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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孔教28天行记(五十三)
作者：陈勇

（续上期）
第二十四天：
泗水文庙和姚平

波孔教婚姻官司
11月26日 星期

六
早 上 九 点 挥 别

刘 国 樑 先 生 和 厨 闽
（Tuban）孔教礼堂
的其他道亲，我又踏
上 了 前 往 东 爪 哇 泗
水（Surabaya）的征
程，同行的有王文师
及其女儿，另外两位
年轻女孩，还有山东
来厨闽教中文的年轻
人小崔。王文师的女
儿 阿 梅 在 泗 水 上 大
学，学的专业是室内
设计，所以她也正好
回学校上课。厨闽与
泗水之间已经修通了
高速公路，车子行驶
的速度明显比在其他
路段快了许多。沿途

看 到 不 少 湖 沼 或 湿
地，有的甚至望不到
边 际 ， 泗 水 地 势 低
洼，气候炎热。越是
靠近目的地，天气越
是闷热难耐。泗水这
座城市的中文名称由
来，据说是“先有孔
庙，后有泗水城名”
，也就是在十九世纪
末苏腊巴亚的文庙修
起来以后，当地华人
才根据孔子泗水行教
将其改名为泗水。当
然这只是泗水得名的
一种说法而已。再有
一种说法是因为当年
来到此地开发的华人
有鉴于此地为四条河
流汇集之处，因而称
之为泗水。据维基百
科，爪哇语苏腊巴亚
（Surabaya），原意
是鲨鱼和鳄鱼，盖因
此地原为荒凉的沼泽

而名之，据说当地华
人 感 其 拗 口 ， 先 谐
成“泗里木”，再进
一步雅化便成地道的
汉名“泗水”。

在 将 近 两 个 小
时 的 奔 驰 之 后 ， 终
于 抵 达 泗 水 ， 见 到
了 印 尼 孔 教 海 外 交
流 部 主 席 姚 平 波 先
生（Budi Wijaya）和
泗 水 文 庙 主 席 周 礼
岳先生（Gatot Seger 
Santoso），两人正在
参加一个当地政府组
织的宗教对话论坛，
会议地址是在一个外
观宏伟的清真寺。印
尼各级政府都组织这
样的宗教对话论坛，
基本上是每月一次。
我在雅加达、万隆和
新埠头已经三次遇到
类似的宗教对话论坛
或 宗 教 和 谐 晚 会 ，

今天是第四次接触这
种场合。由此可见，
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
政府对于推进各宗教
间的对话交流、建设
和谐多元和宗教宽容
的 社 会 所 作 出 的 努
力。厨闽的一行人把
我交接给泗水文庙的
道亲以后，随即赶回
去了。我已经记不得
这是我印尼之行的第
几站接力了，好像也
已完全适应了这种安
排，似乎安之若素，
内 心 还 是 充 满 了 感
激。

正好宗教对话论
坛随即结束了，姚平
波和周礼岳两位先生
径 直 把 我 带 到 了 闻
名东南亚的泗水文庙
（Boen Bio）。根据
可考的文献记载，泗

水文庙是整个东南亚
最早建立也是最大的
一座孔庙。十九世纪
后期，印尼华人在抗
击荷兰殖民暴政的过
程中，民族主义逐渐
觉醒，民族认同的需
求也日渐高涨，于是
1884年在泗水首先修
建 了 文 昌 祠 （ B o e n 
Tjiang Soe），随后
在庆孔诞、建孔庙的
高 潮 中 ， 改 为 孔 子
庙（Khongcu Bio）
。1904年，康有为前
往参拜，他一方面称
赞庙宇的堂皇，一方
面又为其偏处深巷而
遗憾，建议将庙宇迁
至大路侧。1906年，
文庙的管理者动员华
人甲必丹郑泰兴拆除
文庙前面临街的六栋
房 屋 ， 捐 地 新 建 文

印尼泗水文庙 印尼泗水文庙匾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