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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總會長丹斯里方天興指

出，若華社不能在政治上

取得全面共識和團結，至

少應該在華團、華教和華

商領域，繼續緊密相連和

團結，通過存異求同的共

同理念來確保整體華社的權益和力量繼續

受到捍衛與發揮。

他發表2013年元旦獻詞時說，身為華

團，要具備轉型和改變的思維和行動，尤

其是在這個瞬息萬變和充滿挑戰的時局，

我們不能再抱着“以不變應萬變＂的傳統

被動舊思維。

相反的，他認為應抱持着“以變應

變＂，甚至是“以先變應可能變＂的更前

瞻性、未雨綢繆的思維和行動。

“無論如何，儘管面對挑戰，我們還

是對國家各領域的未來，充滿着基本的樂

觀和信心。這主要是建國以來，全民攜手

共進超過半世紀所奠定的堅實基礎，而馬

來西亞將繼續向前快速發展，邁向先進國

宏願。＂

方天興認為，新的一年肯定將是充滿

挑戰的一年，對外，我國除了面臨國際經

濟處於低迷，尤其是歐美國家有待復甦的

衝擊之外，對內方面，國家的經濟發展雖

然目前為止尚處於穩健的水平。

政府人民須更緊密配合

“但政府和人民都有必要更緊密的配

合，採取未雨綢繆的步伐來應對。＂

他說，國家教育發展大藍圖的落實，

以及華文教育在我國的生態和發展，一些

新措施如最低薪金制、延長退休年齡和外

勞政策等等，都是讓人高度關注，並希望

政府能夠從善如流，以廣大的民意為最終

落實的基礎。

他認為，隨着大選跫音越來越近，

朝野政治角力肯定越來越熾熱和激烈，不

論是站在主觀或是客觀角度來看，要在華

社、華團和一些民生如華教議題上完全看

到“去政治化＂的理想，也幾乎是不太可

能的事。

方天興指出，由華總和數個團體聯辦

和協辦的我國年度漢字，從過去的“轉＂

字到“改＂字，充分顯示出了我國華社過

去兩年來的整體思潮，證明了人民、尤其

是華社，在意識形態上，要看到的是“轉

型＂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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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報社長丹斯里張曉卿爵士元旦獻詞

（八打靈再也

31日訊）民政黨主

席兼首相署部長丹

斯里許子根指出，

2013年將是我國的

選舉年，人民須深

思熟慮，是應選擇

將持續為國家帶來

穩健改變的轉型過

程，抑或選擇一場

如過去2年中，一些

國家慘痛經歷的革

命性與不穩定巨變。

他說，人民將於明年見證第二波

（2013至2015年）國家轉型計劃的啟動，

進一步整合與更有效的協調，以達致切實

的成果。

“確實，我們須進行的事情還有很

多，特別是嚴打罪案與貪污、推動經濟成

長及促進國民親善與和諧。＂

轉型確保更大自由民主

他發表2013年元旦獻詞時說：“政治

轉型在於確保更大的自由及民主，以及更

開放與進步的社會，因此政府進行了選舉

改革，廢除與檢討多項限製法令，如內安

法令及大專法令。＂

他指出，今年的聖誕節更具包容性與

感恩情懷，因為梵蒂岡教宗在我國吉隆坡

設立了特使公署、政府也解除了到耶路撒

冷朝聖的限制，並給予各宗教團體撥款與

豁免所得稅。

此外，他說:“對於民政黨及馬來西

亞全民而言，隨着敦林敬益醫生的離世，

我們失去了一位偉大的領袖。＂

      面對選舉年

人民須深思決定未來

許子根

2012年的元旦，我們

曾經期望這是平

安、和諧與安寧的一年；我們希望國

內的社會治安可以改善、種族關係可

以融合、政治矛盾可以化解、我們期

望世界的金融危機可以克服、區域的

衝突動盪可以成為成為歷史。然而，

從國內到國際，從眼前到遠方，2012

年依然擾攘不安，衝突不斷，這仿彿

已經是人類社會的本質，基於生存需

要而無法停止衝突和鬥爭。

掙扎和試煉，是生命成長中必然的

旅程。災變的發生，是思考的開始。代價

的付出，是進步的基石。在掙扎中，我們

看到生命的強韌和高貴；在試煉中，我們

看到生命的潛能和力量。最重要的，在經

歷過痛苦的掙扎和試煉之後，我們學會了

謙卑，感恩，和對生命的珍惜與尊重。也

許只有在死亡的邊際，人們才會發現，原

來生命的春天，是繁花似錦且芬芳怡人的

吧！

體會平安是福意義

一切的不幸、災變和動盪，固然讓自

詡為萬物之靈的人類，陷入前所未有的困

境，然而，無論是中東局勢的依然動盪，

朝鮮半島的軍事對抗，中日因釣魚島的緊

張關係，抑或歐美國家的金融財務風暴等

危機，都絕對不是對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詛

咒，而是對整體文明社會一種嚴酷的考

驗。這些艱巨的經歷，也更讓人領悟平安

日子的難能可貴，讓人真正體會平安是福

的意義。

危難當前，更必須誘發我們更多的

敏感和警惕，深化思考的深度和廣度。我

們不要讓單元簡化的思維替代了多元價值

存在的必然和需要。 我們不要讓困頓和

憂慮，模糊了自己的視線和焦點。我們必

須活化過去原本開放、包容和靈活的思考

方式和做事方法。我們要努力找回許多純

真、善良的價值觀。社會的進步，不應該

乖離了本真和純良。人的思維，不應該摻

入太多的設計和狡詐。過分的自我，就是

一種對別人的敵視和忽略，甚至是一種傷

害。所以，更多豐富的知識，更理性、更

多元化的思想準備，是為了面對回應當前

日趨極端和失衡的社會秩序。

何況，天地人類，本是一家，宗教始

祖，只有一個。我們都是歷史的過客，我

們都是世界的公民。我們應該不分賢愚，

也不分強弱，共創共謀人類的幸福和美

滿。 人類的遷徙流離和落戶定居，不應

淪為政客的口實而有先後和主客的爭議。

而一個民族的進步和成功，全賴於自己的

奮發、自強和社會公平的機制。

憧憬光明 謹記坎坷

星洲日報作為文化傳承的機構，心

繫民族文化事業，因為我們深知，文化是

一個民族的根本，一個民族的文化如果消

失了，民族的靈魂也就不复存在。眼前現

尊重生命共謀幸福

實的環境，促使我們在憧憬光明的前程之

際，必須時時謹記足下的坎坷。

新聞企業，是良心的事業，儘管我

們面對政策方面的種種限制，也不會阻止

我們盡責的新聞工作者勇而無懼地扮演他

們應有的角色。客觀環境愈是艱苦，我們

的新聞工作者愈能無畏無懼地站穩工作崗

位，堅守“秉春秋之筆、明善惡之辨＂的

工作信條，發揮第四權的責任。

我們希望，這支春秋之筆，能為民

族文化寫下薪火不滅的傳奇，能對政權發

揮監督批判的力量，能刺破政客虛偽的面

目，能揭發一切真相，啟迪民意，成為一

份帶領民眾往前邁步、實現富國強民夢

想、有深度有擔當的報紙。

在掙扎中，我們看到生命的強韌和高貴；在試煉中，我們看到生命的潛能和力量。最重要

的，在經歷過痛苦的掙扎和試煉之後，我們學會了謙卑，感恩，和對生命的珍惜與尊重。

國內04 2013年1月1日（星期二）

方天興

C M Y K 2012年 12月 31日 下午 5時 12分      20130101SNP04

20130101SNP04.indd   1 2012/12/31   下午 05:1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