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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开始, 随着马来亚各州的开发, 华人大规模地移入。到 20世

纪中叶, 大多数华人在当地 /落地生根0, 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民族。然

而, 华人出洋得不到 (本国) 政府的保护, 面对完全不同于祖籍地的自然环

境和人文环境所带来的压力, 华人组建各类社团互助。在这个过程中, 社团

领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担当起华社与当地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因此, 社

团领袖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出现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由于篇幅和个人能力所限, 本文仅对 20世纪 50 年代以来, 以中文发表的马

来西亚华人社团领袖研究成果做一综述。为便于表述, 笔者将 50年代以来

的研究成果, 分成马来西亚华社领袖研究、秘密会党时代华社领袖研究、宗

乡会馆时代华社领袖研究、民族国家时代华社领袖研究四个专题。

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领袖研究

这一部分主要概述从总体上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领袖的成果, 主要体

现在下列著作和文章中。李明欢在其专著 5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6¹及 5当

¹ 李明欢: 5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6 ,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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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海外华人社团领导层剖析6¹ 一文中, 从宏观的角度, 剖析了当代海外华

人社团领导层的人员构成、职务类别、自身条件以及形成途径。其研究虽然

没有直接讨论马来西亚华社领袖, 但具有普遍意义。陈衍德在 5评 3当代海

外华人社团研究 46º 一文中指出, 海外华人是所在国大社会里的小社会,

是当地社会的一分子, 华人社团的兴衰受所在国政策乃至国际大环境的影

响, 并强调研究海外华人社团领袖时, 不但要看到他们的公益心和奉献精

神, 而且也不能忽略他们担任社团领袖的深层个人动机, 那就是 /生意兴隆

) 财富增殖 ) 成为华人社团 (社会) 领袖 (会长、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

等) ) 商业信用提高 ) 商业关系网扩大 ) 生意更加兴隆0。»

石沧金的 5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6¼ 一书, 是国内第一本全面研究马

来西亚华人社团的专著, 其内容涵盖各类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组织结构、政

治、经济、文教等活动的参与情况及国际化的趋势等方面, 并综合前人的研

究成果, 提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历史分期和社会互助理论, 具有较高的学

术价值。该书虽然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领袖着墨不多, 主要从社团管理机制

和机构设置的角度, 对社团领袖的结构和职位做了罗列, 但对后人的研究富

有参考价值。此外, 冷东的 5东南亚海外潮人研究6, ½ 亦涉及到了马来西亚

的潮人侨领, 如林义顺等。

由中国台湾 /中央研究院0 和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合作编辑出版的

5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6 系列, 囊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著名

华人。在政治方面, 为八名政坛上的领袖人物立传; 在经济方面, 为十名以

商养儒、对华文传承有重大贡献的华人企业家作传; 在文化方面, 为八名对

华人教育的推广、华文文艺的创作、史料的整理卓有建树的人写传。该套书

史料丰富, 展示了一二百年来马来西亚华人奋斗的历史, 其中不少人物本身

就是华社重要的领袖, 如林连玉、沈慕羽等人, 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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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欢: 5当代海外华人社团领导层剖析6, 载 5华侨华人历史研究6 1994年第 2期, 第 1~ 9页。

陈衍德: 5评 3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 46 , 载 5华侨华人历史研究6 1996年第 1期, 第 68~

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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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东: 5东南亚海外潮人研究6 ,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年版。



20世纪 50 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领袖研究综述 t  

秘密会党时代华社领袖研究

本文所涉及的秘密会党时代, 主要是指从 19世纪初华人开始大规模移

民马来亚开始, 到 20世纪初这一时期。其原因在于, 虽然 1890年海峡殖民

地政府实施 5社团注册法令6, 秘密会党成为非法组织, 但马来各州一直到

20世纪初才镇压秘密会党。这一时期, 秘密会党领袖和政府任命的华人甲必

丹一起领导华社, 有的领袖既是秘密会党领袖, 又是华人甲必丹。为了行文

的方便, 笔者将该专题的研究成果, 细分为新马华社领袖研究、柔佛港主研

究、东马华社领袖研究等三个方面。

(一) 新马华社领袖研究

郑文辉在 5南洋商报6 发表的 5马来亚华人甲必丹史略6 ¹ 一文, 对马

来亚华人甲必丹的发展历史及相关代表性人物做了简要的概述。许云樵的

5中华民族拓殖马来半岛考6 º一文, 概述了古代和近代华人在马来半岛各州

的拓殖经过, 考察了各州主要华人甲必丹的生平, 有助于我们了解马来半岛

早期华社领袖的概况。

陈育菘、陈荆和的 5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6» 一书, 不但为华侨史和华

侨社会史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资料, 而且提供了不少新的观点, 具有相当高的

学术价值。如, 作者对早期新加坡华社领袖, 如薛佛记、陈笃生、陈金声、

章芳琳等重要家族做了新的论证, 并指出 /帮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的特

征0。¼ 陈铁凡的 5南洋华裔文物论集6½ 一书, 通过对文物的研究, 描述了

早期新马华社的一些领袖, 如陈送、邱天德等, 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

价值。邱新民的 5新加坡先驱人物6¾ 一书, 亦描述了早期新加坡华社的一

些领袖人物, 如佘有进、陈金声、陈金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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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清湟的 5新马华人社会史6¹ 一书, 主要探讨 1800~ 1911年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结构及其职能。作者运用大量的社团纪念特刊和其他文

字记录, 从内部考察华人社会, 对华人的宗教与习俗、方言组织的结构与领

导层、宗亲组织的结构与领导层、秘密会社、甲必丹与方言组织等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深入分析, 第一次全面客观地展示了新马早期华人社会的结构和形

态。该书无论在资料的运用, 还是在研究方法和框架上, 都为后来研究者提

供了样板, 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此外, 他的 5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

领导层6、5新马华人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地位流动 ( 1800~ 1911) 6、5十

九世纪新马华人社会中的秘密会社与社会结构6º 等文, 则从不同的角度论

述了早期新马华族领导层, 可谓是前书的进一步补充。

李业霖主编的 5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 ) ) ) 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6» 一书,

可谓是目前中文学界研究 19 世纪华人甲必丹的集大成之作, 其内容除包含

叶亚来的事迹和评价外, 也探讨了当时华人社会和文化的情况, 可以说既呈

献丰富的史料, 又反映了当时对叶亚来的研究成果。陈剑虹的 5甲必丹时代

的吉隆坡华人社会6 一文, 则在综述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 19世纪下

半叶甲必丹时代的吉隆坡华人社会变迁做了初步的探讨, 并分析了这期间五

位华人甲必丹丘秀 ( 1859~ 1862)、刘壬光 ( 1862~ 1868)、叶亚来 ( 1869~

1883)、叶石 ( 1885~ 1889)、叶观盛 ( 1890~ 1902) 的业绩和权威, 及甲必

丹制度的运作和兴衰。作者指出, 甲必丹制度的终结, 意味着甲必丹威权人

格的终止, 华社领袖由此进入后甲必丹时代。¼ Sharon A. Carstens 的 5十

九世纪马来亚华人文化与政体 ) ) ) 叶亚来个案研究6 一文, 探讨了叶亚来及

其他华人领袖是如何从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中, 提取当时华人社会中盛行

的领导方式的概念, 阐释华人领袖风格与华人文化之间的关系, 即经济、政

治和思想意识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作者指出, 华人领袖的风格和模式, 由

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决定, 因而在一个领袖一生的不同时期,

必然因应时代的变迁, 运用不同的领导风格, 从而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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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版。

陈剑虹: 5甲必丹时代的吉隆坡华人社会6 , 载李业霖主编: 5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 ) ) ) 甲必

丹叶亚来的一生6 , 第 172页。



20世纪 50 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领袖研究综述 t  

从华人领袖的作风和文化策略等方面, 阐释了华人社会的本土化进程。此

外, 作者还对照了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半岛内陆的华社领导模式。可见, 作者

是在一种 /动态0 中解释华社领袖, 进而阐释整个华人社会, 颇值得借鉴。

台湾学者麦留芳的 5新马华人私会党研究6¹ 一书, 虽然主要以二战以

后的秘密会党为研究对象, 却也从社会学的角度, 尝试解开 19世纪新马华

人方言群、秘密会社、富商和甲必丹之间的复杂关系, 并强调经济在其中的

动力作用。而邱格屏的 5世外无桃源 ) ) ) 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研究6º 一书,

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研究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起源、发展、衰落历史的专

著。该书从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社会成分和组织结构的角度, 论述了秘密

会党领袖的社会成分、社会影响及秘密会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其中, 作者

也分析了马来亚华人秘密会党的领袖, 指出他们事实上是 19世纪华人社会

的统治者, » 且大多是如韦伯所说的 /经济实力型统治者0, 但也有一部分是

来自社会底层的 /新客0, ¼ 并剖析了其领袖类型。

此外, 今崛诚二½、郑良树¾、袁丁¿等人对马六甲青云亭的研究, 论述

了青云亭亭主, 也就是当时的华人甲必丹的体制, 及与马来西亚华族社会的

关系, 有助于后人了解新马早期华人社会领袖的形态和历史贡献。还有一些

学者从华人对马来亚锡矿业、种植业发展的贡献的角度, 涉及了华人甲必丹

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例如, 张应龙的 5客家华侨对东南亚采矿业的贡献6 À

一文, 论述了早期客家华侨对西婆罗洲的金矿业和马来半岛锡矿业的贡献,

也谈到了华人甲必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 柔佛港主研究

该方面的研究成果, 主要体现在马来西亚华人学者的研究中。骆静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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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留芳: 5星马华人私会党的研究6 , 中译本, 台北正中书局 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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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良树: 5亭主时代的青云亭及华族社会6 , 载 5文道6 , 第 45期。

袁丁: 5马六甲青云亭研究 ) ) ) 关于马来西亚胡人社会史的一个问题6 , 载 5华侨华人史研

究集6 (二) , 海洋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69~ 81页。

张应龙: 5客家华侨对东南亚采矿业的贡献6 , 载 5华侨华人历史研究6 2000年第 1期, 第

42~ 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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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编的 5马来西亚华人史6 一书中, 从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发展的角度, 论

述了柔佛港主制度的历史功绩, 并指出 /柔佛的港主都是有秘密会社背景的

华人0。¹ 吴华的 5新山今与昔6º 一书, 以丰富的史料, 讲述了新山发展的

历史, 并介绍了陈开顺、陈旭年等华社领袖的生平和贡献, 具有较高的史料

价值。

郑良树的 5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史稿6» 一书, 以丰富的史料讲述了

潮人拓殖和开发柔佛的历史, 并对潮人的社团组织、商业活动、文教建设等

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最后还专设 /人物志0 一章, 介绍各港主的生平事

迹,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 他的相关研究成果还体现在 5论潮州人在

柔佛的开垦和拓殖6¼ 等论文中, 这些都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还有不少学者对柔佛港主进行了论述或考证, 如许云樵½、潘醒农¾、

安焕然¿、舒庆祥À等学者的研究。其中, 安焕然的 5马来西亚柔佛州潮人

的开垦与拓殖: 以 /搜集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0 成果论述6 一文, 从对港

主制度的兴衰与柔佛开辟的角度, 根据实地考证的资料, 对前人关于港主人

名的研究进行新考和增补, 并增加了几位著名潮籍港主, 如陈开顺、陈旭

年、林亚湘、陈敬堂等人的其他事迹, 肯定了港主对开发柔佛的历史作用。

(三) 东马华社领袖研究

马来西亚华人学者田英成的 5砂捞越华族社会结构与形态6Á 一书, 是

中文学界研究沙捞越华族社会结构的重要学术著作。该书对沙捞越华族社会

的结构与形态、早期华族社会的领导层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 对早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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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社会的领导层的研究, 涉及了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初的华族社会

领袖, 分析了他们的社会背景贡献。

中国大陆学者对东马华社领袖的研究, 则主要体现在对开发诗巫的华人

先驱、侨领黄乃棠的研究中。如, 詹冠群的 5论黄乃棠思想发展的阶段性

) ) ) 兼谈新发现的史料6¹ 一文, 从思想的角度来研究侨领, 并把黄乃棠的

思想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即早期的教育救国思想、中期的维新变法思想、后

期的民主革命思想。李少雄的 5诗巫的开拓者黄乃棠及其垦荒业绩6º 一文,

对黄乃棠开发诗巫的贡献做了较全面的论述, 涉及经济、教育、社会等方

面, 并对现代的几位华人社团领袖做了简要的概述。此外, 吴凤斌的 5黄乃

棠创建新福州垦场的因由及其影响6, » 童家洲的 5略论黄乃棠的爱国主义思

想6 ¼ 等文都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黄乃棠。

宗乡会馆时代华社领袖研究

本文所指的宗乡会馆时代, 包括 20世纪上半期至 1957 年马来亚独立的

历史。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研究成果中, 杨进发的研究最具代表意义。他的

5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阶层初探6½ 一书, 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关于战前星

华社会结构与领导阶层崛起和兴盛关系的研究成果。该书具体分析了战前新

加坡的 /帮权0 社会结构、宗族组织、福建会馆、树胶公会、怡和轩俱乐

部、吾庐俱乐部、国民党、左翼领导层、华人参事局等, 囊括社团组织、政

党组织、政府团体等的组织结构、活动及其与华族领导层的关系, 归纳出战

前新加坡的华族领袖大体可分成两种典型: 以财富为基础的商人和以学问为

依托的专业人才。此外, 亦可将其分为 /土生0、 /移民0 领袖人物两种界

线, 前者在政治上亲英国、效忠英国, 后者在思想意识上亲向中国、同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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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作者指出, 掌握多种语言、富有功德心、对社会有责任感也是这些领袖

的必要因素。最后, 该书对一些华社的重要人物进行了个案分析。该书以南

洋华人为中心的研究视野, 及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分析方法相糅合的做

法, 颇值得借鉴。此外, 他在 5新加坡华人领袖初论 1900~ 19416¹ 一文中

指出, 从 1900~ 1941年, 新加坡的华人领袖不是受英文教育的实业人士或

生意人, 就是受中文教育的商人。

崔贵强的 5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 1945~ 1959)6º 一书, 在谈到

1950~ 1957年间, 即马来亚建国过程中海峡华人的政治活动时, 强调了海峡

华人领袖的社会政治活动和作用。如, 槟城海峡英籍华人公会会长连裕祥、

马华公会的创始人陈祯禄、梁宇皋、李孝式等。他们大多是华人社会的政治

领袖, 对他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华社领袖在马来亚建国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则以下列为代表:

陈衍德、任娜»从社团的结构和功能演变的角度, 分析和探讨了新加坡

福建会馆的领导层如何在会馆结构和功能的变迁中发挥作用, 并指出, 权威

型领袖人物与帮权政治凸显时代的互动产生了个人专断模式, 民主型领袖人

物与方言群意识的互动则产生了集体决策模式。¼

张侃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胡文虎, 代表了当前学界的一种趋

势。½ 他运用社会资本、网络等理论, 指出胡文虎以自己的经济资本建立了

广泛的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 社会网络又促进了他的经济事业。这种研究

视角, 对研究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华社领袖颇有借鉴作用。

曾玲在 5越洋再建家园 ) ) )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6¾ 一书中探讨华

人社团时, 把怡和轩俱乐部的发展历史当作新加坡众多华人社团发展的一个

缩影, 把其领袖人物的社会活动和贡献的变迁, 糅合到社团历史的变迁中,

)150)

¹

º

»

¼

½

¾

杨进发: 5新加坡华人领袖初论 1900~ 19416 , 载 5东南亚历史期刊6 1968 年第 9期, 第

258~ 285页。

崔贵强: 5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 1945~ 1959)6 ,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陈衍德、任娜: 5一个华族社团的结构与功能演变6 , 载陈衍德主编: 5对抗、适应与融合6 ,

岳麓书社 2004年版, 第 47~ 57页。

陈衍德、任娜: 5一个华族社团的结构与功能演变6 , 第 49页。

张侃: 5社会资本与族群意识之间: 以胡文虎为中心6 , 载石弈龙、郭志超主编: 5文化理论

与族群研究6 , 黄山书社 2004年版, 第 334~ 348页。

曾玲: 5越洋再建家园 ) ) )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6 ,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年版。



20世纪 50 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领袖研究综述 t  

从而展示新加坡从移民社会转向定居社会的巨大变迁。这种 /以小见大0 的

研究视野, 颇值得借鉴。

民族国家时代的华社领袖研究

台湾学者李亦园的研究, ¹ 可谓代表了学界对这个时期马来西亚华人社

区领袖研究的最高水平。他的 5一个移殖的市镇: 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

查研究6 一书, 是作者 1963~ 1967年间, 三度前往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麻坡

镇进行田野工作的成果, 也是第一本以中文发表的人类学关于东南亚华人研

究专著, 它的出版奠定了李亦园在人类学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关于该研究及成果, 陈志明和曾玲等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评价。如, 陈志明

指出: /该书描述一个市镇的华人群体认同、华人经济结构和地方领袖制度

的关系, 并论述了华人的家庭和宗教生活, 展现出一个人类学者如何运用参

与观察、访问和问卷方法研究一个市镇的族群, 对人类学和东南亚华人研究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0º 笔者认为, 该书除了继承前人的研究方

法和范式外, 亦在华社领袖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观点方面有所创新, 体

现了麻坡华社领袖、乃至华人社会在不同于祖籍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下日趋

本土化的进程, 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范式。

陈衍德的 5集聚与弘扬 ) ) ) 海外的福建人社团6» 一书, 是目前中国大

陆出版的第一本以海外福建人社团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从 /集聚乡亲0、

/关怀桑梓0、/扩展经商网络0 和 / 弘扬传统文化0 四个方面, 展示了海外

福建人社团的作用。在论述的过程中, 作者也探讨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领袖

在 /集聚乡亲0、/扩展经商网络0 等方面的作用。在研究视野上, 该书除了

以海外华人为中心外, 亦强调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双重视野, 把闽人社团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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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的大背景、当地的大社会和作为整体的海外华人社会这样的大框架

下进行研究, 对后来研究者颇有启发。

结  语

综上所述, 20世纪 50年代以来, 中文学界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领袖的

研究成果丰硕, 且有不少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但也有些微不足。

兹将其归纳如下:

( 1) 厚古薄今。大量的成果是关于 20世纪中叶以前的华人社团领袖的

研究, 其中, 又以 19世纪和 20世纪初居多, 而对于马来西亚建国后, 即当

代华人社团领袖的研究, 学界关注甚少。即使其中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也只涉及到马来西亚建国初期的华社领袖, 如, 李亦园的麻坡研究, 反映了

二战以后, 尤其是建国初期的马来亚华人社会结构, 及领袖的构成、形态、

特质等。学界对马来西亚建国至今的研究尚很欠缺。

( 2) 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 李亦园的研究堪称经典范式, 可见, 关于华

人社团领袖, 乃至华侨华人的研究, 必须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 尤其是运

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

( 3) 对领袖人物的个案研究不多, 且这种个案主要集中在对吉隆坡的开

拓者 ) ) ) 甲必丹叶亚来、诗巫的开拓者 ) ) ) 黄乃棠、20世纪上半期的 /华侨

旗帜0 ) ) ) 陈嘉庚等人的研究上, 稍作分析便可发现, 他们都属于第一代移

民。学界对于马来西亚建国后的华社领袖, 即在马来西亚本土出生、成长的

第二代华人领袖的个案研究, 有待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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