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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应暨南大学的邀请, 2006年 5月 27- 30日, 印尼前国家领导人 ) ) ) 印尼人民协商会议 (M PR ) 主席、印尼

国民使命党前任总主席、穆罕默迪亚前任总主席、现印尼国民使命党荣誉主席、印尼知名学者阿敏 # 赖斯教授

( P ro f1D r1HM Am ien Ra is) 对暨南大学进行了为期 3天的学术访问, 并被聘请为暨南大学客座教授。期间, 阿敏# 赖斯教

授做了两场学术报告, 分别就印尼民主化进程、中国印尼关系、国际形势等诸多问题发表了看法。参加学术报告会的有暨

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暨国际关系学系师生、印尼留学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印尼语专业师生和广州市、中山市、珠海市的

印尼归侨代表等 130人, 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曹云华教授主持了学术报告会。现对其主要观点和看法进行整理, 以飨广大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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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印尼民主化进程

印尼独立 61年来, 民主进程先后经历了四个

阶段: 第一阶段是国会民主时期, 这是在独立初期

的 10年, 内阁政府寿命很短, 有的仅 6个月就倒

台了。第二阶段是苏加诺时期有领导的民主, 即政

府指导下的民主, 这是 1959年苏加诺宣布回到

1945年宪法而实行的有领导的民主时期。第三阶

段是苏哈托时期的 /潘查希拉 0 民主, 这是苏哈

托 1965年上台后采取的以建国五项原则为基础的

政治。建国五项原则是: 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

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有

两个特点: 一是不允许有反对派, 另一个是不允许

有示威游行。第四阶段是 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

印尼进入民主新阶段, 即纯正民主时期, 印尼走上

了政治改革的道路。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就和

印尼国内大学生们一起来推动民主发展。要把民主

改革提上议程, 关键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改革:

( 1) 修改宪法; ( 2) 消除军队的双重职能; ( 3)

实行地方自治; ( 4) 创建廉政政府; ( 5) 建立一

个法治国家; ( 6) 发展经济。

我认为, 苏哈托必须下台, 他执政太久了, 整

整 32年, 要替换他的原因在于: 印尼是一个共和

国, 而不是一个王国, 王国的领导任期可以是无限

的, 而共和国的国家领导人是有任期的。此外, 领

导人任期越长, 贪污就会越严重; 政府带头贪污,

整个社会就会有更多的贪污。还有重要的一点就

是, 苏哈托认为自己比国家重要, 他把国家利益置

于自己利益之下, 这样一来国家就没有创造性了。

所以苏哈托必须下台, 而且应该平稳地下台, 如果

他不下台, 就会造成流血冲突; 他下台了, 就开启

了民主改革的大门。

自 1998年苏哈托下台至今, 印尼实行民主化

改革有 8年了, 目前印尼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三个有

真正民主的国家 (一是美国, 二是印度, 三是印

尼 ) , 人民在政治上正享受着民主, 尤其是言论自

由的权利, 这在亚洲各国中是最好的。

但是, 印尼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的改革是失败

的: ( 1) 法治建设没有取得成果, 目前, 权力仍

然是属于有钱势的人, 弱势群体无权; ( 2) 经济

改革没有成功, 目前, 印尼失业率在 20% 左右,

经济发展困难重重, 而且贪污严重。所以今后印尼

应该在发展经济和法治建设上下功夫。

印尼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家, 国内 8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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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穆斯林, 此外还有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巴

厘印度教徒、佛教徒、孔教徒等。只有少数的伊斯

兰教徒认为印尼应成为伊斯兰教国家。在实行地方

自治的省份, 如果伊斯兰教徒占绝大多数, 如亚齐

98%的人口为伊斯兰教徒, 则可以实行伊斯兰教

规。在印尼, 宗教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是平息的, 尽

管在 2000年, 发生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流血冲

突, 但总的来说各宗教之间是和谐的。宗教和民主

是一致的, 但是印尼实行民主, 如果没有经济上的

繁荣, 民主就难以实现, 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将印尼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及中国相比, 就会发

现印尼民主发展的特点。在东南亚国家, 马来西亚

的情形像中国, 马来西亚先搞经济, 后进行政治改

革, 这与中国一样。马来西亚民主没有很好地实

行, 但是经济发展很快; 中国政治改革还未完善,

但是经济出现奇迹; 印尼被认为是民主国家, 但经

济上失败。所以有印尼学者认为印尼民主应减少一

些, 让位于经济发展。现在印尼示威游行不断, 外

资都不敢进来。在印尼, 人民虽享有民主, 但吃不

饱, 吃不饱就会发怒。

其实, 很难对中国的民主化进行评价。如果只

是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 中国在许多地方是没

有民主的, 在某些方面, 中国是违反人权的, 但是

我认为一个政府如果能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那就是最大的人权。尽管 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

件, 但是我认为那是个别事件。中国如果实现了繁

荣和平, 实现民主是迟早的事情。有一种理论这样

认为, 如果一个社会中产阶级人数占有 60 - 70% ,

那么民主较容易实现。作为学者, 我不知怎样评价

中国, 我在印尼大学校园做演讲, 常称赞中国的成

功。印尼人口只有中国的 1 /5, 也应该学习中国发

展经济的经验。所以一个国家走向民主化可以有两

条路, 一是先发展经济, 再实现民主化, 如中国和

马来西亚; 二是先发展民主, 后再发展经济, 如

印尼。

二 中国印尼关系

(一 ) 中国印尼战略伙伴关系

2005年 4月,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尼,

同年 7月, 印尼总统苏西诺访问中国, 通过互访,

中国印尼之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世界上, 中

国、美国、俄罗斯、印度都与印尼建立了伙伴关

系, 我希望这种伙伴关系今后有更大的发展。

印尼资源丰富, 但缺乏资金和技术来开发这些

资源, 印尼希望能得到中国的帮助。同时, 中国需

要能源, 而印尼能源也很丰富, 可以给中国提供帮

助。此外, 印尼还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所以中国和

印尼在经济、技术、能源领域的合作空间广阔。

现在我想谈谈对中国的看法。我同暨南大学东

南亚研究所李金亮教授、温北炎教授、李皖南博士

交流之后, 我就感觉到, 如果说 20世纪属于美国,

那么 21世纪将属于中国。这点与马来西亚前总理

马哈蒂尔的看法相同, 他说, 今后应把眼光从西方

转到东方来, 也就是说要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我的

妻子之前曾来过中国, 回去之后对我和孩子们说,

如果要看世界, 不用去西方, 到中国就够了。

3年前, 中国李鹏委员长会见了我。我问他,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 中国有什么秘

诀? 他回答说, 中国的成功没有什么特殊的秘诀,

最大的秘诀就在于上下团结一致、停止争论、更好

地奋发工作。这点对我启发很大, 我认为印尼应学

习中国。印尼有 17, 000个岛屿, 250个少数民族,

有 250种地方方言, 居民生活在数千个岛屿上, 因

此印尼只有一个共同的办法来寻求进步, 那就是屏

弃各种分歧, 团结一致建设自己的国家。

(二 ) 印尼华人的地位

有人说, 印尼存在歧视华人的法令条例, 但我

可以这样肯定地说, 现在印尼是没有这样的歧视性

法令条例的。只是在某些例行检查中, 如华人要办

理护照时需要审查印尼国籍证。我当人民协商会议

主席的时候, 曾呼吁要取消印尼国籍证审查制度。

现在的总统都讲过, 如果移民厅继续刁难华人, 办

理护照要审查印尼国籍证将会被撤职。我的华人朋

友大都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 在商业、工业、新

闻、教育、军队、警察等行业都有华人的身影。我

的老朋友郭建义曾担任经济统筹部长一职, 冯慧兰

现在是贸易部长。华人在许多方面的待遇得到改

善, 甚至有一些人说华人受宠了。华人农历新年已

成为印尼全国性的节日。苏加诺执政时期, 在政策

上对华人并无歧视, 只是在实践中有歧视, 曾禁止

华人在县城以下经商。苏哈托时期有歧视华人的政

策法令, 如不准华人公开庆祝农历新年, 禁止华文

报纸、华文学校的存在等, 甚至舞龙舞狮都不允

许。不过现在可以舞龙舞狮了, 而且还出现华人政

党和华人社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印尼民主化在

发展。

暨南大学印尼留学生提出, 印尼宪法规定只有

原住民才能当总统, 这是不是歧视华人的问题?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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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尽管宪法规定只有原住民才能当总统, 但只

要是三代都是在印尼出生的, 从第三代开始就算是

纯印尼人 ( orang Indonesia asli) 了, 就可以参加

总统竞选了。因此, 可以看出印尼宪法是没有歧视

华人的。不过参加总统竞选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是由许许多多因素决定的, 所以华人在印尼当总统

在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

印尼是个种族多元化的社会, 整体上华族与其

他民族相处得不错。我认为 1998年的社会大骚乱

是印尼民主化历史进程中黑暗的一页, 如果再发生

1998年 5月事件, 印尼在世界上就没有信誉了。

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人民协商会议的主席, 只是穆罕

默迪亚组织的总主席, 当时我在电视上发表讲话,

提倡穆罕默迪亚成员应提供学校给华人避难。其

实, 目前印尼族群之间的冲突是由多种因素造成

的, 如经济因素、人种因素、文化因素、宗教因素

等。如加里曼丹发生的达雅克族与马都拉族的流血

冲突, 苏拉威西发生的布吉斯族与安汶族的流血冲

突等族群冲突事件。世界上类似的情况很多, 如在

欧洲有 30年的宗教战争, 同样是白种人, 同样是

天主教徒, 同样生活在欧洲, 结果却也发生了冲

突; 在美国天天都有这样的冲突, 有句谚语这样

说, 如果你是白人, 你是对的, 如果你是黑人, 你

就是错的, 如果你是棕色的, 你就靠边站。但发生

在印尼的族群冲突多半是因为经济因素。因此我相

信, 只要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给予各族群公正待

遇, 使各个族群团结在一起是可能的。

三 对国际形势的若干看法

(一 ) 目前国际形势

1989年苏联解体, 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 20世纪属于美国, 21世纪

属于中国。我跟马哈蒂尔有同感, 要向东看, 而不

是向西看, 这意味着要把眼光投向东方, 与中国合

作, 然后是日本、印度。

(二 ) 美国霸权

美国想统治世界, 当世界警察。冷战时代要求

世界其它国家要么站在美国一边, 要么站在苏联一

边, 现在要求其它国家要么站在美国一边, 要么站

在恐怖主义一边。美国这样做注定要失败。

中国威胁的说法并不是个坏事, 而是好事。这

像拳击比赛, 中国是威胁, 意味着中国已成为国际

上重量级拳击手。这对美国霸权是一种平衡。发生

在伊拉克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 西半球的一个国家

怎么可以跑到中东去占领人家的国家, 这破坏了国

际的潜规则, 只有美国可以不遵守游戏规则, 我乐

意看到另一个巨人, 那就是中国, 能起到平衡的

作用。

美国是一个一直喜欢有敌人存在的国家。如果

有敌人, 美国就很高兴, 没有敌人, 美国就感到不

舒服。苏联解体后, 美国没有对手了, 只有找中

国, 如果这样就认为中国是个威胁, 那说明美国是

将中国视为平起平坐的对手。因为重量级拳击手看

不起轻量级拳击手。在我看来, 中国应在经济、技

术方面战胜美国, 而不是在军事和战争方面战胜

美国。

(三 ) 恐怖主义

在我谈恐怖主义之前, 我想说明的是人们对任

何同一现象都有不同的解释, 每一个人都在向往美

妙的生活, 包括恐怖分子。站在不同角度对恐怖主

义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 荷兰过去统治过印尼,

对我们来说, 苏加诺是争取独立的领导人, 但对荷

兰人来说, 他是危险的, 是恐怖分子。其实, 恐怖

分子也是人, 也想要一个平等自由的生活, 没有人

愿意作人肉炸弹, 但当一个人看不到希望时, 往往

会用炸弹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我对恐怖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要坚持谴

责、遏制, 但我们也要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恐怖

分子, 分析其产生的根源。试想如果美国国土被践

踏, 美国人被奴役, 美国同样也会产生恐怖分子。

应该说, 世界不公正的存在是产生仇恨和恐怖主义

的原因之一。宗教信仰的差异有时候也会导致极端

主义。在印尼, 伊斯兰教徒大多数是温和的, 但我

们不排除少数极端分子, 如印尼的伊斯兰祈祷团。

对于印尼的伊斯兰祈祷团的看法, 我认为其根源在

于马来西亚, 印尼伊斯兰祈祷团的发起人和领导人

都来自马来西亚, 其头目之一哈扎里已被打死, 诺

丁还在潜逃。目前印尼伊斯兰祈祷团的精神领袖巴

希尔虽然是印尼人, 但曾经也在马来西亚接受过训

练, 我认为对印尼祈祷团要进一步调查。所以我的

观点是对少数极端分子, 我们要把他们包围住, 然

后慢慢引导他们走到正确道路上来。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李皖南、陈建荣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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