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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至1947年间,中
华总会把一位印尼革
命军领导人交给林绍
良,请他负责掩护。这
人名叫哈山丁,在古突
士的林家躲藏了一年
多,由林绍良照顾他起
居饮食,患难之中,两
人结下了一段生死友
情 。 哈 山 - 丁 的 女 婿
苏哈托当时在中爪哇
第四军区蒂博尼哥罗
师任上校团长,但林绍
良未曾想到,苏哈托日
后会成为赫赫有名的
印尼总统。

林绍良天生爱冒
险。因为掩护哈山丁,
结识了苏哈托,他与军
队打上了交道。了解
到军队严重缺乏物资,

他便自告奋勇,从新加
坡偷偷运来一批批军
火和军需物资。军队
当然求之不得,愿意提
供协助。他非常熟悉
水陆交通情况,七拐八
拐,巧妙地避开荷兰军
队的封锁,将物资交给

中爪哇的抗荷军,取得
了印尼军队的高度信
任。他不仅从军火买
卖中取得了巨大的利
润,而且与苏哈托等一
大批印尼军官成了出
生入死的“铁哥们”
。

在买卖军火的过
程中,林绍良发现,中
爪哇有上百家丁香烟
厂因为战争而缺乏丁
香原料,陷于半停产状
态。林绍良认为这是
一 个 天 赐 商 机 , 他 和
苏哈托商量,在偷运军
火的同时,也捎带上丁
香。苏哈托觉得让烟
厂恢复生产,对发展中
爪哇的经济是一件好
事,便一口答应,并派

士兵一路护送。于是,
林绍良派人到苏拉威
西、北苏门答腊采购
丁香,先运往新加坡,
再通过偷运军火的线
路,运到中爪哇,这又
让他赚了一大笔钱。

1949年12月,在联

合国的压力下,被战争
拖累得焦头烂额的荷
兰 , 终 于 同 意 结 束 战
争,承认印尼独立。在
经历了漫长的动乱岁
月之后,印尼终于迎来
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
期。1952年,林绍良把
他的商业大本营从中
爪哇古突士迁到首都
雅 加 达 ( 荷 兰 人 退 出
后,巴达维亚恢复了雅
加达的名字)。

独立后的印尼百
废待兴,本来正是华侨
华人大展拳脚、多做
贡献的时候,但苏加诺
政府对华人经济采取
了排斥、限制和打击
的政策。1954年,苏加
诺政府颁布企业管理
条例,把华侨开设的冰
厂、烟厂、印刷厂、
铁器厂、轮胎厂、制
布厂、熏胶厂、碾米
厂,以及仓库的开办、
扩 充 和 转 让 , 都 列 入
管制范围; 1957年又
把管制范围扩大到电
影厂、花裙厂、布匹

加工厂、成衣厂、椰
油厂、饮料厂、糖果
厂和饼干厂等16种工
厂。1961年,西爪哇省
甚至规定华侨经营的
饼干厂、糖果厂、汽
水厂、椰油厂、成衣
厂、轮胎厂等13种工
厂,必须限期转给印尼

原住民经营,或与原住
民合营,原住民的股份
必须占到51%并参加
董事会。

尽管有种种限制,
但林绍良凭着他与军
政当局的密切关系,从
1954年起,相继办起了

肥皂厂、纺织厂、轮
胎厂和自行车零件制
造厂,并逐步把目标转
向进出口贸易,在新加
坡和中国香港建立起
广阔的贸易网络。

林绍良的生意越
做越大,融资问题日益
突 出 。 林 绍 良 认 为 ,
与其天天乞求各个银
行贷款,不如自己办银
行,用闻南俗话说,这
是“摸蛤仔兼洗裤" ,
既解决自己的资金问
题,又多一门赚钱的生
意,一举两得。

1957年,林绍良找
到泰国华商陈弼臣,请
他协助创办银行。陈
弼臣曾参与创办泰国
的盘谷银行,并在1952

年担任盘谷银行总经
理,是著名的华侨金融
家。

1957年,因为泰国
局势不稳,陈弼臣避居
香港,帮助林绍良成立
了 中 央 亚 细 亚 银 行 (
简称中亚银行) ,由林

印尼保加沙里面粉厂的运输船

印尼烟园的华工

印尼三林集团的面粉厂

印尼经济繁荣的功臣
               华商巨富林绍良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