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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由台湾“侨
务委员会”举办，台湾岭
东 大 学 承 办 的‘’2023 侨
务 委 员 会 海 外 青 年 台 湾
学 习 体 验 营‘’将 于 2023
年 12 月 16 日 至 12 月 29
日 举 办 。 此 活 动 旨 在 促
进海内外青年交流，增加
海 外 青 年 年 了 解 台 湾 丰
富的多元文化。

2023 年 12 月 16 日，印
尼 留 台 校 友 联 谊 会 理 事
丘辉盛带领 31 位印尼青
年前往台湾参加营队，体
验 台 湾 文 化 及 认 识 台 湾
高 等 教 育 体 系 。 印 尼 留
台 校 友 联 谊 会 会 长 陈 惟
文、副会长温力等理事亲
自到苏加诺、哈达国际机
场 欢 送 这 些 学 生 们 赴 台

参加冬令营。
为 期 14 天 的 台 湾 学

习体验营，已规划一系列
精彩的学校体验课程、人
文教育探索、多元文化体
验 、旅 游 景 点 参 观 、生 态

环 境 探 索 与 政 经 建 设 参
访等，让海外学子能在活
泼 的 教 学 课 程 与 体 验 中
学 习 ，认 识 台 湾 教 育 环
境、增进海外青年对台湾
之认识，并欢迎未来来台

湾就读升学。
此外，2023 年 12 月 17

日（星 期 日）由 印 尼 留 台
校 友 联 谊 会 理 事 美 莉 带
队的 17 位印尼学生，参加
由 台 湾 静 宜 大 学 举 办 的

冬令营和语文版，学生们
不 只 是 能 够 学 到 中 华 传
统文化，还可以欣赏台湾
各地区的美丽风景区，学
生们回到印尼后，把在台
湾 所 学 到 的 中 文 继 续 传

承给其他同龄的家人或
朋 友 ，还 可 以 讲 述 每 到
一个景区的美丽画面。

印 尼 留 台 校 友 联 谊
会会长陈惟文表示，参加
冬令营的好处包括锻炼
孩子生活自理的能力，磨
练坚强的意志，通过具有
挑战性的训练项目。来
锻炼孩子坚韧不拔、勇往
直前的毅力，培养积极进
取的人生态度，塑造超越
自我的意识，打造优秀的
心理素质，让孩子们更加
乐观地面对学习和生活

的重重困难和挫折，培养
团队合作精神等。欢迎更
多的印尼学生报名参加明
年的冬令营活动。

刘甡华 报道

中新社雅加达 12 月 27
日电题：为什么说印尼铜鼓
与中国关系密切？中新社记
者 李志全

距今约 2700 年前，中国
就出现了铜鼓。它是中国古
代悠久灿烂文化的结晶，是
中国先民智慧的象征之一。
2023年 10月出版的《中国—
东南亚铜鼓·印度尼西亚
卷》指，铜鼓在“千岛之国”
印度尼西亚也有着悠久历史
和广泛分布。

印尼为何会有铜鼓？其
数量和分布如何？与中国铜
鼓相比，印尼铜鼓的作用是
什么？与中国有哪些渊源？
该书主编之一、印尼巴淡世
界大学语言文化教育学院院
长唐根基近日接受中新社

“东西问”独家专访，详解印
尼铜鼓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
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不同
时间段先后赴印尼 10 多个
岛屿调查印尼铜鼓文化的历
史与现状，请介绍一下这系
列调查。

唐根基：铜鼓广泛分布
于中国南方，以及越南、老
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
来西亚、新加坡及印度尼西
亚等东南亚国家。由于印尼
是多民族国家，因此铜鼓在
印尼有很多名称，阿洛人称
之为莫科（Moko）、马鲁古人
称之为蒂发（Tifa）、巴厘人
称之为贝静（Pejeng），而最
常用的是纳伽拉（Nekara）。
但关于印尼铜鼓的数量和分
布状况，迄今没有一个权威

的统计和说明。
2017 年 8 月和 2018 年 1

月，中国广西民族大学民族
研究中心与印尼巴淡世界大
学合作进行印尼铜鼓文化调
查，我们先后走访了雅加
达、古邦、阿洛岛、巴厘岛、
萨拉亚岛。而后，我作为本
课题的合作者于 2018 年 8
月、2019 年 4 月继续在印尼
开展多次调查，范围包括苏
门答腊岛、爪哇岛、加里曼
丹岛、苏拉威西岛、萨拉亚
岛、努沙登加拉群岛、巴厘
岛、龙目岛、阿洛岛、弗洛勒
斯岛、班达尔岛等10多座岛
屿。这些调查使我们进一步
了解印尼铜鼓文化的历史与
现状。

中新社记者：印尼为什
么会有铜鼓，现在的情况如
何？

唐根基：关于印尼铜鼓
的源流问题还有争论，有人
认为铜鼓文化是在漫长的民
族迁徙过程中传播到东南亚
各地的；有人认为，铜鼓是
在越南东山文化发展时期，
通过往来船只传播到印尼群
岛。但在印尼，除爪哇岛以
外的其他地方的铜鼓大都是
被孤立地发现的，它们几乎
没有东山文化的特点。学者
们普遍认为，铜鼓是中国南
方与东南亚地区人民在两千
多年的漫长历史中，通过各
种形式的交往与融合形成的
共同文化载体。

铜鼓在印尼不仅是历史
文物，有的至今依然被使
用。印尼铜鼓种类繁多。据
不完全统计，印尼见诸博物

馆、收藏家且有文字记录信
息的铜鼓约有490面。

中新社记者：这些铜鼓
是如何发现的？分布在哪些
地方？

唐根基：我和团队实地
考察时发现，有些铜鼓由文
物部门出土发现；有的是祖
先留下来代代相传的铜鼓；
有的是国王与族长所有的铜
鼓；有的是“从天而降”的铜
鼓。铜鼓的发现地各有不
同，有的在田中；有的在山
上；有的在山洞、树洞；有的
在森林里，还有一些是渔民
从海底捞出来的。譬如，
2018 年 1 月，我们曾拜访了
阿洛岛伽柏啦达巴哈族的一
位族长，他的家族拥有过
258 面莫科（Moko）鼓。这些
铜鼓，据称是他做过国王的
祖先传下来的。

我们调查发现，印尼自
西向东从苏门答腊岛到伊里
安岛都有铜鼓的存在，遍布
10多座岛屿。

中新社记者：与中国铜
鼓相比，印尼铜鼓的作用是
什么？

唐根基：印尼铜鼓有很
多种作用，不同地方作用又
不尽相同。有的百姓认为铜
鼓是太阳神和月亮神；有的
百姓认为铜鼓承载祖先灵
魂、庇护子孙后代幸福安
康。对于族长或国王来讲，
铜鼓象征权威和地位，在喜
庆或丧事活动中铜鼓则属于
乐器，小铜鼓属于陪葬物。
在有些地方，铜鼓有保佑风
调雨顺、农业丰收、平息纷
争、凝聚共识的作用，还可
以用作交换、支付、赔偿、定
亲联姻等。在巴布亚岛索隆
镇的一处湖边曾发现3面铜
鼓，当地百姓称之为“博利”
（Bori），意为“神器”，还有的
将之称为“老母亲”。

历史悠久的铜鼓文化在
巴厘岛、阿洛岛、古邦等地
依然存在，一些族群至今尊
崇和使用铜鼓。如在巴厘岛

吉安雅儿镇贝静村，有面据
说是1705年发现的大铜鼓，
被置于当地庙宇中的一个高
台上作为“月娘神”祭拜至
今。现在每天早上由专人烧
香对其进行祭拜，这是日常
的小祭拜。此外，每年还会
举行一次大祭。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
印尼铜鼓与中国关系密切？

唐根基：印尼铜鼓的来
源有很多说法，其中就有源
自中国说。萨拉亚岛和望加
锡布吉族传说中有一个时期
被叫作拉加利戈时期，此时
期是布吉族的创造时期，是
文明开始的时期，其主要传
说人物是莎维利加丁，他被
称为人伦道德的创造者和代
表者。

据说，莎维利加丁与夫
人曾携三位公子拜访过中
国，中国皇帝将一面大铜鼓
赠予他们。他们回国时经过
萨拉亚岛，当地百姓渴望拥
有一个充满智慧和魅力，能
力超群的国王，于是将莎维
利加丁尊称为王，并将莎维
利加丁的长子奉为当地的首
位国王。如此，这里便有了
铜鼓。

萨拉亚岛的铜鼓来源还
有另一个版本。说是古时
候，中国有个王子曾造访该
岛，并同这里的公主一见钟
情。为迎娶公主，王子从中
国带着聘礼前来提亲，聘礼
中就有铜鼓。

我们到阿洛岛调查时，
也听到一些铜鼓来源于中国
的传说。至少两位族长都
称，他们的铜鼓是前人世代

相传留下来的，是属于他们
民族的族宝和神物，是他们
的祖先从“印度后面的国
家”漂洋过海带回来的铜
鼓。他们认为，“印度后面
的国家”便是指中国。

中新社记者：从中国到
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地
区 ，缘 何 都 喜 欢 铜 鼓 ？ 目
前，印尼铜鼓保护方面又面
临哪些问题？

唐根基：可以说，铜鼓是
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最具
代表性的物件之一，它承载
和沉淀着当地民族的宗教信
仰、礼仪习俗、生活理想和
审美要求等文化内容，中国
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构成了源
远流长、内涵丰富独特的铜
鼓文化圈。印尼民众喜欢铜
鼓，主要因为它具有文化价
值和宗教信仰价值，有些百
姓认为这是祖先遗物，有些
认为这是宗族礼仪中须用的
乐器，有的认为这是承载祖
先的神台等等，这些信仰至
今依然存在于一些地方和族
群。

当下，这些地方和族群
的铜鼓文化逐渐式微，呈现
出边缘性特征。这种情况已
引起当地一些有识之士的关
注和重视。近年来，印尼当
地一些知识分子、退休官员
等已行动起来，或著书立
说；或收藏铜鼓并建收藏
馆；或举办旅游项目，为保
护和弘扬铜鼓文化不懈努
力。希望通过铜鼓调查，让
人们从中深思传统文化如何
在现代社会传承发展的普遍
问题。

为什么说印尼铜鼓与中国关系密切？
——专访印尼巴淡世界大学语言文化教育学院院长唐根基

图为唐根基在学校办公室。 中新社记者 李志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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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月月 1717日日，，出发参加台湾静宜大学出发参加台湾静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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