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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马来亚联合邦
华文教育么研究

古鸿廷

—、前言

海外华人之研究，不但有助於吾人从不同角度去了解中国移民的历史，
更能从海外华人与祖居地间之密切关系与相互影响，了解中国本身的政治

发展。马来亚地区之华侨及华裔人数众多，对当地之社会、经济、文化各

方面的影响，颇为巨大。马来亚地区人数众多的华人，一直是受人注意的

对象；二次大战后，由于±著之民族主义运动滲涛，UjI及独立后，建国意
识之迫切，华人的国家意识及文化与国家认同更成为非常敏感的问题。华
侨转变为华人的认同过程，亦为许多学者与政策决策人所密切关切的。

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在亚、非地区的积极殖民，1^：^及美国西部的开

发，极需外来移民的人力资源，而清廷在英法联军之役后，被迫放弃W往
的海禁政策，我国向外移民的人数大增。20世纪降，中国各政治团体在

古鸿廷博±现任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
本文为作者对马来亚地区华人社会长期研究计划成果之一，初稿曾宣读于〈侨乡社会经
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福建晋江，1998/10/28-31。作者对台湾国科会之资助，特此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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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社区积极活动，争取侨胞的支持与参与，他们的活动，引起激烈
的回响。海外华人文化与政治意识因而急速升起与成长。这种[中国为导

向的意识引起华族侨居地政府的猜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地的止著民
族主义兴起，更引发了不少的"排华"事件。马来西亚建国后，王著民族
主义与华人民族主义的相互作用，在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颇为复杂的政治难

题，由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该族群所受之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华文教育

的兴起自然与马来亚地区华人之政治意识的发展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马来亚侨胞之各种活动，一方面固与中国之政经发展有相当程度的关

联，另一方面亦可从其活动中追溯该活动背后之种种因素，进而由侨胞对

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两种不同的认同寻出中国国内的发展与马来亚华侨政治

文化意识滋长之间的历史关系，及寻出二者之间的偶然与必然因素，进

而有助於消除由於国际政局的变化，对中国海外华侨所产生的误解；并提
供中国及华侨、华人所在地政府之决策者，对华人海外移民作出更合理的

政策，同时在学术上提供海外移民之政治与文化认同更周全的分析与了解。
往国内外学者作华侨与华人的研究，除一般教科书式著作外，尚有不少

专书，®然而，这许多著作之研究资料来源，大半靠英国殖民地政府存在当

①陈烈甫，《东南亚州的华侨、华人与华裔》（台北；正中书局，1979)；江炳伦、张
奕善及李亦园等对东南亚华侨的研究；王廣武著，张奕善译，《南洋华人简史》
(台北；水牛，1969)；日本明石阳至对南洋华人民族主又运动的兰篇研究报吿及专
书；Lea Williams, Overseas ChineseNationa//sm ； Victor Purcell, Chinese /n SoutJi-

(London: Oxford Univenity Press, 1948)； Yen Ching Hwang, C/imeseJievo/u-
r/ona/yMovement in Afa/ay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句；Stephen
Leong, Oversea ChineseNationaJis/n AiMa/aya, ；杨建成，《华人与马来
亚之建国，1946-1957))(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2)；林连玉，《风
雨十八年》（吉隆坡：林连玉基金会，1988)；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校奋斗史》
(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1)；林水橡、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
(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崔贵强，《星马华人国家认同的
转向》（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 W及新加坡南洋学会历年出版的《南洋学报》，
都提供吾人对马来西亚之华侨有价值的资料，有助于了解当地华人与我国政治发展
的关系。此外，台湾近来亦有lit东南亚华侨作为博±论文者，如黄建淳，《晚清星
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台北：文化大学博±论文，1991)；李盈慧，《华侨政
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台北：国史馆，1997)；另外，陈鸿瑜多篇有关
华侨政策探讨之论文，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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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档案，或只采用台湾侨委会或党史会的资料，由於资料分散，不易综
合利用，因而其研究成果仍留有后来进一步补充的空间。

— 往且
—、 目巧

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统治马来亚地区达3年8个月（1942年1月至

1945年9月），在此期间，马来亚全体居民备受日人欺压，而华人所得到的
迫害更较其他民族为甚。当时华人抗日势力，大致可分为由国民党所组成

的"华侨抗日军"，主要是在北马一带进行抗日活动，及由马共所控制的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其活动地区则中马和南马为主。◎马共在日军占领

期间，曾发表了 "抗日九大纲领"，其主要内容为：驱逐日本，并建立马来
亚民主共和国。当英国人重返马来亚时，马共虽然同意解散"马来亚人民

抗日军"，放下武器成为合法的政觉，(从事其政治斗争活动，但是事实

上，只有部份"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放下武器，其他人员继续地下活动。®

日本於1945年8月正式投降后，英国军队於9月3日重返马来亚，并

且设立军事政府（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BMA),④然而此时的马

来亚人民政治意识已有所转变，当英国于1946年1月公布白皮书，拟成立

"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时，⑤立即引起马来人群情激昂的不满，
其中W各邦元首（苏丹）最为激烈。因为此一新政策，将削减各州苏丹的

②蔡史君，〈战时马来亚的华人〉，收录于林水樣、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
(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页86。

③136部队档案，〈情报第16号一马共抗日纲领〉，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
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页737。

④此一军事政府隶属于东南亚英军最髙司令部，主要负责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接收和行
政事宜。参见 Martin 民udner，"The Organization of the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Malaya," JouinalofSoutheastAsianHisto/y^ 9 : I (1968), pp. %-106o

®关于马来亚联邦的讨论，可参阅杨建成，《华人与马来亚之建国（1946-1957)》，页
115-26;及 Mohamed Noordin Sopiee, FromMalayan Union toSlngapowSeparation:Po-
f/trca/ Unification m the Malaysia Region 1945-65 (Kuala Lumpur : University Malaya
Pre% 1976)，pp.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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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地位，而马来人也将会失去他们战前的特殊地位，⑥所在这种

"种族灭绝的危机"之下，拿督翁（DatukOnnJaafar)为首的"巫人统
一机构"（United Malays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简称巫统）于 1946

年5月11日正式成立，是为动员马来人社会的一个总机构，W展开大规模

的示威运动，维护马来民族的利益，反对马来亚联邦计划。⑨

依"马来亚联邦"构想，华人可轻易获取公民权，但是华人社会却对此

反应相当冷淡与迟純。®在这种情况之下，马来亚联邦计划遭到搁置，英国
人也向马来人作出让步，并与各邦苏丹和马来人领巧（巫统领袖）会谈磋
商。最后，英殖民地当局于1947年7月4日，正式宣布"马来亚联合

邦"⑩（Federation ofMalaya)取代"马来亚联邦"，并成立一个由英国行政
官员、马来苏丹lil及巫统代表等组成的"宪制工作委员会"，@清一色是由

英国人和马来人所组成的委员会，修正马来亚联邦计划当中对公民权普及

化的理念，使得非马来人不易获取公民权，并确定马来亚为马来人的国家

的体制。◎

当华人意识到马来亚联合邦计划将威胁其政治地位，并认定此为英国

⑥ 依白皮书之建议，其他种族人± (如华、印等外来碌民）都能轻易获得公民权，使
得凡是出生及居留在马来亚联邦的人±将会同属于一个平等的巧治阶级，因而马来
领袖认为这种设计势必威胁到马来±著的特权。

⑦杨建成，《华人与马来亚之建国(1946-1957))),页120。

⑨王国璋，〈马来西亚族群政觉政治之研究（1955-1995)〉，（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政
治研究所硕±论文，1997年4月），页31。

⑨陈剑虹，〈战后大马华人的政治发展〉，收录于林水樣、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
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页96-7。

⑩关于马来亚联邦的讨论，可参阅杨建成，《华人与马来亚之建国（1946-1957)》，页
126-32,及 Mohamed Noordin Sopiee, From Mafayan Union to Singapore Separation:
Po//t/c3/L/nMcat/onm theMaJaysmRegkm I945-6S^ pp. 30-%。

⑩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Malaya, p. 284。

⑩根据此案规定，对于外来人±申请公民权，附有极为严格的条件限制，如申请公民
权，必须在申请前20年内，居住在联合邦境内达15年上，且通晓英语或马来语
者，但是对英籍身份的非马来人，则在宽大的条件下授予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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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义者"分而治之"政策的延续，目的在使华人与马来人分为两敌对

阵营，而英国人可继续控制其均衡时，^:^陈械禄为首的华人团体先后成立
了 "联合行动委员会"（Council ofJointAction)和"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

(All-Malayan Council ofJoint Action, AMCJA),展开积极的反对运动，⑩并
(全马罢市作为反对马来亚联合邦新宪制的抗议，但1947年10月20日的

全马总罢市行动，虽就行动本身而言，是相当成功，但英国政府不但未在

此压力下低头，反而促使马来亚联合邦宪制早日实现。1948年2月1日，
在华人的反对下，马来亚联合邦宪制如期宣布实施。

在华人社会对马来亚联合邦之宪制表示不满之时，马来亚共产党（简称
马共，其成员绝大部分是华人）马来亚联合邦为少数马来统治者及英国

殖民政府勾结的产物，是英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而自1947年起，
在全马各地的职工会发起一连串的反殖民主义浪潮，发动大罢王，暗杀英

国种植园主，马共的活动，促使英国殖民政府决定通过新法令，限制王会

組织的活动。©为对付马共，英殖民政府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全马来

亚进人紧急状态，并马共为非法组织。©英国殖民政府进行期共军事活

⑩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46年12月14日在新加坡成立，其成员大多是左翼团体。稍
后，为了扩大这组织至全马来亚，改名为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由陈城禄担任主席。

⑩梁英明、梁志明、周南京、赵敬，《近现代东南亚（1511-19%)》（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杜，1994),页365。当年英国人於战后重返马来半岛时，马共曾向英国殖民
政府提出了独立的方案，但是英方却拒绝了马共的普选要求，导至双方交恶的开始。

窗 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 A //istoiy ofMah^s/a, p. 258.

⑩ 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 AHistoiyofMalaysia，p. 258； Mohd.
Reduan Haji As。，Pemberontakan bersenjata komunis diMalaysia, (Kuala Lumpur : De-
wanBahasadanPustaka, 1993), p. 24,引自张晓威，〈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之研究〉
(中捆：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论文，1998),页57。马共的暴力恐怖活动虽然疆
厥，但是英国当局对于这种日益増加的暴力活动似乎也不十分在意，因为在1948年
6月16日前，马共所杀害的都是一般华人或马来人，英国人虽有财产上损失，却
无人命牺牲，一直到1948年6月16日，马共在露庚连续杀死3名英国人之后，才
引起英国政府当局的重视，并於当天下午立即宣布潭康进入"紧急状态"，全马来亚
于18日进人紧急状态。张虎，《早期马共历史之分析研究》（台北：黎明，1980)，
页 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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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企图消灭马共的武装革命斗争，⑩为切断马共的物资供应，当时英国殖
民政府中负责消灭马共的官员不少华人同情和支持马共为由，英国殖民
政府甚至许划将散居在郊区约五十万华人驱回中国大陆。⑩马华公会领袖陈
城禄等人强力反对W这种残忍手段，驱逐对马来亚效忠的华人出境。经过
不断的努力，英国殖民政府终于撤消遣送华人返回中国大陆计划，但却于

1950年6月1日推行的"毕利格思计划"（Briggs Plan)。⑩

此计划是将大部分散布在森林边缘的木屋区居民（大部分是华人）集中
到政府建立的"新村"，目的在于隔绝华人与马共间之联系及对马共之物质

支援。@将50万名华人移殖到全马各地的新村之毕利格思计划，曾引起华
人的不满。因当时散居在各地的华人，要其抛下产业迁居他处，自然不愿。

此外，也有一些华人，十分保守与迷信，认为搬家是件大事，要选择黄道
吉日进行，但政府唯恐马共进行破巧，对搬迁日子保密，遭致许多华人不

⑩ Gordon P. Means, Mahysian Poh‘白‘cs (London :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td., 1970)，
P.119;张虎，《早期马共历史之分析研究》，页191。

⑩此项驱逐华人返回中国大陆之计划，未见诸文件，但马来亚地区之华人皆深信不移。
见张晓威，〈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之研究〉，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
究所硕±论文，19%,页％，57,给。在马华公会的力争下，殖民地政府于1950
年6月改采"毕利格思计划"替代遣返构想，此计划之目的在将马共活动地区的居
民（大部分是华人）集中到政府建立的"新村"，切断绝马共从居民获得军事情报和
粮食供应。见 Mohd. Reduan Haji Asli, Pemberontakan bersenjatakomunis diMalaysia^
pp. 34-6,转引自张晓威，〈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之研究〉，页26。

⑩此计划系由毕利格思准将（Lieutenant-General Sir Harold Briggs)任马来亚作战署主
任时所提出，但此一计划未能完全消灭马共的武装力量，并且在1951年10月6曰，
钦差大臣葛尼爵± (SirHenryGumey)在赴福隆港（FraserHill)途中遭马共伏击身
亡而达到最髙点。见 Mohd. Reduan Haji Asli, Peinherontakaii bersenjatakoinunisd/

Mahys/a, pp. 34-6,引自张晓威，〈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之研究〉，
页58。

⑩日本南侵时候，城镇华人的商业贸易活动深受影响，所为了谋求生计著想，许多
华人都往郊外地带逃跑，并且在森林地带开辟荒±，从事耕种活动隹持生活。
Judith Strauch, Chinese V/7/agePolitics^ theMa/ays/an (Cambridge, Mass: Har-
vard University Press,巧81)，pp. 62-3;陈世英著，曾锦标译，《马华与新村》（英蓉：
陈世英出版，1993)，页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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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加上一旦迁人新村，不只行动受到限制，原本的经济生产模式亦受到
冲击，因此，当时不少华人怪罪与谴责马华公会，但马华公会却依然协助

新村华人之重建家园工作，如协助收集建屋的材料、筹募日常用品(及兴

建民众会堂、学校、图书馆和庙宇等，同时亦协助新村华人成立自卫团W

抵抗马共武装暴动的威胁。®另一方面，殖民地政府为了协助华人在新村安
定下来，除了补贴建屋经费之外，并在5个月的安家期间，每个月给予生

活费补助直到其田地有生产品为止。®除此之外，马华公会也发行了 18期

的彩券，并彩券的盈利协助新村的华人建设医疗卫生设备等。©在这段期

间，陈顿禄也提呈了一份备忘录予英国殖民政府，驳斥"马来亚华人是

马来亚共产觉武装力量根源"的谬论，陈氏指出，马共成员虽(华籍占最

多数，但其叛乱不可归咎於马来亚之华人社会，而系二次大战之"遗孽"，
陈氏进一步指出，"社会之不满现象实为共产主义运动之精神食粮......。"固

而呼吁殖民地政府善待华人，使华人能投人统一之反共阵线。@

立、战后殖民地政府之教育政策

日军的南侵，对马来亚地区的华族造成严重的打击，日军占领整个马来

亚后，将新加坡，改为昭南岛，对华人实行检证，杀害具反日嫌疑的华人。

©日人占领马来亚期间（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几乎所有的华文学

⑨由于此项移殖计划对马共的后勤补给造成莫大的威胁，因此，马共为了对付毕利格
思计划便不时对務殖新村进行暴力攻击，切断防盗网和放火烧杀，W恐吓的手段来
阻止之。为此，马华公会总会长陈巧禄便在一份呈给英国殖民大臣的备忘录中，建
议在移殖地区应该组织华人保卫团抵抗马共的暴力威胁。参见陈侦禄，〈呈英殖
相备忘录〉，1951年12月2日，收录於《马华公会二十周年特刊》，〈附录文件二〉
(吉隆坡：马华公会总部出版，1969),页52。

®化欢化w化，Chinese Village化肺CSin出eMa虹ysi’anState、》.。-,张虎，《早期马共
历史之分析研究》，页206。

®该项夥券只发行T 18期便停止了，原因是出在英国殖民政府於1953年宣布禁止政
治团体发行彩券，而马华公会在当时己属政治团体，如1952年参加吉隆坡的市议会
选举。马华公会档案（MCAfile), PH/L/006, Lottery (1950-1953)。

留）参见陈械禄，〈呈英殖相备忘录〉，页51-3。

⑤李恩涵，〈1942年初日军占领星洲"检证"之役纪实〉，《南洋学报》，卷41
(1986),页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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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皆被迫停办，仅有少数学校存留教授日文。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
马来亚恢复为英国殖民地，华校又在华人努力下复办。于是华校再度迅速

地在马来亚地区复兴起来。®这时由于华人乡帮色彩逐渐转淡，为了方便统
筹统办起见，有些地方则数间小型学校，合并成一间较大型的华文学校。®

1946年时，光是马来亚半岛③的华校便已有1，105间，学生172,101人，教
员4,513名。®其复兴之快引人注意。⑩

®新加坡地区之华文学校:

华 文学校

1941 年 日治时期 1946年

学校间数 学生人数 学校间数 学生人数 学校间数 学生人数

370 38,000 21 2,543 125 46,699

资料来源：许云樵、蔡史君，《星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1984)，页
52。

③王品棠、徐柳常，〈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林水樣编，《文教事业论
集》（吉隆坡：雪兰義中华大会堂，1985),页27。

⑩日本於1945年8月投降之后，英国人又回到马来西亚恢复其殖民统治。这个时候，
在政治上，英人计划将海峡殖民地兰邦之一的新加坡分割出去，成为皇家殖民地
(CrownColony),榜城和马六甲与马来联邦及马来属邦合组成马来亚联合邦（Feder-
ation ofMalaya)。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于是新加坡和马来亚
联合邦成为两个政治单位。

③表一：1946-1957马来亚联合邦华校，学生及教员数字

年份 学校 学生 教员 年份 学校 学生 教员
1946 1,105 172,101 4,513 1952 1,203 239,356 6,057

1947 1,338 193,340 5,293 1953 1,214 250,881 6,748

1948 1，；364 189,230 5,337 1954 1,236 252,312 7,035

1949 1,338 202,769 5,493 1955 1,276 277,454 7,606

1950 1,319 216,465 6,245 1956 1,325 320,168 8,435

1951 1,171 206,343 6，：369 1957 1,347 391,667 9,663

资料来源：Federation ofMalaya, AnnualReportonEducation,Lumpur : 1946-1%7)
引自陈绿满，〈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林水樣、骆静山合编，《马来
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页309。

⑩陈绿満，〈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林水樣、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
页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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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恢复其殖民统治，战后之大英帝国，企图加

紧对殖民地之政治控制，一再调整其统治策略，除强调大英帝国对殖民地

之主权，®开始对新兴的马来±著政治势力作相当的让步，当1946年英殖

民地政府公布《白皮书》提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 Constitution)时，
拟定了新的教育政策，建议提供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及英文源流的免

费小学教育，而所有的学校都教授英文。@ 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后，一
个"统一的教育制度"的观念逐渐在马来亚地区形成，英殖民地政府继续

强调英国语文为国际语文，作为殖民地的官方语文。©在马来±著民族主文

高涨后，英殖民地政府逐渐改变其教育政策，对华文教育管制渐渐加强，

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与马来亚各邦统治者分别协商，于1946年2月颁布
《马来亚联邦方案白皮书》，将原英属马来亚作如下安排：原来马来联邦下之發震、
雪兰藍、森美兰及彭亨四邦与马来属邦下之玻璃市、吉兰丹、了加奴，吉打及柔佛
五邦，加上原海峡殖民地中的换柳惦及马六甲，组成马来亚联邦（MalayanUnion),
受英国保护，新加坡则另组殖民地政府，为英国之直辖殖民地。

由于马来亚联邦的构想，普遍受到该地区马来人、华人W及印裔人±皮对，几经各
方协商，英国于1947年7月发表新的提案，俗称为"马来亚联合邦方案"，其要点
为：原马来九邦（马来験邦之四邦及马来属邦之五邦）与巧椒巧、马六甲合成为马
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Malaya);联合邦设立行政会议，委员包括官派委员及非
官派委员，设立立法议会，议员包括官派议员25名，非官派议员50名，任期3年。
联合邦方案强调马来文之重要，马来人与永久居留於联合邦内之英籍人±及其子女，
自动成为公民，凡在联合邦出生，在过去12年中在当地继续居住11年，年达18
岁，或不在联合邦出生，在过去20年中，在当地居住15年；^1上并通晓英语或母语
(马来语），可申请公民权。

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1955年7月，联合邦正式举行第一届立
法议会选举，1957年8月31日，联合邦政府于吉隆坡宣布马来亚联合邦正式独立。

⑩陈绿渐，〈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页292;林水樣，〈独立前的华文教育〉，林
水该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1998),页232。

®马来亚联合邦于1941年2月成立之次年，联合邦政府成立一个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
(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负责提供有关教育政策及执行原则的
任务。该委员会于1950年提出报告，建议透过一个共同语文，也就是英文为主的教
育来建立一个马来亚国家新观念。送项建议不但受到华人的非议，而且也遭到马来
人激烈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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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付(华族成员为主的"马来亚共产觉游击队"，英殖民地政府于1948
年宣布进人紫急状态，镇压任何反政府的言论与行动，在这种情势下，殖
民地政府对华文学校的控制更加严格，英属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于1949年成

立中央教育洛询委员会，负责联合邦境内之教育政策之研究与制度，委员

会于次年5月，呈交第一份报告书。报告书建议马来亚国家之建立，必须
透过英文为主的小学教育制度来体现，而马来文亦可视作小学之教学媒

介。至于中学教育，则将全部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此项建议，受到马
来领袖之激烈反对；对主张"马来亚为马来人的"马来±著民族主义运动

者而言，此项建议，对马来文来说，是一大侮辱。③

由于华人和马来人都强烈表示反对1950年的教育报告书，联合巧政府

于是邀请5名欧籍人±及9名马来人组成委员会，负责研究有关马来文教
育实施可能面临的问题。这个委员会lil牛津大学的己恩（L.J. Barnes)为

首，因此所拟出之报告书即简称为《己恩报告书》（Barnes Report)。此份
报告书于1951年初发表，主张国家教育制度必须通过两种官方语言（英文

与马来文）®的国民学校，lil便培养一个共同的马来亚国家观念。在这种教
育制度中，降低了华文和淡米尔文的地位。检讨马来文教育的《己恩报告
书》，除了推荐有关马来文教育的建议之外，也建议国家教育制度，必须建
立在双种语言学校的基础上，(塑造将来能够同时掌握国内两种官方语文

的公民。在这种国民教育制度中，华文和淡米尔文都没有地位。非马来人

民族，被要求"放弃对本族语文狭隘的偏护"，便向更广泛的国家意识认

同。⑩

® Federation of Malaya, First Report ofthe Centra!Adviso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

(Council Paper No 29 of 1%0).

啜 Proceedings of(Ac F/rstFederalLegislative Counc/I^ Third Session,尤其是 Datuk Onn
Jaafar的演说。

® Reportof曲e Committee o打MabyEducation (Kuala Lumpur: Goverment Press, 1951),
pp. 75-7.

® Federation ofMalaya, Repo"oftJie Committee onMalayEducation (Council Paper No
23 of巧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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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抚华人社会，联合邦同时亦委托教育家方威廉（William Feim)吴
德耀（T.Y.Wu)调查马来亚地区之华文教育，《方吴报告书》除提出一些
改善华校现状之建议外，也呼吁殖民地政府及马来人，对教育应采宽大政

策。《方吴报告书》亦呼吁殖民地政府和马来亚人民采取较宽大自由的政
策，来建设国家教育制度及国家文化。它虽然没有指明华校必须被接纳为

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华人普遍的看法，即他

们的母语必须留在国家体制内。⑩《方吴报告书》相当受到华人欢迎，⑩这
份于1951年中发表的报告书，不但主张政府承认华文教育在马来亚地区的

教育体制中的地位，也建议政府协助其发展，使其成为马来亚国民教育的

一环；报告书指出，华人适合学习云种语文，也乐见多种语文所带给他们
的益处。报告书认为华人宁愿为需要而学习王种语文，而不愿只学一两种

语文（指英文及马来文）而将华文排除于教育体制之外的做法。®

由于《巴恩报告书》建议在马来亚地区，"废除各语文源流学校，而

采用英文与马来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型学校体制取代之。"®这份报告书发

表之后，华社大为震动，指为有消灭华文教育之意图，华校将无法生存，
华族传统文化及语言也将无法传承。华文学校教师于是筹組总会ua隹护华

文教育，马来亚华校教师会总、会遂于1951年口月25日正式成立。®

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为了综合两份报告书的意见，由中央教育谣询委员

会检讨己恩及吴方两报告书，并拟成报告。这份内容倾向於《己恩报告书》

®《方吴报告书》之英文全文，见 ReportofAM/ss/on invitedbytAeFederation Govern¬
ment to Study the Problem ofand the Education oftile Chinese in Malays : Chinese
SchoolsandtheEducation ofChineseMalayan (Kuala Lumpur : Council Paper No. 35,
1951).

⑩有关对《方吴报告书》之讨论，见宋哲淋，<一九五一年马华教育〉《教总33年》，
页304-8。

®王品棠、徐柳常，〈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林水樣编，《文教事业论
集》（吉隆坡：雪兰義中华大会堂，1985)，页27。

⑩ Reportofthe Committee onMa/ayEducation (Kuala Lumpur : Government Press, 1951)；
《教总33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7)，页855。

@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上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会，1988),页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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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书经立法议会委托一特别委员会，做成另一份新报告书，报告书虽
然表示，作为既存体制中重要的一部分，华校可无限期的存在。然而，
该委员会建议一种采用英语或巫语授课的国民学校制度。在此制度下，华
文和淡米尔文，只能被列为课程中的一项科目。国民学校将获提供免费教
育，加上更优良的设备，(确保大部分马来亚家长，最终都会选择将子女

送人国民学校就读。込份报告书很坚决地认为，只有透过多元种族学校，
并用单一媒介语——即英语或巫语，才能达致种族间的融洽和对国家的认

同。©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根据这份新的报告书制定了《1952年教育法令》。
它强调政府应开办国民学校，(巫语或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而华校及淡
米尔学校应受鼓励逐渐改为国民学校。华文及淡米尔文只各当成课程里的

一科，并且至少要有15名同一级学生的家长提出申请，教育部才会提供教
授这两个科目的方便。这便是马来亚独立前最受华人垢病和反对的报告书

与教育法令了。®

这份大体依据《己恩报告书》制定而成的《1952年教育法令》，确定
英文及马来文为教育媒介的原则，规定W设立国民学校为准则，将华文及
淡米尔文视为第=种语文，也就是将华文学校及淡米尔文学校，排除于政

府教育制度之外。©为持续其"马来化"的政策，殖民地政府更进一步实施
移民管制条例规定，所有华人，包括出生于马来亚地区的人，一旦回去中

国，就不能再进人马来亚。®同时，殖民地政府更规定华校教师之任用及课

本的采用，须获得当地教育局的批准。®

1953年11月，马来亚联合邦因透支而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研究

® Federation ofMalaya, Repo/toftheSelectCo/n/nitteeAppointedToRecommendLeg/s/a-
tion To CoverAllAspectsofEducationalPolicy /or tAe Federation ofMa/aya (Council
PaperNo 70 of 1952).

®《教总33年》，页45。

© Leg/st/atiyeCouncilPaperNo, 70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2)。

@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页55。

@ Straits Times^ September 4-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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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教育之开支问题，次年10月，特别委员会提出《1954年教育白皮书》，
白皮书指责华文及淡米尔文的学校水准低落，认为只有实行国民型教育制
度，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教育资源的浪费，W及提升其教育水准。®同时，政
府宣布，自1954年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文学校，接受津贴所建立教室，必须

登记为原来学校的"额外部份"，具有其本身的教、职员及帐目。©

在原英属马来亚争取自治的过程中，马来亚地区的部分华族，积极参与
当地的政治，代表华族的马华公会，与马来人的巫统及印裔淡米尔人的印

度国大党姐成联盟，在1955年立法议会的52席民选议员选举中获胜。@在
竞选过程中，华族代表与巫裔领袖东姑阿都拉曼达成协议，同意华文教育

与华文文化可得到保护。@这项选前的协议似未因"联盟"的选举获胜而落

实，新成立的"联盟政府"，成立一li(教育部长敦拉萨为首，包括5名马华

公会议员的委员会，经6个多月的调查，提出《拉萨报告书》，它提议政府
将小学分为两种，（一)(国语(马来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小学；（二英文、
华文或淡米尔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型小学。至于中学部份，则作"学校可

采用一种^>1上的教学媒介"的宣告，而未正面否决华文中学可[华文为

教学媒介。但拉萨报告书中却又明白建议，在华文学校中，英文及马来文

为必修科目。@19%年初，马来亚联合邦的初级教育文凭却(英文命题，同

⑩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页68。

⑩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巧的。此教育白皮书经立法会通过，成为法令，
建议改各方言学校为li(英文为教学媒介之国民学校，这项建议被华人社会视为消灭
华文教育的可怕方案，受到教总的激烈反对。见林连玉，《华文教育呼吁录》（吉
隆坡：林连玉基金会，19%)，页27-30。

⑩当时共有％位联邦立法议员，其中52位名为民选议贵。

⑩有关"马六甲会议"的经过及华族与马来族群领袖间的问题，参看林连玉，《风雨
十八年》上集，页107-18。林当时为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主席；另参看
《教总33年》，页360-4

風敦拉萨的教育报告书于1957年时，被新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纳入其教育政策，而其
对华文教育之建议成为教育法令，并由政府选择对华校不利的解释而加li(执行。柯
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页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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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规定华文中学的学生，必须等到高一时才能参加考试。©此外，教育主管
机关更函告各华文中学，如将华文中学改为"国民型中学"，可获得政府全
面津贴，教师亦可获与其他国民型学校相同的薪俸，但改为"国民型中学"
须遵循政府之规定，将宗教教育(回教教文)，国语(马来文)与英语完全依照
规定的课程讲授，中学修学年限也由6年改为5年。@

四、华人社会的反应
_

1946年至19%年间，为马来半岛积极争取独立之时，由于政治局势的
不断变化，教育政策亦随之频频修改，在此10年间，马来亚多份有关教育
的报告书和教育法令出现。有些报告书对华文教育有利，有些却对华文教
育造成威胁，殖民地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多采纳对华校不利的建议，
华文教育因而面临危机，为求华文教育的生存与发展，马来亚的华人社会

一再调整其策略。③

大战刚结束时，英殖民地政府为巩固其统治，对在大战期间协助盟军抗
日的华人社会表示友善，倡言在马来亚地区之各族群各自保存其文他资产，
互相学习尊重彼此之文化，因而殖民地政府采取多元种族语文政策。1946

年提学司芝±曼（Cheeseman)提出《教育政策白皮书》，其要点为：（一）
免费的小学教育，母语（巫、华、印、英）为教学媒介；（二）所有学校

将教授英文；（兰）男女教育，机会均等；（四）后期小学将包括英文

为媒介而兼授母语，或母语为媒介而兼授英文。®

马来±著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华人社会对政治的不够积极，使原来

固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巧78-9;《教总33年》，页386。

留）《教总33年》，页387-8。

③有关战后马来亚地区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在居留地之地位的主张，请参阅〈马来
亚联合邦华校董教及马华公会代表联席会议宣言> (1952年11月16日），收录于
林连玉，《华文教育呼吁录》，页7-口。

感 H. R. Cheeseman, "The Post-War Policy in Education inMalaya," The YearbookofEduca¬
tion, 1949 (London: Evans Brothers, 1949), p.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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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对境内各族群文化资产采宽大的"马来亚联邦"构想，转由强调马来
人特权的"马来亚联合邦"宪制所取代。又马共的武装叛乱，促使英殖民
地政府在宣布马来亚进人"紧急状态"后，也对华人社会改采岐视甚至敌

对的态度。殖民地政府为防止左倾份子利用华校宣传共产主义，乃对华文

学校严加管制。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成立"中央教育委员会"负责教育
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随著马来亚政制的变化，殖民地政府开始逐步拟定一
个统一的教育制度，1950年该委员会提出教育报告书，强调教育应打破民

族间之隔膜，其最理想之办法，就是通过一种共同语文（英文），因此政府

不再补助新设立之方言学校，亦停止方言学校之津贴。®此报告书一提出即
引起各方之反对，为安抚民必，政府当局遂邀请外国专家调查马来亚的教

育情况，并针对实际情形提出建议。1950年成立一个W调查马来亚学校的
教育设备是否齐全为目的的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马来亚前道民官员巴恩

(L. J. Barnes),另外又成立一个调查马来亚境内的华文教育，方威廉及吴
德耀负责的委员会。华人社会对联合邦于综合各委员会报告书后，制定之
《1952年教育法案》，甚表猜忌，认为该法令不但强调英、巫双语政策，且

有摧毁马来亚地区之华文教育的目的。®

面对华文教育可能遭到消灭的危机，马来亚联合邦各华文教师代表，于

1951年12月在吉隆坡召开全马华文学校教师会大会，并于12月25日正式

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为教总）。并于1952年9日

向联合政府呈递其对《己恩报告书》之书面意见。教总于其意见书中明白
表示：（一）教育之目的所使儿童在其环境中生活更为美满，而马来亚之
华人占息人口之一半，华人儿童在此环境中生活最切要之需用为其母语，

是(华文不能放弃必须继续发展。（二）华人文化为世界上最优秀文化之
一，联合国已定华语为国际语，华文在马来亚为半数人口所通用，苟被巧

風宋哲湘，〈1950年马华教育动态研讨〉（1951.1.1)，《教总33年》，页293。

翅当时担任马来西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主席的林连玉，警告关屯、华校前途之人±:

"即将提交殖民地立法会通过的教育法令，是华校的丧钟......"，见林连玉，《风雨十
八年》上集，页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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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将打击华人共存共荣之信必。（吉）华人之教育精神为"四海之内皆兄

弟也"，对于其他民族绝无损害，故对于华文教育无疑惧之必要。（四）马
来亚华人200馀万因华人教育薰陶之结果已成为优秀份子，此举对于现在
政府之统治有莫大贡献，对于将来之建设有莫大协助，政府应予重视。lil
及（五）过去马来亚之开拓华人有莫大之功绩，今后马来亚之建设华人尤
愿协助，华人乐于尽应尽之义务，尤乐于享受应享之权利，给予华文教育

与其他民族教育获平等发展之机会乃华人W为最明显之权利。®

教总成立后，著手编写马来亚地区华文学校所需之教科书，⑩W便改编
后之教科书可(符合马来亚地区之实际情形。为反对《巴恩报告书》对华
文教育之漠视，教总代表面谒英驻马副钦差大臣麦基里莱(Sir Donald C.

MeGillyray),力争华文教育之地位，代表告诉麦，"我们所争的是整个民
族的权利，并不是个人饭碗。"@ 1953年口月19日教总第兰届大会时，林
连玉(吉隆坡教师会主席身份出任教总主席，提出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的要

求。扱

为凝聚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之支持，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联合会总
会，联合各州之华校董事会及马华公会之"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组成
所谓"三大机构"，共同向联合邦政府争取华文教育在马来亚之"公平、合

理的权益与地位。"©雪兰義、森美吉、吉兰丹、榜城、马六甲、柔佛及露

霜等州之华校董事会，于1954年8月22日在吉隆坡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一致通过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成

⑩林连玉，《华文教育呼吁录》，页1-2。

⑩在教科书之编写时，确定史地课本中，中国部份占百分之五十。有关教科书之改编，

参看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上集，页31-43。

⑩林连玉基金会编，《族魂林连玉》（吉隆坡：林连玉基金会，1991),页30。

贷I 1952年副钦差大臣麦基里莱W华文不是官方语文，没有资格作为马来亚联合邦国民
教育的教学媒介，教总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之建议，开启了持续十多年争取华文
为官方语文的运动。见林连玉基金会.《族魂林连玉》，页31-2。

@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华光永耀》（吉隆坡：董总，1993)，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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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和发展民族教育的一个重要华团。"@

有鉴于华人社会对1952年教育法令之强力反对，殖民地政府于1954

年9月9日一次会议中，迅速连续作一读、二读及兰读，通过67号教育白

皮书，由于殖民地政府事前相当保密，白皮书内容于会前10天始密交议

员，教从报上获知白皮书内容后，尽速召开全体理事会，但全体理事会
议仍在立法会通过白皮书后两天始召开，由于白皮书已经立法通过成为法
令，教总由林连玉领衔，发表"反对改方言学校为国民学校宣言"，于10
月19日刊登于新马各华文报纸。教总对殖民地政府计划在华文学校开设英

文班的建议，深表猜忌，在宣言中呼吁全马华校之各董事会，拒绝"毁灭

华文的教育制度。"®教总之坚持，获得马华公会领袖陈顿禄的支持，陈明

白表示，"......马来亚政府有英文学校，巫人有巫人学校，华人有华人学校，

如果所有的华校都要变为英校，华人自己的教育到哪里去了？" @

虽然英驻马钦差大臣麦基里莱于10月20日发表"在任何环境下，中国

文化不会亡"的谈话，麦氏表示"在方言学校施行国民学校方式之教育，

乃适应马来亚新环境，并非要消灭华文。"@面对联合邦政府的辩解，教总
于10月25日发表"告各地教师公会、全马华校教师暨学生家长书"，明白

宣示其三大主张：（一）华文教育应与各民族教育平等；（二）举办初级免
费教育，各母语教授，非英文学校，列人英文为必修科；（三）占全马
人口半数的华人的应用语文一华语，应列为官方语文之一。同时呼吁全马

华校教师，学生家长于1955年殖民地首次普选时，对任何政党，或无党派

人±，凡同情教总上述主张者，予(支持。@全马来亚地区各华文学校之董

@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州年》上册，页5。

⑩林连玉，《华文教育呼吁家》，页26-30;《中国报》1954年10月19日；《教总33
年》，页48剪报。

远）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上集，页98;《教总33年》，页50;《中国报》，1954年
11月8日。

@《中国报》，1954年10月20日。

⑩《教总33年》，页49, 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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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亦在马来亚联合邦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领导下，表示对1954年教育白

皮书之猜忌，并于11月14日于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讨

论殖民地政府在华文小学，开设国民学校性质的英文班级的企图，代表大

会通过"坚决反对在华文学校开设国民学校性质之英文班"的决议案。@

英殖民地政府，除在教育法令上对华文教育予liU支视，更在教育经费的
运用上，企图影响华文教育的发展。自从1920年代W来的教育津贴制度，
对华文学校只作象征性的补助，虽然华人人口占马来亚联合邦总人口立分

之一 [上，@而华文学校之学生远超过英文学校，但其所受到的政府津贴则
远不及英、巫学校。12；[ 1955年为例，全马有英校学生178,644人，巫文学
校368,017人，华文学校277,454人，政府对各语言源流学校的津贴则分别

为：英校34,980,028元坊币，巫校32,056,987元执币，而华校只有17,390,

843元助币。@为鼓励各华校开设英文班级，殖民地政府提出对英文班全额

津贴的方案，◎此方案遭到华文教育界的激烈反对，殖民地政府只得宣布
1955年在雪兰藉州立学校开办国民型的班级（英文班级），在州教育局全力

动员下，只凑到27名学生，开办一年后只得停办。®

马来亚联合邦将于1955年7月举行第一次民选立法议员选举，为阻止

偏激之巫人政治首领拿督翁之执政，马华公会领袖陈顽禄于1月12日邀请
东姑阿都拉曼及伊斯迈等4巫统领袖与董总、教总、马华公会代表等16人

於其马六甲之寓所，对殖民地政府英文为马来亚共通语文政策作广泛性

⑩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化年》中册，页278。

⑩1957年时，在马来亚联合邦之630万人中，马来人占约二分之一，华人则占37%。
见杨建成，《华人与马来亚之建国》（台北：商务，1972)，页5。

⑩ Federation ofMalaya, Annua/Reporton Education, /9SS (Kuala Lumpur : Government
Press, 1955)；陈绿游，〈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页312。

© 1955年马来亚联合邦之教育经费预算中，计划在华文学校开设巧文班级250班，收
10,000名学生，其经费约为10,000,000元巧币，而其他26万多名华校学生的总津贴
只有525万元。见林连玉，《华文教育呼吁录》，页36。

©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上集，页105;《教总33年》，页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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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讨论，此次会谈，通称为"马六甲会谈"。教总于会谈开始时分发"会谈

书面谈话"，指责殖民地政府之英、巫两种语言为教学媒介之政策，事实上

只推广英语而将巫语与华语及淡米尔语皆视作方言。马来亚境内1，300间华
文学校皆由华人社会兴办，政府1955年预算中所提对于华校之15,000,000
元补助中，10,000,000元为华校开设英文班级之费用，对260,000名华文学

校学生仅有500馀万的补助，甚不合理。而华校所采用之课本，皆已改编
成适合马来亚背景之课本，用lit培养学生成为忠诚之马来亚人民，固而呼

吁"联盟"能尊重华族之语言与文化。®在会谈中，巫统领袖东姑阿都拉曼

除对华校课本的改编表示肯定外，答应"联盟"在执政後，除将全盘修改

1952年教育法令中不利华文教育的部分，并将增加对华文教育，每年2,
0()0,000元巧币之津贴，但要求教总在7月选举之前，不提华文列为官方语

文的要求。©然而，"联盟"的胜利⑩并未能真正改变华文教育在马来亚地

区的处境，因一切实权仍握在殖民地行政官员手中。® 1M6年8月殖民地政
府宣布名为"火炬运动"的适龄儿童总登记，据官方文告之宣布，登记时，
家长可代其子女选择所欲人学之学校类型，俾使政府可筹划未来师资训练

方针。由于ur住不少华人家长送子女进人英文学校就读，教总担如联合邦

政府之措施将造成许多华人父母登记其子女愿就读英文之事实，打击华人

"爱读母语母文"的政治主张，@各地华人社会在"王大机构"指导下，成

@书面谈话之全文，见《教总33年》，页360。

®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上集，页109-10；马六甲会议记录全文见《教总33年》，
页361-2。

⑩1955年7月马来亚立法会实行非官派议员全部民选，"联盟"于52席中获得51
席，巫统领袖东姑阿都拉曼成为首席部长。

⑩在教总一再催促下，东姑于口月7日立法会致词公开表示，他已答应教总增加华文
学校津贴2,000,000元之要求。但在教育部中担任提学司的殖民地官员培恩（E.M.F.
Payne)阻挽下，该项津贴并未拨交华文学校。见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上集，页
117。

⑩华文教育工作者对政府之猜忌，固因殖民地官员在二次大战后一再打压华文有关，
亦因"火炬运动"百分之九十的适岁学童登记站设在英文学校而引起相关的猜想。
见《教总33年》，巧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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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协助政府登记适龄学童工作委员会"，深人民间，呼吁华人家长送子女
进华文学校就读，发出"华人读华文"的运动，便向政府争取开办更多

华文班级。在服务队努力下，华人学童登记愿就读华校者几达百分之百。®

在殖民地政府歧视与打压下，马来亚地区的华文小学，由于受到华族的
积极支持，在1947至1957年间，持续吸引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华人小学生

前往就读。®为反对新政府的不平等待遇(及维护华文教育在马来亚地区的
生存权，华校教师公会首先于1%6年底拒绝参加英文出题的教师资格考

试。®次年2月，马华中央教育委员会顾问兼答株巴辖华侨中学校长严元
章，更于《星洲日报》发表表达华人不满情绪的文章，拌击联盟政府并未
执行《拉萨报告书》及其他有关华文教育的相关法令。同时，严文中更指
出联盟政府(马来文为"国民学校"为教学媒介是一项政治准则而非文化

准则。®

五、讨论

英国开发马来亚近200年，英殖民地政府凭藉其行政上相当有效率的

机构与官员，逐步扩大其殖民统治之范围，同时引人刻苦耐劳之华人协助

其开发，二次大战之前，虽曾因"华侨民族主义"之兴起，对华人之教育
加予监控，对巫人之教育加予鼓励，但为巩固其殖民统治，只将英文教育
纳入其正式之教育体系之内，培养当地菁英，效忠英国。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不久，日本占领马来亚，实行铁腕统治，许多华人遭到杀害，整个华人
社会被迫作巨额献金，华人之各项反日活动，包括抗日游击队的组织，在

⑩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华光永耀》，页9;《教怠33年》，页389。

⑩《教总33年》，页900。

⑩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页81-2。

®许苏吾，《新嘉坡华侨教育全貌》，页143-5;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页
81-2；《教总33年》，页385；马来亚联合邦於1962年9月宣布永远禁止严元章进
人联合邦，见《教总33年》，页102影印之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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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期间，从未间断，此种深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活动，战后初期虽曾为重
返马来亚之英军赞许，但随伴而来，lit马来亚为其政治活动舞台的活跃份
子，在与英殖民地政府发生冲突后，"马来亚共产觉游击队"面貌出现，
对英国殖民统治造成严重威胁，促使英殖民地政府放弃原来(鼓励马来亚
境内各族群之母语教育，及宽大公民权政策看待各族群，尤其华族的"马
来亚联邦"构想，进而为平定马共叛变，压制华文教育，紧缩对华人公民
权之授予，华文教育对居住于马来亚地区，且占境内怠人口兰分之一li(上
的许多华人而言，却为一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但对英殖民地
统治下的马来亚联合邦而言，却成为一政治威胁，1955年时，负责联合邦
教育决策的威菲（L.D. Whitfield)©便曾明白表示，"如果多教英文，少教
中文，共产思想难在华文中学滋长，亦可避免共产觉分子之渗人。"@马来

亚联合邦政府对华文之歧见虽经华文教育者一再驳斥，积极消灭共党势力
的殖民地官员似乎未能接受此种观点。为迁就境内马来±著民族主义者的

主张，将巫文与英文并列为殖民地教育体制内之教学媒介语文。送种语文

政策，虽只短暂满足马来止著民族主义运动者的情绪，但却将华文在马来

亚建国过程中排除于官方语文之外，加上联合邦之英殖民地官员将华文教

育与马共活动挂钩，©使华文教育成为政治问题，而新兴的马来王著民族主
文承继华文教育为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的观点，即使在"马六甲会谈"

时，巫统领袖虽一再表示同情与支持华人得享华文教育之权利，但为避免

种族极端偏激人±之攻击，而要求华文教育者在选举期间，不提华文为教

育体制内之教学媒介问题。大选後，联盟虽获胜而组阁，但英殖民地官员

仍可不顾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之公开宣告，及巫人教育部部长及华人

副部长之指示，搁置对华文学校之补助。英殖民地官员对华文教育之歧视，

⑩威菲氏自1951年3月起担任马来亚联合邦教育部之提学司（Director ofEducation),

1954年11月起曾代理教育部长，直到其于1955年退休为止。

@《中国报》，1955年2月2日，剪报附於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上集，页130。

風《中国报》，1955年2月16日ly大标题报导"联邦教育部刻与政治部会商，应付马
共第五纵队潜人（华文）学校活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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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日后华文教育在马来亚独立后遭到重大困难的主要潜因。

大战结束之初，英人所提"马来亚联邦"计划，除独尊英文外，对巫、
华、印立种语文教育一并容忍甚至鼓励，马3|e±著民族主义反对马来亚联

邦体制时，要求"马来亚是马来人的"，迫使英殖民地政府让步，将巫文

(马来文）列为官方语文，华侨民族主义此时却产生认同晋人联大安理会五

强之一的中国的政治意识，对当地之政治不够积极，@而^^1华人为主要成员
的马来亚共产党虽主张"和平、民主、独立"的政策，企图建立一个马来

亚民主共和国，®但与英殖民地政府发生直接之武装冲突，与英人决裂，马
来亚之华人社会在无一共同政治目标下，无法要求英殖民地政府及巫人政

治领袖接受"马来亚是马来人的"观点，塑造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

马来亚的机会因而消失，俟多数华人警觉其语言、文化面临消失危机，更

在中国大陆已由共党执政，英殖民地政府又采反共政策的两面挤压下，必
须长期居住于马来亚，认同马来亚时，再要求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授予"华

文"官方语文地位时，自然不易为英殖民地政府接受，而巫人政治领袖虽
对华人之语言、文化不甚排挤，但在争取其本身之语文成为官方语文时，
华人并未积极支持，俟巫文已为英殖民地政府接受为两种官方语文之一后，
巫人领袖为本身政治利益计，自然不易支持华文成为另一官方语文，因在

历史发展过程中，巫人领袖之下一目标将巫语为马来亚地区之"国语"。⑩

六、结语

华文教育在本地区之发展已近百年，在不妨碍其殖民统治情形下，英殖
民地政府采放任政策，任其自由发展，殖民地政府之态度固缘由于其统治
目的在经济之剥削，亦因其视华族移民为外来之短暂居留者而不愿负华族

⑩参看崔贵强，《星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页25-53。

⑩崔贵强，《星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页213-6。

⑩马来亚独立後，除宣布巫语为国语外，更于1967年宣布巫语为唯一官方语文，今曰
之马来亚大学内，除少数特殊课程外，皆U巫语为教学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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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教育之责任。1920年代开始之华人社会的政治活动，对殖民统治具挑

战性质，引起殖民地政府之监控，但因华人社会自成一生活体系，华文教
育继续发展。

中日间8年抗战之爆发，一面激发华人之民族主义，另面切断华侨回归
祖国之路1^：；[及子弟返乡升学之途，大战结束后，马来亚地区华人社会对战

争期间中断之华文教育需求殷切，而英殖民地政府独尊英文，宽容巫、华、

印之语文政策，在马来±著民族主义巧击下退让，华人社会此时因政治认

同立场分歧，坐让马来±著"马来亚为马来人的"口号得逞，造成英殖民
地政府在马来亚联合邦时期，采用英、巫并列为官方语文之政策，俟华人
社会警觉华人文字及文化面临消失危机，而多数华人必须长期居留马来亚，

视马来亚为"故乡"时，争取华文为马来亚地区官方语文，正式教育体系
中之教学媒介时，华族语文之存在与发展，在英殖民地政府及马来人必目

中，已成为一项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在未能接受马来亚为一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国家的情形下，华族面临重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