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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华的活动和政策

苏哈托政府犯下的
国家罪行之一与其反华
政策有关。印尼华人社
会是印尼民族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

印尼华人社会所面
临的问题是殖民统治的
后遗症。殖民时代的种
族主义政策在新秩序时
代死灰复燃。国家和政
府直接参与推 出反华政
策，然后按各项法律规
定执行之。于是出现了
各种怪现象。

 在印尼这个号称有
法治的独立国家，大量
的华裔公民已经世代居
住在这里并一直为这个
国家的各方面发展作贡
献，而实施迫害他们的
种族主义政策却以净化
1945年宪法的实施为借
口来加以合法化。 

让我们来回顾殖民
时代以来华人社会所经
历的若干反华大爆发事
件，以理解1966年年初
新秩序政权成立后，国
家机器允许并实施的反
华暴行有多大的负面影
响。 

如 前 所 述 ， 荷 兰
殖民政策使得大多数在
印尼定居的华人以小商
店或小餐馆业主、小商
贩、各类工匠等职业为
生。他们中许多人，尤
其 是 那 些 在 爪 哇 岛 外
的，还当农民、农场工
人、采矿工人和渔民。
当然也有受教育较多者
成为医生、法律学者、
工程师、政府官员等，

但数量很少。
如前所述，他们在

经历各种过程和政治斗
争之后，大部分已成为
印尼公民。然而，上述
社会组成并没有多大变
化。在新秩序时代，这
组成大致上仍然是相同
的。 

1 8 世 纪 初 ， 荷 兰
殖民者把很多华人赶去
南非。许多人不去南非
被追杀。结果，许多住
在爪哇岛沿海的人逃往
爪 哇 岛 的 腹 地 。 为 了
避免被荷兰人追捕，在
一般情况下，他们改名
换姓，入伊斯兰教，通
过混合婚姻把自己同化
成了多数居民群体的一
员。 

然而，这种混合婚
姻并不妨碍华裔少数民
族群体的发展。这么大
的华人数量促使荷兰对
中国革命作出反应并于
1910年通过立法，使华
人成为荷兰臣民，旨在
防止在印尼出现华侨问
题。 

华人主导零售业的
成功和荷兰的政策引爆
了在梭罗、北加浪岸和
古突士的反华运动。这
表明，荷兰人成功地使
华人群体成为抵挡人民
失望和愤怒的挡箭牌，
特别是在民族独立意识
高涨的时候。 

与此同时，无论是
在零售还是配送领域的
华商，在进口商品的配
送和当地产品的集散方
面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

链。在爪哇、苏
门答腊、加里曼
丹和苏拉威西，
橡 胶 片 、 橡 胶
板、棉籽、椰干
等的集散已经由
华商所主导。虽
然这些商品的出
口业务仍完全由

西方尤其是荷兰的公司
所控制。 

荷兰希望在爆发事
件时通过加强对工人的
镇压和把华人群体当作
挡箭牌，来维护其殖民
统治。

这就是荷兰殖民主
义和帝国主义留下的后
遗症。这是每个要为刮
除帝国主义残余而斗争
的人所必须认识和理解
的。 

当1942年荷兰军队
面临日本侵入印尼而撤
退时，又爆发了一次反
华事件。但如果仔细了
解，这次爆发的主因其
实并不是种族主义，而
是抢劫华商的财产。 

荷 兰 士 兵 在 撤 退
时砸开所经过的商店，
拿走罐头食品、酒类和
水果等。华人店主们早
已逃之夭夭。被砸的店
铺就一直敞开着，于是
人们便进去扫荡一空。
这抢劫无关种族主义，
纯粹是贪欲所驱使。这
是发生在无政府状态下
的 ， 因 为 在 荷 兰 人 跑
了，其政权被摧毁了。

在独立之初，在唐
格朗发生过反华事件。
这一事件实际上令独立
战士们感到惊讶，因为
在 唐 格 朗 ， 华 人 和 所
谓“原住民”之间的和
谐关系已经发展得挺好
了。在唐格朗，多数华
人居民是农民。很多都
已经同化为当地人。 

其 实 在 唐 格 朗 ，
已经很难找到这两个和

睦相处的族群之间的差
异。此事件含有宗教冲
突，因为其起因是强制
割礼。华人拒绝接受割
礼。此次骚乱的结果，
以保护华人为借口，荷
兰军队开进唐格朗。这
一事件显然是荷兰人怂
恿的，因为他们想抹黑
新成立的印尼共和国的
名 声 和 权 威 。 其 结 果
是，许多华人居民逃离
唐格朗，留下土地由“
原住民”接管。 

荷兰还在印尼共和
国巩固独立的过程中在
其他城市进行挑衅。 

荷兰利用华人社会
作为千斤顶，攻击业已
宣布为印尼共和国领土
的地区，破坏印尼的经
济发展。他们开展心理
战，把华人当作其强有
力的工具。华人命运实
在可悲，他们一直是人
们泄愤的对象和过激革
命行为的受害者。 

荷兰发动的心理战
成功激起并扩大了人们
特别是一些战斗团体对
华人的怀疑。他们以为
华人支持荷兰军队进行
攻击。其结果是出现各
种针对华人的暴行。可
悲的是，1945年至1949
年革命时期，华人无辜
牺牲者的人数比在对印
尼的战争中阵亡的荷兰
士兵还多。尽管华人并
不 是 印 尼 共 和 国 的 敌
人。 

上 面 的 叙 述 说 明
了华人社会自殖民时代
以来，在出现政权更迭
时总会被当权者当作解
决各种问题的诱饵。不
幸的是，华人一直是少
数，面对统治政策所造
成的暴行却无力反抗。 

从 1 9 5 0 年 至 1 9 6 5
年，出现过多次反华活
动。其中有两次最突出
的。第一次是1959年第
10号总统令，导致了很
多在乡村山区的华人居

民被驱离家园。不少人
随后离开印尼去中国定
居。第二次是1963年5月
发生的事件，导致在西
爪哇数以千计的华人商
店和住房被毁。 

如 果 我 们 仔 细 观
察，这些事件与国外政
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印度支那的形势发展促
使美国及其盟国加紧实
施遏制中国的政策。他
们很担心共产主义特别
是中国在在东南亚的影
响力越来越大。印尼是
该地区最大的国家，而
热衷于纳沙贡概念的苏
加诺越来越倾向于站在
中国一边。

这推动亲美分子们
对以苏加诺为首的左派
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要
想制造混乱，其中那一
方最弱，既可以当靶子
又可以当诱饵？还是普
遍支持苏加诺政策的华
人。 

苏加诺本人认为第
10号总统令和1963年5月
的种族主义事件，是旨
在削弱其地位和干扰其
政治纲领的运动。但反
对派依然强劲，不能在
很短时内根除，更何况
他们还获得了国外势力
强有力的支持。

印 尼 国 籍 协 商 会
的存在加强了对反华运
动的斗争，特别是在政
治和国籍领域。国协努
力加速创造条件，让华
人社会能自然融入印尼
民族大群体，使得种族
主义不能生长，并最终
从印尼的土地上消失。
国协要求其群众及华人
公民与其他部族一起建
设印尼民族。而在政治
上，该组织支持苏加诺
的政策。

国协发展成为一支
有效的力量，能够影响
华人公民的思维方式从
而支持苏加诺的政策，
这使反对苏加诺政策的
派别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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