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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情绪”影响华人选民

新加坡《联合早报》9日报道，印
尼不少华人选民仍然相信时任印尼
陆军特种部队司令普拉博沃应为
1998年排华暴乱承担责任。在今年4
月国会选举中得票最高的华人国会
议员托尼·瓦多约说，这种“历史情
绪”至今仍然影响许多华人选民的
投票取向，尤其在当年暴乱最严重
的雅加达华人聚集区。

瓦多约说，佐科威主张多元宗教
并存，而普拉博沃对宗教以及少数族
群的立场让一些华人选民难以接受。

因选情胶着，一些人士担心一
旦输赢落差过于接近会引发冲突。
现任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已
呼吁佐科威和普拉博沃双方阵营

“保持克制”。
不过，印尼资深媒体人李卓辉

和瓦多约都认为，选后发生骚乱的
可能性不大，特别是在雅加达等大
城市。瓦多约说，在一些军警驻防较
松散的乡镇，或许会有个别支持者
涉及的零星事件，但局势不会失控。

在雅加达铭登区一家华人经营
的咖啡店里，华人市民亚历山大·昆
托罗同样认为，当地选后发生骚乱
的可能性不大。

候选人否认排华传言

由于普拉博沃参选，华人因素
成为这次印尼总统选举热议话题之
一。

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普拉博
沃与排华暴乱关联。普拉博沃一直
否认相关指认，自称清白。

每当被问到是否应该为排华暴
乱负责时，普拉博沃均简单回答：

“你们去问我老板。”他所说的“老
板”是指当时印尼陆军司令维兰托。

普拉博沃领导的特种部队涉嫌
参与绑架反对前总统苏哈托的活动
人士。他因此被迫于1998年8月离开
军界。然而，对所有这些指控，普拉
博沃从未承认或道歉。他提出应该
推动全国和解，使“国家不再沉浸在
从前的罪恶中”。

支持普拉博沃的人则反驳关于
普拉博沃有排华情绪的传言。《联合
早报》援引他们的话报道，普拉博沃
2012年支持佐科威的“左右手”、华人
政治家钟万学竞选雅加达特区副行
政长官，而且钟万学眼下在普拉博沃
领导的大印尼行动党内地位很高。

由于佐科威竞选总统，钟万学6
月初就任雅加达特区代理行政长官。
如果佐科威当选，他将自动“转正”，成
为印尼首都首位华人行政长官。

据新华社

佐科威现年53岁，印尼斗争民
主党候选人，与前副总统优素福·
卡拉搭档竞选。佐科威曾任中爪哇
省梭罗市长，政绩亮丽，把梭罗打
造为印尼文化名城。他2012年竞选
雅加达行政长官，上任后改善长期
困扰雅加达的交通拥堵和水患，广
受好评。佐科威推行改革，作风亲
民，形象清廉，被誉为印尼政坛的
一道清流。

佐科威获得赞誉的另一个原
因，是他与一些老牌政治人物不
同，与苏哈托时代没有密切关联，
是印尼政坛“新生代”。另一方面，
这使得佐科威在印尼政坛根基不
够深厚，而且他从没有在国家机关
任职，缺乏国政运营和官僚政治的
经验。

对华人的政治歧视依然存在

印印尼尼华华人人
不不忧忧选选后后局局势势

竞选期间，佐科威遭
遇网络抹黑，同样令印尼
华人不安。

5月4日，一则虚假讣告在
微博客网站和社交网络上传
播，不仅宣布佐科威“死亡”，
还诽谤他是新加坡华人后
裔，信仰基督教，中文名叫

“黄金莱”，与数位祖籍福建
的华人私交甚密，甚至佐科
威竞选雅加达特区行政长

官的资金也来自于华人。
这则网络谣言成为佐

科威所获民意支持率被普
拉博沃追上的原因之一。
印尼大学政治分析师哈姆
迪·穆卢克认为，尽管佐科
威阵营予以谴责和澄清，
谣言依然足以迷惑部分选
民，给佐科威个人形象造
成的负面影响难以清除。

佐科威所属的斗争民

主党5月中旬向印尼警方报
案，然而，警方至今没有查
出是谁最先散布这一谣言。

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
研究项目东南亚方向博士
候选人薛松分析说，这一
事件显示，尽管印尼经历
了16年的民主改革，印尼
华人的政治力量仍然微
弱，印尼社会对华人的政
治歧视仍然存在。 普拉博沃62岁，军人出身的他

大打强势形象牌，以发表演说时嗓
门大、酷爱豪车著称，曾骑着一匹名
贵的好马参加竞选集会。他本人和
弟弟都是印尼富豪。候选人财产申
报显示，普拉博沃拥有1 . 5亿美元资
产，比佐科威多出几乎60倍。

另外，普拉博沃得到强硬派伊
斯兰政党支持。今年4月国会选举
中，普拉博沃领导的大印尼行动党
猛增47席，从上届国会的第八大党
跃升至本届国会第三大党，堪称最
大黑马。国会选举后，大印尼行动党
同印尼第二大党专业集团党以及第
七大党正义繁荣党等数个政党结
盟，共同推举普拉博沃作为总统候
选人。

然而，普拉博沃在军队任职时
人权记录劣迹斑斑，他的主要政治
盟友同样有着声名狼藉的历史，如
果他当选，可能给印尼今后的政治
制度带来更大不确定性甚至负面影
响。印尼国内外选举观察员和分析
师对此表示十分忧虑。

据新华社

佐科威的助理卢胡
特·潘查伊坦说，选举委员
会公布最终选举结果之
前，佐科威团队不会采取
任何行动，比如提名内阁
人选。“我们已经等待几个
月，可以再等两到三周，直
到(选举委员会公布)最终
裁定，”卢胡特告诉路透社
记者。

佐科威宣胜大约一小
时后，退役中将、前总统苏
哈托的前女婿普拉博沃也
宣布“获胜”。普拉博沃的
竞选主管穆罕默德·马赫
福兹说，3家民调机构的内
部快速计票结果显示普拉
博沃领先。鉴于计票仍在
进行，他呼吁支持者保持

镇静。
现任总统苏西洛·班

邦·尤多约诺呼吁两个竞
选阵营“保持克制”，在选
举委员会公布最终结果
前，不要让各自支持者公
开宣布“胜利”。

根据印尼法律，官方
选举结果公布后，如果有
异议，候选人可以向宪法
法院提出质疑。政治分析
师道格拉斯·拉梅奇说，候
选人对选举结果有异议是
常有的事，“所以，我们也
许要拖几个星期才能等到
确定答案”。

这是印尼自1999年实
行政治改革以来第三次直
接选举总统。两名候选人

为国家未来制定了截然不
同的前进方向，一些分析
师说，这次选举堪称印尼
的“岔路口”。

在对华政策方面，有
媒体分析，佐科威和普拉
博沃二人上月底辩论外交
政策时，都主打“民族主义
牌”。原本被认为对外温和
的佐科威，强调自己不会
是“无牙领袖”，在处理领
土争端时将据理力争，必
要时将动武。而普拉博沃
的竞选策略暗中以中国为
假想敌，他曾不点名批评
中国对南海的领土主张，
是“印尼面临的最大外部
威胁”，主张印尼采取强硬
态度回应。 据新华社等

两候选人都主打“民族主义牌”

观察

印度尼西亚9日举行总统
选举。当天投票结束后，依据不
同民意调查机构发布的快速计
票结果，雅加达特区行政长官
佐科·维多多(又称佐科威)和退
役将军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各
自宣布“获胜”，而官方最终计
票结果要等到21日或22日发
布。

新加坡媒体报道，印尼华
人倾向于支持佐科威，但大多
不担心选后会出现乱局。

富豪普拉博沃

政坛清流佐科威

人物

9日，在印度尼西亚梭罗，一名选民投票前检查选票。 新华/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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