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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 東南亞的國與家：
以馬來西亞為例

葉玉賢

小組討論：你，真的愛
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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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

� 你們全家是新住民家庭。你是土生土長的，爸爸是
台灣屏東人，媽媽則來自中國四川。今天很不巧
的，中國四川與屏東同時發生規模8.2的地震，一
個是自己在台灣的家，一個是媽媽的娘家。兩地的
「災後重建」迫在眉睫。如果在有限的時間與人力
之下，你（妳）只能選擇一個地方來進行救災工
作。身為父母的孩子的你（妳），會先選擇哪一
個？

假設二

� 妳是在台灣出生的，母親是菲律賓籍、父親是台灣人。妳的
好朋友則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她的父親則是高雄前鎮漁港
ＸＸ號的船長。妳跟她是從小到大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在妳
的家庭印象當中，菲律賓人是非常友善、單純的民族；妳也
因為身上留著半個菲律賓人的血液，相信自己的性格也是如
此。直到有一天，她父親的漁船與菲律賓漁船發生槍擊事
件，她的父親死於菲律賓船民的槍口，血染異鄉。她，妳的
好朋友，開始說菲律賓的不是、開始對菲律賓有極度厭惡的
偏見，甚至，認為妳不是「台灣人」，認為妳是「假台灣
人」，甚至認為妳就是「菲律賓人」。這時候的妳，妳該為
台灣護航，還是為菲律賓喊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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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

� 妳的爸爸是長期在越南投資茶葉生意的台商。雖
然小時候的耳濡目染與飲食習慣告訴妳「越南茶
才是好茶」，但妳的「台灣精神」仍告訴妳，台
灣茶才是頂級！假使有一天，妳繼承了妳爸爸的
事業，也開始熱衷茶葉貿易，妳會先選擇向國外
推廣台灣茶，還是選擇進口越南茶進軍國內市
場？

壹、他（她）們，為何來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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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們是誰？

� 華人？華僑？馬來西亞
人？馬來西亞華人？

� 來台的目的？For 
money? For fun? 還是
for honey?

� 他們跟我們的不同在哪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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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馬的「形成」跟
「成形」

ㄧ、馬來（西）亞怎麼
形成？

從黃明志的Negarakuku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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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統治過馬來亞的國家…

� 葡萄牙、荷蘭、英國、日
本…

� The British took control of 
Malacca from the Dutch under 
the Anglo-Dutch Treaty of 
1824.  The treaty was a 
respons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gapore as a highly 
successful port.

� The fishing village of 
Singapore was acquired from 
the Sultan of Johore in 1819 by 
Sir Thomas Stanford Raff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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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馬的成形：馬來
西亞政治（馬來政治）

1. 馬來西亞的政治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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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馬來西亞的國家體制

�聯邦？
�邦聯？
�聯合邦？
� Federation of 

Malaya, 
Federation of 
Malaysia

3. 大馬的行政劃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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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馬的行政劃分（2）

� 馬來西亞共有13州，每個州都有一個國王，稱為「蘇丹」
（Sultan）。The King (Yang di Pertuan Agong) is elected by 
and from among the nine for five years.

� 蘇丹有沒有權力？ The Kings powers include ceremony, 
religious duties, appointments and delay of legislation. In 1993, 
Mahatir was able to gain passage of legislation placing the 
sultans under the law.

� The Attorney Generals consent is required to bring charges 
against a sultan and special court must be conv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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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馬的公共政策怎麼立法？
� 大馬的立法政策是根據大英國協的西敏寺制度
（Westminster System）
� The P.M. must be a member of the lower house and command 

majority support.

� Lower house is composed of 219 members of which 199 seats are 
held by the BN (National Front).

� The upper house is composed of 70 members, 26 appointed by state
legislatures and 44 appointed by the king on recommendation of the 
P.M.

� The upper house is elected for 6 years; the lower house is elected for 
5 years unless parliament is dissolved so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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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來西亞的政黨權
力鬥爭

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

馬來人馬來人馬來人馬來人（（（（Orang Melayu））））
� 強烈的政治導向

� 在議會政治上有多數席
次。

� 最大黨是「巫統」
（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

� PAS, Pan 
Malayan/Malaysian Islamic 
party, headed by Arabic-
educated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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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可以參政嗎？

Chinese
� 在日侵時期，華人不得參
政。

� 二次戰後馬華公會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的成立。

� 華人政黨各黨鼎立：
MCA, Labour Party, 
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DAP, etc

� MCA remains the main 
Chinese party

四、“Malaysia, 
truly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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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元種族＝和平共存？

� 馬來至上（Orang
Melayu）

� 華人次之（Orang Hua
不等於Orang Cina）

� 淡米爾人（專指南印
度）

� 原住民（Orang Iban, 
Dayak, Ulu）

2、蔡明亮的《黑眼圈》眼中的
大馬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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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蔡明亮的《黑眼圈》說起

� 電影開拍前，我遇到一名年輕的相命
師，他認出我是一位導演，但並不知道
我要拍什麼，他竟然告訴我，在你的新
片裡，將會有一片黑色的水，那是一個
很深很深的記憶，當你找到它的時候，
你的電影就完成了（蔡明亮，2006）。

從蔡明亮的《黑眼圈》說
起：經濟、階層與種族

� 1. 美麗卻虛幻的大馬計畫
（Malaysia Plan）？

� 2. 馬來西亞社會的潘朵拉盒
子

� （1） 1969年「5。13種族
事件｣

（2）馬華之間存在已久
的色界（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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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再訪大馬的異想世界

一、我眼中的吉隆坡

二、吉隆坡的「兩棵玉蜀黍」

一、我眼中的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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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過去的吉隆坡

� “ 在正月或二月，帆船復再駛抵檳榔嶼。一般預期的顧
客，更爭先恐後地湧上船替“ 新客” 贖身。如果是一名工
頭、裁縫師、金匠或木匠，每名付價10元至15元，苦力價
值6元至10元；至於有病的苦力，只值3、4元或更少。被
贖出的“ 新客” ，同意替僱主工作1年，每人每月的衣食費
用為2元至4元。…假如一位“ 新客” 未被贖出，便被看守
在船上或一家倉庫內，直到顧客成交為止。他們的待遇都
是不良的。”

(Purcell, 1966)

1. 過去的吉隆坡：賣豬仔的華人開始上
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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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過去的吉隆坡：賣豬仔的華人開
始上岸了…

� 從「中國人｣到「華人｣：一趟從巴生河（Sungai Klang）河
口遷徙到吉隆坡的賣豬仔之旅。

� 1857年，首批87名華籍苦力，駕船從馬來半島西海岸溯巴生
（Kelang）河而上，進入昔時的一片莽莽叢林中尋找錫礦，
當時的瘴癘蔓延、野獸橫行，很快地就折損了69名華工，葉
亞來便是這開疆闢地的元老。

� 1854年，十七歲的葉亞來，獨自從故鄉廣東惠州南下馬來西
亞，從地位低下的採礦工人向上攀爬 。

� 1856年受推薦接任甲必丹（華人首長）一職，成為第三任華
人甲必丹。吉隆坡曾因戰亂三次被夷為平地，是葉亞來獨捐
鉅資重建。在他的事業顛峰期，曾擁有錫礦一千多畝、員工
五千人，掌握了整個城鎮的經濟實權。

2. 現在的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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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在的吉隆坡

� 客家人葉亞來對雪蘭莪
貢獻的爭議？該記憶？
該抹滅？

� 誰才是馬來亞領土
（Tanah Malaya）的主
人？

吉隆坡的「華｣樣年華：中國城、會館
與市場

� 茨廠街（Jalan
Petaling）

� 中央市場（Pasar
Seni）

� 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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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的「華｣樣年華：中國城、會館
與市場

二、吉隆坡的「兩棵
玉蜀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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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總是很會賺錢，馬來人總是很
會花錢？

� Malays
� Mainly involved in the 

agricultural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sectors

� Low productivity and 
low income

� Rur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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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deka!的夜未眠

� 馬來西亞獨立的意義：
Rukunegara的養成

� Malaysia for Malays or 
Malaysia for Malaysians? 

� 從「馬來西亞國族｣
（Bangsa Malaysia）到
現今「一個馬來西亞｣
（1 Malaysia）的新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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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馬人，怎麼受教育
的？

一、一種國族、兩類學校、三大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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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種國族、兩類學校、三大語言？

� 早期馬來人學校並不是正規學校，
大部分馬來子女都跟父母親學習可
蘭經，宗教色彩濃厚，並設立所謂
的「茅棚」（pondok），稱之為
「茅棚教育」（Pondok
Education），此類似於前期中等
教育型態。

� 「茅棚學校」的經費來源多半是透
過捐獻、慈善捐助以及佈施
（zakat，回教條規第四項）而
來，教師則不支薪．學校並沒有考
試，而「茅棚學校」的修業年限則
看學生的能力而定（沒有一定的修
業年限）（Hashim,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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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我第一次進入國中（SMK）的
教學場域…

� 混雜的「馬／華／印｣文
化：從便當吃起…

� 國中生的中華文化之
情，該歸何處？

� 國中的教學場域：不得
用華文教歷史、不得用
方言講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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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中的中學生的自我認同越來越淡
了…

問：您認為教中國歷史是否困難？
答：有！因為我們沒有時間灌輸。

我們國中華文科一個星期只有
五堂， 歷史科 三堂。所以時
間上有限，我們沒有時間灌輸
學生，學生對太過古老文學的
東西沒有興趣。

問：這部份您會擔憂嗎？
答：會啊，當然會！因為我覺得馬

來西亞華人子弟對華人生活的
傳承慢慢淡化，因為現在華文
課本要帶出的可以教一些傳統
中國的很少。

（課後訪談，
2007.3.16）

教育部（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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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華人）教育部：董教總

� 1954年成立

� 1973年成立「獨中工委
會｣，獨中復興運動開
始燃燒。

(1) 課程統一

(2) 用華文作考試用語

(3) 統考／政考孰輕孰
重？

(4) 近十年來的獨中課
程改革

� 董總「中華文化｣意識
的魔咒？

伍、馬來西亞的疑難雜
症，千頭萬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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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問題

2. 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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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利問題

4. 大馬能，台灣卻「核」得「核」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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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小組討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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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馬來西亞與我國比賽棒球，你會支
持哪一國？

� 如果今天是馬來西亞華人與韓國人比賽棒
球，你會支持哪一國？

� 如果今天是馬來西亞歌手的明星棒球隊與台
灣歌手棒球隊比賽，你，又支持哪一邊呢？
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