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6日，土耳其和叙利
亚交界处发生罕见的连续两
次里氏7.8级大地震，带来巨
大灾难。截至13日，土耳其
至少有31643人死亡，叙利亚
至少有3581人死亡，

受灾的叙利亚阿勒颇
(Aleppo)等地多年战火肆虐，
若没有及时救援，将发生人
道主义灾难。但美国2019年
的“凯撒法案”严禁国际对叙
包括药物的人道主义援助。
援叙的设备及物质不能进入
叙利亚机场、海港，叙民众只
能以简易工具在废墟中救
人。

多年前，美国以叙利亚
政府用生化武器袭击反对派

“白头盔”为由，干涉叙利亚
内政。其实“化武袭击”只不
过是借口，必要时，美国还有

“洗衣粉”可以用呢。主因是
叙利亚地处中东，是俄罗斯
的铁杆；俄国是世界主要产
油国，却被排除在欧佩克之
外，如果让俄罗斯在中东站
住了脚，那么美国的“石油美
元”体系恐将遭受挑战。

2017年美国外债已达20
万亿美元，占美国 GDP 的
80%，至今还不断攀升。但因
有“石油美元”和“美元霸权”
撑着，才使得债务炸弹没有
爆炸，威胁美国霸主地位。

最近，美国拜登在国情
咨文中，除自夸这两年的政
绩，还强调所谓“民主体制”，
称“民主国家已经变得更强
大”。他渲染“民主与专制”

的二元对立，但近年来国际
形势已发生变化，这样吹嘘

“美式民主”的优越性，却反
映出美国政府的心虚胆怯。

《环球时报》的社评《美
式民主的攻击性，源于“三
霸”底色》认为：“在‘美式民
主’中，有一个稳定的‘三霸
结构’：霸权、霸凌、霸道。霸
权是核心目标，霸凌是行动
方式，霸道则是行为特征。
这三霸可能会因为美国自身
实力的消长而于外在表现形
式上有所变化，但其底色和
根本都是不会变的，刻在了
美式民主的骨子里。”

美国的“三霸”体现在对
民主解释权的掌控和垄断，
不允许出现第二种解释，把
人类政治文明自然生长的

“百花”给拔掉，只留下“美式
民主”一枝独秀。这与多元
化的大势相背。但美国心有
余而力不足，导致外交扭曲
变形，时而虚伪、时而狰狞。

在一个现代民主的主权
国家中，人民当家作主；在国
际关系中，则是每个主权国
家都是平等的。从人类文明
史来看，各国都在不断尝试
民众参与公共生活、政治的
方式，逐渐探索适合本国国
情的政治道路，从来没有放
之四海皆准的“民主制度”。

美国以“民主”区分敌
友，在全球化的国际社会搞
冷战思维，推行“美式民主”
霸权。在国际关系上，美国
更看重所谓实力的“秩序和
等级”，一旦涉及这样的等级
观念，就没有真正的世界民

主可言了。美国以领导者自
居，通过搞“长臂管辖”将国
内法滥用到国际社会，动辄
打压其他国家，谋取私利。
这些理念和实践都是反民主
的。

在刚过2022年的一年时
间，美国对外采取了100次制
裁行动，涉及82个国家和地
区。美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
办公室OFAC制裁名单中的
对象，从 2000 年的 912 个增
长到了 2021 年 10 月的 9421
个，净增长933%。世贸组织
WTO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是
迄今为止“最不守规矩者”，
该组织67%的违规均由美国
引起，让国际企业“谈美色
变”。

美国近年来反民主的案
例不胜枚举，当白宫需要打
压对手时，“民主”是武器；
需要拉拢小弟时，民主是

“粉底”。反民主的“霸主”
却把“民主”挂嘴边，这是对
民主的羞辱。“美式民主”从
2021 年“国会山暴乱”到今
年“百年一遇”的政治混乱，
开始从内部显现裂痕。而
别国成功的民主实践，让唯
我独尊的美国政客如临大
敌。

评论称，每当华盛顿要
调整在某个地区的政策前，
总会通过西方媒体释放类似
的舆论：“在过去×年，美国
在×地区花了×亿美金，却
没有得到任何尊重，是时候
改变了！”从朝鲜半岛到巴以
问题，这伎俩被反复使用。
针对叙利亚时，也因循这套

逻辑。
叙利亚电视台 10 日消

息，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
视察阿勒颇地震灾情时表
示，西方国家将政治置于人
道主义之上。政治局势对西
方来说是存在的，但人道主
义却是不存在的。美西方对
叙利亚的严格制裁，让当地
的救灾和援助工作雪上加
霜。美西方居心叵测、背信
弃义地把局势政治化，无论
是现在还是过去，从来都漠
视人道主义。

在国际舆论压力下，美
国于9日才宣布暂时放宽对
叙制裁，已过72小时黄金救
援时间。叙利亚外交部发表
声明，美国暂时解除制裁是
虚伪行为。美国对叙全面制
裁及掠夺叙石油资源，剥夺
了叙人民的权利，限制了叙
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发展的
能力。

黎巴嫩记者莎拉辛辣
地说，美国“通过制裁使叙
利亚陷入瘫痪，非法占领叙
利亚土地，烧毁叙利亚小麦
并窃取叙利亚石油，现在却
声称要为地震灾民提供援
助。”

“美式民主”的“三霸”特
性变本加厉，被白宫当作武
器四处开火，引发世界警
惕。如今，“美式民主”要么
主动调整，顺应时代；要么被
动 地 被 时 代 大 潮 抛 到 后
面。面对这两种选择，美国
那些口蜜腹剑 、甩锅抹黑、
死不认账的老套路已经用
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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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和一些朋友聚会聊
天，谈起在印尼华族的情况，
其中谈得最热闹的是关于华
族在印尼组织社团的一些问
题。

历史的回顾
追溯历史，由于中国国内

战乱，从公元6世纪开始，就
有华人一批又一批地来到遥
远的印尼群岛，特别是在明代
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
航活动，航海家郑和率队开始
南下进行“下西洋”海上活动，
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
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
年（1433年），共计七次。在七
次航行中，三宝太监郑和率领
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
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福州长
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 ，远
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
爪哇、苏门答腊。郑和到达印
尼群岛后，一批军人和船员留
了下来，从此就在印尼各地落地
生根，成为印尼华人的始祖。

郑和之后，又有更多逃避
战乱的难民逃到印尼求生
存。 这样，居住在印尼各地
的华人就多了起来。这些华

人都是穷困的贫民，他们在印
尼当“猪仔”，受尽千辛万苦，
在印尼各地繁衍生息，终于一
代一代生存下来。经过几百
年的岁月，华族在印尼发展迅
速，在印尼独立时期，华族大
约有500万人，印尼独立后大
大发展，一直到20世纪初，华
人大约有1000万人，以后继
续发展，到了21世纪初，人文
学家估计居住在印尼华人大
约有1500万，虽然政府官方
还没有正式公布华族正确的
数字，大多数人认同，大约有
1500万以上。

印尼华族组织社团
居住在印尼各地华人渐

渐多了起来，他们基于同乡亲
友关系，逐渐组织起来，成立
了同乡会，后来又发展成立以
职业单位为会员的同业会，有
些华人当了中央政府的部长、
国会议员、县市长等；华人社
团也越来越多，他们除了搞福
利事业外，也办教育、开学校、
建医院、建庙宇等公益事业，
支持地方建设……苏哈托下
台后，华族精英参政议政多起
来，华人社团也发挥自己的力量，
为建设祖国奉献出一份力量。

各地华族，各行各业、各
宗亲及校友都组织起来了，据
估计从1900开始至现在，在

印尼的华族组织估计在 600
多个。其中“中华会馆”有100
多年的历史，其他如宗亲会、
同乡会组织，有的在120年以
上。
目前印尼华族的三大团体

目前华族在印尼最大，人
数最多的组织是“印尼华裔总
会”（INTI）和“印尼百家姓协
会”（PSMTI）以及“中华总商
会”。这三大团体在印尼各大
城市或县市都有分会。印尼
华裔总会成立于1999年，他
是从“百家姓协会”分出来的，
目前全印尼14个省52各县市
有80多个分会，成为华族最
大的团体。他们带领华族开
展各种传统活动，把重点工作
放在与印尼主流社会互动、加
强与政府有关单位合作上。
几年来，在保送非华裔优秀子
弟前往中国留学、赈灾扶贫、
灾后学校重建、为贫困白内障
患者免费手术、彩虹助学、发
展华文教育及举办学术讲座
等方面获得好评。

印尼华族第二大组织是
“印尼百家姓协会”，在全国各
地都有分会，也做了许多福利
工作，在印尼各地，办学助
学，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融入主流社会，和谐友爱、创
建中华文化公园及建造印尼

客家博物馆，在促进华社各社
团的团结合作做出许多贡献。

印尼华族第三大组织是
“中华总商会”，在一些大城
市，也设有分会，对帮助华商
发展商业经济，沟通中国与印
尼的经贸来往，发展中印两国
的经贸合作，也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这三大组织，各地分会各
自为政，行政各有千秋，遇有
国家大事，大家还会坐下来商
议解决办法。应该说，华族是
团结互助的，和印尼当地民族
也和谐相处，为印尼的经济建
设出一份力量，受到印尼政府
和民间的赞许。过去排华的
阴影逐渐散去，居住在印尼的
华族都成了印尼民族的一员。

印尼华族的社团组织大
都相同，也各有千秋。一般的
社团组织都设立代表大会、组
织理事会执行会务，组织设立
主席为头头外，也设立“名誉
主席”，有的设有“永久名誉主
席”；团体命名各有千秋，分会
多的都成“总会”，后来没有分
会的团体有的也称“总会”，这
是不合逻辑的。
印尼华族社团的组织形式

行政部门也各式各样，领
导人数多的，设有“总主席”，

“副总主席”，有些社团各部门

都有负责人，“秘书长”，各部门
设“财政主席、副主席”，“总务
主席”、“文教部主席”“工商部
主席”、“文娱部主席”等等，真
是五花八门，多姿多彩!

有朋友指出，社团没有分
会，何来“总会”？“名誉主席”
何其多，有的彼此都不认识，
竟也成了“名誉主席”。社团
这样安排，自有其原委。主要
是为了顺利集资，当了“名誉
主席”、主席的人，多多少少都
要捐出一笔钱支持这个组
织。所以，人们认为，社团职
位名称无所谓，也是华社的特
色，我们不必太过认真，只要
能为社会做出贡献，什么名称
都可以。
印尼华族组织理财令人堪忧

关于会员要不要缴月捐
的问题，得看各社团的财政情
况。有的团体经济雄厚，会员
就免交月捐，经济比较差的团
体，就要靠会员月捐来维持；
但是，有的团体“财政”和“收
月捐”，成了虚设，会员交不交
月捐，财政不过问，也不去催
收；而“辅导委员会”、“顾问”
或“监察”也不闻不问，不查
账；因此有的社团主要负责人
就有机会贪污。
学习香港组织“印尼华人华侨

总会”

印华社会有许多团体组
织，大家团结起来办实事是功
德无量的好事。为了更好更
加团结合作，有人建议，印尼
各大城市，可以学习香港一
样，成立“印尼华侨华人总
会”，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把
所有的华社团结起来，这些社
团就成为总会的基本会员，在

“印尼华侨华人总会”领导下，
为团结广大华人，增进与印尼
其他民族的团结合作，做出更
加辉煌的成绩。

印华组织的社团，一般都
是好的，领导人大部分是负责
任的。有的人要争领导，争得
脸红耳赤；但是，有的团体，长
时间选不出领导，因为他们不
要做或不敢做，这也不奇怪。

对印尼华族社团的祈望
我们希望华社团体要发

扬团结互助友爱精神，可以互
相竞争，但不要破坏团结。社
团领导人要以身作则，带头出
钱出力。搞好内部团结，争取
与别的社团搞好关系，互相学
习鼓励；不要争权夺利，要发
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爱
国的旗帜下，携手共进，为建
设国家，为民族大团结，大家
团结奋斗，砥砺前进，把我们
的组织搞得多姿多彩，搞得更
加活泼可爱！

■ 雅加达：啄木鸟

漫谈印尼华人社团的组织

试谈美式民主的“三霸”手段
■ 廖省：林越

■ 万隆：池兴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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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华校友离校 57周年纪念聚会欢迎词

大家好！今天能和这么
多老师、老同学欢聚一堂，共
叙在牙华同窗，生活依依分别
之情，着实让我欢喜，让我感
动，激动的久久难以平静。在
此，向前来参加这次的老师、
同学表示热烈欢迎！向因故
未参加本聚会的老师、同学表
示深切的问候！

悠悠岁月弹指一挥间，我
们告别了少男少女的时代。
俗话说：“人老恋故土，游子思
故乡”，久别故乡，思念家乡亲
人，思念老师、学友的心情像
脱缰的野马，奔腾不息。在
此我要特别感谢：李铜昌、吴
训顺、何笑粦、陈玉莲、何汝
平等几位同学为我们这些在
天南地北生活、工作及已退
休的老师、同学牵线塔桥，终
于促成今天的聚会，圆了始
终萦绕在我们心间的梦，这
能不让人感到由衷地高兴
吗？

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已经
分别了太久太久，屈指一算，
我们分别已整整57年。半个
多世纪啊，又是一个漫长的轮
回！57年了，我们彼此相忆；
57年了，我们脑海中不时浮现
出当年的意气风发和激情燃
烧；57年了，我们都经历了岁
月的沧桑和生活变迁。任无
情的岁月悄悄带走易逝的青
春韶华，但弥留永久的却是我
们深藏心中的那份纯洁的友
谊，那份难得的感动。我们要
感谢恩师，师恩永难忘。在老

师的精心培育下，我们不仅收
获了学业，更收获了真挚、纯
洁的友谊。可以说没有老师
的辛勤培育，就没有我们的今
天。

当初几年在牙律中华学
校的美好时光，学校被封闭
后，有的去中国求学、有的继
续就读印尼学校和大学、在不
同的压力下挣扎求索，在人生
道路上摸爬滚打，历经风雨，
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成熟，
今天回想起来那生活的一慕
慕，一桩桩，仍然历历在目，还
是那样的亲切与真挚，让人激
动不己。随后大家各奔西东，
有的还留在中国内地、香港和
其他国家等地，这一走就是几
十年。这几十年里，我们每个
人都在走各自的人生道路上
投入到各自的社会生活中
去。在我们同学中，有的成了
模范教师、职员、工人、医生、
工程师、有的创业、做生意在
各自的事业上勤奋工作……
今天我们相聚友谊，话人
生，谈未来，我们又遗憾和
伤感，但更多的是振奋和欢
乐。

愿今天的聚会，成为亲如
兄弟姐妹般的师生情和同学
情的碰撞，同乡谊的升华。让
我们尽情享受重逢的喜悦
吧！尽情交谈，珍惜友谊，共
浴2023年明媚的阳光！让我
们尽情地谈笑风生，重叙旧
情，狂欢劲舞。让我们的聚会
成为一道让人羡慕的风景线，
让我们的聚会成为一种美丽
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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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题：从“三兔共耳”说起

三兔共耳纹是隋唐莫高
窟中出现的一种特殊图案，关
于其源流言人人殊。适逢农
历癸卯兔年，往昔虽已难考，
但其所蕴丰富涵义却颇值光
鉴。

三兔共耳是跨越东西的
符号。“三兔共耳”在东西方众
多国家与地区流传。最早见
于敦煌莫高窟之后，陆续出现
在伊斯兰圆章模印玻璃、阿富
汗的金属盘、伊朗的托盘、科
威特的瓷砖画、德国教堂的钟
表、英国教堂的玻璃窗上，成
为当地宗教、文化与民众日常
生活中的图饰。

探索建立既体现中国立
场观点和价值观念又为外国
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对外话语
体系，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致中新社 70 周年贺信精神
的必要之举。为推动中外文
明交流、民心相通，中新社
近年开设的特稿专栏《东西
问》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
索。“三兔共耳”的东西融通
性，与“东西问”的旨趣若合符
契。挖掘这类跨越东西的符
号，过好文明交流之“桥”，是
创新话语表达的一条有效路
径。

三 兔 共 耳 寓 意 和 合 团
结。《道德经》曰：“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凡
事起于“一”，逐渐探索和积
累，由二至三，由量而质，实现

飞跃。古代玉剑的剑首通常
刻有“三璃盘旋”，寓意剑术从

“一招一式”到“变化无穷”。
这与“三兔共耳”的内涵相
仿，其中蕴含的奋进意味、对
生生不息的追求，值得认真
琢磨。

“三生万物”之后，《道德
经》紧接着指出“万物负阴而
抱阳，冲气以为和”。《黄帝内
经》也说，“万物负阴抱阳，冲
气以为和，万物尽从三气而
生”。正是基于“和”的哲学理
念，三兔才能共耳共生。这种

“共生”创作理念与技巧是中
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一脉，例
如战国铜敦盖上的三兽纹、汉
代瓦当上的三雁纹等，民间至
今还有喜闻乐见的“一团和
气”“四喜铜娃”“六子争头”

等。和合团结是生生不息之
基，是促成“一二三”转变为

“无穷”的关键。
三 兔 共 耳 启 示 兼 听 多

闻。无耳不成闻，但做新闻工
作也不能光听“一耳朵”。新
闻工作是耳朵的拼图，需要

“共耳”甄别，多方求证，披沙
沥金。以此来看“三兔共耳”，
其“兼听”“多闻”之意跃然纸
上。

新闻是发现信息、传播信
息的学问，真实和准确是其生
命线，最忌闭塞一隅，偏听偏
言。接好“天光”与“地气”，扩
展信源、耳听八方，做到兼听
之明，“三兔共耳”直观提示了
做好新闻工作多信源的世界
观，也点出了实现“多闻”的方
法论。

东西问丨短评：从“三兔共耳”说起
■ 文龙杰 徐皇冠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寺庙神灵香火盛，主师厚道信徒投。
一生戒律修行重，为善循循济世愁。
身坐塔荼毗火化，殊荣特异圣明收。

星云大师圆寂
■ 棉兰：田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