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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印尼宗教冲突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 印尼宗教冲突的产生, 非一时的宗教冲动, 而

是历史、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 D63( 3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8- 6099( 2000) 04- 0007- 05

印尼独立后,政府一直强调不同宗教的信徒应该相互容忍,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然而事与愿违,宗

教磨擦与宗教冲突(主要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尤其在经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打击之后,宗教冲突更是此起彼伏。从雅加达到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古邦, 再到马鲁古省的安汶, 伊斯兰

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相互残杀,造成了上千人死亡和受伤, 两教关系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印尼为何

难以实现宗教和谐局面, 宗教冲突为何在金融危机之后愈演愈烈,本文拟对此作一番探讨。

一、历史的阴影

16世纪,伊斯兰教已成为印尼群岛大部分地区的主要宗教。与此同时, 基督教也随着西欧殖民者

的入侵进入了这块土地。自从基督教在印尼落脚后,矛盾与磨擦便成了其与伊斯兰教关系的主要内容,

两教冲突达几百年之久。

近代印尼的宗教冲突,完全是由西方殖民者一手造成的。西方殖民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对印尼采取

了分而治之的政策, 即借助宗教信仰的不同, 挑动当地一部分居民反对另一部分居民。16世纪初, 葡萄

牙人征服了马鲁古群岛后,除了疯狂掠夺那里的香料外, 还强制当地居民信奉基督教, 阻止伊斯兰教传

播。当他们在安汶南部立足之后, 立即倾全力使那里的居民信奉基督教,企图利用这些基督教徒来反对

德那地的伊斯兰教徒。葡萄牙人的这种政策, 终于酿成了马鲁古居民的宗教冲突。1565年, 德那地苏

丹海龙大肆杀基督教徒, 捣毁天主教教会,直到葡萄牙人从果阿派来舰队才恢复那里的局势。

17世纪初,荷兰人一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马鲁古的势力, 占领了这块土地。从此, 开始了对印

尼300多年的殖民统治。为了巩固统治,荷兰人在宗教上沿用了葡萄牙人的政策,即利用土著居民的宗

教信仰的不同, 有意识地在各地区、各民族间挑起纠纷,离间关系,制造民族对立。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

是利用信仰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米那哈族和安汶族, 来反对其他民族, 为了培植亲荷势力,殖民当局在

上述民族地区大力发展欧化(荷兰化)教育。通过这种殖民奴化教育,让这些民族的成员有更多机会在

荷殖民机构中任一般官员为荷兰殖民统治者效劳。荷兰殖民者还以优厚的待遇,在以上两个少数民族

中(主要是安汶族)招募大量的殖民军队。安汶军充当了殖民统治者的重要工具,其结果造成了安汶族

与印尼其它民族间的矛盾,并埋下了互相仇视的种子。所以, 在印尼宣布独立后,安汶军就成为反对共

和国的一支反革命力量。

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荷兰统治者还阻挠华人加入伊斯兰教, 极力拉拢华人加入基督教。19

世纪初,荷兰牧师赫尔纽斯在印尼将基督教圣经的部分章节译成汉语, 为向华人传教奠定了基础。

1811 ) 1815年英国统治印尼时期,荷兰传教士古兹拉夫与美国传教士曼特霍斯特合作,首先向印尼华人

传播基督教。到 20世纪初, /浸礼会、圣灵会和其他新福音教会在爪哇华人中吸收了许多教徒。0 [ 1]东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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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中爪哇和西爪哇的华人基督教团体相继成立, 从而使华人在宗教信仰上与印尼大部分土著拉开距

离。

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基督教备受推广, 伊斯兰教惨遭压制, 宗教地位的不平等极大地损害了各宗

教徒之间的关系。为了加强对印尼群岛已占领地区的控制和扩大侵略, 荷兰加紧了在印尼的基督教传

教活动。1802年,在荷兰海牙成立了/ 荷属东印度新教事务委员会0, 以统一组织和管理在印尼的基督

教传教活动。基督教在殖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外岛内地和山区得到迅速传播。到 20世纪 30年代,

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都在印尼发展成为有较大影响的宗教,基督教徒有 150万人,主要在外岛,尤其

是安汶岛、北苏拉威西和苏门答腊的马达高地;天主教徒也发展到了 30万人[ 2]。荷兰殖民当局在支持

基督教传播的同时, 却贬低和压制伊斯兰教, 荷兰殖民当局鼓吹基督教是/优等民族的宗教0, 把伊斯兰

教视为/低等民族的宗教0。美国学者史金纳指出: /和伊斯兰教不同,基督教会在荷兰人统治下享有很

高的威望。基督教同维新、进步和上等社会地位结合在一起的[ 3]。0伊斯兰阿訇的正常的宗教活动遭到

限制和禁止。宗教歧视, 再加上经济掠夺,使印尼人民的反荷斗争此起彼伏。而历次的反荷斗争都是以

伊斯兰教为旗帜,矛头直指基督教徒。如 1825年爪哇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荷起义, 其领导者日惹王子蒂

波尼哥罗在号召中爪哇人民起义的檄文 ) ) ) 5致札巴朗人民令6中,阐明了这次起义的性质,指出: /为改
正伊斯兰教和消灭爪哇岛上的一切异教徒,在日惹进行圣战。0 [ 4]

由上可见, 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是造成印尼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几百年纷争与冲突的关键因素。

从此,两教关系便蒙上一层阴影。虽然两教关系在独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有所缓和,但几百年纷争所留下

的创伤并没有在各宗教徒心中抹平,彼此之间仍存在着心理隔阂。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尼的伊斯兰教徒

显得不够理性和情绪化, 一有人煽风点火便能引起大规模宗教冲突的原因之一。

二、宗教信仰政策的误区

独立后的印尼一直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45年 6月, 印尼建国前夕,苏加诺发表了关于印尼

建国五项基本原则 ) ) ) /潘查希拉0的讲话, /潘查希拉0的主要内容是:神道、民主、人道主义、社会主义。

对于/神道0,苏加诺作了这样的解释: /希望印度尼西亚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每一个公民都能自由地信仰

自己的神,希望所有的公民都能以一种有修养的态度来信仰神道,即不带有宗教利己主义。我国的第一

条原则就是以一种有修养的态度来信仰神道。信仰神道是在于极高的德行之上,不同宗教的信徒互相

尊重[ 5]。0

尽管独立初的印尼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但对如何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却没有作更为详细的规定。当

时官方的宗教政策只是空洞地重复宪法:保证宗教自由, 不同宗教的信徒应该互相容忍, 互相尊重。印

尼官方之所以没有制定更为详细的宗教政策,原因是当时的领导者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的团结与统一

上,颁布五项建国原则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国内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与穆斯林的力量平衡,以保证国家的

团结与统一。政府不愿再制定新的宗教政策来打破这种平衡。由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缺乏详细的准则

以规范各宗教教徒的言行,这为各教派间的争论与对抗埋下了隐患。

在苏加诺时代, 各教派争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的/自由0一词,基督教

徒与伊斯兰教徒对此分歧极大。在基督教徒看来, /宗教信仰自由0就意味着选择宗教的自由,改信宗教

的自由,以及传播宗教的自由。基于这种理解,基督教徒在那些圣经没有达到地方, 使用各种手段来加

速基督教的传播。结果, 基督教徒的人数大大增加。在爪哇, 罗马天主教徒几乎呈现双倍增长, 从 1953

年的 125486人增加到 1965年的 241387人。新教徒也每年增加 20% [ 6]。基督教迅速扩大,伊斯兰教徒

大为不满。在他们看来, 在居民大多是穆斯林的地区建造教堂、为穆斯林提供物质利益、把圣经翻译成

阿拉伯文、建立基督教学校、基督教姑娘与穆斯林男性结婚, 利用这些手段来促使一些穆斯林改信基督

教,致使基督教迅速扩展,这些活动显然是违反了/潘查希拉0。穆斯林认为, /潘查希拉0中的/信仰神

道0并没有含有传播宗教绝对自由的意思,那些已经信仰了伊斯兰教的人们根本没有自由再选择其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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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非伊斯兰团体煽动穆斯林改教是不合法的。

由于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理解不同,致使双方各行其事,关系日趋紧张。而当

时的苏加诺只关心三大力量的平衡,对各教派的活动一概不加干涉, 对穆斯林的不满也不加理会。尽管

当时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没有发生公开冲突,但导致两教关系恶化的/地雷0已经埋下,一有导火线就会爆

炸。果然, / 9#30事件0后,苏加诺被迫下台,新秩序政权建立, 穆斯林正好找到了发泄不满的机会。在

亚齐和望加锡, 先后出现了基督教教堂被毁事件。

新秩序政权同样采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亚齐和望加锡出现了宗教冲突之后, 苏哈托立即发表

讲话, 重申/潘查希拉0原则,强调不同宗教徒之间相互容忍和尊重。然而, 与苏加诺不同, 他对/宗教信

仰自由0的范围作了限定,指出:人们不能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强加于别人,使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一些活

动是不被允许的[ 7]。70年代,印尼宗教部先后颁布了两个法令, 对传教活动作了进一步的限制。法令

规定:不允许对那些已经信仰了其他信仰的人改信他教;不允许地那些已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区散发其他

宗教的小册子、布告、杂志、书和资料;不允许以各种借口对那些已有宗教信仰的家庭进行挨家挨户地访

问,,[ 8]
1983和 1984年,政府在日惹召开了几次宗教会议,官方承认的五大宗教的代表应邀出席了会

议。在宗教会议上, 五大宗教的代表就各宗教的活动准则达成了协议, 其内容涉及到教堂的建造、宗教

的传播、不同宗教徒间的婚姻、丧葬、宗教节日的纪念等。

对/宗教信仰自由0的范围进行限定,给各宗教信徒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这使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框架, 避免了各教派由于对政策的理解不同而发生争执和冲突。可以说,苏哈托时代

的宗教政策与苏加诺时代自由放任的宗教政策相比,有一定进步作用。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宗教政策并

不是一视同仁地实施于所有宗教。由于苏哈托时代错误的民族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没有得到真

正的贯彻执行。其主要表现就是没有平等地看待华人传统宗教。

众所周知, 苏哈托政府在政治上对华人实行/民族同化0政策,强制剥夺其平等的公民权, 如禁止华

人参政参军、关闭华文学校、严禁使用华文、强迫华人改用印尼文姓名等。在这种政策下,华人宗教自然

逃脱不了受压制的命运, 官方明令禁止华人在公共场所举行中国传统的宗教仪式、宴会和庆祝活动。在

苏加诺时代,孔教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同为国家承认的宗教, 而在苏哈托时代,孔

教则失却了与其它宗教的同等地位,国家法律只承认五大宗教, 道教与孔教都不为官方所承认。在新秩

序政权看来,孔教和道教源于中国, 不利于华人的同化,理应受到种种限制。印尼当局通过半官方的民

族统一意识交流机构号召华人放弃孔教和道教, 改宗多数部族的宗教, 即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

歧视华人的传统宗教,鼓动华人改信他教,这种做法实际上正违反了当时所制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历史上荷兰殖民者的/分而治之0的政策,已导致信奉伊斯兰教的原住民与华人在心理上和宗教上

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而独立后的印尼政府对华人及其宗教的歧视,更加剧了这种状态。即使华人响应政

府号召,改变宗教信仰,亦无补于事,排华事件仍不断发生。在苏哈托统治时期,大大小小的排华事件发

生了十多起,穆斯林极端分子大多参与其中。如 1980年 4月和 11月,在苏拉威西的乌戎潘当和中爪哇

的玛琅先后发生了排华骚乱, 两地均有穆斯林极端分子参加[ 9]。穆斯林参与排华事件,也使得华人对伊

斯兰教产生偏见,从而加深华人与穆斯林的隔阂。所以当苏哈托政府号召华人放弃中国传统宗教、皈依

其它宗教时,很多华人选择了基督教或天主教。可以说,苏哈托对华人的强制同化政策不仅没有消除原

有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相反更容易引民民族和宗教冲突。1998年在雅加达发生的针对华人的社会

大骚乱就是一个例证。印尼华人政党大同党主席吴能彬曾对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间的冲突表示过这样

的担忧,他说: /在冲突中,许多信奉基督的华人,恐惶将会遭殃[ 10]。0果然, 在其后发生的宗教冲突中,华

人经常成为受攻击的对象。如今年 1月份,在龙目岛发生了伊斯兰教徒攻击基督教徒的暴力事件, 华人

住家遭到伊斯兰教徒的大肆抢劫, 一些华人纷纷从龙目岛逃往巴厘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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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该是: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

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对宗教的选择是公民个人的私事,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不得强制;另外,国家将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这是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的必然要求。然而,无论是苏加诺还是苏加托政府都没有做到这些。在苏加诺时期,国家没有依

法对宗教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以致于埋下日后宗教冲突的种子。而苏哈托时期,国家对华人宗教备加

压制, 强制华人放弃传统宗教, 这种做法显然有违于宗教信仰自由原则, 这同样是导致民族冲突与宗教

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政治争斗、经济衰退的苦果

在一个多元宗教国家,如果政治经济问题处理不好,往往转化为复杂的宗教问题, 从而导致宗教矛

盾的激化和宗教冲突的产生。印尼之所以在金融危机之后爆发大规模的宗教冲突, 正是这一原因。

在印尼,政府一直强调政教分离,反对宗教干预政治, 尤其反对国家政权伊斯兰化。在有领导民主

时期,虽然苏加诺的纳沙贡原则主张民族主义、宗教(主要是指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三大政治势力的团

结和联合,但实际上苏加诺的目的之一是借其它两大政治势力来防止伊斯兰教势力的膨胀,以维持国家

的世俗政权。因此, 当国内出现伊斯兰教国运动时,他总是毫不留情地给予坚决打击。苏哈托上台后,

继续沿用苏加诺的政策, 严格控制伊斯兰教思想, 对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叛乱和骚动给予严厉镇压。

尽管印尼一直强调政教分离, 但实际上宗教从未真正与政治脱钩,这是因为宗教是动员和号召群众

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式,特别是 84%的印尼人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各

政治集团为达到各自目的,往往有意无意地利用宗教势力,宗教成为政治集团争权夺利、维护统治的工

具。在 1965年的/ 9#30事件0中,苏哈托在镇压共产党、搞垮苏加诺过程中就借助了正统穆斯林的势力,

而正统穆斯林由于不满苏加诺的统治, 以及希望日后能够处于政治中心的地位,自然也格外卖力。苏哈

托上台后,对伊斯兰教势力采取了即限制又利用的政策。当伊斯兰教势力威胁到其政权的稳定时,苏哈

托不惜施用一切手段对伊斯兰教势力进行打击,而当军队的独立倾向有所抬头时,为了抑制军队势力及

其影响,苏哈托又一改过去压制穆斯林势力的政策,采取一些讨好穆斯的行动,如建立伊斯兰教法庭和

伊斯兰教银行, 支持成立四个伊斯兰知识分子组织,苏哈托本人亲自到麦加朝拜等。/这些颇得穆斯林

好感,顿时在穆斯林中掀起了一股拥护苏哈托的浪潮。0 [ 12]

由于印尼的宗教与政治舞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政治上的争斗必然会带来宗教上的摩擦与冲突。

1997年印尼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之后, 政治危机也随之而来。在要求民主、要求全面的政治和经

济改革的呼声下,苏哈托被迫下台。随着各政治集团对国家政权的角逐,宗教冲突也日趋激烈。在印尼

东部基督教集中的安汶地区, 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互相残杀, 自 1999 年 1 月至 2000 年初, 已造成

1135人死亡和 2300人受伤。另外,还有超过 8500处建筑物,包括教学在内遭到焚毁
[ 13]
。

虽然表面看来安汶的宗教冲突最初是由一些穆斯林与当地的一位公共汽车司机发生口角引起的,

但后来宗教冲突愈演愈烈的事实表明, 其背后隐藏着某些政治集团的政治目的。瓦希德和马鲁古省的

伊斯兰教领袖曾就安汶的宗教冲突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次暴乱的幕后操纵者是/追随前总统

苏哈托的恐怖分子0,企图在六月七日大选前使国家不得安宁。1999年 12月 18日, 一群暴民烧毁了印

尼首都东区基督教神学院、戒毒改造所和宿舍,印尼国会议长阿巴丹戎立即发表讲话,指出:这次暴乱说

明有人在幕后利用种族宗教问题挑拨离间
[ 14]
。2000年 1月,报传北马鲁古省 2000多名伊斯兰教徒遭

到当地基督徒的屠杀,尽管军方已经否认有关大屠杀的报道,但雅加达伊斯兰教徒仍不断呼吁要到马鲁

古省向基督徒发动圣战。一些伊斯兰教徒借机给新政府施加压力,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呼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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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制止马鲁古的流血暴乱,否则要求瓦希德总统辞职。为此, 瓦希德总统表示,当局将采取行动对付

准备到马鲁古省向基督教徒发动/圣战0的伊斯兰教徒。不过,他也强调,即使他无法制止马鲁古省的伊

斯兰教徒与基督徒的冲突,他也不会接受数个伊斯兰教组织要他辞职的要求。他说: /他们正在展示他

们的力量,他们还以为他们能够迫使我辞去总统职位[ 15]。0由于宗教冲突日趋激烈,印尼政府于 1999年

底成立了马鲁古调解团, 其成员包括军方人士和人权分子。经调解团调查表明,宗教暴乱与前总统苏哈

托和前国防部长有关。据5雅加达邮报6报道,调解团成员、国立印尼大学的社会学家塔马戈宣称: /马鲁

古宗教暴乱的煽动者是/萨尔帕拉、拉韦亚伊、特尔纳特苏丹和前安汶市长瓦迪梅纳。0萨尔帕拉是伊里

安省土地署的前署长,拉韦亚伊是苏哈托时代的一个青年组织领袖, 也是伊里安省独立运动的重要人

物。塔马戈拉说: /现任政治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维兰托是一个关键性人物, 我们可从他那里追查到暴

乱的所有线索。0他认为挑动宗教暴乱的四名嫌疑犯拥有大量资金,可用来挑起马鲁古暴乱,他还认为苏

哈托和他的几名商界朋党曾提供资金给这些煽动者[ 16]。

尽管马鲁古省的暴乱真相还有待进一步查清,但有一点已非常清楚,那就是这场暴乱并不是一场简

单的宗教冲突, 政坛斗争是导致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政坛斗争外, 经济形势的恶化也是造成宗教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据资料表明,东南亚金融危机

使印尼人均收入从 1997年的 1055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400美元,在全国2105亿人口中, 有将近1亿人

生活贫困,其中 300万人为赤贫。占人口 84%的印尼穆斯林,其中大部分人的经济状况本来就不好,持

续恶化的金融危机更使得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而占人口 7%的基督教徒,其中大部分(很多是华人)

则属于印尼社会经济的中上层,他们的生活远比大多数的穆斯林要好。贫富悬殊使得一些穆斯林心理

极不平衡, 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穆斯林很容易就把矛头对准基督教徒。在一

年多的宗教冲突中, 穆斯林上街乱烧、乱抢基督徒的财产已司空见惯。如 1998年 11 月 22日发生的雅

加达格达邦骚乱,起因是有人散播谣言,说有座清真寺被基督教徒烧毁,结果导致穆斯林怒火中烧,冲上

街头,大肆烧华人的车辆、商店和基督教堂,伤亡惨重
[ 17]
。

综上所述, 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尼各宗教徒之间一直存在着心理隔阂, 而独立后的印尼又未能采取

正确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再加上政治集团对宗教势力的利用及贫富分化问题, 所以, 每当国家出现政

治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政治经济问题便转化为宗教问题, 宗教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可以说,当今印尼宗

教关系出现如此局面,是其历史、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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