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 年 2 月和 2000 年 10

月，我两度应邀到马来西亚讲学。

第一次到吉隆坡中华大会堂报告

时， 我接受《南洋商报》《星洲日

报》《新通报》 等媒体的采访。 此

行， 我方知东南亚各国华社把闽

南话称为“福建话”，于是，我把报

告题目《闽南话是古汉语的活化

石》改为《福建话（闽南话）是古汉

语的活化石》。

东南亚诸国， 包括马来西亚

说闽南话的华侨华人大多祖籍是

福建，特别是闽南地区。当被问起

“哪里来”时，他们干脆说是福建

来的。我利用两次讲学机会，到马

六甲、巴生、森美兰、马口、吉隆

坡、 瓜拉庇劳等地调研。 所到之

地，大多闽南来客皆通行福建话。

报告座无虚席， 不少祖籍闽

南的华侨华人很感兴趣， 报告结

束后仍不舍离去， 我感动得热泪

盈眶， 为自己能给海外乡亲讲家

乡话， 研讨家乡的方言和文化而

感到无比亲切和自豪。

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生活

马来西亚普遍通行马来语、

汉语、英语、印度语。 马来族是马

来西亚人数最多的主体民族，马

来语是国语。就汉语来说，最普及

的是普通话， 当地华校采用普通

话作为教学语言。近百年来，华语

的广播、电视、电影也十分普及。

他们除了用华语外， 还通行闽、

客、粤方言，使用人数最多的是福

建话； 其次是粤方言———当地称

广府话或广东话。

海外各地的闽籍华侨华人中

大多分布在东南亚地区。 而这些

闽籍华人的祖籍地， 大多是闽南

的泉州、漳州、厦门。

据我调查， 闽南话不仅是向

心型方言， 而且是青少年学生中

保留较好的母语。犹记得 1994年

春节大年初一“拜正”时，我家海

内外亲戚三代人 50 多口聚会，无

论是老人，还是中青年、小孩，个

个都用原汁原味的“永春腔”闽南

语交流， 至今他们回国谒祖、探

亲、旅游时，永春腔的闽南话仍是

他们的共通语。

我们的祖先离家百载， 不忘

祖地方言， 真是“少小离家老大

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今天，他们

仍把母语传给子孙后代， 这是爱

国、爱乡、爱家的表现，这种语言

的认可和乡音的情感产生一种向

心力、凝聚力，这是“根”的情义。

马来西亚华族群体中， 不同

方言群的华人也会互相学习，一

人掌握多种方言， 对马来西亚华

人来说是很普遍的事， 如我的先

生和他的同学都会说一口流利的

广东话、客家话。华侨华人不仅包

容不同地域的方言和文化， 也吸

收其他民族的语言， 特别是当地

的国语———马来语。

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语言论》

中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自

给自足。 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

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或文化上占

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

地接触。 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

对的。 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际

关系的平面上进行， 也可以是精

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

贷或交换。”可见各种语言或方言

靠相互借代和交换词语来充实自

己的词库属正常现象。

印地语、荷兰语、英语的借词

大大超过本族语词的数量； 日本

语是本族语词、 汉语词和英语词

三分天下。马来语大量借用汉语，

汉语借词为 801 条， 其中闽南语

借词为 711 条； 而闽南语也借用

了不少的马来语。 但互相借用却

丝毫没有影响闽南语的存在，因

为闽南方言是向心型的方言，有

很大的凝聚力，不易消亡。

“福建话”

在马来西亚的传承与发展

闽南人移民海外， 特别是移

民到东南亚诸国， 有着悠久的历

史。 唐宋以来， 福建人口增长很

快，特别是闽南地区，人多地少，

发展农业生产有困难， 于是只好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为了养家糊

口，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闽

南人被迫背井离乡，过台湾、下南

洋、闯东洋、泛西洋。 当时主要是

下南洋。

闽南人口真正大量外迁到马

来西亚， 始于明代漳州月港的兴

起， 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 马六

甲、吉隆坡、巴生、蔴坡、柔佛州等

地的华侨，将近一半祖籍在闽南。

祖籍厦门海沧青礁的颜冰和

说，马六甲 80 万人口中 60%是闽

南籍。此外，在马来西亚还有一些

历史悠久的唐人街， 便是历史见

证。马六甲的鸡场街是其中之一。

据当地人说， 鸡场街原义取自于

闽南语“街场街”，意在形容其为

繁忙的街道，而闽南语的“街场”

与“鸡场”同音，因此渐渐演变为

鸡场街。鸡场街作为马六甲世界文

化遗产核心的老街，历史可以追溯

到 600年前， 郑和七次远洋航海，

六次驻节马六甲时， 在当地设立

“官厂”。当时定居马六甲的华人与

马来人生活上融合及通婚也铸造

了独特的“峇峇娘惹文化”。

以鸡场街为主干道的 20 条

周边街巷， 就成了当时华人迁居

南洋最早的集中聚居地区， 今天

这里除了处处可见中式南洋建

筑， 还包括百年华人同乡会馆及

寺庙。

此外， 还有吉隆坡一条知名

的唐人街———茨厂街。 这名字跟

马来西亚侨领叶亚来有关， 当年

他在这里开设茨厂， 专门生产木

薯粉出口到国外。 海外华侨华人

聚集区、 唐人街见证了一代又一

代华人远渡重洋、历经磨难，在海

外落叶生根。

鸦片战争后， 厦门是五口通

商的城市之一， 成为人口输出的

主力。 他们大多是以投亲靠友的

方式陆续迁徙， 并且按方言和祖

籍相同的背景集中聚居。 这也是

方言流播和形成派别的历史背

景。 正如《明经世文编》所云：“东

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已

久，而闽为甚。 ”

闽南话在马来西亚的传承

是出于生活、 文化交流的需要，

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宋元时期

的泉州人和元、明、清时期的漳

州人及厦门人到海外经商、移民

海外， 带去了中国的物质文化、

闽南特产， 必然产生语言交流，

马来西亚和闽南方言中词汇的

互相借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局面，这是文化交流的

历史见证。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

授，著有《闽南话入门》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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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征文倡议书

各位侨友：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

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

大会代表时强调：“团结统一

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

女共同的根， 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

同的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

的梦。 ”千百年来，众多华侨

华人跨越山海、 远赴他乡打

拼奋斗， 用勤劳与智慧在异

国他乡扎根发展，世世相守，

用血脉与情怀连接故土思

念，代代相传。他们是中华文

化的传播者， 是家国情怀的

守护者， 是中外民间交流的

促进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侨

乡侨批时曾深情感言：“华侨

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

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 这

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

人的精神、中国心。 ”新中国

成立以来， 一大批海外华侨

华人响应祖国的号召， 带着

爱国之情、带着乡愁之约、带

着家人朋友，毅然回国，归乡

圆梦，投身祖国与家乡建设，

他们是新中国发展和新时代

强国建设的见证者、参与者、

贡献者。

为记录广大归侨侨眷和

海外侨胞与祖（籍）国家乡同

频共振的动人篇章， 挖掘和

宣传侨乡文化精神内核，弘

扬和传承嘉庚精神、 华侨文

化，留存奋斗足迹、丰富历史

记忆， 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

的情感认同， 现面向海内外

侨界和有关兴趣爱好者发起

“侨心永向党·奋进新征

程———我与‘侨’的故事”主

题征文活动倡议， 诚邀您用

文字讲述侨界真情、 以笔墨

传递侨界心声、 通过故事续

写文化根脉！ 本次主题征文

活动是厦门市侨联成立 75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由厦门

市侨联、鹭风报社主办，由华

人头条及各区侨联、 高校侨

联共同协办。

★征文时间

1.2025 年 3 月至 2025

年 8 月 4 日止；

2.征文总数为 75 篇，收

到征文总数与截止时间，以

先到者为准。

★征文内容

围绕“侨心永向党·奋进

新征程———我与‘侨’的故事”

主方向，结合自身所做所闻所

见的真实经历、 情感记忆、深

刻感悟，讲述自己心里、眼中、

笔下的“侨”。此“侨”可以是侨

联组织、 侨团、 华侨华人、侨

领、侨商、侨胞、归侨侨眷、侨

乡发展、“侨胞之家”等。

★征文对象

1.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

侨胞；

2.侨务工作者；

3.其他各界兴趣爱好者。

★征文要求

1. 文章需为作者原创，

严禁抄袭、套改；

2. 文章需紧扣主题，观

点正确、鲜明，内容符合意识

形态要求、积极向上、健康文

明，具有一定思想性、可读性

和吸引力、感染力；

3.文章标题自拟，体裁

不限（不包括戏剧、小说），字

数为 600 字—3000 字；

4.文章格式：标题字体

为二号宋体加黑， 正文为仿

宋三号； 在文章左上方标明

“征文”， 在标题下注明作者

所在单位（社团）及姓名、联

系方式； 文中可附相关照片

（需标注说明）；

5.各区侨联、高校侨联

统一收集后，将 Word 版文

件打包压缩发送至厦门市

侨联邮箱 qiaolian@xm.gov.

cn；其他个人投稿可以直接

发到厦门市侨联邮箱。

★征文使用

1.将精选出一批优秀文

章，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若

干，在厦门市侨联成立 75 周

年座谈会上进行表扬；

2. 优秀文章汇集成册，

在座谈会上分发， 并择优在

侨联微信公众号、 网站等平

台进行连续刊登。

★征文活动咨询

厦 门 市 侨 联 办 公 室

0592-2856556、 基层工作部

0592-2856569

������ �一片赤心系桑梓 ，万

卷笔墨寄深情。 无论您身

处何方，无论故事长短，只

要与“侨”相关的美好故事，

就是侨界历史上值得描绘

的重彩一笔， 便是时代长

河中 值 得 铭记 的 浪花一

朵。 来吧，行动起来！ 让我

们共同执笔， 书写跨越时

空的侨乡情缘，让大家听见

广大侨界心底最炽热的声

音！

倡议人：厦门市侨联、鹭风报社

2025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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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宝卿

马六甲福建会馆 图源：新周刊

“侨心永向党·奋进新征程———我与‘侨’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