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1年2月24日（星期三）                                                                                                                                                                                                   18

编 辑 按 ： 本 文 应
中 国 西 北 大 学 华 人 华
侨 研 究 院 闫 国 明 常 务
院 长 和 印 度 尼 西 亚 共
和 国 《 新 报 》 社 长 之
约 ， 经 “ 中 华 姓 氏 宗
亲 文 化 研 究 课 题 组 ”
成 员 的 通 力 合 作 ， 王
博 文 博 士 操 键 的 《 印
度 尼 西 亚 古 今 史 话 》
研 究 课 题 ， 历 经 一 年
多 的 辛 勤 努 力 终 于 问
世 了 。 文 章 主 旨 涵 盖
印 度 尼 西 亚 古 往 今 来
鲜 为 人 知 的 发 展 历
程 ， 对 进 一 步 促 进 中
印 尼 两 国 人 民 的 文 化
与 经 济 交 流 具 有 深 远
而 又 积 极 的 作 用 。 由
于 文 章 信 息 量 宏 大 ，
兼 顾 报 业 刊 载 的 格 式
化 因 素 ， 本 文 特 设 定
上 、 中 、 下 三 部 分 分
期 连 载 的 表 达 方 式 ：
即 印 尼 古 代 种 族 迁 徙
史 部 分 ， 近 代 社 会 变
迁 史 部 分 和 当 代 中 印
尼 发 展 前 瞻 部 分 以 飨
读者——百合20160901
特致！

    
2·4  印尼西亚曾

经排华反华的历史原因
2·4·1  殖民主义

势 力 是 造 成 印 尼 排 华
反 华 浪 潮 的 罪 魁 祸 首
和 历 史 原 因 。 在 历 史
上 ， 中 国 和 印 尼 一 直
是 友 好 邻 邦 ， 两 国 之
间 的 交 往 关 系 渊 源 流
长 。 华 人 因 通 商 贸 易
以 及 其 他 政 治 、 经 济
原 因 移 居 印 尼 群 岛 ，
带 去 先 进 的 文 化 与 生
产 技 术 ， 受 到 印 尼 历
代 政 权 和 印 度 尼 西 亚
人 民 的 普 遍 欢 迎 。 移
居 印 尼 的 华 侨 华 人 与
当 地 民 族 和 睦 相 处 ，
共 同 开 发 和 发 展 当 地

经 济 ， 是 印 尼 社 会 历
史 进 步 的 主 流 。 在 西
方 殖 民 主 义 者 入 侵 以
前 ， 印 尼 各 岛 从 未 发
生 过 排 华 反 华 的 事
件 。 十 七 世 纪 荷 兰 殖
民 者 侵 占 印 尼 后 ， 印
尼 曾 先 后 沦 为 荷 兰 、
法 国 、 英 国 、 日 本 的
殖 民 地 。 在 长 达 数 百
年 的 时 期 ， 各 国 殖 民
当 局 为 了 维 护 其 在 印
尼 的 殖 民 统 治 和 殖 民
利 益 ， 不 但 对 印 尼 华
人 华 侨 进 行 利 用 、 限
制 、 排 挤 、 掠 夺 乃 至
屠 戮 ， 而 且 对 华 人 华
侨 和 印 尼 当 地 民 族 实
行 “ 分 而 治 之 ” 的 政
策 ， 阻 止 华 人 与 印 尼
当 地 民 族 的 认 同 ， 处
心 积 虑 地 破 坏 二 者 之
间 原 本 和 睦 融 洽 的 关
系 ， 在 华 人 华 侨 和 印
尼 当 地 民 族 之 间 制 造
隔 阂 、 偏 见 和 敌 意 ，
煽 动 种 族 仇 恨 ， 在 印
尼 当 地 人 中 形 成 根 深
蒂 固 的 排 华 反 华 的 潜
意 识 。 印 尼 独 立 后 ，
印 尼 极 端 民 族 主 义 者
所 实 行 的 排 华 反 华 政
策 和 措 施 ， 基 本 上 都
沿 袭 了 原 殖 民 主 义 者
的 一 些 排 华 反 华 的 思
想与做法。

2·4·2  极端民
族 主 义 是 形 成 印 尼
排 华 反 华 浪 潮 的 思 想
根 源 。 印 尼 “ 建 国 五
项 原 则 ” 开 宗 明 义
的 第 一 条 便 是 民 族 主
义 。 印 尼 的 民 族 领 袖

曾 把 民 族 主 义 作 为 团
结 号 召 印 尼 人 民 争 取
民 族 独 立 和 建 设 国 家
的 旗 帜 。 但 是 ， 民 族
主 义 发 展 到 了 极 端 ，
便 会 形 成 盲 目 的 排 外
倾 向 ， 将 华 人 经 济 当
作 外 国 资 本 对 印 尼 经
济 的 控 制 ， 将 作 为 移
民 和 移 民 后 裔 的 华 人
当 作 排 斥 和 打 击 的 对
象 ， 从 而 制 定 和 实 施
一 些 极 端 的 排 华 政
策 ， 在 政 治 、 经 济 、
文 化 、 教 育 等 方 面 对
华 人 实 行 全 面 的 限
制 ， 以 保 护 原 住 民 狭
隘 的 民 族 特 权 和 利
益 。 从 二 战 结 束 延 续
到 七 十 年 代 的 东 西 方
的 冷 战 对 峙 ， 更 对 印
尼 的 极 端 民 族 主 义 起
到 了 推 波 助 澜 的 作
用 。 尤 其 是 当 政 府 的
各 项 政 策 遭 遇 失 败 ，
印 尼 社 会 问 题 成 堆 ，
陷 入 政 治 经 济 危 机 ，
人 民 群 众 不 满 情 绪 积
聚 到 极 点 时 ， 印 尼 一
些 别 有 用 心 的 极 端 民
族 主 义 者 往 往 就 会 将
华 人 当 作 替 罪 羊 ， 煽
动 民 族 矛 盾 ， 将 造 成
印 尼 当 地 人 生 活 贫 困
和 苦 难 的 原 因 归 咎 于
华 人 ， 把 人 民 的 不 满
和 愤 怒 转 移 到 华 人 身
上 ， 掀 起 大 规 模 的 排
华 反 华 浪 潮 ， 将 政 治
经 济 问 题 转 化 为 种 族
暴 乱 和 骚 乱 ， 以 转 移
视 线 ， 转 嫁 危 机 。 认
真 剖 析 印 尼 独 立 后 的

接 二 连 三 地 发 生 的 排
华 事 件 ，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 每 一 次 排 华 事 件
背 后 都 有 印 尼 当 地 民
族 的 极 端 民 族 主 义 思
想 在 兴 风 作 浪 ， 暴 力
骚 乱 往 往 爆 发 于 群 众
极 端 民 族 主 义 情 绪 激
动至登峰造极之时。

 2·4·3  经济收入
的 差 异 是 诱 发 印 尼 排
华 反 华 浪 潮 的 重 要 因
素 。 在 印 尼 西 贫 富 差
距 十 分 悬 殊 。 大 部 分
印 尼 人 民 并 没 有 在 国
家 独 立 后 摆 脱 贫 困 的
状 态 ， 反 而 生 活 日 益
窘 迫 ， 形 成 一 个 人 数
众 多 的 庞 大 的 贫 民 阶
层 ， 成 为 印 尼 社 会 动
乱 的 潜 在 威 胁 。 与 当
地 民 族 一 样 ， 印 尼 华
人 中 的 大 多 数 也 属 于
劳 动 人 民 ， 也 处 于 印
尼 社 会 的 中 下 层 。 但
华 人 以 其 特 殊 的 商 业
才 能 和 辛 勤 的 劳 动 ，
加 上 历 史 的 、 职 业 的
和 其 他 种 种 因 素 ， 在
工 商 业 方 面 取 得 比 较
突 出 的 成 就 ， 形 成 一
个 华 人 工 商 业 群 体 ，
在 经 济 生 活 中 具 有 明
显 的 优 势 。 因 此 从 人
口 比 例 看 ， 华 人 中 产
阶 级 的 确 要 多 一 些 。
从 总 体 看 ， 华 人 家 庭
的 生 活 水 平 也 明 显 地
高 于 当 地 人 家 庭 的 生
活 水 平 。 特 别 是 一 部
分 华 人 大 企 业 家 与 印
尼 政 府 上 层 人 物 的 关
系 非 常 密 切 ， 并 且 利

用 这 种 密 切 关 系 官 商
合 作 、 利 益 分 享 从 而
成 为 暴 发 户 ， 其 生 活
奢 侈 非 常 惹 人 注 目 。
因 此 在 印 尼 社 会 中 普
遍 存 在 这 么 一 种 印
象 ， 即 华 人 富 有 ， 华
人 控 制 了 印 尼 的 经 济
与 财 富 ， 所 谓 当 地 人
的 贫 穷 是 由 于 华 人 的
剥 削 造 成 的 。 印 尼 的
民 族 主 义 者 自 然 不 能
容 忍 这 种 现 象 ， 印 尼
统 治 阶 级 中 的 某 些 未
能 从 华 人 经 济 中 分 享
到 好 处 的 利 益 集 团 也
耿 耿 于 怀 ， 加 上 政 治
家 和 宣 传 工 具 的 大 肆
鼓 噪 与 夸 张 宣 扬 ， 当
政 局 稍 有 动 荡 时 ， 贫
苦 的 人 民 群 众 对 贫 富
不 均 的 不 满 与 愤 怒 便
会 象 火 山 一 样 喷 发 ，
与 他 们 经 济 收 入 有 差
别 的 华 人 便 会 首 先 受
到 冲 击 。 著 名 华 人 史
学 家 王 赓 武 先 生 就 认
为 ： “ 华 人 和 本 地 人
民 之 间 的 经 济 差 距 仍
然 是 今 天 双 方 关 系 遭
到 阻 挠 和 隐 藏 着 冲 突
的 主 要 根 源 。 ” （ 《
王 赓 武 教 授 论 文 集 》
， 中 国 友 谊 出 版 公
司 ， 1 9 8 6 年 ， 第 2 0 5
页 ） 他 甚 至 断 言 ， 如
果 经 济 上 的 差 距 得 不
到 缩 小 ， 华 人 就 永 远
无 法 真 正 与 当 地 民 族
建 立 和 睦 相 处 的 融 洽
关系。

2·4·4  种族、文
化 、 宗 教 等 方 面 的 差
异 也 都 是 排 华 反 华 浪
潮 形 成 的 因 素 之 一 。
印 尼 华 人 与 移 居 世
界 各 地 的 华 人 一 样 ，
具 有 很 强 烈 的 民 族 意
识 和 民 族 感 情 。 印 度
尼 西 亚 独 立 前 后 ，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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