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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sti tut ions and Social  Mobil izat ion: The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in Malaysia, 1951-2011（《建制

與社會動員：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運動 1951-2011》）一

書是新加坡大學洪敏芝博士，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改寫

出版的新書。是繼陳綠漪（Tan Liok Ee）教授於 1997

年出版的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馬來亞華文教育政治 1945-1961》）後，

第二本以英語寫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運動的專書。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運動可以說是馬來西亞歷史最悠

久的社會運動，作者非常熟悉這段歷史，論述的涵蓋面

圍，該章主要講述魏學仁從學者與科學家的身分，轉為

參與外交活動的代表，如 1946年，魏學仁便代表政府

參與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而且更重要的是論述當時

他獲中華民國政府委任，簽訂國際原子能機構成立的

協議，有關的史料、圖像都是學界難能可貴的資料。

最後一章講述他晚年離開外交界，再次重投學術界，

在 Bathany College（或譯作伯大尼學院）擔任國際事務

與物理系特聘教授，其學術成就及對工程教育的貢獻，

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認同而給予榮譽。年譜提供

了若干的信息，讓讀者從各方面認識這位經歷不同年代

的重要人物。作者最後以「拓荒者」（Pioneer）來總結

年譜所描述的魏學仁，認為魏學仁在不同領域開創了先

河，如中國的科普電影、天文學的嘗試、外交參與等，

這些活動是研習民國、近代中國不同領域的學者，應當

注意，但卻無從入手的方面，本年譜就此提供了相當豐

富的參考資料、新角度，故其學術價值不容忽視。

年譜當中無疑有不少地方是作者及親友對其父親魏

學仁的憶述，難免會出現不確認及猜想的部分，但是作

者嘗試在年譜之中，補充大量時代背景，以及相關的材

料、照片及資料，使年譜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正如作者引言之中所述，他希望將魏學仁的成就當作嚴

肅的學術主題，提供各種可能性，讓後輩學者研究，當

中魏學仁在聯合國的外交活動、金陵大學的教學經驗，

以及留學美國的經驗，均是有助論述的個案。可以回應

當今近代中國史學界關心的議題，同時亦可開拓一些新

的研究空間，如民國時期的中國天文與科學研究以及戰

爭期間的西南地區科技發展等，都是稍欠學者關注的，

此書之貢獻如同作者認為的魏學仁的成就一樣，有其

「拓荒者」價值。（羅樂然，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研

究助理、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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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廣。從 1951年開始，馬來西亞政府通過了《巴恩

報告書》，企圖消滅華文教育。在這關鍵時刻，各地華

校教師公會於 1951年 12月 25日正式成立馬來西亞華

校教師會總會，以凝聚全國華校教師的力量，捍衛華文

教育的權益。但「1961年教育法令」實施後，堅持傳承

中華文化為宗旨的華文中學，變成今天的「華文獨立中

學」，各地華教運動的事業逐漸由華校的董事擔起。華

校的教師把時間投入於教育和學校活動，無法再扛起華

文教育運動的重擔。這樣的局面，也促使曾經是運動領

導核心的「華校教師會總會」（簡稱教總），逐漸退出

核心，成為附屬於「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簡稱董總）

的組織。

華教運動原是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支持者來自全

國各地、不同階級和教育背景。在 50年代，華文教育

的領導核心本來由三個機構組成，就是教總、董總和馬

華公會三大機構，但馬華很早就離隊。到了 70年代，

當教總也失去活力後，董總自然成為華教運動的核心，

作者認為 90年代的董總開始有固步自封的傾向，因此，

作者提出了幾個華教運動老化的癥狀，包括組織的官僚

化（bureaucratization）、中心化（centralization）和僵化

（ossification）。

本書分為 6章，第一章「建制與社會動員」，作者

提出 4個論點，試圖回答一個在非民主國家進行的少數

人社會運動，該如何進行及設定議題：1. 馬來西亞政府

當局試圖淡化少數族裔的身分所塑造性的文化，成為社

會運動的主要動機來源。2. 西式官僚化與中國特色相

結合，產生了社會運動組織的動力，作為運動動員的平

臺。3. 社會運動者活用過人際網路，被證明是一種比機

構與非自由民主國家互動更有效的平臺。4. 馬來西亞的

非自由民主制度限制社會運動的鬥爭，但經由社會運動

開闢了政府與運動者平等談判的機會。

以上四個論點指出過去 60年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

運動的特點，如果不是因為在馬來西亞民族華人人口的

比例高，華文教育就已經在上世紀 50年代消失，並達

成馬來西亞政府「一個民族，一個語言」的國家目標。

第二章「國家建設與社會運動的形成」，詳細說明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運動的形成，在面對馬來西亞從英國

殖民統治到獨立國家的過程中，國家菁英在其中佔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第三章「挑戰與適應」，則說明 1970

年代政府當局與華文教育運動的互動。第四章「領導

者、同盟與政治」，介紹了華文教育運動的 4位領導人

董總主席林晃昇、郭全強、葉新田及霹靂州華教領袖胡

萬鐸，以及各組織間的結盟。第五章「動員機器」，則

詳細說明獨中教育聯盟如何在運動中獲得經費支持。第

六章「社會動員與非自由主義民主」，分析馬來西亞華

文教育運動持久性背後的原因，與學校、地方、州及國

家各級有效的聯繫有很大的關係。

《建制與社會動員》一書是從社會運動的角度，將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運動做了一個詳細的論述，使用大

量的中文、英文及馬來文文獻資料，加以詳盡的考證，

可作為對於瞭解馬來西亞政治及社會運動歷史的重要參

考。（廖箴，漢學研究中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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