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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构建多元和谐的印尼社会 是印尼新政府在民主化转型进程中提出的重要执政理念, 其具体实践端赖于当

地社会与华人社会的互动与建构。1998年后, 多元和谐理念在印尼新时期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践促进了印尼华人社团的解

禁与蓬勃发展, 华人社团也由此得以在社会、文教、政治和经济领域主动融入当地社会, 全面参与印尼多元和谐社会的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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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 ild ing a D iversity in Un ity Indonesi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 lic ies brought forw ard by

Indonesia s government during its democrat ic transfo rmation period since 1998, and its implemen,t to the Indone-

sian Ch inese associations, depend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 een them and the loca l soc iety. Since 1998, the practice

of the idea of D iversity in Un ity in Indonesia s nationa l po litical area triggers Chinese associations decompression

and futher deve lopmen.t In th is contex,t Ch inese associations beg in their deeper integ ration into main soc ie ty in ev-

ery field, and tota lly devote them selves into the building o f a D iversity in Un ity Indonesia.

印尼是一个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国家, 但自

1950年建国以来将近 60年时间里, 印尼一直处于

民族国家的构建和调整中, 而印尼华人作为印尼多

元族群中的特殊一员, 亦不断调适自身在不同历史

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至新秩序时代末期, 印尼华

人已沦为被剥夺诸多基本权利的二等公民。 1998

年爆发的五月风暴深深撼动了印尼华人的传统观

念, 华人不得不思考其在印尼的出路问题, 融入当

地社会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其中华人应如何发挥作

用、参与构建多元和谐的印尼社会已经成为重大的

现实问题。印尼国内和国外学者专家对于 融入

当地社会 的定义、概念、方式、程度等问题众

说纷纭, 但对于 多元和谐的印尼社会 的构想

却都主张印尼各族群之间应摒弃种族歧视与隔离,

在保留各自族群、宗教、文化等方面特性的同时,

相互之间保持良好的合作, 共同建设和谐、美好、

富强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在笔者看来, 现阶段印尼

华人在构建多元和谐社会方面的努力方向应当是立

足印尼, 着眼当地, 以主人翁精神积极参与当地社

会事务, 睦邻交好, 改善华人在友族心目中 经

65

SOUTHEAST ASIAN STUD IES 东南亚研究 2009年第 5期

* [收稿日期 ] 2009- 07- 02
[作者简介 ] 丁丽兴 ,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专门史 2008级博士生。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50796?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济动物 的陈旧形象, 同时切实履行公民义务和

行使公民权利, 在印尼政治民主化和多元和谐社会

构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 多元和谐 理念的提出与印尼

华人社团的新发展

印度尼西亚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民族国家, 而

是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基础上超越种族、语

言、宗教等许多不同因素而形成的国家。因此虽然

印尼建立了统一的国家, 但始终面临着将国内文化

不同、发展各异的大小族群凝聚团结为一体的任

务。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提出了多元和谐的印尼社

会构想, 并将建国五原则 (潘查西拉 ) 之一的

民族主义 定位为处理族群关系的基本准则,

在潘查西拉国家里, 我们从一开始就在民族统一

和团结的范畴内, 努力重视和尊重多样性
[ 1 ]
;

既要不断地使任何可以统一的元素统一起来, 更

要承认并尊重无阻于统一过程的各个地区、部族的

特点 (特别是文化方面 )
[ 2]
。这些主张在实施中

的具体口号即为 殊途同归 ( D iversity in Un ity,

亦可译作多元一体或多元和谐 ) , 它要求印尼政府

和民众对待不同民族特性和传统时, 应持有包容开

放的态度, 从而实现苏加诺构想中的 印度尼西

亚有效且具有建设性的统一 。苏加诺的主张亦得

到了当时代表土生华人利益的印尼国籍协商委员会

主席萧玉灿的支持和肯定。

1965年 九 三 事件后苏哈托的上台中

断了这一进程, 其全面同化政策使得印尼华人与中

华文化以及中国之间的直接或间接联系急剧减少。

然而新秩序时代华人与当地族群之间的心理隔阂并

没有因为华人改名换姓、皈依伊斯兰教而消减, 二

者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反而屡遭激化。因此印度尼西

亚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 至今仍未能完全实现真正

的多元民族多元化。或者更具体地说, 多元文化只

限于当地族群中, 对于外来民族和种族, 印尼国家

和社会始终未能以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接纳, 反而

本着 印尼是印尼人的印尼 原则, 日益将这些

包括华族在内的外来族群边缘化。

至 1998年排华暴乱后, 印尼政府推行广泛而

深入的民主改革, 逐渐改变了以往歧视、排斥华人

的不当政策, 鼓励华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1998

年 8月, 哈比比总统在首份国情咨文中呼吁全民团

结, 共同建设一个无种族歧视的多元国家, 我们

不能按照宗教和民族区分印度尼西亚人, 我们大家

都是印度尼西亚人
[ 3]
。继任的瓦希德总统、梅加

瓦蒂和苏西洛总统鼓励当地民众与印尼华人友好交

往。在瓦希德看来, 华人是印尼社会大家庭中的

一员, 是和其他民族享有同等权利的少数民族之

一
[ 4 ]
, 我们看待华人的特性应该与看待其他种

族的特性一样 我们只有顺其自然、平等公允地

将他们当作本国民族来对待, 才能推动他们产生责

任感, 与我们共命运。
[ 5]
在 2002年访华之行中,

梅加瓦蒂亦表示印尼华人 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华人作为印尼民族的一员, 在

宪法上享有与其他公民一样公正、平等的待

遇。
[ 6]
印尼政府对于民族平等的追求和推崇为印

尼华人融入当地营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国家领导

人的多元开放态度则为华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

领域自由、公开发展消除了心理上的顾虑, 而多项

歧视性法令的撤销则直接改善了华人的生活处境。

印尼华人不但开始自由组党建团参与当地社会政治

生活, 而且陆续复办了许多新秩序时代被取缔的同

乡会、联谊会和校友会等华人社团, 此外还成立了

更多新的华人社团组织。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一扫

苏哈托时代的阴霾, 印尼华人社团步入复兴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 1998年后出现的印尼华团大

概有 500个
[ 7 ]
, 涵盖了印尼华社中不同层次、不同

群体的多种需求, 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1)

以联络国内外校友为主的联谊型社团, 如泗水旅雅

中中联中校友会、全球茉华新侨校友联谊会、厦门

大学印尼校友会等; ( 2) 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结

团基础的宗亲会、同乡会, 如雅加达林氏宗亲会、

雅加达福建社团等; ( 3) 以共同的文化、体育兴

趣组建的文娱类社团, 如雅加达中华书法学会、印

尼象棋总会等; ( 4) 按不同宗教信仰结合而成的

宗教型社团, 如全印尼华人基督教会、印尼佛教僧

伽联合会、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等; ( 5) 以经贸

交流合作、共谋发展为主旨的业缘性社团, 如印尼

咖啡出口商公会、印尼中华总商会等; ( 6) 以争

取妇女权益为目标的妇女组织, 如印华妇女、苏甲

武眉印华妇女组织、万隆印华妇女团等等; ( 7)

以公益慈善为宗旨的基金会组织, 如印尼国民福利

基金会、万隆清华希望之光基金会等; ( 8) 以实

现华人政治权益而成立的综合性社团, 如印尼华裔

总会、印尼百家姓协会、印华论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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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华人社团在社会、文教领域的多

元和谐构建

华人社团的不断涌现及其活跃的身影为印华社

会带来了一番新景象。广大华人越来越多地意识到

他们已不再是当地人眼中的 异族 , 而是当地公

民, 是当地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

针对当地民众中的扭曲华族形象, 印尼华团开始打

破华人的自闭状态, 主动关心印尼其他族群的生存

和生活状况, 多层次全方位地参与到共同构建多元

和谐印尼进程当中。

(一 ) 定期召开各种形式的研讨会, 为华族融

入当地社会提供理论指导

华团首先举办各种研讨会和座谈会, 邀请国内

外学者和各界人士, 从理论角度来系统探讨印尼华

人问题、人权问题和族群关系等问题。如 1999年

9月印华百家姓协会在雅加达举办的 华人社会全

国研讨会 , 2002年华裔总会雅加达分会召开的

华族在民族与国家建设中的任务与使命 研讨

会; 又如民族民主论坛在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统

筹部长威多多将军的主持下, 以 华族在印尼多

元化民族的定位 为题, 邀请总统经济顾问夏利

尔、印尼民族大学民族与宗教关系专家苏巴兰博

士、新加坡学者廖建裕教授、国民使命党主席苏特

利斯诺巴齐等人参加座谈会, 分别从政治、经济、

文化与社会四个方面剖析华族在印尼的社会地位及

如何处理与其他族群关系。在 2006年 10月由华裔

总会举办的 青年宣誓节和多元主义精神 座谈

会上, 前总统瓦希德、印尼政府运动机构、民族复

兴党、斗争民主党、国民使命党和民主党的领导人

和成员分别从法律、人权、文化、哲学、社会学和

宗教角度分析印尼社会多元主义的发展态势
[ 8 ]
。

对于华人社会和华团而言, 这些研讨会和座谈会的

召开意义重大, 它们从理论学术高度寻求华族自身

的社会定位, 并对如何与当地民众之间进行沟通融

合这一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二 ) 积极投身各种社会福利事业, 为促进族

群和睦、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创造平台

为响应政府要求华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号

召, 每逢印尼重大传统节日, 各华团都主动到其

他族群聚集区分发节日礼品以表示对友善族群同

胞的关怀与支援, 诸如出资建造道路、修筑民

房、举办义诊、补给日用品等等的活动处处可

见。譬如为庆祝万隆建市 195周年, 万隆闽南基

金会在 2005年为 350名贫民举办义诊; 巨港慈济

基金会借受邀请参加印尼第 60周年建军节军民

庆祝活动之际, 向 1250户贫民发放爱心大米;

百家姓协会下属的亚齐和棉兰华人求助中心在亚

齐地震过后, 曾协助政府修建学校、巴刹、祈祷

堂和医院等基础设施。

印尼华团还设立专项奖助贷学金以资助贫困学

生完成学业, 学生不论族群、信仰皆可申请。在孟

加影旅雅同乡会集会上, 各成员纷纷解囊, 最终筹

得 5亿印尼盾作为孟加影中学公学的教育基金。雅

加达潮州公会在访问高杯山和盐町中学时, 分别捐

赠 1750万印尼盾和 5000万印尼盾用于资助当地教

育事业。梭罗全民公会则设立专项的贫苦学生援助

教育基金, 捐助范围扩大至全国从小学到大学的贫

困学生, 至 2005年, 梭罗全民公会已协助 3100名

学生完成学业
[ 9]
。像孟加影旅雅同乡会和梭罗全

民公会这样乐善好施、慷慨助学的事例在印尼华团

中随处可见。兴办教育事业利国利民, 不但使优良

的传统精神在华人社会中得以发扬光大, 更能通过

解决部分贫困人口的学习和就业问题, 在印尼民众

中重新树立华人的正面形象。

(三 ) 拓展文化交流的渠道, 推动印尼多元和

谐文化格局的形成

印尼华人还有意识地利用各种渠道与途径增进

与友族的联系和往来。首先, 华团经常利用传统中

国节日的节庆活动, 邀请友族参加, 增强友族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如 2003年 2月 16日, 由泗水

华裔联谊会所举办的元宵晚会, 联合其他族群的文

艺演员和华族文艺工作者一起原汁原味地演绎各地

民族的特色歌舞
[ 10]
。其次, 华团注重发挥太极拳、

象棋、武术、国画、书法和文艺晚会等中国传统特

色文化项目的魅力, 提高友族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

兴趣。如三宝垄客家公会举办的客家乡亲歌唱比

赛、印尼象棋总会举办的全国象棋大赛、新中校友

会主办的话剧表演比赛等等, 吸引友族从中受到中

华文化的自然熏陶, 并从中领悟到中华文化的内

涵。印华作家协会和黎明合唱团联手兄弟族群共同

举办赈灾义演, 不但筹得 6000多万印尼盾用于救

济中爪哇日惹等地, 更有利于树立华族的正面形

象, 此次活动还获得印尼著名诗人连德拉 ( Ren-

dra, 原住民主义者 ) 对于华人奉献精神的肯

定
[ 11]
。最后, 华团通过普及中国传统医学知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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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救死扶伤, 加深华族与当地民众的融合度。

中医协会围绕中华传统技艺开设讲座, 举办短期培

训班, 藉此向年轻一代华人和友族传播中华传统文

化。由于草药的使用和中医学的治疗已为印尼大众

接受和肯定, 所以来参加课程学习的不仅仅有印尼

华人, 还有其他当地民众
[ 12 ]
。这样的开班授课不

但让印尼新一代华人继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而且

也扩大了当地民众对华族文化的了解与认识, 可谓

一举多得。

三 华人社团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多

元和谐构建

1998年的五月事件对于印尼华人来说是一场

残酷的暴乱与灾难。华人在付出巨大的财富和生命

代价的基础上, 开始反思其对印尼国家身份认同的

诉求, 华人的 印尼公民意识 开始觉醒。新政

府的民主化改革更为将这种意识内化为新时期华人

文化心理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民主政府的引

导下, 印尼华人将这一心理调适外化为具体的行

动, 来回应和消除过往当地社会对于华族的歧见和

疑虑, 以期达到与友族在互动中共同构筑多元化社

会的目的。

(一 ) 在印尼与中国经贸合作往来中牵线搭

桥, 繁荣印尼经济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和平发展, 中国国际

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为世界各个想要搭乘 中国

号 经济快车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无限的商机。

印尼政府希冀借助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来拉动

已陷入泥潭的国民经济, 印尼华团 (尤其是商会

组织 ) 作为印尼 中国通 , 为中印各个领域的沟

通往来搭建了牢靠的桥梁。

一方面, 印尼华团借助与中国国内侨团或地方

政府机构之间的往来, 获取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相

关信息, 拓展中国市场。以印尼中华总商会为例,

陈大江不但带领华团先后参加西安中国对外贸易理

事会交流会、长春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厦门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和南宁第二届中国 东盟博览

会, 在此期间更协助印尼商业部对外贸易促进局在

北京举办第二届印尼独家展览会, 向世人展示印尼

特有的物产, 从中挖掘与中国合作的商机
[ 13 ]
。另

一方面, 印尼华团努力奉行 走出去, 引进来

的指导思想, 主动邀请中国内地官方及民间访问团

来印尼考察。如广东梅州常务副市长应邀考察梅州

会馆后, 与之签订合约, 设立两地招商引资联络处

以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印尼海南总会邀请海南文

昌市人民政府来印访问, 双方相互交流了投资和贸

易信息, 达成了多项议定书
[ 14]
。华团的这些经济

活动不但扩大了印尼华人企业自身的业务范畴, 无

形中亦带动和扩大了当地企业实体与中国之间的贸

易往来。在印尼华团的穿针引线下, 中印双边贸易

优势得以互补, 2001年至 2006年双方贸易额以每

年平均 18 6%的速度增长, 2006年的双边贸易总

值达到 190 6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印尼第 5大出口

目标国家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国
[ 15]
。而且随着中国

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双边贸易合作关系仍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 印尼华团无疑仍将在这个舞台上扮演重

要的角色。

(二 ) 经常与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层官员保持良

性互动, 不断改善华族生存空间

新形势下的印尼华人融入当地社会, 除强调华

人自身的努力与奋斗外, 更需要获得当地社会对于

华人努力的支持与肯定, 而政府官员 (尤其是高

层官员 ) 显然更能代表当地社会对于华人的立场

与态度。因此除整合华社内部力量积极参与国家建

设外, 印尼华团领导人还利用各种渠道与印尼各级

政府机构互动往来, 建立华团与当地社会之间的沟

通机制, 从中了解政府和印尼社会对于华族观感的

变化情况。

一方面, 华团领导人和精英分子主动上访, 争

取印尼政府官员对废除歧视性法令运动的支持。譬

如印尼国会议员哈尔塔蒂 慕尔达雅在听取华团议

案后, 便表示将努力与人协、国会以及各派系磋商

以争取早日实现华人愿望。百家姓协会在 1999年

至 2002年间曾先后拜访了人民协商会议工作组、

内政部、国务秘书处、国防部长等政府部门和官

员, 就华人国籍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主动与之进行

积极有效的思想交流和意见反馈。另一方面, 华团

还积极邀请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参加华团举办的各

种活动与赛事, 不但可以使其深入了解华族文化的

内涵与意义, 取得他们对于印尼华人坚持传承中华

文化的支持与谅解, 更通过这些活动让政府进一步

认识到印尼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不懈努力以及对于

印尼社会发展所贡献的力量。在 2007年山口洋所

举行的端午节健康竞走活动中, 不但西加副省长、

旅游局长、山口洋市长参加, 连山口洋军分区司

令、警察局局长等高官亦踊跃加入, 并不时在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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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高度赞扬此次活动
[ 16 ]
。

(三 ) 积极参政议政, 推动印尼民主化进程与

多元政治发展

因此, 在新政府改革时期, 尤其是瓦希德总统

执政之后, 印尼华团以各种方式要求政府撤销一切

歧视华人的法令法规, 以求实现全体华族的基本权

利和民族平等, 印尼华裔总会和百家姓协会在这方

面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定位为非政党组织的华

裔总会在 印尼华裔总会章程及细则 中, 明确

提出 呼吁、强调和积极推动华族参政和议政

的要求。2000年 6月, 华裔总会、雅加达孔教协

会、全雅加达校友统筹委员会联合华人政党大同

党、中华党向印尼人民协商会议递交请愿书, 要求

废除 四五宪法 第 6条 (关于成为印尼公民的

条件 ) 和第 26条 (关于总统应是印尼原住民的规

定 ) 这两条种族歧视条例
[ 17 ]
。紧接着百家姓协会、

华裔总会、国家和民族团结委员会、印尼大同党、

印尼反种族歧视运动等华人政团牵头发起全国华人

签名运动, 联名致函瓦希德总统, 提出解散谍报统

筹局 ( B akin) 下属的 支那问题统筹机构 、撤

销 1967年内阁主席团第 6号关于 中国、中华

改为 支那 称呼的通告以及 1978年印尼贸易合

作社部长第 286号关于禁止进口、发行和买卖含有

中文字体印刷品的通令
[ 18]
。

四 印尼构建华人多元和谐社会存在

的挑战和困难

印尼华团积极参与国民事务的努力得到了当地

民众和印尼政府的有力回应, 诸多针对华人的歧视

性条例被废除。在印尼建国 55周年大庆典举办前

夕, 政府还热情邀请百家姓协会、华裔总会等华团

来共商国庆各民族文艺活动节目, 并强烈表示希望

华族能参与这项神圣的任务
[ 19]
。这是一个意义深

远的突破, 30多年来印尼政府首次允许华族文艺

在国家级舞台上正式公开亮相, 这不但是对多年来

华族积极融入主体社会努力的充分肯定, 更是对华

族进一步融入当地社会的激励。

然而在看到印尼华族与友族关系改善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印尼华人在与当地族群共

同构建多元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还存在着诸多的困

难与挑战, 需要华人与当地社会和民众齐心协力

克服。

从华社自身来看, 印尼华人并非铁板一块, 而

是一个多元体。在现在的印尼华人社会中, 大体上

仍存在着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华人群体: 土生华人

和新客华人, 他们之间对于如何看待印尼及中国的

态度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新客华人人数的减少和印

尼华人公民身份的确认, 新客华人第三、四代也因

为接受印尼文化教育, 在思想观念上大多同土生华

人一样, 认同印尼化的生活方式。印尼华人社会正

在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即新客华人土生化。但华人

社会仍存在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新客华人不能适应

本土化要求的现象, 不改变新客华人对于印尼当地

的观念看法, 对于他们及其子孙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将是巨大的思想障碍。从长远来看, 融入主流、融

入当地是保证印华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必要途径。因

此, 有必要对新客华人及其子孙灌输新观念、新思

想, 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之间的团结将大大增强印

尼华人的社会影响力。此外, 印尼华社内部各阶

层、各宗亲、各社团组织、各领域的印尼华人也需

要消除相互间的隔阂与矛盾, 加强彼此的联系、沟

通和协作,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使印尼华人能

够凝聚成有统一步骤行动的、强有力的社会力量。

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印尼社

会中的一些民众对华人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

短时间内不可能轻易消除, 而各友族民众是印尼华

人真正可以长期依靠的朋友和同盟者。在贫富差距

悬殊、经济危机对民众生活影响巨大的今天, 一些

富裕华人奢侈浪费、显耀财富等陋习客观上刺激了

社会上一部分人。这种现象倘被种族主义者和宗教

极端势力加以利用和煽动, 很容易酿成新一轮的排

华暴乱。因此, 华人应发扬勤俭美德, 杜绝奢侈浪

费等陋习, 主动与印尼各个阶层民众在各个领域交

往、交流、交融, 平等对待友族中的中下层民众,

共创和谐社会。华人还可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为当

地社会创造福利。根据印尼政府社会部公布, 2006

年印尼贫穷人口为 3930万人, 2007年仅降 213

万, 为 3717万人, 大约有 1910万户贫困家庭 (不

包括半失业家庭 ) , 其中最贫穷的地区是在农村及

沿海一带
[ 20]
。因此华商可立足立业于当地, 扩大

与地方合作社和农户的合作, 大力发展新型农业,

这样既能在发展营业中赢利, 造福当地民众, 也能

取得当地民众的好感, 有助于缩减华人与当地民众

的收入差距, 无形中亦缓解了双方的经济矛盾。虽

然这并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实现, 但它毕竟代表着社

会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趋势, 是长远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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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尼政府和当地社会来看, 华人活动事迹虽

频频成版见诸于华人媒体报刊, 但与此相反, 当地

穆斯林报刊却较少报道这些活动, 许多边远地区的

民众对此知之甚少, 导致在提倡多元化民主化当中

始终存在着歧视和排挤印尼华人的暗流。2002年

在西爪哇牙律发生了 阿俊事件 , 虽然最终在

印尼华团的努力下, 成功制止了一出反华闹剧, 但

当地行政、立法、司法官员居然见解一致地要求牙

律华社清偿债务的做法, 反映了当地社会中仍存在

着严重的仇华心态。类似事件虽然表面上逐渐降

温, 但它从侧面说明华人与其他族裔之间仍存在着

种种隔阂与不信任, 更提醒着华人社会需要以更开

放、更平等的姿态推动与友族的进一步交往, 潜移

默化地化解这种社会化的仇视心理。因此, 在未来

一段时间内, 印尼华人能否真正实现与当地社会的

完全接轨和融合, 除华人自身努力外, 在很大程度

上还有赖于政府与当地社会共同耐心、审慎、持续

不断地培育, 才能有所成就。当地政府应当实行正

确的华人少数民族政策, 消除当地社会对于华人的

偏见和歧视, 促进华人与当地主流社会的频繁互

动。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改变

的重大社会问题, 需要印尼华人与政府、民众的共

同努力。

因此, 对于印尼华人而言, 构建多元和谐的印

尼社会仍有一大段曲折而漫长的道路要走。或许只

有在印尼不再发生排华灭华事件的某一天, 我们才

能真正实现萧玉灿先生 殊途同归 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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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爪牙律华族药店老板阿俊 (施万金 ) 2002年欠下存户 42亿印尼盾, 遭当地警方拘留。县地方首长协商会议限其于当年 6月底还
清债务, 但期限已过, 阿俊仍不还债。牙律县政府于 7月 3日召集 400名华商开会, 要求全县华人凑款代阿俊还债, 并恫吓此事若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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