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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福涵——全能的历史学家

■ 万隆：卜汝亮

民主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
民族的追求。每一个国家和民
族都向往民主带来的人民的自
由、平等和快乐的生活。但是，
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和民族真
正走向他们理想中的民主，或者
达到长期稳定的民主呢？理想
的民主与现实的民主往往是不
可捉摸，其表现与走向也难以预
测，就好像人类人心所向那样，
复杂多变，表现在政治场上的英
雄好汉们的行径以及普罗大众
的潮流走向难以预测一样。

1998年苏哈托总统的下台
与哈比比总统的上任，开启了我
们国家民主和改革的新时期。
新旧政党以民主与改革的名义
自由行动、自由竞争。1999年
改朝换代之后的第一次普选实
实在在自由地进行，没有任何限
制与压力。所有的政党对社会
所有不同的人群派别及所有宗
教持非常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随后组成了新时期的人民协商
会议和国会。大快人心的新局

面！
令人惋惜的是，这种民主开

放的竞争氛围没有以民族团结
和民族复兴的精神延续下去。
就在人民协商会议大会期间，在
总统选举的议程当中，各党派之
间的权益之争激烈展开了，理性
和民族的精神被抛置脑后。开
头是把男女性别问题当成政治
武器，又把贪污指控政治化，玩
弄国家法律，造成五年一届里两
位总统（瓦希德和梅加瓦蒂）在
各党派权益之争当中相继强行
上位。首先，作为胜选第一大党
的斗争民主党，其主席梅加瓦蒂
没被选上总统。但是过后不久，
瓦希德总统也被他的部分推举
者拉下马。阴谋诡计，你争我
斗，开始成为各政党行为举止的
常态。

五年的光阴就这样虚度了，
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社
会福利事业方面乏善可陈。但
是无论如何，直到2004年有24
个政党（从150个至后来50个政
党）参加的议会选举，还显现出
令人舒畅的结社自由与民主的

氛围。总统与副总统第一次直
接由人民选举出来。两轮的普
选，推举了苏西洛为总统。2009
年又举行了民主的议会选举和
总统直选，苏西洛第二次当选总
统。可是，在苏西洛两届总统任
期内，无论在政府的施政方面，
在立法和执法机构的运行方面，
抑或在社会上，各政党之间与政
治精英之间的纷争日愈加剧。
这从此成为了印尼的民族和国
家政治生活的主流趋势。各政
党联盟不是为进步，不是为实施
物质与精神建设而团结一致的
组合，而是为权宜之计的交易性
的临时纠结，凝聚力涣散，可以
为各自的赢利而不惜相互厮杀。

十年时光又这么一晃而过，
印尼民族仍未能万众一心，人人
卷起袖子建设国家。我们国家
的民主生活却进入了与民主改
革之精神意志背道而驰的时
期。自苏西洛总统的第二任期，
国内民主生活逐渐恶化。实在
令人痛惜！在十五年改革开放
的征途中，人民所指望和依托的
新旧政党让民众大失所望。

2014年的总统副总统普选时，
印尼各政党开始为民众所遗弃，
面临信任危机。那时几乎没有
一个大党占据优势地位的，也几
乎没有一个为人称道，众望所归
的政党领袖，更有甚者，连各党
的党魁本身都失去了敢于上阵
角逐总统和副总统的自信。有
幸的是，从普通的社会人士当
中，突然出现引人瞩目的新人
物。民众开始回首寻找新的替
代人物、新的希望。就在如此这
般的政治氛围中，非政党精英，
即以普通企业家为背景的佐科
维，突然成为众望所归，民心所
向的印尼总统。

佐科维通过民主选举，顺着
民意走上前台，成为国家领导
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国
家就走上康庄大道。可悲的是，
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让包括支持
他的几乎所有政党感到满意。
因为被选上的这位总统不是政
党的掌权者，而是诚实正直、独
立自主的有权威有个性的人
物。而作为国家政治中扮演主
导因素的各政党却丧失了它们

的声誉和影响力。即使在各省
市地方首脑的选举中，好多政党
都不能不推出党外的社会精英
作为它们的候选人。

就是在如此这般的政治状
况的背景下，印尼的民主反而步
入可谓是自由主义的非理性的
新阶段。各政党非常失意，黔驴
技穷而十分沮丧。它们并没有
以积极态度自我反省、自我改
造；各政党没有吸取教训，从而
更理智地建党，为民族和大众的
利益大量地做好事。个人和宗
派的政治私利成为它们活动的
动机和动力。它们忽视了推动
民族进步和发展的民主和改革
的理念，忘却了民族团结的精
神。它们陷进了非理性的政治
游戏当中，不是努力把政治民主
化，而是把民主政治化。它们以
民主和言论自由为幌子，对政府
及其政纲进行不间断的没头没
脑的攻击，疯狂煽动种族和宗教
偏见，把政治分歧和政党竞争转
化为政治敌对和仇视。偏狭思
想与排外理念愈加露骨，混淆是
非、蒙蔽民众，激化和利用仇恨

心理发动群众运动。
这就是近十年来至今所发

生的事情，尤其是2024年普选
日愈临近之时。各党派之间的
争斗，在背离了1999年民主改
革精神的氛围中愈加激烈，毒化
政治天空。各党各派一意孤行，
强行推出明显无所作为而幼稚
的爱女爱子或者他们眼中的那
些心术不正的野心家的所谓社
会精英作为2024年普选的总统
准候选人。政党联盟都以权宜
之计，而不是以共同理念、共同
目标组合而成。另一方面，人民
寄望于党外社会精英的心声，各
党都没有以宽阔的胸怀和明智
的思想给予采纳和包容，而因权
宜之计而感到困扰，取舍难择。

二十几年民主改革以来，我
们仍未找到适合于我们民族与国
家的民主的道路。我们民族的命
运将取决于各政党及它们的领袖
们的政治决策，取决于人民大众
的觉悟和抉择。局势反复无常，
前程难以预测。我们正处于大动
荡、大变动的年代。2022年10月
底

后改革时期的印尼民主之路

思想历程
王福涵于1933年 5月 1日

出生在泗水。他是在中上层
城市华人家庭环境中长大，过
着几近西式的生活。他的小
学和中学时期的欧洲教育对
他的学术生涯有着突出而又
深远的影响。当时富有的家
境令王福涵获得为欧洲儿童
设立的基础和中等教育机会，
在泗水的欧洲小学（Europee-
scheLagere School，简称ELS）和
荷 兰 高 等 市 立 中 学（Hogere
Burger School，简称HBS）求学。

中学期间，他对历史的兴
趣与日俱增。他在荷兰高等市
立中学（HBS）的历史老师罗萨
里奥修士（Bruder Rosario）激发
了他对历史的兴趣。同时，他
对阅读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他
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母亲的藏
书，全神贯注地阅读一本关于
法国大革命（1789-1792）中被

绞死的法国女
王玛丽·安托
瓦 内 特（Marie
Antoniette） 的
故事，这本书
是别人赠送的礼物。不过，他
青少年时期对历史的兴趣和酷
爱并没有马上引领他走上职业
历史学家的道路。

王福涵在万隆完成相当于
高中程度的学业之后，于1955
年 8月报名成为印尼大学法律
系的学生。他选择法律专业，更
多的是为了满足家庭对他的期
望，而非他个人的选择。他只坚
持了三个学期，就转到印尼大学
文学院新开设的历史专业。

就读历史专业后，王福涵
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首先，他认识了1957年在印尼
进行印尼华人社会研究的 G·
威廉·施坚纳（G.William Skin-
ner）。他自荐成为施坚纳的助

手，获得了翻阅印尼土生华人
旧档案的机会。从这些档案
资料中，王认识到华人同化到
本土文化当中是有可能的。

19世纪以前，华人通过婚
姻、宗教和在爪哇王国的官僚
体系中担任官职，融合成为

“真正”的印尼人，而不再被看
作与他们已离开数个世纪之
久的祖先一样的人。问题是，
这个过程通常并不是一帆风
顺的。荷兰殖民主义的种族
分割政策反而将华族的身份
成为一个与土著多数民族截
然不同的少数群体。

同年，王福涵还认识了时
任《明星周刊》主编的欧阳炳
昆（Auwjong Peng Koen）（后更

名为 P.K.Ojong）。欧阳炳昆建
议王福涵将他的研究成果写
下来发表在《明星周刊》上（详
情，请参阅本书第二部分《欧
阳炳昆——新闻记者、出版商
兼社会政治活动家》）。在这
里，我们看到了王福涵关于印
尼华人引人关注的观点。

如果我们阅读王福涵在
《明星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可
以将他的经历大致分为两个
有趣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从1957年到1959年，王福涵的
文章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广博
的关于爪哇华人群体的百科
知识，其主题包罗万象，从爪
哇华人的各种传统和仪式、家
庭关系、与土著社会的接触、

到殖民统治前
和荷兰殖民统
治时期所发生
的种种变化。

进入 1959
年和60年代，王福涵的文章越
来越清晰地表明了他对印尼
华人问题的个人见解。从菲
律宾访问归国后，他对印尼华
人问题的见解日趋坚定，并于
1959 年 10 月发表了一篇题为
《菲律宾土生华人的同化进
程》（Proses Asimilasi Peranakan
Tionghoa di Filipina）的 文 章 。
王福涵称“从菲律宾华裔的同
化现象，我们看到华裔也是可
以融入到非华人社会的，这打
破了他们一贯秉承种族性格
和 传 统 的 神 话 ”（Onghokham,
2009:134）。

从菲律宾回国后，王福涵
愈加坚定地相信“印尼华族的
唯一出路是全面同化，或100%

的融合为‘地道的’印尼民族”
（Onghokham, 2009:157）。他将
这个思想以挑衅的口吻融入
一篇题为《同化与政治宣言》
（Asimilasi dan Manifesto Politik）
的文章当中称：“少数民族融
入社会的最大阻碍是他们对
印尼欠缺认同。这种思想受
到了殖民时期思潮的影响，当
时殖民政策的确给人一种印
象：唯有中国才能改善华人的
境遇。如今，这种思想已经不
符合时代的要求了，必须加以
摒弃。而且，如今改善境遇的
说法已不合时宜，也没有可能
了。拉帮结派（Golonganisme）
的想法必须被消灭！苏加诺
总统在政治宣言中谴责这种
拉帮结派的做法，并称之为社
会的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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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搅蛮缠反动的“四一一”
■ 本报评论员：余凡

众所周知，2016 年 11 月 4
日，为了抗议雅加达前省长钟
万学(BTP)涉嫌“亵渎宗教”的言
论，为竞选2017年雅加达特区
省长的阿尼斯铺路，在印尼长
老协会、“XXX阵线”及一些伊
斯兰团体的号召下，举行了声
势浩大的请愿示威，逼迫政府
作出政治让步。

在隔一周后的12月2日，食
髓知味的反政府阵线，再次在
国内外激进、反动势力支持下，
从全国各省调集人手，举行更
大规模的示威，终于成功让BTP
败选，甚至含冤入狱！

这5年来，佐科维政府以睿
智、迂回的谋略，坚定公正而固本
安民的立场，逐步将激进团伙的
羽翼拆卸、违法的组织解散，得到
广大军警及各界人士的支持。但
反政府阵营却不甘蛰伏，不断蛊
惑宗教团体、工会及大学生上街
示威，对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提
出抗议。

《安塔拉社》于8月30日报
道，国民反恐局(BNPT)访护及感
化科长尼山(Nisan Setiadi)少将
在雅加达南市的会议上，呼吁
年轻大学生，不要轻易被不宽
容、激进主义、恐怖主义思潮所
影响及挑拨。“继续深化团结与
统一的力量，因为印度尼西亚
是必须珍惜的。”

他认为，大学生作为民族寄
予希望的新一代，应该巩固热爱
祖国、维护团结统一的建国理念，
成为抵御不宽容、激进主义、恐怖
主义思潮侵蚀的坚强堡垒。因为
如今的“数字化”新时代，大学生
易受跨国理念的影响，而有些外
国势力总企图分化统一的印尼
(NKRI)。

印尼 CNN 于 10 月 12 日援
引“212同学会”(PA 212)长老团
书记史拉末(SlametMaarif)的话
说，PA 212及隶属于“维护人民
行动”(GNPR)的宗教团体，计划
于11月4日在国家宫前举办“四

一一行动”的纪念集会。他强
调：“上苍保佑，在国家宫前集
会。”

“212 同学会”秘书长索里
胡丁(UusSholihuddin)也确认有
相关的计划，该行动将提出“三
大诉求”(Tritura)：降低油价、调
低物价及消除法律霸权。他张
狂地说道：“如果做不到，佐科
维就下台。”蛮横而无理的言
论，引起广大网民的指责和嘲
笑。

《点滴网》(detikCom)报道，
PA 212 长老团书记史拉末呼
吁：“212的同志们！大家准备
好投入11月4日抗议活动的洪
流中。把佐科维拉下台！”“在
公开场所举行请愿集会是法律
保护的权益。”集会地点决定在
独立宫前面，参加集会的“精
英”暂时未公布。

《出版日报》(HARIANTER-
BIT.Com)消息，计划中的“四一一
行动”将是GNPR第四次以“维护
人民权益行动”(AKBAR)为号召
的请愿示威。之前的抗议诉求是
以“降低油价、调低物价及消除法
律霸权”为重点，但这次GNPR将
主轴定为“催促佐科维下台”。

GNPR 领导阿拉达斯(Mu-
hammad Alatas)吁请伊斯兰信众
积极参与“四一一行动”，活动包
括在Istiqlal大教堂举行周五中午
祈祷，然后步行到总统独立宫。
他于10月27日说：“我们将举行
第四次维护人民权益行动，这是
GNPR实践维护人民所做的承诺。”

战略发展研究所(ISDS)资
深研究员阿民
奴 丁 (Aminu-
din)认为，在印
尼的历史上，
曾 发 生 三 次

“人民运动”成
功推翻统治阶
层的案例：首
先是1945年反
抗殖民统治争
取独立。其次
是 1966 年“新
秩 序 ”(ORBA)
推翻苏卡诺政
府，不过，这次

有外国势力的介入。第三次是
1998年“新秩序”政权的倒塌，
印尼人民成功迈入“改革时代”。

他解析说：“人民运动”能
取得成功，主要是广泛全面性
(inklusif), 跨宗派,跨民族及跨利
益集团等。纵观这次所谓的

“四一一行动”，却没有上述要
素的有力支持，不可能颠覆现
政府。“除非发生奇迹，有我们
所不可预料(unpredictible)的神
秘力量。”

著名政论员鲁迪(RudiS.Ka-
mri)在其平台发表视频谈话表示，
佐科维总统难免有不足之处，但
他为国为民的政绩有目共睹。反
对派若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建
设性的批评，而不是肆意诬蔑谩
骂，以示威集会胁迫，还无耻地以

“人民”的名义，叫嚣“总统下台”。
鲁迪义愤填膺的责问“维

护人民行动”(GNPR)的领导：
“他们代表的是哪里的人民？”
总统及家属不断被抹黑、抹红；
还以投靠外国势力、“假文凭”
诬告总统，枪手强闯总统府，故
意制造国内政局动荡。那些披
着宗教外衣的幕后黑手，躲在
冷气房里，唆使无知的大学生
和青年上街游行，以达到他们
破坏国家统一、牟取政党私利
的“不可告人”阴谋。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政
客们“胡搅蛮缠”的老伎俩已蒙
骗不了几个人。11月4日近在
眼前，且看他们能弄出什么动
静？记得，请愿是“民主”，但毁
谤、叛国是犯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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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凡心逐意流，
两心问道却何求，
三生俗世三生苦，
四相浮沉四相修。
五蕴皆空空有实，
六尘聚色色无由。
七颠八倒迟回首，
九故十亲又执留。
棉兰：廖世敬题诗

一分中原三鼎立，
两军交战凭兵力。
胜卷三国归司马，
勇将四川难匹敌。
猛闯五关斩六将，
七擒六纵孔明计。
九宫八卦阵累尽，
十万雄师遭伏击。
棉兰：凌云雁唱和

一心专意唱和诗，
两夜寒风苦赋词。
三更无眠搜索句，
四书典故枯肠思。
五循善诱恩师敬，
六调同声群咏之。
七瓣八楞音韵律，
九攻十战聚聪知。
棉兰：田心唱和

一心拓展铸鸿篇，
两制治邦策略鲜。
三审定音国立法，
四逃躲窜鬼癫痫。
五妖六怪煽风火，
七绝八雄倾海填。
九鼎大气诛虎豹，
十方乐奏凯歌旋。
巴厘：许巧云唱和

一见孙猴怪特奇，
言谈不二见妖追。
三僧师弟皆悲累，
四谛佛根各异持。
伍队师骑徒不倦，
六时坚毅勇前行。
花心八戒九伤志
俗性十分起浑痴。
棉兰：文平唱和

一念归真超死生，
二乘妙法待澄明。
三车执著轮回种，
四相无为运转停。

五大观音空自在，
六根缘色有牵情。
七情八苦人间曲，
九品莲台十地成。
北干：李庭蓁唱和

十里长亭九月天，
八百孤寒哀嚎遍。
七情六欲皆因疫，
五日京兆数据添。
四海波静皆因緣，
三年之艾莲花研。
两得其便居家乐，
一阳复始万事全。
棉兰：陈巧音唱和

一穷二白窘三餐，
四裂五分堵六反。
七处华侨八助力，
九龙十虎志超前。
十里梅花九里香，
八通高铁七富乡。
六零五零四零美，
三地二方一统強。
棉兰：许菁栽唱和

故人一别两依依，
城外三村四野歧。
纵马五峰六辔疾，
吾驴七拐八低崎。
九衢十景萋萋路，
八里七田道道奇。
六杏五花三四处，
雁征一二寄相知。
棉兰：敬古唱和

一随二就要成立，
三走四丢五急泣。
六进七挺来奏数，
八留九效庆全十。
十前傍九八跟后，
连带七六也晋级。
五四居中三不问，
二同一上解危岌。
棉兰：邓喜来唱和

出门一去二三里，
郊外茶庄四五家。
汉子六七桌满座，
里边八九十枝花。
上门十九王八蛋，
七逗六挑五个娃。
四次三番吃豆腐，
二回一日与人夸。

棉兰：寒松子唱和

离乡背井一经年，
两地相思怨难填。
弃养抛亲三妻女，
四方求职无修闲。
厂房五六染瘟疫，
七八员工离恨天。
九座医院无床位，
一宵十死赴黄泉。
棉兰：黄升榕唱和

一元复始喜迎春，
两瓣黄芽茶最新。
三月李桃争斗艳，
四时瓜果吐奇芬。
五谷丰盛六溜顺，
七步八言颂月神。
重九登高亲思远，
十冬腊月自除尘。
中国：老顽童唱和

一见倾心酬唱和，
两心相许结书缘。
三生有幸今生遇，
四海五湖来硕园。
六色缤纷流异彩，
七言八语诉情真。
九牛二虎无遗力，
十美十全诗未臻。
雅加达：苏歌唱和

一心向佛念弥佗，
两界勤修身心灵，
三项修通成真体，
四方灵界任遨游，
五方五土齐侍奉，
六面旗幡展神威，
七祖有望承衣钵，
把住佛心度苦黎。
久修净心感天地，
十方高灵共护持。
雅加达：金梅子唱和

一起耕耘数字诗，
二地联吟展心思。
三人行必有我师，
四处出题应考试。
五彩缤纷皆出色，
六道轮回运转世。
七星高照透亮视，
八月中秋佳节时。
九霄风光同赏识，
十足嘉欣善舍施。

雅加达：燕飞翔唱和

一带一路皆双贏，
二橫二直井字情。
三強三立已成形，
四维四纬奠基定。
五洲五洋各安命，
六大六顺願和平。
七月七日铭记心，
八通八达陆海进。
九变九化重诚信，
十全十美好国运。
雅加达：王悦山唱和

一篇数字诗歌诵，
二维码划手机送。
三生有幸文友頌，
四海传来浪声隆。
五湖风光秀丽宫，
六路彩灯透街虹。
七喜临门好运逢，
八仙过海显神通。
九旱逢甘沐凉风，
十全圆满月正中。
雅加达：潜水艇唱和

一首新诗随唱和，
二地阻隔多问候。
三年疫情居家令，
四季变幻风景多。
五福临门天伦乐，
六出祈山逍遥过。
七夕牛郎织女说，
八月中秋见嫦娥。
九皇大帝镇风波，
十全尽善不用愁。
雅加达：王悦成唱和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步成诗曹植泣。
八方九路十全美，
兄弟相煎何太急。
巴厘：意如香唱和

一样米养百种人，
两厢情愿莫变更。
三生有幸遇到你，
四处奔波卷风尘。
五花八门大城市，
六神无主亦浮沉。
七上八下惊阵阵，
八方支援人有情，
九十多岁即老身。
巴厘：容仙翁唱和

数字吟（唱和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