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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是馬來西亞（以下簡稱大馬）的淨選盟集會，全球海外留居的大馬子民

將近三十多個國家，與首都吉隆坡主要集會遊行地點同一時間響應淨選街頭和平集會。參與者身

穿黃色T恤，來表達黃色是給國家一個「希望」的象徵。各國大城市都有大馬子民的身影，引起

了全球媒體的熱烈探討與評論。

不過大馬媒體針對淨選盟的集會所報導的新聞頭題有所不同。部分媒體指出集會者參與這次活動

體現不愛國的精神，甚至是造成國家的恥辱。而且集會者大部分以華人居多，馬來人及印度人的

人數比例相對來說比較少，引發種族分歧的傳言。但其他媒體以實況報導來指出，事實上馬來族

群顯現較少，是因受到政府的誤導而不曉得集會的意義。

全球參與淨選盟集會的大城市。（圖片來源／面子書專頁：Bersih 4.0）

馬來西亞各大媒體報導淨選盟集會頭立場不一。（圖片來源／星洲網即時追

蹤報導：Bersih 4大集會）

淨選盟利用社交網站來號召響應「一個馬來西亞」的和平集會，以三大種族的團結力量向擁有種

族主義的政黨表示不滿。但是新聞媒體作為社會與人民的傳聲筒，卻因為屬於公家機構而選擇按

照政府所有針對淨選盟組織的言論來報導，並沒有真正到現場了解狀況。集會參與者為此紛紛感

到憤怒，也引起了許多非集會者的反彈。民間對於媒體所發揮傳聲筒的表現反應極大，是認為種

族主義者不該濫用媒體影響力，來煽動大馬社會三大種族之間的團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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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社會非政壇的戰場民間社會非政壇的戰場

大馬當初獨立了之後，國父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立志將大馬打造為一個不

同種族共存的國家，團結一致。讓人民能生活在一個統一且宗教自由的教育體系。這讓每一個大

馬子民都能瞭解不同的種族文化，受益良多。」但是隨著大馬政府的改朝換代，執政黨領袖－首

相的領導能力都不一樣。民主國家執政黨一旦在任職期間表現不好，到了大選期間就會失去大部

分人民的選票。因此政壇上經常會出現明爭暗鬥，並且用極端的手段奪去人民給予執政的權利。

像是轟動全球得大馬第十二屆大選，就發生了「大馬停電」，當時某個投票站電源忽然被切斷，

當恢復電源供應卻莫名出現了多兩箱對執政黨支持的選票。從這屆大選之後，大馬子民對長久以

來的執政黨完全失去信任與支持。

台灣媒體對大馬選舉所發生的弊案進行討論。（圖片來源／部落格－公視有

話好說：民主的十字路口？遽變的馬來西亞！）

其實大馬除了選舉弊案這件事讓人民對政府失望透頂，對於教育及其他民間福利的優先權給予馬

來人，也讓執政黨的公正性受到人民的質疑。比如教育部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獎學金，一直以來都

有分發亂象的問題。成績優越的優秀生無法申請到，無論華人或馬來人。雖然這刻板現象的形成

是執政黨從政所發生的一個盲點，不過對於大馬民間而言並不影響種族之間的交流。走到大街上

，餐廳、小吃館、鄰里社區或是其他公共場所都不難發現有小部分人聚集在一起，但是說的語言

都是馬來文，可是這些人群並不是馬來人單一種族的聚會，而是與華人及印度人的共同圈子。

大馬社交圈子，三大種族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圖片來源／面子書用戶：Syahira Nadia）

 

環境影響族群生活環境影響族群生活

無論政治界如何煽動人民，只要人民生活安居樂業，就不會受到外界的干擾，只有少部分居民受

到影響。因為長期居住在較封閉的村落裡，這些非城市居住者對生活所擁有的概念，僅止於有能

力去解決衣食住行，自給自足而且沒有生活物質上的壓力，接受最基本的教育，政府保障他們定

居的那一片土地不會被徵收。長期受到政府的正面管制，有一天忽然向他們宣導某個種族想要剝

削爭取土著的統治權利，這些永遠都過得安逸的人，一定為了政府有所行動。

反觀大城市的生活百態，他們講究生活素質。高的生活素質，最主要先求環境的安全，城市人不

允許戰爭、械鬥、紛爭、犯罪行為等影響社會安全。加上網絡發達，城市人幾乎每天都能透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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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清流　美聲歌手恩雅新世紀清流　美聲歌手恩雅

介紹愛爾蘭歌手恩雅與她歷年來的專輯。

眾媒體來了解社會各種面向的最新動態。所以城市人能了解，什麼樣的環境造就哪種人，也有能

力在競爭大的情況下的生存。想要減少競爭力讓社會每一個人都能受到最佳福利的待遇，就要有

一個可靠的政府。當地政府若對人民進行施壓、主導族群分歧、剝奪人民的權益，對付這些威脅

者的唯一方法，就是說出對這些人的不滿，凝聚這個社會的每個族群，向威脅社會環境的煽動者

說不。

環境的影響會讓人逐漸融入進去，以「當地人」的身分生活下去而忘了「種

族」的身分。（圖片來源／TODAY Online：Lee Yen Nee）

多元種族社會，不只是大馬面臨種族主義問題，全球其他國家包括美國、英國、中國等亞洲與歐

美地區都不曾解決這個敏感話題。不久前網絡上流傳一部影片，由三個大學生自發進行社會實驗

，來探測多元社會的種族關係是否不和。他們利用告示牌，以馬來文和英文書寫「我先是馬來西

亞人，之後才是華人。如果你認同這說法，請給我一個擊掌或擁抱。」

這也意味著大馬子民都是以「國籍」來生活並非「種族」。結果證明，多元種族每想像中那麼差

勁，反觀體現「不同種族，一個群體」的現象。只要大家生活理念一致，長期維持安居樂業不難

。

三名大學生進行種族關係探討的社會實驗。（影片來源／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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