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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共内战导致部分不认同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文人与知识分子纷纷从中国
大陆南波香港落脚。当中一些文人又从香港再往同为英殖民地的新加坡与马来
亚发展。1954年，拥有美援背景的香港友联机构在新加坡设立分部，一年后搬
迁至吉隆坡。友联出版社在马来亚成立后，中国南来文人背景的友联同人先后
抵马协助友联开拓出版业务，相继创办《学生周报》和《蕉风》杂志。本文
将透过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的场域（field)、资本(capital)和惯习
(habitus)这一组概念处理从中国大陆流落香港再南迁至马来亚的这些友联自
由主义文人如何从香港迁移并落脚于亚洲大陆最南端的马来亚。在这过程中，
友联同人如何利用其关系网络涉入政治场域W在文学领域取得方便，并进一步
探讨友联出版社和美援文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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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some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did not agree with
the regime ofCommunist Party ofChina (CPC) had left the Mainland China to British
Hong Kong. Some of them were then continued migrated to the British colonies
of Singapore and Malaya. In 1954, the US-funded Hong Kong Union Press set up
their branch in Singapore, and then moved to Kuala Lumpur a year later.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Union Press in Malaya, a number of the writers turned up in Malaya
to expand the publishing market. They then established the literary magazines, namely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and Chao Foon. By using Pierre 艮ourdieu’s concept of
field, capital and habitus, this article tried to explain how the writers of liberal stance
left the mainland to British Hong Kong, and finally remained in Malaya. How 也ese
Union colleagues make use of the publishing network in political arena and gain
success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further mor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on Press and U.S. Aid Culture.

Keywords: Cold War，U.S. Aid Culture, Union Press

一、前旨

历史上发生的移民潮简单地由两大因素造成：政治与经济。战争常

会引发大量人日的迁移，世界各地犹然。自抗日战争（1938年），到晓南

事变（1941年），而至国共内战（1946年）爆发W后，中国人大规模往南

移。送与之前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不同之处是，始自抗日战争时期，在大

量向南移动的人潮中有不少知识分子。送些文人作家或为避开战乱到海外

鬻文为生，或到海外进行文艺宣传活动，他们的目的地主要为香港，其中

一些文人则W香港为中转站再南移至南洋1。周恩来早在1937年末，便开

始派员在港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文化宣传阵地，有计划性地把大陆沦陷区

的文化人移送到香港。另一方面，为加强南洋华侨的统战工作，同时欲突

破香港的新闻封锁，派遣胡愈之、梁上苑、黄薇、杜埃、林林等十多人到

南洋各地进入左翼报刊工作或办报抗日（袁小伦1999: 205-207)。

晓南事变后，香港的抗战文化运动更为活跃。从中国大陆出走的文人

也持续不断，在1940年前后南来的左翼文优人尚有杨骚（晓南事变后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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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王任叔（己人，约1941年到新加坡）、金下（原名金下，1940年

抵达新加坡）、卢屯、远（约1939年南来）、吴柳斯、沈兹九等。根据中国

中央挡案馆的电子报原件资料，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在

部署"抢救文化人"活动中不只一次提到马来亚是其中一个香港文人的退

路（引自袁小伦1999: 215)。这也符合庄华兴（2014)提出的新马与香

港是继武汉、重庆、桂林W后的"大后方"。

至国共内战爆发后，涌入香港的人潮更是大量增加。香港其时实为

国共双方向南洋展开意识形态宣传及获取资金的前沿阵地，也是文人从中

国大陆下南洋的中转站。香港与新马皆为英属殖民地，两地文人南来北

返可说相当自由2。这些南来新马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除了在报馆任职，
还办报出版刊物3,或在各地的华校任教职4,通过文化传播争取南洋华侨

的支持，部分文人则因避难南来。1949年前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大陆
频传捷报，许多旅居香港与新马的左翼文人开始北归，迎接"新时代"的

到来。正值此时，马来亚英殖民政府强硬对付马来亚共产党，不少左翼报
刊遭查封，许多左翼分子被递解出境5,而一些右翼或第王势力文人则离
开大陆南来香港，再转至新马，如李星可、钟文等、徐舒、刘W曾、杨际
光等。1954年始，另一批友联机构的文人如申青、黄崖、黄思聘、方夭、
姚拓、白呈等也先后南来新加坡开办具美援背景的香港友联出版社新马分

部。因国际冷战势力的争夺，亚洲中文文学版图悄俏发生变化。马华文坛
在这个时候的真空恰好被南来第^势力文人填补。战前即占据文坛主流的
马华左翼文学也因而面对竞争，中国大陆的政权易峽导致香港乃至马华文
学生态的更迭或转变。

1950年代是美苏冷战的敲峰时期，意识形态对立日趋白热化，双方从
欧洲至亚洲展开没有战争硝烟的文化冷战。美国将1940年代末在欧洲展开

的文化冷战战略6运用在亚洲，香港作为桥头堡，对中苏展开意识形态
反击。1949年之后，美国认为中共通过各种手段争取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与
经济上的支持，对周边的亚洲国家展开"渗透"活动。韩战爆发后，中共
抗美援朝，美国把中共视为在亚洲的主要敌人，而东南亚华人成了美国与
中国在冷战意识形态斗争中欲争取的对象7。为了防堵共产主义在亚洲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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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美国开始改变对东南亚华人的政策，根据崔摇(2013)的研究认为美

国对东南亚华人有W下五个政策目标：

一、在海外华人中进行反共活动；

二、促进海外华人融入东南亚当地社会；

兰、促进台湾与东南亚各国改善关系；

四、促进海外华人理解美国并支持其政策；

五、在海外华人中促进对于台湾的支持，但不要与"融合"的目标矛

盾。

上除第兰个政策目标外，都需通过宣传手段来达至。美国设在香港的美

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Hong Kong)成了美
国宣传也理战的最重要机构。香港美新处把东南亚华人视为宣传的主要对

象，其主要工作是提供中文资讯与灌输美式价值观，如出版中文书籍、西

书中译、制作中文广播节目等。美国在马来亚采取的方法是提供书籍、出

版物、电影等予学校和其他华人组织，因美国认为共产主义的势力极有可

能会在马来亚扩张（张杨2013)。美国新闻处经常赠送大量各语文（包括

英文、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和印度尼西亚文）出版物予新加坡、马来

亚和婆罗洲的所学校8 (风e况ra化抓nes27Junel951:8)。此举显然是

用W对抗左翼文化文学在这些地区的传播，同时美国也借此加强宣扬美国

文化与精神的优越W削弱或抵消中共对东南亚华人的影响。

在冷战时代，美国还通过美援文化政策或由华盛顿幕后支持的"亚

洲基金会9"在亚洲发行图书。在香港，亚洲基金会资助多个出版社，如

友联、人人、亚洲出版社。此外，亦资助成立属亚洲出版社旗下机构的亚

洲影业公司in。香港美新处及多个美援支助的出版社的出版品皆倾销至东

南亚各国，图通过文化影响东南亚华人精神与价值观。文化冷战的战斗场

域除了在香港之外，更延伸到东南亚。在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白热化的1950

年代，新马文坛也成为左右两派的诚场。1954年，随着香港友联在新加坡
设立分部，友联的美援背景导致它成了新马左翼人壬指滴的对象，左右两

派经渭分明，水火不容。下文将探讨友联出版社和美援文化之间的关系。

友联从香港南移至新加坡，两年后再迁往吉隆坡。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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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友联向南扩展的不仅仅是业务，也是一种文化势力。马来亚友联同人

如何利用其关系网络涉入政治场域，W便在文学文化领域取得方便，这是

下文尝试讨论的问题。

二、南移的文学场域——友联出版社

友联出版社由一批从大陆流落香港，既不认同中共政权也不愿追随台

湾国民党政府的第兰势力知识分子姐织起来的出版社，背后接受亚洲基金

会的资助。友联出版社的宗旨是追求"政治民主、经济公平、社会自由"

(卢巧蜜、熊志琴2014: 11)，其首要目的是透过在香港与东南亚等地出

版各种有针对性的刊物，W文化工作影响华人社会共同对抗共产党，最终

促使中共政权结束，这就突出了友联的政治身倫。在《友联出版社》的介
绍小册子中，清楚说明其工作目巧：

就短期来说，我们希望与其他团体及个人合作，影响华矫社会、
教导自由世界（尤其东南亚）的中国青年，使他们认清共产主义
和共党统治的真相，与东南亚其他人民全心'合作，W对抗共党的
颠覆活动。我们所有的中文出化物，殊途同I归地都是W东南亚华
矫为主要对象——知识分子、青年学生、W及儿童。……就较长
期来说，我们希望促进两千万自由中国人的文化运动、政治运动
和社会运动，使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团结的民主力量，W發响
大陆局势，促使中共政权结束。

(也斯 1988: 104)

从1952至1955年间，香港友联机构先后创立针对不同年龄层读者的刊物，

《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7月25日）、《祖国周刊》（1953年1月5日）、

《儿童乐园》（1953年1月15日）及《大学生活》（1955年4月10日）。送

些刊物特别是《中国学生周报》在东南亚有很高的销售量11，并深具影响

力。1954年5月，《中国学生周报》特别创办了一个印尼分版，加重地方

情调，销路大增。一年后，又出版了新马版和细甸版（余德宽1954)。

《中国学生周报》在香港的成功经验让友联机构决定在东南亚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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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954年，《中国学生周报》的社长余德宽（申青）先到新加坡打前

锋，和他同来的还有方天（张海威）。他们与在新加坡的作家李宏贵、陈

振亚、范经、马摩西等人于1955年11月创立了《蕉风月刊》。19%年决定

把香港的新马版，南移到新加坡重新登记，把原有的《中国》两字取消，

定名为《学生周报》。1958年8月，友联印刷厂在马来亚八打灵市成立，

于是便将《学生周报》与《蕉风》迁至吉隆坡。

友联的资金来源

本时期的马华文坛正是左翼文艺自1948年紧急状态的严厉打压后的低

潮期，文坛呈现真空状态，这批友联的南来文人迅速填补其位置，在香港

W外的南洋建立了第二个非左翼文学场域。他们夹带各种文化资本形式而

来，致使他们可[^>1在短时期内在马华文学场域占据一定的位置。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在其"文学场域"理论中指出掌握资本数量越多者，

便能在文学场域中占据更优势的位置。布赫迪厄将受马克思影响的"资

本"概念发展为四种资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

资本I2。一个人或社会群体拥有的资本类型和数量将决定他或他们在社会

空间的位置，进而决定其权力。

香港友联机构拥有美援背景，接受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已为人知"，

在卢讳奎、熊志琴编著《香港文化众声道1》(2014) 一书中，几位曾在

1950至70年代活跃于友联的文化人，包括溪会璋、何振亚、古梅、孙述

宇、林悦恒、胡菊人皆承认友联的确曾接受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其中友

联第一代核也人物之一溪会唁承认亚洲协会（即后来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是友联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友联若光靠卖书并无法维持业

务。亚洲基金会在香港、台湾、马来亚等地都有分部，1956-1959年溪会

障在新马期间，经常由他与亚洲基金会接触。除了逐年的拨款，在马来亚

买地所贤都是亚洲基金会给的（卢讳蛮、熊志琴2014: 66-70)。友联接
受具美援背景的亚洲基金会资助后，本身己累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
与"文化资本"。至于其支使金钱的方法，友联中人皆异口同声指出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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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接受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但都没有为金钱出卖自己，也无需听命行

事I4。亚洲基金会主要是根据友联逐年交上的工作项目计划书和预算批放

款项，此计划书内容有否顺应美国的要求而写则不得而知。资本在场域内

是斗争的武器，也是争夺的关键，使资本拥有者能够在场域内对他人施加

权力，运用影响（皮耶•布赫迪厄2008: 160)。马来亚友联从一开始即掌

握了经济资本，这使到它能在马来亚文学场域中很快占据优势的位置，这

也使友联无需顾虑刊物的销路问题，编辑们可W免除后顾之忧进行内容革

新与改版，与左翼刊物竞争，争夺青年读者。此外还举办各类活动如生活

营，与读者互动。

友联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性质导致友联同人被左翼分子化为美国的走

狗。左翼文人砰击他们是拿了美金替美国写文章的文化流巧、乞丐，是美

国的奴才"。当时在马来亚左翼思潮高涨的社会背景下，接受亚洲基金会

资本援助的马来亚友联被怀疑有政治目的，其情况比香港友联更为严重

(卢讳奎、熊志琴2014: 97)。此外，一些友联人物的反共立场十分鲜

明，如燕归来w在马来亚短期逗留期间便经常进入农村及有华人的偏僻地

方作宣扬民主讲座，吸引华人认同民主主义，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反共。他

们在不知不觉中间接成为美国观点的传播者，直接或间接为美国做政治宣

传，让亚洲基金会的支出得到回报。这也正符合了美国的美援文化政策目

标，隐身幕后通过提供资金资助特定项目，攫取人屯、，达到政策目标。

四、友联的活动策略

南来的友巧中人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这让友联进一步掌握了文化

资本，泣也是与美国欲通过知识分子影响学生的计划是一致的。1954年，

当时美国副总统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到东南亚考察后意识到

本区域国家的知识青年虽少，却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张杨2013: 64)。

这些知识分子及其思想与立场成为冷战双方的争夺对象。当时东南亚的

学生面临升学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更为局限。根据美国大使馆调查

显示，1951年1月至12月，约有15,400人次的东南亚学生前往新中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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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转引自王梅香2014)。美国担忧这些青年的意识形态受共产主义

渗透，回国后加W传播。尼克森回国后便发出指示，要求相关单位协助

东南亚华人青年到台湾接受"民主、自由、反共"教育，学成归国后可

传播"自由思想及民主生活"，W遏制东南亚共产势力的渗透（赵綺娜
2001： 110)。美国忧虑华人青年学子受共产思想渗透亦成为友联关注的
问题。在白虽(2016b： 88-89)的自传体小说《缕云前书》中，顾薇（古

梅）于即将离开《学生周报》赴美深造时，认为白虽是接手通讯部的理想

人选，因为他除了文章写得好W及能与作者谈文说艺外，还希望W他台大

毕业生的身份，影响马来亚的学生去台湾升学，减低他们对大陆的向往和

憧憬。此外，也希望他让学生们了解中西文化的大问题，W抵御共产思想

的传播。由此可知，大致上可见友联在选择社员时之考虑。南来友联诸子
几乎都受过大学教育，这足W让他们有效发挥知识分子的影响力。W下是
曾参与新马友联工作的该社同人n，其学历背景可见一斑：

姓名 出身 学历 经历

徐东滨
(许崇智、
岳也、王延
芝）"

湖北省恩
施县

北京大学 曾任友联出版社秘书长、总编辑、社长、
友联研究所所长、《明报》、《星洲日
报》主笔等职。1995年逝于美国。

余德宽（申
青）

北京辅仁
大学

南渡香港后曾任《中声报》编辑，后任
《中国学生周报》创刊时期督印人(1952
年7月25日第1期至1954年12月3日第124
期）。1954年到新加坡发展友联工作，创
办《学生周报》及《蕉风》。

陈濯生（陈
思明、薛
洛）

原籍河北 中央大学 友联出版社董事长。1955年来马，后移居
美国。所写新诗曾收录在马来西亚华文课
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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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会障 原籍安徽 香港新亚
书院经济
系

1949年抵港。在新亚书院求学期间得钱穆
推荐参加友联的活动及参与工作。1953
年毕业后转为全职工作，翌年担任《中
国学生周报》督印人。1956至1959年间到
新马发展友联，任新马《学生周报》社
长。1960年赴美深造，1963年获工商管理
硕±学位后返港。自美回港后，正式代表
友联和亚洲基金会联络。历任友联出版化
社长、友联研究所秘书长。1967年移居美
国。

俞南巧 北京清华
大学经济
系

友联出版社副董事长。原先在台湾大学教
书，经不起陈思明的再兰邀请才南来。马
联公司的组成都是由他设计。1980年左右
全家移民美国。

黎永振 友联社早期成员，1956年接替陈日青任
《中国学生周报》督印人（1956年8月17
日第213期至1957年6月21日第257期）。
与姚拓先后来到马来亚，当《学生周报》
社长，后来做了友联社的董事经理。

王健武 上海出
生，原籍
安徽。

香港新亚
书院经济
系

1949年抵港。1952年入读新亚书院经济
系，在学期间己担任《中国学生周报》通
讯部主任。1954年毕业后加入友联开始全
职工作。1950、1960年代，主要参与友联
在新马的发展工作，曾筹办剧团及担任发
行公司、印刷厂等负责人。约于1967年
回港，其后历任友联研究所秘书长、友
联文化事业公司董事长、友联出版社社
长，1970年代初转而经营玩具生意并移居
美国，在三藩市定居。

张海威（方
天）

上海交通
大学

中国共产党创办人之一张国煮之子。中英
文都有根基。1955年，和余德宽从香港南
来新加坡参与创办《蕉风》月刊。在新加
坡出版短篇小说《焰泥河的呜咽》。70年
代，移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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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天平（姚
拓、姚匡）

出生于河
南省巩义
市鲁庄

曾在巩义
市师范学
校读书，
毕业于中
央陆军军
官学校第
十走期步
科。

军旅出身，曾任上校。1950年到香港。曾
住在调景岭难民营，当垄湾硫酸工厂工人
时认识《儿童乐园》创办人阁起白，由此
加入友联。1953年任职《中国学生周报》
校对，同年8月，任该报总编辑。1957
年由香港移居新加坡，任《学生周报》
主编，《蕉风》月刊编辑。1958年随
《学生周报》与《蕉风》编辑部移居吉隆
坡。1963年担任马来西亚友联出版社总编
靖，后来逐渐参与教科书的工作。2009年
于马来西亚逝世。

刘国坚（白
基、刘戈、
苗苗）

出生于广
东省东堯
县道泻乡

台湾大学
历史系

1949年抵香港。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
港担任《大学生活》编辑。1957年11月南
下新加坡，未几迁往马来亚吉隆坡。先是
负责姐织《学生周报》的学友会、生活
营，后来王健武离马后，他到友联印刷厂
担任厂长职务，兼编《学生周报》与《蕉
风》。1981年移居美国。其诗作〈麻河静
立〉被认为是马华文坛最早出现的现代
诗。著有《缕云起于绿草》。2015年6月
逝世于美国。

黄崖（叶逢
生、林音、
陆星、庄
重）

毕业自中
国的大
学，校名
不详。

1950年到香港，曾参与《大学生活》及
《中国学生周报》编辑工作。1959年转赴
马来西亚任《蕉风》及《学生周报》编
辑，及后主持新绿出版社及《星报》，并
协助《新潮》、《荒原》、《海天》等刊
物出版。1992年于泰国曼谷逝世。

黄思聘 复旦大学 1950年到香港。曾参与自由出版社工作，
并经常在报刊发表小说、散文。1952年
主编《人人文学》。1960年曾南来吉隆
坡任《蕉风》编辑。1961年到麻坡中化中
学执教，1962年回香港后于树仁学院任
教。1984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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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然
(Maria

Yen、燕归
来、燕岩）

江西省宁
都县石上
镇莲塘村
人

北京大学 友联社创办人之一。曾任友联出版社秘书
长、友联研究所所长等职，主要负责与亚
洲基金会接洽。中英文都很好。1950年代
一度移居新马。《学生周报》学友会的
《生活营歌》歌词就是由她撰写。1967年
离开友联后，曾短暂于香港中文大学任
职，后赴德国深造，获哲学博±学位后，
在瑞±苏黎世大学任教。

古梅 南京出生 新亚书院
哲学系

1949年抵港。1951年入读新亚书院哲学
系，经溪会障介绍加入《中国学生周报》
兼职，1955年毕业后转为全职。在友联先
后参与编辑《中国学生周报》、联络通讯
员等工作，1955年至1956年间曾代任社
长，并到新马参与友联工作。1957年底离
开友联赴美升学，毕业后留在当地从事教
育工作，在美国俄亥俄州定居。

胡欣平
(司马长
风、秋贞
理）

东北 国立西北
大学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大代表。1949年初
离开北平，辕转到香港，曾为民主中国
青年大同盟成员。及后与友人合办友联
社，曾参与多种刊物的出版工作。1968
年冬南来马来西亚，他是友联出版社最
后一位南来文人。1969年7月，他辞职
返港。1980年病逝于美国纽约。

根据上表，从出身来看，他们全都是1949年国共分裂后南来香港。

从学历分布来看，除姚拓毕业于军官学校外，余者均有大学学历，他们掌
握的文化资本，让他们在香港文学场域中占一定的位置，由此累积了社会
资本。文化资本相当于知识能力资格总体，由学校系统生产或由家庭承传
下来。文化资本又分为兰种形式，一是内化形式如举止风范（如对公众演
讲时的泰然自若）；二是客观形式像文化财货（如名画收藏）；兰是制度
化形式，指的是经由合法制度所认可的学历（朋尼维兹2002: 73)。第
一种形式指的是长期稳定地在人体内在化的生活经验，形成人的才能或天
性，构成惯习(habitus)的重要组成部分。W燕归来为例，她出身于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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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父亲为北京大学名教授邱椿，中英文俱佳，散文与诗也写得好，面
对群众演说更是毫无惧色。再W方天为例，父亲是中国近代史赫赫有名的

人物张国泉。张国煮曾在法国留学、，是中国共产党元老之一。方天中英文
俱佳。方天多才多艺，不但文章写得好，也擅演话剧。此外，上表中各人

几乎都毕业自著名大学，所拥有的"学历"即布赫迪厄所说的"制度化形
式"的文化资本，他认为"学校资本主要是来自正规教育W及可W被评定
的学历"（Pierre Bourdieu 1993: 7)。易言之，即接受正规科班教育得来

的资本。从上表所示，可知南来友联诸子都拥有来自良好家庭传承或正规
教育背景，不难使他们在当时马华文学场域占优势位置。

当他们这些自由主义文人将他们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带到马来亚来
时，很轻易地便能获得当地的文人支持，让他们更容易在一个新的场域中
占有一席之地。1954年余德宽与方天来到新加坡后，他们迅速地便得到比
他们更早落脚于此的文人作家如李宏贵"、陈振亚w、范经u、马摩西22等

人的支持，在1955年11月创立了《蕉风月刊》。李宏贵、陈振亚、范经、

马摩西都是亲国民党反共文人。其中陈振亚先后曾担任新加坡《中兴日
报》、擦城《光华日报》、吉隆坡《虎报》主笔及编辑。此兰家报馆立场

皆亲国民党，社论明显反共。马摩西则是国民党于二战后派到新加坡领事
馆的使节。有相近惯习的人一般都拥有相近的背景（特别是经济条件），
这样的背景会让他们的外在行为与价值观越接近，在社会空间中也处于同
一位置和阶级。从教育背景、自原乡离散的原因W及在香港友联服务过的
经历来看，友联诸子都具有一些共同点。所W也有类似的惯习，相近的惯
习让他们在文学场域中有较接近的位置。这样的背景让他们可W更容易发
挥团队的精神，抱着相同的理念，他们的惯习是呈现反共、自由主义两种

种思潮并置的状态，这些思潮同时成为送些文人惯习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他们延续香港友联的创办宗旨，一起在新的文学场域占据新的位置，

累积文化资本，继而发挥影响力。

文化资本的累积让他们更容易亲近或接触学生。友联的目标就是学

生，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上影响东南亚华校生。根据白呈的《缕云前书》
(2016a: 37)，在《学生周报》成立初期，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便设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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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通讯部（后来改称学友会），通讯员全是在校学生，也多是优秀的文艺
作者，通讯部在学生课余举办文化活动，培养自由文化精神。白呈（同
上： 37)在文中也指出这其实是文化播种工作，是在意识形态上，与共
产主义唯物思想争持与抗衡的文化工作。友联出版的《学生周报》1^中学
生为主要对象，正需要大学毕业生负责这项工作，在友联的邀请下，白虽
到了马来亚负责通讯部的工作，与各地通讯员、代理、作者和读者联络交
流，举办生活营、野餐会，分享文化和写作经验。在白虽（2007; 85)眼

中，不少读者作者在通讯部的活动中，实践了独立思考、自由扶择、正也
诚意的人文精神。姚拓(2005： 561-567)便认为《学生周报》最大的用
处，是《学生周报》的学友会组织。从姚拓的回忆录中，也可印证《学生
周报》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中学生群中进行文化播种与意识形态的改造王
作。姚拓从香港转到南洋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因他不会说广东话，而香港中
学生都W广东话为媒介语，所W他无法与香港中学生直接沟通，只能纸上
谈兵。反之，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学生大多接受华文教育，这让姚拓更易于
与新马的学生沟通。马来亚友联除了主办与香港相似的活动，如合唱团、
戏剧、文艺创作等之外还办野餐会、生活营等，借向华侨青年宣扬民主
思想与保存中华文化。

在美国亚洲基金会马来亚的代表与基金会主席于1955年6月29日的通
信中，亦可看到友联创办马来亚版《学生周报》的目标便是组织、加强并
扩大反共的学生群。从上所述的活动中确切可印证此点，《学报》所举办
的各种学生活动其实就是要让学生远离共产主义。之后创办《蕉风》的终
极目标也一样：就是遏制共产主义在学生群中继续渗透及加强自由世界力
量的学生组织活动。

学生周报社和马来亚化《学生周报》公开联合友联出化社，将继
续帮助组织、加强并扩大明显反共或相当强烈地倾向于反共的
学生群……男一方面，蕉风社与其出化物《蕉风》——本地组织
并完全脱离友联出化社，不过获得友联出化社和学生周报社领袖
密切关注——将帮助、加强并扩大中层无组织学生，其终板目标
是把这群学生推离共产党阵线……由此，蕉风社为其出化物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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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 W下条规：1.此杂志不庭在开始的阶段过度凸显反共意识或
讨论任何政治课题。2.此杂志不应批判或显示出对当地政府的怨
恨。3.此杂志应提倡民主精神和人身自由原则。4.此杂志庭主要
包含由本地学生、老师和作者提供的文学和教育资料，W及应经
常呈现同类内容的马来文翻译中文的资料。5.此杂志也屆包含新
加坡/马来亚W外的良好此类资料。6 .此杂志屆悄悄的W及小‘。地
参与将为新加坡/马来亚的发展给予正面贡献W及加强自由世界
力量的学生组织活动。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Society and the Malayan edition of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openly associated with the Union Press，will continue to

help organize, strengthen, and expand that student grouping which is either
clearly anti-Communist or fairly strongly inclined toward an anti-Communist
po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ao Feng society and its publication,
Chiao Feng, locally organized ad completely disassociated publicly from
the Union Press but under the close supervision of Union Press and Chinese
StudentWeekly leaders, will help organize, strengthen, and expand the middle
block of unorganized students, with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swinging this
block away from the Communist front.)
(Asia Foundation Archives, Hoover, Box P-135, File: MEDIA Publications
Chiao Feng [Union Press Student Garden Fortnightly], Malaya/Singapore
103, Program.)

从信中内容可看出，亚洲基金会资助友联创办《学生周报》与《蕉风》都

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并非如他们所说的纯粹是创办一本"纯文学"期刊。

条规中所谓的远离政治，正是要让人更无戒屯、地堕入政治的改造活动之

中。

1958年，燕归来从欧洲回到马来亚，在《学生周报》办的生活营中讲

了两个专题，其中一个是"什么是民主？"，她说民主不限于政治，也是

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燕归来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反共其实就是美

国欲灌输予东南亚华裔青年的美国价值观。若将《学生周报》所进行的活

动内涵置入文化冷战的历史脉络来观察，这一点倒是与美国当时文化冷战

中的行动目标是一致的，他们正是要通过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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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所谓的民主自由价值观，要学生与知识分子加入"自由阵营"，W达

到打击共产主义目的。所W当时的学友会被认为通过举办这些活动对中学

生进行思想工作，那些学友会的成员、阅读或售卖《学生周报》的学生都

被视为是美帝国的支持者（王琢发2010: 387)。

除了举办各种活动，《学生周报》特设读者信箱，就读者提出的各类

问题予W解答。在与读者的互动过程中，友联出版社的编辑和读者关系越

见密切，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累积更大的"象征资本23"，在年轻的读

者群中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吸引更多的读者加入其队伍。累积他们的经济

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就形成了具声誉和威信的象征资本。

五、友联的政治关系网络

友联挟着在马华文学场域内的活动而累积的象征资本，很快便在文

学场域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当时马华文坛左派势力高涨的背景下，他

们之所W能如此迅速占据一定的位置，也得益于他们与政治场域之间的关

系。亚洲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便已显示友联本身是一种政治资本，加上其第

兰势力的背景，也就决定了它与政治的不可分割。根据溪会障与王健武的

口述，友联与马来亚的联盟24政府逐渐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联盟马华公会

的梁宇皋25对友联的一些年轻朋友很欣赏，对友巧的鼓励及帮助甚多。梁

宇皋是马华公会的发起人之一马华公会成立于1949年，正是马共走入

森林打游击，英政府宣布紧急法令之后。马华公会的成立是受到英政府的

鼓励，希望马华W反共的立场与马共互相争取华人的支持，协助英政府早
日解决马共问题。马华公会与友联拥有同样的反共立场，因此造就了双方

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友联诸子与梁宇皋的关系。1955年《学生周报》怡保
办事处开幕时还邀请时任卫生福利部长的梁宇皋剪彩。友联与马来亚联盟
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他们W中国大陆学生运动的运作方式
帮助联盟竞选，最后让他们认识的梁宇皋成功当选议员。王健武指出友联
办的生活营从某方面来说也帮了政府不少，他认为友联办的生活营是很重

要的学生活动，他们将学校里的通讯员都集中起来一起生活兰个星期，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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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学生各方面的知识（卢讳蛮、熊志琴2014: 153-154)。他虽没指明他

们帮了政府什么，但可想而知，在当时世界冷战格局下，政府集中火力要

巧灭共产党的时刻，他们帮助政府灌输予学生的是何种知识。这也跟美国

文化冷战的目标是一致的，美国在亚洲冷战中的意识形态斗争焦点正是青

年人。19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认为中共最危险的是对东南亚学校系统的

渗透，扩大共产主义对东南亚华人学校的控制，因此美国希望能促使海外

华裔学生转向支持"自由民主"而远离"共产主义"。友联同人拿了亚洲

基金会的资金后，不知不觉中其实是在替美国传播反共讯息，为所获基金

提供合理性。白基(2007： 65)在谈到燕归来时，便曾提到燕归来在1958

年8月于马六甲举办的《学生周报》第四届生活营中讲的其中一个专题

是"什么是民主？"，她说民主不限于政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

度。这其实就是冷战时期左右对立时的一种政治话语，提倡这样一种生活

方式与态度，相对来说肯定是排斥另一种生活方式与态度的。燕归来还经

常去农村及有华人的偏僻地方作不同演说，有时候由梁宇皋陪她去。白虽
(2007： 57)指出："有一次，《蕉风》社长申青谈到他和薛乐、燕云

(燕归来）在马来亚独立途中，燕归来兰辩新村群众大会的经历。……燕

归来的知性和理性，让无数的街头标语显得浅薄，让无数狂呼的口号哑然

失声。她让村夫知理，让村妇知权，让彷惶的知判断，让祷踏的知扶择，

让他们用自己的手，投下自主的一票，掀开这片±地的新章。"从中不难

看出往右翼联盟政府靠扰的友联同人的政治目的和使命一一灌输西方民主
观念与生活方式，塑造反共力量。

1959年左右，梁宇皋面临极大的财务困难，友联的财力无法助其解

困，溪会障还特地搭火车去新加坡找向来把他当小弟弟看待的陆运涛27借

钱（卢讳蜜、熊志琴2014: 61)。从友联同仁可W为梁宇皋向陆运涛借

钱，W解其财困可知彼此之间的关系并非泛泛之交。友联同仁与联盟政府

建立的良好关系有否让其在文学领域中取得方便呢？根据溪会暗与王健武

的曰述（卢讳盏、熊志琴2014: 69-70)，友联靠着与政府一些要员的关

系，要求政府批准友联同人长期居留马来亚，这让友联因此在马来亚稳

定了下来。从送种种关系，我们可W窥探出友联与当时马来亚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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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般。与梁宇皋的交往这种人际上的缔结，与政府中人这样的关系网

络，友联肯定从中得到许多方便。他们之中留在马来西亚的人都得到了居

留权，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地继续发展友联事业。1959年，友联成立的马来

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获得马来亚政府的认可出版教科书，供应予马来亚

中小学使用。当其时美国为了使东南亚华校摆脱共产主义影响，美国新闻

处投入大量精为出版华文教材，W便在华校"排挤掉共产党的教材"（张

杨2015)。友联在此时出版教科书是否与美国此政策有关，又或有否得到

美国资助则有待更深入研巧。但它可W获得联盟政府的青睐出版供学校使

用的教科书，则肯定与其右翼背景W及与联盟政府关系密切有关。马来亚
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曾在1958年进入马六甲州长府召开第一次编辑会议。当

时的州长正是梁宇皋，他邀请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到州长
府开会，主要是想对友联要出版教科书的工作表示支持与敬意。他同时强

调他个人十分重视教科书的马来亚化（白虽2016b: 300),送与《蕉风》

在1955年创刊时打的口号"纯马来亚化"是一致的，如果回头看冷战史研
究者崔稻(2013)所认为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五个政策目标的第二条：
"促进海外华人融入东南亚当地社会"，这背后到底有否为冷战时代脉络
下由美国主导的政策服务则不言而喻了。

六、小结

友联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本（美国亚洲基金会的资助背景）W及政治资
本（与联盟政府的良好关系）让他们在文学场域中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但这一些资本既带来正面的影响，也带来反面的影响。在冷战意识形态强

烈对立，非左即右的五、六零年代，他们成了左翼攻击的对象，被认为勾

结美国势力，背后又有权贵（联盟政府要员）撑腰。具左翼史观的方修亦
把友联视为现实主义的敌对阵营，在其书写的马华文学史刻意隐去友巧。
若不计其美援背景，友联在马华文坛的影响是深远的，《学生周报》与
《蕉风》几乎是六字辈、七字辈文艺青年人手一本的文学读物，可说是许
多马来西亚目前文人作家的启蒙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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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拓认为《学生周报》的最大用处是其学友会组织(2005： %6)，

每年假期学友会都组织生活营或野餐会，传播自由主义人文精神。白虽、
黄崖、姚拓在马来半岛南上北下为学生们办活动，这些活动可说是在潜移

默化中改变了学生的思想，散播了青年的文学种子，继而发芽生根，许多
后来的马华作者都曾参加过友联主办的生活营与野餐会。

黄崖与白呈执编《学生周报》与《蕉风》时开始介绍与推广现代主义

文学，常转载台湾与香港现代诗人的作品。他们之后才有接棒的李苍（李

有成）、冷燕秋（麦留芳）、周唤等受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本王少

壮派W及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W完颜藉（梁明广）和牧務奴（陈瑞

献）为核屯的力量。《学生周报》与《蕉风》可说是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聰

起的推手，引领往后二十余年的马华文学风潮。

注释

1 根据王鹿武的说法，"南洋"即"南方的海洋"，所指的是经由海洋，即经由南
中国海而到达的地区。中国人在不同时代经由陆路进入的越南、老树、鋪甸和遐
罗就被排除在"南洋"的领域之外。所W "南洋"指的就是在大陆东南亚中位处
要冲的沿海地区，包括马来亚和新加坡，W及菲律宾、印尼的大部分岛呜（王康
武歷： 207)。

2 随友联出版社南来的姚拓便曾指出当年由于马新和香港同为英国殖民地，所W只
要在香港申请一张出入准证，就可W随便在新加坡或马来亚登陆和居留（姚拓
2005： %2)。

3 自195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关注数目相当庞大的东南亚华人群体。海外华人人数
至少这1千300万，比当时台湾1千万的人口还要多（王梅香2015: 60)。国共大
分裂后，国共双方化极力争取华侨支持各自认为的正统政权。另一方面，内战后
的建设工作更是迫切需要来自华侨庞大的经济支持为量。

4 除了发展蓬勃的报刊杂志为这些南来文人提供谋生机会，当时许多南来文人化在
严缺师资的东南亚华文学校任职。这些在华校执教的文人后来被英殖民政府视为
在华校传播共产思想，在1950年代中发生的学生运动中对其展开逮捕行动并递解
出境。

5 1947年9月，在南洋仅逗留了半年的夏衍被英国殖民政府由新加坡遣返香港。10
月，巴人也被驱逐，回到香港。

6 1950年，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后者为主力）幕后策划在西柏林举行首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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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文化自由联盟"(Congress of Cultural Freedom),是针对苏联和"原共
产国际"的文化反击。这个W美国为主导、但在欧洲举行的活动，虽由欧洲人发
起，经济来源则是中央情报局，并就此趁便创办了十多份刊物。最有名、影响最
巧远的，大概是英国的《文汇》（Encounter)和德国的《月刊》(Der Monat)；
这两份刊物对战后英德文化生态影响深远。另外，联盟更出资出版社，还办电台
(即"自由欧洲之声n )(郑树森、黄继持、卢讳麥2000: 14-15)。关于"文
化冷战"可参看弗巧西斯-斯巧纳-桑德斯（2002)和Peter Coleman (1989)。

7 1945年口月，胡愈之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出版综合周刊《风下》W及由沈兹九
主编的《新妇女》月刊。1946年11月，陈嘉庚集资创办了《南侨日报》。该报由
陈嘉庚任董事主席，胡愈之任社长，张楚現任总经理，李铁民任督印（陈蒙志
2013)。

8 ‘‘More Chinese schools in Malaya now want to be on the mailing list of the United
States 虹formation Service in Singapore. A USIS spokeman said that 950 schools in
Singapore, the Federation and Borneo are receiving the pamphlets, pictorials and posters
distributed free by USIS regularly. The literature is in English, Chinese, Malay, Tamil
and Indonesian." "USiS Literatere in Demand" (1951, June 27)

9 亚洲基金会原名"自由亚洲委员会"，成立于韩战的高峰期。在美国政府总体冷
战战略的指导下，它从1951年起就在亚洲开展了广泛的文化和社会活动。"自由
亚洲委员会"于1954年改组为"亚洲基金会"，并确定其发展宗旨为：其一，向
亚洲正致力于赢得和平、独立、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个人或困体提供来自美国
的取人支持；其二，建立在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鼓励并加强有着相同目标
和理想的亚洲、美国和国际组织间的合作；其王，与其他美国个人和组织合作，
促进美国对亚洲人民、亚洲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更好理解。亚洲基金会与美国
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19的年W前一直接受后者的资金资助，成为准非政府
组织，进行政府无法直接参与，但又希望促成的活动（张杨2013)。

10中央情报局成立亚洲基金会后，1951年友联出版社与人人出版社受资助成
立；1952年9月则有亚洲出版社成立（由报人张国兴主持，后并创办亚洲影业公
司）。同年香港美国新闻处更直接参与香港文化运动，创办综合性月刊《今曰世
界》，稍后成立今日世界出版社，宣扬、介绍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人人出版社
创办《人人文学》。友联出版社则针对不同读者群来创办刊物，其先后创办的刊
物有《中国学生周报》、《祖国》、《儿童乐园》、《大学生活》。亚洲出版社
通过《亚洲画报》在港、台、东南亚一带举办小说征文比赛（郑树森、黄继持、
卢讳鉴2000: 14-15)。

11根据姚拓在《雪泥鸿爪》中指出1954年K后《学报》的业务比W前扩大了数倍，
加印印尼版、新马版和细甸版，总印量在五万份W上，分版W印尼版的销量最
多，其次是新马版。当时《学报》编辑部加上业务部，职员有二十《位，是《学
报》最鼎盛的时期(2005：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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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经巧资本是由不同的生产要素（上地、工厂、工作）及经济财货总体（收入、遗
产、物质财货）所构成。文化资本由学校系统生产或家庭承传下来，指知识能为
总体。社会资本指个人或团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拥有了W上王种资本或
其中的两种或一种资本后所带来的信用及权威便是象征资本（Bonnewitz2002)。

13有关于此的论述可参阅赵稀方（2006)。
14详见《文化众声道1》。
15这一类的拌击多出现在左翼期刊里，例如1966年5月10日出版的《浪花》中便出

现这样的批评："……马来西亚文艺界标榜着'为艺术而艺术'，庇帮闲文人所
盘踞着在金元和指挥刀底下高视阔步，对广大人民底痛苦，对社会底不丰抱着一
种麻木不仁的态度漠然视之，却高谈什么现代诗之类的谬论，这种行为却又是
卑鄙的。……一些暗地里拿了金元的文化流巧、乞丐之流所搞的什么'纯文艺刊
物'，这一派作者既拿了钞票在先，而写作文章于后，当然在字里行间流露了浓
厚的奴才气息，没有光也没有热，除了一部分拿去蒙骗无知之学子，一部分被人
拿去厕所抹大便之外，真正能够被人们所欣赏的化兢不多了。"（李政1966: 1)

16燕归来，又名邱.然、燕5、MariaYen,是友联社创办人之一。曾任友联出版社秘
书长、友联研究所所长等职，主责与亚洲基金会接洽，是第一个与亚洲协会建立
业务关系的人。中英文都很好。1950年代一度移居新马。《学生周报》学友会的
《生活营歌》歌词就是由她撰写。1967年离开友联后，曾短暂于香港中文大学任
职，后赴德围深造，获哲学博击学位后，在瑞击苏黎世大学任教。著作有《红旗
下的大学生活》。

口本图表关于友联同人生平部分，多参考《香湛文化众声道1》、《雪泥鸿爪》。
18括号肉为笔名。
19李宏贵(1914-1991).笔名李汝琳，原籍河南北阳，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1947年南来新加坡。
20陈振亚，笔名洛萍、白蒂、江陵等，祖籍福建南安。1936年东吴大学法学系毕

业。1946年南来新加坡，先后曾担任新加坡《中兴日报》、模城《光华日报》、
吉隆坡《虎报》主笔及编辑。此王家报馆立场皆亲国民党，社论具反共意识。

21范经，笔名常夫，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毕业于协和大学，1947年南来新加坡。
22马摩西于二战结束后便奉命抵新任职。
23在布尔迪厄看来，所谓象征资本是用W表示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资本的积累策

略等象征性现象的重要概念。声誉或威信资本有助于加强信誉或可信度的影响
为，这类资本是象征性的（高宣扬2005: 823)。

24联盟成立于1951年，是由巫统、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组成的马来亚右翼各民族
政党联盟。1952年，巫统和马华公会首次联合在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竞选，并获
得胜利。1954年印度国大党加入。联盟在马来亚独立运动及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
立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联盟也是目前马来西亚国民阵线（国阵）的前身。

25梁宇皋（1888-1963)，出生在马来亚露熏州。孩提时曾在中国念书，十王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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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马来亚，先后在怡保、榜城英校求学。后来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毕业
后返马，在怡保操律师业。1932年回中国。二次大战期间在5南省富海县当县
官，兼任富田省立银行富海县分行经理。大战后回马，继续律师业。为殖民地政
府赏识，先后委任为马来亚宪制建议咨询委员、立法议员。1957年受委为马六甲
州州长。1959年受委为上议员，并W上议员真份出任司法部长。1963年1月11日
去世。在任部长期间，曾参与起草教育报告书。为报告书事曾与被誉为马来西亚华
族族魂的林连玉激烈冲突，被林连玉斥为"民族败类"（林连玉1988: 72-73)。
梁宇皋与汪精卫有亲戚关系，曾与梁宇皋定亲的表妹陈璧君乃汪精卫妻子，梁宇
皋到中国任职是否与汪精卫引荐有关则无史料证明。巧合的是两人都分别在中国
与马来西亚有"汉奸"的骂名。

26 1949年2月27日，陈楠禄与其他十五位立法议会的华人立法议员，包括余有锦、
李孝式、邱德懿、杜荣和、李焕文、梁长龄、邱观发、温林鸣凤、廖光汉、陈修
信、胡家廉、梁宇皋、林开成、李长景、杨旭龄、伍瑞琴联合发起集合于中华大
会堂，全体一致通过成立马华公会。

27陆运涛（1915-1964)是1940年代至1960年代新加坡和香潜著名电影制片人，具
右派背景的国泰机构、永华电影和国际电影想业有限公司（电愁）创办人。其父
陆佑是原籍广东鹤山的马来亚富商，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陆运涛主持电慰
期间，导演编剧演员人才济济，其中张爱玲、宋洪也曾为其撰写剧本。1964年6
月，陆运涛在台湾一场疑因劫机造成的空难事故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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