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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高中生
马华篇章阅读调查
The Reading ofMalaysian Chinese Writings

among Upper Secondary Students in Malaysia: A Survey

郭莲花
(KEK。犯 Wah)

摘要

本文采用问卷对中五和高兰学生进行调查。调查范围包括学生阅读马华
篇章和认识作家的管道、阅读频率、内容、样式，对马华选文的看法和对作
家的期待，lit及阅读马华篇章的难题。结果显示最多学生表示他们阅读的马
华篇章是来自报章的副刊，国中生在闽读马华篇章的管道方面与独中生有显
著的差异。学生对马华篇章的阅读习惯与成为未来马华文学作家也显现出某
种程度的共同倾向。

除了华文课本必须有马华文学经典外，为中学生提供适合他们阅读需要
和程度的马华读本，将有助于他们对马华文学的了解和接受。课本的编写、
教师的屯、态、商界、报馆、作家和相关组织也应作出调整。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Malaysia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survey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channel by which students gain access to
reading materials, their reading habits and preferences, views on selected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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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ations toward writers, and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read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s' reading is largely confined to the literary supplements of local Chinese
pres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s in 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and private Chinese schools in their choice and access to reading materials. Some
similarities are discernible in students' reading habits and their ambition to become
future writers themselves.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accept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t
is necessary to modify the design of syllabu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eds and
language standard of students. In this connection too, teachers，publishers, and writers
need to play their respective roles by making necessary adjustments.

一、前呂

马华篇章自1987年已被教育部大量列为中学华文的教材，目的是：

一、培养学生热爱本邦效忠本邦的精神；二、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及本邦
各民族和谐共处、互相合作的精神。课本选材的标准还包括（一）叙述马

来西亚风±人情及文物者；（二）适合马来西亚环境而发扬立国精神者

(马仑1997)。独中的华文课本也采用一些本地华文作品。然时至今日，中

学生对马华篇章的接受研究可说是一片空白。I马华篇章既然是中学华文

课本的一部分选文，再加上本地中文刊物的普遍流通，中学生也成为了马

华文学的接受者、传播者和创作者。进行中学生对马华篇章的接受研究，

即发卷调查他们阅读马华篇章和认识作家的管道、阅读频率、内容、样

式、对马华选文的看法和期待及阅读难题，有助于达到两个目的：一、

其研究成果可资为课程局检讨华文教学目标、马华选文是否足够、适当的

参考。二、了解中学生认识马华作家的管道、所喜好的读物内容和形式，

对作家的期待和所面对的阅读难题，将为家长、教师、作家和出版社等机

构提供回应此课题的契机。

调查方法

此调查于2007年9月至10月期间针对雪兰藉州己生县的13所中学

进行问卷调查。己生县是我国华裔密集栖居的州县之一，那里的华文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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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和改制的国民型中学传授华文，国民中学开设华文母语班也相当普

遍，且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分布其间，有助于达到研究的目标。研究对象

为两所独中、两所国民型中学及九所国中，共有687位介于17至18岁的

高中生回答问卷，男生276人，女生411人。文中的高中生指的是国民中

学中五生和华文独立中学的高兰生。问卷回收的数据SPSS15.0进行录

入和统计分析。

吉、学生对马华篇章的阅读

此部分的调查范围包括了学生阅读马华篇章和认识作家的管道、阅读

频率、内容、样式，对马华选文的看法和对作家的期待，[及阅读马华篇
章的难题。

(一）阅读马华篇章的管道与频率

调查显示，学生是从多种管道得阅读马华篇章的。有马来西亚人民

华文书写的作品包括文学类和非文学类，或有或乏文学色彩的著作，在
此文皆称为马华篇章。从百分比最高的前兰个选项来看，有38.0%的学生

表示他们阅读的马华篇章是来自报章的副刊，有22.7%的学生表示是通过

"华文课本"接触的，有18.9%的学生是通过"家里藏书"而得W阅读。马

华文学的传播，本地中文报文艺副刊一直来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

色。2超过王分之一的学生通过报章的副刊（包括文艺副刊）阅读马华篇
章，作为他们的课外消遣读物。副刊成为中学生阅读马华篇章最重要的管

道，自是反映我国中文阅读的一种特殊现象。马华篇章自1987年已较多

地纳人了中学课程的课本，然而仅有22.7%的学生表示是通过"华文课本"

接触这些作品，这个数量显然是偏低的。同时，调查却发现有16.6%及

14.1%的学生，分别通过网站和书展来接触马华篇章，此二种途径若加

开拓和经营，或可成为推广马华文学阅读的有效手法。

在这个项目的调查中也发现，国中生在阅读马华篇章的管道方面与独

中生有显著的差异。相较于独中生，更多的国中生通过"报章的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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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藏书"、"到书店购买"、"学校图书馆"、"向他人借阅"得lil阅读
马华篇章。独中生则主要通过"华文课本"和"文学讲座"得阅读马华
篇章读1)。

表1:阅读马华篇章的管道

管道 百分比 百分比 卡方值

w)

显著性

国中 独中

报章的副刊 38.00 39.6 31.9 12.469 0.014 幸

华文课本 22.70 16.4 46.8 67.179 0.000 幸

家里藏书 18.90 20.9 11.4 9.531 0.049 本

网上 16.60 16.3 17.8 3.608 0.462

在书展购得 14.10 15.0 10.6 5.651 0.227

到书店购买 12.80 14.5 6.3 13.764 0.008 车

学校图书馆 10.90 11.9 7.1 12.157 0.016 东

向他人借 10.60 11.9 5.7 15.413 0.004 本

文学杂志 10.00 10.3 9.2 3.189 0.527

文学讲座 4.80 4.4 6.4 28.320 0.000 本

参加读书会 4.30 4.1 4.9 0.634 0.959

公共图书馆 4.00 3.9 4.2 4.726 0.317

礼物 - 3.60 4.4 0.7 5.006 0.287

奖品 3.60 4.6 0.0 8.843 0.065

*
P < 0.05

在阅读频率方面，学生的表现差强人意。有61.9%的学生一年内不曾
或只读一至屯篇作品，阅读八篇W上的学生，占20.1%,而阅读至少一本
的学生只有18.0%读2)。学生对马华篇章的阅读偏低，可能与学生在阅

读马华篇章时面对的难题有关。表3显示，他们主要的问题是"不知道有
哪些好看的作品"（46.3%)、"不知道哪里可购得我想阅读的书"
(33.2%)及"学校图书馆没有收藏我想阅读的马华文学作品"（29.7%)。

另外，学生也认为"马华作品不够吸引力"（占27.6%)，及自身在阅读时

"不能充分理解作品的大意"（占25.0%)(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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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阅读马华篇章的频率

一年lii内的阅读数量 百分比

不曾阅读 17.3

阅读一至七篇 44.6

阅读八篇上 20.1

阅读一本 18.0

表3:学生阅读马华文学所面临的难题

面临的难题 百分比

不知道有哪些好看的作品 46.3

不知道哪里可购得我想阅读的书 33.2

学校图书馆没有收藏我想阅读的马华文学作品 29.7

没有时间阅读马华文学作品 29.1

马华作品不够吸引力 27.6

作家的遣词用字太深 26.0

不能充分理解作品的大意 25.0

没有能力购买我想阅读的马华文学作品 24.0

其他（如选择性不多） 2.3

(二）马华作家、化品和内容

读者在阅读一篇作品时，他们不仅是对作品有兴趣，同时他们也会进

一步地想知道作者是谁，他的生活经验、教育背景、创作历程、文学成就

如何，等等。调查显示，他们主要是通过文学刊物、课本及教师而了解或

认识马华作家。文学刊物在此调查中是指报章副刊、副刊作家作品特辑、

青少年报刊和马华文学杂志，其中W报章副刊（20.2%)及副刊作家作品

特辑（13.4%)为主要的管道。其次是[华文课本（18.8%)对作家的介

绍，华文老师的推荐（11.8%)也有相当的影响（表4)。中文报章副刊向

来扮演着传播马华文艺的角色，调查结果显示，此角色至今仍然是吃重

的。3在通过"华文课本对作家的介绍"来认识作家这个选项上，不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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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学生的回应有着显著的差异（表5)。有更多的独中生（占％.2%)比国

中生（占14.3%)是通过华文课本而得人识马华作家。将国中与独中的

华文课本进行比较，发现独中华文课本具备了对作家的介绍和课文的提
示，4而国中华文课本却付之阀如。如此也让独中华文教师更方便向学生

推荐马华文学著作。表6显示，独中生在通过"华文老师对马华作家著作
的推荐"方面与国中生有显著差异。虽然学生曾或多或少阅读过马华篇章

或见过马华作家，然令人纳闷的是，绝大多数的学生未能写出至少一位他

所知道的作家名字，不然就是误把外国的中文作家当作马华作家。只有非
常少数的学生能写出马华作家的名字。5

从作品样式比较，学生最喜爱阅读小说（占54.6%),其次是散文（占

47.0%),第S乃诗歌（占23.0%)，其他诸如漫画、绘本、童话等，占
8.6%。这种阅读倾向反映了中学生喜爱有叙事、情节、故事、人物的读

本。诗歌较不易为学生接受，因为诗歌偏重抒情言志，讲究意象、语言的

表4:学生认识马华作家的管道

认识马华文学作家 百分比

报章副刊 20.2

华文课本对作家的介绍 18.8

副刊作家作品特辑 13.4

华文老师推荐 11.8

青少年报刊 11.2

马华文学杂志 6.9

文学营 5.3

阅读报告 4.8

得奖新闻 4.8

出席讲座会 3.9

新著推荐会 3.4

读书会 3.1

诗人诗歌朗诵会 2.6

其他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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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依据学校源流：回答者通过课本认识马华作家的倾向（百分比)

源流 不曾 偶尔 有时 常常 一直如此

国中 41.4 26.2 18.1 7.3 7.0

独中 14.2 21.3 28.4 22.7 13.5

乂2 = 61.035 P = 0.000

表6:依据学校源流：回答者通过"华文老师对马华作家著作的推荐
的倾向（百分比）

源流 不曾 偶尔 有时 常常 一直如此

国中 40.3 26.4 21.6 7.5 4.2

独中 24.1 39.7 24.1 7.1 5.0

15.276 p = 0.004

精炼和含蓄，导致学生无法直接理解和欣赏。调查也显示，男女在阅读小

说和散文方面达显著差异，有更多的女生（小说占61.3%、散文占53.0%)

比男生（小说占44.5%、散文占38.0%)喜爱阅读小说和散文读7)。

表7:依据性别：凹答者在作品样式上阅读倾向的程度

样式 百分比 百分比 卡方值

(妍
显著性

'男 女

小说 54.6 44.5 61.3 26.995 0.000 *

散文 47.0 38.0 53.0 22.586 0.000 *

诗歌 23.0 20.6 24.6 7.574 0.108

其他 8.6 9.4 8.0 7.927 0.094

*
P < 0.05

表8显示，国中生和独中生对散文和其他形式本的喜爱存在显著差

异。这或许跟这两种源流学生的阅读习惯有关。散文在中文报文艺副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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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的比例向来最高，而国中生（占39.6%)通过副刊阅读马华篇章的比例

也比独中生（占31.9%)来得高（表9)。反之，在阅读其他形式本方面，
独中生与国中生有显著差别，独中生对有图像的读本较有兴趣。

表8;依据学校源流（国中、独中）：回答者在作品样式上阅读倾向的程度

样式 百分比 百分比 卡方值

(妍
显著性

国中 独中

小说 54.6 54.4 40.3 5.324 0.256

散文 47.0 50.3 34.1 24.941 0.000 *

诗歌 23.0 23.8 19.8 3.392 0-495

其他7 8.6 7.1 14.1 26.292 0.000 *

*
P < 0.05

表9:依据学校源流：回答者通过副刊阅读马华文学作品的倾向（百分比)

源流 不曾 偶尔 有时 常常 —直如此

国中 9.5 20.9 30.0 21.8 17.8

独中 7.8 23.4 36.9 25.5 6.4

X^= 12.469 p = 0.014

当问及喜爱的阅读内容时，最多学生（占33.1%)认为描写男女爱情

(言情）的内容最为吸引，其次为与"生活闲情"相关的内容（占32.6%),

再其次为"旅游"（占29.1%)。从表10也得知，男女生在喜爱的内容方

面有显著差别。调查显示，女生偏爱阅读描写男女爱情、生活闲情、旅

游、儿童世界的文章，诸类读本内容较为轻松，能带来想象空间和生活情

趣；男生则喜爱反映国情的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课题
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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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依据性别：回答者在作品内容上的喜爱程度（百分比)

喜爱的阅读内容 百分比 百分比 卡方值

0(2)
显著性

男 女

描写男女爱情（言情） 33.1 25.0 38.7 20.464 0.000 *

生活闲情 32.6 26.8 36.5 10.439 0.034 *

旅游 29.1 23.9 32.6 14.775 0.005 *

记录真实情况（纪实） 25.2 23.5 26.2 3.413 0.491

哲理 22.1 22.8 21.7 5.513 0.239

艺术文化 19.3 17.0 20.7 5.742 0.219

儿童世界 19.2 13.8 22.8 15.846 0.003 *

反映国情 15.7 20.7 12.4 10.904 0.028 *

宗教 9.7 9.8 9.5 1.337 0柏5

不知道 7.0 8.7 5.8 4.909 0.297

其他8 3.0 3.6 2.7 9.250 0.550

*
P < 0.05

(呈）学生对华文课本中马华篇章的看法和要求

一半上的学生（占56.2%)认为马华选文具有尊重各民族生活方式

和风俗习惯的题材，可达致国民团结的目标。接近一半的学生（占

49.9%)也认为选文是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可见学生也认同国家

意识的灌注是有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选文符合了课程纲要的要求，即

教材要反映我国多元族群、信仰、语言的客观环境，传达各民族的社会文

化背景的信息，使学生在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之际，保有本身的文化和
价值观，促进团结友爱的精神。9

学生对于人选的马华篇章的数量是否足够、内容不比编人的外国白话

文文学作品精彩、技巧和修辞比编人的外国白话文文学作品逊色的问题，

表示"不知道"的比率偏高，分别是50.0%、48.6%和52.1%读11)。表

12显示，在"内容不比编人的外国白话文文学作品精彩"这个选项中，国

中生与独中生有显著的差异，一半[上的国中生"不知道"马华选文的内
容不比编人的外国文学作品精彩，这极可能跟国中的华文授课节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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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中学的华文节数为每周兰节（两小时），国民型中学的华文节数一般

每周五节，而独中的华文节数则为每周六至七节（超过四小时）。国民中

学的华文节数比独中少一倍，学生在课堂学习马华选文的机会，当然也相
对得少。

表11:学生对人选马华篇章的看法

学生对人选马华篇章的看法 是 不是 不知道

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20/o 8.3% . 35.5%

W达致国民团结的目标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 49.9% 10.8% 39.3%

在数量方面不够多 27.7% 22.3% 50.0%

在内容方面，不比编人的外国白话文 26.8% 24.6% 48.6%

文学作品精彩
在技巧、修辞方面，比编人的外国白 23.9% 24.0% 52.1%

话文文学作品逊色

表12:依据学校源流：回答者在"在内容方面，不比编入的
外国白话文文学作品精彩"的看法（百分比）

源流 是 不是 不知道

国中 24.4 24.5 51.1

独中 36.2 24.8 39.0

义2 = 9.211 p = 0.010

一半上的学生认为马华作家应该写出具有国际水平的作品（57.8%)

及在写作技巧上力求新颖（50.8%)，这显示了学生希望马华文学作品能够

和其他区域的中文文学相提并论。在写作技巧的形式、风格、修辞、语言

方面，要不落俗套，令读者耳目一新。有44.3%的学生认为马华作家应该

开拓自身的阅读经验，这意味着马华作家有需要大量阅读，向名家取经，
提升自己在内容及写作技巧上的水平。也有42.9%的学人指出，马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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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写出反映马来西亚国情的作品（表13)。这也暗示了中学生希望从马

华文学作品认识国家各个方面的状况。

表13:学生对马华作家的要求

马华作家要做出的努力 百分比

写出具有国际水准的作品 57.8

在写作技巧上力求新颖 50.8

开拓自身的阅读经验 44.3

写出反映马来西亚国情的作品 42.9

加强对自身作品的宣传 4.4

四、学生对马华篇章的阅读与未来马华文学作家

调查显示，有1.5% (10位，其中为八位理科生，两位商科生，皆为

国中生）的学生有意成为马华文学作家。这些有意在将来成为马华作家的

学生，他们对马华篇章的接受是否存在着共同的模式，乃本节想尝试探讨
的课题。本节将"常常"和"一直如此"归为高频率计算（表14)。从他

们的阅读管道来看，他们主要还是从"报章副刊"和"华文课本"这两个

载体得词读马华篇章。同时，他们之中有一半是通过"报章副刊"和

"副刊的作家作品特辑"。他们之中较少（兰人）是通过"华文老师推荐"

或"华文课本对作家的介绍"认识马华作家的。这些未来的马华作家显然

倾向于"报章副刊"的阅读。在阅读频率方面，他们的阅读量也是较高
的。另外一个共同点，他们较喜欢阅读文学类的作席。如果说"报章副

刊"是中学生接触马华篇章和认识马华作家最重要的管道，那么文艺副刊

就有如一个货物琳浪满目的市场，可任由顾客挑选和采购，毕竟目前，无

论是独中或国中课本，其所采用的马华小说或诗歌是有限的。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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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有意成为马华作家的学生，对阁读和认识马华作家管道、
频率、样式的回应

事项 不曾 偶尔 有时 常常 一直如此

阅读管道 报章的副刊 1 1 3 3 2

华文课本 0 0 5 1 4

认识马华作家的管道 报章副刊 3 0 2 2 3

副刊作家作品特辑 2 1 2 2 3

华文老师推荐 2 2 3 1 2

华文课本对作家的
介绍

4 2 1 1 2

阅读频率（一年内） 阅读八篇lil上 0 0 5 3 2

阅读一本 5 0 0 3 2

喜爱的阅读样式 小说 0 0 1 4 5

诗歌 0 0 2 4 4

散文 1 2 1 4 2

其他 7 0 0 2 1

五、结论与建议

马华篇章已经走人了中学华文课本，华文课本作为学生阅读马华篇章

的管道本理所当然，然而调查结果却令人纳闷。教师的教学目标和选课的
偏好及学生阅读喜好，是否对此结果有直接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的调

查。但从17.3%学生一年内不曾读过一篇马华篇章的数据来看，则可想像

不是所有的华文教师都教课本中的马华篇章。中学华文教师对马华文学持

怎样的态度，他们阅读马华文学的频率及对马华文学文本的理解能力
如何，若能对这方面进行教学考察、发卷调查、马华文学知识和阅读测

验，则可进一步阐明华文教师对学生学习马华文学的影响。此外，从阅读
马华篇章的难题中，又可见学生少阅读的主要原因在于不知马华篇章所
在。再一次地让我们看到华文教师可扮演的多重角色。作为教导者，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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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意识地在课堂介绍、传授课本中的马华篇章及其作者，或在选择课

外教材时，着重马华文学。国中的华文教师在这方面的努力恐未臻理想，

因为有40.3%的国中生（见表6)指出，他们的华文老师不曾向他们推荐

马华作家的著作。作为文学的传播者，华文教师可为的空间更大了，其中
包括邀请作家来指导阅读和写作、为学校图书馆增添马华文学书籍、举办

书展、马华文学读书会、征文比赛、马华文学常识比赛等活动。"

中学生对马华篇章的阅读和接受与华文课本的马华选文和编写方式，
存在着相应的关系。调查显示，有66.1%的学生认为，华文课本应编人编

人更多精彩、有趣的马华文学作品，这也意味着，课本所选的马华篇章在

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未能满足学生需要，作为中学生的课文，其适合性及

所具备的经典条件仍然不足。马华文学其实不乏内容和表现皆优的伎校
者，他们的一些佳作已被选人马华文学选集。I2课本编撰者不妨对兹加

考虑，因为他们的作品也受到国内与国际文坛的瞩目和肯定。然而，课本

编撰者也须了解到，批评家（或不同群体的批评家）的经典和学校的经典

(课程）中间必须要进行区分。后者在语言和水平深浅方面有可产生分
化（佛克马、蚁布思1996: 50)。强调的是，课程的经典在语言、内容、艺

术手法的呈现必须是学生可理解和消化的，并起到教育的作用。课本的

编写方式也有待改进，如国中华文课本要有课文提示、作家介绍的单元，

还可增设背景和相关知识、总评或赏析单元，增加学生的鉴赏能力和阅读

兴趣。

提高学生对马华文学的阅读频率，图书馆是责无旁贷的。除T学校图
书馆，社区、县、州及国家图书馆也是传播马华文学和促进学生阅读马华

文学书籍的殿堂。然而，目前国家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不满四个书架，吉隆

坡图书馆中文书完全不见踪影（邓雁霞200力。马华文学书籍藏书的数量，
可想象而知。所文化、艺术及文物部大可充分利用特别拨款来大量购

置马华文学，并把书籍送至社区、乡镇的地方图书馆，方符合国情，满足
民众对马华书籍阅读的需求。"

资讯传播与科技或有助于培养中学生对马华文学的阅读风气。利用资

讯传播与科技来进行教学和教育，在中小学已经相当普遍了。比起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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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现代的中学生更容易适应，甚至喜爱在网上阅读。所lil，马华作家

个人网页、马华文学馆网站、出版社部落格的创建应受到鼓励，并经常推

陈出新，为中学生提供大量的马华作品和交流平台。另外，把马华文学转
化为视听上的娱乐，W引发部分学生对马华文学的关注，因为有52.4%的

学生建议将马华文学作品拍摄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40.8%的学生建议将
马华诗歌制作成歌曲，还有38.1%的学生提议通过电视制作，介绍著名的

马华文学家的生平及其著作。此外，近年来我国定期主办大规模的书展，14

并在书展期间特设马华文学作品展、销售柜台，并邀请马华作家现场演
讲，无疑家长、学生有了更多接触和购买马华书籍的机会。

出版社为中学生提供优惠的购书折扣，某种程度上可吸引中学生阅读

马华文学书籍。大将出版社这几年来推出的"鼓动阅读风潮"优惠配套就

是一个可行的途径。"嘉阳出版社今年推出中一至中五《马华散文史读本》
选文，作为《中学华文辅导作业》的赠阅本。这些赠阅本还附有作者简

介、马大中文系学生与导师各段的点评，导师的总评及学生的读后感，无

疑增加了学生获取马华文学读物和作家的管道，提高阅读率，也符合了一

般国中生喜爱阅读散文的如理。为中学生提供马华文学读物，或推出马华

文学人口书刊，或专(某种文体或多种文体付梓，或刊布适合中学生阅读

的马华文学书目和篇目，或举行常年十大马华文学著作投选，本地出版社

和大众媒体在这些方面尚有可为之处。

中文教育重视经典的阅读和学习，自古有之。然而谁来鉴定哪些马华

篇章可[作为课程的经典，则有必要通过学者专家和教师进行专业的探讨

和筛选。在这一方面，促进马华文学研究并得到良好的学术成果也能对哪

些作品属于经典、哪些不是扮演判断的标竿，毕竟"没有经典方面的教

学，其前景是全然不令人鼓舞的"。同样的，马华文学经典在华文课本的

匿缺，引发人们的质问的，会是教师对马华篇章教学的热诚，中学生对马

华文学的态度和阅读习惯，乃至于马华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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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这方面舆论和研究的匿芝，愚《为主要是学术界和教育界未能认同课本所录文本
的经典性。课本所收的选文必》页是经典，力是学习中华文化的一种传统教育手
段，欠缺经典的课本，就会如冯•哈尔伯格所言："没有经典方面的教学，其前
景是全然不令人鼓舞的"。本地研究者和教师对经典教学的重视，则可从李保康
〈《四书》教学在大马华文独中巧实施概况及检讨〉、曾维龙〈中学华文学科的发
展过程和定位初操〉和〈马来西亚中学华文课本中的古文教学概况一工具的解
读与文化的传承：矛盾与局限〉、郭莲花〈马来西亚中文系生传统经典阅读调查〉
论文看出。

2 张光达指出，在马来西至，中文报纸的副刊一尤其是文艺副刊，形成一个很特
别的传统，既是报业传播文艺思想的一部分，也是文艺结构的一部分，它对于马
华文学的长远发展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3 《星洲曰报》的〈活力副刊星玄版〉和《南洋商报}的〈商余版〉每逢周一至周
六都刊载马华作家的作品，至于纯文艺版，《星洲曰报)〉的〈文艺春秋〉、《南
洋商报》的〈南洋文艺〉、《东方曰报》的〈东方文艺〉则每周除了刊载马华作
家的最新作品，还很落力通过作家特辑、访谈、评论、书评等来介绍作家、文学
团体来配合文学活动。对〈巧洋文艺〉和〈文艺春秋〉的表现和功能，张光达给
予相当高的评价。他认为国内泣两大报的文艺副刊的影响力，可能&经超越了马
华文学杂志或马华文艺刊物的地位，甚至毫不夸张的说，长久K来它己经取代了
马华文艺团体、出版界和文学杂志的功能，它成功整合了马华重要作家、文坛、
文艺编辑和广大的（文学）读者群。

4 独中的华文课文由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撰的，课文中的
提示内容包括了题解、段落大意和表现手法，叱起国中华文课本，更有效协助学
生理解课文内容，并对课文之间的内容做出比较。

5 学生所列出的马华作家有：傅承得、游川、朵拉、爱薇、甄供、看里风、潘碧
华、戴晨志、翁诗杰、许友彬、永乐多斯、雨川、冰奋、江上舟、袭万辉、梁靖
芬、曾匈龙、钟进贺、马汉、年红、小曼、田思、黎紫书、曾輸林、李国碧
澄、翁婉君、黄锦树、郑下贤、曾广志、陈亚才、郑秋萍、戴小华、何乃健、孟
沙、欧阳文风、了云、方北方、小黑、菲尔、许通元、张弓、芸亦尘、周锦聪，
陈大为、钟怡更，共46人。

6 其他指的是：朋友、征文比赛和电视节目。
7 其他指的是绘画本、漫画。
8 在"其他"这个栏项中，回答者填写为科幻、运动（包括武术）、饮食、探险、

励志、传记。
9 在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发展中记、所颁布的《中学华文课程大纲》（2000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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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要能强调提升道德观念和培养国民意、教材要能传达国内外各民族的社
会文化背景的信息，也包括社交礼仪、情商管理、道德观念和国民意识等巧容。

10独中和国中华文课本所采用的马华篇章大部分是散义，次之诗歌，小说是偶尔一
见。

11在中学推动马华文学创作而达到一定的成果，W居蜜独中华文教师麽国平最令人
瞩目。他二十多年来在校积极推动学生创作，他的学生获奖无数，文集《传火》
至今己出版了 13册，今年出版的《传火13》散文集更获得"学海杯——全国
中学华文刊物观摩赛"获得最佳刊物奖，麥中也获得全场息冠军。同时，廖国平
老贿化获得华总颁发的"杰出教师奖"（中学组）殊荣。

12无论是独中或国中的华文课本，大多获选的马华篇章作者，所处年代较为久远，
文章所反映的内容多少化与现代社会有所脱节，较难引起学生包括教师的兴趣。
实际上，课本编写者并不缺乏优秀的马华选本，W作为课本选文的来源。较有参
考价值的马华选本计有：钟怡曼主编的《马华当代散文选》（1996年）、陈大
为、钟怡実主编的《赤道形声；马华文学读本I》（2000年）、玄里风主编的
《马华文学大系》（2002年）、张锦忠、黄锦树《别再提起：马华当代小说选
(1997-2003) » (2004年）钟怡霎、陈大为主编的《马华散文史读本
(1957-2007))) (2007年）、张锦忠、黃锦树、庄华兴主编的《回到马来亚：华马
小说屯十年》（2008年）等。对于马华作家文本研究的论文集，则有陈大为、
钟怡曼主编的《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n》（2000年），等等。

13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作协）会衣叶啸建议文化部在采购马华文学书籍时，直
接与作家接触，W较便宜的价格向作家采购本地出版的书籍，作为连结文化部与
作家之间的桥梁。作化的角色就是代表作家把曾经出版的中文书目录，交给文化
部，W便挑选合适的书籍。

14 海外书市、书香国际书展一直li(来受到民众热烈的反应。
15此优惠配套W每互本马华文学著作RM17.90售出，受到中、大学生热烈定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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