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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8涉及是每個

何工會的權利。

化權利國際公釣

然承圧O,

個國家人權受

觀判斷的成

，也

個

＂世

。

過四十項

的程度，

。比如

宗教信仰自

個婦女運動

不過，作者

。其實，也

個人文化背
＂刁早夕, 

上

紐織工會和

＂經濟丶計

八條的·相守 o

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人對這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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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權概況的比轂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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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nq ) 鑑於我國人權狀況為每愈下，集

一起令倡議匯集力量，紐織人權團

衛我國人權。但是，由於得不到官

冊而告吹。當時的首相

現仃馬來西亞人權

艮奸的

日

人八十年代，國內局勢急孿。許多扣留

陸陸續續被釋放。釋放者當中有許多

了十多年牢，比被法庭判終身監禁還要

。 H 中陳輻睏被扣

州蹌導人之一江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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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在
人
權
運
動
中
l

·
陳
友
信

．雪摹青前任團表

．霏州民禧委贝會秘書

．英迪大專疣表

我國華團的人福運動，近來較活躍，華團

公開列明人壎為行動指南之一，也僅是近
幾年來的事。

談起華團的人權運動，就不能不涉及「華

團宣言」的擬定，也不能不延伸至全國華

團文化工作委員會的成立 。早在一九八 －

年，霄蘭莪中基大會堂接到文青體育部來

函邀請，就國家文化政策提出意見與建瑱

。有鑑於事關重大，況且道之前華社對所

謂已厘訂的國家文化政策未曾知曉，故 引

起華社的議論紛紛丶憂心仲仲 。正是在此

背景下 ， 雪華堂向當局提呈了第一份基團

的文化備忘錄 。 接著，于－九八三年聯合

其他十四個華團領導機構 ，成功召 開了華

團文化大會，發佈宣言 、提呈 備忘錄丶奠

定了華 111 突破種族藩籬丶宰取文化民主的

基礎。為了繼續貫徹華團文化大會的精神

與原則，十五華團正式成立了全國華 111 文

化工作委員會 。

在一九八四年一系 列的「開拓華社新境界

」研討會後，議決華社需要設立自己的資

訊中心，華社資料研究中心便跟著于－九

八五年正月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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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宣稱「政府的責任不但是維護人權原則

， 同時也保護人民免受罪犯的暴力侵犯。

在 一 九八八年十 二 月十日馬來西亞律師公

會 主 （區的人椿的人構研討會中，大會議決

成 立以東姑阿都拉曼為首的全國捍衛人權

祖織 ， 此粗織公開強調要教育人民認識人

民基本權利，華團民權委員會也積極響應

及參與 。

此外 ， 一批以前茅草行動扣留者為主的民

七人 士也成立了大馬民濯之聲 (SUARAM)

，以造行長期性人暹教育工作。

vf H 在我國主辦的第十 二屆共和聯邦首長

會讀，人權問驤成了會瑱中的重要讀程之

-， 與會代表大都強烈表示反對南非種族

隔離政策 ， 並全面支持各國捍衛人權的活

動 。

達立理性銍埠爭耿民主人權

量教總數十年來為華文教育站穩崗位，囍
杓人士前赴後繼地奮勇爭取母語教育堪利
，道些都是我國宰取民主捍衛人堪的光榮

歷史的一部份。當然早期華教人士差於受

56 

時空的限制，僅以發揚華文教育為 己 任 ，

没有把民主人福當作是華教運動的理論重

點，甚至並不重視團結其他少數民族共 同

為母語教育出力 ， 這是美中不足之處 。因

此華教運動往往被種族極端份子誣指為華

文 沙 文主義言行 ，並 且 也 不能以民主人權

角度取得國際輿論的 支持 。

近年來華教人士已逐漸將爭取華教提 昇 至

捍衛母語教育 ， 爭取民主人權這高度，也

而因使華教運動在實質及輿論誇進 了一大

步 ， 爭取到更 多其他民族的 民主 開 明人 I

的諒解及認同 。

現任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曾 公開指出 丨 秤

濟發展同尊重民主與思想自由流通的 關係

越來越密切 。人澶受漠視的國家，其社會

峙墳必趨封閉，專制統治的秸果是社會 的

進步與繁榮受到阻撓 。」 這一 番話或有值

得我國深思之處 。

雖然「華人大團鍺」的口忧喊 了 幾十年，

可是到今天 ，華社仍然是一盤散沙 n 我認

為與其高呼空洞的 「 華 人大團鍺 1 口號，

倒不如認真探討 Ill 鍺的基礎 丶凝竪的焦毘

0 其實 ，没有理念的認同 ，没有銃－的網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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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深人掌握對民主人權概念的

識，進行循序漸進的實踐，合理

的改革工作，必會得到

斐恃，而不至於孤掌難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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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八年十二月十日

四十二個

囯相 h勺

0 噩毛政治唄袖及他所領尊的群

的定義是什麼都弄不清楚。因

糊塗了。結果人權的含意被曲

低了。

。

llN 
禾

IP""" 

MON I IEU) 丶盧騷 (ROUSSEAU) 及康

才逐漸趨向完整。在這概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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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通過政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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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國

訌止的

囹任公

弋才能

勺成立

人民的

的尊嚴才

的是，在爭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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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討

戢 f

呔亻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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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的運動。

政壇上幾項出乎預料的發成，

人民的人權意識正普遍地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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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人權丶民主可以不受

疑他們的誠意，因為既使是在最惡劣的

環境下丶當政府須動用到強制性政策時 1

有誠意的領袖應該至少做到把真正民
的政體訂為目標的地缶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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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和

面對落後國家進行了殖民主義侵略丶壓

丶奴役、屠殺殖…心＾囚～逗吋呔，

l 人權學說反而成為資本主權發展的
贈l { 1 (1 

階
踏
二

。

世界大戰後，標榜自田丶

尚人權的美國對國內黑人民權運動的鎮



勺

'
I
l

，鈞穴了國際政｀目但和，

，戊刃／卜木叨汶甿丶

壓迫丶掠奮和干涉，發展民族經 C`

利用和開發本國自然財富和資源，

等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增添了新內容。人權概
E3 

訌料｛月土，矼卫E

可侵犯權，發展

了世界各國人民

展民族經濟；表

階級個人的基本

地丶附屬國人民

外來侵略和掠藹
六齊 l+ 囯陂邛

了

都

的基本權利 U 血

部

之間的矛盾衝突，這些

根結底涉及的是基本人權的問

想就在各種矛盾衝突之中得以萌遺即



發展，配合國際人權學說的再出發，近年

來人權思憑的發展在第三世界許多國家中
収得了 一定的成續。

人権思想是社會發展的客视需求
我國於一九五七年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

然而卻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去擺脫經濟上

的殖民主義影響和控制。由于殖民統治的

遺毒和獨立後人為因素的秸果，造成近二

十年來種族政治瀰漫了我國社會各領域，

影 臠和控制了各族各階層人們的思想意識

放多原本是民主丶基本人墳的問題卻被

塗上了 濃厚的種族色彩。使許多人對任何

問題從族群利益出發，以種族意識去衡量

和看待。這就使我國社會出現了非常不健

康和危險的現象。

近年來，由于越來越多的人認清了種族政

治的危害性，而提倡人墳思想，因為不分

慊族、不分階層、涉及全民基本湣利的人

濯思悲是打擊種族政治，造而消滅種族政

治的有效武器，同時也是我國社會發展的

客觀需求。就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我

國出現了不止一個的人權徂織，並且更多

社會團體紐織和政治紐織也越來越重視人

權思想和發展人權思想。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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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植宣書》

是誰負責主持起草這份舉足蚪

鼎的《世界人權宣言》啶？相

人，
員會主席～..

起並完成這項

不是一個抽單

生活的小故事

主丶人權是－
百;:;7;· 阜，宜令 ~3'，｀

，思想井常口由

廿虹我隱隱地

的的 o " 

說話的是一株婷婷玉立的

諸花正在就誰個最美間

，假如她們知道我在偷

論。所以我重新閉起眼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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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竊 0 JI 

的，我仍將設法進 1l

織
u

, ＂我不會責備

1尋明乙 n勺， 面］ 1；K6|l

點兒吃的，那

。 '' 

了軒然大波，杭議信不鼬飛 lri

紙社論也

。

, ＂我剛從前線回

二丶三天，但我

。 ,, 



夫人說，＂那就 我家去住一丶二天吧。＂
土甲、期間，

士訌說; J "不 瞞你說， 定曰士'上、 堂
y ＾訪問，她

? 

員，我不想給你添麻煩。＂

因 你

因 你

的。＂

後，右派報紙果直小題大做，大 渲

麗娜 共産 同路人。
'·r,.,還·,、".,,'.....,...，

I [ } (~) , 5 

() 

她的這種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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槭

說， k 璋早－

府

將

團體對人權的認識和

一般

日

日由民主和人權的觀念在西方國家已經

F且相當長的歷史。吳國 0

\ [ \ ( k P, l 6 -\ ? l 7 O 4 

影響深遠的美國《
r Ifft'I i百 11'1 珅＾

尼;,'

他們

丶自

，人

》 (1776) 提出

＂人類生而平

出讓的權利，

幅的迫求，為了

他們

府，而政府 同

出



七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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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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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第
第

明文規定一些 自由權利，

條．人身自由；

條：禁止奴隸制度與

：保障刑事法不溯

卟 I

自由，

權利，

十三條：財産權利。

到目

修止示」，

自

國

限制

秩

頒佈

，可以撤銷

所通過的多項法令(

接或間接的的束或限制

令丶 1967 年警

秩

機構



機密法
Afl ' 

丶 1979年緊急（必須權

獨立
c 

法

I(187年英國出版的《世界人權指南》

i/Jqrld Human Rights Guide) ，以聯合國

＼權憲章的規定為根朦，列出四十個與基

本人權有關的問顆來調査世界 120 個國家

的成績是以 100 分為滿

所

\ 1分？表不萁國的人湿狀況

1987年 1 月 l 日

，我們的國家卻

丁動＂的大逮捕行動

的人權狀況也成為國

。一些國際團體曾派

況，並作出報 t:l'

Amnesty Inter 

nn t 1 ona I) 、國際國會聯盟 (lnter-par1 1a 

11wntary Uni on) 以及國際法學者理事會（

lntP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I/ 

{ ~一）

" 

i 

` - 

團
將
箝

國無條件釋放

。他們也呼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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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七）

（八）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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丶被欺壓。



巾十長期受到種族主義潛移熬化的影響，

骰人在探討權益問題的時候，自然而然

的傾向于從種族的角度出發。而我

「II 的情四毘． 1具藝砉吉田徂置嗎、

另

囯想並不是新的概念，但

厚的基礎，只能算是新興的

囯相土旳l 詛珥澤蒂固的

階層

" 

說，
論

家運動，敬而

反人權的争百，

取的意愿。



l 

, 

I 

腥？自我改孿，自我提昇是最基本的要求

。雪州民福委員會與雪華青聯合出版的《

維護人權》一書，提出幾項最基本，而大
家又可以馬上行動的建議：

（一） 閲讀報章上國內外有關人權的新聞

報導；

戶 ）翻閲憲法細續第 二篇對人壤的保障

， 並注意其他條文如何限制人湿 ；

（ 三 ）思考我國政治人物的談話是否尊重

人灌，

（四）關注 國會通過的法令是否侵犯人權 ，

（五）舉辦人權講座 ；

（六）在訓練營中加入人權的講座或活動 ；

（七）參加各團體所舉辦的人福講座 丶 硏

討會 ；

（八） 購買及研讀人權課題的書籍 。

要使人攝運動能夠在全國各地全面展開 ，

單單靠幾個人墳紐織是不足夠的。我們希

望各地現有的租纖，不論是大會堂丶鄉 Ill

丶 青年紐織 、校友會等，都能夠發撣他們

的角色。尚未成立民權委員會的各州，現

在是開始行動的時候了，希望他們盡早展

開籌紐工作 ，以便負起推展人湿教育的任

務。惟有全國各地的團體密切配合，人攝

教育才可能達到全面普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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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集團的

的暑作為基礎。在其「

，他認為一切政治都

要了解了這些集團，就能

面了解政治程序。

團

。

治制度中的

及木甲吋，

政治實況中

一～～政黨或職

團的成形是個有趣的現象。在「集體

動的邏輯」一書中，曼卓爾申 (Mancur 

01`on) 認為，一個人只會在任何集團所

1 



勺
又

OH 

環境保護協會及大馬自然之友，這兩個

紐織的重點在於關心環境及污染問題。

些紐織更關心較重大的社

醒運動 (ALI RAN) （一個計

）及社會分析學院 (INSAN);

的「共同埋念與正義基茁」

評論廣泛的課題，從

的貪污事件。

焦圍

認

欲了解七十年

，那就要

馬瓚

題，如闞

改

們與

似，他們計

益至政」什

共利益集團的湧現是町

殃綠卑，囍

刊｛

卸

i l i, l [ I I l I 



從政治角度來說，一九六九年五月種族騷

非常特出的；事實上，人們常把它視

九六九年分為前後兩個階

天：九年五月種族騷動可以說是種族政

及六十年代出現的緊張關係的極點，

;f；另一階葭種族極化的降臨。

卟 llI 孓／後，種族問頤成了幾平所有公眾生

占的 l導。公共討論與公共政策似平都染

！種族的伍彩。種族關係 H 益惡化，造成

、理想的政

，人們很

動不是被禁止，就

種族糾紛的漩渦中，把重點

的政治課題，如消費人事務及

好。

印
。
利
。

當權

1 



因 , 國 鑑于政 是參與政治 工 , 欲扮

公 角色者選擇 加入政薫是不令人眾奇

的。

團 城 比比

統性糾織， 輕 1弋

態 感不適。

領 ，社團通過計

年 供社 需求。他們除了為

女提供獎學金，就没有什麼活動可三 0

其他

于

。

期 八

件 ，加 一j、' 利益 團的

推動他 扮演 活躍的角 i 皓

至超越了有關集團的活動目標。

急速的經濟擴展及原油生産為我國創造 f'

新財富。而財 與權力的融 則産 」~I., 

的 很多

的 , 個人玩 起

備

\, 。

} l lrn 1 



閼數的政治制度可導致政治制度中出現閼

畋的現象，最少在人民眼中是這樣。近年

東 各種類與貪污有關連的事件，已干

的生活。

{Ir ` －止L 公共資産及活動被私營化，也
訌人＇編料（）

制國陣的小集團，或更精確地說，巫統

以其在國會的優勢，根據其意願管理這個

國家？具態度不外是， 「只要我們在國

博有多數席，没有人可以質疑政府的活動

(－、 1 因 It ，盡管公眾人士對前此發生的

品，政府並不願提供更多的資訊

動。

政治制度中的金錢政治丶貪污及某些當

都是國內出現不滿的

匝因。

頤也促使公共利益集團站出來，

取一個有青任感及更開放的政府

集團與廣大的公眾人

些集團由民。

鑑
與
的

1 



l) 

政策及行動，提供可行方法及監督無效

的行政。

政府

必需要有資訊的公眾配合，然

多第三世界國家，

。其他的訊息

團

通過研討會丶

團龜續推行

禾U 皿示中，
中喪失？！

鵲

u 例

動，
u 

j 

,'~^,`
s',1,

;
l 

} 

9

政

從許多方面來說，就是公共利益集團把攸

治帶回給人民。没有一個制度可以在缺

許多時候 1

與權力。

的政治領袖對政治的參與有其獨特伯

，江他們來說，一旦人民在大選中做

出選擇後，人民就必須閉嘴，讓政治人物

去治理國家。任何試圖參與治理國家程序



的行動 ， 都被視為過 1分的干預丶企圜纂奪

政治人物的讖責與權力丶顛覆政治秩序。

因 此 ，任何人欲對大選前後的政冶課題龜

續發表意見，他就應成為全職政治人物。

通過經常參與政治課題的辯論丶鼓吹及堅

持其角色 的合法性 ， 及通過提高人民的政

tR 自情性 ， 公共利益集團終于得以否定政

冶只 是政 治人物的特權的看法，大馬人民

開始要求甚至在大選前後，能嚴續發言 。

結語

九 八七年十月大逮捕事件，許多公共益

利集閽領袖也在內安法令下被扣留。

間 公 共利益集團並未紐成反對集團時， 它

們的性質 丶 政策 丶 計劃及活動，使它們與

政府形成敵對關係。因此，它們不是被視

為顧町集團，也經常被政府視為討厭的東

明 。 政府的 不對抗態度，也使公共利益集

團得以冇在 ， 並在這種社會演麼中湧現 。

對相當大層面的人口來說 ， 公共利益集團

在政治制度中可扮演積極的角色，身為群

眾對特別公共利益聚集的機構，及身為監

督政府的紐織 ，它們填補 了 政薫及傳統紐

124 

織無 法辦到的社會真空。 它 們 的 n5 動及教
育計劃終干為 人 民 帶來資 訊及 艮匯而它

們推展的無數運動 ， 也有限度地使政府較
具青任感及 向 人 民負 青 (

雖 然 蝨 共 利益集團的存在與出現劉維持 民
F 制 度是重要的 ，它們 的角色卻經常不被
當廑 者所理解 ， 甚 至 希望 它 們從實況中消
士或 全 面 附屬 千 瓘 力中 心 ＾·- 旦 執政者涑
到其 目 標 ． 那 將是民主的 悲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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