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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送篇论文切林连玉为主轴，讨论自1949年及1961年马来西亚华人教育
的运动。论文首先介绍林连玉的生平，接著论述教总在1949年成立后，林
连玉在为华文教育斗争上所扮演的角色，《应对不利华教之政策，包括华文
中学改制风波。在与官方互动过程中，本文也讨论了他与政党间的互动，W
为华教的发展争取最大的空间。他为华教的斗争，是为了缔造民主及多元的
马来西亚，为平等和正义而持坚定不移的信念。论文的最盾似"族魂"林连
玉的影响为结束，阐述林连玉的当代精神意义。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也e life and work of Lim Lian Geok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between 1949 and 1961. After an introduction of the pers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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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清撞博i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历史系。E-mail: chinghwang.yen@adelaide.edu.au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07



36 颠清渔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e period following the founding of the Federation of Teachers
in 1949 and the role of Lim in championing the cause ofChinese educ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unfavourable official policies, including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of
reforming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Other than examining Lim's work vis-k-vis the
government, the paper also deals with his relations with political parties and his
attempts to fight for more rights for Chinese education. His campaign for the sake of
Chinese education is seen as an attempt to create a democratic and diversified Malaysia
in his unwavering pursuit for equality and justice. The final section of the paper refers
to Lim's influence as the "soul"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o reflect upon the spirit
of his work in the present-day context.

(一）林连玉：其人其事

林连玉，又名采居，于1901年出生在中国福建省永春州逢壶西昌

乡。1他家有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第二。他的长兄早荡，所也要负起
长子的沉重责任（林多才1995: 43)。6岁时进人当地私塾，7岁时在祖父

教导下瞻兰字经，和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和论语（林连玉2002: iv-v;吕风
〔整理〕1995:86)。1916年当他15岁时，就离乡背井到厦口中街永丰参行

当学徒。他勤奋好学，工作之余努力自修，而考人当时的集美师范学院，
该学院是由著名的侨领陈嘉庚在他的家乡同安县集美创办的。林连玉主修

中文和历史，4年后他师范毕业，名列前茅（林连玉2002: iv-v;吕风〔整
理〕1995: 86) 0

林连玉的性格和生涯深受家庭的影响。他出身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林

仁和父亲林慶扬是当地永春州的名±，[算术舆地著名。他的祖父是清

末的岁贡生，2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享有绳绅的地位，是一位令人称道的私
塾教师。他为人忠直厚道，为乡里所具重。当时永春州的官员对他敬重有

加（林连玉200比:190)。他父亲靠自修努力，精通数学和天文学，曾为全
国天文学会会员。他父亲又参与编纂永春县志。在当时，参与编纂永春县

志的人大都是当地饱学之± (林连玉l%6h: 1-3)。我们可推想，林连玉
的祖父曾经在清末考获秀才，但不能获得一官半职，只可W担任私塾教
师。他的父亲似乎没有任何功名，但在父亲的教导下自修学习，也教书
为生。当时，他祖父和父亲具有中国传统文人的高风亮节，那就是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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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耿直和忠义，这就铸成林连玉的忠直和见义勇为的性格。
当林连玉的父亲决定要把孩子送到厦0当学徒时，他也中必定感到非

常难受，因为这乖离书乡世家的传统。可是自1912年满清覆亡和民国建
立后，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迅速，在乡下教书谋生非常困难。幸亏在1917
年，也就是林连玉抵厦口的第二年，集美中学，集美师范和其他学院都纷
纷建立。3他採半工半读的方式考人集美师范学院，而他对中国文史具有
特别浓厚兴趣。校方免收学费又供膳宿使林连玉可无忧无虑地完成他的

学业。就是在这宁静和优美的环境中铸造他的性格和酷爱中华文化与教

育。集美是当时最先进的一所现代化中学，它的声誉不仅建立在良好的师
资，学生素质和现代化的设备，同时它有优良的校风。集美从中国各地聘
请优秀教师，收生严格，主要学生的成绩为录取的标准。集美标榜儒家
传统价值观的‘诚实’和‘毅力’。这反映在校训的‘诚’与‘毅’上。4
这传统价值也纳人校歌中，每当周一早晨学生集会时唱出。5集美校训的
‘诚’字可lil扩展它的意思包括务实和正义，而‘毅’则是有毅力并挑战

自己，也就是‘自强不息’的意思蛾诗农〔主编〕1998: 8)。像其他集美
学生一样，林连玉当然受到这校训的影响，并把它当作后为人处世的座
右铭。像许多民国时期的现代化中学，集美受到蔡元培所推行的新教育思
想的影响。蔡氏是著名教育家，民国初年出任教育部长，极力推行改革。
他所推行的‘国民的道德教育’，包括军国民主义，实用主义，国际主义

和唯美主义，对现代化的集美中学有深刻的影响。6集美尤其重视国民的
道德教育，它就是创造新中国的重要元素。集美的创办人兼校主陈嘉庚就
曾经大声疾呼教育是救国强种的有效工具。7集美中学当然具有这种精神，
强调道德教育（德育）的重要，而利用它来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当时集
美对学生的操行比学业还看得重要，老师也时时对学生的品行加考察和

鉴定。8与其他集美学生一样，林连玉免不了受到集美道德教育的影响，
这也帮助铸造他后成为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1924年当他23岁时，
林连玉经过5年的埋头苦读，毕业于集美师范，名列前茅。他的优越成绩
使校方聘用他为中文教师。

1927年是林连玉生命的转披点。该年，他离开集美到英属马来亚和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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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东印度（即现在的印尼）W追求他的教学生涯。9最初，他可能无意留

居东南亚，但由于中国和东南亚环境的变动使他改变主意。这决定影响他
(后一生所走的方向。促使他作这样重要决定的原因是1926年末集美闹

学潮。学生们因校长拒绝进行行政改革于该年11月罢课，从而导致学校

关闭。学生代表们向校主陈嘉庚诉求，要他出面干涉，但遭到拒绝。1°集
美关闭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陈嘉庚本身面临破产，因为当时胶价大幅

下滑，这影响集美的财政（Yong 1987: 64)。林连玉的暂时失业并非他作
那样重要决定的唯一理由。据说另一个原因是他想到新马劝陈嘉庚重开集

美让学子们可继续上学。根据林连玉本身的回忆，他受校长叶采真的委

托，带封私人信给陈嘉庚。在新加坡时他曾面谒陈氏劝他考虑重开集美
(林连玉2001h: 170, 194)。但是令人感到吊诡的是他没有再回到集美，而
他却在化功的爱大华的国民学校担任临时教师。一个月后，他离开爱大华
前往爪哇涧水。通过他父亲的一位学生的介绍，他在东爪哇获得一教职

(林连玉200化：170, 194)。另外一个使林连玉考虑留在东南亚的原因可能
是闽南地区政治衰败和不安定。自从1917年[后，当地的一批小军阀占

据闽南各地。他们为争夺地盘而发动无休止的战争，民不聊生。闽南的政
治动荡和社会不安定阻碍教育发展，前途堪忧。II林连玉可能觉得在军阀

的的统治下，在厦口教书并无多大前途。相对的当时东南亚华侨社会表现

出安定，教学生涯比较有前途；他也可成家立业。不管是什么理由，林
连玉的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生命和前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损失
就是马来亚的获得，那就是马来亚华社得到一位杰出的华文教育斗±。

从1927到1935年的8年间，林连玉在东南亚与中国的教书生涯显得

非常不稳定。他初在化助爱大华当一个月的临时教员，数年在东爪哇的任
抹辑，6个月在吧生和两年在加影；他于1930年代回返故乡永春为母奔丧
并在当地任教职一年。后来他又在厦口大同学校任职6个月一直到1935

年10月抵吉隆坡尊孔中学担任教职为止（林连玉2001h: 194-195;吕风

〔整理〕1995: %-87)。I2从1935年10月到1961年8月的漫长岁月，他仅

执尊孔中学文史教师一职，在他的教学生涯来说是非常稳定。他初获尊孔
教职其实是偶然的。他在小传中提到尊孔任职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朋友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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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多方敦促的结果。黄氏于1934年秋被委任为尊孔中学校长。"黄接任

后希望有一番作为，如提高学校声誉，聘请一批优秀教师。黄在任时大有
作为，不管有没有林连玉的协助，他充实图书馆，建科学馆和学生宿舍。
虽然黄任职期间不长，但在尊孔的校史上留下了一页。M

在尊孔的22年的教学生涯（这扣除了日本占领马来亚的3年零8个

月的时间），林连玉的形象是一位对中国文史有很深造诣和献身教育的老

师。他两次婉言谢绝尊孔董事部的邀请出任校长一职。1945年8月日本投

降后，百废待兴，董事部请他担任校长，遭他婉拒。但他却情愿担任校务
委员会主席，全盘负责尊孔复兴重办的事宜。1945年12月20日，尊孔中

学正式复办后，董事部再度邀他出掌尊孔，又遭婉拒（林连玉2001i:

193)。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他是一位成功和杰出的教师，他爱护学生，

对他们循循善诱(Yen〔unpublished manuscript〕: 31-32)。他可能受到孔子
的万世师表的影响，要做一位对教育有贡献的优秀老师，而非一位不断在
寻求和巩固本身权力的教育行政人员。在他整个教学生涯，不求名利权

势，只希望对华文教育有所贡献。其实，他非常看不起为富不仁和臭铜味
浓厚的商人，及那些品行低下的政治人物，他不屑与他们为伍（教总秘

书处编lW5b:82)。他不求闻达，对自己的普通教员的职位感到满意。作

为华文中学的一位普通教员，他可[自由发表对华文教育的意见，而不会

影响或伤害他所执教的机构。

(二）林连玉为华文教育的斗争

华文作者常喜欢"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概念来分析历史与

人物的关系。他们认为英雄是在一个特定历史环境下诞生的。然而，英雄

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历史的进程。"这种相依和互动的关系让我们来分析林

连玉为何成为不屈不挽的华文教育斗±，而最后成为许多马来西亚华人也

目中的族群英雄。1949年，林连玉才开始积极参与建立吉隆坡华校教师公
会。但是，组织教师公会的念头早在1946年6月间萌芽，也就是日本投
降后的十个月间（见吕风〔整理〕1995:88)。该年，两位华校教师意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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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身后萧条，这促使林连玉要建立教师公会的意念。在他的小传中，林
连玉提到这两件意外事。第一件，就是他尊孔的同事郑兼兰不幸去世，身
后萧条，董事部仅发给他的家人两个月的抚恤金。邦氏乃北京大学文学

±，教书尽职，他死后家人陷人贫困的深渊。另外一件事就是化切安顺华
文小学教师黄云河因贫病交迫，只得投水自杀，而他身后子女众多，喷频

待哺（林连玉200化175-176)。当然，林连玉要建立教师公会的主要动机，
是保障华校教师的权益并给予帮助，这就是组织现代的工会。当1949年
10月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成立时，林连玉出任秘书一职。当时马来亚的政
治局势变化迅速。一批(马来精英为首的马来民族主义者迅速顺起，他们
向英国殖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宪政改革及保障马来人的权益。他们也要
求对战后马来亚教育政策的制订有更大的发言权灯an 1997:46-49)。1949

年9月，马来亚联合邦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的成立表明政府推出新的干预
政策。1950年5月，该委员会提出扩张英语教育解决种族间的教育问题
(Tan 1997: 48-4%。在这之前，英殖民政府和日治时期的伙伴——马来亚

共产党——政治谈判破裂，导致全面的武装冲突，而政府于1948年宣布
进人紧急状态。为断绝马共的物资来源，政府把许多住在农村的华人迁移
到政府控制的新村，同时，华人对马来亚的忠诚受到质疑。w当时政府怀
疑许多华校教师是马共的支持者或同情者，而华文学校成为搜捕和关闭
的对象。17

面对日益加重的政治压力和每况愈下的形势，马来亚华文教育需要一

批具有大无畏精神的斗±来维护它的权益。林连玉和他的一些同僚就是挺
身而出，愿意牺牲自己为华文教育存亡而战斗的人±。像基督教传教±响
应上帝的召引（God’s call),林连玉响应时代的号召成为马来亚华文教育

和中华文化的维护者。他承继了祖父和父亲的坚贞不渝的立场和威武不屈

的态度，集奉W高道德标准和使命感使林连玉成为一位勇于战斗而令敌人
畏惧的斗±。1950年11月，林连玉被推选为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主席。

他的选任正合其时来面对华文教育的第一个大战斗，那就是1951年7月
颁布的《己恩教育报告书》(The BarnesReport) o 己恩为首的教育委员
会是1950年7月成立，主要是因为一批W拿督翁（Da扣kOnn bin Jaa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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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不满马来亚联合邦巫文教育现况而设的。但该委员

会的权限在于审查当时巫文教育的实况，并推荐如何改善和提高巫文教育

的程度。"大约在同一个时候，在新任马来亚联合邦英国最高专员葛尼爵
± (Sir Henry Gurney)的推荐下，另一个芬吴委员会（li(威廉芬和吴德耀
为首）设立调查华文教育现况。令人感到讽刺的就是这两个委员会几乎

同时在1951年中（即6和7月）提出他们的报告书。两者之间仅差一个

月。臣恩教育委员会有14名委员，马来人占9位，所W该会传达出马来

民族主义者的必声，那就是马来语文必须在将来独立的马来亚国扮演重要
的角色。其实，巴恩教育委员会超越它的权限推荐政府终止现行的民族语

文学校系统，并单一的‘国民学校’ (National School)取代。这新式的

小学只许采用巫语和英语为教学媒介，从而产生双语的学生，他们可进

人英语为教学媒介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Tan 1997:56-58)。

《巴恩教育报告书》首次‘国民学校’送个名词来描绘这新型的小

学，而它将成为马来亚建国的工具。该报告书推荐政府把所有的教育款项

用在国民学校身上，[期达到吸引民族语文学生的目的。该报告书没有给

华校和印校在新教育系统中任何地位。它相信那些把马来亚当作故乡的非

巫人应该放弃他们的语文教育，达到国家与社会的团结（Tan 1997: 58)。

另外一方面，芬吴教育委员会并没有当地华社的代表，该会主要是包括两

名外籍学者（英籍学者威廉芬博±和吴德耀博±)，他们所提出的建议与

《己恩教育报告书》有很大的差别。〈媒吴报告书》(Fenn-Wu民eport)于
1951年7月公布。报告书提醒政府在一个多元种族的马来亚，强迫国民只

学习一种或两种语言是危险的。虽然它支持所有学校应教授巫文和英文，

但在非巫校中应保存民族语言。芬吴二位教育家相信在多元种族的国家
中，‘分歧也可导致团结’。像英校和印校一样，华校的课程还欠缺马来

亚本王的内涵。这点政府应该加协助，于是〈煤吴报告书》建议政府协

助华校使它成为‘真正的马来亚学校’。使它们成为未来马来亚教育制度

中平等的伙伴。报告书并建议政府马上给华校增加200己仙的教育津贴

(Tan 1997: 58)。

这两个不同的报告书反映出当时两个对移民和他们教育的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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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恩报告书》反映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东南亚的外来移民应该
放弃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而接受同化和融人当地社会。这‘同化论’者的
观点受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欢迎和支持。但是，〈锐吴报告书》则反映当时
少数但较开明的观点，认为移民有权利保留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而慢慢融

人当地的主流社会。这所谓‘多元文化论’的观点受当时马来亚华社所认
可。1951年中颁布这两份报告书引发一场强烈的有关马来亚教育政策的公
开辩论。前者受到马来社会和舆论的支持，而后者则受到华人团体和报章
的赞赏。面对这两份具矛盾和冲突的教育报告书，英国驻马来亚最高专员
本身没有很强烈的看法，但稍为偏向支持前者。他在幕后企图向〈媒吴报
告书》的主要执笔人威廉芬博±施加压力，要芬氏修改报告书中的建议，
但不得要领（Tan 1997: 58-59)。

就是在华文教育面对空前危机的时刻，林连玉挺身而出来领导马来亚
华社反对《巴恩报告书》。如果《己恩报告书》顺利执行的话，马来亚的
华文教育将告死亡，而中华文化也将慢慢在这块王地上消失。林连玉知道

他所领导的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虽然举足轻重，但它不能动员全马的华文
教师，更谈不上争取全马华人各界的支持。在他的同僚马六甲的沈慕羽和
森美兰的吴泰山的支持下，林连玉在1951年8月召开一个全国华校教师
会议表达他们对《己恩报告书》的不满。自两份报告书发表后，制订新
教育政策的步伐快速进行。英国驻马最高专员葛尼爵±已表明态度支持
《己恩报告书》。他并设立一个特别教育委员会负责起草教育法案提交联
合邦立法议院通过。该委员会由司法部长任主席，委员来自王个政党，其
中有两个代表马来族群，它们是(拿督翁为首的马来亚独立党（The

Independence ofMalaya Party, IMP)和 (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巫统（The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而代表华族社群的是马华公
会，它的两位代表是李孝式（H.SJLee)和梁长龄（Leung Cheung Ling)
(Tan 1997: 60-61) o

1951年8月24和25日，马来亚九州的华校教师公会的30名代表在

吉隆坡福建会馆大礼堂集会，商讨如何集体反应两份已发表的教育报告
书。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己恩报告书》及其主张废除民族语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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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大会同意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华文教师组织，即马来亚华校教师联

合总会，并成立一个筹委会，委员包括模城的陈充恩(David Chen),吉隆
坡的林连玉和马六甲的沈慕羽（郑良树2001: 93-94；陆庭谕1987: 7-8)。

耳来亚华校教师联合总会（简称教总）于1951年口月24和25日在吉隆
坡正式宣告成立。大会接纳起草的章程及教总的成立宣言。该宣言强调全

体华校教师的共同愿望与目的，那就是决屯、维护华文教育，提倡和发扬中
华文化，[及照顾华校教师的切身利益。新接纳的总会章程采纳一个具有

高度灵活性的组织，就是由各州的教师公会轮流主办，负责召开每年一度

的年会，轮值区的主席为总会的当然主席(Tan 1997: 92; Tan 1992: 186)。
华校教师总会的成立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上的大事，它具有重大的历史

意义，因为它成为挥卫华文教育的堡垒，它也成为林连玉的权力基础，从
而他可发动抗拒殖民政府的不合理和高压的教育政策。

虽然林连玉在创办马来亚华校教师联合总会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如果我们认为他是唯一的创办人，那将会犯重大错误。林连玉声称在

1951年7月间由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发函其他各州16个华校教师公会的

代表聚集吉隆坡ta寸论如何反对《己恩报告书》，而这会议最终导致同年
口月的全国华校教师总会的成立。但是，他的亲密战友沈慕羽却声称他于

1950年在吉隆坡见林连玉，并向他建议建立一个全马性的教师联合会。在
林连玉的同意下，他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的名义发函邀请其他州的华校
教师公会代表汇集吉隆坡，这集会最终导致总会的成立。沈氏又宣称他是

总会章程的主要负责人（林连玉1%邸％-39;沈慕羽19%: 55)。林连玉
到底在教总创立过程中扮演多大角色的这个问题似乎已不是重要，因为自

总会成立起，他已鹏起为华校教师对教育问题的主要发言人，但他正式登
上教师总会会长的宝座却要等到1953年12月，那就是教总创办后的两

年。

华校教师的反对《己恩报告书》运动却成为他们反对1952年新教育

法令中对华文教育的不合理待遇。从教总成立（1951年12月）到新教育

法令的采纳（1952年11月）的大约一年间，林连玉除了积极反对《己恩
报告书》外，又企图影响特别教育委员会和它向立法议院提呈的建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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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24日，那就是教总成立的前一个月，林连玉代表吉隆坡华校

教师公会向特别委员会提呈一份备忘录反对《己恩报告书》中的‘国民学
校’的概念，并请求委员会把华文教育纳人国家教育系统。他炉列数项重

要理由，包括华裔子女对母语教育的需求，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

明之一，华文教育的和平及非侵略性的精神，华文教育和华人对马来亚建

国的贡献，华文可培养华人对马来亚的效忠，lil及在联合国的宪章下，
政府有义务保护和保存少数民族的文化等（林连玉1986a: 1-2) 0

1952年2月，教总主席陈充恩遇則身亡。当大家还是感到震惊和哀悼

的时候，林连玉在了品松的协助下，lil教总的名义于同年9月2日再度向

特别教育委员会提呈一份备忘录。从华人的眼光来看，备忘录是很有说服

力的。但是，它对特别委员会没有丝毫影响。因为该委贵会基本上已采纳

己恩报告书中的大部分建议。但是，当该委员会向立法议院提出报告时，
其中附加一条文，如果有15名父母要求校方让他们的子女学习华文或印

文，那该校就须开设华文或印文班。于是，立法议院一读通过该教育法

令，当时只有一位华籍议员黄伯才（Wong Pak Choy)表示对非英巫语文
的前途感到担优（Tan 1997: 62-63)。

在1953年12月林连玉正式出任教总主席之前，他已经成为华文教育

运动的实际领袖。他两次向特别教育委员会提呈备忘录的无结果使他了解

如果没有广大华人社会的支持，华校教师向政府提出的诉求是徒劳无功

的。于是，要有效的反对1952年的教育法令，他必须寻求华人社会的广

泛支持。在新教育法令由立法议院兰读通过的前夕，他负责召开一个全马

华校教师，董事和马华公会代表的联席会议。表面上会议是要讨论于1952

年政府宣布的华校教师津贴事宜；实际上，该会议要讨论的是该年11月

21曰将要出台的新教育法令的应对策略。该会议于11月9和10日在吉隆

坡举行，参加会议的70名代表中占多数的是华校教师。在两日的会议中，
激昂愤怒的教师代表纷纷发言，谴责将要出台的新教育法令。反而，把原
定的有关政府对华校教师津贴的议程变为次要（林连玉200化: 45-49)。会

议通过了兰项决议。第一，会议致函新任英国驻马来亚最高专员邓普勒将
军（General Templer)，向他表示决意反对教育法令草案。第二，发动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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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团签名反对教育法令草案。第兰，如果教育法令草案被立法会通

过，就再度召集全国性大会，继续反对。大会又授权林连玉起草宣言（林
连玉2001b: 54)，强烈反对‘国民学校’的建立，并强调华文学校教授母
语的权利。宣言中列出教授华文的理由。第一，根据教育理论，华人子弟

学习母语是最有效的。第二，学习华文是华族的权利。第兰，马来亚多元

种族的社会需要华文华语。第四，大多数华人有意愿要保留他们宝贵的文

化遗产（林连玉1986b: 8；教总1987a: 318-319)。这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的就是宣言重复教总在1951年11月24日向特别教育委员会所提呈备忘

录中的一些教授华文的理由。由于宣言的目的在于争取全体华社的支持，
林连玉在宣言中强调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及华族之间的紧密关系。他在

宣言中推出动人的标语，那就是‘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他提醒全体华人，

中华文化的保存有赖于华文教育的延续。他暗示如果华文教育沦亡，它将
导致族群认同的消失（林连玉l%6b: 8;教总1987: 318-319)。

林连玉在1953年12月成为教总主席和华文教育运动的领袖是环境和

个人品质所造成。1953年口月第兰届教总常年大会由轮值的吉隆坡华校
教师公会主办，作为该公会主席的林连玉也就是当然的教总主席。由于他
领导有方和杰出的表现，教总修改章程继续选他连任主席8年，一直到
1961年8月政府吊销他的教学执照为止。林连玉的蜗起部分是因为环境的

变迁。1952年教育法令草案在立法议院通过一读之后，华文教育面对日益

严峻的危机。同时教总也缺乏一位果敢的领袖来面对政府的压力。自

从1952年2月陈充恩被刺身亡后，教总就缺乏一位有口才和有活力的领

袖。W林连玉虽然不请英语，但他有雄辩之才，思路敏捷，洞察人微，更

重要的是他有坚强的斗志和具有为华文教育而牺牲的决如。林连玉的辩才

和他的无畏的反驳是著名的。1952年11月8日，当他代表教总与英国副
最高专员麦基理（Donald MacGillivary)辩论有关华文教育前途时，他词
锋锐利，驳得麦氏无法招架，这件事使林连玉声名大噪。W

从1953年12月到1961年12月林连玉任教总主席的8年间，教总是

当时华文教育运动的主轴，而林连玉是它的公认领袖。这8年可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4到1957；第二阶段从1958到1961年。前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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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1954年出台的教育白皮书和争取华文小学教育；后者则是为了华文

中学的存亡而战斗。在这8年期间，马来亚的政治形势和马华社会起了迅

速的变化。战后，马来亚进人了一个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的时

代，政党纷纷出现，它们积极准备马来亚的独立。同时，马来亚的华社也

经历激烈的变化。1949年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切断了来自大陆移民的来

源，但加速华社本地化的步伐。更多的华人把马来亚当成第一故乡，不再

认同中国或台湾，而他们也准备效忠这新兴的国家。21

当林连玉在1953年12月接任教总主席时，1952年的教育法令草案将

通过立法议院的兰读而将在1954年正式成为法律。这给林连玉一种紧逼

感，教总必须领导华社对新教育法令作坚决抗争。当1954年10月，执行

新教育法令的〈〈教育白皮书》{Education White Paper)通过立法议院的
兰读，就在通过接受白皮书之前，它的内容被泄露，刊登在华文报端，白

皮书对华文教育极端不利，华社哗然。林连玉见形势危急，他立刻采取行

动，召开教总执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并发出正式宣言公开反对白皮书。

但教育白皮书正式于10月7日通过立法议院的兰读而成为法律。由于通

讯的技术问题，教总的公开宣言于白皮书成为法律后的两天才在华文报章

登出。林连玉冒着很大的风险散发反法律的公开宣言，这可能召来牢狱之

灾。但他坚持到底作好坐牢的准备。当时他已交托好友福建会馆秘书邱腾

芳替他照顾妻子和养女的生活（林连玉2001c: 96) 0在落实1954年的教育

白皮书，殖民地政府采取一个‘蚕食’的策略，那就是逐步把华文小学变

成英文小学。政府在华文小学中开设立英文班，由政府出钱开办。教育局

向华校发出通知，要他们向政府申办这种英文班，1955年第一学期就须开

始。那些实行开办英文班的华校将受到奖赏。当这些由政府设置的英文班

在华校中增长时，华文科目就渐渐减少，于是，英文就慢慢取代华文作为

教学媒介。对当时华校校长和董事长来说，教育部的这项通令使他们陷人

进退两难的困境。如他们遵守这项通令，那么华校将慢慢死t;如他们违
令，他们将违法而被处分。林连玉了解局势的严重，他向当时马华公会的

会长陈顿禄求助。陈氏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吁华校当局暂时不必遵守教育局

的训令，直到事件待查清楚后再遵行。这项公开声明收到很好的效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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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华校向政府提出有关开设英文班的申请，截止日期自动失效（林连
玉2001c: 97-98)。第一个策略失败后，教育局继续出招，向一些特别选出

的华校施加压力。教育局训令华校视学官向被选中的华校的校长和董事长

施加压力，并‘威迫利诱’ （sti沈and carrot)的手段来来迫他们就范,

1^^期达到个别击破的目的。为应对政府的新策略，林连玉鼓励华校采取

‘拖延’的策略，消弥政府施加的压力。n林连玉的对策使政府在落实

教育白皮书时遭到挫折。

但是，这种‘拖延’的策略是被动的，它只是反应政府的策晦，而不

是解决华文小学的最终办法。差不多同一个时候，马来亚的政治变革步伐
迅速，英殖民地统治的时日已屈指可数。当时，巫统和马华为主要成员

的联盟政党不久将执政。其实，首次自治政府的选举将于1955年7月举
行，那将决定马来亚的政治前途。因此，华文小学的存亡不取决于英殖民

地的教育官员，而是由联盟的政治人物来决定。于是，华文教育的斗争应

该由教育移到政治领域。由于形势的需要，林连玉成为一位社会从政者
(communal politician),与马华公会的政治人物联手(达到维护华文教育的
目的。他对当时马华公会会长陈被禄真擎和诚恳的态度有很深刻的印象。

因而，他对华文教育的一些问题也信任陈的作法。K林连玉和他的一批亲

信开始了解华文教育问题不仅要在政治领域中寻求解决，而是要寻求政治

解决的至高点，那就是要保证华文教育永久的地位。他提出最终目标就是

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那就是新独立马来亚国的四种官方语文之一（包括
巫，华，英和印文）。为了要达到这崇島的目的，林连玉预备与马华公会

的领袖妥协，不惜承受他的一些亲密战友的批评。1954年4月，林连玉被

马华领袖说服，把华文教育的最高决策机构的中央教育委员会隶属于马华

公会，而非作为一个独立团体（林连玉2001g:63-65)。这妥协使他和他的
亲密同僚接受作为华社的代表与联盟政党展开一场大选前的政治协商会

议。该会议于1955年正月口日在马六甲陈被禄的府邸举行，历史上称为

‘马六甲会谈’。在会议上，林连玉代表华社与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取得

政治妥协，那就是林答应华社在大选前不提‘华文为官方语文’问题，而
东姑则代表联盟政党口头上答应执政后取消1952年的教育法令，并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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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学增加二百万元的津贴。24 ‘ 马六甲会谈’受到华文媒体的批评，认

为林连玉和他的同僚放弃了华社的基本诉求，那就是把华文列为官方语

文。u林连玉在官方语文的让步大大协助联盟，因为华社在竞选时没有对

联盟作出批评。因而联盟在1955年7月大选中大获全胜，在立法议院中
的52席中获得51席。

1955年民选联盟自治政府的成立给林连玉带来很大的期望。他希望新

政府能善待华文教育。在胜利的气氛下他表现出乐观和自信，相信新政府
会公平对待民族语言学校。在一个为新教育部长拿督阿都拉萨和副部长朱

运兴的庆祝会上，他表达希望新政府能够(民意为依归。同时他警告说如

政府没有与相关族群咨询而盲目制订强制性的教育政策，那将遭到该族群

的强烈反对。他也向新政府建议设立一个教育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巫，
华，印的教育人±，征求他们有关教育的意见（林连玉1986e: 58-59)。意

识到教育对政治的重要性，联盟政府上台后就成立一个教育评审委员会，

该会的14名委员由联盟政党中的巫，华，印籍党员选任。26委员会由教

育部长任主席，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评审现行的教育政策，并向政府
提出改革建议订an 1997: 165-166)。这个委员会主席拿督阿都拉萨命名

为‘拉萨委员会’ （Razak Committee)。虽然该委员会(巫籍委员占多数，
但它还能W务实和妥协的态度来处理民族语文教育问题。为了表示对华社

强烈要求的让步，它接受马华公会新任会长林苍佑医生（Dr. Lim Chong
Eu)的建议，把现有四个源流的小学纳人国民教育系统。该委员会在它的

报告书中强调小学教育的共同课程和内容问题，而非教学媒介的一律化。

但是，拉萨报告书却很清楚表明马来亚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创造一

个国家教育制度，而在这个制度下，各族儿童将接受W马来语为国语的教

授媒介。但该报告书并没有给一个确定的时间来实现这教育政策的最终目

标订an 1997: 170-172)。

从一个角度来看，〈姬萨报告书》的出台是林连玉领导的华文教育运

动的一项胜利，虽然这胜利并未全面。林连玉与它的同僚曾对联盟政府施
加少许压力。1955年7月，林连玉和教总副主席沙渊如女±致函自治政府

的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祝贺他的竞选胜利，同时也提醒他在竞选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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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诺言，那就是要重新评审现行的教育政策（林连玉lW6f: 55)。同年

10月，林氏率领代表谒见东姑敦促政府兑现诺言。身为^华公会中央教育
委员会委员，林通过这层关系发挥他对教育政策的影响i (吕风〔整理〕
1995: 89; Tan 1997: 167-170)。虽然林连玉敦促联盟自治政府兑现大选前的
诺言，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向联强施加更大的压力，提出列华文为官方语文
的问题。如果不是为了大局作想，那就是当联盟自治政府与英国政府谈判

独立的时候，马来亚各民族必须表现和谐共处，团结一致，他是可对官
方语文问题加强诉求的力度。但他相信国家的独立问题比华文为官方语文
问题来得重要。如果他不顾一切对语文问题不让步，那将使马来亚各民族

团结和谐的表象破裂。这将削弱联盟自治政府与英方谈判的本钱。他就是

诚擎地接受对方的曰头承诺而延迟对华文为官方语文地位的争取。
在林连玉为华文教育斗争的第二阶段中，他的目光和精力主要是放在

华文中学的生存问题。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后，政府出台的一连
串对华文教育不利的事件使林连玉感到极大的冲击和震惊。政府对华文教

育不利的动作最终表现在1961年出台的教育法案（1961 Education Act)。

该法案规定在国家教育系统下，所有中学都必须采用英巫两种官方语文中
的任何一种作为教学媒介语；同时，所有国民型中学必须为学生准备参加
W英巫为媒介语的公开考试灯an 2000: 243)。这个法案对华文中学的重大

冲击的有两方面：公开考试媒介语及限制超龄生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
直接影响华文中学的生存。在第一个问题上，如果华文中学要接受政府的

全部津贴而成为国民型中学，他们势必要接受政府的全部条件。在公开考
试语文的让步将增加英语教学的时间，而减少华文教授的科目，最终使
华校变质，成为英文或巫文中学。在第二个有关超龄生的问题，部分由于
社会经济的因素，另一方面因实行的留级制度（郑良树1998: 259)，华文
中学保留许多超龄生，如接受政府的规定将使学生减少，而学生的来源将
枯竭。林连玉了解问题的严重性而准备对抗这教育法案。他采取两个策
略:一方面政治手段向马华公会的领导层施力日压力；另一方面就是在董
教总的旗峽下争取全马华社的支持。"独立后，林连玉作为马华公会中央

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企图通过政治手段影响新教育部长佐哈里（Khir Joh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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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问题的让步，但不得要领。W当时的华文教育问题成为敏感的政治问

题，因而导致马华公会领导层的分裂。一个林苍佑医生和朱运兴为首的
马华领袖同情董教总对华文教育所采的立场，但另外一个[^>1陈修信和李孝
式为首的马华领袖对华文教育采取冷淡的态度，双方产生对立和冲突。
1958年3月，林苍佑医生获选为马华公会新会长，他极力替华文教育争取
应得的权利，华文教育前景似乎乐观。但在1959年马来亚大选的前夕，
林的领导地位被推翻，由陈修信取代。这使到董教总要求联盟政府对华文
中学问题让步的希望破灭。29同时也毁坏了林连玉与马华政治结盟的策
略。从此后，他再也没有在原定的政治架构下达到争取华文教育权益的
幻想。

林连玉在他的政治联盟策略失败前，他曾利用‘群众路线’作为他的
次要和补助的策略。他要向马华公会的领导层表明他对华文教育的立场并
非只代表华校教师和华校董事的观点，而是代表大部分华人的意见。他们
争取华文教育的斗争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为了本身的饭碗和权利，而是全
马华人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幕后推动一次全马华人社团代表大会。
1959年4月26日，口00名代表747华人注册社团在吉隆坡精武体育馆大
礼堂集会，集体表达他们对紧急华文教育问题的意见。大会通过一个重要

的议案，名为‘本邦华人对教育的总要求’。这议案包括下列四点。第一，
各民族教育均W母语母文为主要媒介，包括教学和考试的媒介语。第二，
各民族学校教育一律平等，包括财政津贴，教师薪金和训练。第兰，政府
应设立‘华文教育咨询委员会’由华文教育代表性机构派代表参加协助政

府解决有关华文教育诸问题。第四，请政府对目前华文中学津贴即行增加
一百己仙（教总1987b: 430; Tan 1997: 258)。全马华人社团代表大会成功

的召开加强林连玉在华文教育运动的领导地位；同时，在他与马华领袖交
涉时增加了他的政治资本，但非常不幸的是联盟政府并不重视他的影响

力。反之，政府认为这是华社发出颠覆政府的危险信号。

在这时候，林连玉也要跟华文教育运动内部敌人作激烈的斗争。送一

批人包括华文中学校长和董事长，他们认为接受政府的改制对他们的学校

是有利的。他们准备破坏华校的团结，而向政府低头。使林连玉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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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遗憾的是第一间华文中学接受改制的就是全马著名的钟灵中学。钟灵并
非中文程度闻名，而是它的双语制度。自从1923年1月该中学开办
来，就强调英语的学习。w自1931年陈充恩出任校长[来，钟灵就(它
的高英文水准闻名全马，它的英文程度可媳美英文中学。但不幸的就是
在1952年2月陈充恩因与国民党的亲密关系而被枪杀。这事件不仅震惊

整个华社，同时也剥夺了钟灵中学一位精明能干的行政人才。陈死后由汪
永年任代校长。他继承陈充恩的遗志，要把钟灵办为著名的双语中学。31

汪不顾华文教育运动最高的协调组织-马华公会的中央教育委员会-的劝
告，及钟灵学生的激烈反对，他毅然接受政府的全部津贴，把钟灵改为
国民型中学。32

促使汪永年脱阵的可能的原因包括政治环境的变化，维持钟灵的传
统，个人的野必和私人的利益。1980年陈绿満博± (Dr.TanLiokEe)曾
亲访汪氏，当他谈到钟灵改制时，汪说主要的原因是要把钟灵中学办为第
一流的双语中学，它的英文程度不输岛上最好和历史最悠久的検城自由中

学（Penang Free S油ool) 订an 1997: 218)。林连玉当时很不客气地谴责他
是出卖华文教育的叛徒。根据林连玉的解释，汪的行为主要是因为他想担

任钟灵的永久性的校长，而该职位的待遇等于教育部的高级官员，享受房

屋津贴和养老金；同时，他的薪金将从每月马币800元升到1，200元（林
连玉2001e: 180)。我们情不自禁地要追问汪永年接受改制的真正原因。无

可否认的汪有强烈的意愿要保留钟灵的优良传统。但是，当他在1952年2
月陈充恩遇刺后接任钟灵代理校长时，钟灵已经是华社公认的著名华文中

学之一，它从全马各地吸引不少优秀学生到钟灵就读。为何他需要和当地
最好的英文中学竞赛？虽然说接受政府的全部津贴可L山咸低校长和老师的

额外工作量，那就是要向华社筹集学校资金。但是钟灵像其他的华文中学
一样向社会筹款已驾轻就熟，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同时，学生们也同意交

多一些学费协助学校解决财政困难。汪永年在作这样一个重要决定时，

他一定会了解他的掉队举动会给华文教育带来恶劣的后果，其他一些华文

中学可能竞相效尤，最后可能导致华文教育的全盘崩溃。因此，很难使人
相信汪永年的动机纯粹出自利他主义（altruiism)而没有任何私人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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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或者，汪永年是一位机会主义者（opportunist),他看到马来亚政治
环境的改变对华文教育不利，如果要出来维护每况愈下的华文教育，钟灵

和他本身势必要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也可能觉得与政府作对是不智和毫无

效果的。但话得说回来，汪永年不是林连玉，他当然不会为了华文教育而

牺牲自己，他也不想成为华文教育的烈±。当陈充恩遇刺而汪永年接任为

校长时，他只是代理的性质，一个永久性校长和相等于高级官员的职位及

其丰厚的待遇当然对他有很大的诱惑。紧随着钟灵的后尘，另外两间华文

中学，那就是芙蓉的振华中学和昔加末的中华中学于1950年代末接受政

府的全部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Tan 1997: 245)。

对华文中学生存威胁更大的是政府对华文中学改制日益强硬的态度。

联盟政府觉察到华文教育是它建国的一个大障磅，于是对华文中学改制问

题坚持不让步。1959年联盟竞选胜利后，新任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
(Abdul Rahman Talib)于1960年2月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评审现行的教育政

策，他本身出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虽然委任兰名马华代表为委员，33但

没有任何华文教育界的代表。1960年8月出台的《达立报告书》{The
TalibReport)已经没有像1956年拉萨报告书的妥协态度。为了达到最终
国家的统一和融合，联盟政府准备打击华社的任何抗拒。政府态度的强硬

可能是政治形势改变的结果。在1M6年制订《拉萨报告书》的过程中，
马华中央教育委员会的观点受到具有势力的亲华文教育派（即林苍佑和朱

运兴为首）的重视，但到了 1959年中，对华文教育没有兴趣的陈修信派
在马华权力机构中聰起，这使到华文教育失去了政治影响力。同时，因为

马华在1959年的大选中受挫，它在联盟政府中失去讨价还价的力量。所

&U960年的〈化立报告书》重申政府所持的有关华校超龄生和公开考试
语文的立场。由于马华公会新领导层的支持，政府认为没有太大的问题来

落实华文中学的改制。

《达立报告书》颁布后的一年间，政府尽全力来争取华文中学改制。
在各州教育局和马华各州分会支持下，政府向华文中学董事部施加压力。

同时，身为达立委员会委员的马华领袖梁宇皋和翁錦麟（Ong Yoke Lin)
公开出来为〈化立报告书》辩护，声称政府无意消灭华文，相反的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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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它。这种似是而非的解释常在政府的宣传品和一些马华领袖的言论中

出现（郑良树1998:265)。对于华文中学校长来说，政府所答应改制的配
套是很具诱惑力的。对学生来说，他们可少交学费，并有较妊谋职和升
学的机会。对教师来说，他们有较高的薪金和职位保障，同时也不必操必

学校的财政问题灯an 1992: 191-192)。林连玉要对抗政府的‘利诱’策略
是非常艰巨的工作。虽然当时身为司法部长的梁宇皋对林所采的诬蔑行动
及政府要吊销他的教师执照和马来亚公民权的威胁，林连玉大无畏的

精神面对这个挑战，决定出来反对〈魅立报告书》。他宣称该报告书并非
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审批，而是一个新政策目的在消灭华文教育，它比1952

年英殖民地政府制订的教育法令更加恶劣（林连玉1986g: 90)。他指出
〈魅立报告书》违反〈〈拉萨报告书》中华文教育所获的规定。他强调华文
教育困境的关键在于官方语文问题，政府常官方语文的藉口来迫华文中
学改制。他认为问题最终解决办法及维护中华文化就是要争取华文为马

来亚的一种官方语文（林连玉19%g:92-93;教总1987c: 438)。
利用华文报章作为他向华人知识份子传达讯息的园地，林连玉接受政

府的挑战。他的顽强的战斗精神，坚定不移的意志，及对公理和正义具
有强烈信念，他不顾本身的安全和利益，出来战斗。在吉隆坡他与首相东
姑阿都拉曼的得力助手苏比(Mohamed Sophie Sheik Ibrahim)的访谈时，
他表示愿意为了维护华文教育而坐牢。M他声称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逐步
消灭华文教育，并呼吁广大的华族同胞要站稳立场，拒绝政府的条件。35

他站在道德的至高点，呼吁全体华族同胞出来挥卫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
不惜一切代价，即使没有其他选择，出来开办华文独立中学。他引叙马来
亚历史上华族先辈的披荆斩棘，努力拼搏和自力更生的精神。他强调这种
精神应该继承和发扬克服华文中学所面对的困难（林连玉1986c: 94-%)。

为了争取华社人±的全力支持，联盟政府在司法部长梁宇皋的领导下
企图解释它对华文教育的好意和照顾。这种论调在每个可利用的场合都传
达出来。36但是它的努力却遭到林连玉的阻烧。他不停地在报章上揭露政
府的真正动机。为了这个问题他与梁宇皋展开一场论战。但这论战后来变
成人身攻击。梁氏形容林连玉是位走江湖者（charlatan)，他极力反对〈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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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报告书》并非为了马来亚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他本身的私利，为了他

的牛油和面包着想。"相反的，林连玉对梁氏提出反击，谓梁是一位可耻

的汉奸，为了本身的荣华富贵而出卖华人的利益。38在1961年10月政府

的新教育法案《达立报告书》为基础）公布之前，政府因梁宇皋与林
连玉公开论战的失利，决定吊销林连玉的教师执照和他的公民权。1961年

8月12日，马来亚公民权注册总监发给林连玉一封通知书告诉他的公民权

将被吊销。一周后（8月19日），雪兰義州的教师注册官正式取消他的教

师执照。39政府对林连玉的高压手段收到杀一做百的效果，许多华文中学

的董事长在政治的压力下于1961年的最后两个月接受改制。于是，政府
在1962年正月公布它的政绩，在70间华文中学中，有54间接受改制为
国民型中学，而16间宣布为独立中学（郑良树1998:%7J68; Tan 1997:

table 7.1 and table 7.2)。

(三）林连玉与马来亚华人政治

林连玉不是一位专业的政治家，他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也不想靠政治

吃饭。即使在1950年代当他出任马华中央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时，他并

没有参加马华公会为会员。这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实现他的政治野如。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林连玉是一位政治活跃者和一位马来亚民族主义者。他

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实现他的教育目标。林氏具有一些政治理想，这些理想

是儒家道德主义，西方民主主义和左派政治理想的混合物。曾经受到儒家

经典的影响，他常带有儒家道德者的口吻，而[道德的眼光来衡量事件的

是非黑白。他认为华文教育的斗争是正义的行为，而为了华社的平等权利

而战斗阜责无旁贷。林连玉在一间现代化集美师范接受中等教育，他受到
现代西方思潮的影响；西方的民主理念如自由，平等和国民权利等都深深
印在他的脑海中。他曾经宣称平等是比生命来的重要，不平等勿宁死（林

连玉1986d:112;林连玉基金会编1989: 60)。我们没有证据可UU正明林连

玉曾读过马克斯和列宁的著作，但作为一个政治的活跃者，他相信群众的

力量，他也相信他可(把这力量汇集起来成为一股洪流支持他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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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林连玉不想成为一名专业的政治家，同时他对马华的一些政治领

袖也没有很高的评价。但是，由于形势的需要及华文教育问题已成为一
个炙手可热的政治问题，他于是成为一个业余的政治家。从这个角度看
来，他的业余政治活动是勉为其难的。也就是这样，他的业余的行为成为
他政治行动的最大弱点，也就是西方人常说的‘阿基里的脚跟’ (Achilles

heel)。除外，林连玉缺乏专业从政者的髙度警惕性。他也缺乏那些所谓
‘精明’政客的狡猎手段，不易中计而放弃基本要求。1955年‘马六甲会
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印证林连玉的政治弱点。1955年正月12日，一

个重要的会议在马六甲陈被禄的私邸召开。出席这会议的是联盟政党的代
表和马华公会中央教育委员会的代表，而马华中央教育委员会当时又是全

马华文教育问题决策的最高机构。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在于联盟政觉和全马

华社对华文教育问题的一次具有历史性的讨价还价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

将影响联盟执政后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当时东姑阿都拉曼是联盟代表的领
袖，而林连玉则是马华中央教育委员会的发言人。而陈硕禄的角色则是模
糊不清，一方面他是联盟政党中两个伙伴中的一位领导人，另一方面他又
是马华中央教育委员会的主席。林连玉当时全马华校教师总会主席兼马

华中央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发言。他从一篇准备好的文稿阐述教总
的立场。他宣称英殖民政府是华文教育的最大敌人，而向联盟政觉提出的

要求则较低调，认为马来亚华人有权利保留他们的语言与文化。在集体的
要求上，他代表教总要求将来的联盟政府提供给华校二百万元的津贴，同
时要求华文在将来独立马来亚列为官方第二语文。W

无可置疑的，东姑阿都拉曼和林连玉是这次重要会议的主角。作为一
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东姑很快地就答应将来他领导的联盟政府将拨二百
万元津贴给华校，但他一口拒绝华文为官方第二语文的要求。他提出最主
要的理由是当时的马来社会还没有达到一个可接受华文为一种官方语文
的成熟阶段，而这个政治敏感问题也常被他的政治对手拿督翁指责他出卖
马来人的利益。因此，这可能导致联盟在将要到来的大选一败涂地。"在

另一方面，林连玉对政治协商会议没有什么经验，容易中计，他准备妥协
而放弃华文为官方语文的诉求。他似乎被东姑的风度和诚挈的态度所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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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东姑忌请林连玉协助赢得将要到来的大选，并请他在W后的古个月间

不要公开提出官方语文的问题（当时大选将在1955年7月23日举行）。
林并没有和参与会议的其他代表商谈，而把这个重要决定权交给陈被禄。
当时陈是马华中央教育委员会的主席。根据林连玉本身的回忆，他认为官
方语文问题并非很快和很容易解决，所(他把决定权交给陈被禄作为一种
人情。作为联盟伙伴的领袖，陈被禄当然乐意赞成，并通过林连玉的日向
东姑保证在大选前不提华文为官方语文问题（林连玉2001d: 109-110)。虽

然林连玉尽力争取，东姑只是答应将来的联盟政府将重新评审1952年的
教育法令，但他没有给林连玉任何保证。‘马六甲会谈’的结果是巫统和
它的领袖东姑的胜利，而华社担保在大选前不提官方语文问题对联盟1955
年7月秒压倒性胜利有直接贡献。但是，林连玉对巫统要求的让步被华社
认为是一种失败。一份主要华文报章攻击他出卖教总的要求（林连玉
2001d:lll)。如果林连玉对官方语文问题有充分准备一个应对的策略，并
认清和坚持它的底线，那么，会谈的结果可能会有不同。

‘马六甲会谈’早成历史的一部分，事后我们再来评估这事件，林连
玉对官方语文问题的让步是一个巨大的策略错误。陈绿满博±非常正确地
下她的评语。她说："教总同意暂时不提官方语言问题被证明是一项代价
很高的让步。巫统领袖认为官方语文问题已经解决，.而教总的领袖们再没
有同样有利的机会敦促这个问题"灯an 1992: 189)。但应该指出的林连玉

是一位马来亚民族主义者，他相信独立问题是首要的，而独立是所有马来
亚人，不论种族，阶级和性别，所期待的。在1956年12月当林连玉向华
校教师解释为何教总还没有争取到华文为官方语文的地位时，他说："这
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原则是马来亚的独立。一切都要在独立的基础上来考
虑。也就是说我们所争取的可能危害到独立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最
大的容忍来处理这问题。你们要记得，我们的容忍是要实现马来亚的独
立，并不是投降"没有人会怀疑林连玉相信独立是比官方语文问题来
得重要的真诚，他把国家的利益放置在华社利益之上。他与另一位新马华
社领袖陈嘉庚不同，陈氏是著名的华侨领袖。"他的政治效忠的对象是中
国，但林连玉是一位马来亚华族的领袖，他的效忠对象是马来亚不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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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从1951年林连玉成为马来亚公民后，他多次强调马来亚对华族的

重要。他呼吁华人要把马来亚当作第一故乡，而不是大部分华人传统的观
念把马来亚当作第二故乡（陈绿滿2001: 37)。在1957年8月马来亚独立

前，许多华族领袖，尤其是那些受中文教育者，对本身的政治认同摇摆
不定。他们之中也有受到大陆共产觉政权或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招辣政策而

感到困惑。但林连玉对本身的政治认同是清澈和坚定的。他对海峡两岸的

政治没有兴趣，他的眼光是放在马来亚的前途。他认为马来亚华人和他们

的子孙会继续在这块±地生活下去，并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

林连玉不是专业政治家，但他有专业政治家的本能。他对当地的政治

有丰富的知识，有能力体察政治环境的变迁和辨别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

严格来说，林连玉并不符合玉慶武教授(Professor Wang Gungwu)所区分
的马来亚华族政治领袖的兰个类型。w他应该属于第四类，那就是现代工

会的领袖。他在中国出生，受华文教育。但他和许多具有中国情结的华族

领袖不同，他具有浓厚的本±认同并为马来亚利益而奋斗。更严格来说，

华校教师总会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式的工会保障教师的权益。林连玉的影响

力部分是他所代表的教总，部分是他在华社所建立起来的个人威望。林连
玉从‘马六甲会谈’所得到的经验(及1955年大选后联盟政府勉强兑现

所作承诺的态度，给他一种洞察力来更正确了解巫统和马华的联盟及华

人与马来人的政治关系。当时马来亚华族人口与马来人口相差无几，但大

部分的华人没有投票权。他们或者是对公民权这问题没有兴趣，或者是法

律上的阻碍，这包括那些在马来亚出生的华人。华人欠缺投票权是当时华

人政治最大的难题。根据他的统计，在1955年7月的大选中计有130万

选民，华籍选民只有14万，而马来选民超过100万。那就是华人的投票

权只有马来人投票权的八份之一（林连玉2001m: 1-2)。在票源方面，华人

和马来人相差悬殊，当然在一个新兴的民主马来亚，华人面对马来人挑战
时相对地站在劣势。

林连玉也了解有关华文教育永久性的解决胥视华人的政治力量。华人

投票率的改善将增加华人的政治实力，可替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争取应

得的地位。除这个考虑外，林也知道联盟自治政府正开始制订这新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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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宪法，向联盟自治政府和伦敦英殖民地当局表达全体华人对这重要公民

权问题的意见是必要的。所UI,林连玉在幕后推动于19%年4月27日在

吉隆坡召开的全马注册华人社团的大会。林连玉在幕后推动时，受到当时
雪兰藉中华大会堂、雪兰藉兰十六行团总会、化功中华大会堂及马六甲中

华商会的大力支持。加上他本身领导的华校教师总会的力量，他成功地召

开这个代表大部分华人注册社团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超过1，200名。45
在大会上，代表们(激动的必情发表他们对公民权的意见。最后，大会通
过四项重要的决议。第一，本地出生的成为当然公民；第二，侨居本邦连
续五年的有权申请为公民；第兰，各民族的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第四，
各民族的教育与文化平等，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林连玉2001m: 5)。

大会成立了一个15人的工作委员会推动公民权运动，这包括印发中英

文的大会宣言和决议100,000份，收集1，200代表的签名，[及印出中英
文的备忘录，分呈给联合国，英国殖民部和联盟自治政府。W

1956年华社召开的公民权大会是一个经过详细考虑的步骤。因为当时
英国政府所派的黎德宪政代表团（The Reid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已

于该年兰月抵马并作两个月旅行广泛收集民意。代表团的团长是黎德就
爵（Lord Reid),而代表团的任务是向团体和个人征集意见，备将来制

订马来亚宪法的参考。"林连玉和公民权大会的其他领袖们认为这是难逢

的机会向宪政代表团表达华社的集体意见。毫无疑问的林连玉在公民权大

会的召开和运作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幕后的发起人，他起草大会

宣言和鉴定备忘录的内容（林连玉2001g:2-12)。1957年2月，黎德代表
团发表了马来亚宪政报告书，它对全马华人和印度人对他们官方语文的诉
求表示同情。报告书建议在马来亚独立的十年内或较长的时间，除了马来

文作为国家语文外，华文，英文和淡米尔文应列为官方语文，这时间的长

短由马来亚国会来决定（Heng 1988: 228-229)。虽然我们没有证据显示代
表团的官方语文的观点直接受到公民权大会的影响，但是，当代表团访问
全马各地广收民意时，它一定不会忽略华社对这问题所发出的声音。

在这公民权的问题上，林连玉工会领袖的角色来玩这场政治游戏。

他毫无犹疑地利用他的影响力动员群众来支持他对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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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争取。但是，他坚持采取民主的方式，不赞成(暴力的手段来达到政

治目的。他只是利用华人注册社团作为政治压力西体向政觉和政府施压。
通过了他在华文媒体的人际关系，他利用华文报章来表达他的意见并对他

的政敌作出猛烈的评击。W但这些作为都符合现代民主程序，同时他的作
为也是从马来亚整体利益作出发点。他与同时代许多出生中国的老客华人
不同，他对马来亚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美好远景具有很深的洞
察力。自1951年他成为马来亚公民后，他不再效忠大陆或台湾。许多老

客华人有很深的中国情结，而有时他们无法在大陆和台湾之间作一选
择。49当林连玉把自己的前途和马来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时，他憧憬着一

个独立和多元文化的马来亚国，在那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享有平等的权
利和义务，同时他们也可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他憧憬着多元文化
的马来亚是建筑在世界四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马来阿拉伯文

明和印度文明）精华的基础上。在他的一篇名为〈马来亚的精神〉文章

里，他设想四大文明精华的结合（即英人的民主精神，华人的刻苦耐劳的
精神，马来族的乐天知命及印族的善良）将铸造一个世界上最丰富和具有
活力的马来亚文化。W他的铸造一个民主和富强的多元种族马来亚的观念
是超时空的。

(四）林连玉对马来西亚华社的影响

林连玉在1985年口月18日逝世，享年85岁。同一天，一个包括15

个主要华团代表的‘林连玉治丧委员会’成立，成员包括教总，董总和各

州中华大会堂，而林连玉的灵柩停放在雪兰蕃中华大会堂供华社人±膽
仰。12月21日，他的灵柩被护送到福建文山安葬，执纯者超过万人，排
满街道达五公里长（吕风〔整理〕1995:94)。执沸群众之多是历来少见，

送证明林连玉是马来亚华社最孚重望的领袖。林连玉没有巨大的财富，也

没有政治权势，但他死后赢得千千万万华人的景仰。他们尊敬和崇拜他是
因为他为华文教育斗争的不屈不挽的精神，他的坚定不移的立场，[及不

畏强暴的态度，为马来亚华人的平等和正义而斗争。就因为如此，他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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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尊为马来亚华族的‘族魂’，而他的精神被冠为‘林连玉精神’。根据有

关‘林连玉精神’的一个解释，这精神可通过五个层面来解读。第一层

面就是国家及人民关系的层面，那就是他极力支持马来亚的独立，民族的

和谐共处，团结和有爱如，相互容忍与协助，共存共荣。第二层面是从民
族权益的观点来看，那就是保护少数族群的教育和文化，无畏的斗争与自
我牺牲的精神。第王层面是民族文化建设的观点来看，那就是不计名利，
敬业乐业的精神，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第四层面是从组织的观点来看，
它强调依赖组织的力量，利用人才，团体和自力更生的精神。最后一个层
面就是从小我观点出发，要自我教育，自我发展，及注重时事。不应该

自私自利，自我中必，但需要关如社会的福祉，支持正义和做好榜样（林
连玉基金会编2001: 8)。很明显的，‘林连玉精神’脱胎于‘中华民族精

神’，而它是一个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马来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一种
‘中华民族精神’。

我们回顾往事，联盟政府递夺林连玉的教师执照和马来亚公民权的打

压行为是一个历史的错误。虽然它收到短期的杀一做百的效果，使政府的
一些批评者沉默，但它不能恐吓整个华社为本身的权益与正义而斗争。事

实上，政府的打压行动使林连玉成为华文教育的烈±，华族的英雄。对林

连玉的大无畏和战斗精神无比的崇敬和同情使他身后被圣化。同时，华社
也获得一个有效的武器，那就是‘林连玉精神’，它可续为华文教育
和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生存和发展而斗争。

在15个主要华团的领导下，圣化林连玉的步伐在他埋葬后就开始了。
一个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很快就成立了。他们趁马来亚各地华人举行‘林连

玉先生追悼会’ 51的时刻发动筹款，在一年内筹得马币一百万元。在相当

财力的支持下，林连玉基金可展开一系列的活动来圣化林连玉。自1987

年起，林连玉的忌日（口月18日）被定为‘华教节’。该日，华人社团代

表集合在吉隆坡福建义山林连玉坟前举行公祭。自1988年起，与庆祝

‘华教节’的同时，颁发‘林连玉精神奖’。这奖是颁给那些对华文教育和
中华文化有功的团体和个人。这项荣誉将鼓励团体或个人贡献出维护华教
和中华文化的力量。自1991年起，林连玉基金又设立了 ‘林连玉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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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倡有关华文教育，中华文化，L：;[及华人经济和政治的课题，国际和国

内知名学者被邀请发表专题演讲。1992年8月9日，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得

奖人杨振宁教授发表‘中西教育的比较’的演讲。接着于1994年12月18

日，另一名著名的诺贝尔化学得奖人李远哲教授受邀发表‘二十一世纪的

教育改革’的演讲（教总秘书处编1995a: 102-103)。

但是‘林连玉基金会’最主要的一项活动是收集林连玉生前的著作，

出版林连玉全集。在他去世之前林连玉没有把大部分有关华文教育的文章

收集出版，主要的原因是怕引起一些法律上的纠纷。‘林连玉基金会’负

责人认为这些宝贵的文字记录应该保存下来留给后世。从1986到1994的

8年间，最少有17项有关林连玉的著作出版。其中记载有关华文教育斗争
的重要著作如19%年出版的《华文教育呼吁录〉〉，1988年出版的〈讽雨十

八年，上集》和1990年出版的〈讽雨十八年，下獻。这兰本书构成研究

林连玉的主要参考资料。它们保存了华文教育运动的宝贵纪录。同时，它
们也加强林连玉作为华教斗±的地位。《林梁公案》和《林连玉公民权

案》分别在1988到1989年出版。前者是有关林连玉和梁宇皋的有关华文
教育的论战；后者是有关林连玉公民权被递夺后，他请律师与政府诉讼的
史实。送两本书的出版肯定林连玉的不畏强暴斗±和华文教育烈±的地

位，[及保证他在华社占有圣者的地位。这些著作广泛在华社流传，而继

续激励更多华人参加维护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行列。
林连玉的功绩激励了他的同僚，学生和那些认为华文教育应该在马来

西亚占有应得地位的人±，他们紧随着他的脚步前进。1960和1970年代，
华文教育经历艰辛困难，但还是不屈不挽为了生存而奋斗。自1973年，
董教总行列中出现一批新领袖出来领导华文教育运动，掀起了一场轰轰烈

烈的‘华文独中复兴运动’，华文教育就像火凤凰一样在火中重生。为了

要搔救学生日益减少的华文独立中学，在化功董总主席胡万锋的领导下掀

起一股自强运动的热潮。这运动的焦点在于华文独立中学的财政与结构的

改革。在华社的支持下，复兴运动成功地筹集巨款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兴
建校舍，提高学生的语文与学术程度，并为独中生谋求出国升学和就业的

道路。52华文独中自强运动的成功使华文教育再度成为华人子弟的一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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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选择。但值得指出的是华文独立中学的概念是源自1961年3月16日林
连玉的谈话。在面对政府强大压力迫使华文中学改制的时刻，林连玉曾大
声疾呼华社放弃政府的财政津贴，创办华文独立中学，走自力更生的道
路。他强调在老师，董事，家长和社会热必人±的合作下，华文独中是可
(生存的（林连玉1986c: 94-96)。他的言论和独中自力更生的理念当然影

响着新的一代。复兴运动的领袖胡万锋坦诚地承认，1955年他在钟灵中学
念书为华文教育而闹学潮时，他也是间接受林连玉的影响，后来他liU比执
董总主席的身份出来领导独中复兴运动是受到林连玉精神的感召。53

(五）结论

林连玉是马来西亚的一位伟大华文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民族主义

者。他的功绩应该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写下一页。他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的生存而斗争的史实支撐了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在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
文化的国度里，各族群应享受平等的权利。政府采高压手段剥夺他的教师
执照和公民权却无屯、地助他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烈±和华族的英雄。
他的为族群的平等和权利而战斗的大无畏精神和他的自力更生的理念支持
着华社继续为华文教育争取平等和正义而战。他对马来西亚华社的影响是
深巨和长远的。

林连玉的贡献是超越华人族群的界线。他在马来西亚创建一个现代

化，民主，和工业化的富强国家的过程中作出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在马来
亚独立的六年前，也就是1951年9月林连玉取得马来亚公民权时，他间
接协助许多华人把他们效忠的对象从中国转移到马来亚。在宏观的历史框
架下，他为华文教育的斗争保存了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使它成为在中国
大陆和台湾外的最好华文教育系统。如果没有林连玉的贡献和他的精
神，马来西亚大部分的华文教育可能已被摧毁，而华裔马来西亚人的中文
程度将大大降低。近年来，中文（华文）已顺起为亚洲除英文外的第二
重要商业语文，华文教育因此在马来西亚极力争取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
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当中国鹏起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UjI及它的影响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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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东南亚，同时马来西亚与中国建立密切的经贸关系时，那些很好掌握华
文和熟悉中华文化的华裔马来西亚人，可^>1在发展马中经济关系中作出重

大的贡献，他们将成为马中商业贸易关系，(及将来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
区关系的桥梁。

注释

1 在清朝巧时候，永春的行政地位是州，到民国时永春才改为县。
2 这个头衔是颁地方名壬。见Chong-li Chang 1955: 28。
3 有关1917年陈嘉庚创办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巧史实，见陈嘉庚1993: 13。

4 据报道集美的校训诚毅两字是陈嘉庚和他的弟弟陈敬賢于1918年所题。见洪诗
农（主编）1998:书前的图片页。

5 有关集美的校歌，化见同上书图片页。
6 有关蔡元培在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见李桂林（编著）1989:354-355。
7 见 Yen Ching-hwang 2002: 206；也见同篇文章载 Michael W. Chamey, Brenda S.A.

Yeoh and Tong Chee 拉ong (eds.) 2003: 135。杨进发编著 1980: %-27。
8 见〈操行考察〉，选自集美周报，第56和57期，载洪诗农（主编）1998:24-25。
9 在林连玉的一里著作前页所附加的〈林连玉先生生平年表〉把林连玉南来的年份

放在1925年，而吕风和郑良树都把南来马来亚的年代放在1927。在比较'研究之
下，1927年应该是比较接近史实。有关林连玉的一埋著作.，见《杂锦集》和
《华文教育呼吁录》:;.又见呂风（整理）1995: 86；郑良树1995:47。

10 见吕风（整理）1995:86;王增烟与余纲著1981: 110-111。.林连玉在他的小传中
提到当时集美学生因受民族主义的影响而作出过々的要求，所W导致罢课和学校
关闭。见林连玉200比:194。

11有关闽南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见周子峰2003: 232-240。
12 见林连玉200比；194-195;吕风（整理）1995:86-87。
13见〈尊孔中学校史〉，载郑良树，魏维贤（编著）1975年: 97。
14 黄于19%年夏辞职。同上注。
15 譬如曾任教总主席•的黄润岳就K这个概念来评论林连玉。见林连玉1963b:书前

页。
16 有关马来亚紧急状态的研究，见Richard Stubbs 1989。有关英殖民地政府建立新

村W控制乡村地区华人的研究，见Ray Nyce 1973; Francis Loh Kok Wah 1988;

Cheng Lim Keak 1976。
17 igs年12月，政府怀疑尊孔中学师生中有共产党的支持者，所W采取按捕行



64 颜清谨

动。见林连玉2001a: 24-29。
18 见Tan LiokEe 1997: 49-50。在这本书的第50页有一个小错误，那就是把巴恩委

员会成立的时间放在1951年7月25日，它应该是1950年7月25曰。
19陈充恩被刺后，模城华校教师公会的周曼沙出任代理主席，接着黎博文被选为巧

城华校教师公会的主席，于是他成为当然的教总主席。1952年12月教总的第二
次的常年会议中，怡保育才中学校长蔡任平，化就是主办第二届教息常年会议的
。比巧华校教师公会的主席就成为教息的当然主席。见TanLiokEe 1997:94。

20 有关这事件的详情，见林连玉1963a: 8-14。
21有关这个时期马新华社政治认同的改变，见崔贵强著1989;颜清遲2003: 7-8。

22举个例子来说，雪兰義州教育局的高官曾对万擦的互育华文小学施压。小学的校
长和董事长被召面谒教育局的王位高官，在场的还有当地的县.长和警官。他们被
威胁如果他们不遵从法令，学校的津贴将被递夺；但如他们遵照政府的意愿去
办，他们将受奖赏。当时互育的董事长是林龙颜，他曾在尊孔念书，是林连玉的
学生，所W向林连玉求救。而林就教他采用拖延策略。林连玉2001c: 99-104。

23林连玉在第二次全马华校教师，董事及马华公会代表会议时陈对华文教育所表现
的态度，印象深刻，该会议是于1953年4月在吉隆坡举行。

24 见林连玉2001d: 108-118。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

25在联盟对报界发表的文告说，林连玉和他的同係代表华校教师，听从他们的领袖
陈袖禄爵壬的劝告把华文为官方语文问题束之高阁。在联盟的记录化是如此记
载。但林连玉在他的回忆录中的记载则有少许出入。他说他只笞应在大选前的4:
个月间不提这问题。见林连玉200Id: 110-113。

26评审委员会有8名巫统会员，5名马华会员，和一名印度国大党的会员。
27这就是华校教师总会和华校董事会总会的简称。
28 林连玉对这次会议的失败，认为部分是由于马华公会文化组主任李润添（Y.T.

Lee)对教育问题的无知；部分归咎教育部华校总监督艾支敎（Philip Egerton)巧
操纵。林连玉200比: 36-37; Tan LiokEe 1997: 245-246。

29 据说，在1959年大选前，林苍佑曾向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提出两项重大要求。
第一，政府必须给华人在语文，学校和经济领域的平等待遇；第二，在将要举行

的大选，联盟应把104个竞选席位中的40席位分配给马华。见HengPekKoon
1988: 256。

30郑良树认为钟灵注重英文巧传统是早巧它的教务主任顾祥麟（顾因明）开始的。
顾的中英文造诣很深，曾把一本榜城历史由英文翻译成中文。见郑良树著2001:
393。

31有关1931年陈充恩出任钟灵中学校长一职，见钟男中学教贿简史，载郑良树，
魏维贤编著1975: 164。有关陈充恩把钟灵建为一间著名的双语中学，见TanLiok
Ee 1997: 21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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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这问题的一个很巧的分析，见同上注，页219-224。
33 这丑名代表是梁宇皋，王保尼与许金龙。他们对华文教育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对

华文教育的诉求也不表同情。
34 林连玉在1960年8月2日于吉隆坡告株律李旺记花园酒《与苏比作私人访谈，

该曰也就是《达立报告书》发表的前两天。政府可能在报告书发表之前向林连玉
施加压力使他改变立场，但林表示决不妥协。见林连玉20011: 70-73。

35 见林连玉于1960年11月5日在吉隆坡举行的董教总全国会议的讲话，载郑良树
编: 2003: 483屬。

% 梁宇皋在许多场合都在表达政府的讯息，包括1960年10月3日在怡保狮尾新村
马华分会成立四周年庆祝会上，1960年10月17日雪兰藉南化东顺西樵五邑会
馆联欢宴上，和1960年11月3日了加奴福建会馆洗尘宴会上。接着，在1961
年5月12 0安顺联盟群众大会上，1961年7月23日，在雪兰載梁氏联宗会欢迎
会上，1961年7月26日在新闻部主办太平教师座谈会上，及1961年8月11曰
在江沙公民座谈会上，他尽力替政府辩护。见林连玉基金会编lW8a: 57-123。

37 见有关梁宇皋在国会中发表的言论刊登在吉隆坡《中国报》1960年8月13曰，
重刊于林连玉基金会编19%a: 42-430

38 见林连玉1988:45-47;这篇声明也登在教总1987a: 439-440。
39 这两封通知书重刊于林连玉基金会编1989: 11-15。
40 有关此次会议的较好分析，见Tan LiokEe 1997: 155-160。有关会议的详情，见郑

良树2001: 273-293。
41 林连玉基金会编1988b: 132-133;此文件也收入教总1987a: 361-362。又见林连玉

200 Id: 109。

42 见林连玉于1M6年12月在教总常年大会上的演讲，载教总1987a: 181。

43南澳洲佛兰德斯大学历史系的杨进发博击形容陈嘉庚为传奇性的华侨领袖。见C.

F.Yong, Tan Kah-Kee 1987。
44 王教授所区分的吉个类型包括A型是那些出生在中国及与中国认同的领袖；B型

的领袖地位主要是建筑在他们的财富和他们在社团担任的职位；C型是那埋在当

地出生，受英文教育和认同马来至。见WangGungwu 1981: 173-200。
45当时每个社团可W派代表两名。根据这个数字来计算，参加会议的社团应该超过

550单位。林连玉2001m: 8。

46 见〈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代表大会争取公民权宣言，1956年4月27日〉，此文件重
刊于教总1987a: 373-374；化见林连玉2001n: 11-12。

47 代表团巧其他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巧W.J.McKell，印度的B，Malik，巴基斯坦的
Abdul Hamid,和英国的 Ivor Jennings。

48举一个例子来说，林大大称赞吉隆坡中国报记者宋哲湘，对他的无畏和公正的报
道大加赞赏，称他为‘华校教师之友’。见林连玉2001f: 22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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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有关中国情结和认同问题的讨论，见崔贵强著1990,尤其是第4, 8和9章。C.

I^Yong & R卫.McKenna 1990: 199-222。
50 见康如化（林连玉的笔名），林连玉1986i: 37-40。
51据记载，林连玉死后的7个月间，马来西亚各地举行了 27次追悼会，目P是从

1986年正月8日到7月口日。见林连玉追悼会一览表，刊教总秘书处编1995a:
98。

52有关‘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的详细记录，见华文独立中学发展工作委员会编
1976；周章峨 1996: 168-174。

53这里所谓林连玉精神是指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平等和权利而奋斗的精神。见胡万

锋1贩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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