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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印度族群是当今马来西亚社会体系中一个重

要的构成单元。毋庸置疑，印度族群在构建马来西亚现代民

族国家的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贡献，其重要性远不能以这

个族群在马来西亚社会中所占的比重来考虑和诠释。

《马来西亚印度人的历史、问题及其未来》系已故的

慕斯达法•德斯蒙德•泰特（Muzafar Desmond Tate）先生的

最后一部学术专著。泰特先生1929年生于伦敦，1952年，

作为英国派往海外殖民地的一名公务员供职于当时的马来亚，从此泰特先生便与这片

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获得英国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OAS)授予的历史学学位后，

泰特先生并没有留在英国而是回到马来亚这个“第二故乡”并长期定居于此。起初，

泰特先生投身教育界，尔后又成为当地一位颇具影响的专职作家。作为马来西亚一位

资深的教育家、历史学家及专职作家，泰特先生在研究马来西亚的历史方面成果丰

硕，颇有建树。本书是泰特先生在晚年接受的最后一次写作任务。之所以对泰特先生

委以这个重任，按本书前言之说，是“为了确保本书立场和观点的客观公正”。马来

西亚这个多元族群社会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马来西亚看似平静的外表实难遮掩涌

动的族群矛盾。

迨至今日，研究马来西亚印度族群的著作为数不少，多数是从一个侧面，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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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等方面来进行研究。《马来西亚印度人的历

史、问题及其未来》是迄今为止一本为数不多、比较全面地研究了马来西亚印度族群

的学术专著。本书以时间为序，以不同的历史时期马来西亚印度族群的发展历程、所

遭遇的问题及对其未来的发展动态等为研究内容，记述了马来西亚印度族群百余年的

历史与现状，重点剖析了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印度族群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独立后的

情况及面临的种种困境。本书对马来西亚印度族群形成的历史及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所经历的某些问题及其原因，都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分析和描述。

就研究框架而言，本书对马来西亚印度族群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细致的疏理和划

分。透过本书，马来西亚印度族群百余年的历史发展脉络跃然纸上，清晰可见，故作

者对马来西亚印度族群的三个发展阶段的划分也是比较合理。就研究内容而言，泰特

先生的这本遗著填补了一个从宏观、多维视角下对当代马来西亚印度族群研究的一项

空白。

通过泰特先生在本书中的研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马来西亚这个

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和现状。马来西亚独立已逾50余年，但这个多元族群的社会

依然在许多方面暗含种族色彩。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的马来西亚社会，实现“2020年宏

愿”，依然需要各个族群的通力协作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美好的设想。这或许是安排写

作本书的目的和旨在传达的深切含义。作为泰特先生晚年的最后一部力著，该书结构

严谨，语言流畅，措辞准确，参考资料翔实，既注意了细节，也把握了全局，基本还

原了相关的历史事实，不失为迄今为止研究马来西亚印度族群中一本较为全面和权威

的学术专著。

尽管如此，由于泰特先生的这本专著在研究时间上跨度较长，超越了百余年的历

史，研究的内容又比较宽泛，所谓智者千虑，难免有一失，就笔者一孔之见，本书仍

然有些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就本书的第一部分而言，作者实际上是想还原马来西亚印度族群形成的这

段历史事实。但就笔者看来，泰特先生对马来西亚印度族群的由来之分析和描述略显

不足。如殖民时期印度族群移民马来西亚的原因、过程及其传统社会的嬗变、变迁等

都没有详细的交代和研析。这些都是还原马来西亚印度族群变迁及形成印度族群的极

为重要的历史依据。

其次，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印度族群在1945-1957年间在认同上的转变及其原因

的分析也似有不足。就认同而言，马来西亚的印度族群在认同上并非铁板一块，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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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华人族群的认同颇有许多相似之处。马来西亚土生的印度人的认同较为倾向于马

来西亚，对这部分印度人而言，马来西亚已非客土而是故土。海峡殖民地的印度人由

于该地隶属英国皇家殖民地，由英国本土直接管理，身份属于英国公民，故这部分印

度人是以身为英国公民为荣耀，在认同上自然倾向于大英帝国。从印度本土直接移民

到马来西亚的印度人，无论时间长否，则由于故土难离，对印度本土始终怀有难以割

舍的感情，因而这部分印度人倾向于认同印度（或南亚次大陆）。

第三，就马来西亚印度人所面临的问题而言，本书谈到的基本上是马来西亚印度

族群在种族政治氛围下的困境，而忽略了印度族群内部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印

度族群因系一个非同质的社会群体，语言、宗教的分类标准将整个印度人社会划分得

支离破碎，极大地影响了印度族群内部的团结，导致印度族群难以在这个多元族群社

会中发挥更多的政治影响力，难以有效维护本族群的权益。而印度人社会特有的种姓

问题、印裔穆斯林在认同上的窘境均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投射出马来西亚印度族群社

会真实的一面和现状。1上述这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被作者所忽略，可以说是本书对

马来西亚印度族群研究在总体把握上一个比较明显的缺憾。

最后，本书在序言中坦言之所以委托泰特先生来承担这本专著的撰写任务，是

为了刻意安排作者作为第三方人士而确保本书的立场和观点的客观公正。但就笔者看

来，本书在某些章节上还是有失客观。如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由于涉及马来西亚的殖

民时期，其时泰特先生曾作为大英帝国的一名殖民官员供职于当时的马来亚，扮演的

是统治者的角色，其对印度移民特别是种植园里的劳工阶层的境遇和受到的不公正待

遇着墨不多，轻描淡写，难免有失客观公正之嫌疑。

总而言之，瑕不掩瑜，上述的不足之处都无损本书的学术价值。我们对已故泰特

先生为本书在晚年所付诸的心血和努力敬意油然。

1 从宗教的角度而言，马来西亚印裔穆斯林与马来族群两者兼为伊斯兰教信徒，故而在宗教认同上二者存在一
致；从身份的归属来说，印裔穆斯林又属于印度族群的范畴，认同印度族群。但在非此即彼的种族政治氛围
的影响下，这种身份归属上的模糊界定和两难选择，将印裔穆斯林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