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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践踏以及多数族群
的歧视与排斥，使印尼华
人社会内部产生了将再华
化作为社会抗争与身份重
构手段的意图。然而，在
大多数华人——尤其是年
轻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逐渐弱化的情况下，如果
缺乏积极有力的推动者，
这种意图也难以转化为集
体行动。客家人正是推动
印尼华人再华化的关键力
量，他们对再华化的推动
集中表现为对华文教育、
华人社团和华文报刊这三
大华人社会支柱的重建。

1.复兴华文教育
印 尼 客 家 人 丘 瑞 霖

女士是印尼华人社会公认
的复兴华文教育的勇士，
她曾是著名华校巴中（创
办时全称“华侨公立巴城
中学”）的校友，也是万
隆侨中学校和雅加达新华
学校的华文教师，教学经
历贯穿了苏加诺时期、苏
哈 托 时 期 以 及 民 主 化 时
期。丘瑞霖对苏哈托政权
的强制同化政策将新生代
华人变成“华文盲”感到
愤怒和痛心。在整个威权
政治时期，她与志同道合
的失业教师一直坚持为自
己和亲戚好友的孩子，以
及不愿放弃学习华文的学
生悄悄补习。这种“提心
吊胆，经历艰难”的坚持
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
了通过延续华文教育保存
华人文化。笔者在走访了
不少印尼华人聚居的城市
后发现，很多客家籍的华
文教师都与丘瑞霖有相似
的经历。印尼民主化改革
后，这一批华文补习教师
和他们培养的学生成为了
再华化的重要推动者和中
坚力量。

一些因华校关闭失学
的客家学生，即使后来事
业有成，仍有支持华文教
育的情怀。例如，印尼零
售大王、客家人郭桂和在
巴中读高一时恰逢“9·30
事件”被迫辍学，提前迈
入职场。在商业领域取得
成功后，他决定积极推动
教育事业，创办了慈育学
校。慈育学校实际上是一
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从小
学到高中都开设了中文课

程，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的
汉语几乎都达到了HSK五
级195分以上的水平。慈育
大学重视推广汉语教学，
弘扬中华文化，多年来一
直为HSK雅加达考点提供
场地和协助监考，并且多
次承办中国国家汉办及其
他教学单位发起的汉语教
师培训。此外，中文系每
年 还 定 期 举 办 中 华 文 化
节，向校内外学生及社会
大众普及推广中华文化。

印 尼 客 家 人 梁 世 桢
也 为 复 兴 华 文 教 育 作 出
了卓著贡献。2007年，他
主导复办了著名的八华（
旧时全称“印尼椰加达八
帝贯中华会馆学校”）学
校，大量聘请中国的汉语
教师，使八华迅速成为印
尼最负盛名的三语（印尼
语、英语和华语）学校之
一。印尼客家人黄德新对
巴中三语学校的复办给予
了大力的财政支持，并慷
慨捐助了其他许多学校。
雅加达客属联组会（简称
客联）于2002年创办了雅
加达崇德三语学校，并将
其定位为平民学校，大受
普通华人家庭的欢迎。

印 尼 客 家 人 复 兴 华
文教育的努力，促进了印
尼国家教育体系对华文教
育的接纳，建立了老一代
华人和新生代华人之间的
华文教育纽带，从而减少
了中青年“华文盲”的比
例。这使得经历过断层的
华人文化传承和华文教育
发展不至于无法延续。在
华文教育的影响下，一些
原本已经失去了华文名字
的土生华人，通常都会请
老师帮他们起一个华文名
字，甚至连一些友族学生
也是如此。他们到中国深
造，或者与中国人交流，
已经习惯最先介绍自己的
华文名字。如今的印尼华
文报刊也公开刊登华人的
华文名字，甚至还将友族
人士的印尼名字音译为华
文。可见，华文教育在印
尼华人再华化过程中发挥
了基础性作用。

2.复兴华人社团
民主化改革将印尼的

公民社会从威权政治的枷
锁中解放出来，华人社团

获得了复兴的机遇。客家
人则为复兴华人社团积累
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早在
1999年8月8日，印尼雅加
达客属联谊会（印尼客属
联谊总会的前身）就获得
印尼内政部的批准成为合
法的公民团体。当时，印
尼客家社会普遍认为，民
主化改革是必然的趋势，
华人的合法权益及其对国
家发展的贡献，终将得到
民主政府的承认，而华人
也应当抓住机遇，积极主
动 地 调 整 与 国 家 和 主 流
社会的关系。因此，雅加
达客联的宗旨是：“团结
印尼客家人敦睦乡谊，维
系亲情，弘扬客家文化，
融入主流社会，推动社会
的福利事业，为实现印尼
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携手努
力。”

在 上 述 宗 旨 的 引 导
下，雅加达客联在实践中
既致力于保持客家文化与
华人文化的相对独立性，
也致力于促进华人社会与
主流社会的融合，并且积
极支持印尼经济建设和民
主化改革，以彰显华人的
印尼公民身份。在雅加达
客联的号召组织下，许多
客家乡亲踊跃捐款，积极
建 设 社 团 活 动 场 所 。 此
外，雅加达客联还创办了
崇德三语学校和崇德老年
大学（现已更名为“雅加
达客联乐龄学院”），这
不仅开创了华人社团兴办
三语学校和老年学校的先
河，为华文教育的创新提
供了有益经验，也使得客
属社团有了实质性的会务
内容，有利于整合现有力
量和吸收新的力量推动再
华化。这样的策略不仅使
客联本身发展迅速，也使
客家社会与华人社会日渐
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和包
容。

印 尼 梅 州 会 馆 也 是
印 尼 客 属 社 团 的 突 出 代
表，它于2002年1月26日
正式成立。会馆成员从创
会 之 初 的 2 0 0 多 人 发 展 到
现在的1000多人，每一任
会长、理事长和监事长，
都由民主投票选出。自成
立以来，印尼梅州会馆一
直非常重视慈善事业，在

印尼国内的救灾、建校、
义诊、捐血、扶贫助学，
以及支援中国抗灾的过程
中，均不遗余力。这些善
行得到了印尼政府、地方
民众和祖籍国家乡的广泛
称赞。印尼梅州会馆实际
上是将慈善公益事业当作
印尼客家人融入主流社会
的重要方式。此外，由创
会会长黄德新主导、其夫
人郑金英担任团长的“印
尼梅州会馆合唱团”和“
竹筒乐队”，多来年参与
印尼文化旅游部组织的“
印度尼西亚之夜”文化交
流 团 ， 访 问 了 北 京 、 山
东、梅州、珠海和闽清等
地 ， 宣 传 了 印 尼 多 元 文
化，架设了印尼与中国之
间友好的桥梁。这不仅促
进了印尼主流社会对华人
文化的了解，也促进了客
家 文 化 与 印 尼 文 化 的 融
合，向中国和世界展示了
印尼多元文化的魅力。

2 0 0 8 年 5 月 3 日 ， 印
尼客属联谊总会在雅加达
正式成立，旨在统筹印尼
全国的客家社团事务，之
前已有的印尼客属联谊总
会更名为雅加达客属联谊
会。作为印尼客家人的重
要领袖，叶联礼连续三届
担任客联总会总主席。目
前，客联总会大约有五六
十个分会，但据客联总会
秘 书 长 叶 丽 珍 称 ， 实 际
参加活动的主要有46个分
会，如下表所示。

2 0 1 3 年 ， 印 尼 客 联

总会在雅加达主办了“世
界客属第26届恳亲大会”
，并且决定在雅加达印尼
华人文化公园内兴建“印
尼客家博物馆”。印尼客
家博物馆是海外第一个、
也 是 唯 一 一 个 客 家 博 物
馆，占地4000平方米，外
观模仿了中国永定客家侨
乡的圆土楼这一客家文化
符号。该馆收藏了大量关
于客家文化和印尼客家人
的文物、文献史料、民俗
实物、图片和书画，旨在
为印尼客家人解答“我是
谁，我从哪里来？”的疑
惑，增强了印尼客家社会
的内聚力。博物馆内设三
个展厅，即印尼华人历史
展厅、印尼客家人文展厅
和 印 尼 永 定 客 家 人 文 展
厅，重点突出华人移民印
尼的悠久历史及其对印尼
国家独立和发展的贡献这
两大主题。可见，博物馆
实际上是想勉励印尼客家
人乃至所有印尼华人：既
要铭记族群历史、传承族
群文化，更要积极融入印
尼 主 流 社 会 。 2 0 1 4 年 8 月
30日，时任印尼总统苏西
洛主持了印尼客家博物馆
的落成典礼，他指出，博
物馆的成立对推动社会多
元化和民族融合有重要作
用。2018年11月9日，现任
印尼总统佐科维参观了博
物馆，他鼓励华人要对印
尼的未来有信心，为国家
的统一与完整、民族的团
结与融合、经济社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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