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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 
1967年7月25日，

内 阁 正 式 宣 布 以 “
支那”一词代替“中
华”（华人、中国）
的称谓。然而，官方
的决定并非完全得到
一 些 报 纸 领 导 人 的
支持。例如《独立日
报》，便拒绝使用“
支那”。他们仍然保
留使用“中华”。 

《独立日报》的
领导人是B·M·迪
亚赫，他是一名印尼
独立战士。战士当然
懂 得 尊 重 “ 中 华 ”
这 个 词 。 这 是 斗 争
的术语，因为它是孙
中 山 领 导 的 辛 亥 革
命胜利的象征。作为
革 命 的 成 果 而 建 设
的 国 家 叫 做 中 华 民
国 。 “ 中 华 ” 在 印
尼 按 照 大 多 数 华 人
的 方 言 闽 南 语 的 发
音拼成“Tionghoa”
。 从 那 时 起 ， 一 直
就用“Tionghoa”来

代表“中华”和“华
人”。

打开英国广播公
司电台、莫斯科广播
电 台 和 澳 大 利 亚 广
播 电 台 的 印 尼 语 节
目 ， 也 都 还 保 留 使
用“Tionghoa”这个
称谓。

虽然从荷兰殖民
时代所用的“支那”
带有侮辱性的内涵。
但印尼的邻国如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确实也
用这个词，那是因为
受 英 语 的 影 响 。 在
英 语 中 ， 中 国 被 称
为“China”。而在
印尼使用“Cina”一
词，却等于在给华人
社会“后娘养的”的
感觉。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印尼政府的目的
显然是负面的，是基
于反华立场的。

1967年8月16日，
苏 哈 托 以 代 总 统 身
份发表演讲。他在演

讲中指出，中国血统
的印尼公民不会被歧
视，而华侨则将与其
他外国人一样，一视
同仁。显然，这种说
法导致司法部在1967
年9月取消了之前于
1966年9月颁布的禁
令，即禁止接收华侨
归化为印尼公民和拒
绝 执 行 双 重 国 籍 条
约。

但反华的潮流并
未被阻止。雅加达军
区司令阿米尔·马哈
茂德，1967年9月以
颠覆罪名逮捕了60名
华侨。被监禁的人没
有一个受过审判。

与此同时，亲台
的 华 商 如 马 兆 龄 （
后更名为贝·苏林德
罗）和黄亚禄（后更
名 为 苏 万 迪 · 哈 米
德），积极建立台湾
和印尼的贸易关系。
他们还推动印尼政府
把驻台湾代表处升级
为 政 府 的 官 方 代 表

处。但亚当·马利克
作为印尼外长坚称印
尼坚持一个中国的政
策。

尽管如此，台湾
和印尼的关系更加密
切。从苏哈蒂曼将军
所率领的贸易代表团
开始。此将军在苏加
诺时代曾任印尼社会
主义员工组织中心主
席，后来为陆军的伯
尔迪卡里有限公司的
总裁。该贸易代表团
签 下 了 协 议 使 印 尼
获得了2000万美元贷
款。当亚当·马利克
被问及这一协议时，
他说，这是可能的，
因为是两家私营公司
签约，并非国家间签
官方协定。

1967年10月1日潘
查希拉纪念日这天，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运动达到了顶峰，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遭到的示威者攻击和
洗劫。中国外交人员

在 努 力 保 护 馆 舍 时
有人受伤。有一个后
来成为重要人物的名
叫林绵坤的示威者，
据说就是他把大使馆
大楼旗杆上的五星红
旗扯下来。袭击中国
大使馆之后，青年代
表团见了亚当·马利
克，要求他就与中国
的外交关系问题作出
决定。 

1967年10月9日，
内阁决定中止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
系。中国的专机获准
在雅加达降落运走中
国大使馆全体工作人
员，条件是用同一架
飞 机 搭 载 在 北 京 的
所有印尼大使馆的工
作人员。查禾多大使
选择不返回印尼。他
作为政治难民留在北
京。

随着这架飞机离
开雅加达飞往北京，
中国与印尼之间的外
交关系正式破裂。

1966年苏哈托军人政权乱抓华人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第十六章
 反华的活动和政策（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