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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故事
瓦苏基·沙斯特里（Vasuki Shastry）的新作

《印度尼西亚的复兴》（Resurgent Indonesia）的封

面是凤凰涅槃图—这是对印度尼西亚自1997—
1998 年灾难性的金融、经济和政治危机以来的显

著变革的一个贴切比喻。这本书的发行恰逢今年

晚些时候将在巴厘岛举行的 IMF 和世界银行年

会，届时全球金融精英将齐聚一堂。这将有力提

醒我们：印度尼西亚从危机的黑暗深渊到现如今

稳定、民主、分权、经济充满活力的状态，是多

么大的进步。

该书对印度尼西亚令人震惊的崩溃和随后的

崛起进行了广泛报道，实际上记录了金融、农业

和政治三场危机，它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偶然发

生的，并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作为一名训练

有素的记者，沙斯特里利用轶事、个人反思和采

访来阐明危机复杂的前因后果，以及国家复兴背

后的因素。

本书的前半部分探讨了 1998 年危机的演变。

沙斯特里的描述生动地说明了在命运攸关的时期，

许多利益如何相互关联从而影响事件的发展，比

如那些对其政策的政治影响知之甚少的国际和印

度尼西亚的技术官僚，意图捍卫自身利益的政治、

军事和商业精英，而普通工人、农民和学生在危

机中则首当其冲，要求改变现状，包括在政府中

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在 1998 年 5月的一周时间内，

危机突然降临，街头骚乱达到了高潮，四名学生

在特里萨提大学惨遭杀害，总统苏哈托最终下台。

本书的后半部分集中描写嘈杂的、混乱的后

苏哈托时代向民主、出版自由、加强人权和法治

的过渡。沙斯特里充分指出了哈比比在其 18 个月

的总统任期内的关键作用，他削减了总统权力，

增强地方政府的作用，恢复基本的各项自由，并

允许东帝汶举行独立公投，同时保护国家的重要

机构和精英们的利益。

但该书对后任三位总统的关注甚少—阿卜

杜拉赫曼·瓦希德（绰号古斯·杜尔）、梅加瓦蒂、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但却盛赞了总统佐

科·维多多（佐科维）的迅速崛起。对苏西洛的

10 年任期（2004—2014 年）的忽视尤其令人遗憾，

因为这段历史本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佐科维接

手的是一个腐败猖獗、基础设施严重不健全、燃

料补贴不可持续、对少数民族越来越不宽容的国

家。

自称乐观主义者的沙斯特里将印度尼西亚描

述为“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群岛”，这是事实，但这

个说法也将印度尼西亚许多深层的社会、经济、

空间和宗教分歧一笔带过。更失败的是，这本

书的散漫风格经常像它描述的事件一样起伏而混

乱，并且时不时离题去描述其他国家的挑战，特

别是印度和中国的挑战，这都是毫无用处的内容。

尽管它有缺点，但《印度尼西亚的复兴》是

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在其历史关键时期的文献

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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