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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经济收
入的差异，也是诱发印
尼排华反华浪潮的重要
因素。在印度尼西亚，
贫富差距十分悬殊。大
部 分 老 百 姓 并 没 有 在
国家独立后摆脱贫困的
状态，反而生活日益窘
迫，成为社会动乱的潜
在威胁。印尼华人中的
大多数其实也属于劳动
人民，也处于社会的中
下层。但是他们以其特
殊的商业才能和辛勤的
劳动，加上历史的、职
业的和其他种种因素，
形成一个富裕的华人工
商业群体，在经济生活
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从
总体上看，华人家庭的
生活水平也明显高于当
地人，特别是一部分华
人富豪生活奢侈，非常
惹人注目。因此一直有
不 少 人 认 为 ， 华 人 富
有，华人控制了印度尼
西亚的经济与财富，剥
削当地民族，当地人的
贫穷是由于华人的剥削
造成的。

印尼独立后，掌握
了国家政权的印尼民族
政治家视华侨经济力量
为“殖民时代的残余”
，更以振兴民族经济为
由 ， 以 激 进 立 法 的 形
式，从各方面对华侨进
行全面的限制和排斥。

所 以 ， 苏 加 诺 执
政 期 间 ， 华 人 与 原 住
民的关系在政治上为盟
友，共同反帝，恢复时
期 华 人 经 济 仍 为 依 靠
力量。但在经济发展时
期，两者的中小商人则
成为竞争对手。虽然苏
加诺总统本人对中国比
较友好，但他毕竟是印
尼民族主义的代表，况
且很多政治家都有很强
的两面性。即使打击本
国华侨并非出自苏加诺
个人意愿，但他也不想

否定政府内排华势力的
所作所为。这样一来，
当权者便不断抛出限制
华商的法律法规，特别
是1959年颁布的第10号
令，更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将摧毁了几个世纪以
来华人在乡村地区建立
的零售商业基础，使几
十 万 华 侨 陷 入 失 业 状
态。

这里，军旅作家尹
家民在其纪实文学《万
隆！万隆！雅加达》一
书中，对中国驻印尼大
使黄镇与苏加诺总统进
行的交涉作了相当传神
的描写：

黄镇因疲劳和讲话
太多，喉咙严重发炎，
已经说不出话来。他用
毛笔给苏加诺总统写了
一封信，附上译文，要
求他干预这件事。

苏加诺约见黄镇。
把政府即将颁布的第十
号规定给黄镇看。其中
有试图削弱华侨在乡间
零售贸易中所占优势的
内容。

“这是总统的意见
吗？”黄镇问了一句。

“正相反，这项规
定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愿
望。但作为总统……”

黄 镇 默 不 做 声 ，
忧郁地看了看苏加诺，
说：“这股逆流绝不是
印尼有识之士所愿看到
的，更不是广大印尼人
民的愿望。我希望总统
能本着对中国睦邻友好
的方针和维护华侨的正
当权益的精神，平息骚
乱。”

苏加诺站在房间中
央，局促不安地扶住椅
子的把手，他领带上的
金黄色花纹好似也黯然
失色了。

“ 是 的 ， 这 个 我
懂，”苏加诺勉强表示
同意说。“指导这场革

命，就像骑一匹脱了缰
的马，你无法很好地控
制它，你无法知道它会
把你带到哪里。要紧的
只是尽可能稳稳地骑在
上面任它带着跑……”

“ 中 国 古 话 说 ：
马上可得之，岂可以治
之？我想总统有能力勒
马于悬崖。”

“ 当 然 。 你 知 道
我始终梦想着所有民族
间融洽相处，包括混血
儿和外国人的后裔，无
论 后 来 阿 拉 伯 人 、 欧
洲 人 、 中 国 人 、 印 度
人 … … 我 们 不 可 能 消
灭‘巴达人的下巴颏’
或 是 ‘ 中 国 人 的 斜 眼
睛’或是‘阿拉伯人的
大鼻子’……问题在于
如何来培养这种融洽相
处的精神！”

苏 加 诺 把 黄 镇 送
到总统府门口。外面已
聚集了许多记者，对准
了照相机镜头。苏加诺
面 带 笑 容 ， 亲 热 地 抓
住 黄 镇 的 臂 膀 ， 小 声
说 道 ： “ 兄 弟 ， 你 笑
笑。”

黄 镇 在 暗 暗 思
索：“他想第二天登个

报，做个中国同意十号
规 定 的 姿 态 ， 我 就 不
笑！”他已经觉出苏加
诺 在 拉 他 的 衣 服 ， 示
意他笑一下。他脑袋一
摆，嘴角一撇，脸上呈
现一副雕塑般僵硬的神
色，眼睛瞪着，就好像
根本没看见旁边这伙人
似的，大模大样，一直
走过去。苏加诺重重地
叹了口气。

．．．．．．．．
．

“ 光 华 ” 接 侨 轮
抵达泗水那天，我们报
馆 同 仁 快 快 把 工 作 做
完，结伴骑着自行车赶
到码头，参加送别难侨
回国行列。下午的阳光
还很炽热，到了码头已
满身大汗。码头万头攒
动，归侨都已上了船，
站在船上正在和亲人挥
泪告别。前来送行的亲
人有的泣不成声；有的
泪汪汪不停的挥手，不
停的祝愿；有的呆呆的
站在一旁，眼睛望着巨
轮，眼眶里溢满泪水，
仿佛望着母亲伸出的一
双既慈祥而有点干巴巴
的手。是啊，祖国经济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
竟然没有忘记在海外受
苦受难的儿女，自己不
愿多花一份钱，为海外
儿女却大手笔地租船。
归国难侨啊，也许你们
现在所选择的路崎岖难
走，但有希望有未来。

码 头 遇 外 勤 许 世
投，他拉着我说是去见
一 群 医 学 院 学 生 。 心
想，这么多人举着送别
或祝福横幅布条，有个
人的，有社团的，人群
像密密麻麻蚂蚁，拉我
去见什么人呢？我俩挤
过 一 堵 堵 人 墙 ， 来 到
也是来送行约10来位年
轻人，他们举着用中印
两种文字写着“一路平
安”横幅布条。一看脸
孔有点熟，再看我记起
来了，他们都是日占时
期，俞民新校长创办“
新华小学” 从荷兰学校
转学过来的“特别生”
。

今 日 相 见 ， 才 知
道战后，印尼各地学府
纷纷恢复，继续读华校
的高中毕业生很多回国
升学，而原本读荷校的
回到荷校，高中毕业则
升学当地高等学府，选
读经济、律师、医学．
．．．．因此，不管日
统时期开办华校争议如
何，除了给予一批“特
别生” 华文教育，成为
印尼能懂能讲华语的第
一代西医（林忠和著名
皮肤科医生，等等）。
除此，有的同学如许世
投，陈谋兴、林源伟、
林源瑞等，后来成为进
步华校教师，进步华文
媒体编辑或记者，有的
从事商业成为进步社团
的积极份子，这是不争
的事实。我忽然想起不
知谁讲过的话“一旦有
了中华文化 也就忘不了
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在
雅加达华侨运动会上。来源：国际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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