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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从 雅 加 达 到 加 拉

璜
11月9日 星期三

在 雅 加 达 停 留 了
整 整 一 个 星 期 以 后 ，
今 天 正 式 启 程 前 往 外
省， 第一站就是西爪
哇省（Jawa Barat）的
加拉璜市（Karawang）
， 离 雅 加 达 有 一 个 小
时 的 车 程 。 看 介 绍 ，
该 市 大 概 有 一 百 万 人
口 ， 其 中 百 分 之 五 是
华 人 。 近 年 来 ， 大 批
工 业 迁 离 过 度 拥 挤 的
雅加达， 原本是水稻
主 产 区 的 加 拉 璜 日 渐
发 展 成 了 一 个 工 业 城
市 。 终 于 要 离 开 交 通
拥 挤 、 污 染 严 重 的 雅
加 达 了 ， 我 感 到 由 衷
的 兴 奋 。 虽 然 这 几 天
已 经 认 识 了 众 多 的 朋
友 ， 也 参 与 了 许 多 重
要的孔教活动， 但还
是 想 去 外 省 看 看 ， 以
便 对 印 尼 孔 教 有 一 个
更 全 面 的 认 识 。 同 时
也 可 以 顺 路 饱 览 印 尼
的 热 带 风 光 ， 可 谓 一
举两得。

一 位 叫 菲 菲
（Fiefie Pieter）的职
业 女 士 ， 受 孔 教 总 会
主 席 黄 耀 德 先 生 之
托 ， 顺 路 开 车 送 我 ，
因 为 她 住 在 雅 加 达 ，
但 是 在 加 拉 璜 上 班 。
菲 菲 来 自 南 苏 拉 威 西
省（Sulawesi  Selatan）
的 望 加 市 （ 又 叫 “
乌 戎 潘 当 ” ， U j u n g 
P a n d a n g ） ， 会 说 一
口 流 利 的 中 文 ， 没 有
一 点 口 音 ， 让 我 颇 为

惊 讶 。 她 在 加 拉 璜 市
拥 有 一 间 自 己 的 公 证
事 务 所 ， 手 下 雇 了
六 个 员 工 ， 另 外 还
有 一 位 司 机 负 责 开 车
接 送 她 上 下 班 ， 毫 无
疑 问 她 是 一 位 成 功 的
职 业 人 士 。 昨 天 联 系
上 了 华 裔 作 家 林 世 芳
女士（Lin Shi Fang）
， 她 著 有 《 西 加 风
云》一书，30 讲述
六 十 年 代 西 加 里 曼 丹
（Kalimantan Barat）
的 共 产 党 游 击 队 抗
击 苏 哈 托 政 府 军 的 历
史 。 她 本 人 当 年 是 游
击 队 的 领 导 之 一 ， 后
来 革 命 遭 遇 失 败 ， 她
也 同 其 他 游 击 队 战 士
一 样 不 幸 被 捕 ， 在 监
狱 和 集 中 营 中 度 过 了
十 一 年 ， 于 七 十 年 代
末 才 重 获 自 由 。 她 答
应 今 天 送 给 我 一 本 她
的 著 作 ， 因 为 我 一 直
都 对 西 加 里 曼 丹 无 限
神 往 。 可 是 雅 加 达 的
交 通 实 在 让 人 痛 不 欲
生 ， 原 本 十 五 分 钟 的
车 程 ， 林 老 师 花 了 一
个 多 小 时 才 赶 到 我 们
约 好 的 地 方 。 看 到 她
不 辞 辛 劳 亲 自 把 书 送
到 我 的 手 上 ， 心 中 不
胜 感 激 。 林 老 师 原 本
还 想 跟 我 攀 谈 一 阵 ，
有 来 自 万 里 之 遥 的 后
辈 对 她 当 年 的 革 命 故
事 感 兴 趣 ， 她 一 定 是
很 激 动 的 。 但 因 为 我
们 要 急 着 赶 路 ， 只 好
匆 匆 惜 别 ， 希 望 后 会
有期吧。

汽 车 甫 一 进 入 加
拉 璜 地 界 ， 高 速 公 路
两 旁 盎 然 的 绿 意 扑 面
而 来 ， 一 眼 望 去 是 无
边 的 水 稻 田 ， 稻 子 正

是 抽 穗 的 时 节 。 “ 稻
花 香 里 说 丰 年 ， 听 取
蛙 声 一 片 。 ” 这 块 热
带 沃 土 上 的 米 粮 仓 ，
不 知 道 在 工 业 化 的 隆
隆 轰 鸣 中 ， 还 能 挺 立
多 久 。 掐 指 一 算 ， 阔
别 故 乡 的 水 稻 田 已
经 二 十 年 了 ， 浓 浓 的
乡 愁 ， 在 这 遥 远 的 赤
道 国 度 ， 以 一 种 特 别
的 方 式 释 放 出 来 。 黄
耀 德 先 生 的 太 太 培 芳
女 士 迎 接 了 我 们 。 “
哟 ， 是 什 么 风 把 您 吹
到 这 儿 来 了 ？ ” 初 次
见 面 ， 她 就 开 起 了 玩
笑 。 我 几 乎 不 敢 相 信
自 己 的 耳 朵 ， 居 然 有
人 说 这 么 地 道 的 中
文 。 看 到 菲 菲 和 培 芳
两 位 女 士 话 匣 子 一
开 ， 我 感 觉 好 像 置 身
于 国 内 的 任 何 一 个 城
市 街 头 ， 谁 能 想 到 她
们 是 生 于 斯 长 于 斯 的
土 生 华 裔 。 在 一 间 颇
具 热 带 乡 土 风 情 的 巴
东（Padang）饭馆，
我们 见到了加拉璜
市 孔 教 会 主 席 李 先
生 （ J o h a n k a ） 及 秘
书长陈国源（Wawan 
K u r n i a w a n ） ， 他 们
已 经 在 此 等 候 多 时 。
巴 东 菜 起 源 于 西 苏
门 答 腊 省 （ S u m a t e r a 
Barat）省会巴东，是
印 尼 菜 在 海 外 的 代 名
词 ， 其 中 的 巴 东 牛 肉
（Rendang）在CNN
于2011年做的一次 民
意 调 查 中 ， 被 评 为 全
世 界 最 可 口 的 菜 。 3 1 
巴 东 菜 口 味 火 辣 、 上
菜 迅 速 ， 主 要 以 油 炸
为 主 ， 并 配 上 各 种 香
料 ， 如 辣 椒 、 咖 喱 、
椰 油 和 小 橘 叶 等 ， 特
别 是 辣 椒 ， 每 道 菜 几

乎 都 少 不 了 。 出 门 在
外， 吃饱肚子最重
要 ， 我 顾 不 得 餐 桌 礼
仪 ， 一 时 狼 吞 虎 咽 起
来 ， 特 别 是 油 炸 青 辣
椒 ， 让 我 大 快 朵 颐 ，
直呼过瘾。

两 位 女 士 把 我
交 接 给 加 拉 璜 孔 教 会
以 后 ， 便 告 辞 上 班 去
了 。 下 午 ， 李 先 生 和
陈 国 源 陪 着 我 参 观
当 地 的 两 座 华 人 寺
庙，仙母宫（Sian Jin 
Kupoh）32 和协天宫
（Hiap Thian Kiong）
。 而 另 一 座 寺 庙 慈 济
宫（Tjou Soe Kong）
， 是 晚 上 要 参 加 孔 教
活 动 的 地 方 。 李 先 生
一 句 中 文 都 不 会 ， 总
是 面 带 憨 厚 淳 朴 的 笑
容 。 他 在 加 拉 璜 经 营
两 间 西 药 房 ， 生 意 做
得 不 错 。 其 太 太 是 印
尼孔教妇女会主席，33 
两 个 儿 子 则 在 万 隆 理
工 学 院 上 大 学 。 看 得
出 他 家 道 殷 实 ， 三 层
小 洋 楼 用 大 理 石 建
成 ， 家 里 雇 着 两 个 佣
人 、 一 个 园 丁 和 一 个
专 职 司 机 。 陈 国 源 是
一 位 建 筑 师 ， 会 讲 比
较 流 利 的 中 文 ， 协 天
宫 就 是 他 义 务 设 计
的 。 此 外 ， 我 几 天 前
见 到 的 雅 加 达 微 缩 公
园 新 修 的 孔 庙 ， 也 出
自 他 的 手 笔 ， 都 是 义
工性质。

仙 母 宫 坐 落 在
加 拉 璜 郊 外 一 个 偏 僻
的 小 巷 里 ， 但 是 修 得
富 丽 堂 皇 ， 据 说 常 有
马 来 西 亚 和 新 加 坡 的
香 客 前 来 烧 香 祈 福 。
这 是 一 座 以 道 教 信 仰

为 主 的 寺 庙 ， 融 合 了
佛 教 和 民 间 宗 教 的 元
素 ， 主 要 供 奉 仙 人 姑
婆 ， 是 起 源 于 广 东 梅
州 的 客 家 信 仰 ， 在 东
南 亚 华 人 社 区 也 有 很
大 的 影 响 。 除 了 仙 人
姑 婆 以 外 ， 庙 里 还 供
奉 有 释 迦 摩 尼 、 观 音
菩 萨 和 福 德 正 神 的 塑
像 ， 但 是 我 没 有 见 到
关 公 或 孔 子 。 墙 上 绘
有 八 仙 过 海 、 西 游 记
等 民 间 传 说 和 故 事 。
庙 里 有 两 位 长 年 负 责
打 理 事 务 的 庙 祝 ， 身
着 红 色 短 袖 的 寺 庙 制
服 。 由 于 不 是 宗 教 节
日 ， 寺 庙 空 空 荡 荡
的 ， 没 有 香 客 或 游
人 ， 大 门 外 倒 是 有 几
个 百 无 聊 赖 的 老 人 在
晒 太 阳 。 庙 门 外 的 广
场 上 有 几 个 卖 水 果 、
饮 料 和 小 吃 的 货 摊 ，
但鲜有人光顾。

协 天 宫 坐 落 于 加
拉 璜 市 内 ， 就 是 我 们
熟 知 的 关 帝 庙 ， 印 象
中 印 尼 的 很 多 关 帝 庙
都 叫 协 天 宫 。 关 公 从
一 介 赳 赳 武 夫 ， 晋 身
为 儒 释 道 三 教 都 信 奉
的 神 祗 ， 从 一 个 独 特
角 度 体 现 出 华 夏 宗 教
信 仰 的 发 展 脉 络 。 作
为 儒 教 的 神 祗 ， 他 被
视 为 忠 义 勇 的 化 身 ，
尊称为“ 武圣”、“
山 西 夫 子 ” 、 “ 文 衡
圣 帝 ” ， 由 “ 侯 ”
至 “ 圣 ” ， 被 历 代
皇 帝 加 封 二 十 三 次 之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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