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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赖 喇 嘛 在 印 度 大 昭
寺达玛萨拉与一名印度儿
童 互 动 时 ，拥 抱 并 亲 吻 了
这 个 男 孩 ，同 时 说 ：“ 吸 我
的 舌 头 。”达 赖 喇 嘛“ 恋 童
癖 ”的“ 性 侵 ”行 为 ，在 国
际 社 交 媒 体 广 泛 传 播 后 ，
广为人知。达赖喇嘛令人
厌 恶 的 做 法 ，引 发 国 际 社
会的不满和批评。这一丑
闻 令 人 深 感 不 安 ，无 法 接
受。相关视频在互联网上
疯传，受到许多人的谴责，
称 其“ 不 恰 当 ”、“ 可 耻 ”和

“恶心”。
达 赖 喇 嘛 不 仅 要 求 这

名 男 孩 在 公 众 面 前“ 吮 吸
舌头”，而且后来还将此美
化 为 所 谓“ 陛 下 的 祝 福 ”，
真的让世界各地的人感到
恶心。儿童性虐待是当代
文明文化中最令人憎恶的

行 为 ，在 法 律 上 比 成 人 性
侵 犯 行 为 更 严 重 ，各 国 都
有惩戒的法律法规。

儿 童 受 害 者 通 常 是 无
辜 的 ，儿 童 被 性 侵 会 造 成
更 持 久 的 身 体 、心 理 的 负
面影响。尽管达赖喇嘛及
其 支 持 者 尽 其 所 能 以“ 嬉
戏 互 动 ”和“ 舌 战 仪 式 ”为
其 辩 护 ，但 这 种 以 宗 教 名
义进行的卑鄙性侵行为仍
然引起人们的警惕。最糟
糕 的 是 ，多 么 严 重 的 问 题
借口宗教就不容人们再有
所质疑。

达 赖 喇 嘛 的 丑 陋 不 仅
在 伦 理 和 道 德 上 令 人 厌
恶 ，而 且 严 重 违 反 了 当 地
法 律 的 底 线 和《儿 童 权 利
公约》的威严。印度的《刑
法》和《保护儿童和青少年
免受性骚扰法》都规定，对
儿童的性骚扰、淫秽行为，

“ 适 用 的 刑 法 应 为 3 年 内

监禁和罚款”。
达 赖 喇 嘛 强 行 拥 抱 和

亲 吻 男 孩 ，甚 至 要 求 男 孩
“ 吮 吸 舌 头 ”，这 属 于 印 度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的“ 不 受 欢
迎的身体接触”，是典型的
性 骚 扰 、猥 亵 行 为 。 基 于
理 性 和 法 律 ，达 赖 喇 嘛 应
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儿童
权 利 公 约》第 34 条 致 力 于
保护儿童免受一切形式的
性 剥 削 和 性 侵 犯 。 然 而 ，
达赖喇嘛在公共场合强行
拥 抱 和 亲 吻 男 孩 ，甚 至 要
求 对 方“ 吮 吸 舌 头 ”，属 于

《公 约》谴 责 和 禁 止 的“ 防
止引诱或强迫儿童从事任
何非法性生活”行为，是典
型 的“ 虐 待 儿 童 ”和“ 性
侵”行为。

性 侵 或 性 犯 罪 会 给 孩
子们带来“无尽的痛苦和折
磨”。这种带有强烈性暗示
和性内涵的行为，对于一个

仍处于性无知阶段的孩子
来说，无疑是一种身体侵犯
和性虐待。精神折磨无疑
会使他处于被猥亵的痛苦
之中，甚至可能剥夺男孩长
大 后 进 行 亲 密 行 为（如 接
吻）的能力。很可能，当孩
子将来面对他的伴侣时，他
的记忆中仍然保留着童年
时发生的事情。警惕这种
打着宗教幌子对儿童进行
性虐待的行为，国际社会应
该对以任何借口实施的性
侵犯行零容忍。

对 世 界 各 地 的 许 多 人
来 说 ，达 赖 喇 嘛 多 年 来 一
直 在 塑 造 他 作 为“ 精 神 领
袖”的声誉，他也试图作为
同情与和平的化身。这种
行为不仅违背了别人对他
的 信 任 ，也 违 背 了 他 所 宣
称的原则。

达 赖 喇 嘛 此 前 也 曾 面
临 争 议 。 2019 年 支 持 者 曾

表 示 ，如 果 达 赖 喇 嘛 以 女
性身份回来，“他会很有吸
引力”，他的办公室在受到
批评和抨击后道歉。

作 为 一 个 生 活 在 社 会
中的人，我们必须优先考虑
我们孩子的安全和福祉，并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他
们免受伤害。至关重要的
是，要让个人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尤其是在涉及儿童等
弱势群体时。

此后，达赖喇嘛发表了
道歉声明，表达了深深的歉
意，并承认自己的行为不恰
当。然而，这还不够。需要
采取法律解决措施，对事件
进行更彻底的调查和审查，
需要采取法律措施来确保
这种行为不再发生。

宗 教 领 袖 滥 用 权 力 ，
对那些更脆弱的人进行性
骚 扰 ，是 一 种 不 能 容 忍 的
罪行。最近出现了一种肆

无忌惮的人利用宗教教条
来 满 足 自 己 需 求 的 现 象 。
教 规 是 主 要 的 宗 教 教 义 ，
必 须 被 接 受 ，不 能 有 争 议
或怀疑。经常被滥用的宗
教教条之一是命令服从长
辈 ，尤 其 是 老 师 。 宗 教 领
袖甚至被描述为上帝的延
伸，他知道哪个是对的，什
么可以做，哪个是错的，什
么不能做。

达 赖 喇 嘛 在 他 的 信 仰
中使用教条来为他的性骚
扰辩护。包括学生在内的
宗教信徒经常陷入这种教
条的漩涡。他们中的一些
人甚至成为不负责任的人
滥用权力的受害者。肆无
忌惮的宗教领袖利用宗教
教 条 作 为 合 法 性 ，让 孩 子
们服从这些宗教领袖的意
愿。这是最令人发指的罪
行，必须依法解决，这样才
不会有更多的受害者。

达赖喇嘛的性骚扰行为应受到法律惩戒

■ 巴厘：意如香

印尼千岛拥有好些极富文
学造诣与才华的女企业家，她
们不但事业有成，家族企业有
声有色，更富有企业社会责任
感，经常回馈社会，对弱势群
体的慈善援助，出手不凡，深
获各界好评。更难能可贵的
是，她们都拥有一手好文笔，
中华文化底蕴根底深厚，在印
华文坛里享有极佳的口碑，受
到文友们的推崇好评。例如
泗水的廖彩珍女士，就是其中
一位杰出的佼佼者，廖彩珍与
夫君施柏松企业家，是一对鹣
鲽情深的好伴侣，彩珍姐还是
施氏家族企业的好参谋，是助
力柏松兄出谋划策的好帮手。

在印华文坛里，众所周
知，廖彩珍的文笔极富中华文
采，深具中华文化的神韵风
格。品味她的作品，令读者犹
如沫浴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
海洋中，任取所需，游刃有余
地获取灵感，从中感唔中华文
明的博大精深，受益无穷。在
她出版的两本文集《松彩集》

“乘物游心”与“翩跹如蝶”，文
字与内涵都达到至高境界，收
录了彩珍姐多年来精湛养人
身心的佳篇力作，深获印华文
坛高度评价。

前不久廖彩珍发表的一
篇《生命诚可贵中华两岸情
祈盼民族魂续耀五千年》，更

是一篇充满中华正能量的妙
文，集中表现了廖彩珍深怀中
华文化的内涵生命力，深刻理
解大陆与台湾两岸的文化维
系，是剪不断的炎黄子孙“汉
文化“同胞情谊。面对台湾疫
情失控，缺少疫苗，深为台湾
同胞因停电、断水、缺疫苗的
困境而担忧，急切希望台湾当
局，人命关天，应该理性规避
政治偏见，寻求与大陆的政治
和解，以获取疫苗援助，救救
台湾苍生百姓于水火。

足见廖彩珍作为一位海外
华人的博大胸怀，站在同是汉
文化“龙的传人”，关爱民不聊
生的台湾华夏儿女，有什么比
同文同种的同胞情谊，更加值
得珍惜可贵的呢！

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华夏
文化，老祖宗遗留下的文化精
神财富，是何其伟大的东方传
统古文明，海外华人就因为传
承了中华古文明，而感到荣幸
骄傲。就是因为神州大地拥
有的独特精神文明，造就了今
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力强
大。习近平倡导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
中国古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与中国具体国情相
结合的精神结晶。长期的民
族奋斗，总结出来的民族经
验，靠着它，终于打败了西方
列强对中国的掠夺欺压，围堵
打压，中国人民站起来、强起

来、富起来了！
什么是中华古文化的精

髓呢？老祖宗的中华文化强
调：“民为邦本”、“天人合一”、

“和而不同”、“以人为本”、“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
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
国”、强调“君子喻於义”、“君
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
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
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
不孤，必有义”，“德不孤，必有
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扶贫济困”、“人不患寡
而患不均”，“得饶人处且饶
人”等等。

这样的中华传统古文明
思想光辉，和毛泽东思想、马
克思主义相结合，以贴近符合
中国国情与民情为依据，就形
成了习近平倡导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
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
崇高理念。习近平说：“价值
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
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与发挥作
用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
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
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
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
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
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

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
着目标前进”。毛主席说：“把自
己的事情做好，就不怕一切了。”

廖彩珍深谙中华古文明，
深刻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人
文关系，崇尚“和而不同”的人
际关爱，她在文中最后写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台湾当局迈出的一
小步，相信用我们的中国智
慧，文化自信，全球华夏儿女
有能力，有尊严，共同描绘一
个利国利民利世界，和平稳定
盛世中国的蓝图，用我们的

‘汉’字，携手谱写21世纪盛
世中国气势磅礴恢弘灿烂的
一页，让中华文明昂首阔步再
走五千年！”

廖彩珍这种气势磅礴的
中华人文理念，祈盼民族魂
——续耀五千年！让至高无
上的民族精魂耀然纸上，正是
印华文坛所需要的中华文化
正能量的闪光。

期望印华文坛涌现更多的
廖彩珍、李卓辉、许翰求、沈维
真、马咏南、李伟琪、袁霓、莎
萍、小心、松华、华实、黄碧珍、
叶冬珍、林世芳、夏之云、雯
飞、莲心，林义彪、林万里、容
子、伍耀辉、林越、晓星、金梅
子、林来荣、孙国静、陈思基、
钟俊仪、傅维典、李金昌、范忍
英、岩石、温发俊、汪允道、李
平定、叶竹、孔奇兰、一方、金

潇、光军、海风、凡梅、胡纪龄、
吴世锦、罗国通、卜汝亮、高
鹰、幸一舟、明芳、文苗、思明、
侯斐珍、杨云、肖章、云风、一
滴水、于尔凡、渔夫、符慧平、
吴开森、余萍、敬古、许青栽、
李廷蓁、陈德贤、郭春明、黄美
忠、陈华莉、杨慧芳、陈慧珠、
苏哥、杨思萍、亮剑等等的中
华文化传承者，充分领会中华

古文化的精髓，都能在印华文
坛里发挥引领作用。

日暖千岛万木荣，春满人
间文坛秀。让中华文化的正
能量，通过文友们的飞来“神
笔“，在千岛大地上展露才华
风采，不间断地谱写千岛辉
煌，让中华五千年古文明，闪
耀在群岛大地上，照亮千岛
人，永远持续地发扬光大！

散发光芒的廖彩珍 大气磅礴中华正能量

达拉查迪（DARADJADI）

关于华人抗争的编年史叙述关于华人抗争的编年史叙述 （（55））
根据史书记载，这两个

人统治权力的合法性还得到
认证。当和拉登·玛斯·伽兰
迪共同进入卡尔塔苏拉王宫
后，拉登·玛斯·赛益成功夺
得 传 国 圣 物 眼 镜 蛇（Kyai
Bedudak）。同样，当时被人
称 作 芒 古 布 米 王 子（Pan-
geran Mangkubumi）的 拉 登·
玛斯·苏伽纳也成功夺得圣
物 伯 莱 列 德 长 矛（Kyai
Plered）。据爪哇神话记载，
上述两件圣物象征马打兰国
王的权力。而在爪哇的观念
里，权力通过何种方式获得，
不管是枪支暴力、财富或者
其他的都无关紧要（Ander-
son，1984：52）。史书中关于
这两个王子的预言最终成为
现实。红溪惨案后，拉登·玛
斯·赛益成功建立了芒古尼
伽兰城邦，芒古尼伽罗四世
执政期间成为了爪哇岛上最
富裕的王国。而芒古布米王
子（Pangeran Mangkubumi），
后来称号为哈孟库布沃诺一
世苏丹（Sultan Hamengkubu-
wono I），建立了日惹苏丹王
国（Kesultanan Yogyakarta），
直到现在，其后代苏丹仍具
有统治权。

从联盟到融合
华人军队和爪哇军队的

联盟合作是什么时候建立起

来的呢？据《王宫史》记载，
他们第一次正式建立合作是
为了争取夺下荷兰东印度公
司在卡尔塔苏拉的堡垒。当
陈信哥带领的当地华人军队
到达卡尔塔苏拉王宫与马打
兰军队会合时，联盟正式组
建。这些华人的行动是为了
要向在巴达维亚遭到迫害的
华族同胞表达支持。

根据史书的故事，在华
人军队和巴古布沃诺二世
（Pakubuwono II）军队联盟期
间，这两支军队都是在各自
首领的带领下分别独立作战
的。但是自从成立苏南·库宁
联盟，这一阵线联盟迈着缓慢
却又坚定的步伐逐渐融为一
体，这两支军队明显成为一支
联合军队，并且听从同一个首
领的指挥。我们可以从苏南·
库宁带领军队进攻卡尔塔苏拉
时看出这一变化。从淡目行军
到卡尔塔苏拉的途中，华人将
领们成为苏南·库宁的护卫。
然而在靠近目标时，莽乌诺能
（Mangunoneng）和施班让领导
的联合军成为先锋部队。但是
在进攻王宫的时候，华人士兵
冲在前头冲锋陷阵，而爪哇

士兵却在后头殿后。联合军
队的力量又一次按族群重新
分开。

所有的史书都在描写华
人军队对导致卡尔塔苏拉王
宫陷落一事上花了很多的笔
墨。可以说，爪哇士兵的作
用在苏南·库宁军队进攻卡
尔塔苏拉王宫的篇幅中几乎
没有提及。当苏南·库宁夺
得政权仅六个月就必须要放
弃卡尔塔苏拉王宫时，这一
状况再一次发生变化。而这
一次，爪哇军队和华人军队
不再有区别。苏南·库宁提
拔拉登·玛斯·赛益作为军队
将领，并赐封号为帕朗瓦达
纳 王 子 （Pangeran Prang-
wadana）。他奉命带领军队，
但是要听从施班让的教导。
当苏南·库宁军队与特纳帖
苏丹（Sultan Ternate）领导的
东印度公司军队在位于卡尔
塔苏拉和日惹中间地带的德
尔萨那村庄（Desa Dersana）
爆发冲突时，拉登·玛斯·赛
益第一次亲自指挥联合军队
作战。“帕朗瓦达纳王子”
（Pangeran Prangwadana）这一
称号让拉登·玛斯·赛益引以

为豪。后来在他加封称号
“芒古尼伽罗”（Mangkunega-
ra）后，他规定每一位王储都
必须先承继称号“帕朗瓦达
纳”，直到获封“芒古尼伽
罗”。这一规定沿用至今。
每一位王储在四十岁前都必
须冠以“帕朗瓦达纳”这一称
号，即使怕已经登上王位。

红溪惨案的终结
不管是范·多普版本的

《华人史》还是芒古尼伽兰图
书馆版本的《华人史》，都记
叙了华人抗争是以苏南·库
宁被荷兰逮捕而宣告终结
的。据说苏南·库宁承认由
他和华人联合发起的战争宣
告 失 败（Van Dorp，1874：
416）。不少人认为这意味着
他要投降。但在“投降”之
前，《华人史》提到荷兰方面
想要设陷阱逮捕苏南·库宁，
假惺惺地邀请他去谈判借机
逮捕他。荷兰的诡计如何实
施没有下文，但是简单直接
地描写了苏南·库宁被捕并
被带到了巴达维亚。

《华人史》中对苏南·库
宁被捕的叙述与来自德国的
东印度公司士兵约翰·海因

里希·施罗德（John Heinrich
Schroder）的说法大相径庭。
根据施罗德的亲眼所见，逮
捕苏南·库宁的行动是大张
旗鼓进行的。苏南·库宁在
华人士兵的簇拥下由泗水的
东 印 度 高 官 们 亲 自 迎 接
（Heidhues，2009：117-149）。
这种“投降”方式并非常见。
这其中并没有描述举白旗以
及士兵们缴械投降这些当时
投降常见的场景，就像在《华
人史》中描述范·弗尔森（Van
Velsen）麾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军队在卡尔塔苏拉向巴古布沃
诺二世投降的情景。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
出，华人抗争以苏南·库宁及
华人军队的失败告终。但是
在《华人史》的其他章节中隐
晦地提到，实际上真正遭受
失败打击的却是巴古布沃诺
二世。故事是这样的：当时
巴古布沃诺二世派他的家臣
去和维利斯山（Wilis）上的一
位名叫帕能巴罕·苏昆多
（Panembahan Sukondho）的修
行者会面。他的目的是祈求
苦行者助他重新夺回被苏
南·库宁占据的国王宝座。

于是，巴古布沃诺二世坚定
了他要重夺马打兰王位的决
心。但是，巴古布沃诺二世
并没有得到修行者的祝福，
相反，苦行者说巴古布沃诺
二世作为马打兰的国王，在
与拉登·玛斯·伽兰迪和华人
军队的对战中已经输了，他
必须把权力交给王储。巴古
布沃诺二世只好听从修行者
的嘱咐，封王储为巴古布沃
诺三世（Pakubuwono III），而
他自己封号为帕能巴罕·布
拉威查亚。

结束语
芒古尼伽兰图书馆版本

的《华人史》讲述了从施班让
带领华人军队在巴达维亚的
甘达利亚地区起兵对抗东印
度公司开始，直到施班让逃
亡到了布拉邦岸（Blamban-
gan）的故事。然而，在范·多
普版本的《华人史》中，上述
故事还延续到拉登·玛斯·赛
益和芒古布米王子的抗争
史。其中一个历史故事表明，
华人抗争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是
建立了日惹苏丹王国和芒古尼
伽兰城邦，上述两个王国在后
来爪哇社会与荷兰的秩序关系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
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
册）》。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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