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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祥的学术生涯给人
们留下深刻印象。他是印尼
独立后最年轻并且任职最久
的教授，他的教授任期长达
50 年 之 久 ！ 1958 年 9 月 27
日，那时他 30 岁，发表了题为

《群 际 关 系 法 ：活 的 法 律》
（Hukum Antargolongan, Hukum
yang Hidup）的就职演说，接任
其前辈兼导师雷辛教授（Prof
G.J. Resink）在大学课堂里教
授《纠纷法》（Hukum Perselisi-

han），其中最主要的是《群际
关 系 法》（Hukum Antargolon-
gan），（Oppusunggu，2008 和
2012:273-276）。

作为一名律师兼学者，吴
玉祥著作等身，学术成果硕
果累累，令人叹为观止。任
教授期间，他总能兢兢业业、
孜孜以求，构建了“法制中的
法 律（Hukum Antar Tata Hu-
kum /ATAH）”的法律概念，并
取代原有的法律用语“纠纷
法 ”（Hukum Perselisihan），使
得 法 律 专 业 术 语 更 加 准 确
（详见 Massier，2008:196）。他
把此法律分成内部国内法律
部分（作为《群际关系法》或

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群际法
的延续）和外部国际部分（国
际民事法或法律纠纷）两个
部分。此外，他于 1955 年 5
月 25 日至 9 月 28 日通过印尼
共和国广播电台（RRI）（第三
频道）的讲座积极参与关于
法治国家概念的公共启蒙科
普，讲座内容随后以《理解法
治 国 家 》（Pengertian Negara
Hukum） 为 题 整 理 出 版
（1955）。吴玉祥是第一位通
过用英语撰写书籍向国际世
界知识库输入印尼法律相关
信息的法律学士。

他发表的著作包括《印度
尼西亚法律简介：统一性和

多样性》（An Introduction to In-
donesian Law: Unity and Diversi-
ty）［3］、《印 度 尼 西 亚 商 业
法》（Indonesian Business Law）
（1995）和《印度尼西亚商法》
（The Commercial Laws of Indo-
nesia）（1998）。 这 些 书 直 到
今天仍是印尼国内外学者们
的主要参考资料。

作为一名律师，吴玉祥常
常受政府委派与其他国家谈
判，为印尼争取权益。1959
年，他被政府委派出任处理
烟草种植园国有化问题的官
方代表，此种植园原是属于
位于德国的布莱曼（Bremen）
的荷兰公司，即德里联合公司

（NV Verenigde Deli-Maatschap-
pijen）和塞内巴公司（NV Sen-
embah-Maatschappij）所 有 ，后
归为新国家种植园中心（Pu-
sat Perkebunan Negara，简 称
PPN）。事实上这个案例受到
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不
仅因为这是吴玉祥与荷兰企
业家顾问乐麦勒（Lemaire）教
授 之 间 的“ 师 生 之 争 ”，还
因 为 这 是 前 殖 民 地 第 一 个
受 到 西 方 世 界 考 验 的 国 有
化 案 件（Oppusuggu，2008 及
2012）。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
建 设 中 的 角 色 和 贡 献（第 三
册）》。本篇未完待续）

吴玉祥教授就职仪式

印尼学者：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

中国和印尼有着传统的历
史友谊，也有着很多的相似之
处，两国都是人口大国，也是发
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在今年7
月印尼总统佐科访问中国时，两
国更是确立了命运共同体的发
展方向。

两个亚洲发展中大国如何
带领全球治理进入亚洲时刻？
印尼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
研究员兼联合创始人尤素夫·瓦
南迪给出的答案是：维护多边主
义，保持合作与开放。在接受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专访
时，瓦南迪还进一步表示，中国
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

可以借鉴的榜样，东盟国家非常
愿意与中国共同成为亚洲以及
世界发展的重要枢纽。

“我们希望学习中国的发展
经验”

南海之声：最近雅万高铁的
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雅万高
铁的建成，对于印尼社会发展来
说意味着什么？

尤素夫·瓦南迪：雅万高铁
意义非凡。它是中国和印度尼
西亚合作建造的第一条高速铁
路。它的建成将为周边地区带
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尤其是帮助
西爪哇岛地区的民众获得更多
的发展机会。雅万高铁更是一
个象征性的工程，它同时也让印
尼对自身的发展以及未来与中
国的合作都有了全新不同的视
角。

南海之声：2022 年 7 月，印

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成功访问北
京。两国元首就持续深化经贸、
投资、数字、绿色发展等各领域
合作，达成很多共识。您最期待
印尼和中国在哪些领域的合作？

尤素夫·瓦南迪：在我看来，
最重要的领域应该是印度尼西
亚的工业化。在这个方面，中国
向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虽然
我们在农业领域也有很多合作，
但光靠农业不足以支持印尼近
3亿人口的发展，因此发展工业
化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发
展，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和
示范。我们非常希望学习你们
的发展经验，从而改善我们国家
的民生发展。另一方面，我也很
期待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与合
作。从长远来看，科技领域发展
对我们国家的年轻一代至关重

要。中国在这方面也有着出色
的表现，我们希望向你们学习。

“中国和东盟可以为世界经
济持续发展提供好的范本”

南海之声：中国已经连续
13 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
伴，东盟也从 2020 年开始连续
两年跃升为中国最大贸易伙
伴。您认为双方未来该如何去
保证这种经济持续增长？这个
区域的经济稳定增长又对世界
发展有哪些意义？

尤素夫·瓦南迪：中国和印
度尼西亚同作为本地区发展中
的新兴经济体，一直保持着良好
的经贸合作，也一直是彼此最重
要的贸易伙伴。为了保持这样
的发展势头，我们也提议并推动
成立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我们希望通过这样
的区域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我们

之间的贸易合作。
东亚现在是世界上经济发

展最快的区域，我们彼此间的合
作对世界的发展至关重要。中
国和东盟可以为世界经济持续
发展提供好的范本，东盟国家非
常愿意与中国共同致力于这个
事业，成为亚洲以及世界发展的
重要枢纽。

“我们必须维护多边主义，
保持合作与开放”

南海之声：印尼即将在 11
月举办G20峰会，中国也在各种
场合表达对印尼举办这次会议
的支持。您认为作为发展中国
家的印尼和中国应该如何加强
合作，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
舞台上发挥更多积极的影响？

尤素夫·瓦南迪：这个问题
非常重要。印尼和中国在历史
上都曾经处于西方的殖民或半

殖民统治下，因此我们更关注当
下的发展。我们的发展理念、经
贸合作、示范效应，都对发展中
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在帮助
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去发展。

我们不能指望所谓的西方
来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自强自
立。中国在这方面是我们的榜
样，有了中国的帮助，我们知道
该如何去发展，这对于第三世界
国家来说都是有益且重要的。
对此，我非常感谢中国。

现在整个世界乱象丛生，多
边主义被弃之不顾。战火的阴
云也让我们认识到，如果拒绝合
作，那么我们就无法应对现有的
问题。我们必须维护多边主义，
保持合作，彼此开放。事实上，
这也是我们从习近平主席那里，
尤其是从过去十年的历史中学
到的经验。

■ 南海之声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大隆重
的在北京举行了。在迎接这个
喜讯的时候，我们在电视广播
里，在网络上听到了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了关于爱人民、坚持人民
至上的英明指示，心中感到无比
温暖和充满信心。

爱人民，关心人民的生活，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
位置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治
国的基本方针国策，是国家的灵
魂。毛主席生前很早就向党员
提出要求，我们的国家和党要坚
持“为人民服务”，一切都应该以

“人民”为中心，都应该把人民的
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继承毛主席的教导，习近平
总书记继续提出要“坚持人民至
上”的指示。10月16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的第20期《求是》杂志
发表了以《坚持人民至上》为题
的重要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
始终站在人民一边，为国家，为
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进行长期
大无畏的战斗的坚强意志。

习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根
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
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
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
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
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
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
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
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
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人民至
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
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
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总书记说，“人民群众向往的美
景，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前些时候，习总书记强调
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
的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人民生活全方位改
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这些成就都
和人民的力量息息相关。所以，
克服一切道路上的障碍，一定要
依靠人民，不要脱离人民，只有
这样，就能产生无穷的正能量，
产生强大的毅力，建设就有冲
劲，一切的困难就会向我们低头

让路，一切艰苦的事业就能如日
升天，把困难远远地抛在最后最
后！

不久前，习总书记又说，中
国的那个和国家奋斗的目标始
终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他说，“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定贯彻执行党
的群众路线，做到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推
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人民利
益，全心全意为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努力工
作。”

习总书记强调说，人民是我
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
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
民主。我们要坚持人民民主，更
好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党和人民事业中来。做好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要紧紧依靠人民，积极主动作
为，在应对危机中掌握工作主动
权、打好发展主动仗。

习总书记在文章中强调，我
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
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要始终把人民
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
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
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实际
问题，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
着一年干，努力让群众看到变
化、得到实惠。中国共产党把为
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
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
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
准。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
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慕
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
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中共成立101年光辉的历
史证明，中国人民得到解放，人
民走上小康，国家日益强大，人
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就是党正
确领导人民走上富强的光芒大
道。事实证明，只有湍急耳目，
依靠人民，中国革命才会成功。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和国
民党反动派进行民族解放的斗
争，以及中国解放后，党领导全
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大建设，取
得了光辉的成就。这些成就，都
是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克服

重重困难，经过艰苦的斗争而取
得的胜利。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
程中，党正确的依靠人民使尽全
力进行大建设，许许多多的大工
程一个一个的实现，中国建设三
峡大水库、自设自制C919大飞
机、中国自制的战舰一艘一艘下
海，中国的洲际导弹震慑了世界
上的恶霸侵略者，中国的航天事
业载人飞船一次又一次遨游太
空，中国的大工业、大工厂一座
一座屹立在中国大地各个角落，
中国的高速铁路像蜘蛛网一样
布满全国……一个又一个事实
摆在世人面前，这些都是人民群
策群力以鲜血和泪水换成了丰
硕的果实。这些事实，不但受到
全中国人民的成就感、幸福感，
也受到许多国际友人的赞扬。
他们赞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还要加上一句，“没
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和今天人民幸福的生活。”

总书记在文章中指出，我们
党要做到长期执政，就必须永远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
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一以贯之全面
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反对和惩治
腐败，坚持不懈整治“四风”，进
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要坚定不移反对
腐败，坚持不懈反对和克服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

中国能在70多年的日子里
所进行的各种建设、改革而取得
成功，也走过艰险困难，党内也
发生过各种各样的错误，主要的
武器就是“知错能改”。敢与错
误进行坚决地斗争，哪怕是“打
老虎”、“拍苍蝇”，都不留情地打
击消灭之；这样，贪污腐败的毒
苗就无法在社会主义江山生长、
发芽而死亡。

所以，只有依靠人民，任何
艰难困苦一定能获得成功。“人
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只有依靠人民才能保住发展江
山。我们深深的理解了人民巨
大无穷的力量，要用实际的行动
爱人民，坚持依靠人民的力量团
结起来，为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爱人民，坚持人民至上是国家的灵魂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一切为人民”的言论

美国“双标”的霸权正在崩塌
说到“美国霸权”，大家都认

同是自“二战”后，在美军、美元、
媒体、科技四大支柱撑起的。但
对于“双重标准”，却好像是美国
最近十几年才鼓捣的新花样。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
国就风行“嘴上一套，背后一套”
的“双重标准”，美其名“政治正
确”。美国早期建国史中，“双
标”事例也罄竹难书。对印第安
人，一面肆意杀戮，一面用“依
法”的幌子夺其良田；对墨西哥，
美国高呼“捍卫人民自由”，却派
兵抢占邻国土地。连“南北战
争”也是“政治正确”包装下的利
益之战。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描写
南方社会在南北战争前后的兴
衰，感慨“历史不会死亡，甚至永
远不会结束。”作家马克·赫兹加
德在《鹰的阴影——为什么美国
既令人着迷又遭人痛恨》发出质
问：“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从来没
有正视过在其建国时所犯下的
罪行，大批印第安人被残酷屠
杀，他们的土地被掠夺……”即
使二战后美国的公民权利有很
大进步，但媒体仍不愿如实讲述
美国黑人在奴隶制时期所受的
深重苦难。

在美国，黑白种族的话题十
分敏感。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
盛顿就是一位奴隶主，但在有关
他的记载中却被淡化，与华盛顿
家族有关的伍朗德种植园弗农
山庄离首都仅20公里，拥有数百
名西非黑奴。研究历史的赫尔
曼女士说，在美国历史上，黑奴
的往事被有意“淹没”，研究大都
集中在战场、将军和白人身上，
没有关注奴隶的历史。

如今，企图对语言和行为作
粉饰的美式“政治正确”，撕裂着
民众的价值观：一方面，涉及少
数族裔、女性权利、民主人权的

“政治正确”调门偏高；另一方
面，放纵种族歧视加剧社会不
公、背离人道主义制造移民危
机。在意识形态领域自诩“政治
正确”的美国精英所制定的外交
政策，折射出美国的虚伪、极不
负责任和对外破坏性。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
心副主任刁大明认为，即使美国
奴隶制被推翻后，非洲裔等少数
族裔仍没有得到平等待遇。如
今来看，南北战争只是名义上推
翻奴隶制，非洲裔群体是从各个

白人奴隶主的奴隶变成了整个
白人社会的奴隶，导致种族歧视
长期在美国社会存在。而被学
者吹捧的美国“政治正确”，只是
粉饰历史真相的说辞。

上世纪80年代后，“政治正
确”逐渐向身份政治靠拢，成为
一些精英人道政治主张和诉求
的“表演”，在维护少数群体权益
时也频发有争议性的现象或事
件，如名校“优先照顾”少数族
裔。不少美国人抱怨已被“身份
政治”搞得精疲力竭，不愿看到
被政争利用的“政治正确”，也厌
倦了像好莱坞电影那样流于表
面的“政治正确”。

预计本世纪40年代中期，白
人在美国人口的占比将跌至
50%以下，拉美裔占25%左右，美
国将成为无多数族裔人口结构
的国家，这将加剧白人群体对其
地位的担忧，这势必导致美国的
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被撕裂与分
化，甚至变成“部落化”的状态。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洪源认
为，美国人强调“政治正确”，是
想在表面上缓解社会不平等和
歧视现象。在美国长期生活的
人，能感受到完全不同的“两个
美国”：一个是光鲜的白人财阀
和中产的“湖畔海滨之美国”，另
一个是被抛弃无视、自生自灭的
黑人等少数族裔的“黑人街区之
美国”。美国社会两极化，是难
于治愈的社会痼疾。

“政治正确”和人口结构变
化加重了白人的担忧。评论家
称“美国共和党正成为白人政
党，民主党正成为少数人群政
党。”“身份将慢慢取代经济和意
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
歧”。这种心理助推了美国的白
人至上主义、排外主义思潮。

《国际日报》12日国际锐评
撰文《华盛顿的霸权又碰了钉
子》评论：拜登政府希望中东主

要产油国增产以遏制油价、帮助
美国控制通胀，结果事与愿违。
《国会山报》评价称，“欧佩克+”
的决定在外交政策方面给了拜
登一击。阿联酋政治学者阿卜
杜拉指出，“华盛顿显然还没有
意识到出现了一个新的海湾，我
们不再听命于华盛顿了”。

美国试图平抑飙升的能源
价格，在中期选举前控制高通
胀，海湾国家却没给美国面子。
看来它们不愿再听命于美国，捍
卫自身利益的决心很坚定，担心
油价下跌而选择缩量保价的策
略。油价是“欧佩克”国家的命
根子，哪能跟随美国而损害自身
利益？

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
收缩，沙特等地区大国拥有了更
多话语权。俄乌冲突后，中东产
油国在地缘政治的分量加重，他
们不是美国的附属国，不愿被美
国气指颐使。一个不争的事实
是：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体系逐渐
涣散，号令盟友的能力日趋衰
弱。

法国总统向美国喊话，欧盟
能源紧缺，美国高价出售天然气
不是欧美“友谊的真谛”。“美国
优先”的自私霸道一览无遗。这
让人想起欧洲理事会前主席图
斯克的经典名言“有美国这样的
朋友，谁还需要敌人？”美国对盟
友背后捅刀的事可多着呢。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日报
道，华尔街各大银行对美国经济
前景的展望越来越悲观，许多银
行高管表示，正在为潜在的经济
低迷做准备,预计更广泛的经济
衰弱将出现。

极端双标和虚伪民主的反
衬，让国际社会认清美国的混
淆、错乱和功能失调，也映出美
国霸权衰落的背影。但白宫却
还痴迷“双标霸权”，还死抱“胡
萝卜加大棒”！

■ 廖省：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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