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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僑生回國升學」是中華民國建國至今一貫進行的政策，也是政府遷台後獲

致成效的一項政策性工作。僑生，政策之實施，使清寒的華人子女亦有機會獲

得高等教育的機會，其意義尤值重視。臺灣與海外各國實質關條之中，馬來

西亞華人社會與壹灣的關條最為密切。五十多年來，來台僑生數量以，馬來西

亞地區居全球之冠，渠等返回僑居地後多數成為，馬來西亞社會各界之菁英，

成為當地華人在政經文教上的有力資源;也是壹灣現今在當地最大的友我力

量。因此，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殊為僑生政策中最為成功的一個例子。本研

究聚焦於探討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中，臺灣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所

發揮的歷史影響。臺灣的箏，僑教育在相關研究中，多著重於政府政策的制定

與形成，較少關注其影響或支援的對象→←華僑華人所居國的華文教育;而

馬來西亞國內的華文教育在研究上貝IJ 面對主客觀環境限制之下，又多著重在

華文教育在本土與當地政府之間的抗爭關靜、' 。這使得查;弩和馬來西亞華文教

育之間在華僑或華文教育上的互動關孫，鮮少被論述之。因此，本論文企圖

補充臺灣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關鍵聯繫 (VitålTíÌllk) 一-一一僑生政策，期以

填補雙方的歷史。

關鍵詞:僑生政策、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台馬文教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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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back to their homeland for studies" is the 

persistent policy carried out by the Taiwan . authori旬， this is also a successful 

pol icy since the KMT government shi玩ed to Taiwa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olicy is to create opportunity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Chinese students 

pursumg 廿leir higher education, the significance is regarded. Among all the 

relationships with foreign nationalities, Malaysia Chinese society and Taiwan is 

intimately related. For the past 古玩y years, of all the number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Malaysia ranked the firs t. Af主er returning to their residing count句，

ga--aTjit--44 

becoming the elites from all sectors and, . also , beçoming the most powerful 

resources in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Which implies _that, they strengthen the 

friendship with Taiwan as .wel I. Hence, the Malaysia Chinese education under this 

policy is the most. successful exampl~ . 

This research mainly pinp9inf? on thê ró峙 ，p]ây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Taiwan on the . developing histOCY !of Malaysia Chine.se educatioll . The related 

study mainly emphasizes Ol) j þeforml.llatioÍl òf goverrìp1ent policy and formation , 

sp缸sely concerns its impáët ór 、 suppo討 ofthe residing' local Chinese education. 

Under the subjective and objêdive environmentå.l'restrictions,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frontatîon between the lbcal 、Çhin~seèdlÌ'çatìon and local .government. 

It is rarely been discussed thé inieractioI1ψ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between Malaysia andTaiwan . Therefore, thispaper attempts to add the history of 

Taiwan 's "overseas stùdents policy" as a Vital Link .. for .Malaysia Chinese 

education 

接

Keywords : Overseas Chi nese Students' education , Malaysia Chinese Educatio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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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萱結論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錢起

í1960 年 3 月 2 日的立法會議上，有一名巫統的立法議員問我，馬來語要在什

麼時候成為新加坡唯一的官方語文。我的答覆是我不可能預見什麼時候所有的政

府公務員，都能夠單單使用馬來語來進行行政工作。我婉轉地拒絕許下一個確定

日期的承諾。我認為我們必須腳踏實地去面對未來的遠景。在馬來亞和新加坡，

馬來語遲早在政府和人民當中成為最重要語言。我們所有教育源流必須清楚認識

和承認這個長遠目標，而且設法進怠。但是對於要求所有學校必須只用馬來語作

為教學語文的這種馬來人極端論調，卻必須認清，除非通過暴力或流血，在馬來

亞的歷史背景下，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在每個人必須學習圈語的同時，其他種族

也應該有學習自己語文的自由。 "j1 / 

李光耀

新加坡共和國 (Re叩pl必II治blíe of S血ga叩po叮re J f簡奮稱 i新新國)的建區者一→李光耀

在 1ω96ω0 年代對馬來西亞聯安判邦l巳s (仔Fe“de缸ωra叫t位10仙i且10叫fMa叫心心:d山山L1臼1a叭1 3. ，簡稱:馬圈)的;激敷進

官員所盲，應驗了現今馬區的華文學校〈僅要稱:罵莘學校)所處的現況。 z馬

國的華文教育(簡稱:華教〉至今並沒有以國詣，即馬來語作為唯一教學媒

介語文，反而以華語、華文作為其唯一的教學及行政語文，並以此為重要的

辦學特色。 3馬國獨立至今，一直有「要求境內所有學校只能用馬來語作為唯

一的教學媒介語」的長遠目標一「一個國民教育體系 (a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簡稱:最終目標) J 0 4馬國華教在以種族為本的教育政策中，堅苦

卓絕的發展成為至今兩岸三地以外最為完婪的華文教育體系、 o 5這一體系的運

1 李光耀， (我一生的挑戰一一新加坡雙語之路)(新加坡:聯合早報， 2011) ，頁 40-4 1 。

2 1960 年代，李光耀一直在為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聯邦而努力，馬來西亞政府對新加坡

的教育體系未以馬來語為唯一的教學媒介詣，質疑新加坡自治政府的忠誠度。一直到

1965 年的月 09 日，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建國，馬來語是否成為新加坡各學府

的主要教學媒介語之爭才落幕。

3 r 華文教育最重要的體現方式，就是採取華語文作為教學媒介。」曹淑瑤仆戰後馬

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的困境) ，收於向國思主編，{百年回眸:馬華文化與教育} (吉

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2005) ，頁 287 。

4 吳祖田， <馬來西亞的族群關條:三十年的回顧) , (問題與研究> ' 第 32 卷第 5 期(台

北， 1993.05) ，頁 69-73 。

5 筆鋒，〈華文大學獲推馬華教夢成真卜〈亞洲遁刊〉第 16 卷第 8 期(香港:



戰後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1 學f篤萊西荒草女教育發酵的影響 : 1954-1974 

作，不單是教育學的研究領域，也涉及東南亞政治、社會、族群甚至文(七等

方方面面。因此，筆者以一個在馬圓的華教完成圈中、高中教育，以及在臺

灣受僑生教育政策恩澤的過來人，嘗試梳理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歷史中的臺、

馬關鍵聯繫 (Vital Link) 一一僑生回國升學政策 (Overseas Students Education ' 

簡稱: t喬生政策)。

本文之所以將「僑生教育」羅列為臺、馬之閉的關鍵聯繫'是考量馬來

西亞華人(簡稱:馬華)人數雖多，但是，當地的政情使得臺灣難以推動僑

務。 6惟有臺灣的僑生政策，尚能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為馬國政府首肯之

下推動起來。一般研究，馬國華教或研究臺灣僑務事務的研究者 3 鮮少提及臺

灣和馬國華教之間的關餘，尤其是將馬國華敦和僑生政策聯緊起來。 73畫或許

是馬、新華人學者，因為當地政治環境影響，很能從事史地及局部性研究，

對現況癥結及基本因寰不便評論。而在臺灣國內的研究員，似乎又覺得這兩

者之間似乎沒有必然的閱(祟。畢竟，價:主政策是完全開放給中國大陸地區以

外的華僑華人 口 從 1948 至 1970 年代的LFI華民國政府檔察和出版品的記錄來

看，臺灣招收海外華人旦台升學的政策在美蘇冷戰結構底下 3 是-集中針對港

澳、東南亞華僑華人而設，與中共爭奪華僑華人的年輕學子，阻止東南亞華

人社會的赤佑。 g然而，數十年來的僑務統計資料中，馬齒的僑生一一留台生

的來台人數僅次於第一多的港澳僑生。 9這現象的背後，會是一個偶然的巧合

2013.04品) ，頁。08 。

6 r 配合此間環境增進華人友誼。馬來西亞華人雖多，但環境符辣。控動僑務頗為困難。

今後工作宜配合其國臂，一方直露聲I華人來台觀光，另一方面加強華人反共意識﹒以爭

取華人友誼，增進華人對我智、識。 J <駐吉陸坡領事館工作報告卜〈夕i、交部亞東太平洋

司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 11-01-20-05-01-026 。

7 r 回到華文教育在新馬間的差異問績，其實為來西亞有個背景是許多學人鮮有提及

的，那就是馬國同臺灣關條密切。新加坡有軍人到臺灣演習，但馬來西亞華人如果華語

靈光，到臺灣升學和求職機會都相當多，克思也受承認。新加坡人雖然也有到臺灣發展

的，但比起馬來西.亞人到寶島摘取各類文學獎的熱潮顯然無法相提並論。」莊永康、 ( 四

十年來新篤華人面對的“母語"問題卜收於何敢良、祝家華、安煥然王編， {馬來西亞、

新加坡社會變遷四十年} (士古來:南方學院出版社， 200的，頁 79 。

s 華僑志編毒草委員會編， {華僑志﹒總志} (臺北:海外出版社， 1978)' 頁 685-687 ; ( 東

南亞各地華僑共黨騷亂損失極五，僑生回國儘量收容 ) ，(中央日報j ， 1948.10.的，版斗;

中央社， <華僑語文訓練中心預定t月一日間諜政府研究設立強力電台專對旅東南亞

華僑廣播> ' (中央日報j , 1968.03.21 '版 5 。

9 r 窗台生 J '即指畢業自臺灣返回馬園的僑生而盲。相對的?仍在臺;灣就請的僑生則

稱為「旅台生」。窗台/旅台生，是馬國僑生群體自選的稱呼 3 以有別我國政府的「僑

生」一詞，目的是避免馬國政府猜忌於他們不效忠於馬來西亞 。 不論是「留台生」、「旅

2 

~ 



需一萱緒論

嗎?

這些歷年來一批批來台升學的留台生，其中究竟對臺灣或馬華社會產生

什麼樣的歷史影響?馬來西亞留臺同學會的第一屆主席一噸觀福，在留台生

第一次的聯合晚宴上，說道 10

「諸位同學我們都曾在臺灣渡過幾年的留學生活，請書生活是快樂的，插懷過去

我們在臺灣，大家都曾有一段令人難忘的時光。但是無論怎樣，那仍然是身在外

圈，作客他鄉，總是免不了曾有在異鄉為異客的成懷。大詩人說得好「露從今夜

白，月是故鄉明 J '當年我們身在外圈，但仍然時時刻刻都在懷念我們的故國一

一馬來西亞。恨不得早日「青春作伴好返鄉」。現在我們都回來了，所以我們要

在我們自己的圈土上，本以學以致用的精神，實現，我們的理想，建立我們的基業。

諸位同學，正如其他在海外畢業的向胞們一樣，我們也曾在外國受了各種專業的

訓練，期望最後回到我們的故國一一一馬來西亞，積極的參加建圓大業。我們的祖

先與其他各種族同胞的祖先披星戴月 、 流血流汗，抱著大無畏的精神，為建立一

個繁榮進步的馬來函豆，獻出了 力查。現在到 了我們這一代﹒我們必須負起承前

睞，繼往詞來的大任? 闖將來函亟待榮進步練身。」 1 1

如筆者上述引用賴觀福的演講絆， 學灣的僑生政策所資助、培育出來的馬華

台生」一詞，我方在 1960 年代的駐篤領事相關會議中議案中，均已出現"參考: <駐吉隆

坡領事館工作報告 ( 196 1.08-197 1.的 〉〉付外交部亞來太平洋司)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 11-01-20-05-01-026 。

1日賴觀福(Lai Kuan Fook ' 1935-) ，筆名光潮。中學畢業於檳城鐘靈中學。 1963 年獲得

國立臺北師範大學文學士學位 ， 王([多社會教育和學新聞學科。自罵國後，曾任〈光華日

報〉 助理編輯。不久， 負笈澳大利亞 ， 進入墨爾本大學深造，考獲教育學士學位。回馬

國後 ， 曾任中華民國型中學英文教師及瑪拉工藝學院中文君主講師兼系主任。 70 年代初，

創組馬來西亞留臺校友友會總會並出任總會長。不久 ，辭職前往美國印地安納大學研究

語文教育，考獲教育碩士學位。回馬國後，緝任瑪拉工藝學院高級講師及歐亞語文部主

任職 。 80 年代中期，棄教從政，參加州議會選舉，擔任玻璃市洲、!話員並任馬華中委兼教

育局副主席。 1991 年，擔任馬國中華大會堂聯合總會執行秘書。曾任大馬華文作家副會

長及秘書長等職。著有 〈南島之農) , (霧鎖今朝〉 等。譯作有 〈魯大夫秋胡戲妻) ，主

編的著作有 《馬華文t探討) ) (文f七十年〉 和 〈馬來西亞華人節日風俗〉 等。現任馬來

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新于秘書、留台校友會總會顧問、馬{弗予哥總會顧問、育運顧問及富

貴集團顧問等職。參考: r新加坡國立大學一海外華人研究J ' ht中 :/九ivw""W. lib .Dus.edu.咚，

擷歌時間 : 2014.04 , 18 ;賴觀福主編， (馬華文他探討j ( 吉隆坡 : 馬來西亞窗台校友會

聯合總會， 1982 ) ，頁 1 0 

11 賴觀福， 〈 第一屆文革之夜演辭 ) ， {霧鎮、今朝一一賴觀褔文集}(雪蘭義 : 遼東出版(馬 〉

有限公司， 1985 ) ， 頁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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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一一留台人回到馬圍之後，這才馬國的發展帶來了貢獻。 J2尤其'是馬華社

會所支持的華教事業。

筆者在馬國的國高中學生生涯中，華語文科、數學科等的任課老師，乃

至校長都曾遠至臺灣接受高等教育。而身邊不少同學便待高中畢業以後，便

來到臺灣繼續高等教育的升學。而當我至碩士研究生階段時，高中時期一同

嬉闊的旅台同學也成了在馬國當地任教的華教工作者。顏清煌曾在回憶錄中

提及，歷史的價值在於「真實 J 0 J3從馬國華敦的求學經驗，連結到五、六年

的旅台經驗。這一份人生經驗使得筆者，回溯三、四十年前歷史資料，譜出

本文的研究內容。因此，總的來說，這一碩士論文是筆者以自身生命史的求

學經驗出發，企圖以歷史學的研究手段來追溯馬國華教中的中華民國一一臺

灣，在其中所發揮的影響和應有的歷史位置。因此，本論文所有論點是針對

「臺灣僑敦和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之中的歷史」而發 。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選題的基本理由

馬華社會已故的華教門主，被譽為「族英」白守法慕羽當言: r歷史是人類

生活的記錄。今人要知道撞去的事，晨，就得看歷史。所以今人所傲的事，便

應該有記錄 s 才能夠給後人作參考J ,) J4圈民簧:;致;彥致玫彥玫玫J~

中國共產黨，而撤退至臺灣 。區民黨政府曾經是東南亞華敦的最大支持者或

推動者。 15因此，戰後臺灣對於東南亞華教投注大量關注的背?釘古是一種歷史

的延續。 16所謂「延續」是措。戰?愛國民黨長期執政時期，一何把海外華僑華人

12 窗台人，是泛指曾赴臺灣各大專院校而較後返國的馬來西亞公民。這些人傳承了中華

文化在馬來西亞的延續，並被視為受過高等華文教育的人。參考:陳志成， < 窗台人三

十年的省思>'收於邱郁霖、胡興榮主編， {留臺人三十年暨留臺聯總、十五年: 1974-1989} 

(雪蘭義: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 1989) ，頁 17 。

的「歷史的價值就在它的真實性，歷史失去它的真實性就毫無價值。」顏清煌， < 自序卜

〈穿行在東西方文紀之間:一位海外華入學者兼社會活動家的回憶錄〉(香港;香港社

會科學出版社， 2008) ，無頁碼。

14 r 所謂『華教鬥士』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特有的名詞。它是用來形容不屈不撓 ，為了

華敦廢寢忘食，敢怒、敢盲的人。」引自何國思， <林連玉:為族群招魂) ，收於何圈忌、主

編， {承襲輿抉擇: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文1c篇} (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

究計畫， 2001) ，頁 39 ;沈慕羽的一段話，是出自沈慕羽叫馬來西亞華裔先賢錄〉收

於劉崇漢， (馬來西亞華裔先賢錄)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 1991) ，頁卜

的本文關於「華文教育」之定義，將在「第五節、名詞釋義」中進行解釋和釐潰。

16 林開忌， <導論:從華文/華人教育到國家教育卜收於林開忌、鐘宣興主編， {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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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一童結論

當作革命之母，不斷強調海外華人與國民黨、中華民國的關條。 17舉例而言，

「僑生回國升學」是中華民國建國至今一貫進行的政策，也是政府遷台後獲

致成效的一項政策性工作。 18 自 1950 年代起至今，對海外華教實有莫大的貢

獻。筆者在馬莘學校的寶書經驗，以及在台就潰期間便深刻感受到這一點。

隨著在台期間修讀中國近現代史、東南亞問題研究等課程，對於馬華社會一

向認為「華文教育是華人社會一手建立起來的」的看法便有所動搖。 19畢竟，

實際生活經驗中見到不少華教工作者是具有留台生的背景。而且，僑生在臺

灣就學受到的待遇不遜於實際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憂灣本地生，幾乎等同於

國民待遇。

臺灣在海內外的僑務活動 2 最主要是在中華民國這一個大框架底下去執

行。因此本文論題上便擬為「中華民國 J '有時為了行文上的便利，而，使用臺

灣一詞。臺灣與馬鷗在 1974 年斷絕領事關條後，透過以經貿合作為基礎的實

質關餘，建立起密切的雙邊往來。 2。過往前來臺灣升學的留台生，成為臺灣現

今在當地最大的友台力量。 21五十多年三食 ，來台僑生數量以馬來西亞的留台生

居全球之冠，渠等返回僑居地後多數成為罵國誼會各界之菁英，成為當地華

敦的有力資源 。 22因此， 第三灰白，亞殊為戰後臺灣{滋生政策最為成功的一個例

子。臺灣與馬萃的各層政經 、文仕諒你史中，聲;教發展史自然成為本文所要在

亞教育:發展、現況與省思) (秦先: 巨浪|遇害股份有點限公司， 2011) ，頁 3 。

17 李盈慧， <華僑抗戰史研究的自該與展望卜收於菜存武、湯熙勇主;;疇， (海外華族研

究論集﹒第一卷:移民、華商與經貿) (臺北:華僑協會總會， 2002) ，頁 75 ;王斯嫻'

< 1971 年以來臺灣的僑務政策 ) ( 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頁 2 0 f 

1冒險金雄計畫主持;陳伯;聽共同主持， (僑生大學先修班在僑生教育上所扮之角色及其

績效之研究) ，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01 ;行政院主計處編， (中華民國統計

年鑑(民國七十三年))(臺北:行政院主計處、 1984) ，頁 l鈞。

的教總、教育研究中心編， ( 1985 年全國華文小學調查報告> (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

師會總會， 1986) ，頁侶。

2日陳鴻瑜， < 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國家建立使領館閱(系 〉 刊海華與東南亞研究〉第 2 卷第

4 期， 2002.10 ， 頁 60-61 。高松濤， <中馬技術合作> ' (中華民國與新興國家之投術合作〉

(臺北 : 臺灣銀行， 1971) ，頁 42-45 。

21 立法院， < 法院第四屆第五會期外交及僑務委員會第七次全體委員會議〉刊立法院公

報〉 第 90 卷第 17 期(臺北:立法院秘書處， 2001) ，頁 418 。

2 根據馬圓的畢業僑生在當地的窗台組織調查， 2002 至 2003 年之間， 60 間堅持以華語

文為教學媒介語的華文中學任職老師中，具有留學臺灣背景的老師共有 1048 人，其中

服務年資超過 25 年就有 138 人 。 參考 r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j

http汀'/wv'"...... v.faatum.com.my/ ' f讀取時間 : 2013.09. 15 。

5 



戰後中莖民國 rf奮牛.政策 l 對馬萊茵布華女教育哥華展的影響: 1954-1974 

焦的範圈。 23華教在馬圓的多元種族、文千七時空背景下，不但對馬華有特殊的

政治、文化歷史意義。五十多年來，臺灣和馬華社會之間的情誼，在研究上

也是有現實意義。

馬華深具中華文化的熱誠一一「建茅屋時建學校，有華人處有書聲 J '當

地華教發展至今，已是兩岸三地之外擁有最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 24反觀鄰近

的新加坡隨著主客觀的政治環境變遷，其境內的華語文教學仍在低潮之中。 25

馬來西亞華教如何對抗當地政府法令的研究已很多。但是，關於馬國華教如

何搭上畫灣的僑教資源去發展自身，至今似乎尚未有學人進行研究。以馬國

一位曾留學臺灣的重要華教人士之訪談，載錄如下 26

他相信，五年五十年內，臺灣仍是獨中升學的主要管道。而臺灣教育當局已計畫，

從 1993 年起，把義務函氏教育由九年延伸至十二年。 μ面對著這樣的變動，我

們是不是現在就應該探討它可能的影響，並尋求對應之道呢'? " 當年高中畢業後

往臺灣深造並曾在臺灣中興大學任客庭教授約他，對臺灣的情況有很深入的暸

解。據他說，全灣將增設二專， 才巳現有的三專改為技術學院，並設立技術大學。

要確保獨中增辨的高士兵造業科約 m畢業生順利升上這類技術學院或技術大學 y “築

基"的工作，目前就得做 c 他約資料這揭示，臺灣椅大學和專門學院，未來十年

內數量將大為增加，相應站 ， 大學生. 的人數預計也會由今年的二十二萬五千人增

至西元 2000 年的四十四幕 。 “這難道不是一個機會? ..，他語氣加強: “儘管奎

灣某些層面有-雜聲要求減少 ，僑生的百分比，但在受灣大專院校增加的趨勢下，難

道我們就不能作最有效的爭取與這件 ，以增加議 中生留學臺灣的人數嗎?" ... 

環視著這些變動，陳博士覺得， 我們的持需要一個策略及研究委員會，從事搜集

23 文平強， <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與黨款活動卜〈馬來zg亞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卜 第 1

期(吉隆坡: 2012) ) 頁 8-9 。

24 陳鴻瑜) (東南亞政治說衡 ( 二) } ( 臺jt: 翰蘆圖書出絞有限公司 '2001) ， 頁的;

林水檬， <馬華小說中的華敦情結 ) , (為中文教與思想抉論) (吉隆坡:藝賣出版有限公

司， 1998) ，頁 82; 筆鋒， < 華文大學獲批馬華教夢成真) ，頁。08 。

必吳元萃 ) ( 從教育策略的觀點論華文教育的式微〉刊務實的決策:新加坡政府華語文

政策研究> (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 2008) ，頁 251-292 ; 李慧敏， <新加坡母語教育之

手卜 〈亞洲週刊} )二十四卷二十一期刊香港: 2010.05.30) )頁 13 。

26 陳漱石，畢業自國立中興大學農他系(即現今的土壤環境科學系〉後遠赴英國雪菲

爾特大學醫學系修語言生物紀學，獲得博士學位。 1996 年，獲國立中興大學第一屆的傑出

校友獎。陳漱石曾待在馬來亞大學任教，從事研究工作。之後轉戰商界，在金獅集團(The

LiOll Group, 1-íalaysia) 擔任重要職務 ， 主理在中國大陸的業務。陳漱石還曾在 1980 年

代參與振興華文獨立中學，並致力宣揚及推動技職教育，為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技職

教育之開路先鋒。陳漱石在 2000 年退休後 ， 曾在臺灣國內的明新科技大學擔任客座教

授擔任客座教授，為蓋、馬之間的教育搭上溝通的橋樑。資料來源 : r 國立中興大學﹒

興湖紀事 J ' http : //缸chive.nchu.edu .tw/ ' 擷取時間: 2014.03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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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童結論

這方面的資訊，並且進行研究，以便為有志升學的獨中生更有效地開拓深造的管

道。訂

一般都認為馬國華教至今的繁榮景象，是馬華社會群策群力得來的結果。 28這

樣的看法只是歷史真實的一部份。筆者認為，臺灣和馬國華教之間的歷史尚

有補白的空間。為什麼臺灣或馬方很長一段時間，並不特別提及畫灣高教作

為華校畢業生升學管道的重要性?原因或許在於華教不單是一種語文教育，

而是兼具馬國種族政治問題的範疇。馬國獨立建國初期的數十年積極推行同

他政策之中，臺j彎領事人員在當地的文教工作是儘可能地保持低調以避免巫

人社會的誤解，而馬華社會的華教領袖更無必要在此範疇上招練他族的側

目。 29從 1964 至 1974 年的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中駐吉隆坡領事館的檔案

來看，僑委會因馬國至為敏感不易推動便未派人駐馬。 30 1962.12.03 至

1984.06.10 擔任僑委會委員長的高信，回憶其前往馬國參與馬來西亞逢甲大

學校友會的成立大會經過，寫到:

我料想不到吉隆坡有百多位向學和主持，衣到機場來歡迎我，而且他們高舉一條很長

的「歡迎逢甲大學高董事長」按績，我心里J只是;為米高亞目前和我們沒有邦交，

中共有大使駐吉隆坡，而我們同學有如此益大歡迎場面歡迎我們，實在不簡單。

後來我詢問負責同學會諸同學們，他們說:早已呈報當局准許在案，我聞言五成

欣喜!我憶起十多年以前，我在僑務委員長任內?訪問馬來字/，行抵曼谷，忽然

接到我們駐吉澄波總領事來電話?要談不要到馬來笠，他的理由是:馬來亞對於

27 陳漱石， <獨中的今天與明天-一一與陳漱石博士一席談> ' (華文獨中: .í專承與超越〉

(吉隆坡:大將出版社， 2001) ，頁 135-136 n 

28 r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全憑熱愛思詣，熱心華敦的各階層華人廣泛的支持，所以能在過

去艱難的歲月中，一直維持下去，不但由主立不倒，反而茁壯成長。」林明水，〈資助獨

中意義深長) , <南洋商報) , 1994.02到 ;rr獨中』是大馬華人社會特殊的歷克蓬物，在

全馬共 60 所，沒有任何政府津貼補助，完全由華人社會支持」李珊， (海外文化堡壘，一

一大馬華教速寫 ) , (光華雜誌)， 30 卷第 5 期(臺北: 2005.05) )頁 14 ; r 馬來西亞華文

教育從殖民地時代迄今，其頂宗吾支柱都是當地的華人社會。」林水樓， 〈 馬來西亞小學

及中學華文教育的發展) , (馬中文敦與思想抉論)(吉隆坡:藝育出版有限公司， 1998 ) ) 

頁 60 。

29 r 蕭領事萬長:與留莘學生連繫有J顧慮。因彼等均為馬國籍，對我國想法如何難一定。

且連繫過密將影響很等本身在馬國之公民權或地位，對其不利。故與設等之連繫，應不

拘形式。 J <駐馬王管人員會議紀錄) ,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檔案館藏，館藏號: 11-01-20-05-01-026 。

3日 〈 處理馬匪建交會議記錄(1973.07.20)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建冥館殼， {外交

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檔案〉館藏號: 11-01-20-06-0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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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積極採取向化政策，不願意他的國民(指華喬〉再與他的母圈，尤其是僑務

官員來往，委員長來，是、增加他們的疑忌。 31

由上述高信所吉可知，馬國政府對於臺灣的僑務是保持著忌疑之態度，唯恐

影響馬華對馬來西亞的效忠。既然如此，為何馬國僑生會在來台數量上是最

多的呢?以及，這麼多來台的僑生返回馬園，究竟對馬國產生了什麼實質的

影響?於是，本論文以一個基本假設而論述，即一一臺灣僑教在馬國華教有

一定的歷史影響。王廣武在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主辦的座談會中，提及「歷

史研究著重在“變"」 32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筆者嘗試以「馬來西亞華文教

育」為方向，臺灣(喬生政策在其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故此，筆者嘗試選擇

「戰後中華民國「僑生政策」對馬盟華教發展的影響」為題，時間段落是從

1954 年開始有編列「僑生教育經費」開始。 33時間每月限，則落至臺灣和馬國

斷絕領事關餘的 1974 年為止。 34

〈二)研究目的

若考量債務歷史和馬覆蓋歷史之間的其牛一憑art-通點為一一跨學科，便必須

從各研究領域著夕，集牛於一個主題的前後左右來整理出一個較為完整的歷

史圖像。從政經、歷史和教育等不向專業切人，才能瞭解出馬華歷史的滄桑

巨變，以及僑教的具體政策成果和影響。 35通往的儒教研究多是著重在政府制

定政策的過程和具體的成果 2 荷馬來西亞華敦的研究又多著童在華教與當地

政府法令限制下的相互關條。因此，本論文;金蜜補充臺灣在馬國華教當中的

歷史關鍵聯繫，期以肯定僑生政策的歷史貢獻。以及讓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簡

31 高信， (八十自選集> (臺北:蓋: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984) )頁 156 。

32 陳田毆王編) <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五周年紀念、特刊( 1982 年 2 月至 1987 年 3 月))

(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1987) )頁 52 。

33 張希哲) {僑生教育之檢討與改進> (臺北:海外出版社) 1973)' 頁 2 。

34 馬來西亞的第一任首相一一東姑阿都拉曼 (Tunku A必bd削u叫1 Rah恤I立m工n組 h甘tra A叫1叭1-尹H句 1φbn血i 
Alrr立m凶即叫叫帥a肛叫吋rl晶血】humS仙u叫l扯ta組n

0仍5 月 3訂l 日的種族衝突之後，無法解決種族之間和巫統內部的矛盾，於 1971 年卸任，由

當時的副首相敦拉薩 (Tun Abdul R位ak) 上佳，成為第二任的首相。馬圍在 1970 年代

整體的政治和外交等政策，均和東姑時期有所不同。因此，時間斷於 1974 年亦是考量

馬來西亞內部的政治情勢。參考:何敢良) (論馬來西亞首相職務的轉變一一兼評馬哈

迪的政績卜收於〈資料與研究) )第 13 期(雪蘭義: 1995.0 1.01) )頁 10-19 。

35 何歐良，(歷史反思、學術回饋和文化建設:(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編後有~卜收

於何敢喪， {文他馬華:縫承與批判} (吉隆坡:十方出版社， 1999) )頁 132-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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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馬國草草教〉的面貌，更為完整的呈現在馬來西亞歷史之中。 36

1.馬來西亞華文教育一一畫馬之間的關條

一個國家的對外關餘，不外乎取決於以下的若干因素一一地理、經濟、

政治、民族、宗教的和歷史。這諸多因蒙之中，除了有特殊情形之外，一般

以地理、經濟的因素為最重要。 371954 至 1974 年間，臺灣和馬國是以經濟困

蒙為重，政治上以反共為同一陣線。馬華與臺灣的關餘，於馬國獨立以後便

是文教關你為主了。

馬圓的種族矛盾和政治處在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深層聯繫。不論是在

英殖民地時代或馬國獨立以後，由於政治、文他因豪，馬草和華教都未能受

到合理的對待。 38二戰之後在馬來民族主義之要求下，英國被迫同意馬來亞獨

立。 39 1957 年 08 月 31 日的馬來亞聯邦 (Fecleration of J\'1alaya) 獨立，而新加

坡在 1959 年成立志自治區。 1963 年 09 月 16 日，為了防止新加坡變為共產黨

勢力的溫床以及將砂拉越( Sarawak) 和沙巴 ( Sabah) 納人馬來亞聯邦，因

此將這些領土與馬來亞合侯， 改名為馬來白，亞聯邦。 1965 年 08 月 09 日，種

族政治和經濟的問題促使新加坡正式脫離，馬園 ，還向獨立建園。的馬、新的分

別獨立建國，使得馬、新長期本為一體的華文教芳，被割裂而一分為二。 41 民

國初年以來在馬新地區的僑浴 、外交政策，也因而有所不同。 42;隻然本文的研

究是集中於畫灣在馬國華敦的部份 3 但 1965 年以前的馬國華教是包含罵、新

36 本論文的研究濤:屬於研究整體馬來西亞的其中→固部份，亦是研究臺灣僑務問題的其

中→酷的。

37 險烈甫〈菲律賓對外關條> (臺北:正中書局， 1977)' 頁 1 。

嘯田 〈大闊線之泊措前瓣蟾勵〉 收伽於 憤側料懶與研嗽究〉博m第恥l哪期獻(雪鞠轍臟闕設投「:〈〈?鬥兜圳肌2叩2 ，09ω9

頁 8卜。

39 張祖興， <馬來亞獨立與英國利益的保護〉吋英國對馬來亞政策的演變( 1942-1957 )}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 ，頁 189-201 。

4日陳鴻瑜， ({馬來西亞史) (臺北:蘭臺出版社， 2012) ，頁 19 ;黃庭康著、李宗義譯，

<，新馬一家 J: 1963 至 1965 ) , (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臺北: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008) ，頁 69-73 ; <東姑向全民發表廣播星馬政府岐見嚴重除了

分手別無辦法卜〈星洲日報) , 1965 , 08 .11 '收於〈新加坡外交政策卜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檔案〉館藏號: 11-01-07-07-01-002 。

41 吳元萃，(務實的決策:新加坡政府華語文政策研究) ，頁 360-361 。

42 1916 年、國民政府便派遣官員至東南亞一帶巡視華僑社會的文教事業，可參考黃炎

培:在 1916 年發表在 〈教育雜誌〉的〈南洋華僑教育商榷書 〉 一文。黃炎培， < 南洋華僑

教育商榷書〉收於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2) ，

頁 294-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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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援中華民團「僑牛.政策 l 學f黑萊茵布華文教育毒手展的影響: 1954-1974 

兩地，故在論述上難免牽扯至新加坡華文教育。而且，馬新地區在居民往來、

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互動頗為密切， 1965 年以前的馬國華教史研究視角上

也往往牽涉至新加坡。馬、新兩國的政治、經濟和歷史的動態的發展，強烈

受到兩地的歷史、地緣影響。故此，本節特別強調馬國華教一一臺馬之間的

關餘，以免在論述上顯得冗贅。此外，新加坡一向禁止其學生赴台升學。故

此，戰後臺灣實對新加坡華教沒有發揮太大的影響。的

從英殖民時期，至罵、新分家後各自的國家發展之中，語文問題一直是

困擾兩地的政治問題之一 。 科馬華社會一致認為「各族人民的語文地位是平等

的 J .，仍然而，華教具有強烈的「組織身分認同 J (Institutional identity) ，不僅

僅是一種語文教育方式，還是，馬華政治的催化劑和黏合劑。 46因此，華教其中

所蘊含的政治因素，成為蓋灣或中共亟欲掌握的影響力，以為各自的政治目

/的所用。當華教向中國政治靠攏得越來越室主密的時候，英國殖民地政府(簡

稱:英殖民政府卜 在 1920 年代開槍便以各種手段，嘗試切斷中國政府透過

馬華社會和華教對殭民地的影響叭的笑?益)哎，均為防止中國的政治勢力利用馬莘

學校從事政治活動，影響其對菜 、新短民地的治蓮， 才重tj室主教嚴力日管制。 48當

時計有兩百多家華校遭至1:綴筒。 49從戰後己解密的政府檔案來看，臺灣和中共

是曾在馬莘學校從事過政治活動。 50戰後的馬萊茵豆豆聯邦獨立，新加坡被迫分

的 〈 駐馬主管人員會議記錄卜〈外交部豆豆東太平洋泛卜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

館薇，館藏號 : 11-01-20戶的-01-02 8 '" 

科莊永康， ( 四十年來新馬華人面對的 “母語"問題 ) ，收於何做良、祝家華、安煥然主

編 ， (馬來西亞、新加坡社會變遷四十年〉頁 76 。

45 雪蘭設中華大會堂編刊馬來西亞全國華璽聯合宣盲( 1985 )} (吉隆坡雪蘭設中華

大會堂， 1986 ) ， 頁的。

46 張應麓， <戰後馬來西亞華人政治的特點卜收FT張存武、湯熙勇主編， {海外華族研

究論集﹒第二卷:婦女、參政興地區研究) (臺北:華僑協會總會， 2002 ) ，頁 201 。

明曾慶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困境與出路)(臺北: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2001)'

頁 7-10 ;鄭良樹， ( 華文教育一一起經認同的困擾)， (馬來西亞華社文史論集)( 士姑來:

南方學院， 1999) ，頁侶。

48 1920 年以前的英殖民政府對鳥、新華校基本上是採取不干涉，不管理的態度。但是，

國民政府自 1920 年以後，以不同形式涉入罵、新華校中，鼓動華僑社會參與政治事務。

尤其， 1921 年 07 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之間的鬥亭，也延燒至馬、新華校

之中，破壞馬新地區的區域和平。參考:許蘇吾， (新加坡華僑教育全貌} (新加坡:南

洋書蜀， 1950 ) ，買 106-110 。

49 楊達成?〈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一一百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條之探討(1957-1978)} (臺

北:文史哲、 1982 ) 、頁 130 。

臼榜進發付新馬國民黨運動: 1925-1930 ) 刊新馬華族領導層的探蒙} (新加坡: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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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後的兩地政府，依各自的主客觀環境延續對華敦的壓制手段。 51戰後馬華

己紛紛轉為馬圍的國籍。然而，在台的中華民國政府延續其在新、馬地區長

期累積的歷史經驗，繼續對馬華進行僑務工作。 52馬圓的華教發展不單純為教

育問題，是結合了馬華社會各層面的綜合性問題。當地的族群政治使得一部

華敦的奮鬥史，也是一部馬華爭取自身合法權益的鬥爭史。 53因此，每一個華

教問題的產生與解決都滲透著政治力量的較量與傳算。 54臺灣的僑務便介入華

教政治他的縫隙中，低調的進行工作。

馬國與臺灣和中共之間的關餘，關乎著馬國的國家安全和種族問題，是

馬國國內政治中最具敏感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55馬國的政治領袖對境內各種

族團體與其母國之間的往來、聯合，是相當的注意與敏感。 56馬國領袖恐懼該

種跨國的忠誠會削弱其盟家統一，及影響內部種族團體間的平衡。所以，馬

圓的種族政治延伸影響至大馬內政與外交的政策。 57馬國基於當初反共需求，

才打開華敦和妻灣僑敦的聯繫。 58 1. 960 年代遠赴馬國擔任副領事的蕭萬長，

坡青年書局， 2007) ，頁 175-194 。

51 鄭良樹， <新馬兩地華彭:還動的互動關係卜收於李元瑾主主扁， (新馬華人:傳統與現

代的對話) (新加坡:南洋瑾二巳六學出扳， 20(2) ，頁 17 。

但張希哲， {中華民闋的僑生教育 〉 (萎北:正中書筒， 1991) ，頁 3; 馮績， <海外僑生

來臺升學問題卜〈僑務月報〉第 10 期(豪jt 1953.04 ) ' 頁 14 。

53 陳貞榮， <馬來西亞「馬來至上~ j ) 之研究 ) (培是 : 這里;江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2011) ，頁 1 。

"胡春艷， {抗爭與妥協:馬來西亞華社對華族母語教育政策制定的影響)(廈門:暨南

大學出版社， 2012)' 頁 4-5 0 

55 陳鴻瑜 ， {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 (臺北:瀚海堂， 1992) ，頁 203 。

56 rl1'我國政府自一九四一年以來 〉 舉辦僑生回國升學，純條基於道義及反共立場而為， / 

別無其他作用。』這是我國僑務當局針對大馬政府重要官員近來不斷發出責難我國『試 r

圖改變留學台灣的大馬華裔學生的效忠精神』所作的非正式聲明。 J .... .黃篤生， (我國

政府有關方面說明 舉辦僑生回國升學政策條基於道義及反共立場別無其他作用

間接否智大馬「改變效忠精神」之指責) , {香港工商日報} , 1969.03 .3 1 。

57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頁 198 。

58 1950 至 1970 年代，臺灣和馬國為了阻止馬來西亞華人前往中國大陸留學，故進行相

闋的合作。參考: < 對共匪吸收華僑青年歸國升學運動的研究卜〈教育部檔〉國史館藏，

館藏號: 019000000329A ; r 共匪吸收海外華僑青年歸國升學運動之研究J'{教育部檔〉

國史館藏，館藏號: 0 19000000330A ;中央通訊社， <歸國僑生學有所成 尼克遜的灼見

反應僑胞愛國心情成績越來越好〉刊香港時報) , 1962 .02.18 ;石文王、曹責陽， (華

僑子女回國升學和華僑在國內舉辦的教育事業〉﹒收於〈中國教育年益: 1949-1981) (北

京:人民教育出版， 1984 ) ，頁 648-6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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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憶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i 學f罵EK西亭華女教宮發曆的影響: 1954-1974 

便在一次公開訪談中談及當年的一些情;，兄。 59據筆者訪談蒼萬畏的過程中，簫

萬長也解釋，臺灣的僑教在馬國很長一段時間是在馬莘學校之間相互傳遞僑

教資訊，壓低姿態的進行，以避免引起馬國當局中極端的馬來政治領袖戚到

不快。呎馬國支持華教的馬華領袖，順勢借著臺灣的華僑政策、(喬教政策，借

力使力的讓馬莘學校拓寬一份生存空間，以便能在夾縫中永續發展 。 過去 50

多年來政府積極招收僑生的具體作法與配套輔導獎勵等措施，已有一套穩定

的招生系統，時至今日馬莘學校的高中畢業生仍以臺灣作為主要的升學管

道。 61因此，本論文的其中一個研究目的，是探討畫灣和馬國之間的文教關條。

/. 1949年中華民國驢技鶴來回擊扮演的角色

二戰時馬國歷經日本的侵略，導致焉華與馬來人(簡稱:巫人)關你惡

仕，使得馬草和巫人的民族主義往各自的方向發展，延伸了獨立之後至今的

種族政治問題。但而且，日本佔領時期，馬來巨共產黨(簡稱:馬共〉得以武

裝起來並成為強大的反抗日本勢J了。這些發展深深地形塑戰後馬國的現實權

力結構與教育。 63同時，二戰以後的ih共 3 以及海至臺灣的中萃民園，經歷了

沉重的抗日戰爭、內戰之故 - 3室鍾的國力大幅衰退。 1950 至 70 年代的共產

中國陷入政治漩渦，和全 ttt莽的自由民主政體認;紋 。 而遷台的中華民國，則

陷入百業待興、內外交困的筠面之牛 。因此 ，馬華領袖無法再籍由海外母國

的政治力、資源來助其解決白:每在當地的問霆 ，而必須適應與巫人政權合作、

協調邁向未來的發展。雖然 3 遷台吉它也豆豆、民國再也無法輕易的涉人馬國政治

59 童清峰， < 專訪 : 中國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前行政院長蕭;萬長 ) , {亞洲週刊〉

2008 .01.20 '頁抖。資料來源于 \ViseNews 慧科大中華新聞網資料庫 J ' 

ht中: / /n ccu. wísen ews.n前，擷取時間: 2013 . 10.11 。

60 蕭萬長的訪談逐字稿記錄，請參閱附錄一。

副主世英計畫主持， {招收海外僑生來臺升軍大學之研究(第二期) :生活適應、生涯發

展與宣導策略> (臺北:國立教育資料館， 2007) ，頁 11 ; < 台高等教育展反應熱烈參展

大學滿意卜〈星洲日報}， 2013-07-29 ; < 李子松:新生料 5 干人留台生人數將破萬)，<星

洲日報). , 2013.07.24; < 今年料 5 千人赴台升學 ) , {南洋商報} '2013.04.26 . ; 心 今

年窗台生最多〉， 《中國報} '2013.03.28 。

位 1945 年 08 月 15 日，日軍投降至芙殖民政府重返馬新地區恢復殖民統治期間，馬華

對曾在日撐，時期幫助日軍殺害馬萃的巫人，進行仇殺的報復行動。這引發一部份的巫人

動員自保和反擊，馬草和巫人關條嚴重惡{仁。 1945 年的月 21 日 ， 馬來亞便發生排華暴

動。參考 Cheah Boon Kheng , 心fnO-iì;fa均I C。可1icts in Mala于明 1945-46: CommunÏst 

陀ndeita and Islamamic Resistance. ft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rul Studies, Vo1. 12, No, 1 
(:March, 1981), pp. 108-170. 
63 黃庭康著;李宗義萃， (比較霸權 : 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卜 頁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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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一萱結論

之中，而中國大陸更為當時國際自由民主政治的公敵，更是難以與馬國發展

關條。 64然而，帶有華族政治色彩的華教卻留下了一個可以讓當時兩個不同主

義的中國在馬國活動的範團、空間。本論文集中論述 1949 年遷台之後的中華

民國在馬國華教扮演的角色。而中國大陸當局透過馬共在華教扮演的角色，

非本文範圈，在此且置之不論。

二戰以前，馬來半島上的華校數量不少，華教看似很興盛，但絕大部分

的華校都為華團所籌辦的華文小學，即或有提供中學教育的學校，也以園中

部為主。“二戰以後，隨著馬華社會的發展，華文中學才普及起來。隨著華文

中學的發展，開始有華文中學畢業生(簡稱:華校生)前往中國的華文大學

進行升學。二戰以前的華校生至中盟升學，不外乎是僑民子弟回國升學。然

而，二戰以後的馬來亞聯邦之成立和中國內戰、赤忱的問題，使得華校生的

華文高等教育之升學途徑被阻斷。馬來(西)亞建國之中，巫人握有政軍的

主導權，而馬慧和馬華文化則處於次要的地位。尤其，華教在二戰以前己泛

政治忙，而不純粹是教育的場所，二戰後巫入主導的政府出於民族自覺的影

響，以及對罵共在華教中的政治串連問題> rrn ......~宣壓制華教至今。當華校生

無法前往其文仕母圓，綠豆:寶華文大學的升學，候選生了惡性的骨牌效應。二

戰以前的華校師資大多來自於中國，市中國大笈赤化的問題使得師資來源也

連帶被阻斷 。 因此、 1950 至 1970 年代的華教和華校畢業生在永續發展、出

路上陷人低:暮之中 l' 66雖然，新油坡的陳六，但在 t953 年 0] 月 16 日所倡議的

華文大學一一南洋大學，於 1956 :竿 03 月 15 司正式開學，一定程度上彌補了

馬新地區的華校生的升學出路，以及供給一定數量的華文師資給馬新地區的

華校。然而， 1960 年南洋大學第一屆畢業生進入社會之後，卻被中共和左傾

“自從英殖民政府在 1949 年，頒布「緊急得其盯住遊限制規定」與「移民法」禁止馬來

亞當地華人前往中國大陸，並規定一旦入境中國大陸，便不准再入境馬來亞。馬來西亞

獨立之後，延續此一政策。一直到 1990 年代以後，才陸續開放馬來西亞華人前往中國

大陸探親、旅遊和留學。參考: <大馬民眾今後可自由遊神州)，(亞洲週刊}， 1990.09.23 ' 

頁 2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斗中國外交概覽)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

社， 1987) ，頁 69 0 •

的古;鴻廷， {教育與認同一一馬來西亞華文中學教育之研究(1945-2000)} (廈門:廈門大

學出版社， 2003) ，頁 7; 敦總教育研究中心編， { 1985 年全國華文小學調查報告} (吉

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1986) ，頁 92-93 ;險業良， <地緣性組織和教育事業) , 

{資料與研究卜 第 18 期(雪蘭義: 1995 . 1 1.0心，頁 9; 林水樣， (馬來西亞小學及中學

華文教育的發展卜收於《東南亞華人教育論文集J (屏束:屏東師範學院， 1995) ，頁

56 華僑志編喜事委員會編， (萃，僑志﹒總志j (臺北:華僑志編毒草委員會、 1964) ，頁 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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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l 對馬來西荷華文教育勢膺的影響: 1954-1974 

人士所利用，讓單純的教育場所變色。叮當馬國華教陷入困頓之中的時候，臺

灣正積極的欲借著僑教來拓展國際生存空間。的臺灣現有的僑務機構 ， 接績國

民黨政府在大陸時期算起，迄今已有一百年的歷史。的過去馬新華僑對中華民

國的海外捐款數額為南洋地區之首，新馬華社又曾是國民黨政府對日戰爭的

重要海外力量之一。 70因此，戰後國民黨政府依據歷史經驗，自然會看重華僑

的支持。 71僑委會在其政策上有一句名言: í無僑教即無僑務 J '凸顯出僑委會

之組織一個十分重要使命一一僑教。 72為什麼失去了僑敦，便會喪失了僑務

呢?十分普遍的看法是僑社缺少了僑民教育，新生一代的華人因為缺乏僑民

教育的黨陶，將逐漸喪失中華民族應具有的特質 ， 導致原有的僑社逐漸轉型，

失去僑字土所應有的特質。如此僑社將有名無實，諸多僑務將無法推展。 Î3這也

就是表明「僑教」能攏絡當地華僑華人成為臺灣陣營的支持者。十分現實的

政治環境之下，臺灣各政府單位配合僑務委員會(笛稱:僑委會)來積極招

收僑生入學。 74

67 周兆呈 ， {語吉、政治與區(乙: 南洋大學與新加坡互支持絮語.~ 1953-1968 )0 (新加坡 : 南

洋理工大學中華語吉文化中心、八方文化訓，作室) 2012 ) ， 頁 237 。合眾國際社， < 馬來

西亞逮捕南大親共學生 ) ， {中央.8報 j ) 1963 .09 .27 '販 2 " ( 共產主義在南大中央政府

白皮書全文) ,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還案館肢，館藏號:

11-01-20-02-0 3 -004 。

68 莊國土) ( 台灣當局的華僑教育政策). ， { 箏，這=華人與中國的關條) (廣州:廣東高等教

育出版社 ， 2001 ) ， 頁 468-480 。

的僑務委員會編， (僑務五十年) (臺北:僑務委員會) 1982 ) )頁 17 。

7日蘇雪峰) <星馬華人在抗日戰爭中犧牲與奉獻 : 1937-1945 )- )收於吳倫霓霞、鄭赤改

編，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國際研討會)(香港 : 香港中文大學 ， 1987 ) , 

頁 1-16 。

71 中央改造委員會) (本黨現階段政治主張) ， <改造〉第二期 ( 臺北 : 1953.03 )' 頁 17 。

72 r 無僑敦即無僑務」是第 5 任僑務委員長鄭彥菜所提出的一句名盲。趙林， <近十五

年(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八〉年來中華民國的華僑教育政策卜《華僑教育學術研討會會議

實錄} (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998) ，頁 37 ;鄭彥荼， (無僑敦即笑:借書苦的真訝于

一四十四年九月一日在華僑文教會議席上致詞 ) ， 收於鄭彥菜講;海外出版社編 ， (華僑

文教工作的方針與任務) (臺北:海外出版社， 1957) , 24-36 。

73 r華僑文化教育工作，與僑社的存在發展有密切關聯 。 」曾廣順 ， ( 僑政歲月 }C臺北 :

華僑通訊社， 1993) )頁 210 。

74 r 青年僑生們 ， 自由祖國在向你們呼喚，為著祖國、僑社及你們個人的前途 ， 都應該

把握住這個機會，回國來升學 ， 繼求深造! J ( 歡迎海外僑生囡囡升學卜《僑務月報〉 、

第 24 期(臺北: 1954 .06)' 頁 13-14 0 鄭彥菜 ， < 華僑青年們:祖國歡迎你們回來蓋章書 仆，

〈僑務月報) ，第 36 期 ( 臺北 : 1955 .06 ) ，頁 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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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和馬國在 1950 至 1970 年代，共同面對共產主義的威脅。 75臺灣的僑

生政策在 1950 至 1970 年代的重要政策是反共，並且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披

上復興中華文化的國際宣傳口號。馬國在 1950 至 1970 年代之中，歷經獨立

建國、馬新分家 3 作為一個剛獨立不久的國家，積極的統一多元族群社會的

國家認同和協調各種族之間在方方面面的平衡。由於主客觀的歷史演進，馬

國是以巫人主導國內政權。巫人主導的政權之中，在 1950 至 1970 年代，積

極的壓制華敦，以統一國內教育的制度。而 1950 至 1970 年代，華教還被誤

認為是產生左翼華人的組織。 76因此，臺灣、馬國政府和馬國華教在 1950 至

1970 年代，均有各自的困境和難處。總的說，都共同面對共產主義的威脅。

馬華在馬園的諸多發展，與馬來人政治發展息息相關。 77若不是馬國政府基於

當初反共需求，打開了當地華敦和臺灣僑生政策的聯繁。華教恐怕無法順利

發展至今的規模。 1960 年代遠赴馬國擔任副總事的簫萬長，在訪談中對筆者

說. 78 

我在 1966 年初到任以後。我覺得三支付作為中華民圈，駐外的使節，駐外的工作是

促進駐在國之間的關像。這個認條未必是外交關線，而是實質閥像。這個實質關

像是包括經濟、經貿、教育、文化和人民交jh等各方面的關緣。所以，我們是全

力推動這個實質的踢，像。我在-推動的時候，發現一治問題。我們廣泛與當地的華

人團體接觸的時候，就發現一個問題。每一個不同華人團體關心的問題都不一

口~ I;.__ 'q .,1:-, rr ~~ 司樣。而我們駐外平位是與各莘八 l封殺保持好的認俘 ，卻不作任何的評論。不介入

這些團體。但是，我們到華文學校 3 便聽到很多學校裡的教育工作者一一校董、

校長和老師反映他們的華文教育若找不到一個出路的話，便不能永績的發展下

去。而當時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在當年馬來西亞整個的教育"政策是只有一個馬來

亞大學。馬來亞大學招收的學生，又有一個名額的限制， ~p 固打制度。這一來，

75 r蔣中正總統的時代?外交政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與中共在國際社會的鬥箏。」、「蔣

經國接掌行政院時，外交政策延續蔣中正總統的立場，決不肯與中共妥協，決不放棄「反

共復國』的目標。」高朗， {中華民國外交關條之演變(1950-1972)) (臺北:五南圖書出

版公司 '1993)' 頁的;高朗， (中華民國夕l、交關條之演變(1972-1992)) (臺北:五南圖

書出版公司， 1994)' 頁 19 。

.'tJ當時，華敦被誤認為是左翼華人實在集之處，馬來西亞政府在 1960 年代便欲以不同手

段壓制、解散之。

7勻何國忠、 〈多元文先下的徬徨一一馬來西亞華族知識份子的困境) ，收於〈資料與研

究〉第 4 期 ( 雪蘭義: 1993 ， 03 ， 0 心，頁泣。

78 蕭萬長，在駐馬期悶的領事職務，可;參考附件一「駐吉隆坡總領事館六十一年度職權員

工作分配景:一蕭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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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中學的所有畢業生在出路的選擇上便有限。在華人社會裡頭，真正讀英校的

不多，而且家庭條件要好一點。然後，從小是抱有到國外去唸害的志向 。 當時大

部份的家庭是沒辦法把小孩培養。但是，華人有一個傳統，是很看重子女的教育。

這樣，他們便很苦惱出路的問題。我走了一趟西馬去訪問這些私立學校。從檳戚、

怡係、森美蘭、吉隆坡、芙蓉、馬六甲、府t坡和新山。這些地方都同樣的面對和

闕，心一個問題，即所栽海出來的中學生的出路在哪裡?而我回來便思考這個問

題。若這個問題沒辦法妥當的處理，會變成馬來西亞種族衝突的導火線。但是，

又不能和他們講得太明白。後來我正好和馬來西亞圈安局的高級官員，在打高爾

夫球時認識，成了好朋友。當時我問他知不知道他們最大的國安困擾是什麼?他

回答說是馬共。我說馬共有什麼特性?我說馬共都是吸收華人的中學生，畢業以

後沒有出路的人，一起上山去 。 這就是馬共的特性。我說不能怪這些學生，這是

政府的問題。因為，政府政策逼得這些人沒有出路。這些人就被其他人給利用和

吸收。所以，你怎麼辦呢?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有出路，變成你們正面的力量。

而不是負面的力量。他說這個很困難。我說幫你想到一個辦法，就是讓這些學生

去臺;灣讀書。因為?奎灣是反共的 刁 i豆和你們的利益和政策是一致的。而到壹灣

去，學費便宜。一投家庭都付得起。何況，金伊文j侍者手存在補貼。所以，一般家

庭的意願就會高。而這些人往m壹灣講完大學以後，忠、拉或熟了。他自己有他個人

的判斷，價值觀會定型。然後，他自己也會毯，除使馬來西亞政府不承認他的學

位，他，還是有辦法到大英體系的題 家唸碩士和博士 。 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這會

是一個很好的出路。我這一位朋友罷 了以後 ， 覺得很好。這是徵底還可了馬共的來

源 。 就沒有可以吸收的對象了。這才是一個女子的辦法。我便當這個想法告訴當時

的教育部長佐哈勵 (lvfohamed Kh ìr J ohari )。這個佐哈勵(1vlobamed Khir Johari) 

走馬來人，巫統裡頭很有-影響力。他和采姑拉曼是很好的朋友。佐哈勵(lv[ohamed

Khir Johari ) 部長對華人是一個溫和的人，和華人相處得很好。所以，他聽了這

個建議 ， 不覺得是對他們不利的。或是一個種族的問題 。 他覺得這是一個更高層

次的圈家安全問題。所以，他，也同意。但是，他們不能公開的來宣布這件事，然

後我要同意。他就是同意讓這些華文學校，繼續發展。然後，華文學校的學生要

到臺;彎，都批准。因為，這樣子的政策出來以後的 1967 年、 1968 年開始，華文

學校的學生就到臺灣來升學 。 因為，一開始我們沒有辦法考試，就讓幾個名校去

告訴其他華校，可以告訴他們的學生 ， 成績好可被係守到臺灣讀書。另一方面，

當他們抵達臺灣以後，我們也會甄試他們一下。建立好這個制度以後 ， 就開始執

行。 9

79 訪談日期 : 2014 年 04 月 13 日;訪談時間: 1030-1110 ;訪談地點 : 兩岸共同市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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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筆者在 2014 年 04 月 13 日訪談蕭萬長的記錄段落。 8。在這一背景

之下，臺j彎展開在馬國華教扮演的角色。馬國華敦的永續經營之中，其中一

個重要因妻是臺灣僑生政策能夠提供其高中畢業生一個升學管道。 81至今為

止，臺灣的僑生政策仍繼續實行，傳承中華文他及推展海外華文教育，歷年

馬國留學臺灣的華人學生總人數逾 5 萬人。 82而且，馬國是五十多年來僑生政

策執行最為成功的地區。的本文的第二個研究目的，是論述臺灣在馬國華教中

的 1950 至 60 年代，所扮演的支援角色。

3. 歷屆大專畢業僑生在馬來西亞華人發展史中的關鍵轉折

以上兩節是以不同的面向鋪陳對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而這一節則欲講述

戰後臺灣僑生政策直接在馬國華教產生影響的具體產物一一「留台生 J '是為

本論文研究的第三個動機。 84 1950 年，依據「華僑學生優待辦法」訂頒「華

僑學生申請保送來台升學辦法 J' 凡海外僑生自願來台升學中等以上學校均可

金會(臺北市信義區松智lffi-_.\吾先 23 樓 ) 。訪談中捷，友的 約旦久別是為馬國重要巫人領袖

一一佐哈勵 (INCHE HATI 1\-1ClIL-D-但D 間主IRBI衣 J01弘RI ) ，. 佐哈勵曾擔任馬來西亞教

育部長，以及赴美圓擔任大使設想，曾寫7次訪筒臺:墅 。

80 蕭萬長在 1966 年 06 月 15 日擔任駐吉隆坡中華民直;還吉隆坡副領事至 1970 年 12 月

31 日擔任中華民國a思主吉隆坡領幸:第1筒，所作的領事拉法年度工作計劃、駐馬主管人員會

議記錄等資料，經外交部解密， 實jZ套文件存於1定檔案實理局 ， 數位↑七影像，則存放在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檔案館中。 參考: (， 駐苦經投領事館工作報告卜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藏， (駐吉隆坡領事草工作報告 ( 1961-08 日 1971-01 汁，館藏號-

11-01-20-05-01-026 。

自 1 r 獨中過去能夠在逆流申生存，主要是因為能夠提供比園中更優越的升學就業選擇途

徑。」楊泉， < 打破應試教育的根框一一提供高素質的教育選擇卜 收於馬來西亞全國華

文獨中工委會課程局編輯， (獨中敦改初探: 1996 年探討華文獨中學制、課程與考試革

新方向工作營資料彙編) (吉隆坡:馬來西亞萃，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1997 ) ， 頁 4 : 曹淑

瑤吋國家建構與民族認同:馬來西亞華文大專院校之探討: 1965-2005 } (廈門 廈門

大學出版社， 2010) ，頁鈞。

82 外交部編， {外交年鑑﹒中華民國 101 年 } (臺北:外交部， 2013 ) ，頁泣。

83 r 100 年度計共提供僑生 404個師範科采名額，共錄取 326 名僑生，目前在學僑生計

有 980 人就讀師範學院 ， 未來本會仍持續鼓勵僑生還請師範體采回饋僑敦，以馬來西亞

60 所華文獨中為例，其中半數以上校長及教師即為留台畢業僑生，對當地僑教發展助益

甚大。」僑務委員會編 ， {僑務委員會 : 100 年廚掀績效報告} (臺北 : 僑務委員會，

2012 ) ，頁 8 。李錦與原著;張曉威謹、 〈 馬來西亞華人 : 在 2020 年宏願中追求智、同 ) , 

收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翻譯/陳鴻瑜審訂 刊(華裔東南亞人} (埔里!暨

大東南亞中心， 1998) ， 頁 87 。

“窗台生，是僑生慣用的自稽。



戰役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l 對馬來西布華文教育彎腰的影響: 1954-1974 

申請保送、免試分發中等學校就績。 1951 年，頒佈「僑、生申請保送來台升學

大專辦法 J '開始辦理僑生教育，有計畫。地招收華僑青年回國升學。馬華子弟

一直是以僑生身份，被保送進入畫灣留學。臺灣是在 1973 年 06 月，教育部

頒布「外國學生來華留學辦法 J '才開敢讓 1990 年代之後的馬華子弟以外籍

人士身份到臺灣升學。的從 1949 年的月至 2013 年為止，馬國僑生的大專院

校畢業人數，己累積 27598 人。叮丹謂「量變達到質變 J '兩萬餘人的大學畢

業生，必然一定程度上對馬園、馬華社會和馬國華教產生影響。 87東南亞各國

的留台生，在各行各業都有一定的成就，不少己登上當地社會領導階層，甚

至少數選登上了當地的政治舞台。這對加強臺灣與各國的關餘，以及提昇臺

灣國際地位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幫助。駐外使館人員應該能直接理解這一事

實，但臺灣各界極少知道留台校友在海外的貢獻。 88

總的而言，留台生在馬來西亞發展中的貢獻受限於客觀的政治環境，而

不被馬國當局公標承認。而臺灣社會基於一些主客觀因素，不能直接知曉我

留台生在海外的貢獻。因此，本文議題的第三項研究目的，即是基於現實的

體認，而以歷史研究的手段來給予客觀的記錄 。 這就如同留台校友會聯合總

會的主席一一賴觀福在 1974 年的第二局文仕之夜中，向畢業自鑫灣不同大專

院校的一千多位留台人士說這:

我想在未來的歲月中，正直公平的歷史家，在寫馬來西亞獨立後的發展史上，會

為我們寫上光彩的一頁。的 ( 

的教育部教育年鑑編賽委員會綿， (第九章外國學生來華留學) , (第五次中華民國教育

年鑑) (臺北:正中， 1976) ，頁 1663-1675 。

86 僑務委員會編， r附表 22 :大專院校畢業僑生人數一按僑居地別分J'<中華民國 101

年僑務統計年報) (臺北:僑務委員會， 2013) ，頁 123 。

87 舉例而富， 1960 年代的南洋大學便有不少教授的大學是在臺灣完成。參考:陳水逢，

(在南大的一霎卜收於政大校友社編， <政大校友季刊卜第 1 期(臺北:曹聖芬，

1967.10.31) ，頁 13-17 。

"第 10 任的前僑務委員長一一曾廣l慣，在曾在一次訪談中j竄嘍?我們國內的同胞，向

來對僑務工作不是非常瞭解._.... J (發揮服務精神﹒促進華僑團結一一答中華日報記者

陳舜華訪問) ，收於〈僑政歲月> '頁 234 ;而留臺僑生的領袖，也有類似的觀葉和無奈。

參考:徐振亞主編{世界貿臺校友會聯誼總會第五屆代表大會一一一亞洲留臺校友會聯

誼會第十四屆年會} (臺北:世界留臺校友會聯誼總會、海外在臺僑生校友聯合總會，

2008) ，頁 2 。

"賴觀福， (第二屆文1[，之夜演辭卜〈霧鎮、今朝一一頓觀福文集〉頁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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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畫外交角力之下一一聖灣有失去馬來西亞華教話語槽的危機

二戰以前的僑民教育，一言蔽之是中國政府在海外的勢力延伸。隨著國

際局勢的變遷，當今的僑教己實質演變以華文教育為主。 90戰後臺灣僑務政策

當中的諸多政策，實為口號多於政策的內涵。馬國政府並不容許有他國勢力

企圖插足其國內教育或宣稱其境內華人公民為他國「僑民」。僑委會至今仍獲

得中央政府的持續撥款，年年辦理馬國相關的僑務活動。諸多政府報告、學

術研究均指出兩岸設置的僑務具有社會文化、政治外交及經濟三種政策層面

意義，就如 2005 年的僑務會議之中前僑務委員長張富美所言: í 中華民國要

爭取國際活動空間，要推動加人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海外僑胞是我們最

為寶貴的資產。」 91一言蔽之， í僑務」至今仍能維持和攏絡海外華人成為海

峽兩岸某一方陣營的支持者，就如第十三任僑委會委員長焦仁和在一場學術

研討會上公開所言 :í不論是僑民、華德、華人都是我們的服務對象。事實上，

凡對外交、國家安全有益者，都是益;令人爭紋 ，也是應該要儘量爭取的對象。」

92 
___;_./ 

臺j彎倚靠過去多年在海外華社、華教所埋下的資源，對於臺灣當前日益

艱困的國際政治環境實為一個有力資源 。 1950 至 70 年代的臺灣和中國大陸

捲人世界的冷戰盞，中。我政府倚靠美國為首的勢力集團敵對中國大陸和蘇

俄。 93兩岸一系列的對峙中 3 中豆豆大!莖企:庭主奪取臺灣在台耕耘的海外華教成

果。"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 簡稱:中共 ) 結束其國內的文他大革命，等政治

動亂，鄧小平在 1978 年上臺進行改革開放，海外華人重新被重視起來。至

1990 年，中共進一步將僑務進行法制他。 95但是，隨著臺灣社會主體意識提

90 李盈慧， < 1949 年以來中華民國的華僑教育政策卜 收於 〈暨大學報} ，第一卷第一期

( f甫里: 1997.03) ， 頁 180 。

91 王世英計畫主持;蘇玉龍研究主持， (招收海外僑生來臺升請大學之研究(第二期) : 

生活適應、生涯發展與宣導策略〉 頁 1 ;僑務委員會編， (僑務委員會議實錄) (臺北 :

僑務委員會， 2005) ，頁 7 。

但焦仁和 ， < 當前我國僑務政策及未來展望 > '收於陳鴻瑜主編， <中華民國之僑務政策〉

(臺北 : 中華民國:每外華人研究學會， 2000 ) ， 頁 3 。

93 立法院 ， < 行政院俞院長鴻鈞報告施政方針〉吋立法院公報〉 第 13 會期第 10 期 ( 臺

北 : 1954 ) ，頁 199 。

"高崇雪、高欣， (東南亞華人與華文教育)( 臺北 : 中華工商研究院 ， 2007 ) ， 頁立的-210 。

95 丘進、嚴武麓， < 中國僑務政策概述卜 收於丘進主編， {華僑華人研究報告 ， 2011 J 

( 北京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心 ， 頁 43-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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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和民主于七，臺灣民眾對僑教政策「不合時宜」的威受反映到近十年來政府

的施政措施。 96因此，年年削減僑務經費。這己對臺灣在海外的優勢有所損害。

97當中國大陸在海外僑界、華文教育市場有過人成長之際，臺灣過去在海外華

教的工作十分需要歷史研究來記錄之。本論文的第四個研究目的，便是為了

釐清馬國在 1949 年之後的華敦和臺灣的歷史關餘，以證明馬國華教不單是當

地華社群策群力維護所致，也不只是中國大陸經濟呢起而使其跳躍性的發

展。 98而是，還有臺灣在 1950 至 1970 年代的歷史影響。這也是筆者從事本項

研究之背後的現實意義之一。

第三節、研究範團與研究回顧

(一)研究範團與時間斷限

時至今日，馬新地區唯有馬華社會仍堅持以華語文作為教學媒介話，並

旦實踐之。放眼於兩岸三地以外的華文教育，也只有馬莘學校在各方面上發

展得有規模和體系。然而，對其作根闋的學術研究，不論是從社會、政治和

經濟或是從文句，己、教育和歷史種商著手的，仍嫌不足。"本研究是有關馬國華

教中，臺灣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僑生政策發揮2月;應史影響。限於篇幅，臺灣

國內僑生教育部份‘貝uæ釘在?木談。寫莘學校和僑生政策之間的歷史關餘，隨

著臺灣和馬國各自的國內因素，以及夕;在的國際函素而有階段性的變化。至

於研究的區域範圈， 1963 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之前是~、馬來亞聯合邦的
.-4'戶-4. ，

所在地一一馬來半島為主。「馬來西亞」和:'，馬來亞」是不同歷史時期的歷史

名詞，兩者覆蓋的區域也不同 。 而文出jqij使用的 f馬來半島」、「馬來西亞」

或「馬來亞」等名詞，主要是為了彰顯各個不同時期的政治性區分，以及其

所代表的歷史的意義。但是在學界一般都接受馬來西亞是白馬來亞這個政治

96 r 民國七十八、七十九年間，立法委員對於政府自民國四十三年度起，開始擴大招收

僑生回國就學的政策，顯現了空前未有的高度關注，並為此向行政主管機關提出質詢。」

李明儀， (僑生回國就學政策之研究) (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2) ，頁 1 。

"黃人{槳， <海峽兩岸推展僑務政策之比較研究:兼論僑敦之比較卜臺北: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5 。

98 r 改革開放後，中國國際地位日益提高，華文在國際交往中的地位經顯重要，尤其是

隨著中國與東盟各國官立交往日益密切，以及有著許多華僑華人的東南亞各國之間的合作

交流也更加頻繁，華文華語對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潛在價值改變了在華教育問題上政府

與華人的對立局面，華文教育才在東南亞各國開始重新受到重視。」陳祭嵐刊全球他

與本土'.'fc :東南亞華文教育發展策略研究ì (廈門:廈鬥大學出版社、 2007) ，頁 5 。

"吳建成(董敦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教育主任) ，<序) )收於林國安， {華僑崗沉思錄:

林國安教育教學研究文集> (雪蘭義: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2006) )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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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擴充而來。 10。因此，本文為了敘述的流暢、通用頁，直接在論文題目中以

「馬來西亞」來通稱涵蓋「馬來亞 J 0 101由於地緣政治、歷史等因素，馬華研

究往往於將東、西馬分開處理。 102本論文為便於陳述，統一將「馬來西亞」

涵蓋東、西馬，而不特別區分東、西馬之間的差異。 103臺灣在馬國華教中的

活動，以及扮演的角色，至今並未停滯。關於研究年份的範圈，如下所述。

華教很長一段時間是私塾教育的型態 。 104華教在戰前的 1919 年便開始面

對當地政府(英國殖民地政府)自甘丁壓。 105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馬國華敦，

華教為7生存，不是直接與機械性(mechanical)的和當地政策抗爭，而是多方

面的爭取生存和活動的空間。那麼，臺灣僑教是什麼時候在馬國華教中發揮

影響力?

臺灣的僑教政策是戰後還台的鹽民黨政府所推動的重要政策之一，如下

文所述:

我們對海外僑胞期待更是殷切 u 五十餘年來，海外僑胞是國民革命的株姆，抗戰期間，貢獻尤其
"-.._:_ 

重大。在今日，他們乏深戚家鄉鬥爭清算的痛苦 ， 然望祖國領土主權恢復。我們認為政府對便利

僑匯、解決僑胞子弟教育問題，應偉i是祥、束，合理的持花 。 我們深信今日反共抗俄戰爭，必須得到

僑胞熱烈的文持， 今後復興建國字素?尤精干這-胞回國， 在大候機程荒涼的唐墟上，重新締造繁接

的自由的國家 。 106

雖然，當時文獻上的語氣是如此的堅定。 然而 ，遷台初期的國民黨政府

面對內、夕|、局勢的動盪' 以及財務繁縮立不能讓僑委會等政府機構完全運作

100 王國璋 吋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 ( 1955-1995) ) (臺北 : 唐山出版社， 1997 ) ，頁

101 關於馬來西亞發展吏，前後不同的發，裂變化，請參考「附件一:馬來西亞發展史簡衰」。

102 木鳥， < 馬來西亞華人研究概時 ) ，收於{資料與研究) ，第 14 期(雪蘭義: 1995.03.01 ) , 

頁 86 。田英成， < 戰後砂勞越華人政治的發展 ( 1945-1970) 卜 收於《資料與研究〉 第

14 期 (雪蘭義 : 1995.03 .01 ) ，頁 88-95 。

10 3 本論文的研究王題是集中於僑生政策對馬國華敦的影響 。 因此 ， 關於馬圓的東、西

馬之間的差異，似乎對論述的王題影響是微乎其微。

104 鄭良樹，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一分冊 )ì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

會(敦總)出版， 1998 ) ，頁 1-68 :林水檬， < 獨立前華文教育 ) ，收於林水檬、何國忠、何

毆良、頭觀福編 ，，(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 (第二冊)) ( 吉隆坡 : 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

會， 1998 )' 頁 215-253 :李志暉， < 馬來亞華文教育(1894-1911) : 早期華校的民族主義 ) , 

收於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

文集) ( 臺北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條研究中心 ， 1986 ) ， 頁 90 。

1 日 5 羅紹英) < 華文教育之演變與農卜 收於林水檬編， (文教事業論集 ) ( 吉隆坡 ， 雪蘭

設中華大會堂， 1985) ，頁 41 。

106 中央改造委員會， <本黨現階段政治主張卜〈改造) ，頁 17 。

21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戰援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l 對黨萊茵布華文教育毒手軍事的影響 : 1954-1974 

起來。 107例如， 1950 至 1955 年之間，僑務委員會的職員只有 46 名。 108直至

美國因韓戰的爆發而介入兩岸的對峙之中，將臺灣納入反共陣營，而推行美

援計畫。 109美國大筆資金、物資匯入臺j彎 ， 成為抵抗中共，以及自身建設發

展的物質基礎。其中僑教作為畫灣反共工具之一的重要性，被美國政府所認

可，而讓臺灣的僑教政策獲得充足的資源進展「美援僑生教育 J 0 110基此，本

文從 1954 年開始有編列「僑生教育經費」記錄作為研究年份的時間起點。 1]1

馬國華教在 1957 年的馬來亞聯邦 (Federal of Malaya) 獨立前後，以及
馬來亞聯邦在 1ω96臼3 年改制為馬來西亞聯邦之後一直面對被排除在國家教育

體制之夕外←自的，守3問題。]山1泣L當士地也政府的一三系各

教育法令〉 使得堅持以華文進行教學媒介語的華文中學成為民辦學校一一華

文獨立中學(簡稱. í獨中」ρ) 0 華文小學雖在 1957 年納人國家教育體制之中，

但是在馬國政府的單一語文政策之下仍面對種種困境。 113簡而言之， 1961 年

之後的馬國華教正式面對起嚴峻考驗。須立中學教育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 ;簡稱:獨中)成為馬國華敦的標誌性指標責而獨中培育出來的華校

生(亦稱: í獨中生 J) ，則成為馬國蕊敦的重要成果之一。從獨中生延伸而來

的升學問題，便是臺灣僑生政策的文授所在。 1974 年 05 月 31 白，由於馬國

與中共建交，基於「漢賊示:詩立 i 的外交政策，臺灣與罵國斷絕領事關條。

1974 年 08 月，臺灣派駐是國的機構改為「駐吉海波遠東貿易旅遊中心 J '建

立起以經貿為基礎的實質綴除 。然後， 1970 年代的罵國華社發起獨立中學復

1 日7 李雲漠， ( 第七節海外黨務與領月~總會 ) , {中豆豆!鹿三三黨史述﹒第四編} C臺北:國民

黨黨史會 ， 1994 ) ， 買 139-147 ~ 

1的 「表 245 .中央各機關役人數及支持綠_I > ~中華民r~統計提要} (臺北:行政院主計處，

1956 ) ，頁 458 。

1 09 趙綺娜， < 一九四 0 年代真窗外交政策中的臺灣戰略地位) , (美國研究〉第 12 卷第

1 期(臺北 : 1982.02)' 頁 29-33 。

110 ï 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訪問遠東各地，道經印尼、星加坡。我當地僑胞紛謀普揭表示其

對異國遠東政策關切，並希望美國協助我政府反攻大陸之意願。 J < 南洋僑胞向尼克森

促講真國助我反攻 ) ，(僑情週報〉 第 90 期(臺北 : 1953) ，無頁碼;國立教育資料館

編， {美援有關教育計畫實施報告﹒ 1953-1957) , (臺北:國立教育資料館， 1957) ，頁

52-53 。

111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印， {僑生教育計劃運用其援成果檢討J ~ 臺北: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1966 。

112 柯嘉遜， {馬來西亞華教奮鬥史} (吉隆坡:董敦總教育中心， 1999)' 頁 28-99 ;周

聿峨、 〈從獨中的演變看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刊華僑華人研究> '第 2 期(廣洲: 1995 ) , 

頁 167-168 ;陳鴻渝，〈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C 蓋北: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200的，

頁 542 。

113 馬來西亞華校校友會聯合會總會、寫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馬來西亞華校教

師會總會編， (馬來西亞華敦常識手冊〉第六版，頁 4-9 。資料來源 :í 馬來西亞華校董

事聯合會總會」、 http ://vvww.djz. edu且抖 ， 攝取時間: 2013 .0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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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連動，華敦和華社也有一個明顯的轉折之處。故此，本文的研究年限斷於

1974 年。

(二)研究回顧

戰後臺灣的僑教政策是本論文的研究背景之一，而僑教也是華僑政策研

究當中的重要議題。回顧過去的相關文獻及傳碩士論文，僑務中的僑教研究

往往以較為宏觀的角度來探討之。其中關於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在海外的僑

務活動，相關研究是較少的。畢竟，臺灣解嚴以前的對外僑務在各國政府眼

中，無異於是干涉其內政的行為，甚至懷疑是海外勢力在策動境內華人公民

抵制政府施政。因此，基於外交、政治上的敏戚，政府至今甚少解密或正式

公開相關的資料。國內各大專院校的博碩士論文當中，有不少與本文的議題

有相關聯之處。這讓本文立足於一一個資料、理論較為充足的平台。雖然，碩

博士論文不能代表整個學術界研究成績。但是，每一篇論文均經過一個學術

規範的考驗，始告完成。因此， t專碩士論文自有其嚴謹的學說:3意義。 114從 1960

年代至今，涉及僑務、僑敦和馬來豆豆豆華文教育，亦和本論文主題有較密切

關餘的傳碩士論文分別如- F :

表 1 論文主題涉及僑務、 悟:紋的f巷，:‘碩士論文

論文主題涉及億務、億敦的傳‘碩士論文

何介富? ( 行政院輔導僑生回函升學跤，策之研究 )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

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1 1975 。

林高樂) < 新加坡華文教育之研究) ，臺北:私立中國文{c大學民族與華僑
f臼可

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1 " 

陳文盔， <臺灣當前僑務政策與措施之研究) ，臺北:私立中國文他大學民
3 
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6 。

徐文祥， < 大學院校僑生教育輔導工作之研究卜 臺北:中國文他大學民族 i
4 
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8 。

114 楊建成， 〈 中華民國各大學研究所有關東南亞研究博碩士論文之統計分析-

1963-1982 卜收於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編， {中華民國各大學研究所有關東南亞研究

博碩士論文摘要匯編) (臺北-中莘學術院南洋研究所、 1983 ) ，頁 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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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l 對罵東西有三華文教育吾吾展的影響: 1954-1974 

顏國裕， <臺灣僑務政策之研究一民國六十年以後之發展分析> ~臺北:國
5 
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0 。

李明儀， <僑生回國就學政策之研究 ) ，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
6 

所碩士論文， 1992 。

李盈慧， <現代中國的華僑政策(1912-1949)) ，臺jt: 國立政治大學史研究
7 

所博士， 1994 。

王斯媚， < 1971 年以來臺灣的僑務政策卜 商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
8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

游凱全， <畫灣僑教政變遷之研究-S\XlOT 觀點的分析> ' 臺北 : 國立臺北
9 
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 2003 。

陳月萍， <美援僑生教亮，與反共["':<]字0950.. 1965):> '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
10 
學歷史學碩士， 2004 <' 

11 
李靜兒， <近半世紀的 「萃僑J 教育 (1950..2000)) ，臺中:私立東海大學

歷史學碩士， 2004 。

陳慧嬌， <偶然身為僑生:戰後不同世代華裔馬來西亞人來台求學的身份
12 
認同 )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 。

范雅梅， <論 1949 年以後國民黨政權的僑務政策 :從流亡政權、在地知識
13 與國際脈絡談起 ) ， 臺北:國高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 20的。

資料來源 :í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J ' ht句 ://nd1td.nc1. edu . t\v/ '擷取時

問: 2014.0 1. 07 。

表 2 論文主題涉及馬來(西 〉 亞華文教育的博、碩士論文

論文主題涉及馬來(西 〉 亞華文教育的傳、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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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冠欽， < 馬來西亞教育政策與華文教育問題之研究 ) ，臺北:私立文ü:大

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 ， 1985 。

黃坤生 ， < 新加坡光復後華文教育之發展(1945-1985)) ， 臺jt: 國立臺灣師
? 
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 1986 。

、-一----林開忠， ( 從國家理論的立場論一一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運動中「傳統中華
3 
文化」之創造卜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2 。

葉玉賢 7 〈 語言政策與教育一一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比較研究 ) ，南投:國
4 

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

王祥雲， < 馬來西亞獨中教育與族群融合之研究:以芙蓉中華中學為例) , 
5 

臺北: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接文， 2000 。

黃偉雯 7 〈 砂拉越留合院!學會之研究 ( 1964-1 996 ) > ' 桃園:中央大學歷史
6 

研究所， 2002 。

陳玉清- 7 〈 馬京西亞與菲律賓獨立後華文教寬競賽之比較研究) ，國立暨南
7 
國際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三吾土了 2003

陳子鸚， < 馬來西亞華文中學改制一一汪永年與鐘靈中學為例 ) ，南投:國
8 
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4 。

曹淑瑤 ， ( 戰後馬來西亞地區華文高等教育之研究(1945-2005) ) ，臺中:國
9 
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2006 。

吳文武， <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高中統一考試的研究(1975-2005) ) ，淡
10 
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 2006 。

李寶鑽 ， <.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之研究(1957 - 2003) ) ，臺北:國
11 
|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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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中華民國「悟牛，政策 l 對馬萊茵布華文教育勢廢的影響: 1954-1974 

12 
高i韋哲(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的傳承與轉型 ) 商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l

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9 。

陸建勝， (馬來(西)亞董教總與華文教育發展之研究 (1951-2000)) ，南投:
1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0 。

資料來源: í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該加值系統J ' http ://ndltd.nc1. edu.t叫，擷取時

問: 2014.0 1. 15 。

綜合以上個別博、碩士論文的研究成果而分析之，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i 除了黃偉雯的〈砂拉越留台同學會之研究 (1964-1996 ) > 有處理到臺馬之

間在華教之間的聯繁，所有的論文基本均集中於華教在本土體制內的教育問

題。

11.何介富的〈行政院輔導欒:牛，也盟升學政策 ;21:研究~ > 、陳文辜的 〈 畫灣當前

僑務政策與措施之研究 〉、李、粉(義的 〈僑生回盛放學政策之研究 〉 和王斯嫻的

( 1971 年以來臺灣的僑務乏文策 > '基本都往敘述政策的形成、制定與發展，

至於個別的僑務成果便沒有研究分析之 。

祉， 歷年來僑務統計數字中， 馬來豆豆豆的留合人答:之多。 以及馬劉華敦的華教

工作者的留台人士之多，幾乎沒有在各籠中著重研究分析之 ， 似乎以上各篇

論文的小疏漏。

以上列表的四篇論文中 ， 陳月萍的 〈 美援儒生教育與反共鬥爭

(1950-1965) > 、李寶鑽的〈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之研究 (1957 -

2003) ) 、吳文武的〈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高中統一考試的研究(1975-2005) > 

和曹淑瑤的 〈戰後馬來西亞地區華文高等教育之研究(1945-2005) > 的論文，

在研究視角、資料範團和討論的對象與本論文有各自不同部份的重疊。陳月

萍的 〈美援僑生教育與反共鬥爭(1950-1965) > 詳細的說明美學僑生教育政策

在臺灣國內的執行歷史。然而，對於美援僑生教育政策對各國僑生或僑居地

的影響，或是其對反共鬥亭的工作帶來什麼樣的實質效益，較少深入的探討 。

本論文預計的研究成果一一關於「僑生政策」對馬圓的華教之影響，有一定

程度上能作為補充其未討論的個案。李寶鑽的 〈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

之研究(1957 - 2003) > '對於華文中學的歷史研究，多集中於獨中教育中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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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體制等範圍。而沒有談及獨中生的升學就業一一出路問題，以及作為一個

被政府所壓制的民辦教育如何永續發展的重要問題。因為，華校畢業生的相

關升學、就業問題，以及師資等問題，是馬莘學校能不能永續經營的重要問

題。筆者覺得李寶鑽沒有談及這部份，很可能是蕭萬長是在 2008 年才首次公

開談及他駐馬時期處理馬莘學校問題的經歷。而李寶鑽的 〈 馬來(西)亞華文獨

立中學教育之研究(1957 - 2003) ) 是 2006 年完成，來不及將資料匯人論文之

中。然而，李寶鑽沒有把獨中生畢業之後，大量來台升學的歷史背景，納入

論文中論述，是較為遣傲的部份。本論文的研究時段是座落於 1957 至 1974

年，而李寶鑽的〈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之研究(1957 - 2003) > 中關於

1957-1974 年的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的研究段落和本文有重疊的部份。但

是，關於馬團和臺灣僑生政策之間的歷史卻是李寶鑽沒有較詳細處理的部

份，而本文便以「小題大作」方式來研究之。而吳文武的〈馬來西亞華文獨

立中學高中統一考試的研究(1975引)。5) 〉 3 亦是如此。曹淑瑤的〈戰後馬來西

亞地區華文高等教育之研究(1945-2005 ) )- ﹒後來在中國大陸出版成學術專書。

115曹淑瑤很仔細的梳理了戰役軍三護法追求設立華文大學的歷史 。 然而，其中

關於馬萃的華團、董教終豆豆豆遠不5臺灣儒教或高敬之詞的關餘，卻處理得較為

淡薄。林開忠的 〈 從國家理論約立場撿一一馬來污，豆華文教育運動中「傳統

中華文1cJ 之創造 〉 後來在毛國出版，視角主要集中於馬團華敦和巫人主導

的政權相互關餘，對於馬國毛主紋的內部發展有很細膩的分析。 116總的而言，

本論文的主要研究主題一一一路於 苓笠政策 5 封為國華教之影響，有一定程

度上接力於前人約研究而延續之。中國大陸的碩博士論文當中，胡春艷的 〈冷

戰後“成就困境"中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研究〉、王瑞圓的 〈馬來西亞華校董

事聯合會總會(董總)與華文教育〉等亦是如此，處理。 111

以上是碩博士論文的部份，接下來是關於專書形式的學術出版品之研究

回顧。目前﹒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相關的研究著作 3 重點列表如下:

115 曹淑瑤， <{ 國家建構與民族認同:馬來西亞華文大專院校之探討: 1965-2005)' 廈門:

廈鬥大學出版社， 2010 。

116 林開忠， (建構中的「華人文化 J '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敦運動) ，吉隆坡 : 華社研究

中心， 1999 。

117 以上論著的出版資料請參閱 ( 參考書目 〉 。王瑞園和胡春艷的論文，分別出版為 (馬

來西亞華文中學的改制與復興一-JLJ.霹靂州為例 ( 1962-1985) ) 和〈抗爭與妥協:馬來

西亞華社對華族母語教育政策制定的影響卜參考:王瑞國， -{馬來西亞華文中學的改制

與復興一一一以霹靂州是例 ( 1962-1985 )) )雪蘭義 : 大將出版社 ， 2014 ;胡春艷 ， {抗爭

與妥協 : 馬來西亞華社對華族逗語教育政策制定的影響〉、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三O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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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1 對馬東西可有華文教育毒手寢酌影響 : 1954- 1974 

表 3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相關的研究著作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相關研究著作

許蘇吾 ， <新嘉坡華僑教育全貌)， 新加坡:南洋書局: 1950 。

2 宋哲美，<英屬婆羅洲華僑教育〉臺北:海外出版社， 1959 。

3 宋哲美編， {星馬教育研究集卜香港:東南亞研究所 ， 1974 。

4 柯嘉遜，{馬來西亞華教奮門，史〉﹒吉隆坡:雪蘭護中華大會堂， 1991 。

鄭良樹，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一分冊))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
5 
校教師會總會， 1998 。

鄭良t!1 ' (馬萊茵亞華文教素g發展史(第二分問))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
6 
校教師會總會， 1999 Q 

莫順生， {馬來西亞教育史: 1400-1999}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
7 

總會: 2000 。

鄭良樹，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三分冊冷，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
8 
校教師會總會， 2001 <> 

曾慶豹，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困境與出路〉臺北:貝才團法人海華文教基
9 

金會， 2001 。

鄭良樹，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四分冊冷，吉隆坡:馬來西亞華
10 
校教師會總會， 2003 。

古鴻廷 :{教育與認同 :馬來西亞華文中學教育之研究(1945-2000) } ，廈門 :
11 
廈門大學，泊的。

12 曹淑瑤， { 國家建構與民族認同:馬來西亞華文大專院校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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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第一童 結論

(1 965-2005))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10 。

楊佳佳， {政府的教育政策對砂拉越華文教育發展的影響(1841-1989) ) )詩
13 
巫:砂拉越華族文他協會， 2011 。

王瑞圈， ( 馬來西亞華文中學的改制與復興一-j;)、霹靂州為例|
14 

(1962-1985)) ，雪蘭義:大將出版社， 2014 。
.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由於歷史發展中各項因素，使得馬圓的馬來族群擁有其他族群所沒有的

特權，成了各族群的社會契約。馬國獨立，初期的政府體系是由三大民族政黨

組成全國性聯盟，以協商方式分享政權 。 然而， 1960 年代開始其政治體系轉

為自馬來菁英份子為代表的政黨……一 巫統 ((United l\1alaysia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 )所掌控，衍發放政治學者所謂的種族建立權民主國家。此

體系之下，巫統以巫人保護者的習琴、推行一;另~ )iU罵來至上主羨( Ketuanan 

Melayu) 的政策。因此， 為萃的攻經文教權益日新受限，而使他們面臨各種

困境。所以，馬莘學校面對六毛列合國家教育政策與法令的衝擊 。 為此，關

於馬國華敦的研究著作不少是探討華教在當幣政府法令限制下的歷史 。 如上

表:柯嘉遜主編的 《馬來西亞布:教宮門史〉 、 豆豆表豹的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

困境與出路 〉 、古鴻廷的 《教育與認同:馬來西亞華文中學教育之研究

(1945-2000) } 、曹淑瑤的 〈國家建構與民族認同:馬來西亞華文大專院校之探

討: 1965-2005 } 、真泰熙的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運動〉 和葉玉賢的 《語音、

政策與教育: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比較〉 等等。 1: 8主要集中論述馬國華教中

華教與官方語文教育政策和族群政治之悶的歷史或政治問題，而關於 1950 年

代起，積極招收東南亞華人子弟來台升學的臺灣角色，卻鮮少論述之。當慶

豹的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困境與出路〉 對華教在具體政策打壓之下的歷史

有詳盡的梳理，然而華敦的具體「出路」訶十麼?便無較詳細的敘述。而且，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困境與出路〉 對馬國華敦的處理時間斷限是從華校的

誕生至 1980 年代 。 這當中幾乎沒有提及臺灣僑敦，以及留台生的部份 。 楊佳

佳的 《政府的教育政策對砂拉越華文教育發展的影響(1841-1989) ) ， 就知題所

言，是集中於官方對於砂拉越華文教育發展的影響 。 倘若，楊佳佳有機會參

118 以上論著的出版資料請參閱 ( 參考書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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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捷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l 對馬萊茵冒草草草女教育吾吾展的影響: 1954-1974 

考中研院近史所藏臺灣駐馬國巴解密的領事檔案，或許會考慮在篇章中加人

臺灣領事僑務在其中扮演的支援角色。因為，華文教育和官方周旋之中 ， 曾

和吉隆坡的領事尋求支援。 119通史論著當中，鄭良樹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

發展史〉 是史料相當詳盡的一本著作，除了探討華教在當地政府法令限制下

的相互關係，另外也有當地華敦的建立、發展過程。但是，其中鮮少提及戰

後臺灣在馬國華敦的活動。山真順生的《馬來西亞教育史 1400-1999) ，主要

側重在馬國整體的國家教育發展史脈絡中，華教部分處理得不多。 121而特別

就僑敦和馬來西亞華校關條的相關學術研究，似乎特別少。通史論著當中，

鄭良樹的 《馬來西E華文教育發展史〉是史料相當詳盡的一本著作，除了探

討華教在當地政府法令限制下的相互關係'另外也有當地華教的建立、發展

過程。但是，其中鮮少提及戰後臺灣在馬國華敦的活動。莫順生的《馬來西

亞教育史 1400-1999卜 主要側重在馬國整鍾的國家教育發展史脈絡中，華教

部分處理得不多。而特別就僑敦和馬來西亞華校開條的相親學術研究，似乎

特別少。

僑教當牛最為重要的億;朵白鼠升學教育 3 不說，是政府或學界仍有多本著

作與文章探討之。其中茉二不是礙於題目牽涉太j資 企就是篇幅有限而未有更深

的論述，而偏向於概略性的介紹。井、教;兔的 《主要湊教育》、鬱漢良的《華僑教

育發展史〉 是通論性質的著作，未更深一層探討僑敦的方方面面。 122夏誠萃

的 《民國以來的僑務與僑教研究(一九一二一二二00四分，亦主要是對政府如

何具體制定華僑政策的歷史敘寫出來。 l ..t，，_'但是探討的時間橫跨太長，而未能

119 東馬來西亞的留台生主要向張仲仁反映協助力爭臺灣學歷被馬來西亞當局承認。以

及請求張仲仁向臺灣教育當局反應，能否設法改善，在台期問多予僑生實習的機會。〈駐

馬主管人員會議記錄卜〈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可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館藏號 : 11-01-鉤-05-01-028 ; <張仲仁電(1972.0 1. 1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擋察

館藏 )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檔案〉 館鷹號: 11-01-20-06-02-006 。

120 鄭的蜀)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一分冊 ))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

會， 1998 ;鄭良，樹，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二分冊)) )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

教師會總會， 1999 ;鄭的蜀，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三分冊)} )吉隆坡:馬來

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2001 ;鄭良樹)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四分冊 )} )吉隆

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2003 ;鄭良樹)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簡史卜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7 。

氾1 莫!頓生) { 馬來西亞教育史 1400-1999 } )吉隆坡:董敦總教育中心) 1998 。

122 朱敬先， {華僑教育〉 臺北:中華書局， 1973 ;鬱漢良， (萃，僑教育發展史〉，蓋北:

國立編譯館， 2001 。

的夏誠萃) ( 民國以來的僑務與僑教研究(一九一二-二00四方， 新竹:玄獎海外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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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得及探討到僑教具體執行的方式，及其成效。而關於戰前中華民國政府的

僑教政策研究為數不多，多半是以歷史發展脈絡來探討之，對於僑務政策實

際運作情況的研究，並不多見。關於戰前國民政府的華僑政策，李盈慧的〈華

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 (1912-1949 )}當為重要的學術著作。其對官方文書

有深入的分析，將國民政府如何具體制定政策的歷史敘寫出來。間

另有為數不少的單篇論文分別針對馬來西亞華敦的各部分進行探討，如

利亮時的 Z 1969 年馬來西亞種族衝突事件及其對華文教育的影響〉、林水檬

的〈馬來西亞小學及中學華文教育的發展〉、林開忠的〈華文教育運動與華人

意識的建構〉、廖小健的〈戰後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變他〉和周聿峨的〈馬

來西亞華文教育〉等，除了概括性的勻勒出馬來西亞華教發展史的脈絡，便

是礙於篇幅有限而未深入探討。山李盈慧的< 1949 年以來中華民國的華僑教

育政策〉一文與本文的研究角度相近，作者將僑教政策進行歷史分期，論述

不同歷史時期的政策制定，以及其中的歷史變仕。 126

以上直接或間接與本文研究主題相關的學諾言成果，提供了筆者必要的知

識背景。從僑教研究和馬盟主主教的研究著作之談比過程中，可以發現臺灣和

馬國華教發展時之間的歷史是有補白的笠筒。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史料來海

(一)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項研究之研究方法上採取歷史研究法 (Hístorícal method) 和文獻分析

法 (Document Analysís )。主要史料包括官方檔案、政府公開資訊、中華民國

政府出版品、僑委會出版華僑問題之研究、華僑問題書刊和年度工作報告，

以及馬來西亞華教組織出版的歷史、回憶錄和文集等資料。歷史研究法是客

觀而詳盡的論述歷史事件的全程，欲發現事件的因果開除。歷史都有其一定

的背景，如能正確理解其原貌，必然有助於我們推論事件的起因。文獻分析

法是用於史料的內外部考證，史料的求真是史學的重要基礎。 127筆者藉由文

獻的蒐集，如專書、期刊、官方內部出版品、論文等，將相關資料作一系統

中心 '20的。

叫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 1912-1949冷，新店:國史館， 1997 0 

的以上論著的出版資料請參閱〈參考引書目)。

126 李盈慧， < 1949 年以來中華民國的華僑教育政策) , <{暨大學報〉頁 165-19恥

的杜維運， {史學方法論) (臺北:撰者， 2001) ，頁 167-1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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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憶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l 學f篤萊茵布華女教育手表展的影響: 1954-1974 

的整理。 128另外也利用網路搜尋最新資料與過去的新聞相關報導，就戰後臺

灣與馬國華教上的關條進行探討 ， 並分析臺灣在馬國華敦的關鍵脈絡。歷史

研究法適用於具有長期性研究性質的問題分析。僑務作為政府長期一貫的政

策，適宜用歷史研究法來對政策問題進行研究。

囝於人力、研究經費、檔案未解密和部分資料事屬外交機密的限制，以

及本研究以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政策報告、馬新當地報紙和個別研究成果

和資料作為研究的基礎，所得結論與解釋上難免有所侷限。馬新文教界的名

人一一魏維賢曾言 129

研究華人問題的人士，包括外地和本地學者，通常也只能就所能獲得的資料

加以整理、研言寞和分析，結果常常會因為資料的貧乏或不齊全而有顧此失彼

之嫌。更有甚者，他們也常犯了對問題缺少全面性認識的毛病，使到他們在

提出結論時，難先有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譏。在這種情況之下，儘管他們的研

究方法如何精密，理論怎樣完善﹒其結果還是有商榷之餘地。至於那些只懂

得這用一種語文(華文或英文)約資料者、更難免受到片面之辭的影響而不

能竊見全貌。的

誠如魏維賢所言，筆者均認對以上的先天或後天的制約。例如，筆者便無法

詳盡的將篤國個別萃校和畫灣僑教政策之間的緊依進行比較。畢竟，西馬來

西亞之南北華校，以及東馬來239攀枝各寄:芳:筒。 131不見得所有地區的華校

128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 (臺北 : 洪葉文化事業公司) 1984) )頁 244 。

的魏維賢) 1929 年出生於新加坡。 1950 年畢業於馬來亞大學教育系。 1950 年至 1952

年任新加坡華僑中學教師。 1952 有勾質芙盟倫敦大學文學位(無譽〉學位。 1955 年至 1962

年出任馬來亞聯合邦教育部官員。 1960 年獲美國教育領袖獎。 1966 年起出任〈南洋學

報〉編委會主任，同時又主編《東南亞教育學報卜 1963 年至 1971 年出任新加坡大學教

育學院高級講師及院長。 1969 年獲新加坡公共服務勳章 (BBM) 0 1969 年又獲臺灣文他

大學中莘學術院哲士。 1970 年獲倫敦大學碩士學位， 1976 年又榮獲哲學博士學位。 1972

年至 1989 年出任南洋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副教授及丟失主任，也曾擔任南洋大學亞洲

文化研究所所長。 1980 年至 1983 年出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 1982 年當選

為南洋學會會長。南洋學會已成為海外華人學術團體中重要的學會。而〈南洋學報〉是

成為研究東南亞華人的重要學報。資料來源 r 新加坡國立大學 J

ht句://wv，叫人 líb.nus.edu咚?擷取時間: 2014.04. 01 。

130 魏維賢， <馬星華文教育史的研究卜收於雪蘭義中華大會堂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編

輯委員會， (雪商談中華大會堂慶祝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一九七七年以吉隆坡:雪蘭

袋中華大會堂文教委員會， 1977) )頁斗"。

n' 鄭的蜀) <素佛州的華文教育卜收於吳華、舒慶祥編選，{察佛蒸佛巴魯、華文史料匯

編} (業佛巴魯:黑佛巴魯陶德書香樓， 2008) ，頁 3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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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然靠著臺灣{喬教而得以生存。只不過是站在整體的史料上而言，馬國華

敦的確在臺灣僑教提供的資源上多了一份生存空間。然而，誠如學者李恩涵

所言 : í史學研究是一條永無止，息、永遠在奮力追求真實的道路。 J 山職是之

故 ， 筆者是兢兢業業的盡力而為，之。

(二〉主要史料來海

筆者的資料蒐集，是朝「臺灣僑敦和馬來西亞華文教育之間的歷史」的

意議所引導 一 馬華的歷史資料往往有貧乏和散漫的問題。這令蒐集史料工作

難度增大，以至於要耗費更多時間、精力去尋找、探索和追蹤。 133

本文的主要史料來源，如下:

1.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稽察

檔案是歷史活動進行過程中所留存的擋。以從 1954 至 1982 年之中，臺

灣歷經諸多國內外的重大事件。其中， : 僑生回國升學」是中華民國建國至今

一買進行的政策，亦是戰後諸多政策中有相當成效的一項政策性工作。因此，

戰後中華民國各棺關政府行政部門留下不少記錄性的文字或相片檔案。本文

論題涉及的檔案主要分佈在還i史館、牛央研究01: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史

館館藏的外交部檔、教育部菊和經濟部，當有記錄台、馬外交、馬華問題和僑

生教育等資料。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藏的經濟部檔、外交檔

亦有不少關於美援僑教、台、罵，外交和價生教育等資料。 1950 至 80 年代之

間，僑務和牛國國民黨黨務之問有諸多的畫畫室。 茵此，中圈國民黨文千七傳播

委員會的黨史錯亦雜有關於台 、 為夕!交站穩毅等資料。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管理局亦有少量相關的檔案，但在質與量上遮不知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戶丹等

歷史悠久的館藏機構。中央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史館和黨史館在檔

案的調閱、抄寫上，並無太大的問題 ，、教育部和僑務委員會等相關政府機構

中，都有各自的檔案管理部門。但是，各機構的檔案整理、數位他和調閱手

續均頗為不便。而且，基於公務員的保守思維和機密原則等因素，使得本文

的檔案蒐集上，是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史館為主。

2. 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

這五十多年來僑教具體執行的歷史，基本都存在僑委會所藏的檔案之

中 。 但是，礙於僑委會的檔案並未完全的開放 ， 本文未能直接利用 。 但是，

132 李恩涵， {東南亞華人史j ( 臺北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3) ，頁 5 。

133 黃招發 ， ( 緬杯先章 ， 鼓舞后生 ) ' (華教百年坎士可路一一砂拉越華文中學奮鬥史)( 砂 ;

拉越:劉友光 ) 2004 ) ，頁 lX 0 

134 林;高紅， ( 台灣所藏中華民國經濟檔案)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5 ) ) 

頁 I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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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作為一個公開存在的政府組織，其活動的歷史蹤跡便留在了其他已經

解密的政府檔和政府出版品。自從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j彎，重視海外華僑，

僑委會注重華僑問題之研究與華僑問題書刊的編印。 m從僑委會出版品的一

手史料和相關僑務、華僑問題的研究報告、著作，是本文重要的論述依據之

一。 136 { 中華民國統計年鑑ì ' (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書〉 、〈立

法院公報〉、《中央日報》、監察院的解密檔案、報告和僑委會自身出版的各類

政策、政續出版物，都是能綜合利用的一手史料。尤其是審計部編的各政府

單位預算的審計報告，便能看出僑委會每一個年度之中，大致的活動情形。 13Î

針對馬來西亞華文學校究竟受到臺灣僑教多少支援的核心問題，根據監

察院的審查報告中記錄 :í馬來西亞華文學校:僑委會以協助師資培訓為主，

每年辦理當地教師回國研習班及補助國內專家學者赴當地講學，不購送教科

書，各校採用自編教材(窗也字) ，其中華文獨立中學之辦學經費來源除學費

外，主要為當地華社支持，未獲為翅政府補助。 J 1 3 3 1980 年以來，馬來西亞

的華文教育體系便以簡體字為媒介。 139

關於海外華人的相關研究 z 海峽兩岸各有政府單位、學術機構投入資源

進行政策或學術研究。臺;彎i話務工作主要的對手為中國大盔，關於海外華文

教育的研究，中國大陸是投入了比畫灣來得更多的資源進行相關學術、政策

研究。因此，筆者主要以、臺灣的僑務工作為主軸﹒ 參考中華民國政府出版的

政府政策書籍、研究報告，罵罵輔助性能多考中對大陸地區的政府政策書籍、

研究報告。

3. 馬來西亞華文學校組織和華人社麗的出版和物

馬國最重要的華教組織，當以為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簡稱:董

總)和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簡稱:教總)為首 p 聯合總稱為「董教總」。

140董教總出版的重要史料有 〈董總卅年〉 、 《董總 50 年特刊(1954-2004) ì 和 《馬

135 陳烈甫， (華僑學與華人學總論} (華至1七:蓋灣商務印書館 ， 1987) ，頁 11 Q

136 周惠民主編， ( 台灣地區館藏華僑華人研究中文書目彙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

史學系， 2001 <' 

137 審計部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畫北 : 審

計部， 1950一迄今。

138 監察院編印;越宗耀、葛永光調查研究，《我國海情教工作之研究與檢討一一專案

調查研究報告J (臺北 : 監察院， 2011) ，頁 76 ;林玉花 ， < 推展:每外僑敦 敦部不遺餘

力 目前有馬來西亞、印尼的三所中文學校，並籌設泰國中文學校，及協助香港調景嶺

中學遼校 〉 、《中央日報ì ' 1993.1 1.01 '版 8 。

139 莊其發、劉香倫， 〈 繁簡體字在大馬華社的應用 ) ，收於鄭文泉、傅向紅主編， (粘合

與張力:當代馬來西亞華人族群內闕，除 ) (雪蘭委主:新紀元學院馬來西亞族群研究中心，

2009 ) ，頁 139 。

川「華教董事部曾經被喻為萃，校的保姆，在華教發展的艱辛道路上，它一向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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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茵亞華校教師會總會慶祝成立 33 周年紀念特刊》。叫這三本書籍載有董教

總內部重要大事是己、內部會議文件等的一手史料，是研究馬國華敦，甚至是

研究馬國教育問題方面，十分重要的文獻資料。而且，其中絕大部份都是原

始的檔案資料，是，研究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以及馬來西亞華文教育不可或缺的

參考資料。的另外，馬華組織的華人社團(簡稱:華團) ，如中華大會堂、福

建會館和客屬公會等的週年紀念特刊也蒐集不少有關馬華社會的一手文獻資

料。 143華圍的不少資料，記錄著馬華對華教困境的看法和建言。 1抖董教總、內

部出版的一些華教問題研究報告或出版品，亦是重要參考史料。還有馬國華

教重要人士的文集、回憶錄亦是重要史料。

4. 報刊資料

對於馬國華敦的研究來說，報紙在史料蒐集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一般華

文報刊的編者出於重視教育問題，而對華文教育資料常常是不惜版位，樂意

全文照登，無意中保存7不少完整的寶貴原始資料。山此外，華文報刊與馬

華利益密切相關，馬華社會關注華文學校的問題與發展，區而報刊也就載有

更多的相關消息們師

第五節、名詞釋義一一劈標概念與說明

為免陷於不必要的誤解，以及請注 t的失焦 2 因此將論文中的重要名詞

或易讓讚者混淆、困惑的名詞加以釐;菁、定義，只有對這些特定的名詞作明

確界定，才能對其進行科學的探討，分別女[I [, : 

守護著華敦的發展，而董總便是大馬所有華校董事部的總機橘。它和教總結成兄弟，共

同為華敦的發展而奮門。」葉新白，〈大馬華教發展之前瞻卜收於{資料與研究} ，第

1 期(雪蘭設: 1992.09.16) ，頁 8-9 r 

141 以上論著的出版資料請參閱 J 徵亨 l書目〉。

142 張曉，戚， (í 馬來西亞華人公會」與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之研究> (桃園:國立中大學歷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 ，頁 11 0

143 í 除了政黨以外，目前華人社會最有代表性的組織是華團 4月言哥華團，包括了血緣

性和地緣性的傳統華人組織、以商業為由的華人組織、以教育為奮鬥目標的董總、教總、

等。華社的聲音一般都是通過華團表達。華團在鬥爭的過程中走過許多崎自區的道路，嘗

試過少多不同的方式為華人爭取權益一.... J 何國思， (多元文他下的徬徨一一馬來西亞

華族知識份子的困境卜頁鈞。

144 劉問渠， <華人社團的歷史發展與中華大會堂) ，收於雪蘭設中華大會堂五十四週年

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 (雪蘭設中華大會堂慶祝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一九七七年) ，頁

494-502 。

145 魏維賢~ <:馬星華文教育史的研究卜收於雪蘭談中華大會堂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編

輯委員會{雪蘭設中華大會堂，慶祝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一九t七年卜頁 566 。

1村彭f韋步，({星;J+l日報〉研究)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8) ，頁 7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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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中華民國「僑左主政領 l 對篤，東西再有華女教育毒手展的影響: 1954-1974 

(一)華僑教育/華文教育

馬國獨立之後，馬華社會轉向落地生根，華僑過渡成為華人。 1957 年前

的馬莘學校由華僑所辦，屬於外僑教育，故本文稱之為華僑教育(簡稱:僑

教)。僑委會在政策上對於僑教的定義，是涵蓋函授教育、網絡華文教育、報

刊、戲劇、廣播、電視等的社會教育。]的本文所指涉的僑教 3 只限於學校教

育。華文教育( Chinese Educatíon) 有兩種涵義。其中一種的華文教育是專指

教授華語文相關科目，包括學校課內的華語文科目、課外華語文學習或學校

機構外之華語文補習班。則這一定義下的華文教育，其教學用語可以是任何

語言。本文所指的華文教育，是指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以華文教授各種學

科，除了其他語言科目，一律以華文作應試用話。仰馬國華社的華文教育，

另外帶有更多的民族性、文千七傳承的涵義。 150馬團華社所追求的這一種華文

教育，一直抵觸馬國的單_.-ã吾文政策 (Satu Bangsa, Satu Bahasa) 0 151一般來

說，正規教育是指小學、中學、大學三階段之教育，不合學前教育、特殊教

育、職業教育或成人教育。基於僑委會有為海外華僑華人辦理職業教育一一

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Overseas Youth Technícal Class) ，本文對華文教育的定
義中是包含職業教育在內。 152

147 李僕生， {回國升學五十年> (臺北:海夫也j;五千士; 19ω) 、頁 123 。

148 新馬華社習慣將「華人誓言的話吉 J -…一稱為之為 I 三j言語 j (1\'1組d缸山 ) ，中國各種方

吉是不包含在其中。而且，新，忘華人詔定華語為華人的?母語」。這不孽，是一個與臺灣

的「國語」、 l-EP文」或者大陸的 r- )第誇」名稱差異的街道。實質上、新、馬地區的華語

在語音、辭彙、語法及風梅等方語都知為每三熱三字:兜著明顯的差異。林水檬， <方吉與

標準華語)，(馬中文教與思想拱論》、玄妙;茫永康、 〈 臼十年來新馬華人面對的“宙語"

問題) ，收於何歐曰:、午兄家華、安煥然主編， {馬來西亞、新加坡社會變遷四十年〉頁

的;黃薰萱， <鍾怡旻〈野半島〉之詞彙及其在華語文數學的應用一一以馬來西亞華文

獨立中學教材為探討) (高雄:高雄師範大學華詣文教學研究所積土論文， 2011)' 頁 3 , 

張翠芬， <語吉大棄在增一-在這夾西亞講華語) , (光華雜言表〉第 29 卷第 6 期(臺北:

2004.06) ，頁 2 。

149 r 華文獨中的辦學特色是:堅持以華語華文作為各科目的主要教學媒介語。」林國

安， <馬來西亞華文獨中華文教學的任務卜{萃，僑崗沉思錄:林國安教育教學研究文集〉

頁 29 。

150 臺灣在僑務政策上同樣是認為海夕j、華裔將其子女送入華文學校或中文班等僑校》不

單是期望其子女學會中文，亦具有文1c~'2用及固守根本之意涵。參考:監察院編印;趙

榮耀、葛永光調查研究，俄國海外僑敦工作之研究與檢討一一專案調查研究報告) (臺

北:監察院， 2011)' 頁 5 。

151 r Satl.l Bangsa, Satu BahasaJ '意思為「一個民族，一種語文」。利亮時， < 1969 年馬

來西亞種族衝突事件及其對華文教育的影響卜〈海華與東南亞研究} ，第 2 卷第 1 期(臺

北: 200力，頁侶。

152 僑務委員會第二處編) ~，海外青年技術訓練法辦理庸形之報告〉董北:僑務委員會

第二處， 1971 ; <李子松:保持 20%增長海責班可破 2500 人") ~ ，(星洲日報)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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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僑校/華文獨立中學

臺灣在僑務政策之執行上往往有預設的觀念，這些預設的觀念反映在政

策執行過程中的公文書、文宣品或媒體上等處。本文使用的「華文學校」一

詞與「華文教育」在定義上是相遇，但是有鑑於臺灣在僑務上對「華文學校」

有其特定的稱呼、定義，便在此釐j膏。臺灣對海外僑校的分類是依其性質分

為一般華文學校、泰北地區華文學校、中文班、海外臺灣學校等類，其中，

一般華文學校概指日韓學校或己納人當地教育體系之僑校(如馬來西亞及菲

律賓華校等)。白自從馬國自治邁入獨立建國的進程以後，馬莘學校便將相關

「僑」的字眼改為「華 J' 或乾脆刪去，以避免招惹政府或他族的疑慮。但是，

臺灣本土的民眾或官員至今為止，仍常常使用「僑校」來稱呼馬莘學校。本

文中的「華文學校」基本以馬區的華文獨立中學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 '簡稱「獨中 J) 為主。獨中在馬國是以肩負延續民族文化，

發展民族語言文字進行母語教育，培育民筷子女，為盟儲才為任務。 154為了

行文簡潔，本文中出現的「僑校」和「華文學校」在定義土是相遇的。

〈三)華僑/儒生/馬來西亞華人

一般上，筆者多認為「三至終 j 它可出現於 1. 833 年的清代官方合同中。 155

但是，隨著歷史的演變也:- :fi封信」一詞帶肯特定不同的政治或法律意思。陳烈

甫在《華僑接與華人學怨說〉 中對壹:灣宮方指稱讀書(為一一言司的涵意說道: í華僑

的範圍有廣義與狹義的兩糧油義 z、廣義的華僑，包括華人與華人在內，臺北

僑務委員會每年發表的華僑統計、就是採取廣義的涵義。 狹義的涵義，華僑

只限於由國內出國主海外謀生居留 ，投保持中選圓籍的人。依據這狹義的涵

義，萃，僑實為數無多。」 156本文為避免對致詞根本概念作冗長的說明，筆者

對於舉凡涉及關於馬來西亞的華人、華族和華僑等名詞，統稱為馬來西亞華

人( lvlalaysian Chine峙，簡稱:馬華) 0 157馬國知識份子一一何國忠指出: ír 馬

來西亞華人』這個身份是兩種互相區別而又有聯繫的指涉。『馬來西亞人』是

2013 .08 .26 。

153 監察院編印;趙宗耀、葛永光調查研究叫我國海夕I僑教工作之研究與檢討一一專案

調查研究報告〉 頁 5 。

154 林國安~ <(萃，僑崗沉思錄 : 林國安教育教學研究文集卜頁 35 。

155 莊圈土，〈二戰以後東南亞華族社會地位的變{七)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3 ) , 

頁的。

15 6 朦烈高、 〈萃，僑學與華人學總論卜 頁 11 。

157 [""華人」一詞在清代的文獻便出現，之後隨著時間的推演而發展出不同階段或不同

場合而有不同的意思。筆者還用「馬來西亞華人」一詞，是考量其亦含有強調華人認同

與罵萊茵亞認同的涵義。參考:莊國土， (二戰以後東南亞華族社會地位的變他〉 頁

17 -21 ; 照志明著;段穎 3 巫這譯 ， {遷徙、家鄉與認同:文化比較視野下的海外華人研

究 ;~ ( 北京:商務印書鐘， 2012) ， 頁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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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l 對馬萊茵布華文教育發展的影響 : 1954-1974 

一個政治身份，而 r華人』的屬性又和文他息息相關;「馬來西亞華人」和其

他地區的華人固然有著相同的根源，但在區域和世界格局的變他中， í馬來西

亞華人」很早就已是一個專有名詞」 158因此，現今馬國本土的華語文媒體和

華人學者，幾乎將帶有中國血統的華人，無論是馬國獨立前還是獨立後，幾

乎泛稱為「華裔」或「華人 J 0 159為了保持所使用資料和臺灣官方擋的原貌，

本文引用部份資料時則按原文引用，如「馬來亞華僑學生」、「馬來西亞歸國

華僑」等;否則，一律統稱為「馬華」。而臺灣獨有的「僑生」一詞，是指在

僑教政策下進入臺灣求學的海外華人學生。的「僑生」和「華僑」二詞，在

觀念上有相連接之處，即肯定海外華人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然而就如莊國土

所言 :í概念的使用常有約定俗成的慣性，所以迄今一些國內外學者(尤其是

日本學者)、民間人士和政府官員仍經常使用“華僑"這一概念去泛稱海外中

國移民及其後裔，我們對此不必過於認真。」 161本文研究的時問脈絡中，馬

來西亞華人子弟只能JJi食生身份留學臺灣。馬來西亞華人子弟能選擇以非「僑

生」身份一一即夕i、團留學生在畫，灣升學，是 1990 年以後的事了。

第六節、章節無構

本論文的寫作是以四個章節來適繞敘述毒品後萱灣僑生政策:對馬國華教的

影響，如下: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為來西亞華文教育與億三主政策的發展道路:逆境與出路

第三章、戰後中華民國「僑生政策」對馬來西亞的實質影響

第四章、結論

第一章為緒論，是本文的關場白。主旨是讓讀者得以在第一章節，明瞭

本文論述的整體框架，以及往後二至三章所陳述內容之重點。

第二章的標題為> í馬來西亞華文教育與僑生政策的發展道路:逆境與出

158 何國忌> <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 (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2002) ，頁 9; 何國患， <導論) ，收於何國思主編， {百年回眸:馬華文化與教育〉無頁

碼。

159 廖小健， <戰後馬來西亞族群關條一一華人與馬來人關條研究} (廣州:暨南大學出

版社， 2012) )頁 21 。

160 依踐民國 102 年 08 月 23 日修訂的現行法規「僑生回國就學及普導辦法」的第 23 {I保﹒

「僑生畢業、退學或休學期滿，且未繼續就學者，中止僑生身分。」

161 莊國土) (二戰以後東南亞華族社會地位的變1cJ) 頁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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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本章的主旨分別以三節段落陳述之。第一、二節是從戰後臺灣和馬國之

間的外交、領事往來交集中，就兩國在 1957 至 1974 年間面對中共的敵對問

題，延伸至馬國華文教育問題來談論臺灣在馬國華教中扮演角色。馬國獨立

之後，一直嚴厲禁止境內華人被國外勢力一一文仕母國所影響。馬華在人口、

各方面優勢中，均佔有馬國政府不容忽視的地位。馬草一旦成為負面的力量，

勢必影響馬國整體的發展，成為極為麻煩的亂源。因此，在政情所限之下，

馬國即不承認，也不反對的默許華人子弟前來臺灣升學。 162馬華子弟能接受

臺灣僑生教育的背後，也是臺灣領事介入調解有關。第二節的內容重點，便

是利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的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 〉 的領事檔案，來講述

臺灣如何與馬國政府維持外交關係 3 以利於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保衛戰

等實際外交利益，以及避免碰觸馬國政府在種族敏感問題上的警戒線來處理

僑務。 163第三節則是繼第二節來談馬國華敦和僑生教育"之問的關'1奈，凸顯出

臺灣僑生教育政策對馬齒華教發展當中的歷史推動力。

第二章的章節結構，如下:

表 4 第二章的章節約會

第一節、 1949 年中華民盟還蓬之後在罵來西亞豆豆教扮演的角色

(一〉、馬來西亞華人政治認穹的轉變: 1950-19705 

(二〉、臺、馬之間的利益;交集 :;7.共

(三)、臺‘馬之問的實質關條

162 馬來西亞政府對於國人赴台升學的事實 ，對這套人估了極大多數的部份，是採取避而

不談的態度。例如 r 中華民國曾給予我國多方面的援助，在工業上?農業上也訓練了

我國的人員，提供獎學金以便我國人民留學該園，這些僅是少數的例子。」參考:(拿

督啥芝諾祝賀中華民國國慶 希望中馬友好關條將來〉刊南洋商報ì' 1965 . 10.12 。收於，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

11-01-20-06-01-004 。

163 r 馬來西亞條多元種族之國家 3 其政府對華僑問題素極其敏感。故辦理僑務應配合

此特殊之環境 r 在不影響雙方友好關條之原則下，策動華人來台觀光。增進華人反共意

識，以加強其對我之設識與友誼。 J <: 駐吉隆坡領事第五十八年度工作計畫 ) ) {外交部

亞東太平洋司卜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禧菜館藏，館藏號: 11-01':20-05-01-026 : r 此

間華裔社會了因當地政情所限，對我方工作:不易發生作用。我應多向馬來人下功夫。對

華人聯繫囝重要，但切忌引起罵夾人士誤會。 J <. 駐馬主管人員會議記錄〉付外交部亞

東太平洋司卜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菇，宣言藏號 11-01之0-05-01-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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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縫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1 苦f黑萊茵布華文教育等塵的影響: 1954-1974 

(四〉、馬來西亞的僑務、僑教

第二節、僑生政策在馬來西亞

(一〉、華文教育的政治與政治的華文教育

(二)、馬來西亞政府對僑生政策的立場

第三節、僑生政策和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出路

(一〉、華人與華文教育的困境: 1954-1974 

1.馬共對於華文教育的負面影響

2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外在的政治與內部矛盾

(二〉、僑生教育與華文教育的雙螺旋關條

(三〉、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出路與發展

1 華文學校永續發展的衡，牛

2 最終的出路一一繼續升學

第三章的標題為， í戰後中華民盟「僑生政策」對焉來西亞的實質影響」。

這一章的主旨是對僑生教育、華文教育是血色 1969 年的種族暴亂之後，是如何

在 1970 年代穩步的找到永練;發表下去的出路。以及論述「僑生政策」對馬來

西亞華文教育發揮影響的基礎和寰質影響 。

第三章的章節結構，如下:

表 5 第三章的章節結構

第一節、戰後臺灣的「僑生政策」對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揮影響的基礎

(一〉、美援之下的僑生教育

(二)、華文教育、僑生教育與馬來西亞華人社會

(三)、馬來西亞社會的種族問題

l 馬來社會對於自身民族的語文、文他在國內地位的自信心

2 馬來民族主義佔據馬來西亞教育

3 馬來西亞教育體制中的種族配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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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一宣緒論

第二節、戰後「僑生政策」對馬來西亞發揮的實質影響

斗一 I
(一)、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升學管道與師資、人才來源

(二)、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各種專門人才

第四章則為本文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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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 馬東西哥華文教育與僑牛政策的哥華展道路:逆埠，與出路

第二章馬來西亞華文教育與僑生政策的發展道路:逆境與出路

在那烏雲密布的年代

華文教育

面臨被扼殺的厄運

母親

您的語言

化作了熊熊的火焰1

吳岸

吳岸的這一首新詩中， í在那為雲密布的年代」是指馬國華教在 1960 年

代中，最為困頓的時期。鄭良樹形容這段時期為華教「狂風暴雨的季節 J 0 2這

段時期是< 1961 年教育法令〉的實施=這英文中學面對是否隨著接受政府在學

校營運經費上的補助，而將學校的教學潔、宗吾吾改制為英文或巫文。當時大多

數華文中學接受改制，主人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 字 白此，未改制的華文獨立

中學陷入招生、師資和外學就業等問題的低潮之中，其生存與發展處於臨界

點的危機。當時，臺灣駐篤錢!負責僑務的錯事，以其外交手腕靈巧的介入之

中，為「那烏雲密布的年代J 帶進一絲的生機。

本章的主旨分別以三節段落陳述之 。第一一 、二節是從戰後臺灣和馬國之

間的外交、領事往來交集中，就兩國在 1957 至 1974 年間面對中共的敵對問

題，延伸至馬國華文教育問題來談論臺灣在馬國華教中扮演角色。第三節則

是繼第二節來談馬國華敦和僑生教育之悶的關餘，凸顯出僑生政策對馬國華

教發展當中的歷史推動力。

第一節、 1949 年中華民國遺產之後在馬來西亞華教扮演的角色

二次大戰對於東南亞是一個重要的刺激，尤其在日本以民族解放為宗旨

的「大東亞共榮圈」之號召下，東南亞各民族的民族主義盟釀成形。 31945 年

08 月 15 日，日軍宣佈無條件投降，英軍於 09 月 05 日重返馬來半島。此時，

昔日的大英帝國之政經威勢已日落西山，無法再維持龐大的海外殖民屬地。

1 ( 在新紀元的台階上一一為幾念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開創 180 年而作卜收於鍾偉前主

編， (董總 50 年J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2004) )頁 1247 。

2 鄭的蜀)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卜第四分冊，頁 106 0 

3 陳鴻瑜， (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頁「導盲 lJ 。

42 



戰役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1 對黑萊茵草草女教育毒手壤的影響: 1954-19í4 

英殖民政府重返，囑地執政之後，提出馬來亞聯盟計畫，但遭受巫人民族主義

者的抗議，而不得不放棄該一構想。當代的東南亞各國的國界基本上是按西

方殖民時期的範圍而釐定，每個國家區域都涵蓋至少一個以上的族群。因此，

東南亞各國都是先有國家( State) ，再根據其獨立之後的國界建立國家民族
( State-Natíon) 。而廣泛分佈在東南亞各國的華人，不同程度上都成為了當地
國家有機組成的一部份。 4

1947 年 07 月 04 日，英殖民政府宣布以馬來亞聯合邦取代馬來亞聯邦，

並於 1948 年 02 月 01 日，以馬來亞聯合邦( Federatíon of Malayan) 取代馬來

亞聯盟(1v1alayan Uníon) 0 5這項發展使得巫人的特殊地位首次獲得法理的保

障，扭轉了巫人和各族之間的政治關餘，往後的教育政策也因此改寫。 6當巫

人社會的精英們開始在政治上扮演積極的角色時，馬萃的政治認同仍宋轉向

本土，而是傾向於遠方的中國。而且，不論是左派或右派的馬萃，均熱衷於

內鬥尤甚於關切如何爭取獨立以成為新興國家的主人之一- " 71948 年 06 月，

馬共不滿英殖民政府的上述政策市發發武裝暴動，企圖以武力奪取政權。

81948 年 06 月 18 日，英殖民政府便笈你罵共為非法組織，並頒佈「緊懇條例

法令 J (Emergency Regulatíon Ordina.nee 1948 ) ，遂行剿共。 1948 年的月 12

日，英殖民政府援引「繁是:條例法令 J '實施緊急狀態( The Emergency) ，並

對被懷疑有馬共活動的華文學校予以管制，使得‘三12 家華文學校被迫關閉。

91949 年，英殖民政府頒布 I 緊會:時期旅遊限制規定」與「移民法」禁止馬華

社會與中共往來。 1949 年初， EZ笑:黨政府在;葛洪內戰之中潰敗，遷至臺灣。

1949 年 02 月 27 日， 16 位親英政府的聯合邦立法議會馬華議員決定將馬

4 莊國土， {二戰以後東南亞華族社會地位的變化)頁卜

5 李明l峻編譯， {東南亞大事是己} (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

究專題中心 '2006) ，頁 56 。

6 楊建成， (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 1946-1957)( 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1972) , 

頁 128 ;陳綠漪， (大馬半島華文教育的發票卜收於林水檬、駱靜山合編， {馬來西亞華

人史} (吉隆坡: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在〉會 '1984) ，頁 292-293 ;陳現菜， <戰後馬

來亞華人公民權與權益之發展(1946-1957))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

2010) ，頁 87 Q 

7 謝詩堅{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 (檳城:友達企業有限公司， 1984) ，頁 27 。

s Ooog Hak Cbíng 著;李佩瑩譯， (馬來亞華人反對聯合邦憲草之政治騷動與緊急狀態

( 1947-48 年)) , ，(海華與東南亞研究) ，第 4 卷第 3 期(埔里: 2004.07) ，頁 77 。

9 楊建成，〈華人與馬來亞之達國: 1946-1957.) ，頁 98 ;楊建成， (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

一一百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條之探討)(臺北:文史哲出版， 1982) ，頁 130 ;胡達五腎、〈馬

來政壇談往) (吉隆坡:開明文化企業， 1981) ，頁 7; 林連玉， {風雨十八年〉上冊(吉

隆坡:林連玉基金會， 2001) ，頁 24-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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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 篤萊茵布華女教育與僑牛政策的詩霞道路 : 逆培與出路

萃的力量匯聚起來 3 並在一批專業人士和企業家的支持下成立馬來亞華人公

會(1v1al aysian Chinese Assocíatíon ' 1v1CA' 簡稱:馬草公會)以維護華人利

益和團結華人，抵抗馬共的發展。 101949 年 05 月‘英殖民政府決定制止外國

政黨在馬新地區從事活動，禁止左傾的中國民主同盟在新加坡的活動，並且

第二度宣佈中國國民黨為非法團體，下令解散中國國民黨在馬新、地區的支

音卜 1J儘管如此，中國國民黨和中共仍潛伏在馬華社會之中。 121949 年 10 月

01 日，中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宣佈建園。 1949 年 12 月，遷台的僑委會僅有

委員 27 人，職員 15 人，臨時職員 2 人，何才機構 6 人，一共 50 人，僑務工

作無法進展。 13 1950 年 01 月，英國在外交上承認中共，國民政府關閉駐英屬

馬、新地區的領事館。中華民國在 1949 年之後，對於馬萃的影響力便十分有

限7 0 1950 年初，馬華社會正步人政治、教育等各方面的困境之中。 1950 年

04 月，英殖民政府實施「畢里斯計畫 J (Briggs Plan) ，強制將約 57 萬散居郊

外之華人遷居「新村 J' t)期打擊馬共勢力。英殖民玫府和後來的巫人政權在

打擊馬共的過程，眾多無辜的馬毛主家庭也被騷擾和波及。 141950 年 05 月 19

10 1949 年馬草公會創立之時 3 只是一個梅和j嘍!黨，幫劫 r- 1948 年緊急條例法令」之下

夾在英軍與罵共之間的華人 = 茶道民政府基il-~.真可fFZ毛一般1m弱罵共勢力的政治團體，

鼓勵其成立與發展。許多中~還沒黨在為蜜的黨員，也陸續墓於剿共等共同目標相間，

或藉由馬草公會在馬國從事政治活動等，陸續了口人罵草公會。郭仁德，(敦陳禎樣傳)(吉

隆坡:馬來西亞華人文他協會、 1996) ，頁 57 ;崔貴殼， {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

1945-1959} (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 ， 199肘，莫 231-232 ;胡達瑪心馬來政壇談往〉

(吉隆坡:開明文化企業， 1981) ，其 41 ;張澆!紋，〈 f-J寫來西亞華人公會」奧馬來西亞

華人社會之研究 ) (桃園 : 固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 ，頁 71 0 

11 英殖民政府第一次絮止中國國民黨在馬斯地區活動，是在 1925 年 07 月。左傾的中國

民主同盟在新加坡教育界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比方說，新加坡華僑中學的校長與許多教

師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成員。參考: Yong c.F. and 1\1cKenlla R.B., The Kuamintang 

M01，仰1ent in British lvJal砂ra 1912-1949 ( Singapore: Sil1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21 ; Poliücal Intelligence Journal (Singapore' Malayan Sec叮ity Service) ,No. 

22/ 1947) 1 December 1947, pp ~ 558-59.轉引自黃庭康著;李宗義譯， (比較霸權:戰後新

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 頁 52 ;楊進發， (新馬國民黨運動: 1925-1930> ' <新罵

華族令員導層的探索〉頁 175 。

12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 (臺北:世界書局， 2000) ，頁 666 。

13 萃，僑通訊社編， {攜手走過的歲月:中華民國僑務發展歷程} (臺北:中華民國僑務委

員會， 1990)' 頁 12 。

14 顏清煌回憶當時寫到 :r到現在我還可以很清晰的記起最少有兩次政府的清查行動。

在大清旱的日朝侯，所有文德甲居民被令全部離開住所到勝利公園集合，政府人員人屋搜

捕共產黨員或嫌疑犯。在公園列隊的居民-逐一被檢查和詢問。一…在緊憲法令之下、

人們的活動受到限制，晚上戒嚴後不許隨便在外面溜嘩。居民中一些年輕力壯的男人被

選人居民自衛隊，負責巡邏市區，以防共產黨武裝份子侵入。緊急法，令對我最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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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1 對馬來西布華文教育帶壤的影響: 1954-1974 

日，蔣介石在台復行視事，中華民國陷入風雨飄搖的內外艱困之中。一直苦

熬到 1950 年 06 月 25 日，北韓入侵南韓，東亞局勢變天，臺灣的局勢才有了

轉機。 15美國為了自身利益，而極欲穩定東亞局勢，於 1950 年 06 月 27 日宣

佈台灣海峽中立估，並派遣第七艦隊巡邏。 1950 年 07 月 31 日，美軍進駐臺

灣，協防中共的人侵。 161950 年的月 08 日，美國經濟合作總署宣布恢復援

助中華民國。 17臺灣在美援介人之下，暫緩一口氣，積極建設臺灣以進行反擊

中共的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計畫。

當選至臺灣之後的中華民國政府於 1964 年 11 月 26 日在吉隆坡復設領事

館，其與馬華的關條，己是不一樣的歷史場景。 18

(一)、馬來西亞華人政治詔同的轉變: 1950-1970 

二次大戰之後，巫人的民族主義興起、馬華社會大眾的政治意識也日漸

覺醒。 1948 年罵共武裝叛亂發生之前，馬萃的政治傾向大致可分作親共、親

中國、親英J以及意向不明四種，其中又以意均不明者佔最多數。 19這些意何不

明而又佔多數的為萃，是未來 1950 至 70 年代，馬國政府、馬草公會、董教

總和馬共所關注和爭取自令人群。他們在人數上的多數，能左右馬邁的政治格

局。

華、巫二族在馬來半島的人生目的不相間，志趣也不同。巫人移民至馬

是學校的遷移 r …....隨時的校址f蚓、、學生要菜心小教室上課..…學習的環境很差。有

些老師被懷疑為共產黨的同情者也被檢舉或逃亡。.......如果校址沒被j墨移，我相信我會

學到更多的東西。 J 顏清煌， (穿行在東西方文他之間:一位海外華人學者兼社會活動

家的回憶錄〉頁 26-27 。

的「對中華民國而盲，韓戰的煙發使其絕處逢生。一方百憂灣藉此得到喘息，不致遭到

中共立刻攻擊;二方面臺灣藉此與美國建立了聯盟閱(奈，以確保自身安全。」高朗， <政

府遷臺時期)，收於國史館中華民國史外交志編察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外交志(初稿))

(新店:國史館， 200幻，頁 145 ;高朗， í韓戰後的外交轉機」刊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

演變(1950-1972))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3) ，頁 27-29 。

16 )長玉法， {中華民國史稿J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1) ，頁 498 。

17 趙既昌， {美援的運用 ì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5) ，頁 269 Q 

18 中國民國駐吉隆坡領事館於 1964 年 11 月 26 日開館。當天，巫人官員參加酒會者極

少，馬國外交部竟無派一人，赴宴。第一任領事一一張仲仁認為此可能條馬國外交當局避

免與臺灣多所接觸，而涉及承認問題。或是影響馬國拉攏不結盟國家加人亞非會議之努

力。〈張仲仁電 (1965.1 l.2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亞東太平

洋司檔案檔案〉館藏號: 11-01-20-05-01-010 Q 

19 李珮瑩， {中華民國駐馬來亞領事館與馬來亞華僑、(1945-1950)) (臺北:海華文教基金

會， 200的，頁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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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馬東西布華文教育與僑牛政策的詩展道路:逆培與出路

來半島，便以建立政權為目的。而以勞工身份抵達馬來半島的馬華則不然，

對政治不戚興趣，對經商則特戚興趣。任何人執政掌權都好，馬華只求經濟

活動的機會即可。例如北馬四州 3 初屬遲羅，後屬英領;戰時日本佔領，戰

後成為自主聯邦，大部份的馬華幾乎沒有參預政治，卻沒有停止經濟活動。

自從戰後馬草公會成立，參加聯盟競選，馬華雖有一小部份人士參加政治活

動，但大部份人還以經濟活動為本份。廣大的馬華社會對當地政治仍具有一

種冷漠戚。馬華社會尚未形成一股強大力量在政治上發揮作用。 20

馬華政治認同的轉變，主要出於兩個因素:第一，馬來亞聯邦成立後，

由於對馬華處於經濟或其他方面優勢的疑慮，以及對馬華社會傾向於認同中

國政治的疑惑。所以，巫人普遍對華人持排斥的態度，推行同仕華人的政策。

尤其，相繼以公民權之定位問題起由採取強硬政策迫使華人單一的效忠於本

土。 1957 年 08 月 31 日，馬來亞聯合邦完全獨立，成為太英國協中的獨立國，

頒佈馬來亞聯合邦憲法，採取君主立憲制。馬來亞聯合邦政府體制採議會內

閣制，權力掌握在內閣首相手中、可:七吟、寫來亞聯邦已有 60 問華文中學林

立;新加坡則有 23 問翼文I許學 。 2:1957 至的仿年之間華教陸陸續續被國家

教育政策的 {1957 年教育法令》及 { 1961 年教英法令〉所限制和打擊，然而

馬華在經濟領域在東姑|勾當J拉曼 (Tunku Abdul R他nlan Putra . Al-H吋 ibni

Ahn缸hum S l1ltan A bdul H,unic1 Shah 、 1903.02.08 "'- 1990.12.06 ;簡稱:東姑)

主政之下，仍舊持續的發展 。 東始在現年回潑當時主政時對華、巫之間的關

條，如此說 :i我想整體上來說，華;\.7FD其他族群都很無意幫令馬來人，因此

我們不可以損害他們的尊嚴或在這些事情上有偏見叫我們必須試著帶著他們

一起走，讓他們試著去幫助馬來西亞的發展 。 我知道那是很難的，但那就是

我在首相任內一直嘗試貫注的政策。」f23一荳到 1969 年 0仿5 月 l口3 日的種族按撕，:1

突為止，馬華社會才遭受巫人為主的政府 2 在教育、經濟和文他等各方面的

20 謝詩堅， (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小頁 52-53 ;許雲樵， <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

考) ，收於雪蘭設中華大會堂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 <雪蘭談中華大會堂慶祝

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一九七七年卜頁 548 ;崔貫強， (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

1945-1959) (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 200竹，頁 337 。

21 陳鴻瑜， (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頁 542 。

22 ~東綠漪 2( 大馬半島華文教育的發展卜頁 309 ;吳華、{新加坡華文中學史略〉(新加

坡:教育出版社， 1976) ， 頁 10-1斗。

23 柯嘉遜， (最後的訪談:東結與達斯對話錄} (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2006) ，

貝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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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束縛和壓制。 24當臺灣、中共的政黨活動在馬國獨立前被禁止於馬新地

區活動， 1957 至 1970 年代的馬華社會經歷的方方面面，往往是馬華社會獨

自和巫人主政的政府之間相互拉鋸 。 這一過程之中，馬華社會的政治認同基

本上已轉為本土政治。二戰以前馬華社會林立的會館組織、華團，多少是表

達了馬華己永久定居於馬來西亞的事實。二戰以後馬華政治認同的轉肉，便

是基於此事實而展開。 25

政治認同的轉變之二是中華民國和中共面對僑務與外交相互衝突時，多

彈性的調整其僑務政策，以外交為其優先考慮的因素。因為，中華民國或中

共實際上並未具有強勢國力推動保護僑民的工作。當臺灣或中共具有足夠的

政經實力之後 ， 華人的下一代多以人籍、融合於當地。中國少有西方的人權

觀念，導致東南亞國家排華時，往往不以普世之人權問題視之，使得其抗議

方式多被質疑、誤會為視他國華人公民為華僑，干涉他國內政。 26因此，當地

政府直接的政治壓力之下，以及中泰民盟與中共本身的問題:馬華為了生存

而人籍、認向和效忠於當地、成;f乏F荒-蜜公哀。 27

馬國華教與政治的關 晨三 ，是一個微妙的互動 ，品主主教發展的一大特點。 28

馬葦的政治認同與文他蕊!可具有一一段長久的歷史淵、涼，而華教又是混合這兩

種認同的集合體 0 29巫人和灰人往往假定華敦的中華文仕認同一一華人特性，

是其文先母國得以左右馬華:玫治認同的立基點 ( Comerstone) 0 3。因此，馬國

24 楊建成， 〈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條之探討(1957-1978)J ，頁

360 。

25 東南亞各國的華人社會，似乎也是如此 。 當中華民國與中共無法成為華人社會政經實

力的來源和保護者，甚至成為當地政府打擊其不效忠於當地的藉口，華人社會便會有所

轉變。

26 陳鴻瑜?你眉苦?華僑史的幾個問題) (臺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2005 ) ，頁

22 。

27 崔貫強， {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 1945-1959 ) ，頁 328-362 ;莊國土， {二戰以後

東南亞華族社會地位的變，他} ，頁 29 ;趙綺娜， {從越南國籍法案之交涉看我國對越南華

僑政策(1956-1957分 ，頁 3 ;陳鴻瑜， < 中國分裂與東南亞華人社會) , (問題與研究〉 第

30 卷第 1 期 ( 臺北: 199 1.01)' 頁 70-71 Q 

2日何做良， ( 獨立後西馬華人政治演變 ) ，收於何眉立良、賴觀福、林水樣、何國忠合編 ，

《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 2 冊，頁 77; 安煥然， < 郭鶴堯與華文教育 > '收於林忌、強

等主編 ，{東南亞的福建人} (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6) ，頁 135 。

29 古海廷， 〈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 : 馬來亞篇) (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1994) , 

頁 185 。

30 英國殖民部的檔案便體現這種「陰謀論J 將罵新地區的華人政治表現是中國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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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黑萊茵布華文教育與僑牛，政策的希展道路:逆堵與出路

當局便欲將之吸納至以巫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國民教育體系。 31從英殖民政

府時代開始，經過馬來亞聯邦獨立，一路到今天為止，馬國教育的一個重要

的認同主題是:認同本土、效忠本地。 32當馬華政治的認同轉向和馬國政策的

嚴厲限制之下，戰後中華民國駐馬國的領事是如何具體的推行僑務?以及影

響馬國華敦的發展?

(二)、畫、馬之間的利益交集:反共

1949 年，國民政府因剿共失敗，才遷至臺灣作為其反共的墓地。臺灣與

馬國在冷戰時期是以反共作為合作關餘的基礎，之後才以經貿關條為主。馬

國在英殖民時期尚未結束，就已採取反共策略。 331948 年 06 月馬共進行武裝

反政府鬥爭，英殖民政府宣布全境進入緊急狀態 ， 馬共持續對抗英國以及獨

立後的馬來西亞政府，荳到 1989 年 12 月 02 日 ， 馬共的代表陳平和馬國矽府

的時任首相馬哈迫 (Maha也ir bín Mohamad ; 1925.07.10- )在泰馬邊境的合

艾 (HatYai) 簽署 《合艾和平臨議卜才終止一切武裝鬥爭 ε34

馬國政府對於罵共的厭惡 ， 不:~l、于是英反攻j府的暴力行為，影響整體的

國家發展。東姑回憶他在主政峙，到共的經驗郊下:

東姑:當我大權在握的時候 ， 我沒有特別是針和中 還建交。我只是說，聯合圈應

該承認兩個中國，但是另一個中倒拒絕讓步，穿jLtr..意味若我承認中還是亞洲的強

榷。事實上，它的確是世界強榷。我的意思是沒有一樣東西可以阻撓和共產黨之

間的外交關像。實際上，在我的時代 ，我們也時聯 \柏拉夫和大部分東歐共

產黨國家建立了外交關條﹒那顯示我不是什麼反共產黨分子 。 我反共產黨，是在

或中共所策動。據筆者的觀察 ? 隨著時間的推移，現今仍由巫人王政的馬國政府幾乎已

不帶有這種陰謀論了。參考:古鴻廷 ， i.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 ' 頁抖。

31 1960 年代的馬華社會中絕大多數的群眾 ， 則不這麼習、同。他們的確己永久定居於馬

來西亞一一生於斯，長於斯，不可能學家回到他們所不熟悉的臺灣或中國大陸。隙，嘉庚

放棄馬、新地區家業，返回中國大陸，他所至親的家人便沒隨他而去 。 接筆者觀察，馬

華早期或許多視華教事業為其面子事業，而不屈不撓的堅持到底 。 這泣如同沈募羽所

盲: r 母語母文是民族的靈魂，一個不懂母語母文的人 ， 其自尊心到那里去了? J 沈慕

羽， ( 教練、第 29 屆會員大會(1980 年 4 月 14 日) 卜 收於沈慕羽資料匯編 {沈慕羽盲論

集一上冊)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出版 ， 1998 ) ，頁 69 。

32 鄭良樹， (華文教育一一起毯習、同的困擾卜 〈馬來西亞華社文史論集卜 頁的。

33 李盈慧、主宏仁主編， {東南亞概論一一臺灣的視角 } (臺北 :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2008) ，頁 55-58 。

"張祖興，{英國對馬來亞政策的演變( 1942-1957 )) ' 頁 148-188 ;( 陳平走過罵共日子卜

〈中國報> ' 2013 .09.17 ' Z7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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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護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l 對馬來西哥有華文教育吾吾展的影響: 1954-1974 

它們不能包容別人的看法和生活方式的時候。但是如果它們可以包容，像，樣聯和

其他，如今證明能做到這一點的國家，我就不覺得它們有什麼不對。我們想要的是

和全球其它圈家和平共處，我們自己太弱了，根本不能有內部爭吵和鬥爭。基本

上，我是想要和今天的中國保持良好關條約，但是就像我說過的，和那些正在作

戰的共產黨員打交道時要非常小心，他們不承認我們的政府是這個國家的合法政

府。他們堅持他們只會承認馬共政府。在這一方面我是反對的。我的意思是，如

果人民要7個共產政府，那又另當別論了。當時人民的選擇是要一個像現在這樣

的民主政府。如果他們是誠實的，又對這個圈家效忠的話，他們會順從人民的意

願?接受我們今天的這種政府。如果他們反對它，那麼他們應該用一種不同，但

民主的方式來爭取政權，通過民主選舉，而不是沒有理由的去反對它，就像他們

所做的那樣，使用武力、謀害和殺害的行動，來宣?曳他們對政舟的不滿，這是我

堅決反對的。我不是及中國，因為中國是當今世界的強函，我們這個小國絕對不

可以和它斷絕闕 ，像。但是如果它可以幫忙，就會有很大的助益了，它只要告訴那

些人放下武器就好了，但是我不認為它會這麼紋。 35

如東姑在訪談中所述 、 罵道對於馬共的反三?是基於其政權維穩的考量。

相對她，華教的問題之牛，這國政府保布的基本愁沒似乎也是如此。華教一

直被英殖民政府至馬國政府?!男為左傳分子的溫J~月 3 而被政府壓制之。 36這當中

也有巫人民族主義在作祟， 只是馬共對於社會莖f妄產生的負面影響，似乎是

當局主要關注的部份 o 37戰役 i中華史[遇;自己 1950 至 60 年代?在反共的基本國策

下，以教育來吸收東南亞華僑青年參與反共大業。 38 馬國政府是反對臺;彎子見

其公民為華僑，但是對於 í 反共」卻觸動了馬國對於罵共的利害問題。馬國

視華教是培養馬華民族主義的溫床，為導致社會動盪與政治問題的來源。呎罵

共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馬國政府對華敦的政策 。 故此，馬國當局欲利用

35 柯嘉遜，《最後的訪談:東姑與這斯對話錄〉頁 112-1日。

36 楊建成， {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閥'1奈之探討(1957-1978)) ，頁

351-354 ;顏清理， {穿行在東西方文化之間:一位海外華人學者兼社會活動家的回憶

錄〉頁 38-39 Q 

37 r 自一九四八年六月至一九五七年六月在「緊急狀態J (state of emergency ) ，馬共所

殺害的平民數字，其中即有一于七百人條華人，三百十八人條馬來人，二百二十六人係

印度人，一百零六人係歐亞混合種，六十七人像土著沙蓋，及三十七人像其他種族。」

楊建成， {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條之探討(1957-1978沛，頁 357 。

38 / 東南亞華僑教育計畫案卜 〈外交部檔卜國史話藏，館藏號: 020000031361A ; 李

盈慧， ( 1949 年以來中華民國的華僑教育政策ν 頁 165 。

"楊建成， (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條之探討(1957-1978)) ，頁

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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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童 篤萊茵布華文教育與僑牛正夕策的詩寢道路:逆培與出路

臺灣的反共經驗，來協助其解決馬共問題。臺灣對於馬園和馬華社會的關注，

可從 1954 年美國藍欽 (K訂1 L. Rankin) 大使和外交部長葉公超的談話紀錄來

看，如下:

藍:現美對台灣有一印象 I t!p政府對僑民之政策，未必籍有增加華僑內向心之效

力。此，書長倪克森副總統在台時即曾注意，故存在台另設學校，以吸收華僑子弟之

建議。容納華僑陸續返圈，故宜有若干法令為華僑設想，于華僑以海外發展之便

利。例如美國以外之華僑，如能取得當地之公民權，似應鼓勵之，並維持其地位。

總之，現在應供在海外華僑能堅定其反共之立場，無論其為國民黨黨員與否。」

素:閣下所言甚走。據本人所知，行政院曾通過僑委會之建議，可睹中默許各地

華僑所得當地公民權，並不予以勸止。

葉:按我國之國籍法，中國人在海外雖有他盟國錯，當其田返中適時，仍得視為

中圈/、。 40

如上所述， 1954 年的這一部份談話，是 1950 至 70 年代臺灣駐馬國領事

或臺灣處理海外華人反共手設的涼族之--:--- (1當我們再翻看〈駐吉達坡領事館

五十七年度工作計畫〉中對為華社會的討論多按:取其中的段落，如下:

1. 配合此間環境增進華人友誼。馬來西亞華人雖多，但環境特殊。推動僑務頗

為困難。今後工作宜配合其盛情，一方面策動華人來台觀光，另一方面加強

華人反共意識，以爭取華人友誼，增進華人對我認識。

2. 馬來西亞華奇學生來華升學人數向居首位。目前在台升學學生約三于人，接

受技術訓練班學生約有一百餘人。彼學生，像由本館及其他係送單位先試保

送。此辦法因欠公九。本館正與馬方商討舉辦測驗。預計本年度開始實施。

3. 我為配合外交，曾設置巫籍學生獎學金，獎勵馬來青年來華深造。深獲此間

4日〈美國藍欽大使請晃外交部葉部長談話紀錄( 1954.04.09)) 吋外交部檔〉國史館藏，

誼藏號: 020000031361A 0 

50 



., 

ι 

載:1委中華民團「僑牛政策!對馬來曹布華文教育春季曆武影響: 1954-1974 

人士好評。為增進中馬關緣。比填導學金，實有繼續辦理之必要。 41

從藍欽和葉公超的談話記錄、東姑的訪談稿，再至 1968 年的 〈駐吉隆坡領事

館的工作計畫)，我們可以理解實質上臺灣和馬國局各自在檯面下都有相闋的

協商。馬國政府對華敦的打壓，除了帶有巫人偏激的民族主義，深層的原因

似乎還在於政治上的考量。

(三)、畫、馬之間的寶貴關像

1950 年 01 月，英國承認中共，臺灣關閉駐英屬馬新地區的領事館。一直

到 1964 年 11 月 26 日，臺灣才在馬圓的首都一一吉隆坡設立「駐吉隆坡領事

館 J '抱持不干涉他囡囡內事務為，原則 f 推行駐馬的領事事務。也臺灣因國情

特殊，領事負有海外僑務之工作 3 僑務工作條對外拓展開除之重要輔助性工

具，亦稱為外交的第二管道。僑務工作之中的僑教，負有文他教育政策和培

育華人子弟，以爭取海外華人社會詔;建立，功能。 43臺灣雖已在馬設立領館，但

馬方於 1977 年方開始派移民官駐寄:‘ 立;;人馬宋吉亞航空公司台北分公司名義

辦理簽證業務及與政府立 rSJÚiJ1金來辦繫。 科 1964 年 11 月 26 日，當天臺灣開

館的情形如下:

昨日開館情形，中央社電計遨鈞察。巫族官員參加;否會者極少，外交部竟無一人，

此可能條馬外交當局避免與我多，折接觸而涉及示:忘問題﹒或影響其拉攏不結盟國

家加入亞非會議之努力。 45

41 <駐吉隆坡領事館五十七年度工作計畫( 1968.01 )) 付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軍號: 11-01-刮目的-01-026 。

也 1950 至 1964 年之間，奎、思之間的外交聯繁，多透過壹灣駐泰國的領事館進行。兩

國間維持外交關條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彼此的首都互設使館。但出於現實的需要，兩國

若經同意，亦可以其他方式處理，例如經由兩國駐在第三國使籠，以兼使名義辦理有關

事項。臺馬之間未有互設使館或辦事處的 1950 年代 ， 往往透過雙方駐泰國的使館人員

互相聯繁。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所藏的亞東太平洋司檔案中，便有不少駐泰國大使館的

往來電文，處理臺馬之間的事宜。參考:劉達人、謝孟圈，(中華民國外交行政史略) (新

店:國史館， 2000)' 頁的; 〈外交部昨日宣佈我在吉隆坡開設領事館 ) , (中央日報) , 

1964 . 1 1.26 。

的監察院編印;趙奈耀、葛永光調查研究， (我國海外僑敦工作之研究與檢討一一專案

調查研究報告} )頁 6 。

科 「我國與馬來西亞雙邊關條 J '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他辦事處網頁:

http://wvvyv.taiwanembassy.前g' 擷耳史時間: 2014.(}4.12 。

45 r 張仲仁電(1965.1 1.27) 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第藏于〈夕i、交部亞東太平洋

司檔案j ， 館藏號: 11-01-20-05-01-010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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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馬來西青草女教育與僑牛政策的勢展道路:逆堵與出路

如上所述，臺、馬兩國之間是處於一個微妙的關條之中。畫畫灣即設館於馬圈，

馬國卻業持不承認臺灣和中共的態度。這現象背後複雜的原因，不是本文能

兼顧的部份。筆者只是欲強調 1960 至 70 年代，僑教在馬國難以推行的原因

便從此處開始延伸。外交上處於被動的局勢，僑教在當地的執行便有諸多制

約，尤其還纏上馬國種族問題之敏戚。

從 1950 至 1970 年代為止，臺、馬之間的關條，似乎可從臺、馬斷絕領

事關條的前一年電函中反映，如下:

職深成圈內在對馬闖將、上頗有誤解，經詳細分析下列各點:

甲、 馬在對我基本態度上為台灣人民自決，我雖未必同意其看法，但其立場

有別於對匪一面倒之國家。

乙、 我在馬總領館尚可掛旗、人員不 F良等，比之鄰近與我無外交關係、國家予

我之待遇尚佳。

丙、 圍內最不滿意者 !!p我官員簽設較難﹒實則我國民赴菲、越在台不能即取

得簽證，官員赴泰如保考察亦須泰事造了安排，否則不予接證等情況不比馬為

善。再我國一起人民來此可留一週15~品為對友好淘家待遇。

丁、 國內多以馬與新加坡比較，但兩國氏族組合不河，政策各異，且新政府

只須投資新幣二十五萬即可取得永久居留權﹒我工業家多人之資金即已逃

新﹒其本人如不田園亦可豆3. 斜，似非對我有利。

戊、 我貿易當局以為我買主為貧多，古之為哀求於我，實質上我購馬最多者為木

材，此為我出口之必需品﹒值比全球爭取原料之時，馬不售木材予我無礙，

但我將蒙不利<: 46 

己、 圍內認為如馬對我態度較佳時始可從事經濟合作，而團與國間看法為先

有經濟合作始能更增友好?且一切經濟合作均應為兩利﹒如僅利於馬者，海

外各單位亦不支持或建議。

從以上文的內容來看，臺灣和馬國在 1950 至 70 年代一直是保持著較為

友好的關像。馬國和臺灣之間，在經濟上的貿易往來也不全然由臺灣主導。

畢竟，馬團是一個天然資源較為充裕的地方，臺灣則是一個天然資源較少的

島園。故此，臺灣對馬外交上是難有強勢的話語權，在保僑、推廣僑教等事

務自然是諸多限制。

45 〈張仲仁電 (1973 .05.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冥館藏，(外交部亞東太平洋

司檔案卜館藏號: 11-01-20 -06-0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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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憶中華民國「僑缺敢策 l 學f馬來曹布華文教育哥華曆的影響: 1954-19ì 4 

〈四)、馬來西亞的僑貓、僑教

僑委會在臺灣的運作多承襲以前的制度和作法。軒然而，二戰以後國際J情

勢已有所轉變。東南亞各國政府為了促使華人社會向當地文佔認同，首要工

作是從統一語言做起。代馬國政府以馬來語文作為統一全國上下的媒介語，是

「國家的特徵和形象 J 0 49因此，對於僑委會以教科書、文宣品或師資等方式

支援海外華文學校的作法，馬國政府對此甚為敏戚。 1974 年，憂、馬在斷絕

領事關條以前，臺灣外交部和各相關單位在 1973 年 07 月 20 日，舉行「處理

馬匪建交會議 J 0 筆者擷取會議記錄如下:

1.僑委會劉副委員長:僑務工作因馬政府互為敏成不易推動，故僑委會未派人駐

馬，如中馬維持現狀貝IJ不談，若將來設新機構僑委會希望能派一、二人從事於聯

絡工作，尤其是與僑生之聯繫定有助益。

2 .教育部鮑幼玉:未派人駐馬，與馬方聯繫大都為學術及教育界人士。目前無派

人赴馬或設機構之計劃。我鼓勵，馬 f品生返函求學，迄目前已有六千餘人學成返

馬，惟馬尚不完全示.認我學位 ，尤其敘薪任公務賈 比當地畢業人員低，此一問題

甚竣雜，不易處理。 50

如上所述， 1950 至 1974 年之中 z 僑務委員會和教育部並無在馬國設置相

關人員，從事相關僑務或僑致的工作。故此， 鑫灣既然不能在馬週境內支持

華敦，以攏絡馬華社會，就tj慨:逆境外交點育工作一→喬生教育。 1971 年的

「駐馬主管人員會議記錄」中，便記錄了張(中仁的談話如下:

關於馬國攀枝問題。我才建議窗內今後多設技術訓練班，使華喬學生多有機會接

受技藝訓練以補救彼等在文憑學歷上所透過之困難。 51

馬國政府認為種族跨國家的忠誠會削弱政權的統一，以及影響馬國內部

47 陳鴻瑜， < 中華民國僑務發展史 ) ， 收於趙永茂等著， (中華民國發展史 : 政治與法制〉

下冊(臺北 : 國立政治大學、聯經出版公司， 2011 ) ，頁 575 。

48 楊建成， ( 戰後東南亞華人的處境及展望) , {八十年代一一中共對外交僑務與海外華

人問題論文集}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1 ) ' 頁 41 -48 。

49 r 國家的特徵和形象J' 為東姑所言的一句話 。 參考:樣達成 ， {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 :

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條之探討(1957-197S)} ， 頁 l詣。

:50 < 處理馬匪建交會議記錄 (1973 . 07 .2 0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籠菇 ， {外交

部亞東太平洋司檔察檔案〉 館藏號 ﹒ 11-01-20-06-02-006 。

51 ( 駐馬主管人員會議記錄一六十年四月三日 〉刊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卜 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 : 11-01-20-的-01-0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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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 馬東西耳其華女教育與憶牛政策的詩展道路:卻吾與出路

種族團體之間的平衡。 52芙殖民政府自 1920 年代開始對華教、中國人出入境

管理和禁止中國政黨活動等策略，無非是其殖民地管理的一環。 53芙殖民政府

直觀的認為馬新華人社會的民族主義或政黨活動，有損於殖民地的經營。同

理地，巫人主政的馬國政府也是認為，馬華社會的民族主義是有損於馬來西

亞的發展。 54臺灣在馬國當地的政情所限之下，只能從境外的僑生教育來支援

馬國境內的華教。

第二節、僑生政策在馬來西亞

戰後中華民國的外交，與其他國家最大不同之處，就是臺灣不斷地尋求

和保衛自身在國際社會應有的地位。而數十年下來與中共之間的外交競賽，

始終是臺灣對外工作的首要軍點，並為此付出昂貴的犧牲與代價。 55二次大戰

結束時，東南亞的民族獨立運動正風起雲湧。印尼於 1945 年 8 月 17 日宣布

獨立，戰後荷蘭重返印后，引發殖民解放戰爭。菲皓於側年得到美國的

支持而獨立。 3美麗馬來亞、新加坡，在;美;這這重返後，與英方展開獨立談判;

以馬華居多的罵共則以武裝鬥零三方式和英殖民玫府，以及後來獨立的馬圓繼

續對抗。當時馬國唯一位出路是加強各方資源以支持聯邦政府，以應付來自

共黨的威脅。 56

僑生政策在台的復辦， {更是反共的性質;反共的性質為僑生政策埋下往

後在 1960 年代在馬齒招生的重要基礎。 57 差異覽，巫人主政的馬國政府之所以

52 陳:為瑜， (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頁 198 。

53 古鴻廷) {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頁 138-140 。

54 據筆者翻閱林連玉相闊吉論的文集、發覺林連玉的文字相當的主白，敢盲人所不敢富

之事。這在大部份的巫人官員餵捏，似乎多半會被誤解為華人集結在華教底下與中央政

府叫板。參考:鄭良樹輯宴， (林達玉對:丘吉諭集)，吉隆坡:林連玉基金出版 '2003 。

55 高朗， <政府還臺時期) ，收於國史館中華民國史外交志編賽委員會編， <中華民國史

外交志(初稿沛，頁 141 。

“陳鴻瑜， {東南亞各圍的政治與外交政策} ，頁 198-199 Q ;李盈慧， (東南亞近現代史) , 

收於李盈慧、王宏仁王編， (東南亞)概論臺灣的視角〉頁 51 0 

57 r 中央政府遷台後，先總統蔣公於三十九年三月一日復行視事，接著行政院改組，新

任院長陳誠暨各部會首長於三月十五日就職，政府各部門均積極推展新的工作，僑務工

作亦為其中的一部份。先總統蔣公為防止中共在海外赤他華人子弟、摧毀中華歷史文

他，乃指示招生海外僑生回國升學。僑務委員會和教育部秉承指示，者手籌劃恢復僑生

教育的有關措施，於民國四十年開始，有計劃地招收華僑青年回國升學。」張希哲， (中

華民國的僑生教育〉頁 3-4 ;蕭萬長口述;劉秀珍、齊怡、蕭錦綿、陳妙香採訪整理，

〈微笑的力量一一蕭萬長公職之路五十年以臺北﹒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頁

67-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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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梭中華民國「僑牛政策!對馬萊茵布華女教育詩曆的影響: 1954-1974 

同意馬華子弟赴台升學 3 不太可能是為了鼓勵馬華接收更為完整的中華文，他

或是任何有利於馬華社會的善意。

(一)、華文教育的政治與政治的華文教育

一般而言，華語文的教學與教學媒介詣的選擇是屬於教育學界討論的範

疇。但是，在族群政治環境千里，對許多馬華而言，卻是個民族權益的議題。

華教作為馬萃的民族事業，從本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就逐漸面臨「認同主題」

的挑戰。戰後華敦的發展與演變，和認同課題更有密切的關條。從馬國及巫

人政權的立場來說，認同本土是教育的重要主題，任何教育的發展必須接受

這個主題的安排。戰後的華教作為馬國教育的一環，其發展及演變自然也必

須接受其影響。代馬圓的臺灣領事在進行相關的僑務活動時，同樣必須尊重巫

人對於教育、華敦的理解，以不至於影響外交的主軸一一維持中華民國在聯

合國的代表席次 。 從鄭良樹耗費近三十餘年，所寫的四冊一一一《馬來西亞華

文教育發展史〉可以發現華敦的!來境和問題來自於政治，馬華社會解決困境

和問題的手段也要以避開政治1l \J 酬，糊在馬新地區的興盛便是由於中
國民族主義浪潮衝擊到熹斬草人社會的具鐘事實表現。 59

無論華教領袖如何強調母語教育在教育學的正當性，或是其他合理性華

教於馬國的文鬥方式，基本無濟於事。焉國華教約發展，也並非只是一張悲

壯的圖像。罵國華教，還有一還不能迴避的發展實況一一「協商」。因為華教

裡的「協商派 J '與執政者過於靠近 2 有吉它甚至帶有政治利益勾結之嫌，以致

「協商」往往被誤認為「出賣」民族教育。 60

縱看當今馬國華-敦的中小學、大專學院的分布，會發覺馬圓的案南地區

在華敦的規模和發展上，是游於馬國各個地區的華教發展。 61

(二)、馬來西亞政府對僑生政策的立場

英殖民政府在二戰以前對英屬馬來亞施行三種不同的政治體制，讓馬來

58 鄭良樹， <華文教育一一超越認同的困擾〉刊馬來西亞華社文史論集〉頁 83 。

"二戰之後，不少海外華人以中國為政治認同的目標，也以身為「中國人」為奈。馬新

華人在白發，以及中國鼓勵之下，興建華文學校。林連玉， <風雨十八年〉上冊，頁 14 ; 

楊建成， {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條之探討(1957-1978)} ，頁 129 ; 

顏清逞， < 馬來西亞華人的歷史變革( 1403-1941)) , (>每外華人的社會變革與商業成長〉

(廈門，廈鬥大學出版社﹒ 2005) ，頁 197-199 。

60 安煥然， < 郭鶴堯與華文教育卜收於林忌、強等主編， {東南亞的福建人卜頁 129 0 

叫安煥然， < 郭鶴堯與華文教育卜頁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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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馬來西布華文教育與僑牛政策的詩展道路: 3.品意與出路

屬邦與馬來聯邦的馬來君主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在政治上維持馬來參

政、壓抑華人的「支持馬來人」為原則，而對馬莘學校與輿論監控的立法，

實質上目標是針對馬華的民族主義，並以馬來人為打擊馬華政治思潮的主

力。位同理的，前馬國教育部長的佐哈勵和巫統黨內高層能同意蕭萬長在駐馬

時期提出讓華校高中畢業生赴台留學之意見，無非是以臺灣的僑生政策來打

擊馬華左傾思潮，對付馬共。因此，蕭萬長與馬國當局的協商是基於反共是

臺、馬之間的共同利益。因此，馬國政府對僑生政策的立場是出於反共。然

而，馬國對於任何嘗試鼓勵馬華民族主義或影響馬華效忠當地的事務，是有

其政治上的顧慮。

僑生政策背後帶有效忠中華民盟復興中華文他的民族主義，則是馬國政

府所堅決反對。由於畫、為之間受到當時資訊科技發展的限制，以及兩國之

間相隔一段距離等因衰，馬國政府的巫人官員尚不清楚僑生政策在臺灣國內

的執行的具體內容。一直到 1967 年。1 月 17 日，馬國政府在台設置領事機構，

才逐漸瞭解。 63 因此， 1968 至 1971 年在奎、馬兩國之間便發生了「僑生事

件 J 0 í 僑生事件」的具體情j兄 3 元以 1971 年 06 月 14 日的〈駐罵主管人員會

議記錄 〉 中的記錄開始討論 3 如了:

我團對馬莘吾吾學生視為僑生問題一直為中馬闕，能之j障礙，如今突變嚴重。按自從

前年因馬在莘學生受軍訓反玄誓河題，經我方參考實際情況改為夏令營及取清宣

誓問題而告」段落後，馬才菁、請求設立為在草學生.會及馬國學生中心。經一再研

商，我僑委會僅 i司意以「學生聯詮會」名義設立並必需向該會安記「學生活動中

心」之設立則不同意。經將此事復告馬方後，馬方才認為我迄今仍視其學生為僑

生互不友善。已由其外交部洽告本館倘此事不獲滿意解洪將採二項步驟以示報

復 : (D將我中央社駐馬特派員之簽發改其每用延期並隨時可能停發; (易關閉我行

政院新聞局駐馬之中華新聞處。 64 \ 

如上所述，馬國政府的相關單位一直知曉臺灣在政策上對赴憂升學馬華

子弟的稱呼。或許是馬國駐台的領事在蒐集臺灣各方面的資料時，發現馬華

參加臺灣的宣言11課程，而將其回報馬國當局而釀成此事。蕭萬長在駐馬主管

位林慧婷， < 馬來亞共產黨活動之探究( 1930-1989) ) (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 1007) )頁 17 。

63 < 馬來西亞決定在台設領事館許芙喜為首任領事 ) ) \( 中央日報) ) 1967.01. 18 ; (大馬

在華設領事館 > ' {聯合報} , 1967.03.悅。

“ 〈 駐馬玉，當人員會議記錄一六十年六月十四日 〉心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 11-01-20-05-01-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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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會議中 3 便說:

蕭領事萬長:馬每年赴莘學生約佔全部僑生之半數。新加坡則一向禁止其學生赴

華升學。馬在台設館前 ~p 曾有馬方學生反應彼等受軍寄rl 問題。馬方官員表示不滿

曾洽告本館，大使當時曾統告以此乃我學生課程之一部份。後馬設駐台北領館，

此事愈顯嚴重。馬方屢稱我之政策影響其學生效忠馬圈。經再三商討，改為「夏

令營」使此事得暫告一段落。馬駐台北領事館復要求設立馬國學生同學會及學生

中心，我主管當局戶有顧慮未予以完全同意，致使此事危機重現。

事實上，張件，仁將駐吉隆坡領事館的意見在 1968 年電函至外交部、僑委會等

相關部門，擷取相關記錄如下:

1.馬方針對此事誤會漸涂。但一致認為我政府已往僑務政策，如仍繼續行之。

對華喬即有害且影響我外交。

2. (三)馬東姑前訪菲時，菲總統令朱姑云:中華民圍之僑務當局時時派人來

菲「指導」及「成立某某部」等等 。 彼弓 j怨言華主之中文報 消息。為何能信

任華僑，而言襄之同化。

3. 此間華奇之若干領袖，認為倘我政府在政策午，艾玄傳上可不視華奇為華僑，

必可使華裔在所在地發揮更大作用。對我國必有-更大貢獻。

4. 職一再強讀政府之政策無兵，~~~爭氏之意，晃來克馬華對馬固有更大之貢獻。

5. 馬國學生去華由入境證改為簽證'免除軍盲rl 宣誓效忠 cí 華僑季生」之改稱為

「海外學生」等等。可見我方誠意。(八〉我僑務當局對為國及其他各地華喬

情況 y 均甚暸解。惟玄傳上使人有我仍維持以往政策之印象。究宜如何在外

交與僑務以及宣傳互相配合，是否可請鈞部與有關方面詳細研商。 65

如上所述，臺灣國內有其政策的慣性，而使得僑生事倆月斷續續延續至 1971

年為止。 1969 年的五一三事件之後，巫人主政的馬國政府對於馬華效忠問題，

看得更為保守。馬國當局一旦再接收到馬華在國外接收軍事部I[~練，在觀戚上

多半便會更為負面，認為臺灣策動馬華改變其效忠馬來西亞的忠誠。 66此為，

馬國政府欲在畫灣設立馬莘學生的學生中心、學生會，似乎是馬國政府想要

65 <蔣經國總統文物;卷名:外交一駐外單位之外交部收電 (五) ) , (外交部檔) ，國史

館藏，館賠號: 0500-010205-00150-007 。

“黃篤生， <- 我國政府有關方面說明舉辦僑生回國升學政策 條基於這義及反共立場別

無其他作用 間接否認大罵「改變效忠精神」之指責卜 〈香港工商日報} , 1969 .0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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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掌控這一些在台的馬莘學生。最後，僑生事件經過畫、馬雙方的協商

才獲得解決。

從僑生事件的發生與解決，可以暸解到馬國政府對於僑生政策的立場，

是站在其政治立場一一反共 3 以及實際問題一一馬共，來看臺灣的僑生政策。

事實上，臺灣當時的軍訓並不能讓絕大多數的馬華子弟效忠、中華民國，當年

曾參與過軍訓的臺灣學生，便如此回憶她所見到的馬華僑生的態度:

三十年前，大學同班同學中，有位“蓋仙"，油頭黃臉，上成功嶺受軍會rl 時，竟

在閑言rl儀式上靜坐，拒絕宣誓效忠中華民團及蔣總統，為的是對馬來西亞保持怎

識，但是言談中卻以身為中華民族為縈。也許是情人眼裡出西施，他的“蓋功"

我認為乃見多識廣、頭腦靈敏所致，他的'.::執著" ，我看成是“用情專一"，再

加上他的一句話，“我終必回去馬來西亞，那也孕育我成長的地方"。當時我想，

承認是中華民族後代，卻不效忠中華民閉，這人的民族意識a與因家認同怎會如此

互相矛盾?究竟是什麼因素使他對“馬來在; 豆"如此專情?馬來西亞又是一塊

怎樣的土地，怎值得對它如許情深?於是 ，“好，有，. 加上“響往" ，我就義無反

顧(其實是初生之嚷，不怕j元 ) 的站著來到，再來訟泣，弓7

這一位馬國媳婦對她丈夫在台的jE憶文字，生動的指出 1960 年代的馬華

社會己在政治認同上轉向了本土 - 區此，馬萃子弟對於軍司11之中要宣誓效忠

中華民國、 3苓介石等官方還說，便不以為然 2、支之， 他在文仕認同上仍維持

為中華文他 c 馬華的實際行動上 3 立宋轉向其效忠的對象，應該也是馬國當

局所重視的事實。因而﹒僑生政策才得以繼續在馬函進行招生。否則，一年

又一年的留台生返回馬國之後，保持著效忠中華民國的態度行事，必定讓他

們和畫、馬關條陷入僵局。

第三節、僑生政黨和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出路

(一)、華人與華文教育的困境:的札974/

馬國獨立之後，族群政治氛圍要比英殖民地時期來得深介石。華、巫之間，

陷入零和心態 (Zero Sum Game l'v1entalíty) 的局限之中，即一步、收益，另一

族必然會有某種程度的損失。這現象背後最直接的原因，如下文所敘述:

鄉區馬來人看到華人店家和印度放債人日益富有，因而視他們為本身未來生存的

威脅。多數屬於中、下級公務員的城市 』馬來人看到華人﹒印度人，甚至是阿拉伯

們許秀萃， <代序 倩歸何處卜收於1東:漱石，{華文蜀中 : 傳承與超越〉頁 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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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怎麼樣地控制了函家的經濟。這增加了他們心理不妥，經常就在報章或雜誌

中，或者是通過成立來照顧馬來人福利的機構表達出來。馬來人不滿的情緒並非

是指向處支配地位的建民宗主圈，而是指向華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祝他們為

剝削者和外人。這一點可以理解，因為單純的馬來人只看到他們過奢侈的生活，

住大屋和駕大車，以及做大生意 ι68

巫人主政的馬國政府自然對馬華社會在各方面給予壓制。 1969 年的月以前，

馬國政府在東姑的主政之下，尚保持著自由主義的風格，給予各民族較為平

等的發展機會。的東姑在兒時的保姆是馬華女子，在英國就讀期間亦和馬華往

來，故不知某些激進的巫人那般對馬華社會恨恨不平。東姑曾在一次訪談中

分享他的人生，如下:

東姑:我的奶媽是個華人，我說過的，我們叫她依3萬，她姓蔡，她是我們解放的

其中一個奴隸，她白了色貢拉。在 1926 年 7 我田園度小傲的時候，她專程從色

貢拉到阿羅士打去看我 實 從 1909 年到 1926 年，整登 l7 年，她看起來還是不顯

老。她回來，我又見到她了。 . ..

達斯:東姑'的:知道敦蘇菲支持J :f-J( Jj毛主皂的一件事?當你在吉隆玻擔任聯邦法律署

副檢察司的特候，你住在Jh7司令格( Kìa Peng Road ) 1 當 時那裡有一個華人醫生或

律師，又或兩者都是。那俗人是律師還是學生?

東姑:鄭漢長 (Teh Han Yam ) c 

達斯;他怎麼了?

東姑:他死了 了 我剛剛成為聯邦法律著副投察司的時候，我們常常合作，他幫了

我很多，因為那些歌洲副 :被察司都拿了容易的素件 ? 把那些很難的素件留給我

們，那些都需要做深入研究的 ， 像我曾經告訴你的，我幾乎從來不看書的，他是

我在英國的好朋友。 70

的賽﹒胡先﹒阿里著 ; 賴!頓吉譯， (馬來人的問題與未來)(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2010 ) ， 頁 16 Q 

69 r 東姑阿都拉曼拒絕對馬來支持者特別讓步的誘惑與壓力，而沒有將其他族群視為

“被征服者" 。相反地 P 聯盟政府在 1957 年答應至少在原則上給予政治同盟公平的內

閣主要席位與國家機闋的元老地位:馬草公會 (聯盟政府中的華人政黨〉在財政部、勞

工與社會禧利部及貿易工業部，印度國大黨在衛生部皆擁有領導權力。實際上 ， 東姑的

格性適合於同意與妥協的程式。自從成為首相後，東姑嘗丈策劃一個平衡完全不同和互

相競爭的發展路線 。 關於這點 ， 將舊的政治同伴聯合一起 (這是東姑之後所缺少的〉 對

罵來西亞內閣制度發揮功效是極重要的。」何毆良， ( 論馬來西亞首相職務的轉變一一

景評罵自台迪的政績卜頁 10-11 。

70 t可嘉遜， (最後的訪談 : 東結與這斯對話錄卜 頁 47 、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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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馬萊西布華文教育與僑牛政策的詩展道路:世清與出路

如上所述， 1969 年 05 月以前馬華社會，固然在巫人的民族主義興起之下，

對華敦的生存與發展有相當程度的打擊，但在東姑的任職期間之下仍是有一

段緩衝的空間。 1956 年的 《拉薩報告書〉 及 1960 年之 《達立報告書卜 先後

被制定成 í1957 年教育法令」和 í1961 年教育法令 J '迫使大部分華文中學

接受政府的條件成為「國民型中學J' 少數不願改制則成為「華文獨立中學」。

í1961 年教育法令」雖有明確條文規定什麼不能做，同時也賦予部長一定的

權力，能自行決定是否將國民型華文小學，轉為國民學校。但， í 1961 年教

育法令」並不阻止馬華社會自力更生的繼續辦理華敦。所以， í 1961 年教育

法令」是有一定的緩衝空間讓華教生存下去。因此 1960 年代許多籌款工作，

輔助性、提升性的課程與活動得以展開。這樣的情況下，華文教育不只生存

下來，而且取得發展。 71

華教在族群政治氛圍之下，肩負馬華的民族文化與教育功能，有別於一

般的語文教育而獨具歷史與政治社會學的意義。對當地從事華教的領導和教

育工作者而言，一間間的華文小學、月1萃，、學院和大學，有如焉萃的歷史文

他象徵，甚至是馬華集體潛意識在當地種族政治中具體化的自尊心展現。「華

人之所以為華人」的問怒，除了人類學、民族學等外在的判斷之外，多少是

個人自我選擇和認定的過程 。 無論如何，絕大多數的馬草還是選擇做為一位

馬來西E華人，而不將「華J 穩或刪去。有如沈慕羽所言 í語文是民族的靈

魂。」 72這也就是選擇了一些客觀上可以認定位指標，例如通曉華語文、對中

華文仕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或認筒。rZSJ此， 華教起著關鍵的媒介作用，提供馬

莘學習或理解自身文忱的基本訓練。 73

1為共對於草文教育的負面影響

1949 年，英殖民政府頒布「緊急B1f期jJf:~遊限制規定」與「移民法」阻止

華人前往中國，也拒絕對中共發出入境證。 74英屬馬、新地區的華教便面臨隨

之而來的問題一一師資供應的缺乏和學生升學管道的難題。這兩個問題的背

後，還有一個更大的難題在於馬共份子潛伏在馬新地區的華文學校之中。這

一些潛伏、寄生在華文學久中的馬共份子，多數是南來的共產黨員充當教員。

71 葉瑞生採訪，(華文教育的世紀大拔河一一董總執行秘書長莫泰熙先生專訪 ) )收放〈資

料與研究〉第 20 期(雪蘭義: 1996.03 .01) ，頁 9 。

72 沈慕羽'。消極維護不知積極發揚(1965.08.19紗，收於沈慕羽資料匯編) {沈慕羽言論

集) ，上冊 ， 頁 145 。

73 黃錦樹， (馬華文學與中國性) (臺北:麥田出版， 2012) ，頁 133 < 

74 唐志堯撰， {華僑志﹒新加坡} (臺北:萃，僑文，他出版社， 1960 ) 、 頁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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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憶中華~.國「種牛政策 1 學f馬東西布華文教育發廢的影響 : 1954-1974 

75因此，華教往往被巫人和英殖民政府誤認為培養共產主義的溫床。林達玉對

此事是給予否認，並認為是政府當局不懷好意的誣陷。 76事實上，馬共的中央

領導約有百分之六十是來自攀枝。 77那(區時代，東南亞各國政府多認為華人社

會自辦的華文學和是中國國民革命的產物，也是華人共產、民族主義的溫床，

以及華人社會與入仕母國之間的擠帶。78東南亞華教除了受當地各國偏激民族

主義的影響，共產主義實則為另一危害。

2.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外在的政治與內部矛盾

(二)、僑生教育與華文教育的雙皇軍庭關像

對於當時的臺灣而言，眾多海外華人子弟回到國內升學，無異於代表海

外華人社會認同中華民國。因此，僑委會的僑務統計總是不厭其煩的統計每

一年海外華人返國觀光的人數、返國向蔣介石祝壽的人數。這似乎多少和蔣

介石，以及他所代表的政府在治國理念上有關。國民黨政府遷移至臺灣之後，

外交上的主軸就是捍衛臺灣郎中醫怨言5家皂我定位。石之論對於蔣介石的政

權，如此評論:

蔣氏心中的世界根本是倍 ;其式約世界?其中二分為善怠j三邪兩極，又各自區分為

主從兩種地位。在自己的茵 河他正代表這坑，居上泣以統?在p全國。當這個國家不

再屬於他時?他若不想否定自己的過去，就又絕改變 自我形象，否貝IJ就是堅持中

國仍屬於他且終將屬於他的﹒要依從他的領導也!在壁之環境不容許他執行這種心理

御控指令，迫使他走向一種自我孤立的攻策 。弱，介石要確保任何否定他心中國體

的事，都從他的眼前拿悶，這卻導致了臺灣外交處境的艱難，就像是賢者在無道

亂世中必須孤傲自恃的作態。 79

因為蔣介石自視為中國偉人的代表， f舍生政策的內涵之一便是復興中華

文忙。馬國華教在維護中華文仕的立場上，便和臺灣的僑生政策強調復興中

75 陽達成， {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條之探討(1957-1978)} ，頁

352-353 。

76 林連玉，〈馬草公會教育政策訂立的經過) , {. 風雨十八年:林連玉記事錄卜頁的。

77 r 我們根據一九六二年所獲的馬共文件，即可證實約有百分之六十的馬共中央委員會

成員像來自華文學校。」楊蓮，吠， ()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條之

探討(1957-1978)} ，頁 354 。

78 楊建成刊載後東南亞華人的處境及展望) , {八十年代一一中共對外交僑務與海外華

人問題論文集〉頁 42 v 

79 石之瑜 〈近代中國對夕!、關條新論:政治文t與心理分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5 ) ， 頁 118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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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篤萊茵布華文教育與僑牛政策的詩展道路:這主持幸與出路

華文他聯結在一起。僑生政策提供獎助學金，讓海外優秀、貧寒華人子弟赴

台升學。馬國華教缺乏華文大學的升學之處，剛好有臺灣的華文大學可以作

為升學的銜接。華校生多為家境貧寒的子弟，僑生政策優惠的獎助學金恰好

彌補了華教在這一方面的困境。中華文他與升學的兩項因素把馬國華敦和臺

灣高教遠在一起。此一連接在蕭萬長駐馬時期，以高明的外交手段將其制度

f七，促成臺、馬之間很特殊的文教關{系。

(三)、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出路與發展

從英殖民至獨立建國的歷史之中，馬草和巫人發生衝突的案例並不多，

而且都屬於局部而零星的小規模衝突，並無類似印尼和菲律賓的大規模武裝

流血衝突。華、巫雙方在戰役主要是為了巫人特權、華語為官方語文和華教

問題等方面，而有激烈爭論，但都屬於文闋的方式，鮮少爆發嚴重的流血衝

突。華教問題上的華巫之爭，無非是兩族對華教有不同觀點所致。從英殖民

時期至今，馬華認為華教是理所當你的:停住。的反觀巫人所主導的政府，則認

為各民族保留其母語的語文科即可 。 當慧、巫剪刀族堅持各皂的主觀看法，最

後仍是由主掌政權的巫人逐遙望家機關貫徹兵力區政理念。

因此，馬華社會在這樣的局面之下 J 1更透返各種方式來爭取其應得的人

權。華社對於華教的堅持，往往發表以t--類似的說法:

我國華喬公民擁有自己獨特的語文文化，他們應和其他民族一樣，有權享有自己

的文化與宗教，有權應用自己的語文，這是基本的人權，這和接受巫語為國語，

並不街突。華喬公民在看符問題時，一向是開明誠懇、......我們在獨立後，用具體

的事實表現我們對國語的學習熱比，以行動表現我們對周語的掌握能力，如呆政

府施行國語目的是要促進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在官方與私，人交往上的理解，

華喬公民是熱烈歡迎的!結果政府片面強調國語，有意無意使其他種族的語文文

化處於沒落與式微的地位，我們覺得這種政策的實施，絕對不符合基本的人權，

史無法促進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是應該及時檢討，及時糾正的! 81 

以上這般的說辭，馬國當局對此是不為所動。尤其是在 1960 年代的時候，

眾多馬華家長基於英語的市場或職場價值，將孩子送進英語源流的學校。華

的關於馬華領袖如何論述華教當在馬國繼續存在的價值，以及華教對馬國所具有的價值

與功能，即馬華如何為了讓華教獲得政府的認可，所發表的文告、文章等，可參考 : 董

總出版組編輯) <葦，且卅年}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1987 。

81 敦總敦育研究中心) <母語教育是基本人權卜收於董總、出版組編輯) {.保衛華敦一一

關注 1961 年教育法兮的修改}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1987)' 頁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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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按中華民國「僑牛政賽 1 對馬萊茵布華女教育毒手靡的影響: 1954-1974 

教面對招生不足，以及優秀的生源流向英語源流的學校 3 華教發展陷入低潮

期。一直到 1969 年爆發的種族衝突事件，使得 1969 年 07 月，教育部長拿督

阿都拉曼耶谷(Da tuk P atinggi H吋i Abdul Raftm組 Yaacub )宣布自 1970 年

起，從小學一年級至大學的英文教學媒介，將逐年以馬來語文代替之。獨中

的三語教育、師生關係較佳和辦學認真等因豪，華敦的招生率才逐漸回復。 82

因此， 1969 年的種族衝突事件，對華教而言或許是一個轉機。從 1960 年代

的低谷，走向 1970 年代的華文獨中復興運動，獨中生依舊是臺灣僑生政策

中，回國升學最多的第二地區。的

1.華文學校永續發展的條件

華教永續發展的條件之中，是妄為其培養的畢業學生找到升學或求職的

出路。 1958 年，華小被接納為國家教育制度的一環，華小的生存暫時受到保

障，華文中小學正式分與經營。華文中學的生存與發展，便成了馬華社會極

力捍衛華教的一環。華文中學一旦去支劍波另一種的語文源流學校，華小畢業

生不能就潰華文中學，華文小學侵存著萃教進入絕境 。 1960 至 70 年代的馬

華社會主要是為華文中擎的主荐和延續問題而須餒 。當時的華教領袖相信獨

中只要能生存，就能有發展。 接著便是發展而奠定:本身的地位，成為公認的

不可或缺的一環 。 84此外 去就是能否儘量，謝拓草了之中學的高中畢業生升學的問

題。

學校機構有如硬麓，其吽rg月資 、 李J校去三行政領導等也是華教能否永續經

營的一環節。因此，能否讓華敦的學生往蒙質佳的大專院校繼續升學，以及

固立在至華校擔任教職是十分重要的 。 華教對於升學問題，以及學歷的實用價

值一一是否被政府或社會所承認的問題，至今仍是華教所關注的重要問題之

一。臺灣當局在 1960 年代適時祂介入華丟失與馬國政府之間矛盾，讓華校畢業

生尚能赴台留學，是頗為重要的歷史轉折 。 當時馬華倘若面對中國大陸、南

82 蘇秀滿 ) < 大馬華裔家長選擇華校為孩子的教育源流之原因探討卜 收於廖達裕、梁秉

賦王編) {華人移民與全球他一一遷移、本土化與交流J (新加坡:華裔館 ) 2011) )頁

264-266 。

83 香港、澳門的僑生赴台人數出於距離、學費等因素 ) 在僑務統計中歷年排名第一。

84 黃潤岳曾在 1962 至 1963 年擔任，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主席，並且當擔任西馬來西

亞數閉著名華文中學的校長 ， 為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界重要的領袖之一黃酒岳撰寫他對

華文獨立中學在 1960 至 1970 年的發展回顱，並刊載在 1972 年 07 月 09 日的 〈南洋商

報〉 上。黃潤岳 叫 獨立中學之回顧 ) , {獨中論叢} ( 雪商談 : 馬來豆印務公司 ) 1973 ) ) 

頁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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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馬萊茵布華文教育與僑牛-政策的詩曆道路:也煮與出路

洋大學和臺灣的升學被阻斷的局面，馬國華教能否生存，並永續發展就變得

很難評斷了 。

1960 年馬來亞聯合邦共有的問華文中學，其中接受政府部門津貼者 37

間，擁有學生 31525 人;獲得全部津貼者 13 間，共有學生 6830 0 
85 1961 至

1969 年的馬國獨中學生人數統計，如下:

表 6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學生人數統計: 1960-1970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學生人數統計: 1960-1970 

年份 華文獨立中學 學生人數

1960 53 間 14124 

1961 72 閔 17948 

1962 77 間 34410 

1963 自4 問 35789 

1964 78 問 35307 

1965 73 間 30470 

1966 69 筒 26141 

1967 的問 22221 

1968 50 商 19507 

1969 45 崗 18476 

資料來源:李志賢， <建構牛的EE家意與族群認同一一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

歷史課本分析 (1975-1993 )) ( 坊里:國立暨南函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2001 ) ，頁 29 " 

從以上獨立中學的學生人數，對照於 1963 至 1969 年的馬國僑生回國升

學的統計人數，如下曰 :

表 7 罵、新地區僑生回國升學人數統計: 1963-1969 

馬、新地區僑生回國升學人數統計: 1963-1969 

年份 馬來西亞 新加坡

1963 745 13 

1964 891 51 

1965 707 10 

1966 787 9 

1967 879 <

1968 796 17 

“古鴻廷， {教育與昆同一一馬來西亞華文中學教育之研究(1945-2000)) (廈門:廈鬥大

學出版社 ， 2003) ，頁 10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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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1 對馬萊茵布華文教育靜曆的影響: 1954-1974 

1969 I 660 I 12 
資料來涼:僑務委員會編， <中華民國僑務統計) (臺北:行政院僑務委員會?

1970) ，頁 23 。

從以上兩張表格的統計數字來看，赴台的馬國的僑生人數和獨中生人數

之比例，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己足以暫且支撐起未來馬華社會、華教所

需要的師資和人材。 的

2最終的出路一一也續升學

馬華社會為了能有一套從小學到大學的完整之華教體系，而往設立主要文

大專院校而努力。 87馬華社會設立華文大專院校的目的，無非是欲讓華教能永

存賣的發展下去，為華文中小學提供師資、華校高中畢業生找到繼續升學的出

路。誠如陸庭論在 1967 年 12 月所言，如下:

華文教育在本邦只有小學和中學，沒有最高學舟的華文大學，就是華文教育的體

系沒有完成。以前新馬一家，還可以說乏有了華文大學(南洋大學)。如今，新

馬分家，我們便沒有本身的大學了。為了使受母誇教育的華校生有升學的目標，

為了完成我們辦學的使命﹒我們應該釗辦一間華文大學._-一個

陸庭論這一番話，似乎是呼應於 1967 年 09 月三1 日，馬國教育部部長佐哈勵

(Mohamed Khir J ohari )宣你若無大為教育文憑 (Malaysia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1\.1CE )或政府學校考試( Govclment's School Certificate ' GSC) 

的學生，將不準赴海外深造 P 一概不會獲得外國使館的簽證。 89 1968 年 01 月

1 日正式實施。 90馬華社會認為，這等問於限制獨中生出盟深造的機會。因為，

的僑委會給予各地區僑生的申請名額是有限制的，而臺灣各大學開放或獲得僑生名額也

有一定的比例。

釘截至目前為止，馬來西亞聯合邦境內，已有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和南方學院大學。

"陸庭論， <我們必須創辦一間華文大學(1967.12.07)) ，收於〈敦總、 33 年〉編輯室編，

〈敦總、 33 年>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1987) ，頁 492斗93 。

的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 4 冊，頁 169 。

90 1968 年 01 月 12 日，佐啥勵或許出於馬華社會的反彈或是聽取了蕭萬長的建議、便

表示在當地創辦一間華文大學並非易事，同時宣佈「所有修完高中教育的學生均可依舊

出國深造，政府將不限定出國求學的資格J 0 <{南洋商報} , 1968.0 1. 13 ; "南洋商報卜

1967.0 1.27 。轉引自鄭良樹，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 ，第斗冊，頁 173 ;誓:叔瑤，〈吾吾

佛新山寬素中學專科部成立與發展之研究卜收於安煥然王編， {百年寬煮、:寬柔學村國

際學íífèf研討會論文集) (新山:南方大學學院出版社， 2013) ，頁 l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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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馬來西平莖女教育與僑牛，昆主策的詩罵道路 : 逆j將出路

獨中生多數只考取華敦的高中文憑。 91當時，佐哈勵之所以公佈下這一條斷絕

華校高中生出路的教育法令，應該是針對被左傾份子所佔據的南洋大學。

92 1957 年人讀南洋大學史地系的顏清煌回憶他在南洋大學的回憶，說道:

作為新馬華文教育最高學府，南洋大學吸引很多華校高中畢業生前往攻頭。因為

學額有限，校方實施一個入學考試。所有申請人，不管擁有任何資格，必須經過

入學考試，當時的三個考場分設在新加坡，吉隆坡和檳城。考試斜目包括國文(華

文) ，英文和數學。我只記得我和一些同學在吉隆坡考場(尊孔中學〉應試。我

國文考的不錯，英文和數學也獲得及格。於是，我和尊孔的一批同學於 1957 年

進人南洋大學攻譜。.....‘在業種程度上，我們班上約領袖，包括我在內，都有左

傾的思想，這些左傾思想可能是受到中圓的影響。當時我們都相信人民的力量，

人民的利益和集體的行動。我們拒絕他入主義和自私自刻的思想。 . ......南洋大學

是在一個濃厚玫洽氣盟下誕生和成長，因為那時墓文教育在新馬的生存和發展就

是一個政治問題。當時，折扣:走莘校學生基本上是沌馬來亞華校生較其政治意識

和傾向。 93

李光耀三三於當時南洋大學計左傾政治性、如此評論:

當時正值冷戰高峰期，英圈和美圈是控制本區域的主要勢力，丘，悅全力反中、反

共。南洋大學既是一所他們認為垮義東南亞親中、親共的年輕人的大學，為中國

提供了滲透東南亞的機會，他們能讓這所大學存在嗎?能讓這所大學培養一批受

到敵人共產主義中國的影響，與他們為敵的年輕人嗎?不會。他們即使自己不出

手，也會鼓勵馬來亞政府想辦法。五十年代的情況和現在不一樣，當時英國仍是

91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 4 冊，頁 169-170 。

92 1974 年 08 月的南洋大學畢業典禮上，新加坡教育部長李昭銘的演講辭，亦指出馬國

的草校生因種種限制而無法進入南洋大學升學。(煉原報〉第二卷第三期，轉引自古鴻

廷， {.東南亞華僑的習、同問題:馬來亞篇〉頁 174 。關於罵、新政府對於南洋大學為左

傾份子活動溫床的部份，亦參考:古鴻廷，(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頁

187-188 0 

的顏清煌，〈穿行在東西方文化之間:一位海外華人學者兼社會活動家的回憶錄}頁

44斗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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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捷中華民國「僑牛政黨 l 對馬萊茵布華文教育哥華壞的影響 : 1954-1974 

強大的圈家，有大軍駐紮在東南亞。印馬對抗，英國人有辦法保護馬來西亞。所

以，英、美勢力會悄悄進行歧壤，卻不讓人覺得他們是反對華文教育和華人文化。

英國人不需要自己下手，他用馬來亞政府來壓抑南大。

從顏清j皇和李光耀各自對南洋大學不同角度的回憶和評論，便可曉得南

洋大學是不受反共的馬、新國兩國政府所悅納。當時，只持有華教高中畢業

文憑的獨中生能繼續升學的管道，往往只能往臺灣和新加坡就讀華文大學。

從南洋大學的一份畢業生就業調查報告，透露出 1970 年代己少有馬國籍學生

前往南洋大學就讀 。 "而且，南洋大學自 1971 年便逐步採用英語為教學或正

式場合的媒介詣。的反而，從「駐吉隆坡領事館五十七年五月份工作綜合報告」

中，前往臺灣升學卻不因 1968 年的教育法令所限制。蕭萬長在領事報告中的

記錄，如下:

1.舉辦西馬華青學生赴台升學第一次學尋呼測驗 ﹒全馬尾試學生計有九五六人，於

本年五月二十、哈一兩天{段祺拔萃七地區考試。

2.受理僑務委員會所舉辦之本年度中 華 函授學生招收新生事宜。 96

1968 年和 1969 年的僑生自怒統計之中，馬來7Ei亞國籍的回國升學僑生人數

分別是 796 人和 660 人 。 97誠然 ，言要萬長1主 1 9己6 年 06 月 15 日，擔任中華民

國駐吉隆坡副領事。 1968 年 ，佐拾j散在頒布限制獨中生繼續升學的教育法令

之後，是簫萬長對僑務之盡責， tZ非正式的管道和馬國政府協商之後，才使

得往臺灣升學的管這未被馬國當局切斷。驚萬長回憶當年的情況，如下:

我開始思考，如何讓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可以真正的合法延續下去 。 如何讓馬來

西亞政府不要排斥，能夠接受?同時，要讓華文教育生存下去就一定要讓華校學

生有出路;而學生的出路一定是要配合馬來西亞政府的政策，不是違反他的政

94 í 這項調查的被試是普通學位畢業生 891 人，榮譽學位畢業生 246 人，合計 1137 人 。

新加坡公民和居民佔絕大多數，高達 90% 0 J 主德、望、楊忠浩王編， {南洋大學 1971-72

及 1972-73 年度畢業生就業概況之調查研究ì (新加坡 : 南洋大學， 1974 ) ) 頁 16 。

95 古鴻廷 ) (.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 ( 臺北 :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4) ) 

頁 173 。

96 < 駐吉隆坡領事館五十七年五月份工作綜合報告 ) ,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 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館藏號: 11-01-20-05-01-026 。

'17 僑務委員會編 {中華民國僑務統計) (臺北 :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 1970 ) ' 頁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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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黑萊茵布華文教育與僑牛政策的靜展道路 : 逆培與出路

策。 ._. . ...我當時的想法是，希望找到有一個可長可久的制度，為馬來西亞政府跟

我們政府，創造一個雙贏的機會。我瞭解到，那些在馬來西亞靖華校的高中畢業

生，因為沒有出路，都被馬來西亞共產黨吸收走，就成了馬來西亞的國家安全問

題，對社會治安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 .. ...所以，我告訴馬來西亞政治部(相當於

圈安局〉的副局長(後升任局長卜解決這個問題的女子辦法，就是讓這些華奇學

生高中畢業後，就至IJ 台灣去讀大學，因為台灣的教育思想是反共的，而台灣的大

學水平還是很好廿四果馬來西亞的政府有一個正式的政策，同意讓他們去，這些

人高中畢業以後就到台灣去上大學了，就不會留在這裡鬧事。._...-這個雙贏的政

策，在多方努力之下，獲得了雙方政府的支持。何

因此，馬國護教在 1968 年發展遇到的瓶頸，便因此得以好解。 1981 年，南

洋大學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新加坡答:位大學(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 pore) ，南洋大學實質的;尹j欠了 3 然市?焉?在社會仍舊縫續以不同的管道

支持華敦的發展。

馬、新兩國在 1952 至 1976 年 p 前往蓬灣投讀大專院校的在學及畢業人

數，如下:

表 8 馬來西亞、新加坡地區偽:主大專;沒枝在祭反畢業人數: 1952-1976 

馬來西亞、新加坡地區(福生大專院校在學及畢業人數: 1952-1976 

年份 在學及畢業人數
馬萊~~2

新加坡
總計 沙已 砂勞越 馬來亞

在學人數 。 。 。 。 。1952 
畢業人數 。 。 。 。 。
在學人數 。 。 。 。 。1953 
畢業人數 。 。 。 。 。

1954 畢業人數 、 。 。 5 。
1955 畢業人數 6 。 。 6 4 

1956 畢業人數 14 '3 、 勻L 7 3 

1957 畢業人數 25 4 3 18 11 

1958 在學人數 530 16 . 59 455 130 

98 蕭萬長口述;劉秀珍、齊怡、蕭錦綿、陳妙香採訪整理， (微笑的力量一一蕭萬長公

職之路五十年卜 頁 67-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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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憶中華民國「僑牛政嗓 1 對篤萊茵布華女教育哥華壞的影響: 1954-1974 

畢業人數 22 3 司 3 16 8 

在學人數 994 192 129 673 165 
1959 

畢業人數 43 8 6 29 9 

在學人數 1457 266 205 986 155 
1960 

畢業人數 195 7 15 173 42 

在學人數 1499 230 158 1111 129 
1961 

畢業人數 205 10 25 170 36 

在學人數 1592 187 153 1247 123 
1962 

畢業人數 200 38 22 260 50 

在學人數 1858 214 225 1420 70 
1963 

畢業人數 357 22 40 295 27 

在學人數 1998 266 194 1538 18 
1964 

畢業人數 281 15 29 237 6 

在學人數 2177 254 157 1766 15 
1965 

畢業人數 291 21 14 256 3 

在學人數 2374 310 251 1813 14 
1966 

畢業人數 I 416 74 88 254 3 

在學人數 2496 234 563 I 1699 17 
1967 

畢業人數 604 49 101 454 3 

1968 畢業人數 418 5 30 383 ? 

1969 畢業人數 6容。 8 78 594 5 

1970 畢業人數 635 6 

1971 畢業人數 532 8 

1972 畢業人數 537 10 

1973 畢業人數 565 15 

1974 畢業人數 476 6 

1975 畢業人數 346 10 

1976 畢業人數 389 2 

資料來涼:僑務委員會編) ( 中華民國僑務統計) )臺北:行政院，僑務委員會，

1968 ;僑務委員會編 ， ( 中華民國僑務統計) ， 臺北:行政院僑務委員會， 1978 ; 

行政院主計處編 ， (;~ 中華民國統計年鑑(民國七十二年) ) I 臺北:行政院主計

處， 1984 。

如上表所示，馬新兩國赴台的學生人數是有相當大比例的差距。新加坡

對於華文教育的政策在本質上並沒有比馬國當局來得友善。但是，馬國仍同

意馬華子弟前往臺灣升學 ， 成為好解 1960 至 70 年代華敦的升學出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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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l 對馬來西軒的實質影響!這三星

戰後中華民國 1，僑生政策」對馬來西亞的實質影響且
早

第

十多年來，上千上萬的馬來西亞青年，個個都抱著滿懷的希望，離開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祖國，到遙遠的寶島台灣去求深造，希望學成歸來後，把自己所學的知識

和專長，貢獻給社會與國家。.......許多年來，我們忍受各種的痛苦，我們堅持我

們的信念，我們不想通遭的環境屈服，更不向人為的制度低頭，經過多年的刻苦，

多年的奮門，如今不少的同學都有了一些的成就，有的成了工廠老間或董事長，

有的在商行任高級行政人員，經理，有的是自己掛牌的醫生，有的是農場主人，

有的是顧問工程師，有的是大專學院的教授和講師 1

張景良(馬來的豆留台校友聯合總會會長)

1976 年 10 月 25 日

蕭萬長在 1960 年代說服馬國政汙筒放馬華赴台升學，成功的好解 1960

至 70 年代華敦的升學出路問題?裕的資~{j攏。這些留台人分俯在馬國各行各

業中，無論是質或量上應會對為國社會產生實錄影響力。 Z留台人對於馬國華

敦的影響，更是遠大於留學於他圓的學生。

個概念，即是將爭取僑生作為爭取華僑 s 鼓勵億生返回僑居地，作為中華民

國正面形象的宣傳隊伍。 4譯告示:留台人在海外對:是灣作出什!發貢獻，不是本文

能處理的議題。從更廣闊的5晨光來看， f言:委會統對馬國直接輸入的產物，便

是留台生。留台人基於留台情結 2 多少有愛台、護台的舉措。事實上，基於

馬華在馬國的政治中備受壓制，故留台人愛台、護台的具體表現似乎只有落

在發展華教、文千七事業上。這也就是僑、生政策對馬國華敦的實質影響力之所

1 張景良， (獻詞) ，收於砂勞越窗台同學會主編叮當台之聲}' (砂勞越砂勞越第一二

省留台同學會， 1976) )頁 2 。

2 r實質影響力」一詞原為中華民國法律銜語，即「具有實質上之影響力」。本文將「實

質影響力」轉作為表達僑生政策本質上對馬來西亞具有影響力。參考 :r 維墓百科一實

質影響力說J ' h句:/Izh.wikipedia.org )擷取時間: 2014.05.21 ;王聖褻二 〈三次金改菜1~

扁貪汙再上訴特偵延用總統職權“實質影響力說"請求撤銷周占春判決卜《聯合晚

報} , 2010-11-12 ' Al 版。

3 留台人，是泛指當赴臺灣各大專院校而較後返國的馬來西亞公民。這些人傳承了中華

文他在馬來西亞的延續，並被視為受過高等華文教育的人。參考:陳志成， < 留台人三

十年的省思卜收於邱郁霖、古月輿奈主編) (莒臺人三十年豎留臺聯總十五年:

1974-1989) )頁 17 0

4 吳國俊 ) <了解僑生的問題一李樸生先生訪問記) , (華僑教育〉第 4 期(臺北: 1958) ) 

頁 27-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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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援中華民國「僑牛鼓策 1 對馬東西布華文教育發展的影響: 1954-1974 

在。這一章節講述僑生政策和馬國華教相互之間的關1像，也就是僑生政策對

馬國華敦的實質影響。留台生之多寡、素質或高或低，是僑生教育是否成功

的重要指標，同時也是馬園的華敦白E否永續經營的重要條件之一。

馬國華教至今，獨中生主要升學之處是臺灣。 5這一批批的留台生返回馬

圈，為華敦和馬華社會作出卓越背了貢獻。 6馬華社會普遍認為:華人社團、華

文報刊、華文學校是支撐馬華社會和華敦的鐵三角。三者之間相互的血脈相

連、唇齒相依，缺少了其中任何一個有機體的支持，馬華社會將陷於不安、

華教亦黯然失色 。 7華敦和馬華社會之間是一個唇齒相依的關像。馬國華教發

展的獨特之處，除了屬於教育範疇之外，同時也是一個爭取馬華權益，訴求

於公平的社會運動。馬國華教在華社裡被賦予了生命意義和歷史意識。 8臺灣

的僑生政策對馬國華教發展的影響，間接的帶動了罵國華社整體素質的發展。

第一節、戰後畫灣的「僑生政策j對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揮影響的基礎

馬國政府基於國際情勢的變仿、為共問題和中國大陸的商貿利益等因豪

之考慮，選擇與女京政權建立;小交路修、 合 1. 974 :字 的月 31 日，臺馬雙方斷絕

領事關像 。奎 、馬斷絕領事言罰條以前、駐馬方的霎r灣領事己自 1971 年被迫退

出聯合國開始準備相關應變措施，可惜限於臺灣的規模經濟不如中國大陸來

得大，無法爭取馬國政府的支持。 9臺灣與馬國雖已斷絕領事關條，然而在 1970

5 隨著中國大陸鬧革開放後的政治、經濟掘起，成為馬來西亞華文中學畢業生出國留學

的主要國家之一。留學中國大陸的馬來西亞華人人數快速t街口，有逐漸趕上留學臺灣的

人數。參考 「馬來西亞習華深造人數依然土升。根據董總的資料， 2013 年曾莘學子共

有 6126 人，不目較 2009 年的 2800 人多出 119% 。葉新田是於今日在古晉中華第一中學舉

行的 2014 年 (第十屆 〉 中國高等教育j馬吉畜區開幕禮上致詞時 r 發表上述談話。 J' < 大

馬僅承鼓、部分中國學位卜〈東方日報} , 2014.04.28 : < 中國高等教育農涵蓋各領域學科

升學資訊 ) , "中國報} , 2014.04 詣 ' C詣。

( 訪問僑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高崇雲先生卜收於江洛輝主編， (宜的承傳，橫的交流一一

馬來西亞窗台校友會聯合總會成立廿五週年紀念特刊 (1974-1999) ) (吉隆坡:馬來西

亞窗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1999) ，頁 91 。

守李雄之， 〈 華團如何籌畫新聞發布會和發布文告 ) , (煙雨華團 : 附雜文集 2 ) ( 雪蘭義:

S卸IR Pri_nt Sdn. Bhd ' 2006) ，頁 163 。

8 安煥然， 〈 華敦精神與華文教育卜收於文平強、許德發編 ， (勤儉興邦:馬來西亞華

人的羹，獸} ( 吉隆坡 : 華社研究中心 ， 1009 ) ，頁的;鄭喪，樹， < 柔佛州的華文教育一一

馬萊茵亞華文教育史稿之一卜收於〈敦總、 33 年)編輯室編， (敦總 33 年 J ' 頁 765 0 

9 〈 馬來西亞應變措施 ( 197 1. 05-1974.05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外交

部亞東太平洋司信察檔案〉 、籠藏號 : 11-01-三0-0 6-0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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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戰按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l 對馬萊茵布的實質影響

至 1990 年，臺灣與馬國的實質關條遠大於中國大陸。 10 I僑生政策」在臺、馬

斷絕領事關條之後，仍能持續的對馬華社會招生，應和雙方政府、民間較為

密切的實質關條有關。僑生政策主要是透過畢業回馬的留台人 3 間接發揮對

馬國華教的實質影響。 J1留台人對馬國社會、華教具有實質貢獻，應是無庸置

疑的事實。然而，其貢獻或具體的影響力至今仍無相關的專書、報告進行統

計和彙整。留台聯總曾計畫對馬國的留台人成就地位，進行調查工作。 J2然而，

至今似乎仍無相關資料的出版或被學術論文引用。 13因此，本文對於「戰後臺

灣的『僑生政策』對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實質影響 J '在論述上主要嘗試探討

實質的影響有哪些?筆者礙於資料的直乏，無法深入的分析之。以下是對戰，

後臺灣的「僑生政策J對馬國華教發揮影響的三點基礎之分析。

(一)、美援之下的僑生教育

1950 至 60 年代，華僑教育問題，就其重要者而言，約可分三類，一為華

僑教育的基本問題;二是各地僑教問發;三則是回國僑生教育問題。 14華僑教

育問題在馬國礙於其政情所限， '1'金獨剩下 r ' fP]國僑生教育問題」 ο 從歷年的僑

生回國統計的記錄，可發現馬盔籍的僑生數量是從 1958 年起，才開始有跳躍

性的成長。 15這背後原因:在於美援僑生計劃在 1956 年勢始辦理 ο16

1954 年，美關副總統尼克森 (Richard J\1ilhous Ní,"'{on ' 1913.01.09-

1994.04.22 )於巡迴訪問東南亞各盟至憂灣後，認為如能設法積極協助當地的

華僑青年來臺升學，接受民主、白白、反共之教育，一旦學成返回僑居地以

10 1970 至 1990 年代、馬來西亞政府所發放出去的護照，蓋印「前往中國無效」的字樣。

參考: (中國同馬來西亞的關仿~) , {中國外交概覽}頁 69 ; <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接見我

大使對馬中關條顯著發展表示滿意〉心人民日報卜 199 1.側的，第 6 版。

11 張金發， (留台人與華教發展) ，刊載於「馬來西亞貿臺校友會聯合總會綱站 J ' 

ht句://www.faatum. com.my/. 擷取時間 : 2014.03 的。

12 (馬留台聯總明年展開窗台人成就地位調查卜〈中國報> ) 2006.1 1.肘， C04 版。

13 筆者在 2014 年的月聯繫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詢問曾赴台官學的同學是否

多在華文獨立中學擔任教職。馬來西亞窗臺校友會聯合總會的田，應為，可以肯定有百分

之六十的窗台同學在華文獨立中學擔任教職和行政職。

14 陳月萍， (美援僑生教育與反共鬥爭(1950-1965)) (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碩

士， 2004) ，頁 45 。

15 從 1951 年至 1957 年之間，在學僑生的數量僅維持數十位左右。一直到 1958 年，馬

來西亞籍在學僑生數量才破百，共有 530 人。參考:僑務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僑務統

計〉臺北:行政院僑務委員會， 1960 。

16 國立教育資料館) (七年來的中美教育合作)(臺北:國立敦育資料館， 1959) ，頁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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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1愛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1 華:f罵萊茵有華文教育發曆的影響: 1954-1974 

後，對於傳播自由思想及民主生活，用以對抗當地共黨赤化陰謀之蔓延。 17此

一建議，與畫灣對僑生教育i8t策的之意見不謀而合。 18美援駐華機構隨即表示

願意協助臺灣擴大辦理僑生教育工作。 1954 年，成立「中美華僑教育委員會J

制定教育援助方案的基本政策 o 19從 1951 至 1965 年，馬、新僑生一共有 6355

人受惠。 z。當時，美援僑生計劃之主要目標，如下:

1.鼓勵海外僑生返回自由祖國就學?以免被誘進入匪區。

2. 對於東南亞各國華僑青年施以專業及技街方面之訓練，養成其領導能力，俾

將來返回僑居地後有所貢獻。

3. 配合僑教需要，擴建奎灣各學校校舍，增加圖書及教學設備。

4. 使僑生認清民主生活方式﹒伴返回僑居地後可廣為宣傳其優點。

5. 達成上列任務之同峙，應努力促進典有關各國間的友好闕 ，像。 21

美援僑教計畫目的反共、對東南亞華人青年的專業及技術訓練，和當時馬

國面對馬共問題和基礎建設，以及華教誼針升學出路問題，都有一定程度的

契合。馬國知名白手起家的蔡鴻- 一-吳德芳﹒ i更是倚靠著當時的美援僑生計

畫才得以完成高等教育， 了新生後的成功其下基礎♂吳穗芳回憶起當時，寫道:

由於當時到台灣唸大學的費用便宜 2 再.加土又要能被錄取，機票是由僑務委員會

提供的，在兄長的鼓勵與支持下 r 我就毅然的? 帶著少許的儲蓄，奔向台灣南端

的成功大學。心

馬國華社己故簧深華園領袖張景 i笠，一-樣也是往 1950 年代基於家境清寒的緣

17 高信， < 華僑的教育與文{七 ) , {中華民罰之萃'n高興，僑務) (萎北:正中書局， 1989)'

頁 64-65 。

1S 〈 東南亞各地華僑共黨騷亂損失種巨儲生白區|儘量收容〉斗中央日報> ' 1948.10.05 ' 

版 4 。

19 趙既昌、(美援僑生計畫及其影響〉付美援的運用卜頁 198 ;周陸僑， (僑生回國升

學概況) (牽北:僑務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處， 1972 .) ，頁 14-15 。

20 趙既昌， r衰 9-3 世界各地區來臺就清僑生人數(民國 40-54 年度) J ' (美援的運用)，

頁 199-200 。

21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僑生教育計畫!J運用其援成果，檢討卜頁 2 。

22 吳穗芳在 2011 年獲的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頒發的一等華光專業槳，以感謝他促進中

華民國與馬來西亞文教交流的貢獻 。 參考 : 成大校友聯絡中心編輯， ( 一代儒商一一丹

斯里拿督吳德芳 :、 斗成大〉第 236 期 〈 臺南 2012 .(2) ，頁 21-22;< 吳德芳姚迪剛獲

台灣頒 2 大哭奈警全歸窗台人 ) ， (中國報}， 201 1. 0日的， A09 0 

23 吳德、芳， <: 勤儉守信是成功的秘訣 ) ，收於中華民團僑務員會編 川(我走過的路)(畫北:

中華民國僑務員會， 1991 ) ' 頁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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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戰援中華民國 íl鷹在仁政策 l 對馬來西鼎的實質影響

故，藉著笑援僑生計畫才得以完成高等教育。且張景良一生為馬圈華社任勞任

怨，敢於為華社、華教發聲，或許多少是延續自國立臺灣大學早期所孕育的

自由、獨立的學風。 2S吳德芳和張景良是馬國華社的知名人物，也是留台聯總

的前任會長 3 或許才被僑委會訪談，整理資料成專書。然而， 1951 至 1965

年， 6355 位的馬、新僑生，或許沒有吳、張二位的卓越功績，應也在社會各

界有各自的貢獻。有關於馬國或各國僑生奮鬥成功的事蹟'鮮少被僑委會或

馬國當地的留台人社團組織有計畫地整理成冊。這些卓越、勤奮和良善的留

台人似乎是僑委會歷年政務重要的成果。本文第一章所提及的陳漱石，他 1967

年來台便是獲得臺灣駐馬國副領事蕭萬長的推驚，而獲得僑委會的獎助。 26陳

漱石的功成名就，固然和他的才智、艱苦卓越有關，然而他若沒有獲得進一

步的高等教育訓練，或許情形便有所不同了。

1953 至 1965 年之間的美援 12 年期間，臺灣獲得美援僑敦經費新臺幣 3

億餘元。美援之下的僑生教育，為往後的僑生教育打下一個基礎。 27這個基礎

有物質的部份，美援僑生教育計章認經費大多運用在大學校園內的建察與設

備之充實。 2SJJ_國立臺灣大學為例，當時美援僑教計畫!f為其接受美國臺幣援款

24 張景良， <學有所成，白:錢社會) ，收於中華民區僑務員會編， {我走過的路〉頁

113-134 ;林宏祥， (風聲懿蜈非常時期挺身領導行動五人張景良立領袖典範) , 

2006.09.24 '干i[載於，~獨立新路;在總尸 http://ww吼叫nerdek叮eVlew.co剖，擷取時間:

2014.02 . 15 。

25 張景良，在古蘭丹接受華小教育、揍，j成績靈中學畢業， 1962 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系，先後獲得馬來西亞、新加坡、英國以及美國工程師協會會員的專業資格。

川、 1970 年代初期卉始，張景良便積極參與社團，活躍於各項社會工作。張景良先後擔

任台大校友會會長、窗台聯總會長、重:商義中華大會堂會長、全國十五華團領導機構聯

委會主席、全國華團民權委員會主席、關注政府修改 1961 年教育法令行動委員會主席、

華社研究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等等。他曾系獲 1990 年窗台聯總最高祭譽貢獻獎、 2003

年被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推選為世界十大傑出校友之一。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對張景良的

評價為: í坐盲起行，樹立了知識份子劍及履及，以行動來奉獻社會，以無畏無私的道

德勇氣爭取民主人權的典範。」資料來源: (訪問張景良卜收於江洛輝主編，(宜的承

傳橫的交流一一一馬來西亞窗台校友會聯合總會成立廿五週年紀念特刊 (1974-1999)) , 

頁 30-32 ; í當今大馬 J' ht甲://-wyvw.malaysiakini.com/' 2006.09.20 '擷取時間: 2014.02.11 。

26 資料來源 í 國立中興大學﹒興湖紀事 J ' http://訂chive.nchu .edu.仰，擷取時間:

2014.03.19 。

27 í來臺僑生，除港澳外，一般程度略遜，許多大學恐影響其教學水準，不願多收。後

來由僑務委員會與教育部商定，凡收一名僑生 3 可補助一萬元新臺幣。......因此各校均

樂於接受。」高信， <華僑的教育與文化) , {中華民國之華僑與僑務〉頁 65-66 。

28 趙既昌{美援的運用} ，頁 203 、 206 ;監察院編印;趙榮耀、葛永光調查研究， {我

國?每外僑教工作之研究與檢討一一專案調查研究報告J' 頁 28 ;張希哲， {僑生教育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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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l 對馬萊茵布華文教育勢曆的影響: 1954-1974 

中最多的部份。 29這對國立臺灣大學的教學建察、設備和學術研究的發展，提

供長足的擴充。 3。其中也有無形的影響力一一留台情結。四年在臺灣的大學生

活，未必使得全體留台人反共。留學臺灣的讀書生活，卻使得留台人多有一

份愛護臺灣的心結。 31留台情結不單取決於理性考量，比如僑委會提供的獎助

學金、工讀機會等，同時也基於留台人生活於臺灣的經驗。筆者數年在台的

同窗之誼，便十分廠激於臺灣同學的人情味。 32

1960 年起，僑生教育的美援經費陸續減少。但隨著臺灣的經濟在 1960

年代中期開始大幅增長，再加上中國大陸正進行「文他大革命r 停止招收僑

生的工作，使得臺灣獨佔馬國華校畢業生升往華文大學的管道。 33一直到 1990

年 09 月 07 日，馬國開放公民前往中國大陸的限制，才改變臺灣獨佔華校畢

業生就寶華文大學的市場。 34

(二)、華文教育、僑生教育與馬來西亞華人社會

1960 至 1970 年代，中國大矮的教育陷入失控的政治風暴，而臺灣則以

外交、經濟和農業技術的優勢，主導、寇，占了海外華文教育市場。汽馬國成為

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之前 3 價?工已開始轉型 e 繕;f:I::通過法律程序及意願的宣

誓，華社效忠馬圈，在ZE立後成功轉為華社。轉捏成功的華社，基於民族的

尊嚴，並不放棄將對中華文仕的認筒，而是將設中國政治的效忠和文他認同

討與改進〉頁 3-4。

29 r 臺大僑教計劃執行情形之檢討 J' {臺灣大學歷年來接受其接運用成果檢討)(臺北: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1964 ) ，頁卜

30 r 教學方面之改進情形 J ' (臺灣大學歷年來接受美援運，用，成果檢討〉頁 34 ; 

31 范雅梅，( r僑生」的前世今生:從歷史看五十年來的管台之路卜收於吳子文主編、《大

馬青年:干面英雄一一華裔大馬旅台人立足台灣以蓋北: .!曹山出版社 '2005)' 頁 10 。

32 筆者曾有一段時間面對生活費落空的窘境，幸獲得臺灣室友的幫助，獲得校內會議多

餘的點心和便當，以省下三餐。

33 張希哲， {僑生教育之檢討與改進〉頁 5; 夏誠萃， ( 擴大招收僑生來台升學勢議卜

收於董鵬程，吳三雪梅主編， (第四屆僑民教育學術研討會會議實錄) (臺北:世界華語文

教育學會， 2003) ，頁 190 ; r 整體而盲 ，五 、六0年代，在政府積極以發展民營企業下 ，

台灣從 1953-1977 年的二十五年間，生產增長率為每年 18.1% '這在世界各國和地區的

經濟發展史，幾乎是奇蹟。」陳正茂， {臺灣經濟史} (中和:新文京開發， 2010) ，頁

160-161 。

3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斗中國外交概覽〉頁位。

35 姚蘭、董鵬程 、何情田， (臺灣華語文教育與僑敦卜收於國家教育研究院王編，1{臺

灣華語文教育發展史以新北: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3 ) ，頁斗54 ;劉績， ;{除舊佈新:新

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對高等教育的接管與改造)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頁 97-12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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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開。 36馬華公會第一任會長陳禎祿在 1951 年 01 月的報章上 3 公開說道:

馬來亞華人不該忘記自己的語言及養成良好的因有高尚教義。這個原則是對

的，同時在政治上我們必須團結，和本邦其他，民族聯合起來，俾成為馬來亞的良

好公民，從愛馬來亞的思想意識出發，建立起馬來亞的國家觀念。"

馬國華教背負馬華社會固守自身文f七，對馬華子弟的中華文他傳承的特殊意

義。 38相對地，僑生政策的其中一個目標，便是協助海外華人傳承中華文仕。

目前為止，獨中的師資來源之中相當大的比例應以留台人為主。 39留台人

究竟佔據華教多大的比重?礙於相關的統計資料之缺乏，並未能有精確的統

計。從一些零散的資料中，可以發現留台人在華文學校擔任教員的比例並不

低。事實上，當臺灣成為馬國華校生的留學之地峙，臺灣應該就己是馬國華

敦的師資來源之一。當中國大陸尚侷限於其內部的政治風暴之中、南洋大學

被左翼份子纏身，隨後被迫併入新加坡國立大學。 40臺灣在 1974 年後才成為

獨中的師資主要來源。張景良在1.980 年代撰寫一篇〈留台生要?我國的貢獻〉

的文稿，寫道:

很多畢業後的留台同學，尤其是師花大學畢業的同學，都加入教育界的隊伍，從

事下一代的神聖工作，和南大同學肩負起推設和發揚母語的重任，使我們的子女

能繼續接受民族文化。 1974 年南大停止招收大馬學生後，留台同學已成為我國

獨立中學師資的主要來源，在，今日的獨中裘 r 已有超過 60%的教師為留台同學，

他們有的成為教師，有的主管學校行政?大家都致力於提高教學的水準和學生的

36 〈 大馬華社與中華文化卜〈馬來西亞華社文史論集> '第 2 期(士古來: 200肘，頁

136-137 。

37 (中國報)， 195 1. 0 1.20 。轉引自(大為半社告中年文化) , <馬來西亞華社文史論集} , 

第 2 期，頁 137 。

38 r 堅持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傳揚與發揚優秀的中華文他，為創造我國多元，種族

社會新文化而作出貢獻。 J (獨中建議書卜收於《敦總 33 年〉編輯室編， <敦總 33 年) , 

頁 526-528 ;古鴻廷，<馬來亞聯合邦自治後華文教育之研究) , (亞洲研究) )第 33 期(香

港: 1999.12) ，頁鉤。
39 西、東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歷年的師資學歷統計，董敦總、似乎沒有進行相關的統

計。 2013 年 09 月曾聯繫董教總的教師教育局，但，並無下文。筆者透過數間華文獨立

中學的網貼、出版的校刊、書籍，找到一些學校的單個年度師資學歷統計和師資學歷介

紹。從其中的統計資料來看，留台背景的師資多寡在不同的華文獨立中學是有所差異。

總的說，資深的師資多為窗台人。

.10 古鴻廷， < 新加坡南洋大學的改革與關閉) , (南洋問題研究) ，第 1 期(廈門: 2003) , 

頁 2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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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41

從以上這段話，可看出留台人作為華敦和僑生教育二者之間交集的重要性。

從僑委會出版的資料中，雖未找到留台人畢業之後的就業資料，以及從事教

育工作的人數統計。然而， (僑務五十年》一書中，僑委會對於僑生回國升學

的僑務工作情況的記錄中，對馬國僑生作出如下的報告:

馬來西亞畢業僑生，有九、。二六人，分佈東西馬各行各業，普通均有卓著的成

就，雖然馬政府一直不承認他們的學位，但實質上不得不給予重視，因為今日馬

國工商業之繁療，我畢業僑生幾乎擔任了主要角色，在大馬極優秀的工程師、醫

師大多都是留台的同學，因為他們能人家之不能... . ..不論在台大專畢業或再深造

取得更高學位的僑生，他們所學的專長，參與馬關士、農工、商、醫黨各界服務。

在近二十年來而有成就的不勝枚舉，在教育界擔任中學教師校長更多，任馬來西

亞各大學教授......殼，馬國糖業界而論，十間糖廠中有八間都是我們農科畢業的僑

生同學擔任經理 . . .... 馬國工程師行列中，我們畢業僑生同學，竟估了十分之

入....... .在商業界人數更多'ZSl鳥在學位不被承認的情形之下?他們得不到公平的

待遇，所以只有用他們的 子和腦， 用他們的學識‘ tt才，持和經驗來創造他們自己的

專業.... . ..以上是他們事冀的成j說 ，和對當地社會的貢獻，而他們對中華民族文化

的傳播和發揚，史，極有表現) ' 0 42 

華教作為馬盟華社一部份的努機體， 1莒台人作海馬國華社的一份子，馬國華

社與華教、僑主教育共同聯成斗室共生領依汁三者之間的共生關餘，可從 1989

年臺灣社會內部引發的「海外僑生人學問題」的事件看出。的當時，馬國華社

隔海呼籲臺灣政府切莫斷絕僑生教育。當時，董教總的主席均發出「留台之

路不可斷」的呼聲。馬圓的留台人更是刊登文稿，陳述留學臺灣的管道對馬

41 張景良) < 窗台生對我國的貢獻) ，收於邱郁霖、胡興榮王編， (留臺人三十年暨留臺

聯總十五年 : 1974-1989) )頁 238 。

心僑務委員會編) {僑務五十年} (臺北:僑務委員會印行) 1982)' 頁 256-258 。

的 1980 年代的「海外僑生入學問題」事件的始末，筆者無意在此敘述。這次的事件導

致了後來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的成立。相關資料可參考:徐梅屏)<特種考生加分無理?

敦權會發傳單考生情緒被打擾 ) ) (聯合晚報> ) 1989.07.01 ' 04 版:陳碧萃) < 聯招會講

解題!僑生特種生久享優待兩團體散發傳單抨擊) , (聯合報) 1989.07 .02 ' 06 版;陳碧

萃) <僑生人學多爭議請願事件動火氣高教司長態度強硬民間團體憤而退席卜 《聯合

報} ) 1989.07.05 ' 06 版;陳碧萃) < 僑生特種生問題攤開談學者抨擊特權升學僑生激

動大吐苦水卜{聯合報) , 1989.07 . 時) 06 版;陳碧草) < 特種考生太多大學品質下降素

質參差設備不足敦部指將減少僑生人數卜〈聯合晚報)) 1989.07.18 d)4 版;陳碧萃 ， < 僑

大知i多班決擴大招生卜〈聯合報} ) 1989.08.01 ) 04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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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社會(其實是暗指焉國華社)的重要性。抖

總的而言， í僑生政策」對馬國華教發展的影響，反映在馬國華社之中。

華教至今離不開種族政治的怪午告。的當馬國政府仍繼續的維持單元主義的教育

政策， í僑生政策」仍會繼續牽動著馬國華教和華社的發展。

〈三)、馬來西亞社會的種族問題

1.馬來社會對於自身民族的語文、文他在國內地位的自信心

一直以來，馬華對於教育的總要求、基本精神就是平等兩個字。 46許雲樵

在〈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考〉一文中，指出二戰以前的馬華社會至戰，後初

期熱衷於經濟活動，對政治末感興趣。 47原因在於馬華在商業上的幹練能與英

殖民政府開發當地資源行為結合在一起。 48英殖民政府對於華敦的管理，從鬆

5位轉為緊縮，是為7處理馬新華教捲人清末民初的中國政治，影響其殖民地

治理。然而，英殖民政府並無意使萃致的經營面臨關閉，只要華教不涉入政

治，單純為馬新華人子弟的教育湯河72月1月了。當時，在英殖民政府沒有嚴格執

行管制措施;三下，墓教綠豆逗得省華商和其親組識的資助 2 持續發展。 49

二次大戰以來，巫)\..1i會發生了重要和激烈的斃，他，民族主義在巫人社

會中蔓延。 50隨著巫人主導政權，在馬區各方面逐步佔據位置，馬圓的華教才

抖這些文稿多被收錄在《留臺入三十年笠奮盞，每豆豆~、十五年: 1974-1989} 一書中。參考:

((留台之路不能斷〉專輯) )收於邱郁霖、古月興榮主編， {留牽人三十年暨留臺聯總、十

五年: 1974-1989} ，頁 230-266 。

45 胡興榮， <民族命運與華文高等教育) , :技於祝家華、安煥然主編， {探索馬來西亞高

教發展路向} (乘佛:南方學院出版社， 2008) ，頁的。

46 林連玉， 〈 第 9 屆大會主席演詢) ，收於〈敦餅、 33 年〉編輯室編， <教總 33 年) ，頁

184 。

47 許霎樵付中華民族j石殖馬來半島考) ，收於雪蘭談中華大會堂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編

輯委員會， (雪蘭室主中華大會堂慶祝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 一九七七年j ， 頁 548 。

.<1. 8 馬哈迫著;劉鑑銓譯，(馬來人之困境)(吉隆坡:世界書局有限公司， 1981 〕'頁 36-37 。

49 利亮時， <:馬國華文教育的發展道路:逆境掙扎與永續經營)，收於祝家華、安煥然 主

編， {探索馬來西亞高教發展路向〉頁 64 ;陳綠漪， (大馬半島華文教育的發展卜收於

〈教總 33 年〉編輯室編， (教練 33 年) ，頁 742 ;王國璋 ﹒ 〈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

頁三6-28 。

50 馬哈追著;劉鑑銓譚，{馬來人之困境) ，頁 36-37 ;胡達瑪，{馬來政壇談往}，頁 10-28 ; 

傅樹介、陳仁貴、許j賽戳，的華惹〉時代風雲一一罵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對當代新馬政治

的影響) (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2010) ，頁 19 ;王國璋， {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

政治卜頁 2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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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捲入了危機之中。 51英殖民政府對於華敦的管理，無非是不想、華教成為馬

新華人鬧事的政治場所之一。當巫人主導了馬國的政權之後，情形便複雜許

多。 52馬國邁向獨立的腳步並不順遂，原因在於其內部的族群政黨政治對於立

國的憲法、公民權等問題上發生爭執，而馬共的武裝暴亂更使問題惡忱。另一

直到東姑，以其在馬來社會的聲望，以及獲得英殖民政府的信任，並獲得馬

華領袖的合作，以結盟各種族政黨的方式取得馬圓的獨立。 54東姑主政的聯盟

(Allí組C巳)時期，在政黨政治、經濟或文他政策上，相較於之後的「國民陣

線J(B訂ísan Natíonal '簡稱:國陣)時代是較為開放和多元。叮當時，東姑

拒絕對巫人社會較為極端勢力的壓力，而沒有將其他族群視為「被征服者」。

相反地，聯盟政府在 1957 年答應至少在原則上給予政治同盟公平的內閣主要

職位與國家機關的元老地位:為草公會在財政部、勞工與社會福利部及貿易

工業部，印度國大黨在衛生部監擁有領導權力。 56

東姑屬於「中庸」派的馬來政治家 3 受到英國文化影響較多。 57李光耀在

回憶錄中，對東姑的回憶如下:

他年輕時在英國度過九年約學生長丹，其中三年在宗11精大學攻讀法料，另外六年

設法，但從來不很用功一一一使律師考試能順利過斜 。 他的法浮于學位簡直可以說是

劍橋給的。他很講究飲食 ?苔，於交際，經常向我談起當年在英國的美妙時光。這

51 何歐長， < 百年連玉一一論馬來豆豆鼓掌人政治史上的林連玉 > '收於{教育﹒毆蒙﹒創

新: “華教 50100"林達玉百歲冥誕星星1i[Cf研討曾〉 (古陸坡:林逐玉基金 ， 2001 ) ) 頁 9;

謝詩堅) (馬來巨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 頁 315-3泣。

52 馬來 (西 〉 亞在二戰以前和獨立初期，華人人口高度集中於城市 ， 而馬來人則多散居

於各地較為偏遠的農村之中。兩個眾多人口之1重族的不同分佈，埋下往後政治、社會的

隱患的基礎。 參考:楊建成 什 馬來亞「多元種族社會 A plmal society J > ) {華人與馬來
亞之建國: 1946-1957} ，頁 2-11 。

53 王國璋 ) {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 )頁 30-36 。

54 胡達瑪 叫馬來政壇談往〉 頁 5-8 ;賽﹒胡先﹒阿里著;賴l願吉謹) (馬來人的問題與

未來〉 頁 1 -20 ; 謝思 ， <巫統的鬥爭與領袖) ( 吉隆坡 ﹒ lYlaLayan Thung Pau DaiLy News ' 

1976) ，頁子17 ;王國璋， (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卜 頁 56-57 、 70-71 ;楊建成 ， (華

人與馬來亞之建國: 1946-1957 > '頁 157-183 ; 中央社， <新的馬來西亞聯邦將與西方

站在一起拉曼在英對記者表示〉刊中央日報J ' 1962.08.03 '版 2 0 

55 王國璋? 〈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 頁 57 。

56 何歐良， " 論馬來西亞首相職務的轉變一一兼評馬哈迪的政績 ) ， 頁 11 0

57 英國支持東姑﹒阿都拉曼主政獨立之後的馬來西亞 ， 便在於東姑屬於溫和派的馬來政

治家。英國欲以此抗拒激進派的民族主義力量 ， 以維護英國在馬來西亞的利益。參考. . 

古用這瑪 {馬來政壇談往〉 頁 5-6 ;張?且興， {英國對馬來亞政策的演變 ( 1942-1957 刀 ，

買 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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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戰憶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l 軒篤來茵河有的實質影響

對英國人來說是個轉換點。英國人發現，他是位能夠獲得馬來人的堅決擁護和得

到許多華人與印度人的有力支持的本地領袖。 58

或許英國的自由主義風氣，使得東姑對於國家的治理採取開放的心態。東姑

曾在訪談中如此分享他對於人生的態度，如下:

東姑:我啊，相信活著就要快樂，要不然你為什麼要活著呢?你覺得自己可以活

多久?我是一個活蹦亂跳的小孩，後來長大成為一個少年，然後變成一個成年

人，那好像只是昨天的事而已。可是 ! 現在的我已經老了，甚至都走不動了。既

是如此，你又何苦讓自己的生命那麼沉重 ， 使其他人也變得不快樂了呢?身為一

個國家的領袖，你的職責就是讓人民快樂，那是最重要的。"

東姑的個性使得他在政治上，對於馬華社會是有一定的讓步。馬華社會在

1950 、 60 年代能發起一定規模對馬國當局的政治訴求，背後原因似乎便在於

聯盟時期較為開放的氛圍。然而，走盟特眾的種族政治環境並不能讓東姑對

於一個開放而多元的馬國社會所做法之設意顧及努力，繼續下去。

一直以來巫人對於皂身的文化或地位存有一種白卑的心理，東姑曾在訪

談中提及這一點，如下

有些人一輩子都不能擺脫這種良卑心理，就像Amin 這個人，為了克服自卑心理，

坐在椅子上· ~li 英國人來抬 。你看 ，你可以這樣續積下去，那會沒完沒了的。但

是我的情況不一樣 ， 可能是我的成長背景，我只要得到我要的，就不再做了。我

之前不喜歡英國人的，因為他們很驕傲 ， 他們喜歡到處炫耀，什皮』都要是他們的。

現在我們受了教育，至少可以;和他們平起平坐了，但是我們不喜歡被他們視為附

屬品。我們覺得我們在管理、政治和其它方面知識是足夠的。我們和他們一樣好，

如果我們和他們有一樣的學歷、從事特定的工作，但他們的職位卻比我們還高，

這些事情是讓我戚到憤憤不平的。我曾經和他們是好朋友，我幫助過他們，我常

常表明立場給他們看。的

巫人的自卑來自於他們對自身落後的憤慨。馬來社會在發展上的困境，

來自於遺傳與環境對巫族的影響。 6創]二戰以後的

中弱勢的巫人謀求利益 3 使得貧苦的巫人大眾將生活貧困的原因歸咎於馬華

58 李光耀， (李光耀回憶鋒: 1位于 1965 ) ， 頁立60 。

59 阿嘉遜 ，《最後的訪談:東姑與這斯對話錄卜 頁 35 0 

60 柯嘉遜) {最後的訪談:東姑與這斯對話錄) ，頁 148 0 

61 馬哈追著;劉鑑銓譯， 〈馬來人之困境卜 頁 19-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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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憶中華民囡「僑牛政策 1 對馬來西可言華女教育靜曆的影響: 1954-1974 

對於國家財富的佔據，加深種族之間的緊張關條。 621970 年，華、巫和印在

西馬來西亞的收入和貧富比較，如下:

表 9 . 1970 年西馬來西亞地區每戶收人比較表

1970 年西馬來西亞地區每戶收人比較衰

每月收入 馬來人 華人 印度人 其他

RMl-99 84.5% 9.6% 4.9% 1.0% 

R孔1100-199 60.8% 24.9% 14.0% 0.3% 

R1v1 200-399 40.3% 46.0% 13.5% 0.2% 

RM 400-699 31.6% 55.7% 12.1% 0.6% 

RM 700-1499 23.2% 61 .4% 12.5% 2.9% 

R1v11500-2999 14.0% 62.1% 13.6% 10.3% 

的.-1 3000 及以上者 12.1% 52.0% 17.3% 18.6% 

每戶每月平均收入 Rlv1l78.7 RM387 .4 R:tv1310.4 RM950.5 

資料來源: RaynlOnd Lee, “ Study of Interaction and ingtegration Among Some 

Malay and Chínese Students" (:NLA. 111esis, University of Malaya, 1975), 

Table2.7, pp. 33, adapted J:ì-Oll1 lv1íd-Term Revie\v of the Seωnd Malaysia Plan 

(Kuala Lumpur: Goverrmlcnt Printers, 1973), Table 1 之 4. 轉引自:韓方明，(華

人與馬來巨亞現代化進程以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2) ，頁 256 ;賽﹒胡先﹒

阿里著;賴JII頁吉譯， (馬來人的價題;其素來 ) (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2010) ，頁 164 。

表 10 . 1970 年西馬來西亞地區的貧戶絞主|

1970 年西馬來西亞地區的貧戶統計

戶('000) 貧戶('000)

馬來人 901.5 584.2 

華人 525.2 136.3 

印度人 160.5 62.9 

其他 18.8 8.4 

主意計 1606.0 791 .8 

鄉區小計 1166.7 683.7 

城市小計 439 .3 108.1 

資料來源1'v1alaysia Governrnent, Thírd Malaysia Plan(Kuala Lumpur: 

。::;: Vidhu Ve口na， j\.falay叫a: state and CiviZ Society in Transition , Pedalíng Jaya: Srategic 
InfonnatioIl Research DevelopmeJ泣， 2004, p. 144 :柯嘉遜著;楊培根譯) {1969 年大馬種

族暴亂-5日解密文件〉 (雪蘭義 : SUA孔屯1\11 KO弘If(JN氏的1 ' 2007) ，頁三4-25 :王國

莓， ~(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小頁 96-97 。

8î 



第三宣 戰役中華民國「僑特政策 l 軒篤萊茵布的實質影響

Government Prínters, 1976), Table 9-6, pp. 180. 轉引自:賽﹒胡先﹒阿里著;

車到廣吉譯， (馬來人的問題與未來 J> (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2010) , 

頁 163 。

華、巫之間在教育的衝突，有一部份是源自於類似發展差距的原因。的二戰以

前的華教己備有國、高中的程度，然而馬來學校一直到 1950 年代初期還是侷

限於小學四年的教育，設備極差 0 64當今西馬來西亞現存的華文中學的歷史都

遠較馬來文中學悠久。的二戰以後，馬來社會在民族主義的激勵之下，對於自

身語文教育的提高有很高的期待。然而，馬國獨立初期的巫統領袖多受英文

教育。因此，聯盟政府和當時最大的馬來教師職工會有強烈分歧。 66東姑曾在

訪談中，提及他和馬來學校教師之間的衝突，如下:

達斯;在你辭職之前，你和馬來學校教師們之間好傢也發生了一些問題。

東姑:哦，走的!

達斯:那是怎麼一回事?

東姑:他，們要求更高的薪水，他們要和英國老且;卜汁泣等級的待遇 。

達斯:和大學畢業生一樣?

東姑:走的。我說 你們不可以，因是，你們沒有和英函老師一樣的資格，你們只

在馬來學校取得特定的資格()去口呆你們有考取更高約資格像高級食Jj.橋文憑或什麼

的，我可以給你們一樣的薪水，但是我們已在美還政府原先發給你們的薪水上，

給你們加薪了。因此他們決定杯這巫統，集體離席。"的

這樣的爭執，最終和馬來社會對巫統、聯盟政府的不滿﹒匯聚在一起。總的

來說，馬來社會中越來越多巫人在各方面的不滿之下，使他們對聯盟政府和

東姑的信心越來越低。的最終，使演變成 1969 年的種族衝突事件一-513 事

件。的

63 利亮時， < 1969 年馬來西亞種族衝突事件及其對華文教育的影響卜，頁 94-98 。

“許子不良) <我國教育制度評析卜收於《敦總 33 年〉編輯室編) (敦總、 33 年〉'頁 809 。

“古鴻廷) <西馬地區華文獨立中學之研究卜《南洋問題研究〉 第 1 期(廈門 : 2001 ) , 

頁泣。

66 賽﹒古月先﹒阿里著;賴l願吉諱， (馬來人的問題興未來卜 頁刃，抖。

67 柯嘉遜， {最後的訪談:東姑與達斯對話錄〉頁 117 。

68 馬哈迪著;劉鑑銓諱， {馬來人之困境 l. ' 頁 l牛17: 王國璋吋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

治〉頁 96-97 ;柯嘉遊著;楊樹騁'{1969 年大馬種族暴亂-513 薛密文件j ，頁 20-21 ~ 

69 r r五一三』事件是馬來人教訓|華人政治事件。因為華人的政治方量已經經由合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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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主後中華民團「膺牛政策 l 華才黑萊茵草草女教育毒手歷的影響: 1954-1974 

2. 馬來民族主義佔據馬來西亞教育

513 事件之後，重擊馬華社會在聯盟時代的銳氣，也使得馬來社會中激進

的領袖將其對馬圓的訴求與想像迫使巫統在政策上要有所轉向，進而使東姑

下台一一換上一批新一代的巫統領導者。 701970 年，當敦拉薩接替東姑領導

巫統和馬國開始，標誌著巫統步入新的一頁。這些巫人領袖有一個共同的熱

烈期望是拔苗助長的大力提高巫人在馬國經濟、社會與文仕之地位。這樣巫

統便能繼續獲得馬來教師、村長的支持，進而爭取到廣大的基層馬來群眾。

這些在巫統內部之改變和發展，自然也就影響到馬國華敦和華社的發展。 71

昔日的英殖民政府在二戰後調整教育政策，採取重視英文的教育路線，

以便建立英文至上的社會。另一方面， 1949 年中共執政大陸，師資來源與華

校生的升學管道開始受到干擾。這股壓力導致華、族家長開始質疑兒女就讀華

校的前途。東姑主政時期，採敢重視英文的教育路線。英文教育的實用性，

以及華語文的使用範圍不廣等問題， {哭得馬華社會已漸漸將孩子送往英文學

校就績。當時聲:教因華文所具有的侵黑價值不高，面對招生的思境。 72 當 513

事件爆發後， I種族政;台上的j芸芸早使得華敦的學生人數在 1970 年銳減。所幸，

敦拉薩主政俊將巫人的政治、經濟蛇位 3 連帶焉采訪艾的教育地位一併提高 ，

並將國民學校的教學媒介給一併改為馬來語文。 這使得馬華社會基於現實的

考量，三語教育的草教始終!愛於豎一語文的馬來語文教育，進而使得華敦的

招生人數在 1974 年三後逐涼回復。 叮當中 ‘ 1973 年 12 月 16 日，董教總在校

友會等華教團鑽支持下召開的全!設發展濯文獨中運動大會，所興起的獨中復

興運動，對於華社的動員亦起了相當重要的影響 。 叫J;人下 1962 至 2012 年的獨

徑在國會民主制度中，威脅到馬來人的政治特殊地位。 . . . …所以，馬來人極端份子不惜

以暴力行為來否定現存憲制，要求建立另一種新的而能確保馬來人政治特殊地位的制

度。」楊建成， {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條之探討(1957-1978)> , 

頁 236 。

70 TUnl'11 A bd ul Rahm.an , iÌlhφ1 13 B有(ore and 布的" Kuala Lump叮: Utusan I\tlela抖， 1969, 

p.l08. 
71 謝思， 〈巫統的鬥爭與績袖〉 頁 17 ; 胡這瑪叫馬來政壇談往〉 頁 27 ;陳芳自甫， ( 馬

來西亞的隱憂 > ' {東方雜苦、) ， 第 9 卷第 10 期 ( 臺北: 1976.04.01 ) ，頁 63-65 。

72 甄供 {播下春風萬里一-ÐtG卵òH華文獨中復興運動紀實} (吉隆坡 : 馬來西亞華，校董

事聯合會總會 ， 1996 ) ， 頁 87 。

柯 林立j(棒 ，〈 馬來西亞小學及中學華文教育的發展卜 頁 338-339 。

74 鄭良樹 ， < 華文獨中復興運動 > '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 第 4 冊，頁 232-238 ; 

張曉威 ， < 華文中學敦育的發展及其對國家的貢獻:以華文獨立中學為探討物件 ) ，收於

文平弦、許德童安緝， {勤儉異邦 : 黑來西亞華人的貢獻卜 頁 90-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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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戰使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1 對馬萊茵布的實質影響

中學生人數增減衰，可以輔以上述對 1960 至 70 年代的華教發展情況 。

表 1 1.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學生人數統計增減表: 1962-2012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學生人數統計增減表: 1962-2012 

年份 學生人數 (有詮 年份 學生人數 備注

1962 34410 1998 54002 

1964 38623 不包括沙巴 1999 54152 

1966 26141 
不包括砂勞

2000 53258 
越及沙巴

1967 26041 不包括沙巴 2001 53635 

1970 19951 不包括沙巴 2002 54048 

1974 26316 2003 52850 

1978 35930 2004 53005 

1983 44656 2005 53402 

1985 49101 2006 54755 

1988 49567 2007 55818 

1992 58365 2008 58212 

1993 59383 2009 60490 

1994 59773 2010 63765 

1995 58948 2011 66968 

1996 57092 2012 70266 

1997 55143 

資料來源: < 馬來西亞各源流普適牛學發雯t青況 ，收於 〈教總、 33 年〉 編輯室

編， <教總 33 年}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1987 ) ，頁 891-894 ; 

「圖表 2 : 1973 年至 2012 年全國華文獨立中學學生人數 J '收於 (2012 年工

作報告書) (吉隆坡:馬來西亞喜訕吱董事聯合會總會， 2013) ，頁 398 ; 張曉戚，

〈 華文中學教育的發展及其對國家的貢獻:以華文獨立中學為探討物件卜 收

於文平強、許德、發編，{勤儉興邦:馬來西亞華人的貢獻} (吉隆坡:華社研

究中心， 200肘，頁 91 。

3. 馬來西亞教育體制中的種族配額制

1960 年代，巫人的入學分數便比他族來得低，但未固定人數 。然而，據

調查所知，馬來亞大學在 1960 年的兩千餘學生人數之中，巫人學生僅佔其中

的數百人而已。 75馬華基於主客觀的因囊，發展上往往較巫人來得成功 。 76 1970

75 r 一九六0年一一六十一學年中馬來亞大學有學生二、二九五人，華人為一、五六三

人，馬來人為二三0人，印人及錫蘭人為四二八人，其他人種為，七四人 J '余義章， ( 華
人在馬來西亞的政治地位問題 > '收於〈東亞季刊〉 第 3 期(臺北: 1970.01 )' 頁 150 n 

76 r 東南亞地區的華僑 ， 其事業上的成就與財富的累積，所以勝過其他地區的華僑 ，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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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l 對罵來西哥買華女教育哥華廢的影響: 1954-1974 

年 09 月 21 日敦拉薩 (Tun Abdul Razak bin H句i Dato' Hussein AI-H司;

1922.03.11 - 1976.01.14 )繼任為首相後，發表一份名為《邁向國家和諧》

(Towards National Hannony) 的政策白皮書，強調早期經濟政策上的錯誤，

導致馬來社會的相對地貧窮，為此將推動修憲以保障巫人特權，並為提升巫

人的經濟地位，在高等教育機構裡將優先預留學額給巫人。 77馬國教育體制中

的固打制度( Quota S ystem) ，是 1969 年 05 月 13 日種族衝突事件之後的具體

他產物。 78這種以種族身份而不以成績優劣的巫人優先政策，實施在高等教育

制度的結果，是迫使得許多馬華子弟被排除在馬圓的高等教育之外。 79尤其，

當時就讀獨中的馬華在馬來語文的掌握上和巫人有一定的差距，使得成績、

固打制度雙重打擊之下，華校畢業生的出路陷入困境。蕭萬長在 1971 年 04

月負責對獨中畢業生的招生事務，在領事事務的會議中講到:

鑒於此間華校學生所面臨之困難，愈益嚴重。馬政府因決心執行巫文為國語之教

育政策。今年高初中會考華喬考生成績民受馬來文不及格影響而落第者甚多，這

些青年出路堪憐。 80

高等教育作為提升億人能力與社會地位的努綴，對於身處政治弱勢的馬

華社會而言將是十分重要、自于一個管道。誠女Lì鄭良您所苦 '1華族子弟升大專院

校的機會大量銳減，最令尊、社焦慮、不安 。 」 81臺灣的僑生教育，不只為出身清

寒的馬華子弟提供了一個升學的出路，也是為罵豆豆華社提供了一條生路。馬

不是因為他們有較為優秀的性格、超越的能力，而是他們所處的環境不同一一出產望

富，熱帶民族不善經營，換句話說，得天獨厚而已。」際安u甫' ( 東南亞萃，僑成功因素

的檢討卜〈東方雜誌〉第 11 卷第 5 期(憂北 : 1977.11.01 ) ，頁 66 。

77 曹淑瑤， (國家建構與民族認同:馬來西亞華文大專院校之探討: 1965-2005 ) ，頁

49-50 ;鄭良樹 ， <馬來西亞倡議創辦獨立大-幸之經緯卜〈海華與東南亞研究) ，第 3 卷

第 2 期(埔里: 2003.04)' 頁 17 ;許子根、〈我國教育制度評析卜頁 813-814 。

78 一直到 2002 年，固打制才被馬來西亞前教育部長丹斯里慕尤丁 (T~m S泣 Dato' H句i

lVluhy社in bin H句i l\:lohammad Yass血， 1947.05.15一〉嚴除，改以績效制取代。然而，

馬來西亞的高等教育在實際的行政上仍繼續維持種族配額錄取的制度。參考: <.魏家祥 ;

大學華裔生從 35%降至 19% “績效制招生"實為固打 ) ，<{南洋商報 } '2013.07.23 ) A06 。

79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制度中的種族分配制度，似乎只對有大量升學要求的華人社會產生

衝擊。印度和其他弱勢族群，反而藉由種族的買己頭制獲得升學名額的保障。參考:許子

根， < 我國教育制度評析卜頁 814 。

80 < 駐馬主管人員會議記錄一六十年四月三日 卜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籠藏號: 11-01-20-05-01-028 0 

81 鄭良樹) < 獨立後華文教育卜收於1可歐良 、 會載福、林7.](檬、何圈，宮、合編、〈馬來西

亞華人史新編卜;第 2 冊，頁 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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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宣 戰按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l 對鳥來西布的實質影響

國教育體制裡的不平等，就像一股推力將馬華子弟推向臺灣的僑生教育。張

景良在 1950 年代來台升學，他回憶當時來台就讀的原因，如下 :

我是一個純受華文教育、接受中華文化薰陶的人，在中小學時期，我講過中國歷

史、地理和許多中國著名作家的作品以及中華文選等。高中畢業後，我選擇到台

灣升學是基於:

一、台灣各大專學院設有我要講的電機工程學位的料系。

二、至1J 台灣升學，有許多補助，合乎我家庭的經濟條件。

三、雖然台灣各大專學位得不到我國政府的承認，但自信掌握學街和技術後，不

論在哪一個國家和地區，都能發揮，有所作為。

四、我要繼續接受中華文忱的薰陶。 82

僑生政策為馬國想要繼續接受中華文佔教育的華校畢業生提供了一個管

道 。 而更重要的是，黨維松在〈留台的背景和淵源 〉 一文中=指出臺灣高等

教育在學費上的低廉 ，以及對於倍;生額外的補助， 使得經濟條件較差的華校

畢業生，赴台留學是一億改變他們社會地位的方法 c 的反觀，巫人雖獲得在高

等教育上的保障，然而卻產主數十萬失業的巫育大學生。 84

第二節、戰後「僑生政策j對馬來西亞發揮的實質影響

(一〉、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升學管道與師資、人才來源

華教要成為一個完整的教育系統 ， 必然擁有華文小學、華文中學，以及

大專院校。南洋大學曾在 1950 、 1960 年代在馬國各主要地iE設立新生入學考

試考場，廣招馬華子弟，以作為奇主教的最高環節。當南洋大學在 1965 年變成

一所外國大學時，華社開始說首要在馬國創辦一所華文大學的想法。一直到 1967

年 09 月 21 日，馬國教育部宣布只發簽證給教育部批准的留學生，進而要求

唯有考取劍橋普通教育文憑和馬來西亞教育文憑的學生 ， 才能獲得外國使館

的留學簽證。這無異於使得華校必須協助學生通過以英語文為媒介的考試，

82 張景良， < 學有所成，回饋社會 〉 ，收於中華民國僑務員會編， (我走過的路〉頁 114 。

的葉維松， <窗台的背景和淵源卜收於邱郁霖、胡興榮主編， (留臺人三十年暨留蓋聯

總十五年: 1974-1989 ) ，頁 232-236 。

84 <巫統領袖大會演詞焦點 反思馬來人未來方向〉刊星洲日報J ' 2005.07 .1 9 ; <登大

臣口于改變心態馬來人勿只依賴政府 )，(星洲日報} , 2006.04 .09 ; < 兩萬五大專生失業卜

《南洋商報 ì ' 2006.1 1. 18 ; < 政府聘用 3 萬失業生納吉 : 馬來人佔多 ) , ( 中圖報 j , 

2006.12 . 凹， A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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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穩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1 對罵萊茵布華文教育哥哥壞的影響 : 1954-1974 

進而使得華教英枝干七。的這使得華社在壓力之下，發起創辦華文大學一一獨立

大學(:t\.1erdeka Uníversi可〉的「獨立大學運動 J (簡稱:獨大運動) 。 華社在

種族、政黨和政治問題環繞之下，獨大運動一直延燒到 1982 年才被聯邦法院

敲定失敗。 86華社之所以致力於獨大運動，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馬國的高等教育

資源的缺乏 ， 以及在高等教育資源有限之下面對的種族配額制的束縛。 8Î1968

年以前，馬來西亞只有一所馬來亞大學和一所只招收巫人和原住民的瑪拉工

藝學院(Institut Kimia Malaysia) 0 88j馬國一直到 1972 年以後才陸續有大學興

建和創辦，至 1991 年也只有 7所國立綜合大學，至 2014 年的月為止，才增

至 20 所國立綜合大學。的雖然至今為止，馬圓的大學及大專學院的數量有所

增加，然而高等教育裡的種族保護氛圍仍濃。 90臺灣的「僑生政策」所提供的

升學管道和就學協助措施在馬華社會所具有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91

馬國在政情上的限制，僑委會能對馬這里直接輸人的影響，便是留台人。

的 〈 南大校友會主催教團座該會進進反對限制留學議請當局從速取決〉 ，收於董總總

務處編， (風雨激盪一百八十年 一 一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盛污案) (雪蘭義 : 馬來西亞華校

董事聯合會總會 '2001)' 頁 47 ; 中央社， 〈 馬來西亞停發來墨學生運照 ) ，{ 中央日報} , 

1964.09.12 '版 2 。

86 鄭良樹 ， < 馬來西亞倡議創辦獨立大學之經緯 >， ， 實 1-19 ;江嘉票， < 獨立大學運動 ) , 

收於鍾偉前主編， (董練、 50 年終于u ( 1 954-2004刀，員 523-526 ; 當慶豹 叫馬來西亞華

文教育的困境與出路) ， 頁的-81 ; ( 獨大上訴笑道;毛主 〉 ， 收於馬來西亞蓋教總全國華文獨

中工委會編， {密大史料集〉( 吉隆坡 : 馬來西亞獨立大學有限公司， 1993 ) ， 頁 328 0 

87 當馬來西亞政府以行政手段迫使更多的馬來人進入大學的臣之策 ?使得各國立大學的馬

來學生數量由 1970 年的 53.7% '增加至 1985 年的 75.5~，'ó 。 參考 : 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

工委會信息局編，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 (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會聯合會總會，

1992) ，頁的。

"目前為止 ， 瑪拉工藝大學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 仍只招收馬來人。參考:在月

春艷， {抗爭與妥協:馬來西亞華社對華族母語教育政策制定的影響卜 頁 118 ; 賽﹒胡

先﹒阿里著;賴l頓吉譯， {馬來人的問題與未來} ，頁 129 • 

89 蘇源恭， <獨中生的升學路 ) ，收於鐘偉前主編， {董總、 50 年特刊( 1954-2004 冷 ，頁

512-515 ;馬燕冰 、張學剛、駱永昆編， (馬來西亞)( 北京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 ) , 

頁 360 ; r 馬來西亞教育部網頁 J ' http://\vww.moe.gov.my ，擷取時間 2014.05 .31 ~ 

90 < 馬大醫科會不要我嗎?馬庚壞考 5A仍擔心〉心星洲日報) , 2014.03 .22 ; < 華裔生

錄取率少過 20% ) 刊南洋商報) , 2013 .07.14 ' A04 ; < 國立大專華裔錄取率低高教長 :

需視總、申請人數 ) , ~~ 中國報J ' 2012.10.30 ' A08 。

91 由於限於篇幅，臺灣國內僑生教育的部份，本文，是略而不談。 若緝績的深入探討台灣

從 1950 年代以來，圍內僑生教育對僑生的獎助措施、就學生活輔導等方面對僑主實質

幫助 。 這應該能更為具體的呈現畫灣對馬來西亞社會 、 華文教育等方面的正面影響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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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軍 戰役中華民國「僑，半政策 l 對馬萊茵軒的實質影響

留台人的國家認同並不因數年的留學生活而轉向臺灣。 92而是，致力於為華社

及所居她的福祉而賣力。的馬華子弟和中國大陸南來父祖輩最大的不同是，他

們能清楚劃分現實身份和文他認同是兩回事。 94馬國籍的僑生一一陳銳續對於

在台馬華的離散經驗研究中，如此總結到:

無論是馬來西亞華人第二代或者第三代，都有至少 18 年在馬來西亞生活的經

驗，當他們人在異鄉，會想念的就是在馬來西亞曾經度過的時光以及還在馬來西

亞的人、地、事物。總結所有受訪者的訪談資料，家人以及馬來西亞的食物是受

訪者最懷念的。.. .. ._.當多數第二代開始在一個地方安定下來，他們的下一代就會

從那個地方開始，而當他們的所有生活經驗都在馬來西亞那片土地發生的時候，

理所當然地，當他，離開馬來西亞的時候，他會回頭想念的就是那片生活過的地

方。 95

馬華在馬來民族國家(~v1alay Natio任S c.are )的政治中備受壓制，故留台人愛

台、護台的具體表現似乎只有落在發衷;有教 、 文化事業上。民這也就是僑生政

策對馬國華敦的實質影響力立丹二益 。 留台人可吉思是僑生政策對，馬國華教影響

的基礎之一。根據僑委會對經屆畢業僑生動態位蒐糞，畢業生中，以從事教

育工作者為最多，約佔半數左右~其次是技術工，作 ， 再次是商業，其種類之

多，幾乎每一行業都有留台人的身影。 97僑生政策對馬國華教發展的實質影

響，便在於供應優秀的教育工作者。這使得萃設得以生存，才能進一步的經

營下去。例如，馬囡華教的紛統:一三考考考}試言試玄(代1Jní泊白 e叫dE臼xa缸1江1m

便和留台人的參與有很大的關偽你三 ú 98雖然 2 一直以來便無針對馬國的留台人進

92 一般來說，窗台人在馬圓的生活回憶，是遠多於其留學臺灣的時間。因此，關於留台

人如同華僑般的認同、支持萎灣的說法，在邏輯上是說不逅的。

的 〈馬來西亞窗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 {中國報卜 2007.0 l. 16 ' C14 。

94 鐘恰雯，{馬華文學史與浪漫傳統)(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肘，頁 155 。

95 陳銳績， (科技穿越鄉愁的赤道線:在台馬來西亞華人的離散經驗) (臺北:國立政治

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7)' 頁 100-101 。

96 r大馬到了 70 年代初已儼然是一個馬來民族國家 (Malay N ation-Scare )。巫統和馬來
人牢牢地控制了國家機闕，包括政府行政、國會的立法、軍隊員蓄、學校、傳播媒體等

機構。這是華裔和馬來民族爭奪控制國家機關處於下風乃至於失敗的歷史。所以，有人

認為華裔在國家政治主流中已邊緣化，這是很難否定的事實。」祝家萃， {爐火中的沈

思〉(雪蘭義:大將出版社， 1999) ，頁的。

們懷仁編述、〈大專畢業僑生動態} (臺北:僑生通訊社， 1976) ，頁 3 。

98 r 在鞏固獨立中學體制的初期，留台同學會應董敦總的邀請義務為獨中統考問題，制

定獨中統考的標準?今天獨中統考文憑受到先進國家大專院校的承認，和開始時指定的

統考制定和標準，有很大的關條。」張景良，〈窗台生對我國的貢獻卜頁 238-239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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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1 對馬來西布華文教育哥華曆的影響: 1954-1974 

行的相關統計數據 3 然而並不因此抹除留台人在華敦和各領域的貢獻。 99筆者

以曾麗文的〈寬柔三陳(陳徽崇、陳鴻珠、陳鴻騰)的教育典範〉一文為例。

曾麗文以寬柔中學近幾年過逝的三位優秀教師進行的歷史研究，寫道:

我國不乏記載關於華人歷史以及華教的系列重量級書籍，但是大部分皆以歷史事

件論述。....--然而，作為一問學校，除了學生和校董之外，另一個不可忽視的主

體是教師。在眾多寬中的老師之中，我以“三陳"視為教育的典範，陳徽素是國

家文化人物獎得主，陳鴻球是林達五人文精神獎得主，陳鴻跨則是各界公認的行

政和學術雙樓。三位皆是令人尊敬的老師，儘管三人都早逝，但他們的精神是很

值得後人去學習的典範。 100

以上三位陳氏老師，都是留台人。曾麗文在文中細述三位老師在擔任教職、

行政職中的貢獻，以及和師生之間的互動 c 三位陳氏老師在寬案中學的教學、

行政經歷，以及對於華文獨中的貢獻當為其他留台人在其他華文學校服務經

歷的縮影。

留台人的具鎧代表便是墓，灣各大專院校在罵:蜜的校友會。馬華社會中，

聯絡、團結留台人的留台校友組織在 1960 年代就已達續創建。至今為止，約

有三十餘(~í留台校友組織錢立起來，;重懷著馬華社會、馬國和畫畫灣。 101 留台

校友會的建立的初里，是墓了令董灣學位不受馬鑒政府承認的問題。此外，在

1960 至 80 年代中，馬華社會的家蜜是較為左傾 c 留學臺灣的背景，使得當

時的留台人直對馬國政府和羞怯的變這壓力 ) :02張景良回憶當時校友會成立

華聯， <獨中統考 30 年雪泥鴻爪)，收5月、鐘偉前王編， {董總、 50 年特刊( 1954-2004)) , 

頁 451 -457 。

99 <“留台人與華教發展"交流會記要卜收辰，邱有1霖、胡興縈主編， (留臺人三十年暨

留臺聯總十五年: 1974- 1989) ，頁 174- 183 。

100 曾麗文，〈寬蒸三陳(陳敏崇、陳鴻珠、陳鴻騰〉的教育典範) ，收於安煥然主編， (百

年寬柔:寬系學村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J' 頁 184 。

101 < 窗台聯總葉今年達 40 屬會) , {南洋商報) , 2014.03.31 'A10 0 

1 日2 r 當時國共關條尚屬不安穩的年代，政治的思想深深影響著各地華社的華人們，不

僅在政治上分派系，甚或左右社會生活的和諧性。正因新罵一帶，在政治上的主流以左

派為主，故當地華社的人民自然對左傾色彩較濃的南大，有著先入為主的印象、加上 1950

年代中期的南大剛剛成立，對於華教有著高度的使命感與熱誠，並同時擁有著華社人民

對高等華敦的深切期詐，南大在當時可謂風光一時，鋒芒自是蓋過右傾色彩較濃的官台

人士。當時砂華社會對於留台的印象 3 一般評價屬負面的較多，除卻家庭背景或是與台

灣有經商往來的華人家庭，多數人對留台都會抱持著若干偏見.. . ... J 黃偉雯〈砂拉趣

窗台同學會之研究( 1964-1996)) (砂拉拉:砂拉越富臺同學會， 2002) ，頁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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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如下:

留台畢業生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學位得不到政府的承認，無法申請進入政府機構

工作，成為公務員。因此，絕大部份同學加入私人機構任職，或當獨立中學教員，

在同等工作和崗位上，薪水總比受承認學位者差，而工作又往往比他們多。學位

得不到政府的承認，對同學們會產生消極的影響，也會產生積挂的挑戰。在面對

共同的困擾中，同學們意識到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克服困難，爭取共同的利益，

因此同學紛紛開始籌組同學會或校友會。.. ... .要不是有學位不受承認的問題，今

天的留台校友會 ， 是否具有今天的程覺和組織力量，就很難說了。 103

由上所知，臺灣學位不受馬國當局的正式承認，使得當時的留台人籌組同學

會、校友會以自立自強。 1972 年，臺j弩駐馬的領事對於留台同學會、校友會

的建立相當關心。 104筆者擷取其中→分報告段落，如下:

馬留台同學會之成立與我在馬工作之推展將保頗為重要。雪崩 J11 目前只有留台各

院校同學分別組成之同學會，全~;1+{付"的豆豆台河學會，因問題尚多恐一時尚難成

立。張總領事仲仁:雪蘭談判{~合同學會遲未能組成 ，用你自該如i 留台同學會互

爭領導權所致，本館當設法;品詢 。 J05

臺灣對於馬國留台人籌組的留台組織在相信喜經費上，是否有給予協助，

凝於筆者缺乏檔案文獻是難以至證。必然而‘這道黃偉雯的〈砂拉越留台同

學會之研究( 1964-1996) ) 研究中 2 絃在安jJf浮茲的田野調查中曾得到以下資

料:

一般來說，只要是留台向學寫函告知僑委會 P 並邀請來參加「文華之夜J '僑委

會都會固定撥款 1000 美金，以上詳參: 2001 年筆者第三次豆宅伊拉越詩巫'就文

華之夜等問題，與新任(2002) i 砂拉越留台前學會」總會長劉乃好先生的訪談記

103 張景良， < 學有所成，回饋社會卜收於中華民國僑務員會編， (我走過的路〉頁

116-118 ;美聯社， < 臺灣大專所授學位馬來西亞拒承認旅馬校友表遣，關 ) , (中央日

報) , 1967.02.23 '版 5 。

104 1970 年代初期，僑務委員會對於畢業僑生的聯繁輔導己相當注意，協助、推動海外

僑生同學會的組成。參考:張希哲， (僑生教育之檢討與改進}頁 34-35 。

105 < 駐馬主管人員會議記錄一六十一年七月廿八日) ,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 11-01-20-05-01-028 。

106 外交部或僑務委員會對外或在國外的相關工作上，似乎常以非制度性的撥款為主。

因此，往往只能得知部會的一年經費之多寡 、 而難以瞭解具體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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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_ _ 107 
~t::. -

既然臺灣當局視留台同學會的成立，與其在馬工作之推展關條頗為重要。當

中，應該是有相應的支援。 1970 年代初期，馬國的留台校友會組織日漸增多，

統一的馬來西亞留台校友組織聯合總會(簡稱:留台聯總〉便成立於 1974 年

07 月 16 日，它與臺灣駐吉隆坡經濟文化辦事處聯繫密切。 108這使得留台同學

會或校友會，類似於臺灣當局在馬國活動的白手套。近年來，留台聯總與中

國大陸的關條不斷地在加強之中，但其更為關注的對象是臺灣而非中國大

陸。 109這現象的背後，是有其歷史淵源。

留台聯總成立之後，留台人便積極的在馬國搭建在升學臺灣和交流的事

宜，以及相關華人文仕的推廣事務。留台聯總、，在其《會訊〉的創刊號中，

便寫道:

本會為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的最高代表機構，宗豈是在集合全函各地留台校友的

力量，在統一的步聽下，把我們的力量霞入華青群眾裡，在周家發展及進步中，

謀求有一個公平與合理的社會制度，而盡我們約一份責任。 110

以筆者所參與的留台同學會簡章為例，在下一頁:

107 黃偉雯， <砂拉越留台同學會之研究 (1964-1996)) (中壢: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2) ，頁 118 。

108 馬來西亞窗台校友組織聯合總會所舉辦的各式活動中，往往可見臺灣駐馬圓的外交

人士或僑委會代表的身影。

109 石滄金， (台灣與大陸之間一-1950 年代以來寬柔中學與中國的關條簡析卜收於安

煥然主鴿， \{百年寬案:寬柔學村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山:南方大學學院出版社，

2013) ，頁 122 。

110 吳德芳、 <發刊辭 ) ，收於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編， {會訊一創刊號} (雪蘭

我: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1978.05) ，無頁碼。

91 



第三章 戰憶中華民國「僑，!:仁:政黨 1 對馬萊茵軒的實質影響

居室望留台同學會

成立:居塗留台同學會成立於 1967 年

宗旨:聯絡同學之情誼，共謀同學之福利，服務社會。

會所: 1971 年成立，租貨於毛申律路， 1973 年遷至甲丹亞宋街， 1978 年

遷至蘇丹娜街，後購置新居室藍市店屋 (1989 年出售) , 1990 年購置先址加

博路。

現有會員: 332 人。

主要活動:

1.主辦農曆新年團拜，新春要表餐，中秋月光會等聯絡同學情誼。

2. 頒發會員子女獎勵金 ο

3 . 輔導學生赴台升學 c

4. 主辦各類文教講座，舉辦各類文藝活動。

5. 參與社會活動。

6. 接待畫灣僑務委員會專員，教育設言，員及各大專院校代表蒞臨訪。

7. 全力支持華教及摘助教荒慈善活動。

資料來源:《沈志堅主編 〈喜株留畫，同學會: 2013 柔 i閥、|、|文華之夜暨 33

週年會慶特刊} (嵩株巳哈:杏糕留，畫同學會，三(13) ，頁 32 。

總的來說，留台人在文仕建設方奮起了某種程度約作用。 11 )這種外圍的影響，

對於華敦的發畏也有一定程度的;三夜影響。

臺灣的僑生教育政策是華僑政策之一環，歷經萎灣解殿、民主佔至今，

仍在持續的進行之中。現今馬區華教所面對的問題與環境 ， 已不同於 1950 至

70 年代，主要任務由抗爭求存轉為發展建設。然而，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的

今日，馬國華教依然需要馬華社會來支撐。 馬國政府的支持仍是相當有限，

而華文一直存在的問題，如經費不足、師資缺乏等等問題，還是無法有效的

根治。 112因此，當今畫灣的僑生政策仍對馬國華教發展有正面的意義。

總的而言，歷年來一批又一批接受過華文高等教育的留台人返回馬國 3

在華文學校任教，以及在馬國社會的各行各業中發揮其才幹。他們所發揮的

影響力至今，不是嘉浩十數據所能表達的。

11ï 何敢良，<文他馬華:略說罵華文他認同的困擾和複歸〉收於林水樣、何國忌編(中

華文化之路:中華文化邁向廿一世紀盟!際學街研討會論文集j (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

大會堂聯合會， 1995)' 頁 237 。

112 利亮時， <從昔日南大看今天華教) , {南洋商報} , 2012.04脈， C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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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各種專鬥人才

馬園的華教除了董教總、獨中的支持，留台人也扮演重要角色。留台人對於

促進臺灣與馬國雙方的經濟及文他發展?有一定的貢獻。 113留台聯總的第十九屆

總會長姚迫剛，曾對 2011 年來，罵的「臺灣精彩 100 文{t巡回團J 演講致詞 ， 說:

從 1951 年到現在，從台灣大專院校學成歸來的留台畢業生人數已超過 4 萬人，

他們既然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尤其中華文化的教誨，都應該忠於知識和良

心。 . ~ . . ..僑教政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策，而且目標明確，使到海外華喬青年

接受中華優良文化之餘，也能海養各種專門人才。 114

馬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除了需要大學或更高學歷的人才外，基層的人才

更是不可例外。臺灣的僑生教育除了提供馬國華校畢業生修讀華文高等教育

之外，亦提供以華語文授課的技職教育以供學歷較低或無意繼續修讀大專院

校的學生進修的管道。 liS

1963 年 ， 第 8 任僑務委員長高信基於為提高海外華人社會的經濟技術能

力，倡導「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j ( OVefSeaS Youth Technícal Class ;簡稱:海
青班)的成立 。 11 6高信在第-豆，海外，青年沒街訓練班中，講演致詞說:

我們知道中華民國教育， 今天的確已逐漸給土時代約談起。這中里的職業教育相當

發達，農業工業亦有迅速的逐步，可以作為東南亞 .-11.rJ榜樣，可以作為優秀技術

人員的場所 。 117

113 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許振茱)在雪綾當台同學會的常年會員大會及新春團拜活動

日寺、發表公開演講指出 í大罵的華文教育除了董教總、獨中的推廣，窗台同學會也扮

演角色 3 留台生促進大馬與台灣的經濟及文化發展，令人敬佩及鼓勵。」參考: < 姚迪

剛:造梧華社留台同學會須聯繁華園 ) ， <m洋商報} , 201 1.02.21 ) C16 。

114 í 臺灣情彩 100 文他巡回圈 」 不僅是文娛表演，也為華文獨立中學籌款。大馬宮台

聯總總會長姚迪剛披露，過去四五年來 ，金馬各地的窗台組織 ， 配合臺灣春節綜藝訪問

團的演出，己為各地華文小學、華文獨立中學及國民型中學，籌獲了超過 200 萬令吉的

經費 。參考 :( 姚迪剛:台春節訪問團教育義演留台組織籌獲逾 200 萬 ) ) {星洲日報} , 

2011 .01.23 ; <姚迫剛:台培育無數大馬專才卜〈中國報} ) 201 l.02. 14 ' B05 。

115 雖說:每外青年技訓班是技職內容的教育?但也有附設一些中華文fc歷史的課程。這

對於提升海外華人的中華文也程度 ， 當有一些貢獻。李盈慧 ， 0每外青年技細11練班的

創辦與發展 ) ，收於萃，僑教育學術研討會主編， {華僑教育學術研討會一一回顧與展望，

論文彙編) ( 堉里 : 盟立暨南國際大學， 1998 ) ，頁 123 。

116 í 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辦理的目的:僑務委員會為培養海外青年獲得實用知識與生

產技籠 ， 發展工商事業，增進當地繁榮，特舉辦;每外投術訓練班 。 」僑務委員會第二處

編 刊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辦理情形之報告〉無頁碼。

11 7 < 發展技術教育-促進華僑經濟一一五十二年九月在海夕i、青年技術訓練班第一期始

業典禮講言可以 收於高信 ，〈華僑的時代使命與努力方向 } ( 臺北:華僑出版社 ， 19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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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是基於當時東南亞的發展，會需要很多技術人才，為配合海外華人社會

的經濟發展，以及鑒於過去僑教過於著重語文訓練，而忽略職業、技術教育。

因此，舉辦海青班，以招收高中程度的清寒學生，培植基層技術人才為主。 118

高信回憶當時的決策，如下:

我當時創辦這技術訓練班，是有鑒於我們四千多所僑校中，只有二十四所職業學

校，餘均為普通中學，換句話說，我們只有教下一代青年，認識中國語文、中國

文化，沒有教他們如何學習現代料技，來應付今日料技社會，令他們有一技之長?

來改善生活，推動當地社會進步，增加生產。我深知青年一輩與前一莘莘僑不同，

因為老一輩華僑單靠勤儉就可以興家，現在勤儉以外，還要加上現代的料學知識

與技能，方能立足。三十年來雖有僑生回臺就讀大專學校，但人數仍不多，且大

學課程多注重理論，畢業後，對實用方面，仍嫌不足，故我極力主張設立技術訓

練班，並付諸實施。 119

故此，海青班的僑生與一般大專院校的僑生有所不同。大專院校的僑生以訓

練成為專門人才為主，而海青班則是以培養成為基層技術人員。

從張希哲曾擔任 1967 、 1970 年前往東南亞考察訪問的「職業教育及華僑

教育考察團」的團長。的，他'{1.訪談中E憶當時的，夜景，如下:

僑務委員會及教育部為推及華僑職業教育，培美海外青年獲得實用知識‘與生

產技能，以配合華僑經濟發，晨，一方面積極輔導僑社.籌辦職業學校或在僑校開設

職業訓練課程，一方面委託園內幾，祈學校(女11送甲學院)悶辦海外青年技術訓練

班，招收海外青年，施以工農請各種專業訓練。忘了解這些措施實行成效及聽取

﹒海外僑社人士之意見?特於氏鹿三十六年反五十九年，兩度遨約辨理技訓班之校

長及業務主管人員組成「職業教育反華僑教育考察團」﹒前往東南亞地區實地考

察訪問，重點為: (1 )考察各昆職業學校及職宮內機構 ;(2) 考察各地華文學校，

並研商增加職業料班之乏可能性 ;(3) 拜訪教育機構首長 ;(4) 考察各國大專學

校; (5) 查考技訓班畢業生之就業情形 ;(6) 訪問技訓班僑生家長 ;(7 〉瞭解各

地工農商業機構技術人才之需求。】21

1967 和 1970 年的考察資料，後來匯製成《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辦理情形之

報告) > 1971 年於僑委會內部出版。 122報告內容中，證明海青班畢業生返國之

頁 19 。

118 (我國僑務政策-1966.12 卜收於高信， {華僑的時代使命與努力方向〉頁三05 :高

信， (華僑的教育與文他卜〈中華民國之華僑與僑務〉頁 64 。

119 高信， (八十自選集〉頁 157-158 。

120 張希哲， {僑生教育之檢討與改進〉頁 10-11 。

叫張存武訪問:李郁責紀錄，(張希哲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 '200的，頁 159-161 。

122 僑務委員會第二處編， {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辦理倩影:之報告〉臺北:僑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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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只能順利就業，且多自行創業、開設各型工廠。歷年的海青班畢業生

之中，以馬華僑生估了大多數。 1967 年張希哲在抵達焉國訪問時，當時的教

育部長佐哈勵還曾當面威謝臺灣為馬國培育諸多的技術人才。 123馬華社會經

濟實力的相對增強，也就為華教發展中的物質基礎，提供了保障。這在壓抑

共產主義在馬國的蔓延，亦起了一定的作用。山1963 至 1974 年，海青班在馬、

新地區招生人數統計，如下:

表 12. 海外青年技訓班在馬、新地區招生人數統計: 1963-1974 年

海外青年技訓班在馬、新地區招生人數統計: 1963-1974 年

期數 年份 總、招收人數
馬來西亞籍 新加坡籍

學生人數 學生人數

第一期 1963 186 123 8 

第二期 1964 206 171 。
第二期 1965 178 131 4 

第四期 1966 309 201 可

第五期 1967 344 228 。
第六期 I 1968 295 186 。
第七期 1969 346 258 

第八期 1971 369 286 2 

第九期 1974 318 204 

資料來源:僑務委員會主縛，《僑務統計年報-2012) (畫北:僑務委員會，

2013) ，頁 58 ;江注輝主編 1 {-t.tt界留台校友會將筑總會成立大會笠亞洲留台

校友會聯誼會第九月2年會紀念特刊以讓JL :謬論會館， 2000) ，頁 137-138 ; 

「歷年海外青年技訓班僑生人數地區統計表」 ? 收於僑務委員會編， <僑生回

國升學教育之研究} (臺北:僑務委員會， 1982) ，頁 49-50 。

這些歷年來遠赴畫畫灣就讀投職教育的馬華人數至今已累積數萬人，對獨

中的技職教育、馬華社會應有正面的影響 。山Ej惰，礙於臺灣國內僑生教育

的相關資料並不完整，要完全整理出歷史原貌賞囑困難。

第二處， 1971 。

的張希哲， i{ 中華民國的僑生教育〉頁 29 。

124 r 改善人民生活‘促進社會繁槳，是抵抗共產主義最有效的方法。聯合國和各先進

國家，都積極援助待開發的國家從事經濟建設，多年來東南亞國家亦致力向這方面發

展。 J < 東南亞的安全與華僑一一五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在台北國際獅子會致詞卜收於高

信〈萃，僑的時代使命與努力方向卜頁鈞。

125 < 李子，松:今年 2071 人母請海青班錄取 1754 人卜《星圳、i 日報〉 ， 2013 . 122; ( 李

子松海青班栽培逾萬人 〉?〈中國報} , 2013.12.23 ' C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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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結論

本文旨在透過對臺灣和馬國在 1950 至 1970 年代的文教關你研究中，敘

述僑生政策在馬國華教發展中的緣由與脈絡，以及馬華赴台升學的淵源。限

於篇幅，臺灣國內僑生教育部份，則略而不談。

二次大戰以來，民族主義在巫人社會中蔓延。 1巫人社會中的有識之士對

於巫人在各方面遜於馬華、英國人戚到憤憤不平。其中，就語文、文他的部

份，鄉村中的馬來教師便不滿於東姑主導的政府在語文和教育的政策。他們

要求，馬來語和馬來文仕要與函家取得獨立相一致，給予馬來語和教育更高

的地位和經濟價值。然而，獨立後不久，開於國語和本土教育的重要性和經

濟價值依然低於英語和英文教育。尤其華教在規棋和數量上遠高於馬來學

校，更使得巫人側目。因為獨立笠沒有帶來巫人社會所想像的巨變，鄉村中

極端的巫人群眾便發起一連串的政治這動，以使他們想要的社會成為馬國的

一部份。 2 1969 年的月 2 汀，英語正式被廢徐兵宣方語言地位，其背後原

因便在於此。相對地，罵:華社會在母語教育的文{s議題上不作妥協，以保持

華人文他與認同，招致巫入社會的反威和質疑 。 蔥、巫之間的隔閥，使得華

教議題本質上有說不清的複隸 。

屋漏偏逢連夜雨，馬共滲入這校之中，全種籍由馬華社會在母語教育的

文他議題之堅持、作為其政治資本。 3馬共問題，使得巫人主導的政權對於華

教懷有更多的疑懼。 4總的來說，出於種種原因之下，使得巫人不得不在政治

等各方面壓制華敦的生存 s 企圖使華校的經營失敗。所幸，臺灣在 1960 年代

駐馬國的領事及時在暗中伸出援手。 5當時畫灣的僑生政策對馬國華教發展的

影響，主要在於中國大陸和南洋大學的升學管道和師資來源的阻斷期，扮演

類似海外生存線的角色，給予馬國華敦的畢業生繼續升學的出路，以及作為

1 馬哈迪著;劉鑑銓譚， (馬來人之困境) ，頁 36-37 ;胡達焉，{馬來政壇談往} ( ，頁

10-28 。

2 賽 ﹒古月先﹒阿里著 ;賴順吉譯， {馬來人的問題與未來〉頁 33-35 。

3 李光耀， {李光耀回憶錄: 1923-1965} ，頁 255 。

4 陳烈南， < 僑社的華文教育)，(東南亞洲的華僑、華人與華裔)( 臺北:正中書肩， 1979)' 

頁 446-447 。

5 < 窗台聯總、:大馬學生能赴台深造蕭萬長是重要推手 ) , ( 星圳、1 日報} ， 201 1. 03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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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人才來源。 6馬圓的華教方能在 1960 年代的生死存亡時刻，發起草文

獨立中學復興運動，使得垂死邊緣的華文中等教育開始復蘇;回到改制前的

原地，重新敢帆。 7僑生政策發揮的影響，在那個時空當下有其歷史的關鍵性，

作為海外推動馬國華教發展的動力。

從這段歷史之中借鑑，可以發現馬國華教生存的動因，以及發展的契機。

1950-1970 年代馬國華教得以生存發展的條件，有以下六個層面的原因:

一、英殖民政府在馬國獨立以前，便嚴格禁止外國政黨在境內活動。這

使得往後的馬國華社能更快的融入本土。

二、戰後馬圓的華教便逐步將文他母國的政治色彩進行褪色，轉換成本

土的華文學校。

三、戰後馬國華社領袖體諒言。政治的現實，轉為加入本土政治之中，謀

求本土華社的權益。

四、戰後馬圈華社的人口之多 s 使得其在政治上具備一定的優勢。

五、華文教育必然要對當地有立面的支默‘

六、戰後臺灣駐馬領事:話:萬長以靈泊的外交手腕說服巫人主政當局，開

放馬華赴台就讀華文高等教育。

馬圓的華教發展不單純:每教育陵題，冥中哼嘰的結合了馬華社會各層面

的綜合性問題。馬國華教的但是:近在產生與解決之牛，都滲透著當地政治力量

的較量與傳葬。因此，以上路於為瑟發款發展至今的幾個層面原因，不必然

適用於其他國家的華教。筆者認為，其中有一個原因似乎是馬國具備，而其

他國家華教所未具備的條件。畫:彎駐外負責僑務事務的領事能否恰當的處理

所在國政府的觀，戚。例如， 1960 年代在泰國擔任外交使節的沈克勤在回憶錄

中，記錄道:

駐泰新聞多事鋒榮若兄對於推展華文教育非常熱心，他鼓勵幾位從臺北師範大學

畢業回來的泰國僑生，在駐泰大使館斜對面的一棟樓房內，開辦一所華文補習

班。在招生問課之前，事為泰國民校局查悉，勒令停辨。鍾參事出面向泰方交涉，

6 陸庭論: í 南大提供本地學生升學的機會僧多粥少，因此本地獨中生只得湧人台灣。

在南大從無愛有，有雙無之後，台灣?更成了本地獨中生王要深造的去處 __o. 一」〈“窗

台人與華教發展"交流會記要卜頁 176 。

7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農史) ，第 4 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2003) ，頁 92 ;甄供， {播下春風萬里一一日[~妨Hr華文獨中復興運動紀實〉;陳綠漪，(大

罵半島華文敦育的發展卜收於〈教練 33 年〉編輯主編， <(敦縛 33 年) )頁 752-75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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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美國駐泰大使館可以辦一所國際學校，教授英文，為何中國大使館不能開

辦一所中文學校，泰國政府答覆說 :í 如果中國大使館要辨一所中文學校，泰國

政舟就令所有泰國華僑學校關悶。」當時駐泰彭孟緝大使得悉後，馬上令鍾參事

停辦華文補習班。 8

臺灣駐其他國家的領事，或僑委會在面對當地政府採取排華或同他政策

時，若在談判溝通上處理得恰當，是不是就能避免華教被迫關閉呢?這部份

礙於檔案資料的缺乏，很難斷定。然而，筆者透過蕭萬長在馬圓的僑務領事

處理得宜，和沈克勤在泰國出任使節的回憶錄，覺得臺灣駐外領事對海外華

教有著一種重要的微妙關條。畢竟，外交部在行政上是僑委會在國外的接手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研究限制 3 主要有以下兩點:

(1) 、留台人的資料零散和宣乏

本文原想探討歷年來馬濁的毛主T台三位 2 對牽灣或馬華社會產生的歷史影

響，以深入的闡述臺灣和哥哥翅之間的文教關(怠。這是要對應、於蕭萬長指留台

生是馬國社會一般正面的穩定力量，以作為社經共產黨主義在為國草生的問

題。留台生在馬圈發展的頁數受限於客觀的政治王震境，而不被馬國當局公開

承認 o 9而憂灣社會基於一些主客觀菌素，不能直接知曉閱台生在海外的貢

獻。筆者原懇、對 1950 至 1970 年代留台生在馬遷華教、華社和馬圍的影響進

行探討，以能更完整的闡述僑生政策對馬達2墓教的影響。然而，卻面對資料

零散和不足的困境。留台聯總、曾在 2006 年計畫對馬國的留台人成就地位，進

行調查工作。 1。然而，至今似乎仍無相關資料的出版或被學術論文引用。僑委

會也不提供相關的資料。這就導致了筆者無法深入嘗試探討他們對華教、華

社的影響。而只能透過留台聯總出紋的刊物資料，和一些外圍資料來進行論

述。

(2)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師資學歷背景資料的零散和靈乏

獨中的師資來源之中相當大的比例應以留台人為主。 11留台人究竟佔據華

8 沈克勤， (從牧童到外交官)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201力，頁 132 。

9 事實上，馬來西亞當局對於華人在馬來半島主要各個城市開發的貢獻歷史，均以漠視

的態度視之。

10 < 馬留台聯總明年展開留台人成就地位調查卜〈中國報) , 2006.1 1.07 ' C04 版。

11 西、東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歷年的師資學歷統計，董敦總似乎沒有進行相闋的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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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多大的比重?以及透過歷年、不同地區各華文學校的留台師資人數增

減有什麼異同?對於這方面的探討和闡述，應可深入的論述臺灣在馬國華教

中的 1950 至 60 年代，所扮演的支援角色。這也就進而豐富本文的研究深度。

礙於相關的統計資料之缺乏，或是筆者蒐集資料的疏失，並未能得有精確的

統計。當臺灣成為馬國華校生的留學之處時，臺灣應該就已是馬國華敦的師

資來源之一。因此，臺灣的僑生政策作為馬國華教的師資和人才來源，應該

是沒有疑慮的事實。但就是礙於相關的統計資料之缺乏，限制本文進一步探

討留台人在馬國華敦的具體影響力。 12雖然如此，幸而並未對本文的主軸產生

太大的影響。 13

中國大陸在政經地位的呢起，使的各~出現漢語熱潮。這使得一些民眾

對於馬國華教現今的發展，誤認為與中國大陸的呃起有很大的關條。事實上，

這是一種片面的誤解。馬團華教不單是馬華社會群策群力維護所致，也不是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自居起而使其跳躍性的發展。馬草草敦的發展是有其發展

的歷史基礎，其中的淵源是畫，灣在 1950 至 1970 年代的歷史影響。若不是當

時臺灣駐馬圓的驚萬長領事 ， l;~其外交智懇談綴馬國政府開放馬華赴台升

學。當時，為國華教便會的對沒有華文大學可以令學的窘境。華敦的師資、

人才來源便會進入困境。馬國華教在惡性循環之下，能否發展至今，就是未

可知數了。尤其，若馬共從中倍此跳動華社對於華教危機的憤慨，利用沒有

升學出路的華校畢業生，進行兵，該獲馬關互勾仿古之三;武裝鬥爭，將嚴重衝擊當地

社會。當馬國政府默許馬華赴台升學?不只是使得馬國華教得以繼續的延續

下去，返國的留台生對於、馬國華教、華社的發展，也有其正面的影響。而且，

馬國作為一個新興函家，其發展勢必需要諸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才。 14因此，

留台生在其中亦能發揮真正面的影響力。總的來說﹒臺灣的僑生政策，固然

在赴台的馬華人數上滿足其政策績效，以及彰顯僑委會作為一個服務海外華

僑華人單位的合理性。然而，對於馬國而言，其收益應該是更多的。馬國華

計。 2013 年 09 月曾聯繫董教總的教師教育局，但，並無下文。筆者透過數問華文獨立

中學的網站、出版的校刊、書籍，找到一些學校的單個年度師資學歷統計和師資學歷介

紹。從其中的統計資料來看，留台背景的師資多寡在不同的華文獨立中學是有所差異。

總的說，資深的師資多為窗台人。

12 筆者曾聯繫董總的學生與師資局的曾慶方主任，曾主任表示董總目前沒有相關獨中師

資畢業自哪一國家地區的統計資料。

的本文的王軸是在於補充臺灣在馬國華教當中的歷史關鍵聯絮，期以復原臺灣;在馬國華

教當中扮演的決定性角色。同時也讓馬國華敦的面貌，更為完整的呈現在馬國歷史之中。

14 韓方明， {華人與馬來西亞現代'fc進程〉(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2) ，頁 327-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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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發展至今，其培育的都是馬國公民，為馬國社會的繁榮與進度作出了貢獻。

而且，因為馬圓的繁榮與進步，才使得馬共的武力鬥爭思想不得人心。的從一

個較高較廣的角度來看，臺灣的僑生政策或許對於東南亞的安全與穩定，亦

起了一定的貢獻或正面的影響。

時至今日，臺灣和馬圓的文教關條之中，馬圓的巫人赴台留學的人數很

明顯是少於馬華很多。這在 1960 、 70 年代就更不用說了。當時，臺灣曾提供

一定的金額獎學金給於馬國的巫人赴台升學，以示兩國的友好。 16然而，人數

一直只維持個位數，僅僅數人而已。這或許是臺灣在高等教育的主要教學媒

介語是華文，使得巫人對此裹足不前。無論如何，從過去至今臺、馬之間的

文教關條主要維持在馬華社會。畢竟，來台留學的馬國公民之中，馬華佔有

最高的比例。相對的 3 臺灣前往馬團留學的人數也是稀少的。 17 從臺、馬雙

方的互相往來的留學人數之中，便可看出他們文教關餘的特殊性。這一種特

殊性，放在東南亞各國也是相當的特例 η

目前，根據董教總在 2010 年對 56 J的蜀中的高中畢業生所做的升學調查

報告指出，在 4703 名選擇綴續升學的人數中，仍多以臺灣海首選的升學管

道。 18據最新的新聞指出，為國赴台求學的馬華人數每年以 20(%的成長率攀

升。 19反觀，當前的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社便沒有這種現象。東南亞其他國家

的華社之所以沒有這樣的現象 3 原因在於他們的華文學校多在 1960 至 70 年

代便被迫關閉。筆者從馬國選敦的發展經驗中，發現東南亞各華文學校多在

1960 至 70 年代紛紛被迫關闕，除了各置政府和當地華社的內部原因外，似

乎臺灣的外交也是原因之一 o 20 臺灣的僑教資源如何正確的引導人該國的華

的馬來西亞是東南亞諸國中，唯一以社群主義克服了共產主義的例子。參考:楊建成，

《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 1946-1957} ，頁 144 。

16 r駐吉隆坡領事館工作報告( 196 1.08-197 1.01) 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館藏號: 11-01-20-的-01-026 。

17 反而，現今中國大陸前往馬國留學的人數佔據其外國學生的總人數排名第二。參考:

(人數 4 萬 5 引發社會問題外國學生真假難分卜《星洲日報) , 2012.08.20 ; 

18 <2010 年全國華文獨立中學畢業生升學調查簡報卜收於董敦總主編， {2012 年工作

報告書}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201心，頁 418-421 0 

19 (大馬留台生每年增 20%) , {南洋商報卜 2014.05.18 ' A03 。

2日印尼、越南和菲律賓華敦的發展歷史，已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無意跨題涉人的

深)J茱討。參考:姜興山， (戰後菲律賓華文教育研究(1945-1976)) ，廣州:暨南大學出

版社， 2013 ;鄭良樹主編， (印度尼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 ，雪蘭義:馬來西亞華校教師

會總會，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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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縫中華民國「僑牛政策 l 對馬萊茵布華文教育發曆的影響: 1954-1974 

平土，外交能否成功是華教能否繼續發展的關鍵之處。從 1950 至 70 年代，歷

屆僑委會委員長在發佈的文稿中，對於推動海外華敦的發展，往往都以民族

主義出發。這對於當地的華教，不見得是正面的影響，往往是給予當地華教

披上在其所居國政府的負面形象。因此，一旦與畫灣有著外交關係上的變動，

勢必影響當地華社的華教。筆者以菲律賓的華教為例，以作為說明。 21從《中

華民國教育年鑑》中，關於海外華僑教育概況的歷年記錄中，菲律賓的華教

一直有接受臺灣僑委會、教育部的諸多補助，並同時向菲律賓教育部和畫灣

教育部立案。 22從外交部檔案和相關研究中，菲律賓華教在菲律賓政府於 1976

年推行菲律賓教育的菲他以前，多以臺灣的僑校姿態在菲律賓經營。 23菲律賓

華教以僑校的方式，建立在菲律賓的國土上，必然使其遭受菲律賓政府的對

付。且二戰後以後的情勢，已不同以往。菲律賓的土著怎麼會接受其土地上建

立諸多的外國學校，並且效忠他國政府? 25因此，菲律賓政府必然對菲律賓的

僑校採取一系列負面的政策，以納入其本土的教育體制肉。 26菲律賓一般認

為，菲律賓教育推行菲仕政策的影響是造成菲律賓華教低落、衰落的主要因

21 戰後菲律賓華文教芳，與馬來岱豆豆華文教育有四點相似的地方，例如 í面對共產主

義的困擾， 11.早期的師資均來皂中函大陸 III 當地土著均為了維護自身權益，採取自身

民族優先的政策，針對華人推行壓抑政策; ív悠久的華文教育發展歷史。參考:姜興山，

〈戰後菲律賓華文教育研究( 1945-1976)) ;鮑事天) < 也十年前抗爭菲他僑校的艱苦歷

程 ) , <養浩集〉 (馬尼拉:菲律叢中正學院詩田文教7基金會， 1996) ，頁 56-58 。

22 馬國華教並無這樣的優惠，寄至教發隱含IJ七七菲律查發展得更好。參考:陳烈甫〈菲律

賓的歷史與中莽|獨像的過去與現在〉蓋北:正中警局、 1968 ;周虎林， (.菲律賓華語文

教學的過去與未來卜《東南亞華人教育論文集〉頁 39-73 ;夏誠萃，〈戰後菲律賓政府

菲他政策對華文教育之影響) , <東南亞華人教育論文集) ，頁 91-105 。

23 陳烈甫{菲律潰華僑教育} (臺北:海夕!、出版社， 1958) ，頁的-91 : <菲國菲他僑校

(197 1.02-1973 . 08 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

館藏號: 11-01-05-17-01-007 ; <菲國菲化僑校(1974.07-1975.08 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檔案館藏，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館藏號: 11-01 -05-17 -0 1-008 。

24 陳烈甫， < 菲律賓華僑教育的現階段及其問題(上))刊東南亞學報} ，第 1 卷第 2 期

( 臺北: 1965.09.10 ) ' 頁 25 陳烈甫， <菲律賓華僑教育的現階段及其問題(中)) , <東

南亞學報〉第 1 卷第 3 期(臺北: 1965.10.10) ，頁 24-25 ;陳言江南， <菲律賓華僑教育

的現階段及其問題(下))刊東南亞學報〉第 1 卷第 4 期(臺北: 1965 . 1 1. 1肘，頁 21 0 

25 1947 年，訂立(中菲友好條約〉時，菲律賓政府對於臺灣在境內設立多問學校一事，

頗為不滿。參考:陳烈甫{菲律賓的歷史與中菲關條的過去與現在卜頁 286 ;鮑事夫

著;廓宜正譯， < 菲律賓關閉僑校問題) , (僑務月報〉第 142 期(臺北: 1954.06) ，頁

5-10 0 

2訝6 姜興山，仆〈

1日39弘-1昀80缸〕盯;陳烈甫，川〈僑敦所j遭董遇的問題)，(新日時寺代 j ， 第 14 卷第 5 期(臺北: 19們7斗. 05幻) , 

頁 3犯0-3泣三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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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陸建勝則透過其研究，另外深人的指出菲律賓華社內部另有原因。 27 然

而，菲律賓政府在推行菲他過程中，菲律賓華人赴台升學不易，進而造成菲

律賓華敦的師資來源缺乏，似乎鮮少有人提及。對照於馬國華教發展的歷史?

臺灣駐菲律賓的領事若能以類似蕭萬長務實的外交手腕和菲律賓政府交涉華

教問題，或許菲律賓華敦的發展歷史會有所不同。

早期馬華血緣性組織能夠建立起來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馬華渴望出人頭

地。英殖民地政府，不可能讓馬華在政府中謀求一官半職以達致仕途得意的

地步。因此，富有的馬華退而求其次，以冀在馬華社會成為領袖後，即可獲

得名望和影響力。他們便轉而在馬華社會內部尋找途徑。這一種渴望出人頭

地的驅動力，使得有財力或實力的馬誓:貴獻身於建立血緣性組織。 28相對地，

二戰後轉人馬國國籍的馬華對於出人頭她的渴望並未減少。當他們完全絕緣

於文仕母國的政治時，便將逐利或奉獻的精神，投入其所處的家國之中。華

教作為馬萃集體的自尊心，歷經數名表主教領袖的犧牲奉獻，必然伴隨馬華社

會繼續4延續下去。 293成知，現今莖波、約主席一-T要新回所言:

華教的發展今天仍然面對各殺人為「丰收，各種不利華教發展的條例和措施，今後

仍然存在，這可以從新教育法令草案中看出 c 但莘教 170 年發展的歷史亦顯示只

要整個族群仍然支持華教，那麼它只繼續存在和發泉。古人有雲: “哀莫大於心

死"，最怕是族群本身沒有決心，放棄繼續發，表其母語的權力。但今天情況顯示，

華教仍然受到絕大多數族群支持，賈比它的前途是光明的。如

馬國華社對華教的支持，是戰後馬齒草草教發展的重要內部推力。 31若馬華

社會自身選擇放棄對華敦的堅持，妥協於巫人主導的政權，或許任何一方的

策略都無濟於華敦的發展。 32

幻陸連勝， <菲律賓華校的華文教育〉(埔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 ) ，頁 88-99 0 

28 李雄之， <血緣性組織的走向) , (煙雨華團:附雜文集刀，頁 159 0 

29 r 母語母文是民族的靈魂、一個不僅母語母文的人 j 其自尊心到那里去了"? J--< 教總

第 29 屆會員大會(1980 年 4 月 14 日抖，收於沈慕羽資料匯編，(沈慕羽吉論集〉上冊，

頁 69 。

30 葉新田， <大馬華教發展之前瞻) ，收於，{資料與研究) ，第 1 期(雪蘭義: 1992.09) , 

頁 5 。

31 文平強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與籌款活動一一華人傳統文仕的實踐〉一文中，便對馬

來西亞華人社會長期對華文教育捐款進行探討。參考:文平強， <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與

籌款活動一一華人傳統文化的實踐〉、頁 1-17 0 

32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是何支持華文教育的問題 7 非本文範圍，於此旦置之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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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中文部份

一、檔案史料

〈一)、國史館議，外交部檔案

徵引書目

〈 東南亞華僑教育計畫案) , (外交部檔〉國史館藏，館藏號: 020000031361A 。

〈 蔣經國總統文物;卷名:外交一駐外單位之外交部收電(五) > ' (外交部檔) , 

國史館藏，館藏號: 0500-010205ω150-007 0 

〈二〉國史館藏，教育部檔案

〈 美國藍欽大使言意見外交部葉部畏談話紀錄( 1954.04.09) > ' {外交部檔) ， 國史

館藏 ， 館藏號: 020000031361A 0 

( 對共匪吸收華僑青年歸國升學還殼的研究 〉 〈教育部檔〉 國史館藏 ， 館藏號

。19000000329A 。

「共匪吸收海外華僑青年歸皇宮升學運動之研究J ' <{教育部檔卜 國史館藏，館藏

號: 019000000330A 0 

(三)、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檔案館殼，外交部檔案

( 中馬關條 (1963-.08 . 01 '"'-'1967-05.31 ) '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 ，中央研究

院近代及研究所檔案館藏 y 館藏號: 11-01-20-06-01-004 。

( 我國在馬設立各機構 (1963.11-1967.06 ))'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 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 11-01-20-05-01-004 。

〈 馬來西亞應變措施( 197 1.05-1974.05 )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才草案〉 館藏號 :11叫必-06-02-006 。

〈 菲國菲化僑校(1971 . 02-1973 . 08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外交部

亞東太平洋司檔案〉 館藏號: 11-01-05-17-01-007 。

( 菲國菲他僑校(1974 . 07-1975 . 08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歲， {外交部

亞東太平洋司檔案〉 館藏號: 11-01-05-17-01-008 。

〈 駐吉隆坡領事館工作報告 ( 1961. 08-197 1. 0 1 ) > '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館藏號: 11-01-20-05-01-026 。

〈 註馬主管人員會議紀錄 (1970. 12 . 30 )) :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 中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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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近代史研究戶斤J檔案館藏，館藏號: 11-01-20-的心1-026 。

〈 駐馬主管人員會議記錄一六十一年五月廿六日 ) ，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館藏號 : 11-01-20-05-01-028 。

〈駐馬主管人員會議記錄一六十年七月六日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 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 11-01-20-05-01-028 。

〈 駐馬主管人員會議記錄一六十年八月四日 ) ,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l' 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 : 11 - 01-20-05- 01-028 。

〈駐馬主管人員會議記錄一六十年六月十四日 ) ，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 : 11-01-20-05-01-0尬。

〈駐馬主管人員會議記錄一六十年四月三日 卜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 ， 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7 館藏號: 11-01-20..05-01-028 < 

〈駐馬各機構代表會議記錄 (1968.10. 07 )} ,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 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館藏號: 11-01-20-05-01-026 。

〈 駐馬來西亞機構代表會議紀錄 (i 9690i OS 刀，{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結識，宮室撥號: 1 j -0 1-20-05-01.. 026 。

〈 關於馬來西亞政情報告卜〈外交磁亞東太平洋穹檔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 : 11 -0 1-20-但-03-0徊。

「駐吉隆坡總領事館會報紀錢 ( 197 1 -04. 12-1974 .c04 .02 J ' :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

司檔案〉館?還號: 11-01-20-0 5- (} 1 。訝。

二、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

〈 南洋僑胞向尼克森促請奏團助我反攻卜〈僑情週報〉 第 90 期(臺北: 1,953 ) , 

無頁碼。

〈歡迎海外僑生回國升學)(僑務月報) ， 第 24 期(鑫北: 1954.06 ) ， 頁 13-14 。

中央改造委員會 ， < 本黨現階段政治主張卜〈改造〉 第 2 期(臺北: 1953.03 ) , 

頁 17 。

中華民國僑務員會編， (我走過的路卜 臺北 : 中華民國僑務員會 ， 1991 。

王世英計畫主持， <招收海外僑生來臺升潰大學之研究(第二期) :生活適應、生涯

發展與宣導策略} ， 臺北 : 國立教育資料館 ， 泌的。

外交部編， (外交年鑑﹒中華民國 101 年〉 ‘臺北:外交部， 2013 。

立法院， 〈行政院俞院長鴻鈞報告施政方針 }'{立法院公報} 第 13 會期第 10 期

( 臺北: 1954 ) :頁 199 。

立法院; ( 法院第四屆第五會期外交及僑務委員會第七次全體委員會議卜〈立法

院公報卜 第 90 卷第 17 期 (畫北:立法院秘書處， 2001 ) : 頁 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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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王計處編， {中華民國統計年鑑一民國七十三年冷，臺北:行政院主計處，

1984 。

行政院主計處編(中華民國統計提要〉臺jt :行政院主計處， 1956 。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 I{臺灣大學歷年來接受美援運用成果檢討) , 

臺jt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1 1964 。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印，(僑生教育計劃運用美援成果檢討)，臺北: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1966 。

周陸僑 1 {僑生回國升學概況}:臺北:僑務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處 1 1972 。

國立教育資料館(七年來的中美教育合作〉臺北:國立教育資料館 1 1959 。

國立教育資料館編 I {美援有關教育計畫實施報告: 1953-1957) 1 臺北:國立教育

資料館， 1957 。

陳金雄計畫主持;陳{均可共同主持 1 (僑生大學先修班在僑生教育上所扮之角色

及其績效之研究〉 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2001 。

華僑通訊社編， <攜手走過的歲月:中華5之窗僑務發展歷程) ，畫，北:中華民國僑

務委員會， 1990 。

馮搞什海針、僑生來臺升學哭笑夏)，{僑務月報) . :第 10 期(臺北: 1953.0的，頁

14 。

僑務委員會第二處編 〈海外青年技術普11被班辦理，情形之報告〉臺北:僑務委員

會第二處: 1971 。

僑務委員會線 ，<{ 中華民國 101 年僑務統計住辛苦:> (臺北:僑務委員會， 2013 。

僑務委員會編 心中華民國僑務統計 l' 臺北:行政院僑務委員會 1 1960 。

僑務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僑務統計〉畫北:行政院僑務委員會 1 1970 。

僑務委員會編 〈僑務五十年〉臺北:億務委員會， 1982 。

僑務委員會編， {僑務委員會: 100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臺北:僑務委員會 12012 。

僑務委員會編〈僑務委員會議實錄〉畫北:僑務委員會， 20的。

監察院編印;趙榮耀、葛永光調查研究， (我國海外僑教工作之研究與檢討一一

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 2011 。

鄭彥荼: < 華僑青年們:祖國歡迎你們回來讀書刊(僑務月報〉第 36 期(臺

1七: 1955.06 ) ，頁 9-12 。

鮑事夫著;郵宜正譯， <菲律賓關閉僑校問題 )，〈僑務月報〉第 142 期(臺北:

1954.06 ) ，頁 5-10 <> 

懷仁編注~{大專畢業儒生動態〉臺北:僑生通訊社， 19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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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料邏輯

〈教總、 33 年〉編輯室編，(教總 33 年〉，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1987 。

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編〈獨大史料集〉吉隆坡:馬來西亞獨立

大學有限公司， 1993 。

舒新城編， <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2 。

董總出版組編輯， {董慈卅年〉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1987 。

鍾偉前主編， <董總 50 年)，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2004 。

四、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組織、華人社團出版品

(一〉、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組織出版品

沈慕羽資料匯編〈沈慕羽言論集〉上、下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

出版， 1998 。

林圍安，(華僑崗沉思錄:林國安教育教學研究文集) (雪商談:馬來西亞華校董

事聯合會總會， 2006 。

邱郁霖、胡興榮主編，{留墓人三十年堅留蓬聯絡十五年: 1974-1989)' 雪蘭義:

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 1989 0 

柯嘉遜，(馬來西亞萃教奮鬥史〉吉隆坡:萱教德教育中心， 1999 (> 

馬來西亞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主章程完編題，〈海中教改初探: 1996 年探討華文獨

中學制、課程與考試革新方向工作營貪求!袋綴卜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

合會總會， 1997 。

教總教育研究中心編， {1985 年全國華文小學調查報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

教師會總會， 1986 。

教總教育研究中心編 '(1985 年全國萃，如'1\學調查報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

教師會總會， 1986 。

真順生，(馬來西亞教育史 1400-1999) ，吉隆坡:董教總教育中心， 1998 。

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信息局編，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吉隆坡:馬來西

亞華校董事會聯合會總會， 1992 。

董總出版是且編輯，(保衛華教一一關注 1961 年教育法令的修改}吉隆坡:馬來

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1987 。

董總總務處編，(風雨:教盪一百八十年一一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圖片集〉雪蘭表: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凹的。

甄供， (播下春風萬里一-[]rc功州華文獨中復興運動紀實〉吉隆坡:馬來西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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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1996 。

鄭良樹 ，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 全 4 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

會， 1998 。

鄭良樹主編， {印度尼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 雪蘭義: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2005 。

鄭良樹輯裳， {林連玉先生言論集〉 吉隆坡:林連玉基金出版， 2003 。

(二)、華人社團出版品

江j名輝主編 ，{宜的承傳橫的交流一一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成立廿五週

年紀念特刊 ( 1974-1999) } :吉隆坡: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1999 。

吳子文主編 ， (大馬青年:千百英雄一一華裔大是波台人立足台灣〉臺北:唐山

出版社 r 泌的。

吳華、舒慶祥編選 : (案?弗柔佛已魯華文與料匯編〉 言表佛巴;魯:言表(弗巴魯陶德書

香樓， 2008 。

林水檬、何國忠、!可歐良、賴觀?靈;iEf 《為來否豆萃人史新線:) ;全 5 冊 ， 吉隆坡 :

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 ， 199忌。

林水檬 、 何國忠編， ( 中三~x了，七之路 : 中華文11j辜!句笠，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吉隆坡:馬來西亞特立蔡大會堂聯合會， 1995 。

林水樣、駱靜山合編 : { 馬來函豆華人史〉 吉隆波 :寫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

會， 1984 。

林水檬編 ，(文教事業論集 ) ， 吉隆坡， 雪商表中華大會堂 ， 1985 。

砂勞越留台同學會主編 :{留台之聲}，砂勞越:砂勞越第一二省、留台同學會: 1976 。

徐振亞主編， {世界留菱校友會聯誼總會第五屆代表大會一一亞洲留畫，校友會聯

誼會第十四屆年會卜 臺北:世界留熹校友會聯誼-總會 、 海外在臺僑生，校友聯合

總會 ， 2008 。

雪蘭表中華大會堂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 {雪蘭表中華大會堂慶祝五

十四週年紀念特刊:一九七七年}: 吉隆坡:雪蘭談中華大會堂文教委員會 ， 1977 。

雪蘭設中華夫會堂編， (馬來西亞全國華團聯合宣吉 ( 1985 )) ，吉隆坡 : 雪蘭表

中華大會堂 : 1986 。

黃{韋雯， {砂拉越留台同學會之研究 ( 1964-1996 ) } ，砂拉越 : 砂拉越留畫同學會，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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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鑑、報紙、雜誌

(一〉年鑑

〈中國教育年鑫〉編輯部編〈中國教育年益:1949-1981)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19斜。

華僑志編籌委員會編，(華僑志﹒總志)，臺北:海外出版社， 1978 。

華僑志編慕委員會編，{華僑志﹒總志)，臺北:華僑志編慕委員會， 1964 。

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籌委員會編) {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臺北:正中書局，

1974 。

教育部教育年鑑編宴委員會編，(第五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臺北:正中書局，

1976 。

唐志堯撰，〈華僑志﹒新加坡J' 臺北:華僑文{c出版社， 1960 。

(二)報紙

〈 中央日報〉

〈中國時報〉

〈中國報〉

〈南洋商報〉

〈星洲日報〉

〈香港工商日報〉

〈香港時報〉

〈聯合報〉

(三)雜誌

成大校友聯絡中心編輯， <一代儒商一一丹斯里拿督吳德、芳) , {成大)，第 236 期

(臺南: 2012.02) ，頁 21-22 。

陳水遂， <在南大的一畫) ，收於政大校友社編， <政大校友季刊} ，第 1 期(臺北:

曹聖芬， 1967.10 .3 1) ，頁的-17 。

李珊， <海外文化堡壘一一大馬華教速寫)，{光華雜誌) , 30 卷第 5 期(臺北:

2005.05) ， 頁 14 。

李慧敏， <新加坡母語教育之爭) , <亞洲|週刊}二十四卷二十一期) (香港:

2010.05.30) ，頁的。

筆鋒， (華文六學獲批馬華教夢成真> ' {亞洲，隨刊〉第 16 卷第 8 期(香港:

2013.04.28) )頁。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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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回憶錄、傳記、個人文集、訪談記錄

(一〉、回憶錄、傳記、個人文集

李光耀， (我一生的挑戰一一新加坡雙語之路〉新加坡:聯合早報: 2011 。

李光耀， <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 ，臺北:世界書局， 2000 。

沈克動， (從牧童到外交官>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2012 。

林連玉， <風雨十八年)，上、下冊，吉隆坡:林連玉基金會: 2001 。

高信'\八十自選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984 。

郭仁德，(敦陳禎祿傳) ，吉隆坡:馬來西亞華人文他協會， 1996 。

黃潤岳，(獨中論叢〉雪蘭義:馬來亞印務公司， 1973 。

劉秀珍、齊怡、蕭錦綿、陳妙香採訪整理，(微笑的力量一一一蕭萬長公職之路五

十年) (臺北:天下雜誌餃份有限公司， 2013 

鮑事天，{養浩集〉馬尼拉:菲律賓中正學院詩田文教基金會， 1996 。

顏清煌，(穿行在東西方文化之間 -1立;答:奸事人學者兼社會活動家的回憶錄〉

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8 " 

〈二)、訪談記錄

張存武訪問;李郁青紀錄卜的;這希哲先生設問記錄)，(畫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 2000 () 

柯嘉遜，(最後的訪談:東姑與逐斯套三話玄宗〉苔;盒放 :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2006 。

「蕭萬長一訪談逐字稿 J' 2014.04. .1 3 '> 

才二、專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 ，{ 中國知交概覽〉北京:世界知識出版

社， 1987 。

中莘學術院南洋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各大學研究所有關東南亞研究博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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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蕭萬長先生訪談記錄表

訪談言已錄衰

記錄者:藍元鴻

訪談日期: 2014 年 04 月 13 日 訪談時間: 1030-1110 

訪談地點: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智路一號 23 樓

受訪者姓名:蕭萬長 |聯絡電話: 02-878968“ 
信方談正文|

Q: 十分感謝蕭副總統您。簫副總絃 5 我們便正式開始了。關於蕭副總統您駐

馬來西亞時期，馬來西亞己;讀始採取一系列同他的政策。這和華人不只是視

華文教育為一種語文教育有認.........從《亞洲通刊〉得知您是打開我們馬來西E

學生前往台灣升學的重要推手。京知，焉來西亞政府是如何同意您的建議?

以及那時候有什麼樣的連接或討論?

A: 因為在馬來西亞這個多元種族的國家 c 如果單純談華文教育，單純談華人

的問題的話，都會涉及到非常高度敏廠的政治問題。而這個國家認為這個問

題是涉及到國家安全。所以是忌諱的問題。我們作為一個外國的使節團、領

事館，應該是避諱的。但是，我在 1966 年初到任以後。我覺得我們作為中華

民國駐外的使節，駐外的工作是促進駐在國之間的關像。這個關僚、未必是外

交關餘，而是實質關{系。這個實質關條是包括經濟、經貿、教育、文佔和人

民交流等各方面的關你。所以，我們是全力推動這個實質的關條。我在推動

的時候，發現一個問題。我們廣泛與當地的華人團體接觸的時候，就發現一

個問題。每一個不同華人團體關心的問題都不一樣。而我們駐外單位是與各

華人團體保持好的關餘，卻不作任何的評論。不介入這些團體。但是，我們

到華文學校，便聽到很多學校裡的教育工作者一一校董、校長和老師反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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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華文教育若找不到一個出路的話，便不能永績的發展下去。而當時一個

很大的問題是，在當年馬來西亞整個的教育政策是只有一個馬來亞大學。馬

來亞大學招收的學生，又有一個名額的限制，即固打制度。這一來，華文中

學的所有畢業生在出路的選擇上便有限。在華人社會裡頭，真正言責英校的不

多，而且家庭條件要好一點。然後，從小是抱有到國外去日念書的志向。當時

大部份的家庭是沒辦法把小孩培養。但是，華人有一個傳統，是很看重子女

的教育。這樣，他們便很苦惱出路的問題。我走了一趟西馬去訪問這些私立

學校。從檳城、↑台保、森美蘭、吉隆坡、芙蓉、馬六甲、麻坡和新山。這些

地方都同樣的面對和關心一個問題，即所栽培出來的中學生的出路在哪裡?

而我回來便思考這個問題。若這個問題泛辦法妥當的處理，會變成馬來西亞

種族衝突的導火線。但是，又不能和他們議得太明白。後來我正好和馬來西

亞國安局的高級官員，在打高爾夫球時認話~ !汶了好朋友。當時我問他知不

知道他們最大的國安困擾是汁麼?他回答說是罵共 c 我說馬共有什麼特性?

我說罵共都是吸收華人的中學生、畢-業以後;這有出路的人，一起上山去。這

就是馬共的符性。我說不能怪這些學生 ， 這是法府的問題。因為，政府政策

逼得這些人沒有出路。這些人就被其他人給利用和吸收 c 所以，你怎麼辦呢?

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有出路，變成你們正面的力量。而不是負面的力量。

他說這個很困難。我說幫你想到一個辦法，就是讓這些學生去臺灣讀書。因

為，臺灣是反共的。這和你們的利益和政策是一致的。而到畫灣去，學費便

宜 。 一般家庭都付得起。何況，臺灣政府都有在補貼。所以，一般家庭的意

願就會高。而這些人在臺灣讀完大學以後，思想成熟了。他自己有他個人的

判斷，價值觀會定型。然後，他自己也會想 ， 即使馬來西亞政府不承認他的

學位，他還是有辦法到大英體系的國家唸碩士和博士 。 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

這會是一個很好的出路。我這一位朋友聽了以後，覺得很好。這是徹底斷7

馬共的來源。就沒有可以吸收的對象了 。 這才是一個女子的辦法。我便當這個

想法告訴當時的教育部長 Joha泣。這個 Joh也是焉來人 、巫統裡頭很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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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他和東姑拉曼是很好的朋友。 Iohari 部長對華人是一個溫和的人，和華人

相處得很好。所以，他聽了這個建議，不覺得是對他們不利的。或是一個種

族的問題。他覺得這是一個更高層次的國家安全問題。所以，他也同意。但

是，他們不能公開的來宣布這件事，然後我要同意。他就是同意讓這些華文

學校，繼續發展。然後，華文學校的學生要到臺灣，都批准。因為，這樣子

的政策出來以後的 1967 年、 1968 年開始，華文學校的學生就到臺灣來升學。

因為，一開始我們沒有辦法考試，就讓幾個名校去告訴其他華校，可以告訴

他們的學生，成績好可被保守到臺灣讀書。另一方面，當他們抵達臺灣以後，

我們也會徵試他們一下。建立好這個制度以後，就開始執行。

Q: 還有一個問題，當時的華文學校的華語師資的第資少 3 以及學校在校舍、

教科書等方面都頗為缺乏。不知，任蓊副總、統您駐在馬來西亞期閉，臺灣政

府有提供相嗡的教育資涼始寫來西亞當地的毛主文學也校嗎?

A: 沒有辦法!因為，假如把董灣的教材拿去的話 3 含有干涉馬來西亞內政的

嫌疑。我們只能告知當地華文學校，根據他們的教材所培育出來的學生，他

們抵達臺灣以後，我們可能會主定一一位!甄試的機劍出來。因為，我們也無法在

馬來西亞當地舉辦考試。

Q : 1960 年代，馬來西亞華文學校陷入一個艱難的時期，可是到了 1970 年代

便有許多華教領導者出來復興華文教育，並製訂統一考試等制度他的事務。

不知，蕭副總統您駐馬來西亞時期，有無不口董教總的領導者有很多的往來和

互動呢?以及臺灣對馬來西亞當地華文教育的師資培訓，有無提供什麼輔

導?

A: 我們可以培訓。我們也可以提供教材供馬來西亞當地華文老師參考。但是，

我們不做硬性的規定。所以，那時候僑委會也開了師資培訓班，讓海外的華

文學校師資回來研習、培訓。但，這不是專給馬來西亞，而是全球性的師資

培訓班。以避免外交上的誤解。但是、馬來西亞過來的學員最多。因為 3 馬

來西亞的學生最多。我甄試幾十年下來，覺得十分感動的地方在於此。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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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都可以忍受，以應萬變。但是，對子女的教育都是很用心的來維護華文

教育。其中是沒有政治因素的，後來也證明是對的。因為，華文教育傳承了

中華文化。而後來馬來西亞有許多傑出的華商，也在於此。這和臺灣提供的

升學管道，不無關像。

Q: 董教總是如何與畫灣的僑生升學做連結呢?尤其是在 1960 、 70 年代，種

族政治較為緊張的時期。

A: 對。我駐馬的時期，關於僑生回國升學的消息都是私底下進行的。尤其是

1969 年的月 31 日的種族衝突事件之後，是更為敏戚的時期。因此，是不公

開的進行。我們也不登報啊!我們是找這些團體，學校的董事會、校長等保

持聯繫。

Q: 蕭副總統您註馬時期，除了華文中學約讓校畢業生，有無國民型中學的華

人畢業生前來臺灣升學?以及混過什麼管道呢?

A: 有的，不算多。直接到領事館去申請。他們會還退學校和我們聯繫。我們

有專門設金額獎學金給馬來人， 每年約 3 至 5 位的名額。這份全額獎學金是

包含他們的旅費。其中幾位在馬來西亞政府邵門，至今都已有部長級的職位。

Q: 從歷年的僑務統計來看，斬、加坡的僑生人數總是少於馬來西亞僑生。不知，

蕭副總統您駐馬時期，知道新加坡的華文學校在自台升學上的困難嗎?

A: 新加坡僑生比較少的原因在於新加坡政府認為華文教育是他們自己政府的

華文教育，不希望外界介入其中。新加坡政府沒有為此明確的發表聲明，但

私下的有和我方聯繁。所以，我對新加坡的華文教育、華文學校，就沒有去

招生。至於新加坡家長主動的將小孩送來臺灣升學，那便是自主的行為。馬

來西亞是通案，而新加坡則是個案。對馬來西亞的招生是有一個辦法和制度。

Q: 不知，南洋大學的建立是和臺灣有關聯嗎?

A: 以我所瞭解的六年駐馬時期，頭三年的新加坡代表處尚未建立，我們也兼

管新加坡。我們是沒有政策去成立南洋大學。南洋大學是新罵的一些華人領

袖，覺得有錢有勢之餘，想另外從事一些讓自己體面而風光的事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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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集資來辦教育。然而，馬來亞是不能辦華文大學。所以，就在新加坡成立

南洋大學。南洋大學成立的初期 ， 師資有困難，便從臺灣尋找師資。這都不

是政府的政策。這都是南洋大學自主的行為，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南洋大學

的改制等問題，都和我方無關。

Q: 不知，馬來西亞一些具有百年歷史的著名華文學校的校產，在 1949 年以

前是否都為中華民國所支持的。即這些學校原為中華民國投人資金所建設，

後來因為動亂的因套，而紛紛轉為當地的華校董事會的資產了?

A : 總而言之，這些學校到國民政府遷台時期使失去聯緊了。這便由當地的華

人領袖成立董事會，來支持這些學校繼續經營下去已

Q: 不知，蕭副總統您駐馬時期，政府是有和類似說:慕羽等人的國民黨員保持

聯繫嗎?

A: 這些華人都和盟民政倚在對臼抗戰，都有4月絮絮。 但是，基本上他們以前的

老關餘，讓他們是親牛華民翅 。 第一，訣，們領事結成立之後，和他們的關4年、

都是很有善 。 但是，他們是沒有被牛華民國政府授予什麼任務。和沈慕羽先

生見面的時候，他念茲在茲都是這文教育 。 他認為華人在馬來西亞，就是效

忠馬來西亞。但是，我們祖先的傳統文他是絕對要捍衛。僧，這種立場，被逮

捕幾次都未改變 u 因此，我很敬佩他 o

Q: 那麼，關於馬草公會的成立，是有很多早期的馬來亞中國國民黨員參與其

中。不知，蕭副總統您駐馬來西亞時期，政府有什麼政策嗎?

A: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子的事情. 0 不過，駐馬時期，馬草公會是很鼎盛的

時期 。 敦陳修信等人，都是很有名的華人領袖。他們這樣人在早期成立馬華

公會的時候，就是覺得馬來西亞獨立之後，華人是第二大種族，華人，應積極

的參與政治，為種族和諧做一些事。我覺得這些理想很好。但是，後來有些

變化。這主要是利益分配上的問題。所以，華人便收到很多的委屈。

Q: 不知，若副總統您可否分享關於東馬地區的華文教育?

A: 棄馬地區的華人較少來臺灣升學的原因，主要是當時沒有領事館。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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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上很不便利。我記得沙巴較大的城市和我們往來是用信件的方式，信件

往來費時一個月。所以，女子多事情都很難處理。不瞞你說，我六年來的駐馬

時期中，只有去過沙巴、砂勞越一次。這就可以暸解當時的困難，東馬的華

文教育就比較不清楚。

。關於馬來西亞早期的華人社會是比較左傾的事情，不知蕭副總統您對那個

時代的瞭解是怎樣的?

A : 我覺得這個沒有一個客觀的根據。因為 ， 從華人社會裡頭的威情上來說，

他們覺得馬來西亞獨立以後變成國民，但是沒有受到國民的公平待遇。這一

點就讓他們覺得種族和心理上起碼是一個華人。這種認同戚，就讓他們比較

傾肉中國大陸。因為 ， 他們的親人、故鄉都在中國大陸。這就讓你覺得他們

似乎就比較左傾。但是，不一定 。這一些人 3 以我接觸的經驗來說。就西馬

來說，他們的性格 、 生活方次是不會同意共產黨 e 但是，戚慣上是比較傾向

中國大陸的。畢竟，是祖先的祖國 。 華人在馬來族佔多數的國家是比較困難

的 。 馬來人認為華人是晚到的移民主，而能力又比馬來人優秀 2 女子處往往先

被華人佔去。所以 r 便有很今限制華人的話:錢 。 追問題是很難解決，只能讓

時間慢慢的淡，他。現，今新馬地區最大的變仕是網路的衝擊 ， 使得政治管制的

力道就比較小。總的說 ， 我們是希望馬來西亞的社會和諮 臼 雖然，我們受了

一點委屈，至少馬來西亞的華人是世世代代在那裡生活，畢竟不可能再重返

中國。馬來西亞的華人領袖 ， 說得中國很好。但是，你去查一下，有多少人

去投資?以及賺錢呢?馬來西亞華人在英殖民時期，以及馬來西亞獨立很長

一段時間之後，他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都很中國大陸不同。馬來西亞政府

的好幾任總理，每次去中國大陸都帶商界的華人領袖過去。結果 ， 生意上都

沒有下文 。 這樣子 ， 他們還是回到熟悉的馬來西E去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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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方談茶敘時間記錄|

蕭副總統:

一個好的政策執行下去，是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個司緩和馬共問題，是

讓馬來西亞政局穩定。馬來西亞華人，在生活壓力下有一個生活上的憧

憬。他們回到臺灣之後，再返回馬來西亞，成為一股很大穩定的力量。

這便是正面的力量。這政策對我們臺灣也很好。老實說，僑教至今還受

大家一致的肯定，就是這些僑生。我們沒有交代他們回去之後，一定要

替臺灣說好話。然而，他們自然就會有感覺。我每一次到了馬來西亞、

泰國，僑生團體育ii很熱情。所以，我看到的臺灣畢業生，他們畢業以後

創業的也不少，對他們一生有很大的幫助。馬哈迫不清楚有這一個政策。

1997 年年底，他請我去訪問 己會時他說?學學習臺灣的科技園區經驗，以

建立多媒體走廊。 í後來? 我建議他說這一去十三主要和臺灣合作，就是把留

台生集合起來，就一定會成功。因為，他們在奎灣幾年之中，對臺灣怎

!要做，會有一個親生的若是綴 e 後來他沒有這受這一項建議。

我當時若沒從解決中共向遲來談?很容灰7就讓馬來西亞政府警覺，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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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二:蕭萬睛一明
駐吉隆坡總領事館六十一年度職僱員工的配表

姓名:蕭萬長 |職別:領事 | 
經管事務: I 
一、聯合國及各專門機構代表權問題 1 

二、亞太理事會 ; 

三、與馬外交部交涉

四 、 改善國人來馬簽證

五、注意馬外交動態

六、撰擬馬重大事件之專題報告

仁、中馬經濟合作

八、辦理中馬技術合作

九、對馬國商赴華考察農亨詩人錢之聯繁

十、突發事件

十一、與此間外交團之聯繁

十二、汶萊事務

十三、印度事務

十四、印尼事務

十五、中新(新加坡)關條

+六、與其他第三國之交往

十七、馬來西亞政界重要人士往來

十八、保防工作月報

十九、保密防諜

二十、綜理華裔學生來台升學招生事宜(保括受理報名審查證件分發人學

及赴台前之生活指導)

二十一、與馬教育部交涉有關舉辦來華升學人學測驗事宜(包括安排考場

等事務)

二十二、海外青年投術訓練班及函授學校之招生事宜

二十三、漁船事件

二十四、其他重大僑務事件

資料來源﹒ 〈 駐吉隆坡總領事館會報紀錯 (1971-04.12-1974-04 .02))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檔案〉館藏號: 11-01-20-肘。 1 -028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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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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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簡史

空間/時間 1819-1911 年 1949-1957 年 1957-1965 年 1965-1990 年

1. 1949 年 10 月 08 日，設有華文系的馬來亞大學於 1. 馬來西亞政府於 1966 年宣佈廢止小學六年級的會

考 (Lower School Certitìcate Examillatioll) ，引起華人的新加坡成立﹒
1. 1958 年，馬來亞政府開始建立以馬來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國民

不滿﹒2. 1951 年 08 月 24 日、 25 日，金馬華校教師會代衰
中學﹒

2. 1966 年，教總主席沈慕羽賴導全國華團爭取華文大會在吉隆坡的福建會館舉行，一致反對{巴恩
2. 1958 年，華文小學被接納為國家教育制度的-~ ﹒

為官方語文被馬草公會開除黨籍﹒報告書〉決定霉組全國性的教師會總會。
3. 1960 年 2 月教育部長 Abdul Ra.hman hin Haji Talib 組織教育 3. 1967 年，馬來西亞政府制定「國家語盲法 JJ 確立3. 1951 年 12 月 ， 砂勞越琴技實行初中會垮 。
檢討委員會(The Education Revicw- Comr叫悅) 馬來語為唯一的國語及官方音詣 。4. 1951 年 12 月 25 目，馬來亞華校教師會總會成立﹒

4. 1960 年 8 月發衰位受迫-立報告書但也113n Talib RepOlt) 0 4 . 1967 年 09 月，教育部宣布若無大馬教育文憑
5. 1951 年巴恩馬來文教育報告費 (The Bam f.'s 

5. 1961 年，教總王席林連玉被馬團政府取消公民權及教師詮冊 (Malaysia Celtificate ofEducation ' MCE )或政府學
校哲學試( Govenunent' s School Celtificate ' GSC ) 的Repo此)、芬吳華文教育委員會(renn-"\Vu Chinese 

誼﹒

學生，將不準赴海外深造﹒ 1968 年 01 月 1 日正式實施。Education COIIU叫做e) 0 

6; 1961 年，馬來?哥哥，的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設立﹒
5. 1967 年 12 月 07 日，陸虛諭首次在馬六甲提出創6. 1952 年，英國殖民政府實行 {移民(管制〉法案〉

新rrJ嫂的馬來亞大學則改名為新加坡大學﹒
辦一所華文大學的提議，自 I比展開獨立大學運動 。，馬 ( Immigl'a.tion 序 ontrol) 13ill ) ，所有華人包的

7. 19 6J 年教育法令 ，以府不再舉辦初中會灣和華文中學升學考 6. 1968 年 03 月，馬草公會會長陳修倍宣布計割設立1.五福害防妞，馬 本地出生者，一旦到中國大陸即不得再進入馬來
試，馬來亞聯邦境內的所有必共考試，只能以團語或是作為 一問學院﹒來

新的私塾教育時 臣。無形中斷奇事文中學畢;業生到華文源流的大學
宮方語文的艾女丟在考試媒介話。 7. 1968 年 04 月 14 日，董教總召開獨大會起人會議，西

期﹒ 繼續進修﹒
8. 1962 年開始實全國免費小學學薄，華小為國民迎小學，華小 並公布(獨大宣吉〉 ﹒

8. 1968 年 05 月 20 、 21 日，畫灣首次在西馬來西亞
亞

2. 1904 年，馬新地 7. 1953 年 01 月 16 日，除六便在新加坡福建會拙作;
繼續保j守以華文作2研史學~f((}1 '~頁。但政府在中學方面則大力

舉辦赴台升學學科測驗，計有 956 位學生參與測驗﹒華 區最早的新式華 言說馬華社會成立一所中噩武大學於斬加坡，以報;
較快改制，按手共rf1.改制中學舟，三分之一的課程以;曹文為教學

考試地點位於檳城等t個考場舉辦。 1969 年，赴台升文 文學校一一檳城 :培不能人馬大夥無法回國我赴外地升學的當地跨
無介語﹒ 1962 年的改制問題，使一些獨中僅成為收容超嶄生

學測驗擴及東馬來西亞﹒教 中華學校 ， 由大t商 年 ﹒
或小學升由學政府'的話!中學考試(LCG)落第生的學府﹒ 1965 9. 1969 年 01 月，副首相阿都拉薩發怖，促進馬來人參

資 客車λ張鶴士(掠 8. 1953 年仙月 20 日，教純 、 董總與馬主持公會共同
:半島來詞可言拭l荷廢除了小學升中學考試，只使一些獨中無法 與經濟活動的「斬、經濟政策」及恩來語授課的「新教

勳)於光緒三十年 決最成立「華文教育中央委員會J (簡稱:華教中
繼續為之故道悴+~i~跡。因此，在七十年代的切期，馬來西亞 育政策」。宣告

10. 1969 年的月 13 日，馬來西亞華巫衝突事件發生，
(1904) 黨劃及(昌 委會， I那再「三大;慨萬 J) 。

的華文獨立中學處於空前的低潮，而面臨生存的極大危機﹒
華人死傷-甚多，畫灣策動中國紅十字會及中馬文經協

1畏
辦。 9. 1954 年 10 月 07 日，英煙民地政府通過 r 1如4 年

9. 1962 年，教總教育瞬間殼元章被馬翅政府禁止入境﹒
會，會同各民間團體其拐贈斬台幣 60 萬元物品，寄女

簡
教育白皮書 JJ 在非英文源流學校開設以英文為教

10. 1 963 年、馬來亞大學問始設有牛:艾奈 。
馬來西亞紅十字會救濟災民 ﹒史 學媒介語的班級，由政府委派教師和支付薪金，

1 1. 1964 年，廢止小學升中學的曾弩之後，所有小學生包括攀枝 11. 1969 年的月 22 日，英語正式被廢除其官方面盲以便逐步將這些學校轉型為英文學校。
生都可以自勳升上國民型中學費，國民中壁，因此﹒ 1965 年以 地位 。10. 1954 年的月 2 日，馬來亞聯合邦各1'1'1華校董事
後 ， 獨中的事生來源、變少，新生人數J草IJI哇，或者問學時沒有 12. 1969 年 07 月，教育部長拿督阿都拉曼耶谷( Datllk

Patinggi H吋 i Abdul Raftman Yaacub ) 宣布自 1970 年
會召開第一次打法大會﹒大會一致通過成立「鳥

學生報讀，以致其中一部分獨中無法熬過這個無難時期而只

起，從小學一年級至大學的英文教學媒介，將逐年以來亞聯合邦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J' 1963 年之後
好關閉﹒ 1973 年 11 月 10 日，巴生中華獨中的停辦，就是這

馬來語文代替之。改名為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簡稱:董總。
種例渣。

口 19呻呵呵 ，酬7 (也需 (高等學府 : \ I 11. 1955 年 01 月 12 日，馬來凹陷邦將於 1955 年
7112. ~9~~ 年「砂且越宙台同學會」成立 ﹒

條款) [The Essentia.1 (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llS ) 月舉行第一次民}~立法議員選舉 。 為間止偏激之
13 . 1964 年 10 月 23 日，林連玉先生正式被褲奪公民權。 Regulations ' 1969J '規定高等教育機構的說立 ，必5萬巫人政治首礦，拿督翁之執政，馬草公會棋?也陳禎
14. 1964 年 12 月 21 日，各地華人團體集會決議，要求政府將華 取得教育部長的扯U佳，連者犯法，

祿於 1 月 12 日邀請東姑阿都拉曼(Tw甘心Abd叫
R 文華諾列為官方語吉﹒ 14. 1970 年，馬來西亞國立大學(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Malaysia)成立 。
出l11all) 及伊斯遇等 4 巫統精袖與董總 ‘ 教總‘

15. 1971 年，頒布「大學及大專法令J (Ull;versitj e.~ and 馬草公會代壞等 16 人於其麻六甲立寓所，對殖民

""""司



, 1 

地政府以英文為馬來亞適用語文政策做廣泛性之 University CoLleges Act' 1971) ，規定所有大學或大

討論﹒巫統領袖同意華文教育與文先應受到保 專學院必須得到最高元首和國會的扯雄才可草棚﹒

罷，並承諾於鵬還之彼修改所有瘟民政府的教育 16. . 1971 年 01 月， (瑪吉依斯適報告書) (The }.，，1付 id

法令，並承認華文教育 ， 另一方面，童教總則答
IsmaiLRepo此， 1971 ) ，建議大學以馬來西亞族群人口
的比例作為錄取學生名額的依輝(即固打制， quota 

脖將華文列為官方語文的要求延至還後再討論， sy到em 的開端) ，並獲得通過﹒
作為協調的條件﹒此次會談過稱為“馬六甲會 17. 1971 年 02 月，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和「煽動法

5吏 ， 令> J '禁止公眾討論有關種脹的議題，以防止人民公

12. 1956 年拉薩報告(RazakRepo吋 開討論或質疑在憲法下所保障的植利、地位、特權或

13 . 1956 年 03 月 15 日，南洋大學正式開學﹒ 統治權(包括公民權，國話，其他非官方用詣，馬:1~

1.!l . 1956 年 10 月的日 ， 華文教育中央教育委員會呼
人的特權，統治者的尊嚴，土著在沙巴和砂勝越的特

籲所有草;1女教師抵制 i 站加 957 年 3 月舉行的教
殊地位﹒〉

18. 1971 年 12 月 04 日，馬草公會教育委員會和童教
師賞梅考試(百lC Teachα's' Q\lali 小時 Te;;t ) :因 直馴時合主辦教育大會，提出一份備忘錄呈給教育部

為這I員有試是以英文命題的，並且對於持有華文 長﹒爾後，教育部正貢品;認華文學校高中三賀格和劍

高中曹雪等文憑者，有所歧視。結果當局將這項考試 桶文憑相等。

延至 1958 年 e 19. 1971 年，馬來西亞農科大學成立(The AglicuLllU'C 

15 . 1957 年教育法，令，馬來語成為盟語﹒ University) • 

16.1957 年 11 月 14 日，檳城 、 古陸投等地區華文中
20. 1972 年 10 月 15 日， {南洋商報〉軍先探用簡體

字替代正體字的內容排版，惟新聞標題仍以正體字為
學為抗議改制及驅逐超齡生事件，發生學潮﹒ 主﹒

17 . 1957 年教育法令，馬來浩成為國詣 > 1957 年 1 2 21. 1972年，工業學校，改制成工科大學(The Ulliv白宮ity
月 18 日，新山寬案中學、董事都開會蔚藍說:央 3 至~t然 ofTeclU1oLogy) • 

於次日通過報章對外宜怖即有雙明 : 寬中從 19月 tr- 22. 1973 年， r 馬來西亞簡化漢字委員會」成立 。 研

正月起，不再敗受政府分文津貼 ， 全部經費問鞏 究擬訂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使用的簡化漢字 。

事部自籌及承擔，同時接納超醫學生就漿 。
23. 1973 年 04 月 01 日，霹靂州華校董事聯合會接起

華文獨立中學復興連動，並推動籌款活動，獲得馬箏
社會各界支持﹒

24 1973 年 07 月 27 日，第一屆文電玄之夜，由台灣大

學校友會、中央大學校友會、成功大學a校友會及霄:m
師大校友聯合主辦 e

25. 1973 年 12 月 16 日， r發展獨中工作委員會」通

過(華文獨中建戰書} ，陣脫造成立「童教總全國投展

華文獨中工作委員會」﹒

26. 1974 年，南洋大學決定停止通過考試歸取新生。

27. 1974 年 05 月 31 日，馬與中共建交﹒我國與馬圓
斷絕9頁事關條﹒

28. 1974 年 07 月 16 白， r馬來西亞宙台校友會聯合

總會 J (簡稱:窗台聯總〉正式漣漣註冊﹒

29. 1975 年，新加坡教育部長負責重組南洋大學，改

採英語教學，並與新加坡大學台班上諜。

30. 1975 年 12 月，所有英文中學改制為團民學校，非
語文科目都以馬來語文作為教學媒介語﹒

31. 1975年 12 月，第一屆華文獨中統一考試開始辦理﹒

* . 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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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馬來西亞設展簡史

馬來西亞發展簡史

~問/時間 1941-1945 年 1945-1946 年 11946-1948 年 1948-1957 年 1957-1963 年 1963-1965 年 1965 年至今

破1高市

獨
了2日奴
吉閉丹

英 立

吉打
英屬馬來屬邦 厲 的 ，馬

馬 馬 來
馬來半島 果佛

來 來
，馬

西

彭亨 來

森葵鬧
亞 亞

西

亞

日本佔積 聯 了# 聯

雪，開義 英屬馬來聯邦
κ口色、 邦

亞

邦
霹靂

邦
、聯

婆躍洲島 沙巴 邦

婆羅洲島 沙勞越 :在總結良jt'~

咐[1坡島 新加坡 新自帥、共和國

馬來半島
憤城 英國直屬殖民地

馬來西亞聯邦

篤六甲

:f-筆者自製

資料來酒﹒

李明峻編譯，(東南亞大事紀)，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f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城研究專題申心 J 2006 • 

陳鴻瑜，(馬來西亞史}新jt :闌臺出版社 t ， 2012 • 

陳鴻瑜，(新加坡史}臺jt :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1 • 

陸，建勝， (馬來個)亞董靜、總與華文教育發展之研究 (1951-2000 )) (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0) ，頁 503.

韓方明，(華人與馬東西亞現代他進程)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2) ， 頁 327-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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