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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前，瓦希德（Ab-
durrahman Wahid）别 名 Gus
Dur去世了，但谁能想到印尼
的外交政策在他的领导下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分
裂了印度尼西亚受制于“西方
国家，尤其是美国”力量的观
念。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四
任总统重建与亚洲国家特别
是中国的外交关系。 印度尼
西亚总统在苏加诺之后没有
采取的政治步骤。

自1966年苏哈托上台以
来，印尼在东盟具有重要影响
力，一直站在美国一边，追随
美国的外交政策，直到 1989
年才与中国合作。事实上，当
时印尼仍然坚持外交政策自

由的原则。
同 样 ，在 哈 比 比（BJ

Habibie）时代。 印尼在政治
上和经济上都非常依赖美
国。其中之一是东帝汶事件
的解决，哈比比为东帝汶举
行全民公决。 这一步骤被视
为更加民主和维护人权。但
是，这一步实际上是受到了美
国的影响力。

如果哈比比政府解决了
东帝汶问题和腐败问题，则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向其提
供 10 亿美元的贷款（史蒂文
森，1998 年）。 不幸的是，由
于印度尼西亚国民军（TNI）在
东帝汶焚烧村庄，援助没有发
放。

在哈比比卸任总统职位
后，瓦希德迈出了不同的一
步。不想依赖山姆大叔的国
家，Gus Dur 敞开心扉，与亚洲
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在多次访问亚太国家期
间，古斯·杜尔似乎对中国有
着不小的用心。 Gus Dur 宣
布了一项前往亚洲平衡西方
的政策。

该倡议的主要思想是改
善印度尼西亚与印度、中国、
日本和新加坡之间的关系，以
对抗西方影响并减少对西方
的依赖。

虽然将瓦希德的政策与
1960 年代苏加诺的 GANEFO
等同起来是多余的，这两个政
策是不一样的，但这是一种外
部制衡政策，印度尼西亚通过

与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
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来
平衡来自西方的压力。特别
是在东帝汶干预和经济危机
之后。

上任后的头四个月，瓦希
德访问了亚太地区 26 个国
家，印尼外交部解释说，瓦希
德积极的外交政策是为了“重
塑印尼在国际社会心目中的
优秀形象”（Smith，2000）。

为贯彻这一政策，瓦希德
于1999年12月首次国事访问
就选择了中国，以改善与中国
的双边关系。

Gus Dur 阅读未来
古斯杜尔认为，苏联解体

后，中国将成为世界大国之
一。尽管如此，Gus Dur 还是
读到了中国在 80 年代后期为
再次成为大国所做的一切。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在邓小平领导下启动改革以
来，中国经济在三十多年的时
间里每年以超过 10% 的速度
增长。 它导致中国经济超过
其巨大的邻国日本，并对美国
构 成 挑 战（Majid Noonari，
2011）。

此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
机席卷亚洲时，东盟经济也受
到冲击。 那是东盟最困难的
时期，因为它面临成立以来的
第一次金融危机。 当东盟需
要从危机中崛起时，中国出手
相助（Majid Noonari，2011年）。

此外，自1989年以来，中
国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变

化。随后，中国的外交政策沿
袭了邓小平在 1990-1991 年
间采取的外交政策“韬光养
晦”（Keep Low Profile）（闫学
通，2014）。注重通过经济合
作发展经济，开始对外开放，
参与国际社会交往。

Gus Dur 与中国的合作也
更容易利用历史和文化的纽
带。 据记载，印尼与中国在
几个世纪前就建立了关系。
来自中国明朝的郑和将军是
该群岛最成功的伊斯兰教传
播者之一。 就连 Gus Dur 也
开玩笑说自己是华裔。它可
以解冻印尼与中国的关系，终
止僵化的外交。

印度尼西亚正试图阻止
像科索沃那样的北约人道主
义干预，后者设法获得了独
立。因此，印度尼西亚寻求国
际上对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支
持，同时避免承认亚齐和巴布
亚的可能独立。

出于同样的关切，中国和
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印尼天
然的朋友。 最后，瓦希德希
望此访能为印尼带来更多的
金融援助和投资，这是印尼经
济复苏的关键。

比较 Gus Dur 的平衡政
策和 Habibie 的妥协政策以应
对西方压力，我们可以进一步
确定政治合法性在塑造国家
行为中的作用。 面对同样来
自西方的高压，政治合法性低
下的哈比比政府选择在东帝
汶问题上让步，以保住西方政

治和经济支持。
Gus Dur 提出了一项平衡

政策，即寻求亚洲国家基于其
高度政治合法性的支持。 然
而，由于中亚其他国家的敌对
反应，瓦希德的亚洲政策观点
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后冷战时代（至少到
2000年代初期）的单极国际体
系下，没有国家愿意挑战美国

“利用”印尼。
20 年过去了，Gus Dur 对

中国崛起和与中国合作重要
性的预测已经得到证实。

外国政治力量的平衡不
仅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在经济
上与中国接近，在安全上与美
国接近。今天的东盟也正在
发生，就连东盟也是世界大国
的交汇点。 此外，印度尼西
亚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
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消除从属关系
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外交

也是一种制衡，因此印尼并不
依赖美国。 此外，印度尼西
亚不仅被视为命令执行国。
虽然印尼对印尼华人有黑历
史，但在1998年5月，还是有
不少华人被杀。

但是，中国的回应非常强
硬。 正如人民日报所引述的
那样，中国要求印尼政府“严
惩暴徒，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此
类事件再次发生，保护印尼华
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日报，
1998）。 不仅如此，当时的中
国外交部长唐家璇表示，中国

“高度重视对华人的伤害，要
求对肇事者进行严惩”（新华
社 ，1998）。 这 是 中 国 自
1960 年代以来首次对印尼施
加外交压力。

改革后，哈比比确实一改
怀疑的语气，谴责排华罪行。
但是，没有对高级军事官员提
出实际指控。 1998 年 6 月将
普拉博沃中将从 Kopassus 免
职更多是由于军方的政治斗
争，而不是对他在 1998 年 5
月骚乱中所扮演角色的惩罚。

然而，哈比比几乎没有理
会。 因为中国的压力相对较
小，因为他们没有威胁如果印
度尼西亚不按照中国的意愿
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制裁。 相
反，中国政府继续向印度尼西
亚提供 300 万美元的无条件
医疗援助，并于 1998 年 8 月
为印度尼西亚签署了 2 亿美
元的一揽子金融贷款（Antara
News，1998）。中方出台此政
策的原因不得而知。

除了可以被视为“免费”
的中国援助外，Gus Dur 确实
对调查 1998 年 5 月悲剧中的
危害人类罪做出了更深刻的
承诺，并承认儒教为印尼国
教。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瓦
希德的人道主义使命，其中之
一就是解决1998年 5月的悲
剧和他颁布的政策，可能增加
了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同
情。 事实上，它使亚洲国家
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

■ Virdika Rizky（菲迪卡）

佐科·苏山托（Djoko Su-
santo）

华文名：李基伦（Lie Kh-
ie Lun）

出生：
1951 年 10 月 22 日出生

于巨港（Palembang）。
教育经历：
卡渣玛达大学经济系经

济学士。会计理学硕士——
阿 肯 色 大 学 （University of
Arkansas），1989 年美国阿肯
色大学会计理学硕士。1992
年美国阿肯色大学会计博
士。

事业与贡献：
日惹国家英雄家庭基金

旗下经济类高等学校（Seko-
lah Tinggi Ilmu Ekonomi,
Yayasan Keluarga Pahlawan
Negara Yogyakarta，简称 STIE
YKPN） 创 始 人 兼 校 长
（1983-1987 年 和 1997-2005
年），现担任该校教授、日常
事务执行部成员和基金会管
理主席。

卡渣玛达大学经济与商
学院（FEB）管理硕士课程讲
师。

1979年加入印尼会计师
协会，积极参与印尼会计师
协会管理：曾任外事部副部
长（1994-1998年）、国际关系
部主任（1998-2002年）、国家
管理委员会成员（2002-2006
和 2006-2010 年）、荣誉理事

会成员（2010-2014年）。
东 盟 会 计 师 联 合 会

（ASEAN Federation of Ac-
countants，简称 AFA）秘书长
（1984-1986 年）和东盟会计
师 联 合 会 主 席（1994-1996
年）。代表印尼会计师协会
担任东盟会计师联合会理事
会成员（1996-2010年）。

印尼经济学家协会（Ika-
tan Sarjana Ekonomi Indone-
sia，简称 ISEI）中心常务主席
助理（2002-2005 年）和印尼
经济学家协会日惹分部顾
问。内部审计教育基金会监
事成员（2006-至今）。

获得阿肯色大学阿尔
法·贝 塔·普 赛（Alpha Beta
Psi）颁发的《1994 年度会计
师》和印尼政府嘉奖的30年
模范公务员勋章（Satyalan-
cana Karya Satya 30 Tahun）
（2012年）。

严·胡萨达（Jan Hoesa-
da）

华 文 名 ：陈 中 源（Tan
Tiong Goan）

出生：
1947年 6月 26日出生于

任抹（Jember）
教育经历：

1973年获卡渣玛达大学
会计硕士学位。

1989-1990 年获印尼大
学硕士课程的会计系管理硕
士学位，优秀毕业生称号。

2008年获印尼信息商学
院（Institut Bisnis Informatika
Indonesia，简称 IBII）战略管
理系博士学位。

事业与贡献：
参与修订《印尼会计准

则》：《财 务 会 计 准 则 集》
（1993-2009 年）、《非政策性
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准则委
员会修订组组长），是印尼会
计师协会中的财务会计准则
委员会与印尼穆斯林教士理
事 会（Majelis Ulama Indone-
sia，简称 MUI）共同创立的
《沙里亚法》会计标准委员会
的发起人，同时也是政府会
计准则委员会和印尼银行财
务 会 计 规 定 （Kebijakan
Akuntansi Keuangan，简 称
KAK）指 导 理 事 会 会 员
（2012-2013年）。

在印尼大学经济学院和
多所私立大学的多个研究生
课程任教，担任国防与安全
部 （Departemen Pertahanan
dan Keamanan）的讲师，负责

向高级军官讲授管理领域中
的特定主题。时常被邀请在
私人或政府机构举行的研讨
会上发言。

出 版 物 ：《会 计 媒 体》
（Media Akuntansi）编辑，印尼
会计协会杂志《印尼会计》
（Akuntan Indonesia）编辑，印
尼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商业
和会计评论杂志》（Econom-
ics Business & Accounting Re-
view，简称e-Bar）编辑、教育
部语言发展和培育中心《税
务字典》编辑。

1998 年，作为国防部教
育 培 训 中 心（Pusdiklat Je-
menha，简称 Pusjemen）的高
级公务员，获得国防与安全
部 （Departemen Pertahanan
dan Keamanan， 简 称
Dephankam）部长授予的国防
部智慧之师（Dwija Shistha）
的星衔，2010 年作为财务会
计准则理事会成员印尼会计
师协会嘉奖，2012 年获文莱
—印尼—马来西亚语言委员
会 财 务 专 家 奖（Keuangan
Majelis Bahasa Brunei Darus-
salam-Indonesia -Malaysia，简
称MABBIM）。

因德拉·维贾亚·库苏玛

（Indra Wijaya Kusuma）
华文名：廖联庄（Liauw

Lian Tjung）
出生：
1963 年 11 月 20 日出生

于雅加达
教育经历：
1987年获卡渣玛达大学

（Universitas Gadjah Mada）经
济系硕士学位；

1998年获博士学位；
1994年获工商管理碩士

（MBA）学位；
1994年获会计理学硕士

学位；
就读于美国肯特州立大

学（Kent State University）。
事业与贡献：
2006 年至今，卡渣玛达

大学教授；2005-2006 年，注
册管理专业会计师（Certifie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c-
coun-tant，简称 CPMA）考核
委员会成员。

2007 年至今，会计专业
评 估 与 推 荐 委 员 会 主 席
（Komite Evaluasi dan Reko-
mendasi Pendidikan Profesi
Akuntansi，简称KERPPA

-IAI）。2002年至今，专
业会计师认证委员会成员

（Dewan Sertifikasi Akuntan
Pro-fesional， 简 称 DSAP
IAI）。2003-2011年，日惹地
区印尼会计师协会会长。

日惹卡渣玛达大学公
职：会计系主任（2000-2007
年）、会 计 硕 士 课 程 主 任
（2007-2008年），会计发展和
研究主任（2008-2009年）、国
际商学院协会（The Associa-
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 of Business，简称AAC-
SB）国际认证准备小组协调
员（2011年至今）。

出版物：2007年至今，印
尼大学经济学院（FEUI）《印
尼财务和会计杂志》（Jurnal
Akuntansi dan Keuangan Indo-
nesia，简称 JAKI）审稿人；卡
渣玛达大学商业与经济学院
《印 尼 经 济 与 商 业 杂 志》
（Journal of Indonesian Econo-
my and Business，简称 JIEB）
编辑委员会，卡渣玛达大学
管理硕士《卡渣玛达国际商
业杂志》（Gadjah Mada Inter-
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简
称 Gamal JB）编辑委员会成
员。印尼会计师协会（IAI）
《印尼会计研究杂志》（The
Indonesian Journal of Account-
ing Research，简称JRAI）审稿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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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建设时期的华人会计师 （7）

汉斯·卡帝卡哈迪（Hans Kartikahadi）

作 者 系 PARA 辛 迪 加
研 究 员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政
治学研究生。

(接上期)我们用手机在这
个冷清的中央大街上无聊的
拍照闲逛。透过玻璃窗突然
发现一家“俄罗斯商城”里人
头攒动，推门进去，里边竟然
是一番热闹景像。售货员走
过来说雪靴打折，只售30块，
一路游说我们各买一双。我
看那雪靴做工粗糙，有点像死
人鞋。又看看店里那些游客
味超浓的南方来客，个个脚上
一双，走起路来傲气十足的样
子，就不太想与他们为伍。但
又想到网民们说过到雪乡雪
靴是必需的，说圣索非亚教堂
边最便宜，卖三十块钱。心想
这里是游客区，也卖三十块，
不如就这儿买了算了。就不
知质量和教堂边上卖的是否
相同？不会未到雪乡就先掉
了鞋根吧？

友人出价25，要两双。对

方死活不肯。我们威胁说不
肯我们就走人，走了哦，不买
了哦！但看那小姐对我们的
威胁不为所动，一付走就走吧
的样子。我心里虽然想买，可
她那一副不屑的样子叫我来
了气，就推门走了出去。

友人抱怨说走那么快干
嘛。再跟她磨一下嘛，终归要
买的。

我说你没见她那付德
性？还买？

争执中突然眼前一亮，抬
头竟然又是一家俄罗斯商场
城。惊喜中发现前头竟然有
一家，后头也一家。地下层又
是一家。还打折。怎会有那
么多俄式罗斯商城呀？卖的
还都不外是伏特加、银器、公
仔、打火机等同样商品。又不
见有什么惊喜货色。

我对友人说，你看你看，
你急什么急呢？到处都是，还
怕没得买吗？

随便跑进了一家，同样的
靴，叫价40元，但靴里的绒毛
摸起来似乎细些暖些。再说，
店家让两位热情的小姑娘来
接待，让我们试完这双试那
双，服务周到。友人被姑娘的
热情软化，一开口就出价 30
块。

我赶紧把他拉出店门外，
说：你傻的呀？30块钱刚才那
家就能买到，你该出25呀。

友人说：那边也30，这里
也30，不都一样吗？

两位姑娘怕到手的肥鸭
又飞了，硬生生地把我们拉进
门去：到里边去说嘛，外边冷！

然后说：我们问过老板
了，因为快关门了，成本卖给
你，30就30吧。

我抱怨友人说：你看你
看，25块肯定买得到！

付过钱，姑娘还很贴心的
建议我们马上换上新雪靴，说
这样暖和些。

换上雪靴后，果然不同凡
响，冻了半天的脚底真的马上
暖和起来了。想起刚才那几
个穿着靴子的游客一付不可

一世的模样，我们这时候走起
路来也虎虎生风了。雪靴后
来一直暖着我们的双脚 ，陪
着我们在雪地上折腾了好几
日的功夫，功德圆满后竟然还
结结实实地完好无损。离开
哈市时都不忍扔下它们。30
块钱，是值！

走出“俄罗斯”，迎面撞上
了一位老奶奶，对我们叫着
说：买手套啦！买手套啦！

我低声跟友人说：这种贴
身小贩的东西千万买不得！然
后我们齐齐对她摇头说：不买。

老太婆不死心，一路追着
要我们买，从十块钱叫到五块
钱。最后见我们如些坚决，就
索性把手套往我们怀里塞说：
便宜卖给你们，两对五块钱吧！

五块钱两双，这是什么手
套啊？原材料都不止五块了
吧，员工工资呢？

我望望友人，友人看着年
老的婆婆，于心不忍，掏出了
十块钱。然后把手套塞进衣
袋里。

顶着夜间寒冷的空气，我
们一路往松花江方向走，要去

江边看“防洪抗灾纪念碑”。
迎面走过一个小年轻，一件T
恤，敞着胸，外披一件薄外套，
若无其事的在路上走得轻
松。我顿时目瞪口呆。零下
16度哇！零下16还是我们刚
下机时的温度呢，现在夜更
深，气温也应该是更低了吧？
我们棉内衣裤，羊毛衫，牛仔
裤，还要羽绒服，围巾，都把自
己裹成肉粽一般了，还觉得冷
飕飕的。他轻装上阵，倒还轻松。

这时觉得双手在羽绒服
里也冻得快不行了，想起老太
太的手套，管用不管用，拿出
来套上了再说。过了一会，手
却也渐渐觉得暖和多了。5块
钱的手套竟然也保暖，可以御

寒。这双手套何止值 5 块
呢？不禁感激起那位老婆
婆。刚才还对她有那种想法，
想想真是愧对她老人家啊。

实在是冷啊。天一冷，肚
子就不争气了，竟然在那咕咕
的叫。街道上又冷冷清清，去
松花江的劲也没了。就想打
道回府。友人嘀咕着说：这鬼
冷的天，有碗热腾腾的面条吃
该有多洽意啊。

我说你想得美，家家店铺
大门紧闭，一瓶矿泉水都不知
到哪买呢，还面条？还说是个
市级城市呢，冷清到这付模
样。难不成哈尔滨人没有夜
生活的吗？

（未完待续）

雪 乡 行
红星闪耀韶山冲，中国圣贤毛泽东。
功比尧舜主浮沉，难明赤县风云动。
文韬武略概精通，古今中外无与同。
敌友钦佩齐声赞，青史英名永传颂。

圣贤毛润之
——纪念伟人毛泽东诞辰 129 年

占碑：常青
■ 雅加达：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