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3年03月10日（星期五）                                                                                                                                                                                                       2

当儒家文化在华夏
本土传播的时候，大部
分人都不会认真思考儒
家文化和华文教育之间
的关系，似乎儒家文化
的传播天然以华文为基
础，也就是说，如果不
懂中文，儒家文化就好
像难以传播。而且，我
们看历史上儒家文化传
播到其他地域的时候，
也 通 常 依 托 华 语 文 化
圈，似乎儒家文化自然
要以华文教育为基础。
虽然依托华文似乎是儒
家文化发展两千多年来
的基本情况，但过去几
十年，儒家文化在印尼
的传播情况较为特殊。
印尼华文教育与儒家文
化关系的特殊性在于，
一方面由于印尼华文教
育受到削弱，印尼儒家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自然
相应受到阻碍，但另一
方面，由于华人在海外
的努力，儒家文化的宗
教性维度，不但没有得
到削弱，反而得到了史
无前例的强化。

为 什 么 会 出 现 这
样的情况呢？我们需要
从 儒 家 文 化 既 是 哲 学
思想又有宗教性的特质
说起，才有可能理解儒
家文化在印尼传承的特
点，尤其是儒家价值观

的宗教性传承甚至可以
超越语言，并不完全依
赖华文教育本身是否普
及。在印尼，华文教育
的 削 弱 是 一 个 历 史 事
实，因此儒家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也相应受到影
响，也就是说，关于儒
家思想的哲学性研究和
思想性深度交流也就大
受削弱。可是，因为儒
家文化有重视家庭、孝
顺父母、珍视亲情、兄
友弟恭、仁爱他人、和
谐处世、世界一家等宗
教性特点，在印尼华文
教育饱受挫折的历史境
遇当中，华族不但没有
削弱儒家文化的传承，
反而倍加珍惜、保持、
发扬这些儒家文化带有
宗教性的优点。所以在
一定程度上，印尼儒家
文化的哲学性和思想性
虽然因为华文教育的冲
击而削弱，但其宗教性
反而得到更好的传承和
发展。

首 先 ， 动 荡 的 生
存境遇强化了印尼儒家
文化的宗教性。儒家文
化本身就是在礼崩乐坏
的历史背景中诞生的，
春秋的动乱催生了孔子
孝为仁本的思想，战国
的烽火激荡了孟子的仁
爱观念，后来历朝历代

的儒家思想者，都是在
试图建立理想人格、拯
救人们于水火之中发展
儒家思想的，所以儒家
文 化 在 其 哲 学 思 想 性
之外，本身就有较强的
宗教性。华文教育在印
尼受到摧残，华族的生
存发展非常艰难，可是
这样的历史条件在一定
程度上恰恰强化了印尼
华族的儒家文化价值理
念，并发展成一套具有
宗教意味的在地化宗教
仪式和印尼语儒家经典
系统。华族社群因此更
加重视孝顺父母、敬爱
兄长、仁爱他人，也更
加珍惜“四海之内皆兄
弟”“天命”等有儒家
宗教意味的理念，并在
实践当中形成一套带有
宗教意味的礼乐体系。

第 二 ， 化 压 力 为
动力，凝聚推进华文教
育的共识。艰苦的历史
状态让华族社群更有凝
聚 力 ， 也 更 加 重 视 忠
恕和诚信等儒家基本价
值，如印尼孔庙都把“
忠恕”作为儒教的核心
理 念 ， 鼓 励 儒 教 信 仰
者在实践中努力建构和
谐的家族和社群关系。
家庭和家族内部关系的
和谐是族群之间实现和
谐的基石，尤其在面对
外在的压力时，华族内
部的团结与和谐就更加
重要。所以，华族应该
团结起来一起推进华文
教育。华文教育既是语
言也是文化教育，是超
越宗教和族群的，印尼
已有华文学校能够不受
宗教和族群的限制来开
展华文教育，其成功经
验需要推广。华文教育
不能自我限制在华族内
部，何况其他宗教和族
群已有不少能够讲流利

华语并从事相关问题研
究的人，这对忘却华文
的华族无形当中形成了
压力，所以华人社群要
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推
动并振兴华文教育。

第三，教育与文化
并举，学习和吸收其他
文化。历史上，儒家文
化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
优点，印尼华族在推进
儒家文化的时候，在平
等交流对话的基础上吸
收各族文化的优点，并
与多种宗教与文化展开
深入对话。可以说，儒
家文化在印尼的本土化
过程，已成为儒家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印尼华族在建国五大原
则（班查希拉）的基础
上，在多种宗教、多元
文化交融激荡的历史背
景当中，发展和推进忠
恕 、 己 所 不 欲 勿 施 于
人、人能弘道、和谐共
处等理念，这是对儒家
修齐治平传统理论的新
发展，很有历史意义和
文化价值。印尼华文教
育长期以来通过佛教寺
庙，尤其是弥勒大道等
体系得以维系，华族在
接受华文教育的同时，
不排斥与各种宗教文化
的 交 流 互 动 ， 取 长 补
短，推动了儒家文化的
创新和发展。

第四，发展印尼华
文教育有利族群和宗教
间沟通交流。一些印尼
人在艰难的历史情形当
中学习华文，今天已成
为推动华文教育的中坚
力量，这些人才需要特
别珍惜并得到护持，因
为他们是今天华人社群
推进华文教育的基础。
同时，我们要看到，印
尼孔教作为儒家文化发

展的具体形式，其发展
历史说明，儒家文化和
宗教意识并不需要完全
依托华文教育也可以得
到传承，这在两千多年
的儒家文化发展史上，
可以说是比较独特的历
史文化现象。由于历史
原因，印尼华人选择孔
教的绝对数量虽然相对
较少，但建立孔教并让
国家承认，对于推进孔
教和华文教育的发展都
有帮助，也需要华人联
合各方力量继续付出艰
苦卓绝的努力。所以，
推进华文教育虽然以华
人为主，但不能为宗教
和族群所局限，需要团
结多方面的力量，在宗
教沟通、族群交流和文
明对话当中多方面、多
层次地推进华文教育。

第五，儒家宗教意
识通过祖天信仰可以超
越族群和宗教。印尼华
人虽然信仰不同宗教，
但都继承着对祖天的理
解和体悟，可以说，海
外华人在祖天的指引下
开 疆 拓 土 的 宗 教 性 精
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世
界化的重要一环。祖天
不是死的偶像，不是静
止的牌位，而是活生生
的 、 有 力 量 的 真 实 存
在。祖天不是外在的对
象化，因为祖天洋溢在
天地之间，临在当场，
大美无言，有着无穷的
力量。祖天不是具体的
某个人、某个族群的祖
先，而是天地之间的祖
天。祖天并非天祖，因
为由祖而天，非因天而
祖，祖天不是人格神，
不是有人格性的天祖。
印尼华人通过体会祖天
生生不息的创生力，而
拥有无限活化的力量，
时刻维系和守护对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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