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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砂拉越客家研究

徐雨村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本期《全球客家研究》的專題論文首次以區域研究為主題，先前的

徵稿範圍包括馬來西亞東馬地區，包括砂拉越州及沙巴州。但有鑑於砂

拉越部分已有四篇論文，因此本期先推出砂拉越客家研究專輯。本人擔

任本專輯之客座編輯，謹此首先簡要回顧砂拉越客家人的歷史發展脈

絡，做為讀者閱讀本專題論文之參考。

馬來西亞是在 1963 年，由先前於 1957 年獨立之馬來亞聯合邦，再

加上沙巴、砂拉越、新加坡所合組而成（新加坡旋於 1965 年退出）。

一般依據南中國海為界，區分為西馬及東馬。西馬即是馬來亞半島區

域，而東馬則為婆羅洲島北側的砂拉越及沙巴二州。東馬兩州在 1963

年參組馬來西亞之前，具有相對獨立的地理環境跟政治經濟體系，發展

出有別於馬來亞半島的人文社會景觀及歷史發展過程。因此，對砂拉越

客家族群的研究，有必要從當地特殊的社會文化脈絡著手來呈現其獨特

樣貌。

就地理環境而言，砂拉越屬於婆羅洲的一部分，南臨印尼的加里曼

丹，北接汶萊及沙巴州。古晉一帶的客家人跟印尼的西加里曼丹具有歷

史關聯，在 1824 年英國荷蘭殖民勢力簽訂《英荷條約》畫定勢力之前，

這兩地的族群都是自由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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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經濟體系方面，在 19 世紀砂拉越（Sarawak）一詞所指涉的

地理範圍是砂拉越河周圍的一塊小區域，為汶萊蘇丹統治的屬國（Talib 

1999: 3），現為砂拉越的古晉省及三馬拉漢省。1840 年 11 月，英國探

險家詹姆士布魯克（James Brooke）協助平定了砂拉越河的馬來人對汶

萊蘇丹的叛亂，蘇丹為此在 1841 年將砂拉越的統治權交予布魯克，使

他成為白人拉惹（White Rajah，或譯作拉者）（Chin 1981）。砂拉越

王國從 1853 年到 1904 年歷經六次大規模領土擴張，面積廣達 124,450

平方公里，約為臺灣島（35,883 平方公里）的 3.47 倍。砂拉越王國在

1941 至 1945 年間遭到日本軍事占領，1946 年由英國殖民部接手治理，

1963 年短暫獨立後，隨即參組馬來西亞，成為砂拉越州。

砂拉越的客家人移民先驅可追溯至 18 世紀在西加里曼丹地區墾

殖的廣東客家人。當時西加里曼丹的數個蘇丹國招募華人開發金礦，

並開放土地供華人屯墾，吸引來自廣東的客家僑民群聚於此。當時的

人數推估約在 31,000 人到 15 萬人之間（Chin 1981）。他們依循在中

國的農村組織型態，各自建立十餘個自治團體「公司」以保障自身利

益，最重要的三個公司為大港公司、三條溝公司及蘭芳公司等（田汝康 

2013[1953]: 167）。其中羅芳伯及蘭芳公司（或稱「蘭芳大統制」、「蘭

芳共和國」）的傳奇故事最為砂拉越客家人所津津樂道，視為他們的開

墾先驅（房漢佳 2004: 202）。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 19 世紀初展開對西加里曼丹各公司的戰爭，其

中有一部分客家人遷往砂拉越河上游地區，1826 年汶萊蘇丹賦予他們

採礦權（Chin 1981）。1841 年布魯克在古晉建都時，在砂拉越河上游

約有 3 千名華人居住。拉者政府的政治穩定態勢，吸引了更多來自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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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洲各公司難民湧入此區域。先前幾個相互敵對的公司，最終在砂拉越

河上游整合成為「十二公司」之下，在石隆門附近形成一個客家社群圈

（Heidhues 2003: 89; Chin 1981: 26-29; 林開忠 2003: 27-52）。另有一批

來自西加里曼丹三發的客家人移往古晉北方的英吉利里建立「十五分公

司」。

然而，拉惹一向對石龍門附近的公司存有戒心，1856 年英國人籌

組的「慕娘公司」（Borneo Company）跟十二公司形成競爭態勢，1857

年拉惹以當地人口增長為由，片面決定增收鴉片稅，引爆潛存的緊張態

勢，十二公司籌組武力攻入古晉，拉惹設法脫逃，並在馬來人、伊班人

及古晉華人商家支持下反擊。最終在石隆門帽山的大屠殺致使數千人喪

命。有數千名難民逃離邊境到達荷屬東印度領土，此後有數百名回流到

砂拉越的礦場工作（Chew 2004 [1990]: 32-33; Heidues 2003: 102-103）。

1857 年的這場大屠殺之後，砂拉越經濟陷入停滯及政府赤字的窘

境。1868 年第二任拉惹查爾士布魯克（Charles Brooke）即位，積極策

劃移入來自中國的大批農業移民來改善經濟，但遲至 1890 年代末至

1900 年代初期才有具體成效，吸引數批客家人及福州人的集體移民，

分配土地給農民，也對於後到的各鄉屬個別移民給予類似優惠，吸引了

華人移入各地開墾。這股移民熱潮時興時歇，直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立及翌年韓戰爆發而衍生的冷戰壁壘，致使中國移民除了極少數

依親者外，不再獲准移居砂拉越，才告一段落。

在這段由 19 世紀末延續到 20 世紀中的移民熱潮當中，客家人移居

幅員廣袤的砂拉越各地，開枝散葉之後，曾有數十年期間為砂拉越華族

人口當中為數最多的鄉屬。據 2000 年砂拉越人口普查，該州總人口 207



                                        導言 :砂拉越客家研究

       
     37

萬，華族 51.2 萬，約佔 25.4%。在華族人口當中，客家人有 16.2 萬人，

佔 31.5%，僅次於福州人的 17.8 萬人（34.8%）（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Sarawak [April 2011]: 20-21）。

依據房漢佳（2004: 207-9）的研究，砂拉越客家人的主要祖居地來

源及分布區域，大致依據歷史先後順序排列：

1. 18 至 19 世紀西加里曼丹一帶的早期客家移民的後裔，主要在石龍門

及英吉利里附近。

2. 1898 年來自中國廣東省惠陽、東莞與寶安三縣的客家人，一般稱為

新安客，陸續遷入古晉近郊的農業地帶。

3. 1902 年來自廣東省廣寧縣的客家人移居詩巫拉讓江上游南蘭到加拿

逸的廣東芭，一般稱為廣寧客。後因土產價格波動，有部分遷移到

美里。

4. 在古晉西連路 12 哩到 40 哩的西連鎮（Serian）沿途一帶，主要來自

廣東省河婆、惠來、嘉應州、陸豐等縣，時間較新安客稍晚，但人

數眾多，建立村莊與城鎮，其中以河婆客最多。在砂拉越的古晉省、

詩里阿曼省、美里省皆有分布，據估計占該州全部客家人的六成。

5. 砂拉越客家人的傳統生計多以農耕為主，亦有前往美里從事油礦工

人。但在古晉、詩巫、美里等地的城鎮區域亦有大埔、嘉應人從事

商業。

大抵上，砂拉越客家人傳統上以農耕與礦業為主要生業。鄉間客

家人的鄰近村落多為當地原住民，例如比達友族（Bidayuh）、伊班族

（Iban）。這有別於其他鄉屬群體多居住在城鎮而與原住民相區隔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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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而在飲食及生活背景類同的情況下，客家人與原住民習慣於發生通

婚混血。

從 19 世紀至今，在通婚混血、殖民勢力、馬來國族主義可能會削

弱華裔文化傳承及認同的具體或潛在威脅下，砂拉越華人進行了多次的

再華化（re-sinilization），透過學校教育、社團組織及報紙媒體來強化

延續當地的華族文化。在 1930 到 1940 年代從中國來到砂拉越的教師當

中，不乏懷抱左派思想者，鼓吹共產主義新中國的理想。左派分子在

1949 年之後的慶祝新中國成立運動、反殖運動、反大馬運動，成為砂拉

越華人的重大事件。戰後統治馬來亞、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四邦的英

國政府，為了呼應民族主義者建立獨立國家的期望，並圍堵共黨力量擴

散，首先在 1957 年讓馬來亞聯合邦獨立，繼續策畫讓其他三邦及汶萊

加入大馬計畫。砂拉越人民聯合黨於 1959 年成立，以追求獨立、議會

民主、各族經濟文化發展、種族和諧與團結為目標（Chin 1997: 49）。

反大馬運動在 1963 年三邦參組馬來西亞（汶萊最後決定不加入）之後

告一段落，馬國政府繼續鐵腕掃蕩在印尼暗助下壯大的砂拉越共產黨游

擊隊，並強迫古晉至西連公路沿線客家人進入新村居住，以斷絕砂共的

補給，直到 1973 年砂共與政府簽訂和平協定，動盪情勢才告一段落。

自從 1970 年代，馬來西亞政府實施新經濟政策而減損華人公民權

與經濟教育權，致使華人喊出大團結口號，組織華人社團聯合會。在此

同時，各個鄉屬認同也逐漸勃興，客家公會與各個分支同鄉會紛紛恢復

活力或創立。隨著馬來西亞與中國關係的逐步解禁，砂拉越各鄉屬團體

陸續有機會前往祖居地，並建立跨國的經貿文化連結關係，砂拉越客家

人亦參與了世界客家組織的活動，增益其客家文化認同。此外，砂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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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路發展也改變傳統各流域船舶航行的貿易體系及人際互動，客家人

的新世代透過教育取得了許多專業工作或是出國，跟故鄉土地的連結逐

漸斷裂。客家人如何因應客家認同的流失危機，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索。

本專輯共收錄四篇論文，深入探索砂拉越客家人的社會文化樣貌。

以下就歷史背景的先後順序剖面來看，依序介紹四篇文章。

首先是林開忠的〈砂拉越新堯灣周邊客籍華人與達雅族的異族通婚

家庭〉一文。作者延續對石龍門地區早年客家男子與當地土著女子通婚

的研究興趣，從歐洲人 19 世紀的種族觀切入，討論華人與土著族混血

人群為何受到當時統治者布魯克的偏愛。文獻所論及的通婚情況大致可

區分為兩種，一是來自從西婆羅洲移民過來的客家礦工，大多為礦工與

土著族女性通婚者或其後裔。由於沒有宗教障礙，也都食豬肉、飲酒、

賭博，所以雙方通婚沒有障礙。二是基於經商便利而娶達雅女子為妻，

但只能住在市集。這兩種婚姻所生子女在布洛克時代皆屬華人。

近年關於砂拉越華人社會的研究，華文作者鮮少著墨於華人與土著

族的互動。但英文作者因其接觸西方研究砂拉越各族群文獻資料之便

利，而對於這項議題有較多著墨。本文進一步從田野考察探究現有的通

婚型態，從男女雙方認識與結婚的過程、宗教安排、語言的習得、小孩

的教育等面向，探究當前的通婚情況、族群接觸、文化涵化及華人性的

保持等議題。

第二篇是集體移民新安客的一部生命史，作者周丹尼（Daniel 

Chew）依據家人記憶、口述歷史、文獻和相片等，書寫其父親周漢發

的傳記，具體而微的呈現了新安客家人遷移的背景，以及在殖民時期客

家人透過教育而轉變身份的歷程。作者的祖父母在 1900 年代早期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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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廣東東莞遷移到古晉的新安客家人，周漢發則於 1913 年出生於古晉。

新安客家人移民砂拉越始於 1898 年，在當時白人拉者的移民政策下，

希望引進勤奮的客家人從事農業生產，但新移民卻捨棄拉者所屬意的稻

作，轉而種植當地更合適的蔬菜。周漢發幼年受華文教育，在父母相繼

早逝之後，接受復臨安息日會的協助，轉而接受英文教育，因此兼備華

文與英文能力。周漢發先後在砂拉越司法部及碼頭工人聯合會任職，其

公職生涯適逢英國殖民時期。因此周漢發的生命史見證了政府、教會等

方面勢力對客家人的影響。周漢發本身對於客家社團的活動支持不遺餘

力，1968 年退休後，成為古晉新安客家人的惠東安會館發起人之一，

並於該會館 1971 年成立時擔任副主席。

第三篇文章轉向古晉的河婆客，吳中杰與陳素秋在〈砂拉越古晉石

角區甲港客語音韻及詞彙調查與比較研究〉一文中，呈現了甲港客家人

深受各族的影響，而借入更多的外來詞彙。一般來說，河婆客家人在古

晉某些客家人城鎮及鄉村具有人口優勢，成為當地的共通語。然而，河

婆客家話就如同華語及各種方言一般，皆受到當地族群、殖民勢力與當

代馬來西亞國族國家的影響，而帶有許多借入詞彙，本文即探討其中的

馬來語、英語、潮州話、粵語來源詞。本項語料亦與同屬河婆話系統的

印尼加里曼丹山口洋硬話與臺灣屏東林仔內河婆話做比較研究。作者從

語言學角度來找出族群互動的痕跡，亦可做為研究當地華語及其他方言

變遷的參考。

最後，羅烈師與陳敏萱合著的〈棄國還鄉：砂拉越華人國族認同之

頓挫（1959- 1974）〉，針對幾位曾經參與左派運動者的參與者及週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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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進行訪談，並引述當年的報紙報導，追溯了在古晉 17 哩地下武裝

反抗運動跟政府周旋的過程。在這個區域的華人多屬客家人，面臨著政

府的掃蕩、強制建立新村、關押思想犯等措施。本文從受訪者對整體砂

拉越政治地位的變遷、對於建立新國家想望的破滅，以及晚年回歸平淡

生活的景況入手。在來自中國的左派教師的積極引導下，1950 年代的

工運、學運興起，一度使得年輕學子充滿著華人建立主體政權的夢想。

1965 年 6 月 27 日在 17 哩爆發地下武裝運動者跟印尼軍隊串聯攻

擊警察署的事件，7 月 6 日政府展開「鐵鎚行動」展開肅清掃蕩及強制

遷村。繼之而來的是運動者走入森林持續抗爭，被捕者鋃鐺入獄，農民

因遷至新村後的戒嚴管制而放棄原本的割樹膠（橡膠）生業，言論自由

受到箝制等等。1973 年砂共與政府簽訂和平協議，使得前後長達 30 餘

年的左派運動告一段落。如今新村的客家人似乎「因禍得福」，享受著

繁榮景象，造就了當地河婆客家話的盛行以及客家飲食文化、宗教祭祀

的延續。運動者當年的夢想，似乎只能留待圈內人分享，或在口述或文

字的記憶當中。

總結來說，本集「砂拉越客家研究」的各篇論文，呈現了客家人在

砂拉越社會的幾個重要面向。首先，客家人因其生活領域及習慣跟土著

（原住民）互通的關係，自西加里曼開始即有通婚事例，但一向藉由教

育來讓子女保有華人性。其次，客家人在拓墾過程遭逢家變者，由政府

及教會提供生活及教育援助，致使部分客家人（如周漢發）有機會盡早

接觸英語教育，成為客家人與官方之間的文化媒介者，這也為日後的客

家社團籌組鋪好道路。第三，河婆客家語的語言學分析顯示，當地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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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受到族群接觸、殖民力量與國族國家的影響，這也是當地文化雜揉

各種文化色彩的寫照。最後，左派地下組織的華人政權夢想的形成與幻

滅，實質呈現在當時政經背景下，砂拉越客家人的命運受到國際政治現

實的擺佈，卻也因禍得福在新村保留了更大的客家群聚，維繫了客家文

化傳統。

本專題各篇論文多以南砂古晉一帶的客家人為核心，這個地區向來

是砂拉越客家人的最大集中區，也是砂拉越客家源流及發展論辯的發生

地。然而，就「砂拉越客家研究」這個專輯名稱而言，依然有遺珠之憾。

期盼未來再將視野延伸到砂拉越其他地區，進一步探索砂拉越客家人的

整體社會文化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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