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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只 准 许 出 版 一 份
半 官 方 的 华 文 《 印
度 尼 西 亚 日 报 》 来
传 达 政 府 的 条 例 、 法
令 、 政 策 。 所 幸 这 份
报 纸 的 华 人 编 辑 为 吸
引 读 者 ， 增 设 了 几 版
副 刊 ， 一 些 年 轻 人 坚
持 用 中 文 写 作 和 投
稿 ， “ 印 华 文 学 ” 犹
如 石 缝 中 的 小 草 顽 强
地存活着。

中 新 社 记
者：1998年，华文在
印尼刚刚解禁，您就
和志同道合者创立了
印华作协。当时您的
初心是什么？

袁 霓 ： 上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中 期 ， 我 们 一
群 失 学 的 年 轻 华 文 写
作 者 开 始 向 《 印 度 尼
西 亚 日 报 》 副 刊 园 地
投 稿 ， 因 而 相 识 、 相
聚。1996年，我们联系
了 一 些 同 时 代 的 华 文
作 者 和 一 些 老 作 者 ，
以 中 秋 联 欢 的 名 义 办
了 一 次 文 学 座 谈 会 。
出 乎 意 料 的 是 ， 报 名
要参加的有200多人。
当 时 举 行 了 两 场 文 学
研 讨 ， 成 为 印 华 文 学
的 一 个 转 折 点 。 之
后 ， 印 华 文 学 界 人 士
每 月 都 会 进 行 一 次 规
模 不 等 的 聚 会 ， 慢 慢
凝聚起情谊。

1998年5月印尼社
会 发 生 动 荡 后 ， 我 们
认 为 应 该 用 好 手 中 的
笔 争 取 权 益 ， 团 结 好
印 尼 友 人 特 别 是 印 尼
文 学 界 的 朋 友 ， 通 过
文 学 增 进 互 相 了 解 。
我们15个志同道合者一
起 创 立 了 印 尼 华 文 写
作 者 协 会 ， 就 是 印 华
作协。

中新社记者：30
多年来，印华作协运
作得如何？印华文学
有哪些创作成果？

袁 霓 ： 3 0 多 年
来 ， 印 华 作 协 积 极
开 展 华 文 华 语 文 化 活
动 ， 出 版 新 书 、 开 办
华 文 书 展 、 举 办 研 讨
会 ； 与 各 地 文 友 交
流 、 沟 通 、 合 作 ， 扩
大 印 华 写 作 者 阵 容 ；
参 加 国 内 外 各 项 文 学
活 动 ； 积 极 鼓 励 和 培
育 少 年 写 作 者 ， 做 好
薪火传承的工作。

为 提 高 印 华 文 友
们 的 写 作 水 平 ， 我 们
连 续 举 办 各 种 征 文 比
赛 、 翻 译 比 赛 和 研 讨
活 动 。 除 了 积 极 推 动
和 发 扬 华 文 文 化 ， 我
们 也 非 常 重 视 与 印 尼
非 华 裔 作 家 的 交 流 ，
推 动 印 尼 语 和 中 文 的
双 向 翻 译 工 作 ， 把 印
华 作 品 介 绍 给 非 华 裔
读 者 ， 促 进 非 华 裔 印
尼 人 对 华 人 文 学 和 中
华文化的了解。

印 华 作 协 曾 与 印
尼 文 学 社 联 合 出 版 双
语 诗 集 《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轰 鸣 》 ， 成 为 印 尼
华 裔 与 非 华 裔 文 学 团

体 第 一 部 联 合 出 版 的
书籍，共收集50名华裔
和50名非华裔诗人的诗
作 ， 每 首 诗 都 用 印 尼
文 和 中 文 呈 现 。 发 布
会现场聚集了300多名
华 裔 和 非 华 裔 作 家 ，
引起很大轰动。

2004年，印华作协
在 万 隆 市 承 办 两 项 国
际 会 议 ， 同 时 举 办 第
五 届 世 界 华 文 微 型 小
说 研 讨 会 及 第 九 届 亚
细 安 华 文 文 艺 营 ， 来
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多名代表与会，这
是 印 尼 华 文 文 学 界 第
一 次 举 办 世 界 性 文 学
会议。2014年，印华作
协 承 办 了 第 十 四 届 亚
细安华文文艺营；2018
年 ， 承 办 有 1 8 个 国 家
和地区200多名作家参
加 的 第 十 二 届 世 界 华
文 微 型 小 说 研 讨 会 ，
向 世 人 展 现 了 印 尼 华
文 写 作 者 的 实 力 和 水
平。

通 过 频 繁 交 流 ，
国 外 文 学 团 体 了 解 了
印 尼 华 文 文 学 的 发
展 ， 印 华 作 协 在 世 界
华 文 文 学 界 中 的 地 位
也得以确立。

如 今 ， 印 华 作 协

在印尼拥有14个分会。
作 协 会 员 的 作 品 涉 及
华 文 文 学 的 各 领 域 ，
运 用 各 种 表 现 形 式 ，
佳作不断。

中 新 社 记 者 ： 印
华文学如何推动文明
互鉴？印华作协在中
印尼两国文明互鉴中
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袁 霓 ： 文 学 无 国
界 。 作 为 世 界 华 人 文
学 的 一 支 重 要 力 量 ，
印 华 文 学 在 推 动 印 尼
与 中 国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方 面 可 以 发 挥 独 特 作
用 ， 印 华 作 协 在 这 方
面大有可为。

在 创 立 印 华 作
协 时 ， 我 们 将 协 会 的
宗 旨 确 定 为 团 结 印 华
写 作 者 ， 交 流 写 作 经
验 ， 提 高 写 作 水 平 ，
发 展 印 华 文 学 ； 透 过
文 学 与 文 化 活 动 ， 提
高 印 华 族 群 与 其 他 族
群 的 人 文 关 系 ； 通 过
文 学 、 文 化 活 动 增 进
印 华 文 学 与 世 界 各 国
文 化 的 交 流 ， 加 强 彼
此的了解和友谊。

在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方 面 ， 我 认 为 印 华 作
协 在 三 个 层 面 可 以 发
挥 独 特 作 用 ： 华 裔 与

非 华 裔 间 的 文 化 交 流
合 作 ； 印 尼 与 中 国 之
间 的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
印 华 文 学 与 世 界 各 国
间的文化交流。

每 一 种 文 化 、 每
一 种 文 明 都 有 其 独 特
的 闪 光 点 。 作 为 印 华
作 家 ， 我 们 一 方 面 传
承 着 中 华 文 化 、 呈 现
着 中 华 文 明 ； 另 一 方
面 又 深 受 印 尼 文 化 的
熏 陶 ， 体 验 着 印 尼 文
明 的 魅 力 。 文 学 让 两
种 文 化 、 两 种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 交 相 辉 映 ，
印 华 作 协 责 无 旁 贷 、
也大有可为。(完)

受访者简介：
袁 霓 ， 原 名 叶 丽

珍 ，祖籍中国广东
梅 县 ， 生 于 印 尼 雅 加
达 ， 第 三 代 华 裔 。 印
华写作者协会(简称“
印华作协”)主席、印
尼 华 人 作 家 。 从 小 深
受 华 文 文 学 影 响 ， 醉
心 于 文 学 创 作 。 著 有
短 篇 小 说 集 《 花 梦 》
、 微 型 小 说 集 《 失 落
的 锁 匙 圈 》 、 散 文 集
《 袁 霓 文 集 》 、 中 印
尼 双 语 诗 集 《 男 人 是
一 幅 画 》 、 诗 合 集 《
三人行》等。

袁霓：传承华文文学
如何推动文明互鉴？(下)

袁霓，原名叶丽珍
第十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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