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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的 外 国 人 学 校 ， 并
未 向 印 度 尼 西 亚 公 民
或 当 地 华 人 开 放 。 因
此 ， 台 北 学 校 的 创 立
显 然 不 能 说 明 印 度 尼
西 亚 还 存 在 华 文 教
育 ， 它 们 与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文 教 育 并 没 有 继
承关系。

苏 哈 托 统 治 时 期
（1966-1998）不仅取
缔 所 有 的 华 文 学 校 ，
不 准 在 公 众 场 所 使 用
华 文 华 语 ， 还 禁 止 庆
祝 春 节 等 华 人 的 传 统
习 俗 ， 甚 至 强 制 华 人
放 弃 原 有 的 汉 字 姓 名
及 其 译 音 ， 而 改 用 带
有 印 度 尼 西 亚 特 征 的
名 字 ， 企 图 将 印 尼 华
人完全 “同化”。结
果 ， 在 5 0 年 代 末 期 以
后 出 生 的 华 人 子 女 ，
因 为 不 可 能 在 当 地 受
到 华 文 教 育 ， 除 个 别
人 曾 在 新 加 坡 等 地 学
习 过 华 文 以 外 ， 大 都
已 不 谙 华 文 华 语 ， 只
有 少 数 人 因 受 家 长 语
言 习 惯 影 响 而 略 能 听
懂一些闽、粤方言。

苏 哈 托 认 为 取
缔 华 文 教 育 、 禁 止 传
播 中 华 文 化 ， 是 加 速
印 度 尼 西 亚 种 族 同
化 ， 建 设 共 同 的 民 族
文 化 ， 强 化 国 家 统 一
所 必 需 的 ， 也 是 与 他
的 反 共 政 策 分 不 开
的 。 本 文 主 旨 不 是 对
苏 哈 托 政 权 的 全 面 评
价 。 但 从 华 人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长 期 生 活 及 与
当 地 居 民 文 化 交 融 的
历 史 来 看 ， 多 元 种 族
和 多 元 文 化 已 是 印 度
尼 西 亚 社 会 的 现 实 。
事 实 证 明 ， 企 图 用 某

项 政 策 的 力 量 来 消 灭
华 人 的 民 族 文 化 是 徒
劳 的 ， 也 是 愚 蠢 的 。
与 此 同 时 ， 我 们 必 须
认 识 到 ，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文 教 育 之 不 可 避 免
走 向 衰 落 ， 也 不 能 简
单 归 结 为 仅 仅 是 苏 哈
托 推 行 反 共 政 策 和 同
化 政 策 的 结 果 ， 而 必
须 从 各 种 主 观 和 客 观
因 素 进 行 更 加 深 入 的
思 考 和 分 析 。 无 论 出
于 什 么 样 的 目 的 和 心
态，从 “落叶归根” 
到 “落地生根” 是印
度 尼 西 亚 华 人 必 须 作
出 的 选 择 。 华 侨 社 会
的 时 代 已 经 过 去 了 。
随 着 来 自 中 国 的 移 民
潮 的 终 止 ，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人 社 会 肯 定 将 由
越 来 越 多 在 当 地 出 生
的 华 人 所 构 成 。 由 于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传 统 华
文 学 校 是 完 全 面 向 中
国 侨 民 的 学 校 ， 在 绝
大 多 数 华 侨 已 相 继 加
入 了 当 地 国 籍 的 情 况
下 ， 原 有 华 侨 兴 办 的
华 文 学 校 已 经 完 成 了
它 的 历 史 任 务 ， 它 退
出 历 史 舞 台 是 一 个 或
迟 或 早 出 现 的 必 然 的
结 局 。 特 别 是 二 战 结
束 后 的 2 0 年 里 ，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校 作 为 外 侨
兴 办 的 教 育 机 构 ， 其
明 显 的 政 治 化 和 意 识
形 态 化 色 彩 ， 必 然 导
致 当 地 政 府 对 华 文 教
育 性 质 的 疑 虑 越 来 越
加 深 ， 对 华 校 的 监 管
也 就 越 来 越 严 厉 。 而
不 再 有 来 自 中 国 大 陆
的 移 民 入 境 ， 也 使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校 断 绝 了
师 资 的 来 源 。 苏 哈 托

政 权 在 文 化 上 对 华 裔
公 民 实 行 的 强 制 同 化
政 策 ， 无 疑 加 快 了 这
一历史进程。

另 一 方 面 ， 苏 哈
托 政 权 建 立 后 ， 为 挽
救 处 于 困 境 的 国 民 经
济 而 积 极 鼓 励 私 营 企
业 发 展 ， 欢 迎 外 国 投
资 ， 以 扩 大 和 巩 固 其
统 治 基 础 。 印 度 尼 西
亚 独 立 后 ， 已 将 英 、
荷 等 国 拥 有 的 大 型 企
业 收 归 国 有 ， 其 余 的
中 小 企 业 则 多 由 华 商
继 续 经 营 ， 因 而 苏 哈
托 政 府 在 引 进 外 资 的
同 时 ， 发 展 本 国 私 营
企 业 的 政 策 不 得 不 依
靠 华 商 的 资 本 来 实
现 。 绝 大 多 数 华 侨 后
裔 转 变 为 印 度 尼 西 亚
公 民 后 ， 原 来 的 华 侨
资 本 自 然 成 为 印 度 尼
西 亚 国 内 资 本 或 民 族
资 本 的 一 部 分 ， 这 也
恰 恰 使 华 商 获 得 了 迅
速 发 展 的 良 机 。 正 是
在 苏 哈 托 统 治 期 间 ，
一 些 华 商 企 业 逐 步 发
展 成 为 跨 国 大 型 企 业
集团。当然，这些 “
暴发户” 大多与苏
哈 托 家 族 相 勾 结 而 获
得 政 治 上 的 庇 护 ， 这
一 官 商 勾 结 现 象 一 直
为 社 会 所 诟 病 ， 引 起
中 下 层 民 众 的 强 烈 不
满 。 而 苏 哈 托 家 族 的
专 权 腐 败 也 成 为 它 最
终垮台的直接原因。

苏 哈 托 禁 绝 华
文 华 语 的 政 策 与 他 支
持 华 商 大 企 业 集 团 的
政 策 似 乎 是 相 互 矛 盾
的 。 这 是 他 为 巩 固 自
己 的 统 治 采 取 的 两 面
做 法 ， 而 这 些 华 裔 富

商 也 采 取 两 面 的 应 对
方 法 。 他 们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国 内 往 往 改 用 印
度 尼 西 亚 名 字 ， 而 在
国 外 又 恢 复 他 们 原 有
的 汉 字 姓 名 ， 甚 至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国 内 仍 保
留 他 们 原 有 的 汉 字 姓
名 。 我 们 可 以 在 诸 如
林 绍 良 、 彭 云 鹏 、 李
文 正 、 黄 双 安 、 黄 奕
聪 、 徐 清 华 、 谢 建 隆
等 等 大 企 业 家 族 的 成
员 中 看 到 许 多 这 样 的
例 子 。 但 是 ， 就 广 大
中 下 层 华 人 来 说 ， 他
们 不 可 能 将 资 产 转 移
到 国 外 ， 也 没 有 能 力
将 子 女 送 到 其 他 国 家
学 习 华 文 ， 结 果 只 能
成为华文的 “文盲” 
， 尽 管 他 们 绝 大 多 数
仍 然 清 楚 地 认 同 自 己
的 华 人 血 统 。 这 些 事
实 似 乎 具 有 某 些 讽 刺
意 味 ， 但 历 史 就 是 如
此。

作 为 印 度 尼 西
亚 民 族 大 家 庭 的 成
员 ， 华 裔 公 民 理 应 享
有 保 留 和 使 用 本 民 族
语 言 文 字 的 权 利 。 苏
哈 托 政 府 将 华 侨 兴 办
华 文 学 校 与 华 裔 公 民
学 习 华 文 的 权 利 混 为
一 谈 ， 是 无 视 印 度 尼
西 亚 多 元 种 族 与 多 元
文 化 的 社 会 现 实 ， 是
对 华 裔 公 民 的 基 本 人
权 的 践 踏 ， 其 结 果 也
是 损 害 印 度 尼 西 亚 国
家 和 民 族 利 益 的 。 苏
哈 托 政 权 倒 台 后 ， 印
度 尼 西 亚 历 届 政 府 终
于 逐 步 放 松 对 使 用 华
文 的 禁 令 ， 直 至 公 开
允 许 在 某 些 学 校 中 讲
授 华 文 和 公 开 出 版 华

文 报 刊 ， 印 度 尼 西 亚
国 家 领 导 人 还 参 加 庆
祝 华 人 传 统 节 日 的 活
动 ， 这 当 然 是 印 度 尼
西 亚 政 治 生 活 中 一 个
进 步 现 象 。 但 是 ， 在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背 景
下 ， 在 各 国 对 外 交 往
和 经 济 联 系 日 益 频 繁
的 今 天 ， 相 对 于 东 南
亚 的 邻 国 来 说 ， 印 度
尼 西 亚 显 然 已 出 现 华
文 人 才 严 重 短 缺 的 问
题 ， 以 至 于 不 得 不 允
许 从 中 国 和 其 他 国 家
聘 用 华 文 教 师 、 华 文
报刊

编 辑 以 及 企 业
的 华 文 翻 译 人 才 ， 等
等 。 今 天 ，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有 识 之 士 逐 渐 意
识 到 ， 缺 乏 华 文 人 才
已 成 为 印 度 尼 西 亚 经
济 发 展 的 一 个 不 利 因
素。

三 语 学 校 诞 生 并
非 “华文教育复兴” 

经 历 3 0 多 个 寒 冬
之 后 ， 华 文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终 于 迎 来 了 新 的
春 天 。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政 府 逐 渐 解 除 使 用 华
文 禁 令 的 情 况 下 ， 中
国 经 济 的 迅 速 发 展 和
对 外 开 放 政 策 更 促 使
人 们 认 识 到 学 习 华
文 的 重 要 性 。 原 来 的
零 散 的 华 文 补 习 班 显
然 已 经 无 法 满 足 人 们
学 习 华 文 的 需 要 。 进
入 2 1 世 纪 以 后 ， 印 度
尼 西 亚 各 地 的 原 华 校
校 友 会 一 开 始 恢 复 活
动 ， 首 先 考 虑 到 的
工 作 就 是 重 新 创 办 可
以 合 法 学 习 华 文 的 学
校 。 这 些 校 友 会 创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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