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西亚华人巧f■究学卞Jj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扮
第 15期，2012年，页85-124 Volume 15,2012: 85-124

研究论文
Articles

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
从十九世紀末到1919年*

Historical Research on Mandarin Development in Malaya-Singapore:
from 19th Century to 1919

徐威維
(SER Wue Hiong)

摘要

马新华人主要是来自中国华南的不同省籍，原本口操各种方言，最后却
趋同于W华语为共同母语的族群。本论文深人探讨其历史背景及演变原因，
从南洋华人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方言群的互动与统合、语言生态的转变、
中国时局的影响、教育革新的吁求等内外因素，直到五四运动兴起的国语推
广为止。探发在十九世纪末1^^来华人社会与族群意识重新整合的主轴下，华
语之成为族群母语的历史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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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ofMalaya-S虹gapore were mainly from sou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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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originally used their own dialects but eventually adopted Mandarin as their
common mother tongu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s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reasons of the language tra打s挺r including the influence from Western culture in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alect groups,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ituations on languages, the influence from Chinese political situations, the
demand of education reforms, and until the rise of Guoyu during Fourth Movement
period. The finding points out that the primary development of re-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contributed to Mandarin becoming the
ethnic mother tongue eventually.

Keywords: Malaya-Singapore Huayu, common language, Guoyu, ethnic
integration

前目

马新华人主要是十八、九世纪从中国南迁后逐渐形成的族群，这些移

民来自华南不同省县，原本口操各种方言，最后却大多趋同于华语为共

同母语的族群1。这个历史过程是如何形成的，.学界曾作过局部论述，但
尚未有专文分析。

马新华族何时开始推行华语，一般有兰种意见，一是1917至1920年
受到中国国语运动的影响，二是受到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冲击与推扩，兰则

1899年林文庆推广华语作为起点2。这些观察固然没错，却各有所偏，

未能解析错综复杂的历史。马新华语的产生背景，必须追溯至十九世纪中

后期来移民社会结构的演变，才能探得周全。

简单地说，华族共同语的演变经历兰个阶段，第一是从清末"官话"
到民初"国语"，可L：;U919年为断限；第二是国语教育的普及阶段，一直
到二战前后；第兰则是战后至独立时期的"华语"转变与发展。

这兰个阶段，基本上是沿着官话一国语^华语的历程，深烙在近代历
史的脉络里。第一段阶是移民社会的内部需求与变迁，第二阶段和中国政

局和民族思潮有关，第兰阶段则与马新历史进程有密切关连。官话、国语

与华语，=者异名而同实，却又同中复异，在名实殊同之间，兰者关系及

其演进如何，又显现了什么历史意涵（诸如政局冲击、语言演变、华教转
型、族群整合、身分认同、文化运动等等），这都是马新华族史的重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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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值得深人挖掘。

本论文不是纯粹语言史的研究，而是^^ "华语"为主轴，综合考论历

史上"华语"与华族社会、教育、文化等关连的研究。这里面有语言本身

的发展理路，也有内在结构的演变张力，更有外在时局的牵引推力，涉及

到社会、文教、政治、族群等多层面。如此复杂庞大的议题，绝非本篇所
能全面处理，且所牵涉的资料也过于零散，非长期搜罗无(为功，本研究

尝试做个开端，范围限定在第一阶段，即从十九世纪末到1919年的历史
考察。

第一节、华语原义

1.1传统中国文化的华语

今天我们称为"华语"的名义，并不是马新华人所独创，它早见于早

期南洋华社，甚至在传统中国便存在了。我们须回顾这个名称的历史，才
能明白何今天"华语"的缘由。

文献所见"华语"相当久远，一千多年前南朝梁僧佑《佑录•安世高

传》便有记载；

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政后太子也。……W汉桓帝之初，始到中
夏。世高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语。于是宣
译众经，改胡为汉。

后来《高僧传•安清传》转录这段文字时，将"即通习华语"改为"即通
习华言"，"华语"与"华言"，二词显然同义。

这条材料显示，"华语"是汉族在与外族相对时的本族语自称。这里

的"华"指"华夏"，正是春秋[来便有的中国统称。"华夏"本与"四

夷"相对，故华语俾言）是指华夏民族的语言。
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汉人因与胡族往来频繁，或因中外文化的

交流转译，"华语"用法流行起来。再举兰例，见其余，如〈傭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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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十二："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1^：;[夷言译矮
经）之旨，教于国人。"又刘知几〈化通•通释•言语第二十》"彦鸾修伪

国诸史，收、弘撰键彩〉、〈调》二书，必讳彼音，变成华语。"又《旧唐

书•突厥传》"登利者，华言果报也。"
[上兰条资料，说明了 "华语"、"华言"的语境，是在与异族相对

的情况下使用的，如"华语"对"夷言"、"华语"对“彼音"等。可注

意的是，这些对照者多涉中国"境外"的异族。这种用法到明清时依然如

故，例如娜史•外国传》记载一条："尔国有晓华言者，其选来，当
令肆习。" 3其"华言"对"尔国"（指外国），寓示了中国境内与境外

的族语对称。

"华语"既为族语的统称，这个族群自然也自称或被称为"华人"，也

就是"华夏族"的简称了。例如〈渐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记载：

西赢百里至。且逐私城，亦比国商胡杂居。有小城，互百，本华人，
为突厥所掠，群保此，尚华语。

在与胡商异族的对照下，便应用了 "华人".与"华语"这组概念，值得留

意。从历史文献上看，"华人"与"华语"一样，亦为对照于中国境外异

族的称呼，两者经常合组出现。这点非常重要，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十九世
纪南洋华社引称"华语"、"华人"时的历史情境。

1.2早期南洋社会的华语

熟悉华人史的都知道，南洋华社从早期移民社会开始，便"华语"

和"华人"来自称。如上所论，这种称呼不始于南洋，从上引〈渐唐书》
便知，一千年前北方边境的中国人在面对外族时便已自称为"华人"和

"华语"，这实在与后来南洋的命名无大差别，两者虽在时空上有天南地北

之遥，彼此毫不相干，其语用与语境却无疑是一致的。

简单说，南洋各省籍的华人在跨出中国境外后，面对着繁杂的种族
及日久相处下，很自然地援用传统习惯上的"华语"（华言）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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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统称，来划分本族与他者的身分。这个"华人"是统合不同籍贯的

族群概念，而"华语"则包括各类方言的合称，两种称法同时出现在南洋
史的起点上，有其历史意义。

试最早的《助掀〉作考察，1888年4月28日该报报导一位俄国科
学家统计世界上的语言使用人曰："据其所言，则操华言者最众，计共四

万万人；次为印度兴多实甸尼之语，计共一万万人；次为英语，亦一万万

人，又次为俄语，计共屯千万人……。"可见在与世界各国对质之时，中

国语言便被称为"华言"。此"华语"显然包括中国境内各地方言，1891
年1月15日《助报）报导英殖民官员为办公需要而学习华语的新闻，可
相发明：

……当事者（英官员）不请华语，则传达多艰，故有学习华语，
俾得>^<(便办公者，如第一号差馆副总差惹宁，前蒙国家月给洋银
千元，俾其延师，学习闽人上语，业经有日，……该差所操闽语，
业。粗通……

这里的"华语"，明显指闽南语，送是当年移民lil闽南人居多之故，可见

华语是个统称概念。其实，不仅华人如此自称，当时外族亦习惯"华

语"（Chinese)来统括中国各类方言，例如1872年官方教育报告书里，

提到榜城一所英校教授华语时说：

(Penang) The Bale Pooloo boys' school (Bale Poolo is a district 9 miles
from George Town) In this school the Chinese is taught/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文课皆方言教学，这个"Chinese"应指客语（浮罗山背

客家人为主），而非今天专有义下的华语。由此可见，无论是自称或他
称，南洋地区"华语"作为别于外族语的总称，类如今天的"汉语"概念
一样，底下包括了各类方言。

即有"华语"，便有"华人"了，此两者合称多见于早期南洋社会。
例如卿力报）1888年5月1日记载了总督造访棱城一所天主教堂学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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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童用腊T语宣读颂词，总督听毕，诸学童系华人为多，因操华语

答之，用示亲之之意"，可知这里的"华人"与"华语"同列，[作为区
别于总督英人身分的称号了。当时诸如"西人作事，每胜于华人"（《助
报} 1893.12.29)之句例，常见于书报文章，说明"华人"亦缘于与中国
境外之异族的对质称号。

除了华语、华人外，其它凡与境外异族对照者，亦多冠lil "华"字，

例如"华文"一辞便是。1889年1月19日《助撤〉社论〈义塾章程宣善
为整顿说〉论道：

……本坡之人，每喜其子弟诵习英文，而于华文一端，转从其略。.
人有子弟，而送牲义塾使诵华书者，多半皆因其年幼，未能即读
英书，故送往义塾若干年，使稍收其放心'，或亦藉此稍识一二华
文 但身为则华人，当k乂华文为本

试看这里"华文"、"华人"、"华书"等成套观念，其语境正是对照于

"英文"、"英人"、"英书"等而来的。这点反映出南洋华社在中国境外
的身分界定，它继承了传统中国对于华夷之分的文化观，最终却也因此观
念而与母国分道扬鑛。这样的命名称谓，在南洋华人长久脱离母国且与异

族杂居相濡的历程中，渐渐寝化成海外中国人的族群标志与价值内涵，日
后马新华人、华语、华文等用词，早在移民社会之初便已深深埋下伏笔。

第二节、华语产生的背景

十九世纪的南洋华人"各籍经繁，方言音有异"（《功报》
1888.4.21)，其中W巧粤两语最强势。1887年，到新加坡探访的李钟径在
其游记中，说到当地华人的语言情况；

上人所操巫来由语（马来语），通行南洋各岛。华人久居坡中，及
在坡生长者，无不习之。又多习英语。同化往来，时而巫语，时
而英语，时而闽广上语，他雀初到人往牲对之如木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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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华人通用闽粤方言或英巫外语，后来的"华语"尚未出现，致

外省人初到时有如鸭子听雷，呆若木偶。光绪十五年（1889)，江苏提学
李瑞清奉命赴南洋考察，多年后他回忆说；

署司前千五年曾薄游南洋，至星嘉坡蜂……见我国矫居习惯，语
言必须通英、巫来由、广、潮、福各种，而官音乃视同格碟。

这是十九世初最后第十一年，中国官音（即官话）在当地依然形同格礙。

那时华族已大量涌进南洋了，但多为下层苦力劳工，受教育者少，各操自
身方言，不会官话仍属正常。

可见迟至十九世纪末，南洋基本上还是个方言群的社会。然而上引李

钟侄提到"他省初到人往往对之如木偶"，已为日后族群通行语的萌芽留
下伏笔了。这个通行语是如何出现的？ [下试从四个层面来作分析。

2.1各籍方言的混同

中国地域广大，传统上同姓聚族而居，构成社会主干。这些宗族即自

足于内，又封闭于外，聚落间多老死不相往来，很多方言能世代传承完

好，多由此故。传统社会的流动人口多见于城市居民，他们或经商或出
仕，因与不同省籍人往来，其交际语可能是官话，或是当地的强势语言，
但达些人仅占人口少部分，对社会语言的生态影响并不大。

但自鸦片战争失利后，大清国口被迫打开，原本东南沿岸相对静态的
传统社会必受冲击。不少闽粤等居民为谋生活，纷纷挺险出海，出奔南洋
群岛，适时英荷各属殖民政府为开星拓荒，大量招辣华工，于是一批批闽
粤人涌向南洋，改变了东南亚的历史面貌。

十九世纪南下的华南汉人，有两点现象值得注意。第一，这是中国人

首次大规模群徙到"中国境外"的新世界，相较于历史上几次汉族的"境
内"大迁徒并不相同，南洋华人不但接触了更繁杂的种族与文化，还面临

了截然不同的西方强势文明，这种全新的经验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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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连佛教文明传人的震撼也无法相比拟。这样的集体经验与体会，显然会

促使日常生活中更突出"华人"与"华语"的身份，对于形塑民族的群我
意识也会愈觉迫切了。

第二，南洋各籍贯人群虽还保留聚族而居的传统型态，但与大陆家乡
不同的是，各籍贯人群的交流碰撞更加容易，也便加频繁了，这是他们在
故国家乡里较少有的互动经验。麦留芳曾深入分析早期巧、甲、検兰州府
华人的聚落型态，谓华人社区多为方言群各据特定街道路段而聚居，彼此
间其实都比邻接題，近在腿尺7。如此社会型态，方言群的往来磨合肯定
更紧密，同时也更复杂。1854年，巧地发生闽粤两帮人马的火并械斗，进
而乱及全岛。根据当时英人的观察报告，说到：

这些（不同籍贯的）华人直到现都是和睦相处，彼此往来交易，
混杂地居住在同一条街道上。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冲突原
因。可是，他们彼此间似乎突然发生了粗酷，五月五日发生了冲
突，全市镇各角落即显出骚乱，终于造成了打家劫舍（的大骚
乱)。8

由此可见，南洋华人方群交错的聚落型态，平时可相安无事，但一有细故
便各援帮群大打出手。华侨社会的特质就在"帮"的结构上，此乃结合地
缘、血缘与业缘的组织，帮群间彼此分合，lil谋求最大的群体利益，诚如
陈育摄所言："(帮）环绕在一个大群核屯、的周围，许多小群发生了结集
的形象，互相关系，而又互相对立；互相矛盾，而又互相协调。它们之间

存着歧视(Discrimination)的偏见，但不漸于分裂（Separation)的绝境，
在分化中转向结集" 9。正是这样时又交融时又磨擦的社会型态，为醇酿
族群共通语提供了先天±壤。

换言之，方言群为基础的帮派分合，实为日后族群与语言整合的重
要背景。如果再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不同语言群的频密交流，必然

导致各语言间的转替变化，共通交际语的需求也自然应需而生，这正是语
言演变的正常规律。其实，这样的语言变化，即便在中国东南沿岸也已出
现了，便何况是更为开放多元的南洋社会。1899年畳荒头家黄乃裳曾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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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且夫闽專之地，固相联属者也，从来有互迁互徙，彼此易居。
今按潮州音如津州，嘉应之主音如汀州雷州之上音，半杂兴化
(音），W其由兴化徙居也。广州一府，居于福州省垣者几二万人，
本属近邻，宜联亲旧，而顾>^^流寓南洋群岛，与英法美葡西，及
巫来由、吉宁、斋知、五印度诸异族杂处，反生彼此歧视之瓜'，
则不智孰甚？ in

黄乃裳敏锐观察出闽粤各地因迁徒易居，而导致方言语音的相互影响，因

而呼吁流寓在更频繁的南洋华人没有理由彼此歧视，自划小群。这个观察

很有意思，说明了身处于"与英法美葡西，及巫来由、吉宁、斋知五印度

诸异族杂处"的大环境里，一个华族整合观的需求与呼吁，及各方言因

混同而变化的趋势，势必比故国内陆更易应运而生了。

十九世纪南洋华人人曰众多，可成为自足的语言社会，所[不会像更
早来的先辈一样被消融于马来语中（后又消融于英语里)。然而这个移民

社会并无法形成一个方言独霸的社会（如香港的广东话），闽南话虽然最

为通行，但也非绝对优势，其它如粤、潮、客、琼等语，在不同地区各有

盛行通用。虽然大部分华人多少懂得几种方言，但仍有诸多局限与不便。

试举两例说明，1902年3月，新加坡华人在代理总领事吴寿珍倡导下，于
同济医院召开会议商讨建立孔庙学堂事宜，当时出席会议的闽粤绅商众
多，据新闻报导：

是曰也，天朗气清，群贤毕至，闽專各商，一时齐集。太守（吴
寿珍）对众宣言曰："孔庙学堂之事，前已定议。今日特请诸君
共议，董事发簿题捐。"众人曰："诺。"再由□惠愁斌操專音重
述太守之宪，众人拍手……

(〈〈天南新報} 1902.3.17)

此例可见，即连闽粤商贾共济一堂时，尚得请专人用粤语翻译一遍，更别
说劳工阶层了。再看数年后，1906年7月，黄乃裳为宣扬革命，邀请张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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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力地某大礼堂演说〈政治种族皆宜革命〉的课题，对象为各阶层华侨，

一天讲两次。张维为河北人，面对南洋华人听众，每当演讲时，"张
(维）操国语，余（黄乃裳）与丘（寂园）为译撞泉话，俾闽粤侨皆得领
豚’。H这条资料显示，非闽粤籍者来到南洋时的语言阻障，势必由人代译

为潭泉话（即闽南语)，才能与南洋各界沟通。

上两例，可概见当时情况，凡涉及整体华人事务时，便有不便之
感，一个共通交际语的吁求，必然就会出现。早在1893年4月3日卿力
报）便已论及此义，其社论〈论乡音宜正〉说到：

……至于作贾，尤为释要……则正音一事，为商者所当姻习也。
……思泰西各国语音，多不相类，而西国官商，每于各国文慷，
语言互多通晓，即华人近日亦多读泰西语言文字，况生于中国，
而竟園于一鄉一芭之间，殊非有志之壬矣。

此社论呼吁各籍虽(乡音为说，但在跨群交际中应(正音为准。所谓"正

音"，就是指官话。文中特别强调经商者尤应如此，大概是商人的流动性
最大，最常接触不同省籍之人。《助报）这个提倡族群共通语的呼吁，比
起后来林文庆与康有为的官话运动还早上十来年。

总言之，南洋华侨社会的结构大致商、工两阶级为主I2。一个是经

商活动的倡盛，另一个则为各省籍杂处的底层劳工群。这两大特点，正是
日后推行族群共通语的结构性背景。

2.2族群整合的趋势

"华人"是传统既有的族称，然而南洋各地的华人，比起故国边境的

华人来说，大概更早也更能体会到这个"族群共同想象体"的身份意识。

作为族群的整体概念，"华人"内部其实方言群林立。但因与异族杂
处往来的丰富经验与实际需要，十九世纪末期方言群逐渐统合为一，这是
后来共通语产生的重要背景。

这里将从帮群、商会与学校兰者，来考察南洋华人社会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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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作为南洋华人的社会基础，基本lil方言群为划分。十九世纪二、兰
十年代，新马地区方言群组织发展勃兴，各种帮群相互制约，更多时候则
动辄对立，火水难容，一直要到十九世纪末才有改变，就如吴龙云说的：
"一般学者均同意，十九世纪末期，华人方言群之间的冲突已经趋缓，彼
此之间的对立不如过去尖锐。"u若从历史大势来看，方言群冲突的趋缓，

随着来的是族群整合的开始，而华人共同语的问题也就在这时期逐步浮出
台面。两者的演变恰同时期，似乎不是巧合，而有相呼应的道理可说。

早在十韦世纪时，马六甲便有像青云亭这样"越帮参与"（麦留芳

语）的组织，1800年棋城广福宫也属此性质。十九世纪中后，华社在会
馆、公冢、祭祀、医院等的跨方言群的需求更为明湿，例如巧岛同济医
院、棋岛南华医院的相继出现，都是闽粤的跨群组织。新山有统合潮、
闽、粤、琼、客五帮的柔佛古庙；検城方面则有1881年由广、福两大帮

1

共同主持的平章会馆成立，广帮下又包括潮、客等籍，可说是涵盖了滨岛

各籍华人，成为华人最高机构代表了，此尤有指标意义。再看新加坡，十
九世纪八、九十年代，\ixr.客为主的广、惠、肇兰属联合成立了跨地缘
与方言的广惠肇碧山亭，共同管理乡团与义山等事，学者曾指出其特殊
性："在中国本王决不可能出现像碧山亭这样跨地域跨方言的社会组织。"M
这说法最能点出南洋华人社会的特质，因为在中国的民间社会并不需要面

对"境外"异族，当然就没有产生跨群组织的历史条件与现实需要了。
再看商业组织方面。经商为南洋华人社会一大特色，各籍华人经商者

众多，为保护整体族群的利益，1899年黄乃裳呼吁成立商会，im筹华人
商务：

……况英法美葡西诸雄邦之于商务也，精益求精，凡天涯海角，
稍有利端之开，彼则如泻地水银，无孔不入，未至南洋群岛之商
权全归其掌握不止。……将欲联络南洋群岛之华人为一气，使之
互为关顾，相与有成，则必先联闽專两省'散处南洋之商为一商会。
不时聚集，共立规制，共计利害，将彼此之势，分而不合者，急
令有W合之；情澳而不聚者，急令有聚之。而后货本薄可W集
而厚，商路狭可W推而广。……商会既立，闲專人珍域之见既撤，



96 徐威雄

齐蒂之积既融，非但同行之商业，闽与專可联为一气；即不同行，
与不同省'不同府不同县不同乡之人，凡属华种者，规面之下，便
知相亲相爱，互为关顾，及可与杂处之异族相抗衡，而事业不至
为所阻遏。……15

黄氏这番言论极具历史意义，反映了十九世纪末W来闽粤越帮W "联为一

气"的整体意识与时代需求。这个华人族群意识正是在与"英法美葡西诸
雄邦"的对质而来的。商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欧洲列强的操控与垄
断。商人最重实际，没有不希望能一语通行天下，谋取最大利益。这样
的现实需求，屡被提及。上引《助报）"则正音一事，为商者所当姻习
也"（2.1节）已可说明。实则早在1891年6月6月时，《助报》论及正
音之义已说到："故中国特设正音，所一天下之言而通天下之地也。

……今西国驻中使臣及通商各地领事，无不通中国正音者……"，由这可

看出，商业的统合必然也会带出族群共通语的要求，这种观念，正是商业
活动从传统的中国范围扩大到与"西国"竞争的更大范围的背景而来。

再来看教育方面的变化。早期南洋华人继承传统私塾教育，乃属经典
教育，且多(方言教学。十九世纪中期后，渐有模规较大的义学，如功岛
的萃英书院、崇文书院等。但这些义学书院，多为地缘性或血缘性组织所
创办，往往供同一方语群的学童，外籍童蒙难人学。

虽然各籍书塾都共享一个经典系统，共濡相同的价值信仰，但这种家
自为俗的办学模式，进人十九世纪末华族跨群统合的形势中，已渐显不便
和不合时宜了。1888年検岛出现闽粤两帮合作办学的南华义学，tJl求突破
方言群界线，便是这种形势发展的结果；1893年助岛颜永成创华英书院，

似也未限定省籍w。但这些仅为形式与物质上的统合，闽粤学童名为同校，
实则分开授课，据当时文献记载："(南华）义学借平章会馆中，为闽义

学。粤义学二，在会馆左右。""可见闽粤义学各自独立，教育资源上没有
真正整合。至于华英书院授课情形如何不得而得，但没数年就转为纯英文
学校了，这或许也与欲兼纳各方言学童来授课的困难有些关系吧。

从南华与英华学堂情况来看，跨群办学背后的语文整合问题迟早要浮
出台面。1890年6月27日《功掀〉论及当地创办跨方言群义学的困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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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义塾之设，于前数年曾有闻之，乃至今日，此举仍觉寂如，
竟未有人起而举办。尝为细想此中之大故，大抵不难于集资，而
难于择地；又不难于择地，而难于联合各籍而共为之耳。……所
难者则本坡各籍之人不一，而言语因之各殊。今设大义塾W教诸
童，若推无我之心'，广宏其量，则实有所甚难之处。盖方言上语，
各有不同，……故欲合各籍之民而一之，则势有所甚难之处，故
本坡义塾，屡议而未能有成之故，亦未尝不缘是而来也。

文中感慨方言隔阔之难破除，[致无法设立一间供给所有华裔子弟的义
学堂。注意送并不是卿力掀〉主编的个人想法，文中说这是当时有识之±
的愿景，只是时机还未到来。两年后，《执报）(1892.3.19)再论及此
事，又作同样的感慨说：

……巧地k乂华人为多，然则本华文为要，虽近日通商贸易，恒
视西文为重，而转觉华文为轻，不知身属华人，则华文系其根祗
工夫，然则又何可不留意及之。独是。力地设立义塾一端，又有
甚难之处。盖巧地五方杂处，就华人而论，虽谓可v：U司專两省概
之，然即闽專两省，而其所操上音亦有各不相通，若设义塾，势
有甚难。盖若延闽师，则不能教專童；若延專师，亦不能教潮童
也。是W义学一事，终难有成者，胥由于此。……

清楚说明创设不分籍界学堂之障碍，正在"各不相通"的方言上——"若
延闽师，则不能教粤童；若延粤师，亦不能教潮童"，此正症结所在。注
意文中说在"五方杂处"处境下，"就华人而论"的整体对照语境。虽然
此时"终难有成"，然则即有此设想，已启思整合教学语言之先路了。看
来数年后出现不分省籍用官语教学的新式学堂，早在这里就已呼之欲出
了。

简单说，十九世纪中晚期后，南洋华社因诸多内外主客观之因素，
渐从帮派纷立而趋向异中求同的整合方向发展。1906年设在新加坡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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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商会成立，1914年平章会馆规条第一条便是"凡关华人一切紧要公共利
益之事"云云，正是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族群共同语也在这样的契机下
应运而生。

2.3语文演变的形势

汉语历史悠久，各方言因时空相隔久远，益形复杂。然而各方言却有
共同载体，都同系于独特的汉文系统下，彼此间关系密切。安德逊曾敏锐
指出，表意文字实为构成符号共同体的重要系统"，再加上方言间独特的
"文白异读"传统，方言与正音的连系不易断绝，皆为官话的整合提供了
文化大背景。

进人十九世纪中叶lil来，汉语文进人了一个转折兑变期，这有受外来
欧风美雨的影响，也有语文内部百年来的自然演化。先说内部演变，最大
趋势便是白话文的兴起。从唐代变文话本开始，再历宋元戏剧曲子、明清
章回小说，白话创作逐渐跃上文学舞台主流，将文学受众从精英±人扩大
到庶民社会来。

就本论旨而言，白话文有两层重要意义，一是从文言分途重归到文言
合一，也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统一的形式，使得语文更容易通行庶民社会；
二是白话文基本上是北方方言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从金朝到清代t百
年，北京一直做为历代的国都，其地方语言也渐成强势官话而通行全国。
这个政治中私的转移深远地影响了近千年来中国语文发展的趋势。

十九世纪后白话文的通行，恰好遇上西方语文的碰撞，而这个来自外
部的冲击，正好也是大量底层南洋华人与洋人相遇的时机。对照于西方语
文表音系统的便利与统一，推促了南洋中文语言的统合与变革反省，并自
觉或不自觉地与北方祖国的语文演变相为呼应，这种历史遇合是谁也预想
不到的。

在强势西方文明的冲系下，中国语文在当时人的眼中显得相形见拙，
因而催生了两大结果，其一是代表国家语言统一的"国语"概念的产生，
其二是欲拼音文字来拼写汉语的萌芽。这两者其实互有关连，欲^>1国语
统一所有方言，必须有标准官话lil及通行民间的白话文体；而为使汉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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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易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语言，则须仿效西方简易便学的拼音字

母。当然这点对马新华语的历史关系不大，且已溢出本文主题，故不必

论。而第一点却和马新华语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马新的华人精英，因为天天身处外洋冲击的环境里，比起在中国的±
大夫更能体悟时变。1893年4月3日伽掀〉社论〈论乡音宣正〉，论正
音的重要性：

……思泰西各国语音，多不相类，而西国官商，每于各国文烁，
语言互多通晓，即华人近日亦多读泰西语言文字，况生于中国，
而竟围于一乡一芭之间，殊非有志之去矣。

可注意到这里提倡"正音"，正是对照于西方各国通行标准语而来的，其
于西方"语言互多通晓"之叹，寓示了日后华族共通语的必然吁求。1897
年2月口日《巧报）又有社论〈论中国欲人人识字必先妇女识字为
始〉，认为欲扫除中国文盲，须从养育子儿的妇女识字开始，此文还论及
学习中西文字的难易之原因，说：

泰西语言与文字合，故学文易；中国语言与文字分，故学文难。
又泰西之字皆从音得，祗须教W字母之音，始二王字，继四五字，

拼合，字无不识，故少识字之功，祇有训切字义之力，而又
语言与文字不甚区，别宜乎人人能知书识字也。中国则不然，字
主乎形，不能类推而识，必逐字教之)^<义，此中色有两层工夫，
而又所出话言不能即绪作文字……

送段文字西文作对照，点指出汉字之难学，一是文言不一，二是主形不
主音。观此，可知应用简易通行的语体文，此时已在南洋文人的脑海中萌
芽了。

1899年3月30日，mm复有社论仲国宣推行新字孤，比较中
西语文之得失，极力推崇造切音新文字，lil取代旧有象形汉字，其谓：

近者欧西日本新字迭兴，自化本国，字音太繁，群思通变，>^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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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口者不下数千家。就中王论，蔡锡勇则创传音快字，卢證章则
创切音新字，沈学则创盛世元音，王柄耀则创拼字音谱，刘陈二
氏则创大同天竊，或繁或简，义各有查。……闽中林署裕存，有
推行新字一疏，倘政行言听，一下廷议，集聚取长，改二千汉文
之琐尾，按九万里文字而合撤，同文之盛，及身而见，豈不懿欢？

其[欧洲文字为参照对象，而指谓汉字"字音太繁"，所lit "群思通变"，
很能反映出当时人的想法。文中所举蔡、卢、沈、王等切音拼字的先驱都
是同时之人，可见《助报）实在紧贴中国语文变革的最新消息。切音虽旨
在文字改革，用义亦为推行全国通行语。故知清末文字之变，缘于切音字
母的呼求；而切音之用义，本为统一国音。试看蔡锡勇《传音快字》
(1896)发明字母来拼写作为官话的北方方言，王炳耀《拼音字谱》
(1897)的最终目的是要各方言统一于"北音"，卢戀章《切音新字》
(1892)虽然主张1^：；[南京语音作为"各省之正音"，但也是统一语音的国语
概念1%这是这些都为后来"国语"、"普通话"概念的先导了。

史上第一个创造汉文拼音的卢戀章，年轻时曾来新加坡专攻英文数
年，正是南洋这样华洋杂处的"境外"经验与冲击，间接推促了中国语文
变革的第一波潮。而这个语文的变革，又倒过来影响和加速了南洋华人的
语言整合。

2.4文化失根的焦虑

最早南来的华人，因人数不多，多涵化于马来文化，后又同化于英人
文化；十九世纪后南迂人数虽众多，然多为底层的文盲劳工，日久身处巫

英文化环境下，难免不受影响。有±之识，未免深忧，此即为文化失根的
焦虑。解决文化失根之患，首在革新教育与推广本族语文。

从文献看来，侨民社会虽有不少私塾义学，然而华人为现实计，也爱
送子弟就读英学，1889年1月19日mm谈到：

本坡之人，每喜其子弟诵习英文，而于华文一端，转从其略。
……但身为则华人，当>^乂华文为本，若舍此而但求西学，是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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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逐末也，忘本之咎罪大焉。

此可见当时的风气，对于华文"转从其略"。两年后，《功撒〉再论及此

事，妙h洋宜设公塾训华人子弟说〉（1891.7.17)对于当地华人的"夷
化"现象，甚为忧必：

窃恐再阅数千百年，势必并华语而亦遗忘，坐令数十万赤子苍生，
沦为被发左妊 。

可见其忧虑。社论最后建议由领事馆出面筹办公立义学，使"令华人之凡

有子弟者，送人塾中，礼延名师为之课读"，虽然这些名师乃包括"各籍
师儒，训各籍人之子弟"，基本上还是沿袭传统的方言教学做法。但既
已提出涵盖各籍学童的公立学府的概念，则欲合诸籍学童于一堂，教学语
的统一便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了。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这个官音统一教学的做法，几年后却先由一位
原本不懂中文的答备林文庆实践出来。这点看似意外，其实也不难理解，

因为吝备的失根焦虑肯定比一般华人来得严重。

林文庆为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新马知名的文人学者，所倡所行引

起重视和影响。他从18%年开始，就陆续发表改革备省华人的言论，其
目的除了革除陋习外，便重要是呼吁答答回归中国文化W。欲回归文化传
统，不得不学习与推行族语，而他所指的民族语言，便是作为通行语的官
话了。他深^>1华语为自豪，并认为不懂华语的海峡华人"应觉羞惭"：

……每一位不谱华语的海峡华人应觉羞斬。英语是有用的语言，
是政府的语言，因此每一位海峡子女有必要对它相当熟悉。虽然
华语没有这方面的利益，但有它自己的优美，况且它涵盖了我们
祖先最优秀的传统。……每一位受教育的欧人在学校都读拉了语，
没有理由华人子弟在学习英语时不学华语。u

透过"华语"，才能回归自己的根，才能进入传统里，传承优秀的文化价

值。在这里，"华语"与整个民族认同连系了起来，甚至与民族存亡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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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关系，这正是在与英语对质下的民族板依。虽然林氏通晓本籍母语闽南

话，但他笔下的"华语"，却是官话标准语的专名，和原本包涵方言的概
念已有不同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林氏W "母语"来称呼华语，这应该是新马史上首

次将华语视为母语的言论了。这点其实并不意外，"母语"（mo也er

tongue)概念本源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原义为故乡/国家的语言，林氏深
通西方文化，自然就引进了送样的概念。然而，林氏的母语论并不仅仅建

立在民族情感和自豪感上，也进一步指出母语教育的理由：

凡教育儿童时，如果用母语开始，则其知识的居发，也就最快最
自然。

由这说法可知，林氏显然有意识地在为母语（华语）的意义提出基本论

述。经他数十年不断地呼吁华人必须学华语，无形中拉高了华语在南洋社
会中的形象地位。

林文庆不只坐而言，更是起而行。1899年他开始在家里开设华语班
(Chinese Class),并配合着孔教运动，展开南洋史上第一波的"华语运

动"。华语班的学生大多为善备华人，每周上一次课，许多备备重新开始
学习这种"新的语言"，并借由此而认识孔孟思想和中国文化，在备吝圈
内造成不小的震憾和影响1903年林文庆又在中国领事馆的协助下，组

织了华语夜班，共分成两班，一班在中国领事馆上课，别一班在华人体育
协会上课，由总领事鉴定考试；1906年，他又成功召集各会馆的华人领

袖，鼓动他们在各会馆开授华语班。在马新华语的推动与传播史上，林文

庆多开风气之先，甚具意义。U

林文庆提倡学习华语运动，显示了海峡华人与移民华人因寻求共同认

同而开始合流，这与十九世纪末(来华人社会与文教整合的形势相应一
致。此可见新马华族语言此时已走到重要转折口，林文庆在世纪最后一年

首发先声，而更大规模的官话推行，还须等到次年另一波外来推力的触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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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呈节、近代时局的影响

进人二十世纪，满清帝国走到最后的十一年，南洋侨民与中国关系却

日益密切。此时期中国政局的任何重大变化，无不冲击到马新来。官话或
国语加速溶人华社的语言生态里，就在这时期奠定下来。

基本上，二十世纪初的华人社区仍是方言独尊的时代。1904年英国殖
民政府在《功撇刊登招聘书记广告，应聘者的语言条件是送样的：

新嘉坡国家示谕：大英新嘉坡国家为招充书记。……其人一须能
操移拉油语（马来语），二须能操闽语或潮语，王须能操广东语或
客语，方为合格。

(1904.5.4)

官方华人书记面对的是华人社会，却没有须懂官话的要求；同年5月，雪

兰義政府举行T一场聘征华人通译员的资格考试，考核项目为闽、粤、
客、潮、琼及福州六种方言24，也同样没有考官话。可看此时官话还未扩

大为民族共通语。上举广告中所列须通晓的闽或潮、粤或客语，正代表了

华民社会四个主要的方言群。

然而，这样深固的方言生态如何调整成官话为共通语的局面？ [下

试从四个小节分论之。

3.1维新思潮与官话推行

1894年甲午战争，满清被日本打败，激起朝野空前的危机意识。光绪
二十四年(1898)光绪帝采康有为意见下国是诏，推行维新变法，全面改
革旧制。教育成了变法中重要的救国方案，包括设立新式学堂、革新科

举、翻译西书及獎励留学等措拖，并且指示"出使各国大臣督同领事，各
就寓洋华人劝办学堂"。

百日维新的余绪也波及南洋社会来。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亡命天涯，

其理念也席卷了海外华人精英，当他抵马来亚后，华社上下为之风靡，所

到之处，"lil爱国忠君之说，激励侨民，一时民智为开，人必鼓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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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侨之启蒙运动，南海之功未可磨灭也。"M

启蒙首在推扩教育，康有为在新马创办或推动了多少间学校，至今都
还说不清楚，但学者很肯定指出，康有为及其维新派"尤着意于教育问
题，并提倡新式学堂教育作为吸引者与筹募款项的两大口号之一；因

此，许多海外华人社区的新式学校多为维新派人±所主持，……康氏确曾
在星、马华文新式学校的建立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M。而这个式学

堂的倡导，显然依其变法理念，其中便包括了教授正音的主张。
试看早在康氏南来前一年（1899年），深受维新变法影响的林文庆、

丘寂园已在中国领事馆内创办了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中国领事刘輸麟

还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其初创时的鄉明章抵》，其中一条说到：

本学堂课程，书艺兼课，既授>^；中国文字，及圣贤义理 惟是
各籍女孩不一，拟各聘能操各籍乡谈之女师训之，初时访聘未便，
或竟一律教训官音。W

这条章程有两个重要讯息：一是新学堂突破专收方言籍的旧制，而招收

"各籍女孩"，显示出华族学校的整合趋势。二则是教学语言的统一趋势。
虽然草创过渡时期，免不了要尽依各籍方言教学，实践起来并不容易，知
此仅权宜之需，其终"或竟一律教训官音"。这应该是马新史上，首次将
教授官音列人学校章则里，意义重大。当时担任此华文课的老师为林文庆
妻子（黄乃裳长女），每周上课两次29。

康有为除积极倡学外，更孔教复兴为号召。从吉隆坡到新加坡、模
城，再在己达维亚、望加锡、洒水等地各地，多有向应。孔教运动合文化
与教育为一体，倡议建设孔庙学堂，W保种救国，盖"保种类则在于昌国
运，欲昌国运则兴孔教，欲兴孔教则在于植人才，欲植人材则学堂其可缺
乎？"（《天南新报）1902.3.10) 0可见孔教运动乃属"全体华人的事，跨
越方言和血缘的分界线"W，深具历史意义。既为整合华族，必用正音。
试看1900年己达维亚中华会馆成立时，附办孔庙学堂，并有完整规章。
规章谓学堂宗旨有五：一曰爱国，二曰尊教，兰曰合群，四曰育才，五曰
仁民。第王项"合群"与第五项"育才"下各有条目，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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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群；一曰破旧习。主客之见，闽專之分，正当痛除。凡我华人，
如家之有兄弟，如身之有手足，互相扶持，互相破巧，W保种类。

育才：一曰分聘教习……二曰严定功课；互曰广购图书；四曰通
习正音。……

(《天南日报）1900.5.9)

由此可见，孔教学堂的宗旨，欲结各籍而联为一气（合群）。既欲联诀珍

界，.则必"通习正音"，两者互为表里。便何况《论语》早有言："好L)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所雅言。""雅言"（正音）之成为整体文化的

标志，自有其历史上的渊源了。

1900年1月康有为受丘寂园协助抵星，康氏与丘氏、林文庆等意气相
投，在这些星马精英积极配合与宣导下，孔教复兴运动更如火添油，全马
掀起浪潮。1902年新加坡各界精英议定创设孔庙，所附学堂名曰"中西学
堂"，liJl示兼教中西学问。其章则共有九条，其中两条规定如下：

一本学当初学华文之生童，宜聘通达英文、兼通官音者为教习；
一本学堂华文专教官音，切便联:络一气。31

可说与己达维雅孔庙学堂相呼应，明确规定教习（教师）必须通晓官音，
而华文科目须0；[官音来教导，比一年前创设的华人女子学堂更为明确了。
所W必得"专教官音"者，是为使各籍"联络一气"，此又与一年前
(1899)黄乃裳主张创商会"联成一气"如出一孔滲2.2节），反映了
这时期华族意识的整合趋势。虽然，中西学堂最后并没成功办起来，但与
华人女子学堂同为文献所见最早定官话为教习语的学校，具其历史意义。
数年后吉隆坡尊孔学堂等的出现（下节论及），展示了孔教复兴运动的部

分成果。康有为这位说着语音不准的"蓝青官话"的广东化，大概不会想
到自己会成为南洋华语的重要推手了。

总结言之，从1890年《助报）感叹因方言歧阔而整合义学的困难开

始（参2.4节），至1899年华人女子学堂方言与官音相杂教学，再到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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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孔庙学堂的"专教官音"、"通习官音"，前后不过十来年时间，其进展
不可说不快，这十年通行语的流行反映了新旧时代的转折及社会演变的需
求。

3.2奏定章程与新式学校

戊戍变法虽然失败，影响却极深远。它在文教方面间接促生了清末的

新式教育模式，这包括制定学堂章程、派使励学等做法，南洋各地侨民兴
学办校受此影响，为华教史上重要一章。

1903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给赴日考察后，提出W北京音为标准
音0；[统一国语的主张。显然地，将官话称着"国语"的叫法已渐渐流行

起。在吴氏的影响下，张百熙、荣广、张之洞上《奏定学堂章程），首次
将"官话"明文列入师范及高等小学课程。试看其中"学务纲要"第24

条规定：

各学堂皆学官音。各国言语，各国皆归一致，故西国之人，其情
易洽，实由小学堂及字样拼音始。中国民间各操上音，致一省之
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杆格。兹拟)^<(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
故自师范>^■(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口。
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宜解一书为准，将来各省各学堂教员，凡
授科学均1^4官音讲解，虽不能遽如生长京师者之圆熟，但必须读
字清真，音韵朗畅。32

这段文字最大的意义，在于首纳"官话"于教育体系中，及阐述学习国

文的理由。可注意的是，这种做法明显受到西方"各国言语，各国皆归一
致"的影响，反映出中国转入现代国家过程中国家语言的调整痕迹。此

《奏定章程）在课程设计或国文科的规定上，不但影响了中国新式教育的
开展，而且也"将本区（马新）的华文教育带上新式的阶段。" 33

马新新式华文教育，维新派拓荒于前，清廷接跑于后。《奏定章程》
提出仅一年，其影响马上显露出来，首间依据此章程办建的新式学校旋即
产生。1904年考察南洋商务大臣兼管学大臣张±弼奉清廷之命，于核柳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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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中华学校，标志了学堂章程在海外的落实。中华学堂的创设办法、组织

规章、课程设计，莫不本于〈凑定章程）。试看〈中华学校改良简章〉的
科目列表，便有"国文"一科，作文和读文为主，又有"国语"两个小
时。可见国语国文正式成了学校里的专科，这又比孔庙中西学堂更为具体
了。中华学堂亦设有夜学简易科，专收晚班学生，只授六口科目，其中两
科便是国文与国语W，对于国语文之重视，可想而知了。虽然开创之初，
师资缺乏，授课困难，但领事馆依然设法"就地选择学问稍优，品行端
严，兼通正音者十二人为教员"强调其师资必兼通正音者，从这可看
得出来，送所学堂严格执行正音教学。而这点也反映了模岛在地华人是有
通习官话的。

中华的开办获得朝廷上下极度重视，次年（1905)，张弼±亲护皇帝
墨宝来横，会聚模、化两地殷商名望于一堂，即席筹募经费十万余元，并
发表演说：

……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蜂设立西文学堂甚多，义能教我华裔
之子弟；而我华裔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

自教其子弟乎！伏思我等华商，凡遇天下有事，筹款设贩，莫
不慨然解囊相助。各地有事，尚且不分珍域，何况事出本巧学校
之事，更非捐助各地贩款可比！今与同志诸惠会议，务祈慷慨乐
输，集贼成裘，共成善举，并将公举监督、总理、协理，及建校
一切事宜，各抒所见，和衷商框，速为订议，不胜迦盼之至。36

此中言论，显示出新式学堂之新，不仅在于其课程规章之新，更在打破旧
学省籍之框架，此"不分珍域"的办学理念，正是当时思潮之所趋，也正
是在"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辑设立西文学堂甚多"的对比语境下而来
的。欲"不分珍域"，则务必破除方言障碍，此即为新式学堂之必随着官
话、国语之教学，两者互为表里，而相为因果。这正是本文所不断强调
的。

中华虽非首间教习国语的学堂，却是第一所依学务章程创办的学校，
并获得光绪帝御赐墨宝，产生极大效应。从北马到中马，再到助帕各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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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学堂，如雨后春贊，拔地而起，进一步推髙华族共通语的地位。诸如应

新（1905)、养正（1905)、端蒙（1906)、道南（190力、尊孔（1907)、育

才（1907)、坤成（1908)、邱氏学堂等等，都是在此风潮下成立的。下
试就其国语科作检视。

在新加坡方面，光绪兰十王年（1907)考察商务大臣杨±埼奉命出洋

考察南洋华侨商业情形，他回国后禀奏说道："新加坡……学堂四所，课

程规则悉遵学部定章，宗旨纯正。""这里虽没指明是那四所，但按当时状
况来看，应就是最早的新式学堂应新、养正、端蒙与道南了。杨±埼说这

所四学堂"悉遵学部定章"，而且"宗旨纯正"，显然必和検城中华一样，

"国文"必列为其中一课了。
至于半岛上，除中华外，最早两间为尊孔与育才。尊孔创办人陆佑与

康有为关系密切，可视为孔教运动的产物；此校同时又与清廷有牵连，它
由视学官刘±攫牵引促成，并获驻新总领事孙±鼎资助，学制依官方规章

而设。开校五年后（1912)，华民护卫司向雪兰義殖民政府报告尊孔状况，
其中提到其科目："科目[华文教学，阅读、书写、听写、体操、唱歌、

国语、绘画、算术，同时也教导基础英语。" 38可证尊孔依学章而开授国
语。

至于怡保育才学校，其创办人胡子春曾参与榜城中华学堂的创办，复

于1907年在怡保创育才学校，其体制与中华、尊孔相等，乃向清廷报备
立案，均属公立两等学校，一循大清新学章程。39开学半年后〈猴城新掀〉
(1907.7.12)报导该校"学堂实验表"，列出学生的考试科目有"修身、经
学、国文、国语、算学、习字、图画、体操、音乐九口"，国语文都是专
科。此外，育才也和中华同样，附设夜学班，授课即包括了 "国文"与
"国语"（《模城新撇1907.5.18)两科。同时期胡氏又在拿乞（Lahat)创

乐育两等小学，此校曾于1909年刊登招生广告，其中提到该校条例：

本堂（乐育学堂）^i^正音教授，讲解则兼用上音，>^^期普及。无
论各省'去农工商子弟，概可就学，不分界限。

(《中兴日振）190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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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广告说明了 "正音"（官话）为乐育学校之特色，故特别强调之，然又

须"±音"（方言）为辅，这正是初期过渡现象。又谓正音教授而可

"不分界限"，则与张弼氏强调"不分珍域"用也亦同，反映了当时人&所
趋。

[上所例举中华、尊孔、育才、功岛四校，皆为新式华校的始祖和侨

头堡，带领马新华文教育作质量飞跃，往后的新学堂奠不受响影，说明迈
人二十世纪时马新华社族群共通语的转化形势。至于另一华人聚众的印尼

诸岛，情况也大致相同，上节已举证1900年时己城孔庙学堂规定"通习
正音"，六年后光绪兰十二年（1906)，钱询、董鸿讳等抵爪哇视学，后向
两江总督端方拍电说：

爪哇学生，通晓官音，可接中学程度者约王千人，志切朽国读书，
选地南京，川资日用自备，惟请官给食宿。W

可见"官音"已在爪哇渐传开来，可说是与马新同时同步，是为南洋华族

通行语之新纪元。端方接到电报后，向朝廷上奏了请办中学堂收容这些
欲归读的海外学生，从而促成了暨南学堂的成立：

兹据南洋各岛视学员，学部专口司行走举人董鸿讳等，护送爪哇
华矫学生二千一人到宁（南京）。查该学生等，流寓远方，不忘中
上，情殷内渡，地板可嘉。查该生等初回内地，语言躁难合一，
应选派教习，补习国文、国语及各项科学一年，再行考验程度，
查询志愿，分送各学堂肆业。且闻内向方啟，来者日众，非为特
辟一校，不足^i<(敷教育而系价情……筹拨经费，择度教舍，延订
教习，分科教授，派员管理，统合尽一，為曰暨南学堂。"

送便是暨南大学的前身，对于南洋华人，可说意义重大。暨南学堂作为南
洋学生深造的学府，为了 "统合尽一"南洋各地方音，学生刚到时得先

"补习国文、国语"一年。查1907年暨南挙堂开创之初，便已设有"国文"
专科，可见"国语"已成了整合各籍的族语代表。从奏文"内向方殷，来
者日众"来看，当时归国人学者众，到民国时代更成了侨教的最高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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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于南洋"国语"的推动，必然也起推波助欄之功。

3.3语言整合与身分认同

对马新华语的另一波重大影响，便是"国语"概念的出现。
"国语"一辞，深深烙印着现代性的色彩，本是西方民族国家下的产

物。西方文明席卷全球后，所有国家均无所逃于其间，不管愿不愿意，都
不得不急起效尤，0；[应付强势袭来的欧美震憾。在中国，它伴随着近代白
话文的整合普及趋势，成为国家转型的重要环结。

光绪兰十二年（1906)，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中提出"普通话"
一词，至此国家语言的命名已摆上历史舞台，此命名背后寓示了统一通行

语的[If求。至宣统二年（1910年），主张用拼音统一语音的资政院议员江
谦等联名提出说帖，对于立宪中的教育事项提出建言，包括了要求把
"官话"正名为"国语"。

1911年6月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至此
"国语"不但渐代官话之名，还正式列人了国家宪章里。。《法案》第五条
明定各地设立"国语传习所"，并指定"凡各学堂之职教员不能官话者，
应一律轮替人所学习，毕业为限。各学堂学生，除酌添专授国语时刻
外，其余各科亦须逐渐改用官话讲授""，开始了推行全国统一语言的时
期。

一年后清亡而民国立，共和国体新缔，然而国语政策照旧，并且作实

际的语文整理工作。1912年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1913年"读音统一
会"召开全国会议，审定了六千多个汉字的读音，也就是"国音"，会议
并议定了推行国音的办法，其中一条包括中学师范国文教员及小学教学必
须用国音授课W。至此，"国语"成了国家社会重要的语文工程了。

中国"国语"整合国家语言，迅速影响到南洋侨民社会来，加速了
族语的共识与塑造。它不但革除方言群的阻阔，团结各方省民，更代表国
家与民族的认同象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语"成了新式学校的必然趋
势。

按新式学校的由来有兰大类，一是新创设的学校，如中华、育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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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应新等学堂，此类率多依学部章则，故其始即官音为正；第二类是
由方言群旧式义学转型过来，例如道南、养正、日新等学堂，此类亦多据

新学制，教学多用正音，或保留方言。例如1909年闽帮的道南学堂与粤
帮的养正学堂，在其招生广告中删去了向来所必强调的"凡我闽（粤）帮
孩童"的人学条件，而开放予各籍学童人学"。1912年露房金室的闽帮乡
贤创福建学堂，原为教育本籍子弟，然至1915年忽改名培元，其校刊回
顾易名之缘由时说：

……至一九一五年，（福建学堂）主事者咸认不宜園于地域之见，
众议改为培元学校。W

注意其"咸认不宜园于地域之见"的改名理由，说明了民国前后马新华校
突破方言藩篱之风，正与方言群整合的趋势一致。这种趋势，便是ur‘国
语"为其前导与象征。第兰类新式学校则是由数间方言书塾合并为新学
校，其教学语也多转换成华语。例如1912年，麻坡当地乡贤为向应新时
代的到来，合并了地方上挑朝、闽语教学的两间私塾为中华学校（今中他
学校前身），并且"课本改用新教科书，华语教授""，这种由多所学堂
合并的教育整合运动一直延续到兰十年代。总而言之，这呈类新式学校之
所"新"，其中一个重点便是延续清末来"不分珍域"（张弼±语)
而采用官音的教育思潮。

"国语"比"官话"更具崇高形象，它作为团结民族的象征，甚至成
了现代国民必备的教育涵养。1917年中国教育部委派黄炎培、林鼎华等人
来南洋调查华侨教育状况，行历新马、苏岛与爪哇，黄氏回国后发表了
《南洋华侨教育商権书》，总论南洋华教之得失，其中第六点便强调"国
语"教育的重要性：

第六，关于国民教育之设施方法宜研究。一曰励行国语。有国上
而未能统一其境内之语言，则不得谓有完全之国家资格。有国籍
而未能操其国通用之语言，则不得谓有完全之国民资格。今南洋
国语，不可谓无进步矣。炎培所首欲言者，荷属渐发达，而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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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能一致也。苟英属各蜂各校教员，于教授时特注意，各校学
董于聘校长时，校长于聘教员时特注意，则一二年内虽与荷属齐
亦可。

二曰破除省界。既认国民教有为第一要旨，则同国>^4内即不宜有
其界限之见存。然苦观各校招生，间有限于某省某籍者，叩其原
因，曰为学校创自某会馆，经费集自某属故也。自音言之，甲属
立校兼收乙巧之子弟，甲不愈荣乎！因如语言不一故，则学校固
当教国语也，且因语言不一而招本属子弟，因所招皆本属子弟，
而上语愈盛国语愈荒，而语言愈不能统一，因果相生，永永无了，
教育之本旨安在？知明达者必能见及也。心

这段文字非常重要，可分两要点。一是象征意义，国语象征了现代国家的
"国家资格"，及现代国民的"国民资格"；二是现实需要，国语破除了
向来一盘散沙的传统社会，减少因为方言隔阔而产生的误会与武斗。黄氏

还提到荷属印尼的国语教育做得比英属马来亚好，可见国语整合运动并不
只发生在马新，实是当时整个南洋华族的基本现象。

黄氏将国语的教授放在"国民教育"的脉络中，显然受到民国共和思

想的影响，代表了推翻帝制后的新形象。1909年初，怡保中华商会邀请来

自中国的萧李两人作教育演讲。萧为潮州人，李为嘉应客家人，两人均

%：；[国语演说"。据1909年2月9日的mm报导：

萧若略谓教育有互目的，一为精神教育……；二须知尊孔……；
王则国民教育：凡人未受普通教育者，即无普通智识，又乌可公
肩国民之重任哉？故此王事为办学之要素方云。李君略谓海外学
校，须首先重视国文。夫文字为万学之根源，试观列强莫不首习
自国文字可知；次则伦理修身等学……

可见当时人看重教育之塑造国民，而国语国文又是此国民教育的基本内
涵，这点与黄炎培所言相合，相信也应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与清末仅

将官音视作便利沟通与不分珍域的想法比较起来，这种概念又更进一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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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黄炎培第二点的现实需求，实便是南洋社会帮群林立的基本写

照。虽然此时已没那么严重，但黄氏此次南来调查却也亲身领教到这种方

言群的彼此分界：

民国六民（1917)，教育部曾派黄炎培、林鼎华二君，前往调查南
价教育，并到各地宣讲价教之重要。当时用普通话演讲，须请一
人翻译專语，一人翻译闽语，殊觉不便，遂感国语之重要。49

这个情况，前文已引过两个同相的例子渗2.1节），在国语已相当通行的
时期尚且"殊感不便"，实可想见方言界线之不易打破。这点正是当时人

最常提到的现象，本文各章节已多次论及。至此，便能容易明白何华人
族语的必然出现。

进人民国时代，因为新风气新观念的影响，学习国语成了国民必备的

涵养，从而进到华人的日常生活中了。当时各类书报，奠不随时提倡，或
是广为宣说，试举数例，见当时情况。1909年2月9日《助报）有则
〈道喜误会倒巧〉的新闻笑话，报导一个广东人将外省人说的"道喜"误

听成"倒巧"，引起哄堂大笑。记者在新闻后面加了按语说：

境！中国欲言语之齐一，其惟正音乎？观地球各国，凡一国之内，
言语必同，所)a举国视若同胞，相亲相爱，国势由兹强盛。中国
因言语不同，致有甚界府界省界之分，每^>^、故微嫌，自伤同种。■
与外国较之，优劣强弱，判如霄壤，是W学部定章，学堂各学科，
必兼习正音也。

可见这种因方音造成误会的"殊觉不便"，更加推促了提倡国语的风气。

此则新闻的隔日，《执撒〉便打铁趁热，连续几天作了〈国语之价值〉专
题报导（2月10至13日），其文一开头便说："我中国人素乏团体，动生
疆界之分者，其隔阔之原因，大都根于言语不通之故也。欲言语一致，其

惟正音乎。是学部新章，重视国语，通巧各初级学堂，国语为一科
也。"即lil中国人的整体概念与认知来阐述国语的必要性，往下则引用许

多小故事，^>1提醒学习国语的好处。1919年10月3日《横城新掀〉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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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宜注意国语〉谈到：

香国语言庞杂，至不能联络感情，虽同居一室亦视若外人。今者
欲矫斯弊，故宜全国学校皆授k乂普通音。……虽然学界之外，收
效犹为迟缓，贵能遍设夜学国语专科，1^^便各界工余从事学习，
既不碍于营生，又能期其普及，从此国人断不致情感阁隔也。

所论的理由大致相同，并具体建议广设夜学国语专科，W便推广普通话，
W融全族为一体。在这里，国语正是化"外人"为已族的整合象征，是中
国在与欧美国家对照下的现代国民的产物。其题目标为"宜注意"，说明
了国语成了作为中国人/华人所当注意的内涵。从这里可看巧，民国建立
后十年，正是国语深溃于南洋侨社而成为族语的时期。

在送样的社会与教育纷围里，学说和会讲国语，成了认定是不是"华
人"的重要凭据了。例如备备华人伍连德自小受英文教育，身分认同上是
华人，也曾回中国服务。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回忆当年回中国时，所面对的
语言困惑，

……至中国，所最感困难者，则不能说国语。1908年有高级官员
对余称："阁下不知言华语，安能称为华人?"余记从客。余虽能
操闽、尊语，惟不能说国语。

(〈化华日报）1937.7.15)

可见"国语"已与族群身分的认同结合在一起了，虽然这个时候还不是人
人都能说国语的。

3.4国语运动与白话普及

民国初年，国语挟着新国家新国民的概念浸人人屯、，成为国民身分的
表征。在南洋社会，国语最终也从官语涵化成南方各籍共通的民族语言。

当1904年英国殖民政府刊登聘招华人书记的广告时，所列的语言条
件，也仅是"一须能操穆拉油语，二须能操闽语或潮语，兰须能操广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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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客语，方为合格"（《助报）1904.5.4)，显然"华语"尚未通行，故非

必备语言。然而经过维新派与新式学校的推动，1909年2月16月《功报》
出现了一则〈欲雇能操官话之佣妇〉的征聘启事：

店者：欲延一华人侧妇，教一小儿学操官话。若堪录用，自能给
va公道之薪水
黄住章启

这则房事就像今天征聘英文补习教师一样，反映出官话已在侨社渐渐时

行，其实用价值也逐步提高，否则一般家长不会花钱请人来教导子女学操
官话的。从1904到1909年仅短短五年，其变化不可不谓不大，二十世纪

初官话在南洋各璋的迅速传播，由此可概见。

官话传播虽然迅速，但也决非一擲而就，即步到位的。同时也需辨
明，官音国语的盛行，并不意味着方言社群的消失（即便今天许多郊乡市
镇，方言群依然存在)。一直到1917年，教育部派黄炎培南来调查，仍然

发现"各校招生，间有限于某省某籍者，叩其原因，曰为学校创自某会

馆，经费集自某属故也。"这些限招某籍学生的学校，显然仍保留传统方
言教学的路子。至于那些依学部章程的新式学校，理论上官话为正，实

际上也不免杂拌方言。

但也在黄炎培南来这一年，中国掀起了 "国语运动"浪潮。1917年，

蔡元培为首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其任务为调

查各省方言、选定标准语、编揖国语杂志、国语教科书等工作，W展开系

列的"国语统一"的文化工程。同年，胡适发表化学改良当议〉，提出
"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过后陈独秀议学革命论〉主张(白话文
"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次年（1918)胡氏又发表键设的文学革
命论〉，指新文学宗旨是创作"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至此，"国语
统一"与"文学革命"运动开始合流，国语与白话文近同等号，成为沛然

莫之能御的思潮。到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其成员网
罗了当时文学、教育、语言等知名的专家学者，大会上通过〈国语统一进

行方法〉，将国语运动推至高潮。5月4月发生"五四运动"，于是"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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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文学革命"又与"文化革命"运动合流，兰者千丝万缕，密切
异常，汇成一股强大的新文化思潮，进一步推动了白话文为本的国语势
头，影响深远。

这股从1917年到1919年的国语运动，藉着五四运动的震撼而远传南

洋，适时地推高南洋各地的国语普及。五四运动冲击新马侨社，各地爆发
大规模的反日抗议运动，进一步凝聚起华人整体族群的意识。同时，南洋

工人群众开始文化醒觉，[国语为基础的白话文运动，因兼具通俗与国民
性质，最适合这些教育程度本不高的底下阶层了。至此白话文运动与国语

运动结合，成为民族意识的重要内涵。当时文人或书报之推动白话文，不

靑为推广国语；欲推广国语，则必白话文为先。试看1919年9月25日

《模城新报）载林克谐〈欲言语统一非改编小学国文课本为白话文不为功〉
长文，部析何为马新地区国语未能普及之因，就在未能彻底采用白话文之
故：

音国方言之庞杂，为各国所不可皮拟者，尽人而知之矣。是国家
之弱，此亦一大原因。……提倡国语，W冀收言语统一之效，所
W各学校高小国民等级，皆有国语科之规定。然溯自有校(来，
十数年于此，固无论其卒业，或未卒业之国民高小学生，口能操
国语者有几人乎。谓余不信，可(校校或人人近而详试之，方知
音言之不谬也。意！教之者不负其责耶？抑学之者不用切而求之
耶？ 一言《蔽之曰：不得其法耳。果无其法W统一之耶？曰有之，
切白话国文教授者是已。盖白话国文，文义浅近，其文字即言语，
言语即文字，W此而施之于小学生，由国民而高小，先后七年，
读之、默之、讲之、作之，卒不能将所学者而说话，音不信也，
即世人亦必不之信。夫文义既浅近矣，而所作寻常之文件，亦易
达意，无必深索遍引，而耗费时间。……

这篇议论已将当时国语在马新通行的情况，及白话文对推动酉语所能起
的作用，说得相当清楚了。作者很有信如，白话文来教授国语，必能收

事半功倍之效，正说明了两者的关系。推广白话文与提升国语普及率，两

者合作一体，如影随形。这里有数百年来中国话文发展的趋势，也有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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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社会的实际需求，"华语"之所QJI成为华族族语，必须从这个历史脉

络去探索，才能探得实。

白话文运动的重大结果，便是促进马新华校里的国语教育愈行普遍，

试举数例，窥探当时的倩形。1918年1月19 0卿力报）一则"参观辟
智学校毕业式记"新闻，说道：

吉隆半山己辟智学校，举行毕业式。……该蜂学生多客籍，而校
长训词及毕业生答词，皆操普通语，绝不用方言，亦一特色也。

在这个毕业式上，从校长到学生都操普通话，可见该校国语教学的成功。

报导谓此"亦一特色也"，则说明了这在当时非普遍现象。一个月后沖力

报》（1918.2.10)另一则新闻，报导新加坡南洋女子学校休业的情况：
"师范生演讲教育，有国语、有闽语、有英语……闻者莫不喷喷称奇。"这

里国语、闽语和英语的演说，虽不同于巧智学校的单一，也足01让人看到
国语教学的概况了。

论文来到最后，就〈婿洋旅行记)〉来作检视，也是对国语发展的阶

段性总结。1919年下旬，江苏无锡的教育家侯鸿鉴为了考察南洋各地侨民

学校，自资南来印、菲、马、婆等地实地访察，回国后写下《南洋旅行
记>〉50,成了研究南洋华教史的重要材料。这本书相当有意识地记录下所
见各地华校国语课的情形，正好可用来考察五四运动后马新华校国语发展

的概况。

侯鸿鉴屯月从厦口出发，先到菲律宾，后至新加坡，在新共参访数十

所华校，按其顺序检视：〔1〕养正学校：有"国语科，教授兰四年生。
练习国语问答，颇见认真，教法甚佳。国语教本，为陈教员安仁编，有字
课屯种"（页9); 〔2〕道南学校：有"国文专修科"（页10); 〔3〕兴
亚学校："兰年级二年级合授国文"（页10);〔4〕启发学校，其谓此校；

教员教换，一律改用普通话，此由陈校长到校后初定者，是最为
此校之优点矣。

(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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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便到〔5〕端蒙学校：参观"国民一年甲级国语"（页12); 〔6〕公

立南华女学校，特去观看：

蔡女去授国民四年王年国文，甲组复习，乙组讲授……毛生羽丰
(竞志旧生）授国民一年国文缀法。各级教授，除一年生外，尽用
国语教授。

(巧 12)

访毕南华女校后，便去参观〔7〕南洋女学校；其"小学部国民二年级授

国文，国民兰二年级授国文，国民一年级授国文"（页13); 〔8〕应新学

校：有"王教员授国文，国民四年互年洽级。某教员授国义，国民二年

级。李校长授国文，国民一年级，徐教员授国文，均注人式，略有启发

处"（页14); 〔9〕崇正学校："学生则福建人居大多数。国民用闽语教

授，此亦特点"烦13)。_ —

此外，侯氏虽有参观{1未~提云其教学语言的，计有：〔10〕华侨学
校、U1〕育英学校、〔12〕华侨中学、〔13〕崇文学校、〔14〕爱同学

校、〔15〕崇福女学校、〔16〕鼎新学校。但必须知道的是，这^^间虽未

提及有无国语国文课，并不表示一定没有。例如爱同学校，其于1918年2
月20日卿力报}的"爱同学校招生简章"广告，所列学科中，便有"国
语"一科，可证有国语教学。还有华侨学校，创立于侯氏观访之年，为新

马第一所华文中学，深受五四新思潮之影响，一开始便采国语教学了。据

其校刊所记："我们的华中，又应该是所有南洋各华文学校，能华语教

学的最早种子。"y这个论断虽可商権（不是最早的），但可证明其始即
华语立校。

参访新加坡后，侯氏北上検城，途经吉隆坡，参观了尊孔学校，虽没

提到有无国语科，但尊孔乃依学部章程而立，肯定官音教学（参3.2

节）。模城则是侯氏的另一拜访重点，前后也参观十多所学校，再依其顺

序作考察。U7〕华侨学校：该校"对于教授上，全用国语教授"（页
29); 〔18〕中华学校：该"校旧习教科，趋重英文，今加增国文国语时
间"（页31)，其课程则由"黄校长教高等兰年级国语，辨明中国音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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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颇见清晰。某教员教授地理，某教员教授国文，某某教员教授国民
级国文，均用注人式者多。往中学……朱教员教授国兰国文，注音个人覆
讲，未能兼顾全体"饭32-33); [19〕谢氏育材学校，对其课程写得较
详：

一年二年级，用闽语教授，互年四年级，用国语教授。每日晚间
七时至九时，有夜课班，另招生徒，专授国语。殷君传德字厚斋，
原籍吴县，寄籍大兴，任国语教授，是晚参观殷君教授国语，学
生多谢氏及商店学徒。南洋气候甚热，故午后课少，晚间授国语
尤佳，将来学习国语者渐渐增加，感情自多融洽，否则闽价W闽
语教授，專价W專语教授，永无統一之日。即国内国外之用一国
民，彼此语言不能相通，非所(筹教育之普及也。

(页32)

接下来是到口0〕时中学校：谓其"高小及国兰四年，均有国语，一二年
无国语，此校急宜改良者"（页33); 口1〕碧如女校：其中"国民兰年

级国文，谭女±讲授……国民二年级自修国文温习"（页33); 〔22〕同

善学校："国民二年级[上，均用普通语教授，一年级客话讲解，普
通音读"（页37-38); 口3〕陈氏小学校："陈教员授国民一二年级国
文"（页40)。

还有其它未提及教学语言的学校，计有：〔24〕钟灵学校、口5〕銳

南女学校、口6〕新江学校、口7〕商务学校、口8〕新华职业学校、

口9〕吴顺清义立小学校、〔3的林氏两等小学、口 1〕杨氏学校、〔32〕

胡氏学校、〔33〕王氏学校、〔34〕女子补习学校。其实，创立于1917
年的钟灵学校，乃属两等小学校，隶于模城阅书报社下S，据此名义及所
隶属单位，则必备国语科亦可知矣。

由上检讨可知，侯氏在新马共拜访了兰十四所学校，明确记载有授
国语国文科的计有十五间（新加坡八，榜城古），若加上本文所确定的四

间（华侨、爱同、尊孔、钟灵），则共有十九间，占其参观学校总数五成
六（55.9%)。若将送数据当作是对当时华校国语课的抽样调查，则五成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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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率虽不很高，却也不算太低。便何况侯氏所记，仅就他亲眼所见，那
些没提及的，不代表一定没有国语科（例如华侨、爱同、尊孔、钟灵四
校），故比率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保守估计至少应有六成多左右。这可

看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马各地华校教授国语国文的比率概况，值
得参考。

从侯氏论的述来看，新马华校国语课的情况不一，有的专科全年，有
的只限高年级，低年级仍用方言，有的专开夜学班授华语，也有还保留全
用方言教者（新加坡崇正学校）。方法上亦是教员各自发挥，有教员还自
创新方式，似也没有统一教材，这些都反映了正处适应时期的状况了。侯

氏曾受邀在时中学校演讲，谈谈改进侨教的看法，其中一点就提及希望
"各校注意国语教育"（页3力，足见国语科还处推扩及调整阶段中。

结论

本论文考察马新华语史的第一阶段（十九世纪末至一九一九年止），
也就是如何从大部分人都不请的官话演变成各籍所共通的族语。基本的结

论是，"华语"作为华人的族群母语是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即有南洋侨

民社会结构与语言生态因素，也有来自中国时局与语言文化革命的影响；

它的出现自有文化精英的提倡与努力，也有中西历史演变的趋势公意。各
种背景共同汇聚成族语产生的因缘，其中发展主轴便是十九世纪末[来华

人社会的重新整合与族群意识的深化。本文从华洋直面对质的冲击、方言

帮群的统合、语言生态的磨合、文言合一的趋势、学校革新的呼吁、内外

时局环境的牵引等背景作分析，从而探发华语所出现的历史过程。从十
九世绝末至一九一九年为止，可视为华语的奠定期。这一演变的结果，也

为曰后马新华族的转型与形成埋下基因，此可视为马新华语史的第一个段
落。

本文1919年为此阶段论限，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1919年后，
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与影响，华语进入全面普及的阶段，各校的转
型也多在兰十年代完成，族语的地位真正确定下来。民国时期推动国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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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推手黎锦熙说，"民国八九年间，推行国语之风，远播海外。今日

(四十年代）南洋侨胞国语之普及，实由于此。" 3可见此次国语运动及五

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南洋华语的重要影响了。

第二个更重要的理由，白话国语的普及，打破了省籍藩篱的最后一道

防线，进一步融合族群与深化民族的整体概念。麦留芳曾指出这点意义:
"白话文普及教育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便开始推行。星马的华人学校

随后亦相应采取中国国语教学。……在冲淡方言群认同所带来的冲力必是

其中主要的一面。其中比较可想象到的一种冲力就是促使方言群之间的
互相通婚变得普遍。"W这个观察极有见识，据此论之，1919 1^1后，马新

华语运动进阶入另一新阶段了。

注釋

1 华族名义下的内部是多元歧异的，当然有非华语群者，本文所指乃就大部分华人
及整体巧史趋势而言。

2 第一种说法如H.R. Chesseman (1955： 37)，殖民政府的教育报告书目P K 1920为
说；第二种主张有颜清遭(1991： 284-285)等；第互种意见则W李元禮为代表
(2002： 119)。

3 本小节所引用有关中国文献中"华语"的史料，均出自张德蠢(1990) W及郭熙
(2006)，不一一注明。

4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1口2: 187).
5 李钟包《新加坡风主记》。转引自余定邦、黄重言(2002： 190)。
6 李瑞清〈条陈扶植华侨学务扩充招待侨民学堂文〉。转引自郑良树(1998： 35)。
7 参考麦留芳〈访言群的认同一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第四章（1%5)。
8 宋狂相著，叶书德译(1993： 75)。
9 陈育接语〈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1%3: 378)。
10黄力棠<r南洋华人宜大私K自保说〉。载叶钟铃(1995： 55-56)。
11黄乃裳〈泼丞七十自叙〉。载刘子政(1979： 119)。
12颜清渔著，李愚涵译(1982： 2S0。
13 吴龙玄(2009： 19)。
14曾玲〈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的建立及其社会文化意义〉。载陈荣照(1999：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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