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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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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英明
(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1)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 华侨华人; 祖籍国; 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 民族融合

［摘 要］文章就中国侨民与祖国关系的性质和华裔公民与 祖 籍 国 关 系 的 性 质 区 别 及 其 转 化 过 程

作了具体分析，对正确理解当今印度尼西亚华人民族主义精神的性质、特点以及对民族融合问题提出

四点看法: ( 一) 华裔公民在维护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应促进实现印度尼西亚民族融合和民族建设

的进程; ( 二) 华裔公民的利益与印度尼西亚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华人社会不可能出现 “重新中国

化”问题; ( 三) 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华人问题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国家关系问题是两个不同性质的

问题; ( 四) 严格区分中国对待华侨与华人的政策。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关系基于民族感情和文

化传统，不要依据政治意识形态来划分华人社会的不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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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n Chinese Relations with Their Ancestral Countr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History and Reality

LIANG Ying-m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tudi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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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Indonesia have adopted the Indonesian nationality
and become Indonesian Chinese since the end of WWII. The real national integration，

nevertheless，has a long way to go.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ature of two different
relationships，i. 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verseas Chinese and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thnic Chinese in the country while examining its change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characteristics of Indonesian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how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Indonesia， the author proposed four suggestions as follows: Ⅰ )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cultural traditions，ethnic Chinese need to facilitate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assimil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country; Ⅱ) The interests of ethnic Chinese are consistent
with Indonesian national interests，and the so-called“Re-Sinicization”would not happen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Ⅲ ) The so-called“Ethnic Chinese Problem” is an internal issue in

1



Indonesia and should not confuse it with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Ⅳ) There is a watershed between China's policies toward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ose towards
ethnic Chinese，which needs to be carefully different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ethnic Chinese of Indonesia is based on the shared ethnic sentiment and cultural traditions，and
we'd better not to classify the subgroup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line with the political
ideology.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获得独立以后，中国侨民陆续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华裔公

民，这表明他们在政治上已经选择了 “落地生根”的道路。然而，所谓华人问题依然是现今印

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敏 感 话 题。当 前，所 谓 “华 人 融 入 印 度 尼 西 亚 主 流 社 会”的 问 题，

就经常引起华人和其他族群的关注和争论，而华人与祖籍国 ( 中国) 的关系无疑是其中一个重

要因素。［1］

实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经济、政治、军事力量迅速发展，国际

影响力大大增强。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于 1998 年终结后，华人的生存处境也逐步获得了改善。
在这一新形势下，印度尼西亚华人日益显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祖籍国的亲近感。特别是一

些人在庆祝华人节日或举办婚礼等喜事时过分炫耀张扬，或以华社名义举办只邀请某些中国官员

参加的盛大宴会等活动。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印尼官方及其他非华族人士的关注和不满。他

们认为，华裔公民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和对祖籍国的过分亲近行为将不利于他们融入印度尼西亚社

会，也不利于印尼国内各族群的团结。
针对这些现象，中国和印尼一些人士曾忧心忡忡地告诫华人应该 “居安思危”，因为 “反华

的旧势力还存 在”。关 于 印 度 尼 西 亚 可 能 再 次 发 生 排 华 事 件 的 担 忧 又 成 为 华 人 社 会 议 论 的 话

题。［2］
然而，这些忠告虽 “言者谆谆”，但“听者藐藐”，似乎并未引起华社广泛的共鸣。

实际上，当前印度尼西亚华人处境的改善，是否就意味着已经 “居安”了呢? 华人社会 “思

危”，是否只是防范“反华的旧势力”呢? 是否还会出现“反华的新势力”呢? 于是，有人进一步

指出，华裔公民的根本出路在于真正融入印度尼西亚的 “主流社会”。但是，何谓 “主流社会”，

华人怎样才能融入“主流社会”，怎样才算融入了“主流社会”，这些又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
华人能否真正融入印度尼西亚社会，不仅取决于华人自身的意愿，也取决于印度尼西亚政府

采取的政策。但就华人社会自身来说，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印尼华裔公民与祖籍国 ( 中国) 的

关系，如何区分过去华侨爱国主义和当今华人民族主义的性质，可能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之一。
因此，本文试图从这一问题入手，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尼西亚华侨在向居住国公民

转变的过程中，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涵、特点及其演变。

一、历史的分析

印度尼西亚华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涨并非始自今日。仅就 20 世纪而言，辛亥革

命、抗日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是印度尼西亚华侨民族主义精神高昂的时期。但

是，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国家关系的发展以及昔日中

国侨民已转变为居住国华裔公民的现实，确实使当今印度尼西亚华人民族主义以及华人与祖籍国

的关系成为一个更加复杂、多变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
战后以来，印度尼西 亚 华 侨 社 会 逐 渐 向 华 人 社 会 转 化 的 过 程，已 经 历 了 60 多 年。即 使 从

1955 年 4 月中印 ( 尼) 两国签订 《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算起，也可以说，大体上已有整

整四代华人 ( 即大约 20 世纪初期出生的第一代、30 年代后出生的第二代、60 年代后出生的第三

代和 90 年代后出生的第四代) ，经历了这一段充满民族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痛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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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尽管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年龄的华人中，对祖

籍国可能抱着热爱、自豪、怀恋或淡漠甚至忌讳的不同态度，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对海外华侨国

籍采取血统原则的影响，荷兰殖民者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带来的社会后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历

届政府对华人实行的某些歧视政策以及由于印尼各种族集团间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某些种族偏

见，在上述几代华人的内心里，似乎无法 完 全 抹 掉 祖 籍 国 在 他 们 身 上 留 下 的 深 刻 烙 印。也 就 是

说，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回避他们与祖籍国的关系这一复杂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复杂因素，在当今印度尼西亚许多非华族人士看

来，大多数华裔公民依然是 “外来人”，他们 “身在曹营心在汉”，并不想真正实现 “印度尼西

亚化”，也不会真正效忠于印度尼西亚国家。另一方面，在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看来，尽管他们

已经为入籍的国家作出了很多贡献，却依然未能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在社会生活中依然感受到

某些歧视。因此，有些印度尼西亚华人仍然认为，只有祖籍国 ( 中国) 强大，才能保护海外华

人的利益，才能提高海外华人的地位。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问题的外国学者则往往认为，华人是

最难以被同化的民族，因为在他们心底里总是拥有牢固的 “中国情结”，而将中国视为他们永远

的祖国。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正是印度尼西亚不断发生针对华人的种族冲突事件的起因之一。
事实是否如此 呢? 上 述 将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人 对 祖 籍 国 的 亲 近 感 归 结 为 源 于 他 们 怀 有 深 厚 的

“中国情结”的论断似乎 言 之 有 据，却 未 免 失 之 于 笼 统 或 简 单 化，因 而 需 要 更 加 深 入 具 体 的 分

析。如果我们从战后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两国对印尼华人政策

的演变以及印尼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转化的复杂过程来研究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对印尼华人心

中的“中国情结”也许会有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实际的解读。
在 195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签订 《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之前，中国历代政府曾依据血统原则，将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一律视为当然的

中国人，而不论他们当时可能已具有不同的国籍。同时，这些移民后裔中的大多数人也认为自己

是中国侨民。从历史上来看，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政府实际上没有

力量保护自己的海外侨民，致使印度尼西亚华侨常有 “海外孤儿”之感。因此，印度尼西亚华

侨同所有海外华侨一样，心里始终都对祖国怀着一个 “强国梦”。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终于成为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时候，印度尼西

亚广大华侨当然感到十分自豪和欢欣鼓舞，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随之大大

增强。如果说，这就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 “中国情结”，那么，这一情结既是出于海外华侨的中

华民族感情，更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和中 国 政 府 的 全 面 认 同 和 热 切 期 望。可 以 说，在 他 们 的 心 目

中，祖国是他们精神的全部寄托，是他们灵魂的唯一归宿。
但是，接着爆发的国共内战给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困惑。在广大华

侨的心目中，“祖国”这个神圣的字眼开始有了不同的政治含义。意识形态信仰和政治立场的分

歧导致人们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政治变化。到 1949 年前后，由于对中国国民党专

制腐败统治的不满以至绝望，印度尼西亚大多数华侨———特别是热血青年学生———终于抛弃了旧

的祖国 ( 中华民国) 观念，而接受了新的祖国 ( 中华人民共和国) 观念。
1950 年 4 月 13 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印度尼西亚成为

除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外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这无疑进一步加强了印度尼西

亚华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这一变化有力地推动了大批印度尼西亚华侨青年学生相继

回到中国大陆升学的热潮。在同一时期，东南亚各国也出现过华侨青年学生回到中国升学的现

象，但回国的华侨学生人数以及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影响则远不如印度尼西亚华侨。
当然，在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中，也还有一部分忠实的中国国民党人及其追随者———特别是

比较富裕的华侨。华侨当中 不 同 政 治 立 场 和 意 识 形 态 信 仰 之 间 的 这 一 分 歧，导 致 形 成 “左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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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右派”两个阵营，使华侨社会出现了深刻的分化或分裂。当时，几乎所有的华侨社团、华

文学校和华文报刊都成为 “左派”与 “右派”为争夺华侨社会的领导权而激烈争斗的 “战场”。
“两派”在华文报刊上笔战不断，华 文 学 校 的 “进 步 学 生”以 罢 课 和 出 版 墙 报 等 方 式 驱 逐 “右

派”教师和董事的运动接连发生，而某些华侨社团内的 “两派”成员甚至为争夺体现华人社会

领导权的社团公章、会所以及其他公有资产而大打出手。
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华侨社会内，真正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相互攻击的人实际上是很

少的。绝大多数人依然是为了实现心中的 “强国梦”，即认为只有自己拥护的中国政府才能够领

导中国尽快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说，尽管出现公开的分裂和争斗，但直到 1955 年

中印 ( 尼) 两国签订 《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以前，广大印度尼西亚华侨对祖国 ( 中国)

的认同感和归 属 感 并 没 有 发 生 根 本 的 改 变。在 他 们 心 中， 实 际 上 依 然 保 持 着 浓 浓 的 “中 国 情

结”，即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差别只在于 “两派”各自效忠于不同的政权而已。这一现象也

许可以同清朝末年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出现的 “保皇党”与 “革命党”之争相比，因为他们也

都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 “爱国者”。但是，20 世纪 50 年代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出现的分化和分

裂现象，无论从政治分歧的深刻和争斗的激烈程度来说，都显然远远超过了清末时期。
当然，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这一时期出现的上述分裂和争斗现象，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同样存

在，只是由于政治环境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激烈程度而已。

二、华侨与华人: 两难的选择

1955 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 《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签订，使至少两代印度尼西亚华侨

( 即大约出生于 20 世纪初期的一代和出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代) 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一方

面，他们认识到，要在印度尼西亚长期生存和发展，最好加入当地国籍; 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数

人又还没有做好放弃中国侨民身份的思想准备。有些人甚至对中国政府放弃双重国籍政策感到失

望、不解，乃至伤心落泪。当时，正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总理为此曾特别召集一

些华侨社团领导人举行座谈会，详细解释中国政府采取单一国籍政策的重大意义。但是，经过反

复的考虑之后，在条约规定的时间内，也只有少数华侨选择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3］
这样的结果

固然与当时印度尼西亚国内政局动荡以及政策的变化有关，但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当时印度尼西

亚大多数华侨仍然割舍不下内心的 “中国情结”，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中国才是自己永远的祖

国。那些不愿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而想保留 “中华民国国籍”的华侨，虽因未获得印度尼

西亚政府承认而不能如愿，也宁可成为 “无国籍居民” ( stateless resident) ，而不愿加入印度尼

西亚国籍。这一事实说明，当时在大多数华侨中，即使存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仍然

没有放弃他们对祖国 ( 中国) 的国家认同。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印度尼西亚政府就华侨工商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采取种种限制措

施，直到 1959 年发布第 10 号总统法令，明确禁止华侨在省、县和州首府以外的地区经营零售商

业。［4］
针对这一情况，中华人民共 和 国 政 府 再 次 采 取 保 护 侨 民 的 措 施。但 是，从 “外 交 交 涉”、

“强烈抗议”，乃至“派船撤侨”等行动，显然并未收到实际效果。60 年代起，中国在国内外推

行的日益 “革命化”路线，特别是 “文革”中对归侨、侨眷实行的种种歧视和排斥政策，使海

外华侨深感不满与失望。因此，从 60 年代后期起，选择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的华侨人数逐渐增

多。尽管如此，由于入籍手续繁琐和费用昂贵，仍有许多华侨没有能够归化为印度尼西亚公民。
据印度尼西亚官方统计数字及一些学者的分析结果，到 1971 年仍有近 103 万华人没有办理加入

印度尼西亚国籍的手续; 到 1980 年，这个数字降到 46 万人左右; 到 1990 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

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时，仍有大约 30 万名非印尼公民的华人。［5］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苏哈托政府为利用外国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以加快经济增长，对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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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西亚华裔公民拥有的私营企业也实行某些比较宽松的政策，这使华商企业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

遇。与此同时，苏哈托政府在文化上对华 人 实 施 强 制 同 化 政 策，如 禁 止 在 公 众 场 合 使 用 华 文 华

语、取缔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不许华人公开庆祝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强制华人改用印度尼西

亚文姓名等。这样，在 1960 年后出生的华人中，已不可能在印度尼西亚接受正规华文学校教育。
他们除少数人曾在新加坡或台湾上学，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某些不公开的华文补习班就读，或受

家庭影响使用华语以外，自然也不能能使用华文华语了。
然而，苏哈托政府几十年的强制同化政策并未能使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民族意识完全泯灭。在

20 世纪初期和 1930 年后出生的两代华人中，由于曾经有机会接受华文学校教育，自然保留着中

国文化的深刻烙印。也就是说，他们内心的 “中国情结”并未消失。即使在苏哈托政府禁止使

用华文华语的时期，这些老一代华人仍然通过各种途径，阅读港澳台地区出版的华文报刊书籍，

在家中观看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影视作品，或欣赏华文歌曲。
此外，在 1960 年后出生的华人中，由于家庭教育的影响，大部分人仍认同于自己的华人身

份。比如在他们使用印尼文的姓名时，也往往喜欢采用与自己原有的华人姓氏发音相近的名字。
有些华商在印度尼西亚国内使用印尼文姓名，但在他们到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地经商时，又

往往在名片上保留自己原有的华文姓名。这样做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商业活动的方便，但同时也

不可否认所折射出的他们认同自己华人身份的复杂心态。

三、如何诠释当前的华人民族主义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对外经济关系日益密切。随着国际冷

战的终结，中国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也逐渐淡化，而趋向理性务实，从而大大改善了中国同

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这一新的国际形势下，苏哈托政府对中国以及对印

度尼西亚华裔公民的政策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从 1986 年起，印度尼西亚开始通过香港同中

国恢复了贸易关系。1990 年，两国终于实现邦交正常化。在国内政策方面，苏哈托政府放宽对

华人企业的管制，允许华商同中国开展贸易。1998 年苏哈托政权垮台后的历届印尼政府，又逐

步放弃了对华人工商业和华人使用华文华语的限制措施。华文报刊、华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迅速

涌现，新型的三语 ( 印尼语、英语、华语) 学校纷纷成立，华人社会可以公开庆祝春节、元宵

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和举办民俗活动了。这样，印度尼西亚华人不仅获得了商业发展

的新机遇，而且可以生活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
当前，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是，在许多华人的内心中，过去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感情一

旦获得了释放，就往往以自我炫耀的、张扬的形式表现出来。华人不再为自己的血统和身份而感

到自卑和惧怕，不少人反而以此为光荣和自豪。上述事实说明，印度尼西亚华人民族主义精神的

“复苏”或“反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我们对这一现象也必须以客观冷静和理性务

实的精神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我们应当认识到，当前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民族主义精神，与半个世纪以前的华侨爱国主义思

想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
首先，在当前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20 世纪 30 年代出生的那一代受过系统的华文教育、

曾被称为 “爱国进步力量”的华侨大都年事已高，他们对华人社会的影响力也已明显减弱。20
世纪 60 年后出生的新一代华人由于大多未曾接受过华文教育，已不谙华文华语，对中国社会、
政治、历史、文化的认识自然比较肤浅。热爱中国的 “爱国主义”宣传对他们显然已不可能发

生作用。
其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完全不同，即原有的中

国侨民及其后裔已经陆续转变为印度尼西亚公民。他们现在应当效忠的祖国自然是印度尼西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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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而不再是中国。因此，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争取和保障自身作为印度尼西亚公民应有的政

治、经济等合法权利。
再次，正是由于上述两个原因，除极少数华人以外，20 世纪 50 年代在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

曾一度存在的 “左”“右”两派不同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争斗已经基本消失。华人社会中昔日

政治对手的子女们，如今可能已成为携手合作的商业伙伴。
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诠释当前印度尼西亚华人民族主义精神的重新高涨现象呢? 有人将这

一现象归结为印尼华人重新表现出 “爱国” ( 指爱中国) 精神的结果。表面看来，这一说法似乎

很合理，其实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上文已经说明，半个多世纪前的印度尼西亚华侨的爱国思想

和爱国活动，是他们作为中国公民对祖国的政治效忠，是他们对所拥护的祖国政府的认同，是他

们直接参与祖国政治生活的实际行动。这一点，无论对被称为 “亲北京”或 “亲台湾”的中国

人来说，都是如此。如果说，一定要将如今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民族主义精神称作 “爱中国”或

“中国情结”的话，那么，这里的 “中国”已经具有全然不同的含义了。
为了理解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的 “爱国”或 “中国情结”问题的确切含义和症结所在，我

们有必要对一些问题作具体的分析。
对海外华人来说，“爱国”从来是一个比较宽泛和抽象的概念。在谈论海外华人与祖籍国关

系的问题上，人们似乎离不开 “爱国”这个话题，而且往往将它作为划分华人社会不同群体的

政治标准。实际上，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赋予它不同的

含义。这与人们认同的 “国家”概念的内涵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上文所指出，半个多世纪前

印度尼西亚华侨心目中的 “祖国”是中国这个政治实体，即 State。State 一词既指国家，也指治

理和代表这个国家的政权。因此，当时印度尼西亚华侨称中国为 “祖国”或 “我国”，称中国政

府为“祖国政府”或“我国政府”。中国政府则称他们为华侨、侨胞或中国侨民。这是符合实际

的。然而，当今的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认同的 “祖国”已不再是中国，而是印度尼西亚。他们

在政治上效忠的 “祖国”自然也应该是印度尼西亚。因此，他们将印度尼西亚称为 “我国”就

是顺理成章的了。
这似乎是十分浅显的道理。但是，在现今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有些人似乎依然为 “爱

国”的问题所困扰。因此，就出现了 “我爱中国，也爱印尼”的说法。在他们看来，既然身为

印度尼西亚公民，就应该爱印度尼西亚，但作为中国人的后裔，自然也应该爱中国。这似乎并不

矛盾。然而，这一说法却往往招致印度尼西亚其他族群的不满，认为这些华裔公民其实并非真心

效忠于印度尼西亚，而是依然念念不忘他们原来的 “祖国”———中国。
实际上，这些是带有成见或情绪化的说法。如果我们从印度尼西亚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历

史来分析就会发现，当今印度尼西亚华人的 “爱国”之情实际上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那种政

治效忠，而是身为中华民族后裔对母体民族的亲情。因此，人们应该将这种亲情理解为一种民族

主义感情，即 Nationalism，而不是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或政治上的爱国主义，即不是 Patriotism。
从“爱国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化，实际上隐含着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的国家认同的

转变。因此，不应该在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 ( 当然也包括其他国家的华裔公民) 中提倡对祖籍

国 ( 中国) 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我爱中国，也爱印尼”这一含糊的说法，恰恰混淆了这

一政治界限，它必然会导致人们的误读和错误的联想，因此是应该避免的。
1990 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外交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得到了新的

发展。印度尼西亚华人显然感觉到，中国在有关东南亚地区的政治事务和经济发展中正在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面对中国力量的崛起，印度尼西亚

华人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们看到，大量廉价的中国商品进入了印度尼西亚市场，一方面受到了

消费者的欢迎，另一方面也冲击着印度尼西亚一些中小企业和家庭作坊，加上假冒伪劣商品的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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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使一些小企业甚至被迫倒闭。根据印度尼西亚纺织业工会和皮革业工会的统计，到 2009 年，

已有 271 家纺织品企业宣布倒闭，其中约 100 家在西爪哇。［6］
因此，面对 2010 年开始实行的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在印度尼西亚国会、一些政党和工会中都出现了反对的声浪。印度尼西

亚企业界要求政府推迟降低 228 种商品进口关税的措施。为此，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一再说明，

总的来看，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印度尼西亚是有利的，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农产品和

矿产品出口将会增加，已经签署的国际协定也不可能重新谈判。［7］
东盟秘书处也作出澄清说，东

盟—中国自由贸易区 “不是一场零和游戏”。［8］
然而，这些解释并未能完全消除人们的忧虑不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等轻工企业中，有不少正是由华商所经营，而企业的绝

大多数职工则并非华人。因此，工厂倒闭不仅使华商蒙受损失，工人失业问题更是增加了华人与

其他族群之间的矛盾。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许多已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了许多代的华裔，虽然

早已认同印度尼西亚为自己的祖国，但仍然受到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的熏陶或影

响，许多人依然尊奉中国的传统习俗和饮食文化。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交往日益密切，出于各

种目的而学习华文的印度尼西亚华裔青年也逐渐增多。特别是在苏哈托政权长期关闭所有的华文

学校，禁止华人使用华文华语，禁止华人举行传统节日活动等几十年之后，中华传统文化终于有

机会恢复它在印度尼西亚应有的合法地位，因而印度尼西亚华人表现出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热

情，是完全合乎情理的。2010 年的中国农历元宵节期间，在雅加达、万隆、泗水、三宝垄、棉

兰、坤甸、山口洋以及各地中小城市的华人聚居区内，都举办了大规模的群众狂欢活动，而且吸

引了大批非华族群众参与。它使人们不禁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欢庆元宵节的盛况。更值得一提的

是，3 月 3 日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副总统夫妇和多名内阁官员、国会议员以及包括中国大使

在内的部分外国使领馆官员，还应邀一起参加了雅加达华人在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有5000多人

参加的庆祝元宵节晚会。
在印度尼西亚，某些官员者及知识界中都有人担心新一代华裔青年会因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

而出现 “重新中国化”现象，即重新认同于中国而不是认同于他们已经宣誓入籍的印度尼西亚。
实际上，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在世界各国，外来移民后裔对祖籍国的语言、文化怀有感情是

普遍的、自然的现象。在这里，我们同样要正确理解 “国家”一词的复杂内涵。可以说，这些

华裔心中热爱的 “中国”是文化中国 (Cultural China)。他们对中国的认同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认

同，而不是政治认同，不是国家认同。他们所热爱和崇敬的 “中国”，是代表着具有悠久历史的

中华文明的 “中 国”，而 不 是 一 个 作 为 政 治 实 体 的 “中 国”。印 度 尼 西 亚 华 人 中 出 现 的 “华 文

热”或“中华文化热”就是这种民族文化认同的体现，它决不会导致半个多世纪前那种华侨爱

国主义思想和行动的再现。
还有一些华人的 “中国情结”，实际上是对自己或祖辈家乡的怀念，也就是一种乡土情结。

历史的机遇或命运早已决定他们将在印度尼西亚世代生活下去，但他们同时也不会忘记自己家族

的 “根”。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各国移民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中华民族作为具有强

烈的家族或宗族观念的民族来说，也许更是如此。这些华裔心中的 “中国”，只是他们的故乡或

“老家” (hometown，homeland，native place)。笔者认为，可以用 Country 一词来表述这里所说的

“国家”概念，而不是公民所归属的、法律概念中的 “国家”(State)。Country 一词既有 “国家”
的含义，同时也具有 “乡土”、“家乡”的含义，因而更能准确地表达这些华裔心中的实际感受。

诚然，上文只是从理论上对当前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民族主义所作的简要概括和分析，而现实

生活中的情况当然没有如此简单。就不同的个人或群体来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信仰，国家政权

的认同，民族感情的维系，文化价值的传承，宗教信仰的影响，语言礼俗的习惯以及对祖先故土

的眷恋等，或许在每个人心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正是所谓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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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根源、实质、历史和发展变化作出客观的、理性的分析，对

正确理解当今的印度尼西亚 “华人问题”，还是必要而有益的。

四、印度尼西亚民族融合与民族建设

现在回到印度尼西亚华人融入 “主流社会”问题。有人认为，“印度尼西亚华人早就融入主

流社会”。因此，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华人的歧视，是违反 “建国五项原则” ( Pancasila)

的。也有人认为，印度尼西亚根本不存在所谓 “主流社会”，因此也 不 存 在 所 谓 “融 入”的 问

题。这些说法反映了人们对 “主流社会”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

从“民族融合”这一概念说起。
昔日的中国侨民在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后，即从外侨转变为印度尼西亚公民，成为印度尼西

亚民族的一部分。然而，民族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融合不是消灭各个种族集团的文化，

不是以政权力量强制推行的同化，也不是某个占统治地位的种族集团的 “胜利”。融合是不同种

族集团的文化在长期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和交融的结果。
就当前来说，笔者只想强调以下几点基本的认识。
第一，印度尼西亚华人从 “落地生根”到实现民族融合，成为现代印度尼西亚民族的一员，

还要走一段漫长的道路。从历史上来看，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和获得独立以前，确实早已存

在着不同的种族集团，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中国移民的后裔就是

这些不同种族集团中的一员。他们和其他种族世代和睦生活在一起，共同遭受过殖民主义的压

迫，也曾共同为争取国家独立而浴血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裔族群自然应该成为印度尼西亚

民族的一部分。2006 年，印度尼西亚新国籍法取消 “原住民”和 “非原住民”的差别，无疑是

一个重大的进步。［9］
但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仍然面临着民族融合和民族建

设的历史任务。这里所说的民族建设既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的建设。它的目

标应该 是 建 立 一 个 经 济 繁 荣、政 治 独 立、国 家 统 一、文 化 多 元 的 现 代 印 度 尼 西 亚 民 族 国 家

(Nation)。这是印度尼西亚各个族群共同的历史任务。华裔公民应该与其他各种族集团一起共同

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努力。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华裔才能与其他族群实现进一步的融合。值得庆幸

的是，印度尼西亚国家领导人和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接受这一点，他们正在抛弃苏哈托时期对华人

实施的强制同化政策，逐步撤消歧视华人的法令条例，而承认印度尼西亚多种族、多文化并存的

事实。历史证明，只有多元文化社会才是实现国家繁荣和民族和谐的必由之路。
第二，印度尼西亚华人既然已成为国家的合法公民，理应享有他们应该获得的各项权利，同

时也要承担公民应尽的义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世代居住在印度尼西亚，他们的根本利益和

前途与国家的利益和前途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应该获得国家和社会的善待。如果只以某

一种族集团为 “主流社会”，而仍将 华 人 当 作 “外 来 者”排 斥 在 “主 流 社 会”之 外，显 然 是 种

族主义的偏见，是不利于印度尼西亚民族融合和民族建设的。而所谓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可能再

次出现 20 世纪 50 年代那种对中国的 “爱国主义”行动或 “重新中国化”，则是忽视了时代的区

别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因而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判断。
第三，应该着重指出，印度尼西亚华人既然已成为国家的合法公民，所谓 “华人问题”自

然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内问题，而不是外交问题。华裔公民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去争取和保护他

们的合法权益。个别华人的违法行为也必须依据印度尼西亚国家的法律来处理。这就是说，印度

尼西亚国内的华人问题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国家关系问题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而不应该将

它们混淆为一个问题，当然也不应该以所谓 “华人问题”作为处理两国外交关系的政治筹码。
近年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增多，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也更加

密切，两国的关系是友好的。当然，在两国的经济、政治交往中，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考虑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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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某些分歧或矛盾，是国际关系中的正常现象。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两国政府间的友好协商而得到

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往往以此类事件为借口，煽动对当地华裔的不满情

绪。例如，印度尼西亚某 些 新 闻 传 媒 曾 宣 称 中 国 救 济 2005 年 苏 门 答 腊 地 震 受 灾 群 众 的 食 品 为

“过期产品” ( 实际上是误将生产日期当作失效日期) ，另一方面却不愿如实报道中国对印尼兴建

泗水—马都拉大桥提供的贷款援助等。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了某些人所担心的其实是报道中

国对印度尼西亚的这些援助行动可能增强印尼华人对祖籍国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第四，中国作为海外华人的祖籍国，在对外籍华人的政策和宣传方面，也有应该反 思 的 地

方。中国政府已一再申明，中国将坚决实行和平、友好、睦邻的外交路线，严格区分对待华侨与

华人的政策，决不会利用海外华人干涉别国内政等。这一政策受到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华人聚

居国家的欢迎。但是，个别部门和新闻传媒似乎未能细心体察和冷静分析印尼广大华人的处境和

心态所发生的微妙变化，而常常将华侨和华人混为一谈。如一些新闻传媒至今习惯将海外华人笼

统称为 “旅 × × 华侨华人”，将他们的团体称为 “旅 × × 同乡会”，认为海外华人只是在某国的

旅居者，即所谓 “Sojourners” ( 这正是过去许多西方殖民者和学者经常用来称呼华侨的用语) ，

而不是该国的主人。同时，也很少报道外国华裔公民作为一个族群在该国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等领域发挥的作用，而只着重赞扬他们的 “一颗中国心”和 “爱国爱乡”精神，等等。
印度尼西亚华侨在成为该国的华裔公民后，他们同祖籍国 ( 中国) 已不存在政治和法律意

义上的从属关系，但必然还会有经济、文化的交往，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还有对祖籍国的感情。
同样，作为祖籍国的政府和人民，也必然要关注海外华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于正确认识海外

华侨和华人的区别。祖籍国同海外华人的关系是基于民族感情和相同的文化传统，因此必须以亲

情、乡情和友情为纽带，而不再是基于政治和法律的从属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要求海外华人对

祖籍国 ( 中国) 承担原来的海外侨民应该承担的政治义务，不能要求海外华人参与祖籍国 ( 中

国) 的国内政治事务。以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海外华人和社团的标准，实际上是过去

对海外侨民实行的统战政策的延续，是不符合当今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方针和政策的。从根本

上来说，这些做法既不利于海外华人 “落地生根”，也不符合中国和平发展和建立友好睦邻关系

的长远利益。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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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不一，但都 认 为 当 时 只 有 少 数 华 侨 选 择 加 入 印 度 尼 西 亚 国 籍。参 阅 Leo Suryadinata， “Prib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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