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尼风味美食中的中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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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粽和碱水棕

“Bakcang”源于“肉粽”
一词，在大米或糯米中加入
肉或其他食材，然后用竹叶
将其包裹成棱锥形，之后放
入锅中蒸熟。“Bakcang”源于
闽南话中肉粽一词的读音

“Bakcang”。肉粽的由来与
农 历 五 月 初 五 的 端 午 节
（Hari Raya Pe Cun）密 不 可
分。Hari Raya Pe Cun在中文
中对应“端午节”一词。

另一种是 Kicang（碱水
粽），又 叫 Kuecang/Kwecang
（粿棕）。纯碱水粽只有糯米

一种材料，不再加其他任何
馅料。将糯米用竹叶包裹起
来，煮上几个小时就可食
用。碱水粽呈黄色，口感富
有弹性，这是因为碱水粽中
加入了碱水。“碱”即小苏
打。土法制碱水是将干稻杆
烧成的灰加水混合。中国华
南地区的饮食尤其是传播到
香港的粤菜就有使用碱水的

习惯，其中最常
见的是拉面和
虾 饺 等 点 心 。
值得一提的是，
日式拉面（Ra-
men）也会用到
碱水。日式拉
面和中式拉面
的制作技术其

实一样的，就是字面意思上
“用手拉长面”（Mi Tarik）。

汤圆
印尼民众对汤圆这种历史

悠久的食物并不陌生。一提到
汤圆就会想到冬至节（Winter
Solstice Festival），这是一系列
农历节庆中的最后一个节日。
冬至这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
因此这一天是一年中白天最
短，夜晚最长的一天。

在中国古代，冬至这天
是家庭团圆的日子，要吃一
种叫汤圆的食物，大概是与
Ronde 汤（Ronde 是一种印尼
辣味小汤圆）差不多的食物。

中式汤圆以糯米粉为原
料，调水和匀成面团后将其
捏成像弹珠大小的圆球或是

依据口味喜好做得更大一
点。之后在汤圆表面染上亮
色。这种汤圆一般会放进糖
水或者肉汤里面煮。在其发
展过程中，人们渐渐地在这
种糯米汤圆里包入花生碎、
芝麻、豆沙馅等等。

印尼的汤圆 Ronde 也是
用糯米粉加水调和捏成的小
丸 子 ，不 加 糖 或 小 苏 打 。
Ronde的寓意源于其原料，即
黏黏的糯米粉，意为亲人关
系更加团结、和睦。

也许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Ronde”一词源于荷兰语的
“Rond”，意思是圆圆的。因
为在荷兰语中的单词通常会
加上后缀“je”，所以荷兰人
把汤圆叫做“Rondje”——对

于他们来说比“Tang yuan”的
发音容易多了。久而久之，
就变成了印尼人现在使用的

“Ronde”一词。
年糕
年糕在印尼有各种叫法，

例如：KueBakul、DodolCina 和
KueKeranjang。年糕（Kueker-
anjang）只在印尼以及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小部分地区才
有。KueKeranjang 的中文叫

“年糕”，闽南方言叫“Thi-
Kue”，意为甜粿、甜糕。其形
状不似我们熟悉的那样，做法
也更像炒河粉，一般与蒜、葱、
猪肉片和虾仁一起炒。

巴达维亚的 Dodol 可以
说是这三种里面最特别的，
因 为 最 像 年 糕（KueKeran-

jang）。一般流行在开斋节
前夕吃巴达维亚的Dodol（糯
米甜糕），现在一整年都吃得
到。某些特殊的节日活动也
会吃这种糯米甜糕，例如宴
会和宗教典礼。一块巴达维
亚糯米甜糕蕴意深刻：社会
齐心协力。它的制作过程就
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从前
期准备工作到最后的包装，
需要很多人协作完成。
后来，为了丰富Dodol糯米甜
糕的味道，人们新增了榴莲、
巧克力、菠萝蜜、木菠萝等口
味。正是这些丰富的味道让
Dodol 糯米甜糕形成了区别
于中式年糕的鲜明特点。

中式年糕味道偏淡，传
入东南亚国家后，被改良成
了甜味年糕，甚至创造了各
种各样的新做法。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
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
册）》。本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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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盟峰会“无限期推迟”，不仅是傲慢惹的祸
原定于 3 月底举行的美

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特别峰
会已被白宫“无限期推迟”。

泰国《曼谷邮报》网站
在此前的一篇报道中透露
了东盟与美国方面确定峰
会日期时的曲折过程：东
盟领导人向拜登团队先后
提过数个日期建议，但美
方一再修改日期，甚至搞
单方面公布时间的“突然
袭 击 ”。 这 样 的“ 美 式 傲
慢”令多位东盟领导人感
到恼怒，甚至有人开始觉
得“最好取消这次峰会”。

美国最后只迎来了新加

坡总理李显龙的到访。新加
坡《联合早报》披露的一个细
节引发各方关注：在新美两
国领导人会谈后共同举行的
记者会上，拜登在发言中至
少 6 次提到“印太地区”，而
李显龙则多次使用“亚太”一
词。谨慎的用词体现出李显
龙一贯的态度——“不希望
东南亚成为美中博弈的前哨
站”。

同样，作为今年二十国
集团（G20）峰会和亚太经合
组织（APEC）会议的主办国，
印尼、泰国此时却为美俄间
的矛盾可能带来的两难境地
而忧虑不已。据彭博社报
道，通常情况下，这两个会议

美俄领导人都将出席，主办
国担心届时会被美国施压被
迫“选边站”。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
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伊恩·
斯托里表示，东南亚国家对
眼下这场冲突所持的立场将
基于其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
观点，华盛顿施加更大压力
要求它们“选边站”很可能适
得其反。

树欲静而风不止。特别
峰会的偃旗息鼓并不意味着
美国会放慢拉拢东盟以插手
南海、抗衡中国的脚步。反
而从近期的种种动向来看，
美国在今年势必会加大力度
推行“印太战略”，继续以“印

太经济框架”、联合军演等经
济、安全领域议题为诱饵，对
南海周边国家进行拉拢、施
压与胁迫。

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向国
会提交了一份创纪录的国
防预算，预算案中 12 次提
到中国；五角大楼向国会
提 交 了 新 的 国 防 战 略 报
告，将中国称作“最重要的
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海军
和 26 个伙伴及盟国刚刚结
束了 2022 年“环太平洋”军
事演习的最后一次规划会
议，今年“环太平洋”军事演
习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
上军事演习。

美国靠天价军费能买来

横行世界的通行证吗？答案
恐怕早已揭晓。我们看到，
在美英澳联手制造核扩散风
险的问题上，在面对俄乌冲
突问题上，多数东盟国家坚
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作出
了理性客观的评判。印尼外
长蕾特诺近日公开表示，“我
们的人民会问，如果‘印太战
略’不能为人民带来经济利
益，这个概念还有什么意
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一场近邻老友间的春天
之约此时正式开启。应国务
委员兼外长王毅邀请，印尼、
泰国、菲律宾、缅甸等东盟四
国外长密集访华。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
示，四国外长来访再次体现
了中方同东盟邻国间的亲密
友好关系，以及各方对推进
中国东盟合作的高度重视。
由此不难看出，在中国东盟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开局之
年，合作仍将是持续热络的
主题词。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相信东盟国家也早已看清，

“印太战略”不仅承载着美国
人的傲慢与偏见，更昭示着
他们的野心与霸权。当然
了，美国也必然不会得到什
么好结果，如同“无限期推
迟”的峰会一样：无疾而终，
注定失败。

清明悼念母亲

那 晚 彻 夜 难 眠 ，天 微
微亮时, 昏昏欲睡，被突来
手机铃声惊醒……以最快
的速度我们六个从各地奔
驰而到。母亲已不在原来
的病房里，她被到特殊单
人房。我们围在您身边，
看不到您起伏的胸膛，您
身上那些不知名的插管都
解 开 了 。 是 ，妈 ，您 解 脱
了，终于解脱了！解脱了
那在红尘与极乐世界之间
徘徊等待的焦虑，解脱了
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痛苦，
您安安静静地躺着，安详
地离开了我们。您静悄悄
的步伐 如晴天霹雳，是天
机 带 来 了 大 限 ，何 人 可
违！然我们很不舍，不舍
啊……是喜，是悲，是哀，
是疼，在心里百感交集, 难
以言表。喜？我们日夜轮
班守着，徘徊着，盼着您从
昏睡中醒来……算是盼来
了一个结果，您给予我们
那漫长的煎熬一个句号，
一个“终于”……我们心里
那沉重的负担，脑海中的
疑惑、困扰终于都给您带
走了。外面几个护士埋头
赶工，处理母亲需要的后
事文件。

柩车在前头，我们随后
送母亲入殡仪馆。等候室
里，我们六人都在无言中捡
拾着许许多多那些发黄年
代里的记忆。一位护士让
我们看看母亲遗体，问我们
还有什么要求，我看母亲被
她们装扮地那么美，嫩红的
脸颊更加和蔼安详，“夫人

不像是九十岁老妪，皮肤很
白嫩，你们母亲真美。”

这一幕幕好似昨夜的
情 景 ，记 忆 犹 新 ，历 历 在
目。星转斗移，光阴如箭，
这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母 亲 您 一 生 靓 丽 ，秀
外慧中。在这么漫长的岁
月里，您只是一个平凡的
主妇，没有令我们骄傲的
伟大事迹，但是在我们年
轻不经事时，您一直是我
们精神的慰藉。当我们一
个个地为人父母时，很多
时候我们仍需要母亲您的
安慰。我们效仿您曾经的
和蔼，以您的智慧节俭滋
润我们自己的家。您一直
是 那 么 从 容 平 淡, 得 意 时
不以物喜，为人始终不计
较 ，不 攀 登 ，不 曾 出 言 不
逊，失意时也不发一句怨
言，这都是您留给我们铭
记的榜样。您以平淡的日
子，平实的生活走过九十
个 春 秋 ，的 确 十 分 蒙 恩 。
您让我们持家有道，我们
舍不得失去做您儿女的份
儿，然而当治丧司仪喊着

“ 长 子 站 在 这 一 边 ，女 儿
……”恐 怕 这 是 我 们 被 称
为儿子、女儿的最后一刻，
随着您的离去，我们也失
去了一份做儿女的天伦之
乐，失去了您温馨的陪伴，
您那不顾回报的付出永不
会被光阴所吞噬，它将永
远地刻画在我们心中。

以 您 生 平 为 人 ，我 们
相信您在西方极乐净土必
有个殊胜美好的归宿。在
那无痛、无悲的世界与父
亲团圆。

公元1961年父亲务养鸡
业迁入郊区农村生活，这里
靠近当年的旧机场郊区，人
烟稀少，空气清新。自然界
的烟岚雾霭，云岫霞辉，晨星
晓月，暮宿归鸦，都深刻印烙
在印象里。这里居民除了原
住民之外，一些纯汉民族华
人身穿黑色绸布蓝衫黑裤，
头戴斗笠挑扁担种菜的汉族
媪妪翁叟，以务农、养鸡鸭、
种花为业之外，看得出他们
一定是下南洋来定居的华侨
移民后裔，他们讲纯正的泉
州和漳州口音闽南语或潮汕
方言，还有一种娘惹与峇峇
族群，他们的闽南语混搭很
多印尼语词汇，他们种植稻
米、玉米为主。这类族群在
城区里比较少见到，郊区里
就有不少。

娘惹家族爷爷是讲潮汕
方言为多，当年是汕头下南洋
来当苦力的华工，满脸横丝皱
纹，步行动作手脚略僵硬有点
儿驼背，手臂和腿上起很多疙
瘩，手脚皮肤干瘪，似老树胶树
皮布满刀痕累累，镂刻着年轻
时饱受风霜阅历的写照。说的
是新客混合本地的印尼语，腔
调词汇不是太过标准，而奶奶
的闽南语又是混搭了好多印尼
语词汇洋腔洋调的洋泾浜，她
口嚼烟丝薷叶，经常嘟着嘴唇
满口红红的口如含朱丹。身穿
蜡染纱笼梳起盘龙髻，发髻上
插有金银镶嵌了珠宝或是牛角
玳瑁制造的爪哇发簪，参加宴
会时还披上纱巾和肩巾，银饰
的腰带，这就是传统的印尼民
族服装打扮。我真佩服这种异
族联姻的美满和幸福，语言、种
族、宗教都不相同，却能融为一
体打成一片。

当年父亲务养鸡业迁入
农村，我除了帮忙养鸡业工
作就是到城里学校读书和补
习，我在农村成长，比较少时
间出来与同龄伙伴玩耍。早
期郊区孩子多数没有上学，
后期郊区建了学校大家的子
女才有上学读书。1965年原
本建立了一所学校，刚开学
启用了几个月，突然被军方
关闭由政府接管，七十年代
由卫理基督教会开办卫理四
校分校。八十年代由佛教分
会开办增多一所小学分校。

因为我都往城区读书和补
习，无形中我在郊区有“小读
书郎”的称号。多数人都说
我除了帮忙工作就是出城里
读书的小秀才。有些人还以
为我是教师。

爸爸城里买了一些菜种
子回来种植，蕹菜、苋菜、四
季豆、豇豆、黄瓜、苦瓜、菜
心、芥菜、芥蓝菜、丝瓜我都
种植过。八十年代父亲结束
养鸡业，因为我在城区里经
营业务每天来去路途上花很
多时间，90年代初搬出城区，
告别了住惯了将近30年的农
村生活。种田养畜那段生活
虽然清苦，但永远是最美丽
的回忆。国画中的花、鸟、
虫、鱼也是从小观察和接触
自然生态最多的。

时光如流，一眨眼迁往
城区已经31年了，今天农场
变成了住宅社区，回顾和怀
念昔日童年的玩伴，很多已
经分散迁居，部分还见得到
的有的人已经鳏寡，有的已
经成了爷爷奶奶级别，也有
吊儿郎当的单身贵族。有些
与异族通婚娶了原住民为
妻，有的妻子是基督教徒有
的是回民。有的嫁鸡随鸡嫁
狗随狗可以跟随夫唱妇随，
随丈夫清明节扫墓祭拜祖
先，除夕做年夜菜，香菇猪
蹄、梅干扣肉、甜酸鱼、猪肚
汤。祭拜观音、佛祖，念金刚
经、楞严经。有些依然保持
着她的基督教和回教信仰，
彼此尊重互不干涉。有些就
索性皈依了穆斯林教徒妇唱
夫随，儿子穿上白衣素服头
戴乌纱帽，到了禁食节遵照
禁食节条规过回民尔代节，
回来给爹妈下跪拜年带来食
格饭菜，给家庭带来了多元
民族节日和传统习俗气氛。

一童年的玩伴娶了曼黛
玲民族回民姑娘为妻，夫妻
相敬如宾，互相尊重两种宗
教的传统习俗兼容并畜，清
明节会跟着祭祖扫墓，家里
跟着丈夫吃中国菜肴相夫教
子，回去外家又是传统的回
民少妇。赵同学娶了中爪哇
一基督教爪哇妹，每到礼拜
天一定到教堂祈祷。她在雅

加达慈济佛堂当回收义工，
完全尊重各种宗教的教规，
圣诞节家里的圣诞树给家庭
带来了好多光彩。家姑老年
病倒了她热心伺候，家姑会
觉得丢人，伺候她的是个原
住民儿媳妇，在亲友面前她
觉得没面子，百般挑剔伺候
得不周到。叶老师的儿子考
上了医生，在医学系里认识了一
原住民女同学，两人志气相投走
在一起结为连理在廖省市立医
院服务。邝同学娶了一位亚齐
妹可以操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语，
下厨懂得烹煮中国菜。

一学生的二嫂是原住民
基督教徒，不过家翁信奉佛
教，她很有儿媳妇风范，知道
上香钟点快到了给家翁准备
好火柴蜡烛祭祀用的香，给
准备好金刚经诵经光碟和佛
珠，家翁膜拜完毕立刻奉茶
伺候。一位非佛教徒可以小
心为家翁准备好各种佛教用
品也实为罕见的事。不同宗
教可以互相兼容并畜，一家
生活挺美满的安详宁和；参
加陈先生的葬礼仪式，他儿
媳妇是爪哇原住民回民，育
有一女儿，回民媳妇在家翁
葬礼披麻戴孝上香下跪，送
往火化场，出殡还哀伤哭断
魂肠。在家里也随着夫家吃
中国菜，帮忙丈夫卖馄饨面，
懂得入乡随俗，是接纳圆融
的一种方法。

一朋友的女儿早期爱上
原住民曼黛玲回民，其夫人
反对觉得女婿异族同胞不是
很光彩，不过朋友同意异族
通婚，只要是你喜欢的都尊
重你个人选择，婚后皈依穆
斯林信徒改吃清真食物，后
来生育了两个男孩。两个男
孩成年后长男找个华族道教
乩童的女儿，次男找个华族
基督教姑娘。父亲觉得没有
人愿意继承回民香火显得有
点不满。两个娘惹外孙询问
姥爷应该如何面对？姥爷教
子有方，拍拍外孙肩膀说：

“只要你们自己喜欢，姥爷支
持你们自由选择，不用怕，你
爹我有办法说服他”。尔代
节女儿女婿两个外孙来给姥
爷拜年，姥爷按照华族民俗

配合回民礼节用绿色封套分
发压岁钱，并对女婿说，你两
个孩子成年了，他们有自由
权选择自己喜欢的配偶。当
年我女儿选择了你我没有一
句反对或怨言就满口答应
了，也不干涉女儿皈依回民，
孩子成年了应该尊重他的幸
福。做人应该心胸豁达开
朗，今天你也应该尊重两个
儿子的自由选择才是，信仰
各人都有自由选择，女婿默
默无语。两个外孙就喜上眉
梢笑得合不拢嘴。内心暗中
竖起大拇指，姥爷确实伟
大。这样异族婚姻就和早期
的苦力华工娶爪哇妇一样幸
福美满，潘秀琼唱的《家家有
本难念的经》就容易唱了。

事在人为，即使不同民
族不同宗教，你懂得善于接纳和
包容，互相尊重，事情就会圆融、
圆通。太过于固执坚持一方只
能把事情搞扎弄僵局。夫妻是
两人要相处一段很长的半辈子
时日，应该把权利交递在他们自
己的手中去掌控。

曾经有一对恋人就因为
夫家是佛教，儿媳妇是基督
教徒，双方自由恋爱走到一
起。因为事先没有沟通商榷
好，新娘子入门时婆婆需要
行佛教礼节，要新媳妇上香
奉茶在先夫神灵牌位表示入
门尊敬夫家长辈，毕生也只
有要求只一次上香，以后可
以遵照儿媳妇每个星期日上
教堂去做礼拜不需要日夜焚
香祭拜。新娘子很想上香奉
茶表示对先家翁敬意，因为
送嫁跟随的有教堂领导人和
教友们说，基督教徒接受洗
礼过后信徒不能烧香膜拜，
即使一次也不能犯规。夫家
婆婆觉得很扫兴面无光彩，
儿子娶儿媳妇都不给我先夫
烧香敬茶行礼，连这么一个
小小要求都做不到，是个不
孝没规矩的女人，亲家就成
了冤家，战火就爆发蔓延开了。

有时外人不用太过执着
于别人家庭的内政，人，只要
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体贴，就
可以好好相处得圆满。宗教
和信仰是要人和平相处与
共，勿以自己的主见影响了
别人的人事相处，应该圆通
尊重各人家庭家规、宗教、种
族和民族之间才会世界大
同，有“博爱”心。

乡村记忆■ 棉兰：晓杨

侨中建校七十五载 恩重如山难以忘怀
是您哺育我们成长 是您培养我们成才
迷路时想您有方向 困难时想您有力量
您造就的无数人才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无私奉献伟大时代 侨中精神永放光彩
薪火相传世世代代 我们把手都牵起来
一起走向灿烂未来

——为万隆侨中建校 75 周年而作

■ 楠榜：小桥梁

■香港：吴训元

侨中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