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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利用台湾杨聪荣博士的著作 5新秩序下的混乱: 从印尼暴动看华人的政治社会关系6, 分析有关暴动发

生的过程, 发现其中存在着统治精英和社会上的抗争力量从不同方面利用华人问题, 进行 /暴动操作0, 以之为政治斗争的

一种特殊手段; 并相应地寻找理论与实践模式来做 /暴动解除0 的设计, 根据一定的方案来加以防患, 减少其祸害的程度。

/暴动操作 ) 暴动解除0 可以当作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来加以调查研究; 值此全球化区域协作、以人为本和人权主义的时

代, 印度尼西亚华人可以利用境内外、国内外的社会网络, 对印度尼西亚国内少数极端主义分子的行动加以暴露, 挫败其

/暴动操作0; 特别是, 可以利用中国和东盟的交流合作体系等平台, 参与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发展、国家建设。这一切既敏

感又复杂的活动, 如能达到理想效果, 则是以非政治化、非意识型态化、非族群体化的原则, 用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的方

式进行操作的一种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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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is paper ana lyzes the cause of the rio ts of 1994- 1998 in Indonesia on the base o f the book w r itten by

Dr1 Y ang C ongrong- Chaos under theN ew Order: The Socio-P oliticalD im ension of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as seen

f rom the R iots of 1994 - 1998. It f inds that bo th the ru ling elites and an t-i e lites have used ethnic Ch inese in / v io-

lence m anipulat ion0 as a spec ialm eans in their po lit ica l confrontations. This paper correspondently pursues theo-

ries, practice and pa tterns to design / V io lence Reduction0 to prevent from and lessen the degree of the / v io lence

m an ipulation0. / V io lence m an ipu lation0 and / V io lence Reduction0 can be treated as object ex istence to be re-

searched and theorized. In the era ca lling for reg ional cooperat ion, hum anism and hum an rights, ethn ic Chinese in

Indonesia shou ld use a ll ava ilab le dom estic netw orks and internationa l connect ions to expose and beat ex trem istsp
/ v io lence m an ipu lation0. In particular, the cooperative m echan ism betw een Ch ina and ASEAN can be used as a

platform to partic ipate Indonesiaps socia l construct ion and national construction. A ll these aforem entioned de licate

and com plicated behav iors are, ideally, pub lic affa irs w hich are operated by in public adm inistrat ion pattern on a

non-polit icized, non- ideo log ized and non-ethnic ized princ ip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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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华人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体系
结束进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后, 60多年来, 时常被

原住民 (特别是爪哇人 ) 中的极端主义分子以暴

动 ) 反暴动的形式加以攻击, 成为无辜的受害对

象; 1998年 / 5# 13事件 0, 华裔妇女的遭遇, 更是

对人类尊严和文明大义的粗暴践踏。

1998年 5月 13- 15日,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发

生针对华人的暴动。在这个悲剧中, 大量的华人妇

女遭遇到暴徒有计划的袭击。国际社会及世界华人

对这种灭绝人性及对人类文明赤裸裸的挑战行为,

做出了严厉的谴责。不过, 暴动导致苏哈扥政权的

大崩溃及印度尼西亚政局的大转弯, 还有印度尼西

亚华人的社会发展及印度尼西亚 ) 中国关系的相应
改善。这些都为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合作及有关在地

经济的改弦易辙, 意外地 (或者说必然地 ) 带来了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学界对印尼暴乱的探讨持续不断¹ , 杨聪荣博

士对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发展的调查研究著作

5新秩序下的混乱: 从印尼暴动看华人的政治社会

关系6 (台湾国际研究学会 2007年出版 ) (下面简

称 /杨著0 ) 就是其中之一。本文结合杨著, 利用

作者自行开发的理论与方法论 (如, /暴动操作 )
暴动解除0, /差异性因素的多元化处理0, /三跨
越 0 等 ) , 来分析印度尼西亚这么一个新生民族、

新进社会、新兴国家在社会发展、国家建设中, 因

其先天缺陷和后天失调, 使其统治精英处于微妙的

情境: 缺少先例可援。但相对于某些人以 /暴动操
作 0为手段迫害华人, 站在其对立面的华人便可回

应以 /暴动解除0; 这种 /典范转移 ) 体制创新0的
挑战, 使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社会发展主流中, 可以

发挥前卫性的作用。

绪言: /暴动操作 ) 暴动解除 0是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发展理论与

发展策略的问题
一曰, 自其建国到苏哈扥的所谓 /新秩序时

期 0 ( 1967) 1998年 ) , 印度尼西亚各地便不断地

发生 /社会性暴动0; 20世纪 90年代是其高潮, 而

/五月风暴0则是 /高潮中的高潮 0。
二曰, 在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 /社会性暴

动 0中, /排华暴动0 虽是其特点, 但不是所有的

/暴动0都是针对华人华商的 /排华暴动 0。那么,

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暴动 0 才会演变为 /排华暴
动0呢?

三曰, /社会性暴动0 是否已成为印度尼西亚
社会发展中 /建制性、构造性、程序性0 的, 近乎

/社会管治、发展策略0 的一种活动? 即, 有某些

群体的政治力量对暴动不时加以策划和有序推行,

以遂其政治目的? 所谓 /暴动操作0是也?

四曰, 如果确有 /暴动操作0 [ x ] 其事, 那

么, 可否反其道而行之, 见招拆招, 先行采取各种

有效的措施, 探索一套相应的理论、方法论及策

略, 进行针锋相对的 /暴动解除 0 [ y] 呢?

五曰, 在社会变迁中,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

现代化过程中, 由于对发展的理论、实践、范式未

能做有效的处理, /社会运动0 和 /社会性暴动 0
[ x] 层出不穷。这是否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 而

两者有何不同? 是否可对之加以跟踪、跟进, 做某

种方式、某种程度的防患处理 [ y] 呢?

六曰, 当人们谈论印度尼西亚华人 /融入主流
社会 0 时, 何不索性从探索 /暴动操作 ) 暴动解
除0 [ x- y] 着手, 从前者及于后者 [ xy y ], 再及

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 z ]; 即 [ x ] y [ y ] y
[ z] 呢?

七曰, 如果, [ x ] y [ y ] y [ z] 可以构成

/新发展典范0, 是否必须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外、国

内外的层面, 做非意识型态化、非政治化、非族群

化的处理; 即把相关事务当作公共事务, 以公共行

政、公共管理的方式来营运之呢?

八曰, 抑有进者, 这样的事情是否也可以是

/世界华人体系 0、 /华夏体系 0、中国和印度尼西
亚双边关系、中国和东盟区域合作如 10+ 1 /10+ 1

FTA, ,的大框架中进行交流合作的一个项目呢?

一  把印度尼西亚 /社会性暴动 0
当着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

和社会现象来加以调查研究

杨著的启示在于, 学者是可以把印度尼西亚连

年发生的连串 /暴动 0及其中的 /排华暴动0, 当作
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来加以调查研

究和进行学理探索, 视之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构性

现象, 是一个可用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加以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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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五月风暴 0 十周年之际, 香港城市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香港印度尼西亚研究学社、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等在香港联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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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尼西亚 /社会性暴动 0 所做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议论, 发生浓厚的兴趣, 特写此文。



社会过程 (杨著, 第 6页 )。

根据杨著所进行的调查研究, 虽然印度尼西亚

/一再发生针对华人的暴动 0, 但 /有强烈的华人
中心主义0的华人研究, 其 /族群问题0 或 /经济
层面的问题 0等 /两种常见的论述方式都有偏废之
处 0 (杨著, 第 7页 )。即两者都不能解释为什么

有些暴动指向华人, 有些却不波及华人。所以, 作

者认为, 要对这个充满差异性因素的问题, 做多元

化的 / SARA式 0的宏观处理。
也就是说, 要寻求暴动同族群 ( Suku)、宗教

( Agam a )、种 族 ( Ras ) 及 社会 集 团 ( Antara-

go longan) 间的关系; 不能把排华运动孤立起来探

究, 强调其 /独特性0, 而要视之为 /印度尼西亚研
究0的一部分, 要认识到 /印度尼西亚有其独特的
历史背景与文化特质0 (杨著, 第 11- 12、15页 )。

二  不是所有印度尼西亚的暴动都
是针对华裔族群的 /排华暴
动 0

根据上述 / SARA0的理论与方法, 杨著分析

了 /新秩序时期 0的一系列暴动, 发现不是所有印

度尼西亚的暴动都是 /反华暴动0:
杨著对 20世纪 90年代初期一系列暴动的分析

议论是: 这些最初都不是什么重大的政治事件, 也

不尽是排华反华的运动, 大体上是社会经济问题使

民不聊生而上街示威; 一旦有大学生或工运人士介

入, 便形成一种 /社会力0, 欲罢不能, 无事变有

事, 小事变大事 (杨著, 第 19- 22页 )。

由于印度尼西亚的政经体系问题及其社会发展

尚处于初级阶段, 其社会上没有中产阶级、公民团

体及中间力量进行协调, 而华人亦无见识与能力适

当介入, 地方当局更不能用公共行政、公共管理方

式加以处理, 只能利用军警进行粗暴的镇压了。于

是, 又出现人权问题和种族问题。这就使暴动和反

暴动的事件层出不穷了。

显然, / 7# 27事件0便是 /此种反公权力类
型暴动的高峰 0; 亦即, 普通市民的生活问题和公

民权益问题, 由总统及中央政府所操作的国家机器

不能从上到下、从外到内地予以纾解, 而地方层面

又无社会团体及非政府组织进行沟通协调, 这就使

那平时便有诸多运作问题的残缺不全的在地市政系

统, 难堪重负, 最终出现社会动乱。一旦社会矛盾

演变为政治斗争, 国家和公众在街道上形成对垒的

局面, 上升为国家安定的问题时, 便不再是一般的

在地的公共行政体系可以处理的公共事务 ) ) ) 何况
印度尼西亚根本还没有这么一个 /体系 0呢?

这种欠缺沟通、协调的体制性、操作性的问

题, 即国家和民众之间没有一个中介性的公共行政

体系的状态, 其实是众多发展中国家 (包括中国

大陆 ) 在现代化和国家建设中遭遇到的困局。印

度尼西亚是其中的特殊个案 ) ) ) 其现象及后果是,

执政者和反对者都被逼从不同的角度, 立即在大街

小巷摆开阵势来 /硬拼硬 0, 非用 /暴动操作 0 的
方式来攻击对方, 迫使对方出局不可。

于是, 这种 /暴动 ) 反暴动 ) 暴动0 / /暴动
) 反暴动 ) 反反暴动 0的恶性循环, /引发了新一
波一连串的暴动事件, 印度尼西亚因此开始进入暴

动频仍的新阶段0 (杨著, 第 24页 )。

三  /各种社会力和公权力发生冲
突 0下的 /社会性暴动 0 及
/排华暴动 0

普通市民及其团体从民生问题的社会抗议开

始, 由自发性变成组织性, 演变为有组织、有纲

领、有领导、有战策、有程序以及有路线图的行

为, 济之以大学生的参与, 其集体行动便由量变发

生质变, 成为一种 /社会运动 0; 其间即蕴藏着暴
动暴乱。

因为, 当社会运动不能逼使执政者同抗争人士

进行对话并且协商解决问题时, 集体行动便会升

级; 于是, /暴动和反暴动 0便是对立双方 (挑战

者与被挑战者 ) 都可以利用的特殊手段 ) ) ) 它是
一种决战的手段, 犹如沙场上的武器弹药。因为暴

动可以使在地社会进入紧急状态, 震动全国; 亦可

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威慑对方 ) ) ) 而在这样的
失序失范事件中, 市镇里的华人商店, 由于缺少自

卫能力, 便难免成为暴徒、暴民、乱民肆意攻击的

对象 (杨著, 第 32- 33页 )。

不可否认, 一旦民生凋弊、社会不安引发社会

冲突事件, 繁华街道两旁的华人如果不能先发制人

或后发制人, 同 /麻烦制造者 0进行沟通和谈判,

软硬兼施, 其人身及商店便成为各种动机的示威者

及暴徒暴民不可避免、轻而易举的攻击对象, 甚至

是一种战利品。而地方政府和军警当局在其间扮演

的暧昧角色, 亦颇耐人寻味 (杨著, 第 33- 34页 )。

所谓 /暴民、暴徒、乱民0, 都可能是抗议人

士及在地军政警两方对 /暴动操作 0 的一步棋子、
参与行动的队伍; 由于华人反击无力, 委曲求全,

事后又不能兴师问罪, 这就不是什么险棋了。或者

说, 示威者和游行者, 在双方的 /暴动操作 0 中,

有不少人可以摇身一变, 马上成为打砸抢烧的恶

棍。这就使 /反华暴动 0 升级, 一发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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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著, 第 35- 37页 )。

从良好管治、社会和谐的观点来看, /暴动操
作 ) 暴动解除0的范式、机制未能形成的情况下,

社会冲突、社会动乱的情境是难以避免的。

) ) ) 抗争者在集体行动的初期, 还派代表同在

地军政警等公权力体系沟通或谈判, 显然是寄希望

于在地权威体系采取有效措施来纾解民生困苦; 但

由于这种社会经济危机是全国性的, 在地政府其实

也无能为力, 故满足不了异议者的要求。

) ) ) 抗争者在派遣代表求助于地方政府的同
时, 是否曾企图或尝试派遣代表同华人华商的领袖

或团体 (或地方上其它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的代

表性人士 ) 进行沟通或谈判, 就民生、族群及治

安等问题交换意见, 并要求华商华社予以谅解, 伸

出援手呢? 如果试过沟通, 为什么没有效果? 如果

没有沟通过, 为什么华人在当地长年居住和做生

意, 未能同多数族群建立一定的沟通关系呢?

) ) ) 在地政府、在地有识之士 (如伊斯兰教

教士、大学和中小学的教师、大学生团体以及华人

团体等 ) 和华人华商长年在一个市镇里共同生活,

为什么不能同后者进行 /跨越群体、跨越产业、跨
越文化 0的 /三跨越交流协作0呢?

) ) ) 各个在地政府除了有其组织、能力及效率
问题之外, 显然地, 其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理

念、态度、精神也有所欠缺; 因此, 对于市民的痛

苦, 未必能感同身受, 善用政权, 以公共行政、公

共管理来提供公共服务的。

杨著所谓 /各种社会力和公权力发生冲突 0之
论 (杨著, 第 43- 44页 ) 击中了事物的要害。所

谓 /执政为民, 以人为本 0, 即是在地政府和上级
政府能够为民众提供必要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

一旦此 /公权力体系 0不能利用其手中的政权提供
此等公共服务时, 个人和群体的生存发展便会出现

问题。有了问题的民众, 既不能在体制之内有序有

范地寻求解决之道, 社会运动, 乃致于 /社会性暴
动 0便是进出于体制的解决之道。长此下去, 政权

掌控者因其无能与失治, 将失去对政权掌控的有效

性和合法性, 最后在选举中或暴动中丧失其统治

地位。

可见, 对 /公权力 0 的冲击、攻击和 /公权
力 0对此的反应, 势必涉及对做为社会体系基础的

产权的冲击、攻击。华人华商作为此社会体系及产

权体系、产业体系的一个特殊群体, 在一个又一个

类似美国中西部的龙卷风里, 势必被席卷进去; 无

妄之灾也好, 代罪羔羊也好, 覆巢之下, 岂有

完卵?

四  暴力使用的结构与营运: /公
权力 0受到严厉挑战时的 /暴
动 0与 /反暴动 0

读者可以在杨著中的个案调查研究中发现, 众

多暴动后面其实都有 /黑手 0: /暴动 0、 /反暴
动0、 /反反暴动 0 , ,各有一只 /黑手 0; 因此,

一个 /社会性暴动 0里, 大大小小, 里里外外, 有

不少只 /黑手 0都在进行操作。它们不都完全对准
华人华商, 只不过华人华商集中的地方都是暴动发

生的大舞台; 其财物商品又显得很突出, 所以便难

以幸免了 (杨著, 第 48- 49页 )。

一旦各层次的政府不能善用政治权力于提供公

共服务时, 受到压力和损害的东西 (包括虚拟性

的社会制度和情境架构 ) , 这里那里出现的松动松

散马上引发众多的社会问题、社会运动、社会对

立、越轨行为、社会混乱以及社会失序。高高在上

的中央政府和统治精英如果不能在体制内来解决问

题, 便以暴易暴, 使用武力镇压, 甚至利用暴动 /

反暴动来制止抗争者和暴民发动的暴动 (杨著,

第 51页 )。

当国家机器掌握者与 /不同族群及宗教信仰等
背景的人无法找到平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0时, 前

者对后者也可以用 /相互冲突的方式来处理0问题
的。而面对 /径行暴动行为的民众0时, 统治精英

/采行暴动方式0, 更是 /师出有名, 应心得手0。
总之, 对中央政府和在地军政警来说, 既受困

于民众的暴动, /对透过正式管道来实行社会正义
没有信心 0, 便可理直气壮地 /仰赖军队强力压
制0了。

显然, 靠军事政变上台的苏哈扥总统及其它统

治精英, 亦非善类; 以暴易暴, 以 /反暴动 0对付
/暴动0, 是其家常便饭; 这包括牺牲第三者 (如

华人华商 ) 来进行政治重组、社会重组。众所周

知, 他们上台时, 用 / 9# 30事件 0来杀人, 其中

便有不少华人; 现在, 政权动摇, 利用 /五月风
暴0, 便是其脱围而出的不二法门和唯一出路了。

五  暴动是一种集体行为: /暴动
的形成还须要有特殊的社会

机制的运作 0
杨著指出, 在 20世纪 90年代下半叶, 苏哈扥

政权的统治已经出现后劲不继的现象; 特别是 1997

年下半年的金融风暴, 更使它进入风雨飘摇的

状态。

其一, 在金融危机中印度尼西亚盾暴跌, /印

#66#

东南亚研究  2009年第 1期               SOUTHEAST ASIAN STUD IES



度尼西亚失血最多, 损失最为惨重0 (杨著, 第 72

页 ) ; 有森林大火, 森林大火造成的烟害被认为是

事件的肇因 (杨著, 第 76 - 78页 ) ; 有海难与空

难; 有干旱, 使有米仓之称的爪哇岛也 /须要向外
界进口粮食以应日常需要 0, 而烟害持续, 也是产

米区农作物收成大减的原因。更有甚者, 官商勾

结, 造成粮价暴长, 民众怨声载道; 遂引发粮食危

机, 是为 1998年 /新春暴动 0 的导火线 (杨著,

第 78- 79页 )。 /新春暴动 0 既是经济危机, 又涉

及族群关系 (杨著, 第 79 - 80页 )。金融危机已

经使本地失业问题严重, 而在东盟各国打工的印度

尼西亚工人又因被辞工而返回印度尼西亚, 更使社

会问题恶化 (杨著, 第 81- 82页 )。

1998年上半年, 民怨日深, 政府束手无措。

在这种情况下, 抗争者和各层面的政府便以 /暴动
操作0来求解脱, 即各方从不同角度和特殊利益出

发, 都在玩弄暴动和反暴动的游戏, 而所谓华人问

题便成为其引子 (杨著, 第 84页 )。

根据杨著的解释, 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大小城镇

的一连串涉及华人的暴动, 很难惯性地用种族和贫

富悬殊等因素来加以解释。所谓排华暴动, 其实是

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集团进行较量时, 用以发动群

众以遂其政治目的的传统手法: 各方殊途同归, 对

华商的抢掠起到 /誓师 0、 /劳师 0、 /兴师 0 以及
/班师0、 /犒赏0 的作用, 是暴动中的 /嘉年华0;

这就难怪双方都有意发动群众把矛头对准坐以待毙

的华商。

所谓 /暴动操作 0, 就是台前幕后的抗争者和
在地军政警都要从华商商店的熊熊大火中显示我方

的政治动员、政治斗志, 而且预期对方、全国以致

于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政治意图呢。 (杨著, 第 86

- 87页 )

/杨著0 的主题之一即在于对印度尼西亚连年
连串暴动的 /特殊的社会机制 0加以探索, 特别是

从 20世纪 90年代后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开始,

/到暴动社会行动的全面爆发, 其中的原因及运作

机制0 (杨著, 第 87页 )。

六  /五月风暴 0: /纵观各地暴乱
的形成及其过程, 几乎全是出

自于相同的铸造模型 0
有众多不同方面的数据显示: 1998年 5月中

对华人的攻击, 是涉及不同方面 /暴动操作 0 的
演出: 它有 /剧本 0, 有 /演员 0, 还有 /有理论、
有实践 0的 /导演 0, 掌握时机, 看准地点, 按部

就班地 /一幕一幕 0 展开, 莫不显示其 /暴动操

作0 的 /本领 0!
至于把对华人妇女集体施暴列入 /剧情 0 里,

可能是斗争双方中的某一方 (不一定是亲苏哈托

势力的一方 ) 的一个 /大胆动作 0。因为它具有最
大的震撼性, 可以把整个 /剧情 0带到一个高潮,

并产生预期的 /戏剧性效果 0而逼对方在国内外舆
论的压力下黯然出局 (杨著, 第 39- 40页 )。

结果, 除大量的印度尼西亚民众及印度尼西亚

华人在暴乱中遭殃之外, 出局的反而是庞然大物的

苏哈托总统及其政权本身。

或许可以这么说, 人类历史进入第三个千年,

是应该有理论也有范式, 以 /暴动解除 0 来对付
/暴动操作 0 的。
首先, 有人企图狂妄地在印度尼西亚相对发达

的市镇地区, 针对印度尼西亚相对开放和进步的市

镇居民进行 /暴动操作 0; 此时此地, 是不容易关

起门来, 我行我素, 按本子办事的。

其次, 一旦剧情 ) ) ) 事情败露, 任何 /暴动
) 反暴动 0 手段的主持人、导演、全职演员、临
时演员、起哄者, 在落幕之后, 都可能被穷追

不舍。

第三, 在一个追求现代化、多元化、民主化、

优质化的社会和国家里, 一小撮统治精英及其集团

对一部分国民的攻击, 不管用什么借口, 都是不会

得到其日益进步的国民的容忍的。

第四, 值此全球化区域合作时代, 对一个国家

/地区发生的对人类尊严、人类文明的最低标准都

敢于置之不理的野蛮行为, 国际社会也是不会予以

容忍的。

第五, 对罪犯, 如果在其国内不能得到应有的

审判与惩罚, 国际社会应以适当方式对这些人及其

群体予以追究及加以制裁。

第六, 对于暴动、暴乱发生的大背景, 即社会

矛盾所在之处, 在连年连串暴动暴乱之后, 有关群

体、地区、国家的有识、有志、有力之士应进行检

讨并寻找可行的发展范式来予以解除; 而国际社会

亦有一定的义务, 以适当方式予以支持。

因此, 正常的情况下, 暴动是各方人士必须三

思而后行的一个可怕的手段。

七  危机处理: 针对 /暴动操作 0
的 /暴动解除 0的理论与实践
问题

如果上述几点结论是正确的, 那么, 对于印度

尼西亚共和国及其各个族群、群体 (特别是印度

尼西亚华人及印度尼西亚各界进步人士 ) 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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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坏事变好事, 从 /暴动操作 0 [ x ] 中找到

/暴动解除0 [ y] 的模式?

现在, 史无前例地, 出现了一个 /机会的窗
口 0, 即可以在理论 ) 实践上找到对策。

如果尝试不成功, 不排除在未来岁月里, 还会

有无数的 /社会性暴动 0以及 /反华暴动0; 而不戒
除此恶习, 印度尼西亚亦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发

展、和谐社会 [ z] 可言的。

综合杨著和印度尼西亚研究、发展研究有关的

现象、观点、理论, 可以对印度尼西亚社会发展、

国家建设 [ w ] 和连年连串的暴动暴乱 [ x] 及其

解除 [ y] , 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

其一, [ w ], [ x ], [ y ] 同印度尼西亚的历

史、现实、未来的发展大势大局有关。因为在历史

上并不存在着印度尼西亚这么一个国家和一个相处

无间的所谓 /民族大家庭0, 这一切都是在荷兰统

治的荷属东印度基础上发展出的 /新生事物、新兴
体系0。它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社会所需
要的传统、精英、体制、硬件软件都需要从头开

始、点滴做起。所以, 它的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

范式、过程 [ w ], 都是得之不易、难于处理的。

其间, 充满未定性和对立性, 即健康力量和华人社

会要同那些对暴动暴乱加以操作的群体、势力

[ x] 做艰苦的竞争、斗争 [ y] , 以决定印度尼西

亚发展的前景、前途 [ z]。

其二, 在社会发展、国家建设 [w ] 的大问题

悬而未决的情况下, 群体族群之间关于发展范式的

竞争、斗争 [ x] > < [ y]。由于没有西方国家那

种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社会的机制, 亦没有

中国的党政体系的强势领导和民间层面的社会协调

能力, [ x ] 便层出不穷; 华人不幸首当其冲, 身

受其害; 但这也不能得到 [ x] > [ y ] , 即 [ y ]

无能为力的结论。

其三, 许多 /危机 0 来自发展中不善处理人和
大自然的关系而引发的环境灾害, 从而亦有因自然

灾害发生后未能有效地救灾、赈灾、重建而引发的

社会抗争。

其四, 许多 /危机 0 是由区域和国际的形势引
发的。比如, 印度尼西亚连年连串的反华排华暴动

是同冷战系统、美国因素有关, / 9# 30事件 0 即
其一; 而 1998年上半年的诸多暴动, 与对 1997年

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处理无力有关。因此, [ x ]

和 [ y] 是要在国际层面进行斗争的 (见下图表 )。

关于印度尼西亚 /暴动操作 ) 暴动解除0 与 /持续发展、和谐社会0 理论与实践的模式

w: 印度尼西亚社会

发展、国家建设的

结构及过程处理

x: 对暴动暴乱的操作 (包括

反华排华的暴动暴乱 )

y: 对暴动的解除 (华人社会

应主动、积极地参与的行动 )

z: 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取

得 (各群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行

动 )

11天灾与环境发生
问题

/问题0 引发的政经、社会问
题可被转化为对抗

对 /问题0 的调查研究及相应

的救灾、重建可解除灾民的

困境

抗灾、救灾、重建的政治对策

及社会参与, 必须是制度性、

社会性、国际性、持续性的专

业运作

21经济发展的模式
与过程处理有缺陷

的问题

/模式 ) 过程 0 问题造成的经
济不发展、欠发展所引发的社

会问题可能导致抗争, 并可转

化为暴动暴乱

针对 /问题 0, 结合产官学人

士进行调研, 探索应变之道;

支持政府、资方及劳方的救急

方案

根本之计可能在于对体制及营

运之道进行改革, 探索新的发

展范式

31政治体制和统治
精英之中出现的操

守操作、有效管治

的问题

民众生存发展未能获得有效的

公共服务而引发的社会抗争问

题 ; 各种社会力量介入, 对抗

争的操作及政府的反应

对 /抗争0 各方采取开放、中
立的态度; 协助各方进方沟通,

产生矛盾解除的协调性方案

产官学及社会各界人士都能正

视并针对政治体制及良好管治

出现的结构性危机, 集思广

益, 推行改革开放的计划

41 区域因素、国际

形势对国内发展可

能产生的正面或负

面的影响

境外、国外因素 (如大国抗争、

全球化、金融危机、全球化运

动等 ) 对内部发展产生不同的

冲击; 有的群体受到损害时求

救于各种压力团体、利益团体,

并易受到后者别有用心的操作

针对境外因素 , 与产官学人士

合作, 做分析研究; 同各党派

及各种压力团体、利益团体沟

通, 共谋矛盾解除之道

促使各方人士正视境外因素对

[ w ]、 [ x ]、 [ y ] 可能产生的

冲击, 在国际层面、国际体系

中, 寻求外因, 以促进印度尼

西亚国内各个层面的发展 [ w、

x、 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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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w: 印度尼西亚社会

发展、国家建设的

结构及过程处理

x: 对暴动暴乱的操作 (包括

反华排华的暴动暴乱 )

y: 对暴动的解除 (华人社会

应主动、积极地参与的行动 )

z: 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取

得 (各群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行

动 )

51中国因素的作用

及其冲击

大国因素中的中国因素及其台

海两岸关系的发展, 可以对印

度尼西亚 (特别是印度尼西亚

华人 ) 的发展 [ w、 x、 y] , 逐

渐地产生更大的冲击, 亦可以

被再次扭曲为抗争的因素

中国的改革开放、高速成长政

策应被公开地研究、讨论及检

视, 从中探索中国因素对印度

尼西亚发展 [ w、 y、 z] 的促

进性作用

可以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双边

关系, 在东盟和中国 10 + 1 /10

+ 1 FTA, 在东盟和中日韩纽

澳印等 10+ 6 /10 + 6 FTA等区

域合作的框架里, 探索有利于

印度尼西亚内部可持续发展的

新典范及动力

61 族群、群体的关
系型态

印度尼西亚没有一个享有绝对

优势的族群、群体, 容易导致

群体的抗争 , 及某一个多数群

体 (如爪哇人 ) 对少数群体的

攻击以建立其优势地位

在正视某一多数群体的势力的

前提下, 争取并维持少数群体

的合法权益; 在各群体间进行

沟通, 防止某一群体用暴力、

暴动、暴乱建立其绝对优势的

动向及努力

根据印度尼西亚建国五大原

则, 即对 /潘查希拉 0 的开发
开展, 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

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族群、群

体、文化多元化、民主化、优

质化的发展体系

71 /华夏体系0 的
开发开展

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和东南亚

及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 (包括

台湾海峡两岸四地的中国人社

会 ) 交流合作所构成的 /华夏
体系0,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危

机中, 仍可被用于反华排华的

操作 [ x ]

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团可主动地

和在地各群体的社团合作, 利

用 /华夏体系0 促进印度尼西
亚内部的发展

在不宜强调 /华夏体系 0 的
/华人特性、中国属性、中华
特性0 的大前提下, 开发它对

印度尼西亚社会发展 ) 暴动解
除 [ w、 y、 z] 可以发生的积

极性作用

81 /模糊情境、危

机情境0 的解除

一旦各种内外危机和不明朗形

势使暴动、暴乱可能出现时

(如地震、海啸、风灾等即将

发生时 ), 各种社会力量及统

治精英都可以重施故技, 发动

其新的 /暴动操作0 [ x ]

面对 /山雨欲来风满楼0 的情

景时, 须引进 /暴动解除 0 的
机制, 在境内、国内同产官学

人士及各族群、群体的社会团

体进行沟通, 并主动地同 /华
夏体系0 及国际社会沟通, 包

括网络发布讯息, 发布 / 预
告0, 进行 /预防 0, 以警告、

制止国内境内某些正在进行

/暴动操作 0 的集团, 在内外

压力下, 三思而后行, 并知难

而退

面对境内国内出现的诸 /暴动
操作 ) 暴动解除 0 的危急情
景, 范围而化之, 使暴动、暴

乱和暴徒、暴民及其幕后的策

划者知难而退 , 悬崖勒马。因

为, 再次玩弄暴动的把戏将使

他们得不偿失并面临 /秋后算
账0 的应有制裁

91 公共行政、公共
管理对 /暴动操作
) 暴动解除 ) 和谐
发展0 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做为一个新兴国

家 , 未能在市政层面, 以在地

的公共行政、公共管理体系来

处理民生、族群、人权、灾害

等问题, 故任何问题都容易升

级为全国性的政治斗争问题

华人的社团及媒介应致力于同

在地市政系统, 就各种 / 问
题0 进行调研、沟通、学习、

考察、培训, 促进 /暴动解
除0 的进程

利用国内外的求治力量, 引进

非政治化、非意识型态化、非

族群化的 /跨越时空、跨越产

业、跨越文化 0 的社会管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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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全球化区域合作中, 利用

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倡导 /暴动操作 )
暴动解除 0的 /三跨越 0 交流合作

因为这篇论文首先是用于参加澳门大学社会科

学与人文学院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 /比较
公共行政0学术研讨会, 为切合其主题, 可以做出

如下的结论:

一、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的发展, 做为印度尼

西亚整体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印度尼西亚

其它层面的发展, 有着共性; 但因其族群背景及文

化传统, 还有同 /华夏体系、中国因素 0 的关系,

又有其特殊性。因此, 它一面同国家层面的体制及

发展有关, 另一方面, 也有其国际特点、华裔渊源;

与此同时, 它还有第三个层面, 即同在地的市镇发

展也有密切的关系。

二、 /多层面 0之外, 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一如

印度尼西亚国家及其整体社会, 也是一个差异性因素

的组合体, 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化、社会网络、生活方

式、宗教信仰、行为标准,,因此, 多元化、差异

性、国际化、在地化是其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 /多层面0、 /多元化0 的结构与过程, 使

华人社会的日常生活和长远发展, 必须更多地同地

方层次、在地社会的发展密切地结合起来。如此,

或许可以发生非政治化、非意识型态化及非族群化

的交流合作, 而不必一味地依靠中央层面的政客或

地方层面的军政警集团。

所以, 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必须参与并推动在

地管治的典范转移: 出之以公共行政及公共管理的

模式, 而不是受中央直接控制的地方军政警系统操

作的传统统治模式。

杨著和许多调查研究指出, 华人一旦落地生根,

同在地管治体系能充分沟通, 其免于被少数人做为

/暴动操作 0 对象的可能性亦相对地减少 (杨著,

第 49- 50、52页 )。

四、印度尼西亚华人应抓紧 /五月风暴0 后出
现的这个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 利用其学校、社团、

媒介以及 /华夏体系、中国因素 0 等建立 /学习
型、创新型、智能型 0 的公民社会; 在印度尼西亚

社会发展、国家建设中发挥先锋队、前卫性的作用;

不是讨论什么 /融入主流社会 0, 而是和其它族群、
群体一起共同为印度尼西亚新发展范式的开发、开

展, 做出其特殊的贡献。

在这样的历史观、世界观、发展观指引下, 印度

尼西亚华人社会应面向当地,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作为一个发展服务平台, 主动地发挥内引外联的作

用: 促使其在地政府同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以

致于中国内地的一些市镇合作, 引进公共行政、公共

管理的方式; 并协助印度尼西亚的市政人员到新、港

等地参观学习; 对印度尼西亚基层的良好管治、发展

处理等事务, 做 /三跨越0的交流合作。
五、在印度尼西亚 ) 中国双边关系里, 在 10 +

1 /10+ 1 FTA以及 10+ 6 /10+ 6FTA框架里, 印度尼

西亚华人应立足当地, 致力于促进印度尼西亚的社

会发展、国家建设 [ w ] , 使 /暴动操作0 [ x] 失去

存在的土壤, 而使 /暴动解除 0 [ y] 当道得令; 这

样印度尼西亚对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追求, 将逐

渐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如果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能在上述领域有所作

为并取得一定的成绩, 除自卫之外, 它还可在印度

尼西亚的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中, 取得其先锋、前

卫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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