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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雅加达 10 月 27
日电中新社记者 林永传 印
尼华人文学（简称印华文学）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辉
煌一时，在东南亚国家具有广
泛影响。1998年，袁霓就与几
名志同道合者一起创立了印
尼华人写作者协会（简称“印
华作协”）。近日接受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时，袁霓认为，
华文文学的传承、创作，可以
让更多印尼人了解中华文化
和中华文明，也可以让更多中
国人了解印尼文化和印尼文
明，推动印尼和中国的文明交
流和互鉴。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印华文学发

端于何时？其经历如何？
袁霓：印华文学已有100

多年的发展历史，可分为三个
历史阶段。

1875 年至 1942 年，被称
为印尼华人“马来由文学”的
开创与黄金时期，简称“侨生
文学”阶段；1942 年至 1965
年，称“华侨文学”阶段；1966
年至今，称为“印尼华文文学”

简称“印华文学”阶段。
由“侨生文学”到“华侨文

学”，再转型至“印华文学”的
历史过程，反映了各时期印华
写作人更迭和语文变化的情
况，这与印尼社会历史的演变
关系密切。

谈及百余年的印华文学
发展历史，不能忽略华人先辈
在100多年前经历过的“马来
由文学”时期，因为它曾在印
尼华人社会中风行半个世纪。

“马来由文学”出现于19
世纪下半叶印尼民族觉醒的
前夜，其作家中人数最多、最
活跃和最具成就的是华裔作
家。印尼最早出现的马来语
报刊不少是华裔创办的，如
1860年创办的《马来号角》，开
始连载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
义》通俗马来语译文。

据统计，至1896年，印尼
已拥有17种杂志，13种马来
语和爪哇语报纸，在全国初步
形成报刊发行网。彼时，印尼
华裔开始涉足印刷出版业，有
了自己的印刷厂和出版社。
正是这些华裔创办的出版社，

为华裔马来由文学提供了生
存土壤，为华裔马来语作家提
供发表作品的园地和渠道。

印尼华裔文学活动从翻
译改写中国古典演义小说开
始，如《三国演义》《薛仁贵征
东》《水浒传》《梁山伯与祝英
台》《西游记》《花木兰》等，以
通俗“马来由文学”或布袋戏
的形式流传了50多年，成为
那个时期印尼华人社会不可
或缺的精神食粮。

据法国学者苏尔梦的不
完全统计，那一时期印尼发表
的翻译改写作品和华裔原创
作品达3000多种，译者和作
者超800人，华裔原创的长短
篇小说近1500部。从这些数
字可以一窥那时“马来由文
学”的繁荣。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印尼
华人族群意识兴起，华人团
体、华文学校、华文报刊雨后
春笋般相继成立，最有影响的
是1921年雅加达的《新报》。

这一时期，中国一批知名
文化界人士如巴人、郑楚耘、
张国基、王纪元、杨骚等人到
过印尼，在文化界播下了种
子，先后影响了大批印华年轻
作家和编辑人才，推动了印尼
华人文学的蓬勃发展，形成了
从1942年至1965年“华侨文
学”的繁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印
尼华文文学作品，题材和风格
多种多样，从各个方面反映了
华侨华人的历史和现状，描述
了印尼华人和各族群的团结
和友谊，是印尼华人文学史上
的创作高峰期。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
九十年代末，印尼当局严禁使
用华文华语，印华文学受到严
重冲击。当时，只准许出版一
份半官方的华文《印度尼西亚

日报》来传达政府的条例、法
令、政策。所幸这份报纸的华
人编辑为吸引读者，增设了几
版副刊，一些年轻人坚持用中
文写作和投稿，“印华文学”犹
如石缝中的小草顽强地存活
着。

中新社记者：1998年，华
文在印尼刚刚解禁，您就和志
同道合者创立了印华作协。
当时您的初心是什么？

袁霓：上世纪六十年代中
期，我们一群失学的年轻华文
写作者开始向《印度尼西亚日
报》副刊园地投稿，因而相识、
相聚。1996年，我们联系了一
些同时代的华文作者和一些
老作者，以中秋联欢的名义办
了一次文学座谈会。出乎意
料的是，报名要参加的有200
多人。当时举行了两场文学
研讨，成为印华文学的一个转
折点。之后，印华文学界人士
每月都会进行一次规模不等
的聚会，慢慢凝聚起情谊。

1998 年 5 月印尼社会发
生动荡后，我们认为应该用好
手中的笔争取权益，团结好印
尼友人特别是印尼文学界的
朋友，通过文学增进互相了
解。我们15个志同道合者一
起创立了印尼华文写作者协
会，就是印华作协。

中新社记者：30多年来，
印华作协运作得如何？印华
文学有哪些创作成果？

袁霓：30多年来，印华作协
积极开展华文华语文化活动，
出版新书、开办华文书展、举办
研讨会；与全国各地文友交流、
沟通、合作，扩大印华写作者阵
容；参加国内外各项文学活动；
积极鼓励和培育少年写作者，
做好薪火传承的工作。

为提高印华文友们的写作
水平，我们连续举办各种征文

比赛、翻译比赛和研讨活动。
除了积极推动和发扬华文文
化，我们也非常重视与印尼非
华裔作家的交流，推动和开展
印尼语和中文的双向翻译工
作，把印华作品介绍给非华裔
读者，促进非华裔印尼人对华
人文学和中华文化的了解。

印华作协曾与印尼文学
社联合出版双语诗集《印度尼
西亚的轰鸣》，成为印尼华裔
与非华裔文学团体第一部联
合出版的书籍，共收集50名
华裔和50名非华裔诗人的诗
作，每首诗都用印尼文和中文
呈现。发布会现场聚集了300
多名华裔和非华裔作家，引起
很大轰动。

2004年，印华作协在万隆
市承办两项国际会议，同时举
办第五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
研讨会及第九届亚细安华文
文艺营，来自2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200多名代表与会，这
是印尼华文文学界第一次举
办世界性文学会议。2014年，
印华作协承办了第十四届亚
细安华文文艺营；2018年，承
办有18个国家和地区200多
名作家参加的第十二届世界
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向世人
展现了印尼华文写作者的实
力和水平。

通过频繁交流，国外文学
团体了解了印尼华文文学的
发展，印华作协在世界华文文
学界中的地位也得以确立。

如今，印华作协在印尼拥
有14个分会。作协会员的作
品涉及华文文学的各领域，运
用各种表现形式，佳作不断。

中新社记者：印华文学如
何推动文明互鉴？印华作协
在中印尼两国文明互鉴中可
以发挥哪些作用？

袁霓：文学无国界。作为

世界华人文学的一支重要力
量，印华文学在推动印尼与中
国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可以发
挥独特作用，印华作协在这方
面大有可为。

在创立印华作协时，我们
将协会的宗旨确定为团结印
华写作者，交流写作经验，提
高写作水平，发展印华文学；
透过文学与文化活动，提高印
华族群与其它族群的人文关
系；与其它兄弟民族的文学、
文化进行交往、交流与合作，
加强印度尼西亚民族的融合
和团结；通过文学、文化活动
增进印华文学与世界各国文
化的交流，加强彼此的了解和
友谊。

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我
认为印华作协在三个层面可
以发挥独特作用：华裔与非华
裔间的文化交流合作；印尼与
中国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印
华文学与世界各国间的文化
交流。

每一种文化、每一种文明
都有其独特的闪光点。作为
印华作家，我们一方面传承着
中华文化、呈现着中华文明；
另一方面又深受印尼文化的
熏陶，体验着印尼文明的魅
力。文学让两种文化、两种文
明交流互鉴、交相辉映，印华
作协责无旁贷、也大有可为。

受访者简介
袁霓，原名叶丽珍，祖籍

中国广东梅县，生于印尼雅加
达，第三代华裔。印华写作者
协会(简称“印华作协”)主席、
印尼华人作家。从小深受华
文文学影响，醉心于文学创
作。著有短篇小说集《花梦》、
微型小说集《失落的锁匙圈》、
散文集《袁霓文集》、中印尼双
语诗集《男人是一幅画》、诗合
集《三人行》等。

袁霓：印华文学如何推动文明互鉴？

中新社雅加达 10 月 28
日电（记者林永传）印尼中国
商会总会28日在雅加达发布
了《2020—2022年印尼中资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国驻印
尼大使陆慷、印尼海洋与投资
统筹部长卢胡特出席发布会
并致辞。300多名印尼各界和

中资企业代表参加发布会。
这是印尼中国商会总会首次
发布《印尼中资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

陆慷致辞表示，该报告向
印尼公众全面展示了“中资企
业原来就在他们中间，原来就
是他们的一部分，原来一直在
积极而又默默地履行着社会
责任”。陆慷希望广大印尼朋
友通过这份报告“更多、更直
观、更全面地了解中资企业在
印尼的故事”。

卢胡特致辞说，过去 8
年，印尼和中国的合作取得了
很大进展，印尼有今天的经济

发展，离不开印尼和中国这种
持续和互惠互利的合作。他
对印尼与中国投资贸易合作
前景表示乐观。

该报告通过2020年 6月
至2022年6月的最新资料，展
示印尼中资企业日益重视并
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社
区建设、灾害救助、扶贫助困、
教育事业、医疗卫生等多个领
域，以实际行动向印尼社会传
递公益爱心。

报告显示，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88.6%的中资企业开
展过抗击疫情相关公益活动，
通过捐赠资金、口罩、防护服、

制氧机、呼吸机等各种防疫物
资助力印尼抗击疫情。

报告披露的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八成中资企业未来5
年对印尼的投资可能增加或
大幅增加；95.7%的中资企业
过去3年在印尼开展过社会
责任项目；100%的中资企业
计划今年6月至 2023年 6月
在印尼开展社会责任项目；
95.7%的中资企业认为本土化
经营是决定投资成败的重要
因素或关键因素；81.4%的中
资企业计划未来5年增加或
大幅增加招聘印尼本地员工
数量。 （摄影：徐捷）

《印尼中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雅加达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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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垄市府举办花开季节活动
【本报讯】2022年10月30

日，三宝垄举办了一场轰动的
活动——花开季节活动。这
一活动在中爪哇第一次举办。

活动在3个月前，Hendrar
Prihadi (之前市长）已经讨论
过这个节目，而且立即筹备举

办。 当天大家终于迎来这一
盛事——花开季节活动成功
举办。我国旅游部很希望这
一活动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可
以让三宝垄有更好的收益。

活动由市府秘书长 Iswar
Aminudin 主持开幕，还有旅游

部代表、三宝垄警察总长、一
些赞助商会。秘书长在台上
表示，他为三宝垄城市举办这
一活动感到十分荣幸，因为在
疫情之前，三宝垄已成为最受
欢迎旅游地。疫情之后，市府
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三宝垄

能吸引更多游客，经济也会更
辉煌。我们一起加油吧！今
天有21台花车。非常感谢大
家的支持和赞助！

活动开始从下午 2 点直
到晚上6点才结束。花车巡
游之前有 Akpol 学生们的音

乐队造势，接下来就一台台花
车开出来，代表着三宝垄地区
和一些外岛各种文化特色。
现场大约有好几万人观赏，天
气也很好，大家都很开心。市
府表示，希望明年能举办得更
好。 马佩玲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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