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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亲民、爱民前总统瓦希德
为孔教、华人仗义执言 为人权讨回正义

瓦希德于2009年
12月30日18时45分在
雅 加 达 中 央 医 院 逝
去。众人悲痛中同声
赞 扬 他 是 多 元 化 之
父，民族导师也是自
由民主斗士，维护人
权斗士，少数族群守
护者，我们将永远缅
怀瓦希德之功绩。

因当年苏哈多政
权 排 华 ， 打 击 孔 教
徒，无人敢出头，伸
张 正 义 。 唯 有 “ 盲
侠 ” ( 孔 教 徒 对 瓦 希
德 之 爱 称 ) 敢 当 孔 教
徒之守护神，敢去法
庭助阵，要求政府承
认孔教徒之婚姻是合
法，婚姻注册局不可
无视孔教。

1 9 9 8 年 5 月 发 生
惨 绝 人 寰 的 排 华 事
件，因中风坐在轮椅
上的瓦西德，以大无
畏的精神召集印尼各
大宗教首领和信徒，
在芝甘佐住宅发表了
《 有 良 心 和 负 责 任
宣言》DEKLARASI 
P E R T A N G G U N G 
JAWABAN HATI 
NURANI,即：(一)不
可利用族群的差别和
经济的鸿沟来分化族
群；(二)不可以用暴
力虐待其他族群，上
天有好生之德。况且
人 生 为 一 个 种 族 ，
非 自 己 所 能 选 择 ； (
三 ) 不 可 用 差 异 树 立
族群的对立，应求同
存异 和谐共存；(四)
不可重演惨无人道的
暴行，法律要维护人
权伸张正义，严惩暴
徒。

受苦受难的印尼
华裔听了上述。振奋
人心、光明磊落的直
言，仿佛在迷途中看
到 了 曙 光 。 我 和 大
丛山西禅寺的所有及
其他宗教团体的信徒
们深深感受到宗教的
力量之伟大和神圣。
正信的宗教能净化人
心，缔造祥和安宁的
社会。华裔要临危不
乱。当时友人黄伟强
于1998年7月带领香
港 电 视 台 访 问 瓦 希
德时，他鼓励华人说
道：“你们华人要趁
机站起来保卫自己，
不要怕，我就是华人
的后裔。”

我蔡佩利、李慧
君1998年7月29日访问
瓦希德时，他就对排
华事件表示遗憾和不
可重演。因为我的祖
先叫陈金汉。在我家
乡的坟地有其墓碑。
我的身上有华人的血
统……。对上述说法
我们感到突然和似幻
似真，谁也料想不到
一年之后。瓦希德却
当上了印尼第四任总
统，成为总统后，还
直言不讳的说自己华
裔，这大大的鼓舞和
信心，印华总会必会
坚定不移地生根，融
入主流，成为印尼民
族大家庭的成员。

“盲侠”生性幽
默诙谐、善开玩笑。
有 次 宗 教 座 谈 会 上 ,
他形容道:佛教徒心中
有佛,称佛祖为老师,
天主教徒是称天父,兴
都教徒也很亲切你念

OM,唯有印尼伊斯兰
信徒的阿拉太遥远了,
非得要建高塔和装大
喇叭,ALLAH才能听
到其祈祷。

“盲侠”也嘲笑
爱模仿中东伊斯兰传
教士服装的印尼教徒
是因为他们爱看性感
美女,阳具易勃起,故
得穿长袍来遮羞。还
有他若无其事,一本正
经地批评伊斯兰教士
会在乡下的传教士们,
来到城市还是习惯穿
着沙龙,因为他们在乡
下习惯了随地小便。

借此笑话来批评
那些道貌岸然的着长
袍教士是很虚伪,而那
些乡下的传教士得改
陋习,注重卫生。

是故伊联青年常
笑 称 瓦 希 德 的 玩 笑
是Kentut Semar.有杀
伤 力 的 臭 屁 , 但 无 伤
大 雅 , 很 多 人 还 是 爱
听闻瓦希德放Semar
臭 屁 亦 庄 亦 谐 的 玩
笑。(Semar是印尼皮
形戏里可爱又可恨的
诙角)。

瓦希德爱听西方
音乐,爱看西方电影,
对其内容了如指掌,他
认为西方电影,音乐能
垄断大众化娱乐,有其
优点。伊斯兰教徒应
取其精华,丢其糟粕,
不可盲目反对。他强
调印尼文化要多元化,
让各种美丽的文化在
千岛之国绽放。华人
文化有五千年历史,印
尼华人应该成为有文
化意义和特征的印尼
公民。

所以,应该让印尼
华人学习和承传其优
秀文化传统。

瓦希德也是唯一
的向1965年牺牲的印
共家属道歉的印尼总
统,他树立了,正义,.'诚
心.

为民族大和解树
立好榜样,消除仇恨。

在迎新送旧的日
子里,"花儿凋零'的挽
歌不断播放。心是沉
重的,华裔得与民族之
花瓦希德永别了!但是
瓦希德播下的自由、
民主正义之花将在千
岛之国的花圃里永远
盛开,永不枯萎。

多元化之花永远
绽放在人门心中。

瓦希德思想开放
尊 重 其 他 宗 教 , 常 邀
请 或 走 访 其 他 宗 教
领袖。如天主教、印

度教、佛教、孔教及
其他信仰流派等一同
交流.一起祈祷,祈愿
印尼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

瓦希德也不畏人
言 , 在 大 丛 山 禅 寺 过
夜,也曾在大丛山欢渡
生日;他也喜欢去峇厘
兴都庙和Ibu Gendong
交换意见,是故瓦希德
认为印尼的伊斯兰教
与中东的伊斯兰教有
些不同。印尼的伊斯
兰教已经本土化,受印
度教、佛教之影响。
比如习经院(Pesantren 
) 是 从 印 度 教 、 佛 教
传来的,所以各宗教之
间应互相尊重,互相学
习,不可互相排斥承上
帝和真神,天,佛是独
一无二只是称呼上不
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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