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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印尼文学习等专栏。
在编辑容子先生苦心策
划下，通过多方渠道鼓
励和发动三宝垅新友、
垅华、华英三间侨校中
学，爱好文学的老师和
青年学生及社会上的职
业青年文学爱好者，向
《建设报》副刊投稿。
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
有不少青年文学爱好者
积极投稿。关於“彩凤
信箱”这一栏目，编者
以书信的形式，对人们
日 常 生 活 中 极 为 关 注
的，如爱情、事业、家
庭及青年人的人生观、
爰情观、事业观，运用
他那优美、凝炼、顺畅
的文笔向读者叙述如何
正确对待，妥善处理，
足踏实地朝向自己追求
的理想，指明方向。由
於 字 字 含 情 ， 句 句 在
理，字里行间流露对人
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之
情。因此，具有较强的
感染力，引发了读者的
共鸣，博得老中青读者
的喜爱。

（注：呂俢显先生
2 0 0 3 年 7 月 1 1 日 不 幸 於
广州病逝。郭莲花女士
2019年年初病逝於原居
地三宝垄。追念故友，
不胜唏嘘！）

乌 云 密 布 的 日
子（1960一1970年
代）

（一）
十号法令公布后
中印关系受威胁

1959年11月18日，
印尼政府突然颁布第10
号总统令，明令从1960
年起禁止华侨在印度尼
西 亚 县 级 以 下 地 区 经
商。此令一经颁布，又
被地方军政当局扩大化
地执行为不允许华侨在

县级以下地区居住。一
时间，各地乡镇都在关
押驱赶华人，封闭华人
商店，到处乌烟瘴气，
一片乱哄哄的，全国大
约有50万华侨很快失去
了生计。中国和印尼的
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威
胁。

1959年12月12日，
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写信
给 印 尼 外 长 苏 班 德 里
约，严重抗议大规模的
反华排华活动，提出以
下三点建议全面解决华
侨问题。

一、两国政府立即
交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
条约的批准书，同时讨
论和规定实施这个条约
的办法；

二、切实保护自愿
保留中国国籍或选择印
尼国籍而未获批准的华
侨的正当权益；

三 、 对 流 离 失 所
或不愿继续居印尼的华
侨，中国政府准备安排
他们回国参加建设，希
望印尼政府分期分批遣
送他们归国，并保证他
们归国途中的安全。

1960年2月，中国首
次派出租用的四艘海轮
分别驶往印尼雅加达、
泗水、三宝垄等港口接
运难侨回国。而当时中
国还没有自己的远洋客
轮，船都是从国外租赁
来的，显得捉襟见肘。
在 此 情 况 下 ， 经 周 恩
来亲自批准购买了两艘
大型客轮，即后来易名
的“光华”和“新华”
轮。

近 期 报 纸 上 的 消
息 没 有 比 排 华 和 遣 侨
的消息更重要，各地通
讯员也都以此为报道中
心，文友写稿以此为反
逆流、伸正义。我们报
馆 有 3 位 外 勤 记 者 ， 卢
捷安专心经济消息，许

世投奔跑华社新闻，张
植南报导官方动态。在
这时期，张最为忙碌，
为等待他从官方得到的
消息，空着版位。张匆
匆赶回报馆，电掣风驰
般，写一段，交总编，
写一段，交总编。而总
编改后即交手民排字，
改后即交手民排字。校
对工作已不分彼此，编
辑或翻译员谁有空谁都
可插手协助。因此一篇
有份量报道，从写稿、
审稿、排字、校对到排
版，最多20分钟即告完
成。工作效率，如此快
速，从未有过。工作人
员，个个精神抖擞，个
个勤奋加倍。

说 来 耐 人 寻 味 ，
从1950年两国建交起，
双方高层往来一直挺热
乎，政府关系也比较密
切。

周 总 理 出 席 万 隆
会议之后刚一个多月，
印尼总理斯特罗阿米佐
约就访问了中国。一年
后，中国人大副委员长
宋庆龄和印尼国会议长
沙多诺又进行了双边互
访。特别是1956年9月苏

加诺到中国访问时，北
京动员50万人为他举行
盛大欢迎仪式。

1958年印尼平叛，
粮食短缺，曾向中国求
助，中国当时正在“大
炼钢铁”，也有很多人
吃不饱饭，但还是从大
局出发答应下来，以解
印尼燃眉之急。当中国
援助的大米和棉布赶在
开斋节前运抵印尼，印
尼政府感动之下，特意
把大米装在兵车上满大
街行驶，并让士兵边开
车边向老百姓大喊：“
中国大米来啦！”

就在苏加诺总统签
署这项法令前几个月，
他本人因为肾结石很严
重，还专门请中国派来
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
医生为他解除了病痛。

可是，既然如此，
印尼又为什么要出台这
项排华的法令呢？

有关印尼排华的深
层次问题，国内外已发
表了许多文章和专著。
我们在翻阅了若干资料
的基础上，并结合在印
尼访问的见闻，现对这
一 问 题 做 个 简 要 的 综

述，以方便读者了解此
事。

从历史渊源上看，
印尼华人并非生来就和
原住民有什么冤仇。在
1945年印尼独立前，荷
兰 人 在 印 尼 统 治 了 3 6 5
年。期间，殖民者有意
挑拨原住民与华人华侨
之间的矛盾。他们煞费
苦 心 地 想 出 “ 分 而 治
之”的损招：比如，让
原住民和华人分开住，
而且华人的居住条件也
一般比原住民稍好。荷
兰殖民者同时又给华人
经营酒馆、鸦片馆、当
铺、贩盐等特权，这样
一来华人的腰包倒是鼓
了，可是在印尼原住民
眼中，他们成了“剥削
者”，种族仇恨的种子
就此埋下。

在 很 多 印 尼 土 著
人眼里，华人始终是一
群“善于经商”、“有
本事找钱”、“能够向
官员行贿”、“善于在
桌子底下交易”，但“
一 直 不 愿 意 ” 与 其 他
族群打成一片的少数民
族。这种对立的态度至
今没有改变。

    1956年国庆节前夕，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受到高规格
的隆重接待，毛主席亲自陪同乘坐敞篷汽车接受北京群众
夹道欢迎。     来源：国际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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