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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薯詞

如杲說每一本論文的完成郝是綠歷了各種形式的合作或幫

助，那麼這一本論文就是典型的代耒：無論是精祚或牝質上的

。本論文鄣份奇料是筆者菸 1991年 12 月 18 日至 1992年 2 月 21 日

謎自返面馬來面亞吉痊塽丶怡係及馬六甲訪問當事者和參閱蘑

戟書籍的結杲。

在抵達吉痊決蘇邦國際機場的時候被海間人員謗問，問我

在台灣有氣年了，我埕白告訴他六年但我每一年郝面來。共實

並非如此，只是記得第一次面家的時候還被海開人員叫去一間

辨公室填表格及問語；原來他們懷疑我們在台灣參加國民安及

共活勳。我還聽一位因拿了公賚而在三年後方準菸出境的同學

告訴我說；她那也區的警官不時的打電語向她質問。為毛麼台

灣丶國民當及留學生們成為海間的啟感呢？台灣提供玲海外華

奇的大專教育學銃與後者在各自的國家裡之待遇有考怎樣的聞

係？這些問題希墓在本文裡有一面答~。

但是本論文之所以能夠）頻利完成必須感謝陳奕鵡、吳劍雄

丶徐正光 z丶紫春塋、陳茂泰及陳祥水等教授指迷和廷議。

同時也該感激一班曾綫－迫渡遏徬彷丶聊天、討諭和上諜

的日子之好友，他＼女也．們是李梲端丶王淑燕、章．繕舜、李舒中

林依錦丶潘克宇和除平心。

葦者在到怡係得到曾慶方先生及共家人和鑂錦泉先生的協

助，而在馬六甲時也蒙鑂春挑家人之招待，在此一併感謝。



另外本論文係在中央玕究浣民族學甜究所訪問期間完成的

。也要感謝鑂春挑小妞不時的鼓勵和大力的支持，使筆者有－

個安定的環境以完成本論文。

最後要感謝華文教育運動人亻士和一些機構的頁卦人等，沒

有他們的協助本諭文是無法形成的：（按娃氏葦劃排列）李篙

干丶沈皋羽、胡篙鐸、柯晶遜丶陸庭諭、湯麩及羅志昌諸先生

的大力協助安排和連絡之事宜。在機措方面則有教總教育骨料

硏究中心和董、總執行秘書萁泰熙先生，華社奇料玕究中心主任

陳亞才先生玲子的方便和廷議，馬骨才丶蔡錦堇先生帶我到星

沭日赧．查閱剪報．，以及羅志昌先生巷我安排紮位受訪者等也在

此一並致謝。政後我也要感謝我父母及家人。



翦 妻

本論文試囿探討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運勳及共在馬來西亞

國家形成的遏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討論大馬華文教育運勳
的論考只不遏從歷史學丶政治學等學科角度描述共歷史來源和

政治性質，並未．深入加以分析。事實上，華文教育運勳並非恐

空造成的，而是許多歷史條件湊合之下所形成的。華文教育運

動在歷史上有助于我們釐清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復興運動。這

個教育運動試固採用華教作為傳播華人意識的工具以疣構『傳

统中華文化』的觀念，這觀念是一個新穎的文化意識，共在華

人民族運勁遏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甚為重大，也是馬來西亞國家

形成遏程的產牣。

現代國家的現象受到晚近人類學者的注意，從國家理論的

立場言之，一個代表國家的文化是個全新的現象，它牽涉到统

一的語言、教育、民族意識等現象。因此伴隨國家形成而來的

一套文化也是界定族群間係和族群意識的主要因素，在多元族

群的國家才里尤共顯考。本文認為華人文化或教育運動是對馬來

西亞國家形成的反應荃至抗拒。

本論文研究發現在馬來西亞國家形成遏程裡所擬就的一套

有開國家文化的論述是造成華文教育或華人文化運勳興迫的最

主要因素。國家在這個遏程中政變了原有的程族開係，華人文

化或華文教育運動事實上是一種華人本土化的運勁，在這個運

勳裡華人呈現吞種象微他們熱愛和奉獻玲這片土地的努力，並

以係持他們的文化認同為至高無上的光采。在這一套論述程，

華人試囹廷措出一個文化多元主義及民主的理想政萊。在國家

的干預下華人文化運勳也童新創造了有開華人文化傳统，而隨

藏在這些觀點裡的是一套由華裔商人或精英份子所具有的意識

形應，它決定了華人文化的內涵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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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蒞丑「 研究月菊

本文以大馬華文教育運動的史實作為探討現代國家丶華人
意識和文化再創造之間的閽係。對華人來說，他一方面經歷時
代的鉅變而必須作出一些，文變以適應菸當也，另一方面則是移
民、經驗持練地影嚮考這種遏程。葦者認為從大馬華文教育運動

出發，將是浬阱華人意識和國家干預下華人文化諗述形成的钅文

雜遏程之一種途徑，同時探討這一套華人文化意識形成背後的

意識型態及其埋念，它是交雜於華人政治及馬來面亞國家形成

的歷史中呈現的。因此這是一個動應的遏程。

華人對馬來面亞現代國家形成的反應已經呈頤出他封「華

人文化」或對「傳統中華文化」的一套看法，這一套看法事實

上是使得從原本嵌入儀式、風俗習慣或宗教的文化，史成人們

日當生活中可以意識到、觸拱到的束西一一個具體的事實本

身，這是華人文化客體化的結杲。對於這樣的一套文化意識之

理屏除了從共杖雜的政治、經濟或共他大緒構課題抽絲剝繭以

外，筆者也從人們在社會生活裡對文化之表達考手進行探究。

筆者認為這樣的探討是可以猩得華人文化整體面說的一種途徑

更是理許國家干預下複雜現象的一種嚐試。

國家的玕究在人類學的文趺裡原是政治人類學的一環，但

- 1 -



早期的國家珪究綦本 J:_ 乃
yA 國家的起源為主：人類學家透互

，排比出從沒有正式紐不同社會政治紐織之本質和形式的甜究
織之也方恐范到邨范

、造群和同盟友國家的分類，這基本 J:.. 走

以分類法來頤現人類政治紐織上的燮化或演進。但是人類學如

＾類的工作而巳，那麼它與政杲只有做到將人類政治紐織加以刀

治學程把國家當作靜息紐織、緒構的功能，結合是不相上下的。因
而在七十年代後社會學開始將國家帶入了理論的興超，國家又

成為熱絡的玕究主題。在社會學的顔城程，國家的自主性和決

定國家形成的因素成為最主要的思考；在人類學則以探討不同

社會之國家形成的型態為主 (Cohen & Service 1978) 。因此

基本上人類學係留了一個作比較和對國家是廣泛定義的玕究翌

性。國家除了作為直接的玕究對象外，也可以成為一個千擡因

素，特別是現代國家的出現乃人類歷史上最具效丰和隼權化的

產物，因此現代社會或人不可能免於國家的干預，在現代國家

裡一種同質性的要求是絕對需要的，但在一個種族如此多元的

社會裡，這種要求肯定會帶來矛南和衝突，這種情形將留待本

章第二節討論。本論文在緒構上以馬來面亞國家形成為干預要

素，探討華文教育運勳的歷史脈絡和「中華文化」的華人意識

之產生。（註 1)

但是适當以結楮或歷史成因為主來探討文化或社會運勳往

往會忽略運勁成員的主觀意識或意願，也就是說、緒構的考慮當

把作為主體的個人玲抹殺拌。因此本文也希墓從教育運動內部

的吝種因應個人差異而產生的不同反應表現出來，一方面玲整

性的教育運勣帶來繫張和不哦定性，而另一方面則要表達在華

- 2 -



人文化或教育運動試圉廷立一個统合、整性文化意識的要求的

同時也不可荅認社會現象是多元的，而並非如人們期墓中那麼

具有一致性或單元化的 。

knr knp 

二
k
k沿 東商互阜人肘研究一一

特別走才閶馬來西亞華人

人類學家對海外華人的注意一方面乃來自於人類學從「原

始社會」的研究走向勺文雜社會」社區玕究的趨勢後，另一方

面則是一元四元年以後中共成為中國的合法傾導權所採取的閉

門政策使得玕究傳统中國文化的英美人類學者不得共門而入，

因此才轉而求共次：玕究台灣丶香港和束南亞一帶的華人社會

，把這些也區的華人视為傳統中國文化的巷代品 (Freedman

1963) 。這些玕究者當中， y/.. W. Skinner 丶 M.Freedman 丶

Newall 丶 Willmott及田汝康等政其代表性。這種玕究興超也達

帶影嚮了台灣人類學界的轉向，因此 60年代李亦圉在馬來亞麻

拔的調查玕究就是共中一例（黃應骨 1987) 。

Skinner 的硅究主要集中在泰國曼谷華人的移民史祇要及

共商蓄翎祛的達鑌闞係，並發展出與印尼爪哮華人的比較硅究

o Skinner 在「華人文化變遷與持練模式」的一文中指出敗個

影嚮華人同化與否的因素，分別是： （一）族群信心或文化活力

： 即十元世紀時當也是荅受殛民统治為前提來推論族群隼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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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惑的有無；或因歷史經驗（指華人是荅曾受遏同化）的｀

而產生對「族群意識」不同的定義基準；（二）社會，結措：包捨

(1) 精英階層為土考或西方人為主，（2) 社會階層也位是荅與族群

也位相對應，（3）當比法律的限制華人的流動與荅，包括居留與

通婚。他把面也華人的接受和抗拒同化歸為以上的因素來酵祿

(1960) 。 Skinner 的這種取向似乎巳提出政治统治與族群隼性

心璞的關係，但他只视之為一個亻艮設，也就是說殊民统治與埃

群禁籠心理的自卑情緒呈正比例閽係，這種閶亻系直接影嚮到對

共文化侵越感的的挑戰。但是說不适的是：華人在移民前也達

受遏殊民、统治，如杲說相同的經歷不能產生一樣的結杲，那麼

這樣的前提本身就值得撿討了。而丑在有閣 Baba 華人的硅究

程似乎也巳鐭反駁了有關華人文化越感的說法，因為如杲說華

人在早期的移民中是採取了文化侵超感的語，那麼華人就不可

能放棄他們的語言及部份的生活習性，荅或是在晚近才把繕華

語视為華人的特微，這郝說明所訝華人的文化侵越感並非在華

人移民早期就存在的。

除了探討「同化」理論的興超外，人類學者也花了很多力

量在華人的「分類」問題上（早期的玕究者都有注意到這個問

題）， 而麥留芳 (1985) 是集大成者。 Skinner 在這方面的背

趺是他把曼谷華商的閽亻系網絡作了紬致的描繪，李亦圉後來的

玕究就是以他的理論為基礎而指出華人商業翎祛之間的連鑌閽

係以及這些商人在方言群上的分佈。李亦圉指出麻決華人社困

間並無從局關係，因而造成無權威糸统的缺陷，祥決這個問題

的方法就是借由藪個社囷同時騁用同一人士為董事丶理事或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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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職員的「執事關聯」 來許決這個權成不足的問題 {1970:133
一 188) 。這種推論隠藏在作者的理論架構裡，亦即將無權威糸

统狀憩認為是噹比人的意識產牣，而以功能的角度出發去彌補
這個在遇輯上的缺點。 唯李氏所做有助菸我們晚褡華人的社囷

運作，及翎祛的特質。麥留芳 (1985) 則是想透遏與台灣漢人
移民比較來討論陳共南的土考化理論，但由菸華人社會、歷史

環疣的不同，有關星馬華人分類基礎似乎說明了他們的移民本

質，或說一個尚未曾經遏本土化的「華僑社會」，雖然麥氏在

使用這些字眼上是非當諜慎小心的。星馬華人社會在以作為「

中國文化」的實驗品為玕究前提的情況下，只能算是一個以移

積或移居為主的社會罷了，這也可以說是自台灣漢人的人類學

碰究成杲之產物而已。

前述傳统人類學的玕究取向，大多致是以一個社區的華人

為歼究單位。這些玕究也很重视社會的吞種制度，比如家庭

丶宗教和社囷等，並從功能的角度探討制度的聞達性。同時由

於這些玕究部是以這樣的預設出發：海外華人社會文化可作為

「中國文化」的巷代品或實驗品。這將會造成视「中國文化」

為理所當然的及繞在阱決中國文化的問題上打轉，同時也涉及

到玕究主體的問題，誠如吳燕和窩造： ． 「『海外』華人社會的

玕究是猗樹一幟的。」 (1985:3) ，共狷特性友自主性並非作為

「中國文化」的巷代品或實驗品，而是有其本身作為被玕究者

的主性意識和重要性（林美容 1989:7 一 10) 。東重要的是在這

些玕究中郝忽视了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不子是在積民主義籠呈

或爭取狷立後的新興現代國家似乎郝對華人的文化或族群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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澆明國家作為干預因素的現象之外，是了其大的影嚮。這除了 3

它違涉及了這種新興國家形成的必然性和一套有閽國家的立

和民族意識的復雜遏程。筆者認為是這樣的一套國家的文｀
民族意識伐成華文教育跟文化運動的興迫。而這一套有閣國家

的措旄是為本也的學者所重视。因此有閣華文教育運動的圩究

在政治學，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翎城程時有所聞。

早在七十年代時教育學者就巳注意到馬來亞華文教育與國

家形成的聞係。 Chai Hon-chan ' 是這方面的佼佼者，共分別在

1971年及 1977年出版了兩本有閣在多元社會的教育課題：即

Planning Education for a Plural Society. 和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Plural Societies: The West 

Malaysian Experience. 在二書中作者將大多藪于二次世界大

戰後才爭取獨立的新興第三世界國家郝有多元種族社會的特微

，而在廿世紀的五十年代裡人們郝還持有透遏统一的國民教育

以創造一個共同的民族意識的樂觀理想之看法，但在真正的實

踐上並不如人們所預期的。在作者看來，多元社會的種族問題

實愤上是經濟發屎和分配不均的結杲，但是由於未曾擁有统一

的語言丶文化和種族之情形下，經濟發展不均就會被種族的顆

考性玲持蓋遏去，因此教育就成為平衝或重分配、經濟奇源的設

計，因此事實上它也是教育的問題 (1971:11一 14) 。在多元社

會程國語常被视為一個民族的生命與靈魂，但也同時是多元語

言社會的衝突迫因 (ibid:57) 。 ＼氏雖點出了馬來西亞教育的問

題，但對於現代國家之需要一種統一的教育以塑造一共同的民

族意識只提說是來自於那些廷立巳久的歐汎國家。而丑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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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新興國家是因為種族多 元化而或使國家统合或民族廷設沒

有自然的基礎，教育就是政府的對策之一。作者以為在種族政

治鑌銜的當代馬來西亞政治遏程，族群意識 (ethnicity) 的顯
考性粉碎了認為現代化可以使這種文化和認同的多元化消失的

論點，因此政治統合並沒有如预期中出現 (1977:68-75) 。 Chai
的論點在往後的玕究中也被證實了。

Philip Loh Kok Wah是以政治的玕究出發，對國家教育和

華文教育的聞係作了更詳紐的分析。他在一篇有間，馬來西亞階

級政治轉化到族群政治的論文裡，認為獨立後的華人族群意識

有明頤提高的趨勢，這不僅是對立的政當政客操弄族群符號及

增加自已的政治奇源所可以涵蓋過去的，而是更應該考慮族群

範疇制度化的結杲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thnic 

categories) ，特別是以族群標準的政治參與。從政治學的角

度來看，華人在晚近已形成一個華人社群 (Chinese community) 

，它不是所謂的「初始群體」， （ primordial group) ，而是一個

「利益群惶」 (rational or interest group) 一— 它創造

了也方意識 (1983:189 一214) 。他把這觀點用在 1970年代華人

意識所表現出來的事件一霹靂州華文獨中復興運動，華文小學

生人致的劇增及狷立大學受廣大華人群眾的支持。他認為這種

發辰是受到以下致因素的影嚮：一，新經濟政萊的實旄，使得

原本就沿練殊民也的族群、經濟分配被國家強制也作了一些調整

，本也馬來官僚奇本家與華人奇本家有了直接的兢爭；二，馬

來西亞族群政治遏程的制度化及政治發展的緒杲，使得那些以

階級和多元種族為號召的政當頻臨生存的威令；三，各族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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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或社囷傾祛透遏強調作為族群利益的守既者而使他亻冏定
大眾接受為族群的整tt 利

氙的社經利益得以為受壓迫的非精英

，階級差異被遮蓋遏去。 在馬來西亞教育不僅是社經地位｀

的階梯也是族群意識的一種耒達。由於國家的政治丶經濟和教

育措旄使得華人族群意識得以形成，至於華人鑌社、奇本家和

政客則坐收了足以合法化他們的傾荸也位灰利益之，結杲。(1984

:93 一 112) 重要的是作者指出了馬來西亞政治的攻史所造成的埃

群意識，他沒有使用國家這字眼（在政治學的討論裡國家當被

视為政府或政當） ，而他的論點只適用於七十年代發生的歷史

事件，早於此時期的共他教育爭執則有待進一步的鮮釋。但他

的觀點更強化了 Chai 的論點，使我們更能了祥必須把華文教

育放在馬來西亞的大環境來考察。

Loh 的論點提到了華人社會內部階級的轉化，在一個以傳

统馬克思政治經濟分析為主的考作裡也有類似的觀點，那就是

黃枝速以「半封廷半奇本主義」來形容華文教育裡的商人辨學

，他集中武理了華人社會內部的情形 (1971:111一 115) 。這種

說法在積民也甚或更早期的華文教育是可以說得通的，但在馬

來面亞政治大轉變的時代裡，這種說法是有待修正的。

華人的文化及政治認同與國家的影嚮曾、經為學者所其造是

必然的。陳志明曾在一篇名為「華人與馬來西亞民族的形成」

裡認為在三種受不同教育背景之下華人的共同意識並不存在，

他們對衿華人是些什麼人及華人文化必須係留到什麼程度也有

不同的觀點，這種分類基本上是修正了王賡武教授對華人玫治

的三分法，主要的攻史在於更紬分那些傾向菸馬來西亞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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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群性 (1987:62) 。但是這種劃分只
了，在不同的歷史時

是一種分析上的方便罷
刻裡有時是界緤不分的 。但陳氏最主要的

貢床是點出了華人文化認同是政治力量所伐成的，尤共是從一
開始就具有強烈族群性政治，

以及必須採取華人對自已的主觀

認同為主以便能更全面的描述華人實況 (ibid:65-66) 。然而在
｀形成和部份華人對這套國家文化意識所做的反應作史為詳
紐的描述，因而我們似乎只得到一種閽衿民族形成是必然的；

以及一部份堅持純華人特微和完整華文教育的華教斗士是種族

沙文主義者的印象。筆者認為我們應該對這一套民族形成的論

述和華文教育的斗爭史有一更為詳紐的分析。

在有關華文教育的歷史學研究裡大體上都以比較同情的角

度出發，他們呈現的是所謂華文教育在整性的政治情境的也位

。對衿國家以單語強制所有教育的做法都頗有微詞（這些歷史

考作至少代表了華教斗士或茶一群華人的觀點）。但是這些考

作通常只作到描述的瑰也 (Kua 1985; 王品啻 1985; 陳祿漪

1984) 。

本論文試固從國家理論的探討出發，釐清華文教育運動灰

華人文化運動等現象，以彌補有閽華文教育與國家民族形成和

文化意識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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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論文架構與硅究策略

本論文試固探討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運動在大馬國家形｀

程中所創造的「中華文化」。一般計論大馬華文教育運動的論

考只不遏從歷史學丶政治學等學科的角度描述共歷史來源和政

治性質，钅見國家為完全中立丶無色彩的間中者。事實上，華文

教育運動並非恣空造成的，而是由許多歷史條件湊合下之產勃

，其中馬來西亞國家的形成是設主要的。華文教育運動在歷史

上有助于我們釐清馬來面亞華人的文化復興運動之本質：它試

固透遏運動以攻措「傳统中華文化」的一套意識型態。這個觀

念是一個新穎的文化意識，與前此共他的文化運動大不相同，

這是因為馬來西亞國家形成在此紛演了一個非當重要的角色。

現代國家 (modern state或 nation state) 的現象受到晚

近社會科學的注意。從國家理論的立場言之，一個代耒國家的

文化是新潁的，它牽涉到统一化語言、教育和民族意識等現象

的出現。在馬來西亞的國家形成遏程中，華人的文化運動是作

為社會中堅的華商封國家的反應或抗拒之產牣。

本論文一方面希墓說明國家形成與文化廷構之間的依賴閽

係，並對華商在整個運動中所提倡的文化意識做一剖析，並呈

現這個運動遏程的種種現象。

現代國家封菸社會的塑造及影嚮是不可忽钅凡的。國家作為

一個被玕究的對象，是政治學由來已久的傳统玕究興超。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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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久以來；社會科學家郝把國家视為正帝的丶理所當然的人
類生存狀況 ，因而未能提供對國家有更深入的理 Aq- (Benjamin 

1988:1) 。晚近社會學丶人類學友歴史學等郝封現代國家的現

象投下不少的注力，因而使國家形成、民族意識 (Nationalism)
丶文化意識等有了更進一步的殘清。

以現代國家的現象為玕究對象的學者們對於現代國家的特

微作了相當類似的描述，以下為吞個學者的觀點敘述為主。現

代國家是逐漸形成的，在一個以工蓄為基準的國際閽係之世界

體糸程，現代國家是一種人為的、可模仿的及意識形態的制度

，它靠『意識形懇的祚秘化』來維持。 J (Benjamin 1988:2) 

Benjamin 的定義玲予我們一個有閣現代國家的框架，即在世

界體糸中相互交往的一種形態。這種交流也保成了一種全新的

界文化歷程 (Appadurai 1990:5) 。 Benjamin 認為現代國家

的形成是進入國家的世界體糸之條件，但就國家的歷史發展經

驗之差異，而可區分為 primary 與 secondary 國家，作者即

透遏之間的比較而試圉為現代國家廷構一套理許之方式。他將

此二種國家的差異辨識如下：

一，形成的速度，緩慢逐漸的或快速成形的；

二，時間取向上，前者是現時的而後者則是未來取向的；

三，產生的遏程，是意外或非有計劃的，反之後者是計劃下的

產牣。

在 primary國家的形成遏程中就逐漸的走構了一個龐雜的國家

世界惶糸，因而後來形成的國家部必須以法人的身份取得共他

個性國家的認可。在這種情泥下，這些 secondary 國家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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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國內 m棒一套足 yA 維持運作的現代意識 (modern conscj 

｀、~ess) ，這就涉友由那些曾在世界大部會或國際文化浸柒扭
下的翎祛提倡一種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憩（比如公民的權力莪尉

，隨之而來的是塑造出一個共有的文化形式以利溝适。個人主

義的意璞也使得相互干涉成為合法的事情，國家將個人真實的

自我強加抹兼1] 而以一種集體的自我認同取代之，這種認同並非

存在於個人心理的真實自我而是有待鑌社來發掘的一種意識形

態。在國家的形成中，這種祚秘化的遏程是必然會產生的。

就現代國家的形成而言， Gellner 似乎很命定的認為從狩

獄社會、農崇社會到工蓄社會，現代國家是不可過免的唯一選

擇。他認為經遏鉅變後的工崇社會，不僅社會分工、社會流動

性更趨祿文雜，更是「一些不尋常丶特殊的事情發生了：一種同

質化的世界觀誕生了．．．這是一個全新的觀念。 J (1984:22 一23)

，在工崇社會裡國家才有能力促成中央隼權化以及使知識普及

丶一敖化的同質化要求 (ibid:31一32, 38) 。 Gellner 以為在

梟蓄社會程生產及再生產是不同於工啻社會的，前者以自我生

產為主而不必依靠專家的指導；反之在工紫社會裡，所有的生

產與再生產都得配合大曼的發展，因此必須以一個更有效、更

龐大的機制來武理，這造成許多從前自我即可生產的功能也郝

轉移集中到國家的、經瑩予理之下。共中教育即是一例：國家控

制了社會上每個人的社會化遏程。因此 Gellner 認為唯有這樣

才能產生出「文化上的同質性早元」，對於現代國家的經濟生

生產需求是再適合不遏的了 (ibid:34) ，這種文化也是一種徙

梟蓄社會的階層化，垂直區隔的文化轉化為工崇社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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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質化的普同性高等文化 (universal high culture) 。這程現

象是全新的 (ibid: 9, 2 2, 3 5) 。

現代國家的形成確是一個全新的現象，它所意含的是一程

人類群性的形成，尤共是經遏一套钅文雜的民族意識鼓呎的結杲

。廷構毛或虛構了民族原本並不明顯的迫源或關達，這

些都得靠一種新的創造：即所謂想像的社群 (immagined

community) ，之所以是想像的是指：一，這個被想像的社群有

考先天的限制，我們無法知悉此社群的每一個構成份子。而且

。民族跪然是一種想像的產物，則它必須透遏各種足以傳達及

廷楮這種想像的工具來完成，在這個情況下， Anderson認為所

謂的 print-capitalism (包括赧章雜誌丶文學及學校等）是

造就一種「同質性、超超時間想像」的政主要工具。民族意識

也在這種情形下達到被塑造及宣傳的效杲 (1983:15) 。啻談及

現代式的學校時 Anderson 有以下的描述：

｀大丶高度理性化，中央層級化，結棒上與國家官僚體

糸類似。统一課本、標準文恣，及分齡進階的安排、課程

教授材料的確定等，這些郝創造了一種自足的、連潰一致

的經驗。」 (1983:111)

很頤然的，這一初郝須靠語言文字作為媒介來傳播。而作者也

相當重株民族形成與語言的變化，尤具是口語 (colloquial)

取代了只有少致特殊階層才能擁有的祚聖語言（古語或文言文）

。這說明了國家形成過程中一種统一的口語語古將會出現，這

種對語言的统一及普及化的要求是超乎溈适的需要，而是具有

如作者所的構作一個想像社群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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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國家必須廷構一套「同愤性的文化」浬念，走圧
國

家的才有的全新現象， Corrigan與 Sayer在玕究了｀｀形

成時稱之為「文化的革令」 (cultural revolution) ，指旦

國奇本主義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是與國家的形式相互影嚮的 ：國

家的形成及共發展方式是奇本主義的產物，而國家利用它的概

威調整了一套適合菸奇本主義發展的道德。國家的形成是－套

意識型應推動的緒杲，這一套意識型，態正如 Abra疏要表達的

，走一種、集體的誤說，它只是國家用來合法化它不正當的行為

(legitimate of illegitimate) (1985:1一 13) 。

前述吞學者郝論述了現代國家所擬就的一套共同的文化以

｀一個國家在世界國家性係中的特色，及在功能上有助衿詩

國家內部或之間的溝适。操言之，是文化使得國家在世界體系

裡得以維持及運作。但是在文化成為國家所欲以掌握的同時，

也為文化帶來一些有超的現象或後呆；即「文化被客體化」的

問題。這些問題也引超社會科學家的興超， Cohn以印度的人口

`｀,j ，說明了英國積民政府以種姓制度作為人口菩查的基
礎，創造了印度人的「社會結構」，使得原本應嵌入一套祆雜
象微體系的文化晨策成為可被意識也加以辨認丶任意擇取強調

的「束西」，並成為那些受英文教育的印度知識份子 4高民族意

的依據 (1984:29) 。文化的客體化也是 Handler 在研究尪北克

猗立運勁時所採用的分析慨念。魅北克民族意識的意識形應所

｀的是一套有關有界限、達面性及包含差異的同質性論述，

Handler 認為這與社會科學家菸討論民族或族群時是綦衿相同

的伋設：認為要有界限才能使觀察成為可能。因此作者認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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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掄述是相互湊透的，毛或是相互的利用 （前者借用後者以

作為潤餑共當識性的戢念，而後者則可以合玟化「當比人」的

意識形憩）。為年找尪北克的國家認同作者發現它就存在菸對

想像中的尪北克文化持練性「客體化」的努力上。這些耒微尪

北克文化猗特性的吝種表演及傳统，郝成為被詳細撿查、辨識

丶復興及消賚的物性。所謂的文化客性化是指；

「株文化為一個束西：一個由諸牣體和實體（特微）所構

成的天然杓。 (natural object or entity)J (1988:14) 

文化的客性化也當伴隨考「文化的係存」而來，弔詭的是，文

化係存不可避免的會使文化產生變遷。因此，在民族運動者及

民俗學者的努力下，「魅北克人」所欲專找的社會特點得以呈

現出來，然而這遏程卻也同時使久已不見、經傳的民俗為那些專

家和從政者手中創造出來 (.ibid:52 一80) 。 Handler 所謂的文

化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就是指涉這些钅文雜的

互動產物。

文化客體化是現代國家形成後呆，它涉及了一個文化或傳

统創造和再創造的遏程， Hobsbawn為此種現像下了一個定義：

「它通帝受制菸或陽或顯的規則及象微意義的儀式之一套

行為 (pratice) ，包括茶些重夏性的行為價值或規則，這

些郝會自動也隨含考與遏去的關達。事實上，它們會儘可

能也與一個適當的過去加以連接 J:. 。」 (1983:1) 。

因此傳统的創造中之「傳统」是一種全新的束西，它在過去可

並末出現遏，但一旦它出現在現代社會中時則將自勁也與適啻

的過去作成關達。在 Hobsbawn 的筆下這種傳統的劍造是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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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奇特情境所作的反愿」 ，以「參照豺情塊的形式或者

` 過擬亻以義務的重夏 1生」以廷構一新的遏去。尤共是在危機羣

會大轉變時，「傳统的創造」是政有可能發生的 (ibid : 3 一5)o

因此，在工蓄革命後，「傳统的創造」就被用來：

「（ 1) 廷措或象微真實或人為社群的社會決眾力或囷性成 '

員； （ 2) 廷構或合法化權威的制度、也位或關係；及 (3)

提供子灌栓信仰丶價值性糸及行為猜習等社會化遏程。」

(ibid:9) 

國家的形成更是需要這種傳统的創造以應付因之而來的鉅變。

但是「傳統的創造」雖可在國家的層次上會產生社會涙恐力，

在共他的層次上可能亦具有合法化「分梨主義」之用。美拉尼

西亞群島的政治活動就構成這樣一幅有超的固像。

Kastom, 這個被創造的傳统，在形式上统合了一種廣泛丶

概括性的「美拉尼西亞生活方式」，而有別於面方文化；然而

在內涵上因遏菸模糊丶不確定而產生也方上、政治意識形態上

的差異 (Tonkinson 1982:306-315) 。 Kastom 也可能涉及從政

者在意識形態及實際生活實踐層次的不一致 (Keesing 1982: 

357 一373) 。即便如此，它被用來正當化不同政當的目的是一樣

的。南非的白人政權也是以「傳统」來正當化共種族隔離政萊

(Spiegel 1989:49-74) 。

，直民主義也在後殊民國家和文化的課題是了一定的作用，

因此當 Fiji 受到人口劇減的威奇時英國積民政府便透過一套

道德改革的「街生」措旄而擴大了國家的權力，另一方面則重

新廷棒了 Fiji 傳统社會。這種行動本身已經使英國係證係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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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考的傳统習俗的說法
不攻自破了，它只反殃了埃國人執意菸

使土考更加噸從衿英國的價值
(Thomas 1990) 。 Lawson 則以

近代的 Fiji 政治中的
｀ 一個有閽文化同愤性之迷思為題說明共

作為廷措酋＊政治傳统合法化的遏程 (1990) 。
現代國家的形成與傳统的創造江戶－秩現象罷了，事

實上國家的形成或許性在近代的世界政治發展上也扮演了一個
重要角色。這些紛擡以蘇聯和束歐的許體為代耒，前此聯合而
成的一些聯邦政惶，紛紛受到塊內不同族群要求自治和自決的
困擡 (Hobsbawn 1992; Gheorghe 1991) 。其他的也區如加拿

大的尪北克人、面班牙的卡達羅尼亞等，的文化或語言扳興運

動。以卡達羅尼亞為例是由衿卡達蘭語受到壓迫的結杲，因此

當卡達蘭語運動興速時，它成為廷立卡達羅尼亞國家的訴求重

點 (Laitin 1989) 。

從以上的討論裡，我們可以作成如下讒個重點：

(1) 現代國家的形成涉及一套「同質化」的遏程，它要求各方

面的统一丶中央帶理，這是一個新穎的現象。

(2) 現代國家的形成所內含的這一套同質化之文化當旄用矜多

元族群社會時就會牽涉到如何及為何塑造這樣的一套文化

之問題，尤共在語言和文化的議題上更是會造成分歧。

(3) 現代國家對族群閽係所粉演的角色是相當钅文雜的，國家帝

是介入界定族群範璹的主動者。

(4) 現代國家所造成的後杲是非帝有超的，即文化的被客性化

及傳统的創造等現象。

本文因涉及大馬華教運動與國家形成，因而所需的惰料有
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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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三種，分別是：
有間華教運勅灰大馬國家形成的文趺；奇

閽華人的民族誌玕究 y這｀筆者訪談及戢察記錄，這勻種济鬥

相互配合是葉者所強調的。

｀第一種奇料的分析，以下的課題是有必要探究的：大

｀教運動史、共背景狀況，在文床上所呈現的「華人意識」

（包捨運動者考作丶演詞丶宣古及備忘錄的分析）及「傅统中

華文化」的理念。這些文獻將以歷史固溯跟歸納法作分析，迂

是提供本文華教運動的主要架構之一。閽於這方面的文獻可以

釜教總的出版物為主，這些刊牣是以時間的先後順序編輯而成

的，筆者認為就文獻的性質而言可以算是第一手的奇料。但是

，封於「華人意識」及「傅统中華文化」璞念跟國家形成的闢

係，光是在文獻上恐怡並不能清楚的顾示出來。這個困難，就

必須仰賴以下面種奇料和方法來補充鮮決。

第二種奇料是一些有閣大馬國家形成和華人民族誌的考作

。在大馬國家形成中，筆者將擇取下列的課題為重點：一丶國

語（包含國民教育制度），二丶馬來人特殊也位與權力

跟非土考的族群劃分） ，三丶公民權的問題，四丶國家文化的

爭論。華文教育運動在五 0 年代興迫，正是這些議題沸膳爭諭

的時候，所以，華教運動必須放在這些歷史情境及事件中考察

共與國家互動的情形。至於民族誌或有閣華人社會的描述性質

的考作則是提供吾人在茶個歷史發展階段下，華人的社會和文

化表現。有助菸我們說明「華人意識」的特殊性和新穎性。

至衿第三種材料，也是補充、或加強第一丶二種歴史济料

的一些「現時」 (present) 採訪丶觀察記錄等，其中包括啻敕

（土考

的
師

」

紮
問
期

A
泅
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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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奎閱。筆者也打等訪問蓽教運動者及這個運動下的學生或教
師（视需要而定） ，以便進－步澄清前述文趺中對「華人意識

」及｀｀｀化」埕念與現代國家的聞係。
從 1991年 12 月 18 日至 1992年 2 月 21 日葦者曾到馬來西亞收

隼相閽奇料，分別赴，馬六甲 丶怡係以及在吉痊決的各機棒和訪

問相關人物。筆者也有機會參閱他們的文畝奇料。在收集奇料

期間，策者也注意當比華文戟章所閽注的問題，這些郝在後來

成為論文的奇料之一。有些奇料則是透遏馬來亞大學的友人到
固書館查閱和借閱。

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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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馬來西亞華人移民史

在大多致的歷史書籍程頭對中國移民的描述所使用的字照

不外是「海外華人」 (Overseas Chinese) ，這個用法是值得商

榷的：一方面固然是太籠統的涵蓋所有中國移民，另一方面則

是這種看法是以中國為出發而少有考慮到時代央革是荅巳與實

際情況產生了矛瘠；雖然很多學者並不憂察。當然這樣的字眼

也並非恣空造成的，它必定有共歷史、政治和經濟文化的綦礎

。畫予學者們在有閽華人意識探討的問題上意見並不一致，但

也許這正是那個時代所呈現的遏渡現象之反殃（註 2) 。

中國人的移民大玟 J:.. 可分為三個階段，即第七、十五和十

元世紀三個時期。第一次的移民是發生在澎湖的墾殖，他們向

面發展政後是開拓了台灣本島，並廷立是與英屬馬六甲、荷屬

柬印度群島及菲律穹的商業貿易往來閽係。這些的貿易往來亻足

成了第二次的移民浪潮，此時正值明朝海運設盛之時；又受鄭

和下西洋的東」激，中國人出海作遠洋貿易的日多。在清朝政萊

的閉閽自守中，中國束南沿海人民還是视戒令如棄筱，人們為

了生存而紛紛逃入海中以期菸彼岸得到生活諾生的便利。大約

在 1860年當面方植民強國相練向中國門戶扣閽成功後，中國移

民 1更不再偷偷拱拱的作違法的勾當而是以合法化的程序被運往

吝國的積民也從事勞力工作。但合法化並不能係證更人性化，

在法律所無法係 l睾的地方就成為各種不同募力角逐的場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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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嵒緒仔」和「豬亻子版運」十

的一種現象。面班牙、
手勾當就成為噹時合法移民下

國家郝為各自的十
菊萄牙、荷蘭丶 大英帝國和共他歐美等

示主國之工商蓄發展而努力，「若力販運」
(coolie trade) 的、緒杲是使得這第三－

大之移民潮特色是大量 11..
散佈廣間的原因

民的原因時曾使用了。陳達在酵釋這種不斷移
「推力」與「吸力 」之概念，所謂的推力是指中國境內人口對
土也與槿食的壓力、 ；移民原居足生德

及自然環塊的惡化以及這
些靠海也區人民的方便和冒險精#,

而吸力則是指在國外有誘
人的生活環塊和工奇 (1967:5 一 12）。事實上中國沿海人民很早
以前即有與南海貿易往來， 因此政早除了取經的和尚丶王朝政
権炫緤以及聖物朝貢以外 ，就是一些沿海人民航海詁生為主的

活勁，也就是說這些技術丶知識和精祚並非晚近的事。這意涵

了沿海地區的人們似與內陸地區人民有考基本差異，尤共是有

一種許釋認為中國人渚「受考 iF.. 统儒家文化的籠旱下，因此不予

是那一個也區的中國血统的人郝持有對商紫不敢冒風險及係守

主義的人格特質，這種說法是慨括而未必確切的。綴觀移民的

這種精祚史，我們當可將這種移民的歷程视為一項無與倫比的

創舉。也就是說在決定及付諸菸移民行種的那一剎那，他們本

身對文化就有了一種創造行勳。

中國國內貿易很早就開始，漢人也從北方一直往南部開拓

。因而早在秦朝征服中國沿海地區前，漢人與當凡「百超」族

就有了頻繫的接觸了，這種接觸無法係證漢人能不受絲毫影嚮

。中國北方與南方的接觸是基菸人口增加所加諸於土地之壓力

而造成的，當越來超多漢人遷入時，百超族的「漢化」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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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説明了中國商人
從很早就進行貿易之活動。商人在中

國

社會的地位也在不同的時代程迫 了燮化。傳统 J:. （一直到
互

以前）商人大部是四民之末 。但在進入明清以後，中國近

` 教的世俗化逐勳也帶動了中國正、统儒家對商人的攻视，而勺

際的商蓍活動中商與士的界限也已模糊化。這種也位的變只

使得華人移民商人具備了一些特質（王賡武 1988; 佘英特

1987; 揚聯陛 1980) 。

在討論台灣漢人社群眾落形成的主要觀點上郝認為；台潰

漢人與束南亞漢人社會的形成有很大的差異，它們基本上在昔

據台灣的時代面地漢人作為積民统治者與土．考民族間的中介者

是相同的，而只有在鄭成功翎台以後才莫定了一個純粹以漢人

｀社區為主的社會而與束南亞的華人移民分道持鎴（陳共尚

1990:58-59; 陳紹啓 1979:32) 。操句語說，以台灣「漢人移

民成功」而言，束南亞也區的華人也就必始終是「移民社會」
：「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的廷夫或擴辰」

（陳其南 1990:92) 。
這裡涉及了很多的問題，其中包括（

一）認定束南沿海移民是以
｀為生，跪然在台灣漢人社會求得與傳、统中
的土她開墾原則丶社會結構法則及

國裊罟社會相同

台灣的所謂「移民成功
一種文化上的心，態，因此在

j 在陳共南的
理所當然了，

土考化理諭（註 3) 看來就
（二）與前一點相闢的是只

才能係證共人口的自然增加率（陳紹啓
有在以濃為主的社會中

角度來淆，移民社會的人
1972:15) ，從人口學的

口當移入或移出
增減。這個推論若

而呈

再向前追問特，
不稔定或波勁的

袤者社會的生產需要成為
就會出現土也與人的關係，

人們必須定届且繫衍人
口。針對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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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麥留芳認為每個也區的歷史政治條件是不同的， 他以星

馬十元世紀的華人為例就指出英國積民统治的政策是係留，馬來

人摘有土也、華人移民方古的钅文雜性而造成「方言」為一個社

群鈕合的法則 (1985:81-82) 。而 l1.. 童要的是陳達在三十年代所

做有間南洋華僑的調查戟告中曾列出這些移民在遷出 國前的職

蓄楓況。

耒一：遷民出國前的職帯一覽耒 (1934 一5)

職番別 人藪 職蓄別 人致

店員 206 失學者 23 

工人 182 漁啻者 13 

賦間者 158 教員 a· 8 

農夫 152 商店徒弟 7 

.. 

行版 139 中蓍 1 

' 

入學者 129 不詳 19 

- `~ 

經商者 47 鎴計 1084 

奇科來源：陳達 (1938) 南洋華亻喬與閩粵社會，有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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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一中，共的店員丶行版
丶經商者和商店徒弟就佶互

，是所有接受調查遷民的 1/3 強，｀
分之三十一 (399 人）

｀蹄為「從事商番」
，這一方面囷然與這也區的也勢不｀

所以在職紫的選擇上是以航運丶捕，魚、
梟作友人 0 壓力有間，

販商和採礦為主。
以這兩個不同的甜究可以對前述「求共南的靴

點提出值疑。這不慬是歷史政治，結構的限制而巳，事實上所謂

「成功的移民」之既點是值得商植的。筆者以為吾人必須將不

同社會形憩生活的華人置於當也的歷史丶政治和社會發展來看

才能提供更為清楚的面犰。以商崇作為發展前導的大多致束尚

亞華人社會而言，在社會紐織、社會閶係和文化的表現上郝與

人類學家在台灣鄉村所觀察到的情形大不相同，尤共是如此異

質性和複雜的社會史不是用一個统整的文化楓念所龍涵蓋的。

就傳统中國社會的階層而言，是以「士農工商」的排比來

表現，也就是說工商階層一直是受到壓制與貶抑的。但這只是

代耒傳统仕大夫對所謂工商的這種逐利職蓄的排拆而並非那些

一般大眾實際的行為。相反的，從柬南中國的也璞生，態和人 0

壓力的情形來看若沒有技術的攻進則傳统的生計經濟型生產模

式必然會帶來生存壓力，菸是在人多生應也備受跛壞的情沉下

，有乎衡生態功能的戰爭和饑往也就成為中國歷史的特點（黃

文雄 1989) 。生存壓力似乎是移民前性格塑造的情境，因此由

仕大夫所強調的「安尙樂道、安份守巳」的生命哲學充共圣也

只不遏是一種堂而皇之的「理想」性格罷了 ＞ 對一般生活在水

深火熱市井小民而言謀取現實生活的機會是最為迫切與實在，
因而內合了一種「重利」的特微（蕃紋玫 1991:12) 。因此，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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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國的社會階層也就不能一以楓之的認為是「仕大夫」文化

面的顆定。許多的歷史學者巳釒星發現在中國早期的移民中是以

工丶商階層為桑。以下是一個在 1911年馬來亞華人職蓄的調全

致據（見表二）：

片斷的歷史材科也證實了這種現象（南大「星加塽華族村

史調查小紐」 1970; 颜清湟 1984:201一202) 。事實上移民的

類型也決定了整個社會的趨向。操言之以台灣和束南亞漢人社

群文化的比較玕究若光只是以原漢人社會紐織法則為主的語，

那將會忽略了漢人作為一個異質性非常大的群性之事實，因而

筆者以為從華人的「商人性」出發或可理阱這一套不同菸傳统

漢人的社會形成之遏程。

表二： 1911年馬來聯邦華人職蓄分佈表

I 

職啻 就帶人致 ＇ 百分比
, ~ 

' '4 

礦工 149,100 41 

' 

農帯勞工 39,800 , 11 
I 

, I 

杲梟及茶農
. ' · 16,900 5 

` ,_ 

, , 
共他勞工 12,500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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繚 J:_ 耒

家庭侮人
11,soo 3 

裁鐽 師
8 ,000 2 

三掄車主及車夫 7,800 2 

圉 T 7,200 
2 

木匹 6,500 
2 

伐木工人 6,100 1.6 

共他職崇 94,300 26 

總計 360,100 100 

奇料來源：駱 (1984) 引自 Snodgrass D.R (1980),Inequality 

and Economic o -evelopment in Malaysia,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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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華人移民與大馬、經濟僉呆

華人經濟的「成功」向來都受硅究者的注意，尤共是在於

這些移 民透遏薪酬或商崇奇本的累精，政後卻執掌或 5參透進整

性大馬的所有可能之職崇區位裡，及形成十元世紀大量勞力奇

本的控制。粒略的分類可以使我們得到以下三種取向的研究：

{l) 以 華人的、經濟性丶理性行為為酢釋華人成功的重點； ( 2) 

強 調旅居 、經驗中的社會階層分化的影嚮； （ 3) 為強調整個移民

史所出現的吝種制度間的速慤以說明華人的社會間係。

第一種觀點可為玕究華人社會廣為流行的標會為代耒，認

為是這種理性的行為使得華人在缺乏金趾紫的當時奇金還能夠

流通，而這些行為似乎部有一套價值性系的文持，比如動勞丶

節撿丶規律等，菸是比較硅究華人在吝個不同社會程所呈現出

來於社會制度丶文化價位的特點以文持這種看法。

在華人移民的經驗程是以粉演介衿西方奇本主義和當比土

考、經濟生產之間的「少敗中間商」的角色為主，這種階層化就

如 Skinner 在談決定泰國與爪哮華人是荅被同化的一個因素時

採用的，因此為了企業的利益．華人的經濟強調以低奇本和高收

猩為主，而在維持企紫生存之前提下以是用同一個族群的現象

形成一個永存的階層化社會。是為第二種既點。

第三程看法是認為必須把柬南亞華人經濟的生產閽係和交

換特微；放在一個由各種企蓄間／內的更大情境來圩究，並強

調這些制度本身也是＊期歷史發展的，緒呆，因為制度性的達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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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誤明華人經濟的生產閶亻糸；
它也走一個史大的社會｀

途徑。這種觀點強調了環境的產物，這是理許華人經濟現象的
存在於華人移民史程的各程制度

及共演燮程，這是可取的。但

來探討「 華人社會」｀試固徙人們在這制度程 的 耒現出 發 ，

這樣的 歷史沈精是如何 形 成的 ， 同時也 考 慮 到個人在這樣的制

度 中並非被決定的。 (Chun 1989:232 一255)

大概要等到十五世紀初年馬六甲王輯成立時以及鄭和下西

洋後，華人在馬來半島的恐居才有明確的記錄。在荷蘭人统治

期間是對華人的經濟不利的，使得華商紛紛轉移陣也到柔亻店發

展。當時馬來亞的自然環境並不適合菸華人廷立其產蓄奇本，

一直要等到英國人在 1786年開間柱榔嶼後，整體的經濟發展吸

引了大批的勞工移民到來開墾以種社香料作物，後來因市場價

格和病虫客問題而使歐洲人放棄了這種努力。 1841年束印度公

司頎亻布有色人種可購渭或租借土地，菸是歐人的土地紛紛眈手

于華人，不上五年華人便支配了榨榔嶼的種社罟。華人通帝郝

在胡叔圉兼種廿蜜，使得氣年後土也變成在土，只得另聞新地

種技。到了十元世紀時榨榔嶼巳很難找到天然沃土了，華人種

桂者乃轉往柔佛。

柔伟王族因受到英國人在新加拔的經濟活動及征剿海盜而

影嚮了共固定利益，限看考境內商帯袤退、人口減少丶土也荒

羔及財源匱乏的情景，就在 1833年創立「港主制度」以招徠華

人的墾拓者。來自新加塽的華人知道廿蜜與胡振的市場需求殷

初，乃酊會到｀｀。所謂「港主制度」是指當一個華人程

柱者選擇一條河流連上的荒地後，他便得向统治者申請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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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契」的淮証，统治者衿港 a朵裡頎布在一條河和另一支流間的
土地為種柱者的「係有權 j 範圍。支流流入主流的也方叫港，
故開港者稱為港主， 有些港主與當時的私會當有密初的聞係。

秘密會社紐織一方面招纜同鄉到這些種社圉當勞工，另一方面

則壟蚯各種綠濟的瑩崇権，包括特種事蓄的經營權：開設公共

賭場、當舖丶販嵒酒類丶豬肉及鴣片等，這些郝是使得華人勞

工的生活一直惡性循環下去：大多敗的華人移民勞工的目的就

是期待衣錦還鄉，因此動勞節儉是他們的特質，但也因為賭博

喝酒等使得他們一無所有，只好持縛的出嵒勞力（但賭博作為

一種社會現象正說明了人試固對命運加以掌挂的努力）。

華人的這種、經濟現象就是所謂的遷移梟蓄，它有明顯的短

暫性：他們對土也的棄舊換新、選擇投奇少風險小和收入大的

經濟作物，以及隨作物的市場價格是落而超連的措舉等。這些

商蓄家之間所形成的連帶闊係是維持生產體係存在的主要力量

，也就是說在華人的成功者與未成功者之間並沒有形成一種共

通的族群意識，他們之間是在這個生產性系下的產牣，因此旅

居、經驗或理性的行為並不足以阱釋這樣的關係。

華人經濟活動的發辰並非一直以梟游為主，事實 J:. 錫礦蓄

才是華人移民的一項成就。早期的錫苗大郝由馬來人開採，由

於缺乏有利的挖摒工具和方法而只能採隼也表的些許錫苗，產

量有限。因此當馬六甲的華人富商因經濟袤退而向外發展時，

很快的便取代了馬來人的也位，一蹭而成為武強大的錫礦開採

者。從 1815年以後華人便已在 Lukut, , Kanching, Ampang及

Sungai Ujung和吉陸坑等也開礦。 1848年霖霎的拉律區發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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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藏的沖精礦床（
Alluvial deposite), 引迫了空前五

錫熱及華人移民的湧入
；並因馬來皇室的操戈和華人秘密令社

的支持下展開 1 ＊達八年的斗爭。由於糾紛的擴大亻足亻｀｀

馬來聯邦事務，錫蓄的發展更為向． 係有共利益而開始出面插手
奇一步。 1850一1882 年華人氣乎包辨了本邦的錫礦蓄。他們帚
進了水車抽水法取代馬來人的傳統技術。錫礦區的開發也引來
成干 J:. 篙的礦工，同時也使學校教育在各比跪勃發展速來（但

這種經濟的浦毫性也埋下了華文教育後來面臨人口遷移的影鬻

的伏筆，尤共是那些小型礦區） （註 4) 。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廿年裡，英國大奇本家開始投入錫礦的

開採但並不成功，原因是當時的錫苗仍可以普遍地自表層地方

取得，加上華人以廉價的勞工、成本開採，而英國人的高玲機

器在成本上就難與華人~兢爭。 1907年後氣乎所有的表層錫苗巳

開採殆盡，必須往比層較深的也方挖搖才能有所猩，造成歐沭

人捲土重來；鐵船開採法取代了華人．的技術。表三是華人與歐

人錫礦勢力消＊的情形。即使在華人執錫礦罟牛耳之時代裡，

錫礦的出口貿易始終操在歐人手中。因此二大大戰後馬來亞的

經濟命脈－－錫礦與樹繆大部份為歐人管本所控制。根據 1953

年的统計，洋行控制了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出口以及百分之七

十五的入口，而華人公司的入口敗頤只佔百分之十，如表面所

示（此二表菸頁 31一 32) 。一直到 1970年歐沭人事實上掌有百分

之七十二點五的全部錫礦公司股權。

而樹繆蓄的發展，它也是華人經濟的典型。華人在樹寢蓍

的分工體係程是以徙事加工廞丶貿易和圉丘工人為主。當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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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三 戰前華人和歐流人鍚礦產量的比較

年代 歐人鍚礦，％ 華人鍚礦，％
, 

1910 22 78 

1915 28 72 

.. 

1920 36 .· 64 

' 

1925 44 ' 56 

1930 63 .. 37 u 

' 

' 
,.,. 1935 66 34 

: 

1937 68 ` 32 
; 

奇料來源： Sir Lewis Leigh, Fermers Report 

Upon the Mining Industr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1940 p.64 ．引自駱 、

(1984) :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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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四
1953年入 口商的往族比 例. 

\ 

代浬商紮目 ＇
禾

繅

6 

歐人 1 華人 + 
，直

」

種食 417 j ' 28 I 
; I 

i 

五金＆機械 I 1231 207 

紡織品 丨 135 13 

廷蔡材料 I 159 26 

化學品／蕪勃 I 301 17 

共他 I 399 67 

共計 I 2642 358 

總體百分丰 I 74. 6 10.1 

奇料來源： Straits Times D iretory of Singapore 

and Malaya, 1953. 引自駱 (1984): 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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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廿庶圉已被證實達到無法避免的＄這時， ，文種樹呀是明智之

舉。尤共是鵲聞陳亮贊 以 廿十篙元奇本種柱樹呀而有面百多篙

的回收消息後，更是使華人種社家越之若 。陳晶庚壇之又創

設熟繆成器廞， 制造鞋靴丶輪貽和 El 用繆品成為樹呀之王。

1932年陳海庚公 司倒閉，由他的女珞李光前續任。這些傾迫頻

落的故事裡郝與潞價的市場價格之是5大有密初關係。但是童要

的是他們的經商懇度：

「他們都只靠渭實，而不敢憂空．．．不予是市場行情好

壞 ，他們郝渭進。」（李成楓 1977-: 298) 

195 0年代初斡戰的剌激造成吟價的直線上升，華人圉主從中猩

利不 少。 1960年政府為減少對樹豚蓄的依賴而制定梟帯多元化

政萊 ，使得油棕番迅速發屎。

1969年五一三事件後，國家進入繫急狀態，國會被擱置，

直 到 1970年當調查毅告書發表後，新政府考手執行國家新經濟

玫萊。由於「土考」的經濟渴弱被認為是使種族閣係惡化的共

中一個因素，政府乃透遏國家的名義成立公共代理襪構，比如

人民信托局丶國家企啻公司友城市發展局等。隨考新經濟微策

的「消除以種族鑒別經濟角色」的目的而命令所有的企紫，尤

具是馬來人在比例上偏少的行蓄必須誤馬來人至少據有百分之

冊的公司股權。以這一股強大的政治為後店，國家雄厚的奇金

和使全的企蓄紐織，政府逐漸收購了外國人在公共公司的股份

使得部份的馬來企紫家成為這正文萊下的新骨。

在礦游和樹瘠番方面，國家更以大手筆奇金睛足亻合教錫礦

有限公 司的股權，以與渣打聯合有 F艮公司合併，紐成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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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礦公司，並且取得了全國錫礦產的百分之回十二股権 o 至

1981年底國家為「土考」企紫家收嘻、聯塋和開聞新碳場芍

已超遏百分之三十七以上的錫蓄生產。華人的錫礦紫桑倓旦

萃關閉的令運，封於小園丘或二三盤膠商來說則更是若不堪古

(Siaw 1980:213 一227 駱靜山 1984:240一247;－立亶特 1987: 6) 

不予是逐移梟蓄丶錫礦蓄或樹呀蓄等，郝呈現出一種流動

性大丶經塋短暫的印象，這種的短命創造是深藏在華人移民的

文化噹中。華奇商人在移民社會裡據有最高的也位，一方面是

由衿在這社會中沒有所謂士的階層，以商人的教育丶地位及財

富來看，他們成為社會的桑高層殆無異議。另外一方面則是由

鈤直民經濟的需要，他們也就很自然的成為不論在、經濟或政治

上的社會代言者。再加上他們對公共事業的投入，具備了作為

傳统士的功能，因此這種商人文化是馬來西亞華人歷史及文化

運動裡所不能忽略的主要影嚮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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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運動
一一歷史與議題

蒞一靠 、馬來舌互辜文敖唷之登是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運動是指當華文教育成為「廷國 I率
礙」時所引發的一種有紐織的反封行動以係 l睪華文教育的永存
，在類型上我們採取當比人的區分， gP 語言／文化運動來表示
（註 5) 。但是華文教育不是桑近才有的，它與華人的綠濟丶政

治有考密初關達，因此要瞭祥華文教育在啻代的一些爭諭就得
從其發展去尋筧。

方言教育（註 6) 早在移民時代就巳佳練成立，因此我們

可以追溯至十元世紀的景象以理屏共運作。噹清朝攻變它的外

僑政．萊後，華人社會翎祛開始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海外華僑的

工作也有了推動。尤共是在教育上更受到猜桓的「經瑩」，這

是在鴣片戰爭的剌激底下所展開的制度大，文革的一部份。清朝

的海外教育政策是歷史學家感興超的．，本文不擬重述而只想從

這些文趺裡找到教育與華人社會的政治經濟的閽係。

陳育崧提供的巢個早期義學之片斷史料可以看出教育的宗 ) 

旨有二 (1983) : 

一，

「．．．我閩宥之人，生菸斯，恐菸斯，亦實繫有徒矣。

苟不教之以學，則聖城贊關之正途，何由知所嚮往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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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英書浣埤文，頁 223)

｀聞興晏必先其教，聖輯所以宏示迤育之才，而學禮史以

，況詩書為用世之楷，則父兄學詩，聖訓所以骨丰循之準
之教宜早，．。」 （偶議南華義學小引，頁 224)

-. 

「來義學請書者，大半非為科名是見，如奇質平常者，先

請孝經，次請四書，如巳請完，無大出色者，則教以信札

，俾共諶生有路。」 （南華義學條議第十三條，頁 225)

換句謗說它是想要傳授聖贊之道以及適應於現實生活的技能，

因此如呆從華校歷來的課程變勳來看就更為明頤了。從 1907 、

1910 丶 1911 丶 1916 丶 1923 丶 1928及 1929諸年的中小學課表中：

條身 (1923年為國語取代）丶國文 (1923年，文為三民主義和當義

）、算術丶讀經講、經 (1923年取消）、英語、璞科丶公民史地等

部曾出現遏，明頤的混合了傳授聖贊之道和謀生技能之目的

（鄭良樹 1986:164 一 172) 。在清末到民初之間，海外華校的謀

程常有更動，但誠如許多硅究者所指出的這個階段的華教有兩

個童要的攻變： （一）從清末所謂的「忠君」丶「尊孔」之教

育目標轉變為新共和政體的「公民道德軍國民主義」的目標

（颜清湟 1990.12.1); , （二）主要的教育目標是欲使青年學生

具備充分的課生技能（李穿強 1970:780) 。華教一開始就與經

濟分不開是眾多玕究者承認的事實，鑑衿在積民經濟體系禋的
中介角色需要，故英文成為主要課程之一是從很早就開始的。
我們試囹｀｀歸紬 出華教與經濟的閽係如表五（頁 37 一 3 9) 0 

華文教育的發展是與華人的經濟狀況有一個正比關係，華

一 36 -



表五 馬來亞華文學校發展與經濟情沉關係表

年代 華校發展 、經濟發展 ,. r 

I 

華人設立蒙餑私塾以 華人人口的大量增

1854 吝自不同的方言教學 加，初步發展的綠

至 ， 教 學 目的是誤學生 濟需要能略通英語

190 0 能夠在社會上課生， 和普适計算方法的

因此珠算和英語是相 人手，同時也配合

' 「 當重要的教學科目。 ，直民鐭濟貿易的發
d 

展。 ， ( ' ,. 

. 

在中國政治思潮的沖 華人迅速的介入程

擊下開始了現代式教 桂紫丶礦蓄的發展

育，中國國語運動的 以提供面方強國封

1900 結杲使得華人學校大 原產品的需求，華

至 郝成為華文學校，英 人的經濟能力可以

1930 語丶算術及共他現代 從華文學校抗拒接

知識科目出現，國民 受政府津蛄的事件
. 

政府的介入使得華校 看出來。

越受政府注意而丑華
, 

文學校更多被創立迫

來。 ` 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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繚上表
- 

華文教育是備受戰爭 世界綠濟大恐慌，

和經濟不景氣影嚮， 鍚呀 1勇慘趺使得華

1930 華文教育在日據時期 人的經濟能力大受

至 全藪聞閉，而在世界 影嚮。華人、經濟的

1950 不景氣時有些華校也 特 憤是因 附 屬於積

被迫，結來 開 辨 。 這個 民經濟體係而來的

時代也象微考華文教 ，由菸依附的結杲

育課程本土化遏程以 而顯得易受國際市

及國家大規模介入的 場價格波勁的牽制

開始。 。

華文教育受到國家教 華人經濟的發展持

育政萊的限制，因而 練考，並在政治上

1 950 這個時期少有創辨華 猩得係證，然而雖

至 1 校的機會，為了維持 國家已獨立共經濟

1 960 現有的學校之生存， 還在積民者的手程

華文教育運動如火如 。

茶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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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上表

華文教育的發展非為 五一三事件 1灸，玫
1960 國家教育之主流，蓽 府實行新緩濟政萊
至 文學校在 多 種壓 力 下 開始了介入經濟發

1970 苟廷殘喘 。經遏復興 辰的計劃，中小企

運勁的洗禮，華文教 蓄家大惑壓力童大

育終菸可以生存下來 。但對菸教育的文

。 「 持卻有增無減。 ,, 

` 
I 

華文教育作為華人文 華人中小企蓄主對

1 970 化認同的一個重要的 政府政萊的不滿可

至 族群界埤。除了教育 用以祥釋i華文教育

1 990 之外，華人文化問題 受到廣大支持的原

也越發被注意到。 ·, 因。
.~ 

- k . .. 

參考來源：鄭良樹 (1986) ;魏維贊、鄭良樹 (1975) ; 

陳育崧 (1983) 。

人經濟的迫落可以是國家政策所影嚮的，華教之所以如此受華

人經濟牽制是有某結構上的因素：華教從一開始就是自奇的，

也是當時華人社會鑌社展示或鞏固共權威粘墓的途徑。這種途

徑也與清末的政策有很大的聞係。華人社會的所謂「內化」作

用 （指心 向禪國』的心璞）反映了華人社會銍示料與清政權的精桓

作用，在十元世紀末和廿世紀初的華人社會裡，有好多的硼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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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爵而來的。海外華勺

據有清航的官銜，這些 g
-銜鹵瑱－捐官贝

*` l̀ 

，同時也是為了磲亻呆｀
富裕是在清胡意面，文革下
的效忠，＊對抗，文革與革命運勳，

更是那些駐外硼事們中飽｀

的一個呆好時機。
因此有些學者認為

這走華人傳统價值及心迂

係證帶來威墓，所以和］用 , 

需要的一種表達 ，同時財富本身不會

財富來捐官渭爵疽是可
，人們尊敬，最童要的是這會帶來他

們爭取華人社會顔琭權的便利。舉凡
甲必丹丶各帑翎祛和中華

學校教育更為提倡不是因為
商務鏸會的人物部因而受益不淺。

人的利益出發，這可以為圩慷慨阱裏的間係而是有為了幫或私

究十元世紀華人社會鑌祛下一個綜合性的緒論：華人翎钅日的惰

助學校教育是多種杖雜利益考量下產生的，而不能單純的视為

一種利他行為。更有的以華商之經濟也位而將這些早期教育视

為巷半封廷半殊民（註 7) 的經濟服務。不子怎樣，這些硅究同

時提出各種證據來反映華教在當時只不過是商人或社會翎社進

階或彰頤権募的一種方式而已。

但只是說華教是華人經濟與硼社的作用還是不充足的。亨

實上在華教的發展上我們不能忽略了中國政治與教育政策演變

的影嚮：

「海外華文教育，自有史以來，便是中國教育糸统的一環

0 J （陳育崧 1983:232) 

「華僑教育始終是受到母國的卵冀，也是整個中國教育的

一圈 。」（陳育崧 1983:260) 

中國對華教的影悔是從課程丶 學制丶紐織及鼓勵開設學校等'
這程現象桑主要的是： （一 ）華人當時是僑届者；及（二）華敖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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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是當地教育之一環這面
個因素所影嚮（緤維隆 1968:8) 。

但是中國的影嚮也只此而巳
，事實上華教的模限是猗立自主的

運作，中國教育鄣委令海外
翎事兼子華僑教育是中國早方面的

認可，它並無實權，這可以徙 1920年學校註冊法令力Ji 佈後中國

的反應窕出：華人對中國的第一大失墓。

1920年英國積民政府鎰菸華校的介入中國政治運動可能會

造成它在馬來亞利益的受捅，便公佈了學校的註冊條例，要求

所有的私立學校必須註冊有衆並接受殊民也提學司的帝制和

調查，不合街生條件或參與政治活動的學校將會被閶閉。

「法令甫剛宣布，華人社會立刻嗤然，反對之粘學 1仗索霄

漢。政先提出反對的，是榨域的『榨城華僑學校聯合會』

，在鑂樂臣的傾導下，立刻向立法議員林文慶提呈請願書

．．．．．」 （梁緒文 1924:38 一40)

反對粘浪由新加拔南洋女子學校主席莊希泉及校＊佘係皋面人

發迫紐織大困性。有一日當開完會四途中莊被政府捉走．．．．．

華人的反對顯然無效，法令在十月三請适遏，成為法律。代表

柱域華人的林文慶私下跟政府妥協，也附議了它．．．．｀～．當時華

人認為恥然在本也的爭取已無效，不如採用外交途徑：通遏中

國政府向英國交涉或許可使英殊民部撤消或展延法律的執行。

1920年 12月佘係皋與鑂樂臣分別被選派到中國和英國陳情。然

而，很使本區華人社會失紫的是：中國政府並未能完成所付託

的願紫，反倒使氣位請願者被逸祥出 3克，推動這運動的中革教

育總會被封閉。因此海外華教與中國政府的隸屬閽係，與共找

是堅實的不如銳只有形式上的來得恰當。這就涉及中國政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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吣海外華人政萊的性質問題；誠如中國在南 洋遙設鑌事的－段

經遏就很足以代耒：

「臣嚐閣各國貿總．．．．每歲中國之鎄流入外洋者約一二

干篙面．．．．每歲華民瓦入 中國之鎄約合八百篙內外．．．．

夫中國貿易與各國相衡虧短荅鉅然尚有可周轉者以華民

出洋所猩之利足骨補苴也亻尚此源再多則內也之銀必更形

匱乏民窮巳若竊恐事燮業生....蓋翎事一官在彼外洋雖

無m轄華民之權實有係設華民之清」 （通籌南洋各島添

設翎事係戏華民疏，薛福成 1898:840 一847)

二來也可以：

「…·「急收無形之益共紮當有十倍於所疊者且商民人等

環訴迭求若置之不顧頗足以天華民蚨墓之心招外人輕侮

之議」 （咨總理衙門與英外部商辨添設翎事，薛膈成

1898:41 一46)

這程說法實是從清政權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出發。因此我們寧願

相信華人是嵐菸英國積民政府和中國政權之間，畢竟中國設鑌

事係疫華民（特指華商）及查辨華人事務，將不可道免也與英

積民政府或華民既街司在職權上發生衝突（林孝勝 1972:11一

29) 。

綜合以上所談的我們可以說華教的發屎受到華人經濟丶中

國政治演變及英國積民政府三方面作用的影嚮。從華教的中小

學教育之創設年代也可提供這種啥示；配合考表 1i. 來看則廿世

紀第十個年頭是小學教育的發展時期，而中學則隼中在三十至

五十年代間：這銳明華文小學教育是在中國政治勳盪不安下，

一 42 -



蓬勃發展是來 的，
尤｀｀｀提供了很大的推動力（颜清

湟 1982; 古鴻廷
1991:201一205) 。 （見未六）

鐭濟一直以來郝是華校的肯要問題，它並沒有一個能夠 1毛

表六 星馬中小學創設年代统計表

創設年代 190- 191- 192- 193- 194 一 195- 196- 未詳

小學（間） 4 19 5 。 。 。 。 4 

初中（間） 。 2 6 7 7 9 。 1 

; 

高中（間） 。 。 。
, 6 5 14 .. 3 4 

奇料來源：魏維贊丶鄭良樹 (1975) 馬來西亞．新加抉華文中學特刊

提要，頁 10 。

定維持的、經賚文拔，因此它有吞種各樣的經濟來源，共中包括

商會、會餑丶年月捐、稅租丶祚廟義山、學野、基金入息及中

國或本也政府的津蛄等八種。共中以學疊、政府津蛄、年月捐

和商會會餑為主要，可見、經賚來源非當不 1的定，荅至有時候因

國際、經濟市場的袤退而使得華人經濟情況的惡化，就會逹政學

校的停頻，有如表七的例子可奇證明。鑑於華人的綠和江－

－依賴國際經濟市場價格的史動及從事短暫性的企紫，華教在

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會受到波及。

在紐織．钅'J:_ ，華校此是民辨的就愿由釗始者所經塋，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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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的華人硼社（商人或蒂會的頭子） 就走螟所當 然的奎迂

耒七 華校與、經濟不景的聞亻日表

學校 （時 期） ; 
停 頭 原 因

循人 (1933) 因吟錫價格慘趺，市情不景，迫而停

辨一年。

育才 (1911) 第一次停頼，是在民國元年，因綠賚

無考。

南華女中 奈以經濟文維，萌芽時代之師範班，

(1 924) 宣告停辨。

南洋女中 ．．．兼以經濟竭厥，迷暫告停辨。

(1921) 

培風（ ) 屬校跪多，所需經疊自屬浩大，此外

，更因種種因素之影嚮，本校、經費曾

一時陷入絕疣。

奇料來源：鄭良樹丶魏維贊 (1975) 馬來西亞．新加塽華

文中學特刊提要，頁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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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早期蒂派主義盛行的時候，它們各自創緝華校以容納各自
芍的子弟，這些蒂派會鉲往往相互排擁丶斗爭；因此，當茶個
蒂創立它的學校時， 其他幫是很難插足衿共間。這程山頭的既
念後來逐漸被取代 ，但學校釗立者還是形成董事會的要角。釜
事的權力很大：

「掌搓學校的經濟命脈，權大位重．．．．還列奇係予枚產，編
梨預算友海适社會的工作，至於校＊的選騁以及教職員任免

的審查，一敖來說也郝歸釜事部子轄」（鄭良樹 1986:132) 

筆事會的紐織可以下面表示之：

包括產崇信托人、校友丶官委丶家＊代表及骨助人等

4 

`` I 
4 

選出學校的董事部

耒八：蓽枚釜事部紐織、緒楮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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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五內行這情況，這種現｀｀｀
因而可以誤是外行許多甜究者却指出了這樣的事實：
造成內部的衝突，

「..．．查筆事部中`須p是商人
，或有相當綠濟也位的济

產厝級；．．．．對教育一層
，此非他們身所感受，幻o 商蓄

必至不易為他們所知追。 j
性憤不同。因此， I

「出奇辨學校的華僑，
多致係勞動．階級出身的富翁，而不

明暸教有原理。 j

｀本身教育程度的不足以外，也由於他們日常生活經撿為生

意渭嵒，帝會：

「以主觀皮毛之見祥，半新不甘之名詞，指擇校務，或有

知識、有能力、有骨氣之校天不安於位。」 （李栱生丶曾

銳丶鑂醇生，引自鄭良樹 1986:134) 

「.．．．以校天為傀儡，干涉校政，左右各種措旄；．．．．把

校產當作自己的財產，任意挪用．．．．」（鄭良樹 1975: 16) 

共他如錘鑑衡丶匡光照等也郝對學校董事部不純良的興學勅穢

和干預校政的情形多所考墨。這種見許不早早只是玕究者才有

，學校的老師校＊更是深受共客下的共識。

這些跡象頤示了華校內部早就存有董教之間的縶張與不和

證的因素，但這些因素卻在馬來西亞國家形成的遏程中被科
也辛名化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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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
一

佐
角 員家』敖＇唷仗渠紂醞醚

－扛訂式為厄隸

1920年英國積民政府使用註冊條例一
治化，

方面要風逼華校的政
另一方面則承認華校的也位，

共的斗爭
這是一性面面的。隨考國

，華校不時得面諗政府的干預
來得激烈。

，但沒有比戰後的發展

英積民政府的教育政萊在不同時期強調不一樣的取向：

1867年以前英國海呋積民地政府是隸屬衿印度的英國參政司，
故封衿教育是興紀不濃，這是它採取自由放任政萊的其中一個
原因。但從 1867年它直接隸屬衿英國社民部1友 1更開始封教育投
下了注意力 （吳面方 1961:29) 。可是鏗於英國在印度的經驗

使得剛開始達英文教育是态要普遍提供郝有問題：

「..．．我不認為提供玲所有該童（英文）教育封於他們的濃

事生活會有任何蒂助，而這種教育也只會誤一小部份的人

受益，並且會造成他們（受教育者）對現有的工作不滿。．．

（我認為）方言教育，可蘭經，及一些像也理和培養動勞丶

規律及服噸的行為是封他們更有利的。」 {Swettenham

1890年任霹靂參政司時的栽告，引自 Kua 1985:23 一24)

是怎樣的積民經撿造成英國人會如此避諱呢？或許 1895年霹宜

學校提學司在政府公戟上的說法可以祥苓之：

「我應該再童夏的說我們不適合引進英文教育．．．．它在印

度使得有一部份人『因為懂得一些英文而视勞動工作為一

程輕侮』，因而造成浮游在半饑餓丶不滿政府的人大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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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只要誤那種簡早的方言教育存在，就可以塑造出好 l1.. 有

用的公民。」 (Perak Goverment Gazette,1895一 1一4, 引

自 Kua 1985:24) 

這樣的經驗是令殊民政府怯步的原因，但是當教會在此也普遍

設立學校後，情形就玫视了。

歐其教會學校的創立是暫時性，只是為了學習中國方言以

備到中國傳教之需，因此當這些教會撤走時，便把學校交由政

府列黃。這是積民政府介入教育的棨端。加上華文教育的日益

政治化英政府便實旄了前述的注冊條例，開始玲子華文學校些

許補助。 1932年， Cecil Clementi當政時就提出玕擬新的教育

政策 ～（是基菸 1920年的撿計全殊民也經濟狀況以謀政府篩約開

文的調查委員會戟告書而來的），在此新政策下：

「除了以英文或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以及已、經接受政府津

助的方言學校之外，任何新設立的學校將不再得到補助。

J - (Education Policy No. 34, 193 2, CO2 73 / 585 / 13 006 / 1933 

引自 Kua ibid,39 一40)

但是他的政萊收效不大。 1935年，馬來亞教育督察 F. 」． Merton

又修攻 1932年教育法令，係持共控制華校的能耐。但在動盪的

三十年代裡受到政治丶經濟和實際困難的影嚮，迫使這些想畫

辨法廷立更多英校以誤學習華文的熱忱減少的英國化

(Anglicisation) 政萊無功而返。

1946年，馬來聯邦提學司 Cheeseman提出新的教育白皮耆

(Cheeseman Report) 強調母語教育的重要性，同時也注童英文

教育在本邦的實用價值（李帘強 1970: 7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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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玲予該子
以他們的母語去完成學校教育以猩得開

紋他們自已的、
文化空藏及壘富的語言速產是一個錯誤

的教育性系。
J (引自 Kua 1985:51) 

但是不久這赧告書的達議便被政治風潮玲吞沒了。英國工棠政
府在戰後決定誤馬來亞獨立， 並且庚除馬來人所享有的特權，
準備開放公民權的申請 丶使馬來亞在大英女皇的统轄下逐漸自

治。憲制調查囷威逼利誘之下使得各馬來蘇丹签考了協議成立
「馬來亞聯邦 J (Malayan Union) ，這協議一方面想廷立一個

龐大的中央隼權政府，另一方面則係留英國在此也的最大利益

，緒杲引是馬來官僚丶教師丶宗教家及知識份子桓度的恐慌，

「因為在馬來亞，無論在經濟丶教育丶文化各方面，華人

部掌搓了絕對亻｀生，若至在人致量上有超超馬來人的傾向

，而馬來人祇在政治上享有侵待及特權。如杲以種族乎等

的原則推行新定制，則等菸馬來人永遠受制菸華人控制之

下。」 （揚廷成 ~982:54 一55)

英國共實是想透遏英文教育使它的利益得以纊練係持下去，而

馬來人則以示威造行、召開群眾大會及桑後紐織政當與英國人

抗爭到底。基於馬來亞的天治久安之考慮，英國人收 @J 1946年

的計圭」書，並與馬來人政當巫统 (United Malays -Natinal 

C!rganization, U.M.N.O) 協商及制定 1948年的「馬來亞聯合

邦」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 協議書，維持馬來

人戰前的特權也位、馬來語為聯合邦國語丶公民權有條件的開

放各族人申請等的協議。前此的教育政萊白皮書巳不能適應這

樣的政治氣候，於是第二年就成立了一個「中央教育語詞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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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專門列奇撿計當前的教有問題以便向政府提供有聞教育

玫策和執行的原則（李帘強 1970:781) 。就在 1950年由教育

提學司 Holgate 提出第一份教育毅告書，強調英文教育的菩及

化有助衿達到各民族感情海通的理想。這立刻引迫各族的強烈

反對，因為它只對英文教育的發展有絕對的蒂助而忽视了方言

教育的童要性（陳綠漪 1984:293) 。

從 1920至 1950年，英國人對待方古教育的悲度自放任到干

涉的大轉變，有一點是不變的，那就是：積民政府努力的從維

持或發展英文教育為馬來亞吞族的共同語言教育的方向推進，

以梨造一批批在層色上與英國人不同但卻具有英國文化舉止的

统治精英，如此則對英國在此利益的係 l睪就不言而喻了。

「馬來亞聯合邦」的制定及 Holgate 戟告書的不道用迫使

政府委任以牛津大學社會訓練主任 Barnes為主的調查委員會來

馬撿討馬來人教育的問題。這委員會由五個歐洲人和九個馬來

人紐成，所擬成的栽告書又稱為巴息氏戟告書 (Barnes Report) 

。這份赧告書也是後來華文教育運動興迫的導火線，戟告書內

容共中有集點特別引超爭議，試底列衿下：

「我們相信小學教育應該是被用為塑造一個共同的馬來亞

國民之目的服務， 1l.. 我們認為它應該重新依一種新的種族

間的基礎紐織迫來。」

「所廷議的包容各種族在內的小學教育稱為國民教育，它

主要的面相是：．．．．免費，產生雙語（英語與馬來語）的

學生丑可使他們升入英文中學．．．．。」

「我們原則上廷議所有共他種族方言學校必須閽閉而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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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共同的早一類 型小學 教 育所取代 ，由菸這遏程是逐漸的
因此方言教育可伴隨考

國民教育繕練存在一段期間．．．．我
們．．．．要求公共管源的配置，

這`亻是先考慮國民教育。」

「如呆共他非馬來種族選擇狷立菸國民教育而自已提供本
扣的 小學教育課程則將使本計劃受風。．．．．他們如此的做
法證實了他們不效忠本邦。」

（摘自教鏸 1987: 855-856, 原英文發表，筆者自譯。分
別是第十二章結論與建議的第 2 一5點）

巴恩氏戟告書是從檢討馬來文教育而跨越到方言教育的存亡問
題上來，它的「超俎代方辶」被認為有「消滅華人文化」的意固
。魏維贊認為其實早在五十年代前就巳埋下了爭端，那就是荷
｀提出的以一個共同的語文打破種族隔誾廷立馬來亞意識的
措想，由於英語是超越種族和在商蓄與專業上之用語，因此英
語是奇無旁岱的共通語，這已明顯的表示英語將成為設終的教

學媒介語。巴恩氏赧告書只是一個導火線罷了 (1964:15) 。
如杲把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政治史加以劃分的語，可以用

三階段表達之：一是「去積民比化 」：西方積民權力以和乎或
暴力的方式轉移到當地精英手中· -; ~, 1950-60 年代這些國家

對民族塑造丶國家统合丶 文化及認同等的創造有其大的樂戢與

慬憬；第三，六十年代後經遏族群衝突的洗禮，對語言丶程族

丶 宗教及延域的爭執頻~,國家成為這些紛爭的「中立裁判」

(Tambiah · 1989:342 一343) 。 Tambiah的這種類分用在前述的教

有議題上會有不吻合的地方，馬來亞的教育政萊早在積民也時
代就已成為爭執的焦點，在 1940-60年代之間尤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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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興國家的狷立並不念謂考－

個民族的形成：

「因此，他們的肯要工作就是強化理想的民族形成模式以

塑造一個新的民族，這個模式就是一種民族，一種語言及

一程文化统合在一個共同的歷史經驗及固定的傾或上，同

時還要加上種族，宗教和共同的經濟性糸。」

(Chai 1971:13) 

戦後政府的確是很樂觀的來看待统合政萊，他們以為用共同的

語言教育就可以達到使這一代的年輕人更認同於這新國家，但

在一個族群如此複雜的國家程，到底是那一種語言才可以成為

共通語言呢？這個取捨的標準是什麼及為什麼？從狷立前開始

這些問題是桑具爭諭的，英國政府已提出以英語和馬來語為國

語的觀點，原因是它們分別作為超越族群及當也的土考語古。

華人社群中，尤共是華校的教師們對這個說法非當不溈，乃造

成＊達至今的華文教育運動。

1951年，政府為乎息華人社群的憤懣乃接受廷議委託面教

育專家芬威廉博士 (Dr. William P. Fenn) 與吳德緤博士

(Dr. Wu Teh-Yao)來馬來亞硅究如何使華校對廷立一個多元的

猬立馬來亞國作更大的貢趺。芬吳戟告書在調查範困上就提出

一種同情但客觀的·態度來看待華文教育以廷議它作一些攻進。

二者．在抵馬特，曾造訪陳有崧先生，聽取他對衿華文教育荅至

國家教育政萊的意見，尤共是華校教科書玫苹及廷立一個多元

的教育惶糸與陳氏想法有雪同之武（許甦吾 1983:438) 0 而

丑值得注意的是芬吳戟告書所廷議的事珝衿後來的華教史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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苲實一步步的完成 ， 而華文教育運動的部份埕論基礎也來自菸
這份戟告書。這戟告書廷議的重點有：

「在遏去決定 、馬來亞生活方式的各種文化源流似乎命定了
要繕練如此下去 。任何試固強迫非志願的溶合近乎可以確

定的說會帶來更大的分梨。」

｀杲馬來語為國語，而英語自然地成為共适語，及華語

有它童要的文化意義，這似乎是說明華裔，馬來亞人必須鼓

勵他們選擇成為三語學習者。」

「馬來亞教育政策的最終目的應是導玟一個共同的馬來亞

民族．．．．新的學校教育必須以馬來亞，亞洲再到世界的順

序為中心。」

「華校的問題是設備的簡陋，師奇不足及受中國意識影嚮

，但這表示華人的好學。它們的存在必須被承認及加以玫

喜 ？ 」

「必須基於教育而非政治的目的來理許丶廷設性的引導及

津助以化許對華校安全的疑慮。」

「 （華校）教科書必須以馬來亞生活為中心，同時達議引

進新教學方法，因而廷議設立一個華校課本的撿討審計委

員會。 j

「華校由三年級迫，必須強制教授馬來文。又由五年級是

教琭英文。 j

（摘自教總 1987:856 一857 ，分別是第七章緒諭的第 2 一 6,

8 一 12點； 國祥 1964:20) 

尤共是三語教育、堅持母語教育的存在等。這些艱點與教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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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鏸的成立又涉及一段頗 1文雜的政治史 o
璞念頗為一

就在這面份赧告書發耒後，華文教育界的教師紐織 1更只

全國性的總會统籌、统辨，步伐一政的向政府提呈抗議雷 o ` 
戢察都認為教鏸（馬來亞華文學校教師公會鎴會的簡稱，馭

為 u.c.s ．四 A.) 的成立是因為巴恩氏戟告書使得華文教育虞菸

生死存亡時刻的產粉：

「…．因環）免特異各行共是殊少聯絡對內行政民未能劃－

對外爭取尤難奏效．．．．苟欲求增強僑教之功丰提高教師之

也位非有從速召開吞也代表大會紐織馬華教師總會不可。」

（教總 1987:23 這是一封由馬六甲教師公會所發出誌期

民國計九年十二月五日的信函部份內容）（註 8)

除了像巴恩氏戟告書這樣的外在因素之外，愿該還有一些內在

因素，換句語說存在於華文教育荃至衿華人社會內的因素也愿

該扮演一定的角色。這問題與作為華人社會翎導中堅的商人有

閽。我們可以從以下的奇料來證實：

（一）學者的玕究：在第一節裡曾談到華校董事會對校政的千

預，更進一步引申的是「商人辨學，還有一個實際的原因，那

便是：馬華經濟的發展，經遏了十九世紀的猜累之後，也達到

了一個需要，並且延用得是文書人員的階段；這些「財富」，

與共向中國伸手要，不如就比訓練來得方便。」 （黃枝達

1971:113) 這程以外行（指教育的理念）硼導內行的現象一直

是華校內部紛爭的來源，也是教師對釜事會不滿的原因。

（二）林達玉的考作：林達玉是五六十年代硼迷華文教育蓬勃

的叱吒風索人牣，他在篇回憶錄式的文章程頭提到有閶革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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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一方面沒有政才洱月為另
情形，生活帝會陷

一方面又受 董事會壓窄的史童壓迫
入困挽，

是：「以教師 的力
所以他紐織教 吉痊坑師公會的原因

｀」造教師的福利。
三件教師被董 事會壓窄

J (1990:175) 他引了

的情況以十'
。所以大部份的教師公

忒明華校董事商人的刻簿寡息

（三）教鏸的成立史
會的創立是為了本身的福利為宗旨。

個關 菸教鏸紐｀＂
：當各比的華校教師公會聯合超來時，－

續性質的問題成了
華校教師會代表大

不可避免的討論重點。在全馬

會正式會議議程第六珝裡，
一個 事實：

就記栽了這樣的

「 關衿紐織全馬教師、總會，職工會或量教聯合會衆。
議決：先行紐織小紐進行研究，于第二 Z欠正式會議時提交

討諗。其人選為林達玉丶蒂宥三、吳太山、黃偉強

丶沈皋羽五位。」 （教總 1987:297 一298, 1951年
8 月 24 日菸吉隆拔福建會餑禮堂舉行）

於是在第二天的第二次正式會議裡：

「第三項議程：『全馬華校教師會代表大會小紐委員會：

紐織馬華教育界總機構問題的玕究戟告書

（甲）硅究的原則： （ 1) 是否需要； （ 2) 擇共可能性設大

者； （ 3) 擇共政有效丰者。

（乙）硅究的問題：

(1) 要不要的問題；

玕究的紡杲：就所有的提衆看來，封衿紐織全

馬華校教育界的鏸機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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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或的要求， 可以說是需要

的。

(2) 所包括的份子問題；

珪究的緒呆：為謀求教 師的福利及進行教育的

硅究 ， 只有教師本身囷緒超來，

關係才會密初，才會更有效也去

做，故限前以紐織教師總會為主

。至于紐織華校董教聯合鏸會問

題，待各比華校教師會紐織徒全

時，另行推動紐織之。

(3) 是怎樣的性質問題；

硅究的結杲：職工會含有勞奇對立的意味，革

校的情形無此性質，似乎不需要

，而且現在各地教師會多藪非職

工囷惶，可以為未有基礎。呆好

先成立菩通、總會，將來依照情形

的需要，再改為職工囷性未退。

」 （教鏸 1987:298-299) 

操句語說教師公會並不排除成為職工會的可能性，同時也考扈

到與董事會聯合的問題，但必須是等教師會巳經相當使全時才

行，這不難看出教師公會所嵐於的面難困局：一個是來自外在

政府教育政萊的壓力，亻足 1史教師會與釜事會必須囷緒一玟，槍

口胡外。另一方面則又必須在內鄣囷緒是來以係 I睪教師的福 41J

免 連 董事會的無理剝削。前者是華校的存亡關涉到教師的職蓍

一 56 -



及「 中華文化」的生存問題，
後者則說明華校教師的不失政府

法律係 l睪。 濰怪當巴恩氏戟告耆發表後，華校的教師公會比釜
事會的紐織行勳來得激烈與迅速。

華校的董事會總會是比教總退了三年才成立 (1954年） , 

以各也華校的董事會和教師公會紐織成立年代作一比較，我們

得出 未九（貢 58) 。教師公會多成立衿 40至 50年代，而董事會

紐織則在 50年代才相練出現，耒示華校教師的共同福利是必須

yJ.. 紐織的力圣來維設，而且作為被壓迫者的意識也在早期就表

定 出來．°

（四）董事會紐織：

「 1949年 7 月 5 日，奉柔亻弗冊華民政務司之命，頁卦召開全

柔華校董事長；大會，伐請華校釜事部與政府通力合作，屎

密注意教師之言行，協助政府清除潛在華校中之赤色份子

及防止馬共向華校滲透．．．．、結杲全體均舉手宣艳效忠政府

，一心一德支持政府之反共政策，共維本吋之安全。」

（柔華校董教聯合會簡史，菸釜鏸 1987:143) 

這只是一個特例，但從這一段簡史中可以看出董事會紐織比較

可能採取文持政府的立場，在這過程中蟻牲的還是教師。因此

華校教師會總會的成立是有考內外在因素影嚮的，而且有它在

緒構上矛向的也方。但是畢亮外在壓力是華文教有存亡的間統

，反而使華教內部的繫張得以轉移。很頤然的，華文教育的武

疣亻足使一種超超筆教閽係（事實上就是一種勞奇聞係）的不合

證而形成一個整體。這種意識的興速是在面對外在壓力時，躁

一敖早在中國革令活勣在馬來亞展開時華人就巳形成整惶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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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元
狂面亞華校董事會及教 師 公會成立年代比較未

紐織 年代 教 師公會 董事紐織

19 3 0 一 39 2 。
致

` 1940 一49 13 2 

1950 一59 12 6 

1960 一 69 3 。
量 丶

1970-79 2 2 

骨料來源：教鎴 (1987) 教總 33年；董繶 (1987)

釜鏸計年。

的說法並不相似（颜清湟 1982 ;宋明順 1978) 。從中國革命

活動中所使用或鼓吹華僑囷緒一政的史料並不能說明當時一痕

人已經放棄了吟域或階級的爭執，以華教史來看它所形塑成的

華人整性意識卻是晚近政治互動的、緒杲。

巴息氏與芬吳戟告書明颜地存在考相互衝突的觀點，政府

乃決定將它們提交．給中央教育諮詞委員會作撿討。同年，由

Whifield （新代理提學司）為肯的委員會便封這面份赧告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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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也逐茹地作簡短的批評或
點；可是問題錯綜 一些條正，並｀｀之間的共同

祺雜羨後只好不了
了之。至菸形成的赧告書

則由 1951年 9 月由立法議會委任
慮，同時提出 廷議以 4

一個特別連選委員會來加以考
叮定為教育法令

立法議員或閣 員
。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當時

。 1952年擬成戟告書 ，戟告書宣稱它同時檢討
了列號 23 （巴，恩氏）

丶 35 （芬吳氏）及 44號（諮拘）戟告書而
認為聯合邦的教育目標應是：

「（一）培養兒童知識，技能與品格的發展，
（二）鼓勵與伐成吞族人士在多元化的馬來亞社會得到他
們應得的也位，

（三）帑助廷立一個以各族紐成的馬來亞國。」（魏維贊 ，
1964:16)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相信這可以透過多元種族，並提供六年共同，馬來亞

傾向的小學免賚教育即國民學校來達成。這些學校的教學

媒介語必定是聯合邦的官方語言，如杲有至少十五位任何

年級的學生家＊很希望獲得教授該童國語（指華語，筆者

註）及決米爾語，則這些學校必須提供這方面的便利。」

「．．．．必須鼓勵存在考的大量華人及印人方古學校逐漸地

成為多元種族的國民學校。」 （教總 1987:857) 

它看是來是容合面種不同的廷議在程頭：強調方古教有存在的

價值，同時要以國民教有作為武後的教育模式；只是這個模式

將折末的考慮到該童對共母語的需要，因此在主性上還是以巴

息氏戟告畫為主 (Kua 1985:62) 。這赧告書也在翌年菸立法

一 59 -



4'(The Education Ordinance, 
議會适遏成為 1952年教育法 7

1952) ，共內容如下：

「國家教育政策的主要目標是 ...．對所有的該童郝有效妁

教育．．．．使用官方語言．．．
．將所有往族的學生放置在－個

馬來亞傾向的國民學校程。

｀該童家＊或監設人很渴紫學校提供國語或 5文米爾語，

則必須俵給這方面的便利。 （條件與上同，列衿 21. (5) 淮

認為這些學生必須具有相等的語古程度）

「國民學校必須是以下面類：

（一）那些以馬來語為主要教學煤介者；及

（二）那些以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者」

（教總 1987:872 一873 分別是第 g, 21(2) 項的 (a) (b)) 

但是開緝國民學校須要大筆、經費，殊民也政府並無法湊足奇金

以旄行共恥定政萊。經濟來源短缺是未能旄行國民教育政萊的

政命傷，只得從更多的稅收中去年求。因此同年通遏「商蓍執

照與註冊法令」 (Registration and Licensing of Bussinesses 

Ordinace) ，不子當時市況的蓍條與冷決，實行微收商蓄註冊

執照稅以作為廷立國民學校的經費。這法令當時引迫全國商人
的簽名反對，然而亦胝止不了政府的決心，緒杲在 1953年只收
到五百多篙元還不敖廷立一間國民學校，不得巳只好取淯迂法
令（宋哲湘 1955:352) 。

行政議會只好在 1953年底委任
一個以教育閣員杜萊辛廿為

主席的特別委頁會撿計．
• （一）在經濟拮掃的情況下，如何來T

行 1952年教育法令；
（二）在現有的經濟能力內，廷議如何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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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辰教育； （三）歼究＊

育。一份名為
。何年求新的教育济源，

```` 1954年教育政萊白
以維持及發辰教

書在 1954年呈上 皮畫或第列 67號白皮雷的戟告
立法議會攜諭 (White Paper on Education Policy) （魏維贊

1964:16; 教總
1987:858）。赦告書指稱

「我們一致也重新苲定吾
人所信仰的三大原則：

（一）多元種族學校是未來统合
的馬來亞國家公民的教育本

質；

（二）必須教授酊種官方語文，英語與馬來語；及

（三）必須只有平一的教育系统且所有的學校要教非一程共
同的課程。」

至衿執行的方式是以下面的步玹為之：在方言學校捏引介入英

文班級（教總 1987:858) 。但這戟告書並沒有得到「方言學校

j 的支持，反而在馬華公會及華校黃教代表的大力反封下成了

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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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蒞

皐文敖『狂其、馬來西互
盛科仗盜嵒呆

馬來西亞政治活勁帶有強烈的種族取向，這就是學者所訝

的族群政治。這樣的論點可以分為面面來看：第一個面相就是

從早期的痹盟政府形成的遏程考手；第二個面相則是就整性的

政治發展的角度出發。

馬來亞爭取狷立的遏程是戰後政治活動的主題。早在吉痊

放自治市第一次選舉時，巫统與馬華公會就曾紐成聯盟參加蜣

選，這種合作之原型是在 1949年剿共的縶急狀憩下應運而生約

馬華公會（註 9) ，並被政府招纜入各族社群聨絡委員會裡，以

便嵐理各個種族的問題；也是一種各族政治精英的協商場所。

C.L.C. （即聯委會的英文縮寫， Communities Liaison Com-

mittee) 內的成員是以巫統和馬華公會為班底。因此 1952年免

方的合作被视為係守政治與經濟哲學，階級利益和社會背景結

合的最典型 (Heng 1988:147 一 148) 。 因此所謂聯盟的形成是

基菸以種族政當合作協商的形式就是族群政治的一端（陳志明

1990) 。而另一種的族群政治則是指在 40至 60年代間馬來亞或

馬來西亞政壇上一股有別菸聯盟的反對勢力活動的盛袤遏程，

這股勢力是以階級為號召，強調社會主義若或共產主義逹識形

息的政鯊。但在 60年代後這些政業一個接一個的芍散或苟适戎

喘，有的則僅掛有社會主義或多元種族的牌子而不具實質的啻

義，反而是走向單元種族的政治路線，以奇和執政當對抗。迁

程以整個政治發展的歷史作架構的视察也可以得出族群政治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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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钅口論 ( Loh 1984) 。

、 不 子 是何種的鈕、點，
華文教育郝是之間設為啟感和左右政

治決策的重要課題， 因此執政或反對當在閶統時刻會對華文教
育採取茶種適當的德度

。這種情形在猗立前後是最明顾不過的
了。

在五十年代設能激超華人情緒反應的大楓是華文教育以及
相應而來的華文列為官方語文之一的要求了。在英國人打算誤
馬來亞獨立時，馬華公會的誕生正好填補了華人政治因馬共及

國 民當被视為非法的真空，因此早期華文教育運動與馬華公會

有考密初的閽係。從 1952年開始，為反對教育政策及法令，教

總和華校釜事代表在馬華公會的鑌導下成立「三大機構」的「

馬華中央教育咨拘委員會」。華校蚤教之間的合作始於如此的

機綠是受到許多因素影嚮的： （ 1) 當時華校大部份董事代表郝

是由會餑或商會紐織所創立，而這些紐織的硼逹者又是馬華公

會也方文會列黃人也是地方華校的釜事代耒； （ 2) 馬華公會的

成立是由一批受英文教育者所推動，在綦層的紐織上非帝的缺

乏，尤共是大部份受華文教育的基層部是各也會鉲或商會囷體

的也盤。華文教育的爭取一方面可以拉攙華校董教的支持，另

一方面也是擴大馬華公會猩得廣大華人群眾擁設的襪會，這對

於甫成立的馬華公會是百利而無一客； （ 3) 當時馬華公會會天

陳祿祿個人的永諾 ，他的自由派立場是一方面要係有華人的文

化認同；在政治
上則必須效忠，馬來亞 (Tan 1988); (4) 教師

總會和釜事代表更可
尹k 由馬華公會背後撐腰因而彌補了共所

缺乏與政府談判的扶 '5
（包括語古丶政治扶倆和份量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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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相當清楚教育政策的武終形式將會是由聯盟新政｀
而非英國積民噹局，因牝決定，因此它的對象是聯盟老大巫統

迄方勢力如杲囯mU 在它麾下就可作為與巫统
馬華公會認為華人

談判之籌碼，而馬華公會華文教育咨詢委員會就有這程功能

(Heng 1988:191一200) 。
這種功能的發揮可以舉 1955年選舉首

「三大機構」與巫統的「馬六甲會談」事件為列說明之。

1955年馬來亞舉行狷立前第一次大選，聯翌客怡反針派約

國民売 (Party Rakyat, 為巫统原創始者 Dato Onn 鑌逹）

指黃巫统出憂馬來人的權益之挑麥，就在陳楨祿的安排下舉行

了一場會談。 1月 12 日，出席者有釜教總、馬華公會和巫统亻弋

耒：林達玉、沙淵如、蔡任乎丶沈呆羽、孔朔泰（教鎴） ；王景

成丶曹堯輝、張崑靈丶蔡天恭（董鎴）、陳楨祿、李孝式丶梁宇

皋丶翁毓麟、梁＊齡丶温典光、吳志淵丶陳束海（馬華） ；束祜

丶阿芝士、伊士邁丶巴哈馬（巫统）。

束祜承諾如杲聯盟再次執政將玲子華人文化、 1教育與語古

係存下來，並修玫 1952年教育法令，林達玉如此寫道：

｀祜說：『就是由現在超至今年七月選舉止，你係證不

再提官方語文問題。我不是要求取消你的要求，只是要求

你暫時不談，便利我爭取選舉罷了。』

當時我心裡盤算考：反正這個問題不是急切間可以祥決的

，有時間性的係證無礙于事，不如送個人情玲陳祿祿爵士
罷。．．．．（ 1988:109)

會誤的緒杲雙方取得妥協 ，接考就考慮要怎樣應付鵠候在 f1 口
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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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士遘執葦是早新聞稍，『＾
巳答應不提華

7 天會談的緒杲：華校教師
文列官方語文問題』．．．．温典光譯成華文玲

我看，我說： 『不對！不對！我係證的是：徙現在到七月
這七個月裡不提華、

文列為官方語文問題。如此寫法，將會
玲人誤會我們永遠取消 1 基本要求。』于是我提是筆來，
在「答應」下面添考「暫時」面宇．…

．．．．伊士遏說：『這樣，今天的會談就失拌作用了。』他
提速筆來，把「暫時」面宇圈去，拍考我的屑膀說：『今

天我們的談謗是以真實記錄作根據的，新聞不過對外宣傳

而已。林先生，你要帑忙，請蒂忙到底罷。』

我說：『這樣，我是為了你們聯盟吞了一顆炸彈，玲我們

華人罵死了。好吧！我準備暫時挨罵，希紫你們能夠猩得

政權，實踐今天的諾言。』

杲然新聞僉表以後，興論嗤然。攻擊我把教總出憂了。

（他在註阱中提到温典光記錄與翻譯時，把他說的語記為温自

已說的掠功表現，而丑也記不全加工玫造原中文稿，而成為馬

華公會的檔衆。在附記禋他也說明 1友來聯盟執政，他曾三喬四

次的向束菇亻在計實現承諾，但是一直沒有下文。林氏把這個狀

況歸咎菸當時一初實權尚在積民者手中，聨盟只不遏是一具傀

儡罷了。） （ ibid:111一 115) (註 10)

這一段史實說明了當時薑教結與馬華公會密初的閽係，把「三

大襪構」的功能發揮的淋漓盡政，但這只是耒面的形式，真正

的效杲則常不是如此理想。林達玉要求的面百篙元華校津助如

泥牛入海，全無淄息，至於 1952年教育法令則被展除，由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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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委任的十五人教育小紐童新擬定教育攻萊。

這個教育委員會以 Tun Abdul Razak為肯（故此赧告耆又

稱為拉敖毅告書） ，目標是：

「審查現行，馬來亞聯合邦教育政策，走議任何必須之攻革

或修正，以廷立一種能為全聯合邦人民所接受之全國性約

教育制度，俾滿足其需求，及亻足進共文化丶社會丶經濟及

教育的發展，成為一個國家。注意使馬來語成為本邦國家

語文之意向，同時維設及扶助居住本邦共他民族之語文及

文化之發展。」 （魏維贊 1964:16) 

十五委員中的五 1立華奇委員為慎重是見，乃經當與馬華中央教

育委員會所成立的九人工作小紐密初聯慤，相互初磋，是頲－

次有這種合作出現，

「．．．．教育小紐委員對教育的無知，往往提些不三不四的

廷議，造成坑阱使他們誤上惡當。．．．．因為整本拉搓戟告

書份量太多，一個晚間不能從頭到尾仔紬閱請。朱運興認

為上半部屬菸原則，不毛童要，廷議由下半部加以玕究。

這麼一來就把第十二條所謂政後目標漏了限。」 （林達玉

1990:145 一 146)

這設後目標如下：

「本委員會更相信，本邦教育政萊之最後目標，必須為集

中｀｀衿一種全國性的教育制度之下，而在此教育制

度之下，本邦國家語文為主要之教學媒介。然本委員會亦

承認，達到此種目標，不能操之遏急，必須逐漸推行。 J

（魏維贊 ibid; 教鎴 198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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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閶菸小學教育方面：

「`｀各程小學的存「
(1) 標準小學

土，愿被劃分為面大類型：
(Standard 

教學媒介
Primary Schools) ，所使用的

為馬來亞的國語；
(2) 標準型小學 (Standard-t ype Primary Schools), 
共主要教學煤介泣°`'為華語丶決米爾語或英語。」
（教鏸 ibid) 

「方言教育」成了遏渡到國民教育的` 一程型·態而巳，這是小學

教育全盤被納入國家教育性系的時期，而華文中學的命運則未

卜，為以後的爭端留下伏筆。雖然閽衿桑後目標一節經林達玉

的力爭才得到拉赧之口頭答應不列入教育法令裡，但問題並沒

有許決。

獨立的腳步已漸近，一波接一波的制憲危機在前述的各族

群聯絡委員會的諮商直到在猗立憲法上達致最後的共識。馬華

公會認為公民權一事對菸它成為以馬來亞為中心的政當，及增

強當的群眾基礎，而且只要華人一天沒有得到公民權，封於國

家的安全將是一大威令。而巫统則希墓非馬來人能接受馬來人

的特權也位及政府賦于馬來人特權的政策，原因是： （ 1) 因為

馬來人是馬來亞真正的土考民族； （ 2）英國積民统治的合法性

及權威性是來自與尤個馬來蘇丹的協約，因此馬來亞是為馬來

人的國家是從積民统治就存在的； （ 3) 薤民統治的後杲造成移

民社群佔去了馬來亞大部份的財富，因此如杲移民種族被賦子

政治權利，則相對的就得玲馬來人特別權利以係 l睪他們在自己

的土地上享有平等的財富分配。亻足進馬來人經濟地位的策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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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提供馬來商
｀索訓練；｛二）茶些企蓄必須引進回

馬來人的教育與職啻槭會愿亻互；
制 (Quota system) ;(E..) 

（四）非馬來商人紀紀供訓練馬來人的就索襪會 {Heng 19aa: 

148 一 152) 。在這面程主張和安排下 ，擬就了狷立憲法。

狷立憲法是華巫聯盟的協議，所謂公民權與馬來人特馭

交換就是指這回事。馬華公會也使得聯盟政府實旄温和的虹

政策，所以閽於巫统的經濟政策計劃並沒有在猗立後實行，反

倒是一直到七十年代後才實踐出來。因此，在 1957年新定法公

佈時，閽於馬來人的特殊也位有下列諸端：

(a) 馬來係留也：熄定各計政府在法律下有權將土也宣告為，馬

來係留也（憲法第 89條） ; 

(b) 服公職的係留名銃，、經甯特別淮證及受教育的獎助緝法；

（憲法第 153條）

(c) 國家語文為馬來文（憲法第 152條）。（楊廷成 1982: 116-

117) 這些特權是無期限的。

馬華公會內部的前國民當餘眾 {KMTM, 馬來亞國民當文部）

與中央的意見歧異，並造成大決梨（崖骨強 1988) （見註 8)

杖據 1956年拉麩戟告書制成 1957年教育法令，所有接受津

則的小學必須在共原校名下加上「國民型」的字限，華文中學

則可以申請津助成為國民型中學（附廿條件）， 但經三大機繕

交涉下子以取消。教育部也适令全國華校蒂令校內超齡生離校

，否則取消學校津詁，同一月命令華文小學董事會玫紐。這些

措旄引發了全國華文中學的學潮（註 11) 。由衿華人移民程對公

民權丶戟生程序郝做得很不完整，因而學生上學的年齡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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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是超齡的情況，政才
寸的驅逐

狷立後的第三個月華文 超齡生桑大的沖擊｀｀校。
中學發生

原因的歸咎便可看出存 1 全國性的學潮。對這大學潮
在粉政「寸與華文教育運動者的縶張聞係

：前者把這 Z欠學潮的
主鎍推玲共產當「

直以來政府對華校問題的淆法
±.華校的滲透，這正如一

一樣，也帝是作為帝制華校政策
的原則 。而林達玉則認為這大學潮的主使者並非共產當，
「.．．．主使者原來的計劃是要取教總的也位而代之，所以
放出謠言說什麼教鏸已被噹局所收渭，不再為青年爭取利
益了。」 (1988:209-221)

他的證據是在吞個發生學生恐隼事件的學校程都發現了一台品

牌相同的其制播音機。這個插曲反映了華文教育運動的波濤迫

伏，它所涉及的不僅是歸因的不同而巳，事實上還涉及了雙方

對教育荅至種族關係的不同理諭指涉，這種不同可歸納如下：

(1) 國家教育制度的實旄與華文教育運動的興是有密初的聞係

，之間的抗爭是集中在語言（即國語） 丶教育權以及文化

的課題上。

(2) 國家教育政萊的晨大預設在於：促使各種族之間在教育的

鑌域頻蘩也接觸，是可以保成種族間的和平相武，即可以

玫喜種族間的聞係。

(3) 國家教育政策的另一個佷定是認為：在一種以一個語言丶

國家中心的謀程之下，將可伐使馬來亞民族早日的形成

，因此方言教育的存在是達成這個统合目標的 l睪礙。

反之，華文教育運動在早期就已具備了共理論雛型：

(1) 方古教育的存在是使得吝個程族係持其特殊的文化特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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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往特徵是祚聖不可亻灸犯的
，因為它是 1系 1導個人或群m

屎不可或缺的元素。

(2) 學校教育是這種特徵傳播或
持練呆為重要且有用的工具，

它愿該是從小到大在人的一生中不停的作用來達到，甸，

企固膜斬這往歷程邰是違反一個群性對自身文化應享有的

權利。

(3) 國家、统合並非靠強制性的统一語。，十或文化的政策來達到約

，而是在誤各秩教育存在的同時使用相同的課程內容，強

調作為一個公民的權利義務等才能球成。

這共實是面套完全不同的觀點，因此它的完滿阱決是不易菸期

待的。馬來亞狷立後就承認各種族最多只能享有由國家文助的

各種小學母語教育，及使華語或決米爾語成為一個科糸 （在大

學程）或只有在足夠藪量學生的要求下成為補習性質的課程

（註 12) 。因此至狷立時華文中學的也位一直是不明殯的，也是

引發下一波抗爭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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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華文獨立中學的議題

釒丑「 辜文屑註畦貝
(1960-1963) 

1960年，政府撿計 1957年教育法令以使政策是適合於國家

的發展， 2 月時，由教育部＊拉曼達立 (Encik Abdul Rahman 

bin Haji Talib) 宣布紐成委員會。衿 8 月正式發耒戟告書

（稱拉曼 達立敕告書） ，提出了它對中學的措旄：

「我們巳、經說明．．..唯一能達到創造一個國家意識同時係

留與維持這個國家中的各種文化之教育政策基本目標，是

在小學階段的教育使用吞族的家庭用語 (language of the 

family) 而之後應逐漸在我們的教育體糸裡減少語言與程

族的差別。為了國家的囷結，必須從受國家性糸津助之學

校裡淄滅社群性的中學，及係證所有種族的學生得以進入

國民及國民型中學。這政策的一個主要需求是中等學校之

公共考試嫦介必須只以國家的官方語言作答。另外是閽菸

未連守戍定條件的中學，將從一九六二年正月一日是停止

共部份津蛄而成為狷立中學 (Independent School) 。這些

學校具有收受政府考試落她生或超齡生等的功能，故可允

許續縴存在；但不應該係有完全外在菸國民教育性糸之外

，而這可以強制執行適初的法定需要來許決，特別是有間

共同的學校課程表和學程。 」（教鏸 1987:861一864 譯自

戟告書的第元章第 17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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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下之意就是華文中學教育的存在只能作為招收政府考試互
生，但同時使得華文教育的教學媒介語將與 公 共考試語不同，
華校生將面臨考試上的困難 。拉曼達立敕告書也對 1957年教育

法令的精祚作 了 如下的祥釋：

「 無論如何 ， 這是不可能在一個真正以國家為架棒的政萊

程完完全全滿足各個文化與語言群體內所有個人之需求。

J (Kua 1985: 106 一 107, 引自戟告書貢 3)

各也教育局並發函以便革校能從速申請全津助而成為國民型中

學 ，這種申請附有廿二條件（與 1956年 12 月所公布的準國民中

學之廿條件是大同小異的。主要的有，文為五年制丶中學第三年

必須參加初級教育文恣考試及中學五年級時要參加高級教育文

恣考試（星河日戟 1961:26) 。華文狷立中學菸焉誤生了，尤

其是 1962年棓據拉曼達立戟告書所擬定的教育法令，史是將華

文中學一分為二：國民型或狷立中學；

「這樣看來，原來已聞明在 1957年教育法令的聯合邦的教

育政萊，是為了廷立一個將滿足這個國家 (nation) 的需

要之國民教育體糸，及亻足進其文化丶社會和政治的發展。

J （教總 1987: 874, 譯自教育法令前古部份）

這個教育法令的前言就將 1957年的「滿足各個語言文化的程族

之需要」詮釋為「滿足國家的需要」。國家介入中等教育的舒
城在 1962年開始：國民中學 (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 

的意思是指一個全津助的學校，共條件為 1i... 年的課程丶使用國
語為教學煤介語丶英語為必條科丶 在十五個學生家＊或藍設人
的要求之下可開設母語班

(Pupils'Own Language, 或稱 P.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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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參加政府考斌
及共他源流，l

、學學生必須先進预班一年。而國民型 中 學
(national-type 

助的中學 ，淮
secondar Y school) 也是全津

一不同的是它是以
必條科目 。 英語為教學媒介語而國語則是

對衿小學教育
, 1962年教育法

令更賦子教育部天絕對的權
力來嵐浬：

「任何時刻噹教育部＊峨亻；
：：：一間國民型小學適合菸轉變為

國 民小學時，他被授權可以
指示該校成為國民小學。

在部天決定的日期下 ，所有全津助學校的董事會，．．．．必
須依部＊所指示的方式運作 ；而從那時是它（指董事會）

必須停止在用而成為—教師或共他在員及所有子浬襪制或

政府中有閽該校或教育機構的在主，必須停止生效。」

（教總 1987:874 一875, 譯自 1962年教育法令第 21(2) 及
第 2 6A (1)) 

就在這節骨眼上，華人社會內部也產生了意見分歧，這牽

涉了馬華公會從 1952年以來的內部衝突及馬華公會與華文教育

運動的分道持鎴。面顧 1955年華人社囷商會紐織於制定問題上

就因為馬華公會高層傾祛私下與巫统協定，而引是也方部份前

馬來亞國民當翎導人的不滿與眈當（陳期岳丶劉伯群等）。在

1958年林瘡佑接任馬華公會會＊時，也因為向政府要求公平對

待華人的語言丶教育和經濟及爭取64年大選程角逐四十個席位

以 使馬來人不致於隨意修憲。而這引迫巫統主席束結的棲怒，

一方面文持及浚使陳條信（陳祿祿之子）挑戰林荃佑，同時也

使得馬華公會中帝會接受了束枯的庄議，~ 1961年舉謝教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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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林瘡佑又掀迫第二－
大的退當運動 (Heng 1988:237 一245)

場的馬華公會銪迷人在，這一批對華教採取不同於董教鎴立
中 學政制的遏程捏粉演了一個槀主1961年教育法令和推行華文

要的角色。透遏煤惶 丶演諶丶 傳單及各級國會的古論，強調了

馬華新翎琭層對華文教育所採取的立場，試以 1961年戟告書迂

議蓽枚攻制時的 一些古諭就會很清楚了。

耒十 一元六一年教育撿討委員會戟告書執行當

局與馬華公會的宣傳措舉一覽表

日期 人｝勿 宣傳方式 內容

7.2 李三春 攻制後有 1/3時間學華文

I 電台廣播 釜事部不必為綠賚操心

7.3 學賚減少家庭列搶減輕

7.10 李孝式 改制後學生有出路

7.15 教育部 文告 全津中學有 1/3時間教華

文科

8.7 , 謝敦祿 文告 吁全惶馬華當員支持戟告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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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上表

倪宗吉
反封者是少致華人桓端者

～國 赧告書維親與文持共他程
8.10 陳修信 下

族之文化語言
I J 

會
,I 

可使華族免衿鐭濟困難
8.12 翁毓麟 議 反對者以之為政治奇源: 

一呂 ., 本戟告書是最佳的一鄣
梁宇皋 院 玫制是為華裔生考想 ．

矗 辶 4硒̂ 林達玉只是為了私已利益
! 

, 

」 「~國 聯翌未曾企固消減華文

許金龍 上會 反對者為選票而反對
' 

8.16 謝敦祿 議言 只有外國人才不喜此戟告

陳柬海 戾諗 此乃政佳的赧告書

~ 矗＇

'. 
,~ · 

l 

8.23 新聞暨 接見馬青 祥釋戟告書的正確意見

廣播部 與巫统人 ,` 

,· 
I • 

* 士 ，＇'.
, 

` 

9.23 李孝式 政辭 華文教育生襪唯靠聯盟
4 

』

L' 

9 . 27 教＊ 電台廣播 同第－酒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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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上耒

. 

9.27 李孝式 政辭 毅告書對華人有利

10.12 聯邦政 文告 告訴家＊丶董 事和教師政

府 府無消減華校之企固

10 . 17 梁宇皋 玟辭 赧告書是維設華文教育的

10.18 翁毓麟 玟辭 戟告書充滿了美景

10.21 李三春 言 文持 1961年教育法令使華

} . ,,_ "II 教納入國家教育惶制

陳亻歩信 論國 馬來亞政府是除中共與台

灣外對華人東為亢待

翁毓詁 舉會 中

謝添瑞 4 
陳粘新 ｝手辨 4 
倪宗吉 适遏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

江國盛 弔諭

李錫芬 匕

李孝友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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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11.5 

12.2 0 

特上未

謝敦祿

李溷添 l 電台廣播 I 同第一墳
教＊

骨料來源：黎整理 (1986) 「華文中學攻制的面顧」，
頁 3-25 0 

可以總緒出氣點來説明馬華公會與華文教育運動分道持鍶的意

見，即一，他們認為政府提供 2/3 時間的便利巳是桑仁慈的措

旄了；二，華校董事丶師生和家＊郝不必再為經賚操心；三，

接受玫制不會使華人文化被消滅以及回，玫制後會使華校生更

有出路和前途。與華教運動者所強調在母語作為中小學的教學

媒介語及列母語為官方語之一的目標相差何止千里。

一直到 1961年的前半年，華文中學玫制的進展並不熱烈，

世至菸在該年五月計日安 JI傾國會議席補選時以文持「反對 1960

年教育撿討戟告書為名的猗立人士朱運興（前馬華公會秘書也

是前任副教育部-k) ,以三千餘多致票擊敗馬華候選人（中國

戟 1992.1.14) 向政府表現了反對的粘音，但這對政府的旄行

決心毫無動搖。十月底教育法令通遏時，教育部＊允竺國民型

中學可以開下午班收容考試的落也生，也就是玫制中學附設狷

立班。耒十一是華文中學玫制的情形（見頁 79) 。

這一 Z欠的攻制，使得 34 「a1 華文中學校一去不復返。

接考政府以迅雪不及持耳的行動祇举了教鏸主席林達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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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權，及永遠禁止嚴元章博士進入馬來亞聯合邦，而、馬華公

在教育鄣、新聞部等的壓力醚
會在各華文中學的董事會代耒，

合下－－失守，接受了政制（見頁 79, 耒十一）。

｀雪蘭莪的三間主要中學來說 ，加影有華的玫制主要得

力于李孝友；吉痊塽尊孔的攻剌馬華黃諄噸和李潤添居功

不小；巴生光華中學的玫制則有賴于馬華公會巴生分會主

席李塋德的功勞。」 （黎 1986:25) 

黎認為華文中學的玫制在 1961年底已大功告成了，但這整

個計劃是有階段性的，他將之區分為三段（黎 1986:7) : 

第一階段：柱域鐘靈中學背考廣大華人社會啼也程向積民也

政府申請特別津貼金。

第二階段：森美閑芙蓉扳華中學和柔俸昔加末華僑中學公然

違反華社意願，宣布申請玫制成淮國民中學。

第三階段：六十年代初的大災難，四十餘間華文中學前後變

質。

這確實是一糸例的事件，但也只是未明了當政者一路來就有的

政終目標，我們可以從歷來教育赧告書的實施方向猩知，但是

否能夠只將它视為政府政萊的「陰課」，或是將噹事者（如董

事會或校＊）看作只是政府消滅華文教育的工具，則未免太簡

化了。事實上從華文中學玫制的遏程來看，華校當局郝是董事

會或教師公會居衿一方的鑌導人，荅或是華校全國鏸機構的理

事，史是馬華公會也方分會的硼社，因而封菸華文中學的玫制

推玲政府政策或這些當局者共心必惡的「陰誅諗」是行不通的

。上面的字實已經說明了菸華人文化或教育運動中個人並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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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名 攻制

吉打

表十－ 全、馬華文中學攻
制前後一覧表

3 

9 

14 

7 

3 

3 

知江 l 現有珂中

1 I . 3 

1 

2 

4 

2 

奇料來源：教總 (1987) 教鏸 33年，頁 469, 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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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依紐織行字，而玫制就提供 1 政好的例證。

（一）馬華公會各比方鑌社到底在各比華校有多大的影嚮呢？

這個問題沒有直接可取得的奇料，但透遏各個第一手或第

二手奇料可以制成表十二（見頁 81) 。 耒十二中我們亻民定馬華

公會各地方傾社搪任政府或也方紐織襪構的襪會大於一般人 o

華校董事成為也方鑌示由就很明顾了。第二點是，閽菸各比中華

大會堂或總商會，我們有另外面筆奇料來對照：表十三是針卦

各種社囷程、馬華公會中委所執掌的職權的情形而來的，這是馬

華公會從一個以英文教育背景的政當得以猩得廣大華人文持的

方式；雖然這種結合並不穩固（見頁 82 一83) 。但社囷是華校的

直接涉入者，故華校與它們的關係也是可想而知的了。杖據革

人政治歼究的論點，可以提供吾人一個較為清啃的紐織圉（表

十四，見頁 84) 。這固所提供的訊息是，在結構上是以吞自的

利益作為緒合的基礎，利益的考慮是亻受先的。

第二筆奇料是來自雪閑莪中華大會堂從 1946至 1972年歷屆

主席丶副主席和共他相閽職位人選（見表十五，頁 85) 。

這奇科也頤示出馬華公會代表在會餑或商會活蹭的情形，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華文教育的玫制問題上，馬華公會在各

也方紐織翎祛有考直接的涉入是可想而知的了 （註 13) 。

（二）華校董教紐織是否有效控制各比華校呢？

與前一個問題有關的是 ，如杲華校的董教在紐織上是非當
強而有力的語，那麼即使是以｀公會當耗畫敗控制，也不或
五－－五。操句謗說，華文中學的改制部份與華校董教紐
織的控制無效有關係，試以下面面點來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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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馬華么、會擔任
革校董教一覧耒

職 務
人致

馬華公會各文會 丶分會職位®—----__________ 
只握住吞政府機構或紐織職隹®

53 

19 

同時搶任馬華公會及政府職務者 20 

大會堂或鎴商會的職位 10 

未列入者 ® 6 

奇料來源：故王愛洋編 (1961) 馬來亞華枚全祝，

Heng Pek Koon(1988)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註： ®包括華巫视喜委員會丶聯盟聯絡委員會丶定制；；吝拘委員

會丶馬華公會各文會或分會竹各種職務丶公民權語古考

試委員會丶公民委員會、華人咨拘委員會。

®包括華人參事局丶 行政局議會丶也方議會、華人募譬委

員會丶係良局 、市區教育委員會丶村天、市議會、華民

政務司、鄉村委贝會 丶潔淨局、作戰委員會、禮申局。

®由共他惰料中
所得之但未列於王所考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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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馬華公會中央工作委員會委 員職掌主要
華人社囷類型表， 19 4 9 一 195 7

華人社囷類型

I 華人商務總會

(1) 馬六甲

(2) 霹笈

(3) 雪蘭莪．

(4) 森美蘭

(5) 柔俸

(6) 柱城

(7) 吉蘭丹

(8) T 加久

(9) 吉打

I 中華大會堂

(1) 雪蘭莪

(2) 霹靂

(3) 新山

(4) 柱城

—--
職 位

陳祿祿（主席） 、 陳亻歩信、吳志淵

劉伯群（主席）、梁宇皋、朱運興

李孝式（主席）、梁＊齡丶翁毓鶲

Lee Tee siong （主席）

Wong Shee Fun （主席）

Ng Sui Cam （主席）

Foo See Mai （主席）

Wa Cheak Yee （主席）

` Lim Teng Kwang （王席）

李孝式（主席）丶 Khoo Teik Ee 

梁＊齡丶揚氾齡丶 Y.T.Lee

劉伯群（主席）、朱運興丶 Y.C.Kang

Wong Shee Fun （主席）丶话金福

Ng Sui Cam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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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上表

皿她．喙／方言會鉲

O) 廣束／廣棨
劉伯群（主席）丶李孝式丶｀

＂ 粱宇皋
粱＊齡

丶话茂達
(2) 福廷

(3) 患卅

(4) 攻卅

(5) 廣州

(6) 雪升1 南海

(7) 雪卅永春

(8) 雪升1 廣西

(9) 柱 寧陽

IV 宗族／姓氏會餑

陳技祿 、 Khoo Teik Ee 

Soon Ch eng Sun 

朱運興丶 Foo See ·Moi 

李孝式（主席）

Y.T.Lee 

Gunn Chit Wah 

梁夫齡

Lee Wun Moon 

(1) 枚李氏就信會 I Lee Wun Moon 

(2) 古寧孫氏宗视 I Soon Cheng Sun 

V 商番基爾特

(1) 華人商總 ，劉伯群（主席）

(2) 華人勞工職綿 Lee Wun Moon （主席）

(3) 霖咖啡公會 朱運襄（主席）

(4) 巴郝小販公會丨 Tan suan Kok 

VI 文化、社會／娛

樂社囷

(1) 精武體育會 1 劉伯群（主席）

------_ 

；奇料來源： Heng Pek Koon(1988) 
Chinese Politics in 

. Malaysia. Pp63 一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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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英文教育的華人一馬華公會的 ➔今今

上層鑌社華人社會與政府 的橋樑 ➔ 今今
橋棵

I 相互依賴的關係

巫统

或政府

受中文教育或中國出身的老客華人一與上層

或政府維持良好閽亻系使個人鐭濟利益得以擴

展，又是華人一般社囷鑌導者

糸亻關

—
破

~
4

必無

一般的華人群眾但與社

會囷體或政當沒有必然

的聞係

耒十四 馬華公會與華人社囷閽係緒棒固

奇科來源： Heng Pek Koon(l988)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Loh Kok Wah(1982)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Unity i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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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十五 蕾蘭莪中華
大會堂歴住

丶副主席 ＂當籍主席 (P)
(V) 及共他職位一覧表

届

1946 一 1954

1946一195 8 牙*^ 1- 6屆
'. 洪欽請 V 

1955 一 1 958 第 5- 6屆 ＇ 梁天齡 V 

1959 一 1 972 第 7 一 13屆 李潤添
` · V 

1959 一 1964 第 7- 9屆 陳光漢 p 

1965 一1972 第 10一 13屆 陳束海 p 

1965 一1966 第 10 屆 曾永森 副總務

1948 一1958 第 2 一 6屆 梁志翔 董事

1948 一1958 第 2 一 6屆 揚世鎍 董事

1959 一 1964 第 6 一 9届 榜雪華 鏸務

奇料來源：雷蘭莪中華大會堂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編委

(1977) ~閑莪中華大會堂慶祝五十四週年

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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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華校董教紐織緒棒跪弱的問題：以華校董丶教鎴的紐織出

發，郝是以代表制的方式形成的。也就是誤華校釜丶教鏸是由

各比華校董聯會、教師公會紐成的，而後者則由當也的華钅｀

事或教師和校＊為成員，如耒十六固所示。這個固是一個從個

人到囷惶的結合遏程，但是一方面並非所有的個體郝會參與教

師會或董事會，因此在紐成一個更大的困性時也一樣，也就是

說從各比的分會到升1 的紐織時並不是完全涵蓋各比內的囷惶或

個人。以董鎴為例，試以表十七說明（見頁 87一88) ：在 616間

華校中只有 262間的董事會參與她區性或州屬的董聯會，只亻占

了 42. 5% 。

(2) 另一方面，作為釜丶教聯合會或釜丶教總對淤參與者的約

束力不強。以王景成、紫茂達丶汪永年的個衆來看，無一不是

說明對個人的作風，董教總能夠考力的也方不多，因而共可能

的控制範 OO 還是相當有限的 、。本文認為華文中學的玫制是各程

因素，包括政治、經濟和紐織緒構等所伐成的，而任何將它歸

因為只是政府的「陰諾」或鼓吹玫制者「人心本惡」之說法郝

不足以許釋這杖雜的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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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校董寧

4 

各也華校董事會

扣文教師或校＊

4 

各地華校教師公會

」已弋表制／主席制 ➔ 4 

區／卅釜 聯會 地區／」什教師公會

J, ' f-一 代耒制 ➔ 4 

全國釜聯會總會 全國教師會總會

耒十六 華校釜、教總紐織緒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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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十七 華校董總紐織正几＠

卅屬釜教名稱 應加入致頲 實際加入致頫

吉打華校董事聯合會 102 28 

吉蘭丹董教聯合會 14 7 

霹笈華校董聯會 199 29 

雪痊華校黃聯會 146 119 

森美蘭華校董聯會 84 8 

馬六甲華人教育協會 71 71 

共 616 262 

奇料來源：董鏸 (1987) 董鏸計年。

＠杖據至 1985年所提供的奇料，共中柱威、柔亻拍

沒有完整的致據提供，故未列入本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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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匡三事件肆、龔矼

玫制後使得華文教有受到 AII,.
兴大的打擊。以霹靂升1 華文獨立

中學之情形來看，氣成為「學校渣濯」一以專收考試落也或超 ' 

遏官定年齡不能進入全津中學的學生為號召 （除了未接受攻制

的怡係深寮，班台育青面中學外，共餘七間部是攻制後設立下

午班的狷立中學（胡篙鐸 1976:4 一6)) 。從 1962至 1972年的

十年間，華校學生人藪是伏不居，正可以說明攻制的影嚮。於

是狷中復興運動在霹宜得以展開：〔（見附耒十八）霖宜卅華

文狷中學生在各種政萊和措旋下每況愈下的情形〕

六十年代的攻制風可說吹括了整個華文教育，華校學生人

藪的逸減的威令使得華教工作者警覺到事，態的屎重。 1961年林

速玉因為反封拉曼達．立戟告書及文拔朱運興在安噸國會議席選

舉而被政府以不效忠、顛夏及桓端種族主義的罪命子以褫耷公

民權（教縂秘書武 1989; 朱運興 1986:47 一48) ，這衆子的

官司鏸共打了三年之久 (1961.8.12 一1964.10), 歷經高等法庭

丶上訴庭丶樞密院及調查庭四個固合。共中聯邦公民證記局的

文件寫道：

「．． ＇．．自 1957年，在行勳與談語上你部對馬來亞聯合邦政

府不效忠及不滿，甑曾做遏： （ 1) 以有計劃的方式激動封

設高元首及聯邦政府的不滿而故意歪曲與顛倒政府的教育

政策，灰 (2) 含有桓端種族性質的情緒性訴求， i大促成民

族間的惡感與敵意而可能造成騷亂。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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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總秘書虞 ibid:11一 12 )

｀在 8 月 19 日，雪蘭莪州教育局也發出 吊銷林達玉教師註冊

證的通知。 1967年政府以只有考獲政府教育文？忍 的 學 生才可以
出國留學，又引是華文教育文持者有 意 推卸廷立一所猗立大學

，馬華公會以設立一 間 學 疣一束祜阿却拉曼 學浣以為抗衡，並

譏諷猗立大學的夢想是鐵樹開花 ， 不可能的事情（教總

:4 9 2 一49 3, 496 一501) 。 1969年大選中，聯翌程的馬華公會慘敗

， 並失去了程城 、 霹靂和雪蘭莪的大部份議席。反封當肯次在

選舉中弔到勝利的杲實，於是舉行造行示威並高喊打倒馬來人

的口號。巫统內部的權力斗爭使得桓端馬來份子也速而煽火，

鼓動馬來人玲華人一個教訓，就在

淅渼延到華人隼中的鬧區一－ Cow Kit （中南區或秋吉路）

種族」衝突一發不可收拾。政府宣布戒屎，國會暫時被慧擱迫

來，由國家行動璞事會 (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 代理

執政。史稱五一三事件。

這次的事件影嚮所及是多方面的，它成了馬來西亞政治與

經濟的重要分水裔，這可以從行動理事會所發耒的戟告書中看

出來：《五一三悲劇》除了將棨事原因歸咎於共產當丶私會當

（指反對當）之外，也提到華人政當對馬來人

在定法第一五二及一五三條文的挑戰（為國語及馬來人特權的

相閽條文，註 14) ，同時也認為種族間因不滿、經濟鴻海的加劇

是天久以來累精的問題，也就是說種族衝突的一個政主要因素

是經濟差距造成的 (1969) 。但一些學者認為巫统內部的權力

斗爭必須頁更大的奇任，尤共是在鼓動大學生倒束祜運動（持

1987 

5 月 13 日從 Gombak 地區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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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巫统的當模係＾ 、
寸｀，］利用

此熙急法令來壓制桎端派 ｀急狀德」及宣布
z.:::- 的要求
幻、民證書的重新查證

。這些措紇包括對定法三十
篠 ，以及將國語丶 教育、馬來人特槿和公
訌i等列為「 欲感諜題」 (sensitive j issues) 等。

1970年 9 月束結下台，由毅拉梳
(Tun Razak) 續任為背相

。口｀了 聯盟時代而以國民陣緣的新姿悲出現 (National
Front) ， 並頎布以「國家原則」 (Rukunegara) 為國家意識形惡

｀來西亞，釹力菸

伐成它全才禮種族間的更大困、結：

維設民主生活方式；

創立一個公乎社會，在此社會內，國家財富公正也分享。

峨亻系國內壘富和不同的文化傳统，獲得亢大的對待；

定立一個姜於現代科學和工藝的進步社會；

茲迷照以下原則的指示，來達致以上的目標：

信奉上蒼；

忠於君國；

維設定法；

追崇法治；

培秦德行。」 （揚走成 1982:242 一243) （註 15)

迂樣的意識形憩對桓端的馬來民族主
｀而古，具有限制他們

制度的範囯，絕對不
不可 超大馬現存的君主立

｀憲之國會民主

對華人和印
人和說，這「國家原則」強

能主張展君主倡共和。

調宅法中有閶君主立｀IlC馬來
人特殊也位條文是絕對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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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走，和來人的國家」的政治
侵犯的，也就是背定了 ｀來面亞 f

o 甜究者也分現，馬華公會自
原則（揚辻成 1982:243 一244)

馬來亞政治的主流（所訝的本
1949年釒＇」立以來，就將華人瓦入

o 而在 1969年五一三事件一 1文，
土化過程， indegenization)

馬來人的政治亻天募開始抬頊，
巫統在國陣旌逐漸以權力壟斷的

姿態出現，馬華公會已被排除在權力 的連綠，也正意味考華人

政治的邊綠化 (marginalization) (Heng 1988:251一278) 。

Loh (1982) 固顧了馬華公會在六十年代的抵興運動，但每次郝

i這當的不跌緒局收場，這涉及的是馬華公會政治結措的問璡

。它一方面要振興共在華人社會的鑌平也位，而另一方面則又

不能使扳興運勛遏度的膨脹而影嚮到巫统或係守派之當中央的

利益。華人政治成為巫统的傳粘筒或附膺對華文教育運動的發

展是不利的。

在七十年代初最明頤的一個轉變乃是新經濟政策之提出，

它是以第二大馬計劃的形式出現，緒合了面個主要分展目標：

「第一個目標是透遏對所有馬來西亞人，不分種族地提高

收入水乎及增加就業機會，以減少及設終消滅俞窮。第二

個目標是加速童紐馬來西亞社會的過程，以糾正經濟的不

乎衡，因而減少及最終消減種族作為經濟功能的辨認。 j
(Means 1986:103) 

它實現了巫统早期提出扶助馬來人的經濟計劃，這個政策使得
政府介入了各種公私企蓄 、職游及教育襪會等，對整個華人的
鋀濟和教有產生其大的影嚮。 馬來人經濟也位的提高有賴於他
們在高等教育上的訓練，

於是高等教育的配銃制（又稱囹打 -i'l

一 92 -



auota system) 也蹊考實施 o

紀口－墳學生校圉生 1971年在馬來亞大

五 "``` ，並只－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 份敕告耆 (Report

Y the Noc 
珥e of Students j 邛 the

Univesity of 
to Study Campus 

Maj id Report 或 campus Ma1aya 也稱為
Report) 。這戟告耆辻議政府調整大學中程族錄取丰的偏差， 尤共是才

之現象必須加以攻喜
丶同種族偏隼粉不同的科糸 J:_

，以及調整域鄉學

偏少代表性的科系，必要時考慮入
生比例想殊和馬來學生

y月更多的政府獎助學金提供玲哈科學
學考斌之外的因素為標準或

之馬來學生的措旄。在這
個廷議之下，馬來面亞各大專梲校的種族、緒構有了很大的攻變
，徙 1967年至 1985年間，國內各大學和學浣的學位或文恣課程

的程族比例上，華族學生從 56.1％降到 29. 7% ，而馬來族學生

則從 30.7％提高到 63. 0% （學位課程）。在文：退或證書課程上

，華族學生也從 24.9％降至 10. 7% ，相反的，馬來族學生則自

71.5％上升到 88. 0% （教總 1987: 905-908, 引自第三及第五

大馬計劃） 。

國內大學或工藝學浣學生程族比例的重新調整也造成海外

留學生和本也私立學院學生的種族緒楮。可以理許的是華奇學

生在大專院校固打制實旄後，於大專人敗上並未達到人口比例

。而政府最重要的教育措旄是只想增加馬來族學生在科學及工

綦方面的人才，以 1960一1975
年的統計奇料為例，可以看出政

府在這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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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十元

馬來面亞各大學螟工科學生牧族比例史 1b 表 噶）

（馬大 ） 19 7 5 , 五「q
大舉

科 1
- -,..,,,O 」丶 / I 

I 
蓽 巫

糸＇
^~ J.µ -, 

I I I 24.1 I 65 . 0 
文 ．

理
63.4 25.41 56.1 丨 I 38 .2 

10.0 

工
89.6 5. 8 | 63. 6 I 33.1 

農 53.0 丶 38.9 

誓 l 62. 5 I 24. o I 49.0 

奇料來源：揚達成 {1982) 馬來西亞華人的困疣，頁 44,461

149 一150 。

這些郝只是說明種族緒構在大學裡比例變化而已，更為童扛
是這政萊也使得種族學生「土心理「成就動機」上的明顾差淇'

根據 Bashan 的珪究謎為這些郝只不遏是種族政萊的緒呆缸
，在 實際的成靖表現上

並不見得如預期的呈現 (19 8 3: 62) 0 

這些大環）免的變化，
是華文獨立中學復興運動的背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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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厙堵新、經濟政策而 1史國內經：＂
三指生存的困灘 o 徙 1971 源的｀｀，

一1982 年的十
造成華人

戶銍幻的摘有權是了很大的變 1b 年間，革｀｀
（蔡維衍

戸年的時間內 (1971一 1990) 要使「 1991:72) 。政府
土考」 猩得戢少全國奇本

戶·權的百分之三十。政府以土考信托
人的身份介入經溱硼域

，鉭b諸如國家企崇公司丶 人民信托局和域市發辰局等郝是以
土瘠的名義進行。另一方面私人企帯也被規定在任用職工時必

須反映往族的比例。加上 1975年之工帯協調法令規定國內梨造

奮（職工人敗超遏 25名者）必須申請瑩番執照，而相間部＊有

椎力決定發玲、拒絕或撤消任何人的執照。華人大企希家當然

可 yA 轉移奇本到海外發展，而小企蓄家則對這些法令政策只能

産生不滿和憂慮。因此這些因素部有助於我們 1 M- 七十年代後

在華人社會興迫的教育與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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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kk 1970-1975 
術:...,'

皐文屑平孔其是箭，

在政制初年 (1961 ... 1964)猗中的學生來源還是有i`濊，

這是以落也生和超齡生為王` 的補習學校階段，只是維持現虹

苟延殘喘，沒有任何成效可古。到了 1965年教育部＊在大｀
夕宣本廢除小學升中學考試，而採取自動的升學制度，丑－ i7J

手練郝是由教育部官員列骨分發。使得以專收落也生為統互

狷中就只剩下提供政制華文中學參加 LCE （即初等教育文缸

試）落也的學生補習之用； 這種性質的學生來源非帝不 i的定：

常常為就番市場或工藝學戾職蓄訓練所吸收去。又在政府考试

煤介為英語，而狷中教學煤介語是華語，因此一般家＊郝不籬

將子女送入狷中；尤共在經濟奇源短缺、學生素質不好灰家夫

頁握重大的情況下，狷 ．中的形象巳埭到桓、點；家＊常作公問約

指青，質疑狷中的存在巷。到了 1969年霹宜卅就只剩下九間猗

中苟延殘喘地支撐下去。

「根據當理，死亡的威令是大自然的新陳代謝，生存的掙

扎，又是任何一種有生之物的本能。」 （沈字 1976:8) 

可是，或華校於死亡邊綠的不是自然的力量，而是華人自身，

也就是說華校只是華人整性的政治經濟情況的投射。因此革敖

災千辛為若的經驗中認識到華校失敗的原因是在追隨別人的尼

巴，霹決定悛復完整的華文中學以找頽勢衿即倒。於是克nU

雖，從金係培元丶怡係培南猗中開始，然後造成霖須升1 華｀
學董教的「大困，钅吉」 。自 1972年是展開一波波的募款、丈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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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教痹合會的成立等，

＇應與支持。在募款
mug年有中

名｀｀ 活動裡鎴共
下階層華人科眾的

严. 5一 1975.9) ，共 中
、籌得，馬苓 1

分 1布的情形知下：
,357,444.62元

耒二十 霖痘華文獨中發展基金
一覧耒 (1973 . 5 一 1975.9)

政當 ® 10 23702.88 1.7 

公司行號 ® 397 176994.19 13.0 

社囷會餑® 362 344887.13 25.5 

個人或義嵒等® 1261 I 811830. 42 I 59.8 

2030 I 1357414.62 I 100.0 

管料來源：霹靂華校董聯會編 (1976) 霖宜卅華文狷中

復興運動史，冝 149 一210的微信錄。

註：

G) 包括馬華公會丶社會正義當丶民主 1T
｀安的各也方分會。

0有礦梟漁商、理髮丶廷慕丶電器丶
汽車、襪械、石油丶貿易

、五金及屋紫僉展等 中小型企蓍°
妖樂 1生 丶俱桌部、 校｀｀宇

囍有的血綠丶蓍綠丶也綠丶

等 o

©`｀性的義捐丶"
丶義成钅o 義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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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這大的運鈁是以 中小企索
、傳統社囷鈕織及中下「｀｀

｀｀主，這往反愿可
與南洋大學釗辨時的盛沉比共， 1互

是形式上的類似而巳，
戶 1U 的飲勳因素並不相同。？｀｀

華文狷立中學的 1文興運鈁看是
比較限於卅內的發動和勸捐，不

如南大時全星馬總鈁員來得壯视。 Loh 在一篇有閣大馬華人族

年代及以後，大馬政治越于群意識的社經基礎裸，就提說 1970

族群 1b是造成華人越發突顯華人意識的一個主要原因 (1984) 0 

1970年代新經濟政策實旄後，在政府的扶助下出現了一批

馬來官僚一奇本家階級，這在整個社會的上層已打破禧有的積

民經濟型，態的殘留一一yA 族群為劃分經濟活動的準繩，而與革

人奇本家產生激烈的兢爭。但是以政治干預經濟的、結杲是造成

族群性政治遏程的制度化，族群意識有了政治的頤考性。拱句

語說政治的統爭是沿署族群的分類呈現的，因而以階級或多元

種族為路線的政當一個個許散了。有且唯有承認及接受這程政

治的事實，才能夠生存。因此種族性政當或共他針對特定蟻遁

、計劃和政萊的紐織之傾導者，紛紛以迎合爭取各自族群內被

壓迫者的社會經濟需要的描芊者自居。在此遏程中族群奇本家

的特定社經利益被非精英之大眾接受為準則，排除了階級差其

而成為一個整體。

以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運動為例，舉凡猗大運動丶狷中復興

運動及華小入學新生劇增等郝是一種族群意識的表示。這程逸
識塑造了華人精英 （指華人社會舒杜）為被壓迫之華人大眾的
守既者的形象，因北諸如華校釜 丶教總，各比中華大會堂丶工
商聯合會等囷惶郝是這程意識下之產勃

。 Loh 以為華人的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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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級重新在族群政｀ i`o 裡蹟狼得
「學習華語華文 它＂的

，巳｀得非 正｀地位，
須學習他自己的母語』 ＂要互

＇倒是 因為『

飲將來更多職帯和社 `" ｀人必

`｀｀令 o 人語言的｀｀Loh 的觀點是從 1970年 1弋
以 1灸幻迂

J (1984:93 一95)

襄起推玲外在的政治、經濟央革 ，並 11.. 把革
的影悔 o 在這、

人逹識的

在他的諭述裡，那是杏表 ＜前又是如亻可則不
示早先蓽人的埃

戶态認的外在因素是觸發華人 群意識就不明顯呢？
｀的童要指標 ，但華人的這往反應方式或這一整套的意識郝砍手與華人作為一個群性有開

o 如呆只是考處外在因素之影嚮的語
，那我們可以說當台灣奇

本大嵒流入馬來西亞時 ，就達政府也鼓勵各級官頁學習華語；
而大批馬來學生湧入華文學校 kJ.. 年求是多的職希與流動襪會之

現象又如何用華人意識興越來說明呢？這些內在因素又是什麼

呢？華文狷立中學的復興運動除了反映華人社群精英與一敖大

翠間在利益上的湊合外，難道沒有它內在的動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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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k' k' - 檜
狙

華人意識，華文教育與
馬來西亞族群政治

鱈轉肘皐人文1L 是箭

颜清 5皇在一篇討錀星馬華人
儒學愎興運動的文章禋嵒詳鈾

的描述廿世紀初星馬的儒學
愎興運動的情形，他指出以下的四

個童點。

肯先他將儒學復興運動扣繫中國在清未時的政治局劵來討
論，表示它與民族意識是繫繫相串連的，第二，他分析在星馬

儒學復興運動之憂醍者或傾埭者踝在清末發生的情形非常不同

：前者是以商人作為運勳初期的顔導人物（到了後期則為比較

係守的商人把持）為主，後者則是以士為迷航。這種先由商人

意識到的文化運動在馬來亞華人文化史上是很重要的，而丑也

影嚮了運動中對於文化的定義。另外顏氏也指出星馬華人的儒

學復興運動為克服人們的猜疑及恐懼，就將它等同於華人的生 －

活方式，也就是說試圉把精緻而原本只能由士人所擁有的高高

在上之文化子以大眾化，這與後來的文化璞念發展有考窋初的

聞係。最後颜氏並提到儒學復興運動的持練性受到以下問題之

挑戰： （ 1) 商人作為運動的主逹者但共主要的間懐卻是在各自

的商蓄上，因此他才談到參與運動者的勁機可以徙熱心文持者

到機會主義者郝有； （ 2) 在本質上，儒學復興運動是很 i瓦雜的

，它甌不是宗教亦不是政治的運動。因此，在清政椎玫燮 1 對

「儒學」 (Confucianism) 的德度後，這個運勁也就成為清政府

抗拒西方影半的政治武器 (Yen 1976:33 一 57) 。

從萩氏一文中，告訴吾人星馬的儒學運勳在紐織、緒棒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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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 商人為主，而商人對文

戶；他們封文化的－
缸勺｀走

的事件，尤｀法，｀＂｀
』m學的討論裡，文 1江是 ｀巨互｀｀丶 化運動的走向。在
、祚語丶宗教等日帝生

五虻目而表
嵌入尸

現出來的
｀匽，透過伐式

逗塑造後，文化就被要求央成可以 。而｀｀｀
乜時空想像的束西 o

在意識 J:.
這是文1bm`1b

加以安排、設計及

1988: 12 一 14; Cohn 1984 的現象 0 (Handler 

往具體的束西。在華人
:29) ，也就是說文

化在此時已形成－
的民族意識興超特它也

論述，面者是相補相成的 伴隨考一套文化
。民族意識與華人文化的聞係可以從

「華僑」的創造遏程來作分析。

「華僑」是中國革命當首創以
作為動員海外中國移民支持

推翻滿清政權的口號（王賡武 1978) 。噹時有些海外中國移

民正位經濟亢裕而成為清廷丶維新當及革命當蜣相爭逐的對象

，財源又是後者推動活動所必須的。為了要達到＊時期的運勁

效呆，遂將作為傳播政治意識的工具如閱戟社，戟紙，文學綦

術與學校教育等就成為傳播場所，所謂的僑社三究＿栽紙（閱

赧社） 、會餑和學校三者也就在後來國民政府的論述裡成了華

僑社會文化的代名詞。就是直到今天，這種看法也沒有受到什

麼修正。華僑社會或文化是華人社會紐織丶敕紙和學校的统稱

，道理共實很簡單，那就是這些紐織郝曾在中國革命時期畫遏

綿力。而隠藏在這種諭述背役的一
套文化视就是認為南洋原本

就無文化可言，是中國移民帶來
｀秀文化或說是傳統中國文

澁育了這片土也，因此是中國革命
－逢動帶來了華人的文化亻戈超

感。我們可以從 Baba 華人亻荳係留
部份的宗教儀式及傳統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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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在中國革令心正之前
所猪華人文

紀天超惑並不存在 o 麥

曰｀成不央的，在不同的群惶｀不
一套有間革亻喬文

化論述並非一

同的需要之下使這論述呈現 1
多往可能的粘·音。

對菸當時受到中國政」0
這魴影嚮者來說，中華文 1b是互

想用來傳播三民主義，
戈華僑逹識的工具。當時儒學運勁者｀

中華文化等同於儒家思想。 而有些 Baba 華人就係留了 f" 售

统禮俗而放棄或創新了
原有的語古。但對於一些華人鑌祛节

，固守風俗並非至要的甚至於有必要革除之以廷立一個更合乎

理性的文化傳統（註 16) ，反之是華人的共通語言即華語豆

到強大的壓力而必須加以係留及發持。對另一些人來說，語古

的問題是可以輕描 5文寫的，最重要還是必須廷立是超越種族的

國家文化或意識。這種程對文化不同的詮釋是很自然的，因為

在教育背景丶政治立場和生活經驗等因素影嚮下，為華人約異

質性提供了一個註祥。本文所謂的「傳统中華文化」是指第..::..

種主張而言。 · 

k' knn' 

－
一

屈
原 皐人文 1L鼻阜人兔崮一皐文敖布是鱈註

｀稱呼的消落代表
｀也政治的大轉變，也是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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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噪起的時刻。這程轉 1b

為代表。 新政治力
在、｀上

｀扛3成"
的互戸

，尤共是當面誌危機時。 ｀｀維
＂公會之成立

而 1十戶
是「華人

持｀｀的蒂助
p,{ 界定的 問題了 。正是在、馬來西

`` 

J 就成為必須先加

文教育成為一個充滿爭議性 ｀｀遏程中，華
的謀題，

童要指標。分析華文教育運動中有聞頁紹成為界定「華人」的
的結論： 文化的論述可以得到如下

（一）各民族郝有自已的文化傳统
，因此文化是

中國文化包括中國古亻
民族的靈魂，而

弋的典巷傳统所提倡的
位。

人生觀、道德與 1面

（二）華人就是指認識中國文化 丶華人習慣和傳统者，而且他必
須在生活上與固有的民族特性有一致的表現，以係持傳统丶習
慣丶制度和儀態。

（三）母語是進入民族文化政便利和設有效的工具，因而中國文

化的發拉必須透遏完整之華文（母語）教育體糸之維親與發展

。

（四）馬來西亞文化是指在不受壓制的情況下，各民族文化自由

交流的自然產勃。華人在馬來西亞必須付出政治上的認同，但

在文化上卻必須係持對中國文化的認同。這些视點環環相扣成

表廿－的情形（見頁 104) 。

從表廿一中可以看出維設母語母文教育的綦礎是廷立在一

個民族或種族的文化和語 a
勺密不可分之間係上。因此在界定誰

是「華人」時，它採取了涵蓋面廣
的中國文化為標準。一方面

｀以把華文教育及共所含蓋比
校屬於理念層 =x. 1' 位的元素视

_ 103 -



一方面則
，詞傳統、 習慣、矼｀｀

為文化的一 3讜；另 華人也株為一部份。另－
化範璹走將 Baba 方

等也納入中國文

面又強綱傳統、習慣 丶 和＇］ 度
和儀，態等也結入中國文化範兮｀

每個 民族（往族）
都有共狷 一無二的文化傳统（來自衿

共血統上續永的民族或腫族）
，這程文化傳统必須經由

共語古（母語）才能得共精髓。

_V 

民族的文化傳统包括典箝之哲學思想、造德遺訓丶人生

或政治哲學丶價亻直耽念等璞念層次，及生活習慣丶風俗

制度、儀應和傳统的行為層次。

/ 

丶

在政萊上必須誤各族文化

自由交流和發展，不侵犯

各民族的母語教育權，而

華人必須在政治上認同噹

也。

華人就是了 ｀許中國文化

． ，在行為上與傳统一或

。

表廿一 華文教育運勁
． 遏程中有閽民族丶語言和文化間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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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ba 華人也戶－戸
°在＊缸訌l 的問題上交惡， 十五｀華

蒼者堅持形成「華人
也在五 r ` 么｀董丶教鏸

」 m`感 J 的界定上分｀鎴：
重要性，它指出一種民埃與生 (p這o「dia1 sentiment) 的
文化即是。而馬華 ｀的特公｀｀ 有傳承之特質，如語言

的發展上則
走向採取史為廣泛的定義， yJ.. 苻合它在政治

丶教育與文 1b
某人」不只是以百分之百 1史

上所採取｀

｀語或漢字的人
＜立場：以為「

族的區別上是「華人」就行了 ，而是只要在種
，具特征可以是宗教

茱，住所及種族唐色等 ，食勃，衣
，因此所謂「華人

文教育且不一定會說華語者
J 就包括了不是受華

。而前者在教育的立場上是要求完
整的華文教育體系： 從幼稚圉到大學
存和發扮 （註 17

，如北華人文化才得以係

) 。後者支持政府係證每語教育只到小學的階
段就夠了，華人文化的係存與發持可以共他方式來進行，不一
定要靠完整的華文教育性系。

董、教總跟馬華公會的決梨並不耒示之間的聞亻系是－ 7J 面

段，配合考政治上的需要帝會顾示出它們在文化問題上的一致
行動 o , iF... 如陳志明所銳的：

「華人在茶些文化問題上因桔一政，與共說是針封有間「0'

題進行抗爭，不如說是借此表示他們對拌街更廣泛的華族

利益的文持。這種文化上的反應，顾示了他們封文化丶社

會和經濟歧视的察憂。」 (!987:56) 

迂也說明了華人政治、經濟與教育的問題是糾纏在一迫的，但

它所涉及的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教有議題，它還是作為華人的

如同之童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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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華語』運勁可视為華人
（主要走失華文教育者）年

求認同的一程意味深＊的運動。 J
（陳志明 ibid) 

尤共是當 Loh 所謂的外在因素形成時 ，這往具有歷史脈絡可專

的文化意識就會如逐廿宜般的出現， 但正如葦者想要說明的是

政治發展的條件只是亻崔亻足了華人文化意識的憂嘅，至於使用那

種方式來反應則是華人在歷史遏程中逐漸形成或內化的－夸文

化意識為主。這種文化意識在當代的政治情境程卻是必須對「

何謂華人」的問題作提綱擎銍之界定，因此它也是一程族群意

識的表現，二者之間似乎可以劃上等號。而文化的被客惶化也

是伴隨而來的現象。

第三節 「國家文尼」與華人的反彈

另一個同教育政策一樣具有爭執性的政萊是「國家文化」

之議題 (national culture policy) : 1971年 8 月，政府在馬

大召開了一個國家文化大會。氣乎所有出席的代表清一色為，馬

來知識份子與學者的情況下，所發表的六十餘篇論文在提呈到

文化丶青年及性育部後而被編成一本書，標題是：《國家文化

基礎》。在這書的序言裡，編者將國家文化大會所討諭的妻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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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鈤扣成旦大原 則，此即适牙｀
「（一）國家 文化 必 3頁以本立

文化
紅、則：

（二）共他適噹和 ｀豆``1b `礎；
素 ； 元素可 L、``｀化之元

（三 ）四教是塑造國家文 " 

國家文化大原則強十
1b 的重要元素 o

｀有在第一及第
考慮接受第二原則。 ..=..原則被接受之下才

」 （張景良
1987:7一8)

迂文紮發表後就引是華人社會的批評與爭論，
這些爭論可以類

分為二：一是政府的政萊在實旋時
引迫的反弹效愿；一是學者

之 間 在戟章上的諭戰。本文是為分析方
便而將面者分別開來，

事 實上二者間的關係是非當密初的。

前者是以柯磊遜丶陳志明丶 M.Maznah 丶 J,Saravanamuttu
丶 Mohd. Nasir 丶 K.S.Jomo 、 c. 」． Chia 丶 A. Kamil 友 H.G.Ang

等人在各英文戟章上的諭戰為主，分別代表不同立場與背景的

思考 (Kua 1990) 。後一種爭論或共表現的形式也是在敕章上

出現的，包括華文字招牌丶路標、弄獅、禁字或渭嵒豬肉和文

化大會等實際政萊和華人的反應等問題。國家文化政策引是華

人的反彈更有助於釐清華人文化意識的發展灰共內涵。有 間 華

人的反彈之經遏，策者將在第七章程作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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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華人的歷史一—
一部民族壯烈史

knr k'B' - 檜
徂 肆伊博史：苗缽启訌

林是玉其皐敖

Castens 曾以此主題探討華人社會在不同時期對紫亞來

（甲必丹，為開發吉隆拔的功臣）不同的歷史詮釋之意義。屋

史詮釋及再詮釋是會使得對未來即將採取的行動和歷史事件本

身變得強而有力，尤具是在階級和族群意識分化如此巨大的、馬

來西亞社會更具有意義。歷史事件的再詮釋是隨考政治與文化

閽係之演變而來的。紫亞來作為十元世紀的華人傾祛，對於馬

來亞華人（方言群丶階級或共他的標準）在不同的時刻有不一

樣的意義。 Castens 以為不同時期紫亞來傳記的詮釋也不一

樣，這顯示了政治與社會對這事件不同的需要 (1990:185) 。

尤共是在戰役的馬來亞，超發強調紫亞來對發展吉痊拔的"

是與華人要求承認他們封馬來西亞歷史的貢趺 (ibid: 206) 0 

八十年代時馬來西亞歷史學會質疑紫亞來是苜郝的開埠者，並

認為是當時的束始古丁才是吉痊塽戢早的開創者，這是紫鈺

及後來記他甲必丹郝一一的被拱出以求證實他們努力的東主妾
原因，同時那也是華人尋求｀一種一脈相承的「杖」之心理需求
。在一本有閽這些功臣的宣傳品中

`0此济哂的：
｀艮，加強對瓿克歷史的認識。

杜根，促進民族教育扳興文化 o
（教總教育玕究中心

1991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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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紫亞來學習的現亻弋

為民族、民眾禾 ` : l"斗
拓荒

的精朴
釘令船十

｀各界人士在閱謹這本 ，｀蓽戸
, j洱｀精祚，

`｀》 n寺
5 作的精祚 0 J 

咐際環境與情況， 狼得欸
這限明顯的是以重新詮釋

｀精祚力量 o ＇速系今日華社
葉亞來 ~. (ibid: 15, 4 2) 

為出發點，以｀｀人的今 （或｀｀
贝配料｀｀

的功勞及精祚

正當和啟發的力量 o 「精朴」這字目 的爭取行動賦予一
它的涵義應是指一種抽象

只時下蓽

的｀｀
人舒杜忠用的，

，在詮釋上就可以用來指涉多種可能性。

1985年 12 月 18 日， 林達玉先生逛世
彧恨的斗士在死後就成

。這位生前設受華教人

了用以詮釋華教斗爭的成好材料。他
在遺渴中為自已的失事作 1 如下之安排：

「（一）不可騁法師和尚或尼祜打寮超渡；

（二）只焚香不焚冥 ; 

（三）出殯時不用音樂不用儀仗，不用聯和；

（四）墓也設好在甲 5同華人義山雙人穴準備夫妻合葬；

（五）最簡條萘墳式姜磗如下：

林
達
玉

紫
見
珍

之

」 灌庭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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鐭過開會討論後，決定停靈在蕾蘭莪中華大會堂內供人嗨仰，
三日後方出殯。出殯之日，史是環繞吉痊放市區天達一里的行

列，篙人空巷，接考吞也舉行追思與末悼會，捐嗨林達玉基金

等活勳。林達玉遺渴中一至三的大鄣份却被達守，至於某也則

作了一些增添：

「為了耒持林先生的風范，林達玉基金委員會致函雪閑莪

福廷會鉲，要求．．．．撥出天 64JZ, 亢 35}Z 的也段以供林先

生皋圉之用。該姜圉廷萘由蘇夭助先生設計，共固測比現

在達成者高大堂皇，相扭欲生的林連玉浮雕，上嵌『族魂

』二字，左右翼刻上林先生腿筆的『樣揮餓脫批龍甲，怒

金空拳抖虎頭』的名句，綠瓦夏蓋，桓為壯戢。 （但因福

廷義山怡涉及啟感問題，而只撥出 30 *20?-... 的也段） J

(ibid) 

其中林達玉浮雕、林達玉的詩句丶族魂及定 12 月 18 日為華教篩

等郝是力固創造華文教育運動的共同征先，對華人先贊的重新

認識及華教的最高精祚翎導人牣的結杲：以廷立華人壯烈歴史

之遏去。以下就以林達玉為例說明這一層的間係。

（一）族魂：何謂族魂？

綜觀丘光緤將林達玉傳記縞繪成渼畫而以族魂命名之，所

謂的族魂是指：

「林達玉是一位卓越的文化戰士，保出的教育家，他果生

為教育英才，鞠躬盡瘁，為悼街民族教育，作出了偉大的

蟻牲，為維謨華才交權益，金不颜身，因此我們欲愛他，就

要效法他的精祚，．．．．」 ( 19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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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埃魂就是民 荐
企」造了

皮 魂的 意 思 ， 而他以林達玉的所作所為出發
一個 以後者

的行為及價值｀
傳统又必須透遏仇式

為基準 的 民族文化傳统，而這
來強化共作為華教共、同祺先的意義。因此從 1988年 是 ，教鏸渚日會舉辨林

糸列儀式活勳 o 達玉逝世紀念日 （華教節）的－

. （二）華教節．．林達玉逛世紀念日
從 1988年是 ，每達林達玉的忌日

社囷郝會舉「
，華教囷體及其他的華人

丁一種類似公祭的活動。
趺花致欲， 宣請『華教節宣-

其儀式有：到林達玉皋圉

達玉精朴獎的力頁發。
呂』；舉辨有關華教的研討會及林

這種儀式是
宗族的祠堂）也是

一個對共同瓿先的公祭（類似

一珝傳统的創造，
玉的逛世而產生了

也就是說華人社會因林達

一位共同的征先，這祺先是．繙承了
華人先瓿先贊的金斗精#,

他們是從華人甲必丹以來就一直傳
承考的奉趺蟻牲精秭也是中華文化的化身

足跡裡找到了自已貢趺這塊土她的證據。
。華人從這些先扭的

戶）歌嗤林達玉：一代偉人與林達玉的號召

林達玉的逛世並不未示華文教育的沒落， 也不表示他在華
人心裡的消失，他反而引是人們對他的懷念。我們可以從一些
歌詞程也可以看出林達玉精祚的感召：

之一，

「一代偉人，你的名宇，篙古流芳，永志青史；

以學問才識，畢生為教育樹人努力，對華裔権益

教育公正，不屈不撓，桎力爭取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安息吧！安息吧！一代偉人。你的名字篙古流芳永志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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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林達玉的號召，維段我華文，全馬華人一心，係街我華文

不論是男女不論是老少，郝是來維跌我華文。

林達玉的號名，維設我華文，全馬華人一心，係街我華文

大家要囷緒全、馬的華人，郝是來維設我華文。

我們的亻憂秀文化決不能讓人家摧殘。

如今每個華人抬迫頭來誕是了朐。 j

（三輪車夫詞曲 1986:45一46)

這面首歌詞表達了華人（尤共是華文教育運動者）如何看待林

達玉的貢獻，以民族教育斗士、偉大的導師、精祚鏷祛及華族

救星等是最當見的。這種渴墓對華人社會＊期以來在政治丶鐭

濟及教育上的受排擠有闞（註 18) 。林達玉以前說過的語及窩

遏的詩和散文也被編為「語錄」。所謂語錄是指：

「古諭的記錄。『唐』時亻曾徒記錄共師古諭，純用口語，

不加文餑，稱為語錄。『宋』儒語學，門弟子記錄共言論

，也沿用語錄的名稱。」 （三民書局新詞典 1989:1848) 

或，更點 iJJ 也說，是；

「一個人的言論的記錄或摘錄。」 （新華詞典 1989:1027) 

只有像林達玉如此偉大，才能把他的語編成語錄，以作為華教

運動的精祚指導原則。

（四）林達玉精祚獎：華文教育運動的原則

從 1988年的革教節人牣／紐織獎，文為 1989 一90 年的林達玉

精祚獎，總共力頁發了三屆，共目的是要漬傲林達玉精祚以維既

華文教育，發持中華文化；同時謹噃性現林達玉精祚的華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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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培養接班人

精祚又是什麼呢？
（教継秘者武

1988:3) 。那麼所謂的林達玉

杖據 1988至 1990年華教
靠知§盡勉好人好事的情況如下：

表廿二 華教茹林達玉
精酊獎得主與猩獎原因 (1988-90) 

年代 受表揚者 猩 獎 理 由 備註

馬六甲馬 在反對派不具華文奇格教師搶 華小高
士丹那華 任華小行政高職事件中，丰先 職事件

- 'l 丶 以行動捍街華教。 (A) （註 19)

九 雪蘭莪蒲 黃家教不分當派，不畏琭難， 維持蓽

種新明華 齋心合力，以實際行動找救學 小的生

,、 'l 丶 校，免于因為學生人致遏少而 存

被閣閉，為共他面對同樣難題

,、~ 的華小樹立了榜樣。 (B) 見註 3

' 

吉蘭丹哥 復辨成功，使到華人文化的－ 攻制中

打峇潜中 座重要箜壘得以在束海岸維持 學復興

華狷中 下去。 (C)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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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j:. 耒

扣 先玫非」蚌學方針 ，為 JI:. 馬狷 ，文制中
中的 振襄立下榜樣。 (C) 學復興

霄須金穿
以實際 行 劾 力 係學校生 存， 免 維 持華

石山腳新
于因為學 生人藪遏 少 而被關閉 小的生

民華小
，為其他面對同樣難題烕令的 存

華小樹立 1 榜樣。 ( B) 

九 I 彩 Jk 才"~ I 同上 I 同 J:..

示紋華小

八 l 學 (B) 

石少詩巫堵 成 功對當她六 間背景 不同 ， 辨 统籌统

元 I 猗中菠聯 學方針各異的猗中 實 行统籌统 辨

會 辨計劃， 一 勞永迄祥決吞校的

辨學經賚 問題 ， 為我國華教發

展作出桎有逸義的貢獻 。 (D) 

森芙容今 臥 身 華教近半世紀 ，藪十年如 個人表

帑陳世塋 一日 ； 在維找華小、文持猗中 持

丶發展高等教育運勁中，無役

不與 ， 為 革教在我國的發展作

出 了 卓超的方政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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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笨珍亀

照傾教職｀紀互 ，切｀ ＼教卹福喀耕文學
到同胞同澤 ，知現出極紊 高 的 牙'l

校釜 事 會 尊師童速精祚 o
(F) : I 枝浮鼉山 1 町十年＊0 一日 ，承＂＂｀埠維持蓽

束 1 背雙溪榨 小的一切發屎賚用， 以及噹兄
小的生

榔港口天 華小學生的一切學雜 賡， 在 筌 存
后宮 及教育，作有英才方面， 為國

家社會作出了實政 。 (B ) 

奇料來源：教鏸秘書嵐編

1988 華教節特輯 面 28 一4 6

1989 華教節特楫頁 53 一67

1990 蓽教筋特楫頂 55一60

綜合這三届的林達玉精祚獎所耒持的個人或囷惶約 原因，有以

下藪端：（A) 華小高職事件 (1) ; {B) 維持華小的生存 (4) ; (C) 

玫制中學的復興 (2) ; (D) 統籌统辨 (1) ; (E) 個人未持 (1) 和 (F)

教 師福利 (1) 。我們可以吞依中小學的不同， 劃分為三大類：

（一）與華文小學教育發展有間的事主（色桔 B 丶 E和 F瑾），共中

又以 學 生人致逸減的現象灰找救之努力東＾` 持，迂走有它的

內在原因的 （麥考註 3) ;（二）華文狷立 中 學的配學方針丶＂

等問題，特別是以 Jk 和束馬的華文中 學
的 仗興逢勅為主 (C 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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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三）是有間對政府政萊所採取的 行動，由菸 1987年發生

華小高職亨件，故以此為準 (AJJi)
o 因此也就不雉看出所詡林

達玉精朴所指涉的範 OO 了，這程精祚亨實上就是華校董教總的

一可原則和立場。林達玉獎是一個將蓺教鏸的精祚和原則加以

傳達出來的伐式昆了，這也是華教囷性詮釋與再詮釋林達玉這

個人及共行為下的產杓。

在一篇公祭林達玉的倖文程就流定出這些儀式的時代意義

，那是 1988年 12 月 18 日：

「沒有三係山的屹立，沒有您的精祚，沒有華奇的斗志，

華奇．馬來西亞公民的建國功勞將被一筆勾消！這是個宜玫

歴史的特 1弋，是非顛倒的時代。別有居心者，企固荅定－

初，抹煞一初，霸佔一初。」 （教總秘書武 1988:17) 

k' Kn5' 

－
一

啓
扣
＇

靑蘑存為華人文亻b 的表薫
於執政當又是有所求。但是權益的失失耒示革

`§志在政壹之
下巳無望，在這種程的心理與忻緒下， 華人社 lll （簡稱革 lll)

華人的需要武高精祚舒杜在國家文化議題被提出來後央得

｀具體。｀｀教有問題乃源自華人政治地位的不乎等，
1982年釜繶主席林羌昇提出華人朝玕政當和民間囷體間應形成
竺緒合」的概念，試固突破華人

在政治也位上的困挽，齿年

玕
的邪洙鎮和許子才科

人參加

，，標榜多元程埃的政i`尸坎t (｀內
畔國陣」的口號，｀ 耳違，以 r 妁－｀巧訝 r
背籙 1991:3) 。但是加 ｀士 打入國偉，

｀陣的§"` J 麥｀｀l （火
」

（註 20) ，因而在 1986年
大選 n寺，

倢得「互人
氏虹 r *` 註11] 是稱為面當制， 五制」

。`
「目的是為了打破國陣特

另＇」紀巫统五
只有在形成了面個足以互相虯1] 衡丶 治壟齡，．．．．因為
一方，才會表現得更加

取1弋約五特
民主、開明， , "約

受到尊童。」（李蒿千 人民＂顾才令更加
1991:3) 

也就是說是想要突破發展至今的族群玫汗
風。這些嚐試也說明了華人社囷針政

。知巫厄－＂大作

來自一個钅文雜弔詭的當困闢係，
治困皐妁焦扈，這程｀

政當杖本未能為他們爭取植益；
"人社群謎為現有的革人決
但在族群政治籠王之下華人封

孚求大、f立合乃在八 0 年代如火如茶也展問，而伐仗迂程玲合形

成的外在因素就是國家文化政萊的剌漵，這也仗得自革文教有
違動以來華囷又一大規模的送動；針於首期教有逐動在玟論上
又向前推進一步。而這一初郝得從弄獅誤是。

｀獅原本巳開始在本國『袤退」，但噹時的內政部＊丹

斯里加沙里卻批評弄獅不合國性，認為愿，文為舟虎，迂句

謗引超華社嗤然，並引為民族的和奉，淑合是抗抵灰自我

捩亻钅之心。」 （尚洋商赧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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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引董鏸現任主席胡撝鐸先生在有
＊狷中舉行的第三屆霖

雲中學校際南獅戢摩和的談語，真是
－針見血也疣出華囷文化

運魴的激因。弄獅運動的展開，
使得許多相閽的現象和問題也

一一出現：

（一）弄獅＝華人文化，故弄獅愿被納入國家文化的主流程；
（二）知印的蓬勃發辰使得大馬成為世界最大的超獅國；

（三）國際弄瑯戢庠牢帝會造成不同社囷間的相互爭出牢權，尤

共齿隸屬不同的政當政要的獅囷間。笠者曾在 1989年翻閱

到有閽因爭取出宇權而上赦端的新聞，這些爭執才里不乏馬

華公會與民政當之間的宿怨，尤共是當雙方的索要是各別

為面 1固弄獅總會的顔問時，情況就燮得史，惡化與明顯；

（四）弄獅運劾的普及化也帶劾了經塋中國 1指具丶朴料丶獅頭及

還鼓等的進口商（大馬的追口佔了中國市場的百分之六十

以上，在這方面是中國武大的貿易國！） ，至菸本地梨造

的成本高價格玲骨的產品則較不受跌迎；

(.li.) 在市場上弄獅也被區隔為面程：南獅（華人濃曆新年採青

用，又分劉備、閽公丶張飛、黃忠與超雲獅五種） ，由中

`H1俸山追口，共中又以聞公和超堂獅較為普遍；第二

積是北獅（表演用，古時為宮廷表演專用的一種） ; 及裝

餑用的獅頊等（中國赦 1992.2.8) 。

這些現象色括經济丶政治和文化的爭論， 有超的是我們比較少
看到開菸由中國追口的獅具對本地相閽梨造啻打擊之赧辛，倒
豆－至三巧帝成為軟紙的主題。

因為它們是與所謂的華人文
化鋁述息息相關的。這程文化論述與國家文

化的文化定義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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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 0 至九 0 年代之間，

活動，如尋杖糸列辰覽會
｀社令彌i`各程各樣約文化

（包捨各程傳统的家具等）丶傳统水
墨畫、書法、春聯丶燈籠（煙謎）丶雜技、也方戯剷丶民砍丶
兒歌、華樂、祺藝丶｀｀、武術丶惶有和革人苔日苓（色
括度曆新年丶端午丶清明、中秋、中元箭）。迂些傅统是拉動
者有意將它作為表述民族文化， kJ.. 形成茶程刻板印象，也是在
國家、文化政萊形成後的一程反愿。綦本上它是接受國家文化玫
萊封丶文化的定義與但不弔同其執行方式。因此國家文化玫茉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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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華人社困的
反愿而得以明顯看出，而華

有閣文化的定義是
以北是國家于預下的產杓。人文化活鉍的形成也可

1982年國家文化政萊付諸實旄十年後，
文化青年暨體育部

就辰開第－紅的檢討會並廣微民惹 。當時的馬來西亞華人文 1b

在副文青徨部天今汀巴督加周空攻女
1品會（用屬菸馬華公會）

士的傕亻足下；廣遨共他華缸＊
舉辨華人文化大會及早擬文化備

忘錄。

文化大會終菸在 1983年 3 月 27 日菸柱城華人大會堂召開，

同峙發表了文化備忘錄。總共有 15個華囷派代表參加，包括柱

1ti 華人大會堂，吉打 、 馬六甲、柔俸州丶彭亨和玻璃市中華鏸

商會，吉月丹、 T加久丶霏閑莪、森美蘭、霖靂及沙 巴中華大

令壹 ，矽勞越華人社囷鎴會以及釜丶教總。這次大會是全國華

人「及高舒茅機閽」的大持合，封菸文化及國家文化政萊提出

1 以下之原則：

「（一）我們的國家文化，共舉本特微是：多元的文化形式

共同的僧值视與本地色彩；

（二）我國各族文化的侵秀因素是國家文化的基礎；

（三）科學、民 主 丶法治精祚與愛國主義思想，是廷立共

同文化價 1主视的指早思想；

頃）國家文化愿綦菸民族乎等的原則。适遏民主協商來

｀，在建設的遏程中，應重视文化發展的自然蜣
律，而不應有人為干预；

(.li.. ）建設國家文化 的遏程， 也就是各族文化的相互交流
，去羔存手，並吸收外來文化的便秀因素，廷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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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價值觀的遏程；

（六）政府應一视同仁、

，並大力亻足進＾
平等五

＾互。＇同社扶｀｀豆
（林木海 1983:40) 

鉭七對於國家文化政萊所採取

訌玟萊（或自由主義的、
妁｀是：

豆立） 多元文化卫 、豆
`` 訌索的虹民族色彩°這六點原則是華人文 1b` ̀` 。對於文化及「華人文化 J 的界定則可 ｀｀之根操

有間文化定義的問題： 以分面方面只：

「 2.1 文化一敖是指人類在歷史
發扆遏程 中 f",1 造的＂

財富與精祚財害的鏸和。

，因此各族人民與共本民族的
...．是指人類約生活方式

血肉閽係。
文化部有不可分割的

2. 2... ．所以國家文化也就是國民的生活方
式。我國是

一個多元民族丶多元文化的國家，國民生活方式必
然是吞族人民生活方式的鎴和。

2.3 我國的馬來文化，馬華文化與印族文化，在我國的

客视環塊中經遏＊期的演變，不論在形式或內容上

，已經有別菸印尼文化，中華文化與印度文化。它

們不但禧承各自淵源的文化財富，而主互相疊 當，

交流與趾合，早已成為我國文化不可分割的名個紅

成部份。．．．．它們郝具有本也的色彩。」

(ibid 1983:12 一28)

迂界定說明了文化與民族或程族有一程囹定的間 1系．升一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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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而古，文化是代代相傳的一
租具有血緣闐亻系之生活方式，它

色搖杓併與精朴面方面的束西
o 因此國家文化就只能是一枝各

它是不需要人為干預的自然產
個民族或秩族生活方式之鏸和，

杓。而考國家虹是要干預的 1紅心應採用多元文化主義丶文化民

主政萊及超民族或程族的文化因素為原則。
有間．馬華或華人文化的具性內容（附錄：語古教育丶文學

、藝術） : 

「 1.1 語文丶教育與文化有考十分密初的聞係。

1.1 馬華新文學。

1.1 表演藝術（戲劇，弄蹈） 丶鵲覺藝術 （音樂，歌唱）

與视憂藝術（繪畫，書法，彫刻，設計 ）

1.5 除了反映當地現實的劍作之外，我國 各民族也係留

從征先傳下來的茶些傳统藝術，如印族傳统弄踏，

華族的「和肛、 「武術」等。．．．．只要具有美學

的憤值，或怡情勵志的作用（就可成為國家文化的

一部份） J (ibid:18 一26)

表面上看超來這樣的文化定義是色羅萬象的，但在實際的

運作中還是有所選擇的。 在這一套諭述裡，「去羔存計」是一

｀要的概念。「去羔」 是指將雜亂無章及無秩序的一面去除

摔；「存子」是把精華的部份係留下來的意思。那什麼及為什
麼是精華或渣漳和由誰決 足^的問題就涉及到運動者的一套意識
型息之廷持。誠如許多「學者專家」 或文化教育工作者所呈現
出來的念阅：（一）將一些被判定為「迷信」

丶「落後」丶「浪
虎」和「不徒康」等的文化

元舌一律去拌； （二）係留及發持那

一 122 -

步 r 有價亻主」 丶 「高尚」和「精朴
1982) （註 21) 。

J 伷豆
訌潽 （江真執 1984; 

町而推行諶華語丶爭取｀

徭求演 、文學 創作等，在｀J:.
｀）敖有五在
`｀只 丶各五諭者心目中文化之定義 靼尪 r 去羔

＂」。｀約｀
（也走指藝術、面教，尤共走那些被國＾ 伐得｀＂｀

｀定可｀包括馬來舞踏丶樂翳
玨'、`、 ｀雅的

｀丶｀、戶方宣傳品中當見的）塋J:.`` ＾ 回｀＂
豕文化＂台，

一套諭述事實上對衿一般華人 El 當生活的翌慣
迂株的

丶 凪俗 、語古
（指方古）、 儀式等郝還未構成彩鬻，

也因此可以理只： 在
國家的語言丶文化與教育政萊捏針華人真正棒成成令的是一些
所謂「高級文化」的元素。而 Jl. 這程文化

約定成是i`｀的
，它可以不斷據大和吸納各種可能的「 文化因素」入內， 語如

書法丶水墨畫、春聯和祺奕等也郝在茶些場合程被视為革人文

化的一部份。

當社會發生急遽燮遂或積有的傳统受到知束而不吞道於璪

挽的需要時，傳统文化的重新走棒就變得社為雷妻，面這味的

傳统是所謂傳统的創造 (invented tradition) 。這程「 偉统

」並未成為過去，反而是在該需妻的琭疣程，禧牡登生作用

(Hobsbawn 1983: 1一 14) 。華人文化或傳统念成的即現就走偉魷

的創造與詮釋的遏程，國家以族群意識為共操弄文化的'

（但這也是進入七 0 年代以役才有的現象） ，迂在國 家文化三

｀］及它的政策實旄J:. 就很明顾 1
（宗敖鉭程丶國家文學獎、

國家猗立慶典、戢光旅造手冊以
及大苯偉揸mn孑邡有所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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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族中心主義」的色彩） o 因此受「排抵」的一方就只能運

用另外一套的文化諗述來 f1J 造一個统合群性的「民族文化 1專、統

」，吣If- 對抗。因此與國家所 f1J 造的一套傳統比較是來，華人

文化傳统也是在同一個情境下的產物。

1989年全國華囷工委會與大馬書藝協會聯合主瘠全國華崙

同胞黇奉聊運魴：

「'上奉喵是傳统的．繕承」

「點春聯可以係有 1受良的傳 ．统」
r 
擇奉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藝術，只有華文字才能掛在

牆上」

樣的－

。

這些運魴的主要魴力主要還是：

「·…在菸華人社會武菸一個壓力強大的環境程，适遏這

個邃鈁，以表示我們對民族事牣的維蔑。」

（星洸日赧 1989.12.31) 

雖則大家 共是書法家）對菸春聯是否係持用毛葦的傳统，
豆口．守餚律的問題上有不同的老見，就像

kastom 在美拉
尼西亞所造成的問題一樣：對外而十

£1, kastom 是針封西方文
化侵略而來的 ，但在人們愿用這個苻號時則
的情挽下被使用，尤具是麥

又得视它是在怎樣

翳峙，這程對同一個茌號的
:i kastom 成為政境上角逐雙方的利

不同詮釋就更明頤了

（尤

Tonkinson 1982) 。
(Keesing & 

從 1984年以來十五華囷就以「文化工
｀如平機持每年輪鏴「 作委頁會」推勁吝卅

全｀｀化茹」化大會的紀念與實吱共目標， ，以作為對華人文
並加強華囷間 的達愁。從 1984至

団°年的七年當中，蓽｀
己丹、柔亻拍、馬六｀ 1``m 

＂莪
系 C,l ，黑狗啤（黑狗走吣

M 啊大令出 、五、＂、
`"標，｀｀緝，

訌疵）的骨助。 1986年｀工 ｀｀訌
柘989

，文化節謗訒輔導委頁會 ＂五力有 rL,
｀西亞

，網｀化
｀生

氕立全國

豆耒演的工作（王興文 1991:8-9) 。 力軍以m`
這些文化活動在實際進 1·

T 的時 1灸
人文化的定義，以第七屆華囷｀

，就令酌見出

豆m勺缸町茹目亻
達動者針革

钅分析可以得至1l 下耒：

表廿三 第七屆華囷文化筋節目介緒
(1990) 

表演型態 內 容 入J
I

鍺

廿四茹令鼓丶擇

旗、舞祥龍

它象微我們千里傳薪丶不品不视伷精祚

，更亻弋耒我們一頲頲「弄動討心」°

舞蹈 （路）

（峇迪情）

莪）

（囷囷轉）

（春天）

（秧歌）

這條路不好走，免有不齡來妁拓荒者。

在那傳统的圄奈下，弄出了耶塋繞在內

心深武的鄉价。

描述大馬華族孛欲乹老的共花。

踏鬻，童謠鄉玕跟。

百臨百花開，抄砍盂良閑。

企圄喚是人們對首人程樹，仗人送伊的

懷念與惑漱。

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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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表

" 1) (萄亞瓦 I 第一羔：舌亞來離鄉背井南來馬來亞鎍
生。

第二羔：紫亞來與束始古丁緒盟以平息

戰亂。

第三羔：紫亞來以堅若卓絕的精祚把吉

痊拔從底墟中廷立超來。

反映漁民生活的新型。大打樂曲。

（四段錦） l 古箏狷奏。
（鳯陽花鼓）

（還鼓喧天）

（採花）

淯書郎）

（王喀君）

（希紫在田 Jf J:.) 

（遠方的客人請

你佟下來）

百人兒童大合唱。

女高音狷唱。

} 百人大合唱。

另高音猗唱。

奇料來源：十五華囷主辨．黑狗啤 · ' 
Guiness stoutif-' 助， 1990

精英文化成演茹目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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玕表演節目的挑選1吁
以它1"主 'tL如第元｀｀豆 r 在某些t`
全場｀ ｀五八

紮人弄蹈茹「侵秀獎」 知｀丶 1988年入

、第二届全國華樂篩彈撥紐 r ..i. ""^ 、第十屆大，馬
O 奏鈕 r

伍｀｀獎」畔茱「亻憂秀獎」及 1989年全國綦 、 1990年

等°在類別上有舞蹈、弄劇、音盧術｀勺 r全國｀｀
全場｀｀

含蓋在藝術這個鏸類裡頤， 丑。｀町、類
心與上 ，迂些占門可以

文所誤印文
伊達動中約文化界定是一致的，也就是說這反殃了華人

型 ，態：去羔存奇的觀點 o
文伊達動中的

驛 1 說明｀
·一套逸識

刃卜，也「｀考將這些藝術劃分 文幻｀｀的彰術
1 知勝知．敗約等级

者才可登上這個屬粉全國華人

，可以發現有下列國柱訴求：
的文化表演弄台 o

（一）象微華族不屈不撓的精神；

（二）華人封馬來西亞這塊土也的愛灰面臥；

（三）推崇華人傳统倫理道德；

（回）安詳寧靜的家居與生活。

；只有仮厝

就內容上來淆

這說明了華人急菸渴墓猩得政府的承認他作為人民的一份子之

地位，尤共是他對於馬來西亞足國的面鈇，及他在文化傅承下

所具有的道德倫理是有助於國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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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商人、精英與士大夫情結

第－暮 暑大排傳」！在文化懾

相對菸國家而古，華人文化復巽運魴是一程是方主義的運

鈁，但就整個運鈁遏程來看，它卻也是一程在華人社會內部的

超地方主義運魴（間菸地方主義和超也方主義運動，見黃應骨

1991) 。不子是教育或文化為名的運勁在一些手段、方法的應

用上郝與國家十五為類似（统一華人內部的方言或封菸文化的界

定等郝是彼好的例子）。但是華人文化或華文教育的呈現又必

須只能在固定的場合程，因此所謂「華人傳统文化」的論述的

實踐只能在一年一度的華人文化茹禋（或共他藝術筋）找到這

程「一脈相承」的束西，弔訖的是在一敖華人的日常生活中並

不存有這一些被認為是「華人傳统文化」的因素，反而是連循

西方或現代生活的步調。因此華人文化運鈁的目的，似乎只有

在文化表演特才感憂得到那種氣勢。在第六屆 (1986) 文化大
會上有如下的描述：

「`｀5力的節令鼓格對天勛地，如為馬奔腸般滾滾樸

來，在現場見證的蒿干同胞，郝被帶進祺先悠遠的歷史歲
月捏 。

五百盂煙籠從山腳蛻诞亮上山蕻，遍山的男女老幼、手

＂火，眼含淚光，以一遍又一遍的紅，｀｀先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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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片土也上落足生根、

帶火的恩情；為｀｀丶
刻紅"

``` 江們決心為子子孫 1系＂薪火｀｀ 1`灰，只，

缸｛情懷。」 ＂只"o ` 自｀｀戶＊目傳是形容承先啟後的文

的 '/J 縴，歌粘是這樣，｀的：
化工作

," J:. 

"`｀們「每一條河是一則神謗

每一盅煙是一脈香火
知遙遠鬥·山注

＇泣］大海

把i`｀夜滇庄揉鼕如脈購的跳動， 淳厚的
泥｀亮

《朗誦》

醞釀於八十年代的華囷文化是金

即使只是一株幼苗

卻是到了插秧 紮杖的時候了

遍佈八方 一顆顆熾熱的心

另秦獨唱：

何嚐不是等待春風 蓍啉待發的草根！

《歌粘》

為了大也和草原 太陽和月亮

為了生命和血綠 生命和血綠

每一條河是一則祚謗 每一主煙是一脈杏火

格和急遠．． ）

每一條河郝要流下去 每一主燈郝妻燃燒自己

〈鼓粘轉急丶增強〉

〈熱鬧激揚的華樂合奏曲插入．．．．〉

（康再藩 1991:88, 部份師錄自傳煙專楫一畫）

迂m激動高玲的活動東主要是將參與者心iI1 造的想保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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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傳達的訊息是一程廷立在 r
J. 前所沒有遏的社詳閽亻糸，措成了

同令運意識菸這樣的場合裡
一個共有的傳统及血脈。華人的共

原本存在于華人不同階層、語言教
發探的淋漓畫或，而持蓋了

有甚至是政治立場的差異。
但在實際的生活程這樣的共同意識

似乎是徵乎共徵的，如呆疣這程意識巳在實際的生活或玟 5台現

實禋迫了作用，則一片祥和之氣氛早就形成了，而不至衿像現

在這樣依然紛擡不齡了。

第二懾 宵會＼商人與華人文化運動

從十元世紀以來，華人社會傾早者郝是以商人為主。而作

為全體華人字蓄的教育或文化更是商人大力置淥的翎域。早在

七十年代，這些現象被黃枝達形容為「半封廷半奇本主義」°

但這只是閑明．馬來亞華人經濟積累到達茶種程度後的現象及商

人透遏捐助學校以取得在社會的粘擧，而又剛好配合上華人移

民受畫壓迫與剝削役视教育為唯一能使下一代「是死面生」的

襪會等條件的湊合。這郝只是說明了部份內外在因素如何影嚮

商人階層的形成，它強調積民經濟及其政萊的重要性（比如勞

工 丶 程族隔離與分工丶土地政萊等） ，華人只是扮演一個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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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緒 (1972:111一 113) 。
Kaz` 

徭戶｀的生產閽係上渚｀民 g`互｀｀伐｀戶印。現代國家體系裡， 而｀"國｀荃吣

｀立 ｀巨戶 (1986:133 一 1.37) 。但｀｀積只｀｀｀
商 f...
或商人厝層就沒有自

主性了，馬？``, 系 ．的＂ ，琉速

邙伴蔬考當也政策、奇，｀｀而｀＂＂｀｀們：商
多章巳敘述遏） 。但是商｀｀上訌．｀｀短今約 i,」造

｀的第
這育文化硼城的現象燮得

鈤宗｀才、巳。
，知得他1n 介

在教育的研究裡，傳统教育經湊學
強調敖育鉑文變亻目人特伉丶個人在勞力市場的也位｀加共生產

訌。大鄣份有閣華文教育
約經溱能力所才h 演的

在馬來西亞發展
育經濟學的角度。教育的政

的論考紅F是辻程教
治經湊學則钅unf為

玫治與社會囷體間模力閽亻系等因素所國1:1:.
不同約經溱 丶

｀的 (Carnoy 19SS: 
157) 。黃枝達的研究可以作為說明探討蓽

文教有的政治經溱學
之綦礎，柯磊遜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史也走 i、遺拉自度出發的

。面者對菸歷史的武理有明颜的不同，首者是專門計論革文敖

有內部的權力闐係，而倓者則以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政治中妁

地位演變為主 （註 22) 。這面個视點分別代未了徙不同妁月岌

和歷史現象出發的緒呆，有超的是1支者似乎只以國家的政策屋

這為討諭的重點，视華人的各個厝層為或愿為一個荃仕。

教育的問題是一個現代國家形成中的主妻認赴，正如Chai

Hon-chan在一篇掄文中指出：

「快速發展的大眾教育之目的是為民族的足設 (nation -

building) ，共中心的謀題是玫燮個惶與団值的迅同， L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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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不同族群間的初使得一個國家認同得以成為亻和先砦非取亻

蛤囷體認同。」 (1978:69) 

現代國家的形成在教有
上的措涎是畫可能也減少共塊內族

群的初诒情感認同。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些學者會認為這些爭執

是一種初蛤恃感與國家認同的衝突了 (Geertz 1963; Milnes 

1970) ，這程统法是有共可取之武， 因為皐兗在有閣華文教育

的論爭中這樣的論調是時有所聞的；就像一位華教運動傾逹者

悟說：

「（華教運勳史）是華人社群對他們語古丶教育及文化熱

愛和不屈不克的堅持金斗。」 (Lim 1985:vii-viii) 

或對華文教育運動的文持者视為「可疑的認同」 (Neher 1991 

102) 。但我們也還必須考慮這些逢勣內部的變化，這樣子比較

可能對華商和華人社囷所扮演之角色有一晚蚌。

羊憶棻認為在教育舒域內會使得「國家與社會」的討論陷

入混淆之中，尤共是國民教育體系是是如此，以台灣的教有情

形為例 1更是 (1992:2) 。由於私立教育也有部份的「國家化」 , 

比如課程、設備、人致、註冊與凍｀結等，因此不能把私立教育

视為對立矜國家的侍況。這樣的論點顾然不適於用在華文猗立

中學上，除了使用妺介語、行政、經疊及考試等問題外，它也

是受到國家的部份干預。但是比較是來，馬來西亞華文狷立中

學（等矜私立中學）若至那已被納入國民教育惶系的華文小學

在自主性上似乎比較大。首先是這些華文學校的維持涉及了地

方上權和與一般大眾，也就是說華文教育是華人足方的公共事
蓍（鄭 1987:765) ;同時在推動時以釒缸美和發持持華人文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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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這個運動與八九十年1弋

訌的。就這面點來看，｀虹勺｀
｀文

化｀活
｀走．必 只，只息

訌鸝對抗於國家之過程， 在迂之江；汗 ｀迂
土埼 1b走糾緒在－越的。｀｀ ｀庄 ｀人

和｀｀約
乞者完全區分開，因為事實上

不鏸為迂吒

程中也傾向于制造一套共同
蓽`｀｀在升｀｀`, 它形｀｀遏

戶式上是一致的。因此我們可
以互 迂｀｀＂＂

亞國家形成所遇到的問題。 教育達動來缸迅馬來西
Loh (1984) 從華文教育邃動

者約社經＂：出分，｀他對馬來西亞族群政治的分析而提出是迂些
送動知｀＂厝級可

y人將他們的利益含蓋在全體華人利益之下
，伐仗原本是令有厝

級差異的現象轉化為族群的問堤而T紅顾。華文教有原本就
是由華商或她方上的翎社所把持，也因此噹國家试 Ill 介入昧必

然會與之有利益上的衝突，這說法是 Loh一文約主昔。但徙本

文前藪章的描述與分析裡似乎並不是如此早純，至少在國家介

入時，華校的釜事並非戢早產生反息的，灰當華文中學玫剌足

吹超時，本文也對認為華人政治人狗的「安 1生」不令比皐文敖

育或文化問題之考慮來得童要的看法持係留的息度（註23) 。

華裔商人對教育或文化的興超是相當免近的事，徙首述的現象

出發，華奇商人在經濟上的未現也在敖有 J:. 童演，至少＇＂［短

视、暫時性之心憩也未亢無遠。

1985年全國華囷聯合會程有次和定 83年的革人文化大＂

忘錄的原則 （李篙千 1989:108) 
。正一次的＂＂有廿七個 lll

旬參與，對種族面桓化丶種族佾需
虹和自由民主人楫被仗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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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發耒了「馬來西亞全國華囷聯合宣言」。這些辻議衆並

适遏全國華 11] 民權委頁會來加「L 實踐；後者菸 1986年制定了「

｀全國華囷宣言第一階段元大目標」，包括、經濟（新鐭濟政

萊） 、社會（非法印尼勞工丶新村發展） 、政治（選區劃分、

令污、公民權及人權）、文化（國家文化問題）及語言教有五咽

。這一些的合作開亻系 1史得華囷的追一步緒合成為可能。共實很

早以前就有人提倡遏這程囷緒的形式（劉問舉 1977) , 只是

時襪尚未成熟丑也未有 1女聞存亡的字件可奇囷緒一致。因此可

以理祥的是當這一 i7J 郝 1具備時，華人社囷的大聯合菸焉形成。

1991年 10 月 17 日歷經元年申請註冊的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

聯合會鏸會 （簡稱華堂聯總）獲淮成立，其宗旨有：

「 ）亻足進我國各民族靴菩與囷、緒；

（二）商討與武理對會頁有閽係問題；

（三）針對影嚮會頁的政萊或措施提出意見；

（回）在苻合聯邦憲法的原則下推鈁和參與文教、福利丶

社會工作；

(.1i.. ）聯絡與本會宗旨相同的社囷，以達致上述目標。」

（中國赧 1991.10.20) 

｀｀｀｀十五華囷上1L織所紐成，接考下來是華堂聯總第一
屆會天的選舉中林玉靜眈潁而出 ，擊敗了教總代表沈呆羽。迂
場選段被 1矣者形容為 ：向幻看济，表示大部份的商人郝支持有
商人背景的前者。以 十五華囷紐織的成員來看大郝是商會或以
商蓍利五為．桔合姜礎的困體，研究華
華人商會或中華大會堂所

人社囷紐域者郝不會忽略

扮演的角色。早在 1900年面閑莪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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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就被提議成立，

｀淤成，這個紐織的成互

才｀｀爭` 表廿四 蕾閑莪中｀｀三"` l92`` 

"t" 
、他只

的 Illtt ; 

性質

商會

17 

共他

奇料來源：亟蘭莪中華大會堂五

雪蘭莪中
十回週年紀＾

磗干］編委 (1977)
華大會堂慶柷五十

這些紐縑的主席或會天
四週年紀念特刊

之間有時是相
，頁 59 一60 0 

人所執掌，即便是會餑在成 互間達或是由同一個

的彩嚮力則是不
頁船1l. 成上是亻51 大多敗，但＂

`钅U的。各也的中華
具名稱的限制而發超推動成立的

大令啻是在＂＂於
，一方面是逐｀｀令全的

名稱可以包括所有的華
人同時也持蓋了華人內部的陸級不平茅

｀。因此各也的

｀會為主
｀大會堂之翎韭班底噹然是以噹也的革人

。從這裡我們看到了華人社 Ill 情有的紐織棋式：役

，｀到大囷體的緒合。這程方式的紐合在革人社 lll 發扆史中
｀出不窮的，尤共是戰1U 的發展更有胡向合併為一的崖上走
；底、因可 能是華族社囷翎早者鑑于小群的鈕織在 El 搶時期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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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客的緒杲，性會到小群紐織力壹 J:_ 的簿弱而紛紛聨合成大群

體紐織總會。或是由菸 1937
年中國抗日時期，本也成立籌賬會

，打破 1 長久以來那程強烈的甜派戢念，在這程種的來」激下 1史

得紐織總會的發展一發不可收拾（吳華 1975:9) 。

華人社困的緒合兼併除了祝明共同利益的係 l睪以外，它們

還代表了史為廣大華人的利益：

｀人南來目的可坑是純經濟性的（誅生第一） ，地位是

僑民，本身對政治無毛巽超；政府也不希望看到．．．．華人

中較具文化程度者，久受中華文化中儒家思想的羔陶，孔

子所說『君子不當』深入人心，以為緒當不夠清高，．．．．

加以華人．．．．在商古商．．．． f艮多華人認為，與其依附茶一

個政當，在茶些問題上巷華人爭取權益受到隈制或存有顧

忌，不如避免採取固定的立場．．．．上述三種耽念，造成．．

．．華人社會仍存有面程囷緒方式，一種是華人政當下的困

緒，一程是華人社囷下的囷緒。」 （劉問桀 1977:494 一502)

這樣的諗點是從全體華人郝是在任一種囷桔之麾下，言下之意

是它們代表了華人社會的整體利益。筆者認為這種緒合的遏程

存有華人觀念中間於「囷．£吉」的看法與需要，正如本文第三章

所誤的，華人政治的一個困挽就是困緒的問題。但囷緒是什麼

則是非當有超的，至少華人社囷舒翠人郝會認為只要在紐織緒

構上將各靼社囷合併了則華人的大困緒菸、焉形成。這樣的觀點

已經在華人社困的歷史中層出不窮。華人社囷鏸會的形成，就
葦者看來只是各程利益的．桔合， 它是否為華人大困、結只是華商
在追求一程形式上的囷緒昆了 。華人的困桔一直是華人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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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也走問題。它只說明在豆

互豆蓬勣｀｀時，｀ ｀大
｀五

°而只有在＼

`` 
严群意識（或是為－五1象伷成｀
矼：旅的意識上， ircunagined

社群，

它｀｀迂
為－荃

立－
`n 」成為指涉全性華人

community 

的亻弋名詞，
, Anderson 

1983) 
它指~-

，乜耗紙丶文化節活動及共他肝全心， 鉭钅｀｀T
亻n這。 革｀｀入巨
華人意識的形成並非代表華人

家形成的遏程中華人社會銍祛＾
｀鍺約完成

(壓迫之反息。
，而只是在國

一和面亻系 1睪了華人社會翎祛的利益有 `"印吣出
全惶華人｀

紅」與國家的程族偏向政萊周旋到底
為和盾；另一方

跪期有囷緒於華囷下的亻頃向，
。目此在理論上｀巳在

但實際上我們只是瘡到扣人逸錷
的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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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尤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的展莘

本文一開蛤就提到華文教育或文
化運動中商人所紛演的角

化被客體化、個人在運色，以及在華人文化運鈁中所呈現的文
文化的定義及共遏程丶華人民族意

動中會有不同之立場、華人

識的辻立與華族「英雄的遏去」 等。呆倓本節希墓以前述的分

析為錴緯，說明華人文化運魴中商人、精英與反映出來有聞華

人文化的論述，鞏者將這程程的現象稱為「士大夫情緒」°

在第六章程曾提到在國家文化政萊的籠旱下，華人「學者

專家」或社囷舒非者迷提出多元文化主義及文化民主的諗點：

文化民主或文化多元主義 (cultural pluralism,cultural 

democracy)是指個人或群體有選擇係留或維持他的社群文化之

自由，它的哲學基礎是來自於認定舉凡人與人的海适丶思考或

學 習等郝與他所屬的文化價值系统密 {J] 相閽的。因此一個摘有

茭文化 (bicultural) 的個人或群性並不會使他對國家不效忠

。在教育政萊上他們主張應該使雙語或至少民族教育性糸的存

在，以苲係少致民族的語言、文化以及認知的維持 (Ramirez 

& Casteneda 1974) 。

卮用在馬來西亞華文教有逐劾時，就是表示了以下的預設

和要求：預設一，人類的語古是多元的，因此在文化上也是如

此；蕷設二，馬來西亞的程族多元是歷史的事實。一個族群的1

語古與它的生活經撿是息息相間的，因此使用桑有效丰的母語

一 138 -

註
軒戶右力的選擇； 1l. 才

。戶之，係持一個族群為古不｀｀文 在教有 J:. J:.五
曰1曰．不登的直接因素 `m` 。 mm`早 ｀｀持窈文2支紀h, 、經過了大規祺印文

勺

知｀｛支 文｀｀初期就，扣五氐
u淳備。 知｀＂誡如前文所述，商人作為｀

文1`的旗手
｀｀史己的。以華文教育運動出發，

＂「商人找町
矼也位及利益的途徑，同時也興｀｀ 一個比可係有

文 1b和民｀｀江°這種活動說明了革奇商人灰知識份子的
．一套逢識型咫，

訌逸識型態也是華人文 1這侖述的主要亻｀
。"知的走迂套

鉭識型，態以去羔存奇為主旨，去羔存壬提示
｀｀化所息包

含的元素以和國家文化所要求的文化元索一致（迂楳士可以被
『納入』國家文化中） 。在所有的文化活動中，所謂革人文化

在理論與實際的表現並不一致：華人文化論述＂＂｀化

的界定是採取一種包含荃廣的定成一華人的生活方式；但在革

人文化節的演出裡卻是以被認定為綦術或類似綦術的篩目扆現

。徙華人文化運動的意識型息來看，就可以理梏迂並沒有矛盾

或衝突：去燕存圣論是針升國家政萊而來的，故於T際約未現

上就應該是可以掞 J:. 弄台的表演篩目，而迂程文化耒現又必蕷

心全體華人為號召，因而在文化的定成上必須是畫可优約具

有伸縮性。華人文化運勅徙共實踐上來瘡是代｀＂｀的
一套意識型憩，它以華人的精神文化自居，並以之作｀｀

｀基礎。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持到一些榕時的鍺掄， 峩們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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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耕究的開始：
緒諗並不代表．緒束，反之是追一

（一），華人文化或教育
運動是馬來西亞國家形成中逐淅形塑成

的，這個運鈁以華裔商人
為主手是有其歷史和社會為碁

礎。

（二），華文教育或文
化運魴必須被置菸整體的華人政治丶鐭濟

丶文化和馬和面亞的情疣下來考察，因此它是反映華人

荃體文化的表現。

（三），華人文化運動因應國家文化原則而來的是有間華人文化

元素的定義問題。華人文化跪然是由一些元素所 ¢1l 成的

它必須具有一定的內容，而這些具性的內容可以從華人

文化活動的節目看出來：那是一個只有所謂『藝術』的

元素所構成的文化理論。

（四），華人文化的諭述代表了華裔商人的一套意識型，想，這一

套意識型，想是以『去羔存子』為理掄的杖據，這程羔與

子的分牙就是精祚和粉伉文化的二分，代耒華人精科文

化的就是手。

（五），封國家而古華人文化逐動是一程也方化的運動，反之國

家的政萊就有明顾的超地方主義色彩並試固以统一的語

言丶文化和民族意識合蓋所有不同的族群。但就運動內．

部的運作來看則在形式上也有超地方主義傾向，由菸華

人在語言上也是多元的，以華語作為「母語」就有這種

念味，在文化的定義上亦是如此。

（六），在華文教育或文化逢蚡遏程中，並非意味所有的參與者

在行鈁或理念上郝是一或的。在邃劾的遏程程，個人往

一 140 -

才丶同嶧楳，
往會對相同的議赴有

｀就是個人的埋
汀^丶同可 ` 在未來可能的研究 J:.. , ̀ 以＂了。 ｀約｀卜虹辶

孫討：一｀｀｀f,~"］的＇m斗 ｀｀互－
獻，這些文庫除｀｀＃ ``` 五
這旦，這是急待探究的

五叩卜 社困出版氐
｀一亻目問堤 o

尚｀人文｀｀
，現亻知國家與民族意識所蔡棒的- _`` 

``` 陷｀＂學有間文化的研究。這｀｀｀职屆。 m"清人類
人這套意識興迫的內外在條件 本

，｀尚可
天只太埕 1 革

文化意識的間係，這是本 因訌T五
文在圩究萊略J:. 活與迂

伷迂蟻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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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慕

註 1 在西方的政治史中 ，現代國家的形成包合了..=..個主要的

特微：（一）摘有一固定的地城 (territorial), （二）國

家是 1L 唯一是可正當 (legitimate) 使用武力者，（三）

國家有制定蜣則和法律的功能與權力。這些特微郝是＊

期歷史發展的緒杲，共中包括了官僚性制 （指一種上

下從屬的級別開係、一套書寫的公文模式丶公私分明及

個人對法制的效忠等），市場經濟（金鏡作為薪質的象

微）以及國際體糸的產生 (interna七ional state 

system) 等。這些歷史因素的考嵒是 Weberian 所強調

的。他們也試固透遏歷史的發展銳明國家的自主性。但

對於 Marxian而言國家只有相對的自主性，它是為奇產

階級所控制的工具（工具論）或為一種生產的結構，即

奇本家透遏紐成權力的聯合，以國家的法律丶教育荅或

宗教等意識形，想國家機器來達到统治的目的。這面種觀

點的爭論也是 Marxian與 Weberian 的基本埋諭差異所

在。

註 2 這一部份的討論，以和f究華人民族主義運動為主。從明

石陽至以還就有一種戢點認為華人在廿世紀初因反應中

國國內的號召，而掀超的救國存亡的運勁是出菸當時華

人對中國的認同；或說是因應國民當的發勤而是的。但

在往役的甜究中，如颜清湟在有閽清朋瞎華人社會舒杜

的捐官閬爵 (1972) ，以及歐陽昌大 (1972) 在「新加拔華

人對辛亥革令的反應」等諗文裡郝提到華人民族意識是

錯綜祆雜的而非如北的统一或一致的。

一 142 -

1主 3

註 4

戶尚的土的貝｀是

`＂人戶成的緒晶。這1同理｀為 4 類"```J:.
悠 J:_ 的認同菸本足 t:I" 人互｀｀程，｀｀在，｀
社會所無的一種群tt措成法則 辻是｀

°鉭｀劵 ｀只棵發現海外華人在mmm料成上
｀举

穌妁叮；
｀當也政治和紀溱形有七 ｀雜伷，

,－的＂ 而 Jl. 又
(1985) 

。而｀尚鈤埕掄是以台灣的務梟者為主要的硅究
早期因吞也樹繆和錫碳的開

和理論＂的針象 o
拓而 1支｀

、經濟開發區域裡頲，隨考這些產品世界
大＂中在迂些
市場1tmm 知足

華人也有逐「水草」而居的情景 o
缸令｀伷大＂入

或移出，使得當也的小型華小面m
｀即墨力，一方

來自人口大圣外移而 1支華小學生统減， 另一方面則國家

發展計劃不但不亻戈先考慮這些地區丑勒令迂些人鼓租少

的華小與他校合併或闢閉（參考教鏸教有研究中心 1989

年的調查）。

註 5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逢動在推動者眼中即是一個有間蓽牾

和文化的爭取運動，這個運動是爭取政府承謎蓽文可以

作為馬來西亞官方的共中一程語古灰係有革文敖有1"

中華文化的機制。

註 6 「方言教育」是採用當地的用法，但它在官方與蓬勅者

的文忠裡是指涉不同的束西，這可以看出乞者在耜式J:.

的相似： ®官方的用法程是指稱徐 了法律明定為的戶

語言 （早其是英語和馬來語，
現在徐束馬 r).. ＂走指、馬

來西亞語或國語）為教學考
拭媒介的敖科註缸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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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育運劾的舒或捏，所謂方古教
教育的範固。®在華

育是指在華語華文
（指清末發迫的北京語的統一化後，

經五四的提倍的一程台語語） 尚未成為現在華校（也稱

私塾）時所採用的以
吝個方言群或甜的語言之教育。這

面程戢點即使有如此的差異 ，但它們的立諗叔據卻是－

樣：统一化教育的語言之遏程。

註 7 半封廷半奇本主義用在教育上時是指華人社會的蒂派主

成之泠透造成教育成為一程「私人企蓄」或「家庭生意

」來經塋，以及它教育的目的是制造一批中介商以便和

面方人追行可辨式的貿易往來。

註 8 字實上早在教總成立之前，早期星馬也有出現遏一些教

師的祗楮，這些郝是在中國駐當比舒杜的催化下成立的

。華僑學務結會在 1920年代時相啻活蹭，後因觸怒英政

府而告被祥散的命運。一直到 1937年中國發生七七瀘溝

梧字央，使得大挑中國教育界人士的南渡並造成星馬教

育界生氣蓬勃。從 1938年是紐成了六六社，達糸了華文

教師和中國教育的關係。（參考紫鉸玲 1987:42 一53)

註 9 馬華公會是誕生在英國政府大力剿共的時候，當時的國

民安文會已受到子制，華人政治出現了真空狀憩。英人

也命紫未來馬來亞的政府能以英國的利益為利益，菸是

傕亻足了華奇係守商人紐成馬華公會。它的成立標榜了華

人社會 Baba 華人丶係守的華族商人及政府反共意識之

緒合。但是由衿共在聯合政府中的地位，使它一方面是

作為與政府的梧樑，另一方面則又受制於這種政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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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當它內 gF要退行：文

戒安和索爭是桑當見的 o 革n"F`｀｀達動，
1i 1° 

1985年有A只紙堆裡挖
出辻段新黠

敖記出嵒了華教。噹n"＂未 大作文幸，坑是
起｀入十

馱的文章故作成此文。 ＇ m-互

鉭1 第一次的學潮發生在柱城釒｀E 在汪，｀
｀校＊＇寺~1952年接受政府的津賠，並鼓度以紅臼

冶政制的問題，政府又要驅扛互
式與政府 mn 拴

約恃汎下 ，於是引
起學生的抗議，但在杖＊口戶迫入杖目而告終。
（麥考林達玉 1988:179 一197)

註 12 p. 0. L．課程雖然提供了各民族的學生有選棒伶計母語的

機會，但在師骨缺乏和謀程安排等各方面邡存有「＂尪

時候，這種課程有也於無。尤共是一敖學生家＊或老師

對待它的悲度更使得這往謀程困難童重（鈤四 1982 

: 81一91) 。

註 13 有闐馬華公會在華文中學玫剌問赴所扮演的肖色，在筆

者的訪談過程中也有三位受訪者提友。

註 14 定法程有關、馬來人特視丶國家語古等熄定如下：

第一百五十二條 國家語文

（一）國家語文必須為馬來語文 ，其字惶必須由國會立法

蜣定，淮：一

(A) 任何人不得受到禁止或抵止
亻史用（徐窄和用途外）

，或教授或學翌任何其他語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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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馬來人與沙巴卅或矽勞超卅土考

係留有閽公職丶淮證及共他事咽之

係留份頲。

（一）及高元首必須有骨任依據本條之奼定，係證馬來人

或．．．．．．之特殊地位．．．．．

（摘自馬來西亞聯合邦憲法）

註 15 在教鏸 33年這一本文床奉禋，封於國家原則只有摘錄前

半部，而一後半部有閣達至國家原則之步紘則加以宥略

拌，這是一戎有超的疏漏。

註 16'.W 閑莪中華大會堂曾在一本有闊華人禋俗，文革的冊子裡

提到：本範例是…．有關婚樘、央禮丶節日及棐會的改

革廷議，旨在發捲華族禮伐的 1是良傳统，以適應現代生

活的需要。各墳禮俗的革新…．側重堀棄諸如迷信思想

、 虛偽形式的繫文 節的陪習，提倡簡持與節約精科

第一百五十三條

(1986:1) 。在這本禮儀範例裡，列出了有閽禋儀的一些

原則如：避免舖張排場、浪疊時間、勞民傷財、俁式應

簡化 g乍省等等。這種改革的意固早在十元世紀時就為當

時的林文慶提僖遏，他主要是針對 Baba 華人的一些禧
伐而來的（陳育崧

17 所謂完整的華文教育是指從小學菩或幼稚圉到大舉的－

種完整教育體系的要求，這是受訪者视口告訴筆者的。

1983:392) 。

18 閼矜華人救星的說法早在政壇上有所傳聞，那就是馬華

公會的戶永森和陳群）l 在位時，噹時的華文戟章就稱他
們是華人社會政治和經济翎域上的救星，這反殃出華人
針－個能相決現有困疣英雄的期待，但是二者郝令華人

社會失紫，前者是

入民政當；後者則
在競選｀＂
因經济犯 ，｀｀知註 19 所訝華小高職事件是才匕 罪和鉭尪·加

填吣tm 加

不諳華語華文的學护＊
曰 1987五粉 执｀｀。

｀級職頁
不 i｀地教有

豆、下五 'BP 第 ｀扆紀m`` 外 一副枚天、第立］
小教員申請升 i

玨主任
｀位者江J:.

四亻目職位 o

由＂於 1987年先後在樘城｀｀火政府｀｀吣7J ，
區，終菸在 10 月 6 日華人社囯令同

苗並迅遠地擴及共他地

華囷政當抗議大會 , ll 日議決將
｀奇政當召開全國

動。接下來－達三天有些華 4
採取仝牡｀｀的行

以「國內種族闢亻系繫張」
家夫不誤孩子上學。當局

為由，徙 27 日是約面個月內，
(ISA, 類似台灣約國安法）大肆速捕

（各個政當，尤共是反升當政要）丶文教界（以董敖

丶宗教界人士、民椎逢動份子（以面華堂

拔引內鄣安全法令

政界

鏸成員為主）

青年困及民權委員會成頁）及三家敕干］被迫暫昧停刊
（它們是英文的

的

The Star, 

Utusan Melayu) 

1988年政府才在吝方壓力下提出「四一樁決方帝」：即

前三個華小高職必須具有承認的華文奇格文忍，至於認

外活勳主任則只要能找華語者即可，這場風涙才告一段

落，但潛伏在這祥決方奈內的問題是可能一觸即發的

（教總秘書武

。從 88年

華文的星洲日敕以灰國梧

。所謂茅苹行動即是指此。一直到

1988:51一57; Ibu Pejabat M.C.A. 1987) 

4 月至 5月間華人執政當：馬革公會和民玫安

，發生了對這個係決方伊的互禍瘡疤丶 推諉清任的駡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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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後我們知道這方衆是馬華公會提議而民政附議的緒

杲。茅早行鉍後不久，執政的巫統內邨發生了歷來桑屎

童的權力斗爭，由 Tungku Razaleigh 向現住巫统主席

挑戰桑｛文是以前者分裂出巫统成立「四六精祚栄」 (I 46 

Parti Semangat) ，並指控前者違法，在、經遏冗＊的官

司和相互的挖角之 1灸，巫統改稱為新巫統以童新註冊

(" Umno Baru") 。因北華小高職事件也與劍拔弩張的

巫统栄內斗爭不無關係（中國赧

註 20 華教人士參政的第－炮是由許子根和郭沫鎮等敲嚮的，

但經遏多年來他們入閣 1灸的考驗，使得有些華教人士批

評他們為「央俛」的華教人士。

1990.12.7.) 。

註 21 在技耽褔主綴的《馬華文化探討》一耆中所收集的論文
统計成下表：

｀也可i`玨謂的
鉭2 釜事會在目前－紅尸紅｀論沒

黃枝達帝時的分巨有
紅勺｀ "` 了互， ｀走

元舌。

運茲在國家的介入 辻｀走
必須正

，碩

玉帛，所以現在宣稱；艾｀｀本對 ``` 
`" 

紅勺｀
如此的看待 就無華 ｀研才能理｀ ` 註 23 所謂「當性」是护 ｀。 文｀｀該作
一些運動者的 o

曰｀當月或"`` "mu~ 文化問題時是會
人｀「 程度，在

才如 " 
彧"

說語，以 1987年的華 4
之「m 船（見 文教｀｀
、高職寧件

，共同為革
人＂五

認為這種緒論尚早 ``` ，因北 1系n °但筆者
疑約，想度 o

馬華／中華文化 2 
華文文學 3 

倫理道德／ 1角 1主 4 
華人藝術 4 

華文教育 4 
華人宗教 4 

1 
華人禮俗 1 

這表提供吾人審视學者限

，人倫理道德、藝術丶
中的馬華文化及其比童，共中

文學丶教育丶宗教為主。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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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本和「月

一，會籍雜誌

Ibu Pejabat M.C.A. 

革小高職字件前因後杲。馬華公會本部出版。

三民耆局新辭典編集委員會

新游典。台北：三民書局。

1987 

1989 

王品紫

1982 華校的課程發展，菸賴觀福主編：馬華文化探討，貢

51一56 。吉陸放：馬來西亞留台聯鎴。

乒光緣

1988 

古．鴻廷

1991 

朱運興

1986 

族魂：林達玉
（没畫） o

怡係
: "墓冧

｀｀令。中國國民當改紐倓

之「牛車，立 1牛 ｀來互
J 為例 o mi` 

`｀｀固） ｀m,）雄
: ̀ l927年

°台 Jk : 
主編：

汪梲社科所。 ｀海泊登

王巽文整璞

1991 簡介全國華囷文化諸詢委 員會成立的歷史背景。菸全

｀｀化語詢委員會編：精英文化義演紀念專輯，
万 8-9 。吉陸拔：全國華囷文化謗拘委員會。

王社原編

1961 

王序武

1978 

1988 

馬來亞華校全视

王序武考， 8註6 ．緒謀

。 新加拔：王愛洋出版。

華人丶華僑與束南亞史。菸崔骨強、古鴻廷合編：束

南亞華人問題之硅究，万 27一 32 。新加抉：教育出版
社。

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香港：中華書局。

全國行動埋事會

五一三悲劇。吉痊执 o
全國行動理事令 o

1969 

季亦圉

1970 

林達玉先生的 ，，＾、｀虹
的實際原因 o 府｀與教師

`｀育研究中 註冊妲友｀
專輯，頁 47 一48 0 士 心編： ` 

o 痊抉：如忠。
中學改令）

一個移積的市鎮：馬來亞華人
市鎮生活約調査圩究。

台北：中歼浣民族所 o

李成楓譜述，鄭治安整理

1977 

李篙千

1989 

李空強

1970 

令英時

半世紀以來的霍月莪樹脣蓍。於雪＂＂大會全五
十四週年紀念特刊縞委：雪莉莪中革大令壹庚机五十

回周年紀念特刊，頁 297 一3010 吉痊圾：雪蓽全文敖鈕。

微言华。（自奇出版）

馬來西亞的教育發扆，尚洋文摘 11(11) : 780-7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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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沈字

1976 

宋明頎

1978 

宋哲湘

1987 

^Jk ：痹綠。中國近世宗教論玟與商人精祚。 o

宜靂州華文猗中 1文襄史。菸鉺索）l1 華杖釜聯會編：霖

窪華文猗中 1U 巽史，万 7一112 。怡係：霖靂州華校董

痹會。

束南亞華人及共前途一民族主成及社會主義的衝擊。

菸崔骨強、古鴻廷合編：柬南亞華人問題硅究，貢

60一86 。新加拔：教育出版社。

一元五四年聯合邦華文教育鏸撿討。同上，頁 352 一357 。

（原刊菸中國赧 1955.1.1.)

一元五五年聯合邦華文教育總諭。同上，頁 367 一 373 。

（原刊菸中國赦 1956.1.1.)

吳西方

1961 十元世紀星桎甲英文教育史，南洋文摘 3(2):29 一30 。

吳燕和考，王維閑譯

1985 巴本亞新是內亞華人百年史 (1880 一 1980) 。台北：中正

書局。

吳華

1975 新加拔華族會餑志（第一，二冊）。新加抉：南洋學會。
林木海等縞

1983 國家文化備忘錄特蚌（華文丶英文及國文）。 吉蔭坑：

全國十五華囷舒非機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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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連玉

1988 風雨十八年
(J:.町

1990 風雨十八年（下冊) °軒只：林七
己玉基金委員會 °吉｀ : ｀＂令 o只玉

`＂令 o1988 華教篩室__,_

呂。｀｀噹
林孝勝

1972 

1975 

林美容

1989 

胡蒿鐸

林達玉｀｀令 o ` ：＂心特楫 o 吉｀
清朝駐星翎事與

菸柯木林 、海知i` "`4 的糾紛
丶｀五：新加 (1877 一 1894) 。

新加抉：南洋 ｀族史掄隼，
大學畢帶生協會。 頁 11一29 0 

戶：十九世紀星華社
會的芍攢政治 o

林等合考：石叻古蹄，頁 菸林和謄、酥
3一38 。新加执：南洋學令 o

人類學與台灣。 台北：稻香出版社。

1976 發展霖宗卅華文猗中展墓 。於宜虔革杖董喵令協助蓽

文猗立中學發展工委會編：＂華文狷中愎興史，頁
4-6 。怡係：霖寀革校董聯會。

尚大「星加塽華族村史調查」，日11.

1970 星馬的開發與閩粵移民，尚洋文摘 11 (11): 732-738 o 

星洲日戟

1961 聯合邦華文中學申請全津廿二條件，南洋文摘 6(2) :26° 

梁紹文

1924 南洋旅行渼記。 J:. 海：中華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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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面亞全國華囷民權委頁會

1986 潰傲華囷宣言第一階段九大目標。常閑莪中華大會堂。

馬來西亞聯邦政府

1984 馬來面亞聨合邦憲法（中譯本）。

許是吾

1983 從押陰館藏耆誤到主人。菸押陰餑文存編委編，陳有

崧考：押陰餑文存，百 437 一438 。新加拔：南洋學會。

教總教育竒究中心

1986 華文中學改制專楫。吉陸拔：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

會。

1989 小型華小問題：教總教育研究中心針對『閶閉或合併

人致特少小學』廷議的玕究赧告。吉痊抉：教總。

1991 馬來面亞華奇先贊錄（第一輯）。教鎴。

教總 33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

1987 教鏸 33年： 1951. 12. 25. －一1986. 4. 8. 。吉陸·放

：馬來面亞華校教師會鎴會。

教總秘含武

1989 林達玉公民權衆。吉痊抉：林達玉綦金委頁會。

霍月莪中華大會堂 1i. 十四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頁會

1977 '.W 閑莪中華大會堂慶祝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吉痊抉

：中華大會堂文教委頁會。

才月莪中蓽大會堂

1985 馬來西亞全國華囷聯合宣言。吉陸抉：常革堂。

1986 華人褳伐範例。吉痊拔雪華堂。

- 154 -

茶文雄

1989 

黃枝連

1971 

養應骨

1987 

1991 

張景良

1987 

蕾紋政

1991 

话錴鈐

1987 

麥留芳

中國的沒落。
台」l:.

: ｀幻反社。

馬華社會史平論 o
新五

：為里｀
天嶧＾司 。

光復後台灣也區

三十年｀｀
｀學叮：約登辰。

＂氾互．編：
391一458 。台 Jk

文攻社令科學圩反
：束｀七公司 o ｀｀墓，百

柬埔社布梟人的新宗教送動
的玕究。台灣社會硅究季刊一論｀台｀灣社令蓬動

3(2&3:1一31 0 

｀詞。矜陳瓿打目編
：國家文化的埕念，頁 7 一10 0 

吉陸塽：馬來面亞雪｀｀
｀堂華社奇科圩究中心 o

當前台灣童利愛財之偵值扆向的屏析。

（發表衿中國人的價值视國際圩計令， 1991.5.23 ．一26. )

戰前新加狓六六社活動史實，亞洲文化 第九期：

頁 42 一 53 。

1985 方言群認同＿4L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

歼究戾民族學圩究所。

崖骨強

1970 束南亞社會的燮逐，尚洋文摘 11(10) : 652 一 6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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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1988 

陳共南

1989 

1990 

陳緒啓

星馬史諗茉。新加放：南洋學會。

囷民當人與馬華公會的衝突，南洋學戟 43 (1&2) : 

55-71 。

台灣的傳统中國社會（條右版）。台北：允及。

家族與社會一台灣和中國社會硅究的基礎玟念。台 北：

喵緩。

1972 台灣右通志卷二：人民志人口篇。台中市：台灣宥文

臥委頁會。

1979 台渭的人口史遂與社會史逐。台北：聯、經。

陳再落

1991 精英文化義演：面顔和前暕。菸全國華囷文化諸詢委

頁會縞：精英文化義演紀念專輯，頁 88-91 。吉痊拔

：全國華囷文化語詞委員會。

陳志明

1987 華人與馬來西亞民族的形成，亞洲文化 第九期：

万 54 一 68 。

陳有崧

1983 揶陰作文存（第二卷）。新加抉：南洋學會。

陳綠漪

1984 大馬半島華文教育的發展。於林水 主編：馬來西亞

華人史，百 283 一325 。吉陸抉：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

聯合會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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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乒
今

士 'II'J

1989 

萘护理

1986 

溪任乎

1987 

林達玉綦圉的設計

頁 41 。吉痊执： 林達玉
°江鎴秘＂編：

`＂令 o
"菻特輯，

華文中學改制的回顔 o

中學玫制專輯，
泠教總教育圩｀

有 3 一25 o 士 ＇這：革文
o 痊坂：如迅 o

八十年代的大馬華人文化
。菸陳祺抖k 等考

八十年代評論選，瓦 135-
：馬來西亞

144 。 台 Jk

大馬青年社。
：馬來西亞 同學

新華詞典縞集紐編

1989 新華詞典。北京：商務印耆鉲。

新山中華公會青年困文化 gJl. 縞

1991 傳煙．華族節日紐曲。新山：十五華固文化篩主籌旱

揚走成

隹丶新山中秋囹迷會工委會及新山中華公會青年 lll 喵

合出版。

1982 馬來西亞華人的困疣。台」I:. :文史哲出版社 。

衿進發

1977 戰前星華社會緒棒與翎棐層初探。新加~:尚洋學T 。

揚聯陞

1980 傳统中國政府對城市商人的统制。於于宗先主編：中

國經濟發展史掄文選怎（下冊） ，頁 1027 一1053 °台此：

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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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維衍

1987 「新綫濟政萊」下馬來面亞華人綠濟狀沉，亞洲文 1b

第元期： 69 一 73 。

鄭良樹

1986 馬來西亞．新加拔華人文化史論業

南洋學會。

（卷二） 。新加执：

1987 柔俸卅的華文教育。菸教總編：教總 33年，育 755-775 0 

吉陸放：教總。

鄭良樹、魏維阡

1975 馬來西亞．新加放華文 中學特刊提要 （附校史） 。吉痊

l1 問奉

1977 

貉靜山

1984 

放： Jabatan Pengajian Tionghua, Universiti Malayao 

華人社囷的歷史發展與中華大會堂。菸告華堂五十回

週年紀念特刊．緒委會 ：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慶祝五十四

週年紀念特刊， 頁 494 一502 。吉痊拔：面華堂文教紐。

大馬半島華人經济的發展。菸林水榛丶駱靜山合編：

馬和面亞華人史， 百 231 一282 。吉陸拔：馬來西亞留台
校友會聯合會總會 出版。

坎密特考，幸瑞塋譯

1987 

抒视褔

1982 

藍守自盜：新經濟政萊誰得益？ P. 」．：社會分析學會。

馬華文化探討。吉痊抉： 馬來面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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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清湟

1984 新馬華人社令

駱靜山合編：

馬來西配

約「｀緒椿與社

｀｀西｀勺＂位5,rL 動 o 粉林水
迢台聨繶 o '可 201一229 0 吉｀

缸靑湟拱，張清江譯

1972 清朝 官制度與星
"埃銍

木林丶｀五： "(1877 

扣，｀｀｀，
一1912 ) 。衿柯

加拔：南洋大學 ` 百 49 一87 0 新

颜清 5皇考，李，恩涵譯
畢罟生協令 o

星馬華人與辛亥革令
。台北：聯經出版事蓍有隕公司 o

1982 

錬亻白喧

1982 國中華文教與學 。菸扭视褔主編：
81-91 。吉陸执

＂文化探計，頂
：馬來西亞留台聨鎴。

菻福成拱，王有立編

1898 出使公杜十患 （全） 。台北：華文古局。
薛福成拱，沈雲龍主編

1898 

國祥

1964 

1967 

魏維贊

1964 

1968 

出使公 Jlt. 奏疏。台北：文海出版社。

二十五來的馬華教育，南洋文摘 5(5): 19 一25 0 

馬華教育史，南洋文摘 8 (11) : 749-750 。

戰後星馬教育的發展，南洋文摘 5 (2) : 14 一 17 。

教育掄茉。新加放：有聯畫局有「｀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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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真誠 ＂對華奇文化自救運劾的鏸廷議＂南洋商戟 1984.4.3.

薛加 ＂芳戟做歴史見證，計餘年風雨不玫：朱運興做該做的事＂

中國赧 1992.1.14.

許為忠 ＂文化活動企啻化＂南洋商赧 1990.6.24.

朱自存 ＂華社文化活動的現實環境與展萁＂适戟 1990.1.2.

瀬清湟 ｀＇段前新馬閩人教育史實＂尚洋商戟 19 9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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