帮结派，渲染威胁，制造
对抗，这种做法与地区和全球
团结向前的大势相悖，显得尤
为不合时宜，注定难以奏效。

澳大利亚印度商会前主
席斯蒂芬·马纳拉克撰文指
出，此次“四方安全对话”外
长会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反而暴露出四国之间的矛
盾。当具体议程触及各国自
身利益时，外界不得不质疑
该机制的团结程度。例如，
美国把共同应对“俄罗斯对
乌克兰和欧洲的威胁”作为
本次会议的优先事项之一，

但印度长期同俄罗斯关系密
切，并不会跟美国一条心。

美方还试图将“四方安全
对话”打造成在亚太地区所谓

“对付中国”的堡垒。但在观
察人士看来，这种想法更是不
切实际。俄罗斯科学院东方
学研究所印度研究中心主任
塔季扬娜·绍米扬认为，以印
度为例，该国对“四方安全对
话”持谨慎态度，印度与中国
有自己的关系，并不希望该机
制破坏印中关系。

马纳拉克也表示，“四方
安全对话”在对华关系方面存
在明显分歧。中国是亚太地
区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
伴，相比之下美国在这一地区
的贸易参与度有限，不得不令
人深度怀疑美国在该地区承
诺的可信度。

美国务卿的“小圈子”外交不合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