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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贡献力量。总之，印尼
客家博物馆成为宣传印尼
客家文化和印尼华人社会
的一张重要名片，受到了
印尼主流社会、祖籍国家
乡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广
泛关注。

3.复兴华文报刊
华文报刊的复兴，也

是印尼华人再华化的重要
表现。2001年，熊德龙创
办了《国际日报》，并力
邀著名报人李卓辉担任总
编辑，该报目前号称印尼
第一大华文媒体。熊德龙
虽然没有华人血统，但他
却说：“本人有百分之百
的中国心，有百分之百的
客家情，因为梅县泮坑的
熊如琰夫妇在巴城收养抚
育我成长，是养父养母用
客家优良的文化传统教育
我，使我在创业的数十年
中受益匪浅。”因此，熊
德龙一直以客家人自居，
会讲一口流利的梅州客家
话，会唱洪亮动听的客家
山歌。他长期积极参加印
尼客家社会的活动，与中
国客家侨乡梅州建立了友
好关系，是一个典型的“
文化、精神客家人”。在
李卓辉的主持下，《国际
日报》发展迅速。印尼有
文化、有知识、关心族群
命运的华人，尤其是老一
代华人，几乎都会订阅《
国际日报》。熊德龙与中
国的友好关系，也使《国
际日报》获得《人民日报
海外版》的代理权。为了
提升报纸的质量，《国际
日报》还聘请了一些中国
籍的编辑与记者。除了《
国际日报》，印尼客联总
会旗下的《印华日报》也
是印尼重要的华文报纸。
该报创办于2014年，与《
国际日报》一样，也曾聘
请李卓辉担任总编辑。《
印华日报》的股东大部分
是客家人，因此，该报非
常重视报道印尼客家社会
的新闻。《国际日报》与
《印华日报》通过综合采
编印尼华人社会、印尼国
内、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新
闻热点，既强化了印尼华
人的国民意识，也使他们
具有了国际视野，从而有
助于凝聚印尼华人社会共

识。在阅读华文报纸的过
程中，印尼华人的华语水
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
高。因此，华文报纸是推
动印尼华人再华化的重要
工具。

除了兴办华文报纸，
印尼客家人也积极创办华
语文学刊物，以促进华语
文学创作。现任印尼华人
写作者协会（简称印华作
协）主席袁霓（原名叶丽
珍）就是客家人，她还在
雅加达客联、梅州会馆和
客 联 总 会 等 社 团 担 任 职
务，常在印尼客家社团举
办的活动中担任司仪。印
华 作 协 创 办 了 《 印 华 文
友》季刊，至今已出版了
60多期。印华作协在印尼
多个华人聚居的城市设有
分会，凝聚了一批热爱华
语 文 学 创 作 的 文 人 和 学
者，促进了印尼华人再华
化以及华语文化和主流文
化的交流。

三、印尼华人身份构
建的可能趋势

虽 然 印 尼 华 人 再 华
化现象日益明显，但因面
临诸多现实挑战，因此，
华人身份重构仍存在不确
定性。第一，师资、资金
的缺乏使华文教育的规模
受到限制，而华人在地化
程度的不断加深，导致华
语的实际使用环境日益缩
小。雅加达崇德三语学校
教育委员会主席田锦堂认
为，尽管学习华语的人数
不断增长，但随着华人不
断融入本土社会，使用印
尼 语 的 频 率 会 更 高 。 可
见，印尼华人在日常生活
中普遍面临如何权衡印尼
语 和 华 语 使 用 比 重 的 问
题，这将影响他们的身份
认同，毕竟语言文字是维
系 族 群 认 同 最 重 要 的 纽
带。第二，对于华人社团
的发展，印尼华人社会内
部存在保守的声音：“现
在华人社团太高调，要小
心引来过多关注，避免产
生不必要的麻烦”，“这
是 别 人 的 地 方 ， 小 心 一
点！”近年来，印尼国内
的极端宗教和右翼保守势
力通过煽动民族主义与民
粹主义情绪而崛起，为民
主化进程蒙上了阴影，这

有可能强化原住民对华人
社会的固有偏见。在这种
情况下，有华人认为，如
果华人社团特立独行，很
容 易 成 为 政 治 攻 击 的 目
标。因此，华人社团推动
再华化应当灵活务实，多
做造福民众的实事，避免
过 度 渲 染 华 人 特 性 。 第
三，由于从业者普遍缺乏
系统完整的华文教育，华
文报刊质量参差不齐，文
字失误闹出笑话甚至引发
纠纷的事件时有发生，这
既 不 利 于 华 社 的 内 部 团
结，也有损华社的外部形
象。

尽管华人社会内部对
再华化也有不同的看法，
再华化面临挑战，但在民
主体制下争取真正平等的
公民身份，却是印尼华人
社会的共识。纵观历史，
政 治 变 迁 始 终 是 影 响 印
尼华人社会命运的根本因
素。印尼华人尤其是华人
精英日益强调政治参与的
必要性。邦加—勿里洞前
省议员、客家人李孟荣指
出，如果华人安于现状，
一代人可以，代代如此却
不行。因为没有真正平等
的公民身份，不利于华人
参与印尼未来的建设。印
尼泗水惠潮嘉会馆现任主
席李汉雄认为，要让客家
青少年知道祖先曾经投入
政界，不要把政治当作可
怕的东西！华人要坚认印
尼是祖国，要有当家作主
的意识。但不要问国家给
了什么，应该自问为国家
做 了 什 么 。 总 之 ， 华 人
必须在印尼的各领域均衡
发展，才能改变在其他族
群眼中的“经济动物”形
象，最终才能真正融入这
个国家，获得平等的公民
权利。

印尼华人一直在尝试
构建能够带来安全感和归
属感的身份。但是，长期
的威权政治使华人社会既
不能中国化，也无法完全
印尼化，而民主化改革则
为华人带来了在保持族群
文化特性和故乡情感基础
上获得平等公民身份的契
机。华人要想真正融入印
尼本土社会，实现不至于
迷失自我的在地化，从而

彻底摆脱根深蒂固的外来
人身份和充当国家治理失
败替罪羊的命运，就必须
积极参与和推动民主化进
程，以获得国家法律的有
力保障和其他族群的真正
尊重，这是印尼华人社会
的共同理想。为此，印尼
华人必须妥善处理中国移
民后裔与印尼公民这两种
身份之间的关系，这是再
华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促
进印尼与中国关系持续健
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不少
印尼华人精英反复强调，
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
华人必须明确认识到：印
尼才是祖国，中国只是祖
先的家乡。在印尼客联总
会主席叶联礼看来，“中
国是我们的祖籍国，但如
今居住在印尼的客家人已
经落地生根，印尼才是祖
国。我们既要热爱中国的
客家侨乡，传承中华文明
与客家文化，更要在政治
上效忠印尼祖国。我们愿
意做中国与印尼友好交往
的使者，促进中印尼两国
的友谊。”因此，再华化
中 的 印 尼 华 人 有 双 重 使
命：一是争取印尼上至国
家、下至社会真正包容和
尊重华人，获得具有实质
内容的平等公民身份；二
是合理利用中国移民后裔
的身份，成为印尼和中国
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文化
桥梁。

综上所述，印尼华人
的再华化与身份构建都是
未完成的事业，二者的未
来走向既取决于印尼国内
政治的变迁，也取决于华
人社会的选择与内聚力。
如果民主化进程遭遇重大
挫折，导致社会动荡和威
权政治回潮，那么华人融
入主流社会的愿望将再次
落空。如果华人社会内部

发生重大分裂，或者次群
体各自为政，那么华人社
会不仅无法构建和谐的族
群文化，也难以获得印尼
主流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四、结语
民 主 化 改 革 之 后 ，

印尼政府实行了多元文化
政策，华人普遍愿意积极
融入主流社会，争取其他
族群的充分认可与尊重。
因此，印尼华人社会内部
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通
过再华化维持自身的文化
特性，并向主流社会展示
华人文化对印尼发展的积
极意义，以促进华人和其
他族群共生共荣。“再华
化”并不意味着“再中国
化”，“华化”更多的是
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指的
是通过彰显华人社会的语
言、思想和习俗等方面的
特性，使之与其他族群相
区别、保持相对独立性的
过程。

再 华 化 在 很 大 程 度
上只是印尼华人实现身份
重构和争取合法权利的手
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事
实上，印尼华人实现身份
重构和争取合法权利的目
的，即再华化的根本目的
是赋予“印尼公民”以文
化多样性和政治包容性的
内涵。唯有如此，才能捍
卫民主化改革的成果，即
从根本上捍卫并创造印尼
华人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机
会。再华化的进程考验着
印尼华人的智慧，客家人
作为印尼华人社会重要的
次族群，为华人社会的发
展与华人身份的重构做出
了表率与贡献，而其他华
人次族群是否能够积极回
应客家人推动再华化的努
力，也考验着印尼华人社
会的内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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