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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呈此论文摘要予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评议会 

以符合文学硕士课程之要求 

 

林连玉生平与其诗文写作 

 

李淑云    著 

2016 年 1 月 

 

主席：庄华兴博士 

学院：现代语文暨大众传播学院 

 

林连玉（Lim Lian Geok，1901-1985）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灵魂人物，逝世

后被尊为“族魂”。在教学和领导华教运动之余，他也执笔写杂文和旧体诗。

从战前至战后，他先后在《南洋商报》的<狮声>和<商余>副刊发表杂文，至

1954年为一个阶段。1956年，林连玉的部分杂文与谈华文教育课题的文章由

尊孔中学学生以手抄油印出版，即《吴钩集》、《杂锦集》和《华文教育呼吁

录》。1961年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和吊销教师注册证后，被迫卸下教职并且

离开领导了八年（1954-1961年）的教总。晚年他再出版《姜桂集》和旧体诗

《连玉诗存》，可见仍有不少稿件未收集成册。一般学者研究林连玉往往集中

在他的华教言论，本研究尝试从另一个面向入手，收集和分析他被忽视了的诗

文。 

 

林连玉的杂文题材内容涵盖社会、政治、教育、文化与写作与生活点滴。其文

章特色主要受到梁启超的磅礴气势、胡适的条理分明和鲁迅的一针见血的特点

的影响。杂文思想内涵包括儒家思想、宗教观点和国家意识概念。旧体诗则以

友情、亲情和爱情、爱国、自然及记事为题材内容，写作技巧继承了中国传统

文学的赋比兴表现手法，并体现了儒道佛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林连玉 杂文 旧体诗 多元题材 格律  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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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k tesis yang dikemukakan kepada Senat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sebagai 

memenuhi keperluan untuk Ijazah Master Sastera 

 

 

RIWAYAT DAN SUMBANGAN LIM LIAN GEOK DALAM PENULISAN 

RENCANA DAN PUISI KLASIK CINA 

 

Oleh 

 

LEE SOO WAN 

 

Januari 2016 

 

 

Pengerusi : Chong Fah Hing, PhD 

Fakulti      : Bahasa Moden dan Komunikasi 

 

 

Lim Lian Geok merupakan seorang tokoh penting dalam pendidikan Cina di 

Malaysia. Selain daripada mengajar dan memimpin pergerakan pendidikan Cina, 

beliau turut menceburi bidang penulisan rencana dan puisi klasik. Sejak sebelum 

perang hingga ke tahun 1954, beliau menulis rencana dalam lembaran  „Shi Sheng‟ 

dan „Shang Yu‟, kedua-duanya dalam akhbar  Nanyang Siang Pau. Pada tahun 1956, 

sebahagian karya beliau telah dikumpul dan diterbitkan dalam 3 buah koleksi oleh 

anak muridnya. Selepas permit mengajar dan status kewarganegaraan Lim 

dilucutkan oleh kerajaan pada tahun 1961, beliau terpaksa meninggalkan kerjayanya 

dan melepaskan jawatannya sebagai Presiden Gabungan Persatuan Guru-guru 

Sekolah Cina Malaysia ( dikenali juga sebagai Jiao Zong) yang telah dipimpin 

selama 8 tahun (1954-1961). Selepas itu, beliau menerbitkan sebuah koleksi rencana 

dan sebuah koleksi puisi klasik. Namun demikian, banyak penulisan Lim belum 

dikumpul dan diterbitkan. Fokus utama kajian yang dibuat oleh sarjana sebelum ini 

lebih cenderung menekankan topik pendidikan Cina. Justeru kajian ini memberi 

fokus ke atas  rencana dan puisi klasik beliau yang masih terabai. 

 

 

Kajian mendapati tema rencana Lim berkaitan dengan pelbagai isu, termasuk sosial, 

politik, pendidikan, kebudayaan, penulisan dan hal-hal kehidupan harian. Ciri 

penulisan beliau jelas dipengaruhi oleh pemikir Cina moden seperti Liang Qichao, 

Hu Shi dan Lu Xun. Pemikiran dalam rencana beliau merangkumi isu falsafah 

Konfucian, pandangan terhadap agama dan semangat kenegaraan. Sementara itu, 

puisi klasik Lim merangkumi tema persahabatan, kekeluargaan dan percintaan, 

semangat patriotik, alam semulajadi dan catatan harian. Gaya penulisan puisi klasik 

beliau mewarisi tradisi sastera Cina yang dinamakan sebagai “Fu” (赋) ，“Bi”

（比）， “Xing” （兴） , manakala aspek pemikiran mencerminkan falsafah 

Konfucianisme, Taoisme dan Buddhisme. 

 

 

Kata kunci:  Lim Lian Geok, Rencana, Puisi Klasik, Kepelbagaian Tema,  Gaya 

irama, Pemik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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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Senate of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in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THE LIFE OF LIM LIAN GEOK AND HIS CONTRIBUTIONS IN CHINESE 

ESSAYS AND CLASSICAL POEMS  

 

By 

  

LEE SOO WAN 

 

January 2016 

 

 

Chairman : Chong Fah Hing, PhD 

Faculty      : Moder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Lim Lian Geok (1901-1985) i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Besides teaching and the involvement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he also engaged in writing essays and classical poems. Lim had been writing for “Shi 

Sheng” （狮声）supplement page in Nanyang Siang Pau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WW II）.  From 1948 to 1954, he wrote for “Shang Yu” (商余) supplement 

page in the same press. In 1956, part of his works wer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his students in three volumes. After his teaching license and citizenship were 

revoked in 1961, he had been forced to leave teaching career and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known as Jiao Zong) which he 

had been leading for 8 years (1954-1961). Later h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another 

40 essays and a volume of classical poems. However, certain amounts of his works 

were left uncompiled and unpublished. Research done by the scholars before mainly 

focused on topics related to Chinese education. Thus, this research is trying to collect 

and analyze his essays and classical poems which had been neglected.  

 

 

Studies found that the themes of Lim‟s essays were related to the various issues, 

included social,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ure，writing and personal life. His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were mainly influenced by modern Chinese thinkers and writers i.e 

Liang Qichao, Hu Shi and Lu Xun. The thought of his essays touched on issues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opinion on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national spirit. Meanwhile, 

Lim‟s poems contained themes of friendship, family and love, spirit of patriotic, 

nature and the notes of daily matters. The writing skills of his classical poems were 

inherited from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namely “Fu” (赋), “Bi” 

(比), “Xing” (兴), and his thought reflected the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Key words:  Lim Lian Geok, essays, classical poems, multiple themes, rhyming 

styles, ideas and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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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主题与范畴 

林连玉 （1901-1985）1被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推崇为本邦华文教育斗士。他在

华教面对不平等待遇的抗争抑或为华校教师谋取福利不遗余力，让华校在马来

西亚得以延续至今。因此，他在华社心目中有“族魂”的崇高地位。为了纪念

并发扬他的精神，以教总为首的十五华团于 1985 年设立了“林连玉基金”以

发扬他的精神。“林连玉基金”每年都颁发“林连玉精神奖”以嘉勉对华文教

育做出贡献的人士或团体，表扬好人好事。同时，“林连玉基金”也积极出版

林连玉的作品、相关研究著作和筹划相关的华教活动，让后辈对族魂有更深入

的了解。林连玉的忌辰——12 月 18 日更被定为华文教育节，简称华教节。这

些都是华社肯定与褒扬他对本邦华文教育作出的贡献的努力。遗憾的是，接受

华文教育的年轻一代对林连玉仍一知半解乃至不知其人2者仍大有人在。 
 

文字往往是写作人的心灵投射，也是人们借以抒情言志的渠道。林连玉的杂文

和旧体诗记载着他的生活、所见所闻以及对社稷国家的思考。林连玉早在

1927 年至 1931 年在南洋时期，已显露他针对时事撰文抒发己见的习惯。他在

印尼东爪哇中华学校执教时因为常在报章上发表文章批评时弊，引起荷兰政府

的疑忌，而不得不离开印尼，应聘到马来亚巴生共和学校任教。 

 

根据陈玉水<把一生献给民族教育的巨人>一文： 

1930 年，林老在巴生共和小学教书。他的永春同乡李铁民
3在新加坡

《南洋商报》主编副刊《狮声》。李氏特约林老为《狮声》写杂文稿件，

共写了两百多篇。第二年，林老转到加影育华教书，李铁民离开商报，

改由张楚琨先生接受主编 。（教总秘书处编，1991：85-86） 

                                                           
1
有关他的详细生平，见第二章。 

2
何国忠在<举首忽惊明月冷——为 1999 年华教节纪念林连玉先生而写>一文即提到他对林连玉

不知有其人。 “在我的生活经验或阅读里，林先生的名字都没有步入我的脑海。„。也许我

就是大部分马来西亚华人中的一个。”(李亚遨主编，2005：154)又罗志昌《东方日报》发表

的<在林连玉老师面前，抬得起头吗？>一文提到：“1985 年 12 月 18 日凌晨，林连玉老师与

世长辞，那是我上在大学一年级求学的日子，对林连玉完全不认识„”。（2010.12.04） 
3
李铁民（1898-1956）归国侨领。生于福建永春。1915 年，随父亲到新加坡当店员，秘密参

加中华革命党。1916-1919 回国。1920 至 1926 年，在新加坡华校任教。1928 年，出任《叻报》

总编辑。由于他在报上经常抨击国民党政府之弊端，被解除《叻报》职务。1932 年，应聘任

《南洋商报》督印人，主管编辑部，后任副刊编辑。1938 年 10 月，出任南侨筹赈总会秘书。

1940 年春，陪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回国视察。1942 年初，新加坡沦陷前夕到印尼

苏门答腊岛石叻班让(Selat Panjang)避难。1944 年被日军逮捕，获释后回新加坡。 1948 年，

任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常委兼组织部主任。1949 年 9 月，应邀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侨委副主任。1956 年，当选为全国侨联副主席，同年 11 月

30 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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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楚琨任主编时期，林连玉继续给<狮声>投了两三个月的稿。但张楚琨选稿

另有标准，林连玉的稿件并非全部刊登，稍后十七年是林连玉的写作空白期。

直至彭松涛先生主编《南洋商报》的<商余>后又重新执笔，时为 1948 年，他

刚完成尊孔学校的复校工作约一年4。 

 

当时的教师薪水微薄，全由董事部负担，没有获得英殖民政府的津贴。加上当

时战后百业待兴，教师生活清苦。这时期林连玉写得很勤，除了可以赚取稿费

外，甄供在<林连玉与 50 年代的《商余》>指出：“他在《商余》投稿，就使

他在课务和社会工作之余的另一种有意义的社会工作。”（李亚遨主编，2005：

91）这时期，林连玉常以笔名康如也、胡说等发表杂文，而写旧体诗则多用本

名林连玉。他的杂文针对时弊做出及时的批判。这些在报章发表的文章，林连

玉通常都会做剪报收存。1956 年林连玉整理出一部分，经过他的同意，尊孔

中学高一 A 班和高二 A 班学生以手抄油印方式分别替林连玉出版了《杂锦集》

（1986b）、《吴钩集》（1986c）和《华文教育呼吁录》（1986d）。 

 

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于 1949 年成立，两年后（1951 年）筹组并成立马来亚联

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这期间，林连玉除了写杂文，也针对华教课题

撰写文告、宣言等对外发表。从 1954 年到 1961 年，林连玉以全副精神推动华

教运动，再也无暇执笔写作。当时他在报章上多以教总主席名义，为维护华文

教育及华社权益在报端发表文告、宣言、演讲稿，这些文献已收入《华文教育

呼吁录》（1986d）和《林连玉先生言论集》（2003）。 

 

林连玉先生从 1961 年被褫夺公民权及吊销教师执照至 1985 年离世，在这二十

四年间，他除了出席宴会受邀发表演讲和临终前的<答东姑>一文外，别无其他

文章，这期间他花了不少时间整理旧作。他搬进“隆情小筑”后编辑出版了杂

文《姜桂集》（2002）和旧诗集《连玉诗存》（1986a）。他也重新整理 1956

年油印的《华文教育呼吁录》。他被吊销教师证后，曾经想过卖文为生。《南

洋商报》曾献议以重金购买他曾发表过的文章版权，列为南洋丛书，林连玉并

没答应。恰如郑锦瑞在<侨教功臣林连玉>里所言：“等到他的‘声音’没有了，

或是‘注册证’被教育局吊销了，他才要煮字为炊。”（教总秘书处编，1991：

58）可惜，这个最后的选择却胎死腹中。林连玉当时趁公民权官司时期的空档

所写的《回忆片片录》5陆续在《教师杂志》发表，并在 1963 年发行单行本，

却不幸被列为禁书。廖文辉认为“他写作的外在动力消失，所以不再有创作，

实也不足为怪。” （2004:35）何国忠对他晚年搁笔则另有看法： 

                                                           
4
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显示，从 1949 年起林连玉才出现在《南洋商报》的<商余>版。前一年的

4 月，林连玉的校务委员会任务随着小学、初高中部复课而结束。 
5
 根据陆庭谕的<《回忆片片录》与《风雨十八年》>一文中提到：“《回忆片片录》是林先生

记事之作。《风雨十八年》也就是它的姐妹作，都是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六四年间的华教风

雨大事记实之作。更确切地说，《回忆片片录》是涵盖在《风雨十八年》之中的故事。(当然

它不能收在此书中，免干法纪)”（林连玉，19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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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林先生可以做的事其实不多，从公民权被吊销到他去世为止的大

约 20 年中，林先生没有留下多少可以让我们大书特书的事迹。林先生

对国家大事只能做一个旁观者，他可以再说什么呢？他的话应对谁说？

哪家报馆会刊登他这一位非公民的话？林先生的生活不外是聊天、弈棋、

打牌、翻报纸、整理旧稿，生活当然不为一般人所知。 （李亚遨主编，

2005：154-155） 

综合以上资料，从时间上来看，林连玉的写作时期分成战前与战后初期两个阶

段。战前和战后都有杂文和旧体诗，1954 年后至未被褫夺公民权和吊销教师

证前则以华教言论为主调。晚年则没有留下多少文章。 

 

有鉴于此，本论文针对其一生重要的五个时期进行论述。另外，为掌握第一手

资料，特别是林连玉自战前 1930 年代开始的杂文与旧体诗写作，笔者在国家

档案局、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仔细翻

阅战前和战后《南洋商报》副刊——<狮声>、<商余杂志>、<商余>、<和平>、

<星期园地>和 <学海>版以搜集林连玉的杂文和旧诗。从《南洋商报》 成功找

出战前三篇和战后一百三十五篇6杂文以及战前二十九题和战后的一百三十六

题旧体诗，更确定了文集所收作品和部分诗集所收作品的刊载日期。本论文把

林连玉已出版的杂文集《杂锦集》、《吴钩集》、《姜桂集》和诗集《连玉诗

存》也纳入讨论，以探讨林连玉杂文和旧体诗的题材内容、写作特色和思想内

涵，旧诗也尝试讨论其格律与技巧。有关华教课题的文章非本论文重点，因此

不纳入讨论范畴。 
 

1.2 前人研究 

这些年来学界对林连玉的研究累积了一定成果，有出版成书者，也有未出版的

报章短评、研讨会论文及学位论文7。按照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林连玉生平研

究、忆旧文章、林连玉的政治观、林连玉和华教、林连玉价值观与精神和少数

林连玉作品研究。 

 

有关林连玉简而全面的生平研究，对往后欲研究林连玉的学者们是非常重要的

资料。目前，以郑良树撰著的《林连玉评传》（2005），由马来西亚华校教总

出版之专著最为完整。孙彦庄《林连玉的峥嵘岁月》（2001）则以漫画形式将

林连玉介绍给年轻华裔子弟。 

针对林连玉一生中遭到政治迫害的大事件也出现讨论与留下了资料。如《林连

玉公民权案》（1989）一书即专谈 1961 年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的始末；《林

梁公案》（1988）则详细交待林连玉与梁宇皋的公开对质。报章上亦见公众针

对此课题发表文章，如甄供〈怒奋空拳搏虎头——谈林连玉、梁宇皋的论战〉

一文即详细论述林连玉和梁宇皋当年针对华教课题的辩驳。除了对事件进行剖

                                                           
6
 另有两篇杂文非出自《南洋商报》副刊。 

7
 涵盖新马两地提供中文系课程的六所大学的学位论文，包括马来西亚国立博特拉大学、马来

亚大学、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学、拉曼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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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之外，更论断其中是非以还林连玉与历史一个公道。廖文辉的〈林连玉最后

的 24 年〉一文填补了有关林连玉晚年研究的空白，特别是他被吊销教师证与

褫夺公民权之后。 

 

对于林连玉服务最久且贡献最大的尊孔学校也成为学士论文研究课题。这些论

文却能让我们对林连玉在该校的服务与贡献有所了解。这个部分的研究有蔡淞

辉<尊孔学校：马来西亚战前华文教育个案研究>（2007）和洪美娟<百年尊孔

校史研究（1906-2006）>（2009）。 

 

历史知识的掌握是为了了解研究对象——即林连玉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无可

否认，林连玉南来前的二十七年生活影响着他往后的人生。因此，对于上世纪

二十年代历史资料的阅读，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对中国社会（包括林连玉）的

冲击确不可忽视。从 1927 年至离世，林连玉都在南洋一带，特别是马来（西）

亚生活，所以本文也参考了史料文献，如林水檺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

（三卷本）》（1998）。此外，林连玉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甚至为马来西亚华

文教育作出奋斗和牺牲。鉴于此，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共四

册）（1998，1999，2001，2003）也成了必要的参考资料。本文在前人对林连

玉生平研究的基础上，增补了林连玉战前与战后的写作经历。本章也收录了林

连玉生平事迹的不同说法。 

 

针对林连玉研究而作文献整理的以廖文辉为最卓著。他在其著作《华教历史与

人物论集》（2007）的〈20 年来的林连玉研究概览〉文末附录了 1986 年至

2005 年的林连玉著作、相关研究著作、论文或文章。除此以外，他在文中也

大略介绍这些资料对研究者的重要性、使用方法并列明出处和出版年份。后来，

在 “林连玉与马来世界的对谈学术研讨会”中修订了之前的文章，使其年份

跨度更广，即从 1986 至 2009 年，并取名为<20 余年来的林连玉研究概览

（1986-2009）>。这篇文章方便了研究者的工作。 
 

林连玉自 1985 年逝世之后，在报章上陆续可以读到林连玉的战友、董教总同

仁、关爱华文教育的人士、他的学生等的纪念、悼念和回忆性文章，其中不乏

为林连玉的伟绩而撰写诗歌或创作歌曲。有者提起对林连玉的深刻印象，以及

他们与林连玉的友谊与佚事或林连玉对华教课题表达的某些观点等。这些文章

后来被选入《九五华教节特辑——林连玉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1995）、

《族魂林连玉》（1991）、《族魂林连玉续编》（2005）、《林连玉》（1986）

和《教总 33 年》（1987）等等。对于当年的政治和历史环境让林连玉面临的

不公对待、辩护和审讯，后人对于当时事态的发展持不平态度。白易〈我为族

魂落泪〉、陈亚才〈转型正义，平反林连玉〉、吴志超〈华文受落，林连玉平

反可期〉、陈永建〈及时平反林连玉〉、潘永强〈平反林连玉：纠错与补偿〉

等等都是为林连玉争取公道和平反发出的呼声。 

林连玉基金以林连玉为主题而举行的研讨会使林连玉的研究逐步学术化。在

2001 年举行的 “教育·启蒙·创新——“华教 50100”林连玉百岁冥诞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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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学者从政治角度来研究和探讨林连玉的政治观。其中有何国忠发表

<林连玉和陈祯禄、陈修信父子：华文教育的风风雨雨〉并已收入《林连玉研

究论文集》（2015）。除了何国忠以外，莫顺宗和潘永强不约而同于 2007 年

12 月 14 和 15 日，在《东方日报》发表了林连玉与马华公会前主席陈祯禄关

系的文章，题目分别为<异中求同：林连玉与陈祯禄>及〈记取政治交换的易变

与脆弱〉。两者皆说明林连玉与陈祯禄在五十年代的时局下无可避免地相互配

合以达争取的目标。莫顺宗从多方面比较他们的异同包括背景、处事法、理想

等等而潘永强则论析林陈的互动。另外，台湾学者曹淑瑶〈马来西亚不同面貌

的华教斗士：林连玉与沈慕羽〉则介绍了两位华教斗士并分析比较两者的优势

与弱势。当然，也有学者将林连玉与其他人物进行比较，例如：郑文泉〈林连

玉不就是 Haji Sulong 吗？〉和麦翔〈当林连玉与东姑交锋时〉。在《教

育·启蒙·创新——“华教 50100”林连玉百岁冥诞学术研讨会”中，何启良

在<论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史上的林连玉>全面性地探讨政治上的林连玉。 

 

在报章短评中，麦翔〈林连玉的政治观〉总的论述了林连玉的政治主张，刘崇

汉〈华教离不开政治〉说明当时华教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颜清湟〈林连玉

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针对历史与人物分析林连玉为华文

教育奋斗的过程，兼对马来亚华人政治与华社的影响作出了结论。叶汉伦〈族

魂与国士：相逢于建国中的华教路上〉、黄妙鸾〈多语教育理想何时才能实

现？〉、陈凯希〈华教变迁与林连玉〉都叙述当年联盟制宪时所制定的法令造

成对华文教育的威胁，进而引发林连玉捍卫华教而奋起抗争。 

 

董教总与其他华团向来是代表华社向政府争取华教或华社权益的组织。在林连

玉时代更促成了三大机构（教总、董总和马华公会）的合作以向制宪时期的联

盟表达华裔诉求。马来亚大学的硕博论文中有以董总或教总为主题的宏观研究。

这些论文能够让我们了解社团，特别是林连玉领导的教总之成立及其所发挥的

作用。其中包括Lew Bon Hoi（廖文辉）的硕士论文 “Pendidikan Cina di 
Malaysia: satu kajian peranan Gabungan Persatuan Guru-guru Sekolah 
Cina Malaysia 1951-1996”(2001)（<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马来西亚华校教

师公会（教总）角色研究>）以及Cheong Yuen Keong （张荣强）“Gerakan 
Pendidikan Cina di Malaysia: Satu Kajian tentang Perjuangan Dong 
Jiao Zong (1970-2002)” (2008)（<马来西亚华教运动：董教总（1970-2002）

抗争研究>）和Thock Ker Pong（祝家丰）博士论文“Hegemoni Politik 
Melayu dan Respons Masyarakat Cina Malaysia: Satu Kajian tentang 
peranan persatuan Cina (huatuan) 1969-1999”(2004)（< 马来西亚的马来

政治霸权以及华社的反应：华团的角色1969-1999>）。Tan Yao Sua (陈耀泉) 

在 “ Politik Dongjiaozong dalam Pendidikan Vernakular Cina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1960-1982) (2005) （<马来西亚半岛华文教育中的

董教总政治>）也同时谈到董教总在维护华文教育的起因、面临的挑战以及尝

试借政治管道争取华文教育在马来民族主义下的生存。廖文辉在《华校教总及

其人物（1951-2005）》（2006）的一节〈华校英魂：林连玉〉则从四个方面

讨论林连玉，涵盖了林连玉对华教和华社的贡献、评论林连玉的人格和处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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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总结林连玉的教育和国家观及林连玉精神和华教节。另外，何国忠在其主

编的《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2002），其中<林连玉：

为族魂招魂的故事>一文介绍林连玉。他以华社、华教为本位叙述林连玉坚持

维护华教的经过、遭遇和结果。还有李亚遨<第二波华教运动：教总领航人林

连玉>让后人更容易掌握林连玉在华教斗争的整体面貌 。 

 

陈绿漪（Tan Liok Ee） 在其出版的英文博士论文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1997)（《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政治，1945-

1961》）论述了林连玉与华教抗争的政治性。她是以历史为经，华文教育课题

为主纬，而非以林连玉为主体。她除了交待战后华校面临的困境和复校的努力

外，更重点讨论政治因素在教育课题上发挥的箝制性角色。英殖民政府和三大

机构（马华公会、教总和董总）因为对教育政策迥异的立场，导致马六甲会谈

的结果没有执行，稍后爆发学潮，以及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争论和华文中

学改制。这些事件都从历史角度出发进行论述。 

 

间接论及林连玉领导教总时期为华教作出奋斗的文章，计有蔡丽婷<官方与民

间的分歧——大马独立前后华文教育的问题>（2006）和利亮时<马来西亚华文

教育的嬗变(1945-1970) >（1999）。另外，马来亚大学也有以英文撰写华教

课题的论文，其中包括Regina Mabel Yeng Yuet-Hing 的“ Con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to Education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l 
Malay States 1900-1941”（1967）（<华社对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教育的

贡 献 1900-1941> ） 和  Wong Yoke Nyen “ The Role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Malayan Politics,1945-1957, Special Reference to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1981）（<华团在马来亚政治扮演的角色——

以公民权和教育为例>）。这两篇论文都是论及华社在马来亚独立前对政治与

教育所扮演的角色。由于华人南来讨生活，对孩子们教育的关注并没有忽视。

华社极力推广华文教育付出了无数心血和努力。华商在马来亚有着一番成功的

事业，他们也不忘回馈社会。他们在政治上，特别是马华公会的成立后，极力

为当地华人争取公民权和维护华文教育。这两篇论文分析了华社在南来的这块

土地所付出的贡献与努力。 
 

拉曼大学张月娟的<林连玉：教总主席与华文教育>（2006）就分三个部分讨论。

论文使用文献考察和口述方法探讨林连玉的背景与其性格的关联，此外也谈到

林连玉对后世的影响。论文重点在于叙述林连玉在担任教总主席八年期间(即

1953 至 1961 年)对民族教育事业贡献。该论文的成果以林连玉作为教总主席

谈他对华教的贡献并从地理环境因素探讨其性格塑造之前因。然而，这篇论文

因掌握资料不足，无法全面和深入讨论这个课题。 
 

林连玉基金于 2009 年举行的 “林连玉与马来世界的对谈学术研讨会”则让林

连玉这个研究课题的范围和视野扩至其他领域，华教课题不再局限在华社与华

教，反之将林连玉与马来教育界之父作对比。《林连玉研究论文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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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陈耀泉<马来西亚教育的发展：林连玉与阿敏努丁巴基的角色〉一文中探

讨两位在捍卫各自母语教育所持有的立场和扮演的角色。陈耀泉指出他们从殖

民政府到自治政府的过渡期和制宪期有不同的看法而造成冲突，主要的原因来

自于坚持本身母语作为教学和考试媒介语。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在于反对英语作

为主要语言。同样收入《林连玉研究论文集》的庄华兴<现代文化传统的创造

者：试比较林连玉与哲峇〉一文中，庄华兴将林连玉与马来语文捍卫者哲峇

（Za’ba）进行比较。他们作为民族文化先驱的斗争策略都集中在语言和文化。

林连玉坚持本身的母语教育而哲峇却希望马来民族通过教育提升自己。 
 

林连玉对国家和民族表现出的价值观有多篇论文论及。根据麦翔的〈国家共性

与民族个性〉、〈林连玉倡导多元主义〉、〈林连玉的价值观〉、〈林连玉与

马华文化〉等文皆说明林连玉持有的价值观和精神不外是民主主义、多元主义

下的平等待遇。林连玉接受传统中国思想教育，他实践孔孟教化，形成马来

（西）亚化的华人文化，即采用合情合理的态度、团结所有力量、反抗压迫和

牺牲却不惧之。对于林连玉精神的宣扬与继承，对本土华裔有重大意义。庄华

兴〈林连玉精神：续或不续〉、李书祯<学习身体力行>、曾繁荣〈宣扬族魂精

神〉等等提出林连玉的精神内涵，后二者则通过林连玉精神奖、华教节、走访

独中以宣扬林连玉精神。 

 

纵然林连玉在诗文写作方面的研究常被忽略，但是，仍有少数研究者尝试探讨

林连玉的写作。根据马汉的〈马新两国的杂文家〉一文，发现他从宏观角度叙

述五十年代华文文坛和副刊的关系。其中康如也（林连玉的笔名）也入列杂文

作者名单中，马汉把林连玉誉为杂文高手。因此，林连玉的作品是人们所好奇

而逐渐发掘出更多作品来。这包括万家安在〈纸堆寻珠见鸿文——林连玉先生

40 年代的一篇逸文〉，发现题目为<对于侨教辅会的一点意见>的林连玉作品。

另有，陈良的〈青山有幸埋忠骨——记林连玉题加影福建义山序文〉也是记载

另一篇佚文——<林连玉题加影福建义山序文>。另外，桑景〈林连玉佚诗的发

现〉和吴杰〈红毛丹诗——林连玉逸诗漫谈〉则对林连玉的逸诗进行赏析。这

些诗作为《赠林晃昇学弟》和《红毛丹诗》。另外，庄兴亮于 2009 年 12 月

22 日的《星洲日报》发表〈林连玉研究另类视角与方法〉也提供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即“文史结合”的视角来研究林连玉的思想。同时，庄兴亮也提出

在研究中未能解决的疑点让读者思考，对林连玉的诗文写作研究颇有帮助。 
 

由于本论文以旧体诗和杂文作为研究范围，在阅读林连玉的诗文时，除了关注

作品的主题与内容外，影响与书写特色亦在讨论范畴。因此，鲁迅、梁启超和

胡适的文风研究也是本论文的辅助材料。谢诗坚〈鲁迅与林连玉〉和云里风

〈鲁迅对马新华社文化的影响〉分别谈到鲁迅和胡适对林连玉的影响。他们认

同林连玉在捍卫华教问题上表现出鲁迅精神。至于文学方面，谢诗坚却否定鲁

迅作为林连玉的学习榜样，反而认为林连玉欣赏胡适。这些讨论都有助于探讨

林连玉的文风。由于林连玉在马来（西）亚发表作品，因此，方修《马华新文

学简史》（1986）和《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1987）亦是参考的文献。在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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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林连玉作品中的思想内涵方面，儒家经典译注和宗教词典有助于瞭解某些特

有名词和概念。 

 

在 2010 年“林连玉与乌斯曼阿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专题研讨会再次就华

巫社会的爱国者——林连玉与乌斯曼阿旺进行比较。Lee Ban Chen( 李万千)

和 Chong Fah Hing（庄华兴）同是从文学角度进行探讨，前者在“Pemikiran 
Realisme Dan Sosialisme Dalam Karya Usman Awang”（<乌斯曼阿旺作品中

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主要分析乌斯曼阿旺作品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庄华

兴在“ Pemikiran Patriotisme dan Nasionalisme dalam Karya Lim Lian 
Geok dan Usman Awang”（<林连玉和乌斯曼阿旺作品中的爱国主义和国族思

想））则比较两者作品中的爱国意识。Tan Yao Sua（陈耀泉）在“Lim Lian 
Geok Dan Isu Pengiktirafan Bahasa Cina Sebagai Bahasa Rasmi”（<林连

玉和华文为官方语言课题>）以林连玉争取华文为官方语言的事件说明华社与

马来社会针对国语和官方语言的立场。在林连玉看来，语言是一种用于沟通的

桥梁而非以之建立民族国家的观点出发。庄华兴配合此专题研讨会出版《先驱

林连玉与乌斯曼阿旺纪念诗选》（2010），以马来诗人——乌斯曼阿旺与林连

玉的诗作了翻译。乌斯曼阿旺以诗歌创作著名，林连玉的诗文却被淡忘，他们

两者都是积极捍卫本身母语运动的先驱，同时又是爱国主义者。从这本译作及

专题研讨会作为起点，以跨语言、跨文界谈论林连玉，让大家见证了林连玉的

爱国主义精神。 

 

1.3 研究问题 

林连玉的一生可谓一则传奇。他本身没有留下完整的自传，然而，值得庆幸的

是，林连玉的生平不断有人作增补研究。就其对华社与华教斗争的部分，可以

说累积了一定的研究资源。相反的，他仍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写作活动。写作对

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可说是他们的社会承担的一种方式。林连玉的文字确确

实实地在他的写作中记载了他的所思所想，让不管认识林连玉与否的广大读者

得以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走入他的生活。所谓我笔写我口，文字就是本我的一

种表现。林连玉写杂文或旧体诗时，摆脱了身份的束缚，让读者从其文字更能

接近林连玉真实的一面。此外，官方眼中毫不起眼的小民生活，林连玉透过杂

文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生活纵观，为社会历史留下点滴。但是，有关林连玉写作

的记录却相对缺乏，极待补充。既便林连玉本身也只是略略提及他的写作生活，

读者只能从仅有的少数零零散散的文章了解其写作活动与思想内涵。虽然林连

玉一生奉献给华文教育，但是不能抹杀林连玉一生中的“写作生活”。本文将

林连玉生平融入众人忽视的林连玉写作经验，使其趋向更为完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可说是林连玉在马来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通过

作品，再配合大环境因素能窥见作者的内心世界。由于二战前后的政治不稳定，

人民在发表言论时都需三思，以免触碰国家禁忌或殖民政府的言论地雷，而惹

祸上身。虽然在人人自保的氛围，但是充满正义感的人们，包括林连玉，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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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的状况，仍按捺不住而不吐不快。林连玉正是处在这种状态下，抒发了作

为“百姓”的意见。当时林连玉作为尊孔中学教师，桃李满天下；其后更是吉

隆坡华小教师公会和教总主席，名声四起。但是，林连玉在发表杂文时多使用

笔名，而且笔名众多。他是为了掩人耳目？还是为了新鲜感，引起读者的共鸣？

以第三者的视角书写？或者避免身份包袱以期达到中立立场？又或者为了明哲

保身？其中的动机值得我们思考。 

 

单纯地阅读林连玉的文字，表面上看平凡无奇，表达的可能只是生活小事、所

见所闻或对报章新闻的反应。林连玉在书写的过程中多以暗喻和隐射，让读者

雾里看花。因此，这些文字背后的精华需要配合林连玉生平，才得以理解。其

经历与文字的融会贯通，才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林连玉在战前极为不稳定的生活状况中和战后为复建尊孔奔波、奋斗的紧张氛

围下，又如何撰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杂文和旧体诗？这两个时期的作品关注的课

题是否一样？其写作特色或写作技巧如何？林连玉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内涵又

是什么？本论文欲探讨的这些问题都可从他的杂文和旧诗中探究一二。 

 

有关林连玉的研究始于他离世后所出版的著作，此外也包括由林连玉学生们、

战友们、挚友们，以及热爱华教人士等所发表的纪念性质与回忆文章。林连玉

为华教的贡献虽然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他处事低调，有些事仍待深一层理解。

廖文辉在<林连玉的最后 24年（1961-1985）> 一文表示:  

从 1970 年代开始记有一些会馆特刊或名人录等的刊物向他征求小传和

照片。林连玉认为这些都是不值一文的虚名…有人要以他的事迹作为硕

士论文的研究专业，也被他以‘还活著不宜有传’为由婉拒。另有满人

汉学家要在他的文集中为林连玉立传，林连玉也以‘相知不深’，写了

‘不痛不痒’回拒。（2004：41） 

 

后来，学者们开始开拓林连玉课题的学术性研究。林连玉基金于 1985 年成立

之后，他们在针对林连玉课题研究上采取积极态度。到目前为止，以林连玉为

课题举行的研讨会，分别有 2001 年的《教育·启蒙·创新——“华教 50100”

林连玉百岁冥诞学术研讨会》; 2009 年《林连玉与马来世界的对谈学术研讨

会》和 2010 年的《林连玉与乌斯曼阿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廖文辉收在

《华教历史与人物论集》中的一文——〈20 年来的林连玉研究概览〉认同林

连玉研究在华文教育的研究领域内，无疑是个热点。（2007：148） 

 

多数学者把焦点集中在林连玉的教育斗争方向，如：为谋求华校教师福利的贡

献、争取公民权运动、争取列为官方语文等。当然也有少数从政治角度进行探

讨。无论如何，可以说现有的林连玉研究并不全面，有关他的杂文与旧诗分析，

仍然非常欠缺，这是本文的研究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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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玉曾在战前以及战后的《南洋商报》副刊写过无数文章和旧诗。廖文辉在

<林连玉的最后 24 年（1961-1985）即提到：‚东拉西扯，写了些杂文，帮补

入不敷出的家用，没想到三四年下来，也累积了三百多篇的文稿。‛

（2004:34）陈玉水在<把一生献给民族教育的巨人>写道： 

他曾在本报（《南洋商报》——笔者按）写过两百多篇的杂文，经过整

理后，发觉不见了一半，只剩下一百多篇。他准备编为四本出版。第一

本是《吴钩集》；第二本《杂锦集》；第三本《姜桂集》；第四本《纪

雪集》。（教总秘书处编，1991：86） 

 

就此观之，林连玉在战后的文章数量究竟有多少呢？根据笔者收集到的二百四

十一篇杂文数量看来，其中一百零一篇杂文已分别辑入《姜桂集》、《杂锦集》

和《吴钩集》，可见后者的数据比较可靠。其余的文章是否散佚在旧报章副刊？

战前的杂文和旧体诗，则没有可以搜集的明确线索。我们获知林连玉常以“林

连玉”本名发表旧体诗，可惜所获有限。另外，林连玉发表杂文时使用的笔名

也有出现在旧体诗作品中。旧体诗的发现乃是根据林连玉在教总同仁为他举行

八十大寿庆祝会上，林连玉手抄几首旧体诗相传而从中获得线索。 

有关林连玉针对华教课题的资料大多通过报章的新闻报导、文告、演讲稿、备

忘录等文件取得，其准确性无可厚非。至于林连玉的生活、处事方法、鲜为人

知的幕后实况只能以林连玉本身的口述、他人的旁述、回忆性文章和采访获知

一二。由于这些资料没有明确的出处说明，往往出现有些资料在时间上引起混

淆，对研究产生一些困扰，显然这些疑点有待进一步确认和厘清。林连玉的佚

文是否能提供相关资料，厘清或确认相关事实？ 

 

林连玉已出版三本杂文集和一本旧体诗集，杂文集有《吴钩集》、《杂锦集》、

《姜桂集》及旧体诗《连玉诗存》。就前人的林连玉研究来看，他的诗文写作

很少在他们的视野内。这极有可能是因为林连玉仍有很多作品还未收集成册。

另外，林连玉投稿时使用的笔名多不胜数8，这造成散落在旧报章副刊的诗文

面临确认笔名的困难，再加上本地旧报纸收集不全，使原作者的确定更不容易。

因此，更显本课题研究的挑战性和迫切性。 

 

 

 

  

                                                           
8
 关于他使用过的笔名的讨论，见第三章注 114 和第四章。第三章讨论杂文，第四章讨论旧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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