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峇迪行业里的土生华人

1970至1997年期间
1970年左右引进的印刷

技术，大大降低了带有峇迪图
案纺织品的生产成本和价

格 。 印 刷 峇
迪 工 业 随 之
应运而生，遍
地 开 花 。 这
导 致 市 场 需
求的分流，给包括土生华人的
手绘和印染峇迪作坊在内的
峇迪业造成了冲击。尽管如
此，土生华人的手绘和印染峇
迪业依然坚持下来，虽然企业
规模要比1970年以前要小得
多，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
峇迪鼎盛时期更是无法相提
并论。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标志，
就是土生华人阶层出现了一
些峇迪/布艺术家大师，为确
立印尼峇迪新方向做出贡
献。其中一位是陈叔民（Tan
Siok Bin，又称欧宾Obin，印尼

文名 Josephine Komara）。欧
宾从1988年起对峇迪艺术和
制作工艺产生兴趣。为了让
印尼传统峇迪艺术能够与时
俱进，她研究峇迪的历史、功
能、技术、设计乃至布料所代
表的身份等等。由于在创作
过程中全身心投入欧宾的峇
迪布虽采用传统峇迪图案和
工艺，但时尚典雅，精美绝伦
（《美丽印尼系列》图书写作团
队，1998:230-236）。

1998年至2006年期间
由于金融危机引发政治

和安全的动荡不安，这是土生

华人峇迪工业举步维艰的一
个时期。由于原料（进口棉
花）和其它进口辅助材料（颜
料等）价格上涨，加上民众购
买力下降，导致峇迪市场的日
渐萎缩，许多峇迪企业不堪负
累，纷纷倒闭。例如，拉森
（Lasem）的土生华人峇迪生产
商从1970年的110家减少至
2004年的14家。

上述情形使得从事手绘
和印染峇迪的土生华人峇迪
商人感觉前途暗淡，也给他们
下一代蒙上心理阴影。他们
有着高等教育的背景，更愿意

选择从事前
景良好的都
市现代行业，
而不愿意继
承家族的峇

迪生意。
2006年至2013年期间
随着经济的复苏，民众购

买力的提高，印尼峇迪工业开
始重新崛起。与此同时，外界
对印尼峇迪文化的认同不断
提升。2009年10月2日，联合
国科教文组织（UNESCO）将
印尼峇迪列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大大刺激了民众对峇
迪布料及其产品的需求。

印尼国内峇迪市场的扩
大，刺激了土生华人峇迪工业
的复兴。尽管在印尼国内峇
迪业中的占比缩小，土生华人

峇迪企业数量却创了新高。
图表4展示了拉森华人峇迪
工业的发展情况。

由于涉及到土生华人峇
迪文化和生产商的更新换代，
上述数据值得研究。土生华
人峇迪工业的占比从1928年
的 100% 萎 缩 至 2013 年 的
13%。新生代土生华人在峇
迪工业中参与度下降，这种情
况也同时发生在其他峇迪中
心（北加浪岸、日惹、梭罗、万
由马士、井里汶及其它地区），
从而引发一个问题：土生华人
在发展印尼民族峇迪经济和
文化中究竟还可以重拾多大
程度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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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峇迪商品标签

中国两会将向世界绘出
下一个五年的发展蓝图，世界
又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发
展？菲律宾国际问题专家安
娜·玛琳多格在接受南海之声
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的和平
发展蓝图，不仅对中国很重
要，对整个世界也很重要。中
国的崛起应该被看作和平力
量的崛起，世界各国应该尊
重。
“中国提出全球安全的新路径”

南海之声：每年一度的中
国“两会”都举世瞩目，今年包
括您在内的国际观察人士对
哪些议题尤为关注？

安娜·玛琳多格：作为一
名国际观察员，有三个话题是
我最关注的。首先是中国的
外交政策会有什么新动向。
中国的独立外交政策是建立
在和平的基础上，正是这个原
则，使得中国在维持国际秩序
和全球稳定上扮演着重要角
色。

另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
的话题，尤其是对于国际社会
来说，就是中国对当前世界面
临的不同冲突，提出的和平解
决方案，通过外交与和平的方
式去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的争
端和冲突。

第三个我认为非常重要
的话题，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全球安全倡议》。我认为

它提出了一条通往安全的新
途径，那就是以对话代替对
峙，以合作代替结盟，以双赢
代替零和博弈。如果世界各
国真的希望达成和平繁荣与
可持续发展的话，那么《全球
安全倡议》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应该尊重中国和平崛起”

南海之声：正如您所说，
和平与发展对世界意义重
大。当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
国未来的同时，国际社会又应
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安娜·玛琳多格：这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
国际社会或者整个世界应该
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和平崛起，
而且中国的崛起是对发展中
世界非常有帮助的。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强国，
以及政治和军事大国，一直维
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全
球公平、正义与和平。它承诺
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主义，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
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反
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
政和双重标准。这一切十分
显著地表明：中国作为世界大
国之一，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
的一员。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崛起
为世界大国，我期待中国进一
步深化开创世界更加光明的
未来。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
使得国际社会广泛受益，发展
中国家也将受益于中国不断
扩大和增长的中产阶级人

口。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认
为中国的崛起应该被看作有
利于整个国际社会，而不应该
被看作是一种威胁。
“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光明的”

南海之声：经济复苏和发
展实际上是全世界共同面临
的任务。当前中国经济也面
临着来自国际国内的挑战，您
对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有
信心吗？

安娜·玛琳多格：我认为
中国人的优点在于他们能够
自我反省，并试图真正了解他
们正在面临的困难，并试图去
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从增长
的角度去谈论中国经济，我认
为它的发展曲线是呈良性的。

尤其是中国在调整疫情
防控政策之后，经济已经出现
向好的发展。因此，中国经济
有望继续增长，稳步向前，甚
至有望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经济体。我认为中
国的未来是光明的。

有一些重要因素可以支
持我的看法。其中一个就
是，你们拥有极具竞争力的
人力资源。中国的劳动力队
伍受过良好的教育，工作非
常努力，拥有良好的品质。
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政治
制度有着独特的凝聚力，你
们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
有着很强密切协作能力，这
点非常重要。这些因素都将
促进中国保持积极和持续稳
定的发展。

“与中国经济脱钩，输家是美国”
南海之声：那么您如何看

待当前美国正在实施所谓的
与中国经济“脱钩”？这项政
策会奏效吗？

安娜·玛琳多格：说到脱
钩政策，我认为这对任何一方都
没有好处。中美都是经济大国，
这两个经济体的联系非常紧密，
尤其是在贸易和市场方面。如
果美国要推动脱钩，中国会为此
做好准备。归根结底，我认为在
美国和中国这两个经济体的脱
钩中，输家是美国。

其中一个原因恰恰是因
为，当今的世界是多元化的。
各国在如何开展贸易方面更
加独立，美国不能再支配其他
国家的经济制度或经济道
路。其他希望与中国进行贸
易、并在经济上与中国建立深
厚关系的国家，是不会忽视中
国的。

美国推动这种脱钩政策，
是因为想要遏制中国崛起为
世界经济强国，甚至是政治强
国。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会
输。因为中国也在为脱钩做
准备。我可以看到，中国科学
家、企业家正在努力朝着自给
自足的方向发展。但当然，说
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
况，因为这两个经济体是相互
关联的，而且世界也会从良好
的中美关系当中受益。
“美国是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

南海之声：众所周知，尽
管亚洲区域创造了经济奇迹，

但也面临着潜在的地缘政治
和军事安全风险，尤其在台海
和南海地区。您认为造成这
些风险的原因是什么？

安娜·玛琳多格：请允许
我更直截了当的回应这个问
题。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尤其
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它并
不真正尊重长期存在的以些国
际关系准则，其中最基本的就
是尊重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完
整和内政问题。

就台湾来说，它不是一个
独立国家，它甚至不是一个国
家，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
基于历史原因，中国大陆和中
国台湾之间存在着内部问
题。这种内部问题必须得到
其他国家的尊重，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有“一个中国”政策。
如果各国能尊重这一点，让中
国解决自己的分歧，让他们做
自己的事，是不会存在像台海
冲突或者台海动荡这么一说
的。

但问题是有些国家不尊
重这一点。他们口头上说尊
重，但做的又是另一套。其中
的代表之一当然就是美国。
台湾海峡只是一个例子。我
要说的是，这正是世界上存在
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某
些超级大国并没有真正遵守
国际关系中建立已久的协议
或是原则。
“南海问题与域外国家无关”

南海之声：说到南海问
题，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

近期提出要推动“南海行为准
则”磋商。您如何评价“南海
行为准则”对于稳定南海安全
局势的意义？

安娜·玛琳多格：南海问
题的确是非常复杂、棘手且
敏感的。从贸易层面来说，
南海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海上
通道，这个位置十分关键。
另一方面，南海是一个备受
争议的地区，不同国家都声
称对其拥有主权，其中也包
括我的国家菲律宾和中国，
而且这种纷争的理由也是交
错复杂的，短期内也不太可
能得到解决。

虽然“南海行为准则”并
不能解决所有这些基于历史、
法律基础或不同解释的领土
和海洋权益的纷争，但它可以
让各国达成协议，让各国知
道，如何在南海采取行动，从
而避免触发军事对抗，甚至加
深南海国家之间的矛盾等不
堪设想的后果。

我衷心希望印尼领导层
竭尽全力，推动早日达成“南
海行为准则”。因为“南海行
为准则”还将制止美国等其它
第三方进行干预。南海争端
与他们无关，他们不应该干
涉。但目前，由于“南海行为
准则”尚未最终通过，美国及
其盟友等第三方国家正在
介入这一争端，这使局势更
加复杂。这就是“南海行为
准则”需要发挥关键作用的
地方。

菲律宾学者：世界应该尊重中国和平崛起

去年 12 月 8 日，新建的
人民繁荣公正党(PRIMA)，向
雅京中区法院呈上 757/Pdt.
G/2022 号提控，该党认为普
选委员会因行政确认不足，
在“参选政党行政确认结果
总结”中不让 PRIMA 党参加
2024 年大选是不公平的。3
月 2 日，雅加达中区法院作
出了控方胜诉的判决，命令
普选委员会(KPU)重审“条件
不足”的事实，暂时延期执行
2024年的普选活动。

《罗盘网》(KOMPAS.com)
于 3月 3日报道，印尼第6任
总统苏西洛(SBY)认为，雅加
达法院对普选委员会下达

“不再进行 2024 普选的剩余
程序”的判决是错误的。他
在推特私人账号留言：“感到
本国有些异样，出现很多不
健全的事情。实际上发生了
什么事？”

苏西洛呼吁不要有“某
方面”在本国选举年制造事
端。“谨记本国人民，不要出
现玩火者，当心会被烧到。”

“别播送风的种子，担心以后
收集风暴。”他希望全民遵循
普选法，还说了英语名句：

“请大家尊重我们的宪法以
及我们心爱的国家。”显然意
有所指。

雅加达中区法院发言人
如基弗里(Zulkifli Atjo)辨称，
PRIMA党对KPU的胜诉还不

具备法律执行力 (inkracht)，
他指出，KPU作为被告，如果
不能接受判决，可以向最高
法院提出上诉。“这案件不是
政党间的纠纷，而是对法律
执行的争议。”“听说 KPU 已
决定上诉，我们作为地方法
院，当然等候雅加达高等法
院的裁决。”如基弗里重申，
法院并没有下达推迟 2024
年普选的判决，只是允准控
方要求赔偿及暂停普选注册
程序的申诉。

《点滴新闻》(detikNews)
于 3 日披露，判决 PRIMA 党
胜诉的雅加达中区法院的主
审法官是欧用(T Oyong)，由
巴 克 里 (Bakri) 及 多 明 古 斯
(Dominggus Silaban)两位法官
陪审。

因为 KPU 的拒绝，PRI-
MA 党及其全国各地的支持
者蒙受巨大的精神及经济损
失，所以该党向雅加达中区
法院投诉，希望法院判处
KPU 暂停普选注册程序，补
偿PRIMA的损失。法院竟然
同意该党的诉求，勒令 KPU
暂停相关的程序，让社会各
界惊诧，纷纷表示不满。

《罗盘网》称前立宪法院
(Mahkamah Konstitusi)院长吉
姆 利 (Jimly Asshiddiqie) 对 本
案发表措辞强硬的批评，呼
吁最高法院(MA)及司法委员
会(KY)必须进行干预。“一般
来说，为了敬重法院的尊严，
我们不可以议论相关的判

决。但这次太过分了，让司
法蒙羞！审案法官应该被革
职。”并支持KPU依据法律途
径提出上诉，普选的程序必
须如期举行。

作为印尼大学法律系国
家行政法资深教授的吉姆利
认为雅加达法院把“政党确
认”弄乱了。“将民事法及行
政混为一谈。法官竟分不清
行政与国家行政法的差别，
此外，违法行为竟被认可，那
是法院对广大民众的不公。
这点他们没有体会。”普选法
是法官的权力之外。“当法官
的判决改变普选程序，会不
会拖延大选时间？民事法院
没有权力作出判决。”

《采访网》(Liputan6.com)
于 4日称，安达拉斯(Andalas)
大学国家行政法专家费里
(Feri Amsari)认为：“根据宪法
的条款和规定，1945 基本宪
法第22 E章写明普选每5年
举行一次，地方法院不可能挑
战基本宪法。况且，宪法中没
有关于全国延迟普选的相关
草案，而‘地方法院’更没有在
全国范围延迟普选的法定权
力。”点出办案法官的失职。

帕拉玛迪纳(Paramadina)
大学的政治研究员乌曼(Ah-
mad Khoirul Umam)怀疑雅加
达法院的判决有专制法家
(autocratic legalism)的操作，利
益方巧妙地利用法律途径。

“当普选章程不利于国内政
治分歧与配置，最简便而有

效的做法就是利用法律上的
空档。”假借法律独立(inde-
pendensi)的大旗，抵制 2024
年普选的政治团伙想强迫民
主大众屈服。

乌曼分析，一连串的论
述都设法推迟普选，从延长
总统任期，到成比例地、明里
暗里地对普选程序的争议。

“这全是精心策划(diorkestra-
si)的布局，企图干扰 2024 年
普选的进程。”PRIMA党已经
向 KPU 和普选监督局 (Ba-
waslu)提出抗议，被依法作出
拒绝。“倘若法官对事态发展
没全盘掌握而轻率作出判
决，难怪全国民众认为法官
并不遵照宪法审判。无风不
起浪，PRIMA 党可能只是马
前卒，被利用来实行精心布
局、干扰普选的计划。

不少专家呼吁“司法委
员会”进行深入调查，假如发
现其中有“违法越轨”的确凿
证据，雅加达法院的办案法
官们应该受到惩罚。政治及
法务统筹部长马福特(Mah-
fud MD)对媒体说，大选事务
是PTUN法院负责的，雅地方
法院竟然越权，还厚颜巧辩

“可以上诉”。
社交媒体上充斥“PRI-

MA 党是何人组建？有何背
景？”“事件的幕后是谁操
纵？”等猜测，我们略过不
谈。总之，普选欲来风满楼，
法官偏颇使人愁。我们静看
事态发展吧！

■ 本报评论员：余凡

雅加达法院可以推延大选吗？
一天下午，莉娜坐在电

视机前，全身贯注着钢琴家
朗朗，正在弹一首贝多芬的
交响曲，莉娜在心里默默地
对自己承诺，将来一定要像
朗朗一样，成为大名鼎鼎的
钢琴家。

莉娜每天早上起床，便
要练一会儿钢琴老师教过
的乐谱。她非常努力学习
钢琴。

虽然她生在远离大城
市，钢琴学习条件有限，可
她还是坚持努力学习钢琴，
希望可以达到她的人生目
标。

有一天，妈妈听到一所
音乐学校举办钢琴比赛，于
是把莉娜的名字也报上。
钢琴老师替她选了，由钢琴
家米勒演奏的“优雅”当作
比赛歌曲。为了达到比赛
的好成绩，她从此每天不断
的练习这首歌曲。

日复一日，光阴似箭，
不知不觉比赛的时间即将
到来。可出乎意料的是，

2019年末，一场新冠肺炎疫
情爆发，各个活动停止，钢
琴比赛也不例外。莉娜感
到十分难过，一向努力的准
备，难道就这样落空吗？

幸好妈妈一直在莉娜
身边，鼓励她不要放弃，用
功努力学习钢琴。直到有
一天，那所音乐学校传来信
息，比赛照样举办，只是格
式有些改变，这次钢琴比赛
由网络线上举行。每个参
赛者，必须通过视频发送演
奏的录像，评委按发来的录
像，评审断定获胜者。于
是，她就这样按照比赛条
规，发送钢琴演奏录像。

转眼间，公布获胜比赛
的日子到了，那天莉娜紧张
地关注评委的公告。公布
结果：莉娜夺得亚军，冠军
由一名13岁男生选手夺取。

虽然这次比赛莉娜还
没夺得冠军，可她仍然感到
非常振奋、快活，因为劳苦
不负有人心。她在心中对
自己承诺：一定要加把劲，
好好努力，希望下次的比赛
可以获取更优秀的成绩。

学钢琴的故事
■ 巴厘：钟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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