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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孔教一
直受到苏哈托当局的
严厉打压，试图以此
彻 底 抹 杀 华 人 的 文
化特质，使其完全融
入到土著民族中去。
同被华人信奉的佛教
和天主教、基督新教
却没有遭受如此的厄
运，就是因为它们不
能像孔教那样最直接
地反映出华人的文化
特质，没有引起当局
的 戒 心 。 但 幸 运 的
是，苏哈托政权在长
达三十多年的铁腕统
治 之 后 终 于 分 崩 离
析，印尼迎来了民主
化的时期。可以说，
印尼孔教的历史就是
印尼土生华人为保存
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伦
理价值而进行不屈不
挠斗争的历史，而正
是孔教所倡导的礼义
廉耻、孝悌忠信等深
植于中华文化母体的
基本价值使得华人群
体能够在不利环境中
生根、发芽、壮大，
而不管他们飘零在何
方，往往都能通过辛
勤 的 努 力 取 得 世 人
瞩目的成就。笔者所
到过的30多个大小城
市，几乎在每个地方
都能不经意地遇到一
位 或 数 位 成 功 的 华
商，他们都非常热心
于孔教的建设。如印
尼孔教总会现任主席
黄耀德先生，四十出
头 ， 是 西 爪 哇 省 加
拉璜市（Karawang）

一位成功的汽车经销
商；万隆孔教会主席
邦邦（Bambang），
今年三十七岁，公司
成立才三年，已经雇
佣数百人，年产值数
千万美元，是全球仅
有 的 五 家 高 科 技 地
理 信 息 公 司 之 一 ；
普禾格多市的余长秀
（Ibnu Sudjono）先
生，拥有三家工厂，
是该市最大的企业雇
主，同时还与人共同
创建两间华语学校；
拉森市的孔教书院，
是企业家张裕后先生
慷慨捐资一百万美元
兴建的，但他却不愿
让自己的名字在学校
董事会名单中出现；
印尼孔教海外交流主
席姚平波先生则来自
泗水，他与妻子携手
创办了一所当地知名
的私立学校，学生达
四五百人，同时他们

还 编 写 了 为 数 众 多
的 中 小 学 孔 教 课 教
材；巴厘岛登巴萨市
（Denpasar）孔教会
主席李先生，其貌不
扬，做事谦卑温和，
却拥有自己的咖啡工
厂，雇佣员工在一百
人以上。像这样的例
子还有很多很多。

一个月的走马观
花，对印尼孔教的认
识 只 是 一 些 皮 毛 而
已。但即便是这些皮
毛认识，也已带给我
极大的震撼。想不到
在这样一个遥远的千
岛之国，还有一群执
着 而 坚 韧 的 土 生 华
人，虽然已经几乎不
会说任何中文了，但
却虔敬地参与每周或
每月的宣道活动，真
诚 地 信 仰 孔 子 的 教
诲，在人生道路上沿
着圣贤的足迹，反躬
自省，努力前行。我

的印尼孔教之行只是
刚刚开始，我笃定还
要回来。

本 书 的 成 稿 付
梓 ， 首 先 要 感 谢
墨 西 哥 政 府 设 立
的 资 助 中 青 年 学
者 的 P R O M E P （ E l 
Programa de 
Mejoramiento del 
Profesorado）项目，
正是他们的资助使得
我的印尼之行成为现
实，也才有眼前的这
本游记加田野调查报
告。同时也要感谢墨
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
心给予我灵活的教学
安排和充裕的研究时
间，还要感谢我的同
事的支持和帮助。

另外，我也要衷
心感谢华侨大学的王
爱平教授，印尼之行
前给予我许多有益的
建议和信息，她的有
关印尼孔教的专著又

为我写作本书提供了
丰富的参考资料。我
也要衷心感谢南洋理
工大学华裔馆的廖建
裕教授和其他几位同
仁。特别是廖建裕教
授提供的改进意见，
使我的书稿能够顺利
修改完成。

当然，最应该感
谢的，是印尼孔教总
会 、 各 地 孔 教 理 事
会 、 宣 道 会 和 孔 教
礼堂，以及曾经接待
我、帮助我、关注我
的各级孔教领导人和
许 许 多 多 的 孔 教 道
亲，正是他们无微不
至的关照使我感觉像
回到了家一样。这本
书也首先是献给他们
的。

最后，我还要感
谢我的家人，他们的
关爱和支持是我永恒
的动力。

未完   下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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