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3年1月11日（星期三）                                                                                                                                                                                                                 第705期

顾问：梁俊祥、容子、意如     
香、吴永健
社长：沈德民博士（退休）
总编辑：李卓辉
编辑部：李卓辉、赵书凝、
韦林汕、孙美玲、谭建源、
赵周欢、张瑞钊、何磊、                   
网站：www.harianbaru.com
电话：081318597128

印尼承认侵人权黑历史
包括排华大屠杀 佐科威深表遗憾

（雅加达11日综合电）
印尼总统佐科威周三承认，该
国过去至少有12起事件大规模
侵犯人权行为，包括1960年代
的反共排华大屠杀，以及1990
年 代 后 期 学 生 示 威 者 失 踪 事
件，并对此表示遗憾。这是印
尼迄今为止最明确地承认这段
最黑暗篇章。

1965年9月30日，翁东中
校指挥其部队与印尼共产党绑
架及杀害6名陆军将领，试图夺
权。以苏哈多为首的军人集团
反击，迅速挫败政变，更推翻
了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
的时任总统苏卡诺，展开大逮
捕，并屠杀共产党人及共产党
同同情者，据信有超过50万人

被杀害。之后苏哈托上台在印
尼开始了长达32年的右翼军人
独裁统治。

大屠杀导致现在已被禁的
印尼共产党（PKI）垮台，该党
曾是全球第三大共产党，仅次
于中国和前苏联。

佐科威周三在雅加达独立
宫发表讲话说：“作为印尼国
家元首，我本着良知和真诚的
心，承认印尼确实发生了许多
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对于这
些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我深
深絡到遭憾。”他并对受害者
和其家人表示同情。

尽管佐科威承认该国的这
些黑暗历史，意味政府此前要
求人民停止的立场改变，但由
于相关法律案件停滞，许多受
害者仍努力寻求正义。

努力公平恢复受害者权利
佐科威表示，其政府将努

力以公平和谨慎的方式恢复受
害者的权利，而不会否定司法
解决方案。但未具体说明如何
做。

他 又 称 ： “ 我 和 政 府 正
在做出认真努力，以便今后印
尼不再发生严重侵犯人权的行

为。”
佐科威去年下令成立一个

小组，负责调查以往的人权侵
犯案件。他于周三收到小组提
呈的报告，并根据这项调查结
果列举在他上台前，印尼于1960
至2000年代初的12起人权侵犯行
为。

除了1965年军事政变，佐
科威还列举了1997至1998年人员
被迫 失踪，1998年5月的黑色5
月暴动，大学生抗议苏哈多长
达30年的独裁统治，遭军警开
枪镇压，当时许多学生被绑架
或枪杀。

他承认，在动荡不安的东
部省份巴布亚省存在侵犯人权
的行为，包括2003年印尼军队和
警察的行动造成数十名平民死
亡，印尼军官并被控在当地犯
下谋杀，酷刑和綁架罪行。

印尼在1960年代控制巴布
亚这个前荷兰殖民地，争取从
印尼独立的运动随之而起，使
该地数十年来深陷动荡。

人权组织：佐科威未道歉
人权组织表示，尽管佐科

威对该国一系列人权侵犯事件
表达遗憾，但与他之前的几位

印尼领导人一样，佐科威还远
远不够，他并未对这些事件道
歉。国际特赦组织印尼分会秘
书长乌斯曼告诉法新社，“光
是承认是不够的，（佐科威）
不该只是表达遗憾，还应该道
歉”。他并补充说，政府应该
通 过 法 院 解 决 权 利 侵 犯 的 问
题。

苏卡诺振兴民族经济为由
反华排华

印尼独立后，首任总统苏
卡诺执政时期，以担心华人入
印尼籍后会成为原住民经济上
的竞争对手，及振兴民族经济
为由，从各个方面对华人进行
限制和排斥，对华商经营的各
个产业限制和监督，并禁止华
侨在乡村从事零售业。当年有
上千家华人零售店被查封，50
万人失去生计，其中13万人被
迫离开印尼到海外谋生。

印尼华人首次遭到大规模
镇压是在1965年至1966年的反共
大屠杀，1965年9月30日，时任
印尼总统苏卡诺的亲信，据称
也是印尼共产党党员的总统卫
队营长翁东“发动政变”，绑
架并杀害了军官阿古斯·维多
约约（Agus Wijoyo）的父亲在
内的6名右翼军方将领。

随 后 少 将 苏 哈 多 发 动 反
共清洗行动，当年10月开始在
印尼全国清扫，镇压共产党分
子，尼共产党中华人居多，但
许多不是共产党员的华人也受
牵连，成为镇压对象。

反共大屠杀约10万至300
万罹难者

据估计，反共大屠杀的遇
难人数在10万至300万人之间，
学界则统计死亡人数为50万左
右，共产党在该事件后，被政
府列为非法组织。

2016年4月，印尼首次举
行针对这场大屠杀的研讨会，
这是该事件51年后，印尼当局

首次面对这段历史，许多屠杀
的幸存者和军方代表都参加该
讨论，但该会并未涉及对该事
咎责问题，也没有讨论诉讼问
题。

苏哈多上任后，坚决反共
防共，并下令以“支那”一词
来取代“中华”，他统治印尼
的30多年来，政府限制华人使
用中文名字，禁止讲华语，办
华校及华文媒体， 强迫华人放
弃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生
活习俗。 

在苏哈多执政的32年里，
华人被排除在印尼的政治，军
事，文化等职领域以外，不能
进入政府部门，军队以及国立
学校工作，只能在经济领域从
事工商业，或在体育界求 发
展。

1998年排华暴乱举世震
惊

1998年5月，印尼发生一
场举世震惊的排华暴乱。 当年5
月12日，约6000名学生和教职员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特里萨克
蒂大学静坐，要求总统苏哈多
下台，在场的军人和警察突然
向在场的人开火，造成4名学生
死亡。

当 时 印 尼 受 到 亚 洲 金 融
危机影响，货币大幅贬值，令
物价飞涨，枪击事件发生前，
示威者已经在街上遊行多个星
期，要求政府改善经济。 

这些游行慢慢演变成反政
府示威，再变成骚乱，目标是
被视为常控印尼经济的华人社
区。

先人所拥有的公司，住所
被砸毁，抢劫，华人妇女惨遭
轮奸，焚烧。 苏哈多最终在多
方压力下辞职，副总统哈比比
宣誓就任总统印尼政府，民间
和联合国人权办事处分別都对
骚乱展开调查，其中发现有最
少85名妇女在骚乱期间被强暴。

1965年，一批印
尼共产党员被赶入
中爪哇一处坑道。

（互联网照片）

1965至1966年印尼经历反共清洗大屠杀，
那次屠杀平大批华人成为受害者。

（法新社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