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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根之心， 人皆有之
世大、务纳斯与印华文献博物馆联办线上国庆讲座

寻根之心，人皆
有之，并非华人的专
利 。 众 所 周 知 ， 寻
根之旅是中国侨办举
办的回乡探亲活动项
目，曾有印尼友人参
加而觉尴尬，因她非
属华人无根可寻。后
来她总觉得华人不应
该寻根，既然已为印
尼公民就别再念念不
忘远祖了。

2 0 2 1 年 9 月 2 5
日 ， 峇 淡 岛 世 界 大
学 与 务 纳 斯 国 民 大
学 印 华 文 化 研 究
中心(Pusat Kajian 
Budaya Tionghoa 
Universitas Nasional)

以及“印华文献博物
馆”(Museum Pustaka 
Peranakan Tionghoa)
三家联办线上讲座，
题 为 “ 印 华 在 共 和
国 解 放 事 业 的 贡 献
(Peran Masyarakat 
Tionghoa Indonesia 
Dalam Kemerdekaan 
NKRI)。

讲座会于上午九
点半由世界大学林庆
祥副校长拉开序幕。
主办方世界大学教育
学院院长唐根基博士
致辞，世大黄冠冕主
持会议。协办方务纳
斯国民大学文学院与
印华文化研究中心，

由院长索玛迪致辞，
遵照高教部的方针开
展解放型人才培养方
案，他诚挚希望与世
大展开实际性的合作
项目。

协办方之一首席
主讲是印华文献博物
馆创办人，即亚齐兄
弟 族 林 世 明 先 生 ( 原
名阿梓弥雅布巴卡尔
Ir.Azmi Abu Bakar)，
他以文献证明讲述印
尼华人在共和国解放
事业之多项功绩，包
括爪哇岛北部沿海一
带华人参与的抗荷大
战，华人为印尼解放
事业流血牺牲的英勇
事 迹 有 历 史 记 录 可
证，提及前些年曾经
从历史教科书上被删
除的华人英雄姓名。
演讲语言平和、真诚
感人，以至于孙爱玲
在下半段呼吁大家共
同向这位愿意聆听华
族吟声的他族兄弟，
致于崇高的敬意与诚
挚的谢意。

最后阿梓米提出

了建设性、时代性、
机遇性的建议，即与
位于靠近邻国的峇淡
岛世界大学联手创立
文化博物馆，据他考
察发现不少旅居新马
泰马来族人士怀乡之
情浓厚，寻根之心强
烈，我们必须抓住机
遇将具有深厚文化积
淀的印尼文化发扬光
大，为这些人提供寻
根之旅，满足他们的
思乡情怀。显然，寻
根之心，人皆有之。

第二场主讲是协
办方务纳斯印华文化
研究中心主席孙爱玲
博 士 ， 演 讲 题 为 “
忆当年，携手谱写建
国新篇章”，讲述其
父舅辈在解放战争中
参加红十字救护队，
冒着战火在战场上来
回抬着担架的故事；
翻开昔日华族与非华
族和睦共处、互庆节
日、祥和共度的生活
画面；希望年轻人携
手谱写建国新篇章，
深究印尼通俗马来文

学与印华文学及其学
术定义，携手发扬中
印传统医学，为人们
的 健 康 事 业 添 瓦 献
砖。其间也提及了华
人捐血之善举，并从
语言学视角分析了“
国家”与“印华”一
词的内涵；汉语“有
家才有国”、“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之
来历与含义，以及元
代与之相关的诗句。
强调印尼华人是印尼
大家族员之一，所经
历的酸甜苦辣与他族
成员毫无两样，且有
着“以德报怨”的文
化思想，由此国人必
须像学者周南京的书
名那样《风雨同舟》
( 周 南 京 是 生 于 东 爪
哇谏宜利的北京大学
学 者 ) ， 携 手 将 千 岛
之国印度尼西亚建设
得更为绚丽灿烂。

唐根基博士在闭
幕时说，这是一场促
进民族和谐，增进民
族 情 谊 ， 带 动 年 轻
人认识自己，强化身
份认同，让年轻人获
益匪浅的讲座。年轻
人还需要了解更多有
关这方面的信息和知
识，由此接下来还要
继续举办第二、三场
类似的讲座。最后，
讲座会于中午十二点
多 语 犹 未 尽 地 结 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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