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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这 是 原 泗 水 开
明学校施明立先生写
的文章，立论新颖独
特。

施 明 立 先 生 是
東爪哇多隆亚贡人，
他一向积极倡导民俗
文化，曾特别到四川
参加培訓表演变脸戏
艺。也許印尼可能是
他唯一的一位传承四
川国宝艺术家。（较
后万隆也曾有艺人学
成归来）他也为印尼
三教出了不少功绩。

吳 夏 兰 女 士 新
书《夏夜吐香》在书
中有讲述参加他所创
办的欢乐团队，为贫
苦友族培养人才。好
棒。

            
施 明 立 先 生 不

但去四川以快速的时
间学习变脸，由于苦
练政府发给他文凭。
他家里藏了 许多国
乐器材，还积极开展
培训人才，为弘扬中
华文化不打吹打鼓，
默默的付出，很值得
表扬。印尼《新报》
欢迎施先生和他的团
队积极供稿，为宏扬
中华文教坚持不懈奋

斗！

华社民俗文化的惨状

几 年 了 ， 汉 语
在 印 尼 的 发 展 非 常 迅
速 ， 令 人 欣 慰 。 目 前
好 多 友 族 朋 友 ， 去 中
国 留 学 ， 有 几 位 还 拿
到博士学位。 毕业
回 来 就 当 汉 语 老 师 ，
很 多 还 在 三 语 学 校 当
职。 中国文化是直
接 继 承 六 七 千 年 前 黄
河 流 域 的 文 明 ， 流 传
和 发 展 到 现 在 ， 这 是
我 们 炎 黄 子 孙 莫 大 的
荣 幸 和 崇 高 的 尊 严 。 
世 界 上 每 个 国 家 和 民
族 ， 都 有 自 己 的 语 言
文字和民俗传统。 

华 社 文 化 经 过
三 十 多 年 的 禁 封 竟 把
自 己 的 国 宝 ， 甚 至 连
祖 先 的 原 名 都 给 遗 忘
了，真是可悲。 直到
1 9 9 9 年 华 文 教 育 解 禁
了 ， 又 开 放 了 学 习 华
文 的 门 户 ， 中 华 文 化
重新获得生机。 

现 在 又 被 公 认 为
世界语言了。 但，
更 明 显 的 是 ， 给 华 夏
子 弟 创 造 了 浓 厚 的 “
商 机 ” 。 如 今 ， 在 中
国 每 年 的 六 大 节 庆 ：
农 历 新 年 ， 清 明 节 ，

端 午 节 ， 中 元 节 ， 中
秋 节 ， 重 阳 节 等 等 ，
开 始 活 跃 举 办 庆 祝 活
动 ， 很 多 是 在 庙 宇 和
餐 厅 ， 会 所 等 举 行 庆
典 。 可 是 ， 经 过 文 化
新 断 层 后 的 印 尼 华
社 ， 大 半 却 变 相 为 “
吃 ” 的 节 庆 。 请 客 开
酒 席 ， 摆 廉 价 食 摊 ，
开 设 会 钱 等 ， 有 的 还
高 价 聘 请 著 名 的 性 感
歌 星 在 庙 堂 前 院 建 台
来助兴。 而节庆的真
正 意 义 ， 只 能 留 在 老
一 辈 人 的 ロ 头 语 了 。 
慎 终 追 远 ， 我 们 庆 祝
会 或 拜 神 ， 往 往 离 不
开 香 烛 ， 而 被 认 为 是
迷信。 其实，祭如
在 ， 祭 神 如 神 在 ， 这
是 一 种 “ 敬 畏 ” 及 “
感 恩 ” ， 并 非 到 底 的
求 福 ， 求 财 ， 求 飞 黄
腾达。

要 知 道 ， 我 们 华
夏 的 传 统 民 俗 文 化 ，
是 充 满 智 慧 的 文 化 ，
取 之 不 尽 ， 用 之 不
竭 ， 身 为 华 夏 子 弟 的
我 们 是 非 常 庆 幸 的 。 
但 ， 有 的 大 财 主 却 托
着 金 体 拍 卖 错 误 或 歪
曲 国 宝 ， 有 的 把 中
文 书 籍 翻 译 成 不 三 不
四 的 印 尼 文 版 ， 大 量
发 行 ， 还 花 钱 请 对 中
文 一 窍 不 通 的 长 官 签
名 公 认 ， 把 “ 酒 “ “
色 ” “ 财 ” “ 气 ” 翻
译 成 “ 酒 精 ” “ 女
人 ” “ 金 钱 ” 和 “ 空
气 ” 。 自 己 又 天 花 乱
坠 地 解 释 一 个 “ 爱 ”
字 的 组 成 ， 就 自 认 精
通 中 文 。 领 导 又 以 她
出 钱 庞 大 为 理 由 而 大
力 支 持 ， 这 就 更 荒 唐
了 ， 我 决 不 能 接 受 。
这 是 我 会 的 全 印 总

会 ， 到 了 这 般 修 状 ，
大家不觉汗颜吗？ 难
道 今 天 开 的 是 “ 真
理 ” 和 “ 谬 误 ” 拍 卖
会 ？ 我 想 ， 常 和 同 好
争 高 下 ， 不 与 傻 瓜 论
短 长 。 也 就 闭 上 嘴 ，
直到大会结束。

目 前 手 机 的 发
展 展 ， 又 给 我 们 带 来
负 面 影 响 ， 很 多 领
导 ， 贤 达 ， 缺 乏 对 中
华 文 化 体 系 的 正 确 认
知 ， 严 重 造 成 理 解 上
的 重 大 困 难 。 学 会 拼
音 ， 就 把 手 机 当 成 最
准 确 的 词 典 ， 采 用 字
译 形 式 乱 吹 一 场 ， 凭
着 手 机 的 翻 译 ， 有 亲
友 ， 长 辈 等 去 世 ， 就
掏 用 自 己 不 懂 装 懂 的
挽 词 ， 什 么 善 哉 ！ 善
哉！鸣乎哀哉！ 祝一
路顺风。 等等。 端
午 节 还 有 恭 祝 端 午
节 快 乐 ， 端 午 安 康
等 ， 通 过 群 组 微 信
或 W h a t s A p p 传 发 出
去，实在太荒唐。 农
历 新 年 呢 ， 第 一 句 就
是 ， 恭 喜 发 财 ， 红 包
拿 来 ， 接 着 还 有 年 年
有 余 ， 心 想 事 成 ， 万
事 如 意 ， 长 命 百 岁 ，
财 源 滚 滚 ， 飞 黄 腾

达 ， 多 子 多 福 ， 更 上
一 层 楼 。 等 等 ， 问 他
们 什 么 意 思 ， 却 说 不
知道。 有些家长，为
了 显 要 自 己 的 家 教 有
方 ， 叫 子 孙 们 把 许 多
祝 词 背 的 烂 熟 ， 打 电
话 给 长 辈 们 ， 表 示 拜
年 ， 敬 老 ， 自 己 在 旁
指导。 却不觉已把他
们 当 成 烂 货 摊 上 也 能
买 到 的 廉 价 录 音 机 ，
这些都是事实。 岂不
令人汗颜。 

今 天 ， 随 着 华 文
教 育 的 重 新 普 及 ， 华
文 教 师 应 该 站 出 来 ，
通 过 华 文 教 学 ， 传 播
中 华 传 统 民 俗 文 化 ，
让 新 生 一 代 学 生 们 会
进 一 步 了 解 五 千 年 祖
先 传 承 下 来 的 容 智 ，
这 是 中 华 民 族 智 慧 与
文明精华的根源。 华
文 教 育 应 该 配 合 经 典
教 育 ， 这 样 才 会 有 生
命力。 目前多半只有
华 文 教 学 而 没 有 华 文
教育。 我们虽然在经
济 上 占 了 很 多 优 势 ，
掌 握 财 运 市 场 ， 爬 上
物 资 文 明 的 顶 端 ， 可
是 ， 精 神 文 明 被 踩 踏
了。 鸣乎哀哉！ 惨
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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