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言 : 多元文化主義與馬來西亞 : 理想與現實專題

鼓子堅

馬來亞大學歷史系教授

;丘 {I二來 ， .1為生kßi'日 iIN，J:&多)[;火化 I"Ji I涼的約I~~rú白， }"{平II ，W'i 'lj土什 ~iJ繁榮約i1~(J'μN，.r)J秒il)

J . 'I~::r ~~tfi: ~戶戶前il.J川益 lì:i!i 巾的(jfWifl!li恐|可li 1'，:1'主成 i~1吟、作為仆|削;J、修Jtlr-i+， 1j 多~1J( (I(j

J起來 1)叫什， 011 做I~\I均不 l ，rL;~~HIJ父: ft IIJ ti. J~ (r:(jl'j'l'l'/fl"封家 。

r，8*西 I:-~IÎ(J 今 j已):.化~，'i'~ ，/(，m 到!.~'力的，n，fU' ，1拉來~ÎI::~旅遊自lí 也以 r .1拈來 1叫

'::~l~ t'1: 1~: !'1(JI::~洲 f'l 巾 'I'j 仲 II 忱， 1股引r;;;r求遊寄到j拈來內市7收遊 。 11 不論l(: 1: .ì'i的

1'1)1)11'1111月 泣 l [l坎 J!I月可 l'/J II'j(J;{N， l在凶多j已交化的認川和約í:Si

{J 闕，t!~*pq~~多)[火化上J豈不1I身份ELd川的研1M論述和l凶1\\辯論 ， 何G聚J.fÄ在上idi

ili tJ t下， /11/馬來人、市人不11印!在人41'， 所以{!:，j.J論}j\l作幣fT成交化仰jlf7叫，起足以

作納jι 一 λ:lixl斥之火化7 l: k為 L~f1正如 n

然 1(lj ，多元放的Iffií們也引起川來1lli 1:~ 多)[;火化七泛的也質和 l必，MI(j辯論 '1有))

-:iJJ/)對比J~)卡 'r\' j) 的給1年::不 IliJIJ失阱，c，、 11 ' 1 '所們的多)L文化):~這.多j巳文化服從"J

少數欣1悴的地位 ﹒ 多元文化 )::&il:\i:C:":、之發 IL已不llJÇ 他的川)泣 ，的J年級成為論述之， n必

1山 水 WJ 'h(~且Dl l1:-í l n /l!liU的過多)L文化 h'íi 'IUffJ ' 撿 I~此也來Pl:i亞 {I:~ 化J!2. 1 " Jjj峭的

wJt暫時努 )J

不專題 ht':i而且正從 II: fI，'， 1 旬!立討論j已令Kr)Li";;il的多元火化 1:"iíi (j(jJI i! fJ，~不ntt時間組

(E (1\'而論火:'" ' 新力11陡 I~(Ü于開工大學的純) li~i、檢 I~ll (必來問 1: :-~不 lu)放!洋ijîJ.宗教多)L

x: ft l'. j孟之川的~'Jl~I~Þ) (系，論文例 '1 、 (11工WJ的為來阿布1til:1'干的宗教儕I突和 I'Frl義 ')(('1

突，' 1'， (宗教火化|本!此， 1自扎特 f 多)[;火:f七!義úJ'.r踐 f1 i!.位\1目 前(j)"ll肢 。 木工之:I ， iJII圳市的 11

本叩門板11 (h:W --::, Á(jJ'{i: Iîd1.! ( TawhÎd ' ) 與 「 伙兒并 J ( Qanâl .!.!)G kârÎz) Fn;;i命，正IJ I(tf;，~ 

m川前所 ﹒ I Nj!ll ( Ashis Na ndy ) 對 「 米教暴力 的立1 月7以紋絲兩H月 ( J o h l1 Rawls ) 

「 公共J判中 l 修 IU'li論， ，1A國 i別山 「宗教i的交 」 與多元前il!1J之間侃侃的論說，以Jt

J~'}找一(I荒丘跤;j、教多 j口什ïl)*'J 的<'\'，日件 。

第 結論文111 .I.l~來，JLi I ::~.J:立世人;學廖冰凌干II .IJ~來 I) Lj ~i新ttJ亢哈|忱的的fH~t1l1可片，

討論 fíj於i'jiH是在新馬來 JI::~要 íi([\j月\;火1' 1/物< )!~你;由:少 lr)([甘衍i如)i針和 I f則需;1至秤，

分析i'j肘珈山起，1，!~來可 :i(l(付生人 .在多 JC復雜的政的~i.!月i/侖;啦 !illj l ，努力管你ÍîË位叫i'j呢

?女}，!t*r;_;~他 1，州市裂的新公民、 ~Ir以IIj);形象 。 中H是 I-i下 ， 1必際 )"1 穹)J變化以以多直叫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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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誠的拉錯， (馬來亞少年} 的內容黑現不斷調整流動的特質 ， 如才s: 1:認同 、 她]:..ç

tJí}去個民的矛盾，心閉 ， 以及巾國化 / tl r 可E化或去中國化的拿位取捨 ， 反映了戰後的

來亞情人對多元火化 、 多兀民族~~生共榮的泌|扮fll想像 。

卡一的i論文則從馬耳j(:i7可且Ji華文作家的視f付出發 ﹒ 討論在馬來丙茄克ßI割的過但

巾，多元主義的表像和內部的應合過程 。 馬來?可而起閥初期 ， 針對族骨干的話言 ﹒ 又;

化 、 教育 、 政治 、 宗教等課題的討論，可能導致族研|訓係緊張，被視為是危于耳，國家

安寧的行為，以致成為國家的繁忌、課題，人民不I I(~J.煤不可公開討論，否則將受到官

方法令的對付 。 此:x.白馬來亞大限的清碧華干|咻約關愛丁直是λ;學的'JW燒JiÍ至可V\筆，以

小鼎的短篇小品作卅作為考察，探究他如何避開法令的來制 ， 勇敢向禁忌課題挑

rï錢 ! ，{己收 J!，!~來丙茹苦人在多元火化積境下的心i的歷程 。

按下來的論火，由為31至可巨大學的 fI7 ;k(，水探討多元文化主義下的馬來西亞，官方

不11民間對國家政策、理念 、 綱領 ，關注話詣的l詮釋和立涵， 分析雙方立坊訊謂的與

同 ， 從而檢!的，l多元艾化主義在官方 、 民間之間所形成的差異 ， 借此反思馬來西凶多

元文化主義的理想與現1'1 : 混在這{1i;1基礎仁 " 分析多元艾化主義作為理論與現質的

挑戰 。

最後-M論文山馬來且巨大學的ji至于堅和平對il與所苦 。 這1;;討論文探討鮮少人注立

到的馬來 I)Ei ~.~I少數群體 3 日11西馬來西凹的原{H~fLl i少巴的少數族祥的立場 。 這類!由t

I佯擁行肉已扎特色的信仰和 l生7月力汰 。 這些勾來。他們受到外界文明的~;!~~J呀，己約1

有了改變 。 iJ:篇論火;也顯示了|徐U方守均以外，馬來西i2還存在共他形式的文化多

元主義 。

這五結論火 ， 引用大茲的中文、 -!tt 父;和馬來二之;參考材料，出版社也遍佈馬來的

!l1i 、 新加坡‘中國 、 臺灣以及歐美 ， 體現馬來jJy .s立的多j已主義的內涵與特色 。 本期

~nili1選擇 { I~司的有關乎?評，讓讀背對多元文化 u豈有進一步的3啪啦 。 第一的為林德

順對千字麗紅的 {多元文化上義 } 的評論 ﹒ 介紹r f-!國觀點下的多元文化主義之研究 。

第二約為鄭庭河對 Danie l P.S. Goh, Matilda Gabrielpill ai, Philip Holden and Ga ik 

Cheng Khoo 行者的 Race and MlI llic lI ll lIralis /17 il1 A你的ysia al1d Singapore ( < ，ç起來西 I山

和新加坡之放你與多元文化三1'.義 ) ) 的評論 。

此次專題文章主要向將來同班籍 /(r?人執~(J:. 採討多元主義課題 。:在者注立一感謝

《哲學與火化〉 丹刊 ， 提供放們拉是現馬來?可亞的多元文化主義的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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