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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辉的办报路 中华心(上)  
 文来源/《中国—东盟博览》杂志

初 次 与 印 尼 华 人
李 卓 辉 接 触 时 ， 未 见
其 人 ， 先 闻 其 声 ， 虽
然 已 近 八 旬 ， 却 声 音
洪 亮 。 见 其 面 ， 精 神
矍 铄 、 面 色 红 润 ， 一
套 深 色 的 西 装 搭 配 汉
字 领 带 ， 别 具 特 色 。
李 卓 辉 说 自 己 用 中 国
品 牌 的 计 步 器 监 督 自
己 ， 每 天 至 少 要 走 到
6 0 0 0 步 。 李 卓 辉 时 常
往 返 于 中 国 和 印 尼 之
间 ， 参 加 交 流 和 学 术
会 议 ， 发 表 演 讲 ， 好
似 一 位 精 力 充 沛 的 年
轻 人 ， 总 是 不 知 疲
倦。

已 超 八 旬 的 办 报
人

2 0 世 纪 初 ， 李 卓
辉 的 父 亲 从 中 国 福 建
来 到 印 尼 ， 并 定 居 下
来。1938年李卓辉在印
尼 出 生 ， 自 学 中 文 成
才。

李 卓 辉 在 苏 加
诺 时 代 就 是 一 位 新 闻
工 作 者 ， 出 任 著 名 的
《 新 报 集 团 》 旗 下 《
忠 诚 报 》 的 中 文 版 执
行 编 辑 和 主 笔 。 由 于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
生 政 变 而 报 纸 于 1 0 月
1 日 被 封 。 “ 华 人 在
海 外 做 报 业 是 非 常 坎
坷 的 。 ” 李 卓 辉 回 忆

道 ， 当 时 印 尼 人 才 可
以 任 报 社 的 社 长 和 总
编 辑 ， 而 非 华 人 ， 尽
管 他 写 了 很 多 社 论 ，
但 名 字 却 不 能 出 现 在
报 纸 上 。 报 社 被 封 闭
后 ， 社 长 和 助 理 社 长
都 被 捕 ， 李 卓 辉 也 险
些 入 狱 ， 幸 运 名 字 未
列入黑名单而逃却。

失 去 了 报 社 的 工
作 ， 李 卓 辉 改 行 到 中
文 学 校 当 中 文 教 师 。
结 果 不 到 一 年 时 间 ，
中 文 被 苏 哈 托 军 政 府
全 面 禁 止 ， 华 校 也 被
关 闭 ， 这 一 禁 就 是 三
十 多 年 。 再 次 失 去 工
作 的 李 卓 辉 进 入 一 家
造 纸 厂 ， 后 来 获 得 老
板 信 任 ， 升 任 厂 长 ，
在纸厂一干就是23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
革 开 放 ， 他 是 最 早 进
入 广 州 ， 北 京 ， 上 海
各 地 访 问 考 察 的 印 尼
华人。

之 后 他 开 始 自
己 创 业 ， 成 为 雅 加 达
有 名 的 家 用 电 器 代 理
商 ， 但 不 幸 1 9 9 8 年 5
月 雅 加 达 反 华 暴 乱 ，
他 的 电 器 店 全 部 被 抢
光 毀 坏 ， 在 蒙 受 重 大

挫 折 中 他 只 好 避 难 新
加 坡 和 马 来 西 亚 ， 为
维 持 生 活 ， 李 卓 辉 仍
旧 热 心 研 究 印 尼 政 治
和 华 人 向 题 ， 开 始 成
为 马 来 西 亚 《 星 洲 日
报 》 和 新 加 坡 《 联 合
早 报 》 的 新 闻 评 论
员 ， 撰 写 及 时 时 事 报
道 和 评 论 ， 成 为 新 马
媒体的知名撰稿人。

2 0 0 1 年 ， 印 尼 华
社 开 始 出 版 中 文 报 ，
李 卓 辉 应 邀 出 任 印 尼
（ 国 际 日 报 ） 总 编 辑
兼 主 笔 ， 在 简 朴 艰 难
的 条 件 下 每 天 埋 头 苦
干 ， 编 撰 新 闻 ， 赶 写
社 论 ， 没 日 没 夜 苦 幹
了 十 多 年 ， 也 因 此 在
百 忙 中 每 天 撰 写 了 数
千 字 的 文 稿 和 评 论 ，
从2003年到2020年，李
卓 辉 先 后 编 著 出 版 了
4 1 本 著 作 ， 重 点 编 写
印 尼 华 人 文 教 历 史 发
展 ， 华 人 先 驱 人 物 光
辉 岁 月 ， 华 人 参 政 与
政 党 历 史 ， 印 尼 民 主
改革进程等等。

2013年，已愈七旬
的 李 卓 辉 与 友 人 创 办
了 巴 厘 首 份 中 文 报 《
巴 厘 风 采 》 ， 为 中 国

游 客 提 供 免 费 的 旅 游
指 南 ， 介 绍 印 尼 旅 游
文 化 ， 创 办 之 初 便 获
得 巴 厘 省 长 的 积 极 支
持。

2 0 1 4 年 ， 随 着 亲
民 总 统 佐 科 维 于 1 0 月
2 0 日 担 任 民 选 总 统 大
位 ， 李 卓 辉 被 邀 担 任
《 印 华 日 报 》 总 编 辑
兼 主 笔 ， 三 年 多 来 ，
每 天 在 报 纸 上 写 一 篇
评 论 ， 分 析 印 尼 时 政
和 改 革 政 策 ， 并 呼 吁
印 尼 以 务 实 态 度 和 中
国 合 作 ， 把 握 “ 一 带
一 路 ” 机 遇 发 展 两 国
密 切 伙 伴 关 系 和 印 尼
经 济 ， 社 会 文 化 等 领

域 合 作 ， 文 风 扎 实 ，
观点中肯。

《 印 华 日 报 》 的
办 报 时 间 并 不 长 ， 记
者 好 奇 李 卓 辉 为 什 么
在76岁高龄开始一份新
事 业 ， 尤 其 是 在 全 球
报 业 都 不 景 气 的 情 况
下 。 李 卓 辉 回 答 说 ，
他 希 望 在 印 尼 有 一 个
载 体 保 留 中 华 文 化 ，
让 中 文 有 所 延 续 。 李
卓 辉 介 绍 ， 尽 管 目 前
报 纸 读 者 不 算 多 ， 运
营 是 亏 本 的 ， 他 本 人
也 没 有 报 酬 ， 但 还 是
要 坚 下 去 ， 脚 踏 实 地
宏 扬 中 华 文 化 ， 推 动
中 印 尼 两 国 加 强 友 好

李卓辉 左起：杨学科、李卓辉、
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千、许明、沈维真

摄于中国大使馆

沈德民教授、李卓辉、苟皓东(巴厘
总领事）、孙丽华（总领事夫人）

在巴厘总领馆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