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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部为马来西亚高校马华文学课而编的文本分析与解读的教材。此书本来

拟与另一部从较宏观视角讨论马华文学发展进程的《马华文学教程》一起出版，两部

书关系密切并属姐妹作。但由于一些技术问题无法及时调整，再加上本书的编辑进程

一再推延，因此最后决定先推出这部《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以飨读者，紧接着再出版

也正在积极修订中的另一部教程。 

 

马华文学在六十年代开始便走入大专院校讲堂，在其他成果的互辅之下，例如文

学史著作、文学大系的编撰、文学评论的出版等，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文学学

科，并与其它文学学科如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西洋文学等并列在大专中文系

的课程设置中。无论如何，相较于其他学科，她一直是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支脉。经

过先行者如昔日在新加坡大学执教的方修、王润华、杨松年等学人的拓荒撒种下，再

经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前讲师如陈应德、吴天才等的灌溉施肥下，在学院里逐渐受

到关注，虽然仍然站在很边缘的位置。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几场令人注目的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包括一九九七年先

后由马来西亚留台联总单独举办和马来西亚作家协会与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联办的

两场大型研讨会、一九九九年南院所办的九九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二零零四年作协

与中国山东大学联办的第二届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二零零五年马来西亚留台联总再

度举办的第二届研讨会、以及去年由大马作协统筹的第三届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等，

不只激起了一些文学课题如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断奶、第一首现代诗、南洋诗的创

作、三位一体等论争，也让许多新生代窥见马华文学的在学术研究上的可塑性与国际

化的可能。 

 

当然，更起关键作用的是从一九九七年南方学院获准开办中文系后紧接下来的中

文系热，即新纪元学院中文系、韩江学院中文系、拉曼大学中文系一个接一个地开办

起来。另外，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也逐渐扩展为具有中文系的课程规模，同时也

紧随拉曼大学之后开设硕士与博士班。这些发展是史无前例的，对本邦的进深中文知

识的拓展是无可估量的，突破了在这之前只有马大中文系单独一家别无分店的格局。

这些高校的中文系都把马华文学列入他们的课程范围内，有些列为主修，有些作为选

修课，轻重虽有别，但却标志着马华文学在本地真正的迈入学院化的时代。 

 

由于深感到目前为止，高校的马华文学课仍然各自为政、各显神通，同行之间没

有交流，缺乏互动，因此在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的热心支持与赞助下，我们在 2006

年召集了各大专院校的马华文学教师，举办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各大专中文系马华文学

教师的交流会。此举主要是想探讨来自不同院校的马华文学教师能否建立某种合作机

制的可能，以便能够达致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的相对划一。我们认为，一个比较

成熟的学科，应该有一个比较趋同的教学范畴，不会因为不同的教师执教而使教课的

内容重点南辕北辙。虽然完全划一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这必要，扼杀了灵活自由的教

学原则，但达致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应该也是有必要的。 

 

这项交流会达致令人满意的成果，其中的一项建议是共同编撰一部大专院校的马

华文学发展进程的教程，以及一部马华文学文本分析与解读的教材，以作为各院校马



华文学课的两部基本参考书。二零零七年我们启动了编撰的脚步，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起步维艰，因为类似教程的编撰可说是本地中文系从未涉及的学术工作。本地中

文系长期以来都只依赖大陆、台湾或香港所编撰的教科书与参考书的喂养，而今尝试

由自己下厨，难免一时头绪纷扰、战战兢兢，万一编的不好而全盘皆输的局面肯定令

人难堪。但是，抱着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气，知不可而为之，不管是输是赢总是要有

人敢当开路先锋。因此我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断断续续地花了近五年的时间经

营，间中有些当初一起开会的教师已离职、有些不再教马华文学、有些到国外深造、

有些已退休，五年来人事几番新，令人无限嘘唏。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在繁忙的教

学、研究及行政工作中坚持到底，中期还成功的召开一次所有撰稿人的“脑力激荡”

会相互指正与批评以求改进，编辑工作进展虽然缓慢，但最终还是收齐与修订了所有

的解读稿交去印刷，并对即将能够看到自己首胎的诞生而充满喜悦与期待。马华文学

是我们本土最熟悉的学科，由我们本土的文学教育工作者来编撰，那是最合适不过

了。若我们编得好，说不定其他地区的高校反过来会使用这套教材来作为海外华文文

学的参考书之一，这不啻也是一份令人振奋的工作。 

 

这部马华文学文本解读的文本收选，是由各大专院校的老师以投票的方式来定

夺。首先是完整的列出了各高校教师所使用的选本，当中某一篇若被最多老师选中的

（一般最多是三票），便一定入选。得两票的多数也被推荐，不过若只有一位教师选

的文本，除非该老师能够说出必选不可的理由，不然就放在候补名单中，由两位主编

最后决定是否入选。经过多次的辩证与思索，本书最后选择了 49 篇各文类的作品，我

们的入选原则与编排方式如下： 

 

一、 尽可能按着多元的书写倾向选文，以方便教学。 

 

二、 每位作家的作品尽量平均，以便能够让学生认识更多不同风格类型的作家与

作品。 

 

三、 由于考虑到选本的读者对象非常年轻，故将以马华文学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

的作品为主，战前的文本所占的比率较少，俾更接近他们的社会背景与美学

取向，吸引他们的兴趣。 
 

四、 优先选择其他选本所未收录的文本，但不回避那些已被公认为佳作的文本。 
 

五、 选本以文本的创作类型与文体范式来分类，而不以文类（诗歌、散文等）为

划分。这种编辑方式让读者清楚地认识到马华文学的创作方式与文本类型是

多元的、丰富的，打破很多人铁板一块的观念，以为马华文学还是只停留在

一些老现实主义的框框，跟不上世界中文文学发展的步伐。本书选择了 21 种

马华创作中最常见的书写类型，当中有些已经不复经营，如新兴文学、抗战

文学等，有些属于比较稳定或已约定俗成的写作范式如中国性、政治抒情

诗、魔幻写实、都市文学、女性书写等；也有则是仍处于逐渐塑型的文本形

态如地志书写、历史书写、自我书写等。 

 

独立前与独立后的文本在编排方式上有所不同。独立前的文本主要以书写类型出

现的时间顺序为主，如最早出现的新兴文学排在首位，接着为南洋文艺、抗战文艺、

爱国主义文学；无论如何，独立后马华文学朝多重路线推进，非以一个书写类型取代



另一种书写类型的交替原则，而是平行的发展道路，虽然严格来说仍然有先后启动的

时序，但是却同时并存而不悖。因此，独立后的文本我们没有严格按某种准则来研判

孰先孰后，只以一般性的推敲，把我们认为较稳定与较普遍的书写类型置于较前的部

分，反之则排在较后。无论如何，先后次序完全处于编辑上的需要，当中没有带着任

何的美学或价值判断，读者可从平行与共生的视角去参照这些文本与解读文章。 

 

文本选定后，我们便开始物色那些对马华文学研究与评论有相当水平的人士来担

任撰写人，最后共邀请了 27 位作者共襄盛举，撰写队伍相当壮大，几乎动员了所有大

专院校（分别来自马大、拉曼大学、博特拉大学、南院与新院）的马华文学讲师与研

究生，此外还拉拢了数位学院以外的独立评论家拔笔相助。这 27 位作者中，除了陈大

为与马峰分别属于旅台与大陆学者身份之外，其他撰稿人都是本土培养出来的。他们

的文学立场与观点也是多元的，有些代表学院派、有些代表民间派；有些很学术的观

点、有些则很纯粹的文学观点。从文学流派来划分，包括诸如陈雪风为代表的现实主

义；谢川成、陈大为为主的现代主义；张光达、许通元领衔的后现代主义。从年龄层

来看，分别涵括了老、中、青三代的文学研究者。我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希望读者

能从多家争鸣中接触更多的文学意见与观点，并由他们去判断与选择自己的所喜爱的

书写类型。在这过程中编辑委员会开了几次会讨论文稿的撰写方式，但基本上只划定

很基本的原则，主要还是给予撰稿人极为充分的自由去解读与分析文本，把他们最精

彩的观点呈现出来。文稿收齐后再召开“脑力激荡会”，召集了所有撰稿人（绝大部

分都出席，只有两三位因故缺席）一起集思广益、交换稿件互相批评指正，以提升解

读文稿的素质。 

 

本书适合从高中至大专院校马华文学课的师生，作为教导与学习马华文学作品的

重要教材。本书也适合那些想要掌握与理解马华文学书写范型的读者，通过此书将可

全景式的鸟瞰马华文学的创作类型、文体形式及其变化发展。 

 

我们非常感激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尤其是其前任主席丹斯里陈广才先

生，非常热心地支持与赞助这项计划，使我们解决了最大的难题――经费问题，使马

来西亚大专院校中文系合力编撰的这部教材能够顺利付梓。 

 

感谢各编委与撰稿人的委身，参与讨论与提供意见，同时也奉上最好的解读文

稿。 

 

要特别感谢黄丽丽老师的全程参与与执行编务的所有工作，以及马峰先生、罗湘

婷小姐、陈丽华小姐、王依玲小姐、颜慧珊小姐及朱英华小姐的细心校对。 

 

最后，我们真诚地为大专马华文学的教学奉献这部教材，愿她为各位教师与学生

带来帮助，并期待它的推出能够让马华文学的教学迈向另一个新的里程碑。 

 
 

 

 

 

许文荣、孙彦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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