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馬青年社」創社

— —
—

個 學術 參與 建 設 的 開始

Γ大︳馬青年社」的創立 ,是秉著知識份子在

複雜的現實底下 ,一份無法掩沒的使命威 ;布

望在同學會
「
大會宣言」的信念基礎之〦化宣

言的積極精神為具體的行動 ,藉由一個
「
學術

團體」的創立以及經營來參與精神建設 ,服務

同學。我們希望透過
「
組織」的力量 ,涯聚集

體智慧,開拓觀念 ,並且期許能振作知識份子

精神 ,研究真實學問 ,發展學術活動 ,轉移現

世流俗 。

「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

國事 、天下事、事事關心」 9這是長期以來知

識份子精神的具體表現方式 ,但對於白己生存

時代的學術、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 ,不應

該僅僅是縱的歷史繼承 ,還有橫的社會現實的

各個層面 ,也應該在關心之外 ,作進一步審察

和領悟 ,有意識池探求解決的方法 。因此 ,在

強調分二合作的原則底下 ,面對看這麼一個複

雜而多變的環境 ,我們選擇了建構一個學術組

織作為今後努力的方向。

與此同時 ,我們有理由深信 ,要締造這一代

旅台知識份子的有力形象 ,也應該由學術風氣

的營塑、知識性活動的倡導作為基礎 ;只有以

知識參與精神建設 ,是我們掙懈
「
無力威

」的一條航線 。

過去 ,因為缺乏一個組織的集結力量 ,我們

有許多優秀的學術人才在現實裏人單力薄的情

況下被埋沒了,導致群體的精神建設一直是拖

沓看步履 ,蹣跚而行 ,而這代價未免太大 。今

日,我們深切體認在這時空下相互扶持的重要

,並且也深知
「
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術

」 ,唯有通過
「
組織」的力量 ,才有色有效涯聚

諸如人力、智慧、金錢 、資訊等重要資源 ,進

而在時間的軸上 ,化為行動 ,才不致使改革與

建設的意願流於空言。

未來的日子裡 ,在努力建構一個學術組織的

獨立特質的過程中 ,「大t馬青年社」與同學會

密不可分 ,它將為同學會注入新的生命 ,壯大

同學會的陣容 U透過如下的長程目標的追球 ,

我們深盼將能激起普遍的關懷典參與 :

一、帶動旅台大,馬 的學術活動 ,作積極性的

創造與綜合 ;

二、印行刊物 ,整合集體智慧 ,提昇旅台大

馬現有的學術水準 。

另外 ,在中程的操作性目標裡 ,我們計劃看

進行的活動包括 :

一 、定期出版
「
大j馬青年」期刊 ;

二 、定期舉辦
「
大:馬旅台文學獎」 (或協辦

之 );
三 、經常性舉辦相關學術、文化的活動 ,如

研習會、工作營、座談、演講等 ;

四、不定期拲辦其它學術競賽或同學作品展

五 、提供有關研究大:馬 國事、前途的資料服

務 。

今日跨一步出去 ,便不需再有猶豫 ,我們對

「
大I馬青年社」奇以深切的厚望 ,因為它的理

念代表了年輕的我們思考與努力的一個結果’

透過選擇這一個
「
學術團體」的型態 ,我們期

許它將能表現這一代旅台知識份子的特色 ,並

且成為一個持續不輟的理想 !



同學會創會迄今已邁入第十一屆 ,其最翻曙的演變是從

純聯誼 l±的團體導向於學術性 ,這是時勢所mEL通應現實

需要。今後同學會更應偏重人文 ,致力於灌輸正確歡念 ,

貫徹大會宣言之偉大目標。我深切地奇望大馬青年社將是

推廣文化的主流。

雖然同手會歷經十載 ,其組緎尚待時間去建設、鞏固 ,

因〦t於擲 寺刻警覺 ,深具魄力去改革以配合大家的需求。
同學會應站在時代的前頭 ;今天我們可以很自信並得到在

台各方面公認 ,我們的社團領先其他地區性社團 ,但是千

萬不要因而圓於現況 ,反之更需要積極去改善。現在我們

有舉辨文學獎、幹部研討會及幹部訓練斫習會 ,他 日這些

同學將會是大馬華人社會的中堅份子 ,奉厭他們的力量。

同學會的接觸層面絕對不能僅限於旅台 ,而必須精垮時

空,密切與大︳馬有關團體聯絡 ,例咖‘馬來西亞留台聯總 ,

董教總等 ,當然最重要我們能取得大.馬各才面所需資料 ,

以便旅台同學有田寺常投悉而不至於和丸馬社會脫節。另同

學會最迫切就是能建●起穩固管道、職業耕博 、研究所貸

學全、師大教育學分。如今同學會已經看手去做 ,亦是同

學會唯
一

能協助同學們爭取的利益。其他的是把我們的理

想與旅台同學努力奮鬥成果手現給大I禹社會 ,進而肯定我

們一群曾經被人遠忘而仍在默默耕耘的革革子弟。

自從一九七四年‘馬中斷遜 ,同 學會陷入狐軍無援 ,同

時也認識到旅台同學必須自立自強。縱然如此同學會仍毅

然地負起非正式的
一

些
「
官方」來往。譬如辦理延期、更

新談造、欲公證結婚的軍身證明。、我們威多V敵威的同學

會本身以往都沒有建立起蒐集有關的大I禹政治、文化、經

濟、歷史肯景的資料。故今年特闆出一空房充為資料室 ,

目的盼望同學們隨時帥6大I鄔寺事 ,跟得上大:馬現階段環

境典潮流 ,而不被淘汰或茫無頭緒。

余擔任會長一職 ,至今已趨尾牽 ,不敢說開創任何新局

面 ,但已盡最大有色力去改革 ,去真定方針。
「
江山代有人

才出」同學會人才濟濟 ,達經營大業將會擴張 ,永遠流傳

專┤毛萬日。

同 學 會 會 長 /詹 長 章

犬 馬 青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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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錄
﹉文化與教打 ,足出前馬班社什山划芸Hu)J的 課趣

。從≡γ制的l))行 ,以至今不因
「
:叫家文化」

開題所引起的仙激 ,Wll示 ║市｜:i旳處境您咇行複

茅等╘、困:芒

I。   ‵      ′

(本期
「
大｝弓什年」,將從旅台同學的學習生

活暗面 ,去看待華社的文化 、教育!︳ U也 ,從中

亦可以反映出旅合同學 ,他們在想些什麼 ?在

畔 什緊 ?﹉  ﹉    ′

采授主租語文 ,是║文獨中堅持的�尹原則
,在馬來 r,LJ亞迸個多元種族的ll l什 央 ,英意義

平和叩聑U今天,仰大多數不台中性受而等教
育的大馬學手 ,足從三極言干γ文教育的瑛境底下

出
一
來

一

是不是他們t+(已被培育成語文的天才呢

?
﹉

一

〨鈕語文教育南反省」將魽你一同來,忠老
﹉

遠個問題U從旅台同孕對三極語文教育的認知

與態政上 ,所反映出語文冔:習並非某一些人
「

一駎情額」r旳油點 ,誥女天才只好少蚊人的頗

望 ,從中亦說明了獨中在近
「
語文傳統」下的

尷尬局面iU

台上台下 ,#前球後 ,總有人扮狹開先汌r旳

角色,他們i竹努力利⋯●路l++程 ,卿不足外人所

能理解、絆曾.政大文學獎創辦人陳強║ ,「

大馬新聞雜誌」主編羅正文或許何帶給你一些

啟/lN。

「
教育制度能否發邱作用

一
端賴師灸足仆姓

全 。」師資問題一直以來 ,使帶給獨中惜liJ無

限的困接。如何謀求解決 ,提昇獨中的教冔t水

.)1,董教總不斷朝這一日標作努力和改進 。在

這個再題耍 ,除了訪問到壺敢總的久人人外 ,

就豍國●師啤大學的數位人將鬥畢 ,也哦缸一

間題 ,分別闡敘了他們的意見莉晴法。

其他內容 ,也頗具有可看性。包括
「
馬華文

學
一

作膋」不烈報漙 ;「 他山之石

一

也將為您

芥紹台湧頗有規模的民營典術活動推展機柎一

一新象活動推展中心 。
 ﹉

24 中華 民 國有 關馬 來 西 亞 區 域

研 究 博 ˋ碩 主論 文 統計分 析

. 馬 華 文 學 工 作 營

26 馬 華文 學工 作 營 紀 事

28 我 談留 台 文 學

28 星 馬 文 藝談

3U 馬 華 文 學 的 困境

3U 流不 盡 的激 情 一 一

———「誇裘表會」餘聲盪漾

32 一 個 延 續 的 開 始

. 他 山 之 石

35 為 犬 馬文 化 藝術 活動 催 生

一 齎 介 「新 象 勒 展 中也 」

. 人 物 專 訪

48 遊 子 的情 ,蠯 一羅正大的努力興矛盾

5U 留 在 政犬 的跫 音一 嗜誇如命的陳強華

53 再 尋 歷史 的 軌跡

— 廿餘年來特刊的回顧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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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壺冬縶育序kIJ   春羼置坪
.礔麒巫釋好”甲理

一口一 Γ︸′9./、 ●●η 吥 ●        科也掂辨箏⋯
促 進 種 族 交 9朮 團 結        誠然 ,學習多種語文 ,符合我國多元種族環

境的需求

一

｜真是從
「
實用」的觀點來看 :但教

在馬來西亞 ,從小學就開始實施第二語文教   育的成效必須從整個實施的過程著眼 。因此
j

育 ,它並不是裝飾品言而是客觀蘋境前需 。透:   應該考慮到學生的資素友學習進度的蒫異問題
過學習其仙語文 :不但讓學生右更廣的接觸面   。師大教育心理系二年級楊溫柔認為 ,學習三
,並進一步促成各種族之間的暸解及文化交流  :﹉種語文 .:除

一
因本身熊力外 ,老師的蓴業訓練

∵  以及教學方体亦是主要影響因素 。
I我

們知道:,華文獨中之像點就是讓學生學習
:三種譯文 ,怡保育才獨中校長陳     獨

.:﹉睫齙藷雞疆翟﹁嚚罣  翠::文化千:     讀晨台一i∥

潭構才會減輕學生語文萯擔:提高學年的學習

人求瘣
山市t哥i,「 ,

一

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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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Γ
:



∥
腦
∥
怬
嚐
憶
戶
├
├

地在語文方面下功夫是不切實際的 ,而在這中

間 .學生對三種語文的喜好程度也有差異。

從旅台同學所反映的意見當中 ,令人感到欣

慰的 .他們都肯定母語的重要性 .並表示對母

語的課程特別有興趣 。這對那些偏離原則 .傾

向政府考試媒介語的獨中而言 ,是很有必要重

新檢討辦學方針的 。

學 習 態度 效 果 不 彰
癥 結何 在 ?

而對其他二種語文的學習態度 ,發現清許多

是抱著 嘩引 、 嚍 義務」 、 沸FFJ等等的

心理 。這種心理的造成 ,包括政府因素 、現實

考慮 ,而大部份同學認為 ,老師的專業訓練和

教學方式對學生的學習 ,影響甚鉅 。

就政治因素而言 ,我國存在的種族不平等現

象是不容否認的 。然而 .假如採取排斥的態度

對待某種語文 .對促進種族和諧團結肯定會造

成不良後果 。而這種 用FFJ存在於獨中 ,顯

示出獨中在貫徹三種語文教育目標的過程中 ,

匎視了教育學生對現時環境的體認態度 。假若

在兼授三種語文的傳統下 .抑沒有照顧與及時

向學生灌輪國家 、國民的意識 ,所培養出來的

學生 .他們會對這個國一NFL會負起責任嗎 ?

根據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 .對全國華

文獨中所做的資料調查 ,有百分之五十九點六

的教師擁有學士以上的資格 .換句話說 ,獨中

的師資是相當優秀的 。但是 .缺乏教職的專業

訓練期是他們的最大
「
致命傷」 。唸僑大甲組

的劉漢家說出了他的感受 , 
「
英巫文老師的教

學不能吸引我 .唸得相當辛苦 。」誠然 .我們

無法完全去否定老師的教學方式不當或缺少專

業訓練。因為教學是雙向的 ,學生的學習態度

也應是考慮因素 。可是 .我們必須認清的 .在

學習的過程當中 ,適當的引導和激發學生的奮

發熱忱 ,對提高他們的學習績效有非常助益 .

而且有良好的師資才會產生健全的學生 。Ξ種

語文教育的效果不彰 ,關鍵在那兒 ?這問題有

待獨中當局去深謀了 。

要學生確實地將三種語文學好 .獨中提供了

怎樣的一個環境呢 ?從旅台同學的意見當中 .

並不難發現大部份獨中無法突破語文的障礙 .

換句話說 ,除 了母語外 ,英巫文只能在課堂上

「
操作」 。由於生瀊 境 ,學習心態琪 .要

學生掌握三種語文 .並實際應用在日常生活裏
.這種願望非短期所能達致 。

自然 .讓學生均能掌握三種語文是很好的理

想 。在我國多元種族的社會裏 .獨中兼授三種

語文的原則 ,如果從
「
現實」環境作考慮 .毋

庸懷疑 。董總主席林晃昇 .去年在全國獨中演

講比賽時曾表示 ,雖然獨中向來強調三種語文

兼授 ,但根據觀祭獨中生的語文表達能力 ,發

現要掌握三種語文並非短時間所能做到 。這一

點 .的確道出了獨中生的困境 !

你 的 馬 來 文 退 步 了 ?
進 步 了 ?

一個新環境的接觸典投入 ,不可避免的會產
生價宿 ｝新的認定和評估 ,重新去塔視原有的

思想觀念、態度行為等等。
這裏要說的 ,假使你已在台灣多年 ,某

一

天

返回自己的國土 ,在機場大廈的辦公室 ,值班

的官員以國語 (馬來話 )頻頻向你探詢在台的

情況時 ,這個時候 ,你是不是能應答如流呢?
抑或根本不知所云 ,造成尷尬的窘態 ?
在台灣這個鯸 文膚的社會裏 ,能夠接mll

國語 (Bahasa盹 laysia)的機會幾乎是

等於零 ;若要說有的話 ,也只有偶爾從同學的

交談口中 ,聽到滲雜數句不成文法的
「
巴利」

用語。於是 ,在我們記憶中的馬來文 ,在四年

大學教育 ,新的環境底下 ,很可能會成為遺跡

自從一九八二年 ,政大大馬同學會首次印行

「
巫文文叢」,轉載了大馬國內的巫文雜誌列

登的文章 ,提供了旅台大馬同學閱讀和繼續學

習馬來文的管道。感到可惜的 ,它的發行對象

僅限就讀政大的大馬人 ,無法使每一位在台的

大馬同學均能受惠。然而 ,這份
「
巫文文叢」

的印發 ,無疑的刺激了旅台大馬人 ,去重視一

向受忽略
「
國語」的學習問題。

6● 犬 馬 青 年



「
缺乏學習的環境 ,這是我面對到的一大問

題。」師大莊麗燕同學說出了她的困擾。從同

學對這一間題的看法 ,大多數都有相同的感受

。在馬來西亞的現實環境中 ,馬來文的學習和

掌握對旅台的大馬人是不可偏廢的 ,誠如政大

邱如財同學表示 ,「 在台缺乏學習馬來文的環

境 ,並不意味就不需要再學習它 ,應該嘗試去

易自月良。 」

雖然 ,許多同學都意識到馬來文的重要性 ,

有者還特地撈帶了馬來文的字典、雜誌、書籍

來台。但是 ,因為缺乏有效條件的配合 ,這種

學習只能保有
「
五分鐘的熱度」,到後來便抱

著
「
返馬後再說」的無所謂態度了 !

有效條件的配合 ,包括了同學本身的學習意

願和提供適當的管道 (例如引進馬來文的書籍

+ll物 ,會訊設馬來文版.‥ ‥),兩者是互相關

聯的。就後者而言 ,目前除政大大馬會訊有專

闢的
「
馬來文文叢」外 ,似乎就見不到有類似

的管道 。至於書籍雜誌 ,也很少同學會主動去

訂閱。中山醫學院馮思中及中興大學甘福任兩

位同學 ,建議同學會多介紹馬來文的書籍及出

版馬來文的列物 ,這是可行的辦法。

環境所需 ,旅台同學必須加強國語的掌握能

力 ,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下獲得生存。台大陳輝

德同學便乘寒暑假返大馬的機會 ,加緊充實馬

來文的掌握能力 ,多看馬來文書報及上馬來文

補習班。
不管怎樣 ,旅台同學必須自覺馬來文的重要

地位 ,在台的四年大學教育 ,值得我們去深思

的 ,你的國語 (馬來文 )是不是退步呢?答案

是肯定的話 ,那麼 ,你就應該有所警陽了。

生活即是文化 ,不論受英文或中文教育者 .

事實上他們只要具有華人的血統 .那在飲食起

居上、待人處事上都會受中華文化的影響 。

你說中國話 ,用筷子吃飯 ,對米食的喜好甚

於麴食 ,家裡的擺設及父母的管教方式 ,都在

有形和無形中塑造你有華人的樣子 ,更具備華

人的 珩 為模剩  。

而至進入學校接受教育 ,家長通常有兩種抉

擇 (也有子女自己決定的 ),把子女送到華校 .
或英校 (現國民型中學已無英校 )。 小學階段

是基礎常識及習字的階段 ,雖受文化的影響 ,

但卸對文化的
「
體認」幾等於零 。中學階段在

思想及觀念上漸成熟 ,受華文教育與英文教育

者在作風 、態度和對問題的看法開始有了分歧
.這個分歧不是對立的 ,而是各 自獨立發展的

。例如受華教者 ,學習的範圍有如毛筆字 ,讀

唐詩 、宋詞 、古文 、中國文學及中國歷史 :而

英校的抑截然不同 ,他們僅偏重於語文及技能

科的訓練 (這裏是指

F(m』 英校 )。

部份同學認為對中

華文化的認識僅限於

生活層面的,來自吉
￣

﹊        隆坡循中,唸僑大張
鳳來就有這種感覺 6寬中畢業的黃進銓則以為

唸古文 ,在思想上是會受文中所表現精神文化

的影響 。其實接受華文教育者在學習的過程已

不斷在接受中華文化的滋養和薰陶
一
雖不很 :「

深入」卸已有
。 「

輪廓」 。
一

有些同學認為孝師的歡學承本庭的背景更能

影響一個人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中山醫學院染

特銘同掔提出以上的看法 。事實上 ,它還需仰

賴個人的興趣 。

華校已被認為是維護中華文化的
「
儤壘｜,

受華文教育者其實仍然不斷受中華文化的
「
潛

移默6口(呢
!

我國為多元種族的國家 ,具有多元種族的文

化色彩。而且 ,不論是馬來文化、印度文化或

華人文化的本質 ,均與其
「
發源地」有差異 ,

這種差異的現象尚未完全
「
定形」 ,且彼此都

在互相影響 .

以馬華文化而言
一
它的形成就和中華文化不

中�﹉工1●●#年者
一 旅 台 同學 責 任 遠 大

犬 馬 青 年 .7



一樣 ,內容也受其他種族文6

麗雟 璥 藪霒 里挈 舅苧 譨 璗影 孟

建設仍有待耕耘 。台大中文系二年級陳財狻同

甲陡嘶 感觸 ,他說 . 
「
在台灣濃厚文6愾′息

‥i!一
〡●

一

下 ,”
,‵ i〔

,l人
祌 艾7I;〢〡r白 人〃i市t含

一

’

一一

 !’、j∵.;,k:｜  “ 〢●∥︳
｛

一
一

句●(9λ: 、 ｜

在台灣祈接觸到白ㄅ文化 ,與在大馬本+├接

觸的文化顯然是不同。對這兩種文他的認次Ⅱ會

否造成衝突乃兄,仁 兒智 ,有些人則以為無所謂

「
衝突」叮言 .｛r人電磯系三年級市志源以馬

華史〡匕源白中國文｜匕,和台灣的中國文化同屬

一體 ,他不以為兩者會發生很大的衝突。外又

系三年級王祖安則表示 ,兩者的文化是
「
相通

」的 ,可兼容 。

在    向開發國家行列的台灣 ,他們已

文化遺產的地方,去舉仔菁

一

將之

華丈獨中菜授三種語文,其自標包涵i吸收﹉
他人文化所長 ,扁」｛會貫通 ,以塑造

一
個馬來西

-

亞的新文化 。可是 ,假若華人社會能夠深一層﹉

去想 ,為什麼我們被譏為
「
文化沙剫 ﹉?不得﹉

不汗顏 。因為華人社會過於現實

生活的條件 ,對文化建設太忽視 J﹉ :﹉ ﹉  ﹉﹉

t

吸 取 新 的 觀

重 視 文 化 建

8.犬 馬 青 年



克服 學 習 語 文 障礙
反 省 勉 進 迎 接 挑戰

一個民族惟有在瞭解了自身的文化為基礎之

後 .才能好好地瞭解和接受他人的文化 。華文

獨中兼授三種語文 ,不是為了適合環境潮流 ,

本末倒置 ,必須考慮到其扮演的
「
文化延創

角色 。

因此 ,在不妨礙母語教育的原則下 ,加強國

、英文的教學 ,這包括師資 、教材 、社會環境

、學習態度等多方面的條件 。從旅台同學的意

見 .基本上 ,他們都肯定了獨中兼授三種語文

的正面意義 ,只是在實施的過程裏發生了偏差

。而這種偏差的結果 ,便形成了學生對語文的

消極態度 。例如 .大多數同學都認為學習三種

語文是一個極大的負荷 ,無形中使造成了
「
恐

懼」和 用鬨 的心理了。

而今日的旅台大馬同學 ,是不是沒有了語文

問題的困擾 ?

語文的障礙

一

日不克服 .恐怕很容易就被多

元社會的時代潮流所淘汰 。同時通曉三種語文

並非天才 ,不 能同時掌握三種語文也不是蕭才
,只不過處身於t馬來西亞 ,我們不能不要求自

己比別人下更大的苦功 .比別人付出更犬的心

力 ,鍥而不捨的去征服一切學習的挫折 。而生

為馬來西亞的華裔子弟 .如果要做一個有文化

自覺的知識份子 ,我們也無法不時時刻刻提醒

自己、激勵自己 ,去認識自己的文化內涵 ,去

擁抱我們的文化精神和理想 。我們運用自己的

語言文詞琵午陊雊舞扣 苦胛對 自己的文化也許

還認識得不夠深 .我們的精神興心靈恐lIH也還

不夠敏銳 。可是 .只要我們有勇氣承認自己的

不足 ,只要我們願意反省和努力 ,我們能夠不

斷鞭策自己 ,奮力勉進 ,迎上前去面對各方面

的拶錍我嗎 ?

梅 枝 田 ● 印 刷 打字 文 具 有 限 公 司

祕 多 年 的 經 孟 為

您 做 及 完 善 Ⅱ 快 速

一 又 作 業 的 服 務

◎ 各類畢業論文☉

文理法商岳二在各類論文 ,本父司從打字 、印用 (或

油印 )、 口片加銅放大館小 、自動找器扣紙 ,以起封
面之排印 、裴釘成冊 ,株一i作業化 ,製作帝良 ,弦

格特別任待 ,收迎各位先出怎夜 ,係發滿意 。曲甜 !

▓ 本 公 司 服 務 項 目

一

活版
=口

吊●●桑衍
=口

吊Ⅱ
平版 快速印刷 .打字排版

晒口文具 .紙張裝訂

屯 發 油 印 .古 通 紙 形 印

▓本公司備有下91l各 項吊新設備歡迎犬家惠田利用▓

.平版快遮印刷拭 .全自動高速裝釘描頁機 .電腦快速製
板機.電腦中文打字俄.IBM共 文打字代 .快達電子刻版

機 .快速咶日機 .其他大小相間代器種類替多收避利用.

欃 32Ⅱ 7。”
地 址 :台北 市 ● 新 田 路 三 段 293巷 2A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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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哲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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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種 語文 教

背 景

一九六一年教育部根捺
「
達立

報告書」的建議 ,明令規定未依

裱政府的條件將教學媒介改為英

語 ,自一九六三年正月一日起 ,

政府就停止給予津貼 。當時 ,華

文中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有些

中學接受改制 ,變成
「
國民型中

學」 ,接受官方語為教學媒介語

,幾年後這些學校便變成了
「
國

民中學」:另一些不接受改革的

便逐漸變成獨立中學 。

獨中發展可簡單分為二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

七二年共十一年 。在這階段 ,獨

中各自為政 ,各別學校因負責人

立易 ,見解以及區域性差異而不

統一 .他們的辦學方針總括起來

可分為二類 :

L堅持傳統 ,注重母語教育 ,

不注重政府考試 。
2實用主義派 .注重政府考試

,必要時改用英文或馬來文為課

文以求適應 。

獨中教育在此階段可謂尚屬摸

刻階段 ,二類不同主張人士各執

一詞 。後來 ,事實證明第一類因

能注重母語教育 ,故能保持及提

高教學水準 ,不受政府考試影響

。而實用主義派則時常為了適應

戴 而改變其教學方針 ,最後淪

為乖離原則及無從適應之尷尬困

境 .故後來多有改變教育方針而

｜U● 犬 馬 青 年

轉為注重母語教育 。

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三年是獨中

發展的第二個階段 ,董教總積極

推行獨中救亡與復興運動 ,更就

考試 、課程 、經濟與薪津問題提

出華文獨中建議書 ,提出獨中辦

教育之四大使命及六大總辦學方

針做為全國各獨中辦學指南 ,四

大使命之第四項標明
「
華文獨中

兼授三種語文 ,吸收國內外的文

化精華 ,融會貫通 ,實為塑造馬

來西亞文化的重要熔爐 。」六大

細方針之二亦指明
「
在不妨礙母

語教育的原則下 ,加強對英文和

巫文的教學 ,以配合國內外客觀

條件的需求。」獨中遂紛紛以此

為辦學方針 。

實 施概 況

重教總堅持三種語言並重之教

育方針是獲中教育最大之特色 ,

亦是整個現實環境使然。華小六

年不足以維護及駛揚博大精深的

中華文化 ,必須以華文獨中為堡

壘 ,方能達成目標 ,但
「
三種語

文並重」的教育政策實施實際情

況又是怎樣呢 ?讓我們從以下四

點來觀察 :

L三種語文授課所佔用的時間

2獨中生對三種語文的態度及

掌握 :

a三種語文在統考的成績表現

●獨中生對三種語文的願望 。

開於三種語文授課時間 ,各地

華文獨中都非常重視三種語文的

教授 ,一般而言 ,絕大多數每科

每週均上七或八節 ,三科節數合

計佔每週總節數的├半左右 ,詳

見表﹁ 。

平
均
率

年每言三
分週其種
比約佔語

年

 
級

46. 8%

又

v 1%
初

一

5U.2%
初

一
一

49.4多多
初

=
一

43.l〞t

一晑

 
一

43. l℅
一晑

一
一

44 ℅
一咼

一二

表一三種語文飽時和寺間

表﹁顯示獨中生每週需花費平

均率 46.8%的時間在語文之學

習上 ,年級越高 ,花費在語文之

學習上的時間就逐漸縮短。至於

在教授這三種語文以外的時間 ,

則用來教授數學 、科學 、地理 、

歷史等科目。

關於獨中生對三種語文的態度

見表二 。

從表二可以很明顯看出獨中生

└



育 下 的 天 才 ?

從表三中可以很明白顯示華文

是獨中生最能掌握的 ,87.17
%的學生有信心能用華文閱讀及

書寫 ,只 有 2.4℅的獨中生自認

不能以華語來閱讀及書寫 B至於

國語之掌握 ,54.lU%的獨中

生自信能以國語來閱讀及書寫 ,

自認只能閱讀而已的有 32.2%
,不能閱讀及書寫的有 13﹁ 7℅

。而 49.4℅的獨中生自信能以

英語來閱讀及書寫 ,32.7%自

認僅能以英語來閱讀 .17.9℅

的獨中生沒有信心以英語來閱護

及書寫 。整體看來 ,獨中生在三

種語言之閱讀能力方面大多能掌

握良好 ,但英文方面有待加強 。

獨中生對於三種語文會話之能

力請參閱表四 。

從表四可看出獨中生對於華語

會話能力是極有信心的 ,不敢講

及不會講的只有 U° 9℅ ,講得非

常流利及至少能應付日常所需的

加起來高達92.3℅ :國語會話

能力的掌握 ,講得非常流利的只

有3.6%,能應付日常生活所需

阿占32.7%,不犬會講及不敢

講或不會講的加起來有 63.6℅
,佔相當高的比例 :英語是獨中

生最不能掌握的語言 .講得非常

流利的只有 1.9℅ ,能應付日常

生活需要的有 21.5℅ P不太會

講及不敢講或不會講的力咆 來高

對三種語文的喜愛順序是華文 ,

英文 ,巫文 。獨中生最喜歡華文

的人數佔百分之 37 ,最不喜歡

華文的只有 1.8℅ ,最喜歡英文

覹 生有 13%,最不喜歡英文

的也有 12%。 愛惡的比例可互

相抵銷 B獨中生最喜愛巫文的只

有5.5豸 ,最不喜愛巫文的卸有

23.5%,由此可以很明顯看出

獨中生對馬來文多少有杉F斥感或

驧 。

獨中生對於語文的掌握狀況請

參閱表三 。

科 目
所佔全國獨中生總數之巴仙率

最喜歡的 最不喜歡的

華 玟 37   多多 1.8%

巫 衣 5.5% 23.5夕t

英 衣 13   多多 12 %

華 語 國 語 英 語

非常流俐 42.5% 3.6〞多 1.9〞t

能應付日常所需 49.8多t 32.7% 21.5%

不大會講 6.8% 43.6% 42.6%

不敢或不會講 U.9% 2U  夕t 34  夕Z

表二  獨中生對三種語文的態度 表四 獨中生對三種語文會話的命力

華 語 國 語 英 語

能閱讀及書寫 87.l多多 54.1% 49.4%

能閱讀而已 lU.5% 32.2夕Z 32t7夕Z

不能閱讀及書寫 2.4℅ 13.7多多 17.9%

共   計 lUU ℅ lUU ℅ lUU %

等級
科

目 華 文 國 文 英 文

A&B 41    夕t 32.91〞t 27.99%

C 32.67℅ 35.15多多 38.49夕Z

及格合計 73.67% 68.U6% 66.48多衫

不及格 26.33% 31.94℅ 33.52%

表五 三種語文在統者的成綾表現 (初中部 )表三  獨中生對三種語文的掌握狀況

犬 馬 青 年 .H



達 K.6%。 獨中生之英語會話

能力亦極需改善 。

對於三種語文在統考的成績表

現請參閱表五及表六 。

表五及表六二表各數字之相距

皆極小 ,顯示出獨中生在三種語

文統考方面的成績在高中部及初

中部相差不遠 ,其優劣順序為華

文 、國文 、英文 。在華文這一科

約 75豸左右的獨中生在高初中

統考皆能過關及格 ,有大約 25

℅的不及格 工國文科方面 ,高初

中統考能及格皆有 68℅左右 ,

不及格的約有32%左右 B英文

科方面 ,高初中統考成績差距稍

大 ,在初中時 66.48℅的學生

能及格 ,33.52℅的學生不及

格 ,到了高中統考成績則退為有

6U.97℅能及格 ,39.U3℅

則不及格 。英文成績依然是表現

最不理想的一科 。

至於獨中生對三種語文想學好

的願望請參閱表七 。

從表七可看出東西馬獨中生對

三種語文想要學好的狀洌順序是

的三種都想學好佔 76.4U℅ :

°希望學好其中二科佔 15.5U

℅ ;日希望呆學好華、巫、英文

任何一科佔 2.%‵四對語言沒

興趣f占 U.6℅ 。

/J〢古

從以上七個圖表當中我們把滬

些資料綜合起來得出以下四個結

論 :

1從表七東西馬翀 生有百分

之七十六 .四想要學好三種語文

的情況看來 ,獨中採三種語言教

育政策是得到學生支持的 ,學生

們很清楚三種語言在馬來西亞這

多元種族之社會裡極為重要 ,但

它造成學生負荷過重及彔峭嚀 生

學習其他技能知識之時間亦是一

不容忽靦之間題 。

2從表三 、表四 、表五 、表六

顯示英文是獨中生表現得最脆弱

的一環 ,雖然翀 生從表二顯示

喜愛英文甚於馬來文 ,但不論在

閱讀、書寫 、會話及統考成績方

面都表姍 遜色 ,問題m一
一出在

那裡 ,是教學法不當 ,課程不夠

系統化抑或學生不夠用心 ?這問

題值得探究 。

a在實施收效方面 ,從表四能

很明顯看出在會話能力方面 .獨

中生無法有效掌握三種語言 ,多

數學生不會講國語及英語 ,但他

們在閱讀及書寫能力方便則超過

一半都有信心能掌握好 。未來的

日子 ,如何創造良好的環境誘導

獨中生多多加強應用第二語言交

談是非常重要的 。

4.華文或華語從表

一

至表七都

很明顯地可看出它獲得獨中生一

埶的支持 ,而在應用方面華文也

是獨中生最有信心的語言 ,從這

一點便可以肯定華教工作者這二

十多年來不懈奮鬥的心血並無白

費 ,堅持母語教育的教育方針是

正確的 。

祉

等級 
科 目 華 文 國 文 英 文

A&B 42.84% 34.43多繆 28.U2多多

C 32.71多t 34.22% 32.95℅

及格合計 75.55% 68.65〞多 6U.97夕t

不及徹 F) 24.45夕Z 31.35〞 Z 39.U3%

表六 三種語文在統考的成績表現 (高中部 )

西 馬 沙 巴 砂撈越 總 計

華語而已 3.9〞Z 2.l夕多 11.8多多 5.9夕t

國語而已 U.3% U.2% U.3% U.3℅

英語而已 U.9% 2.2℅ U.9℅ 1.3%

其中兩種 15.5〞多 15.3% 15.7〞t 15.5%

三種都要 78.8多Z 79. 6夕t 7U.7% 76.4%

對語言沒興趣 U.6〞t U.6% U.6% U.6%

共   計 lUU ℅ lUU % lUU ℅ lUU %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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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文 化 理 念

思 潮

文 道領 您登 堂入 室

/晨景頌

在貧瘠的文化沙漠裏要孕育一棵幼苗不只是

困難 ,而且被認為不可能 ,然而在一九八U年

十一月一本較偏向專業性的文化列物誕生了。

這一聲春雷固然沒有馬上發生強烈的迥響 ,但

至少它已喚醒仍在睡夢中的
「
華人社會」該醒

醒了 ,睜開惺忪的眼睛 ,關心華人文化 、教育

、社會及經濟等問題 。

閒 月尹I(iE甲﹁n七 Urial Mon七hly

)的創列事實上是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的理

想 ,自Π
「
為馬來西亞華人文化以及其他J馬來西

亞民族文化之文化交流提供一項媒介 。」與
「

研究及提倡馬來西亞華人文化 ,使之成為馬來

西亞國家文化的一個重要部份 。」

在大t馬家寥可數的雜誌出版裡專注於討論文

化理念和文化思潮的華文列物非
「
文道」莫屬

。在它面市以雙手來開愛華人社會時 ,有些人

卸抱持懷疑的態度 ,甚至預言它撐不過兩年的

時間。但時間是最好的證明 ,至今出版了三十

六期 (一九八四年元月 ),昂然跨過第三個年

頭 . Γ玟道」仍在試圖引導華人社會以新觀念

、新思想擺脫種種陋習及壞風氣 。

文 道 的 三 「不 」

在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 ,文化的多元性是必

然的現象 ,每個人都應抱持開放的心胸面對這

既存的事實而非迴避或
「
視兩小別  ,這本判

物的誕生就意義上而言它提供了公開討論文化

的園地 ,使不同的意見能洭集一處 ,互相激盪

和昇華 。看法不一致 ,對文化的認知不一樣實

際上並非壞事 ,然而若各
「
家」固執己見,不

顧他人 ,缺乏溝通誠意 ,那才是壞事 。

犬馬華人文化協會辦這個別物的目的有三 ,

一不為牟利 ,二不是宣傳 ,三不參政治 。

若我們就馬來西亞出版界的
「
慘海」狀況而

言 ,以上的三個目的絕非
「
驚人之詛 ,事實

上一本嚴肅性的列物要在教育層面仍未普及的

我國
「
取得市場」談何容易 ,此外在尚未建立

權威意見和學術路線的情況下 ,宣傳 Π忠倒

成了挑戰 ,而政治常被認為 晻姊扣 問題 ,不

願涉及的人不在少數。

當然這裡推介 〢)剴 ,主要是希望大家知

道馬來西亞有一本專門以探討文化為主的列物

,及期望給它更多的關愛(如意見的提供與參

與文化的討論 )。

呅 道」的內容除政治外 ,涉及的範圍有文

化 (文學 、文藝 、學術 )、 經濟 、社會和教育

等 ,從最近一兩年它所作的封面專題 ,可以有

個概略的瞭解 :

文化∼☉華人文化與國家文化 (”期)☉宗

犬 馬 青 年 .︳ 3



教與文化(35期 )

經濟∼㊣走向工業國途中探討大馬的經濟發

展(23期 )☉雪錫∼華人的榮 ).%。 (22期 )

教育∼☉華文教育專輯 (28期 )

社會┤☉華團邁入新紀元(21期 )☉華文

報新聞從業員調查訪問(19期 )

除了較
「
硬性」的文章 , 

「
文道」尚有許多

文藝性的作品列載其中 ,如小說、雜文 、散文

和新詩等 。當然若我們說這列物是文化性的雜

誌 ,毋寧說其為
「
綜合性」更佳 。

塑 造 馬 華 文 化

其實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馬華文化的本質脫

離不了中國文化的主流 ;然而隨看時間的推移

,它溶入了馬來西亞多元文化的體系 ,在內涵

和形式上不得不發生驟變 ,因此就歷史發展的

過程來說我們仍在
「
塑造馬華文6口 (當然也

同時在塑造
「
國家文6凵 )。 如果光談

「
塑造

」 ,空喊
「
理念」是無濟於事的 ,所以一個公

開討論 、意見交流和觀念傳遞的園地成了
「
時

勢所趔  , 
「
文道」誕生的意義正是時勢的產

物 。

有人說旅台大馬同學較有資格論
「
馬華文化

」 (姑不論這個推理是否適當 ),至少它顯示

了兩層事實 :一旅台同學在台灣接受中華文化

教育 (以文史哲的同學為主 ),二返馬參與文

教、出版者眾多 ,易瞭解馬華社會和文化趨勢

｜4.犬 馬 青 年

提出這兩個事實和
「
文道」的出版有何相關

性呢 ?

一本雜誌的優劣決定的因素不在
「
量」而在

「
質」 ,這可從兩方面來瞭解 :一是內容 ,另

一是銷數 。

內容紛陳繁多 ,篇幅驚人 ,若缺乏深度 ,立

論薄弱 ,就沒有價值 。

銷數直線上升 ,人手一卌 ,若觀念模糊 ,欠

缺思想 ,也沒有意義。

所以要集合有心人共襄盛舉 ,棄蕪存菁 ,奠

定華人文化的基石 ,顯得必要和迫切 ,旅台同

學將能有何作為 ?這正是我們所開心的課題 。

批 評 讚賞 建 設 議

閒 採橫排的編輯方式 ,封面和封底彩

色 ,設計以圖片、人物和漫畫為主 。

一般人對
「
文道」的評價如何 ?大致上的看

法有三 :

°批評 :曲高和寡、價格太貴 、發行欠佳 、

廣告多 、文藝作品略少 。

°讚賞 :專家撰述 、言論精確、印刷優良、

不偏不倚、內容豐富 、稿費從優 。

Θ建議 :設
「
專棚 、選擇世界性作品、製

作專題從嚴 、加:瞞圖 、增加書評及人物評介

「
文化建設」可以有許多不同的途徑 ,而出

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 
「
文劃 能在購買力

「
低廉」和出版界

「
萎縮」的情況下 ,堅持為

華入社會服務的理想和宗旨,不計虧損的出版

,實深值我們的肯定 。

中上層的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是
「
文道」的

主要讀者群 ,其實它應力求普及 ,中學生 (尤

其是獨中生 )是
「
行銷」的對象 ,可把握才對

人類的成長往往在文化中可找到痕跡。

而尋根成了文化的重要內容 。 
「
文道」可能

無法領你一窺全部 ,個不少它提供了一些脈胳

要
「
登堂入室」的朋友 ,請你試試

「
看」 !



室

一般的馬來西亞同學負笈來台

求學的過程 ,以及他們在生活適

應上的程度如何 ?為了找出答案

,「 大馬青年 」曾在本年度舉行

的大馬幹訓營中 ,以問卷的方式

訪問了一百零一位同學 ,FB)答他

們在台求學情形及他們的適應意

見 。

在這些同學當中 ,以性別分 ,

另性佔了百分之七○點七 ,女性

佔百分之二九點三 ;以年級分 ,

大學一年的有百分之六四點七 ,

二年級百分之二七點一 ,三年級

百分之七點一 ,及西年級百分之

一點一 。以學院分 ,以工學院最

多 ,佔 百分之三九點二 ,其次為

商管學院 ,百分之二一點六 ,其

他順序如下 :文學院百分之十四

點九 ,法學院白分之十一黑占九 ,

農學院百分之六點二 ,理學院百

分之三點一及醫學院百分之二 。

他們在台所讀大學分佈為 :北部

佔百分之八四 ,中部百分之九 ,

及南部百分之七。

上述,資料顯示 ,我們以下所得

的結果 ,將會偏向大一及大二這

兩個年級的同學 。

從我們收同的問卷中 ,他們說

出了來台糸睦續學業的動機及選擇

的原因 ,多達百分之七一點三的

人表示他們的動機是
「
出於自願

」。至於為什麼他們要選擇台灣

的原因有兩個較主要的是 :一
「

學費較便宜」佔了百分之三一點

貳

七;二則是為
「
接受中華文化」

。可見他們除了選擇台灣的低學

費政策以外 ,.還有對於文化意識

的認同也很高。

在賢際的生活 ,大馬同學會不

會碰到什麼困難呢 ?根據他們表

示在生活習慣、語言是否有障得

,兩個問題都有高達百分之六七

點三的人認為在台生活習慣 ,及

求學時不會覺得語言上有間題。

他們與台生相處的情形如何 ,

及他們在校內要好的朋友都是些

什麼人 ?他們有百分之下下點四

表示與本地生相處並不困難 ,但

也有百分之四○點六的人認為有

點困難 。從他們指出要好的朋友

不管是大馬同學 ,其他地區僑生

,以及本地生都有的有百分之六

○點四看來 ,可以證明他們與本

人 馬 青 年 .︳ 5



地生相處的情形並不如想像中的

困難 。

但可惜的是 ,他們與老師的關

係太過於淡薄 ,僅有百分之五的

人表示他們常與老師討論 ,而且

經常與老師來往的也只有百分之

一而已 .

現在來看看大馬同學唸書的一

般情形 :他們之中拜不經常蹺課
,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表示他們經

常如此 .有百分之五五點五的人

是經常自修的 ,可是他們卸只是

偶爾百分之四六點五與其他同學

討論課業而已。他們作筆記的情

形大部份是自己做的 。由這些事

實看來 ,大馬同學在作學問時 ,

大多喜歡自己摸索 ,而鮮少與別

人作深入討論的。如果我們再進

一步看看他們這些誼書方法的結

果 ,對於他們成穬的滿意程度 ,

有高達百分之五八點四認為不太

滿蒠來看 ,顯然可看出他們這一

套封閉武的謨書方法有待改變一

番 。

另外從他們對於所讀科系覺得

還滿意百分之四八點五看 ,也司

以解釋他們不經常蹺課的原因。

既然他們大部份人不太滿意他

們目前的成績表現 ,那讓我們來

看看 ,在他們見得超磚他們學習

的最大因素是什麼 ?關於這項問

題 ,我們請他們勾出最重要的三

項 ,請看表一 :

呢 ?他們參加社團的頻度介於經

常百分之三二點六與偶爾百分之

=°點七之間 ,可見他們的社圍

生活也很廣。至於他們參加的社

團活動的那一類較多呢 ?我們來
.

看看表二便一日瞭然了。

可見大馬同學喜歡參加的活動

由資料所示 ,大馬同學在學習

的過程之中 ,以他們的內在因素

(如自己基礎 ,情緒等 )的影響

軟大 ,其他的外在因素 (如授課

方式雜務等 )影響較少。

大馬同學的課外活動圈子如何

類別 ,以服務性的活動佔最多 .

如果這項資料是事實 ,今後的大

馬同學會似乎可以考慮辦些服務

性的活動 ,和一些戶外娛樂性活

動。

︳6.六馬 有 年

表 一 阻 環 孕 習 因 素



煩

活 助 類 別
序

人 政

百 分

比  率

ll)服務生

@戶外蜈樂性(如登山等 )

(S腦誼性

(●足動

lS口術性

(G｝文要性

19迫●b

21

1B

16

12

12

9

6

22 3

19 1

19 U

12 8

128

96

64

計共

表 二  大 馬 同 學

一

加

較 多 的活 動 類

另●

參

前面我們敘述了大馬同學在台

求學過程的一些情形 ,現在就讓

我們來看看他們在台生活適應程

齣 情形 。

在這項適應量表中 ,我們共設

計了十七項問題 ,拜分成五個向

度(DimenslUn),藉以表達

他們對於適應在程度上的差異 。

這五個向度為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不同意 ,及非常不同

意 。

首先 ,讓我們看看表三的資料

為了方便起見 ,我們分成兩部

份來說明 :一為學校生活部份 ;

二為社交生活部份 。

(1)、學校生活
在這部份中 ,我們從十七項目

中 ,選出與學校或跟學習生活有

腩的項目作一說明。共得十一項

現在就分別進一步說明 :

(1我覺得蠍家來台升學是對的 F

答同意的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
,其次為非常同意 ,再次為無意

見及不同意 .可見只有｛占很少比

例的同學暗示他們選擇台灣來升

學是錯誤的。

侈我 覺得到台灣唸大學對我的前

途拜沒有多大帤助。

在答這

一

題時 ,有超過了半數

的人表示他們不同意 ,也有三成

以上的人表示強烈的反對這個看

法 。可見他們對在台升學的信心

,拜沒有因瓮學位不受國然的承

認而喪失 。

°我對現在的學校生活覺待很滿

意 。

也有超過半數的人表示他們很

滿意 ,但也有兩成的人不表同意

ω我想現在同大馬總比繼續唸下

去好 。

對於這個看法 ,有一半多一點

的入表示了強烈的不能同意 。如

果我們同時考慮他們對前面幾項

問題的意見 ,我們也不難看出這

項結果的形成。

Θ我對目前的學業成就比在馬時

的滿意 。

同意他們目前學業成就比較以

前在馬時的好的人有五分之二之

多,而不同意的也近三成 。雖然

在比較的情況下 .大部份認為滿

意 ,但實際上他們在成績的表現

上 .自 己抑認為小太滿意的侈 (

顟 前面資料 )。

Θ我曾很想蚸 。

表示很想輶系的人有十分之一

的人 ,若和同意這個看法的人合

起來算 ,就有百分之三十四了。

這就是說十個人中可能就有三個

以上的人有轉系的念頭 c可是他

們在被問及對所讀科系是否覺得

滿意時 ,Xll有不及兩成的人表示

不很滿意 ,可見仍有不少的人是

有
「
唸下去看看」的心理 。

U我認為僑生成績偏低的重要原

因是不能適應這裡的考試方式 ,

絕不是不用功。

有超肝 半的人分別表示了非

常同意及同意這個問題 ,也就是

說 ,他們對於台灣的考試方式仍

然很難適應 ,這也許就是他們對

自己的成績表現仍不太滿意的一

大 馬 同孕 在 台 生 活 適 應 Π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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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總
 
 
 

計

生 活 適 ︳ 表 百 分  比 %)

城 免 得 離 家 來 台 升 ● 是 對 的 。

城 i得 到 台 氾 隱 大 ● 對 我 的 前 途 並 沒 有 多 犬 π 助 。

城 封 現 在 的 手 校 生 活 二 得 很 滿 意 。
4涐想 現 在 回 馬 總 比 任 ● 隱 下 去 好 。

睋 對 現 在 的 ● 業 成 就 比 在 馬 時 的 滿 意 。

6〉我 曾 經 很 想 日 系 。

硪 認 爾 仙 生 成 臼 偏 低 的 原 因是 不 能 適 ㏎ 遵 裡 的 者 拭

方 式 .名不 是 不 用 功 。
8涐封 功 猱 兌 得 悆 來 愚 有 興 趣 。

蛾 i得 與 本 地 生相 比 並 不 困 雞 。
lUnl得 校 友 會 或 同 ● 會 對 我 的 困 甦 能 夠 照 屢 至」。

m我免 得 社 口 活 動 ,並不 能 使 我 生 活 得 多 采 多 姿 。

珝跟校 友 聊 天 心 裡 菆 快 樂 。
lB)功課好並不能代表什麼 .菆重要的是使生活有意義 。
坤我們犬馬同●在一起時 ,常常使用方舌是很平常的手 。
咰許多老師和同孕認稻稻生程度低而不用功 ,這是他們對

僑生的偏見 。
lU(n現在很後樽選擇來台升● 。
玢參加社口活動是非常值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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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關鍵 。

估我對功課覺得愈來愈有興趣 。

雖然在前面他們有V》↖是抱

看
「
唸下去看看」的心態 ,但可

喜的是仍有五分之二的人表示他

們對芴課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

但是仍有近五分之一的人不同意

。可能這五分之一的人就是91l些

抱
「
唸唸看」的份子 。

lg,功課好拜不能代表什麼 ,重要

的是使生活有意議 。

可以說大都份的人認為追求有

意義的生活比功課好來得更重要

。對於這項結果 ,不曉得是不是

在暗示看大馬同學來台深造是賦

以其他更重要的附加價值呢 ?

鰗許多老師和同學認為偽生程度

低而不用功 ,這是他們的偏見 。

從資料所示 ,有超過五分之三

的人認為自己的程度低被認為是

不用功 ,是他們的偏見 。若我們

再同頭看看阻磚大馬同學學習的

因素 ,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困難
,而不是不用功 。

ω我現在很後嚃 擇來台升學 。

十個人之中 ,只有兩個人表示

鈏每。這項女t!果和第一項來作比

｜8● 犬 馬 青年

｜

較 ,可以發現相接近的結果 ,也

可證明其效度。

(2)社交 生活

看完了學校生活都份 ,再看看

社交生活部份 。這部份乃選出與

社交有關的項目。其得六項。茲

說明如下 :

(1我覺得與本地什相處拜不困

難。

大部份的表示與本地生相處拜

不困難 。我們再從前面問他們與

本地生相處容易嗎來看 ,也有相

近的結果 ,可以再次的證明這題

的效度。

l29我覺得狡友會或同學會對我

的困難能夠照顧到 。

近六成的同意表示校友會或 同

學會能夠對他們的困難解決有P9i

帤助 。由此結果也顯示了大部份

的同學對於校友會或同學會的肯

定。

佫我覺得社團活動 ,拜不能使

我生活得多采多姿。

反對社團活動不能使他們生活

得多采多姿的人有七成以上 ,可

見大馬同學對社團活動的看法 。

再重看前面為何大部份的同學參

加了社團活動 ,也許這項答案可

以作為一個解釋了。

ld9跟佼友聊天 ,心裡最快樂 。

近七成的人都同意跟校友聊天

〡是件快樂的是 。犬概這種央樂也

是基於多一份的同鄉意識吧 !

侷我 們大馬同學在一起時 ,常

常使用方言是很平常的事。

有超過半數的人同意他們跟犬

馬同學在一起時 ,是運用方言來

交談的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

他們跟校友聊天時心裡最觻 的

一個原因吧。
(U)參加社團活動是非常值得的

超過五分之四的人同意參加社

團活動是非常值得的 。前面一項

中 ,他們覺得社團活動能使他們

生活得哆姿多采 ,也許可以解釋

他們對於社團活動所給予的正面

評價 。

如果揤 :以 l、 2、 3、 4、

5等五種適應等級 ,來表示他們

的生活適應程度 ,以愈趨近於 l

者表示 ,愈能適應 ,則結果可見

表四 :

表四的資料結果顥示 ,我們發

現大馬同學在台生活的適應方向
,有百分之八十二點四在第二等

級 ,百分之十七點六則在第

一

等

級中 ,可見大馬同學對於在台灣

的社會環境之適應能力還很強 。

肆
我們探討完了大t馬同學在台的

生活情形和他們的適應程度以後
,相信多少也能夠瞭解

一

般了 。

在結束本文之前 ,再讓我們勾劃

出留台大馬同學的求學過程及其



適應程度。

大多數的大馬留台同學來台升

學的動機都是出於自願的 ,而吸

引他們選擇來台升學的主要原因
,乃是因為台灣當局實施π低學

費政策 ,和同學本身對於文化意

識的濃厚。同時 ,由於台灣的生

活環境與他們廢馬時的極偽相似
,因此 ,在生活習匱以及在語言

溝通上都不成鼳 。

他們與本地的同學和隨也相當

融洽 ,拜且 ,社交的圈子t●m大
的 .不過 ,可惜的是 ,大馬同學

在學習的過程中 ,不善運用開放

式的討論來達到學習的效果 ,喜

歡自我摸索的學習 。

他們也偶爾參加課外活動 ,這

些課外活動以動態的活動為主如

服務性、戶外娛樂性 ,及聯誼性

的活動 ,而缺乏靜態的學術性及

〈l淶台升手是對的 。
@來台隱犬●對我的前途有很犬●助 。
(S)封口校生活很滿扣
“海 ●在台北隱比回馬要好 。
(”榮成就比在馬時的滿意 。
(Φ不想日系 。

19)成Ⅱ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不能適應迋裡 一
的者減方式 ,不是不用功 。

(8)對功睬忠來憑有興趣 。
(9戾本地生相比並不困甦 。

aΦ校友曾或同小會對我的困雖能夠照顧到 。
aD社口生活能使生活多采多委 。
仰恨校友聊天 ,心裡圾快樂 。

aΦ功課好並不能代表什麼 ,重要的是使生活有意凳 。
a。犬馬同孕在一起 ,常常使用方言交談是平常 。

a9群多老師或同●認偽我們程度低又不用功 ,遵是他們的偏見 。
(1●r後悔選擇來台升-。
l1-9Il社口活m是非常值得的 。

文藝性等的課外活動 。

對於他們覺得阻磚他們學習的

主要三大因素分別為 :自 己基礎

不好 、情緒不穩定 ,以及授課方

式不理想等 。

在生活適應上 ,在大馬同學中

並沒有發現比較嚴重的問題 ,這

表 四  大 馬 同 學 在 台 生 活 適 應 程 度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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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由於在文化與生活習慣

上的相似所形成 ,不過 ,在刻板

田象上 ,仍難以消弭 ,如他們的

老師與本地同學對於他們的偏見

附
╤

田

卷

壹 、在台求學情形

1.請問你來台升學的動機是什麼 ?

口(1)出 於自願  口(29父母的期望

口 1●9朋 友的鼓勵 口(5)有 親友在台灣

口 (3)帥長的影響

口(U9其他

犬 馬 青 年 ●︳9



2你選擇來台升學的原因 ?

口(1)接受中華文化 口U生活習慣接近 口m)其他語文不好

口ω學費較使宜  口(5)作為留學歐 、美 、日等國的跳板

口(Ul地 理位置較近 口(砂 其他

3.你在台灣生活習慣嗎 ?

口(1)習 慣 口(2)不 太習慣 口佁)極不習慣

4在台灣求學你會否覺得語言上有障磚 ?

口(1)沒 有 口吻偶而有 口(3)經 常有

5你覺得與本地生相處容易嗎 ?

口(1)容 易 口(V有點困難 口(3)困 難

a在孜內你要好的朋友大都是 :

口(l)同 是大馬同學 口 l2)其他地區僑生 口Θ本地生 口ω都有

π課堂上你與老師們的關係一般說來是 :

Ellfl)常討論 口l29偶而討論 ElK3)非 常隔膜

&你與老帥們在課外常有來往嗎 ?

口(1)經 常 口(2)偶而 口(3)很少 口但)從未

9你上課出席的情形怎樣 ?

口(l)從未缺席 口@很少缺席 口(3)偶而缺席 口(4)經常缺席

la你平常是否自修 ?

Ekl)經常 口l29偶而 口(3)很 少

ll 你是否與同學討論課業 ?

口(19經 常 口勿偶而 口(3)很少 口1●9從未

尼.你平常上課聽講的筆記多是 :

Ekl)自 己做 口U影即或抄其他同學的 口(3)都有

比你常參加社團活動嗎 ?

口(1)經常 口(29偶而 口(3)很 少

口(4)從未 (答從未者不必答 lt題 )

14.請 問是那一類活動較多 ?

口(1)學 術

口甸戶外

口 (99其他

性 口(2)服務性 口(3)文藝性 口(4)聯 誼性

娛樂性 (如登山 、郊遊等 ) 口(Ul運動

巧.你覺得阻得你學習的最大因素是 91l些 ?

口(1)授 課方式不理想 口(幼設備不足

∞ ●犬 馬 青 年

(請勾出最重要的三項 )

口°滸 文障磚



口〔4)教授態度欠佳或素質低落 口(5)自 己基礎不好

日 6)生活困難 (如須工讀兼差 )

口 (7)雜 務過多 (如社團事情太多 )

口(8)情 緒不穩定 口(助 其他

16你對所讀科系覺得滿意嗎 ?

口 (l)很滿意 Elk2)還 滿意 口 (3)無所誚 Ek4)不太滿意

口(5)非 常不滿意

I7你對你 目前的成績感到滿意嗎 ?

口(1)很 滿意 口(29還滿意 口 (3)無所謂 口(4)不太滿意

口(5)非 常不滿意

貳 、調適量表

下面這些語句都是一些有肺你個人的想法和看法 ,請 你以自己真

正的體驗 和感受來回答 ,這些題 目沒有對錯的答案 ,我們只想知道你

的意見 ,請你就自己的情形和意見來回答 。在每個題目前面有五個口

各表示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五種程度請你

對每個題 目的同意程 度在適當的口打勾 。(單選 )

非
常
不
同
意

口

 
口

不

 
同

 
土思
口

 
口

無
 
=
思

 
見

口

 
口

同
 
 
 

立思
口

 
口

非

常

同

〦思
口

口

1.我覺得離家來台升學是對的 。

2我覺得到台灣唸大學對我的前途並沒有

多大秤助 。

3我對現在的學校生活覺得很滿意 。

4我想現在同大馬總比繼續唸下去好 。

5我對 目前的學業成就比在大馬時的滿意 。

6我曾經很想轉系 。

Z我認為僑生成績偏低的重要原因是不能適

應這裡的考試方式 ,絕不是不用功 。

8我對功課覺得愈來愈有興趣 。

9我覺得與本地生相處並不困難 。

lU我覺得校友會或同學會對我的困難能夠照

顧到 。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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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我 覺得社團活動 ,並不能使我生活得多采  口 口 口 口 口

多姿 。

l2跟校友聊天 ,心裡最快樂 。        口 口 口 口 口

13功課好並不能代表什麼 ,重 要的是使生活有 口 口 口 口 口

有意義 。

14我 們大馬同學在一起時 ,常常使用方言是  口 口 口 口 口

很平常的事 。

15許多老師和同學認為僑生程度低而不用功  口 口 口 口 口

,這是他們對僑生的偏見 。

la我 現在很後悔選擇來台升學 。       口 口 口 口 口

lZ參加社團活動是非常值得的 。       口 口 口 口 口

畚 、基本 資料

1.性別 :口(1)男   口(2)女

2院級別 :     學院      .年 級 。

&年齝 :＿      歲 。

在你來台升學是在ElK1)初 中 口(29高 中 口尚)先修班 口1●9大學

EKD其他

5到 目前為止在台居留     年     個月 。

6你 現在是住在EJ(1)學 校宿舍 口l29在 外租房子

口(3)與 家人同住 口ω住親戚家 。

2你現在在Ek1)北部 口(幼 中部 口(3)南部的大學求學 。

8你在馬是住在口(1)北部 口(2)中 部 口(3)南 部 。 口(4)東馬

a你在馬是唸口 (1)華 校 口(2)英校 口 (3)馬 來校

口l19其他

廣 昌打 字 印刷 行
中英日文 .打字排版 .快速印刷
各種表冊 .信封信紙 .型錄海報

伍PB5155U7
地址 :台 北市羅斯福路4段 43巷 41號

(公館車站 .銘 件國小內政部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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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大 學 馬 來西 亞 同學 會
政 治 大 學 馬 來 西 亞 同學 會
中興 法 商 馬 來 西 亞 同學 會
中興 大 學 馬 來西 亞 同學 會
中 原 大 學 馬 來 西 亞 同學 會
文 化 大 學 馬 來西 亞 同學 會
逢 甲大 學 馬 來西 亞 同學 會

同 貿



中華 民 國

求學的觸角外 ,伸出了另外 、而且也非常重要

的觸鬚 .那就是主動和積極的關心大馬事。

但是 .僅及於此 .是不夠的 ,我們更應該把

這一觸角提昇至學術水準 .以更深切的瞭觸整

個問題的來龍去脈 ,得其癥結 。

有鑒於此 ,本文即從台灣有關馬來西亞區域

研究的博 、碩士論文 ,作一統計分析 ,以作為

有志於從事研究及探討大馬問題之同學 ,作一

參考 。

根據楊建成博士的統計 ,台彎方面有關東南

有 關 馬 來 西 亞 區 域 研 究
博 、碩 士 論 文 之 統 計 分 析

/趙紹球

近年來 .不少的大馬留台同學對於本國所發

生之各項論題之關心程度 ,已有顯著增加的趨

勢 :這不僅可見諸於近幾年來各分會或校友會

所出版之特別或紀念列之題材 ,同學會的遨請

學者專家評析與大馬有關之時勢 ,甚至同學間

之交談亦多所涉及 。

誠然 ,這種在大馬同學間形成的 Γ學術氣氛

」 (也可能只是短暫的現象 ),是深具積極意

義的 ,因為這意味看在台升學的大馬人 ,巳在

翠 ●犬 馬 青 年



「

亞地區的博 、碩士論文 ,自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

八二年十九年間 ,共通過了一百零五篇 (註 )

;而有關大馬之區域研究 ,僅得十三篇 (包括

一篇博士論文 ),佔全部比率的百分之八點一

我們從學校及所別提出的論文來看 (見表一

),以文化大學居冠 ,共有七篇 ,其中民族與

華僑研究所提出有五篇 ,政治研究所提出兩篇

;其次是政治大學有五篇 ,其中政治及外交研

究所提出兩篇 (一篇為博士論文 )B東亞及外

交研究所各提出一篇 ;台大歷史研究所則提出

一篇。

以論文題材分類來分析 (見表二 ),又以政

治類佔最多 ,有五篇 ,其他分別為外交類三篇

、經濟類兩篇 ,以及歷史 ,教育 ,及社會等類

各一篇

表 一

表二

這十三篇論文中 ,以華人為課題的比數佔了

六篇 ,是全部的百分之四十六點二 ,其他另有

種族關係的有兩篇 ,有關新馬的兩篇 ,有關東

馬的一篇 ,有關與中國及中共關係的各一篇。

從論文所提年代看 ,大部份在七十年代完成

,共有八篇之多 ,據楊建成的說法 ,這是和東

南亞區域在七十年代所面臨之新變局有關 ,其

他有四篇在六十年代完成 ,及一篇在八十年代

完成 。

＿總之 ,台灣有關大馬之博 、碩士研究論文為

數不是很多 ,但若以研究東南亞部份而言 .則

以研究馬來西亞之篇數卸佔了百分之十二點四

,若以研究其他的東南亞國家相比較 ,已是佔

第三位之多 。

學校所夙方面 ,以文化大學之民族與華僑研

究所佔大部份 ,及以華人為課題為主之因素 ,

可能直接與其設系宗旨有關 。

在題材方面 ,較多的為政、經類等 。其他如

文化 、丈學、科技等方面卸呈一片空白 。

四

附錄

一閻志I1.

≡張奕善

論文一免面

碩士論文 目匕婆羅州問題」 。民栳

朋 代中國與馬來西亞的關係」 。

民 53

晰 馬分離問題之研究」 。民 56

「
馬來西亞華人地位之研究」 。

民 56

曄 人與馬來西亞之建國 (一九四

六∼一九五七 )」 。民 59

「
馬來西亞種族問題」 。民 6U

「
馬共與中共關係之研知 。民“

「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華文教育之比

較」 。民 66

嘩 人與馬來西亞經濟發展之研究

」 。民 67

民馬來亞化政策下之華川 。民67

「
馬來西亞華人推動經建計劃之研

究」 。民 6?

「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變遷之分析」

三何椒

四雷偷齊

再楊建成

本王啟槐

t王錫圭

︿王幼琳

厹呂木林

十齊秀藤

革張意昇

革鄭聖峰

。I瓦 71

博士論文

﹁楊建成 : 
「
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係之研究

(一九五七∼一九七五年 )」 。

民 65

說 明 :全部論文資料可在政治大學社會資

料中心或文化大學圖書館尋獲 。

註 :楊建成 :「中華民國各大學斫先有關東南

亞研究博 、碩士論文文統治分析一九六三

∼一九八二」 民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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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工學工作營紀事

今年三月四日,籌備三個多月的
「
馬華文學

工作罃」,終於在台北市辛亥路的耕莘文教院

順利舉行 。這是大馬青年社成立後 ,所推出的

第一項學術活動 ,它代表看青年社推動學術的

努力和誠意。這項首開先河的創舉 ,更為大馬

旅台同學的歷史揭開新頁 !

馬華文學工作營 (以下簡稱文學營 )的內容

分為報告 、專題演講 、詩發表會及座談會四個

形式進行。應遨出席文學營的學者專家 ,有作

家柏楊及師範大學教授林綠博士。大馬旅台同

學會總會長詹長章也應遨出席並致詞 。出席對

象是採遨請方式及接受部份報名參加。

大馬青年社社長兼文學營籌備委員會主任委

員林福南 ,以輕鬆幽默的致詞 ,為文學營活動

拉開序幕。

留台旅 台備 炎爭讓

報告主題
「
我談留台文學」,是由籌委會委

員邱郁霖主講 。他略述了三十年來大馬同學在

台灣的文學創作發展概況及趨勢 ,並報告了右

關胡興榮學長在馬來西亞為留台聯榴編纂
「
留

台文學選集」的情況。

在這項報告中 ,備受爭議的
「
留台文學」和

2G● 犬馬青年

文 /蕭 慧 娟

圖 /沈 偉 明 .賴雪 麗 .陳秋 雲

「
旅台文學」的界定和差別問題 ,再度引起與

會同學的熱烈討論 ,紛紛提出各自的見解。邱

郁霖總結表示 ,將把同學的看法和建議 ,提供

給胡興榮學長 ,做為編選
「
留台文學選集」的

參考。
             ‵

馬華 文學 寫給誰 看

安排在上午的一場專題演講 ,是由師範大學

的林綠博士主講
「
馬華文學的困境」。林綠博

士是早期大馬旅台學長 ,目 前在師大英語系教

授比較文學課程 ,他打趣自己為
「
元老派」學

長。

林綠博士對
「
馬華文學」的界定指出 ,所謂

「
馬華文學」,在定義上就有問題。因為凡以

中文寫作或中國人寫的作品 ,都是屬於中國文

學。
下午進行的第二場演講 ,由常往返星馬一帶

,笑稱與星馬極有緣份的作家柏楊 ,主講的題

目是
「
星馬文藝談」。極負盛啟的柏楊 ,見面

更勝聞名 ,言論幽默、鋒利 ,誠如繞士旨柔絲 ,

纏得人心即驚且喜而憂。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式微的趨勢 ,他說 ,將來

華文教育投有了,中文書誰來寫?寫了又拿給



A.M 馬華文學工作營時間表
8:UU- 3:3U

8:3U＿  9:UU

9:UU-1U:UU

1U:UU-12:UU

P.M

12:UU-1:3U

1:3U-3:UU

3:UU-4:3U

4:3U-5:UU

5:UU

報到

開幕

報午
「
我談留台文學」

邱有Π霖同學

「
.馬華文學的因制

林綠博士

用餐

「
星︳馬文蚓

柏楊先生

詩發表層

自由討論

閉幕

誰看?柏老的感嘆 ,正是許多大馬華人的憂慮

。這些話一度使會場呈現低沈的氣氛。他勉勵

同學要為發揚中華文化而努力。
當天恰逢柏楊誕辰 ,大家臨時提議為柏楊舉

行簡單而隆重的慶賀儀式 ,以一首Selamat

HariJadi為他祝壽 。
被邱郁霖稱作

「
感性詩人」的陳強華 ,負責

主持文學營的壓軸節目
「
詩發表會 」。同學的

詩作在事先已抄印好 ,發給會場的同學參閱 ,

並由作者或同學代為上台朗誦。

首先朗誦的 ,是羅正文的詩作
「
裂鏡中的窺

像」,由符鼎偉代為朗誦。這首詩意義深遠 ,

在音樂配合下 ,使得詩的意境更濃了。
筆名余驀然 ,文質彬彬的陳財發親自朗誦

「
荷與古典」。他不會朗 ”只能用

「
唸」的 ,惹

得台下嘩然。

感 I±時 周 :誇鼓 表 會

林建國和陸之峻是朗誦行列中年紀較小的兩

位。目前在師大英語系就讀的林建國 ,朗誦的

詩是
「
臨江仙」,是他近期的作品。喜歡寫詩

及評論的陸之峻 ,中學時就曾是華文學會的負

責人 ,與馬華作家常有接觸。他朗誦的
「
傳奇

」,是中學時寫的。

特為參加文學營 ,遠自高雄醫學院趕來台北

的陳質釆 ,是唯一上台朗誦詩的女孩。她是去

年第一屆大馬旅台同學文學獎散文組佳作得主

之一 ,才情橫溢。此次朗誦的
「
私生子」,是

她在聽了林綠博士的演講後所寫成的 ,她的朗

誦獲得熱烈的掌聲 。

接著朗誦的是陳強華。他一上台便聲明不會

朗也不會唸詩 ,只會用
「
讀」的 ,他說要為大

家
「
讀詩」,引起台下一陣哄堂。陳強華

「
讀

」的詩作吽
「
廢墟」,是一首舊的作品。

詩發表會的壓軸 ,是去年奪得台大朗誦比賽

冠軍的符鼎偉 ,他朗誦余光中的作品
「
傳奇」

。他高吭的音色 ,和看悲壯的
「
大江東去」音

樂 ,顯得扣人心弦。符鼎偉的技巧和台風 ,熟

練穩健 ,有大將之風。

也 靈 交 會 :回饋 時 刻

座談會是文學營的殿後項目,也是參與活動

後的同饋時刻 ,由邱郁霖及陳秋雲主持。
在大家自我介紹後 ,開始進行座談會 ,針對

這次文學營活動提出批評和建議 。出席同學建

議文學營籌備委員會再接再勵 ,繼續舉辦
「
夏

令文學營」;並希望往後能增加討論及交流時

間。

演講方面 ,有同學提議增加專題講座 ,或改

以學者發表論文代替。此外 ,也有建議將文學

營的活動時間延長為二天或更長 ,以便有更多

時間互相討論及研究。
出席此次文學營活動的同學 ,約有三十餘位

,興理想人數相符 ,情況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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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談留台文學」這個題目,應該是由胡興

榮來講 ,因為他是留台聯總
「
留台文學」選集

的負責人。我在二月廿日晚打電話給他 ,才知

道他忙著整理稿件 ,抽不出時間來寫 。

留台艾學選集是留台人心路歷程的見證 ,也

是馬華文壇的盛事 ,原定是馬華文學工作營的

序幕曲 ;為了讓更多同學了解它的風貌 ,我只

好臨陣磨鎗 ,幫胡興榮報告他的成績 。

我在暑假偶然參與留台文學的資料蒐集和整

理,因此我只談原始資料之分析 ,也順便報告

個人的感想 ,也希望同學集思廣益 ,多多討論

自文學
丘6有 6屌杲

和提意見。

一九八二年台大大馬十週紀念特刊裡頭有一

篇小文章 ,題 目是
「
特刊」,內容提到特刊是

一部活的
「
留台史」 ,其結論是 :『二十多年

來 ,旅台同學寫下了不少雋永感人的作品 ,我

們衷心希望看到
「
有心人」出來編纂

一
套完整

而有系統的
「
旅台同學選集」‥⋯⋯‥.。 』

當年主編台大大馬特刊的 ,便是
「
留台文學

選集」的負責入胡與榮。

今天 ,「 留台文學選集」所要考慮的範圍比

較廣了 ,凡是大t馬同學在台求學時所寫的作品

主 講 /柏 楊

整 理 /陳 秋 雲

各位是馬來西亞國籍 ,雖然我們不是同屬一

個國家 .但我們是同一個血統。我們擁有共同

的文化 .文字和語言 .使到其他的民族對我們

有一個共同的認知 ,以為我們是一體的。我們

內心裏也有這樣的一種認知。這種認知是好是

壞 .我們小加以論斷 。因為這是一個事實 ,我

們改變不了 。我們所要加以研究和觀察的是 D

在此情況下 ,我們F9r處的是什麼地位 ?

近百年來 .華人過的日子非常悲慘 ,苦難很

多。做一個中國人好難 .到處受人欺負 .被人
看不起 ,被人排擠 。新加坡從明年開始華小將

消失 ,請問各位現在研究文學 ,有沒有考慮到
:寫給誰看?你又看誰的 ?我們不是一條絕路

嗎 ?這就面臨了一個困局。我盼望各位都是作

家 .你們的作品不但能震動有華人的地方 .講

華語的地方 .而且能震動國際 。
在馬來西亞 ,華文不是官方語言 ,例如博物

館有英文和馬來文的說明 ,卸缺乏華文的說明

。文字是了解文化的工具 ,它沒什麼了不起 ,

也沒有神聖性 ,為什麼不利用文字這種工具 ,

使華人能了解你馬來人這個民族呢?我們夾在

少數民族的絕大部份 ,而我們所受的待遇是不

公平的。我一直想 :他們為什麼如此做 ,我們

應該自我檢討 。為什麼我們沒有地位 ?被入看

不起?所以 .我們應該往深處看手 ,往遠處看

星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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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特刊 、會訊、校刊 、班刊 、國內外

雜誌、專集、得獎等發表的 ,都是選集的來源

這部選集將包括雜文 、小說、散文 、新詩及

旅台同學會史 。

胡興榮去年暑假來台時 ,蒐集了各旅台校友

會、分會及總會特刊及會訊將近一百多種 。經

過歸類和整理 ,初步統計為雜文九十篇 ,,熾

=十篇 ,詩三百篇及散文五百篇 。

在專集方面 ,有李永平的
「
拉子婦」 ,張貴

別的
「
伏虎」等 ,此外神州詩社也出版了不少

叢書和詩刊。至於其他 ,由於有些是發表在國

內外報刊 、雜誌 ,要避免滄海遺珠 ,是選集的

一

大挑戰 。

匍關大馬同學在台的文學活動 ,將來或許會

有人撰文專門討論 ,如今只能粗略報告 。一九

六○年代 ,比較有名的文學團體是以政犬為發

我們常罵美國或其他地方有種族歧視 ,其實

我們本身就有種族歧視:,我們不要責備別人 .

而要自問一句 :我們有沒有被別人責備的地方

?我們中華為什麼被人欺負 ?

我們的傳統文化有一部份變成毛病 .譬女睋

們永遠不敢照鏡子 。一個人要有勇氣照鏡子 ,

「
怕」並不能解決問題 ,也不能阻撓問題產生

。我們應該把五千年的傳統文化一項項列出來
,把優美的加以保存和發揚 ,至於不好的 ,就

應該更改 。我們的處境非常困苦 .馬來西亞很

多華人還沒感覺到這一點 。而華人社會非常保

守 .必須開放自己 .就拿旅台同學來講 ,應開

放社交圈子 ;尤其是身在海外 .每天都是一個

挑戰 .不但是個人的挑戰 ,也是一個民族的挑

戰 。馬來西亞是你們的國家 .你們有權利 、右

責任呆衛它 。我贈送你們一句話 :任何行動都

要付出代價 。而這種代價可能就是民族的尊嚴

。我們要接受新的觀念 ,「文化」是第一個尖

兵 .譬如報紙橫排 、簡體字等 。你不進步就落

伍 .落伍了就滅亡 ,就不存在 。所以 ,華文文

學本身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們將來%)l造

另一個天地 。我一直希望 :中國 (無論是台問

源地的
「
星座」詩刊 ,主要成具有林綠 、王潤

華、陳慧樺 、張齊清和淡瑩等人 ,他們的活動

是跨校園的 ,台大、師大及他校都有同學參與

,也發行了不少詩刊 。

接下來比較特殊的是神州詩社,它在一九七

六年滄j社 ,-九八一年停止活動,在短短五六

年當中 ,出版了數十種叢書 ,成績相當驚人 ,

他們對文學的狂熱和執著 ,值得大家借鏡 。

現階段的文學活動 ,是從一九八○年以後開

始。我們開始面對一個現實的9$± 。神州是我

們創造力的來源 ,但我們更關心馬華文學的困

!夢蕙同﹃口房層乏讋全≧。

從總會會訊
「
大馬文藝」版開始 ,到第一 、

二屆大馬文學獎 ,以至今天的文學營 ,我們希

望有更多人去關心 、創作 、討論 、研究 、出版

和閱讀馬華文學。

或大陸 )好比英國 ,馬來西亞和星加坡像美國

,用同一種語言和文字互相交流的二個國家。

我們要從自己做起 .影響家人、同學和朋友 ,

用尊嚴來取得我們的地位。假如有一天 ,我們

的語言像英文一樣 .他們就必須尊重我們 .到

那個時候 .不論是欣賞華文文學也好 ,創造華

文文學也好 ,各位都會面對一個很愉央的前景

可是 .我現在覺得好難 。在吉隆坡出版一本

華文的書 ,能銷到二千本就很了不起 ,這算什

麼文壇?我曾經向一位教馬來文的朋友建議 :

是否可以與政府溝通 ,把中文作品翻譯成馬來

文 ,把馬來文的作品翻譯成中文 ,使二個民族
.先從心靈上可以交流 。有位法國作家曾說 :

一個作家如果愛他的國家 ,應該做到二件事 .

一是把他喜歡的外國文學作品翻成本國文字 ;

。是把本國的文字作品翻成外國文字 .吸收別

個民族優秀的文化 ,來改進我們的文化。假如

沒有華文讀者的市場 ,那我們的華文作品怎麼

辦?華丈市場需要我們建立 ,需要對方的尊重

:要對方尊重 .我們得先尊重自己。對我們民

族而言 .是一個嚴厲的考驗。

犬 馬 有 年 .2g



主 講 /林 綠  博 士

整 理 /黃 雪 豔

首先 ,我想和各位談談
「
馬華文學 」,其實

這個陷詞本身就有間題。馬華文學與非華文學

、印華文學、新華文學是一樣的 ,但文學應超

越國界訴諸全世界 ,所以令人懷疑馬華〩學究

競 English literature 、 Malay
literature 、 India literature還

是 Chinese literature?嚴 格來講 ,用

華文寫的就是中國文學。柔佛州有位女小說家

韓素英 ,用英文寫小說 ,但是英國人從來不承

認她是英國作家 ξ同樣的林語堂是美國公民 ,

用英文寫作 ,可是美國文學史上並沒有他的名

字。

一九七○年賴瑞和在中國時報的
「
海外專欄

」發表了一篇改章 ,題 目好像是
「
人才外流」

,指出一些馬來西亞華人到外國翟學後就不回

國的事實 。因為文中提到我 ,所以我寫了一篇

文章反駁他 。我認為假如有所謂
「
馬華文學」

的話 ,應該是整個中國文學的一條支流。既然

我已回到了主流 ,就不需要回到支流去 。我是

純談文學 ,不涉及個人感情在內。

文學最基本的定義是反映社會 、批評人生或

者更廣的表達人性 。文學與政治 、社會 t息息相

關。馬來西亞政府所排斥的是
「
華文問題 」 ,

而不是
「
華人間題」。馬來西亞政府希望所有

人民都馬來化及馬來語化 。因此談到
「
馬來化

sU● 犬馬青年

」我們可以追慨馬來西亞一九五七到一九六U
匋的

「
拉曼大學報告書 」。裡面提到獨立以後

的教育政策把馬來西亞的中學劃分為Ξ種——

國民中學 、國民型中學以及獨立中學 。此政策

主要針對華人。唸華文的人越來越少 ,所事
「

馬華文學」就難免會遭遇到困難 .以 出版方面

來談 ,南洋商報不過銷十三萬份 ,若出版書籍

的話 ,更難 ,連發表的地方都成問題 。大馬可

以發表華文文學作品的只有報紙、
「
蕉風 」、

「
學報」,而令人傷心的是消費者家蓼可數 。

華人所抱持的態度一向是息事寧人 ,多一事

不如少﹄事 ,不到最後一分鐘絕不表示意見。

再過二十年 ,這一代在大馬受教育的學生 ,又

有幾個人懂得華文 ?那時候恐怕報紙的銷售也

成問題 ,還奢談什麼
「
馬華文學」呢?

既然發展受到限制 ,馬華文學在創作上遭遇

到認同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一個非中國化的環

境裡 ,以中文從事文學創作 。當然你可以用當

地的生活作題材 ,但你的感覺還提十分中國的

。但文學的力量不可抹殺 ,以創作來改善華人

「諸發茲會」
/陳 強 華

我最初的構想是翠鬱的青草地 ,三五成群的

人 ,或坐或站或臥 ,燭火清茶。背景是碧藍的

天空。有微弱的音樂隊月光一樣安靜地流曳看

。有人用甜美的聲音發表自己的詩作 。有人用

激昂的音調唱出詩作 ,更有人用誇張的肢體語

言演出詩作.⋯ ⋯
。

實際上我們並沒有如此 。沒有青草地 ,我們

只是團看會場聆聽詩人的經驗與理想 ,偶爾沉

思 ;或喝茶。

最先發表詩作的是羅正文 ,其詩
「
裂鏡中之

窺像」約有五十餘行。由台大朗誦比賽的冠軍

符鼎偉朗誦 :「 那種悅耳的聲音/頓使移植在



的觀念 ,其中的困難不在言下 ,需要 自己去突

破 。譬如說辦雜誌或使報紙副列成為日常的一

部份 ,點點滴滴溶入生活 ,帶動讀者思考。

華人不僅在文化教育上受排斥 ,在經濟上也

一樣 。譬如目前馬來政府強調馬來人團結為途

徑 ,來製造一種情緒 ,以刺激非馬來族的團結

,如此才能鞏固馬來政權 。因此馬來人擁有許

多利益 ,也因曲心向政府 。這樣

一

來華人便成

為政權的犧牲品 。當年馬來亞獨立時 ,馬華公

會之領袖答應支持爭取獨立 ,馬來政府給華人

「
公民權」以及

「
參政權」 ,但今天華人似乎

沒有參政權 ,只是表面上的參與 。馬來西亞有

一
「
國家企業機構 」 ,主要用來對抗華人的經

濟事業 ,剝 削華人的利潤 。另外的
「
輔助企業

機構」作法也一樣 。

馬來西亞政府今天所施行的是
「
熔爐政策」

,就是把各種民族性同化 ,來塑造以馬來人為
￣

主的人 。這種政策是行不通的 。因為每個民族

各有所長 、所短 .不可能把各種成份處理分配

得很好 。既然無法做到人種單純化 ,就應該大

大的開放 ,對國家絕對有益 。我認為大馬若要

社會民族和諸 ,只 有施行
「
沙拉主義」(SA-

LADISM):隨 個人喜好來調味 ,不必限制

只能吃馬來吃法 ,這樣一來各俱風格特色 .而

且一樣有營養 。

華人在海外受歧視排斥屬於二等公民 ,主要

是中華民族沒有霸道的觀念 。華人遠渡重洋 ,

歷泰千辛萬苦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衣錦還鄉 ,

落葉歸根。而中國人慣於忍讓 ,善於逆來順受

,這種美德變成後來受壓抑的致命傷 。華人並

沒有佔領統治的慾望 ,只是想賺錢寄回中國養

家 :也沒有長久居留 ,流落異鄉的打算 。所以

並未處心積慮爭取任何本身權益的保障 。大陸

變色以後 ,衣錦還鄉 ,落根歸根的願望宣告破

滅 ,有家歸不得 ,被迫流落異國 ,成了所謂
「

蹄化公民」。蜼如此 .仍不熱衷政治 ,不主動

運用民主的途徑爭取憲法上的保障 ,因此造成

今天華人的困境。而年輕一代生於斯 、長於斯
,成為

「
天生公民」 ,面臨被同化 ,前途被操

縱的悲劇 。

餘努
詩有其特長 ,但同

時也有表現上的一些

限制。詩利用文字可以呈現多重意義的玩味 ,

但卸不如音樂般可以控制每一個音色 ,使其延

長、重疊、變化等。因此為了彌補詩朗誦的缺

憾 ,大多數的演出都利用音樂來加強其朗誦效

果。當這些聲音衝入我們的意識時 ,是具體的

,也使我們的美感領域擴展。

「
遠方來的女子」陳質宋特於發表會上 ,朗

誦她在聽完林綠博士的演講後 ,有感而發寫成

的
「
私生子」。副題是

「
給馬華文學」。

「
媽

媽 ,你總在遠方哭泣/軟弱 ,而且無能/我有

時心痛/跪在上帝面前/不甘心的詢問/你當

然不會同答/千萬年了/你逕沉默/刻渴望人

間的榮耀」。這是右感而作。而馬華文學這些

年來還不是扮演看
「
私生子」的角色嗎?

詩發表會中還穿插播出由現代詩改編成曲的

作品 ,如余光中的
「
傳說」、

「
鄉愁四韻」、

羅青的
「
星星」、向陽的

「
菊嘆」等 ,這些都

是很熟悉的歌曲 ;齊豫、李泰祥更是讓人熟悉

的搭配 。馬華樂壇從事此方面嘗試的人很少 ,

我們也希望將來的馬華樂壇 ,擁有自己李泰祥

或齊致之類的人物。

「
流盡的是歲月流不盡的激情/直到黃昏來

襲 ,直到你起身」。這是林建國在詩發表會朗

誦詩句。我們都很年少 ,有流不盡的激情 ,我

們以詩吟詠人生 ,人生也會因詩而亮麗。直到

黃昏來襲 ,我們結束這次的發表會。
我希望以後有更多場的詩發表會。不論是在

台北 ,或是在馬來西亞 ,我們都能以激情燃燒
不滅的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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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馬華文學工作營終於頂利結束 ,對於偉備了

三個多月的委員會來說 ,總算鬆了一口氣。

罐 每年都有文學營或寫作班 ,然而大馬青

匉社首挑促進文學活動大樑 ,外人看來小型的

文學營 ,對我們來說是很重大的一件事了。

我們感到歉意的是短短一天 ,實在不能讓參

與者暢所欲言 。將來 ,或許如同學所期望 ,我

們可辦兩三天的文學營。

今天我們是在台灣談馬華文學 ,我們都是儘

量請在這方面稍有認識的學者專家來演講 工真

的 ,我們是盡了力 .有不理想處 ,希望同學多

多包涵 。

同學在同饋單、口頭意見中給我們不少啟示

。將來的內容設計 ,一定會更符合參與同學的

需話文。           .

有同學提議結社 ,這一點相當可行 .大馬青

年社可考慮設文藝股 ,專門協調及推動文學活

動 ;或者由文學同好者組織文學團體 ,定期討

論 ,集會及出書 ,為馬華文藝奉獻一些心力。

無可否認 ,我們將來會更注意宣傳 ,也會擴

大參與人數。我們也需要同學的支持 。

對於出席同學 ,我們致萬分謝意 ,未躺 席

者 ,希望下次碰頭 ;我們忽略的同學 ,在此致

萬分歉意 ,原諒我們的疏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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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營 籌委會
名譽顧問

顧  問

工任委員

委  員

林綠博士

詹長章

淋痛南 (台大土木四 )

邱郁霖 (政大西語四 )

陳強華(政大教育四) 黃雪蛙 (政大中文三 )

陳瑞興 (政大新聞四) 陳亞才(台大歷史三 )

陳狄雲(政大新聞二 ) 蔡係賓(台大資訊四 )

拼影 :沈偉明(政大新聞三 )

出席 同學

Ell金共(台大外文二 )

林建國(師大共語一 )

陳瑞珍(政大中文一 )

陸之唉(文化斟︾-)

陳洋清(台大中文系)

蕭慧指(政大新聞三 )

傳承得(台大中文四)

符鼎偉 (台 大中又二)

陳錦松(政大新聞四)

林金花(台大中文。 )

李素華(台大物理三)

陳少川(政大中文四 )

隊兩偉 (′ 台大外又

一

)

羅正文(台大中文四)

黎曉燕(台大外文三 )

賴雪麗(政大新聞四)

陳財發(台大中文二 )

林彬彬 (師大美術二)

何玲慧(台大外文四 )

徐光成(台大中文二 )

隊質果(高  署 )
陳麗娟(台大外文三 )

侯月共(政大中文=)
吳慶美(台大外文三 )

碼琵玉(北  署 )



被 遺 窳 齣一 群

華 僑 中學 裏 的少數 「民 族 」

/陳 瑞 珍

走在冷凜的風中 ,踱越空氣污濁的板橋市一

礝 中 ,這走遍全馬亦難得一見 ,面積如此寬

潤的中學 ,就巍然矻立在橋的另一端。

當春節的歡樂氣氛還滯留在每一角落 ,洋溢

在每
一

個人的臉吐時 ,而在爆竹的餘聲裏 ,一

群即將面臨七月大專聊考挑戰的學子 ,刻得在

低氣瀏的侵襲下 ,抖擻起精神 ,作努力、衝刺

「
馬來西亞的學生在僑中表現甚壞 !」 生活

輔導處的李定邦教官無限感慨表示 。他說 ,僑

生同學生活態度散漫 .個性又倔強9.l拗 ,一言

不合或稍看對方不順眼便大打出手 ,這是家常

便飯。

在去年僑中的校慶 ,就發生四名大t驆生被

當地的太保殺傷的事件 。據說是太保看不廣他

們的衣著
「
流氣」、態度驕傲 、口操廣東話所

引起。

李定邦教官指出 ,學校規定晚間九點以後 .

住宿的學生一概不能擅自外出 ,而案駛時 ,卸

是禁止外出的時間 。他強調 ,為避免帶給學校

犬 馬 青 年 ●



不必要的困擾 ,及保障學生的安全 ,將更嚴格

執碑 校的規定。

只 為踏 進 犬 學 窄門

華僑中學 ,顧名思義是為華僑子弟所設立的

學校 ,學生來自各國家地區。有失去家園的 ,

包括越南 、寮國 、柬甫寨、細句 ,和其他香港

、泰國、馬來西亞等地 。實際上 ,僑中也容納

了七分之二道道地地的本地生 。目前 ,在僑中

就讀的大｝驆 生約有七十多位 。

一般上 ,來台深造的大馬學生都受過莞整的

中學教育 ,來這裏唸中學可說少之又少 。而僑

中的大馬人 ,抑選擇了這一條路 ,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不小的考驗和眺戰 ,張光平同學就表示

,後悔作這一項冒險的抉擇 。

雖然 ,他們來台升學的意願各有不同 ,有些

是遵照父親的意思 ,有些糊里糊塗就來了 ,但

他們都懷著一個同樣的 目標——通過大專聯考
,踏進大學的窄門 ,吸取更高深的知識 。

在這七十多位的大馬學生中 ,唸高三的就有

近四十位 。李教官關懷說 ,歷年來在寒假後 ,

依然有學生陸續到來註冊上課。在短短的時間

裏 ,他們必須面對一個陌生的新環境 ,如何去

適應的問題 ,是要給予他們多照顧的 。

面對大專聯考的壓力 ,每位同學的心情都不

一樣 .只是有些較樂觀一點罷了。謝志傑同學

就抱著既來之 ,則安之的淡然態度 ,能唸多少

就多少 。相反的 ,方美玲同學對她的前景滿懷

信心。

學 生素 質 參 差 不 齊

由於程度上的參差不齊 ,為了教學的方便 ,

僑生與本地生各成一班 ,主要的用意 ,是希望

藉本地同學的學習精神來提昇學校的讀書風氣

。但兩者雖在同一屋籍下上課 ,抑各有各的方

向 .不但於事無補 ,-地 生亦有向僑生看

齊的傾向。

僑中一天上八節課 ,晚上還需上兩個小時的

自習課 ,對他們而言 ,是不是一種疲勞轟炸呢

“ ●犬馬青年

?一般上 ,大 t雨的學生給人的印象是比較勤奮

用功 ;在有規律的生活下 ,也養成了他們好讀

書的習慣。

然而 ,由於學校宿舍有燈光管制 ,加上某些

同學喜愛吵鬧 ,導致他們都急於申請到校外住
,但一直均未得到校方允准。也許這一因素 ,

就被教官認為大馬同學很壞吧 ?

他 們 需 要 更 多 照 顧

緊湊lt碌的課業 ,並未造成這些僑中的大馬

人產生
「
疏離感」,相反大家相處得非常融洽

。在僑中 ,高中三的同學是不被允准參予校內

的任何社團活動。學校的用意 ,是希望他們將

心神投注在課業上 ,做好準備以應付大專聯考

。這一年無形中剝奪了他們課餘生活的權利。

因此 ,校友會便成了他們最親密的團體 ,從中

得到快樂 、歡笑。例如淹過總會的會訊 ,讓他

們清楚知道同學會在做些什麼 ,似乎直覺上已

經像在參與同學會的活動 ,補償了在校時的失

落。

這一群十六、七歲的小伙子 ,仍處在成長期

,心智尚未成熟。在這個異地陌生的環境中 ,

是需要大馬人給予更多的關懷與照顧 ,讓他們

感覺和旅台所有大馬人是一體的。

離開七月大專聯考的日子已經不遠 ,這段日

子是最緊張的時期 ,也是最需要他人關心的時

候 。不管怎樣 ,僑中大馬人 ,祝福您們 !



三｜言

人類對文化藝術的態度可略

分為三個層次 :

ω最高層次者能深刻體會及鑑

賞各類型的藝術 B藝術家更能倉!

造出偉大精巧的藝術作品。

日次高層次者能喜愛藝術 。他

們或許不能很深刻的瞭解較精緻

的藝術 ,卸絕不排斥藝術 ,並希

望能提昇自己的層次 ,逐漸深入

因瞭解藝術 。

白最低層次者則往往以現實的

於

犯卜
.

眼光來評估藝術B以金錢來衡量

藝術、輕視藝術 ,甚至有所藝術

或許 ,歉們經常感嘆馬來西亞

是個
「
文化沙漠」,感嘆華人社

會過於現實 .過於功利主義。但
,這是事實 ,雖然堋 並不樂於

承認。從一般大眾只能停留在欣

賞流行歌曲、武俠小說、不良書

報雜誌及錄影帶來看 ,我們對文

化藝術的顧度 .泰半只能列入第

二及第三層次之內 :當然 ,這與

整體國家社會的環境、教育程度

及其他客觀條件有關。但┬

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這個層次上

我們可以做得更積極 !

「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透過

這個專題 ,我們為您介紹了
「
新

象活勘推展中心」一台灣目前僅

存的民營藝術活勱推展機構 ,以

推動精緻藝術為其宗旨和目標。

希望藉此對
「
文化氣息淡薄」的

馬來西亞 ,能起一種啟示作用與

激盪效果 ,讓大家一起來關切我

們社會的文化藝術活動 。結語部

份.我們提出了一些推展藝文活

動的建議 ,希望有心人士能一起

來思考這些問題 ,甚至挺身而出

,擔負起開創及推展數 活動的

工作. 一      ′

犬 馬 青 年 .ss



我們唯有

一

實 ,擲 零

囝的 、不定期的文化藝術活動出

發 ,讓社會大眾能長期膷 藝術

,觀賞輀 演出 ,逐步地提昇鑑

賞水準 ,進而帶動社會風氣 ,蔚

成朝氣蓬勃的景象。最後達到
「

人人皆能接觸藝術 ,欣賞藝術 ,

創造藝術」的理想境界 。

天 西 門 叮轉 至J國

父耙 允館

新象活動推展中心於一九七八

年成立 。創辦人兼主持人許博允

(作曲家 )、 樊曼儂 (長笛演奏

家 )夫婦以藝術家的身份 ,從事

藝術表演渤 的經紀工作 ,他們

是
「
為發展藝術活動 ,也是為加

強國際文化交流 B是為宏揚傳統

藝術文化 ,也是為結合時代精神

B是為提昇學術水準 ,也是魚充

實生活內涵」。從創立以來的不

定期活動 ,到一九八○年辦
「
國

際藝術節」 b新象

一

直在進行開

拓藝術領域 ,推廣藝術活動的任

務。

新象節目部主任蔡愛娞 ,在新

象月艮務了五年 .地表示 .推展中

心的目標堤
「
希望能融合國內外

藝術的菁華 ,把它們介紹給國內

觀眾 ,讓國內觀踝瞭解並接受國

際性的藝術 。」新象相信 ,這些

持久的努力 ,將可以把百萬大眾

的興趣 .由台北市的西門町轉移

到國父紀念館去。

新象成立初期 ,所舉辦的活動

均為不定期的演出。自一九八U
年開始 ,新象負責人許博允籌畫

「
國際藝術節」在台北舉行 。

「
國際藝術節」是大規模的密集文

化藝術活動 ,邀請來台演出的單

位 ,要括世界各地的馳名藝術家

及表演團體。活動期限長達一個

月 ,甚至兩個月之久 。目前 ,新

象所箏辦的
「
國際藝倆節」,在

台灣而言是規模最廂大的國際性

藝術節。

不是水 天地上 熬

種 子

新象活動推展中心所辦的表演

項目包括 :鋼琴 、小提琴、長笛

、組合奏、管弦樂等樂器演奏 B

聲樂方面有個人演唱及合唱 :戲

劇方面更包羅萬象 ,有歌劇、默

劇、中國傳統戲曲、外國地方戲

劇以及偶戲等 B舞蹈則以芭蕾舞

及現代舞兩項較常推出。

在各類節目演出期間 ,新象邀

請專家學者或演出者做專題講演
,闡釋節目的風格 、技巧 ,或者

傳遞國際間的藝術新知新觀念 ,

配合節目的演出 .讓觀眾能確實

地掌握節目的菁華與內涵 。

另外 ,新象亦每年主辦各類型

展覽活動 。曾經辦過的有海外中

國畫家聯展 、攝影展 、油畫展以

夃雕刻展等等 。一些其他單位主

辦的藝術活動 ,新象也曾予以積

極的配合 。例如去年中華文化推

展協會策晝的
「
獻給成長中的兒

童」系列活動 ,以及台北市政府

主辦的
「
傳統與創新」系列演出

,新象除參與節目演出外 ,在宣

傳與其他方面都給予協助。

據悉 ,「 國際藝術節」從第一

屆至第三屆均出現屆損 。屆至辦

第四屆
「
國際藝術節」 ,新象活

動推展中心才呈現生機 ,收支維

sG● 人 馬 青 年



持了平衡的局面 。這正好說朋不

是一群有傻勁的人在蠻幹 ,而是

努力耕耘後的成果 。正如許博允

告訴報章的一句話 :我絕不相信

辦藝術活動是在水泥地上撇種子

值得一提的是經籌備三年的
「

新象藝術中心」 ,將於近其內開

幕 。這是一個藝術教育中心 ,設

有各類型藝術班 ,以開班授課方

式推展藝術 。另外也設立聯誼社

,讓專家曲蓺術愛好者稚叵研討
,或作經驗交流以及聚會的場所

讓 藝洐 水 率在親

摩 中提 昇

馬來西亞的藝術活動情況 ,以

鳳毛麟角形容 ,應不為過。近年

甚具規模的年度
「
舞蹈節」,提

供了舞團一個努力的方向 ,同時

也提供了愛好者參與和觀摩的機

會 。
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至十日 ,

由文化青年體育部主辦的
「
大馬

文化節」,可謂為人馬文化藝術

帶來一場甘霖 !官方機構耗炎百

萬舉辦了這個綿耐 天緻 化節
,所呈獻的節目包括各民族的文

化特色展覽、演奏表演及跨越國

際的
「
東合舞展」。動輒鉅資和

主辦單位的策劃魄力 ,令人喝釆

、鼓舞 !「 東合舞展」由吉隆坡

、八打靈再也到雲頂高原 ,演出

現場均人潮胸湧 。

我們可以發現有┬大群愛好者

在那裏 ,我們不禁要問 :到酈裏

去觀賞節目呢 ?於是 ,我們要說

:大家都餓了 ,請給我們食物 !

新象活動推展中心的做法 ,最

推介世界聞名的一流躺 表演給

台灣觀眾 ,讓觀眾在藝術的薰陶

下 ,提昇欣賞和瞭解的層次。而

我們是不是可以效法新象 ,以渾

請國外的藝術團體到馬來西亞演

出.作推動藝術活動的動力 ?我

們是不是也可以在劘 ,提昇

藝術水準 ?

一件事情的成功 .是要許多條

件配合的 。假設我們已有一定的

觀眾 ,接下來的推動文化藝術活

動工作 ,可以從下列幾點看手 :

ω成立推展中心 ,專職主辦及

齰 國外藝術團體到馬來西亞演

出事宜 B並請企業機構與社會團

體協辦或贊助。

臼營建設備齊全 ,國際標準的

演出場所 ,以便藝術節目的表演

和定期演出。

日遨請世界各地的藝術團體演

出 ,使大家在長期的接觸 、觀摩

中得到教化 ,從而提昇層次和水

準 ,為將來的藝術活動奠基 。

四提倡並推廣藝術教育 。開設

戲劇 、舞蹈 、言樂 、表演斷 、

繪畫等教授班 ,或成立表演團體

,進行培養人才任務。

經常舉辦各類型的藝術活動 ,

雖然可以增加觀摩的機會 ,帶來

激盪作用 ,而最終也只是造就一

個藝術環境而已 。當務之急是培

養和訓練藝術人才 。當我們有了

自己的表演人才與藝術家 ,也就

可以培養職業藝術團體。到時 .

我們也可以與外國進行文化藝術

交流了 。

賀
「犬馬青年社」創社誌庄

田田田力

四維書局

敬 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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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獨立到今天 ,華文教育一直

以來都是華人社會所關心的課題

之一 。因此 ,董總和教總的言論

和行動方針 ,也就成了華人社會

叨孎目的焦點 。

童教總總秘書李萬千說 ,目 前

獨中迫切需要的是一批有使命感

的教師 。所謂
「
有使命感的老師

」 ,指的是肯全心全力獻身在教

育界 ,而共同負起維護華教袒子

的老師 。

他說 ,董教總對於獨中師資來

源的問題向來都很重視 ,也一直

努力提高獨中老師的素質 。

很多家長往往總是希望自己的

孩子在獨中既能將華文搞好 ,而

且又能考取政府承認的文憑 。對

於能學好母語 ,又能順利考到一

張政府文憑的獨中生 ,當然是一

件兩全其美的事情 。

學生考試成績的好壞 ,除了決

定在學生的語文表達能力外 ,他

的學術水準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

如果我們重視學識水準的話 ,毫

無疑問的 ,我｛所用母語做為教學

媒介是最好不過了 ,因為用母語

教學是最直接和最有效。反之 ,

如果我們重視語文表達能力而用

考試語文來教學 ,學生就不如學

習母語那麼容易吸收了 ;顯然地

也將會影響到他的知識水平和學

習情緒 。

在這種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情

形下 ,我們只好選擇了前者一就

是採用母語教育 ,讓學生具備應

有的知識水準 。

因此 ,對於獨中老師 ,語文教

育是不能忽視 。應用母語教育培

養學生閱讀和書寫的能力 ,進一

步地通過閱讀來吸取新的知識 ,

以便增加見聞 ,並且用於社會 。
基於這些原則 ,老師更應加強學

生語文的訓練 。

對於語文教育 ,李萬千秘書說
,應從師資素質方面提高 ,進而

改善教學方法 ,充實語言設備 ,

端正學生學習態度方面看手。
目前 ,獨中教刪 待遇也逐漸

提高 ,使其能與國民型教師相比

。不過 ,這要視其學校經濟來源

是否充裕。

董總執行秘書 (會務組 )莫泰

熙說 ,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為了

提高獨中教師的專業資格 ,目 前

正積極推動師資訓練計劃 ,為獨

中教師提供職前與在職訓練 。為

了確保有關工作能順利地進行 ,

獨中工委會已成立一個獨中師資

教育委員會 ,並且聘請專職執行

技帝j#刪 <65四 6文的中斑佚I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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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執行有關的計劃

獨中工委會並與台灣師範大學

當局洽商於一九八四年七月 ,在

師範大學為那些有意回國為獨中

服确的我國留台應屆畢業生 ,主

辦﹂項為期六個月的教育學分進

修班 。

工委會也主辦了第二屆全國華

文獨中在職教師假期研習班 ,於

八十三年十一月中假台灣師範大

學舉行。總共有四十三位來自全

國各獨中的教師參加這個研習會

,其中二十三名參加華文組 ,廿

名參加科學組 。    .

獨中工委會積極推動以上的師

資訓練計劃 ,最主要的目的是希

望透過類似訓練提高教師的素質

。藉此也可提昇教師們在專業知

識方面的水準 。目前 ,任職獨中

的犬學畢業資歷的教師約佔百分

之六十 。其中有畢業於新加坡、

台灣 、英國 、美國、加拿大及印

度等地 。

根據資料統計 ,獨中教師流動

性不大 。這些流動性的造成
.最

大的因素有 :(1)另謀高就 ;(a校

方辭退 ;(3)能力不夠 ;(d)薪金太

低 ;(5)無志於教學生涯 ;(U)人事

皆不諧調 ;仔幰 一發展限制 ,學

校規模小 ;Θ學校行政人事變動

大等之因素。

據莫秘書表示 ,有些教師在學

校裡一直都很深受學生們的愛戴

,但是由於學校為了遷就咧睹

試 ,而將課木語文改成考試語文

。那麼 ,這些教師因為不能完全

適應考試語文的教學法 ,為了不

誤人子弟 ,往往便會因此而
「
另

謀高就」或藉
「
深造」的理由離

開教師的崗位 。所以 ,到最後損

失的卸是學生和學校了。

莫泰熙提到今年七月在師大為

應屆畢業生主辦為期六個月的教

育學分進修班 ,除了是為了提高

教師形象外 ,也希望透過進修班

讓更多的留台同學加入獨中行列

他希望同學們不要抱看 毋6板

」或 ”U無選擇」的情況下選擇

教師這一行業。當一名教師除了

付出外 ,更要有興趣和熱心 。今

獨 中老 師沒 有 使 命 感 嗎 ?

這 一 份 良 心 工 作 誰 來 接 ?

以 及

我 IFW句 尉 〢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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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月初 ,董總方面將派遣負責

人來台進行有關進修班的面試 。

他強調對於第

一

次主辦的進修班

,董總很重視 ,而且對同學們的

要求也會很高。目的就是要培養

更多對教育有使命感的青年加入

教師行列 。

獨中師資若逐漸步入軌道是否

對獨中的發展有帤助 ?他回答說

,並不完全 ;因為現實的狀況下

,獨中的生存和發展 ,正受到教

育政策與法令的威脅 ,隨時有被

連根拔起的可能 。如果華族在我

國的地位 ,尤其是政治地位 ,若

是
一
直無法提高 ,那麼 ,獨中的

前途並不是我們柏像中的樂觀 。

口

華文獨中當前所面對的問題 ,並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道盡。由於

獨中仍紎處於求生存的階段 ,急於解決經濟上的難題 ,多少忽略

了軟體方面的建設與照顧。芋亍上 ,教育業之成敗 ,胥胡︳教育人

員健全與否為蔣移 ;如果不住為獨中師資問題 (包括質和量的問

題 )手出一個校好的解決方案 ,獨中教育必定不能發展 ,諦 日可

有色直接影字到它生存的條件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是當前台灣培養師資的重

鎮。目前有一百四十六位大馬同學就讀師大 ,

fL(門之中不少來自獨中 .也不乏日後有心服務

獨中的同學。此外 ,若把
「
師大人」的

「
師」

字當動詞解 ,意義就不簡車 :這一群大馬同學

既然已是準老師 ,就不能不
「
師」大人,因為

,師者 ,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一一若不具

備專業的知識 ,以及高尚完美的品德 ,又焉能

為人之師?在他們接受正規的師範教育 ,同時

過看大學生活之際 ,回顧過去所受過的教育時

.他們也應會有一層更新的認識與更深的感受

一九八二年 ,師大大馬新生人數比前一年 (

一九八一年 )減少了一半 ,原因如何則不得而

知 。而一九八三年 ,新生人數亦只維持在二十

幾名左右 。在獨中嚴重缺乏師資的今天 ,這顯

然不是好淌息。若此情形持續下去 .後果堪虞

。蜼說目前獨中的老師不盡出自師大 ,但獨中

需要一批接受過正規師範教育的老師的事實卸

9t瓦ㄔ查手瘡跨足。



與 董 教 總 保 持 聯 繫
掌 握 華 教 進 展 狀 況

黃維材

共語三 師大大、弓總幹事
去年三月 ,黃維材曾代表大馬同學 .參加監

察院中央巡察委員會在師大舉行的僑生座談會

。他在座談會上向有開委員會提出師大大馬新

生人數減少的問題 ,而得到答覆是 :去年 (一

九八二年 )師大僑生人數增加了 ,並沒有
「
削

減名額」這回事 :而大馬新生人數減少,則由

於志願填選師大的大馬學生減少 。黃維材說 ,

關於前者 (僑生人數增加 )倒是事實 ,但後一

項卸沒有資料可資對證 。若後者屬實 ,就要呼

頷多些大馬同學填選師大 ,尤其在華文獨中嚴

重缺乏師資的今天 .有心服務教界的同學 ,不

要放棄接受高等師範教育的機會 。

他表示 ,師大大馬同學會迄今並沒有跟大馬

任何文教團體聯絡 ,因此缺乏現在獨中師資問

題的詳細資料 ,不能把握整個問題的實在情況

。他希望董教總日後能與師大大馬同學會聯繫

,以期師大大馬同學 ,不致和大馬方面的華教

進展情況脫節 。

在去年 ,董教總林晃昇先生等一行三人來台

時曾與大馬同學會舉行座談會 。董教總來台的

目的 ,是要爭取獨中教師在師大進修半年教育

學分課程能儘早開課 ,並曾爭取增加師大大馬

新生名額 。師大在先天條件上 ,就具備培育優

良師資的環境與能力 B所有師大人必修的教育

學分科目 ,不僅提供埋論上的知識 ,以作為日

後教學的指導 ,而且老師教學經驗豐富 ,學生

經過四年的
「
教育薰陶」,所得必定不非 ,絕

非短期的 (教學 )技能訓練所能比擬 。因此對

有心服務獨中的同學來說 ,師大是不錯的進修

環境 。

黃維材並指出 ,大多數師大唸大一的學生對

整個師範教育的目的還不甚了解 ,就以他為例

,升上大三時 ,才體會到本地政府培養師資的
苦心 。他補充道 ,師大這環境是能培養出師大
大馬入對教育事業的使命感的 :大多數畢業學
長學姐 ,現均服務教界 ,並沒有辜負師大四年
來的恩惠。

充份 利用教材 設備
製 造 良好學 習 環境

何家強

英語四

早在進師大之前 ,伺家強就有了欲當英文老
師的抱負 .故以第

一

志願考進了英語系。談及

砭 ●人 馬 青 年



獨中的師資狀況 ,尤其有關英語師資方面的問

題時 ,家強感觸良多 。他說從前他在大,馬所接

受的英文課程 ,顯得毫沒系統 ,所以基礎不好

,上了大學後 ,他還在私下修台灣高中的英文

課本。

何家強說 ,要在獨中學好英文是絕對可能的

事 ,不過一個先決條件是 :現有的英文課程必

須做一番改革 。首先文法和潑音各嬃闢成一門

獨立的課程 ,以輔助一般英文讀本不足之處 。

基本文法能掌握好 ,才有判斷句型錯誤的能力

,從而寫出正確無誤的英文 ;發音課程重要 ,

因為單字輕重音是英語的特色 ,它們是具有辨

義作用的 。

目前獨中英文水準低落 ,老師們其實要負很

天的責任 。何家強表示 ,教英文一如教其他的

語文 ,最終目的 ,是要增進學生聽 、講 、誼 、

寫的能力 ,使學生能在這四方面平均發展 ,因

此老師們有必要在學校內製造一個學習英文的

環境和氣氛 ,並懂得充份利用校內既有的或自

麴的教材 ,激起學生的興趣與學習動機 。

他建議 ,贊助學生來台深造 ,不失為解決師

資來源短缺問題的好方法 ,若有有志服務教界

的國中哇 ,也應准許他們考統考 ,讓他們來台

進修 。師大絕對可以培養出良好的師資 ,問題

在於自己肯不肯努力 。有些師大人說師大教育

學分科目無用 ,不過是因自己不求上進 。同樣

的 ,當了老師之後 ,亦不能停止進修 ,一—有

一句英文諺語說的好 : 
「
要教學生一滴水的知

識 ,必須先有一杯水的學問 。」

重視 問題 解 決 問題

陳賽卿

社教四

一個原本無意服務教界的大馬人 ,師大能否

改變他呢 ?陳賽卿以為這很難說 ,因為情況是

因人而異的 。若本身沒教書這個意願 ,任誰也

改變不了 。不過不要忘記 ,師大人今日所學 ,

就是為了準備日後教書 B畢業後 ,如果沒有其

他更好的條件 ,不教書又要幹什麼 ?因此既然

要填選師犬 ,就要有當老師的心理準備 。退一

步說 ,當老師也不是壞事 ,不排斥它 ,也不失

為
一
份好職業 。

很多人都把教書看成是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

才有人在沒有更好的職業時才來教書 ,陳安9● ll

以為 ,教書是不能任你要來就來要去就去的 ,

而且目前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 ,獨中大部份

老師都沒受過正規的師範教育 ;要解決獨中師

資問題 ,在於
「
我們本身有沒重視並想辦法來

解決 。」

犬 馬 青 年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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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量 並 重

一個 根 本 解 決 之 道
陳宥寐

社教二

完中旅台校友會總幹事
師大是否能造就一個理想的老師呢 ?陳宥霖

認為 ,要看
「
理想的老師」如何定義。師大校

風保守 ,從另一個相對角度而言,其作風是蠻

踏實的 ,課程方面當然要求嚴格 ,所以進入師

大要成為經師絕對沒問題 。

關於對大馬華文教育事業的
「
使命感」,陳

宥霖則認為 ,一般來台唸文史科系的大馬同學

會更強烈些 。事實上 ,大馬若有個優良的教學

環境 ,能夠讓大馬同學發揮所學更為理想 ,在

大馬政治氣候下 ,是非常需要一批受辿大專教

育的同學 ,在文教界起帶頭作用 ,推動我國的

華文教育的 。

然而單談理想、
「
使命感」、

「
認同感」是

不切實際的 ,必須顧慮到現實問題 。如果教書

連生活都成問題 ,又還要談什麼犧牲和奉獻 ?

因lL%中除了要確保師資有來源外 ,還要確保

獨中老師們的生活安定 。陳宥霖強調 ,一間獨

中必須有合理的待遇 (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

完善的制度 ,福利保障和能使老師勝任偷快的

工作環境 ,才能把老師留下來 。有些老師邊教

書邊從事校外工作 ,便會影響到師資的質 B若

「
質」有了 .而教師流動性大 (「量 」不穩定

),也還是無濟於事的 。惟其質量並重 ,才算

知 行 合 一

改 善 聘 約 制 度

莊麗燕

教育三

一位教育系的教授曾經說道 :我們現在唸的

不是
「
教育」 ,而是心理學 、社會學和哲學 B

若日後要搞教育 ,現在就得在這三方面紮根 ,

打好理論的基礎 。

陡 是因為教育是一椿良心工作 ;」 莊麗燕

補充道 : 
「
所謂經師、人師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一回事,因為要把它們合為一體 ,還要看自己

能不能將所學到的理論融會貫通 。」

有些八不重視理論 ,以為教育理論太理想主

義 ,根本無法實踐 ,因此他們學的是Γ套 ,做

的又是另一套 。莊麗燕解釋說 ,教育系畢業生

是國家教育有遠見的決策人 ,他們的地位必須

受到肯定和重視 ,這樣他們才能全心全意去奉

獻 ,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

莊麗燕認為 ,一個有志當好老師的學生 ,首

先就得懂得自覺 ,肯在求學過程中付出一筆代

價 ;因為一個師範院校的環境並不是產生好老

睏 決定性因素 。

目前獨中聘約制度不健全 ,教師更不容易定

下心來 ;莊麗燕說 ,薪金不高 ,雖然不是獨中

缺乏師資來源的唯一因素 ,但也容易使有抱負

的老師退縮 ,造成教師流動性大的現象 ,畢竟

,現實環境是不能不顧慮到的 。

何
家
強

羽 ●犬 馬 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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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策 。

開於福利保障 ,以寬中為例 ,教書年限凡超

過十年的老師 ,就有退休金 。顯然獨中教師最

需要的就是安定感與安全感 。談及大馬全國獨

中 ,只 有兩間獨中的聘約制度是依照服務規章

行事時 ,宥霖說道 ,目 前獨中還沒有一套合理

的評鑑制度 ,因此教師普遍上沒有安全感與安

定感 ;今天獨中的情況既然已一日不如一日 ,

又何必讓獨中的老自田門再受壓力 ?一些 ├了年

紀的老師更時時擔心 ,若不幸必須離朗學校轉

業去 ,恐怕就無法適應新的環境了 。另外 ,一

些獨中的教員規章失之太嚴 ,反失去自而道的尊

嚴 ;不如花些時間去建立一個健全 、合理的評

鑑制度與教學制度還實際些 。

假如師大大馬人畢業後 ,會留台繼續教書 ,

其可能原因又是什麼呢 ?宥霖把原因分成幾項

:一準備繼續深造 6=留在這裡 ,/lN必顧慮精

神與物質生活的來源 ,也沒有大馬種族不平等

的壓力 ,早結婚 ,四抱觀望態度 ,實習一兩年

之後看看情況再說 ,再無家庭負累 ,只要這裡

能發揮所學就留下來 ,況且也在這個環境裡生

活了好幾年 ,現在已沒有適應上的困難 .生活

環境安定 ,教學+ll度完善 ,教書有保障 ,而若

回大馬去 ,前途還是一個未知數⋯⋯
。

陳宥霖希望旅台大t馬人不要忘記自己還是一

個高級知識份子 。應該趁機充實自己 ,培養觀

察力和透視力 ,日 後回大馬去或可負起教育方

面的學術研究工作 ;開心教育的同時 ,不忘注

意政治的馥展 ,把知識份子的道德勇氣捧出來

。不然讀聖賢書 ,所為何事 ?

老 師 無 專 業 知 識

不 善 用 教 材 設 備

畢業學長
現執教於台灣某小學

陳國冬學長提出了他對獨中理科教育的看法

。他說 ,目 前獨中的理科教育不能突破的原因
,首先因為一般老師只有專門知識 ,而無專業

知識 。他舉例說 ,師大理學院有一科
「
科學教

育」 ,引進了西方一些先進的理科科目教學法

;同時每個師大人都有修
「
視聽教育」這一門

課程 ,主要在教導如何利鬧輔助教材 ,以達致

教學目標 ,在理學院裡顯得尤其重要 。目前不

少獨中的理科實驗室設備一流 ,理科教育應很

成9ED才是 ,然而事實卸不盡然 。記得幾年前 ,

有一批獨中師長到師大理學院參觀時 ,就有一

位校長這樣說過 : 
「
這些設備我們也有 。」從

這一句話便發現到一個很嚴重的觀念問題 ,以

為只要有了器材 ,就能保證理科教育的成功 。

事實上 ,若不把器材當教材 ,理科教育還是只

能停留在一個低能的層次 。
83-84師 範大爭大.雨學生人數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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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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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學

院

(
”

人

)

教育學系 3276 18 3 15

教育心理學系 1322 8 7

社會教育學系 4344 15 2 13

工業教育學系 一 ￣ 32 5 2 3

體育學系 31一 一 4 1 3

衛生教育學系 l - 2 1 4 3

家政教育學系 l-2一 3 U 3

公民訓育學系 一 l l一 2 l l

(
“

入

)

文

學

完

國文學系 3 41Ul2 29 3 26

英語學系 34117 26 16

歷史學系 l一 一 l 2 l

地理學系 1  2  1  2 6 U 6

(
“

人

)

藝
術
學
院

美術學系 l  1  2 2 6 l 5

言樂學系 2一 12 5 2 3

工藝教育學系 -2一 一 2 I l

(
Ⅱ

人

)

理
學
完

數學系 ——  l  l  l
3 l 2

物理學系 一 一 1一 l l U

化學系 2 —— 1  2 5 2 3

生物學系 一 -2一 2

26255U45 146 翱 t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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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教育的使命
在 時 代 洪 流 中
鑄 造 出適 才 、適 性 、適所 的教 師

陳 宋麗

教 育 四

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乃是培養下一代成為良好

有用之公民 .此乃實現國家之教育理想 .然對

於個人的行為 .氣質的輔樊 ,貢獻其才智學識

於社會以表現國家民族的生命力 ,則教育發揮

的力量興功能實不容忽視 。

一 知 識 傳 授 已非 單 線

隞 育國之本 ,師範尤尊崇 .勤吾學 .進吾

德 .建吾功,院分系別 .途轍雖異雁

一

宗 ,學

成期大用 ,師資責任重.‥ ⋯..」
。每當朝會結

束 ,在此雄偉寬宏的歌聲中 ,往卻心中不由自

主就會湧上一股難以名狀的使命感 ,是的 ,我

們這一群踏入師大的犬馬同學 ,今天何嘗不是

背負看
「
學成期大用」的意志 ,希望能為國家

、為社會而付出自己的一分力量?而師範教育

與一般大學教育所負的任務揤又迴然不同。

師範教育的使命就在於培養
「
人師」與

「
經

師」 .現代社會的變遷過於快速 .所謂
「
今日

之舊 ,前日之新 ;今日之新 .又明日之舊也 。

」一切社會現象 ,因時空遞壇 .踵事增華 .日

新月異 。而知識的渤增與累積和新知的不斷掘

求 .更是
「
今日教育」與傳統教育的最大差別

,對於知識的傳授 ,已非單純的書本 ,教材為

中心 ;對於教學方法 ,更非呆板欠缺變化的
「

教師中心」的講演法 :對學生的要求 ,非僅限

於成績的優夯 .而更應顧及彼等的智力、性向

化 ●犬 馬 青 年

、興趣 、能力與學習背景等 。教師的地位已不

僅是靠
「
學識權威」來鞏固 ,更重要的要求已

不是
「
會af+麼」 ,而是懂得

「
如何教 .教什

麼 ,以什麼為教學工具 ,且又能激起學生的學

習意願」 。教學已不是只憑學術資格來鑑定 ,

更重要的是要經過專業的訓練 ,具備哲學、科

學 、心理學、社會學的基礎 ,在教學上能依據

學習的原理原則 ,運用適當的方法技術 ,以刺

激 (引起學習動磯 、興趣 、需要 )、 指導 (提

供材料 、工具 、指導方向、方法 )、 鼓勵 (幫

助解決困難 、維持學習興趣 ).而使學生能自

動地學習 ,終而達成教育目的 。

中 華 文 化 中 流 柱

吠 馬青年」創列號 ,判載了有關華文獨中

的辦學方針 ,也強調了教育的重要性 .獨中生
.確實為大馬社會以及大馬的學術界取得了很

力的成就 ,隨著
「
統一課程與統一課本」的編

纂 .使獨中有了統

一

的辦學方針 ,這

一

切的努

力均為貫徹獨中的辦學方針以傳授母語教育馥

揚中華文化 ,並為創造我國多元種族社會
「
新

文6凵 而作出貢獻 。這是看眼在具體的辦學措

施 .其中以發揚中華文化 ,乃因華族社會許多

傳統的美德 .是維縏社會安和樂利者 .中華文
化的價值觀念與倫理道德的架構 ,更是今天工



商業社會一片功利主義聲中 ,負起力挽狂瀾的

中流砥柱 。

奠 定 做 學 問 的 基 礎

今天 ,進入師大的大馬同學 ,可說是獨中生

居泰半以上 ,而當年填寫志願時 ,也許根本就

是迷迷糊糊地填了師大 .師大的教育使命與精

神何在 ?則需同學們在四年的學習過程中親自

去體認 .雖然無法了解畢業後的師大同學有多

少回到大馬 ,仍秉持看這一份使命感在教育的

崗領上為人馬的教育與獨中奉獻

一

分心力 ,但

師範教育的精神絕不可忘懷 。

師大四年的教育與專業訓練 .許多課程興學

科 ,尤其是教育學科的內容 .可說與大馬的教

育實況毫無牽扯 ,甚至學非所用 ,將來派不上

用場的機會居多 .但這些學科剡是奠定吾等

一個做學問的基礎 .對從事學術的研究與探討助

益甚大 :此外對中華文化亦可更深入與廣泛的

了解 ,而不致產生鄉愿的結果 。

突 破 傳 統 教 學 觀 念

在教育知識觀上 .台灣的教育措施 .尤其是

工具學科的進步 ,基本的學理與教學觀、教學

法 ,重視學生的學習輔導觀 .重視行為目標的

教學 ,學理上的不斷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 ,對

教育是力求達致每一學習過程中不同的要求與

目標 ,最終亦在造就學用一致的國民 。事實上
,許多學理上的發現與探討 ,在我國或因缺乏

有效的報導 .許多學理均鮮聞、鮮接觸 ,其不

不予重視 ,師大人 ,該怎麼做呢 ?視聽教育 .

是今天教育發展先進國最普遍的教學工具學科
,他如學校建築的設計 ,空間的應用 ,教室的

採光 ,進而到學校人事的管理 .學生問題的處

埋 .行政領導層的處事態度等 ,均有其學理上

的依據 .可資參考以改進教育上產生的缺失弊

端 ,我國國民學校的教師均須接受短期的師訓

班教學訓練後 ,方可任正式之教師 .而m.一的

教師除了師大是專業訓練出身 ,可說泰半以上

的教師與行政領導層均憑個人的專門學識與經

驗任教 ,在今天需求專業化的趨勢下 ,教師與

行政領導層若能經過嚴格之管理科學與教學訓

練 .具備專業的知識技能 .則更能適應環境 .

迎合時代要求 。傳統的觀念以為 :只要具備資

格 ,誰都可當老師 !這是有待吾等去突破的錯

誤觀 。傳統的教學觀 .只能造就墨守成規者 .

今天社會變遷如此之鉅 .新生的每一代 .其所

接納的知識已不僅限於灌輸 .更待彼等自己去

創造、去醒悟 .教師扮演的是啟發與引導的角

色 。

不 要 枉 費 四 年 心 血

大學生應該關心人類社會的發展 .而師範生

更應重視我們國家的教育動態 ,培養起對事物

的認知並確實掌握住關鍵以作更深入的了解 。
四年師範教育的心血不能枉費 .為國家 、為社

會 .也為我們的下一代 .所謂教育是人的根本
,而能適切的運用教學的各類原理與原則 ,使

學生在接受教育的歷程中 ,從連貫的學習活動

中 ,獲得分析事理的能力 ,在思想上獲得啟狻
.而能使用在生活中 .最終造就人格的完整 ,

鑄造出美滿人生興世界。

學士照大優待
特伺再贈3吋及6吋精美相冊

霪矕擺篛
早士垂照馳名中外 歷史悠久技術高明
全套最新電子配光 張張精彩保證滿意
備有教部檢定合格 最新博碩學士服裝

欣欣 :〡 、∞、25〡 、小2、 253、 254、 236、 52、 SU

公車 :U南 、︳U、 2U8

指南 :｜ 、2、 5、 台犬站下車即達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一一○號

台大口小美冰 淇淋時E
T巨 L:321-● 2。 4

大 馬 青 年 .φ



〞
t與

/陳 瑞 興

沿著長廊 ,走進 124寢室 ,陰沈 、零亂的床

舖 ,倒置的用具雜物 ,顯然有一段時間沒有整

理了。而窗口的左邊 ,井然有序的書+ll、 文稿

、影印資料等 ,連同書桌圍築成如正方型的空

間 ,牆壁上還黏貼了三張不同的
「
大馬新聞雜

誌」封面 ,安華的眼神咄咄逼人。這是整間寢

室裏較特殊之處 ,似乎有意和他八隔離開來 。

創 辦 大 馬 新 聞雜 誌

略胖的身子 ,臉上架著一幅深度眼鏡 ,羅正

文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而他卸是
「
大t馬新聞雜

誌」創辦人之一 。

「
辦雜誌除符合志趣外 ,最主要是對當前大

馬政治環境的一種反應 。」羅正文扼要地敘述

了創期雜誌的動機 。

他希望透過這樣的一份列物 ,成為今日旅台

的知識份子關心馬華社會及大馬前途的言論廣

場 ,以突破並改革當前種族不平等的困境 。他

深信
「
一個收有聲言的社會是不會有進步和希

望的 ,惟 有透過廣泛討論與理性的分析 ,才能

做較公平、合理的判斷與抉擇」。

來自砂撈越的羅正文 ,因為父親早期參與政

黨活動 ,家庭曾一度處於
「
不定」的狀態 。或

化 ●犬 馬 青 年

雍正 文 的 努 力

堉
在 馬來西 亞當前政治 、文fL手問題 的探 討上 ,羅正犬是

用也粗 琛 .用力粗 大的有化人 。如今 ,身 為 「人馬新用雜

誰」主編 .他正 扶扶不倦為 這些周題下著苦功 .專中若答

日臣.‥ ‥.。

者這一因素 ,導致他對
「
政治」懷有深切的期

望和理想 。特別來到台灣後 ,接觸了許多的黨

外列物 ,並常與本地同學互相討論切磋 .促使

他思想上產生鉅大轉變 ,奠定了他對民主政治

及和平改革的信念。

提及今日旅台同學對
「
國事 」關懷的程度 ,

羅正文輕輕的移動座椅以調整他的坐勢 。他說
,大馬同學對

「
國是 」的關注仍滯留於

「
談」

的階段。他們除了偶爾發點牢騷外 ,很少人會

進一步去作理論層次的分析研究 ;有些同學雖

很有心意 ,卸不知道那裏有門徑可循 。

羅正文闡述了這方面的心得 。他說 ,在台灣

就有許多專門研究大馬蔗題的論文和書籍 ,例

如中央圖書館 ,政犬的社會資料中心均珍藏了

豐富的材料 ,讓我們去涉獵發掘 ;另外楊建成

博士也是可以請教的對象 ,如此才能提高學識

見聞 ,培養獨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他比隃
「

理論就如鋼筋和水泥的揉合 ,架構才會穩固紮

實」。

默 默 耕 耘 只 為 志 趣

在羅正文的書架 ,堆砌了許多厚厚的文稿 ,

這都是他學習的成果 。他不像一些學生把書讀



過就算了 ,他做筆記 ,分類及歸納 ,經過個人

有系統的整埋 ,再結合本身的心得和意見 ,寫

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

有人認為羅正文的言論立場頗為偏激 ,他解

釋說
「
是見仁見答的看法 」。但他不諱言一些

同學在觀念及心態上仍相當保守 ,往往對問題

沒作深入理解就妄下評斷 ,期免主觀性的成份

居多 ,他批評這種評斷
「
非常危險」。

從大一至大三的日子裏 ,羅正文甚少涉足於

社團活動 ,他表示是因個性內向的關係 。每天

除了上謀 ,大部份時間均
「
躲」在宿舍或圖書

館看書 ,常常熬到深夜兩點才甘心就寢 ,可見

他
「
用功 」程度一般了 。蕭伯納有一句話 :「

好學者是以讀書消磨時間之懶惰者」 ,羅正文

將時間花在他的志趣上 ,他默默地耕耘 ,他希

望得到的回報又是什麼./L?

為雜誌出版工作而忙碌 ,把他的生活步調攪

亂了 。但lt碌後 ,他又靜悄悄回到窩居的地方

,守著一室的沈默 。

理 性 和 感 性 的 寫 照

他從書桌拿起一個相框 ,框中沒有照片 ,是

手寫的數行字跡 :

「
寂寞」與

「
孤獨」是邁向崇尚人格 、

獨立思考必要的嚴酷試鍊 !

一蔣經國一

羅正文綻開笑靨 :「 我和他●有成戚焉 !」

然而 ,羅正文在某些場合 ,表現相當豪邁及

活躍 ,這或許是他愛歌口螯巴!去年的耶誕節 ,

台大活動中心禮堂響起了陣陣喝釆聲言 ,羅正
文便是其中之一

「
大馬之夜」的參賽者 ,想必

大家還記得他演唱
「
牧羊姑娘」的神釆 !

每個人對待或處理事情的方式都不盡相同 ,

理性典感性的區分是一念之差 .而歌唱去Π是羅

正文感性面的寫照 。

突 破 困境 奉獻 所 學

羅正文唸中文系 ,訓詰學 、聲韻學之類的課

程 ,去Π使他增添痛苦與壓力 。他偏愛現代文學

,擅長寫現代詩 ,作品曾經榮獲台大現代詩徵

文比賽首獎 。

今日旅台的大馬同學 ,有許多是非常傑出優

秀的 。他們默默的學習 、充實 ,冀望有一天把

所學奉獻予生長的國土 。
「
大馬新聞雜誌」的

傖盱」,豎立了旅台青年的時代形象 ,而在幕後

的耕耘者 ,其所付出的代價 ,誰能夠體會呢 ?

「
如果你要害某個人 ,最好是吽他去辦雜誌

毰岳這羼鬘渹齹資窪岊菡督霄高星萎么莰爰霮
令他難過 。他清楚癥結所在 ,揤無能為力 。

對他自己 ,羅正文不是沒有矛盾的 ,例如偏

離了所讀學系 ,所寫文稿缺乏經濟能力來出版
‥⋯.然而 ,他並沒氣餒 ,他期望返回家鄉時辦

一份類似
「
時報雜誌」的列物 ,把他的

「
信念

」落實在溫馨的土地上 。

羅正文的理想和感觸 ,是不是代表了今天在

台灣四千個遊子的情懷呢?

大 馬 青 年 .們



輣縝爩賤驧鎰辮
嗜詩如命的陳強華

當台灣國內不少大學都己先後辦過文學獎 ,

政大都仍保持一貫的沉默 ,「不動聲色」是否

意味沒有人有勇氣擔負主辦的任務 ,抑或政大

根本沒有寫作的人才 ?

也許每一樣事情郡有第一遭 ,問題在誰願意

在大家都不甚有信心的情況下拿出決心打破
「

傳統」,開先河 ,作鼻祖 。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初 ,當政犬校園貼出精美

設計的
「
第一屆政大文學獎徵稿」海報時 ,這

項創擊給愛好寫作的人帶來無比的興奮 ,也讓

政大的學生得到鼓舞。

幕後英雄是寂寞的 ,有時連那些高高興興參

賽 ,高高興興領獎的得獎人還不知道這位
「
功

臣」是誰呢 !

他 ,個ITN高 ,有 165公 分吧 !體型略胖

,不過未滿 lUU公 斤 ,為人隨和 ,圓臉上常

掛笑容 ,政大長廊詩社是他的第二個家 ,「 嗜

詩如命」的他常和朋友談詩論作 ,雖沒有詩人

瀟潤的風範 ,但滿腦子都充滿
「
詩意 」。

當一位台生知道他是馬來西亞僑生時驚訝的

sU● 犬 馬 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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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你們馬來西亞同學真了得 !」

一位社團負責人知道首屆文學獎在政大誕生

時 ,喜上眉稍的道 :「 主辦人真有作益 ,確給

政犬死氣沉沉的創作風氣注上一支j昌心劑 ,太

棒了 !」

談到這項成就時 ,負責策劃的陳強華淡淡的

說 :「也許是一股熱誠 ,希望透過辦這項有意

義的活動來肯定自己的能力 。」

文學獎是落幕了 ,然而她的跫言仍在政大迴

i盪聲。

寫 詩 是 狐 獨 的

陳強華高中畢業於板城大山腳的日新國民型

中學 ,現讀政大教育系四年級 。高二開始寫詩

,當時作品多發表在學校的壁報欄 ,他回憶說

那時的創作受學長陳俊鎮的影響和鼓舞很大 ,

後來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文友組成
「
文風出版社

」 ,經常交蜘心得和切磋詩作 ,漸漸涉人大馬

文壇 ,關心文學活動 ,常在
「
星檳日報 (星座

)」 、
「
南洋商報 (讀者文藝 )」 、

「
新潮雜



了L            可 人唧 ┤

誌 (詩的傳遞 )」 、Γ焦風 」及
「
學報」發表

作品 。

高三加入在大馬成立已有十多年歷史的
「
天

狼星詩社 」,他坦誠的說 :「寫詩是孤獨的 ,

在一個團體或許較能獲得肯定。」

一九七八年他獲得由天狼星詩社主辦之大馬

第二屆現代詩比賽優異獎 ,一九七九年出版第

一木詩集
「
煙雨月」 ,同年出版的

「
天狼星詩

選」也收錄他的五篇作品 。

對 新 誇 的 理 允

他對新詩的理念在
「
天狼星詩選」的介紹文

裏說得很清楚 :「 讓自己的心跳躍 ,用 自己的

血寫自己的詩 。」

此外 ,他以為 :「 一個詩人的才氣表現在字

句 ,功力表現於結構 ,結構是整首詩的組成 ,

意象可以繁多 ,但必須有一個視覺的焦點成為

輻別的中心。」

陳 強華 首創 政 大

文學 獎 是 項 成就 ,他

的詩 作 也是一 項 成就 。

有人認為詩是最凝練的文字 ,要把詩寫好先

要有良好的散文基礎 ,陳強華去口不以為然 ,他

說應看個人的專長來決定用甚麼方式較能表達

自己 。

和他熟悉的朋友對他的詩該不會陌生的 (從

一九七七年至今共寫過百餘首的現代詩 ),但

鄰少見他的散文 ,更未見小說 。他解釋 :「詩

比較能貼切表現自己的情感 。」對題裁的選擇

,深思片刻後他說 :「 我的詩多是有感而發 ,

沒有特別偏重那一方面 。」

在新詩的領域裏 ,陳強華展現了他豐富的才

華 ,從踏入政大的第一年到大三 .每年都領了

個詩歌創作的大獎 ,一九八一年及八二年均獲

得現代詩徵文第一名 ,八三年得首屆大馬旅台

文學獎新詩主獎 。

對他的作品 ,現年四十歲的馬華名作家溫任

平曾有這樣的評析 :「 在陳強華的前期作品中

(一九七七年及犬部份七八年的詩作 ),我們

駛見到作者只在抒一己之情 ,而這種情緒是非

常個人的 ,與現實時空近乎絕緣 。他一九七九

年的作品有跡象顯示他的心智已不似前螄

那般稚嫩 .在一些作品當中 ,開始流露他對現

代人生活的開懷 ,對周遭所發生的人的災難底

悲憫 ,這份關懷悲憫之情正是道德意識的肇端

,它標示了作者創作心路歷程的一種重要轉捩

點 。」

努 力 追 求信 1rP

今年三月中 ,陳強華計劃出版另一木詩集
「

化妝舞會」 ,發行二百至五百木 ,定名
「
化妝

舞會」的原因 ,他說 :「 意義在表現人生不是

很認真的 ,舞會總會停止 ,妝也將御下 。」

台灣的著名詩人中 ,他較欣賞的有洛夫 、瘟

泫和羅智歭 。

對敘事詩的看法 ,他認為要勤於找資料 ,將

來有機會他會在這方面嘗試 。

古典詩詞也是陳強華頗喜歡的 ,他以為在其

中可學到優美的詞句和技巧 。

除了寫詩 ,他也擅長編輯 。

旅台同學熱愛文藝的大概不會忘記弟十屆t馬

來西亞同學會出版的會訊裏 ,其中
「
大馬文藝

」版他主編了八期 ,展露多變化的編輯方式 ,

深受同學讚賞 。

在政大他也主編過三期
「
長廊詩判 」和一期

「
教育系列」。

雖在教育系呆了三年多 ,不過他的理想刻不

在教育界 ,他希望將來能在文化界服務 ,如出

版社或報社等 。

「
詩是我唯一的信仰」是陳強華的信念 ,他

有抱負要貢獻心力於詩壇 、文學界 。

默默耕耘的人是寂寞的 ,但他們的努力應獲

得肯定與褒揚。

在時光的歲月裏 ,付出自己也許就是最偉大

的象徵。
犬 馬 青 年 ● 5｜



友 「犬馬有年 社」創社 誌庄

群 策 群 力
勝

蘭

 
六

砂

雪

怡

馬

芙

日

越 旅 台 同學 會
莪 旅 台 同學 會
保 旅 台 同學 會
甲旅 台 同學 會
中 旅 台 同學 會
新 旅 台 同學 會

蔚 坡 中 化 旅 台 同學 會
告 株 華 中 旅 台 校 友 會
寬    中 旅 台校 友會
鑾    中 旅 台 校 友會
尊    坤 旅 台 校 友會
循    人 旅 台 校 友 會
吉 隆坡 中 華 旅 台校 友會

華 聯 崇 華 旅 台 校 友 會
檳    華 旅 台 校 友會
韓    江 旅 台 校 友會

同 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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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餘年來特刊的回顧與檢討

製作 /編輯部
執筆 /陳錦 松

日∪舀

自一九六二年由吳均昌及陳儀

彬兩位同學主編的
「
馬來亞金寶

培中旅台校友會特別」誕生後 ,

至今馬來西亞旅台校友會及同學

會出版的特判 ,有資料可查的有

七十三木 (部份散失 )。 這七十

一本特判 ,留下了早期及後期學

長的心血結晶 ,他們的心路歷程

,過去一直扮演看引導學弟妹升

學的
「
指南」 ,如大專院校的介

紹 ,轉系的心理準備及生活的適

應等 。

翻開早期的特別 ,不難發現其

內容多不脫離五大
「
方向」 :∩

大學簡介ω同學玉照Ξ生活圖片

慟學生作品困通訊錄 。在近期出

版的特判裏 ,隨著知識和認知層

面的提昇 ,刻有明顯的轉變 。內

容的編排不再
「
面面俱翮 .而

僅在學生作品 (包括歷史資料的

整理)上下功夫 ,反映特別在
「

品質」和
「
內涵」的昇華 。

在七十三本特列中 ,各校友會

的編輯群 ,都展露了各自的編輯

風格 (不過 ,有些是極有毛病和

在美工上的失敗 )。 為討論及分

析上的方便 ,我把一九六二年至

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特別為分三個

時期 :第一階段 (一九六二年至

一九七○年);第二階段 (┬九

七一年至┬九八○年 );第三階

段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 )

作一同顧 。

第一 階段 (一九六二年至一

九七○年 )摸索●拭階段

第一階段共計廿Ξ本 ,分凡是

「
馬來亞金寶培元中學旅台校友

會特判」三期 、 
「
雪花」 (雪中

旅台同學會特判 )六期 、
「
育才

女子中學旅台校友會特歹Ⅲ 二期

、 厝 蘭莪尊坤旅台校友會特判

」三期 、 :鐖 越青年」 (砂勝

越旅台同學會出版 )四期 、
「
寬

中旅台同學會紀念特9jJ一期、

Fl=氾」 (韓江中學旅台同學會

出版 )一期 、
「
循中」 (循人中

學旅台校友會出版 )一期 、
「
芙

中會判」 (芙蓉中華中學旅台同

學會出版 )一期和
「
日新」 (日

新旅台同學會出版 )一期 。

這一階段收錄的學生作品約有

三百二十五篇 ,其中論述作品所

佔的篇幅極多 ,有中文一百六十

三篇中文 、英文十六篇 ;文學作

品 (小說 、散文 、詩作等 )有中

文一百廿九篇 、英文十六篇。唯

一看到的馬來文作品是在雪中旅

台同學會出版的
「
雪花」 (第二

期一九六四年 )由陳天頌寫的
「PANTLlNMELAYUJ 。

在這許多同學的作品中可以發

現 .內容多不離自己的本行 (介

紹所就讀的科系 )或一些生活的

感觸、經驗談等 。若想從同學的

文章裡 ,找出一些與馬來西亞現

實狀況有關的作品刻極為困難 。

這一階段裡發掘的僅有六篇 ,分

別是黎廣祥的
「
今日馬來中┬業

發展的展望」 (厝 花」第一期

)、 劉和昌的 駁 建國為民」 (

「
尊坤」一九六七年出版 )、 業

維的
「
教育與國家」 ( 砂 勝越

青年」第七期 )、 蔡育明的
「
論

星t馬經濟合作」 ( 曤訝」 第六

犬 馬 青 年 ●s3



期 )、 黃光鑽的 睒 談我們的國

家」 (厝 花」第六期 )及李慶

福的
「
談談有關馬來西亞的經濟

概況」 (Fl$氾」第八期 )等 。

馬來西亞在一九五七年獨立後
.一切發展瀏方與未艾 .按理這

個階段知識份子應更關切麼家未

來的建設導向 ,不過在廿三本特

×ll中發現討論本國問題的僅六篇

是太少了 。第三階段 (一九八二

後 )的特芛1在這方面卸有了顯著

的增加 。

編輯上 .對面設計簡單 (套二

至三色 )、 內頁幾無彩色版 .大

部份採直排方式 。

第二階段 (一九七一年 至一

九八○年 )形成 內容求亞時

期

第二階段共計三十四本 ,分別

是
「
日新」三期 、

「
輯汜」四期

、 磡 越青年」二期 、
「
尊坤

」三期、 
「
檳榔嶼旅台鍾靈校友

會特尹田 二期 、 
「
芙中旅台同學

會會列」二期、 
「
循人」二期 、

「
旅台麻坡中化同學紀念歹田 三

“●犬馬青年

期、 
「
山打根中華中學旅台同學

會特尹山 一期、 
「
寬中旅台同學

會紀念特判」一期 、
「
鑾中旅台

同學會特判」二期、 
「
霹靂金寶

培元中學旅台校友會特列」二期

、 喵 都華中旅台校友會特列」

二期、 
「
馬六甲旅台同學會會列

」一期、 
「
政治專號」 (政大大

馬同學會出版 )一期 、 
「
新文龍

旅台同學會特別」一期 、 Π馬來

西亞旅台同學會特判」一期和
「

沙巴旅台同學會特列」一期 。

這個時期的作品數量有顯著的

增加 .估計有近五百四十九篇之

多 ,文學作品超過論述作品一倍

以上 ,分別為 :文學類中文三百

七十三篇 .英文八篇 ;論述類中

文一百五十七篇 ,英文的佔六篇

。馬來文作品的數量這時期也嫌

過少 ,僅有五篇 ;一篇+lj於七三

年的
「
旅台麻坡中化同學會紀念

判」 ,另外四篇均判於一九八○

年出版的
「
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

特列」衽且,有GAN BUUN
CHEE的  

「
KESEDARAN

KITA SEBAGAI SEURANG
MAHASISWA/MAHASISWI

MALAYSIAj 、YEE TET
LIM的

「
BI-LINGUALISM

」 、CHRISTINA JUIIN
LUAN的

「
KEKASIHKUJ

與 KENUSYTEH的
「
EM-

ELYN KEKASIH KU」 。

文學作品在這時期的
「
突增」

.用映了兩項事實 ,一是唸文學

院的同學人數增多了 .另一是編

輯群體認文學較
「
討好」而改變

製作方向。和第一階段 (一九七

○年以前 )的特別比較起來 ,這

段期間的文學作品 ,在數量上增

加了近乎三倍 ,不可誥不驚人 。

探討當前馬來西亞發展狀況的

文章 ,可喜的有了增加 ,共計十

二篇 .而且內容不論在深度和廣

度上都有兼顧 ,如較重要的有丁

永順的
「
我對於砂勝越華人社會

通性之見網 (「砂羅越青年」

第十期 )、 流雲的
「
五一三——

馬來西亞民主的挑翱 、 Π馬來

西亞華人的昨日、今日與明日」

(「政治專號」政大大馬 .一九

七八年出版 )、 姚其業的
「
多元

社會文化的剖析」 (喔 中旅台

同學會特步Ⅲ 一九七九年出版 )



與鴨都拉谷的
「
對馬來西亞語的

一些基本認識」 (「日新」一九

八○年出版 )等。

這時期的〺四本特刊 較褉

破性的首推政大大馬同學會出版

的
「
政治專號」 。政治問題在過

去甚至是現在一直被認為是
「
敏

感」的 ,不談為妙 ,而勇於拿
「

政治」作刲面標題的可說在觀念

及作法上的進步 ,不過唯一的缺

失 ,是整本判物主編及作者都未

列上 ,另外出版後發生的
「
課解

」及
「
恐懼」也是出乎意料的。

在編輯上 ,因版面橫直ㄘF並用

,以致顯得不甚協調的有
「
華氾

」第十一期 ,頁九十一及九十九

、 
「
金寶培元中學旅台校友會特

歹田 一九八○年版 ,頁九十

一

萃

一百零八 。以上毛病尚嫌小 ,最

嚴重的莫過於不編頁數的
「
日新

」 (一九七一年 )、
「
鑾中旅台

同學會特+ll」 (一九七六年 )及

脈 台麻坡中化同學紀念歹田 (

一九八○年 )。 內頁用彩色畫頁

有一九七三年的
「
寬中旅台同學

會紀念特列」及一九八○年的
「

日新」 .印刷和設計都較精美。

第三階段 (一九八一年後 )

製作以集註估思偽主時期

第三階段雖在短短三年間 (一

九八一至八三年 )就有十六本特

別的出版 ,可賀可喜 。分別是
「

華聯崇華」 (華聯崇華旅台校友

會出版 )一期、
「
蠻中旅台同學

會紀念專集」一期 、
「
馬六甲旅

台同學會會列」一期、
「
寬柔旅

台校友會紀念特判」一期 、 
「
檳

榔嶼旅台鍾靈校友會成立第廿週

年紀念特別」一期 、
「
芙中特別

」一期 、
「
台大大‘馬十週年紀念

特別」一期、 
「
尊坤旅台校友會

廿一週年紀念歹凵 一期、 
「
輣

」 (第十四期 )一期 、
「
砂嘮越

旅台同學會廿週年紀念特判」一

期、
「
大馬青年」倉廿判號一期、

「
政大大馬十週年紀念特歹田 一

期、 曄 仁中學旅台校友會廿週

年紀念特列」一期 、
「
沙巴旅台

同學會特別」一期、 岡昏人」一

期 。

這時期的文學作品仍多於論述

的作品 ,分別是文學類中文有一

百八十二篇 、英文三篇 ;論述類

中文一百零七篇、英文六篇 。馬

來文作品只有兩篇 .即一九八二

年
「
檳榔嶼旅台鍾靈校友會成立

第廿週年紀念特列」鄭雨週所寫

的
「
CINTAYANGHILANG

」 、另一篇第十四期
「
輯氾」轉

載大t馬政府出版品KERAJAAN
:BERTINDAK文章 ,題為

「
大

馬政府重新調整工商業結構之措

力跑匠」 °

隨著我國政府大力推行國語 (

馬來文 )的政策 ,掌握馬來文成

了一項重要的謀生
「
工則 ,過

去所見的各校高中畢業紀念冊均

發現不少馬來文作品 ,旅台同學

少寫 (或不寫 )馬來文 ,可槬

現處環境和學習有關 ,不過將來

想拓展我們的判物返馬 ,有馬來

自的作品較能
「
討好」有關當局

,是可以肯定的 。

談論國是的文章 .在這時期痏

顯著增加的趨勢 ,反映出目前在

台的同學更關切國家褲 入社會

的問題 ,令人雀躍 。值得一提的

大 馬 青 年 .∞



有彭志倫的
「
評論華裔的傳統價

值觀念」 (臗 柔旅台校友會紀

念特列」一九八一年出版 )、 鄭

有億的
「
朝向東方政策縱橫謝

(韓氾第十四期 )及有心人君的

隀 振獨中的辦學信心」 (潃
人」一九八三年出版 )等 。

若想從過去到現在選出較具代

表性的特別的話 ,毫無疑問的當

推一九八二年的
「
台大大馬十週

年紀念特別」及一九八三年的
「

政大大馬十週年紀念特列」 。這

兩本特別不論在內容及編採上都

展現了集思廣益的重要 。例如
「

建國廿五週年中心論瀏 (政大

大馬)的十一篇文章 ,內涵豐富

.義意深長 。台大大馬特別痏
「

學術的、文化的 、生活的」等專

題 ,可讀性極高 。

隨看印刷技術的進步 ,這時期

不論在封面及內頁的彩色版都有

了增加 ,使整本特判顯現清新鮮

艷 ,令人惜於珍藏 。編輯上善於

利用美工的方法襯托主題 .美化

勝而己。

特別要朝更專精的方向去努力

,不僅是
「
量」要增加 ,「 質」

∞●人馬青年

的提昇也是不容忽視的 。

我們要更有「水準」

我們的特刊應更有
「
水準 」

在此提出四點建議供參考 :∩加

強內容 :提出更多深入和學術性

探討的作品。l一)

講求編輯 :善用

印刷技術上的方

便 ,使編輯方式

多樣化 。E注重

美工 :美化版面
,拱托主題 ,商

請對美術有專精

者帤助 。國製作

嚴謹 :問卷調查

的嘗試及專題應

力求嚴謹 。

將近廿多年的

校友會及同學會

特千昨 一番整理

、分類、歸納和

評析主要是希望

能理出過去製作

的方向並期許今

後有所突破和更新 ,不論在題材

和技巧上都精益求精 。

最後 ,感謝楊萌藺協助統計資

料 ,及陳麗娟編的特判目錄 ,使

這篇文字順利完成 。

一

,brHF● r〝

瑪瑙專賣店

冒覂言舌 : :｜｜;::;

台北市西寧南路G3-2號



風雨同行
風雨困舌 與你同行

我 唧 頵 昮 藣 鼜 鞘 曇謇

的一本刊物 .而是舉凡同學會存連作

過程中的一些反省 ,甚至是包涵警↑易

和建議的作用 U也許所有舉辦過的活

動到頭來都會煙消雲散 ,但至少 └大

馬青年┐可以將之完整的保留下來 c

今天 .└大馬青年珀●芻形大致上己經

確立 ,不過 ,這塊園地尚有待更多有

心的園丁來耕耘、灌溉 .芽能由壯成

長

不論這樣的一本書將來是否會在

歷史上記上一筆 .事實上 ,我們己經

勇敢的跨出了歷史的第一蛬 .盼 與您

共勉 :

馬來西亞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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