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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亚洲派对”：满地狼藉，如何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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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竞技场上的华裔健儿
M·F·穆克帝 （M.F.MUKTHI）

多年来，印尼在世界羽
坛上威慑四方。这种辉煌
的背后，离不开华裔运动员
的贡献。在一长串华裔羽
毛球运动员的名单中，梁海
量（Rudy Hartono）、林 水 镜
（Liem Swie King）、李 英 华
（lvana Lie） 或 王 莲 香（Susi
Susanti）的 大 名 ，无 人 不
晓。 实际上，华裔运动员
的贡献，并不仅仅体现在
羽毛球项目上。 他们在其
它体育项目上也开拓进取，
在足球和武术领域取得了
引人瞩目的成绩。他们普
及、壮大并参与到这些项目
当中，与其它族群一道为
了印尼在国际上的地位而
奋力拼搏。

下文介绍华裔运动健
儿在其它体育项目上所取
得的辉煌成就。

网球项目
1900 年前后，网球运动

传入印尼。据印尼网球协
会官方网站 pelti.or.id 称，尽
管英国海员们在努山达拉
群岛的各大城市逗留穿梭，
但网球极有可能是由荷兰

人传入印尼的。起初，只有
居住在大城市的有钱人，无
论是荷兰人还是华人，才会
打网球。

许承基（Kho Sin Kie）是
那个时期的华裔网球运动
员之一。他从 14 岁开始接
触网球，曾多次在中爪哇和
整个爪哇的网球锦标赛中
获胜。1933 年，他被派到中
国 参 加 中 国 全 国 网 球 大
赛。有趣的是，他后来代表
中国参加了墨西哥戴维斯
杯网球赛，并于次年前往欧
洲参赛。1939 年，他获伯恩
茅 斯 锦 标 赛（Bournemouth
Championship）冠军后，重返
爪哇。“在这块他生活多年
直至印尼独立的土地上，他
打败了一个又一个的爪哇
网球运动员。

继许承基之后，天才少
年陈立超（Tan Liep Tjiauw）
于 1940 年 在 网 坛 崭 露 头
角。陈立超十五岁的时候
就已参加了在玛琅举行的

爪哇华人网球锦标赛。不
过，由于对战当时的风云球
手许承基，他很快就败下阵
来。在其它的锦标赛中，他
还输给了林友谦（Liem Joe
Djiem）。到了日本占领时
期，他终于在比赛中夺得冠

军。在独立时期，他曾三次
蝉联全国锦标赛冠军，而他
的妻子则在国内外个人和
团体赛中四次夺冠。1953
年和 1955年，陈立超参加了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成为
首个跻身世界最权威竞技

场的印尼人。
除了男子单打项目外，

陈立超还与后来嫁给他的网
球女将阿耶·伯莉彦蒂（Aye
Priyanti，中文名薛淑爱/Siek
Siok Aye）搭 档 混 合 双 打 。
1956 年，在印尼网球协会年
度 锦 标 赛（Kejuaraan Tahu-
nan Pelti）中，二人在单双打
项目中一举夺得四项冠军。

淑爱本人从 1953 年至
1955 年连续三年蝉联印尼
网 球 锦 标 赛 女 子 单 打 冠
军。1958 年，她在马来亚网
球锦标赛中荣获亚军。一
直到1975年，淑爱在国内赛
事中所向披靡，无人能敌。

陈立超、林友谦和格杰·
苏达尔索诺（Ketje Soedarso-
no）三人代表印尼参加新加
坡城际赛。结果，印尼成功
夺得总冠军，陈立超赢得男
单冠军。1961 年，印尼首次
参加戴维斯杯国际网球赛。

此后，许多华裔青年网
球 运 动 员 如 林 丽 达（Lita

Liem）、 施 妮 细 （Sie Nie
Sie） 和 吴 顺 孝（Go Soen
Hauw，又名 Gondowidjojo）等
也相继崭露头角，在多项赛
事中夺冠。

林 丽 达（Lita Liem/ Lita
Sugiarto)就是其中一名杰出
的 运 动 员 。 1968-1975 年
间，这位来自万鸦佬的华裔
网球运动员参加了在亚洲、
欧洲和美洲举行的各种网
球锦标赛的女子单打、双打
和混双项目比赛。在女双
项目上，她与拉尼·卡里吉
斯（Lany Kaligis）搭档，她们
获得的最好成绩是在 1970
年澳大利亚公开赛和 1971
年温布尔登国际网球赛中
进入八强。 她还在亚运会
中多次夺金，并在欧美联赛
中成为获得奖金最高（1,000
美金）的亚洲女子选手。

为了印尼网球事业的
发展，华裔运动员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 时至今日，他
们依然频传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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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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许承基与陈立超
在爪哇华裔网球

锦标赛决赛中合影留念

林丽达与美国著名网球运动员
克里斯·埃佛特（Chris evert）

合影留念

突发的校园枪击案令
拜 登 来 不 及 好 好 总 结 自
己 就 任 美 国 总 统 后 的 亚
洲首秀，但西方专家和媒
体已经对此行的两场“重
头 戏 ”作 出 了 形 象 的 比
喻。

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
国 际 研 究 中 心 贸 易 专 家
古 德 曼 评 论 说 ，“ 印 太 经
济框架”的启动仪式更像
是 一 个“ 酒 吧 的 派 对 ”。
澳 大 利 亚“ 东 亚 论 坛 ”网
站的文章则更不客气，直
言 拜 登 在 亚 洲 的 压 轴 活
动 —— 美 日 印 澳“ 四 方 安
全 对 话 ”已 经 变 成 一 个

“价值可疑的二手备胎”。

为何这场敲锣打鼓的
亚洲之行，落了个如此嘲
讽的评价？

众所周知，“四方安全
对 话 ”是 美 国 主 导 的 封
闭、排他的小圈子。这次
会 后 的 联 合 声 明 也 不 过
是老调重弹，说什么将继
续 应 对 基 于 规 则 的 海 洋
秩序所面临的“挑战”，并
推 出 一 项 旨 在 针 对 中 国
的 打 击 所 谓“ 非 法 捕 捞 ”
活动的海事倡议。

同样，地球人都知道，
“ 印 太 经 济 框 架 ”无 非 就
是为美国不光彩的“印太
战略”披上一件粗糙的经
济 外 衣 。 美 国 商 务 部 长
雷蒙多毫不隐讳地表示，
这 标 志 着 美 国 重 树 地 区

经济领导力、为地区国家
提 供 替 代 中 国 方 案 的 重
要转折点。

但美国高官们似乎忘
记 了 一 点 ：这 件“ 经 济 外
衣”粗制滥造、漏洞百出，
一直因缺乏透明性、确定
性 而 备 受 争 议 。《华 尔 街
日 报》称 ，一 些 亚 洲 国 家
对 该 框 架 没 有 包 括 他 们
一 直 寻 求 的 关 税 减 免 和
扩 大 美 国 市 场 准 入 感 到
失 望 。 印 度《经 济 时 报》
评 论 文 章 认 为 ，“ 印 太 经
济框架”归根结底是美国
主导的一项“政治安排”。

“ 印 太 经 济 框 架 ”有
13 个初始成员国，其中 11
个国家是《区域全面经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RCEP）

的 正 式 成 员 国 。 很 多 国
家虽然加入“框架”，但并
不 想 因 此 被“ 框 住 ”与 中
国的关系。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
示，新加坡支持中国提出
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全
球 发 展 倡 议 ”，若 不 和 中
国发展贸易，不仅会付出
很大代价，还会制造更多
摩 擦 。 韩 国 总 统 室 第 一
时 间 澄 清 ，“ 印 太 经 济 框
架”的重点是维持供应链
稳定，并非排斥中国等特
定国家。

路 遥 知 马 力 ，日 久 见
人 心 。 不 论 外 部 风 云 如
何激荡，中国始终是东盟
的 好 邻 居 、好 朋 友 、好 伙
伴；始终做亚太和平的建

设 者 ，亚 太 发 展 的 贡 献
者。

去 年 11 月 ，中 国 东 盟
正 式 建 立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中 方 决 定 在 未 来 3
年 再 向 东 盟 提 供 15 亿 美
元 发 展 援 助 。 双 方 用 行
动再次诠释了“患难见真
情”这句东方谚语的真正
内涵。两天前，国务委员
兼 外 长 王 毅 应 约 同 印 尼
外长蕾特诺通电话，双方
再 次 表 达 坚 定 支 持 亚 洲
发出加强团结、共迎挑战
的一致声音。

日本政府 25 日公布的
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近 半 数 的 东 南 亚 国 家 受
访 者 认 为 中 国 是 该 地 区
未 来 最 重 要 的 合 作 伙

伴 。 这 也 是 日 本 外 务 省
自 2015 财 年 开 展 这 项 调
查以来，中国首次排名第
一。

在 美 国 人 眼 中 ，东 盟
和 亚 太 又 意 味 着 什 么
呢 ？ 英 国《金 融 时 报》网
站日前刊文称，美国乐于
讨论军事援助和武器，却
不愿谈论贸易和投资，这
是在告诉伙伴和对手，它
只会说一种语言。

可 以 预 见 ，由 于 美 国
醉 心 于 制 定 游 戏 规 则 又
毫 无 合 作 诚 意 ，“ 印 太 经
济框架”自诞生之日起就
注 定 了 失 败 的 命 运 。 那
么，这场“酒吧派对”之后
的满地狼藉，美国又该如
何收场呢？

夏之云新书《诗岛拾韵》即将
出版，我感到很高兴，这是印华
文坛的喜事，必将为印华文坛增
添绚丽灿烂的异彩，我衷心祝贺
她!

夏之云要我为她的文集写
序，让我又惊又喜，我理解出书
请人写序是常理，但要我为他人
写序，我还真觉得不够格，那应
该是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或文
坛有知名度的前辈，而我只是一
个普通的爱好写作者，因此我对
夏之云说：“要我写序言何德何
能？就写点感言吧。”

夏之云姐却真诚地说：“我觉
得你与我们一向很熟络亲近，无话
不谈，相互了解，写点你对我的了
解，一定会更真实和亲切。你就
放手写吧！”意如香也打电话来
鼓励说：“你可以的！别紧张，就
当作学习和鞭策吧。”话语中充
满了鼓励和期待，盛情难却，只
好恭敬不如从命，就勉为其难写
点“感言”交差，还希望读者包函!

笔者和意如香、夏之云伉俪
的相识已有数十年的机缘，上天
厚爱，他们与我的胞弟（廖振文中
医师）早在廖属杜迈（Dumai）就已
是挚友，他们谈得很投缘，来往亲
如一家人，他们夫妇热心厚道，善
良，乐于助人。因此后来我与他
们就有了一段别后重逢的奇缘，
为此我还写过一篇“与心仪作家

意如香的一段奇缘”，发表在报纸
上，在此就不多言了。

夏之云，出生于苏北奇沙
兰，就读于棉华中学，高中毕业
后，与意如香一起，在华校执教
多年，1965 年华校关闭，随夫从
商，在杜迈开设美发美容院与女
装裁缝。九十年代迁居峇厘岛，
从事成衣出口业，意如香在一家
海绵弹簧床厂任总经理 。夏之
云凭着一双巧手，能缝会剪，皇
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的事业蒸蒸
日上，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夏之
云忙于成衣出口业，但在家是贤
妻良母，教子有方，把家务料理
得井井有序，和夫婿意如香相濡
以沫，是人人知晓的“文坛侠侣

“，子孙满堂，如今在峇厘岛过着
神仙般的晚年。

夏之云擅长写散文、散文诗、
诗歌与微型小说，曾获得国内外
多个奖项。她的语言功底深厚
扎实，有成熟的驾驭语言能力，
在第 3 届金鹰杯散文比赛中，她
的佳作“不长泥中花自芳”，以优
美的修辞，文字典雅，细腻凝练
而荣获优异奖

她对中国古典文学十分娴
熟，她的诗有中国古典优雅意像，
文化内涵精彩，常让读者惊叹！
其佳作《旗袍风韵》荣获新西兰”

“旗袍”全球诗歌创作比赛优秀
奖，还有一首《国学经典的浩然》，
荣获第2届“莲花杯”世界华文国
学经典诗歌大赛银杯奖“蔡丽双
杯赤子情”全球新诗大奖赛，夏之
云一首《瓷花碗》荣获长者组一等
奖，是印华文坛的殊荣。

2018 年 12 月，在雅加达印华
作协主办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
讨会，与 20 周年庆典以及第 6 届

“金鹰杯”颁奖礼结束后，很荣幸
我能邀请他们伉俪到井里汶分
会，主讲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学研
讨会，分享他们的写作经验，受到
井里汶文友们热烈欢迎和热情接
待。研讨会上我特地将夏之云荣
获优秀奖的“旗袍风韵”，复印分
发给到会的文友们，让文友朗诵：
一缕古韵穿越时空的中华礼服旗
袍，端庄与高雅，在浓墨重彩的画
卷中，凹显了东方曲线的优美。
深深感染了到会的文友们，赢得
一片热烈的掌声。

祝福夏之云文集《诗岛拾韵》
出版了，低吟书名，我深知夏之
云取书名，一定下了一番功夫，
苦思推敲，因为我常听意如香说，
她平时写文章很认真，字字句句都
慎重推敲，多次修改满意后才发
表。这富有诗意和峇厘风情的书
名，相信也是她的精心结晶吧！

写完了这篇感言，我舒了一
口气，总算完成了任务，权当充
数，悠然间感觉到，能够为夏之
云的文集《诗岛拾韵》，写点心里
话，也算是我今生的荣耀吧！

富有诗意和峇厘风情的文集《诗岛拾韵》
■ 井里汶：云风

人 生 的 活 动 都 是 属 于“ 工
作”，不同的是“为自己”还是“为
别人”工作。别以为休息是一种
自由，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工
作”, 因为要好好休息才是休息，
不好好休息也是一种浪费。知道
人生苦短，就别寻求苦短，而是要
在苦短中珍惜自己的时间，运用
在正当的“服事”上。生命不属于
自己所有，而是上帝的恩赐；学习
或工作也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
了装备自己，为给别人付出更好
的”服事”，“种瓜得瓜”，殷勤的
播种肯定会有收获，也许现在还
看不到，记住！凡事有时，真诚的
服事也要有耐心，要相信“不是看
不到，只是时间未到”。

童年有功课上的负担，成年
有工作上的负担，成家后又有家
庭的负担，老年也要面对生老病
死的负担。人生都各有自己的担
子，离不开脱不掉的担子。这些
担子都是一种基本上的“服事”，
只是不同的处境、不同的人际、不
同的时间，都需要我们来面对，其
实也是一种工作，归根到底还是
属于现实的服事。

当我们走进社会,加入了复杂
的圈子和人群，往往会不知如何
是好，“好”的反面就是看不到的
压力，如果自己受不了就会造成

“坏”的负面。成家后的压力总比
单身大，交际越多，活动也就多；
活 动 越 多 ，你 的 时 间 就 越 来 越
少。工作也是一样，要做好自己
的工作或“服事”都要以专一的心
去完成，马马虎虎的行为不会有
好的效果。复杂的社会人群，这
就是社会生活，自己的生活要自
己来选定方向。复杂是多种的选
择而不是混乱，心乱就会成为复
杂。如果你已经有了家庭、工作、
社会活动和教会活动等等，有活
动是好的，但太多就会不好，自己
要分别重点和优先。

我总是认为“家庭”是最主
要，更何况是一家之主。家庭是
上帝所赐，照顾好家庭是别人不

能取代的责任。基督徒的家庭是
“教会”，主人是牧者，要牧养、教
导 自 己 羊 圈 里 的 小 羊 。 圣 经 记
载：“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上帝的教会呢？”（提摩
太前书三章 5 节）家庭不是别人
的，不去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怎能
做好其他的工作呢？更何况去服
事教会？家庭是教会的成员，没
有 好 的 家 庭 ，怎 能 会 有 好 的 教
会？所以，家庭照顾好自己的家
庭是最重要的工作。

生意或工作是每个正常人的
谋生活动，要生活、要养家、要吃
就要工作。到底为谁而工作，想过
吗？工作不是只为了自己，而是多
人期待着我们真诚的付出，别因为
自己的疏忽带来别人的损失。工
作是一种“服事”，每份工作都是
神交给我们的责任，神要我们通过
工作来证明我们的”服事”，通过
工作来成为祝福的管道。记住!你
的播种也就是你未来的收获，你的
家人很需要你，你周围的人也很需
要你，要正确的播种。

其他活动，包括教会活动是不
是主要的工作? 教会礼拜不属于
普通的活动，是每个信徒应有的固
定任务。如果你是全职的事工，那
就是你的工作，你就要专注神的旨
意，如何照顾、牧养、引导教会里
的生命，因为你是专职为神工作。
教会活动都是好的，社会活动也是
好的,但要懂得安排时间来参加就
会更好，除非活动非你不行,还是
你已经任职。家庭需要你，别人不
能取代；你的工作需要你，不能随
便代替，别忽略了神对我们每个人
的工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自
己的家庭，自己的社交活动，都是
神的恩典。神赐给我们健康、智
慧、聪明让我们一生可以懂得如
何使用，使我们所播种的美可以
有好的收获。每一份工作，需要
我们心甘情愿去服事，就像服事
神 一 样 。 如 果 我 们 是 真 诚 的 服
事，有困难神会帮助你，神要我们
有美好的日子，美好的家庭，美好
的未来。感谢主！

工作是现实的“服事”
■ 雅加达：林裕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