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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出国是十几年前到马来西亚，采访半个月，比较正式

地说英语有两次，一次是在机场出海关同入境官员说明情况；另

一次是由于酒店房间内现金被盗到警察局报案。那次出差，让我

惊讶的是，华人不说马来语或英语也能过活，中文真的很流行。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唯一有完整华校的国家，华

文学校是国家教育制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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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华裔孩子是在华

文学校上学的，中文是他们的母语。华文教育与华人社团和华文

报刊被看作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是传承中华文化

和凝聚华人民间力量的重要工具。

日前，在马来西亚政府“巩固马来文强化英文”政策下，教育

部只重视马来文和英文的学习，让华社深感遗憾及不满。马来西

亚华人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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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华人需要加强自己的语言，

为自己的语言争取地位是在情理之中的。

与马来西亚相比，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已经大大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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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华文变成小学和中学里的一门单独学科，除了华文课以

外，所有的科目都用英语教授。英语在新加坡的教育体系中占据

了主导地位，很多新加坡年轻人的华文水平只能达到会听和会

说，在读和写方面的能力都有限。如果一个华人中文不好，谈及

中国文化，又会有多少传承？

华文教育被视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留根工程”。中国在

海外的华侨华人数量众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后代对中文知

之不多甚至完全不懂，海外华文教育主要是解决移民后代学习

中文的问题，让中国文化在海外能够发扬。

人们在谈起“语言与文化”问题时，常常把“语言文化”当作

一个词。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

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显而易见，马来西亚的华人，学习中

文，更是在传播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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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董总建议，华小数学
课和科学应分别恢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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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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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以维持华小数理科的优
势。董总日前发文告说，华小马来
文科上课时间应维持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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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钟，同时不应削减华小数学和科学
的每星期上课时间。董总代表多次
提出，各华团必须从长计议和全面
商讨华小上课时间表问题，不要仓
促定案，反而应争取恢复数学与科
学的课时，也就是数学从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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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恢复到
$%"

分钟，科学从
%$"

分钟恢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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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以维持华小
数理科的优势。

文告指出，要改善华裔学生的
马来文科水平，就应从制订适合华
小的马来语课程、考试、教材和教
学法方面着手。政府也应培训具备
华文和马来文的双语资格师资，让
教师专注教学，改善师生比率，结
合科技辅助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

马来西亚华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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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政府计划在下个月推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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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育发展大蓝图》，华小将依然保持在马来西亚的

教育体系之内。但在蓝图的初步报告中，教育部强调

每一名学生至少必须掌握马来语和英语两种语文，同

时也鼓励学生掌握其他附加语文。华社指出，华小逐

步边缘化，在“巩固马来文强化英文”政策下，教育

部只重视马来文和英文，调整语文课的课时，忽略了

华小和淡小的母语教学，让华社深感遗憾及不满。

大马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表
示，教育蓝图确有其优点，董总会
对其中所有华校不利的条文极力反
对。邹寿汉表示，根据资料，国小
学生占全国小学人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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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教育局的拨款却 占据其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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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华小学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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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拨款却少得可怜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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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极不公平的，是对华小发展的重
大打击，华社若不再醒觉，不极力
抗争，华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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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能走入历
史。他促请华社一定要作董总的后
盾，一致反对教育大蓝图内所有不
利华教的发展之政策和措施。

《东方日报》———华社要为华小抗争

《光华日报》———未来华教路更难行

马来西亚霹雳捍卫华教行动委
员会主席陈汉水表示，马来西亚华
人因懂得多元化语文而在世界具竞
争力，但倘若政府实施教育大蓝图，
将导致华教的路更难行，且走向单
元教育政策。他说，政府借提升华小
和淡小的马来文水平为由，增加马

来文上课时间，有消灭母语教育（华
教）之嫌，且从原本的多元教育政策
走向单元教育。他强调，应该尊重马
来语的地位，也要重视马来文知识，
甚至他认为身为马来西亚国民，一
定要学好马来文，但对华人要着重
至少“双语”的教育政策。

马新社———华小保持理科优势

马国华文教育概况
顾洪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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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首
屈一指，是除中国以外唯一拥有小学、中学、
大专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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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
华文教育以私塾的形式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出
现至今，虽历尽艰辛坎坷，但从未在马中断过。
不论是在英国殖民时期、日战期间，还是在独
立以后，无论受政府法令和政策的限制，还是
受马来民族主义情感的制约，但在华人社团和
马华人政党的共同努力下，马华文教育保存完
好。

为维护华人学习母语的权力，继承和弘扬
中华文化，长期以来，马华社通过华人政党向
政府提出诉求；“董教总” （马华文学校董事
联合会总会和马华文学校教师会总会的简称），
作为维护和发展马华文教育的主要民间机构，
为华教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华社、华商出钱出
力，支持华小和独中的生存与发展。马华文教
育能有今天的发展，凝聚了马华各政党和一批
经济实力雄厚、热心华文教育的华社有识之士
的满腔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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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良好

据马来西亚教育部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现有
华文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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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华文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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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华文大专院校
,

所（南方学院、韩江学院、新纪元学院）。除此之
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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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国民小学提供交际华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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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国民改制型中学设有华文必修课程，

$'

所寄宿中
学向马来学生提供华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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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师范学院开办
中小学中文教师培训课程，马来亚大学、博特拉
大学、国民大学等国立大学也设有中文系，其中
马来亚大学还设有中国问题研究所。全国就读华
校人数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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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其中华文独中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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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多人。近年来，不仅是华裔子女进华校，一些马来
人、印度人的子女也开始到华校读书。目前就读
华文独中的马来学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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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就读华文小学
的非华裔学生近

)

万人。
华文已成为马新闻媒体的主要语言之一。

目前马全国中文报刊几十家，马国家新闻社提
供中文资讯服务，国家电视台开设了华文新闻，
播放华语影片。吉隆坡国际机场不仅在

,

年前
开始使用中文投影通告，而且在今年年初开始
用华语广播航班抵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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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犹存

华人约占全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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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祖籍以中国
福建、广东和海南为主，日常社交中除使用方
言外，中文是他们共同使用的母语。马政府主
张保持各种族文化特色，鼓励各种族交流和融
合，学习对方语言，促进种族和谐。随着中国
经济发展与强大，中文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青
睐，为便于在中国寻找更大的商机，吸引更多
中国游客来马旅游，马政府对华文的重要性有
新的认识，对华文教育的态度也有所松动。目
前，马华小的教师工资由政府发放。政府也承
诺将改善华小教学设施，培训更多华文师资。

由于历史和种族的因素，马政府对华文教
育仍采取限制政策，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始终
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课题。马政府在教育领域实
行比例制，大学在录取新生时不以分数为录取
标准，而是按种族比例分配。许多品学兼优的
华裔子女被国立高等学府拒之门外，难以获得
政府奖学金到国外深造。

（摘自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网站）
题图：槟城街头随处可见中英文双语招牌

白沙罗中华小学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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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中国广西大型民族歌舞剧《刘三姐》助当地华教义演在马

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精彩上演，受到了当地华侨华人的热烈欢迎。 中新社发 !

马来西亚不想华小存在的人很多，近年来，
不断有人提出“多源流小学是团结绊脚石”的歪
论，并不断要求政府实行单一源流教育。各源流
小学的并存，真的是种族团结的绊脚石吗？这只
是有心人狭隘的看法。

更何况，华小也有许多巫裔和印裔学生就
读，他们学习别人的母语，沟通毫无问题。而
且，多学一种语言就等于多了一样谋生工具，也
能够更深入了解其他种族的习俗。难道不是好事
吗？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各种族人一
起求学、生活和共事。很多不同种族、不同肤色
的学生就结为好友。

张志河来自华小，西瓦来自淡小。他们相识
于国中初一，由于班上印裔同学不多，西瓦很快
就混入华裔同学的圈子。尽管肤色不一样，但是
无阻他们称兄道弟，其中就读中六期间，由于离
乡到他镇中学求学，他们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一
起度过了欢乐又好玩的时期。多年来的相处，西
瓦在耳濡目染之下，不但听懂中文，也可说简单
的中文。尽管长大后各分东西，西瓦在首都当计
算机程序员；张志河在南马古来当教师，但是他
们偶尔还是相约去旅行，或是回家乡短聚。张志
河说，西瓦为人随和，不计较，朋友有求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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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初他结婚，西瓦就是他的兄弟迎亲团员

之一。
慕海力是玻璃市前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马依沙

与妻子拿督阿丝雅的幼子，与家中的
,

名兄长，
都是毕业于华小，而他却是众兄弟当中，最爱混
在华裔同学群中的一人。其中，与他形影不离的
好朋友赖俊豪，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图）。询及
两人的感情好到什么程度，赖俊豪说，不管慕海
力要去哪里，都一定会先邀他，如果他不去，那
么可能慕海力也不想去了，感觉就好像亲兄弟般
亲密。慕海力、赖俊豪和林柔依除了是同班同
学，课外时间也喜欢一起温习功课、打篮球、玩
耍……很少看到他们之间，彼此因不同的肤色而
有冲突。开朗的柔依说，她和俊豪当然是教慕海
力华文科功课，而向来在马来文和英文有很好表
现的慕海力，自然是他们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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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科目的“小老
师”。放学后，这

,

名小朋友也会约到其中一人
的家，一起温习功课。在进行访问时，他们就约

在赖俊豪的家，当中还有另外
'

名好朋友———梁
倩铃、庄猗晶、郭婧茹和白莉萨。

白莉萨也是一名由家长送往华小就读的巫裔
孩子，她与在场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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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比她年长的哥哥姐姐
们玩乐、学习，感情都相当好，他们甚至已把她
当作自家的妹妹来看待、照顾。同样的，遇到她
不会做的功课，学长、学姐们都一定会给她帮
忙。久而久之，他们这群小朋友的感情，就在功
课上的互相鼓励、提醒，而慢慢建立起来，也越
来越融洽。 （摘自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兄弟间不讲肤色
吴嘉雯 张洁盈

关键词
华小：华文小学
淡小：淡米尔语小学，淡米尔语

通行于印度南部、斯里兰卡东北部
国小：国民小学，以国语———马

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政府小学或
政府资助小学

巫裔：马来西亚的马来族和当地土
著族的统称，包括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
这些民族的人的统称。巫裔是马来西
亚三大种族之一，占马来西亚本土族
人的多数，剩下的两大种族是华裔和
印裔。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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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人口中，
巫裔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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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教总：民间组织马华文学校董

事联合会总会和马华文学校教师会总
会的简称

马来西亚华文教师到中国交流时学习剪纸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