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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歷史簡介



馬來西亞的地理位置



1957年馬來亞聯合邦
從英國爭取獨立
1963年新加坡、沙巴
及砂拉越與馬來半島
組成“馬來西亞”



英國殖民馬來半島
 1826 三州府（檳榔嶼、新加坡、
麻六甲）；

 1874 霹靂；

 1895 霹、雪蘭莪、森美蘭、彭
亨之馬來聯邦；

 1909吉蘭丹、登嘉樓、吉打、
玻之馬來屬邦；1914 柔佛。

英國人在1914年已經完成馬來
半島的統治，屬於一個統一政
區。



17-19世紀華人移居馬來半島

少數華人移民的年代



馬六甲（Malacca）



馬六甲王朝（1402-1511）。15世紀
時馬六甲曾是一個國際商港，為東
西方航海必經之地。

馬六甲曾受：
葡萄牙佔領（1511-1641）
荷蘭統治（1641-1824）
英國管轄（1824-1957）



《明史》與《明實錄》有關馬六甲的記錄

馬六甲王向明朝皇帝朝貢及鄭和下西洋贈送鎮國山碑等
事蹟：

（1）永樂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

（2）永樂六年九月十三日（ 1408年10月13日）

（3）永樂七年九月（ 1409年10月）

（4）永樂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

（5）永樂十五年五月十五日（1417年6月）

（6）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六（1430年1月）





馬六甲青雲亭與三寶山



華人在明清兩朝已經移居馬六甲

•也許，鄭和下西洋時已有華人留在馬六甲？

•馬六甲三寶山見到最古老的墓碑為明朝萬曆甲寅年
（1614年）及天啟二年（1622年）的墓碑。
•青雲亭建廟碑記記載該廟建立于清朝初年（1673
年）。

•青雲亭前面三位華人甲必丹領袖皆明朝人：甲必丹
鄭明弘（芳揚，1632-1677）、甲必丹李君常（為經, 
1614-1688）及甲必丹曾耀及（其祿1643-1718）。



•青雲亭建廟碑記記載該
廟建立于清朝初年
（1673年）。

甲必丹李君常（為
經, 1614-1688）

言



青雲亭（1673）的宗教與社會功能

•青雲亭不僅是民間宗教
信仰的場所，實際上還
扮演了維持華人秩序、
解決華社糾紛、謀求華
人福利以及主持婚姻等
的多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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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山簡介
•三寶山由三座山組成，隸屬於青雲亭管轄，由甲必丹
李為經及曾其祿所購捐。面積106英畝，高一千零九
英尺，山上共有一萬兩千五百多座墳墓，是中國以外
的最大華人墳山，是華人數百年來落地生根、辛勤開
墾的見證，也是中馬兩國人民和睦相處、親善友誼的
象徵。（林源瑞）



S1: A2-N1明故妣汶李［來］氏墓
明萬曆甲寅年（1614）



S2: B2-307黃維弘與謝壽姐墓
壬戌年仲冬榖旦（1622）



明朝末年的馬六甲華人社會面貌

•從青雲亭記載明代甲必丹生平事蹟的碑文
及相關文物，我們能略知最早期的三位甲
必丹鄭芳揚、李為經（1614-1688）及曾
其祿都是明朝人士，他們是在明末動亂之
際移居馬六甲的。此外，廟裡的碑文顯示廈
門港口與馬六甲有密切的往來。



19-20世紀中葉華人移居馬來半島

大量華人移民的時代



錫礦與橡膠業：
早期華人移民的經濟活動
（1850-1942）



霹靂州（Perak）



•1815年：已有華工湧入蘆骨
（Lukut)開採錫礦。1824年
估計有200華人礦工。

•1824年霹靂華人有400多人。
1848年霹靂拉律（Larut，
今稱太平Taiping）發現大
量錫礦，據知當時只有3位
華人，此後，各州華人及中
國華工開始湧入。

太平

金寶



•1862年：拉律華人人口約2萬-2萬5千。

•1872年：華人人口4萬。

•1874年英殖民政府管制霹靂礦區，因拉律戰爭
造成數百人喪命及幹擾錫礦業生產。海山與義
興兩派在邦咯島簽訂和平條約。







水筆（砂泵採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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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亞鐵道、
公路、水電、
醫院、城鎮因
錫礦業而建設



世界產量與英殖民地政府主要稅收

•1874-1895年，馬來亞產錫量冠全球，
單是馬來半島的錫產量，就占全球產
量的55%。

•1898-1903年：錫稅占了馬來亞總稅
收的41.3%。



霹靂州怡保市的開發與錫礦家的貢獻

姚德勝路

姚德勝（1859-1915） 廣東嘉應

州平遠縣
大柘鄉人。

1878年來

南洋（約
19歲）。

從事行業：

錫礦業、
雜貨生意



姚德勝（1859-1915）的貢獻

協助創建霹靂與雪蘭莪嘉應會館、中華總商會、礦務農
商總局

創建霹靂育才小學、中學

資助應新、明德學校

調和解決1905年蕉嶺縣丘傅兩姓為爭一山場而引起械鬥

1906年受英殖民政府之求協助擴展怡保市，重建1892年
遭大火吞噬的休羅街（Hugh Low Street）災區數十間兩
層樓商店

在近打河對岸新建了一條一公里長，一式二層樓房的店
鋪二百一十六間的新街道，稱之為“新街場”



 姚德勝建築的店屋（休羅街）



 姚德勝建築的店屋（新街場）



馬來亞橡膠業史略
•魏克鹹（Henry Wickham, 1846-

1928）從巴西獲7萬顆種子，在英
國植物園試種。

• 1877年部分樹苗送往錫蘭及新加坡
試種。馬來亞有22棵樹，在新加
坡植物園及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參政司署園內試種。



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
1877) 政司署的橡膠樹



1888年：HENRY NICHOLAS RIDLEY 當新加坡植物園
園長，試割（以魚骨方式）。鼓吹政府與商家種植。



橡膠的用途



橡膠樹、膠杯及橡膠汁



華商與橡膠業



華人商家投資橡膠業

•1894年：林文慶與陳齊賢組織
聯華橡膠種植有限公司，在新
加坡楊厝港購置4千英畝土地準
備種橡膠。

•1897年：陳齊賢（陳篤生賢孫）
在麻六甲投資20萬元種植橡膠。

•1906年：陳嘉庚開始進入種植
橡膠行業。



•1906年：陳嘉庚開始進入種植橡
膠行業。1920年陳嘉庚大事發展
橡膠業，包括：種植、設廠及製
成品。1932年倒閉。李光前、陳
六使繼承此行業發展。



•191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歐洲對橡膠的需求量大增；
1910年以後，橡膠業掀起熱潮。

•1915年以後，天然膠已超越錫
米，成為本邦最大的出口產品。

•1918年：馬來亞產量占全球的
50%。



橡膠業的貢獻

•就業機會

•社會設施
（包括華文學校的建設）

•公共工程

•交通運輸



英殖民地總督
瑞天鹹贊美華
人的貢獻



中華文化在馬來西亞的傳播



馬來西亞2019年人口比例

種族 人口 百分比

國民總數 32,523,000 100%

馬來人（土著） 20,369,600 69.30%

華人 6,698,600 22.80%

印度人 2,014,800 6.90%

其他 299,700 1.0%

非大馬國民 3,140,400 9.80%

2019年馬來西亞統計局官方網站的人口統計
https://mysidc.statistics.gov.my/index.php?lang=en#



•馬來西亞華人人口約670多萬，占總人口約22.8%

（2019年統計資料）。

• 1300間國立華文小學；

• 81間改制的國立華文國民型中學（簡稱“華中”。有
一科中文）；

• 62間私立華文獨立中學（簡稱“獨中”）；

• 3間私立民辦大專學院，皆以中文為主要行政的媒介
語。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不像歐美、東南亞
等國的華人社會，因為我們有華文學
校，而且華文小學是在國家的教育體
制裡。新加坡有約70%以上華人人口，

但至今已經沒有以華文為主要教授媒
介語的華文學校。

•馬來西亞華人能保留其華人性，皆與
華文教育息息相關。



•國民小學（馬來語）、華文小學、淡爾米文小學（南

印度語 Tamil School）

•不同語言的學校

•共同的課程、共同的考試制度

•建構以馬來亞為國家及公民的意識與教育

•最終目標以“馬來語”成為教學語言



• 中學若要公款津貼必須採用國
語（馬來語）或英語教學。

•國民中學（馬來語）（國立）

•國民型中學

（馬來語為主+單科華語 及
英文）

•獨立中學（私立）（以華語
兼英文為主）



中華文化在馬來西亞的傳播



維護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
先賢



20世紀末華人民辦大專學府

• 馬來西亞沒有華文大學，只有中文系。

• 1990年華社民辦學院――南方學院獲准成立，並
在1997年4月獲准開辦中文系。2014年南方學院
升格為“南方大學學院”。

• 1997年，新紀元學院獲准創立及開辦中文系

• 1999年，韓江學院獲准創立及開辦中文系

• 2001年拉曼大學的成立，並且接受獨中統考文憑

及設立中文系。拉曼大學為非盈利私立大學。屬
於華人民辦的“非華文源流”的大學。



華人民辦的大專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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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拉曼大學中文系是馬來西亞最大的中文系
一、清朝時期的分類

經、史、子、集

二、民國以來的分類

文、史、哲、語文

三、馬來西亞中文系的分類

文史哲語文、本地華人研究

師資：約20

本科生：約230

研究生：約90

唯一在東南亞從文學院
升格成為中華研究院學
院(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的中文系



世界級的表演藝術

高樁舞獅

二
十
四
節
令
鼓



中國傳統習俗文化的
承傳與創新

生命成長

春節（農曆正月初一）；元宵節（農曆正月十
五）；清明節（西曆4月5日前後）；端午節

（農曆五月初五）；七夕節（農曆七月初七）；
中元節（農曆七月十五）；中秋節（農曆八月
十五）；重陽節（農曆九月初九）；冬至節
（西曆12月21~23日）；除夕（農曆十二月廿九
或三十）等。



鄉團、華團
維護華文教育與中華文化的基石



華文教育組織
維護華文教育與中華文化的基石



馬來西亞華文報章
維護華文教育與中華文化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