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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佛教史 - 专题载录  

 华人社会与精神革命 - 梁国兴居士  写于 1985年  
  

 

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 

五、一三事件，可以说是我国政经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自五十年代以来，马来

民族在马来复国民族主义的运动推动下，团结而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七十年代 

以来，虽然马来民族只占我国人口的一半左右，但其政治力量强大的程度，却足以

包办整个政权。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过去十多年来，在新经济政策以雷霆万钧之势，重组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的影 响下，

华裔已经丧失了在政治代表权的真正的影响力。在宪制政治的框框里，政府内阁中

华裔执政党成员地位江河日下的局面，反映出这些事实。在一九六九年以 前，马华

在传统上都保有财政和工商这两个管制在经济活动的重要阁员位置。到了今天，虽

然共有六名华裔部长在内阁，他们担任的却只是一些次级的部长职位而 已。在经济

地位方面，新经济政策对广大华裔社会的生计，影响至深至钜，使马来西亚华人对

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地位，有逐渐被剥夺的感觉。 

今天，在华裔社会里，个别人士在说，咖啡店里人人在谈，社团在谈、商会在谈、

政党也在谈。但是，大家脑子里总是横著一道未来的阴影，以後不知道怎么样？ 

在 政党政治方面，七十年代以後的几个在宪制里活跃的华人为基础的政党，不论是

在野或在朝，其本质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各有各的局限性。郭洙镇律师形容得非常

恰 当。我国以华裔为主的执政党成，一方面和巫统高唱「国阵交响乐」。因此，只

要在这个交响乐队里演唱，谁都必须紧跟著既定的乐谱，紧跟著它的节奏，听随指 

挥。就算肚里叽哩咕噜，也只能在肚里响，不能唱出来。当然，除了部份为名为

利、无原无则出卖良知和民族利益的领袖外，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的领袖目前还在支

撑 著。反对堂党方面，则是可以唱反调的。然而，在面对大交响乐时，它的声音也

变得空泛了’尽管这些反调有些是唱出了许多人肚里那个叽哩咕噜的声音。不过，

除 了舒一口气外，我们还是回到历史的十字街上来了。现今，华裔社会深深的感觉

到，不论他们支持那一个政党都改变不了对他们不利的政治局势。 

这一切，再加上各政党内部封建家长制的残余作风仍然浓厚，扼杀了组织内的民主

风气、排除异己及报复现象陆续出现，延续和加深了四分五裂的华裔社会所面对的

困境。 

因此，华裔社会的当前的愿望，就是希望寻找新的历史创新，能把马来西亚华裔社

会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这一个讲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提出来的。 

马来西亚华人必须进行精神革命 

很自然的，要求华人大团结似乎是符合现今形势的要求。然而，君不见「华人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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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散沙」的陈腔滥调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唱起来。除此之外，华人被批评为只注 

重经济的现实动物，对政治冷感。吃、喝和酬神的宴会常有出席，对于关系到民族

前途的文化、教育、经济或政治研讨会却鲜少出席，甚至敬而远之。因此，大团结 

只停留在多纯理论的阶段，再谈上半个世纪也谈不完。  

比较具体的建议就是要在华人社会进行精神革命，方能达致大团结的目标。然而，

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建议。七十年代马华改革运动就曾提出过。八十年代的一个华

裔青年团体及马青也曾经提出过。问题是所提的是否有具体事实做基础，是否符合

历史规律，是否符合现今社会的基本要求？ 

今天，我在这里尝试谈谈我国华人必须要进行那一方面的精神革命，并希望通过一

些粗浅的历史知识，让大家了解精神革命的理论基础。 

华人社会的封建残余势力  

具体的来讲，我国的华人社会，由于历史的局限，封建残余势力仍然存在，而民主

仍未生根的历史阶段里。  

早期来马来西亚的华人，基本上是属于过境性质。迫溯华人来马的原因，最主要是

中国的天灾人祸，导致农村经济破产，民不聊生。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需要大量的

人力，以开发本邦丰富的天然资源，因此大开放门户。华人因马来亚谋生较易而大

批涌入。 

华 人南来後，不但要为自己，同时还要为在中国的家属而工作，因此对于事业，夙

兴夜寐，唯精唯一。当事业越来越大时而需要助手，首先想到就是自己家庭的成

员， 接著才想到同乡和朋友。华人原极注重伦理纲常，长辈照拂小辈，乡亲照顾乡

亲，被认为责无旁贷。这种裙带关系，逐渐塑造了今天华人家庭式生意的模式。 

不 同范贯的华人在马来亚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的现状，起源于华人的宗亲帮派观

念。当同一籍贯的人初来本邦，在经济上立足后，就会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帮助

同 乡。华人的地缘性和血缘性经济模式，在今天仍然反映在各行业团体中。例如矿

务公会以客语为主，咖啡餐旅公会用琼州话以及树胶公会用福建话等。 

初到本邦者，也可能受到别种籍贯的人排斥，因此，血缘性和地缘性乡会甚至私会

党纷纷成立，藉以维护同乡、宗亲的利益。帮派思想因此而更加浓厚。 

这一切，其实是封建思潮的助长。 

南 来的华人带来了封建思潮，而这些思潮却在中国大陆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

以及革命战争的洗礼后，已丧失了根据地。然而在马来亚，这些封建思潮却是得到

一 定的保存。加以在殖民地时代，华人在辛劳、挣扎、奔走和苦斗的环境中生活，

根本没机会接触到民主和民主生活。只有到了独立后方正式参与议会民主活动。 

因 此，我们说目前华人社会正是处在封建依然有残余势力，而民主仍未生根的历史

阶段里。今天华裔社会就在传统及新思潮里浮浮沉沉。华人一向来以感情和义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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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事，因此容易产生盲从，加上残余的封建家长制作风，和不了解民主政治的真

义，因此就出现政党内排除异己的现象，造成危机陆续出现，接下来就是排外及报

复的 作风出现。 

华社应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意识 

非常明显，妨碍华人团结的是封建残余思想。造成政党之间与政党内的争执，也是

封建思想。妨碍华裔经济迈进的也是封建 家长式 的伍营业方式。  

著名的中国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就是高举著导「民主」 德莫克拉西先生 和「科

学」 赛因斯先生 这两面大旗，而向封建思想和制度展开斗争的。民主与科学是

密不可分开的。这是因为封建制度，而专制独裁又必然要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武器。

有了科学，民主才能巩固。 

同 样的，要在我国华裔社会铲除封建思想，就有必要反对落后、守旧、盲从、迷信

和专制等封建意识。因此，就有必要在华裔社会贯彻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科学不单

单 指科学或自然科学。它代表著一种思考方法。它反对盲从和迷信，重视有事实根

据的结论。把封建意识放在科学的显微镜下，其守旧、盲从、倒退和迷信的本质，

将 被揭露得淋漓尽致。 

民主和科学会经是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以培根、卢梭篮英、法和美

国科学家和思想先驱，阐明了科学、理性和民主的意义，提供精神武器，为催毁封

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今天，在西方世界里资产阶级议

会民主已经实行了几世纪。 

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基本原则，但很多人却忘了一条同样重要的原则，就是多数

必须照顾少数的人权。基本人权是民主的基石，它是不可以通过票数的多寡而加以

剥夺的。 

民 主的选举本意就是「选贤与能」，把适当的人选到适当的位置中，其中要经过科

学的判断。在选举过程中，必须把对方当作同志而不是敌人来看待，更不能做出过

激 和超越同志的行动而因此封掉竞选过後的合作道路。反过来说，如果在竞选期

间，一方全面攻击、造谣中伤，甚至作人格谋杀，无所不用其极，其结果是选举过

後， 失掉合作的基础，弄得党内伤痕累累、分帮结派，永无安宁。 

因此，华裔社会若要进行精神革命，首要任务就是要树立起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方

能实现团结局面。这是华裔社会寻求解脱政治困境的首要要求。 

至 于解脱经济困境方面，华人的企业不能继续停留在「家长式」的营业方法。西方

大企业，大都将股权和经营权分开。庞大的企业，大多数是公众公司，股东很少过

问 日常的业务，他们每年选出一批董事来负责经营他们的公司，最主要的原因，是

股东对公司的业务，未必熟悉，故聘请熟悉当行的人来经营，这是西方企业能成功

的 秘诀之一。华人的企业，如果要成为大企业，就非走这条路不可。如果固步自

封，终将被远远的抛在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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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  

要展开精神革命，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方能成功的。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

一个例子，它能成功的展开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客观条件，我国当前的现状是具有这 

样的客观条件的。这个精神革命运动，须要一批有组织的人士去推动。而这批都是

能为国家、民族而贡献力量的人，必须是最具思想、骨头最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