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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良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一直是各方面关注的课题。大马华人社会对

此课题历来极为热衷，上至高官达人，下至平民百娃。有关的学术著作近

年来亦陆续推出。最近林水樣、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主编的《马来西
亚华人史新编》（1998)里，就有林水樣〈独立前华文教育> 和郑良树
〈独立后华文教育〉二文；同年郑良树出版《马来西亚华人教育史》（第一
册)。这些成果皆丰富了马来西亚华人教育发展的研究。英文著作论，陈
绿滿著《大马半岛华文教育，1945-1961》可liU兑是历年来最扎实、研究成
果最丰收的著作。

此书从历史追溯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当时的马来亚）植苗、生根、然
后树髙千丈的发展过程，主要集中在华文教育发展过程中"兰大机构"的

何启良博±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高级讲师。



140 鸟来西化华人巧巧学利 巧2期

政治纠纷。第一章是〈第一个世纪：华文教育1849-1950〉，描述了华人南
来马来亚，为了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设立家塾或在会馆、宗祠、神庙开
办私塾；同时述及1920年lil后英殖民政府分别在海峡殖民地和马来亚联邦

增设专口负责华校事务的副教育提督学司和华校视学官，进一步管制华校；
又提及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军占领马来亚时期，华文教育如何被践踏，

及1945年日军投降后，各地华社才纷纷复办华文学校的情况。

第二章〈重大变迁的十年，1945-1955> 是本书的中私题旨所在。作者
认为，华文教育的政治斗争发展，皆因这十年间不曾解决问题的延续。也
就是说，独立前华文教育在政府政策主导下所产生的问题，一直是华人政
治交锋里的一个情结。1951年初英殖民地政府公布的《己恩教育报告书》，
1^1及1952年颁布《1952年教育法令》，接纳了《己恩教育报告书》的建议，
宣布1^1英、巫文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华/淡文学校，引起了华人社团和政党

一连串的反应。

最明显的反应就是1953年联合邦各州华校董事联合会、华校教师联合

会总会、马华公会联合组成"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通称"呈
大机构"），1；^共同向政府争取华文教育公平合理的权益与地位。作者把这
时的组合称为"华文教育运动"。第=章的主要内容，是论述这立大机构对

华文教育立场的共同处，作者认为此组织领导层之间的社会和教育背景，

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分别。

第四章〈历史协议〉分析了 1955年的马六甲会谈。当时董教总与联盟

在马六甲陈械禄寓所举行会议，1^1拟定联盟参与全国大选之教育政纲。作

者非常详尽地描述了这一段会议过程，W提出了一些政治协议里所埋下的
问题。会谈的议定是，lil东姑为首的联盟政府向华社保证，它将不会摧残
任何民族的语言文化，并会在竞选胜利后检讨1952年的教育法令，而教
道、则同意暂时不提出华文应列为官方语文的要求。

第五章〈重要的协和，1955年8月至1957年8月〉论述《拉萨报告
书》拟定的前因后果。作者认为这份报告是兰大机构分道扬鑛的导火线。
1%6年《拉萨报告书》提出"一种语文，一种源流"的教育政策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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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1957年，国会又通过了《1957年教育法令》，指出政府的教育政策
是"旨在建立一个能为全体人民所接受，并满足人民一切需要的国家教育

制度，提高人民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立意W马
来语为国语，同时保持并维护本国境内马来人1^：^外的其他定居于本邦的族
群的语文及文化。"作者分析了马华公会当时的立场，认为它面对着一个

"困境"，后来突出这个困境后，其华文教育的立场与前已不完全一致。

第六章是论述1956年棋城钟灵中学率先接受政府"特别津贴金"，该校

学生抗议学校改制的事件。此书钟灵学生用血指写出"爱吾华文、爱吾

钟灵"作为封面插图之一，用意不言而喻。

第屯章分析兰大机构瓦解的前因后果。从1957年至1961年间，马华

公会和教总对华文教育的立场发生了严重的决裂。1957年，全国华文中学
发生罢课学潮，反对政府驱逐超龄生措Issuji及反对英文作为公共考试的媒
介语；1958年，华文小学被纳人国家教育体系；1959年，全国华文教育大
会召开；I960年《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发表，肯定"最后目碌"，献议非
马来中、小学改制。这一连串的风波、政策措施都使到董教总对马华公会

在联盟政府里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失望。"兰大机构"共同争取华文教育的
合理、平等地位的理想名存实亡。

总的来说，作者分析大马华文教育的立场非常公正和平实。她并没有祖
护任何一方，但历史必然是站在公义这一边的。可(看出，作者化了极大
的屯、血去寻找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化折发展的原因，而她在整个政治运作

里寻到了一些线索。此书资料充实，文字顺畅，立论严谨，值得关也马来

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人±—读再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