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小语 本报副刊推出漫画专栏“漫点南洋”，将组
织专业人士创作时事漫画，同时欢迎自由来稿。漫画题材
围绕国内与国际时事政治、社会热点、文化现象，针砭时
弊，讥弹世态。来稿请寄本报投稿信箱（editor@guojiribao.
com），邮件主题请注明“漫点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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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1 日 ，中 国 政 府
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
文件》，提出破解安全困境
的中国方案。文件列出 20
项重点合作方向，其中明
确中国“支持和完善以东
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
机制和架构”，加强地区国
家间的安全对话与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
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许利平在接受南海之声专
访时表示，这体现出中国
始终把东盟当作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促进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重要力量。中国
与东盟在安全价值观上理
念 相 似 ，中 国 - 东 盟 的 密
切合作，是本区域安全与
发 展 不 可 缺 少 的“ 稳 定
器”。

支持“东盟中心”协调
效用

长 期 以 来 ，东 盟 以 坚
持“中心地位”来谋求相对
中 立 ，运 筹 同 各 方 的 关

系。通过逐步建立起东盟
地 区 论 坛 、东 盟 10+1 、东
盟与中日韩 10+3 、东亚峰
会等一系列机制，东盟积
极主导着区域合作机制，
有 效 扮 演 着 战 略 协 调 作
用。

在 2022 年 8 月 4 日 举
行的中国-东盟（10+1）外
长会期间，中方发布《中国
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立场
文件》，强调作为东盟近邻
和全面战略伙伴，中国希
望看到一个团结、独立、强
大、发展的东盟。

事 实 上 ，中 国 在 与 东
盟有关的重大问题上，一
直率先采取合作态度。中
国最先加入《东南亚友好
合作条约》，最先同东盟建
立自贸区。在 2022 年东盟
国家接连举办东盟峰会、
G20 峰 会 、APEC 系 列 会 议
期间，中国始终采取积极
支持的立场。

许 利 平 表 示 ，从 目 前
来看，以东盟为中心地位
的安全架构，对于维护地
区的和平稳定，促进地区

的和平发展，起到了非常
积极的作用，中国对此非
常认同。

“此次《全球安全倡议
概念文件》再次明确支持

‘东盟中心地位’，这既是
中国一以贯之的态度，更
表示中国提出‘全球安全
倡议’绝不是另搞一套，而
是维护现有的地区秩序，
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
秩序。”

搭建南海区域安全架
构

当 前 全 球 政 局 激 荡 ，
在 域 外 大 国 的 持 续 干 扰
下，东盟地区传统安全领
域的风险与日俱增。与此
同时，恐怖主义、网络犯罪
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
也持续困扰本地区。

在中国与东盟安全共
同体的建设上，许利平认
为，正如《全球安全倡议概
念文件》中提出的那样，要
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
非传统领域安全。

“在传统安全领域，我
们看到中国与东盟正在致

力于推进‘南海行为准则’
磋商谈判，为南海建立起
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这对
于南海的和平稳定与长远
发展，至关重要。”

在 非 传 统 安 全 领 域 ，
中国与东盟近些年来在共
同打击跨境犯罪、共同应
对气候灾害等方面，已经
取得很大的合作成效。中
老 缅 泰 四 国 持 续 11 年 在
湄公河流域展开联合巡逻
执法行动，有力遏制湄公
河 流 域 各 类 违 法 犯 罪 行
为，有效维护国际航运安
全和沿岸各国人民合法权
益。

许 利 平 指 出 ，中 国 与
东盟安全合作有着明显的
危机驱动的特点。东盟地
区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
经济复苏乏力、恐怖主义、
地 缘 竞 争 等 众 多 安 全 危
机，应对这些危机，东盟需
要中国的支持与帮助。

“ 当 对 方 主 动 要 求 我
们去帮助与合作，这样的
合作会更有动力，也更能
持 续 。 未 来 ，尤 其 是 在

澜-湄合作框架下推进非
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我
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双方
也有很大的需求。”

“东方式”安全观驱动
持久合作

“东盟方式”是东盟国
家长期以来坚持的独特外
交模式，它以磋商和对话
作为合作基础，强调不干
预其他成员国内部事务原
则、平等外交原则等。在
许利平看来，“东盟方式”
与中国提出的“安全倡议”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 东 盟 方 式 ’强 调 照
顾彼此的舒适度，中国安
全观强调相互尊重、开放
包容、互利共赢，这都体现
出一种东方人独特的安全
观，凝聚着东方式的传统
智慧。中国传统格言就指
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
而不同，我们不搞排他性，
不搞胁迫，而是开放包容，
对话协商。”

许 利 平 同 时 指 出 ，解
决安全问题并不能单独通
过安全自身来解决，发展

是破解安全治理的重要基
础。对于东盟国家和中国
来 说 ，发 展 是 共 同 的 诉
求。通过包容性发展来促
进安全合作，这样的安全
才能更稳定，更持久。

随 着 中 国 与 东 盟 在
2021 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双边各领域合作持
续深入。中国-东盟自贸
区（ACFTA）3.0 版谈判于 2
月初正式启动首轮磋商，
新一轮经贸合作升级揭开
大幕。“南海行为准则”也
即将在 3 月展开新一轮谈
判。

面对域外势力蓄意在
东盟地区挑起大国竞争，
制造安全风险，许利平认
为，只要东盟国家与中国
一起坚持遵守包括《联合
国宪章》在内的国际原则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
守已经达成的处理双边或
多边关系的共识，不要被
某些域外大国诱导带偏，

“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我
认为都能够有效地进行应
对。”

■ 南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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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震荡，中国—东盟何以成为区域“稳定器”？

巴东市国家“文化遗产”竟被拆平

回 顾 印 尼 独 立 前 的
1942 年，荷兰殖民政府看到
日军南侵势如破竹，担心朋
加 诺 (Bung Karno) 被 日 本 挟
持利用，所以计划将他从孟
古 鲁 (Bengkulu) 放 逐 到 国
外。不料相关船只损坏不
能航行，荷兰政府随即下令
用牛车把朋加诺送到巴东
(Padang)暂避风头。

朋加诺（印尼人习惯把
开国总统苏加诺称作“朋加
诺”，意思是“加诺兄”。）于
1942 年 3 月抵达巴东，居住
在巴东西区属于埃玛(Em-
ma Idham)名下的房子，那栋
房据说建于 1930 年，最早是
沃 沃 伦 都 (Dr.Woworuntu) 家
族所使用。朋加诺在那儿
居住至少 3 个多月时间，并
坚持不懈联系及鼓励一切
支持印尼独立的民族力量。

《 苏 西 之 声 》(KATA-
SUMBAR) 于 今 年 2 月 15 日
报道，阿末雅尼(Jend.Ahmad
Yani) 街 12 号，在巴东市政
厅 对 面 ，以 33/BCBTB/A/01/
2007 号市政档案列为“文化
遗产”(cagar budaya)，属于埃
玛名下的历史性建筑已被
拆平，空地被漆上红色的锌
板围起来。

经 常 在 该 区 活 动 的 法
特玛 (Fatma) 对记者说：“大
约在一个月前，动用重型机

械拆除，并用卡车运走。”根
据资料，该栋建筑早于1998年
1月26日就被列为保护对象。

《点 滴 网》(Detik.Com)2
月 20 日消息，当苏西省巴东
市朋加诺历史性居所被拆
平的消息传开后，巴东市政
府赶忙宣布计划重建该文
化遗产。巴东市文教局长
约比(Yopi Krislova)以短信方
式告知：“地方政府当然不
会让历史遗迹消失，并会进
行相应的振兴工程。”他表
示已和目前的物业主进行
磋商协调，计划在原址重建
纪念馆，并教育民众珍惜国
家级的历史文物。但没有
说明新的“文化遗产”将设
计成什么模样？

《讲坛网》(Tribun) 于 21
日称，被拆历史建筑的现业
主 是 苏 温 多 (Suwinto Sa-
dikin)，他表示不知道该房子
是“文化遗产”，而巴东市工
程局(PUPR)公布的“城市计
划说明”(KRK)，在该地段可
以开设餐馆。恰好有人投
资，所以把老房子拆掉准备
建餐馆。

苏温多说明，于 2017 年
从 业 主 法 乌 基 (Fauzi Bahar)
手中买下该房产，当时，那
里完全没有关于“历史性建
筑”的标志，他也从未接到
政 府 的 通 知 或 者 奖 励 金 。
他重申将与巴东市政府协
商是否可以继续建餐馆，至
于外貌将尽可能模仿旧建
筑物的原型。

巴 东 市 文 教 局 长 约 比

于 22 日再次向媒体宣布，市
政府将针对被拆的历史性
建筑进行振兴工程，并已和
业主进行协商对话，保证文
化遗产将以新的面貌向民
众展示。届时，建筑物内部
将有相关历史的阐述，并将
加大对民众灌输珍惜历史
性建筑的教育。

市 政 府 频 频 表 示 不 愿
看到相同的事再次发生，所
以将对巴东市区的所有历
史 性 建 筑 物 重 新 登 记 核
对。根据资料，巴东市还有
74 座文化遗产是个体业主
名 下 的 。 在 巴 东 河 口 区
(Muaro Padang)也有一些是属
于企业单位名下的。市政
府也将讨论应该给予历史
性建筑业主们多少奖励(in-
sentif)，以 便 业 主 愿 意 负 担
维修及保养的经费和工作。

之 前 ，斗 争 民 主 党
(PDIP) 国 会 (DPR RI) 党 团 主
席阿迪安多 (Utut Adianto)于
21 日亲到废墟现场视察，引
起了当地政府官员及各家
媒体的关注。业主苏温多
也到场进行辩解，他说：“我
不知道这是文化遗产，当时
2017 年 我 经 过 安 德 列 斯
(Andreas)买下的。现在我计
划改建为餐馆。”至于为何
拖 延 至 今 年 才 想 到 建 餐
馆？他托辞说是因为新冠
疫 情 期 间 不 敢 动 工 兴 建 。

“至于将来是否可以建成餐
馆或者复制历史性建筑物，
全看市政府的决定。但我
想，还是恢复旧貌更好吧，

让这场风波能够尽快平息。”
著 名 政 论 员 鲁 迪 (Rudi

S.Kamri)发表视频谈话，对独
立运动“文化遗产”的被毁
深表痛心，质疑苏西地方政
府 的 工 作 态 度 ，担 心 这 是

“反对阵营”对朋加诺不敬
的表现。即使市政府把责
任推卸给业主，还巧言要按
照“历史性建筑物”进行重
建，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他们
的败笔，“文化遗产”的深厚
底 蕴 和 积 淀 ，都 被 愚 昧 地

“拆平”了。
鲁迪高声疾呼，要求监

督“文化遗产”的文化教育
部长联同内政部长，对巴东
市政府乃至苏西省政府进行
问责调查，厘清地方首长及公
务员的偏颇懈怠、激进僵化。

《国际日报》2 月 3 日刊
登昆杜尔(Guntur Soekarno)题
为《纠正被扭曲的苏加诺的
历史》的翻译文章提到多年
来国内外的反苏加诺阵营：

“他们是一些团伙，到目前
为止，仍在政治、经济、社会
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继续进
行‘去苏加诺化’。其目的
是，贬低苏加诺作为民族主
义者、完美爱国者、开国元
勋的声誉。”值得大家提高
警惕！

当“文化遗产”被拆事
件在社交媒体传开后，欣见
不少网民发出正义之声，对
渎 职 的 地 方 官 员 大 加 挞
伐。毋庸置疑，朋加诺建国
爱民的形象，不会被广大民
众所遗忘。

■ 本报评论员：余 凡

首都圣灰星期三

天主教的大斋首日，
在美国首都漂亮的大教
堂看到一个黑人坐在我
前面，长长的长椅，只有
他孤独的坐在那里，没有
朋友没有亲人，可能也没
有 白 人 会 分 享 那 个 长
椅。他看起来不健康，喃
喃自语，旧衣服好久没有
洗了，我戴着口罩所以没
有闻到什么味道。外面
很冷，只有 5 度，单薄的毛
衣，是不是他不觉得冷？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流
浪汉，他静静的，不站立
也不跪下，当神父用圣灰
涂十字架在每个人的额
角 头 上 ，作 为 悔 改 个 象

征，他没有拿到，神父也
不看他一眼。也许他并
没有什么需要悔改。

神父开始大声祈祷，
为 乌 克 兰 人 ，为 土 耳 其
人，为叙利亚人，为世界
和平……却忘了他面前的
流浪汉，孤独的他需要援
助，却没有人为他祈祷。

当五角大楼愿意花几
百万美元导弹击落几千
美元的民用流浪气球，他
们有没有想过把几百万
美元花在美国首都流浪
汉 身 上 ，让 他 们 过 得 更
好？

我第一次在圣灰星期
三做了个“负能量”的祈
祷，希望上天惩罚虚伪的
五角大楼，让它从地球消
失掉，让世界更加安全。

■ 洪培才——国父朋加诺不会被广大人民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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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素丹隶书《心经》墨宝

一声噩耗 从香江传来
棉中学长 一代宗师
郑光煌与世长辞
享寿 96 岁 一生爱国爱侨
历经风雨变故
忠心耿耿为国家
排除万难 服务香港侨界
团结爱国归侨
发展侨友会社
拥护一国两制 反对港独嚣张
始终矢志不移

念念不忘棉中情
铭记“九二零”抗日
汇集侨友精英
编写苏北血泪史
一部辉煌巨著

《印尼苏北华侨华人沧桑岁月》
铭刻华侨华人奋斗史
永载史册 激励后人
如今宗师已逝
棉中学子不忘怀
安息吧！您的爱国意志
永被后辈效仿
代代传扬 铭记心怀
一路走好 棉中宗师留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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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素丹书写六尺隶书《心经》书法，由雕刻名家冯国英镂刻在
柚木上并以金箔修饰，在雅加达“体正老和尚纪念馆”开光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