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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華 文
媒體集團執行主
席兼星洲媒體集
團執行主席丹斯
里張曉卿為《星
洲日報―歷史，
寫在大馬的土地
上》及《星洲日
報研究》這兩本
書主持推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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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不談公民權？
讀者∕黃懷樂

星洲日報副總編輯曾毓林在《有話直說》專欄寫

〈我們都是馬來西亞人〉。他說：“國家獨立

50年來，每一年的國慶日，政府不斷強調－－‘我們都是

馬來西亞人´，只是宣導的人好像不相信自己說的話，在

執行上老是以種族來區分國人。”

他也說：“過去的政策，太過保護某一小撮特權分

子，甚至不惜利用國家資源去挽救有特殊背景的企業，這

些都令大馬人怒吼。”

人民公正黨的旺阿茲莎曾在國會裡表示，政府補貼給

私營公司的數額，遠高過提供給人民的補貼。她舉例說，

政府宣稱撥款380億令吉津貼汽油，但若與政府給予獨立

發電站的580億令吉津貼相比，380億令吉是小數目。

其實，政府無論在處理種族問題或在提供補貼方面，

都必須公平對待每位公民。

凡是公民，無論他是巫裔、華裔、印裔或其他少數民

族，皆是擁有公民權的國民。

公民在公法上不但享有參政權、自由權、請求權、也

可以平均分享國家資源，換言之，公民是根據法律規定，

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們。

最近，很多人在談“主權”、“特權”，卻隻字不提

公民權。公民不但可以成為選民，也可投票選出執政者；

在民主選舉制之下，什麼權力都不及公民權，為何政治人

物都不談惠及我國2千700萬人口的公民權？

追懷歷史自我教育
張曉卿：找到更明確方向

（吉隆坡25日訊）世界華文媒體集團執行主席兼星
洲媒体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今日表示，星洲日報
有責任也有必要針對自身發展的研究和歷史進行學術性
的探索與分析，為大馬中文媒體艱辛曲折的發展歷程留
下寶貴的見證，也為星洲日報日後的再發展與再出發提
供經驗的總結與教訓。

星洲應珍惜發展成就
“對星洲日報全體同事而言，我們還可從中追懷歷史、認識

歷史，更重要的是提供我們一個自我教育與學習的機會，讓我們

在歷史的呈獻和解讀中找到自己未來更明確的工作方向和精神歸

宿，也更珍愛星洲日報得來不易的發展成就。”

他今日在星洲日報新書《星洲日報研究》、《星洲日報――

歷史，寫在大馬的土地上》推介禮暨論壇開幕禮上說，對星洲日

報而言，這兩本新書的完成與推介是新任務的完成，也是新願望

的實踐。

《星洲日報研究》及《星洲日報――歷史，寫在大馬的土地

上》的作者分別為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彭偉步和台灣新

聞人歐銀釧。

歷史記述應客觀包容
張曉卿表示，歷史可讓人們知往鑑來、化育後人；如果能從

歷史中吸取教訓，歷史將化為人們的生活動力。

他說，歷史的記述應客觀、理性、包容及進步；人們不但要

勇敢面對歷史，還要真誠的接受歷史的改變。

他指出，東西方之間的誤會常來自歷史觀點的偏狹和成見，

即西方人常被描述成侵略者、剝削者，而在西方人的眼中，有些

東方人是愚昧、落後及不民主的；這些歷史觀點對新一代的教育

來說，其實是一種仇恨的散播，而非和諧與包容的締造。歷史是精神文明依托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說，星

洲日報能在馬來西亞立足80年，其歷史對中國的傳媒有非常高

的借鑒價值。

他說，從彭偉步著作的《星洲日報研究》中看星洲日報歷史，就像站

在中國傳媒人的角度來看，感覺許多事情非常有親切感。

“雖然所處的環境並不相同，星洲日報已在大馬立足80年，能紀念80

年甚至100年的中國報紙或許也有，但是精神氣質已經斷層，已經不再是

同一份報紙了。

中國傳媒處在改革開放的歷史趨勢中有許多進步，同時也有許多迫

切須要解決的問題，這讓我讀到星洲日報歷史時，有許多感同身受的地

方。”

他表示會特別珍惜星洲日報歷史中表現出來的報業傳統、基本價值、

報業的堅守及所帶來的力量，並以中國傳媒的角度來祝賀新書出版。

他說，中國傳媒工作者應讀星洲日報的歷史，因此，他希望《星洲日

報―歷史，寫在大馬的土地上》能很快在中國大陸出版。

（吉隆坡25日訊）世界華文媒

體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今日

在“第三屆海外華文書市”，分別

為《星洲日報―歷史，寫在大馬的

土地上》及《星洲日報研究》主持

推介禮，象徵這兩本記載星洲日報

過去80年歷史研究及對未來展望的

新書正式面市。

作者為歐銀釧及彭偉步
《星洲日報―歷史，寫在大馬

的土地上》是由星洲日報5名記者聯

合採訪，並由台灣新聞人歐銀釧整

理撰文而成，同時也是一本集體回

憶錄。

《星洲日報研究》則由暨南

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彭偉步撰

寫，並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這部

新書已獲得上海復旦大學授權予星

洲日報，共同在馬來西亞聯合出版

發行。

彭偉步長期研究海外華文傳媒

與華人關係，發表了二十多篇有關

東南亞華文傳媒與華人關係的學術

論文。

上述2部新書以不同的形式，剖

析星洲日報的發展歷程，與大馬華

社共同見證星洲日報的發展歷程。

出席新書推介儀式者包括世

華媒體集團執行主席高級顧問拿督

劉鑑銓、星洲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

釗、星洲日報首席執行員許春、總

編輯卜亞烈、新書作者歐銀釧及彭

偉步、大眾書局執行董事林利娥、

海外媒體研究者及“雅文化，俗文

化――解讀報紙、電影、書刊的文

化密碼”文化論壇主講者張作錦、

錢鋼、馬家輝及梁文道。

香港著名媒體人兼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馬家輝說，在看了《星洲日

報―歷史，寫在大馬的土地上》新書后，他心里非常焦急。他近幾年都在研究報

業，這麼好的題目，竟被別人搶先寫了。

“昨天晚上看到兩本新書時，真希望能盡快有續集，例如《星洲日報―歷史，寫在香港

土地上》等，現在《星洲日報》和《明報》合併了，《星洲日報》的精神可以伸延至香港，

以後就可以有一本《星洲日報―歷史寫在香港的土地上》。”

梁文道：盼盡快在中國出版

有“香港文化教父”美

譽的梁文道說，他希

望這兩本新書能盡快在中國出

版，並讓更多的中國媒體同行

閱讀。

他說，身為媒體人，過

去常常忽略了很多事實，如全

球首份華文報紙是在馬六甲出

版。

香港與星洲日報有段緣分 
“一如錢鋼所說，全世界

沒有多少份華文報章能像《星

洲日報》慶祝80周年紀念。很

多香港人大概也都忘記了，即

香港與《星洲日報》也有一段

緣分，即香港也有一份源自胡

氏兄弟的《星島日報》，當

然今天這兩份報章已經不再

是同一機構。”

也是鳳凰衛視評論員的

他說，在彭偉步著作的《星

洲日報研究》中，他提到星

洲日報討論華文水准，並舉

例一些作者的語文標准並不

規范。

“對這評語，我有不

同的看法。有時我在星洲日

報看到的華文使用方式，如

挾雜了方言，外語滲透，一

直都是很獨特的本地特性。

若要了解這段歷

史，則需更長的

時間來分析。”

他說，雖然他遠在香港，

但也知道星洲日報過去有不少

風雨爭論，而《星洲日報―歷

史，寫在大馬的土地上》這本

書也要寫在爭論上。

“無論是什麼爭論，若放

在長遠的歷史里來看，很多現

在覺得很重要的事，未來都不

一定重要了。”

他也期許將來能看到一

本研究世界華文傳媒的書本面

市，用比較綜合及廣大的眼光

看待世界華文媒體趨勢。

“同樣是華文傳媒，在

不同的歷史環境，政治限制

里，大家都怎樣工作。張曉卿

現在辦的事情，與當年胡家兄

弟所做的相像；如今明報與星

洲日報已經是一家，一家世界

性的華文傳媒集團下會有什麼

樣的效果與影響，都是值得觀

察。”

記載本報80年發展歷程

     推介2本新書

張曉卿說，歷史是一

個民族的記憶及精

神文明的依托，包含前人的

奮鬥事跡，有正面的生活教

材也有反面的教育故事；一

個忘記歷史的民族將是忘本

的民族、不尊重歷史的人是

狂妄自大的人。

他指出，李歐梵教授

曾在發表的文章中引述了一

位德國文化官員的話說：

“在德國，政府沒有什麼

文化政策，如果有也只是給

錢，但並不制定規章，層層

考核，或把申請程序弄得不

倫不類，反而不利於文化發

展。”

他說，他引述這段話沒

有否定政府對民間歷史文化

的關心、支持和認同，但作

為發展歷史文化不可或缺的

互動與合作關係，他希望政

府在金錢資助上表現得更大

方和主動，讓民間的文化動

力獲得充分發揮及肯定，使

我國多元文化國家散發出更

叫人驚嘆的歷史風采和文化

魅力。

歷史可讓人們知往

鑑來、化育後人；如果

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歷史將化為人們的生活

動力。 ■張曉卿

“我是以學術的角度寫

這本書，希望它對

大馬華文報章、大馬華人的關係及

中華文化的傳播有幫助。

通過星洲日報的歷史研究，我

們看到大馬華文報人對報業貢獻；

我希望通過客觀、公正的角度，全

面反映星洲日報的歷史及成就，當

然也包括面對的問題。

我希望這能幫助讀者更了解星

洲日報發展的細節及歷程，及星洲

日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兩年前參與這本書的整

理，我有機會看到在

大馬土地上種花的新聞工作人，他

們在這片土地上種的花開出形形色

色、搖曳芳香的花朵。

是新聞人的堅持、正義、公信

及對生命理想的堅持，讓這些花經

過漫長的歷史，不只在大馬，也延

伸到世界各地有華人的地方開花。

我希望星洲日報的花朵能繼續

綻放，讓新聞人的堅持、渴望與熱

愛能到世界各地開花。”

馬家輝焦急盼續集

作者感言

《星洲日報研究》作者彭偉步

《星洲日報――歷史，寫
在大馬的土地上》作者歐銀釧

錢鋼：    可成中國傳媒借鑒

盼    花朵續綻放

助讀者了解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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