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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巴厘島10
月2日電（記者　楊
天　黃蔚）印尼蘇北
省 華 社 慈 善 與 教 育
聯誼會（簡稱“蘇北
華聯”）以身作則，
致力於慈善事業，發
揚中華文化，為印尼
華族融入當地社會、
中印友好關係發展都
做出了難以磨滅的貢
獻 。 蘇 北 華 聯 更 在
2008年建立亞洲國際
友好學院，教育當地
華族和印尼友族人漢
語，傳播中華文化。
中評社記者於棉蘭對
蘇北華聯副理事長廖
章然進行專訪。

廖章然為印尼蘇
北省著名慈善家、教
育家。致力於慈善教
育事業、弘揚中國文
化，亦見證了印尼華
人 七 十 載 的 風 風 雨
雨。

印尼於1965年開
始實行排華法令，前
總統蘇哈托下台後，
印尼政府從2000年開
始逐步廢除一系列種
族歧視的政策。談及
這二十年來華人生活
的變化，廖章然感慨
頗多。二十年前，華
人社會非常忌諱談政
治，一聽到政治就非
常害怕。但現在出現
了很多華人參政議政
的情況，2010年亦有

華人陳金楊參選棉蘭
市長。廖章然表示，
印尼政府在2000年逐
步對外開放之後，實
行了多元民族、多元
文化的政策，也明確
承認了華族的定位。
這二十年令他印象最
深的變化即是，華人
在如今在印尼民族的
組成當中，已經有了
明確的身份。

除了2010年陳金
楊 參 選 棉 蘭 市 長 之
外，經濟學家郭建義
分別在瓦希德政府和
梅加瓦蒂政府出任經
濟與金融部長和國家
發展計劃部長。2004
年蘇西洛政府任命馮
慧蘭為貿易部長。廖
章然表示，十分看好
印 尼 華 人 參 政 的 未
來。廖章然強調：“
假如有華人出來競選
議員，或者競選某一
個地方首長，千萬不
能用‘華人選華’這
個口號。這樣只會造
成一種種族的分裂。
我們華族應該勇於團
結其他族群，共同參
與政治。”他表示，

如果華人要當市長，
應當爭取到印尼各個
民族的支持，不一定
要單單華族人支持。

廖章然認為，假
如華人能不斷提升自
己各方面的素質，努
力表現，印尼人民的
眼睛是雪亮的，未來
華人參選印尼總統也
不是沒有可能。

廖章然表示，在
印尼社會已有自己的
文化和傳統，華族參
政、議政並不會影響
華人的身份認知。他
強調，嚴格來說，“
華 族 ” 是 一 個 民 族
上的概念，並非“華
僑”。華族以前在印
度尼西亞被認為是外
來民族，印尼政府在
2006年通過了《國籍
法》，承認各個民族
和其獨特的文化與習
俗。現在印尼已經不
再有所謂“原住民”
和“非原住民”的概
念。華族已經被公認
為印尼民族的組成部
份，也是這個國家的
主人。

同時，華人也廣

泛地提出了“國家定
位”和“民族定位”
兩個概念。廖章然表
示，“我們華族站在
國家的立場，我們認
同印度尼西亞是我們
的國家；站在民族的
立場，我們認同華族
是印尼民族的組成部
份。” 

“我們希望印尼
的華族，在印尼與中
國之間，作為一個橋
樑作用。”廖章然還
說，他經常和印尼的
華族和其他兄弟族群
的朋友提到，中國已
在世界上崛起，而中
國的建設和進步大家
有目共睹。印尼和中
國進行交往，只有好
處，沒有壞處。

“我們歡迎更多
的中國企業家到印尼
投資發展，讓中國的
遊客更多的到印尼來
觀光訪問，讓中國人
民 更 多 到 印 尼 來 交
流。這些就要靠我們
來發展中文教育，來
支持這件事情。”

2008年蘇用發、
廖章然等印尼華族代
表人物共同建立了印
尼 亞 洲 國 際 友 好 學
院，亦獲得了中國廣
東省海外交流協會、
華南師範大學、國家
漢辦的鼎力相助。短
短五年時間，亞院就
成為印尼華文教育最
高水平的高等學府。

廖章然認為，在

印尼傳播中國文化，
最好的辦法就是辦教
育。這是一種讓華族
和印尼當地人民互幫
互助、共同成長的健
康關係。“好多中國
企業家要到印尼來，
他們要來投資，因為
語言不通，需要我們
的幫助。好多遊客要
到這裡來旅遊觀光，
也需要很多導遊來幫
助他們。其他的人文
來往，也要有很多文
化上的溝通。所以我
們在印度尼西亞發展
教育，只有正面，沒
有負面。”

採訪過程中，廖
章然屢次表示，中國
的經濟發展以及中印
合作關係肯定會給雙
方帶來好處。我希望
這種往來要真正達到
互相理解、達到一種
和諧的目的。使得印
尼國家和人民真正的
瞭解，中國對印尼是
真心誠意的，並沒有
存在文化干預或者文
化侵略的野心。也讓
印尼國家和人民真正
的理解印尼的華族是
摯愛印尼的。

最後，廖章然表
示，“如果雙方能夠
達 成 理 解 ， 我 相 信
在印尼和中國之間，
一定能夠實現民族和
諧、文化和諧。”他
語氣更加堅定地強調
道，“一定可以做得
到。”

        印尼蘇北華聯廖章然：
        華人是中印關係的橋樑

蘇北華聯副理事長廖章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