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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认为，自从去年
安倍晋三被刺后，日韩的政策
却越来越一致了。比如这次给
中国旅客“挂牌”、检疫事件，配
合得这么默契，一看就知道是
提前商量好的。显然，日韩就
是为了恶心中国；“挂牌”及睡
地板，伤害性虽不大，但是侮辱
性极强。

精明的日韩，为何要损人
不利己呢？专家分析，作为美
国的小跟班，必须在反华战略
上交出投名状，否则，安倍就是

“榜样”。其次，日韩也想试探
中国的政策和底线，如果中国
反应不大，它们就立即加码；如
果反制强烈，它们能以“防疫”
推搪。

《亚洲周刊》近期刊载毛峰
《岸田访欧美五国围堵中国》评
论：“从1月9日至15日，日本首
相岸田文雄先后出访了法国、
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
备受日本国内外关注。其主因
由于今年是日本新安保战略确
定要从根本上强化军事防卫力
和可以实施对敌基地反击力的
元年，也是日本首次明确要把
中国视为最大战略挑战加以应
对的元年。同时也是作为G7
轮值主席国要在日本广岛主办
兔年G7峰会的重要之年。”

岸田文雄新年首场外交秀
历访法意英加美五国，重头戏
则是日美首脑白宮会谈，共同
声明强烈反对在世界任何地方
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
现状的任何企图，强调维护台
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通
过扩容加固日美同盟，提升“整
合性吓阻力”。

日本想借G7主场优势，确
立日美主导以应对中俄朝等现
实或潜在的安全威胁。岸田
称：“这次访问让我再次强烈感
受到领导国际社会的责任之重
和对日本的高度期望。”今年
G7广岛峰会的目标是要维护
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岸田忙
着为自己“贴金”。

但凡大国博弈，从来都不

会是全面出击的。往往要试探
再试探，反复地试探，以探测对
方的底线。正如当年美国要反
苏，就先打舆论战，拉上帮手组
团。于是丘吉尔应美国之邀的
铁幕演说大讲“苏联威胁论”。
这招投石问路，如今是由日本
出场闹事。

岸田这次出访欧美的目的
很明显，不仅给中国“添乱”，跟
美国强化安保，还想拉欧洲介
入亚太，为日本加入北约铺
路。比如日本与英国签署“军
队相互准入协定”(RAA)。此协
定的签署，就为英军入驻日本，
进而推动北约介入亚太事务打
开方便之门。

有主子撑腰，岸田说起话
来口气越来越大。妄论中方

“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武力改
变现状的企图愈演愈烈”，“乌
克兰的情势可能是东亚地区明
日要面对的局面”，而日本“将
肩负主导国际社会的重任”；呼
吁“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与中国
的关系”。

别看日本只是弹丸小国，
但一直痴心于帝国梦。而日本
明白，它在二战时对中国造成
的伤害，中国人绝对不会忘
记！一旦中国复兴崛起，首先
会找日本算账！所以，遏制中
国、搞乱中国发展的节奏，成了
日本当务之急。安倍生前多次
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
事”。岸田也信誓旦旦地声称：

“对中国，我一步不会退让”！
迈入新一年，美日遏华节

奏为何突然加快？一是美国经
济危机的苗头已经显现，中美
妥协的空间越来越小，这是美
国国务卿急切访华的原因之
一。而日本已连续15个月出
现贸易逆差。经济上出现问
题，政治上就会冒险，把国内矛
盾转移到“外敌”。

所谓“中国威胁”只是借
口，中国一天不屈服，美国就不
会放松。正如苏联解体后，美
国仍不放心，想借乌克兰把俄
罗斯彻底整垮！所以伟人说：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有道是：“打得一拳开，免

得百拳来。”中国也对美国羽翼
下的北非、中东出招，计划与吉
布提共和国合作建设“太空
港”，从事卫星制造、卫星通讯、
卫星发射。并与以沙特为首的
海湾产油国磋商双方以本币交
易，从根子上挖掘“美元石油”
的墙基。还加大对“美国后院”
太平洋岛国、拉美地区的“关
注”，戳痛了美国的软肋！

2023年元旦前夕，当美日
韩羞辱中国旅客时，解放军辽
宁舰航母编队第一次逼近美国
关岛军事基地。中国航母阵容
强大，包括3艘055驱逐舰，两
艘052D驱逐舰，一艘054A护
卫舰和一艘现代级驱逐舰，加
上补给舰等舰艇。中国开始展
示肌肉！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作战
主任卡尔·舒斯特惊呼，这是中
国发出的强烈信号：“我们能够
打击你，即便不是今天，也不会
等很久！”美国的第二岛链如今
已形同虚设。

北约秘书长29日开始对
日韩进行访问。在乌克兰危机
延宕、亚太局势不稳的背景下，
专家评估此访显然将助推“北
约亚太转向”和“亚太北约化”
进程，实现“全球北约”战略的
新步骤。日韩妄图能借船出
海，竟斗胆充当“亚太北约化”
的推手。

美国企图携日韩将“乌克
兰模式”复制到台海，严重挑战
中国；日本与北约将就应对乌
克兰局势和“自由开放的印太”
合作交换意见。看来，岸田文
雄及日本右翼是不见棺材不落
泪；中国是时候用南少林的铁
棍，对准岸田的罗圈腿来几记
警示棍！

作者Novi Basuki，中文名
王小明。穆斯林学者，中国问
题专家。著书甚多，其关于中
国的文章曾发表在《罗盘报》、

《爪哇邮报》和网络媒体，如
《Historia》、《Mojok》、《Kump-
aran》、《Tirto》与《Detik》。

我们不能不承认，自1990
年下半年两国关系正常化20
多年以来，印尼与中国的高层
关系持续升温。这个假设至
少得到两个前提的支持。 一
是两国官员互动频繁，无论是
互访对方国家，还是在国际论
坛期间举行的双边会晤。

除了哈比比，因为其总统
任期短暂，没有一位印尼总统
没有访问过中国。古斯杜尔
和佐科维更是在担任我国总
统之后，将中国列为最早出访
的国家。

苏西洛并没有将中国作
为其访问的首个国家。但是，
我们晓得，直到现在，苏西洛
仍然是唯一一位两次提高印
尼与中国关系的地位的总统，
因而使两国关系如今如此密
切。

我们记得，2005年苏西洛
将印尼-中国关系的地位提升
为战略伙伴。2013年再次提
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有
了这一新地位，正如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所称赞的那样，印
尼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到达“上
天入海”的地步了。从某种意

义上说，天上、地上、印尼海域
几乎没有中国不能合作的领
域。

第二，印尼与中国经济关
系的持续增长。印中贸易额
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初期仅为
14.8亿美元左右，到 2022 年
猛增至 1090 亿美元以上。必
须承认, 随着印尼与中国的进
出口额的增加，使中国成为印
尼最大的贸易伙伴, 印尼自
2008 年以来每年都出现数十
亿美元的逆差。原因之一是,
印尼对华出口的是附加值最
低的原材料，而印尼从中国进
口的是成品或半成品，附加值
高。

除贸易关系外，中国对印
尼的投资也有显着增长，特别
是自佐科维总统时代以来，
中国在前任总统时代从未跻
身对印度尼西亚投资最多的
前三名国家，立即飙升至第二
位；若将来自香港的投资也归
类为中国投资的话，则列为第
一位了。

旅游业也出现了增长。
自2005年印尼与中国宣布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赴印尼
旅游的中国游客年均增长
25.82%。2005年只有数十万
的中国游客，现在已跃升至数
百万前往印度尼西亚短途旅
行的游客。不仅是人数，中国
游客占访印尼外国游客总数
的比例也有所上升：从 2000
年的0.32%，上升到2015年的
12.21%。 这样，中国的排名
从第25位上升到第3位，成为
印尼最大的外国游客来源国。

上强下弱的两国关系
然而，这种强大的高层关

系似乎并没有得到基层同样
强大的支持。这可以从两国
人民对两国的看法所显示的

强烈的互不信任中看出。
许多中国人仍然认为印

度尼西亚是一个反华国家
——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还
是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印
度尼西亚之所以被视为如此，
有几个因素，其中之一是“连
续性的历史问题”。我之所以
如此说道，是因为在每个时
期，我们都发现总有一个反华
时刻。荷印殖民时期有1907
年的“红溪惨案”，旧秩序时代
有1959年的政府10号法令，
进入新秩序时代有1965年的

“九卅事件”，以及之后的一系
列事件。然后，改革前的
1998 年骚乱，一直持续到现
代；出现了大量反对华裔领导
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还
不是在谈论拒绝中国外劳和
中国投资的舆论了。

有趣的是，这种反华事件
通常表现为以特定宗教名义
行事的团体，虽然，人数可能
不多，但非常积极地参与当代
印尼政治，有能力以结构化、
系统化和有组织的方式动员
群众。

因此，在过去几年中，我
国公民对中国的积极看法经
历了真正的退化，这也许并不
奇怪。最近，皮尤研究中心进
行的“全球态度调查”显示，印
尼受访者对中国的看法发生
了变化。如果说，在 2018 年
多达 53% 的印尼受访者对中
国持好感，那么，在恰逢政治
年的 2019 年，这一数字降至
仅 36%。事实上，在 2014 年，
有多达 66% 的印尼人也有如
此看法。

相比之下，对于主要是穆
斯林的印尼人民来说，中国仍
然被认为是一个特别反伊斯
兰教的国家。 除了季节性的

政治因素外，至少还有其他三
个因素是原因。

第一，历史因素。中国，
尽管最近有许多研究否认中
国参与，但民间仍有人认为是
策划 1965 年“九卅事件”的国
家。尤其，在政变后上台的政
权，通过实施反政府活动获得
了合法性，在国内外执行反对
共产主义政策。与此同时，中
国政治运动不断，更升级为
1966年到 1976年的“文化大
革命”，同时出现动荡的两国
政局，使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
矛盾越来越大。

第二，思想因素。印尼是
一个具有潘渣西拉意识形态
的国家，其第一原则是“全能
的上帝”。与此同时，尽管中
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倾向于采用资本主义与社会
主义相结合的混合意识形态，
而不是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死
板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
因而被误读为反宗教国家；因
为共产主义是源自于马克思；
在 1843 年创作（1844 年发表
在《德法年鉴》）的《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中的导言一文，马
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精神上
的鸦片”。因此，印尼与中国
的意识形态经常被视为处于
截然不同的关系——尤其是
对穆斯林而言，然而，他们却
是印尼人口的大多数。

第三，我想称之为“知识
停滞”的因素。也就是说，不
少印尼人对当代中国的状况
缺乏了解，例如，与宣传了几
十年的“政权”称谓的中国相
比，中国经历了许多变化。

尤其是对宗教而言，的
确，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
间，中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针
对宗教信徒和礼拜场所的冲

击行为。
这里我特意使用“无一例

外”一词，是因为，任何宗教信
仰都免不了被红卫兵的骚扰
和破坏，且不说伊斯兰教等外
国宗教，就连儒家等源自中国
哲学家思想的教义，也难逃红
卫兵的破坏对象。甚至于被
跟随毛泽东路线的中共党员，
也遭到无情的镇压，邓小平是
其受害者之一。

然而，1976年之后，中国
共产党改变了路线，从“政治
领导一切”转向“发展才是硬
道理”。所以，“文化大革命”
结束了。从那时起，一个以邓
小平为主要制定者的经济发展
成为主流的新中国诞生了，这
一政策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

1982年3月31日，中国共
产党中央发布了“十九号文
件”。 这份文件是中国共产
党最系统、最全面地阐述中国
共产党宗教观的官方文件。
即使在今天，除了宪法之外，
这份文件仍然是中国共产党
制定宗教政策的参考。

在那份文件中，中国共产
党进行了检讨：承认过去尤其
是文革期间犯下的宗教错误，
承诺不再重蹈覆辙，将保证其
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只
要不违反法律法规。

调制共同点
总之，印尼与中国高层关

系密切，与人民的熟悉程度不
成正比，这是因为双方对彼此
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尤其
是印尼，我们还习惯用冷战时
期的眼镜来看邓小平时代以
来变化很大的中国。因此，任
何有中国味道的东西总是被
怀疑和警惕的目光所注视。

只要我们的观点是这样，
不管印尼和中国的高层关系

多么亲密，也不能保证这种关
系能长久。苏加诺时代的印
尼-中国关系就证明了这一
点。由苏加诺发起的雅加达-
北京轴心，在一夜之间被擅长
利用和延续我们宗教社会中
的反华情绪的新政权瓦解。

为了尽量减少这段黑暗
历史重演的可能性，未来，印
尼和中国政府都需要想办法
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
解。道格拉斯·约翰斯顿
（Douglas Johnston，2003）所指
的“基于信仰的外交”（宗教外
交）或许值得加强。例如，通
过交换宗教领袖在各自的教
育机构学习和/或教学。也可
以通过学术界之间的研究合
作来找到伊斯兰教义和中国
教义之间的共同点。

中国穆斯林学者普遍承
认，不少主要源于孔子哲学的
中国教义实际上与伊斯兰教
是一致的。清代著名伊斯兰
教学者刘智在其廿卷的《天方
典礼》序言中写道：“虽载在天
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
遵习天方之礼，即犹遵习先圣
先王之教也。”意为，“尽管伊
斯兰教义包含在阿拉伯经文
中，但它与儒家教义没有什么
区别。尽管穆斯林实行阿拉伯
的崇拜方式，但是，就像是在执
行对中国圣人、圣王的礼仪”。

希望通过这种“基于信仰
的外交”，增进两国人民的相
互了解，使双方能够更加客
观、全面地看待彼此。

译者：亮剑

■ 诺维·巴苏基

讲好中国故事第六篇

印尼—中国关系：上强下弱

中国必须给岸田几记闷棍 ■ 丘筱珍

首先，我想提三个问题：
1.大家接触过特需人物吗？
2.大家是否理解他们的世
界？3.大家认为，特需人物是
好相处还是难相处的一个
人？2022年6月29日至8月
18日韩国播出《非常律师禹
英禑 -（英语：Extraordinary
Attorney Woo）》电视剧，2022
年7月18日至8月12日新加
坡播出《你的世界我们懂（英
语：Your World In Mine）》的
电视剧，两者都刚播放完之
后，受到观众的喜爱。这两
部剧的相同点就在于主人公
都是“特需人物”。

我非常喜欢《你的世界
我们懂》的主题曲，名叫《你
的世界》，有一个新加坡网友
点评说：歌词表达了特需人
物内心深处的话。我每次跟
着唱都会很感动：“可能，偶
尔让你感到失望，最后没能
活成你期待的那个模样……
也许我来不及长大，还有很
多事没答案”……这些一句
又一句歌词都是我们所谓

“正常人”一般面对他们的烦
恼，彼此都不能互相理解。
因为大部分的特需人物都不
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
在多数情况下没有能力控制
自己的情绪。

我曾经在一所中学接触
了四位特需学生，他们都分
在不同年级的班。这四位学
生，各自都有不同的习惯，他
们的共同点是：他们有自己
的世界。有一位男生，我在
教室里上课时，他会突然离
开座位走到墙壁前站着。当
时我就观察他在做什么。他
在墙壁前站着，眼神看起来
很开心。我叫他的名字，他

回头，但眼睛没有对视我。
我叫他回到座位去，他无表
情地走回座位去坐。另外一
位男生，他的数学很棒，班上
的同学每次有数学难题都会
向他讨教。他的特点就是，
心里一冒出疑问就会跑到教
师办公室去，不管办公室里
的人是谁，在做什么，他都会
大声地提出他的问题来。我
们其中一位老师会回答他的
问题。听到答案后，他转身
就出去了。

有不少老师向校长提
问，为什么要接受这些特需
孩子在这儿上学呢？的确是
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接受
这些特需学生，就得有专业
的教师队伍来教导他们的。
那时，对这些孩子的专业教
师和教育机构还很少，校长
说：“如果不是我们来接受他
们，谁要接受他们呢？”有一
天，我刚到学校门口，看见一
位特需女生跟她妈妈在校门
口的长椅子坐着。妈妈在看
着女儿，而女儿在静静地吃
东西。上课铃声一响，女儿
立刻站起来准备进学校了，
妈妈也站起来，我看到很感
动的一幕，女儿拥抱妈妈一
下，就转身进学校了。她们
俩没有说话。我想起韩剧
里的禹英禑问她爸爸：跟
她 一 起 生 活 的 感 受 是 什
么？爸爸说：“跟一个自闭
症孩子一起生活的感觉就
是：孤独，寂寞。”

爸爸需要很长时间才
能跟女儿沟通的，新加坡
电 视 剧 的 郑 天 才 也 是 如
此。他家人需要 21 年的时

间才能跟他好好地相处。
关键就是：我们要走进他
们 的 世 界 ，他 们 的 喜 好 。
你 能 了 解 他 们 的 世 界 以
后，才能够慢慢地跟他们
沟通，引导他们，让他们能
够 明 白 最 基 本 的 生 活 常
识。至于他们什么时候才
能明白，那就靠他们自己
的能力了，我们无法为他
们决定。最主要的，我们
不能要求他们完全像我们
所 谓 的“ 正 常 人 ”一 样 生
活。

禹 英 禑 是 个 法 律 天
才，在法庭上屡次打赢官
司，但她没能力准备自己
的早餐。郑天才可能智商
不是很高，但他很会跑，会
种花，后来通过卖他自己
栽培的盆栽用跑的方式送
到买主的地方去。这些特
需人物最大的特点是：他
们是很单纯的，认为所有
人都是好的，渴望有人愿
意跟他做朋友。就是因为
这样，他们经常受到别人
的歧视，排斥，觉得他们是
个怪人。

我 认 为 ，之 所 以 很 多
国家都把特需人物做成故
事题材是因为全世界的特
需人物日益增加，不能被
忽视。他们是要鼓励特需
人物的亲人，同事也要呼
吁他们周围的人，不要排
斥他们，不要把他们看成
一个怪人。最后，我也向
呼吁大家，如果在你身边
或周围有特需人物，不要
歧视他们，如果有可能，试
试走进他们的世界。

走进他们的世界
——新加坡和韩国电视剧观后感

感悟
万隆：文苗

时光匆匆，往事无踪，回
首历程犹如梦。人生原来世
间走一趟，在世界上大舞台，
各自演绎一剧戏，大家均为

剧中人。
坎坷的路途，甜酸苦辣

的生活，拼搏奋斗的生涯，规
律

“生老病死苦”，最终归
宿一堆土 。

人生在世居，须安分守
己，做任何事情，要问心无
愧！

“因果报应”是天理，真
是大哲理！凭自身能力，多
做善事则有益；无能成为社
会龙，切勿变为社会虫！

雪中送炭真君子！
尊师敬老品德高！
珍惜友情诚心好！
孝顺父母子孙道！

愿与大家共勉之。

忙年多赶碌，除夕自庖厨。
烹饪观时动，海参待热炉。
锅中团聚喜，杯下合家娱。
欲待烟花放，阳台伴执壶。

除夕
棉兰：敬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