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論文摘要 

 
    本論文是以新加坡與馬來西亞（簡稱新馬）為範圍的「土生華人」文學研究，

主要對象是被稱為「峇峇」的土生華人從 19 世紀至今所產生的文學，亦兼及印
尼地區土生華人（馬來語）文學的比較研究。 
 
本論文架構除「緒論」與「結論」外，內文共分為五章。緒論除介紹本論文

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主體架構外，主要為研究對象的釐清與相關名詞

的界定，並回顧峇峇的語言及文學的研究概況。 
 
進入「本論」第一章「峇峇的語言使用」，筆者分別從峇峇的母語——峇峇

馬來語和峇峇福建話，進而是「父語」福建話、再到外來語的英語和華語著手，

透過這四種語言在新馬地區尤其峇峇社會中個別的使用狀況與相互消長的分

析，以對峇峇社會的語言與文字使用的歷史有更深入的瞭解。可以說，峇峇的語

言使用是與近現代華人移民海外及西方殖民東南亞的歷史是發展息息相關的。 
 
第二章「峇峇的馬來語翻譯文學」。首先是介紹峇峇馬來文報刊雜誌的出版

概況，此為羅馬化峇峇馬來語書寫之始。其次從所得的文獻資料並配合第一章的

研究心得，從外部的出版概況，條析出峇峇馬來語翻譯文學從興起、繁盛到沒落

三個階段的發展情形；接著從作品內部進行剖析，發覺翻譯作品從作品的展演形

式看，又可分為前、後兩期不同的階段。最後第四小節，筆者嘗試透過田調期間

所得的一本「峇峇馬來語籤詩翻譯本」的研究，談談中國通俗文學及民間信仰對

峇峇文化的影響，以及峇峇人在以峇峇馬來語翻譯中國籤詩文時所透露出來的多

元文化意象。 
 
接著進入第三章，著重探討「峇峇馬來語創作文學」，從所得資料彙整的結

果看來，峇峇馬來語的書面創作量不及翻譯文學，尤其散文體的作品寥寥可數。

然而，缺乏書面的創作文本並不代表峇峇沒有創作文學，「峇峇文學即是峇峇馬

來語翻譯文學」這樣的想法也只是長久以來因書面創作的匱乏而對外界造成的假

象。事實上，因文化的接觸和語言的掌握，早期的峇峇社會非常熱衷於馬來語詩

歌的吟誦或創作，惟傳統上多屬於民間的即興創作，詩文的流傳也多以口耳相

傳，較少以書面語呈現及保存。峇峇馬來語的詩歌體裁源自馬來古典文學的班頓

（Pantun）及莎雅爾（Syair）體，因此相較於中國通俗小說翻譯作品，這類文學

形式更具馬來色彩，也更能凸顯峇峇被馬來文化涵化的事實。從早期（峇峇）馬

來語詩歌在峇峇社會的流行程度看，若當初這些詩歌能被紀錄下來，其作品數量

的豐盛絕不亞於峇峇馬來語翻譯文學作品。因此第三章主要是針對筆者這些年來

所收集到的峇峇馬來語詩歌作品進行統整分析，以反駁峇峇文學只有「翻譯作品」

   



 

而沒有「創作文學」的質疑。 
 
第四章分別介紹峇峇的漢語文學及英語文學。無可否認，以峇峇馬來語作為

峇峇母語（或「族語」）的地位，峇峇馬來語文學之於峇峇文學的「核心性」是

不容撼動的，但若從「人」（民族）的角度檢視，在肯定其作為民族文學的重要

表徵的同時，以峇峇文化發展上語言使用的多元現象看，我們也不應忽略峇峇人

當中有用其他語言書寫文學的事實。在峇峇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各語言之間一直

是相互影響的，呈現在文學上的情況也與此相去不遠。因此，第四章主要是承前

三章語言使用多元的文路，對峇峇的文學書寫歷程中較隱性的漢語文學及英語文

學進行概觀介紹，以作為峇峇馬來語文學發展的一個補充瞭解。我們發現，峇峇

馬來語的興起與峇峇漢語能力（文學）的衰退脫不了關係，而峇峇馬來語（文學）

的沒落則或多或少歸因於峇峇英語文學的興盛。 
 

    在前四章的基礎上，第五章筆者嘗試把峇峇文學擺在民族文學的位階上，與
其他相關文學：（第一節）印尼土生華人文學、（第二節）馬來文學和（第三節）

馬（新）華文學進行比較分析。尤其針對學界在印尼土生華人（馬來語）文學、

印尼語發展、以及印尼新文學發展上的研究成果所導致的聯想：「(新馬)峇峇文
學、馬來語以及馬來新文學之間的關係」，峇峇文學將如何自處？本章最後筆者

將峇峇文學擺在「國家文學」的氛圍中去瞭解，在新、馬多元民族的社會中，各

民族文學之間的認定是如何？而峇峇文學又是否可以在強勢的政治取向及意識

型態包圍下，在眾主流（民族）文學之中找到自我的定位？ 
 
    最後是本論文之結論。筆者承前文的研究脈絡，輔以民族文學界定的三條件

（族屬、創作語言、內容題材）檢視峇峇文學作為「民族文學」的契合或可行性

（非單指文本存在的必要性和文學性問題），並在各系語言文學的比較分析中，

檢討峇峇文學對於峇峇社會文化發展的回應及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