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0年10月9日（星期五）
    

                                                                                                                                                                                               15

前，荷兰人统治印尼
达365年。期间，殖
民者有意挑拨原住民
与华侨之间的矛盾。
实行“分而治之”的
做法，比如，让原住
民和华侨分开住，有
意突显华侨优越的居
住条件，坐车坐船也
分开。荷兰殖民者还
给予华侨经营酒庄、
鸦片馆、当铺、和贩
盐等特权。由此，使
印尼原住民眼中，华
侨成了“剥削者”，
民族仇恨的种子就此
埋下。到了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苏加诺等
一 批 民 族 主 义 革 命
者，成为独立斗争的
领导人。他们以提高
与振兴印尼人的经济
政治地位为己任，把
民族主义奉为至高无
尚的真理 ，在其建国
五项原则中，民族主

义被列为首位。苏加
诺等人把民族主义当
成法宝，其结果必然
产生排外倾向。华侨
具有中华民族吃苦耐
劳、勤俭的品德，又
善于商业经营，经济
积累日益丰厚。1950
年后，印尼出现了许
多经济实力雄厚的华
侨富豪。苏加诺等一
批民族主义者，看在
眼里，恨在心里。他
们 视华侨经济为“殖
民时代的残余”，以
振兴民族经济为由，
从1956年起，陆续出
台了限制华侨经济的
30多种的政策。1959
年，为了打击富裕华
侨，印尼政府将大面
值钞票进行贬值，即
将500盾和1000盾的
纸币，分别贬值为50
盾和100盾，在侨界
称为“剪纸币”。当

时 ， 我 在 棉 兰 ， 手
上存有一张500盾的
纸 币 ， 准 备 买 一 部
约200盾的单车，结
果，剪纸币后只剩50
盾，买单车的愿望破
灭 。 印 尼 政 府 还 规
定，在银行的存款如
超过2.5万盾，冻结90
％。这些做法，使相
对富裕的华侨，经济
损失惨重。        

1 9 5 9 年 6 月 ， 印
尼颁布《总统第10号
令》，禁止县以下的
外侨从事商业零售，
以扫除殖民
经济残余的
姿态，掀起
了 一 波 大
规模排华运
动。导致印
尼全国约50
万华侨的生
计 受 到 影
响。中国派

接侨船撤侨约10万。
应该说，从印尼独立
后至1959年，十多年
时间，印尼华侨的日
子，基本上还算是比
较安定的。

      
（注）王任叔，

笔名：巴人（1901—
1972），淅江省奉化
县人。1941年7月赴
新 加 坡 ， 执 教 南 洋
华 侨 师 范 。 与 胡 愈
之 、 郁 达 夫 等 领 导
文 化 界 开 展 法 西 斯
斗争。1942年2月，

飘 泊 到 印 尼 苏 门 答
腊，辗转先达、棉兰
等 地 ， 参 加 抗 日 斗
争。1945年8月，日
本投降后，参加苏岛
华侨民主同盟，主编
《前进周刊》、印尼
文《民主日报》，写
成 大 型 话 剧 《 五 祖
庙》。1947年10月回
国。1950年任中国驻
印尼首任大使。1952
年卸任回国。                                                     

( 海 南 兴 隆 张 柳
昆 供 稿 / 江 门 黄 抵 江
转载) 

再现1950—1960年印尼华侨社会
                张柳昆       下

1956年司吉利华侨青年篮球队。

1955年2月，亚齐古打拉夜市华侨，欢迎来
访的中国驻棉兰领事馆刘领事。  

1959年的亚齐哥打峇帝 Kota Bakti
街景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