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是什么？
有人说是一场旅行，无

论路上喧哗或落寞，无论你
是子孙满堂或孤家寡人，也
无论途中坎坷崎岖或顺风顺
水，旅途经历的一切，都只
是过眼云烟，雪泥留鸿爪。

大限时间一到，不管你处
于不惑、天命、耳顺或古稀之
年，更不管你是否愿意，整个
旅程就必须立即结束 – 即刻
下车，放下一切，告别尘世，然
后奔向另一个遥远而充满未
知的陌生世界...

我 已 过 花 甲 之 年（60
岁），虽然走了人生的大半
旅程，但是，离那个大限终
站，应该还有一段不小的距
离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
始，听到周遭一些陌生的年
轻人叫我“阿伯”，或尊称我
为“老先生”，觉得有点意
外。心想：这些人的眼力有
问题，对年龄的判断有误
吧？当时，一时也不知道应
该怎么回应才好：该因为被
人尊敬而高兴，或是被人认
为年老而不悦呢？总之，对
于这些年轻人的态度，心里
觉得怪怪的。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地
铁、巴士，站着时，会有坐着
的年轻人站起来让座。第一
次遇到这种情形时，除了感
到意外，我心里还犹豫一
下，考虑要不要接受这位年
轻人的礼让？心里暗自寻
思：我真的老了，在车上站
不稳，需要别人特别对待
吗？基于礼貌，也因为盛情
难却，最后还是接受他的好
意，坐下了。一方面，看到

现代年轻人在公共场所的
文明素养有所提高，很为他
们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却
对自己被列入“被照顾”、

“被礼遇”的对象，感到有
点伤感，也有点无奈....

与老同学或老朋友见
面时，经常听到他们谈起为
孩子的婚事操心，或为他们
筹备婚礼，或为孙子出生或
满月庆生而忙碌等等。我发
现，这些与儿子及孙子有关
的议题，渐渐成为避不开的
谈话内容，甚至逐渐成为主
要话题。几年前，在某商场
遇见一位昔日的同班同学，
抱着一两岁的孙子，在玩具
店为孙子选购玩具，满脸的
幸福与温馨。这些情景，令
我心里忽然惊觉：不管乐不
乐意，喜不喜欢，我已经迈
进人生的另一个阶段，“被
升格为祖父、祖母”啦！

排斥新身份：老人？
说实话，对于这个新身

份，我起初是相当排斥的，
因为，在潜意识中，“祖父”、

“爷爷”这个称呼，是说你的
孩子已长大成人，你有了第
三代；间接地说，就是你不
再年轻，连中年人也不合格
了。这些名词，总是跟衰
老、年迈等挂钩，是说你已
经老了，所以，对我来说，是
不受欢迎的。

多年之前,与家人在大
陆九寨沟旅游时，还留下一
段有关年龄的有趣小插曲。
我在售票处柜台前排队时，
在一旁的女儿很高兴地提醒
我说：“哈哈，爸，这里有规
定，年龄满 60 岁，就可以买
半票。您今年正好60，可以
享受半价优待啦！”但是，轮
到我买票时，很难决定该买
一般人的全票，或是买老人
的半票？内心几经犹豫、挣
扎，最后还是为所有人（包
括我自己）买了全票。

事过境迁，现在回想起
来，自己也觉得好笑，不知
道当时为什么要放弃买半票
的权力？或许，我是不想让
身边排队的陌生人（或许也
包括面前的售票员）知道，
我已经是 60 岁的老人？所
以，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生理上，老年化是一个缓慢
的过程。生理（即身体）的
老化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而
心理的老化，也必须用时间
来调整、适应，让头脑慢慢
接受变老的事实。面对它
时，需要有认老（服老）的心
理准备，更需要有面对“残
酷”现实的勇气啊。

回国后，老伴把在九寨
沟发生的这个经历当作笑
话，到处说给亲朋戚友听，
令他们捧腹大笑。几位老友
还戏称我为“不认60岁的老
人”，“逃避现实的老人”，阿
Q精神，鸵鸟心态，等等...

其实，不愿意或不甘心
认老的，并不只是我，而且，
肯定也不只是男性。或许，
应该说，女士对此更加敏
感。打从大约十年前开始，
老伴就很不喜欢别人叫她

“阿姨”。遇到商店的店员
称呼她为阿姨时，她就会拉
长了脸，反问道：我有这么
老吗？结果，那些年轻店员
就卖不出她们推销的产品，
当然也赚不到她的钞票。有
时，我就会在一旁笑着为推

销员指点迷津：她不认老，
别叫她阿姨，你们可以叫她
小姐或姐姐呀，那才有可能
做成她的生意！

还有，你不妨注意一下
身边的女士，她们刚迈入中
年，就整天忙着为自身那张
脸孔煞费苦心，除了使用数
不完的名贵化妆品，很多人
还到处（包括在国内、到国
外）寻访美容、修脸、整形的
外科医生，总是想方设法，
要把那张脸变得更年轻、更
光滑、更漂亮，花多少钱，都
在所不惜！我想，除了女人
天性爱美，她们不是也想抗
拒衰老，想要延缓衰老，更
担心脸孔泄漏她们年龄的秘
密吗？

确定接受新身份
后来，儿子结婚了，第二

年，孙女出生，而女儿也计划
要结婚了。这是脑海里认不
认老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我
在家庭中，从此晋升为“爷爷”
级，不管我愿不愿意，都算是
进入另一个人生阶段了。我
自己问自己：当了爷爷，还不
承认自己老吗？尤其后来小
孙女牙牙学语，叫我阿公、阿
公时，内心就很清醒，自己孙
子都有了，的确是年老了，必
须承认自己是老人了。哈哈，
关于老不老这个议题，就此解
决了，从此不必再与它纠缠不
清，也不再有悬念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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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草药及美妆业

中国政协与人民代表大会
圆满落幕，成功选举了新一届国
家领导班子，国家主席与军委会
主席习近平，国家副主席韩正、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王沪宁，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国
务院总理李强，军委会副主席张
又侠、何伟东，监察委员会主任
刘金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
与最高国家检察院院长应勇，以
及国务院部长与各部委成员。
这些新届领导班子都是久经考
验的尖端人才，是从基层长期磨
练的党政精英。习近平全票当
选连任国家主席，众望所归，作
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与军委会主
席，深获全国人民拥戴信任，十
年任期内，让中国迅速脱贫奔小
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链
普及，并取得军事现代化向强军

之路迅猛发展，在国际交往上，
崇尚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功斡旋
伊沙复交，促成了中东国家的和
解，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
优势，备受发展中国家瞩目，并
把“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向亚
非拉国家纵深发展，让中国稳定
的经济建设与数字人民币国际
化，稳步向前推进，成为引领世
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使得

“中国模式”赢得世界各国的广
泛推崇赞誉与借鉴。

如今习近平成功连任，李强
接掌国务院总理，必将在新的五
年里，带领中国人民，向着更高
水平的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科
技强国迈进。李强现年63岁，
曾任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
记，中共党校与香港理工大学工
商学硕士，是个务实精干的经济
专才，富有全方位的经贸才干，
成功防护了上海疫情的肆虐蔓

延，优化抗疫举措，证明了“躺
平”的消极防疫不符合中国国
情，深获习近平重视信任。

新届领导班子任重道远，在
百年不遇大变局中，正迎来诸多
挑战，如何在已经取得的脱贫攻
坚与战胜疫情中，让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更加迎合大变局的需求
发展稳步迈进？正是新领导班
子的首要任务。中共二十大，政
协与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明确指
出：中国在进入第二个一百年的
历史进程中，从已经取得的各项
辉煌成绩中总结经验，在当前复
杂多变的国际变局中，为防止美
国霸权对中国崛起的不断围堵
打压，脱钩断链，尤其是对高科
技产业的“卡脖子”，妄图使中国
卡死在科技短板的困局中。因
此如何让中国弯道超车，尽快取
得科研自主研发的自主权，已成
了新届领导必须完成的历史使

命。只有实现相关技术攻关，突
破西方高科技“卡脖子”，才能让
中国在自主自强的高质量科研
中，脱颖而出，实现强国之梦。

如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
共党中央七位常委，以及政协、
人大与国务院领导，已经具备了
引领中国人民，向着中国式现代
化高质量科技强国迈进的坚强
领导班子。中华民族有着众多
聪明的人才优势，具有伟大的奋
斗精神，高手在民间，办法总比
困难多，就算国家一穷二白时，
不靠外人，也能自主研发两弹一
星，彻底打破美苏核垄断。现在
中国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已经
在科技、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
长足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因而在现有成绩中，新领导
班子必将竭尽全力，重视调查研
究，在高科技领域中攻关克难，
首先保证经济稳增长与高质量

发展，以及农村振兴，抓好三农
政策，把乡村建设成山美水美的
低碳能源基地，以科研成果改良
土地，实现科学管理农业机械化
生产，确保八万亿亩农田年年丰
产，把饭碗牢牢端在人民手里，
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工
业领域里，制造业强国的产业
链，更是应该向高质量领域迈
进，突破欧美的科技“卡脖子”，
尽快实现科研自主，质的提升，
量的增长，做到半导体 5G、6G
芯片研发，走在世界前头，成为
引领世界的领头羊。

所有这一切，以习近平为核
心的新的国家领导，已经有了明
确的战略布局。人才决定一切，
国家正从培养人才上下大工夫，
全国大专院校，科研专业尖端部
门，认真拓展智能培训，造就具
有家国情怀的大批青年尖端专
才，投身于科技创新，老将带新

兵，以只争朝夕的爱国情怀，决
心在百年变局中，敢于担当国家
重任，为国家冲锋陷阵。

在军事领域方面，中共与国
家军事委员会，高瞻远瞩，对美
国霸权与境外反华势力的不断
遏制打压，一再挑唆南海周边国
家企图组建“亚太新北约”，制造
台海紧张局势，保持高度警戒，
不断强化国防建设现代化，保证
核弹头压倒一切的数量充沛，增
强确保解放军始终忠于党，招之
即来，战之必胜的大无畏精神，
为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不惜一
战，把敢于来犯之敌，拒于国门
之外，尽快实现国家统一大业。

全国人民满怀信心，以习近
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与国家领导，
定能带领全国人民，踔厉奋斗，民
有所盼，政有所为，从一个胜利，
走向又一个胜利，最终实现梦寐
以求的中华民族复兴强国梦。

草药公司七巨头
一般来说，草药产商都有着

共同目标，那便是生产让顾客满
意的、对健康有益的、使用天然原
材料的创新型产品，成为印尼顶
尖企业。然而，草药业有着这样
的特点：草药公司的产品是可互
换的和相互取代的，比方说，几乎
所有的公司都能生产治疗口腔溃
疡的草药、白树油和特隆油。

然而，只有少数公司能脱颖
而出，以“草药公司七巨头”著
称，它们拥有自己的产品品牌和
畅销产品。这些公司的发展经
过了三个时代的沉淀。为了生
产出能与现代药物平起平坐、安
全有效的传统药品，他们开始重
视发展新技术、创新制药、成药

研究和临床试验，他们也遵循行
业标准和法律法规，以通过国家
和国际认证。如此一来，这些公
司就能在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倒。

七巨头中有六家公司由华人
创立。通过将里奥草药（Jamu
Leo）列入中型草药公司，本节将
讨论各个公司的发展历程，讨论
的顺序按时间顺序进行。

伊布草药（1910）
1910年，陈宣娘（Tan Swan

Nio）和她的女儿沈章娘（Siem-
TjiongNio），开始制造名为伊布
草药（Jamu Ibu）的草药。自从
治好了泗水的咳嗽传染病后，她
们的产品便家喻户晓。她们随
后 在 泗 水 市 雅 赫 丽 路（Jalan
Ngaglik）3至5号成立双娘惹牌

伊布化学贸易草药公司 (Dj-
amoeIndustrieenChemicalen
Handel“IBOE”Tjap 2 Njonja)。
1938年，伊布草药的业务扩张
到峇厘岛。

印 尼 独 立 后 ，伊 布 草 药
（Jamu Iboe）加大了在报刊上的
宣传力度，她们的产品需求量因
此开始暴涨。为满足激增的需
求量，她们增开十一个分公司，
招募1,000个代理商来销售草药
产品。5年后的1950年，生产系
统更新，草药生产的一些步骤由
机器自动完成。

在新秩序时期，伊布大药店
有限公司（1973 年更名为 PT.
Jamu Iboe Jaya）的管理层立志成
为业界领军企业。为实现这一
目标，他们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改
良产品质量。除了使用新机器，
伊布大药店有限公司还是第一

家使用防潮耐热的铝箔包装产
品的草药公司，其它草药公司纷
纷效仿，用铝箔包装草药产品。
伊布草药为了制出优质的草药，
更是加大实验研究力度。

1980 年，伊布草药（Jamu
Iboe）成立了查米林萨迪瓦伊布
有 限 公 司（PT.Iboe Sativa Ca-
millind），专门生产替代性草
药。当时公司由第三代传人掌
管，草药产品种类已达123种。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伊布
查雅草药有限公司（PT. Jamu
Iboe Jaya）也将其工厂和总部迁
至离泗水市不远的诗都阿佐县
丹绒沙利村（Tangjungsari, Sido-
arjo）。公司占地面积2.38公顷，
至今仍在运营。到公司成立
103 周年时，第四代传人史蒂
芬·瓦拉（Stephen Walla）已经接
管公司。公司仍然屹立不倒，继

续生产传统草药，其中包括受消
费者欢迎的特隆油。公司产品
更是进而开拓国际市场，开拓创
新，在印尼泗水数处和其它19
个城市都开设分店。

公鸡牌草药公司（1918）
在沃诺吉利（Wonogiri），潘

仲关（Poa Tjong Kwan）（后更名为
TK·苏伯拉纳，印尼文名为TK
Suprana）目睹妻子谢洁娘（Tjia-
KiatNio）为客人制作草药的场景，
他认为这样费时低效。于是他想
到可以一次性配制大量捣碎成粉
并晾干的草药，这样顾客不会等
候太长时间。潘仲关草药公司就
这样在1918年应运而生。

分装出售的草药粉每份7
克，自那以后，几乎所有草药都是
以相同剂量包装出售。按每份7
克出售大概是因为在中华文化
中，数字“七”是吉利的数字，谐音

“气”，即“元气”或生命力，而在爪
哇语中，数字“七”为“pitu”，表示

“Pitulungan”，意为“帮助”。
1930 年开始，潘仲关草药

公 司 把“ 母 鸡 公 鸡 牌 ”
（TjapAjemDjago&Babon）品牌名
称印在产品上，之后这一品牌以

“公鸡牌草药”（Jamu Jago）著
称。潘仲关在自己的车上涂上
公鸡牌草药（DjamoeDjago）商标
图案，宣传草药产品。潘仲关的
孙子查雅·苏伯拉纳（Jaya Su-
prana），华 文 名 潘 国 昌（Poa
KokTjiang），印度尼西亚世界记
录博物馆（Museum Rekor Du-
nia-Indonesia，简称MURI）的主
管介绍：“这也许是创新宣传方
式的开端。”

此后，公鸡牌草药购买了许
多车辆用于宣传。这些五彩缤
纷的车辆总是很引人注目。另
外，他们还招募侏儒担任“迷你
艺术家”，销售各式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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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两会”成功选举国家新领导
向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科技强国迈进

10日晚，中国、沙特、伊朗在北
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瞬间登上了
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在这份声明
中，三国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一份
协议，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
在至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
表机构、安排互派大使、探讨加强双
边关系等。三国同时表示，愿尽一
切努力，加强国际地区和平与安全。

“沙伊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对
中东外交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
展”“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众多
国际媒体给出正面评价。即便是那
些热衷于对中国“鸡蛋里挑骨头”的
西媒，也对中方的斡旋努力表示肯
定。中东地区更是反应积极，伊拉
克、阿曼、黎巴嫩等多国对沙伊北京
对话成果表示欢迎。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感谢中国促成对话，表示这
将有助于促进海湾地区的稳定。

从沙特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
看，干货满满，既有改善关系的路线
图，又明确了时间表，非常具有操作
性。如果能落实，沙伊关系有望不
断改善。

从历史角度看，人们会更加了
解这一成果的来之不易。沙特和伊
朗分别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
的代表，在叙利亚危机、黎巴嫩局
势、也门内战等问题上长期处于对
立状态，被称为“中东宿敌”。2016
年初，沙伊两国因沙特籍什叶派教
士事件断交。7年来，多个国家努力
调解，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在
这样的背景下，沙伊两国在中方斡
旋下决定复交，难怪有外媒直呼“出
乎意料”。

其实，如果深刻洞察中东局势
变化以及中国的外交努力，沙伊两
国在北京和解是“情理之中”。过去
多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
东地区“拉一派打一派”，不断制造
矛盾冲突，搅得当地不得安宁。沙
伊作为中东地区大国，都为此付出
了高昂代价。中东国家已经看清美
国根本靠不住，只有对话和谈才能
解决问题，地区的命运必须掌握在
中东各国人民手中。这是沙伊两国

决定复交的内生动力。
那么，为什么选择在北京对

话？这是因为中方一贯支持中东国
家战略自主，一贯支持它们通过对
话协商解决问题，不拉偏架，不谋私
利，不搞小圈子，是中东国家可以信
赖的真朋友。这次沙伊北京对话，
就是在中沙伊三国领导人的共识基
础上推进的。去年12月，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出席中阿、中海、中沙领
导人“三环峰会”。今年2月，伊朗
总统莱希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
次对话取得的成果表明，作为一个
善意、可靠的斡旋者，中方忠实履行
了东道主职责，展现了大国担当。

沙特与伊朗都是中东地区大
国，双方握手言和为实现地区和平
稳定打开了道路，也为通过对话协
商化解矛盾分歧树立了典范，成为
解决中东乱局的“一把钥匙”。有分
析认为，这对也门、叙利亚、利比亚
内战的缓和与解决都会起到正向外
溢作用。

与此同时，沙伊和解凸显了全
球安全倡议的宝贵价值。2022年4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倡导各国共担维护和平责任，同走
和平发展道路。今年2月，中国发
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为倡
议的落实规划了更为详细的路线
图。沙伊两国化干戈为玉帛，就是
全球安全倡议的生动实践，说明这
一倡议得到了中东国家的高度认可
和实质性回应。

更难得的是，沙伊和解为动荡
不安的世界提供了重大利好，是“对
话的胜利、和平的胜利”。它用事实
告诉世界：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对话
才是唯一出路。无论问题多复杂、
挑战多尖锐，只要本着相互尊重的
精神进行平等对话，就一定能够找
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对抗还是对话？冲突还是合
作？沙特与伊朗用行动作出了正确
选择。当然，双方矛盾由来已久错
综复杂，改善关系还需要付出更多
的努力。北京对话为沙伊改善关系
开了个好头。这也深刻地说明：动
荡世界中，和平是主流，对话是正
途。

沙伊两国在北京握手言和，
并不出乎意料

■ 国际锐评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