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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瓦希德宽容和平等的多元主义思想继承人

■ 赖剑文

■ 国际锐评

如何通往“共同安全”？
香山论坛提出这些思考

香山论坛看中美“过招”
■ 廖省：林越

在 1995 年，我踏上雅加
达的土地，并在勿加泗继续我
的高中二年级学习，那时正值
新秩序政权的末期。我仍然
清晰记得，当时对少数族裔，
特别是华人的歧视之强烈。
华人，尤其是生活在爪哇岛的
华人，总是试图摆脱自己的华
人身份，甚至对此感到恐惧。
我还记得当时有朋友说，他的
眼睛“长得大颗（Belo）”，皮肤
又黑，所以看起来不像华人。
当我向许多华人朋友祝贺农
历新年快乐时，他们总是回
答：“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不再
庆祝农历新年了。”然而事实

上，农历新年实际上是各国的
文化庆祝活动。这也许就解
释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时期，
当非儒教的华人蜂拥而至，声
称农历新年是一种文化而非
宗教庆祝活动时，他们却忙于
举行农历新年弥撒或仪式，却
对农历新年的真正含义一无
所知，这让儒家们感到恼火。
虽然这篇文章并非旨在讨论
什么是农历或华人新年、什么
是华人，但这是一个引子。

庆祝中国新年或农历新
年，我们不得不提到印尼共和
国 总 统 Abdulrahman Wahid
（人们称他为 Gusdur）的贡
献。众所周知，2004年，中爪
哇三宝垄Kleteng Tay Kek Sie
的Rasa Dharma社会协会授予
古斯·杜尔（Gus Dur）为“印度
尼西亚华人之父”的称号。作
为一位博学的穆斯林知识分
子，古斯·杜尔拥有多元化的
思想。他是一位坚决反对任
何形式种族歧视的人物，也是
第一个解决华人受歧视问题
的人。

通过2000年第 6号总统
令，结束了对华裔的歧视问
题，使华人最终可以自由、公
开地庆祝农历新年。该总统
令废除了1967年第14号总统
令，该指令规定了中国的宗
教、信仰和习俗。根据1967/
14号总统令的规定，印尼华人
不得在公共场合显著地进行

传统或礼拜活动，只能在家庭
环境中进行。这是因为当时
的苏哈托总统认为华人就等
于中国人的活动会阻碍与本
土社会的同化进程。

在新秩序政权期间，华人
被迫将自己的身份改为“听起
来”更接近印尼语的名字。然
而，当古斯·杜尔（Gus Dur）正
式担任印尼总统时，他与苏哈
托的一些观点产生了分歧。
他认为，印尼许多其他民族的
名字并非源自印尼本土，那为
何苏哈托只对华人、韩国人或
东亚人的名字提出异议？华
人是印尼民族的一部分，因此
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进行
宗教礼拜。

对古斯·杜尔来说，农历
新年庆祝活动是文化传统的
一部分。他随后将农历新年
假期定为波动假期，这意味着
只有庆祝的人才可以放假庆
祝。直到梅加瓦蒂总统时代，
农历新年才被宣布为全国性
节日。

古斯·杜尔认为，如果整
个社会都愿意尊重以法律为
指导的民主，并平等对待所有
公民，那么多元化就可行。

前总统古斯·杜尔与副总
统候选人马福之间的关系也值
得关注。马福是一位法律专
家，拥有丰富的讲师经验，并在
行政、立法和司法领域担任过
职务。在古斯·杜尔政府期间，

马福被任命为部长，但他在这
个职位上仅仅工作了不到一
年。他先后担任了国防部长
（11个月）和司法及人权部长
（不到一个月）。在古斯·杜尔
辞去总统职务的同时，他也辞
去了部长职务。目前，马福被
总统佐科任命为政治、法律和
安全事务协调部长。

马福已被正式任命为副
总 统 候 选 人（cawapres），与
PDI Perjuangan提拔的总统候
选人甘贾尔携手竞选。这一
消息是由PDI-P总主席梅加
瓦蒂·苏加诺普特里 (Mega-
wati Soekarnoputri) 于 2023 年
10月18日星期三在雅加达中
部Menteng的PDI-P DPP办公
室Jalan Diponegoro宣布的。

马福是一位经常强调维
持和加强潘查西拉(Pancasila)
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和统一国
家的重要性的人物。在担任
潘查西拉意识形态发展机构
指导委员会成员(Dewan Peng-
arah Badan Pembinaan Ideologi
Pancasila)以及政治、法律和安
全事务协调部长期间，他坚持
这一观点。

引用《罗盘日报》的报道，
“国家生活中的多元概念也必
须继续保持。因为这是建国
元勋们在争取独立时的思想
基础。”苏加诺和其他建国者
们表示：“我们讨论了这一
点。分歧是不应该斗争的。

但是，竞争是为了团结一致前
进。”

在中爪哇省梭罗举行的
全国对话中，马福也表达了同
样的观点。他表示，潘查西拉
作为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不
会被取代。历史证明，通过叛
乱或选举取代潘查西拉意识
形态的努力从未成功。

“基于长期而丰富的经
验，让我们现在就努力建立这
个国家。”他说：“团结起来建
立这个国家，没有必要有邪念
改变国家体系、改变国家意识
形态。”

通过观察古斯·杜尔和马
福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
在促进多元化和结束对少数
群体，特别是印尼华人的歧视
方面所做的努力的相似之
处。两人都为所有公民的平
等权利而奋斗，无论其种族或
宗教背景如何。古斯·杜尔结
束了在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中
对华人的歧视，而马福则继续
强调潘查西拉作为国家统一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透过他
们的服务，我们可以看到宽
容、多元化与和平在印尼这样
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重要性。

华裔选举马福为副总统
的原因是：

一、马福（Mahfud MD）继
承并延续了多元主义的理念，
这是印尼华人和其他少数民
族的重要基础。身为印尼多

元 化 之 父 古 斯·杜 尔（Gus
Dur）的继任者，马福被认为是
一位将继续为平等权利、宽容
以及种族间和宗教间和谐而
奋斗的领导人。

其次，根据上述观点，马
福在多元化、宽容和尊重少数
群体权利方面与古斯·杜尔的
思想是一致的。这创造了创
造包容和公正社会的思维和
努力的连续性。

其次，印尼华人和社会各
界对古斯·杜尔先生为结束对
华人的歧视、促进多元化做出
的巨大贡献表示赞赏。通过
选举马福副总统，我们可以确
保已故古斯·杜尔的愿景和思
想的延续来回报他的恩惠。

然后，马福表现出了对潘
查西拉意识形态和印尼社会
多元化的坚定承诺。通过选
举他担任副总统，华人希望共
同努力，为这个国家带来积极
的变化，维护民族间和宗教间
的和谐。

最后，马福在各种政府职
位上拥有丰富的经验，并赢得
了为人权、正义和民主价值而
奋斗的声誉。这使他成为支
持印尼华人和其他少数群体
权利的有力候选人。

通过选出马福担任副总
统，华人希望尊重古斯·杜尔
的多元化遗产，共同努力加强
印尼社会宽容、正义与和平的
价值。

Harryanto Aryodigu-
no, Ph.D Dosen Hubungan
Internasional Universitas
Presiden

“我们应该倾听各方的声音，采
取共赢理念，这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主
张！”阿富汗发展与和平研究中心主
任哈迪姆对北京香山论坛的评价是
很多与会代表的心声。10 月 31 日，第
十届北京香山论坛在京闭幕。会议
期间，100 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的 1800 多名代表围绕“共同安全、持
久和平”的主题进行了对话交流，参
会代表数量和层级均创历史新高。

这是北京香山论坛时隔四年首次
线下举办。在当前乌克兰危机、巴以
冲突牵引人们视线的背景下，论坛的

“高人气”凝聚着大家共同探讨安全问
题、增进交流对话的愿望。与会专家
纷纷发出和平与安全的呼声，强调“更
多的外交，更多的谈判，更多的交流”。

如今，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已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解决方
案，得到了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的积极响应。作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的重点平台机制，北京香山论坛以“共
同安全、持久和平”为主题，体现了这
一倡议的核心理念，也为各方求解安
全之策、促进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

如何通往“共同安全”？通过此
次北京香山论坛的探讨，人们也有了
更清晰的思路。

无疑，大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上承担特殊重要责任。“我认为中美
之 间 的 军 事（合 作）关 系 需 要 重
启”——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对于世
界意义重大，参会的美国海军分析
中心副总裁冯德威向《国际锐评》
分享了他的感受。此次论坛，美国
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中国事
务主任卡莱斯作为美国国防部代
表参加。正如中国国防部新闻发
言人所言，北京香山论坛是一个很
好的平台，让大家能够相互接触、
相互交流。人们期待，美方与中方
相向而行，为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营造有利氛围。

一直以来，北京香山论坛都
有一个鲜明特色，那就是让更多
的发展中国家拿到“麦克风”、享
有“话语权”。从论坛设置来看，
不仅有全体会议探讨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安全中的作用，也有分组
会议讨论“全球南方”、金砖国家

“扩容”、“一带一路”沿线安全等
议题，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合理
关切和诉求。韩国国际问题专家
黄载皓在接受《国际锐评》采访时
表示，“小国家也需要发言台，论
坛则为它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

“坐下来心平气和谈的机会”

是人们对香山论坛的一大印象。要
通往共同安全，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
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
就十分重要。此次论坛上，冲突方的
代表，例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俄
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都被邀请对
话、讨论。正如分析人士所指出的，
一次会议虽然难以解决复杂的安全
问题，但只要各方坐下来开始谈、向
前看，增进交流沟通，就有望寻找到
化解争端的办法。

当下，个别西方大国抱着自身“绝
对安全”的狭隘观念，固守冷战思维，挑
动阵营对抗，给国际形势带来复杂艰巨
的挑战。与会专家认为，香山论坛让个
别西方大国充分了解其他国家的观点，
听听别国的声音，这对于世界各国朝着
合作共赢的方向努力很重要。

此外，随着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不
断丰富，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
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实
现“共同安全”，需要统筹维护传统领
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此次香山论
坛下的人工智能专题聚焦新兴科技
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为各种全球
性问题寻找长远解决之道。

今年的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恰
逢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10 周年。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下，人们愈发意识到，安全是发展的
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
体。此次论坛对于通往“共同安全”
的呼声，值得世界思索。

数 年 来 ，中 美 关 系 风 谲
云 诡 、暗 流 涌 动 。 近 日 ，美
国 迫 于 国 内 外 安 全 及 经 济
问题，才假装放低姿态。10
月 23 日 ，美 国 加 州 州 长 纽
森到访中国，受到习近平主
席 等 高 层 领 导 接 待 。 10 月
27 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
会 见 了 中 国 中 央 外 事 委 主
任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
务卿布林肯的全力推动下，
将 落 实 今 年 11 月 的“ 习 拜
会 ”，计 划 在 旧 金 山 举 行 的

“ 亚 太 经 合 会 议 ”(APEC) 上 ，
让中美领袖面对面商谈，解
决双方的歧见，而共同反对
台 独 ，维 持 台 海 和 平 ，提 升
经济合作与金融贸易，是双
方的重要共识。

接 着 ，第 十 届 北 京 香 山
论坛于 10 月 29 日至 31 日在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主题是

“ 共 同 安 全 、持 久 和 平 ”，体
现 了 全 球 安 全 倡 议 的 核 心
理 念 。 共 有 99 个 官 方 代 表
团 、19 国 防 长 、14 国 国 防 军
司 令 、6 个 国 际 组 织 代 表 、
各 国 专 家 和 观 察 员 约 1800
余名嘉宾参会。

北京香山论坛是亚太地
区重要的高端防务与安全对
话 平 台 ，本 届 的 3 个 看 点 之
一是中美两军的交流。2019
年的第九届香山论坛上，美
军首次派现任高官参加，助
理国防部长帮办施灿德在论
坛上发表讲话，阐述了美国
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和对

“脱钩论”的观点。本届论坛
中，外界将关注美国代表是
否发言和相关内容，以及中
美两军如何互动。

中方将在北京香山论坛
上与美国代表交流，希望美
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为两军
关 系 的 稳 定 发 展 营 造 有 利
氛 围 。 中 美 两 军 应 当 为 促
进 两 国 友 好 关 系 和 维 护 世
界与地区和平作出贡献，真
正 落 实 两 国 达 成 的 重 要 共
识，坚持一中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并聚焦国际社
会普遍关注的安全问题，其
中涵盖了地区安全架构、核

风险、人工智能安全等多个
领域。

会 议 期 间 ，进 行 了“ 中
国 在 维 护 亚 太 安 全 中 的 作
用 ”的 对 话 ，美 国 嘉 宾 迈 克
尔·史文提出了：“中国发展
壮 大 导 致 亚 太 地 区 前 景 不
确定”的观点。外交部原副
部长傅莹随即回应，中国是
亚太奇迹的推动力量，美国
也 从 中 受 益 。 傅 莹 微 笑 着
对他问道：“迈克尔，你的逻
辑让中国人感到困惑，意思
似乎是中国仍然贫穷、欠发
达，亚太地区就会好。”

傅 莹 接 着 说 ，“ 在 科 学
进步等方面，中国落后于美
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
美 国 不 能 在 追 求 自 身 进 步
的 同 时 也 从 对 方 的 增 长 中
受 益 。 如 果 中 国 现 在 是 威
胁，那么以后当印度变成一
个更大的经济体时，又会怎
么 样 呢 ？ 因 为 中 国 越 来 越
强大，美国就认为中国是威
胁 ，这 种 观 点 是 不 可 接 受
的，这对中国人民来说不够
有说服力。”“美国当前的困
境并不是由中国引起的，我
不 知 道 美 国 需 要 多 长 时 间
才 能 意 识 到 它 在 对 华 关 系
上的评估错误，也不知道美
国 需 要 多 长 时 间 才 能 成 为
亚 太 地 区 的 积 极 贡 献 者 。”
获得了多数与会者的掌声！

于 10 月 31 日 上 午 举 行
的“亚太安全架构：现状与未
来”会议。新加坡防长黄永
宏 表 示 ：“ 未 来 10 年 ，所 有
安全负责人最重要的任务就
是 要 避 免 亚 洲 发 生 实 际 冲
突，欧洲和中东发生的情况
绝不能在这里发生。亚洲、
欧洲和中东同时发生冲突，
将给我们的世界带来灭顶之
灾。”必须要竭尽所能避免冲
突发生、解决争端，要避免冲
突及缓和局势。

黄永宏坦言当前核心难
题 之 一 是 中 美 战 略 竞 争 。
美 中 都 是 世 界 经 济 和 军 事
大国，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
体系的差异将继续存在，全
球“需要的是两国改善关系
的 政 治 承 诺 和 努 力 。”他 要
求中国克制在南海的言行，
却 不 敢 提 起 美 国 战 舰 来 南

海挑事，论点明显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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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宋天啟《中美融冰习拜会
反台独香山论坛见端倪》的
评 论 道 ：“ 中 美 关 系 急 速 融
冰，建立两国重要共识。北
京 举 行 的 第 十 届 香 山 论 坛
见端倪，中国军方与美国军
方的‘中国通’密切交流，场
内 场 外 ，都 释 放 和 平 的 讯
号 ，要 确 保 台 海 的 稳 定 安
全，避免任何擦枪走火的危
险 。 中 国 军 方 强 调 台 独 是
红线，绝对不可接受。”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的香山论坛开幕式，中国
中 央 军 委 副 主 席 涨 又 侠 发
表 主 旨 演 讲 。 中 美 军 方 人
士低调接触，中美关系从近
两 年 来 的 冰 冻 状 況 中 显 现
了一丝温暖迹象。

但美国当然不会让中国
过 上“ 平 稳 发 展 ”的 舒 坦 日
子 。 在 美 日 的 羽 护 和 怂 恿
下，菲律宾频频在南海黄岩
岛、仁爱礁向中国挑衅，美方
多次表示对菲律宾的支持，
声称对菲海警的武装攻击将
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菲律宾与日本可能在年底前
签署一项关键安全协议，允
许日本舰机在需要时进驻菲
律宾，为菲方在南海的利益
撑场。引起了中国的关注。

回 顾 多 年 来 ，美 国 以 舆
论攻击中国的套路不外乎：
当中国取得进展时，美方就
鼓 吹“ 中 国 威 胁 ”“ 债 务 陷
阱”“新殖民主义”。而一旦
中国稍有难题，西方马上大
肆宣传“中国崩溃论”“定时
炸 弹 ”，唆 使 各 国“ 去 风
险”……如今这些“招式”已
被国际看穿了！

为 了 明 年 大 选 、巴 以 冲
突 ，拜 登“ 有 求 于 ”中 国 ，希
望“ 习 拜 会 ”提 升 拜 登 的 民
意 支 持 度 。 但 中 国 已 看 穿
白宫“压制中国”的底牌，按
照战略思路，冷静地与华盛
顿“过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