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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5年印尼独
立到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中期，印尼和中国
的关系一直比较好。
印尼华侨在这十多年
里，大体上得以安居
乐业。1950年4月，
印尼与中国建交后，
印尼华侨的政治取向
立即泾渭分明。

大部分华侨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
小部分华侨则延续新
中国成立前的立场，
继读支持国民党。于
是，全印尼的华侨社
会分成两派，红派和
蓝派（互相戏谑为红
屁股和蓝屁股）。两
派各自办有社团、学
校 和 报 刋 。 华 侨 总
会 、 中 华 总 会 、 华
侨商会或同乡会、联
谊会，在印尼各地兴
办得轰轰烈烈。据统
计，截止1957年，全
印尼共开办华侨学校

1669所，有学生45万
（1957年印尼实施《
监督外侨教育条例》
后幸存华校650所）
。印尼较著名的华校
有，如：雅加达的中
华学校、巴城中学、
八华学校等；苏岛的
棉 华 中 学 、 巨 港 中
学、等；万隆的华侨
中学、清华学校等；
泗水的新华学校，等
等。印尼较有名的中
文报刊有，雅加达的
新报、生活报、天声
时报、觉醒周刊等；
泗水的华侨新闻、大
公商报、新生活等；
棉兰的民主日报、苏
门答腊民报、苏岛时
报、新中华报等。  

      印尼和中
国，双方高层往来甚
密。1955年4月，周
恩来总理到印尼出席
万隆亚非会议，之后
刚 一 个 月 ， 印 尼 总
理 沙 斯 特 罗 阿 米 佐

约访问中国。1956年
9月，印尼总统苏加
诺访问北京。那个时
期，印尼华侨社会呈
现 一 派 太 平 盛 事 局
面。华侨的政治立场
虽有“红”、“蓝”
之分，一般都“井水
不犯河水”，各办各
的事情，各做各的生
意，日子过得舒舒坦
坦。华侨小商、小贩
经营的足迹遍布整个
印尼城乡。小到只有
一条街的村镇，往往
都会有一、两家华侨
的店铺。他们与印尼
人关系融洽，生意做
得红红火火。他们宁
愿 在 偏 远 的 小 镇 开
店，只因竞争者少，
生意容易做。在一个
小 地 方 ， 随 便 开 一
间“阿弄”店（杂货
店），经营得法，勤
俭节省，一家七、八
口人过安逸生活是不
成问题的。并且还能

供子女读书，读到小
学或中学毕业，甚至
送回中国继续升学。       

当时，我在棉兰
读 书 ， 感 觉 棉 兰 就
像 中 国 的 某 一 座 城
市 ， 中 国 味 很 浓 ，
充满中华文化。许多
街道都用中文命名，
如 ， 北 京 街 、 上 海
街 、 南 京 街 、 广 东
街、福建街、孙逸生
街、关帝庙街，……
。十多间电影院多数
也取中文名，如，大
华、国泰、百代、国
大、晨光，等等。走
在棉兰的大街小巷，
中文招牌赫然在目。
夜晚中文招牌、广告
的霓虹灯五光十色。
华侨办的学校，在显
著的建筑物上，醒目
地用中文大字标出校
名，如，棉华中学、
崇 文 中 学 、 苏 东 中
学，……。一些社团
还组织舞狮队、篮球

队、文艺剧团。较出
名的球队有“长城篮
球队”和“白光篮球
队 ” 。 “ 新 中 国 剧
艺 社 ” 和 “ 崑 崙 剧
团”，演出的节目主
题 多 数 与 新 中 国 有
关。1958年，棉兰华
侨的进步剧团演出的
大型话剧《五祖庙》
，轰动了当地侨界。
《五祖庙》是现代作
家巴人（王任叔＜注
＞），根据当地真人
真事编的话剧。内容
为，当地五位青年华
工，不堪荷兰殖民者
的欺凌，为了众多华
工的尊严，合力杀害
欺压他们的工头。最
终，五位华工遭荷兰
殖民者杀害，五人平
均年龄只有17岁。为
纪念五位华工，当地
华侨在棉兰建了一座
寺 庙 ， 取 名 为 五 祖
庙 ， 五 人 被 视 作 神
祖，世代供奉。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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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亚齐司吉利Sigli华侨总会。 1959年的棉兰棉华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