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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認同與母語教育:戰後砂拉越地區華文中學

之研究*

曹淑瑤..

中文摘要

三次大戰之後，東南亞各殖民地的土著民族主義蓬勃發展，激起人民

爭取獨立以建立國家 。 處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中，砂拉越的統治者，不論是

英殖民地政權或馬來西亞的主政者，皆視教育為一種統治的手段 ， 企圖建

立一個以統治族群的文化為核心價值的國家 。 在這種政策下，砂拉越華族

母語教育的發展空間 ， 自然遭受嚴重的擠壓，然而，今日砂拉越境內仍擁

有 233 所華文小學及 14 所華文中學 ， 以傳承華族的文化為其辦學使命 。

本文擬就二次大戰後 ， 砂拉越華族如何在強調單一語文教育的環境下 ， 在

中等教育階段為維護母語教育所做的種種努力加以探討，期盼提供吾人對

砂拉越華族的文化傳承有進一步的暸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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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ldenti，砂 and Chinese Education: A Case 
Stu你1 0/ Chinese High Schools in Post-war 
Sarawak 

Shu-yao TSAO 

Abstract 

After the WWlI, the native nationalism was prosperous in the Southeast 

Asia. The Sarawak government employed education to build a common identi旬，

the Chinese education was exc1uded from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巴m

Nonetheless, there are still 233 elementary schools and 14 high schools taught 

in Mandarin Chinese in Sarawak. In this paper, 1 try to make an inquiry into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impact ofthe Chinese high schools in Sarawak. 

Keywords: Malaysia, Sarawak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Chinese vemacula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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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U 百

近代歐洲民族主義 (nationa l i sm ) 的興起，促成民族國家的建立 ，國

家教育被視為民族建構的重要策略之一 ，因為教育之重要性即灌輸國民

「一個民族/國家的形式 J '而語言則被視為民族認同的基礎 ， 因此，各

種宣傳或教育媒介皆須採用學一且共同的語言來進行 ' 導致這些民族國家

境內弱勢的方言被系統化地摧毀 ( Hayes 1953: 26 ， 的 ， 64 ) 。 近代歐洲民族

主義也間接造成這些歐洲的民族國家在亞非地區掠奪殖民地的競爭，且隨

著民族主義思潮的傳播，各殖民地的土著民族主義在一次大戰期間興起，

在二次大戰後蓬勃發展 。 而這種發展， 一方面激發殖民地人民先後爭取獨

立成為新興國家 ， 另一方面則促成各殖民地政府在新興土著民族主義的壓

力下 ， 企圖以當地多數族群為典範'去塑造一個共同文化、共同語文的虛

擬群體 。在婆羅洲砂拉越l的英國統治者 ， 不論是布洛克家族( The 8rookes ) 

2或英殖民地政府都把教育作為一種統治的手段 ( Ooi 1996: 1 ) 。當原英

屬馬來亞及婆羅洲地區合組為馬來西亞聯合邦 ( Federation of M a laysia ) 4 

時， 主導當地政治的馬來族群菁英在其建國過程中 ，卻忽略了本地區多

元種族、多元文化的現實，仿歐洲殖民母國民族主義的模式 ， 致力於建立

以馬來文化為核心價值的國家 。 6馬來族群領袖企圖以政治力量去塑造單一

, Sa rawak 一詞有「砂勞越J' r l沙!撈越 J 、 「 沙耀越 J !JIl r砂拉越 J 等譯名 。 馬來問盟主告;再規她回
事會於 2004 年 4 月宣布統一譯為 「砂技越 J '見生是洲日報 ( 2004 ) 、 闊前也簡報 (2005) 0 

﹒ 1 84 1 年英國人魯姆士 ﹒ 布洛克 ( James Brooke ) 因協助汶萊蘇丹ZjS亂而受呂京I為白人拉惹 ( Wh i te

Raja ) 0 詹姆士 ﹒ 布洛克原本;受封的領地只有拿替海角 ( Capc of Dato ) 迄砂隆河 (Sadong River ) 

|悶， 大約 3 ，000 平方英里的土地，續過他與第二任tv.慈查爾斯 ﹒ 布消克 ( Charl臼 Brooke ) 兩代

的經營 ，疆域逐漸擴展至美里 ( Mari ) ， 老越 ( Lawas ) ，林夢 ( Limbang ) 一幣，總面.fj't達 47 ，500

平方英里 ，也就是今日砂拉越的地迎他圈。 ;正在E起淳( 1999: 1 59- 1 65 ) 、林宜慧( 1999 : 1 7- 1 8 ) 、

Andaya ( 1982: 1 25 ) 。

J j沙拉越在布洛克家族統治期間， 先後於 1 850 年及 1 864 年時被美國及尖凶承認為主權j獨立的倒
家。經鹿二次大戰期間臼本短暫的占領後， í且很政權的布洛克家族於 1 946 年 7 月將主權讓波

給英國政府，砂拉克車從此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問苓 1 963 年 9 月 tJIl入馬來內亞為止 ，見 Oo i ( 1996 
11 -12 ) 。

, Federation of Malays闊 的"1'文譯名，參闊前還糕 ( 1963 : 250-252 ) ，在令日的馬來凶亞亦常有

人干iìHt為「馬來西亞聯邦J'
5 1 948 年馬來直聯手可邦( Federatio l1 of Malaya )協議時 ，英國政府承認為*1;;1正在本上是「馬來人
的國家J 從而維立了馬來主權在為來血凶族建機過程中的定位 ， 見 Chcah ( 2002: 3 ) 0 

6 有關馬來土著民族主義的出現與英殖民者n:J的討論 可 見 Ro仔 ( 1 967 日 1 )至於尖殖民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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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為主體的現代國家，這種馬來化的政治決策自然對當地華族的母語教

育造成衝擊。近來研究發現，近代，馬來亞地區的華族民族認同之興起，區|

與族群所受的教育有密切關係 ， 但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畢竟有相當的差異

(古鴻廷 2003 : 4 ) ， 當地華族認為母語7教育的維護與發揚並不至於會影

響其對移居地國家的效忠 然而，主導馬來西亞聯合邦政局的馬來族群菁

英谷IJ在其國家建構過程中，阻礙其發展 。 9

砂拉越的華文教育約至二十世紀初才在華族社群的努力下穩定地發

展 1 0但當地白人拉惹政府卻自 1920 年代起陸續頒布有關學校津貼、註冊、

教學媒介語、教科書的法令 1 1企園將華文學校置於其監督與控制之下(黃

招發 2004: 3 ; Ooi 1996: 21 -23 ) 。二次大戰以後，白人拉惹將政權讓渡予

英國 ，新成立的砂拉越英殖民地政府為「保護他們既得的政治和經濟利

益 J ' 1 2亦制定許多不利華文教育發展的教育政策(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

委會資訊局 1 99 1 b : 188 ) 。 在馬來亞聯合邦( Federation of Malaya ) 境內，

依 1960 年 {達立報告書}擬定的 ( 1961 年教育法令〉實施後，出現了許

多的華文獨立中學 1 3雖然此時馬來亞聯合邦的教育法令之效力尚未到達

對馬來族群的偏+且，見 Roff ( 1967: 11 3- 125 ) . 
7 早在 195 1 年時，吳德耀即指出，當時馬來血地~不同H言群的華族之母語為f!t!!諾 ( Mandarin • 

原鄉中國的國語) .見 Federa li on of Ma1aya ( 195 1: 33 ) • 
此例如二次大戰結束後，砂拉越黎族所創立的古晉中華中學和中華小學第一 ‘ 二 、 |川、五校
歇 ， 量僅以中艾撰寫，但校l砍內容強忌，悄地至在放為砂拉鍾的兒女 ，砂拉越是他們的母親，同時也

明言學校希望培育出當地的 「好公民J 見統籌統辦五十週年特刊編委會( 1998 : 5 ). 2009 年
時. (星洲日報〉 副總編個林瑞源就公開表示「不管別人怎樣看， 不管是貶低，途是前揚 . r學

教工作』者都必須堅持﹒不斷革新 ， 為國家和民族發光發熱 。 J 顯然 ， 林瑞源 ( 2009 )認為 ，

馬來西亞華族的母語教育及其對黎族的 r民族」 認同，並不影響其對馬來西亞的國家認同與效

地.~ ð 

9 占鴻廷 ( 2003 : 3 -5 ) 在其 {教育與認同}一書中認為，馬來亞地區華族重視華文教育的思想

與行動，被新興的馬來士著民族主義運動者視為 「大漢沙文主義 」 而須加以壓制 。 許氏進一步
指出，母語教育所滋生對中苦苦文化的認同，不影響響族對當地政府的政治認同 ﹒

10 有關砂拉越地區早期的華文教育，見賀他淳( 1999 : 379-393 ) 。
11 1 924 年 l 月公布的 〈學校津貼款t，t-H條 ) .規定所有接受政府津貼的學校須將英文或將來文列

入課程 ，同年 9 月公布的 {縈止華僑教授圈諸條例} 鍛禁任何學校講授國語 (帶語) • 10 月
公布的 〈學校註冊法令〉規定所有學校都須言100才能開課 a 相翎法規全文 ， 請參見~招發

( 2004 : 1 96- 1 98 ) 、林之光與朱化雨 ( 1 936: 1 3 2-135 ) 。

"砂拉越州第一副首席部長暨基本設施發展屁股遊部長丹斯里拿督阿瑪鼓順關臀生的(獻詞 ) • 

見 1 995 年校刊暨卅五周年校刊編委會( 1995 : 5 ) . 
13 有|晶l馬來亞地區華文獨立中學的討論，此，!iìm廷( 200 1 : 23-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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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但是，砂拉越英殖民地政府為椎動其針對境內己買施的教育所擬

定的「改制計畫 J ( The Con ver s io n Pla n )時 ， 先後頒布了〈國家中等教育

白皮審) , {新教育法令) ，與馬來亞聯合邦的{達立報告書〉及{ 1 96 1 年

教育法令〉相當類似，規定中學教育必須以英語丈為教學媒介語 ， 否則將

自 1 962 年 4 月起撤銷津貼金(沈玉池 1984 : 25 -28 卜對砂拉越的華族母

語教育發展造成嚴重的影響(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 99 1 b

188 ) 。 今日砂拉越的華人僅占全馬華人人口的 1 0% ' 但卻擁有 233 所華文

小學、 14 所華文中學 1 4為何有此現象? <國家中等教育白皮書〉與《新

教育法令〉實施後 ， 這些所謂的華文「獨立」中學如何能繼續經營?近年

來因原鄉中國的經濟帽起所帶動的華語文熱潮 ， 是否對砂拉越的華文教育

發展帶來新的契機?針對這些特殊現象，至令仍少有人做全雌性的研究，

1 5因此， 本文擬就二次大戰後 ，砂拉越蓮在族如何在強調單一語文教育以便

形塑單一文化的政治認同環境下，在中等教育階段維護母語教育的努力做

一探討，期盼提供吾人對砂拉越華文教育這一重要課題有進一步的瞭解 。

二 、 戰後砂拉越的教育政策與華文中學之發展

砂拉越地區的華文學校原由當地華旅社會所創立，由華社提供主要經

費來源 。二次大戰前， 絕大多數的華文學校都是華文小學，提供中等教育

14 織主i 2007 1芋，馬來西亞有華文小學 1 ，289 所， ÎIT;艾|喇l是型巾學 7日 所，華文揖o立 rl ' ~;J 60 rrr (沈
天奇 2008 : 89-92 ) 。

15 目前學界對於{沙拉越華文教有的研究，有th招發( 2004 ) 的{砂勞~誰教百年坎用的}主要
依撿歷史脈絡，呈現華文教育在砂拉越受到執政當局控制的過程 、 Oo i Keal Gin ( 1994 ) 的
"Chinese Vemacular Educalion in Sarawak during ßrookc Ru le, 1 84 1 - 1 946" ，探討在l三l 人位台、時期

白山放任的教育政策 r' 華文月1校的發展↑!可彤 ' Ooi 認為該階段的華校教向是版第1 ， '1'凶教1勻的

延伸，因此造殺了學校畢業生的 r 'IJ國傾向 J 及缺乏對吵拉越的歸屬感，放火;後收錄於 呦r1d

Beyond the Rivers: EducalÎon ÎI1 Sarawak /i-o l11 8rook Ru/e 10 Cο/0川α/ Qffice Adll1 il1 islrOliο川，

/84 /-/963 ( 1996 ) ，而 Ooi 1:士談道主〈進一步探汀7戰後ft'!、拉越失殖民地政J(J的教行政策，認

為 1 960年代華校反對改制的活動是[11共產上義份子所主導的。古鴻延寸的掏錢與村淑ft-，正 200 1 ) 
會m體 ( 東馬來西亞地區華父:獨立 ' IJ學之研究卜 'NI;剎車後砂拉越的權欠教行街慨:命俊的探

討 。 惕(主佳( 20 1 0 ) 的 ( 政府的教育政鈴聲I砂tv:越華文教育發展的影響( 1 84 1 - 1 989 )) 苦 屯

在布洛克時蚓 、 英殖民地Il守主的與馬來flLí且成\1.後， j沙tZ越教育政策之制訂Vi:!演變 ﹒ 此外 ﹒ 莫

順~. ( 2000 ) 的{馬來西亞教育史} 以1*.且1\良樹的 ( 1起來同lfri華文教育發展史以 1 998 ， 1999 ' 
200 1 、 2003 ) ，則是有砂拉越作為馬來西班 部分的前提下，對l沙拉越教育和I作介紹;而鼓起

沖 ( 1 999 )的 {砂拉越華人史研究〉 。是一部對{沙拉越蒂族做系統性敘述的通史，何關華文教

育的部分也有通論性的介紹 。 I~.述這些研究{I 時間與主題仁、均iJ需要再做更進步的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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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則以「初中」為主 ( Ooi 1996: 24 ) 。 在 1937 年時，全砂拉越有 141

間華文學校 ， 僅有古晉的民德學校 、 越光學校，詩巫的中正學校、中華學

校 、 中興學校 、 光莘學校、敦化學校、衛理學校 ， r四里奎的華僑中學及民

丹義的開中學校等 10 問學校提供初級中學課程(黃招發 2004 : 2 ) 。 戰後 ，

英殖民地政府接掌砂拉越，為凝聚境內多元族群間的團結以及使人民對砂

拉越效忠，英殖民地政府決定建立一個以英語文為教學媒介的國家教育系

統，並自 1948 年起，透過地方政府以津貼的方式逐步介入小學的經營 。

1 955 年 6 月，英殖民地政府叉頒布《教育津貼白皮書) ( On Financing of 

Education in Sarawak ) ，規定自 195 6 年 l 月起 ， 學校的主要經費由政府與

學校董事會平均分攤 ( Ooi 1996: 1 3 ， 113 ， 120-121 ) 。 然而，一旦學校的經

營開始仰賴政府對其經費的補助 ， 也就蔥、昧著政府對學校的經營與教育能

產生相對的影響力，例如:砂拉越政府就規定接受津貼的學校 ， 其校長與

教師的聘任必須獲得教育部長的批准，董事會必須呈交學校收支報告(楊

佳佳 2010 : 36 ) , 1957 年叉規定受津貼的學校只能招收小學會考及格的

30%適齡學生(沈玉池 1984 : 56 ; 黃招發 2004 : 5 ) 。

1960 年初，砂拉越英殖民地政府發表《砂拉越中等教育報告書X Report

on Secondary Education ) ，叉稱為〈麥里倫報告書} ( McLellan Report ) ，明

文指出學校應是砂拉越人民的學校，華文學校以母語為教學媒介語，可能

引發其他民族敵視華人的情緒，並進一步指責華校以華語文教學會造成砂

拉越地區族群間的分裂 ，也會使畢業生不易就業 ( McLellan 1959:3-5 , 50 ) 。

為塑造一個符合砂拉越利益主的社會，該報告書認為砂拉越英殖民地政府應

使各族學生在同一個教育制度下受教育，建議政府將華丈中學改制為英丈

中學( McιLellan 1叩95叩9 :污5-6的) 0 1叩96刮l 年 l 月 2幻7 日，砂拉越教育部長狄遜( Mu閒I盯盯I叮rra句y 

G印r悶ae蚓E白I間I

自 l門96的3 年起逐年將教學媒介語由華語改為英語 。 l川6教育部長解釋這項改制

16 由於華校的數量與學生人數眾多，這頃改制言十益的椎動，首說其衝的就是華校，頭此華教人

士稱此計益為「華文中學十年改制ij" 登 J (資招發 2004 : 6 ) ，或 「華文巾學以英語文教學媒

介十年改甘甜言|盡 J (劉伯奎 1 985 : 1 69 ) 。 依此計盔，教學媒介語的改變將從初中一年級開始，

逐年由華文改為英文，大部分華文中學將向 1 963 年開始質施， r萃，校初中轉變後 ， 到 1 96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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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目的在於促使境內各族群學生能用共同語言一起學習 ， 有助於民族

團結 ， 也可協助解決華校畢業生的失業問題(黃招發 2004 : 6-7 ) ，其於

196 1 年 3 月 9 日回覆古晉中莘學校董事會的信函中， 也強調砂拉越英殖民

地政府計畫建立的教育制度在於「養成所有砂拉越人民，都有一致的及親

如兄弟的觀念.. . ...因之在中學的教學媒介語必須統一f l 7 

1 96 1 年 6 月 ， 砂拉越立法議會通過 《國家中等教育白皮書〉 強調中

等教育是 「基於以英語為教學媒介之學校制度 J' 不遵從此一規定的學校，

砂拉越政府將自 1 962 年 4 月 1 日起不再發給津貼金(沈玉池 1984 : 

27-28 ) 。 緊接著在 9 月 1 日 ， 砂拉越政府便正式頒布 《新教育法令〉 規定

董事會成員須超過 1 2 人 ， 且教育部長有權吊銷學校的登記 ， 拒絕校董 、

教師之註冊 ， 例如 : 若教育部長認為 「此人之品格並不能使教育部長滿意 ;

或他認為此人之註冊對砂勞越的利益或一間學校或擬開辦學校所在區的

居民或一問學校學生或擬開辦學校學生將不利者 J '可拒絕其教師資格的

註冊 ; 同時 ， {新教育法令〉 也規定學生組織社團與活動必須獲得教育部

長的許可(黃招發 2004 : 206-2 1 2 ) 。 自此 ，砂拉越的中學分為津貼學校和

非津貼學校 ， 如果接受政府津貼 ， 學校主導權歸教育部，董事會的權力也

相對地被削減 ， 學校不再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也只能錄取 30%適齡的小

學畢業生 。

自 1 950 年代中期至 1 960 年代初期，在砂拉越英殖民地政府逐步建立

國家教育系統的過程中，學校與學生人數最多的華文教育自然也就受到最

大的衝擊 。 為了解決高達 70%的小學會考不及格學生及超齡生的升學問

題 ， 位於古晉 、 詩巫與美里的華社乃創辦了古晉中華第四中學、詩巫公民

中學及美盟培民中學 ， 而地處偏遠的音連路十七哩華社則成立民泉中學方

便子弟就讀 ， 也有熱心華丈教育的天主教會於詩巫成立公教中學 (黃招發

2004 : 54 ' 船 ， 134 ' 146 ) 。 基於這樣的創辦背景 ， 這幾所華文中學成立

會有第一批以英文為教學媒介緝的單z業生可參加初巾會考 . 1 967 年 l 月，高中 4年級才|湖始

以英文授課 。」 砂拉越教育部關於l\l(制計畫的通知信函﹒請參見沈玉池 ( 1 984 : 21-22 ) . 
17 砂拉越教育部長狄遜的信函， 全失:請參見沈玉池 ( 1984 : 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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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沒有接受政府的津貼 ， 日後也沒有響應英殖民地政府的改制政策，成

為華文「獨立」中學 。 也有一些自 1956 年起接受政府津貼的學校 ， 在堅

持維護與辦理華文教育的理念之下拒絕改制， 例如 : 詩巫光明中學董事會

於 1 96 1 年通過不接受改制(黃招發 2004: 91-94 ) ，古晉中華中學在 1 96 1

年 2 月 8 日召開的董事會議上通過反對改制的決議 ， 並向政府提出備忘

錄，發表反對改制計畫的聲明(劉伯奎 1 985 : 170 ) ，且於 1 962 年 4 月成

為華文 「獨立」 中學 。 此外 ， f:立於詩巫的建興中學與開智中學1 8則因地處

鄉間，加上學生人數不符改制條件而沒有改制 ， 保留了華文學校的面貌 ，

成為獨立中學(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 99 1b : 84 ) 。然而，

也有一部分的華文中學焉能繼續獲得政府的補助而宣布改制 ， 例如 : 詩巫

的基督教衛理中學就率先宣布自 1 96 1 年 l 月起實施改制，計畫在三年內

逐年以英語取代華語授課，衛理中學的改制則引發學生罷課 ， 不少學生被

開除或轉學他枝 ， 導致 「全校學生不及原來的三分之一 J ' 另一間天主教

創辦的詩巫聖心中學亦宣布接受政府津貼而改制;位於詩巫的中華中學 、

敦化中學、中興中學、光華中學 、 中正中學，位於民丹殼的聞中中學、東

華中學 ， 位於個星奎的華{靄中學及美里的中華中學等 9 間華文中學也在各

校董事會主導下改制(黃招發 2004 : 7 ' 164-1 80 ' 188-189 ) 。

1 963 年 9 月 16 日馬來西亞聯合邦成立後，砂拉越脫離英國的殖民統

治 ， 成為馬來西亞聯合邦的一州， 原馬來亞聯合邦的教育法令乃逐步適用

於砂拉越地區 。 1 9由於馬來西亞的成立，觸發其與印尼、汶萊 、 菲律賓等

"詩巫關管中學於 200 1 年遷至民都魯省，現稍為民都魯開智中學，請參見資招發( 2004 

11 4-11 5 ) • 
19 馬來5.2聯合邦首相東姑阿都拉員 ( Tunku Abdul Rahman)為了避免使新加坡成為共產訊和左派

勢力的基地，認為有必要把馬來強聯合邦與新加坡合f并為一個新的閻家 ， 免李光耀( 1998 
504-514 ' 528-536 ) . 同時，為了抵銷合ftf後新國家的華族人口比例超越馬來人，也擬議此一

新國家的成立應該合括馬來亞、新加坡、砂拉越、北娑耀洲(沙巴)和i艾萊 ﹒ 1960 年時， j，沙

拉越共有人口 744，529 人，其中華族人口為 229， 1 54 人，約占全州人口 30% ; 1 99 1 年時 ， 1沙

拉越總人口之 1 ，71 8 ， 380 人中，伊班族人口為 506 ，528 人，約占全州人口 29.5%' '1tli族人口為
475 ， 752 人 ，約占全州人口 27.7% '馬來族人口為 360，4 1 5 人，約占全州人口 20.9% : 見俊俏
東 ( 1 999 : 23 7) 。 由於種種因素，沙巴及砂拉越在與新加坡及馬來亞聯合邦共組馬來西亞聯

合邦時，憲法保障其對移民管制‘教育文化等有相當程度之自治權利，請參見 (馬來西亞聯

合邦憲法} 第 1 2A 篇 「有關沙巴州及砂拉越州之額外保護」之第 1 6 1 條、第 1 6 1 A 條、第 1 6 1B

條、第 1 6 1 E 條等相關條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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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國間的對立，使得砂拉越的政治局勢並不穩定，而執政當局反共的政

策，也讓華文教育受到相當程度的波及(劉于政 1992: 136-178 , 188-2 14 ) : 

晉連路十七哩民眾中學即因學校的領導層被指涉入政治事件入獄 ， 以及罵

印邊界衝突造成之人口流失等問題 ， 於 1 966 年停辦(黃招發 2004 : 

67-68 ) 。 但由於砂拉越仍舊質施小學會考制度的緣故，砂拉越華社乃於

1 967 至 1 968 年間陸續設立石角民立中學 、 個里奎民立中學 、 美盟際律中

學 、 詩巫黃乃裳中學及西連民眾公立中學等 5 所學校，致使砂拉越的華文

「獨立」 中學，數量增至 1 4 所 。 20

小學會考制度的延續，使得砂拉越這 14 間華文中學的學生來源相當

穩定 ， 1 964 年時，全砂拉越華文中學的學生僅 3 ， 11 6 人， 1967 年時增為

3 ，820 人，至 1970 年時更達 4，06 1 人(教總三 卡三年編輯室 1 987 : 893 ) 。

隨著 1 970 年代初期砂拉越局勢動麓 2 1砂拉越政府宣布自 1 972 年起逐步

廢除小學會考 ， 22 1 973 年起吸收 50%的小學畢業生進入中學(中華日報

1972 ) 0 1 975 年開始實施延長義務教育後，那些原來以收容會考落第生為

的華文中學因學生來源自然減少，而面臨招生不足的危機 . 23加上自 1 976

年起，砂拉越與西馬地區一致採用相同的教育法令，實施相同的教育措

施，每位小學畢業生都可經由教育局分配到國民中學或國民型中學就誼，

讓不少家長因此誤以為若不接受教育局的安排是犯法的 ， 所以就直接讓子

女到國民中學或國民型l三|二l學升學 ， 而末考慮、讓其子女進入華文中學 24造

20 自1~古晉巾華第二中學L的校1也被?可晉潮州公會收回 學校註冊乃於 1 962 年 1 2 月被教育部用

銷，學校因而關閉(沈玉池 1 984 : 6 1-7 1 :劉伯~ 1985 : 1 77-1 99 ) 。

21 例如] : 詩必光民中學自 r 1 969 年至 1 973 年|帥， 尤其 1 970 年前後，整個校園因政治!IlJJ逝而能

市在白色恐怖中 J (~竟把發 2004 : 97 ) • 
22 1 964 年馬來西直聯合邦政府宣布廢除小學于1 巾學的考試 ， 次年寶行九年免費教行 ， 小學畢業

生可向 IDJJ11 入政府，t，學，見查他Hj版小組( 1985 : 1 7):但砂拉越地區此時仍只有 30%的小學

取m生經過考試後才可升入政府所r&立或所津貼的中學，而這些中學仍以英語為教學媒介

語 ﹒見 Federation of Malaysia ( 1968: 333 , 339-340 ) • li:Þ拉越州政府於 1 97 1 年才宣布在 1 972

年廢除小學會考，並自 1 972 年起，以 30% ， 50% ‘ 75%的比例錄取小學研業生進入!j.l彎就說，

苓 1 975 年達成 100%的于|學率 ( '+，歌門幸自 1 974 : 沈玉池 1984: 287 ) 。

23 由於政府本著普及教育的政策. r j采取一百巴仙列入ì~J仙一政府中學就說 ﹒ 遂影響華文學生來源」

(美望自居律'-1'學 1 988 : 2 :主教總全!劉華文扭a+'工委會資訊局 1991 b : 52 ) 。
24 1 975 年時，古管中奪第三中學校讀俞財政FEW1~烈 ( 1 984 ) 就指出，砂拉越貨施九年免費教育

政策，影響了華文中學的^i-'t!ê來源 ， 加上 -iJj阿華文小學將其畢業生分配到 「 指定的政府中發

去 ， 快到學生本身及其家長~"li交行選擇的餘地J. H:I因此提醒華族學生家長. r就是你們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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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砂拉越華文中學的學生人數大幅下降 。 1 976 年時，全砂拉越華文中學的

學生總數從 1 970 年的 4，06 1 人降為 3 ，01 3 人 ， 而 1 977 年時僅剩 2 ，7 1 5 人而

已(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 99 1b : 209 ) 。古晉華中學第一中

學的校史中便指出 ， 1 972 至 1 978 年是華文獨立中學黯淡的日子 ， 一中的

學生在七年之內由 1 ，024 人減少至 663 人，所開設的班教也從 24 班降至

1 8 班(古音中華第一中學 1 998: 67) 0 1 96 1 年開辦的詩巫公教中學，在

1 974 年時有 760 位學生， 至 1 979 年時只剩下 398 名學生( 1 995 年校刊暨

卅五周年特刊編委會 1 995 : 17-1 8 :黃招發 2004 : 135 : 蓋教總全國華文

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 1 b : 106 ) 0 1 960 年為會考落第生及超齡生而設立的

古晉中華第四中學 ， 學生人數從劃校時的 58 人增至 1 969 年的 628 人，但

在 1 975 年小學畢業生全數直升中學的政策實施後 ， 1977 年時僅剩 250 名

學生(古晉中華第四中學 2000 ) : 美里培民中學和油里奎民立中學在 1 977

年時，則分別只剩 27 名和 33 名學生而瀕臨停辦。 25

為了挽救日漸衰微的華文中學，各校紛紛尋求對策 ， 有的學校發起下

鄉招生運動，在各個鄉區召開座談會，有的學校派員拜訪小學六年級學生

家長，向家長解釋教育規定與母語教育的重要性 26也有的學校以初中一

年級免繳學費來吸引學生入學(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 1b : 72 ) 。 在各校董事會、教師們以及華教人士的多方努力，以及配合

自 1 970 年代中期的馬來西亞華文獨中復興運動下 27砂拉越地區華文中學

的學生人數不再下降， 1 978 年時，這 14 間華文中學學生人數稍有增加日

到 1 98 1 年時回升至 3 ，270 人(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 99 1b :

209 ) 0 1 980 年，砂拉越州政府正式宣布馬來丈(巫艾)為唯一的官方語言 ;

至 1 982 年時，更將州內所有國民型中學的教學媒介語由英文改為馬來丈

þ:.已雯，分配到經指定的學校的話，你們還是有權利依照本身意願，將子女送進任何獨立的華

文，+，學受教育」 ﹒

"石角民立中學在 1 973 年第一學期結束時，因全校僅剩三位學生，被迫宣告停辦:後在多方努

力之下，終於在 1 976 年復校(草教總全閥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 99 1 b : 42 仆 34 ' 158 ) 0 

26 因許多苦奮族學生家長們誤以為若不~孩子到國民中學或國民裂中學升學是犯法的，因此需挨

家挨戶地拜訪與講解(葦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 99 1 b : 15 , 52 , 92 ' 146 , 1 5 8 ) 。

27 有關 1 970 年代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復興運動 ， 請參見沈亭( 1985 : 16-25 ) 0 

" 1 978 年時 ，學生總數升至 2，909 名 (草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 99 1b : 72 ' 1 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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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砂拉越華文中學學生人數(1976-1990 ) 

學生人數 I I if.代 | 學生人數 I I i~1弋| 學生人數
3,01 3 I I 1 9日 1 I 3,270 I I 1986 I 5,036 
2,71 5 I I 1982 I 3,789 I I 1987 I 5,323 
25 日 I I 1983 I 4,06 1 I I 1988 I 5,5 11 
2,929 I I 1984 I 4,544 I 1 1989 1 5,807 
3,070 I I 1985 I 4,845 I I 1990 I 5,776 

資料來源鞏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 b : 209 ) 。

(畢業特刊編輯委員會 1998b ﹒ 12 ) 0 29這項以馬來文取代英文作為國民型

中學之教學媒介語的政策，對砂拉越地區許多重視英語的華族學生家長，

產生相當大的衝擊 ， 華族學生家長可能因此而將于弟改送華文中學就讀 ，

造成華丈中學人數逐年回流(見表一 ) 。 例如:古晉中華第一中學的學生

在 1985 年時為 1 ， 1的 人， 1 987 年為 1 ，580 人 ， 1989 年時升至 1 ，756 人， 1991 

年達 1 ，864 人， 1993 年更增至 1 ，868 名 。 30 1 991 年時，砂拉越地區華文中

學學生總數已增加到 5 ，651 名 。 3 1到 2007 年時，學生總數亦有 5 ， 149 名(沈

天奇 2008 : 91 )。但砂拉越之各華文中學 ，在學生人數上差異很大， 1991 

年時 ， 除古晉中華第一中學及詩巫公教中學兩間中學分別有 1 ，864 名及

1 ，410 名學生外 32其餘華文中學大多是小型學校，甚至是「微型 I (迷你

型)學校 。 3 3

三 、國族建構下的砂拉越華文中學之經營

29 馬來語雖在 1967 年成為馬來西亞聯合于II之國語 ﹒ 且為唯一的官方語來，但 1 967 年之{閻語

法案}於 2 月 24 日經最高元首核准為法令時，明白宣示其效力不適用於婆羅洲(砂拉越及沙

巴) (馬來西班主告校教師會總會教育研究中心 1 985: 68 ， 7 1-72 ) ，直到 1 980 年以後，馬來語

文才在砂拉越地區正式成為1月主←的官方語文， 1982 年時砂拉越的國民型英文中學才完成以馬

來文取代英文為教學媒介的揹施(英順生 2000: 1 30 ) 。

30 以上數據得自董教總全國華文鉤"1]工委會資訊局 ( 199 1 b : 207 ) ; ~室總出版小組( 1985 : 99 ) ; 
古晉中華第一中學( 1998 : 67 ) 。

31 1 99 1 年砂拉越 14 聞主jli文獨立中學學生數目 請參見教育研究中心 ( 1 992 : 41 ) 0 

J2以上數據是 1 991 年的統計數字，請參見莖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 1b : 207) 。
33 1 99 1 年時，美里擠民，t，學 、 古音中華第三中學、 英里除律中學、詩Æ黃乃苦其中學 、 古管中華

第四中學 、 詩巫光民吽l學及行角上是立中學，分別有 583 名、 36 1 名、 309 名 . 297 名、 272 名、

155 名及 11 2 名學生 1 封五問學校則各有數 卡名學生而已(盡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 1b : 14 ' 為， 36 ， 4日， 57 ' 69 ' 7日。 例 ， 106 ‘ 11 5' 126. 140 , 1 52 ， 163 ) 。詩巫闕智中

學即因地處鄉間，交通不使I (口學生少， 200 1 年 l 月遲至民都.f{j.省 ， 成為民都魯省唯一 的華文

獨立中學，校名改為民都魯IJiJ智中學 (黃招發 2004: 11 3- 11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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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砂拉越英殖民地政府為建立一國家教育系統，以津貼為于段，

誘使華校改制為英校 。 當砂拉越加入馬來西亞後，原馬來亞聯合邦教育政

策的效力逐漸擴及砂拉越的華文中學，在以馬來文化為核心價值的國族建

構過程中 ， 華文教育仍被排除在國家教育體系之外 。 由於政府可以不補助

這些不願接受改制的華文學校，學校經營者必須自籌經費， 1975 年古晉中

華第三巾學校董會主席楊國斯就坦言，古晉中華第三中學成立 18 年來，í經

費短缺 ， 師資困難，學生不足 J '在全校董教及華社支持下 ， 才能克服種

種困難(古晉中華第三中學 1975 ) ，反映了華校經營上的艱苦 。

為了結合當地華族社會的力量，古音中華中學校董會會於 1968 年時，

計畫推動全砂拉越華校董事聯合會的成立 ，但因 1969 年發生之 í 5日 種族

衝突事件」而停頓 。 34 1977 年 9 月，古晉中華總商會成立「發展華小支持

獨中工作委員會 J' 以便協助該地區華文中小學的發展(國際時報 1977 ) 。

砂拉越州詩巫省35於 1979 年籌組該省的董事聯合會 ， 推行統籌統辦原則，

為砂拉越華文中學籌措永久辦學基金 。 36 198 1 年詩巫省的建興中學 、 開智

中學、黃乃裳中學、光民中學、公教中學和公民中學等 6 間華文中學董事

會 ， 簽訂「砂拉越詩巫省華文獨立中學統籌統辦協議書」 ' 37規定由詩巫省

董事聯合會依據這 6 所華文中學各校學生人數的多寡 ， 按比率分配所籌得

的款項;至1令各校經費不敷者，則由各校董事會自籌補足(董教總全國華

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 “ ' 駒 ， 凹 ， 107 ' 11 6 , 130 , 190仆的， 200-205 ) 。

詩巫省董事聯合會除分配所籌得的款項外，亦訂立華丈獨立中學統一辦學

的規定，對 6 所華文中學的教職員實施統一的薪資津貼、聘任等制度，並

對 6 校的學雜費、授課時數、招生等事項做統一的規劃。 38在這種互助的

34 1976 年時任市晉中華中學董事會秘書長的沈玉池和答覆記者|恃 1 曾提及 1 968 年l待會計窗1)成立
全砂拉越華校董事月1恰會，後因 r 5 1 3 闌珊突事件」 而未能成立 ， 見砂拉越晚報 ( 1 976 ) 。

35 1985 年以前詩巫省稱為第三省 ﹒
36 有關詩巫省 6 間華文獨立中學董事會的合作與董事聯合會的成立、教育基金的草草募 3 以及統
籌統辦協議書的簽署，請參見葦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 199 1b : 1 90- 1 93 ) 。

37 依協議書 B 項之規定，該董事聯合聯會每年核質際需要與經費能力，決定給予各校終贊津貼，
同時也自董事聯合會擬定統一籌款計畫 . (砂拉越詩巫省華文獨中統普車統辦協議書}全文請參

見童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主主訊局 ( 1 99 1b: 194-197) . 
38 <詩巫省華文獨中統一辦學規定 ) ，全叉，請參見董教總全國華叉，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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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下，使詩巫省一些位處偏遠或學生人數較少的學校可獲得較安穩的發

展 ， 於是 ， 詩巫省董事聯合會在 1987 年 l 月推動全砂拉越華文中學董事

會代表會議的召開(黃招發 2004 : 221 ) ，於翠年正式成立 「砂拉越華文

獨立中學董事會聯合總會 J ' 負責 「聯絡與團結全砂拉越州華文獨立中學

董事會 ， 以促進各華文獨立中學之發展J ' 並代表全砂拉越州華文中學「與

政府及其他合法機構商討一切有關獨中事宜」 。 同時，該董事會聯合總會

將 「追隨馬來西亞董事聯合會總會的領導 J '並配合馬來西亞董事聯合會

總會之政策，振興和發展華文中學(砂拉越州華文獨立中學董事會聯合總

會 1987) 0 39 

1990 年時 ，砂拉越地區的 14 間華文中學 ，除美里培民中學和美里廉

律中學外，經費都不足 。 40各華文中學除靠學生所繳之學雜費及董事會之

支持外，還以義寶 、 義走 、 義演 、 募捐等活動籌措經費 41例如: 1994 年

洞里奎民立中學配合啟德行 25 週年慶，舉行慈善洗車活動 ， 共籌得馬幣 4

萬元(特刊編輯委員會 1994 : 70 ) 。 也有學校靠房地產租金作為學校經費

(蓋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 : 16 , 27 ' 49 ' 59 '的， 80 ' 

的 ， 1 肘 . 116 . 130 . 142 . 1 抖 . 164 ) ;有的學校向華社勸認月捐(董總

出版小組 1985 : 154 ) ;有的學校設立榮譽贊助人制度募款，例如:美里

廉律中學董事會為籌募經費 ， 自 1979 年起，對該校永久贊助人本人或其

父耐克喜喪事，都登報慶賀或致鞭詞 ， 並派董事出席致意 ，對喜喪事捐款

登報鳴謝( 1988 :幻，僅 1997 年， 美里廉律中學共收到喪家的喪事捐獻

馬幣 的，650 元(畢業特刊編輯委員會 1998a: 76-77 ) 。 事實上 ， 美里廉律

中學自 1980 年起就擴大爭取贊助人(黃招發 2004 : 159-160 ) ， 到 1998

198-206 ) 。

"砂拉越華文獨中董事會聯合總會會長劉利民披露 ， 為「譏砂劑、|華教團體，能更有權威性來爭

取本身的權益 J '砂拉越華文獨中叢事會聯合總會己於 2009 年退出馬來西鼓華校董事聯合會

總會了，但雙方 「依然保持密切聯繫 J ( 中國報 2010肘 。

40 例如， 古替中華第一中學不足馬幣 29 萬元 ， 詩巫光民中學不足馬幣 2 萬元，其餘各校不敷之

數目大體上翻仁在馬幣 2 禹元至 6 萬元之間，請參見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 

16 ' 27 • 49 ' 59 • 68 ' 80 • 93 • 107 ' 11 6 • 130 • 1 64 ) 。

41 美學際律中學就以新春舞獅籌款為重要經濟來源，請參見美里廉律中學( 1988 : 2 ) 。 畢業特

刊編委會 ( 199銜: 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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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已有多達 500 名的永久榮譽贊助人(畢業特刊編輯委員會 1998a :

16-18 ) 。 砂拉越各華文中學在經費上也常爭取當地各華閏的資助，例如:

砂拉越南大校友會古晉分會於 2003 年 II 月為古晉地區華文學校募到價值

馬幣 2 萬 3 ，289 元的書籍，古晉第一 、第三 、 第四 、 石角民立以及西連民

軍公立等 5 所華文中學分到價值馬幣 l 萬 3 ，332 元的書籍(砂拉越華人社

團聯合總會 2003 ) 0 2008 年 6 月 ， 砂拉越中華工商聯合會通過決議 ， 撥款

馬幣 1 5 萬元資助砂拉越州的 14 間華文中學(砂拉越中華工商聯合會

2009 ) 。

砂拉越華族為其華文中學的生存與發展，也常尋求政府的資助 。 1990

年代，不少支持華教的人士 ， 一再地呼籲砂拉越州政府撥款資助華文中 、

小學 。 古晉中華第三中學 、 i四旦奎民立中學等 ，即會透過砂拉越州華族內

閣部長向州政府申請撥款支援 42例如: 1四里奎民立中學在經費困難下 ，

曾因聯合邦政府部長及州政府官員的協助而獲得州政府的撥款;的1990 年

代初期，古音中華第一中學也宣稱「近兩年來通過部長向州政府申請撥款

都獲得批准 J (董教總全國華丈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 27) 0 1996 年 7

月，古晉中華第一中學邀請砂拉越社會發展部部長阿迪南沙登( Adenan 

Satem ) 主持運動場看台落成，獲得砂拉越州政府撥款篤幣 5 萬元的建設費

用(畢業特刊編委會 1999 : 22 ) 。 沙巴崇正中學校長曾桂安在 1999 年訪

問砂拉越古晉時，就公開建議「砂州、|獨中應向沙巴獨中看齊，爭取州政府

常年撥款」。 砂拉越華基反對黨的民主行動黨聯委會主席黃和聯更公開要

求州政府每年撥款資助華文中學及華文小學，砂拉越獨中蓋聯會也呼籲州

政府撥款資助 14 間華文中學(畢業特刊編委會 1999 : 207 ' 218 ) 。 華族

社會的呼籲似逐漸獲得砂拉越州政府的注意 ， 2003 年 8 月，由西連民泉公

立中學協辦、砂拉越河婆同鄉會主辦之擂茶會，邀請了州政府房屋部部長

42 馬來亞聯合邦政府在推動 { 1 96 1 年教育法令} 11寺，對於不願改制的華文中學不再給予經費上

的津貼，但將中學的經費來源分為三類學生所繳之學雜贅，聯合邦政府的撥款 ﹒ 地方社會

人士 、團體的捐款以及地方政府的撥款 ( Federa tion of Malaya 1962: 352 ) .因而馬來西亞聯合
邦的各華文獨立中學可透過種種關係請求地方政府的補助 。

的潤皇奎民立中學之所以能獲得撥款，可能因有內閣部長和州政府官員擔任該校顧問有闕 ， 請

參見童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 199 I b : 1 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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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麥寄瑪因 ( Michea l Manyin anak Jawong ) 主持開幕典禮，拿督麥哥瑪因

在典禮上將 2002 年孔誕時答應撥款的馬幣 l 萬 5 ，000元支票交給西連民眾

公立中學 ，他也承諾以後會給予西連民泉公立中學更多的協助，在同一場

合 ，砂拉越州議員菲特立巴瑤 ( Frederi ck Bayoi Manggie ) 也宣布撥款馬幣

5，000 元，以便擂茶會為該校籌募的基金能突破原定馬幣 10 萬元的目標(砂

拉越河婆同鄉會 2003 ) , 2007 年起 ，砂拉越州政府每年撥款馬幣 50 萬元

給該州的 14 間華文中學 。 442010 年 5 月詩巫舉行國會議員補選， 首相納吉

( Najib bin Tun Haji Abdul Razak ) 至砂拉越為國陣候選人助選時，更親自

撥款馬幣 500 萬元給詩巫獨中董聯會(星洲日報 2010d ) 。

為了吸引學生就讀，砂拉起草地區各華文中學 ，基本上大多採取「雙軌

制」的課程規劃，以便讓畢業生能同時參加獨中統一考試(統考)及政府

考試 ; 但在實際操作上，則有不同的措施 。 例如﹒古晉中華第一、第三、

第四中學，以及詩巫黃乃裳中學 、 詩巫光民中學 、詩巫公教中學 、 詩巫公民中學

等 7 間華文中學在教學上 ，正課以準備獨中統考 ， 再以補習的方式加強課

業輔導以準備政府考試，古晉中華第一中學就明言， I兼授華、國 、 英三

種語文，並維持數理化之優越程度，採用雙軌制 ， 上午為正課，以參加馬

來西亞華文獨中高初中統一考試為目標，下午為輔導課，以參加 PMR 和

SPM 全科文憑考試為目標 J (畢業特刊編委會 1999 : 23) 。詩巫建興中學

是以華文獨立中學與國民中學課程並重的辦學方式 ， 推動雙軌制，把初中

部分為傳統班和 SRp45班兩種，傳統班除教導獨中統考課程，以協助初中

畢業生參加獨中統考，也以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講授科學 、數學、地理科

等課程，為學生升讀 SRP 班做準備 :SRP 班是專為該校初中畢業生而設的

一年課程，純以馬來丈為教學媒介講授國民中學的課程，幫助學生預備 SRP

考試，學生取得該文憑後， 可繼續升λ其他獨中高中部或政府中學就讀(董

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 991 b : 65 ) 。 美里廉律中學「為7配合

判 2006 年砂拉越華文獨中董事會聯合總會會長林鵬輝l喃iiL(f~*商52月自1合邦政府放砂拉越州政府

對1沙拉越 14 問誰丈獨中岸的祖大的經濟資助 ， 林鵬師表示， 砂州白 2007 年起每年撥款馬幣

50 萬給 1 4 悶獨中，為「砂拉越人聯黨支持華教與獨中更進一步的實際行動 JOili聲報 2006 ) 。

45 S肘 即初級教育文憑 ( Siji l Rendah Pe lajaran ) 的簡擒，係教育古f5舉辦的政府會考 。 不過，自

1 993 年起，此項考試被初中評估考試 ( PMR ) 所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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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意願，社會現況的需求， J 自 1984 年起將學生分成兩類，初中部

甲類學生除以華文上統考課程外，同時加強英文課程以預備 LCE桶全科文

憑考試，並參加統考及 SRP 考試，乙類學生則只以華文授課; 1988 年起，

則實施上午班讀獨中課程 ， 下午班讀 SRP 課程的方式(美旦廉律中學

1988 : 3-4 ) ;高中部在高二結束後分流，一部分學生繼續念高中三年級，

另一部分學生則屬 SPM 班，增上八節以馬來丈講授的課程(美里廉律中

學教務處 1998 )。西連民眾公立中學及詩巫開智中學兩問學生人數較少的

學校，其課程上的內容以安排學生參加獨中統考為主，對於一些素質較好

的學生則鼓勵其同時參加政府考試(董教總全國華丈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1b :抖 ， 75 ) 。 此外 ， 為了畢業生的就業問題，砂拉越地區的華文中學

高中部課程多以商業科目為主。的

砂拉越地區的各華文中學，在原則上大多強調以華、巫、英三語教學，

但華語文仍是主要的教學媒介語，古晉中華第一中學的初中部除英、巫等

語文科外 ， 一律以華語教學並採用華文的課本 ; 高中部的數理科目和商業

科目則是採用英文課本 ， 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

會資訊局 1991 b : 12 ) 0 1988 年時，美里廉律中學在上午以華文媒介語教

導獨中統一課本，方便學生準備獨中統一考試 ， 而下午則以馬來文教學，

同時加強英語教學，以輔導學生參加政府會考或出國深造(美里廉律中學

1988 : 4 ) 0 1998 年，美里廉律中學董事長劉久健在考察沙巴亞庇崇正中學

的教學模式後，提出 「課程改革」意見書 ，計劃自 1999 年推動「落實」

華、巫 、 英三語並重的教學，依此計畫，初中部以華語授課的課程(包括

音樂 、 美術等)共 11 節，以馬來丈授課的課程共 16 節，以英語授課的課

程(包括科學與數學)共 22 節 ; 高中部的課程的華 、 巫、英語之授課節

數分別為 10 節 、 14 節及 25 節(詩華日報 1998 ) 。 劉久健在其改革遭到馬

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強烈指責後，發表「民族情意結使獨中生受

46 LCE 即「初級教育文憑 J ( Lower Certificate of Educati on ) 的簡稱，是一種以英文為主要應試
媒介語的考試，後為 SRP 所取代 。

47 例如﹒古音中華第三中學、古音中華第四中學和詩巫公民中學的高中部Rn只開設艾商班或商

職班(畢業特刊編輯委員會 1 998b: 1 3 ; 董事夫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 99 1b : 23 . 11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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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 勿把下一代當砲灰 」 的談話 ，繼續堅持其 「英語為主」 的課程改革(美

旦日報 2000 ) 。 但在學生人數少的 「微型」學校，則強調華語的重要。 喘不

過到 2006 年時，連只有的 位學生的西連民眾公立中學也做了課程改革，

並增設高中郁，除語文科用各自語文教學外，初中部所有科目採用華文課

本、華語教學，兼採雙軌制，上午為正課，以參加馬來西亞華文獨中統考

為目標， 下午為補習課，以參加 PMR 文憑考試為目標， 每週上課 5 天 ，

共 的 節，星期六進行課外活動或勞作(西連民眾公立中學 2009 )。

砂拉越各華文中學在行政組織上，除設有校長負責全校的行政工作

外，也設有教務主任負責與教學相關各項事務 。 由於砂拉越的華文中學大

多標榜肩負維護民族文化的使命，師生常自誇中華丈化源遠流長 ，以身為

華族子弟為榮 。 49此外， 學校除重視知識的傳授外，對學生的操行也非常

注意。 砂拉越 14 家華文中學，不論其規模大小，皆與其原鄉的中學相似 ，

設有訓導人員，對學生操行實施記功、嘉獎 、記過、警告等獎懲措施 。 50依

詩巫 6 間華文中學所簽訂的統籌統辦協議書而制定的「砂拉越詩巫省華文

獨中統一辦學規定 J '僅有初中部之學校可由一位教師兼任教務主任，設

有高、初中郁的學校，需有三名教師兼任教務主任 、 訓導主任及體育主任，

學生超過 1 ，000 人的學校 ，則可能聘專賣的教務主任一名及輔導主任一

名 ，分別擔任教育、輔導、訓|導 、 體育及其他由校長委派之工作(砂拉越

詩巫省華文獨立中學董事聯合會 1987 ) 0 1991 年時，除西連民眾公立中學

峙 1991 年片有學生 46 人，教師三人的ï!.9速民眾公立，t，學 ， 從初一到有J三的學生，除在巫、英文
兩門課外 ， 皆以華語文上課 ， 學生亦以參JJ[I鄉中統考為上(董教總全國華文獨吽I工委會資訊

局 1 99 1b : 54 ) 0 自 1 992 至 2004 年間 ﹒ 該校「每年學生人數都在起落不定 ﹒ 全校學生多3:1J五 、

六卡名﹒少至1)卅多名 J(黃們發 2004 : 72 ) : 2005 年時，全校也僅 45 名學生(新紀元 2005 ) 。

.9 砂說越華文獨中董事會聯合總會會長林鵬輝 ( 2004 )就認為 ， 華族先民能在接耀州荒野IJ日墾﹒

造成今R之繁榮， r的很到底， 因為前就(華人)接受中華文化黨陶，在固有民族道德*!Ê繫下，

刻苦耐勞 ， !fiIJ儉持家 J ﹒ 詩巫光民巾學在其辦學理念中就宣告「如果華筒子弟沒有接受華文

教育'-1、論思想 、 道德、行為等方間 ， 必定很容易走樣 J (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 1b: 88-89 ) 。

50 例如: i閱單奎民立巾學在具- r民缸中學學生懲jJl:辦法」中明定 「不假私出校門，著留長髮拒

他剪緝者，在校抽煙、賭博者，偷拆他人信件者都會記小過一次，考試作弊者，在校外行為

不檢有損校是幸者 ， 妨礙學者執行公務科記大過一次 ，未經許可擅自利用學校場所集會者，攻

堅師長者將勒令退學 ﹒ J 「民立巾EE學生獎勵辦法」 也對自 ill!Jl:1公共服務，拾金不昧﹒代表學

校參加對外比哥哥成績優其﹒搶任學長或W~等給予記優點，小r)J J.立大功等獎勵 (特"刊編輯委員

會 1994 : 22-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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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教師及學生人數都甚少而無訓導人員外，其餘的 13 間華文中學中有古

晉中學中華第三中學、 石角民立中學 、詩巫建興中學及詩巫開智中學設有

訓育主任，而另外 9 間華文中學則設有訓導主任(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

委會資訊局 1991b : 9 ' 21 , 32 ' 的，日 ， 白 ， 73 '師 ， 100 , 111 ' 122 ' 

135 ' 144 , 160 ) 。詩巫公教中學宣稱， r設立訓導處的目的是秉承及發揚

中華文化優秀的品德 J ( 1995 年校刊暨卅五周年特刊編委會 1995 : 68 ) 。

古晉中華第一中學校長許興梅亦表示，為 「達致成人成才的教育目標 J ' 

華文中學的辦學方針 ， 除須兼顧三語學習外，也應強調品德教育，他認為

這種辦學理念， r 完全符合國家利益，並具備時代的精神 J (國際時報

1999a ) 。

為協助訓導人員維護學校的風紀，詩巫公教 、 ;四里奎民立、美里廉律

等中學都成立「學長團 J ' 學長圓的成員由教師從品學兼優的學生中選出 ，

協助學校「維護良好的校風J (ì四里奎民立中學 97 年高初中畢業紀念特刊

委員會 1997 : 68 ) 。詩巫公教中學的學長圓的成立宗旨為 : ( 一)維持學

校秩序; (二)培養良好校風 。 訓導處在學長團的配合下，定期對學生的

儀表作例行檢查，也在上課時間「進行儀表及違禁品的突擊檢查 J ( 1995 

年校刊暨卅五周年特刊編委會 1995 :“ , 71 ) 0 5 1酒里奎民立中學的學長

團也協助訓導處維持秩序 ， 維護校園整潔(洒旦奎民立中學 97 年高初中

畢業紀念特刊委員會 1997 : 54 ) 。 但美里廉律中學的學長圈也負有糾正違

規同學及清潔校園環境等任務(畢業特刊編委會 1998a : 56 ) 。

詩巫地區 6 間華文中學所簽訂的協議書中，要求學生人數超過 1 ，00。

人始須設輔導人員，自 1980 年代以來，歷年學生人數已超過 1 ，000 人的詩

巫公教中學就設有輔導主任，但當時，只有 150 多位學生的詩巫光民中學

51 事質上，詩巫公教中學列舉的途禁品項目繁多，在遠禁品的界定原則為: r I 非學校課程需用

之物 ; 2 會打擾及影響學生上課學習之任何物品 j 0 違祭品之明細表中列有明星照片、明星圖

樣之包者紙.項鍊手鉤﹒胸針、耳磁領帶夾等( 1 995 年校刊暨卅五周年特刊編委會 1 995

69 ) 。

52 古晉中華第四中學的學長圈也是以協助校方推行各項活動及維持學校的紀律為宗筒，請參見

畢業特刊編委會( 1998b : 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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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設有輔導主任(董教總全國華-丈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 99 1b : 師， 1 00 ) 。

學生人數多的古晉中華一中也設置輔導主任 ， 古晉中華四中、美里廉律及

i四里奎民立等 3 間華文中學亦於 1 994 年增設輔導主任(董教總全國華文

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 99 t b : 9 ; 畢業特刊編委會 1998a : 23 ;特刊編輯委員

會 1 994 : 67 ; 畢業特刊編委會 1 998b : 3 1 ) 。 酒里奎民立中學輔導處的輔

導人員以激發學生的思考能力，使學生瞭解自己 ，協助發揮潛能，增進學

習的效果，並培養正確的職業親為其主要職責(酒里奎民立中學 97 年高

初中畢業紀念特刊委員會 1997 : 55 ) 0 2006 年時，全校僅有 的 名學校的

西連民泉公立中學除校長 、 教務主任外，也設有訓導主任及輔導主任各一

人(西連民眾公立中學 2009 )。

四、討論

今日砂拉越的華人僅占全馬華族人口的 10% '但全馬 60 間華丈獨立

中學中 ，卻有 14 間位於砂拉越境內 。 這樣的現象，部分是由於 1961 年「改

制計畫」的實施，導致一些華文中學不再接受政府的津貼而成為所謂的獨

立中學， 另有一批新成立的華火中學，則是為了解決失學青少年的教育問

題，為收容落第生和超齡生而先後創辦的 。 同時，也是因為砂拉越幅員廣

大 ， 全州面積達 4 萬 8 千多平方英里 ， 除古晉 、 詩巫等少數大城市外 ， 華

族散居許多小市鎮，地處郊區或鄉間的華族子弟若要升學 ， 只好離開家鄉

到古營、詩巫等大城市去，為了解決子弟的教育問題， 一些華文中學遂在

偏遠地區被設立 。 例如:古晉省的石角區地處偏僻，地形崎摳， 早年，客家

人移居此地種橡膠與胡椒為生 ， 對外交通須乘坐小船渡石角河，不但往來

不便，而且翻船意外頻傳，為了便利子弟就學，乃有石角民立中學的創辦

(柳新 1 986 ;黃招發 2004 : 58-59 ) 。

砂拉越幅員廣大，造成境內的華文中學 -部分集中在大城市惶， 一部

分則散落在偏僻鄉間的現象 。在華族人數最多的古晉及詩巫兩省 ， 共有 9

所華文中學 ， 其中 ， 華族人口最為密集的占晉及詩巫市區 ， 就有中華第一 、

第三 、 第四、公教及黃乃裳等 5 間，另 4 間則分散於兩省的鄉間小鎮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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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省則有培民及廉律兩中學;而相對偏僻的酒里奎、 三瑪拉模及民都魯三

省，則各有一間華文中學 。 53由於所在之處華族人口的多寡與交通便利與

否，對學生來源產生相當程度上的影響，故除位於古晉市區的中華第一中

學、詩巫公教中學及美里培民中學外 ， 其餘各校學生人數都在 500 人以下，

地處偏僻的西連民泉公立中學經常都只有數十位學生，更是全馬來西亞規

模最小的華文中學(新紀元 2005 ) 。

依照馬來西亞聯合邦的教育法令，不願接受政府津貼而以華語文為教

學媒介語的中學一律歸類為獨立中學 。 由於砂拉越現存的華文中學都不是

由改制中學另設的獨中部，因此並無在校名上冠上「獨立」兩字的情形 。

依據今日砂拉越地區華文中學成立的背景，這些學校大體上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拒絕改制的學校，這類學校大多位於大城市裡 ， 規模相對較大;

第二類則為收容落第生或超齡生的學校，大多位處偏僻的鄉間，規模相對

較小 。 隨著砂拉越成為馬來西亞的一州，獨尊馬來語文的國族建槽理念也

逐漸延伸至砂拉越 。 為因應現實環境的需要，第一類華文中學的作法通常

是在華、巫、英三語並重的口號下，對執行雙軌制較為熱心，對母語的華

語文固然重視，亦不願放棄政府的公共考試;第二類華文中學因為一些因

應當地華社子弟無法進入政府中學而新創辦的華文中學，多半地處偏遠且

規模小，學生程度亦不夠高 ， 教學上還是偏重華語文，例如: 1 967 年創立

的石角民立中學，其辦學方針雖宣稱兼重英 、 巫文的教學 ，鼓勵學生參加

獨中的統考，以及初級教育文憑考試 ( SRP ) ，但卻坦言其初中畢業生中，

有 70%返家務農或到城市當學徒，因此該校除開設農務科及相關技術課程

外，基本上以華語為教學媒介，同時強調學生應為 「在華文教育培養下的

好子弟 J 0 1 968 年創建的 「微型」學校一 西連民眾公立中學，以 「語文

是民族的靈魂 ， 尊重民族語文是人道 ， 發揚民族語文 、 文化是基本人權 」

為其辦學理念，強調其著重華語文的教育方針(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

會資訊局 1 991b : 峙 ， 50 ' 55 ) 。

II 14 間華文中學的校址，請參見1IÍ教總全閥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 1 99 I b:3. 1 9 . 紗，訓，
計 . 61 • 83 • 97 • 109 • 11 9 • 1 刃 . 145 • 157) .以及黃招發 ( 2004 : 38 . 49 • 54 . 兒 .70.

76 .84.89 . 108. 126. 134 . 139 . 145 . 156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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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的變遷，尤其在那些改制的國民型中學以巫丈取代英文為教

學媒介語後 ，有些華文中學開始強調英語的重要性 。 54由於砂拉越的華文

中學 ， 名義上都標榜 「華 、 巫 、 英三語並重」的政策 ， 為了裝備學生使其

能因應不同需求，學生學習的負擔頗重 ， 一般每週上課六天 ， 每天上課六

至七節，甚至到八節 。 55這種現象的出現 ，似乎是砂拉越一些華文中學在

馬來西亞聯合邦推行馬來語文單元化教育政策及國際上重視英語教育，情

形下，為了維護母語教育而做出的一項策略。 此外， 為了學生畢業後的就

業考量 ，砂拉越華文中學的高中部大多以教授「丈商科 」 為重點 ， 甚至有

部分學校的高中部只設丈商班而已 。 56早年 ，一些華文中學在當地華族人

口稀少 、 交通叉極不方便的情形下，學生的來源短細，限制了學校進一步

的發展 ， 因此有的學校只設立初中部 ， 沒有高中部 ，但進入二寸一世紀後，

可能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需求 ， 連微型的華文中學也開始設立高中部 。 57

砂拉越地區的 14 間華文中學，尤其是在 1970 年代末期，或因經費措

掘，或由於學生來源不夠穩定 ， 除少數學校外，各校實際負責校務推動與

發展的校長，人事更動頻繁 。 例如 : 詩巫公民中學自 1960 年創校至 2004

年之間 ， 共換了 1 7 位校長 ， 詩巫建與中學 、 詩巫光民中學 、 詩巫黃乃裳

中學 、 石角民立中學以及個旦奎民立中學自 1960 年代創校至 2004 年， 也

各有 14 位以上的校長 。 上述 6 間雖艾中學多半為地處鄉間或橡膠圍垣偏

54 例如 1 998 年美旦廉律中學就由校長宣告 r ;本校j'[部經周全策直到，莘莘學子亭台苦苦 、 園 、 英

三語平衡發展之機會，唯獨特別加強英語﹒拓廣求知求學之路線 j (畢業特刊編委會 1 998a

5 ) ' 1 999 年英里J~l律中學推行課本媒介詣的改變 ， :向初中的教學 、 科學改用英文本，地理改

用巫文本 ， 只保留華文語文及歷史為華文本，經調整後 ， 華語媒介為 11 節 (包括語艾 ﹒ 歷史 、

美術、 音樂等):國語 (巫語) 線介的 1 6 的﹒英語媒介為 22 節 (黃拍發 2004 : 27 ) 。

自例如 1 999 年以後的美墨綠伴中學，每週 k謀 49 筒 ， 為巫公教中學每週上課六天，共上課
的節以上 ( 1 995 年校刊暨卅五周年特刊編委會 1 995: 64 ) . 1991 年時，詩巫公民中學除初一

學生每週上課的 節外，初二 、 初三反高一學生都上課 44 節，高二及高三學生更上車~高達 47

佈(童教總全國華文獨巾工委會資訊局 199 1 b : 11 3 ) : 古晉中華第-中學的學生，每週上，正

謀六天 ，共 44 節，外加輔導說:五節以及體育說H畢業特刊編委會 1 999: 23 ) . 
H 砂拉越 1 41i\j華文中學徑， 設有高中郁的 10 Ii U苦譯文中學 ， 全部開設文商班 ， 且其中有 41也只
設有文商班(草教總全國華文獨巾工委會資訊局 1 99 1 b : 208 ) • 

57 1 99 1 年時 ，砂拉越 14 間華文中學當I扣，僅有固立li民早已公立中學 ‘ 詩且匡正l!與中學 、 詩丘1fF;司智 1:1"
學及石角民立中學等 4 所學校僅設初中郁而無高中部c:!重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199 1b : 207) 。 詩巫闊智中學於 200 1 年 1 月遷往民都魯， 2004 年時已設有高中f倍(拿督斯里

5Wlf信中文新聞室主 2007 ) . iIIï連J;.(Jj(公立中學亦於 2006 年設立高中部(幽迎民眾公立中學

20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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僻之處的小型 ， 甚至微型的中學 。 58到 2004 年時 ， 上述 6 問學校共有 89

位人士擔任過校長 ， 其中有高達 5 1 位人士只做了一年或不到一年的校長 。

位於美里市區的廉律中學則在 1987 至 200 1 年間更換了 9 名校長，董事會

甚至還面臨到「家長要求更換校長」的壓力(星洲日報 2001 ) 。 只有古音

中華學校屬下的第一 、 第三 、 第四中學及屬於天主教會的詩巫公教中學 ，

或因學生人數較多，或因經費較足 ， 董事會成員的政商關係良好，或有教

會的支持 ， 校長職位人事較安定 ， 在過去 40 多年捏 ， 分別只更換了 8 位

或以下的校長 。 "砂拉越華丈中學學生人數居首位的古管中華第一中學，

自 1 963 至 2004 年只有過 5 位校長，除陳毓乾( 1 968- 1 977 ) 擔任過 11 年

校長外 ， 許興梅更擔任校長長達 22 年( 1978-2000 ) (黃招發 2004: 41 ) , 

其教師的聘約亦自 1 984 年廢除一年一聘的模式 ， 改為試用一年後可獲永

久聘用的方式(蓋總出版小組 1985 : 98 ) 。 人事的穩定與否 ， 自對學校的

經營與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

近年來，砂拉越華文中學的學生總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一般認為這

是華語文熱所促成的現象，一些學校，也將華語文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與使

用之現象，作為肯定華文中學價值的依據(童教糖、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

訊局 1 99 1b : 1 7 ) 。 然而 ， 華語丈熱是否真正影響華族父母對于女就學的

選擇，還是有待長時間的觀察 。 因為 ， 相對於砂拉越華族人口成長的趨勢

(見表二 ) ，就讀華小的學生人數卻是呈現下降的情形 。 由於華小畢業生

的減少，華文中學學生人數的增加 ， 相對就凸顯了獨中人數成長的現象(見

表三 ) 。 但若以近 20 年的砂拉越華族人口數來對比 ，伴隨著砂拉越華族人

口的增長 ， 就讀華文中學的人數雖然相對增加，但其擴增的幅度有限，並

無大量成長的現象 。 所謂華語文熱，似未掀起砂拉越華族父母讓子女選擇

就讀華校的熱潮 。 雖然不少華族家長肯定母語教育的必需性 ， 但也有許多

58 例如 1 9 85 年時，詩拯鐘與中學歧石角民立中學分!>J lj只有 45 位及 65 位學生(董總出版小組

1985 : 100 ' 150 ) 0 

59 各校校長之人做及其任期的微臉，得自黃招發 ( 2004 : 41 ' 訓 ，弱， 6 1 ' 71 ' 80 ' 87 ' 102 ' 
11 7 , 128 , 135 , 14 1 ' 151 ' 1 60 ) 。



台灣車南亞學刊 49 

表二全馬暨砂拉越州華族人口數( 1970-2002 ) 

{I三代

全閩j吾爾人rl

?沙拉越~族人口

表三 砂拉越華文小、中學人數 ( 2004-2009 ) 

外 ， 可能有些華族家長並末將子女送往華校，造成近五年砂拉越華小的人

數不增反滅的現象 。一些位於華族人數眾多的大城鎮裡的華文中學，學生

人數雖較多 ， 其學校董事泰半經濟情況較一般華族好，甚至常有大富商擔

任董事 ， 但這些經濟狀況好的華族 ， 卻常將子女送往國外或本地英文中學

就讀 。 60或許這就是砂拉越每年雖有約七萬多名的華小學生，有近萬人自

華小畢業 ， 卻只有一千人進入華文中學的原因 。 但華語文熱也絕非毫無影

響，根據報導 ， 近年來 ， 全馬華文獨中巫 、印族學生入學人數「肯定是有

增無減 J (星洲日報 20 1 Ob ) 。 例如 - 就讀於古晉中華第一中學的嘉雅尼娜

與其四名弟弟從小接受華文教育，因為他們的母親認為在令日的社會裡 ，

華語文與英丈同樣重要 ， r如果令日我也懂華語 ， 那就絕對更占優勢」。 此

外 ， 獨中重視學生紀律，也是嘉雅尼娜的母親選擇讓子女念攀校的重要原

因之一(星洲日報 2010c ) 。

在法理上，馬來西亞聯合邦政府對華文中學不需給予任何津貼 ， 因此

學校的經費必須自行設法篇措。砂拉越地區的 14 間華文中學需個別地或

共同努力地尋求資助 ， 除華社各團體外 ， 砂拉越州政府就成為此地區華文

圳例如砂拉越華文報章會披滋干片有中i在中學班.fjJ會中， 有 80%的校董將于女送入~校:ï"t讀 (巾
華口報 1 970 :砂拉越晚報 1975 : 詩華口報 1 970 ) , 20 1 0 年 5 月詩巫國會議員補選，人聯結

候選人劉會耀也被披露共三名子女皆i建設於國際學校(中國報 2010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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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的求助對象 。 砂拉越現有人口 250 萬之中 ，伊班人古 29.5% '華人占

28.5% ' 馬來人占 20.8% 0 6 1身為當地第二大族群 ，以華人為主要成員的砂

拉越人民聯合黨(人聯黨)自 1 970 年與砂拉越土著黨62 、 砂拉越保守黨63合

組聯合政府後 64其黨內領袖都能出任砂拉越州政府的第一副首席部長及

其他州內閣閣員，而當地一些華文中學與砂拉越州政府，尤其人聯黨籍部

長具有良好互動關係 。 砂拉越人民聯合黨雖有不少土著參加，但基本上仍

是一個華基政黨，的其重要領袖如曾任砂拉越州第一副首席部長的楊國

斯，就會擔任古晉中華中學董事長長達 20 年 ( 1 960-1 979 ) 。

雖然人聯黨政治人物如同其他土著部長/議員 ，對個別華文中學偶有

支持或協助 ，且人聯黨自 1 970 年與砂拉越土著黨共組聯合政府至今 ， 已

近 40 年 ，但該黨對砂拉越的華丈教育一直到 2006 年都沒有明確的支持政

策 。 其原因固然很多 ， 對英語文的過度重視或屑一個重要因素 ， 人聯黨的

競選對手砂華公會就會在報章發表文告批判人聯黨對華文教育的態度 ，砂

華公會指責 「人民聯合黨想以華教為政治鬥爭的武器 ，其實人聯黨何曾重

視華教? J 。 砂華公會甚至進一步質問，砂拉越人聯黨有多少黨員 「以身

作則 ， 心口如一的把自己的子女送入華校? J (中華日報 1 969a) 。 人聯黨

黨籍曾任古晉中華中學董事 22 年的沈玉池，對該黨領袖不以實際行動送

于女進華校就讀卻空喊維護華教的作法，也表示痛心與不滿 ; 沈亦指責人

聯黨一再反對獨大的創辦， 反對民主行動黨在 1 978 年為創立獨立大學而

61 按照 2006 年非官方的數字 ，砂拉越州的人口為 250.4 萬，是全馬來西班人口密度最低且多元
種族共處的地區，包括有 27 個族群 ， 主要的民族是伊班人( Iban ' 占 29.5% ) 、 華人(占 28.5%) 、

馬來人 ( Malay ' 占 20 .8% ) 、比達雅人( B iday叭 ，占 8 .4% )和馬蘭諾人 ( Melanau ) 等。華

族人口占砂拉越總人口的比例與 1 99 1 年時相似 ﹒

62 砂拉越土著黨 ( Parta i Bum iputera ) 是砂拉越州馬來人的代表性政黨，是由砂拉越第二及第三

省治海的馬來人所組的砂拉越土著陣線 ( Barisan Rakyat Jati Sarawak ) 與砂拉越第一省馬來人
所組的砂技經國家黨 ( party Negara Sarawak ) 所合f并成立的政黨(主國璋 1 997 : 2 11 ， 2 14 ) 。

的砂拉越保守黨( Party Pesaka Anak Sarawak ) ' 砂拉越第三省伊班人的政黨(主閻王章 1 997 : 2 1 3 ) 。
倒有關砂拉越華人的政治活動，見田英成 ( 1 998 ) 。

的所諧的 「華基政黨 J ' 是指以華育的支持者為主的政黨，這些政鼠也歡迎非華人入黨，在西馬

的華基政結通話，擁有一定數量的印度裔黨員 (王國璋 1 997 : 75 ) 。 有些華基政黨在政策上，

常與自認為 「華人政黨」 的馬華公會對立 。 馬來西昆主要的華基反對黨是民主行動草鞋，黨主

席為林吉祥，泉，子林冠英為該黨秘書長 。 2008 年 3 月大選後 z 林冠呂定當選檳州議員兼首席部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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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修改馬來西亞聯合邦設立大專法令的動議(沈玉池 1 984: 553 ) 。古

晉地區的華族也曾指責由人聯黨主控的古晉市議會承繼殖民地教育政策

著重英文，而沒有積極支持華文教育(中華日報 1 969b ) 。

2006 年 5 月砂拉越州議會第九屆選舉中，執政的砂拉越國民陣線雖拿

下 72 個議席中的 62 席，攜續執政(南洋商報 2006 ) ，砂拉越土著保守黨

(土保黨) 66主席連任第六次首席部長(星洲日報 2006 ) ， 但國陣中的華

基政黨一一砂拉越人聯黨，卻在所提名競選的 1 9 個選區中失去 8 個議席，

「這 8 個議席中 ， 其中 7 席是華人區」 。 而反對派的華基政黨一一民主行

動黨所競選的 1 2 席中贏得 6 席，另兩席以些微票數敗陣(中國報 2006 ) 。

民主行動黨這個強調華文教育的華基反對黨在砂拉越的迅速發展，自應對

其他華基反對黨及身為執政團體的人聯黨產生相當的衝擊， 2007 年起，砂

拉越小|、|政府每年撥馬幣 50 萬元資助該州 1 4 間華文中學的政策 ，似乎是人

聯黨為爭取華族選民支持而做出對華文中學制度化的經費支撥 。 2008 年 3

月 8 日國會大選前，砂拉越人聯主單:似乎為了爭取華裔選票，在大選前夕發

布「十大承諾 J ' 表示將推動政府承認華文中學統考的文憑 。 67不過，這項

臨時發放的 「紅包 J '似未能贏得砂拉越華族的歡心 。 人聯黨在這次國會

大選中參與 7 個席位選舉， 卻只當選 6 席，比起 2004 年的國會大選結果

還少 l 個席次 ; 且據人聯黨內部分析 ， I各區票箱開箱結果原本屬於人聯

黨基本盤的華裔選票出現7一面倒向反對黨. ... . .此次保住六個席位 ， 所依

賴的是達雅人(伊班)的選票 J (光明日報 20側的 。

2008 年 1 2 月 ， 民主行動黨籍的檳州首席部長林冠英就調侃人聯黨「沒

有辦法為華校取得更大的突破 J '他進一步指出，檳州在其執政後，每年

制度化地從州政府預算撥出馬幣 100 萬元給該州的 5 所華文中學，因而建

議人聯黨若不能為華丈教育爭取更大經費的話，不如退出國陣 。 的民主行

66 1 974 年「國關」成立時 ， 砂拉盤上著黨與砂拉越保守黨合併而成 「土保黨 j ( Partai Pesaka 
Bumiputera Bersatu ) )在1沙杖越擁有相當大的政治勢力，是砂訪越州關陣的主導政黨 (王國璋

1997: 2 1 5 ) 。

67 RTM2 頻道華語新聞節目《八點前線}於 2008 年 3 月 8 日的輔導 。
制林冠英的談話，見光明刊報 ( 2008b ) , 1 970 .1f砂拉越州、|議員選幣 ，由於砂拉越聯盟懂得 23 席，

砂拉越國民黨主之砂拉越入聯黨各街 1 2 r.\';﹒砂拉越人聯黨乃被邀參加砂拉越聯盟可成為砂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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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黨的呼籲雖未必動搖人聯黨繼續留在執政的國陣陣營的立場，但其維護

華文教育的訴求 69對砂拉越華族社會自會有相當的吸引力 ， 尤其是 2010

年 5 月人聯黨與民主行動黨兩黨同時競爭詩巫國會議員席次的補選 ， 人聯

黨雖有首相納吉親自輔選，但選舉結果卻是民主行動黨獲勝，行動黨在詩

巫華族人口密度最高的巴拉萬區還取得 90.6 1 %的票數(中國報 20 1 0d ) 。

為鞏固人聯黨在砂拉越州國陣政府中的地位，該黨除與一黨獨大的土保黨

協調與溝通外 70更需有華族選民的支持 ， 為此 ， 人聯黨就必須對華校做

出實際的支持行動 。 2010 年初，人聯黨主席陳康南表示，該黨，將「力促國

陣中央政府，盡快局部承認獨中統考文憑 J (中國報 20 1Oa ) 。 詩巫補選失

利後，痛定思痛的人聯黨為即將到來的砂拉越州選舉開始布局，為避免華

教課題再度成為反對陣營用來抨擊人聯黨的「具殺傷力武器J ' 人聯黨在 9

月初展開拜訪全砂境內所有華文小學與華文中學的行動 ， 蒐集有關華校經

費等相關問題， 呈交副首相兼教育部長慕尤丁 ( Muhyiddin H句 Mohd

Yassin ) 以採取解決對策(光明日報 2010 ) 。

國陣內的華基政黨 ， 不論是馬來西亞聯合邦中央政府裡的馬華公會及

民政黨，或砂拉越州內的人聯黨，這些華基政黨為其生存與發展，勢必增

加對華文中學的協助，以爭取華族的支持，身為國陣主導政黨的巫統，也

會適時給予華文教育補助 ， 以免華族票源一再流失，而給予反對黨在砂拉

越華人社會有更大的擴展空問 。 種種跡象顯示，將來砂拉越華丈中學在透

過各種管道請求州政府、甚至中央政府補助時，華基政黨 ， 不論是執政黨

或反對黨，為獲得華族選民的擁護，勢將增加其對華文中學教育發展的協

助 。 而長期主導馬來西亞聯合邦政府政治的馬來族群，在人民的民主意識

執政團隊之 。 1 974 年時，馬來西直戶聯合邦首相阿都拉薩將巫統、馬華、印度國大黨等三大

政黨所組成的「聯盟」改組擴大為「國民陣線 J (國歷11)時 ，砂拉越聯盟劫、加入，砂拉越人聯

誰也就成為國陣的一員(王國璋 1 997: 1 07- 1 09 ) 。

的 2009 年 1 2 月 1 9 日，以民主行動為為首的路政黨組織 「民聯」首次召開代表大會，將鞏固各

民族母語的使用、公平分配教育撥款及承認獨中統考列入其 「四大政綱 J (南洋商報 2009 ) 。

70 2008 年 3 月馬來西亞聯合邦的大選，砂拉越由土保黨主導的國陣雖仍司董得砂州人民的支持，

但為防範反對黨的壯大，國陣秘書長倫迫以西馬地區為銳，強調砂州國陣必須更努力，以防

20 11 年砂州議會選舉時，政權落入反對黨手中(星洲日報 20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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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愈提升下，似將逐步授予境內華族更平等的政治與社會地位 7 1砂拉越

華丈中學的發展將可得到更多的資助 。

五 、結論

自十九世紀中葉白人拉惹政權招募大批華工協助砂拉越的開墾後， 華

人就逐漸構成砂拉越多元文化社會的重要一個族群 。 戰後，白人拉惹將政

權讓渡給英國 ， 砂拉越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 為穩固其統治，英殖民地政府

認為必須灌輸境內各族群共同的砂拉越意識，而欲建立一個以英語文為教

學媒介的國家教育體系 ， 遂頒訂多項教育措施 ，推動改制計畫，以津貼為

手段誘使華校轉變為英校 。 當 1 963 年砂拉越成為馬來西亞一州後， 在以

馬來文化為核心價值的國族建構過程中 ， 華文教育仍是被統治當局排除在

國家教育體系之外 。 當年，許多華校因受迫於財政上的艱難而改制為國民

型中學 ， 但今日砂拉越仍能保有全馬來西亞近四分之一的華文中學 。

對許多馬來西亞華人而言 ，華語是他們的母語(林開忠 2002 : 11- 12 ) 。

華文教育被許多當地華族視為民族文化的根本，對他們而言 ， 學習華語及

對華族文化的認同並不會妨礙他們對馬來西亞聯合邦的效忠 。 例如: ~四里

奎民立中學的校長就鼓勵畢業生說 : '身為華裔同胞的我們 ， 絕不能擠棄

母語教育和文化遺產且應該做個有文化根莖的馬來西亞人 J (特刊編輯委

員會 1 994: 4 ) 。 華文教育支持者認為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 ，

華語丈應是構成馬來西亞丈化的重要成分 72視華文中學負有延續和維護

民族文化的使命 73但對以馬來語文為國語並為唯一的官方語文、企圖建

立類似近代歐洲民族主義國家那樣的單一民族國家的馬來人而言 ，華文學

校的存在只是一項「必須之惡 J '僅能容忍但難以妥協，因此即便將華文

71 2009 年 4 月，馬來l草草新任首相納吉宣布取消運輸、旅遊、企業服務等 272 項商業活動必須

由土著擁有 30%股份的規定，詳細討論見中國時報 ( 2009 ) 。

72 例如 [ : 1凍融綠就認為中皓文化與馬來文化同是梢成「 馬來而文化」的重要成分 ﹒見“Rad io Debate 
on Proposed Chinese University between tbe Viee-Chaneellor Sydney Caine and Dato Sir Cheng 
Lock Tan" (李榮霖編 2002 : 20 ) 。

13 馬來西亞攀枝董事i時f;合會總會(草總)就明向宣示， r華文獨中是我們民族教育的重要瑕節，

她肩負著延續民紋，又;化， 發展母語教育，培育民族子弟，為國儲才的神童E任務 J (董教總全國

華文獨巾工委會 1 99 1 a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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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納入初等教育的一環，以津貼誘使部分華文中學改制為國民型中學，

但在國家教育資源的分配上，卻明顯忽略華小及改制中學的需求(星洲日

報 20 1 0a ' 20 10e ) ，更遑論那些被排除在國家教育體制之外的華文獨立中

學了。因此，華文學校作為一種民族認同的核心，成為馬來西亞華族社會

對統治當局的馬來化政策的一種抗衡，不論是在西馬或東馬皆然 。

砂拉越的華文中學是特殊時空環境下的產物，由於砂拉越幅員廣大，

除了古晉與詩巫兩大城市之外，華族散居四境，地處偏遠的華校招生不

易，因此這些華校裡，除了古晉中華第一中學及詩巫公教中學較具規模

外，其餘學校的學生人數較少，甚至有 5 間學校是學生人數僅十幾人的微

型中學 。 此外，由於當年遷徙海外的華族大多來自原鄉的閩粵兩省，他們

為求生存而在民性上本就稍顯務賈逐利，在現實環境的驅使下，大多數人

理所當然會選擇接受政府推行的教育 。 74不被政府所承認的獨中，在發展

上就有先天上的限制 。 即使面臨招生與經營上的困難，但砂拉越華族社會

仍為維護其母語與文化，也為不易升學的華裔子弟謀求出路，自 1960 年

代起 ， 竭力地保存與維持境內 1 4 間華文中學的發展 。

由於華、英文應用價值遠較巫艾重要，為抗衡馬來西亞聯合邦政府獨

尊巫語政策的推行，華教人士開始標榜「華、巫、英三語並重 J .以及強

調華語文的實用價值 。 近年來， 華語文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與使用之現

象，更被華教人士視為肯定華文中學價值的證據 。 砂拉越華文中學強調華

文的實用價值以及重視英語的教學 ，似可吸引一些當地華族子弟及少數非

華族子弟進入華文學校就讀;然而，這種過度強調華語文的實用價值，可

能使近代以來著重商業活動的東南亞華族 75尤其在馬來西亞地區的華

族，視教育為商業行為而忽略中華文化的內涵，進而侷限其發展，甚至會

誤誘馬來族群及其領導者只著重華語文的實用位階而未能理解華語文所

蘊含的文化價值，仍當忽略，馬來西亞為一個多元文化國家的事實 。 而這種

74 1 999 年古音中華第一中學自1 1育主任許武琳就指出，由於獨中統考文憑尚未被馬來西直聯合邦

政府承認，在此一現質考韋下，造成高達 95%的華小畢業生家長朱送子女前往華文中學就讀，

{也呼籲家長讓子女再接受六年的母語教育，並預測「統考文憑將被承認J(國際時報 1 999b ) 0 

7l有關這方面的討論，見古鴻廷與曹淑洛 ( 2008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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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從長程的角度來看 ， 可能會影響砂拉越地區華文中學未來的發展，

也可能降低華族對母語教育堅持的信念 ， 因而可能導致許多華族子弟在受

完孽，小教育後 ， 不再以華文中學為其升學目標 。 76當文化底蘊無法進一步

累積與深化，或將使砂拉越華族的母語教育更易因通俗化與商業化而失去

其精緻性 。

當然，砂拉越的華文教育也存在著另一個契機 。由於位處東馬，遠離

馬來西亞的政治權力中心 ，而華族與當地執政的主要土著族群關係良好 ，

在民主觀念日盛而在選舉上獲勝成為執政的基礎下，砂拉越的華基政黨，

不論是參與國陣執政團隊的馬華公會 、 民政黨 、 人聯黨，或是反對陣營的

民主行動黨，勢必將協助華文中學的發展 ， 給予更多的經濟支持 ， 使砂拉

越的華文中學在其所標榜之民族文化可能日趨通俗化的趨勢上 ，因辦學經

費較充裕 ， 在硬體設施 、 師資待遇上有所改善 ，而仍有繼續生存與發展乃

至向上提升的空間 。

76 2009 年一份對 1 ， 100 位華文獨立中學高三畢業生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只有 67%的受訪者表示

將來會送其子女進入華文中學(陳美鳳 2009: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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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令日砂拉越地區華文中學基本資料

序 校名 創校年份 創校人 備註

古晉中華第一中學 1946 古晉 1 3 個華國

2 古音中星在第三中學 1958 原古晉中華中學分設

3 古音中華第四中學 1960 古管中華中學董事會

4 石角民fL中學 1967 張君光"&石角 10 所華小董事會

5 茵通民眾公立中學 1968 鄭和仁、蔡高固等

6 i四里奎民立中學 1967 i四里奎華社

7 美里培民中學 1962 中華商會、客閻公會等華園

8 美旦廉律中學 1967 祭通貨、張竹琴﹒李文吟等

原詩巫闊智， 2001 
9 民都會、開智中學 1952 資廷應、清清華等

年遷民都魯、

10 詩巫建興中學 1946 林開臻等

11 詩巫光明中學 1952 詩n主雙溪美祿華社

12 詩巫公教中學 196 1 天主教聖母會

13 詩巫公民中學 1960 江(中宵 ﹒ 甜苦岳生、畫IJ敵庭等

14 詩巫黃乃裳中學 1967 劉賢任、陳立訓等

資料來源整理白質招發 ( 2004: 38 , 45 , 49 ' 54 ' 58 , 70 , 76 , 84 ' 89 ' 109 ' 11 5 ' 1 詣， 134 ' 

139 , 145 ' 1 56 ) : 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資訊局 ( 1 99 Ib: 6 ' 鉤 ， 30 ' 42 ' 52 ' 

72 ' 84 ' 98 ' I 10 ' 120 ' 134 ' 146 ' 158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