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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Thye Phin and Leong Sin Nam in Pe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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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篇论文主要探讨马来亚华人在二战前的参政模式。王麽武在1970年提
出兰种马来亚华人的政治参与模式，堪称典范。随著相关研巧成果的累积，新
史料的发现及再艳释，本文提出第四种华人政治参与么模式，即：双重政治身
份。藉著研巧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者，本文将W此探讨华人樓民社会的政治地
位，及在地化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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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reviewing the politic participatio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in Briti油 Malaya. In 1970, Wang Gungwu built the paradigm in the stud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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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He classified the Chinese politic participation in three types.
Following by the accumulation of research works, and discovering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sources, the paper will revise the classification pattern ofWang Gungwu.
The paper also attempting to bring out the forth pattern: Served both for Chinese and
Local British Government. By the studying of the career of the difference types of the
Chinese leaders who involved in politics, the paper will probe into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 community, and their concerning of the localization.

Keywords: Politic participation pattern,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dual
political position，the State of Perak

一、前吕

这篇论文主要尝试建构二战前马来亚华人的政治参与模式。二战前英

属马来亚华人的政治活动主要分二：倾向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在地化的札根

主义。除了运两种类型外，也有人游走于两者之间，同时被中国及英殖民

政府赋予政治地位。透过研究郑螺生、许武安、郑大平和梁楽南，本文将
呈现二战前马来亚华人多元的政治活动面貌。

1970年，王廣武在"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文中把马来亚华人
的政治参与者分为兰组：一、热衷于中国政治活动；二、不参与中国的政

治活动，但领导当地的华人团体；兰、王生华人，不诣中文，英文能力

佳，为殖民者所喜好（Wang 1970)。除了王麽武所述之兰大类型外，本文
将提出第四种之华人从政者，即：双重政治身份。

W中文书写，或请中文的学者，较关注马来西与中国的关系。因此，

他们的研究关怀，往往亲中国，尤其是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华人领袖，

如胡子春（国廉）、梁碧如（廷芳）、郑螺生等为主。'另一方面，W英

文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 Biography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ee
Kam Hing and Chow Mun Seong 1997),亲中国政权的人物，如郑螺生、林
源水和余东雄等，并没有被收录进来。这本著作的其中一位编辑，周敏備

(Chow Mun Seong)请中文，显然地，语言的局限并不是亲中国政权的人物
没有被收录的原因。该本人物志编者对人物的编选的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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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given leadership positions were individual who were recognized by
their contemporaries as having achieved varying degrees ofsuccess in different
fields of activities and of having exercised influence within the community of
society. Their careers and lives were held up as examples to be emulated. (Lee
Kam Hing and Chow Mun Seong (eds) 1997)

"他们的生平事迹堪称楷模及效彷"，此本人物志在马来亚独立四十年后

出版，亲中国，及为中国革命牺牲的英属马来亚人物并不能视为时代的楷

模，所W，他们没有被收录在内，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这篇论文

并没有要为当代建构"楷模及值得效彷的历史人物"的企图，而是W人物

反映时代，及呈现华人领袖政治参与的多元面貌。

除了上文所述学院派学者之著作外，民间学人李永球在2003年所出版

的《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李永球2003)是第一本为露熏华人立

传的专书。他所收集的是活跃于太平的人物为主，包括政治领袖、商贾、

革命支持者及各行业的人物。从历史研究来说，这本著作的价值是采用了

散落于各处的碑文，丰富了研究的材料。

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将W四个露房州华人领袖的政

治活动个案，来论述四种政治参与类型的模式。在史料使用上，这篇论文

使用了英殖民政府的档案资料，马来亚出版的中、英文报章，民间碑文，
及收藏在台湾的国民党相关档案，W中、英文为主的官方资料，及地方碑

文，刻划出二战前华人在马来亚的政治活动。

这篇论文所挑选为个案研究对象的华人领袖，是受到合法政府

(legitimate government)委派职位，或透过合法的民主选举，取得代表职位
的人物。二战前的譚需州华人的政治参与，主要分两部份：一、由英国

殖民政府所所主导的露房州议会(Perak State Council)及联邦议会(Federal
Council);二、热衷于中国政治，从保皇派与革命派，到后来的国民党。
虽然二战前的英属马来亚己有共产党的活动，但共产党尚未掌控中国政



108 陈爱梅

权，不属于合法政府，因此，这篇论文并不把英属马来亚的共产党领袖纳

入个案研究。

(一）地方性政治——露棄州议会

露房州(The State of Perak),又称化切、白蜡及卑力，位于马来半岛
北部，是马来半岛第二大的州属。十九世纪，锡矿的开採吸引了大量的中

国移民涌进露房，华人人数在十九世纪末超越马来人，成为州内最大的族

群。马来王室的夺摘之争，及华人因利益瓜分问题而导致的党派械斗（称

为"拉律之战"，Larut War)，使英国插手露震事务。1874年，露房成

为第一个被英国管理的马来保护州属(Malay Protected State)。英国分别与
马来统治者和大臣，及华人帮派领袖签署"邦格岛条约"(Pangkor Treaty)

后，即派遣毕治（J. W. W. Birch)当任露房州第一任参政司（Resident)。毕
治tU强硬的手段管理露房州事务，引起马来统治者及大臣的不满。于是，

第一位英国参政司在1875年11月2日在己西沙功(Pasir Salak)遇害。在这场
称为露需战争(Perak War)中，露震州苏丹阿都拉沙II (Sultan Abdullah Shah

II)遭驱逐到非洲的塞吉尔(Seychelles)；大臣马哈拉惹里拉(Maharaja Lela)
则遭问吊。2华人显然并没有直接介入这场英、巫之间的战争。随著毕治

的遇害，英国第一阶段的参政司管理实验就告一段落。

事件平息后，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总督(Governor)泽维±
(W. E. Jervois)建议在马来保护州属成立混合议会(Mixed Council),他在呈
给海峡殖民地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加拿芬（Earl of Caraovon)的建议
书中表示：

对于我来说，薄需州的问题，不管是要遵守芙国官员W巧丹之名
进行管理的约定，还是把这个州属视为英王的领上……我的看法
是，依照目前的局势，我们必要做出调整。我的建议是，成立
混合议会，包含英国官员、马来人和华人，而这是可行及有价
值的。(CO 273/91, No. 62, "Governor's Policy in Perak Governor Sir W.
Jervous, K. C. M. G.，C. B. to the Earl of Camavor" (received March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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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维i在建议书中强调华人的重要性。他保证，在英国的管理之下，勤奋

的华人会涌到这个州属。他W威利斯省（Province Wellesley,又称威省）
为例，说明那里曾经是蛮荒之地，不过如今却是农园，僱用了成千上万名

印度、华人及其他族群的劳工。露房是富于农业及矿业的州属，他相信在
W适当的方式引进移民及劳工后，马来人的数目将被超越，及很多问题

就可解决。(CO 273/91, No. 62, "Governor's Policy in Perak Governor Sir W.

Jervous, K. C. M. G., C. B. to the Earl ofCamavor" (received March 13))

辅政司加拿芬接纳了总督泽维±的建议。1877年6月，露誇州议会成

立，这是继雪兰義（Selangor)在=个月前成立州议会后，露房成为第二个
成立州议会的马来州属。成立之初，露需州议会共有八名成员：两名英国

官员（正、副参政司）、四名马来领袖和两名华人代表。郑景贵及陈亚炎

被英方委任为华人代表。送两位在拉律之战是宿敌，在露雷州议会中却同
朝为官。他们在州议会中与英殖民官员及马来领袖共商州事，正式拉开露

需州华人参与露霧州政治的序幕，同时也奠定了露需州政治的多元种族性

基础。

从]877至1941年，露需州共有11名华人被委任为露需州议员，3包括

客家人、广东人、潮州人、福建人和侨生华人。这篇论文无意替他们逐一

立传，而是挑选其中的兰位人物，W代表不同的华人政治参与类型。

除了露房州州议会，另一个由英国政府成立的政治立法机构是巧邦

议会(Federal Council)。联邦议会成立于1909年，是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又称四州府（雪兰繁、露需、彭亨和森美兰）的立法机
构。从1909年及1940年，共有12位华人被委为联邦议会议员，他们当中，

半数来自露房州。4由此可见，露誇州华人领袖相当活跃于公共决策领
域。

除了英国殖民政府给予参政权，马来亚华人菁英也受中国政府委派，

担任驻马来亚的中国政府官员。被中国政府视为公民的海外华人，也参与
了中国在海外举办的民主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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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政治的影响

中国政治对英属马来亚的影响，学者如颜清渣、Png Poh

Seng、Stephen Leong Mun Yoon、杨进发、黄建淳等，都做了相当详细的
论述。5在谈论这项课题时，学者们主要W海峡殖民地，尤其是新加坡和

横城为主要的讨论对象。相较之下，马来州属虽然幅员广大，但所获得的

关注并不显著。新加坡、検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屯、，获得关注

是必然的。露需州之政治参与者，虽然不及海峡殖民地的菁英般在英属马

来亚担任智囊的角色，但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自主性也是值得关注的，尤

其是露需州，这个华人角色相当重要的州属。

露房，尤其是怡保，曾是保皇派的大本营，胡子春就是中流祗柱。

根据张永福在《南洋与创立民国》中的记录，孙中山在新加坡和吉隆坡

创立同盟会后，北上怡保，入驻"新改良局"。是夜，有人苦诉他，胡子

春在怡保的保皇势力十分强大，他听闻后漏夜搬离"新改良局"（张永福
1933: 15)。"新改良局"应该是当时怡保著名的酒店，胡子春在1907年

于"新改良局"设宴欢迎清朝使者（寄生1908)。

怡保的同盟会是由汪精卫所建立（张永福1933: 15)。成立之初，露

震同盟会的主要通讯是：巧罗汤伯令，罗万成号林源水，和吉承隆号郑

螺生（海外党务发展史料初稿曇编1961: 115)。在1910年之后，英属马

来亚有18个同盟会分会，其中6个分会设在露需州。当时，同盟会W阅书

报社及戏剧社的方式存在（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1990: 14)。民国
建立后，英国承认中华民国为合法政府，马来亚之国民党在"社团组织

法"（Societies Ordinance)下取得注册，成为合法社团。1913年，露需州共
有27个国民党分会向英政府注册（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1990: %)。

露需州国民党之活跃份子，在开会前会向华民保护司(Chinese Protectorate)

申报（海外被逐侨胞回国留京编辑委员会1934: 62)。马来亚国民党随着

中国政局的转变而发生纷争。袁世凯瓦解国民议会，孙中山到日本成立中

华革命党后，立即给露需州国民党支持者，如郑螺生和林源水写了多封

信，W争取他们的支持。W目前资料所示，露房州华人亲中的政治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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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支持孙中山、国民党，甚于与英国建立外交的中国北洋政府。国民

党在1920年代被英政府勒令解散，1930年代遭到严厉的打击及管控，直到

中日战争后，国民政府派遣吴铁成到马来亚与英政府周旋，希望能再次将

国民党合法化。1941年日军进入马来亚，为历史划下分水岭。

三、露需州华人政治领袖

接下来，本章节将W上文提及的四个华人领袖为例，论证本文所提出

二战前四种类型的华人领袖，W此阐述华人领袖在政治参与上的多样性。

(一）参与中圃政治

这类型的政府参与者热衷于中国的政治，并获中国政府付予政治职

位。在露需州，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郑螺生。

郑螺生生于1870年，少岁时从福建同安来到英属马来亚，之后在怡保

设立"吉承隆公司"。除了郑螺生之外，林源水、李孝章等，都是露需支

持革命党的领袖。赴中国参加反清革命的露霧华人温生才、余东雄和郭继

枚，在就义前都写了绝笔书给他们，表达为革命牺牲的决屯、（〈余东雄郭

继枚玫郑螺生李考章函〉，一般档案，241/460.2)。郑螺生在1915年出席

了在露需中华总商会所举办的露需华人志愿部队(Chinese Volunteers Corps
in Perak),在这场由英方及华人民间所举办的盛大集会中，一位姓李的华
人甚至建议这个华人志愿部队只开放给讲英语的华人{The Strait Times, 5化

April 1915, p. 12)。郑螺生在这样英校生主导的场合并没有获得媒体的太多
关注。虽然如此，郑螺生己是当时露房州的华人领袖，并在1920年获得英

方圭寸赐为"太平局绅"(Justice ofPeace) {FederatedMalay States Government
Gazette 巧20: 415)。

1930年2月，原任香港总督的金文泰(Cecil Clementi)被调到英属马来
亚，出任海峽殖民地总督及马来亚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这位能
讲中文、福建话及广东话的总督对国民党采取高压的铁麻政策。郑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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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国民党活跃份子，在金文泰上任五个月后就遭驱逐出境，并撤消

其"太平局绅"(FederatedMalay States Government Gazette ]32Q.. 2Q&5)。載
螺生虽然出生中国，但他在居住于露需期间已归化成为大英子民，因此，

金文泰在驱逐郑螺生时显得小也翼翼。他等郑螺生从新加坡前往中国的途

中，才签发驱逐令，W免在技术上落入英政府驱逐大英子民的窘境（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1990; 1.42)。
1928年9月，国民党在北伐大抵完成后，就在南京成立侨务委员会，

经过几次改姐，在1931年12月7日公佈的"侨务委员会组织法"，遽选

当地侨领为侨务委员，并指派侨务专员负责视察侨务状况（李盈慧2003:

68-71)。同年，在英属马来亚被委为侨务委员的有新加坡的陈武烈、李

振殿；马六甲的黄仕元；露誇州的林源水。较后，侨务委员会人数增加，

被委的包括露房州的梁宇皋；马六甲的沈鸿泊；雪兰義的陈占梅；新加

坡的林文庆、陈嘉庚、胡文虎、林义顺和陈楚楠（许师慎1984: 168、292-

293)。运些被委任的委员都是当地领袖，他们的委任是象征性胜于实

际工作。真正替中国国民政府工作的是侨委专员，或视察专员。在1931

年的"侨务委员会组织法"通过W前，郑螺生已正式接任视察专员的工

作，并在1930年2月获得委任状（〈侨务视察〉，国民政府档案，No:001-

067000A001)。他的王作，主要是收集情报，尤其是向中央觉部报告共

产党的活动。6在获中央党部委任为视察传员不久后，他就遭英殖民政府
驱逐出境。

被驱逐到中国后，郑螺生就W华侨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南京举办的国民

议会。在议会上，他为海外，尤其是马来亚华人争取权益，包括替罗次启

(铭動），这位来自露房的驱逐华侨争取国民政府的庚子赔款之奖学金，

助罗次启赴德留学。此外，他希望国民政府拿出部份金钱支助受经济大

萧条所影响，在东南亚滞留的华人回到中国。国民政府拒绝他的要求。7
他的膝情具成效的，是19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对海外华文学校的拨款。由
中国官方及海外华人代表所组成的"华侨教育委员会"已在1932年通过

决议，要求中央政府拨出五万元予海外华校，但一直都没下文。1934年4
月，他要求中国政府兑现决议案。隔月，新加坡的英文报章就报导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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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拨出五万元给海外华校的消息，譚需州的华文学校也获得该项拨款。8

提起海外华人对中国的贡献，人们直接联想到的是海外华人向中国

政府提供金钱援助。郑螺生却颠覆了这种既定的刻板印象。除了上述的要

求外，他直接向蒋介石要钱支持《民国日报》，，这份在新加坡由国民党党
员所创办的报纸。在同一封信件中，他也表示中央政府需拿出五万元，如

果国民中央政府欲在马来亚设立英文报纸（〈侨务总目〉，国民政府档

案，No: 001-067000-0001)。

在中国，郑螺生被委任为监察院监察委员。在任职其期，他也对中

国官员进行弹劾。1933年，他在南京成立"海外被逐侨胞回国留京同志

会"。在34名成员当中，28名来自英属马来亚，9显然地，这是W马来亚

华人为主的兄弟会。

虽然他的驱逐令在遭驱逐后一年即取消{Monthly Review of Chinese

Affairs, June 1931: 17),但他在中日战争爆发后才回到怡保。他在1939年12
月14日逝世于怡保，并获得中国行政院院长于右壬的褒恤。10郑螺生与其

妻陈金咸及妾叶德贤合葬于怡保福建义山。其墓碑中央是"青天白日"的

国民党党徽，两旁镶上孙中山及民国政府所颁赐的奖状。其墓园围墙上写

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II

郑螺生生于中国，经营生计于露需，在中国获得政治舞台，却长埋于

露露。他是二战前英属马来亚知识份子的参与中国政治的代表人物。其政

治生涯虽是亲中，但也看出他对海外华人的关注，是W差序格局式的方式

显示，t即由内（露雷华人）往外（英属马来亚华人），再扩展到其他区域
的海外华人。

(二）不参与中国政治，但领导当地华人

英政府在成立州议会之初，吸收各帮派领袖成为议员，W平衡及安抚

各帮派的势为。露需州议会在1877年成立后，广帮陈亚炎，及客帮郑景贵

同时被邀进入州议会。九年后，即1886年，潮帮领袖许武安加入州议会，

形成客广潮兰帮鼎立的局面。他们兰人都是当地华人帮派领袖，除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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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诘括的陈亚炎，i2其馀两位都向清朝"鬻官"，拥有清朝封赐的官

衔。虽然如此，这些官衔为虚衔，不具实际上的政治权力。因此，他们不

能视为参与中国政治的人物。本文挑选许武安为讨论的个案。

许武安，生于1837年9月27日，榜城威省的富裕之家。他的父亲许巧

合，来自广东省潮安县宏安村，検城韩江家庙发起人之一。他在威省累积

资本后，把事业扩展至露需吉肇县（Kxian)，并在烟草及业藤种植业上获得
丰厚的利润。许武安"子凭父贵"，"续承其父亲潮帮领袖的地位，并且
扩展其经济版图。

在事业达至颠峰之际，许姥合返回中国，将南洋的事业交于他的长

子一一许武安管理，同时留下劝诫：经商营业，务需诚实，贫富人家，一

律善待(Wong 1963: 81)。

许武安是威省义兴公司的先生，在第兰次拉律之争（1871-1873)中支
持拉惹阿都拉争取露需王位(1871-1873)(陈剑虹2005: 71)。他是具影响力
的领袖。在1873年2月至9月，拉律之战蔓延至吉華县，一群义兴会员高

摇红旗，说自己是"武安的人"（Winstedt，民. 0. and Wilkinson, R. J. 1974

(reprint): 86)。虽然如此，在1874年英政府与华人领袖签署邦格岛和平条约
中，并没有许武安的名字。14

如同他的父亲及其他富裕的海外华人，他向清庭捐纳官爵，所获之官

爵有五品奉政大夫，后来再加一级请四品封典，成了四品朝议大夫（陈剑

虹2005: 85)。在1870至1885年间，他活跃于横城及威省华人组织，如担

任検城韩江家庙总理、平章公馆（即后来的擦州华人大会堂）创建董事、

高渊高兴宫董事及検城之广东暨汀州义塚大董事等。

在华人社会建立了相当的声威及确立其领导地位后，许武安在1886

年或被英政府收编，成为露房州议会的第=位华人议员。英政府在州议会

增加一名华人议员，除了许武安的个人威望外，也是因为吉擎县潮帮势力

的发展。根据1891年的年鑑报告，吉峯是露需州华人人数第兰多的县区。

在该县的华人总人口当中，百份之毛十兰是潮州人。这或是英政府委任许

武安为州议员的原因。随着英政府管理制度及官僚体系的日益完善，在许

武安之后，英政府不再W帮派领袖做为遽选州议会成员的标准。许武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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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离开露需州议会后，梁碧如，客家人，取代他成为州议员。

黄存藥在《新马华人甲必丹》中把许武安视为露房华人甲必丹。不

过，本文认为：许武安并非甲必丹。根据露房州议会记录，郑景贵及陈亚

炎被称为甲必丹，却只称许武安为先生。"因此本文认定，许武安并没有

被英政府策封为甲必丹。

根据1889至1896的露房州议会记录，与其同时期的华人州议员，即郑

景贵与陈亚炎相比，许武安的出席率最低，只有约百份之王十的出席率。

郑景贵的议会出席率，也只是比许武安多了百份之二。这或许是因为他们

两人主要的社会及经济活动主要是在横城及威省。许武安也常带他的儿子

回中国（许崇智1950: 165)。他们兰人当中，陈亚炎的议会出席率高达百

份之六十二，高居榜首。如前文所述，陈亚炎并不富裕，根据碑铭研究，

他的社交活动局限于太平及甘文下，并没有扩展至核城。19世纪，露需州

议会是在太平举行。因此，长时间在太平及甘文T活动的陈亚炎，可就近

出席议会。

许武安在1896年就离开州议会，原因不详。虽然如此，他在模城华民

参事局委员（Penang Chinese Advisory Board)的职位，一直保留到1904年。
隔年，他荣膺太平局绅(Justice of Peace) (Wong 1963: 82-83)。光绪乙巳
年十二月十四日，即公元1906年1月8日，他与世长辞。《海峡时报》（rAe
Straits Times)这样赞美他：

他是一个慷慨及厚道的人。不管是脚生疮或饥饿流浪者，不论他
们地位的高低没有人是饿著肚子，或空著手离开武安的家口。

{The Straits Times，1st Nov. 1906, p.8)

《海峡时报》的这段评论，或许说明了许武安遵守父亲的遗教：贫富人

家，一律善待。许武安和他的生母赖夫人一样，都是出生于马来亚。不

过，许武安却选择归葬中国，与父系的祖先，及他从未某面的大妈一林夫

人，他父亲的第一任妻子，葬在同一区域。w许武安的归葬，被视为海外

华人"落地归根"的典范。虽然如此，就W露需州华人领袖而言，这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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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并不多见。在1877至1941年的11位华人州议员当中，只有许武安选择归

葬。其馀的领袖，不论是出生于中国或马来亚，皆葬于马来亚。

离世前，中国保皇及革命思想开始传播到马来亚，或许年事已高，

他并没有直接参与这些政治活动。他是第一个受委为露房州议员的本地

侨生。显然的，他的情感及归属还是倾向中国。郑大平，第二个受委为露

需州议员的本地侨生，受英殖民政府特别喜爱，则代表第兰类型的华人领

袖。

(三）±生华人，英校生，为殖民政府所喜好

本文将王慶武这类分类中的"不诣中文，英文能力佳"改为"英校

生"，W避免替"中文"做出定义。在笔者所研究的露房州华人州议员当

中，郑大平、杜荣和(Toh Eng Hoe)及孔锦德医生（Dr. K. T. Khong)都是
英校生，但他们懂得各别的方言。方言是否属于中文，这是语言分类上的

问题，笔者无意在这篇论文处理语言学上的定义问题，故将"不请中文"

改为英校生。

在W上所提的兰人当中，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受殖民政府所喜好，

但最为受殖民政府所器重及恩宠的，就属郑大平，霖需最后一位华人甲必

丹。

郑大平(1879-1935),生于太平，父亲郑景贵和干爹陈亚炎都是霜房
州华人甲必丹，家世显赫。讲客家话的郑景贵将郑大平送到榜城圣芳济学

校念书。郑大平求学期间就己经获得英文媒体的关注。如同许多富裕之

家，郑景贵的后裔为他所留下的庞大财产打官司。虽然如此，郑大平并没

有把"钱途"寄望在官司上而已，而是开拓了他父亲在锡矿业打下的根

基，其中包括创立第一间华人矿业有限公司一督亚冷华人锡矿公司（Toh
Allang Chinese Tin Company),聘用欧州工程师监督矿场及使用先进仪器，
开営华人与澳大利亚合资发展锡矿业一近打河铁船公司(Kampar River Tin
Dredging Company)等。17

郑大平是赛马爱好者，也爱开车。他热中于W西方人为主的组织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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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甚于华人组织。从《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中所收集的铭文来看，

他对华人组织的捐献，有着他父亲的影子。例如，他捐钱给榜城的五福书

院、极乐寺和增龙会馆，他父亲的名字同样也在这些组织出现。显然的，

郑景贵有意带领这个儿子进入他所领导或参与的华人组织，但郑大平似乎

更钟情于西式的活动和姐织。

做为富甲一方的领袖，郑大平的豪宅被用来招待贵宾，包括1908年到

访露需州的驻新加坡中国总领事孙i鼎，和其他英国官员。1905年6月25

日，在榜鄉崎平章会馆召开的"抵制美货"会议中，年方26岁的郑大平就

获选为协理之一。"在经济低迷时，他代表华人向英方对话，并且透过露

需慈善社（Perak Chinese Amateur Dramatic Society)为中国募款。"参与及
领导与中国相关的活动，可W提升及巩固他华人领袖的地位。虽然如此，

在较后具民族主义的反殖民运动中，如1919年五四运动、1928年的济南

事件、1931年的918事件等影响英属马来亚华人的运动中，郑大平是缺席

的。因此，郑大平被视为对中国政局不感兴趣，或避免涉入中国政治的华

人领袖。

1920年的"学校注册法令"引起英属马来亚维护华文教育自主支持者

的奋力抵抗，这场英属马来亚华人第一次因本±性议题而展开的社会运动

最后始终抵不过英殖民政府的雷厉风行政策。时任担任海峡殖民地立法议

会(Legislative Council)议员的林文庆、联邦议会(Federal Council)成员的
余东旋都为此法令而周旋于华人社会与英政府之间，露房州华人领袖如梁

藥南等人都为阻止或缓廷这项法令而奔波，W但刚获封甲必丹的郑大平却

表态支持政府的这项政策。

英方采取严厉的手段执行这项法令，关闭各地的华侨教育会，驱逐

反对送项法令的人±，其中包括模城的陈新政。在联邦议会届满的余东

旋，也不再续任。SI在英政府执行严刑峻罚的同时，却竟然重新委任华人

甲必丹，而获得这项殊荣的是郑大平{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Gazette, 1921, p. 370)。英政府在郑景贵于1901过逝后就不再于露需州委任
新的华人甲必丹，一直到1921年再度委任郑大平为露房州华人甲必丹。

郑大平在1901年就取代他父亲在露房州议会的公职，成为露露州议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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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英政府在建立相较完整的官僚体制后，有意结束华管华"的局

面，而不再委任甲必丹是很明确的表现。可是，二十年之后，正当华文教

育正处于与英方交锋的时刻，英政府却重新委任甲必丹，令人不得不联想

英政府的政治动机：提升亲英华人领袖的地位。富裕、支持英政府政策，

且不直接参与中国政府的郑大平是英政府的不二人选！

1921年3月28日，露震州王宫一片欢腾：露房州苏丹被授于"骑±指

挥官"(Knight commander),英国殖民地最高头衔；较后，就是郑大平受
封为甲必丹的仪式，参与受封典礼的露誇州华人领袖都穿上中式官服，音

乐及爆竹声此起彼落"he Straits £从0, 31st March 1921: 8)。同年6月150,
位于怡保的露需中华总商会，设宴庆贺露寅新任甲必丹。商会口外挂五色

国旗，鼓乐用中国八音，一百馀中、西人i按临送场W梁染南为主席的茶

会（《益群日报》1921年6月15日，第9版）。这位新任华人甲必丹获得媒

体的高度关注，不仅是弄璋及弄瓦之喜，连庭院的花开都获到英文报章的

报导。22

不过，从《横城新报》从1921年至的报导来看，露房华人社会并不特

别尊重这位新任甲必丹，且没在报导中称郑大平为甲必丹。1921年8月27

日，郑大平在荣膺甲必丹约五个月后，兰百名华人聚集在露房中华总商会

(Perak Chinese Chamber ofCommerce)为学校注册法令寻求对策。梁藥南被
委为大会主席，郑大平和他的侄儿郑亚明（亦为英校生）也出席了这项群

众议会。郑大平在会议中表示，华人社会应全面接受这项法令，居住在英

国殖民±地上理当全面遵守政府的规定而不能有任何异议。会上，有人表

示总督(Governor)受到从没到过华校的海峡华人误导，并呼吁华人应该在
这项课题上团结一致，话毕与会者热烈的欢呼。"不明而喻，人们的欢呼

传达了对郑大平的不满。

虽然生于太平，但郑大平己归顺成大英子民。露需州之海峡殖民地侨

生华人（Straits Bom Chinese)在1923年成立英籍华人公会（British Chinese
Association in Malaya),较后改名为海峡侨生公会(Straits Peranakan

Club)o 24郑大平获选为该公会的主席。成立之初，该公会意图"成为政治
组织W为国家某福利"{The Straits Times, 26th Jul 1923: 15)。这个组织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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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活动不详，只知其在日军攻打马来亚之前解散。

郑大平在1927年卸下公职，他的侄儿郑亚明继承他在露房州议会的席

位；福州人刘一清则取代他在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和保良
局所留下的空缺。他在1W5年3月29日逝世，停灵走日，葬礼在榜城红毛

路(NorthamRoad,现为Jalan Sultan Ahman Shah)举行。他葬于换城广东暨
汀州义山，其家族的董地。

郑大平是英殖民攻政府对华人管制的转型，从委任帮派领袖到亲英者

为州议员，最典型的一个人物。因为他的亲英立场，及时局所需，英政府
委任他为甲必丹，这个在露需州二十年来不再使用的头衔。虽然贵为甲必
丹，但是，显然的，他在露房州华人社会的地位，及受尊重的程度，并不

如梁藥南，送位具双重政治身份的侨领。

(四）双重政治身份

所谓双重政治身份，即指拥有两个不同政权所正式赋予的政治身份。
在露震州二战前的州议员当中，梁碧如是最早拥有这种双重政治身份的
人。25梁碧如，.尤其是他与中国政府及华人社会的关系引起研究者相当的
关注。故，本文挑选另一位也是具双重政治身份的人物一一梁藥南，二战
前露需州华人社会最著名的领袖之一，为双重政治身份的讨论个案。

梁藥南和郑大平同属客家人，他比郑大平晚一年出生，生于广东梅县
大竹堡。在他兰岁那年，他的父亲带他到横城。十一岁时，他的父亲梁珍
秀过逝，他和母亲带着父亲的骨灰返回中国，其母管夫人却在返乡途中离
世。虽然年幼，但他还是成功将父母安葬在梅县。这位成熟的小孩赢得村
人的赞许。26

梁染南的一生，是典型白手起家的奋斗故事。他的一生，可分为兰个
时期：1880-1910，从底层攀爬；1910-1920，奠定事业根基；1920-1940，

政治生涯，领导华人社会。

在1898年从中国返回马来亚后，他在怡保落脚，从事锡矿业，并且

在梁碧如的矿场工作。1910年，他在万里望（Menglembu)、布先(F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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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林（Falim)等开采锡扩。1910年代，他把事业扩展到橡胶业(Ho Tak

Ming2009:442-443)。1920年，他取代胡子春，成为露誇州议员（於麻rate/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Gazette, 1920: 306)。隔年，他担任露需中华息商
会(Perak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主席、华人接生公会（Chinese
MaternityAssociation)主席等耳只(FederatedMalay States Government Gazette,
1920: 538, 553)。他是二战前露房，尤其是近打县华人社会最著名的领袖
之一，贴近一般华人社会，与英校菁英派的郑大平截然不同。

接任州议会议员后，他立即就得面对1920年的学校注册法令。这项法

令在海峡殖民地的立法议会兰读通过后，送到马来联邦州属的联邦议会。
余东旋是当时联邦议会的唯一华人。"露需华侨教育会"，公举梁藥南、

李蒜坡及李可达，分头向余东旋及白人议员陈情，请他们阻止这项法令在
联邦议会通过。27

"露需华侨教育会"1922年被勒令解散，务实的梁楽南避免与殖民政

府起正面的冲突。露房州华校维护者在嗦若寒婢两年馀后，在1924年的圣

诞节前夕，梁藥南在震房中华总商会召开露房华校校董会议，并邀请代表

英方的教育提督司参与会议。在会议开始前，提督司建议自己先迪避，W

免有碍会议进行。梁藥南回答："今日会议係光明磊落，无须避席。"显

然地，梁染南欲提督司"督察"会议，W消除英殖民政府对华校组织的疑
虑。在那场会议中，"露房华侨学校校董联合会"正式成立，而这也是"

譚房华侨教育会"被令解散后的第一个州内的华校组织，这个组织的章程

中明确表示不可涉及任何政治活动。28 1930初期，经济萧条席捲马来亚，

他向英方要求增加对譚房州华校的金钱补助，此举被马来亚共产党视

为"走狗"{Monthly Review ofChinese Affairs, March 1933: 27-29)o

在他担任州议员期间，多次为华人课题发声。他在露房州议会中的最

后一次记录，出现在1939年5月9日。在会议中，他询问参政司他在去年十

月份呈上的"稳定露震州劳工备忘录"的进展。在这个备忘录中，他建议

成立一个公司，让各族的失业劳工可获得±地耕种稻米。参政司认为如此

一来将会引进更多中国劳工，所不接受他的建议。梁染南在议会上替自

己辩护，表示这是多元种族的公司。29显然的，他的解释并没有取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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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后，他就在露需州议会中缺席。是年十月，在病榻中，他透过A. B.

Jordan,露房州华民保护司（Protector of Chinese),上呈备忘录给海峡殖民
地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 Straits Settlements),要求设立彩券，助英方
与德国的战役。梁藥南表示；看样子，这场战役会拖延一些时间，我们希

望将我们最大的资源用来支助英国政府。露霧华民保护司在上呈给海峡殖

民地辅政司的信中表示，他强烈反对这项提案，并表示在殖民地及和马来

联邦的公共检察官(Public Prosecutor)和警察督察长（Inspector General of
Police)也会反对这项方案。再一次，梁樂南的建议没有获准。W他的这项
要求，有向英方释放善意的成份，甚于获利。根据震需华民保护司的报

告，当时梁藥南已病危，随时都会死亡。

梁藥南是同盟会成员（〈南洋革命事迹〉，No: 002/%.5)，但并不

活跃于同盟会活动。在他奠定事业根基后，便极积领导露雷州华人社会

的各项筹脈救灾。在所有露房州华人州议员当中，他是唯一开办报纸的

领袖。1937年。他开办W客籍董事为主的《马华日报》(Malayan Chinese

Daily)。SI可惜的是，这份报纸已在马星台失佚。
中国国民政府在1928年北伐成功后进入训政时期，并且W六年为

期。19%年，国民政府在公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后，即颁佈"国民大

会代表选举法"，并付予华侨参政权（李盈慧1997: 168)。同年，英属马

来亚华人进行总登记。随后，英属马来亚华人进行选举初体验，在1937年

的8月27至29日进行投票，在八位候选人当中，梁樂南获得最高票数。32

可是，中日争战中断了他赴中国的参政之路。

1937年是梁藥南汇集荣誉的年份。他在这一年的五月份接受英政府

的"大英帝国优等名誉獻位"（0.B卫）的封赐，同年又获选为"中华民国
国民大会马来亚华侨代表"。在接受英政府的劇位后，客家公会替他举

办欢庆宴，在庆祝仪式包括"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兰鞠躬"（《星洲日

报》1937年8月2日，第7页）。值得关注的事，他获封赐的消息经由吉隆

坡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呈报，中国外交部回文允许他接受英方的封赐

(〈英国赠動我国人i〉，外交部，No.020-101800-0017)。这种询问只

是象征性，因为在外交部的允许之前，梁藥南已接受英方的封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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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楽南空手南来，却在忱国忧民中撤手人裹，留下捐赠中国国民政府

两万功币的遗愿。他在1940年1月20日在波德申（Port Dickson)逝世后，遗
体移回怡保。在他出滨当天，露需华人商店关口W示尊重。除了中国、英

国及马来官员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民相送，送撰队伍长达两英哩。从他

的死亡到葬礼，都获得中、英媒体的跟进报导。其故事在1940年1月结束

了，但他最后的话言却透过他所创的《马华日报》所出版的刊物中保留了

下来：

吾化矫居海外，对于国民总动员之物质动员，如捐资筹账，募集
寒雨衣，组织机王服务等，虽已不恤物力人力，踊跃进行，然求
其能竭全力，捐躯救国，毁国舒难，充量发挥爱国精神者，实不
多规。抚‘。自省，震用渐悚，此后宝W精神总动员，互相策励，
父诏其子，友動其併，妻勉其夫，务使抗战意志，日W坚强，
物力人力，日W集中，庶日副最高领袖谋国之诚，而收国家民
族復兴之效与与矫众共勉之。（梁藥南中华民国29年4月，No:
520.2/42)

梁楽南临终前向英政府示巧遭拒^^向中国政府方面的贡献却得到了褒

奖的回馈。33做为英方官员，他尝试为华人在这里的长住久安寻找出路；

做为中方的民选国代，他虽然未能展其政治能力，但显然的，在情感上他

是亲中的。他的离世，也标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随后日军大举入侵，露

需州的华人社会进入了动荡且不安的时代。

四、小结

1877年，英殖民政府在马来州属建立州议会，建立多元族群领袖共

同商讨及管理州务的政治体制。华人被赋予参政权，这种体制一直持续到

1941年日本入侵马来亚。不过，这些政治舞台仅限于极少数的富贾或菁

英，无法促成，也无意成就普罗大众的政治意识。华人政治意识的滥縮，.
与中国政局关系密切。从英国开始在露房建立州议会，至日本南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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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政权变更，但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态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即把他们

视为中国人。因此，本文所挑选的个案研充，虽然跨越半个世纪，但这并

不妨碍建立华人政治参与的模式。

本文是W露房州为例，把华人从政者分为四类，即：一、参与中国政

治；二、不参与中国政治，但领导当地华人；兰、王生华人，英校生，为

殖民政府所喜好；及四、双重政治身份。这种分类方式，尤是是第四类，

是唯独属于露房及榜城的华人政治参与者之特质，还是二战前英属马来亚

华人社会普遍的现象，这还需进一步进行比较及研究。

政治上的本止意识及中国性，在二战前的英属马来亚华人狂会是可
并存的。然而，"中国性"并不是随时间越久而越淡薄，而是关乎政策及
客观环境。1930年代，中国当局的亲（华）侨政府，及居住地的不友善政
策:’前者如国民政府赋予海外华人选举权；后者如英殖民政府制定"马来

±地保护法令"，这形成一拉一推的力量，加上客观的因素一一中日战

争，使华人更倾向中国性，如梁楽南。不过，在送当中，在英政府管制下
享有既得利益的华人似乎不为所动。因此，在研巧马来亚华人史当中，W
华人么参政者为例，我们不可忽略其多元性，即使在探讨亲中国的政治领

袖时，也不可无视于其在地化的关怀。

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探索华人二战前的参政史是有意义的，因

为这具体呈显出英属马来亚华人社会在政治倾向及认同的多元及重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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