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帝瞎张罗
巴厘：意如香

一
科研气球被击落
倒打一耙怪中国
张牙舞爪霸权嘴
色厉内荏瞎张罗

二
布林肯欲往中国
自吹自雷空敲锣
没人邀请白脚蹄
自讨没趣霸权落

（注：闽南话“白脚蹄”，意不请自来，不受欢迎也。）

据中国佛教协会官网消息，台湾佛
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于 2023 年 2 月
5 日圆寂（逝世）。全世界的佛教徒无
不深感悲痛。

对于星云大师的圆寂，中国佛教协
会于2月 10日向台湾佛光山宗务委员
会特致唁电，表达对星云长老的沉痛哀
悼。唁电说，“中国佛教协会深切缅怀
星云长老一生的悲智愿行，历史将永远
铭记长老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事业所
贡献的无尽功德。”星云大师的美德，
特别是为两岸和平发展的贡献，将永远
铭记中国人的心坎。

星云大师一生行善，带着慈善的
心，游历全世界，也多次来到印尼访
问，与印尼队佛教人士亲切见面，并赠
送礼物给当地的慈善机构。如果一些
国家遇到发生自然灾害，他就尽力帮
助，捐款捐物，奉献爱心。他到处演
讲，除了讲解佛教慈善的教义外，也大
力推动和平友好事业，特别关心台海的
和平统一，他大力推动台湾和平统一的
事业，得到全中国人民的敬重。反动的

“台独”分子，对大师也敬重三分。
中国大陆的佛教协会十分敬重星

云大师，赞扬他是“人间佛教思想的重
要倡导践行者、弘扬发展者。”星云长
老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把自己的一生奉
献给佛教。中国佛教人士说，“他创建
佛光山道场，开创人间佛教的佛光山模
式，推动人间佛教思想在台湾地区和海
外华人佛教界契理契机的践行、弘扬、
传承、发展，为人间佛教思想与时俱
进、深入人心作出了卓越贡献。”

认识星云大师的人都知道，星云长
老是海峡两岸佛教友好交流的开拓发展
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拥护推动者。
中国佛教协会盛赞星云大师，“长老心
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致力于两岸佛教
友好交流，多次率团参访祖国大陆，推
动佛指舍利赴台供奉瞻礼，与两岸高僧
大德共同发起世界佛教论坛，为加强两
岸宗教和人文交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重要贡献。”

我虽然不是佛教徒，但对星云大师
的伟大贡献，敬佩得五体投地。他行走
四方，圆圆带着笑容的脸庞，露出甜密
的笑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讲话
也是轻声细腻，据说，他不会发脾气，不
会骂人，就是有人欺骗他，他也不生
气。听说，几年前，他来到印尼，有一位
自称是印尼“华族精英”李XX，劝星云大
师捐款，他毫不怀疑，一下就捐出大笔
钱给那位“华族精英”，说是为了促进两
岸和平事业；后来知道，捐款全部落进
这位李姓骗徒的口袋。他知道上当后，
也不生气。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
人”，由他去吧！上苍饶不了他！

中国佛教协会对星云大师的圆寂
在唁电里说，“星云长老是中国汉传佛
教和中华文化的海外弘扬者、传播者。
长老一生秉持佛陀普度众生的本怀，弘
法足迹遍及五洲四海，推动中国汉传佛
教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扎根
海外、广利有情，为汉传佛教和中华文
化的世界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
月8日说，星云法师的高德遗韵和风范
将为两岸同胞所铭记，大家更应该记
住，星云法师的宿愿是中华民族实现伟
大复兴。衷心希望台湾佛教界人士和
广大信众秉持星云法师遗志，推动两岸
交流合作，助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中国佛教界人士及老百姓深切缅
怀星云长老一生的悲智愿行，历史将永
远铭记长老为两岸佛教友好交流、汉传
佛教国际传播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事
业所贡献的无尽功德。

中国佛教界人士非常敬重星云长
老弘法利生的巍巍功德，赞不能尽；祝
愿长老为法忘躯的崇高精神，与世长
存。佛教人士指出，长老光辉的愿行功
德必将激励两岸佛教界牢记祖庭根脉，
更加珍视一脉相承的殊胜法缘，更加珍
重同根同源的深厚法谊，更加珍惜两岸
关系的和平发展，为推动两岸民间交流
贡献佛教界的智慧和力量。

星云大师离开我们而去了，但是他
的美德和慈善心肠，却永远永远铭记在
我们的心中。我们要永远学习他热爱
和平，以人为善的精神，永远缅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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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俄罗斯于去年 2 月
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世
界能源、粮食价格飙升，经贸
紧缩，造成一些国家如斯里
兰卡等的通货膨胀、债务违
约，甚至发生民众的街头抗
争。

2022 年末，俄乌战事继
续僵持、能源价格居高不下、
通货膨胀寒风四起、美国央
行调升利率……国际评估机
构屡次警示，全球经济衰退
的浪头已经袭来，斯里兰卡
的失败案例或将在数十个发
展中国家间重演。国际货币
基金(IMF)预估今年全球经
济展望不容乐观，世界主要
经济体均呈现疲软。印尼政
府也提醒国内工商界，必须
严阵以待。

国家财政部副部长那扎
拉(Suahasil Nazara)于 1 月 13
日表明，经过推动各部门的
密切配合，计划将2023年的
政府国内消费定为 3061 兆

(triliun)印尼盾。“在财务方
面，我们鼓励商界争取国家
消费达到3000兆盾的指标；
2022 年已经成功了，2023 年
还是 3000兆盾，有希望能把
国内生产总值(PDB)提升至
我 们 拟 定 的 21000 兆 印 尼
盾。”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印
尼 2021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1.19兆美元，折合17850兆印
尼盾。副部长估计，政府将
202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定为
21000 兆印尼盾应该是符合
逻辑的。虽然受到美元利率
抬高的影响，政府应能维持
经济平稳发展，克服通货膨
胀压力。

美联储一年来的不断加
息，使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
发展的评估值应声下滑。根
据 2023 年 1 月出版的“全球
经济前景”(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的资料，今年全球
经济预测已下调至 1.7%，而
2022 年的增长预测(proyeksi)
尚有2.9%的较高指标。

世界银行在经过审慎评

估后，把印尼2023年的经济
增长预测由之前的 5,1%降
为 4,8%。经济发展及合作
组织(OECD)考虑到印尼国内
市场的需求还没有提高，民
间消费意愿也因通胀而低迷
不振，所以把增长预测再降
为 4,7%。但这些都没有影
响印尼的信心。

国家统计局(BPS)发布信
息：2022 年的经济同比提升
5.31%，增幅创下了自 2013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
增长最迅猛的是运输和仓储
业，去年实现了 19.87%的增
长；商品和服务出口同比提
升 16.28%，旅店和餐饮业上
涨 11.97% ，其 他 服 务 业 增
9.47%。但占主导地位的制
造业仅增长了 4.89%，而农
业增速更只有 2.25%，拖了
国家后腿。

印尼 CNBC 网于 2 月 10
日报道，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显示，2022 年印尼的人均国
民 收 入 (GDP) 将 达 到 每 年
4784美元，换算为7103万印
尼盾。这意味着约2.75亿印

尼人民的平均月收入约为
590万印尼盾。与2021年相
比，人均国民收入已获得
14%增幅。

翻阅资料，印尼数年来
的人均 GDP 详列如下：2021
年 4332美元、2020年 3894美
元、2019 年 4151 美元、2018
年 3902美元、2017年 3839美
元、2016 年 3558 美元、2015
年 3322 美元。在佐科维总
统治下稳步提升，如今名列
亚洲第27，世界第111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激
增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
生 产 总 值 ，从 2021 年 的
11120 兆印尼盾大幅增长到
2022 年的 11710 兆印尼盾相
一致。得到国际权威的认可
及好评。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印
尼 2015 年人均 GDP 为每年
3322 美元，而国家统计局的
数据显示这一数字在 2022
年已增至 4784 美元。这意
味着，在佐科执政的八年间，
人均GDP增长了1307美元，
增长了 37.6%。媒体的报道

显然引发了反对阵营的不
满。

有人回应，前总统苏西
洛 (SBY) 执 政 时 前 八 年 的
GDP 值增长更快，从 2005 年
的 1749兆印尼盾猛增49.6%
至 2012 年的 2618 兆盾。这
样显著的政绩，当然值得大
家称道。

专家认为，人均 GDP 收
入通过相关国家的GDP总值
除以人口总数来计算，得出
该国的人均收入；GDP 值越
大人均收入越高。但该值也
受到居民数量的强烈影响，
如果人口基数也很大，一个
庞大的GDP值也可能会得出
不是高标准的GDP人均收入
值。

根据国际资料，卢森堡
是全球人均GDP收入最高的
国家，每年 13.45万美元。因
该国人口只有64万人，而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约 855.1 亿 美
元。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
GDP 值，为 23.32 万亿美元，
但因人口高达 3.31 亿，所以
人均 GDP 收入仅为 61855 美

元。
舆论分析，除了面对全

球性通胀压力，印尼的经济
发展还受到国际能源、肥料
及粮食价格与供应的影响。
此外，国内政局面对2024年
总统选举及议员席位的争
逐，已开始突显各政党为了
政治前途的精心布局，中央
的经贸政策常成为被攻击的

“沙包”。
在国外形势尚未明朗，

国内中短期市场须适应潜力
紧缩的情况下，民族工商企
业扩展业务时均显得谨小慎
微、步步为营；出口商将美元
外汇留在国外，而非存入国
内银行；症结何在？已成为
政府关切的问题。当然，还
有准证、手续费、工会等痼
疾！

无论前途还有什么艰难
险阻，印尼2022年国内生产
总值的提升让全国各界增添
信心，在佐科维总统及其团
队的领导下，印度尼西亚必
定能够闯过 2023 年的风雨
坎坷。

■ 本报评论员：余凡

印尼国内生产总值迎难而上

埃菲·努尔斐迪亚·阿莉芬（EVI NURVIDYA ARIFIN）

第二次调查于 1997 年
至 1998 年进行。当时，阿
里斯担任印尼大学经济学
院人口学研究所的副所长，
而 所 长 是 海 迪·A·巴 赛
（Pasay）（1995-1998）。剩下
的调查由其它机构负责，直
到现在仍在进行中，且该调
查被公认为纵向研究的理
想数据来源。

自 1999 年开始，阿里斯
一直致力于把印尼人口学
研究发扬光大，以便扩大读
者范围，能接触到外国读
者。他长期的研究议程之
一是研究人口统计学各组
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研
究人口流动性，人口老龄化
与发展之间的联系。第二
个研究议程，始于他对人力
资本质量的关注，随后发展
为 寻 求 世 界 发 展 的 新 范
式。他认为，发展应该以人

为中心（People Centered De-
velopment），绿色环保（En-
vironmental Friendly Develop-
ment）和公平公正（Justice），
不应仅以经济增长为中心。

阿里斯·阿南塔曾在新
加坡国立大学的经济学院
担任两年的经济学老师，之
后他全心全意在新加坡东
南 亚 研 究 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
pura）工 作 ，担 任 研 究 员 。
直到 2000 年，他对经济一
体 化 和 劳 工 流 动 十 分 关
注。他其中一篇文章《经济
一体化和自由劳工区：一位
印 尼 人 的 观 点》（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Free Labour

Area: an Indonesian Perspec-
tive），刊登在《印尼的劳工
移民：政策和实践》（Labour
Migration in Indonesia: Policies
and Practice），主编是苏甘迪
（Sukamdi）、阿杜尔·哈里斯
（Abdul Haris）和帕特里克·
布 朗 利（Patrick Brownlee）。
阿里斯和埃菲·努尔斐迪
亚·阿莉芬（Evi Nurvidya Ar-
ifin，阿 里 斯 的 妻 子 ，巽 他
人）一起编写了《东南亚的
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
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一书
（2004）。该书是联合国开
发 计 划 署（UNDP）编 写 的
《2009 年人类发展报告：克
服困难：人类的流动性和发

展》（Human Development Re-
port 2009 Overcoming Barriers:
Human Mobility and Develop-
ment）的参考书目之一。

随着学识越来越渊博，
他不是将人口学的传统话
题，包括生育力，死亡率和
移民单独分开研究，而是把
这三方面结合并联系起来
研究，以及和多种因素相联
系 ，如 人 力 资 本 质 量 、贫
穷、种族人口、国际移民和
发展范式。自 2001 年起，
阿里斯不再继续任教，但他
发表在互联网上的著作广
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

阿里斯·阿南塔也曾研
究过印尼的华人人口统计

数据。与廖建裕（Leo Sury-
adinata）、埃 菲·努 尔 斐 迪
亚·阿莉芬（Evi Nurvidya Ar-
ifin）一 起 编 写 了《印 尼 人
口：在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
中的种族和宗教》（Indone-
sia’s Population: Ethnicity and
Religion in a Changing Politi-
cal Landscape）。 其 中 一 个
章节的内容是基于 2000 年
人口普查，研究分析在印尼
的华人人口数据。他仍然
使 用 2010 年 人 口 普 查 数
据，继续研究印尼的华人人
口数据以及其它族群的人
口数据。目前，阿里斯·阿
南塔和埃菲·努尔斐迪亚·
阿莉芬，以及中央统计局的
研究团队一起研究印尼的
族群人口。

这就是阿里斯·阿南塔
在人口学方面做出的贡献
和创举。他的研究重心不

是印尼的人口学，而且将印
尼放置在一个大的区域背
景下进行研究。他常常活
跃在国际性的人口学论坛，
如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Scien-
tific Studies for Population）和
亚洲人口协会（Asian Popu-
lation Association）。 在 新 加
坡，阿里斯让印尼和印尼人
口学走向世界舞台，提高知
名度。

如若阅读他的著作和
思想，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在
如今仍然有意义，且有些已
经成为了现实。虽然他已
近花甲之年，但是阿里斯·
阿南塔对印尼人口学的研
究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
展。

（原 载《华 人 在 印 尼 民
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
三册）》。本篇完）

缅怀星云大师

人 口 学 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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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加达：沈伟真

2022 年大年初四，一大
早打开手机，除了阅读好友
们温馨关怀的问候，一定要
看寒暄阁文友们风趣幽默的
聊天，一些医疗常识，以及资
深文友们探讨文学理论的话
题，总能从中获益不浅。

尤其是印华作协刚刚成
功举办的第一次云端春节团
拜会，让我沉醉在文友们由
衷的感言和祝贺，那穿越时
空，别开生面的春节团拜，各
地 分 会 温 馨 感 人 的 新 春 祝
词 ，和 献 演 的 精 彩 文 艺 节
目。这一切都得归功于袁霓
总主席，冬珍执行主席，小钟
老师，以及各地文友们的积
极参与支持。

一如既往，每年农历正月
初四，一大早，我一定首先祭
拜 37 年前因车祸英年早逝，
从 小 相 依 为 命 的 胞 弟 廖 振
文。吃过午餐，再打开手机
看印华作协寒暄阁，不禁让
我整个人愣住了，用手揉揉
双眼，没有看错吧？仔细一
看，真不敢相信。那充满阳
光，英俊开朗，帅气十足，昨
天还代表作协总部，向全国
各地文友拜年的狄欧主席，
竟 然 不 辞 而 别 ，匆 匆 走 了 ！
这 怎 么 可 能 ？ 怎 么 说 走 就
走？老天不公啊！

噩 耗 传 来 ，宛 如 晴 天 霹
雳，本来云端春节团拜带来的
喜悦，立即笼罩着悲伤的气
氛，使得整个寒暄阁“泪飞顿
作倾盆雨”，刹那间，文友们滴
滴泪水，即刻化成篇篇感人肺
腑，对狄欧主席的缅怀、依依
不舍悲痛的悼念诗文……

荻欧是我早期认识的雅加
达文友之一，他为人和善，总
是笑脸常开，热情幽默。记得
我第一次参加印华作协的活
动，荻欧负责接待外埠文友，
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我是
狄，狄龙的狄，你是风云？”

“你把我的名字颠倒了。”
“噢！对不起，云风，那你

也把我颠倒叫吧，因为你比我
大，就叫欧弟（狄）吧。”荻欧豪
爽地摇着我的手，风趣地说
道。

我会心笑了，一下子，驱
走了我原先对他的陌生感，倍
感亲切起来了。

2004 年，井里汶轮值主办
印华作协中秋联欢。荻欧代
表雅加达作协献唱了一首“哪
个不多情”。我才知道他不但
诗文写得好，歌也唱得好！节
拍准，音感好，歌声轻松美妙
极了。一首动人的抒情歌曲，
让联欢会充满了欢乐喜悦的
气氛，给井里汶文友们留下深
刻的印象，后来我才知道，原
来荻欧是名副其实的抒情歌
王！

每次参加雅加达印华作协
的活动，总能看到荻欧忙前忙
后 ，尤 其 是 2018 年“ 两 庆 一
会”，荻欧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往往忙到深夜两点才就寝，大
家对他的敬业称赞不已。印
华作协也因袁霓与荻欧等的
热情接待工作，留给世华文友
们极为深刻的美好印象。

可 惜 如 今 荻 欧 匆 匆 走
了！好几次我总想写悼念狄
欧的文章，可是每写到一半，

回想起 37 年前，也是大年初
四，痛失因车祸的亲弟弟振
文。现在又是大年初四，我又
失去了“欧弟”。禁不住眼眶
湿漉漉，“泪飞顿作倾盆雨”，
写不下去了……

如今我打开于祯文友替荻
欧 录 下 的 那 首“ 星 夜 的 离
别”。听了好几遍，心里想，从
此再也不能听到荻欧抒情歌
王的歌了，于是一再重复听了
好几遍“星夜的离别”，歌词唱
道：

“’并不是我狠心抛弃远
走 高 飞 ，从 此 天 涯 还 远 离
……”

荻欧啊！您的远走高飞，
让作协寒暄阁泪飞不停，悼
词 不 断 。 更 震 惊 了 世 华 文
坛，大家都因您英年早逝而
惋惜！

您曾说：“人生是一首美
好的歌。”

可没想到，您这么快就在
这美好的歌里划上休止符！
袁霓主席说：“天堂再也没有
病痛，再也没有压力，繁花相
送……”

是的，我们要用繁花送别
您！安息吧！亲爱的欧弟！
印华文坛史册必将记录下您
的无私奉献，印华作协与文
友们，将永远、永远缅怀您！

■ 井里汶：云风 “星夜的离别”
——深切缅怀荻欧文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