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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到孔教礼堂的宣
道活动以及其他宗教
仪式，先后举行了20
次以上正式和非正式
的讲座或演讲，并顺
道参加了4次印尼各
地方政府组织的每月
一次的宗教对话。

由于我行前对印
尼以及印尼孔教都所
知 不 多 ， 更 是 因 为
我不谙印尼语，所以
我的访学调研计划都
是即兴发挥，没有固
定的条条框框，但基
本上是由印尼孔教总
会MATAKIN设计和
安 排 了 我 整 个 的 活
动。负责安排我行程
的 孔 教 总 会 海 外 交
流主席姚平波（Budi 
Wijaya）先生不厌其
烦，先后修改我的日
程表达六七次之多，
以期把我的行程安排
得尽善尽美。总体来
讲，我的印尼孔教之
行可谓精彩纷呈，收
获远远超过了我此前
的期望值，令我大开
眼界。因为所经历的
人和事众多，头绪繁
杂，我只能在这篇序
言里简略介绍我对印
尼孔教的大体印象，
而具体的所见所闻我
将在接下来的分篇叙
事里一一道来，以飧
关注孔教儒教发展以
及海外华人生存状况
的各位读者。

印 尼 孔 教 给 我
的 最 深 印 象 ， 就 是
它 的 高 度 建 制 化 。

最 早 在 苏 加 诺 总 统
（ S u k a r n o ） 执 政
末 期 的 1 9 6 5 年 ， 印
尼 孔 教 就 已 经 正 式
取 得 法 律 认 定 的 官
方 宗 教 地 位 。 但 是
1965年10月，苏哈托
（ S u h a r t o ） 政 变 上
台，其政权采取严酷
的 排 华 政 策 ， 印 尼
孔 教 在 随 后 的 几 年
中 逐 渐 失 去 了 官 方
宗 教 地 位 和 法 律 保
护 ， 受 到 排 挤 和 打
压 ， 从 七 十 年 代 后
期 转 入 地 下 活 动 。
直 到 2 0 0 0 年 瓦 希 德
总统（Abdurrahman 
Wahid）上台并废除
排华的政策以后，印
尼孔教才重新获得法
律认可的官方宗教地
位，与伊斯兰教、天
主教、基督新教、佛
教 和 印 度 教 比 肩 而
立。目前除了位于雅
加 达 的 印 尼 孔 教 总
会 以 外 ， 还 在 全 国
各 地 建 立 和 发 展 了
150个以上孔教分会
（ M A K I N ） ， 并 且
这 个 数 字 还 在 迅 速
增 长 中 。 在 孔 教 总
会和各地分会之外，
条 件 比 较 好 的 地 方
还 成 了 孔 教 青 年 会
（PAKIN）和妇女会
（PERKIN），与既
有的总会和分会组织
紧密协作，同时又有
相对独立的运作机制
和活动安排。印尼孔
教会还制定了完整的
规章制度，对孔教组

织结构、宗教仪式、
宣道活动等都做了详
细的论述和规定，使
之在形式上具备了与
世界各大宗教相似的
外在特征。此外，印
尼孔教会还在积极筹
建第一所完全意义上
的孔教大学，即孔教
书院，旨在为孔教的
健康发展培养和储备
各类人才。

印尼孔教给我的
第二个印象，就是它
与印尼伊斯兰教的关
系非常友好，这一点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当年亨廷顿（Samuel 
P . H u n t i n g t o n ） 提
出“文明冲突论”，
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
儒教文明和以伊朗为
代表的伊斯兰文明最
终将结盟对抗西方的
基督教文明，我对其
论调嗤之以鼻，认为
儒教与伊斯兰教几乎
是风马牛不相及，更
遑论其余。但印尼的
宗教景象却讲述了一
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在印尼孔教受到苏哈
托政权严酷打压的年
代，它就已经与伊斯
兰教知识分子保持了
良好而亲密的关系。
前总统瓦希德本人就
是伊斯兰教学者，而
孔教最终获平反，则
直接得益于孔教领导
层与瓦希德先生多年
的友谊。所以今天的
印尼孔教对瓦希德极
尽感恩戴德，甚至有

人视其为继孔子之后
的孔教第二圣人。在
茂物和梭罗（Solo）
， 我 都 见 到 了 孔 教
礼 堂 所 办 的 私 立 学
校，其学子竟大都是
穆斯林子弟，他们可
以学习儒家的伦理价
值，但并没有被要求
改宗孔教，而是坚持
其伊斯兰教信仰。同
时，根据我与伊斯兰
教学者的交流，印尼
伊斯兰教也认为其与
孔教之间有许多共同
点，并视孔子为先知
之一。不过，孔教和
伊斯兰教都不推行激
进的传教政策，因此
它们都对在印尼迅速
扩张的天主教和基督
新教颇有微词。有意
思的是，印尼天主教
和基督新教的很大一
部分信徒来自华人群
体，再加上印尼佛教
的 主 体 信 众 也 是 华
人，因此可以说印尼
六大官方宗教中的四
个都与华人群体密切
相关。

印尼孔教给我的
另一个突出印象就是
其混合特征，也就是
其 与 佛 教 、 道 教 以
及民间宗教众多神灵
的兼容并蓄。当然这
只是我对爪哇岛的孔
教考察以后得出的大
致结论，而其中西爪
哇与中爪哇、东爪哇
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西爪哇的孔教以茂物
市为中心，周围共有

30间孔教礼堂，大都
分布在乡镇，而茂物
市内只有一间。尤其
是西芒格镇一带，华
人 只 有 三 千 左 右 ，
但分布了共10家孔教
礼堂，当地几乎所有
的华人都信奉孔教。
西爪哇孔教最显著的
特征就是，孔教礼堂
都是单独存在，不与
佛教和道教的寺庙相
牵连，而且礼堂里面
一般供奉孔子及其弟
子和关公，此外没有
别的神灵。与此相对
照，中爪哇和东爪哇
的孔教则呈现出与佛
道二教融合的趋势，
其礼堂大都寓居于佛
教或道教寺庙之内，
而且除了供奉孔子以
外，通常还供奉释迦
牟尼、观音、老子、
福德正神（土地公）
、玄天上帝、妈祖等
诸多神灵，甚至还普
遍供奉虎神。例如中
爪 哇 省 普 禾 格 多 市
（Purwokerto）的孔
教会，就坐落在福德
庙内，而福德庙的主
神就是土地公。除此
以外，该庙还供奉孔
子、三宝公郑和、天
母娘娘、太上老君、
释迦牟尼、观音、福
禄寿星、虎神等共18
位神灵，充分体现了
三教融合的特征。

此外，相比于其
他的印尼华人宗教，
孔教最能体现当地华
人的文化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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