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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1 月 10 日周四晚
上，雅加达西市卡里德勒斯
(Kalideres) 区的 (Citra Garden)
住宅区AC5/7组号，屋主一家
长年甚少与邻里沟通来往。
当晚因邻居闻到刺鼻的异味，
在里长(RT)阿雄(Asiung)的见
证及率领下撬开铁门入屋，在
不同的房间赫然发现四具死
尸。

经相关部门验证后，确定
死者是71岁的顾纳万(Rudy-
anto Gunawan)、他68岁的妻子
玛 格 丽 莎 (K.Margaretha Gu-
nawan)、他们42岁的女儿名蒂
安(Dian F.A.Dewi)，另一名死
者为顾纳万68岁的弟弟布迪
彦多(Budyanto G)。据邻居介
绍，顾纳万一家人很少与外人
交往，最后一次是在9月份看
见他们。在首都闹区竟有一
家人“饿死”，舆论闹翻了天！

《罗盘电视》于 12 日报

道，死者顾纳万的姻弟韩多约
被警方询问后表示：“据我所
知，他们的生活正常，大家都
忙着各自的活动。”他也说明
与在事件中去世的妹妹有 5
年没联系了，“我们十分震惊，
为何会一家四口同时死亡。”
家属们计划为死者举行火葬。

警方初步说明，案发现场
的摆设依然整齐，没有暴力行
凶的痕迹。四名死者经过法
医验尸报告，根据尸体不同的
腐烂程度，可以推断他们不是
在相同的时间死亡。而让各
界民众惊诧及热议的是，他们
的死因竟是因为没有进饮食
所造成的。幕后原因是什么
呢？

《时代网》(TEMPO.CO)于
12日援引里长阿雄的话：“没
有外人来访，更没有譬如类似
宗教仪式的活动。”质疑有关
死者“误信邪教”的传言。里
长向记者展示了皱褶的蓝色

“家庭成员卡”(KK)照片，在宗
教信仰一栏中写明死者一家

人是基督教(Kristen)信徒。还
透露警方在现场发现几本宗
教宣传册，已被当作物证，但
不能确定与案件有什么关
联。警方还取去了手机、记事
本及一些物品，可惜在现场没
有找到可以帮助破案的监控
镜头。

《独立之声》(Suaramerde-
ka.com)近日报道，死者顾纳万
在该地段的房产价值不低于
30亿印尼盾，不可能穷到无米
下炊。这事也在邻里及社会
上引起热烈的争议、猜测。

印尼大学的犯罪学家
(Kriminolog)莫里亚拉(Adria-
nus Meliala)于 18日向媒体表
示，根据事发屋内堆积生活垃
圾、屋主不愿与人来往，加上
没有暴力痕迹、不要缴付电
费、房内摆放除臭剂的迹象分
析，他怀疑推测死者是集体自
杀的。但警方表示仍需深入
查案。

《国际日报》于18日刊登
啄木鸟题为《让华人同胞蒙羞

的事不能再发生》的评论文，
揭露那骇人听闻的“一家四口
饿死事件”的亡者是当地好几
代的华裔侨生，在华人社会引
起轰动，“他们认为这一事件
是让华人蒙羞的事件，都怒发
冲冠发出痛心、愤恨的叹声。”
文章随即在印尼华社投下震
撼弹，在各社交网站及群组里
激起“辩论”的千层浪！

文章写道：“这一家人，
男的找不到工作，失业多年，
女主人又有病，生活穷困非
常潦倒，甘愿饿死也不愿求
助于亲戚朋友，因此坐吃山
空，最后一个又一个活活饿
死。”“何况死者都是华裔，令
人百思不解……因为印尼华
人人数不少，素有相互帮助、
相互扶持的美德，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而顾纳万一家穷
到这样潦倒却无人知晓，真
是天晓得！”

随即话锋一转，把箭头
指向华社富商，认为“这件惨
案印尼华裔企业家也有责

任。”对弱势的华裔群体不够
关注，而有些“豪门生活却非
常放荡腐化，豪华汽车大街
上横冲直撞，在酒楼大吃大
喝。”“朱门酒肉臭，外有冻死
鬼的惨相！”“富人有责任帮
助有困难和落后的同胞兄
弟，企业家们不要光顾自己
赚钱，应该负起社会一些责
任。”

作者在文末感慨：“人行
于世，问心无愧。”坦荡之情
让人心生共鸣。诚如先哲所
示：信言不美、忠言逆耳、直
言不讳；而常见的却是“精人
出口，笨人出手。”是滚滚红
尘中的众生相。就拿印华三
语学校这 20 年来的进展来
说吧，在印尼各大中城市兴
办的三语学校背后，有多少
坚定不移、不求闻达的捐献
者？有多少默默奉献、栽培
桃李的教育者？当然，也有
些捐款站后边、拍照坐中间
的“精人”，民众终究能知真
伪、辨忠奸、话因果！

新冠疫情爆发近三年
来，中国已撤回外派教师；一
些华文师资因薪酬问题而离
职，三语学校闹师荒，开始聘
请友族为“华文教师”。最近
有段视频，一位包头巾的友
族少女被同学酸她“卖弄”华
文，她微笑着以华语回怼：

“你是华裔，为什么没有学会
华语呢？”这两件事是否可归
纳为“让印尼华人蒙羞”？而
教育能让人明忠义、立仁德、
知廉耻！

把 话 扯 远 了 ，言 归 正
题。《呼声网》(Suara.com)于19
日报道，一些犯罪学家根据
警方的初步资料推测，“饿死
案”一家疑是西方“末日教
派”(Apokaliptik) 的追随者。
更可能是进行桑塔拉教派
(Santhara)的“神秘仪式”，该
仪式需要约30天禁食、净身。

作为具有宗教信仰、法
律意识的国民，我们应该对
顾纳万一家的不幸感到悲
哀，祈愿他们蒙主恩宠；应该
相信国家警察的侦办能力，
静候“饿死案”被揭秘的那一
天。

首都一家华裔“饿死”案的探讨

死而无憾，这经常出现在
小说中，表白只要实现或完成
了某一心愿，就可以毫无遗憾
地离开人间的成语，却像一颗
震撼弹，撼动了他的心弦。

“我爷爷常说，他今年90
岁，死而无憾了。”说这话的是
他中国的儿媳妇。于情于理，
90岁高龄，如果无疾而终，说
成是死而无憾并不为过。

自从三年前，儿子带着儿
媳妇和孙女从中国来印尼和
父母团聚后，突然爆发的新冠
肺炎，让本来预计团聚30天
就返回中国的儿子一家，在印
尼一住就是三年。

儿媳妇又打开了手机让

他看。她说道：这位就是我的
爷爷，满口牙齿大半还在，吃
花生吃肉都没问题，还天天走
路到我们家来找我爸爸。

爷爷就住在山那边，相距
好几公里，而且是崎岖小路，
步行得半个多小时，他去中国
时走过这段路去见爷爷，大家
都走出了一身汗，爷爷这把年
纪还天天走这段路，了不起！

媳妇说：“爷爷老了，我三
伯订了饭菜给他，每天15块
钱。爷爷吃了两天，不吃了，
说是太贵。他宁肯自己煮。
我爸爸买了一台电视，他心疼
开电视电费贵，要看电视就到
邻家看。害得邻家常常抱怨，
有事要出门，爷爷又坐在那儿
看电视，请他回家又不好，不

开口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
开。后来，儿女们商量后把爷
爷送去养老院，每个月付1600
块。爷爷看着大把大把的钱
交到别人手上，虽然不用他付
一分钱，可就像割了他心头上
的一块肉——他说，花儿女的
钱和花他的没什么两样。才
在养老院住了两个月，他就和
人打了三次架，而且还随地吐
痰，到处大小便，终于被养老
院送回了家。大家都说爷爷
得了老年痴呆症，要带他去看
医生。可是住在家里，爷爷却
很正常，大小便在洗手间，也
不会和邻居打架吵嘴。大家
终于想通了，爷爷的脑子其实
精得很，他那样装疯卖傻，为
的就是省下那1600块。”

媳妇指着手机上的一个
小砖屋说：“这是爷爷自己砌，
供他百年后之用，他说请人挖
坟墓，工资很贵的。他说百年

后，把他的遗体放在砖屋里，
让儿女动手把砖屋封闭了，那
就是他很满意的归宿了。他
也自己缝制了一套寿衣，他交
代，不必请和尚、法师来超度
念经。他相信自己一生没做
过亏心事，没必要超度什么
的。不过不请和尚法师超度
的真正原因，大家心知肚明。”

爷爷一共有七个儿女，日
子都过得不错。但他不肯与
儿女同住，两夫妻到山那边，
自己动手砌了一栋小房子来
住。儿女们每个月都给他钱，
可说是不愁吃不愁穿，但好几
年来他连一件新衣都不买。

早在几年前，爷爷已交代
了后事，他存了两万多块，儿
孙分得多少，他都写得一清二
楚。一位耄耋老者交代后事，
谁也不觉得意外。但让儿孙
们觉得意外的是，他竟存了那
么多钱，他几乎把大家给的钱

都存了起来，这是怎样的一位
老人呀！

90 岁高龄，如果无疾而
终，说成是死而无憾并不为
过。但问题在于爷爷并非无
疾而终。

几个月前，爷爷得了气
喘，进了医院，情况也没有改
善。他说：“晚上呼吸困难，睡
不着，早上累，又喘不过气，无
法休息，真的生不如死。我还
是吃毒药死好了。”

大家听了，只能安慰几
句，但对服毒一事倒不是很放
在心上。

今早，媳妇父亲来电说，
爷爷自己去买了农药吃了，母
亲看到他要吃农药，与他争
夺，最终还是让他吃下去了。

爷爷走了，媳妇没见到爷
爷最后一面，不能去奔丧，深
感遗憾，但对爷爷来说，他是
不是死而无憾呀！

■ 本报评论员：余凡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
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9日在泰国闭幕。会议期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
要讲话，围绕构建亚太命运共
同体、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
出了一系列重要倡议主张，得
到各方积极响应支持。会议
通过APEC领导人宣言和《生
物循环绿色经济曼谷目标》两
份成果文件，体现了中方相关
政策主张。国际媒体普遍认
为，习主席重要论述点亮了全
球治理的“亚洲时刻”，中国成
为团结各方应对共同挑战的
引领力量。

APEC是亚太地区最重要
的经济合作平台。当前，世界
经济发展前景晦暗不明，“脱
钩”“断链”噪音甚嚣尘上，个
别国家推行带有冷战色彩的

“印太战略”，给亚太合作造成
严重干扰。作为世界经济的

“领头羊”和“火车头”，亚太地
区合作朝什么方向去、走什么
路，不仅关系到本地区的前途
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世界经济发展。今年 APEC
会议将“开放、联通、平衡”作
为主题，反映了亚太大家庭的
共同心声。

中 国 是 APEC 重 要 成
员。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
主席多次在 APEC 会晤的平
台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构建
亚太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
张。本次APEC会议上，习主
席再次发表了很多真知灼
见。比如，在APEC工商领导
人峰会的书面演讲中，习主席
阐述了新形势下推进亚太合
作的六点思路。在 APEC 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呼
吁建设和平稳定、共同富裕、

清洁美丽、守望相助的亚太命
运共同体，强调“要坚持真正
的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要坚持普惠包容，实现
互利共赢”、“要坚持开放区域
合作，共促亚太繁荣”。

从这些重要讲话中，外界
发现，中方始终围绕“亚太命
运共同体”这一关键词，呼吁

“维护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
阐述“如何推动亚太合作走向
深入”。APEC工商咨询理事
会秘书处执行主任安东尼奥·
巴西利奥认为，“构建亚太命
运共同体”反映了地区人民求
和平、谋合作的共同心声，有
助于维护亚太合作正确方向，
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
担当。

APEC成立初衷是推动亚
太经济的开放与合作。1994
年“茂物目标”提出后，亚太区
域贸易额增长了5倍，年均增

速6.7%；双向投资增长12倍，
年均增速超过10%；平均关税
水平从 13.9%减少到 5.2%。
在此基础上，2020年马来西亚
APEC会议通过布特拉加亚愿
景，展望到2040年建成一个
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
共同体，实现亚太人民和子孙
后代的共同繁荣。为了推动
这一愿景实现，中国贡献了大
量智慧与“实招”。

在这次APEC会议上，习
主席指出，自由和开放的贸易
和投资，是实现2040年布特
拉加亚愿景的重要支柱。从
强调早日建成全面、高水平的
亚太自由贸易区，到呼吁培育
普惠各方的亚太大市场；从倡
导全面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水
平，到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
会越开越大，这些主张体现了
中国支持自由开放贸易、向世
界开放市场的坚定决心。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
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李明
江认为，在亚太经济发展面临
挑战的当下，中国坚持对外开
放并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加强
了亚太经济体的信心和安全
感。

以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为目标，中国正在描绘更为
细致的合作方案。在赴印尼
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
七次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
与佐科总统举行会晤，双方
签署新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五年行动计划，两国元首高
度肯定双方对接“一带一路”
倡议和“全球海洋支点”构
想，共同见证雅万高铁试验
运行。在习近平主席赴泰国
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时，两
国宣布构建更为稳定、更加
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

共同体，同意推进中老泰联
通发展构想，加快中泰铁路
建设，未来形成贯穿中南半
岛的铁路大动脉。

有分析认为，共建中印尼
命运共同体、中泰命运共同
体，既体现了双边关系的高水
平，也会对构建亚太命运共同
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示
范效应，汇聚促进地区和世界
和平发展的更大力量。

中国发展离不开亚太，亚
太繁荣也离不开中国。APEC
确立了 2040年建成“亚太共
同体”的宏伟目标，这与中国
提出的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习近平主席在本次 APEC 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再次在亚太
发展道路上留下鲜明的中国
印记。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
的中国，必将以自身新发展为
亚太和世界带来更多新机遇。

死而无憾

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中国展现大国责任担当
■ 国际锐评

■ 棉兰：晓星

峰会成功任务终，印尼东道庆收工。

五湖携手开行畅，四海杨名巴厘红。

一起复苏经济长，共同扩展供粮丰。

地球一体命相扣，世界魂牵梦寐中。

G20峰会闭幕有感
棉兰：田心

华人在印尼汉学的发展进
程中是否发挥了作用？如果答
案是肯定的，那也大可不必惊
讶。汉学不正是一门针对中国
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学科
吗？而华人本身作为中国移民
的后代，自然会对汉学产生兴
趣并且乐于参与其中。更何况
众所周知，一直以来华人都无
法割舍与故土之间的文化纽带。

像这种对华人族群充满偏
见的思维方式在过去曾经盛行
一时（Coppel 1983:5-27）。然
而，现如今当谈及华人汉学家
的作用时，某些人似乎还是摆
脱不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的
立足点，除了在于认为华人只
会效忠于“祖先故土”外，还认
为汉学家会为了所观察对象的
国家利益而被加以利用。

事实上，作为科学理论的
分支，汉学反而是提倡汉学爱
好者们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研究
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与
政治的发展。这正是该学科能

够使那些同中国这一亚洲巨龙
及其人民，包括侨居海外的华
人群体有关系来往的各个民族
获益良多的缘故。汉学甚至常
常被那些有意“征服”这一民族
的人加以利用。从欧洲的传教
士、西方殖民地的官僚精英到
冷战期间的美国学者及其后来
者们都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来
发展汉学。

印尼汉学家们把传统汉学
建设成为了一门实践批判思维
的科学理论。而大部分在印尼
独立不久后马上投入研究建设
的汉学家们都是华人。这些华
人学者之所以被人知晓，不仅
仅因为他们著书立说，也因为
他们努力培养新一代的中国问
题专家。可以说，他们的贡献
便是成功地将一批来自不同族

群、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学生培
育成才。从上世纪60年代末
至今，这些华人学者的学生，有
的在对国家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的机构或者部门工作，例如在
国立或私立高校担任学者；有
的则是独立的研究员。

这篇文章旨在回顾华人汉
学家们的贡献。文章将先从世
界汉学简史展开阐述，包括印
尼汉学的历史，还会提及华人
学者参与汉学在印尼的发展建
设，以及华人学者的学生们及
其各自钻研的领域。汉学是一
门对印尼本民族和国家建设大
有裨益的学科，通过这篇文章，
我们希望人们对于华人在该学
科的发展进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有更深刻的认识。

汉学的起源和发展

汉学的传统起源于欧洲
人想要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兴
趣，而这种兴趣从古代一直延
续至今。早在帝国时期的罗
马人就已经对来自古代中国
的产品趋之若鹜，特别是通过
著名的古代中西方通商要道

“丝绸之路”运至欧洲的各种
香料和丝绸。13世纪末有一
位来自威尼斯（Venesia）的旅
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
他在中国旅行的故事曾引起
欧洲人的惊叹。有趣的是，当
时威尼斯和热那亚（Genoa）正
爆发海战，这些故事正是在他
被俘后才传遍整个热那亚
城。据传，热那亚人把马可·
波罗当作友人而非俘虏对待
（Ross,1994: x）。看到大家对
自己前往中国的故事如此感

兴趣，于是马可·波罗便将他
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游记，最后
被收录在一位来自比萨（Pisa）
的作家鲁斯提契洛（Rustichel-
lo）的文学作品中，这位作家当
时也在热那亚城当俘虏（Ross,
1994:x）。这部作品的英文名
称是“The Travels of Marco Po-
lo”，即《马可·波罗游记》，法文则译
作“Le Livre des Merveilles du
Monde”，即《世界奇迹录》。

作者通过该作品对蒙古
政 权 统 治 时 期（ 元 朝
1271-1368年）的中国地理、经
济生活以及其政治体系进行
了介绍。根据马可·波罗的描
述，当时正处于13世纪末的中
国在整体情况上比欧洲优
越。除了国土更为辽阔，中国
的文明程度与生产技术也更
为先进。自马可·波罗一书出
版以来，欧洲的各界人士对于
汉学研究的高涨热情持续了
数个世纪。在汉学家孟德卫
（D.E.Mungello）看来，汉学这

种吸引力之所以得以萌生并
保持，是因为直到18世纪末，
欧洲人都始终认为中华文明
要比他们本土文明更为先
进。因此，欧洲人希望借鉴和
学习中华大地所孕育出来的
各种思想与文化，尤其是传统的
儒家哲学（Mungello, 2013:91）。

当大部分欧洲民族还在对
中国表示赞叹的时候，来自于
同一片大陆的小部分传教士已
启程到这片东方大国的领土开
始传播基督教。据孟德卫记
载，15世纪到18世纪期间，来中
国传道的欧洲传教士多达数千
人（Mungello, 2013:91）。其中
被誉为开拓者的是一名叫做利
玛窦（Matteo Ricci）的传教士，
他在1583年同另一名叫做罗明
坚（Michele Ruggieri）的传教士
一同来到中国。直到1610年逝
世时，他都未曾离开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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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 学 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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