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占碑：常青

“这次能‘回家’太开心
了。”在3月28日至31日举行
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澳大
利亚一家制造业公司负责人
马克·哈钦森与《国际锐评》评
论员进行了交流。哈钦森在
中国做了多年生意，已经把这
儿当作了“第二故乡”。

像哈钦森这样的企业家
不在少数。今年的论坛吸引
了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1500多位政界、工商界和
智库学者代表参加。在不稳
定、不确定成为常态的背景
下，这次年会以“不确定的世
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
容促发展”为主题，有很强的
现实意义，反映了人们对确定
性的迫切期望。

确定性，是当今世界的稀
缺品。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
项调查显示，在受访者中，约
有75%的全球企业领袖认为，
不确定性是2023年各国企业
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对外开放的信号十
分明确”“中国经济增长势头
强劲”“中国消费市场对其他
国家尤为重要”……四天时间
里，不少外国参会者对《国际
锐评》评论员表达了自己的感
受。从中可以深深感受到他
们“宾至如归”的兴奋感与安
全感，以及对“中国确定性”的
信心。

这种信心，来自哪里？
“中国市场就是我们最大

的信心！”多家参会的外企在
接受采访时，点赞中国充满活
力的市场、良好的营商环境以
及完整的供应链体系。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
2023年开年首月中国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1276.9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14.5%。其中，
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同比增长 62.8%。外商
在华投资逐步向高技术、高附
加值生产环节转变，显现出中
国高质量发展的勃勃生机。

一个村子的蜕变、一座大
城市的更新换代、一座桥的今
非昔比…… 论坛上，中国式
现代化的一个个鲜活案例受
到嘉宾们的热烈讨论。“中国
的现代化与时俱进，具有很强
的灵活性，这是值得所有人学
习的。”新开发银行副行长阿
尼尔·基绍拉说。

这种信心，还来自中国对
外开放政策的确定性。

“不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
变化，我们都将始终坚持改革
开放、创新驱动。”——从最近
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到刚刚
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始
终向外界传递这样坚定的信
号。

今年，中国推出了一系列
对外开放新举措。从探讨海
南与东盟热带农业合作，到共
同发起《全球自由贸易区（港）
伙伴关系倡议》；从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
“小而美”民生项目，到探索数
字经济、绿色经济新高地，中
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在一
步步走深走实。

当自贸区(港)建设与《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相遇，将激发出怎样
的活力？这是今年论坛上探
讨的一个热点话题。嘉宾们
认为，充分发挥两个“自贸”政

策的叠加效应，深化区域内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将拓展区
域经济一体化空间。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
娃指出，RCEP生效实施一年
多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进出
口总额同比增长 7.5%，对其
中8个成员国的进出口增速
超过两位数，为区域经济发展
提供了强大动能。

从更宏观层面看，世界的
信心来自中国和亚洲和平稳
定的发展环境。根据论坛发
布的《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
进程》报告，2023年亚洲经济
体加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率为 4.5%，成为当今世界
经济暗淡图景中的一个亮
点。这一成就的取得离不开
和平稳定的环境；未来亚洲要
实现更大发展，依然有赖于
此。

这其中，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中国无疑是举足轻重
的力量。论坛上，中方明确表
示“一定会用和平和发展的方
式，使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
现代化社会”。巴西工业贸易
部前执行部长特谢拉认为，中
国可以在“和平”方面引领世
界，中国式现代化对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着重要
作用。

2023年春天，博鳌奉献了
一场“思想盛会”，为完善全球
治理贡献了良方。更重要的
是，从这座中国南海小镇，世
界获得了一个稀缺品：在全球
不确定性风险加大的背景下，
亚洲尤其是中国充满确定
性。这不仅坚定了外国企业

“回来”的信心，也给了他们远
航的动力。

亨特利·伊斯纳尼（Hendri F Isnaeni）

（3）丁香烟业中的华人

但上次骚乱产生重大的
影响，也就使丁香烟行业的构
成变得均衡。土著丁香烟企
业一般是中小型企业，而华人
企业即使不是最大的企业，也
是产量很多的企业。华人丁
香烟企业一般在布伯兰塔斯
河谷（Lembah Brantas）的城市
迅速发展，包括勿里达、多隆

阿公和谏义里，产量比惹帕拉
（Jepara）和南望（尤其是古突
士）较高。另一方面，特别是
在东爪哇，华人烟业企业比土
著企业较大，产量也较大。

在华人丁香烟企业先驱
里，当中有“玛利岗恩”烟业
（Marikangen）的王祥春（Ong
Siang Tjoen），万尤马士的陈英
祥（Tan Eng Siang）,马格朗的
吴清美（Go Tjing Bie）和帕拉
干（Parakan）的 高 厥 义（Go
Kwat Ie）（战前这两家烟厂的
雪茄非常成功），还有公榜
（Gombong）的 林 江 蔡（Liem
Kang Tjwa）。但在这些华人丁
香烟企业家当中，后来成就大
事业的是巴蒂（Pati）的蔡江海
（Tjoa Kang Hay）。

蔡江海曾为尼迪司米多效
力。1932年他邀请他的兄弟陈
集祥（Tan Tjiep Siang）和陈光
平（Tan Kong Ping），一同建立
特里奥公司（Trio）。后来他与
新 的 搭 档 高 吉 祥（Ko Djie
Siong）和 陈 清 戴（Tan Djing
Dhay）合作，成立诺约罗诺公司

（Nojorono），生产著名的米纳克
精高香烟（Minak Djinggo）。一
年后他把工厂从巴蒂（Pati）迁
到古突士。蔡江海的企业发展
迅速，主要是由于逃税罚款的
出现和尼迪森米托的三球公司
（Bal Tiga）的内部矛盾。米纳
精哥（Minak Djinggo）烟业充分
利用三球公司（Bal Tiga）的停
滞和产量低迷来提高产量（Al-
bar, 2011:272）。 诺 约 罗 诺
（Nojorono）到战前几年业务达
到顶峰，那时尼迪司米多的声
望开始下降。至今，诺约罗诺
公司（Nojorono）依然幸存下来，
是印尼五大卷烟企业之一。

诺约罗诺公司（Nojorono）
的成功引来东爪哇的林生地
（Liem Seeng Tee）（从中国福
建移民到东爪哇）和沈昌娘
（Siem Tjiang Nio）的挑战。最
初 ，林 生 地 曾 在 拉 蒙 岸

（Lamongan）的丁香烟工厂负
责配料和混料，有了工作经
验，于是他混合烟叶并通过在
泗水市内骑自行车进行销
售。他混合烟叶的成品很受
百姓和官员们欢迎。于是他
在泗水雅格力路（Jalan Nga-
glik）购买一处房产，用作经营
地点，取名为林生地贸易协会
（Handel Maatschappij Liem
Seeng Tee）（Margana dkk,
2014:140-1941），就是后来桑
布纳有限公司［PT. Hanjaya
Mandala（HM）Sampoerna］的起
源。林生地贸易协会的业务
发展很快。到荷兰政府末期，
他的企业有1,300名员工，工
作实行两班制，每周生产超过
300万支香烟。

直到战前，古突士依然在
丁香烟业界称王。那段时期
之后，涌现出不少华人烟草企

业：1940 年许昌喜（Kho Dji-
ang Hei）创办根东戈特里公司
（Gentong Gotri），1940 年林祥
宏（Liem Siong Hong）创办拉
腊哈帝（Laras Hati）公司，1941
年蓝祥和（Lam Siong Hoe）建
立彭巴（Pompa）公司，1942年
吴德山（Ngo Teek San）的达米
公司（Dami）。

历久不衰
革命时期的古突士丁香烟

业落伍了。那时爪哇的主要港
口，以及大部分西爪哇和东爪哇
的丁香烟市场被荷兰控制。而
荷兰人在古突士的统治在1948
年底的第二次军事侵略中才开
始。当1947和1948年丁香可以
大规模进口时，在三宝垄、泗水
和玛琅的华人丁香烟厂从中受
益。当古突士在1949年获得进
口丁香的渠道后，与三宝垄、泗
水和玛琅的烟厂相比，财务状况
更加衰弱，因为三宝垄、泗水和
玛 琅 等 华 人 烟 厂 已 经 在
1947-1948年中获取巨大利润。

20世纪50年代当政府试
图发展战后国民经济时，丁香

烟业开始盛行。与殖民时期
一样，政府采取保护性政策，
白烟和丁香烟生产商的消费
税率相差30%。但丁香烟行
业的实力已经转移到东爪哇，
并存活到现在，尤其是那些属
于华族商人的企业。

同日本占领时期一样，林
生地规划和振兴他的生意。
1956年林生地去世后，由于高
科技白烟的冲击，他的公司倒
闭 了 。 在 他 儿 子 林 瑞 麟
（Liem Swie Ling），即人们认识
的阿卡·桑布纳（Aga Sampo-
erna）的领导下，公司起死回
生，发展迅速。阿卡的第二个
儿子林天宝（Liem Tien Pao），
人们更熟悉的名字是普特拉·
桑布纳（Putera Sampoerna），延
续了父辈的功业。其它丁香
烟公司紧跟着桑布纳的突破，
例如推出尼古丁含量低的过
滤性丁香烟。1990年桑布纳
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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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厂里手工制作丁香烟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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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险为夷化险为夷

3 月 27 日下午，台湾前
领导人马英九抵达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开启为期 12
天的访问之旅。他的率团
来访，在中国媒体引起与新
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相近
的舆论势头。

马英九向记者表示，此
访一是祭祖，二是带了 30
个年轻人来与大陆年轻人
对话，让双方减少敌意。希
望可以了解在台湾被忽略
的事情，作为往后发展的参
考。历史绝对不可遗忘，身
为中国人，不管在海峡哪一
边都应自立自强，对外来欺
凌要勇敢抵抗。

《亚洲周刊》第14期刊载
笔锋《马英九吹响台海和平号
角》的评论称：“台湾前领导
人、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
访问中国大陆，先去南京中山
陵拜祭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他
热泪盈眶，语带哽咽，展现浓
得化不开的‘中华情怀’。马
英九发言说，两岸的中国人都
有责任复兴中华，也需要致力

寻求台海两岸的和平，要躲开
战争。”

目前，台海被国际媒体视
为“全球最危险的地方”。美
国前官员欧布莱恩 (Robert
O'Brien) 最近鼓动台湾须加强
备战，要每个人都发放AK47
步枪，全民皆兵。美国当局也
在部署如何把台湾变成地雷
岛，发动“豪猪战术”。事实上
美国的战略构想就是将台湾

“乌克兰化”，在台海挑起战
争，借此来弱化中国，压制中
国的崛起。

民进党大肆抹黑马英九
的祭祖之旅，说他是中共同志
棋子、卖台先锋。这在以往有
效，但如今台湾民意往“和中”
倾斜，不被绿营“抗中保台”所
迷惑，不愿台海出现战争，不
愿年轻人上战场，马英九掌政
八年，是台海最和平的时刻，
推动两岸不少交流。

若问马英九祭祖访陆的
意义：首先，这是1949年以来
首次台湾地区领导人卸任后
访问大陆。其次，马英九祭的
是自己的祖，说明承认是炎黄
子孙是“中国人”。此外，带来

青年学生，寓意华夏儿女是一
家。第四、作为台湾地区前领
导人能造访大陆，迈出了海峡
两岸政治交流的关键一步。
最后，走访的城市突显抗击日
本侵略的历史。

知名媒体人司马南27日
著文称，马英九之前有“三不”
主张，不独不统不武，貌似与

“台独”不同，但其客观效果却
相似。他质疑马英九选择“蔡
英文窜访美国”这个特殊节点
高调访陆是有预谋的。而其
政纲未改、汤药甚至连罐子都
没换，讽刺马英九访陆毫无诚
意、对促进两岸和平和统一没
有实质的意义。不过是“口惠
而实不至”。

台湾评论员王炳忠称：马
英九访陆“祭祖”对大局已难
起作用：“卸任后两年，他成立

‘马英九基金会’，维持个人存
在感。‘我们都是中国人’、‘应
对统一保持开放选项’、‘两岸
首战即终战’，这些在任时不
说的话，下台后才成了他的主
张。”

昔日连战“和平之旅”，为
后来马英九奠定“三通直航”

“和平发展”政治基础；但马英
九却对“九二共识”“一国两
区”不做深化宣传教育，放任
李登辉的“台独”教育祸害子
孙，使国民党失去推动两岸融
合的平台，绿营全面主导“政
治正确”。

如果2008年马英九在他
声望最盛时期，就有远见掌握
教育，废止“台独”课纲，拨乱
反正；如果2012年马英九连
任之初，就实现两岸领导人会
晤，商谈和平统一的协议；如
果2015年马英九卸任前，就
以台湾领导人身分访陆……
历史可能就改观了！

马借祭祖及走访民国历
史，回避具现当代政治意义的
北京，继续他在任时“只经不
政”的老路。按其对台湾媒体
的说法是为了“降低美中台敏
感且错综复杂的政治效应”，
真不愧将老派国民党人最擅
长的“欲迎还拒”“半推半就”
展现得淋漓尽致。

回顾国民党的小朱，曾发
表“九二共识”就是“没有共
识”的谬论。再看当前台面上
国民党2024年大选“人选”，

看不出有谁能展现振衰起敝
的魄力。如果，在美国勾结

“台独”不断挑衅下，两岸竟难
逃干戈，那么，马英九是否该
为错失和平统一的机遇而“负
责”？未来历史自有评判。两
岸终局将如何收场，我们这代
人可能会看到。

海峡两岸虽然争议不休，
但多数媒体都认为马英九访
陆之行“意义非凡”，有助于缓
和两岸紧张的关系、稳定民
心、降低摩擦，让“台独”影响
减弱，大陆怒火降温，有交流
就是好事，最好是能促进民间
经贸的再次合作；是马英九此
行的重要目的。

《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
胡锡进表示，对于马英九访陆
应该欢迎，“不过我们不要过
度放大此事、拔高它的意义和
高度；而是应该客观看待。我
们既不能把马英九想象成推
动两岸和平统一的英雄，对他
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也不能
粗暴地指责他。”

民进党“网军”肯定在鸡
蛋里挑刺。假如大陆高规格
礼遇马英九，他们就说“统

战”，假如规格不高，他们就说
是在“矮化”台湾。假如马英
九在大陆没有说出那几个“政
治关键词”，他们则会给马英
九甚至是国民党扣上“卖台”
的大帽子。

马英九于4月1日到湖南
湘潭县白石镇祭祖。3月 30
日，中共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在武汉会见马英九，并结伴搭
乘高铁到长沙市，两人不约而
同提到“慎终追远”。纵观马
英九这次访陆，讲得最多的是
两岸要和平、避战、交流，但就
是不提两岸要统一！一些评
论说这是他的“败笔”，然而，
广大民众能够体谅在风云变
幻时的谨言慎行。

《国际日报》于4月3日刊
载印尼学者赖剑文《马英九祭
祖之旅的象征意义》的政论，
也对马英九访陆给予正面的
评价。

马英九呼吁和平不忘“慎终追远”

事情发生在新秩序年代。
那日他到体育场附近的

加油站添油。刚停下摩托排
队，就见一群人在围观，凑前
一看，两个熊腰虎背的高个
子在吵架，还摆开架式，好像
一场熊虎相斗即将上演！人
群中竟有人喊：“打！打！打
那支那！”仔细一看，一位是
华族同胞，其父亲是本市警
区的武术指导，来自棉兰的
柔道高手，当然儿子的武功
也不凡；另一位是他认识的
本市足队有名守门员——汝
奈迪，曾受聘到棉兰当职业
球员，其父亲是中级警官。
他见势不妙，想如果真打起

来，谁胜谁负还不一定，但肯
定对该华族同胞不利，因打
起来，友族人一定会趁机群
殴“异族”。

也不知哪来的勇气，他走
到二人之间，他先连推带拉汝
奈迪：“迪，冷静，冷静，害羞，
在此闹事不好看，走，走，离开
这里！”然后对华族同胞说：

“快离开此地，不要寻事了！”
二人带气愤离开加油站。

当时围观的人群都用诧
异的眼光看着他，好像不大
相信一场即将上演的恶斗，
就因他一位华人的劝阻就这

么容易化解了？是啊, 他自
己也不相信！

说到汝奈迪为何会听他
劝阻，只因他当时是本市足
协的裁判，常活动于足球场
上，与很多足球队员关系良
好，大家都敬重他几分，因为
在他们眼里一位华人胆敢冒
着风险，当足球裁判，不仅难
得，还值得信赖尊敬。

汝奈迪与他也很熟悉，
关系不错。也许这就是他的
劝阻奏效的缘故吧；而那华
族同胞应该也意识到当时的
情势对自己不利，即便功夫
再好，也要吃亏！

一场可能引发两族间更
大冲突的导火线，就这样被
化险为夷。

（闪小说）

数日前，老马驾车去访
友，回程时经过某小区，只见
有不少人正围在一间房子
前，指指点点。

禁不住好奇，他下车前
去探个究竟。从敞开的铁
门，看见一辆汽车停在车房
里。这时，一个区里保安人
员走了出来，说道：“女屋主
斜躺在大厅的沙发上，颈上
有勒痕，已经没有了生命的
迹象。”

是什么引发杀机，何人
所为？使人颇费猜疑。围观
的邻居们众口纷纭，胡乱猜
测……

有一个说，可能是女保
姆受不了女屋主的辱骂，一
时气愤填胸，失手误杀，或是
积怨已深，伺机狠下杀手？
另一个猜测，最有可能司机
是主凶！

蓦然间，当年一宗甚为
轰动的杀人案浮现在老马的

脑海……
老马上世纪70年代，居

住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廖省的
一个小县城，有一对华人夫
妇，在郊外21公里处新发展
的小镇做生意。当地鲜有华
人，请了两个来自外岛的友
族工人在店里帮忙，还负责
他们的膳食问题，住宿在店
后的小屋里。

男主人身材魁梧高大，
年轻时是打篮球好手，夫妻
俩同心合力，生意做得蒸蒸
日上。

某日下午，收到放账客
户的付款，金额还蛮大的，就
在店里点算，计划隔天带到
小县城存入银行。

可惜计划永远完成不了
了，他们再也见不到明天的
太阳，店里的两个工人也不

知所终……
老马悄悄地离开现场。

回家路上，他兀自暗忖，古训
有云：“祸福无门，唯人自
招”，而“财不露白”是处世经
验，也许是不少无辜却大意
者竟遭遇杀身之祸的主因
吧！

■ 雅加达：苏歌

又是一度清明节，

节日纷纷上坟场。

场地景色绿油油，

油油滑滑雨纷纷。

纷纷人群忙拜祭，

祭拜祖先拜长辈。

辈辈承传我文化，

华夏文化割不断。

雅加达：王芳

清明清明

祸福无门祸福无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