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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维总统访华，实施印尼自由和积极的和平政治

■ 雅加达：菲迪卡
（Virdika Rizky Utama）

佐科·维多多总统访华，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
近平，是一件特别的事情。佐
科不仅是疫情期间首位访华
的外国总统，中国也是佐科此
次亚洲之行的第一个访问国
家。

对中国而言，佐科的此访
标志着中国也准备好在后疫
情期间重启外交。事实上，据
报道习近平主席也将出席在
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
团峰会。这将是习主席出席
的第一个多边会议活动。

此外，佐科与习主席的会
晤也含蓄地肯定了应对巨大

压力的两种态度和政治策
略。一是面对美西方北约在
俄乌危机问题上施压的国家
政治立场，二是地区政治态度
在东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
事领域面临美西方的压力。
印尼希望成为国际政治权力
钟摆的调节者。

双重压力
两大压力持续增强。此

前，有一个与美国-北约G-20
抵制有关的大计划，这对印度
尼西亚是一个短期的压力。
佐科访问俄乌之后，访问中国
是正确答案。

印尼回应称，它一贯坚持
“公正”的政治原则。印度尼
西亚甚至承诺在即将举行的
20 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上为争
议各方提供“对话圆桌会议”：
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北约
和中国-美国。这是正确的选择。

前往中国的前一天，美国
军事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长
马克·米利将军于周日（24/7）
在TNI总部拜访了TNI总司令
Andika Perkasa。对于一些观
察家来说，这是美国对印度尼
西亚的压力。

此外，佐科此次访华，强
化了东盟多个国家拒绝西方
抵制俄罗斯号召的态度。此
访也强化了东盟三个重要国

家今年主办三场峰会的地位，
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是三个
对话伙伴。不过，佐科此访的
主要关注点应该集中在这两
大压力上。

佐科访华是正确答案
一是东盟对俄罗斯的压

力。印尼的不结盟政治立场
可以同时代表大多数东南亚
国家的政治立场，但新加坡除
外，后者跟随美西方，新加坡
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制裁。

作为 20 国集团主席国，
现在正是印尼展示其政治曲
折能力的最佳时机。印度尼
西亚必须稳定地在两种潮流
之间冲浪：俄罗斯与乌克兰、
俄罗斯与北约-西方以及中美
之间。究其原因，俄乌危机对
东盟和美国/北约关系以及中
国的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

就短期而言，佐科的此访
具有重要意义。本质上，印尼
和东盟不需要被西方当前的
压力拖着走。西方呼吁通过
2022 年 5 月在华盛顿举行的
美国-东盟峰会制裁俄罗斯的
呼吁似乎落空了。这意味着
东盟在政治上是独立的。

二是在中国问题上对东
盟施压。关于中美关系紧张，
佐科访问俄乌是有长远目标
的。这与中美在东南亚愈演

愈烈的冲突中的地区政治有
关。例如，中国在俄罗斯-乌
克兰危机上的沉默中立立场，
隐含地将其定位为美国-北约
的反对派。

其中一个分歧是由两者
在东盟地区争夺影响力（经
济-政治-军事）的争端引发
的。两国在国公省七星海度
假村（RDS）项目和柬埔寨云
母海军基地（RNB）的摩擦是
衡量佐科访问政治影响的一
个重要例子。

美国怀疑该项目将涉及
扩大中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基
地。与此同时，中国和柬埔寨
否认了这些指控。真正的重
点是两国在与东盟建立关系
方面的不同战略。

从战略上看，中国似乎进
入了儒家的军事战略格局，即
意图为基础的战略，一种根据
对手的倾向/欲望支配的微妙
战略。东盟的热情是经济，而
中国正带着地缘经济的压力
进入其中。

另一方面，美国进入了以
武力为基础的战略：控制对手
的威力。通过其以霸权和镇
压著称的地缘政治政策获得
全部权力。

东盟向中国的转移促使
美国改变其政策战略。在柬

埔寨的 RDS 和 RNB 案例中，
美国似乎被中国压倒了。中
方非常了解柬埔寨的需求，因
此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另
一方面，美国仍在采取压制-
强制的方式。

因此，柬埔寨仍然决心与
中国合作，同时让美国相信，
RDS和RNB不是中国的军事
基地，而是两国的经济项目，
即旅游项目。

中国与地缘经济和美国
与地缘政治的路径差异影响
了东盟对两者的反应。中国
继续显示其主导地位。

东盟向中国的转移促使
美国改变其政策战略。2022
年 5月美国-东盟峰会上，美
国总统拜登改变了与东盟的
关系格局；从“战略伙伴关系”
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
国很清楚，其在东盟地区的地
缘经济政策开始落后于中国。
印度尼西亚：对话圆桌会议

从两个主要压力来看，印
尼应该能够成为政治钟摆的
调节者。在东盟地区政治中，
印度尼西亚可能是一个关键
角色。他可以在有关国家的
冲突潮流之间遨游。在俄乌
危机中，印尼可以成为对话圆
桌会议的提供者。预计美中
对峙也会如此。

同时，在中国与美国-北
约-西方的关系上，印尼可以
利用双方的冲突来巩固印尼
的地位和东南亚地区的政治
地位。

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可
能是印度尼西亚-东盟价值的
双重平衡。首先，美国在东盟
与中国关系的紧张局势中，特
别是在南海与中国之间的几
个地区国家之间的争端中起
到了制衡作用。

其次，中国也可以作为制
衡剂，使东盟摆脱美西方的压
力，不仅在俄乌冲突方面，而
且在美国霸权下的双边和多
边关系中。

现在是印度尼西亚在地
方、区域和全球政治中谨慎、
准确、有效地玩耍和冲浪的时
候了。印度尼西亚可以成为
一个很好的节奏调节器，是

“公正政治”理念和原则的体
现。只要印尼努力加强地方
政治，使其理性化、文明化，最
终得到世界的认可，地区政治
和全球政治的钟摆是可以控
制的。

（ 作 者 系 印 尼 PARA
Syndicate智库研究员，雅加达
国立大学历史系毕业，上海交
通大学2022 级政治学硕士研
究生。）

印中友好
（唱和诗）

42、雁南飞
1988年，刘皓怡与陈先生

相识第七年，开始谈婚论嫁。
陈先生唯一的结婚条件是希
望皓怡退出演艺圈。皓怡虽
然眷恋影视工作，但也觉得陈
先生的这个要求合乎情理。
那个年代结婚退影是常态，林
凤娇、甄珍、林青霞都是这样
的选择。如果继续留在电影
圈，也只是做幕后工作。拍戏
本来就是吃青春饭，不可能做
一辈子。皓怡心想：好吧，除
非不结婚！如果要嫁人，终究
要有所付出。

就在皓怡决心息影时，一
个更好的机会找上门。大导
演胡金铨邀请皓怡主演电影

《笑傲江湖》，
当时金庸电影
正流行。这次
是张艾嘉向胡
金 铨 推 荐 自
己。皓怡与张
艾嘉没有合作
拍片，但私下
偶有交流，张
艾嘉很欣赏她
的功夫。祖籍
山西省五台县
的张艾嘉，出
生于嘉义县眷

村，其父张文庄与皓怡父亲同
属空军。张艾嘉一岁时，少校
军衔的张文庄驾驶 C-47型飞
机，在新竹撞山罹难。

此时，皓怡已经在台北环
亚大饭店订了婚宴，而且是提
前半年预订，只是外界没有人
知道。其他人找皓怡拍电影
或上节目，她都直接回绝了。
胡金铨导演有约，皓怡和妈妈
就在台北市仁爱路国泰医院
后面一个餐馆见面。当胡导
演说了他的拍片计划，并称是
张艾嘉推荐皓怡主演。刘母
就以各种方式搪塞，语焉不
详，甚至找出因为绿卡问题，
皓怡要去美国的理由。

1932年出生于北平的胡

金铨，于1949年 11月只身离
开北平前往香港谋生，从剧组
打杂做起，在严俊导演的电影
出演角色，之后与李翰祥共同
担当严俊的导演助理。1962
年，胡金铨与李翰祥合导《梁
山伯与祝英台》。1966年，胡
金铨编剧和执导抗战电影《大
地儿女》，获得第4届台湾电
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和最佳发
扬民族精神特别奖。后来拍
摄《龙门客栈》、《侠女》、《山中
传奇》、《天下第一》，都在金马
奖、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得殊
荣。

被皓怡婉绝出演的香港
电影《笑傲江湖》，于1990年
上映，十分成功。由许冠杰、
叶童、张学友、张敏、袁洁莹主
演。事后皓怡想，如果当时接
拍了这部电影，她可能就停不
下来了，会有一系列这类动作
武侠片拍摄，因此而错过婚
姻，踏上一条不归路。

皓怡婚宴秘而不宣，一方
面是低调处理私生活的一贯

做法，另一方面也是有样学
样，林凤娇息影时也没有说明
原因。为了不至于被媒体打
扰，皓怡与陈先生的婚礼排场
不大，规格却不低。皓怡父亲
中央航校老师——“空军总司
令”王叔铭，出席并作为证婚
人。

皓怡正式退出影坛，与先
生在台北购置新居。可以守
着父母在台北生活，皓怡心满
意足了。

婚后数年，随着东南亚经
济的发展，印尼经商环境大幅
提升，汽车市场也发生变化。
先生的生意重心正逐渐转移
到印尼。他对皓怡说，回到印
尼发展更有利，否则可能错
失机会。作为太太，皓怡当
然不能阻碍另一半事业的发
展。

先生还说：“我知道你习
惯了台湾生活，而印尼是一个
完全不同的地方，社会环境、
生活条件与饮食习惯，差别很
大。你可以选择留在台湾陪

父母，也可以选择跟我回印
尼，等父母百年之后，你再搬
到印尼居住。如果选择暂留
台湾，我可以两边飞，定期返
台。”

皓怡考虑了几天，觉得还
是应该配合先生的事业发展，
再说台北还有小哥照顾父
母。1991年，皓怡跟随先生一
起回到印尼。皓怡自嘲自己
和父母的命运一样，人生都有
一次重要的迁徙，就像大雁一
样向南飞。

返回印尼初期，先生没
有单独购房，而是与其母和
七弟家人，楼上楼下地住在
大家庭中。雅加达汽配商业
街，整条街几乎都是兴化（今
莆田）乡亲在经营。在这里，
可以看到兴化人吃苦耐劳的
精神。陈氏住家与店铺在一
起，有几层楼，下面是店铺，
上面是住家，街对面也是陈
家店铺。

皓怡刚来雅加达，方方面
面都不适应。身边除了先生，
甚至没有在语言上能够沟通
的人。婆家人都说闽南话。
皓怡感觉在受煎熬，度日如
年。

正值苏哈托统治时期，当
时只有一份华文报纸《印度尼

西亚日报》，由官方创办，对开
四版。皓怡常常把一份报纸
翻来翻去，每一篇报道都会
看，连广告也看。有时拿到一
本由朋友偷偷带入境的香港
杂志，或在唐人街买到黑白影
印中文杂志，就如获至宝。电
视也没有说中文的节目。

皓怡定期给台湾的父母
打电话，不敢告知这里的真实
情况，怕父母担心。否则父母
一定会说：“怎么能让女儿吃
这种苦！”一定要皓怡回台湾。

在印尼生活久了，皓怡
对当地的饮食慢慢有所适
应。

早前，先生带着皓怡在雅
加达参观海边养虾场，在养虾
场餐厅吃饭时，点了很多虾。
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皓怡却吃
不下去，因为吃不惯当地的甜
酱油，只好蘸着盐水吃。

后来，皓怡父母来印尼看
女儿，陈家人请亲家尝试有特
色的印尼餐。印尼餐要用手
抓饭，刘父刘母无论如何都下
不了手。餐厅也没有安装供
洗手的水龙头，只有一小碗洗
手水，里面放着一片柠檬。而
此时皓怡已经习惯，吃起来也
挺有胃口。

（未完待续）

椰城一帘烟雨
——台湾影星刘皓怡小传

■ 闻 喜

刘 皓 怡 与 先 生 在 父 母 陪 同 下 在 台
北市地方法院公证结婚

友好双边利共赢，
印中相守力同行。
东盟巩固和谐梦，
并手携肩稳健营。
雅加达：燕飞翔题诗

印中友好千年扬，
落地生根第二乡。
存异求同融带路，
共赢合作互沾光。
棉兰：许菁栽唱和

千年史迹结友好，
独立抗荷情更牢。
带路同谋商策略，
多边贸易向高潮。
棉兰：陈德贤唱和

物换星移数十秋，
印中友好日趋优。
寻根究底功非易，
华夏子孙实在牛。
棉兰：寒松子唱和

碰碰磕磕数十年，
风风雨雨到今天。
印中友好见天日，
历尽沧桑情谊坚。
棉兰：邓喜来唱和

中华民族文明承，
自古仅为国土争。
友好同舟共并进，
印中创建繁荣根。
棉兰：凌云雁唱和

基因亘古自亲缘，
兄弟和谐得定天。
牢记内残生教训，
不让殖民死复燃。
万隆会议功常在，
一路赞歌灌富田。
高铁青山发电站，
印中砥砺着新篇。
中国：老顽童唱和

丝路开通远古功，
神卅赤道益相同。
工商文化交流捷，
中印航程盛世中。
棉兰：田心唱和

几经风雨逐新潮，
自古神州壮不骄。
快马加鞭奔大道，
印中结谊有华侨。
棉兰：廖世敬唱和

中印友好有诚信，
一带一路皆双赢。
合力同心齐共进，
千秋万载襄太平。
雅加达：王悦山唱和

印中友好各国雍，
互惠相行举世融。

领导赢得民信任，
双边利益亮峥嵘。
雅加达：潜水艇唱和

亚非会议万隆启，
中印邦交始奠基。
华夏儿女居海外，
和谐共处互依庇。
棉兰：黄升榕唱和

中印携手合作坚，
双赢互利共扶肩。
西魔费力来扰乱，
意志坚强实无间。
万隆：文苗唱和

郑和七次下西洋，
自古印中友谊长。
基建投资开矿产，
双赢互惠共翱翔。
万隆：陈星唱和

印中友好创新篇，
互惠双赢万古延。
千岛神州迎盛世，
南洋北国两欢颜。
雅加达：苏歌唱和

印中友好众心牵，
阅历艰辛斗志坚。

共筑海洋强域梦，
双赢合作耀长天。
峇厘：许巧云唱和

文明创逐涌潮推，
按序规程建不疲。
快马加鞭康大道，
中印好日两相持。
棉兰：文平唱和

印中友好现新风，
互助共赢带路逢。
昔日印华同抗荷，
今有汉语搭桥虹。
万隆：侯斐珍唱和

云开见日艳阳天，
中印友情千载延。
带路通行丰百姓，
和谐共享秀山川。
北干：李庭蓁唱和

有人问“沧海一栗”的栗
下面是“木”字还是“米”字？
成语“沧海一粟”下面应该用

“米”读音是“su”，不是用“木”
读音“li”的“栗”字。“粟”去壳
前叫“谷子”，去壳后叫小米。

“粟”的本义是指谷类的子实，
有粮食或者谷物的通称。比
如《管子·治国》所说的：“民事
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
多，则国富。”意思就是谷物多
的国家才富有。由于“粟”本
身颗粒小，因此又被用来指
称细小的东西。成语“沧海
一粟”的“粟”就是微小的意
思。宋朝苏轼在《前赤壁赋》

中有写“寄蜉蝣于天地，渺沧
海之一粟。”就是用广阔的沧
海和一粒粟作比较，来形容
人的渺小。切记成语“沧海
一粟”而不是“沧海一栗”。

上面讲过“粟”是谷类
（农作物苗的果实）所以下面
用“米”字，而“栗”是树木上结
的果实——栗子／板栗，所
以下面用“木”字，汉字就是这
么有意思，从字型或形象便
可会意“栗“本质是植物。但
是“栗”也有发抖；哆嗦的意
思。成语“不寒而栗”说的是
明明不冷却身体不自主地一
直发抖；形容害怕，非常恐
惧。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栗子在没成熟前，其外
壳多毛又多刺，毛多刺尖，一
眼望去，的确有令人毛骨悚
然的感觉，由此古人在汉字

“栗”的本质上加了一层恐惧
的色彩。

更有趣的是汉字还能当
卜卦的“工具”，同一个字，当
你给卜卦者测字时，他会说
出和你有关的事情，当另一
个人写同样的字时，他解释
的却大大不一样，而且对那
个人的事情有密切的关系。
厉害吧！

那么你能于“粟”和“栗”

两个字测出什么端儿吗？突
然有位“高手”问起。这可难
倒我了，因为我没研究过测
字，也没学过易经等学术。脑
子一时急转弯，笑道：“今年
2022壬寅年，因为俄国与乌克
兰战争，因此‘西’方国家对

‘米’发生了危机——缺粮、运
不出去等等问题。”“哇！真
神！还给你说中了！”学过易
经的“高手”称赞道。以下是
他的解释：“栗”的“西”表示西
方，西属于“金”，西金为兑卦，
而“木”表示东方，东木为震
卦，“兑”与“震”是易经的泽震
随卦第17。“粟”字的“西”是指
西方，西方＝兑金，兑金可解
析为武器、冲突、金融等等。

“米”属于饮食，说明西方的粮
食有问题。“栗”字的“木”代表
东方，说明东方不仅不缺乏粮
食而且越来越富强，最显著的
东方之国是中国。恰好壬寅
年是虎年，虎具有威力，所以
有虎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太受
影响，对于经济等危机都能安
然应付不至于崩溃。其实东
西方国家，如果能互相和协，
应该可以缓解局面，但愿西方
国家能看清局面，随时变化，
与时俱进，才能促进人类命运
共同体与实现。

“沧海一粟”——在这大
千世界里的人类都需要粮食
而生存呀！

“粟”和“栗”字趣谈
■ 雅加达 廖爱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