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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杜会 由流动转为独定
、

民族关系日益复杂
、

华人政治觉悟的提高
、

以及国

际环境的剧变
,

等等
,

使马来亚华人政治由战前的外向封闭型转为战后的内向开

放型
,

从关心母国
,

局限本族到联合各族参与 当地政治
。

华人参政加速了马来亚的

独立进程
,

也改善了 本 身 的政洽地位
,

为华人在马来亚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

用提供了前提
。

从此
,

华人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t 活跃在马来亚政坛上
。

马来亚华人与当地马来人数目相当
,

是构成马来亚人口三大种族之一
,

它的政治活动

对马来亚社会政治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
.

本文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马来亚独

立期间的马来亚华人政治斗争作简要论述
,

并就其发展的前因后果提出一些个人见解
。

中马早有交往
,

但直到英国殖民者侵 占马来亚后
,

本世纪初由于急剧发展锡业
、

橡胶

业需要大量劳工
,

华人才大规模地移入马来亚
。

到 19 3 1年
,

华人已达 170 万人
,

占全马人 口

(约 4 34 万 ) 三分之一强
。

¹ 然而
,

华人社会的政治活动却基本和马来亚本土没有联系
。

本 世纪初
,

马来亚华人社会曾是 中国维新志士和革命者的活动基地和避难所
。

同盟会

在新加坡等地建立支部后
,

马来亚华人更是大规模地从人力物力上支持 国内的历次起义和

辛亥革命
。 19 12年后

,

中国国民党在马来亚各地建立支部
,

19 25 年被取缔
,

五年后才 恢复合

法地位
。

国民党在马的活动主要是扩大组织
、

筹募经费和建立华校等等
。

中国共产党原来与

马来亚国民党支部共同活动
,

国共分裂后
,

共产党独立建南洋共产党
。 19 3 1年正式建立马

来亚共产党
,

以华人为主
,

主要在华人社会中活动
,

曾组织过多次罢工斗争
。

中日战争爆

发后
,

国共两党及其组织都积极进行抗 日宣传
,

筹款支援国内的抗 日战争
。

因此
,

战前马

来亚华人社会的玫治活动主要与母国相 呼应
,

具有外向型的特点
,

而且局限于华人社会
,

又具有封 闭型的性质
,

这些特性到战后才发生质的变化
。

( 一 ) 华人社会这个转折的首要标志是以华人为主体的乌来亚共产党登上了马来亚政

治舞台
。

. _

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坚持抗日和拥有武装
,

战后初年马来亚共产党的威信和力量

达到了顶峰
,

并在日本投降后英军开抵马来亚前控制了全国
。

虽然它没有建立独立政权
,

但

它对马来亚政治始终起着重要的影响
。

在政策上
,

马来亚共产党于 19 4 5年 g 月就 提 出通过普

选建立全马人民代表会议
,

争取马来亚独立的纲领
,

并不断揭露英 国当局各种政策的殖民

实质
,

号召建立各民族统一阵线进行反帝斗争
‘

在组织上
,

战争 一结束
,

马来亚共产党就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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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恢复和建立各种民主组织 , 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

马来亚人民抗 日军退伍军人协会
、

泛 马 总 工会等等
,

为开展反殖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

此后
, L

马来亚共产党还把影

响扩大到马来亚民主娜盟
、 “

马来麦斑族竞及嚼来的全马璞香抒动委员会 申么 在活动上
,

马共主要 以发动各种罢工
、

示威来与殖民政府作斗争
。

例如
, 19 4 6年 i 月 底举行全马大罢

工
,

抗议殖民当局非法逮捕和审判马来亚人 民抗 日军战士
。

不久
,

马来亚共产党宣布1046

年2月15 日 为
“

国耻纪念 日
” ,

开展各种示威活动
,

揭露殖民当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

卖马来亚的卑鄙行径
。

其他不同规模的罢工一直连绵不断
。

烹拚纂攀孩弱
,

根本不反殖民主义
。

只有马共的群众基础最雄厚
,

鲜明地高举反殖的旗帜
,

指明并代

表了马来亚独立的发展方 向
。

在
“

紧急状态
”

之后
,

它又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
,

严重打击

了殖民统治
,

促进了独立运动的发展
。

在马来亚华人政治史上
,

而且在马来亚民族独立史

上
,

马共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忽视
,

也不能 回避的
。

(二 ) 在战后马来亚华人政治变迁 中
,

以华人为主力的三次抗议马来亚联合邦宪法统

一战线的形成
,

则充分显示了华人的政治潜力
。

殖民当局 工9 4 6年初宣布的马来亚联邦计划
,

因触犯马来人的利益而遭到马来人的强烈

反对
。

尔后
,

殖民者秘密和马来人协商
,

以严格限制非马来人公民权的条件换取马来人对加

强殖民统治的让步
,

抛出了联合邦宪法草案
。

殖 民当局为所欲为地利用非马来人公民权利作

为与马来 人讨价还价的筹码
,

终于激起了普遍的愤慨
。

同年底
,

马来亚民主同盟等八个组

织建成第一次统一战线

—
联合行动篓员会

.

不久
,

组织扩大
,

改名为全马联合行动委员

会
。

次年初
,

它与马乘人的马来亚人民联合阵线组成第二次统一战线
。

1“ 7年7月
,

当局正

式公布联合邦宪法草案后
,

‘

华人商会也与全鸟联合行动委员会及马来亚人民联合阵线统一

行动
,

三方建成第三次统‘战线
。

这三次统一战线皆以反对联合邦宪法草案 为宗旨
,

提出

关于自治和平等公民权的主张
,

并以示威
,

’

停业等行动作抵制
.

在这几次统一战线的斗争中
,

华人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

一

首先
,

几次统一战

线建立的主要导火索
,

是殖民当局在联合邦宪法草案中对非马来人公 民权的严格规定
,

要

求平等公民权便成为统一战线的主要主张之一
,

而华人是马来亚人数最多的非马来人
,

对非

马来人平等公 民权的要求
,

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们的切身利益
,

第二
,

华人一直是统一战

线的主力
.

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超过50 万
,

绝大部份是华人
,

并以华商陈祯禄为主席
。

后来参加统一战线的华人商会
,

其华人性质更是不容置疑了
。

第三
,

统二战线墩实际的抵

制活动也是以华人为主休爱动的
。

如 玉 华人商会属下的各业华商于19 4 7年 9 月在雪兰扎
、

马六甲及肺雳等地发 动
,

继而到功月2 。日发展成为全国范
‘

留的停业活动
; 大部分新加坡华人

拒绝参加” 4 , 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立法会议选举
,

等等
。

º
-

统一战线的斗争虽然没有迫使当局改变主意
,

但它充分说明华人的觉醒
,

及其对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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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政洽的 日益关注
,

为后来华人政党 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

(三 ) 马华公会作为一个政党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
,

对马来亚政治生活施以强大

影响
,

是战后马来亚华人政治由外向封闭性转为内向开放性 的主要标志
。

马华公会的初期活动主要是支持政府的反共战争
,

主张马华 民族协调
,

并力争华人的

平等公民权等等
。

它作为一个政党真正参加马来亚政治斗争是5。年代初期的事
。

为了利用

华人优势击败独立党
,

巫统地方组织在 19 5 2年吉隆坡立法议员的选举 中
,

与马华公会当地的

基层组组结盟
,

结果战绩辉煌
。

这种选举同盟继续在各地选举中推广
,

到 1 9 5 3年
,

两党终

于正式结成联盟党
,

为马来亚的独立并肩战斗
。

尽管殖民当局利用各种方式打击 马 华 公

会
,

如纵容拿督翁攻击华人
,

采纳独立党议员的提案
,

取消马华公会卖彩票征集经费的权

利等等
。

但马华公会还是不可遏制地发展壮大了
。

作为联盟党的一员
,

它在以后的各种政

治斗争中与巫统统一行动
,

如主张早 日进行中央立法会议成员选举
,

组织抗议
、

示威
,

反

对不合理的选举方案
,

并从各级委员会 中撤走马华公会成员以示抵制
,

进而积极参加 19 5 5

年的全国选举
,

和巫统一起作为执政党迎来了 1 9 5 7年马来亚的独立
,

在马来亚独立斗争中

起 了重要作用
。

马华公会的主要领导人是海峡华英人协会
、

马来亚国民党和华人商会的领袖
,

如陈祯

禄
、

李孝式等
。

上层领导多数是在 中央一级立法和行政会议任职的土生
、

富有或专业化的

西化华人
,

中层领导多数是在各州市镇一级会议任职的土生或新来的中层富商
。

这两种人

户 由于可以捐款办教育
,

维持各种社会福利活动而有效地控制了华人社会中各行业
、

各阶层

的传统协会
。

下层领导人则是更低一级会议议员
,

各种传统协会的头头及小商人
,

通过他们

动员 了本协会成员参加马华公会
。

因此
,

马华公会是一 个很有群众基础的政党
,

成员包括工

商农渔学等各行业各阶层的华人
,

1 9 5 3年约25 万人
,

1 9 5 7年达 30 万人
。

» 它的参预政治
,

反

映了马来亚华人与马来亚政治的紧密联系
。

综上所述
,

和战前政治活动的外向及封闭性质不同
,

战后马来亚华人主要是投身到马

来亚的政治旋涡中
,

并与各族人民联合斗争
,

其政治活动已具备 内向和开放性质
。

马来亚华人政治 由战前的外向型
、

封 闭型转变为战后的 内向型和开放型
,

有其特殊的

历更背景
,

是由战后初期马来亚 国内外形势所决定的
。

( 一 ) 马来亚华人社会从流动性转变为稳定性是华人对当地政治从漠不关心转变为休

戚与共的前提条件
。

战前很长一段时间里
,

马来亚华人社会流动性很强
。

尽管30 年代初 ,
华人已相当多

,

但土生华人只有38 万左右
,

仅占华人总数的29
.

9 肠
,

男女比例为10 00 , 4 8 6 .

¼ 绝
一

大 部 分

华人只图赚了钱就返家发展
,

并不打算把马来亚作为永久居留地
,

所以出入频率很密
。

华

人社会的这种流动性
,

决定了华人对一个临时居留点的政治发展采取摸不关心的态度
。

这

种态度同时又是分而治之的殖 民政策的结果
。

英国殖民者在政治上保证乌来人的特权而严

格限制华人的政治权益
,

但在经济上则为华人创造发展的有利条件
。

而且
,

早期马来亚经济

正处在繁荣时期
,

华人的生存和发展尚未受到严重威胁
,

用木着用政治手段来维持经济优
j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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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

在这种情况下
,

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华人很 自然地能够默认当时的政治现状
,

参与身

之所在的当地政治尚未成为燃眉之急
,

而把政治热情倾注于心之所系的故土
。

然 而
,

30 年代开始
,

这种流动社会却日趋稳定
。

直到 19 29 年为止
,

马来亚一直准许自

由移民
,

华人来去往复极为方便
.

但30 年代初
,

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
,

马来亚失业

人口突然增多
,

政府对移民也相应采取限制措施
,

严格控制男性移 民入境
,

½ 马来亚大部

分华人因此不敢轻易离马
,

而是逐渐接妻儿到马建立稳定的家庭
。

三四十年代中国战乱频

频
,

也使以往以中国为归宿的华人裹足不前
.

马来亚华人社会终 于从一个流动的移 民社会

转化为一个稳定的移 民社会
,

大多数华人已视马来亚为永久居 留地
。 19 47年马来亚联合邦

华人的男女 比例为10 00 : 8 15 ,

土生华人约119
.

6万
,

占华人总数 (约188
.

5万 )的 6 3
.

6肠¾
。

他们大部分是30 年代出生的 ,

战争结束时已是青年人
,

战争的锻炼和各种新思想的燕陶
,

使他们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并充满自信
.

他们认为马来亚是白己的永久居 留地
,

再也不能象

父辈那样忍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和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生活
,

随时准备为改善自己的政治

地位而奋争
。

同时
,

他们既然打算在马来亚长期居住下去
,

必然也会关心居 留地的政治前途
。

(二 ) 民族之间的接触频繁与磨擦 日增
,

直接促成华人卷入政治
。

战前华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不与当地民族接触的独立社会
。

行政上
,

华人社会游离于

马来亚各级行政管理之外
,

殖民当局主要靠早期的甲必丹制度和后来的华人护卫司署来管

理华人 , 经济上
,

华人主要从事锡业
、

橡胶业
、

凤梨业
、

零售业及开办工厂
,

与经济活动

被殖民当局限制在粮食生产及渔业的马来人接触不多
;
宗教上

,

华人主要信奉佛教道教
,

马来人信奉回教
,

回教的封闭排外性使双方难以融合
; 地域上

,

华人主要居住在西海岸一带

的城镇里
,

马来人主要居住在东海岸 一带的乡间
.

因此
,

在行政
、

经济
,

乃至宗教
、

地域

上
,

华人基本上与当地人民隔离
,

可以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
、

生活方式生活而对外界不闻

不问
。

马来人社会也没有因社会的变迁遭到重大的冲击
,

他们按回教的习俗 生 活
,

在 农

村
,

乐于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
,

迁入城市
,

又多能出任公职
。

马华两族基本相安无事
,

这

是战前民族关系的主要特征
。

然而
,

战前两族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
,

毕竟在两族关系上投下了阴影
,

是 日后逐渐加

剧的民族矛盾的主要根源
。

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
,

也极力挑拨马华矛盾
,

以马制华
,

利用

以马来人为主的瞥察部队镇压以华人为主的游击队及抗 日志士
,

这 自然引起华人的强烈不

满
.

英军重返马来亚前两周
,

控制着全马
、

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人 民抗日军惩罚了大批通

敌分子
,

其中有很多是马奸
,

这也引起马来人的误会
。

两族关系突然紧张起来
,

双方仇杀

事件不断发生
。

殖民政府为了重建和巩固殖民统治
,

也大肆玩弄挑拨马华矛盾的伎俩
,

极

大地挑起了民族的敏感和恐慌
。

部分华人害怕马来人通过政治机构来剥夺他们的 经 济 优

势
,

便比较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地位
、

实力和命运
,

希望通过参政
,

争得有利的政治条件以

保护自 己
·

也有不少华人察觉到殖民者分而治之的阴谋
,
意识到马华相争 于己于 国 都 不

利
,

因此力主马华团结
,

为争取马来亚独立而积极参加政治斗争
,

并获得越来越多的追随

者
。

这也说明
,

战后马来亚华人的政治发展固然是 由马华 民族矛盾加剧所促成
,
更是华人

政治蜘醒的生动体那
‘

一 马来亚华人社会的这些情况是比较特殊的
.

首先
,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社会往往移

民早 犷 稳定快
,

许多人早就视自己为当地居 民
,

因而早就关 心和参与居留国的政治
。

他们

1 20



虽然也倾向祖 国
,

声援国内的各种政治运动
,

但规模远远不及马来亚
.

其次
,

马华两族在战前互相隔绝和相安无事的状退
,

在东南亚某恤国家也不多见
.

这

姗璐忿簇
好巨滑的英国,. 充分利用马来亚多元社会的特点

,

以种种政治手法使各族
、

~

各舞势力互相

争斗
,

相互牵制
,

从中渔利
,
维持殖民统抬

。

O 这种特殊的殖民政策丫既加深了马华的矛

盾
,
也迫使华人不得不卷入政治斗氛

-
一 _ 、

;
- : ·

-

三 ) 战争对马来亚华人政治态度的转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

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中国的内战
,

使马来亚华人与祖国的联系日益松弛
,

·

注意力逐

渐转到马来亚本土来
.

中月战争爆发后
,
华人尽力声援中国抗日战争 ,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

i{燕巍戮碟;淤撰薰黔;为炸日最坚决的中
_

坚力量
.

,

: !
阵耸娜乒华水释途状眼的恶化

,

‘

户
、

.

户
-

-

-
- . .

‘
一

介

华人的政治意识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厂稗争络束鳞
;

马

来亚经济溯撰
,

粮食奇缺
,

居住无所
, 通货膨胀

,

黑市猖撅
,

主要居住在城市的华人t畴
间马来人还要困瓷 华木因此对当局极为不满

,

强烈要求改善自己的地位
,

_

随着政局的剧

无 华人在哉争年代被激发起来的政治热情
,

也就很容易在政治家的鼓动下 * 继续高涨
,

越烧越旺
。

.

一
_ ·

一
_ 一

,

.
_

_

(
,

西 ) 故后
:

民族
撇

运动的高涨
,

推动了马来亚华人政治觉悟的进一步提高
,

革舞了

他们的斗争
·

, 气 .

-

一
.

反法酉斯峰争锻炼 了殖民地人民的民主与独立的思想意识
,

民族要解放
,

国家要独立
,

成 了战后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

印尼
、

越南
、

菲律宾
、

缅甸相继赢得独立
;
马来亚华人的

故土中国也终 于结束了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
,

于 1 9 4 9年建立了人民的新政权中

华人民共和国
。

这一系列鼓舞人心的历史事件
,

无疑深深地教育 了马来亚华人
,

极大地鼓

舞着他们急起赶上历 史的潮流
,

为马来亚的命运和前途
,

也为 自己的切身利益而
’

奋 起 斗

争
.

一
、 _

:
、

马来亚华人战后积极参与马来亚政忘 无论对华人本身的政治地位
,

还是对马来
一

亚的

独立事业
,

以及马来亚未来的政洽发展
,

都产生 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 -

.

-
-

- 、

二 :

竺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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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华人积极参与马来亚政治
,

‘

加速 了马来亚独立的进程
。

马共早期领导的群众运动
,

对揭露殖民统治实质
,

提高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
,

无疑起

了重要作用
。

19 4 8年
“

紧急状态
”

后
,

马共虽然被迫转入地下
,

但它的武装斗争
,

极大地

削弱殖民统治的力量
.

马共提出的为独立而战的号召深入人心
。

面对马共的严重挑战
,

殖

民政府才扶植其他政治组织
,

并被迫作 出种种让步
,

于50 年代初实行一系列宪政变化
.

其

结果是马华两族合法政党越发强大
,

自治独立呼声日高
.

马华公会虽然比较谨慎
,

但最终

还是站出来和巫统并肩作战
.

由于这一联盟使拥有20 一30 万会员的鸟华公会正式卷入马来

亚政治
,

还使因拿督翁分裂而衰弱的巫统重 新 兴 旺 ( 1 95 3年成员达10 万人 )
。

À 殖 民当

局骤然面临着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

马华公会与巫统联盟表明马华两族政治上的 团结
,

使原

来以民族分裂为 由拒绝给予独立 的殖 民当局
,

顿时失掉了借 口
.

联盟推动了马来亚整个 独

立运动的高涨
.

各派政治力量由于马华公会与巫统的联合而重新组合
,

并为争取人民的支

持而竞相 以独立为号召
,

从而使 民族独立运动突然飞跃发展
.

由此可见
,

马华公会在战后

马来亚政治发展 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作为直接从殖 民者手里争得独立政权的执政党之

一
,

它对马来亚的历 史贡献是应充分肯定的
.

( 二 ) 华人参政 ,
是战后马来亚华人社会变迁 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

按照19 46年 l 月殖民当局公布的马来亚联邦计划
,

约8 3肠华人可成为公民
.

À 但19 48

年实行的联合邦宪法
,

却规定了严格得多的公 民权条件
,

从而大大减少了华人成为马来亚

公民的数额
.

到1 9 5。年
,

只有5 0万华人成为公民
,

 占华人总数约五分之一 然而
,

在华

人一系列政治斗争的压力下
,

殖 民政府被迫改变对华人的政策
, 19 5 2年提出修正的公 民权

条何
,

条件略为放松
,

据说50 帕一60 帕的华人有条件申请为公 民
。

0 到19 5 3年
, 1 15

. 7 万

华人成为马来亚公 民
,

还有4 3
.

3万华人是合符条件的
.

@ 之后
,

马华公会与巫统 并 肩 作

战
,

参加讨论独立宪法
, 1 95 7年马来亚独立宪法终于确认了华人一再争取的属地 主 义 法

则
,

即生于联合邦者自动成为公 民
,

非生于本地的人申请公民权条件也很松
。

到此
,

大部

分华人已有条件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 民
.

法律最终承认华人在马来亚长期定居的性质
,

这

为他们以后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政治创造了良好条件
.

马来亚独立后
,

华人参与当地政治已是势所必然
.

它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

始终活跃在马来亚政坛上
.

战前马来亚华人社会与外界隔绝
,

而当局完全忽视华人政治要

求的情况已一去不复返
.

战后到独立期间华人的积极参政则是这一历史变化的转折点
,

在

马来亚政治发展史上也 占有重要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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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变化略述
黄 松 赞

战后
,

特别是新加坡获得内部 自治及其后取得独立以来
,

新加坡华人社会发生了深抓

的变化
。

一
、

政洽上国民化

国民化即当地化
。

第一
,

原来的中国侨民转变为新加坡国民
。

它标志着新加坡华人有
了新的祖国

,

与当年母国的同胞从此成 了不 同国家的国民
。

这是新加坡华人社会随着新加

坡的建国而出现的带根本性的变化
。

第二
,

移民利益转变为国民利益
.

当年的移民
,

志在谋生
,

其利益与母国的兴衰关系

至大
.

新加坡建国后
,

境内所有移民便同新国家结下兴衰存亡与共的关系
.

新加坡的国家

利益往往成为华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

第三
,

开始逐渐树立起新加坡国家意识 (当地称 为新加坡归属感或认同感 )
。

华人一

方面对中国的祖国观念逐渐淡化
,

落叶归担意念转变为落地生根意识
.

这在战后出生的年

轻人和受英文教育的人中I’@ 表现尤为明显
,

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不如对英国的了解
,

甚至拖

¾ 巴素前揭书
,

第5 07 一509 页
。

殖民当局规定
。 19 3 1年 1一9 月男性移民的法定额 数是 每月 5 , 23 8

人
, 10 一12 月是2 , 5 00 人

,

以后逐步减少
, 19 38年 4 月减为每月5 0 0人

,

直到马来亚论陷为止
。

但对妇孺

移民则无限制
。

¾ 巴素前揭书
,

第3 7 3、 37 4
、

39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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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

用公民权问题挑拨马华两族矛盾
,

开始以放宽公民权的条件表示对华人 的 恩惠、 继 则以

产格限制公民权的条件对马来人表示让步
, 经常召开种族代表会议

,

美其名解决种族矛 盾
,

实 如让各

种族领袖面对面地争论不休, 有意扶植巫统与马共抗衡
,

’

又支持成立马华公会以削弱巫统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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