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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印尼和中华文化的华裔企业家潘仲元先生
——纪念潘仲元先生逝世12周年(上)

2010年的6月26日
是我的好友、亲密战
友潘仲元先生逝世12
周年的忌日。他逝世
时享寿78岁，如果还
活着就是90岁了。我
们华中部分校友为追
悼他、怀念他，在他
逝12周年的时候聚集
在一起起来缅怀这位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的校友潘仲元先生。

我和潘老弟是好
友，我们不仅是雅加
达“中华中学”同校
同学，而且是同年，
我们都以“同年”称
呼对方，除了电话，
还经常用E-MAIL传
达信息，互相交流；
有什么喜庆他一定邀
我在一起同欢；有同
学从中国来印尼时，
总是由他做东招待来
自祖籍国的校友。大
家见面时，他高兴得
摸摸长在下吧的羊胡

子饮酒欢笑，不亦乐
乎！

 潘仲元有很多
同是华裔企业家的朋
友 ， 也 有 许 多 兄 弟
族的伊斯兰长老和政
府高级政要，我也和
他们在一起，因此我
就认识了不少高官政
要 ： 苏 多 摩 、 慕 迪
约诺、法瓦特、艾米
尔 • 沙 林 、 马 尔 朱
基、哈达托、达尔米
兹 • 达 赫 、 达 哈 纳
等；虽然身份悬殊，
但这些政要也把我当
成朋友，因为潘老是
他们亲密的朋友，我
也沾了潘老的光，认
识这些高官政要。

潘老是一位虔诚
的伊斯兰教信徒，经
常参加伊斯兰教的活
动，还经常带一些伊
斯兰长老到中国与那
里的伊斯兰长老交流
访问，还出巨资出版

一 部 用 印 尼 文 、 中
文、英文、阿拉伯文
四 种 语 言 的 《 可 兰
经》，这是世界的创
举，此前还没有一个
人有这样的胆识来完
成这个任务。

这位虔诚的伊斯
兰信徒对自己的宗教
很是认真，除了履行
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礼
仪外，很关心伊斯兰
教对华人的影响。在
朋友间交流时，有些
朋友•总是把“伊斯
兰教”（ISLAM）称
作“回教”，他很不
高兴。他说，“把伊
斯兰教称作“回教”
是天大的错误！”他
说，华人和其他民族
一样，也信仰伊斯兰
教。在中国信仰伊斯
兰教的民族大部分是
居住在北方的甘肃、
青海、新疆一带的回
族 、 维 吾 尔 族 、 藏
族，因为大多数信仰
伊 斯 兰 教 的 都 是 回
民，所以在这些地区
都把伊斯兰教称作“
回教”；但是，在阿
拉 伯 、 东 南 亚 、 非
洲、美洲、欧洲一些
国家或地区都不叫“
回教”，而称“伊斯
兰教”。

关于这个问题，
社会上也有不同的意
见。著名的社会评论
家廖建义先生在他许
多谈话或著作里，也
总是把伊斯兰教，称
作“回教”，有人辩
解说•这是习惯称呼
的问题，许多华人大

多都把伊斯兰称作“
回 教 ” ， 对 此 ， 潘
老表示“非常遗憾”
。他摊开双手说，“
错误”的东西，讲的
次 数 多 了 ， 成 了 习
惯，“错误”也会变
成“对”的。他说，
如果有人不认同他的
看法，除了遗憾，没
话好说，他说：“信
不信听由尊便。”

潘老是一位企业
家，也是一位学者。
他拥有几间从纺纱、
织布、到制衣一条龙
的 生 产 线 ， 他 的 产
品是名牌，销路全印
尼，甚至远至中东和
美国，订单总是源源
不绝；他的企业虽然
是家族企业，但是管
理井井有条，经过几
次金融风暴，虽然有
受影响，但没有被冲
垮；因此他总结了这
些企业管理的经验，
十几年前写了一篇没
有人写过的题材《企
业文化浅析》，把家
族企业经营方式进行

检讨，这篇大作发表
以 后 ， 受 到 广 大 读
者，特别是儒商们极
大欢迎。 

潘 老 是 一 位 儒
商 ， 会 做 生 意 ， 也
会写作。他读的书很
多，他对中国文学很
感兴趣。他很崇拜中
国的大作家如鲁迅、
郁达夫、郭沫若等大
作 家 。 在 他 工 厂 偌
大的办公室，东西两
侧的墙壁有两个巨大
的书柜摆满了各种书
籍，这些书以中文书
为主，此外有印尼文
书、阿拉伯文、英文
书。潘老弟还是一位
学 者 ， 他 很 喜 欢 读
书，空闲时就上网或
写文章，此外在他的
住家也有一大堆书，
从商业、科技到天文
地理，从小说到理论
书籍无所不有；书目
中 有 经 商 的 、 宗 教
的 、 文 艺 的 、 法 律
的 、 文 化 教 育 等 书
籍 。 校 友 们 都 称 他
为“书虫”  。 

伊斯兰长者潘仲元
与中国民族大学林松及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