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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黃紀達局紳為馬來西亞著名實業家，曾經

擁有3家掛牌公司，業務範圍廣泛，包括酒店、購

物中心、屋業發展、電纜業、金融業、保險業等。

拿督黃紀達局紳退休後，事業交由獨子黃益寶繼承

發展。

退休後的拿督黃紀達局紳，過着簡樸生活，閒

時愛好旅遊，而最大的興趣就是欣賞古典音樂。退

休前，拿督黃紀達局紳是活躍於社會、熱心公益的

賢達，曾任全馬數十個社團會長要職。

1984年，拿督黃紀達局紳捐資10萬令吉，發起

設立馬來西亞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拿督黃紀達新聞

獎。此後10年間，新聞獎每年經費不敷，皆由拿督

黃紀達局紳捐助補貼，前後共捐款項逾50萬令吉。

1994年，拿督黃紀達局紳為一勞永逸解決編協

新聞獎財務難題，本身再捐20萬令吉，並親自徵求

知己友好及熱心文化事業人士拿督陳良民、丹斯裡

葉永松、拿督斯裡莊智雅及丹斯裡張德麟4人，每

人捐獻20萬令吉，5人合共捐款100萬令吉充作編

輯人協會拿督黃紀達新聞獎永久基金。

拿督黃紀達局紳於2004年1月16日逝世。

新聞獎發起人簡介�

拿督黃紀達局紳
�

8�∕�新聞獎發起人簡介



丹斯裡葉永松是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主要交

易板兩家上市公司：DutaLand及奧林比亞集

團的董事主席。

在馬來西亞商業圈子，丹斯裡葉永松以靈

活手腕、機智和毅力見稱，因此他的公司得以

穩健發展。

他也通過策略性的長期計劃，使他的公司

成為一個多元化業務集團。

丹斯裡葉永松所領導的企業集團投資建立

連鎖酒店，在吉隆坡興建耗資8億令吉，高達

53層樓附設辦公樓的Duta�Grand�Hyatt�KL。

丹斯裡葉永松於2015年8月15日逝世。

丹斯裡劉天成於1953年出生於彭亨州勞

勿，是天成控股有限公司執行主席，旗下業務

遍佈馬來西亞、中國和澳洲。

丹斯裡劉天成自90年代起積極經營鋼

鐵業，現任大馬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協德

（HiapTek，5072，主板工業產品股）執行副

主席，旗下投資的濟鋼（馬）有限公司，擁有

年產60萬噸鋼板的產能，是我國最大的熱軋

卷板製造商。他所控制的東鋼集團曾與中國首

鋼集團合作，建設綜合鋼鐵廠。

2004年，丹斯裡劉天成進軍採礦業領

域，他借助澳洲證交所上市金西資源有限公

司，在澳洲從事礦產開發。

除了鋼鐵業，丹斯裡劉天成還涉足地產

屋業發展，2010年4月，天成控股成功收購

健基興業（PRDUREN，8613，主板產業股）

19.29%的股權。他領導的其他商業公司也包

括天成屋業發展（馬）有限公司、廣西南寧萬

豪五星級酒店、西部天成（陜西）投資有限公

司、天晟（大連）投資有限公司等。此外，他

也投資於種植業、影視製作以及餐飲等行業。

丹斯裡劉天成在工商場上大展鴻圖，也熱

心教育工作，擔任彭亨州勞勿新巴力華小董事

長，多年來協助華小發展，不遺餘力。

丹斯里葉永松 丹斯里劉天成

贊助人簡介�∕�9



丹斯裡拿督吳德芳於1937年8月27日在

馬六甲州峇璋出生，後負笈台灣，考獲成功大

學化學學位。他於1968年創業，成立多美金

鑽珠寶機構。這家公司於2006年上市，他擔

任公司的執行主席。他在金鑽業創下幾個第

一：首家在購物中心開設金鑽門市；首家採用

電腦化管理；首家“一站式”金鑽珠寶公司；

首家採用網上售賣珠寶的公司。

除了金鑽業，他近年也投入教育和石斑魚

養殖業。他目前是綠洲國際學院董事會主席以

及龍佃海洋生物科技集團董事主席。

丹斯裡吳德芳也是著名華團領導人，曾擔

任了3個最具代表性的華團的最高領導職位，

即華總會長（1994-1998）、客聯會會長

（1997-1998，2003-2009）以及七大鄉團

協調委員會主席（2006-2008）。

此外，他也擔任過馬來西亞金鑽珠寶商公

會聯合總會會長。在擔任會長期間，他協助成

立了馬來西亞金鑽珠寶商公會聯合總會標準

局，通過驗證確保金鑽產品符合國家及國際標

準。他也曾擔任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工商總會

副總會長、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會長

等等。

丹斯裡吳德芳在2006年成立超過百萬令

吉的“吳德芳教育基金”，為企業界典範。

丹斯裡拿督吳德芳於2021年3月21日逝

世。

丹斯裡張德麟是前吉隆坡工業控股有限公

司和其子公司的前總裁和主要執行人。

吉隆坡工業控股是吉隆坡股票交易所掛牌

上市的公司。

吉隆坡工業的核心業務是產業發展和建

築，進而發展成一個集團，投資在金融服務、

製造業、公共服務、私營化服務及海外投資。

丹斯裡張德麟在60年代中期，年紀輕輕

便以企業家的膽色，開拓他的商業王國。

1991年，他接管了當時疲弱的吉隆坡工

業控股有限公司，並把這家公司發展成為迅速

擴張的集團。

他也熱心社會公益，曾是馬華公會安邦再

也區會主席及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會長

等，出錢出力，深受讚揚。

丹斯里吳德芳 丹斯里張德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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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斯裡莊智雅1951年誕生於彭亨州金

馬揚。他自小在貧窮家庭長大，中學畢業後進

入社會工作，70年代曾擔任馬華公會前副總

會長拿督劉集漢的特別助理。

1980年代，他放下工作，帶着妻女前往

英國深造。經過３年苦讀，考獲倫敦大學法學

院學士。

回國後投身商界，不出數年便奠定雄厚的

商業基礎，曾擔任威士茂集團的董事經理及該

集團旗下數家掛牌公司的首腦，成為馬來西亞

商業界的知名企業家。

此外，他也曾活躍於政壇，曾擔任吉隆坡

峇都區國會議員，也熱心文教社會工作，捐助

公益事業，出錢出力。

拿督陳良民在吉隆坡出生，早年在吉隆坡

接受華文教育，擔任過下列團體職位：

雪蘭莪州八打靈育才華文小學董事長、馬

來西亞陳氏宗親總會榮譽會長、馬來西亞漳州

會館名譽主席、雪隆陳氏書院宗親會榮譽會

長、吉隆坡坤成獨中董事、吉隆坡同善醫院董

事、吉隆坡育南學校董事會顧問、吉隆坡中華

獨中董事、吉隆坡沙叻秀學校董事長、雪蘭莪

福建會館董事、雪隆舞蹈協會名譽主席。

他是大成集團總裁兼集團首席執行董事主

席，為隆雪森柔甲一市四州的產業發展商及國

內Ａ級執照土木工程及建築承包商。

1953年，他前往馬六甲負責管理照相館

業務，同時協助其父發展寶成機器泥機廠業

務，隨後自創南馬機械工程公司，專承包油棕

及樹膠翻種工程。

1963年，他於吉隆坡以合資方式創設土

木工程承包公司，隨後創設穩銘集團，從事於

投資膠園種植和產業發展活動。

拿督陳良民於2013年5月1日逝世。

拿督斯里莊智雅 拿督陳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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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高程祖是CNI控股有限公司集團創辦

人，現任執行董事主席兼首席執行員。

他是在1989年創辦長青，今天的CNI長青

集團已經是馬來西亞家喻戶曉的品牌，公司業

務也已擴展到國際，包括印尼、新加坡、汶

萊、香港、中國和印度。

拿督高程祖長袖善舞，在企業界獲得許多

榮譽。他在1995年榮獲《華人企業家雜誌》

推選為大馬38位成功企業家之一；1998年，

大馬《今日直銷》推選他為直銷界最傑出領

袖。

CNI控股有限公司並於2005年8月4日上

市吉隆坡股市第一交易板。

CNI的子公司Exclusive�Mark與Q-Pack

也榮獲優良作業規範；Exc lus ive� Mark和

Q-Pack在2002年及2003年分別獲得“ISO�

9001:2000”國際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拿督高程祖的成就也受到學術界的肯定，

曾榮膺美國薩密爾大學的多層次傳銷管理學名

譽博士。除了在商界的表現有目共睹，拿督高

程祖也秉持了CNI的共存共榮的理念，熱心服

務社會，慷慨解囊。CNI更於1998年成立施恩

愛基金會，由拿督高程祖夫人全德蘭女士擔任

會長，施恩愛基金會是秉持“將世界溫暖起

來”的信念，成為跨越種族、宗教和國家的慈

善組織。

拿督高程祖與全德蘭膝下有一男兩女，他

於2005年榮膺彭亨州蘇丹殿下封賜拿督勳銜

（DIMP）。

富貴集團創辦人兼董事經理丹斯裡鄺漢光

帶領着大馬殯葬領域享譽國際。他的座右銘：

“不可能並不代表不可以”，造就了富貴集團

今日的龐大殯葬王國。

丹斯裡鄺漢光於1990年創辦富貴集團，

今天成為全亞洲規模最大之華人私營風景墓園

集團。丹斯裡鄺漢光秉持着提倡華社殯葬文化

為理念，經營風景墓園為己任，顛覆一般人對

墓地陰森恐怖的刻板印象，從中提升了殯葬行

業的水準，奠定了本地殯葬行業領導者的地

位。

獨具慧眼及堅持信念的丹斯裡鄺漢光除了

於本土開創了逾10間服務分行外，更將富貴

集團分行開拓至印尼雅加達、柬埔寨金邊和新

加坡3個國界，也着手發展其他國家市場如：

台灣、越南及中國，誓言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殯

葬企業。

丹斯裡鄺漢光多年來用心經營莊嚴的生命

事業的同時，也在推廣文化傳承事業，將祖先

古老傳承文化，革新成具有現代文化價值與意

義的文化事業。他在殯葬行業的努力，獲得國

際的肯定，更於2009年榮獲“世界十大華人

創業楷模”榮譽。

拿督高程祖 丹斯里鄺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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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斯裡李益輝太平紳士為蘋果旅遊集團

董事經理，他於1964年生於柔佛州小鎮永平

園丘，祖籍為福州古田。

中五畢業後，他在吉隆坡繼續學業，並進

入日本東京國際大學深造國際經濟系，1995

年畢業。

1996年，他在吉隆坡成立蘋果旅遊有限

公司，以及日本東京分公司。

2008年，公司業績衝破馬幣1.5億後，相

繼在雅加達以及新加坡設有分公司。

2008年，蘋果旅遊業務走向多元化，包

括房地產、酒店、飲食、旅遊學院、航空公司

GSA，網絡行銷等等核心業務。

拿督斯里李益輝（李桑）對旅遊的詮釋

是：旅遊是生活的一大部分，所以提倡漫遊、

主題深度游。李桑更通過文章和電台等媒體的

配合與人們分享旅遊，更親自帶團以實踐旅遊

的眾樂樂說。

李桑留下足跡的國家和地區計有：�

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香港、澳門、南

極、北極、挪威、丹麥、芬蘭、瑞典、格陵蘭

島、冰島、俄羅斯、希臘、荷蘭、葡萄牙、西

班牙、摩納哥、瑞士、法國、意大利、奧地

利、比利時、英國、德國、盧森堡、愛爾蘭、

蘇格蘭、北愛爾蘭、波蘭、捷克、斯洛伐克、

埃及、土耳其、卡塔爾、迪拜、摩洛哥、智

利、阿根廷、巴西、秘魯、美國、加拿大、肯

雅、坦桑尼亞、南非、澳洲、印度、不丹、越

南、印尼以及東南亞各國等等。

拿督陳友信博士擁有英國利茲大學土木工

程榮譽學士學位、英國倫敦城市大學企業管理

碩士學位、英國考文垂企業管理榮譽博士及英

國赫特佛特大學法學榮譽博士。

陳友信是英迪學院創辦人，現任英迪教育

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員。1986年，陳友信有

鑒於教育普及化的使命感，他走上民辦教育之

路，創設了英迪學院，為莘莘學子開拓更廣闊

的前景。

英迪學院是我國最早推介3+0國際雙聯教

育認證課程的大馬民辦學府。2006年，佔地

600華畝的總院升級為英迪國際大學，英迪教

育集團現有學生超過1萬4000名學生，其中

25%學生來自58個不同的國家。

1996年，英迪教育集團成為上市公司，

2008年11月，英迪大學教育集團與國際最大

教育集團Laureate�Education締結聯盟，為英

迪教育集團開拓銜接世界優質教育的新領域。

陳友信也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曾任隆

雪華堂會長，也在馬中友好往來和經貿活動貢

獻服務。

2002年，馬來西亞首次舉辦東協中國論

壇，他出任工委會主席，如今活躍於馬中經貿

活動，膺任馬中經貿總商會第一副會長及馬中

經濟理事會教育委員會主任。2010年，陳友

信博士是中國政協大會的馬來西亞唯一受邀代

表。

社團方面，陳友信博士曾擔任雪蘭莪廈門

公會會長、巴生光華獨立中學副董事長。

拿督斯裡李益輝太平紳士 拿督陳友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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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裡鄭金炎是福建仙遊楓亭人，華聯集

團主席、中國海南宏發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他領導的馬來西亞華聯集團業務多元化，

包括房地產業、種植業、製造業、消閑服務

業、銷售業和高爾夫球會等行業。

除了在大馬，華聯集團也在許多國家和地

區如中國、澳洲、新加坡、越南、菲律賓、香

港、澳門、柬埔寨、馬達加斯加等進行不同領

域的投資活動。其中，位於澳洲的柏斯橄欖油

園以及中國海南文昌高爾夫球會等均是大型投

資。

丹斯裡鄭金炎長袖善舞，待人以誠，樂善

好施，以“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精神回饋

社會，他是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名譽會

長、馬來西亞興安總會及雪隆興安會館名譽會

長等，他也是馬來西亞排球總會前任會長。

丹斯裡梁海金是本地著名上市房地產商馬

星集團的總裁兼董事經理。

馬星集團於60年代創立初期是經營塑料

製造業，業績驕人。1979年，丹斯裡梁海金

接管父親的生意後，大展宏圖，並於1992年

將公司成功上市。過後丹斯裡梁海金逐步擴大

事業版圖，並投身房地產業，在他勵精圖治

下，馬星集團的業績一日千里，今日已成為大

馬首屈一指的大型房地產公司。

馬星集團的業務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不但

涉及住宅建設，而且在商業和工業產業也取得

了輝煌的成績。在過去二十餘年來，馬星集團

持續榮獲了超過100個國內外獎項與殊榮，成

績驕人，項目銷售額連續多年排名馬來西亞前

列。

1996年，丹斯裡梁海金獲頒“拿督”勳

銜，2007年獲頒“拿督斯裡”勳銜以及2009

年獲頒“丹斯裡”勳銜。

丹斯裡梁海金也是一位令人稱頌的慈善

家，非常關注企業社會責任。他在2005年成

立的馬星基金（Mah�Sing�Foundation），造

福社會，助人無數。

丹斯里鄭金炎 丹斯里梁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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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評審團名單�

13個賽項∕12組評審

�

新聞評論獎� 許國偉

� 王介英

� 黃泉安

新聞∕副刊編輯獎� 鄒復金

� 符頌勤

� 妙開法師

年度封面獎� 廖慶曾

� 彭早慧

� 張秋和

報道文學獎� 蔡興隆

� 蔡元評

� 廖朝驥博士

新聞報道獎� 呂仗義

� 潘君勝

� 翁文志

財經報道獎� 麥傳球

� 楊名萬

� 李興裕

旅游報道獎� 林艾霖

� 陳艾琳

� 張榮欽∕游子

教育報道獎� 尤芳達博士

� 羅華炎博士

� 高佩瑤博士

新聞攝影獎� 張毅全

� 王其俊

� 吳國梁

體育報道獎� 彭兆祥

� 黃奕輝

� 吳世祺

娛樂報道獎� 楊劍

� 成方杉

� 紀德喜

產業報道獎� 潘榮德

� 陳健華教授

� 謝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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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簡介

� �

馬來西亞華文媒體編輯人協會（簡稱編協）成

立於1980年9月，宗旨是團結國內各大華文報章編

輯人，共同致力提高彼等專業水平，維護編輯人專

業、尊嚴及地位、同時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

編輯人協會成員均為西馬各大華文報章高層領

導，章程規定各報總編輯或主編、專論執筆人、執

行編輯、新聞編輯、編輯主任、副編輯主任及其他

具有執行權的編輯才符合會員資格。編輯人協會章

程嚴格規定會員資格，旨在確保組織崇高地位和形

象。

編協創會人兼首任會長是《南洋商報》前任總

編輯朱自存，歷任會長包括拿督劉鑒銓、林通光、

張木欽、鍾永安、廖慶曾、潘友來、許春、鍾啟

章、拿督卜佛海及郭清江。

1984年，編協創設新聞獎，著名實業家已故

拿督黃紀達局紳慷慨捐助獎金，編協遂以拿督黃紀

達為新聞獎命名。時至今日，新聞獎已是馬來西亞

華文報壇最高榮譽，獲得國內各華文報刊重視，踴

躍提呈作品參賽，每年新聞獎頒獎禮更是華文報壇

盛事。

拿督黃紀達於1984年至1994年期間，總共

捐款不下50萬令吉。1994年間，拿督黃紀達親力

親為，為編協徵求4位永久贊助人，即丹斯裡葉永

松、拿督陳良民、拿督斯裡莊智雅及丹斯裡張德

麟，每人捐資20萬令吉，新聞獎獎項並以贊助人

命名，計為：

拿督斯裡莊智雅新聞事業服務精神獎

表揚對華文報業有貢獻的報人。得獎人可獲

3000令吉獎金和一個紀念盾。

16�∕�馬來西亞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簡介



拿督黃紀達編輯獎（新聞及副刊兩組）

獎勵美觀、標題活潑的版面設計。得獎人各獎

勵現金3000令吉和一個紀念盾，本獎項也另頒3份

佳作獎，各得獎人各獲1000令吉及紀念盾。

丹斯裡葉永松報道文學獎

獎勵具有高水平的報道文學作品。本獎項優勝

者獲3000令吉獎金和一個紀念盾，另3名佳作獎得

獎人各得1000令吉及紀念盾。

拿督陳良民新聞攝影獎

獎勵具有高水平的新聞照片。本獎項得獎人獲

頒3000令吉和一個紀念盾，另兩名佳作獎得獎人

各得1000令吉及紀念盾。

丹斯裡張德麟評論獎

獎勵具有水平的新聞評論。本獎項優勝者可得

獎金3000令吉和一個紀念盾，兩名佳作獎得獎者

各頒1000令吉及紀念盾。

拿督高程祖財經報道獎

2006年，拿督高程祖捐獻20萬令吉加入成為

本會贊助人，所贊助的財經報道獎命名為拿督高程

祖財經報道獎。拿督高程祖財經獎是對華文報刊財

經新聞組同業的肯定，獎勵新聞工作者撰寫具有前

瞻性及分析深入的財經專題或系列文章。

丹斯裡吳德芳新聞報道獎

2009年，丹斯裡吳德芳新聞報道獎鼓勵新聞

工作者撰寫具有採訪難度的獨家和轟動性新聞，新

聞不限性質與字數，但必須對國家和社會影響重大

或造成轟動，引起媒體全面跟進。

丹斯裡鄺漢光體育新聞報導獎

2009年，丹斯裡鄺漢光體育新聞報導獎則是

獎勵新聞工作者撰寫具有前瞻性及分析深入的體育

新聞或專題系列文章。

拿督斯裡李益輝旅遊報道獎

2010年，拿督斯裡李益輝捐獻20萬令吉加入

成為本會贊助人，所贊助的旅遊報道獎命名為拿督

斯裡李益輝旅遊報道獎，鼓勵大馬華文報刊和雜誌

工作者撰寫具有深度和精彩的旅遊文章。

陳友信教育報道獎

2011年，陳友信博士捐獻20萬令吉加入成為

本會贊助人，所贊助的教育報道獎命名為陳友信教

育報道獎。這個獎項推動新聞工作者，撰寫具有前

瞻及啟發性的教育課題報道、分析文章或專題系

列。

2012年，鑒於通貨膨脹因素，本會通過今後

新聞獎贊助資金提高至30萬令吉。

丹斯裡劉天成年度封面獎

2012年，企業家丹斯裡劉天成慷慨捐30萬令

吉，設立丹斯裡劉天成年度封面獎。

丹斯裡鄭金炎娛樂報道獎

2015年，著名企業家丹斯裡鄭金炎也加入成

為本會贊助人，他捐獻30萬令吉所贊助的娛樂報

道獎則命名為丹斯裡鄭金炎娛樂報道獎。

丹斯裡梁海金產業報道獎

2016年，著名企業家丹斯裡梁海金加入成為

本會贊助人，他捐獻30萬令吉所贊助的產業報道

獎則命名為丹斯裡梁海金產業報道獎。

編協為示公允，每年均邀請學有專長人士擔任

新聞獎評審，歷年評審包括新聞界同道、大學教

授、作家及具有專業知識的社會工作者，評選過程

保密。

編協每年也出版新聞獎作品專輯《激盪與迴

響》，在新聞獎頒獎晚宴上贈送給到會嘉賓。本書

收集各年份新聞獎優勝作品，內容豐富紮實，具有

閱讀與收藏價值。

編協也非常重視會員子女學業，每年均撥款充

作學業獎勵金，獎勵中小學學業優秀的會員子女。

2013年起，編協也予會員在大專深造的子女象徵

式獎勵。

馬來西亞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簡介�∕�17



2011年，本會發起籌募購置產業基金，獲得

熱心人士及商家熱烈響應捐助，總共籌獲240萬令

吉，並於2013年購置一座3層樓店屋，實現以會所

養會的目標。

2016年，本會獲得著名企業家，完美集團董

事長丹斯裡古潤金贊助30萬令吉作為裝修本會會

所用途，本會會所禮堂也冠名為完美堂。

編協是一個非營利組織，感激社會熱心人士信

任和支持，捐助款項作為新聞獎獎金。編協理事會

堅持承諾，除了頒發新聞獎、會員子女學業獎勵金

和一些與新聞事業相關活動開銷以外，絕不濫用新

聞獎基金作為其他用途。

在歷史的長河中，編協度過了四十多個年頭，

前路還很長遠，要做的事情還很多。理事會將繼續

努力，完成設立更多新聞獎的目標。

馬來西亞華文媒體編輯人協會理事會陣容 
（2022-2024年）

會長  ：�郭清江（世華媒體集團（馬來西亞）總編

輯兼星洲日報總編輯）

副會長：�陳漢光（星洲日報執行總編輯）

秘書  ：�朱運健（星洲日報副執行總編輯）

財政  ：�羅依薇（南洋商報總編輯）

理事  ：�林明標（中國報總編輯）、白維振（星洲

日報副總編輯）、李佩佩（中國報執行總

編輯）、鄧麗華（南洋商報數碼新聞主任

兼副新聞編輯）、吳義民（光華日報副總

編輯（駐雪隆辦事處））

2020拿督黃紀達新聞獎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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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拿督黃紀達新聞獎頒獎典禮�

2020拿督黃紀達新聞獎頒獎典禮��∕�19



拿督斯里莊智雅服務精神獎��

人生最幸福的事 在第一志願裡終老

� �

�

�

�

�

�

�

�

�

�

�

謝謝編協諸君抬愛。藉此回眸再合指一算，真

巧原來我是在40年前成為媒體人。沈浸在這個行

業加減30多年，竟渾然不覺時日過，真是太幸福

了！因為不是很多人有機會在深愛的工作中欣欣成

長，在人生第一志願的工作裡終老。我同時也非常

幸運，因為一路走來，一直獲得前輩們不吝的提點

與無私的經驗分享，在路上遇到許多理念一致的同

道中人，以及相互扶持的同伴們一起併肩前行。

從20世紀�80�年代跨越至21世�紀，媒體生態

屢經劃時代的演變。從民營民辧至集團企業化，從

平面至跨媒體再到多媒體，每一場銳變都是一次嶄

新的提昇，在在考驗媒體人的自強能量。從面對

來自有關當局�懸在頭上的那把無形刀，至來自鍵

盤後面看不見影子的子彈，無論在那些年還是在今

天，媒體人日復日所面對的挑戰、考驗和監督的力

度，始終和媒體自我鞭策的�‘與時並進’�精神不

謀而合。讓我借此機會，跟一直抱持初心，在各自

岡位上發揮使命的每一位說聲‘幸苦了’。同時也

請相信，荊棘中一樣可以開滿繁花。加油！祝福大

家。

彭早慧《光明日報》

彭早慧簡歷：

˙� �1982年� �加入《馬來亞通報》任職日文翻譯。

˙� �1983年� �進入《生活出版集團》任職日文翻譯。

˙� �1985年� �調任《新潮》雜誌主編。

˙� �1986年� �隨著《新晚報》創刊與《中國報》復刊，調任報界至2000年。先

後出辧企劃編輯、執行編輯、助理副總編輯、副總編輯和總編輯。

˙� �2001年� �轉戰圖書產業�，專責中文圖書採購／出版及版權買賣。�

˙� �2006年� �加入世華媒體，任職《亞洲眼》月刊主編。

˙� �2007年� �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至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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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里劉天成 

年度封面獎

大� 獎∕�凡必留痕．說我貪證據拿來

佳作獎∕�納吉監12年

� � � � �展延振興配套．元首今選首相．敦馬團結政府

� � � � �林冠英控索賄．彭麗君控串謀．周玉清控洗錢

� � � � �反傳統．無副揆

� � � � �敦馬受委臨時首相

吳婉欣《中國報》

黃寶心《南洋商報》

黃琳琳《南洋商報》

張淑儀《星洲日報》

黃素燕《南洋商報》

王巧蓮《中國報》



凡貪必留痕．說我貪證據拿來

� �吳婉欣《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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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吉監12年

� �黃寶心《南洋商報》

丹斯里劉天成年度封面獎��-�佳作獎�∕�23



展延振興配套．元首今選首相．敦馬團結政府

� �黃琳琳《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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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控索賄．彭麗君控串謀．周玉清控洗錢

� �張淑儀《星洲日報》

丹斯里劉天成年度封面獎��-�佳作獎�∕�25



反傳統．無副揆

� �黃素燕《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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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馬受委臨時首相

� �王巧蓮《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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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黃紀達 

編輯獎（新聞組）

大� 獎∕�動感泰國

佳作獎∕�相遇菲律賓

� � � � �細感越南

� � � � �獨特剪裁旗袍搶眼

� � � � �穿漢服也很接地氣

� � � � �黎巴嫩大爆炸

謝慧麗《星洲日報》

邵美鳳《星洲日報》

袁博文《星洲日報》

陳文傑《星洲日報》

劉景儀《星洲日報》

劉雪妮《光明日報》



〈東盟專題：海水到處有華人〉系列�

動感泰國

� �謝慧麗《星洲日報》

拿督黃紀達編輯獎（新聞組）��-�大獎�∕�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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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專題：海水到處有華人〉系列�

相遇菲律賓

� �邵美鳳《星洲日報》

拿督黃紀達編輯獎（新聞組）��-�佳作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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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專題：海水到處有華人〉系列�

細感越南

� �袁博文《星洲日報》

拿督黃紀達編輯獎（新聞組）��-�佳作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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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剪裁旗袍搶眼

� �陳文傑《星洲日報》

拿督黃紀達編輯獎（新聞組）��-�佳作獎�∕�35



穿漢服也很接地氣

� �劉景儀《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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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大爆炸

� �劉雪妮《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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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黃紀達 

編輯獎（副刊組）

大� 獎∕�夜貓族不睡覺�都幹些什麼？

佳作獎∕�覃照嘉從設計到製作．縫出有溫度的帆布包

� � � � �觸得到的電影故事

� � � � �疫情來襲多洗手少擦眼．眼睛紅通通�小心病毒爬上眼

� � � � �在秋雨泥步中修行

� � � � �30年老厝大改造．侘寂居家綠意恬靜

邵美鳳《星洲日報》

何詠微《中國報》

袁博文《星洲日報》

謝慧麗《星洲日報》

黎家響《南洋商報》

林毓敏《星洲日報》



夜貓族不睡覺 都幹些什麼？

� �邵美鳳《星洲日報》

拿督黃紀達編輯獎（副刊組）��-�大獎�∕�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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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照嘉從設計到製作．縫出有溫度的帆布包

� �何詠微《中國報》

拿督黃紀達編輯獎（副刊組）��-�佳作獎�∕�41



〈自由電影節〉系列�

觸得到的電影故事

� �袁博文《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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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來襲多洗手少擦眼．眼睛紅通通 小心病毒爬上眼

� �謝慧麗《星洲日報》

拿督黃紀達編輯獎（副刊組）��-�佳作獎�∕�43



在秋雨泥步中修行

� �黎家響《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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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老厝大改造．侘寂居家綠意恬靜

� �林毓敏《星洲日報》

拿督黃紀達編輯獎（副刊組）��-�佳作獎�∕�45



拿督陳良民 

新聞攝影獎

黃安健《星洲日報》

李國豪《光華日報》

陳奕龍《南洋商報》

陳啟新《東方日報》

大� 獎∕�母子六人疑患疫病送院診察

佳作獎∕�半山芭實施半強化行令

� � � � �喂喝

� � � � �疫情中見溫情



母子六人疑患疫病送院診察

� �黃安健《星洲日報》

拿督陳良民新聞攝影獎��-�大獎�∕�47



半山芭實施半強化行令

� �李國豪《光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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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喝

� �陳奕龍《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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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見溫情

� �陳啟新《東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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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裡吳德芳 

新聞報道獎

白慧琪、張露華、郭慧筠、葉洢穎、林德成、梁慧穎《星洲日報》

莫詠焮《星洲日報》

黃田恬、林雪晴《星洲日報》

黎添華《南洋商報》

大� 獎∕�〈防疫總動員〉系列

佳作獎∕�〈他和她們的世界〉系列

� � � � �〈籌善款自肥：你辜負了我的愛！〉系列

� � � � �〈透視全民炒股〉系列



〈防疫總動員〉系列一�

疫情發展篇：疫情全球爆發，我們如何守住防線不失控？

� �

我們剛過了一個不安心的農曆新年。我們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籠

罩之下，為買不到口罩而慌張，為大馬和鄰國相繼出現確診病例而緊張。

新冠肺炎最初在中國武漢爆發，因前所未有又尚無藥醫，全球對它的懼怕遠勝其他傳染疾病。大馬人

在接收到新冠肺炎資訊時，武漢疫情已經非常嚴重，恐慌應運而生。一場疫情究竟如何爆發？馬來西亞此

刻處於哪個階段？

�

衛生部副部長李文材解釋，一場疫情自爆發

（Outbreak），發展成流行疾病（Epidemic），在

某地區大規模傳染開來。當疫情不受控制，跨越各

國散佈至各大洲，就會演變成瘟疫（或稱“大流

行”，Pandemic）。

套用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疫情發展階段

馬來西亞的情況與中國截然不同。大馬疫情始

於“輸入病例”，目前也發生“本土感染”，但尚

未進入“社區傳播”，更未“疫情失控”。

輸入病例

①� �大馬首例是從新加坡入境的中國人，是新加坡

確診病例的親屬。

②� �首名確診的大馬人，新加坡出席會議染病。

③� �目前22例中20例皆為輸入病例，途徑包括武漢

撤僑、新加坡、澳門返鄉和威士特丹號郵輪。

本土感染，Local Transmission

①� �首名確診大馬人在新年聚會期間，妹妹和岳母

相繼感染。（註：我國目前維持在此階段）

②� �以上兩宗情況，衛生部已第一時間掌握與病

人接觸過的人士，展開追蹤調查（Contact�

Tracing），進一步隔離、檢疫。

③� �目前大馬的疫情並未在社區擴散。

④� �新冠肺炎透過飛沫和接觸感染，居住在同一社

區但未與患者近距離接觸者無需過度擔心。

社區傳播，Community Spread 
（大馬暫未進入此階段）

①� �病人已經追溯不到感染源頭

②� �在尚可控制範圍，政府將局部限制活動，例如

禁止舉辦大型集會。

疫情失控

①� �若疫情失控，政府將宣佈“國家災難”

（National�Disaster），禁止任何舉辦集會，學

校、幼兒園、戲院、商場、公司都暫時關閉。

②� �禁止一切活動是為了阻止病毒繼續人傳人。一

旦中斷傳染鏈，疫情才有機會受到控制。

馬來西亞防疫級別：

①� �早期遏制（Early�Containment）

②� �後期遏制（Late�Containment）

③� �緩解（Mitigation）：如果進入社區感染，沒有

把握完全根除疫情，只能盡力阻止疫情擴散。

如：肺癆，尚未根除，但處於可控制範圍，每

年約2萬起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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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裡檢測新冠肺炎？

李文材透露，我國自獨立以來，衛生部已有應

對傳染病的機制，並在2003年SARS疫情後進一步

提升。一旦出現任何傳染病病例，衛生部會立即追

蹤（Contact�Tracing），確保疫情不會擴散。

目前全國共有57間政府醫院可以檢測新冠肺

炎，26間政府醫院接收確診病人。非政府醫院馬

大醫藥中心也提供上述服務。

詳細名單暨地圖：https://bit.ly/2SI4JYB

誰在應對疫情？

˙� �國家天災管理機構（NADMA）主導，由副首

相旺阿茲莎主持，跨部門參與。

˙� �衛生部：評估疫情，提供專業醫療及公共衛生

建議

˙� �大馬通訊及多媒體委員會（MCMC）：打擊假

消息

˙� �內政部：邊境關口，如早前禁止中國湖北省、

江蘇省和浙江省入境；禁止中國出發或曾停泊

中國的郵輪停靠大馬。

˙� �外交部：武漢撤僑行動

˙� �貿消部：控制衛生產品（口罩）供需

˙� �財政部：防疫資源採購

˙� �教育部：下達校園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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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總動員〉系列二�

病理認識篇：解讀病毒，打好自身防疫戰

� �

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際，網絡上有各種關於病毒的文章，專家的話、防疫必讀等林林總總的資訊，

真真假假、行或不行，越看則越亂，為此訪問了兩位有關病毒及呼吸道疾病的專家，讓大家對這個病毒及

病毒傳播有更清楚的概念。

這兩位專家分別是馬大熱帶傳染病研究及教育中心（TIDREC）病毒學家沙扎裡教授及呼吸內科莉麗

戴安娜再努丁顧問醫生。

�

避免被感染，有沒有安全距離？

目前已經確定新冠肺炎病毒可以通過唾液傳

播，為了避免受感染，人與人之間應該維持多遠的

距離？

沙扎裡：病毒可以通過直接接觸（碰觸），包

括鼻唾液在內的傳染性鼻分泌物，或通過飛沫傳

染，如在打噴嚏或咳嗽時傳播，因此沒有特定的安

全距離。

所以至關重要的是，所有有呼吸道感染症狀的

人，在咳嗽或打噴嚏時都要用紙巾、手帕或襯衫袖

子遮住嘴或戴口罩，並用肥皂或消毒劑洗手，避免

病毒傳染。

莉麗：一般而言是沒有必要，但如果是有不舒

服症狀如咳嗽，或疑似病例的人，最好保持1公尺

距離，戴口罩與接觸後洗手是必要的。

糞便傳播病毒？如何預防？

最新研究顯示，糞便也可以是病媒，那糞便傳

播途徑是什麼？專家已經在患者的糞便中鑒定新冠

病毒，直接與傳染性糞便接觸、沖馬桶過程中產生的

氣溶膠和液滴也可能傳播，有什麼辦法可以預防？

沙扎裡：避免病毒通過糞便傳染的有效方法，

包括廁所要通風，沖廁時蓋好馬桶是一個好習慣，如

廁後洗手以及使用肥皂和消毒劑，徹底洗淨雙手。

莉麗：目前沒有報告確定糞便是傳播管道。以

過去的SARS事件為例子，糞便確定是其中一個傳

播管道，但新冠肺炎還沒有確定，所以現在應該注

重在雙手衛生的預防措施。再者，如果排污系統良

好的話，應該不會有這方面的擔憂。雖然現在中國

有一個社區在不同樓層檢測到相似病毒，專家推測

可能是排污系統問題，但還沒有獲得證實。

安全起見，使用馬桶後，抽水時把馬桶蓋蓋起

來會比較好，廁所要保持通風，窗口最好打開。最

重要的就是徹底洗手，這是預防及防止病毒的基本

途徑。

另一個重點就是減少感染風險，如減少去人多

的地方，使用口罩，尤其是與不舒服的人在一起的

時候。

過去SARS病毒確認糞便是傳播途徑之一，但

新冠肺炎至目前為止還沒有確實報告，因此徹底洗

手、減少到人多地方、吃完全熟透的食物，避免吃

生食，以減低感染風險。

保險套可防病毒嗎？

新冠肺炎引發民眾搶購防疫用品，口罩、消毒

洗手液被搶光不在話下，連避孕套也出現搶購熱

潮，這病毒會否也可以透過性愛傳染？

沙扎裡：當前沒有關於這些可能性的報告，因

此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驗證這些可能。

莉麗：目前沒有報告指新冠肺炎會通過性交傳

播，而且即使戴了保險套，也不能確保不會受感

染，因為新冠肺炎主要是通過飛沫傳播，若性交伴

侶是新冠肺炎患者，在親密接觸下，伴侶也可能會

通過口鼻分泌物而感染，所以不存在使用保險套可

以預防新冠肺炎的說法。

病人痊癒後會繼續追蹤嗎？

感染者痊癒後會復發嗎？出院後醫院還會繼續

追蹤嗎？

沙扎裡：目前沒有報告表明患者痊癒後會否復

發。通常當病人痊癒後，醫院不太可能會追蹤病人

情況。但是如果病人出現任何新的健康狀況，希望

患者去看醫生。

莉麗：是否要追蹤病人，視乎病人感染程度輕

重，如嚴重感染、肺炎、器官衰竭，當他們好轉出

院之後，院方還會繼續觀察。

白慧琪、張露華、郭慧筠、葉洢穎、林德成、梁慧穎《星洲日報》

54�∕�丹斯裡吳德芳新聞報道獎��-�大獎



醫院也沒有設定追蹤期限，若患者在出院的兩

個星期內症狀持續出現或新症狀出現，才會繼續追

蹤，如果沒有症狀就不需要長期追蹤。

現階段沒有治療新冠肺炎藥物，在醫院隔離的

確診病例，醫院也只是提供支持性治療（supportive�

treatment），包括檢測體溫、提供氧氣、確保病人

多喝水、留意病人有沒有腹瀉等症狀。如出現嚴重

感染情況，醫生會讓病人服用抗生素，服用期長短

由主治醫生來決定，沒有特別治療法。

新冠肺炎會攻擊身體其他器官嗎？

莉麗：新冠肺炎是一種通過飛沫傳播的病毒，

借由口鼻液體傳染，而口鼻是鏈接肺部，屬於同一

個頻道的器官。所以當傳染病是通過口鼻飛沫感染

時，第一個出現狀況的往往都是肺部，這包括咳

嗽、呼吸困難、發燒、喉嚨痛等等。

任何疾病感染，尤其病毒感染，無論是

SARS、流感、新冠肺炎，都是從輕症到重症，呼

吸系統疾病也會攻擊心臟、肝臟、腎臟，嚴重甚至

會導致死亡，這是一貫的疾病譜。因為這些都是有

關呼吸系統的病毒，所以呼吸道是病毒進入及傳染

到身體其他器官的主要通道。

眼睛雖然不是直接連接肺部，但眼睛有眼膜，

當手沾到病毒之後，用雙手揉眼，也會通過眼膜或

眼睛分泌物讓病毒進入身體。

普通流感或病毒感染，不需隔離

咳嗽、發燒已經變成民眾潛意識的新冠肺炎症

狀，如家人這段非常期間也感染了流感而出現相同

症狀，是否需要隔離？

莉麗：如只是普通流感或病毒感染，不是新冠

肺炎疑似病例，並不需要隔離，病人只要採取衛生

措施就可以，如打噴嚏或咳嗽時必須用東西遮住，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室內通風就可以，不必過於

擔心，不需讓病人獨自隔離在房間，或禁止病人同

桌吃飯。

加強免疫：健康生活 + 均衡飲食+運動

目前新冠肺炎沒有特效藥，痊癒者都是靠自身

免疫力康復，在這個非常時刻可以如何加強自身的

免疫系統？

莉麗：提升身體免疫系統，不是單一方法，而

是需要一套和諧與平衡的系統。首先必須要有健康

生活方式與飲食習慣，多吃蔬果，多喝水，定期運

動，足夠休息、減少壓力是關鍵，不吸煙，喝酒適

量，都是簡單方法。

至今科學家還沒有研究到治療新冠病毒特效

藥，也沒有找到任何“魔術”藥物可以提升免疫系

統至對抗病毒。

但如果你覺得飲食中缺乏某一些維他命可以額

外補充，如缺乏蔬菜可以吃多種維他命。

世界衛生組織網站也說明，沒有任何維他命可

以幫助提升免疫系統，尤其在現在這個非常時期，

反之回到基本健康飲食及健康方式才最有效。

至於維他命C，可以幫助人體吸收一些礦物

質，但如果作為藥用或提高免疫系統，沒有研究證

明有效，反之過量甚至會有損健康。

口罩用後如何處理？

使用過的口罩或其他衛生用品要如何處理？新

冠肺炎確診患者使用過的口罩，會否成為傳播途徑？

莉麗：口罩，首先要懂的戴口罩的正確方法，

要罩住口與鼻，讓臉與口罩保留最少的空隙，不然

戴了也沒用。

其次，用過的口罩對折起來，丟棄在有蓋垃圾

桶，之後洗手。畢竟這是新病毒，而且表面接觸也

可能會受感染，且不知道病毒的存活期多長。所以

用過的口罩還是需要妥善處理，避免丟棄在開放式

垃圾桶。

理論上接觸到有病毒口罩的確會有感染風險，

如SARS病毒與新冠病毒是相似的，以前SARS病毒

就是經電梯表面傳染，所以如果接觸到有病毒的口

罩而沒有進行衛生處理，有可能會感染病毒。

這也是為什麼用過的口罩一定要丟棄到密封垃

圾桶，不暴露在空氣中。無論戴手套或不戴手套，

接觸後都要洗手，這很重要。

防疫人人有責，做好預防措施

莉麗強調，防疫人人有責，不只是前線醫護人

員的工作，也不只是政府的責任，民眾也必須盡本

身的責任，包括：

˙� �身體出現不適症狀時就要看醫生及如實呈報，

及早治療；

˙� �不需要太過驚慌或壓力，但要做好預防措施，

從最基本的洗手做起；

˙� �避免到人多的場所或出國旅行，即使去的並非

疫區國家，但出國就必須經過機場等人流密集

的場所；

˙� �維持衛生習慣，與有症狀的人保持距離，戴口

罩、勤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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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大作戰，提升免疫力速成法

儘管目前醫學研究人員仍未研發出新冠病毒疫

苗，但很多感染患者卻憑着自身的免疫系統打勝了

這場硬仗，痊癒的走出醫院。

因此，“提高身體免疫能力”、“增強免疫系

統”方法都成為網上熱搜的名詞，坊間也掀起了一

陣搶購維他命C的熱潮，到底要如何提升自體免疫

能力？有什麼速成的食物或方法可以達到增強免疫

系統效果？

自然療法師駱愛玉表示，在口罩與消毒洗手液

都缺貨之下，很多人都擔心要如何防疫，尤其是病

人或家中有慢性病的長者與家人更感擔憂，在這個

非常時刻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加自體免疫力，預防感

染病毒？

她給大家的建議，就是根據自身的健康及免疫

力來預防，如有慢性病或免疫力不好的人，尤其是

心臟有問題的人，肺功能也不好，一定要加強本身

的免疫力。她提供了一套提升免疫能力的建議，大

家不妨參考，身體底子打好，病毒也不容易入侵。

①� �減少食物中的糖分及澱粉質攝取，包括米飯、

餅乾之類。

②� �多補充礦物質，增加身體鹼性。這些礦物質包

括鉀（Potassium）、鎂（magnesium）、鋅

（Zinc）、硒（selenium），維他命C、維他命

D。這些都是有抗氧化作用的礦物質，當體內

礦物質增加的時候，就可以釋放電子給細胞，

讓細胞更穩定。當中鋅對促進健康有很多作

用，尤其是提升免疫系統作用最大。

③� �多曬太陽。陽光是免費的維他命D，對免疫系

統非常重要。

④� �壓力會降低個人免疫力，尤其在這個緊張時

期，很多人都感到壓力，可以補充維他命C，

或食用大蒜、薑黃，或深色蔬菜水果來平衡壓

力。深色水果如橙、藍莓、木瓜，都是高抗氧

化水果，可以釋放更多的電子給細胞。

⑤� �煙民或飲食習慣不良的人，通過補充上述營養

及改變飲食方式，可以幫助肝臟及腎臟來個小

排毒。

⑥� �喝足夠的水，多吃蔬菜水果，多運動。

不過，她強調，這是提高免疫能力的速成法，

因為有需求才需要這麼做；當疫情受控制以後就不

必這麼做，只要通過良好的飲食習慣，睡得好，管

理壓力情緒，就可以保持自身的免疫系統。

56�∕�丹斯裡吳德芳新聞報道獎��-�大獎



〈防疫總動員〉系列三�

心理輔導篇：做好心理防護，別因不明資訊而恐慌

� �

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造成的不只有人命及經濟上的損失，更甚的是引起人們內心的恐慌。極度恐

慌如同帶着病毒的雪球，當越滾越大後，所導致的後果將不堪設想，而這需要理性和智慧來遏制其中的不

良影響。

�

馬來亞大學衛生系統和政策高級研究員許瑞慶

醫生分析，新冠肺炎引起社會恐慌的原因為，第

一，缺乏足夠事實，對未知感到恐懼；第二是邊界

失守，不再受到保護；第三，民眾會比較其他國家

跟我國所實行的防範措施，當覺得我國政府採取的

行動不比別國安全，就會產生恐慌；第四是對新冠

病毒的瞭解不深。

他認為，民眾其實對疫情不必感到過於緊張，

因為這不是我國首次處理疫情爆發，也不會是最後

一次面對疫情爆發。

“恐慌能提醒大家勤洗手、給孩子注射疫苗和

照顧好身體，所以某程度的恐慌有一定助益，但長

時間處於恐慌會導致疲憊，待下次疫情爆發時，會

否因此停止恐懼？我們應該保持警惕謹慎，卻不應

過於害怕，進而對恐慌麻木。”

他說，我國政府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現良

好，已經有成功治癒的案例，目前還沒有死亡病

例，而且衛生部也定時通過臉書、媒體或新聞稿發

佈相關消息，達到透明且密切的溝通，更重要的是

衛生部有跟其他單位，如移民局、首相署、外交部

等合作，共同抗疫，就連世界衛生組織代表亦讚揚

我國政府應對疫情的舉措。

疫情之下，如何查證資訊真偽？

針對疫情資訊的透明度，許瑞慶認為，其實很

難取得平衡點，要是資訊太多，大眾沒做好消化龐

大資訊的準備，結果將引起社會恐慌，而資訊過

少，民眾又會不信任政府。

“這是需要每天做出的決定，我個人傾向於資

訊透明化，但大眾也有責任善用資訊，而不是拿來

嚇唬自己，對恐慌變得無感。”

至於應公開的資訊包括正確的事實，如確診病

例數目、治癒人數及死亡人數，以及已經獲證實的

事實，像勤洗手能幫助減少病毒、病毒的傳播途徑

等。然而，不應分享尚未確認的資訊。

“世界衛生組織沒有設立國際準則說明應分享

多少資訊、多久要分享一次和報告的速度，每個國

家都有自己的節奏，沒有對與錯之分。我國的報告

速度是每天一至兩次，這是合理的頻率，雖然大眾

可能想要每小時更新消息，但也要諒解衛生部和醫

護人員同時也有日常工作要處理。”

他說，分享病人資料不管在道德或法律上都是

錯誤的行為，“醫生極力保護病患資料，無論病人

患有糖尿病、肺結核還是愛滋病，都是他的個人隱

私，我們絕對不能公開病患的資料，除非他本身願

意。而且分享病患資料有可能會觸犯法律，像個人

資料保護法令（PDPA）就是要遏制個人資料的分

享。”

若社會過於恐慌將造成人民不再相信衛生部和

醫生，只相信社交群組裡的朋友，而且會引發物資

搶購現象，最終導致國家失去團結，更嚴重的是貧

窮人民會受影響，因為富有的人有能力購買很多資

源，窮困人士卻無法。

“降低恐慌的方法是要相信政府，原因是我國

政府處理過不少疫情爆發事件，還每天在應對骨痛

熱症和肺結核，擁有豐富的疫情處理經驗；還有不

要相信傳播在社交媒體的消息，應通過正式資源來

驗證；最後，試回想我們如何度過上次疫情，只要

夠謹慎，一定能順利跨越新冠肺炎，但要是過於恐

慌，也許將做錯決定。”

小心處理資訊，避免造成更大恐慌

精英大學心理學系高級講師鄭猷俊博士說，恐

懼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原始情緒，而新冠肺炎之所以

造成恐慌是因為疫情充滿不確定性，包括疫情會延

續多久、是否能治癒、中國的真實情況等，而且疫

情會威脅本身和摯愛的性命。

“人們有消極偏見，就像報紙的頭版多數看到

的都會是負面新聞，所以當面臨不確定性時，我們

會傾向於往最壞的結果思考。”

極度恐慌隨之而來的就是假消息的散佈和物資

搶購，“當人們陷入負面思考，一旦從社交群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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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消息，很容易信以為真，反而質疑事實或官方

報告，進而引發假消息更廣泛地傳播。假消息的廣

泛傳播只會加劇社會恐慌，這過程稱為情緒感染，

恐慌就如同病毒般擴散給身邊人。”

他提醒大眾應小心處理資訊，尤其是在社交群

組中散播的消息更應該再三查證，確保來源可信，

並且勿轉發任何無法驗證的新聞。同時謹慎地善用

資訊，並時刻跟進疫情消息來做決定，避免因倉促

下決定，而導致情況變糟。

除了恐慌，另一個由疫情延伸出來的問題是歧

視。基於有不少來源顯示新冠病毒的成因是野味，

造成大家開始責備中國人，甚至認為應禁止所有中

國人入境，只要擁有華人外表，不管是不是來自中

國，都可能遭受排擠。

“消除歧視並不容易，大家必須自我提醒，不

是所有黃皮膚的人都來自武漢，而且身上帶有病

毒，以膚色和外表來批判別人是非常不恰當的行

為。”

他鼓勵大眾可以多關注正面發展，勿專注於負

面消息，“雖然有不少人因新冠肺炎身亡，但同時

也有很多人被治癒，我國就有成功治癒的案例，痊

癒者還已經出院。另目前疫情較為嚴重的是中國，

不過至少當地政府已採取措施防止疫情肆虐至別的

國家，世界衛生組織也有委派代表到當地給予援

助，期待情況能逐步改善。”

在這艱辛時刻，他提醒大家最重要的是照顧好

自己，除了保持身體健康，亦要勤洗手，維持良好

衛生習慣，各組織和機構也同樣需保持衛生和潔

淨。

58�∕�丹斯裡吳德芳新聞報道獎��-�大獎



〈防疫總動員〉系列四�

居家隔離篇：居家隔離他們這樣做……

� �

武漢新冠肺炎肆虐以致人心惶惶，如果居住的地區很不幸地淪陷了，那我們又該如何做好居家隔離，

以減低感染的風險？也許他們的話，你可以聽一聽。

�

2019年12月底，武漢人姜圓圓（化名）在微

信上看到一則關於新型肺炎的“流言”，由於經歷

過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加上本身是醫學院校畢

業的，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購入大量的口罩、酒

精和84消毒液。

1月20日開始，除了到醫院給父親取藥以及下

樓倒垃圾，她和父母親基本就待在家裡不出門，儘

管當時武漢還未宣佈封城。

“在家的人除了憋悶，其實都還好。”她說。

每一回出門都會全副武裝，穿上全套防護服，

他們都盡量不碰觸任何地方，會用酒精棉片按電梯

鍵，回家後用84消毒液為外衣、鞋子消毒，再將

烘乾機設置到60度以上烘乾，最後用酒精消毒雙

手。

“然後再去洗澡，這是為了沖乾淨飛沫。”

而用完的口罩，她會在回家之前集中放進專門

的袋子封口，再噴點酒精。此外，由於她家位於頂

層，因此開窗戶沒什麼顧忌，早晚開窗半小時以確

保空氣流通。

至於物資補充方面，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馬鮮生

設有無接觸送貨服務，她會在網上下訂單，並在家

門口放一個空盒子，在對方送菜之前消毒一遍，隨

後送貨的小哥會將貨物放在盒子裡，全程不接觸不

碰面。

“我們家也暫時打破華人習慣的共餐制，基本

我母親都會把菜分成全家人一人一份。餐具每天高

溫消毒。”

其他不像圓圓那樣有醫學背景的人會怎麼做？ 
沒有防護服，一次性浴帽和帽子替代。

玄玄（化名）在武漢宣佈封城那一天，提前購

買了2周份量的物資：“青菜、肉都有，青菜會買

比較好存放的，比如大白菜、包菜、蘿蔔、土豆、

西紅柿（即番茄），還有雞蛋和麵條。”

她不像圓圓具備購買防護服的管道，所以出門

時會戴口罩、一次性手套、護目鏡，先戴一次性的

浴帽後再套上帽子，盡量不裸露接觸外面的東西。

回家進門前，首先往腳上噴消毒液或者酒精，

身上也會適當噴一些，主要是袖口，然後不摘口罩

先去洗手，洗完手先摘口罩，脫掉外衣外褲，把這

些掛在曬衣服的陽台上，噴上酒精，等通風自然揮

發，最後再去洗手，換上乾淨的衣服。

“在家隔一兩天會消毒，拿消毒水擦傢俱、拖

地。”

雖然她所居住的小區有確診病例，不過並不在

她居住的那棟樓，所以感覺還好，但是出門還是比

較謹慎。

醫生建議：勤洗手

家庭醫科專科醫生羅健文認為，馬來西亞現在

的情況還在可控範圍，所以公眾無需感到恐慌。但

是，可以做最基本的個人防護措施。

①� �勤洗手。沾有病毒的飛沫可能會落在任何地

方，當我們的手碰觸到那些地方後，病毒自然

“隨行”，接着再碰觸眼耳口鼻就很容易感

染，因此要勤洗手，以洗掉飛沫。

②� �保持良好的呼吸道衛生習慣。比如打噴嚏時要

遮住口鼻，事後立即洗手；吃飯使用公筷等等。

③� �保持環境清潔和通風。要開窗，空調的濾網要

常清洗。

④� �增加身體的免疫力。均衡飲食、運動以及不熬

夜，最好在晚上11時前入睡。

⑤� �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若與從武漢或中國地

區回來的人群接觸，最好自我隔離14天。

如何自我隔離？

萬一不慎成為“疑似”感染或已經感染的一分

子，需要在家隔離，何謂“居家隔離”？

就是不出門，不予任何人接觸，以防止病毒擴

散出去。羅健文建議居家隔離的人可以注意以下幾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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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己獨居一間臥室，臥室內需具備朝外的窗戶

以及廁所。原因是開窗可確保空氣流通；如今

證實糞便亦能傳播病毒，不共用同一間廁所以

保證不傳染給其他親屬。

� � �倘若是在外租房的人，不具備單獨廁所的條

件，那在上廁所之後，必須將廁所洗乾淨。

②� �必須單獨用餐，備好一套專屬自己的碗碟比較

好。

③� �與“疑似”感染的患者同居一屋簷下的親屬，

可用酒精或消毒液擦拭該患者觸碰過的地方，

比如傢俱、門把等等。

④� �當雙方有必要當面交流時，都必須戴口罩，並

且保持1至2公尺的距離。

⑤� �若家中有患者，可用網絡訂購必需品或食物，

請快遞或外賣員將物品放在門口離開，自己才

去取，盡可能全程不要接觸對方。

⑥� �至於患者的衣服若能用熱水清洗更好，因為56

度以上的熱水能殺死病毒。

忙抗新冠病毒時，更需要注意流感

羅健文表示，其實相比起SARS，新型冠狀病

毒較“弱”，“它只是感染性很強，不像之前的

SARS那麼厲害，所以用75%以上的酒精消毒就已

經很足夠。”

他說，由於中國多個城市已經封城，目前而言

馬來西亞的情況是受控的，只要能追蹤到他們出行

軌跡，那基本上就能夠控制疫情。

在我們訪問期間，一名患者的檢驗結果出爐，

他皺着眉頭說：“其實在馬來西亞，我們要怕的是

流感，這個寶寶就是A型流感。”他補充，不過也

因為大眾對於新冠肺炎的警惕，反而降低了流感患

者人數。

“希望大家不要太恐慌，因為太恐慌會造成免

疫系統下降，最重要是照顧好個人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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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總動員〉系列五�

口罩篇（上）：一“罩”難求？別慌 買對口罩最重要

� �

目前一“罩”難求，早前國內貿易及消費事務部透露，我國共有4家工廠製造口罩，每天生產的口罩

數量平均為62萬7142片（3層外科囗罩）。但這些囗罩供應本地市場之餘，也會出口到國外。當新冠病

毒肆虐時，很多人因各種資訊湧入而陷入恐慌，進而引發各種搶購潮，令到市場上的三層外科口罩嚴重缺

貨。民眾除了緊跟藥劑行最新的貨源消息，或在網上購買，難免遇到無良商家買到劣質品。究竟要如何做

個精明的消費者，選購符合規格的口罩？

�

大專藥劑（Alpro� Pharmacy）藥劑師陳澤銓

說，我國大多數口罩都在中國製作，目前中國限制

口罩出口，民眾只能依靠本地製造商或鄰國生產商

供應。如果從國外代購或網購口罩，一定要選擇正

規管道發售的產品。陳澤銓建議可以依據下列3種

方式選購三層外科口罩：

1. 觀察和觸摸

部分商店或藥劑行已限制顧客購買口罩的數

量，陳澤銓建議民眾可以肉眼觀察和觸摸口罩的厚

度，如果口罩太薄，有可能不具備過濾功能。他曾

在一個機緣巧合之下，發現市面上有超薄的口罩。

當他剪開口罩，發現中間過濾層是用紙類的材質，

點火測試時，瞬間就燃燒起來。市場也有販售超薄

過濾層的三層外科口罩，但他認為這類口罩效果較

差。

2. 盒子商標和網頁文字

大多數合規格的生產商會在盒子外面寫上“3�

Ply�Surgical�Mask”或有相關字眼。他曾看過有人

網購口罩，最終發現是假貨，因為包裝盒上只寫着

“Surgical� Face�Mask”。他說，消費者很少會留

意口罩的包裝盒，有些僅僅寫着“Anti�Pollution”

字眼，意味該口罩只能防塵，無法抵禦病毒或病

菌。“這些都不是最理想和達到最低標準的防護，

就好像把鴨舌帽當頭盔騎摩哆上路，同樣是帽子，

但功能就大大不同。”

如果網購口罩，得仔細閱讀網頁的文字介紹，

若寫上“kill� virus”就可直接略過，證明是假的，

因為口罩不能殺病毒，顯示賣家不嚴謹和不可靠。

“不論有心或無意，當把口罩寫成可以殺菌，我覺

得賣家乖離了原本的初衷。”

3. 可靠和有信譽的商家

陳澤銓強調，必須找可靠的商家或藥劑行購買

口罩。同時，自身必須高度警惕和思考，當口罩貨

源吃緊的情況下，賣家還有很多貨品，其貨源會很

可疑。另外，切莫向路邊攤的非法小販購買。倘若

民眾想要驗證所購買的三層外科口罩品質，其中一

個方法是犧牲一個口罩做火燒中間層的測試，或尋

求臨近的藥劑行幫忙。

Q&A：解除口罩迷思

問： 有呼氣閥的口罩能否抗病毒？

答：�市面上有出售防塵口罩、不織布口罩、海綿口

罩等，這些口罩可以重複清洗和使用，但也是

防禦力最低的產品。時間久了，會越洗越薄，

加上沒有過濾層，意味着無法隔絕新冠肺炎病

毒。我認為可以洗的口罩都不符合規格。至於

擁有呼氣閥（valve）的口罩或具時尚外觀的

防霧霾口罩，如果按照規格，這些口罩都不符

合標準。你可以戴，但就相等於購買了一個沒

有Sirim認證的頭盔騎摩哆，一旦發生意外，沒

有最低限度的保護。

問： 能不能暫存口罩？

答：�我不鼓勵口罩暫存。在資源匱乏情況下，民眾

是秉持一種心態，有戴好過沒戴，而被迫重複

使用。延長口罩壽命沒有所謂的對或錯，只是

不妥當，畢竟口罩的設計是供一次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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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脫口罩時，要把整個口罩折起來才丟？

答：�盡量不要接觸口罩的外層，因為已沾滿了病

菌。有人說要把口罩向外折起來，然後用橡皮

筋綁起來。但是我認為無形中會接觸到口罩外

層，我測試過，實用性不高，不如脫了直接丟

進垃圾桶最好。

WUHAN秘訣

陳澤銓要求民眾必須照顧好自己的健康，確

保有足夠睡眠，不要熬夜。因為熬夜之後，隔天

身體會特別虛弱，免疫力會下降，容易感染到病

毒。另外，必須確保飲食均衡，適當的使用補品

或維他命。他建議，在這個疫情期間，可以貫徹

“WUHAN”秘訣：

Ｗ：�Wash�Hand�勤力洗手

Ｕ：�Use�Mask�Properly�必要時戴口罩（並非時常

佩戴）

Ｈ：�Have�Temperature�Checked�Regularly�不舒服

時做體溫檢查

Ａ：�Avoid�Large�Crowds�避免到人群多的地方

Ｎ：�Never�Touch�Your�Face�With�Unclean�Hands�

避免用未洗淨的手觸碰臉部

口罩類別和功能

N95口罩

˙� �防止吸入有害的灰塵、煙霾

˙� �可阻擋95%以上0.3微米的顆粒

˙� �佩戴以後呼吸比較困難，患有慢性呼吸道疾

病、心臟病或呼吸困難人士，使用前請咨詢醫

生。

˙� �適合第一線的醫護人員使用

˙� �使用在工業地區和醫院隔離區

三層外科口罩

˙� �三層設計，外層是防水層，可以阻隔飛沫、體

液；中間層有靜電纖維布（熔噴層），可以阻

隔病菌；內層則吸水。

˙� �可阻擋大部分的5微米顆粒。

˙� �有感冒、咳嗽的病人可佩戴。

˙� �前往醫院、流感流行的地區或不通風場所可使

用。

˙� �每天更換，有任何破損骯髒立即替換。

活性碳口罩

˙� �可阻擋異味、臭味、粉塵。

˙� �無法阻隔病毒細菌。

˙� �在油漆或噴灑農藥時可佩戴。

棉布口罩

˙� �可過濾空氣中較大的顆粒。

˙� �僅供保暖、阻擋灰塵用途。

˙� �無法阻隔病毒細菌。

˙� �可清洗重複使用。

海綿口罩

˙� �可阻隔花粉、灰塵和霧霾。

˙� �無法阻隔病毒細菌。

如何正確佩戴口罩？

①� �洗：�首先清洗雙手，接着再取出口罩。佩戴之

前，請清楚分辨口罩前後。

②� �掛：�口罩橫貼在臉部的口鼻上，雙手將兩端的

橡皮筋掛在耳朵上。

③� �壓：�把口罩的金屬條往鼻樑中間擠壓。

④� �貼：�沿着鼻子的輪廓按壓，使口罩和臉部緊密

貼合。

⑤� �拉：�接着一隻手壓着口罩上方，接着再把口罩

往下拉，包住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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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總動員〉系列六�

口罩篇（下）正確佩戴口罩 切莫輕信迷思

� �

新冠肺炎疫情至今持續蔓延，全球籠罩在這股“疫霾”之中，坊間民眾勤戴口罩和消毒滅菌，也各施

各法祭出不同的防護措施。由於口罩嚴重匱乏，不少人為買不到口罩的民眾提出解決方案，或延長口罩的

壽命。不過，口罩最初的設計只供一次性使用，用完即丟，對於各種民間做法，AM�PM藥劑行藥劑師林

建斌不建議這樣做。

�

大家現在所知的傳播方式是飛沫和接觸傳播，

早前中國衛生部指“氣溶膠”（aerosol）也是傳

播途徑之一，指病毒可在空中傳播，即帶病毒的飛

沫混合在空氣中，形成“氣溶膠”，人們吸入之後

受感染。不過，林建斌說，馬來西亞衛生部仍在觀

察當中，沒有證據顯示新冠肺炎病毒可通過空氣傳

染。無論如何，佩戴口罩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避

免接觸病毒。

問：誰需要戴口罩？

如果本身生病，有感冒咳嗽或照顧病患就必須

戴口罩。若在高風險地方工作，例如機場、醫院或

邊境關卡，最好戴口罩。市面上有很多種口罩類

別，林建斌只建議兩種口罩：三層外科口罩和N95

口罩。他不鼓勵使用單層的活性碳口罩，因為沒有

任何防疫功能。倘若是四層式的活性碳口罩，理論

上可行。至於不織布或海綿口罩一律不建議，因為

完全無法證明可以過濾病毒。

誰該用N95口罩，誰該用三層外科口罩？無可

否認，N95有絕佳隔絕能力，但透風度很差，戴了

以後很難呼吸。如果時間過長，容易倒吸自己呼出

的二氧化碳。他不鼓勵民眾購買N95使用，除非有

接觸到高危的群眾或病患。

他說，近期只要沒有從外國回來，沒出現疑似

新冠肺炎症狀，一般而言都不需要戴口罩。“第

一、我們要節省資源，因為資源有限；第二、戴口

罩是挺不舒服的事，如果沒需要而去戴，潛意識下

會不自覺頻頻觸碰或調整口罩，反而更不衛生。”

問：如何辨認口罩的前後？

林建斌說，目前大家最常用的是耳掛式三層外

科口罩，有4種方式可辨認：

①� �摸到金屬條時，即為口罩的上端。

②� �口罩折痕朝下一般為外層。

③� �有顏色的部分朝外（其他國家口罩生產商有不

同顏色）

④� �看到橡皮筋的銜接處就朝內。

三層外科口罩的構造

口罩材質一般以不織布（Non-woven�Fabric）

為主，其原料包含聚丙烯（Polypropylene，PP）

或聚乙烯（Polyethylene，PE）。三層外科口罩一

共有三層結構，分別為防水層、過濾層和吸水層。

一些劣質的口罩會將過濾層替換成紙類或其他材

料。消費者可以剪開口罩，用火燒測試口罩材質。

中間過濾層遇火只熔不燒，若是其他紙類，遇火會

燒起來。

①� �防水層：可以防止他人唾液、飛沫沾到臉部或

嘴巴

②� �過濾層：同時也稱熔噴層（Melt-blowned�Filter�

Layer），用特殊製作工藝製作，擁有靜電吸附

能力，可以阻隔粉塵、細菌、病毒等。

③� �吸水層：吸走佩戴者釋出的濕氣和水分，說話

時唾液和飛沫不會傳播出去。

Q&A：解除口罩迷思

問： DIY不織布口罩或用廚房紙巾製作口罩是否有

效？

答：�不織布沒有過濾的成效。廚房紙巾和紙質口罩

一樣，沒有防菌作用。

問： 拿礦泉水桶自製面罩可取嗎？

答：�這個效果猶如醫護人員戴護目鏡和面罩。只有

確診病患，醫護人員才會戴塑料面罩。這個原

理是不要讓飛沫直接噴到臉，一般民眾戴這個

自製面罩是有點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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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網絡上有流傳各種做法，如用胸罩、衛生棉、

柚子等，你認為可以嗎？

答：�這些完全不建議。

問： 放衛生紙在口罩內層，可以延長口罩使用壽

命？

答：�理論上可行，只要衛生紙不會厚得撐開口罩左

右兩側，不會破壞口罩功能。

問： 能否用酒精為口罩消毒？

答：�以科學角度來說，飛沫是蠻大的直徑，透不過

口罩。如果拿酒精為口罩消毒，萬一酒精把飛

沫水分蒸發，剩下殺不死的病毒，或許有可能

就滲透進口罩裡，這是我的憂慮。

問： 口罩拿去暴曬除病毒？

答：�我們所知道病毒是不能在紫外線下生存，正常

情況下可以殺死病毒，但口罩有兩三層，如果

拿去暴曬時，要如何確保暴曬的範圍有沒有細

菌？我們很難去確保口罩的安全。

問： 能不能重複使用口罩？

答：�口罩適宜配戴4小時，之後更換。如果重複使

用口罩，會降低其防護效果。如果遇到物資非

常匱乏的情況，延長口罩使用時間的行為會有

部分風險。當你脫下口罩時，不要觸碰到口罩

內外層，然後放進一個塑料袋或信封。吃了東

西，洗乾淨手以後再取出來使用。需注意的，

不要重複使用有關信封或塑料袋。我認為一天

還是要換一片，因為你戴了一整天，整個口罩

已經很骯髒了。

脫口罩步驟

①� �脫：�戴眼鏡者，先脫下眼鏡，再脫下口罩。雙

手勿觸碰口罩的正反面。

②� �折：�脫下口罩以後，把口罩向外折。

③� �丟：�丟進垃圾桶以後，馬上清洗雙手或使用消

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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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總動員〉系列七�

洗手篇：跟着口訣步驟，正確勤洗手

� �

我們每天接觸的東西，無論是門把、扶手或電梯按鈕，都有着許多肉眼看不見的細菌和病毒。在武漢

新冠肺炎疫情還沒消除之際，最基本的個人防護措施就是勤洗手。手到底要怎麼洗才算乾淨？�藥劑師陳

澤銓引用‘內外夾弓大立腕’這個口訣，提醒民眾只要跟着口訣的步驟做就能有效洗手。

�

該選哪種洗手用品？

洗手用品有好幾個種類，例如固體的肥皂、液

體的洗手液和免洗消毒液。陳澤銓說，固體肥皂容

易沾染骯髒的物質，尤其公共場所的肥皂，我們不

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碰觸過，所以洗手時最好還是用

洗手液而不是固體肥皂。

現今很多人為了方便而使用免洗消毒液，但醫

生辜家財表示，最好的方法是用洗手液和水洗手，

因為水能把殘留在手上的細菌和病毒沖走。除非在

沒有水的情況下，才用免洗消毒液洗手。“再沒有

辦法的話，就用消毒濕紙巾擦手。”

洗手口訣

沾濕雙手和取用洗手液之後：

①� �內：搓揉手掌

②� �外：搓揉手背

③� �夾：搓揉指縫

④� �弓：搓揉指背與指節

⑤� �大：搓揉大拇指與虎口

⑥� �立：搓揉指尖

⑦� �腕：搓揉手腕

備註：每個步驟維持3至4秒

除了要按照上述步驟洗手，洗完手後還要記得

用乾淨手帕或紙巾把手擦乾。醫生辜家財說，這是

因為潮濕的手較容易從環境中沾染微生物，所以洗

手後一定要讓雙手保持乾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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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總動員〉系列八�

消毒液篇：掌握洗手消毒液常識，購買須知3件事

� �

酒精廣泛被用作消毒劑，但酒精有很多種類，不是所有種類的酒精都適合用來製成洗手消毒液，而且

酒精濃度太高或太低也會影響消毒效果。大專藥劑（Alpro�Pharmacy）藥劑師陳澤銓說，disinfectant和

antiseptic都是洗手消毒液產品包裝上常見的關鍵字，這些產品最普遍使用的消毒酒精是乙醇（ethanol）

和異丙醇（isopropyl�alcohol）。

�

此外，市面上亦有非酒精類的消毒產品如銀離

子（Ag+）噴霧劑，成分主要是檸檬酸銀（silver�

dihydrogen�citrate），利用離子氧化作用阻止細菌

繁殖，相對較安全也具有抑菌長效性，適合孩童

使用。而像漂白水這種家居消毒劑，主要成分是

次氯酸鈉（sodium�hypochlorite），能使微生物的

蛋白質變質，有效殺滅細菌和病毒。而過氧化氫

（hydrogen�peroxide，俗稱雙氧水），也是家中常

用的漂白劑和消毒劑。

濃度越高，消毒效果越好？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網站，

很多研究都顯示洗手液的酒精最佳殺菌濃度為60%

至95%。如果酒精濃度不在60%至95%這標準以

內，此消毒液可能無法有效均衡殺滅多種細菌，也

可能只會減少細菌的增長而不是直接消滅細菌。

洗手消毒液不是酒精濃度越高就越有效，因為

濃度越高會揮發得越快，可能會令皮膚乾裂，長期

使用可能造成皮膚敏感或嚴重而致皮膚發炎。陳澤

銓指出，目前市場上大多數洗手消毒液的酒精濃度

已稀釋至70%，就殺菌來說已算有效。

另一方面，UCSI生物科技系助理教授嚴福釵

透露，近期有一份針對冠狀病毒研究的論文指出，

消毒劑只需含有以下一種成分其實就已足夠對抗冠

狀病毒：

˙� �62-71％乙醇（ethanol）

˙� �0.1％次氯酸鈉（sodium�hypochlorite）

˙� �0.5％過氧化氫（hydrogen�peroxide）

他提醒消費者在選購消毒產品時留意產品的標

籤。只要標籤列明產品含有上述其中一種成分，且

成分濃度達標就行，不必混着使用。他說：“如果

（病毒）可以一刀死就好了，死了再補兩刀結果還

是一樣。”

如何查詢你買的免洗消毒液 
已向衛生部註冊？

消費者如果想知道自己購買的產品是否有向衛

生部註冊，可以按照陳澤銓列出的以下步驟查詢：

①� �點擊國家藥劑監管機構的以下網站：� �

https://quest3plus.bpfk.gov.my/pmo2/index.php

②� �選擇“cosmetic”

③� �點選“search�by�product�name”

④� �輸入消毒液產品名稱。如果產品已註冊，搜尋

結果會顯示產品資料。但若搜尋結果顯示“No�

results�found,�please�search�again”，該產品就

是未註冊。

陳澤銓提醒民眾，在購買消毒產品時除了注意

成分，也要注意產品的有效期限，避免買到快過期

的消毒液。

他也提醒大家，消毒液不昂貴，以小瓶裝

50ml消毒液來說，一般價格大約10令吉。總之

在目前這非常時期，“大家都要當個精明的消費

者。”

買不到洗手消毒液怎麼辦？可以自制嗎？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網上流傳許多配方教

人如何自製洗手消毒液，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

配方。然而，世衛的原意是讓發展中國家在缺乏水

源的情況下自製免洗消毒液，並非鼓勵民眾大量生

產，畢竟酒精有助燃性，若不當使用會有風險。

嚴福釵本身並不鼓勵民眾自製消毒液，原因是

化學物若處理不當確實會有風險，例如酒精遇到明

火可能就會燃燒。如果民眾因為市場缺貨而需要自

制消毒液，陳澤銓提醒民眾務必要小心，而且前提

是準備測量杯，以便準確拿捏各成分的份量。他

說：“如果真的要DIY，民眾可以詢問藥劑師，我

白慧琪、張露華、郭慧筠、葉洢穎、林德成、梁慧穎《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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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給他們配方，甚至幫他們調配。”

關於洗手消毒液的配方，香港大學藥理及藥劑

系助理教授胡偉康日前在網上分享教學影片，以下

是他根據世衛標準調製的其中一個配方：

˙� �乙醇（ethanol，濃度96％）：80ml

˙� �甘油（glycerol）：1.4ml

˙� �雙氧水（hydrogen�peroxide，3%）：4ml

˙� �蒸餾水（distilled�water）或煮沸後冷卻的水：

適量（所有液體總和達到100ml）

備註：

①� �產品完成後需要等待72小時才可以使用，以確

保製作期間或瓶子裡的微生物都被消滅。

②� �加入甘油的目的是要讓消毒成分留在手上更

久。

③� �產品勿放在靠近火源和小朋友可取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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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她們的世界〉系列一�

真實案例背後：網上狼影幢幢，性虐玩不起的遊戲

� �

一名本地執業律師杜韓念，在臉書經營的《讀者來函-你的文章你的故事》深受民眾關注。

兩年以來吸引不少人的投稿文章，開放平台讓讀者分享他們的生活煩惱，而內容多數都落在兩性關係。

這名律師的信箱每天都被擠得滿滿的。但不久前的其中一封投函卻特別吸引他的注意，也引起了本報

的關注。這封信，來自一名男中學生。

匿名信函中，這位男生揭發自己的青梅竹馬女生參與了字母圈（SM/又稱性虐）遊戲。讓人憂心的

是，根據這名小男生的描述，這名女子目前還是個未滿16歲的未成年少女。

�

小說掀起推波助瀾作用

字母圈或性虐遊戲（Sadomasochism），大眾

一般口中的“SM”，�是指施虐癖與受虐癖兩者合

成的性愛活動。

隨着大眾文化的“性氾濫”趨勢，《格雷

的五十道陰影》這本原先號稱為“媽咪小本”

（Mummy�porn）的色情小說三部曲，意外地在文

學界掀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小說講述一個22歲，

樣貌平凡的女大學生安娜，遇上一名只有28歲的

英俊富豪，格雷。

小說中的格雷是個性格扭曲，霸佔欲旺盛以及

擅長操控他人的性虐待者。

“安娜，你最好避開我，我不是適合你的男

人。我的口味非常特別，你應該和我保持距離。”

安娜回了一句，“不要離開我”�，還自願簽下為

期3個月無條件作性奴隸的合約。

這個被社會視為禁區，也顛覆以往想像的性愛

方式，讓安娜從此樂此不疲。

所謂的SM，S指的是施虐，M則是受虐,�這

兩個英文字母是由兩位虐戀的作家：法國人薩德

（Sade）和奧地利人馬索克（Masoch）兩人名字

首字而來的。

未成年少女接觸性虐遊戲

近日，習慣隱身的性虐遊戲群體無意中在臉書

上被刷了存在感。以下為律師，杜韓念的臉書粉絲

專頁所收到的匿名讀者來函。

“曾經，我有一位青梅竹馬，從小就與我感情

不錯，並且經常玩在一起。但由於她的成績優異，

在上中學的時候她就入了當地的名校，與我從此分

道揚鑣，不再有交集。

最近我偶然在雙方父母出來超市採購的時候，

相互碰了面。一切彷彿回到了從前般，我們雖然只

是聊了幾句，但都彼此很開心，甚至也交換了各自

的聯繫方式，回家後就借着網絡像過去一樣聊了起

來。

起初，我們的聊天很平常，直到我們彼此都聊

得很開心的時候，她冷不防就給我這裡發了她的裸

照，一瞬間把我給震撼住了。

她對我說，這是給我的獎勵。”

介紹同學加入推特群組

在這裡，我們稱這匿名男生為B，女生為A。B

向杜律師透露自己對A發裸照給他的行為感到不妥

當，因為印象中的Ａ與現實中表現出的行為很不一

樣，於是他繼續與Ａ保持聯繫。

不久後，Ａ介紹他加入推特社交平台裡的字母

圈群組，裡面充滿各種性虐的圖像和視頻片段。B

因未曾見識過這種性愛活動，為此感到非常震撼，

繼續寫道：“我的青梅竹馬告訴我，自己涉入這圈

子已經3年了，但只接受過4名主人透過網絡的視

頻調教，所以需要找個近在咫尺的男生給她破處，

她才能繼續完成她主人安排給她，難度更大的任

務。

兩年前的她還只是一個12歲的小學生！

“不斷有着許多學生自願獻身當那些性奴。”

“圈內人”發文勸未成年人止步

討論BDSM行為時，常用的字眼都有將它貶稱

為變態的可能性。以往科學家稱性虐遊戲為“Para�

philia”，而希臘文中的“para”意思正是“超過”

或是“逾越常軌”。

所以長久以來，性虐遊戲最讓人爭議的話題在

於同意與強迫之間，如何區分是不是病態。

莫詠焮《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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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推特，社交媒體如臉書，Instagram和

微信都有活躍的性虐遊戲賬號。各個圈子都不一

樣，有的門檻很低，管理人並不會理會你是否已成

年。也有的門檻很高，會設下門規和直拒未成年

人。據觀察，這是因為進字母圈要付出的代價並不

是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記者也發現，不少來自“圈內”的人，會發文

勸說未成年人不要進字母圈。由於發文者本身是性

虐遊戲參與者，值得視為借鏡。

根據這些勸說者的觀點，他們認為未成年孩子

好奇心大於熱愛，容易將性虐遊戲誤當成是自己迷

戀的活動，但其實只是出於好奇心而想要接觸它。

另外，他們也提到“圈內”很複雜，以誘惑的

方式，達成讓異性跟自己性交的目的。

未成年參與性虐遊戲屬強暴

擁有17年執業經驗的民事律師杜韓念引用馬來

西亞《2017年兒童性侵罪法令》，“在法律上，未

成年人是不能“自願”進行性行為的。即使她是自

願的，在法律的定義是上還是屬於被強暴。”

也就是說不管A女生是自願或是被迫參與性虐

遊戲，與她發生性行為的施虐者都是有罪的。這是

因為未成年人的身心發育尚未健全，對於性的認知

未足夠成熟，法律必須對他們施予保護。根據以上

法令闡明，無論加害者是否有在肢體上侵犯兒童，

也足以構成性侵兒童罪。第�15條文便提及，即使

加害者只是在兒童面前做出與性愛相關活動或是與

兒童一起觀看性愛影片，都可被判坐牢不超過10

年或罰款不超過兩萬令吉。

“這女生參與了這個活動，當然我們可以譴責

她，但不要忘了，她是未成年。在法律甚至在道德

的角度，她是一個受害者。所以我們譴責受害者，

是無補於事的。”

杜韓念提到，兒童遭性侵的問題很多時候都被

掃進地毯裡，因為受害者的家人認為丟臉，或是不

希望孩子受到二度傷害。正因為如此，他認為預防

更勝於事後譴責任何一方。

“性教育，真的不能再等。我們要勇敢大膽地

開啟這個話題。在亞洲人的環境裡，性這方面課題

還是一個禁忌。但是你不談，不代表它不會發生。

要小小就告訴孩子，你的身體是你的殿堂，什麼人

都不能碰，即使是爸爸。”

儘管性虐遊戲是兩人激情的一種相處模式，然

而因為科技的發達，網絡已逐漸造就了不少戀童癖

的犯罪溫床。

也許不能再認為網絡與現實是兩個不同的世

界，因為那裡正是不少未成年遭性侵的犯罪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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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她們的世界〉系列二�

記者假身份刺探兒童禁區·推特“字母圈”人慾橫流

� �

兒童性犯罪事件在世界角落源源不絕。而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國家中，兒童色情圖片上傳和下載率最

高的國家。

根據大馬皇家警察2015年的數據顯示，在我國，被網友強暴的受害人當中，10到18歲的兒童及少

女佔了80%。今年最新的數據則顯示，從年初到6月30日，一共接獲了1721宗性侵兒童案。

對未成年性侵的態度，反映一個社會的良知底線。源於上篇專題報道，記者這次以假賬號偽裝成未成

年少女，聯繫在推特網站上公開招收“女奴”的性虐遊戲參與者，一探這個兒童禁區的究竟。

�

赤裸裸公開找女奴或男S

打開推特首頁，在搜尋欄中打下“字母圈”三

字，會發現形形色色的性虐遊戲參與者賬號。不少

用戶設下大膽又挑逗的賬號名稱；介紹欄中更是單

刀直入，直接道出自己的身份與嚮往的性愛方式，

毫不掩飾。

這才發現，原來字母圈的潘多拉盒並不是任何

人可隨意打開。從盒中迅疾飛出的，是各種性慾解

放的字眼�、赤裸裸的性愛影片隨處可點擊、公開

收取女奴或男S(施虐者）的字眼讓人心跳臉紅。

他們彷彿是在現實生活中將情慾壓抑許久的

人，在這裡盡情解放，像是一個狂歡的晚會，但沒

人知道，當中有多少未成年人誤闖了進來，又有多

少人實際上是個有戀童癖好的成年玩家？

本報記者在這個圈子裡，找到一個命名為Mr.J

的男S。

“年齡29，擁有12年以上的調教經驗”，是這

名男子的自我描述。點擊他的頁面，可看見照片中展

示各式各樣的情愛用具，且固定每日轉貼情色短片。

3月開專頁 迄今1000追隨者

今年3月份才開創此專頁的他，目前已經累計

1000人以上的追隨者。

第一篇專題已提及所謂的“調教”，是經過支

配者與臣服者雙方同意之後，支配者在心理或身體

上對後者實行約束和控制。

性虐遊戲社群裡的調教分為網調或實調。網調

指的是雙方不需正式見面，只需經過網絡平台上的

內容分享或是私聊即可。而實調，顧名思義就是雙

方約出來見面，肢體上的接觸在所不免。在Mr.J的

推特專頁，可清楚看見他列明自己的實調方式，

當中包括捆綁、鞭打（spanking)、控制、露出（裸

露）、電擊等等……

“尋找女奴在KL區域實調教，請自行信息

我。”他公開式地招收性虐女奴，任何點進頁面的

人都看得見。

為了瞭解女奴的“應徵”過程，以及好奇調教

師是否會放過未成年少女，記者把自己的身份設定

在“未成年少女”，匿名為貝貝，主動私信給Mr.J。

記者跟Mr.J部分對話記錄A 
邀約見面要“調教”

以下是記者跟Mr.�J的部分對話記錄：

貝貝：�哥哥，你有收女奴嗎？

Mr.J：�有啊，你住在哪裡？

貝貝：�我住在xxx區。哥哥你呢？我跟家人住。

Mr�J：�吉隆坡。你幾歲啊？

貝貝：�我快滿15歲了。

Mr.J：�原來。你偶爾能出門過夜嗎？

貝貝：�爸爸會比較嚴，我媽不會管太多，我常去朋

友家過夜。哥哥，我可以知道你幾歲嗎？

Mr.J：�我29。可以過夜就好，那麼比較方便見面

跟調教。這星期六你有空嗎？

以上可見，Mr.J對於貝貝提出自己快滿15

歲，還未到法定成年年紀，他並無因此拒人千里，

反而還問她能否留宿。

記者跟Mr.J部分對話記錄B 
自爆“調教”過13歲女生

貝貝：�其實哥哥會怎麼調教啊？

Mr.J：�通常我看奴需要什麼，因為我調教的範圍很

大，也很重口味。所以會根據奴的需求跟瞭

莫詠焮《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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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才調教。

貝貝：�我覺得我們一步步吧。你會不會介意我年紀

小？

Mr.J：�不會啊，我喜歡年齡小，只要你敢玩。還有

相信我，跟我一心一意對待我就可以了。不

可以認識其他主。

貝貝：�好奇哥哥，有沒有調教過跟我差不多歲數的

女生？

Mr.J：�有啊，最小13歲。以後叫我爸爸吧，可以

溫柔對待你，可以嚴厲管教你生活。

貝貝：�有什麼方式啊？

Mr.J：�打屁股，綁你，偶爾帶你出街露出（不穿內

衣）那些，先看你怎麼看。

Mr.J要求拍裸照傳給他

自揭收過的女奴當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3歲，

相信大家看到這裡心裡不免感到難過。要知道，

MR.J只不過是一片浩瀚無際的互聯網中獵捕兒童

的其中一頭狼；而這些稚齡少女，究竟知不知道自

己身陷險境？

叫他爸爸，是一種支配與臣服（Dominance�

＆�submission）的權力交換遊戲。兩人達成協議之

後，支配者擁有主導和控制臣服者的權力，而臣服

者需自願將身體與所有支配權交給像Mr.J一樣的支

配者，要無條件聽從命令。

在性虐遊戲中，這是很常見的情景。除了父母

和子女關係，還包括主人和奴隸、老師和學生的角

色扮演。但前提是，雙方都必須是成年人。可是，

卻有許多未成年少女玩起了這種危險的遊戲。

與Mr.J的信息對話，在他主動要求“貝貝”拍

裸照傳給他之後宣告中斷。

吳啟銘：要教孩子防範 
更要教怎樣辨別訊息

E世代青少年，該怎麼守？科技的發展趨勢，

導致越來越多兒童可隨手接觸互聯網世界。在這個

虛擬平台，到處都有佈滿陷阱，兒童和家長在這方

面該如何防範？

記者採訪性教育工作者及馬來西亞雪隆區性學

會會長——吳啟銘。“我聽過最小的孩子，三年級

就開始講“SM”這兩個詞。”

因為提早接觸色情媒體，“SM”對兒童來說

也可能完全不陌生。也是芙蓉綠洲教育中心園長的

吳啟銘以教育經驗認為，多數兒童只是口頭上說

說，並非真正瞭解性虐遊戲。

“平時在學校聽到，我不會太介意或是覺得要

特別教育或說服他們。除非在同一個場合裡面有不

同的學生一起講，聽多幾次我就會停頓下來問問他

們：其實你們知道SM是什麼意思嗎？”

會帶來社會問題

他補充，性虐遊戲是兩人之間的你情我願，是

共同達成意識的性行為，即使它普遍在社會中被標

籤為非正常行為。但是當其中一方不願意配合，伴

侶不理會還實行強迫，便屬犯罪行為。

正如中國的著名性學家，李銀河在《虐戀亞文

化》書中提到：“在虐戀活動的現代形式中，如果

施虐與受虐雙方有一方是不自願的，關係的性質就

改變了：它不再是虐戀關係，而是施暴者與受害者

的關係，因此應當不再屬於虐戀關係的範疇。”吳

啟銘繼續說：“如果施虐者沒有這方面的意識，就

很有可能會帶來一些社會問題，比如說強暴別人、

戀童癖好、或是對弱者如身心障礙者施暴。”

“青少年會接觸，很多時候是因為好奇想知道

那個感覺。現在的小學生都知道SM了，可能是看

了色情片過後想要嘗試，只是說在性愛的部分加了

SM的元素。”

彈性溝通尤其重要

無論如何，法律明文規定16歲以下的人，由

於還處在身心發育階段，無法在有關性的

自主意願做出理性成熟的決定，即使是兩小無

猜的合意性交仍會成立犯罪。同樣的，即使未成年人

表示性交行為是出於自願的，仍會被認定是受害者。

吳啟銘認為，父母很難再去扮演守護孩子的角

色，“我們沒有辦法告訴他們，你只能在這個安全

的範圍內上網；與其想著如何防範，倒不如教孩子

怎麼辨別訊息。”

他認為，父母與孩子之間的彈性溝通尤其重

要，若從小習慣與爸媽坦誠相對的孩子，在性的

溝通方面會比較容易開口。相反地，若父母擺出

一副權威型態度，孩子即使遇到問題也難以向他們

啟齒。“性教育若不趁早，沒跟孩子建立好溝通基

礎，到最後只能向人求助了。”

未成年人對性的不瞭解和想要嘗試禁果的慾

望，是不法分子趁虛而入的機會。家長更務必要注

意孩子上網的潛在風險，並從從教育、常識和明確

的準則着手。

對於未成年人在性行為上的安全，法律最終只

能當做受害之後的補救。要達到預防效果，需營造

開放式的性教育空間，不再把問題掃進地毯，從家

庭教育開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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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她們的世界〉系列三�

預防性侵需全鏈治理．保護孩子人人有責

� �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於2017年發佈的《世界兒童狀況：數字時代的兒童》報告指出，全世界互聯

網用戶中，約三分之一為18歲以下的兒童與青少年。

也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兒童接觸互聯網的年齡越來越小。在一些國家，15歲以下的兒童使用互

聯網的比例很可能與25歲以上的成年人不相上下。

網絡科技使兒童更容易受到線上和線下的傷害，也提高了他們的隱私被洩露等風險。對於戀童癖者，

互聯網更是成了他們暗室欺心的直通券。

�

行管期網安投訴增82.5%

馬來西亞網絡安全公司（Cyber� Secur i t y�

Malaysia）在行管期間，共接獲838宗網絡安全事

件投訴，數量比去年同一時間增長高達82.5%，而

其中涉及案件包括網絡欺凌、欺詐，以及入侵未經

授權系統。

人人在行管期間都依賴科技產品，網絡安全

問題在這期間亮起了紅燈。從“82.5%”這個數

字上看來，我們根本無法預測當中被網絡跟蹤

（stalk），或是被性誘拐的兒童到底有多少。因為

只要是已滿13歲的人，就能自由擁有至少一個社

交媒體帳號的權限。

智能手機形成“臥室文化”

智能手機形成的“臥室文化”，造成孩子上網

的行為更私密，受到監督的可能性更低。不少兒童

或青少年因一時好奇想嘗試禁果，渴望關懷認同卻

又缺乏足夠自我保護意識的情況下，往往很容易成

為網絡使用的受害者。

通過匿名、不設防護的社交媒體和遊戲論壇，

犯罪者可以輕而易舉地與毫無戒備的兒童接觸。虐

待、剝削兒童的行為也一而再以新的形態出現，如

透過兒童性誘拐（ChildGrooming）的方式獲取兒

童性侵製品，包括裸照或裸露影片，以及現場直播

性侵兒童行為等。

MCMC：社媒傳播色情內容違法

針對這項課題，馬來西亞通信和多媒體委員會

（MCMC）企業公關部以信函回應記者說，根據

1998年通訊及多媒體法令法令第233條，任何人

在網絡平台如臉書或Instagram，或是流動媒體平

台如YouTube上分發或傳播色情內容，都屬違法行

為，最高可罰款5萬令吉或監禁不超過一年，或兩

者兼施。

2015年至今年7月，MCMC結合馬來西亞皇

家警察及國際刑警組織的力量，共封鎖了405個具

有戀童癖性質和兒童色情網站。然而基於互聯網世

界的浩瀚無邊，他們表示無法以“大規模監視”的

手法來監控、識別或是控制任何人上載的內容的行

為，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

“我們根據民眾的投訴來執行任務，採取措施

限制訪問含有色情內容的網站。”

“家長控制工具”能監視過濾內容

MCMC也強調，打擊網絡上不良內容不該只是

政府的責任，同時也是父母或監護人的共同任務。

“互聯網服務提供商（ISP）合作動員“家長

控制工具”（Parental�Control�Tools），讓父母能

夠監視和過濾兒童瀏覽的內容。”

幾乎所有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都向客戶提供

“家長控制工具”的選項。這些控件隨服務一起免

費供應，可幫助家長從源頭開始自定義網絡服務，

例如封鎖網站、阻止聊天室、過濾圖像和影像等

等。

為了監督與管理孩子的線上活動，並確保他們

的在線安全，這項服務的確可以幫得上忙。

然而對網絡操作不熟悉的長輩，可能會是事倍

功半的事務。

娜迪亞：3原因致兒童涉性行為

去年10月，經濟學人智庫發表了一份名為

“走出陰影”的研究報告，針對保護兒童免受性侵

的努力，審查了60個國家，而大馬在當中排名第

莫詠焮《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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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位。在東南亞地區，馬來西亞得分54.5，超越

了柬埔寨和印尼，但菲律賓比我們領先。

本報採訪八打靈區的兒童保護助理（Assistant�

Child�Protector)以及兒童法院顧問娜迪亞（Nadiah�

Hanim�Abdul�Latif）。在非政府組織和人道主義工

作領域累計20多年經驗的她，目前也是馬來西亞

兒童基金會（Childline�Foundation�Malaysia）的永

續發展顧問，以及社會企業“Opis� International”

的聯合創辦人。

好奇社媒鼓動兒童性誘拐

“導致兒童涉及性行為的產生原因不外乎3

個：好奇心、網絡媒體的推波助瀾以及成年人對兒

童的性誘拐。”

所謂的兒童性誘拐，指的是犯罪者會在初期以

利誘和友善的態度對待兒童，取得他們的信任之

後，便跟他們發生性行為。

透過互聯網，犯罪者會偽裝自己的真實年齡與

兒童交談，想盡辦法消除兒童的戒心，將他們塑造

成獨一無二的“好朋友”。一旦得到了兒童的信

任，犯罪者對任何身體上接觸的要求都變得合理，

即使這不是兒童一開始要的。

性誘拐循序漸進洗腦兒童

娜迪亞提出，性誘拐的經營過程很漫長，而且

是循序漸進的。“當進入最後一個階段的時候，孩

子已經被性侵犯，這時犯罪者會威脅他們不能將這

事情告訴任何人，否則各種不好的下場將會發生在

他們身上。”

“他們在身心靈上摧毀兒童，因為他們以洗腦

的方式讓你誤以為這是你要的，你自取的，現在即

使你告訴任何人，都不會再有人相信你。”

被性剝削的兒童可能會需要一段時間，才會意

識到成年犯罪者利用了他們心智上的不夠成熟以及

脆弱來侵犯他們。

根據被性侵的情況，他們醒覺的時間可能需要

數天，數月甚至數年，才能完全理解發生在他們身

上的事情，並準備尋求補救。

“對兒童來說，尋求心理輔導非常重要，因為

這種傷害會是長期的，不該僅僅針對身體上的傷痕

尋求醫療幫助。”娜迪亞補充。

性侵受害者非局限女性 
兒童被性誘拐有跡象

身為兒童保護助理，娜迪亞接獲兒童或匿名者

舉報之後，會先與團隊一起上門跟家長會談。很多

時候他們不只是處理性侵案，也會接獲不少家暴和

家庭糾紛案件。

根據娜迪亞的經驗，兒童若已被性誘拐，他們

會在生活上出現一些跡象，例如孩子的行蹤變得神

秘、習性大轉變、孩子身邊出現高齡伴侶、或是莫

名其妙地多了一大筆錢或是常收到禮物。

娜迪亞回憶起一宗本地兒童性誘拐案件。數年

前，一名戀童癖者遇上了3名年約11歲的男童，主

動邀請他們到他家公寓樓下游泳。

成年人的直覺反應一定會先告知你，事有不

妙。但對11歲的兒童來說，可以到有錢人家游泳

可說是個難得的機會，儘管是個剛認識的陌生人。

結果他們真的去了，直到有一次這陌生男人開

始提出要求，要他們赤裸身體擺出性感誘人的姿

勢，還拍了照當紀念。

男童忽然有錢朋友起疑

事情連續了幾個星期，這班男童身邊有朋友開

始起疑心，因為他們總是忽然有錢買新的錢包和手

錶，一問之下才知道是個叔叔送的。

這戀童癖者已受到法律制裁，但是沒人肯定他

之前所拍下的男童裸照，有沒有在互聯網上流傳。

“很多人都說保護女生，但我想說的是，男生

在性侵犯課題裡也一樣脆弱。”娜迪亞說。

男性受害者常被忽視

在討論性侵害議題時，男性受害者常是被忽視

的一群。實際上他們除了也有可能成為受害者，還

更有可能不敢撥電話尋求協助。

娜迪亞補充，這是因為傳統的男強女弱的刻板

印象,�“社會為他們賦上男生不流淚的形象，所以

遇害的他們會比女生更難開口。我們看過很多男童

的性侵案被他們的父母親撤下，因為擔心外人不再

視兒子為男生。”

“即使受害兒童被拯救了，他們肯定會變得跟

以前不一樣了。因為你已經失去純真的他，創傷使

他們必須讓自己在一夜之間茁壯起來，變成大人來

保護自己。”�預防兒童性侵害需全鏈條治理，從

國家立法到司法保護，從學校、家庭性教育到社會

預防機制，人人有責。透過這一切的努力，兒童才

能學會辨識遭性侵害的情境和徵兆，學會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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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性侵犯舉報管道：

˙� �IWF�portal鏈接：https://report.iwf.org.uk/my_en/

˙� �Talian�Nor/Childline：15999

˙� �Talian�Buddy�Bear：03-7999�5550

舉報戀童癖性質或兒童色情網站：

˙� �郵址：aduanskmm@mcmc.gov.my

˙� �WhatsApp熱線：016-220�6262

˙� �Portal鏈接：https://aduan.skmm.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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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善款自肥：你辜負了我的愛！〉系列一�

中介假義工要錢不要糧‧籌善款自肥 愛心騙很大

� �

“XX小姐，我是XX老人院的義工，現在MCO沒有人來送食物和探訪老人家，導致中心嚴重缺乏物

資，醫藥也不足，我們現在有籌款，就希望你能捐助500令吉，讓我們可以延續使命。”

“先生先生，我是XX眾籌平台的義工團，想邀請你成為義工的一分子，我們現在在幫一名癌末女孩

籌款，化療要數萬令吉，XX先生你願意和我一起幫助女孩渡過難關嗎？”

�

行管期間，許多民眾都收到高度類似的募款訊

息，彷彿套用模板生成。不過這些每日WhatsApp

傳訊和打電話來的大批年輕人，卻原來並非全是慈

善團體的職員或義工，而是受聘於職業籌款仲介，

或可能正趁機牟利的眾籌平台。

社會福利界人士向本報透露，這些公司藉籌款

收取高額佣金，用做生意的方式做公益，無情消耗

捐款人的善心，把眾籌變成了“眾愁”。

【院長Y、李文彬】 
籌款雖被抽50%佣金 
院長Y無奈稱至少籌到錢

“我聽說這些WhatsApp籌款有抽佣的？”

在記者一行人的幾番追問下，福利中心的院長

Y眼神先是迴避，他沉默半響，才點頭默認。

他稍後透露更多：“（義工和我說，）今

天他籌到2000令吉，就有600令吉佣金，就是

30%……他們上面還有頭（上線）的，（這些）

‘仲介’拿20%。”

籌獲2000義工拿600仲介拿400

院長Y無奈苦笑：“抽50%很多，但我們（福

利中心）至少可以籌到錢。”言下之意，仲介會抽

取高額佣金，但至少福利中心可以繼續免收費地運

營，所以也是迫於無奈。

當日記者和行動黨萬宜區社青團團長李文彬及

另一黨員歐偉傑，親赴雪蘭莪蕉賴一家收留殘障兒

童和老人的福利中心，佯裝捐款者一探虛實。李

文彬最近收到大量來自WhatsApp和電話的募款訊

息，其中就有眼前這家中心。

“行管期開始收到特別多……打來的都是年輕

人，說自己是義工團，除了打電話，還會發來詳細

故事和照片打動人心，看起來很組織化。”

老人院老婦：免費住 給什麼就吃什麼

上門時，中心的院長Y正俐落地把新添購的物

資搬入屋內，只見米、食油、洗衣粉等日用品和乾

糧，塞滿了一整個車後廂。

角頭雙層排屋的院子內，擺放着數張躺椅，和

已經破舊塌陷的黑色皮沙發。一旁有點凌亂的辦公

桌，放着“善心人推薦箱”，供到訪者舉薦親朋好

友，提供他們的聯繫方式。

炎熱的午後，五六名老人坐着發呆或午睡，他

們開着一台老舊的風扇納涼，對於陌生人的到來，

大多數人沒有任何的反應。

見無人理會我們，穿着睡衣坐在輪椅上的老婦

人，用有點口齒不清的粵語打招呼。她笑說自己是

免費居住在此：“（中心）沒有要我們付錢，也定

期帶我們去政府醫院看醫生……你們給什麼，我們

就吃什麼咯。”

指仲介主動聯繫 
院長Y確認募款訊息屬實

記者一行人先和院長Y確認，WhatsApp上的

募款訊息的確是來自該中心，但問及直接上門捐款

給中心，和通過WhatsApp上的義工捐款，有何分

別時，院長Y的身子下意識往後傾了傾，連忙搖頭

說“沒什麼、沒什麼分別”，明顯有戒心。

幾番追問後，院長Y終於稍漏口風，原來這些

義工並非中心職員，而是有仲介主動聯繫該中心

“老闆”進行合作，並由仲介聘雇年輕人任職“義

工”，行佣金製。

有義工向他透露，所籌獲善款他們可抽佣

30%，20%佣金歸“仲介”，瓜分善款高達5成。

據他觀察，這些約20歲的“義工”超過

20名，他們每月會到中心拍照攝影，相信是為

WhatsApp宣傳文案而用，“這些年輕女生當然沒

有真的來做義工啦，他們哪裡要。”

黃田恬、林雪晴《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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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老人院孤兒院正常營運 
“要錢不要物資 令人懷疑”

行管期間，李文彬亦接獲許多民眾要求查詢相

關募款組織背景，“他們也都收到很類似的籌款電

話。”

他依訊息查訪殘障中心、老人院和孤兒院，發

現這些中心確實存在，也正常營運，亦並非冒名詐

騙，但仍存在幾處疑點。

數家中心都向李文彬表示，他們不需物資捐

贈，只要現金捐款，“雖不確定有沒有抽佣，但只

要錢不要物資很令人懷疑。”

“比如我收到的電話（自稱）在這家中心做義

工，但院長Y剛才說他們沒有（義工），兩邊說法

明顯有出入。”

【院長L】 
近10年遇8仲介遊說合作 
院長L：拒籌款抽佣

據數名社福界人士透露，這類籌款仲介抽佣的

現象，其實早已存在，也一直遭人詬病，但原來有

很多民眾一直被蒙在鼓裡。

吉隆坡某新村老人院的院長L，近10年遇上多

達8家籌款仲介遊說合作，一般拆傭方式從30%到

40%不等，但都被他拒絕。

“一般上對方不會直截了當表明要抽佣，而是

說有籌款計劃要合作，但等見面談時，（才發現）

所謂的籌款計劃就是抽佣。”

為保證雙方合作“透明”，證明自己只抽佣協

議好的拆擁比例，仲介還對院長L派定心丸，作出

以下種種保證：

①� �仲介會使用老人院所提供的現金收據簿，以方

便對賬，“比如老人院給出10本現金收據簿，

到時候要送回10本，讓這些中心對賬。”

②� �需要老人院正式授權，讓仲介能以其名義籌

款，及保證不干涉仲介的籌款方式。

③� �要求老人院提供聯絡名單。

院長L：自行招募義工很難

為什麼慈善團體明知善款將被大比率抽佣，卻

願意和職業仲介合作呢？

院長L顯得無奈，坦言自行招募義工“很辛

苦”，若組織規模小又地處偏僻，平常收入有限，

由仲介代勞，至少能確保有“長遠穩定”的收入來

源。

院長L也點出，行管期間許多慈善團體的捐款

收入大減，甚至幾乎歸零，如今本土疫情雖已趨

緩，但衍生捐款下降、活動停擺等危機，若職業仲

介此時乘虛而入，他“毫不意外”。

“餐廳生意不好可以關門，但你說慈善組織怎

樣說停就停？”

“這些集團也是看準時機，才比平時活躍……

這期間也的確很多弱勢群體需要幫忙，捐款人也容

易心軟，我相信‘生意’比平常好做。”

【許曉君、曾毓林】 
“我知道你收入可以幫助” 
許曉君：憂個資洩露

穿着慈善團體T恤的年輕人，拿着印有該組織

資料傳單，在街上不斷遊說途人捐款，這樣的畫面

在疫情之下已經鮮見，慈善團體也得跟隨風潮轉移

線上，才能“化危機為轉機”。

轉移線上的募款形式，趨向針對性和個性化，

記者訪問數名曾接獲籌款電話訊息者，其中公司高

管許曉君（Carrens）半年內收到至少10家不同中

心的籌款電話，個資洩露的情況令她擔憂。

“他們（義工）開口就要500、1000令吉的

捐款，他們知道我的名字，但好像也知道我收入

（多少），其中一人和我說，‘我知道你的收入，

是可以幫助這位病人去度過難關的。’”

義工善用話術勾起同情心

她也注意到每日WhatsApp傳訊和打電話來的

年輕義工，善用話術勾起同情心，讓她擔憂錯過需

要幫助的人，精神飽受折磨。

“一天打三通、五通電話，一直問怎樣了可以

捐嗎，很着急說患癌的孩子正在等……如果你不捐

的話，就會失去一個生命……會覺得人家在等着你

救命，你怎麼這麼狠心，因為的確你捐了不會變

窮，收起來也不會發達。”

不過，她還是拒絕捐款——她想要伸出援手，

但不願養活另一幫人。

“稱佣金少幫人有什麼不對？”曾毓林：義工

比大機構客服專業

“行三好公益計劃”發起人兼星洲日報副執行

總編輯曾毓林則觀察到，有的年輕義工不僅禮貌熱

情，態度“比大機構的客服還專業”，似乎還對這

份工作抱有使命感。

他經常接到這類電話，有一次在不勝其煩後破

口大罵：“你知道你這樣做很不對嗎？……你說你

是義工，可是我認識你們不少人是有賺佣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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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電話另一頭的年輕女生義工仍保持淡定，帶

着客服常有的禮貌口吻回應說：“先生先生，你不

要生氣，（佣金）其實是很少的，我們只是拿回

一些津貼而已，只是想幫忙他們，這有什麼不對

呢？”

捐款“轉成佣金”屬失信

職業籌款仲介或平台抽取高額佣金的方式，不

僅消解被消費的善良，也會使求助者失去更多得助

的機會，亦間接影響到真正幫人的慈善團體，把眾

籌變成“眾愁”。

曾毓林說：“如果沒有事先讓捐款者知道捐款

是如何運用，甚至欺瞞大部分已‘轉成佣金’，這

還是屬於失信的行為！”

院長L說：“雖然（部分籌來的）錢也有用在

慈善團體上，但也是大幅侵蝕了其他組織的（籌

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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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善款自肥：你辜負了我的愛！〉系列二�

正義義工揭發不為人知內情．慈善界陰暗面全曝光

� �

大部分曾參與慈善活動的人都認同，大馬人非常有愛心，在支持慈善活動方面，可謂“有錢出錢、有

力出力”。倘若有一天，當捐款人知道自己所捐獻的善款，並不是全數用於慈善組織，而是會被不法分子

一層又一層地“抽水”與“揩油”，那麼這些善長仁翁還會義不容辭地傳遞他們的愛心嗎？

常言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但這個情況在經驗豐富的義工或慈善組織負責人身上，卻是完全

顛倒的光景，正正他們身在其中，更加知道慈善界裡頭，其他“同行”之間不為人所知的陰暗面。

�

“福利社”代收善款 
各抽40% 剩下20%給病患

李傑文（42歲）投身參與慈善工作至今，已

邁入第12個年頭，向來都以“民間小草”自居的

他相信，只要有毅力，不管再苦再難，也可以在行

善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像頑強的小草一樣展現極

強的韌性。

每當我們提到助人行善，一般上都會想到去老

人院充當義工或是去流浪漢送餐等等，但李傑文助

人的方式卻有所不同，他主要是幫助重症患者籌募

醫藥費，至今已經幫助了超過300名患者籌得醫藥

費。他並不用自己的私人銀行賬戶進行募捐，而是

會要求善心人士捐款至報社的慈善基金會，自己則

分文不取。

然而，行善之路並不易行，李傑文在從事慈善

工作方面，難免遇到一些別有居心的人，打着助人

的名義斂財，令他感到非常反感，也痛惜病患與民

眾的善款，白白送到不法分子手上。

李傑文在受訪時揭露，曾有仲介看到他一路來

都在幫病患籌款，便聯絡他聲稱有“康頭”與他分

享，說是一個名義上是“福利社”的組織願意代為

接收病患的善款，在籌到錢之後會給他40%的佣

金，而組織會抽40%，只剩下20%給病患。

“最近一次就是在行動管制令期間，有一個組

織邀請我加入，說若幫他們找到病患，並為病患

籌款，每個個案都讓我抽30%的佣金，利潤可謂

相當大，你想像，如果一個個案可以籌到50萬令

吉，那一個個案就可以得到15萬令吉咧！”

面對巨款誘惑不動搖

縱使面對巨款的誘惑，他也毫不動搖，堅守自

己的底線，“我沒有多加瞭解，就直接回絕，我不

會貪民眾的善款，就算餓到沒有飯吃，我也不屑去

做這樣的事情。”

不法分子的手段層出不窮，除了直接表明抽佣

之外，一名李傑文曾經幫助過的病患，也遭遇某臉

書慈善平台訛騙善款的事跡，該平台聲稱會幫助病

患籌款，最後卻沒有公佈實際籌得的款項，只轉賬

了一筆錢給病患就不了了之。

“當時，A平台曾經與B病患接洽，說會幫助

B病患籌款，並向B病患索取病情細節與醫藥報告

等資料，然後上載至A平台籌款，最後只給了B病

患一次5000令吉和一次1萬令吉，就沒有其他消息

了，之後A平台還再次用B病患的資料去籌款，也

同樣沒有下文。”

李傑文認為，這些組織利用病患博取民眾同情

心的舉動，會對其他慈善組織造成嚴重的影響，難

免一竹竿打翻整艘船，讓正規的慈善組織成為被懷

疑的對象，失去民眾的信任，可能會面對籌不到錢

的困難。

招收幾個老人或智障童 
明目張膽招募“義工”募捐

經營慈善組織的K小姐，自己認識很多慈善組

織的負責人，她發現雪隆區一些不法分子以經營慈

善組織的方式“賺錢”，一條龍的模式堪比企業生

意手法。

這些慈善中心只需要招收幾個老人或智障兒

童，就可以明目張膽，利用民眾的愛心訛騙善款。

K小姐說，一些慈善中心甚至透過仲介公司籌

款，公司會招募一群“義工”，負責打電話或發信

息向民眾募捐，在成功籌得善款後便會得到佣金。

仲介公司40% 負責人抽20%

據她瞭解，仲介公司與慈善中心負責人“合

作”成功籌得的善款，仲介公司將會抽取其中的

黃田恬、林雪晴《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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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作為佣金，負責人抽20%，只剩下40%給慈

善中心。

因此，助長抽佣歪風的，不僅僅只有仲介公

司，也包括了這些圖謀不軌的負責人，試想想，

倘若仲介公司假借某智障兒童中心的名義成功籌

得100萬令吉，那麼負責人就可以白白獲得20萬

令吉，但我們不知道的是，該中心獲得的40萬令

吉，會不會全數用在智障兒童身上呢？

此外，K小姐也透露，她本身認識雪隆某慈善

眾籌平台的創辦人，主要負責為癌症病患或窮困家

庭籌款，最近也集資為往生的獨居老人捐棺。

“那名創辦人告訴我，為了成功籌得善款，該

平台也會找仲介公司幫他們向公眾籌款，目前旗下

共有10餘名‘義工’，都是年輕人，籌得的款項

會分一部分佣金給‘義工’，他也不敢聘請太多

‘義工’去做這份‘工作’，擔心兼顧不來。”

“義工”用捐款單據索佣金

比較特別的是，這些“義工”會在民眾捐款

後，要求民眾將單據發回給“義工”，目的就是方

便“義工”向仲介公司索佣金，一般上正規的慈善

組織都不需要這麼做。

為深入瞭解平台運作模式，記者也曾嘗試上門

和通過電話，聯絡創辦人佯裝“求職”，無奈該平

台的警覺性很高，僅表示人手已經足夠，暫時沒有

空缺。

有些餐廳募捐箱也有詐

另外，活躍於慈善領域多年的K小姐也揭露，

不法慈善組織的經營方式花樣百出，連我們一般在

餐廳看到的募捐箱，都是由仲介公司所有，所得善

款並非全數捐給有關中心。

她還說，新年、晚宴或演唱會常見的“孤兒院

兒童表演募捐環節”，都有抽佣，實際上孤兒院只

會得到1000令吉的酬勞，整個環節籌得多少錢都

與他們無關，甚至最近在行管期間流行的“線上演

唱會”也涉及抽佣。

“我認識有印度同胞所經營的中心更離譜，甚

至當成‘家族生意’去經營，一些中心更是可以直

接將整本收據簿都給你，總之你有錢給，他們就會

收。”

明明不同慈善中心 
募款信息 千篇一律

一名積極參與慈善活動的熱心社工M小姐也經

常接獲籌款電話，並且發現許多形跡可疑之處，懷

疑就和K小姐說的慈善機構一樣，含有抽佣成分。

M小姐發現，電話中提及的中心真實存在，但

撥電募款的卻不是裡面的職員，而是自稱的“義

工”，而且，明明是幾個不同的慈善中心，但電話

內容卻千篇一律，傳來的信息格式也非常接近，皆

是使用非常積極的手法要求捐款。

追問之下，“義工”只含糊說，他們是通過有

人匿名舉薦善心人士名單，取得她的聯絡電話，這

是非常奇怪的做法，以她多年的經驗，一般正規的

慈善組織並不會設計這樣的名單供民眾舉薦善心人

士。

M小姐說，這些“義工”還會問她很多奇怪的

問題，例如“什麼時候方便打給你跟進”或“什麼

時候會匯款”等等。

M小姐也曾經嘗試用驗證詐騙電話的網站去檢

查其中一個眾籌平台的電話號碼，網站卻出現警

報，顯示有慈善詐騙的嫌疑。

15年來多次被遊說 
還要求出席新聞發佈會

另一方面，愛關懷之家總幹事林國強成立愛關

懷之家已經邁入第15年，期間也曾遇過很多人致

電給他，聲稱可以幫愛關懷之家“有償”籌款，但

皆被他一一謝絕。

他表示，之前曾有一些年輕人打來，說是幾個

朋友在畢業後“合作”幫慈善組織籌款，並且要求

在事成後抽取其中的30%作為佣金。

“還有很多人打來，說我只需要出席一個新聞

發佈會，其他什麼也不用做，他們就會用愛關懷之

家的名義去籌款，一些會抽30%，一些會抽40%

（佣金）。”

或許很多人會認為這樣的籌款方式其實是“雙

贏”的做法，如果沒有這些“中間人”幫忙籌款，

慈善組織連剩下的錢都得不到，但林國強堅守原

則，他認為，這樣的形式並不是雙贏，雙贏要看建

設在什麼立場上，慈善組織所籌得的每一分每一

毫，還有那些錢用去了哪裡，都要跟社會大眾交

代。

“馬來西亞人民都是很有愛心的，非常願意捐

錢行善，因此保護這群善心人士非常重要，如果這

些善心人士的錢被不法分子利用，愛心受到傷害，

你覺得他們還會繼續將愛心延續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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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善款自肥：你辜負了我的愛！〉系列三�

條例不完善缺監管部門．精明行善靠自己

� �

行管期間，許多慈善團體機構的捐款收入大減，不少弱勢群體也受打擊，需要社會人士的善心資助和

支援；但是，亦有不少集團趁虛而入，利用社交媒體大肆宣傳及募款，實則在背後抽取高額回佣，假慈善

之名，行斂財之實，令民眾善心被傷害，更令許多真正需要資助的福利團體被連累。

儘管這類組織的營運疑點重重，然而受訪律師和社福界人士皆表示，大馬現有條例未夠完善，也沒有

專門部門負責監管，所以究竟捐款後的善款去了哪裡，其實難以監察。當機製出現真空，似乎暫時只能靠

公眾和捐款人自己“醒目”和多多詢問，才能把錢捐給對的人。

�

郭義民：現有條例難規管籌款模式

資深執業律師拿督郭義民指出，我國現時條例

未能有效規管慈善團體的籌款模式和善款安排，也

沒有專門部門監管，只能靠公眾和捐款人“消極”

監察。

大馬對公益組織募捐的管制，主要依據

《1947年沿戶募捐法令》。根據該法令，任何人

若要沿戶、在街上或公眾場所發起籌款，事先須向

鄰近警局申請准證，並要註明團體性質、籌募目

標、款項用途、在何時何地進行等，否則將視為違

法募捐。若罪成，可面對不超過5000令吉罰款，

或不超過2年監禁，或兩者兼施。

該法令第4條文闡明，警方可以拒絕發出准

證，或隨時撤回已發出的准證，並列出警方可拒絕

的7項理由：

①� �將用（及己用）的總額與可能收到（及已收

到）的款額不相稱；

②� �報酬過高，或任何人保存所收款項；

③� �授予准證可能促成罪行，或收款會引起犯罪發

生，尤其是以武力、威脅或強迫方式收款；

④� �准證申請人或持有人曾被判欺詐和失信相關罪

行，則為不適當人選，或者授予准證可能促成

該罪行；

⑤� �准證申請人或持有人授權他人收款過程中，未

確認受托人是適當人選，或未有防止未經授權

者獲得所授權的徽章或證書；

⑥� �涉及非法或虛構募款人、社團成員及目的；

⑦� �准證申請人或持有人提供虛假資料，或者拒絕

或忽略提供資料。

監管善款使用非警方擅長

郭義民點出，《1947年沿戶募捐法令》覆蓋

了慈善團體的註冊和募捐活動，並交由警方審核是

否發放募款准證，所設條件也很嚴謹。

唯他認為，警方主要職責在於執法，即懲處慈

善團體營運過程中的違法行為，而對慈善團體的長

期監管和問責，並非警方擅長，應另設法規和監管

機制治理。

“現有法令賦予警方很大的權力…但警方的專

業在執法，而不是做這些背景調查，或完善組織的

治理…所以法令是有，職責也說清楚，只是交給錯

的人去監管。”

郭義民進一步指出，雖然募款須申請准證，也

允許委託其他機構或代表承辦籌款活動，但法令裡

並沒有涵蓋准證獲批後的流程：募款行動的進行、

過後善款使用和執行的細節等等。

“警方發放准證後就沒有繼續監督了，但在完

成募款之後去執行的階段，才最有可能出現失信或

資金管理不善。”

網上募款屬灰色地帶

至於“網上募款”是否合法、要不要申請准

證？郭義民和資深執業律師吳健南皆表示，該法並

無明確闡明，是否涵蓋通過網上、社交媒體或電訊

管道（例如WhatsApp或短訊）的募款。

吳健南說：“‘公共場所’是否包括網上（籌

款），可以說是灰色地帶…以前（籌款）是在街上

的，現在則是在網上的，顯然面對網絡和社交媒體

的崛起，這條舊法令已發揮不了功能。”

他也提醒，若個人通過網上自行眾籌，有可能

會面對網絡霸凌等難以承受的問題。

黃田恬、林雪晴《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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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化募捐未必申請准證

日前有一對華裔母女因透過網絡直播方式向大

眾籌款，慘遭網民霸凌謾罵，並被指為老千、騙

子，令為母者承受不了壓力而崩潰，還一度萌起自

殺念頭。

在數個社團組織和公益慈善機構擔任要職的郭

義民則觀察到，現在公益團體的募款形式趨向針對

性和個性化，很少再挨家挨戶募捐，所以未必有申

請募款准證。

“有些組織還是會（向附近警局）申請這項准

證，但其涉及的捐款行為是面向全國的。”

依該法令，募捐者無准證募捐，便已觸法。不

過他說，至今尚未有機構或個人，因為沒有准證募

捐而遭提控。

蔡瑞豪：可通過註冊號分辨善團形式

大山腳瑤池金母慈善基金會（One� Hope�

Charity）主席蔡瑞豪表示，我國法律允許慈善公益

組織在不同形式下註冊成立，所以在馬來西亞運作

的慈善組織，普遍上都會選擇註冊在社團註冊局

（ROS）或大馬公司委員會（SSM）下。

“不過不同註冊有不同法律法規，甚至連監管

組織架構，呈報的賬目記錄及稽查，都有很大差

別。”

他說，通過SSM註冊的慈善組織要在“非盈

利”的前提下營運，每年須呈上財政報告，所有賬

目往來細節都須詳細記錄，並且經過合格會計師稽

查，即便以非盈利為前提，也還是要向內陸稅收局

報稅。

民眾一般可通過註冊號碼去分辨慈善組織的註

冊形式，在SSM下註冊的組織註冊號為“6個號碼

+1個字母”，而通過ROS註冊的註冊號則為“3個

字母+13個號碼”。

每年須呈詳細賬目報告

蔡瑞豪補充，註冊在SSM下的慈善機構，每年

都須要呈報詳細的賬目報告，以及通過嚴格的稽查

審核，相反地，註冊在ROS下的慈善機構，在稽查

財務賬目的要求則沒有那麼嚴格。

“就像我們（大山腳瑤池金母慈善基金會），

每一項捐款，不管是1令吉、10令吉還是100令

吉，我們都會開出收據，連一張收據不見了我們都

要去報警備案，然後把報案紙夾在文件內，不然在

稽查的時候根本過不了關！”

依據疾病籌醫藥費

大山腳瑤池金母慈善基金會主要負責為無法負

擔醫藥費的病患籌款治病，偶爾也向孤苦無依的老

人提供生活援助或辦理後事等。

詢及求助者的經費預算，蔡瑞豪說，一般上醫

藥費都依據病患所患疾病而定，施棺的預算一般則

介於2000至6000令吉之間，絕不會向民眾募集1

萬令吉以上的離譜價碼。

林國強：SSM註冊善團禁隨意籌款

此外，愛關懷之家總幹事林國強表示，註冊在

SSM下的慈善組織允許對外籌款，但需要在前一年

就擬定好來年的籌款方案與活動，獲得批准後方可

對外籌款，隨意籌款是不被允許的。

他說，政府也嚴格規定善款用途，就以愛關

懷之家為例，一年需要大約80萬令吉費用，其中

50%必須用於特殊兒童身上，剩下約25%用於管

理費（包括租金、水電費與薪水等等），約20%

用於投資經費，5%作為明年的儲備金。

禁止儲備金放定存

“所謂的投資並非讓你去做生意、買股票，而

是涉及盈利的慈善工作，例如我們有聘請特殊兒童

進行包裝襪子與快餐店餐具包的工作，還有舊物回

收之類的。”

他指出，政府對SSM旗下註冊的慈善組織嚴格

把關，就連想要將儲備金放入定期存款賺取利息也

是禁止的。

監管機制不完善 
難保證善款不被濫用

唯郭義民認為，無論是SSM或ROS，相關機構

和法規仍沒有一套針對慈善的監管機制，去保證公

眾捐出的善款不被濫用挪用，若有團體存心隱瞞，

善款到底有多少落到受助人手裡，捐款人根本無從

判斷，“只能憑團體的公信力去作出信任。”

“問題在於你無法一開始就假設那個人騙

你……總的來說很被動，要等公眾投報，即便成功

執法，傷害也已經造成。”

他也補充，我國雖有眾籌投資法令，但並不適

用於慈善眾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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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前須瞭解善團可信度

蔡瑞豪與林國強皆建議，如果民眾想要捐款給

慈善組織，應該要先瞭解組織的可信度與透明度，

方可進行捐款。

他們說，一般慈善組織不會隨意打電話或發信

息向民眾募捐，若民眾收到這類電話，有意伸出援

手卻又擔心上當，可以向有關組織多加追問，正規

慈善組織絕不會含糊其辭，一定會完整而詳細地回

答。

“民眾也可以查詢有關組織臉書專頁的評論，

身正不怕影子歪，真正的慈善組織會開放臉書專頁

評論，敢於接受民眾意見。”

針對我國募款制度的漏洞與如何辨別國內真假

慈善組織，記者曾試圖向婦女、家庭及社會發展部

長拿督斯裡麗娜哈倫及社會福利局（JKM）尋求

回應，唯至截稿為止尚未獲答覆。

應效仿獅城慈善法令

郭義民以新加坡《慈善法令》為例，指只有建

立一套完整有效的監管機制，才有助於扭轉這種被

動的局面。

“比如我們的1947年（沿戶募捐）法令和新

加坡的慈善法，都允許第三方幫忙募捐……（但）

在新加坡有詳細的籌款準則，不止針對籌款前的計

劃階段，也監管後期的執行運作。”

他強調，公益慈善團體發展的可持續性

（sustainable）固然重要，但其營運目的絕非是為

獲取利潤（profitable）。

“（組織）行政費是為了確保可完成籌款的目

的（使命）……但抽30%、50%（佣金）那麼高

太離譜，肯定（會）被質疑，當成一個生意來做就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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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善款自肥：你辜負了我的愛！〉系列四�

慈善機構中介合作實行佣金製．聘“籌款大使”招月捐者

� �

《星洲日報》於8月16日起刊登“不良中介抽高額佣金．義工兵團籌款自肥”系列專題報道後，引起

社會熱烈迴響；許多讀者反映說，他們也收到類似勸捐電話和WhatsApp短訊。有的人在接到電話後第一

反應就是懷疑，因而拒捐，卻也有人因無從求證真假，而多少掏錢捐助。

一名讀者聯繫本報，希望本報探討國際非政府組織與籌款中介公司合作的現象。他也以其曾加入職業

籌款公司的2名友人為例，告訴我們中介公司如何以純佣金制的方式，聘用“籌款大使”，為數家國際非

政府組織以及慈善機構在街頭招攬月捐者。

過後，本報記者聯絡上這2名青年Y和Z，由他們娓娓道出那次工作經歷，包括加入行業的經過、公司

背後運作和拆擁方式等。本報也獲馬來西亞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Malaysia）回應，解釋他們多年

來聘雇籌款中介的原因。

�

只要被訪者肯聆聽 
簽單幾率至少50%

週六早上11時，在雪蘭莪八打靈再也的SS2商

業區，一隊3人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

“籌款大使”開工了，年輕人穿制服、掛名牌，手

執一張藍色資料卡及文件夾。

“哈咯先生小姐，請問你有沒有聽說過

UNICEF啊？”話音未落，男女老幼邊說“不需要

不需要”、“我趕時間”，邊扭頭而去。有的人稍

稍放慢腳步，拋下一句：“我已經捐過啦！”講完

就走。

終於有一名男士停下腳步，年輕的籌款大使欣

喜翻開資料卡，內有基金會簡介和圖表，講解到最

後，他熟練地翻到最後一頁，問：“先生，請問一

天1令吉70仙，對你來說會很辛苦嗎？”男士愣了

一下，輕輕搖頭。

籌款大使接着馬上問：“不會很辛苦，那先生

今天可以為了小孩出一天1令吉70仙嗎，你一個月

少50令吉，會對生活產生很大影響嗎？會的話，

那就不要捐，如果不會，先生請你幫幫他們。”

男士還在猶豫，不過籌款大使已經拿出文件

夾，翻開最上層的A4白紙，露出下面一疊厚厚的

捐款單，做好準備等他點頭答應。

“通常顧客只要肯聽，簽單幾率都很大，如果

願意聽完，成功率至少50%，”青年Y這麼說道。

Y與Z曾受雇於一家中介公司，工作是擔任“籌款

大使”（fundraiser），替UNICEF在街頭招攬月捐

者。

與部分善團合作 
籌款中介運作多年

部分慈善機構除了通過本身的職員或義工籌

款，有時也透過中介公司聘用籌款員，這運作模式

其實已行之有年。

以澳洲為例，根據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

（ACCC）在2017年針對慈善組織以佣金制籌款

的一份報告顯示，澳洲的職業籌款中介從2009年

的17家公司，增加到2017年的35家，在8年內翻

了一倍，市場越做越大。

在馬來西亞的籌款中介就包括Y和Z工作的這

家國際營銷公司，根據其官網，該公司業務遍佈

亞洲，在大馬與馬電訊（Telekom�Malaysia）、

新電信（Singtel）、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和

UNICEF等具規模的機構皆有合作關係。

信用卡扣款抽佣最多 
至少有6層“上線”

UNICEF的“月捐計劃”分為每月50、75或

100令吉，Y和Z揭露，籌款大使按“生意額”抽

佣，而佣金的多寡也與扣款方式有關。

以捐款人每月捐款50令吉為例，若捐款人使

用信用卡扣款，籌款大使可獲發一次性約160令吉

的佣金及2積分；使用轉賬卡（Debit�Card）則有

約80令吉的佣金，獲1積分；使用網上銀行轉賬則

只有40令吉，但沒有積分。

若此言屬實，則善長仁翁至少前幾個月的定額

捐款，很大可能是成為了籌款公司的佣金。

“所以我們都會盡量勸顧客簽信用卡，做一

黃田恬、林雪晴《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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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頂兩單，”但條件是捐款人要連續捐款至少6個

月，不然佣金將被取消。

兩人坦言，除了籌款大使本身獲發佣金，上層

也可以抽佣，每週累積足夠積分就能“升職”。在

籌款大使之上，尚有領導、組長、高級組長等至少

6層“上線”。

籌款大使多為年輕人 
每週佣金可達2千

二人觀察到，擔任籌款大使的多是20幾歲的

年輕人，Y和Z每週獲發的佣金平均在1500到2000

多令吉不等，月入可以超過8000令吉，但有時也

會連續幾天簽不到單，收入非常不穩定。

Y也透露，公司規定他們不能稱自己為UNICEF

的“義工”，只說是“代表”UNICEF，“但當然

我們也不可能和顧客說我們有拿佣金的嘛……我不

能騙他，我隱瞞他而已。”

招攬百人僅4人會駐足

他們表示，每次站街募捐，團隊都會安排在商

場附近、商店街、小販中心這些人流量多的地方。

Y說：“一間店問完繼續去下一間，一路上見

人就問、見人就問。我們連停在路邊的車都會去

問。一天至少pitch幾百個人。”

“Sales�Pitch”是銷售界業內常用語，是類似

“招攬”的意思。

Z則表示，平均每攬下100人，只有約4人會停

下，“這已經是算很厲害了咯。”

籌款團隊也會仔細記錄下每一次遊說情況：遊

說多少人、路人有無停下、有沒有聽完、最後成交

沒有，這些數據每幾個小時都要結算呈交一次，領

導也會分析結果，以協助籌款員提高成交率。

“真的很辛苦” 
日曬雨淋日走3萬步

Y和Z當初只是因為好奇，便抱着“跑田野”

的心態加入，如今均已離職，因為工作“真的是太

辛苦了！”他們也坦言這份工作員工流失率極高。

做這一行，經常需要呼喝指罵，“有些顧客會

罵我們是騙子，還說要報警抓我們，我們還是要保

持禮貌和他們解釋。”

不僅要不斷重複找人捐款又被拒絕，還要忍受

日曬雨淋之苦，經常累得想放棄，“手機顯示我一

天可以走3萬步那麼多，”Z說道。

純佣金制籌款 
傾向商業心態？

Y和Z質疑佣金請人手法，認為以業務量大小來

決定籌款大使的報酬，是很商業化的操作，且不夠

清楚交代籌款開支，對捐款者來說信息也不對稱。

Z質疑：“如果是算時薪或月薪，而不是只用

佣金去激勵，會比較能接受。但如果我都可以分到

這麼多（的佣金），我上面也都有得分，分到來到

底有多少才去到真正需要的人？”

UNICEF：向公眾宣傳善團使命 
籌款大使多經專業培訓

根據大馬UNICEF官網，基金會收入均來自個人

與企業贊助，聘請籌款公司遊說公眾定期捐款，能確

保機構有長遠穩定的捐款來源。基金會也稱，籌募

工作是一項專業，籌款大使都經過專業培訓，才能向

公眾宣傳機構的工作和使命，因此外包給籌款中介，

比自行招募員工或義工，更具可持續性和節省開支。

前籌款大使Y和Z爆料拆擁方式和公司背後運

作後，記者也向基金會和其中介公司尋求回應，至

截稿為止，該中介公司未作出任何回復，馬來西亞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署理私營部門籌資與合作處處長

周寶寶在接受《星洲日報》訪問時，沒有正面回應

籌款大使的佣金收費，僅表示基金會的籌款活動除

了該中介公司，也涉及其他合作夥伴及內部本身籌

款團隊，而基金會也理解，報酬因對像和活動而

異，因此指前籌款大使的說法“存在誤導性”。

針對佣金請人手法或太商業化，周寶寶則回應

說，機構需要以最有效和可持續的方式籌集資金，所

以要使用不同方式籌款，包括與一些籌款中介合作。

周寶寶續稱，如果沒有策略性把資金用在能夠

帶來投資回報的活動，其實也是“濫用我們的資

金，會讓受益人和捐贈者失望。”

對中介收費籌款開支三緘其口

儘管大馬UNICEF在官網闡明與籌款中介的合作

關係，但對籌款中介的收費並未多做說明，僅表示公

眾可透過基金會最新年度報告，來查詢資金和費用

分配的信息，唯記者發現該超鏈接的地址已經失效。

另一方面，周寶寶在受訪時，對籌款中介的收

費和年度籌款開支三緘其口，只強調每年籌款活

動的實際開支變化很大，且這項工作的費用是由

UNICEF總部提供資金支持。

周寶寶也強調，機構每年會至少將75%的收

入分配給兒童項目，但通常會超過75%的基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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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善款自肥：你辜負了我的愛！〉系列五�

慈善機構雇仲介籌款．教我如何安心捐款？

� �

不少業內人士向本報透露，有慈善機構涉及不道德籌款和抽高額佣金行徑，到底民眾還有什麼方法能

安心捐款呢？有沒有想過可以用區塊鏈技術，追蹤你捐過的每一分錢？

另一方面，在小販中心、商場附近這些人流量多的地方，不時看見“籌款大使”在街頭勸捐：“先生

小姐，你有沒有聽過xx機構？可不可以給我5分鐘解釋……”

原來，有些慈善組織的籌款大使是受薪的，部分慈善機構更會聘請職業籌款仲介協助籌款；執業律師

顏炳壽認為，有關手法現時缺乏相關機構監管，因此存在一定爭議。

�

“依中心需求發訊籌款” 
社工V小姐回應含糊

日前〈義工兵團籌款自肥〉報道刊登後，記者

也接獲兩名慈善機構前業內人士提供進一步消息，

指雪蘭莪州士拉央的“XX兒童殘障福利中心”也

涉嫌不道德籌款和抽佣行徑。其中一名提供消息者

曾擔任該中心的“義工”，透過電話和WhatsApp

向大眾籌款，唯他在受訪後因過度擔心，而拒絕讓

本報刊登他的採訪。

無巧不成書，上次報道的受訪者，也曾抱怨曾

收到這家機構的電話和短訊糾纏，記者於是繼續追

蹤，直接致電向這家可疑的兒童殘障福利中心詢

問，而該中心的社工V小姐在通話中多次沉默、回

應含糊。

電話中，V小姐透露自己是該兒童殘障福利中

心的社工，主要負責打掃與餵食障友，偶爾在中心

負責人要求之下會幫忙籌集物資，並強調“沒有籌

錢”。

記者追問，如果該中心社工沒有發動籌款，那

麼民眾收到的募款信息是由何人發出？V小姐才支

支吾吾改口說，“一般上都是要看中心負責人需要

什麼，我們才想辦法（發短訊籌錢），看能不能找

到善心人士幫忙。”

V小姐補充，自己本身有一份正職，只在周休

前往中心幫忙，並未收取任何佣金，“只是有時候

院長會打包飯請我們吃。”至於其他社工有沒有抽

佣，中心一共有多少社工幫忙，她也一概表示不清

楚、不知情。

P先生：透過大量義工籌款 
“電話轟炸”有抽佣之嫌

曾參與這類籌款公司運營的P先生透露，慈善

機構若須籌款，往往只有一到兩位內部理事負責此

項工作，若一家慈善機構透過大量義工，用轟炸式

電話方式籌款，則存在“抽取佣金收入”之嫌。

“這些黑心義工集團是以團伙的方式，用電話

轟炸善心人士捐款，他們告訴你一家老人院要2、

3萬令吉維持，但其實一到兩個義工就可以籌到這

個數目，剩下的都是淨賺。”

須先讓“義工”無利可圖

已遠離這行多年的P先生，對這類不道德籌款

的行徑深惡痛絕，他認為，要杜絕黑心義工集團，

就必須先讓這群“義工”無利可圖。

“社會上極多弱勢群體是真正需要被資助的，

但是如果被這群黑心義工集團繼續破壞大愛社會的

環境，許多真正需要被幫助的群體將面臨無辜的影

響。”

從事“義工”的多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他

因此提醒家長應該多加留意自己的孩子是否已成為

詐騙集團的驢子，要是留意到行為不妥，也應該到

孩子的工作環境瞭解。

可要求與對方視頻通話

P先生建議，當接到陌生慈善機構籌款來電，

要求對方發真實照片或與對方進行視頻通話，立即

可觀察慈善機構環境。

“若對方環境位置處於電話營銷部門的辦公環

境，民眾可以向警方進行舉報，並且提供對方照

片以及電話號碼進行投報，讓警方有線索可以調

查。”

他也鼓勵有意捐款者，首次捐款可以去到相關

慈善機構移交款項，並且要求院方提供負責人官方

聯繫方式。他甚至認為，民眾也應拒絕向第三方捐

黃田恬、林雪晴《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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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善款，千萬不要只是因為對方電話糾纏，或傳上

幾張照片，就奉上捐款。

可要求到銀行開啟病患賬號

慈善行騙大多數以緊急病患的案件對社會籌募

善款，P先生亦建議，若民眾要捐款，可向相關人

士要求到銀行開啟獨立病患賬號，善款數額達到之

後即可停止籌募，避免不法集團收取超額的沉澱善

款。

李建驊：用區塊鏈杜絕黑箱作業

想付出愛心，但害怕被騙，難道周圍的慈善機

構都信不過了嗎？那有什麼方法能讓人安心捐款，

同時確保捐款用在合適用途上呢？大馬新興科技協

會會長拿督李建驊正計劃透過區塊鏈技術，解決慈

善界的信任問題。

李建驊打算在今年內上線“線上義賣平台

WeChain”，創造一個為非營利組織、捐款人和商

家之間提供服務的平台。

李建驊解釋，區塊鏈技術具有透明、去中心、

可追溯和不可竄改的特性，因此到時可以記下每一

單捐贈交易紀錄的數據：包括義賣籌得的捐款、時

間、捐款者和接收者的詳情等，這將大大降低傳統

慈善募款的成本和黑箱作業的可能性。

顏炳壽：不道德籌款可構成失信罪

據記者瞭解到，這些聘用“義工兵團”籌款再

從中抽佣分紅的不良集團，當中很多都是屬於“合

法機構”，是註冊公司或社團，只是他們採用新穎

籌款方式，以規避法律責任，唯資深執業律師顏炳

壽指出，這類不道德的籌款行為，其實可以構成刑

事失信罪。

顏炳壽解釋，儘管捐款者都是自願的，也非商

業投資行為，而有關慈善組織也有將部分款項轉交

給求助人，或用於機構營運，但他們的手法卻含有

“誤導”、“欺瞞”和“不合情合理”的成分，包

括可能瓜分超過一半的善款作為佣金。

“當我的捐款有專用用途，但少掉的數目完全

不合理，比如我捐5萬令吉，你是我的信託人，卻

把一部分捐款當作‘收入’，抽高達2、3萬令吉

的佣金，這已經是‘嚴重失信’的問題。”

根據刑事法典第405刑事失信條文闡明，任何

人在受托財產的任何方式不誠實地挪用，或是轉換

為己用，就構成“失信”。

不少慈善機構也聘仲介省開支

除了這類不良集團不道德籌款，其實近年不少

大型慈善機構，也會聘請籌款仲介協助籌款，以省

卻聘請職員或招募義工。

針對這一慈善界外包仲介的籌款模式，顏炳壽

指出，現時沒有專門的部門監察慈善機構運作，但

慈善機構聘請籌款仲介與部分慈善組織不道德籌

款，仍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後者是“純黑箱作業的

老千勾當”，有失信嫌疑；前者則是慈善機構在市

場經濟需求下，漸漸往商業化靠攏。

質疑“佣金請人手法”

不過，顏炳壽卻對“佣金請人手法”抱有疑

慮，他表示，比起自己聘請職員或招募義工，外包

服務的確可能為慈善機構節省更多成本開支，但他

反問：我們真的要用這麼盈利導向的方式來推動慈

善工作嗎？

他說，將籌款大使的薪酬與績效直接掛鉤，激

勵作用明顯，但這是否為慈善籌款的理想方案，或

許見仁見智，“捐款人、受益者、籌款大使和慈

善機構等都是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佣金

制）或許對籌款大使公道了，但對捐款人和受益者

公道嗎？”

“他們（慈善機構）或許會辯說，若沒有採取

這樣的方式，就難以達標，但我對這一解答有大問

號，難道不用這樣商業化的模式，就真的沒辦法籌

到同樣多的錢嗎？”

“如果我每個月捐50令吉，連續捐20年，

160令吉的佣金其實也不多，但如果我知道，他

（籌款員）拿的不是160令吉的利潤獎勵，而是固

定的薪水，可能我心裡會更加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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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全民炒股〉系列一�

疫情下另一道風景線 炒股瘋一波比一波強

� �

這一天，嘉豪聚精會神地盯着電腦，看着許多同齡朋友都看不懂的符號與數字。

當父親一通越洋電話打來發號司令後，他在電腦前敲敲打打，不一會兒便賺取了9000令吉。一切妥

當後，他又拿起課本，若無其事地繼續溫習功課。

這是一名柔佛男生炒股票的真實寫照，惟他不知道的是，當天下午，我國正破天荒出現13只股一同

漲停的景象，而21歲的他對此絲毫沒有概念。事實上這並非單一例子，上至教授、企業家，下至打工一

族，許多之前沒買股票者，如今都在疫情帶動下，一一參與了這場“全民運動”。

在這現象中，一些受訪者發現，這場全民運動的背後蘊藏着大家可能忽略的一面，一個足以影響我國

投資風氣及經濟根基的重要關鍵……

�

股市價量屢創新高

在8月6日，我國13支股一同漲停，所謂“漲

停”就是為了抑制股市交易的過度投機行為，因此

在股票於交易日當天達上漲的上限額度時就漲停，

不能在同一天內繼續上漲。

除了這罕見現象，大馬交易所（BURSA，

1818，主板金融股）成交量也在短短3天內再度刷

新歷史紀錄，逼近167億股。

在這之前，馬交所曾在5月18日創下112億

1000萬股的記錄，惟當時這記錄在不足兩個月，

即7月8日以118億700萬股超越5月份的記錄。

新戶頭較同期增30%

不僅如此，在5月29日，本地股市也締造另一

記錄，交易總值創下歷史新高的93億800萬令吉，

而有關記錄仍不斷刷新中。

這現象反映出“炒股瘋”，而新散戶的註冊

和他們的表現也反映了這現象的熱度。根據馬交

所文告，今年首5個月的散戶新戶頭比去年同期增

加30%，日均證券交易也增加了82%，淨買入總

值51億令吉股票，漲幅超過6倍；散戶至今的淨投

資額達到58億3000萬令吉，已比去年全年的24億

5000萬令吉增加一倍。

瘋股原因逐個看：

˙� �近年來入場門檻低

˙� �疫情讓股友更有機會趁低入場

˙� �現有投資管道有限

˙� �利息過低導致銀行投資不吸引

˙� �公司在經濟不景氣時有意轉移風險

˙� �科技協助下，買賣比過去方便快捷

˙� �打工一族尋找另一份收入

˙� �近年來在金錢遊戲下的投資者更趨向快錢文化

˙� �社媒運作，加速訊息傳達

˙� �民眾羊群效應

連惠慧：投資管道有限

顯然的，我國炒股熱度似乎到了空前風潮，然

而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經濟系教授連惠慧博士就表

示，若與美國、香港甚至越南相比，我國不至於達

到“全民炒股”那麼瘋狂。

她說，據目前數據來看，接觸股票的民眾確實

顯著增加，各年齡或階層的參與面也更廣，但我國

尚未來到全民炒股的階段。

股市更具吸引力

連惠慧指出，許多人此時湧入股市，主因是目

前利息過低，導致現有銀行投資項目回酬不夠吸

引，加上房市疲弱等，都令投資者有感股票才是他

們目前最好的選項。

“投資者覺得目前投資管道有限，尤其國行今

年罕見地連續4度下調利息，讓投資者對現有投資

項目提不起勁。”

反之，快速獲利的股市相對來說更具吸引力，

所以吸引不少人入場。這也說明，哪怕股市風險不

低，但不少人寧願將錢從定存提出轉向股市，也不

願意選擇相對安全的投資方式。

據瞭解，美國幾乎每兩人就有一人炒股，這比

例令美國成為最多人炒股的國家；對物質相對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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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無求的不丹，如今也開始掀起炒股熱潮。根據統

計，最不熱衷炒股的國家是德國與日本。

中高收入群趨之若鶩

過去10年來金錢遊戲在我國興盛，不少習慣

了賺快錢的投資者如今更是對股票市場如癡如醉。

連惠慧對此認為，這情況對收入受影響的群體（非

低收入群體）而言更顯著。

她指許多薪水減少的中等收入群體（M40）

為了增加收入，選擇了進入股票市場，一些具資本

的高收入群體（T20）也對股市躍躍欲試。

她點出，由於目前進場門檻低、操作快捷，一

再提升買賣的便捷程度，進一步促成這熱潮。

無疑的是，和過去相比，如今只要能上網便能

自行買賣，最近甚至還出現手機應用程式，任何人

或何時何地都能在股市上交易。

冷眼：50年僅遇4次

除了上述理由，我國瘋股現象與疫情脫離不了

關係。大馬著名股市基本面大師冷眼（馮時能）指

出，疫情下的投資局勢，讓有意投資者能以超低價

格買入進場，因此堪十年一見的投資機會。

他說，這不是我國股市有史以來最火熱的一

次，但是手套股帶動整體股市確實是不爭的事實，

因為手套股隨着疫情的關係大漲，吸引許多人入

場，進而讓整體股市活絡起來。

瘋股現象非史無前例

在冷眼超過50年的投資生涯中，如此機遇就

只遇過4次。其餘3次分別為1987年原產品齊齊暴

跌觸發熊市、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及2008年美國

次貸風暴掀起全球金融海嘯。

一名匿名的50歲股友則坦言，如今就算是“瞎

子”也能炒股。這名在疫情期間賺了20萬令吉的股

友認為：“現在是進場最好時機，難得一見！”

另外，由於全球疫情仍在，甚至出現第二及第

三波傳染，因此冷眼認為相比起產業及建材領域，

醫藥保健和手套股還是熱門股。這說法或許正解釋

了為何過去4個月來，越來越多企業相繼宣佈進軍

手套和醫療保健領域，當中又數上市公司最多。儘

管如此，冷眼指目前瘋股現象並非史無前例，過去

我國也曾有過這現象，他相信未來亦然。

李偉宏：社媒推波助瀾

和過去不同的是，社媒的出現加速了炒股現

象。馬來西亞伍倫貢伯樂大學學院商學院高級講師

李宏偉博士認為，目前我國股市一片火熱，社交媒

體扮演着推波助瀾的角色。

擁有市場學背景的李宏偉以市場心理學角度分

析指出，社媒蓬勃的時代，資訊流通之快可說比過

去任何時候還驚人，直接推高了這股浪潮。

羊群效應蜂擁進場

“因為股票除了是市場經濟行為，也涉及心理

層面。所以在羊群效應下，很多人會因為在社媒上

看到哪些人賺了錢，所以自己也一窩蜂跟着進場。”

有趣的是，他認為目前社媒上出現很多“導

師”、“大師”等開班教導散戶如何投資，這不僅

反映出民眾熱股現象，也大大推動炒股風氣。

“很多之前沒玩股票的人，在耳濡目染下都想

買股，不然會覺得失去機會，甚至有一種恐懼心

理，最終成了散戶，更是跟風一族。”

另一值得思考的是，經濟低迷時，股市大好真

否只是因為疫情影響、投資管道有限，以及社媒推

波助瀾所致？

股市大熱未必是好事

李宏偉就提醒，經濟不景氣時，一些公司若是

認為未來前景不樂觀，想要轉移經營風險時，往往

都會以賣掉手上股票的方式將風險轉成投資風險。

“一些公司為了將本身風險轉到散戶身上，就

會刻意放一些（看似利好）消息發給散戶。”

換言之，股票市場大熱並不一定就是好事，因

為一名投資者的買入，就意味着一名投資者的賣出，

何況這背後還有着許多利益考量及複雜的操縱。

早前美國證監會就揭發，一些上市公司利用新

聞稿、社媒、廣告、電郵及促銷等方式，宣告大眾

他們的產品（或服務）可以預防、偵測或治癒冠病

為切入點，以積極且樂觀的言論來吸引投資者，同

時刺激本身股價。

“一旦股價和交易量大增，背後操縱者趁高套

利，留下無辜的投資者，繼續持有無價值或接近沒

價值的股票。”

詢及這現象是否健康？李宏偉坦言，不存在健

康與否的說法，因為站在企業角度，分散風險是運

作手法之一。

他也認為，投機活動不盡然都能被視為負面的

經濟行為，因為若沒有這些市場活動，市場流通性

就會很低：“有人買賣才會有流量，假如一支股票

沒人買賣，那就只是一堆數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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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全民炒股〉系列二�

僅靠1%上市公司唱好 股市經濟各走極端

� �

1602年，阿姆斯特丹的街頭人潮擁擠，甚至勞動警察維持秩序。

數百人拼老命為的就是搶購東印度公司的股票，因為該公司為了開拓新市場，圖借由集資方式來壯大

規模。這就是全球第一支公開交易的股票，當時該公司成功籌集到大量股權資本，之後一舉營運200年之

久。

歐洲大航海時代下，人人都看好該公司前景，甚至對歐洲經濟甚具信心，所以搶購情況前所未見。然

而，眼下我國的股市卻似乎有些弔詭，因為我國的經濟並沒有一片大好，但股市卻一再刷新記錄。這各走

極端的現象，令經濟學者們納悶着，也不免擔心起來……

�

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經濟系教授連惠慧指出，股

票的目的旨在集資，同時也借由投資認購熱度來反

映一家公司的價值與前景，乃至整體經濟的面貌。

可以這麼說，股市的表現，往往被視為能反映經濟

的好壞。

“我認為現在看到的都是亂象。因為理論上，

股票的漲幅與公司的價值，以及市場經濟理應是對

等的。現在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牛市料不長久

曾獲我國最佳學術論文獎的連惠慧教授也指

出，我國擁有約1000家上市公司，然而目前整體

股市卻其實只依賴着不足1%的醫藥股手套股來支

撐，因此這種牛市的基礎值得探討和觀望。她甚至

認為目前的牛市不長久，更可能存在某種危機。

馬來西亞伍倫貢伯樂大學學院商學院高級講師

李宏偉也有同感，他指股票漲到將近2000點，但

實際上卻只是靠着1%的上市公司來帶領，因此很

明顯出現了投機過度的現象，導致目前的經濟狀況

被扭曲了。

“若單純從字面上來看，感覺大馬經濟欣欣向

榮，但是看清楚的話其實不是這麼一回事，只是股

票讓市場看起來很熱而已。”

李宏偉的顧慮不是沒有根據的，統計局數據

顯示，大馬的失業率從4個月的5%增加到5月的

5.3%，上半年經濟萎縮8.3%，其中第二季度（4

至6月）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更是猛跌17.1%，

是21年（1998年金融風暴）來最差的一次，偏偏

股市熱絡呈獻出另一種極端。

李宏偉：錯失好公司損經濟

很多人認為，炒股失當的最壞局面莫過於“燒

到手”，殊不知，若不理智的跟風，將迎來更大更

深遠的隱憂。

李宏偉就發現，目前許多散戶都是基於手套股

看漲而進場，但是實際上對股票運作和各別公司的

認識卻極度欠奉。這樣的跟風文化下，散戶將犧牲

許多根基穩固、前景穩健的優良企業。

他以影視作品為例指出，一些作品叫好不叫

座，長期被市場忽略，以致無無法獲得更好的拓

展。他就解釋，這也是為何不少投資分子喜歡投資

在那些‘仙股’上，反之有實力的企業卻得不到關

注和融資的機會，我們最終將典當有前景的公司。

無疑，若真正有實力、有前景的公司無法獲得

融資與拓展的機會，最終損失的是我國經濟。

邱逸帆：散戶患炒股強迫症

33歲的基金管理邱逸帆玩股票7年，目前屬於

理智型的他在與本報分享時直言，自己剛開始接觸

股票時也曾陷入一種不能自拔的情況，甚至身體不

支而入院。

“當時每五分鐘看手機一次，也會一直看電

腦，再看論壇的分享，時間不夠用，精神不集中，

結果耳水不平衡，身體有了狀況。”

投資觀不正確

如今自律理智的他已經不再這樣癡迷瘋狂，但

是他坦言自己周圍的朋友，都經常因為瘋股而分

心。這樣的情況對現在居家作業的人來說，更容易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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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瞭解，中國就因沒有樹立正確的投資觀，並

平衡炒股與生活的關係，結果出現許多散戶患上

“炒股強迫症”的現象。這群人患得患失，或急功

近利，或大喜大悲，或飄忽不定，存在各種心理誤

區。

黃錦榮：無法反映企業慘況

儘管如此，優大商業與金融學院經濟系副教授

黃錦榮卻提出另一個觀點。他認為，疫情下的股市

表現與經濟起落是兩回事，所以無法做同等比較。

因為這次股市就疫情的影響，就只能體現在那不足

1000家上市公司的表現上，並不能全面反映出我

國的整體經濟情況。

“其實疫情更多的是影響我國190多萬中小企

業，這些是沒有反映在股市表現上的。因此疫情對

經濟的衝擊面與股市的反映，是兩回事。”

與97金融危機本質不同

曾任中國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的他也解釋，

與過去不同的是，1997/98年金融危機衝擊的是

銀行業，而銀行業是股市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此

當時的經濟表現與股市是同步起落，然而這次在本

質上則不同。

“今次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和過去經濟危機的影

響是不一樣的，因為本質上本來就不同。”

再來，他也點出，因為國行的降息以及政府注

入資金的關係，股市自然能繼續走下去。就此，股

市的起伏與經濟表現在這個時候的南袁北撤是可以

理解。

不僅如此，由於疫情對這次經濟衝擊是企業

界，然而同一時間裡也有很大部分人是沒有受影響

的。換言之，疫情對經濟衝擊是不全面的，若這時

與股市表現作出詮釋，自然無法真實反映出任何貼

近事實的意義。

峇蘭吉星：炒手套股盼無疫苗

疫情期間的股市是相當值得探討的現象，其

中，若是站在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見識的話，學者

們都覺得十分“奇特”。

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社工學系峇蘭吉星博士就發

現，由於散戶們極度依賴手套醫療股，結果往往會

因為疫苗的出現而不安焦急。

“他們似乎不希望疫苗面市，尤其是剛進場的

散戶更是希望疫情嚴重下去。”�他表示，儘管目

前不至於出現有散戶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刻意散播病

毒，或出現類似美國那樣抗議戴口罩，但是，散戶

將疫情視為‘救市’的助力這種社會心理值得探討

與反思。

不僅如此，較早前彭博社也揭露，投資者出現

一些冷血邏輯，如：失業增多可能有利於公司盈

利，從而刺激股市。

這種模式把企業利潤置於員工和整個社會的福

祉之上的做法似乎有些殘酷，但不少美國企業正試

圖借此減低成本，增加利潤，讓公司的盈利前景和

股市表現更穩健。這種觀點正在華爾街流傳，信徒

更不少，但這是我們要的社會嗎？

連惠慧：跟風易被操縱股價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連惠慧指出，散戶的跟

風風氣也正好為不法分子提供一個很好的機會進行

操縱。

“一些公司虧錢，但是卻一直起價。”

她指出，其危險處在於當股票的價格與公司價

值是不對稱時，只要有人大拋售就會直接猛跌，股

民來不及拋售必定遭殃。

李宏偉則提醒，一些不法分子會趁機做一些虛

假的報表、內部的操縱股價，導致到經濟發展被扭

曲。

“很多人會誤以為大馬經濟蓬勃發展，但是看

清楚的話，其實是一些投資分子在炒熱市場，以致

公司核心及價值是被放大的，但是假消息過度的

話，會令市場被扭曲。”

再來，他也說，若是出現不利消息時，先前人

云亦云的散戶自然嚇得猶如驚弓之鳥，一旦出現恐

慌性大拋售將可能引發紅海。

不勞而獲影響生產力

李宏偉也點出，由於長時間跟風，不僅是散戶

培養起不做功課的投資態度，如此風氣下的投資新

生代更會是不勞而獲的一群。

他指出，散戶有很多種，一些基本面的，需要

看數據、財報；一些是技術面的，看圖及走勢。然

而第三種是最危險的，即只是聽風跟風。

“很多的散戶都是跟風一族，這些人是投機分

子。”

連惠慧也點出一個關鍵，即，長遠下去，我國

的生產力很可能將受到影響。

這樣的顧慮是可能的，香港和越南就曾因為全

民瘋股，以致國人無法專心工作。尤其當地炒股群

中出現了一大批的所謂職業股民時，對國家生產的

影響變得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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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終極方案是王道

對股市基本面大師冷眼（馮時能）而言，股市

從來就不可能每次反映出真正的經濟面貌。

“短期來說，股市和經濟表現未必是一致

的。”他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如此說道。他解釋，

股市的起落決定在於市場對股票的供求，經濟表現

則退居一旁。尤其經濟不景氣時，投資者自然會找

最快且最容易的投資管道。他補充，股市確實能在

某程度上反映出經濟現況，惟，那也需要一段長時

間才能驗證。

任何事物都應該適可而止，且依據正確且穩妥

的方式才是王道，炒股亦然。

對擁有50年投資經驗的我國著名大師冷眼來

說，股票能在這個世上屹立不倒數百年，而且能夠

全球化，參與的人數有增無減，必然有其存在的價

值，其中讓企業融資拓展、令民眾累積財富，這些

都是股票帶給人們正面的意義。然而，如果目前的

狂熱氣象持續下去，最終股市將會變成賭場脫離了

存在的宗旨。

“屆時，股市就不再是企業融資，散戶分享財

富的地方了。”

創富及保富

他也說，正確且健康的心態應該還是根據基本

面因素作為投資決定，而用“終極方案”選股則永

遠不會錯。

所謂“終極方案”即，創富及保富。其中，

“創富”的首要條件，就是用對方法選對股。冷眼

指，終極方案是結合了“創富方案GDP”及“保

富方案PRC”，判定股項是否值得投資，一旦分數

低於50分及格水平，則不考慮買進。

創富方案GDP是指：增長（Growth）、股息

（Dividend）及本益比（PER）。�而保富方案PRC

則是：賺幅（Profit�Margin）、平均投資回酬率

（ROE）及現金流（Cash�Flow）。�誠然，投資股

票原是累積財富的管道，但人性的介入卻令股市變

得複雜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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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全民炒股〉系列三�

股票沒全漲 股市泡沫遠得很

� �

股票在世上存在了400多年，而這數百年間，不少名人都曾栽在裡頭，虧得一敗塗地，如人類歷史上

最有名的物理學家牛頓，以及知名作家馬克吐溫。

其中，幽默的馬克吐溫更曾因炒股失敗，留下這麼一句話：10月，這是炒股最危險的月份；其他危

險的月份有7月、1月、9月，4月、11月、5月、3月、6月、12月、8月和2月。

無疑，很多人目前都在股市一片大熱中賺了一筆，但是，真的能笑到最後嗎？股民最擔心的泡沫真的

近在咫尺了？《透視全民炒股》完結篇就發現，股友們或許可以擁有與牛頓、馬克吐溫不一樣的結局……

�

從一開始的觀望、買入、攀高，到中期的刷新

記錄，如今股民們最關注的是，究竟股市泡沫是否

會發生？

目前網絡上許多所謂的“大師”“導師”“顧

問”都做出預測，指泡沫即將來臨，轉個頭不是呼

籲大家趕快進場撈一筆，就是祭出自己的課程配

套。一些甚至在社媒蓬勃的今天，製作許多一些人

努力了一輩子也不懂他說些什麼的論述。

優大經濟系副教授黃錦榮就解釋，其實所謂的

“泡沫”，並不是散戶燒到手，或某支，或單一領

域的股票猛挫不止，而是一種整體性的股市泡沫。

應以98年為標準

“儘管這次看起來（炒股現象）很瘋狂，但

其實距離所謂的‘泡沫’，還是有一段很大的差

距。”

他以我國史上最大的股市泡沫為標準指出，

97/98年代時幾乎全民瘋狂，所有股票也炙熱，整

個綜合指數不斷攀新高，這樣才會是泡沫。然而，

現在即便是股市不斷高昇，也只是回到過去的年末

的水平，並沒有創下新高，加上並不是多數股票上

升，因此嚴格來說，它並不具備泡沫的水平。

他指出，泡沫的發生需具備幾個前提，1）當

時的經濟一片大好，讓人過度樂觀，或低估了可

能爆發的風險；2）幾乎所有股票全線上升，已令

民眾樂觀認為股價只升不掉，以及3）幾乎全民炒

股。

換言之，目前股市表與泡沫仍有一段距離，因

為股民對經濟增長充滿沒有不合理的樂觀預期，經

過金錢遊戲教訓的快錢投資者，更是清楚知道當中

的風險。

黃錦榮：非人人玩股票 
房市泡沫衝擊更大

或許是港劇《大時代》和《創世紀》的影響，

我們對股市泡沫的印象，總停留在極度誇張和戲劇

化的悲壯慘況中，然而也是中國三亞大學客座教授

的黃錦榮卻抱持不同的看法。

曾多次受邀到世界銀行、國家銀行及亞洲發展

銀行研究所等機構發表論文的他指出，許多人都認

為股市泡沫十分可怕，但其實其影響並沒有大家想

像中的大，反之，房市泡沫的衝擊也不可忽視。

他說，首先，並不是所有人都玩股票，股票更

不是必需品，但是幾乎每個成年人都有，也需要購

買房子。再來，由於房屋是很多人用來借貸抵押的

工具，因此一旦出現房市泡沫，將直接影響百姓的

借貸能力、債務承擔能力，最後對家庭消費造成衝

擊。

房價復原沒股市快

第三，基於房屋的價格不菲，復原也不像股市

般快，其影響之深之廣，不言而喻。

“所以，股票起落對經濟的影響沒大家想像中

的那麼大。也沒有那麼持久，反而房市起落的衝擊

更大。在股市，即便是燒到手也是那群人而已。”

冷眼：應腳踏實地研究

儘管泡沫沒有我們想像中般可怕，但這不意味

着我們就能任由自己繼續跟風炒股。尤其股票本來

就是可以讓人累積財富的管道，若讓股市影響我們

的生活品質，自然是可惜的。

不過，諾貝爾經濟學得獎人羅伯特希勒的研究

發現，全世界93%的散戶從沒在股市賺過錢。大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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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著名股票大師冷眼（馮時能）就點出一個發人深

思提問：約有1000家在大馬股票交易所掛牌，而

能獲准上市的企業自然具備一定實力，照理散戶參

股於這些公司，成功率應高達93%才對。

冷眼認為，決定投資者成功與否得具備兩方

面素質，即1）對有形資訊的認識程度，包括對經

濟、行業和個別上市公司的認識，以及2）是50%

的成功因素，是投資者的個人修養，包括耐心，獨

立思考能力，戒絕過份貪婪，反向思維，甚至是投

資的習慣及情緒的控制等等。

再來，在冷眼年50的投資生涯生涯中，他也

發現唯有靠着終極方案，即創富配上保富方案。投

資者在賺到錢後，如果又能不把賺到的錢虧回去，

就能加速累積財富，達到“財務自由”之境。

另外，他也強調，股民應當永遠記得：股價是

不可能在真空下長期的存在。因此千萬不要去預測

任何市場的走勢，腳踏實地研究更務實。

連惠慧：衡量能力再投資

掌握投資股票的竅門自然是必須的，但是心態

上的調整以及人性的克制，更是關鍵。

理科大學經濟系教授連惠慧指出，由於股市就

像賭場那樣，因此散戶們多少都有賭徒的心態，正

因如此，懂得如何抽身是很重要的。

“身為投資者應設立自己的投資目標，�比如

說，要拿多少？要賺多少就抽身？但是很多人是心

態的問題，太貪心了。”�著名的物理學家、數學

家牛頓當年就是因為貪，所以在第一次買股票時賺

了7000英鎊後，最終反而在重新進場後被套牢了2

萬英鎊。

連惠慧說，在這一買一賣的遊戲中，股友們總

會不自禁地出現傻瓜理論：每個人都覺得自己不是

最後一個。

“何時高什麼是低，沒有人知道。一支股票

20多令吉有人覺得便宜，因為有人告訴你會去到�

30塊。但是很可能29塊就開始跌了。”

她就建議民眾，要對自己的財務及持票能力做

出衡量才投資，同時也釐清自己的目標與底線。

“我們可以在股市中賺錢，但是不是長遠

的。”

李宏偉3忠告 
“借錢買股很危險”

股市不可怕，令人擔憂的是人性的弱點，而馬

來西亞伍倫貢伯樂大學學院商學院高級講師李宏偉

也作出了3個提醒。

第一，即便是目前的利息不高，但是借錢賣股

票是危險的。

“如果是自己的錢，最多是虧了錢而已，不至

於欠債。”

第二，冷靜思考很重要之餘，也不要讓股市投

資成為主要的收入來源，因為一旦將主要收入來源

寄托在股市上，等於將自己放在最危險的位置上，

極可能一無所有。

他指出，有人把股票當正餐，有人將之視為甜

點，他把股票視為下午茶。�他也引用股市裡的一

句話：一個人賺了一塊錢，就有一個人虧了一塊

錢。

他指出，股票本就是一個零和遊戲，當全世界

都說某個股票很好時，也一定有人正打算放掉手上

的股票讓你去接。這間中，投資者必須得十分冷

靜，理智分析。

李宏偉的忠告與股神巴菲特相近，後者曾點

出：“那些最好的買賣，剛開始的時候，從數字上

看起來，幾乎都會告訴你不要買。”

炒家借社媒放“內幕”

另外，由於社媒蓬勃，投資者必須得對網絡資

訊做出嚴密的審核。

一般上，股票操縱者或炒家不時借助社媒散播

所謂的“內幕”，借此希望讀者趕緊入場搶購，待

把股價推高到他們事先以較低價買入的股價後，便

放掉。

設熔斷機制壓抑波動

除了股民心態上的調整外，其實政府方面也展

開了特地的步驟，來抑制不必要的危機。

首先，證監會和大馬交易所早前就聯合檢討目

前的市場管理和控制機制，以提供市場更佳的穩定

和信心。�修訂內容包括檢討綜指成分股的動態和

靜態價錢，以及熔斷機制。

這項為期6個月的措施，即從7月20日至2021

年1月18日。�其中熔斷機制將減至兩個階段，當

綜指在一個交易日下跌10%和15%就會觸發這機

制，先前為3個階段，分別是跌10%、15%和20%

時。

第一個階段沒有任何改變。如果在早上9點至

11點15分或下午2點30分至3點30分觸及，交易將

暫停1小時；如果在11點15分到12點30分，或3

點30分到5點之間觸發，該交易時段將完全暫停交

易。

對於第二階段的熔斷機制，如果指數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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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當天將完全停止交易。�為了抑制綜指成分

股的股價過度波動，市場監管者也調整了漲停板和

跌停板的價錢，靜態限價設定在+30%和-15%，

動態限價設在+8%和-5%。

需關注違法事項

儘管如此，黃錦榮認為，股市的炒作與投機是

股市的特徵與表現，只是政府有必要對因牛市隨之

而來的亂象加以注意，如；欺詐、資訊錯誤、內部

交易等違法行為。

“違法事項才需要關注，而不是在任何正當合

法的股市表現給予限制。”

結語：從牛頓挫敗中學習

“我能計算出天體運行的軌跡，卻難以預料人

們的瘋狂”，這是牛頓炒股失敗後的感慨。

歷史不斷告訴我們，在股市虧錢的人永遠少過

賺錢的人，因為這場征途中，人性的介入往往會是

影響結局的因素。

儘管如此，股票不應被套上罪名，因為股票能

屹立不倒400多年，必定有其市場價值。巴菲特也

曾說過：“投資並非一個智商160的人就能擊敗智

商130的人的遊戲。”

顯然的，炒股失利與股票本身無關，而成功的

投資也和智商無關，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願意腳踏實

地地去學習、研究、交易及經營，更重要的是，我

們究竟將股票視為怎樣的一種投資管道。

當馬克吐溫幽默地告訴我們，一年12個月都

是投資股票最危險的月份時，或許，對穩打穩扎的

股票投資中獲益的一群而言，每個月都是投資股票

的最好月份，更是提升自我修養，考驗人性的最佳

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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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武裝．“醫”線奮戰〉系列一�

全副武裝．“醫”線奮戰

� �

有這麼一群人，在眾人對病毒避之唯恐不及時，他們選擇挺身而出；有這麼一群人，他們與時間賽

跑，與死亡抗爭，全力以赴挽救每一條寶貴的生命。這一群人，是站在抗疫最前線的醫護人員，很想對他

們說一聲：你們辛苦了！

�

每天，穿上重重防護衣，好像士兵穿上盔甲上

戰場，敵人是看不見、摸不到、無影無形、無色無

味、捉摸不到的新冠肺炎病毒，這是一場沒有硝煙

的漫長抗疫戰爭。

每一位穿着防護衣、面罩和口罩、看不清樣貌

的前線醫護人員，是冒着生命危險搶救生命的無名

英雄。他們和我們一樣，有所愛的家人、朋友、工

作、生活；一樣的血肉之軀，長時間勞累後會睏倦

疲憊，也害怕被病毒感染。然而因為職責，義無反

顧上“戰場”，壓力再大都不容許崩潰，堅定完成

擺在眼前的使命，只為了守護我們的健康。

抗疫前線上的故事

在急救及外傷部門工作分秒必爭，特別是在疫

情緊張，病例大增的時期。工作最大挑戰是盡全力

照顧病人的同時，也要照顧自身安全。新冠疫情

期間，我們必須穿着厚厚和不舒適的個人防護服

（PPE），輪班工作有時到10個小時。PPE每天快

速消耗，醫護人員擔心感染風險提高，令人感動的

是馬來西亞社會人士熱心發起行動，自製募集PPE

捐送到醫院，這些善舉和貢獻讓我們深深動容。雖

然目前這段時間看起來黑暗艱難，但我們相信，堅

守信念、團結和善念，我們一定可以戰勝疫情。

Stay�safe,�and�stay�home！

註：轉載自MYMonashAlumni:�Frontliner�Story

我們是醫院守門員

我在沙巴斗湖醫院的急救部服務，也是抗疫前

線最忙碌的部門。我們是醫院的“守門員”，不管

是新冠肺炎患者和非患者都先得經過我們。當前新

冠病例一直增加，不代表骨痛熱症和其他疾病就消

失，每天還是有各種緊急病例要處理，在這非常時

期急救部門必須保持順暢運作。

在疫情爆發初期，我和妻子一有時間就會到

ICU部門幫忙縫製PPE，確保醫院存量足夠應付。

我們不是專業裁縫，就努力跟着其他護士學縫製。

抗疫是場漫長戰爭，有足夠和完善的裝備保護前線

醫護人員最為重要。

結束輪班後，我通常會與西馬的團隊夥伴、

NGO組織商討統籌募集PPE事宜，以確保沙巴州

醫院有足夠的PPE。上班時間內的工作是職責份內

事，下班之後的時間我願意為國家付出。

離開家庭和所愛的人對抗疫情並不容易，當我

盡力保護其他人之時，希望上蒼保佑我的家人。

當疫情結束（一定會！），希望可以回家與家

人相聚慶祝。我衷心希望所有馬來西亞人平安，團

結一致渡過難關。Kita�Pasti�Menang！

愛家人有家卻不敢回

日常再也不一樣了。我們以能掌握的方法盡全

力治療病人，但對抗一個不完全瞭解的敵人是害怕

的。很多醫護人員很長時間沒見過他們的家人，因

為不敢回家，害怕一不小心會把病毒傳染他們。我

希望能夠早日看到住在外州的太太和孩子，我也祈

禱祝願馬來西亞早日恢復正常。在這艱難時刻，讓

我們對未來抱有信心。

並肩作戰感覺溫暖

前線抗疫最大挑戰是與家人分開，我非常想念

兩歲大的兒子。雖然如此，這段時間能夠和醫護人

員夥伴們互相支援，與這個領域最出色、最了不起

的人物們一起並肩作戰，令我的心感到溫暖。

希望有一天當這一切過去，可以好好坐下來與

家人共享天倫之樂，還有好好剪一剪頭髮。

思考生命議題

在澳洲墨爾本參與前線抗疫的經驗既刺激也壓

力重大，疫情初期我們對病毒所知有限，公眾不遵

譚絡瑜《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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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防疫社交距離、各種充斥社交媒體未經證實的消

息等等都是挑戰。但澳洲的抗疫工作到目前為止還

是做得不錯的。

另一個挑戰是親睹臨終病人在COVID-19檢測

結果出來之前，在穿着全套PPE的醫護人員圍繞、

親人不在身邊陪伴之下孤獨地離世。個人認為，新

冠肺炎病逝有太多關於人性、道德、社會的議題值

得思考和討論。

穿着像太空人！

我是柔佛新山蘇丹依斯邁醫院腫瘤科醫生，疫

情期間派駐SARI/PUI病房，等待檢測結果的病人

會被送來這裡。對我來說，在病房服務是一個挑戰

和重新學習。

首先，我們必須穿着像太空人的三層防護衣工

作，疫情爆發初期PPE一度短缺時，我們自己想辦

法改造，比如像照片中在兩層防護服上面再穿上五

件圍裙。我們不能開風扇或冷氣，熱得全身汗濕，

甚至有人會從鞋子裡倒出汗水。

我們幫病人換床單、尿片、餵藥。在防護服底

下流着汗、呼吸困難，一邊為病人抽血插針注射輸

液，對我來說是有點挑戰，還有就是面罩會一直起

霧，看不清楚，這全部都是很難忘的經歷。

抗疫過程中，我們有病人撐不過去，也有病人

痊癒出院，大家為檢測陰性而歡呼。由於我們是唯

一與病人溝通的人，我們和病人的關係也更密切，

即使他們看不到我們的臉。這種連結很特別，每個

人都處在脆弱和恐懼的情緒，害怕自己受感染或感

染別人，我沒辦法好好形容這種感受，無論如何榮

幸身為其中一分子。

為公眾進行檢測

我在沙巴蘭瑙昆達山的診所服務，我和同事們

主要負責教育公眾關於新冠肺炎防疫知識，以及為

公眾進行檢測，將疑似病例的檢測樣本送往醫護中

心。

工作最大挑戰就是害怕感染到病毒並把它傳染

給家人，為了避免有時候我選擇睡在遠離太太和女

兒的地方。希望疫情趕快結束，人民的生活盡快回

到正常。

同共抗疫最孤獨的病

我在2014年畢業於馬來西亞蒙納士大學，目

前在澳洲墨爾本奧斯汀醫院急救部門服務。全球性

的疫情直接或間接改變了每一個人的生活，在前線

工作最大挑戰就是必須先穿着PPE搶救病人，即使

情況緊急也不能大意。

新冠肺炎是孤獨的病，病人必須獨自在醫院與

病毒作戰，沒有親人在身邊陪伴。社區裡充斥焦

慮、孤單、不確定的情緒。希望疫苗盡快出來，在

那之前我希望人們心存善念，互相照顧，並肩站在

一起，我們的力量就會更強大。

護士心聲Stay strong！

古晉砂拉越中央醫院服務的護士Mat r on�

Margaret�Puyang強調，漫長抗疫之仗不能掉以輕

心。身為主管最大挑戰是為病人提供最佳醫護，也

要照顧醫護團隊的福利，讓前線保持高昂士氣。在

這艱難時刻更要自我激勵，上司給予的支持和鼓勵

非常重要，向神禱告獲得更多力量，保持正面思

考，多與正面積極的夥伴們交談都能帶來許多正能

量。

生活因疫情而改變是無可奈何的事，也要去適

應新常態。行動管制令限制跨縣，意味着生活在不

同地區的家人暫時無法見面團聚，還好我們可以通

過科技像Skype、Zoom、video�call彼此聯繫，雖然

還是比不上真正坐在一起相聚來得親近。

我想對前線夥伴們說：Stay�strong！保持正念

前進！各領域的人都必須連合起來阻隔傳播鏈。

Kita�Mesti�Menang!我也在此呼籲公眾：接受新常

態，遵守所有防疫SOP，非有重要事請減少外出，

多待在家。

為前線人員加油！

3月全馬MCO期間，有人留在家中全家總動員

自製防護面罩，送予前線人員。有人點餐送上前線

慰勞他們；許多企業商家給予醫護人員優惠贈品，

答謝他們的付出。之後疫情緩和，前線人員得以喘

氣休息、回家看望家人。不料疫情反撲升溫，前線

再度緊張，醫護人員又再回到抗疫一線奮戰。

抗疫是場長期持久戰，當前除了部分地區實施

CMCO，全馬其他地方如常，人民仍需上班上課，

各為生活奔波打拼。希望大家照顧好身邊人同時，

也發揮守望相助精神，以各自的方式，為這群抗疫

前線人員貢獻力量，讓他們在抗疫路上勇敢前行。

總之，就是盡我們所能分擔他們的工作壓力，做前

線醫護人員的堅固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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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做什麼？

˙� �捐獻防護服給醫院

˙� �為前線人員提供孩童老人看護服務

˙� �為前線人員家庭準備食物、幫忙購物

˙� �當他們不幸感染隔離，不排斥不歧視

˙� �為前線人員祈禱祝福

˙� �寫一張心意卡、送上打氣加油

“好在有你們走在抗疫最前線，為我們遮風擋

雨。但你們並不寂寞,�因為有我們做你們最強的後

援！十分感謝你們各種的付出，希望可以有更多的

設備來保護你們，讓你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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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武裝．“醫”線奮戰〉系列二�

同心抗疫．募資源做後盾

� �

新冠疫情讓很多人的生活出現了空前的大翻轉，面臨無常的悲傷，在生命最脆弱的時刻，我們最需要

的是人性的溫暖。

�

2020是不堪的一年，馬來西亞建國以來首次

用MCO來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雙溪毛糯麻風

病院參議員陳彥妮說：“這是一場充滿挑戰的持久

硬仗。”

這場“病毒戰爭”在三月份爆發時，彥妮馬上

以NGO志工身份加入雙溪毛糯醫院PPE支援小組，

在Dr�Akmal帶領下與團隊夥伴發動募捐個人防護設

備給前線醫護人員。因為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

事，大家都沒有經驗，唯借力使力，動用所有人脈

在短時間內籌募所需資源。

讓她感動的是，許多民眾響應在家製作面罩，

廠家緊急接單開工縫製床單、醫護人員制服，善心

人捐口罩物資到醫院。

回想3月到6月壓力最大那幾個月，如何走過

來都不知道，感恩集十方善願成就很多事情，過了

一關又一關。原以為疫情緩和，暫鬆一口氣，疫情

卻兇猛反撲，彥妮和志工們迅速調整心情再上“戰

場”，第一個任務是募集雙溪毛糯醫院的一次性床

單和枕頭套。

從MCO、CMCO、RMCO到現在第三波疫情，

很多人開始有抗疫捐款疲勞，並且不解醫院資源為

何依然不足。對此，彥妮解釋有各種原因，有時是

院方申請了物資未能及時到位，緊急時刻就必須對

外求助。PPE支援小組的宗旨是“重點發放”，哪

裡有需要，資源就往那裡去，除了募集PPE給抗疫

中心雙溪毛糯醫院，MCO期間也曾支援安順、新

古毛地方醫院，當前緊急支援疫情嚴重的沙巴州醫

院。

“前線人員犧牲很大，我們願意成為他們堅強

的後盾，讓他們無後顧之憂，PPE是他們最重要的

保護。”公眾可以募捐PPE給前線醫護人員，因為

疫情越嚴重，醫院PPE消耗量越大，PPE短缺會使

前線醫護人員暴露在感染風險之下。

生命無常，還執着什麼？

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疫情，彥妮覺得信仰很重

要，因為有堅定不移的信仰，一直提醒自己，人身

這麼難得，是否可以做利益眾生的事情？可以付出

的時候，就要有勇氣去承擔。

疫情是每個人做功課和修練的道場，她在疫

情裡看到佛法說的無常，也讓她反思，生命明明

無常，還執着什麼呢？MCO之後要怎樣生活？怎

樣讓生命活得更有價值？她相信，人生只要設定對

的方向，就會走得更堅定，遇上挫折，也不容易放

棄。“病苦當道用，心存善念，設身處地為別人着

想，希望身邊人都過得比我好。”

“現階段新冠肺炎是全人類最大的困難，但它

不是我們的全部，生活不該只有新冠肺炎，也要有

小確幸，簡單如炒一盤面與朋友分享也是一種幸

福，吃飽了才有力氣繼續打仗。”

載送支援道路阻且長

志工張晉福是負責載送支援物資的司機，最難

忘MCO期間到各處去收集民眾捐助的物資送去醫

院。“3月份口罩短缺時，有民眾捐出僅有的一兩

盒口罩給前線醫護人員，我也去載，大家竭盡所能

出一分力，一定要讓這份心意圓滿。”

他試過遇路障出示醫院信件仍被拒通行，只好

繞路完成任務，所幸有驚無險。“太太家人都很支

持我做志工，個人比較擔心不小心把病毒從外面帶

回家感染家人，所以都會謹慎做好防護，每次回家

前先在集合廁所清洗，回到家又再衝一次涼，出一

次任務要衝兩次涼。”

第三波疫情來襲，比起第一波MCO充滿更多

不確定性，他也提醒大家要更加嚴謹以待，保護好

自己和家人。

疫中反思省時做更多事

志工陳妍杏幫忙彥妮協調PPE、制服、床單製

作，負責採購材料和聯繫廠家製作，安排載送等。

從一開始什麼都不懂，到現在對各種不織布材質織

法瞭如指掌，當中經歷過MCO期間，買不到布、

供應商食言、四處找工廠幫忙縫製等等難題，硬着

譚絡瑜《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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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皮一一克服。前幾個月跟打仗一樣精神緊繃，幾

乎每晚抱着手機睡到天亮。

“支援前線是一種貢獻，再怎麼難也要做，而

且要做每個決定都要小心，因為一做錯決定、算錯

賬，就會錯很多。”她調整心態的方法是每天抽出

時間靜坐、上網課畫很療愈的粉彩畫。

疫情讓她反思，以前生活不停追趕，物資要求

太多，MCO生活慢下來之後發現每天在家只吃三

餐，不需要一日五餐，也不需要每週上餐館。新常

態改變了生活，她減少了出外購物，改為網購和善

用網絡，反而節省時間做更多事情。

這段時間，她幫忙籌備《化了妝的天使》畫

冊，整理畫時回溯抗疫過程的種種，特別感觸。

“收畫時訪問畫家，聽他們敘述畫的內容很有意

義，因為這些畫並非單純畫家的心情，而是記錄了

馬來西亞全民抗疫歷史。我們接下來將發起‘買畫

冊送母校’的行動，希望大家可以買畫冊送給母

校，讓更多小朋友看到。”

希望之谷院民畫家向醫護人員致敬

醫護人員冒着生命危險幫助病人，很偉大！你

們是我們的英雄！如果每個人都做好本分，就不會

得病，也不會加重他們的負擔。

第三波疫情要控制住，除了前線也要大眾配

合，如果大家不松檞一心一意抗疫，我相信終會壓

平曲線。每次看到新聞裡衛生總監諾希山憂愁的面

容，就覺得他辛苦了，也很感激前線醫護人員冒着

生命危險戰鬥，希望大家體諒別給他們太大壓力。

人人在病毒面前都是平等的，病毒不會選人，

若有人不幸感染病毒，請大家有同理心，不要排斥

歧視他們，更應給他們鼓勵和支持，畢竟沒有人想

中病毒。

見到前線醫護人員坐在角落疲倦的樣子，就覺

得他們很可憐，希望他們也有機會休息，換我們來

照顧他們。希望公眾人士明白前線人員的勞苦功

高，遵守防疫SOP，不讓疫情加重，使前線那麼辛

苦，就是間接幫助他們。大家繼續加油！

近來看到諾希山越來越憔悴，看到他這樣，我

們都很心疼，因為他是我們最尊敬的偶像。

本來是控制到很好的，沒有想到會這樣。我希

望現在不要太傷心啦，還要再接再厲不要灰心，希

望可以創下“0”紀錄。將來畫冊出了，我要送一

本給諾希山。希望大家也要多多支持我們，謝謝！

陪你一起穿越孤獨恐懼

這次疫情就像是“化了妝的天使”，它雖然帶

來了苦難，但也讓我們更珍惜生命，重新整頓自己

的生活，加深我們對生死無常的體悟，絕對是另類

的祝福。

3月初，我國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當部分院民

得知希望之谷被選為治療中心後，曾一度陷入恐

慌，擔心從此沒人敢來希望之谷了，這個地方又被

污名化了，所以變得意志消沉。

為了讓希望之谷的院民振作起來，陳彥妮和本

地藝術家游嵎荏決定在MCO之後為他們辦一個畫

展。鼓勵院民畫家們不要放棄畫畫，通過繪畫把心

中的擔心化為祝福，以另一個角度來看疫情。沒有

想到他們真的做到了！

《化了妝的天使——希望之谷抗疫的真情告

白》共收錄了7個院民畫家（吳瑞嫦、王木蘭、

陳清源、蔡金端、楊晉康、楊順華、梁志君）在

MCO期間的作品，包括上百幅水彩畫、粉彩畫和

素描，以及他們的心情故事。這本書以院民畫家的

視角，記錄了疫情爆發初期他們的擔心與無助心

情；也記錄了他們轉念後發揮生命能量，通過畫作

向所有抗疫英雄們致敬、祈求大家平安健康的單純

願望。

蔡金端的作品“守護”被選為這本畫冊的封

面。這幅畫看似一個純潔的寶寶戴着口罩守護着地

球，實為一個長髮母親用最繽紛浪漫的血液撫平心

靈傷口，讓萬物重生。

《化了妝的天使》是獻給所有被新冠疫情影響

而丟失了鬥志和希望的人，它將陪你一起穿越孤獨

和恐懼，它讓我們都記得，自己尚有“隨遇而安”

的天賦，並且相信，只要希望不死，我們會因禍得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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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病“毒”角戲〉系列一�

我國生物科技有專才，自產防疫救星

� �

病毒檢測，是打贏這場全球疫情戰爭不可或缺的“武器”！全球爭分奪秒搶購病毒試劑之際，我國早

已具備在本地生產試劑的能力。

�

“危機就是轉機”這句話未必適用於所有人。

因為，當危機不邀而至時，很多人根本不及反應就

陣亡，很多企業也來不及轉型就直接被淘汰。所謂

轉機，從來都是留給準備好的人。投身生物科技領

域十多年、歷經無數失敗仍堅持不放棄的劉榮林，

就是那個準備好的人之一！

新冠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席捲全

球，翻開地圖幾乎無一倖免。無論哪一個國家，想

要控制疫情都離不開檢測、隔離、預防和治療，而

在疫苗和特效治療藥物都尚未出現的時刻，檢測與

隔離就成了控制疫情的重要關鍵。疫情爆發初期就

大量生產病毒核酸提取試劑再對民眾進行廣泛檢測

的韓國，在新冠肺炎病毒檢測方面，無疑是全世界

做得最好的國家之一。

然而，你也許不知道，我國雖然不如韓國般先

進，生物科技領域也不如其他國家蓬勃發展，但背

後其實一樣有很多默默耕耘、埋頭苦幹的生物科技

專才，所以在這個國家危難的關鍵時刻，這群人過

去的努力成果成為了我們此刻的“救星”。

在大部分企業都被疫情重創，劉榮林集團旗

下的生物科技公司（Vivantis� Technologies� Sdn�

Bhd）不僅生意額暴增，訂單更是應接不暇到需要

擴大生產線，原因在於，這家公司多年來不斷精心

鑽研並提升品質的產品之一，就是這場疫情目前唯

一的“救命”武器～DNA/RNA提取試劑盒，而且

更是我國目前唯一一家可以自行生產這種試劑盒的

公司。

因為這樣，我國成為了這波疫情下，無需完全

依靠大藥廠供貨，而是可以在本地生產出足以媲美

先進國病毒核酸提取試劑盒，甚至外銷幫助其他有

需要國家的“幸運國”之一。

不發“災難財”協助國家應急救難

眼下全世界都在搶購病毒檢測試劑盒，十多年

來專注於研究病毒、基因等生物科技領域的劉榮林

直言，病毒核酸提取試劑盒（DNA/RNA提取試劑

盒）是這場與時間賽跑、與病毒較量戰爭中的重要

武器。當疫情在全球蔓延，加上各種運輸問題，進

口試劑不僅需要更長時間，隨着需求量暴增，很多

供應病毒試劑的大廠商也往往會把銷售生產主力放

在先進國或更大的市場，導致很多發展中國家無法

獲得供應。

“我們的DNA/RNA提取試劑盒過去主要出口

供應到其他國家，這也只是我們公司的產品之一，

並非唯一主攻的產品，沒想到突然就成為了搶手

貨。我們原本只是一個相對小型的生物科技公司，

一場疫情突然銷量暴增，整個生產鏈都要在短時間

內提高到比之前多一到兩倍以上，甚至突然成為供

應國家級需求的公司。”他坦言一開始是因為公司

有試劑而醫院有需求，就決定捐贈給醫院使用，沒

想到足以媲美國外病毒核酸提取試劑盒水平的品質

經過醫療界口耳相傳後，現在幾乎每天都在忙於安

排和調整各家醫院的訂貨要求。

即使訂單暴增，他仍堅持不起價發“災難

財”，甚至選擇對於本地醫院的供貨給予更多折

扣，原因在於他認為這是一個看不到的“必需

品”，而不是牟利的商品，更重要的是，這是一件

協助國家應對危難的事情：“今天，能夠救人的是

病毒核算提取試劑盒，而不是戰鬥機，必需品就應

該讓更多人可以使用，造福更多人群。當病毒來

襲，我看的的是公司能夠扮演什麼角色，發揮什麼

樣的價值，我做的事情能為人類和社會帶來什麼影

響，這才是最重要的。”

由於我國具備可以自行生產病毒核酸提取試劑

盒的優勢，加上從國外訂購的試劑盒數量，他認為

我國的病毒檢測試劑至少應該足以保障我國民眾的

需求應付這場危機：“控制疫情，首先一定要先做

到大量、快速檢測，才能更好地控制病毒的來源，

接着再進入隔離的階段。當然，民眾的生活模式也

需要做出改變，比如勤洗手、帶口罩等等。”

當年為了挑戰自我一頭栽進基因、核酸等既冷

門又艱難生物科技專攻領域的劉榮林，也許從來沒

有想過自己年少時期的相信和選擇，十多年後居然

讓他成為救國救民的“幕後”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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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檢測是控制疫情重要關鍵！

劉榮林的團隊從疫情爆發至今，幾乎每天都處

於趕工狀態，但員工都沒有任何怨言，反而因為能

為疫情出一分力而願意自告奮勇，他強調，大量檢

測是控制疫情的重要關鍵：“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太

強，我們必需要以最快的方式去測驗可能帶有病毒

的人，拖慢幾天的傳染力很驚人，一個人可以傳染

幾百個人。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國家安全的重大課

題，生產病毒核酸提取試劑盒也是保護國家的方式

之一，否則一個國家再有錢，在疫情下沒有能夠提

取病毒核酸以進行檢測的試劑盒也無能為力。”

也正因為這個原因，他希望其公司的DNA/

RNA提取試劑盒能在這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為更多發展中國家供應試劑：“新冠肺炎疫情不是

單一國家的問題，而是整個地球村共同的危難。我

們需要幫助這些無法獲得DNA/RNA提取試劑盒的

國家，為他們提供高品質、價格可負擔的病毒核酸

提取試劑盒，讓他們也能夠進行必要的檢測。”

從3月至今，他的公司也積極推動“支持新

冠肺炎研究計劃”，在這項計劃下捐助GF-1病毒

DNA/RNA提取試劑盒給多家新冠肺炎檢測中心，

其中包括馬來西亞博大醫學院、馬來西亞理科大學

醫學院、馬來亞大學醫學院、馬來西亞國立大學醫

學院以及砂拉越災難委員會等等。劉榮林說自己未

來最想做的，是把能夠做的東西分享給更多人，其

中也包括生物科技技術層面的交流。

從年輕時代就是比較敢於挑戰自我的他，能夠

在生物科技領域堅持這麼多年的理由之一就是永遠

不會停留在一個地方，而是不斷尋找突破點精益求

精：“我是一個想到就要去做的人，任何有可能性

的，我都會去嘗試。”失敗了怎麼辦？他笑言失敗

是家常便飯，每個做研究的人都必然會面對失敗，

但失敗代表的，僅僅是你曾經走過的路。訂單應接

不暇、肩負救國重任的今天，其實都是由無數個失

敗的昨天堆積而成，如同他所說的，機會從來都是

留給準備好的人，而機會來臨之前，人們首先要做

的是一步一腳印建立好基礎，才能在對的時機發揮

出最強大的力量！

認識新冠肺炎病毒試劑

目前，全球普遍採用以確診新冠肺炎的原理

大致上是這樣的：首先通過患者深喉唾液樣本進

行RNA（核糖核酸）的提取純化，接着再進行實

時螢光定量反轉錄聚合酶鏈式反應（Quantitative�

reverse�transcription�PCR，簡稱RT-qPCR）的測試

方法。通過擴增反應將樣本中微量的病毒信息加以

放大，最後以螢光的方式讀取信號來進行檢測結果

分析。

RT-qPCR的測試方式在醫學上被廣泛應用

於各種病毒傳染性疾病（例如：愛滋病、流感等

等）。病毒檢測主要以核酸測試來計算病毒數量，

核酸有兩大類，分別是脫氧核糖核酸（DNA）和

核糖核酸（RNA），新冠肺炎主要以提出純化後

的RNA來進行檢測確診。

病毒檢測的每個過程都需要使用專門儀器及

試劑來進行，一旦缺少提取純化DNA/RNA的試劑

盒，就完全無法進行後續的病毒檢測。劉榮林公司

生產的就是這種適用於提取和純化各種不同樣本

DNA/RNA的試劑盒，讓我們來看看病毒核酸提取

試劑盒長什麼模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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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病“毒”角戲〉系列二�

後疫情時代，人類如何與病毒共存？

� �

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全球，後疫情時代，我們還能夠回到原來的日常生活嗎？讓病毒學博士徐慧儀告訴

你，面對週而復始的病毒威脅，我們該如何自保！

�

從古至今，人類與病毒的戰爭從未停歇，病毒

總是“新舊交替”不斷出現，甚至在人類世界成為

常態化流行（例如：流感）。台灣病毒學權威、前

陽明大學副校長徐明達教授在其著作《人類與病毒

之戰》中指出，人類必需認知到，新病毒會不斷出

現，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人類與病毒的戰爭會一

直持續下去。

即使醫學和科技快速發展，但病毒同樣不斷進

化，生活在地球村時代，都會生活密集、全球交流

頻繁，未來病毒對人類的威脅只會更頻繁、更難以

防範，如果人類終究無法徹底擺脫病毒的致命威

脅，我們該如何自保？答案，其實沒有你我想像中

複雜或艱難，但想要人人都“真正做到”卻並不容

易。

重新學習衛生常識

新冠病毒對全球造成嚴重影響的後疫情時代，

現任博特拉大學醫學與健康系院副教授的病毒學博

士徐慧儀直言，疫情放緩後，人們其實很難完全保

持社交距離，但是只要具備正確的衛生素養，及早

建立正確觀念養成自我防護習慣並身體力行，我們

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防堵病毒的第一道防線，保護自

己也保護我們共同生存的環境。

她以知信行理論模式（K n o w l e d g e–

Attitude–Practice，簡稱KAP）來解釋人們在後

疫情時代應該獲取知識（Knowledge）、產生信念

（Attitude）和落實行為改變（Practice）。

“很多人對於疫情或病毒，常常只停留在知識

的部分，但心態上其實不太理會，或根本就沒有在

做。我舉例：現在人人都知道要勤洗手，事實上這

件事從小學校就有教，但有多少人真正做到勤洗

手？因此，我認為每個人都要重新學習基本衛生常

識，更重要的是，身體力行去做！”她坦言很多時

候只要改變個人觀念和行為，人人都能成為“抗疫

英雄”。

抗疫，不是一個人、也不只有醫療團隊或國家

的戰爭，而是我們全民的戰役！正確知識讓我們免

於恐慌，提升全民的公衛素養與對病毒的認識，是

新冠肺炎後疫情時代，以及全人類面對下一次病毒

來襲的重要超前準備。

人畜共患疾病將成人類公敵

新冠病毒是2020年最令人害怕的字眼，我們

甚至不知道疫情什麼時候才能看到盡頭，大半生

都在研究病毒的徐慧儀博士直言，新冠病毒就算

“走”了，未來人類世界還會有無數病毒，而人畜

共患疾病將成為人類公敵：“面對這些病毒，我們

與其陷入恐慌害怕，不如改變心態和行為，培養公

共衛生意識並提高個人免疫力。病毒為了求存一直

都在變，人類如果不想被感染，也要做出改變！”

病毒的英文名稱是Virus，拉丁文裡面的意思

就是毒藥，這些微小的病毒卻擁有讓人類這種高等

生物生病、甚至死亡的殺傷力。事實上，病毒從古

至今都沒有離開過人類的生活，也一直都對人類

世界造成傷害，無論是中國古代的瘟疫，十四世

紀歐洲的黑死病，甚至於近代的豬流感、禽流感、

SARS或發生在我國的立百病毒感染事件，各種病

毒彷彿走馬燈般輪流出現在人類的生活中。

病毒以動物及人類為宿主

仔細思考，你會發現許多曾引發大規模疫情的

病毒往往都來源於動物。換句話說，這些疾病都是

通過動物傳染給人類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最新發

佈的文告也指出，人類有60%的傳染病是人畜共

患疾病，而現代社會發展讓病原體從野生動物和家

畜傳播到人類身上的機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

人畜共患疾病發生的驅動力，實際上與人類活

動造成環境改變、人類對於自然棲息地的持續侵蝕

存在莫大關係，是人類本身使得我們與動物之間的

距離不斷縮短（而它們可能藏有或攜帶有使人類致

病的病毒）、人或牲畜與野生動物的密切接觸和相

互作用，更使得我們暴露在病原體“溢出”的風險

之中。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隨着氣候危機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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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流行病的暴發和傳染可能會更加頻繁。

在我國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博特拉醫院實

驗室也需協助衛生部檢測病毒，身為負責人之一

的徐博士直言，近代科學家早已經知道，人畜共

患疾病將會是人類最大的敵人，所以美國早在幾

年前就已經展開世界病毒基因計劃（Global�Virome�

Project），與多國病毒研究院及病毒專家一起探

討野生動物身上到底有多少病毒，嘗試把病毒株分

離出來並開始研究基因：“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人

類可以預早知道野生動物身上的病毒基因，掌握了

這些病毒基因，一旦病毒感染人類，科學家就有資

料可以研發藥物或對治這個病毒。”

這次影響全球人類的新冠病毒屬於RNA病

毒，徐博士說RNA病毒的特質就是病毒基因在複

製時常常會改變，可能會變弱或變強，病毒本身不

能夠自主複製，為了生存必需要找更多的宿主，靠

宿主的細胞才可以複製，所以這類病毒必需要找動

物或人類來成為宿主。

當病毒變弱，我們人類又不斷近距離接觸中間

宿主時，如果人類本身的免疫系統很好，病毒來到

人類身上很快會消滅；相反地，當病毒變強，遇到

免疫系統不是很好的人，就會在人類身體裡面繁

殖，然後就變成人傳人。

身體力行全民防疫

無知和未知都會帶來恐懼，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已徹底改變你我的生活，邁入後疫情時代，徐慧儀

博士認為，人人都應該懂得自我保護、自我提升及

自我要求，同時更要掌握以下幾個新基本知識、改

變觀念與心態，身體力行做好每個人的防疫本分，

迎接病毒隨時都與我們同在的“新常態”

提升個人免疫力

病毒無處不在，徐博士說，當病毒來襲，我們

都希望擁有免疫力去對抗病毒，因此，提升個人免

疫力，是後疫情時代人人都應該做好的備戰功課。

如何提高免疫力？其實同樣是老生常談，說穿了就

是均衡飲食、作息規律、早睡早起、定期運動、減

少壓力、戒煙戒酒等等，但人們往往知易行難！徐

博士指出，植物營養素和足夠水分是強化免疫力的

重要關鍵。“人類的身體可以通過植物來吸收很多

營養素，而我們嘴巴和鼻子裡都有粘液（這些粘液

具有非特異性抗體、抗微生物肽和白血球，這些都

能夠成為防範微生物入侵身體的第一道防線。因

此，補充足夠水分可以讓身體產生足夠的粘液來對

抗病毒。”

瞭解病毒與人畜共患疾病

人畜共患疾病泛指動物與人類之間自然傳播的

各種傳染病。人畜共患疾病早在很多個世紀以前就

已經被發現，所有類型的病原體都可能導致這些疾

病，其中包括細菌、寄生蟲、黴菌和病毒等。人畜

共患疾病傳播的最大風險發生在人類與動物的相交

點，途徑是人與動物、動物產品（例如：肉、奶、

蛋）和/或其環境的直接或間接接觸。

徐博士認為，後疫情時代，人類除了要對人畜

共患疾病存在一定的認識，也需自我提升掌握病毒

相關知識：“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要製造恐慌亂傳

謠言，有時候謠言可能比病毒更可怕！打個比方，

如果你想要去做新冠病毒檢測，就要先搞清楚檢測

的選項和準確性，才不會白白浪費金錢去做不準確

的檢測。目前，檢測病毒基因RNA的RT-PCR是最

準確的新冠病毒檢測。如果你想要尋找病毒相關的

資訊，也不要胡亂在網上找或隨便相信別人傳來的

信息，一定要選擇公認可靠的網站，例如：世界衛

生組織、馬來西亞衛生部等等。”

建立防疫生活習慣

後疫情時代，我們該怎麼做？其實很簡單，培

養個人衛生素養。世界衛生組織文告指出，新冠病

毒是飛沫或近距離接觸傳播（事實上很多病毒也是

通過這些途徑傳播），所以當一個人生病或想要咳

嗽時，至少要懂得用口罩或手來擋着不要“亂噴”

病毒。徐博士強調，防疫不是只有在疫情爆發時才

做，而是要讓這些習慣成為日常生活！

“很多防疫知識都很簡單，但往往淪為紙上談

兵。經過這次疫情，我希望每個人都能開始建立良

好衛生習慣，即使未必能夠完全保持社交距離，但

我們還是要做到基本的勤洗手、生病時要有自我警

覺意識帶口罩、不要習慣性揉眼睛挖鼻子、用公筷

母匙不要把口水傳來傳去等等，這些其實是小學生

都懂的衛生意識，但人們往往忘記了。另外，近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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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照顧家人（小孩或老人）或去到高風險區的時候

也應該要戴口罩。至於握手這件事，最好能免則

免，改用微笑、點頭示好或打招呼來替代。”

吃素，中斷病毒傳染途徑

面對驚世的災難，我們要有警世的覺悟！從事

病毒相關研究工作的徐慧儀瞭解到人畜共患疾病的

危險性：“從事病毒學的研究，讓我瞭解到如果人

類不去接觸野生動物，其實可以減少不必要的人畜

共患疾病。1999年我國爆發立百病毒時，我就已

經開始減少吃豬肉，後來2009年爆發禽流感，加

上我本身已經參與慈濟就毅然決定成為素食者。素

食，是可以幫助我們遠離人畜共患疾病病原體的重

要關鍵。當我們不吃、不養、不接觸這些動物，我

們就可以保護自己也保護下一代。”

當各式各樣的病毒從動物身上來到了人類世界

掀起驚世巨浪，一個新冠病毒就已經讓全球變得如

此驚慌，人類的未來究竟會變成怎麼樣？也許，後

疫情時代，你我都該是時候重新思考改變飲食這件

事，在生活中選擇素食，或至少減少肉食以更多蔬

食替代。

身為病毒學家的徐慧儀，呼籲人們正視新冠病

毒帶給我們的啟示，即使是家禽類動物，也很有可

能成為病毒的中間宿主，然後從這裡開始突變。至

於最終什麼時候會傳染給人類造成另一場驚世災

難，沒有任何科學家可以告訴你明確答案：“科學

家不怕我們認識的病毒，最怕的就是不知名的病

毒，以及潛伏期可以感染人傳人的病毒。所以，所

以唯有我們自己戒慎虔誠，不要再繼續接觸動物、

不要為了口腹之慾吃野生動物。後疫情時代，人人

都應該嘗試素食，這樣做不僅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和抗病毒能力，也能減少畜牧業對地球的傷害保護

地球資源，而且減少不必要的人畜共患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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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歷=高失業？〉系列一�

20%大專生失業‧薪金太低 工作難找？

� �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父母從小就灌輸我們要努力讀書，以後上好大學，往後的日子就會幸福美

滿。不過，讀書多，學歷高，真的就是開啟幸福之路的鑰匙嗎？一不小心，可能開啟了失業的貧困人生。

數據顯示，我國每5名大專畢業生就有1人失業，為何高學歷卻換來高失業率，甚至是屈辱的低薪生

活？《投資致富》特別企劃一連3篇的專題報道，共同探討造成高學歷青年的前因後果。

�

過去5年 家庭收入增速超越GDP

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一直以來都是經濟學中

兩個古老，而重要的命題。

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健康成長，關鍵就在於經

濟循環，也就是企業的生產和消費者的開銷。

如果消費者需求增加，企業自然會增加供應，

盈利也就更高，那麼僱員們的薪情也就更好，在這

樣環環相扣的循環下，經濟自然就會變好。

從經濟理論來說，國內生產總值（GDP）越

大，人民生活就越富裕，主要是人民的購買力變

強，將可透過產品或服務開銷來提高生活素質。

官方數據顯示，在過去5年（2014至2018

年），我國GDP平均增幅為5.22%，而家庭收入平

均增幅為6.38%，家庭收入增速超越GDP，反映出

家庭已從經濟增長中分享到更多的財富。

自2005年以來，大馬統計局每年都會公佈按

收入法計算的GDP數據，以衡量生產活動為資本

擁有者、勞工和政府創造的收入表現。與全球勞工

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例下跌趨勢不同，大馬勞工收

入占國民總收入比例卻持續攀升。

統計局數據顯示，未經調整的勞工收入占國

民總收入比例（不包括自僱員工），從2005年的

29.5%提高至2016年的35.3%，而經調整後的勞

工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例更是從2005年的35.4%

顯著提高至42.9%。

以領域來看，15個主要經濟領域在過去11年

（2005至2016年）的勞工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例

均呈漲勢，其中以建築業的勞工收入占比最高，從

2005年的70%增至2016年的73.3%，接著為服務

業，從35.2%提高至39.3%，而製造業勞工收入占

比則從前期的32.7%走高至36.1%。

農業和礦業的勞工收入占比最低，僅為19.2%

和7.2%，比較前期為18.3%和3.6%。

服務業收入11年漲4.1% 增幅最大

若以漲幅為準，服務業勞工收入占比增幅最

大，11年內共起4.1%，而農業勞工收入占比漲幅

最少，僅增長0.9%。

追求高學歷 延遲入職場

不過，光鮮亮麗的數據並不代表一切，人民有

感受到經濟增長為荷包帶來的厚度嗎？其實沒有。

在現代經濟中，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並不會公

平分配。經濟利益越來越多被金字塔頂端的人士給

瓜分，總體經濟增長已越來越不能反映出人民收

入，乃至生活水準的改善情況。

樂施會（Oxfam）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創

造的財富中有82%落入最有錢的1%25口袋中，而

最窮的50%人口所得到的財富絲毫不見成長，凸

顯出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越來越集中在頂端人口，

而貧富不均加大的原因包括金字塔頂端的1%對勞

工權利的剝損，其中以年輕勞工影響最為明顯。

世界銀行在《大馬經濟監測：收支相抵》報告

指出，就業收入是國內20至59歲人口的首要收入

來源，其中男性的就業收入往往比女性為多。不

過，隨著女性勞工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日趨增加，

男女薪酬不平等的問題已逐步收窄。

值得注意的是，年屆20至29歲的年輕人就業

收入日趨減少，而這歸咎於越來越多年輕人追求高

學歷，延遲進入職場。

洪建文《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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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通膨計算 起薪不升反降

幾乎所有年齡層的收入增速均快於通膨，但年

輕族群的就業收入增速卻持續落後於年紀較長的就

業人口，其中以年輕男性差距最為明顯。

舉例來看，大馬年屆20至29歲的年輕人2004

年就業收入均值為40至49歲就業人士的70%，但

年輕人的收入情況並沒有隨著時間推移有所改善，

雙方的就業收入均值比例反而在2016年進一步惡

化58%。

更重要的是，20至29歲的男女青年在2004至

2016年的就業收入均值僅錄得2.1至2.6%的復合

年均增長率，遠低於年齡介於40至49歲的男女打

工族的3.8%和5%增幅。

有趣的是，這些男女青年的就業收入增長都與

更高的教育程度有關，這意味著他們所取得的任何

收入增長，都是因為他們比前輩們擁有更高的學

歷。

不過，若以大專以上學歷的人來看，40至59

歲的年齡層是實際平均就業收入增長最顯著的一

群，這主要是結合薪酬隨年資增長，以及受過大專

以上學歷的人數最多兩大因素。相比之下，20至

29歲的打工族只享受高學歷單一利多，難怪薪酬

增長不如前輩。

國家銀行數據顯示，政府在過去10年努力不

懈去提升國內勞工的素質與技能，其中大學畢業生

占勞工總數比例從2010年的23.5%提高至2017年

的28.3%，逐步拉近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

學歷高 薪酬未必高

不過，學歷高不代表高薪酬。

大馬僱主聯合會（MEF）薪金調查指出，大專

畢業生起薪依舊不高，2019年僱主僅願意給予專

業文憑、學士和碩士畢業生的起薪為1661令吉、

2393令吉和3267令吉，以這樣的起薪來看，多數

的年輕人都可能入不敷出。

以僱員公積金局（EPF）去年發佈的“我的預

算”（Belanjawanku）生活費指南為準，除非你握

有榮譽學士學位，或是使用公共交通勤，否則就算

生活方式再簡樸，你都需要至少1870令吉的月薪

才能活下去。

更叫人吃驚的是，在調整通膨後，多數大專畢

業生實際起薪自2010年開始持續下跌。一位大學

新鮮人2018年的實際薪資為1376令吉，比2010

年的1458令吉低了5.62%，而一位碩士畢業生的

實際薪酬則為2707令吉，較2010年的2923令吉

減少了216令吉或7.39%。

失業青年50.4萬人 占失業人口60%

薪水少還不要緊，年輕一代，特別是享有高教

育水平的一代，卻也是遭職場遺忘的一代。

10年來青年失業率步步升

數據顯示，在過去10年，我國青年失業率緩

步攀升，2018年我國青年失業率高達10.9%，比

國內總失業率3.3%高出逾3倍。更叫人驚訝的是，

失業的青年幾乎達到50萬4000人的總失業人口近

60%。

雖然我國青年失業率仍低於東南亞和太平洋

地區的12.2%，但在東盟地區卻僅次於印尼和菲律

賓，情況實在令人擔憂。

趨勢引憂慮

大馬策略及國際研究所（ISIS）就針對青年失

業問題進行深度探討，透過分析大馬統計局和勞工

市場資料與和分析研究院（ILMIA）數據庫，發現

數個令人遺憾的現實。

第一，大馬青年失業率有日趨年輕化的跡象。

如果將年輕勞工人口，分別青少年（15至19歲）

和青壯年（20至24歲），調查發現青少年失業的

幾率將是青壯年的1.7倍，更幾乎是總失業人口的5

倍。

報告指出，基於青壯年人口中涵蓋許多大專畢

業生，而且青少年則幾乎多數都沒有大專文憑，因

此從我國經濟開始朝人力資本積累來創造價值的方

向來看，這樣的結果並不叫人意外。

不過，這卻凸顯出我國青年失業問題的雙重

性，即青年失業問題存在兩個看似獨立，但卻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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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受過基礎交易及中等

教育的青年失業率，普遍低於擁有大專教育者，兩

者之間的不和諧情況，很可能與低學歷青年較早踏

入職場有關。

第二，總體青年失業率也掩蓋了地區和收入群

出現巨大差異的事實。以各大州屬來看，登嘉樓、

沙巴和吉蘭丹州是青壯年（大專畢業生）失業情況

最嚴重的州屬，但若以青少年來看，玻璃市、吉蘭

丹、沙巴和吉打州則是重災區。

教育部追蹤畢業生就業情況的研究，也進一步

反映了全國各地青年失業情況參差。調查報告顯

示，畢業生的收入高低和就業前景，與州屬的發達

程度有一定的關聯性。

第三，儘管大馬青年失業率與全球平均相比並

不高，但青年失業率占總失業率的比例卻遠高於世

界均值。更令人擔心的是，在過去20年來，青年

失業率占總失業率比例與世界均值均呈上升趨勢，

而這表明和20年前相比，如今年輕人更難找到工

作。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勞工市場面臨的挑

戰，遠比青年失業，甚至是低薪更為廣泛。除了青

年就業以外，另一個主要挑戰是不活躍青年站佔人

口比重，或未曾受過教育、就業或培訓的年輕人比

例越來越高。

結語

從小父母灌輸我們“書中自有黃金屋”的道

理，希望我們能努力讀書，以便未來過上更好的生

活，但殘酷的低薪和失業現實卻徹底打臉了“萬般

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理念。

究竟是甚麼導致高教育等於低薪資，甚至是高

失業的情況發生呢？我們將在下期共同探討青年低

薪和失業時代的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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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歷=高失業？〉系列二�

“青貧族”的煩惱

� �

人們常說，年輕就是本錢，但你可想過年輕居然會是負累。近幾年，一個新名詞“青貧族”開始登上

媒體版面，年輕不再是本錢，努力也不一定會換來更高的收入，分分鐘還會沒工作！

為何年輕不再是爭取好生活的籌碼呢？我們一起來看看。

�

為何年輕不再是爭取好生活的籌碼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社會新鮮人，甚至是年齡介於30至39歲的青

年，在消費物價不斷攀升的環境，這些年輕人卻無

法停止對“薪資趕不上物價”的沉痛：萬物皆漲，

唯有薪水毫無變化。

數據顯示，全球年輕人現有平均薪酬，較其他

年齡層的勞工來得低。從現實來看，這無可厚非，

年齡和就業經驗與收入增長呈正面關聯，但年輕人

與其他勞工的“薪酬折價”卻沒有國際標準。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數據顯示，發

展中國家的年輕人薪酬折價水平最高，在富裕國家

的情況最為輕微，但隨著時間推移，年輕人薪酬折

價的情況卻越演越烈。

研究與OECD盈利數據指出，年輕勞工的

收入持續惡化。根據11個OECD國家數據，在

1996至2006年期間，9個國家的年輕人相對工

資（RelativeWage）都出現減少，僅有2個呈現漲

勢。

目前，這11個OECD國家的年輕人與年長勞工

的平均薪酬差距持續擴大，現年輕人的平均薪酬僅

有年長勞工的62%，比前期的62%為低。

更令人憂慮的是，2006年OECD就業前景報告

顯示，在所有OECD國家中，青年獲得低薪工作機

會的可能性遠比年長勞工來得高，幾率幾乎是年長

勞工的兩倍。

國際勞工組織在《窮忙族：為何工作不能擔保

過上體面的生活》研究報告中指出，在全球各大

洲，青年（15至24歲）勞工普遍出現較成年（25

歲或以上）勞工更高的“異常貧窮”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全球青年勞工貧窮率

接近14%，幾乎是成年勞工7%貧窮率的一倍，反

映出青年就業素質，甚至是薪酬素質出現嚴重問

題。

與全球數據相比，大馬情況也不理想。數據顯

示，大馬年屆20至29歲的年輕人2004年就業收入

均值為40至49歲就業人士的70%，而年輕人的收

入情況並沒有隨著時間推移有所改善，雙方的就業

收入均值比例反而在2016年進一步惡化58%。

可惜的是，大馬統計局公佈的貧窮率，以地

區、種族和城鄉為主，年齡層並未在統計範疇中，

因此我們無從得知青年貧困的實際情況。不過，聯

合國對我國政府貧窮率顯著低估的論述，迫使政府

出面說明，連帶披露出我國青年貧窮超過總貧窮率

一半的消息。

若以官方2016年0.4%貧窮率為準，這意味著

青年貧窮率至少達到0.8%25，叫人對青年貧困感

到憂慮。

懶惰？挑剔？

現實社會往往會對失業者，特別是失業偏高的

大專畢業生心存偏見，總愛給他們貼上“懶惰”、

“挑剔”等標籤，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國庫控股研究院特別針對市場對年輕人的2大

認知進行調查，結果發現事實絕非你所想。

認知1：年輕人要求高起薪

外界往往將高青年失業率，歸咎於年輕人設下

“不實際的預期薪酬”，更與許多僱主投訴社會新

鮮人要求太高的起薪，但《年輕大馬人：從校園過

渡至職場》發現許多年輕人現屈就於低技能、低收

入的工作，完全不符合“薪水要求過高”的說法。

報告顯示，年輕人在挑選工作時，高薪工排在

第四，反而有高達22.7%的年輕人更注重工作穩定

或就業保障，另22%則希望能在工作和生活取得

平衡，僅有12.5%的年輕人在選擇工作時，會以高

薪工作為主．許多年輕勞工和求職者說不的薪酬低

線，分別為1555令吉和1715令吉，而年輕勞工的

月薪均值為1846令吉，遠低於僱主所說的2400令

吉至3000令吉。

洪建文《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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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2：年輕人對工作選擇過於挑剔

青年失業往往與挑剔扯上關係。不過，報告顯

示，年輕男女在選擇工作時並不算挑剔，其中多數

大專畢業生為了工作，屈就於低技能工作，部份更

在非學習專業的領域上班。

更叫人心酸的是，許多年輕人願意犧牲理想薪

酬來換取工作機會。

1. 高技能就業機會不足

青年薪資增長緩慢，甚至是高失業問題，最重

要的原因就來自教育過度投資。為了普及大專教

育，我國從80年代開始增設大學，私立學院和大

學也如雨後春筍般冒起，令每年的大專畢業生持續

增長。

數據顯示，在2010至2017年之間，我國持有

文憑課程（Diploma）和（Degree）的勞工人數每

年增長17萬3457人，遠高於每年淨增9萬8514個

高技能就業機會，這反映出總體經濟並未創造出足

以吸納進入職場的大專或以上學歷的畢業生。

更令人憂心的是，國庫控股研究機構調查發

現，95%年輕員工現從事低技能工作，其中半數

更是資歷過高，意味著年輕人雖有高學歷，但卻缺

乏工作機會，只要屈就低技能工作。

國行報告指出，大專畢業生供應充裕，但企業

對人才的需求卻相對有限，導致新進員工面對薪酬

下行壓力，而這恰恰與學歷較低者相反。

最低薪金制落實，成功提振近年低技能員工

薪酬增長，讓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員工們起薪急起

直追。隨著大學生實際起薪呈跌，初級評估考試

（PMR）和大馬教育文憑考試（SPM）實際薪酬

分別增長4.6%和2.3%，這樣分歧的增長趨勢道出

了教育收入溢價逐步收窄的嚴重情況。

若這樣的情況放任不管，這可能減低年輕人口

追求高等教育的吸引力，並加劇“人才外流”的情

況。

2. 薪酬追不上通膨

大馬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勞工平均

薪酬介於6.6至7%，若扣除當年通膨0.88%，實際

薪酬增長至少有5.7至6.12%，但為何貧困的青年

依舊居高不下呢？

原因在於，實際通膨和我們感受的通膨有巨大

的差距。多數人都認為通膨率反映出生活費的增

加，但實際上通膨率只捕抓了我們消費的產品與服

務的價格起伏，而非所有生活開銷相關的價格。

通膨率沒把房價算在內

就拿房價來看。我國房價增速雖已放緩，但經

過連年的快速增長，高房價和租金已給國人，特別

是年輕人帶來沉重的開銷壓力。不過，當前的通膨

率卻不講房價納入計算，根本無法真正反映物價對

人民帶來的影響。

國家銀行數據顯示，要想在首都過上普通生

活，單身青年最低月薪需要達到2700令吉，但大

學畢業生的起薪只有2207令吉，每月都得過上入

不敷出的生活，其中住宿是最大的生活開銷，可偏

偏通膨率並未將高漲的房價納入計算。

數據顯示，多數大馬人，特別是年輕人根本無

法負擔起國內的房價，國內平均新房產價格已高出

國人負擔能力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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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失業的5大原因

˙� �要求不現實的薪水、福利� （66%）

˙� �對工作或公司選擇過於挑剔� （58%）

˙� �性格、態度或性格不佳� （58%）

˙� �英語水平不佳� （52%）

˙� �溝通能力差� （49%）

資料來源：Jobstreet

3. 生產力低於同儕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薪資和生產力息息相關，

生產力的高低決定也員工的薪資水平。

國家銀行報告顯示，生產力較高的國家，往往

擁有更高的薪酬水平。雖然大馬生產力與其他中等

收入國家相近，但仍低於其他發達國家，主要是人

力資本發展和技術先進程度較低。

在2011至2015年，大馬GDP平均增長

5.3%，但同期勞工生產力卻僅增長1.8%，雖然勞

工生產力近年來有所改善，可是仍不足以顯著收窄

我國和發達經濟體的差距。

馬來西亞生產力機構（MPC）2018／2019

生產力報告顯示，大馬2017年勞工生產力（以每

名勞工實際增值計算）按年增長3.8%至8萬1268

令吉，比較2016年為7萬8294令吉。生產力增長

歸功於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5.9%，同時就

業增長2%。總體生產力增幅超越3.7%國家目標，

達到第11大馬計劃（11MP）9萬2300令吉目標的

88%。

報告指出，若與全球主要經濟體相比，大馬生

產力增速雖高於盧森堡、美國、日本、澳洲和新加

坡等發達經濟體，但購買力平價（PPP）價值卻遠

遜對手，因此大馬勞工薪水低於其他國家似乎情有

可原。

更令人憂心的是，自2015年以來，企業和員

工對實際薪酬增長的分歧日趨擴大。國行和企業家

對話後發現，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員工薪酬增長已

遠快於公司銷售的產品與服務售價，因此經常將薪

酬增幅視為賺益萎縮的主因，自然不願大幅調高薪

酬。

相比之下，勞工則投訴“薪酬增長停滯不前”

和生活費居高不下，而這大致反映為何近年來僱主

和僱員對工資增長速度不同調的原因。

4. 學非所用

除了教育過度投資，導致大學生人力素質良莠

不齊之外，隨著數字經濟時代到來，學校教育已無

法滿足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等新領域需求。

教育部數據顯示，我國每年有超過29萬名大

專畢業生，但接近20%畢業生無法在6個月內成功

就業，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許多畢業生缺乏僱主追求

的技能、知識和態度。

國內大型求職網站Jobstreet在2018年展開的

調查顯示，高達79%僱主認為我國大專畢業生的

素質“平平”。僱主們對畢業生抱有高度期待，特

別是解決問題、適應能力、英語水平、個人管理，

以及領導能力和溝通能力等層面，但偏偏溝通能

力、工作態度欠佳和英文能力都是我國大專畢業生

找不到工作的主要原因。

對僱主來說，他們希望找到訓練有素的畢業

生，以快速地適應工作，而畢業生們也知道自己能

力的不足。調查顯示，接近80%的失業大學生意

識到他們需要進一步培訓，而就業準備度不足，促

使企業只願意以低薪聘用，待員工生產力提升後再

加薪，從而壓制了初次就業者的薪資。

5. 行業升級緩慢

國行數據顯示，儘管大馬總體勞工收入占

GDP比重持續攀升，確保經濟收入獲得更好的分

配，但卻掩蓋不了令人憂慮的領域升級緩慢問題。

分析報告指出，在2010至2017年期間，我國

勞工收入占GDP比重雖提高了36%，但主要原因

在於經濟活動重新分配給勞動密集型產業，而非各

個領域勞工收入比重出現顯著增長。

簡單來說，在過去7年，批發與零售貿易、食

品、餐飲、住宿和建築業強勁擴張，以及就業穩定

增長，帶動中低技能的勞工收入比重不斷增加，但

卻擺脫不了低薪的命運。這樣的發展反映出高勞工

收入比，並不意味著勞工收入增長。

政府在第11大馬計劃（11MP）放眼勞工收

入占GDP比重擴大至38%，但要達成這偉大的目

標，我們需要加速企業從勞工密集型轉型至資本和

知識基礎型，以為更多高學歷和技能勞工創造更多

高薪工作，而非低薪和仰賴勞工密集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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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增值比重一路下跌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我國製造業增值占GDP

比重從1999年的30.94%，一路下跌至2018年的

21.56%，遠低於中國的29.3%、韓國的27.23%和

泰國的26.92%，反映出製造業的總體經濟帶來的

增值效益持續減少。

創新也是推動經濟增值，甚至是轉型的主要因

素，但世銀數據反映我國研發開銷雖逐年增長，

從2008年占GDP的0.88%一路走高至2016年的

1.44%，可仍與日本的3.21%、美國的2.80%、韓

國的4.55%和中國的2.13%有不遠的距離。

企業未準備好迎接工業4.0時代

更令人憂慮的是，隨著全球開始朝人工智能、

物聯網的工業4.0時代邁進，但我國企業卻還未準

備好迎接工業4.0時代。市場情報公司——國際數

據資訊（IDC）數據顯示，我國僅有15至20%跨國

企業落實工業4.0措施，其餘仍抱持觀望態度，反

映出市場仍未為工業4.0做好準備。

大馬廠商聯合會（FMM）數據顯示，儘管自

動化口號已喊了15年，但國內製造商自動化程度

依舊偏低。截至2019年上半年，509位受訪廠商

中僅有34%已落實自動化，另有33%準備迎接自

動化，遠遠落後60%的自動化目標。

結語：

解決問題最困難的部份，就是如何找出問題背

後的真正原因，現在我們已經瞭解造成青年低薪和

失業的問題，我們該採取何種解決方案呢？我們將

在下期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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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歷=高失業？〉系列三�

低薪 窮忙 失業‧青貧族如何翻身

� �

近年來，我們總是不斷討論退休人士的退休金不足，養老金不足的問題，但對低薪甚至是失業的年輕

人來說，當下的生活都可能過不去了，更妄論未來的退休生活。青年低薪和失業率高企問題到底該如何解

決？我們將在本期一一探討。

�

失業與經濟密不可分

冠狀病毒病擴散全球，令人對全球經濟會否陷

入衰退感到憂慮，而疲弱經濟帶來的高失業率、低

消費等連鎖反應，可能令總體經濟更雪上加霜。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分析30個發

達和中等收入經濟體數據後發現，受教育、培訓

和失業的青年每減少1％將推高中期國內生產總值

（GDP）和家庭開銷0.08％和0.16％。

正因為青年失業和經濟關係密不可分，政府多

年來都落力解決青年失業問題。其中，希盟政府

在去年公佈的2020年財政預算案中就祭出諸多措

施，其中包括Malaysian�@Work倡議，希望能借此

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減低對外勞的依賴，改善青

年失業問題。

根據預算案，Malaysians�@Work將分成4組，

將分別為僱員和僱主提供薪酬和聘雇獎掖，其中與

青年關聯最大的Graduates�@Work，主要針對失業

至少12個月的畢業生而設，被僱用的畢業生將獲

得每個月500令吉的薪酬獎掖為期2年，而僱主則

每個月及每人會獲得高達300令吉的聘雇獎掖為期

2年。

此外，Apprentice@40Work則是政府為技職教

育與培訓計劃（TVET）提供的獎掖，以鼓勵更多

年輕人報讀技職課程。除了現有的學徒津貼，每個

月還可額外獲得100令吉。政府也將在國家雙培訓

課程（SLDN）下，延長僱主的雙重稅務減免2年

至2021年。

此外，目前在結構化實習計劃（SIP）下享有

的雙重稅務減免，也將擴大至學術領域的學生，而

非僅限工程與科技業。

政府相信Malaysians@40Work計劃將可幫助失

業青年透過在職訓練，強化自身的競爭力，以便繼

續被相關公司僱用，並在獎掖結束的兩年後，達到

超過90％保留僱用率。

政府扮演要角 
推動教改 質量培訓

雖然政府透過預算案釋出解決青年失業的強大

決心，但只靠金援就能解決根深蒂固的系統問題

嗎？答案當然是不能。

不過，一直以來，不管有什麼社經問題，我們

潛意識就會認為政府應該做些什麼，但卻忘了我們

也是這個經濟生態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有可以扮演

的角色。因此，我們將從政府、企業和個人3個層

面來剖析青年低薪和失業問題，以尋找出最可行的

解決方案。

經濟學家指出，政府在解決青年失業問題上扮

演着重要角色，可以透過宏觀經濟決策、積極的勞

動力市場計劃的設計和規模、教育系統、成人技能

系統、福利系統設計等來影響就職或失業的青年數

量。

其中，最重要的一環莫過於教育制度改革。目

前，我國的教育機構着重於學術和專業資格，但僱

主看重的卻是軟實力和工作經驗，因此政府需要導

入商界人士進入學校教育，調整學非所用的部分。

我國多數大專院校的課程以基礎知識為重，因

此是時候根據資訊及通訊科技（ICT）潛能進行創

新，以幫助學習者發展勞動力市場所需的科技技

能，同時強化工作的實用性。此外，學校課外活動

需要進行改革，以專注於學習者的問題解決能力、

如何將知識創意應用在不同的職業內容上。

第二，政府和私人界需扛起提升國內勞工技

能及再培訓的責任。目前，我國有7個不同部門提

供，涵蓋文憑、專業文憑和學士學位的技術和職業

教育與培訓（TVET）計劃，這無疑出現了嚴重的

重疊和冗余問題。

縮小政策與現實環境落差

因此，將這些計劃簡化成少數的旗艦計劃及建

立嚴格、可衡量的監視和評估機制，將有助於去除

洪建文《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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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較差的計劃，並專注提升總體計劃的管理能

力。此外，內閣批准的技術和職業教育與培訓內容

也應進行公眾咨詢，這樣利益相關者可以對政府提

出的建議提供具體反饋，從而縮小政策與現實環境

實施出現的落差。

第三，提高青年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

（TVET）的質量和入學率。研究表明，提高職業

培訓質量和入學率與降低青年失業率息息相關。不

過，與區域同儕相比，大馬TVET入學率較低，因

此政府可以效仿瑞士、瑞典和德國成功經驗。

其中，瑞士模式使用“雙重”職業教育和培訓

體系，將學生的在校學習與工作學習相結合。此

外，政府也可通過強化和本地及國際機構的合作，

將TVET調整至符合國際最佳實踐水平。

在職培訓克服技能不匹配問題

第四，提高私人界在學徒、培訓和實習合作。

企業可以透過提供更多實習機會，來加強與學院／

大學和職業中心的合作，以為強化學術和在職需求

融合做出貢獻。此外，公司可為應屆畢業生提供一

年的在職培訓，以克服技能不匹配的問題，而這在

日本已行之有年，並確認非常有效。

第五，政府應改進私人界的國家數據收集，並

與領域協會和合作社合作，以為青年提供培訓和工

作機會。

小型和微型企業需要考慮引入外部支援，以為

僱員提供必要的培訓。不過，發佈就業信息並不足

夠，政府可透過社區協會為年輕人提供如何找到好

工作、需要具備的技能和潛在收入等重要信息。

第六，數據顯示，過度教育的畢業生比例越

高，對人均GDP的中期影響越高，因此政府應對

教育過度投資進行調整，並建立退場機制，讓專業

技職教育紓緩過度投入的專上教育。

我們可以瑞士為鑒，將20%25的畢業生投入

學術，其餘80%25則投入專業領域，避免過多的

大專畢業生湧入職場，紓緩勞工市場的供需問題，

讓各行各業薪水可以維持。

提供資金渠道助青年創業

最後，創業是最有效減低青年失業問題的方

法，因此政府需為年輕人提供創業資金的渠道、在

創業初期的其他形式支援，以幫助他們成功地運用

自己的技能。

企業須與學府合作 
助青年做好就職準備

解決青年低薪和高失業問題，企業也有其責任

所在。別忘了，企業可是最大的僱主，青年找不到

工作和他們脫離不了干係，因為正是他們決定聘用

誰及如何去增聘人才。

應扛起解決青年失業責任

現在，不少企業已開始意識到自己應該扛起解

決青年失業問題的責任。以美國為例，星巴克、微

軟、沃爾瑪、希爾頓等20家大型企業已宣佈啟動

“10萬機會計劃”，以幫助美國16至24歲的青年

人在未來3年內找到全職工作，緩解美國居高不下

的青年失業問題。

星巴克集團首席執行員霍華德舒爾茨認為，美

國聯邦和地方政府的青年就業政策沒有起到應有的

效果，企業界應該行動起來讓每個人擁有公平的就

業機會，兌現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

企業老是說青年就業準備不足，學非所用，但

身為未來僱主的企業卻少與大學等高等學府合作培

育所需的人才，因此想要解決技能錯配或能力不足

的問題，企業應加強與技術學院或高等學府緊密合

作，以幫助青年為未來的職場生活做好準備。

其中，提供學徒、實習、培訓計劃及在特定情

況下給予實際全職工作，就是改善青年未來工作前

景的重點。

《透過實習計劃提高畢業生就業率》學術論文

指出，由本地企業和大專學府緊密合作草擬和執行

的實習計劃，將可顯著提高畢業生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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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計劃有助減少大學畢業生失業問題

報告指出，參與調查的實習生和僱主代表中，

高達92.93%和91.56%認為，實習計劃是減少大

學畢業生失業問題的重要因素，主要是實習計劃將

有助畢業生提高競爭力，其中更多高達三分之二的

實習生給予實習計劃“非常好”的評價。因此，企

業和教育機構有必要加強合作，以讓畢業生能順利

從校園過渡至職場，同時滿足勞工市場需求。

不過，儘管我國有許多企業提供實習機會，大

學也逐步將實習納入課表內，但“無薪實習”卻成

了學生不願參與實習的主要原因。雖然企業提供了

與現實職場接軌的機會，可是沒有薪酬的實習生

活，卻將對實習生的生活帶來嚴重影響。

無薪的實習工作也使得代際間的不平等達到了

創紀錄的水平，也就是說，年輕人更加容易失業，

更加容易陷於貧窮，而實習是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

之一。因此，企業是時候在盈利至上及社會責任上

取得失衡。

強化自身技能 
提高職場競爭力

隨着人工智能、工業4.0時代來臨，年輕人未

來就業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在如此嚴峻的前景

裡，年輕人自己也需要為新時代做好準備。

每年湧入就業市場的新畢業生數以萬計，未來

勞工市場將為僱主提供太多的選擇，他們會精挑細

選，萬中選一，如何在芸芸眾人中脫穎而出就取決

於你的競爭力。想要強化競爭力，年輕人就得從多

方面下手，例如智能、溝通關係、語言能力等僱主

看重的技能部分。

隨着就業市場不斷擴大，新工作出現的同時，

也提高年輕人對多元技能的需求，因此年輕人需要

找出自學領域最炙手可熱的技能，再花費時間來改

善自身技能。此外，為取得額外的經驗和技能，年

輕人也應該積極參與實習計劃，以順利從學院過渡

至職場。

僱主著重經驗和軟實力

調查顯示，僱主最看重工作經驗和軟實力，但

國內大專機構卻專注於學生的硬實力培育，結果導

致學非所用的情況出現，因此為拉近兩者的差距，

年輕人可以透過參與額外課外活動、積極參與大學

活動和扮演領導角色、選取具備體驗式學習的選修

課程，來改善溝通、問題解決和團隊工作的技能。

值得注意的是，語言、溝通能力等工作技能不

是短時間學習就能精通的，因此年輕人得從小開始

累積經驗，甚至是培養一些無法在短時間內學會的

知識和內涵。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重視自己的氣質培養。如

果你是僱主，眼前有2個學歷、經驗都相當的候選

人，你肯定會以個人氣質做最後選擇，因此要多閱

讀、多瞭解周邊環境和認識不同環境的人，以觀察

和學習他們的優點，甚至是拓展自我視野及學習如

何面對逆境的自我調適能力。

成績不代表一切 
依興趣規劃職業選項

我國的年輕人的職業規劃多看“成績”臉色，

以重要考試成績的結果來作為未來職業規劃的依

歸，但成績並不代表一切，更重要的是興趣。年輕

人應從小就開始規劃職業選項，從明白自己的興趣

起步，從而建立起必要的技能和經驗，因為唯有做

好準備才會換來最佳回報。

假如一直無法找到工作，年輕人也無需灰心，

可以參與政府提供的再培訓計劃，甚至是好好利用

政府提供的諸多獎掖來創業。創業向來被視為解決

青年失業的最佳良方，但數據顯示我國只有2%大

專畢業生選擇創業，總體比例偏低。

僅2%大專畢業生創業

新世代的年輕人自小就接觸互聯網，世界觀、

創意和思考潛力都遠超父兄兩輩，而政府也有許多

協助青年創業的獎勵機制，年輕人們何不將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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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子轉為現實，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未來，同時也點

亮其他人的未來呢。

結語：

我們常說年輕人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如果未來

的棟樑落得吃不飽、穿不暖，甚至是沒工作的窘

境，國家的未來如何有保障呢？

青年失業問題由來已久，而這一問題涉及方面

眾多、單靠任何政府是無法獨立解決的，因此我們

需要各方做出承諾，幫助青年掌握職業技能、找到

工作，甚至是擺脫貧困，這樣才能創造更穩定的社

會和經濟環境，國家才有所謂的“未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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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的年代〉系列一�

等人教、不能吃苦、不想改變……餵食心態 90後的心態

� �

2020年是於1990年出生者，跨入“三十而立”的一年。

他們是90後，即1990年出生至1999年出生的一代。社會上對90後常見的評語，包括“草莓族”、

以自我為中心，不顧後果。

但，90後的特質。如極度自信、勇於突破社會框架等，也讓這一世代的人，開始在社會上展現他們

想做就做的性格。

大馬的90後一代，其現狀、價值觀、收入、主流思想如何？以及活在一種怎樣的時代呢？

�

生於1990年的黃世保，對於90後的身份，有

著自己的詮譯。

“之前有一位1987年的同事向我說，我出生

於1990年，夾在1989年和1991年之間，其實不

算是90後，而是80後。對方的定義是1991年之後

出生的人才算是90後。”

他引用一篇有關80後（1980年至1989年出

生）和90後的文章來分析。文章指稱，80後是自

我標籤的群體，所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並且用別

人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成功。

“我不知道其他1990年出生的朋友是否與我

一樣，但我卻確實有80後的特質，我會拿別人的

標準來衡量自己的成功。但，我絕對也有90後的

特質。”

對他而言，90後就是被標籤為草莓族。例如

他的一些朋友在某些公司人事部任職，聘請不少

90後的人工作。他們都說90後不能吃苦，隻是做

一些事情就有許多意見，更有人因遭主管稍微責罵

就離職。

在他看來，90後確實有著一個較為嚴重的心

態問題，就是習慣於餵食文化。這是他對於90後

習慣等人給予養份、等人教導、如果不會做事情願

默不出聲，就隻是等人來教的一種心態上的稱謂。

沒主動要求學習

“這是嚴重的問題。我在上大學之前也有這樣

的特質，一直都是等人家教，告訴你如何做，沒有

主動要求學習東西。出來社會後，我才明白，主動

是如何的重要，這才可以進步和更成功，做更好的

自己。”

當他投入職場後，更加認定90後的餵食文化

是成立的。這是由於在他的身旁的同世代人，總有

人以自己建立的標準為先，隻要自身認為是正確的

事，就不會想要改變，而且不管旁人的意見和反

對。

他坦言自己曾是餵食文化中的一份子力，直到

2013年經曆的一件事。

當時，他在新加坡工作受到一名大馬朋友的影

響，指稱可先回到大馬，然後再到澳洲“淘金”。

結果，他放棄了已在新加坡工作9個月的資曆，回

馬等候朋友的安排，最後對方竟然就此了無音訊，

他也只能打消到澳洲工作的念頭。

“原本把所有希望到澳洲打工，一旦沒有了，

就完全失去目標，整整半年不知自己在幹什麼。由

於在大學已有學習日語，在新加坡工作也發現當地

有很多日本遊客，日語可以上派上用場。母親知道

我對日語的熱誠後，鼓勵我念日文課，所以我就開

始報讀日語課程，並且在報館工作，當一名廣告美

術員。”

為了不再回去那頹廢的半年，因此他對自己

說：要更加努力學習更多的事物！

“我近五、六年的心態上，有著很大的改變。

從一個餵食文化小夥子改變成現在的自己，雖然還

未取得很大成功，但至少在價值觀和態度上更加進

取，有機會時更願意去學習新東西。”

不滿意收入 但滿意工作

黃世保目前是自由工作者，從事攝影與設計工

作，由於能夠自由安排自己的時間，分配時間給家

人，因而滿意目前的工作。

“只是，我剛步入人生另一階段，結婚之後需

要考慮基本的經濟穩定，因為自由工作者越來越

多，競爭也大，顧客並不是天天都能給你工作，這

讓自己的工作不太穩定和面對挑戰。”

他的另一半也在職場，成為他生活上的後盾，

不是隻他一人承受經濟負擔，因此目前經濟狀況沒

潘有文《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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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問題。

“我在生活上最滿意的部份，就是可和家人共

同分擔家務，可以一起在餐桌上用餐，不管是自己

或太太的家人都很好。我覺得能把時間分配給家

人，是目前最滿意的事。”

雖然他滿意自己的工作，但對於目前的收入並

不太滿意。因為其收入未能良好的支撐自己和妻子

家人的生活。

“我覺得我有責任讓他們的生活過得更好，為

此，我不斷地努力工作，建立好自己工作上的口

碑，希望由此可以得到更多人在工作上的認同及支

持。”

科技認知 佔優勢

由於90後一代從小就處在優先接觸科技環

境，包括使用手機和網絡，因此較之前的世代的

人，更易融人科技的使用。

黃世保表示，在科技認知和使用方面，90後

擁有這方面的優勢，而且也容易融入號新科技，隨

著科技時代腳步前進。

“例如，對於使用掃地機器人，60後和70後

的人可能會認為：自己打掃不是更好嗎？因為不用

浪費金錢，可能機器也掃得不幹淨，即是�說他們

信不過科技。”

但是，他認為對90後而並非如此，因為這個

世代更加注重生活品質，寧願把打掃交給掃地機器

人，托付於科技處理，以便把時間應用在更有意義

之處。

較注重生活品質

若比較80後與90後兩個世代，黃世保認為90

後是以興趣來驅動自己，同時較80後更注重生活

品質。

“90後注重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所以在工作

上遇到委屈會毫不猶豫辭職，也總會把一些錯誤推

諉給別人，永遠不會說自己有錯，我自己也有遇到

這樣的90後。”

對於工作的責任方面，90後可能沒有特別看

重，他認為原因可能與生長環境有關。

他指出，也許是70後或80後，成長條件的物

質並不富裕，但90後在小學就能接受電腦教育，

也擁有之前世代所沒有的許多設施，因而90後無

法像前一兩個世代的人，更加珍惜目前的工作，為

更好的生活奮鬥。

“90後一開始就習慣於接觸富足的環境，相

比之下會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在職場上遇不開

心的事就不要幹了，因為他們不擔心因此找不到

吃。”

注重享受在乎別人看法

對林淑娟來說，70後的人活在框框內，沒有

什麼創造能力，但務實和實在，覺得做人不需要擁

有太多理想，有錢和就把它存起來。

“80後的人則是賺多少用多少，享受了再

說；90後是還沒有賺錢先享受。70後的人買東西

會覺得功能很重要，以及值得與否；80後覺得沒

有關係，隻要喜歡就好；90後的人買東西，覺得

名牌比較重要。”她指出，由於90後子活在網絡

時代，非常在乎別人如何看待他們，因此會努力的

呈現可以向別人交代的人生。

花時間在社媒

“例如，他們會花多時間在社交媒體上，上傳

一些會讓別人會稱羨的生活照，吃到好料就一定要

post（上傳）網絡，擔心別人不知道他去吃過過好

料，好像是一直像別人交代自己的生活，這些都是

令我們擔憂的事。”

她表示，90後的主流思想或價值觀，就是現

實生活中有多少個朋友不重要，在社交網站內我有

多少個跟隨者比較重要。因此，90後會問別人的

社交網站貼子按讚的人數，因為他們認為很多人按

讚，就是他們的身價證明。

“他們活在一個不斷向別人交代的生活的方

式，很在乎別人的看法，一直要好好的向別人展現

自己。”

從小灌輸節儉觀念

黃世保有一套自己的價值觀，就是堅持節儉。

“我的家庭不富裕，爸媽就常灌輸我們需要節

儉，不浪費資源，錢財才不會那麼容易流失。爸媽

教導我們養成存錢的習慣，一分一毫慢慢累積，以

後這些錢可以拿來給我們讀大學深造，或者是作為

緊急用途。”

他上了中學和大學，接觸很多有關環保的課

題，從中也明白節儉是暫緩資源耗盡的一個行動，

所以他至今不會想把錢花在不必要的消費上。

“例如，我不會購買奶茶或是抽煙等，這些錢

不僅花得沒價值，也沒營養，還製造廢料汙染我們

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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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娟：90後自我意識強

90後的人出在物質環境好的時代，不似70

（1971年至1979年年）後經歷過挨餓的生活，可

能面對吃這一餐，沒有下一餐的恐懼。

天匙關懷與輔導中心的輔導總監林淑娟表示，

90後的童年生活沒有這些經曆，他們是處於知識

爆炸的時代，因而90後“懂很多、頭很大�、身體

很小、心很弱”。

“那些在網絡上說很多偉論的人，都是這些年

輕人。但你看他們現實生活管理自己的方式，又會

令人搖頭。所以我覺得90後的孩子，我們首先要

處理的是他們的情緒管理。”

她指出，90後的父母大多數是來自70後，家

中孩子的人數明顯減少�，不少家庭是以孩子為中

心。這些孩子基本上會因此比較自我，擁有很強的

自我意識。

不會包容和遷就

“他們的世界裏，沒有什麼包容和遷就。但，

當踏入社會之後就是一個問題，因在家庭內沒有機

會學習這些，在學校內可能也逃避學習，因為父母

都協助他們解決問題。”

因此，她指出，當這些90後一代進入職場或

者兩性關係中，他們的情緒管理和人際關係，相對

於他們腦袋內的知識，皆處於比較低階水平。

情緒管理和容忍挫折較低

對於70後的人來說，在職場上老闆給你看臉

色，再痛苦都咬牙忍了下來，因為覺得老闆最大。

但，林淑娟指出，90後就沒有這種觀念，他

們認為就是要爭取就對了，因此較難長久任職於同

一個工作。

“換句話說，90後的忍耐力較差，他們的情

緒管理和挫折容忍力都比較低，一旦以同樣的心態

進到婚姻就會面對問題，另一半會覺得為何要忍讓

你。”

她發現80後後半段的人，以及90後的年輕人

野心很大，一直想要創業和發展自己的品牌，因此

會出現很多很新穎的事物或生意，但往往不到三個

月就無以為繼。

“他們有著很大的野心是好的，問題是在野心

和理想背後的基礎能力，他們不能吃苦、挫折容忍

度低，以及不佳的人際關係。”

在她看來，由於90後平時較自我的活著，缺

乏一個資源係統，當面對挫折時，就會發現有誰會

去愛他們呢？

丹斯裡葉永松報道文學獎��-�佳作獎�∕�119



〈90後的年代〉系列二�

學習情緒管理 勇敢接受挑戰 開拓視野 90後要磨練

� �

90後在網絡環境中成長，迅速吸收許多的資訊和知識。他們擁有基本的判斷力，想法不比70或80後

遜色，也有不錯的世界觀，但可能缺少了接受磨練的耐心。

他們有著極強的自我意識，也讓情緒領航，需要培養的是縱觀全局的視野，為世代之間的溝通做好準

備。

�

“90後出生在資訊和知識爆炸的環境內，有

著許多的資訊刺激，擁有基本的判斷能力，如果能

再學會更多東西，將能更好的提升他們生命的成熟

度。”

天匙關懷與輔導中心輔導總監林淑娟表示，生

命的成熟度需要依靠人與人之間的磨擦，以及經曆

許多的挫折而積累起來，如果每次遇到困難就選擇

逃避，就會失去很多學習的機會。

她以90後在職場的情況為例。有人或許會認

為，90後在職場上無法上位或接班的原因之一，

因為上個世代的人繼續留在管理層不願放手有關。

但，她認為這隻是其中一個可能，更大的可能

是：由於90後把自身的感受放在最高點，無法忍

受工作過程中被上司糾正、限製和管理，以致無法

長期留在同一處工作。

“進到一間公司工作，就是要學會忍耐。公司

有自己的文化，但對90後而言，就認為不想和不

需要看人臉色，反正自己有能力就去創業，以此證

明自己。”

她指出，一個人太早離開磨練你的環境實屬可

惜，如果能夠沉得住氣和忍受這些磨練，再等個

三五年後才出去創業，相信將讓創業之路更順暢。

“這個老闆你不喜歡就離職？有沒有可能一定

會找到你喜歡的老闆呢？一般90後沒有想到自己

需要學習之處，都是盼望環境來遷就他們。”

父母習慣遷就

由於90後可能從小到大，父母習慣於遷就他

們，因而長大以後以為職場上的人會像父母一樣遷

就他們。

“後來他們發現不是如此，老闆不會遷就你，

許多時候連你的配偶也不一定遷就你，90後就會

掉入一個很大的痛苦當中。”

這是否意味著90後心理素質不佳呢？在林淑

娟看來，每隔十年的一個世代，一代比一代的表現

會脆弱一些。不管是承受壓力或情緒管理，其實是

處於越來越退步的狀態。

她指出，平均而言，挫折容忍力是一個世代

較一個世代來得弱。如果以90後與70後、80後相

較，確實如此。

“90後也比較自我，較沒有綜觀全局（Big�

picture）的觀念，一般上隻讓自己的感受走在很前

面，造成情緒和壓力管理是他們的弱項，進而影響

人際關係。”

不在吃苦耐勞環境長大

我們的祖輩和父輩，常常訓練和訓戒孩子需要

吃苦耐勞，但在90後出生的年代，這種環境已不

複在。

“環境和社會都有影響，我們都希望孩子像我

們這樣吃苦耐勞，但他們出世的環境，就是沒有機

會吃苦耐勞，我們不可能成為一個很奇怪的家庭，

讓我的孩子回去吃苦耐勞。”

林淑娟表示，父母只能從現有的環境，用現在

的方式去訓練他們，嚐試讓孩子成為一個吃苦耐勞

的人。但必須記得，現在的環境和條件�已和過往

不同，孩子們的那種吃苦耐勞和舊一代的方式不一

樣了。

不成熟思維 影響婚姻

“我們所擔心的那群小時候沉迷於網絡遊戲、

手機的人，已經長大了，而且進入婚姻了，但是他

們自己還是一個問題。”

林淑娟表示，不少的年輕媽媽向她反映，受不

了自己的90後丈夫。他們回到家中就是打遊戲，

週六和週日也是如此。

“因為生活和工作有很大壓力，他們可以打遊

戲打到買給孩子電子遊戲，陪他們一起玩，然後還

因此和孩子吵架，這些媽媽就很抓狂和受不了。”

潘有文《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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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當初不成熟的這一個世代的人，如今

已長大成人，步入30歲和進入婚姻，成為別人的

父母。然而，有不少人還是老樣子，如何不讓人為

他們擔心呢？

林淑娟：90後把自身的感受放在最高點，不

能忍受被上司糾正、限製和管理，進而未能長期留

在一個地方工作。

社會對90後的評價，就讓一群1991年1997年

的90後來回應，以及談談他們的想法。他們分別

是吳凱麗（1991年）、楊紓旖（1994）、許傑恩

（1995）和李碧君（1997）

①� �是否覺得社會上的人對90後的人有不同的看

法？

②� �是否因為60後至80後還在高層管理職位，面對

工作晉陞機會相對較低的問題？

③� �你堅持自己哪些價值觀？

④� �你覺得自己在工作方面，會比較容易選擇辭

職，或是說容易流動嗎？原因是什麼？

立場清晰自愛 
【李碧君】

1.�可能社會上的一些人會覺得90後較難搞，

因為我們有很多問題和想法。當老闆叫你做一件

事，可能會提問為何要這樣那樣做？

不同世代的人會說，以前老闆叫他們做就默默

的做，我們90後則會問清楚其中原因，因而也常

聽到老闆會說：90後很難搞！

2.�我在一間小公司工作，沒有遇到這樣的問

題，而且公司內大多數是90後，老闆是80後。

那是一間為企業供員工提供職業培訓的公司，

看到很多大公司老闆都很願意發掘年輕員工的潛

質，願意付出很大一筆錢栽培他們。因此，我覺得

上一兩個世代的人不會影響90後在職場上的晉陞

機會。

3.�我覺得是自愛，自己要堅定不受朋友的影

響，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

最近很多人很跟風，當朋友做什麼就隨著去

做，不做就好像很OUT（落伍）。我堅持要自

愛，自己不想做的事，就不會勉強自己。

4.�我是比較容易離職的人，因為留在一個工

作地方太久後，就會想要尋找新鮮感，以及想要學

新的事物。

兩代人須合作 
【吳凱麗】

1.�一般人會認為90後很難教導，也難以把

別人的話聽進去，但這胥視那名90後有過何種經

曆而定，成長環境也很重要，不是每個90後都一

樣。

2.�我覺得年70後或80後的職場人，是否願意

向90後分享經驗和知識，在於其個人。是否霸著

位子不放，還是要看能力而定。

老一輩與年輕一代是相輔相成的，知識和經驗

讓他們擁有一定的位置，但我們年輕人對資訊工藝

比較瞭解，因此兩代人需要相互合作。

老闆會自己觀察，讓有能力者晉陞，即使有能

力者無法獲得陞遷，相信身為老闆也會給予應得的

福利。

3.�我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對我好，

我會加倍對你好，這個是我堅持的事！

4.�我現在做的是第三份工作，個人並不太會

一直換工。

我在第三間公司待了7年，這是一�間發展商的

公司，老闆也有另一間售賣產品的公司，我需要同

時處理不同的工作。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化妝品公司當市場人員，

第二份工作是在電訊公司當銷售人員。目前在考慮

轉換工作，因為在舒適區太久，想要跳出來找新挑

戰。

對處事不強求 
【楊紓旖】

1.�我會覺得社會認為我們是草莓族，指90後

經不起考驗。

我相信這與個人成長和家庭背景有關，因為它

會塑造一個人去面對問題。

可能一開始出到社會是草莓族，但經過時間的

曆練，累積經曆和經驗後，兩、三年之後，就不是

草莓族了。

2.�我在上市公司工作，看到很多管理層都較

年長，穩穩的坐在位子上，有的確實是會想方設法

“踩”一些新人。

當然，也有遇到很好的70後或80後的管理層

人員，他們很樂意訓練和教導我們這些90後，並

且放手讓我們學習和接受很多挑戰，以便可以有所

表現。

因此，我認為每個世代都會有不一樣的人，不

能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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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完全不能接受不禮貌或態度惡劣者，這

也是從小父母和家人對我的要求，因為一個人的態

度有禮與否，代表你的家教。

如果表達得太不禮貌或態度不好，我覺得會直

接影響他人對你的家人的看法。

4.�我前陣子才因工作環境和人事問題，已成

功向公司申請轉去同公司的另一處工作。

我和上司，還有同事之間有些不協調，如果在

相同的環境繼續下去，我覺得我不能生存。

有一些不同世代的同事說，工作上有什麼事忍

一就過去了。但，我有一個原則，就是會給同事、

上司數次協調的機會，如果爭取數次被拒絕，已經

不能再爭取，就會選擇離開，因為若再強求，就會

出現大家都不想看到的局面。

態度處事專一 
【許傑恩】

1.�也許一些長輩會說90後是草莓族，即一捏

就碎，經不起挑戰、打擊和壓力，甚至是一罵就哭

或者一罵就離職，但這隻是外界的看法。

我相信這是很主觀的看法，因為每個人的性

格、生長環境、處事態度等等都不完全一樣。我自

認比較堅強，如果遇上較困難的事也可以承受的

住。

我會聽到一樣是90後的朋友訴說公司如何對

待他，但在我看來卻很簡單的事，他卻會覺得痛

苦。

我們90後應該努力，不應該讓人看我們年紀

小，就這樣被打壓，其實90後也不錯啦！

2.�我覺得會與他們有競爭，但並無法直接對

比，因為他們不隻擁有技能，也有豐富的經驗，這

也是90後較為缺乏之處。其次，在能力方面，90

後較缺經驗，能力相對較弱。

我有一位和我同齡的朋友，他擅於攝影和幕後

剪接，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但是，我也有如今還沒

有工作的同齡朋友。

因此，我相信職場上的競爭是因人而異，而非

以世代劃分。

3.�我無論是在工作、生活態度或處事方面，

都會比較專一。

舉例，當朋友聚集在一起，就會一定想要大家

開心。若我的女朋友說不喜歡和這些朋友在一起，

我反而會更照顧大夥的感受，並不會因為女朋友的

情緒而影響了整個氛圍。

過後我會再向女朋友解釋我的初衷，並不是想

要惹她生氣，而是想讓大家在一起玩得開心。

4.�我自認是專注的人，因此比起離職，我更

傾向於流動性，即可能是工作任務的改變，不會輕

易有辭職的念頭。

我是比較容易變通的人，屬於較快的學習者

（Fast�learner），接到工作任務也較易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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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的年代〉系列三�

善用網絡知識將驚喜連連 90後金錢觀 30歲變調

� �

90後在30歲以前，一般上會強烈展現他們的特質，包括有創意和敢於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30歲

以後就需要面對現實，並且確定自己的喜歡的領域，不要再迷惘。

大馬企業諮詢專家龔銘恩認為90後進入30歲後，必須確定自身的興趣和價值觀，盡快往前衝。

90後在30至40多歲的階段，只要他們是有想法和繼續成長，他們將在這十年至二十年會進步飛快！

�

90後的生活和成長圈子，較像溫室中成長

的小花。在他們初入社會工作，還算是處於父養

（“靠爸”之意）階段，說他們一開始是草莓族也

不為過。

“這幾年陸陸續續有人說90後tak�boleh�pakai

（不能用）啦，但慢慢的，我覺的進入2020年

後，有的90後開始進入30歲，所謂三十而立，這

也是在經過20歲至30歲的成長過程後，如今開

始確定自己的價值觀和喜歡的事物，開始趨向成

熟。”

YYC超越集團商業諮詢總監龔銘恩表示，例

如該企業旗下才步入30歲的主管，皆已有一些想

法。至於他們之前用錢的方式，可能於20多歲

時，有些會是月光族，但據他觀察，該企業的90

後步入30歲時的想法已開始成熟。

在他看來，90後處在一個資訊爆棚、太多選

擇的年代，但他相信他們步入30歲後，財務觀念

會有提升和改善。

“我們的年代是先存錢，或是被父輩影響，要

我們一塊錢只能用一毛錢，剩下的錢就買保險。當

初我進入社會工作後，就立刻買保險，都是父母灌

輸的概念，然後就學習儲蓄。”

依賴信用卡生活

然而，90後的家庭條件開始富裕，甚至他們

的第一輛車或首間屋子，皆由父母協助支付首期，

造成他們對錢的概念，不會是一塊錢用一毛錢，而

是一塊錢用八九毛錢，甚至有的人是依賴信用卡過

生活，即是處於不成熟的階段。

“這與學校的教育也有一點關係，因為它沒有

教我們怎樣在踏入社會後適應這個階段，都是靠自

身在進入社會大學後去摸索。”

既使一般人指20餘歲的90後是草莓族或月月

光族，思想也不成熟，但在龔銘恩看來，90後在

這個時代擁有非常多的機會，並稱此時為“夢想成

真飛快的年代”。

“以前想得到東西，現在變成現實了，像是以

前幻想從小叮噹口袋才拿得到的東西，基本上現在

都做到了，例如手機、‘千裏眼’、‘千裏耳’，

都慢慢的實現。”

然而，也因有太多選擇，造成90後會有“選

擇困難症”。以投資為例，以前的投資隻在股票或

非法外彙交易上打轉。但，現在90後的投資選擇

極多，例如有定期存款、信託基金、保險、上網投

資外彙和外國股票，還有不正當的金錢遊戲等等。

他指出，90後在投資方面的決定，需考量其

長期和短期，以免投資失誤付出慘重代價。

“他們處在高價產業和高消費的年代，並不缺

乏消費選擇。以前的世代如果有錢想要消費，還要

為可能何處消費搔頭。現在有錢一定有地方可消

費，這也是他們一個比較難以抉擇的年代。”

在他看來，90後的優勢也甚明顯，其他世代

的人需向他們學習。有人形容90後是網絡原住

民，他們的強項是資訊工藝知識，如果運用出來將

創造許多驚喜與驚歎。

“他們在網絡時代可以爆紅，可創立所

謂的網紅或KOL（關鍵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也出現自媒體時代，這是我們要向他們

學習的新東西。”

他相信90後進入30歲至40歲這兩個黃金十

年，隻要掌握正確的價值觀和興趣，再利用他們的

網絡知識，以及善用自媒體，將讓人驚喜連連。

“90後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打拚或創業，相信

90後的發展會比70後和80後好很多！”

不同年代互配合 90後發展空間大

90後面對如今以70後和80後為主的社會，尤

其是在工作方面的發展，將面對一定的阻礙和發揮

機會？

就龔銘恩而言，並非全然如此，以他的這類成

潘有文《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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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型公司來看，就一直都願意提供90後發展的機

會。

即是說，90後需要選擇到適合的企業，才有

機會發展他們的才華和技能。因為這類企業願意提

供讓他們盡量發揮的平台。他們也要拋開包袱用自

己的方式成長，成長才會無可限量。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當時父母種下的東

西供我們享受，現在我們也創造了好的平台讓90

後跟上來。可能一些組織和公司的架構需要老中

青的組合，因為年紀較長者�勝在有危機意識和經

驗。”

90後有的是衝勁與活力，但缺乏經驗和對危

機的嗅覺，60後至80後的人恰恰相反，不同世代

的人在職場上互相配合，90後也因此擁有學習和

成長的空間。

“我們在這個手機的年代，每天的工作量是疲

勞轟炸，應付的決策�和資訊流量，讓頭腦天天勞

累。90後隻要擅用其資訊工藝的技巧和才能，就

可以解決許多問題，因而擁有一定的優勢。”

不愛被約束 擁衝勁創業

90後予人不愛被管理，反而想要自己創業的

印象。龔銘恩坦言確有這種現像，這是由於大馬創

業門檻低是原因之一。

“他們可能有很多東西是不喜歡、沒有共鳴或

感到沒有成就感，就會選擇不去做，加上大馬創業

門檻低，隻有一兩千令吉的收入也可以創業，例如

去投身網絡營銷，從事做淘寶生意，在網購平台開

設網店等。”

他表示，企業家經營生意時以較少的本金進行

高額交易的槓槓（Leverage）方式，90後卻把這

種使用別人錢（OPM，Other�people’s�money）

的風險水平方式，精確的運用出來。

“90後在這個年代沒有錢就想辦法眾籌，而

眾籌這個概念也是他們發明的，就是用別人的錢

投資他們的生意，成功的例子也不少，例如Grab�

car、Uber、Airbnb皆是。”

他指出，90後在這個時代能選擇的東西多不

勝數，也使他們可以創造更多的機會。

“放膽去做的那一些人，一旦成功的就很特

出，隨後就有一堆人朝著這個方向跟去。現在可以

看到很多自媒體在社交媒體採取相同做法，具有水

準與否則是另一回事。

溝通不協調 被標籤製造麻煩

一般人對90後的刻印像之一，就是：麻煩製

造者。但是，30歲的市場人員張安迪表示，這只

是溝通上出了問題！

“不同世代的人思想各異，當一個新的世代出

來，可能都會被套上麻煩製造者的標籤，每一代都

是麻煩製造者，這一代看下代都是這樣。為何我們

90後被指是麻煩製造者，就是因為溝通上出現不

協調，才會有這樣的印象。”

他指出，研究家傑森多斯特（Jason�Dorset）

說過，在不同的世代如傳統世代、嬰兒潮、X世

代、千禧世代（90後）、Z世代（00後），皆有自

己的思想，有一套詮釋的方式與人溝通，不可能沒

有可相互連接之處，隻要能找到連接點即可。

“例如，之前的一些世代經曆過一戰和二戰，

那一套思想現在已不一定適合，他們會向你說：要

辛苦做工才會有好的前途，因為那個年代要用體力

去體現，換取某種東西和金錢。”

然而，80後和90後所處的年代，經濟已經蓬

勃和家庭較為安逸，物質上也有所提升，營生比父

輩來得容易，表達的方式也不同了。

不蛻變將“退”變

“以前，祖父母會說：吃飯要吃幹淨，因為粒

粒皆辛苦。但，到了我這個世代已沒有這套，買白

飯也隻是一兩令吉，來得很容易，這方面的思想也

就不太一樣了。”

他指出，在這個時代強調吃飯不要吃太飽，即

早餐要吃的好、晚餐要吃的少才會健康，並不強求

要吃完整碗飯，因為吃太飯可能造成消化不良或便

秘，不利於健康。

“因此，要在不同的時間點做不同的東西，自

己需要有所提升，如果你不蛻變，你的生命就會

‘退’變。”

跳出框架 思考人生價值

最近才成為人父的張安迪，因為有了孩子，開

始學會從更多不同角度思考問題，以便跳出舊有的

框框。

“現在的人需要多角度思考問題，不要隻用自

己的那一套，不論哪一個世代都要跳出框框來看事

情。90後也要思考自己面對事物時，為何會說出

那些話，以及做出那些事，同時需放慢腳步來思考

人生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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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覺得不應隻是探討90後，而是探討如何更

加良好的融合不同世代的人。如果缺少溝通，就難

融入不同世代的思想，隻要增加溝通，問題才能迎

刃而解。

“我們不應是去標籤一個世代，不同世代有不

同的故事，不同的精彩，隻要願意去相互瞭解，很

多問題都不是問題。”

兩個極端 孤伶伶或擅於社交

張安迪相當滿意目前的生活和工作，因他在數

年前，已達到90後想要的“5G“標準。

“5G就是擁有好車（Good� ca r）、好屋

（Good� condo）、好家庭（Good� fami ly）、

好收入（Good� income），以及好工作（Good�

career），我現在對每一樣都相當滿意。”

須調整步伐

至於他不太滿意的部份，則是由於90後的步

代太快，每個人的生活都很忙碌，因處在科技飛躍

的時代，每天都在更資訊，同齡人因此都變成低頭

族。

另一比較不滿意之處，就是大馬相較鄰近地

區，如中國、香港、新加坡，生活和工作節奏相

對較慢，這導致快速接收各種資訊的90後卡在中

間，必須調整步伐來調適其中差異。

“最近有看到一篇文章，指90後分兩大類，

一個就是社交很廣闊（socialize），常會呼朋喚友

在一起；另外一種就是比較獨立，吃飯也是孤伶伶

一人。90後有著這樣的一個冏況，不是太好，就

是太壞，形成兩個極端，看你是屬於哪個群內。”

不需成為一片 只當其中雲彩

在90後開始步入30歲的黃金時期，張安迪認

為年輕就是本錢，隻要敢於拚搏，一定要可以取得

成績。

他表示，1990年代是科技飛躍的時代，發展

步伐快速，90後的適應能力很強，各方面的條件

都很充足。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去創造或成為一片天，可

能隻需要成為那一片天的一片雲彩，或者是一群飛

鳥點綴天空，就能找到自己的碧地，即找到自己的

專業或強項。”

他舉例，就像成就非凡的比爾蓋茨（B i l l�

Gate），隻要找到適合的的專長去發揮，也會擁

有另一種重要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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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看潮生〉組稿一�

暗戰的序幕：土團與巫統的宿命

� �

新內閣出爐，體積臃腫，共有70名成員，犒

賞與拉攏的味道濃厚，許多跳槽議員都受委官職，

魚躍龍門，身價百倍。

這是新政府的開始，也是暗戰的序幕。兩大主

角是土團黨與巫統。

土團是新內閣的大贏家，除了首相職，也掌

控10個部長（包括兩個高級部長）與15個副部長

職，而國會議員人數比土團多的巫統則獲分配9

個部長（包括1名高級部長）、8個副部長職。從

“量”來看，土團佔優。就“質”來說，土團也拋

離巫統兩條街，內政、財政與教育事務主要掌控在

土團手上。巫統在內閣中掌控的最重要部門是國防

部。

在官職分配上，土團佔盡優勢，然而兩方的對

決，不在內閣，而是在於民間的選票。走出內閣，

返回街市，巫統的勢力遠超土團，前者沒有理由甘

於雌伏，讓出地盤。

土團與巫統走同樣的種族路線，擁有相同的臉

孔，爭奪同樣的目標群，兩者之間此消彼長。土團

的壯大，將以巫統的萎縮為代價；巫統的強勢回

歸，則需以土團的沒落為背景。

土團明白這一點，巫統也瞭解整個格局，大家

都清楚彼此的利益難以調和，必有分裂之時；目前

的結盟，乃權宜之計，表面歌舞昇平，底下暗流洶

湧。

首相兼土團總裁慕尤丁必須在兩三年內迅速壯

大土團的力量，拓展地盤，否則很可能會遭巫統勢

力吞噬。

唯有重挫巫統，令其蜷縮，土團才能掙得生存

空間。這也是土團主席馬哈迪前年出任首相之後，

屢次出手打擊巫統的原因。

土團有自己的盤算，巫統也不可能坐以待斃，

只是基於劇情需要，繼續專業演出，維持微妙的均

衡。這個均衡非常脆弱，即使勉強相擁，也僅能走

到下屆大選——“親愛的，是時候分手了”。

由於土團與巫統上陣議席高度重疊，雙方在議

席分配的談判中，必然會面對巨大磨擦，難以達成

協議。

更重要的是，一旦解散國會，兩方地位馬上反

轉，巫統居高臨下，聯手伊黨，隨時碾壓土團，又

何必退讓妥協？甚至在執政期間，巫統一旦察覺勢

力受侵蝕、地位受威脅，也可能一拍兩散，退出國

民聯盟，啟動閃電大選。

土團與巫統的愛情故事，從牽手開始，就注定

了分手的結局。暗戰的序幕已經拉開，相愛相殺是

它們的宿命。

張慶祿《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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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看潮生〉組稿二�

馬哈迪神話的終結？

� �

地球上沒有不敗的神話，獨孤求敗是武俠世界

中虛構的劍客。每個人都會輸，你不是不會輸，而

是還沒輸。你未曾失敗，是因為嘗試得不夠多。只

要碰上足夠多的挑戰，多上幾次擂台，人人都會失

去勝利女神的擁抱。

這是在說，馬哈迪。

馬哈迪縱橫政壇多年，創下二度出任首相的紀

錄。他的戰績彪炳，曾經擊退實力雄厚的挑戰者，

如東姑拉沙裡、安華，也把兩任首相阿都拉與納吉

拉下馬。

如果政壇有神話，非馬哈迪莫屬。他似乎總是

能在山窮水盡之中，走出柳暗花明。當處於劣勢，

大局幾定，他卻能帶來驚喜（或驚嚇，看你站在哪

一邊），扭轉局面。

你以為他沒戲唱了，他卻忽然拉開嗓子高歌一

曲《My�Way》，好不好聽是一回事，他以行動和

事實告訴你，老子還行。

古有諸葛亮，今有馬哈迪，彷彿只要有他們，

就能化腐朽為神奇，在平凡中創造奇跡。從逼退阿

都拉，到拉下納吉，馬哈迪都是在不受看好之下，

逆流而上，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可惜，政壇沒有神話。人類造的神，終有走下

神壇的一天。

2018年5月，上台再度任相，馬哈迪已經被神

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一切似乎都在其掌控

中，無人能逃出五指山。或許，馬哈迪自己也相信

了。

當一個人以為自己能掌控一切，沒有意識到自

己一路走來的成就，是許多複雜因素（包括運氣）

相互作用的結果，就已經悄悄播下失敗的種子。

你不知道它何時發芽，但它終會破土而出。

今年2月杪，馬哈迪操弄權術玩過火，希盟丟失政

權，他則黯然下台。

馬哈迪這次的對手是慕尤丁。戰幔拉開，刀光

劍影，慕尤丁挾執政優勢，佔據上風。馬哈迪揚言

會千方百計推翻慕尤丁，口氣很大，但卻不易辦

到。他老人家在土團黨內的勢力一再受到侵蝕，希

盟對他的信任與支持，也不如往昔，要翻盤談何容

易。

沉穩的慕尤丁很可能是馬哈迪神話的終結者。

不過，還是有人相信神話，不少人還在等，等

老人家打出王牌，扭轉乾坤，震驚政壇。有人在等

神話的延續，也有人在等神話的破滅。無論如何，

讀懂神話，會帶給我們一點啟示。

馬哈迪的神話，告訴我們，政治無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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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看潮生〉組稿三�

改革路上的輸和贏

� �

今人常把一件事出現數版本之狀況比喻為“羅

生門”，殊不知當中涵義實源自芥川龍之介的短

篇小說《竹林中》。芥川龍之介確有名作《羅生

門》，惟與眾人所知之“羅生門”概念，並無關

聯。後經日本名導黑澤明把這兩部名著改編為電

影，取名《羅生門》，才讓“羅生門”的說法廣為

流傳。

《羅生門》《竹林中》皆為佳作，但芥川龍之

介作品中，觸動我心者，乃《煙草和魔鬼》。

故事簡短，意味深長。魔鬼化身傳教士，行走

人間，苦無信徒，無所事事，唯有栽種植物消磨時

光。某日一牛販子經過，見植物稀奇，停步問話。

兩方隨後打睹，若猜出植物之名，牛販子可獲整片

園圃，反之，交出肉體與靈魂。牛販子搜索枯腸，

想出妙計，獲悉植物乃“煙草”，贏了魔鬼，把長

在園子的東西統統據為己有。

在故事中，魔鬼輸了，身為人類一分子的牛販

子贏得漂亮；然而魔鬼卻成功讓煙草遍佈各地，從

此人類受到誘惑，在吞雲吐霧中，失去健康。牛販

子與魔鬼，到底誰才是贏家？

有時，勝利只是一場大敗的序幕；有時，勝利

會喬裝成輸家的模樣，等待逆轉。有時，以為贏

了，其實是走向失敗；有時，以為輸了，其實是在

鋪墊勝利。

509全國大選，國陣倒台，希盟執政，改革派

歡呼勝利，以為國家從此可逐步擺脫諸種沉痾，走

向開明多元的時代。殊不知，這場勝利促使巫伊兩

黨正式結盟，進一步突顯種族政治。而希盟內部則

因馬哈迪因素，無法展開真正改革，為陳腐思想與

落伍文化保留了反撲窗口。

2020年2月，喜來登政變上演，民主的勝利化

為幽幽的歎息，諸多改革打回原形，甚至倒退。伊

黨入主布城，預告種族與宗教元素佔據政治舞台。

比起509之前，形勢更為嚴峻，改革之路日愈難

行。

這並非否定509改朝換代的意義，但對於輸

贏，所有參與者都該有更深入的覺察，瞭解當中界

線的模糊，不要被勝利沖昏腦袋，看不到失敗悄悄

走近；也勿因一時之挫敗，喪失鬥志，丟失原則，

錯過日後逆轉之可能。

國家的命運、意識形態的競爭，不是百米短

跑，而是漫長的馬拉松，在任何一段路上，誰都可

能領先。兩年前，民主與改革贏了，兩年後，保守

勢力捲土重來。以後呢？以後呢？

沒人知道，改革會不會勝利，種族主義是不是

這個國家的最終宿命；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我們

立於歷史長河中，在此節點上，恪盡本分為國家的

未來作出最好選擇，就是了。也就唯有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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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看潮生〉組稿四�

老馬的獨木橋，安華的陽關道

� �

馬哈迪與安華的鬥爭還沒有結束。雖然兩人都

在野，目標都是入主布城，但在政治路線上卻出現

分歧。馬哈迪宣佈成立單一種族政黨，安華堅守多

元種族路線；一個走獨木橋，一個往陽關道。

不知這算不算美德，馬哈迪對於種族政治，可

謂“從一而終”。即使2018年大選，他在希盟多

元政治理念的支持下二度任相，惟卻從未忘本，念

茲在茲的，依然是膚色。

下台後，馬哈迪並未轉彎，種族政治始終是

他政治生涯的主旋律。身為2020年宏願的總設計

師，馬哈迪曾期許塑造不分種族的馬來西亞國族，

然而命運卻開了我們一個玩笑——他在2020年，

創建新的單一種族政黨。

從政治現實而言，馬哈迪選擇種族路線，自有

其考量。這是他阻力最小、受益最明確之路。

管理思想家埃米尼亞·伊貝拉提到“能力陷

阱”的概念，大意是說，我們沉迷於做自己擅長的

事，忽略了其他能力的發展，以致重複同樣的套

路，結果受困其中，走不出來。對馬哈迪來說，種

族政治就是他最熟悉的擂台，他不願意更換競技方

式。再者，馬哈迪的支持者基本為單一種族，緊貼

種族路線，風險最小，受益最大。就政治現實與馬

哈迪本身的局限而言，新政黨的路向不令人意外，

然而卻缺乏高瞻遠矚的理想。

對於馬哈迪的單一種族新黨，安華劃清楚界

線，他稱，公正黨身為一個追求改革、公正和跨種

族的政黨，沒有理由去接受新的、以種族為基礎的

政黨，“必須有一個馬來政黨才能在政治上取得成

功的觀點已經過時。”

相對於馬哈迪的保守，安華顯得過於樂觀。多

元種族路線，固然是未來的出路，只是眼下不得不

悲觀的說，種族政治仍有市場。擺脫種族政治，需

要時間更需策略，不可能一蹴而就。

馬哈迪與安華選擇了不同的道路，這不僅是兩

人的分歧，也是國家政治未來的選項：待在種族政

治的渾水中，還是走向多元種族路線？由此視之，

馬哈迪與安華誰任相，並非個人或黨派之爭，而是

單元與多元的分野。

一個來自多元種族政黨的首相，是國家擺脫種

族政治的契機。遺憾的是，這個在509大選中奇跡

般出現的機會，被自私的政客白白糟蹋。機會的大

門已經關上，何時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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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看潮生〉組稿五�

老鼠開始吞大象：土團踏上壯大之旅

� �

如果依據勢力強弱，把土團黨比喻為老鼠，巫

統為大象，那麼此刻，大馬政壇詭異的一幕正在上

演：老鼠開始吞大象。

土團黨與巫統的實力差距，一開始拉得非常

遠，至少是從新山到加央的漫漫長路，可是土團黨

歷經兩任領導人馬哈迪與慕尤丁的精心操作，兩方

差距漸漸拉近，已經縮減至吉隆坡到喬治市的距

離。

當然，土團黨若現在硬撼巫統，絕無勝算，惟

若再給它一點時間，通過各種途徑與管道，見縫插

針，站穩陣腳，即使無法完全取代巫統，也不會輕

易被後者摁死。

照常理，老鼠吞不了大象，但如今這頭龐然大

物出了問題，幾乎就癱在那兒，任老鼠咬噬，偶而

發出一聲低吼，惟很快就放軟姿態。

土團黨在沙巴首長人選博弈中，KO巫統，對

該黨而言，不但意義重大，更是關鍵的一步。這意

味土團黨已成功在沙巴鞏固勢力，拓展地盤，而這

距離土團黨進軍沙巴，不過年餘。接下來的大選議

席分配談判，土團黨將掌握更大話語權。

一些巫統領袖意識到土團黨帶來的威脅，要採

取強硬態度，但礙於黨內山頭並立，不同派系有不

同考量，無法達致共識，一腳踹開土團黨。

更要命的是，伊黨也不是巫統的真心盟友。在

巫伊聯盟中，巫統肯定是老大，伊黨縱有不甘，亦

無可奈何。然而，一旦加入土團黨這個變量，就會

打破均衡，產生變化。只要土團黨持續壯大，侵蝕

巫統勢力，伊黨就能拉近與巫統之間的差距，甚至

取而代之。

土團黨的步步進逼，並非毫無風險，只是它沒

時間慢慢來，必須盡速在大選前完成部署，否則號

角吹起，上到戰場，或一敗塗地。從脫離希盟走到

今天，土團黨的戰略推展順利，未踩地雷。現在，

土團黨需要更多時間來部署戰略，壯大勢力，問題

是巫統會不會放任它成長。

眼下，巫統還佔有巨大優勢，可以扳倒土團

黨，但卻因黨內外諸種矛盾與分歧互相牽制，互為

影響，這個龐然大物竟奈何不了一個小黨。時間拖

得越長，對巫統越不利，這也是為何有的巫統領袖

疾呼要舉行閃電大選。惟，巫統的整體利益不一定

符合巫統領袖的個別利益。在這些矛盾和分歧中，

土團黨找到生存與壯大的空間，展開老鼠吞象的奇

幻之旅。

再說一次，依常理，老鼠吞不了象……除非那

是一頭大“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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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驢看本〉組稿一�

你有善用大腦嗎

� �

行動管制令期間學校停課，教育部實施線上學

習，讓學生在居家期間一樣可以聽課做作業。然

而根據教育部的調查，只有少至14%的學生有電

腦，這無疑令線上教學的挑戰加大。我從學校瞭解

到的情況是，一些小學家長沒有為孩子註冊線上學

習，城市家庭竟也出現如此情況，反映線上教學並

不是一帆風順。

教育部為了不忽略任何學生的學習機會，這個

星期開始會通過RTM的TV�OKEY頻道，每天播放

兩小時的學習課程節目，讓無法接觸到網絡的學生

可以透過電視學習。我在行管令開始的時候，就認

為RTM必須扮演這個角色。

新加坡4月3日下午4時，總理李顯龍宣佈行動

管制，4時30分涉及的部長開聯合發佈會，各自宣

佈自己部門在行動管制期間的措施，包括教育部長

宣佈如何在家學習（home�based� learning）。但我

們的學生浪費了2個星期的時間，行管令來到第二

階段了，教育部終於有所行動。雖然決定來得有點

慢，但好過未到。

我學生時代RTM就設有教育電視頻道，印象

中學校每天必須安排學生到視聽室觀看節目，學生

在家裡也可以自行收看。然而似乎不是每間學校都

特別配合，我自己的經驗記憶中應該是少之又少。

我在家收看的次數也很少，總覺得節目都不吸引

人。忘了什麼時候，這個教育電視頻道被移到衛星

電視播放，會觀看的人相信更少了，再說許多家庭

也未必有安裝衛星電視。現在該衛星電視推出小學

UPSR、中學PT3、SPM和STPM的專屬頻道，至

於有多少受到關注，我手上沒數據。我想，在這個

行管令期間，這些頻道都可以扮演輔助教學功能。

我上一期專欄就提到了線上學習可能會面對的

一些問題，另外有從事教育工作的朋友則呼籲，在

趕作業之餘，不忘把握時機讓孩子拓展其他技能。

我認為這是非常棒的建議。

我認為這個時候是最佳的拓展學生思維的時

刻，我們的教育制度是以考試為重，各種學習內容

和作業是為準備考試而做。學生們常常接觸的是結

論式的原則和知識，學習過程無須做太多思考，老

師幾乎是用“spoon�feed”的方式傳輸知識。即使

現在有高思維題目（KBAT），唯又有多少教學能

夠真正刺激學生們的思維，會去動腦和思考？

為什麼這個時候最佳拓展學生思維？因為這個

時候有很多機會可以產生思辨，現在因為政治局勢

變化，朝野大洗牌，而且許多人對國盟政府內閣部

長的表現頗有怨言，加上冠病疫情令國內經濟、政

治、民生等產生衝擊。許多課題使到社會出現不同

且極端的意見和看法。這就是思辨產生的時機。例

如經濟振興配套的好與不好、針對對象的完善與缺

失，各種結論性的答案，對還是不對，是兩種極

端，中間才是思辨的空間。

我們面對許多的現象都是值得思辨的問題，可

是很少人會好好坐下來，各自說出他們的意見，為

什麼他們會得出這樣的看法，每個人都很少與別人

思辨，大家只是急着發表結論，當對方的結論和自

己不一樣時，就惡言相向，粗言穢語就會出來。

現在言論和新聞相對自由，可以暢所欲言，但

是卻沒有人好好掌握說話和思考的空間及方式，沒

有人會注意別人怎麼說，怎麼把自己思考的過程，

充分地與他人溝通，讓別人知道為什麼會得到這個

結論。結果是什麼？就是你不接受我的結論，就是

站在我的對立面，是我的敵人。尤其在網絡社交媒

體，因為嚴缺溝通的的耐心，思辨過程當然就等於

零了。當然，社交媒體是不太可能產生思辨的空

間。

在政治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嚴重的民粹

主義，包括這次的經濟振興配套也是充斥民粹。民

粹是不會讓人思考的，民眾只有一個選擇，�就是

回答好或不好，對或者不對，思考問題的機會完全

喪失了。

張立德《星洲日報》

132�∕�丹斯里張德麟評論獎��-�佳作獎



孫中山就是要喚醒民眾思維的領導人，他知道

若是民眾無法思考，社會繁榮強大都是假的，都將

毀於一旦。但是我們看到的政治人物，不但不能喚

醒思維，反之使所有的思維崩潰。這就是為什麼假

新聞會充斥，社交媒體上經常劍拔弩張。因為人們

都不思考。

為什麼需要利用這個時候拓展學生的思維，尤

其是中學生？首先當然是希盟執政時通過降低投票

年齡至18歲，國盟相信會繼續落實。這個時候是

讓思辨產生的機會，學生每天留在家，除了線上上

課和做作業，老師可以和他們討論各種課題，開拓

他們的思維。在行管令期間，公民意識尤其重要，

看看限制範圍擴大，更嚴格，反而有更多人違反規

定，甚至有人去辱罵警察。再說一些可能受感染的

人不願意現身檢測，亦反映了他們的公民素質。這

不就是最好的時機嗎？還看教育部有沒有這樣的心

思了？

再者，線上教學還是一板一眼，老師和學生時

空有差距，又缺乏互動，一些老師還不上手，學生

又很容易分心，不如應用這個時候，安排一些專人

在網絡上，或者通過RTM主講一些適合學生的課

題內容，再由老師分派一些相關的題目讓學生思考

並作答�，答案必須是開放式的，因為重點是讓學

生們可以接觸到不同的上課內容，激發學生們的思

維。

其實，學生們也可以主動去找更多相關的讀

物，包括多看主流報紙，多吸收不同的資訊和看

法，再自行思考，然後可以善用線上聊天工具，與

同儕們和老師討論，適當地辯論，讓事情越辯論越

有啟發。

28天的行管期間，可以做的事情可多了，能

夠拓展的機會更是無限大，我們在履行公民責任，

stay�at�home，duduk�diam-diam的同時，也可以讓

自己的思維更成熟和理性，這也是一種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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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迷航

� �

通過手機應用程式收聽新加坡電台，配合元宵

節主持人邀請一位謎語達人到節目中講解如何破題

和解答謎語。達人出了幾道謎語給聽眾猜，之後再

解說如何破題找謎底。聽了後，我終於明白為什麼

我每次猜燈謎都覺得被“刁難”，很多我都不會

答。原來是我不懂竅門在哪。

從達人的口中，大概知道猜謎有幾種方法，包

括正面會意法、增損加減法、排除比較法等等。後

來上到谷歌進一步搜尋，發現竟然有二十幾種方

法。

網上有解說謎語的文章指出，猜謎是一種綜合

性智力遊戲，要求猜謎者具有一定的生活和科學、

文化知識，熟悉謎語的結構和謎語的關聯。不能

“靠撞”，亂猜一通。猜謎還要結合當時、當地的

熱門話題、重要人物、大事、口頭語、生活習慣去

思索拆解，所以，就算是知識豐富，思想能力較強

的人，也不一定猜中謎底，因為他未必懂得謎語�

的結構、規律和猜謎的技巧。

猜謎竟然這麼“難”，怪不得我不愛猜謎。或

者我對猜謎的興趣因此被磨光，沒事不要找我玩猜

謎。

可是，聽了該節目，我的興趣突然回來了。是

那位達人成功激發我對猜謎的興趣。

我因此聯想到猜謎在教育場合有巨大用處。猜

謎能夠激發孩子的創造性思維，促進邏輯思維的發

展。猜謎納入教學能夠增添學習樂趣，啟迪學生的

的智慧，發展豐富想像力。華文課加入猜謎這環

節，通過趣味教學，可以讓學生更輕鬆地認識中華

文字的美妙。

現在課堂上的語文教學，很多時候相當的呆

板，最基本的就是熟記生字，靠背、死記，學生自

然就會覺得枯燥、乏味，提不起勁來學習。不只是

華文，國文和英文的教學法，很容易讓學生感到學

習疲勞，對語文課不感興趣。

掌握好語文能力對學習很是重要，學好數學也

需要一定的語文基礎。語文掌握不好，在日常生活

中也會面對問題，例如看不懂告示，讀不明白說明

書等。有的人認為自己是做粗重工作，不需要掌握

好語言，其實是錯誤的想法。試想工廠工人不明白

某種語文，又如何懂得操作機械？

語文如此重要，可偏偏教學法讓人對學習語文

卻步。一味地強調需要認識很多字，背熟作文考試

過關，只會讓孩子覺得學習語文是苦差。除了這

些，語文有更大的用處。台灣教育工作者吳燈山

說，語文應該是生活學問的基礎，讓我們在與他人

溝通時，不致語無倫次、雞同鴨講；�語文應該是

生命情調的培養，能夠賞析好文章；語文應該是建

立個人知識體系的基礎，無論看書還是聽人演講，

在臉書上看別人的帖子，會利用自己的語文知識、

邏輯思維和常識來思考、判斷，而不致人云亦云，

被人牽着鼻子走而不自知。

只是，我們有沒有思考過如何激發學生們的興

趣？無論是獲得知識、開拓眼界、推動學習，興趣

是最大的動力。學生對語文須產生興趣，才有可能

學好語文。學好語文利於學習，但同樣必須對學習

任何知識有興趣，才能夠灌注熱情，對獲取知識興

致勃勃。

有一位美國教授曾經在一篇文章寫道，他希望

為他的小狗補充營養，就強行喂小狗吃魚油，結果

小狗拚命掙扎，魚油灑了一地。不料，小狗卻主動

去舔食地上的魚油。原來小狗不是不喜歡魚油，只

是不喜歡被餵食的方式。後來這個教授意會到，在

教學時，把自己認為最好的教給學生，必須用正確

的方法。

換言之，在教育的場景中，誰是學習的主體？

學習的動力從何而來？無法認清這一點，就不可能

制定出真正有益學生以及老師的教育政策。

現在輿論又在為英語教數理爭論不休。一心要

實行此政策的馬哈迪，不斷在苦口婆心甚至強硬式

地勸導以英語掌握數理的重要性。而反對者，則認

為用母語最好。我不反對馬哈迪的說法，也認同母

語的優勢。然而如我前面所述，如果方法不正確，

學生沒有興趣學習，又忘記誰是學習的主體，也不

清楚如何激發學習的動力，各說各話，爭論不休，

最後是政治主導一切。結果其他人已經翻過萬重

山，取得巨大成功，我們還在為爬山的路線和方向

展開沒完沒了的口水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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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驢看本〉組稿三�

你孩子接觸哪些網絡內容

� �

那天一位學生家長在班級群組分享了一則影

片，看了該影片家長們都感到擔憂，不希望孩子們

有樣學樣。

影片是關於一個在社交媒體興起的挑戰，但這

所謂的挑戰，其實是惡作劇，稱為Tripping�Jump�

Challenge。我看了覺得帶頭玩這種惡作劇的人是沒

有腦的。

所謂的挑戰是，當三人一同跳高時，左右兩邊

的朋友會用腳在地面位置掃中間人士，令站於中間

的朋友跌倒。中間的人跌個四腳朝天，隨時會撞傷

後腦勺和脊椎，甚至是鬧出人命。

後來，我又在不同的臉書家長群組和學校專頁

看到家長們分享這則影片，希望學校能夠關注沒有

學生在校園內進行這個所謂的“挑戰”；家長也互

相提醒要留意孩子們不會在網絡看到影片，感到

“有趣”、“好玩”，而模仿。

根據一名家長轉發的新聞，據知美國已經有學

生因為“挑戰”而受傷，更傳來了巴西有死亡案

例。有關的巴西女生跌倒撞傷頭部而喪命。

由於新聞是轉發自一個不熟悉的網站，我到谷

歌搜尋相關新聞，發現各國的主流媒體已經在跟進

報道。根據香港媒體報道，�這項“挑戰”早於去

年11月就在巴西流行，上述喪命的巴西女生就是

在那個時候遭遇不幸。後來“挑戰”傳到了美國。

當地家長紛紛控訴這種惡作劇，呼籲大家確保再也

沒有孩子們會受傷。

現在流行各種各樣的挑戰，在社交網絡的推波

助瀾下，很快就無遠弗屆地遠播，迅速成為一種風

潮。很多時候，一些“挑戰”其實是某些人的惡

搞，要騙取“贊”，來為自己的專頁或者YouTube

頻道吸引更多點擊率和流量。一些人在看了這些影

片，覺得“有趣”，但沒有花時間去分辨這些內容

會引起什麼不良後果，就開始分享，一傳十，十傳

百下，大家都抱着好玩心態而忽略了潛藏的危機，

就導致後繼的災難性結果。

許多新世代在兒童時期就開始大量接觸網絡上

的內容，包括與那些以成人為對象的內容有過早的

接觸，小孩不懂得分辨，就照單全收，接下來就會

模仿。大人們往往在孩子已經在朋友圈中大量使用

一些類似性暗示、粗俗語言，以及手勢後，才驚覺

孩子們的言行已經被污染。

《童年之死：在電子媒體時代下長大的兒童》

的作者大衛白金漢說，這種情形將會逐步消弭童年

與成年之間的差別，而變得早熟，漸漸失去童年。

在網絡上，一些一向被認為是屬於“私密”的話

題，都一一被公開討論，例如性愛關係和人性黑暗

面，在大人的網絡群，這些討論並無不妥，但是小

孩過早接觸，會給小孩的心智成長造成負面影響。

大衛白金漢主張，在瀰漫暴力、商業化與政治

的成人網路世界中，兒童已經不可能被隔離或受到

保護的，因此，必須重視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的能

力。

的確，網絡內容包括YouTube和電玩，已經成

為孩子們的第二學堂，他們接觸網絡的時間幾乎已

經和在學校的時間成正比。

我身為家長，已經察覺到，網絡已經成為兒童

獲取信息、瞭解社會的主要工具之一，並在兒童社

會化過程中扮演着愈來愈重要的角色，甚至動搖、

瓦解了家庭和學校在兒童社會化中的權威地位。

無論如何，我知道是無法將孩子與網絡隔絕，

那已經是不可能的任務，他們有太多的管道和方法

去接觸網絡，而家長能夠做的就是陪伴孩子們，瞭

解孩子們平時看的內容，應用適當的方法去疏導他

們，並與其他家長和學校合作監督孩子們所接觸的

網絡內容。

就如這一次的Tripping�Jump�Challenge，家長

們積極分享，就是一種遏制網絡不良文化滲透孩子

社交圈的方法。家長在獲取資訊後，就必須知道如

何應用適合的方法，向孩子們傳達“挑戰”存在的

危險，並同時得以與孩子分享如何分辨網絡內容的

方法。而我也希望學校能夠通過課外活動和道德教

育或者公民課加強孩子們的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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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教學，你有壓力，我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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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學校第一學期中一星期假期，基於冠病疫

情嚴重，政府實施14天行動管制令，學生們相信都

“歡呼”學校假期“延長”。當時開始有家長擔心

“假期延長”，課業會不會因此延誤，影響後面的學

習？然而，有家長認為，現在才第一學期，無須過度

擔心課業影響，反之學校停課，才藝班也取消，這

個時候大家應該好好利用這段時間促進親子關係。

教育部也沒有針對14天行管令期間的教學安

排作任何宣佈，一些學校方面除了建議家長一些線

上閱讀和學習的網站，讓孩子線上閱讀和學習，或

者通過Google�Classroom佈置一些功課，也只能等

教育部進一步指示。

不過，許多安親班和補習中心皆有安排線上教

學，讓學生們在行管期間不致於太“閒空”，不會

忽略學習。值得欣慰的是，許多考試班學生也自動

自發與同學老師們使用各種網絡應用程式開通網絡

群組繼續“上課”。

未料，或者在一些人預料中，行管令再延長

14天至4月14日，學校假期“又被延長”。這個時

候，相信許多家長和老師再也無法“平常心”看待

教學中斷的情況了。不意外一些家長可能還是“佛

系”應對。

終於，教育部作了“線上教學”的宣佈，並發

出有關線上教學的常見問題指南，同時在網上發佈

一份問卷，調查學生家庭的網絡情況、擁有哪些配

備如手機和電腦。這段期間實施“線上教學”，讓

學生在行管期學習不荒廢，時間不浪費，頭腦常清

醒，知識不停歇，我身為家長非常樂意配合。一位

華小副校長跟我說，有些家長沒有配合督促孩子，

成效不高；線上教學家長不配合也會事倍功半。

我則有另外的擔憂。一般家庭只有一台電腦或

者一台手提電腦，家裡大人要居家作業，小孩要居

家上課，怎樣分配？雖然人手都有一台智能手機，

或者平板，但是手機和平板恐怕不是最佳的線上教

學工具。我將這個問題通過WhatsApp問了不少朋

友，做父母的無不認同，家裡孩子多，電腦不足的

確很頭痛。我還發現一件事，有些線上學習需要的

軟件，如果孩子使用父母的公司電腦，有公司的規

矩要遵守，不能隨便下載。

線上教學，怎樣學？如何教？有太多需要探討

的問題。一位同事傳來她孩子就讀的私立學校的線

上教學檢討報告，我讀了覺得十分有用。這裡借用

分享，跟大家討論討論。

同事孩子就讀的私立學校在行管令實施初期就

落實線上教學，他們的經驗是值得教育部、學校、

家長甚至學生借鑒。

第一個問題是使用什麼軟件？有的軟件適合面

對面實時教學、有的則只能用於佈置作業，也有適

合預錄教學內容的。若要在行管令期間教學及交作

業兼備，不能只用一種軟件。但不忘得考慮一些老

師和學生的電腦容量不足、所在之地網絡設備不佳

等影響軟件選擇的因素。

接着老師之前並沒有線上教學經驗，華小老師

有的是Google�Classroom經驗，這個時候必然是在

摸索，準備教材、作業和如何對着“空氣”教書也

是挑戰。學生和家長要體諒老師，在線上教學期間

要主動配合，一同克服此新挑戰。

學生們在進行線上教學時，由於不是在課室

裡，在家裡“隔空”與老師互動，難免會被家裡的其

他人的活動所干擾。現在同一台電腦，或者另外使用

的手機或平板，可以同時開着不同的APP進行其他

活動，包括在WhatsApp或者網絡教學平台的互動區

與同學聊天，易於分心。老師要如何”隔空”維持紀

律，考驗老師，這方面最好是交由在家的家長來幫忙

了。然而，家長們在同一時間會有本身的工作和家務

要忙，而且可能需要同一時間看顧多個孩子的學習。

由於老師們是第一次線上教書和佈置作業，在

缺乏協調下，一時間不同老師上載太多作業，一些

影片積壓太久，學生也沒有去查看。老師可能覺得

學生不上心，學生又埋怨怎麼這麼多作業。這種情

況沒有處理好，很可能會對老師、學生，甚至家長

都造成壓力，一旦梳理不好，就會影響師生關係和

學習效果。

其實，學生在這個時候必須珍惜行管期內的學

習，做到自律，自我接觸，自我指導和自定進度。

除了學習，學生們也要做適當的運動，活絡筋

骨，照顧好健康。行管期間到哪兒運動，家裡有院

子的就到院子走走，住組屋和公寓的，就想想辦法

在家裡如何運動吧！這個時候也不能只盯着電腦，

不管是線上學習，還是玩遊戲看影片，總得要分配

好時間，不要過了行管期，生活恢復正常，健康卻

亮紅燈。老師們也是一樣啊，要好好照顧身體。

行管期間是非常時期，作息雖然擾亂了，但我

們必須調整心態，去適應各種改變，包括學習，在

這裡謹向老師們說，辛苦了！同學們要加油，要感

恩，家長們也加油喔！

張立德《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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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德《星洲日報》

〈騎驢看本〉組稿四�

這時候還“趕時間”？

� �

聽聞，英國倫敦商業街精華區有一所“人生學

校”。光是這樣的位置，就大概猜到這不是一所

“普通”的學校，我最近重讀一本書，書的推薦序

中就有提到。

都市人到這所人生學校，學習如何回答日常生

活的重要問題。例如，為那些早上賴床不想去上班

的人做生涯規劃、學習怎麼跟分手情人維持關係、

瞭解人為什麼會說謊、怎麼變成一個別人眼中很酷

的人等等。

你可能會覺得，提供這些古怪課程的學校怎麼

會存在？90年代，我留學英國曾到過倫敦，但這

所學校2008年才創立，所以錯過了和他邂逅的機

會，無法和各位分享任何經驗和感受。

讀過了簡介，我發現這些原本不需要透過課堂

就能學習到的“技能”，在冠病肆虐，這段全民被

“命令”Duduk�diam�diam，stay�at�home的行管令

期間，甚至將來疫情趨緩，正式解封，很多人可能

無法適應“新常態”的生活，而需要去上其中一門

課。

人生學校的創辦人是有英倫才子美譽的作家、

哲學家艾倫狄波頓創辦的學校。他為何創辦人生學

校？台灣作家褚士瑩認為，這和艾倫的創作生涯起

因是一致的。艾倫曾經說“我在求學過程中感到非

常失望，尤其在大學期間，因為學校所教的一切似

乎無關緊要。我什麼科目都涉獵過，可是內心還是

覺得空蕩蕩……”他因此寫了許多書，利用廣義的

文化來詮釋及定義人生。

我是艾倫的忠實讀者，我買了他多本著作，在

MCO期間，我重讀了他的《宗教的慰藉》和《無

聊的魅力》。艾倫說大學所學似乎無關緊要，我的

本科是法律，我不能說念了法律無關緊要，但是我

選擇從事新聞工作後，發現大學所學真的滿足不了

我的好奇心、終身學習和對知識的渴望。

法律這門專業學科，艾倫說，幾乎每所重商的

大學都會開設的科系，用意在於為學生儲備實用技

能，追求成功事業時所需的能力。除了法律還包括

商科、經濟、醫學等。幾乎每個對大學教育有一定

憧憬的人，都會一致認同，實用技能以外，教育還

有更崇高的任務，就是將我們轉變為更好、更有智

慧也更快樂的人。

艾倫引述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家阿諾德說，

適切的文化教育應該啟發我們對鄰人的愛、為人類

各種問題追求解答，以及減少人類苦難等的渴望。

教育最宏大的抱負應在於促成一種崇高的志向，冀

求將世界變成一個更美好也更快樂的地方。

在這個行管期間，疫情所造成的不便、恐慌、

焦慮、不安等情緒，您是否感覺到，我們所受的教

育，並沒有為我們好好的度過這段期間，起多少作

用！平常日子，因為忙碌於工作和其他社交活動，

根本沒有時間和空間去察覺，我們擁有的專業文憑

和技能，並無法幫助我們去適應和應對突如其來的

改變。

我們似乎沒有意識到，處理情感和道德課題，

也是人類必須“學習”的技能。如果我們曾經認真

看待愛人如己所謂的教條、明白遠親不如近鄰的道

理，並且瞭解使世界更快樂也是人生一項重要的責

任，此時或許就不會有更多人違反行管令被送進監

牢，一些酸民就不會濫用社交媒體散播假新聞、攻

擊和霸凌別人，夫妻關係、家人關係、親子關係就

會更和諧美滿。

在學校的時候，我們都曾經聽過校長乃至被邀

請來為家協常年大會主持開幕的政治人物說過類似

的話：博雅教育等同於獲取智慧與自知。可是在台

上滔滔不絕的人講的是一套，做又是另一套。再

說，在學校考試的時候，這些所謂的教育哲學和原

則是不重要的，分數和排名才是一切。政治人物更

是不堪，去到學校展示的是的“純潔高尚”的一

面，當來到爭權奪利的時候，人們恐怕無法想像他

們的猙獰一面可以去到什麼程度。

許多政治人物都是大學（而且是政府保送）培

養出來的菁英，但在文化修養和道德倫理上卻是困

惑迷亂。而一般庶民，即使學有專精或在個人專業

領域很有成就，但是在處理人生問題和人際關係

時，恐怕還得另求高明，而另一些非專業人，對自

己的人生和人際更會是茫然無措吧？

世界各國通報的患憂鬱症、焦慮症的人數激

增，承受心靈風暴後而尋短的人越來越年輕化，就

是教育過於著重考試分數，輕忽學生身心健康需求

的警訊。靜心想想，在冠病疫情肆虐，又面對行管

禁足的限制，經濟壓力倍增，您是不是特別感覺無

助，卻無從抒解，結果爆發了種種情緒所引發的人

際危機？婦女部就特別關注家暴在行管令期間會不

會增加，學生和老師面對的線上學習壓力，又會不

會成為教育部需要特別處理的問題？

美國兒童心理學家艾堅提出“趕時間的孩

子”，是因為家長要孩子成長得太快和太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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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孩子精神上的創傷，導因就是家長一直要孩子

“贏在起跑線”上。家長忽略了陪伴孩子遊戲的重

要性，因為從遊戲中學習，就是為孩子在學業和社

會上取得成功做最好的準備。

因為疫情，學校短時間內無法重開，教育部唯

有宣佈考試取消或者展延，有家長贊同，有者反

對，社會輿論也看法不一。反對者擔憂的就是學習

落後，沒有考試就無法評估學生。這不就是“趕時

間”嗎？我的看法和贊同者一致，好好利用這段

“多出來”時間和空間，調整教育方式，思考教育

是為了培養怎麼樣的人？考試成績真的是人生的成

功的準繩？病毒讓地球休生養息，人也該趁此時修

身養性，這將是疫情教會我們最重要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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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裡藏心〉組稿一�

疫情下的一國兩制

� �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相比起西馬，東馬砂

沙兩州的防疫更顯嚴謹和小心。

比起聯邦的欲拒還迎，東馬兩地為了防堵任何

失守的可能性，在關鍵時刻行使移民自主權，相較

於過去被指濫權及選擇性對特定人士行使移民自主

權，砂沙政府在這一波嚴峻挑戰的面前果敢善用特

權，又一次凸顯東馬的不一樣。

移民自主權是1963年建國契約賦予砂沙的特

權，但參組57年來被剝奪的權力只有減沒有增，

而移民自主權是少數保有的權力，更顯珍貴。以

往，移民自主權被輿論批評為專用來對付異議分

子，包括不同陣營的政治人物、環保分子，甚至是

得罪權貴者都可能被禁，以致倍受詬病。但這波疫

情，移民自主權反倒為東馬築起一道堅固的防護

牆，為東馬兩地政府起了加分的作用。

這形同大馬的一國兩制，更準確的說法是，如

果這波疫情是一面鏡子，但恰好照出了大馬境內的

不同面向。而砂沙雖同處東馬，採取的抗疫手段卻

在看似相同中，又有其微妙的不同之處，形成一國

三制的局面。

當聯邦政府只能暫時禁止來自湖北省的中國公

民入境，對來自中國的航班則未採取禁飛的措施，

沙巴政府率先大動作暫停所有從中國來往沙巴的航

班，即便中國駐馬大使白天表示對這項決定感到

“傷心”，沙巴政府堅定的立場未曾動搖。而對所

有滯留在沙巴的中國遊客也至多提供延長7天簽證

的便利，顯示沙巴政府很清楚，若不以強硬手段應

對，寬容以待很大可能性將換來難以預估的災難性

後果。

比起沙巴，砂拉越政府的應對機制雖一開始不

及沙巴政府敏銳，但很快跟上腳步，並且更決絕地

對砂拉越以外，過去14天曾到中國的大馬公民實

行禁令。

砂拉越以外，意即是西馬和沙巴人，而文告的

用詞是含蓄又委婉，以“強烈建議暫時不來砂拉

越”絕高風險人入境，但話總得說清楚，總不能語

焉不詳予人無限的揣想空間。經記者追問，砂災難

管理委員會的發言人才把話挑明，要入境（過去曾

到中國的砂拉越以外的大馬公民）沒問題但得先接

受14天的隔離，這等於讓有可能執意入境的相關

人士先碰了軟釘子。

沙巴和砂拉越政府這次採取防堵的果斷決策，

不是無情，更不是自私，而是正如兩地政府領袖的

坦誠相告，砂沙政府都沒有應對一旦疫情爆發的能

力。若有追蹤疫情發展，及有密切留意從聯邦到砂

沙政府所採取的防堵策略的民眾不難發現，聯邦政

府並未對砂沙政府的停航和禁止入境的決策進行干

預或者開聲評論，一來是相比之下砂沙的嚴厲反倒

顯現出聯邦在非常時期的不必要寬容，也倘若在這

時候發言，很容易引來干涉砂沙內務的惡評，進而

又激化自主權的爭論。至於砂沙民眾在這一波疫情

中更重溫了名為“自主權”的這一課，在有所為與

有所不為的當下，自主權原來在關鍵時候發揮有效

的作用，自主和掌控決策權必須牢牢緊握。

何俐萍《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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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裡藏心〉組稿二�

政客爭權 害了百姓

� �

沙巴選舉的成績給國盟，也給砂盟注入一劑強

心針。儘管有不少人在批評，這樣的結果是國盟無

所不在的打壓手段、金錢政治滲透太深所造成，沙

巴華人已借選票向後門政府表達對他們的不齒。但

不論各方如何下定論，沙巴眼下還是投入了沙盟的

懷抱，在社交媒體響起激盪人心的“沙巴人要捍衛

沙巴”的口號，也很意外，在現實的社會得到的是

冷回報。

輿論都把沙巴選舉的成績當作是參考的指標，

沙菲益的落敗讓首相慕尤丁鬆了一口大氣。進入解

散州議會倒數的砂拉越，若從沙盟在噓聲中都能驚

險過關，砂盟（GPS）要打保衛政權之仗，難度已

經大大降低。

但事實卻是，從沙巴選舉看砂拉越，有參考，

更有讓砂盟警惕之處。首先，砂拉越和沙巴無論在

地理環境和人口結構上都有很大的不同。砂拉越近

年正夯的本土和自主權議題，在沙巴卻是臨近選舉

時才極力催谷。但沙巴人的本土情意結本就不及砂

拉越人濃厚，馬哈迪當年因政治角力在沙巴推行的

身份證計劃帶來的“巨大貢獻”是改變了人口結

構，對外來移民大談本土權益，如同是對牛彈琴。

沙巴因為前首長慕沙奪權不成，以致必須以重

新選舉來解決政治紛擾。但沙巴的政局經過一場大

混戰已重新洗牌，沙巴的經濟恐怕也因為選舉引爆

另一波疫情而面對另一次的重擊。

沙巴冠病疫情的失控，已經不是沙巴關起門來

的事，大批的助選人員和維安人員，以及無數的政

治一線到二三線人員蜂湧而至，他們離開風下之鄉

時不是瀟灑的揮一揮衣袖，而是當中有不少人是帶

着看不見，也摸不着的病毒回到各自的居住地。這

讓病毒迅速從沙巴傳播到砂拉越，甚至大舉西渡到

南中國海的另一端。

病毒再一次的反撲，讓普羅大眾精神緊繃，他

們擔憂的不僅是病毒對生命帶來的威脅，還包括為

了堵截傳播鏈不得不採取的阻斷措施對經濟帶來的

致命傷。3月至今冷嗖嗖的市道離復甦還有一段漫

長的路，近幾天來病例的暴增，會否讓復甦之路走

得更坑坷，已是眼皮底下不得不正視的問題。此

時，若還熱衷於醞釀舉行選舉，只會被怒斥是不顧

人民的死活，把人命當玩笑。

疫情打亂了阿邦佐哈里，甚至是慕尤丁部署選

舉的算盤，卻也可能因為疫情帶來的這段緩衝期，

讓當事人有時間思考該如何淡化透過沙巴選舉成績

所釋放的一些警訊。以砂拉越來說，目前雖有零星

的碓診病例，但面對狡滑的病毒不能抱持僥倖的心

態應對，砂拉越政府宣佈由此10月4日起暫禁沙巴

人入境，以及從有從西馬入境皆必須隔離及接受兩

次的冠病檢測，是在對的時機做正確的決策。在西

馬部分地區病例在增加，而沙巴的病例更是連續多

天排名全國之首，砂拉越政府當務之急是把精力放

在盯緊門戶的工作上。若在此時為了搶佔政治上的

有利據點而貿然舉行選舉，是不智之舉。

朝野政黨都應從沙巴在選舉後立即投入與病毒

艱苦作戰的教訓中有所反省，政黨究竟是以把政黨

利益置於人民之上，還是在關鍵時刻仍牢記要思民

心所思、憂民心所憂，人民看在眼裡，自也會評估

在心裡。

何俐萍《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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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裡藏心〉組稿三�

東馬處處有薇薇奧娜

� �

來自沙巴的薇薇奧娜為了參加線上考試，不惜

爬樹爭取最佳的網絡收訊角度，“爬樹找訊號”的

照片不但讓她一夕爆紅，各方的援助，包括多所大

學準備為她提供獎學金的好消息紛至沓來。

繼薇薇奧娜之後，在砂拉越偏鄉地區生活的學

子也不讓薇薇奧娜“專美”，不是拍攝在山坡地上

搭帳篷找4G波段，就是在橡膠林裡席地學習的照

片。我和同事們打趣說，大家都開始有樣學樣了，

相信類似的畫面今後會更頻密出現在報章、網絡

上。

說“有樣學樣”，是故作輕鬆，語境間還有藏

也藏不住的無盡悲涼。“喜”的是，拜網絡科技帶

來的便利，偏鄉學子們不再求助無門，也不必癡等

政客季節性上門拜訪，幾個按鍵再寫上一些描繪當

下處境的文字，不但可快速傳遍天下，也更快等到

期望中的效果。“薇薇奧娜”效應已從沙巴擴大到

砂拉越，就是最好的說明。

悲的是，貧窮+落後的哀樂在東馬彈奏了超過

半世紀，政客季節性派禮，在鎂光燈前信誓旦旦要

為鄉民改善基設的承諾是年年講，但人民也年年在

等，漫漫的等待也磨光了耐性，借助互聯網的便利

傳達心聲，不也是賞給那些時刻把為國為民掛在嘴

邊的政客，一記熱辣辣的耳光嗎？

中小學陸續要復課了，許多家長是鬆了一口

氣，對內陸地區的家長和學子們，更是真正的大大

鬆了一口氣，湧起一種“終於啊！”的感覺。從行

管令走到復原期行管令，這3個半月的日子我們學

會了一個新詞叫“停課不停學”，但這種所謂因疫

情而衍生的學習新常態對內陸地區的孩子們卻是最

要不起的“非常態”。對大半靠務農為生的家長，

撇開網絡通訊差勁，甚至可能是毫無接收訊號的問

題，要家長買電腦給孩子上網課，恐怕是得耗掉數

個月的生活費，更何況若是一個家庭有好幾個孩

子，問題更是惱人。

因此，過去3個多月，除了還在乎學業進度的

孩子，最緊張也最頭痛的是莫過於這些在鄉區執教

的老師們。不是說在城市地區執教的教師們對學生

的課業漠不關心，而是鄉區的老師們更多的煩惱

是，要如何想方設法把功課交到孩子們的手中。

校長帶領着數名教師又是駕車又是渡舟，翻山

越嶺為的是把作業送到內陸孩子手中的故事，也真

實在砂拉越發生，也絕不是是少見的個案。我還讀

過一篇報道，用心良苦的校長還透過電台的幫忙，

上電台錄製肯雅語的廣播，和孩子們解釋課業的內

容。

有人說，疫情帶動學習生態的改變，網絡教與

學將是今後學習的新常態。網絡學習固然有它可取

之處，但不意味着傳統的線下學習模式就等着被淘

汰。除了網絡的問題，學生的自律和缺少課堂上的

實際互動，也是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再以偏鄉為

例子，在行管令期間，當城市的孩子不管願不願意

都得投身在網絡學習的洪流，對鄉區的孩子則是痛

快拋掉書包，過着無憂無慮的日子，但約莫百餘天

的日子卻可能造成他們在學習進度上大落後，城鄉

孩子之間的教育水平原本已經有差距，但這一波網

絡學習的風潮，讓距離擴大到更大的鴻溝。

台灣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在一篇《遠距、線上

也難取代的網絡》文章中就有這麼一段話：“一個

國家地區的數位資源分佈是否得當、輔助學習的政

策工具是否充分，都可能影響學習成效。如此看

來，線上課程的盛行，究竟是縮減鄉落差、抑或是

擴大學習機會的差距？”台灣的社會尚且有此憂

慮，同在馬來西亞屋簷下的東馬，更是處處都有薇

薇奧娜的身影。

何俐萍《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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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裡藏心〉組稿四�

是政客污名化了青蛙

� �

喜來登政變之後，關於沙巴州政府很快就會垮

台的消息不絕於耳。當原本由希盟掌控的柔佛、馬

六甲、霹靂相繼換政府，坊間都在臆測，下一個就

是沙巴。

沙巴將變天的消息這數月來是傳得繪聲繪影，

而擺在眼前的事實證明，空穴不來風。慕沙阿曼想

從後門奪取政權重登沙巴首長之位，想當然爾，他

也該有料到沙菲益必會使出解散州議會這招數。這

場企圖奪權但最終走向解散州議會途徑的政治風

暴，因池塘內噗通噗通跳的青蛙而掀起，當沙菲益

宣佈要透過選舉正面痛擊慕沙阿曼時，我在觀看他

的現場直播時，聽到現場狂拍的掌聲，以及網絡世

界裡幾乎是一面倒的歡呼。可我為何卻隱約覺得，

那一個個被貼上無恥標籤的青蛙，現階段論定他們

會是最大的輸家，很可能還言之過早。

沙巴這個大池塘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蛙，當

你以為肉眼所看到的青蛙已經被“殲滅”了，你往

往忽視了在平靜的水面還有幾顆受精卵在孵化，還

有一些甚至已經孵化成蝌蚪。

730這一天，當舉國人都以為沙巴人將經歷驚

天動地的一次變天，只有沙巴人最清楚這很可能是

又一場緊張又刺激的過山車遊戲，即使到了終點

站，你以為到站可以安心下車了，卻可能還反應不

過來時，又被帶上另一個車廂。

也在這一天，當大家都忙着刷手機屏幕，我卻

是反其道而行，靜靜在翻閱資深前輩留下的一大疊

有關1994年沙巴經歷變天大事紀的剪報，嘗試從

當天一篇又一篇的大篇幅報道中去感受26年前那

場不到最後關頭，也難以摸清對手底牌的詭譎氣

氛。

但一篇翻閱一篇，我卻有是否陷入時空交錯的

迷惑。當我嘗試把自己從泛黃的報紙中抽離，待頭

腦恢復清醒時我意識到問題不出在於我，而是從歷

史看今天，再從歷史回望過去，這不過是歷史的教

訓，在週而復始的上演。場景一樣，唯一不同的

是，青蛙的角色在不同的時空永遠不缺人搶着扮

演。

當年，時任沙巴首長拜林領導的團結黨以25

席對國陣的23席，極微小的差距奪得執政權，欲

漏夜宣誓卻換來時任州元首36小時避而不見，使

拜林被迫把他派系的州議員鎖在車內以防被拉攏。

但政治從沒有忠誠可言，拜林執政不到一個月，他

的團隊就搞出了變節的鬧劇，就連他的弟弟傑菲裡

吉丁岸也跳槽，最後由國陣奪權。傑菲裡吉丁岸在

沙巴人眼中，無疑是把青蛙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的

其中一人，跳過一個又一個池塘。

有人這麼形容，沙巴是青蛙文化的開山鼻祖，

經歷過的變天次數更是冠全國。每提到政壇青蛙，

大家都不期然想到風下之鄉沙巴。我為青蛙叫屈，

它本是專吃田間的害蟲，是農業的好幫手，無奈因

為善跳躍而被用來形容政客的慣性跳槽。唉，說到

底，是政客害了青蛙，把青蛙給污名化了。

我的朋友圈裡不乏有人為沙菲益前天宣佈解散

州議會的舉動，直言真是大快人心，要不就是為教

訓青蛙的機會來了而歡呼，也有人貶損青蛙是有價

無值！我倒要說，且慢，戲正上演，別先急着預估

結局，以過去的經驗，沙巴的政壇演變可以高潮迭

起，也可以讓你大跌眼鏡。選後，也許又是青蛙噗

通、噗通跳的時候。

何俐萍《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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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俐萍《星洲日報》

〈綿裡藏心〉組稿五�

政客賤踏了我的國

� �

突如其來的疫情，讓許多人感歎2020年的日

子過得好不安穩。疫情打亂了所有的部署和計劃，

生活因疫情帶來的種種限制，使日子過得有點虛，

彷彿時間都因冠病的耽擱而虛耗了。

冠病病毒的破壞力驚人，讓世界亂了序，防

毒成了2020年的關鍵詞。2020年只剩倒數兩個多

月，疫情沒有緩和的趨勢，讓人見識了病毒的可

怕，而疫情也讓政客還原了他們猙獰的真面目。

政客當初因為忙於權鬥，而使冠病病毒在大馬

找到了肆虐的空間。大馬的疫情因大城堡清真寺的

萬人集會而大爆發，三千餘人受感染，這樣的局面

正因為當時因政變而有多日陷入猶如無政府的狀

態，造成病毒因政權的空窗期有機會大舉衝破防疫

的缺口。

變天至今也已超過大半年，擺在眼前事實已經

證明了，國盟政府並沒有從“後門政府”的罵名中

徹底醒悟。第二波疫情衝擊大馬時，雖然有幾個極

度不稱職的部長一再鬧笑話，但首相慕尤丁在抗疫

努力上的表現，勉強還抵銷了這些淨是在扯他後腿

的部長們，所帶來的劣評。

但眼看疫情緩和了，各行各業也設法咬牙撐過

經濟的寒冬，努力讓景氣恢復，當大家都希望看到

政治人物把心思都放在振興經濟的努力，但政客似

乎都有“好了傷疤忘了疼”的劣根性，又開始熱衷

在權爭的遊戲。沙巴疫情的爆發，讓大馬面對第三

波疫情帶來比前兩波更嚴峻的挑戰，在受苦受難的

是無辜的人民，而政客呢，彷彿是一副事不關己。

沙巴已連續多天病例沖榜首，在前線不知有多少醫

療人員已累癱，沙巴的醫療資源還能支撐多久是叫

人憂心的事，看到久久才亮相一次，根本是在刷存

在感的衛生部長阿漢峇峇，不知有多少人像我一

樣，不自覺想念起前任正副衛生部長祖基菲裡和李

文材的稱職表現。

病毒從沙巴西渡到西馬，幾乎沒有一個州能倖

免不被攻陷，為斬斷病毒的感染鏈，不管是落實

EMCO還是CMCO，相信都是衛生部經過深思熟慮

的決定。遺憾的是，這項宣佈在不同部長的各自詮

釋下，嚴重擾亂了人民的生活秩序，不知該聽誰的

才是對，搞到大家是滿肚子的火。還有，部長們三

天兩頭搞直播，宣佈的是他自認為重要，但聽在人

民的耳裡是無趣兼無聊，且聽越混淆，不禁讓人想

起，部長搭上直播熱潮刷的還不是存在感嗎？

還有，土耳其回國後不但沒有居家隔離還四處

趴趴走的原產業部長凱魯丁，總檢察署以證據不

足，不對他採取對付行動，更讓人看傻了眼。撇開

總檢察署的決定不說，國盟部長差勁的表現根本是

暴露了國盟的內閣陣容的極不專業，更像是一個臨

時組織的雜牌軍。

這些政客不是一再鬧笑話，就是頻頻凸槌，人

民猛搖頭之餘，思緒不免被負能量干擾，這樣糟蹋

下去，國家還有希望嗎？

最近，身邊有不少人不約而同對我說，來屆選

舉對投票已意興闌珊。不投票的決定在羊群效應

下，會不會將變成無須言明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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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時代〉系列一�

債務經濟成形‧大馬債所難免

� �

10年前的一場歐債危機，讓世人見識了一個國家如果揮霍無度，缺乏良好的財政管理是多麼的危

險。這場搗亂全球資金市場長達2年的債務危機，最終在債台高築的成員國以實行緊縮措施來換取歐元區

國家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紓困金告一段落。

可是，人類總是善忘的。我們非但沒有吸取到歐債危機的教訓，好好地進行財政管理，反而悄悄地醞

釀一場規模空前的債務危機。《投資致富》特別企劃一連4期的專題報道，透過國債、家債和企業債多角

度來看清這個債務時代以及債務經濟的形成與影響。

�

去年全球債務1110兆新高

你知道，去年全球債務有多少嗎？數據顯示，

截至2019年涵蓋家庭、政府和公司債務增長超過

10兆美元，至近255兆美元（約1110兆令吉），

相等於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22%，再創

歷史新高。

新興市場外債超過5.3兆

以322%GDP水平來看，全球債務現已比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高出40%。其中新興市

場外債已超過5.3兆令吉，若扣除中國，新興市場

金融系統以外的外債水平為20%。

冠病肆虐 
今年有增無減

國際金融協會（IIF）認為，隨着全球政府卯足

全力，透過規模空前的財政振興措施來應對冠狀病

毒病衝擊，單在3月政府發債總量就飆至2.1兆美元

的紀錄新高，較2017至2019年平均0.9兆美元高

出一倍，顯示出今年全球債務可能顯著走高。

“隨着多數發達經濟體祭出社交距離令，全球

經濟籠罩在衰退陰影之下。一旦全球經濟陷入衰

退，我們可能需要耗費比全球金融危機時期多出

87兆美元的債務才能解決。”

該協會說，若政府淨融資較去年翻倍，而全球

經濟萎縮3%，屆時全球債務占GDP比重將從現有

的322%，增至342%。

根據IIF數據，全球各領域負債情況大致如下：

家庭負債：47.9兆美元；非銀企業負債：75.7兆美

元；政府負債：70兆美元；金融部門負債：61.7

兆美元。

大馬無違約風險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所有事情都具備感染

性。全球各國都在舉債，大馬自然也不落人後，1

兆令吉的國債已是人盡皆知的事實。

沒錯，雖然我國債務居高不下，但大馬政府從

未違約，短期內也沒有違約的風險，但這不代表我

們可以掉以輕心，放任國債無止盡的膨脹。畢竟公

共債務過於巨大，將抑制政府應對財政危機的調度

空間，從而影響長期經濟增長和國民福祉。

逾20年處財政赤字狀態

就拿此次2600億令吉的財政振興配套來說，

政府一公佈，民眾第一反應就是錢從哪來？大馬已

經逾20年處於財政預算赤字狀態，同時公共債務

攀升也令市場對政府能否在不影響宏觀經濟穩定的

情況下，持續借錢度日感到疑慮。

說起大馬的財政秩序，那只能用“糟”一個

字形容。大馬自1957年獨立以來，只有在1993至

1997年曾短暫脫離財政赤字。財政赤字的發生，

意味着政府財政收入不足，需要透過融資來填補資

金缺口，而這就導致政府的債務升高。

數據顯示，自1997至2011年，政府債務以

每年11.5%的速度擴張，超越GDP的8.4%增速，

令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緩步攀升至逼近55%的上

限，同時債務供款比率（Debt�Service�Ratio）與收

入比也持續走高，單單2011年政府總收入中就有

10.1%拿去還債。

債務居高不下 政府資產負債表承壓

居高不下的債務，將抑制政府資產負債表承壓

能力，若國家無法落實可靠的財政撙節計劃，一旦

洪建文《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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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赤字問題失控，主權信貸評級可能面對下修風

險。

此外，債務日趨膨脹也可能導致政策方向需在

債務管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相互妥協。

更重要的是，疲弱的財政管理和居高不下的政

府債務，可能危害貨幣政策目標，主要是這可能提

高通膨預期，並導致實際利率攀升或貨幣貶值。

我們已知道政府債台高築的結果和潛在後果，

但問題的根源我們又知道多少？因此，我們在翻閱

過去多年政府賬目後，終於找到了部分肇因。

國債高企原因…… 
1. 財政赤字

自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大馬無

論經濟好壞都甩不掉財赤包袱。雖然政府往往需要

透過擴大財政支出，甚至是財政赤字來解決經濟下

行危機，但一旦經濟重返正規，政府的財政狀況也

應隨之恢復正常。

數據顯示，1971至2011年聯邦政府債務以每

年11.6%的速度擴張。在過去40年，聯邦政府的

債務增長故事可分為三部曲。

聯邦債務增長三部曲

第一部曲：在1970至1980年中期，聯邦政府

落實擴張性財政政策，並進行系列重大公共項目／

投資，導致政府債務迅速膨脹，其中1971至1983

年年均增幅達到19.6%，而1984至1987年年均增

幅則為12.4%。

政府大興土木的結果，就是債務GDP比重從

1970年代的46.5%，暴增至1980年代的78.6%，

其中1986和1987年更兩度突破100%關口。政

府透過大幅舉債來解決結構性財政預算缺口，也

反映在1970和1980年代財政赤字徘徊於3.3%和

16.6%水平，其中1982年更一度飆至16.6%高

位。

第二部曲：經過多年的揮霍無度，政府意識到

不可持續舉債，決定透過痛苦的財政結構改革，包

括私有化部分政府機構、縮編公共領域等，同時積

極管理債務。政府在1987年也執行償還昂貴的外

債政策，以抑制外債和減低償債壓力。

透過一系列的努力，政府成功將債務占

GDP比例從1987年的103.5%，降至1997年的

31.9%，而這多虧了強勁的經濟增長、稅收增長和

開銷增長受控，讓我國在1993至1997年之間錄得

連續5年的財政盈餘。

第三部曲：自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

後，聯邦政府債務再度快速增長，以平均每年

11.5%的速度擴張至2011年的4561億令吉，相等

於GDP的53.5%。

其中，最叫人憂慮的是以年均8.7%速度擴張

的政府擔保債務。政府擔保債務從1985年杪的

110億令吉，快速累積至2010年杪的969億令吉，

相等於GDP比重的額12.7%。若我們將聯邦政府與

政府擔保債務相加，屆時公共領域總債務將膨脹至

5040億令吉，或GDP的65.8%。

不過，我國只用了短短8年就把公共債務翻

倍。

截至2018年杪，聯邦政府總債務達到1.1兆令

吉，相等於GDP的75.4%，其中單是2018年政府

直接債務就增加542億令吉，至7410億令吉，主要

是用來融資財政赤字，特別是公共私人合作項目。

雖然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機後，開始落實中期財

政改革計劃，並原定在2020年達成財政平衡，無

奈一馬公司等債務醜聞，加劇政府債務壓力，而疫

情爆發導致的全球經濟放緩，更迫使政府暫時擱置

財政改革措施，祭出龐大財政振興措施來拯救經

濟，令總體財務狀況雪上加霜。

2. 稅收損失

其實，財政赤字有好壞之分，定義完全取決於

財赤原因。若詳細分析政府的財務情況發現，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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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收入年均增長8%，但政府營運盈餘已逐步收

窄，主要是過去15年營運開銷（OE）年增10%，

但當前的問題是營運盈餘還能持續多久？

在2019年總營運開銷中，多達80%是固定開

銷，其中包括薪酬、津貼，甚至是退休金，而政

府收入來源持續收窄，2018年所得稅收占GDP比

重僅13.8%，遠比美國、日本和韓國等高收入國

逾20%低。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營運盈餘已不足

以支撐快速增長的發展開銷需求，這導致1998至

2011年之間的總赤字徘徊在1.8至7%。

發展開銷是國家提高生產力、經濟增長和投資

的財政政策的一部分。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

危機時，政府透過祭出顯著發展開銷來緩和經濟下

行壓力，並最終帶動經濟走向復甦。

財政“洩漏”＋項目執行不力 
導致財政問題惡化

我們對政府1998至2012年財務狀況進行分

析，發現大馬在2004至2011年之間（2009年除

外），發展政府財政可持續性評估為“正面”。以

布蘭恰特（Blanchard）模式來看，2002至2011年

的財政開銷有些積極影響，其中政府的財政預算約

束能力在2005至2007年特別顯著，監管單位也採

取自動循環開銷對疲弱經濟做出反應。

以開銷模式來看，在細分公共領域開銷對

GDP增長貢獻後，顯示公共開銷和投資對GDP的

影響相對較弱，反映出財政“洩漏”和項目執行不

力導致財政問題惡化（fiscal�slippage），而這某種

程度上顯示出虛假的項目成本導致巨大預算缺口，

同時未對經濟產生預期影響。

國家反貪藍圖報告指出，2005至2014年大

馬因為貪污問題損失了1.8兆令吉，其中政治、

公共領域、政府採購、司法與立法、執法及企

業管理為6大高風險貪污領域。反貪會調查分

析，貪污案件發生涉及多項因素，包括行政弱點

（36.43%）、利益衝突（33.12%）、內部控制

薄弱（18.97%）及缺乏透明度（6.45%），接着

是地方政府（48%）、公共領域（45%）和國會

議員／政治人物（41%）。

若乘數效應受低影響力和成效不彰的項目影

響，擴張型開銷並不一定會對經濟的生產力和收入

增長帶來任何正面變化。

以稅務變化和政府開銷對產出的淨乘數效益來

看，公共開銷對總產出的淨影響並不大，主要是公

共開銷帶來的正面效益遭稅收乘數效益相抵，意味

着政府以賺取更高稅收為出發點的擴大支出行為本

來就存在錯誤。

3. 稅基單一

稅收是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財政部預測

2020年聯邦政府收入料跌7.1%，至2445億令

吉。若剔除前期國油一次性特別股息，總體收入則

預期增長4.8%，其中稅收料達1899億令吉。

稅收占GDP比重趨減

千億稅收看似很多，但若以稅收占政府總收入

比重來看，政府稅收卻持續呈下跌趨勢發展。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大馬1997年稅收占

GDP比重為19.75%，但在2018比重卻顯著減至

12.03%，而這期間我國平均經濟增長4.9%，反映

出經濟大餅雖做大了，政府稅收卻未隨之增加。

相比之下，2000至2003年非稅收年增幅為稅

收的2倍。就算在2004年以後，非稅收增速也持

續較稅收高出1.7倍，而非稅收來源對政府的財政

重要性，可從占2000至2003年政府總稅收比重的

24%，比在2004至2008年之間提高至29%。

從稅收問題，我們不難看出大馬政府財政最大

的問題在於稅基太過狹窄。這對於想要搾出額外收

入的國家來說特別不利。報道指出，目前我國僅有

21%註冊公司繳稅，繳交個人所得稅的勞工比例

更低至15%，當然這部分歸咎於勞工薪資過低。

石油稅占收入30.9%油價負值衝擊大

同時，石油稅自1967年推介以來，迅速成為

政府最重要的稅收來源。石油稅在2000至2003年

貢獻政府平均收入的10%，比重更在2019年占政

府收入的30.9%，原油價格持續下跌，將對政府的

債務負擔及為融資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導致的財政

赤字上升的能力帶來不利影響。

以今年來看，疫情已經對全球經濟帶來重創，

國際油價更是一度跌至負值，對作為產油國的大馬

財政肯定影響不少。

別忘了，政府在2020財政預算案的目標油價

為每桶62美元，遠高於市場預期的每桶40美元水

平，經濟學家認為，油價每下調5美元，將使政府

財政赤字占GDP比重提高約0.1%，對大馬出口和

財政收入帶來巨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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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時代〉系列二�

企業債劫難逃

� �

經濟，是一個由政府、企業和個人“三駕馬車”共同撐起的生態系統。當其中一方被沉重的債務給壓

垮後，整個經濟只能靠另外兩架馬車發力撐起才行，但這樣的結果卻可能造成全員沒頂的悲劇。

《投資致富》在上期談論過政府舉債落實政策來扶持經濟的慘痛故事後，本期我們將一起探討企業是

如何在投資報國的過程中，一步步陷入債台高築的境地。

�

全球高風險企業債達82兆

企業經營不容易，很多時候都會面對周轉資金

問題，就算再大的企業也會出現資金缺口，因此為

了彌補資金缺口，企業只能透過銀行，甚至是發行

債券去借錢。

不過，企業負債經營有風險，最大的風險就是

一旦出現經濟或金融危機，現金流斷裂將對高負債

的企業帶來致命一擊。

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為例，當年許多企業

仗着經濟增長強勁，加上馬幣升勢驚人，紛紛舉

債擴張，私人領域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

比重一度超過170%，結果一場突如其來的經濟風

暴，將許多債台高築的企業推向倒閉深淵，而這場

充滿血淚的歷史很可能時隔23年再度重演。

23年後的現在，一場橫掃全球的冠病及油價

暴跌，引爆“完美風暴”，全球經濟衰退已是板上

釘釘的事，而各國為控制疫情祭出的行動管制令更

是對實體經濟帶來前所未見的衝擊，引發金融市場

出現大範圍流動性緊張。

流動性一緊張，對需要借錢渡日，甚至債台

高築的公司來說打擊最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

2019年10月發佈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表

示，如果發生類似2008年金融危機一半的嚴重經

濟風暴，全球將有高達19兆美元（約82兆令吉）

的企業債陷入風險之中，幾乎達到主要經濟體企業

總債務比重的40%。

2018年大馬私人領域貸款1.94兆

大馬情況也不容樂觀。國際清算銀行（BIS）數

據顯示，截至2018年杪，我國私人領域總貸款達到

1.94兆令吉，較2009年的9060億令吉顯著增長。

若以占GDP比重來看，大馬私人非金融領域

總信貸比例達到134%，與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

期間的167.2%的歷史高位的差距並不遠。

597大馬上市公司 短債高於現金

亞洲分析（Asia+Analytica）數據顯示，在馬

股880家上市公司（扣除40家銀行、保險和投資信

託公司）中，有597家手握的現金少於短期債務。

當中，223家上市公司的利息覆蓋比少於一

倍，意味着他們的息稅前盈利並不足以覆蓋全年的

利息開銷。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馬股有321家上市公司蒙

虧，而599家持續錄得盈利的公司中，有45.6%的

盈利呈現跌勢，其中以小資本企業居多。

亞洲分析認為，經濟下行將對企業銷售帶來嚴

峻考驗，當中信貸額度和應收賬項較多的公司面對

潛在現金陷阱的風險更大。

75公司淨負債比超過100%

“我們隨機測試的結果發現，馬股有75家上

市公司或8.2%25淨負債比超過100%25，其中以

物流、建築、石油及天然氣、建築材料和產業發展

公司居多。淨負債比超過80%25的公司則包含電

力公司、電訊公司和建材公司。”

在79家市值超過20億令吉的大資本公司中

（不包括銀行、產業投資信託和保險公司），僅有

洪建文《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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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家上市公司的現金比例超過一倍及淨負債比少

於50%。

馬來亞大學經濟系教授莫哈末納查裡認為，一

旦全球經濟出現新風暴和衝擊，債台高築的國內企

業將顯得異常脆弱，情況令人憂心。

“其中，外幣債務居高的企業情況最令人擔

心，主要是馬幣持續貶值將顯著增加他們的債務壓

力。”

他以土耳其為例。當地企業向外資銀行大舉借

貸逾2000億美元，結果里拉崩跌，促使許多公司

陷入困境，被迫裁員求生，令土耳其經濟陷入嚴峻

的情況。

“一旦潛在經濟衝擊浮現，大馬企業持續償還

債務的能力將受到影響。若中國、美國或歐洲經濟

增長放緩，許多企業都可能面對財務問題。”

全球染疫 企業恐無力償債

與家庭和聯邦政府債務日益增長一樣，私人領

域債務攀升也令人憂慮。雖然企業債迅速膨脹國家

銀行在2018年金融穩定及支付系統報告中指出，

大馬企業流動性依舊“健康和高於合理水平”，但

冠狀病毒病已導致全球經濟增長衰退，而隨之而來

的企業盈利減少都可能加劇未來企業償還債務的隱

憂。

根據國際著名的投資組合表現分析研究機構

MSCI+Barra，經濟增長與公司盈利往往存在正面

關係。

“以美國為例，我們發現過去80年當地GDP

與公司盈利走勢幾乎一致，僅有1932和1933年例

外，而這反映出企業盈利往往與經濟增速一樣。”

經濟料呈U型復甦

艾芬黃氏研究經濟學家陳秋隆在最新報告下調

全年大馬經濟增長，從增長3.3%至萎縮3.5%，並

預期經濟將出現U型復甦，即經濟僅有望在2021

下半年出現復甦。

“我們相信企業盈利增長不僅將隨經濟走跌，

而冠病和行動管制令對經濟帶來的負面衝擊，都可

能令企業盈利雪上加霜。”

該行指出，全球多數國家陷入鎖國狀態，對全

球經濟帶來的衝擊是前所未見的。

“商店關門、失業率和違約等經濟屠殺措施，

對全球經濟帶來的衝擊可能持續一段時間。個人和

企業現金流減少，也可能抑制消費和未來投資。”

艾芬黃氏研究說，大馬經濟在過去20年只在

亞洲金融風暴及全球金融危機中兩度萎縮，而大馬

企業盈利在當時分別下跌60.1%和49.1%，將為預

測疫情對企業盈利衝擊提供參考。

馬股盈利前景遭過度高估

“目前，市場仍過度高估馬股今年盈利前

景。”

該行指出，富時綜指走勢緊貼每股盈利增長，

而馬股今年已走跌15.5%，但《彭博社》調查顯

示，分析員仍預期富時綜合指數2020年每股盈利

將增長2.69%，這反映出：一、市場調低企業盈利

增長的力度不足；二、預期馬股將在下半年回揚。

“隨着全球經濟和大馬經濟增長目標不斷下

修，我們相信馬股不大可能在下半年回揚，分析員

很可能調低馬股每股盈利增長目標。”

艾芬黃氏研究表示，在考量GDP下調、隔夜

政策利率（OPR）再度調低50個基點至2%、每

桶油價30美元和馬幣兌美元匯率走貶至4.30後，

大砍2020年馬股每股盈利增長目標至全年倒退

12.7%，比較前期為萎縮4.7%，將創下全球金融

危機以來最大跌幅。

不過，也有分析員認為，企業負債高並不一定

是壞事，主要是涉足基礎建設等高資本開銷的領域

往往背負更沉重的債務壓力，但只要企業有能力創

造出充足的營業額來支付利息開銷，甚至是償還本

金，情況仍不足為慮。

“我們怕的是公司在投入龐大基建開銷後，卻

無法創造預設的收入。舉例來說，物流公司在過去

幾年顯著投資擴倉儲能力，但現在使用率卻低於預

期，抑或企業新總部大樓即將落成，但卻碰上商辦

市場供過於求，搞到新總部變成蚊子館。”

企業債迅速膨脹

看到企業債台高築，甚至是經濟出現問題後，

我們才會開始對潛在問題感到緊張，並希望找出問

題發生的原因，再加以解決。那麼，究竟是什麼原

因導致我國企業債會在過去幾十年迅速膨脹呢？

1. 投資需求增加

一說起企業投資，許多人印象中可能還停留在

疲弱不堪的官方私人投資數據上，但卻忘了，私人

投資增速再弱，去年投資總額仍達到2519億8400

萬令吉，這還不包括大馬企業對外投資。

大馬企業自1970年代開始跨足海外，但海外

直接投資（DIA）直到1990年代隨着蘇聯解體、世

界貿易組織（WHO）和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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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活絡起來。

國家銀行數據顯示，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占

GDP比重從1980年的0.8%，提高至1990年的

5.8%，並在2005年飆升至10.2%，但隨後受全球

經濟增長不明朗、原產品價格低迷和馬幣貶值影

響，2015至2017年海外直接投資占GDP比重回落

到2.7%，相等於每年337億令吉。

報告指出，自2001年起，我國海外直接投資

總額平均年增20.7%，從2001年的317億令吉飆

至2017年5225億令吉。

以金額來看，我國海外直接投資曾在2014年

攀至536億令吉的歷史最高，但後受馬幣貶值影響

逐年滑落，2019年海外直接投資為233億令吉，

相等於GDP的1.5%

債市成企業融資新熱點

若將國內和海外投資相加，國內私人投資總額

逼近2800億令吉，而這當然需要透過“借錢”來

達成。除了銀行，債券市場也越來越受企業歡迎，

成為融資的新熱點。

為了滿足國內龐大融資需求及減少企業對銀行

業融資的依賴，政府積極建設債券市場。證券監督

委員會2018年報顯示，我國債券市場自1993年起

以12.1%的復合年均增長率擴張，在2018年已佔

我國資金市場總量的45.3%，更是亞洲區規模第三

大（以GDP計）的債市。

儘管我國債市仍以政府債券佔據主導地位，但

企業債規模也日益壯大。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

杪，企業債占總商業融資的45%，相比之下1993

年比重僅為8.8%。

2. 低息環境過長

企業債務迅速膨脹的根本原因在於量化寬鬆。

全球金融風暴後，各國中行紛紛祭出量化寬鬆

政策，並將基準利率調至歷史低位，而且一調就保

持了好幾年。在低利率水平下，廉價信貸使債務融

資更具吸引力，因此每個家庭、企業，甚至政府都

樂於承擔更多的債務。

分析員表示，企業債務日趨增長，主要是發行

債券是企業最便宜的融資管道。

“與發新股相比，企業發債便宜得多，主要是

發新股將會對現有股東持股產生稀釋效果，從而促

使股東拒絕認購新股。”

不過，當前的問題在於，許多公司的槓桿率已

經較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更高，一旦經濟出現任何問

題，高槓桿比的公司很容易成為外圍經濟衝擊的犧

牲品。

在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面前，高槓桿的公司、

行業或領域影響首當其衝。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的起因，就在於金融領域和家庭槓桿率過高，反而

實體企業並未出現重大危機。

3. 經商成本高企

全球各國都在競爭為企業提供最佳的經商環

境，而這點大馬做得不錯，根據世界銀行《2020

年世行經商環境報告》，大馬在全球190個經濟體

中排名第12，比前一年的第15名更上一層樓。

世銀報告顯示，在過去多年，大馬落實了多達

6項的商業改革，而這確實顯著改善了大馬經商環

境，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馬企業仍面對不少的經商

阻力，其中一點就是居高不下的經商成本。

民主及經濟事務研究中心（IDEAS）早前發佈

調查顯示，過度的官僚主義及嚴格的法規，使得企

業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和金錢來滿足政府法規，這不

僅抑制了中小型企業的增長，同時也提高了經商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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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負債經營對於企業來說猶如“帶刺的玫瑰”，

一個不小心就會被尖刺給割傷。割上自己就已經很

不幸了，最怕是旗下的僱員也受到牽連。一旦員工

受到牽連，收入減少會增加我們的債務，也就是你

我熟悉不過的家債。下期，我們將一起去探討家債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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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時代〉系列三�

家債天高‧沒完沒了

� �

你是否每月望着賬單興歎，甚至對越積越高的債務感到不知所措？放心，你絕對不孤單。

看着債務不斷增加，確實壓力不小，也許你需要很多時間才能償還所有債務，同時也痛恨自己理財不

當，才會落入債務深淵之中。

但請放心，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人都在處理債務，而這也說明了為何家債問題減不了理還亂。現

在，就讓我們一起梳理煩人的家債問題吧。

�

家債速增或為金融危機前兆

不少人一出社會，就會想要買車，再過不久成

家立業了，房子也成為必需品，不夠錢？沒關係，

那就向銀行貸款吧，這樣也就種下了我國家債持續

飆升的因子。

大馬家債亞洲名列前茅

國家銀行數據顯示，大馬家債2019年第四季

企於1.2167兆令吉，我國家債在亞洲名列前茅，

高於美國和日本的75%和58.2%。家庭債務已成

為牽動大馬經濟的大問題，處理不慎可能帶來金融

破產壓力、難以解決未償還貸款和破產等問題，而

這將影響國家社會和經濟穩定。

國行數據顯示，30%的償債比率（Deb t�

Service�Ratio）已顯示國民需要依靠舉債度日，而

我國家庭更將收入的40%拿來還債，反映出我國

家庭債務壓力非常沉重，一旦有什麼重大衝擊，違

約和破產的風險甚高。

根據大馬破產局數據，房屋貸款、汽車貸款、

個人貸款和商業貸款是我國破產的主要原因，其中

對貸款需求高企的年輕人（25至44歲），是國內

破產風險最大的一群，主要是他們在畢業後因工作

需求需要貸款買車。可是，他們卻沒有考慮到自己

支出過多，根本無力承擔分歧付款的壓力，最後導

致他們在年紀輕輕就陷入破產窘境。

家債增抑制消費

雖然就業市場可能出現短暫失業情況，但居高

不下的家債將放大冠病疫情帶來的負面衝擊，更可

能加劇社經和金融脆弱性。值得注意的是，家債占

收入或資產比顯著增加，可能對現有消費帶來重大

打擊。

雖然債務水平較高的家庭對收入減少較為敏

感，環繞冠狀病毒病前景的異常不明朗因素也可能

導致許多低負債家庭減緩少開銷來未雨綢繆。債務

負擔攀升可能抑制許多新興和發展經濟體消費，特

別是澳洲、加拿大、大馬、英國和美國等仰賴私人

消費推動經濟增長的國家。

家債的累積使得家庭可以在生命週期內大舉投

資，甚至是穩定消費。不過，若家債過於龐大，這

卻可能成為動搖金融和經濟根基的因素。多項研究

已經顯示，家債迅速累積將吹響銀行危機的預警號

角。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危機發生前已面對沉重家

債壓力的國家，潛在經濟衰退的壓力更重，也需要

更長的時間才能走向復甦。

隨着冠狀病毒病橫掃全球，全球經濟可能在

10多年來首見衰退，大馬經濟在長達8周的行動管

制令下，增長前景也不容樂觀，大馬人如何在慘淡

的經濟狀況下繼續履行債務責任已日趨令人憂心。

違約風險將隨失業率走高

經濟不景氣，企業盈利勢必受到影響，我們

可以預見國內失業率可能飆高。大馬經濟研究院

（MIER）預測，受疫情影響，我國今年失業人口

可能達到240萬，並導致家庭收入減少12%。

“更重要的是，一旦失業率飆高，家債違約

率也將隨之走高，消費者開銷也可能減少多達

11%。”

目前，國內家債風險主要集中在月收入少於

3000令吉的借貸者身上，以及財務承壓能力相對

脆弱的變動所得（Variable+Income）貸款者。脆

弱收入者現占總貸款者比重的17.6%，但總銀行系

統的變動所得房貸者比例僅為2%。

家債持續攀升，但信貸風險仍普遍受控。國

行數據顯示，去年下半年家債增速加快，歸咎於

政府力推的“擁有房屋運動”（Home�Ownership�

洪建文《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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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aign）推高住宅產業需求。

同時，個人貸款和信用卡貸款也強勁增長，這

與發展金融機構向公務員放貸息息相關。在這樣的

影響下，縱然經濟增長趨緩，但我國家債占GDP

比重仍走高至82.7%，進一步拉開與區域同儕的距

離。

家庭償債能力仍向好

儘管如此，在收入增長和充裕的金融緩衝能力

下，家庭償債能力依舊向好。整體來看，家庭總

金融資產和流動金融資產依舊企於2.2倍和1.4倍健

康水平，同時家庭金融資產增速也連續3年超越家

債。

國行指出，近年來家庭提高單位信託基金投

資，甚至浮動價格基金需求也非常強勁，這與家庭

存款增長放緩形成強烈對比，反映出家庭追求更高

回酬的慾望。不過，一旦單位信託基金等投資回酬

低於預期，可能會影響家庭的償債能力。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財務緩衝能力相對強

勁，月收入超過5000令吉的家庭占單位信託基金

和股票投資的75%，大大抑制家庭還不了錢的風

險。

宜采新措施改善家債

整體來看，雖然家債水平已從2015年的高峰

回落至2019年杪的82.7%，但總體情況仍比區域

為差，可能對社會和經濟帶來風險，值得密切關

注。

經濟學家認為，家債占GDP比重仍值得密切

關注，主要是高槓桿的家庭可能透過貸款購買高價

房產，甚至作為私人用途，這可能浮現債務危機。

因此，除了現有措施，經濟學家認為監管單位

有必要採取新措施改善家債問題。

“那些仰賴多元收入，甚至是居住在城市的低

收入貸款者，都可能面對更大的償債壓力，因此在

經濟增長不明朗的情況下，家債有潛在攀升的風

險。”

家債走高經濟成長承壓

同時，經濟學家指出，家債日趨走高將對未來

經濟增長帶來壓力，更可能動搖金融體系的穩定。

家債攀升將使得財務能力最脆弱的一群，無力應對

未來經濟放緩、原產品或資產價格下跌、失業、利

率調升和生活費走高等衝擊。

“在出現影響就業市場的重大經濟事件時，家

債將是令人頭疼的問題。當經濟呈現衰退時，企業

在面對收入減少時，往往會選擇裁員應對。失業率

飆高意味着借貸者的償債能力變低，這將影響大馬

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私人消費在過去8年平均貢獻

國內總產值的71%。”

經濟學家預測，家債占GDP每3年增長5%，

可能導致同期GDP放緩1.1至1.2%。

家債3大禍端

其實，家庭債務問題並不是大馬獨有，全球各

地也都在為居高不下的家債頭疼。不過，每個國家

都有不為人知的難處，每個家庭都有不足為外人道

的隱情，造成家庭債務日趨嚴重的原因也各有不

同。想要解決問題，唯有揪出根源才行。

《投資致富》在彙集各方意見後，總結出導致

我國家債問題的3大禍端，那就是：

1. 收入增長

不少人肯定認為，沒錢才會借錢，但這句話只

對了一半。當你想買房買車，但又不夠錢，我們第

一個想法就是向銀行借，但銀行也不是傻子，你沒

有還錢的本事，他們根本不會借錢給你。他們會借

錢給你的原因，在於你未來收入肯定會增長。

收入續增提高舉債放貸意願

《馬來西亞家庭債務構成與GDP的關係》學

術論文點出，我國家債的增長，部分原因歸咎於家

庭收入持續增長，令他們有承擔更高金額貸款的能

力。同時，收入持續增長也將提高消費者對經濟的

信心，從而影響他們進一步舉債消費的意願。

“從放貸者的角度來看，家庭收入持續改善，

也將提高他們放貸的意願，因為他們預見貸款者償

債的能力將隨之增加。”

大馬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家庭平均收入在

過去20年不斷增長，從1995年的2000令吉增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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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6958令吉，增幅達到248%。

此外，大馬勞工薪酬增速也持續超越通膨率，

實際薪酬增長2.7%超越常年通膨的2.4%。從經濟

學的角度來看，GDP可被視為收入水平，而快速

增長的經濟也間接影響家債走高。

失業率增1% 家債將減12.71%

除了收入增長外，穩健的就業市場也是促使家

債持續膨脹的因素之一。數據顯示，我國在亞洲金

融風暴後，失業率長期徘徊在3%左右的全就業水

平，最高一次落在2009年的3.69%，充分反映我

國就業市場的穩定。

諸多學術研究反映出，失業率和家債呈現顯著

的負面關係。《馬來西亞的家庭債務和宏觀經濟變

量》論文顯示，失業率和家債關係密切，兩者的關

聯性為負0.1271，意味着失業率每增長1%將導致

家債減少12.71%，主要是高失業率將減少家庭的

收入，促使他們沒有能力去承擔更多的債務，從而

拉低總體家債水平。

2. 房價過高

買什麼都不如買磚頭，這說明了許多人對房產

投資的喜愛。大馬人也非常愛房產，愛到願意讓房

貸占總債務的一半或以上，徹底說明我們有多愛

“磚頭”了。

其實，我們很可能沒有那麼喜歡“磚頭”，只

是被政府的政策給洗腦了。這麼多年來，居者有其

屋都是政府房屋政策的主軸，因此銀行也根據他們

的承受能力和商業策略積極向低收入群房貸。同

時，政府也公佈了系列開放措施，甚至是為產業市

場提供財政獎掖，就是希望達到居者有其屋的目

標。

根據國行數據，家庭債務連年攀升，其中主要

的原因就在於房貸迅速增長。造成房貸迅速增長的

因素，主要分為申請貸款的件數和貸款申請的金

額。如果是申請件數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人買房，

但若是金額徒增，則反映出房價增長，而大馬的情

況更傾向後者。

大馬房價“嚴重負擔不起”

數據顯示，大馬房屋價格指數（MHPI）在

2009年第四季僅增長1.5%，但3年後房價指數增

速已加快至14.3%，雖然隨後政府開始意識到房價

高漲問題，開始祭出負責任貸款指南等措施來冷卻

房價，房價增速略有減緩，但卻再也不回去昔日低

位了。

數據顯示，與收入相比，大馬房產價格現處於

“嚴重負擔不起”的水平，主要是住宅產業供需嚴

重失衡。國行數據顯示，國人現可負擔房屋價格頂

限為28萬2000令吉，但新房產平均推介價為41萬

7262令吉，超出負擔範圍47.97%。

若從國際標準來看，房價不超過家庭年均收入

3倍，才算得上是可負擔房屋，但2016年我國房價

卻是家庭年收入的4.8倍，房價處於“嚴重不可負

擔”水平。房價居高不下，意味着國人需要掏出更

多錢來置業，若口袋深度不足，那就只好向銀行借

錢來一圓置產夢了，結果也就背負着更多的債務壓

力。

研究顯示，房價與家債的關係異常密切，房價

每增長1%將推高家債0.42%，而這也反映出首購

族需要承擔更多的債務壓力，才能成為有窩一族。

3. 宏觀政策

大馬聯邦政府長期錄得財政赤字，更在全球金

融海嘯時期登至巔峰，囊中羞澀的政府自然無法透

過擴大財政開銷來提振經濟，只能靠着外貿和內需

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

不過，外貿市場風雨不斷，我國出口表現陰晴

不定，為確保經濟能平衡增長，政府將目光鎖定私

人消費身上，並透過諸多的政策來刺激內需，而這

也助長了家債的升勢。

大馬統計局數據顯示，家庭消費是我國去年

第四季經濟增長3.6%的大功臣，貢獻總GDP增長

4.5%，主要是就業市場改善，去年失業率從2016

年的3.6%改善至3.4%，令消費者荷包略為鬆動。

截至去年杪，我國私人消費占名義GDP比重為

58.6%，遠比1999年的41.56%為高。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研究顯示，家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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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的擴張，往往與強勁私人消費和經濟增長有關。

家債增長，反映出家庭能夠輕易地從信貸市場取得

融資，這不僅僅能提振總體需求，也對銀行獲利做

出貢獻，並協助刺激經濟增長。

過去10年家債私人消費增長近同調

數據顯示，在過去10年，家債與私人消費的

增長幾乎同調，雖然私人消費在2008和2009年受

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一度呈現疲態，但隨着經濟好

轉，私人消費也重拾漲勢。

除財政政策外，貨幣政策也影響着家債的增

長。

以隔夜政策利率（OPR）來看，國行在2010

年後開始啟動利率正常化活動，逐步從全球金融危

機期間的低位調高，並在2016年調至3.5%水平，

而這期間我國的家債占GDP比重也日趨走高，反

映出兩者之間緊密的關係。

有學者研究發現，基準借貸率每增長1%將提

高家債18.53%，主要是利率上調，家庭需要為債

務支-付更多的利息，身上背負的債務也就越來越

沉高。

結語：

債務累積很容易，要想解決就難了。對任何

人、企業和國家來說，去槓桿化都是罕見的，解決

方案也很少，但要想不被債務給壓垮，各方還是得

下定決定減債才行。我們將在下期一起探討未來減

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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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時代〉系列四�

債務拆彈考功夫

� �

你知道窮人和富人有什麼分別嗎？《從負翁變富翁》是這麼說的：富人之所以富，在於懂得用錢滾錢

將財富做大；窮人之所以窮，在於只懂得以債養債，結果就窮上加窮。

因此，深陷債務泥澤的家庭、企業和國家想要摘除“負翁”的名牌，學習經營負債是一條不可不學的

自救之路。現在，就一起來聽一聽專家教路，讓你無債一身輕。

�

世界銀行《全球債務狂潮》報告對1970年以

來100多個國家發生的4次重大債務積累進行全面

研究，發現自2010年債務積累開始以來，發展中

國家的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攀升了

54%，至168%。

平均來看，這一比率每年上升約7%，相當於

上世紀7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危機期間增速的近3

倍，而與之前債務危機不同的是，此次債務增長的

範圍非常廣泛，不僅包括政府債務，也包括家庭和

企業債務。

歷史證明，發展中國家債務大規模激增，往往

伴隨着金融危機的發生，將對經濟和人民造成巨大

的代價。從理論上來說，不管一個國家負債有多

少，國民還是可以繼續從事經濟活動，但歷史教會

我們的是負債對國家影響非常大，足以創造泡沫和

帶來毀滅性的衝擊。

麥肯錫的報告顯示，負債過高無法償還是每一

次金融危機爆發的導火線。全球金融危機讓我們領

悟到一個國家如果債台高築，不論負債者是政府

（如希臘、意大利）、家庭（如西班牙和美國）或

金融機構（如愛爾蘭、英國），都會對其經濟造成

衝擊。

不過，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這個古代帝國也

是耗了500多年才走向衰亡的。因此，縱然當前全

球公共、企業和家庭債務龐大，債台高築也已成為

全球經濟的“新常態”，短期內沒有解藥，所以無

論是政府、企業和家庭都要好好學習如何與債務共

處，同時想方設法為下個債務危機拆彈。

國債高企 須財政改革

與其他債台高築的國家相比，我國聯邦政府現

有債務占GDP比重無疑仍處於“安全和可管理”

水平，但這並不意味着大馬決策者應放慢財政改革

的腳步，因為更多的財政調控空間，對應當前不明

朗環境是至關重要的。

政府債務可持續性指標顯示，我國政府的債務

負擔雖仍未達頂點，但決策者須警惕，因為政府需

要財政空間來進行經濟發展，同時也需抑制長期財

政風險升溫。

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6月，我國聯邦政府債

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為52.7%，逼近政

府自定的55%舉債上限，也鉗制政府進一步舉債

的能力，因此要想達到財政平衡，方法只有兩個，

那就是開源和節流，而這就需要大刀闊斧的財政改

革了。

削減開銷 減低融資成本

首先，緊縮赤字。我國獨立至今，只有少數幾

年錄得財政盈餘，財務管理水平實屬不及格。因

此，要想減低債務，首要就是勒緊腰帶，準備過苦

日子。糟糕的財政狀況會引起市場對償債的能力，

從而提高融資成本，因此要想減低融資成本，那就

得乖乖削減開銷，讓投資者看到削減赤字和債務的

決心。

要減少開銷，當然得從龐大的公務員下手。政

府每年單是公務員的薪資和退休金就佔了營運開銷

的一半，如果不對過於臃腫的公共領域進行瘦身，

甚至是削減福利，國家仍然不能“量入為出”，政

府和社會依舊背負着沉重的負擔，本就財政窘迫的

我國恐怕真要陷入破產的境地了。

再來，政府想要擴大財政收入，就得從稅收

改革做起。聯邦政府稅收實在太少了，占GDP僅

13.8%，遠比韓國的17.4%少，也低於新加坡和泰

國的14.2%。

我國稅收不足，全都是政府太慷慨所致，一系

列的稅務減免和獎掖讓公司稅得以減低，甚至是全

面抵銷稅單，同時現有稅務條例也未能攫取非正式

經濟活動收入，導致整個稅製出現疏漏。

洪建文《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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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評估稅收系統

經濟學家說，我國稅收系統已太久沒有檢討重

新評估了。

“我們只在過去進行特定調整，但並不是大規

模的改革。我們不能預期能在一天內完成改革，

但也需意識到少許的改革就能對經濟帶來顯著影

響。”

要擴大稅收，推介新稅自然是最快的方法，而

政府也透過落實糖稅、數碼稅等新稅來擴大稅務基

礎，但別忘了課徵太多的稅也會帶來反效果。因

此，稅務專家就建議政府跟上國際趨勢，對稅務獎

掖制度進行改革。

作為發展中經濟體，稅收獎掖結構可能是我們

最薄弱的一環。我們雖然在吸引投資方面付出許多

努力，但卻也可能讓有心人士有機可乘，因此現在

政府退後一步，評估現有稅收優惠政策有效性的時

候了。

其中，政府應審查極力推動的產品或活動的清

單，確保所獲得的投資遠超過稅收損失，同時促進

研發、技術、創新和環保進程。

不過，這些措施能否達到預期效果，關鍵取決

於經濟能否強勁復甦，因此改革的重中之重應放在

刺激經濟增長上。我國經濟遲遲未能發揮出全面潛

能，已反映出經濟增長模式存在問題，缺乏強而有

力的經濟支撐點和增長速度。

經濟學家認為，中期經濟的增長潛力對改善財

政狀況至關重要，因此從根本上來看，我國必須逐

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重新找到內生增長動力。

“我們應該鼓勵創新，提高對科研教育的投入

來重振創新的動力，這樣才能恢復經濟發展的活

力，重塑經濟穩定增長體制。

盈利追不上 企業減債4部曲

舉債擴張，往往是企業應對盈利增長放緩採取

的必要手段，但若是業務巨額資產負債表擴張了，

可盈利卻起不來了？

這就是大馬企業面對的困境，也是企業債持續

攀升的重要原因。數據顯示，我國企業盈利增長速

度日趨緩慢，其中馬股上市公司的盈利近年來更僅

錄得單位數增長，遠遜於中國與新加坡企業的雙位

數成長。

盈利起不來，債務卻越來越重了，這樣可能導

致企業現金流出現問題，從而抑制增長潛能。

提高收入 庫存管理 
債務重組 財政緊縮

因此，想要降低企業負債，首要條件就是提高

收入。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銷售，你可以在

能力許可的情況下，向購買越多產品的客戶提供獎

掖，甚至是其他各種手段將更多的產品往外銷。只

要你有能力賣出更多產品，你就有能力利用額外收

入來減低公司債務。

再來，就是庫存管理。庫存是吃掉企業盈利的

兇手，如果企業囤積價格波動較為敏感的產品，萬

一庫存過多來不及出清，而市場價格已經下跌，這

就會造成公司面對折價損失。

庫存過多也會造成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出，導致

財務結構惡化，對公司經營效率極為不利。因此，

公司可以檢查當天的庫存銷售比（DSI）、現金轉

換週期（CCC）等指標來有效地管理庫存。

第三，債務重組。稅務專家指出，重組債務不

一定會減少企業的總債務，但卻可以帶來更多的現

金、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和減少營運資金所需的債

務。債務重組的模式有很多種，其中最普遍的就是

與供應商達成更長或預定的付款條件、拉長還款期

或降低利率。

“以降低利率來說，如果一家公司為自己的貸

款支付較高的利率，而當前利率明顯較低，公司應

該尋求對現有債務進行再融資，主要是這將大大減

少利息支出和每月付款，從而改善公司的盈利能力

和現金流量。”

債務重組是企業改善財務狀況最直接和有效的

方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企業債務重組

的收益和成本：韓國估算》報告發現，企業透過債

務重組獲得更多的資金投資，而相關投資又帶動了

未來幾年勞動力增加0.05至0.1%，這將提高韓國

未來GDP增長0.4至0.9%，從而彌補了債權人蒙受

的損失。

“我們發現，企業債務重組將對債權人帶來

一次性成本，而這些成本相等於GDP總值的5.3至

5.8%，但這些都可被未來每年公司投資約占GDP

的0.45%所抵消。企業債務重組也將對就業帶來

一次性影響，相等於GDP總值的0.4至0.45%，但

這樣的數字將獲隨後幾年額外就業0.03至0.04%抵

銷。”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企業債務重組對經濟和

就業的影響需要長期才能浮現，IMF報告預估公司

債務重組帶來的累積利多，至少需要10至12年才

能全部抵銷一次性成本。

最後，就是財政緊縮，做好準備過苦日子的準

備。解決債務的另一種方法是降低經營成本，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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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增加銷售一樣，能讓企業使用釋放出來的現金更

快地償還債務。譬如，企業可檢討占每月開銷最大

比重的固定費用，例如辦公空間租金和水電雜費，

並考慮透過搬遷至租金更便宜的地方，或轉租未使

用的空間來節省成本。

家債天高 從提升收入著手

國行在《2019下半年金融穩定檢討報告》指

出，我國家債持續增長，其中以月收入不足3000

令吉的家庭最為脆弱，而這與低收入息息相關。要

想降低低收入群的信貸危機，最重要的是如何強化

家庭收入。

經濟學家認為，提高最低薪金制及持續為低收

入的B40族群提供收入援助固然是解決生活費高漲

的方法之一，但長貧難顧，要想徹底解決問題就得

從提高收入做起。

數據顯示，收入與生產力息息相關。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ECD）指出，大馬總體生產力依舊疲

弱，經濟也持續依賴非資訊通訊科技的資本累積，

結果使得我國生產力持續落後多數發達經濟體。

大馬生產力僅是美新一半

以購買力平價（PPP）來看，我國去年生產力

僅為美國和新加坡的一半。雖然大馬生產力仍領先

泰國、中國、印尼、印度和越南等區域同儕，但這

些國家的生產力增速遠比較大馬為快，我國若不加

緊腳步，未來生產力可能被他們拋在後頭。

經合組織報告認為，人力資本發展是大馬提高

勞工生產力的關鍵，而我國當前太過依賴中低技能

勞工，高技能勞工占總就業人口比重僅27.2%，低

於官方預期在2020年達到的35%目標，而這就導

致了勞工素質僅貢獻2001至2018年實際GDP增長

約8%，遠低於經合組織國家平均。

經濟學家說，高技能勞工是促進創新和科技採

用，甚至是引導經濟升級，以釋放潛在經濟增長的

關鍵，因此政府應努力加強優質人才的培育，以扶

持大馬崛起為發達和包容性兼具的經濟體。

“政府可以考慮透過為公司提供財政或財務獎

掖，以鼓勵他們提升員工技能和生產力。一旦底層

員工的生產力提升，他們的薪酬也將隨之增加。”

落實負責任信貸指南 扶持家債償還能力

同時，政府也可以採取更多的措施來紓緩生活

費高漲壓力，並確保收入和就業穩定。此外，政府

也需要繼續落實負責任信貸指南，以持續扶持家債

償還能力。

另一方面，經濟學家說，除了銀行透過落實負

責任信貸措施來減低脆弱借貸者比例，政府想要抑

制家債的進一步累積，就得透過提高可負擔房產的

供應，因為房貸占總家債的一半以上。

國庫控股研究院在《反思住宅：國家、市場與

社會之間》報告指出，不論任何州屬，我國人民的

房屋可負擔能力都持續惡化。

報告指出，2012至2014年期間，我國平均房

價從17萬5000令吉增至28萬令吉，復合年均增長

率（CAGR）達到23.5%。相比之下，家庭收入的

CAGR僅為11.7%，充份反映出我國人民的收入增

長太慢，遠遠落在房價之後。

“其他成本相關措施，例如維持汽車、摩哆車

和耐用品價格的低廉和穩定也非常重要，因為這也

是家庭信貸增長的重要一環。”

他認為，政府應該採取措施限制個人透過貸款

來投資股票等金融資產，以避免金融市場波動造成

資產損失，從而加重財務負擔。

“個人應該只用儲蓄或閒錢來進行金融資產

投資，一旦虧損，最多打回原形，但若借貸投資

虧了，不僅將背負沉重債務，甚至有可能走向破

產。”

強化社會安全網機制 金援陷困家庭

其他措施方面，政府應該強化社會安全網機

制。透過自動設置社會安全網，政府可自動向資產

負債表有問題，或高消費傾向的家庭提供針對性的

財政轉移措施，例如失業保險。失業保險計劃可在

人們失業後給予金援，維持家庭償還債務的能力，

從而紓緩家庭透過去槓桿化造成的違約風險。

最後，政府和銀行需要為家債重組提供援手。

政府可以選擇建立自願性家庭債務重組框架

（包括減記），或通過發起政府資助的債務重組計

劃來直接解決家庭債務問題。其實，目前我國已設

立信貸咨詢與債務管理機構（AKPK）來幫助有債

務問題的個人或家庭來重組債務，設法幫助恢復借

款人償還債務的能力，從而防止不必要的倒債問

題。

此外，政府也可以向銀行購買不良抵押的家庭

貸款，再對之進行重組來強化其可負擔能力，然後

再進行轉售，從而抵銷初始成本。

不過，可惜的是，強化社會安全網機制、給予

陷困家庭金援等措施，都需要政府有充裕的財政空

間，而偏偏現在政府最缺的就是財政空間，因此除

非政府財務能力獲得改善，否則短期內落實的可能

性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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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貸款是一把雙刃劍，用的好就獲得一筆額外資

金，若用不好則將造成越陷越深的債務泥澤。隨着

人們的消費觀和生活習慣的變化，現在負債率普遍

很高，但是處理債務不僅需要懂得使用正確的方

式，還要趁早。

負債固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但若礙於難以

啟齒及不及早處理，反而會將自己推入無底深陷的

局面。因此，無論是家庭、企業和國家，解決債務

問題宜早不宜遲，現在就邁出脫離“負豪”的第一

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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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想不到的一帶一路〉系列一�

中國復甦一枝獨秀 一帶一路引領疫後經濟

� �

全球疫情確診數據不斷攀新高之際，有一組數據同樣也正以一枝獨秀的姿態往上拉高，它就是中國的

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在首季達6.8%負增長後，很快地便在第二及三季度分別達到3.2%及4.9%，預計今年

會是少數達全年正增長的國家。

這看似與我國無關的數字，其實透露出許多重要訊息，其中一些敏銳的學者與商人就察覺到，這股勢

頭並不只利於中國，因為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的發展足以牽動全球經濟，甚至在未來5至15年內

改變世界經濟格局，重整全球發展秩序。一切，就在疫情之後，更從共建“一帶一路”時開始……

�

中國是疫後經濟的復甦引擎

對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經濟系教授連惠慧博士而

言，中國帶動全球經濟復甦並不是無稽之談。首

先，單從疫情重創中國經濟後，該國便在最短期時

間內迅速回到過去的經濟表現，就足以看出其經濟

韌性與實力。

第二，中國經濟復甦後，強大的內需需要外來

供應，因此能帶動區域發展，尤其是“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經濟表現。

她也分析，“一帶一路”下有很多發展中國

家，如南亞國家。這些國家需要很多基礎設施來推

動國家發展，可惜缺乏資金，而中國透過“一帶一

路”推動下幫助這些國家推動基建發展。

“疫情後各國經濟低迷，所以龐大資金的入注

無疑將對當地經濟發展打入強心針。”

連惠慧觀察到，由於美國因疫情和早前選舉而

“焦頭爛額”、歐洲因脫歐而無暇理會他國，其他

國家也似乎因疫情而陷入空前危機，反觀中國不僅

對外國的進出口逐漸恢復過去的表現，更開始將疫

苗往外送出。

根據中國外交部截至11月的數據，自疫情發

生以來，中國已向150多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提供物資和技術援助，更為多個國際組織提供280

多批緊急抗疫物資。

因此，連惠慧認為，眼下只有中國能帶動全球

經濟從疫情中復甦，尤其在“一帶一路”推動下，

沿線國家的復甦相信會比歐美來得快。

東盟是個極具活力的經濟體，裡頭也多為發展

中國家，因此中產階級亦逐年增加，購買能力不斷

提高。她認為，東盟將是一股可推動區域經濟增長

的力量，若加上共建“一帶一路”上的努力，整個

區域的經濟發展會一片大好。

為沿線國家帶來希望

馬華一帶一路中心主席拿督陳德欽也有同感。

他認為中國經濟在最短時間內復甦，其實也為“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重振經濟帶來希望。

“中國內需強大，海外購買力高，所以中國經

濟回彈有一定的基礎。再來，中國資金雄厚、市場

龐大，能吸納來自各國的投資。”

陳德欽也是馬華副總會長兼該黨中央對華事務

負責人，他直言，疫情前中國已儼然成為世界經濟

的火車頭，而疫情後，各國經濟能否復甦，我國經

濟能否在疫後起飛，很大程度需依賴中國。

中方數據顯示，今年首三個季度，中國與“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進出口總額高達9600多

億美元，增速較中國全國整體水平高出0.8個百分

點。

大馬方面，我國在第三季度的出口表現大幅度

回彈，主要貨物就是出口到中國。不僅如此，檳州

港口今年8月份的吞吐量較去年高出2%，而中國

同樣是主要的貨運對象。

目前出任檳州港務局主席的陳德欽指出，能在

疫情下交出這樣的成績，無不令人感到意外。據

悉，除了大馬與中國的雙方出口在疫情期間交出

“不可思議的成績”外，中歐班列就在截至11月

為止，開行高達1萬多列，超出去年全年開行紀錄

之際，運送貨物更同比增長54%，達93萬標箱。

這些表現彰顯出“一帶一路”在疫情下的強韌，也

證明了中國在全球經濟復甦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陳德欽為此呼籲國人要充分瞭解‘一帶一路’

的核心價值及當中的機遇：“大家可多參與對接

會、線上線下研討會、博覽會，細心學習與探討商

機。”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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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展現優勢

除了上述例子，“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席拿

督謝詩堅博士也從中國與多個沿線國家的合作中，

發現“一帶一路”在疫情中仍展現強項。

首先，多項國際間的大型基設項目均在疫情期

間取得進展，如中國及泰國就兩國的鐵路一期線上

工程合同達成一致、雅萬高鐵建設實現節點目標、

中寮鐵路全線隧道實現貫通、巴基斯坦拉合爾橙線

項目運營通車，而匈塞鐵路匈牙利段項目主承包合

約也生效。

“疫情前，中國已對全球經濟起着舉足輕重的

角色，如今更是帶動各國走出疫情困境的關鍵。在

‘一帶一路’合作框架裡，沿線國家絕對有希望盡

快走出陰霾。”

謝詩堅對比疫情前後的說法，在大馬投資發展

局（MIDA）數據中獲得佐證。當局資料顯示，雖

然今年疫情來襲，但我國上半年就批准了32項來

自中國的製造業投資，總投資額約18億7600萬令

吉。

今年首8個月的馬中貿易額達800億6000萬美

元（約3319億6900萬令吉）。不難發現，中國在

疫情期間仍積極帶動我國經濟；若沒有疫情，兩國

發展更會創下另一高峰。

成為全球主要推動力

中國駐檳城總領事魯世巍博士接受本報訪問時

說，儘管疫情導致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

投資出現放慢跡象，但整體還是取得不錯的成績。

若把格局放大至全球來審視，中國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在疫情下的貿易往來，將進一步反映

出中國是全球經濟復甦中，最重要的推動力量。

魯世巍指在今年前10個月，中國國家企業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就達

141億1000萬美元（約570億1053萬令吉），同

比增長23.1%，占同期總額的16.3%，更較上一年

提升了3.6個百分點。

中國商務部網站顯示，這些投資主要投大馬、

新加坡、印尼、寮國、越南、柬埔寨、泰國、哈薩

克、阿聯酋、孟加拉國等國家。

網站也顯示，在沿線國家新簽承包工程合同

數額為925億1000萬美元（約3737億8000萬令

吉），完成營業額則為607億4000萬美元（約

2454億1600萬令吉），分別占同期對外承包工程

新簽合同額和完成營業額的55.5%和58.5%。

此外，地方企業在今年前10個月對外非金融

類直接投資達627億5000萬美元（約2535億3700

萬令吉），同比增長11.7%。其中東部和西部地區

對外投資，分別同比增長15.8%和11.1%。

這也是為何擁有經濟學背景的魯世巍認為，疫

情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及投

資影響有限，而從中國對沿線國家的投資數據來

看，顯然的，在“一帶一路”基礎上，中國正對疫

後的全球經濟扮演着刺激區域市場、穩定世界經濟

及帶動全球發展的角色。

魯世巍也點出早前中國在第19屆五中全會上

的一個關鍵，即中國在制定未來5至15年的發展規

劃裡明確提及，會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落實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且促進區域及國際上的

多邊合作。

在區域上，中國與東盟建設中國東盟自貿區，

而無論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或剛催生不

久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兩國

都能達至多邊合作。

至於雙邊合作，中國有5至15年的發展規劃，

即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願景規劃，

我國也擁有自己的5年發展規劃，較早前更推出了

2030年共享繁榮宏願，就此兩國可以在發展規劃

上對接。

換言之，在“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下，我國不

僅有望在疫後經濟的復甦路上，因中國的帶動與刺

激而加快復原速度，未來的發展格局要推高至另一

水平並非不可能，問題是，我們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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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想不到的一帶一路〉系列二�

共建帶路親密夥伴 中國助馬主導東盟

� �

剛過的7月份，來自全球金融市場數據和基礎設施供應商“路孚特”的一份報告，靜悄悄地發佈了出

來。

這份名為《BRI�CONNECT：“一帶一路”倡議背後的數字》的報告出爐時，並沒在國際社會引起太

大關注，倒是一些敏銳的人端倪出裡頭重要的訊息。

他們發現，馬來西亞在共建“一帶一路”的過程中，已經成為中國在亞洲最親密的夥伴國。這不僅能

協助飽受疫情重創的我國經濟加速復甦，還能讓我國在未來5至10年內，成為東盟眾國裡頭極具話語權的

主導國。

�

實際數據或更高，大馬備受看重

“路孚特”數據顯示，“一帶一路”倡議自

2013年提出後，已落實或規劃中的項目共有3164

項，總額達4萬億美元，其中1590個項目屬於“一

帶一路”（總值達1.9萬億美元），其餘的1574項

則為中國參與項目，總金額為2.1萬億美元。這只

是截至2020年首季的表現而已，換言之，實際數

據將更高。

所謂“中國項目”即中國為項目實施機構、顧

問、承包，或融資直接參與有關項目。而“一帶一

路”項目則為倡議下推行或簽署的項目。

報告顯示，按國家排行來看，榜首是俄羅斯

（126個項目，共2960億美元），第二為沙地阿

拉伯（111項目，共1850億美元），而我國則以

57個簽約項目，合計1460億美元排在第三位，成

為東南亞，甚至是亞洲中與中國最緊密合作的國

家。

若只看“一帶一路”項目的話，我國其實單以

逾1000億美元排在第二位。顯然的，我國是繼俄

羅斯後，中國在“一帶一路”下最‘寄予厚望’的

國家。馬來西亞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席拿督謝詩堅

博士是少數看到裡頭奧妙的大馬人。不過，他並不

意外。

謝詩堅點出，“一帶一路”基本分為“新絲綢

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

構想。其中，“海上絲綢之路”正是以馬六甲海峽

為戰略核心地帶，因此我國自然地成為中國的戰略

夥伴。

他指出，馬來西亞地處東南亞的中心位置，扼

守馬六甲海峽，鏈接陸上東盟和海上東盟，並進一

步分析，馬六甲海峽位於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之

間，西北端通往印度洋安達曼海，東南端接南中國

海東南部可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國際水道，甚至對

接着全球人口最多的三大國家，即中國、印度，以

及印尼，因此自然成為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佈

局上，關鍵且有力的根據地。

謝詩堅也是中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客座

教授。他分析，我國自80年代開始，就成為西亞

石油運往東亞的重要通道，每年約有10萬艘船隻

在馬六甲海峽川行，占世界海上貿易量的20至

25%。

“其中有85%的天然氣和石油為中國採購。

明乎此，我國對中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相較立場

不明的印尼、以及關係相對疏遠的印度、日本、越

南及新加坡，馬來西亞與中國的友誼擁有超過45

年的基礎，因此自然成為主要的合作夥伴。

“因此，選擇我國不僅可以突破一些親美國家

的包圍，還能確保馬六甲海峽航道的安全。”

大馬具備更多優勢

除了地理優勢，馬中總商會總會長拿督陳友信

也發現，我國還有其他令中國看重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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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國20%左右的華裔人口其實對馬中

兩國起着同文同種的情意結，加上語言、飲食、文

化的相近，無不為積極走出海外的中國企業提供便

捷。

第二，我國多元種族環境也讓中國能順勢與印

尼、印度、歐美市場對接。換言之，大馬不僅是

中國打進東盟6億人口的窗口，更是對接歐美的橋

樑。再來，我國在回教世界中佔有一定地位，這能

協助中國銜接回教社會，甚至進軍清真市場。

第四，我國的人力市場具備多語跨國人才，知

識水平與技術掌握不低，因此絕對是中國對接歐美

市場的最佳夥伴。這也是為何，對比東盟其他國

家，我國自然成為中國最好的夥伴國。此外，作為

全球龐大人口國家，中國對棕油、橡膠、各種礦

物、石油、天然氣等需求量大，而我國的產量不僅

對準中國需求，也有利於本身的經濟拓展。

“這互補的契合是難得的，尤其在疫情時期，

這樣的互補能解決中國的內需，更能帶動我國經濟

盡快從疫情中復甦。”

提升我國在東盟的話語權

經濟的相輔互助固然重要，但是還有比經濟效

益更重要的東西，是我國政治學者阿末阿多里教授

所在意的。

研究本地政治的他分析，中國已經和全球超過

150個國家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而其核心

理念更被納入在20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甚至

20國集團等國際組織裡頭，這也意味着，任何國

家要與時並進，自然得與“一帶一路”掛鉤。

“這是順應時局的一種發展，不然我們即便不

被排擠，也會遭淘汰。”

此外，崛起中的東盟尚未出現明顯的主導國，

而我國若能順着“一帶一路”勢頭發展下去，無疑

將提升本身在東盟內的話語權。

儘管“一帶一路”經常被部分非華裔誤認為是

純粹的“中國擴張勢力”的策略，但是阿末阿多里

卻認為，國人或許應該宏觀看待我國如何通過這個

倡議，提升自己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

去中心化順應時代的發展

其實“一帶一路”主張去中心化，更希望打造

新多邊主義，而我國在迎接國際新秩序下，自然得

順應和呼應時代。

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張勝軍教授就

表示，歷史上，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歐洲國家對外不

斷擴張，最終建立起覆蓋整個世界的殖民體系，是

謂泛歐體系。

泛歐體系雖然客觀上推動了世界的現代化進

程，但殖民地國家與宗主國之間在政治、經濟和文

化上極不平等。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取代歐洲取

得世界霸主地位，開啟了所謂泛美體系。

泛美體系雖然實現了國家之間表面上的平等，

但美國卻熱衷於干涉他國內部事務，剝奪他國根據

自身情況選擇發展道路的自由。

過去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實為以該國大量提供金

融投資和高端技術為起步，而其他國家則負責生

產。成品的貿易順差，則以美元回流美國，加強美

元的地位。

此外，美國也利用軍事力量和政治霸權，驅動

國際資本定時、定向與定量流向美國金融市場。也

因如此，中國希望借由共建“一帶一路”來打破這

樣局面。

中國是在正在形成的泛亞體系中的重要成員，

但中國並不尋求主導泛亞體系。正如剛剛簽約的

RCEP所揭示的那樣，東盟是該合作協議的倡導

者，中國認同並積極支持東盟在推動地區經濟合作

中發揮重要作用。

他分析，過去數十年，由於發達國家內部治理

失調和政策失誤，導致嚴重貧富分化，種族矛盾難

以化解，政治矛盾驟增，加上外部移民增加的壓力

和衝擊，不少發達國家右翼民粹主義抬頭，致使發

達國家開始不滿於全球化，美國特朗普政府的美國

優先、蔑視多邊合作和大搞單邊主義更是把自由主

義國際秩序推向崩潰的邊緣。

反之，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遭遇挫折的危險時

刻倡導“一帶一路”共同發展，推動經濟全球化朝

着健康方向發展，有利於克服逆全球化的負面衝

擊。

顯然，無論是經濟互惠、區域政治，全球戰

略、抑或世界局勢下，我國與“一帶一路”的合作

皆有其不乏切割的合作關係，而這已經不是兩國純

利益上的往來，而是一場大勢所趨的發展，尤其是

在疫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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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想不到的一帶一路〉系列三�

民間認知局限經貿基建 推廣帶路難關重重

� �

一帶一路倡議在我國提了7年，而馬中兩國在共建一帶一路上更屢次創下驕人的成績。然而，若在草

根民間問起一帶一路，恐怕卻沒有多少人能具體回答。

這樣的局面，除了是因為一帶一路的推展較聚焦在貿易與設施上外，更大原因是許多在地因素所致，

如“冷戰遺緒”、我國政局動盪、政府表述不足、民間推動力度有待提升等。當一帶一路對疫後經濟起着

關鍵性作用之際，我們或許應該正視它在我國推展上所遇到的挑戰。

�

疫情前後，馬中都充滿合作潛能

馬來西亞對華前任特使陳國偉就表示，一帶一

路倡議自2013年提出以來，我國一直是積極參與

建設的重要國家之一。

他說，在疫情爆發之前，兩國的關係更已進入

史上最好階段，無論是從馬中貿易額、中國訪馬遊

客人數、中國對馬來西亞的直接投資數額等，都可

說是創下歷史新高。

雖然冠病疫情爆發重創了全球貿易經濟，當然

也對馬中貿易帶來巨大衝擊，與旅遊有關的經濟活

動幾乎停頓，但馬中雙邊的進出口總額在疫情的新

常態下仍然充滿活力。

“在全球疫情嚴峻的情況下，馬中貿易額仍然

可以保持強穩的勢頭，這是難能可貴的。”

儘管如此，我國在推動一帶一路進程上仍被指

出現力度不足的情況，積極程度也一度被指不如越

南。對於這點，陳國偉分析，東盟區域在歷史上曾

經是國際冷戰的前沿陣地，在美西方勢力的挑撥離

間之下，一些東盟國家至今仍然存有相當程度的

“冷戰遺緒”，這包括“中國經濟威脅論”的陳腔

濫調，到現在為止依然有一定程度的市場，也影響

了一些國家的外交政策。

再來，美國在特朗普時期發動中美貿易戰、中

美新冷戰，對東盟區域肯定也會造成相當的影響，

一些東盟國家對待一帶一路倡議有所疑慮和保留，

或者在政權更迭後調整參與一帶一路的政策。

他指出，站在馬來西亞的角度，我們以貿易立

國，注重多邊外交和多邊主義，在外交上保持高度

中立一直是大馬的基本國策。在疫情肆虐和全球經

濟重創的新形勢下，大馬必須在外交事務和國際貿

易方面拿捏平衡，不能重演“一面倒”的舊冷戰思

維，這才是我國當今的最佳戰略選擇。

被有心人炒作，友族概念模糊

馬中友好協會總會長拿督馬吉德則發現，儘管

近年來友族對一帶一路的認識有所進步，然而還是

不足，間中因素是因為其推廣多聚焦在商貿領域，

或特定族群，所以忽略了其他領域與群體。

“華裔都不認識一帶一路，非華裔對它的概念

自然更模糊。”

該協會多年來一直推動兩國友好發展，涉及領

域包括經濟貿易、文化教育，其中出任會長的馬吉

德更是名友族同胞。

他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就指出，儘管一帶一路是

中國倡議的，但是其涵蓋面甚廣，也不具備任何侵

略性、殖民性目的，因此國人基本上不會太抗拒。

惟由於一帶一路在非華裔群體中沒有很好的宣導，

加上國內種族政治關係經常被拿來炒作，因此不時

產生誤解。

不過，隨着該協會多年積極推動，國內企業逐

漸對一帶一路有一定的概念，然而，企業以外的領

域則需要更廣泛的推動。

“一帶一路是全面的倡議，不只是局限在貿易

往來而已，也包括文化與教育等各層面。”

3因素阻礙進程

檳城四川友好協會會長拿督鄭榮興認為，一帶

一路在我國的推展還未普及主要有3大原因。

第一，目前一帶一路在企業界的推廣較為積

極，雖然文化與教育方面的推展，因大使館、領事

館或吉隆坡中國文化中心近年來的努力下取得不俗

的成績，但是，要走入民間仍需要更多的努力。

“很多草根人士以為一帶一路只涉及中國，再

不就以為它只涵蓋經濟，所以我們需要讓大家知

道，一帶一路和他們有什麼關係。”

第二，由於目前來往中國大馬的直飛班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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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此很多時候兩國的對接都會遇到交通不便的

挑戰。

鄭榮興也是馬中總商會檳州分會代會長，他以

過去推動兩國互動的經驗指出，馬中一些有意合作

的單位常因為需要轉機多趟而覺得困難重重。

“雖然比起過去，來往兩國的航線是增加了，

但是若要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班機航線有必要增

加。”

第三，我國政局動盪也是影響一帶一路推展的

原因。

他指出，一帶一路要在我國推動，政府的立場

與政策都是關鍵，然而，我國近年來政權更迭，政

策朝令夕改，以致中方（企業或官方）看不到一個

明確的方向，因而放慢推展步伐。

“我們看到一些領袖對一帶一路抱着歡迎的態

度，之後卻又出現一些領袖是對中國不太友善，而

現在的政府也可能基於疫情與內政，因而對中國沒

有對一帶一路展現出明確的立場與政策。”

他提醒，即便我國政權能在民選體制下輪替，

但是一些政策決定與對外立場不應經常更換，否則

中方就只能暫時觀望，未能更好的進一步推展。

打出帶路口號沒運作， 
企業魚目混珠起負作用

一帶一路在我國的推展還遇到另一問題那就是

太多民間企業“不負責任”的參與。

馬中大灣區科創聯盟秘書長鄧炯州指出，目前

一帶一路項目之中，最具策略性的還是政府與政

府（包括官企-官企）基建項目，以及大資本民企

（如華為、阿里和騰訊等）參與的項目也是相對穩

定。

不過，最讓人混淆，都是打着一帶一路旗號魚

目混珠的灰色民企項目，法律和融資上都欠奉，進

而影響普通人民對一帶一路的觀感。

再來，他也說，若以各大國資本推動跨國基建

的經驗來看，最重要的還是加強風險管理（尤其是

國情和法律方面），方能確保所有合作發展項目未

來有更完善的監督。

此外，據本報瞭解，自一帶一路提出後，我國

掛着這名號的組織與單位多達100多個。其中，一

些是由本地聞人、商界翹楚所發起，有的委員會更

是由拿督斯裡級人物所領導。惟本報用了一個月嘗

試聯繫這些單位卻沒有下文，有的連組織頁面內容

也沒有更新，運作上宛如空殼。

顯然，這不僅沒有很好地推動一帶一路，更可

能影響他人對這倡議的觀感。中方為了有效推動一

帶一路，中國對外聯絡部就做出了審核工作，鑒定

我國哪些一帶一路單位才是接軌及分享資訊的平

台，其中一個就是馬華內部的一帶一路中心。

遇政權更替，政府未明確表態

另外，作為領導國家的主要機構，內閣對一帶

一路的表述也甚為重要，因此這點也有待加強。

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席謝詩堅博士就發現，除

了早前相對較為親中的前首相拿督斯裡納吉外，之

後的敦馬哈迪醫生就在論述和決定上，一度展露不

友善的一面，而現任政府則因為目前的疫情與政局

動盪的緣故，因而遲遲沒有在共建一帶一路課題上

發表談話。

政府對一帶一路的表述，將對屬下機構、企

業、民間或國家整體大方向起着一定的引導作用。

惟慕尤丁政府對開展一帶一路上，至今仍未做出明

確的立場表態。

縱觀以上種種，不難發現，儘管中國將我國視

為東南亞推展一帶一路的最佳合作夥伴，但要在我

國推動一帶一路仍遇到各式各類的在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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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想不到的一帶一路〉系列四�

中國教授走入學府 向友族宣導一帶一路

� �

去年11月份，多名中國學者在馬來西亞打造了一項創舉。

為了更好地推廣“一帶一路”，這些學者們千里迢迢來到檳城，為300多名馬來大專生講解有關倡

議。這也是首次有中國學者如此多地與本地友族學生分享“一帶一路”觀點，讓有關倡議在推展7年後，

進一步地走入民間。期間，更有不少本地馬來學者分析他們的觀點，讓“一帶一路”撇開單向的宣導方

式，昇華成一種互動交流。

�

機構多，系統化的少

上述交流正好是中國駐檳城總領事魯世巍博士

所期待的。儘管我國出現許多冠上“一帶一路”的

單位，如有來自社團的、教育機構、政黨的，甚至

政府機構的，但是相關的研究卻有欠系統，也不夠

充分，有的甚至也不夠專業。

因此他希望民間團隊、智庫單位，或掛有一帶

一路名義的機構，能多做一些研究與介紹，讓更多

人深入瞭解“一帶一路”。

所幸，檳城開始舉辦多場“一帶一路”的交流

活動，包括由中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客座教授

的拿督謝詩堅博士領導的馬來西亞一帶一路研究中

心，所舉辦的交流座談。大會較後更該將座談後的

精華結集成三語文集，讓大馬各族能瞭解“一帶一

路”。

除了中國教授前來我國為友族不諳中文的友族

同胞講解“一帶一路”外，早前馬來西亞理科大學

人文學院院長納莉瑪教授也透露，目前該學院已有

60名中國學生在攻讀馬來語文學位，包括碩士和

博士。

她預料將來會有更多中國生進入理大，而理大

也將派教師和學生到中國各大學交流。顯然的，

“一帶一路”不僅走入學府，同時更深入民間。這

對穩定疫後的我國經濟來說，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兩國可發展戰略性合作

除了各單位的給力外，魯世巍也認為，在共建

“一帶一路”上，兩國可進一步加強發展戰略的對

接，及推動雙方更多務實合作也是必須的。

他以未來兩國的發展局勢分析，中國未來1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其中一個指標就是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而東

盟未來的整體實力也會加強，地位提升成影響世界

的一股力量。

“馬來西亞是東盟重要成員，就此兩個國家擁

有很多共同點和廣泛的共同利益。這包括發展戰略

是相互契合，經濟上有很強的互補性。就此可以說

中馬在‘一帶一路’上的合作潛力是很大的。”

他也認為，兩國不僅在雙邊層面，在多邊領域

也能加強合作，共建“一帶一路”。

首先，在區域上，中國與東盟建設中國東

盟自貿區；再來，無論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抑或剛催生不久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CEP），兩國都能通過多邊平台深化

中馬合作。至於雙邊合作，馬來西亞推出的2030

年宏願，與中國放眼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

代化的願景規劃，可以進行發展規劃的對接。他強

調，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是內在因素推動的，儘管有

外在因素干擾也改變不了中國與東盟在一帶一路上

的合作，而在疫情後的經濟復甦道路上，“一帶一

路”更是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人民幣成主要交易幣

在共建“一帶一路”上，檳州華人總商會會長

拿督斯裡方炎華有一更大膽的建議--將人民幣充當

亞洲主要交易貨幣。

他認為，隨着印尼開始將人民幣當做主要交易

貨幣後，這樣的可能性是值得探討的，尤其在目前

人民幣相對穩定的情況下，亞洲若是能統一將人民

幣視為主要的區域交易貨幣，料將有助東南亞，乃

至整個亞洲邁向更穩定的發展。他解釋，如今歐美

動盪，經濟下滑，若東南亞使用人民幣，這會讓東

盟國家發展免受歐美動盪局勢影響，同時也能加快

東南亞的成長。

他也建議，RCEP各國或許可以考慮將人民幣

視為主要交易貨幣。

“這對共建‘一帶一路’也是十分有幫助的。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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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也用歐元，若亞洲能統一人民幣為主要交易貨

幣，自然有助整體發展。”他強調，這一做法其實

不是在加強中國的影響力，而是讓亞洲在更穩定且

公平的貨幣下交易，進而順勢提升本身的經濟。

不應該只局限華裔

若你以為共建一帶一路只是政府與企業的任

務，那麼馬來西亞理科大學人文學院歷史部高級講

師陳是呈博士將讓您改觀。

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史及海外華人史的他認

為，儘管“一帶一路”是中國倡議的，但是身為大

馬華裔，自然對祖籍國的號召有一定的感召，不少

本地華裔更對中國的崛起樂見其成。

“所以，多數華裔都對一帶一路抱持着好

感。”

不過他認為，共建“一帶一路”的本質不是惠

及哪個單一種族或某個國家，因此我國各族都應該

參與其中，積極推廣，而不是將之視為只惠及華裔

的國際合作倡議。這也是為何，陳是呈在理大積極

向巫裔本科和碩士學生講解這倡議，更希望共建

“一帶一路”不再只局限在政府與企業，更能衝破

族群間的隔閡。

華裔有一定的角色扮演

馬中總商會總會長拿督陳友信也對此相當警

覺，並溫馨提醒本地華裔應該充當“一帶一路”的

大使，而非加劇友族誤解有關倡議的絆腳石。

他指出，本地華裔對祖籍國的崛起而驕傲是難

免，但也得清楚明白本身的國籍，否則過度的反應

恐怕會讓友族同胞誤解了“一帶一路”。

他主張，我國華裔既然懂得各種語言，就應該

為祖籍國好好地向友族解釋“一帶一路”，讓他們

明白這不是個僅惠及單一民族或國家的合作協議。

“為友族好好講解‘一帶一路’如何惠及大

家，這才是我們身為海外華裔應該做的。而不是為

此驕傲得不可一世，然後讓友族覺得這是純華人的

倡議。”

此外，他也說，儘管“一帶一路”目前在大型

基設及貿易上頗能看出具體成績，但最重要的其實

還是五通裡頭的民心相通。

他指出，政策溝通、設施連通、貿易暢通、資

金融通及民心相通裡頭，民心才是促成所有上述四

通的關鍵，因此希望政府、企業，乃至本地的華

裔，都積極從民心的角度出發，讓國人深入地認識

這倡議，並加以共建。

結語：一首全球的合唱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在談及“一帶一路”時

做出如此一番形容：“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的獨

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而這席話如今放在疫情

大環境下，更顯得格具意義。

目前全球正處於百年一次的世界大變局，疫情

更重創全球經濟，因此我國與中國共建“一帶一

路”顯得格外重要，方才能從疫情中復甦。

首先，在全球經濟大衰退之際，唯獨中國經濟

在第二、三季出現成長，預料也將會是全球少數取

得全年增長的國家，因此全球經濟仰賴中國來恢復

過去的走勢與活力是必然的。

再者，當世界秩序重列之際，中國及東盟等亞

洲新興國家崛起的態勢是不會改變，而共建“一帶

一路”，自然能助我國順勢提高國家整體實力，進

一步奠定本身在東盟內的地位。

當然，這過程中或許出現許多的外在影響，但

是只要企業積極參與、民間積極推動、華裔也扮演

好自身的角色，加上當權者能洞悉其重要性，並前

瞻性地看待“一帶一路”，我國的發展勢必能提升

到另一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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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客工前路遇卡〉系列一�

越堤無著落 留鄉難謀生 大馬客工前路遇卡

� �

每天清晨5時左右，天未破曉之前，新山關稅、移民與檢疫大廈（蘇丹依斯干達大廈�）關卡就有約

30萬輛以上的摩托車開始成群結隊，準備越過柔佛長堤到彼岸的新加坡工作。這是過去數十年來，新山

關卡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情景。

然而，一場疫情，加上馬新兩國為阻斷病毒傳播而採取的封城鎖國措施，令這一幕已消失了將近4個

月。

在兩國封城鎖國之前趕回大馬，至今一直滯留在國內的大馬客工，是否有望一如柔佛州政府所言，大

部分將重新受聘，回到新加坡工作？抑或，大馬客工可能面臨大洗牌的局面？

�

曾笳恩：暫無法回獅城 
客工或“大洗牌”

民主行動黨士都浪州議員曾笳恩和柔南中小企

業公會顧問鄭己勝異口同聲地指出，馬新兩國遲遲

未開放門戶，目前“滯留”在我國，仍無法回到新

加坡工作的大馬客工，確實有不少正面臨丟失獅城

飯碗的危機。

曾笳恩更以“大洗牌”來形容大馬客工的命

運。

曾笳恩曾擔任柔佛長堤關卡特別專案小組主

席，近年持續處理新柔兩地出入境的相關課題，也

曾在疫情期間協助滯留在新加坡的大馬客工回國，

對大馬客工課題有相當深入的瞭解。

他日前接受《南洋商報》電訪時指出，如果大

部分大馬客工有望回到新加坡工作，那當然是好

事，但屆時的情況是否真的如此，仍有待時間證

明。

他說：“本地僱主和僱員，以及大馬客工和新

加坡僱主，甚至是整個柔南經濟圈的生態，都正面

臨大洗牌的局面。

“暫時無法回到新加坡工作的大馬客工，正面

臨職業變化或轉型，部分可能已在本地找到其他工

作，因此放棄回到獅城工作，部分甚至留在本地創

業。

“在政府暫時凍結聘請外勞之際，本地僱主則

面臨員工短缺的問題，如果改請原本在獅城工作的

大馬人或其他本地人，則必須付出較高薪金。”

獅城企業“瘦身”

至於新加坡僱主，基於在新加坡經濟衰退之

際，獅城企業普遍會展開“瘦身”及削減成本，重

組業務和重新評估人手結構時，或將以新員工取代

原有的一些員工，或只留下有競爭力的員工。

“因此，沒有競爭力的大馬客工，以及從事兼

職、短期工作，以及沒有工作準證的大馬客工，將

在這波失業危機中首當其衝。”

他進一步指出，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馬客工，有

許多不是沒有工作準證，就是從事短期或臨時工

作，這些群體有不少目前仍留在大馬，面臨將來回

到新加坡時，已失去原本工作的風險。

“沒有工作準證的大馬客工，有許多是打散

工，或當餐館招待員、從事清潔工作等，如今新加

坡各行各業已陸續復工，而這些人還沒回到新加

坡，他們的工作可能已被他人取代。”

他補充，仍有相當大部分的大馬客工，將逐步

回到新加坡工作，畢竟1新元兌3令吉的外匯兌換

率還是很吸引大馬人，但由於新加坡經濟預計至少

需一年恢復元氣，大馬客工目前的“大洗牌”過程

仍會持續一段時日。

鄭己勝：難獲同等薪酬 
無法赴新工作陷兩難

據瞭解，新加坡大馬客工分佈在各行各業，而

且從企業高層到基層員工、低端技工等都有許多大

馬人在內。

鄭己勝說，就以持有工作準證的大馬客工為

例，有不少因為工作準證已到期，而無法回到新加

坡工作。

“我認識的一些大馬客工，月薪高達1萬至1

萬5000令吉新元，馬幣就是3萬至4萬5000令吉，

他們是少數的高薪打工族。

這些人目前面臨如果無法回到新加坡工作，將

失去數額可觀收入，卻又無法在國內找回同等待遇

李治宏《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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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兩難局面。

他說，一些在新加坡工作20至30年的低層員

工，例如清潔女工，月入一般也有2000新元以

上，折合馬幣就是6000令吉以上，在我國已屬於

高薪人士。

至於月入較低，例如1200至1500新元的大馬

客工，則由於新加坡房租偏高，至少300新元一

房，無法住在新加坡，必須每天往返新柔兩地。

黃山忠：客工失業言之過早 
獅城僱主續聘大馬人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總會長黃山忠則認為，在馬

新兩國政府仍在協商重新開放邊界事宜之際，目前

談論大馬客工在新加坡的“命運”，仍屬言之過

早。

他接受《南洋商報》越洋電訪時說：“冠病疫

情衝擊全球，對各國經濟影響很大，新加坡一些工

商領域也還未復工，有關在新加坡工作的馬來西亞

人接下來會否失去工作，目前沒有人能說得準。”

但他相信，新加坡僱主普遍仍會繼續聘雇大馬

人，這是一般僱主的意願。

據外交部長拿督斯裡希山慕丁本月初表示，大

馬政府還在就落實開放邊界事宜，與冠病綠區國家

進行談判，包括新加坡、汶萊、紐西蘭、日本、澳

洲和韓國。

其中，馬新邊境開放談判分為4個類別，即涉

及兩國關鍵業務與官方事務的互惠綠色通道、週期

性通勤安排、讓持有長期移民准證的大馬人與新加

坡人能定期往返各自國家一段時間；大馬人與新加

坡人每日上下班：以及全面開放邊界。

根據希山慕丁和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醫生本月

14日發佈的聯合文告，馬新兩國放眼於8月10日，

落實在邊境實行互惠綠色通道與週期性通勤安排方

案，滿足兩國不同跨境旅客的需求。

新山經濟首當其衝

由於馬新兩國尤其是柔佛和新加坡經濟唇齒相

依，大批大馬客工可能失業或已經丟失飯碗，不僅

對他們本身和家人的生計帶來很大衝擊，更對大馬

尤其是柔南一帶的經濟帶來連環負面影響。

事實上，疫情爆發後，由於我國實施管控令

下，外國遊客暫時禁止入境我國，柔州經濟已放

緩，尤其旅遊業和服務業領域面對巨大衝擊。

鄭己勝就直言，大馬客工無法回獅城工作，連

帶新山一帶的經濟活動也大受衝擊。

他指出，大馬客工滯留新山，以及新加坡遊客

暫時無法入境，令新山市區方圓10公里的各行各

業首當其衝。

“尤其是零售業、飲食業及以新加坡遊客及大

馬客工為主要客戶群的領域，生意都大受影響。”

曾笳恩指出，以月入2000新元以上的大馬客

工為例，他們普遍都有能力買車買屋，有許多在新

山購買房子，一旦失業，無法像以往般大舉消費，

肯定對柔南尤其是新山消費市場產生很大衝擊。

“大批大馬客工失業，肯定會對地方上的經濟

活動帶來打擊，加上大馬和新加坡目前皆封城鎖

國，兩國人民無法離境出國，過去每天約3萬5000

名往來兩岸的新加坡人無法入境，已對地方上的經

濟產生很大衝擊，各行各業都深受影響。

餐飲零售業跌90%

他補充，一些領域如餐飲、零售業等業績已

暴跌80至90%，許多大馬客工失業或暫時無法工

作，以及大批新加坡人無法入境，對經濟帶來的衝

擊已立竿見影。

曾笳恩補充，新山市郊一帶的經濟活動受影響

程度則相對較小，畢竟客戶群都是當地人為主。

據柔州大臣哈斯尼說，由於中國和新加坡遊客

不能入境我國，造成柔州的房地產受影響。中國和

新加坡買家是柔州10大房產投資者之一。

他日前在公佈柔州政府應對疫情衝擊，重振柔

州經濟的7大倡議時說，旅遊業現在遭受比2003年

的非典型肺炎更嚴重的衝擊，2020柔佛旅遊年已

被迫展延至2022年。

“據統計，柔州流失了1740萬旅客和840萬

留宿遊客，酒店業面對超過30%損失。”

此外，許多中小企業面對營業驟減一半，現

金流問題造成的直接影響，估計將導致柔州5%至

10%中小企業被迫結業。

“柔州的失業率預料將不斷攀升，有多達17

萬3000人會失去工作，這是因為柔佛經濟依賴新

加坡，旅遊和服務業發展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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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客工前路遇卡〉系列二�

大馬越堤族工作無人填補 獅城僱主申請員工回流

� �

絕大部分的大馬客工長期在新加坡打工，為的都是外匯兌換率下，相等於國內3倍的薪金。

但也有一些大馬客工除了“看錢份上”，當初會離鄉背井到獅城打拼，也為了提升技能或手藝，希望

自我提升之餘，回馬後也能對國家貢獻一分力。

但一場無情的冠病疫情，會否改變這一切？

�

僱主申請分批回新

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馬客工，除了每天往返新加

坡和新山兩地的“越堤族”，也包括長期定居在獅

城的大馬人。

《南洋商報》分別訪問了一名已取得新加坡永

久居民證，疫情爆發及馬新兩國“封城鎖國”後一

直留在獅城工作；以及一名在新加坡實行阻斷令前

回馬，至今“滯留”國內無法返回獅城工作的大馬

客工，道出他們的經歷和心聲。

在新加坡一家半導體公司工作的張明輝指出，

目前，有許多在新加坡封國之前回馬的大馬客工仍

留在大馬，這造成新加坡有許多工作空缺沒人填

補，而僱主一般會要求其他留在新加坡的大馬籍員

工加班，或跨部門，處理其他人手短缺部門的工

作。

張明輝在獅城工作已長達20年，並已取得新

加坡永久居民證。

據他觀察，新加坡一些企業仍有保留大馬員工

的職位空缺，而目前已有越來越多大馬員工陸續回

到新加坡的工作崗位。

“其實，現在新加坡政府已放寬管制，讓外國

客工分批回到新加坡。

“外籍醫務人員大多獲准回到新加坡，畢竟疫

情期間，新加坡最需要前線人員。

“若是服務業、製造業員工，則一般不獲准回

來。”

他指出，持有工作準證的大馬客工，一般上都

會被允許回到新加坡，最重要是僱主向新加坡人力

部申請。

“新加坡僱主必須向新加坡人力部申請讓外國

客工回來，人力部批准後，在指定的日期，他們

（客工）才可以回來。

抵新須隔離14天

“外國客工回到新加坡都須隔離14天，並在

檢測後證實沒有確診，才獲准回到公司上班。

“檢測費用是由企業或政府承擔，但封國之後

才回到新加坡，則由個人承擔。

他指出，新加坡僱主每個月都須支付客工人頭

稅，而在疫情期間，新加坡政府一直給予人頭稅回

扣。

“若有客工來不及回到新加坡工作，僱主須向

人力部呈報，人力部核實後，將把已支付的人頭稅

退回給僱主。”

電子業最需要馬印菲越客工

“人手短缺的原因很多，包括有一些大馬客工

目前還滯留大馬，無法回到新加坡。”

新加坡電子業目前仍面臨人力短缺，尤其是大

馬、印度、菲律賓和越南客工的需求最高。

張明輝指出，電子業景氣目前仍不錯，就以他

本身的公司來說，公司生意仍然很好，甚至供不應

求，還盡量安排員工加班。

“生產線員工能夠加班的，就盡量被安排加

班，或被安排支援其他人手短缺的部門，包括技術

人員去做操作人員的工作。

客工可被替代隨時失飯碗

張明輝認為，每個領域的大馬客工都有可能丟

失飯碗，因為沒有一分工作是完全不能被替代的。

但他強調，即使大馬客工失業，也不難在新加

坡找到其他工作。

“新加坡的工作機會還很多，就看你願不願意

做。”

針對新加坡大選在即，或將優先着重保住新加

坡人就業機會的說法，張明輝指出，新加坡政府一

李治宏《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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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都有以本地員工的政策，例如必須保持多少本地

員工對客工的比例，例如聘請一名本地員工，可以

請2位客工。

“這不是因為新加坡大選，才有這樣的政策。

然而，請本地人，不代表公司的績效一定提升，但

成本肯定增加。”

2周無薪假難維生  
廚師趁鎖國前回馬

不是每個人都是那麼幸運，在新加坡當廚師多

年的楊偉杭，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現年28歲的楊偉杭早在中學畢業後即到新加

坡工作，21歲那年回到家鄉怡保，做了幾年生

意，輾轉又於25歲那年再到獅城打工，至今已有3

年。

不過，一場冠病疫情，以及馬新兩國為阻斷冠

病傳播鏈而採取的封城鎖國措施，所引發的連鎖效

應，令他頓時陷入困境。

多年來不曾轉行，一直從事飲食業的楊偉杭指

出，儘管新加坡實行冠病阻斷措施期間，其公司一

直有持續營業，但由於公司強迫每名員工請兩個星

期的無薪假，他和數名屬於中低層的同事被扣除一

半的薪水後，若留在新加坡或新山將難以求存，只

好趕在新加坡封國之前回到怡保。

加上大馬在行動管控令下，國人也不准出國，

馬新兩國至今也仍未開放讓兩國人民互訪或到彼岸

工作，楊偉杭這一回鄉，就滯留在國內至今。

“我們平日都是越堤維持生計。由於我們儲蓄

不多，無法長住在新加坡。疫情爆發初期，新加坡

政府有為客工提供住宿補貼，但到了4月已經沒有

補貼。

“雖然大馬3月18日起實行管控令後，我們已

預計管控令會延長，但沒想到過後輪到新加坡疫情

全面爆發，兩國解封都遙遙無期。在沒有辦法之

下，我和幾位同事只好向公司申請無薪假期，以停

薪留職的方式回來怡保，但我們也是經過多次申請

後才獲公司批准，陸續的回來大馬。

只好等公司消息

“雖然當時新加坡僱主口頭上行答應保留我們

的工作準證，我們也用新加坡勞工部的應用程式，

檢查過我們的准證確實仍獲得保留，但公司過後沒

有再給我們任何回應，所以我們暫時也好等待消

息。”

他續稱：“回馬後，我們當然也有想到要回去

新加坡，但這需要由僱主向新加坡人力部申請，而

回到新加坡將先被隔離14天，隔離等程序的費用

都是自費，這筆錢對我們是一筆龐大的數字，我們

根本無法拿得出這筆錢。

“當然，結果也和我們預計的大致相同，所以

我和幾位同事目前都暫時無法返回新加坡工作，只

能在國內等待馬新兩國解封的消息。”

越堤工作學新技能

楊偉杭坦承，在這情況下，他們確實面對失業

的風險，因為他們在新加坡的工作，可能會被其他

人取代。

“（在新加坡）再找到工作並不容易，雖然不

代表一定找不到，但相對的機會很少。”

他認為，此次疫情影響範圍太廣，幾乎每個經

濟領域都受打擊，因此各行各業的員工都有可能丟

失飯碗。

他說，當初決定到新加坡工作，除了賺取更多

的收入，最重要是見識和學習不一樣的手藝和技

能，因為飲食業在不同工作範圍有着不一樣的技術

含量。

他認為，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馬人不願回馬工

作，通常主要是因為收入將大減。

“所謂的收入，不一定是1新元兌換約3令吉

的匯率因素，因為即使撇除貨幣兌換率，馬新兩地

同樣的工作和同樣的職務，薪金還是有一定的差

異。

“其實，每個人都記得當初到新加坡工作是為

了什麼。而選擇回來大馬，是因為這裡始終是自己

的國家。對我而言，學習新加坡的強處來幫助祖

國，而非一味認為外國的月亮比較圓，這是我國在

海外工作者應盡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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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客工前路遇卡〉系列三�

三語能力強刻苦耐勞 大馬客工受職場歡迎

� �

重返獅城工作之路，若因新加坡阻斷令而連帶被“阻斷”，大馬客工何去何從？

這些疫情前每天往返馬新兩地的“越堤族”該如何另尋出路，而回來大馬工作是否可行，本地僱主又

是否願意“伸出援手”？

抑或，留在大馬工作只是過渡時期的權益之計，有朝一日，大馬客工還是會再度越堤謀生？

�

由於大馬客工尤其是華裔普遍上擁有三語能力

強、刻苦耐勞、認真學習及適應能力強的長處，他

們一直是職場上廣受歡迎的打工族。

柔南中小企業公會顧問鄭己勝就指出，大批優

秀大馬僱員為求更高收入，外流到新加坡工作，一

直是本地僱主的一大遺憾。

“新加坡所得（大馬客工），正是我們所失。

事實上，新加坡有今日的成就和地位，大馬客工這

麼多年來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所以新加坡不應因為

一場疫情，而這麼對待大馬客工。”

鄭己勝是日前接受《南洋商報》電訪時，針對

新加坡早前曾發表該國收窄工作準證政策的言論，

這麼回應。

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黃循財說明，目前人在新

加坡並持有工作準證的大馬客工，可繼續在該國工

作，同時指阻斷措施結束後，即使新加坡允許大馬

客工入境，也會確保那些是新加坡真正需要的員

工。

新加坡政府收窄工作準證政策，不少在獅城謀

生的大馬客工也將受到影響，他們紛紛在社交媒體

發文，申訴返新申請“凶多吉少”，更有客工反映

向新加坡人力部提出6次返新申請都無功而返。

新加坡人力資源部長楊莉明披露，新國人力部

截至5月已接獲8萬份回新工作申請，但只有少數

獲批。

生產力提高5倍

大馬客工的優缺點？

“一過長堤，生產力馬上提高5倍！”

鄭己勝指出，新加坡企業的在職培訓與再培

訓、技能提升等工作非常出色，生產力也非常高，

大馬客工經過當地企業的培訓下，工作技能和生產

力也相應提高。

他說，大馬生產力機構曾有一項調查報告指

出，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馬客工，比大馬打工族的生

產力高出5倍之多。

此外，猶如“喝過洋水”一樣，到過新加坡打

工的大馬客工，有一定的國際視野，國際觀或世界

觀是他們的優勢之一。

不過，大馬客工尤其是長期在新加坡工作者

的缺點，在於他們長期耳濡目染下，也深受“怕

輸”、“怕死”文化影響。

“無可否認的是，一些在新加坡工作多年，

目前40至50歲的大馬客工，如今內心相信都很糾

結。

“這些人糾結於過去多年來，每天凌晨4至5

時出門，晚上8時至9時才回到家的早出晚歸，如

今存了一些錢，是否該回來大馬，例如創業做點小

生意。”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總會長黃山忠盛讚大馬客工

大多很勤勞，而且在工作上的各種優勢，其實和新

加坡人沒有什麼兩樣。

他接受《南洋商報》越洋電訪時說：“刻苦耐

勞是大馬客工的其中一大優點。試想像，他們之中

有許多都是每天清晨一大早就越過長堤來到新加坡

工作，這種長期累積下來的精神，非常不簡單。”

“其實，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關係非常親近，兩

國人民之間也密不可分，分不出你我。

“大馬人和新加坡人其實沒有什麼兩樣，我們

不會將大馬僱員稱為外勞，我們不會特地問馬來西

亞人，你是從哪裡來的。”

僱主“請不起”大馬客工

本地僱主會否吸納大馬客工？

柔南中小企業公會顧問鄭己勝直言，基於4大

主因，大馬僱主尤其是中小企業，吸納大馬客工的

可能性不高。

第一當然是大馬客工的薪金，尤其是折換馬幣

後偏高，絕大部分的大馬僱主都“請不起”大馬客

工。

李治宏《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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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些大馬僱主願意給予大馬客工同樣的

薪酬待遇，習慣了高收入和新加坡生活與工作環境

的大馬客工，也未必肯回馬工作。”

第二，大馬客工是否願意“放下身段”，屈就

於比新加坡收入少了一大截的工作？

“那些月入3萬至4萬令吉的高薪大馬客工在

新山居住，每個月的房屋貸款供期高達4000至

5000令吉者大有人在，他們已習慣了這樣的生

活，他們會願意接受遠比新加坡少的收入嗎？”

第三，新加坡畢竟是一個先進國家，當地中小

企業的基礎和技術水平一般高於大馬，習慣了新加

坡工作環境的大馬客工，願意回來大馬嗎？

第四，“做不久”。即使大馬客工願意回來大

馬工作，許多僱主也擔心他們做不久，因為一旦新

加坡經濟好轉，並找到新的工作機會，他們肯定會

回去新加坡工作。

曾笳恩則形容，對大馬客工和大馬僱主而言，

目前是處於“兩難”的局面。

他說，對大馬僱主而言，由於在新加坡工作的

薪金遠比大馬高，若吸納這些回流祖國的大馬客

工，無疑將增加薪酬開支，提高營運成本。

但對大馬客工來說，如果因在新加坡失業而回

來我國就業，薪金頓時將少了許多，可能無法應付

日常生活開銷。

“舉例說，原本月入2000新元（約6000令

吉）的大馬客工，在新加坡失業而回來大馬工作，

僱主不可能給予高達6000令吉的薪金，頂多是給

予比其他大馬員工薪水高一些的月薪，例如3000

至4000令吉。”

關卡關閉返鄉創業

大馬客工還有哪些出路？

柔佛塑膠廠商公會會長陳威見指出，據他瞭

解，近期有些無法回到新加坡工作的大馬客工，紛

紛自己創業，例如經營小生意、當小販等。

他說，另有一些大馬客工則在手停口停下，暫

時到柔佛州內的工廠打工。

但他直言，大部分的大馬客工都在等待馬新兩

國重新開放關卡，以回到新加坡工作。

“畢竟，單是1新元兌3令吉的匯率因素，令

許多大馬客工無法放下這個馬新兩地工作收入的最

大差異。

“新加坡客工的優點在於他們一般都很專業，

但問題在於他們的薪金要求很高，本地僱主永遠都

無法滿足他們的薪酬要求。”

他指出，就塑膠業而言，目前業者普遍仍面對

員工短缺的困境，畢竟本地人一般都不願從事這類

工作，遑論原本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馬客工。

“許多塑膠廠的工作環境悶熱，本地人普遍不

願做，但礙於政府凍結引進外勞的政策，我們目前

也無法聘請外勞填補空缺。”

放下身段勿選工作

民主行動黨士都浪州議員曾笳恩奉勸因在獅城

失業而回到我國的大馬客工放下身段，與其繼續失

業沒有收入，不如先接受收入少於之前的工作，再

另做打算。

他也提出2個解決方案。第一，為解決大馬客

工失業的問題，政府為聘請大馬客工的僱主提供稅

務獎掖。

第二，銀行為聘請大馬客工的企業和商家，尤

其是中小型企業，提供現有貸款再融資，讓面對冠

病疫情和行動管控令衝擊而生意大跌的商家，減輕

現金流壓力之餘，有能力更快的復甦業務和轉型，

並聘請更多人手。

“舉例，商家原本貸款額是50萬令吉，攤還

了5萬令吉，目前尚欠45萬令吉，那麼，在現有客

戶再融資的方案下，銀行再放貸5萬令吉予有關商

家。

“銀行不是放貸給新的客戶，而是繼續為現有

信貸記錄良好的客戶提供融資，這樣做的好處在

於，一來降低客戶倒債風險，二是可以較快審批有

關融資。

應回國發展貢獻經濟

鄭己勝認為，此次疫情及各國封城鎖國，反而

是新加坡客工可以趁機省思的一次契機。

他指出，新加坡實施阻斷措施和大馬行動管控

令下，回到大馬後一直滯留國內，無法回到新加坡

工作的大馬客工，必須勇於面對現實。

“這些客工必須面對的現實是，他們在新加坡

的工作準證已經到期。而且，疫情過後，他們已未

必是僱主的必然選擇，新加坡僱主反而會以聘請當

地人為主。”

他勸勉那些已達成當初到新加坡打工目標的大

馬客工，應回國作出本身的貢獻。

“我個人認為，憑着他們在新加坡累積的工作

技能和經驗，他們應該回來貢獻祖國，做點小生意

也好，畢竟這裡的創業門檻比新加坡來得低。

“他們也可回馬設立中小型企業，政府有提供

各項援助。”

拿督高程祖財經報道獎��-�佳作獎�∕�173



丹斯里鄺漢光 

體育報道獎

陳敏智、黎海陽《星洲日報》

潘有文《中國報》

許雅玲《中國報》

大� 獎∕�〈師徒再拼一回〉系列

佳作獎∕�〈從歸化球員看國足〉系列

� � � � �〈華小體育運動〉系列



〈師徒再拼一回〉系列一�

俊虹有一股堅持的信念‧楊祝梁再拼一下

� �

“張俊虹比較有一種堅持的信念，而且她也擁有在奧運會奪牌的實力，既然她想要，要再拼一下，那

（我倆）就努力一下唄！”

前大馬跳水隊總教練楊祝梁，在談及重回馬來西亞執教張俊虹一事時，說出了以上感想。

午後的武吉加裡爾水上中心陸上訓練館，寂然無聲，熾熱的金黃色陽光霸道地躺在場館外的空地上，

讓人沒有一絲的立足之地，急匆匆地鑽進那陰涼的陸上訓練館內。

�

睽違大馬近3年首次接受專訪

只見前世界跳水冠軍張俊虹在入口處專心地進

行着伸展熱身動作，記者倆走進門也毫無察覺，倒

是坐在館中央的楊祝梁一眼就看到了我們，颯爽地

起身迎了上來，微笑地與記者擊拳問好。

久違的楊教練，風采依舊，一樣親切爽朗，這

是他自2017年杪約滿離開大馬跳水國家隊之後，

第一次接受本地媒體的專訪。

從商展開雙軌生涯

2017年杪，楊祝梁與大馬跳水隊分道揚鑣

後，展開了雙軌生涯。目前，他正職為從商，而跳

水教練成了兼職。

同時，楊祝梁在年歲漸長下，人生觀也產生了

變化，如今家庭、健康與賺錢為其生活重心，理想

則是“有錢有閒”時才去達成。

2017年世界水上運動錦標賽，大馬跳水隊由

張俊虹於女子10公尺個人跳台摘獲隊史首金，也

是楊祝梁執教時期的一大突破。

卸任前投資未雨綢繆

但當年隊內也開始傳出負面消息，讓年末約滿

的楊祝梁察覺“一絲不對勁”，開始在另一領域進

行投資。當年12月31日合約到期未獲續約、卸下

大馬跳水隊帥位後，楊祝梁隨即返回妻兒所在的澳

洲，並無縫接軌展開從商生涯。

持有澳洲永久居留權的楊祝梁如今從事售賣羊

毛靴、羊毛衫、奶粉、櫻桃等澳洲本土農產品和保

健品的生意，並不時返回中國故鄉，探望已年邁的

父母與其他親友。

重心已擺在照顧家人

楊祝梁坦言，“以前專注事業（跳水教練）發

展，如今覺得賺錢更重要，有錢才能照顧家人，

讓家人擁有更好的生活，也才能從事自己喜歡的

事。”

楊祝梁：幸運仍能從商

雖在跳水執教生涯闖出一片天，但楊祝梁對於

跳水運動的熱忱並非天性使然，而是後天產生。

楊祝梁透露，他在幼時被選為國家專業運動

員，從小便定向培養（還包工資食宿），即使退役

後也將獲分配教職等其他工作。

楊祝梁直言，“從小付出太多，漸漸產生（對

跳水的）熱愛，同時也斷絕其他發展機會，我能從

商是運氣比較好。”

誠如其所言，在生意上軌道後，楊祝梁此前曾

應朋友之邀，在台灣短暫擔任客卿教練，組織講

學、集訓和教練培訓等活動（包括旅遊），如今也

與張俊虹再續前緣。

千里馬常在伯樂難求 
張俊虹楊祝梁再迎挑戰

沒有了伯樂，千里馬也難再展才華。國家體育

理事會（MSN）或許看到了這一點，誠心邀請楊

祝梁重出江湖，專門指導張俊虹一人。

詢及楊祝梁再度來馬執教的緣由，楊教練說：

“國家體育理事會去年杪聯繫了我，問我要不要

再帶張俊虹征戰奧運會。雖然張俊虹年齡比較大

（30歲），但我仍然覺得她可以。俊虹自律好，

對自己有要求，她想做，那我們就要幫她做起來，

對吧！”

陳敏智、黎海陽《星洲日報》

丹斯里鄺漢光體育報道獎��-�大獎�∕�175



“張俊虹比較有一種堅持的信念，這一點是

最重要的。而且，馬來西亞還沒有過奧運會的金

牌，她也曾經拿過世界冠軍，在奧運會也有這個可

能。再說這種機會不是每次都有的，奧運會4年一

屆過了就沒了，她想要再拼一下，那麼就努力一下

唄！”

張俊虹9歲被周希洋發掘

從張俊虹身上，的確讓人看到了堅持、永不言

棄的精神。

來自霹靂怡保的她在9歲那年被中國籍教練周

希洋發掘，並在周老教練嚴格教導下打下了紮實的

基礎，並在4年後、即2004年進入了武吉加裡爾體

育學校。

2007年就為大馬跳出東運會金牌的張俊虹，

隨後在水平更高的國際大賽也漸有斬獲，2010年

廣州亞運會摘銅、2014年仁川亞運會獲1銀1銅。

而在2017年，張俊虹迎來了生涯巔峰，她在

布達佩斯游泳世錦賽中打破了中國夢之隊的雙保

險，力壓裡約奧運會的金銀牌得主任茜和司雅傑，

贏得了女子個人跳台賽金牌。這一枚份量極重的金

牌，也是大馬歷史上第一個奧運項目的世界冠軍。

榮耀背後伴隨着傷病辛酸 
俊虹視每次受傷為一次成長

不過，張俊虹榮耀的背後，卻是大家看不到的

傷病辛酸。

跳水動作的翻騰、跳板等，讓腰傷、膝傷都長

期伴隨着俊虹。單是近幾年的也有腳傷手傷，就如

2018年俊虹備戰黃金海岸共運會時右手腕受傷，

被迫打止痛針比賽；同年備戰雅加達亞運會時，再

傷了其膝蓋，無奈緣慳該屆亞運會，隨後動了手術

又休養了大半年。

越坎坷越勇敢

年齡漸大不僅體能有所影響，傷勢恢復也比較

困難，若張俊虹沒有那一股堅持不渝的心志，恐怕

很難這樣一路熬過來了……

但俊虹樂觀面對的心態，卻是值得我們去學

習，就如她在臉書上自我鼓勵的詞語：“越坎坷越

勇敢，把每次受傷當作一次成長；越勇敢越堅強，

誰不是一邊受傷一邊成長？”

預告：第二篇，在楊祝梁心中，張俊虹到底是

個怎樣的弟子？而更讓大家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

何以當年楊祝梁與大馬泳總在極不愉快的情況下分

道揚鑣，如今他卻仍願意放下恩怨，不計前嫌再奉

獻自己的專業與時間？讀者們且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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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徒再拼一回〉系列二�

為愛徒再回馬執教‧楊祝梁已不念過往

� �

楊祝梁前後2度執教大馬跳水隊十餘年（2001至2005年；2008至2017年），但最終不歡而散。雖

時隔30個月重歸大馬執教，但楊祝梁表示沒什麼特別感覺，直言自己已不念過往。

張俊虹這一次再獲得楊祝梁執教，可謂迎來了“及時雨”。因為俊虹在2018年5月參加了喀山站世

界系列賽，並在8月因膝傷動了手術之後，就沒有參加過任何比賽，甚至沒參加系統化的訓練，導致她狀

態與士氣都陷入低迷。

一直到2019年11月，張俊虹在國家體理會和大馬青年及體育部協助下，前往中國北京接受楊祝梁的

單獨訓練，繼2017年杪之後再續師徒緣。

�

體理會盼張俊虹能3征奧運

體理會此番資助，就是希望張俊虹能在世界盃

跳水賽達標，從而繼2012、2016年之後，再踏上

奧運會舞台。

後來因冠病疫情影響，張俊虹今年初先回馬，

楊教練則在3月才抵達馬來西亞，原定為張俊虹備

戰隊內賽（後來取消），隨後卻因大馬政府頒布行

動管制令，而長期逗留大馬。

在今年6月大馬跳水隊復訓後，楊祝梁也久違

地重返武吉加裡爾水上運動中心，監督指導張俊虹

的訓練。

楊祝梁：奧運先達標才想爭牌

詢及楊祝梁時隔幾年重新教導張俊虹有什麼不

同時，楊教練說：“沒什麼不一樣，反而是她對自

己的要求更高了。”

楊祝梁表示，他現在只是拿臨時合同，到今年

12月，所以還無法說得太遠。

“現在的我，只是引導她一步一步地走，保證

她要達標。奧運會達標了之後，然後再說後尾的

事，就是要爭取奧運會獎牌，或者是什麼，對吧？

這是一步步的事，現在考慮那麼多，也完全沒有意

義。”

發揮正常晉奧運不是大問題

不過楊祝梁表示，張俊虹要達標晉級奧運會，

基本上不是什麼問題。他說：“綜合各個賽事的水

平來看，一般來說280分就足夠達標了。比如10公

尺跳台5個動作，每個動作平均50多分左右就能達

標。”

“而張俊虹的水平是什麼？像2017年世錦賽

她奪冠的分數是397.5分，比280分高出百多分，

只要說她不要有傷病，保持正常的發揮的話，那麼

奧運會達標就不是一個特別大的問題。”

“那麼奧運會達標之後，再考慮拿獎牌的事。

而拿獎牌需要多少分呢？世界比賽，一般380分就

穩拿獎牌了，而在奧運會跳出360多分就有可能拿

獎牌了。”

未來難料，注重當下更重要

雖然楊祝梁與國家體育理事會的合同只到今年

結束，明年能否帶領張俊虹復出參賽，並挺進東京

奧運仍是未知之數，但他仍表示，“注重當下，不

考慮未來，今天把今天的事做好就好。”

對細緻質量要求高 
楊祝梁：俊虹具工匠精神

對於愛徒的堅持，楊祝梁感歎難得，而他表示

張俊虹還有個優點，就是受教，而且還具備了“工

匠精神”。

楊祝梁說：“俊虹挺聽話的，訓練方面她從來

不打折扣，我們提的要求，她都會百分之百的努力

去完成，這挺不容易的。”

曾憑驚人毅力改正技術

楊教練還舉例了2009年他二度來馬執教時，

發現張俊虹的技術有點改變了，但她卻能憑借堅毅

的決心改正過來。

楊教練說：“她中間走了一段彎，技術的節奏

不大對。因為她的動作比較漂亮，姿態非常好，所

陳敏智、黎海陽《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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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會蒙蔽很多人，教練們很難發現。”

“老實說，要重新改過是挺難的。大多數人到

她這樣的年齡時，就快畢業了，還能怎樣？但是張

俊虹不一樣，她就是有這種毅力，能很踏實地，從

很簡單的東西一點一點努力去改。”

楊祝梁補充說，就好像他這次再回來接手訓練

張俊虹時，她好久沒練，差了一點，但是她恢復得

還不錯。

“張俊虹已是老隊員了，各方面都趨於面俱，

而她有一點難能可貴的是，就是在訓練中要做得

細。像‘工匠精神’那樣，你做得細，和做得粗，

質量分別差太遠。”

楊祝梁還拿100公尺短跑做例子，說選手要從

12秒練到11秒很容易，但是10秒到9秒多，那0.1

的進步，這一個付出的努力，比起之前要進步那1

秒要難得太多了。

直到現在技術仍一點一滴進步

“人，要做得細緻非常不容易，這細緻背後得

花多少功夫你知道嗎？張俊虹這一點就做得特別

好，對自己要求特別高，雖然拿了世界冠軍，但卻

把自己當做小隊員一樣，一招一式都很細緻的去

做。”

“因為她很努力，所以到現在，她的技術還是

有進步的，這一點非常難得。”

歲數高不適再多項消耗 
俊虹專攻跳台精益求精

與此前跳完所有項目不同，如今的張俊虹只專

攻跳台，楊祝梁表示這迎多項利好，不僅訓練安排

容易，俊虹也可減低受傷幾率，力求精益求精。

楊教練說：“其實，張俊虹在各賽項的水平都

非常好，如她1公尺跳板在世界錦標賽可跳出前四

名，在亞運或共運會可爭冠；而她在3公尺跳板的

實力也特別強，其動作質量可以和前中國名將郭晶

晶、吳明霞一樣；而她在10公尺跳台也拿了世界

冠軍，雙人台也拿過亞軍，要放棄也很困難。”

楊祝梁表示，大馬選手能在國際賽拿牌的人太

少了，所以以前她往往都是5個賽項都參加完。

“不過這對她來說負擔太大，就比如你說一個

游泳選手，從50公尺一直游到1500公尺各個賽項

都參加，這不把人給累死嗎？”

“再說，每個項目、每個動作技術的要求都不

一樣，那個翻騰啊，空中感覺都不一樣，這空中感

覺分得是很細緻的。”

跳板翻騰對腰負擔太大

楊祝梁補充說，像張俊虹這種年齡，他感覺不

大適合再這樣消耗她的身體，就乾脆專攻跳台賽

了。

“其實她專攻跳台也好，因為跳板的翻騰力量

對她的腰負擔太大，畢竟也曾經傷過。她在跳板不

是說跳不好，只是她體重輕，壓不動板，還不如集

中精力專攻跳台，發揮自己的特長。”

“張俊虹身體小、人輕、水花好，重新上跳

台，這訓練計劃也好安排，身體也比較不容易受

傷。所以，我們這個策略（專攻跳台）是對的。”

預告：楊祝梁與張俊虹這對師徒經歷了很多，

一切的一切，只有他們倆最清楚。對於一手把她提

拔成含金量十足的世界冠軍，張俊虹對楊祝梁這位

恩師，又有什麼話想說？讓我們期待明日的完結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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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徒再拼一回〉系列三�

嚴師出高徒‧俊虹再累也值得

� �

在楊祝梁眼中，張俊虹是一名認真且受教的跳水選手，那在張俊虹印象中，楊祝梁又是位怎樣的教練呢？

�

俊虹：楊教練嚴厲但關心選手

張俊虹認為，楊祝梁是文武雙全、多才多藝的

跳水教練，並指他很嚴厲，有非常嚴格的要求，同

時也相當有責任心，總會顧及關心選手們的福利。

張俊虹透露，她在小時候便喜歡接受楊祝梁的

指導訓練。雖然遵循其訓練方式和計劃使她相當疲

累，但在感覺到自己的進步下，她覺得很值得。

張俊虹說，“如果沒有（楊祝梁）嚴厲的鞭

策，自己和大馬跳水隊就不會有今日的成就。”

她補充，“我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因此可

以接受（嚴厲的訓練）。”

楊祝梁值得更好對待和榮譽

對於楊祝梁近年的心境變化，張俊虹說，“希

望他（楊祝梁）能好、看開點。他值得更好的對待

和榮譽。”

詢及如今不再兼攻多個賽項，張俊虹強調，如

今她專攻單個賽項的原因是為了取得東京奧運會的

參賽資格，而女子個人10公尺跳台為大馬唯一尚

未滿額的跳水個人賽項。

大馬奧運10公尺台席位未滿額

每個國家在奧運會跳水個人賽項最多只能取

得2席參賽資格，目前大馬在個人3公尺跳板賽項

（吳麗頤和諾哈碧妲）已滿額，個人10公尺跳台

則只有潘德莉拉入選。

不過，現年30歲的張俊虹認同，自己年歲漸

長，體能恢復速度不如以往，而且近年也歷經傷

病，專攻單個賽項是更好的選擇。

專攻跳台能明確朝目標邁進

她坦言，以前兼顧多個賽項時，她的確比較疲

累，但她很想為國家付出貢獻，而自己當時也相對

年輕，因此便逆來順受。

張俊虹也指出，她專注在個人10公尺跳台賽

項上，也讓楊祝梁比較容易制定和調整訓練計劃，

以更準確地朝目標邁進。

張俊虹認為，跳板賽項需具備良好的節奏與能

力，相對的跳台賽項稍微好一點，但她仍需努力恢

復體能和狀態，最重要是避免遭傷病影響。

後記

“你說我像搞恐怖的人嗎？”

訪問期間，楊祝梁突然冒出的這一句話，讓筆

者聽了感觸良多。

還記得2017年12月，即將約滿的楊祝梁不獲

續約，當時國家體育研究院（ISN）給出的理由是

楊祝梁“不採用體育科學，執教方式過時”。

但是，“大馬跳水之父”楊祝梁這麼多年來將

大馬跳水隊打造成國際賽勁旅，愛徒張俊虹更是在

當年7月才奪得世界冠軍，ISN指其執教過時的說

法怎樣也站不住腳。

隨後，時任青體部部長凱裡出面了，指楊祝梁

“沒有制止跳水隊的恐懼文化和環境”是不被續約

的主因，這一理由更如“平地一聲雷”震驚所有

人，紛紛為楊祝梁感到不忿，社交媒體上的言論更

是一面倒力挺為大馬跳水運動付出巨大貢獻的楊教

練。

只不過，楊教練當時還是離開了。

如今楊教練在侃侃而談時突然主動提及此事，

神色霎那變得凝重，欲言又止，但沉默了片刻，最

終只說：“這裡面有太多、太多的故事，算了……”

顯然，這傷痛已在楊教練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

烙印，說忘記、說釋懷談何容易？

不過，或許在大馬執教了這麼多年、對大馬產

生了深厚的情感，楊祝梁這一次還是拋開以往的是

是非非，做出了再度來馬執教的決定。

雖然，楊教練此次不再掌管大馬跳水隊，只負責

指導張俊虹一人，且領短約至今年杪，但楊祝梁此

番再度來馬，已叫多少大馬跳水迷感到欣慰、激動。

或許，大家心中都有個盼望，盼望楊祝梁能率

領張俊虹成功站上奧運會最高領獎台，給大家留下

一個最完美的結局。

陳敏智、黎海陽《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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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歸化球員看國足〉系列一�

亞洲新趨勢大馬也倣傚 歸化球員助強化國足

� �

亞洲國家近年出現外籍球員歸化風潮，以此提升國家足球隊實力，這股風潮也吹到大馬，國足走上引

入歸化球員之路。

大馬已有一名來自岡比亞的歸化前鋒球員蘇馬雷，他自2018年10月完成國足首秀後，其不俗場上表

現，已在某程度上提升國足的水平。

東南亞不少國足也在爭相歸化球員，大馬不落人後，但長遠而言，此舉是否真正有利國足發展呢？

�

在亞洲國家足球隊中，日本可算是最早因歸化

球員得益的國家。

早於1970年，巴西人內爾鬆就成為日本國足

首名歸化球員，隨後二十年內歸化的球員，包括三

都主和田中鬥笠王等人，皆為日本足球隊帶來效

益。

近十年內，東南亞的國足也相繼走上歸化這條

路，從菲律賓、印尼、泰國、新加坡、東帝汶等，

再到大馬也加入行列，尋找歸化球員已是亞洲各國

趨勢，也蔚為奇觀。

在大馬方面，繼首名歸化球員，現年26歲的

蘇馬雷（Mohamadou�Sumarah）之後，國足也將

迎來第二名歸化球員，即原籍科索沃的28歲中場

利裏登（Liridon�Krasniqi）。他已於今年初取得大

馬護照，可在下一場國足比賽中代表大馬上陣。

在大馬生活至少5年

對於大馬國足的歸化球員政策，足總

（FAM）署理會長兼國足經理拿督威拉尤索夫馬

哈迪（Datuk�Wira�Mohd�Yusoff�Mahadi）指出，

吸收歸化球員，並非足總的目的，反之是以提升國

足水平為出發點，讓國足不隻是在東南亞立足，而

是上升至亞洲水平。

“當會長拿督哈米丁（Datuk� Haji� Hamidin�

Haji�Mohd�Amin）提出這個想法後，我們就開始

進行計劃。而且，採用歸化球員是目前國際足聯

（FIFA）允許的選項之一。”

他說，足總有著短期、中期和長期的計劃，短

期計劃是提升球隊水平，就是接受歸化球員。這是

由於週遭的國家如印尼、菲律賓也有歸化球員，以

前新加坡也有這類球員，如果大馬不去抓住這個機

會，國足水平將被拋在後頭。

他說，足總的目的不隻是使用歸化球員，而是

想要強化國足，以讓球隊強大起來，這也是現有的

機會和選項。

“歸化球員需在大馬生活至少5年，不管是以

球員身份、居住、讀書等方式皆可。這些球員在大

馬5年內參與聯賽，經馬足總觀察確認後，才可成

為歸化球員，例如蘇馬雷和利裏登。”

他指出，足總會觀察來馬加入各球會踢球的球

員，表現出色和有興趣入籍大馬者，才接到來自足

總的歸化提議，並把此事帶上委員會內討論，以接

受技術方面和教練組的評估。

只需在關鍵位置補強

“等待歸化時間不會太久，移民局會給予協

助，因為這是加入國足，不像一般人需要較長時間

來處理。”

至於最終會否演變成大馬國足有超過一半，甚

至全隊都是歸化球員，他指出，目前大馬不需要全

隊都是歸化球員，隻是需在關鍵位置補強，或者是

視情況需要才吸納歸化球員，就像球會般根據需求

購買球員。

“國際足聯並沒有限製歸化球員人數，也可以

全隊都是歸化球員，就像法國、阿聯酋和中國的國

足，就有不少歸化球員。”

他說，由於大馬隊目前較缺前鋒，因此先招攬

前鋒，第二個要歸化的球員利裏登則是攻擊型中

場，但不代表需要開放全部位置，而是以所需要的

關鍵位置為主。

“如果在這些位置已有本土球員可用，就不會

接受同位置的歸化球員，但歸化球員一定要優於本

土球員。”

潘有文《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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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山東南亞放眼亞洲

目前，馬足總把國足的目標放在支配東南亞，

即球隊須有把握擊敗東南亞球隊，並上升至亞洲水

平。

尤索夫指出，如果國足要在亞洲中佔有一席

位，球員就要有競爭力。在東南亞隻是面對印尼和

越南等國，但要攀上亞洲水平，就要面對沙地阿拉

伯、阿聯酋等強敵，因此招攬歸化球員是其中一個

方式。

“足球需要不少身體接觸，如果球員被撞就倒

地，哪裏能夠應敵？因而必須有基本的體力和體

格，身體強壯是一個因素，但也需要有素質，即是

說需要一個配套。”

他說，雖然足球場上也有身高不高的球員如梅

西，但他有不一樣的素質，即使他的體格沒有競爭

力，其技術卻彌補了不足。即是說，成為球員擁有

不同的因素，體格健壯可以是一個優勢。

“我們看到的人選並非隻有蘇馬雷，而他是其

中一個對球隊有影響力的人，因而才讓他成為國足

一員，期待他能為國足帶來正面影響。”

他不違言，蘇馬雷確實增強隊伍的實力，但也

有數名傳承球員，如顏興龍、維爾科爾賓翁、馬修

戴維斯（Matthew�Davies，25歲，後衛）等人，

為國足帶來轉變，在某個程度上提升了國足的水

平。

“如今，我們在世界盃亞洲入選賽小組排名第

二，有機會進入亞洲賽。我們以前在東南亞競賽都

有難度，現在有可能去到亞洲賽，這也是足總的目

標。無疑，歸化和傳統球員增加了球隊的實力。”

他說，在東南亞國家中，印尼和菲律賓都使用

不少歸化球員，即使大馬現在已不畏懼他們，但如

果大馬不使用歸化球員，就可能難以與之較勁。

父親大馬人自動成公民

故名思義，歸化是指非該國公民者，自願入籍

成為國民。如果某個球員父母或祖父母，完全非大

馬公民，他符合條件歸化後，就屬於歸化球員。

但，如果父母或祖父母其中一方是大馬籍，另

一方是非大馬籍，又如何定義這類球員呢？

尤索夫指出，當父母親有一方是大馬人，這類

球員可申請以傳承（Warisan）球員的身份加入國

足。

“就如國足32歲中場球員顏興龍（Brendan�

Gan），父親是大馬人�，母親是澳洲人，所以他

是傳承球員，因其父親是大馬人，可自動成為大馬

公民，不像想要歸化的外國球員需在大馬生活至少

5年，才可申請歸化。”

換言之，球員的父親或祖父是大馬人，隻要被

國足相中，基本上就可直接成為國足一員。但，若

父親或祖父是外國人，母親或祖母是大馬人，就不

是那麼一回事了。

他指出，由於大馬是根據英國的父係方式定義

血統，如果父親非大馬人，隻有母親是大馬人的，

則必須去申請成為傳承球員，隻有在政府批準後，

才能成為國足球員。

目前大馬國足29歲後衛拉維爾科爾賓翁

（La’Vere� Corb in-Ong），其父親是巴貝多

（Barbados）人，母親是大馬人，就是其中一名

獲批準成為傳承球員的典型例子。

“這種情況就要看政府如何考量和接受與否，

足總能做的隻是向政府提出申請。所以，父親是大

馬人就自動有資格代表國足，但隻是母親是大馬

人，就不具備自動成為傳承球員的資格。”

樹立榜樣激發鬥誌

歸化球員可為球隊帶來正面影響，包括成為本

土球員的榜樣！

尤索夫指出，從紀律、勤奮、核心工作方面來

看，歸化球員屬外來者，他們肯定會更努力表現，

以免自己被淘汰。

“本土球員原本處於舒適區，當歸化球員加入

引起競爭，可讓本土球員改變思維，激發他們的鬥

誌。否則如果每個人都差不多，還有什麼要去競爭

的呢？”

就他而言，歸化球員和傳承球員的存在，使得

本地球員會想在國足內積極爭取一席之地。當有存

在這種競爭，才可能產生一支很好的隊伍，這即是

足總讓歸化球員加入國足的首個目的。

其次，他說，就是在歸化球退役之後，依然可

有所作為，並且繼續加強他們在大馬國足內可扮演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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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國家徵召球員身價百倍

目前的歸化球員就像發電機，為本地球員積累

更多競爭力，以在最終成為更好的球員。

尤索夫表示，當本土球員進入國足，這是他們

事業上的頂峰，但要在國足內立足，必須努力擁有

更好的素質，並且需要具備成為好球員的特點。

“如果球隊在比賽時，動轍被對手射入10粒

或8粒球，球員就不會想被召入國足，因為體育館

內的球迷會噓你，所以要通過隊內競爭的氣氛，提

升球隊的素質，本地球員才會更加努力提升自己，

這才能成為國足球員的基準。”

他說，一名球員受召入國足，可視為個人職業

生涯的頂峰，他在球會的價格標籤才能升高，精神

意識也會隨之越來越強。此時，若有州隊球會要簽

下相關球員，也由於他已是國足一員而身價不同。

“這像是得到了一紙證書，證明是他國內其中

一個優質球員。現在許多國足球員來自柔佛球會，

這是因為他們有著出色表現，可以有更好的收入，

哪一支球會想要你，就要付出更多薪金。”

他指出，足總就是想本土球員競相爭取代表國

足，並不隻是為國足的形象，也將有益於他們，因

為他們可藉此獲得更好收入。

“我想對本土球員說，不要認為足總招收歸化

球員是在收縮本土球員的機會和空間，反而此舉是

想讓他們重視挑戰，以從競爭中爭取他們個人更高

的成就，最終受益的是他們。”

大馬國足 
首名歸化球員簡歷

˙� �名字    ：蘇馬雷

˙� �原籍國  ：岡比亞

˙� �上場紀錄：�2018年10月12日對壘斯裏蘭卡上替

補上場，並打入首個國際生涯進球。

� � � � � � � �同年11月入選東南亞足球錦標賽23

人大名單，協助國足並拿下亞軍。

此後一直是大馬國足常客兼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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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歸化球員看國足〉系列二�

退役後當教練團後盾 歸化球員青訓後起之秀

� �

歸化球員提升國足水平隻是短期助力，青訓係統才是保持大馬國足長期競爭力關鍵之一！

然而，兩者之間卻也可以相輔相承，歸化球員在退役之後，可成為教練或者以其他形式進入青訓係

統，為國足青訓係統盡一份力。

�

在國家足球隊體製上，篩選和培養球員極為重

要，使用歸化球員的方式，隻是短期應急方法之

一。但，如何安排歸化球員之後的路，也會對足球

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胥視足總如何設定長期

發展目標。

“歸化球員在退役之後，可當教練，把他們當

成小球員的偶像來慢慢栽培。”

足總技術與青年發展部成員兼大馬華人足球總

會秘書鄧誌康指出，外籍球員歸化之後，需要有一

套教育係統來著陸，除了讓歸化球員代表國家，未

來也應該成為教練團的後盾。

他指出，足總需要顧及一點，即當大馬吸納歸

化球員，不僅隻是代表國家，以後也可能會是栽培

國足後起之秀的主要成員。

學習態度佳成榜樣

“歸化的球員應該皆是素質良佳的球員，因為

他們是經過考量與嚴格的篩選，也是以後眾多球員

的榜樣。”

許多國家足球隊都在使用歸化球員政策，已成

為一種趨勢，這是短期內提升足球隊水平的方式之

一。然而，他認為歸化球員會逐漸老化，因此需要

不停跟進和關注他們的變化。

“整體而言，歸化球員的水準優於本土球員，

如果他們有好榜樣，學習態度佳，其實相當有利於

國家的體育發展。”

另外，在足總署理會長拿督威拉尤索夫馬哈迪

看來，足總考量的是國家隊的連續性，接班的球員

可以在隊內佔有一席之位，但如果接班人一直青黃

不接，就隻有繼續招覽歸化球員，直至達到理想的

水平為止。

“球隊首先需要的有好的‘材料’，然後才是

配合運氣，如果連基本的實力都沒有，再多的運氣

都是會輸球。例如，印尼也有歸化球員在積極爭取

表現，如果我們沒有歸化球員，目前就會缺少競爭

的本錢。”

他指出，如今大馬已在16歲以下國家隊中，

擁有素質不錯的球員，他們可以在亞洲賽中與其他

國家隊一爭長短。

“他們已能在亞洲賽對抗澳洲隊，也可能5年

後雙方會在成年隊碰頭，如今就應該建立精神方面

的意識，即不會認為自己無法比肩對手。”

體育與教育部合作

在銜接歸化球員與青訓方面，鄧誌康認為可從

教育著手，讓體育部和教育部合作，良好的加強培

養與選材機製，以讓有誌於加入國足者規劃自身的

未來。

“年輕球員在完成大馬教育文憑（SPM）

後，可考慮往體育科學方面發展，如果不被選為代

表國家，也會有更好的出路，包括加入教練團隊，

也可轉當體育記者或體育評論員。”

總的而言，招攬歸化球員可以迅速看到水平提

升，但若能將之結合青訓發展的軌道，相信能培育

更多出色足球員。

不注重體育華裔幼苗少

國內的華裔足壇青苗，數量少之又少，鄧誌康

嚐試以大馬華人足球總會秘書身份談談這種現像。

“看回大馬足壇曆史，以前踢足球的人大多數

是華人英校生，華校生很少。第一支國家隊足球員

中，大半以上是華人，即使在1960年代，頭家蘇

進安那一批球員之前，也是以華裔居多，印裔也不

少，巫裔隻有少量�。”

他指出，由於在英國殖民時期，少有巫裔小孩

讀英校，華小也沒有足球活動，因此讀英校的華印

裔，繼承英國踢足球的傳統。

“現在一些有潛質的華裔小孩，到了一定年齡

因要追求學業，就把足球放在一邊。華裔父母隻注

重學業，並不注重孩子的運動，隻把它當成愛好，

不會將踢球當成職業看待。”

潘有文《中國報》

丹斯里鄺漢光體育報道獎��-�佳作獎�∕�183



他說，反觀巫裔父母卻可以讓孩子追尋自己的

體壇之夢，

可以看到平常的傍晚在國家體育理事會

（MSN）的草場上，大多數是由巫裔父母送來的

小孩去踢球，也有少數受英文教育的華裔父母讓孩

子前來練球。

有助激發本土球員鬥誌

由青訓出身的本土球員，遇上歸化球員需要調

整心態，應該視此為一種挑戰和良性競爭，以提升

自身素質。

尤索夫馬哈迪指出，實際上，現有本土球員表

現得不錯，他們也對歸化球員有信心，能夠共同配

合，能夠變得更有信心踢球。

“可以看到球隊表現越來越不錯，這是隊友之

間的精神支助，同時激發了鬥誌，大家因為處在良

好的競爭氛圍中。如果隻是和不爭氣的隊友一起，

也會變得沒有士氣。”

他舉例，一名後段班學生在班上的成績拿第

一名，可能無法與質優班考第15名的學生相提並

論，這是由於水平不同之故。

他形容，歸化球員可能就是質優班的學生，當

本土球員進入“質優班”內�，即使只能得到第30

名，但至少通過競爭進入“質優班”，就能通過繼

續努力求取進步。

體格技術培訓缺一不可

就我國首名歸化的非裔足球員蘇馬雷來看，他

擁有硬朗的體質，這可能是東南亞國家，包括我國

球員較為缺乏的條件，這是否是我國培養足球員

時，需要特別關注的事嗎？

鄧誌康指出，雖然非裔球員確實有體格上的優

勢，在衝撞和進攻方面確實有很大的實力，但從球

技來看，�未必屬於智慧型球員。

“一個球員能否走得遠，不是看他在20歲以

前的表現，而是看他是否能夠在20歲過後變得成

熟，這方面才是最重要的。”

言下之意，體格或者是球員優勢之一，但還須

培養球員的過程中，技術培訓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

因素。

在他看來，歸化球員與青訓發展並無衝突，而

是各有優勢。目前，亞洲足協同樣鼓勵吸收歸化球

員，這是由於想要提升各國的足球水平，以衝出亞

洲。

留體壇或續深造需要開導

當大馬為避免球隊斷層，沒有優質球員接班，

以招攬歸化球員方式暫解燃眉之急，應該同時解決

避免青訓方面出現人才流失的問題。

大馬的體壇青苗，包括足球的青訓人員，往往

在完成中學階段時面對選擇題，即要留在體壇或是

往學術方面繼續深造。

鄧誌康指出，大馬國家訓練基地面對的問題

是，年輕的運動員在17歲考完大馬教育文憑後，

要何去何從？如果沒有被選上進入國家隊，就沒有

了寄托。

“因此，當他們在體校的學習成績不佳，就要

要求他們嚴格學習，因為如果他們不喜歡讀書，他

日退役後能做什麼呢？必須要向球員說明，如果不

讀書，你的職業生涯隻有10年，之後要做什麼？

這些都需要教練和相關人員開導。”

他說，其他國家如韓國、日本的國足，政府都

會給予他們上大學的機會，我們的年輕球員至少需

要學習體育科學，或者能夠修讀體育心理學，這些

知識對運動員的未來相當有用。

栽培一名青苗至少需10年

大馬的國家和州級的體育學校，已為青訓作出

基本的準備工作，有能力不依靠歸化球員彌補不

足，但卻還缺乏一些軟硬體方面的支援與配合。

博特拉大學教育研究學院體育研究係前講師郭

蓮玉博士指出，大馬體育的提升大多數源於體育學

校，這是由於孩子們能夠在體校內一天訓練2次，

小孩想要當一名運動員，就需要這樣的訓練。

“不管任何運動，發展一名球員至少需要10

年，例如一些國家的體操運動員的訓練始於4歲，

中國則從3歲開始，所以這些國家能夠培養出15歲

的冠軍。”

她指出，一名小運動員需要1萬個小時的訓練

時間，至少需要10年，才算是完整的培養過程。

我國目前擁有4間國家體校，各州都有一間州級體

校，共有18間體校正在栽培運動員。

“足總成立14和16歲以下等隊伍，嚐試以此

種方式建立起國家隊，雖然已盡力去做好體發展，

但在一些方面還略顯不足。

她說，首先是大馬支持孩子參與體育的父母並

不太多，因為栽培體育青苗成才需要至少訓練1萬

個小時，或者至少10年去發展他們。其次就是大

馬學校的體育課，本應指導和糾正學生的體育問

題，但是許多時候卻被當成補課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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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學校並沒有給予體育太大的支持，以致

沒有頂級係統支持運動員，造成如今出現青黃不接

的情況。另一個問題就是大馬沒有良好的俱樂部係

統，協助推動年輕運動員的體育之路。”

即是說，在這些問題環環相扣出現後，以致大

馬開始需要以歸化球員的方式，在短期內提升體育

項目水平，如今的國足即是例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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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歸化球員看國足〉系列三�

為青訓打下良好基礎 設計係統 強化教練

�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大馬國家足球隊可以吸納歸化球員，但也需要同時搞好青訓，而其需要的“利器”就是需要擁有出色

的教練，以指導年輕一代的球員，才能讓青訓向國足輸送更多好球員。

吸納歸化球員的過程，間接顯露出國足青訓與教練的不足，因此馬足總應急起直追，調整與改善教練

的不足之處！

�

對於大馬國足吸納歸化球員方面，曾在體壇賽

場上馳騁，目前是一名體育專業學術人員的郭蓮玉

博士指出，國足此舉並沒有問題，但需要同時提升

某些方面的能力。

她是博特拉大學教育研究院體育研究係前講

師，專精於對運動員的身體調節、體育教練、優化

運動員表現等，從其專業角度來看，不管是青訓發

展或者通過球會機製提升國家足球水平，關鍵之處

是需要讓教練更出色！

“當有好教練時，應該去指導年輕一代，為他

們打下良好基礎，但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係統。就

如已回返德國的林長金教練（曾擔任大馬的國家足

球發展計劃總監6年），他就是好教練，大馬卻把

他送走。那誰來教我們的年輕一代？”

在她看來，大馬足在執行教練係統方面，需要

一套完善的法規和係統，國足應重視這方面的發

展，而不隻是注重歸化球員與非歸化球員的問題。

“某次，我的體育係學生在進行有關體育科學

方面的功課，我曾和足總的教練聯絡，想要測試約

30位A級教練具有體育科學知識與否，結果回來的

答題是互相抄來抄去，變成這些答案是完全無用

了。”

教練水平參差不齊

由此衍伸出去，她發現我國的體壇，包括足壇

在挑選和聘用教練方面，並沒有嚴謹的製定的標

準，以致可能出現水平參差不齊的教練。

“在足球方面，想要當教練，當有人說自己有

具有FIFA�B級教練資格，但另一人說是國家隊前球

員，薪資可調低，後者可能就被錄取了。”

換言之，她認為我國的教練係統不完整，未有

良好的規管，任何人都可成為教練，可能隻要薪資

要求不太高就可成為教練，這對體壇而言是不健康

的現像。

她表示，當一名體育老師要在一般學校教學，

有著嚴格的規定和要求，但在教練方面卻沒有，似

乎任何人都可當教練，例如某個前球員隻要有好的

個人技術，且有著有體育科學背景，懂得如何指導

人，就有機會直接執教國家隊。

“教練（Coaching）和教學（Teaching）非常

相似，教學是不能選擇你要教誰，必須有教無類。

教練是選擇最好的球員，然後指導他們，這是唯一

的差別。”

只專注單一項目

就她而言，教學是教導所有體育項目，教練就

會隻專注於單一項目，隻是教導被挑選出來的運動

員，兩者的工作相似，但對像不同。

她指出，當某人需要基本的執照成為教練，就

需要接受擁有更高的教練資格的教練協助和指導，

如此一來才能不斷提升教練的係統。

如果國足要出現更好球員，足總（FAM）

和國家教練學院（Akadem i � K e j u r u l a t i h a n�

Kebangsaan，AKK）就需良好合作培養優質教

練，當教練係統順暢進行，才能讓幼苗得到最好教

練的指導，擁有正確的基本技巧。

長遠來看，她認為如果歸化球員願意在大馬長

期生活，有關方面就需要為他們設計一個係統，包

括教練養成方式，如果缺乏這類規劃，再多的歸化

球員也隻是有短期作用而已。

“最重要的是，不管歸化球員是否會成為足總

長期計劃之一，我們都需要提升係統，才可以讓大

馬未來足球員擁有良好的基本技巧。”

體育智能 
教授球員獨立思考

郭蓮玉指出，教練往往隻注重學術智能

潘有文《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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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intel l igence），忽略可稱為心理智

能（Mental� inte l l igence）的體育智能（Sport�

intelligence），也不專注於教授球員如何在場上獨

立思考。

“為何我們的球員缺乏體育智能？因為我們

的教練不會聰明的指導�。無疑，教練先要教基本

功，但之後的智能，即獲得應用知識和技能的能力

要接上來。”

她舉例，教練須讓運動員知道要以自己的方式

思考，如何在場上向某方向移動，如何適當的把球

傳交出球給隊友，這就是體育智能，但教練少有這

樣的指導。

“這些都是可以被訓練出來的，當然需要設立

一個係統，要有一些小遊戲，專注於訓練於此。例

如，如何把球送進龍門，教練不是告訴球員要怎麼

做，而是讓球員告訴教練，他可以怎麼做。”

在她看來，當球員進入賽場上時，坐在場邊不

忙於指揮的教練，就是在賽前已訓練球員懂得在場

上做出決定的教練。

“如果教練需要一直在比賽時不斷爆跳著告訴

球員如何做，說明教練沒有在這之前就把工作做

好。”

單靠上課缺乏實習經驗

就郭蓮玉的觀察所見，國內各種運動的教練，

包括足球方面獲得教練資格的方式，大多數是以參

與簡短課程方式取得，缺乏從實習中汲取經驗。

她指出，身為一名教練需要知道他所教運動員

的水平所需知識，這需要從實習中取得。然而，目

前的教練認證係統，通常是透過體育協會的安排，

參與國家教練或國家體育學院的簡課程中取得，並

不需要實習。

接受更高級培訓

“一些體育團體的教練並不想去考取完整的教

練資格，而是選擇加入一日或數日的教練課程而

已，沒有任何實習，因為他們們認為已擁有當教練

的經驗。”

她說，目前大馬並沒有任何的法律規定當教練

的資格，隻要有人指某人是教練，就可能取得信

任，不用展示證明。

她也是國家體育學院體操顧問之一，因此也以

體操為例，有關方面在選擇教練時，可能隻要看到

相關人士手臂有著大肌肉即可，這不免令她質疑：

有大肌肉者就能證明可以指導運動員嗎？

她認為教練應透過正式管道，接受更高級的教

練培訓考取教練資格，在實習中取得訓練球員的技

巧。

歸化球員應主動分享良好溝通

足總需要招攬願意和能與本地球員溝通的歸化

球員，才能有利於提升國家足球隊的水平。

郭蓮玉指出，足總招攬歸化球員在邏輯上並沒

有錯，但除了要招到對的和好球員，也要不自私，

以能與本土球員交流，才不會浪費付給歸化球員的

薪金。

她指出，那些以為自己是隊中最好的球員，無

法和隊友交流的歸化球員，就不要也罷。長期來

看，能夠與隊友良好溝通的歸化球員，可以向本地

球員分享經驗，有利於提升球技。

他相信這是雙向的交流�關乎球員的溝通技巧

和能力。而且，歸化球員具有更高階的球技，才能

成為專業球員，當他們願意與本地球員交流，肯定

會讓後者獲益良多。

“如果我們選對人，招攬歸化球員會讓球隊更

好。他們須有良好的視野、技能、溝通技巧。”

速度技術須均衡

郭蓮玉讚成足總把招攬歸化球員列為中短期發

展計劃，只是需要付出合理價格，不需一味付出極

高薪。

“歸化球員的收入肯定高於本地球員，既然獲

得較多的薪金就要物有所值，所以歸化球員一定

要有技術，年齡不要太大，不然上陣不久就退役

了。”

她說，以東南亞的足球水平來看，年近30歲

才歸化屬可以接受的標準，重要的是要在速度和技

術取得平衡。

“純以歸化球員的速度考量並不是答案，因為

如果跑很快但無法控球終歸無用，因此需在此兩者

間取得平衡。”

訓練方式 
靈活調整

教練不能揠苗助長，而是需要有一套適合所有

不同群體的訓練方式，以使小運動員從小就能掌握

運動技術。

郭蓮玉指出，當有關方面發掘有潛質的小運動

員後，在接著10年約1萬小時的訓練期間，教練就

要知道如何以有趣和正確的方式進行訓練。

“想要增加小運動員的體能，不一定要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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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很多圈，可基於不同年齡的體質，進行有趣的跑

動。當跑動次數多了，一樣能加強他們的體能，這

是一名教練運動員的教練需要知道的事。”

她堅信人的體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良好的

訓練計劃以減少運動受傷，這些都是來自於教練的

訓練方式。

因此，在大馬國足有意以歸化球員暫時填補本

地優質運動員不足之時，當務之急是也需覓得好教

練，以培育更多有潛能的孩子，能在10年之後有

機會在國際足壇上發光發熱。

人物背景：郭蓮玉博士簡歷

˙� �博特拉大學教育研究院體育研究係前講師

˙� �專業於身體調節、體育教練、優化運動員表現

˙� �國家英式籃球隊前國手，曾任英式籃球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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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小體育運動〉系列一�

不只是流汗玩耍 體育活腦筋 學習更專注

� �

華小的體育運動，僅是基礎入門介紹。

一週一小時的體育節，只夠讓學生在每個球類上去“碰”一下。

實際上，美國零時體育計劃，已證明體育運動幫助孩子的身心成長。日本政府，堅持讓學生一周上8

小時體育課，從小培養孩子體育運動習慣，長大後持續運動。

只要政府增加體育課，便能花最少經費，產生最大好處－－有健康國民為社會貢獻，同時，減少國家

的醫藥經濟負擔！

�

資深羽球教練黃天鴻坦言，現今的家長與學校

師長們重”智育”而輕”體育”。尤其小學體育節，

家長們均覺得這只是流流汗、跳跳繩，玩玩耍的。

“這觀念大錯！美國零時體育計劃，已證明體

育運動幫助孩子的成長。”

美國芝加哥附近有一所中學實施零時體育計

劃，即在沒上課之前，讓學生早上七點到校，跑

步、做運動，目的是讓運動幫助學生的心跳達到最

高值或最大攝氧量的70%，才開始上課。

一開始，家長都反對：孩子本來就不願早起上

學，再去操場跑幾圈，豈不一進教室就打瞌睡？結

果發現正好相反，學生反而更清醒，上課的氣氛好

了，記憶力、專注力都增強了。

原來，運動時產生的多巴胺（Dopamine）、血

清素（Serotonin）和正腎上腺素（Adrenaline），

這三種神經傳導物質，都有助學習。

精神亢奮脾氣好

“多巴胺是正向的情緒物質。人要快樂，大腦

中一定要有多巴胺，我們的快樂中心伏隔核裡面都

是多巴胺的受體。我們看到運動完的人心情都愉

快，打完球的孩子精神都亢奮，脾氣都很好。”黃

天鴻說。

“血清素跟我們的情緒和記憶有直接的關係。

血清素增加，記憶力變好，學習的效果也更好了。

很多抗憂鬱症的藥都是阻擋大腦中血清素的回收，

以使大腦中的血清素比較多。”

正腎上腺素跟注意力有直接的關係，它在面對

“危機”做決定時，分泌得最多。正腎上腺素使孩

子的專注力增強。所以學生心情愉快、上課專心，

記得快、學得好，自信心與自尊心也提升了。

“這所中學還做了一個實驗，將學生最不喜

歡、最頭痛的課，如數學，排在上午第二節課上或

下午第八節，結果發現上午那一組的學習比較好，

好到兩倍以上。這是因為由運動產生的經傳導物

質，在上午第二節課時還在大腦裡，但到下午已消

耗殆盡。”

不運動的話，就沒有經傳導物質產生。

整個學期結束後，實驗組學生的閱讀、理解能

力比正規上體育課的學生高了10%，而且打架事

件也減少了。在全美30%的人過胖時，他們學校

只有3%的胖孩童。

大大加強記憶力

這些數據，讓美國父母見證運動對孩子的學習

和行為的幫助，更多州推動這個零時體能運動，更

多父母早早地把孩子送到學校運動。

研究者也發現在斯坦福成就測驗中，那些體能

好的學生數學勝過全體的67%，英文勝過全體的

45%。

另外，2004年，由小兒科醫生、認知科學家

等組合的團隊對學生健康做了一個評估，發現一周

只要運動3到5次，每次30到45分鐘，就能大大加

強孩子記憶、注意力和教室行為的正向效果。

黃天鴻說：“看到運動對學生學習和行為的好

處，學校體育課節數不但不該減少，還應該增加才

對，我們應該讓孩子用最自然的方式來提升他的體

能與學習效果。”

從科學研究的結論中，知道體育活動對孩子們

的成長是利多於弊的，家長們還要抗拒孩子們參與

運動嗎?

林美鏵：體育課無可取代

大馬的家長從來不會問：寶貝，你在體育課學

什麼？

許雅玲《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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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南華小體育科組長林美鏵強調：“體育課是

無可取代的學科。”

體育課，讓孩子踏出學堂，讓孩子自我體驗自

身的身體機能、反應能力、平衡感，以及運動技

術。

她說：“我們的周圍有很多刺激，踢足球用

腳，兵乓多用手。發育中孩子，四肢很少活動的

話，不僅動作不夠靈活，還經常受傷，這是因為平

衡感不好，容易跌倒。”

體育，跟學術學科不一樣。

“ 體 育 的 教 學 目 的 ， 有 對 於 智 能

（cognit ive），行動（psycho� moto）和效率

（effective），以及德育的要求。在教羽球過程

中，我發現體育運動，高效鍛煉孩子的距離感和空

間感，讓他們的感官更敏銳，協調能力更好。”

體育運動有助大腦發展，因此，球員可在很短

時刻分析資訊，做出對的決定。

“與此同時，體育運動可鍛煉學生體能。沒有

體能，學生怎麼集中精神應付冗長的上課？”她

說。

快樂運動建立自信心

過去，教導大班時，林美鏵發現，一些沒有自

信心的同學，他們會在角落的某個地方，遠遠安靜

坐著，還是場裡，走來走去，扭來扭去。

“學生不是缺乏運動興趣，他們只是不懂得打

球或跳繩，擔心受傷，喪失對運動的自信心。只要

讓學生建立自信心，他們就可以融入同學，快樂運

動。”

有經驗的體育老師，會啟迪學生興趣，“同

學，先跳繩十下，下次再多跳十下。”

同樣的動作，做了100次，身體留下記憶，學

生會很高興：我會跳繩了！

擁有愉快的體育經驗，孩子就會種下：我將來

要繼續運動的念頭！

對此，在崇文小學擔任校長助理，同時兼任田

徑教練的鍾喜敬表示：“運動和讀書一樣，是生活

的一部分。一周上一小時體育課，讓孩子獲得筋

骨，實在不夠。畢竟，小孩處於發育期間，更需要

多活動，細胞、骨骼和肌肉，才能完整成長。”

改善曠課浮躁性格

體育運動幫助學業？

林美鏵說：“不盡然是。不過，我觀察到，學

習不好的學生，在體育運動找回自信，後來，在課

業的表現又有提升。”

傷腦筋的雙薪家長，跟林美鏵討論：孩子讀書

很好，但脾氣不好，有什麼方法幫助他？她便建

議：“你的孩子，高大又有力氣，不如你讓他去打

羽毛球。”

脾氣不好的孩子，打球時贏時輸，老師便告訴

他：你水平不穩定，因為你沉不住氣，場外在喊，

你就無法集中，無法發揮水準。孩子在老師引導

下，逐漸改變浮躁性格。

“他打球後，一切都往好的方向發展，待人處

事越來越有條理，還當上巡察員副團長。這證明，

體育運動不會妨礙學生的成績，還可以幫助塑造學

生的人格。”

對於喜愛運動，但經常曠課的學生，體育運動

確實帶來了正面的影響。

“你經常曠課，老師要怎麼選你進校隊？馬

上，曠課問題就解決。”林美鏵笑說。

總括來說，經常體育運動，學生不會肥胖。

“體育節，學生可以盡情地喊、盡情地笑，這

是他們在課堂上不能做的事。同時，通過團體運

動，學生學會合作。”

學習溝通拉近各族距離

鍾喜敬教練常跟學生說：“學校是小型社會。

小學6年，除了上學、放學，補習，我們要體驗更

多的生活事物，比如參加加入課外活動，讓自己接

觸更多人。”

華小生，最多的時間都在學校度過，他們很少

機會接觸其他華小或其他源流學校的學生，日常生

活都是用華語溝通。即便國語、英語考試A等，但

缺乏口語交談的機會。

“田徑隊出外比賽，不光有機會拿獎，更重要

的是，學生有機會跟人接觸。”他觀察到，比賽現

場，各族學生坐在一起，一下子，大家就開始雞同

鴨講，國語英語滿天飛，還有比手和劃腳。

“上場時，該拼就拼，下場後，拍肩膀成朋

友。你幫你加油，我幫你打球。運動，正好讓孩子

融入社會，拉近各族學生的距離。我的學生，因為

和友族溝通不良，回來後，努力練好語言，下次好

好表現。這種價值，是我想讓孩子們去體驗的。”

倘若孩子有機會晉身全國賽，他的視野和思

維，因為接觸全馬各地選手，變得更開闊。

家長：孩子學會紀律和合作

家長莊清泉表示，“我有兩名孩子，都送入

崇文華小讀書。他們都有練羽球，小孩子還練田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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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週二、週四和週六，孩子都在校體育

運動。

“體育運動，讓孩子活動筋骨，大量流汗，運

動後孩子更少生病，身體更健康，頭腦更靈活，有

更好的體力精神和專注力有關。”

會否擔心體育運動佔用孩子的讀書時間？

“我不擔心。週一至週五，從早上7時30分上

課到下午3時15分，他們的讀書時間已很足夠。一

週三次，一次兩小時的運動流汗，輕鬆心情，不會

影響做功課或讀書。”

“成長中的孩子需要鍛煉體能，跑跑跳跳，會

讓他們用到全身肌肉，鍛煉肌肉更有力，頭腦更靈

活。”

家有打羽球小孩的家長，當然希望孩子是另一

個李宗偉。

“家長要給機會孩子找到喜歡的運動。不打

球，可練跆拳道、武術或舞蹈。家長，能做的只是

栽培，給孩子一個機會，未來還是要看他們的興趣

和發展。最重要是不忽略學業。”

“剛才教練在教：你們要一起跑，互相合作，

不跑快不跑慢。長久下去，孩子就學會紀律和合

作，還有課堂上學不到的人生道理。”

從小愛運動不怕超重

大馬小學的體育運動成效如何？

“有些華小做得很好，有些學校把體育當副

科，體育節都用來加強UPSR大考的準備，當然做

得不如人意。”黃天鴻說：“總體來說，看看我們

的學生的狀態，就可以知道成效如何。”

2017年的調查數據指出，小學生中有將近

25%的超重和肥胖率，即是4名小學生中，就有一

人超重；同時，有10%的小學生處於低體重和消

瘦狀況。

“家長會說，孩子不喜歡運動，喜歡玩手機、

電子遊戲機、上網。大馬的華人學生，都不喜歡運

動，因為他們在不鼓勵運動的環境中長大。”

實際上，從小培養學生健康生活習慣，並不困

難，因為孩子天生好玩，喜歡體育運動。

他披露：“小學教育方針，即便從小學綜合

課程（KBSR）改製成小學標準課程（KBSR），可

是，小學課程綱要只指定學校一個星期只需上1小

時體育節，多數學校會安排兩節體育課。”

他相信，從小養成體育運動習慣，長大後持續

運動，那麼，國民健康，國家不必耗費太多錢來治

療國民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壓等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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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小體育運動〉系列二�

輔助課業無後顧之憂 華小體育發展靠老師

� �

體育老師林美鏵、羽球教練黃天鴻和田徑教練鍾喜敬，不約而同強調，體育是門好學科，關鍵只在執

行方面！

在此之上，兩名教練均強調：大馬社會重文輕武，華小體育的發展，學校老師是核心人物！

對此，林美鏵謙遜表示，她的體育課目標只有一個，便是讓孩子開心上體育課！

�

“華小比較不注重體育。”林美鏵坦言，“華

小老師覺得體育是虐待，教體育容易腰酸背疼，還

有腳痛。那麼，老師觀念錯誤，就會認為：體育會

週身痛，學生你坐下來讀書即可。”

1980年代，完成師訓體育組課程後，林美鏵

便被派去柔佛士乃華小執教。

“士乃是淳樸鄉鎮，家長不過度重視學術成

績，只要孩子準時上下課，不會禁止孩子參加運

動，這讓我能夠盡情發展體育運動。”她說：“因

為校長建了宿舍給外坡同事住，免了舟車勞頓，所

以，課後，我會繼續鍛煉孩子至晚上7點。”

老師和學生的共同努力，讓學生成功晉入區

賽，甚至，還有學生在籃球、排球和田徑表現都很

傑出，跳遠還打破全柔記錄，晉級全國賽。後來，

她把能教導的球類都教給學生，籃球隊還拿下縣冠

軍。

須掌握基本技能

林美鏵笑說：“只要掌握體育運動的基本技

能，孩子們想打什麼球類都沒問題。甚至，一人參

加數個球類亦沒問題。”

1995年，林美鏵調職回吉隆坡僑南華小，校

長知道她有鍛煉籃球的經驗，便讓她負責籃球隊。

5年內，她把學校的籃球隊練至吉隆坡第一名，打

入大馬運動會。

不久，學校附近的17樓組屋被拆遷，短短8

年，僑南學生從1600多人跌至280多人。

“家長搬家後，都讓孩子轉校到家附近，因為

想讓孩子‘睡多一點’。我要從280多位學生，選

出有潛質的青苗，相當困難。我就從一年級，盡量

吸納新血，幸好，孩子們都沒令我失望，家長也相

當配合。”

今天，僑南華小的體育運動表現還是很標青，

只不過，無法兼顧多項運動，只能重點鍛煉田徑和

羽球。

“羽球和田徑，可以相輔相成。賽跑可鍛煉體

能，打羽球正好需要體能。學生打羽球很有力氣的

話，可以讓他去丟標槍。”

數十年的教學經驗，讓她發現，一些華小即便

聘請校外教練，或學生另找校外教練，但學校的運

動成績未必很好，因為缺乏老師從旁鼓勵和支持，

學生只能自己管理自己。

不忽略孩子課業

“孩子面對學業困難，校外教練沒法幫助他

們，但我會關注孩子課業：今天有幾科功課要做？

通常，UPSR試前，我會給學生課後補習，讓他們

沒有後顧之憂，繼續運動。”

林美鏵坦言：“我想，家長都有這種經驗，同

樣的話，家長講十次，孩子均聽不進耳，但老師講

一次，孩子便記在心上。也因此，每天鍛煉後，我

都進行簡短激勵課程，鼓勵孩子上進，成為他們的

支援。”

當然，比賽期間，班級老師不願配合，不允許

學生訓練：“他還沒做完功課”，這也令體育老師

或教練無可奈何。

校外教練不懂課室管理

黃天鴻教練表示：“華小體育課，校外教練駕

馭不了，因為不懂得課室管理，不懂課程編排，內

容怎麼設計；所以，發展體育課，老師很重要。尤

其在華小，難度更高，因為班級太大。”

美國研究證明，體育課想要做得好，學生人數

須在25人以下。大馬的華小，35位學生的班級很

少，多數都是40至50位學生。

在華小，老師什麼科目都教，班主任會兼任體

育老師，這是好事，班主任有更多時間接觸和瞭解

學生。不過，體育是動態學科，小朋友會亂跑，管

理上更有難度，不讓體育老師來教的話，其他老師

許雅玲《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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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懂得多少球類？他們能教韻律操嗎？

鍾喜敬補充：“美鏵老師在師訓小學組念體育

系，她懂得教育心理學、班級管理和有效教學法。

她知道怎麼設定規則，何時訓練體能，以及何時訓

練靈敏度。這就是教師和教練不同之處。”

不過，更多華小的最大挑戰，也許是－－學校

連基本體育器材都沒有！

黃天鴻：鼓勵孩子去學

黃天鴻教練的第一份職業，是在柔佛的中華三

小當臨教。

“1978年的中華三小，全校學生只有64人，

是復級班，對岸學生要坐渡輪來上學。每天晚上6

點就沒電供，下午3點得空後，我就教導學生打兵

乓、羽球和足球。”

某次，鄰近馬來小學主辦足球比賽，邀請中華

三小參與，但黃天鴻的高年級男生只有8位，組不

了一支足球隊，馬來小學老師就借給他3位學生。

豈料，第一場賽事，中華三小就打贏馬來小學，對

方馬上把3名學生抽回。

黃天鴻進入吉隆坡的師訓學院受訓，畢業後，

被派到砂拉越民都魯達島中華小學任教。

“那裡也是復級班，我什麼科目都教，還教學

生打羽球、踢足球、練田徑。”

名不見經傳的中華小學，在黃天鴻的悉心訓練

之下，一鳴驚人，不管兵乓或羽球，學生都成功打

入州隊，代表砂拉越出賽。

對於黃天鴻來說，不管鄉區或城市，對像均是

學生，不必區別對待。

“孩子天生愛動，只要有人鼓勵他，讓他喜歡

上那個球類，他自然會去學。不過，城市小孩受保

護程度高，而鄉區小孩，跳入河就游，跨上岸就

跑，在嬉戲玩樂過程中，不斷累積鍛煉。”

教體育課責任重大

一般上，華小把體育當副科。

即便有老師的專項是體育，能教14節體育

課，可是，校方也不會讓他或她教足14節體育

課。校方會為了填滿某個老師的節數，安排他教體

育，更多時候，為了減緩班主任的重擔，讓他們教

導“輕鬆”的體育課。

林美鏵坦言：“體育課，在大家眼中，看似輕

鬆，其實責任重大，因為孩子在戶外活動，跌倒，

推來推去。再加上，現在的體育已有別以往，有

教學大綱，有評估要求，包括評估學生的掌握能

力。”

以韻律操為例，老師自己都不懂韻律操，他該

怎樣教？

“教跑，看似容易。實際上，只有修讀過運動

科學，你才知道如何正確跑步，避免運動傷害。我

的專項是體育系，也兼教其他學科，如果不主動要

求鍛煉球隊，我就無法將所學發揮出來。”她說。

每個星期三，林美鏵會找外面的贊助球場，然

後就和志願家長，一起帶學生去練球。

對此，鍾喜敬強調，“教學大綱是死的，老師

是靈活的。同個項目，由10位老師去執行，為什

麼有的老師拿第一，有的老師拿最後？這是因為，

所有的教學設計，都有前因後果，中文專項的班導

師，可能掌握不了體育重點，教學效果肯定不一

樣。”

鼓勵兼顧學業運動

林美鏵披露：“孩子不做功課，被老師鞭打手

心，哭求爸媽：我不要上學！父母把這件事告訴

我，我就跟孩子說：老師處罰你，是要讓你改錯，

讓你變得更堅強，你更加要證明給老師看，你能兼

顧學業和運動。”

她訓練的14名學生之中，有一名就讀第二班

的學生，在運動場上發光發熱，在UPSR考取5A，

激動到大哭。

“僑南還有一好，我們有愛心家長，每個星期

都會選擇一天來學校進行一對一的輔導功課，有學

生的成績從零雞蛋躍進至及格！”

爭取優良成績進入體校

去年，18歲以下全國羽球賽，有一名13歲小

女孩一鳴驚人，不僅締造大馬記錄，並以微差屈居

亞軍，輸給大姐姐。

林美鏵透露：“她是我指導的學生，現在就讀

體校。小學時，我就發現她打球才能，大力向她媽

媽推薦合適的教練。媽媽半信半疑：家裡沒人愛運

動，我女兒真的可以嗎？最終，媽媽讓她跟教練練

球。3年內，她晉身U18賽事，還贏下亞軍。”

小學的體育，只是一般訓練。一位老師要照看

數十位學生，也不可能就只指點一名學生，學生想

在某個球類再升級，要有成績，家長就要花錢聘請

專業教練。

因為老師的鼓勵和家長的支持，孩子有了更好

的表現。

對於沒有經濟能力聘請私人教練的學生，林美

鏵鼓勵他們爭取優良比賽成績，以便進入體育學

校，獲得最好和免費的培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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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送一名學生進入武吉加裡爾體育學

校，便是家長給我的目標。”

大人太想贏訓練變相虐待

鍾喜敬坦言，教導小學生體育運動最難，因為

他們都是從零學起。

在大馬，教練還不被注重，不被當專業人士對

待。大馬人較少注重教練的資格，他們注重的是：

教練，你有成績給我嗎？我送孩子來練球，希望3

個月後他拿金牌……

“十個教練，一個具有專業資格，並且用正確

方式去做，卻被埋沒，因為他的訓練，是為長遠發

展，這不被追求快速烹煮冠軍的家長所接受。有速

成成績，不代表就是好的教練。真正的成績，必須

累積。”

也因此，大家戲謔：大馬的少年冠軍很多，去

到奧運的沒有幾個……大馬少年冠軍，18歲以後

就是退休！

“鄰國，沒有少年冠軍，但有很多運動員晉級

世界級比賽，參加奧運。”他說：“我們的少年

馬拉松冠軍，皮包骨，一周參加一個比賽，拿一

個冠軍獎金100令吉，父母高興。可是，孩子消耗

過度，到了18歲，可能膝蓋損傷過度，再也不能

跑。”

對此，黃天鴻強調：“家長不要揠苗助長。讓

孩子適當比賽，體驗勝負是兵家常事。如果大人過

分想贏，讓孩子的訓練強度變太高，這可算是虐

待。”

家長配合孩子才能出賽

練習，攸關時間。鍾喜敬就經常碰到家長抗

議：我要我孩子專注學業，不要他練田徑！造成孩

子很大壓力：我要補習，又不想放棄運動。

“我尊重家長的意願，不要孩子反抗。若勉強

學生留下，他比賽當天缺席，全隊便遭殃。”鍾喜

敬說：“有的孩子，堅持要練田徑，那麼，他就要

告訴父母，想練田徑的理由，並且證明給父母看：

我會分配時間，兼顧運動和學業！”

林美鏵坦言：“沒有家長配合，我的學生，只

能走到區域賽。只要家長支持，孩子便無後顧之憂

練球。”

測試紀錄學生成長歷程

此外，鍾喜敬透露，也有學生會說：教練，你

沒選我，你不公平！

這時候，鍾喜敬就會拿出測試記錄給學生看，

他或她就心悅誠服。

他說：“我念運動科學，相信數據會說話。自

7年前起，每一個項目都保留文字紀錄。”

1月，測試顯示，孩子彈跳力不好，教練便進

行訓練上的改變；4月時，做回同樣測試，孩子成

績進步，說明訓練有效，如果沒有進步，教練就要

檢討培訓計劃，包括回看3個月記錄，原來，他的

出席率低，不用心訓練。

田徑隊的數據記錄，是學生的成長歷程：兩年

前是新人，兩年後已成冠軍！後來，還成了校刊精

彩文字報導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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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百年墓園探檳城人的一段前世今生〉系列一�

望鄉墓碑 為你訴說戰爭傷痛

� �

在檳城喬治市的某處，或許你也曾走過這條街，但卻可能不曉得百年前，這裡曾有上百名日本女性在

這裡從事性工作。

早在一戰前，她們就被拐騙到南洋，其中山打根及喬治市都曾有過她們的足跡。而這，也就是檳城

日本街的由來。據說，當年這些女子年紀最小的只有14歲，如今則長眠在我國。在疫情不允許出國旅遊

下，我就意外地從冰冷的百年墓園裡發現最動人的故事。當走一趟檳城人的前世今生之際，我正重新地認

識這片土地……

�

忍辱不偷生的“南洋姐”

很多人以為，出現在我國的日本人最早始於二

戰，然而根據本地歷史工作者兼墓園導遊梁超明透

露，其實早在一戰前，就有不少貧窮的日本女性，

為了養家、還債，或減少家裡開飯的負擔，所以自

願賣身到東南亞。也因如此，這些女子都被稱為

“南洋姐”（或“Karayuki”）。

“當時，她們不知道當時自己是被賣去從事性

工作，更不知道一去就再也回不來了。”

然而，另一種說法是，明治時代的日本過於貧

窮，因此將下層女子賣身到國外，才能減輕國家資

源匱乏的負擔，更能將外匯用來整頓國家經濟，甚

至用以擴軍。

在未掌握更多資料前，我對這些說法都半信半

疑，尤其真的很難想像原來馬來西亞曾比日本富

裕。然而，在擁有歷史學背景的導遊提醒下，我這

才意識到大馬早在18世紀時就開始錫米貿易，當

時更出現了不少的富豪。也因為需求的增加，“南

洋姐”更從百餘人增至數百人那麼多，以致日本街

延伸出日本橫街來。

慚愧的是，與許多遊客一樣，過去走在日本街

或日本橫街上，我和錄製隊伍都對這個路名無感，

殊不知這條街上曾有着如此一段心酸，而扮演着介

紹地方典故的鐵線藝術，在描述這條街時則以二戰

為背景，指曾出現在這裡的日本人從事間諜活動，

忽略了檳城早在19世紀就出現了日本人的足跡。

無論哪一種說法更為屬實，但可以肯定的是，“南

洋姐”的出現，是歷史上一段不能被抹去的記憶。

想家卻回不得，墓碑只能望鄉

知道“南洋姐”的故事後，位於比南利路的日

本人墓園，自然是另一個值得探索的地方。

根據石碑上逐漸風化的字跡來看，這座與比南

利故居毗鄰的墓園，早在比南利出世前就已經寂靜

地立在那，而許多芳華正茂的“南洋姐”們，則將

自己的青春定格在那一年的紅花國度裡。

尤為一提的是，每天期盼着可以回家團圓的這

群女子並不曉得，當初自己為國為家的犧牲，會在

日本富強起來後被視為“國恥”。就這樣，許多退

下來的“南洋姐”基於無臉面對家人，或深感愧對

國家，所以只好忍痛地將餘生留在我國，將自己人

生中見過的最後一場雪，永遠停留在14、15歲。

與墓園管理單位熟悉的導遊就透露，過去這裡

的墓碑都朝日本的方向望去，因為回不了家的她

們，只要能遠遠地望着家鄉就無憾了。只是二戰

時，這裡遭到破壞，重修後則沒有太依據當年的做

法排列墓碑。

依據真人真事改編的日本電影《望鄉》，就以

山打根的“南洋姐”做出描敘，不同的是，當年在

那兒的墓碑每一個都背對日本，因為單純卑微的她

們始終覺得自己對不起國家榮辱，因為日本人對恥

文化的看重，“南洋姐”們死後的墓碑，連望也不

敢望向自己的家園。

如今，日本墓園裡頭看上去只有54個石碑，

但梁超明根據多年的田野採集發現，園內長眠的亡

靈可能遠遠超過這個數字，而“南洋姐”則是多

數。在過去近兩百年來，這些落寞的孤魂不斷地告

訴我們——回不去的地方叫家鄉。

悼念不認識的亡靈

令人欣慰的是，隨着80年代不少日資的入

駐，以及“大馬第二家園”計劃吸引許多日本人來

我國退休後，這些生活在檳城的日本人，每年都會

來這裡掃墓祭拜他們不曾認識的這些亡靈。

“雖然他們不認識這些先輩，但這樣能讓他們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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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記自己的先輩曾在這片土地出現，讓他們懂得惜

福，感恩。”聽着導遊這麼說，我自忖：我會在異

鄉，為不認識的墓碑如此付出嗎？答案令我慚愧。

據悉，他們當中，有的是企業代表、有的是日

籍學生或官方代表，大家會在慰靈塔前誦經，或在

雞蛋花落下的午後悼念亡靈。

記得離開墓園時，腳下正好踩到一朵大紅花，

當時在想，或許“南洋姐”對大紅花的接觸，遠比

家鄉的櫻花回憶更深吧。那，我們對這片土地的情

感聯繫點又在哪呢？

抗戰紀念碑賦予新生

如果一戰前，日本女性是大時代下的悲劇人

物，那麼，二戰時抗戰的南橋機工及罹難同胞同樣

是大時代下的受害者。不同的是，這個紀念碑在

2011年開始，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

超過半世紀以來，檳城亞依淡的檳榔嶼華僑抗

戰罹難同胞與殉職機工紀念碑，不斷地提醒我們，

日本人在二戰時對我們的侵略與殘殺。其中，不少

鍾靈師生因抗戰而被緝拿、受盡酷刑折磨，生不如

死，更多是一去不回，而檳城300多名為國自告奮

勇的機工，最終也只有三分之一平安回返家園。

1951年，檳華籌賑會在打造紀念碑時，分別

在牛汝莪占梅崗、亞依淡天德園、丹絨武亞水池

路，以及峇都丁宜挖出800具拼湊不全的屍骨，一

併安葬在紀念碑下。60年後，負責打理紀念碑的

公民學校信理會在拿督莊耿康的領導下，重修得更

體面。別具意義的是，他打造了一個和平柱，同時

更在解釋看板處，特用三語及日文來介紹這段歷

史。

“我們不是要令日本人難堪，而是要提醒大家

和平的重要。大家都應該要珍惜得來不易的安寧與

和平。”

殘害下選擇原諒

不說不知，莊耿康原是美好的童年歲月，其實

有幾年正是在戰火之下度過的。當談起這段往事，

83歲的他更一度拭淚。

他依稀記得，自己小時不能哭鬧，否則驚動日

本人全家會遭殃，哪怕是哭，也得用手摀住自己的

嘴巴，不得出聲。不僅如此，其哥哥更得被迫學習

加害國的語言，這點令哥哥一度在精神上痛不欲

生。

“當年他們殘害我們，同時要你學他們的語

言，你能接受嗎？我哥哥就是因為不要，結果被我

另一個哥哥毒打，因為這會令全家遭殃的。”

現在回想起來，莊耿康深深明白當時兩個哥哥

一定都不好受，但是，哪怕自己的童年蒙上戰火陰

影，無論二戰時日軍如何殘害本地人，他選擇了寬

恕，並溫柔地與上一代的記憶和好。

這也是為何，如今他不仇視日本了，因為他知

道大時代下的悲劇並不是黑與白如此簡單；他除了

以日文看板向年輕的日本遊客展現另一歷史角度，

更在和平柱上刻上令人動容的文字：世界和平是全

人類的共願。

難得的是，當初負責為看板做日語翻譯的梁超

明，至今仍會帶日本遊客或學生前來瞭解這段歷

史。過去幾年，也總有為數十幾位來自日本的腳車

手，每年到該處來悼念懺悔。顯然的，莊耿康的初

衷達到了。

他說，儘管紀念牌下埋葬了數百具拼湊不全的

屍骨，但也正因為這些屍骨，我們的過去才得以拼

湊出一個畫面，我們的未來也才有個穩健的基礎。

結束拜訪時，我隨口問：你會擔心以後沒人記

得這段歷史嗎？他濕着眼坦言：會。

我不敢告訴他的是，其實未開始決定以這類旅

遊方式來認識這片土地前，這紀念碑對我來說，就

只是前往升旗山或極樂寺都會經過的地標。

當日本人比馬來西亞人更瞭解這石碑的典故與

意義；當看着有人積極捍衛、用心保存與發揚之

際，可以篤定的是，這一場疫情下的這場墓園之旅

是值得的。

所以，要是哪天，當你經過這兒，不妨停下來

好好追思一番，當年的悲壯與淒涼或許已經不再，

只因我們開始珍惜何謂“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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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百年墓園探檳城人的一段前世今生〉系列二�

猶太墓園 遷離往事為你道來

� �

約200年前，被譽為世上最聰明的族群來到了檳城。當時，他們曾一度以為這是他們最終的落腳處，

只是他們沒有想到，近200年後的今天卻得再次漂，留下的除了是一個個荒涼的墓碑外，就是逐漸被風化

的足跡。

若非疫情造成只能國內旅遊，我也不會發現隱蔽在喬治市中心的百年猶太人墓園，甚至一輩子也不會

發現這塵封在歷史年輪中的故事。尤為一提的是，走進這墓園，彷彿能聽見安睡了的魂，在對這片土地上

的華裔做出某種預言……

�

生於斯長於斯的檳城猶太人

很多人或不曉得，檳城早在19世紀開始就有

猶太人居住。根據調查顯示，1899年至1900年的

檳城曾有180猶太人，那也是人數最多的時候。而

位於喬治市再納阿比丁路的猶太人墓園則是建於

1835年。

墓園導遊梁超明表示，185年前，一個姓“利

維”（Levi）的猶太女子逝世後，其家人便買下這

片地來充當墓園。也就從那時開始，猶太人有了自

己在檳城的長眠地，而這也是全東南亞唯一，且歷

史最悠久的猶太人專屬墓園。

熟悉猶太曆史的人都知道，凡姓“利維”的

猶太人都來自德高望重的家族，千百年來都備受

尊重。這段需追溯回摩西出埃及記的典故，谷歌

（Google）一查就有，因此不是再追問導遊的關

鍵，倒是他告知，每個猶太墓園都會有一個專區，

只有“利維人”和“科恩”（Cohen）姓氏的人才

能在該區下葬。“科恩”其實是猶太祭司的發音，

而名字若有“科恩”的話，就意味着他來自祭司家

庭。數千年來，猶太人始終對名字帶有“利維”及

“科恩”二字的猶太人特別尊重。

目前，園內共有107座墓碑，而科恩與利維的

墓碑並不多，但卻在墓園的另一處繼續“高人一

等”地演繹着百年孤寂。有趣的是，無論是否長眠

在專區，每個墓碑都刻着西伯利亞文，這也是我第

一次看到這種從右邊念到左邊的文字。

屍首望向家鄉，石頭意味：我來過

遊覽的過程中，留意到園內的墓碑分成尖三角

或圓形，以及四方巨型墓碑兩種。也是歷史工作者

的梁超明就解釋，猶太人主要分成2大族群，即德

國系（藍眼睛、金頭髮）和西班牙系（地中海樣

貌），而三角和圓形屬於西班牙系猶太人墓碑，而

德國系的則是巨型的。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哪族系的猶太人，他們長

眠時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臉部望向家鄉耶路撒

冷。猶太人認為，死後就應該土歸土，所以白布包

裹後便在24小時內下葬，期間身軀側躺着，臉部

就得望向家園。

在檳城猶太墓園，逝者的臉部都會望向西北方

向，那也是大馬望向聖城的方向，更是家的方向。

但，我思量的是，對這個多次遷徒的民族、曾把我

國當成祖國的檳城猶太人而言，哪裡才是他們的

家？

離開墓園前，自小和檳城猶太人一起長大的梁

超明特地拾起了一個小石子放在其中的一個墳前。

還來不及開口詢問原因，他便表示，猶太人並不會

帶鮮花到墳前悼念先人，反之是帶着虔誠的心來念

祈禱文，再於臨走前安放一個小石子在墳前，以表

示自己來過。

明白後，我也蹲下放了顆小石子在“利維”的

墳前，然而就在站起剎那，我不禁自忖：“原來我

們誰都是這片土地的過客，不是嗎？”

猶太人說國語，吃福建面

不說不知，過去這裡也曾叫“猶太人路”

（Jalan�Yahudi）。更換路名的政治博弈，不說我

們都有答案，倒是這裡曾以“猶太人”命名，讓我

對當年的開放民主驚奇。

打從19世紀第一批猶太人來到馬來亞以後，

他們便成了我國最熟悉不過的面孔。當時，社會不

僅接受他們，過去近200年，各族更是和睦融洽的

生活在一起。

曾與猶太人後裔相處的檳州前行政議員拿督王

國慧就分享，在檳城生活的猶太人愛吃福建面、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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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馬來話，甚至和本地人結合。王國慧的二姨媽陳

國珠和檳城猶太人結婚，而這位前國營電台主播生

下的3個孩子，便是最後一批離開的地道猶太人。

“對我的表姐表哥來說，他們就是大馬人。檳

城是他們出世和求學的地方。”

惟，1970年開始，中東糾紛激烈，我國回教

徒反猶太人氣焰高漲，加上政策上被指對猶太人不

友善，因此王國慧就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表哥表姐們

移民到澳洲。當時，年紀還小的王國慧曾哭着問猶

太人姨丈，為何要和阿姨離開檳城？為何要帶走表

姐表哥？儘管當年的答案聽起來複雜難懂，但如今

的她透徹了，而我，則從她的眼眶中看見淚光。

目前，這個墓園由3人組成的信理會來管理，

而王國慧的表姐表哥都是信理員。不過，由於身在

海外，因此由梁超明協助打理。

根據記載，這群猶太人是檳城僅存的猶太人。

難得的是，哪怕移民數十年，這批檳城土生土長的

最後一群猶太人，卻每年都會回來這裡追思，偶爾

會和梁超明以福建話聊天，偶爾吃吃炒粿條，或到

傑瑟敦故居回憶有着王國慧陪伴的童年，因為對他

們來說，以色列是他們的祖籍國，但大馬才是他們

的祖國。

冰冷的墓碑，溫暖的景點

走訪墓園，若沒有故事，那一座座的墓碑恐怕

只是冰冷的土石結構。但是透過墓園導覽，除了能

知道長眠的主人公外，更會對自己所處的地方產生

另一種共鳴與歸屬。

檳城猶太墓園就讓人們發現，原來當猶太人四

處逃難之際，是善良大愛的馬來亞收留了他們；當

各國都排擠他們之際，也是我國展現了人道關懷。

當時的社會包容與開放，更是彰顯在各族相安無事

的太平盛世裡。

梁超明就指出，就連國父東姑阿都拉曼當時也

有許多猶太人朋友，可見當年那種天下大同的價值

觀是何等的單純美好。

詢及如何看待未來？從小與猶太人一起長大的

梁超明是樂觀的，尤其近期阿聯酋宣佈與以色列建

交，而阿拉伯與以色列關係也開始好轉了，他希望

一天自己的童年玩伴不再活在記憶裡，而是重返故

鄉，一起重溫當年的和諧與安好。一切在獨立前，

也在獨立後。

亞美尼亞人成就了檳城，消失了自己

除了猶太人，亞美尼亞人也曾是這片土地熟悉

的身影，甚至為檳城做出極大的經濟貢獻。

在亞美尼亞人幾乎絕跡檳城的今天，很多人

都已經忘了檳城最悠久的東家酒店（前稱“依恩

奧”、喬治市最具活力的街道本頭公巷（姐弟共騎

壁畫處），都是他們曾經出現過的證明。

建立於1885年的依恩奧酒店，其實是由4位亞

美尼亞兄弟（薩奇斯兄弟）打造，而檳城第一家股

票經紀公司創辦人A.�A.安東尼也是亞美尼亞族群

的代表人物，而他們的家屬，甚至本人就長埋在檳

城，其中薩奇斯兄弟的其中一人，就長眠於西方路

的墓園裡，簡單而獨特的墓碑，讓人過目難忘。

然而，隨着時代的變化，哪怕在這片土地已扎

根了約200年，亞美尼亞人最終也離開了他們曾生

於斯，長於斯的地方，而任何歷史對他們的評價，

如今也只能隨他們長埋在墓園裡了。

看着這些墓園，沒有一絲陰森感覺，倒有一股

深刻的悲涼。曾經何時，他們也是這片土地的一份

子，為檳城的多元開放打下基礎，為這裡的經濟繁

榮埋下根基。只是，他們早已不在。

從猶太與亞美尼亞人看華裔命運

記得離開前，我一度思索，這些猶太人與亞美

尼亞人必定對我國有着很深的情意結，尤其是在這

裡土生土長的那一代，更一定把馬來西亞視為祖

國，甚至對我國的情感招撼比自己的祖籍國還重。

一如，我們這些大馬華裔。

若一天你也到訪這些地方，不妨將心靜下來聆

聽，安息的魂即便無語，卻似乎也在為我們華裔在

這片土地的命運，做出某一層面的暗示。

50年至100年後，我們會在哪？誰，又會在我

們的墳前放下小石子，再惆悵地告訴我：他來過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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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百年墓園探檳城人的一段前世今生〉系列三�

戰火下出生入死 墓園溫度療愈故人

� �

每年深秋，許多過半百的退役英軍總會倚着枴杖，步履蹣跚地來到西方路墓園。這是他們超過半世紀

的承諾，而這份約定的基礎，是一場戰火下的出生入死，是彼此答應要好好活下去的山盟海誓。

當時，這群軍人年紀最大的不過30，最年輕的也只有18歲，但部分卻從此將年齡定格，永恆自己在

墓誌銘裡。而我，則在這個墓園裡，看到了真摯動人的一段友情。

�

冷酷的戰火，溫度的墓園

位於在檳城青年公園旁的西方路基督墓園，可

以說是一個具有溫度的墓園，因為裡頭交織着許多

革命情感。

首先，一進門就可以看到一副顯着的黑牆，裡

頭紀念的都是1948至1960年馬來亞緊急狀態間的

罹難共和聯邦軍隊。當然，對部分國人而言，英殖

民當年的行為是對我國獨立鬥爭進行軍事鎮壓，而

馬來亞共產黨則是為了獨立與生存而反抗，因此這

樣的紀念是諷刺的。

但我尊重這樣的立場差異，畢竟歷史的詮釋往

往就看你站在什麼角度來切入，唯一肯定的是，大

家都是戰爭下的受害者，更是大時代下無法掌握命

運的魂。

我沒有很抗拒這一副黑牆的出現，儘管我的祖

父就被指為共產黨而命喪搶下，因為這塊墓園原屬

於英殖民政府管轄，他們自然有權利站在自己的角

度來演繹自己所謂的“犧牲”與“正義”。

導遊梁超明就分享到，若換個角度來說，其實

這副牆的出現，其實也在提醒着英國人戰爭的無

情，以及和平的可貴，這未嘗不是件好事。

依着黑色紀念牆處再步行約10分鐘，右邊就

是英澳軍墓碑園區。超過50多個墓碑排列整齊地

望向同一個方向，似乎在以另一種方式來列隊操

步。

據悉，英國退伍軍人協會每年都會通過基金會

撥款來維修和照料墓園，因此，園內的英軍墓碑打

理得十分整齊，而排列整齊的墓碑下更種上小雛

菊，相當雅致，卻也令人憂傷。

這些小雛菊就猶如長眠在黃土下的年輕英軍，

年僅18、19就離鄉背井，最終英年早逝。

難得的是，超過半世紀以來，來自世界各地的

退伍軍人每年都會來悼念自己的同僚。哪怕自己已

經超過80歲，但是仍堅持到墓園來見一見自己出

生入死的戰友。

“他們把戰友的那一部分給活下來了，所以每

年都過來交代一番。”隨行的友人不經意地說了一

句，我剎那間眼睛就濕了。

是啊，想一想那些每年來悼念的退役英軍，當

時一定是在告訴同伴自己沒有白活，戰友沒有白白

犧牲。

88名俄軍冤死在檳城

令人動容的，不僅是英軍的戰火下的手足情

深，俄羅斯大使館及旅居本地的俄羅斯人每年悼念

他們不認識的先輩，同樣讓人欽佩。

據悉，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來自俄羅斯、法

國、德國、英國的軍艦都停泊在檳城海域。1914

年10月的某一天，一艘德國軍艦冒充英國軍艦偷

偷進入檳城海域，正當英軍以為是“自家人”時，

德國軍艦早發射炮彈擊中了停泊在那的俄羅斯軍

艦，造成88名俄羅斯軍人命喪海中。而軍艦沉沒

的海域，正是如今的舊關仔角海域。

100年後的今天，已沒有多少人知道這段事

跡，倒是舊關仔角和威省海域之間，有一個紅色的

坐標，那就是當年俄羅斯軍艦沉沒的地點。下回，

當你在舊關仔角海邊看見這坐標使勁地炫耀着一身

紅時，它或許是在提醒着你他們的存在。

類似的故事不停在上演。在直落巴巷檳城國家

公園的海域，也曾發生德國軍艦擊中法國軍艦一

事。不難發現，其實檳城海域曾多次上演着戰事，

而海底下更埋藏着許多各國亡靈冤魂。

導遊就表示，檳城其實是馬六甲海峽的入口

處，所以很多軍艦從印度洋進入太平洋時，都會經

過檳城港口。這也是為何，多場歷史戰事都曾在檳

城發生。值得一提的是，檳城也是東南亞中唯一涉

及第一世界大戰的地方，所以在歷史上有着“THE�

BATTLE�OF�PENANAG”（檳城戰役）這麼一詞

彙，只是許多人都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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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也念祖感恩

這裡也埋葬了一些亞美尼亞人，惟，這些原本

在喬治市的墓碑，因為1908年土地變賣，讓路予

地方發展的緣故，最終遷移到西方路墓園。梁超明

就指出，目前檳城已經沒有土生土長的亞美尼亞

人，反之新加坡還有亞美尼亞人公會，人數也不

少。

“吉隆坡還有亞美尼亞人。他們每次來都會想

為祖先做些什麼。”

難得的是，哪怕與自己一點血緣關係也沒有，

這些亞美尼亞人還是會來祭拜這些先輩，有時還會

詢問梁超明有什麼是可以做的。所以，不要以為洋

人就不認祖先，對一些洋人而言，他們可能隨時被

我們更懂得感恩與念祖。

當然，懂得感恩的何止是人類，墓園裡最吸睛

的“安德魯墓碑”就在在地告訴你，其中狗狗也是

懂得感恩的一群。安德魯是住在檳城的外國人，據

悉，他逝世後，其愛犬每天都跑到其墳墓上悼念。

當愛犬離世後，安德魯的妻子則在安德魯墓碑上，

打造了愛犬的石像，以紀念這只忠犬。若你有機會

到訪，安德魯墓碑值得一看。

5萬墓碑齊望東方

不說不知，這座百年墓園擁有埋了5萬多人，

而大家的共同點多以墓碑望向東方為主。

身為基督徒，且擁有歷史工作者背景的梁超明

就告訴我們，這裡的墓碑朝向東方，因為對歐洲人

而言，他們的東方便是耶路撒冷的方向（我國方向

實為西方），而這裡的墓碑也多從印度加爾各答入

口，因為對當時的人而言，那裡的石墓碑品質最

好。由此可見，當時的人對葬禮是何其看重。

看回這些墓碑，顯然的，在馬來西亞留下足跡

的，不只是這群英軍，來自美國、德國、法國，俄

羅斯軍人也都先後在檳城留下他們最慘痛的回憶。

當年他們將自己輕狂不羈留給了我國，而如今卻只

能在一片盛世中雲淡風輕。

在歲月的洗禮中，長眠的永恆了，活着的也不

哭了。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正倒數着與同伴們相聚。

當與歷史無感的壁畫偷竊了喬治市的記憶，當冰冷

的各式主題博物館騎劫了曾屬於古跡的時代精神

時，或許只有墓園才是最具溫度的遊覽處，更是我

們瞭解檳城的最好途經。不為什麼，只因這裡的墓

園是有溫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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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百年墓園探檳城人的一段前世今生〉系列四�

基督墓園 珍貴歷史永存

� �

和許多人一樣，去旅遊的話，墓園絕對不可能會是我的目的地。但，疫情下的一場機遇，我開始發

現，原來要好好的瞭解一個地方，墓園或許才是最好的選擇。

我就在檳城紅毛路基督墓園裡頭，聽見了檳城過去230多年來的故事。相信我，儘管墓園的亡靈早已

安息主懷，但他們留下的墓碑卻仍靜靜地，為檳城保留着極其珍貴的歷史，讓您一次過瞭解檳城人的前世

今生……

�

小兵開始了英軍的長眠印記

打從英軍中蔚威廉默裡於1787長眠在檳城紅

毛路後，這裡便有了英軍長眠的印記。

作為第一個埋在紅毛路墓園的英軍，當年，

他在1786年抵達檳城後，第二年便將自己的青春

永駐在喬治市，卻成了英軍230年前到來的歷史註

腳，想想，這是原本身為駐守孟加拉軍火庫小兵的

他始料不及的吧。當然，這說不上什麼小兵立大

功，但卻也實實在在地告訴我們，不少外國人曾在

我國奉獻了一生，哪怕當年他只有22歲。

如今，威廉穆勒的墓碑已經找不到了，據說是

當年被日軍給炸毀了。但，他的故事卻永恆在墓園

的告示牌裡，等你與他相識。

當然，這裡也少不了另一個著名的人物——法

蘭西斯萊特。這個被譽為開闢了檳城（檳榔嶼）的

英國人，一直是檳城人家喻戶曉的名字，然而，其

墓碑卻低調得可憐，謙卑得可以。

萊特的相關功績只要網上查搜即有，這裡不多

闡述。倒令人驚訝的是，他選擇了留在馬來亞，甚

至葬在檳城。確實很難想像一代偉人可以與我們如

此靠近，而看着這不起眼的墓碑，我是感慨的，尤

其當年萊特就是死於瘧疾的，對比今次的世紀疫

情，特別令人傷感。

站在萊特的墳前默哀時，墓誌銘上的日期讓我

發現，2020年的今天正是他280歲冥誕。然，20

年後，誰又會為他的300歲冥誕做紀念呢？

許多的“第一”長埋在此

在擁有歷史工作背景的墓園導遊梁超明帶領

下，我們也看到了許多的第一。

首先，全馬首盞路燈安裝者胡騰巴赫的妻子佛

麗達胡騰巴赫就以22歲之齡長眠在這裡。其墓碑

以柱子形狀示人，堪稱園內最特別的墓碑，其中，

斷柱設計意味着英年早逝。

胡騰兄弟在檳城經營船業，第一條檳城來往亞

齊的航線就是由他們開設。他們也經營冰廠，而最

偉大的莫過於在土庫街（銀行街）安裝煤氣路燈。

此舉，贏得當時政府頒發40年合約，讓他們照明

整個喬治市的街道。如今，當我們如果土庫街時，

或許都應該感懷這偉大的德國人。

全馬首家上市股票交易公司A.A.安東尼創辦人

安東尼阿拉頓的妻兒（麥克爾阿拉敦，及瑪利亞

珍）也埋在這裡。不僅如此，這裡也埋着檳城第一

任總督菲利普鄧達斯，以及相信是首批信奉基督教

的華人。

這裡也“住着”一位極為戲劇化的人物——檳

城第一個自殺的人。在文獻中發現，檳城第一個自

殺的人不是當地人，而是一位名叫托馬斯凱克威奇

的人，而他自殺的理由是因為和上司不合。

梁超明指出，凱克威奇曾是一名商人，之後在

法庭出任署理註冊官。不過，他也因為連串藐視法

庭的行為而被吊銷執照。沒人瞭解當年他究竟經歷

了什麼，唯一確定的是，他離開時年僅29歲。

太平天國的基督徒

作為華人，我對第一批信奉基督教的華裔自然

特有情意結，尤其當中一個不起眼的墓碑，居然還

與我同姓。

梁超明指出，園內的華人墓碑最早追溯到

1860年，相信是1850年太平天國起義時逃來南洋

的客籍基督徒。據瞭解，園內的華人墓碑原本紀錄

為30多座，如今則只有12座較為完整的。

當時，這群人在中國反清復明，如今卻反而在

馬來西亞“永恆”了下來。看着墓碑上刻着“光

緒”二字，身為華人心裡不免惆悵起來。

我的一位中國友人就在聽聞檳城有太平天國起

義的中國人，特約我二訪這個墓園。對他而言，這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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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珍貴的記載，更讓他實實在在地感受到華人在這

片土地的過去。

畢竟能深刻瞭解他的感覺，在速食文化的旅遊

生態下，壁畫屬於相機的、古跡屬於商業的，而美

食屬於社交媒體賬號的。唯有真實埋在黃土下的，

才是真的，更是“活”的。

正義律師羅甘，“印尼”的“始作俑者”

檳城人或許還有一個亡靈需要認識——“正義

律師”羅甘。

這位來自蘇格蘭的白人不僅是一位反對種族主

義的律師，更是一位媒體人。他多次在報章撰寫文

章抨擊英殖民政府，甚至為本地華裔與洋人大打官

事。而為了紀念他，檳州法庭前更樹立起的4女神

石像，走進去看，其肖像就在下方。不說不知，他

的妻子還是華人呢。

值得一提，喜歡旅遊的他經常在周遊列國後撰

寫遊記，而反對殖民主義的他就因為不滿印尼被冠

上“荷蘭東印度群島”，因此特在遊記上將之命名

“Indonesia”（印度尼西亞）。這也是“印度尼西

亞”首次在歷史上出現的經過。據瞭解，這篇遊記

當年投在倫敦，而印尼在爭取獨立時就用了這個名

字。

我沒去在意這段歷史究竟多符合事實，畢竟隨

着年紀漸長，已是發現歷史與事實往往只是撰寫者

在詮釋上的各別演繹，尤其擁有話語權的往往是位

高權重者。我感興趣的是，230多年前就有人反對

種族主義，這對我國而言，是多麼珍貴的一段基

礎。230多年過去了，我們有更平等嗎？我們是否

更進步了？九泉下的羅甘，應該很想知道……我

想。

百年墓園，檳城縮影

其實，紅毛路的墓園還住在許多傳奇人物，比

如著名的大地主大衛布朗、百年名校大英義學創辦

人羅伯特斯珀克哈欽，以及電影《安娜與國王》中

安娜的丈夫托馬斯裡奧諾文斯等……顯然的，紅毛

路墓園不僅因為其230年的歷史而聞名，更因為裡

頭豐富精彩的故事而顯得珍貴。這簡直是檳城的歷

史縮影。

根據英國檔案局資料顯示，這個墓園其實共

有2000多人埋在裡頭，當中計有英國、美國、中

國、澳洲、法國、德國、愛爾蘭、蘇格蘭以及亞美

尼亞人。

遺憾的是，二戰時日軍炸彈摧毀了墓園的一部

分，以致當局在2013年收集資料時僅找到459個

墓碑，而其中432個墳墓保持不動。

看着墓園空曠的草坪，不禁好奇，其餘的

1600多個墓碑究竟是誰？會不會有更重要的人

物？誰又在歷史中被消失得一乾二淨了？

或許，這個永遠得不到的答案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眼下更關鍵的是，這塊曾差點被拿來發展的墓

園，如何讓更多人發掘與珍惜。

如今，這個極具歐洲風格的墓園成了大家拍攝

婚紗照片的熱門地點，但很少人會在意其更珍貴的

故事。在撰寫這故事前，我更被負責推廣檳州旅遊

的官聯機構告知，這個課題只有洋人喜歡，華人基

於忌諱，所以中文報報道墓園事跡的意義不大。然

而，每次路過這安謐的百年墓園時，這裡的恬靜似

乎夾帶着許多的故事，隨風飄入耳際，要你聽見，

要我報道。

其實，每個墓園都是時代註腳，每個墓碑，也

有都着自己的故事，看回檳城這幾個百年墓園，我

開始意識到，儘管這些早已安息主懷的百年孤魂，

或許不是地道的大馬人，但他們卻都在這裡或締造

出輝煌，或留下了傳奇，讓檳城展現出深厚的歷史

底蘊。

指尖停留在鍵盤的這一刻，漸漸有感，百年墓

碑也許是命中注定被保存下來的，因為他們早在

230年前就是知道，一天你會看到這篇報道，更會

來這裡聽聽他們的故事的，瞭解一段檳城人的前世

今生。一段屬於大馬人的故事。

下回造訪檳城，不妨走一趟這裡的百年墓園

吧！當喬治市的古跡沒有了靈魂，當冰冷的壁畫試

圖篡改老城的回憶之際，墓園或許是最好的方式，

讓你以不同的角度，重新認識檳城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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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南下吃Laksa〉系列一�

中南馬篇‧一碗叻沙，盛滿包容與多元

� �

叻沙是一碗辛辣、酸甜和濃郁的想像，一勺香氣馥芬湯汁澆在米粉或細麵條上，各種材料變得鮮活起

來。

叻沙端到眼前後，必須少安毋躁，先用湯匙撥開配料，呷一口叻沙湯醒胃，打開一天的食慾。

香料，絕對是一碗叻沙的精髓，香茅、叻沙葉、黃姜、南姜等醞釀出來的迷人香氣，促使湯汁香味柔

和，平衡了酸、辣、甜和鹹。

馬華作家兼“知食份子”林金城曾提及，Laksa一詞源自古印度梵文的Laksha，即“千計無數”的意

思。他在印度飲食中沒有發現叻沙一詞或類似的食物組合，直觀的聯想便是將多種食材匯聚一起的統稱。

認真考究起來，馬來西亞叻沙有靈活多變的特性，從甘榜、新村或市鎮都可以發現其蹤跡，蔓延出多

種色香風味，斑斕多姿，為每個人的味蕾印上獨特的飲食記憶和故事。

�

雪蘭莪‧吉膽島獨有的叻沙飯

“我喜歡吃叻沙啊！不喜歡怎麼會賣叻沙

呢？”63歲的謝茉莉笑着說，以往只提供叻沙米

粉、面或粿條，有一次顧客突然問起，要不弄一個

叻沙飯？這個建議無意之中成真，變成了島上熱賣

的新品。吉膽島是我國的漁業重鎮，居民大多以捕

魚為生，估計米飯也較為耐飽。“外面進來的遊客

卻喜歡吃米粉和面。”

Alee�Laksa位於吉膽島巷尾競智學校旁的民眾

會堂外，謝茉莉備好的釀料多不勝數，有豬皮、雞

蛋、小蝦、豆芽、江魚仔、豆腐卜、包菜、煎蛋、

魚餅、叉燒、咖哩雞等。一碟白飯，夾上喜愛的配

料，淋一勺叻沙汁就成了美味佳餚。

謝茉莉的叻沙湯底採用江魚仔和排骨熬煮，另

加辣椒、咖哩粉和其他材料調配而成，這也是她母

親自行摸索出來的叻沙心得。

“以前沒有什麼人愛吃叻沙，幾個學生還有一

些顧客吃了過後就收檔，現在反而從早上7點到下

午2點。”遙想叻沙檔的故事，她輕描淡寫地說，

14歲便幫忙母親賣叻沙，當時還有兩位姐姐、哥

哥和弟弟，共同經營這個家族生意。

最早的時候在戲台上營業，一旦潮州戲開演就

要趕緊搬去競智學校旁邊。“在30年前，這間學

校都沒有食堂，下課時路邊都站滿吃午餐的人。”

何時才有食堂？她笑說自己都忘了，只記得那

時要兩頭跑，一邊在食堂賣叻沙，另一邊要維持戲

台的生意。舊時沒有機器協助，謝茉莉得凌晨3時

摸黑起床刨椰擠椰漿，甚至要剝好蝦殼，備好叻沙

材料。

“你知道很久以前沒有橋過去街上，我們這裡

叫港尾，去街上要坐舢板過去。”有人會在岸邊

撐着舢板，用兩支船槳划去對面，來回船費要20

仙。所幸母親創業時，已有3條橋，不過，她說絕

大部分熟客都是港尾的居民。

謝茉莉的笑聲非常爽朗，我們倆在電話中聊起

吉膽島的歷史，叻沙倒變成一種點綴。

森美蘭‧很“Pure”的九記叻沙

芙蓉林木街九記叻沙有四十多年歷史，是當地

老字號。29歲的劉偉信是第三代接班人，11年前

便接手繼承這門傳統的叻沙手藝。當問及一碗正宗

的芙蓉叻沙需符合哪些要求時，他直言，難以闡明

何者正宗，何者不是。隨着時間洗禮和沉澱，各家

傳承了不同面貌、風味、口感和配料的叻沙，只要

能回歸到昔日或兒時的味道，那便是一個人對道地

的標準和定義。

最傳統的九記叻沙只有鮮蚶、豆芽和豆腐卜，

由於以前經濟條件不理想，不會想要很多配料。過

去一個小檔口，幾張桌椅，熟客都是來自附近的街

坊，如今許多遊客慕名而來。

伴隨着經濟水平提高，人們飲食有所偏好，希

望添加肉丸、魚丸、雲吞、腐竹，進而演變成大家

會垂涎欲滴的叻沙。麵食也可以更改，選項包括瀨

粉、米粉、黃面、粿條、雲吞麵或客家面。

九記叻沙有豬皮和豆腐卜，“豬皮有嚼勁和爽

口，可以增添叻沙不少特色。”鮮蚶則是叻沙的靈

魂，與佐料相輔相成，會起畫龍點睛之效。蚶具有

獨特的鮮嫩風味，後來很多人因健康因素，對鮮蚶

敬而遠之。“因為腥味，不是人人都喜歡，有人也

很抗拒。”他稱，部分顧客得知沒有鮮蚶，寧願離

林德成《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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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也不進來吃叻沙，一心執着於鮮蚶。

最大的秘訣就在湯底，他說，完全不用任何骨

頭、魚肉或蝦殼熬煮，“很pure（純粹）”，他很

自豪地說，這是九記叻沙的價值，以及最珍貴的地

方。

柔佛‧寬中叻沙，吃一種學生回憶

“寬中叻沙”已有44年歷史，屬於新山寬柔

中學師生的味道記憶。已故陳巧蘭女士1976年在

寬中食堂開始營業，直至2003年遷出學校自行創

業，這碗校園叻沙也就成為校友們難以忘懷的滋

味。

現任老闆黃敬恩自小跟隨大姨陳巧蘭身旁，7

歲到學校幫忙，下午準備上課。15歲正式學習寬

中叻沙煮法，成為她默認的接班人。

這個檔口曾先後搬遷 3 次 ， 最後“定

居”Stulang�Walk。雖遷移多次，許多老饕和寬中

生依舊會尋覓其蹤跡，只為了吃到昔日的叻沙口

感。他說，柔佛王儲東姑依斯邁也到訪品嚐寬中叻

沙，從而吸引不少友族同胞慕名而來，漸漸地累積

很多熟客。

湯底用雞骨和黃豆熬煮，加入二十多種辛香

料、椰漿和生奶，花費四五小時烹調才煮出香味四

溢的叻沙湯底。萬般香氣離不開參巴，黃敬恩強

調，單純一碗叻沙略顯普通，配合參巴的魅力將叻

沙口感昇華至更高層次。他慎選高品質的越南小辣

椒，每煮一輪參巴可要用上1.5公斤，再混合其他

比例的辣椒，配製出讓人心動的參巴醬。

大姨是否有傳授製作叻沙口訣？他大笑說沒

有，惟秉持一個原則——永遠不要偷工減料。

柔佛王室料理：傳統叻沙與意大利面

柔佛叻沙還有另一特色，不用黃面或粗米

粉，而是意大利面。相傳已故柔佛蘇丹阿布峇卡

（1833年至1895年）歐洲遊歷，品嚐意大利面後

念念不忘，回國後便要求御廚將叻沙醬汁與意大

利面搭配一起，無形中令這道“fusion”（新式混

搭）的柔佛叻沙誕生。

“你知道那個故事？柔佛叻沙正是這樣開

始。”68歲的諾阿爾哈娜（Nooralhana�Ayoub）

在電話那頭對我說。她是新山著名的Bumbu�Asli餐

館掌廚，其柔佛叻沙是馳名遠近的熱銷品。她選用

新鮮西刀魚和馬鮫魚熬湯，偶爾會用甘望魚或沙丁

魚（Ikan�Selayang），令湯汁較為濃郁和鮮甜。

製作湯底過程繁瑣，從碾碎香料、烹煮魚肉、

攪拌叻沙醬需投入大量心神。撕開的魚肉下鍋後就

得不斷攪動，至少需要3小時。她說，倒入新鮮椰

漿後也得持續攪拌均勻，確保口感一致和濃稠鮮

香。當意大利面煮好後會捲成一捆又一捆，擱在一

旁。每一盤會放兩捆面，再淋上叻沙醬，接着撒上

黃瓜、豆芽、叻沙葉和大蔥，當然包括參巴峇拉煎

和半粒酸柑提味。

搜集資料時，發現一件有趣的事，即網傳真正

的柔佛人是用手吃叻沙，便趁機向她求證。“這是

真的，你會享受其中。”她毫不意外地說道。

彭亨‧咖喱面不等於咖喱叻沙

美國《赫芬頓郵報》曾在2012年列出“死前

必吃的全球10大美食”，咖哩叻沙（Curry� laksa）

榜上有名，我還沒想過不吃叻沙竟然會死不瞑目。

每一州叻沙都獨具風味，誰也無法複製誰的味道。

惟在言語習慣上，許多人常會把咖哩叻沙與咖哩面

劃上等號。

逾50年歷史的關丹祥和茶室，其咖哩面享有

盛名，近乎當地人、遊客都會摸上門，只為了一嘗

祥和咖哩面。“外坡人來到祥和茶室不清楚會直接

叫咖哩叻沙，但我們會解釋叻沙是屬於檳城亞參叻

沙，這裡會叫咖哩面。”

茶室負責人符豐偉口中的叻沙是以檳城亞參叻

沙為基準，有着開胃的酸辣湯頭。至於咖哩面，食

客追求的口感有別，有人喜歡偏甜、辛辣或帶鹹。

祥和茶室的咖哩面帶鹹，湯底混合了6種咖哩粉烹

調而成，加上雞肉、豆腐卜、豆腐、茄子、鮮蚶等

豐盛配料，讓人可以飽足一餐。

彭亨華人社區大多販售檳城亞參叻沙，馬來

社區則有傳統的Laksa�Gebok，亦稱為彭亨叻沙。

相傳彭亨叻沙源自北根（Pekan），最鮮明的特色

是手工粉條，必須使用“Gebok”這款擠壓器，通

過漏板的洞口，將麵團擠出粉條。擠壓器底下則是

一鍋沸水，粉條下鍋待幾分鐘後撈出，放入冷水清

洗。接着開始抽取粉條，繞了3圈就切斷，一扭形

成“8”字放在盆裡，每一團粉條的數量詞也被稱

為“chap”。

據網上的食譜，彭亨叻沙的湯底採用了馬鮫

魚、梅香馬鮫魚、紅蔥、蒜頭、姜、辣椒干、香

茅、芫荽子、小茴香等材料熬煮。盤中放好兩

“chap”的粉條，注入濃稠湯汁，緊接着鋪上各

式的烏蘭（Ulam），一盤彭亨叻沙也就大功告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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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六甲‧香中帶辣的娘惹叻沙

“思念如燕，它飛舞舌尖，若是真愛，配嘗幾

分苦甜……”回想起《小娘惹》這部劇，讓我認識

了娘惹文化，尤其娘惹菜餚包含深厚的文化底蘊，

精湛的廚藝刀工、色彩鮮艷的器皿餐具，以及細緻

融匯多元香料的特性，孕育出極具特色的娘惹菜

系。

娘惹叻沙是叻沙家族衍生出來的支派，濃濃香

氣和微辣的湯汁下肚，喚醒沉睡的身體，令人精神

為之一振。馬六甲武吉峇汝的Bess�Kopitiam，曾在

2010年獲得馬來西亞旅遊部“一個大馬·食全美

食”叻沙組冠軍。負責人之一陳品文說，娘惹叻沙

有3大原料不可或缺——南姜、黃姜和香茅。製作

叻沙湯底的辛香料接近10種，逐一碾碎磨幼，耐

心熬煮，令這些香料演繹出獨特的芳香。

“娘惹叻沙並不酸，香中帶辣，令人回味。而

娘惹叻沙必須有叻沙葉（又名越南香菜），葉子形

狀類似咖哩葉，可增添風味。”

問及如何習得這門廚藝，陳品文透露在創業以

前，曾在印尼居住兩年，跟隨家婆學習製作娘惹叻

沙。“印尼和大馬叻沙的口感大不同，較為濃郁和

重口味。”想當然耳，不同產地的食材，因土質、

種植方式、氣候有異，形態和風味亦體現出不同層

次的香氣，必須學會適度拿捏份量和調配比例。

一口飽吸湯汁的豆腐卜，再一口面，正好是絕

配。陳品文挑選了沒有鹼水的黃面（稱為白面），

吃起來比較順滑。另外，鮮蚶也是叻沙必備配角，

增添湯汁鮮美。偶爾出現貨源不足，蓋因鮮蚶產量

減少、價格上漲或人手不足而不及剝鮮蚶殼。“但

是，道地的娘惹叻沙是不會放燒肉。”

她笑言自己是叻沙控，一旦得知何處有銷售叻

沙，便會找機會品嚐，也借此瞭解顧客吃叻沙的喜

好和轉變。無論什麼配料都可以變，她堅稱娘惹叻

沙的原材料和秘方絕不能更動，保持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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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南下吃Laksa〉系列二�

北馬篇‧一碗叻沙，盛滿包容與多元

� �

霹靂‧還剩叻沙湯？放Mamee吧！

“邦咯島小孩吃叻沙時有一種吃法，吃完叻沙

麵條後，如果碗中還剩下一些湯，買包Mamee零

食放進湯內，又變成一道美味小吃。”陳偉豪笑

道，這是小學的回憶，吃完叻沙覺得不飽就會這樣

做。

普遍上，大家對叻沙印象停留在濃郁順口的亞

參叻沙或咖哩叻沙，但邦咯島叻沙些許不同，每一

檔的老闆會各施其法，有人只用魚肉和大蔥熬煮，

令湯汁清澈鮮甜；有人會添加多種配料，放入豆

芽、魚餅和鮮蚶。若想吃辣可以添加辣椒油。

早期檔主會選用新鮮甘望魚為叻沙湯底原料，

如今不再局限一種，可選擇甘望魚、沙丁魚（Ikan�

Selayang）和旗魚熬煮湯底。“湯底的材料基礎大

同小異，在於各家食譜的獨特秘方和調製原料的比

例，不會出現統一的叻沙風格。”反觀島上的馬來

叻沙會比較“標準”，多數選用粗米粉，褐橙色的

湯底，加上水煮蛋、少許大蔥和小辣椒。

邦咯島叻沙的湯底偏深褐色，口感略酸，以亞

參皮和魚肉熬煮而成，最重要是香茅和叻沙葉。

“這裡的叻沙湯還是很‘清’，只是用魚肉熬煮會

令叻沙顏色變得深色。”陳偉豪還透露，邦咯島上

有一道特色叻沙——干撈叻沙。一盤干撈面再淋上

一勺有魚肉的叻沙湯，立即變得香氣四溢。搭上豐

富多元的配料，如叉燒、魚餅、腐竹、豬皮和參巴

醬等，讓舌尖一次體驗多重滋味。單憑想像，又勾

起我覓食的興趣。

檳城‧重新認識檳城亞參叻沙

亞參叻沙（Assam�Laksa）是檳城著名的代表

食物，曾被美國有線新聞網（CNN）旗下的旅遊

網站CNNGo列為全球50大美食的第7名。檳城亞

參叻沙傳播幅度非常廣闊，仔細留意，各地社區茶

室檔口很常見到它的蹤跡，已成為民眾熟悉的大馬

味道。

檳城亞參叻沙有混血的基因，融合了娘惹與馬

來同胞的飲食特徵，呈現出絢麗多姿的本土文化。

本地美食達人拿督李永光說，“香辣”屬於娘惹的

烹飪手法，酸味和峇拉煎則多用在馬來料理。一碗

叻沙的好壞取決於湯底，湯熬得好形成美味，其濃

度不僅靠魚肉，還需多種配料輔助，如小紅蔥、香

茅、南姜、辣椒干、薑花、峇拉煎，用攪拌機處理

後再加入湯裡熬煮，即可呈現出香濃、不粗澀和順

口的叻沙。

李永光熟悉食材的特性和源地，他的爺爺李恆

40年代從中國來到檳城牛干冬街開設酒樓，後來

轉行批發食材。其父親接管後，他十多歲跟隨父

親，酒樓交貨時便趁機向大廚討教烹飪知識。什

麼魚肉最適合製作叻沙湯底？他建議使用曹公魚

（Tua�Bak�Kong），能賦予叻沙湯底更甜美和豐

富的口味。然而曹公魚細骨多，處理起來很費神。

一般人會挑選新鮮的甘望魚，因為魚肉厚實。當

然，叻沙還必須配上粗米粉，現有的粗米粉成分包

含玉米粉、木薯粉和碩莪粉，混合後比較有彈性和

韌性。

亞參和峇拉煎均為馬來料理常見的食材，烹煮

叻沙時，店家會用亞參果切片或泰國的羅望子放進

湯底。李永光稱酸辣調味是本地創作，中國飲食文

化不會研究酸辣食物，如浙江、江蘇一帶以糖醋為

主；四川、湖南菜色無辣不歡；廣東傾向原汁原

味。雖說中國有酸辣湯，卻是用辣椒粉調配，沒有

用亞參叻沙的香料配方成分。

走在檳城街頭，部分叻沙檔的招牌會寫上亞參

叻沙和暹叻沙。他說，暹叻沙用了麻瘋柑葉和椰

漿，湯汁很像咖哩，較為濃郁。亞參叻沙則以薄荷

為主，是偏重口味的食物，具備了酸、辣、腥、甜

的味道，配上一匙蝦膏可將鮮味提升幾倍，令人食

慾大振。

叻沙以遍地開花之勢構成了一幅龐大的叻沙文

化，每一個地方都有特色叻沙，比如高淵和威南一

帶會加蝦餅。檳城早期有印裔流動小販銷售叻沙、

娘惹糕點和薄餅，其中一種吃法是將鹹香的薄餅泡

在叻沙湯內。

吉打‧米都的大觀叻沙

新邦瓜拉市鎮大路邊的大觀叻沙，是亞羅士打

居民的集體記憶，“大觀”這名稱源自一家倒閉已

久的大觀戲院。早年鎮上居民的生活頗為愜意，節

奏緩慢，1957年大觀戲院開張後，迅速成為大家

的娛樂消遣。

歷史悠久的大觀小販中心在1960年成立，位

於戲院前面。想要消磨時光，抑或電影結束後要填

飽肚子，大可相聚此處吃一盤大觀叻沙，外加一碗

林德成《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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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豆冰或煎蕊。根據知食的朋友分享，那時一盤叻

沙只賣60仙，曾試過身上不夠錢，唯有用半價點

叻沙湯來喝。網上亦有人分享在中學時期，當老闆

端上大觀叻沙後，先喝完湯汁再要求加湯，老闆會

很大方地送上一碗湯，讓大伙各自添加。

如今，地主有意收回這片土地，因無法達成共

識最終搬遷，大觀小販中心也宣告走入歷史。電影

落幕終究要離場，所幸大觀叻沙攤會搬遷到隔壁的

咖啡店繼續營業。

當我撥通這攤老字號的電話號碼時，對方只會

說北馬福建話，只好請同事愐壯出手相助，與攤主

張亞都妻子蘇萊丹（泰裔，音譯）聊一聊。“我丈

夫張亞都從事這個叻沙檔口估計超過50年了，我

跟隨他都已經有39年了。”

大觀叻沙招牌分別有酸叻沙和暹叻沙，與檳城

的亞參叻沙相比，蘇萊丹認為後者偏甜，吉打的叻

沙則偏酸和辣。按照她所知，亞羅士打各家湯底原

材料和做法大同小異，全憑檔主自行調製出想要的

味覺口感。

蘇萊丹使用沙丁魚（Ikan�Selayang，或譯吊景

魚）熬煮湯底，配合幼細的叻沙粉，就是一盤美味

道地的大觀叻沙。盤中也不會有黃梨或蝦餅，倒是

可以額外要求水煮蛋，再配上蝦膏。她笑說，再多

的形容也不比親身一試來得好。

玻璃市‧銘叻沙追求簡單乾脆

玻璃市是大馬半島最北的州屬，擁有得天獨厚

的天然景觀、山川巖洞、金黃稻海，以及令人胃

口大開的亞參叻沙。玻璃市加央大石路長途巴士

站對面便有一間36年歷史的叻沙檔，名為“銘叻

沙”。

“1984年4月28日。”蔡水銘依然清楚記得

創立銘叻沙的日期。不過，飲食並非他本業，早年

為了掙取更多收入，不斷尋找商機和嘗試挑戰各類

工作，比如做豆芽、豆腐、駕羅裡、泥車，騎摩托

到處兜售加央角和燒包等等。直至一次機緣巧合

下，朋友知悉他母親擅長煮叻沙，便建議轉行，蔡

水銘也因此轉換跑道，投入心思販售叻沙。

蔡水銘的母親是馬來西亞泰裔，擁有精湛廚藝

和知識，碰到街坊討教都不吝分享。常言道，製作

美食最大的關鍵是用心，便能創造令人齒頰留香的

佳餚。縱使嘗遍各地美食，母親的料理始終位居榜

首，無法被取代，即使尋常的沙丁魚也令他難忘。

“沙丁魚本來都有味道，她稍微改良卻變得更好

吃。”

然而，蔡水銘歎氣地說，母親早已逝世，所幸

妻子習得叻沙真傳，得以延續傳統的味道。“我母

親做的（叻沙）是一半馬來西亞，一半泰國，像是

混合體。”製作叻沙時，他放很多辣椒，令其顏色

較紅，相較於泰國叻沙側重椰漿成分，顏色偏黃。

銘叻沙檔口有販售兩種叻沙，椰漿叻沙是蔡水

銘母親的看家本領，而他與妻子則共同研發出符合

本地口味的亞參叻沙。無可否認，食客很常將亞參

叻沙和蝦膏劃上等號，他卻不會在盤中直接添加蝦

膏，但會額外準備給顧客。“它會封閉了你的味

蕾，我會鼓勵顧客添加蝦膏時，只是蜻蜓點水就

好，點到為止。”美味是很主觀，蔡水銘笑言，亦

有人鍾愛蝦膏的腥香和鮮味。

傳統的銘叻沙是採用中粗米粉，近年為了迎合

顧客胃口，檔口也備有粿條、米粉、類似福建面的

幼面。“後來不知道誰發明了‘摻’，來到這裡會

要求混合兩種叻沙。”蔡水銘也全力配合，不過他

可不會加蝦餅，那是高淵叻沙的特色。

若細心留意，往往越是好吃的檔口美食，賣相

或外表卻平淡無奇，他以前會放薄荷葉、豆芽、黃

梨、黃瓜和大蔥，遇到偏食挑剔的食客，時而要

求椰漿叻沙不加豆芽，亞參叻沙不要黃梨，“摻

叻沙”不要黃瓜，稍微沒有耐心的人恐怕會火冒

三丈。後來，他直接化繁為簡，乾脆只放3樣配

料——黃瓜、大蔥和薄荷。

登嘉樓‧登州叻沙隔夜更美味？

登嘉樓叻沙湯底分成紅湯（Kuah�Merah）

和白湯（Kuah� Put ih），兩者的湯底到底有何

玄妙？答案很簡單，紅湯是叻沙，白湯為叻參

（Laksam）。

叻參類似華人的豬腸粉，可說比腸粉更厚一

些。瓜登唐人街美夫人原鄉館主廚陳春美說，烹煮

白湯時會選用大眼魚或甘望魚熬煮，香料則有胡椒

粒、小洋蔥、酸柑汁和皮，魚肉和香料攪碎放入水

中滾熟，接着倒入椰漿和熄火。最後擠些酸柑汁，

用適量的糖、鹽和胡椒調味。她還提醒千萬別圖方

便而用胡椒粉，最好研磨胡椒粒，可以激起香氣。

切好叻參放在碗中，湯汁一注而下，再鋪上

擁有天然豐富營養的“烏蘭”（ulam）就大功告

成。她還建議用烏蘭拉惹（ulam�raja），外型像菊

花葉，帶有淡淡清香，咬下去能感受到芒果香味。

抑或選擇九層塔、薑花、黃瓜絲、亞參葉、腰果葉

等。“照片上叻參看起來是白色，但實際上呈現淡

淡粉紅色，若嗜辣可額外添加辣椒。”至於紅湯因

添加了辣椒醬（Chili�Boh），湯底會呈現紅色。

陳春美毫不猶豫地說烹煮登州叻沙需要很多

繁雜工序，事前要準備多種辛香料，如大茴香、

小茴香、芫荽、肉桂，還有馬來烤香料（Remp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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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ak）和椰絲醬（Kerisik）。另外還要有蔥頭、

蒜頭、南姜、羅望子、峇拉煎諸如此類。她烹煮的

登州叻沙屬於土生華人式的叻沙，由於丈夫是第五

代土生華人，她有機會向家公的伯母學習烹煮叻沙

和土生華人菜餚。“登州叻沙這道美食是從馬來人

飲食演變而來，只不過華人料理時會自行改良，放

很多魚肉、椰漿、香料，口感格外不同。”

根據老一輩的說法，叻沙煮好後隔夜味道會更

香濃好吃，湯裡的魚肉盡情吸收了亞參和眾多香料

的醇香。“如果要更入味，我們當天煮湯底會用小

火慢慢滾熟。”豆芽是叻沙不可缺少的配料，她曾

看到不少顧客挑走生豆芽，畏懼那股豆腥味。她以

藍花飯為例，當所有配料混合一起，反而可以品嚐

出豆芽的清脆甜味，咬下的第一口也許有豆腥味，

久而久之會嘗出甜味。

陳春美在去年10月已暫停營業，轉向經營私

房菜，為自己保留更多時間。自1972年嫁去登嘉

樓後，她便在唐人街落地生根推廣登州美食。直至

老伴逝世，店內員工離職，孩子又恰好懷孕，各種

情況下令她選擇停止營業。“丈夫去世後，這些擔

子都落在我肩膀，六十多歲了不用給自己太辛苦，

該放下就放下，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吉蘭丹‧Lakse？Lakso？或Laksa？

談到吉蘭丹叻沙，不少人會對Lakse和Lakso感

到疑惑，難道是另一個叻沙支派？我向哥打峇魯市

木蘭坊叻沙的負責人林宣吟探詢，其實不然，吉蘭

丹坊間的馬來方言會將元音“a”發音成“o”，

與標準的國語發音有所不同。換言之，Lakso是叻

沙（Laksa），Lakse就是叻參（Laksam）。

有者說吉蘭丹叻沙起源自泰國叻沙，亦有一派

說是本土巫裔同胞的食物。“泰國叻沙會偏辣，放

比較多黃姜，湯汁傾向黃色；吉蘭丹叻沙湯汁偏

白，味道較甜一些。”林宣吟烹煮叻沙時，選用了

少骨多肉的甘望魚為叻沙湯底基礎，辛香料分別有

香茅、南姜、亞參片、紅蔥頭、蒜米和黑胡椒等。

她建議，若要讓湯底更鮮甜，烹煮魚肉的湯水無需

倒掉，把魚去骨取肉後再用回同樣一鍋湯水熬煮，

得以充分釋放原材料的精髓，使其濃郁入味。當然

別忘了添加椰漿，切記勿煮太久，避免析出椰油，

接着再用鹽和胡椒粉調味。

盛好叻沙粉，烏蘭（ulam）便成了盤中最亮麗

的點綴，把豆芽、黃瓜、長豆、叻沙葉、包菜等蔬

菜切碎，撒在上面，注入叻沙湯，再搭配自製的參

巴峇拉煎，立即揮發出吉蘭丹叻沙極具誘人的魅

力。

吉蘭丹擁有最濃厚的馬來文化色彩，潛移默

化地影響了本地華人的生活模式與飲食習慣。早

餐會吃叻沙和叻參，節慶時會煮叻沙、黃姜糯米

飯、咖哩雞。農曆新年的年初二，有朋友來訪時，

桌上會出現叻沙和幾種馬來食物，偶爾會有青葉

飯（Khao�Jam）。Khao�Jam是泰語，Khao是指

飯，Jam則是摻雜和混合的意思。據資料顯示，傳

統道地的青葉飯會用上百多種草葉攪碎，由於部分

草葉已找不着，只好簡化成四十多種，惟想找齊也

不容易。吃這道食物還必須得沾吉蘭丹特色魚醬

“Budu”，這可是令舌尖跳動的奧妙。

林宣吟說，不少人第一次吃叻參時，看到“豬

腸粉”搭配魚肉是一個新奇組合，心裡覺得糾結和

奇怪，一旦送進嘴巴後卻彷彿打開了全新的感官體

驗，不失為一種日常生活的味蕾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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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南下吃Laksa〉系列三�

東馬篇‧一碗叻沙，盛滿包容與多元

� �

砂拉越‧古晉叻沙詮釋出樸質的味道

Laksa是什麼意思？古晉飲食文化工作者田晉

華五六年前一直想要釐清這個詞彙緣由。谷歌搜索

Laksa，資料顯示來自古印度梵文的Laksha；他聽

聞另一個說法，是源自波斯語Lakhsha，意思為細

麵條（Vermicelli）。收集資料時，他還曾看過一段

紀錄片，在越南河口，叻沙指的是米粉。可見叻沙

一詞頗有個性，具有千變萬化的面貌。

古晉有一條甘蜜街（Gambier�Street），街上

過半店舖販售土產和香料，而香料鋪絕大部分由印

裔同胞經營。田晉華曾請教如何解釋該詞彙，對方

僅存模糊概念，大意指包羅萬象，混合所有食材與

辛香料。後來向對方要一份叻沙香料配方，老闆從

抽屜裡拿出五六張叻沙配料譜，轉頭便問要哪一種

配料譜。然而令田晉華印象最深刻的卻是發黃的配

方紙，彷彿用力一些便會碎掉。

古晉叻沙在早期是一種家裡自配的食物，當叻

沙還沒走出廚房，各個家庭的叻沙擁有獨特口味。

最早在1944年，一位叫吳立德的潮州人開始在市

面上沿街兜售叻沙，推着攤子來到亞答街的民興茶

室前擺檔口。古晉叻沙是一種充滿香料和草藥味的

美食。早期製作叻沙湯底需經很多工序，要搗碎和

處理三十多種原料，例如孜然、芫荽籽、罌粟籽、

蔥、蒜米、辣椒、薑黃等。

店家會先用雞骨頭和雞肉熬湯頭，同時炒蝦頭

和蝦殼，再倒入雞湯熬煮，最後添加叻沙醬，湯底

滾熟便倒入椰漿。至於沾醬是由峇拉煎、辣椒、辣

椒干和叻沙醬的渣組成，配上半粒酸甘，吃時再把

酸甘汁擠在醬裡。

古晉叻沙湯汁沒有鮮艷外衣，卻將古晉飲食文

化的樸質詮釋得到位，返璞歸真的清香，屬於自成

體系的美食。“一股微薄的香料味，椰漿味不重，

沒有咖哩的辛辣，更多是一種溫和的口感。”

古早味的叻沙湯汁是褐色的，用料米粉、豆

芽、雞絲、雞蛋絲、切成一半的蝦仁，最後撒上芫

荽。直至七八十年代，古晉叻沙彷彿失去了個性，

市面上有幾家叻沙醬的供應商，不少小販會購買叻

沙醬再煮成湯汁，漸漸地形成千篇一律的面貌。

已故的美國名廚安東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曾稱砂拉越叻沙是上帝的早餐，那可是

極高的評價，不知何時才有機會遠赴砂拉越一嘗道

地的砂拉越叻沙……

沙巴‧怡豐茶室三寶之一：怡豐叻沙

沙巴亞庇加雅街的怡豐茶室以三寶聞名——叻

沙、牛雜粉和沙煲雞飯，茶室東主莊秋旺自1984

年便開始營業。

最初沒有所謂的“怡豐叻沙”，創業初期，他

與一位古晉朋友合股，對方從古晉購買叻沙醬，再

自行添加香茅、小蔥、黃姜、南姜等，調配出適合

沙巴人口味的叻沙。3年後，他自行向砂拉越商家

採購醬料。直至1990年飛往古晉向製作叻沙醬的

老闆學習調配香料，經過改良和多次香料配比，終

於正式推出怡豐叻沙。

怡豐叻沙口感偏鹹，湯底採用雞湯熬煮，再放

叻沙醬和椰漿，配料就有豆腐卜、雞蛋絲、豆芽和

蝦，“兩隻蝦放在叻沙上面就很搶眼了。”他笑

道。“不過沒有鮮蚶，有些老人家擔心膽固醇，有

些人又怕A、B和C型肝炎。”東莞米粉是怡豐叻沙

的主角，他說，80年代東莞米粉非常暢銷，一箱

60包（每包約450克）要價60令吉。“每次都賣

斷貨。現在一包300克，同樣一箱是60令吉，變相

物價也上漲了。”

隨着沙巴政府積極推動本地旅遊業，加上亞航

直飛服務，激勵很多遊客前來觀光消費。為了迎合

遊客口味，他再作微調，怡豐叻沙醇厚香濃湯汁馴

服了遊客們的味蕾。怡豐茶室很快搖身一變成了網

紅店，怡豐叻沙更是必嘗的爆品。

位於市中心的加雅街被稱為唐人街，這條街

約有80間店舖，平時是一條恬靜的街道，每當週

日市集才能讓加雅街充滿活力。然而，從3月份至

今，冠病毒病的疫情嚴重衝擊了當地的經濟，週遭

生意一落千丈。莊秋旺說，街上已有11間商店倒

閉，目前還有七八間店舖還沒重開營業。

後記：豐盛多彩的國民食物

我與每位叻沙檔主、美食達人聊天時，發現很

多生動有趣的故事，從描繪叻沙口感、顏色和挑選

食材，均不會忘先輩所留存下來的精神——原汁原

味。在介紹叻沙特色之餘，我更想挖掘出他們每個

人如何秉持傳統，如實呈現一碗多元豐富色彩的叻

沙，借此拼構一幅值得探索的叻沙想像。一碗叻沙，

各有表述，各州叻沙口味衍生出千變萬化的面貌，

不會有種族之別，像是一種和而不同的國民食物。

林德成《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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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冰雪驚歷〉系列一�

疫動的心奔北國

� �

籌備一年，訂機票、火車票、住宿及各種遊玩行程，所耗不菲，興致勃勃，萬事俱備，只待奔向極

北的挪威與芬蘭追逐北極光，誰知冠狀病毒從去年杪肆虐至今年3月，疫情日益吃緊，絲毫沒有緩和的跡

象，更從亞洲蔓延到美國和歐洲，讓人始料不及。

世界各國每天都傳來壞消息，家人朋友都在問：還去嗎？

心中不無糾結、忐忑，但衡量局勢，覺得挪威、芬蘭的疫情大致和我國相似，又在偏遠的北歐，離疫

情重災區意大利尚遠，旅遊3星期，應該無大礙，還樂觀認為，說不定3星期後疫情好轉雨過天青呢！

�

一眾5人打定主意，以大無畏的精神如期於3

月3日出發，追尋歐羅拉女神的蹤跡。

在吉隆坡國際機場，我們就開始罩不離口，因

為乘搭的是英航，機上90%是洋人，卻無一人戴

口罩，我們竟成了異類。

從吉隆坡起飛至倫敦希思羅機場轉機到挪威的

首都奧斯陸，都維持同一個現象，僅有5個黃臉孔

戴口罩。

奧斯陸，初次見面，就送上當地“特產”，雪

花飄飄迎接我們的到來，讓我們見識了北國的寒

冷。

整個環境看起來是那麼氣定神閒，嗅不到一絲

緊張不安的氣氛，看待我們也沒有異樣的眼光，讓

我們的戒心也鬆懈下來，收起口罩，安心遊覽。

我們住宿的酒店就坐落在名牌店林立的卡爾約

翰大道附近，很多景點都可以步行抵達，如國會大

廈、皇宮、奧斯陸大學，但這些都是不開放參觀的

景點，只能在外拍照打卡到此一遊，算是奧斯陸初

體驗吧！

第二天，雪停陽霽，天空湛藍，氣溫雖是零

度，體感卻不算冷，是個郊遊的好日子。

我們的目的地：維格蘭人生雕刻公園

（Vigelandsparken）。公園在市郊，須搭有軌電車

前往，公園門口就有電車站，非常好找，而雕刻大

師古斯塔夫．維格蘭（Gustav�Vigeland）就在入口

處"等"我們，一尊青銅像靜靜佇立着。

公園不收門票，全天候開放。面積很大，212

座石刻、銅雕與鐵鑄作品，拼組“人生各階段的百

態”，濃縮人的一生。雕像都是赤裸的，維格蘭認

為這才是回到人最初的純真。

維格蘭公園一共由四大主題組成，我們先會走

過一條長約100公尺的“生命之橋”，兩邊各有29

座形態不一的銅像，其中最著名的當數“憤怒小

孩”，他生氣跺腳、氣急敗壞的樣子刻劃得栩栩如

生，我們自然不能免俗地學他的表情拍照，做一回

“老天真”。

而這正是我喜歡的“旅行的樣子”，丟掉理

性，隨心所欲，做一些天真無知的動作或俗氣的事

情，然後打個哈哈為自己解窘。

其實“憤怒小孩”雕像很小，又躲在一角，稍

不留神就會錯過他，我們這些有心人，也是找了兩

回才發現他，同時發掘一個與他打對台的“歡樂小

孩”，那捧腹而笑的萌樣也是很逗趣的。

而由6個巨人合抬一個圓盤噴泉的“生命之

泉”，在冬天是干涸的，3月雖是冬末春將至，四

周花草還未發芽，顯得有些蕭條。

圓盤象徵“家庭”，6雕像則意寓“人生各階

段所遭遇的不同負擔，卻得一肩扛起"。泉水代表

活力，如今滴水不流，毫無生氣，讓我覺得一如目

前的冠病疫情看不到光明。

穿過“生命之泉”後，就會看到一柱擎天的�

“生命之柱”，這柱高達17公尺，共有121位男女

老少彼此擁抱糾纏堆疊向上攀升。有些人的表情平

靜安詳，有的則略顯痛苦，有的面無表情，呈現人

生百味百態。

只是這樣的親密接觸，可不符合現在的防疫

“隔離”政策，更別說保持一公尺最美距離了。

到了公園盡頭，就會看到�“生命之環”，幾

位男女手腳纏繞在一起形成一個圓圈，所要表達彷

彿：生命本就是永續輪迴，由一個生命牽起另一個

生命，生生不息，無休止的延續下去。

一座公園既滿足了藝術家的創作，又表達了對

生命哲理的感悟，而箇中滋味應是因人而異，各自

體會吧！

這真是一座別開生面的公園，難怪這麼受歡

迎，我真心喜歡這裡，並想像繁花盛開時的美麗景

象。

珍惜奧斯陸的好天氣，我們過後又馬不停蹄地

楊桂芳《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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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了市政廳和歌劇院。

紅磚砌成的奧斯陸市政廳，擁有兩座分別高

66公尺及63公尺的塔樓，為紀念奧斯陸建市900

週年，於1950年建造。每年12月10日，諾貝爾和

平獎就在此頒出。

諾獎名氣大，和平獎得獎人通常又極具爭議，

讓我對這個頒獎地點多了幾分興趣。

參觀市政廳免費，更重要的是廁所免費，推門

進去，首先是到地下室“參觀”廁所。為何這麼狼

狽，且待後事分曉。

市政廳大廳除了一座樸實的頒獎台，最大的特

色就是一面面大型的壁畫。廳內有現代挪威藝術家

以挪威歷史為題材繪製的巨型壁畫，被人們稱為

“挪威歷史教科書”。位於二樓的一間間廳堂，吸

引人的依然是巨型壁畫。

臨走前，良機莫失，我們又上了一回廁所。

沿着濱海邊走着走着就走上了屋頂，要在屋頂

散步唱歌完全無難度。

奧斯陸歌劇院採用美麗的大理石和花崗岩，從

地面開始斜坡式地直鋪到屋頂，讓她看起來就像一

座出水的巨型浮冰從峽灣中拔地而起，太陽將落未

落之際，清風徐徐，碩大的海鷗在頭頂上撲翅高

飛，更無懼停歇在人前，彷彿在說：要合照的就來

唄！

歌劇院內部導覽收費，每天只限一個時段，我

們時間不配合，也志不在此，能夠不費一文站在高

高的屋頂上，欣賞奧斯陸秀麗的城市景致與大氣的

峽灣風光，對我們是更有吸引力。

沒來之前，就知道北歐生活水準高，尤其是奧

斯陸更是高居世界榜首，但身歷其境才知道那一個

“貴”字怎麼了得，每花一筆錢，都仿如“切膚之

痛”。

˙� �廁所收費：15至20克朗（約6.75至9令吉），

還必須刷卡付費。

˙� �一個一尺直徑的厚披薩：220克朗（約99令

吉）。

˙� �市區電車票：37克朗（約17令吉）

這都只是隨手拈來的消費數據，反正到最後，

大家都麻木了，彷彿是在花泰銖或日元，眼也不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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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冰雪驚歷〉系列二�

挪威縮影精華游

� �

“挪威縮影”（Norway� in�a�nutshell）是挪威旅遊局制定的一條旅遊路線，顧名思義，濃縮了挪威

景點的精華。全程橫貫東西兩大城市——奧斯陸與卑爾根，火車一路慢慢上到海拔866公尺的雪山再下降

到2公尺的山谷，遊覽大峽灣，將挪威壯麗的自然風光一網打盡！

�

我們從奧斯陸出發，中途停歇弗洛姆（Flam）

過一夜，第二天再續程到達卑爾根�（Bergen），

乘坐的交通工具包括火車、巴士及渡輪，真是上山

下海玩個遍。

˙� �具體路線為：

奧斯陸（Olso）→米爾達（Myrda l）→弗洛姆

（Flam）→古德凡根（Gudvangen）→沃斯

（Voss）→卑爾根（Bergen），兩天一夜的行程

分成5段進行：

˙� �第一段：奧斯陸——米爾達高山火車約5小時

˙� �第二段：米爾達——弗洛姆綠色小火車約1小時

˙� �第三段：弗洛姆——古德凡根峽灣渡輪約2小時

˙� �第四段：古德凡根——沃斯巴士約1小時

˙� �第五段：沃斯——卑爾根火車約2小時

參加“挪威縮影”最省事的當然是買全程套

票，但為了省錢就不怕事多，我們是自行網購每個

階段的火車票與船票，巴士票則是上車現買，縱然

如此，也花了約700令吉。

從奧斯陸中央火車站出發的列車上，依然只有

我們5人堅持戴口罩。火車準時於早上8時25分出

發，卻比原定時間慢了15分鐘抵達米爾達站，雖

然火車上已經播報銜接到弗洛姆的綠色小火車鐵定

會等人，但我們還是心急火燎的，一到站就急沖沖

的拉行李箱下去準備換車，但米爾達站是露天的，

地上鋪滿了積雪，拖着行李簡直寸步難行，雖只是

背對背月台的距離，也讓隊友摔了一跤扭到手，幸

好並無大礙。

往返米爾達與弗洛姆之間的高山火車，是世界

鐵路最陡的一段，全長20公里，施工20年，有20

個隧道，從海拔866公尺的米爾達下降到2公尺的

弗洛姆，平均每18公尺就下降一公尺的高度。

“挪威縮影”有兩大看點，除了納柔依峽灣

遊船，就是高山鐵路這段短短50分鐘車程的風光

了，號稱“全球最美”呢！

青色小火車會在中途停歇觀景台，讓我們下車

拍照，夏天時可見到瀑布傾瀉而下，冬天卻是萬里

冰封、瀑布結冰，眼前只有壯觀雪景，大家都難掩

興奮之情，“最美”稱號絕非浪得虛名。

火車一直往下行駛，白皚皚的冰雪開始逐步添

上綠意，越往下走，越見青蔥，彷彿從冬天走向春

天，不久，就抵達終站弗洛姆了。

弗洛姆在挪威文意為“河岸邊的平地”，擁有

松恩峽灣最重要的渡輪碼頭之一，也是鐵路的起訖

點，車站與碼頭毗鄰，真是水陸兩相宜。

小小的鎮子，除了抬頭即見的峽灣景致，這裡

還有一個小小的鐵路博物館，可惜待我們安頓好行

李、填飽肚子，已是日落時分，博物館也打烊了。

我們投宿的旅舍在網上薄有名氣，附設的餐廳

提供了美味的三文魚，令人回味無窮，就是價格有

點貴。

第二天，繼續“挪威縮影”行程，乘渡輪穿

過峽灣到古德凡根。艾於蘭峽灣（Aurlandsfjord）

與納柔依峽灣（N? r ? y f j o r d）均為松恩峽灣

（Sognefjord）的分支。其中，納柔依峽灣是較窄

的峽灣，被評為世界自然文化遺產。

也許不是旅遊旺季吧，寬大新穎的渡輪乘客並

不多，但無礙峽灣壯麗風光帶來的視覺享受，在甲

板吹夠了冷風，還可以半躺在船艙舒適的沙發裡休

息。

下了船，一眼就看到950號巴士停站等候，但

時間未到，司機不讓上車，大家只能排隊吹冷風，

算準時間才給上車買票，可以付現也接受刷卡，車

資都一樣，不必像網友說的那麼玄乎要下載什麼應

用程式買便宜票。

再次驗證，盡信網不如無網。

從古德凡根到沃斯，是一條九曲十三彎的險峻

公路，一路看不完的雪景，大湖也結冰了。

沃斯小鎮依湖而建，坐落在美麗的萬古斯湖

畔，擁有號稱全世界最乾淨的水源之一，生產的礦

泉水也聞名於世，夏天是避暑勝地，冬天是滑雪天

堂，可惜我們只是匆匆過客，小鎮所有的美好都無

楊桂芳《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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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得見，只停留在火車站候車室半小時，列車就載

着我們繼續行程到達卑爾根了。

從奧斯陸到卑爾根，就算完成了整個“挪威縮

影”行程，兩天5段交通，每一段都銜接的天衣無

縫，是非常值得推薦的旅遊路線。

卑爾根是挪威第二大城，是座風光明媚的

港灣之城，始建於1070年，擁有舊城布呂根

（Bryggen），又稱“漢莎碼頭”，於1979年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中世紀古老木屋的碼頭區、露天魚

市，給予這座海濱古城旖旎而古樸的魅力，一排排

的木屋是明信片的主角。

而我們也在這裡初嘗挪威負有盛名的魚湯，濃

郁鮮甜，齒頰留香，為“挪威縮影”劃下美麗的休

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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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冰雪驚歷〉系列三�

女神隱沒風雪中

� �

懷着一顆“疫”動的心，憧憬着在滿天綠光下邂逅歐若拉女神，是這趟北歐行的主軸。

從科學角度來說，北極光是出現在北極高磁緯地區上空的一種絢麗多彩的發光現象；但在古希臘神話

裡，掌管北極光的女神叫歐若拉（Aurora），代表旭日東昇前的黎明，也稱“曙光女神”。

有人說，如果遇見北極光，就能幸福一輩子，也許是我們太貪心了，明明日子就不難過，還硬要冒險

去追求什麼幸福呢？

�

結束“挪威縮影”行程後，感覺就被壞天氣纏

上了，諸事不順。

卑爾根的大雨、博德的大風大浪、羅浮敦的大

雪，一再打亂行程，也讓我們滿懷期待的心碎了一

地。

在雨中離開卑爾根，乘內陸班機飛往博德

（Bodo），起飛時間連續4次展延，等到我們都快

絕望時才真正飛了起來，原本只打算在博德住宿一

晚，第二天下午就要乘渡輪到真正的目的地——羅

浮敦群島（Lofoten），所以旅舍也選在離碼頭不

遠的地方，旅舍樓下還是火車站呢！

位於北極圈北部的博德，是挪威北部第二大城

市，僅次於“極光之城”特羅姆瑟（Tromso），

是挪威沿海航行的港口之一。但我們對她的認識非

常淺薄，只想在停滿遊艇的港口拍個照打個卡，再

到商場吃個午餐買些乾糧到羅浮敦追極光。

清晨陽光普照，天空藍得醉人，根本無法讓人

聯想到“天有不測風雲”這句話，而我們偏偏在此

見識了北歐瞬息萬變的天氣。

博德以強風聞名，下午的風吹得我們是前進三

步後退兩步，烏雲密佈，雖無雨，也讓人心寒，強

烈感受到“風瀟瀟兮易水寒”的悲愴，舉步維艱地

推着行李來到渡輪碼頭，立馬覺得不對勁。

整個停車場空蕩蕩，只有三幾輛車停放在哪

兒，也不像是要排隊上渡輪的樣子。瑟縮着在寒風

下的一個小伙子告知：船可能不開了，天氣太壞，

浪太大了。

不死心的跑去敲打有人在內的車窗，那人說：

我正在改行程，你看告示牌吧！

天！都是挪威文，我能看懂嗎？

用盡所有能得知訊息的管道，確定船是不開

了，明日再來吧！接下來何去何從？總不能站在碼

頭喝西北風，當務之急是：今宵夢歇何處？

商議之後，又推着行李回到原來的旅舍，還好

空房有得是，買來的乾糧今晚正好在共用廚房派上

用場，只是心痛多花了博德的住宿費，預訂了的羅

浮敦民宿則浪費了一晚。

一夜無話，有驚無險，在博德過了無所事事的

兩天，終於登上了渡輪。

巨大的渡輪渡人也渡車，也許不是旺季，人和

車都極少，船艙顯得空蕩蕩。橫渡挪威海，明明晴

空萬里，卻是波濤洶湧，巨浪一陣一陣拍打龐大的

船身，聲如雷鳴，渡輪竟如小舟蕩漾、顛簸不已，

一隊5人中吐了3個，本人算是經得起風浪的。

4個小時後，渡輪靠岸羅浮敦的莫斯克內斯

（Moskenes）碼頭，我們找到一個用殘舊車頭裝

飾的小木箱，裡面坐着一個滿身酒味的彪形大漢正

等着我們，這真是世上絕無僅有的租車公司“辦公

室”啊！

交接完畢，我生平第一次坐上左駕汽車的司機

座，膽粗粗地啟動了引擎，用超低速開上了雪地公

路，摸黑找到了預訂的民宿。

民宿是一間面向海灣的獨立式洋房，停車的院

子有點小斜坡，地上鋪滿積雪，輪胎一直打滑上不

去，後面又是大海，四周光線不足，看不清週遭環

境，不論前進後退都不敢大力踩油門，怕一失足成

千古恨，真是進退維谷。

硬着頭皮去按鄰居的門鈴求援，卻碰了一鼻子

灰，如果以為洋人都紳士風度樂於助人，那真是太

天真太傻了。求人不如求已，最後還是靠自己的駕

駛技術把車完美的停放在院子裡。

一夜聽着雪落的聲音，夾着呼呼風聲，心中再

無半分浪漫，取而代之的是哀怨與憂愁。下雪的日

子，歐若拉女神不會現身，豈能不怨？再想到要在

雪地駕駛，我這三腳貓司機如何不愁？

一覺醒來，積雪覆蓋了車身，幾乎連車門也打

不開，5個人10只手，戴上手套合力掃掉車上的積

雪，確定能駕車出門，才有心情欣賞眼前的美景。

屋前有海灣，遠處有雪山，山水相連成絕配，

院裡昨夜剛下的雪鬆軟柔滑，我們放肆地在雪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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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滾，感受北國白色世界的浪漫。

羅浮敦群島地處北極圈以北，散落在挪威海

中，總面積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兩萬多，在

這片人跡罕至的地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展現得淋

漓盡致，坐擁崇山峻嶺，深海峽灣，有着“世界最

美島嶼”與“最美漁村”的稱號，遠離人間煙火，

遺世獨立，儼然已是“世外桃源”的代名詞。

每年吸引許多遊客來這裡探訪獨特的自然景

觀，夏賞午夜太陽，冬追北極光，除了如詩如畫的

風景，羅浮敦因盛產鱈魚而形成的漁屋文化最為特

殊，可惜大雪阻路，無從一窺鱈魚頭高高掛的奇異

景象。

原本5天4夜的羅浮敦行程在博德耽擱了一

天，加上晚抵步早離開，真正能玩的時間只有兩

天，偏偏這兩天大部分時間都被大風雪困在屋裡，

根本無法隨心所欲出門遊逛，只能趁雪勢略歇時就

溜出去玩一會。

難怪有人說，在羅浮敦，不是你挑旅行的地

方，而是旅行的地方挑你。去哪玩？怎麼玩？都由

老天爺說了算，而祂，可是翻臉無情。

誤機誤船已然揪心，追逐大自然景觀更全憑天

意，通俗說一句，與天鬥，我們是徹底輸了，冰雪

奇緣隨它去，只能期望：幸福，就在下一站。

雷納（Reine）：最美漁村

雷納不止艷冠羅浮敦群島，更被譽為“挪威最

美村莊”，雪山環伺，艷紅的小木屋疏落佇立在水

邊，勝似被冰雪覆蓋的人間仙境，美得讓人窒息，

所有美麗的形容詞，她都值得擁有，只有300人口

的小漁村，卻是遊客必到之處。

它距離我們上岸的莫斯克內斯碼頭只有6公

里，更幸運的是，我們在羅浮敦的日子，一直都住

在這裡，兩晚住在豪宅式的民宿，最後一晚更是索

性搬到小紅屋來了。

住在仙境並沒有讓我們成仙，即使連續3晚不

顧飄着細雪，堅持守候着夜空，癡心妄想會有奇跡

出現，能一親歐若拉女神芳澤，可惜終究未能如

願，跳躍的綠光從未在我眼前舞動。

奧鎮（A）：最短名字

“A”上面加一個“o”，被喻為世上最短

的地名，是挪威字母表中的最後一個字母，含有

“河”的意思。

A（讀奧）鎮就像一顆遠離陸地的遙遠“星

球”，面對的是一望無際的大西洋和茫茫的挪威

海，僅靠一條E10公路聯繫外界，地處莫斯克內斯

島最南端，堪稱世界盡頭。從雷納到奧鎮的那一段

路，像穿過時光隧道而來。

我們抵達時已是黃昏，兩座小型博物館及知名

的肉桂麵包店Bakeriet都已打烊，雖小有遺憾，但

眼前銀妝素裹的白色世界如夢似幻，令人心旌神

搖，這份美不輸雷納半分，打從心底慶幸沒有錯過

她。

藍堡（Ramberg）:彎月沙灘

藍堡是我取的名字，遍尋網絡，竟無一個中文

譯名，我取其意境和不太準確的諧音用之。

藍堡沙灘彷彿一道彎月，優美弧線成半圓，白

沙與白雪糅在一起，襯托得海水更顯碧藍。

這裡算是一個較具規模的小鎮，有個無人加油

站，一間小小的購物中心，包含了超市、餐廳、郵

局與銀行。

我們的車子冒雪前進約3公里，一座紅色小教

堂靜靜佇立在雪中，不必鐘聲與詩歌，這裡已然是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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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冰雪驚歷〉系列四�

逃城總在封鎖前

� �

人在異鄉，又遭逢病毒四伏，世界疫情一國比一國嚴重，旅行亦不忘關注冠狀病毒病肆虐情況。

3月13日凌晨3點半（大馬時間早上10點半）無故乍醒，慣性拿起手機刷屏，才知道朋友圈裡已經炸

了鍋，都在通知：挪威封城了！

�

我猛地清醒過來，再也睡不下去，千頭萬緒，

設想了多種情況，千回百轉，也作了多種打算。

而在接下來4天裡的96小時“驚”歷，我們的

心情一如坐過山車，起伏跌宕。我們大意錯失了一

天先機，但幸好最終當機立斷，不再眷戀未完的

芬蘭行程，臨時另買機票，兩天奔走5個機場，在

挪威於16日更進一步鎖國前，我們15日逃到了瑞

典，也在大馬於18日封城前，及時於17日回到了

吉隆坡。

逃城是爭分奪秒，每過一關都捏一把汗，若非

一見勢頭不對，說走就走，恐怕就真的困在異鄉，

進退失據了。

一趟追北極光之旅，演變成這番冠病歷險遊

記，記錄了一個大時代的劇烈動盪，確是始料不

及。

3月12日：不知大難臨頭

挪威總理瑟爾貝克宣佈，從12日下午6時起

（大馬時間13日凌晨1時）封城至3月26日，學校

停課，博物館、圖書館等關閉，餐廳及非必要商店

停業，只有售賣日常用品、食物及藥物的商店准許

營業。

但是，我們傍晚7時在雷納的餐廳用餐，一切

如常，全無異象，所有人依然奉行無罩主義，也沒

有社交距離，餐廳只在門口準備搓手液，而這在挪

威是最常見、甚至是唯一的防疫措施。

在這個暗流洶湧的夜晚，沒有人提醒我們“大

難”已臨頭，我們就這樣被蒙在鼓裡，享受着晚

餐，還一心一意準備在小紅屋追綠光。

可惜天不作美，大雪一直斷斷續續地下着，在

羅浮敦群島的最後一夜最終失望地睡去。

其實就在前一天，朋友還通過社媒提醒，大馬

疫情日益嚴重，擔心我們屆時回國無門。

不料諷刺的是，封城的不是大馬，而是我一直

覺得“很安全”的挪威。

3月13日：冒險赴極光城

凌晨被朋友傳來的信息嚇醒後，我第一個念

頭：走！

與隊友商議去留問題，經過表決，3:2，無

奈又可笑的多數服從少數，決定按照原定計劃，

乘坐今早6點50分的巴士離開羅浮敦群島，向北

極圈移動，走向更北的“極光之城”特羅姆瑟

（Tromso）。這是我們在挪威的最後一站。

決定留下，心中不無掙扎，雖前途險峻吾往

矣，一是礙於情況不明朗，還抱有僥倖的心理，二

是希望能5人一致行動，共同進退。

通過巴士從羅浮敦到特羅姆瑟有兩段行程，前

後共11小時，中途只停站上下客，不休息用餐也

沒有上廁所的機會。

我起初還天真的想，司機總要“解放”吧，豈

料巴士公司採用的是車輪戰，換司機不換車，7小

時直奔中途站納爾維克（Narvik），害我們蹩得險

些中尿毒。這個安排，是整個行程的一大敗筆。

在納爾維克車站換巴士時，有一個半小時的活

動時間，我特意到藥劑店詢問口罩價錢，店員友善

告知，他們沒有口罩賣，政府規定只有證明生病了

才需要戴口罩，平日防疫只能靠勤洗手和消毒。

就在我轉身離開店裡時，一個少年尾隨問我，

能否送他一個口罩，可見口罩對他們來說也是稀有

之物，不是不要戴，而是沒得戴。

3月14日：使館授招逃城

昨晚順利入住酒店，讓我們錯覺以為封城只是

限制外國人入境和景點關閉這麼簡單。

於是我們改弦易轍，決定去逛商場探民情，相

信親眼目睹比新聞報道真實。在一家霸級市場所

見，挪威人面對封城顯得淡定從容，購物者不多，

搶糧之說簡直無稽，只是加強了防疫措施，例如避

免收現錢，因為據說病毒會在鈔票停留5天，巴士

前兩排座位拉起封鎖線，不得靠近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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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街中途，被酒店經理緊急召回。原來封城的

其中一條規定：凡外國入境者須隔離14天；酒店

經理怕違規，建議我們勿再外出，連用餐也指定地

點，禁止到餐廳，幸好還可以在酒店附近走動。這

樣的“隔離”，細想起來是好氣又好笑。

酒店住客十之八九都是外國人，為何只有我們

需要隔離？難道是因為膚色問題？這不是種族歧視

嗎？而且能夠在外走動，算什麼隔離？

一致決定非走不可

傍晚7點30分（大馬時間3月15日凌晨兩點30

分），挪威總理再丟震撼彈，本月16日早上8點開

始實行鎖國政策，禁止國際航班出入境，這回，我

們真的“瘋”了，NORWAY變NOWAY，難道就

這樣困在挪威？這可是一個會坐吃山空的高消費國

啊！

當下不再猶豫，5人一致決定非走不可，按捺

住忐忑的心，開始策劃逃城路線。

緊急關頭才知道，大馬在挪威是沒有大使館

的，由駐瑞典使館兼顧。在酒店人員熱心協助下，

找到了駐瑞典使館的郵址，我們立馬發郵過去求

救，過了半小時，於晚上9點（大馬時間15日凌晨

3點），大使館人員來電，聽着她的聲音，彷彿溺

水的人捉到浮木，感覺得救了。

她教我們買機票先飛奧斯陸再轉飛瑞典首都斯

德哥爾摩（Stockholm），然後再買機票飛回吉隆

坡。

她的指引仿如黑暗中的明燈，前路登時就亮

了，我們馬上上網查航班，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趕

在16日鎖國前，我們明天就飛去斯德哥爾摩。

3月15日：96小時歷險記

逃城路線圖是這樣的：

第一張機票：�挪威．特羅姆瑟�→�奧斯陸�→� � �

瑞典．斯德哥爾摩。

第二張機票：�斯德哥爾摩�→�曼谷�→�吉隆坡。

在特羅姆瑟機場等待登機當兒，我們的心七上

八下，怕政策隨時有變，不讓我們登機，這也是為

何不敢先買回吉隆坡機票的緣故。

奧斯陸飛斯德哥爾摩只有一小時航程，可是要

衝出挪威的那種迫切又害怕的心理煎熬，卻是從未

經歷過的。

抵達斯德哥爾摩的阿蘭達機場，買到飛回吉隆

坡的機票後，懸着的一顆心終算可以放下。這一

晚，我們就在機場當“廳長”。

翌日（3月16日）下午1時，我們登上飛往吉

隆坡的班機，總算結束96小時“驚”歷。

後來，每當看見有國人受困海外，大馬專機又

無法入境撤僑的新聞，除了慶幸，不忘感恩。

感謝大馬駐瑞典大使館人員在星期六的夜晚仍

查看電郵，及時看到我們的求救信，提供正確信

息，讓我們在茫無頭緒中找到回家的路。

特羅姆瑟：北極門戶

特羅姆瑟位於北極圈以北350公里，是挪威北

部最大的城市，堪稱整個北歐最適合看北極光的地

方，每年9月到來年4月，吸引許多希望一睹北極

光魅力的遊客前來，被稱為“極光之城”。

這裡還是前往北極地區考察的出發點，並得名

“北極門戶”，加上人文景觀豐富，亦有“北極圈

巴黎”美譽。

雖然地處北極圈，因為受到墨西哥暖流影響，

這裡的冬天並沒有想像中寒冷，氣溫常在零度打

轉。

我們抵步那天也是零度，等巴士時，我和一個

當地人寒暄，說起冷，他不以為然的說：這個天氣

太溫暖了！

都說特羅姆瑟是最容易看到極光的地方，所以

即使在羅浮敦一無所獲，也深信可在這裡找到幸

福，不料我們的運氣竟背到了極點，不但極光沒看

到，還被冠病病毒嚇得落荒而逃，真夠諷刺。

我們居住的酒店坐落在Telegrafbukta海邊，就

是一個觀賞極光的絕佳地點，但酒店人員對我們千

里迢迢追尋的極光卻嗤之以鼻，淡淡地說：我們不

看極光的。

所謂西施常見亦平常，得不到才是最好的，當

地人看得稀鬆平常的北極光，我們卻奉為瑰寶，也

許就是這個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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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教育普及化的美麗與哀愁〉系列一�

主流教育沒涵蓋 網課受落反映市場需求

� �

鴻輝原是個教育水平不高的中年，然而行動管控期間，他卻成功在家學習到行政管理、人際關係技

巧，和著名的“高效能人士的7個習慣”，讓原本就面對管理失當的他改進了不少……這一切就發生在雲

端上！

無疑，疫情期間許多課程都跑到線上去了，而昔往沒想到能開班教授的技能也紛紛到了網上，百花齊

放。顯然，疫情下的教育領域開始出現轉變，而教育輪廓的轉變，其實也反映了一些我們不願正視的問

題……

�

反映主流教育的真空與錯配

從事教育領域的人都普遍覺得，疫情不僅加快

了正規教育數字化的進程，更讓許多之前沒有可能

開班教授的職業技能，一一都跑到了線上。目前網

上的課程除了過去所熟悉的語言、烹飪、職場課程

外，更出現了如餐桌禮儀、瑜伽健身、股票投資、

攝影化妝、網紅直播、服裝設計、人權課基礎、社

會學入門等，可謂五花八門。

30歲的羅善華原是一名活動主持人，行動管

控期間，他就學會了如何當直播主，同時更開始着

手設計自己的海報和撰寫文案，這一切全歸功予線

上教學。

“這些課程基本上是主流教育體系裡沒有的，

如今能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學習，絕對是件好事，

對我們工作也很有幫助，為我們增值。”

顯然，網絡課程的普及與受落，反映大眾對這

些技能課程的需求。不過，若換一個角度看，則是

主流教育對職場需求的一種錯配與真空。如今，羅

善華還學會打燈、帶重點、做預告宣傳，比同業多

了一些技能傍身，而他也十分鼓勵身旁的人去報名

網上課程；這些都是主流教育所未能賦予他的技

能。

不僅如此，他也發現，上過這些課程的基礎班

後，才知道原來真正的專業是何等講究，難度不

小，因此不會再就這些專業壓價。

“以前會覺得這個服務不應該那麼貴，現在才

知道，裡頭的難度和背後的功夫。”

反映了教育體制剝奪學習機會

另一名在線上學習人權民主課入門和基礎社會

學的直播主黃美慧也坦言，自己報讀的課程除了主

流教育體制沒有提供這些知識外，本身也因為無法

達到進入大學的門檻，而無法接觸到這些學問。

他坦言，過去在校園的課程其實都不是他感興

趣的，因此無法得以學習與專研，更不可能獲得實

踐與發揮的機會。

“我有興趣的（課程）只有大學有，但是我成

績不好，進不了（大學），無緣進一步參研瞭解。

現在通過線上課程，我有機會學習自己有興趣的課

程了。”

明乎此，當教育制度和求學門檻過高等等現

象，如同剝奪了他們的學習機會，反之網課的出

現，則提供了更多的管道和選擇，彌補了正規教育

的不足。

業者逆境求存的方案，民眾拓展技能的契機

聯合國中小企業創新協會馬來西亞分會會長方

翰傑博士也有同感，他指出，因為有些知識無法從

傳統教育或教科書中汲取。再來，商界上的計劃總

是趕不上環境變化，所以商界需要靈活的動態教

學，而網絡的非正統式教育正能滿足這類需求。

方翰傑也是本地著名企業顧問，他在接受本報

專訪時舉例，大家對突如其來的2019冠狀病

毒病疫情與行動管控令感到措手不及，而網上

推出諸如“商家在管控令期間該如何應對”等主題

的課程，正好符合商家面臨的變化，及時協助他們

解決眼前的問題。

此外，在競爭激烈、優勝劣汰的社會，網絡課

程也能有助於職場人士掌握一門新技能，譬如一名

商家，可以透過網絡課程學習如何使用電腦製作海

報，或如何使用新媒體推廣生意等。

他說，網絡課程普遍收費不高，經濟能力有限

者或小孩都有機會上課，在線上學習“琴棋書畫”

等等技能。

方翰傑表示，網絡課程可以造就個人新事業，

例如一名平時不停繪圖產生工作疲憊的室內設計

師，可以轉向網絡教學，傳授學院有關的知識。

楊淑儀、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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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Cakes創辦人兼烘焙課程導師的鄭鎵峻就

是一個例子。鄭鎵峻是在行動管控期間，因大家無

法外出，因此萌生在網絡免費分享烘焙技巧與食譜

的念頭，結果無心插柳柳成蔭，反應異常熱烈，於

是開始策劃從4月中首度推行線上烘焙課程。

該課程的目標群體以家庭主婦為主，網課的好

處是安全及方便，學員的上課時間具彈性，在任何

時間與地點都能重播視頻上課，不必外出，可減少

感染病毒的風險；若是線下課程，就只能在指定時

間及地點學習。

他表示，線上課程學費低廉，因此能吸引很多

人，甚至因為網絡便利，能打破人數與疆界的局

限。

他舉例，線下授課的收費為350令吉，線上學

習就只需68令吉，原因是教學的成本有所減少，

例如省下為學員準備烘焙材料、工具、場地及擔任

助教的人力成本等。

也開辦線下課程的他指出，至今參與其收費網

課的學生有150名學員，比線下課程的10至12人

多出許多，不少更是外州學員。不僅如此，其免

費課程的學員在短短半年內已達3000人，十分火

紅。

“線上烘焙教學的成本較低，我們推行的網課

學費會比平常面對面教學的費用更經濟實惠，學費

降幅達80%，一般學員皆可負擔，並且能協助學

員特別是女性創業，提高她們的收入。”

來自怡保彤子藝術坊負責人溫紫彤也說，以前

在線下藝術課時，學員人數有約20至30餘人，如

今同時推行線上及線下課程後，學員人數共達60

餘人，人數比以前高出約一倍。

“網課的其中一項優點是導師完全不受距離限

制，可招收不同地區，甚至是外國的學員，如吉隆

坡、雪蘭莪、柔佛及汶萊等。”

她分享，曾有學員特意從吉隆坡遠赴霹靂州怡

保來上她的課，推出網課後，這些外地學員不必舟

車勞頓，反而只需待在家裡就能上課，非常方便。

市場需求成就一切

聯合國中小企業創新協會馬來西亞分會會長方

翰傑博士表示，據他觀察，在行管令期間，網上所

推出的網絡課程增加了3至5倍，如在線上提供面

簿市場營銷課程的導師，就突然多了10至20名。

不過，他也解釋，網絡課程很早之前就已存

在，至於它在行動管控令期間百花齊放，主要是因

為擁有市場供需的關係。

他說，隨着政府在冠病疫情爆發後實施行管

令，許多人被迫長時間待在家中無法工作，大大提

升對網絡課程的需求，對報名參加課程趨之若鶩；

各領域業者也瞄準這一點，在該時期力推網絡課

程，以致於人們一上網，就看見無數的網絡課程在

熱烈招生。

不過，他提醒，網絡課程與傳統的補習班差不

多，而且通常一分錢一分貨，若只繳付便宜的學

費，卻想從中學到非常專業與高價的知識技能，是

不可能的事。但冠病疫情與行管令也改變了人們的

消費習慣，促使更多人透過網絡消費，報名上課。

不難發現，線上課程早在疫情來臨前就因為呼

應時代的需求應運而生，只是疫情加快了其發展速

度。線上課程的發展早就因各種主觀理由與客觀環

境下埋下了伏筆，成為勢不可擋的趨勢之際，我們

或許更應該關注其發展背後，所可能引發的危機。

線上課程的好處與優勢

˙� �彌補主流教育的不足

˙� �人人有公平機會求學問

˙� �可依據興趣選擇課程

˙� �讓民眾掌握更多不同的技能

˙� �讓學生知道當中難度，瞭解服務為何物有所值

˙� �協助有關領域業者轉型求變求存

˙� �能更快應市場需求提供順應的培訓

˙� �沒有人數與地域局限

˙� �收費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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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教育普及化的美麗與哀愁〉系列二�

恐影響未來人力市場 線上課程衝擊教育體制

� �

線上教育疫期間百花齊放，然而，看似惠及教與學的雙方的同時，其實卻暗流洶湧，靜悄悄地影響着

教育體制，乃至整體人力市場。

《線上教育普及化的美麗與哀愁》系列將讓您瞭解疫後的教育領域面貌，是如何衝擊正規教育的體

制。受訪者甚至大膽預測，這樣的大環境將對未來的人力市場帶來難以預計的災難性影響，不過，同樣有

人不以為然，反而看到未來的無限可能。

�

是否受承認需要注意

聯合國SDG�2030教育質量：拯救教育馬來西

亞副主席柯秦建認為，許多線上課程其實都沒有經

過馬來西亞學術資格鑒定機構認證，因此，不僅課

程結束後可能面對學歷不受承認的窘境，有關課程

也存在着水平是否達標的疑問。

也是亞洲鳳凰學院董事經理的他指出，市場上

的正統體制相關課程，必須經過馬來西亞學術資格

鑒定機構的審核，這間中就包括了師資、課程與綱

領設計、教材教義的準備等，才能鑒定有關課程是

否具備一定的水平。

不僅如此，正規教育體制還對教育脈絡作出規

劃，這樣好讓學生能在完成特定階段的教育階段後

繼續深造，進階的銜接上絲毫不會有問題。

可是，由於目前線上課程應運而生，多半屬於

因為有關的技能業者無法如常作業，所以業者才紛

紛以教學方式把自己的技能“轉售”到線上去，借

此謀生。因此這些課程不僅不具備馬來西亞學術資

格鑒定機構認證，更沒有正統體制所要求的內容脈

絡和教學規劃等，師資方面當然更是不值一提。

“由於沒有人監督課程，裡頭的講義可能存有

偏差，內容也不一定正確。”

更重要的是，柯秦建認為，由於目前大部分的

網課都是基於業者轉行謀生的暫時出路，因此教學

的目的已經不再單純地以學問和知識為出發，更沒

有所謂的教學理念及學習風氣可言。

“教育的目的如今已經不一樣了，因為資本主

義的參與，教育已經是一門交易，所以很多人要從

中獲得盈利。當局的辦學的理念也很重要，唯有這

樣，學子才能找到學習的樂趣與真諦。”

他認為，若民眾一味求取技能而忽略了基礎理

論與知識，那麼充其量獲得的是商業化且沒底蘊的

證書文憑，而非學歷文憑。

但他也強調，其實目前充斥市場的網課並非一

無是處，可是參與者需要瞭解自己學習的目的是為

了求取知識，還是商業技能。

“我並不反對線上課程，只是學生需要清楚自

己上這些課程的目的，需要瞭解自己要的是學歷證

書，是商業證書？”

或對正規教育帶來衝擊

檳城華夏國際學校副董事長拿督謝詩堅指出，

線上教育普及化將徹底改變我國的教育面貌，甚至

會在3至5年內對我國正規教育體制，帶來衝擊。

這是因為這些課程的入學門檻低，甚至有者毫

無門檻可言；再來，由於收費便宜，報名快捷，上

課時間與地域沒有局限，因而對正規教育帶來極大

的競爭。

“如修車、美容等技能，這些似乎已經不再

講究門檻的技職行業，如今已經可以自己報名自

學。”

據瞭解，目前我國有約20間政府大學、25間

私立大學，以及20私立大學學院，另外，約10間是

外國分校大學。不僅如此，教育部註冊下也有300

家正規學院。開放大學方面，我國則有約10間。

曾出任韓江學院名譽院長的他認為，高等教育

部對開辦大專及大學的要求十分嚴格，除了課程綱

領及教育體制到位外，資金的要求也不小。

“比如大學學院要有至少1500萬令吉。再

來，課程要呈交去做教育審查和修改，學費訂了也

不能私自修改調整，師資還需要被批准。不僅如

此，馬來西亞學術鑒定機構也審核，甚至不時有上

門突擊檢查。

“反之，線上教育就如一雙無形的手，就只是

按照個人的需求來做。無需認證，無需學位。”

他強調，如此一來，許多人都會傾向線上技能

教育，以致不少正規教育體制下的技能教育都受到

影響。

楊淑儀、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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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說，由於線上課程多為MCO期間以游擊

戰方式出擊的課程，在設計上多不具備系統化構思

和規劃，對學習進階上也有欠周全，因此若根據這

樣的局勢發展下去，未來將拉低我國整體的教育水

平。

此外，由於我國的網絡審查嚴謹度有待提升，

因此網絡經常會出現許多不適合的課程，這對心智

未開的青少年而言十分危險，尤其是對小學而言。

據瞭解，台灣就有一些有關性愛的線上課程，令人

擔心學生在未獲得輔導下，接觸到不正確的資訊。

需關注人力市場的影響

除了對教育體制帶來衝擊外，謝詩堅認為線上

課程長期發展下去，恐怕會令未來的人力市場恐怕

變得“通才過剩，專才不多”。

這是因為許多人一窩蜂報讀不具備學術認證的

課程，並在不專研的情況下掌握極為粗淺的技能，

最後導致人力市場並不專攻。

這樣的情況是有可能發生的，因為許多的行動

管控期間的線上課程，多數為各領域業者無法作業

經營，所以才轉型成教育培訓模式來謀生求存。其

課程只能傳授最初級的知識，而無法令學生掌握更

高深的技術。不僅如此，謝詩堅分析，由於長期沉

浸在網絡世界裡，新生代的思維與個性，恐怕將變

得更複雜。

“他們的智商可能很高，但是情商會下滑。畢

竟他們接觸人少，真實互動上的技巧會退步。”他

甚至預測：“再多10年20年，人類不會變笨，想

法上也會變得更加古怪創意，不過，世界變得很冷

漠。”

學者持不同意見

對於線上課程的衝擊，馬來西亞理科大學教育

系教授卡林伊利亞斯持不同的看法。

他表示，線上課程是非正規教育，其角色扮演

充其量只能補足正規教育的真空，因此永遠無法取

代正規教育。

“各有各的出發點與存在的意義，所以我不認

為線上課程會取代正規教育。”

他進一步解釋，正規教育提倡的是學術理論，

而線上課程則着重在技能實踐上，加上兩者的教學

模式、入學門檻等性質都不同，因此不可能取代彼

此。

“我反而覺得這是好事，因為一些之前因為經

濟能力或學歷不高達不到升學門檻而無法深造的

人，如今都可以學到新技能，掌握新知識。”

他是在接受本報訪問時，這麼說。卡林伊利亞

斯持曾在2017年榮獲最高認可學術研究員。

至於這對人力市場的影響，他認為，一般上職

場對人力的要求都具備一定標準，就此，錄取職員

前必定以本身的要求進行評估，若不達標自然被淘

汰，因此和這些新生代上了哪一些線上課程沒有關

係。

“只要是達標的自然就會被錄取，何況這些課

程可能還是為他們加分的因素呢。”

他指出，只要不涉及任何道德或教義錯誤的過

失，線上課程不僅有存在的意義，前景也十分光

明。

線上課程的隱憂

˙� �對正規教育帶來衝擊

˙� �學歷有不被承認的風險

˙� �內容極可能存有問題與誤區

˙� �內容多為經驗分享，缺乏理論教育

˙� �培育出相對較不專攻的一群人力

˙� �未來的新生代的實際應對能力不足

˙� �教義與教學方案有待提升

˙� �無法很好地讓學習者進階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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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教育普及化的美麗與哀愁〉系列三�

互相輔助分享內容 線上線下教育可並存

� �

行動管控令期間，五花八門的線上課程讓雲端教室熱鬧非常，然而，同一時間卻讓線下課程出現天翻

地覆的轉變。

有者擔心線上課程影響了正規教育，甚至對正規教育的生存帶來威脅，但是這樣的發展似乎成了大勢

所趨，而兩者的並存更似乎是避免不了的。

《線上教育普及化的美麗與哀愁》完結篇就與您探討線上與線下教育如何在不威脅彼此的情況下，還

能互補相輔出一片藍天。

�

線上課程也有局限

根據中國一項非正式統計，線上課程的成本比

線下少了50%至60%，當中包括租金、水電、冷

氣、教材等費用。此外，線上課程因為場地不受

限，所以較能吸引更多的學生，大大的增加傳授者

的盈利。不過，這不意味着線上課程沒有局限與難

度。

檳城Say�Cakes創辦人兼烘焙課程導師鄭鎵峻

就說，網課最大的挑戰是，導師無法像線下課程

般，當場糾正學員在烘焙時所犯的錯誤，所以他通

常不會刪除教學視頻，並要求學員重複觀看及拍照

分享作品供導師審核。換言之，導師需要花更長時

間或數天才能糾正學員的錯誤。

怡保彤子藝術坊負責人溫紫彤也指出，在無法

面對面教學之下，老師們不能直接在學員的作品作

出示範，很多時候只能靠口頭糾正學員的錯誤，但

缺乏經驗的學員會很難理解。

再來，線上教課也會面對電腦畫面模糊的問

題，以致看不清學員的作品，而屏幕所呈現的作品

色彩等與真實作品會有偏差；這還不包括網速等問

題。

顯然，若要改善線上課程的教學品質，網速需

要提升之外，更有效的教學技巧、更生動有趣的課

程設計，以及更立體的教材及講義都是不可或缺

的。

報讀網課的主持人兼電子商務帶貨主播羅善華

也分享，線上課程的問題在於，無法與導師們直接

接觸，因此教學品質多少受到影響。

此外，由於線上教學允許導師同一時間接觸許

多學生，從而導致學生無法一對一解決學習上的問

題。

“一些實踐上課程，如烘焙、化妝的話，始終

還是要面對面比較好，無法通過網絡。”

線上線下結合

本地著名企業導師方翰傑博士認為，即使線

上教育日益普及，但日後仍無法100%取代線下課

程，反之是網絡與線下課程會共生共存，甚至可以

相互交融輔助，即同一個課程分成線上與線下的內

容部分供學員學習，雙管齊下。

他解釋，一名正常學員在上網課時，難免會受

到外界的各種干擾，專注力最多可達1至2小時，

若上課時間過長，便無法專心。論課程效果，他直

指當然是手把手指導的線下課程效果較佳，不過在

各方面會有所限制，如場地、學員人數及時間固定

等，因此可結合網絡課程同時推行，相信效果事半

功倍。

此外，他認為，政府應鼓勵私人界及商家推出

網絡課程，包括為推出網絡課程的商家提供獎掖、

瞭解相關課程所需的事物並與商家展開合作，以及

鼓勵導師成為大馬人力資源發展部認證的講師。

雙管齊下，彼此完善

聯合國SDG�2030教育質量：拯救教育馬來西

亞副主席柯秦建也指出，儘管線上課程可能會對正

規教育帶來衝擊，但是若是適當進行結合輔助，或

許能“完整”彼此。

也是亞洲鳳凰學院董事經理的他以中國“得到

大學”為例指出，有關的大學並非正規教育體制下

的學府，但是卻網絡了許多的民間學者及有威望人

士教授課程。

“這讓一些人可以在正規學府上學習後，還能

在線上補課及實踐。”

得到大學是近年來在中國十分火紅的學習平

台，民間大師們除了能擁有自己的講課平台，也對

正規教育給予更多的實踐和見證，扮演了支持補

楊淑儀、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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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角色。得到大學自2018年開始至今擁有超過

5000名學生，其類似開放大學的模式，甚至發展

成線下活動，如分享日等。難得的是，得到大學的

學生成層面多元化，因此能在多元思維的交流下，

碰撞出火花，而正規教育下的理論也能通過旁人的

參與獲得不同角度的印證，激發不同的反思。

柯秦建表示，自己不排斥線上教育，甚至認為

學生可以多學不同領域的技能，惟，學生必須清楚

自己的目的，以及遴選前需要有一定的心理建設，

同時也得確保有關單位的信譽及細節，如師資、講

義、教材等。

規範與監督迫切需要

理科大學教育學者卡林伊利亞斯認為，如今的

發展局勢已經不是“哪個取代哪個”，而是兩者如

何成就彼此，並讓學生達到更全面的學習體驗，從

而提升本身的水平。

他也提醒，政府有必要看到這個發展趨勢，並

順勢作出規範與監督，如此一來能避免學生受騙等

事故。

再來，在推動上，政府不妨思索如何提高網

速、寬頻覆蓋率以及如何與正規教育作出銜接等。

“由於線上課程剛開始火熱，當局不妨多察

覺，尤其是意識到它未來的發展，所以現在就可以

主動部署。”

網課眾多，但不一定全都具備水平，許多濫竽

充數的課程不僅浪費時間與金錢，更可怕的還誤人

子弟。方翰傑博士就認為，要在良莠不齊的市場找

對課程及好老師並非易事，不過在報名上課前，必

須確保有關課程安全、穩定及有信譽保障。

“學員首先要清楚本身想學什麼，並衡量自身

的經濟能力可負擔什麼課程及多少費用，然後‘做

功課’尋找適合自己的課程、衡量有關課程是否符

合自己想要的、查詢推出該課程的主辦單位或公司

的背景、是否有名望，以及瀏覽參與該課程的學員

反饋。”

至於怎樣在網上找到比較好的老師，他建議要

“找對人”，例如學員可以向中國的老師學中國的

文化，而不是向中國的老師學西方的餐桌禮儀；同

樣，也不應向西方的老師學中國的文化，而是應向

西方的老師學西方的餐桌禮儀。

不過，他提醒，網絡課程與傳統的補習班差不

多，而且通常一分錢一分貨，因此大家在報名上課

前，必須先查詢網上的評價以確保有關課程是適合

自己，有價值及有信譽保障。而冠病疫情與行管令

也改變了人們的消費習慣，促使更多人透過網絡消

費，報名上課。

柯秦建也建議有興趣報讀課程的民眾可以從以

下方面查詢；1）哪個機構舉辦的？2）與哪些大

學合作？3）師資方面如何？4）學習的內容？。

再來，他也認為，民眾需要瞭解自己目前需要

怎樣的課程，同時也得在閱讀課程介紹時保持獨立

思考，而不是一昧地相信這些課程的文宣。

“宣傳說的不能全信，有些不一定是真的。我

們得自己思考和判斷。”

結語：趨勢不可擋，但也得完善之

“危機也是轉機”是疫情間商場最常聽到的一

句話，如今教育領域亦然。

線上課程日益普及是不爭的事實，而隨着正規

教育的不足、網絡科技的發達，以及疫情的緣故，

這類課程的發展更是勢不可擋。換言之，線上課程

的出現即便是一場對正規教育的衝擊，但善加利用

反而能補足正規教育的不足，甚至令課程更圓滿，

讓我國的人力素質提升到更貼近市場要求的水平。

明乎此，政府、私人界、專職技能傳授者有必

要做出探討，而學習者也應該洞悉當中的關鍵，明

白自己的要求，並針對性地提升自己的技能掌握，

增加自己的知識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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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教育的影響〉系列一�

小學篇．師生和家長要適應線上教學．疫情當道 停課不停學

� �

冠病疫情為教育領域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全國各校在今年3月中首次面對學校被迫停課，必須轉向

線上教學的情況。儘管一開始困難重重，師生和家長後來也逐漸適應科技，讓孩子“停課不停學”。

隨着第三波疫情爆發，如今多個地區的學校再度停課，這也是大家在冠病疫苗面世之前，都需適應的

新常態。星洲日報針對小學、中學和大學在今年3月中開始停課逾4個月的情況做出專題報道，或許有助

讀者從中瞭解，我國各階段學校是否做好準備，面對疫情或後疫情下的各種變數。

�

在小學，儘管疫情打亂了教學計劃，受訪的教

師皆不約而同表示，隨着教育部縮短年終假期和禁

止課外活動與比賽，在“拉長補短”的情況下，教

師預計都能在今年內完成原定的課程計劃，惟學習

效果因人而異。

當學生不再受到學校統一制度的管制，就會隨

着各自家庭與自身的性格產生不同的學習狀態。有

的師長引導學生開啟更廣泛與自主的學習，有的則

在暫時脫離了學校制度後，感到無所適從，只能等

待重返校園的日子。

教育工作者： 
應關注學生學習心態

全國小學在3月中旬的第一學期假期原本只有

一個星期，但是後來因措不及防的冠病疫情和一再

延長的行動管制令，而變成了4個月見不到教師和

同學的日子。

在這約18周的時間中，有的學生獲得充分休

息，有的卻鬆懈至散漫；有的跟足網課，有的苦無

設備而被拋在後頭；有的涉略了感興趣的活動，有

的則除了遊戲與電視劇以外，就再無其他收穫。

當大家都在擔心學生的課業進度會否受影響

時，教育工作者表示，學生在疫情下學習的心態

與狀態，實際上更應該受到關注。同時，學生之

間因行管令而產生的顯著差距，以及今年無須應考

UPSR的學生會否失去學習方向等，也是不容忽視

的議題。

沈文聰：取消UPSR 
小六生迷失方向

許多學生將小六評估考試（UPSR）視為是階

段性的目標，一些教六年級的教師亦是如此。政府

今年因疫情取消了這項全國的統一考試後，所涉及

的師生會否還和往年一樣，重複地做着一份又一份

的模擬試卷呢？

六年級英文教師沈文聰說，有些小學生的目標

確實是UPSR成績，所以當這項短期目標突然被拿

走後，很多學生都感到迷失。他們找不到方向，不

知道現在的學習若不是為了UPSR，那是為了以後

的什麼？

“雖然老師也會告訴學生，學習不是為了

UPSR，是為了以後、為了將來，但是很多學生沒

有（能夠建立起）這個概念，所以UPSR取消，多

少也影響了他們回來上課後的學習態度。”

學生“讀書是為了考試”的概念，有時也受到

父母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若家長非常看重UPSR成

績，那麼孩子也會認為UPSR代表了他們整個小學

階段的學習成果。

然而，沈文聰說，課堂評估或校本評估實際上

才更能夠明確地反映出學生在每個科目對各種技能

的掌握。

他認為，教育部取消UPSR後，師長必須引導

與協助孩子一起定下UPSR以外的目標，“例如我

們現在學這個，是為了升中後的學習，給他們方向

和更清晰的畫面，就能更投入學習。”

教師感無措或有趣教學

華文教師郭史光宏也認同，今年意外取消

UPSR會讓師生陷入迷失，“往年都是做練習，

然後討論，然後再做更多的模擬試卷。現在沒有

UPSR了，大家還會這麼做嗎？如果不這麼做，那

要做什麼呢？”

他認為或許會出現兩極化的情況，一些教師或

會進行更多有趣的教學，同時也會有教師感到無

措，只好讓學生繼續做更多的練習和模擬試卷。教

師如何運用取消UPSR的契機，就視乎他們對教育

的理解。

王麗琴、練珊恩《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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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也是一樣，可能有的會很焦慮，有的則

能讓孩子進行更多與學習有關，但是不一定會反映

在考試上的東西。”

疫情所迫 廢考“試跑”

我國教育界探討要廢除UPSR多年，爭議不

斷，此次卻因意外讓廢考“試跑”了。然而，此

“廢除”並非在社會大眾取得共識，以及教育理念

相對進步的情況下實現，而是受疫情所迫。

因此，郭史光宏認為，若此次沒有考UPSR

的經驗是很愉快、正面的，那就凝聚了更多廢除

UPSR的共識，但是若此次經驗讓大家都覺得，學

生沒有考試就無心唸書了，則會增加廢除的阻力。

還掌握好英文 難適應中學

學校停課將近4個月，但是接受星洲日報訪問

的教師皆不約而同表示，教育部縮短年終假期後，

要在今年內完成原本的課程並不是問題，只是擔心

學生的學習效果和知識的鞏固會相對地弱。

沈文聰擔心學生在還未掌握好英文技能的情況

下，就要去適應全新的中學環境，因為當中學的知

識堆疊在小學的基礎上，而小學基礎又不夠紮實

時，就會影響學生接下來的學習與信心。

父母需跟進孩子學習情況

經歷了4個月不受學校既定上課時間表的局

限，以及不受到教師直接面對面的教導與影響，每

個學生都因自己的性格與家庭條件的不同，而產生

了有別以往的學習習慣。這打亂了原本全校統一的

學習節奏，也對每名學生的學習狀態造成影響。

郭史光宏說，當學校停課，教師能夠施加在學

生身上的影響變弱時，父母對孩子教育的態度與支

持，以及家庭在這段期間所建立起的生活模式與習

慣，對孩子起到關鍵影響。

“當學生返校後，我們看到個別學生的情況相

差甚遠。如果父母在學校停課期間沒有完全放任，

而是有跟進孩子的學習情況，那麼學生返校後，他

們大多仍處在學習的狀態與節奏內；相反的，有

些學生則顯得抗拒上學，需要時間調整學習積極

度。”

學校被迫關閉也為師生帶來難得不受到學校制

度束縛的空間。對教師來說，他們對谷歌課室等平

台的使用，以及透過網絡資源來設計教學的構思不

再只是“想想而已”，而是終於能夠付諸實踐；對

學生來說，則多了許多能夠學習課外知識的時間與

空間。

郭史光宏認為這是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時機，

因此他在行管令期間除了進行網課，也與志同道合

的朋友建立起“學習資料庫”，將故事、有聲書或

其他在課堂上提及的課外資料放到資料庫內，以便

學生放學後還能依據自己的興趣去探索與學習。

無法上網課 程度參差不齊

儘管許多教師在行管令期間盡量做到“停課不

停學”，但是有些學生因各種原因而無法從網課或

網絡資源中受惠。若家長也未能及時引導與監督，

這些學生回到學校後的學習情況就與其他同學有了

明顯差距；城鄉之間所出現的問題亦是如此。

對坐落在郊區的學校來說，網絡覆蓋率是進行

網課的主要挑戰。沈文聰說，雖然他在學校停課期

間透過各種平台為學生提供網課，但是有多達6、

70%的學生無法參與。

由於學生在疫情期間的學習步伐不一，因此學

生返校後的程度也明顯參差不齊，學習能力較好和

較弱學生之間的差距更加懸殊。

曹榕熔：家長陪上網課效果大

位於城市地區華小的教師曹榕熔則說，她在行

管令期間所進行的網課，平均都有超過80%的學

生參與，其他學生有時或因安親班或補習班的網課

時間與之重疊，而無法出席。

根據她的觀察，許多家長在行管令期間陪同低

年級學生一起上網課，也對孩子的學習心態帶來正

面影響，積極度和學習效果均大有進步。

“這幾個月累積下來，我發現學生華文科的學

習效果比起在學校學習的更好。或許是家長也有一

起上課的原因，他們在家也協助加深學生對新詞彙

的印象，所以學生返校後的識字量增加不少。”

“一些家長在上網課時發現孩子比較不主動，

就會私下叫我讓孩子朗讀或回答問題，平時比較安

靜的孩子也很配合，沒有感到害怕或害羞。這種表

現也延續到返校復課後，他們的心態更積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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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教育的影響〉系列二�

中學篇．學習團隊精神關鍵期停課．疫情打亂中學生生活

� �

13至17歲是學生真正開始從校園群體生活中，學習到團隊精神的關鍵時期。他們在與不同性格的同

學相處中，培養起對他人的同理心以及對自己的瞭解，從而建立起社會能力與領導能力的基礎。

在這個朋友比父母更有影響力的青春叛逆時期碰上學校關閉，有的學生與家人摩擦不斷，有的少了師

長的監督而沉迷電子遊戲，當然也有些學生努力讀書，拓展了更多興趣。

�

雖然政府宣佈學校9月起可恢復體育與課外活

動，但是2020年畢竟已趨近尾聲，接受星洲日報

訪問的學生無一不對今年被迫取消的課外活動與比

賽感到遺憾。雖然可惜，但是為了穩定疫情，大家

仍乖乖遵守標準作業程序。

林賢君：生活營被迫取消 錯愕遺憾

3月13日，八打靈再也一所國民型中學的中五

生林賢君，原本和學長團的朋友們已準備好在隔天

出發至波德申，展開他們在中學生涯中最後一次的

學長團生活營。無料，校方發出通告指示學生取消

所有近期內的活動。

“我們當下都很錯愕，也覺得很遺憾，因為這

是我最後一年的生活營，明年畢業後就無法再參加

了。”

就在學校發出通告不久後，首相丹斯裡慕尤丁

透過電視演講，宣佈舉國上下從3月18日起落實行

動管制令。那時候，大家都以為這項為期14天的

行管令會在3月31日結束，不料行管令一再延長，

中學生到了7月15日才正式全面復課。

林賢君在2019年下半年接任水上活動學會的

主席職，他當時興致勃勃，除了要延續學會一直以

來的年度活動，也着手計劃新項目，想要為學會帶

來新氣象。

“這是一個3天2夜的培訓與團建活動，除了

游泳訓練，也可以提升團隊的凝聚力。我們原本已

寫好計劃書，正準備提交給課外活動副校長尋求批

准，無奈計劃趕不上變化。”

比賽取消 游泳好手無法更進一步

遺憾的不止是策劃已久的活動被迫腰斬，還包

括學會內的游泳好手在今年初勢如破竹地奪下州際

比賽金牌後，卻碰上今年內的其他比賽就被迫喊

停，而無法再上一層樓。

林賢君說，疫情與新常態為課外活動帶來顯著

影響，基本上所有實體活動都已經喊停，但是這也

為學會領導帶來新的挑戰，以思考如何在新常態下

衍生出其他替代活動。

張永慶：無法籌款 畢業刊改電子版

“雖然很多活動都取消了，就連畢業特刊也改

成電子版，但是我承諾學生一個實體的畢業典禮。”

波德申中華中學校長張永慶說，受到疫情和行

動管制令的影響，該校原本計劃好的一些大型活

動，如即將在7月份舉辦的聯課活動大匯演和學校

106週年校慶的義賣會都取消了。

“其實中學階段的孩子最需要同儕之間的關

係，而這些往往都是通過聯課活動、社團活動和體

育活動實現。然而，學生這一部分在2020年可說

是空白。”

兩年一次的聯課活動大匯演對各社團來說是件

“大事”，張永慶笑說，這個原本讓各社團都有機

會呈獻各自最精彩節目的活動取消後，學生都“叫

苦連天”，因為剝奪了他們表演的機會。

他也認同聯課活動是讓學生更實在地學習到課

本以外知識的管道。學生原本能在籌備校慶義賣會

的過程中，學習到如何設立義賣攤位，如何售賣固

本，如何煮食和招待等，但是這些在今年內都難以

實現了。

“高三學生付出的代價最大，他們的畢業特刊

改成了電子版，因為原本畢業特刊需要籌款，但是

商家在疫情下已經很辛苦，所以我們取消籌款，改

為製作電子版畢業特刊。

承諾為學生辦畢業典禮

“無論如何，我承諾學生一定會舉辦畢業典

禮。目前定在11月12日，到時大概會是兩三百人

的場面。雖然和往年上千人的場面無法相比，但是

王麗琴、練珊恩《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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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會把畢業典禮的意義發揮出來。”

儘管聯課活動暫時喊停，波中在行管領期間展

開一系列的線上招生活動，卻意外地發揮了凝聚學

生、各社團、教師、校友和董事的作用，而且成果

出乎意料。

“我們在兩個月內已經成功招收到逾百名學

生，這項破百的招生成績往年都是在12月才發

生，今年卻在8月就達成了。”

執行差異 線上教學進度不一

各校在行管令期間都採用線上教學。在少了學

校的各種強制規定下，師生都有了更大的自由與空

間。然而，個別自主與自律的不同，也使線上教學

的執行有所差異，有的是教師“人間蒸發”，有的

是學生“徹底失聯”；有的學校進度落後，有的則

“超前”教學。

馬六甲一所教會學校的中五歷史科教師說，礙

於學生在電子設備和網絡方面的限制，她沒有為學

生進行線上教學，而是透過WhatsApp與學生保持

聯繫，交代學生必須自行學習的課文，同時也提供

他們一些習題。

復課後，她按照原本的時間表教學，希望能在

10月的預考前教完所有課程。之後若有時間，再

重複學生較弱的部分，以鞏固他們對歷史事件的認

識與學習。

林友添：自律性弱 讀書狀態難恢復

學生涵括多所國中與國民型中學的補習老師林

友添說，疫情對中一至中三學生的影響較大，因為

自律性較弱；在中四和中五生方面，文科班的學生

又比理科班的學生消極。

“我瞭解到許多文科班的學生在行管令期間，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打遊戲。即使現在復課，很多也

還沒有回到讀書的狀態。”

他說，各校在提供網課方面也各有差異，有的

學校持續提供網課，所以教學進度未受疫情影響，

有的學校則沒有提供網課，一些教師甚至在近4個

月的時間中，完全沒有聯繫學生交代課業。

“接下來有的學校會舉辦中期考試，有的則直

接等到年底才有期末考，這些學校的學生基本上恢

復學習狀態的速度會比較慢，很多中三的學生在

PT3取消後也比較散漫了。”

中四生“SC”：沒上網課 進度落後

在八打靈再也一所國中就讀的中四生“SC”

說，該校大部分科目的教師在行管令期間都有進行

網課，只是有些教師因技術問題而無法為學生提供

網課。當然，學生也樂得如此。

他坦言：“有些課太早了，起不來就沒上，反正

老師也拿我沒辦法”，所以他回到學校上課後，難

免在一些科目上感到落後，而教師在復課後，將行

管令期間的教學匆匆複習一遍後，就繼續趕課了。

“沒上網課的同學，尤其在理科科目上，現在

都快哭了，我也一樣。”他說，目前正在進行的中期

考試，成績應該不止是“慘不忍睹”四字能形容的。

SC在家裡沒有上課的時間除了睡覺、吃飯、

打遊戲和追動漫，他也學了畫畫，還嘗試自學日

語，以及課本裡沒有的科學知識。

波中校長：科技讓教課進度基本超前

普遍上，大家都認為行管令與疫情拖慢了學生

的學習進度，但是波德申中華中學校長張永慶說，

在科技的協助下，該校在行管令期間的教課進度，

比一般時候更加“超前”。

“超前”的教課進度，必定有人會質疑其教學

效果。因此，波中落實了兩項措施，以確保教師掌

握學生的學習進度，那就是返校後必須提交作業，

以及在8月份進行小考。

“我們規定一定要交作業，如果沒交或交白

卷，就代表學生對行管令期間的教學沒有基礎。教

師也會觀察學生的情況，若是不太明白，就再複習

鞏固。”

他說，在交作業和考試這兩項措施下，該校大

部分的師生都在復課後的一個月內恢復到正常的教

學進度與學習狀態，也備考年底的統考和明年初的

及大馬教育文憑（SPM）考試。

指有學生“脫隊”輟學使其反思

儘管如此，該校還是出現學生“脫隊”，甚至是

輟學的情況。這使張永慶反思，學校在強調進度、

作業和考試的同時，是否忽略了學生的心理狀態。

該校出現的數個個案基本上都在教師的輔導和

勸說下回到學校，跟上大隊。唯獨一名在行管令期

間跟着父親學習修車技術的高二生，在校長進行家

訪和勸說後，仍執意輟學。

“實際上他的父親也不贊成，但是孩子很堅

決。既然他已經做了決定，我們只能祝福。我相信

若孩子是愛學習的，他將來覺得知識不夠了，就會

重新回到學校。若是不愛學習，去學一技之長，也

不是壞事。只要繼續努力，而不是荒廢自己，都沒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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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教育的影響〉系列三�

大學篇．職場實習喊卡．新鮮人亂了腳步

� �

疫情所帶來的挑戰提早考驗大學生面對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除了靠科技就能解決的教學問題，許多涉

及實體操作的課程、實習計劃與畢業論文，都因不能返校、不能群聚和經濟低靡等限制，而面對諸多難

題。

有些大學生自稱是“後疫情時代的開拓者”，認為疫情雖然帶來許多預想不到的危機，但只要正面與

積極應對，仍可從中找到機會。而從今年3月至今面對疫情所累積的經驗，也有助他們從疫情初期的茫然

無措，慢慢走向從容面對未來挑戰。

�

高爾扎斯曼：凸顯財務問題 須重視資源

馬來亞大學前校長丹斯裡高爾扎斯曼同意，疫

情對教育領域其實有正面的影響，但必須用得其

所，因為科技能夠為教師工作創造更高水平，學生

可隨時隨地進行自學。

不過，疫情的發生，同時也暴露出高教機構發

展面對財務不穩定及執行的弱點。

高爾扎斯曼說，從過去至今，許多高教機構如

雨後春筍般地設立，但有大部分私立機構僅以賺錢

為目的，資源稟賦上完全不足，很明顯已不適宜提

供優質的教育。

他指出，一所教育機構不能一味沿用舊有的模

式，只是以徵收學費維持生計，而忽略資源的重要

性，否則長遠來看，它們根本無法適應未來發展趨

勢。

尤芳達：確保教學考試符規定

此外，拉曼大學（優大）校長尤芳達教授提到

在行管令期間，優大也向國內外專業團體和大馬學

術資格鑒定機構（MQA）徵求意見，以確保該校

的教學及考試方式符合國家和專業團體的規定，課

程不會受到影響。

他形容，有些學生自稱是“後疫情時代的開拓

者”，他們將這次疫情所帶來的危機轉而視為“正

能量”，另一種轉機。

他說，初入職場的社會新鮮人也許會對自己的

前途感到惴惴不安，無法找到理想的工作，但只要

好好學習課業以外的軟技能，絕對不要放棄，未來

的人生依然是充滿希望的。

論文主題從派食物改眾籌 
鄭俊發臨時改策見驚喜

原本打定主意準備以“派發食物”為畢業論文

主題和方向，但因為行管令禁止群聚活動，因此臨

時轉換策略，卻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來自吉隆坡的鄭俊發，今年32歲，是一名兼

職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的學生，他和組員原本是以

“食物庫”（Food�Bank）為畢業論文題目，並準

備在組屋派送食物給低收入家庭及貧窮人士。

“在行管令之前，我們已經準備好計劃書，甚

至也擇定派發食物的地點，也與受惠的組屋管理層

初步接洽，不過疫情來襲，讓我們都措手不及。”

之後，鄭俊發與組員靈機一動想到，在不需要

涉及群聚的情況下，為有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籌

款，解決他們的財務困境，最可行的方法是“眾

籌”（Crowd�Funding）。

相比之前計劃推行的食物銀行，“眾籌”只需

要接觸安老院和眾籌方，執行下變得更加簡易。隨

即，組員也立即展開研究，並且找到擁有信譽及正

規的籌款平台。

在這項計劃下，他們除了能夠履行企業社會責

任（CSR），協助長者解決捐款劇減和日常生活用

品短缺的困境，而且這項策略也與他們所修讀的金

融專業有關。

沒想到，秉持有危就有機的思維而擬定有效的

應對策略，則可將疫情的危轉為機。

王麗琴、練珊恩《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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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悟到“沒過不了的坎”

鄭俊發說，眾籌平台在設定的一個月內籌集1

萬零50令吉，並且超過原定1萬令吉的目標，有許

多善心人士甚至是做善事不留名，令他們感到十分

意外。

對鄭俊發和其組員而言，準備畢業論文的過

程，相較疫情之前多了不少曲折，但也因為這場疫

情而讓他們意識到“沒有過不了的坎”，只要坦然

應對，難題終究能迎刃而解。

實習被迫早結束 
王泳翔沒法實際操作留憾

此外，疫情促成的其中一個變化，就是帶來線

上學習的需求。然而，你有沒有想過，不是每項課

程都可以通過線上進行。

就如電路板、電子元器件的焊接技術，就絕對

辦不到了。

來自吉隆坡文良港拉曼大學學院的王泳翔，

今年22歲，目前就讀電子與工程學士學位最後一

年，在行管令之前，他申請加入電子公司實習，希

望借此機會學習更多新技能。

可是誰會料到，一場疫情改變了一切，他被暫

停實習。

他無奈地說：“原本在第二個月時即將參與一

項電子計劃，但因為疫情緣故，實習被迫提早結

束，我也無法再回到實習場所繼續學習。”

“關於電子技術這一環，我們根本無法將零

件、工具箱帶回家，我們並非屬於可以居家辦公的

實習生。最終，我的3個月實習期，只展開了一個

月，其他時間就只是待在家。”

在學校獲准復課後，實習期也就這樣過去了。

原本盼望自己可以藉著實習磨練一番，累積經驗，

充實自己。可惜，事與願違，實習期遇上疫情，在

他的人生中留下缺憾。

張秋渝參與新常態迎新 
用電腦螢幕“走校區”

來自拉曼大學學院一年級生的張秋渝，今年

18歲，一個正值青春年華的女生，在疫情新常態

之下，參與了有別於以往形式的“迎新周”，並透

過電腦螢幕認識了“校區”。

這場迎新活動並沒有如想像中的3D影像畫

面、也沒有360度校園導覽，純屬是透過線上以簡

報和直播方式進行，包括校長致詞、有關PTPTN

詳情的預錄視頻及課程需知。

一些受訪的新生確實很失望，他們所想像的迎

新活動，應該是走入校園、見見同學、參加各項破

冰活動，而不是如此陌生的“遇見”。

歷年來，各大學和學院都會舉辦形式各異的迎

新會，記錄屬於新生自己的入學快樂。但今年格外

特殊，因為疫情，入學的儀式感缺席了。

尤芳達：自由便利 
學生更愛線上學習

從傳統學習到不得不投入線上學習模式，尤芳

達受訪時說，疫情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挑戰，而線

上教學意外地為部分學生帶來“改變”的契機。

“相比以往的面授教學，有些學生更熱衷於使

用聊天室發問，他們更喜歡線上學習帶來的自由和

便利。”

他指出：“線上教學屬於互動式，我們也要求

講師預先設定把課堂錄影下來，讓學生可以下載和

重溫教學片段。”

陳玨君：教學影片利課後重溫

而從講師的立場來看，拉曼大學中文媒體新聞

系講師陳玨君指出，若將線上教學與課堂面對面教

導相比，後者更能清楚明確傳達內容；但如果學生

不具有良好的學習態度，即使是在課堂上教導，也

未必能完全吸收知識。

她說，在校方的要求下，講師也錄製教學過程

的視頻，以便學生能夠在課後重溫，這對於網絡不

完善、網速欠佳和設備不足的學生而言，其實是一

項便利，也間接彌補課堂教學的缺失。

莊禮博：鼓勵復課後再實驗

如果是實驗課，又該如何線上學習呢？世紀大

學（SEGi�University）高級講師（工程、建築環境

及信息技術學院）莊禮博指出，校方構思出一個方

案，透過線上創建虛擬實驗室的場景，進行虛擬實

驗和操作，向學生傳輸實作的過程，讓他們邊觀看

邊學習。

“我們要求學生根據視頻所觀察到的現象，進

行分析和撰寫報告。我們希望學生除了寫下算式以

外，也通過直接和間接的觀察，累積經驗獲得知

識。”

不過，線上實驗課只是能解決基本問題，若在

學校復課後，他們是鼓勵學生重返校園參與實驗。

畢竟動手進行實驗和記錄，始終比線上學習更有記

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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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大辦線上招聘講座助求職

史無前例的疫情危機，除了打亂生活的步調之

外，也對剛踏入社會的畢業生造成心理壓力，陷入

彷徨和憂慮。

“我的大學生活就這樣結束了？”“未來前途

茫茫，我們何去何從？”

有學生也擔憂是否會展延學期而無法在期

限內順利畢業，並影響豁免償還高等教育基金�

（PTPTN）貸款的機會。

優大校長尤芳達說，該校在行管令期間除了展

延畢業典禮之外，在4至10月這段期間，也連同超

過100家企業舉辦線上招聘講座（Career�Fair），

並和招聘網站JobStreet合作，協助大專生求職。

此外，該校也為面對財務困難者提供便利，允

許他們分期繳付學費，或者讓他們申請免息貸款。

此外，學生也被准許暫時休學，並展延至新學期再

回來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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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說給你聽〉系列一�

手語翻譯員陳麗美‧為聾人“報”新聞

� �

RTM新聞手語翻譯員陳麗美一夕之間爆紅，成為各媒體的新聞人物。

不是因為爭議性社會事件，而是因為她在為首相演講詞作手語翻譯時誇張的表情，成為網民矚目的焦

點，甚至還引發“搶戲”的質疑。

可是你又知不知道，“表情”對於聾人來說，是最重要的“語言”之一？

�

星期四下午4時15分，陳麗美坐在錄影棚裡為

首相丹斯裡慕尤丁的新聞發佈會做準備。

其實，她的“準備”也只是就位、調整自己的

衣着而已，還能坐在那裡和我們閒聊，一派輕鬆。

反倒是我眼看着直播時間將至，習慣性地將手

機調成靜音模式，緊張兮兮地朝同事比了“噓”的

手勢後，才意識過來棚內並沒有收音，亦不需要收

音。

將近一小時的新聞發佈會，她全程同步翻譯，

即使電視上的畫面沒有她，她的動作也沒有停下，

表情生動，跨坐的姿勢讓她靈活地擺動身子，可一

人分飾兩個角色，讓聾人觀眾明白是兩個不同的人

在發表演說。

表情很重要，能更準確地表達情緒

“表情很重要。手語必須搭配表情、肢體語

言，才能更準確地表達情緒。有時候，只要表情

到位，手語都不必做，對方就能明白你要表達什

麼。”她說。

說完，她即刻現場示範，同樣是表達“ok”

的手勢，隨着表情的變化，傳達的意思卻是南轅北

轍。

“表情”對於聾人來說如此重要，但往往電視

新聞手語翻譯員的格子很小，聾人能看清嗎？是不

是又形同虛設？

聾人受訪者王慧玲提及此事時，一臉苦惱無奈

地比劃着，發出無聲的不滿。而身邊有許多聾人朋

友的陳麗美，自然也收到過不少認為手語翻譯的畫

框太小，看不清的“投訴”。

“以前更小，就一顆雞蛋的大小。”

國營台TV1起用新聞手語翻譯員始於80年

代，是時任新聞部長丹斯裡莫哈末拉末不顧他人覺

得“畫面變得難看”的反對，堅持推出的措施。

“當時他們說放下去就不美了，他說他不管，

哪怕是小小的也要放。”

莫哈末拉末為新聞手語翻譯撕開了一個“缺

口”，而數十年後的哥賓星則將這個“缺口”再擴

大，才有了至今的尺寸。

“哥賓星上任後，就問我們聾人需要什麼是在

他力所能及的？聾人便提出，若手語翻譯員的畫面

太小就失去存在的意義，所以要求把手語翻譯員的

畫面放大。”

雖然部分國家的電視新聞，手語翻譯員和新聞

主播的畫面比例是一比一，但於陳麗美來說，目前

的尺寸與美國、澳洲電視新聞相近，已經足夠清晰。

“如果能，再大一點當然就更好。因為聽人不

用看表情，聾人是需要看表情的。”

於是，我不禁在想，在以聽人為主流的世界，

不知是否可以期待日後又有哪位部長不僅撕開這個

缺口，還能為電視新聞界帶來顛覆性的改革？

新聞手語翻譯，考驗臨場反應

陳麗美在國營台已經服務超過25年，可謂是

資深的新聞手語翻譯員，豐富的經驗讓她無需提前

看稿，就能即時“同聲傳譯”，並會嘗試用簡單的

詞彙去傳達正確的意思。

但是，新聞事件中難免會出現新詞或專業詞

彙，這時候便考驗她的臨場反應。比如當Covid-19

一詞甫出現時，尚未有規範的手語稱呼，陳麗美便

以拼音或“病毒”的手語告知聾人，有新的病毒來

襲。

“我們不能跟中國的手語，他們的手語是漢語

的，所以我就使用拼音或病毒，後來世界衛生組織

推出了規範的手語，而且開始通用，我才換成現在

的手語。”

“因為我不是單單給吉隆坡的聾人看的，還有

全馬各地、新加坡、泰國、印尼的聾人觀眾，我要

考慮到他們的接收程度，是否能清楚明白我傳達的

信息。”

葉洢穎《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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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翻譯化身演員，重演還原案情

除了為國營台新聞節目服務，陳麗美另一份工

作便是法庭手語翻譯員。

陳麗美的翻譯方式更多是意譯，而非逐字翻

譯，在法庭上亦是如此，否則許多專業名詞單靠拼

音，是無法讓聾人理解的。

“法庭使用的詞彙跟普通的交流詞彙意義不

同，你必須要解釋給他們聽。”

她透露，因為經驗不足的手語翻譯，導致蒙冤

或正義不得伸張的聾人很多，所以每回為了讓聾人

和法官雙方能夠傳達、接收到確切的信息，她會準

備許多相關照片來輔助表達，倘若照片不足以彰顯

事發過程，即便是再尷尬的場面，她也只能咬牙在

庭上重演案情。

比如講述性侵、強姦的過程，必要時候她會變

身成原告，讓真正的原告重複性侵者的所作所為，

做出插入、口交、揉捏的動作，當她為我們示範

時，作為旁觀者的我有些面紅耳赤。

“因為在手語裡的詞彙有限，比如摸和捏，都

是同一個手語，單單只是做手語的話，你沒法清晰

地向法官傳達。”

於是她猶如專業的演員，在法庭上演一出默

劇，儀態、形象、尷尬都拋諸腦後，只為了確保聾

人的利益得到保障，討回應有的公道。

“所以我現在去法庭都不穿裙子，都是穿長

褲。”

為幼妹學手語，找到人生路

陳麗美接觸手語已經長達40年，一開始學手

語的目的是為了家中聾人妹妹。

“家中有11個兄弟姐妹，我是排行第九，最

小的妹妹是聾人。她小時候遲遲不會說話，我媽媽

去問神，得到的回答是她會說話的，比較遲而已，

結果到7歲還不會說話，才知道她是聾人。”

後來父親將妹妹送入一般的學校，儘管當時妹

妹有個好朋友經常陪伴在側，但兩人除了對彼此笑

笑，再無法做更多的溝通，而妹妹到學校實際上就

是虛度光陰，幾年下來能學習到的內容非常有限。

“當時我們只能跟她做很簡單的溝通，比如吃

飯、睡覺，沒有辦法深入交流。有時她發脾氣，就

把自己鎖在房間內，一整天都不出門。”

妹妹的情緒和心事難以述說，亦沒有人能聽見

她的聲音，這種宛如人群中的孤島，游離在世界之

外的孤獨，讓陳麗美尤為心疼。

於是，當大姐到吉隆坡上大學時，為小妹找到

了雪蘭莪聾人學校，陳麗美決定陪着她上學，並全

程照料，也從此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前首相夫人的知遇之恩

當時18歲的陳麗美一邊給妹妹陪讀，一邊默

默地在旁學習手語，回家後再請妹妹指點、複習，

久而久之憑借着天賦和努力，不但自學有功，還被

該聾人學校聘為老師，偶然獲邀出席官方場合，為

嘉賓的演講詞做翻譯。

在許多名人的人生轉折點中，“偶然”這個詞

往往就給他們帶來機遇，陳麗美便在一次偶然的場

合遇到了前首相夫人敦西蒂哈斯瑪。

“那次我為她的演講詞做翻譯，下台後她讚賞

我完成這次翻譯工作，我趁機向她提出希望可以到

美國深造。因為當時在馬來西亞並沒有專業的手語

課程，只能去美國等西方國家。然後，她答應了，

讓我寫一封信申請。”

一周後，敦達因的夫人敦潘瑪哈妮親自到學校

通知她，敦西蒂哈斯瑪已經批准獎學金的申請，可

以準備去美國唸書了。

“我去首相署領取支票時，她（敦西蒂）跟我

說：當你完成學業後，要回來為民服務。所以我到

現在還是為聾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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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說給你聽〉系列二�

手語——邂逅美麗的語言

� �

世界上大部分的手語脫胎自美式手語，到了每個國家之後，融入了當地特色，便會形成當地的手語，

因此會有30%至40%相似卻不盡然共通。

雖然手語是一門非常優美的語言，“只需要10小時就能學會基礎的手語。”但在馬來西亞，手語翻

譯員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卻異常困難，沒有熱誠支撐，是無法堅持下去的。

�

手語翻譯員協會（SID）“暗藏”在吉隆坡安

邦路的一條巷子中，由於地理位置有些“隱秘”，

若非清晰的招牌，險些讓我錯過了它。

SID與吉隆坡聾人社區服務中心（Community�

Service�Centre�For�The�Deaf,�CSCD）緊密相連，

而吉隆坡聾人社區服務中心是大馬聾人之父陳葉所

創辦的。每當談論起馬來西亞的手語歷史，陳葉必

然是不可不提的名字。

60年代，陳葉為了協助聾人，自費到美國學

習美式手語（ASL），一年後將手語引入大馬，

並於1969年創立雪隆聾人中心，不僅教授聾人手

語，還培育了一批手語翻譯員。

陳葉仙逝後，他的“弟子”鄧小萍和伍玉英便

繼承了他的衣缽，守護着他遺留下來的精神遺產。

走入SID，只見數名Silent�Teddies烘焙坊的聾

人員工在吃午飯，Silent�Teddies烘焙坊也是SID為

聾人學生提供技職培訓、工作機會以及賺取收入養

校的。

前來相迎的是Silent�Teddies烘焙坊創辦人，同

時也是SID手語翻譯員鄧小萍。

“我中學的時候，全馬第一家聾人學校開課，

全國各地很多聾人小孩要來上學，但是沒有地方

住，我母親便收留他們，成為寄養家庭（Foster�

Home）。”

因此鄧小萍可以說從小就在聾人圍繞的環境

長大。在母親的耳濡目染下，她就去學手語，到

YMCA做義工協助更多聾人，然後她遇見了陳葉，

在手語這一條路上一去不回頭。

“1977年，我加入陳葉在吉隆坡創辦的聾人

學校（Selangor�School� for� the�Deaf），也曾到菲

律賓進修、深造。”

詢及學習手語是否遭遇到什麼挑戰時，她思考

片刻說：“剛開始的時候，那些路人看我們比手語

會覺得很好笑，但有的人也會喜歡看我們怎麼比手

語，怎麼跟聾人溝通。”

這讓我聯想起曾有一名聾人告訴我，每當她們

結伴出門逛街，在路上交流時，旁人盯着她們看，

然後模仿她們胡亂比手勢，令她們心裡感到不適，

不被尊重。

這些連他們本人可能都沒發現到的潛藏惡意和

嘲笑，聾人清晰地感受到了。換位思考，若陌生人

在旁模仿你說話的語氣和表情，你又作何感想呢？

手語翻譯員的窘境

除了擔任手語老師，鄧小萍亦曾到國營電視

台、法庭，又或者是一些企業招聘聾人時“兼職”

手語翻譯員。

“我們到現在也還提供這些服務。”

目前馬來西亞的聾人群體大概逾9萬人，然而

遍佈在全馬各地，較為活躍的手語翻譯員僅約30

人。

“即便是我們協會，也只有不超過5名手語翻

譯員還在提供服務。”

為什麼手語翻譯員的人數與聾人的人口比例嚴

重不符？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呢？而這比例又是否

合理呢？

據不願透露姓名的手語翻譯員指出，市場的鐵

則是有需求就有供應，假設有更多聾人學生能到主

流學校上學、進入一般企業上班，那麼所需的手語

翻譯員就會相對增加。

從側面來看，這是否也意味着社會給予聾人的

便利不足，甚至可以說忽略了他們的需求？

此外，導致手語翻譯員欠缺的另一個原因則非

常現實——收入低，不足以讓他們生存。

“很多人會臨時上門要求我們提供服務，但往

往沒有翻譯員可用，因為全職翻譯員並不多，大多

都是兼職的。要讓一名全職手語翻譯員得以生存，

必須要有足夠的工作量，但社會上並沒有足夠的工

作可以供應。”

更讓人無奈的是，甚至還有的人希望他們能夠

免費提供服務，典型的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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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他們為一些政府機構以及非政府機構

擔任手語翻譯員時，甚至還會被拖欠薪資良久。

“如果你想要專業的手語翻譯員，你必須得支

付他們的薪水，否則他們要如何生存？”

如果沒有滿腔熱誠，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他們

又如何堅持至今？這腔熱血不該被辜負的。

手語也有潮語

鄧小萍認為，手語是一門非常優美的語言，而

且她亦非常鼓勵人們學習。

“只需要10小時就能學會基礎的手語。”

世界上大部分的手語脫胎自美式手語，再融入

當地特色，便會形成當地的手語，因此會有30%

至40%相似卻不盡然共通。

美式手語就像是聽人的英語，到了每個國家之

後，口音、用詞、用法都各有不同，一些單詞會變

成當地語言的外來詞彙，成為當地語言的一部分。

所以我國的規範手語為BIM（馬來西亞手

語），但是在各州屬也有當地的“方言”。不僅如

此，就如同每個年代的聽人都有當代的流行語一

樣，聾人也有自己的“潮語”，這些“潮語”只在

他們之間流通，鄧小萍笑說有時候都不知道他們為

什麼忽然就笑起來。

隨後，她請幾位年輕員工示範並解釋所作手語

的意思，當中有的手語是代表社交媒體的繪文字

（emoji）；雙手各舉3根指頭，搭配O型嘴便成了

WOW等等，這些有趣的手語並非在課本中可以學

到的。

聾人的文化

和聽人一樣，聾人的思考方式也是建立在他們

的語言——手語之上，因此鄧小萍認為要先瞭解聾

人的文化，才能有利於學習手語，明白他們想要傳

達的信息。

聾人是一個群體，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在他

們的觀念裡，這個世界分成兩種人，一種是聾人，

另一種是聽人，並沒有宗教、膚色、種族之分。

種族歧視和種族主義是萬惡之源，又是誰賦予

人類權力將人群根據膚色分為三六九等？如果世界

尚有一個角落仍保留造物主創世之初的人人生而平

等的美好，我想那裡住着的是嬰兒和聾人。

只要你是聾人，共享同一種語言，那你就是這

群體的一分子。

此外，他們非常喜歡聊天，“慶典”對他們而

言異常重要，比如生日聚會，他們必不會錯過。

“因為這是能讓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刻，他們可

以在一起‘聊天’聊到凌晨3點。”

這也許是因為知音難覓，能聽懂他們語言的人

在日常生活本就不多，哪怕是至親也溝通不易，當

天生與他們匹配的同類就在眼前，必然珍惜相聚的

時光。

而科技的發達也為他們的溝通和交流增加便

利，手機的視訊功能讓他們和聽人一樣享有“講電

話”的權力。

“他們和彼此道別的儀式很漫長，可以從走出

門就拜拜一次，到大門的途中又拜拜一次，走到大

門又可以再次拜拜。”

接受事實，別把孩子藏在家裡

鄧小萍提到，在她當手語老師的那段時間，許

多家長其實不願意接受自己小孩是聾人的事實，千

方百計想要自己的小孩開口說話。

“有時候是夫家對於媳婦生下聾人孩子感到不

滿，引發許多家庭衝突。”

實際上，鄧小萍說的並非個例。有聾人受訪者

透露，一些父母認為聾人小孩是家醜，想要將他們

藏在家裡，也不讓他們上學。

還有的父母認為外界太危險，於是將孩子留在

家裡，親自教課教學，以愛和保護之名把他們關在

一個名為家的囚籠。

他們忘了，實際上聾人完全具備生活自理能

力，只要和聽人一樣接受正規教育，學習手語，依

舊可以照常生活，擁有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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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說給你聽〉系列三�

無聲世界的聲音，你聽見嗎？

� �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8年的數據顯示，全球大約有4.66億人患有殘疾性聽力損失，其中3500萬人

為兒童，三分之一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

與手腳殘缺等從外觀就能清楚看見的殘疾相比，聾人跟安靜的普通人無異，看得見、走得動，具備工

作、生活自理能力，以至於讓人無法察覺他們的需要。

�

與王慧玲相約的這一天，是星期日的早晨。她

和丈夫曾潤欽在踏入星巴克之前，店員為他們量了

體溫後，直接口頭報了數值，就回身去忙着開業清

潔的準備，她並不知道彼時在低頭掃碼填資料的兩

個人其實聽不見的。

王慧玲一抬頭，見眼前沒人了，只能徑直走到

櫃檯詢問。這種情況在她的生活中，不會是第一

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我跟他們倆揮了揮手打招呼後，指了指櫃檯，

他們點頭起身走過來，看看菜單又比手語商量一

番，最後由王慧玲跟服務員要了張紙條，寫下自己

想要喝的飲料。

然後，我們的專訪便正式開始。

普通人的聽力範圍在0到25分貝之間，而38歲

的王慧玲自出生起就喪失了聽力，是聽力範圍60

分貝的中重度聾人，曾潤欽和隨後加入的好友翁詩

慧，則屬於聽力範圍90至100的重度聾人。

王慧玲戴着助聽器，實際上還是能聽到汽車鳴

笛聲以及東西掉在地上的聲音，偶爾3人用手語聊

起來，樂了會笑出聲，甚至還能發出幾個英語和馬

來語單詞。

饒是如此，她在學習和職場上也面對阻礙重

重。

她曾在怡保的翁姑奧瑪工藝學院就讀土木工

程，由於校內並沒有手語翻譯員，大大增加了她學

習的難度，因此她就得付出更多的努力，比如在講

師上課前，她自行預習3至4次，在其他同學的陪

伴下完成大專學歷。

畢業後踏入職場，在一家公司擔任繪圖員、工

程師助理，日常靠紙和筆與同事溝通，但並非所有

同事都抱持着友善，有者不耐煩，會擺出厭煩的態

度張口責備，直接把文件重重扔在她面前，讓她感

到難過沮喪，但她還是選擇忍受以及積極正面的思

維。

待我再追問時，她搖搖頭表示不想細說，用文

字回應：這太負面了。

緊急情況有口難言

王慧玲和曾潤欽相識於2012年，2016年相

戀，2017年決定攜手一生。結婚之後，王慧玲辭

去工作，從怡保回到吉隆坡定居，並做回老本行：

手語翻譯員（將手語翻譯成文字），同時也身兼大

馬手語協會（MyBIM�association）的財政。

和他們一起生活的，還有曾潤欽的3名子女，

分別是現年16歲的曾潔欣、14歲的曾潔琳以及12

歲的曾霖和。

聾人夫妻的孩子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叫做

CODA（Children�of�Deaf�Adults），他們是聽人，

但同時也會手語，比一般的大馬人多掌握了一門語

言。

在沒有手語翻譯員的情況下，我和王慧玲全程

用文字，輔以簡單的手語和表情、眼神作為交流工

具，原本1小時的內容花了3個小時完成，對我倆

來說，溝通變成相當費力的事情。

直到曾潔欣的參與，充當我倆的翻譯員後，我

們的交流頓時順暢起來。

在開車前往他們的住家時發生一個小插曲。我

們一行人差點走錯方向，於是停靠給王慧玲發訊息

求證，心裡有些着急，但卻又無法給她撥電。

那當他們發生緊急事故的時候，是否也跟此刻

的我們一樣無措？

“媽咪說，在我小時候有一次哮喘發作，他們

送我入院，醫院沒有手語翻譯員，他們只能用手寫

發生什麼事。”曾潔欣邊看王慧玲的手語邊翻譯

道。

還有一次，曾潔琳在海邊被水母蟄了，夫妻倆

開着車在陌生市鎮的路上兜兜轉轉，大費周章才找

到醫院救治。

甚至有個聾人朋友身體不適去看診，與醫生溝

通不暢，導致吃錯藥死亡。因為過往的種種經歷，

王慧玲希望每家醫院能備有手語翻譯。

“另外亦希望有手語新聞的出現、提供得來速

葉洢穎《星洲日報》

拿督陳友信教育報道獎��-�佳作獎�∕�237



（Drive�Thru）服務的餐廳能裝備觸屏菜單，以及

每所房子設有聾人專用的火災警報器。最重要的是

提供工作機會。”

這家咖啡館。無聲勝有聲

位於Bangsar�Village�2的星巴克因其獨特性而

多次成為“媒體寵兒”，當然，我們由衷地希望這

樣的“媒體寵兒”多一些，因為這是一家專門為聾

人而設的手語星巴克，從收銀員到咖啡師都是聾

人，也是全球第一家手語星巴克。

走入店裡，你會看見左邊的牆壁上印着手語的

店名，再往下一看有一台機器可供查詢會員卡餘額

和福利，旁邊有一摞點餐單，顧客可在此勾選點

餐，再交到櫃檯。

“他們什麼都能做，除了在櫃檯口頭回答顧客

會員卡餘額以及呼叫顧客姓名取餐。所以我們設置

了這台機器以及號碼提示屏。”星巴克公關及數碼

營銷經理潘汝文介紹道。

此外，這家店亦有售賣與手語相關的周邊產

品，人們可以跟着商品上印着簡單的手語教程學習

手語，比如“我愛你”、英文字母等等。

我走到櫃檯，在櫃檯設有的小黑板上寫上我想

要飲料，收銀員麗莎掏出小紙牌：Hot/Ice（熱／

冰）？我便在小黑板補上備註。

隨後，她朝我比了比一個大或小的手勢，我也

用手勢回復，接着她指了指櫥窗，意即是否還需要

點餐？

櫥窗裡擺放的每一道糕點都標注着編號，我選

了道糕點，並將編號寫在小黑板上。

我一手掏出會員卡，一手出示手機屏幕上電子

錢包的二維碼，她馬上心領神會，在小黑板上寫：

“How�much？”（多少錢），我比了個數字，她

點頭，馬上處理充值、付款。

最後，顯示屏出現我收據上的號碼，我向服務

員展示我的收據，他點頭，雙手虛碰下巴再朝我的

方向伸了伸，作為菜鳥級的“手語初學者”，我知

道這是道謝的意思。

我坐在一旁看着人來人往，除了個別健聽人出

於習慣地用口語點單，再加上口罩遮面讓麗莎無法

猜測對方要點什麼之外，大多數情況下可以說無障

礙地順利完成交易。

“現在因為疫情問題都戴口罩，如果不戴口罩

的話，他們可以靠讀唇來理解對方要點什麼。”坐

在身側的潘汝文說。

聾人的打工經歷： 
從清潔工到咖啡師的轉身

今年30歲的葉怡琳加入星巴克已經長達8年，

這也是他技職學校畢業後，人生中第一份工作。

當時他是在市中心的時代廣場分店工作，初

始，就跟其他品牌快餐連鎖店聘用的障友們一樣，

負責清潔打掃等任務。

店裡的員工只有他是聾人，但是其他同事為了

和他溝通，紛紛學習簡單的手語，他因此也收穫了

摯友。

雖然與同事相處愉快，只是對他而言，“溝

通”依然是他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他說，在當時很多客人並不知道他是聾人，

跟他說話，他沒有回應，就覺得他很粗魯無禮。

後來得知他是聾人，才感到驚訝星巴克聘用了聾

人。”葉怡琳比劃着，坐在我身旁的手語翻譯員解

釋道。

在星巴克工作5年後，上司便詢問他和另一名

聾人員工艾扎是否有其他想做的工作，葉怡琳提出

想成為咖啡師，想學會怎麼處理食物以及怎麼服務

客人，於是手語星巴克便應運而生。

手語星巴克可以說是聾人員工的培訓站，讓聾

人有機會成為咖啡師，將來亦有可能讓他們晉陞為

分店經理。

也就是說，手語星巴克也相等於消除身體差異

的站點，促使聾人和聽人站在同一個起跑點上。

詢及未來的人生計劃，他笑了笑比劃“說”：

想升職。無聲，卻說出了所有打工仔的心聲。

後記：被隔絕的溝通

這也許是我從事記者工作以來，最為特殊的一

次“訪問”，錄音筆基本上派不上用場。

我坐在受訪者的面前，即便我們面對面，彼此

之間互通信息依舊不易，甚至可以說有些艱難。

這種感覺像是身處一個非英語國家，我有口不

能言、有耳聽不明、有眼看不懂，只能借助比手畫

腳來達到傳達訊息的目的，但明明我們都是馬來西

亞人，卻像是兩個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在聊天，還需

要一個翻譯員作為橋樑。

於是，我不禁聯想起，在陌生的國度，我們短

暫地失語、失聰，那映入眼簾的陌生文字更成了毫

無意義的符號，在與人溝通時便已經感到不便。而

那些未曾受過教育，沒有機會學手語的聾人，是否

也跟那時候的我們一樣，被隔絕在世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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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視頻版權不可不知的事〉系列一�

網絡翻唱會侵權？音樂不是免費的……

� �

“雪花飄飄，北風蕭蕭……”早已封麥告別歌壇的“小哥”費玉清，估計沒想過自己演唱的〈一剪

梅〉，時隔37年突然在歐美國家爆紅，成為網絡“神曲”，吸引眾多網民爭相翻唱。這全因為一位中國

網民“蛋哥”（原名張愛欽）錄製了一個清唱視頻，上傳至“快手”短視頻平台後，意外掀起模仿風潮。

當然，新媒體也是發酵平台，促使翻唱文化大行其道，成為一種新常態，也對音樂產業發展帶來衝擊。隨

着不少音樂愛好者、創作人投入網絡翻唱，不禁令人討論，網絡翻唱他人歌曲是否會構成侵權？

�

音樂不是免費的，一首歌曲的誕生，背後集結

了多方創意和構思以及整個音樂產業鏈。如今，

大家點開YouTube可以找到很多新歌MV或翻唱視

頻，抖音平台更有大量素人翻唱（cover）歌曲。

或許會疑惑，既然已侵權，為何上傳視頻者可以安

然無恙，不用刪除視頻？答案就是取決於版權擁有

者的決定，沒有刪除視頻不代表合法。

只要沒有獲得授權，私自翻唱或使用他人的原

創歌曲，即可自動視為侵權，而且會釀成很大危

機。輕則不用刪除視頻，只需取得版權擁有者的許

可；重則會遭禁播或刪除視頻，所有的心血付諸東

流。

企樂家國際音樂有限公司（Musicpreneur�

Malaysia）創辦人詹雪琳（Serene）多年來一直提

倡音樂版權，加強大眾和音樂人的產權意識。她

說，翻唱事項還得取決於創作人的意願以及唱片公

司的策略。偶爾會因商業考量和部署，而大方允許

網紅、素人翻唱，好讓旗下藝人和作品有較高曝光

率和傳唱度。詹雪琳以周傑倫歌曲為例，只要刷屏

就能發現不少人愛翻唱周傑倫歌曲。

“以〈Mojito〉為例，新歌一推出馬上風靡全

球，翻唱視頻不斷湧現，這可能是策略之一。”據

她所知，蓋因對方的唱片公司允許翻唱，且翻唱視

頻可在全球各區域播放，而不會遭到禁播。要是翻

唱女神卡卡經典名曲〈Bad�Romance〉，一經發現

侵權翻唱，YouTube會立即刪除，因為對方的唱片

公司早有一套維權政策和原則。

她說，唱片公司容許翻唱之餘，還會設下不同

的條件。第一、可允許所有人使用，但前提是必須

註明原創歌曲的資料；第二、可允許所有人使用和

靠視頻廣告獲利，不過一半收益必須歸給原創者或

唱片公司；第三、與第二的條件相似，惟所有盈利

必須給原創者或唱片公司；第四、完全禁播和要求

刪除。

一首歌曲有“三權”

一首歌有3種版權：詞曲版權、錄音和發行版

權、藝人演唱的聲音版權，分別由唱片公司、版權公

司和藝人經紀公司所擁有。如果簡化整個專輯製作

過程，唱片公司是統籌人，透過版權公司徵求詞曲，

再向藝人經紀公司尋找合適的歌手和樂手演繹。專

輯完成以後，唱片公司再將專輯推出市場，一手包

辦發行、宣傳、營銷等。不過，市面上很多唱片公司

已經囊括經紀部和版權部，提供一站式的服務。

“當你的歌曲爆紅以後，會有源源不絕的收

入，不僅演唱費，還有公播費、授權給影視作品所

收到的費用。”這些授權事宜並非由版權公司負

責，反而是唱片公司處理，因為對方擁有錄音版權

（Master� rights）。“如果你想在演唱會或商演活

動翻唱一首歌曲，必須事前向唱片公司、版權公司

和經紀公司申請版權。”

詹雪琳坦言，客戶未必清楚這些版權區分，反

而覺得繁瑣。因此，2017年，大馬音樂創作人版

權保護協會（MACP）、大馬唱片業公播版權有限

公司（PPM）以及大馬唱片藝人協會（RPM）共

同成立馬來西亞音樂版權公司（MRM），為消費

者處理音樂授權事務，只需收取一次費用，即可獲

得一首歌的3種版權。然而，MRM在今年7月份已

發文告宣佈解散，音樂授權事項又回到原本狀態。

網絡翻唱還有這“兩權”

當談及網絡翻唱，詹雪琳進一步闡明“錄音版

權”底下的細節。每當有人將歌曲從一個型態“複

製”或“重制”成另一個型態，必須獲得“機械

錄製權（Mechanical� rights）”。比方說一個人想

將音樂母帶的歌曲上傳至YouTube，對方就要獲得

“機械錄製權”。

經營YouTube音樂頻道並不容易，她說，倘若

林德成《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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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頻道的內容多數是二次創作或翻唱他人歌曲，那

就要獲得“機械錄製權”和“影音同步錄製權”

（Synchronization� rights）。聽起來很複雜？着實

讓人壓力不小。詹雪琳則輕易地舉出電影為例，當

男女主角正在面臨生離死別時，後面播放了一首極

度悲傷的歌曲（機械錄製權），接着男主角傷心欲

絕地跟着背景音樂哼唱，那個就是“影音同步錄製

權”。換言之，演戲時，演員不能隨興加戲，跟着

音樂哼唱，不然電影製作公司可要繳付版權費。

簡單而言，在YouTube彈唱他人的歌曲，由於

沒有動用歌手的聲音，無需申請歌手的聲音版權，

反而要獲得詞曲版權。接着，YouTuber將歌曲轉

換成另一種型態，在數碼平台彈唱，就要獲取“機

械錄製權”。最後，由於是跟着原本的詞曲彈唱，

因此要得到“影音同步錄製權”。

YouTuber也常會改編歌詞，詹雪琳建議，最好

向原創者或唱片公司徵求許可，畢竟涉及了“著作

人身權”（Moral� rights）。“如果原創者不高興有

關改編內容，或認為會扭曲其原創作品的價值觀，

對方還是會給予警告。”她坦言，很多人因沒有出

現任何版權紛爭，或認為發生的幾率很低，便掉以

輕心地看待，大家也就自然而然認為沒有問題。

YouTube正在“盯”你

YouTube作為最大的視頻網站，有很嚴格的維

權措施。2007年，YouTube開發了一個“Content�

ID”的系統，只要唱片公司向YouTube提供音頻或

視頻，這些作品便會在YouTube數據庫自動生成一

個“指紋”。有關係統會根據“指紋”在YouTube

平台掃瞄和識別，找出侵權視頻。這個系統還能識

別遭到翻唱和模仿的音樂、視頻或旋律。版權擁有

者可以透過這個系統向侵權者發出版權聲明和採取

行動。

“YouTube很在乎原創，因為跟很多唱片公司

和版權公司合作。”詹雪琳指出，翻唱歌曲可迅速

積攢人氣和打響知名度，但遠遠不比原創音樂來得

好，畢竟要承擔面臨侵權的風險。她說，YouTube

系統非常“靈敏”，無論是試圖一面講話，一面播

放背景音樂，抑或在錄製視頻時，恰好隔壁的嘛嘛

檔在播歌。只要有丁點破綻都逃不過YouTube的法

眼，她強調，內容創作者要有很高的版權意識，錄

製視頻要確保所呈現的內容是沒有任何侵權因素，

避免視頻遭檢舉。

直播翻唱有問題嗎？

“視乎直播平台與版權公司的合作方式。”據

詹雪琳所知，萬一沒有任何合作協議，主播直播

時，翻唱歌曲很大可能會被告侵權。除非直播平台

已經列出各種條例，主播必須熟讀，翻唱歌曲是否

需要自行購買版權。“一些主播會在網上購買20

首歌的版權，然後一直重複唱這20首歌曲。”由

於是素人緣故，版權價格都不會太昂貴。要是應用

在商業用途，比方說作電影插曲、快餐店的背景音

樂，費用數額就另當別論。

當問及唱網絡歌曲或冷門歌曲是否可以避開風

險？她馬上搖頭笑說，一切以合作協議為準。如

果唱片公司與YouTube沒有合作協議，姑且暫時沒

事。一旦對方兩年後為歌曲註冊“Content� ID”，

適逢翻唱視頻已經累積數百萬的點擊率，YouTube

可以直接判侵權刪除有關視頻。“通常會發版權警

示電郵，如果不理會，視頻就這樣告吹。”

未來或“開放版權”

很多人流傳只用歌曲的10秒或30秒就不會構

成侵權，詹雪琳稱並沒有這回事，也許部分國家的

原創者不介意別人這樣做，但按照版權意識，只要

未經許可使用，肯定是侵犯版權無誤，不能依據使

用多少個音節、秒數來斷定能不能免費使用，以逃

避繳交版權費。

在音樂界耕耘超過20年的詹雪琳認為，關於

音樂產業的未來趨勢，唱片公司或許會願意開放版

權，讓更多人翻唱歌曲，甚至分成給YouTuber。

既不流失粉絲，又可獲得持續性的版權收入。以

〈一剪梅〉翻唱風潮為例，“反正都這麼紅了，唱

片公司幹嘛要砍掉？”她露出微笑回答，假設唱片

公司只要求一半或更少的分成，那麼只要越多人翻

唱，每一個視頻都能為公司貢獻盈利，禁播不就自

斷財源？

提及抖音，她直言，有關平台無法保障原創者

的權益。當抖音翻唱的歌曲爆紅了，大家只知演唱

者卻不知原唱者，在抖音操作界面下亦僅顯示演唱

者的抖音賬號，不會顯示唱者的資料。“無形中演

唱者變成是歌曲的擁有人，可是對方卻用着音樂人

的作品賺取流量。同時，抖音的平台系統也無法檢

測抖音網紅是否非法使用原創者的作品。”

免費音樂網站

①� �YouTube�� �

https://www.youtube.com/audiolibrary

②� �臉書� �

http://www.facebook.com/sound/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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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視頻版權不可不知的事〉系列二�

上一堂視頻版權課 記住4大合理使用法則

� �

現在是視頻為王，每個人可憑一部手機或相機創造爆紅機會，只要內容充滿創意，得以引起共鳴和討

論。不少新生代皆憧憬加入網紅行列，集合三五好友，投入資源去經營社交媒體專頁和頻道。

草創時期，大夥兒都步步為營，最怕突如其來的“驚喜”。今年7月份的“影片准證”風波便令全國

一片嘩然，民眾紛紛吐槽。所幸通訊及多媒體部長隔日及時澄清，令網紅和創作者們捏了一把冷汗。但，

想延續網紅的生命週期，各種挑戰會接踵而來，其中一個是版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誰也不想嘔

心瀝血剪輯出來的視頻，最後因版權問題而被迫刪除下架。那要如何在有限的資源裡，去完成自己的視頻

創作？

�

“Hello.�Cannot.”，這短短兩個英文字可說是

年度最火紅的潮語。當政府7月1日宣佈重開電影

院後，GSC電影院的臉書小編在應對民眾那些啼笑

皆非的問題時，忍不住回復了“Hello.�Cannot.”。

不料，霎時爆紅成為全馬的網絡迷因（meme）。

GSC看準商機，還打鐵趁熱推出限量版“HELLO.�

CANNOT.”T恤。由於熱度不減，有其他商家也來

蹭熱度，改成“HELLO！Can�Lah！”並印製在T

恤上。

看似平平無奇的一句話，如果商家想要印

在衣服上，或改成“HELLO，CAN� LOR”、

“HELLO，CAN�AH？”，這些舉動會不會構成侵

權？對於我的疑問，擅長知識產權法律的劉國勁律

師饒有興致地思考了幾秒，接着回答，“沒有人可

以說了算，除非鬧上法庭，不然不會有絕對的答

案。”

大馬網紅“低清Dissy”頻道也常在視頻中大

拋金句，成為許多人的口頭禪。但劉國勁認為，終

究很難定義這些金句是否擁有版權。“‘HELLO.�

CANNOT.’太過普通，如果GSC將這句話註冊成

商標，那就另當別論。”

知識產權有兩大類

他說，人們常說的版權僅僅屬於知識產權的其

中一類。知識產權共分成兩大類，第一是工業產

權，包含了專利、商標、工業設計、地理標誌、集

成電路布圖等；第二是版權，比如原創書籍、雕

塑、電影、音樂、繪畫等。兩大類之間最大的差別

是“註冊”，想要申請工業產權，商家或設計者必

須自行去註冊；相反地，版權是自動賦予的。當原

創者完成作品後，即自動擁有作品的著作權。攝影

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按下快門後，攝影師自動擁

有照片的版權。

作品著作權是有限期，普遍上是50年，但每

個國家的版權法令有不同的著作權期限的，可以從

50年至100年。當文學、音樂或藝術作品的原創者

逝世50年以後，版權就自動宣告失效。“為什麼

我們可以公開演奏古典音樂，因為全部版權已經過

期了，任何人都可以彈奏Canon� in�D，再不然改編

成全新風格去演繹。”

年輕的劉國勁也愛拍攝視頻，曾聽過一些似是

而非的說法，“好像說，如果兩個小時的電影，只

拿5分鐘（做視頻內容）應該沒問題吧？”對此，

他毫不猶豫地否定了這個做法，並稱或許很多人都

誤會了合理使用（Fair�Dealing）的原則和範疇。

谷阿莫視頻侵權事件

他以台灣網紅谷阿莫（本名：仲惟鼎）視頻

侵權事件為例，對方未經授權，擅用電影片段製

作了《X分鐘看完XX電影》的視頻系列，將一兩

個小時的電影濃縮成短短幾分鐘的電影解說。3年

前，5家影視公司向谷阿莫提告，指他侵犯了13個

影視作品的版權。在審理期間，谷阿莫陸續與片商

和解，直至今年6月份，其侵權案件才正式告一段

落。

“他雖然以很詼諧有趣的方式說故事，但網民

的留言已經表達看了（谷阿莫）頻道，就不用再看

電影了。”劉國勁認為推介電影解說是一把雙刃

劍，一邊可以幫電影公司增加流量、造勢和宣傳，

廠商不會介意；另一邊是擔心網民看了視頻，不再

進入戲院看電影。他說，谷阿莫的電影解說很多時

候貶低電影劇情，甚至評得一文不值，自然令片商

深感不滿。“谷阿莫為何敢這麼做？因為他堅信是

在合理使用的範圍內製作視頻。”

林德成《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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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4大原則須知

凡事都有例外，很多國家或地區可允許創作者

以特定的方式，合理使用受版權保護的作品，如為

了非盈利研究、評論、教學、檢討或新聞報道等。

合理使用就包含了4大原則。

第一、改造和轉化。劉國勁稱，創作者想要使

用版權作品作為素材，必須確保其二次創作可以賦

予原作一個全新的意義和呈現方式。他舉出兩個例

子，谷阿莫的電影解說，並沒有為電影提供新的

視角，充其量只是“長文縮短”。另一個例子是

“Insider”的YouTube頻道，對方剖析了《1917》

這部電影“一鏡到底”的拍攝技巧以及如何善用光

影變化、遮擋物，透過後期的剪輯手法，讓觀眾誤

以為是“一鏡到底”。有關視頻還加入幾個電影的

畫面，詳細分析運鏡手法及如何達致效果。“這樣

的影片為觀眾提供一個全新解讀電影的視角，想看

的人已經不是一般民眾，而是想學習拍攝技巧的

人，或想深入瞭解《1917》的電影拍攝概念。”

第二、版權作品的性質。比如說，如果素材是

已經公開和受版權保護的作品，被告侵權的風險會

比較低。“如果作品還未公開，你卻率先刊登或使

用，或許會構成侵權。”他同樣也以谷阿莫為例，

有些電影還未在特定國家上映，但對方已發佈電影

解說視頻。此外，如果一個人發佈已侵權的視頻，

第三者再轉發該視頻也會構成侵權。

第三、截取的份量要用得剛剛好。一旦侵犯版

權，會涉及兩個重點——數量和質量。劉國勁舉

例，中國有一個網站選用圖輯方式，描述知名連續

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劇情。對方使用了數百

張截圖，而當製作公司得知以後，馬上發函提告對

方侵權。“對方說只是截圖講故事，但問題在於截

圖都是這部劇的精華。”他補充，如果二次創作

時，只選擇所需的素材，不要為了讓視頻內容變得

豐富，遂而添加很多與主題無關的畫面。劉國勁認

為近期最好的例子是在網絡熱傳的“煮飯風波”視

頻，馬來西亞網紅“Uncle�Roger”黃瑾瑜（Nigel�

Ng）以幽默風趣的口吻，調侃BBC�Food美食節目

頻道主持赫爾沙·帕特爾（Hersha�Patel）的蛋炒

飯教學視頻。撇除娛樂效果，他說，黃瑾瑜拿捏得

很好，只選用想吐槽的畫面，確保主題內容簡單明

瞭。

第四、對潛在市場或價值造成影響。當法庭在

審理視頻侵權案件時，會考量創作者的二次創作

視頻會不會對受版權保護作品造成影響。他舉例

“Insider”的視頻，對方剖析拍攝手法有助於觀眾

理解《1917》這部電影。尤其是每個鏡頭皆有特

定的情緒和信息，讓觀眾有身歷其境的感覺。“其

實不僅僅是分析，還抬高了電影的價值，觀眾知道

這些拍攝手法，會投入更多心思去好好欣賞。”

越惡搞越安全？

“沒錯，惡搞（parody）是被允許。惡搞效果

越離奇搞笑，那麼使用受版權保護作品時，被告侵

權的風險越低。因為你賦予這個原作品一個新的意

義。好比黃瑾瑜的蛋炒飯影片，我只會記得他的英

語口音，卻不太記得BBC�Food原視頻的內容。”

劉國勁說道。

好幾年前，有一名網民讓前美國總統奧巴馬

“對嘴唱”〈Call�Me�Maybe〉。對方幾乎看完奧

巴馬所有的公開致辭影片，發揮神一般的剪輯，把

提到這首歌的每一個、每一句的歌詞挑出來，湊成

一個奧巴馬版的〈Call�Me�Maybe〉。“你要找到

相應的字，再搭配歌曲，這顯然是安全的做法，及

符合合理使用原則。”

劉國勁說很多人未必知道，社交媒體上的“分

享”按鍵是有特別的含義。他說，當大家上傳照片

或視頻到YouTube、臉書或Instagram，其條款會

要求用戶同意給予“非專屬的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e）”，讓平台去使用這些內容。“正因為這

個條款，社交媒體允許用戶使用內建的‘分享’按

鍵，去轉發有版權的作品。”

水印等於版權嗎？

關於貼上水印是否可以捍衛自身的作品著作

權，劉國勁稱，無論在照片、視頻寫“翻印必究”

或印上公司名字，水印僅僅是一種聲明，警告他人

不得在沒有獲得許可下使用這個作品。倘若照片被

人盜用，至少可以證明這張照片的原創者身份。當

一個人下載照片以後，再上傳到自身網店、部落格

或臉書，原創者絕對可以提告，因為已涉及非法複

製作品，還有散播有關作品。

他說，如果想要保障作品的版權，可以到大

馬知識產權局（MyIPO）註冊版權。提交作品後，

MyIPO會提供一份“版權通知書”，證明原創者的

身份和表明這是一份受版權保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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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那些事〉系列一�

表演藝術，你看懂多少？

� �

你知道什麼是表演藝術嗎？本地表演藝術向來面對維持艱辛，難以吸引觀眾的困境，這當中或許跟普

羅大眾對表演藝術的理解不足，甚至是誤解有關。

儘管如此，表演藝術依然有屬於自己的忠實觀眾，在別人眼中，他們也許是怪咖，不過仍無阻他們對

表演藝術的熱衷與喜愛。

�

基於好奇本地普羅大眾對表演藝術的理解有多

少，所以專題的一開始，先通過抽樣訪問，向各年

齡層人士詢問4道簡單的問題，來一窺本地人對表

演藝術的認識程度及想法。題目如下：

①� �以你的理解，什麼是表演藝術？

②� �請說出一位表演藝術家或表演藝術工作者的名

字。

③� �在過去一年裡，你共看過幾場表演藝術演出？

④� �對你來說，表演藝術演出是否具備吸引力？為

什麼？

Sam／21歲

①� �對我而言，表演藝術是人類抒發情感的管道，

把心裡複雜、抽像的情緒，通過音樂、舞蹈、

戲劇等方式向大眾詮釋，抑或抒發自己的內心

世界。

②� �在流行樂壇裡，令我印象深刻及崇拜的表演藝

術家是Ed�Sheeran�。

③� �我目前在中國求學，過去一年裡，我曾代表浙

江大學文琴合唱團到校外表演，當中也有以觀

眾身份欣賞其他表演者的演出，看過至少5場

以上的音樂演出。

④� �是的，因為我本身非常喜歡觀賞關於音樂的藝

術表演，一場音樂會能夠讓我身心靈得到充分

的放鬆，是個儲存能量的好管道。

Irini／15歲

①� �表演藝術是好像雜技表演之類的。

②� �不知道。

③� �一場

④� �是的，每一種表演都有着不同的欣賞者。

醃肉／36歲

①� �看不懂的都是。

②� �董姿燕。

③� �一場。

④� �是，可以扮文青。

吳順平／41歲

①� �以我的理解，所謂的表演藝術是舞蹈表演或魔

術表演之類。

②� �林懷民。

③� �沒有。

④� �對我來說，我會關注表演藝術的某項演出，是

因為有媒體相關報道。未開演前，報章都會專

訪表演者，並道出演出的精華及種種的吸睛精

髓，會讓我蠢蠢欲動，想要觀賞。例如林懷民

的《流浪者之歌》，至今還是歷歷在目，難以

忘懷。當晚，其他觀眾也許都和我一樣屏息，

眼珠子不由自主地給稻米，還有舞者的表演體

態吸引。時隔多年，依然回味。

張永隆／53歲

①� �由表演者呈獻的任何形式演出。

②� �梁漢奎。

③� �一場。

④� �具備吸引力，因為他們盡心盡意為觀眾展現不

同風格兼扣人心弦的表演。

看劇初體驗‧如何走進劇場？

同樣的前3道問題，由表演藝術演出常客黃浤

毅來回答，又是怎樣的答案？

郭慧筠《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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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對我來說，表演藝術是給觀眾學習和體驗社會

經驗及文化的平台，比如戲劇，能從中經歷和

感受不同的社會經驗，看見不同的社會現象和

觀點。舞蹈和音樂則可以幫助調節情緒，排解

擔憂、煩惱等。

②� �只能說一位而已？我認識的有Jo�Kukathas、

手集團創辦人吳聖雄、Joe�Hasham和Faridah�

Merican、Amelia�Tan愛美麗亞、張幼菁等等。

③� �在過去一年，我觀看演出的次數減少了很多，

大概有十多場吧！

黃浤毅大學時念的是機械工程系，目前從事軟

件工程行業，生命軌跡看起來跟表演藝術毫無瓜

葛，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交疊一起，從此對表演

藝術產生情感？

這就要回溯到學院時期，當時修讀預科班的

他，選修了高級英文，從講師解析文本的過程中，

他發現原來書籍不只有表面上的文字和故事，當中

還蘊含着作家對於社會現象的隱喻，開拓了他看待

事物的視野。

後來，講師還介紹他和同學觀看由The� Instant�

Cafe�Theatre呈獻的《Laughing�Wild》，開始接

觸表演藝術演出，“1995年時，本地表演藝術演

出還很少，而且完全沒有所謂的劇場，我們通常

都是到禮堂或一個房間裡觀賞表演，不像現在有

KLPAC、DPAC，甚至一些小型劇場。”

他隨後到澳洲升學，偶爾會參加當地的藝術

節，加上他就讀的大學旁是劇院，時常會有歌劇、

音樂會等表演，造就他接觸到更多演出。

“身為學生的好處是，我們可以在演出開場前

15分鐘，去碰運氣看還有沒有空位，只要付10澳

元就能進場，幸運的話還能坐在前排，票價最貴的

座位觀賞演出。”

回馬後，他仍熱衷於表演藝術活動，不管是劇

場抑或藝術節，都不難發現他的蹤影，更在約4年

前成為KLPAC的義工攝影師。

最高峰時期，他一個星期會出現在劇場三到四

次。除了以觀眾身份欣賞表演，也充當攝影師幫忙

拍攝，有時下班後，甚至會趕兩場演出，凌晨1點

回到家之後，還要處理照片，到差不多凌晨4點才

入眠。不過近年來，基於工作忙碌，他已逐漸減少

觀看頻率。

任何類型和語言的表演藝術演出，黃浤毅都有

涉獵，“我不僅僅是為了娛樂觀賞，更多的是能從

表演中瞭解當地的社會文化，尤其是本地演出，還

能看到作者如何思考我們的社會，開拓自己看待事

情的角度。”

表演藝術的困境，要如何突破？

對他而言，相較起音樂和戲劇，舞蹈更難理

解，原因是舞蹈沒有任何語言，只有肢體動作，尤

其是自由形式的舞蹈，就如同詩歌般，要先瞭解創

作者的背景和喜好，方能理解傳達的內容。

跟他有着同樣興趣的朋友不多，多數時候他都

是獨自觀看演出，“我會多買幾張票邀朋友一起

去，起碼讓他們有接觸，但很多都是跟隨一陣子後

就喪失興趣，因為看不懂或嫌票價貴，看演唱會卻

沒問題，甚至有朋友覺得我的嗜好奇怪。”

他認為，本地人之所以無法與表演藝術產生共

鳴，是基於缺乏藝術教育，“表演藝術舞台其實有

屬於它的語言，就像大戲，演員在舞台上轉圈是代

表他走了很遠的路，我們就是缺少這種教育。加上

本地有不少表演藝術者都曾在國外留學或發展，有

一定的藝術素養，導致本地觀眾無法理解表演者要

表達的意思。”

對於藝術教育的責任，他說，學校當然是最佳

起點，因種下的苗子日後會成長成樹，但不能只注

重幼童，同時也要培養成年人對表演藝術的興趣。

“表演藝術要增加觀眾，表演藝術工作者需

要降低標準，從基本教育開始做起，比如戲劇演

出前，先跟觀眾解析戲劇的重點和重要人物，又

或者像古典音樂，拿其中一章來講解音樂故事的來

源，然後高潮處聽見的效果是在表達森林裡的聲音

等。”

本地表演藝術要突破的另一個困境是演出語言

過於分明，甚少有三語結合的演出，缺少了專屬於

馬來西亞表演藝術的特徵，而且演出都集中在雪隆

一帶，郊外民眾很少有機會接觸。

“如果只做中文戲劇，觀眾就只是華人；做英

文戲劇，觀眾就只有會聽英語的人，導致觀眾群過

於分散，也無法拓展市場，而且表演藝術是社會文

化的折射，那什麼是馬來西亞文化？只有突破這

點，才有可能跟人民產生共鳴，吸引更多的觀眾。

同時，表演藝術界也應團結起來，保持合作關係，

而不是競爭關係。”

丹斯里鄭金炎娛樂新聞報道獎��-�佳作獎�∕�245



〈表演藝術那些事〉系列二�

舞蹈家‧陳連和 在舞蹈的路上 做我所愛，愛我所選

� �

表演者都期待掌聲，然而在掌聲零落的表演藝術舞台上，要不是熱愛，恐怕都難以堅持下去。之所以

對表演藝術舞台情有獨鍾，只因表演者在台上，找到了屬於他們的特殊意義，所以只好做你所愛，愛你所

選。

�

陳連和開始跳舞的源頭要追溯回台灣升學的時

候，當時在打籃球的他，只因學姐的一句，“你的

腿好漂亮，可以跳舞”，產生了虛榮感，而學習舞

蹈。

“古名伸是我第一堂舞蹈課的導師，她着重即

興訓練，讓我們在地上打滾，玩啊什麼的，打破了

我對跳舞的印象，覺得好玩，而且在自由的肢體發

揮裡，我覺得很舒服和快樂，因為可以把心裡話或

者開心、不開心，通過肢體來表達，心靈有了一個

出口，所以才會一直跳下去。”

大學期間，他曾跟隨林懷民習舞，也加入過陶

馥蘭表演工作群及台北藝苑芭蕾舞團擔任舞者，畢

業一年多後，因家裡有事，他回到了馬來西亞。

大學時修的是企管系，回馬後其實有找到一份

超市主管的工作，不過他放棄掉，反而到舞蹈課室

和社團教舞。到三十多歲時，他決定再進修，到台

北藝術大學念舞蹈研究所，畢業後四處流浪了一段

時間，直到再回到馬來西亞，創立了石頭舞團。

當年，他成立石頭舞團的宗旨是“處處劇場，

全民起舞”，“早期我就帶着舞者，三五個人到處

表演，像籃球場，大燈一打開，把兩個籃球筐拉進

來，幕一吊上去，就完全跟歌仔戲舞台一樣。表

演藝術就是這樣，必須要抱着從沒有變成有的態

度。”

他記得有一次到馬六甲一間學校演出，觀眾就

僅有6人，演出後他們依然感到開心，原因是能直

接跟觀眾溝通和交流，得到的收穫並沒有比觀眾多

來得少。

“年輕時候，觀眾少的話，我會受打擊，不過

年紀漸長，反而會覺得還好。人時常要到最低潮

時，才能再往上推，不能太幸福，而且當累積一定

觀眾後又失敗，你再回頭看，並不算什麼，當年6

位觀眾都遇過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其實是滋養。”

資金，最大的生存力

邁入花甲之年，陳連和並沒有遇到肢體上的瓶

頸，“當然我不會挑戰年輕時的高難度，我想強調

的是，讓觀眾舒服或驚訝的演出，是不是一定都有

高難度或技巧性的動作，我想未必。”

在他的舞蹈生涯裡，遇到最大的困境反而是演

出資金不足。他說，石頭舞團至今獲得的贊助不

多，多數靠自己，所以他調侃自己沒志氣，每次演

出前都是先打算要虧多少，但只要在能力範圍內且

做得開心，他尚可接受。

他坦言，本地並無純專業舞者，都是靠教學來

維持生計，“專業舞團的舞者每星期都要有兩至三

場的正式演出，在馬來西亞根本不可能達到，一年

能表演一兩次已經要謝天謝地，在這樣的狀態下，

純專業舞者無法生存。”

即使大部分時間用在舞蹈教學而不是演出，但

他仍樂在其中，原因是每當學舞者跟着他的動作練

習，他感覺自己就像是被景仰的明星般，每一次的

教學其實都是一場表演。

在大馬，表演藝術的發展空間

他認為，馬來西亞的多元族群文化，造就本地

表演藝術具備豐厚的潛力、延伸性和創造性，只不

過問題在於我國的經濟架構不利於表演藝術發展，

還缺乏藝術教育。

“反而是舊時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有太

多娛樂和網絡的年代，更適合表演藝術發展。現在

變成供過於求，即便進入表演藝術圈的人不多，可

是它並不是生活必需品。表演藝術處於人類需求金

字塔的頂端，基層不穩的話，怎麼可能到上面？”

他發現表演藝術觀眾比以前減少，當中還有一

位帶着幾位來看演出，不如以往報章有很多演出相

關的評論，連藝術都可以當成八卦，能夠感受到觀

眾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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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跟流行音樂的差別在於，流行音樂

注重於搭建跟受眾之間的溝通橋樑，而表演藝術卻

是先從創作者的夢想世界出發，再想辦法搭起溝通

橋樑。所以表演藝術要生存下去，不能自爽，別忘

了社會很現實，我們還是需要觀眾，溝通橋樑很重

要。”

對他來說，既然選擇了表演藝術，就開心地做

你所愛，愛你所選，“當初我開始跳舞是即興的，

走在這條路上，我也很即興，並不是說沒有計劃，

而是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藝術是當下的，不可期

的事情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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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那些事〉系列三�

舞台劇演員‧陳立揚 熱愛戲劇，用心演好每個角色

� �

陳立揚接觸舞台劇的契機同樣在大學時期，他畢業自馬來西亞國立大學生物醫學系，從大一起接觸戲

劇，從此結下不解之緣。

“大學每年都會有國大中秋舞台劇，集結總分校的學生一起演出，還會請外面的導演來執導，除了大

二，其餘3年我都有參與演出。原本以為畢業後就沒機會演戲，剛好那一年的導演問我，畢業後有沒有興

趣加入他的劇團，在吉隆坡一帶演出，我就是這樣加入了劇團。”

�

其實畢業後，他並沒有全職投入戲劇演出，期

間還攻讀碩士學位，也曾短時間從事跟本科相關及

無關的工作。直到2017年，需要兩個月時間全職

拍電影，他才辭去工作，全心投入演藝事業。

“如果當初毅然決然投入戲劇的話，我可能真

的會堅持不了，因為這行業賺不了多少錢。幸好當

時我還有學業和工作，就不太計較金錢，更着重累

積經驗和表演機會，也趁機慢慢學習和瞭解這領域

的生態，大概清楚該用什麼心態來對待。”

陳立揚曾先後獲得戲炬獎最佳男新人及最佳男

配角，然而這並沒有幫助他開拓演藝事業版圖，反

而是在一次演唱會的串場演出中，被電影的試鏡經

理相中，方踏入影視圈。

“老實說，得不得獎真的沒影響，每個地方的

電影、電視劇和舞台劇，排位都有所不同。很可惜

的是，在馬來西亞，舞台劇和話劇永遠都排在電影

和電視之後，就連酬勞也一樣。”

不過對他來說，以演員角度出發，他從舞台劇

裡得到的收穫遠遠大過電影和電視劇，這也是他離

不開表演藝術圈的原因。

他認為，劇場的魅力在於現場演出，考驗演員

各方各面的能力，當中包括不能夠懼怕觀眾，要懂

得適應舞台劇的磁場。

再來他非常珍惜排戲過程，原因是在這撞牆和

磨合的過程中，能從中瞭解自己，就像為什麼這角

色演來演去都演不到，原來是因為性格欠缺了這一

塊，“話劇需要塑造角色，必須觀察和揣摩，所

以會訓練到各方面能力，如應對能力、即興能力

等。”

更重要的是劇場注重演員跟演員、演員跟導演

之間的心靈契合，以及演員跟觀眾間的交流，“演

員的滿足感並不是說，我演了觀眾哭，而是能跟對

手演員達致心靈契合：我真的聽你說話，真的給你

反應，然後做真誠的演出，而觀眾長時間在劇場

裡，不管怎樣都會融入劇情，起到反思作用。”

大家團結，才能創造更多機會

曾有朋友告訴他，他最精彩的角色是在話劇演

出裡，只是基於舞台劇的廣傳度不高，所以沒被人

看見，但他並沒有因此感到氣餒，反而積極看待，

該如何改善。

他想要把更多影視圈的藝人拉進來，因影視圈

的人具備影響力，就像一位男藝人，要是他的粉絲

團或社交媒體有一定數量的追蹤人數，只要他願意

來劇場嘗試，肯定會吸引他的粉絲進來，讓完全沒

接觸過話劇的粉絲瞭解劇場。

他發現本地劇場還有一種現象是，當演員跟某

劇團合作，就會被貼上“你就是跟他合作”的標

籤，所以基本上劇團都有本身的固定班底。

“我不能抨擊說這是不是健康的現象，如果我

是導演，我也會想跟熟悉的演員合作，但我還是鼓

勵大家打開大門去接受不同的演員，因為導演需要

從演員身上得到靈感，演員也需要從導演身上吸收

養分，這樣大家才能一起成長。”

除了涉足劇場，陳立揚同時也是愛韻合唱團團

長，他說，其實音樂跟話劇面臨着同樣的困境，也

就是大眾已有既定印象，認為自己不能理解這種表

演藝術，所以不願接受。

“愛韻合唱團偏古典派，古典樂和合唱音樂在

多數觀眾的觀念裡是高深莫測、曲高和寡，但很多

音樂家和歌手都是從學鋼琴開始接觸音樂，古典樂

的重要在於它是基礎且豐富，只要願意接受，其實

很美。”

他建議不熟悉表演藝術的觀眾，可以先從入門

開始接觸，慢慢培養興趣。就像劇場，先看寫實

劇，不要一開始就看需要思考和充滿哲學的肢體劇

或非寫實劇。同樣的，歌劇可以先聽述說人類故事

的威爾第，而不是瓦格納。

他坦言，的確會擔心本地表演藝術趨向沒落，

最終失去觀眾，“我們並沒有團體代表劇場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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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聲和爭取權益，劇團跟劇團之間又不見得有太多

合作，甚至不會看別的劇團的戲，大家各自做自己

的東西。”

在劇場人不團結，加上沒有團體作代表的情況

下，確實會有越做越氣餒的危機，因此他希望劇場

人必須團結一致，一起創造更多機會，齊心合力向

身邊人推廣，讓大眾更深入地瞭解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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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那些事〉系列四�

藝術不會消失 善用創造力 利益他人

� �

在升學路上，表演藝術相關科系不算是熱門選項，造成大眾對表演藝術認識不多，其實表演藝術領域

的工作範圍廣范，當中有導演、舞美設計、編劇等，不只有栽培表演者。

藝術的目的是利益他人，並傳播真善美，只要秉持着這樣的價值觀，即便藝術表現形式隨着時代更迭

產生變化，但依舊能經得起考驗，不會消失。

�

什 麼是表演藝術？國家文化藝術學院

（ASWARA）研究所博士課程主任黃愛明博士解

釋，簡單來說，表演藝術就是一門表演的藝術，當

中涉及語言、身體動作、臉部表情，還有其他的身

體技能，而當把藝求精的時候，就是藝術。

“其實不用把藝術說得這麼高超，只要懂得用

心和通過感官感受和感知週遭的一切，已經是一門

藝術，表演藝術就在我們的生活裡。”

她認為，表演藝術應屬於現場，原因是現場活

生生的共振力量跟隔着螢幕不一樣，“人是活的，

臨場的觸覺能啟動我們的感官去感受。透過鏡頭傳

遞的話，畢竟還是有界限，就像男女朋友談戀愛一

樣，不可能隔着螢幕，永遠不見面。”

對她而言，藝術的本質是真善美，最終回歸到

利益他人，像利用音樂、舞蹈或戲劇來陶冶別人的

心情或達致療愈效果，而不是批判，因為光有批

判，沒有建議，並不會給任何一方帶來好處。

至於藝術和流行的差別在於，藝術注重精神層

面的滋養，可能會拋出一個課題，讓大家思考如何

回饋社會，甚至是探索自己的身心靈。流行着重商

業，有目的地符合普羅大眾的喜好，並大量生產，

缺乏精神層面的提升。

“藝術是有溫度的，商業則比較寒冷，我不會

說商業沒有溫度，只要它回歸到人的本性，而不是

功利主義的時候，就會有溫度。”�

要生存，就得培養其他領域技能

黃愛明發現大眾普遍上對表演藝術的印象狹

隘，如念戲劇就是要當演員，修音樂就想到是要精

專樂器，其實表演藝術牽涉許多領域，不一定要上

台當表演者，還可以當導演、舞美設計、編劇、藝

術管理等，“藝術學校要傳達或設置的課程需有這

方面的素養。”

她在2017年曾到英國皇家戲劇藝術學院

（Royal�Academy�of�Dramatic�Art）考察，發覺隨

着時代變遷，該校的表演課程也開始轉型，儘管還

是精專表演，但不再只注重舞台訓練，涵蓋的領域

還包括廣播和影視。

“畢竟影視屬於大眾化，要是演員有多方面的

表演技能，就不會因為缺了舞台，而生存不下去，

而且能力更好的話，說不定還可以同時接演廣播

劇、舞台劇和影視作品，這樣演員的生存就不容易

遇到瓶頸。”

她說，表演藝術畢業生的出路廣泛，不局限於

表演者身份，可以按照本身天分或補充養分，拓展

至其他層面。就像她起初是演員，後來開始導戲，

雖然課程裡有學到相關知識，但她主要是靠觀察導

演如何帶領演員和導戲，加上閱讀相關書籍及上工

作坊來汲取養分。

“表演藝術課程除了訓練學生表達能力，也培

養應變技能，希望學生遭遇生活困境時，懂得順應

大環境，給自己提供實際的應對工具或知識來做蛻

變。其實不管是應對人際關係，還是做口頭報告都

是表演，要是不被表演藝術市場需要，說不定可以

轉行當演講導師。”

黃愛明對學生更大的期待是，希望他們擁有做

人的根本，也就是懷着一顆為別人着想，以及傳達

真善美的心，原因是如果沒有做人的根本，就算多

有才華也無法長久。相反的話，無論做任何事情都

會發揚光大，這也是表演藝術工作者應該傳承的藝

術價值觀。

“小眾”也需要被大眾看見

她認同，表演藝術屬小眾，卻不認為這是問

題，“高品質東西畢竟是小眾的，當變成精專的時

候，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欣賞和理解這塊語言。所以

我不覺得可悲，反而說明觀眾群都擁有高層次思

維，懂得感受和感知，是無比的榮耀。”

儘管如此，她認為，本地表演藝術圈仍缺乏營

銷，這是基於欠缺製作人，目前只有少數團體，像

郭慧筠《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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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集團已有達到創造觀眾的層次。

她說，營銷應該由製作人負責，而不是表演藝

術工作者，除非表演藝術工作者有這方面的才華，

不然的話，應聘請相關專業人才。

“製作人要有營銷知識，本科未必是表演藝術

系，但他必須理解和認同表演藝術的價值，這樣他

才知道該如何營銷。不過問題是大多數出身自商科

或市場營銷的專才，都缺少表演藝術熏陶，導致這

方面人才嚴重匱乏。”

她提醒，即便表演藝術屬小眾，但表演藝術工

作者也無須標榜自己成精英，甚至認為大眾思維低

俗，反而應想辦法熏陶他們，如舉辦工作坊，讓大

眾深入瞭解表演藝術。

黃愛明曾參加能劇工作坊，戴上面具之後，嚇

了一跳，“在能劇中，死去的亡魂會出來講述生前

故事，所以面具一戴上，照鏡子時，我突然嚇到，

因感覺到有一個靈魂的存在，所以當我們有類似的

工作坊，就能教導觀眾鑒賞藝術，表演藝術工作者

需要給予大眾普及教育。”

她贊同藝術教育應從小開始，而父母在這熏陶

的過程中扮演着重大角色，因父母的行為思想將直

接影響孩子如何看待藝術。

“如果父母定義古典音樂為古老乏味，或藝術

都是高超，難以理解的，孩子肯定也會有一樣想

法，因此父母要從自己開始做起，摒除掉這種負面

的設定，孩子才能學會品嚐藝術。”

“我們是有觀眾的！”

90年代，黃愛明從國外留學回來時，驚覺本

地表演藝術圈創造了觀眾群，這是以往沒有的景

象。在她看來，本地表演藝術其實有在慢慢突破，

只是跟國外相比的話，差距依然很大。

“可能是因為90年代的時候，建立了表演藝

術的大專教育，而大專教育跟職業息息相關，在這

種情況下，表演藝術工作者要開始思考自己的飯

碗，逐漸建立起買票看演出的制度，再加上後來的

年輕人都願意消費，不像我們以前般省吃儉用，所

以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創造了表演藝術的觀眾

群。”

她認為，以表演藝術屬小眾的角度出發，本地

表演藝術其實有一定市場，觀眾人數不算少，只不

過基於語言和品味的緣故，而分化了觀眾。

據她觀察，本地不乏表演藝術觀眾，她記得

有一年，蔣勳在國家文化宮舉辦講座，票價80令

吉，但幾乎全場坐滿，而且出席者都認真聆聽。

“我們是有觀眾的，只是說有沒有達到這些觀

眾所要求的層次，又或者有沒有用正確的管道接觸

到對的觀眾，可能是個關鍵。”

對她來說，藝術的呈現形式或許會隨着時代更

迭，而產生變化，但藝術不會消失，就如同金庸武

俠小說一樣，每個拍攝版本的服裝造型設計都不一

樣，不過只要文本價值還在，著作依然會源遠流長

地活着。

她鼓勵表演藝術工作者，從不同的角度積極尋

找出路，勿埋怨，也不要批判，“如果今天你做的

東西經不起考驗，是不是表示它的存在意義和價值

不強，這時應該反思本身的創作是否有回饋社會，

而不是埋怨大環境。藝術家最棒的是創造力，就用

自己的方法創造，哪怕是小眾，只要有利益他人，

人家也認同你的話，就很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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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電影節〉系列一�

觸得到的電影故事

� �

一年一度的自由電影節（Freedom�Film�Fest），今年以“Race:�Human”（族類：人類）為主題，

透過不同紀錄片打破種種社會歧視和刻板印象。

提到Race（族），人們往往直接連接到華巫印各“族”，然而追根究底，我們都是“人類”。此次

影展片子聚焦在主流媒體甚少關注的群體，涉略的議題包含藥用大麻、老年、稻農、原住民女性等。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全球大流行，自由電影節將於12月10日至13日線上播映。節目表與購票詳

情，請瀏覽官網www.freedomfilm.my。

�

自由電影節每年設有創投項目，參賽者事前

提交企劃書競選。得獎者除了獲得拍攝基金，主

辦單位也提供拍攝器材和專業製作支援，協助得

獎者製作出精良的紀錄片。今年得獎的兩部片子分

別是《Ayahku�Dr.�G》（我的父親，大麻醫生）和

《Meniti�Senja》（遲暮之年）。

《Ayahku Dr. G》 
製作人：羅早儀（Loh Jo Yee） 
導演：希達雅（Hidayah Hisham） 
攝影：張瑞麟（Dominique Teoh）

退伍軍人阿米魯丁（Amiruddin� Nadarajan�

Abudullah）患病後不僅服用藥用大麻（medical�

cannabis），也製作各種摻有大麻的食品提供給其

他慢性病患，人稱“Dr.Ganja”（大麻醫生）。

2017年，他遭警方逮捕，並在1952年危險毒品法

令39B條文被控36項罪名，面對最高刑罰死刑。

近4年了，一直為他奔波忙碌的是女兒。紀錄

片《Ayahku�Dr.�G》跟着女兒腳步，往來森美蘭住

家、沙亞南法庭和雙溪毛糯監獄，從父女故事出

發，探討藥用大麻課題。

導演希達雅（Hidayah�Hisham）透露，在女兒

眼中父親一直是嚴厲的軍人形象，患病後整個人變

了，還嘗試藥用大麻。“這些改變對她來說都是巨

大的，看着父親坐牢更讓她覺得很痛苦。”

這部片子也想討論大麻到底是毒品還是藥物？

合法化藥用大麻是複雜議題，社會普遍對大麻有負

面觀感，法律和媒體報道也多從負面角度詮釋。

“女兒就困在這樣混亂的情境裡，焦慮、害怕、無

助又無能為力，其實她只是期盼着父親回來。”

“大麻醫生”的新聞一開始便引起製作人羅早

儀關注，“Dr.�Ganja就和我們一般老百姓一樣，

不富有，出身中產階級，面對法律資源和醫療系

統時只能被動地任由擺佈；比起T20（高收入群

體），我們面對很多挑戰。”她覺得Dr.�Ganja的

遭遇很有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人人都會為生活

中各種事物掙扎。

羅早儀說，為了探討這個龐大且生硬的議題，

製作團隊延伸做了多方研究，包括訪問律師、醫療

及學術專家。希達雅坦言，能夠預期大馬社會對這

個議題的反應，但藥用大麻不是非黑即白的議題，

他們想透過紀錄片帶出更多思考層面。

電影只是事件紀錄的開端

羅早儀、希達雅和攝影張瑞麟都有影視工作背

景，此次拍攝紀錄片，團隊常在討論如何才不是在

消費受訪者。“因為某個人的故事精彩，我們突然

闖入他／她的人生，然後就離開了，但留下來的傷

害還是會在。”

他們試着以同理心對待片中主角，慢慢與她建

立友誼，一層層慢慢認識她，不再是鏡頭對着受訪

者的關係，慢慢地影片也跟着活起來。

羅早儀也希望這部紀錄片只是開端，她會持續

關注這個案子到司法程序結束，並計劃接下來能做

更長又完整的紀錄片，繼續探討這個課題。

《Meniti Senja》 
導演：符莉莉

“當我退休成為樂齡人士時，我想看看週遭有

什麼資源、福利；我上有患上阿茲海默症的母親，

我能向誰求助？那時都無法找到答案。”因為這段

經歷，符莉莉開始研究“老人”課題。2008年她

開設部落格SeniorsAloud（也有同名臉書專頁），

後來更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修讀應用老年學碩士

學位。

白慧琪《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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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2歲的符莉莉想再進一步做些影響力更

持久的事，於是拍了紀錄片《MenitiSenja》。這部

以馬來語為主的片子聚焦在雪州蒲種一家穆斯林照

護安老院，深入瞭解院方運作，挖掘院民的故事：

為什麼他們會住進安老院？他們的家人呢？他們在

安養院做些什麼？

符莉莉想透過從這些院民及創辦人的經驗中學

習，“那麼我們可能可以更早為年老做好準備。”

這也是紀錄片想傳達的主要訊息。

根據大馬統計局今年7月發佈的《馬來西亞

當前人口估算報告》，65歲以上的人口今年增至

7%，去年為6.7%。她強調，現在的70歲和上個

世代的70歲不一樣，過去平均壽命是60歲，現在

大馬男女的平均壽命是76歲。從前人們55歲退休

後，存款或許還夠用，然而現代人退休時要先替未

來20年的生活做好準備。

符莉莉舉出幾個情況，人活到八九十歲，就算

和家人同住，仍需要一些醫藥費用；若需要更專業

的醫療服務，無可避免入住安養院，更不便宜。

“這些都需要錢。如果沒錢，年輕的還可以努力賺

錢，老了呢？”

她也說，很多理財規劃師都會提醒人們為孩子

和教育準備，但往往忽略也要為將來照顧父母、長

輩做好準備。很多老一輩沒有醫療保險，又或是保

險公司不想保樂齡人士。

年老，離自己很遠嗎？其實看看自己的父母，

“年老”近在眼前，必須未雨綢繆。她不只想告知

樂齡世代，也想讓成為三明治世代的中年人士，甚

至更年輕的一代，及早為自己以及父母的年老做好

準備。“拍攝過程中不少年輕朋友告訴我，他們沒

預想過這種情況，才驚覺必須開始打算。”

此外，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應對自己的退休生

活，政府也要提早規劃，有無足夠的老人院和友善

的基礎設施。

符莉莉也希望改變人們對樂齡人士的負面印

象。“社會對樂齡群體有負面想像，但其實有一天

你也會變老。”樂齡人士身體脆弱或患病，都是自

然老化的過程，但是還有很多樂齡人士非常活躍、

非常有活力。

她用“新老人”（the�new�old）一詞來形容

這一輩樂齡人士，就算過了60歲，仍可以為國家

建設、經濟貢獻。“但是國家準備的技術提升計劃

往往都有年齡上限。

“老人也不要對自己玩年齡遊戲，什麼都‘我

已經老了，不能做這個那個’，這些都是自我限

制。”符莉莉說，“連你自己都那麼想，也難怪其

他人這麼看待老人。”

望國人透過紀錄片更關注老年課題

紀錄片在復原式行管令期間拍攝，符莉莉說，

院民都很開心，有些人的家屬很久都沒來探訪。院

長理解每個家庭面對不同情況，把家中長輩送來安

養院無妨，但也懇切希望，如果情況允許請帶他們

回家，或者至少常來探望他們。

她直指，人們常在媒體上瞭解到馬來西亞人口

老化得非常快，也偶爾聽到一些棄老新聞，例如老

人被遺棄在巴士站，或可以出院的老人無家可歸。

雖然有這些資訊，但都是一閃即逝，人們更應該提

高意識，並且有所行動。

符莉莉說，關於老年課題，有不少文章和短

片，但這些影響力似乎都不夠持久，尤其現代人很

多只看標題，不看內文就留言。因此，她希望透過

紀錄片能帶來更直接且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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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電影節〉系列二�

娓娓生活淚 淚光閃爍盡記電影中

� �

如果你不是農夫、原住民或影視工作者，應該會覺得稻米產業壟斷、原住民土地和醫療、審查制度等

議題與你毫不相干。真是如此嗎？我們每天都在食用米飯；我們興許只是幸運一點，過著不愁土地的生

活；我們每天都透過影視作品接收資訊。說來，這些議題其實都是與你我，身而為人，息息相關。

2020年12月10日至13日的自由電影節（http://www.freedomfilm.my/），你可在線上觀賞以下幾

部紀錄片認識這些議題。

�

《Petani Bukan Pemalas》 
導演：阿米爾（Nurfitri Amir Bin Muhammad）

馬來人懶惰嗎？至少敦馬哈迪是這麼認為。一

些媒體也報道，馬來稻農不願學習新事物新科技，

遵循傳統種稻方法，不肯改變，所以才一直落後，

無法致富。

紀錄片《Petani�Bukan�Pemalas》導演阿米爾

不這麼認為，影片名稱也直呼“稻農不懶”。對他

來說“你窮，因為你懶惰”是一種社會標籤。“稻

農的問題不是懶惰，而是整個稻米產業的運作系統

造成他們的經濟階級無法向上提升。”阿米爾要帶

出的是稻米產業的連串壟斷現象。

片子聚焦在稻農阿茲哈身上。他勤勞，具有企

業家精神，不僅善用自己的土地，也有規劃地租用

其他農地來增加收入。他做賬不馬虎，也有完整的

耕種時間表。“然而，即使像他這樣勤勞且有企業

家精神的人，生活並沒有改善。”

阿米爾解釋，阿茲哈發現政府遴選的稻米公

司所提供的稻種品質不好，不如從前自己以傳統

方式浸泡曬乾的。“那種感覺就像馬來諺語說的

‘Harapkan�pagar,�pagar�makanpadi’（反被信賴

的人出賣）。”

阿米爾是社運人士，曾經應馬來人經濟行動理

事會（MTEM）以及國際非營利組織第三世界網絡

（Third�World�Network）之邀研究本地農業課題，

其中包括國家稻米公司（Bernas）壟斷現象。

他解釋，從種植稻米開始，稻農的稻種、肥

料、殺蟲劑等都受限於政府的補助措施和配給限

制。舉例，稻農收成後必須轉售給政府指定加工

廠，他們的收成才會記錄在案，依數獲得政府津

貼，分配稻種。意即，津貼並非直接交到稻農手

上。倘若稻農要留一部分收成來自己培養種子，不

僅失去了部分津貼所得，過後要轉售給其他稻農，

價格也無法競爭。

另一方面，在大企業壟斷下，加工廠沒什麼競

爭。如果廠方收購價低，稻農也只能被迫接受把收

成低價賣出。此外，他們也必須接受加工廠制定的

扣除率，例如受潮稻米、未成熟等等。

阿米爾透露，選擇拍攝阿茲哈，不僅是訴說他

的憤怒，更多是他如何爭取自己的權利。他坦言，

很多稻農不知道自己的權益所在，而且馬來人的文

化也比較認命，但是阿茲哈不向命運低頭。“阿茲

哈認為工人都有工會，可以找人力資源部，稻農也

應該懂得捍衛自己的權利。”

雖然非常熟悉稻米產業壟斷課題，但這是阿米

爾首次以紀錄片方式來闡述議題。“一開始我想把

很多東西都納入片中，但我得抉擇，在20分鐘內

簡單地傳遞這些訊息。”

《Nasir Jani Melawan Lembaga Puaka》 
導演：阿利安（Arian Md Zahar） 
聯合製作人：茲克裡（Zikri Rahman）

紀錄片《Nas i r � Jan i � Me lawan� Lembaga�

Puaka》，片名直譯大意為“Nasir� Jani大戰鬼

屋”。Nas i r � Jan i是著名馬來導演，代表作為

《Kembara� Seniman� Jalanan》。本片聯合製作

人茲克裡解釋“Lembaga”一字雙關，意為“機

構”，也有身體的意思，但通常和幽靈有關。

“我們想找出這個‘機構’如何透過各種方法

困擾著本地電影人和電影產業。那個‘幽靈’不管

以組織或個體形式，還是存在在電影工作者的內在

衝突中，都可歸咎於無意識地自我審查。”

本片跟著Nasir� Jani腳步，回看一路來所經歷

複雜的馬來西亞審查制度文化；在馬哈迪主義和威

權主義糾葛下，新興年輕影視工作者Amanda�Nell�

Eu及Steven�Sarathbabu又如何看待審查制度背後

的邏輯。

白慧琪《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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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克裡說，自1960年代開始就有上百部電影

持續被審查，紀錄片嘗試爬梳我國的審查制度，透

過電影工作者的訪問，窺探審查制度是在怎麼樣的

歷史和社會政治情境中誕生。

他強調，審查制度不只關乎於能或不能看、

讀、接觸或視覺化什麼事物。“審查制度有一套權

力邏輯，我們必須到‘牆’後問那些人為什麼不讓

我們看這些那些。”團隊嘗試捕捉不同脈絡解構社

會構成的現代性如何影響文化產生，其中，電影院

就是一個重要媒介。

製作此片，最大的難處是什麼？“大概是要去

找出一些被審查掉的檔案資料。”茲克裡說，“那

個‘機構’，不管以什麼形式存在，都不太願意談

論整個審查概念……”

1. 《Selai Kayu Yek》 
2. 《Klinik Ku Hutan》 

負責人：布蘭達Brenda Danker 
計劃：“為半島原住民年輕女性發聲”

“為半島原住民年輕女性發聲”計劃始於

2018年。自由電影網絡走進馬來半島多個不同族

群的原住民社區，主辦權益醒覺活動和紀錄片工作

坊，讓年輕女性拿起攝影機訴說她們的故事，為社

區爭取平等權益。

今年她們交出兩部短片：《Selai�Kayu�Yek》

（土地的根）以及《Klinik�Ku�Hutan》（我的診所

在森林）。

《Selai�Kayu�Yek》講述祖地權益以及祖地與

原住民社區、生活、文化、傳統、身份等連結。

Aleh的祖地被侵佔，於是想找原住民YouTuber�

Rien求助。Rien起初拒絕幫忙，並認為原住民應到

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而非留在祖地耕種。然而，

Aleh和Rien最後發現，她們其實都在為原住民身份

而掙扎。

《Klinik�Ku�Hutan》講述生病的原住民如何利

用傳統知識，以森林中的草藥治癒疾病。他們的身

心靈與森林緊密連結，然而卻面對森林砍伐的問

題。

計劃負責人布蘭達透露，兩部短片都由原住民

掌鏡，在導師技術指導下完成。“一些原住民年輕

女性已經開設YouTube平台分享自己的故事。她們

有些也成為村裡的發言人，維護社區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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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大翻身，轉型也不賴！〉系列一�

結業不是末路 酒店大翻身賺更多

� �

與我國有着8850公里飛行距離的拉脫維亞，上演了一幕有趣的畫面。

當房客們繳付了近百令吉住宿費後，身穿軍服的服務人員大聲吆喝着，並指示房客戴上手銬腳鐐進入

自己的“牢房”。

上述發生的，是當地一家老監獄改裝成酒店後的房客體驗。

類似事件也發生在世界各地，有的將舊宿舍改裝成酒店、有的甚至將貨櫃、舊巴士或飛機改裝成酒

店。如此大膽巧妙的想法，不僅令人逆向思索，相繼倒閉結業的酒店，是否也能發展出另一種可能？

《酒店大翻身，轉型也不賴！》系列將讓你看到結業後的酒店，如何以全新面貌示人，然後可能賺得

比過去更多……

�

結業 VS 停業

根據非正式統計，只不過是過去3個多月的行

動管控期，國內就有至少逾50家大大小小的酒店

結業倒閉，或宣佈暫時停業。

對酒店業來說，所謂的暫時停業，其實是一種

止血的手段，即讓所有的營運喊停，直至旅業恢復

後才繼續運作。至於結業，則是企業本身完全脫售

整個酒店產業，結束這門生意。

一旦結束營業，有關酒店就得尋找買家，將產

業脫售出去，否則最終將淪為廢置酒店之餘，更是

一筆無法預算的開銷。那麼，脫售後的產業究竟能

做什麼，成了大家關注的課題。

部分已停業酒店

˙� �檳城海灘美居酒店（Mercure�Penang�Beach）

4月杪停業

˙� �檳城葛尼度假酒店及公寓（The�Gurney�Resort�

Hotel�and�Residences）4月杪停業

˙� �檳城丹絨道光爵士酒店（Jazz�Hotel）4月30日

停業

˙� �檳城木蔻山度假村（Jerejak� Island�Resort）�

4月30日停業

˙� �怡保帝苑酒店（Ritz�Garden）4月1日起停業�

3至6個月

˙� �怡保瑪麗娜島酒店負責人透露，該酒店的職員

已於3月28日接獲通知，指酒店將暫停營業1年

或更久

部分已結業酒店

˙� �怡保舜苑大酒店（Syeun�Hotel）5月31日結業

˙� �PENAGA酒店4月30日結業

˙� �檳城峇都丁宜假日度假酒店（Hol iday � Inn�

Resort）6月30日結業

地點決定酒店類型

馬來西亞商務酒店協會柔州主席謝秉益就指

出，大型酒店基於建築設計格局的關係，因此即使

是脫售出去，其變化也不會太大，很大可能將是新

業主接手後，繼續經營酒店，重新包裝後再出發。

然而，中小型酒店（一般為三星級以下）卻相

對擁有較強的伸縮性，因此能蛻變出各種可能。

他接受本報訪問時說：“大型酒店要轉換用途

的話，將會面對規格和幅度過大的窘境，成本很

高，所以一般不太可能出現顛覆性的大變化。”

一般來說，50間客房以下的酒店，可被稱為

中小型酒店。

在這行逾12年的謝秉益也點出，要轉換酒店

用途的前提是，必須得考量酒店的建築設計格局，

而這也是酒店轉換用途的優勢所在。

“會說是‘優勢’，是因為酒店的房間已經分

割出來了，若接手的投資者想打造需要房間設計的

新項目，就能省下很多。”

此外，他說，轉換酒店用途也需考量地點，比

如是否靠近市區、是否落點在旅遊景區附近等。

譬如，若是靠近景區的地點，一般的用途始終

離不開休閒的大方向，而若是坐落在市區或附近，

則適宜改成需要與市區活動結合的項目。

李治宏《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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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優勢打造合適項目

謝秉益表示，這些服務都是需要一定數量的間

隔房間，因此直接善用酒店原有的房間，無疑為投

資者省下一筆。

不僅如此，由於酒店的地點一般極具策略性，

所以投資者基本上不必擔心地點是否合宜，反之應

利用酒店地點的優勢，打造符合自己目標的項目。

他說，各別地點的酒店能對準不同用途。例如，

養生中心、退休俱樂部及療養院可以選擇海邊或郊

區景點的酒店。月子中心、補習中心、美容院及學生

宿舍，則可選擇將坐落在市區的酒店進行改裝。

“這方便大家上門消費後直接回家，其中，月

子中心就方便產婦的家人隨時來訪。”

他指出，類似的運作套用在美容院、養生中心

也能發揮效果。

他透露，其實早在行動管控前，就有投資者在

市場上詢問行情，甚至有者在找尋出租及收購酒

店，用來轉換用途。換言之，酒店轉換建築用途，

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改造成學生宿舍 收入固定回酬高

根據增長趨勢計算，在我國深造的大學生預計

在今年內年達致20萬人，如何充分利用房地產資

源投資學生宿舍，無疑將能從中得到最大的投資回

報。

經營學生宿舍10多年的李金豪表示，租下一

棟4層樓的建築經營學生宿舍，若每一房間約2至4

名學生計算，其收益是遠遠比酒店更划算。

再來，一住下來就是數個月，甚至2至3年，

因此收入相當固定，也不像酒店般因旅遊季節而有

變動。李金豪表示，只要能與個大專學院取得合

作，那麼基本上在招生上是不會遇到太大的問題。

由於多數酒店擁有泳池、健身房、大廳等設

施，就此若要改裝成宿舍的話，其實對學生來說，

無疑是更具吸引力。

不過，由於酒店本來就沒有共用浴室或廚房，

因此，除非投資者有意打造的是高級宿舍，不然投

資者可能需要打造共用廚房或其他共用空間，如大

型的閱讀室、視聽室等活動空間。

所謂的“高級宿舍”是外國流行的宿舍模式，

每間套房僅一人入住，且擁有自己的浴室。房裡不

設廚房，由宿舍本身提供膳食服務，更具備每週清

潔、洗衣等服務，待遇如同入住酒店般。

馬來西亞理科大學早年前就出現類似的宿舍，

並以外國學子，或有能力消費的本地學生為主要對

像群。

迎合青年新生活模式

產業估值與顧問公司永利行（Raine�&�Horne�

International�Zaki+Partners�Sdn.Bhd）助理董事陳

建明指出，現有的酒店若不做酒店，可以改成辦公

室、服務式公寓、學生宿舍、共享生活空間（Co-

Living）及醫療套房等用途。

“酒店客房內的一些基本設施，如床褥、沖涼

房、衣櫥、迷你酒吧等，都可在改裝成學生宿舍後

繼續沿用。因此，酒店改成學生宿舍非常合適。”

本地著名企業顧問施國忠也點出，時下年輕人

的生活方式已改變，因此除了共享工作空間外，其

實共享生活空間是許多人的選項。

“大家只是把屋子當做睡覺的地方而已，所

以，樣的概念是可行的。何況酒店還有健身室、會

議廳、休閒區，以及其他設施。”

他表示，共享生活空間對於只想短期租賃的外

地人而言，是一項很好的選擇。

轉型坐月中心成功上市

施國忠指出，將酒店轉換成坐月中心在中國十

分流行外，甚至還能成功上市。

他以自己早年前到中國觀察的發現指出，當時

上海有56間坐月中心，其中20家就是酒店轉型而

成的，一些甚至已經上市。

施國忠也是全國首個將陪月服務系統化的

Quest集團創辦人，他曾在接受本報受訪時指出，

坐月子中心是目前相當流行的經營模式之一，因為

有關的投資風險低、回酬率最高的房產經營式之

一。

據瞭解，目前一間獨立式住宅的租金約3000

至4000令吉（胥視地點），但若轉換成坐月子中

心的話，每月的收入可高達至少6萬3000令吉不

等。巴生谷一帶兩間獨立洋房合計租金約6000至

8000令吉不等，若中心能提供至少10個床位的

話，以9000令吉的市價來看，70%客滿率為準的

回酬約6萬3000令吉，回酬相當可觀。

較早前，施國忠也說，酒店的入駐率通常會在

高峰期滿客，但那也只不過是局限於幾天的收入；

可是，坐月子媽媽們的入駐時間卻長達近一個月，

若床位越多那麼收益就會更高。

共享工作空間受看好

馬來西亞房地產發展商會柔佛分會會長拿督張

潤安指出，酒店建築物若不再經營酒店業務，主要

可改成其他3種用途的一種。這3種用途，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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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工作空間（Co-Working）、共享廚房及共享傳

播室。

他指出，冠病疫情讓許多企業和商家發現，他

們其實無需像以往般，租用規模很大的空間，而酒

店原本已間隔的客房，可以該做個別公司的辦事

處。

他說，一些廚師在疫情和管控令期間失業，已

結業的酒店，部分空間可讓這些廚師租用進行飲食

業務，酒店樓下大廳則可充當外賣和堂食的據點。

“失業的廚師如果要自行創業，開餐館至少要

好幾十萬令吉的本錢，倒不如三五成行結伴在酒店

租用空間營業。”

至於共享傳播室，張潤安說，目前電子商務、

網購等大行其道，酒店原有的視頻和音響設備效果

清晰，這些設備可在酒店改裝成共享傳播室這種

“小型電視台”時派上用場。

“現在的年輕人有許多都富有創意，有新的思

維和觀點，有些更是網紅，可以善用停業的酒店空

間來落實他們的獨特理念。”

安老院或樂齡俱樂部

酒店的優勢除了是地點之外，其房間設計格局

和設施，若運用得當，還是能發揮出意想不到的效

果。

香港房屋協會（港房協）管轄下的其中一個樂

齡居所項目雋悅，就是一個成功的實驗性例子。

雋悅集合了樂齡居住、文娛康樂、保健養息、

起居飲食、醫療復健等服務，表面上解決了人口老

化的居所問題，但卻也同時讓原遭廢棄或年久失修

的樓盤換上新妝，變得更具賣點與商機。

馬來西亞不動產聯盟主席倪川鵬就分析，縱觀

我國的人口老化，以及目前的家庭結構和生活模式

上來看，這樣的商機確實是房產界可以考慮的。

具市場潛能

根據2014年的人口及家庭普查，有9%的樂齡

人士獨居，20.9%則與伴侶同住，因此樂齡人士確

實需要一套樂齡的安居方案來保障退休後的生活。

根據婦女、家庭及社會發展部數據，大馬60

歲以上的年長者人口已超越226萬人，邁入2020

年之際，預計人口將達3500萬人。�

其中，有340萬人，即7.2%是年長者，2050

年更會增加至960萬人，或總人口的23.6%。�

這也意味着，新式安老院在我國確實具有一定

的市場潛力。

不僅如此，對比國外，我國的退休收費相對便

宜，更多次獲得全球最佳退休地點，因此絕對具有

吸引外國人入住的優勢。

根據聯合國估計，進入2025年全世界60歲以

上的老年人將達到12億，而BBC就曾把我國列為

全球7大最佳退休養老的勝地，因此若私人界或政

府願意推動的話，當中龐大的商機絕對不容輕視。�

目前我國是日本、香港、新加坡退休人士首

選安居地。截至今年，我國的日籍人士就多達2萬

4000人左右，且多數為樂齡人士。

顯然的，除了酒店的建築格局、設施、地點

外，我國也有其他客觀與主觀的因素，意外地成為

酒店用途大轉型的助力，這也意味着，酒店翻身不

是不可能，甚至潛能無可限量。

至少12種轉換可能

很多人認為酒店的用途轉換十分受限，但若掌

握到酒店建築格局的設計優勢，再加上大膽的創

意，至少能有12種用途轉換的可能。

《南洋商報》在訪問相關業者時發現，易主後

的酒店建築物，若不再從事酒店業務，其實可以換

成至少12種其他用途。

這12大用途，分別是：

�� � � � � ①� �月子中心

�� � � � � ②� �美容院

�� � � � � ③� �養生中心

�� � � � � ④� �補習中心／語言中心

�� � � � � ⑤� �退休俱樂部

�� � � � � ⑥� �私人療養院

�� � � � � ⑦� �學生宿舍

�� � � � � ⑧� �服務式公寓

�� � � � � ⑨� �辦公室或共享工作空間

�� � � � � ⑩� �共享生活空間

�� � � � � � �共享廚房

�� � � � � � �共享傳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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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大翻身，轉型也不賴！〉系列二�

旅遊之外謀出路 酒店轉型靠7招

� �

7月的第二天，來自日內瓦的消息嚇壞了全球旅業。

聯合國發佈了最新報告顯示，2019冠狀病毒病導致全球旅遊業損失過兆美元的經濟收益。然而，可

怕的不是損失數據，而是當局預測了全球封鎖的措施落實期限，分別為4個月（損失1.17兆美元）、8個

月（損失2.22兆美元），乃至12個月（3.3兆美元）。換言之，旅業的打擊將可能長達1年之久。

�

長期的封鎖下，酒店業即使能做盡本地旅遊的

生意，也始終困在一定的發展程度上，就此，酒店

用途的轉型，無疑是業者們可選擇的方案。

《酒店大翻身，轉型也不賴！》系列報道上週

日列出了12個用途轉換的選項後，今日再進一步

點出投資者需要注意的事項，以及政府可參考之

處，好讓各方能致力朝新的格局來發展。

建議1：政府應減繁文縟節

據《南洋商報》向產業界探悉，酒店若是轉賣

後，有關產業可轉換出至少12種全新用途的新商

機，甚至賺的遠比酒店本業來得高。

這12種用途，分別是：月子中心、美容院、

養生中心、補習中心/語言中心、退休俱樂部、私

人療養院、學生宿舍、服務式公寓、共享工作空

間、共享生活空間、共享廚房及共享傳播室。

然而，這不意味着有了新構思就能一帆風順，

而即使換了用途，更不一定就能賺得滿堂紅。

首先，由於我國各部門至程序上擁有不少的繁

文縟節，因此要轉換用途無疑是一大挑戰。

Quest�集團創辦人施國忠就指出，政府應該在

推動酒店產業轉換用途上，給予更多方便，甚至加

快整個過程。

他接受《南洋商報》訪問時指出，政府簡化酒

店用途的轉換過程，可以刺激有關收購活動，不僅

解決了物業被荒置的問題，同時也能刺激本地經

濟。

城市土地運用兼交通規劃專家吳木炎也說，酒

店的地契是屬於商用土地地契，若改成其他商業用

途，不必更改地契，但改裝後的建築物設備，卻須

符合各有關當局的規定。

他說，業主需確保，改裝後建築物的設備符合

有關用途，這有一定的程序要遵守，也涉及許多條

例，面臨諸多限制。換言之，政府有必要簡化當中

的手續。

建議2：劃清部門權限職務

除了簡化程序外，馬來西亞商務酒店協會中委

謝秉益認為，政府應該在職務與權限上的規劃作出

妥善安排，這樣才能讓有意投資的企業在收購和發

展上，更加得心應手。

謝秉益也是該會柔州主席，他以坐月中心為

例，指即使酒店適合發展成坐月中心，但由於涉及

的單位包括了衛生部、家庭婦女發展部及地方政府

等各單位，因此很多時候會遇到相互推諉的局面。

“很多時候，業者會遇到不知道要找誰來處理

事務的窘境。各部門也可能不知道要找誰，所以作

罷。”

他建議，政府可以釐清有關的條例，並在權限

上劃清，好讓投資者明確知道轉換用途的過程什麼

能做，什麼不能做。

產業估值與顧問公司永利行（Raine�&�Horne�

International�Zaki+Partners�Sdn.Bhd）助理董事陳

建明指出，由於酒店和上述各種不同的用途，都是

商業用途，一般上土地地契不必更改用途，但一切

取決於個別州屬的法令而定。

換言之，各州法令，尤其是地方政府方面須得

作出一定的調整，否則這將影響投資者的收購酒店

的意願。另外，一些限制也須作出相應的調整。

建議3：獎掖減稅吸引投資

謝秉益透露，早在行動管控前，曾有外國投資

單位詢問本地的酒店行情，並有意進行租賃或收

購，而該會去年也曾進行相關討論。

他認為，政府或許可以推動這樣的發展，如組

團進行對接，或打造有利於坐月中心、樂齡俱樂部

的條件，借此吸引投資者來投資。

再來，他也認為政府在這個時候能提供更多的

獎掖，或稅務減免援助，來鼓勵投資者收購這些停

業後的酒店，並進行用途大轉換。

李治宏《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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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4：打造樂齡退休天堂

除了私人界的嗅覺外，政府的遠見與推動也是

關鍵。

施國忠就發現，我國在建築成本、生活開銷、

氣候環境、語言親善、醫療水平等條件下，絕對是

打造樂齡退休、養病生息的絕佳地點，就此政府可

以考慮捉住這些優勢，進一步鼓勵外國投資者收購

結業的酒店。

讓荒廢酒店重生

“政府看到這些優勢的話，加以推動，便能讓

被荒廢的酒店物業有新的生命。”

他強調，我國在“馬來西亞我的第二家園”計

劃已經擁有很強的基礎，因此可以進一步拓展與推

動，讓酒店打造成退休俱樂部的模式來發展。

根據日本樂齡協會的數據顯示，新式安老院的

經濟潛能被指達800億日元（約29.6億令吉），因

為這是一門集聚衣、食、住、行、醫療保健、休閒

娛樂、甚至是身心靈等各領域的綜合性生意。

美國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MetLife）的調查

就顯示，美國生活輔助式安老院收費就介於每月

2969美元（1.24萬令吉）或大約1年3.6萬美元

（15.08萬令吉）。這還得胥視入住老人的情況而

定。

換言之，打造樂齡退休天堂不是不可能的事，

尤其這些酒店的設計格局與地點，本來就極具吸引

力。

建議5：善用科技投入自動化

經過今次的疫情，我們不得不承認傳染病的影

響力已經達到一個我們無法想像的摧毀程度，而居

家隔離無疑會是未來經常出現的常態作息。

施國忠就認為，投資者有必要意識到未來還會

出現居家隔離的可能，所以得進行機器化（自動

化）的投資。

他以中國的酒店舉例指出，部分成為隔離中心

的酒店，採用了機器人提供送餐服務，因此若投資

者懂得善用科技，那麼未來將酒店轉換成樂齡俱樂

部、坐月中心、共享生活空間的酒店，都能在下一

波可能發生的疫情期間，如常運作。

“到時，這些轉換用途後的‘酒店’將更加炙

手可熱。”

建議6：提供更多設施服務

曾是多家產業轉型顧問的施國忠分析，即使將

酒店轉換用途，其服務離不開“居住”，而如何讓

住客們住得舒服方便，將決定轉換用途的投資是否

成功。

他以歐美流行的共享居住空間為例指出，由於

時下年輕人只把家當做睡覺的地方，因此他們不再

需要客廳的設計，只要物業內備有閱讀室、健身

房、休閒區等空間，便能滿足他們的要求。

“尤其網購日益普及的今天，櫃檯若能代理簽

收更好。”

再來，他也建議，若把原有酒店的替換打掃、

洗衣、送餐等服務，繼續沿用在共享生活空間、樂

齡俱樂部，甚至坐月中心上，無疑將為轉型後的投

資賦予更多額外價值。

建議7：靈活處理多元發展

儘管酒店的用途轉型或許在國外很普遍，但在

本地還是少見，就此投資者難免還是有顧慮。

施國忠就認為，投資者其實可以嘗試以靈活方

式來處理，即，保持原有的酒店入住功能，同時也

將一部分打造成自己想要的生意模式。換言之，這

樣的轉換並不局限在單一項目上，而是更多元地發

展。

“這麼一來，投資者可以嘗試看看轉換後的酒

店是否能達標。”

他舉例，投資者可以將一座10層樓的酒店購

買下來後，將其中的5層打造成共享生活空間，3

層打造成辦公室，其餘的保留為酒店用途。

他指出，如此一來，可以確保使用辦公室的人

也能住在同一單位，而部分房間也能繼續保留為酒

店。

他分析，這不僅能作為轉換用途後，各項領域

能相輔相成外，還能為讓投資者用時間來審視哪一

項用途的轉換最能帶來經濟效益。

這樣的多元化用途發展案例中，香港房屋協會

（港房協）管轄下的樂齡居所項目雋悅無疑是很好

的例子。

該居所中除了讓每個樂齡朋友擁有自己的單人

房外，部分房間充作了醫療保健室，以及手工班等

各項課程空間，每一項目都能彼此豐富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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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鳳：有望做大做強 
趁低收購明智之舉

FULL�HOMES�產業經紀北馬區負責人陳曉鳳

指出，站在投資的角度，目前趁低收購這些產業，

並將之轉型無疑是一種極具“商機”的做法。

她說，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已導致各領域加速洗

牌，投資者若是能抓住時機，就有望做大做強。

她說，這些建築有潛能改裝成不同用途，就如

一些廉價酒店則可考慮轉型，成為商務辦公室，甚

至是新趨勢頂級的月子中心、學生宿舍等。

她以月子中心為例，指隨着時代的變遷，人們

會比較嚮往方便及全面化的服務。就如現代的媽媽

更願意選擇在陪月護理中心進行產後修復，全面的

陪月服務已慢慢的發展成酒店模式。

另外，她也認為，由於疫情對酒店業的影響不

會長久，相信待疫情結束後，旅遊市場將會迎來一

陣“爆發期”�。換言之，若這時投資者能趁低收

購的話，待旅業恢復後再出擊，將在成本上省下一

筆。

施國忠同樣認為，趁低收購酒店可以是一項很

好的投資策略，惟，他反倒建議不要現在進場投

資，而是在等上一些時日。

“再觀望3個月看看，我相信到時的酒店將更

多倒閉，而價格可能會更低。”

吳木炎：結構設計大不同 
改用途知易行難

儘管酒店轉換用途看似很有發展潛能，但城市

土地運用兼交通規劃專家吳木炎卻持不同看法。

他認為，酒店要改裝其他用途知易行難，尤其

酒店內部結構與設計與一般建築物大不同，尤其是

擁有數百間客房的三星級及以上酒店，要改裝其他

用途時更須耗費巨資，而且酒店的一些原有設備和

裝潢，改做其他用途時未必適用。

“假設業主將多間酒店客房改成辦公室，那麼

這個合成的辦公室將擁有多間廁所。問題是，辦公

室根本不需要這麼多間廁所。

“除非是酒店所在地點優越，而且內部結構和

設計較簡單，否則我看不出酒店要該做其他用途的

理由。”

他舉例，一般上，酒店每間客房的面積約為

300平方尺，叫價70萬令吉以上，若把兩間客房改

裝合成一個面積約600平方尺的辦公單位，購置成

本已超過百萬令吉。

若是地點良好的高檔酒店，一間客房叫價可能

高達100萬令吉或以上，而這類酒店一般多達400

至500間客房，總購置成本就高達約5億令吉。

“除非是原有的業主不做酒店了，改做其他用

途，就另當別論。但若是投資者，你耗資百萬購買

一間酒店，然後再耗費另一筆巨資來進行改裝，根

本不符合經濟效益。

大集團收購小酒店

“一般上，我們看到的是原有的大型酒店集

團，收購較小規模的酒店，而接手過後是將有關酒

店升級，而非改做其他用途。”

他補充，每間客房面積200平方尺以下，叫價

50萬令吉或以下的小型酒店，較適合改裝做其他

用途，但選擇也不多，一般可改做服務式公寓。

結語：惡夢也有醒來的一天

全球旅遊業受到疫情重挫下，砸重資經營的酒

店自然無法倖免，但是，即便是噩夢也有醒來的一

天。

根據聯合國的預測，酒店業的影響很可能將維

持長達一年之久，投資者如果能撐下去無疑最好不

過，但若真的結束營業，有關的產業仍有無限的發

揮可能。

從一眾受訪者的建議中，我們看到只要夠創意

大膽，且具備一定的商業嗅覺和眼光，酒店還是能

在天馬行空下轉換出許多可能。不僅如此，由於我

國具備許多的主觀與客觀條件，如經營成本、生活

開銷、語言便利、氣候良好、新生活模式等，全都

有利我們進行酒店用途的轉換。

當然，這間中除了在於政府的配合之外，其實

投資者或酒店業者本身的思維也是關鍵，畢竟噩夢

是開始了，但是選擇醒來與否仍胥視業者們的決

定。醒得慢，或許將被市場淘汰，醒得快，或許春

天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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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生活空間〉系列一�

‘疫’起住的共享新時代

� �

自行動管控指令3月18日實行以來，屬於千禧時代一族的黃美慧，不斷思考本身與居住環境的關係。

她發現，原來自己根本不需要太大的居住空間，只要住所能提供生活必需，加上備有基本設施的話，

自己也能活得很優質。也就在許多酒店倒閉的消息陸續傳開之際，從事地產經紀的她更開始意識到，“共

享生活空間”（Co-Living）概念或許能讓酒店業披上新裝重生，甚至掀起房地產界的一股新革命。

�

上述的故事就發生在霹靂，是本報探討房產發

展時聽聞到的事跡。無疑，共享生活空間這之前被

視為不會在本地興起的居家概念，已在疫情後悄悄

地影響着我國的屋業發展，甚至一步步地帶來天翻

地覆地轉變。

“共享生活空間”指的是一群人生活在共同環

境裡，有着自己的生活空間，卻也同時與其他住客

共享部分的空間，如廚房、飯廳、健身室、休閒

室、閱讀室等設備。大家擁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卻

也共享同一個居住環境。

1960年已出現

這樣的概念看似新穎，但其實早在1960年，

甚至更早之前西方國家就出現這樣的居家模式，比

如美國的嬉皮士就過着如此的生活。當時，不少年

輕人就從各地湧入大城市，因為經濟能力有限，加

上為了交朋友，所以都蝸居在一起。

亞洲方面更可能比西方來得更早，其中電影

《七十二家房客》就把1940年代的共享生活面

貌，以幽默手法展現出來，而探討華人南下的歷史

中，也曾出現大夥兒同住一個屋簷下的描寫。

顯然的，共享生活並不是新鮮事，只是過去的

經濟騰飛，使得人們開始對“擁屋”觀念變得十分

熱忱。幾乎對所有成年人來說，置產是一種既定認

知，是人生的生活標準。不僅如此，當房產變成一

種賺錢工具後，置產投資更在資本主義下興盛成一

種社會價值。

值得探討的是，如果現今的居家模式和置產文

化能被塑造，能隨着社會價值而轉變，那麼曾多次

出現在人類居住文明史的“共享生活空間”自然也

有存在的意義，和再次興起的可能。

不同的是，現今的“共享生活空間”已不如過

去東西方出現的那種，因現實條件與能力不足，所

以委屈地同住共存，而是大家是在更有選擇能力，

及經濟條件下的一種生活態度和居家選項。

陳曉鳳：享樂單身者多 
年輕人鍾情小單位

我國要落實這樣的居家概念不僅不無可能，甚

至還極具市場潛能。

跑在市場最前線的房屋中介陳曉鳳指出，由於

時下新時代總是面對薪水追不上房價的緣故，因此

價格相對較便宜的共享生活空間，更容易獲得他們

的青睞。不僅如此，新生代的多種特性，如想及早

搬出來、想擁有隱私、享樂主義、單身主義及同性

伴侶等，所以多不會選擇較大的房子。這或許也解

釋了，也是為何雙鑰匙套房會在近期應運而生，因

為其中的小套房專為城市裡打工的時下年輕人而

設。

再來，陳曉鳳也認為，由於年輕人較少打掃住

家，因此他們較會趨向小單位。惟和一房式單位

（Studio）不同的是，共享生活空間能給予住客更

多的生活體驗與休閒享受。

“大家會希望有人提供打掃、洗衣、熨衣服等

服務之餘，也能享受裡頭更多的設施。”

施國忠：短租最佳選項

本地著名企業顧問施國忠指出，時下年輕人的

生活方式已改變，因此除了共享工作空間外，其實

共享生活空間是許多人的選項。

“對年輕人來說，房子只是他們睡覺的地方。

他們更希望下班後，在外頭喝茶吃飯，或看戲唱

歌，週末也喜歡泡咖啡館，和朋友聚餐。”

曾是多家產業轉型顧問的施國忠分析，共享生

活空間對於只想短期租賃的外地人而言，是一項很

好的選擇。以歐美流行的共享居住空間為例，由於

時下年輕人只把家當做睡覺的地方，因此他們不再

需要客廳的設計，只要物業內備有閱讀室、健身

房、休閒區等空間，便能滿足他們的要求。

此外，基於城市人口越來越多，土地不足下，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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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居家概念，無疑可以解決有關問題，同時也

刺激共享生活空間領域的增長。

許祥人：空間大有隱私 
國人仍趨向擁房

匯華產業集團董事經理拿督許祥人說，共享生

活空間在我國還算是新的房屋概念，而若對比香港

和日本等地區，我國的租賃率還是相對較低的，這

也意味着，其實國人都趨向擁有自己的房子。

此外，由於我國的新房產與二手房產市場選擇

仍很多，甚至能提供更大的空間與隱私，因此對比

共享生活空間來說，現有的房產仍具有市場。

他不否認，這類概念的房子較獲得年輕一代及

科技遊牧群體的熱捧，尤其這些群體流動性較高，

也不喜歡長期被同一租約所束縛。

李桂芬：年輕人抗拒房貸

該集團執行董事李桂芬表示，千禧年世代後的

打工一族對“擁屋”概念出現天翻地覆的轉變。對

年輕人的觀念來說，基於不想被房貸套住，加上崇

尚享樂主義，因此他們不一定要擁有自己的一套房

子，因此長期租賃反而更適合他們。

再來，她也觀察到，時下年輕人喜歡新鮮感，

因此較少會長期住在同一個環境下，而共享生活空

間完全符合他們的置產認知及居住理念。

“他們三不五時住悶了，膩了，就可以換換環

境，不必花錢裝修。”

惟，這個前提是，有關的共享生活空間是否具

備了一應俱全的設施，如休閒區、健身室、高速網

絡等。此外，年輕人只要辦理好手續便能直接拎包

入住，不必再花時間與多餘的錢，來添購任何傢俱

或家庭用品，十分方便，也絕對符合年輕人的生活

習性。

蝸居或風行全國

其實新式的共享生活空間已經逐步從歐美蔓延

到亞洲，房產界就預測這樣的居家概念，很可能會

在未來10至15年成為我國的主流。

以中國為例，這一概念源自於2012年出現

YOU+國際青年社區（優家），來到2016年杪，

它在全中國已有近90家運營商。其中一名業者萬

科生態城精裝公寓便管理着6萬多個住房單位，其

餘的公寓也各別擁有上萬間單位。

據悉，這是因為中國一線和二線城市的房價太

高，但過去6年來就有4300萬畢業生湧入城市就業

市場，這使得他們在買不起房子之際，住進共享生

活空間，意外造就了共享生活空間的市場潛能。

印度方面，也有4家初創公司開始投入在古爾

岡經營共同生活住房；新加坡也出現多家業者試圖

在繁忙區營運共享生活概念。

在我國，新式的共享生活空間並不新穎，其中

陳與陳發展（Tan�&�Tan�Developments�Berhad）

發展的Co-Living�@�Damai�Residence就是一個成功

的例子。

除了私人界，政府也有意朝這一領域出發。

Think� City有限公司和吉隆坡市政局就曾在吉隆

坡美丹巴剎廣場，以修復隆市中心的老社區和善

用空間為目的，分別展示兩間具有“公共生活

（Communal�Living）”概念的蝸居房屋。

其中，Think�City則打造出空間僅有264平方呎

的兩層樓蝸居房屋最有特色。

蝸居房善用空間

這由窩工房（Tetawowe�Atelier）設計師黃偉

斌所設計，AMC建築公司建造的蝸居房屋，看似

只有兩個停車位的空間，卻因為兩層樓的關係，因

此善用了每個空間，展現出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巧

思設計。

其底層設計計有廚房、廁所，而樓梯處則是以

書櫥打造而成。樓上則是臥室，同時也能當做書

房。

另外，蝸居外的空間都是與鄰舍共用，如用餐

區、花園等，讓住客能擁有自己的隱私之餘，也能

用共用的空間。

顯然的，共享生活空間影響已開始成為私人界

與政府有意朝向的屋業發展方向，但其實這個概

念，還能玩出個千變萬化，甚至成為人人都愛不釋

手的居住選項。

陳怡誠：符社交要求 
共享可解決屋價高企

陳與陳發展是少數在我國打造共享生活空間的

發展商，該公司總執行長陳怡誠就表示，這類房屋

概念在海外十分流行，尤其是對年輕一代來說，更

是極具市場需求。

他說，亞洲方面，香港和新加坡都在近年開始

流行這類居家概念，因此公司認為吉隆坡也有一定

的潛能。再來，他也指出，共享生活空間也能解決

屋價高企不下這長期困擾購屋者的問題。

“年輕人都想先搬出來住，好擁有自己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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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他也發現，年輕人喜歡和自己的同溫層

一起相處交流，因此這類居家概念可以符合他們的

社交要求。他說，公司旨在讓千禧一代能在城市裡

生活得更簡易，而這類居家概念也能改進城市的生

活水平。

Co-Living�@�Damai�Residence是陳與陳發展的

第一個共享生活空間項目。而他表示，公司正打算

將這居家概念推廣到其他地區。

我國發展共享生活空間的優勢：

˙� �對準新生代的生活模式

˙� �與千禧新生代的居家概念較吻合

˙� �年輕一代追求新鮮感

˙� �年輕人找到自己的同溫層

˙� �新生代薪水追不上房價

˙� �裝修費或租金過高，無法找到滿意的單位

˙� �任何結業的酒店可改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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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生活空間〉系列二�

轉租學生遊子 酒店投身共享空間求存

� �

新式共享生活空間在歐美逐漸成為主流之際，這概念在我國也開始嶄露頭角。若配合時局進行提升，

提供相應的服務與設施，將成為千禧一代購屋者的主要選項外，還能協助目前承受壓力的酒店業者轉型求

存。

本報就在與業者瞭解時發現，原來共享生活空間的“可塑性”很強，未來的演變還存有種種可能，其

中更能讓酒店業者在短時間內進行轉型。惟，這類房產概念，同時也將影響着未來的人際關係發展，顛覆

了社會對家的認知……

�

行動管控令期間，許多酒店被迫停業，甚至結

業，即使政府過後允許國內旅遊，但不少酒店業仍

因無法應付高額成本而轉手出售。然而，業者們可

能忽略了，將酒店轉換成共享生活空間，可以是一

項可行性較高的選項。尤其這些酒店本身就在建築

設計與格局上，已具備了這些條件，因此要落實這

樣的居家概念有一定的基礎。

在霹靂，就有三星級以下酒店為了在疫情下繼

續生存，所以以降價的月租方式，出租予打工遊

子。

值得一提的是，大馬萊坊最近發佈的2020年

商用產業投資情緒調查（CREISS�2020）結果顯

示，58%受訪者表明，正在探討或計劃開發共享

生活空間（Co-Living）／學生宿舍。

此外，受訪的基金經理/產業信託（REITs）經

理有半數表明，正探討把共享生活空間／學生宿舍

作為一項替代投資。

儘管有人認為，共享生活空間基於難以保持社

交距離，因此在疫情期間前景暫不看好，但若這些

單位獲得管理層或發展商提供一定的服務，如膳

食、打掃、洗衣等服務，那麼其實更適合疫情期間

的住客。

許祥人：套房可允多人同住

匯華產業集團董事經理拿督許祥人就表示，共

享生活空間確實是酒店業者可以考慮轉型的方向。

尤其酒店建築設計能允許單人或雙人入住，而一

些套房更基於擁有超過2間房間，所以允許多人同

住。

他指出，酒店內的設施可以被善用，如餐廳可

改為共享用餐空間，而休閒空間也能被善用在共享

生活空間概念裡頭。

“其實放眼國際，這並不是新的居家概念。新

加坡、香港、日本等地其實一早就有酒店打造成共

享生活空間。因為當地的房價實在太高了。”

立足檳城超過40年的匯華集團是本地著名發

展商，曾多次獲得海內外屋業發展大獎，其發展項

目計有住宅、商場、廣場，同時也將進一步涉足打

造酒店。

酒店辟工作室出租

共享生活空間若是具備潛能，而我國也擁有絕

對的條件來落實，那麼酒店轉型比較適合，還是發

展商自己打造更為妥當？

許祥人就表示，這需要胥視有關的發展規模以

及市場需求而定。儘管如此，他認為與其打造新的

項目，不如將現有的空間轉成共享空間，如此一來

能為舊有建築賦予新生，同時還能提升其價值。

“這不僅對業主來說更有價值，也為周圍社區

環境加分不少。”據瞭解，中國一些酒店已經開始

將酒店的部分樓層出租成“共享生活空間”，一些

則打造成“共享工作室”。

再來，一些樓層則直接出租成店面。換言之，

原是酒店的一棟大樓，變成了一個小型綜合發展項

目，方便住客之餘，也為有關酒店增值。

空間應寬敞舒適

許祥人分析，想要打造成更好的共享生活空

間，就須得瞭解市場需要，尤其疫情後許多人都習

慣了居家作業，因此業者有必要去掌握未來的市場

走勢，去瞭解疫後的生活趨勢、工作常態，以及對

生活與工作空間之間的融合進行思考。

他指出，管控期間讓人民也意識到，良好的空

氣流通、舒適寬敞的空間都是極為重要的，而不只

是一昧地與人斷絕來往。因此，這樣的共享空間也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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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是大家趨之若鶩。

李桂芬：酒店位置決定對像群

從事房屋發展20年的李桂芬指出，共享生活

空間確實是可行的房屋概念，但仍有幾點需要注

意。

第一，有關單位所能提供的設施及服務必須十

分到位，才能解決住客空間不足的問題。

“有關項目必須得提供廚房、用餐處，若是能

提供送餐、打掃、洗衣、熨衣服務更好。”

也因如此，她認為，這對目前面對住客不足，

或有意結束經營的酒店業者來說，是可考慮的房屋

轉型概念。

可提供代簽服務

她指出，酒店已經具備了套房，同時也有廚

房、餐廳、泳池、休閒區等。再來，若是業者能善

用清潔服務，將之提升為打掃、洗衣等服務。這不

僅能節省空間，同時也方便千禧一代的購屋者，絕

對具有吸引力。

不僅如此，為了進一步吸引千禧一代的購屋

者，服務上必須得符合時下的要求。她舉例，網購

日益普及的今天，櫃檯若能代理簽收就能為住客帶

來獨特的服務。

第二，她認為，若是以酒店來落實有關概念的

話，無論是以收購酒店方式，或酒店業者轉型經

營，業者都須考慮酒店本身的地理位置。因為一些

酒店當初是建在商業區，一些則打造在旅遊區，所

以各別地區將決定了是否適合對像群。

商區適合打工族

“商業區和鬧市比較適合打工一族，否則郊外

太遠就不適合需要往返城市工作的人了。”

第三，她認為有關單位的經營模式必須得做出

妥善精準的安排，如，是發展商全權負責管理及提

供服務，還是外包予其他業者？有的也可能是投資

者收購酒店，或以聯營方式營業等？

“須先釐清經營模式，這樣能確保項目的盈虧

及成敗。”

共用空間減沙疏離

共享生活空間不僅影響了屋業發展的趨勢，更

令“家庭”概念重新被定義，一步步改變了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工業社會的發展下，人與人的關係開

始異化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類似單位的產生，其

實進一步讓人與人的關係疏離。

一如公寓單位如何讓鄰里關係生變，鄰居變得

生疏那樣，對共享生活空間持反對意見者，正是擔

心這個概念將會影響家庭倫理關係與秩序。

歐城市抑鬱風險高

在歐洲，瑞典傢俱巨頭宜家發起“Bette r�

Living（更好生活）”的項目負責人伊娃瑪利亞曾

表示，根據其對新生代的觀察發現，傳統的家庭結

構已不再是每個人的必選項，家庭類型也更多樣

化。這意味着諸如城市規劃、社區建立以及產品設

計等都需要針對不同情況選擇不同方法。

“有鑒於此，宜家需要特別為單身家庭建造更

多小型公寓，提供專門的家居設計方案、產品及服

務。”

根據該國的城市設計與心理健康中心的數據，

城市居民患抑鬱症的風險要比農村居民高40%，

22%的美國成年人和18%的歐洲成年人都處於與

社會隔絕的狀態，這些人每月只與朋友或家人見一

次面。

正因如此，如何避免人際疏離，如何促進人與

人之間的互動，成為了業者需要考量的要點。

據瞭解，歐美一些國家正是因為意識到這點，

所以特地在共享生活空間的共用空間，如花園、魚

池，讓住客能共同照料這些動植物；也有業者不時

舉辦活動，如，電影放映會、燒烤會等，讓住客有

交流的機會。

陳與陳發展（Tan� &� Tan� Deve lopments�

Berhad）發展的Co-Living�@�Damai�Residence就經

常舉辦工作坊、交流聯繫等活動。不僅如此，該公

司更成了一個社區小組，旨在給予住客服務的同

時，也舉辦活動來增進住客之間的感情。無論如

何，這只解決了人與人互動的問題，而家庭關係與

概念的轉變則避免不了。

Co-Living @ Damai Residence 
一次過收費．三個月短租

針對運作模式，陳與陳發展的Co-Living� @�

Damai�Residence無疑給了一個最佳的參考。

以專業管理模式運作的Co-Living�@�Damai�

Residence採用了統一管理的方式，即，支付一次

費用即包含所有的收費，如租金、水電等。這無疑

減輕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不僅如此，該項目也採取了伸縮性的租約模式

運作，如，最短3個月。這讓不喜歡長期住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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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千禧一代能隨時轉換居住地點。

該公司行銷總監黃祖龍就坦言，由於該公司是

第一家推出這類居家概念的本地發展商，因此一開

始確實面對不少挑戰，如依據市場所需，擬出一套

住客能接受的可行方案。惟，如今公司已擬出一套

適合的落實方案，包括租金、服務、營運模式等。

值得一提的是，該項目不出售單位，反之以租

約方式來運作。

他指出，會採用這樣的方式是因為該項目是以

年輕專業人士、千禧一代為主要對像群。在考慮到

這些新生代不可能長期入住的關係，因此短租會比

出售來得更實際。

“這是一個持續進步的過程，我們還在學習與

改進中，以確保我們的項目能符合國內外住客的標

準。”

租金低廉年輕人受落

不少人質疑，共享生活空間的前景是否樂觀？

業界人士也開始預測，這類居家概念會發展成

怎樣的一個格局與水平。關於這點，陳與陳總執行

長陳怡誠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他認為，基於遲婚等理由，“居者有其屋”已

不再是年輕人的最主要追求，反之，租賃的便捷與

可負擔能力，才是他們選擇居住場所的關鍵。

“一個可以省卻麻煩的居住單位，可以對準這

些年輕人胃口，所以我預計我們的市場需求會繼續

增加。”

他也發現，隨着疫情爆發後，居家作業已成了

職場新常態，而共享生活空間這類具備舒適的居家

作業環境，無疑令更適合新生代，尤其是備有共享

工作空間的單位，更符合住客的要求。

無獨有偶，早前萊坊特別撰寫一份聚焦共享生

活空間的研究報告就顯示了，在這個年輕人較為接

受合作與社區共存共榮想法的年代，與共享工作空

間有着許多共同點的共享生活空間概念開始興起。

報告指出，這兩種概念都以新穎的方式，來處

理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方式。因此，共享工作空

間的概念正不斷演變，並開始把共享生活空間概括

在內，其實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他有信心，隨着共享經濟日益普及，甚至成為

主流，那麼共享生活空間勢必也能獲得青睞。

結語：疫情迫使共享盛行

當許多人都認為亞洲人，尤其是華裔對置產觀

念根深蒂固之際，殊不知新型共享生活空間概念正

在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已開始盛行。

這似乎是勢不可擋的發展趨勢，尤其當千禧一

代的價值觀、生活哲學、屋價高企、土地局限、購

買能力不足，以及疫情後所帶來的新常態生活模

式，無一不讓這樣的居家概念變得更符合大眾的需

求。

我們或許阻擋不了這樣的勢頭，甚至也沒有扭

轉的必要，但我們仍可從方方面面上令它相對完

善。舉例，發展商的設計概念可否更具溫度？管理

者的服務是否可以更全面？立法當局會否擬出一套

法令來保障住客與業者的利益？而我們又是否能在

家庭概念稀釋瓦解的當兒，讓共享生活空間不進一

步腐蝕人與人的關係……這些都值得各界關注與探

討。

疫情前，我們住在一起；疫情後，我們仍要住

在‘疫’起，也住在一起。

如何提升共享生活空間：

˙� �業者可提供洗衣服、燙衣服等服務

˙� �業者客人提供打掃服務

˙� �業者可提供餐飲服務

˙� �業者可提供接領郵寄包裹服務

˙� �善用現有設施，提供有關課程或活動

˙� �舉辦活動，如放映會、燒烤會等，促進住客之

間的聯誼

˙� �打造共同經營空間，如魚池、花園，促進住客

間的互動

˙� �管理費可一次繳付，包含各項費用

˙� �租約可更伸縮性

發展商考量事項：

˙� �應收購酒店改成共享生活空間，抑或自行打造

˙� �應本身經營或外包

˙� �餐飲、打掃等服務是否應外包

˙� �考量地點適合哪些群體

˙� �市場目前對這類房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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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三部曲〉系列一�

房價高不可攀‧買家見招拆招

� �

年輕人連可負擔房屋都買不起！這個課題一度鬧得沸沸揚揚！

而造成這現狀的主要原因不外乎是房價漲太快、薪水漲太慢，但其中的差距和造成的影響有多大，你

知道嗎？

根據國庫控股研究所《2018年家庭狀況：不同的寫實》研究報告中指出，從2012至2016年間的年

均薪金增長為6.6%，反映出了員工收入增長緩慢，相比同年間的房價增長為8.8%。

�

薪金增6.6% 房價升8.8%

與此同時，該研究指出，BR1M支出按年增長

了28.2%，這可能潛在貢獻了家庭收入的增長。�

所以也可以說明，薪金實際的增長幅度可能遠比

6.6%還要小！

而收入增長幅度遠追不上房價增長的結果就

是，民眾在購買房子上的負擔日益加重，漸漸得變

得買不起房子。

根據全國產業資訊中心（NAPIC）的數據顯

示，過去2015至2017年全國產業交易次數累積下

滑近20%，交易總值也跌了近15%，是在過去28

年來不曾出現的的3年連跌。

單年交易次數方面，2016年下跌了11.5%，

是二十幾年來僅次於1998年的32.3%。

然而，這次相比1998年因金融風暴而房價暴

跌，導致產業交易總值大幅下滑47.6%不同，儘管

2016年交易下跌了雙位數，但交易總值卻只下降

3.0%。

這顯示，市場裡的產業價格走高，減緩了交易

總值的跌幅。

而這頻頻上漲的房價也打擊了大馬人的買房慾

望，導致市場陷入低迷。

新房產價高滯銷

國庫控股研究所認為，大馬人的住房負擔能力

下降，部分原因是發展商給予的住房供應對有效需

求反應遲鈍。

比如，在2014年大馬產業市場的中位數房價

是16萬5060令吉，2016年是18萬8208萬令吉。

然而，在2014至2016年間全國推出的新房產

單位中，20萬令吉以下的房產佔不到20%。

該情況發生在各州，當中最為突出的是檳城。

中位數新房產極少

2016年間推出的房產價格均超過25萬令吉，而

且大部分新推的房產介於50萬至100萬令吉之間，

可檳城同年的市場房屋中位數才19萬4724萬令吉。

這顯示了許多被納入數據中，價位低於中位數

的房子是舊屋，較高幾率是已有人住着了，而市場

上中位數的新房產極少，導致想買房的民眾面對只

有“貴屋”的困境。

可負擔屋僧多粥少

即使政府致力推出可負擔房屋，但那也是僧多

粥少。

而且若按首相敦馬哈迪在3月提及的可負擔房

屋價格，應該低於30萬令吉，那麼市場推出的新

房產中該價位的單位也幾乎寥寥無幾，發展商近年

推出的房產價格偏高。

甚至許多發展商對於可負擔房價的概念相差

甚大，把50萬令吉以下的房產納入“可負擔房

屋”，這也進一步造成如今民眾連“可負擔房屋”

都負擔不起，從而導致房產滯銷數量頻頻增加。

50萬以上房產滯銷激增3倍

據房產估價及服務局（JPPH）數據顯示，截至

2018年第三季，滯銷房產總值達195億令吉，當中50

萬令吉以上的房產是重災區，其滯銷數量從2015至

2018年第三季激增3倍，由1967單位增至7778單位。

各州房價增長各異

房價增長方面，國庫控股研究所指出，從

2000至2016年的房價增了一倍多，一般來說，就

是2016年的房價相等於2000年的2.4倍。

劉玉萍、楊惠平《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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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的州屬、地理位置和住房類型，房子價

格上漲的差異更加明顯。

住房類型中，獨棟和高樓單位的房價寫下最高增

長率，分別為6.5%和6.4%，相比整體增長的6.1%。

沙房價增8%為柔兩倍

各州屬中，沙巴房價增長8%，是柔佛房價增

長的兩倍；再結合上房型，房價上漲的變化就更加

明顯。

比如，在高端市場上，沙巴的排屋和半獨立式

住宅的價格從2000至2016年間以8.3％的復合年

增長率成長。

相比之下，馬六甲的獨立式住宅的價格在同一

時期，僅錄得1.2％的復合年增長率。

房貸壓力日益沉重

在本地，大多數家庭都是需要通過借貸購買房

屋。

而根據國行透露，城市中收入低於5000令吉

的家庭，或其他地區低於3000令吉的家庭，是在

申請銀行房貸方面面臨着最大難題的群體。

融資應注重低收入家庭

有鑒於此，國庫控股研究所認為，政府的融資

計劃應注重於低收入家庭。

“更具體地說，該些計劃應針對具有財務支付

能力但無法進入商業信貸市場的低收入家庭，以及

通過確保能夠負擔得起的房屋供應充足，而不是通

過實施信貸寬鬆來幫助中等收入家庭。”

畢竟，近年來房價的大幅上漲，造成了房貸壓

力劇增，也連帶加速了馬來西亞家庭債務的增長。

根據國行2019上半年金融穩定性檢討報告指

出，上半年大馬家庭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2.2%，

仍處於偏高水平，而推高負債的主因是房貸。

儘管政府出示收緊措施，以應對產業市場的不

可持續發展，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根據商業信貸市場的廣泛指標顯示，只要符合

條件的借款人，仍有充足渠道獲取房貸。

但情況持續下去，最終只會造成債台高築，相

信過不了多久，供房不再是一輩子的事。

兩代供房 成趨勢

Harveston豐騰理財機構投資總監兼執行董事

彭家耀指出，本地房產市場，現已可看到兩代供房

的趨勢了。

跨代供房文化來自日港

他解釋，跨代供房文化來自日本、香港等地

方，爸爸孩子聯名一起供，不僅更容易獲取房貸批

准，期限也可延長至數十年。

香港房價天價眾所周知，而日本三代供房的說

法出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當時日本樓市在短

短數年間暴升了兩倍，1990年僅東京地價已相當

於整個美國的地價。

拉長貸款期限

而本地方面，隨着房價高漲而日益增加的貸款

數額，許多民眾的償還能力卻遠追不上，對此銀行

給予“通融”，將各種貸款期限拉長。

他表示，車貸也從本來5年延長到7年、9年，

已經有顯示該趨勢。

他舉例，過去10、20年前房貸供期一般是20

至25年，現在平均拉長到25至30年。

“可以看到，整個趨勢一直在延長，之後可能

是兩代計劃，才能完成擁屋的願望。”

他認為，部分原因是大勢所逼，整體薪金增長

幅度有限，就拿現在一個大學生薪酬來說，對比

10年前的增長幅度不多。

“10年前大學生出來月薪是2000至2100令

吉，現在大概是2500令吉，不到3000，可是房價

增長卻超高，要知道這3至5年房價有緩慢增長，

可薪酬增幅仍遠追不上，可以預測未來情況。”

他指出，目前薪酬還是處在非常低迷的情況，

連擁有最基本的東西都不能是很大的問題。

“這是大馬中低收入陷阱的問題，我們有結構

性問題。”

新生代理財觀念改變

另一方面，彭家耀認為，如今許多新生代的理

財觀念也產生了變化。

相比上一代的“為明天而活”，新生代的觀念

是“明天是明天的事情，今天要活出自己的價值。”

新生代傾向享受人生 父母需負責任

他補充，這促使新生代比較會享受人生，像是

經常出國旅遊。

但這並不是孩子個人的問題，父母也需負上部

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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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這代的靠山很大，但上一代的可能是

前一代還沒累積那麼多財富，只好自己去打拼，要

為明天而活。”

他認為，父母可能抱有一種“反正遲早要給他

們”的心態，與其讓他們受苦，還不如提早給他們

安排更舒適的生活。

“這沒有對和錯，但價值觀已經變質了。”

他表示，這無形中，讓孩子習慣不需要付出太

大的努力，或財務上的犧牲。

不過，他認為，往好的方面思考，父母給予幫

助相等於讓孩子無後顧之憂，可以去拚搏取得一番

成就。

他舉例，就像父母給予金錢的幫助後，孩子可

以選擇將省下的錢用在對的地方，像是拿去進修或

往更好的地方去發展。

開銷模式影響供貸

除此之外，彭家耀表示，新生代的開銷模式也

是影響供貸能力的因素之一。

大城市交通成本相對高

他指出，尤其住在大城市的年輕人，不能避免

的是交通成本相對高，一些擁車族還要面對車貸、

維修和保養等費用壓力。

“更大的部分是娛樂方面，像是去娛樂場所看

戲和逛商場等社交活動，還有去咖啡店或奶茶店，

這些都是必要的，除非你不打算融入這社會圈生

活，不然就要合群，所以不會有太多個人儲蓄。”

還 有 ， 對 於 一 些 國 家 高 等 教 育 基 金

（PTPTN）借貸者，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孩子來

說更是艱難，剛出社會就是負資產。

“但也不能講因為要負債所以也不去升學，因

為升學才可以改變你的命運。”

開銷沉重導致許多人別說供房，連存個儲蓄繳

首付都極其困難。

他表示，除非你是個非常自律的人，會先進行

儲蓄再做這類消費安排。

剛出社會可定長遠目標

“不過，很多人可能開始沒有什麼明確的規

劃，反正跟父母住不需要自己的房子，可等到可以

擁有一個房子的時候（才規劃）。”

對此，他建議，剛出社會的年輕人，若可以定

下一個長遠的目標，像是設下首個3至5年存一筆

儲備金。

買房前規劃 須納入手續和附加費

那對於有儲蓄的新生代，是不是只要存了一筆

錢交首付，就可買房了呢？

不！哪有這麼簡單。

彭家耀指出，大多數人在購買房子時，只看到

房價在分期付款後可否承擔，卻忘了檢查是否有餘

錢支付買房手續和其他附帶費用。

雜費或其他附帶費用，可以是你在買房時的法

律費用、保險費、繳稅，到買房後入住前的裝修和

設計等一次性費用，或者是需定時繳付的維護費、

管理費、土地及門牌各項稅務等。

這些都依據個人選擇的房子類型、地方有所差

別。

根據大馬統計局《2016年大馬家庭收入和花

費》數據顯示，2016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為5228

令吉。

他以此舉例，由於銀行要求的房貸的供款最好

不超過月收入33%，假設收入5000至6000令吉的

中產家庭，可以選擇供款低於2000令吉的房子，

若供期大概在25至30年，那麼可以選擇30萬、40

萬令吉左右的房子。

公寓管理費已倍漲

他指出，若在吉隆坡等大城市裡，有地房屋至

少要50萬以上，有些公寓價格相對有可能性些，

但公寓需定時繳付管理費，

“這若對比10年前，增長幅度最少也是30到

50%。”

他舉例，15年前購買的1500平方呎公寓單

位售價20萬令吉，當時管理費指標是每平方呎15

仙，也就是單位管理費225令吉，如今管理費每平

方呎30仙，也就是說漲了一倍。

因此，在購買30萬令吉的公寓，需要支付

10％的首付和其他5至10％的雜費，因此購買前需

要確保有至少20％或6萬令吉的資金，以及考量到

之後的房貸償還能力和持續性費用。

結語

房價和薪酬增長幅度的不相等，造成民眾買房

難度一再升級，不僅導致房貸增長而負債沉重，首

付與相關費用增長也使民眾難以應付。

可生活成本走高下，與其緊衣縮食，不如提高

有效收入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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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三部曲〉系列二�

睡覺也有錢賺‧買屋子靠被動收入

� �

你是否擁有“睡後收入”？是的，不是稅後，是“睡後”！

想要成功購房，就不能僅依靠單一薪水，試試為自己尋找睡後收入，也許能更快讓你實現擁屋夢想。

何謂睡後收入？顧名思義，當然就是在你睡着的時候，也能夠有錢賺；事實上，並不是只有著名的投資家

巴菲特或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能夠每分每秒都在賺錢，只要你找對方法，一定也能夠增加收入，繼而達到

買房的目的。

�

提高可支配收入

睡後收入其實就是普遍上理財師所提到的被動

收入，而被動收入即是只需要付出一點努力堅持，

就能定期獲得的收入。假設能夠擁有持續性的被動

收入，則在繳付房貸時較輕鬆，因除了依靠穩定的

正職收入外，被動收入也能減輕房貸及生活費的負

擔。

付出一點努力 就能定期獲得收入

為何被動收入這麼重要？難道擁有一份高薪的

正職收入無法負擔得起一間房子的房貸嗎？

被動收入是讓你能夠更大限度的自由使用你的

收入，讓你的可支配收入更加多。

假設你想要購買一間30萬令吉的房產，你必

須準備3萬令吉的首期錢，加上律師費、印花稅、

手續費等費用，可能所需的錢超過3萬令吉；而

以你每月收入5000令吉計算，月存收入的20%

（1000令吉）來看，你必須至少花30個月的時間

才能存到3萬令吉的首期錢。

縮短存首期錢時間 減供屋負擔

如果你在當時，把收入的20%撥出作為增加

被動收入的投資，在保守估計年回酬率10%的情

況下，每年將可額外獲得1200令吉的回酬，這將

可幫助你縮短存到首期錢的時間，提早達到購房的

目標。

同樣的，在你購買了房子後，假設每月房貸供

款1800令吉，在維持被動收入的情況下，你的負

擔將能大大的減輕，而且，被動收入還存有復利的

力量，不出幾年，所獲得的回酬將能翻倍。

既然被動收入這麼重要，該如何做呢？

尋找“錢種” 栽種“錢樹”

首先，當然是為自己尋找“錢種”，即有如樹

木種子般，只要種植在對的地方，假以時日這顆

“錢樹”定能茁壯成長。

想要存得“錢種”不外乎開源節流，這是每個

初入“理財世界”者必定聽過也經歷過的事情，也

許在開始初期會難以適應，但是只要渡過艱難的孕

育期，往後將能收穫結滿果實的果樹。

資金有限 務必節流

先來談談節流，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節流就

是最重要的一環。節流的意思並不是叫你勒緊褲

帶，不吃不喝，因為這將使你往後必須付出更大一

筆的醫療費用。

清楚分出想要和需要

節流是讓你清楚分出何謂想要，何謂需要，很

多人都知道兩者之差，但卻沒有多少人能夠堅持到

底。想要是慾望驅使，加上人們的虛榮心作祟，往

往會在消費時忘了有所節制，試試靜下心來，看看

自己是否擁有太多想要卻不需要的奢侈品。

就如一杯咖啡，想要喝一杯咖啡，未必需要在

連鎖咖啡店享用，其實在傳統咖啡店甚至自己親手

炮製的也未必不可。在購買許多物品都會出現相同

情況，可能你需要一輛代步汽車，但未必是一輛外

國進口的急速汽車，又或者一部智能手機，你日常

只會用於通話或使用社交軟件，其他的功能你可能

不需要抑或你根本就不曉得如何使用，既然這樣，

一部中低端手機不是更能省下一筆錢嗎？

劉玉萍、楊惠平《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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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物品 可帶來附加價值

至於如何衡量需要的物品？很簡單，除了日常

所需之外，這項物品是能夠為你帶來附加價值的。

就如你是一位銷售員，必須時常駕駛，則車子就是

你的需要品，因你必須分秒必爭的尋找顧客；又或

者，如果你必須時常走動，一雙好的鞋子就是你的

必需品。

通過節流的方式，能夠讓你存到第一筆資金，

但仍然無法讓你在短時間內購得房子，接下來，你

必須做的是把節流的資金進行開源之用。

選對方式開源

開源是讓你踏上擁有被動收入重要的一環，市

面上有許多開源的方法，可以是進行副業、投資，

但這些都是需要時間和付出，胥視你選擇的方法而

定，要記得的是，只有正宗的方法才能讓你的財富

增加，假設你想要透過快速致富的方式累積財富，

最後你可能落得血本無歸的地步。

兼職非長期之道

開源方法有千萬種，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進

行副業，也就是從事第二份工，普遍上人們都會選

擇利用勞力及時間換錢。

大馬人普遍會選擇在放工後，進行補習、送外

賣、做手工活、成為電召車服務司機、發傳單及微

商。

這些兼職能夠讓你短期內增加財富及解燃眉之

急，但長期來說並不是一項有效增加財富的方式，

因你的生活品質已大大受到影響，生活的規律也被

搗亂，長期來看，你的生活只是在上班下班中不斷

循環，對你的事業發展並沒有帶來任何助益價值。

還有一部分人會選擇用特長換錢，比如在自己

的專業中尋找額外的收入，如會計員會多接一些外

面的會計工作，程式開發員和繪圖員也能夠在下班

後為其他公司提供服務，用自己的專業賺錢，既能

鍛煉及提升自己的能力也能多帶來一份收入，但是

這方式同樣的吃力不討好，因你必須花費更多精力

與時間來維持。

利用網絡便利賺錢較輕鬆

級別更高者在開源方面，可能會選擇利用網絡

的便利來賺取金錢，這種賺錢方式可以享受時間復

利帶來的影響，也可以讓你以較輕鬆的方式賺錢。

就如你在課餘後會為學生補習，你可以將一些

補習視頻或解題方式放在網絡上，讓網民訂閱，借

此賺取收入，而透過這方式，就算在你休息時，也

依然能夠為你賺入資金。

目前，市面上已有許多人會選擇透過網絡的方

式賺錢，就連一些小孩為玩具拆箱，錄視頻放上網

也能賺錢，一些網紅也是透過在網上發佈視頻賺

錢，可以是旅遊視頻，也可以是美食視頻，只要你

的方式是對的，想要賺錢並不難。

持之以恆 才能看到投資果實

在你透過上述的方式獲得所需的“錢種”後，

就必須尋找一棵可以開出“錢花”的大樹——能夠

為你帶來被動收入的投資。

投資有很多種類，就連把錢存入定期存款中，

也是其中一項投資，只是這項投資效果並不好，甚

至錢值會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而越變越小。

基金投資入市門檻和風險較低

假設你的資金有限，可以選擇進行基金投資，

因基金投資入市門檻較低，風險也不高，如果你真

的沒有時間研究，可以尋找專業人士的幫忙。

市場上有許多種類的投資項目，包括投資表現

不俗的國民信託基金局（ASNB）旗下的基金，假

設你不想要假手於人，可以使用僱員公積金局提供

的線上購買基金服務——EPF-I� invest，這個平台

擁有國內逾200個基金供選擇，而且可提供基金表

現分析，讓你能夠瞭解基金的表現，不過，假設透

過僱員公積金戶頭進行投資，則獲利將會進入EPF

裡。

投資股票須具備一定知識

另一項風險稍微比基金高的投資則是股票投

資，對於想要進行股票投資者而言，至少必須擁有

一定知識，因股票投資會跟隨市場如金融、經濟、

政治的變化出現波動。

其他的期貨投資、黃金投資、眾籌平台等等則

相對風險較高，但回酬同樣可觀，假設你是一個可

以承受高風險者，可以嘗試投資小部分。

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

理財師的建議是，不要把雞蛋全部放在同一個

籃子裡，因此，在進行投資時，應當根據本身的風

險胃納，將投資金劃分幾部分，以不同比例進行

高、中及低風險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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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要強調的是，無論採取什麼樣的投資方

式，最重要的還是要堅持下去，只有持之以恆才能

看到果實。

堅持+自律 
理財思維要健全

如何堅持想必是較困難達到的事情，尤其是在

“想要”和“需要”花費方面，畢竟在充滿誘惑的

當下，不夠自律就能夠輕易的使到你花錢。

改變微習慣 勇於嘗試

首先，你可以從微習慣開始做出改變，如限定

自己僅每月光顧一次連鎖咖啡店，限定自己每日觀

看股市走勢等，久而久之這會形成一個習慣，你也

不必在一開始時即刻面對巨大變化代理的不適應

感。

此外，你也要勇於嘗試，無論是想要從事的兼

職或投資，都應當敢於去做，經一事長一智，只有

嘗試才懂得結果如何。

當然，還有不可缺少的是思維，思維是當中最

重要的一部分，沒有健全的理財思維，不要說要達

到財務自由，就連存個屋子的首期錢都難以達到。

最後，想要達到任何的理財目的，最重要的還

是把有限資源投資在自己身上，讓自己能夠有價

值，適應這個不斷變化的時代。

自我增值最重要

Whitman獨立財務顧問公司董事經理葉明輝認

為，想要買屋子尤其是對年輕人來說更是不易，因

剛畢業的年輕人可能薪水不高，儲蓄也不多，加上

生活費不斷增加，對於他們而言根本不夠用。

年輕人應先儲蓄後投資

“我其實對年輕人的儲蓄、投資情況持有較悲

觀的看法。”

葉明輝認為，年輕人最先要懂的是儲蓄，放眼

當下，有許多年輕人根本沒有儲蓄的習慣，甚至他

們在收入增加之際，也不會把多出來的一部分儲蓄

起來。

他補充，假設沒有儲蓄決心，賺多少都不夠花

費。

葉明輝建議，年輕人應該從儲蓄開始，可以

從每月存50令吉開始做起，養成儲蓄習慣，較後

在慢慢把儲蓄的錢逐步增加，增至每月200令吉、

300令吉。

他認為，假設沒有儲蓄習慣，則花費上可能沒

有預算，最終會出現超支的情況，尤其是沒有儲蓄

習慣者都會難以有一筆應急基金，當事情發生時，

可能就會陷入財困。

葉明輝相信投資是理財非常重要的一環，而儲

蓄卻是讓你有錢投資的開始，因此可以選擇先儲

蓄，較後在進行投資。

“不過，要知道，投資一定會出現虧錢的風

險，因此，無論如何都必須有一筆應急基金。”

提到該如何進行投資時，葉明輝認為，年輕人

最重要的投資是自己，應該把資源投資在自己身

上，可以參與課程進修提升自己，或者也可以跨界

進修，讓自己往後轉行之時也更有價值。葉明輝指

出，裝在腦袋裡的知識是對自己最好的投資，尤其

是在瞬息萬變的當下，更是有必須學習當下市場上

最需要的技能。

應往知識型方面前進

他遺憾道，目前世界已經邁向工業4.0，如果

還要依賴勞力賺錢實在不是明智的選擇，而且對國

家經濟增長也不好。

“就如工餘成為電召車服務司機般，短期能夠

增加收入，卻不是長遠之計，是治標不治本的方

式。”

葉明輝認為，尤其是大學畢業生，更應該往知

識型方面前進，提升專業實力。

他再次強調，年輕人在賺錢上最重要的是要有

正確的思維，不要想着賺快錢或賺小錢，因這些都

難以有辦法長期提升個人經濟能力。

結語

說起來，只要有恆心，設定目標，想要存得購

房首期錢也並不是太難達到的事情，可是，市場上

有這麼多種的房產，哪一種才是最好的呢？

事實上，世上並沒有最完美的房產，只有最適

合你的，並沒有明文規定新房一定比舊房好，也沒

有數據顯示被拍賣的房子都是不好的，下期，將解

讀市面上的房產優劣，讓你看看，哪一類型較合你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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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三部曲〉系列三�

做好功課‧買屋有譜

� �

我要買房！說很容易，真正實施起來，可能還有許多事情需要釐清，諸如該準備多少錢？該買什麼類

型？該買在哪一區？一級房產？二手房產還是拍賣房產等等……

本期，將為你分析現有的選擇及各項選擇的優劣勢，讓你至少心裡有個基礎，等真正想要買房之際也

就容易得多。

�

如何買還看能力喜好

房產該怎麼買？買房產不同於買菜，所要考慮

的事情非常之多，僅僅是該買什麼房產，買在什麼

地點等等就已經殺死不少腦細胞，這還沒包括首期

錢、貸款、申請EPF提領公積金等等繁瑣的事項。

市面上現有的購房選擇有透過向發展商購買的

一級市場，向產業經紀或屋主購買的二手房產和拍

賣房產，每個方式都有其優劣，主要還是胥視自己

的能力和喜好而定。

需確定房產供自住或投資

馬來西亞產業推廣促進會副會長潘榮德指出，

在購房前，首先需要確定的是，想要購買的房產是

作為自住還是投資之用。假設自住，則建議選擇環

境綠化，適合一家人的面積，且設施要完善；至於

投資，當然要選擇靠近公共交通系統，附近擁有商

場及辦公樓等，以方便快捷為準，這樣購買後出租

也較有利。

高樓有地房產各有優劣

至於該買高樓好還是有地房產好，潘榮德為高

樓如公寓和有地房產的一些優劣勢做出分析：

˙� �高樓產業：

� � �優勢：�設施齊全，通常擁有健身房、兒童遊樂

場所、游泳池等，可供家人休閒運動，

另外安全性也較高

� � �劣勢：�物業管理費昂貴，部分公寓密度非常高

˙� �有地房產：

� � �優勢：�車位比較多，擁有自己的空間，較保值

� � �劣勢：�價錢偏高，保安可能沒有那麼好，設施

不多

潘榮德指出，以現在的情況分析，公寓已越來

越多，而有地房產則較少，以保值來看，有地房產

永遠較受歡迎，不過，普遍上首次購屋者都會選擇

購買公寓。

潘榮德認為，新房產普遍都不需要花大筆的維

修費，而二手房產可能需要花錢裝修，而拍賣房產

可能會買到較偏遠的地區，這也是一個必須注意的

風險。

發展商傾向建高樓產業

目前，有越來越多發展商選擇建設高樓產業，

因同樣一塊土地，建設擁有多個單位的公寓要比建

設有地房產來得划算，但是要注意的是，公寓與有

地房產的價格擁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普遍上在市

中心的尚可以尋得價格在50萬令吉以下的公寓，

而有地房產價格已超過百萬令吉，甚至也少有新的

項目。

一級市場VS二級市場

一級市場是市面上最常見的購屋方式，可以直

接向發展商訂購，以目前市況來看發展商更願意給

予優惠及贈品。

新房產入市費較低

另外，一級市場的房產都是新房產，在資金不

足夠的情況下，其實並不需要花大筆裝修費，惟新

房產可能位處新發展的地區，一些設施並不完善，

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附近的設施才會更完善。

特富房地產代理有限公司組長林幸霓認為，新

房產的入市費較低，一些諸如律師費之類的費用已

由發展商承擔，而二手房產入市費相對較高。

“假設購買的房產價格40萬令吉，購買二手

房產者除了必須準備10%首期錢外，一些律師費也

劉玉萍、楊惠平《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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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自付，至少需要4萬至6萬令吉才足夠應付。”

至於新房產，目前市場上許多發展商都有給予

優惠，且購買建設中的房產，在未建好前，初期供

款只需支付較少。

二手房產較可選擇地點

“與新房產相比，二手房產則可以看到整個地

點的環境是如何，購屋者可以從中判斷相關地點是

否符合自己的要求。”

林幸霓補充，二手房產較可以選擇地點，如可

以選擇購買父母家附近等，比較方便照顧，另外，

也可以知道鄰居是誰及附近有什麼設施。

“甚至屋子有什麼損壞的地方也能一目瞭然，

至於裝修方面，只要屋齡不大，而前屋主又有裝

修，基本就已賺到裝修費了。”

她舉例，假設一間屋子花了10萬令吉裝修，

估價師在評估時，將會把50%的裝修費納入屋價

裡，假設屋子不需大整修，則購買該間屋子時，已

賺到裝修費。

購拍賣屋 現為最佳時機

拍賣房產也是部分人士的選擇，安德資產

（Ernte�Real�Assets）執行董事謝廉義認為，如果

購屋者想要透過拍賣屋達到成為屋主的願望，現在

是最佳時機，因價錢吸引人且有許多選擇，目前，

有許多投機者的房產遭到拍賣，比起以前，遭拍賣

的新房產增加了10至15%。

價錢吸引人選擇多

想要購買拍賣房產者首先可以瀏覽拍賣網頁鎖

定想要的產業，較後可以透過附有的拍賣師及律師

電話獲取拍賣文件。

謝廉義指出，拍賣文件會清楚列出拍賣日期、

舉行拍賣的地點、標價、產業地址等資料，同時，

也會顯示相關產業是屬於永久地契或租賃地契。

購買拍賣房產的步驟如下：

①� �瀏覽拍賣網頁，鎖定想要的產業

②� �透過附有的拍賣師及律師電話取得拍賣文件

③� �向金融機構查詢以目前收入可獲得的貸款

④� �將拍賣房產與一級和二級市場做價格等比較

⑤� �前往土地局查詢，瞭解是否面對第三方凍結令

⑥� �詢問律師有關房產是否需要承擔雜費

⑦� �考慮是否要購買相關房產

至於參與拍賣過程，謝廉義指出，必須購買相

當於房價10%的銀行匯票，並於拍賣當天的至少1

至1小時半前抵達拍賣現場，並經過登記呈交匯票

後，參與競標。

“當你成功得標後，則必須簽署合約，並支付

100至200令吉不等的印花稅費用。”

他提到，購屋者在簽署合約後，就應當立即

處理貸款事項，如無法在期限，普遍是90至120天

內，所支付的10%首期錢可能遭充公。

須留意是否屬土著屋或遭凍結

謝廉義也提醒想要購買拍賣屋者，必須留意相

中的產業是否屬於土著或馬來保留地，因這些都是

相當重要的訊息。

“更重要的是購屋者必須瞭解相關產業是否面

對私人凍結令（Private�Caveat）的問題，因一旦

在私人凍結令下，產業將不能轉換名字，除非解除

凍結令。”

謝廉義指出，拍賣文件可以向拍賣師或律師獲

取，文件是免費的，獲得文件後就要閱讀瞭解內

容。假設文件沒有列出該產是否面對凍結令，則有

必要向土地局查詢。

“產業是否遭凍結非常重要，因將會導致申請

房貸面對阻礙，更可能最終導致需以現金方式購買

相關產業，直到解除凍結令後，再向金融機構申請

房貸。”

他補充，普遍解除凍結令需時1個月，假設凍

結令很複雜，則需花更長時間處理。

“此外，有意購買拍賣屋者也必須瞭解相關產

業是否拖欠包括維修費、水電費等雜費，如有，將

由誰承擔？是否是銀行？”

謝廉義也指出，購屋者在獲得拍賣產業地址

後，應當前往瞭解該屋子是否有人居住，因假設成

功購得該屋子後，就必須與住戶協商。

次輪拍賣會降價

謝廉義也分享一些貼士，即金融機構在拍賣產

業時，第一次拍賣會以市價進行，假設沒有人得

標，則第二輪的拍賣將會降低數額進行拍賣（普遍

是下調10%），因此，想要購買者可以趁降低價

格之際出價競標。

“不過，有時在沒有人競標的情況下，房價降

低數次後，會再重新以市價進行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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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特定風險

至於購買拍賣產業可能面對的問題，謝廉義點

出最現實的情況即購屋者無法實際查看房產，除非

有人居住在相關單位，而該住戶又允許進入查看。

謝廉義提醒道，購買拍賣屋面對的風險包括原

住戶不願搬遷、屋子面對凍結令及標錯產業等。�

“當然，也是會有好處，即有機會以比市價更低的

價錢購得房產、遭拍賣的房產都是一定要出售的和

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地點。”

考量交通面積地契類型

購買者在購房前，應當衡量本身的財務狀況，

要選擇自己能力所及的房產。至於房產地點，目前

市內已經飽和，許多新的房產已延伸至郊外地區，

想要購買郊外房產者，必須將上下班所花的交通費

納入計算中，一旦選擇的房產地點沒有公共交通，

每日來回僅車油及過路費就不是小數目。

值得注意的還有，在選擇房產時，不要僅是看

屋價，還必須瞭解有關房產的面積，尤其是每平方

呎的價錢，因往往很多時候，只是注意屋價，以為

30萬令吉是你可負擔的水平，但實際房產面積可

能才500平方呎，根本不足以讓1家4口居住，這將

導致你買到一家無論是面積、價錢都不可負擔的房

產。

市場上，也有區分永久地契和租賃地契，以價

錢來看，永久地契的房產價格相對更高，而租賃地

契相對廉宜，但是，一些情況則例外，如位處黃金

地段的租賃地契房產，其價格並不廉宜，甚至就算

是小面積的單位，同樣價格不菲。

這裡要留意的是，雖說租賃地契的房產價格更

低，但必須留意剩餘多少年時間，有者的租賃期限

是少於99年，有些甚至只有70餘年，因此在購屋

前，都必須瞭解清楚這些事項。

至於購屋者到底該買什麼房產，還是老話一

句，決定權在購屋者的手上，如果想要交通便利，

相信以後有能力小屋換大屋者，可以考慮先從低價

的公寓着手，至於已婚打算買來長住，則不妨與另

一半聯名購買有地房產。

申請房貸要有穩定收入

房貸網站malaysiahousingloan.net管理員兼

MHL咨詢公司房屋貸款顧問葉佳強認為，想要成

功申請房貸，最重要是要有穩定薪水，且是打工一

族的話，一定要有僱員公積金（EPF）。

“較後，需檢查本身的國家銀行信貸資訊系

統（CCRIS）資料，並向3或4家因此詢問貸款額，

假設有多家批准放貸，則代表財務健康，但僅有

1家批准，意味貸款被拒率相當高。”�“要注意

的是，如果購買的房產超過10年仍然在總地契

（Master�Title）之下，最後不要購買，因很多銀行

都不願發放貸款。”

他建議購屋者可以向房產經紀、發展商或土地

局、左鄰右舍瞭解，如果是公寓，可向公寓管理辦

公室查詢。

發展商信譽也很重要

葉佳強指出，房貸數額越高，利息相對越低，

他鼓勵年輕人可以拉長房貸期限，因不僅成功率較

高，財務方面也較寬鬆。

“當然房貸期限長利息也較貴，但購屋者可以

選擇每月有多餘錢時，攤還較多款項，因房貸合約

一直都具有彈性。”

葉佳強指出，發展商的信譽對借房貸也很重

要，畢竟如果房產項目順利完成，則銀行也不會面

對太大問題。

量力而為 萬勿炒房

葉佳強也提醒購屋者，應當要量力而為，選擇

能夠負擔得起的房產項目，同時，千萬不要炒房，

而以經驗之談，購屋前至少“貨比10家”，多看

幾個房產項目，讓自己有更多選擇。

聯名申貸較易獲批

當然，想要銀行批准房貸也可以嘗試以聯名的

方式向銀行申請，畢竟以兩個人的薪水貸款，獲得

批准的幾率也較高。

另外，購屋者也可以給予更高的首期錢，這樣

貸款額減少，獲得房貸的幾率也提高了；購屋者可

以透過公積金提取首期錢。

結語

購買房產可謂人生大事之一，也因此購房前必

須深思熟慮，想想買房的目的。而且購屋也不宜操

之過急，多花些時間多加研究，畢竟房貸可謂長期

負擔，假設貿然購屋，最後可能導致難以負擔，想

成為有產一族不成，落得個負債纍纍就得不償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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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斯里莊智雅服務精神獎��

人生最幸福的事 在第一志願裡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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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馬來西亞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頒給我

2021年度拿督斯裡莊智雅新聞事業服務精神獎。

沒參賽而得獎，委實出乎意料——原來告別江

湖，不在江湖，往昔的打拼的事跡和精神還不至於

完全隨風而逝。

媒體江湖是我朝朝暮暮、暮暮又朝朝地深情投

入了超過38年的唯一地方，既是職場，也是身心

全然融入的歸處。

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我一向非常明確，中間沒

有灰色地帶，也從不糾結，從無悔意：

我是馬來西亞華人！

與此同時，我是媒體人！

——服務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報業媒體人！

之前鮮活的新聞是今天的歷史，今天鮮活的新

聞又即將成為歷史，一路走來，我們媒體人都在不

同時期，在前線衝刺，參與不同歷史階段的事件，我

們呈獻的題材和綜合報道無不體現歷史的演變和進

程，無不延伸向未來，且折射對未來的期望和憧憬。

黃澤榮報業簡歷：

˙� �1979年5月� �投身砂拉越中文報《詩華日報》；

˙� �1979-1988年� �《詩華日報》翻譯、記者、時事評論作者；

˙� �1988年� �參與籌辦沙巴《今日新聞》；

˙� �1988-1991年� �加盟《星洲日報》，擔任東馬記者；

˙� �1991-1997年� �《星洲日報》東馬區採訪主任兼東馬區主任；

˙� �1997年� �《星洲日報》東馬區經理、東馬區主編；

˙� �1998-2004年� �姆祿報業機構總經理兼《星洲日報》東馬區主編；

˙� �2005-2012年� �姆祿報業機構董事兼首席執行員（CEO）、《星洲日報》東馬區主編；

˙� �2006-2017年� �星洲媒體集團執行董事；

˙� �2012-2017年� �星洲媒體集團董事經理、世界華文媒體集團執行董事；

˙� �2017年10月� �告別38年零5個月在媒體行業的職場生涯。

黃澤榮《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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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淚光與笑語跋涉的過程中，的確傳承、創

造，也沉澱不少雋永的價值。

說到身份認同，我們都知道，個人身份的認同

也離不開社會情境，特別是廣大社會群體和制度的

認知與標籤。

中文媒體守護華裔身份認同

馬來西亞公民從出生的那天起就具有國民身份

和種族身份，除非選擇移民，身份也“徙置”，否

則種族身份是從始至終的烙印。

一名華裔公民不管完全符合什麼宗教信仰規

定，甚至完全融入非華人社會的生活習慣，在實境

蘊含的模糊中，依然被官方界定為華族，編入大馬

華人社群的行列中。換句話說，宗教信仰可以改，

姓名可以改，但，出生證件的種族源流保持不變！

既然如此，族裔身份的認同就是大馬華社安身

立命的共同棲枝。

語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傳統基因的符號，歷

史集體記憶也承載在華教核心體系和價值中，源遠

流長的文化習俗更一脤傳承民族精神價值觀。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長期來前仆後繼，不就是展

現出民族文化的砥柱之中流嗎？大馬華裔民族文化

的強烈意識與堅毅決心始終是可歌可泣，是屹立不

倒的豐碑！

華人社會的民族文化與精神有共同的取向，教

育和歷史的集體記憶也突顯同源共生，從而塑造成

自我身份的認同，建構與加強身份認知的自信，接

地氣地走出去，融入多元主流社會，即使面對外來

文化衝擊，不至於喪失定位，甚至對自我身份作出

否定與顛覆……

作為中文報業媒體人，過去超過38年的歲月

中，我跟我的行業，我的戰友，我的同事和同業們

都擁抱著這一塊，休戚與共，不棄不離。我們參與

塑造與守護大馬華裔身份的認同。

沒有這族裔身份認同，安身立命的立錐之地何

在？共同歸向何在？中流砥柱何在？我們的磚瓦何

在？融合與包容的自信何在？

徹底改變砂拉越報業生態

在報業巨人丹斯裡張曉卿爵士的引領之下，我

和我的團隊負責在砂拉越落實《星洲日報》東渡

計劃，從南到北，以9年的時間完成三個階段的擴

展。北婆羅洲的沙巴則在2014年於亞庇落實。

1997年，《星洲日報》橫跨南中國海到砂拉

越古晉設廠印刷，第一次有全國性報刊不靠空運入

境東馬，第一次讓砂拉越人感受到“不再是西馬來

的報紙”，並藉此據點全面打開市場，�之後又分

別在詩巫和美裡建設第二及第三間具有規模的印刷

廠，凡是華人聚居的地方，包括鄰國汶萊，都有完

整的採訪和業務網絡，深入砂拉越華裔百姓家。

除了印刷《星洲日報》，我們也承印全國性的

巫、英報章，既逐步強化了東西馬國民融合的意

識，更明顯的是，也徹底改變了砂拉越的媒體生

態，砂拉越紙媒從業員的市場待遇從而大為改進，

直接縮短了跟西馬同事、同業之間的福利差距，鼓

勵與刺激新聞專業發展，增進了砂拉越新聞從業員

的信心。

據我所知，編協自1984年就已經設立新聞獎

項，直到千禧年過了的許多年後，才出現砂拉越編

輯、記者也參與競逐的現象，這就是信心——
有信心，才能接地氣地走出去，才能融合！

祝福與感恩

我有幸在職場生涯的後20年參與管理媒體運

作，也修改和制定一些中文報業的規則，然而，轉

型和蛻變並非只是呼嘯而來，呼嘯而去的風潮，它

們是持續砥礪前行的工程，若干年前的轉型改革方

案在轉眼之間或已明日黃花，套用不上，然而，在

時代的轉折中，在環境生態不斷急速變化之中，跟

外在趨勢搏鬥，也自我搏鬥的任務依然艱巨，而且

扛在後來者的肩上，就此，謹獻上我最誠摯的祝

福！

再次感謝馬來西亞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的肯

定。

這新聞事業服務精神獎中，含有我無限的感

恩，我感恩於社長丹斯裡張曉卿爵士，還有跟我一

路走來的團隊，跟我在東西馬一起並肩打拚的老戰

友、老同事們——
新聞事業的精神從來就是集體的、團隊的、相

互匹配和扶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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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里劉天成 

年度封面獎

吳婉欣《中國報》

蘇秀清《中國報》

張玉香《中國報》

張淑儀《星洲日報》

劉益鳴《光明日報》

陳慧芬《南洋商報》

大　獎∕�網民留言，網媒挨鞭

佳作獎∕�全都是命啊

� � � � �累計疫歿破2萬

� � � � �檳雪隆布納閩甲柔沙MCO

� � � � �關筷子什麼事

� � � � �撤緊急條例大“政”盪



網民留言，網媒挨鞭

� �吳婉欣《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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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是命啊

� �蘇秀清《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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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疫歿破2萬

� �張玉香《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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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雪隆布納閩甲柔沙MCO

� �張淑儀《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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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筷子什麼事

� �劉益鳴《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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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緊急條例大“政”盪

� �陳慧芬《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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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黃紀達 

編輯獎（新聞組）

王淑莉《星洲日報》

陳婉晶《星洲日報》

張淑儀《星洲日報》

徐嵐嵐《中國報》

蘇秀玲《中國報》

胡佳雁《星洲日報》

大　獎∕�創意無限．嘆為觀“紙”

佳作獎∕�戀戀舊物�懷舊家居風

� � � � �老師疫路辛苦了

� � � � �陪伴女王走過73年

� � � � �文冬封城強管

� � � � �韋德榮把朽木當寶



創意無限．嘆為觀“紙”

� �王淑莉《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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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戀舊物 懷舊家居風

� �陳婉晶《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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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疫路辛苦了

� �張淑儀《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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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女王走過73年

� �徐嵐嵐《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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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冬封城強管

� �蘇秀玲《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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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德榮把朽木當寶

� �胡佳雁《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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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黃紀達 

編輯獎（副刊組）

劉嘉慧《光明日報》

邵美鳳《星洲日報》

袁博文《星洲日報》

黃芷盈《星洲日報》

陳秋雁《星洲日報》

謝慧麗《星洲日報》

大　獎∕�漫畫家甘承耀�紀實手法留住檳城過往

佳作獎∕�香菜不臭！

� � � � �冠病兒童隔離記

� � � � �我們在此相遇（2021歲末星雲專欄作者推薦作品展）

� � � � �日後若變貪．寧願不長大

� � � � �戲在瘟疫蔓延時



漫畫家甘承耀 紀實手法留住檳城過往

� �劉嘉慧《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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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菜不臭！

� �邵美鳳《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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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病兒童隔離記

� �袁博文《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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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此相遇（2021歲末星雲專欄作者推薦作品展）

� �黃芷盈《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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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若變貪．寧願不長大

� �陳秋雁《星洲日報》

304�∕�拿督黃紀達編輯獎（副刊組）��-�佳作獎



戲在瘟疫蔓延時

� �謝慧麗《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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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陳良民 

新聞攝影獎

董坤銘《光華日報》

紀允賢《中國報》

張來星《中國報》

陸家明《星洲日報》

大　獎∕�難忍篩檢不適．孩童大哭

佳作獎∕�最遙遠的距離

� � � � �回家

� � � � �阿嬤勇敢接種冠病疫苗



難忍篩檢不適．孩童大哭

� �董坤銘《光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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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遙遠的距離

� �紀允賢《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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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 �張來星《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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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勇敢接種冠病疫苗

� �陸家明《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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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裡吳德芳 

新聞報道獎

黎添華、梁慧芳《南洋商報》

郭淑欣、林榮國、呂嘉敏、溫琦婷、張倍敏、彭凱欣《中國報》

許雅玲、潘有文《中國報》

潘有文《中國報》

大　獎∕�〈洪淹禍水的死循環〉系列

佳作獎∕�〈就是要詐你〉系列

　　　　�〈合約醫生坎坷路〉系列

　　　　�〈課無網不利〉系列



〈洪淹禍水的死循環〉系列一�

水患夢魘揮不去 是天災更是人禍

� �

約100年前，紅花國度曾有一場可怕的聖誕。

當時，在我國的英軍不見雪花，迎來的卻是足足50個小時的豪雨，隆市頓成澤國，洋人再高大，水

位也仍及腰，慘況不堪入目。

那是1926年的事了。

遺憾的是，儘管當局下定決心治水，但猶如抽刀斷水，1971年同樣地方還是肇水患，甚至肆虐另7

個州，我國更一度進入緊急狀態。

當人們都以為這是“最後一劫”時，一次又一次的水災總扇了我們一記耳光，包括近期的大水災。�

近100年了，難道我們能做的就是賑災與善後？死循環的關鍵究竟在哪？……

�

原因1：肆意砍伐，過度開發

無可否認，全球暖化，氣候巨變，無不加劇東

南亞風暴及強降雨的發生率，更進而提高我國遭遇

洪災與水災的風險，這次發生的洪災還因為海水漲

潮而更嚴重。不過，一味責怪異常雨量，似乎有甩

鍋之嫌。

長期關注國內環境保育課題的周澤南分析，在

彭亨，洪災肇因一方面是超常雨量，大面積土地的

開發也是關鍵所在，這點可從災區水退後堆積如山

的淤泥看出。

他指出，開發造成大片土地裸露在暴雨侵蝕

下，形成河床擱淺和土石流，而土石流造成的山洪

爆發把大量淤泥淹入低窪之地，造成更嚴重的破

壞。換言之，一雨成災，不單是自然災害，人為禍

害更明顯。

儘管鑒定什麼因素最具破壞力，需實地考察，

然而他以Google�Earth觀察，再配合當地的一些資

訊判斷，在彭亨災情最嚴重的文德甲，相信洪水被

帶入市區的原因是環繞該市的士滿丹河。

“這條河的上游是文冬河與士滿丹河，這兩條

河流經之處的兩岸都有大規模的土地開發，大部分

開發屬於徹底清芭式的開發，清芭意味着把一片土

地上的所有植物一棵不留的砍伐，以作為種植榴槤

或其他農作物用途。”

“據悉，單單在連珍一帶，就涉及至少5千英

畝的開發，開發土地後沒有馬上種植其他植物，以

覆蓋暴露的土地，必然造成嚴重的泥土侵蝕和土石

流。”

周澤南的分析與“Kami� Penduduk� Karak”

（我們是加叻居民）專頁不謀而合，根據該專頁出

示的多張照片，文冬與加叻大道一帶的山林都有明

顯被開放的跡象。

本報也嘗試以Google�Earth觀察發現，多處山

區確實有開發後沒被覆蓋的情況。另外，記者也親

自上山區視察，樹倒泥洩的情況處處可見，在在反

映森林這天然海綿已出現土質鬆軟及無法吸水的現

象。

周澤南認為，作為一種自然災害，洪災當然防

不勝防，然而若土地開發都有嚴格地遵守準繩，或

許就不會存在大面積土地暴露在侵蝕下的問題。這

樣一來，即使遭遇豪雨，最多只會淹水，而不會造

成破壞力強大的土石流。

“一些罹難者失足掉進溝渠，是因為淹水的地

方過於渾濁，充滿淤泥，看不清水面下有什麼。”

這是土石流的殺傷力更驚人的原因之一。

他指出，預防水災嚴重化的最有效方法，是不

能隨意批准任何一項土地開發計劃。第二是必須有

效執法，把所有造成土石流的土地開發項目負責人

繩之以法。

“當然，要做到以上，人民必須勇於監督，舉

報和政府要問責。”

原因2：河床變淺、市區鋼骨化

土石流等山泥傾瀉還會引發另一個問題-�河床

變淺。

大自然之友秘書瑪潔斯花麗指出，過去許多大

小山泥傾瀉入河現象，其實早已悄悄地使河床變

淺，這也是為何就算雨水被排入河流，仍會滿溢

致災。不僅如此，�泥石流也會堵塞河流和排水系

統，進一步導致洪災。

再來，由於市區開發項目頻密，導致多個地區

城鎮已鋼骨水泥化，以致大地無法很好的吸水蓄

黎添華、梁慧芳《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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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一旦遇到漲潮，或因河床變淺而致的滿溢現

象，洪水自然倒流市區，釀成洪災。

“很多時候我們沒有意識到，許多細微的變

化，正因為人類的活動而慢慢促成，最終釀成災難

時卻已經太晚了。”

較早前，該會也發文告指政府看似更熱衷推動

大規模的公路、隧道、填海和建築工程等的基建計

劃，卻好像完全不考慮氣候變化的風險和影響，或

考量這些工程與計劃是否會加重氣候災難。

原因3：防洪計劃不夠周全

政府早前就撥出了91億9000萬令吉，在全國

各地展開98項防洪計劃，這還不包括過去每年數

額不一的治水撥款，但對檳城消費人協會而言，這

些計劃並不夠周全。

以精明隧道為例，該會主席莫希丁阿都卡迪就

認為，隧道僅協助鄰近一帶居民避免水災，但是這

些水量一旦湧入低窪區，或排水系統有欠理想的地

區時，最終也只會為另一區帶來洪水。據瞭解，隆

市免於洪水的原因是精明隧道能將雨水從城市中分

流到巴生河。

“我們要的是一整套的排洪計劃，而不是這裡

排一點，那裡防一點。這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私人屋業發展項目。他

說，目前許多新開發的屋業項目都會為了應付排水

量而打造較深的溝渠，或加寬現有渠道。遺憾的

是，或許基於成本考量，部分發展商僅完成區域範

圍內的渠道工程，反觀周圍地帶則可能因為現有溝

渠的容量無法對接，最終導致其他地方出現滿溢現

象。

以本月17日發生在巴生的閃電水災為例，儘

管所有水閘已打開，但水排得很慢。這不僅是因

為雨量高，因為該區有超過19個住宅區，人口密

集，排水系統只能應付日常水量，不能應付強降雨

量，以致多個低窪區淹水，水淹高度甚至超出1尺

半，一些不曾發生水災的地區，如武吉丁宜第二區

也遭殃。

原因4：欠維修與檢查，基設如同虛設

就算政府的防洪工程計劃周全，落實全面，但

若沒定時檢查及維修，防洪設施也會如同虛設。

曾出任工程局縣屬工程師長達18年的陳成群

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今次不少水患地點均出現水

閘損壞，水泵被偷等事件，導致當局無法有效排

水。太子園的防洪閘失靈就是一個實例，其中門卡

住了，泵不見了，結果無法操作。

“巴生河流會不斷地淤塞，必須得定期清理，

但是距離上一次的清理是何時？為何我們沒有加

寬？為何我們不加深？現有的蓄水池有加深或維修

嗎？”

他斷言，若政府不正視這些問題，雪州是不可

能有良好排水系統的。

“政府有必要安裝5個水泵，並確保不會被

竊。當局也得定期維修，確保它們處於良好狀

態。”

雪州政府日前就坦承，太子園積水難退是因

為水閘毀損阻礙排澇造成。諷刺的是，其實早在

今年3月，馬六甲耗資50萬令吉提升的瑪琳再也水

泵房就因為無法操作，導致該區一個月內3度發生

突發性水災。本報在收集過去資料時也發現，其

實2019年霹靂、2018年彭亨、2015年馬六甲、

2014年檳城、乃至更久遠的2008年雪隆，都曾先

後發生水閘水泵無法操作事件。顯然的，從防洪基

設無法有效操作來看，當局似乎沒從這些死循環事

件中吸取教訓。哪怕是政府年年撥巨額治水。

原因5：美化工程忽略細節

有欠規劃的不僅是防洪計劃，擁有土木工程專

業背景的黃家業就發現，就算是小如城市美化工

程，也存在我們意想不到的“危機”。

他指出，以檳城為例，一些地區原本是植被濃

密的，但最終美化成美麗的行人道，儘管仍栽種一

些花草，但和之前比較，大部分泥地已覆蓋成水

泥。

再者，市區本應種植主根直下地底的大樹，這

不僅能有效吸水，更能抓穩地土，避免土崩、傾瀉

等問題。然而過去可能因為相關知識不足，部分地

區樹木的樹根仍是向旁延伸，無法有效抓穩土地。

此外，市區植物理應以葉片較小且不易掉葉的

植物為主，但不少地區卻選擇樹葉較大的植物，導

致枯掉的樹葉大量阻塞排水系統，其中，有“日本

櫻花”雅稱的風鈴木就是例子之一。這種葉片較多

的植物，葉片為掌狀復葉，雨季時綠葉茂盛，儘管

利遮陰，但若清潔工來不及清理，加上民眾亂丟垃

圾，或強降雨的話，隨時引發程度不一的積水現

象。

上述6大因素還只是客觀因素，進一步審視，

當中癥結或許令人不敢直視。回顧這些死循環，

肯定的是，若不痛定思痛地正視問題，100年後我

們還會問着同樣的問題：�為何洪源禍水仍在死循

環？下一場水災離我們並不遠，破壞程度或許更駭

人。

如果癥結不解，猶如抽刀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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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淹禍水的死循環〉系列二�

看不見的關鍵點 5內部問題難避水災

� �

“河床挖深了，河堤建高了，警報系統也設了，怎麼還是會發生水災？我真的很想知道為什麼？”

以上是遭遇多次水災的文冬災民李蕙卉的不解，相信也是許多人最真實的感受。許多人都無法理解，

國內發生水災不是新鮮事，獨立前，英殖民政府也就展開了防洪治水工程，但是，為何我們就是走不出這

個死循環？甚至發生得更頻密、衝擊更大？

日前，國家元首蘇丹阿都拉陛下促請政府就大水災展開“深度解剖”。

民眾認為，更關鍵的癥結，可能都在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

內部問題1：心態是否正確，專業是否稱職

除了一般民眾知道的山區過度砍伐、城鎮過度

鋼骨水泥化、防洪系統有欠周全、基設沒定時檢查

與維修外，其實還有一些看不見的關鍵點值得注

意，例如施政者在處理防洪課題上究竟抱着怎樣的

心態，而他們秉持的專業態度，又是否稱職。

資深土木工程師陳成群以多年經驗分析今次水

災時發現，巴生河氾濫成災，導致許多周邊地區遭

殃，因此政府應留意巴生河流域。“不過我們看到

的卻是水壩將洪水排入河中，再來精明隧道將水分

流到巴生河，加上強降雨的關係，巴生河氾濫是可

想而知的。

他曾在縣屬工程局任職長達18年，認為政府有

必要加大巴生河的寬度，同時挖深河床並定期清理

河域。此外，當局有必要打造滯留地或蓄水池，確

保雨水會流到這些地方，而不是直接流向巴生河。

另外，他指政府在批准沼澤地開發房屋發展項

目時，應以更長遠的發展做指南，如房屋發展項目

應該在100年水一米以上的水平位置，這樣低窪或

沼澤區民眾才能住得更長久且安心。舉例，在橋樑

工程中，就應該以未來100年可能出現的水位做標

準。所謂‘100年水位’是指研究氣象記錄，並預

計未來100年所可能出現的最高水位。

他提醒，隨着全球暖化、氣候巨變、以及海平

線上升，內陸洪水氾濫的幾率會越來越高，但完善

的基礎建設和全面的防洪策略是可以避免水災的，

因此政府有必要在應對上持有專業卻正確的態度。

內部問題2：原則立場的重要

陳成群點出了專業性與心態的重要，但遺憾的

是，施政者是否能秉持立場與原則處事，十分關

鍵。

曾以民主行動黨黨員身份出任10年檳州議員

的鄭雨周向本報透露，很多時候一旦政治人物把持

不住，是很容易在各種誘惑下，選擇犧牲原則的。

他以不點名方式指出，有時，一些環境開發項

目已經在專業人士及非政府組織的監督下提出了強

而有力的反對理由，但最終還是被通過。再者，他

坦言，部分不法的發展商也會通過政治獻金的方式

來遊說，希望有關項目能獲通融，再不就在準繩與

建築要求上降低標準。他沒提是哪些項目，以及是

否最終獲通過。

素有“環保議員”綽號的鄭雨周，數年前離開

行動黨，如今加入社會主義黨的他呼籲政治人物必

須要有良知，否則犧牲的不僅僅是環境，還有下一

代的性命。

內部問題3：協調不足，相互推諉

鄭雨周也認為，政府各部門的協調不足，相互

推諉是‘看不到’的水患導因之一。

他以雪州為例，指該州政府將水災責任推給州

水利灌溉局，但後者又分中央與州級，基於兩者權

限不同，角色卻相似，因此模糊地帶經常讓政治人

物相互推諉。

再來，由於中央與州政權不同，這更容易讓想

推卸責任的政客有抽身機會，甚至還能趁機抨擊政

敵。如此情況，多少政治人物會用心針對問題來解

決，很值得關注。

他認為，在日本，任何水災一旦有人命傷亡，

有關部長或地方領袖早就引咎辭職了。“然而我國

卻是有功爭着領，有罪互甩鍋”。

協調不足也展現在其他地方，以蕉賴十一哩為

例，該區日前就毫無預警地爆發水災，速度之快與

強降雨慢慢高漲的速度不同，有居民甚至懷疑是未

通知下放水所致。所幸，最近幾次，雪州政府已經

黎添華、梁慧芳《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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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就水壩排水一事做出預先通知了。這些訊息如何

有效傳達予民則是另一挑戰。

內部不足4：心態與思維欠奉

如果施政者的效率與原則是災難重複發生的關

鍵，那麼施政者的思維與對災難的詮釋，則是另一

層導因。

檳城消費人協會主席莫希丁認為，每每發生

災難時，�一些政治人物總會將之與人類的其他行

為，如喝酒、賭博掛鉤，反之不是正視真正導致水

患的原因，如伊斯蘭黨中委哈麗瑪就將水災‘嫁

禍’給了她口中的“有罪的飲料”（酒精飲品）。

較早前，吉蘭丹水災時，伊斯蘭黨精神領袖拿

督斯裡聶阿茲的兒子聶阿都也在面簿指為避免上蒼

之怒，該州必須繼續堅定地推行伊刑法。數年前，

更有時任彭亨州務大臣安南耶谷指出，檳城發生水

患是因為當地舉辦啤酒節、沙巴出現罕見地震是因

為有人公開裸露，而東南亞海嘯也是當地舉辦啤酒

節的後果。

“如果政治人物都這樣詮釋水災的話，那麼

我們將永遠不會正視問題的根本。就算水災是人

禍，那也是因為我們坎山、填海、或防洪缺失的問

題。”

內部問題5：防洪力度慣性變弱

對大自然之友來說，或許因為每年的12月東

海岸的季候性水視已經讓一些人麻木了，加上各州

經常發生的閃電水災也能在最快時間內消退，因此

無論民眾或施政者，對水災的憂患意識並不高，這

進一步導致政府防洪上的力度並不持久。

該會秘書瑪潔詩華麗就表示，氣候巨變導致降

雨量異常已經是“正在發生的事實”，比如東南亞

熱帶低氣壓等現象，以及受到襲擊菲律賓的超強颱

風萊的影響，而我國更是發生嚴重水災。因此，府

或民眾都不能再將降雨強度視為一次性的季節性災

難，必須馬上進行規劃，採取一切必需措施將災難

降到最低。

遺憾的是，她表示，儘管我國早已在第11個

大馬計劃（2016-2020�年）制定加強氣候變化適

應和加強災害風險管理來減少災難的計劃，但我們

的行動仍不夠快。再者，有關防洪力度往往也因洪

水消退後，就此打住步伐，力度也因此慢了下來。

“要為這類意外災難做好準備，這些天災極可

能更頻繁、更常見。”

要防災不是救災

無論是我們所見的客觀因素，抑或看不見的導

因，水災消耗的不僅是民眾對政府的信心，更會讓

民眾對這個國家感到失望，尤其常面對水災的民

眾，尤為深刻。

本報接觸災黎時就發現，民眾雖對救援單位的

付出十分感動，但他們要的不是賑災與善後，而是

連發生水災的機會也不要。

曾在17年前遇水災的文冬災黎李蕙卉納悶：

17年來，河床挖深了，河堤建高了，設了警報系

統，然而水災還是發生，她很想知道為什麼。

她災後連續做好幾天清理工作，身心疲累，但

迄今在家隨便一望都依然有需要清理的角落。

“過程中，很多民眾對政府的信心是一點點地

消耗的，一如我們對氣象局的信心。”

她認為，氣候變化、過度發展肯定會造成水

災。如果政府有做好規劃並適當地介入，或許受災

程度可以不用那麼嚴重。面對這死循環，她的累與

失望全都寫在面簿上，並引起迴響，她只盼下一代

不會遭遇同樣的事故，哪怕她始終不太抱有希望。

治水不力東海岸頻水災

東海岸的49歲工程商務經理莫蕢源就算常遇

到水災，也仍無法理解。他住的地區是關丹英迪拉

布拉2花園，屬於關丹較高的地勢，因平時連續下

3天雨也不會水災，卻在今年杪第一次水災。

他認為，造成關丹水災的原因是海水漲潮、排

水系統不夠完善，即使政府宣佈的關丹的治水工程

尚卻沒有完成，導致流水無法及時排出，釀成水

災。“家裡半夜水襲，水淹3尺，根本來不及搶救

或搬運貴重物品，尤其傢俱和電器，都損壞了。

“由於臨時疏散中心太過擁擠，設施不足，一

家人感到難好好休息，只好租借民宿三天。”

就算是年終常肇水災的東海岸也在拯救工作上

出現不足，更遑論防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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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淹禍水的死循環〉系列三�

水災嚴重部長“失蹤” 民眾不滿未及時解困

� �

12月19日午夜，一則國家王宮的貼文瞬間在網上火速傳開，但民眾爭相分享的心情卻是複雜的。

圖文中，作為一國之君的國家元首蘇丹阿都拉陛下，在無防水靴的情況下雙腳涉水巡視災區，照片所

見，當晚的水位及膝，陛下更是一臉沉重。元首與民同在自然獲得民眾大讚，但令他們不解的是，為何在

此之前不見任何部長如此親臨災區？為何距離1926年至今快100年了，我們還是無法為水患畫上一個局

點？更令他們洩氣的是，沉浸在這場永無止境的業海中，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

水患發生後，部長被指不在

元首陛下屈尊降貴涉水巡視就引發民眾議論部

長的效率課題，其中，不少人更質問為何不見部長

或代議士夜間出訪巡視災區。

尤值一提的是，當首相拿督斯裡依斯邁沙比裡

就賑災一事，宣佈取消部長年終假期，並指示在海

外的部長立即回國之際，民眾更恍然發現，原來這

個民間疾苦的時間點上，仍有部長處於“假期模

式”中，而當民眾都不能出國時，一些部長居然身

在國外，而且還不是因為政務出國。

公正黨烏魯近打州議員阿拉法就‘懸

賞’1000令吉，尋找水災期間不見人影的4名正副

部長。儘管他沒有點名任何人，不過，肖像海報

中展示的4人分別是這個時候最重要的部長人物之

一，即環境及水務部長拿督斯裡端依布拉欣、國防

部長拿督斯裡希山慕丁、青體部長拿督斯裡阿末法

依查，以及通訊部副部長拿督查希迪。

據本報留意，過去這段時間希山慕丁曾不時就

水患發文告，而端依布拉欣則是在26日在面簿透

露自己與家人確診冠病。儘管如此，民眾依舊不接

受端依布拉欣的解釋，並在其面簿上質問後者，因

為各地早在20號之前各地就已經開始傳出程度不

一的水患事件了。

至於阿末法依查同樣是在26日，通過媒體線

上訪問時指，自己因為2年沒有見到在英國求學的

孩子，加上當地奧密克戎嚴重，因此才請假相約到

迪拜回合團聚。他表示，因為水患嚴重，所以在迪

拜逗留12小時後便回國。期間，他還透露自己是在

首相指示前便已經回國，惟，目前人還在隔離中。

水患發生後，通知被指慢

除了代議士被指“不見蹤影”外，資訊是否能

快速傳達也是重要的一環。

來自博特拉大學環境與職場健康局的哈麗查副

教授接受本報訪問時就指出，我國氣象局的天氣預

報及水利灌溉局發出的水患警報某程度來說還是有

一定的公信力，惟，訊息似乎沒有很好地傳達給更

多的民眾。

首先，民眾沒有留意有關訊息，再來，即便警

報發出了，但民眾如何在最快時間內獲取則是關

鍵。

大自然之友的秘書瑪潔詩華麗則認為，當局不

能就只是將訊息放在某處，然後期待民眾會去查看

社媒，或遊覽網站，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24小時

查看社媒或遊覽官方網站。

“政府要採取更積極主動的角色。不能說上載

了訊息就覺得一定會有人看到。”

她說，過去警方曾以巡邏車方式沿街通報，而

部分市區也有大喇叭進行廣播，如此一來才能確保

民眾接觸有關訊息，而不是靜悄悄地發放，然後一

廂情願地認為民眾會自己上網遊覽。

儘管當局認為，災難通知及警報系統已經在最

快時間內，就水災的發生做出了通報，不過和許多

人一樣，住在巴生衛星市的29歲災民周芷欣還是

認為今次的災難通知太慢了。

她向本報透露，半夜時當看到水流廚房時，就

以為是小事，沒有立即進行準備搬離物品，當發現

不對勁的時候，無法及時反應。

“我唯一來得及的就是移動車輛，幾乎所有的

傢俱和電器都因遭遇水劫而損壞。”

水災發生時，賑災被指不到位

東海岸每年年末總會發生水患，這幾乎已經是

國人眾所皆知的“基本常識”，但對49歲的災民

莫蕢源來說，今年的賑災拯救行動似乎比過去緩

慢。

這名工程商務經理批評到，根據往年的經驗，

黎添華、梁慧芳《南洋商報》

316�∕�丹斯裡吳德芳新聞報道獎��-�大獎



東海岸的賑災行動應該比較及時性，但賑災行動依

然顯得緩慢，而政府發放的援助金1000令吉，對

於水災損失也是杯水車薪。

同樣是災民的周芷欣也透露，其家對面的老人

家因行動不便，無法及時逃離水災無助，也無拯救

行動人員及時的援助。

“尤其是我認識的一名鄰居，才年紀輕輕的

32歲，因不小心踩入溝渠，被流水沖走，當消防

隊員發現時已經是一具冰冷的屍體了。”此外，一

些商家甚至“趁水打劫”，賣的打掃物品價格比平

時貴兩倍。

民眾意識薄弱

對理科大學人文學院（地理）高級講師陳茂龍

博士來說，儘管這次水患確實有人為因素的存在，

不過卻以天災成分居多。

他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最

新報告指出，極端天氣如強降雨、高溫熱浪，尤

其東南亞區，呈現不斷增多增強的趨勢。IPCC是

由世界氣象組織（WMO）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於1988年建立，其宗旨為各國政府停供

針對氣候變化的科學基礎、影響和未來風險評估，

以及適應和緩和的建議方案。

專研氣候學、水源學的陳茂龍表示，東北季候

風期間，水患主要發生在在東海岸地區。很多人沒

預料到雪州會在12月份發生這麼嚴重的水災。雖

然氣象預報一兩天前已經顯示會發生極端降雨的可

能，但是正在瞭解和準備防災的人有多少呢？另

外，過度發展、環境污染、垃圾也是導致水患發生

的其中一個原因。

顯然的，如果說政府的應對被指力度不足，但

民眾的危機意識也是值得反思的。我們的危機意識

是否又基於過去數十年來的‘司空見慣’而變得薄

弱不堪？日本國民就基於經常面對的地震等天災，

培養起一種高度的危機敏感度，甚至知道災難發生

後的該如何應對，但看回今次的水患，國人是否又

反映出多年‘訓練’後的應對本能及危機素養？答

案可能不言而喻。

詢及他的談話，可能以民間的普遍將問題指向

人為的認知有別，他則直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

法，然而作為一位學者，他必須得深入研究這次的

極端氣象，並以數據和資料分析為準。

據他所知，目前沒一個國家可以100%制住水

患，而荷蘭這是目前相對較成功的國家。

詢及對治方案，他則表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角色和責任去減輕水患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從這次

水患吸取經驗。

結語：

在處理這次專題時，幾乎95%以上的受訪者

都認為水患是人為因素居多，而大家也都異口同聲

地表示水患是有可能被根治，或減低其衝擊的。

惟，諷刺的是，這些學者、非政府組織，或大自然

保育者，或災民均有感，未來我國還是會遇到水

災。

這樣的默契，反映的是人民在長期水患的內

耗下的集體無力與無奈。哪怕是英殖民政府早在

1926年的隆市大水患就已經積極防洪，努力治

水，但就算快100年了，水患仍是我國常年問題，

甚至未來還可能更頻密，衝擊也更大，只因我們都

不願意正視問題，再不就滿足於善後與賑災上，隨

即又忘記了災情的沉重。於是，“每一次”都不會

是“最後一次”，而下一次也總會是“最嚴重的一

次”。

大自然之友秘書瑪潔詩華麗就語重心長地表

示，民眾不應該再滿足於振救上的物資援助，或感

動於賑災上的無私奉獻，這個時候，民眾要做的是

“鼓噪”，然後敦促當局根治問題，因為人民要的

不是賑災，而是跳出這樣的災難死循環裡。

以下為陳茂龍其給予各界的建議：

˙� �政府      ： 減碳減災政策，加強救援協調和

指導

˙� �非政府組織：�救援，監督

˙� �人民      ：�保護環境，災難前準備充足

˙� �教育      ：�推廣防災和氣候變化的醒覺運動

˙� �學術      ：�增加極端天氣預報技術和氣候變

化分析研究

˙� �媒體      ：�通融多元聲音輿論引導

˙� �社區      ：�社區是災害最直接的受體，同時

也是防災減災的基本單元，通過

參與管理和應對的實踐，培育社

區自治能力，減小災害造成的損失

˙� �市場      ：�市場分擔災害損失的份額逐漸加

大。隨着各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

資本市場不斷成熟，市場保險、

災害證券、災害期權等多種災害

應對手段不斷衍生和完善，使市

場應對災害的方式更加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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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詐你〉系列一�

高科技盜個資 漁翁撒網 電話騙局“詐”不停

� �

電話詐騙，防不勝防，也屢捉不完！

相信大家身邊的親友包括你自己，曾接獲自稱來自銀行或各執法單位的電話，而且也感到疑惑，為什

麼這些不法之徒能掌握那麼多的個人資資。

難道有第三方或“內鬼”提供我們的信息給這些詐騙集團？

�

武吉阿曼商業罪案調查局（投資騙局集團／其

他罪案）調查組主任劉健雄警監接受《中國報》專

訪時，對上述說法作出否認，並指不法之徒是透過

“暗網”（Dark�Web）或駭入相關係統，取得相

關資料。

他說，詐騙集團分子除了每天撥打多組的電話

號碼，也會利用“網絡電話”技術，將顯示來電號

碼轉換成國家銀行或警察局等熱線號碼，讓接聽的

受害者信以為真。

另外，武吉阿曼商業罪案調查局（電信組）

高級查案官諾阿斯魯副警監透露，不法分子也會

透過該“網絡電話”技術，將一組電話號碼輸入

後，再刪掉後面的4個號碼，並從“0001”撥打

至“9999”，因此才會有許多人接獲這些詐騙電

話。

他說，很多時候報案者稱被不法分子“迷魂”

才受騙，但這說法並不成立，因不法之徒皆是透過

製造各種問題來恐嚇受害者騙錢。

“一旦受害者慌張，便將所有個人資料告訴對

方，甚至將銀行內的存款轉到對方指定的銀行戶

頭。”

他說，如今不法分子也會向受害者發送一些假

的國家銀行網站和手機應用程式，要受害者下載，

或前往有關網站，從中套取受害者的個人和銀行資

料。

他說，一些案件中，受害者也被要求把有關接

收TAC驗證碼，或OTP一次性密碼的電話號碼，換

成不法之徒指定的電話號碼。

通過電話辦理程序？ 
警官、稅官：絕對不會！

“執法人員是不會透過電話，協助民眾解決問

題！”

劉健雄說，執法人員或銀行職員是會打電話給

民眾或客戶，但只會和民眾預約時間，到相關單位

見面解決問題，或進行調查，而不是在電話內解

決。

“若對方在電話內跟你解決問題，或要你給

錢，那麼對方就不是執法人員。”

內陸稅收局（LHDN）公關部官員羅奕瑩也

說，內陸稅收局在發現納稅人有拖欠稅款時，是會

透過郵寄信件、打電話和發送郵件給納稅人，以進

行通知。

她說，若當局職員撥打電話給納稅人時，都

只會用座機電話號碼，而且，不會通過通訊軟件

WhatsApp訊息或打電話給民眾。

“此外，也有騙子冒用LHDN名義向民眾發送

假郵件，指民眾有多餘的稅款，並稱需要民眾點擊

相關連結和填寫資料後，即可索回有關多餘的稅

款；或冒充LHDN官員上門做稽查。”

她說，當局官員會向業者進行上門稽查行動，

但肯定不會在查出業者有漏報稅款後，當場要業者

轉帳。

首4個月1743投報 今年每天10人上當

在所有的詐騙案中，捲走國人最多錢的就是詐

騙電話，連續2年的損失額都超過2億令吉；而在

今年首4個月，警方就已接獲1743宗投報，平均一

天便有超過10人被騙。

劉健雄指出，數據顯示，警方在2019年共接

獲5725宗電話詐騙投報，損失額高達2億5458萬

6210令吉；而去年的投報宗數也增加了278宗，

即在接獲的6003宗電話詐騙案中，損失額多達2億

8730萬1039令吉。

他說，單是今年首四個月，警方也已經接獲

1743宗，損失額多達4652萬9328令吉的投報。

諾阿斯魯也說，電話詐騙中的受騙者，大部分

皆是40歲以上的民眾，這或可能40歲以上的人很

少關注社交媒體和時事；同時，該群體的人，大部

分銀行內皆有豐厚的存款。

郭淑欣、林榮國、呂嘉敏、溫琦婷、張倍敏、彭凱欣《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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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來投報的民眾，損失額皆從最低逾百令吉

至逾百萬令吉都有，但在今年首4個月中，警方暫

沒接獲個人損失額最高的投報。”

社媒公開 騙子最愛

將社交媒體設定為公開的民眾，是最容易被騙

子盯上的一群人。

諾阿斯魯說，很多時候，民眾將自己的社交媒

體設為公開，同時分享自己的生活細節、家人和朋

友的照片或視頻等，殊不知，這些資料已成為不法

分子最有用的訊息。

他說，不法分子將從你的社交媒體盜用你的個

人照片後，另外開設一個假帳號，並對你身邊的親

友進行欺詐。

所以為了避免自己和身邊的親友受騙，他勸民

眾最好就是把個人社交媒體設定為“僅和朋友分

享”。

查詢陌生來電、舉報詐騙電話：

①� �一站式反詐騙中心：� �

03-26101559或03-26101599

②� �商業罪案調查局專線（WhatsApp）：� �

013-2111222

檢查可疑銀行戶頭：

①� �Semak�Mule網站：� �

https://semakmule.rmp.gov.my/

②� �下載“SEMAK�MULE？CCID”手機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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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詐你〉系列二�

黑人專攻寂寞芳心 愛情騙局 甜蜜陷阱

� �

寂寞芳心，想在網上尋找愛情，小心邂逅的可能不是一場浪漫愛情，而是騙局的深淵！

愛情騙子的行騙三部曲，首先是“認識你”、再來“陪伴你”，“瞭解你”，最後“欺騙你”，騙情

騙財甚至騙色；等受騙者恍然大悟，已經為時已晚。

�

武吉阿曼商業罪案調查局社團刑事調查支部主

任葉玉萍警監接受《中國報》專訪時指出，在馬設

立“愛情詐騙”集團的有85%都是非洲人，而他

們的套路不曾更新，他們盜用照片開設假賬號，上

傳各種假貼文把自己打造成俊男美女，或成功人

士，讓受騙者信以為真。

她說，騙子一般上在社交媒體賬號使用“美男

美女”的照片，隨意發送朋友邀請，一旦受害者接

受邀請，騙子便會開始主動聊天。

“騙子會自稱是身在海外的富人，花上幾個星

期甚至幾個月和受害者拉近關係，取得信任。”

她解釋，這些長時間建立起的“信任”，會讓

受害者對騙子言聽計從；而這些受害者事後反應過

來，驚知自己受騙時，是當他們已經沒錢再給這

些’情郎‘。

“一些執迷不悟的受害者，甚至還會去借錢，

為了取得‘情郎’寄來的包裹，或救出入境大馬時

被扣在移民局的‘情郎’。”

她說，部分受害者的虧損額很高，是因為受害

者貪心，他們認為只需要再給一點點錢，可能可以

拿回虧了的錢，甚至可能得到更多。

送禮、繼承遺產、贖人 3招手法十年不變

2007年3月正式加入商業罪案調查局的葉玉

萍，一上崗接獲的首項任務便是愛情騙局，她說，

相似騙局從十多年前延續至今，手法幾乎沒有改

變，主要可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包裹騙局，騙子以‘定情之物’為

由，送了很多現金和貴重禮物，要求受害者接收這

個不存在的包裹；騙子在過程中會和同黨冒充關稅

局或其他執法官員，指示受害者支付各種‘手續

費’騙錢。”

她指出，第二種為‘繼承遺產’，騙子稱自己

身在海外，祖先或父母曾在大馬工作，並留下了一

筆遺產，要求受害者幫忙，還指協助遺產取出後，

會獲得豐厚酬勞。

“受害者開始會收到‘律師’寄來的一堆看似

正規官方的文件，但這一切都是假的；受害者如果

深信，便會甘願給出大批手續費。”

她說，最後一種是“牛郎遠赴見織女”手段，

騙子謊稱要從國外來馬見受害者，結果在海關被攔

下，需要受害者付錢“贖人”，但實際上根本沒有

這回事。

她指出，也有騙子指在大馬有生意或投資，但

因為銀行手續的問題等，向受害者借錢。

結交本地女友當幫兇、錢驢

“初來報到的非洲人，向其他已在大馬生活多

時的同族‘學習’這些愛情騙局手段，隨後再另起

爐灶，欺騙更多的受害者！”

葉玉萍指出，這些非洲人分別是持學生證和旅

遊簽證入境大馬，然後再聘請本地人，或結交本地

女友，結黨營私。

她說，這些騙子都是不諳華語和馬來語的非洲

人，所以僱用本地人冒充執法官員，以本地語言來

忽悠受害者，騙光受害者的錢。

“警方近日也發現，有受害者也被這些騙子利

用，以進行非法勾當。“

她舉例，騙子會稱自己需要一個銀行戶頭，以

轉帳給受害者，或進行投資等理由，再要求受害者

郵寄其銀行戶頭資料，及提款卡給他們。

“受害者若把銀行卡寄給對方，那他們就會淪

為‘錢驢‘，幫助這個犯罪集團收集其他受害者的

錢。”

目標60歲以上 女性最好騙

60歲以上人士存有積蓄，易成騙子目標，家

屬應多關心家中老人，提防上當受騙！

葉玉萍指出，縱觀各類愛情騙局，受害者占最

多的年齡層為40歲至50歲之間，再來是30歲至39

歲之間，而且有80%是女性。

郭淑欣、林榮國、呂嘉敏、溫琦婷、張倍敏、彭凱欣《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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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分來看，愛情包裹騙局涉及受害者女性居

多，至於遺產和投資騙局，則男性受害者居多，各

佔了60%左右。”

但她指出，60歲以上的受害者因伴侶多數已

不在世，加上存有畢生積蓄，單身且富有同情心，

容易相信騙子，因此容易成為目標。

寡婦助警方搗集團 用IP地址找上門

葉玉萍指出，其中讓她最難忘的受害者莫過於

一名60多歲寡婦，騙子以投資為由向她借錢，之

後還說要親自來馬見面，結果被移民局扣留。

“假‘官員’說那個男的帶着裝很多現金的包

包，要求受害者到一家酒店客房，給她幾張現鈔讓

她檢查確定是真的，那她就需要給手續費來贖回那

包現鈔。”

她指出，受害者開始生疑並聯絡警方，而警

方決定將計就計，根據騙子的IP地址找到其位置，

瓦解了一個由25名尼日利亞籍男子組成的詐騙集

團，另外還有擔任性奴和傭人角色的2名印尼籍和

菲律賓籍女子。

“我和那位受害者說全都是非洲人，她不信，

說那個男的用中文和她文字交流。”

“我一看他們的對話記錄，那個男的寫的中

文，語法完全不對，很明顯是谷歌直譯的。”

手法千遍一律 案件有增無減

葉玉萍指出，愛情騙局已盛行逾10年，雖然

媒體多次報導這類欺詐案手法，但2019年開始迄

今，警方每年接獲的投報率，只有增無減！

她說，警方在2019年共接獲1535宗愛情騙局

投報，涉及虧損金額高達7900萬令吉；2020年則

接獲1582宗，虧損額為5800萬令吉，雖低於前一

年，但其中卻有一名婦女的個人損失額就已經高達

300萬令吉。

“2021年開年至5月21日，當局就已經接獲

了649宗，涉及2250萬令吉的虧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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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詐你〉系列三�

借出銀行戶頭接受贓款 錢騾 成詐騙集團替死鬼

� �

借出銀行戶頭只是小事？不，你可能成為犯罪集團的錢騾！

線上處理銀行事務在我國越來越普遍，而各種詐騙案轉移陣地到網上，“錢騾”也成了不可缺少的

“中間人”，為犯罪集團提供接受和存放贓款的戶頭，以及絕佳的掩護。

�

武吉阿曼商業罪案調查局（銀行事務）主任鄭

金泉警監坦言，錢騾在大馬雖然不是嚴重罪行，卻

是促使罪案得以發生的催化劑。

“每一個犯罪的人，尤其是詐騙案，都不希望

身份曝光，錢騾的出現給了他們很好的防護。”

鄭金泉說，從犯罪份子的角度來看，錢騾就如

同他們的堡壘，將執法單位隔絕在外，難以追蹤到

犯罪集團的核心。

“如果沒有錢騾，幾乎所有詐騙案都沒有辦法

完成！”

他指出，詐騙案受害者一旦提供收錢者銀行戶

頭資料，警方就可以按圖索驥找上門捉人；但是往

往有關負責收錢的銀行戶頭，都只是錢騾，而錢騾

也成了詐騙集團的替死鬼。

“不要以為只是‘借出’銀行戶頭，沒有親手

干案就等於沒事，警方一樣可以援引現有法令對付

你！”

他說，警方可以援引1997年電腦罪案法令第

6（1）條文對付錢騾，一旦罪成可被判不超過2萬

5000令吉的罰款，或不超過三年的監禁，或兩者

兼施。

此外，警方也可以援引刑事法典第411條文

（不誠實接受賊贓）、第414條文（私藏贓物）和

第424條文（不誠實轉移或隱瞞財產）下被控，一

旦罪成，每項罪名可被判處監禁最高5年或罰款，

或兩者兼施。

“刑罰看起來很輕，但肯定會留下犯罪前科，

所以不要貪小便宜，也不要抱有僥倖的心態，隨便

借出銀行戶頭。”

警年揪逾萬錢騾戶頭

你的銀行戶頭不是你的，售賣或借出銀行戶頭

也等於擅自挪用銀行資產！

鄭金泉在受訪時披露，銀行戶頭其實並非私人

財產，而是銀行提供的服務，只有戶頭內的錢才是

屬於開設戶頭的用戶。

“嚴格來說，銀行戶頭是屬於銀行的‘東

西’，錢騾等於將銀行的東西擅自出賣或出借給別

人，已經是違法行為，更何況是犯罪集團。”

為了打擊錢騾活動，大馬警方從2018年開

始，展開全國性的“錢騾突擊行動”�（Ops�Mule�

Account），每年揪出過萬個錢騾帳戶！

根據警方數據，2018年的“錢騾突擊行動”

中�，警方一共鑒定了1萬3513個錢騾銀行戶頭，

涉及的金額高達28億令吉；隔年，警方再查出1萬

8130個錢騾戶頭，涉及將近3萬宗詐騙案，造成多

達25億令吉的損失。

截至目前為止，“Semak�Mule”�網站及手機

應用程式內，也收集了超過9萬個錢騾銀行戶頭的

資料。

高佣金誘惑借戶頭

警方調查發現，最常利用錢騾的詐騙集團分

別是愛情包裹詐騙集團、電話詐騙和澳門騙局

（Macau�Scam），這些集團分子與專門招攬錢騾

的集團可能互不認識，中間也可能經過數次“中間

人”，因此加劇了警方的追查工作。

鄭金泉指出，坊間有專門招攬錢騾的集團，他

們會透過面子書發帖招攬“仲介”（Agent），入

職條件只需要開設銀行戶頭和提供資料，就可以每

個月“賺取”高額佣金。

“世上真的沒有白吃的午餐，越是容易賺錢的

渠道就要越小心，真相往往是非法集團的圈套！”

他也趁機授招，如果遇上類似的“好康”工

作，記得多向對方發問，比如實際工作內容、辦公

室地點、資金來源等等，如果對方答不出、拒絕回

答或不耐煩，很可能就是騙局。

“這些非法集團分子要找的是容易說服和隨便

的人，稍微謹慎一點，就可以避開他們的圈套，因

為他們也不想惹上麻煩。”

郭淑欣、林榮國、呂嘉敏、溫琦婷、張倍敏、彭凱欣《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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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家銀行都極力宣傳當錢騾的後果，以此提醒

用戶不要出借銀行戶頭。

借出戶頭別僥倖 遭舉報必被捉

“借出銀行戶頭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別等

到警察找上門才害怕！”

鄭金泉說，很多錢騾其實明知道不應該借出銀

行戶頭，但是為了錢和利益選擇冒險，完全是不負

責任的行為。

“執法單位和銀行長年都有在做宣傳，透過各

種方式提醒民眾不要當錢騾，但有些人就是不理會

（tak�kisah），也對自己不負責任。”

他指出，很多錢騾落網後都會辯稱自己不知道

戶頭被利用，也會謊稱自己的提款卡被偷。

“如果沒有提供銀行戶頭的資料，犯罪集團不

可能拿到戶頭的各種資料密碼；如果銀行卡被偷，

一般情況都會趕緊去註銷銀行戶頭，而不是任由戶

頭被別人使用，這說法完全不合邏輯。”

他強調，只要有民眾舉報，錢騾的銀行戶頭和

個人資料就可以被鑒定，警方很快就會找上門！

被捕者趨年輕化

鄭金泉在受訪時透露，數年前大部分落網的錢

騾是外籍人士，但近幾年都是年齡介於18歲至40

餘歲的年輕人。

“這個年齡層的年輕人，正好是能夠為國家經

濟發展貢獻最多、最高生產力的階層，也是涉及錢

騾等犯罪活動最多的階層，實在令人擔憂。”

他也說，這些落網的錢騾，就算最後只是被罰

款，都會留下犯罪紀錄，未來的人生發展肯定會面

臨一定的影響。

“未來要找工作，或者應徵一些專業工作、爭

取陞遷機會，留有案底的話肯定會有影響，所以真

的不要以為當錢騾很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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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詐你〉系列四�

洩漏個資讓老千得逞 OTP轉賬騙局 自己其實是幫兇

� �

現代人出門在外，除了身份證及智能手機，提款卡及信用卡也是不可或缺的配件之一，我們已進入人

人都有“一卡”在手的時代，不再像數十年前一樣，出門交易都需要攜帶大量現金。

提款卡及信用卡提供了人們便利，不過犯罪集團也伺機而動，根據這些銀行卡的交易過程，設計了一

個又一個的騙局，其中常見的，便是一次性密碼（OTP）及銀行轉帳驗證碼（TAC）誤傳，導致提款卡

或信用卡被盜刷。

�

武吉阿曼商業罪案調查局（銀行事務）主任鄭

金泉警監指出，詐騙集團在進行類似騙局時，一般

上已事先獲得下手目標的銀行資料，包括信用卡號

碼、驗證碼（CVC）等。

他接受《中國報》專訪時說，詐騙分子在開始

騙局前會先進行網絡購物，在銀行發出一次性密碼

給被登記的電話號碼時，就會撥電或短訊聯絡事

主。

“詐騙分子會以各種理由，說他或銀行搞錯

了，不小心把一次性密碼發到事主的手機，有些馬

來西亞人是很容易相信別人的，就會‘好心地’把

密碼告訴對方，詐騙分子輸入及完成交易後，事主

就有所損失。”

鄭金泉指出，只有在2種情況下，受害者才會

在沒有收到一次性密碼情況下，銀行戶頭的錢被人

轉走或用來購物，第一種是發生在海外交易的時

候，但銀行在徹查後會將受害者損失的錢財退回

去。

他透露，國家銀行早已下令所有本地銀行，若

是民眾和本地商家進行線上交易時，一定要發出一

次性密碼，除非有關民眾把有關商家列為“最愛”

（Favourite），這就是第二種情況。

“你將商家設定成最愛，代表它是你的信任商

家，雙方間的交易都會加快，那自然也代表銀行不

需要發出一次性密碼了。”

個資洩漏 多非內鬼所為

“這類案件幾乎沒有‘內鬼’，很多資料其實

是受害者自己外洩出去的！”

詢及是否有銀行內鬼涉及這類案件，鄭金泉不

置可否，並指銀行的交易系統都是預先設定好，自

動產生“一次性密碼”，因此不存在有“內鬼”在

幕後操作。

他指出，其實詐騙集團拿到的銀行戶頭持有人

資料，有時候是民眾自己外洩出去的，比如外面很

多抽獎活動、比賽等等，當民眾購買產品，然後填

寫資料連同收據交上時，就增加了個人資料被外洩

的風險。

他說，就算是大型知名公司策劃的活動如贏獎

比賽，其實他們也是外包給活動策劃公司，資料到

了這些公司手上都是不安全的。

“可能這些公司足夠敏感、謹慎及具責任感，

但底下那些員工呢？如果員工沒有這些道德的話，

那你的資料和私人信息可能會被傳出去，甚至上傳

到網絡用作特定用途。”

風險大 不易騙 OTP騙局漸被淘汰

鄭金泉透露，現代人越來越小心謹慎，加上

“OTP誤傳”案件耗力耗時、風險大、成功機率不

高，因此類似案件近年已大幅度減少。

他指出，在5年前這類案件可能較常見，可能

1個地區每週會有1、2宗案件發生，但現今可能1

個月還不到1宗案件。

“這類案件的成功率不高，你要知道，干案者

知道你的資料，做了轉賬交易後可能有短短幾分鐘

時間，他馬上就要撥電或信息騙你，但只要你夠聰

明，他就無法100%得手。”

鄭金泉指出，只要事主足夠聰明，那麼詐騙集

團成員就沒戲唱了，且浪費了許多心力和時間，因

此漸漸這類干案手法也被他們淘汰了。

他也勸請民眾，一旦被騙後醒悟墜入騙局，除

了要馬上通知銀行暫停交易外，也需即刻報警，而

且還是越早越好。

接驗證電話需謹慎 適當反問 免上當

接獲任何驗證電話需保持警惕，必要時也可

“反驗證”套話，確保對方不是詐騙集團成員！

郭淑欣、林榮國、呂嘉敏、溫琦婷、張倍敏、彭凱欣《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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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金泉指出，民眾在接獲自稱是銀行、警方等

方面的來電時，一般上很容易相信對方，也會依照

指示把私人資料告訴對方，完成對方所謂的系統驗

證。

“其實民眾應該反問回去，驗證對方是不是相

關單位人員，比如對方要求你回答身份證號碼，那

你可以問他前面是哪幾個號碼，對方成功回答後，

你再告知他剩下的號碼。”

他也傳授民眾預防這類罪案的方法，即避免把

個人資料外傳，以及避免設定和自身相關，容易被

猜出的密碼。

“現代人喜歡把所有事情都放在網上公告天

下，比如結婚紀念日、孩子生日等，殊不知詐騙集

團在獲取你的基本資料後，也會通過你的社交媒體

動態來‘猜出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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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詐你〉系列五�

網購騙案“疫”常活躍 日均逾20宗 15個月詐6800萬

� �

行動管制令15個月內，全國網上購物騙案共有1萬0480宗，涉及詐騙金額超過6800萬令吉；保守估

計，每天平均至少發生20宗！

我國還沒實施行動管制令之前，即2019年全年，警方共接獲涉及2800萬令吉的3513宗網購騙案。

�

武吉阿曼商業罪案調查局警察網絡調查應對小

組高級查案官林天祥助理警監接受《中國報》訪問

時指出，警方在去年共接獲5846宗涉及4100萬令

吉的網購騙案，而在今年首6個月，則涉及2700萬

令吉的4634宗騙案。

他說，在行動管制令期間，大部分民眾普遍選

擇在Shopee、Lazada及Mudah.com等購物平台，

或到面子書等購物，在沒有面對面驗貨的情況下，

直接匯款，因此讓不少騙子有機可乘。

他說，初步調查，這些騙子大多獨自干案，他

們在網上宣傳產品，再誘騙網民匯款，並在取得款

項後消失。

“由於這些騙子皆使用錢騾銀行戶頭進行交

易，因此加劇警方逮捕行動，不過警方仍會開檔展

開調查。”

他說，警方着手展開調查時，首先會向銀行討

取戶頭持有人資料，隨後再追蹤騙子IP地址，竭盡

全力追捕幕後黑手。

他指出，警方在行動管制令期間，搗破數宗網

上買賣口罩騙案，逮捕5名嫌犯，並成功將他們全

數提控上庭。

林天祥呼籲受騙的民眾不管詐騙金額大小，都

到警局報案，給予更多關於騙子的詳情，以此協助

警方破案。

網購三招SOP 防上當

警方授招3項SOP防被騙，即“先觀察、再分

析、後調查”，確認無誤後，再匯款，才萬無一

失！

林天祥指出，民眾在網上看到心儀產品後，可

先到各大購物平台查看產品原價，若有關賣家的售

價與原價相差懸殊，民眾則需小心為上，切勿貪圖

小利，以免被騙。

他說，民眾購物前，也需進行查看賣家背景，

包括曾購買產品者給出的評價，以此獲悉賣家信

譽。

他說，為避免被騙，民眾可選擇貨到付款的產

品，即顧客在收取包裹後，確認產品完好無損，屆

時平台才會釋放金額給予賣家，此舉可大大減低詐

騙風險。

30至45歲 網購騙局“常客”

林天祥指出，經過調查，年齡介於30歲至45

歲的男女，在行動管制令期間，更多選擇在網上購

買轎車及手錶等名貴物品，因此他們的被騙金額普

遍上，比老年人及青少年來得高。

他說，這些受害者在網上看到廣告後，會先私

訊騙子瞭解，他們往往在收到產品照片後，即對騙

子深信不疑，隨後匯入款項，因此墜入陷阱。

稱付雇金替商家炒人氣 
網騙新招 “刷手騙局”

假中介，真騙錢，越來越多人墜“刷手騙

局”！

林天祥指出，詐騙集團的手法層出不窮，最新

的招式是假扮購物平台中介，聲稱招募臨時工提升

賣家銷售額及評價（俗稱刷單），並在他們購物

後，給予他們本金和佣金，讓受害者墜入騙局。

他說，受害者首次購物後，在10分鐘內，被

退還本金及佣金，隨後產品金額越來越高，受害者

因前期確有取回本金，因此不疑有它，再次匯入數

千令吉購買產品，沒想到中介此次收取款項後，即

失聯，受害者始發現被騙。

他說，警方目前與各大購物平台合作，雙方皆

有發文提醒民眾防範此類騙局。

郭淑欣、林榮國、呂嘉敏、溫琦婷、張倍敏、彭凱欣《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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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詐你〉系列六�

高回酬蒙蔽理智 投資虛擬幣 貪變貧

� �

要投資虛擬貨幣，千萬別被所謂的高回酬率利慾熏心，小心受騙而得不償失！

詐騙集團利用投資者欲賺快錢的心態，設下投資虛擬貨幣詐騙圈套，常見的行騙手法無非離不開提供

高回酬率，一旦撈取民眾的投資金額後便鬧失蹤；如今警方授招民眾，若要投資虛擬貨幣，可透過由3家

受認可市場營運商在我國成立的數碼資產交易所，進行交易，降低受騙風險。

�

武吉阿曼商業罪案調查局（法務會計調查）總

監助理陳劍江警監對《中國報》說，上述3家公司

獲得大馬證券監督委員會的批准在我國成立和營

運，它們分別是Luno大馬有限公司、SINEGY科技

大馬有限公司和Tokenize科技大馬有限公司。

“證監會的官方網站會不定時更新，民眾可瀏

覽瞭解詳情，然後可透過上述3家公司進行投資，

他們會根據投資者的情況而提供投資計劃。”

他說，據警方數據顯示，從2019年截至今年5

月，警方共接獲1578宗相關投報，受騙者以私人

公司人士居高，其次則是商人、退休人士和教師；

其中4.6%的受騙者是學生。

他說，目前警方發現有5種投資虛擬貨幣騙局

的種類，分別是虛擬貨幣買賣騙局、投資虛擬貨幣

騙局、假虛擬貨幣交易平台、駭入虛擬貨幣電子錢

包和“勒索軟體”。

他說，當中90%的投報是投資虛擬貨幣騙

局，詐騙集團普遍以金錢遊戲的手法設下有關騙

局，意即民眾若投資多少，則每月將獲取多少巴仙

的回酬，但實則這些高回酬不存在，若民眾無法招

攬下線，詐騙集團不會提供回酬。

“挖礦”沒非法 偷電將被捕

警方提醒，挖掘虛擬貨幣不犯法，但若涉及偷

電行為，民眾可在偷竊和蓄意破壞的罪名下被對

付！

陳劍江說，因虛擬貨幣有價，不少人加入挖礦

活動，但挖礦的用電量極大，民眾為降低“成本”

而偷電，因此警方在過去2年發現偷電挖礦的事情

有上升。

他說，若民眾偷電或在建築物內非法裝修進

行挖掘，警方可援引刑事法典379條文（偷竊）和

427條文（蓄意破壞）對付民眾。

另外，他說，警方曾接獲數宗投報，受騙者包

括名人，指個人虛擬貨幣電子錢包的賬號和密碼托

第三方管理，結果賬號內的虛擬貨幣被人轉走，因

此促請民眾勿隨意將賬號密碼透露任何人，包括朋

友和父母。

“有的受騙者因信任朋友，將賬號和密碼交給

他們管理，結果所有虛擬貨幣全被轉走。

心存僥倖 貪圖賺快錢

“也有人明知道（假的），可是他們也要投

資，因錢‘生’得比較快。”

陳劍江說，有些詐騙集團創建假虛擬貨幣交易

平台，欺騙投資者指一些虛擬貨幣會從2仙上升到

10令吉，誘騙投資者投資以獲取高回酬。

他說，若細心觀察，其實有關平台根本不活

躍，如沒交易量和價錢不變等，是一場騙局，並指

民眾可上網查證以瞭解交易平台或虛擬貨幣是否存

在，勿因盲目跟風而投資。

他認為，有民眾明知是一場騙局，但為了賺快

錢而投資，隨後看準時機而停止投資賺回回酬。

他也說，不法分子向私人公司發動“勒索軟

體”攻擊，勒索他們繳付一筆虛擬貨幣，否則將癱

瘓公司的電腦系統，有民眾接獲相關勒索信息後，

郭淑欣、林榮國、呂嘉敏、溫琦婷、張倍敏、彭凱欣《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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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選擇無視，只有小部分人因害怕，根據指示

支付一筆虛擬貨幣。

被騙者想取回錢？幾乎沒可能

陳劍江說，除非詐騙集團願意賠償，或循民事

訴訟，否則受騙者欲取回投資金額的幾率幾乎是

零，因此提醒民眾在進行任何交易前需小心謹慎，

若選擇和未與證監會登記的不合法平台，投資和交

易虛擬貨幣，恐面臨風險。

“99%是拿不回錢的，除非集團首腦上法庭

後，他們願意在法庭上解決，那就可能有機會。”

他說，警方不會叫人去還錢，這不是標準作業

程序，警方主要是逮捕和提控首腦或幫兇，至於受

騙者和被告者要否私下解決，警方不會插手干預。

“其實投資虛擬貨幣是很簡單，若要投資就

經過合法管道，就如我剛剛提起的在大馬有3家公

司，如果要去別的公司，就要承擔風險，而且風險

是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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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詐你〉系列七�

疫情助長投資騙局 老千不出門 能騙更多

� �

是情勢所逼要賺快錢，還是大馬人很好騙？

警方去年在全國共接獲1671宗投資騙局投報，涉及損失額達1億8215萬4396令吉；今年首7個月，

投資騙局便狂詐高達1億4818萬8205令吉，單看損失金額，不排除便要超越去年“記錄”。

警方指出，不排除有民眾因受疫情和管制令的影響，失去工作和收入，因此花在網絡的時間變多，從

而接觸社交媒體上聲稱有高回酬的各種投資計劃後，有者為賺快錢而參與投資，也有者缺乏投資知識，信

以為真，結果落得血本無歸的下場。

�

武吉阿曼商業罪案調查局（投資不法集團、電

子卡及其他罪案）調查組助理主任許淑瓊助理總監

告訴《中國報》，根據數據，警方於前年接獲966

宗相關投報，涉及損失額為2億2094萬5176令

吉，儘管去年的損失額有下降，但今年的投報和涉

及損失額有上升。

她說，今年首4個月，警方接獲1149宗投報，

涉及損失額是6534萬2392令吉，不料來到7月

份，投報有增加，損失金額飆至1億4818萬8205。

她說，詐騙集團在疫情期間，除了在社交媒體

打廣告，也利用視訊軟體如Zoom和Google�Meet，

依據時下趨勢推出和宣傳各種“投資計劃”，且在

視訊中不露臉，只讓民眾聽到聲音。

她說，有集團或公司聲稱投資外匯，在外國有

離岸公司，擁有歐盟和美國等准證，對此，該局有

一個特別部門是專門寄函給外國，以申請查證有關

公司有否持准證。

給甜頭騙加碼 再一走了之

詐騙集團的騙錢套路都是千遍一律，無非就是

先給你甜頭，再誘惑加碼投資額，最後再索取費

用，趁機卷款而逃！

許淑瓊說，詐騙集團起初會向投資者提出投資

金額少的計劃，並在半小時內給出50%或更高的

回酬作為甜頭後，再提出更高額的投資計劃，誘惑

他們加注後，卷款走人。

她說，此外，集團會提供投資者一個鏈接供註

冊帳號，登錄後能看見投資交易和回酬率，當投資

者要將賺到的盈利和本金取出時，集團會向對方徵

稅和費用。

“比如你‘賺’了30萬令吉，集團會要求你

支付30%的稅費，你付錢後，對方再索討各種費

用，直到把你搾乾淨後，就終止交易平台；因為是

線上交易，投資者不知道對方的身份，報案時只提

供警方一個鏈接，所以在調查方面較困難。”

警扮投資者 潛入視訊會議搜證

警方先下手為強，在網絡上察覺可疑的視訊會

議宣傳投資計劃後，佯裝有興趣投資者般註冊聆聽

他們的方案，若發現有詐騙成分，將展開調查工作！

許淑瓊說，警方在網絡上有進行監控，經常會

加入網上邀約公眾參與的視訊會議，並註冊聆聽會

議的內容，有的是單純講解培養領袖素質和營銷的

內容，但有的談及投資方面時，畫面不見人影只有

聲音，有發現欺騙因素時，警方將進行調查。

她說，如今警方不是等人來報案後才採取行

動，而是做防範措施，若發現值得去探討和懷疑的

事情，警方會參與視訊會議，確認集團或公司的投

資計劃，當發現涉及詐騙，警方會調查和收集資

料，如傳召涉及者問話或上門充公文件和電腦。

28個月搗244集團 捉2134人

許淑瓊說，從2019年至今年4月，警方共搗毀

244個詐騙集團，逮捕2134名涉及詐騙的本地和

外籍人士。她說，警方在上述時期，共接獲3786

宗投資騙局投報，受騙者以私人企業人士居高，

即2034人，其次分別是無業者（435人）、商人

（406人）和公務員（363人）等。

她說，數據顯示，警方在疫情和管制期間所接

獲的投報有增加，這是因為詐騙集團趁機在網絡上

聲稱可在短時間內高機率獲取高回酬和收入，來誘

惑民眾投資。

她說，除了有民眾因缺乏投資知識，不懂得尋找

合法投資公司，以致不慎墜入騙局，也有民眾因為貪

念，要輕鬆賺快錢，所以鋌而走險投資，結果被騙。

郭淑欣、林榮國、呂嘉敏、溫琦婷、張倍敏、彭凱欣《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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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詐你〉系列八�

管制令阻出門 悶慌了 今年裸聊騙局 增逾倍

� �

行動管制令，管得住人民在家，卻止不了他們“聊騷”的心！

雪州刑事調查組主任聶依查尼高級助理總監指出，雪州去年全年共接獲51宗裸聊勒索案，但今年首7

個月，就接獲了128宗，相比去年增加了超過一倍。

�

他說，經過調查，一般上的裸聊勒索案件，共

分成3種形式，第一種是，男女雙方相識於交友網

站，他們經歷短時間交流後，萌起想見面的念頭，

礙於行動管制令，只能在網上視訊聊天。

他說，雙方隨後在鏡頭前做出露骨的行為，卻

懵然未覺這一番動作已被鏡頭另一方的人士全程錄

下，假以時日再進行勒索。

聶依查尼指出，第二種是，男女雙方為夫妻或

戀人關係，他們隨後發生爭執或其中一方想要離

開，這時交往期間，所攝下的裸照或性愛視頻，則

成為“挽留”的工具。

“第三種情況尤為罕見，不過卻時有發生，即

受害者自拍裸體照，若干年後售出手機，則有可能

被有心人士找回照片，實施勒索。”

詢及警方在接獲投報後，如何防止受害者裸照

外洩時，聶依查尼指出，警方將於大馬通訊及多媒

體委員會合作，追蹤上傳者所在位置，進而展開逮

捕行動。

他說，若受害者投報及時，或有機會清除數

據，但仍有裸照外洩的風險。

“一般上，這類勒索案，是一個無底洞，勒索

者會三番四次進行勒索，直到搾乾受害者後，再散

播其裸照或性愛視頻。”

慾火蒙蔽理智 專業人士也上當

只要你有一顆寂寞的心，就有可能成為裸聊勒

索案受害者！

聶依查尼指出，此類案件的受害者遍佈各年齡

層及各領域，連專業人士都身受其害。

他說，通常這些勒索者在社交網站或交友軟體

結識受害者後，將花時間與受害者聊天，直至攻陷

受害者心房，即要求他們在鏡頭前裸露身體或進行

不雅動作。

他說，人都是富有想像力的動物，受害者以為

在網上覓得良緣，因此對電話另一方的情人深信不

疑，他們隨後也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

只被偷拍也屬刑事案

“只被偷拍，沒遭勒索，也能報案！”

詢及若受害者被偷拍卻沒有被勒索的案件時，

聶依查尼鼓勵這些受害者報案，因為偷拍本身已是

一種刑事案，偷拍者需為自己的惡行，付上法律責

任。

他說，這類案件的投報者只是冰山一角，他知

道仍有很多受害者因擔心裸照外洩，沒有報案。

“受害者的工作只是報案，讓警方介入調查，

其他事情包括逮捕勒索者及搜查證據，交由警方處

理。”

他承諾，只要接獲投報，不管犯罪者是誰，將

竭盡全力為受害者討回公道。

保護自己 別在鏡頭前裸露

“只要曾拍下裸照，現在沒被勒索，不代表以

後也沒事！”

聶依查尼勸告，無論男女，皆不要在鏡頭前裸

露身體，科技時代，不僅電話有被駭入的風險，連

照片也可能被移花接木，何況是直接在鏡頭前裸露

身體。

他說，儘管是夫妻或情侶關係，也不要這麼

做，因為人心會變，現在的枕邊人也可能變成以後

的敵人。

郭淑欣、林榮國、呂嘉敏、溫琦婷、張倍敏、彭凱欣《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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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詐你〉系列九�

駭入公司電郵移花接木 趁你大意 騙你夠夠力

� �

小心詐騙集團的電郵，否則一“疏忽”成千古恨！

詐騙集團無孔不入，各行各業的公司也是行騙目標；他們駭入受害公司的電郵系統搜集情報，再捏造

與公司高層或有來往的公司相似的電郵地址，通過移花接木，誘騙職員把錢匯入指定銀行戶頭。

�

有關的詐騙手法被稱為“商業電郵騙局”

（Business�Email�Compromise，簡稱BEC），是近

幾年熱門詐騙手法之一，詐騙分子大小通吃，各規

模公司都是下手目標，能騙就騙。

詐騙分子通常會假冒來往公司的職員，要求

“目標公司”將款項轉入“新戶頭”；或假裝同一

家公司的高層，以秘密投資等理由，要求財務部職

員暗中匯款到指定戶頭，還會特別“提醒”對方不

能洩密。

武吉阿曼商業罪案調查局（網絡調查應對小

組）高級查案官林天祥助理警監受訪時指出，BEC

詐騙分子其實是看準人們的慣性和疏忽，只需要註

冊相似的電郵地址，就可以輕鬆行騙。

“真假電郵可能只是多了一個點，或一條下劃

線（Underscore），不仔細檢查就很容易墜入詐騙

陷阱。”

他說，詐騙分子只要成功駭入目標公司的電郵

系統，幾乎等於成功了一半，接下來就是等待職員

一時大意，將款項匯給他們。

“這種疏忽會對公司造成不少損失，在2019

年就有一宗BEC案件，受害公司損失高達1554萬

令吉。”

他也披露，從2019年至2021年上半年，警方

一共接獲116宗BEC案件投報，造成超過6603萬

令吉的損失，當中有56宗已成功破案。

涉案者“又”是非洲人為主

BEC詐騙分子大部分來自非洲！

林天祥指出，警方從2019年至2021年搗破的

56宗BEC案件中，大部分落網的嫌犯都是非洲籍

男子，本地騙子只佔少數。

“他們（非洲籍騙子）是有分‘部門’的，有

的負責愛情包裹詐騙，有的負責BEC騙案。”

“BEC詐騙案都是通過電郵，商業電郵也屬於

格式化的內容，如果警覺性不高、沒有仔細檢查電

郵地址，真的很容易讓騙子得手。”

安排多名“錢騾”負責收錢

“只要是詐騙案，都跟錢騾脫離不了關係，警

方要層層遞進地調查，真的很困難。”

林天祥說，BEC詐騙分子不會輕易暴露自己的

身份，騙來的錢都是匯入錢騾的戶口，令警方頭疼

的是，每一宗案件所涉及的錢騾不只一人！

“騙子也是很聰明的，他們在受害者和詐騙集

團中間安排多名錢騾，甚至安排這些錢騾使用不同

銀行戶頭，警方追查起來簡直困難重重。”

“當然，警方也不是單槍匹馬，我們有和其他

執法機構合作，比如反貪會和各銀行，協助提供情

報和追蹤這些詐騙集團。”

轉帳8次才知上當 大意職員被疑內鬼

一旦發生BEC案件，所有相關職員都不能獨善

其身；警方會嚴厲盤問，從中判斷是否有內鬼涉

案。

林天祥說，大部分BEC案件在一兩次匯款後就

會發現不妥，但曾經有過一次案例，受害公司的職

員在轉帳8次後才發現收款對象是騙子。

“警方會逐一盤問相關的職員，確保他們真的

沒有涉及，在過往的案例中，也曾有過少數內鬼涉

案的情況。”

他進一步披露，警方會分析騙子的電郵地址相

似度，再從中判斷涉案的職員，是否真的沒有察覺

到細微不同；至於多次匯款的案例，警方就會以案

件是否涉及內鬼的角度展開調查。

郭淑欣、林榮國、呂嘉敏、溫琦婷、張倍敏、彭凱欣《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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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被騙要訣 教導職員謹慎防“千”

三招防BEC：安裝電腦防護程式、用多項媒介

交流，以及教育職員要多加謹慎！

林天祥在受訪時指出，公司應該為電腦安裝防

護程式，而且加密保護來往電郵內容，避免騙子有

機可趁。

“此外，公司也不要使用單一媒介與來往公司

交流，比如只是利用電郵，反之多樣化媒介，如手

機、撥電話等交替使用，避免讓不法之徒掌握習

慣。”

“一旦接到這些要求更換匯款帳號，或者任何

涉及金錢的電郵，最好就是透過第二媒介，比如直

接打電話給對方確認，不要貿貿然相信有異樣內容

的電郵。”

他也指出，最重要是要教育或培訓職員，對於

所有來往電郵都要仔細審核，遇到可疑狀況要盡快

上報查詢，不要相信任何“不可洩密”等話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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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詐你〉系列十�

網貸詐騙 專“詐”財困者 趁你病 拿你命

� �

透過來歷不明的網絡借貸公司借錢周轉，十之八九會遇上申請貸款未到手，就得繳付各種手續費，造

成處境雪上加霜！

不少民眾在疫情期間，財務陷入困境欲借貸周轉，未料卻墜入上述詐騙手法，錢未到手反而受騙；

警方在過去1年8個月，共搗毀30個網絡貸款詐騙集團（Pinjaman� tidak�wujud，也稱“不存在的貸

款”），逮捕了234名涉及男女，當中未成年人就占20%，年齡最小者僅13歲！

�

警方透露，被捕的未成年人，大部分是輟學

生，除了是父母疏忽監督，有者因受高薪誘惑，因

此誤入歧途加入不法集團，受聘成為“操作員”。

不過，也有部分未成年人在受聘時，以為一份

正當職業，但在正式工作後，才驚覺是進行不法活

動。

武吉阿曼商業罪案調查局金融罪案調查部門主

任陳成堅警監透露，根據數據，從2019年至今年8

月，警方接獲1萬4193宗網絡貸款詐騙案的投報，

受騙者分別是7884男6309女，涉及損失額高達1

億4261萬9573令吉。

他也說，在過去1年8個月，警方共逮捕182男

52女，其中20%是未成年人，年齡最小者僅13歲。

他說，受騙者分別因急需金錢周轉、被列入銀

行黑名單而無法借貸等等，因此透過網絡申請貸

款，結果墜入騙局。

他說，一般借貸者在社交媒體輸入“快速借

貸”等關鍵詞，然後進入相關網站內輸入個人資

料，接着詐騙集團成員會聯絡他們詢問詳情，如要

借貸的款項。

他說，詐騙成員會先要求借貸者繳付各種手續

費，如律師費、印花稅、保險費等等，過後卷錢失

蹤。

走銀行漏洞 新招以期票詐騙

管制期間出現詐騙新招數，如今詐騙成員給出

賬期支票，謊稱款項已過賬，取信借貸者後，再誘

騙對方繼續借貸更多的款項，騙取雙倍的“手續

費”！

陳成堅說，一般賬期支票需3天作業時間，借

貸者的銀行戶頭內會顯示該筆款項在待辦中，但借

貸者沒有察覺，看見銀行戶頭的餘額有增加後，以

為貸款已獲批准。

“接着詐騙成員會誘騙借貸者，詢問對方是否

要繼續借更多的錢時，有的借貸者認為貸款到手，

想要繼續借貸周轉，因此墜入圈套。”

“這時詐騙成員會要求借貸者，繳付雙倍的各

種手續費，錢一到手後，他們就取消支票，直到借

貸者事後要去取錢時，發現銀行銀行戶頭的貸款款

項不翼而飛，才知受騙。”

女子網上借貸上當 借50萬 反被騙120萬

華裔女子欲借貸50萬令吉買房，上網申請貸

款，結果遇上詐騙成員，被騙走120萬令吉血汗

錢！

陳成堅說，該名華裔女子（40餘歲）借貸打

算購買房屋，但不慎墜入圈套，繳付詐騙集團各種

手續費，如律師費和印花稅等，動用自身儲蓄和父

親的養老金，前後繳付120萬令吉後，發現貸款仍

不到手，才知受騙。

另一方面，他說，警方援引刑事法典120條文

和420條文提控詐騙成員，若未成年被告被判有罪

後，他們將被送入感化院。

他最後勸請欲貸款的民眾，可下載手機應用程

式i-KrediKom，查詢該公司是否為房屋與地方政府

部的合法貸款公司，避免受騙。

郭淑欣、林榮國、呂嘉敏、溫琦婷、張倍敏、彭凱欣《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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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詐你〉系列十一�

迷魂黨出沒專盯年邁婦女 拍一拍肩膀 雙手奉上現款

� �

魂黨騙財手法存在已久，但死而不僵，往往沉寂一段時間後，又會再次出現！

人們只要聞一聞就會神智不清、被拍一拍肩膀就被人控制，然後再交出貴重物品，或到銀行提款給這

些迷魂黨成員，後者拿着錢逃之夭夭後，才清醒過來，驚知被騙。

�

對此，冼都警區主任馬永來助理總監說，這一

切說法至今都無法證明，或許就是這些騙子針對人

性弱點下手，利用受騙者年紀大，容易相信他人和

迷信等而行騙。

他說，迷魂黨多數三五成群行動，再到人潮如

流的地方，如巴剎和購物中心等的公共場所，尋找

目標干案。

“他們的目標多數是那些60歲以上的長輩，

然後會以假裝問路展開話題，隨即再把受害者誘導

到銀行提款。”

他說，更猖狂的是，由於一些年長者沒有銀行

提款卡，只有銀行存摺，這些迷魂黨成員便會載這

些年長者回家取銀行存摺後，再前往銀行提款，非

常猖狂。

他說，迷魂黨成員載着受騙者前往銀行途中，

就已經教受騙者如何應付銀行職員的提問，包括指

要裝修住家，或購買物品等，需要提出大筆現金，

若銀行職員繼續追問，則要受騙者讓銀行職員不要

再過問，並指他們有自由取出自己的錢。

“他們（迷魂黨）也是很聰明，他們知道銀行

內有閉路電視，所以他們都會在銀行外等候，及取

走受騙者的錢，所以當受騙者報案時，我們（警

方）無法在調閱閉路電視時，發現他們的蹤影。”

管制令限制迷魂黨干案

馬永來說，和一些比較常見的電話詐騙案相

比，冼都一帶的迷魂黨詐騙案較少發生，而且我國

自去年開始行動管制令後，這些迷魂黨也已經銷聲

匿跡。

他說，當局於2018年僅接獲1宗遭迷魂黨詐騙

的投報，前年有2宗，而去年至3月2日為止，則有

3宗。

他說，從去年3月2日至今，警方不再接獲任

何相關投報，因此不排除是因為行動管制令，而這

些騙子又是從外地過來，所以擔心被警方檢舉。

對此，馬永來希望年輕人多注意家中長輩的一

舉一動，同時也勸這些年長者們在出外採購時，盡

量不要和陌生人搭訕，避免墜入這些不法分子的詐

騙陷阱。

他也希望這些年長者可以把存款簿交由孩子保

管，因為一旦向孩子要求存款簿取款時，孩子也會

追問取款原因。

聊著聊著就被“迷”了 
婦女銀行提12萬交對方

“被騙的都不是小數目，往往都是過萬令吉的

損失！”

馬永來說，於2020年的一宗投報中，一名60

餘歲的婦女，當時從隆市增江一間購物中心出來時

不幸碰上一組迷魂黨，結果被騙走了12萬令吉存

款。

他說，當時該名婦女載着這批迷魂黨先到雪州

峇都箱的一間銀行提出上述存款，隨後該批迷魂黨

食髓知味，便要婦女再到位於雪州士拉央的另一間

銀行提款。

“幸好當時第2間銀行的職員發現不妥，不讓

這名婦女提款，否則婦女將損失更多的錢。”

他說，該名婦女前來報案時指自己當時和約2

名迷魂黨的成員在有關購物中心外聊天，接着就迷

迷糊糊的被帶去銀行提款，隨着迷魂黨成員離開

後，才清醒過來。

郭淑欣、林榮國、呂嘉敏、溫琦婷、張倍敏、彭凱欣《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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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詐你〉系列十二�

黑錢不漂白不能花 反洗黑錢法 截斷不法之徒財路

� �

洗黑錢是一項重罪，大多數人只知道犯罪分子，如何通過轉賬交易等將錢財“漂白”，但卻不清楚執

法單位包括警方，針對反洗黑錢的調查工作及流程，漸漸地洗黑錢也就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

反洗黑錢及反恐融資法令（AMLA）猶如警方的“尚方寶劍”，一劍斬斷犯罪集團的財源。

�

武吉阿曼商業罪案調查局反洗黑錢和反恐融資

特別調查組主任胡維銘警監指出，洗黑錢案件是白

領犯罪，因此不等同於一般掠奪案、綁架案、藍領

犯罪等，並不是說民眾到警局報案，指控某人涉及

洗黑錢活動，警方就會做出調查。

他告訴《中國報》，在調查洗黑錢案件前，

必須先證明相關人士已經犯下上游犯罪（Predicate�

Offence），反洗黑錢小組才會接觸及開檔調查。

“比如警方在追查一個金錢遊戲集團，查案官

在過程中發現這個集團賺了很多不義之財，因此會

通知我們，我們才會開檔，並和調查上游犯罪的查

案官一起調查該集團。”

胡維銘指出，一般上被警方援引洗黑錢罪名調

查的目標，包括走私煙酒、販賣受保護動物及天然

資源、大耳窿、非法賭博集團等。

他透露，在正式開檔調查前，警方也會通過4

個標準來決定是否立案，包括涉及損失數額必須超

過50萬令吉、有關罪案是高關注度、有組織性犯

罪集團、以及目標是習慣性地犯罪（Habitual）。

他說，警方援引2001年反洗黑錢及反恐融資

法令（AMLA）展開調查，最終有2個重要目的，

即成功將嫌犯控告上庭，以及充公嫌犯的不義之財

歸還給受害者，若沒有受害者，則充公財物將歸國

家所有。

“錢驢”成洗黑錢工具

胡維銘透露，反洗黑錢及反恐融資法令除了讓

犯罪分子面臨牢獄之災，另外一個重要好處便是能

充公不義之財，令對方沒有機會享用他們“千辛萬

苦”賺來的黑心錢。

他指出，在犯罪學裡面有一個叫“理性選擇理

論”（Rational�Choice�Theory），若是對方鋌而走

險犯法賺錢，但卻沒有機會享用錢財，那麼他們的

犯罪動機可能減少。

“以前沒有該法令時，犯罪分子會想被捉了無

所謂，他甘願去坐幾年監牢，等到出獄後他又是一

條龍，因為他有很多錢可以享用，但因為有了這

個法令把他的財物充公，他的如意算盤就打不響

了。”

另一方面，他也勸請公眾切勿租借或變賣本身

的銀行戶頭，以免當上“錢驢”（mule�account）

成為洗黑錢集團的利用工具。

充公財產變賣 讓受害者平分

涉及洗黑錢的案件被定罪結案後，充公財產將

被變賣，若有受害者提出申請索回損失財物，也將

把財物平分給他們。

胡維銘指出，一宗洗黑錢案件如金錢遊戲集團

案件上庭後，受害者可向法庭申請成為案件的第三

方（Third�Party�Claiming），當案件了結後，充公

財物如名貴手錶、包包等將被變賣成錢，由法庭來

決定多少名符合條件的受害者來平分。

他透露，根據他多年來的經驗，一般上警方可

以協助受害者拿回至少50%的損失，這已個很不

錯的成績。

“這些犯罪集團是長年累月地在犯罪、花錢，

因此他們賺到的錢可能已經花掉了，很多時候警方

只能盡力歸還財物，來填補受害者的虧損。”

胡維銘說，當1宗案件了結後，受害者被給予

半年期限來申請索回財物，法庭將根據所有受害者

的損失比例，來歸還所充公的財物。

年首5月 警查90洗黑錢案

“洗黑錢案件近年有上升的趨向，是因為警方

更努力去揭發犯罪集團的結果！”

胡維銘透露，警方於2016年共援引洗黑錢罪

名開檔調查99宗案件，2017年、2018年、以及

2019年，分別是110宗、127宗、以及138宗。

郭淑欣、林榮國、呂嘉敏、溫琦婷、張倍敏、彭凱欣《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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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去年警方共開檔調查164宗案件，今

年截至5月警方已開檔調查90宗案件。

他解釋，警方開檔調查的案件逐年增加，證明

洗黑錢案件有所上升，但這並非該類案件日益嚴

重，而是警方更努力去揭發及調查這類罪案。

詢及新冠肺炎疫情及行動管制令期間，是否有

影響洗黑錢案件，胡維銘指確實是有一些影響，他

說在疫情期間大家都待在家中、被逼上網工作或學

習，自然多了很多機會接觸網絡騙子。

“接觸網絡機會越高，就比較有機會被騙，同

時上游犯罪越多，洗黑錢案件也會跟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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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醫生坎坷路〉系列一�

300醫學系水平參差 蔡細歷：醫學生氾濫

� �

“合約醫生罷工”組織於7月26日發動罷工行動，希望政府把合約醫生納入公務員體系，讓他們成為

正式的公務員，引起全國關注。

較早前，首相丹斯裡慕尤丁則宣佈，內閣同意在合約醫藥官、牙醫和藥劑師完成2年強制服務後，再

續約2年，確保服務延續性和讓他們做好攻讀專科的準備。同時，內閣也同意在首2年服務合約期間，進

修專業培訓課程的醫藥官和牙醫，獲準延長最高4年的服務合約，這是為了確保相關人員能順利完成專業

培訓。

�

曾任衛生部長的丹斯裡蔡細歷表示，此次首相

宣佈再續約2年，也不能夠解決問題，就他而言，

政府應該延長合約醫生的合約至5年。

他說，由於我國目前缺乏專科醫生，許多合約

醫生也聲稱有意願深造成為專科醫生，因此延長至

5年後，就可以有充裕時間在國內或國外去培訓與

進修，以及參與考試。

據瞭解，有意成為專科醫生者可參與倫敦皇家

內科醫師學會（Membership�of� the�Royal�College�

of�Physicians，簡MRCP）的考試。此學會位於倫

敦，於1518年由亨利八世成立，成立目的是制定

對內科這門專科的專業水準，每年均會舉辦多次的

專科考試，醫生要通過一連串的考試評核後，才可

成為會員。

其次，他說，如果合約醫生想要考取外科手術

外的資格，可以考取MRS，即MRS�Member�of�the�

Royal�College�of�Surgeon的資格。

“在這（延長的）5年內你能完成專科醫學的

第一階段培訓和考核，那麼政府為了要栽培更多的

專科醫生，將會續約。因此，政府只延長續約兩年

不夠，在國內考取資格不夠時間，在國外更不夠時

間。”

他指出，如果要成為一名專科醫生，通常都需

要在三五年跨過第一關。在國內，如果培訓和考

試一切順利，至少需要4年，才能註冊成為專科醫

生。如果有意進修附屬專科（Subspecialty），還

需要4年考取資格。

“所以要一勞永逸解決這個問題，政府需要為

他們延長最多5年的合約，延長續約兩年不能解決

什麼問題。”

然而，就他的觀察和瞭解，不少事前聲稱要成

為專科醫生的醫生，當政府延長其合約後，不是選

擇自己開設藥房或診療所，就是加入其他的醫療單

位，即半途掉隊了。

他指出，替合約醫生續約5年後，合約到期時

若他們無法考取專科資格，政府就可以選擇不再續

約，以解決人員過剩的問題。

50醫院對五千實習生

“現在我們栽培的醫學系畢業生，每一年都在

過剩，這個問題十多年前我已經公開說了。每年我

們培養國內外的醫學畢業生高達五六千人，但是

政府醫院能接受多少個人來進行兩年的臨床見習

呢？”

蔡細歷指出，國內有144間大大小小的政府醫

院，由於實習醫生進行臨床見習時，需要有相關專

科醫生在場監督指導，目前卻只有最多不超過50

間醫院可供這類醫生進行臨床見習。

其次，他說，我國承認太多國外的醫學系，目

前已知的有330間大學。因此，長遠來看，大馬需

要有一個統一醫學考試，不論國內外的醫學系學

生，皆需要在這個考試過關，才能確保被錄取的醫

生達致一定的水平，而且此舉相信可減少素質不佳

的醫生。

初級醫生水平令人憂

蔡細歷任職衛生部長時，曾提出在國內設立一

項國家執業醫生資格考試統一考試，強制從國外畢

業的醫學系畢業生必須通過這項考試，才能被錄取

在我國服務。不過遭強烈反對無法落實。

如今高等和專業教育普及化，在國內修讀醫學

系的人數也逐年增加。由於各大學的內部考核制度

和水平不一，蔡細歷認為長遠之計，政府也應該考

慮全面推行國家執業醫生資格考試。據他瞭解，

不少政府醫院的資深醫生對初級醫生（medical�

officer）臨床技術和水平參差不齊感到擔憂。

許雅玲、潘有文《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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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統一醫學考試

他相信唯有通過統一醫學考試，才能確保評

估的公平性。�因為有一些大馬承認的大學已不存

在，一些則已經過時，這些大學的醫學系水平是否

達標值得關注。

“例如，當時承認的的University�of� Iraq（伊

拉克大學），現在雖然還有醫學系，但已不像以前

輝煌，沒有如此權威了。如果有一個統一的考試最

好。”

當上正式醫生之路：

˙� �大學醫學院（培訓5年）

˙� �實習醫生（2+1年）

˙� �住院醫生（強製服務2年）／2016年改合約製

˙� �專科（4年培訓+1年評估）

2+1年實習

˙� �醫學係畢業生須到政府醫院實習2年，並到醫

院6個部門，各待4個月實習。

成為專科醫生方式

一、攻讀碩士學位

˙� �申請就讀4年的碩士課程

˙� �半年至一年評估

� � �再向專科醫生註冊局（NSR）註冊為專科醫生

（註：�隻有住院醫生得享全薪進修假期和政府獎學

金；合約醫生只能自費及在職進修）

二、考外國專科及本地醫院受訓4年（自費）

˙� �報考英國為主的外國專科考試

˙� �在本地醫院受訓4年

數據速讀

˙� �1971至2011年，大馬醫藥理事會（MMC）僅

承認大馬15家的醫學院課程；

˙� �2012至2019年，MMC又承認另外18所私立大

學的醫學課程，同時承認海外340多家醫學院

的學位。

˙� �2003年，國內實習醫生人數隻有500多人；

2005年，本地大學的實習醫生有945人，外國

大學的實習醫生有104人；2010年，�本地大

學的實習醫生有1864人，外國大學的實習醫生

有1398人。

˙� �邁入2016年，�本地大學的實習醫生有2106

人，外國大學的實習醫生有2254人。

� � �合約醫生應運而生。

˙� �目前每年有約5000名醫學生畢業；其中約80%

畢業於國內各大學，其餘則為返國留學生。

˙� �目前大馬有超過350家醫院，其中150家是政

府醫院。

˙� �大馬醫藥協會（MMA）稱，我國需要1萬3000

名專科醫生，目前隻有8000名專科醫生。

近年（2014至2018）實習醫生人數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外國大學 1490 1945 2254 1826 1426

本地大學 2370 2195 2106 3077 3498

總數 3860 4140 4360 4903 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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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醫生坎坷路〉系列二�

合約醫生逐年劇增 蔡細歷：政府沒有聘請的責任

� �

目前大馬醫生和醫院的情況是僧多粥少？

“全國有144間政府醫院，但擁有2萬3000個合約醫生，平均一間醫院可分得150名醫生。你認為醫

生會比病人多嗎？如果突然再送150名醫生去一間醫院，將會出現過剩，我必須要強調這一點！”

�

他說，國內144間大大小小的政府醫院中，大

型醫院是在首都和州首府的中央醫院，而中央醫院

的病床大同小異，介於300個至500個床位之間，

最大的是在吉隆坡，約有1500多個床位。

“舉例，在柔佛峇株巴轄的醫院，病床最多是

500個，目前有200多名醫生，這包括培訓中的醫

生。如果政府決定多送150名醫生去那裡，人數就

會超標，到時病人到醫院時，你可能不知道誰是病

人，誰是醫生？”

可到診所或私人醫院工作

“所有的大專學院畢業生，政府是沒責任要聘

請他們的。就如所有的專業，好像工程師畢業了，

也要一些經驗才能進入相關領域，但政府部門未必

一定要請你。“

就合約醫生罷工風波一事，蔡細歷舉例說，有

些人攻讀5年的教育學士學位成為老師，是否也可

以去罷工，要求政府一定要聘請我們呢？合約醫生

的情況也情同此理。

“聯合國的標準是一名醫生對600名病人，現

在我們已經超過越這個標準。第二個問題是分發不

公平，例如沙巴和砂拉越可能幾千人才有一名醫

生，那是因為交通的關係。”

他說，嚴格而言，政府並沒有責任聘請每個大

專畢業生，這是必須很清楚的事，就如工程師或會

計也是專業人士，政府也沒有必要必須聘請他們。

“但是，醫生是特別的，因為他們需要臨床見

習經驗，而為了確保實習醫生能夠參與更多臨床實

踐，獲得更多臨床觀察機會，我在擔任部長期間，

就把原為一年的實習期延長至兩年。過後呢？嚴

格來說，政府是沒有什麼責任了，他們就可以向

MMC（大馬醫藥理事會）註冊成為醫生，若無法

在政府醫院工作，也可以找診所或私人醫院。”

許雅玲、潘有文《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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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醫生坎坷路〉系列三�

同工不同酬 念專科“無門” 合約醫生 忍無可忍

� �

2021年7月26日，全國合約醫生上街抗議不平等對待，敲響社會對國內醫療體制的關注。

以前，醫學生人數少時，每個畢業生都須在政府醫院實習，實習之後被聘為政府醫院的住院醫生(正

式職位)。

�

隨著政府承認越來越多的醫學院，每年畢業的

醫學生人數大增，僧多粥少下，2016年開始，政

府改以合約方式僱用新進醫生。他們約滿就要走，

讓位給又一批新人。

這些合約醫生面對種種問題，包括同工不同

酬、沒有政府支持進修專科。

2016年時，�本地大學的實習醫生有2106

人，外國大學的實習醫生有2254人。

他們結束醫院實習後，本應成為住院醫生，在

政府醫院履行兩年強制服務，不過衛生部首次以兩

年的合約醫生形式，接納餘下完成實習考核的實習

醫生。

合約醫生和住院醫生，工作性質相同，但薪資

福利不同。合約醫生薪水較低；不計津貼，合約醫

生每年薪資便比住院醫生少約5000令吉。

同時，只有住院醫生進修專科，得享全薪進修

假期和政府獎學金；合約醫生只能自費(每年約2萬

5000吉)及在職進修。

如此不公平對待，難怪合約醫生情緒大爆發！

從醫之路極漫長

國大醫院副教授陳沱良醫生表示：“在大馬，

從醫之路是最長的一個路程。即使學習路上一帆風

順，至少也要努力20年，才能在政府醫院履行兩

年強制服務，成為一名住院醫生。”

“我的時代，進入醫學系實在艱難，因為只有

三所公立大學設有醫學系，加上錄取固打制（華人

學生佔10%至20%），更是難上加難。”

全國考試成績最拔尖的全A學生，都要拼足老

命才能進入醫學系。

“我的成績就差了一點，沒有被任何一所大學

接納成為學生。”

事實上，不僅是陳沱良被拒於大學門外，大致

有八九十位和他一樣的優秀生，不獲分派至任何大

學的任一科系。

八九十名的失望學生先抗議，當局答覆不外

是，填寫志願時，“選錯大學”或“選錯科系”，

或者“面試表現不佳”，建議“明年再申請。”

明年仍要與5A學生競爭，他們便繼續上訴。

“想要上訴進入醫學系，就需等待全A學生轉

系或退系。我們這些華人子弟，上訴相當久才爭取

到學額，幸好，上訴成功，我們都被接納進入大

學。”

“當時，大馬只有3間政府大學，即理大、國

大和馬大設有醫學系，另外，僅有一間私立大學

IMU獲准開設醫學課程。我那一屆，理大錄取最多

醫學生，大約230多人。”

2003年，陳沱良被派往關丹醫院實習。“即

便醫學生只需實習一年，若不合格才延長一年。我

們很快投入職場，但國內醫生仍嚴重短缺。”

20年風水輪流轉

小A一臉沮喪，“我們好不容易完成兩年的辛

苦實習，為什麼無法成為住院醫生？”

陳沱良表示：“我的實習期，因為實習醫生不

多，所以實習經驗豐富，一定過關的啦。畢竟，國

家都不夠醫生，醫生都工作到半死，巴不得有更多

新人醫生來分擔工作重擔。”

2003年，陳沱良和40多位的實習醫生一起到

關丹醫院報到。他記得，僅有三四位來自私立大學

IMU，另有2位來自中國大學。40多位實習醫生，

輪流在醫院的不同科部門上班，換句話說，每個科

部門，大致會分配到約8名實習醫生。

“人少工多情況下，我們每兩天就On�Call一

次，一個月便被On�Call逾十次。”

一次On�Call，連續值班36小時，做到半死。

實習醫生的工作強度可想而知。

“住院醫生也要On�Call，他們更慘，因為人數

更少，大概有6人。他們累到去偷睡，那個時候，

我們這些菜鳥（其實經過高度的魔鬼式訓練後蠻有

經驗的），就把自己當作住院醫生來操練，看診，

巡房，開小刀……無所不能。”

許雅玲、潘有文《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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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實習都要等14個月

實習醫生不多的年代，政府還要聘請外籍醫

生。基本上，實習醫生完成實習考核後，順理成章

成為住院醫生（MO,�Medical�Officer）；甚至，各

家醫院還威逼利誘（醫院可以栽培你讀專科），留

住實習醫生。

根據現行規定，實習醫生（不過是來自國內大

學或海外大學）要在兩年內輪流到醫院6個科室實

習4個月。如果他們服務班數不足或能力不足，政

府允許他們延長實習1年。

2019年，實習醫生情況最糟！馬來亞大學

（UM）調查百多位醫學畢業生，發現他們平均

都等待12至14個月，才獲得衛生部分派到醫院實

習。

陳沱良披露：“前兩年，我帶領畢業生進行科

研工作，教導他們怎樣做研究，同時讓他們學習一

些醫學操作。當然，也有畢業生不等實習，乾脆自

尋出路，轉行或創業，這沒有對錯。”

國內醫生確實短缺

小A再問前輩：國家不是不夠醫生嗎？為什麼

合約醫生逐年增加？為什麼不讓我們成為住院醫

生？

陳沱良指出，“我不能說有合約醫生是因為醫

生人數過剩！畢竟，國內醫生確實短缺。”

十多年前，國家為了解決國內醫生短缺問題，

允准更多的私人大專開設醫學課程，同時又承認更

多外國大學的醫學學位。

2011年時，大馬醫藥理事會（MMC）僅對國

內15所醫學院課程給予認證。從2012年至2019

年，MMC又承認另外18所私立大學的醫學課程，

同時承認海外340多家醫學院的學位。（新加坡僅

承認103所頂尖海外醫學院的學位。）

“理想應是，國家年增10%實習醫生人數，

那就相應地增加10%醫生職位。可是，醫學畢業

生年增一倍，國家卻無法增加一倍醫職，必然造成

‘國內醫生短缺，合約醫生過多’困境。”

私立大學門檻低

陳沱良強調，政府大學的醫學生名額沒有暴

增。

2014年，Allianze醫學大學學院（AUCMS）突

然關閉，導致330名醫學生無法如期畢業。最終，

政府只好讓政府大學收留330名學生，這才造成政

府大學學生“暴增”現象。

“我們需要小班制來教導學生，讓他們累積更

好的臨床經驗。請試著想像，臨床教學中，50多

為學生跑進來，圍著一名病人，病人先被嚇怕，學

生也學不好。這不是理想的教學環境。”

實際上，政府大學栽培出來的華人醫生，還是

有一定質量，畢竟醫學系的入學門檻，還是一如既

往的嚴苛。私立大學入學資格不同，最終導致稍差

的學生，被迫留學一兩年，甚至無法結業。

“我們不能責怪學生，問題根源是私專大量招

生。望子成龍的家長，想為家族栽培醫生，光宗耀

祖，他們沒有錯。既然經濟許可，孩子又有意願讀

醫，又有大學提供學額，當然要為孩子著想。”

過去，賣地賣屋都要，送孩子出國念醫科，現

在花不到一半的費用，就可以讓孩子讀醫，簡直是

天上掉下彩禮。

如今，孩子畢業了，卻無法成為住院醫生，該

怪誰？

海歸醫學生障礙大

在中國廣州暨南大學修讀醫學系的WenLi，返

馬後即迷茫：怎麼和我嚮往的醫生之路不同？

原來，當時大馬還未承認中國大學的醫學學

位，想當醫生必須通過政府特設的考試（理論和臨

床），才會獲派至政府醫院實習。

“只有三間大學——國大、理大和馬大舉辦考

試。我們用一段時間去註冊，等待評估，直至當局

亮綠燈，已是2003年。”

每一名海歸醫學生，都有3次考試機會。

考試過程中，WenLi面對人生的大挫敗。“因

為我們都是來自政府不承認的大學，大家先入為主

的覺得：你們都是條件不好的學生。更感覺，大學

為了顯示高超學術水平，不能輕易讓海歸醫學生考

試過關。”

每次考試，七八人中，僅一人合格。意即，只

有拔尖者過關。

“我沒參加2002年的首考，因為我知道國大

考場，有一位畢業自巴基斯坦的拔尖生報考。”

2004年，數百個學位不獲國家承認的醫學

生，積極抗爭要求“公平考試”。

2005年，衛生部做出改革，統一舉辦考試，

考生不需在三所大學見習和考試。

“百多人報考，20多人合格，包括我和暨大

的校友。我們終於得到實習機會。”

最令考生憤概的是，明明開會時，負責人報告

統一考試的題型，然而，考臨床部分時，出的卻是

別的題型，考生頓時慌掉。

翌年，國家又恢復讓三所大學各自舉辦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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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兩年實習，WenLi自動請纓到沙巴醫院服

務。

“我把派去鄉村醫院，什麼工作都要做，沒完

沒了的On�Call，連續3天只睡四五個小時。因為實

習醫生少，加上工作量大，我學習更多，動手機會

亦多。”

中國的醫院，一個醫生負責一位病人。大馬

醫院，病房有50張病床，實訓醫生有十多位，那

麼，一位病人，可能被好幾位醫生看顧，一人抽

血，一人檢查……早班醫生離開，午班醫生接著

看。

早班醫生寫一點報告，午班醫生寫一點報告，

整份報告變得亂七八糟，遭殃的只是病人。

“實習醫生太多，難免有人偷懶。兩年矇混過

去，他或她在強制服務時，就會發現：我什麼都

不會！看到他們慌亂的治療方式，我們差點昏過

去。”

“本來，早上8點開工，但因病人太多，我們

6點多就去病房看病人，如果接著On�Call24小時，

那就連續工作36至4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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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醫生坎坷路〉系列四�

陳沱良：前途茫茫難安心 合約醫生 應享進修專科福利

� �

2021年7月26日，合約醫生上街發聲行動，讓很多人瞭解他們的困境，也讓小部分人譴責他們添亂！

拿督蔡細歷曾撰文指出，他在2006年擔任衛生部長時，就曾預測我國在2014年會出現醫生（包括

實習）過剩的現象。

15年就預見問題會發生，為什麼衍生後來的合約醫生問題，問題還越滾越大？

�

對此，國大醫院副教授陳沱良醫生坦言，“合

約醫生的問題根源是‘斷開連接’。首先，上面的

決策者，不知道基層到底出現什麼問題，無法對症

下藥。另外，合約醫生出現的2016年，政局開始

不穩定，部長一直換人做，這種情況下，沒撥款去

增建醫院和創建加醫生職位，無法從本質上解決2

萬3000名合約醫生問題。”

他籲請社會大眾，不要輕易譴責合約醫生疫下

作亂。畢竟，合約醫生如果不從7月1日開始三個

階段訴求行動（提交備忘錄、召開新聞發佈會及7

月26日上街抗議），誰會看到他們的困境?

具體來說，正式職位的住院醫生和兩年合約的

合約醫生，工作性質相同，但薪資福利差距甚大。

首先，同工不同酬，以及無法享有薪資福利，最重

要的是，無法享有研讀專科的機會。

換成你或你家人是合約醫生，你們會樂意嗎？

陳沱良為學弟妹打抱不平。“他們同樣優秀，

同樣很努力在政府醫院服務，然而，卻因為醫療體

制失衡，只能成為合約醫生，失去成為專科醫生的

機會。”

不能更好地規劃未來

另悉，有1500位從2017年5月開始實習的醫

科畢業生，被衛生部告知他們將獲得兩年（2019

至2021）合約。

陳沱良披露：“這批合約醫生，今年剛好到

期，他們只獲續約半年，如果滿意，再續約半年。

相比去年實習的新人獲得3年合約（2年到期後延

長1年），這批舊人無法安心工作，也不能更好地

規劃未來。”

舊人處境很慘，積極提出訴求。政府之後同意

續約兩年。可是，他們無法安心，因為新合約究竟

是半年簽一次，還是一次簽兩年，還不得而知。

“既然要續約兩年，那就一次簽兩年吧。”陳

沱良建議。

陳沱良：別迫他們辭職不幹

瞭解到政府很難讓2萬3000名合約醫生統統納

為住院醫生的事實，陳沱良就問學弟妹：你們有第

二方案嗎?

學弟妹告訴學長：我們的第二方案是，我們可

以接受當合約醫生，只不過，政府必須給予我們和

住院醫生同樣的進修專科的機會。我們願意等至成

為專科醫生才轉正的那一天。

“我想呼籲政府，首先考慮滿足讓合約醫生訴

求的第二方案，讓他們享有進修專科的福利，要不

然，我真怕他們辭職不幹，或跑去新加坡當醫生，

那麼，我們就少了很多醫生。如果他們跑了，到我

們老了，誰來當我們的專科醫生？”

“現在，減少招收醫學生，同時增加更多醫生

職位，兩者都要5年後才看到成效。可是，給予合

約醫生申請專科的福利，暫時可以解決當前的問

題。我們看到政府也有給予合約醫生進修專科的意

願，所以，請學弟妹們不要衝動，忍一忍，等一等

便Boleh。”

消極對抗於事無補

經驗告訴陳沱良：大馬是Bolehland。

“本來，一件事看似行不通，過不久，又好像發

生魔術般，卻又通過。一路走來，遇到問題，我便退

一步想，問題最終解決，這是我成為教授的秘訣。”

20年前，好些初級醫生因為薪水不夠用，幾

番要求加薪都不得要領，就想辭職進入私人界工

作，突然峰迴路轉，政府又願意加薪。來不及辭職

的他大呼好彩：可以繼續申請深造專科。

他繼說：“我想告訴學弟妹，你們不要擔心，

前輩一定跟你們一起爭取權利。你們都是血氣方剛

的年紀，如果爭一時的意氣，20年的寒窗苦讀，

加上2年的實習和2年的服務，統統被浪費，損失

的只是你本人。”

許雅玲、潘有文《中國報》

丹斯裡吳德芳新聞報道獎��-�佳作獎�∕�343



當務之急，續約的兩年內，學弟們必須咬緊牙

根工作，拿出最佳表現。

“倘若消極對抗，你就給人機會指你做錯東

西，把你踢出去，這是最笨的做法。你做得好，還

是無法轉正，你就再去申請。政府很奇怪，第一次

申請失敗，再申請就會拿到。”

“我在政府打工很久了，我以少數族群身份，

拚搏到教授職位，主要因為我不以典型華人觀念看

待事物，比如說，對待一件事，不去爭對錯或輸

贏，而是退一步思考，那個時候需要怎麼做，那麼

做行得通嗎。”

給政府時間解決問題

陳沱良認為，現在的情況，沒有理想方式解決

合約醫生問題。

“政府還是有放注意力在合約醫生身上，也

在改變政策。好吧，就給政府一點時間來解決問

題。”

不過，他提醒學弟們：你的時間和政府的時

間，有定義上的不同。

“我們說給時間，可能指的是一個月，而政府

說給時間，指的可能是一年。學弟妹要有耐心，不

要因為一個月和一年的小挫折，就辭職不幹。你繼

續加油做到更好，絕對不會虧本，因為學到的就是

你的本事。”

“沒有在政府醫院工作，這不是世界末日。合

約醫生把治療病人的工作做得很好，就算離開政府

醫院，到私人界打工，或者開一個診所，也不辜負

父母栽培你的苦心。”

他說：“合約醫生爭取當住院醫生，主要是因

為住院醫生可成為專科醫生。只要政府擔保合約醫

生享有深造的機會，那麼，這就是眼下解決問題的

最好方案。”

應管控招生數量

目前，住院醫生和合約制醫生各佔50%。

如果公私大專繼續增加招生，那麼，10年

後，合約醫生多於住院醫生，專科醫生又無法相應

地增加，屆時，大馬醫療體系是否還能保持精湛水

平來應付國民的醫療需求？

本地私立大學醫學課程入學門檻較低（不過還

是有一定的水準），�而外國的私立學校就很難斷

定，造成學生水準參差不齊。

再加上多間私立大學，導致大量招生，可是，

卻沒有足夠教學人員，又沒能提供足夠的臨床教

學，必然影響學生的醫學水平。

陳沱良強調，政府應該嚴格管制公私大專的招

生數量。只要不超過政府定下的學額，便能良好管

制國家整體的醫學水平。

受訓不足水平成疑

私人醫院的應聘醫生WenLi是如此看待合約醫

生難題，“首先，他們沒有深造專科的機會，其

次，實習醫生過多，他們沒法得到很好的臨床訓

練，以致，他們履行兩年的強制服務時，能力水平

不足。”

WenLi坦言：“即便政府延長了兩年工作合

約，合約醫生問題也不獲解決。除了醫生職位不

足，大馬也卡在栽培專科醫生問題之中。”

目前，只有內科醫生可以去考英國的專科學

位。至於其他專科（包括外科、眼科等），只能在

本國大學深造。當然，誰都可以去考國外的外科或

眼專科，只不過，政府不承認你的學位而已。

換句話說，國家可以掌控除內科以外，其他專

科要栽培的“人”和“數”。

“遺憾的是，合約醫生沒有深造專科的機會。

實際上，合約醫生在當實習醫生時，因為人數過多，

他們沒法得到很好的臨床訓練，以致，他們履行兩

年的強制服務時，能力水平不足。若不獲續約，他

們能夠在汰弱留強的私人領域求存嗎？也許，只能

自掏腰包開診所。醫術水平不足，病人不會上門。”

耐心輪候唸專科機會

從陳沱良身上，可以瞭解國家培養專科醫生的

重要。

“政府的專科名額有限，我申請到急症專科，

也被拒絕一次（一年一次機會而已）。我在下一年

就咬緊牙根，放棄衛生部的住院醫師一職，以求保

證進入國大研讀讀專科，同時實習當講師。”

至今，他仍身兼三職，那就是看病（一周至少

2天和每週需要1天On�Call24小時），教書（課堂

和臨床教學）和做研究。

“三個身份有三種成果，三種成果相輔相成。

看病人，一個時間看一個病人，教導10位學生，

10人就可以看10位病人，做研究的話，睡覺中都

可以救成千上萬人。”

目前，陳沱良研究的測試套件，可以用來檢測

新冠患者是否會變成敗血症，那麼，在生病前期，

就可以及早入院治療。

“我的學長，他們人少，申請任何專科都會順

利拿到。到了我這一屆的住院醫生，雖然僅500多

人，但申請專科都要耐心輪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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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必須積極栽培有素質的專科醫生。等我

老了，他們便是我的專科醫生，我也放心讓他們來

照護我的健康。”

實習醫生多 抽血也沒機會

20年期間，本國實習醫生暴增200%！

前輩醫生陳沱良和WenLi不約而同指出，“醫

院有太多實習醫生報到，這又衍生一個隱憂——臨

床訓練不足。

“實習醫生能力差的話，也能會醫死人。”�

陳沱良說。

過去，一個科部門有三位實習醫生，這已足

夠，大醫生便可好好操練實習醫生。現在，一個科

部門有30位實習醫生，改走2班制，無需On�Call。

可能一天裡，大部分的實習醫生都沒機會幫病

人抽血，更別說像過去般被大醫生操練成才。可想

而知，實習醫生的訓練素質。”

一天輪班12小時，實習醫生已被嬌寵，碰到

緊急On�Call情況，他們要怎麼捱下去？以至於遇

事，他們就抗議：我太壓力，我做不了，我有玻璃

心……

“哪有醫生碰到一點阻難，就想哭，就想跑

掉，丟下病人不管？目前，那些被醫院轉正成為駐

院醫生的，都是沒有玻璃心的實習醫生。”

想跑掉，丟下病人不管？目前，那些被醫院

轉正成為駐院醫生的，都是沒有玻璃心的實習醫

生。”

丹斯裡吳德芳新聞報道獎��-�佳作獎�∕�345



〈課無網不利〉系列一�

校方費心思找人贊助手機、數據 上網課 一個都不能少

� �

持續近二年的疫情，導致大馬的教育學府，包括中小學和各大專院校，需要學習面對和掌握網課這種

新常態帶來的挑戰，從開始的措手不及，到逐漸摸索出一套應對方法。

然而，相信再如何良好的進行網課，學生返校上課或稱實體課，依然是教育的重大方向。未來的網課

與校課能否相互結合，形成一套混合的上課模式，相信需要有更多的探詢和討論。

本專題系列將從學府和家長應對對網課的曆程和挑戰，以及專家提出的意見，嚐試梳理網課與校課共

存的可能。

�

“因為疫情不能上實體課（即返校上課，下稱

校課），但在危機中看到解決的辦法，這就是轉

機，看到在這方面有另一種突破！”

吉蘭丹州首府哥打峇魯中正華小餘秀玲校長指

出，開始上網課時，確實有許多學生無法上網課，

這是由於他們家中未有網線，甚至有者沒有手機或

平板電腦。

但是，她說，最後在校方與非政府組織，以及

各方面的配合下，陸續獲得一些援助。最終，該校

已沒有無法上網課的學生。

該校的情況或許也是全國小學的縮影，從其面

對和克服網問題的經曆，讓人更進一步清楚校方和

教職人員，在從校課轉網課時期，所付出的努力和

心血。

餘校長坦言，政府於去年實施行動管製令後，

對學生功課有不小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放慢教學

進度，因為不少學生缺席上網課。其次，當時不少

家庭不隻是一人需上網課，但要共用一台手機或電

腦，而無法同時上網課。

負責學生事務的陳信燕副校長指出，該校不時

通過班主任跟進和瞭解學生的家庭狀況，除了一些

家長或孩子主動反映所面對的問題，班主任發現有

學生兩三天沒有上線，就會去瞭解問題。

“此時，學生福利小組就會想辦法解決問題，

家協和董事部在經濟支援方面佔了重要角色。當得

知有貧困家庭清寒子弟的手機損壞，因而無法上網

課，就有董事部或熱心人士主動讚助。不管是提供

新電話或二手電話，都希望學生無須面對這種問

題。”

她說，當有家長指缺乏上網數據，也有讚助人

免費提供，在學校提供上網設備和數據之後，家長

沒有理由不安排孩子上網課。

“我們隻借出手機和平板電腦，不包括電腦，

因為前兩者比較方便使用，也因為通知學生和家長

有關網課的事宜時，老師是以WhatsApp通知。此

外，如果學生偶爾須隨父母外出，學生也可以在車

上或父母工作的店內上網課。”

餘校長指出，該校董事和家協在這方面，無論

是財力或硬體設備皆給予校方極大的支持，

“這些事情隨著這一年多調整下來，我們已慢

慢克服學生缺乏電腦、手機或平板電腦的問題，現

在接著要克服的是教學素質的問題。”

手機平板電腦隻借不給

該校通過熱心人士讚助貧困家庭孩子的手機或

平板電腦上網課，隻屬於暫時借出，學生需在之後

歸還。

陳信燕副校長指出，因顧及家長或學生可能不

會珍惜贈送的手機，因此要求他們簽署一份協議，

即如果生無故不上網課超過3次，校方將取回手

機。

“如果有任何損壞，也不一定會要他們賠償，

畢竟這類家庭的經濟條件本就不佳。但是，設下這

些條例，學生才會好好使用這些手機上網課。”

截至今年8月，該校己借出19台手機�，以及

23張手機上網數據卡。

分成線上教學和課業輔導

負責行政助理的戴佩玉副校長指出，該校跟隨

教育部的指示和規定進行遠距離教學，安排線上居

家學習時間表和上課節數，即學生須於早上8時30

分開始上網課，直到中午1時45分。

她說，老師以兩種形式教學，即以穀歌會議

（Google�Meet）授課，至於課業輔導則是通過穀

歌課室（Google�Classroom）安排學生的課業。

“例如，低年級組的華文課有11節，8節是線

潘有文《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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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教學，3節是課業輔導，以此類推。如此一來，

學生才不會一直對著電腦或手機導致有問題。高年

級組的時間則是6+4，即課業輔導增多，因為科目

增加。”

獲選網課模範學校

此外，該校老師通過穀歌會議進行線上教學之

外，如果當天網線較差，老師就會通過Whatsapp

發送教學視頻，或者是讓學生看Youtube視頻，以

此進行課業輔導。

此外，她說，為了提升學生的興趣，老師也

會採用其它教學方式，包括採用Lifeworksheet、

穀歌表格（Googe� Form）和製作幻燈片軟件

（Power�Point）。同時，也通過Quizizz和Flippity這

類遊戲教學，提升孩子的學習興趣。

她表示，由於教育局非常滿意該校所擬定的網

課課程表，因而該校被選為哥打峇魯區98所小學

（包括3所華小）的網課模範學校。

準備網課比實體課 耗時耗力

“網課的備課確實比實體課繁重、耗時和花心

思，最重要的是所設計的教材要能夠吸引學生的注

意力，要不然學生長時間坐在電腦或手機前，對學

生也是一重負擔。”

該校華文主任黃欣薇老師指出，如果準備的網

課內容無法吸引學生，或者讓他們沒有足夠的專注

力，也難以使學生靜靜坐下來，聽完一小時的課。

“老師也要掃瞄作業和找參考作業，由於有段

時間書局不能營業，我們也回不了學校，只能從網

上找資料或者自己設計材料，然後還要掃瞄其他參

考的資料，工作比實體課繁重很多。”

用幻燈片討論課業

該校科學主任譚美惠老師面對同樣的情況，她

說，除了需要掃瞄學生的練習，也要把學生通過

WhatsApp傳來的功課，置入幻燈片軟件中供上課

討論之用，學生才能知道所犯的錯誤和做對之處。

“甚至我在準備幻燈片時，還先設想他們會犯

的錯誤，先把答案寫出來，告訴他們不可以這樣

寫，也要把所說的話變成畫面，畢竟學生看到畫面

的效果會比較好，因學生學習時，配合看和聽效果

更佳。”

擔心網速、阻礙 教師有壓力

由於許多教師皆是首次面對教網課的挑戰，其

心理壓力是否會比校課更大呢？餘秀玲校長指出，

該校老師在授網課時，他和另3位副校長間中會輪

流登入網課課堂，觀察老師的教學，如果是校課反

而隻是偶爾為之。

“現在我們是隨時進入網課去看，這是為確保

教學質量，相信老師會很有壓力。但是，如果從正

面角度來看，在教育路上，壓力也是推動力。”

譚美惠和欣薇老師則不約而同認為，壓力是來

自擔心上網課時，網速“給力”與否的問題。譚老

師幽默的表示，主要是擔心能否順利播放視頻，一

旦有學生說：“老師，卡卡”，就知道是“女神卡

卡”來了，即網速不順暢。

“或者是電流突然中斷，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因此，我會比較擔心這些外在因素，因這不是我能

夠控制的事。”

黃欣薇老指出，由於學生和老師所住之處不

同，各有不同的網速問題，教學時就會問學生“你

們聽到老師在講什麼嗎？”，或者是�“你們看到

嗎？”，這些話一直重複在課堂上出現，因此對她

而言，網速是其中一個壓力源。

網上課外活動 學習不會悶

既然可以在網上上課，在網上進行課外活動也

就不是難事，甚至還可以進行球類球類的技術比賽

考核！

中正華小負責課外活動的謝源明副校長指出，

教育部要求主辦球類活動，另外從4月到8月間，

該校也進行兩項活動，即製服團體和學會。

“我們同樣通過穀歌會議和穀歌課室進行，每

隔一周有不同的活動，希望學生不會覺得悶，早上

都在上網課了，下午若再上課，擔心會減少學生的

上課興趣，所以就進行課外活動。”

他說，在穀歌會議進行課外活動時，�學生有

任何不明白可即時發問。此外，老師也會尋找相關

活動的視頻，在穀歌課室內展示給學生觀看，然後

再提出問題讓學生回答。

然而，他坦言，一些如紅新月會的活動，以提供

較多資訊為主，難以指導如何包紮之類，通過視頻

教學確實不太理想，面對面指導和進行活動較佳。

他說，為了不讓學生完全停止課外活動，以及

不希望學生在這兩年內，完全沒有學到任何課外事

物，上了中學可能會不具備許多課外知識，在小學

時就要補充他們基本須知，以及打好基本知識的其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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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辦賽 拍視頻展現技能

中正華小負責課外活動的謝源明副校長指出，

教育部將會通過網上主辦運動項目比賽，雖然學生

無法面對面競技，但卻可以另一個方式展示技能。

以籃球為例，學生需拍攝運球、換球、傳球技能的

視頻，然後再呈交給校方，相關方面就從中為學生

評分。

“這其實是很好的機會，通過視頻鼓勵學生在

家裏進行活動。這些活動會先在丹州主辦，如果學

生入選，就是代表州參加全國賽，並且會得獎狀。

這可給學生很大的發揮機會，因為平時比賽需要一

些條件，如體格高或很強壯才可成為州代表，但現

在通過視頻，隻要技術好，可能就有機會入選。”

另外，他說，該校也配合節日，如農曆新年、

開齋節、教師節等，舉辦節日活動，通過收集學生

拍攝的視頻，將它剪輯成一個總視頻放上網，此舉

至少讓學生能參與這些活動，也知道節日來源及發

表感言。

網上的校外比賽活動也不少，該校學生在參加

書法、猜字、數學比賽等，都取得不俗成績，其中

該校學生還在全丹州詩歌朗誦比賽中獲得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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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無網不利〉系列二�

翻查內容易．休息時間增 不受干擾 學習更專注

� �

網課和在校上課之間，學生可能各有喜歡或不喜歡的理由。至於有些人把網課看得較為負面，可能由

於網課在疫情嚴重的負面情況下實行，如果它是在正常時期循序漸進推行，可能評價就不同。

此外，父母也為孩子上網課費心費力，想要盡量製造適合的上網課的條件和環境，避免影響孩子的學

習。

�

今年19歲的梁儀婷，於2019年開始在雪蘭

莪州一所學院修讀A-Level課程，為考入大學作準

備。未料，她上課不到4個月，就遇上政府為抗疫

而實施的“行動管製令”，就開始上網課，直至一

年半的課程結束。

對她而言，上網課並不會影響學習，遇上不明

白的內容就再嚐試理解一次，不然就上網詢問朋

友，再不能才上網尋求老師協助。

在上網課時，她認為以電腦或手機上課各有好

處，前者因為屏幕較大，當年紀較大的老師隻懂得

使用家中的白板教課，不曉得使用電腦的白板應用

軟件時，學生就不易看清字體，此時以電腦上網課

就比手機屏幕來得佳，因較能看清老師所寫的內

容。

至於上網課比校課更易分心與否，她覺得自己

可能和許多學生都同意，反而是上網課比較專注。

這是由於在校上課時，當老師偶爾討論一些非重要

的內容，一些同學會悄悄刷手機或做別的功課。如

果是在學校課堂，同學此舉發出的聲音或談話會影

響她也不想聽課，但網課則使她免於這種困擾。

有關網課與校課之間，何者的學習情況較佳，

她認為還難以下定論，因為兩者各予人不同的印

象，網課則會出現極佳或極壞的極端印象。

“我覺得這是因為我們在負面的情況下進行網

課，如果正常的條件下，每個人外出都是安全的，

兩個都有各自的優點。但是，如果有得選擇，我還

是會選擇網課。”

由於她的校課會有三四個小時的小休，多出太

多時間讓她不易專心。此外，也因為A� level課程較

注重書本甚於網上的文本，而書包卻無法帶上太多

材料和書籍；如果在家上網課，這些問題就迎刃而

解了。

當她在家裏上網課，在較長的休息時間中，就

可極方便取得書籍複習。至於如果家人走動影響了

她，也能即刻開聲要求不要打擾。

其父親梁全達同樣認為其長女儀婷極喜歡在家

上網課，原因還包括可節省回校上課的路途，因為

前去學院過程中，先要搭輕快鐵，再換搭其就讀的

雙威學院的軌道巴士，然後再走一段很長的路才到

學校。

“後來疫情開始時，因擔心她在輕快鐵內感染

新冠肺炎，我就和太太輪流載送她上下學。之後，

在家上網課，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其次，她在家上

課，可享受媽媽煮她喜歡吃的東西，去學校就沒這

種好享受了。”

對於網課，他和女兒皆認為，如果網課不是在

疫情肆虐之下，被迫急於在中小學和大專學府實

行，而是慢慢推進，相信應該會有更好的效果，也

不會有太多人對網課抱持負面觀感。

中五上網課像速成班

梁全達的小女兒梁儀雯在去年的中五生涯，幾

乎大部份時間都是在網課中度過，她自認網課和校

課皆愛，隻是前者由於長時間對著電腦屏幕，容易

感覺疲倦。

如果真要比較，她還是更愛網課一些，因為可

以不用穿著校服，也不用在疫情期間冒險到學校。

即使如此，她還是悠悠的說：“但我也是很想念在

校上課。去年三月份之後就沒有去學校，年尾才

去學校一陣子就放假了，今年年頭開學一陣子考

SPM（大馬教育文憑），整個中五課程有點像速

成班。”

雖然她能在網課中見到同學，但她坦言還很想

念他們，因此偶爾會翻看校刊看朋友的照片和文

字，以解對朋友的思念。

特殊孩子 互動力獲提升

梁儀雯是一名特殊小孩，但她是在一間融合普

通和特殊小孩的中學上課，上網課對她而言不是問

題，她可自律和主動依照網課時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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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父親梁全達說：“我覺得小女兒在上網課

時，與老師及其他同學的互動非常開心，這是我們

（指和太太）能夠看得到和聽得到的事。上網課時

她很敢發言，與朋友在線上也很開心交流。

我不知她在校上課的情況，但在上網課的互

動，對她這種小孩子而言，真得是太好了，看了很

感動。”

對他而言，即使是一般中學的小孩，未必會主

動和老師說話，但其小女兒的在網課上的舉止，就

好像是在大學或學院才看得到的事，他親眼目睹女

兒的積極，令他大歎：“真的很值錢”，若不是由

於上網課，就沒有機會發現女兒有這樣的互動的能

力，實是一件好事。

值得投資 提升網速和電子裝置

在學校上開始網課後，梁全達就預見家中對於

網線素質和電子裝置的需求。由於希望孩子有穩

定網速上課，他購買素較佳和價格較高的路由器

（Router，又稱路徑器，是一種電訊網路裝置，連

接兩個以上個別網路的裝置），以加強網絡的覆蓋

能力。

“當知道孩子要上許多網課，小女兒的學校老

師也開補習班加強，我就知可能會用更多裝置來上

網。我呼籲家長一定要投資這一筆錢，不止是網速

快慢的問題，也關係router的品質。“

他的家中手機不多，當使用時，可能是八、九

個裝置同時操作，包括大女兒使用電腦和手機、其

妻子一架手機、小女兒使用手機、電腦和平板電

腦，再加上其他的裝置，因此對網速的需求較大。

梁全達認為，家長別再把網絡視為一種奢侈

品，它可能一天要用上十多個小時，網絡的軟硬體

變成每個家庭的必需品，應該值得投資，可從生活

中最基本的東西中節省，例如少喝一杯10多令吉

的珍珠奶茶，就可省下一些了。

“網絡這些一次性的成本約在500令吉左右，

300多令吉就可以買到相當好的路由器，上網課盡

量不要用手機的數據，因為它是’有限公司’（指

上網數據額度有限）。但我為了以防萬一和作為後

備之用，兩個女兒的手機都有上網數據，也不會太

貴，一個月僅廿多令吉，還可無限額通話。我把這

些都做好，避免在我上班時，突然被通知家裏網絡

故障構成影響。”

家庭煮婦可監督孩子

王藝璿有3名孩子在丹州哥打峇魯市的中正學

校上學，1人在中學和2人在小學。在網課開始初

期，由於家中未裝置固定上網裝置，加上僅有一架

手機擁有上網數據，以致孩子缺課一段時間。

之後，在裝上固定上網裝置後，孩子通過電腦

和手機上網課，她無意中發現身為家庭主婦的她，

擁有在孩子上網課時從旁監督的好處。

“他們在校上課時，因為不知道孩子在學校的

狀況，教師也未必能第一時間向家長反映，只能全

部交由校方，回到家才是家長的責任。但是上網課

時，我有時間全程監督，瞭解上課的狀況和老師交

代的功課，就能督促孩子準時交功課。”

她相信有家長監督的孩子，一般都會好好的上

網課，反之，孩子可能也會比較懶散，因此，大人

在這方面可扮演重要角色。

至於如何與老師溝通孩子上網課的情況，就是

在有事情需要溝通時，就以Whatsapp私下聯係老

師，或者致電和老師交流。若涉及一些較私人的問

題，就不會在群組內詢問，而且老師也鼓勵家長私

下聯絡討論。

冀所有孩子已接種才返校

雖然教育部宣佈10份某些學生可返校，大部

份中小學生都無須回校，但王藝璿認為，全數學生

回校上課的大前提，應該是所有孩子已接種疫苗。

如果政府在未完成上述條件下，強求學生返

校，她會向校方請假，因她認為讓孩子明年才返校

上課較為妥當和安全，希望今年以上網課為主。

她並非反對返校上課，而是因為疫情和學生未

接種之故。事實上，她樂見孩子返校上課，畢竟孩

子在學校擁有更多發揮的空間，例如可上體育課，

藉以發洩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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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無網不利〉系列三�

確認學生學習情況 開啟攝像頭尊重授課者

� �

學生上網課不願開啟攝像頭，也是授網課的挑戰之一！

對於中小學生而言，老師或許可按情況需要，甚至要求學生一直開著手機或電腦攝像頭，以觀察學生

學習情況。但是，在大專院校未必可行，因有一些校方基於尊重個人隱私問題，不會強製學生“露臉”上

課。

因此，在大專院校執教的講師，就可能常要常常對“空氣”說話，又要盡力用適合的教學方式，以讓

藏在電腦後的學生能有效吸收知識。

�

“我記得有一次早上8點的網課，有另一個教

授和我一起教這堂課，他比較老派，要求學生一定

要開攝像頭，因他認為不開就是不尊重教授。他在

日本畢業，日本很尊重老師，而他的要求聽起來也

有道理。”

林厚德博士是柔佛工藝大學的城市治理與管理

高級講師，他覺得學生應該告知未能開啟攝像頭的

原因，如果上課兩個小時內都未見“人影”，可能

讓講師猜測對方伏在桌上睡著，或者正在刷著社交

媒體和看短視頻，進而讓老師留下不認真學習的不

佳印象，可能會影響學科分數。

“我教的科係是傾向規劃和設計，學生需要畫

出來或演示，如果不開攝像頭，隻是說而已，難以

把答案表達出來，因此這真的是一個困難。“

就他教授的科目而言，許多時候需要學生親手

去做和練習。當初開始上網課時，已是一團亂，他

就想方設法梳理出一套網上教學方案。然而，如果

學生不開視像頭上課，就不能確認學生懂得與否，

以及能夠吸收多少內容。

斯威本理工大學砂拉越分校化工廠設計係講師

侯炳森博士則認為，即使學生開著攝像頭，也無法

解決問題，因為隻是看到他們鏡頭前的樣子，對方

可能在看著攝像頭時，實際上是在瀏覽著社交網

站。

“我的學校有為老師提供很多關於如何教導

網課的工作坊和訓練，我也有修讀“學與教研

究生證書”（Graduate�certificate� in� learning�and�

teaching，GCLT）課程，從中學到網課的有效

性是仰賴於教學臨場感（Teaching� present），

即要讓學習者感到你在現場，以及能夠感受到對

方的意境和反饋，需要有來有往的互動（Mutual�

interaction），讓對方由衷的想要參與其中。”

他說，學習者的主動參與極為重要，他們的自

願參與更具決定性，不像實體課可以即時打插或提

醒對方需要聽課，老師在網課需要盡量建立這種教

學臨場感。

“有幾種方式可行，一是需要即時反饋學生的

問題，通過不時收集學生的反饋，以某種形式告訴

他們，已收到反饋。以及我們需做相應的改變，這

種反饋未必是等到學期結束，因為那時已太遲了。”

大學重隱私允不開攝像頭

大馬諾丁漢大學化工係主任符傳藝教授指出，

由於英國大學極注重學生的人權，不能強迫學生在

上網課時開啟攝像頭，因為一旦學生向校方投訴，

講師就會比較麻煩。因此，該校學生大部份都不開

攝像頭上網課。

“當有100人上我的實體課時，誰懂最後面的

那十幾二十人是不是在看著社交網站？反正，你有

來上課就當你有到，你精神出軌不關我的事情。如

果上實體課都這樣了，上網課還有什麼大不了？大

學生已是大人，難道還要我拿籐鞭來鞭策他們嗎？

知識是學給自己，不是學給老師的。因此，學生上

我的課是百分百不開攝像頭。”

他以指導大四學生為主，基本上皆已準備踏

出社會，相較大一或大二的學生，比較老練和成

熟，大部份都極認真上網課。對於上網課不開視

頻又不認真的學生，他就當成自己是一名唱片騎師

（DJ）對著空氣說話，學生聽懂內容與否，做功

課和考試時就有定論了。

不見“人影“無法即時調整教學

“學生上網課不開視像頭，我們就不知他專不

專心。實體課不同，可通過肢體語言、眼神、當時

狀態，以及和肢體的互動，可以容易判斷學生有否

跟上教學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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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炳森博士指出，該大學的政策是不能強迫學

生在上網課時開啟攝像頭，偶爾可要求開一下，但

不能強迫長時間開啟。因此，學生可用各種原因，

如網速或上網數據不足，以及其他原因“隱身”

“我們無法判斷學生的狀態，就會很尷尬，也

會衍生出其他問題，包括無法判斷他們跟上與否，

以做出有效率的教學調整，不像實體課可馬上調整

和個性化（Personalize）教學模式。”

他說，即使學生關著攝像頭，依然可以授課，

隻是如果能與別人的互動，教導和學習雙方都會較

有興致，感覺也會比較良好。然而，當教學時無法

即時知道學生的反饋，不能確認學生吸收的程度，

難免也會對教學者形成心理上的壓力。

線上功課 團隊合作有阻礙

儘管目前的情況還未能準確評斷網課有何重大

影響，但林厚德博士依這一年來的網課經驗，發現

一些不太良好的情況。

“從我教的科目來看，在大四和碩士班中，線

課後的團隊合作完成作業出現一些困難。

一些學生反映，團隊有人不要和他見面，因為

網線不佳。雖然是一起做project，卻變成隻有一

個人在做，這可能是沒有妥善溝通。”

他說，由於並非面對面坐下來討論，因而有些

學生就刻意不參與線上討論，理所當然的留給團隊

的其他人員完成作業項目。

“有時，當老師的就會忽略這一點，就在分數

方面，因為某人沒有做好，而拉低了整體團隊的分

數。”

調整教學模式 提升課程素質

在進入從校課轉到網課初期，侯炳森博士覺得

確實會面對一些困難，因為需要調整和修改課程的

內容，以及考核學生的方式。

“為了讓教學能適應於網課的模式，開始時的

工作的確比較繁重。對我們而言，2020年有很多

大學都在討論如何生存，到了2021年要談的是進

步。”

他坦言，當時並未想過需要上如此之久的網

課，以為隻要熬過去即可，盡量在短時間內完成最

重要的事，把一些教課模式轉移至網課。

“來到2021年，許多學校都已經看清了一個

事實，即就算疫情穩定了，我們也不會完全走回實

體課。在此情況下，就會考慮如何讓網課教學模式

更加進步，這不隻是要生存，也是要確保學生在網

課的形式下，繼續提高學習素質。“

預錄教學 工作量增加

對符傳藝教授來說，基本上都可以應付網課和

校課，但他的一些同事則會面對一些情況，例如為

預防家中網速不佳，在上網課前需預先錄製該堂課

的內容，之後再上載至網上讓學生觀看預錄影像。

“但是，這就造成雙重工作。我曾聽聞有大學

可能無法現場同步錄製網課，就要求講師上課前須

預錄教學影片，再上載至指定平台，然後現場再教

學，讓一些因網絡問題而未能上網課的學生，先行

下載下載影片。”

即是說，如果教學平台未具備同步錄製教課功

能，講師就要做雙重工作，可能一堂課原本是3個

小時，卻由於要預錄教學內容，而要做足6個小時

的工作。

他的大學網課平台可同步錄製，無須做雙份工

作。但於2020年剛實行網課之初，由於不確定教

學的平台軟件能否應付同步錄製，因此他嚐試了同

時使用兩台電腦，即一台用以教學，另一台則錄製

教學過程，以防萬一。後來發覺多此一舉，至今都

隻使用教學的平台軟件同步錄製。

目前各學府使用的網課平台各有不同，大致上

包括Microsoft�Teams、Zoom、穀歌會議（Goolge�

Meet）、webex等軟體，並非每個都有同步錄製

功能。

熟悉社交媒體未必適應網課

“我們有一個先入為主的觀念，就是覺得新時

代的學生，既然已擅於和習慣使用社交媒體，應該

也很容易適應網課，其實這個想法是不成立的。”

侯炳森博士指出，現在的學生喜歡使用社交媒

體，與他們能否適應網課的模式是兩個不同的概

念，尤其是當全部人皆第一次面對使用網課的模

式，同樣都是面對新嚐試。

“從小學到中學，甚至大學，一路來都是用實

體教學，突如其來的轉變，對於不管是Z世代或Y

世代的人來說，都是面對一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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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無網不利〉系列四�

科技教學無可避免 革新應變 校課不能淘汰

� �

在疫情衝擊下，網課成為各國在教課上的主要替代方式，但它能在疫情之後，與在校上課並存嗎？抑

或是逐漸居主導地位呢？

無疑，在一般的情況下，網課是良好的協助發展教學的平台，但非唯一的平台。其缺點是要胥視科技

發展情況而定，更重要還看國家的基本網絡設備是否跟得上步伐。

經過這一次疫情的催化與刺激，我國政府或許需要認真考慮發展網上教學，除了為不可預知的情況做

準備，也能以科技方式更好的發展教育。

�

對於未來網課有否可能與在校上課混合使用，

甚至取代校課，教育學者楊泉博士指出，校課不應

被取代，隻是可能會出現一些新的情況。

“以後上網課，可能是傾向一些比較複雜的學

習，比如需要一些網絡電腦科技或不同的視頻來顯

示。至於一些簡單的情況，老師還是可以在校課溝

通和直接傳授。”

雖然網課可省卻學生往返學校的時間，但他認

為網課依然無法取代校課。這是由於人依然是需要

關懷的社會的動物，不隻是個人的學習問題，還需

考慮到智商和情感方面，學校就是可以掌握和抒緩

的平台。

但是，他相信目前的校課情勢依然還會有些改

變，以後的學習方式或者學校的組織方式也可能有

所變更。就他觀察所得，現在已有一些在家學習不

去學校的學生，而在外國也有這種情況，這些皆是

新形態。

“當然，如何改變，還是有很多問題需要考

慮。同時，還要看社會發展的問題。”

對於疫情之後，學府應否如之前完全回歸校

課，斯威本理工大學砂拉越分校化工係講師侯炳森

博士表示，經曆此次轉變之後，確實不應考慮百分

百走回舊路，即完全採用校課。

“這次疫情給了教育界一個震憾彈，它讓人發

現：為何當時這麼慌亂？這是因為很多教育界的模

式進展得比較慢，它與科技的進步比較起來慢了很

多。我們不應該一直留在自己的舒適區，反之盡可

能要讓教育更有彈性。”

他覺得校課與網課混合的方式，更易於適應各

種突發的災難，到時就不會在發生另一個疫情或災

難時，導致所有教學停頓，這對一個國家而言極為

重要。

柔佛工藝大學的城市治理與管理高級講師林厚

德博士同樣認為，未來的教育走向，應該是走向網

課與校課混合之路。雖然就他教授的科目而言，如

果要做好城市規劃，並不能隻是透過穀歌地圖或穀

歌地球這類軟件觀察而已，而是需要到學校討論和

親自到相關地點考察，這就是一種網課與校課的結

合。

此外，他說，就大專院校的的經濟來源，即招

收更多的海外學生而言，該校已朝著網課的方向前

去，其中使用的網課係統——“海量開放在線課

程”（Massive�open�online�course），就可以與全

球各地溝通，各個國家學生都可以此方式完成課

程。

“這是比較賺錢的方式，因為沒限製一定要來

大馬就讀。當然，在進行智能數碼化時，還是有些

科目需要實體進行，我覺得需要兩者混合使用，隻

看是各佔70比30或80比20的比例，可能是以網課

占較大比例。”

他說，線上已經沒有地理邊界（Geographical�

boundaries），網課相信會是一個風向，不管喜歡

與否，都在朝此方向轉變，可能是此次疫情提供和

催速這個機會，大量採用網上教學或許已是早晚之

事。

同步錄製網課上傳成趨勢

“2020年3月過後，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逃得

過網課，現在我相信大多數院校是有錄製課程，就

是對電腦說話，而隻是多按一個錄製鍵而已，上完

課後再它上傳至網絡的網課平台。”

大馬諾丁漢大學化工係主任符傳藝教授指出，

如果學生不能來上課，至少可透過預錄或上課錄製

的視頻學習，講師喜歡與否都要進行，正是新冠肺

炎加速了這方面的進程。

其實早於三四年前，他的大學已推動錄製教學

課程，以讓學生可以回看。但是，大部份講師都非

潘有文《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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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排斥此舉，一些英國五六十歲以上的老教授大力

反對，他們認為預錄課程將使學生不想回校上課，

而他們的講課非常珍貴，錯過後就只能一去不回。

然而，如今時局變易，不管個人喜歡與否都要

上網教書和錄製教學過程，他說：“相信未來網課

還是會繼續，至少近幾個月內都還會這樣，如果疫

情結束於2022年，相信還是會有20%至30％的課

程還以網課進行。”

他表示，如果在大學、中學和小學之間比較，

包括碩士和博士生的大學生在內，後者上網課的應

變能力肯定優於前者，去年可能都還不能適應，但

今年應該都有一定的掌握能力。

面對面教學 即刻克服難題

對於未來的校課與網課混合使用的可能，來自

於小學的教育工作認為，儘管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但校課依然是當下較為適當的選項。

吉蘭丹州哥打峇魯中正華小餘秀玲校長指出，

就教育教角度來看，�校課依然較為有效，這是由

於面對面的教學，能夠即刻發現和探討學生面對的

難題，並且馬上去克服和解決。

“網課少了一樣東西，就是人和人之間的交

流，包括眼神和肢體語言，這是師生之間需要的交

流。雖然網課同樣可以傳授知識，但在情感方面的

交流，確實是少了很多。但是，如果在沒有辦法之

下，網課是唯一選擇，當然也隻好這樣。”

她說，教育是傳道授業和解惑，網課達到授業

的要求，但在解惑和關愛情感方面，以及打造學生

的人文素養和關懷較弱，它在師生之間的情感培養

和互動方面，確實有所不足。

該校科學主任譚美惠老師認同餘校長所言，校

課確實具備人與人交流和互相接觸的優點，但她不

排除網課有朝一日與校課混合存在的可能。

“我覺得網課有它的優勢，尤其是目前許多網

絡教學設備越來越先進齊全，學生對於網課的接受

度也提高了，我認為網課已成為一種常態。舉例，

現在一年級學生一入學接觸的就是網課，

對他們來說，可能學習就是這樣。”

因此，她說，可能10年之後，不排除我國的

會進入校課與網課混合教學，有必要先做好心理準

備，“但是，身為老師，我還是喜歡實體課。”

其他方式補救缺網問題

“目前，大學和中小學上網課面對問題，確有

需要改善之處。世界其他地方都在發展網課，但我

國的教育部基本上還在睡覺，沒有真正積極地的發

展網上教學，隻等到緊急時刻，如疫情時才想到網

課。”

楊泉博士指出，網上教學可以生動的應用科技

表現，例如在一般教學不能夠良好顯示出來的情

況，就可用視頻或其他方面表達。

“我國面對的大問題就是沒有積極地去開展網

課，儘管有一些人士在探討其發展的可能，但教育

部卻沒有積極的考慮這些，就是在教育部的基礎上

發展網上教學，並沒有做好這些準備。”

至於鄉區面對不能上網，學生沒有手機或電腦

的問題，他覺得這是極不公平和�巷極大的問題。

他認為教育部可以發展不一定要在網上教學的軟

件，包括把教材或課程製成視頻或其他版本，再抄

入目前價格已很廉宜隨身碟中，派送至缺乏網絡之

處，並在這些地區建設或提供學生電腦設施。

“目前，大家隻是往網上看，沒有注意到其他

的方法，我們要考慮不同地區的差別，沒有網絡的

地方，一定要有這種方式補救。不一定是教育部

官員督促老師在做，官員也有責任去發展這些事

物。”

他舉例，各年級的課程必然有最基本的教學

內容，不同的老師之間可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相互交換各自的教學素材和方法，而

不同的老師做不同的科目，相互交換之後，可以減

化許多過程，並且可以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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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舒婷《詩華日報》

〈海洋遭遇殺戮〉系列一�

非法射魚 血腥的遊戲

� �

天氣晴朗的下午，大魚在寧靜無聲的藍色海洋中暢遊，與同伴們一起戲水、覓食、探索，突然間，一

件像彈弓一樣的利器射向大魚，一擊爆頭，頭蓋骨被射穿，大魚連掙扎的力氣都沒有，奄奄一息被拉上

岸，血淋淋地落在人的手中，藍色海洋裡只剩下暈開的鮮紅色和不安的沉默……這是好玩還是殘忍？

�

魚槍，很多人對這種射魚神器並不陌生，網上

很多這樣的視頻和照片在傳播，以魚槍射魚是一種

殺傷力很大的捉魚手段，這種方式大多數真正的釣

魚人都不使用，也不認同射魚，因為相當血腥，也

不符合釣魚的理念，但是近年來射魚十分流行，在

年輕一群中得到極大認可和歡迎，原因是它玩起來

非常的刺激，非常有新鮮感，上手的速度也非常

快。這樣捉魚非常高效，不需要像釣魚人那樣誘魚

等願者上鉤。

魚槍整個裝置其實非常簡單，就是將不銹鋼金

屬和橡皮筋綁紮合，因此許多人輕易就能自製魚

槍。這種裝置新穎，射中目標後的感覺非常刺激，

加上設備簡單靈活，便於隨身攜帶，在本地也吸引

了許多年輕人來嘗試和現場實踐。有些人在河邊

“狩獵”，當大魚靠近岸邊或是浮出水面游弋、覓

食時進行射殺，有些人會攜帶魚槍，潛入海中射殺

獵物。然而，這種另類的捉魚方式和魚槍這種“工

具”是合法的嗎？

非法漁具 
擁有者可被法律制裁

馬來西亞海洋生物學家兼沙巴非營利機構珊瑚

礁守護者Reef�Guardian執行長Achier鐘鳳珍博士立

刻搖頭表示，魚槍在馬來西亞是非法的魚具，馬來

西亞並沒有魚槍註冊准證，因此，無論是作為商業

用途或是休閒用具，擁有魚槍都是非法的。根據

1985年漁業法令，第26節（1a和1b）和第44節

（1）的條文聲明，魚槍被列為禁止裝備，持有者

若被發現，可被提控上法庭。在沙巴只有海上游居

的巴瑤族才獲准以魚槍獵魚。

魚槍是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海上游居的

巴瑤族（Bajau�Laut）的傳統捕魚方式，在馬來西

亞，巴瑤族的海上聚落集中在沙巴的東部與東南部

的仙本那、拿篤、山打根、古達的沿海地區和島嶼

周圍，巴瑤族人世世代代以捕魚獲取食物為生，他

們使用傳統的捕魚方法，利用魚槍在海裡潛水捕

魚。捕魚時，巴瑤人通常以小組的形式進行無氧潛

水，平均深度為10米，範圍為5至7米，最深可達

到25米，每次無氧潛水可能持續23到58秒，具體

時長取決於深度。由於是無氧潛水，能待在海裡的

時間不長，因此索取的魚獲量不多，僅足夠自家食

用。

傳統工具 
被本地漁民遊客濫用

不過，原本這種用於自供自給滿足生活基本需

求的傳統求生工具，卻逐漸被許多人濫用。在沙巴

海域，許多非法漁船採用壓縮機潛水的方式，再利

用魚槍在海裡進行漁獵，捕捉大量魚類和海產。這

些漁船上設有空氣壓縮機，漁民將一條長管子連結

壓縮機，口咬住管子潛入海裡，從海面獲得氧氣供

應，如此他們有足夠長的時間在海裡射擊更多的魚

只、撈捕更多深海海產。更可怕的是，除了魚槍之

外，有些漁民也使用炸藥。人類貪得無厭，當射魚

所得的魚獲仍然滿足不了他們，於是他們採用更進

一步的手段使用炸藥和氰化鈉來炸魚，之後漁民使

用空氣壓縮機供氧，潛入海裡“收成”，他們在更

短時間內，輕鬆獲得更多魚獲。

Reef�Guardian自2004年起，受沙巴政府委任

負責保護蘇祿海的蘇古群島海域保護區，每天不分

晝夜在海上巡邏，禁止所有漁船在保護區內進行捕

魚作業，Achier鐘博士就經常在漁船上發現漁民自

製的魚槍和炸藥，通常這些漁具都會被沒收，漁民

也會被同行的執法人員控上法庭。

這幾年Achier鐘持續與砂拉越大學學者們共同

合作，進行砂拉越海域保護的項目，不斷關切本地

海洋生物保育的課題，她從中得知射魚在這幾年竟

已成為砂拉越十分流行與的“休閒活動”，除了漁

民之外，很多潛水員和本地遊客也在海域使用這種

非法漁具來抓魚，她深感震驚與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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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武器 
誤射機率非常高

魚槍是非常危險的工具，就像陸地上的獵槍一

樣，誤射的機率非常高，尤其海裡狀況難以掌控，

海流和海浪時時刻刻都在發生，海水混濁模糊，可

見度非常低，在這樣的海域容易發生意外。2019

年8月1日，詩巫18歲青年與家人到河邊用魚槍射

魚，不料卻意外遭魚槍的箭刺中其頸部，2021年2

月3日，木中一名男子在河裡捕魚時，意外遭魚槍

射出的倒鉤爪插入手臂，從這些意外事件，我們可

以發現，魚槍在有燈光和陽光照射的地方使用都會

出意外，更何況是深暗無光的海裡。Achier鐘博士

也表示，使用魚槍時，零失誤是不可能的，當手上

拿著危險工具時，人是在對自己和別人的生命造成

威脅。看一看魚槍的裝置，都會發現這種漁具根本

就是武器。

掏空海洋 
人的貪婪毫無節制

魚槍射魚並不是一種永續性的抓魚方式。魚槍

通常針對的是高繁殖力的大型魚類。很多人認為，

海洋那麼大，魚那麼多，射一隻不會怎樣，但是當

你一隻，我一隻，他一隻，另一艘船上的人也如

此，接著明天換一批人重複同樣的事，這加起來就

不只是一隻了，況且貪心的人類是不會滿足於一

隻，不可能只射一隻魚，他們會射很多的大魚，然

後炫耀他們的“勝利品”。當每個人都以大魚為目

標，毫無節制地獵捕大魚，大魚很快就會殆盡，海

洋就只剩下低繁殖力的小魚，這將對魚口和海洋生

態的永續性造成長久而巨大的影響。

此外，除了大魚之外，“獵人”的野心也對

準了脆弱物種（Vulnerable�species），包括：石斑

魚、鯛魚、蘇眉魚、鸚嘴魚，這些魚類在世界自然

保育聯盟（IUCN）紅皮書（Red�Data�Books）內

被列為脆弱物種，近年來這些魚類族群數量不斷大

幅下降，如此下去很可能會成為瀕危物種，對海洋

的物種多樣性造成威脅與損失，甚至導致這些物種

的滅絕。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制止這樣的獵捕行

為，用不著多久，海洋就會成為一潭死水。

砂拉越和沙巴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而獨天得厚

擁有豐富而珍貴的海洋資源，目前這片海洋面對這

各種環境威脅，包括氣候變遷、河流沉積物減低水

質、非法捕撈、以及過度索取資源等等。Achier鐘

博士呼籲愛海人士和潛水愛好者一起為海洋盡一份

力，保護海洋，減低對海洋和海洋生物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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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遭遇殺戮〉系列二�

金錢的誘惑 在海裡引爆

� �

那一天珊瑚礁守護者在國際邊界的珊瑚礁進行常年檢查監控，三個人潛到海裡13米深的礁石坡。突

然間一聲巨響，海裡發生爆炸，他們全身被一股強力震動，胸口緊繃，腦袋麻木，炸彈彷彿就掉落在他們

頭上，五分鐘後，第二聲巨響再次發生……

�

Reef Guardian珊瑚礁守護者簡介

沙巴非營利機構，2004年起受沙巴州政府委

任，在沙巴野生動物局的支援下，挑起管理與保護

蘇祿海蘇古群島海域保護區（簡稱：SIMCA)的責

任。受訪者Achier鐘博士17年來為組織領航，與團

隊一起守護海洋。

炸魚，不是用熱油炸死魚，而是用炸藥炸活

魚。這是一種殺傷力強、極度危險的非法捕魚手

段。炸魚並不是近幾年才開始的事，在東馬砂拉

越的海域比較少發生，但是在沙巴這是司空見慣的

事，因為沙巴海域海產豐富，加上非法移民的問題

嚴重，炸魚也成了難以管制的行為，甚至成為潛水

業的噩夢，不但摧殘海洋生態，也威脅人的安危。

成本低廉 
輕而易舉唱豐收

採用炸魚手段捕魚成本非常低、炸藥也不難製

作，一個空瓶子摻入幾樣化學物品，加上一個保險

絲蓋或定時引信，就是一枚致命的工具，而這些材

料在本地和鄰國都容易取得，漁民只要利用鐵桿將

炸藥沉入海裡，一兩秒後，海面掀起巨大浪花，魚

兒被炸死或震暈，他們就可以一次性打撈大量魚

獲，不必按規矩作業，不必花時間等待，也不用費

力撒網收網。只要四零吉就能換來一公噸的魚，因

此，炸魚對漁民來說，就像在公路上違規Ｕ轉的捷

徑，鋌而走險也要知法犯法。

守護沙巴海域生態近20年的Achier鐘博士透

露，只要是有漁汛的地方，不管是深海還是淺海，

炸魚事件都可能發生，距離海面16米深的淺珊瑚

礁，魚群多而豐富，因此成為炸魚的熱門地點。漁

民進行炸魚之前，會先潛入海裡看看哪裡有大群的

魚，豆腐魚（snapper）、白肚魚（Rabbit�Fish）、

鯛魚（Fusilier）這些群體出沒的魚類，都是他們虎

視眈眈的魚種，而其中鯛魚在近海面處覓食浮游生

物，容易被漁民發現，因此成為首要目標。

聰明的漁人，白天選擇在公海進行炸魚，因為

那裡執法者比較少，日光下收成也較為方便。晚上

他們則在海洋保護區內摸黑犯法，以為這樣能逃過

法眼，這些漁人當中非法移民佔了大部分，不過也

不乏本地漁民，在靠近海域邊界地帶也有一些從菲

律賓島嶼來的漁船。不管是小型漁船或是比較大的

商業漁船都有可能進行炸魚行為，移民駛著小船，

帶上幾枚炸藥，就可以滿載而歸。而規模較大的商

業漁船通常會在一個水域投下多達七枚炸彈，來滿

足船艙。

殺傷力大 
誰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炸魚不是沒有代價的，漁民除了要面對被執法

者逮捕的風險之外，更大危險的是，他們可能變成

傷殘人士。炸藥是非常危險的化學武器，因此發生

意外的機率也高，有時候炸藥在還沒放入海裡，就

在漁民手上就爆炸了，幸運的話他們是失去雙手，

更不幸運的話，他們會連命也給賠上。這類新聞也

屢見不鮮。

炸藥的威力取決於炸藥的大小。在巡邏任務和

海裡勘察行動中，鐘博士和團隊經常發現的炸藥有

小瓶、大瓶，也有如鼓般大的。有一次她和夥伴在

海裡勘察時，經過一塊明顯剛被轟炸的地方，魚兒

屍體遍布半徑30米的海底，而半徑7米內的珊瑚全

都支離破碎，他們在那裡發現了7個爆破口！像這

樣的海洋傷痕恐怕幾年甚至十幾年都不會痊癒，原

本健康繽紛的珊瑚礁，成了永久的墓穴。

有時候，炸藥傷害和殺害的不僅是海洋生物，

還包括了人。根據海洋工程師Paul�Hodgson的研

究，一個能殺死海裡半徑30米範圍魚類的炸藥，

它的威力足以殺死在海裡半徑100米內的人。鐘博

士就親身體驗過炸藥的威力。那一天她和助手在海

裡13米深的礁石坡進行檢查，突然間爆炸就發生

了，第二次的爆炸後她回過神，比手勢要大家停止

勘測，浮出海面。

戴舒婷《詩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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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海面後，船夫手指著兩公里外北方的燈

塔，說那裡有漁船踪影。登上船後，她馬上請船夫

聯絡蘭卡央島，通知執法單位攜同海警準備出動，

她一回到島上就立刻跳上巡邏艇，和大夥往北邊航

去。很快地就發現了一艘菲律賓傳統漁船和兩艘小

船，對方一見巡邏艇就迅速駛船逃向公海。一番海

上追趕後巡邏艇成功超前截攔漁船，誰知船上漁民

不願投降，擲出炸彈的威脅！還好，那次他們依然

化險為夷。

鐘博士的經歷說明，任何一個無辜的人，都

會成為炸魚活動的受害者。要逮捕炸魚者是危險

而困難的事，在一望無際的遼闊大海上，即使他

們馬上出動，也未必能成功逮捕漁民，漁民在逃逸

的過程中，可以把任何違禁品和炸藥扔到海裡，消

滅證據，即使執法者上船搜查也不到有利於提控的

證據。因此，要遏止炸魚行為，更有效的作法是防

止。

偵測系統 
提供數據加強把關

2006年，鐘博士初到沙巴東海岸島嶼任職，

那時候炸魚活動非常猖獗，每天都在發生。她不時

吩咐助手一天潛入海中三次，去記錄炸魚活動，在

最高的一次記錄中，他們發現在45分鐘內竟然有

12起炸魚事件！看見海洋的重傷後，防止炸魚活

動就成了Reef�Guardian的一大目標。在這方面，

香港非營利組織Reed� Defender給了她鼎力的協

助，Reef�Guardian與Reef�Defender自2014年起，

聯手協助執法當局打擊沙巴各海域的炸魚活動，多

年來Reef�Defender為沙巴提供水下爆炸探測器系

統和數據分析，讓Reef�Guardian、其他非營利組

織和沙巴政府，能對炸魚活動採取更有針對性的預

防與執法措施。

鐘博士表示：“多虧當時僅16歲的Ree f�

Defender執行長Adrian�Chan出資請海洋工程師Paul�

Hodgson設計出爆炸探測器系統，我們才能有更詳

細數據作參考。Reef�Defender所贊助的五套偵測

系統可以偵測到30公里外酒瓶大小的炸彈所引起

的爆炸，如此我們才能更準確地預知炸魚活動的熱

點，加緊巡邏與把關。”

從2014年到現在，沙巴海域的炸魚活動已經

減少了70％至80％。2019年，兩名外國遊客和一

名指導員在仙本那海域潛水時，不幸被炸魚活動所

傷當場死亡。這起人為的意外事件引起了各界的關

注，也打擊了潛水業，促使更多的非營利組織、政

府部門和執法單位，更加積極嚴正看待沙巴海域炸

魚活動的問題，也更加緊密合作，聯手阻止這種非

法且危險的作業。

肉眼難辨 
漁獲經由數管道銷售

“一艘海上吉普賽船停靠在拿篤碼頭，船隻載

著裝滿魚乾的籃子，那些魚乾都是珊瑚礁常見魚

種，包括小石斑、雀鯛、神仙魚、刺尾魚、鸚鵡

魚、蝴蝶魚和海鰻，大中小任何尺寸都有。這些魚

兒都有一個共同點——腹部內壁上有乾血彈痕，這

說明了這些魚是被炸死的。”一份撰寫於1989年

的學者報告，說明了當時和現在，炸魚魚獲的銷路

沒有變過。

被炸死的魚無礙於食用，不過缺點是這些魚肉

難以保鮮，因此，魚兒通常會製成魚乾或是鹹魚，

在鄉區夜市裡售賣，或者以烤魚的方式賣給食客。

再不然就被送到更大的工廠，用於生產魚丸或其他

海鮮食品。除了魚兒的新鮮度之外，一般消費者不

容易從魚的外觀來看出炸魚的魚獲，像鐘博士那樣

熟知海域和魚種的人，才能從魚種看出端倪。

民眾如果發現有人炸魚或射魚，或是潛水員在

海裡發現疑似炸藥之物，可以向馬來西亞海事執法

機構（Malaysia�Maritime�Enforcement�Agency）投

報。涉嫌炸魚的漁民將根據1985年漁業法令被控

上法庭，一旦罪成就必須接受兩萬零吉的罰款，或

者監禁兩年或兩者兼施。

結語：

炸魚這種惡劣的作業方式，所帶來的負面影

響，遠遠大於它所能帶來的好處。然而，漁民和非

法移民依舊使用這種手段，追根究底，想得到的就

是生計，加上他們缺乏知識與醒覺，對永續發展完

全不了解，他們不明白自己的行為對環境和他人造

成多大的傷害。因此，要遏制破壞性的捕魚方式，

不是單靠執法單位和非營利組織就能達成的，教

育、就業機會和其他方面也是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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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捕，海豚誤入死網

� �

兩隻幼齡的短吻海豚，不斷撞向眼前那道看似柔軟卻很堅韌的網壁，它們越是奮力想掙脫，無毛的體

膚就越是受傷，直到它們不能呼吸，慢慢地失去意識，它們都不明白為什麼自己被困住。

�

砂海豚知識補充站：

砂拉越有四種豚類動物，按常見度排列，它

們分別是短吻海豚（Irrawaddy�Dolphin）、印太

江豚（Finless�porpoise）、印太洋瓶鼻海豚（Indo�

Pacific�Bottlenose�dolphin）及印太洋駝海豚�（Indo�

Pacific� humpback�dolphin）。其中前兩者最為常

見。短吻海豚是婆羅洲淺水海岸最普遍常見的豚

類，它一般在海灣和河口活動，在古晉山都望和文

丹離海岸月六七公里處的海域常能發現。這種海豚

身體灰色，喜歡成群在混濁的水域覓食，江豚與短

吻海豚外形和顏色相似，但沒有背鰭，江豚一般在

距離河口較遠的地方成群活動。瓶鼻海豚擁有典型

的海豚形象，頂部近背鰭位置由深灰色至淺灰色，

腹部呈接近白色。這種海豚在砂海域較少見，反蔭

蔽令牠們不易被看見。駝海豚因為體色而容易辨

認，年齡越長，體色變淡粉白。

砂海域 海豚熱點

砂拉越總面積共124,450平方公里，佔了婆羅

洲島嶼大約17%的土地，全長1,035公里的海岸線

和海洋棲息地由沙灘、泥灘、礁巖岸所組成，其中

將近60%的海岸線是紅樹林地帶，朝外面向南中

國海，往內是有多條河流。砂拉越的海洋棲息地孕

育了超過20種海生哺乳動物，其中包括：海豚、

江豚、鯨魚、儒艮等，除了哺乳動物外，還有三種

海龜也經常在砂拉越海岸沙灘產卵，這些珍貴且數

量不多海洋生物，在砂拉越野生動物保育法令下被

列為砂拉越保育類動物，任何人都不能獵捕、獵

殺、飼養、販賣這些動物。

除了極少被發現的鯨魚之外，其他上述海洋生

物都經常出沒在砂拉越不同地區的海域，包括：三

馬當－倫樂、山都望－文丹、峇哥、砂東河口、民

都魯海口、老越海口等等。這些地方都是砂拉越主

要的漁業區，除了年尾季候風季節之外，平日許多

漁船在河口、海口、淺水和近海區域作業，因此這

些海洋生物被混捕或誤捕的事件有時候會發生。

過去現在 都有發生

所謂混捕，意思是漁民放網撈捕魚蝦，卻意外

地將非目標海產，如：保育類動物，一起撈捕，

有時候會導致這些動物死亡。混捕並不是近年來

才有的事，現年56歲的受訪者黃先生是甘榜本南

（Kampung�Pendam）的居民，他從小在漁村長

大，並一直在那裡生活至今。甘榜本南位於砂東再

也附近，沿河有很多的小漁村，數百村民以漁業為

生。黃先生這輩子數十年來，多次在漁民手上看

見海豚混獲，最近一次是在今年5月，他所見的混

獲大部分都是10公斤以上的短吻海豚（Irrawaddy�

Dolphin），這種海豚經常出現在砂東河河口附

近，覓食時，海豚因被魚群吸引，加上視力不佳，

而游近漁網，卻意外地和魚群一起落入漁網。黃先

生表示，混捕一直都在發生，難以避免。他曾經親

眼目睹海豚靠近漁船，並跟着漁船前行，猜測海豚

是想從漏網之魚中分到一杯羹。

甘榜本南的漁民大多採用漂網（Drift�Net）方

式捕魚，海豚誤入漁網之後出不去，通常在漁民起

網之前，就因困在漁網，窒息而死，因為海豚是用

來肺呼吸的海生哺乳動物，它們需要游出水面換氣

才能活。就黃先生所知漁民通常會將已死亡的海豚

帶上岸，由於魚販和收購商拒收，他們就將海豚肉

賣給鄰近的村民或是秘密熟客，有時會拿到亞沙再

也和三馬拉漢巴剎兜售，再不然就自己拿回家煮了

吃。在80、90年代，一隻海豚售價20零吉，體型

較大的可以賣到40到50零吉，在近年，切割成片

的海豚肉，以每公斤2零吉至6零吉的價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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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生透露，除了海豚之外，有時候漁民也會捕到

海龜。

大約30多年前，有一次黃先生見到奄奄一息

的海豚混獲，於是趕緊用30零吉將它買下，拿到

河口放生。他並非學術學者，也不是從事相關行

業，因此並不特別留意或記錄海豚和海龜混獲事

件，只是平時碰巧遇上，因此當筆者問及海豚混獲

事件的次數時，他表示自己不敢斷言海豚混獲是否

頻密發生，他個人平均每年會接觸到三至五起，這

是他僅知的，不能單憑他的個人經驗來做定論。

砂海豚數量 尚待資料收集

我國海洋學家賽夫拉（Saifullah�A.�Jaaman）

教授從1997年起，在砂拉越多個海域進行了多項

長期與短期的學術研究。他於15年前，2006年發

表的文獻中說明，在他訪問的砂拉越漁民當中，

有28%過去曾經意外混捕海豚，估計每年約有24

只海豚被混捕。之後，賽夫拉再發表說明，他於

1997至2004年之間訪問超過1千名漁民，估計砂

拉越每年有大約200只海豚及14只儒艮“被捕”。

不過這是他十多年前的研究，要瞭解砂海豚生態的

近況，需要參考更近期的學者研究。

在2008年至2009年，砂拉越大學海洋學家

欣蒂彼得（Cindy�Peter）與夥伴們進行了Sarawak�

Dolphin�Project（簡稱：SDP）的研究，報告結果

顯示，在研究的一年間，他們在古晉海灣地區和美

裡發現3只海豚遺骸，當時欣蒂表示必須針對海豚

混捕作進一步研究，搜集更準確的數據，並探討海

豚混獲的問題。可惜的是，SDP在2013年沒有成

功獲得經費贊助，該項研究計劃只能告一段落。根

據SDP報告，在古晉海灣發現的四種海豚，除了比

較少見的瓶鼻海豚之外，其他三種豚類個別大約有

100至200只不等，數量非常少。近日欣蒂彼得在

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由於她新研究項目剛開始不

久，還在搜集資料中，因此未能給本報提供最新的

海豚數量，對於海豚混獲情況，也尚未有切確的數

據。

賽夫拉認為漁民一般將海洋哺乳動物視為可漁

撈的“魚類”。不過，對於常在出沒於海岸的短吻

海豚和印太洋駝海豚，漁民抱着正面的態度，這兩

種海豚總帶給他們漁汛，漁民在海豚出現的地點設

網，就會有豐富的漁獲，所以他們不會傷害這兩種

海豚，而海豚跟着漁船，通常能從魚群中獲得食

物，有時漁民也會將不要的小魚獲丟到海裡當作是

給海豚的報酬。而欣蒂與漁民的接觸，發現漁民不

是有意將海豚作為獵物，只是誤捕了它們。

蜂鳴器 減少混獲

砂拉越漁民常使用的捕魚方式包括：拖

網（Trawl� Net）、漂網或流刺網（Drift／Gi l l�

net）、圍網（Fish�Purse�Seines）、魚柵或魚籠

（Bubu）、鉤線垂釣（Hook�&� Line）、長袋網

（Bag�Net）。根據砂拉越漁業局的統計記錄，在

漂網或流刺網是砂註冊漁船最普遍使用的方式，

2017年共5,404漁船擁有這項設備，其次是拖網，

共有415漁船使用。海豚混捕多發生在漂網或流刺

網作業，而海龜混捕則多發生於拖網作業，這可能

與海豚和海龜的出沒的地點，以及它們的活動習性

有關。海豚常在淺海覓食和活動，而海龜多在珊瑚

礁區出沒。

像短吻海豚這類鯨豚科動物，它們適應了淺海

環境，並演化出在淺海求生的能力，而人類為了獲

取食物，在海產豐富的淺海漁撈，兩者之間似乎存

在一種衝突的關係，當但又不全然是，海豚性情溫

和友善，喜歡親近漁人，而漁人也將海豚視為海上

的夥伴。那麼，漁人能不能避免海豚成為混獲？黃

先生表示，這樣的事一直在發生，這是無法法避免

的，這樣的答案叫人沉默。

不過欣蒂彼得表示，其實科學家已經研究出一

種稱為蜂鳴器（pinger）的工具，這種小配件裝置

在漁網上，就能在水中發出聲吶，海豚接受到聲吶

訊息就會避開漁網，這樣就不會被誤捕。國外一些

漁船作業時，都會使用蜂鳴器，但是在我國沒有條

規規定漁民必須裝置蜂鳴器。本地漁民對蜂鳴器的

反應並不積極，有些漁民擔心裝上蜂鳴器之後，其

他魚種也會和海豚一樣避開漁網，影響漁船的收

穫。

追加消息

報道還未刊登的八月初，黃先生傳來消息，又

一隻海豚被混捕，漁夫將混獲出售，他員工家人買

到了一份海豚肉。不到三個月，一個小漁村就有兩

次海豚混捕事件。

欣蒂提醒，如果漁民或任何人士發現誤捕或

擱淺的海豚，但不知道該如何處理，請聯絡砂

拉越大學或砂森林企業機構鄰近辦事處：古晉

082-610088，詩巫084-337444，民都魯086-

313726，美裡085-436637，尋求協助，這些混

獲和資訊對本地海洋生物研究項目具有很大的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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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遭遇殺戮〉系列四�

網開一面 放它們一條生路

� �

海龜是海岸與海洋生態中的成員，兩千萬年來它在海洋群體文化裡扮演了奠基者的角色。�近兩百年

來，人類的各種行為與活動大規模地影響並威脅了這種古老海洋生物的存亡。

�

知識補充站：

目前全世界僅存七種海龜，經常在砂拉越海域

被發現的有三種，分別是：綠蠵龜、玳瑁、欖蠵

龜。

綠蠵龜又稱綠海龜，是砂拉越最常見的海龜，

它們主要以海草與大型海藻為食，也會吃浮游生

物、水母等生物，由於它們體內脂肪累積了許多綠

色素，呈現淡綠色，也因而得名，目前全世界有

20萬頭綠蠵龜。玳瑁最明顯的特點是其鷹喙般的

嘴，以及軀體後部鋸齒般的緣盾，玳瑁最主要生活

在淺水礁湖和珊瑚礁區，它們的食物包括海綿、櫛

水母、水母、海葵、海藻、蝦蟹、貝類及魚類，目

前全世界僅剩下約八千頭產卵母玳瑁龜。欖蠵龜外

觀像一顆大橄欖而得名為欖蠵龜，雖然欖蠵龜廣泛

分布世界海域中，但是主要的產卵點屈指可數，估

計目前僅剩下八萬餘頭產卵母龜欖。

天然資源豐富的砂拉越和沙巴有幾處海域是海

龜出沒產卵、覓食的地點，其中包括達朗－沙當國

家公園、丹絨拿督國家公園、欣米拉兆國家公園、

瓜拉老越國家公園（擬議中）、蘇古群島海域保護

區、山打根西靈岸海龜島等等。過去幾年，儘管兩

州政府採取了一些保育海龜的活動與計劃，但是

海龜數量一直下滑，與70年前的海龜卵窩數量相

比，如今的數量減少了80%-90%之多。

海龜和海豚一樣，它們所面對的其中一項生存

威脅就是就是漁船混捕。海洋學家Acheir鐘鳳珍博

士常年在沙巴海域工作，過去也在砂拉越針對海龜

行為進行過學術研究，根據她的經驗，海龜混捕一

般多發生在拖網漁船作業的時候，也有少數是漂網

作業時。漁船使用細網目拖網捕撈魚蝦，海龜在掠

食時誤游入漁網因而被漁撈。海龜也是用肺呼吸

的，所以誤入漁網後的命運也會和海豚一樣。

人造礁球 減少海龜被混捕

根據學者的研究，在1998年之前，砂拉越達

朗－沙當島沙灘和丹絨拿督沙灘，每年會發現多

達70至100隻的海龜遺骸，從那些遺骸上的痕跡看

來，相信它們是遭拖網漁船在三馬丹和倫樂海域作

業時混捕而致死。為了減少海龜混獲、降低海龜死

亡率以及對治非法漁船入侵保護區的問題，砂森林

企業機構於1998年起，在砂拉越沿海1000公里的

特定地點投置人造礁球，每個重達兩公噸的人造礁

球對拖網具有破壞力，漁船為避免損失而避開在該

海域作業，這減低了海龜被混捕的機率，在保護海

龜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投置人造礁球之後，三

馬丹和倫樂區的海龜死亡數量，降至每年20隻左

右。不過，不能忽略的一點是，海龜量數量減少也

可能是海龜死亡率降低的其中原因之一。

砂拉越的海龜保護項目自1950年就開始，

那一年，海龜卵窩達到最高峰一共23,576個，在

那之後數量每年不斷減少，從1970年起到2013

年，每年卵窩數量都少於4000，1987年最低只

有1105個。學者Hiew認為非法漁船在海洋保護區

拖網作業，使大量的海龜死亡，是導致海龜卵窩

的急劇減少的原因。不過，1983年學者Mortimer

的研究報告認為，人們從1927年起就過度採收海

龜蛋。根據砂森林企業機構記錄，在1975年之前

少過３％的龜卵孵化成龜，1975年之後數量才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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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提升，到1979年達到8%，1980年至1990年

20-75%，1991-1998年：87-94%。從千禧年到

2013年，砂拉越的海龜卵窩數量一直在兩三千之

間，這樣的數量令人擔憂，將來的海洋生態會不會

因此崩落。

海豚肉 汞含高量

有些漁民並非有意捕捉海豚和海龜，只是在作

業時，意外地誤捕了。那麼發現這些混獲時，漁民

該如何處理？Acheir鐘博士認為，無論是活是死，

都應該將它們放回海里。然而，大部分漁民的作法

是將它們賣了換成一點收入。她表示，當海豚被切

割成片，看起來就與魚肉一樣，在沙巴漁民將海龜

切割成片，再用水煮過、曬乾，那樣海龜肉樣子看

起來就和魚鰾差不多，如此，海豚肉海龜肉擺在攤

位上售賣給“識貨”的熟客，就不會引人們的注

意。

她不鼓勵人們食用海豚肉，不僅是因為海豚是

保育類物種，更是因為研究發現海豚肉與脂肪中，

均含高量的重金屬汞。河口匯聚了來自河道下游，

各種人類活動所產生的廢料和廢水，河水海水被各

種化學物質所污染，其中包括汞，這些化學物質被

魚類和其他小型海洋生物攝入，而海豚以它們為食

物，由於處在海洋食物鏈的最頂端，因此，它們所

攝取的化學物質是最高，體內組織中的汞含量也最

高。人們如果長期食用海豚肉將導致記憶力喪失和

癲癇症發作等疾病，因此民眾還是少碰為妙。

民眾保育知識不足

經過研究調查Ａchier鐘發現，砂拉越民眾對於

瀕臨絕種動物和保育物種的認識非常不足，有些人

甚至不知道海豚、海龜和儒艮是砂拉越一級保育類

動物，她曾經發現有人公然透過臉書開價1千零吉

販賣活海龜，其實在1998年砂拉越野生動物保育

法令下，任何人禁止獵捕、獵殺、飼養及販賣一級

保育類動物，違規者將被罰款五萬零吉及監禁五

年。

混獲，可有解法？ 
拖網裝上逃脫裝置

當筆者問到，混獲問題可有辦法避免時，

Ahier鐘博士表示，針對海龜混獲，漁民可以在拖

網上裝置海龜逃脫裝置（turtle�excluder�device）或

簡稱TED，來減低海龜遭混捕而死亡的機率，TED

讓海龜在誤入拖網後，能夠從側口逃脫，她認為這

種裝置對海豚應該也行得通，只是大多數的海豚是

遭漂網、流刺網所誤捕，只有少數是被拖網困住，

這可能是因為海豚動作快，來得及避開拖網的緣

故。

劃定保護區

Ａchier�Chung博士也提出了一個更加牢靠，能

夠幫助減少混捕，拯救這些動物的辦法，那就是透

過學術研究收集更多更精細準確的資料，劃分出這

些瀕危物種的重要棲息地，讓非營利組織的科學家

去向政府建議，把這些地區劃為保護區，保護現有

的珍貴動物。

她舉例，科學研究者可以調查本南甘榜

（Kampung�Pendam）河口海豚混捕的機率以及海

豚的種類，探討它們在那裡出沒的原因？那些海豚

是季節性出沒的，還是永久性棲息在那裡？是不是

一些季節性的魚類吸引了它們來覓食？如果能獲得

這些資料的話，海洋科學家就能夠按實際情況，對

漁業作業做出管制的建議。比如：限制漁船在某區

域作業，或著限制設網時間長度，那麼即使海豚意

外被捕，也能來得及在它們溺死前將它們放生。

本地生態研究進度慢

唯有透過深入的研究，才能進一步了解這些動

物，記錄它們的族群數量，對它們所面對的生存威

脅，採取針對性而有效的預防措施或保護計劃。

然，海洋科學家要在砂拉越海域進行學術研究，並

不容易，他們除了要有足夠的贊助獲取資金之外，

還要申請準證，這是本地生態研究進展緩慢的其中

一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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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一系列的海洋殺戮報道，海洋悲歌還沒有說

盡。賽夫拉的研究顯示，每年逾兩百隻海豚在砂海

域被混捕，而欣蒂彼得的研究計算，在古晉海灣

每種海豚的數量大約有100到200隻不等，這看起

來，海豚的死亡數量是相當高的。

而砂拉越海龜卵窩數量從上個世紀高峰期的兩

萬多變成兩千多。砂海洋動物的大量減少，令人憂

心。混捕只是砂海洋動物的其中一個生存威脅，海

洋生物所面對的生存威脅，除了射魚、炸魚、混

捕、非法獵殺之外，海岸地區的過度開發，沉積物

堆積海域、海水污染等，這都讓海洋生物生存之路

更加困難。Achier鐘博士認為對民眾進行生態教育

是很重要的，讓民眾認識海洋生態和保育類動物，

一起減少傷害動物的行為，並維持一個可以永續經

營和管理的海洋，能夠拯救海洋的不只是科學家，

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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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之下還有他們．陪一程扶一把〉系列一�

臨終關懷中心／不怕告別，最擔心不告而別

� �

不知從何處，有人撿起一塊石頭，往平靜的湖面扔了過去，而泛起波光漣漪。水面一圈又一圈的波紋

不斷散開，幾秒後慢慢回歸靜謐。2020年，冠狀病毒病（COVID-19）像是那塊石頭，泛起前疊後湧的

波浪，席捲全球，一座又一座城市籠罩在恐慌情緒中，不斷擴大，隨之上演封城記，應對這場猝不及防的

巨變。

疫情暴發後，首當其衝是弱勢群體，受到的傷害最大，而依靠公眾捐款的慈善機構陸續遭殃，收入直

線下滑，資金、物資和醫療用品接連告急，陷入經濟窘境。所幸數月前，人民發動了“白旗運動”和“食

物銀行”，暫時一解燃眉之急。他們深知這是一場持久戰，疫情一日未解，依然得戰戰兢兢。

�

在踏入文良港淨願慈懷之家大門前，全身必須

噴灑消毒劑霧，務必將病毒消除殆盡。全因這裡是

一間臨終關懷中心，專門收容由醫院和福利局推薦

的末期癌症病患，他們的免疫力非常低，因此經受

不起任何細菌病毒的打擊。

我與攝影記者的到訪沒有引起臥床病患好奇，

他們盯看牆上電視機播放的節目，任由聲音填補百

無聊賴的時光。有些病患正吃着午餐，大部分則躺

臥在病床上睡覺。這間中心依照醫院病房規格所

設，具備多種醫療設備，從抽痰機、制氧機、防褥

瘡氣墊等應有盡有。

相比外界的紛擾，進入病房區時間彷彿靜止，

長期臥床的末期患者知道這場疫災嗎？“他們知道

發生什麼事。”楊寶美這樣說。身為負責人之一，

她讓所有病患瞭解此時的病毒危機。

除了末期患者，淨願慈懷之家同時還管理兩

間中風物理治療中心，為貧困的中風病患提供針灸

和物理治療。不過，政府去年3月份實施行動管制

令（MCO）後，一切服務暫停，間接也阻斷了資金

運轉。財務狀況開始捉襟見肘，捐款大幅縮減，這

是從來不曾有過的挑戰。“我們是經註冊的慈善機

構，有獲得福利局資助8000令吉，但遠遠不夠，3間

中心每月開銷就需要4萬令吉。”當時，他們處於蠟

燭兩頭燒，疲於奔命地找救援解決各種短缺難題。

物資短缺，求助朋友集資網購

疫情持續惡化，我國醫療系統早已不堪重負，

加上經濟大規模停擺一年多，許多人生活在水深火

熱當中，即使想幫助也心有餘而力不足。楊寶美總

會等到緊要關頭才開口向身邊朋友求救。“盡量找

身邊的朋友，你湊一點，他出一點，大家集資購買

這些物資和醫療用品，網購了再寄送過來。”

坐在一旁的行政人員歐嘉慧隨即給我遞了一本

冊子，裡面羅列了日常所需的醫療用品清單，比如

鼻胃管、棉花、消毒水、尿袋、Bactigras殺菌油性

紗布、消毒敷料包、微孔膠帶、結腸造口袋等。

她以鼻胃管為例，在灌食奶粉時，有些品牌的

鼻胃管會出現些許阻塞，因此只能購買特定的牌

子。病患也常需替換結腸造口袋，但價格並不便

宜。可是為了衛生和避免細菌感染，即使病患只有

少許糞便，亦會馬上更換。

很多物資不是一次到位，在把這個月的物資用

完以前，他們就要籌集下個月的份量。這些善心人

士便輪流接力，竭盡所能地協助。這個情形能維持

多久？楊寶美說不上，只能見步行步。

最怕失守，謝絕訪客

行管令期間，臨終關懷中心已一律謝絕訪客。

入住的末期癌症患者絕大部分為單身流浪漢，少數

來自單親家庭。“即使有孩子，也是一兩個人。疫

情之前，偶爾會來探訪，次數不多。（你要知道）

他們會將親人送進來，一定面臨經濟拮据。”

創辦人劉水星最怕病人感染病毒，因此首要任

務是着重在病人的衛生條件。“我當下第一個念頭

是放在病人身上，接着是收入，政府沒有宣佈開

放，善心人士想上門佈施也無能為力。另外，我擔

心員工會不會此時選擇離開，終究病毒的風險太

高，他們也顧慮自身安全。太多確診病例了，是會

造成恐慌的。”

疫情當前，口罩肯定不能離開臉部，除了固定

消毒，劉水星亦要求盡量避免送病患到醫院複診，

“當院方撥電通知預約改期，我們就配合；若藥物

吃完，便派人到醫院為病人取藥，比如說嗎啡、降

血壓和膽固醇藥物等。”

林德成《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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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送別，不留遺憾

人有兩件事不能等——行善和盡孝，過去殯葬

業者和家屬尚可上門接領遺體安葬，如今病毒將家

屬隔絕在門外。楊寶美指出，倘若死者獨居、無親

無故或貧困，他們會承擔所有費用，索取死亡證書

後再交給殯葬業者火化遺體，將其骨灰撒入大海。

如果還有家屬，他們就要面對一個新常態，即

無法親自送別死者。這是病患和家屬之間最煎熬和

掙扎的過程，他們不怕告別，最怕不告而別。

“末期癌症病患都是找不到家的人。”楊寶美

說。當末期患者入住時，心裡早已有數，自知病入

膏肓，僅希望有生之年與親人保持聯繫。即使不能

見面，其遺願也會想看他們最後一眼。科技給了臨

終病患一個心理慰藉，透過手機視訊向摯愛的人隔

空告別，留住親情的溫度和回憶，擁有一個真正的

善終。

常在病患身旁奔走的歐嘉慧經常會目睹這些揪

心場面，心底會糅雜各種情緒與感慨。在她的印象

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末期大腸癌女病患，臨終前

其兩個孩子恰好在家隔離。

“我們打開視訊，讓他們與昏迷的母親有一個

完整道別，不要留下任何遺憾。”她知道，雖然病

患昏迷但意識清醒，臨死前心依然有掛礙，擔心孩

子生活。因此要求孩子在鏡頭前，向母親承諾會彼

此照顧，好讓她安心離開。“孩子一說完，原本

看着他們的母親，（聽完）之後就慢慢地合上眼

睛。”

疫情之下，如何防疫做好安寧療護？

每天醒來都與昨天不一樣，在與冠病病毒共

存，輕微症狀都會讓人緊張兮兮，陷入焦慮情緒。

如何安“疫”和坦然，變成每個人必修的功課。

踏入疫情新常態，我國安寧療護機構重新部署

和調整人力，除了嚴守防疫措施，只能在有限的條

件下給予療護，緩解病患生理痛苦和精神困擾。

“先要釐清一個概念，家屬接病患回家療養並

非等死，一樣要繼續做化療。”慈悲安寧療護基金

會主席拿督吳碧彬醫生說道。疫情未暴發前，該基

金會醫療團隊會帶領病患家屬一起正視死亡，為他

們做好心理建設，適應至親的永久缺席。

“失去摯愛的悲傷期不是3個月或半年，而是

伴隨一生的缺憾，任誰也無法彌補。當病人往生

後，我們也為家屬提供悲傷輔導和治療，確保不過

度悲傷而產生尋死念頭。”

降低風險，改變醫療照顧模式

過往基金會的醫療團隊工作量很大，每年照

顧800至1000名臨終病人，借出的醫療器具超過

1000人次。這些末期癌症病人大部分在政府醫院

診治，到了生命終末的階段會回家療養。醫院便告

知基金會，有哪些病患需要臨終關懷服務，他們便

登門拜訪和協助。

如今新增確診病例不斷攀升，安寧療護團隊不

敢貿然出外，醫護人員背負着巨大的心理壓力，生

怕染疫而傳染予身邊親友。為了降低風險，團隊利

用科技輔助，以視訊方式與病患複診。對此，吳碧

彬醫生坦言，視訊不是最理想的做法，病患與家屬

難免不放心，醫護人員本身亦會覺得不夠盡責，無

法通過屏幕瞭解病患需求和症狀。

“有時老人家不慣用電話談自己的疾病，沒說

幾句就匆匆掛掉。”同時，不是所有病患擁有能上

網和視訊的智能手機。有些病患甚至沒有床褥，需

要睡在地上，貧窮程度超乎一般人想像。

如果需要上門為病人治療，醫生肯定要身穿整

套個人防護衣，難以氣定神閒地與病患溝通，擔心

看不清傷口變化，又聽不清楚談話。無論如何，醫

療團隊只能隨機應變，評估疫情的嚴重程度。必要

時依然會上門為癌症病患診治，幫他們插靜脈管、

注射藥物或清洗潰爛傷口。

末期病患寧願在家療養

今年7月份，衛生部將士拉央醫院轉為專治冠

病的醫院後，所有非冠病患者被送往其他醫院治

療，好些在安寧療護病房的癌症病患也被送回家。

在這場疫情中，吳碧彬醫生發現，許多末期患者漸

漸會要求待在家靜養，安然度過晚年。“或許希望

有親人送終，不會孤零零一個人走。”

當愈來愈多病人居家療養，團隊的工作量亦隨

之增加，需要為病患家屬準備注射靜脈管藥物。她

稱，由於患者臨終前已完全無法吞食，即將斷氣的

那一刻，呼吸會變得急促，胸口疼痛，家屬唯一能

做的是注射藥物，抒緩病患痛楚。

另外，末期癌症病患一般上會有呼吸困難症，

必須依靠制氧機“補氧”，避免氧氣不足引發併發

症。因此，慈悲安寧療護基金會在過去一年不斷籌

集制氧機，免費借給癌症病患使用，還載送給貧困

患者。

“一些貧窮家庭住得非常偏遠，比如萬撓、根

登、武吉柏倫東，出入極為不方便，即使根據地

址都未必找得到，必須要求病患家屬出來領路才

行。”

366�∕�丹斯裡葉永松報道文學獎��-�佳作獎



展開冠病康復者關懷計劃

衛生總監丹斯裡諾希山曾說過，大部分冠病患

者可以完全痊癒，有少部分人則有後遺症。根據衛

生部的臨床研究，在1004名第四、第五階段的冠

病患者當中，高達66%的人有“后冠病綜合症”

（Long�Covid�Syndrome）。

吳碧彬醫生意識到，冠病康復者未來也會需

要制氧機。在8月初，慈悲安寧療護基金會與佛光

山、星洲日報基金會聯合展開了“冠病患者康復期

關懷計劃”，出借制氧機和血氧儀給出院後仍需吸

氧的患者。

她強調，民眾必須轉換思維，去年我國仍屬於

“遏止階段”（containment� phase），可預防和

要求病患全數進入隔離中心。如今，住宅社區陸續

出現確診病例，到處都有機會感染病毒。“保護自

己，做好社交距離、戴雙層口罩和勤洗手。無論去

上班地點、花園、食肆打包都一以貫之，不能輕易

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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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之下還有他們．陪一程扶一把〉系列二�

孤兒教育／停課不停學，防疫學習不鬆懈

� �

若好奇問小孩現在最想念什麼？脫口而出的答案會是學校、同學或老師嗎？

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大流行病打亂了我國的教育規劃，政府緊閉學校大門，防堵疫情蔓延，孩

子必須宅在家學習，家長預計在心底吶喊和憂慮。但對成長期的孩子來說，不僅“遺失”了校園的青春美

好，在心理健康、社交技能、學習能力也會有不可預估的影響。那麼疫情底下，生活在孤兒院的孩子又要

如何應對呢？

�

“這個疫情不會這麼快結束。”慈愛福利中心

創辦人拿督達摩拉達那長老緩緩地說，也許幾個月

又或者持續一年。

去年政府落實全面封鎖政策後，位於沙叻秀的

Ti-Ratana慈愛福利中心亦跟隨“封院”，居住在

中心的老人與孤兒都不允許隨意走動，全數職員皆

要接種疫苗及嚴守防疫措施。然而，疫情至今依舊

不明朗，中心也不敢對外開放。

“擔心出現無症狀感染者，民眾只能前往辦

公室放下捐贈物品，但不允許探望任何小孩或老

人。”

如果從3月18日算起，疫災已持續超過520

天，與病毒共存成為了一個事實，我國單日新增確

診病例更曾連續5天在2萬宗以上。這一波疫情重

創了大馬經濟，當中有人被迫減薪、失業，生意關

門大吉，更甚者失去至親，強忍悲痛地活下去。

“以前省吃儉用可以存下一筆積蓄；現在大家

拚命從口袋挖錢，一直為零收入而苦惱。”

達摩拉達那長老不忍看見民眾繼續受苦，在疫

情期間籌集各方捐贈的物資和食物，派發給低收入

家庭和弱勢群體。“我跟商家說，如果食品或罐頭

有效期只剩3個月，請不要丟掉，能不能捐贈給我

們。結果願意贊助，口耳相傳之下，附近社區居民

也紛紛貢獻一份力量。”

師生無法互動，課網變得枯燥乏味

如今，居家辦公已是大人的生活新寫照，網課

亦變成新一代的教學模式。有人說，疫情是變革的

催化劑，同樣地也是一道催命符。面對經濟困境的

貧窮家庭，孩子受教育的機會不知不覺被犧牲，進

而選擇輟學，他們的未來又會怎樣？

“我們會盡最大的能力讓孩子擁有完整的教

育。”達摩拉達那長老說。慈愛福利中心至今收留

了超過250名孩童，大多數年紀很輕，只有少數是

中五學生。

當政府宣佈停課不停學，把課室從線下搬到線

上後，無論家長、老師和孩子都要重新調整生活步

伐，正式迎接網課的生活常態。而對慈愛福利中心

來說，必須迅速解決電腦設備和網速的難題。

孩子居家學習的效率會很高嗎？達摩拉達那長

老認為，網課效率沒有預期中來得理想。他察覺到

孩子難以收拾心情，專注地看着電腦屏幕上課和做

筆記。昔日在學校上課可以互動，能夠營造一種良

好的學習氛圍，學生有任何疑惑可以立即得到老師

的回應。

網課缺乏一種氛圍，沒有老師的威嚴和吆喝，

孩子少了約束，相對鬆散。隔着屏幕，師生無法直

接互動，上網課變得枯燥乏味。“尤其年齡太小的

孩子容易分神，集中注意力的時間很短，預計不超

過半小時。”

畢竟是小孩子，達摩拉達那長老能夠體諒，長

時間上網課是很疲勞的事，偶爾便讓孩子在中心範

圍內走動，暫時離開屏幕。“我們不讓孩子走出中

心，就找活動填補他們的時間。比如我們需要把物

資分成小包裝，他們會滿心歡喜地成為小幫手，享

受當中的樂趣，至少可以讓他們全神貫注做一些

事。”

有時，他還會帶一些孩子到附近散步。“我要

求他們隨身攜帶掃把，一路打掃街道和路旁，打理

社區整潔，讓自己（身心靈）有喘息的空間。”

大人小孩也有情緒壓力

他說，以前中心的孩子會到補習中心上課，直

至兩年前捐款收入大幅下降，唯有減少開支，找了

退休老師在慈愛福利中心開班教導孩子，以及督促

他們的功課。

過去一年多，學生經歷了停課、復課、網課，

不斷切換模式，嚴重影響了學習的節奏。網課又與

林德成《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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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教育方針不同，無法覆蓋所有的課綱。

早前教育部原定9月1日分階段復課，隨後宣

佈展延至10月3日。那麼復課以後，學生恐怕會有

追趕進度的壓力，特別是即將應考大馬教育文憑

（SPM）考試的學生。因此達摩拉達那長老與補

習中心合作，推出免費補習計劃，希望助SPM考

生一臂之力，加強他們個別科目水平。

“至少他們可以學到東西，如果全然依靠學校

網課，恐怕趕不上進度，時間非常不充裕，我真的

很擔心他們能不能通過SPM考試。”

正值發育時期的孩子，長時間宅在中心會不會

衍生各種情緒問題？詢問達摩拉達那長老是否有處

理妙方，他笑答，全交由輔導老師幫忙。

“空閒時我會跟他們聊天，孩子不是住在校

舍，不會覺得無助和無依無靠。不要給孩子感覺自

己是孤兒，而是成為好朋友，通過互動排遣他們的

情緒。”

壞脾氣的孩子倒是有的，他便把對方調到跟年

長孩子住在一起，至少學長可以幫忙監管他們。

其實，不僅孩子承受情緒壓力和煩躁不安，大

人也在面對社交隔離、經濟壓力和精神焦慮，在與

孩子對話時，他們更要懂得管理情緒，學會關懷和

自我調節。

一對夫妻失業在家，心裡會很難受。面對四面

牆，兩人猶如困在一個籠子，日子漸久，容易產生

摩擦、厭倦和煩惱，最後吵架而讓家庭失去和睦。

達摩拉達那長老看見失業人士面對的焦慮和困

境，遠遠超乎我們想像。他曾計劃為民眾提供心理

輔導服務，然而擔心無法有效控制群眾社交距離而

作罷。

計劃收留冠病死者遺孤

疫情下，每個人與死亡很靠近，衛生部每天公

佈的死亡病例數字，有多少個是因疫情而破碎的家

庭，又有多少個是成為遺孤。達摩拉達那長老心生

慈悲，早已計劃收留因冠病而喪失雙親的孤兒，希

望為這些孩子提供溫暖的家。

“這些孩子的情況很特殊，雙親驟然離世，無

論情緒和心理都經歷了巨大創傷。”這一切只能讓

交由輔導員處理，用時間慢慢癒合傷口。

慈愛福利中心也想收留特殊孩童，原先在斯裡

鵝嘜（Sri�Gombak）已設立一間中心專門收容智力

障礙、生理和心理有殘缺的孩子，但“入伙紙”

（CF）至今遙遙無期，只能耐心地等待。

他稱，中心有幾位智力障礙的孩子，疫情之前

送他們到特殊學校就讀，萬一未來無法繼續學習，

亦會教導他們一門技藝，如參與烘焙課程，培養

獨立生活的自理能力。“通過不斷重複練習（烘

焙），讓他們的人生可以繼續往前走，無需依靠中

心，能為自己掙取一些收入。”

送孩子到海外深造，圓升學夢

達摩拉達那長老特別提及在疫情中喪失伴侶的

單親家庭，倘若要獨立撫養三四個孩子，沉重的經

濟負擔恐怕會把人壓得喘不過氣。

“如果真的遇到生活困境而無法再照顧小孩，

可以將孩子托付給慈愛福利中心。”他衷心希望孩

子不要因為這場疫情失去求學的機會。

如今，慈愛福利中心已有兩位孩子遠赴台灣就

讀大學。他說：“孩子到了18歲後，如果有心深

造考取一紙文憑，我們盡可能向學院詢問，請求提

供獎學金幫孩子圓夢。倘若他們無心向學，想直接

進入職場，也會為他們爭取一些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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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之下還有他們．陪一程扶一把〉系列三�

殘障朋友／零收入自救，轉型電商打開新商機

� �

政府在落實行動管制令1.0前的兩個星期，尤琳荔剛接任雙福升維發展協會（簡稱雙福）執行長。當

時她準備大展拳腳，重新整頓雙福內部運作與規劃。不料計劃趕不上變化，冠狀病毒病（COVID-19）來

得太突然，頓時給了一拳重擊，打亂全盤計劃。她迅速轉變思路，利用數碼科技轉型，為雙福創造了新的

收入途徑。

�

“一開始真的束手無策。”尤琳荔在電話那頭

對我說。這是她上任後難度係數最高的任務，一時

無從下手。

雙福升維發展協會今年邁入第20個年頭，主

要收入來自資源回收，其餘靠社會大眾捐款、義賣

活動、籌款晚宴來維持運營。回想起政府宣佈全面

封鎖2個星期時，眾人仍未察覺其嚴重程度，以為

會很快恢復正常。豈知封鎖政策一延再延，病毒擴

散的速度正在倍增，感染人數也不斷增加。

尤琳荔有很強的韌性，身為雙福支柱不能輕易

倒下，務必要在短時間內給出方案，因為整個團隊

等着她的決策：資源回收部全面停頓，接下來有什

麼計劃？每一天的工作安排？“我在短短一個月看

到捐款數額急速下滑80%。”她知道，已沒有餘

裕時間作太多考慮。

“其實，lockdown對我們殘障朋友來說，當

下不會有太大的情緒波動。或許我們平時已經習慣

肢體受限，沒有像普通人經常要出外跑動。”反觀

令她懊惱的是如何安排夥伴居家辦公，既不能回去

辦公室，又不可能一直待在宿舍。

“大家沒事做也不是辦法，因為我們根本不知

道封鎖會維持多久。”恰好當時城中掀起口罩熱

潮，給了雙福一個轉折點，暫時轉移大家的焦慮和

擔憂。

初踏電商領域，尋找新出路

雙福內部有資源回收部、福利與關懷部、電腦

培訓部、烘焙部和小福無障礙交通部。整頓團隊

後，尤琳荔去年4月迅速發起“愛罩福”計劃，推

銷口罩和防疫用品，嘗試創造一些收入。

“這是全新的挑戰，在網絡發佈貼文銷售東西

有很多細節，就認真學習如何做好電子商務，從訂

貨、記錄訂單、包裝、發貨和追蹤，有一套流水

線。我們好像重組了一個新團隊，並持續經營和定

期在臉書開播。”

初期不懂直播策略，更不懂器材設置。團隊只

能上網摸索和參考他人模式，也在臉書信箱向人詢

問。“很幸運地獲得雪兒院長幫忙，當時疫情還未

嚴重，對方和團隊到訪雙福瞭解整個運作，再給予

協助和一起探討方案。”

去年9月，雙福推出“99愛心天使”計劃，通

過借助每月固定捐款幫助殘障朋友，通過職業培訓

讓他們具備投入職場的能力。以往年杪的義賣牙刷

活動也順應直播趨勢，搬到線上銷售和宣傳。“通

過固定捐款能積少成多，讓殘障朋友暫時渡過難

關，也可以用來應付未來的危機。”

看見線上商機，打造網絡直播行銷平台

一場疫情，既是挑戰，也是機會。大流行病加

速了全球數碼科技發展，在行管期間，線下實體店

紛紛投入資源開拓線上業務，宅在家的民眾也依賴

科技網絡解決日常生活需求，從線上視訊、追看網

劇、外賣餐點、網購商品到直播帶貨。

在疫情“寒冬”下，臉書直播成為最夯的趨

勢，吸引無數零售業者轉戰直播平台。消費者透過

直播平台下單，購買網紅零食、海鮮產品、水果、

麵包、家電等等。

尤琳荔原以為當初直播是為了應付緊急所需，

後來發現是一門商機，可以長期經營，隨即為雙福

打造一個多媒體和網絡直播行銷平台，推廣網紅零

食、日常用品、防疫用品和雙福周邊產品。

“大家的日常生活肯定少不了‘吃’這件事，

我們還固定製作餅乾和蛋糕銷售。在疫情期間，還

是有人會網購蛋糕送給家人和朋友，以表達自己心

意。”

過去雙福的烘焙部門只是迎節性質，配合節慶

推出相應的產品，如今已轉換成主力部門。“我跟

負責人商討策略和規劃，再交由烘焙部門的負責人

訂購食材、研究食譜、試吃、購買包裝盒、註冊成

為外賣平台商家等。”

林德成《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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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消費者有更多元選擇，後期還新增了午

餐主食，大家可以通過外賣平台點餐。“大多數是

簡易食物，可以快速處理好一個便當或西餐。”

障友最怕雙福“缺糧”

“大家最大的擔憂，還是在於雙福萬一沒有收

入怎麼辦？畢竟我們有醫療器材、藥物開銷等生活

上的需求。其次，是出門之後擔心病毒會不會盯上

自己，畢竟社會人心惶惶，我就盡量陪伴他們，多

聆聽和談談他們的困擾。”她說道。

殘障朋友是每3個月或半年複診一次，醫生會

判斷病情是否惡化，需不需配合其他治療。剛開始

醫院沒有出現癱瘓狀態，雙福的殘障朋友一如往常

到醫院複診和做物理治療。加上雙福一直有提供

“小福復康車”載送服務，只要做好防疫措施，一

切都還算順利。如果不想去醫院，但又需要藥物，

亦可以請求醫院把藥寄過來。

“身為肌肉萎縮症病患，我本身是個不聽話的

病人。即使沒有MCO，也鮮少定期到醫院複診。

因為整個複診過程，醫生會檢查我的肺部功能，肌

肉萎縮的程度是否有加速。對我來說，與其知道很

多這樣的資訊，不如專心投入在自己想做的事。其

實，肌肉萎縮症是沒得治療，反而是要學會如何通

過運動來暫緩萎縮的程度。”

無障礙載送服務被迫暫停

至於“小福復康車”載送服務能不能幫補雙福

收入，尤琳荔直言，這是開放給社會大眾的服務，

僅象徵式收費，按照哩數來計算。

“以電召車為例，我要從OUG去馬大醫藥中

心，電召車司機會從OUG附近來載我。可是，如

果撥電要求載送服務的病患來自甲洞，我們要從雙

福出發去甲洞載他，再送他到要去的醫院。從雙福

去甲洞的費用就由我們承擔。”

她希望可以為弱勢群體解決交通問題，為他們

打造無障礙的生活，而這項服務不是局限於殘障朋

友，即使老人家、孕婦和病患也能預約。

在MCO�1.0時，雙福依然持續開放載送服務，

但隨着確診人數超過1萬人時，考慮到病毒風險而

被迫暫停。她內心一直很掙扎，不想忽視弱勢群體

的需求。比方說腎病患者，總不能因為疫情而不去

醫院洗腎。然而，司機是居住在雙福宿舍，萬一不

幸染疫，後果會不堪設想。

三管其下，創造新價值

所謂窮則變，變則通，尤琳荔成功在危機中找

到機會，為雙福帶來新契機。現在依靠直播購物平

台、愛心天使計劃和食物外賣這3項為收入來源。

資源回收只能等待政府宣佈開放，待疫情完全平穩

了才會重新投入運作。

她坦承，目前還得動用儲備金以及公眾微薄的

捐款，其次是網賣和烘焙產品。不過，網賣還未成

熟，收入不多。

“我們是恰好遇到願意給予支援和幫忙的人，

所幸雙福過去是邁向企業化的運作，整個團隊可以

馬上改變和適應。如果維持在過去保護和收留殘障

朋友的形式，恐怕很難跟得上這種變化。”

她指，早前的“白旗運動”和“食物銀行”拯

救了很多貧困人士、斷炊家庭。但這種援助形式無

法維持太久，未來要思考有沒有治標又治本的方式

去幫助弱勢群體。

尤琳荔說，在疫情期間，政府也有提供援助

計劃，如殘疾人士的工作福利金（EPC），從原

有每月400令吉調整至450令吉。“最近還有一個

PRIHATIN�Kasih援助計劃，但未必每個人都有，只

能瀏覽網站查詢自己是否符合資格。該計劃是讓殘

障朋友連續3個月獲得100令吉，到指定的連鎖超

市或商店購買基本日常物品。不過並非現金，他們

只需出示大馬卡，便能每月購買價值100令吉的物

資食品。”

“我現在不敢說殘障人士被忽略，或者需要什

麼特別關注，因為我覺得需要關注的慈善單位和機

構太多了，還有在生活面對各種嚴峻挑戰的人，不

僅僅是我們。只要政府盡快解決這場疫情，對全民

來說就是一個莫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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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的夕陽行業：船頭估俚〉系列一�

峇株“物物交換”碼頭 船頭估俚 見證興盛

� �

峇株巴轄有一個存在百年的古老行業，見證峇株巴轄“物物交換”碼頭的興盛、商業貿易的蓬勃發

展，同時也為建築業及紡織業等各領域貢獻勞力與汗水。

這份行業俗稱“船頭估俚”，意即碼頭工友，早年多數在碼頭負責貨物的裝卸，後期則轉為建築工

地、工廠、雜貨店、炸石廠等服務，工作範圍已不局限在碼頭。

但從以前到現在，唯一不變的是，船頭估俚依舊辛勤地揮灑汗水，付出勞力來謀求生計。

�

“估俚”或“苦力”，即馬來語kuli的福建話

音譯，意即勞工、勞力，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搬運

及起卸貨物，而且一般都用“肩挑”方式，單肩扛

起重達逾百公斤重物，以俐落及熟練的動作，完成

繁重的搬運工作。

根據峇株巴轄文史研究者已故林慶文在80年

代出版的《峇株巴轄風貌》一書，早在1925年左

右，就有20多名碼頭工友（俗稱船頭估俚），在

峇株巴轄沙曼拉街（海墘街）現已廢棄不用的碼

頭，至光亞茶室一帶的碼頭謀生。

“這些工人以南來的晉江人居多，他們替汽艇

或舯舡起落貨物，付出勞力，賺取溫飽。”

60年代末，碼頭工友發起成立“泉協興起落

貨工友公會”，首屆理事會由蔡志強擔任主席，

並於1969年4月4日由峇株巴轄晉江會館總務已故

劉健民主持監誓就職，當時會所設在沙曼拉街門牌

10-4號。

爭取起落貨物 兩派工友糾紛

根據《峇株巴轄風貌》一書記載，1968年

初，泉協興內部因服務條件與酬勞問題發生糾紛，

兩派系工友為了爭取起落貨物機會，在繁忙街道上

疾步緊隨抵達市區落貨的運輸羅厘，以求捷足先

登。

“有者甚至動用摩哆尾隨不捨，情勢緊張，牽

連至廣。當年晉江會館主席蔡言標、總務劉健民及

其他董事，見狀進行斡旋工作。

“嗣後，峇株縣長尤素拉曼獲知內中癥結，乃

在鑽禧紀念堂召開會議，出席的碼頭工人有50多

人，充當魯仲連者還有國會議員蘇宜德、州行政議

員陳炳坤、市議會諮詢委員陳紹容、華民事務官藍

鐵幹、社團註冊官、柔北勞工司、警察局長、港務

局長、關稅局長，從出席者陣容不難看出，當時事

態的嚴重及受人矚目的程度。”

該書記載，眾工人在聆聽調解人曉以大義後，

達致仲裁協議，同意組織“泉協興起落貨工友公

會”，共謀福利。有關公會章程，在社團註冊官及

華民事務官藍鐵幹協助下，在晉江會館草擬。

“到會的50名工友，即席選出首屆理事會成

員：主席蔡志強、副主席林樹深、總務周克權、副

總務林新勝、財政洪禮補、文書林亞福、稽查林文

彬、蔡德泉、委員歐天示及林欽敬。”

代勞搬運 不可或缺

峇株巴轄碼頭的“物物交換”貿易在60年代

達到巔峰，也讓“船頭估俚”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

行業，當時碼頭的搬運工作，主要靠船頭估俚代

勞。

位於峇市海墘街的關稅局碼頭，是柔佛州內碩

果僅存的“物物交換”碼頭，早從60年代開始，

就有印尼小商人將各類貨品運來這裡，兌換現款或

換取貨品帶回印尼。

“當年，印尼小商人將蘇門答臘島的各種貨

品，如柴炭、鹹魚、蝦米、椰乾、膠片及地基木，

用舯舡或摩哆船運至海墘街碼頭，貨交入口商兌換

現款，再上岸購買魚網、腳車、電器、食品、布

料、衣服等貨品，帶回印尼。”

貿易鼎盛 帶動市場

根據峇株巴轄中華總商會史料記載，峇株巴轄

碼頭在1962年見證馬印雙方貿易的鼎盛時期，當

時關稅局每日稅收超過5萬令吉，帶動峇株巴轄市

場的資金與人潮川流不息。

“1963年馬印對抗，兩國政府禁止馬印之間

的非正式物物交換貿易，一度熙熙攘攘的碼頭頓時

冷清，直到1966年馬印恢復邦交，峇株巴轄碼頭

才重新開放，恢復與印尼商人的物物交換貿易。”

沈俊榮《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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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由於峇株巴轄與柔州屋業發展突飛

猛進，對地基木需求增加，當時到峇株巴轄碼頭下

貨的印尼商船，約80％以運載地基木為主。

從峇株巴轄最早期開發的屋業計劃，如獨立

村（周來）、峇株花園，到1993年開始進行的龍

園、龍鎮等工程，當時就有船頭估俚協助搬運洋灰

及建材到建築工地，可見船頭估俚的勞力付出，對

峇市的蓬勃發展功不可沒。

“九八行”盛行一時

峇株巴轄“物物交換”碼頭的興盛，讓“九八

行”盛行一時，當時有好幾間“九八行”都集中在

海墘街一帶。

“九八行”類似商業代理或中介的性質，來自

印尼的土產運到峇株巴轄碼頭後，九八行會為貨品

尋找買家，集合有意購買的人來競標。

九八行本身並不買入貨品再轉售，而是抽取交

易金額的2％為佣金，其餘98％款項交給賣方，因

而被稱作“九八”。

曾擔任船頭估俚32年的林新勝（81歲）說，

早期在九八行競標的貨物包括江魚仔、米糠、鹹魚

及蝦米等。

“後來峇市屋業計劃蓬勃發展，對地基木需求

激增，大量地基木從印尼引進，船頭估俚開始搬運

地基木及洋灰到建築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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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的夕陽行業：船頭估俚〉系列二�

峇株船頭估俚 晉江人包攬 泉協興 有懷鄉之意

� �

峇株巴轄早期的船頭估俚，清一色是晉江人，因此船頭估俚60年代末在峇株巴轄成立的公會組織，

也以“泉協興”命名，以表懷念“泉州”家鄉之情。

晉江在古代屬於泉州府，因此來自晉江的船頭估俚，喜歡以“泉”字或“晉”字，作為組織或“估俚

間”名號，有懷鄉之意。

“估俚間”即船頭估俚共同租用的宿舍及工作的地方，峇株巴轄最早的估俚間，位於峇株市區海墘街

的3樓店屋，過後遷移至依布拉欣路，目前改租在沙曼拉路的單層舊店屋。

�

據悉，來自晉江的華裔先賢，戰前為了逃避

“抽壯丁”從中國南來，為謀求生計在碼頭搬貨，

開啟“船頭估俚”生涯。

基於照顧同鄉的情懷，他們也介紹其他漂洋過

海、初來乍到的晉江同鄉一起工作，慢慢形成船頭

估俚由晉江人“包攬”，早期甚至出現只有特定姓

氏的晉江人可從事船頭估俚的現象。

根據馬來西亞晉江社團聯合會、馬大中文系及

馬來西亞華人研究中心出版的《晉風南揚：馬來西

亞晉江社群與社團研究》一書記載，峇株巴轄本是

水路交通樞紐，在該處謀生的晉江先輩除了靠打魚

為生，還有部分在碼頭當搬運工人，當時稱為“船

頭伙工”（即船頭估俚）。

據當地鄉民口述，當時的晉江人在峇株巴轄碼

頭形成一股勢力，幾乎掌控所有起落貨搬運工作。

“峇株巴轄經過改革發展，許多水路被填作陸

路，交通從水路為主改成陸路後，晉江人依舊掌控

峇株巴轄的物流多年。”

替包工頭服務 領酬勞

早年的船頭估俚以包工方式，替包工頭服務，

領取酬勞。

根據峇株巴轄文史研究者已故林慶文編著的

《峇株巴轄風貌》一書記載，二戰後光復初期，峇

株巴轄碼頭風雲人物林金泉，即是一位名氣響噹噹

的包工頭。

林金泉的兒子林新勝（81歲）告訴《中國

報》，父親早年為了逃避“當兵”，30年代從中

國南來，約一兩年後把母親也接來，生下2男3

女，其中最大的姐姐今年已85歲。

他說，父親剛開始從事芭地工作，幾年後轉行

成為船頭估俚，帶領一班晉江同鄉在碼頭搬貨。

他記得自己7歲時（1947年），有一次隨父親到

峇市海墘街的“橋頭”，當時他站在船的邊緣，突然

船隻開動，他整個人墜入河中，所幸及時被救起。

“那時的橋頭已有不少印尼船隻載貨過來，非

常熱鬧。”

林新勝年輕時原本在五金店打工，24歲

（1964年）轉行當船頭估俚，直到1996年（56

歲）退休。

擁完善機制分配工資

“泉協興”是早期唯一獲得準證，可在峇株巴

轄碼頭進行搬運工作的估俚間，船頭估俚早年有完

善的機制分配工資，也成立福利組照顧船頭估俚及

家屬身後事。

林新勝說，父親林金泉在1975年逝世，但早

在60年代就處於半退休狀態，委任另一名船頭估

俚林天資擔任工頭。之後則由林新勝的弟弟林新利

接任工頭。

目前的估俚間，仍保留社團註冊局在1970年

3月12日簽發給“泉協興起落貨工友公會”的社團

註冊準證；該會從1977年7月1日開始執行的12條

“會員福利細則”書寫紀錄，也仍保留在估俚間。

林新勝說，成立公會後，船頭估俚每年要推選

7名理事，包括主席（工頭）、秘書、財政、查賬

等，負責領導公會。

他說，船頭估俚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準時在早

上8時前簽名報到（有簽名才有工錢分），工頭將

根據簽名人數“排班”分配工作。

“我們早期曾以不同的咖啡店，如巖泉、南和

及美華咖啡店作為‘據點’，一邊喝咖啡，一邊等

候載貨羅里前來，再由工頭安排工作，以2至5人

一組形式，跟著羅里一起到下貨地點卸貨。”

沈俊榮《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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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貨勾+一片布 “標準”配備

一個手掌大小的拉貨勾及一片布，是早期船頭

估俚的“標準”配備。

林新勝說，早期船頭估俚都會自備“拉貨勾”

在身上，小巧的拉貨勾在下船起貨時最好用。

“尤其是搬運那些裝在麻袋的貨物，如米糠、

蝦米及咖啡豆等，只要用這個小工具勾一勾就能把

麻袋拉上來，非常省力。”

他說，船頭估俚通常也會隨身準備一片布，在

搬貨之前，把布披在肩膀及頭上，有遮陽、擋雨、

防塵、擦汗等作用。通常每個船頭估俚都有三四片

布，每天清洗替換。

“剛開始在碼頭搬貨時，因為要用肩膀扛重

物，難免不適應，約一兩星期掌握技巧後，搬貨就

比較不辛苦。”

他說，當時的船隻靠岸後，在船和岸之間，會

搭一條木板連接，船頭估俚就在木板上搬貨，走動

時長條木板會晃動，在上面好像跳著走，猶如“跳

板”，所以除了體力要好，保持平衡感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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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的夕陽行業：船頭估俚〉系列三�

船頭估俚專長搬重物 同鄉逝世 義務抬棺

� �

船頭估俚身強體壯，搬重物是他們的專長，因此早期峇株巴轄晉江會館若有會員同鄉逝世，往往會看

見船頭估俚義務抬棺的身影。

峇株巴轄晉江會館副會長蔡詩專（77歲）曾擔任船頭估俚27年，他說，早期船頭估俚清一色是晉江

人，因此在70年代至90年代之間，每當晉江會館有會員同鄉辦喪事，工頭就會分配6至8名船頭估俚，協

助抬棺工作。

�

他說，早期亡者使用的梅花棺很笨重，有些會

員同鄉家中沒壯丁，或需要人手抬棺，喪府就會聯

絡會館，再由會館負責人聯絡工頭，要求安排船頭

估俚協助。

“船頭估俚搬運其他貨物要收費，唯獨抬棺屬

於義務性質，一方面也藉此方式回報會館。”

他說，船頭估俚除了抬棺上靈車，也會騎摩哆

隨靈車到義山，全程協助直到棺木下葬，才算大功

告成。

據《晉風南揚：馬來西亞晉江社群與社團研

究》記載，船頭估俚一直熱心參與會館事務，峇株

巴轄晉江會館在1922年創立初期，會員就包括泉

協興碼頭工友林麗水。

日寇南侵之時，晉江會館新會所裝修工作未完

成，就遭受戰火摧毀，造成會務處於停擺狀態，直

到1952年，一班同鄉才開始推動復興會館計劃。

1952至1953年間，峇株巴轄晉江會館復興初

期，暫借海墘街“勤工勵進社”為臨時辦事處，而

勤工勵進社隔鄰的“泉協興”估俚間，剛好是晉江

同鄉所辦的業緣組織。

經過洽談後，泉協興當時以低價出租3樓給復

興會館籌委會，作為晉江會館復會後的正式會址。

叉車取代人力 轉為廠店搬貨

船頭估俚的專業是起卸貨物，因此除了搬運貨

物，他們也協助搬家、搬工廠、搬保險箱，舉凡粗

重的搬運工作都難不倒他們。

蔡詩專說，船頭估俚起先在碼頭搬貨，但從

90年代開始，叉車取代人力，碼頭搬運工作減

少，船頭估俚轉而為一些雜貨店、藥材店、布店、

紡織廠等搬貨，也到建築工地搬運洋灰及建材等。

“80年代，我們也試過到養豬場搬飼料。若

有運輸羅里要下貨，須先到我們駐守的咖啡店通知

工頭，工頭將根據船頭估俚的年齡、能力及身體狀

況分配不同的工作。”

他說，有些人想搬家或搬工廠，只要找工頭談

好價格（搬運費依難度而定），工頭就安排船頭估

俚出動。船頭估俚也試過從樓上搬運幾百斤重的保

險箱到樓下，或幫銀行移動保險箱到其他位置。

“我們通常一肩就可挑起重物，但要保持平

衡，須確保肩挑的貨物重量保持‘前四後六’比

例，即40％重量在肩前，60％重量在肩後。”

靠雙手栽培孩子成才

船頭估俚受教育不高，卻靠一雙手栽培孩子成

才。蔡詩專育有6名子女，不僅把2女1男送往獨中

就讀，更培育一名兒子成為博士。

蔡詩專的小兒子蔡怡竑，先後負笈台灣及澳

門，2017年取得澳門大學（政治科學）博士學

位，目前在澳門城市大學擔任高級督導員。

蔡詩專1944年在峇株巴轄巴力莫達出生，5歲

時隨父母回中國晉江，12歲時又跟母親及大哥返

回馬來亞，跟著最早回來的父親一起定居在石文丁

漁村。

蔡詩專早期在新加坡工作，過後返回家鄉，

1975年（31歲）開始擔任船頭估俚，直到2002年

（58歲）退休。

他說，關稅局碼頭從早上8時開放至下午4

時，所以早期船頭估俚的工作時間，就跟著碼頭運

作的時間，但碼頭的搬運工作越來越少，船頭估俚

就轉為工廠或商家搬貨。

工頭定工資 新人賺較少

70年代做船頭估俚時，平均1天可賺取10多令

吉至40令吉工錢。

蔡詩專說，如果是新人，工錢就比較少，工資

多少一般由工頭決定。

沈俊榮《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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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船頭估俚人數還很多，平均年齡在

30歲以上，大多年輕力壯；到了90年代，由於碼

頭搬運工作被叉車取代，船頭估俚有些過世了又沒

新人替代，造成人數逐漸減少。”

他說，搬一包洋灰的重量是80多斤（50公

斤），一袋白米重達168斤，至於一袋綠豆約200

斤，棉花可重達150公斤。

“當時年輕力壯，要一肩挑起300斤（180公

斤）的貨物並非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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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的夕陽行業：船頭估俚〉系列四�

單肩能挑200公斤 船頭估俚 80歲退休

� �

船頭估俚靠勞力維生，但隨著搬運工作被叉車及吊秤車取代，這種苦差事已乏人問津，一旦現有的船

頭估俚逐一退休，這行業將成為歷史名詞。

2020年9月18日退休的“最高齡”船頭估俚盧武彩（81歲），從事這份工作長達50年，從31歲的

壯年時期一直做到80歲才退休，可說是經驗豐富的船頭估俚。

�

盧武彩1940年出生於中國泉州，18歲（1958

年）時從汕頭坐船7天到新加坡，3天後來到峇株

巴轄石文丁漁村落腳，先養豬、養鴨及捕魚，直到

31歲（1971年）時，才開始從事船頭估俚工作。

盧武彩說，剛開始試工的兩三天，肩挑重物

難免會酸痛，但只要掌握好正確姿勢，很快就能

上手，到最後肩挑100至200公斤重物，都不成問

題。

“還未成為全職船頭估俚之前，我拿的工資

由工頭決定，一般只拿60％至70％工資。那時早

上7時之前就要報到，通常是今天工作，明天分工

錢。”

他說，那時候在碼頭看到載滿貨物的船隻抵

達，就會很開心，因為搬的貨越多，工錢就越多。

早期印尼船隻載來椰干、咖啡豆、蝦米、橡膠等，

一天搬運下來，可賺10多令吉至20令吉工資。

“我們也協助搬家、搬保險箱，並到建築工地

搬運洋灰。洋灰每包重達50公斤，由於剛出廠還

有點熱呼呼，洋灰扛在肩膀上會灼傷皮膚，有時會

起水泡。”

養生不喝冷水咖啡不吃辣

年近八旬仍能搬重物，盧武彩的養生秘訣是不

喝冷水、不喝咖啡、不吃辣。

長得高頭大馬的盧武彩，直到80歲才退休，

除了年輕時愛打籃球練出好體質，也要歸功於良好

的飲食習慣。

盧武彩因為在中國出生，因此有一個“老中

國”外號，但他其實更是一名籃球好手，曾在70

年代代表石文丁“萌芽隊”出隊，更成為唯一代表

峇縣到麻坡參賽的球手。

“年輕時擔任船頭估俚，工作雖辛苦，放工後

仍堅持打籃球，這習慣一直維持到50歲。我從30

多歲開始，也不再喝冷水，只喝溫水，因為喝了冷

水，腳易酸痛。”

他透露，之前也不吃辣，直到最近才開始吃

辣。至於不喝咖啡的習慣仍維持至今，就算以前在

咖啡店等安排工作，也只喝茶不喝咖啡。

一肩挑 養活8子女

盧武彩靠一雙手，養活8名子女，也靠搬運工

作，一肩挑起整個家的重擔。

盧武彩與妻子育有5女3男，在最辛苦的時

候，他連一輛摩哆都買不起，加上石文丁漁村交通

不方便，他長達兩三年寄宿在“估俚間”，每週末

才回家一次。

他透露，早期“估俚間”位於海墘街，3樓有

一間房間，但沒人敢住，他只好睡在2樓供奉“五

王爺”的神桌前，當時用兩張椅子搭成床睡覺，每

週六晚上才搭霸王車回石文丁。

他說，早期做估俚，每搬一樣貨物，工錢只

有10仙或20仙，後來碼頭工作被叉車及吊秤車取

代，估俚們只好改到工廠或店面搬紗布、金紙、麵

粉等，並以整批貨計算工錢，再平分給有工作的估

俚。

“記得有一次，為了等羅厘來載膠片，我們在

深夜11時還在搬貨。有一次大年初一穿好新衣準

備拜年，臨時接到工作也照樣開工，弄到新衣髒兮

兮才回家。”

食量大 一餐吃兩三碗飯

船頭估俚屬於勞力工作，非常消耗體力，因此

船頭估俚的食量一般都大，可以一餐吃下兩三碗

飯。

盧武彩長得高頭大馬，食量也同樣驚人，他每

餐可吃下兩大碗白飯，尤其還在擔任船頭估俚時，

因工作很耗體力，他必須填飽肚子才有力氣工作。

船頭估俚對吃要求不高，只要有白飯，就算沒

什麼菜餚也無所謂，最重要是要有白米飯果腹。

沈俊榮《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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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仍在職的船頭估俚透露，食量大有時是為了

避免餓壞，因為有時要連續到不同地方搬貨，可以

一早忙到下午，如果前一餐吃太少，就撐不到下一

餐，所以有得吃就要多吃一點。

據瞭解，船頭估俚的工作間（估俚間）最早位

於海墘街3樓建築物，過後遷移至依布拉欣路，目

前則位於沙曼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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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的夕陽行業：船頭估俚〉系列五�

無年輕人接班 10人料成“末代”船頭估俚

� �

峇株巴轄在巔峰時期曾有逾50名船頭估俚，目前僅剩10名年齡介於56歲至68歲的船頭估俚，基於

近年來已無年輕人“接班”，這批估俚預計將成為“末代”估俚。

這十名“末代”船頭估俚，只有鄭水吉（62歲）是永春人，其他9人是晉江人，而且分別是周姓、蔡

姓及盧姓各3人。

�

9名晉江籍船頭估俚，分別是周國生（62

歲）、周金良（61歲）、周金朝（59歲）、蔡

良興（60歲）、蔡良燦（59歲）、蔡謀坤（56

歲）、盧成發（68歲）、盧天福（64歲）及盧天

德（63歲）。

船頭估俚成立的“泉協興起落貨工友公會”，

在1970年3月12日獲得社團註冊局批準，會所最

早設於海墘街關稅局碼頭附近的3樓建築物，爾後

遷移至依布拉欣路。

1992年，船頭估俚轉而在峇市沙曼拉路現

址，合租單層老店屋作為“估俚間”至今，並秉持

一貫的團結精神，共同分擔會所的水電費。

“泉協興起落貨工友公會”前總務周國生說，

船頭估俚從2009年起就不再推選“工頭”，但大

家仍然風雨不改，每天一早到估俚間報到，若接到

工作，就一起出發去搬貨。

他說，我國自去年3月18日因疫情實施行動管

制令，船頭估俚工作一度受影響，但在經濟領域短

暫允許運作的期間，船頭估俚多少還有收入來源，

但原本13名船頭估俚，在疫情期間有3人退休，僅

剩10人在職。

他指出，由於碼頭搬運工作被吊秤車取代，船

頭估俚從1996年起，就不再到碼頭報到，因此名

義上雖是“船頭”估俚，實際上已不再為碼頭服

務。

目前多是搬運紗布

船頭估俚目前80％搬運工作是為紡織廠搬運

紗布，之前也曾搬運洋灰及建材到建築工地。

周國生說，1箱紗布的重量約50公斤，每次來

貨約有400至500箱，船頭估俚分工合作，可在1

至2小時完成搬運工作，若交給外勞搬運，恐怕需

要1天才搬得完。

他說，洋灰每包也重達50公斤，每次來貨600

至800包，但船頭估俚自2018年至今，已3年未到

建築工地。

“我們也試過在海口路搬運4000箱快熟麵

到貨倉，同樣只用了1至2小時。搬運整羅厘的麵

粉，每包25公斤，一樣可在2小時內完成。”

他說，最重的貨物其實是金紙，以前每捆重

達150公斤，後來要求廠家減輕重量，才減為每捆

100公斤，通常一次來貨幾十捆，船頭估俚“快手

快腳”，很快就完成搬運工作。

“我們搬運的貨物包羅萬象，以前搬過食鹽、

大蔥、蒜頭、椰乾、咖啡豆，也搬過每包七八十公

斤的飼料、水果、農藥、年柑、布料，甚至替炸石

廠搬過炸藥。”

2000年開放各籍貫加入

原本清一色是晉江人的船頭估俚，2000年起

開放讓其他籍貫加入，所以後來才出現兩名永春籍

的船頭估俚。

仍在職的船頭估俚盧天德說，兩名永春籍船頭

估俚，其中一人已逝世，僅剩工作17年的鄭水吉

仍在職。

“前後估計有10名各籍貫人士前來試工，但

很多都不適應，也有人怕髒，或因為其他因素，在

工作1至3個月後就辭職。”

他坦言，有些人看不起船頭估俚，認為這是低

層次的工作，實際上船頭估俚一直默默為工商業發

展做出貢獻，用勞力換取酬勞。

“最早實施行動管制令時，工商業活動停擺，

船頭估俚沒工作做，幾乎度日如年。我們都已習慣

流汗，沒勞動反而覺得不舒服。”

供奉“五王爺” 早期有扶鸞

“五王爺”是船頭估俚的守護神，目前仍在職

的船頭估俚，依然保留著先輩留下來的五王爺金

身、神龕、扶鸞用的鸞筆、神台及牌匾等。

沈俊榮《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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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牌匾上記錄的年份，即“民國十九年”

及庚午年，船頭估俚早在1930年就開始供奉五王

爺，距今已有91年歷史。

60年代的船頭估俚，懂得以扶鸞方式扶請五

王爺降臨，為船頭估俚排疑解難，但後期僅供奉及

點香，不再扶鸞迎請五王爺“辦事”。

供奉五王爺的神龕兩旁，目前仍保存兩副對

聯，其中一副對聯刻於壬申年（1932年），上題

“伍府神靈虔祈必應”，下題“王爺顯鎮降福無

疆”，顯見有求必應的五王爺是船頭估俚的信仰依

歸。

目前在職的船頭估俚，依舊維持早上8時前到

估俚間報到的“傳統”，只是大家都已是中年人，

體力大不如前，因此工作量沒比以前多及繁重，多

數只做“半天”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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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無名的喪禮英雄致敬〉系列一�

為華教老人們咬緊牙根做這件事……

� �

在本應高掛紅彩的季節裡，印着“奠”字的白燈籠卻掛在了劉家。

誰都不想這時候到主人弘暉家來觸霉頭，偏偏一群他們不認識的老人卻來到喪府，低聲下氣地希望劉

家將部分帛金捐給他們。

這群老人已不是首次這麼做了。過去20多年來，旦凡聽聞哪裡舉辦喪事，他們總第一時間趕往喪府

募捐，以支助年輕學子到林連玉墓園走一趟。他們當中年紀最輕的已70幾歲，年長的更已86歲，在生命

倒數的分秒中，老人們仍咬緊牙根做着這回事……

�

為華教去喪禮

這群“喪禮常客”其實是林連玉基金會檳城聯

委會成員。打從1998年在盂蘭盛會上為當時的新

紀元學院籌建校基金開始，他們便開始在類似的活

動上為華教籌款。這些經費除了用在職員薪水、紀

念館運營等基本開銷外，更重要的是，部分募款也

用以贊助檳城的學子們展開華教之旅。

90後一代或許不曉得，身在紅花國度的我們

如今能書寫中文，甚至能以華語交談，其實是一群

華教鬥士，如，林連玉、林晃升、沈慕羽等人犧牲

自己換取回來的成果，當中又以林連玉被取消教師

資格、被褫奪公民權的犧牲最轟動。也因如此，該

基金會多年來總希望讓學子們到林連玉墓園公祭，

同時也認識這些華教鬥士。

“旅程中，學子們會到林連玉墓園公祭、參觀

林連玉紀念館、與華教人士交流，借此讓他們知道

如今能念中文是何等得來不易。”�80歲的黃小明

如此說道。

黃小明是最早投入有關工作的其中一員，儘管

年事已高，體力也不如60歲時強壯，但他更不希

望華裔子弟輕視華文，認為一切是理所當然的，所

以堅持至今。

為何是喪禮？他坦言，華人於拜祭場合上更願

意為寺廟、華教、殘疾救濟等上心，當中又以喪禮

場合較適合做宣導工作，所以他們才專注在喪禮上

募捐。

多年來，他們會留意報章訃告，按着地址摸上

門，然後厚着臉皮到陌生人家中獻上祭旗、再低聲

下氣向家屬募捐。晚上，他們得到喪府向在場者介

紹林連玉，講解組織概況，出殯當天也得參與拜

別。這些工作，即便年輕人也會體力透支，或放不

下尊嚴，然而為了華教，老人們做得義無反顧。

生死置之度外

不說不知，這群‘喪禮常客’的犧牲可遠遠超

過對殯葬的忌諱。

翻看照片，他們就曾在檳城大水患期間，捲起

褲腳到喪府上募捐，完全忘了可能會在污水中感染

瘧疾；他們也曾在疫情期間，於標準作業流程下奔

波募捐，忘了60歲以上者向來因為免疫力低，很

容易感染疾病。顯然的，這群‘喪禮常客’早就將

生死置之度外。

陳楚城今年73歲，在他過去參與組織十幾年

的歲月裡，他幾乎只找到裡頭的使命與意義，因此

即便募捐中遇到不如意，他根本不放在眼裡。

“我們有時會被人懷疑目的，有時來往喪府很

多次，卻被人用幾十令吉打發，但我們不介意。”

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將林連玉介紹給喪府裡

的人認識，同時讓新生代瞭解自己如今能說華語，

學中文不是理所當然的。

其實除了黃小明，陳楚城以及許多的‘喪禮常

客’對林連玉的認識就只停留在報章文字或影像，

然而他們卻對這位從未見過的人物秉持崇高敬意，

甚至數十年來依舊延續這股精神，繼續捍衛華教。

你可以離去，我不能缺席

第一次見到黃小明時，他根本沒有80的老

態。聲音宏亮，健步如飛，如同一位小朋友那樣，

永遠處於高亢的狀態。原名黃榮活的他表示，因為

年輕時參與社會運動被大家暱稱慣了，所以‘黃小

明’三個字便牢牢地跟着他超過半世紀。

這樣的革命情感其實也體現在喪禮募捐活動

上。在年歲漸長的日子裡，夥伴們先後身體抱恙、行

動不便，甚至一個個先行而去，最終募捐到了同伴

們的家裡去。然而，對黃小明以及所有‘喪禮常客’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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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自己的夥伴從未缺席，只是角色對調了而已。

曾詢問這些老人打算做到何時，他們笑得十分

大聲，然後笑言做到自己的喪禮的那天為止，而且

還會因此交代家人，當同伴們募捐時務必給予最大

額度的款項，不要再讓同伴們募捐得那麼辛苦。這

樣的豁達，有些悲壯，而我則不敢在發問後看着這

笑聲後的靜默，我怕眼前的畫面會讓我決堤。

殯不可怕，葬不避忌

若你以為樂齡朋友最忌諱白事，那78歲的林

漢宗與72歲的高和生則可能顛覆這想法。

林漢宗成為喪禮常客超過20多年，而高和生則

加入1年多，但兩人都對殯葬毫不忌諱，甚至家裡舉

辦着喜事，或適逢春節，他們總會結伴到喪府募捐。

當然，來自家裡的微言不是沒有的，但若他們

都不去，那還能指望誰在這段期間去募捐？也因如

此，當人人都忌諱之際，他們總會義不容辭地趕往

喪府募捐。為了華教，他們理直氣壯得可以。

詢及家人如今是否接受了？他們笑言：“沒有

支持，也沒有反對！”我無法確定這是否是妥協，

倒是老人家的堅持讓人欽佩。

不僅林漢宗及高和生，其他‘喪禮常客’的胸

襟也寬闊得讓人驚訝。其中，當本報在為他們錄製

短片時，他們就自嘲到“一隻腳早就在棺材裡了，

居然現在還能當明星？”，語畢，全場笑成一片。

令人感動的是，始終還是有些成員的家屬是支

持的，比如陳克昌的孩子就經常會告訴他哪舉辦白

事，好讓他能第一時間趕往現場。83歲的陳克昌

甚至透露，自己的身教已經影響了孩子，一天若是

自己再也無法投身在這工作上，相信其孩子也會加

入捍衛華教的志業上。

“如果沒有林連玉等華教鬥士，�我們的孩子

現在不可能懂得寫中文，我的孫子更不可能懂得說

華語。我的付出很渺小，但卻不能停下來。”

尤值一提的是，陳克昌也被譽為裡頭‘最厲害

找錢’的一位，不過，訪問期間他卻透露，其實很

多時候自己需要掏腰包出來資助組織，哪怕早年前

經濟條件不富裕，他也總二話不說地就掏錢出來幫

補總部。

詢及當時家人難道不反對嗎？他卻只是笑得眼

睛瞇了起來，我聽不到答案，但也不打算追問。

新生代深受感召

老人們的付出是有成績的，其中，在國小執教

的黃愷姿就深受影響，從此立志要當一個對華教有

貢獻的老師。

她是在就讀師範學院時就去了一趟華教之旅，

從而認識了林連玉，以及瞭解到大馬華教之路是何

等艱辛卻重要。

她坦言，自己從未想到能念中文的背後是許多

前輩犧牲下的成果，而去華教之旅的費用，也是因

為一群來老人從喪禮上一點一滴募捐出來，這讓她

十分感動。

如今，愷姿對待中文的態度是更加恭敬的，而

接觸友族的她也認為，唯有將中文給教好，那樣才

能讓友族進一步認識華社的想法，促進族群團結。

“或許，一天我教的學生是未來的部長，甚至

是首相，若他會華文，知道華教的故事，那麼各族

也許能更團結。”

默默付出堅守至今

36歲的呂金權也是其中一個因為‘喪禮常

客’召撼而決定做出改變的青年。

“過去我從不知道原來我們能念中文，是上一

輩努力爭取回來的，而如今很難得還有一群前輩咬

緊牙根，默默地堅守至今。”

他和妻子是在淨選盟4.0活動後認識到這些

‘熱血老人’的，在得知他們的付出後十分感動，

毅然加入林連玉基金會，協助組織舉辦活動。不僅

如此，金權也下定主意要讓孩子都報讀華文校。

顯然的，雖然金權沒有到喪府募捐，不過卻也

為也證明了老人們的付出獲得了回應。

數十年來，許多華裔子弟在華教之旅中受惠，

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獲得了啟發。如果說，林連玉

等前輩是捍衛華教的先鋒，那麼‘喪禮常客’以及

林連玉基金會的每一位，則是我們如今還能繼續學

習中文的功臣，更是大馬華教的捍衛者，只是他們

的名字，您或許一個也叫不出。

結語：無名英雄歷盡血汗

大馬的華教發展被譽為中國以外最優秀的，但

這一路的艱辛卻不是三言兩語可道盡，其中這群與

倒數生命終結的老人們所扛下的血汗與挫折，更是

令人敬佩。

下回，當您在喪禮中，看見一群老人，或頂着

滿頭大汗地拿着冊子向您介紹林連玉、或拖着疲累

的身子，低聲下氣地希望您為華教事業募捐時，別

懷疑，是他們了——林連玉基金會裡頭，一群渺小

卻偉大，低調卻崇高的無名英雄。

今天起，願你知道他們，記得他們。一切，

就從他們未與世界道別前開始，也從這一專題出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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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無名的喪禮英雄致敬〉系列二�

趁著尚存一口氣 繼續獻一份力

� �

2012年，語文課向來不好的阮偉倫毅然報考了華文。儘管最終成績出來只得C，但這成了他這輩子

最義無反顧的驕傲。

偉倫曾是華教之旅的參與者，當年他因為這活動首次聽到林連玉等華教鬥士的故事，而當得知自己能

參與這活動，是一群長輩在背後低聲下氣地向喪府籌款後，心裡十分激動，因此他堅持報考華文。

可惜的是，隨着‘喪禮常客’們一個個地在自己的生命中缺席後，他開始意識到未來可能將不再有這

樣的活動。

�

逝世病危，成員漸少

對阮偉倫來說，以前他總認為自己能說中文是

與生俱來的，而在校內能念華文更是理所當然的，

但在瞭解�我國曾數度險些沒有華文的歷史後，他

才發現一切承載了許多的心酸，不少人的付出。

“林連玉的偉大是為華教爭取地位，而前輩們

（喪禮常客）的付出則捍衛這得來不易的地位。他

們奔波勞碌去募捐，100令吉，200令吉這樣一點

一點累積起來，真的很不簡單。”

如今他因為掌握中文，多次當上友族同胞與中

國商業夥伴的橋樑，成為陌生遊客的翻譯，當大家

都驚訝於他為何能說得一口流利中文時，他心中篤

定踏實之餘，更多是感恩。

惟，因為年歲漸長的關係，還能走動的、還在

世的‘喪禮常客’是越來越少的。偉倫就擔心，若

這些前輩不在了，未來就可能更少學子能到訪林連

玉墓園，甚至再也無法好好認識華教。

目前，年僅26歲的偉倫能做的，就是協助帶

領學弟妹參加華教之旅，而且還連續五年如此奉

獻。他表示，自己無法像前輩們那樣到喪府募捐，

但看着前輩們如此付出，自己也想盡一些綿力。

宣傳不足，被人質疑

偉倫的擔心是存在的，記者在構思這個專題期

間，2位‘喪禮常客’就先後不幸地離開人世，一

位則行動不便，無法參與採訪，而另一位85歲的

前輩方光烈更是拿着助行器參與短片拍攝。

在他們年歲漸長之際，家人都希望他們減少活

動，然而他們卻似乎擔心做的不夠，所以越是趁着

自己尚存一口氣就做得越多，其中林連玉基金檳州

聯委會代主席劉國權便是一個例子。

77歲的他因為年紀漸長，體力不佳，所以家

人希望他減少活動，然而他卻在最近這幾年，從外

圍支持力量，加入成為一份子，甚至最近當選副主

席，再成為代主席，絲毫沒有減少自己的參與程

度，反而還越走越核心。

“越來越少人參加，先行一步的反而更多，所

以我必須得繼續下去。”

在參與喪禮募捐的過程中，他發現始終有人會

對他們的身份保持着懷疑的態度，甚至質疑為何募

捐後卻不見任何作為，面對這些聲音，他沒有難

過，倒是認為是組織的宣傳仍不足。其實募捐所得

都會用來資助林連玉紀念館的基本開銷、職員薪

金、華教活動等。近年來，他們也開始在捍衛母語

教學，文化傳承上做得更多，因此需要社會資助。

“民眾不會懷疑林連玉基金，只是他們以為我

們拿了錢就應該舉辦中秋、新年等活動，再不就該

頒發獎學金之類的。但這些已經有其他社團組織負

責了。我們募捐是用在更重要的地方。”

另外，他們在募捐上也會遇到一些觀念阻礙，

如，民間始終覺得捐助廟宇，佈施出家人的功德比

教育更高，因此他們每次在喪府上的募捐所得並不

多。

劉國權在接受訪問時很大部分時間是惆悵的，

因為他在乎這個組織，卻也因為眼下的狀況，不免

擔心起來。他甚至表示，有時自己的體力不佳，加

上組織裡頭全是7，80歲的老人，很多時候一些計

劃都有心無力。

如今，哪怕能做的不多，能改的有限，劉國權

已經不想再去思考了，因為眼下他只想盡力完成當

下的工作，有多少做多少。這，或許就是所謂的

“鞠躬盡瘁”了。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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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尷尬，角色受限

曾是林連玉基金檳城聯委會要員的方國華是促

成今次報道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一心希望通過媒體

的報道，讓更多人關注該會，同時也希望讓為華教

默默奉獻的‘喪禮常客’們能被歷史銘記。

尚未步入樂齡的國華是因父親方光烈才接觸到

該組織的，然而加入近10年來，他開始發現組織

的青黃不接，同時也發現到組織的社會定位有些尷

尬，因而擔心組織會一天會被淘汰。

“我們不像董總或教總，他們能在教育課題上

代表華教直接發言，我們的定位則更像是輔助的角

色，發揮比較有限。”

再來，他也發現年輕人會因為組織裡頭的樂齡

人士佔了95%，因此加入該組織的意願不大。

和偉倫一樣，他坦言，自己也擔心組織會有瓦

解的一天，尤其越來越少人加入，而現有的成員則

一個個離世。

面對這樣的無奈，他只希望歷史能給予這些默

默在背後付出的長輩們一份記載，哪怕只是輕描淡

寫地寥寥幾筆，至少能讓他們募捐時，不被懷疑、

不被輕視、不被打發，更重要是，這份記載能讓他

們的出現，成為檳城華教奮鬥史上的一個被知曉的

曾經。

新生代的安全感，成華社的危機感

林連玉基金檳城聯委會面對的問題也是總會面

對的問題，其中該會全國副主席謝蔡梧就發現，當

華語因中國的強大而越受到重視之際，該組織的角

色扮演便越發可有可無。

當年，林連玉的鬥爭理念通過該會得以延續，

而多次母語教育受到威脅之際，該組織也扮演了一

定的角色，然而，由於華文成了華裔子弟入學後的

一種‘理所當然’，以及越來越多友族學習華語

後，如此大環境是否還需要該組織，這值得探討。

“現在的家長或學生都很安逸，沒有危機感。

因為他們一入學就能念華語，所以大家可能認為不

需要重視華教，也不擔心華教會消失，甚至認為這

個時代不需要林連玉基金。”

這也是為何，積極推動華教之旅的阮偉倫和方

國華就發現，過去國校華裔生參與華教之旅較積極

主動，因�為對他們來說，能念華語是何其不易，

因此格外珍惜，反之不少獨中生就直言自己是被老

師派去的，因此興趣缺缺，意願不大。

惟，謝蔡悟強調，該會不是只注重華教，而是

母語教育。此外，他們更在意母語教育上的公平發

展，以及全民團結，同時關注的命題也開始更廣。

“現在越來越多友族念華校，甚至學習華文，

我們希望辦好華教，讓友族認識我們。過去我們懂

得國語而瞭解他們，如今他們若能瞭解我們，無疑

進一步促進族群友愛。”

換言之，其實該組織關注的課題，遠遠超過我

們是否能繼續念中文那麼簡單，遺憾的是許多人看

不到這點，結果讓該組織越走越艱辛，而檳城這群

風燭殘年的老人們也還得一家家喪府去奔波籌款。

如今，該組織積極轉型，希望能接觸更多友族

群體，同時也進一步地與年輕人接軌，希望為組織

帶來新氣象，同時也能走得更穩健，更長久。

結語：

“林連玉”三個字對關心本地華教的人來說是

最熟悉不過的，然而，在其120歲冥誕，以及被褫

奪公民權60週年的今天，或許還有更多的名字值

得被書寫、被認識、被銘記。

數十年來，許多華教人士都做出了程度不一的

付出，其中，檳城這群‘喪禮常客’更是默默地在

自己逐漸殆盡的日子裡，安分守己地守護華教。他

們以最卑微的姿態，做出最偉大的貢獻，如果沒有

他們不求回報奉獻，“林連玉”這個名字或許就只

停留在某個階段。

還記得為老人們拍攝短片那天，我問起喪禮募

捐會堅持到何時，身後一把聲音大聲笑說：“直到

我們的喪禮那天�”。回過頭時，我只看到一群笑

彎了腰的頑童，豁達純真，卻找不到這把聲音的主

人。無疑，‘喪禮常客’們會在生命殆盡的分秒

中，堅守到最後一秒，即便最後捐款捐到自己的身

後事上。

要是哪天，裡頭的成員都不在了，組織也走不

下去了，至少這些曾為華教而奔命於喪禮的老人

們，曾出現在這份文字記錄中，而正在閱讀此文

的您，至少也聽到了他們的故事，�知道他們的名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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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驢看本〉組稿一�

過年，你別來，我無恙

� �

《王安石．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

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每

年這個時刻，即使不是四季分明，但是農曆新年前

後，千家萬戶都爭相佈置，喜慶氛圍，新年來咯！

今年，冠病疫情嚴重、一些州屬鬧起水災，新

年氛圍份外低落。去年行管令以來，市場一直處在

低迷，很多人的生計大受影響，正當大家準備重新

振作，未料第三波疫情來襲，確診數字幾個星期都

處在四位數，行管令再啟，加上緊急狀態，即使春

節將至，大家也提不起勁。

過年，在這個來臨的牛年，將會是歷史上第一

次，華人無法以過去的方式過新年。即使衛生總監

山哥說，MCO�2.0最短兩周，最長不會超過4周。

若果如此，行管令一結束就是農曆新年，但大家心

裡有數，屆時不能也不應該如過往般熱鬧過年了。

看看最近中國部份地區又再暴發疫情，嚴重程

度和我們相比是輕微的，況且中國已經把疫情控制

得當，全國人民已經回復正常生活，但還是不敢掉

以輕心，開始發動“就地過年”，促請春節沒必要

就別回鄉了，實行“雲拜年”，以免引發另一波大

規模疫情。

我們疫情嚴重，相信需要長時間才能夠壓平疫

情曲線，這除了靠當局的抗疫策略，我們百姓也要

自律，那些VIP們更要以身作則，否則我們會面臨

更巨大的疫情災難。所以，這個新年，在外地的工

作和生活的沒有必要就別回鄉，一樣就地過年吧！

有人說，以前是見面問候“別來無恙”現在是

希望“你別來，我無恙”，看似現實，卻又那麼的

無奈，大家要自律，大家才能健康平安。

說起農曆新年不能群聚，不能跨州回鄉，有人

很惆悵，但也有人感覺鬆一口氣。

先說惆悵和掛心的是，那些獨居在家鄉的老

人，兒孫不能回鄉團聚，會是一個孤寂的新年，過

往是熱熱鬧鬧的，現在冷冷清清；有的甚至有一年

時間沒有見過孩子們了。大家都有各自難唸的經，

更多還是深怕從紅區回去，會給綠區家鄉帶來不必

要的麻煩。

從紅區跨州到綠區，結果引發感染群的例子不

勝枚舉。哪怕有些人已經做好防護措施，回到家鄉

也不隨意外出，就留在家陪伴家人，但防不勝防。

有的人逼不得已必須回鄉，卻不幸染病，再傳染給

他人，徒乎奈何？此外，執法和管理當局的疏漏，

個人防疫意識不高，都有可能導致防疫漏洞。

一旦四周後，疫情情況稍有改善，當局應該出

台過年的標準作業程序，允許一些有節制的節慶活

動，敦促人們做好防疫措施，以小規模和低調的方

式，與家人過節。砂州政府就率先推出過年SOP，

讓州民可以在注重防疫和人數限制�下，與家人除

夕夜吃團圓飯，大年初一團聚。希望國安會也能儘

快制定相關SOP。

過年SOP除了要確保防堵病毒傳染，也要考慮

到華人過年的傳統；華人傳統最注重年夜飯，家人

共聚，哪怕是小型的人數限制。大規模的慶祝活動

如舞獅和團拜不能舉行，華人會諒解的。現在打敗

病毒，讓大家回歸正常生活是最重要，過年嘛，簡

單的過就好。

不過，人間還是不能忘真情，希望有心人士能

夠在遵守SOP下，獲得當局允許在華人新村，為那

些兒孫不能回鄉團聚的長輩們送暖，例如在除夕夜

派送一些禮品或者紅包給獨居長輩，嚧寒問暖，讓

他們有“過年”的感覺。

星洲日報和新加坡聯合早報就合辦，為相隔馬

新兩地的人們代送年禮活動，把情意和祝福帶給親

人。希望有更多的黨團和組織能夠加入這個行列。

至於有人覺得這個過年可以鬆一口氣，是那些

每年回家過年都得面對諸如被逼婚的，會“開心”今

年終於不用面對這種惱人的話題了。還有那些去親

戚家拜年或者參加同學會，被親友比較學業成績、

事業進展、賺多少錢……，終於可以“解脫”了！

當然，這些只是一些過年的插曲，人與人之間

總愛比較，如何應對還看自己的情商；必須明白一

些人是純粹找話題，也有的人是態度使然，就是天

生愛比較、愛贏、愛面子，過年就微笑帶過，不要

傷了和氣。

一種米養百種人，每個人對待過年的心態各有

不同，有歡欣期待，有人急想避年；大人小孩的心

境不同，年輕的有年輕的喜樂和煩惱；面臨生計生

活課業等不同問題的人，有各自的心事；中年有意

氣風發的，也有面臨危機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這場疫情更是將這些世間事縮小或擴大，每個

人有大不同的際遇，大家要學習以豁達的心境看待

自己和週遭各種不同的變化，知道如何將心比心，

開闊胸懷，共創美好的人生和社會氛圍。儘管這樣

說，這樣的期許會有烏托邦的感覺，但是新的一年

嘛，恰好是牛年，在疫情中，我們要期待“牛”轉

乾坤，“牛年旺返”。

張立德《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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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驢看本〉組稿二�

牛年 SOP，亡羊補牢

� �

無論今天國安會最終宣佈的修正版農曆新年

SOP做了哪些修改，可惜政府威信已失，傷害已經

造成，於事無補。

負責召集各大相關組織商討新年SOP制定的團

結部首當其衝，美其名聆聽民意，卻做出與各華社

代表意願相違背的決定。引起爭議後，再試圖甩鍋

卸責，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國防部高級部長的自我

辯護，是火上澆油，令原本已經不滿的華人更加反

感。

華人的反彈，在於SOP存有許多不合邏輯之

處；華人並非不理解當下疫情嚴重，過大年也須嚴

密防疫的道理。我相信即使沒有這一套過年SOP，

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一套的SOP，所謂kita� jaga�

kita�。

一年來，政府已有多次實施各階段MCO的經

驗，按理說有能力制定一套合理且完整的SOP，而

非像目前不斷修修改改。這邊一再開放足以引起風

險的群聚的活動，另一邊卻在農曆新年期間設下諸

多限制。

農曆新年SOP有很多語焉不詳之處，除了讓一

些有意鑽漏洞的人有機可趁，也提供“材料”給民

眾“惡搞”，讓人們在抗疫之時，還倍受困擾。當

局難道沒有意識到，模稜兩可的SOP，會造成民眾

混淆，令出而難行，執法必也不彰。

國安會不是沒有做出成績，絕大部分民眾也不

斷給予配合，只不過一路上荒腔走板，讓人無所適

從。

在此我要提一件事，是馬來同胞也關心華人如

何在疫情嚴峻，在行管令的限制下過好年。

上星期，當局宣佈MCO2.0延長至2月18日，

繼續禁止跨州，意味着華人無望在農曆新年返鄉過

年。當天我很快就接到言路版專欄作者達祖丁教授

的電話。他說，想寫一篇文章建議當局應該放寬限

制讓華人歡慶新年，順便詢問我的意見。

達祖丁教授說，他認為當局可以考慮在有條件

下，讓在外工作的遊子，能回鄉與父母過年團聚。

不過前提是當局必須制定嚴格的SOP，有意申請回

鄉的遊子必須遵守。教授問我是否可行？

我如實告訴教授，我和太太已經決定“就地過

年”，留在雪州，我們在鄉下的母親也明白今年是

特殊的一年，即使若有所失，也接受了孩子沒能回

鄉過年的事實。根據我向其他朋友和同事瞭解，他

們也是一樣選擇“就地過年”。有朋友的父母更是

主動告知孩子，今年就不要回去了。路程不遠，可

以待疫情放緩，行管令解除後再回家團聚。

我先謝謝教授的好意，並且分析教授的建議在

執行上行不通，況且我們也不想製造華人享有特權

的印象，畢竟去年幾乎每個族群和宗教節慶都在不

同階段的行管令下受到限制，今年疫情更加嚴重，

華人沒有理由要求更多。

後來，我再進一步理解教授的想法，他是出自

同理心，主要是希望鄉下獨居老人，不會在寂寞空

虛冷清的情況下過年。國內許多新村有多少空巢老

人，我手上沒有資料，逢年過節是他們最開心的日

子，去年行管令以來，他們就已經很少機會見到孩

子和孫子們，原以為新年可以一聚，結果還是落

空。

教授送暖的建議，不一定是放寬遊子回家陪父

母，在當地的朋友和親人，甚至黨團組織也可以出

一份力。孩子們可以採用其他方式關心父母，把年

味和孝心傳送回去。在地的村人和黨團也應該思

考，如何在不違反SOP的情況下，關懷當地的空巢

老人們。

教授的建議應該在政府制定SOP時被納入考

量，然而，政府不止對華人文化不敏感，還對於目

前華人新村的狀況不瞭解，過年SOP中的“同住一

屋簷下者才可以一起吃團圓飯“的規定，限制城市

人群聚和流動是可行的，但卻遺忘了新村空巢老人

的需求。

像我岳母和她妹妹兩人，分別守着兩間緊鄰的

祖屋，平時兩人可以互訪，在過年SOP限制下，她

們反而不能夠一起吃團圓飯，這不是很荒謬嗎？還

有那些父母孩子分開住，可能只隔兩條街，也不能

一起吃團圓飯，匪夷所思。

親人在除夕不能見面同屋吃團圓飯，有心送暖

的民眾和黨團也束手無策。SOP裡頭還有許多令人

不解的限制，這裡就無須贅述，總之有一些人當官

幾十年，一再標榜自己是全民領袖，結果一個SOP

就露了餡。

經過這次過年SOP的風波，甚至MCO2.0期間

的反覆U轉經驗，政府應該要更虛心，有錯誤就向

國人坦承相對，認真糾正不對的地方，才能贏取民

心。SOP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重要的是，政府在

施政時給人的觀感是什麼？

張立德《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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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驢看本〉組稿三�

MALAYSIA CINCAI ORDER？

� �

疫情再次惡化，國內幾個地區實施行管令三

點零（MCO�3.0），相關標準作業程序（SOP）一

出爐，眾人一如既往的鐵口直斷謂：“MCO�3.0不

會成功”，朋友圈更在臉書上創造了一個MCO的

“新註釋”：menteri�cincai�order。

不只是一般民眾認為在SOP混亂與寬鬆下，

MCO�3.0注定失敗，公共衛生專家也持同樣的看

法！

“我不得不承認MCO�2.0可被認為是失敗的，

這從冠病基本傳染數上升及確診病例增加的情況就

足以證明。”一名接受星洲日報專訪的公共衛生專

家哈納菲亞醫生如此直言。

他指出，MCO�2.0失敗的原因，包括當病例增

多的時候，還允許社交活動和教育機構開放；SOP

讓人民甚至醫護人員都感到混淆。以此推斷，同

樣混亂的MCO�3.0並不讓人樂觀，也不足以控制疫

情。

不只是哈納菲亞醫生，那些前線醫務人員，每

天面對因為冠病而躺在病床上掙扎、奮鬥的病人，

心理和生理都承受着各種煎熬、苦痛、無奈……他

們需要喘息的空間。

這是一種懲罰嗎？在希臘神話中，薛西弗斯遭

到天神處罰，推着大石上山，然後讓石頭滾下，他

得走下山再把石頭往上推，再滾下……這種日復一

日的徒勞，是不是我們抗疫的寫照？

抗疫不應該是一種懲罰，推石頭上山（抗疫）

是眾人的目標，這是為自己也為社會的安全。我們

必須努力掙脫困境，致力把石頭推上山，之後想方

設法讓它不再從山上滾下，一再地傷害更多人，造

成更大的破壞。

我們抗疫為何一直原地踏步？

Menteri� cincai�order，政治人物不作為，是一

個因素。而民眾經過年餘的抗疫和封鎖，已經出現

疲勞狀況，是另一個因素。

抗疫是必須依靠集體付出，現在我們的窘

境是，已經由Menteri� cincai� order演變成Malaysia�

cincai�order。

部長和政治人物，為了政治利益，做事

cincincaicai，也不忘一些vip不守SOP�而出現的執法

雙標，選擇性的執法，就會造成執法者cincincaicai�

，上面的cincai，下面的看到有機可趁，怎麼不

cincai，反正你cincai，我cincai，又有什麼問題？

問題可大了！

有人說抗疫不能靠政府，自律非常重要，這一

說法並沒有錯，但是在我們自律的同時，也不應該

忽略了監督政府的施政，指出各種SOP的疏漏，畢

竟政府是統領抗疫的單位，如果政府cincai�order，

受苦的還是人民，陷入災難的是整個國家！

我們需要具體合作，以平息疫情如野火燎原般

的爆發，一名退休醫生阿瑪星在寫給媒體的信函中

這麼表示。

他說，我國無論在檢測、追蹤接觸者、標準作

業程序的制定、疫苗接種計劃執行過程、與人們溝

通疫苗副作用的方式、應對變種病毒入侵的緊急措

施等等，都必須做得更好，還有更多的改善空間。

“如果衛生部資源不足，必須告訴公眾“阿瑪

星直言。的確，抗疫，包括應重大民生課題和緊急

事件，部門作業和資訊的傳達不能遮遮掩掩，必須

開誠佈公，透明化處理，除了讓民眾對可能發生的

狀況有所預備，也能夠建立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非常明顯的是，民眾對政府越來越缺乏信任，

特別是因為許多VIP沒有以身作則；普遍存在的雙

重標準嚴重影響了公眾對標準作業程序的遵守。

VIP自己做不到，一旦問題惡化，受到責難，那就

不要把責任推卸給百姓。

政府不能在沒有充分的透明度和外部監督的

情況下，對我們發號施令，說他們最瞭解情況。

但是，他們自以為是，制定了SOP，自己卻當做廢

紙。

百姓看到VIP也參與到遏制冠病疫情的努力之

中，就願意被動員起來，配合政府抗疫，以期在短

期內取得效果。

民眾已經受夠了一些部長抗疫不力，光會發表

一些不得體的談話，不僅對改善疫情沒有幫助，簡

直是白領薪水，還不斷給其他真正在為疫情抗爭的

部長和技術官僚添麻煩。民眾一再聽到某些部長發

表“新冠廢言”，在為柴米油鹽拼生計，已經負擔

沉重，還得承受這些部長的無謂動作，這怎不叫民

眾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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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其實有出台不錯且有效的措施應對疫情，

例如衛生部全國危機準備及應對中心（CPRC）通

過使用大數據分析（BDA）及人工智慧（AI）所設

立的動態融合識別熱點（HIDE）系統。這個系統

是一套預警系統，鑒定可能爆發冠病感染群的熱點

後，提前採取防範措施，避免爆發感染群。上星期

六，系統就列出全國共有151個地點被列為高風險

熱點。

科學、工藝及革新部長凱裡說：“這份名單是

為了協助民眾在前往特定地點或商店前，先做好行

程準備並作出明智的決定，以避免感染冠病病毒的

風險。”

相信人們會加以配合HIDE，照顧好本身安

全，只是VIP們能夠配合HIDE嗎？

抗疫戰線不宜再延長了，經濟和生活已經撐不

下去了，我們不要成為抗疫的薛西弗斯，一直反覆

同樣的動作，卻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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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驢看本〉組稿四�

等接種等到花兒也謝了

� �

你收到接種疫苗的預約了嗎？自從全國免疫計

劃將媒體人員列為優先接種疫苗的群體之後，幾乎

每一天都詢問我幾位記者同事同一句話！身在雪隆

的他們，至今都還沒有好消息。反而是外坡的同

事，都開心的接種了疫苗。

至於我自己，由於不是屬於前線記者，是後方

的編輯，沒有優先權，只能繼續排隊，每天查看

MySejahtera，是否有來自當局捎來的“驚喜”。

為什麼沒有去搶先接種阿斯利康疫苗？第一次

因為遲疑了一下，覺得還是排隊等通知接種其他疫

苗吧？結果錯過了。第二次就像許多人那樣，搶不

到！

相信疫情吃緊，許多人開始等不及要接種疫

苗，以保護自己和身邊的人，更”大愛”的是為國

家盡快達成群體免疫目標幫個忙。之前許多人都在

遲疑，對短期內研發的疫苗信心不足；擔心有各種

副作用，網絡上的傳言虛虛實實，製造不少恐慌和

疑慮，結果不少人不願意去註冊接種疫苗。

疫苗接種計劃開展以來，接種後效果良好，絕

大多數人沒有太嚴重的副作用反應，相較於疫苗會

導致死亡，那只是極少數的個案，只算是小道消

息。再加上疫情一直處於嚴重關卡，大家對疫苗的

信心增強了！連之前一直被血栓問題困擾的阿斯利

康疫苗也身價高漲！

但是，接種計劃是否按表順利進行，卻成為了

熱門課題。很多已經註冊的人，都說等預約通知等

到花兒都謝了，望穿秋水，都還沒盼到通知。即使

是許多60歲以上的樂齡人士也是類似情況。接着

社交媒體上，之前是充斥疫苗假新聞，現在是大家

無不在討論，誰誰誰成功“插隊”接種了！如何成

功插隊？各種管道各種方式，眼花繚亂。可見越來

越多人希望在短時間內sudah�dicucuk。在這個非

常時期，sudah�dicucuk�是一個期待！

我在YouTube上看到網紅分享視頻，說一個上

海市已經有一半人口接種了，而且當地是無需預

約，想要接種就直接走進社區接種點排隊接受打疫

苗。我向友人分享視頻，大家的反應一致，中國擁

有龐大的疫苗數量，當然可以做到啦！

根據疫苗統籌部長凱裡發佈的信息，截至目

前，我國總共收到757萬5609劑獲批准的疫苗，

包括輝瑞、阿斯利康和中國科興，約占訂購的

6960萬劑疫苗總數的11%。

除了從聯合國支持的全球疫苗共享計劃

（COVAX）訂購另外640萬劑阿斯利康疫苗外，

我們還直接購買了640萬劑阿斯利康疫苗。迄今為

止，COVAX已向我國交付了82萬8000劑阿斯利

康疫苗（由韓國�SK�Bioscience�製造），僅佔�640�

萬份訂單的13%左右。

預計今年第二季度COVAX將交付總共138萬

7200劑阿斯利康疫苗，剩下的55萬9200劑將在未

來三周內運抵。然而，由於泰國Siam�Bioscience面

對生產問題，預計我國直接購買的這一批阿斯利康

牛津疫苗，首次交付會延遲。

輝瑞、阿斯利康和科興的6960萬劑疫苗的

「所有兩劑方案」，覆蓋了3480萬人，超過了我

國3270萬總人口。儘管政府也訂購了俄羅斯的

Sputnik�V�和�CanSino�Biologics�疫苗，但藥劑監管

局（NPRA）尚未批准這些疫苗在我國使用。

截至6月8日，我國總人口中有8%（即260

萬人）接種了至少一劑疫苗，共注射了379萬

0121劑，僅佔迄今為止收到的599萬3049劑的

63.2%，不包括計劃交付的輝瑞和剛剛獲得批准的

科興疫苗。

看以上的數據，疫苗數量的進口緩慢，接種速

度也達不到進度。凱裡指出，截至6月8日，全國

已有1277萬4132萬人登記接種疫苗，佔我國18歲

以上人口的54.6%。在第二階段的國家疫苗接種計

劃下，已有190萬9246人至少接種了第一劑冠病

疫苗。

凱裡每次受到媒體的詢問，都說從數據上看，

我國的接種進展是按照計劃有序地進行，並沒有出

現過度遲緩的問題。人們感覺接種進展很慢，可以

理解是大家迫不及待了，特別是當身邊有親友已經

接種，自己屬於同樣群體，卻音訊沓然，自然最更

加焦慮。

我不是政府代言人，我自己也在癡癡等待

MySejahtera突然有一天捎來驚喜，我的太太也是

在等待中。兄弟姐妹中，60歲以上的兄姐已經打

了疫苗，年邁的母親則完成接種兩劑輝瑞疫苗，可

見排序並沒有亂套，還是有照日程進行，只是身在

不同州屬，獲得分配的疫苗數量，還有接種中心的

數量有別，因此應該說情況不能一概可論。

張立德《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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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方面，凱裡說，全國冠病免疫協調特別

工作隊（CITF）已決定提高雪州的疫苗接種量，不

過，雪州之前的冠病疫苗接種中心無法接收太多的

疫苗供應。為了提高雪州的疫苗接種量，當局已在

雪州增設了數個大型疫苗接種中心，希望雪州的接

種速度能再加快，畢竟雪州是疫情最為嚴重的州

屬。

除了接種中心等設備增加，MySejahtera的系

統更要升級，我之前曾經聽一位雪州政府官員說，

這個應用程序的技術容量有限，導致上傳數據和輸

出資料，如安排預約的時間太長，導致接種預約安

排緩慢，通知一再延遲發出的原因。以記者為例，

僅有逾四千人接種，卻也需時安排和等待，也許有

太多領域的人爭奪前線人員的地位，以致不夠疫苗

分配吧！

凱裡是國盟內閣中算是有工作有效率部長，由

他率領疫苗統籌工作，相信是靠譜的。購買疫苗的

數量、進口時間的到位、安排預約等，不是人為可

以控制，只好交給信得過的部長了，我們能夠做的

就是預約疫苗接種，至於已經登記的，如果接到預

約通知，就請不要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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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看潮生〉組稿一�

重寫喜來登行動：馬哈迪是無辜的？

� �

最近流行出書，納吉胞弟納西爾寫了《What’s�

in� a�Name》，緊接着馬哈迪女兒瑪麗娜的《The�

Apple� and� the� Tree》也風風火火面市。而馬哈

迪本人的新書《Capturing� Hope:� The� Struggle�

Continues�for�a�New�Malaysia》則於下個月推出。

自傳類型的書寫，往往充斥主觀意識，多講好

話，少說壞事，甚至有時會出現試圖“重寫歷史”

的情況。瑪麗娜在其新書中，為父親辯白，把馬哈

迪塑造成喜來登行動的受害者，試圖推脫後者在希

盟政府倒台一事中的責任。

對我而言，馬哈迪在喜來登行動中的角色與責

任，是非常清晰的——沒有他的參與，根本不可能

發生這場軟性政變；但這個明擺着的事實，進入大

眾場域，卻變得模糊不清，淪為公說公有理，婆說

婆有理的羅生門劇本。

馬哈迪是喜來登行動的重要推手，他不想交棒

予安華，不想受制於希盟、受限於希盟的大選宣

言，因而在掌權後來一招“自我推翻”，掙脫安

華、希盟的桎梏，擺脫行動黨這個包袱。

馬哈迪再度任相之後，招兵買馬，壯大土團；

重用阿茲敏派系，分裂公正黨；對交棒日期含糊其

詞，不願委任安華入閣等等舉措，皆流露出其意

圖。

更關鍵的是，喜來登行動並非一兩天就拍板敲

定的，而是經過各政黨領袖漫長的籌謀與談判才成

事。在這段過程中，若沒有時任首相馬哈迪的允

准，土團黨領袖或公正黨的阿茲敏誰敢輕舉妄動？

這一切都是在馬哈迪眼皮下發生，他是始作俑者。

土團黨最高理事旺賽夫後來撰文說明，喜來登

行動乃由馬哈迪主導，因他從未想過交棒給安華。

當然，馬哈迪沒料到的是，局勢的發展超越他的掌

控。他最終自食其果，走下神台，但這不意味他是

無辜的。

相信馬哈迪並無涉及喜來登行動，是對他的政

治能力與智慧的辱侮。如此重大的政治陰謀在他眼

皮下進行，阿茲敏夜晤敵方議員上了新聞頭條，而

他老人家還被蒙在鼓裡？

有趣的是，還有不少人認為馬哈迪在喜來登行

動中是無辜的，甚至還是“受害者”（但，要搞清

楚，受到傷害的，未必是受害者，有成語曰：作繭

自縛、玩火自焚）。

這種現象反映出人的思維差異，有時確實是有

理說不清。直到今天，還有人相信地球是平的，並

非圓的；也有人堅信阿波羅登月計劃是場陰謀，美

國人從未到過月球。

人類的腦袋是非常珍貴的器官，它讓我們凌駕

萬物，站上食物鏈的頂端；然而，相對於社會變遷

與科技發展的迅速，它卻是嚴重滯後。

站在人類發展的十字路口，一個資訊爆炸的大

時代，我們需要更強大的腦袋，來過濾驚濤拍岸的

信息，以及應對各種似是而非的精緻操弄。

這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而是一片未明的混

沌。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一個政黨的評價，需多角

度評估，不能單角度切入。不能近身對望，要拉開

距離凝視；不要受限於表面整體印象，須逐一解剖

骨骼。

回頭說馬哈迪，也許，你還會支持馬哈迪，來

屆大選投他一票，但與此同時也應該有足夠的理

智，認知到在喜來登行動中，他所應承擔的責任。

讓我們一起升級大腦，理性思考，拒絕愚弄。

張慶祿《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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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看潮生〉組稿二�

華小保衛戰：真正的戰場在民間

� �

高庭駁回挑戰華小和淡小違憲的訴訟，裁定華

小和淡小使用華語和淡米爾語作為教學媒介語是符

合聯邦憲法的。對華教來說，確是好消息。但，事

情結束了嗎？沒有。

起訴方會提出上訴，如無意外，這是一宗“打

到底”的訟訴，有待聯邦法院一錘定音。

一旦法院作出判決，華小就能穩如泰山，一切

紛爭畫上句號，迎來幸福？

抱歉，結局還未上演。華小地位受挑戰，不是

簡單的教育或人權課題，其深層原因乃種族問題。

只要族群關係一日未改善，只要種族政治一天

仍主宰大馬，就沒有高枕無憂這回事。

在法律路上，固然要站穩立場，不亢不卑，捍

衛權益，惟在法庭之外，尚有更重要的戰場：民

間。

表面上，大馬是多元種族國家，各族和諧共

處，展現多元之美……這種論述聽來悅耳，卻沒反

映真正面貌。

事實是，我國獨立64年，各族仍未跨越膚色

的藩籬，融合為國族共同體。對於這個國家，各族

不有同的想像與詮譯，加上種族政治猖獗，政客煽

動情緒撈取選票，族群之間不但沒有隨着時間的推

移越走越近，相反，種族課題變得日益敏感，一點

火苗就足以引爆爭議。

在種族關係惡劣的大環境下，華小不可能獨善

其身，茁壯成長。換言之，要保障華小的存在與發

展，就得塑造一個各族融合的多元社會。

問題來了。“各族融合的多元社會”不是餡

餅，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是需要我們付出汗水與

努力，運用智慧去爭取的一個未來。

可能，大馬永遠都不會成為你我嚮往的多元社

會；也許50年後，這個國度依然會以濃妝艷抹來

展示多元，掩飾骨子裡的保守與單元面貌；但，若

我們今天不起步，不作出改變，未來就已經定格，

如一列火車，始終會抵達終站。

在這場保衛多元的戰役中，華小扮演重要角

色。

各族猶如對岸而居，需要橋樑來促進接觸，加

強交流，而這橋樑是國語（馬來語）。雖然有華小

生精通三語，但不容否認，國語是許多華小生的軟

肋。

能用國語向馬來大嬸買Nasi�Lemak，點個肯德

基套餐，不意味你的國語程度能與馬來同胞深入交

流。我們需要進一步交流，走進各自的生活圈子，

才能建立真正的情誼，建構多元的共識。

曼德拉曾言：“如果你用一個人聽得懂的語言

與他交流，他會記在腦子裡；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語

言與他交流，他會記在心裡。”要打破僵固的種族

隔閡，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使用國語，讓我們的聲音

穿越耳朵走進馬來同胞的心坎。

因此，華小須運用有效教學方式，提升學生國

語水平。這當中有頗大的改善空間，而前提是，華

教人士和華小當局須意識到問題，並承認不足之

處。若一味維護華小的“金漆招牌”，不容批評，

十年如一日，自我感覺良好，我們就只好擁抱表面

的盛放，走向日後的凋零。

真正的戰場，不在法庭，別把目光收得太窄。

從整個社會環境着手，促進各族瞭解，鞏固互信，

建構共識，才能真正保障華小，捍衛權益。

張慶祿《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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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看潮生〉組稿三�

失敗的減肥（發展）攻略

� �

首相依斯邁沙比利提呈第12大馬計劃，高談

發展與進步，描繪高收入國的美景，同時也端出土

著議程這一道菜。

這是很奇怪的畫面，一邊廂要追求進步，擁抱

發展；一方面又抱殘守缺，推動落伍的政策——就

如周星馳電影的對白：撞到砰砰聲！

這就像你一邊立志要減肥瘦身，一邊卻不斷把

薯片蛋糕往嘴裡塞，這兩件事是互相矛盾的，後者

在扯前者的後腳。這是失敗的減肥攻略。

也許，你根本就無意認真減肥。

這幾十年，政府提出多個宏願與目標，包括先

進國、共享繁榮、高收入國等等……問題是，政府

到底有多認真？

馬來西亞擁有優越的條件，有潛能成為區域強

國，然而卻因為政策失當，錯過機遇，讓原本落後

於大馬的國家迎頭趕上。如今面對全球激烈競爭，

照理說，我們應該卯足全力，優化資源效率，提高

整體競爭力，畢竟這個國家已沒有本錢浪費資源，

放慢發展步伐；但可惜的是，我國的政治劇本往往

是荒誕劇，不講道理，不看長期發展。

以種族為基礎的扶弱政策，一方面犧牲了效率

（其他國家忙於擴大經濟蛋糕，我們卻滿足於如何

分配小蛋糕）；另一方面，也進一步分化了各族國

民，加深土著與非土著之間的隔閡。再者，要提高

土著的經濟與競爭力，不能依靠“派發免費午餐”

的方式，這幾十年來的經驗已證明這是行不通的。

若是有效，新經濟政策何須延長，換個瓶子，穿個

新裝，一再登場？

從國家的角度看，這並非好的政策，不利國家

發展。

真正的競爭力，須自己通過激烈競爭掙回來，

而不是靠別人給予的。這是簡單的道理，相信政府

亦明白，只是如今土著議程，或者說種族性扶弱政

策，已不是經濟課題，而是變成一種政治操作。巫

統、土團黨都用這一招來鞏固與加強基本盤，儘管

他們都清楚這會影響國家發展的進度。

當海外一些國家與企業已把觸角伸出地球，計

劃在太空建造工廠，製造“Made� In�Space”的產

品，我們的政府和政治人物還在玩幾十年前的遊

戲，操弄種族牌，盯着小蛋糕，切來切去。正因為

這種狹隘的思路，我們平白浪費許多機會與資源，

但更可悲的是，目前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種做法

會走進歷史。

政府的焦點須從“分配蛋糕”，轉移到“擴大

蛋糕”，才能有效推動發展。要取得進步，就得精

準鎖定目標，嚴格執行有效戰略。一邊跑步一邊大

啖零食，不會讓人瘦下來；同樣的，國家的政策須

步伐一致、方向相同，才有可能走得更遠，走到桃

花源，領略風光明媚。

這個道理不難懂，難的是利益的糾結，難的是

政治人物能不能把國家與全民利益置於個人私慾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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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看潮生〉組稿四�

政治人物爭到了權力，大馬人又得到了什麼？

� �

2018年之前，沒人料到國陣這頭屹立幾十年

的龐然大物會轟然倒下；2020年之前，很少人想

到希盟會在遭遇叛變之下離開布城；2021年之

前，誰會預料國盟是最短命的政權。

經過激烈的龍爭虎鬥，首相寶座花落誰家，大

概已底定。若沒私下跑票，巫統副主席依斯邁沙比

利是笑到最後的人。如此一來，政府只是換人領

導，慕尤丁交棒依斯邁沙比利，天色依舊，沒大改

變。

然而，鬥爭尚未結束，真正的戰場是在下屆大

選。隨着首相人選出爐，政壇料平靜下來，以專注

應對疫情。表面風平浪靜，底下卻暗流洶湧。因

為，真正的矛盾並沒解決。

從馬哈迪到慕尤丁，再到即將沖線的依斯邁沙

比利，都面對同樣困境。他們都是在特殊情境下，

得益於各方矛盾，而登上巔峰。他們同樣在操弄

“以小制大”的遊戲。

馬哈迪的土團黨在希盟裡連老二也排不上；慕

尤丁受制於巫統；依斯邁沙比利是副主席，在黨內

還有與他平起平坐的同僚，往上則有署理主席和主

席。他們的共同點是：政治實力與所得權力並不匹

配，埋下政治地雷，靜候爆發時機。

好吧，依斯邁沙比利即使出任首相，巫統重新

掌權，歡樂就重回巫統�？巫統（前）部長幫與官

司派已經一笑泯恩仇？巫統主席傳統上是當然的首

相人選，扎希會有什麼行動？依斯邁沙比利難道甘

心當個“暖席”首相？

另外，來屆大選，土團黨與巫統要如何分配上

陣議席？土團黨這回丟失首相寶座這張護身符，即

使獲分配副首相職，也只是黑幕降落前的最後餘

暉，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它在被吞噬之前，會激烈

掙扎，抑或只是“一陣嗚咽”地結束？

一番折騰之後，大馬人或許會發現一切都沒啥

改變。這幾年鬥來鬥去，政治人物爭到了權力，大

馬人又得到了什麼？

朋友，別太悲觀。

悲觀者看到盛放的玫瑰，會慨歎它日後的凋

零；樂觀者站在斷壁殘垣中，則可以勾勒出重建後

的輝煌景象。

至少，這場連綿的政爭，開拓了我們的“眼

界”，提高了我們的“政治智商”。至少，我們見

識了政治的複雜運作，以及裡頭的利益糾纏。日

後，凡事不宜再輕率地作出判斷，要以更包容更寬

闊的心態去看待政治。

政治不是非黑即白，不是我全對你錯完，或者

只談道德只容聖人參與的遊戲。我們要學會妥協，

學會用長遠的尺度來衡量政治舉措。開口就罵，激

烈炒作議題，或許能發洩情緒，帶來五分鐘的身心

愉快，但之後呢？激發更多的仇恨，建立更多的圍

牆，掉入惡性循環，往下沉淪。

至少，經過這一次折騰，新政府會意識到國盟

政府抗疫失敗帶來的政治後果（若政府抗疫有成，

巫統發難就不會得到廣泛支持），繼而可能改變策

略，產生更好的抗疫成果。

從政黨層面言，這幾年的“爭人頭鬧劇”，也

讓政黨瞭解到，在政治碎片化的年代，不能步向極

端，必須趨向中庸才更有可能贏得盟友，合作執

政。這是一個意外的“Bonus”。

這幾年，大馬在“民主進程”方面，創下紀

錄，三年換三個首相。我們要適應這種政治新常

態，與此同時，需要制定清晰的規則來解決爭端。

不怕有意見有紛爭，最擔心的是沒有一套透明有效

的機制來分出高低，平息爭議。

三年換三個首相，當然是新紀錄，但別小覷我

們的民主進展，搞不好不久後再創紀錄，來個“四

年∕五年換四首相”？畢竟，大選可不遠矣。

尼采要求他的讀者有一口好牙與強健的胃，來

消化他的著作；而我們則需要一顆理性的腦袋、一

個廣闊的心胸，來咀嚼政治新常態。

你，準備好了嗎？

張慶祿《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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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看潮生〉組稿五�

政治扯了抗疫的後腿

� �

即使再不願意，也得承認，大馬抗疫失手，節

節敗退！

抗疫一年，MC O、 RM C O、 EM C O、

TEMCO、RMCO……連番使用，眼花繚亂，措施

U轉再U轉，忙了幾百天，老百姓的褲帶勒緊再勒

緊，竟然落得今天單日確診破四千、奔五千的境

地，江東夫老聞之，無語問蒼天，何至於此！

許多人一口咬定政治不穩定，扯了抗疫後腿，

指責他人意圖推翻國盟政府，玩弄政治。然而，我

的看法是，唯有先解決政治問題，減少政治的不確

定性，才能更有效地開展長期抗疫戰略。是的，政

治扯了抗疫的後腿，但我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

國盟上台之後，政治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先

天不足，後天失調。打從一開始，國盟就是一個頭

重腳輕的畸型組織，充滿不確定性；土團以小制

大，胃口驚人，小蛇吞大象，回酬豐但風險亦高，

政治博弈風風火火展開。

土團的算盤是通過政治操作，盡快擴大地盤，

站穩陣腳。即使其他政黨不採取行動，土團也不會

停止擴張。要政治鬥爭按下暫停鍵，在現實江湖

中，無疑是奢望。

面對倒台威脅，土團施展“拖字訣”，使出渾

身解數保政權，包括祭出“緊急狀態”，不過這並

未徹底消除危機，而是把問題延長了。

國盟政府一邊抱着“政治動盪”這顆計時炸

彈，一邊高喊要搞好經濟、遏制疫情。然而，在不

穩定的政治基礎上，想要有效治理國家，可謂困難

重重。

為了保政權，土團通過各種手法，包括政治酬

庸，拉攏政治人物，這已經犧牲了國家發展的潛

能，重挫管治效率。這些人深知其職務的“短暫性

質”，隨時準備收拾包袱走人，怎可能耗費心思，

做好這份工作，為社會、國家謀求長期福祉呢？

半年後，他自己都不知道還在不在位子上，你

怎能指望他高瞻遠矚，制定長遠計劃，造福子民？

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事，能多干一個月就

多干一個月。

其實，不止抗疫，振興經濟、提升教育素質，

也需要長期思維，但在政治不穩定中，在自我利益

的推動下，當權者掉入短期思維的陷阱。當執政黨

過度考量政治利益，而非全力以赴，專注抗疫，就

可能打開大門，迎來災難。沙巴州選引爆疫情，是

一個悲痛的例子。為了一個州政權，全國面對疫情

衝擊，影響之巨，無可估計。日前，土團諸君譴責

他人，疫情之中搞政治，一派道貌岸然，卻教明眼

人仰天長笑。泰戈爾曾曰，“指責別人最容易，認

識自己最難”，言之有理。

把政治問題後往押，非真正解決之道，相反只

會綁手綁腳，限制資源有效發揮，讓國家在遏制疫

情、發展經濟等工作上陷入事倍功半的窘境。

政局需盡快穩定下來，這並非靠既得利益者叫

別人勿搞政治，而自己繼續佔便宜就能做到的。一

個更成熟的做法是，依照憲法，讓獲得最多國會議

員支持的人選，出任首相，組織內閣。這可以通過

國會投信任票動議或其他合法的途徑來完成。只要

慕尤丁能證明他仍得到大多數議員支持，其他人也

再沒有理由繼續挑起爭議。

政治穩定，不是一切，可是眼下的政治格局卻

對抗疫工作、經濟發展形成阻力。不消除政治上的

不確定性，防疫之路愈加難行，更甭提發展經濟。

張慶祿《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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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曰咨〉組稿一�

害人染疫，你下地獄

� �

口罩，是近2年來的防疫必需品，從疫情爆發

初期的一罩難求，到現在各種商店都在賣口罩，滿

大街都可見被人用過隨手丟棄的口罩，從奇貨可居

到一盒50個才賣7令吉或更低的轉變，不到2年時

光，有沒有人像我一樣，曾經懷疑自己買進來的，

天天戴在臉上的口罩，究竟是不是真貨？

這是我一直都想問的，關於口罩素質與隔濾病

毒效果的疑惑。“口罩大量生產，廠商直接上網量

批發貨，價錢自然就低了，這樣不好嗎？”

原以為是自己多心多慮了，直到韓國駐馬來西

亞大使館發佈訊息，提醒人民小心買到市面流通的

劣質KF口罩，證實了我所疑惑與思慮的，果然真

有其事。

韓國大使館在臉書專頁這樣寫：凡是標注KF

的，代表着韓國生產的口罩，市面上流通的KF韓

制口罩種類包括KF80、KF94、KF99與KF�AD，

數字越大代表其隔濾空氣異物的效果越高。

這麼優質的口罩，又透氣又防水又可避免眼鏡

產生霧氣，我還懷疑什麼呢？因為賣得太便宜了，

網購平台上有太多KF系列口罩，一家比一家便宜

還免運費，50個KF級別的口罩才不過20令吉左

右，比我買的還便宜一半，這也太益街坊了吧。

因為真的太便宜，我也下單買了一包，後來一

看發貨地點是某工廠大國，我心裡就涼了一半，等

到50個KF級口罩寄到門口，打開一看都是用廉價

塑料袋分拆包裝，上面印着我看不懂的韓文以為就

可以唬弄人，一戴上去以上的優點好處統統欠奉，

耳掛膠袋還容易鬆弛斷裂，戴了一個出外走走，結

果樓上炒了峇拉煎、樓下燒香拜拜、隔壁家門外的

臭鞋、垃圾房裡的腐臭味統統爭先恐後鑽進鼻子

裡，末了眼鏡還一直蒙上霧氣，口罩戴了個寂寞。

大使館的貼文，我越讀越相信買到了假貨，他

們發現大馬各網售平台上的KF級口罩，其生產地

並非韓國，不僅沒有獲得韓國政府認證就掛上KF

等級，或者寫上模稜兩可的文字“可水洗、韓式風

格、可重複使用、獲韓國FDA批准”等，混淆消費

者以為韓國製造就一定沒有假貨。

你知道一個真品KF級口罩賣多少錢嗎？大使

館使出大招，公佈OPPA們所戴的每個KF級口罩的

網售價是1.92令吉，零售價每個4.38令吉。這下好

了，我網購包郵才不過20令吉的50個KF級口罩，

這下涼涼了肯定假貨無疑。

殺千刀的奸商啊！更氣忿的是在找回賣家跟他

要個說法時，居然已經找不到了，但關了一個賬

號，網購平台上還有無數個賬號，賣着KF級的韓

式口罩，還有N級別的、各種掛名是醫療級別口罩

的賬號，還在招搖撞騙，一家比一家便宜。

從去年一罩難求，到如今滿大街都是口罩，這

其中有多少假貨次貨劣貨充斥其中？從去年一度跌

至雙位數甚至清零的本土確診案例，到後來像坐

了火箭直衝5位數到如今還壓不下來的每日確診病

例，除去個人生活習慣、錯誤的穿戴方式、工作與

居住環境等染疫管道，有多少人是因為戴上了你賣

的假口罩劣質口罩，讓自己以為做足了防疫措施，

結果還是不幸染疫，甚至傳染給家人孩子導致疫

歿，這裡面有沒有你賣的廉價口罩？

你晚上能安睡嗎？你的良心不會痛嗎？

別嬉皮笑臉的說“沒有需求就沒有供應”、

“便宜沒好貨這點道理都不懂”這等風涼話，不是

人人都能負擔一家子每天用上多少口罩的額外開

銷，自然容易受到網購平台的廉價假口罩所迷惑而

下單，造成家庭防疫缺口。不要把責任推給政府，

又指責高官沒有做好把關審核工作，導致假貨流通

全國；網售平台難道收了佣金，打打下手拍拍屁

股，半點責任都與他們無關？

辨別真假口罩，價錢是第一關，一盒50個的

口罩賣得那麼便宜，奸商一出貨便是一貨櫃的量，

他們就戴着真口罩躲在無菌室裡數鈔票，你就因為

了省點錢戴上假口罩，結果確診了更慘的是送進

ICU插管搶救，因為這樣而染疫，我絕不認同這是

人民“貪小便宜”而須用生命付出代價的說法，從

造假商、批貨商、網售賣家、運輸商、到網售平

台，統統都有共業！

話說回來，家裡還有49個假的KF口罩，是該

直接剪破丟棄，還是繼續追蹤退貨的好？

許俊傑《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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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曰咨〉組稿二�

雙11？雜貨店都比你好生意

� �

等了一晚，終於等到2大網售平台─天貓與京

東公佈雙11的銷售額，以下是天貓與京東媒體公

關部發佈的數據：

天貓稱，在開售第一個小時後，就有超過

2600個品牌成交額，超過去年為期11天的全球狂

歡季首日紀錄，截至12日凌晨，天貓雙11單日總

交易額定格在5403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去

年全球狂歡季11天的總成交額4982億元，增加了

8%以上。

看來中國的買氣還是很強，讓我們再看看另一

個網售平台─京東對媒體發佈的數據：累計下單金

額超過3491億元，創造了新紀錄，較去年京東11

天的累計下單紀錄逾2715億元，增加了28%以上。

聰明的你一定注意到，“咦，怎麼不再搶先宣

佈賣了多少個億？”別急，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2大平台賣得很開心，來自全球的買家，可能

裡面也包括你都買得不亦樂乎，套句網絡用語：買

到要剁手指了。天貓說，他們有700個在去年雙11

創下百萬元成交額的中小型企業品牌，今年突破了

千萬元目標，另外有78個在去年創下千萬元銷售

額的，今年個別賺了1個億。

察覺到氣氛有別往年的媒體與網絡社群，知道

過去報喜式的每小時匯報銷售額方式將一去不返，

他們不再一直公開成交額數字，一直等到結束了，

才陸續公佈一個比去年增加的總交易額：天貓是

5403億元，京東是3491億元。

真開心啊！噢那是以中國，或大中華地區市場

為主的銷售額，把範圍縮小一些，再小一些，馬來

西亞今年雙11的銷售額又是怎樣呢？真抱歉，媒

體公關部還沒發佈，不過歷年來他們都甚少公佈個

別國家的銷售紀錄額，唯會公佈一些有趣的數據，

如前三名最好賣的大馬產品、前三名最受中國買家

歡迎的產品、前三名創下銷售紀錄額的產品等。

以往轟轟烈烈，熱鬧一番的倒數、開始，每小

時公佈的天文數字交易額，今年統統收起來，刻意

迴避高峰期的交易捷報，做風出奇低調，過去我們

熟悉的，報喜報捷式的銷售額匯報都不見了。

“怎麼今年都沒有什氣氛的？”、“今年雙

11，你都買了什麼？”、“有人像我一樣，什

麼都沒買嗎？”、“歷年最冷清但也最省錢的雙

11”，網民紛紛在社交媒體貼文，指今年雙11出

奇冷清，club�house也出現專題房間，討論今年雙

11熱不起來，讓人失去購買慾的原因。

“問了同事朋友，都說今年沒有想買的東

西”、“平時有太多促銷了，不必等到雙11，而

且不見得特別便宜，拿折扣還要有技巧，套路太

深！”、“沒什麼錢了，還是省起來吧反正沒有什

麼是特別需要的”，幾位朋友都這麼說，最誇張的

當屬網購達人這麼形容今年的雙11：連雜貨店都

賣得比它熱鬧，看來網購得加把勁了！

於是，中國媒體打出這樣的標題：“馬雲不

在，狂歡不再？”，已經舉辦了13個年頭的雙11購

物狂歡季，少了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指揮，立馬失

色掉粉嗎？若你這樣認為，其實也沒有錯啦，但這

背後的故事與角力，少點想像力還是無法理解的。

從中國到大中華地區，再到馬來西亞，網絡社

群對雙11的新鮮感已然大減，是因為持續不退的

疫情削弱了大家的購買慾嗎？有可能。是因為網售

已經太普遍，雙11很難再吸引平日買不停的你，

再熬夜買買買？也有可能。是號大路太深，太複雜

又很難拿到的促銷代碼優惠券，以及不幸遇上的交

易詐騙，讓你有受騙的感覺，因此懶得隨着天貓或

本地網售平台的鼓動，再次半夜不睡覺也要傾家蕩

產買不停？都有可能。

無可否認，人人都說今年雙11格外冷靜退

燒，但並不代表着網購的好日子過去了，實體店的

春天又來了。這不是簡易二分法，也不是一時說得

清的事，儘管總體交易額仍相當可觀，但我們對網

購卻出現了少有的疲乏感。

監管部門的介入，各執法單位的緊盯，加上中

國官媒加強宣傳雙11是“解放軍空軍紀念日”，

緩和雙11的狂銷氣氛，更直接形容過去的雙11�是

“浮躁電商經濟”，這些那些降溫措施，確實起了

效應，我們度過了沒有熬夜、沒有傾家湯產式的盲

購、沒有花樣百出的套路促銷、沒有組隊團購、沒

有快遞爆倉，沒有新鮮事的雙11，平靜又美好的

把錢省下來。

“雙11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這是網售

商家的共同疑問，明年的雙11會繼續平靜，抑或

是重現買不停光景，只能說雙11會一直存在，只

是不再具有特別意義，當直播帶貨越來越普遍，也

開始蹭起雙11熱度時，我會和你一樣思考：為什

麼非得等到雙11才消費？

“買着買着就長大了，也買不動了！”我在群

組裡這樣寫，回想過去雙11爆買後肯定後悔的青

春，歲月還真是會消磨購物衝動。

許俊傑《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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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曰咨〉組稿三�

你有買過巫統投注博彩嗎？

� �

馬來西亞最早的投注博彩業，其實不是華人發

起的。

為了收集及證實這段沒有寫進學校歷史課本，

甚少被人提起的歷史，可說是啟動了畢業以來最長

時間的閱讀功課。從網上搜羅的資料、向黨工調借

的文本、與還記得這段也許是禁忌話題的人請益，

漸漸梳理出一個被蓄意遺忘的事實：早在1946

年，我們便開始了以慈善和扶貧為宗旨的投注博彩

─馬來亞巫統投注博彩（1946-1969）。

是的，不要懷疑，這是馬大學者阿布哈尼法

撰寫的歷史報告《UMNO�Malaya�Lottery�1946-

1949》，記載了巫統在1946年5月初創後，面對

經費短缺，無法讓這個新黨大展拳腳，推動扶貧工

作而想出的點子─慈善性質的投注。

巫統在創黨初期，沒有政治撥款，全靠黨員

與基層人民的捐獻，那時的馬來亞剛結束二戰1年

餘，百廢待興，單靠一窮二白人民有限的捐助，讓

巫統空有滿腔惠民策略卻無力推動，連沿戶派米都

只能少量的給。這時，吉打黨員提議做博彩業，讓

黨可以從中獲利；那年，剛被宗教局否定做慈善性

質博彩業的霹靂馬來聯盟也跨州支持。

當然，這項建議被黨內的伊斯蘭長者們極力反

對，指這種有賭博性質的博彩業或投注活動，都是

被伊斯蘭禁止的，更何況要用博彩業賺來的錢利惠

穆斯林，更是讓他們連想像都覺得罪惡，但他們真

的沒錢，初創的巫統為了能盡快建立起威望，於是

答應將慈善投注所獲取的盈利，悉數用在馬來社區

的福利工作。

《海峽時報》在1952年的報道引述時任巫青

團員奈因蘇克蘭：“我們需要經費，才能讓黨務順

利開展，我們有很大的社會福利計劃，但就是沒有

錢，我們不能一直依賴別人的捐助與幫忙”，說

得合情合理，1年後，策劃已久的巫統慈善性質博

彩，終於在第7屆巫統代表大會上通過。

原定在1953年6月7日開賣的第一張彩券，卻

因為遇上了齋戒月而挪後至6月19日，當時一年

只有4次開彩，首次開彩就在檳城印刷了逾20萬

彩券，每張賣1令吉，代理可獲7%。必須知道的

是，當時的1令吉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是一般家庭

每日買菜錢，要拿一令吉去買彩票，除了真愛黨，

還要有點餘錢才能買“以小博大”的希望。

1令吉的慈善彩券，開彩獎金有多少？我從資

料裡找不到得獎號碼，但找到第一期的獎金：首獎

1萬8340令吉、二獎5502令吉、三獎1834令吉、

2份四獎各獲366令吉、6份五獎各獲183令吉。當

時獲獎者真是天降橫財，他們蓋了新房、買了新

車、娶了老婆還自己做起小生意，讓更多人對接下

來的開彩趨之若騖。

若以首次開彩悉數賣完，扣除獎金與佣金，巫

統在首次慈善開彩便進賬了16萬令吉以上的“慈

善捐款”，那是50年代的16萬令吉，多好用啊！

於是他們不僅用來幫助貧窮的馬來家庭，也用來資

助興建江沙馬來學院，還有吉隆坡的Lady�Templer

醫院。

慈善彩券一期又一期的賣下去，巫統在白花花

的銀子，和黨內宗教派的反對聲浪，可說是壓力山

大，而這也是催生了伊斯蘭黨成立的前因，但那已

經是後話。從50年代到80年，這個彩券一期又一

期的賣着，賣了30年直到1980年末才停止，造福

了當時一窮二白的各社群，包括衛生、教育、社會

福利、在《UMNO�Malaya�Lottery�1946-1949》

都有詳細紀錄。

這個由巫統主導的投注以慈善為宗旨，有沒有

向政府繳交其它形式的稅務、累積籌獲多少款項，

抱歉我找不到相關新聞。巫統不是唯一辦慈善彩券

的政黨，馬華也曾在50年代，以資助華人建立新

村為名義做莊，辦起慈善彩券。史料記載：為資助

華人在新村蓋房與建立社區而發售的慈善彩券，可

說是空前成功，共籌獲1600萬令吉，其中950萬

令吉用做獎金，但當時的英殖民政府以“政黨不可

太強勢，也不可掌握巨額財富”為由，硬生生的禁

止了。

無論冠上任何名義，賭博就是賭博，沒有必要

美化之，反對賭博者亦會提出種種窬來說明賭博害

人不淺，只是都忽略了一個事實：誰逼你傾家蕩產

去買字了？病態博彩（pathological�gambling）的確

造成很大的社會問題，但這並不是明文禁止博彩所

能根治的，姑且不論宗教道德論理等教條包袱，博

彩業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一如巫統靠慈善彩券所得

收益，用來蓋學校建醫院，實際改善貧窮馬來人的

家境，這些都不是你禁止博彩業，任由黑市與地下

錢莊開台做莊，讓可觀的博彩稅收流走所能實現的

事。

許俊傑《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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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引述2年前的新聞報道：從2013年至

2017年，即前首相納吉執政期間，大馬的博彩

稅收達127億4000萬令吉；前財政部長林冠英在

2019年財政預算時，宣佈調高博彩業稅務，賭場

執照費每年從1億2000萬令吉增至1億5000令吉，

投注站執照費則增至每年5萬令吉。

這裡面也包括即將因執照不被更新而行將關門

的，吉打各地投注站的稅收。在疫情之前，博彩

業每年利潤超過90億令吉，貢獻了約23億令吉稅

收，惟非法博彩活動的規模大概是合法博彩業的

1.5倍至2倍，估計損失的30億稅收。如今這筆稅

收不可觀了，我算術不太好，請問執意要關閉投注

站者，你拿什麼來保障醫藥福利、教育津貼、公共

設施、國家開銷等，不會因你的虔誠而被削減？

“零賭博業國家”政策，這幾個字讓人細思極

恐，你拿什麼去填補幾十億的稅收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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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曰咨〉組稿四�

愜意退休生活，沒你的份

� �

一個對大中華地區推銷“馬來西亞，我的第二

家園（MM2H）”的中文網頁，是這樣描繪大馬

的退休概況：

“馬來西亞之所以成為熱門的退休目的地，除

了因為完善的退休計劃，以及普遍符合華人口味的

食物，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當地的生活成本很低。

粗略估計，兩大一小的3人家庭只需約6000令吉，

就可以應付伙食、住屋、交通、娛樂及生活雜費。

當然這不包括子女的教育費用。”

一個月6000令吉，就可以讓兩大一小的家

庭，在馬來西亞過上優質愜意的生活，此話不假。

任何有意申請MM2H來馬過上退休生活的外國

人，我都會如實告訴他們，這裡的生活開支，確實

比香港、台北、北上廣等相對低廉，一家3口月花

6000令吉，雖不能讓你過上流生活，但能住得舒

坦安全、生病了有專業醫療、出入都能以汽車代

步、偶爾還能上個館子，到處遊山玩水，小日子可

是美滋滋的。

但是，很多人，我是說，很多馬來西亞退休人

士，每月都拿不出6000令吉的生活費，因為，他

們本來用來應付退休生活的公積金戶頭，或者其它

可以讓他們自由提錢的儲蓄投資保險等戶頭，都沒

有多少存款。

“愜意的退休生活，需要什麼條件？”當然，

錢，足夠的存款，可以讓你自由調度使用的報酬，

是首要必要條件，幸運的則還能獲子女每月供養若

干零用錢。愜意的退休生活，是一個沒有負債的、

沒有巨額高端消費的、有足夠存款或投資報酬可以

讓你自由消費的生活模式，至於要有多少存款，要

有多少退休保障金額才算愜意與足夠，真沒有一個

標準答案。

以馬來西亞平均男女壽命78歲為例，若在55

至60歲退休，至少還能活上20年以上，在這個不

再有固定月薪收入的20年，至少得有50萬令吉以

上的存款，才能滿足“愜意退休”的要求。

理想是性感的，現實是殘酷的，公積金局告訴

你，自政府允許民眾通過i-Lestari、i-Sinar及i-Citra

提取存款後，超過740萬名會員，即超過一半的會

員人數，提取了1001億令吉的存款，提前用上了

應付退休生活的儲蓄。

結果，610萬名公積金局局會員的戶頭剩下

少過1萬令吉存款，其中360萬人的存款更是少過��

1000令吉！

MM2H向大中華地區描繪的“6000令吉可讓

一家3口在大馬過着愜意退休”，沒你的份！公積

金局毫不掩飾的揭發這個很殘酷的社會問題：有太

多人注定面對“又老又窮”的退休窘境，而且只會

越來越壞，沒有人可以做任何事情來改善任何局

面。

當然，你或許是幸運的人群，除了公積金局存

款，你可能還有其它來源的收入、租金、投資報

酬、子女奉養、繼承遺產等收入，未必過上“又老

又窮”的退休生活，可誰能保障突然急需一筆巨款

來應付各種突然狀況，也可以摧毀你美滋滋的退休

小日子。

那時你被逼變賣家當，賣光了就得出來覓職，

或者從事社會基層工作，換取微薄收入，過着減衣

縮食的日子，一不小心又遇上了重大疾病，或者得

應付老伴與子女的緊急開銷……這樣的退休，離愜

意太遠。

更重要的是，若以“戶頭少過1萬令吉存款”

的610萬名公積金會員為例，假設他們是沒有房

產、沒有其它儲蓄更沒有其它報酬的社會基層，以

上假設對他們來說統不成立，卻又屋漏偏逢連夜

雨，怎麼想像都覺得好可怕。

為了不讓自己退休後成為老後破產，連看病和

吃飯都沒有錢的“下流老人”，或感覺生活孤單、

被子女拋棄的失落一族，人生下半場的規劃就顯

得非常重要。台灣曾在2017年進行“退休幸福指

數”民調，受訪者最在意的3大退休自由度，分別

是健康、生活與財務，而這些自由度，都需要金錢

來維持。

過去，我們或許曾聽過，或想過“我再多做幾

年／我只要有多少存款／我達到這個目標後，我就

退休了”，有夢想固然是美好的，但這個夢想若沒

有金錢來維繫，注定只是不切實際的夢想。

行文至此，你不妨想一想，算一算，你夠資格

退休嗎？坊間有很多“投資專家”告訴你，只要有

房有存款有保險，退休就離你不遠，但他們往往都

沒有把話說完：想要退休，不僅要有房有存款有保

險，一家3口要過上愜意的退休生活，你每個月拿

得出6000令吉嗎？

許俊傑《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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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曰咨〉組稿五�

#kitajagakita，政客靠邊站

� �

當人民，不同種族、宗教、背景的人民，一呼

百諾的自動集結起來救災時，真的沒有政府的事

了。

一周前，西馬多州因豪降雨引發水災，其中又

以雪州與彭亨多地災情最為嚴重，國家救災機制與

前線救援人員又因行動遲緩，互相指責又推卸責任

而遭受千夫指，就連首相也承認救災遲緩，會檢討

過錯不會辯駁。

要檢討的不僅是失靈的，作業荒腔走板的機

制，和沒有及時反應過來的救災制度，更要檢討與

立下SOP的，是在5G時代下所謂的高官是否有到

災區巡視的必要？若說高官巡視災區，慰問災民是

表現體恤民情，履行父母官的職責，那就捲起褲

管，脫下高跟鞋走進水裡，不要帶着自家媒體與官

員，像到水上市場觀光那樣的高調巡遊。

在鋪天蓋地的追究和責罵聲下，幾乎是隔三五

年便會在年底重演的水災，幾乎可以肯定是一場人

禍─失修的水閘不能正常操作，導致積水不退，任

由其臭氣薰天；毫無節制的山坡與土地開發導致沒

有老樹巨根捉緊泥土，任由豪雨沖刷入河，那些在

災區裡留下的厚厚黃泥就是證據。

這場水災，揭發了當局的無能，救災機制的混

亂。欣慰的是，真正的“大馬一家”在災民最無

助，最需要緊急救援時紛紛挺身而出，災後一周仍

在後續關懷送暖；詭譎的是，大災難下所暴露的大

無能，竟然沒有任何高官展現問責態度，在媒體監

督的眼皮子下繼續大玩政治遊戲，傲慢的無視社媒

上一片怒火沖天，還用80年代鉗制媒體的手段，

去信推特要求刪除不利政府的貼文，結果被推特公

然回拒，一巴掌打下來。

從執政黨到反對黨，為什麼沒有展現追根究

底，誓必揪出救援遲緩的始作俑者，朝無能者狠狠

開槍的決心？對於這場在社會乃至全球都引起廣泛

震驚和議論的罕見水災，能否最終查出災害真實原

因，能否讓失責失職者下崗下台，重整並細分各個

應急與救災單位的職責與應對SOP，而不是為失職

瀆職辯護，掩蓋災難真相，以及長期救濟災民，安

撫遇難者親屬等，都是我們關心的重要議題。

很遺憾，我們不僅沒有問責制度，也因為“太

善良”、太容易遺忘、太容易滿足於小恩小惠、對

官方端來的心靈毒雞湯照喝不管，才滋養了一批又

一批“拍照站中間，做工跑邊邊”的政客。一周過

去了，如此重大災難要是在外國，早已有一堆高官

因救災不力而辭職或被革職，這裡卻沒有任何官

員，任何各級官員被問責、引咎辭職或向公眾道

歉。

官媒是這樣形容這場大水災：“百年不遇”、

“超大天災”，甚至“天意”等缺乏科學依據的形

容詞來描述暴雨與災情，事實卻是早已有人民代議

士在國會內外，在損壞失靈的水閘前發出警告“一

旦豪雨來襲，沙亞南太子園誓必沉進水底！”。

他們的警告被當權者斥為“妖言惑眾”，他們

的呼籲不被重視，當洪水一寸一寸淹上來時，當災

民在洪水裡驚惶失措無助時，當一具又一具的遇溺

者屍體隨水飄流時，那些漠視最初的警告，無視專

家判斷的當權者，良心有在痛嗎?

當民怨高漲時，那是再多的揮旗禮、推介禮、

高調巡視災區、還有一堆心靈毒雞湯貼文等門面功

夫，都不能平息的。

看看國外因救災不力而被轟的例子：今年，河

南省鄭州發生逾300人死亡的嚴重洪災，市委書記

徐立毅和市長侯紅被輿論狂轟要求下台（唯後來獲

連任）；同樣在今年發生嚴重洪災，導致近200人

淹死的德國西部地區，事發後當地政府與刑事調查

局，用“過失殺人”與“過失傷人”條例，聯手調

查負責官員，以鑒定他們是否為洪災中負罪。

2009年，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時任總統

馬英九因救災不力而面臨海內外嚴厲批評及質疑，

由CNN主導的問卷“台灣領導人該不該為救災遲

緩下台?”，成績果然是一面倒，90%網民都贊成

馬英九等人應該為救災不力下台。

本地若有類似問卷調查，想必調查成績也是不

言而喻的了。

我們可以繼續善良，咬咬牙把這一切隱忍下

去，但不能忘了那一張張到災區打卡作秀的嘴臉、

高高在上巡視災情的高官、慢幾十拍救援行動的始

作俑者。災難發生已經一周，罹難者頭七已過，我

們沒看到高官們得到教訓，反而依然故我，未來漫

漫重建長路，將是二度災難的開始。

許俊傑《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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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雜貨零售業者業績比一比

業者
營業額（令吉）

2016財年 2017財年 2018財年 2019財年 2020財年

7-Eleven 20.263億 21.913億 22.17億 23.62 25.37

99�Speedmart 8.287億 9.769億 12.021億 不詳 不詳

KK�Supermart 2.498億 3.719億 3.889億 9.3億 10.8億

myNEWS.com 2.657億 3.271億 3.637億 5.177億 4.894億

全家便利店 400萬 4480萬 1.465億 不詳 不詳

資料來源：各公司、大馬公司委員會網站、大華繼顯研究

〈雜貨零售“戰國時代”〉系列一�

店面越開越多 新品牌湧現 雜貨業“疫”流而上

� �

疫情令許多行業淒風苦雨，但少數幾個行業卻逆流而上，雜貨零售業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去年首次行動管控令（MCO）以來，整體零售業“血流成河”，但包括連鎖便利店在內的雜貨零售

賣場卻越開越多，而且還冒現了許多新品牌。

雜貨零售業向來競爭激烈，賺幅也日益微薄，但為何還有這麼多人“爭先恐後”的湧入這個領域？

�

貨齊全人少離家近 
雜貨零售點‘疫’戰熾熱

事實上，早在去年初疫情爆發之前，以各大連

鎖便利店為首的國內雜貨零售業早已戰火熾烈、硝

煙四起！

只不過，疫情的爆發、行動管控令的實行，迫

使許多國人足不出戶或減少出門，為了盡量避開擁

擠人群，降低感染冠病的風險，人們購買食物、飲

料、食材等日常必需品的消費習慣，已從過去在大

型商場大量採購和精挑細選，變成在住家附近小

店購買少量特定物品，務求“快去快回、速戰速

決”。

此外，管控令禁止堂食，許多消費者改為在家

煮食，促使滿足疫情期間消費需求的雜貨零售業

者，包括便利店、迷你市場、超級市場、食品專賣

店、冷凍食品專賣店及迷你巴剎等更紅火。

這就是為什麼，整體零售業銷售去年按年萎縮

16.3%，寫下22年新低之際，屬於零售業一個區

塊的雜貨零售市場卻背道而馳，大唱豐收。

因此去年除了99SpeedMart及KK超市集團

（KK�Supermart�&�Superstore）等原有業者加速擴

張，開設更多分店，更有許多新業者到來搶灘，這

包括不少從其他領域“撈過界”的業者，例如原本

從事餐飲、旅遊、酒店等行業的商家。

信手拈來，新晉品牌的便利店、迷你市場和

超級市場等新雜貨零售業者，就包括SuperCo、

Seasons�Grocer、K8Xpress，主打2令吉商品市場

的HeroNoko、MR.Dollar及EcoShop，FoodPanda

旗下的PandaMart，以及從線上擴展到線下的

Potboy�Mart等等。

此外，宜康省（ECONSAVE）及Hero�Market

等超級市場業者也往便利店插上一腳；被視為雜貨

零售業原有5大業者之一的myNews.com，也於去

年底引入韓國著名的CU連鎖便利店，更計劃在未

來5年內開設多達500間分店。

泰國大財團卜蜂則收購主要連鎖霸級市場之一

的英國特易購，將它披上新裝，以全新面貌在本地

雜貨零售市場大展拳腳。

年營業額4年後達918億 

究竟大馬雜貨零售市場有多大？為何我國人

口只有約3200萬，卻能吸引這麼多新業者進來搶

灘，力求分得一杯羹？

根據歐睿信息咨詢公司（Eu r omo n i t o r�

International）數據，去年大馬雜貨零售市場總值

估計為710億8000萬令吉，估計今年將達到747

李治宏《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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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4000萬令吉，並於2025年進一步擴大至917億

9000萬令吉。

大馬人日益富裕，消費能力和購買力持續增

長，是雜貨零售蛋糕不斷擴大的另一主因。

大馬國民人均收入（GNI）已達1萬2000美元

（約4萬6000令吉），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只差

1335美元，令世界銀行看好我國最快可於3年後

（即2024年）成為高收入國家，最慢則是7年後

（2028年）。

從事雜貨零售業的獲利又有多豐厚呢？數據說

明一切，讓我們來看看部分業者的業績表現。

根據大馬公司委員會數據，KK超市集團截至

2020年6月30日的上財年錄得3376萬令吉的淨盈

利，營業額高達10億8000萬令吉。

經營Village�Grocer連鎖高檔雜貨店的Trendcell

私人有限公司在同期淨賺6704萬令吉，而主要

在第二線城鎮營業的同發超值市場（TF� Value-

Mart）則在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上財年淨賺

6000萬令吉。

須注意的是，這3家雜貨零售業者的上述業

績，很大部分是落在3月18日管控令開跑之後，說

明了疫情對便利店和超市等雜貨零售業者業績的刺

激有多大。

增長空間巨大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大馬便利店對人口比

例目前估計為一間店對1萬人，遠遠落後本區域發

達國家和地區，但這也意味着，大馬便利店市場還

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日本便利商店的密度是全世界第一，就是平均

每1500人就有一家便利店；中國是1000至2000

人對上一家店，台灣則是每2200人對一間便利

店。

以上豐厚的獲利前景，以及其他誘人的有利因

素，吸引無數零售業界和外行人到雜貨零售市場搶

灘，造就今天各種各樣的雜貨零售品牌在雪隆各大

城市如雨後春筍般林立，形成“百花齊放、爭艷鬥

麗”的局面。

在進一步探討本地雜貨零售市場的現有概況，

以及未來的前景展望之前，首先讓我們回顧這個領

域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

7-Eleven：早期的唯一

疫前的大馬零售業，最早期的雜貨零售業者，

除了傳統雜貨店和迷你市場，主要的便利店品牌只

有7-Eleven。

這家源自於美國，總部設於德克薩斯州達拉

斯的跨國連鎖便利店集團早在1927年成立，並於

1984年登陸大馬，成為最早期進入大馬的國際連

鎖便利店集團之一。

根據大馬7-Eleven官網，該公司目前在全馬各

地已設立逾2400間便利店，每天服務的客戶人數

高達90萬人次。

99Speed Mart：迷你到跨國

到了1987年，扎根於雪州巴生，以傳統迷你

市場起家的99Speed�Mart開始進入市場搶灘。當

時，該公司是以Pasar�Mini�99的名堂營運。

經過多年的擴充和轉型，Pasar� Mini� 99於

2000年重塑品牌，正式易名為99Speed�Mart，並

開始走出巴生，逐步往整個巴生谷和各州迅速擴

充分店數目，今天其分店網絡已遍佈全國大部分

州屬，並於2019年12月杪走出大馬，在鄰國新加

坡設立海外首家分店。目前，該公司擁有多達約

1913間分店。

myNews.com：以書報起家

首間旗艦分店於1996年底開張的myNews.

com，是第三間面市的大型連鎖便利店品牌。

該公司以書報攤的形式起家，起初是在雪隆地

區各大城市的商場內開設分店，過後再於商業區店

舖擴充分店網絡。經過多年的擴充，目前已在全國

各地設有逾450間分店。

KK超市：立足巴生谷

接下來是2001年進入市場的KK超市集團，該

集團起初立足於吉隆坡和巴生谷各大城市，隨後迅

速往全國各地擴張。

目前，KK超市網絡遍佈中馬（包括布城）、

南馬、彭亨和砂拉越。

全家便利店：年輕人青睞

但大馬便利店發展的真正分水嶺，是在日本的

全家便利店（Family�Mart）登陸之後。

由全利資源（QL，7084，主板消費股）取得

大馬特許經營權的全家便利店，於2006年在我國

開設首間分店後，徹底顛覆了本地雜貨零售業的面

貌。

在全家來馬之前，本地便利店無論從店面的裝

潢和設計，產品的擺設和陳列，以至所售賣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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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雜貨零售業者分店網絡比一比

業者
分店（間）

2016財年 2017財年 2018財年 2019財年 2020財年

7-Eleven 2122 2225 2287 2411 2413

99�Speedmart 839 1073 1341 1541* 1781

KK�Supermart 303 374 411 429 505

myNEWS.com 214 307 368 530 542

全家便利店 2 30 81 90 184

*（截至2019年12月1日）

資料來源：各公司、大華繼顯研究

品，不外是食品、零食、飲料和一些日常用品，而

且數十年來如一日。

而當時雜貨零售市場的“四大天王”，即

7-Eleven、99Speed�Mart、myNews.com和KKMart

可說是同中有異，大家各據一方，在相互競爭之

餘，其實也各有各的市場和客戶群。

然而，全家的到來，不僅是一家新便利店品牌

的誕生，更大的實質意義是把日本的一些熟食、

便當等即食品（Ready� to�Eat，RTE）引進便利商

店，同時售賣進口自日本的各類零食，大受本地消

費者尤其是年輕人青睞。

因為這意味着，過去要到日本旅遊“血拼”時

才能吃到的熟食和即食品，如今也可在離家不遠的

全家便利店買到吃到！

新品牌搶進 市場大風吹

投身雜貨零售業逾13年的KK超市集團業務營

運控管高級經理李沾升，親眼見證國內雜貨零售業

“天翻地覆”的轉變。

他接受《南洋商報》線上專訪時指出，在全家

2016年登陸大馬市場之前，國內雜貨零售業除了

上述“四大天王”，就只有傳統雜貨店和售賣雜貨

的中藥店，而大家的營業模式和店面擺設仍離不開

傳統雜貨零售的舊框框。

他說，全家進入大馬後不僅帶動便利店熱潮，

加上myNews.com、KK和99�Speedmart，4大品牌

都個別開設逾300間分店，形成滿街都是便利店的

情景，全家也引入熟食、即食品等現做現賣的新概

念。

此外，各大油站在過去5年紛紛增設便利店，

這些便利店也售賣一些熟食和即食品，這段期間是

國內便利店高速增長期。

與此同時，大城市內的傳統雜貨和藥材店雖然

還可生存，但已日益減少。

去年3月中旬MCO過後，無論是便利店、超市

或傳統雜貨店和中藥店，在大部分國人居家作業和

在家煮食的大勢下生意一片大好，一些資金雄厚的

大集團也開始蠢蠢欲動，準備搶灘雜貨零售市場。

例如旅遊業在疫情和管控令下遭遇重創，手上

仍握有資金的一些大型旅遊業者惟有另尋出路，他

們開始嘗試進入門檻不高的便利店領域，因為只需

數十萬令吉就可開一間便利店。

9個月湧現數千新店

李沾升表示，去年5月中旬，政府改為實行

有條件管控令（CMCO）過後，各大城市開始冒

現新的雜貨零售品牌，它們的市場目標和營運模

式不盡相同，有者主攻新鮮蔬果（例如Seasons�

Grocery），有者則主打類似99SpeedMart和KK超

市模式的便利店和迷你市場（例如GoMart）。

“到了（去年）7月過後，我們又陸續看到其

他各類型雜貨零售業者湧現，從便利店、冷凍食品

專賣店、主打年輕人市場的專賣店（例如米克斯）

等，林林總總，令人目不暇給。

“在這短短9個月內，全國各地湧現了數百間

甚至上千間各類新的雜貨零售商店，我們看到了雜

貨零售市場天翻地覆的轉變，其中又以雪隆各大城

市最為明顯。”

當然，原有的業者非但不會坐以待斃，反而更

積極的加速開設更多分店。例如KK超市在去年疫

情肆虐期間開了70間分店，累計門店達到510間；

該集團今年截至5月已有526間分店，放眼今年每

個月增設約10間分店，目標瞄準南馬一帶。

以“又近又便宜”為口號，門店總數已突破

1900間的99SpeedMart，更放眼今年每月增設25

間分店，於今年底達到累積2100間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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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貨零售“戰國時代”〉系列二�

線上線下大小通吃 外資電商搶攻零售業

� �

近期加入雜貨零售業戰圍的不只是本地新業者，還有資金雄厚的外國財團。

不僅如此，就連疫情期間更紅火的網購和電商平台零售業者也來搶灘，從線上走入線下，準備大舉開

設實體店和建立龐大銷售網絡後，再結合線上線下的優勢來個“大小通吃”。

這將是一場集資金、市場定位、專業水平、物流配送網絡、一條龍供應鏈等為一爐，錯綜複雜又火花

四射的戰役，而無論是本土或外資，大大小小的雜貨零售業者正“磨刀霍霍”，準備在這個“戰國時代”

中迎接一場硬仗。

�

所謂“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

儘管過去多年來，我們見證了一些零售業者退出市

場，也有一些外資零售集團來了又走，但仍有不少

外資零售鉅子對大馬市場“垂涎三尺”。

遠的不說，去年疫情爆發至今進場的海外零售

業者可不少，近期就有至少2大集團的登陸備受各

方關注。

KK�Mart集團業務營運控管高級經理李沾升就

指出，除了至今已經開設2間分店的韓國CU，去

年底剛完成收購英國特易購（Tesco）大馬和泰國

業務的泰國零售業巨擘卜蜂集團（中國稱正大集

團），是另一家來勢洶洶，實力強勁的外資大戶。

卜蜂集團已將大馬74間特易購易名為蓮花-特

易購，讓這家霸級市場以全新面貌出擊。

以家畜業起家，如今業務已遍佈零售、電信、

產業發展、金融等多個領域，涉足20多個國家和

地區及聘雇20萬名員工的卜蜂集團，在泰國擁有

1萬3000間7-Eleven、134間萬客隆霸級賣場、

1900間蓮花-特易購霸級超市和1700間快捷蓮花-

特易購便利店。

李沾升接受《南洋商報》線上專訪時說，卜蜂

集團目前在大馬雜貨零售市場獨缺的一個版塊是便

利店，但也許不久後的將來，泰國快捷蓮花-特易

購便利店就會登陸大馬，加入原已競爭激烈的便利

店戰圍。

這家巨無霸夾着上下游一條龍供應鏈殺入我國

零售業，所帶來的衝擊之大可想而知，本地零售業

的競爭可說愈加激烈，未來業者之間的激戰或是

“血花四濺”。

一年開80店速度驚人

他說，另一類“新對手”是從線上走入線下

的雜貨零售業者，例如過去4年專注在網購平台的

Potboy，今年開始開設實體店，更一口氣開設多

間分店。

“Potboy憑着它在線上建立的強大實力和供

應商網絡，已有很強的議價能力。我們可以感受到

他們的實力，一年要開50至80間分店都沒問題。

“ 另 一 個 從 線 上 進 入 線 下 的 個 案 是

PandaMart。該公司去年開了32間店面，但不是

開放給客戶消費的門市生意，而是讓那些Food�

Panda的送餐和送貨員到那些店面取貨。”

他形容：“這種關門做生意的例子才‘恐

怖’，而且它們今年還要開設36間店面，持續的

在擴張。”

他指出，這類業者一般以很便宜的價格取勝，

但為何可以這麼便宜？這是因為他們已建立強大的

供應鏈，與眾多供應商維持密切的關係，甚至為他

們量身打造一些產品。

“這類業者的某些物品甚至可以虧本來賣，因

為它們的策略是要先搶下市場佔有率。可是我們卻

不能像他們低價來賣。

他坦言，最近幾個月看到KK�Mart週遭，新的

雜貨零售店舖左邊開一間、右邊開一間，已開始感

受到競爭壓力。

“這多少一定影響我們的生意。但當然，新業

者是慢慢的侵蝕，而非一下子吞掉我們的業績”

挨過經濟衰退更強大

新業者當然都知道雜貨零售市場原本已是競爭

非常激烈的“紅海”，但為何“明知山有虎，偏向

虎山行”？

針對這點，《南洋商報》找來了最近引入韓國

著名連鎖便利店CU的MYNEWS控股（MYNEWS，

5275，主板消費股），請該公司創辦人兼集團總

執行長鄭大祿現身說法。

李治宏《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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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大祿接受本報書面專訪時直言，大馬零售業

的競爭確實非常激烈，但myNEWS.com非但沒有

退避，反而選擇在疫情期間勇往直前，繼續擴張。

他說：“沒錯，雜貨零售業確實競爭非常激

烈，便利店領域尤甚。不僅有更多新業者到來搶

灘，原有業者也變得更積極擴充業務。

“但當情況因經濟下行或2019冠狀病毒病疫

情肆虐，而變得有點失控及無法預測時，我們都勇

於面對和接受挑戰。

“事實上，打從我們成立25年來，我們經歷

過多次的經濟衰退，而每一次我們非但沒有被擊

倒，反而變得更強大。

“在當前的冠病疫情中，我們有3條路可以

走，但必須從3選1：

①� �縮小營運規模及退居一旁靜觀其變，以確保萬

無一失；

②� �保持現狀並堅持下去，直到局勢恢復正常；

③� �重新定位以實現長期增長，並為疫後的快速復

甦做好準備。

“我們選擇了第三條路，即重新定位及為復

甦做準備，而我們堅信，自己已作出了正確的抉

擇。”

他續稱，首先，該集團在疫情爆發後即進行內

部調整，並重新規劃原有的業務。

其次，在疫情中期，集團踏出了果敢的一步，

將韓國超人氣連鎖便利商店CU引進大馬。

冒險投資沒“誤入歧途”

針對外界有人認為，C U的路線其實和

MYNEWS控股的主要業務myNEWS連鎖便利店並

不吻合，鄭大祿坦承這是一項“冒險”的投資，但

強調該集團沒有“誤入歧途”。

“我們冒險展開這項投資，其實是意圖讓自己

在疫後的長期前景和增長方面，處於比疫前更好的

一個位置。

“對於myNEWS.com來說，我們一直在本身

最擅長的行業內營運，這也是我們唯一要做的業

務。

“與市場看法相反的是，我們沒有“誤入歧

途”，我們仍堅守零售便利店的本位。”

鄭大祿強調，將CU引入大馬，只是向大馬消

費者推薦韓國流行品牌和概念，而該集團的業務性

質保持不變，即零售便利。

“通過將CU添加到我們的品牌行列（目

前包括myNEWS，myNEWS� SUPERVALUE和

WHSmith），我們為消費者提供了新的選擇和新的

購物體驗。�CU與我們的使命，即始終讓不同領域

客戶滿意的使命相輔相成。

“創新是面對競爭、加快增長及趕超該零售領

域領先國家的必要條件。

“獲利能力的復甦也許是循序漸進的，但請允

許我借用美國總統拜登的競選口號：‘我們仍會堅

定不移地重建。’”

日韓便利店各擅勝場

一些市場人士指CU�等同於日本的全家便利店

（Family�Mart），營運模式和市場定位大同小異，

針對這點，獲得CU大馬專營權的MYNEWS控股怎

麼說？

鄭大祿表示，對普通人來說，所有便利店看起

來都是一樣的。當然，它們有某些方面總有許多相

似之處。

CU和全家的市場定位及細分雷同，兩者都是

以食品為主的營運模式，兩者都是國際品牌的連鎖

便利店。

然而，CU和全家的最大不同之處，正好在於

它們各自售賣的產品。

“全家是源自日本的連鎖便利店，CU�則是韓

國家喻戶曉的便利店品牌，顧名思義，這本身就告

訴你，兩者之間有哪些區別。

如馬泰東炎與叻沙

“其實，就好比大家拿泰國和馬來西亞來比較

一樣，泰國的東炎（Tomyam）面和大馬的咖哩叻

沙面一樣，都是湯底味道辛辣的一碗麵，兩者的主

食都是麵條，但兩者卻是截然不同的美食。

“同樣的，CU的韓式關東煮（Kimchi� fishcake�

odeng）是辣的，全家便利店的關東煮（Tomyam�

Oden）也是，但兩者其實一樣嗎？

“接着是品牌。一個直接來自韓國，另一個是

來自日本。那些哈韓族和韓劇迷就會告訴你，他們

有多麼的喜愛曾經在韓國親眼目睹，或從電視螢幕

中看到的CU顏色。CU是一個獨特而傑出的品牌。”

再下來是概念。

“誠如我上述所言，所有便利店都有許多共同

點。然而，各家便利店在概念上也有許多不同點和

獨到之處。

“以CU為例，從店面的裝潢設計和產品擺

設，以至所使用的器材設備，CU都與眾不同。CU

的器材是設備、食譜到食材料理的準備工夫都是獨

特的韓式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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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借其高端的品牌形象、優質的產品和廣泛

的韓國新鮮食品，CU吸引了眾多客戶，包括具有

高消費能力且挑剔講究的消費者。”

優質有趣產品吸客

和其他新的零售業者相比，CU�的主要區別又

包括哪些？它具備哪些獨特的優勢？

鄭大祿強調，CU是一家韓國風格的便利店，

隨着CU大馬首兩間分行已新張營業，大馬首次出

現真正的韓式便利店，而且CU可不是一般普通的

便利店。

“CU是韓國最大的連鎖便利店集團，目前約

有1萬5000間分店，它是韓國人和外國遊客必到之

處，也經常出現在韓劇的畫面中。”

他指出，CU通過每天新鮮而有趣的產品分

類，為消費者帶來新鮮感。

“它以食物為中心，是享受優質產品和有價值

服務，來展開和結束美好一天，令人有愉快體驗的

地方。除了簡單的日常必需品和服務之外，這裡也

是消費者可以購買，或堂食早餐、午餐和晚餐的地

方。

“這是一個日常生活平台，可為那些想在自己

家附近找到韓國風情的人們，提供有趣的購物體

驗。

“我們已先後於2021年4月1日及5月10日，

分別在雪州八打靈再也萬達購物廣場（1-Utama）

的Center�Point及蒲種公主城開設了第一和第二家

分店，第三間分店將於6月底在IOI�City�Mall開業。

我們相信，無論疫情情況如何，對客戶、員工和利

益相關者的各種責任，始終是我們的首要考量。”

根據資料，CU營運商韓國BGF零售有限公司

創立於2012年，主要迎合韓國當地的消費模式，

以“韓式便利商店”業務模式運作，並針對消費者

的生活方式，提供量身定制的產品和服務，不斷為

顧客帶來新的愉悅體驗，從而提高顧客的生活質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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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貨零售“戰國時代”〉系列三�

前基金經理周俊良“撈過界” Potboy上下齊搜顯優勢

� �

各類零售業者進軍便利店等雜貨零售領域是自然不過的事，其他行業商家“撈過界”插上一腳也不出

奇，但基金經理也來開便利店，算是非常罕見的事吧？

但為何向來投資上市公司、私募基金等“資本密集”領域的基金經理會“不務正業”，反而相中雜貨

零售這個紅海行業？

而且，這位基金經理是先搞線上網購平台，再開線下實體便利店，來個“上下齊搜”……

�

這位私募基金經理出身，過去5年搖身變

為“網購達人”的便利店新貴，正是Potboy�

Groceries創辦人兼總執行長周俊良。

周俊良是於5年前開始涉足零售業，起初是設

立Potboy網購平台，加入網購業者的行列。

他曾在中國待了10年，親眼見證中國電子商

務、電子錢包和網購平台從零開始到神速的發展，

回到大馬，卻發現我國在這些領域的發展遠遠落在

中國後頭，但這反而是一個機會。

“如果過了5年，大馬都沒人把電商這領域做

起來實屬可惜，所以我5年前決定自己出來經商

時，就選擇從事電商。

選擇風險較低行業

“那麼，搞電商，要銷售什麼？就零售業吧，

因為我是私募基金經理出身，私募基金是講究規

避風險的一種投資，跟風險投資基金（Venture�

Capital）恰好相反，所以我決定投資和從事一門風

險較低的行業。”

他接受《南洋商報》線上專訪時指出，無論經

濟好壞、有無疫情，雜貨始終是人們日常生活不可

或缺的必需品，因此當他投身電商領域時，便決定

從事網購生意。

“我之前做資金管理，投資在養魚場、製造業

等，如今自己直接做生意，做雜貨零售，到底行不

行？從事一個全新的領域，我沒有任何的恐懼，反

而當做一個很有趣的挑戰。

“很多人做電商，只是把它當做一個平台，但

對我而言，我卻是在網購和雜貨零售這個領域深

耕。

“我也很幸運，遇到一批很熱忱，又相信我的

人，大家可以通力合作，全力為新事業打拼。”

顧客上實體店學網購 
力爭95%線下消費者轉線上

Potboy線上平台取得成功後，為何會從線上

走向線下實體便利店？主要看到哪些商機？

周俊良坦言，時至今日，大馬95%消費者還

是線下購買雜貨，網購只有約5%。只有某些產品

如尿布，網購比率超過20%。

他說，因此，Potboy開實體店的最大使命，

就是希望逐步的把95%線下消費者轉到網購平台

上。

“去年MCO（行動管控令）過後，大家基於

各種原因，例如因擔心感染冠病而盡量少出門、擔

心賣場上搶購人潮太多而搶不到貨或群聚而有受感

染風險，而紛紛改為網購，很多大馬人可能因此試

過至少一兩次網購。但一次兩次的網購是不夠的，

我們需要五次、十次，甚至一年持續不斷的進行網

購，才能養成網購的習慣。

“我開設實體便利店的目的，就是要讓消費者

在最接近平時線下購物習慣的一個環境下，學習如

何上網購買東西。

“進來我們店裡，無形中就會進入一個學習的

空間，不管顧客是什麼背景，例如已熟悉網購的，

或是完全不懂網購的菜鳥，我們的店員都會教他們

如何網購。而且，我們是以很溫和方式，而非例如

上課的方式強迫他們學習網購。”

看到學到養成習慣

重要的一點是，在Potboy店裡看得到的東

西，全都可在Potboy的網站買得到。

“比如買一包10公斤的米，如果到店裡購

買，你必須自己扛上車和抬回家，但如果我在這空

間裡鼓勵你學習如何網購，而且是免收運送費用，

那麼你很可能就會在這個空間裡學到網購，瞭解到

李治宏《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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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的各種好處，進而漸漸的養成網購的習慣。”

另一點是，消費者可能之前從未聽聞Potboy

這個網購平台，他們光顧實體店初次認識

Potboy，再到線上購物及查閱Potboy的資訊時，

才知道原來Potboy線上生意這麼大。

“這或許需要長期努力，但很值得去做，因為

還有95%的人還沒網購”

開實體店加強顧客信心

正因為大馬消費者絕大部分仍是通過實體店的

傳統方式購物，因此諸如Potboy這類網購平台把

觸角伸入線下，也是要讓消費者對它更有信心。

畢竟，傳統的大馬人在購物時，還是選擇可以

親眼看到、摸得到的東西，反之進行網購時，仍擔

心貨不對辦。

周俊良坦言，Potboy開設實體便利店，就是

要讓客戶群更有信心購買其產品。

全渠道營銷模式

“例如美祿，你確實可以在我們的實體店看

到，所以向我們網購時，可以買到同樣的東西。當

顧客在實體店可以看到有關產品，就會對我們有信

心，知道在網站下單一定可收到貨。

事實上，Potboy開設實體店，最終目的就是

結合線上和線下，這正是目前海外最流行的全渠道

（Omni�Channel，意指結合線上和線下的全方位銷

售管道）營銷模式。

周俊良指出，網購最大的挑戰是運輸和發貨，

如何在最快的時間內，把產品交到客戶手上，如果

沒有一個很好的運輸網絡，就達不到很好的效益。

“坦白說，現在我們的貨物從貨倉運輸到實

體店，一般要3至5天的時間，這就是為何開實體

店，因為可以縮短跟客戶群的距離，要從3天降到

1天，甚至有一天一個小時內就交到客戶手上。

“相對來說，這也可降低運輸成本，因為如果

每個訂單都要從貨倉出貨，成本就很高。”

5年開1000家 分店充取貨點

Potboy的目標是5年內開設1000家實體店，

而且都會開在各大城市的市區和住宅區，因為該公

司的目標消費群是那些選擇在住家附近購物的消費

者，以及習慣網購的雙薪家庭。

周俊良說，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快速開設這麼

多分店，是因為必須迅速建立一個龐大的分店網

絡，將各個分店變成網購客戶的取貨中心。

“消費者進行網購，一定要確保物品送到家中

時，隨時有人接收，但偏偏很多最需要網購的消費

者是雙薪家庭，而他們卻面對出外工作時，家裡無

人接收網購物品的問題。有了設在這類消費群住家

附近的實體店，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反過來，通過此舉，我們也可把線上客戶轉

為線下客戶。線下實體店必須有針對性的客戶群目

標，例如針對市區的消費者，他們一進到店內就可

迅速取貨離開。”

1令吉1杯咖啡 推全渠道趨勢策略

只需區區1令吉就可買到一杯現磨現煮，熱騰

騰的Nescafe咖啡，而且任你免費補充！

這是Potboy便利店跟其他便利店和雜貨業者

的最大不同之處，也是其獨家賣點。

表面看來，這是該新晉便利店吸引消費者的一

個新噱頭，但其實背後也帶出雜貨零售市場線上線

下結合的全渠道新趨勢。

周俊良指出，從業界行家的觀點，這象徵着

Nescafe廠商雀巢（Nestle）對Potboy未來發展前

景的信心，因為後者發現了Potboy的這種營銷手

法，正符合線上線下結合行銷管道的趨勢。

“1令吉1杯咖啡不是我們做生意的一種短期

促銷噱頭，而是長期存在的產品，這是一種策略，

因為如果消費者喜歡，一而再的來買，就會建立客

戶忠誠度，一天不來我們的店，就好像渾身不自

在。

“這是雀巢特為Potboy量身打造的咖啡機

器，賣的是現磨咖啡，因此購買的消費者需要等候

一段時間，而Potboy店員正好可以趁這個空檔，

傳授消費者有關網購的知識。

“雀巢看到的正是Potboy這種結合線下（便

利店）和線上（網購）的營銷手法，因此對我們的

未來前景更有信心，才會配合我們量身定做這1令

吉一杯咖啡的配套。”

著名品牌量身制產品

他說，除了Nescafe，還有很多不同品牌，例

如可口可樂、100�plus、Marigold等為Potboy推出

量身訂造的產品。

“這些都是市場上響噹噹的品牌，當這些大品

牌都支持我們的時候，象徵着他們看到我們引領未

來的銷售管道新趨勢，而這正是我們的優勢所在。

“如果Nesca fe、可口可樂、100p lus、

Nutriplus等大品牌都可以這麼做，我們的便利店優

勢就是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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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消費者而言，這又關他們什麼事？話說

回頭，如果Nescafe這些大品牌不支持我們，他們

（消費者）就無法買到這種1令吉一杯咖啡的優

惠，而我們這個生意就會流失到競爭對手那裡

“消費者今天買炸雞、明天拿可樂，後天買

Nescafe，這一切需要行家來支持。”

myNEWS更早使用全渠道

全渠道不是Potboy的獨門專利，本地便利店

“四大天王”之一的myNEWS更早在這方面下了不

少苦功。

MYNEWS控股（MYNEWS，5275，主板消費

股）創辦人兼集團總執行長鄭大祿指出，早在疫情

來襲之前，該公司已在全渠道處於有利地位。

“就myNEWS而言，我們早已使用了全渠道的

線上和實體渠道，我們的便利店同時也是送貨服務

的取貨地點，使我們變得敏捷靈活，因此無論市場

傾向於線上或實體交易，我們都可靈活變通應對。

與Grabmart合作

“我們於2019年推出線上訂單送貨上門平

台，Grabmart在不久後進入市場，而我們過後就

和Grabmart展開合作。”

他指出，CU的營運模式，肯定是引領現代化

便利店最新趨勢的一種模式。

“作為在一個K文化和潮流都在全世界各地廣

為受落的國家擁有多達1萬5000間分店，CU怎麼

可能不會成為最新穎和現代化便利店領導趨勢的領

先模式？它在韓國的地位和受歡迎程度已不言而

喻。儘管在韓國已有15年歷史，但CU繼續在該國

迅速發展和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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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貨零售“戰國時代”〉系列四�

門檻雖低但競爭激烈 新零售商創業易守業難

� �

所謂創業難，守業更難，雜貨零售新業者能否永續經營？

單打獨鬥、零零星星的小型新業者，能否撼動那些老樹盤根的連鎖超市和便利店巨頭？

對於傳統雜貨店，新業者又會否搶走這些老店的生意？

�

雜貨零售市場的入行門檻低，新業者容易加入

戰圍，但能否永續經營才是關鍵。

KK�Mart集團業務營運控管高級經理李沾升指

出，雜貨零售業競爭激烈，所以生存不易，因為必

須有龐大的分店網絡和分銷管道，才能有強大的議

價力量，有能力和眾多供應商“討價還價”，從而

壓低來貨成本。

畢竟，如果來貨成本高，業者只能貴來貴賣，那

如何和其他同業，尤其是財雄勢厚的大型業者競爭？

“舉例說，大型或有強大集團為後盾的便利店

或超市，可以低於同行平均價位的成本取貨，或由

供應商為它定身打造某些商品，而得以比其他業者

低的價格售賣同樣的產品，無形中就有很強的競爭

力，因為可以吸引追求價廉物美產品的消費者。

供應商不給賒賬

“例如，一瓶1.5毫升100�Plus精力飲料，外

面（其他雜貨零售店）售價一般介於3令吉至3令

吉50仙，但他們只賣2令吉10仙，原因是他們賣的

的是供應商量身打造，瓶裝較小和容量較少的同一

個飲料。然而，消費者一般上都不介意，只要是

100�Plus就可以了。”

他說，新業者面對的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沒有

強大的股東為靠山，供應商可能會要求他們支付現

金，不會給予賒賬期。

“原因很簡單，供應商不熟悉他們的背景，也

怕他們做不久。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他補充，那些原本已在零售領域，但剛跨入便

利店或其他雜貨零售商店市場的業者，則不會面對

這樣的問題。

“例如在東海岸已有數十年的青苗連鎖超市

（TMG）或在雪隆地區營運多年的Hero�Market，

他們都有雄厚的資金和取貨管道，進入便利店市場

是錦上添花，因為已有龐大貨源、成本低等先決條

件，找店、開店、招聘和管理都不是問題，可以輕

易的在一年半載開設很多分店。

“其次，這類新業已掌握市場的需求，所以可

輕易在便利店領域擴充。

網購最大挑戰運輸及發貨

針對李沾升的上述說法，周俊良不約而同的認

為，新業者要在雜貨零售業永續經營並不容易。

回顧5年前剛開始搞網購平台，要如何說服供

應商，贏得他們的信任，是初入行時最大的挑戰。

他直言，網購最大的挑戰是運輸和發貨，一定

要讓供應商瞭解和建立信任。

“畢竟網上開店和實體店差太遠，供應商傳統

上熟悉的是實體，他們要瞭解，我們的客戶群是誰？

“因為我們2016年創設網購平台時，真的是

一切從零開始，挨門逐戶去敲眾多供應商的門，逐

個跟他們講解，什麼是電商、我們要設立的企業是

什麼模式等等。

經過過去5年在網購平台取得的成功，Potboy

如今已擁有逾600家供應商，網購平台售賣的產品

超過2萬個品種，供應商都信任該公司，並逐一轉

介紹更多的供應商給他們。

方志民：一窩蜂開店 
削價惡性競爭如“自殺”

新的雜貨零售店雨後春筍般湧現，對傳統雜貨

店又帶來怎樣的衝擊？他們如何看待和應對？

馬來西亞雜貨商聯合會總會長方志民受詢時就

直言，他擔心當前這股一窩蜂開店的現象，就像當

年的珍珠奶茶店、咖啡店風潮一樣，猶如一陣風，

在興起若干年後就消失無蹤。

他接受本報電訪時指出，去年MCO過後確實

出現許多新的雜貨零售業者，形成雜貨零售店四處

林立的現象，但一旦出現不健康的競爭，例如削價

戰，屆時將是新的業者頂不住而被淘汰。

他強調，業界之間因競爭激烈而掀起削價戰，

是一種“自殺”行為，而新的業者還沒開始賺錢就

李治宏《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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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過去5年零售市場規模 
（1億令吉為單位）

零售
類別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各類
零售

2085.9 2165.9 2258.3 2379.5 2258.5

雜貨
零售

657.4 662.1 672.3 693.1 710.8

電子
商務

43.9� 75.1 75.1 111.7 165.2

資料來源：歐睿信息咨詢公司

大馬今後5年零售市場規模預估 
（1億令吉為單位）

零售
類別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各類
零售

1512.3 2765.5 3034.8 3321.0 3620.5

雜貨
零售

747.4 782.3 823.1 868.9 917.9

電子
商務

214.7� 277.7 354.3 444.9 538.4

資料來源：歐睿信息咨詢公司

面對削價戰，肯定將“出師未捷身先死”。

零售倒閉批發遭殃

而一旦目前大家搶吃雜貨零售大餅的一陣風，

轉變成相繼不支倒閉的另一陣風，遭殃的將是批發

商和供應商。

“新的業者不是不能做，而是有好些是‘半途

出家’，例如電器店業者也來開雜貨店，但雜貨零

售其實是蠅頭小利的生意，誰能做得好，數十年後

仍生存下來，關鍵在於服務素質。

“如果說新的業者不斷湧現，傳統雜貨店不受

影響是騙人的，但這些新業者沒有傳統雜貨店業者

的一些優勢，例如營業已久家喻戶曉、顧客群都是

忠實顧客且允許賒賬、老闆和家人親自顧店而和顧

客建立良好的關係和親切感，以及調整價格無需管

理層批准等。”

傳統雜貨店也在轉型

方志民補充，傳統雜貨店大多是家庭式的生

意，雜貨店是業主自己的產業，不用租金，營運成

本不比一般租店營業的新業者高。

何況，傳統雜貨店也在轉型，因此縱使面臨不

良競爭，傳統雜貨店不會因此倒下，反而有信心在

“馬拉松式”的競爭中持續生存。

“很多轉型的傳統雜貨店生意越做越好，他們

的轉型包括從傳統的人手方式收錢改為採納銷售終

端系統（POS�system），也接受顧客用電子錢包

付錢，他們的店面裝潢和擺設也更現代化，貨品方

面也包裝得更好。

“轉型後的傳統雜貨店，一般上顧客逗留的時

間會更久，購買量更大，而且購買的物品種類也更

多。”

他補充，傳統雜貨店長期在社區經營，已有固

定的客戶群，生意不會被新業者尤其是市場定位大

不同的便利店搶走。

“雜貨店一般清早7時已開門營業，晚上7時

或8時左右打烊，新業者只能做到那些晚上才購買

雜貨和日常必需品的消費者的生意。”

迎戰來勢洶洶新人 
舊業者擬全渠道應對

面對新業者來勢洶洶的挑戰，其他原有業者也

已擬訂本身的一套策略應對。

其中一套策略就是之前已提到的全渠道

（Omni�Channel，意指結合線上和線下的全方位銷

售管道）模式。

KK超市集團的李沾升就指出，KK之前已往線

上發展，通過與一些應用程式合作，將客戶網購的

物品送到客戶家門口。

KK將設網購平台

此外，KK也設立本身的KKMart應用程式，甚

至計劃不久後設立本身的網購平台，讓消費者可在

線上買到KKMart實體店的物品，。

除了往線上發展，結合線上線下業務，KK也

重新調整產品組合，推出新的產品種類，例如現在

可以在KK店買到新鮮蔬果。

“我們的一些分店4月中已開始賣蔬果，6月

起所有店都會賣蔬果和冷凍魚。”

“除了產品，我們也從服務方面着手，包括提

供更多樣化的服務和提高服務素質，例如消費者可

在KK店內還水電費、用Bonus�Link積分卡購物、用

保險積分到KK買東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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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KK已有本身的重視客戶群，面對市場

愈加激烈的競爭，除了保住現有客戶群，也要吸引

新的客戶，但絕對不會不打削價戰來留客和拉客。

“消費者已有固定的消費習慣和模式，甚至固

定光顧某個店家，例如習慣到KK購物的消費群，

不會輕易流失到新的競爭對手那裡。

李沾升：網購僅佔4% 
實體店未來乃是主流

另一方面，面對網購等線上雜貨對手的競爭，

李沾升也有信心，實體店未來仍是市場主流。

“網購只佔整個雜貨零售市場3-4%，即使是

電商和網購盛行的中國，網購也只佔整個市場12

至15%，台灣也只有不到10%。”

MYNEWS控股（MYNEWS，5275，主板消費

股）創辦人兼集團總執行長鄭大祿同樣認為，便利

店儘管是傳統的實體店，但仍在市場上處於良好位

置，並已深入社區的每個部分，它繼續為所在社區

提供服務。

如今便利店四處林立，就在消費者左右，因

此，儘管電商網購是大勢所趨，實體店未來仍有自

己的生存空間。

鄭大祿指出，隨着人們日益富裕和生活忙碌，

現代的消費者講求便利和各種利益，他們願意付出

稍高的價格來換取這些。每個小時都有成千上萬的

消費店光顧便利店，而他們未來也會繼續這樣做。

疫情加速電商發展

“冠病疫情和無現金／電子錢包的可行性，加

速了電子商務的發展，如今它確實已成為一種生活

方式。�實際上，便利店每天24小時不間斷地與電

商交付合作夥伴攜手合作，無論何時何地都能滿足

客戶的需求。

“以CU為例，它是一間適用於大部分市場目

標群的便利店。�便利、優質的產品和有趣的購物

體驗，是每個人日常購物消費的選擇。”

其目標是5年內開設500間分店，今年是CU登

陸大馬的第一年，預計將開設30至50間分店，將

先專注在巴生谷城市地區範圍內開設分店，過後再

逐步擴張到全國各地。

“經過一年的孕育期後，我們預期CU將從明

年起加速增長。”

周俊良：新常態延伸 
零售業轉小格式商店

疫情過後，本地雜貨零售業又會呈現怎樣的面

貌？不同營運模式、市場定位和目標客戶群的零售

業者，是否各有各做？還是那一類業者可能會被淘

汰出局？

Potboy創辦人兼總執行長周俊良認為，疫情

新常態下，人們都是沒有必要就盡量少出門，如果

這種現象延伸5年10年，形成一種習慣，人們會偏

向住宅區的鄰里便利店、雜貨店或專賣店購物，這

將導致大型賣場如購物中心、霸級市場走下坡。

myNEWS的鄭大祿同樣認為，市場已轉向小格

式商店的經營模式，這股趨勢會持續下去。

他說，過去，零售業發展緩慢且落後。

入行門檻變更高

然而，隨着越來越多的大型業者最近開始進入

零售市場搶灘，業界競爭將變得異常激烈和充滿挑

戰。

新晉業者的入行門檻將變得更高，它們必須具

備強大實力，並已為面對艱難而且充滿震驚的體驗

做好充分的準備。

但所謂有競爭才有進步，雜貨零售業晉入“戰

國時代”，這樣的發展對國家卻是好事，並造惠消

費者。

畢竟，消費者除了有更多選擇，也可在業界競

相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舉國上下都將可感覺到肉眼可見的發展。”

業者各施各法消費者受益

周俊良同樣認為，雜貨零售業有更多業者，各

施各法的競爭，消費者最受益。

“就如我們的模式，消費者上門買可以、上網

買也可以、要送上門也可以，打電話訂購也可以，

最重要是為消費者提供各種便利和選擇，最終受益

的是消費者。”

他補充，沒有任何一個商業模式或策略可以吃

下整個市場，笑到最後，因為每個消費者的習慣和

消費模式都不同，就看個別業者要走怎樣的路線和

市場目標。

“我的看法是業者必須見招拆招，因為每個事

件的發生，都會令一個行業有所改觀，例如去年

MCO，就令消費者的消費模式產生很大改變

“作為業者，如果我們自己不改變，去適應新

的消費模式，再好的策略也會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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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開頭巾下的千億商機〉系列一�

頭巾下商機疫流而上 清真美業消費2752億

� �

《全球回教經濟年鑒2020-2021》讓許多人感到不可思議，因為當大家以為疫情重挫時尚圈之際，

一個看似神秘的區塊卻以640億美元，即約2752億令吉的全球消費額，展現其驚人的韌性。

這個在疫情期間仍有無限潛能的行業，就是清真美業。

更令人意外的是，各領域發展裹足不前之際，歐美、亞洲甚至中東各國的美容業，均不約而同地嘗試

清真化，因為他們知道若發展得宜，其潛能絕對可突破8300多億令吉，甚至更高。

這當中的奧秘，原來一直都在很多人看不着的頭巾之下……

�

全球消費8300億 清真美業疫下奇葩

疫情期間，清真美業或許不是一枝獨秀的行

業，但卻絕對是異軍突起的領域。

居家作業讓人少了有妝容的機會，戴口罩面罩

也讓大家減少化妝保養，然而清真化妝品面對這疫

情的衝擊其實不大，其全球回教徒消費額只是從

2019年的660億美元下滑了區區2.5%，達640億

美元。

在未來3年內，這行業有望回彈至760億美

元，即3268億令吉。

這3268億令吉並非其全部。亞洲美業聯盟協

會聯合會（FABIA）名譽會長駱建林向《南洋商

報》說，目前全球回教徒的消費額已突破2.3兆美

元，其中清真化妝、美容、保養及個人防護品等就

佔了9%，即2070億美元（約8300億令吉）。

根據“杜拜回教經濟發展中心”2020年的報

告，回教徒人口已突破18億大關，比中國14億人

口還多。這驚人數字除了反映出回教徒人口快速增

長外，也為清真美業帶來一筆可觀的收入數字。

美業形式極其多元

所謂“清真美業”其實包括化妝品、護膚品、

保養品及修復品，涵蓋面則從頭髮、眉毛、眼睛、

臉蛋、嘴唇、指甲甚至是彩妝、整體個人形象設

計，而其形式極其多元，如口服、外敷、添色、修

容等，這全都屬於清真美容品及個人防護品領域。

根據預測，全球回教徒的消費支出會在3年

後，即2024年達3.2兆美元，換言之，屆時美業消

費額將是天文數字。

然而，為何這僅佔9%的清真美業而非其他清

真區塊？駱建林就此解釋，過去幾年來美業的營業

額不斷上漲，發展空間還很大，因此其前景較其他

領域更大。

“隨着民眾日益重視對個人形象的打造、保

養、修容等，美業逐漸成為發展韌性最強的領

域。”

占世界人口四分一

事實上，18億人口和8300億令吉並非清真美

業的發展頂限。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研調預測，回教徒人口在

2030年突破22億大關後，會在2050年攀升到29

億，佔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這也宣示着，一個以年輕人為主導的龐大市場

正逐漸成型，這還不包括非回教徒消費群。

駱建林與各國美業業者接觸時就發現，近年來

許多地區的同業都開始開拓清真市場，如中國、日

本、印尼、泰國、台灣、香港等，先後以企業或官

方單位姿態展開相關工作。

《全球回教經濟年鑒2020-2021》也發現，

大馬、中東、韓國、德國、新加坡等企業也先後在

疫情期間進軍這市場，清真美業無疑成了嗅覺敏銳

業者的焦點所在。

發展清真美業樞紐

除了應付國內外消費市場，我國在清真美業的

定位上也可提升成清真美業樞紐。

許偉康和駱建林皆認為，我國基於多項條件而

掌握發展清真的絕對優勢，甚至成為各國清真市場

的中轉站。

蘇欣恩、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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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建林說，各國美妝業不僅可進入大馬市場，

還能憑我國6大優勢條件進軍東盟10國龐大市場。

換言之，只要外商善用這些優勢，我國可成為全球

美妝業者進入東盟市場的絕佳踏板。

據瞭解，許多中國業者正尋求許偉康的協助以

進軍清真市場，而駱建林也在亞洲美業總會組織

內，積極協助港台同業進軍本地清真美業領域，這

除了是因為海外企業已看到當中商機，他們也認為

唯有通過我國才能更好地掌握先機。

可惜的是，一些本地企業似乎仍不熱衷於此，

他們看不見頭巾下的商機，而部分看到的，卻不知

該如何着手。

大馬基礎條件優勢：

①� �我國是最早開始有清真認證的國家，經驗豐

富，行尊地位更是超然。

②� �我國與中東國家友好，也是回教會議組織

（OIC）國的重要成員。

③� �國人掌握多語言能力，能很好地銜接歐美與中

東，甚至中國回族市場。

④� �我國回教社群相對來說較溫和，容易與非回教

消費者對接。

⑤� �地理位置極具策略性，能對接各國。

⑥� �政府給予許多援助，如備案手續簡便、進口關

稅較低等。

清真意含“許可”及“合法”

說起“清真”，很多人自然把它與宗教掛鉤，

但這種市場定位只會局限其發展格局，拓展想像也

會受限，這是因為清真認證發展至今，早已跨越宗

教。

咨詢公司LONGMAI市場總監許偉康指出，清

真不只是一般人所說“沒有豬肉”“沒有酒精”那

麼簡單。這家公司負責指導私人企業向大馬回教發

展局（JAKIM）申請清真認證。

首先，所謂“清真”（HALAL）是阿拉伯語

中“許可”“合法”之意，即其產品必須符合回教

教規，涵蓋領域計有飲食、藥物、添加劑、個人護

理、生活用品、美業、酒店、運輸、金融、甚至近

年來興起的清真航空及清真旅遊。

清真產品從原材料的選擇、處理、加工、儲

存、包裝甚至運輸、擺放和銷售，全都必須依據回

教教規。

以美容產品為例，原材料除了不能含有違禁動

物（豬和狗）的基因外，加工時也不能使用酒精

（工業酒精另有計算巴仙率）；生產時不能和非清

真產品共用容器；儲藏也需與非清真產品區隔開

來，以避免交叉感染。

在包裝上，相關產品需確保設計沒有牴觸回教

教義，如避免使用不恰當的圖像與字眼（暴力、性

感、詆毀、欺騙等元素）。

運輸方面，載送產品的貨車不能載送其他非清

真產品，出貨時也需確保清真與非清真產品不是使

用同一出口；擺放時，清真產品不能與非清真產品

放在一起。

另外，銷售上也必須誠實，不能有任何欺詐的

商業手段。顯然的，清真產品主張一種更聖潔的商

業交易。

生產程序要求更高

許偉康說，他在2012年接觸清真概念後才意

識到，清真其實超越宗教，且更符合道德標準，有

更安全及更高水平要求的生產程序。

“很多人覺得麻煩，但試想想一個清真產品的

包裝怎能有鼓吹喝酒賭博的字眼？又或和非清真產

品用同一輛貨車運輸？。”

清真美容產品提倡成分天然、不採用動物細

胞，也不拿動物做測試，部分業者更堅持只採用有

機原料。這也是為何許多國際非政府組織、愛護動

物主義者、素食者、有機產品追求者等，近年來都

崇尚清真產品。

深入來看，清真就像一般的國際認證，如ISO

般嚴密謹慎。許偉康指正因如此，清真產品不只是

回教徒使用，近年來也受到許多歐美非回教徒青

睞。

內需每年15%高增長

撇開國際市場不談，單是我國內需市場，清真

美業就已是一筆可觀數字。

也是大馬美博總商會（PAMM）總會長的駱

建林說，我國美容品每年營業額達30億令吉，儘

管國內沒數據顯示多少市場額是來自清真美業，但

由於回教徒佔了我國人口69.9%，可想像其市場之

大。

保守估計，清真領域在我國每年以15%的姿

態高速增長，不容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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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我國美妝市場大展拳腳就一定要申請

清真認證，對於進軍我國市場，清真不是一項選

擇，而是必備。”

不過，對產品銷售到澳洲的愛莎來說，清真市

場的龐大不僅是因為回教徒人口，而是在於非回教

徒也是顧客群。

華裔顧客“多到瘋”

有12年美業經驗的她透露，其泡澡鹽、草藥

按摩精油吸引許多華裔的喜歡，顯示清真產品已突

破宗教狹隘觀念及既定印象。她甚至以“多到瘋”

（Ramai�Gila）來形容華裔顧客量。

她指清真美容品日益獲得非回教徒認可，主要

是因為民眾開始意識到清真過程的嚴謹。

愛莎正準備進軍中國市場，因中國除了擁有龐

大回族市場，其消費能力高、人口多及對產品高標

要求都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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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開頭巾下的千億商機〉系列二�

本地華企仍在摸索清真美業 港台外企來馬搶灘

� �

在我國，有一種商機不斷地在南北大道兩旁努力宣示着它們的存在，但很多人卻可能視而不見。

但凡經過南北大道，您一定發現許多清真美容產品的告示牌，其中，芙蓉至吉隆坡的大道上，某短短

300米的路段上，左右兩旁就出現6個不同品牌的告示牌。這些業者除了宣傳外，其實更像是在插棋宣示

“主權”。

因為他們深知，只要在大馬占穩一席之位後，就無疑開啟一道進入千億令吉市場的大門。

有趣的是，當本地不少華裔企業還不曉得該如何在清真美容化妝品市場裡頭分得一杯羹之際，港台企

業早就通過我國進入了這扇門。

�

大馬優勢比獅城大

台灣植享家（Bonnie�House）早在兩三年前就

已關注開拓清真市場和清真認證的重要性，而這也

符合該公司推出的有機、天然精油等美妝產品的路

線。

一手將澳洲Bonnie�House引進台灣並成功建立

品牌形象，台灣植享家公司總經理張月園透露，該

公司打算明年或後年積極進軍清真美業或清真領

域，並會鎖定包含杜拜和馬來西亞等地的市場。

“我們已經收集和查了很多資料，回教（國

家）的很多部分會以東南亞為主，而東南亞第一個

想到的就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新加坡有它的優

勢，但其實馬來西亞的優勢更大。”

進入東盟清真踏板

她在接受本報越洋專訪時說，大馬在勞動成

本、土地成本或是其他一些費用方面，若與新加坡

比較會相對來得低，不會是高門檻。

“馬來西亞會是我們進入（東盟）清真市場的

一個踏板。”

她說，公司打算先申請大馬的清真認證，而

Bonnie�House是澳洲百年有機香氛品牌，獲得澳洲

ACO有機認證與美國農業部USDA有機認證。

獲認證產品質量高

對海外企業而言，我國確實是投資和開拓國際

清真市場的首選之地，�關於這點，來自香港的國

際商機發展委員會主席薛運龍最為認同。

薛運龍也是著名品牌Reneuf的亞太區代理，

他是在2017年來到我國後便開始敏銳地意識到清

真認證對美業的重要，於是2018年便決定為品牌

申請認證。

他接受本報越洋訪問時表示，雖然最後本身用

了一年時間才拿到認證，而這之前馬來西亞回教發

展局（JAKIM）更是前後巡視3回之多，但一切都

是值得的。

儘管申請馬來西亞清真認證的程序多，審核相

當謹慎嚴苛，但當局都給予一定程度上的配合與支

持，再來要在大馬獲得相關咨詢和援助，也相對較

容易。

他曾和香港的朋友談起自己的產品申領到大馬

清真認證，結果所有人的回應都給予很高的評價，

因為他們都知道但凡能獲得我國的清真認證都是不

簡單的事，更意味着其產品是高規格、高質量的產

品。

目前，Reneuf產品除了賣到我國，也有意進

軍中國市場。

難獲材料成本或增

對創設美容院至今已有15年的羅惠莉而言，

她早在兩年前已萌生申請清真認證的想法，儘管因

我國今年還未擺脫冠病危機而暫時擱置，但她始終

認為清真美業的市場很大。

羅惠莉也是馬來西亞美博總商會（PAMM）

全國總秘書，她透露本身也曾猶豫，例如美容產品

原材料需要符合回教教規的規定，而有的若需從歐

洲獲得原材料又未必符合、或不能證明清真，在這

方面是蠻有挑戰，可能導致成本會增加。

她坦言，之前也曾有和一些同業談起清真認

證，有的人或許擔心費用可能很高。

她透露，本身以前在商場經營美容院時就有觀

察到，以往大馬在一年當中特定時段會迎來不少中

蘇欣恩、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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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遊客，而許多人在讓太太光顧本地美容院前，會

先查美容品有無清真認證。

隨着友族顧客詢問度增加，她相信，清真美容

品將能符合特定顧客的要求，進而提高消費者的購

買意願和帶動銷量。

她也說，現今市場上美容產品種類繁多，因為

經常有和國外廠家聯繫，接下來她會借鑒國外新科

技和創新的技術，引進新產品和提供特出的效果，

若再加上清真認證可加分，滿足顧客的需求。

華裔進軍清真面膜

本地有不少華裔業者成功進軍清真美業，

其中柔佛首個清真護膚品公司，面膜之家（MM�

Cosmetic）在疫情動盪的2020年便獲得清真認

證，堪稱通過清真認證逆流而上的典範。

面膜之家設立超過17年，且長年以專注研

發生產面膜和護膚品為主。多年來，公司設立工

廠提供護膚品定牌生產合作（OEM）、設計加工

（ODM）服務，同時提供電商或社交電商創業咨

詢服務。該公司早在2017年開始籌備申請認證，

以放眼進軍回教徒市場，同時也期望借此在國際市

場更具競爭優勢。

公司創辦人曾建欽透露，他與太太林薈芩即公

司總執行長一同經營與打理公司業務，清真護膚品

市場極大，而我國的清真認證是國際上最有價值的

認證，為此公司做好市場功課和提出申請，終於在

去年3月獲批清真認證，更被JAKIM官員告知是柔

佛第一家申請到清真認證的護膚品公司。

“我們先申請到研發的，之後是產品的，投資

了數百萬令吉的工廠也是遵守清真標準和規格去裝

修和建設的。”

他受訪時說，之前去國外參加美容展覽時，別

人會問你的產品有何特別，“到了國際展覽會，競

爭對手都來自韓國、台灣等區域，但每個人聽到馬

來西亞，就知道我們的清真認證是最吃香的。”

他形容，若要闖出一片天，就必須申請清真認

證，走出大馬，放眼世界，做和別人不一樣的產

品，而擁有本地清真認證的微商產品，料可在國際

護膚品市場大放異彩。

申請清真認證須符合條件：

①� �須在公司委員會（SSM）或其他政府機構註冊

公司

②� �擁有市議會的營業執照

③� �已正式營業的商家

④� �商家只能出產/處理清真用品並遵守清真標準

⑤� �選擇符合清真標準並受清真認證的供應商及原

材料

⑥� �在同一個工廠所生產的物品都需一併申請清真

認證

⑦� �重新包裝的商家需出示該物品的清真認證

不符合申請條件：

①� �非清真物品

②� �不符合標準的任何申請

③� �商家同時生產或供應清真物品及非清真物品

④� �商家同時使用同一個品牌於清真物品及非清真

物品

⑤� �對宗教及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的產品或場所（例

如娛樂場所，毒品等等）

⑥� �不經任何處理過程的天然產物（例如鮮魚，蔬

菜，雞蛋等等）

⑦� �肥料及動物飼料

⑧� �陶瓷器皿

⑨� �紙張

⑩� �可能引起誤解的物品名稱（例如肉骨茶，火

腿，培根，啤酒，熱狗，叉燒等等）

� �在國外完成生產的進口物品

� �尚在研究和開發初期的物品

� �提供非清真食物的酒店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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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文件：

①� �列印出MYeHALAL中的所有申請表格

②� �Sijil�Pengesahan�Halal�Bahan�yang�Masih�Sah�

副本

③� �公司委員會（SSM）副本

④� �營業執照副本

⑤� �公司年度財務報表/�酒店星級副本

⑥� �原始設備製造商（OEM）副本

⑦� �Halal�Executive（Muslim）證明和身份證副本

⑧� �2名馬來西亞籍穆斯林僱員的證明和身份證副

本（該僱員必須是生產部門的固定員工）

⑨� �衛生部藥物管理局（DCA/PBKD）批准證明

⑩� �獸醫局發出的肉類食品進口批准證明（若有）

� �產品生產流程

� �清真物品包裝及標籤

� �工廠位置圖

� �工廠內部格局圖

申請程序：

①� �到�www.halal.gov.my�的MYeHALAL�提交申請

②� �提交申請表格後，向�JAKIM/JAIN�提交證明文

件

③� �有關單位將檢閱申請表格和證明文件

④� �不合格的申請將自動被�MYeHALAL�拒絕

� � ˙� �申請者需要呈交完整的證明文件

⑤� �合格的申請者將被要求繳付費用

⑥� �成功繳付後，申請者將再接受審核計劃

⑦� �現場審核

� � ˙� �不合格的申請（NCR）將被採取糾正措施

� � ˙� �採樣（Sampling）將接受實驗室分析

⑧� �審核報告完成

⑨� �馬來西亞清真小組會議裁決最終結果

� � ˙� �申請失敗的申請者將收到通知信函

⑩� ��成功通過的申請者將獲得清真認證書

成功申請後需遵守條約：

①� �清真認證書及標誌不可被轉讓，租借，出售，

濫用或更改任何內容

②� �所有受清真認證的商家將被有關的法律管制

③� �任何更改（包括公司名字，公司地址，品牌，

產品成分，廠商等等）都必須向馬來西亞回教

發展局申報

④� �一旦被發現違反條約，有關單位有權利隨時吊

銷或索回清真認證（Halal�Certificate）

⑤� �商家必須在營業地點展示清真認證書的正本

⑥� �受清真認證的商家可在產品或營業地點使用清

真標籤，需同時顯示Malaysia�Standard（MS）

號碼及清真認證書的註冊號碼（最後10個號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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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開頭巾下的千億商機〉系列三�

印尼3年後市場先覺先得 6趨勢造就美業大商機

� �

對全球美妝業而言，一則來自印尼的政策的宣佈，讓業者尤其歐、美、日、韓業者無不豎起了耳朵，

張大雙眼。

因為該國負責清真合規標準的回教事務最高機構之一的印尼回教學者委員會（MUI）宣佈，2024年

10月17日開始，該國的化妝品，都必須得有清真認證標籤，才能在市場上流通。這也意味着，往後任何

歐、美、日、韓的大品牌若是要進軍這人口2�億之多的回教徒市場，就得有清真認證。

在這政策落實前的這倒數3年期間，許多商鼻敏銳的業者都看到龐大商機，只有少數聰明的業者才知

道商機不止一個……

�

對美業業者而言，印尼的宣佈是一種更嚴格的

要求，但懂得逆向思考的企業卻有不一樣的想法。

首先，強制性要求產品清真化無疑是將品質進

一步推向另一個高水平，撇開宗教論述不談，清真

作業要求業者在原料處理、加工生產、儲存、甚至

運輸和銷售過程，都得趨向更衛生、更安全、且更

道德的方向。

也因為如此，《全球回教經濟年鑒2020至

2021》就鼓勵業者，當印尼逐步將化妝品清真化

之際，國內外製造商應該加緊準備拓展這龐大市

場，因為這不僅能主攻印尼市場，更能趁機進入擁

有近70%回教徒的我國和汶萊，整個東南亞40%

的回教市場更是龐大潛力所在。

除了上述發展趨勢意外地為清真美業的未來鋪

下發展基礎外，尚有5大趨勢值得業者關注。

另有5大趨勢值得關註：

①� �隨着本地化逐漸成為趨勢後，看重“本土的所

有權”和“本地生產”的清真概念，無疑更能

順着大趨勢發展。

� � �MUI學者伊布拉欣指出，隨着冠病疫情爆發，

一股支持本地企業的瘋潮逐漸成型，消費者更

趨向支持小或中型品牌，清真化妝品無疑就對

準了這購物傾向。

②� �伊布拉欣也發現，目前清真品牌已跨越宗教藩

籬，並積極強調其包容性，這對越來越強調文

明社會的做法，達到契合效果。無論有沒有清

真認證，一些產品都會展現本身多元包容的一

面，更會對社會或政治上的歧視做出回應，從

而吸引更多站在同一立場的消費者。

� � �“你可以說這是市場營銷策略，但這對看重聖

潔的清真產品來說，顯然更符合消費價值觀。”

③� �隨着“天然”“有機”“素食”“不殘害動

物”等主義盛行，清真產品無疑對準這類主義

的消費者的消費心態，因為許多清真美業產品

均不用動物基因，更不用動物進行測試。

④� �越來越多的清真化妝品與相對溫和的時尚品牌

合作推出新品，這不僅能讓對“清真”敏感的

非用戶嘗試接觸這些產品，更也能讓清真消費

者用得安心。

� � �據悉，這種嘗試“模糊界限”的合作方式取得

不俗效果，即不會觸碰各方的神經，也能兼顧

雙方市場，帶來更大的商機與發展潛能。

⑤� �國際上的清真貿易協定和夥伴關係對接，也是

清真美業拓展的商機。舉例，迪拜機場自由區

管理局（DAFZA）與阿拉伯-巴西商會簽署了

清真貿易和營銷中心服務夥伴關係，無疑就讓

清真美業打通了南美、歐洲和海灣地區之間的

出口。

妙用科技虛擬試妝 強打安全健康自然

疫期間，清真美業儘管也面對萎縮，不過卻沒

預期般糟，甚至很快就回溫。這是因為不少國際上

的大品牌趁疫期進軍清真市場，而現有清真業者也

在新常態下作新佈局。

舉例，我國清真美業Safi�就利用了電子商務技

術進軍印尼市場，而中東著名品牌Golden�Scent也

因為這期間大舉推出家庭香水，不少品牌甚至應用

科技技術讓用戶可以虛擬試妝，成功帶動銷量。

社媒最強平台

隨着傳統銷售渠道受到疫情影響後，社交媒體

無疑成了業者們最強的平台。

蘇欣恩、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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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智能科技（AI）及虛擬視像科技

（VR）協助下，清真美業不僅沒因疫情而發展受

阻，反進入另一個全新格局。科技協助下，試妝再

也無需那麼耗時，卸妝更是簡易得不可思議。

不僅如此，疫期間，清真美業也通過更多社會

企業責任活動來推高品牌銷售。

最令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意大利著名清真品

牌Rella�Beauty就捐出銷售額的30%來支持冠病救

濟活動，而其化妝及個人防護產品的銷售也捐助難

民。

此外，Shade�M�Beauty就資助了中東藝人及

世界各地女童的教育基金；加拿大著名清真品牌

“Tuesday� In�Love”則通過產品銷售所得，支持

當地的回教慈善事業。

除了慈善，清真業者也通過盛會打響品牌，其

中馬耳他奢侈清真品牌“巴洛克與玫瑰”就出現在

2020年的金球獎禮包中，成功打入明星藝人圈。

疫情爆發後，清真美業也捉住許多人對健康的

重視，品牌行銷上已不再以“清真認證”為出發，

反而以“更安全”、“更健康”、“更自然”為賣

點，印尼就有不少品牌開始以“清真產品的重要

性”為宣傳主調，而不是強調“清真認證的重要

性”。

天時地利最缺人和 迫切栽培研發人才

若疫情下的種種市場新玩法是清真美業的“天

時”，而國際上的發展趨勢”是清真美業的“地

利”的話，那麼清真美業可能最缺的是“人和”，

而這也是它最大的挑戰。

亞洲美業聯盟協會聯合會（FABIA）名譽會長

駱建林向本報指出，我國在發展清真美業遇上許多

挑戰。

首先，我國的研發產品仍不足，現有許多產品

雖美其名為“研發品”，但嚴格來說只是在外國原

品，或原材料上加工。

“很多時候，本地業者會認為這就是‘研

發’，但我們還需要研發出自己的專屬產品才

行。”

他表示，政府有必要給予更多的培訓，同時協

助打造研發中心。

據悉，韓國與印尼就簽署了合作備忘錄，以採

用印尼原料配合韓國技術的方式共同研發專屬產

品。

建議包裝用馬來文

也是馬來西亞美博總商會（PAMM）總會長

的駱建林也提醒，市場對文字的採用也很敏感，因

此有意進軍本地市場的外國品牌不妨在包裝上使用

馬來文，若是放上中文，即便是清真產品也會被誤

為是非清真的。

由於本地廠家市場分額高達25%，因此外國

廠商也可以考慮與本地廠家合作。

中小型業者未察覺商機

我國方面，MM�Cosmetic就準備在疫情緩解後

大量發展，研發和生產自己的品牌，同時也會申請

專利，並放眼拓展到外國市場。

其創辦人曾建欽透露，公司目前與兩家本地大

學即馬來西亞工藝大學和彭亨大學合作，進行萃取

研發技術的相關計劃。其公司各別與上述兩所大學

合作的是水母萃取精華和黃梨萃取物，預料用途會

很廣。

第二，相較於清真美食或金融，清真美業並不

是清真區塊的首要領域，因此往往許多資源與機會

都會相對較少。

據悉，我國清真美容品及個人防護品、化工及

藥劑，約占今年首季出口額的13.1%，清真產業約

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

第三，業者在集資上也遇到一定的挑戰。

著名的中東清真美業�Shade�M�Beauty創辦人

諾卡麗坦言，集資發展並不容易，其一是大家認為

這是一個小眾市場；第二，市場上投資者多為男

性，而男性對投資美業的興趣不大；再來，由於投

資者多認為美業並不屬於技術領域，因此意願不

大。

這也是為何目前除了大品牌能在獲得充沛資源

下進軍清真美業，中小型業者並不多。

追趕時尚挑戰大

另一個未知的挑戰是，清真美業產品是否能順

應時尚趨勢。

以印度為例，該國政府正積極推廣符合當地文

化價值觀與審美標準的“阿育吠陀”化妝品，而這

無疑是清真美業的一大競爭對手。

再來，彩妝時尚瞬息萬變，程序上相對較耗時

的清真彩妝是否追得上潮流風尚的步伐，也是一大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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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園暫無美業進駐

大馬清真工業發展機構（HDC）總執行長海

洛阿里菲因指出，我國的清真食品和飲料仍是清真

經濟的主要來源，即174億令吉，其次是清真原料

的88億3000萬令吉，化妝品和個人防護品是26億

7000萬令吉。

柔佛依斯干達清真園總執行長阿馬洛曼受訪時

也透露，清真產品商機大，不過該清真園目前尚未

有清真美業相關業者進駐。

“數年前是有一個已買廠打算投資清真美業的

業者，據知未申請到HDC獎掖，目前也還沒遷入清

真園運作。

顯然的，若要全力發展清真美業，政府有必要

做出更大力度的推動與關注。”

結語：清真美業疫中奇葩

一如南北大道告示牌，清真美業努力宣示其不

可低估的潛能時，許多人視而未見。

清真美業是疫情中的奇葩，在全球清真市場上

及認證地位崇高的我國，掌握了許多優勢。清真美

業無疑是值得政府乃至本地企業大力推廣與發展的

領域。

神秘頭巾下的千億商機如今已掀開，下一步等

您了。

發展商機利好因素：

①� �印尼強制產品2024年10月清真化

②� �全球趨向“本土的所有權”和“本地生產”的

清真概念

③� �符合社會政治正確等價值觀

④� �符合消費者的消費理念

⑤� �與其他品牌結合

⑥� �國際上的清真貿易協定和夥伴關係對接越來�

越多

未來的挑戰：

①� �研發技術不足，自創產品不多

②� �政府給予的關注與推動較其他清真區塊較少

③� �業者集資上也遇到一定的挑戰

④� �是否能順應時尚與對手的挑戰

⑤� �是否追得上潮流風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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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退休金，難亦不難〉系列一�

疫情“吃掉”老本 重建退休金須對症下藥

� �

當本來用作退休用途的公積金存款，變成應急還債的救命錢，那往後退休是否只能“又老又窮”？�

因應對冠病疫情落實的特別提款措施的i-Lestari、i-Sinar及i-Citra計劃（簡稱“3i”計劃）上月初已

終止，隨着公積金局強調，特別提款措施的“3i”計劃不會再繼續後，許多民眾湧入該局臉書專頁留言表

達無助之情，希望當局再允許一次性提款1萬令吉，供償還債務以及渡過難關開展新生活。

�

事實上，在疫情衝擊下，大家對於未來難免有

更多不確定性，且在失業、減薪、債務、物價高企

等挑戰夾擊下，沒有多少人能繼續淡定籌謀未來，

更多人只想着如何在疫情下維持生計，畢竟只有先

爭取現在活下來，才有更長遠的以後和更多的可

能。

而隨着政府9月底放寬抗疫行管後，曾經動用

公積金存款救急的僱員公積金局（EPF）會員，有

無能力重建退休金成了大家關注的重大課題，畢竟

這關乎着國家經濟與社會是否和諧發展。

僅3%會員有能力享受退休

最近兩三個月，時常可在各大報章看到有關公

積金局的新聞，諸如“會員疫下提走千億�360萬

人存款少過1千”、“55歲以下46%存款少於1萬�

公積金局憂冠病影響退休保障”、“EPF提款首超

繳納額”等標題，都在提醒廣大群眾，我們的確已

陷入了無法退休的窘境。

55歲存款達24萬會員降至27%

55歲以下的會員中就有610萬人的存款少於1

萬令吉，且也因為特別提款措施�“3i”�計劃，使

得55歲時存款達到最低退休門檻要求24萬令吉的

會員人數，更從36%降至27%，在這樣的大環境

下退休儼然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公積金局首席策略員諾希山胡先早前更披露，

依現有情況來看，只有近30%的會員存款能讓他

們在退休後勉強生活在貧窮線或以上水平，高達

70%退休後將生活在貧窮線下。

這個比率確實令人擔憂，但若是從最低生活

水平而言，該局預測只有3%的會員有能力享受退

休，即是退休後擁有足夠存款（生活費）可真正停

止工作，仍能支付所有生活開銷。

換言之，其他97%的會員縱使在55歲時達到

第一戶頭（Account�1）有24萬令吉的基本存款條

件，但還得承擔醫療開銷及大部分人退休後無法負

擔的開銷。所謂的基本存款是公積金局以會員退休

後每月開銷需至少1000令吉、長達20年作為參考

指標。

當會員年滿55歲後，可提取公積金第一戶頭

的存款，不過據諾希山胡先披露，54歲的活躍會

員中約有54%到了年底存款將不足5萬令吉，而年

滿55歲者在提出全部公積金存款後，一般2至3年

內將花光。

或需額外工作4至6年填補所提款項

公積金局公佈的最新資料顯示，截至今年10

月底，會員在特別提款措施“3i”計劃總共提取了

1011億令吉，這相當於政府去年至今推出8項總額

5300億令吉經濟振興配套的22%。

據公積金局粗略估算，若會員提取最高2萬

1000令吉應對疫情維生，或需額外工作4至6年才

能填補先前提取的公積金存款，而這還沒計入復利

效應及每年的公積金派息！

若是將復利效應及派息計入在內，怕是得再額

外工作至少10年，甚至更長時間。

疫情曝露大馬人財務不安穩

事實上，國人公積金存款不足以退休的問題存

在已久，資深經濟學家兼中總社會經濟研究中心執

行董事李興裕接受《投資致富》電訪時說，一場突

如其來的冠病疫情曝露了幾十萬大馬人的財務狀況

並不安穩，且大部分打工族在財務方面是不足以支

撐他們安穩退休。

“工作和收入損失，加上健康挑戰的分歧進一

步擴大，加劇財務狀況的不穩定性，基於疫情的衝

擊力度不同，那些原先財務狀況強勁的會持續良

好，而那些本來已經掙扎求存的就會更加糟糕。”

林妤芯《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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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言，疫情對經濟帶來的創傷也打擊了國內

上百萬家庭，這也凸顯了在幫助國人重建退休金方

面，的確需要清晰的指示及新的方案，疫情讓許多

本來公積金存款就不多的會員更是捉襟見肘，且低

收入及中等收入家庭與個人應對疫情衝擊幾乎耗盡

辛苦儲蓄的血汗錢。

“疫情造成的失業或減薪衝擊，加上目前物價

節節攀升推高生活費，更讓財務狀況本就脆弱的

家庭與個人在瀕臨破產的邊緣苦苦掙扎，甚至本

來是中等收入群體（M40）直接跌入低收入群體

（B40），又或是低收入群體生活在貧窮線下。”

貧窮線下國人去年增至8.4%

資料顯示，生活在貧窮線下（每月收入低於

2208令吉）的國人去年增至8.4%，即貧窮家庭約

64萬戶；2019年時生活在貧窮線水平下的家庭為

5.6%，等同40萬5000戶。另外，約60萬戶中等

收入家庭（占中等收入群體的20%）已跌入低等

收入群體。

國內僱員公積金局會員現況概要

˙� �截至10月底，超過一半或740萬名會員通過

i-Lestari、i-Sinar及i-Citra計劃提取總計1011億

令吉

˙� �55歲以下會員中，48%公積金存款嚴重不足

˙� �與冠病爆發前相比，勉強達到極低存款的會員

增加了28%

˙� �610萬名會員戶頭不足1萬令吉；360萬人存款

少過1000令吉

˙� �預期年底只有27%會員，在55歲時第一戶頭有

至少24萬令吉基本退休存款；2020年時有36%�

˙� �預期在54歲會員中，54%到了年底公積金存款

將少於5萬令吉

˙� �73%的會員無足夠公積金存款供退休，恐變成

赤貧一族

˙� �僅3%會員有足夠公積金存款應付退休生活

老齡化社會影響經濟前景

國人退休金不足以支撐退休生活，除了疫情的

影響，國家社會及經濟結構也是不容忽視的原因。

2044年老齡化人口比率將翻倍至14%

世界銀行去年11月底曾指出，大馬已有超過

7%的人口年齡在65歲以上，意味着正開始步入老

齡化社會，而接下來人口老化的速度將越來越快，

預期2044年老齡化人口比率將翻倍至14%，再多

一個12年（2056年）這個比率將衝上20%。

而老齡化社會的大趨勢，將為我國社會經濟帶

來就業、收入保障和老年護理等的新挑戰。

可分階段提高國人退休年齡

事隔1年，世銀建議我國延長打工族的退休

年齡至60歲以上，基於擁有更好的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可探討分階段提高國人退休年齡，否

則老齡化社會恐會影響經濟增長前景。

隨着2012年最低退休年齡法令於2013年7月

1日生效後，私人界僱員最低退休年齡已調高至60

歲。至於公務員的退休年齡曾於2001年從55歲提

高至56歲，接着在2008年再增至58歲；最新一

次調整是在2012年調高至60歲，與私人界僱員相

同。

根據世銀去年針對我國展開的研究報告《一

線希望：大馬人口老齡化的生產力與包容性》，

從宏觀經濟發展預期未來經濟增長走勢，隨着老

齡人口增加、國內未見嬰兒潮，及工作年齡總人口

比率萎縮（下滑三分之一），或使得大馬經濟到了

2050年僅取得1.8%增長；比起2019年經濟增長

4.5%。

先增收入方能提升退休金

經濟增長與勞動力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若

想提升退休金存款，先決條件得設法增加收入，否

則偏低的薪金能供存入公積金作為退休金的部分也

不多，而扣除公積金存款剩餘的勉強維持生計後，

根本就無錢可存，何談重建退休金。

可持續復甦保就業穩定

政府放寬抗疫行管限制後經濟活動基本已恢

復，有望帶動經濟復甦、重新穩定就業市場和國人

收入，而可持續性的經濟復甦更是確保人們重建退

休金的重中之重，同時還需有良好政策扶持。拉曼

大學商業與金融學院副教授黃錦榮博士受訪時指

出，經濟可持續性復甦才可保障就業市場的穩定，

同時讓失業的人重新找到工作，這樣才有機會重建

公積金局存款。

“經濟復甦是先決條件，但事實上對一般員工

而言，其實並不太能直接從這個復甦的狀態受惠，

簡而言之經濟復甦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就是隔着一

重山，無法真正看得清所謂復甦的利好，所以政府

的政策很重要，而重建退休金也能讓家庭應付未來

任何的潛在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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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經濟有望擴張5.5至6.5%

而在國內經濟展望方面，政府在2022經濟報

告書預期，隨着9月底逐步放寬抗疫行管允許經濟

重開，今年末季經濟料延續增長勢頭，全年有望取

得3至4%增長，加上早前推出的系列振興配套帶

來的溢出效應，料可在明年刺激經濟進一步擴張，

介於5.5至6.5%。

冠病疫情襲擊我國確也影響許多企業及商家，

截至9月底共有3萬7415個企業倒閉，當中有2萬

6007個微型企業以及2738個中小企業，因此放寬

抗疫管制是恢復商貿活動的最好舉措和機會，以讓

企業及商家得以繼續求存，進而帶穩就業市場前

景。

政府或公積金局有意願協助國人重建退休金，

但首先還是得找出根源才能對症下藥，而不是頭痛

醫頭腳痛醫腳。

須提高法定退休年齡

“實際上，我們真的已經陷入無法退休的漩

渦，而現在人們的預期壽命普遍更高，在未有足夠

退休存款的前提下，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能提高法定

退休年齡。”

黃錦榮侃侃而談，國人退休金不足的根源，一

在於收入不足，二是儲蓄率並不高。而要提高收

入，除了調高法定退休年齡，另外還需設法提高勞

動生產力，及強化企業創造附加價值的能力。也須

提高國人儲蓄意願

“不過，這些並不易處理，尤其提高法定退休

年齡還得通過修憲，耗時耗力之餘對儲蓄退休金也

不見得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故可能要從提高儲蓄意

願這方面着手。”

動用老本不應成慣性手段

政府允許人民“啃老本”，通過特別提款措施

“3i”計劃提取公積金存款解燃眉之急雖是好意，

但動用退休金渡過疫情難關的做法，恐也會讓人民

形成慣性依賴，進而罔顧退休金的用途。

公積金局上月初宣佈，特別提款措施“3i”計

劃的申請期限已截止，且強調這3項特別提款計劃

不會再繼續，意味55歲以下的國人將不獲准再動

用第一或第二戶頭的存款，引起許多網民湧向該局

臉書專頁無助留言，且深切懇求再允許提款。

另一方面，財政部長東姑賽夫魯表示，為助會

員重建公積金存款，有關會員新繳納的公積金將被

全額納入第一戶頭，直到被提取的全部金額被完

全填補，之後才會恢復為70%存入第一戶頭，及

30%轉入第二戶頭的做法。

大馬仍有舉債空間

詢及政府允許人民動用公積金存款的做法，是

不是說明國家財政已沒有能力應對危機？黃錦榮直

言，其實政府仍有能力舉債應對危機，關鍵在於舉

債目的，是不是為造福與協助人民。

“我國的國債多數是馬幣債券且屬長期債務，

且內閣為應對冠病衝擊，已將法定債務占國內生產

總值上限從60%提高至65%，比起鄰國新加坡的

200%，我們仍有很大的舉債空間。”

他指出，我國固然能應對危機，但整體經濟始

終遭受疫情重創能力不比疫情前，但其實還不至於

到需要讓人民動用老本的地步，在這方面政府應能

扮演更大的角色。

“我比較擔心的是，這（允許人民動用老本）

會變成政府往後應對危機的慣性手段，那麼勢必不

利於人民退休。”

政府在2022年經濟報告書估計，儘管聯邦政

府明年債務總額將占國內生產總值多達66%，惟

年底時法定債務占比可能降至63.4%，低於內閣早

前批准的65%上限。

須進行稅務改革重塑國家財政

不過，在國家能否應對另一波危機這方面，李

興裕另有看法。他先前曾參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

我國可持續性債務進行的評估，闡明若再面對多一

次經濟衝擊，政府的債務是相當脆弱。

“這個脆弱性逐步增加，從而限制我國財政

空間和未來的借貸能力。我國債務每年平均增加

9%，而明年度財政預算案估計需430億令吉償還

債務，這占總收入的18.4%。換言之，每徵收1令

吉稅收，18.4仙需償債，這並不可持續。”

為此，李興裕建議，政府必須在2023年進行

稅務改革重塑國家財政，否則再遭遇另一輪金融風

暴，我國財政空間只會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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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退休金，難亦不難〉系列二�

填補退休金 政府授招可行嗎？

� �

上一期，我們探討了重建退休金得先釐清根源，還得有穩定的政策支撐，才能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而政府及僱員公積金局最近3個月已祭出系列政策來幫助會員重建退休金存款，至於這些政策是否奏效則

見仁見智。

縱然有關當局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對於已然耗盡提領的公積金存款及應急基金的家庭與個人而言，

單是重建應急基金就已不容易，更何況是公積金退休存款。

且讓經濟學家與理財師為我們剖析各項出台政策與可行性，又或是還能有其他可探討的建議及做法，

加速推動退休金重建。經濟若能穩健持續擴張，重建退休金實則並不難，最難的部分在於各項政策是否指

示清晰，及政府的執行力度。

�

縱觀公積金局近來頻頻推出各種協助人民重建

退休存款的計劃，是否能從根本解決國人無法退休

的窘境，想必是存在很多人心中的一個問號，事實

上要從根本解決這個問題，關鍵在自己的理財觀

念，畢竟公積金局僅能扮演協助和引導的作用，也

是國人最後退休的堡壘。

周志強：工作30年未領過公積金 
55歲退休沒問題

執業財務規劃師兼邁悅理財教育學院創辦人周

志強告訴《星洲財經》，若一個人從25歲投身職

場到55歲的這段30年的時間，都不曾自公積金戶

頭提領過任何錢，且一直維持24%（即僱主13%

和僱員11%）的繳納率，要想在55歲以後享受退

休生活並沒有太大問題。

“假設通貨膨脹低於4%，且公積金局每年派

息率在6%以上，若本來月入有5000令吉的個人，

退休後每個月料可有原先收入的50至60%（約

2500至3000令吉）應付日常開銷，用到85歲不是

問題。”

李文暢：政策不明朗執行料有難度

而Gain�Wealth財務規劃公司首席理財師李文

暢認為，冠病疫情仍未結束，且我國放寬行管抗

疫措施至今還不到3個月，國家經濟剛獲得喘息空

間，人們也逐漸重新恢復工作，縱然出台系列新政

策，但要想幫助公積金局會員重建退休存款，相信

助益料不大。

“認真看來，其實很多政策並未有明確的時間

點和細節，又或者有些幾年前曾經也有過類似的宣

佈，政策未見明朗，執行方面料有難度。”

打工族的公積金分為2個戶頭，即用作退休用

途的第一戶頭（Account�1），以及可用以作為教

育基金、醫療及買房的第二戶頭（Account�2），

每個月僱員及僱主繳納的款項，70%會存入第一

戶頭，餘下30%則轉入第二戶頭。

許多人或多或少都會自第二戶頭提領公積金，

作為買屋的頭期或教育基金，或多或少已削弱公

積金退休存款，只是適逢疫情使得這個情況更明

顯，尤其大部分公積金局會員在特別提款措施的

i-Lestari、i-Sinar及i-Citra計劃（簡稱“3i”計劃）

下，可提取最高2萬1000令吉。

在這樣的情況下，公積金局除了聲明提領公積

金存款對於退休金的影響，能做的其實相當有限，

除非會員能有更多收入自願繳納，或是僱主更多為

僱員繳納公積金，但這兩個都相當挑戰且不切實

際。

潛在挑戰 
挑戰1：新變種病毒殺到 經濟前景未知

南非科學家11月24日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

發現傳染力極強的變種毒株B.1.1.529，而相隔

兩天後世衛宣佈將此變種毒株命名為奧密克戎

（Omicron），並列為“值得關注”變種毒株。

短短一周，Omicron已先後入侵歐美國家，我

國衛生部已限制南非7國遊客入境我國，但仍防不

住病毒，在剛過的週五（3日）證實首宗Omicron

確診病例。

目前，我國已暫停冠病過渡到“地方性流

行病”，雖還無法確知Omicron是否對現有疫

苗免疫，但傳染力極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林妤芯《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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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公佈最新預測稱，Omicron變種毒株或

加劇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和通貨膨脹的失衡。

挑戰2：開源難節流 免再提退休存款

周志強披露，在無法有更高收入自願繳納更多

重建公積金存款前，人們接下來能做的事就是避免

提領更多退休存款，但對於已接近退休年齡的打工

族而言，若是先前基本退休存款已不足，為應對疫

情又提領了公積金存款，這的確是個頭痛的問題。

“所以，對於政府和公積金局出台系列政策，

我是普遍看好，畢竟這樣做是為了更好完善僱員社

會保障，同時能先重建第一戶頭的退休金存款，只

是每個政策背後還有很多細節得梳理，釐清執行的

挑戰及更全面規劃。”

李興裕：應助中低收入群增儲蓄

資深經濟學家兼中總社會經濟研究中心執行董

事李興裕披露，只有待經濟情況顯著復甦，屆時人

們才有能力為公積金存款繳納更多，隨着越來越多

低收入群體（B40）跌至貧窮線下，政府應重點協

助中低收入群增加儲蓄補足公積金存款不足的部

分。

政府應該怎麼做？

隨着政府9月底逐步放寬管制，公積金局就開

始呼籲會員，尤其是曾在“3i”計劃下提領公積金

存款渡過疫情難關的會員，填補回之前提領的公積

金存款。

在這方面，李興裕及拉曼大學商業與金融學院

副教授黃錦榮博士不約而同點出，政府應針對性且

優先協助低收入群體儲蓄退休，設法打造能刺激退

休存款的計劃為佳。

短期可行：稅務回扣與儲蓄3方案

政府及公積金局出台的政策雖好，但大多需時

推行，若想要短期內有成效，黃錦榮提出3個可馬

上執行的稅務回扣與儲蓄方案，包括探討為有意提

高公積金繳納率的僱主和僱員給予更高稅務回扣、

以配對退休的方式協助低收入群體儲蓄退休金，以

及在不加重僱主成本下調整高、中及低收入群體的

公積金繳納率。

“這3個政策能馬上落實，且從扣稅的角度相

信也能吸引公積金局會員積極自願性繳納，自然能

更快重建退休金。”

方案1： 政府可先讓有意提高公積金繳納率的僱主

和僱員享有更誘人的稅務回扣，以獎掖的

方式提高人們為退休儲蓄的意願。

方案2： 低收入群體多數並未達到繳稅門檻，故無

法享有稅務優惠，所以若要針對性協助低

收入群體重建退休存款，政府或可考慮

傚法英國的協助儲蓄計劃（Help� to�Save�

scheme），提供配對退休儲蓄，即每繳

納1令吉，政府就多為人民儲蓄一個百�

分比。

註� � ：�英國是在2018年針對低收入打工族推出

協助儲蓄計劃，以4年為期，每個月可存

入1至50英鎊（約5.62至281令吉）至有

關戶頭，而政府將會依據低收入群體存入

的錢，額外獎勵個人50%，4年最多獎勵

1200英鎊（約6744令吉。）

方案3： 調整中低及高收入群體的公積金繳納率，

在不加重僱主勞動成本負擔的情況下協

助低收入群體增加公積金存款，若僱員

月入在2萬令吉以上的僱主繳納率，可調

低1%，把這“省下來”的1%撥給月入

5000令吉以下的僱員。

例子： 僱員月入2萬令吉，調低的1%僱主公積金

繳納率等同200令吉，若是撥給月入4000

令吉的僱員，則可幫到5名同等收入水平的

僱員。

中長期推動：完善社會保障安全網

李興裕從國家公共政策的角度，建議政府可專

注3大重點優先幫助中低收入群體提高收入。

重點1：�強化中低收入群社會保障安全網

� � � � �這包括可負擔的醫療保健和房屋，這都是

中低收入家庭主要的退休結構，這個部分

做好可讓中低收入群體少很多煩惱。

重點2：�為中低收入群推出可負擔且良好投資回酬

的退休計劃

� � � � �中低收入群體最缺乏的部分，就是穩定回

酬的退休計劃，對於年輕的打工族，或需

從現在認真看待這件事，在專業投資管

理、共同分擔風險及享有終身派息的投

資項目下開始規劃退休；有些公司會借

着獎勵，額外幫員工投資私人退休計劃

（P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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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3：�為低收入群量身打造能刺激退休存款的計劃

� � � � �低收入群體普遍都面臨薪資停滯的窘境，

唯有更強力度的特別退休存款計劃，能提

振退休金。

重建退休機制政策概要點評及可行性

①� �馬來西亞國家按揭機構（Cagamas）預計將在

年底或明年初，與僱員公積金局和信貸咨詢

與債務管理機構（AKPK）合作，推出逆按揭

（Reverse�Mortgage）計劃，讓擁有房產但公

積金存款不足的退休人士能夠以房養老。

˙� �可行度：最高

點評：�計劃可行但還有細節待釐清，這個模式在外

國已成趨勢，但欲在我國推行料還需時讓群

眾理解。東方人的思維模式一定要買屋且窮

其一生在供屋，若是公積金退休存款不足應

付退休，那麼這個計劃或是最後的選擇。

挑戰：�將房屋抵押給金融機構的方法不錯，但執行

度是關鍵，另外已還完房貸和還在供屋，這

些細節也要納入考量。將房屋抵押給金融機

構後，配偶和小孩怎麼辦，這些細節都需要

一一釐清。

②� �僱員公積金局將推出i-Lindung計劃，允許會員

從第二戶頭提款，通過公積金平台購買人壽及

嚴重疾病保險。

˙� �可行度：略有

點評： 無法直接推動重建公積金存款，屬於構建社

會保障的一環，從理財角度而言值得鼓勵，是

一個較為全面的退休規劃，涵蓋保險保障，這

也是低收入群體最為缺乏的一塊。雖然我們

有社會保險機構（SOCSO），但這並不全面，

畢竟社險並無涵蓋壽險及醫療保險，有了這

部分的保障，能將最壞情況的幾率減到最低。

� � � �從財務規劃角度來看，理財要先做好保險這

塊，避免因為疾病有更多額外花費，如果有

量身打造的1對1保險產品更佳。

挑戰： 公積金局這個計劃主要是幫助還未有保險保

障的會員，可以借着公積金存款買到保險獲

取額外保障，但若是已有醫療及壽險的會

員，就不好再動用退休金買保險。

� � � �目前還未有更多細節，即是不是只能用來購

買公積金局指定的保險，或是也能提取來支

付已有的保單費用。若只能用以購買公積金

局指定的保險產品，並且也不能用以支付已

有的保單，對於已有保險的會員而言或並無

太大用處。

③� �明年首季，僱員公積金局也將推出i-Sayang計

劃，協助改善人民福祉。會員獲准自願性從戶

頭轉移2%的公積金繳納到妻子的戶頭。

˙� �可行度：助益低

點評： 女性是社會體系的弱勢群體，而且男女退休

能力也不均等，若能強化這一部分或能縮小

男女不平等的情況，整體來看沒有辦法直接

推動退休金重建。

挑戰： 除非有扣稅優惠，否則很難吸引公積金局會

員參與這項計劃。

④� �政府將會強制將在�“3i”�計劃下提取公積金

存款會員的所繳納的公積金，全都存入第一戶

頭，直到填回提領的款額為止，才會恢復分配

30%至第二戶頭，以改善提領公積金後存款不

足的問題。

˙� �可行度：低

點評： 這樣做以盡可能鎖住並維持基本退休要求，

但要釐清公積金存款不高的根源，若是本來

就未達基本退休要求的24萬令吉，強制鎖

定現在起所有的公積金繳納都要存入第一戶

頭，也是無助增加存款。

挑戰： 若是硬性規定全部的公積金繳納都轉到第一

戶頭，假如有需要用到第二戶頭的錢償還房

貸或買屋，那麼勢必會受到影響，還需仔細

全面的評估才做最後決定。

⑤� �為協助會員增加退休金，已落實的改善公積金

局計劃包括更靈活地允許55歲及60歲會員提

款，可選擇一次性、按月、每年只領派息或在

任何時候可提取任何數額的款項。

˙� �可行度：高

點評： 這個建議實在，公積金局每年介於4至6%

的派息率還是相當穩定，且也是誘人的退休

工具，按月及每年只領取派息的方式即可確

保還有錢能繼續投資享有派息。鼓勵會員不

要一次過取完公積金存款，公積金局應扮演

監督的角色，若是賺錢能力差者不宜一次過

提領完公積金存款，避免兩三年內花光退休

金。

挑戰： 之前已落實，只是現階段改善得能有多靈活

仍是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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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為鼓勵會員持續活躍工作及鼓勵僱主聘請60歲

及以上的員工，僱員可豁免繳納，僱主的份額

減少至最低4%。若會員仍工作，會員及僱主

必須繳納公積金至75歲。

˙� �可行度：頗低

點評： 能工作時還是繼續工作為佳，更好為退休規

劃，但社會結構問題不可忽視，以免造成冗

員過多。

挑戰： 僱主聘請60歲以上的員工享有的獎掖不

大，僅是將給予僱員的公積金繳納率減少至

4%，尚不知他們的工作能力，除了薪水還

得幫他們存退休存款，這難吸引僱主參與�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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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退休金，難亦不難〉系列三�

重建退休金不能一蹴而就 國人應優先存應急金

� �

一場疫情，讓我們意識到6至9個月的應急基金，其實是不夠且不足以應付任何未知的病毒災難，甚

至體驗了在減薪或遭裁員等最壞的情況夾擊下，耗盡了應急基金後迫於無奈只得“啃老本”的心酸。

隨着新變種病毒的出現，加上世界衛生組織（WHO）也敦促亞太區做好準備應對新一波疫情，難免

讓許多人抓頭，到底該專注重建退休存款抑或應急基金？

若是專注儲備至少1年的應急基金，之前應急提領的公積金存款又該如何填補？如果真的補不回，是

否就真的不用退休了？或是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幫補？

�

在探討了重建退休金的挑戰，並剖析政府和公

積金局近來宣佈的系列政策後，回到最根本的問

題，你是否有足夠的公積金存款供往後退休？如果

是受到疫情影響，從剛好夠變成不夠，又或是從

不夠變成嚴重不夠，然後又卡在54歲這條尷尬線

上，怎麼做才是對？

在理財師看來，不管現在處在什麼年齡段，第

一件要做的是先重新建立應急基金，切勿將應急基

金與退休金混為一談。

李文暢：應急金要準備至少1年

Gain�Wealth財務規劃公司首席理財師李文暢

接受《星洲財經》電訪時說，大家會迫於無奈動用

存在公積金的�“老本”，主要原因肯定是應急基

金耗盡，所以為了不再吃老本，首要大事是重建應

急基金，尤其新的變種病毒開始在全球肆虐，沒有

人知道下一波疫情何時開始。

“應急基金一般建議至少3至6個月，但這次

疫情後你會發現6至9個月的應急基金都未必夠

用，更何況是3至6個月，而按現在的情況來看，

起碼要準備至少1年。”

應急基金並不局限於手上持有的現金，而更該

分佈在不同種類的籃子內，包括定期存款、短線基

金、股票及其他投資工具，藉以更好分散並降低風

險。也有人會利用黃金、貴重物品如名牌包及手錶

等作為保值工具。

周志強：重建退休金需良好規劃

執業財務規劃師兼邁悅理財教育學院創辦人周

志強也認同若財務狀況穩定後，應優先建立至少3

至6個月的應急基金，確認有了應急基金再補回先

前提領的公積金存款不遲。

“應急基金是用來應對緊急情況，比如現在出

現的新變種病毒奧密克戎（Omicron），沒有人能

預期接下來會如何，所以能先有應急基金才能應對

任何預料之外的事情。”

Omic ron疫情肆虐，南非正面臨第四波疫

情，根據新加坡衛生部最新文告初步觀察發現，

Omicron毒株傳染力更高，且比起其他變種毒株更

可能造成冠病病患二度感染，而我國本月初出現首

宗Omicron病例，也引起民眾關注。

無論如何，他直言，重建退休金不能一蹴而

就，需要良好的規劃及定時審視自身的投資組合和

退休佈局。

“已經提領的公積金存款若沒有額外的錢填

補，是不可能迅速補上，除非是公積金局會員自主

額外繳納公積金。”

國人開始醒覺規劃退休

另一方面，根據金融服務平台Ringgit� Plus在

10月中公佈的《2021年馬來西亞人理財知識》問

卷調查報告，在2019冠病重擊我國經濟表現後，

各階層人士都在想方設法增加存款，這無疑令人感

到心酸又欣慰，因疫情雖是挑戰，卻也使得人們開

始醒覺並且更為主動管理各自的錢財。�“我們發

現，越來越多國人正努力建立應急基金，同時也更

積極規劃退休計劃，只不過若與去年的調查報告相

比，大馬的個人財務規劃習慣仍令人擔憂。”

調查：45%人未開始退休計劃

疫情雖讓越來越多人開始對退休規劃醒覺，但

大部分人仍安於現狀且態度持續鬆散，雖意識到公

積金存款不足，但仍有近半受訪者（45%）並未

開始任何退休計劃並安於現狀。

林妤芯《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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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與去年度的問卷調查結果相比，原先自

信公積金存款足夠退休的比率也從30%，跌至今

年的15%，這主要是因為會員在特別提款措施的

i-Lestari、i-Sinar及i-Citra計劃（簡稱“3i”計劃）進

行多次公積金提款。

51%人若失業僅能撐3個月

參與《2021年馬來西亞人理財知識》問卷調

查報告的的受訪者有3033人，再以當中1518名受

訪者的抽樣調查結果為指標，以25至34歲居多高

達33%，最少是55歲及以上受訪者（5%）。若

從收入水平來看，2000至4999令吉者占比最高達

39%，而收入超過1萬令吉則有14%。

“約51%受訪者表示，一旦失業僅能多生存3

個月，另有28%受訪者能舒適的撐過6個月。縱觀

整項調研，56%受訪者每個月都會儲蓄，餘下的

受訪者都是有多少花多少，甚至還會花得比賺得

多。”

至於是否良好管控金錢，Ringgit�Plus披露，每

4個消費者中有3個致力減低花費，主要是為了建

立應急基金（63%）、退休計劃（43%）及往後

的旅遊計劃（40%）。

“雖然比起去年，國人的個人財務習慣仍令人

擔憂，但存錢的主要理由是建設應急基金及退休

金，或多或少讓我們看到一線曙光，而歸功於公積

金局不斷提高人們醒覺，也使得更多人意識到，單

靠公積金存款並不足以退休，希望這樣的觀念能帶

動大家為更好的未來做改變。”

已提公積金投資怎麼辦？

政府呼籲先前提領公積金存款的民眾，宜填補

領取的款項，否則將把繳納的公積金全都轉入第一

戶口，直到全面填補後才恢復原先的7:3比例，但

若是已將提領的公積金用作投資該怎麼辦？理財師

直言，站在投資的立場必須看回酬做人，不能聽風

就是雨，要懂得看清現實預先佈局，端看何者創造

更高價值。

第一：檢討投資回酬

周志強點出，既然已將當初的這筆公積金存款

用作投資，首先要做的就是檢討投資回酬表現。

“當然是先看看投資回酬是不是比公積金局來

得高，如果優於公積金回酬，同樣是希望未來退休

能有更多退休金，何以要將錢再轉回去影響現有回

酬表現？”

根據10月出爐的的2021年美世特許金融分析

師協會全球養老金指數排行榜，我國的公積金製度

榜上有名，在亞洲排名第三，只落後於新加坡和香

港。

事實上，自從10年前發生過公積金投資馬航

蒙受近1億8000萬令吉的虧損以後，這些年來就鮮

少有聽到公積金面對任何巨額虧損的新聞，而過去

10年裡，公積金每年派息率平均處於6%水平，投

資回酬優於許多本地基金。

此外，公積金局不斷提高海外投資比率，由當

初的10%逐步增加至目前的36%，更在股市波動

的2019年，依舊能有穩定的5.45%派息，

在李文暢看來，目前股市動盪，若是才剛佈局

進場很大可能已被套牢，不可能馬上就能填回公積

金存款，而股票投資需時看到增長，現階段貿然轉

移並不明智。

“將提領出來的公積金存款投入股市，也是

為往後退休佈局，這也是多元化退休金的另一選

項。”

第二：充當預備金等待時機

暫緩還貸計劃將於年底結束，李文暢指出，明

年首3個月是考驗國人經濟能力的關鍵時刻，尤其

是握有幾個房產項目的投資者，若連續3個月推遲

還款，屆時料掀起拍賣潮，提領的公積金或能充當

預備金用在拍賣房市“撿寶”。

“房產畢竟是固定資產，同時又能保值，是多

元化退休計劃的另一選項。”

根據《2021年馬來西亞人理財知識》問卷調

查報告，每5個消費者中就有1個消費者表明，今

年已申請或也有計劃申請暫緩還貸。而在已申請的

國人當中，29%會將暫緩還貸留下的現金用以償

還其他債務、28%表示將用在投資；另外27%則

會用以彌補減薪或失業造成的損失，藉以支撐家庭

開銷。

審查開銷 開源節流

退休規劃是長期計劃，而非今天籌劃明天就

能收成，且也不能單靠公積金局，還需多元化至

其他退休機會與工具，畢竟萬變不離其宗，要想

享受悠哉退休生活，懂得開源節流才是不二法

門。�對此，周志強指出，其他的退休機會意指其

他能抵抗通貨膨脹的投資工具，比如私人退休計劃

（P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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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退休金並非嘴巴上能省則省，而是必須

展開家庭開銷審查，檢討過去疫情前的消費與生活

模式。對於那些沒有投資概念的個人與家庭，開銷

審查絕對有必要，比如不能再如同以往般在外用

餐、孩子的才藝培訓花費等。”

《亞企理財中心》稅務與財務咨詢總監拿督蔡

兆源早前曾點出，開源節流始終是面對財務困境時

最佳解決方案，當節流到一定的地步，就要設法裝

備自己提高技術和生產力，換取更高收入。

規劃退休前 須釐清3概念

談及退休規劃，其實很多人還是存有迷思，總

會覺得退休還很遠，要先解決眼前的問題為重，李

文暢直言，制定退休計劃前必須從3個方面釐清概

念，盡可能縮小未來退休規劃的缺口。

①� �政府的角色

� � �醫療方面是否能給老年人或退休人士特別照

顧，可以探討建立專供老年人就診的老人診

所，即整體診所設施都從老年人的角度思考，

盡可能給予他們最大的舒適和便利。

②� �塑造奉養父母的觀念

� � �兒女本來就有奉養父母的義務和責任，雖然政

府在奉養父母這方面有給予些許稅務回扣，但

這樣的“力度”是否足夠還需再評估。鄰國新

加坡若是有兒女棄養父母，是需要背負法律，

但在大馬並沒有這樣的法令。

③� �多元化退休儲備

� � �除了依賴公積金局，其實自己也要有其他的退

休管道或工具，比如私人退休計劃、信託基金

投資、股票等。當建立了其他退休工具，也得

要適時調整投資組合，確保符合當下的需求。

黃國華：越早規劃退休越好

就如MRR咨詢顧問公司管理夥伴黃國華所

說，退休規劃是最常被人們忽略的課題，多數人都

是在接近即將邁入退休階段才開始想退休規劃，但

這其實並非正確的觀念及態度。

“為確保擁有足夠儲蓄能安穩退休，每個月

至少要將收入的20%用作儲蓄或建立其他退休工

具，盡可能越早開始越好。”

年齡不同 補回公積金存款挑戰不一

不同年齡階段的會員在重建公積金存款這部

分，因距離55歲可提取公積金退休的時間點不

同，比如30歲還有25年的時間可以填補曾經提領

公積金的“坑”，但若是已屆50歲或是今年正好

54歲，要如何填補就會是個迫切的問題。

根據公積金局統計，若以全國收入中位數即每

月2062令吉和公積金繳納率為24%來計算，該僱

員每月的繳納額為495令吉，一年存款將達5940

令吉，即須持續工作4年才能補回。

若以最低薪金1200令吉和公積金繳納率24%

來計算，該僱員每月的繳納額為288令吉，一年存

款將達3456令吉，即須持續工作6年。

20至45歲有較長時間填補

這對於20至45歲的公積金局會員而言，若欲

填補提領的公積金存款其實挑戰相對較小，畢竟他

們還有較長的時間線能通過提高公積金繳納率，稍

微加速重建這部分。

政府在明年度財政預算案宣佈，延長公積金

9%繳納率，從2022年1月的工資（2022年2月的

繳納額）開始計算到2022年6月的薪水（2022年

7月的繳納額），但若公積金局會員財務狀況穩

定，也可選擇退出這項計劃，將最低繳納率恢復至

11%，再視自身經濟狀況研究是否額外增加繳納

率。

個案1：30歲中產階級

假設年齡在30歲左右、工作逾10年，且每月

薪資4000令吉的中產階級，以9%公積金繳納率計

算，加上僱主的13%。

自身繳納9%=360令吉，僱主繳納13%=520

令吉。每個月約有880令吉，但若是恢復僱員繳納

率至11%，則自身繳納440令吉，等於往後每月可

支配收入減少80令吉，若對於其他投資工具不熟

悉，則可考慮是否每個月再額外增加2至3%繳納

率（約80至120令吉）。

個案2：54歲的公司主管

假設今年54歲、工作逾30年，且每月薪資有1

萬5000令吉，以9%公積金繳納率計算，加上僱主

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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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繳納 9 % = 1 3 5 0 令 吉，僱主繳納

13%=1950令吉。每個月則有3300令吉的公積

金存款，若是在疫情期間提領了最高2萬1000令

吉，在薪資維持的狀況下估計半年的時間可填補回

存款。若是恢復11%繳納率，則自身繳納將增至

1650令吉，等於每個月可支配收入減少300令吉。

55歲時可開始提領公積金存款，李文暢直

言，若是今年54歲其實不需要執着於補回公積金

存款，相反既然已經提領了公積金存款，若能夠就

為自己的私人退休計劃加碼或更好，否則也能考慮

其他投資工具比如房地產投資開始尋覓好房產。

“除非真的沒有其他投資工具如公積金這般有

4至5%回酬，否則還是盡可能多元化投資組合為

佳。”

結語：

重建退休金到底難不難，除了政府政策與執行

力到位，個人也需要為自己的退休生活而努力，疫

情或多或少對每個人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經濟逐

步開放後也應檢討整體財務狀況，若是檢討後發現

無法滿足退休後的生活所需，那麼調低退休需求或

是比較務實的做法，又或是退休後仍有能力則繼續

工作維持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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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奧運，誰比誰健康？〉系列一�

場裡場外廝殺的病態

� �

今屆奧運在不開放觀眾的情況下，演繹了一季無人的熱鬧。

儘管疫情讓場內的掌聲與喝彩被消了音，然而回顧這次奧運，場內的失序與場外的喧囂卻不絕於耳，

鍵盤上的血汗更是揮灑得淋漓盡致，廝殺得六親不認。顯然，�哪怕沒有現場觀眾，對躺在沙發上的你和

我來說，今屆奧運已毫無懸念地成了近年來存在感最強的一屆。值得探究的是，即便健兒和我們都沒染

疫，卻也不見得健康……

�

健兒的壓力 VS 各界的角色

當全世界都擔心東奧將進行得無聲無息之際，

她卻在疫情下成為了近幾屆話題性與關注度最高的

一次。

除了幾場爆冷成績外，選手場上的風度、場外

的德行、長相，身材甚至服裝，都成為話題。其實

類似情況每屆都發生，不同的是，疫情讓我們花在

看電視和手機的時間多了，因此民眾的關注自然較

過去高。

再者，各國某程度上似乎都希望借助獎牌來一

掃疫情的抑鬱，所以選手的壓力無疑更勝過往，甚

至反映在場上。

比如，我們看到被指場上爆粗的“臥槽姐”陳

清晨、澳洲橄欖球及划船隊選手則在場外肆意破壞

選手村。更早之前，以色列選手也被拍到壓垮選手

村的紙板床。

不僅如此，東奧期間，多名裁判、選手都被發

現在選手村裡派對飲酒，或外出觀光，違反了疫情

下禁止群聚的條例，部分健兒還與警方起衝突。

體育不再單純 健兒承受高壓

理科大學運動心理學副教授關沛恩就向本報指

出，健兒出征前都會經過一定的心理訓練，如，健

康的思維培育、面對媒體時的形象包裝與應對、對

外的個性塑造、場上的行為規範及心理建設等。

這能確保代表國家聲譽的健兒在對外、及場上

都可以展現出良好的形象，甚至就連比賽輸了，也

會有一定的心理輔導及對外應對的技巧培訓。

然而，可悲的是，隨着幾十年前商業化的介

入、國際上的政治角力，媒體的課題炒作、千萬人

的厚望、乃至市井小民的賭博活動等，全都讓體育

不再單純，健兒自然更得承受比過去更大的壓力。

“過去大家總認為千年歷史的奧運提倡和平、

團結、友愛、健康文化，技藝上的切磋。但現在不

一樣，也更複雜了。”

關沛恩也是馬來西亞運動心理學協會秘書。他

表示，儘管我們不能因為壓力就合理化健兒的種種

不當的行為，但或許可以反思社會究竟在這現象中

扮演什麼關鍵。

“以賭博為例，當民眾將希望押注在健兒的成

績時，這不僅造成健兒們不必要的壓力，賭輸後在

社交媒體上的發洩，再輪迴成一股壓力予健兒身

上。

“所以，這是個很高壓的‘工作’。健兒原本

是幸福的一群，可以在自己喜歡的興趣裡頭發展成

工作，然而現在卻是非常不易的‘行業’。”

金牌的執着 VS 現實的殘酷

李玉輝也發現，不知何時開始，各國都會給予

獎牌得主豐富的巨額現金，而私人界更會贈豪宅、

送名車，給土地或股權等獎勵，但這不一定就是可

喜的事，更不會是健康的發展。

“這會讓職業生涯本就不長的健兒認為，奪冠

才是他們改善生活的唯一途徑。當選手認為金牌才

能籌錢治病、能擺脫貧困時，這會讓他們對得失更

看重，更執着。”

體育需要資源入注來發展是可以理解的，其

中，贊助商的支持能協助打造一個擁有資深教練、

營養師、心理輔導等專人團隊，甚至還能為健兒提

供一流配備、精良的科技分析、甚至絕佳運動服來

奪冠。不過李玉輝認為，若健兒的出發點是個人利

益，那麼體育精神自然將不會是健兒們看重的。

靠獎牌脫貧扭曲價值

英國拳擊選手惠特克就是一個活例。這24歲

的小伙子在東奧上不敵古巴選手，結果拒絕戴上銀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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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而是將它收在口袋裡。

講究紳士風度的英國人都批評他沒有體育精

神，但對他來說，他不是得到銀牌，而是失去金

牌。反觀，裡約奧運中，中國泳將傅園紅在100米

仰泳半決賽以第三名晉級決賽卻喜出望外，因為

58秒95的紀錄是她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能超越

自我的興奮讓她爆出經典的那句“洪荒之力”。

或許我們應當反思，當體育成為某些人擺脫生

活困境，或爭取國際外交認同的唯一方式時，這是

否值得被推崇？當健兒需要犧牲童年和健康，來換

取更好的生活時，我們究竟應該稱讚他們的苦盡甘

來，還是就現實的無情、制度的缺陷，以及扭曲的

社會價值，做出建設性批評？

不見硝煙的“世界大戰”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近年來國際政治越見

緊張的關係，奧運儼然成為各方一場不見槍林彈雨

的戰場，而在這4年一度的“世界大戰”中，各方

人民更是容易陷入一場無意識的集體較勁裡。

舉例，中美在獎牌排行上的競爭就引發全球矚

目，俄羅斯與美國在游泳賽上的火藥味足以燃干池

水，而台灣羽球雙打奪冠也引發中台間的網絡戰。

有趣的是，儘管一些賽事我國是第三方，卻仍有不

少國人攪和在裡頭，引發大大小小的家庭戰，或朋

友役。

顯然的，原提倡健康、和平、友愛的奧運早成

為另一戰場，而在這場仿真沙場上，健兒不啻成了

各方的代理戰士。

健兒料越發難為

國家體育研究院運動心理學家劉金峰就坦言，

如今民眾已經將選手視為“英雄”，不僅給予更高

的期待與厚望外，也會放大檢視他們場內外的言談

舉止。

“這對健兒帶來很大的壓力，健兒其實就是普

通人，也會有情緒。”

他表示，過去奧運是�“一群不運動的人，看

一群熱愛運動的人去拚命”，如今則更像“一群不

過健康生活的人，去看一群健康的人去做一些非比

尋常的事。”

所以，東奧結束後，或許沒人會記得誰戰勝

誰，更不會有人記得哪些‘士兵’戰死沙場，一

如，大家都忽略了今屆奧運在堅持了百年的“更

快、更高、更強”格言上，增加了多一個“更團

結”。

但，可以肯定的是，下一個四年，新一批名字

將被認識，再很快地被遺忘，就像今屆的東奧，以

及之前的每一屆那樣。不同的是，未來的殺戮將更

多人參與、激烈程度也將更勝過往，而健兒無疑將

越發難為。

健兒的失序 VS 社會的演進

健兒失序的表現或許源自於無形的壓力，但大

環境的驅使自然也是原因之一。

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社會學副教授李玉輝就指

出，社交媒體氾濫的年代，新生代儼然已成為喜歡

自我表態的一群。

也因如此，我們看到24歲的美國泳將莉莉

金，因不滿男子組金牌被俄羅斯分薄後，在記者會

諷刺俄羅斯不該參賽，此舉被批沒風度外，也不尊

重奧委會；25歲的鉛球銀牌得主桑德斯在頒獎台

上，為LGBT群體發聲而雙手做出“交叉”手勢，

被指違反奧運禁止政治表態的規則；而2名分別23

及30歲的中國自行車賽選手領獎時佩戴毛澤東徽

章，被指有違奧運憲章第50條第2規定，即代表不

准在衣服或配備上展示政治或商業宣傳。

“長期在社媒下長大的新生代勇於表態，但這

不表示就善於表達。”

此外，他也認為，由於許多選手都趨向年輕

化，即便技術老練，經驗豐富，但心智上不一定成

熟，因此出現許多大暴走行為。

當然，年輕不一定不懂事，其中，13歲的滑

板金牌西矢花和14歲的跳水金牌全紅嬋就不見任

何有損風度的行為。惟，他們是因為年輕得沒有奪

冠壓力，還是真的懂得成熟控制？這值得探究。

觀眾也更自我

尤值一提的是，李玉輝發現，這樣的表態也發

生在觀眾身上，而鍵盤上的抒發更是一度無限上崗

至詆毀、謾罵、甚至詛咒的地步。如韓國射擊選手

安山因利落短髮而被批評為女性主義者，網民更呼

籲褫奪她的三面金牌。

除了社媒下成長的新生代變得更自我外，社會

風氣也是關鍵。比如，民眾如今看奧運多以俊男美

女為出發，不少自媒體更是率先盤點“奧運必看的

帥哥美女”。

所以，民眾可能不記得2016年奧運泳將士庫

林如何為新加坡奪得首個奧運金牌，卻一定對同屆

奧運表現不佳的寧澤濤念念不忘。而今屆，我們印

象深刻的哥倫比亞射箭女將吉拉朵，哪怕早就止步

32強，但IG粉絲翻倍至57萬人，而你至今可能還

不知，或根本不在乎誰奪得了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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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默許”民眾意淫

在話題炒作和娛樂化的操作下，社會‘默許’

民眾意淫選手，網民更會就選手的樣貌、身材，或

服裝品頭論足，甚至是惡搞一番。

所以，你或許不認識湯姆斯戴樂和麥迪裡，卻

一定記得東奧上有選手的身材猶如吉蒂貓，哪怕兩

人可是拼盡全力擊敗中俄兩支強隊，為英國取得男

子雙人跳水金牌。

但，不妨捫心自問，若你苦練多年，你會希望

自己的努力被看重，團隊的表現與榮耀被尊重？還

是，你會喜歡被惡搞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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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奧運，誰比誰健康？〉系列二�

體育精神昇華的輸贏

� �

東京奧運在疫情籠罩下結束了，然而牛津大學的質疑才正要開始。

根據官方數字顯示，因疫情推遲了一年的東奧開支達154億美元，即，1200間小學的成本。這不僅

讓牛津大學稱之為“史上最昂貴的奧運”，其研究更估計東奧超支111%或244%（胥視採用哪個成本數

據）。然而，當全世界，尤其日本納稅人得為這筆數字買單之際，其實一季奧運下來，民眾究竟得到了什

麼？我們真的能如奧運格言“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般健康友愛嗎？

�

更嚮往真善美

國家體育研究院運動心理學家劉金峰向本報坦

言，儘管奧運提倡健康、友愛、和平與團結。但作為

競技賽會，奧運不可能沒有輸贏，健兒更不可能不

重視獎牌，只是過程中，我們究竟能不能昇華自己。

以運動員為例，培訓能提升一個人的專注力、

耐力、培養他們勇於自我挑戰、積極正面的價值

觀。此外，這也能提升他們的時間管理。

而對坐在沙發的觀眾而言，奧運其實也能起着

正面的意義，如帶動全民體育、團結各族及國際友

愛等，而許多激勵人心的故事，更讓我們對真善美

起着一定的嚮往。

賽跑選手並肩到終點

“過去，我們有林丹和拿督李宗偉的友誼，如

今的奧運也上演了許多激勵人心的故事。”

今屆的800米賽跑中，波扎那選手不幸被美國

選手絆倒，但兩人沒有彼此怨恨或上演鐵公雞，而

是互相苦笑，然後相互攙扶，肩並肩地走向終點，

成為最具奧運精神的典範。

跳高雙金牌令人動容

東奧最動人的畫面莫過於跳高，意大利選手坦

貝裡和卡塔爾選手巴爾辛雙雙跳出2.37米高，彼此

3次嘗試挑戰2.39均失敗後，評審詢問是否要在加

賽。這時，巴爾辛詢問：“我們可以有兩面金牌

嗎？”，評審表示：“這是有可能的……”話還沒

完，兩人便喜極而泣地抱在一起。

巴爾辛受訪時直言，當時看到坦貝裡眼神時，

就知道無需再分勝負了，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冠軍，

但對方也應該是金牌。而坦貝裡則表示，若是換做

其他對手，他一定不願意共享金牌。就這樣的一場

惺惺相惜，不僅讓奧運會百年來出現第一次的雙金

牌，更實踐了奧運格言裡頭新增的“更團結”。

這些感人事跡，無不對國際政治越發緊張的今

天起着促進國際和平的意義。值得反思的是，若健

兒都能體現友愛精神，那沙發上，鍵盤前的我們為

何還放不下？

“不要錯失奧運這個機會來認識體育，更不要

過錯這個可以讓我們學會尊重、友愛與團結的機

會，否則就只是浪費我們的情緒。”

選手觀眾都應有修養

對國際學校體育老師梁明樂來說，體育其實能

培育一個人的良好品格，如紀律、團隊精神、刻苦

耐勞、自我提升、挑戰突破，以及與人為善，而健

兒的體育精神與風度更是必須的，因為這不僅是個

人修養，更代表着國家的形象。

“這對我們往後的人生道路是有幫助的，何

況，選手也代表國家出賽，身負一定的責任。”

東奧足球中，紐西蘭名將伍德賽後有意向輸了

的韓國對手李東炅握手時，豈料後者頭也不看，就

只輕輕碰了他的手指便走開，讓他相當尷尬。這不

足5秒的鏡頭，讓韓國隊慘遭國內外批評。儘管韓

國足協解釋是為了遵守防疫準則，但民眾仍就此表

示遺憾，認為這是有欠風度與體育精神的表現。

觀眾場外燃起戰火

除了選手，觀眾在觀賽期間的修養也不能忽

略，比如我們是否干擾了場上的健兒、我們有沒有

在社媒上做出惡毒的人身攻擊，我們可曾在看不起

酸民們的冷言冷語時，同樣不經意地成為了自己也

瞧不起的那種人？

比如，雙親都是中國兵乓好手的張本智和，在

今屆奧運代表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日本出征時，才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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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僅17歲便被批背叛祖籍國；至於美國土生土長

的美籍日裔衝浪選手五十嵐卡諾亞，為了祖母而代

表祖籍國日本出征時，卻又受到攻擊指他背叛了培

育他的美國。顯然的，健兒可以很純粹，但觀眾卻

不一定能，甚至在場外燃起不必要的戰火。

當然，由於國際政治緊張的緣故，全球孤立主

義抬頭，加上疫情使人鬱悶的關係，以致上至官員

下至民眾，無不將其他國家視為敵國般，讓健兒成

為他們另一仿真戰場上的士兵（甚至選手自己也不

自覺地這麼認為），因此選手有選手場內比拚，觀

眾則在場外有自己的廝殺叫罵。

“這其實並不理智，使用低劣的語言來攻擊則

反映自己的文化水平與修養，甚至是國格。”

擁有體育管理碩士學位的梁明樂認為，儘管奧

運是競技盛會，但觀眾可以從中加強體育項目的認

識，同時也在健兒的表現中提升自己的國際觀和人

生觀，展現高質的文化修養。

運動強國壟斷不再

今次東奧還有幾個有趣現象值得探究，其中，

理科大學體育科學系教授哈依魯就發現，越來越多

項目的金牌已經不再被某些國家所壟斷，比如羽毛

球不再是中國獨霸、游泳與田徑也不再是美國絕對

的‘金庫’。再來，一些國家更首次出現金牌，如

卡塔爾（跳高）、菲律賓（舉重）等。

跨國合作無限可能

對哈依魯來說，這展現的是另一種突破與跨界

交流後的成績，尤其當許多的選手都曾在不同地區

長大、或受訓，或參加國家賽累積經驗。此外，他

們的教練不一定也來自該國，雙親也不一定就是該

國人，而西方品牌也可能贊助亞洲隊伍。

“這其實是很好的交流結晶，讓我們看到跨國

合作下的無限可能。”

儘管有人會質疑，甚至批評這樣的“跨界合

作”並不值得驕傲，但哈依魯表示，體育切磋的可

貴就在於如何異中求同，並在一次次的交流與學習

中取長補短，再締造出佳績。

選手年紀輕輕得獎 各國栽培手法各異

再來，今年奧運也產生許多年輕的金牌得主，

如，13歲的日本滑板選手西矢花，以及中國14歲的

跳水金牌全紅嬋，而金牌得主的平均年齡也越發年

輕。哈依魯就指出，一些項目對體能與體格有一定

的要求，比如體格較小、靈活性強、身體柔軟的選手

在跳水與滑板較佔優勢，因此健兒年紀越來越小。

詢及這樣的現象是否健康，他解釋，各國對選

手的栽培有各自的哲學，其中，許多體育強國會在

小孩5至6歲開始展開專訓，甚至以訓練為主，學

業為副。然而，在我國，健兒們在中學以前都會拓

展各種體育項目，中學後才展開專訓。

“這不是‘健康與否’的問題，因為得看各國

的體育風氣與培訓方式。若國家資源豐富、支援系

統完善、整體環境允許、父母支持，且不會影響他

們的童年的話，年紀輕並不是問題，只是這不是我

國的文化。”

尤為一提的是，哈依魯認為，瞭解了這樣的背

景後，可以有助我們釐清自己對追逐金牌背後理性

程度，進一步對健兒產生同理心。

選手已盡最大努力

比如，當我國輸了羽球時，不是我們的選手不

夠努力，而是得獎的健兒犧牲得更多，他們的教練

與支援團隊所下的苦心，更可能超乎我們的想像。

當我們瞭解到體育強國的退役制度有多完善周全

後，你就明白為何強國健兒能無後顧之憂地去參

賽，我們更不會因為獨立60多年至今連一面金牌

也摸不到而責備政府、怪罪健兒。

“我國當然還有需要反省與提升的地方，但健

兒們已經在有限的資源下盡了最大的努力了，只是

其他國家還是比我們強。”

明乎此，奧運對觀眾而言，不僅是體育競技、

或娛樂，它更應包含理性的分析、客觀的包容，並

於同理中找到尊重，在激勵中促進團結。

結語：讓神聖的奧運更純粹

或許，打從千年開始，以競技為主的奧運就擺

脫不了“比較”與“輸贏”的命題，而隨着資本的

注入，以及國際政治角力日益緊張的影響下，現代

奧運更不可能單純。疫情下的奧運就是一個例子，

就算不開放觀眾，無人的喧囂卻此起彼落，場外的

廝殺更哀鴻遍野，甚至更勝過往。但，這不意味着

我們不能改變些什麼。

看回一幕幕動人的畫面，以及健兒令人敬佩的

表現，顯然的，無論健兒或觀眾，無論官方，還是

資本，我們始終能為神聖的奧運貢獻些純潔。哪怕

奧運不再單純，但我們能純粹，否則疫情下的奧運

即便大家都沒有染疫，但誰都不見得比誰健康。

這回，東奧超支將由日本納稅人買單了，奧運

這屬於全人類盛會的單，你打算用怎麼樣的心態去

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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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特輯：運動盛會的遺產〉系列一�

奧運遺產，如何形塑一座城市？

� �

全球冠病疫情不散，2020東京奧運首開先例延遲一年舉辦，現場不得有觀眾、支持者，讓四年一度

的盛會黯然失色。

奧運會、亞運會、共和聯邦運動會等超大規模的綜合運動會和世界盃足球賽，都是讓人跨越宗教、種

族和國界，同為體育歡騰的大型賽事。然而，斥資（也許赤字）舉辦大型運動賽事，僅為競技嗎？國家、

城市為何申辦大型賽事？

2周到1個月的賽事期間，大批支持者、遊客共襄盛舉，城市猶如大型派對。只是，狂歡以後，運動

盛會為城市、國家、人民留下什麼？

�

城市為什麼要辦奧運？

7月24日，炎夏，東京天空蔚藍一片，留學日

本的陳韋菘趁週末到2020東京奧運場館外走走。

那天是開幕儀式隔天，一出千馱谷站，他就感受到

人潮比往常多。途經東京體育館來到主場館新國立

競技場，都圍上“Tokyo�2020”字樣。儘管反對

舉辦的聲浪不小，但沿途慕名而來打卡拍照的民眾

並不少。陳韋菘覺得，整個東京終於有點奧運盛會

的氛圍了。

時間回到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大地

震，引發福島核災，重創東日本。國家面對災

難，舉國哀傷之際，首都東京決定申辦奧運，有

災後重新出發的精神意義。2013年成功取得主

辦權後，這場奧運也被譽為“The�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Games”（修復重建運動會）。開

幕式聖火傳遞環節，最後第二棒的小朋友便是來自

福島。

說起來，東京1964年首次舉辦夏季奧運也極

富精神意義。作為戰敗國，日本向世界宣達重新出

發。當年的火炬手阪井義便是19年前廣島原子彈

爆炸當天出生的孩子，開幕禮上也放生白鴿，象徵

和平。

最近一次在亞洲登場的夏季奧運是2008年中

國北京奧運。當時在北京留學的歐陽姍姍記得，聖

火傳遞途經清華大學，整條大街滿滿人潮，小孩騎

在大人肩上，還有人站上校門口石獅子上，只為一

睹奧運聖火風采。

臨近奧運，城市角落有很多倒數開幕的牌子。

她有幸申請上奧運志工，在園區給觀眾遊客指路。

她記得，志工分工非常明確，培訓手冊厚厚一本，

毫不馬虎。

“當時整個城市都在為奧運這件事。”身為外

國人，歐陽姍姍感受到中國人的向心力。城市蛻

變，炎夏打赤膊的大爺少了；比起2006年初到北

京，天空逐年由灰轉藍，空氣素質變好；地鐵線還

新開通了好幾條。當然，一些犧牲是免不了的，工

廠停工為減排放廢氣，老舊胡同讓路建設而拆除。

就如許多分析報道，北京奧運猶如中國向世界

宣告大國崛起。奧運帶給中國人民的精神意義也是

舉足輕重的。

奧運就像一場賭注，能否用10年賭贏？

馬來亞大學運動科學系高級講師薇達蒂（Dr�

Wirdati�Radzi）非常認同，中國確實借奧運展現國

力和體壇實力，打破西方統治的局面。是以，比起

1964年東京和1988年韓國漢城（尚未更名首爾）

兩屆奧運，2008年北京奧運也帶有亞洲對立西方

的政治意味。

每個國家或城市想要舉辦大型賽事的出發點不

盡相同，並不止於精神意義。國際奧運理事會列出

的“奧運遺產”（Olympic�Legacy）就包括：體育

（帶動體育產業發展）、社交（提升主辦國形象與

國際交流）、環境（推廣應用環境友善能源）、都

市（推動都市更新、發展與建設）和經濟（製造就

業機會和帶動旅遊商機）。

UCSI大學建築系主任張集強形容，舉辦奧運

好像“打類固醇”。為迎接各國使節、運動員和遊

客，國家得以趁機提升機場設備、公共交通網，

“整個都市環境在那陣子會變得特別好，因為整個

國家的資源都擠到那個都市去了。”

白慧琪《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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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奧運遺產”看似甜頭。然而，對實力不

足的選手而言，興奮劑藥效過了就是過了；對財力

不足的城市，奧運會效益往往只是曇花一現。許多

國家在奧運後很快進入經濟蕭條，2004年希臘雅

典奧運便是一例。

張集強解釋，賽會期間，城市是臨時新興的都

市，遊客、選手到來，人口突然暴增。場館、選手

村不能貿貿然融入現有街區，否則對原有都市居民

造成很多干擾。儘管有約10年時間規劃、建設，

但10年要形成一座城市簡直太短。

不是有了硬體和人城市就成型，還要累積一段

時間，形塑社區感，才會宜居。如果按照原來城市

發展的規律，透過原有的資源和稅收，發展並沒那

麼快到位。“奧運就像一場賭注，動用那麼多資

源，如果10年內人民、工作收入都到位，就能持

續下去；達不到就會進入毀壞過程。”

單是那些超大型奧運場館，建築費用龐大，賽

會結束後使用率卻不高，淪落為蚊子館。試想，不

是每個演唱會都需用到5萬人、8萬人甚至10萬人

的超大型場館。“很多人以為，場館擺着不用就會

省下開支，這是非常錯誤的。養護是持續開銷，相

當棘手。”薇達蒂說。

是以，張集強認為，在運動盛會滾進的廣告效

應、商業消費都是短暫的經濟活動，若當地社會的

經濟能量無法支撐，那些超大規模的場館往往無法

永續經營。

據他觀察，近20年來舉辦奧運的5座城市裡，

經濟文化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悉尼，奧運園區轉型成

功。北京奧運主場館鳥巢除了變成大型活動的場

館，也發展收費參觀。“一來建築有特色，二來中

國國內遊客量夠大，能補貼一些養護費用�。”

如何讓“奧運遺產”走得更遠？

專業為運動管理的薇達蒂點出奧運等大型賽會

的問題。在申辦之前，城市就要着手未來10年的

計劃，而10年內充滿變數。申辦成後，奧運場館

總是趕着建出來，間中奧理會還會來查核。“從學

術角度看來，這對任何國家都很不公平。”

國家、城市還是趨之若鶩，因為體育服務、服

飾、器材等商品，乃至整個體育產業市場龐大，每

個人都想分一杯羹。然而，各個運動單項協會才是

體育專業人士，才是賽會最重要的角色，他們卻不

獲尊重。

要怎麼真正做到為城市、人民留下“奧運遺

產”？薇達蒂認為運動協會需深入參與體育場館長

遠發展計劃，籌辦期間也需地方社區參與。她以

2012年倫敦奧運為例。

2004年雅典奧運，英國健兒表現不佳，體育

部開始研究推動運動協會和組織現代化，相信賦權

協會，能提升體育表現。與此同時，倫敦想借由舉

辦奧運重塑城市和先進國的形象。“當時人民其實

很反對，因為舉辦奧運，經濟壓力必定大增，稅務

也可能增加。”

當時英國政府召集學界、體育協會、各構成國

的奧理會一起思考，如何在不讓當地居民憤怒的情

況下照舊舉辦奧運會。最終，主園區選定倫敦郊

區，以期帶動發展，惠及當地居民，提供就業機

會、休閒場所、共用的運動空間。政府也承諾降低

場館建築成本，並在賽後改建，轉換用途。

主場館倫敦體育場原為8萬人大型體育場，奧

運前就議決待賽會結束，縮小規模，改建成多功能

體育場，同時公開招租。最後，英超球會西罕得

標，2016年起成為球會主場。薇達蒂說，“雖然

足球只有22名球員在場上，卻有成千上萬的球迷

支持。倫敦奧運場館等於投資在球迷身上。”

薇達蒂認為，總歸一句，要把體育協會、俱樂

部和當地居民都聯接起來，才能確保大型賽會帶來

運動遺產。

燒錢的運動會，誰還願意承辦？

近年來，奧運會、亞運會、共運會等大型賽會

的申辦城市越來越少。過往國家、城市虧損的例子

讓後人卻步。薇達蒂認為，其一因素是各國已不

再把運動榮耀納入國家議程。“也許10年前，體

育還是國際外交的一個方式，但承辦運動盛會的

成本攀高，已經是1996年美國亞特蘭大奧運會的3

倍。”她提醒，現在的30億不可與10年前同語，

“是不是先進國，都對經濟造成很大的壓力。”

另外，體育也有了新趨勢，電競慢慢崛起。薇

達蒂說，看看四周，健身的人變多，比起花錢看人

運動，人們也熱衷自己運動。就算收看賽事轉播，

也不一定要簽購付費體育電視台。她語重心長，運

動行為已經改變，體育產業要更加關注順應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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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特輯：運動盛會的遺產〉系列二�

共運會，給吉隆坡留下什麼運動遺產

� �

1998年共和聯邦運動會首次在亞洲舉辦，就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CG98 � 4個字是

“Commonwealth�Games�1998”的縮寫，拼成國花大紅花，成為當屆賽會標誌。當年舉國歡騰，響徹

“Malaysia�Boleh”口號。一度，我們真的相信馬來西亞能。

其實，共運會是繼奧運會和亞運會後最大規模的大型綜合運動會。不免讓人懷疑，1998年馬來西亞

是如何辦到的？“奧運遺產”包括體育、社交、環境、都市和經濟，套用在98共運，大馬、吉隆坡留下

什麼“運動遺產”？

�

“當年景觀設計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使吉隆坡

成為花園城市，道路旁都是綠肺。”城市土地運用

及交通規劃專家吳木炎回憶，98共運前後的吉隆

坡與現在是截然不同的城市面貌。

吉隆坡於1992年打敗澳洲阿德萊德，獲選為

1998年共運東道主。吳木炎記得，90年代，整個

吉隆坡大興土木，處處建設，儼然是巨型工地。吉

隆坡塔、國油雙峰塔和輕快鐵線多個工程同時進

行，當然還包括武吉加裡爾多座共運場館。為接待

外國領袖、使節，很多五星級酒店也是在那時應運

而生。

吳木炎記憶中最大的差別是道路建設。當時的

城市道路加寬、改善後是使用者友善、環境親善

的，不像現在多是貫穿城市的高架公路。當時的城

市綠肺有咖啡山（Bukit�Nanas）；帝帝皇沙湖濱

公園是共運競走的賽場；蕉賴建有腳車場館和吉隆

坡羽球館（現已拆除，興建公寓），沿路一直到老

街場休閒公園（Taman�Rekreasi�Pudu�Ulu）都圍繞

在綠蔭中。

“不要忘記，金鑾鎮（Bandar�Kinrara）的板

球場，那時還沒有霸級市場，也沒有高架橋、輕快

鐵，當時周圍都是綠肺。”吳木炎點出，當時的道

路和基礎建設都是平面，而非立交。遠道而來的選

手、支持者、遊客在往來賽場時，都能感受綠意盎

然的城市。爾後的吉隆坡大興兩三層高架公路，且

穿越市中心，對景觀破壞很大。

大型賽會最讓人詬病的就是整個國家、城市斥

資建設，造成舉國經濟壓力龐大。吳木炎倒認為，

當年馬來西亞確實有實力承辦共運會。90年代，

馬來西亞是亞洲四小虎，還到中國、越南投資，經

濟突飛猛進。承辦共運，外國媒體聚集採訪報道，

國外旅客前來觀賽，都見證吉隆坡的現代化發展。

“過往共運都是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和英國

舉辦，第一次在亞洲舉辦，的確要展示‘我們也不

差’。”

昔日光輝再難複製

再說共運場館建設，當時，武吉加裡爾原是垃

圾掩埋場。在私營化政策下，馬資源（MRCB）負

責建設武吉加裡爾體育場，以換取市中心獨立公園

地段。共運成功舉辦後，有一段時間場館經營不

善，後來才整合成現在的國家體育中心。

位於國際醫藥大學（IMU）對面的V i s t a�

Commonwealth公寓，前身是共運選手村。那本來

就是私人發展計劃，讓選手先入住，再延後交屋。

至於散佈在雪隆各個角落的場館，因設備老舊，一

個個慢慢淘汰，被新建場館取而代之。

前首相馬哈迪的強人作風固然充滿爭議，但當

年大馬確實輝煌。縱觀二十多年的後共運時代，

吳木炎看來覺得可惜，大馬似乎把98共運當作終

點，並沒有延續昔日光輝。現在的武吉加裡爾公寓

林立，大型商場進駐，在他眼裡也和共運會沒有直

接關係，“後來的都是前首相納吉時代的私營化發

展計劃。”

我們有運動科學，卻沒有運動管理人才

98共運帶動了吉隆坡城市基礎建設和經濟發

展，那賽事最核心的“體育”有什麼遺產呢？

共運會後，武吉加裡爾國家體育中心的場館除

了舉辦東運會和其他單項運動賽事，民眾最有印象

的大概是演唱會。疫情期間，體育場又化為冠病疫

苗大型接種中心，多了新用途。

白慧琪《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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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亞大學運動科學系高級講師薇達蒂（Dr�

Wirdati�Radzi）提醒，演唱會等場地出租收入僅是

杯水車薪。武吉加裡爾和雪隆數個國家級體育場

館都由青體部旗下馬來西亞體育館機構（PSM）

管理經營。根據2014年的財報，場館的修繕養護

費用高達2973萬9018令吉，體育館出租收入僅

有462萬3713令吉，相差約2500萬令吉，相當驚

人。

每年稽查報告出爐，坊間就會流傳這句話“一

流設備，九流管理”。薇達蒂認為，運動場館當然

應由各體育協會裡真正懂得場館還能怎麼用的體育

專業人士來管理，只是他們可能缺乏經營頭腦。

“其實那幾年馬哈迪推動了一系列活動，

1996年Le�Tour�De�Langkawi（環浮羅交怡長途腳

車賽），也是我國第一個國際單項運動賽事，很成

功；過後就是98共運、1999年F1（一級方程式賽

車）。”經薇達蒂細數，原來我國承辦的大型賽會

並不少。不談政治立場，只談作為，時任首相馬哈

迪確實想透過舉辦體育賽事來啟發、激勵人民。

除了賽事，1995年馬來亞大學首辦運動管理

科系，1999年第一屆學生畢業。“可是我們的運

動產業缺乏的就是這些（運動管理）人才！”薇達

蒂遺憾，當時政府投注很多資金來啟發人民，但沒

有人接過棒子。

運動管理人才並不受社會普遍認可。薇達蒂從

學生的就業經驗發現，就連知名運動品牌也寧願錄

取同是馬大畢業的商業管理系學生，也不選運動管

理系。“本地培養的學生沒有辦法在運動產業發

揮。”

改革，從哪裡開始？

薇達蒂相信，想要延續“運動遺產”，政府和

各項體育協會、人民應緊密連結。人們的目光往往

重視運動員的表現，但他們只是整條運動產業鏈的

最終產品，背後得有龐大的團隊支持。�“我國的

運動科學還不錯，但是關乎場館管理、法律、體育

協會營運等等，卻不被視為同等重要，這個情況必

須改變。”

亞洲運動管理協會有很多學術人員，專業包括

運動商業、運動人力資源管理、運動法律等，薇達

蒂在裡頭發現，大馬和其他亞洲國家落差很大，

“日韓的情況是運動管理人才告訴政策制定者哪些

辦法必須執行。”

“應該要賦權各個體育協會，因為沒有他

們就沒有運動，也不會有其他設施、服飾、器

材需求。”然而，曾任體育專員署（Pejabat�

Pesuruhjaya�Sukan）體育專員的她觀察到，我國

的體育協會思維仍以非營利為主，而非思考如何不

靠政府資金，永續經營。體育協會常年獲得青體部

撥款，資金流向、用途等資訊卻不透明。最基本的

運動員、教練、技術人員、各州場地也沒有系統地

記錄，沒有妥善管理，更甭說當中還有很多政治角

力。

說到底，薇達蒂認為，我國的體育運動產業發

展還不夠完善，人才正在接軌。“國家要發展體

育，不必急着建設國家級場館，那些我們已經有

了，重要的是整頓產業內的組織與人才結合。”

談到此，98共運為馬來西亞留下什麼“體

育”方面的遺產？或許短暫有，只是沒能好好延

續。

曾經，馬來西亞想再次申辦共運會和亞運會，

薇達蒂臆測，也許政府想復刻當年的榮耀、發展與

精神。那麼，馬來西亞是否應再放手一搏？薇達蒂

認為，“我們其實還沒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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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特輯：運動盛會的遺產〉系列三�

後奧運時代，場館之命運

� �

運動經濟學者安德魯·辛巴裡斯（Andrew�Zimbalist）在著作《奧運的詛咒》寫道，當商業凌駕體

育，奧運已經淪為一場金錢豪賭；國際奧委會與各國政客所承諾的效益更從未實現，徒留龐大債務與各式

蚊子館。

就在2020東京奧運開幕前兩天，希臘總理米佐塔斯基宣佈，雅典奧林匹克中心將改造成都會公園。

據《Greek�Travel�Pages》報道，改造計劃混雜自豪與失望，因為那曾是2004年雅典奧運的場館，過後

卻沒能善加利用。

為奧運興建的場館後來怎樣了？從建築角度來看，奧運場館有什麼精神意義？回歸本質，運動場館可

以扮演什麼角色？

�

2016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 
回收胎死腹中，淪為廢墟

2020年1月，裡約奧運公園遭當地法官下令關

閉。根據BBC報道，判決理由是場館設施荒廢，且

缺乏安全保障。

新聞網站《Business� Insider》曾於2013年報

道，裡約奧運計劃興建7座新場館，其中4座為臨

時場館，賽會結束後將“回收”，改建成更小規模

的運動場地或學校。

然而，波蘭建築學者Bartosz�Dendura在2019

年發表的學術期刊指出，礙於改造成本高企，那些

場館仍佇立當地。其中，用預制材料建成的未來

體育館（Future�Arena）並沒有按原計劃改建成學

校。

“其實原本的構想是好事，就好像設計樂高那

樣，有很多模組塊可以重新拆組。”UCSI大學建

築系主任張集強說，計劃是可行的，變數是如何執

行。

他提起2016年普立茲克獎（Pritzker�Prize）得

主，智利建築師Alejandro�Aravena在當年建築雙年

展的作品。他用了90噸的建築回收材料搭建雙年

展入口處。“雙年展和裡約奧運是同一年，當時建

築界的氣氛是在反省建築對環境的破壞，包括建造

過程，或更早從生產材料開始。”

2008年北京奧 
運承載夢想、實力、形象

中國《財新》於2018年製作的北京奧運10年

特別報道〈場館們的後奧運時代�〉，盤點了當時

場館的賽後用途，以文化和體育活動為主。其中，

工人體育館以演唱會居多，五棵松體育館則是運動

賽事的首選。

反觀主場館鳥巢，因場地太大，成本回收不

易，少有藝人敢在那兒開唱。不過，鳥巢和水立方

采收費參觀，成為場館其一收入。唯，後來的參觀

人數肯定不比10年前踴躍。

多年來，鳥巢仍然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奧運場

館。從建築學角度來看，張集強點出奧運場館有幾

個重要設計考量——必須突破傳統體育館的設計和

使用手法；結構上也傾向找新的方式來凸顯造型。

張集強解釋，舉辦奧運是在彰顯國力，因此場

館設計也在展現國家的建築實力。否則，單從建築

基礎來看，把觀眾席、大屋頂等等該做的做好就行

了。“奧運場館總會有一些設計動機是超越現實需

求，可以說是精神層次了。”

就像超高層建築，讓人有這個國家或城市已擠

入先進國行列的印象，儘管未必有使用需求。這些

建築物的目的是為了創建形象，帶給國家更強大的

觀感。

馬來亞獨立時代的“運動遺產” 
場館仍在，國家精神卻消失

回到馬來西亞，雖沒承辦過奧運，但我國也

有極富精神意義和價值的運動場館。這裡說的不

是為98共運興建的武吉加裡爾體育場，而是1957

年馬來亞宣誓獨立的“默迪卡體育場”（Stadium�

Merdeka）。

鑽研馬來亞獨立時期建築的新加坡建築學者賴

啟健說起這段歷史。殖民時期，大多數大型儀式都

在獨立廣場（Dataran�Merdeka）舉辦。然而，國

父東姑阿都拉曼並不想在那宣誓馬來亞獨立，且場

白慧琪《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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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限，參與人數不能太多。

於是，東姑阿都拉曼找來當時公共事務局局長

史丹利（Stanley�Jewkes）設計一座2萬人露天體

育場，取代獨立廣場。“當時能建造體育場的發展

中國家不多，所以這也有現代化和發展能力的象

徵。”

據賴啟健考察資料，馬來亞可說是發展中國家

裡第一個用體育場宣誓獨立的國家。後來同樣在

體育場宣誓獨立的有牙買加（1962年）、贊比亞

（1964年）和南非（1994年）。

運動本來就是能跨域種族的休閒項目，而各

族人民一起在體育館見證國家獨立，更是別具意

義。賴啟健提到，東姑也希望通過體育來灌輸“健

康國民”的概念。1957年8月25日至9月8日，馬

來亞舉辦了獨立運動會（Merdeka�Games），一共

有11個項目。當中包括：田徑、羽球、籃球、板

球、腳車、足球、鉤球、射擊、游泳、網球和舉

重。

後來，吉隆坡也建設一系列體育場館，包括國

家體育館（Stadium�Negara）和獨立公園。不僅如

此，除了吉隆坡，各州也陸續興建了體育場館。

“這樣就能通過體育項目連貫各州人民，例如舉辦

大馬盃足球賽，而且也可以代表國家出席國際競

賽。”

只是，隨着人口增長，默迪卡體育場雖然增加

座席，但還是容納不了進場的觀眾，不能舉辦國際

賽會，所以後來還是得建新場地。

直到1998年馬來西亞舉辦共運會，國家體育

中心也從默迪卡體育場轉移到武吉加裡爾。城市

土地運用及交通規劃專家解釋，在當時私營化政

策下，馬資源（MRCB）負責建設武吉加裡爾體育

場，以換取市中心獨立公園地段。因經濟不景，

這片土地後由國家資產管理公司（Danaharta）接

管，後由國民投資有限公司（PNB）買下，興建

118層樓高的默迪卡PNB�118超高層摩天大樓。

話說回來，賴啟健認為，獨立時期興建的體育

場館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不同種族、社會、階層的

人民都能共存在同一空間。那麼，透過體育場館展

現的國家精神後來為何沒法傳承？在他看來，這份

精神在1969年513事件和新經濟政策之後，就難

以維護傳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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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有羽〉系列一�

許少原：自由人“心常在” 過去 現在 未來

� �

什麼是羽球自由人？足球與籃球有自由人嗎？自由人是代表誰？一些不太熟悉羽球運作的讀者可能有

如此疑問？

自由人應該是大馬羽壇專有的名詞，其他國家不是沒有，即使是有，也是少數。

為什麼在大馬只有羽球有自由人？答案是大馬羽球以前是走國家體制（如同現在中國隊，所有參加國

際賽選手，都是國家隊成員），其他運動沒有。

大馬羽球隊在更早期是沒有自由人，因為全部頂尖球員都是代表馬來西亞羽球總會，也就是國家隊。

�

名單越來越長

但到了一個時期，一些資深國手退出國家隊，

但他們還不想退役，所以有第一代自由人產生，如

較近期的黃綜翰、鍾騰福與李萬華等在2008年退

出國家隊，以自由人身分繼續球員生涯。

接著下來的下一代自由人。就包括“鑽石組

合”古健杰與陳文宏、前世青冠軍祖法利、陳俊

翔、劉國倫與張崴烽等。

不過前兩代的自由人，由於人數少，成績也不

出色，沒有引起太多注意。

但是，到了近期第三代自由人大量產生，如今

大馬自由人軍團陣容，已經足以與國家隊分庭抗

禮。

里約奧運會混雙亞軍陳炳順與吳柳瑩、以及男

雙亞軍吳蔚升與陳蔚強是近期第三代自由人代表，

前者是在2018年12月退出國家隊，后者在一個月

后也跟隨他們的腳步出走。

除了順瑩與雙蔚，其他同期從國家隊退出成為

自由人還包括男雙王耀新與張御宇、男單宋浚洋、

女雙林秋仙等。其他更早或同期退出國羽成為自由

人還包括有男單蘇德智、伊斯甘達、陳加偉、吳業

振、阿里夫與林志詠等。

那一次揮刀 軍團更加強大

2021年2月，由於在泰國三站表現不如預期，

大馬羽總一口氣再辭退5名資深球員，分別是混雙

吳塤閥與賴潔敏、賴沛君、女單謝抒芽與女雙許嘉

雯。

隨后賴沛君的搭檔陳健銘宣布與沛君共進退，

也退出國家隊。加入這六人，大馬自由人軍團陣容

更加強大。

球員退出國家隊原因各有不同，有的希望拿到

更多自主權，因此選擇當“自由人”；有的被國家

隊“放棄”，被迫成為“自由人”。

但不管是什麼原因，大馬自由人已成一股新勢

力，是不爭的事實。

不過，盡管自由人陣容“人強馬壯”，但他們

卻各自為政，還不能真正成為一股能與國羽抗衡的

新勢力。

同時，一大批自由人突然涌現，他們如何在有

限的市場“求存”，也是本系列探討的重點。

本系列訪問多名專家或前國手，包括大馬紫盟

聯賽創辦人拿督許少原、紫盟沙登俱樂部東主王友

福、八打靈高原館主黃建國與前國家隊女雙好手溫

可微等，他們以過來人身分，與大家分享自由人未

來的路應該如何走。

同時本報也訪問自由人，親身講述當自由人的

“酸甜苦辣”。

許少原（Jack）是2002年世青賽男雙銀牌，

在2006年退役后，他的心中一直留有遺憾，大馬

羽球發展不夠全面，以致近年被昔日羽球弱旅如日

本、中華台北與泰國等國家或地區球隊超越。

自由人是未來趨勢 還欠完整生態系統

談自由人課題，許少原（36歲）是大馬最有

資格發言的其中一人。許少原在2014年就創辦大

馬紫盟聯賽，開創本地職業聯賽先河，也間接培養

更多球員成為自由人。

許少原接受本報專訪時說，自由人是大馬羽球

未來的發展趨勢，職業羽球員（俗稱自由人）是處

於羽球發展最頂端一層，可持續發展。

少原說：“但目前大馬羽球的自由人生態系統

還未真正成立，目前當自由人還面對不少問題，特

別是去年因疫情推行的行動管制令，對自由人造成

巨大影響。”

林良生《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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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自由人收入主要依靠贊助商的贊助

費，以及比賽獎金。因為疫情關系，世界羽球停了

一年多，�他們的收入來源就有很大的影響。”

“疫情對自由人打擊非常大，因為他們還有家

庭要養，同時還要負擔訓練費用。更沒有想到的

是，這次疫情拖了這麼久。”

“在疫情影響下，很多自由人都已跑樣了，他

們可能已放棄訓練，或訓練的比較少。以前自由人

可能一周訓練五天半，現在可能只訓練之前的五十

至六十巴仙，而他們把省下的訓練時間去做其他事

情。”

他補充：“只有自由人生態系統創立之后，那

麼自由人才能有無后顧之憂。

羽總辭退資深球員 
時機不對 理由不夠

對於今年1月大馬羽總突然辭退多名資深球

員，許少原認為羽總辭退的時機不對，也沒有足夠

的理由。

少原說：“我個人認為在這個時候減少國家隊

陣容不是一個很好的決定。首先羽總沒有面對財務

問題，這是因為羽總不久前剛賣了一塊地，進賬不

少錢（羽總賣掉位於蕉賴馬魯里舊大馬羽球學院，

據報道進賬5200萬令吉）。

他說：“其次，我認為羽總辭退他們時機與

方法不對。舉例，球員從13歲就進入武吉加里爾

體育學校后，就一直效力羽總，直到現在已有近

20年，因此，球員與羽總關系，就好像孩子與父

親。”

只剩最後一公里

“他們經過奮斗，才取得如今世界前30或前

16排名。這些忠心耿耿的球員，就是羽總的好孩

子。我們對自己的孩子，總是保持耐心，不管他做

錯什麼，也沒有人會對自己的孩子半途而廢。”

少原說：“如今這批資深國手，只剩最后一公

里路就可以從羽總“畢業”，為什麼羽總不資助他

們打完最后4個至5個奧運會積分比賽？況且費用

也不高，我相信不會超過10萬令吉。”

“即使羽總已打算與他們分手，也可以達成君

子協議，若他們拿到東奧門票，就可以繼續留在

羽總。如果他們落選東奧，屆時再分道揚鑣也不

遲。”

他補充：“羽總在資深球員身上投入無數心

血，最后即使是分手，也應該好來好去。所以我覺

得，羽總在做這方面決定，還是有提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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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有羽〉系列二�

許少原：都是一家人 羽球依靠團隊配合

� �

前國手、大馬紫盟聯賽拿督許少原是過來人，目前也是一名教練，對於自由人能否成功，他認為需要

各方面配合才有可能，羽球雖是單打獨斗，但最終成功還是靠團隊配合。

少原強調，自律是自由人通向成功的最基本要求。

他說：“在羽球圈里，大家都是一家人，我們需要一起合作。場上是競爭對手，因為冠軍只有一個，

但在場外，我認為需要大家一起配合。”

“首先，我們不可能一個人進行羽球訓練，因此我們需要陪練員，如果沒有人跟你配合，你就要聘請

陪練員，這也是不小的負擔。”

他指出：“當一名球員離開系統成為自由人，好處是可以自己控制時間，決定任何事情，壞處是你可

能因突發事件影響訓練計劃。”

�

講究制度不講人情 
認清系統好與壞

他舉例說：“當你早上准備去訓練時，老婆告

訴你孩子病了，該名自由人可能決定帶孩子去看醫

生；但球員若還在國家隊，你必須先來訓練，因為

在系統訓練中，不管你遇到什麼突發事件，都要准

時報到。”

“系統是講制度，不講人情。在系統下訓練，

肯定有它的好處，紀律可以更好。自由人沒有在系

統下訓練，自己決定一切，但壞處卻是一旦你缺席

一堂訓練課，卻很難彌補回去。”

“這是因為搭檔或其他陪練員是按之前定下時

間表訓練，當你帶孩子看完醫生，趕回訓練中心時

可能已接近中午，屆時大家都已結束訓練，沒有人

會再配合你訓練。”

團隊，還是單飛？

他說：“一旦出現這種情況，該名自由人就浪

費了一天訓練時間。所以自由人在訓練方面，可能

會面對這種磨擦。”

“自由人面對問題第二點是贊助。贊助商在決

定贊助時是看我們是團隊的，還是單飛的。如果是

有一個團隊支持的自由人，所爭取到的贊助費用，

肯定會比單飛自由人更高。”

“贊助商更相信有俱樂部在背后撐腰的自由

人。這些俱樂部都有各自支持者在背后推動，讓自

由人更進步，向下一個階段挺進。如果你后面沒有

團隊推動，或許你會放松一點。�”

台灣是學習對像

“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泰國、丹麥、韓國、日本

與台灣等職業選手，大部分都有俱樂部支持，並有

職業聯賽，這些都可以成為自由人提升的平台。”

去年初疫情爆發初期，剛好在台灣經商的許少

原，因此滯留在台約2個月。

這期間，少原參觀不少台灣羽球俱樂部，對當

地羽球發展贊不絕口，直言台灣羽球是大馬走向職

業化的很好學習對像。

體長答應協助 
成立公會跨出第一步

所謂團結就是力量，如今大馬職業球員（自由

人）粗略估計已近百人，如果算進已退役球員或年

輕選手，可能有數百人。但是，自由人卻沒有保護

自己的團體，一旦出現糾紛，自由人只能啞子吃黃

蓮。

在這種況下，許少原有意成立自由人公會，以

保障自由人的利益與向有關當局爭取更多權益。

談到這課題，許少原說這問題問得很好，他們

的確正努力做著這計劃，盡管很吃力。

全世界一起合作

少原說：“這不是一個國家所做的事，而是全

世界同行一起合作才能做到。目前世界體壇，你可

以看到足球、高爾夫球與網球都有各自職業球員公

會，但在羽球，目前還沒有職業球員或自由人公

會。”

林良生《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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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問號。為了成立職業球員公會，我

有去了解要如何創辦。目前羽球結構，最高單位

是世界羽聯，接著是五大洲羽協，然后是各國羽

總。”

“現在問題是大家想改變現況嗎？如果想改，

我們就要找精明伙伴一起實現。現在不只是大馬

有這樣問題，印尼與韓國等國家也是有很多自由

人。”

“目前要報名打國際賽，都需要通過各國羽總

報名。如果維持這制度，最后話語權還是在各國羽

總手中。”

許少原說：“目前我已開始籌備著這公會，我

要感謝體育部長拿督斯里禮查馬力肯，他已答應青

體部會幫忙玉成此事。如果能成立這個平台，我就

能拉大家團結在一起。我們希望從大馬先成立球員

公會，然后再期待其他國家也能響應。”

培訓一個好球員 
擔心被人挖角

許少原說：“但話說回頭，我覺得要在大馬建

立可持續自由人生態系統還是很重要。為什麼以前

大馬有很多私人俱樂部，但后來都消失掉，關鍵是

俱樂部培訓出來的人才，容易被國家隊挖角。”

“要培訓一個世界冠軍或奧運冠軍，至少要投

入10年至15年心血。這不是我講的，這是這麼多

國家的大數據顯示。”

他舉例：“ABCD俱樂部培訓出一個好球員，

他在第8年成為世青冠軍或者世界前50名。突然間

母體來獻議他要求他跳槽，如果不跳槽，以后要報

名參賽，可能會面對一些問題。”

“這名球員在軟硬兼施游說下，最終從俱樂部

跳去母體。對有關俱樂部說，他們在過去8年在有

關球員不但投入無數心血，還花了數百萬令吉，最

終這個A公司球員，卻成為C公司球員，而A公司

最終分文未得，只為他人作嫁衣裳。”

他補充說：“這個課題，我們與當局有爭論

過，但最終卻不了了之。我們希望最高當局可能幫

忙推動，因為他們的章程就是如此，從沒有改變，

要改變需要最高當局來幫忙解決。�”

少原總結說：“在這種情況下，大馬俱樂部可

以去到幾遠？還有贊助商願意贊助嗎？看到這種情

況，所有俱樂部都只能改變策略，做基層訓練就好

了。”

別把俱樂部當競爭對手 
“我們都是合作夥伴”

已退居紫盟幕后的許少原總結說：“團結就是

力量，自由人一定是有出路的，因為很多運動走向

職業化了。有可能開始的自由人會被“犧牲”，

但我們看長遠，一旦自由人的生態系統在5年建立

后，以后自由人就會少走很多冤枉路。”

“一個羽球員未必一定要在國家隊才取得成

功，國家隊集中方式訓練，有它的優點，也有弱

點。在外面俱樂部訓練，它也有自己的特點與優

點，球員也可以學習很多東西。

少原認為，缺乏長期計劃，是造成大馬羽球水

平停滯不前的主因。他認為羽總不會把俱樂部當競

爭對手，而是當合作伙伴。現在很多國家都改變策

略，鼓勵自由人，也有更多前羽球員加入領導層，

幫助國家做出改革，這些都值得大馬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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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有羽〉系列三�

友福：馬羽“變”在必行 從自由人到俱樂部

� �

前國手王友福是在大馬羽球處於巔峰時候成長，雖然他沒有機會成為1992年湯杯冠軍成員之一，但

在他成名時代，大馬羽球還是世界五強之一。

王友福以斗志旺盛、速度快而聞名，男單世界排名曾升上至世界第2，也是自1980年以來，其中5個

拿過大馬賽冠軍的本土球員之一。

�退役后，現年49歲的王友福一直在雪蘭莪州沙登經營俱樂部，其俱樂部原本坐落在沙登大街尾大

路旁，但舊址目前已被發展商收回重建，如今其沙登羽球俱樂部已搬到與沙登碧華樓酒家同一座大廈

(Menara�Milsonland）的7樓，繼續經營。

王友福在雪州發展基層羽球近20年，對於自由人發展，他有不同的看法。友福認為應該以走俱樂部

方式，而不是讓他們像現在這樣的各自單飛形勢。

�

國家隊制度已50年

在接受《中國報》訪問談自由人課題時，王友

福侃侃而談的說：“愈來愈多人成為自由人，�也

未必是壞事。同時大馬羽球也是時候要轉變，畢竟

大馬走國家隊制度已走了長達40年至50年。”

“我也是在經歷國家制度下成長，我那時是在

1988年至2002年效力國家隊。”

他說：“你也可以看到，許多國家和地區也開

始走向比較專業或職業方向。以台灣為例子，他們

是走職業俱樂部制度，泰國、印尼與日本等國家也

是走類似台灣制度。”

沒有真正意義俱樂部

他指出：“很多亞洲羽球強國都在努力發展俱

樂部羽球，只有中國沒有，而大馬方面，暫時俱樂

部地位還不獲有關當局承認，甚至也可以說，大馬

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職業俱樂部。”

王友福表示：“最近10年，台灣、日本與泰

國羽球水平進步神速，我認為這與他們的俱樂部蓬

勃發展有很大關系，而印尼以前比較注重國家隊，

現在也開始放了，俱樂部球員也可以出國參賽。”

他說：“大馬羽球的國家隊制度已走了數十

年，既然羽總說他們無法承擔球員龐大開銷，現在

也是時候改變，未來應該走向俱樂部與職業化這一

塊去發展。”

效力哪裡不是重點 
關鍵是代表大馬

王友福強調：“如果羽總無法承擔龐大開銷，

養不了這麼多球員，那麼羽總就應該下放權力，讓

私人企業如頂級手套成立一間俱樂部，去領養部分

球員。”

他補充：“球員效力大馬羽總或私人公司或俱

樂部，並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都代表大馬，

而當國家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必須回來，這才是

關鍵。”

“這個情況就好像，來自世界各地的球員效力

英超各俱樂部，當國家隊有比賽時，他們又回到各

自國家效力。”

取經羽球文化 
建議學習台灣企業

拿督許少原在考察台灣羽球俱樂部時，對他們

表現讚不絕口。王友福也有同感，他認為大馬應該

學習灣企業羽球文化。

王友福認為，大馬可以台灣取經，學習台灣企

業羽球俱樂部制度，以便減輕國家隊負擔。

他說：“與我同時代打球的台灣球員，目前都

已成為各俱樂部的教練或經理，我經常與他們保持

聯絡，所以對台灣羽球發展相當瞭解。”

他指出：“台灣羽球俱樂部基本上都是由大企

業領養，當中包括大家熟悉的土地銀行與合作金庫

等俱樂部。台灣羽球俱樂部基本都不用為經費煩

惱，因為他們不像大馬的羽球俱樂部，每年都要為

找贊助商絞盡腦汁。”

林良生《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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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俱樂部的每年經費，只要有關企業股東

大會通過就可以了。當然，俱樂部總教練與經理，

首先要提呈每年預算，包括訓練與出國比賽等開

銷。”

“在股東大會上，羽球隊開銷經費開銷能否通

過，也要看有關企業財政報告，如果盈利保持或增

長，俱樂部每年提出開銷預算不成問題。”

“但如果企業盈利下降，就會削減經費，而俱

樂部總教練若拿到一份不如預期經費，屆時就要看

菜吃飯。”對於台灣已建立完善俱樂部生態，友福

感到很羨慕。

企業盈利撥款 
永續經營的計劃

友福強調，由企業支持羽球俱樂部，是一份可

以永續經營計劃，因為它是用企業盈利撥款來用，

這樣如果企業賺多就有多預算，企業賺少至少也還

有預算。

他補充說：“在大馬，我們也開始看到很多大

企業領養球員，譬如頂級手套就贊助不少自由人球

員，我的沙登俱樂部贊助商redONE，同樣贊助不

少球員。”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月泰國三站橫掃三冠

“麟洋配”李洋與王齊麟就是效力土銀，而世界一

姐戴資穎與世界三哥周天成都是效力合作金庫，台

灣羽球與俱樂部分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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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有羽〉系列四�

友福：應凝聚同一屋簷 自由人走出舒適圈

� �

大馬大多數自由人，都是國家隊出身。以前他們衣食住行都有人安排好。離開國羽后，他們自己要安

排好所有事情。

對此，前國手王友福給出忠告是：“我的看法是，走出國家隊舒適圈當自由人的話，會比較辛苦，因

為每個人適應能力不同。”

“自由人首先面對問題是訓練，因為畢竟訓練需要一群人，你不可能一個人完成訓練。我認為從國家

隊退出的自由人，應該一起加入一間俱樂部，又或者被一間大企業承擔這項目，這樣他們可以聚集一起訓

練。”

他指出：“如果能把這批自由人力量集合一起，我相信這可以成為另外一個方向，可以讓大馬羽球發

展更好。”

�

“在這種情況下，大馬好球員可來自國家隊，

也有來自俱樂部。如果有意領養自由人的企業，�

如果財力沒有這麼強，領養兩三個也可以。”

他補充說：“我相信這個方案若能進行，可以

把大馬羽球從新帶回以前世界級水平。”

台進步有目共睹 
選手間競爭激烈

台灣羽球近年進步神速，三大主力戴資穎、

周天成、李洋與王齊麟排在世界前4內，有專家分

析，如果今年蘇迪曼杯如期舉行，中華台北羽球隊

有機會爭冠。

中華台北女隊可能弱一點，但男隊還有王子

維、廖敏竣與蘇敬恆，如果湯杯開打，中華台北男

隊也俱備爭冠本錢。

台灣從昔日魚腩變成豪強，王友福認為他們推

行的“國家隊”制度，幫助中華台北隊很多。

王友福認為，中華台北推行的“國家隊”制

度，也值得我們學習。

他說：“中華台北的‘國家隊’競爭十分激

烈，每半年檢討一次。各俱樂部選手參加排名賽，

只有排名最高選手進入‘國家隊’，但他們同時還

是屬於俱樂部球員，只是進入‘國家隊’期間，有

關球員參賽費用由‘國家隊’負擔。同時，有關球

員也可以回到俱樂部，參加俱樂部重要比賽。”

“球員表現若不佳，擠不進‘國家隊’，這樣

就可以回俱樂部繼續訓練，因此球員無需擔心離開

‘國家隊’后的收入問題。”

點出進步不大癥結 
羽總似害怕競爭

王友福在1992年至2002年的效力國家隊10

年期間，經歷了7名著名教練教導，包括楊陽、韓

健、弗洛斯、米士本西迪、陳昌杰、樸柱奉和謝全

新，他從各國名帥身上，學到不少東西，可說經驗

豐富。

王友福認為，大馬羽球水平多年來無法取得太

大進步，其中一個原因是羽總似乎怕與俱樂部競

爭。

“大馬羽總掌握了所有資源，你（羽總）還怕

人（俱樂部）與你競爭嗎？不管是羽總還是俱樂部

球員，都是為國爭光。大馬羽總最重要角色，要把

制度調整到很好。”

“我覺得大馬羽球在制度上需要改革，不能再

固步自封。自從羽球比賽成為奧運項目后，羽球競

爭明顯激烈多了，許多原本不注重羽球的國家，都

在大力發展羽球。”

“很多國家的羽球隊在羽球成為奧運會正式項

目之前（羽球在1992年入奧），我們連名字都沒

有聽過，如今卻已成為羽球強國之一，最典型例子

是西班牙。”

林良生《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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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比賽次數 
整體還算滿意

對於國內辦賽次數，王友福還感到滿意。友福

說：“在行動管制令開始之前，國內比賽除了有羽

總主辦的各州公開賽，還有大馬紫盟主辦的紫盟聯

賽、紫盟青年聯賽與紫盟宿將賽等等，比賽還算相

當多。”

“目前我的俱樂部以年輕球員展多，他們需要

更多的訓練。對年輕球員來說，每隔一兩個月參加

一次比賽已是足夠的。國家隊是頂尖水平，他們是

可以以賽代練。”

勸告當下自由人 
守紀律 有意志力

詢及以過來身分，能給一眾后輩自由人什麼勸

告。友福說：“離開國家隊后成為自由人，他們要

取得成功，首先一定要有很好自律與意志力，因為

離開羽總后，沒有人可以管你了，你的自律與意志

力甚至要比之前在國家隊更強。”

他說：“自由人也需要好好照顧自己身體，避

免受傷，雖然有時候是難避免。但當你成為自由

人，成績就代表一切。”

“如果我今天是你的贊助商，你的成績愈來愈

差，我是贊助商也很難與你配合。相反的，如果你

成績愈來愈好，就會愈多贊助商來贊助。我要強調

的是，自由人是用成績來說話。”

劉國倫就是例子 
離開國羽反而更好

詢及離開國家隊還能取得進步嗎？友福認為不

一定在國家隊才能進步，有時球員離開國羽反而打

得更好。

他說：“劉國倫就是一個很好例子。舉例，國

家隊男單有10個球員，只是給一兩個教練看。如

果出來外面，一個教練只是專門看一兩個球員，當

然是后者教練能夠把球員照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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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有羽〉系列五�

黃建國：自由人也有出頭天 只要比以往更多付出

� �

在奧運會比賽項目中，馬來西亞只有羽球、腳車、跳水與鉤球等運動達到世界級的水平。

在這寥寥可數的運動中，又以羽球為首，因此，羽球是大馬人最引以為傲運動，也是唯一全民皆參與

的運動。

大馬羽球人才源源不絕，大馬羽總的確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羽球員進入國家隊最小年齡是

13歲，而在之前，他們是接受全國各地基層教練的培訓。

�

�換句話說，大馬能培訓出李宗偉與李梓嘉等

名將，絕非羽總一個團體功勞，來自基層教練也是

功不可沒。

沒錯，本期我們訪問的主角正是在基層教練之

一的黃建國（44歲）。球員時代，黃建國是屬於

慢熟型球員，他在18歲才拿下全國冠軍，才獲得

國隊隊招手進入。

屬於慢熱性球員

黃建國在國家隊主攻男雙，其中搭檔顏偉德

（目前是日本國家隊混雙主教練），在2001年與

02年，分別獲得大馬衛星賽冠軍與澳洲國際賽冠

軍。

退役后，黃建國2004年在八打靈高原開辦一

間羽球館，並在此開班授徒，過去17年來曾培訓

出不少好球員。

最近大馬體壇火熱的羽球自由人課題上，來自

基層教練的看法，是我們采訪的重點。

詢及對自由人有什麼看法，黃建國說：“我個

人的看法，即使離開國家隊，在大馬成為自由人也

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只是成為自由人比較辛苦，很

多方面都要親力親為，包括安排訓練與比賽，還要

找贊助商等等。”

“雖然自由人之路會比較辛苦，但他們的付出

是會有回報的。有不少國家自由人都取得成功，就

是很好例子。譬如泰國與印尼的自由人都很成功，

他們可以打出世界級水平，甚至可以拿到世界大賽

冠軍。”

印尼自由人典范是阿山與享德拉，目前世界排

名第二，而泰國自由人代表則是女單拉查諾、李美

妙與男單坎塔蓬等。拉查諾與李美妙排在世界前

10，坎塔蓬第18。

黃建國指出：“我認為大馬自由人同樣也是有

很高水平，外國自由人能做到的，他們也是可以做

到。”

“我認為自由人離開國家隊，一樣可以保持原

有的水平，只要他們保持一貫的良好紀律，每天照

常訓練，並且想辦法提高自己的水平。因此，我覺

得不一定說離開國家隊就沒有希望。”

混雙就是例子

“離開國家隊成為自由人，其中一個好處是沒

有面對這麼大壓力，如果他們還留在國家隊，就會

面對很大壓力。”

“同時在沒有壓力下打比賽，自由人有可能發

揮更加好。我看好幾組混雙自由人保持世界前10

左右排名，因為他們已有這樣的水平，現在問題只

能如何延長他們的職業羽球生涯。”建國堅定地

說。

離開國羽要去哪裡？ 
我的年代還不流行

在黃建國時代，自由人還不流行，當時只要你

離開國家隊，也意味你的職業羽球生涯要結束。

他說：“在我的球員時代（上個世紀九十年末

與二千年初期），當自由人會比較辛苦，因為你離

開國羽后，連要去那里訓練都成問題？當時自由人

選手真的很少，要找有水平的陪練員更加困難。”

“現在的自由人人數眾多，而且都有一定的水

平，因此他們要繼續打國際賽，並保持高峰水平，

應該沒有問題。自由人最重要還是保持正規的訓

練，同時有適當的陪練員，再加上有如國家隊的訓

練氣氛，一定可以達到最佳訓練水平與效果。”

林良生《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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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告當下自由人 
注重質不是量

黃建國認為，這批自由人經驗豐富，因此，他

們的訓練素質是要質量，而不是數量。

“這批退出國家隊的自由人，平均年齡接近

28歲，經驗豐富，我認為他們的訓練是需要素

質，而不是要最求數量。譬如說你平時訓練3個小

時失誤比較多，這樣你把訓練的縮短至2個小時，

盡量要把失誤次數減至最低，以提升訓練質量。”

他補充說：”這樣的訓練方法，是我的個人看

法與建議。至於體能訓練方面，自由人應該注重在

健身室訓練，特別是力量訓練，因為現代羽球主要

講求力量與速度，所以他們應該在健身室提升自己

在這方面的體能。”

年輕球員缺經驗 
應善用體能優勢

大馬羽總今年初從國家隊辭退的選手，除了有

資深選手，也有不少19歲或20歲的年輕球員，他

們是無法通過羽總試用期，被迫離開國羽。

詢及年輕自由人應該如何訓練，黃建國說：

“年輕球員的自由人，如果要取得成功，他們的訓

練方式，不能像資深球員一樣，他們需要付出更多

汗水。”

“我認為年輕球員需要更激烈的訓練，把自己

各方面包括體能提高到最高水平，這樣他們才會取

得進步。年輕球員優勢還是體能，他們首先需要把

這一方面發揮出來。”

他指出：“年輕球員吃虧的地方，第一是缺乏

足夠的比賽經驗，第二是他們還沒有找到適合自己

的打法。”

俱樂部逐漸成長 
一年比一年更好

與之前受訪者許少原與王友福的意見一樣，王

建國也是認為，期待未來看到大馬頂尖球員不只來

自羽總，同時也有效力各俱樂部，這批自由人，只

有打國家隊比賽如奧運會、亞運會、東運會、湯尤

杯與蘇迪曼杯等，才回去國家隊進行集中營訓練。

“其實現在的俱樂部已慢慢的成長，他們都是

一年比一年做得更好。譬如現在有很多俱樂部都可

以栽培小球員成為人才，只是他們未能與自己培訓

出來的人，走得更遠。”

他說：“如果現在的俱樂部與資深自由人合

作，這應該獲得羽總協助，只是俱樂部的單方面行

動，是很難的成功。大家一起合作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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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有羽〉系列六�

黃建國：“泰”值得我們學習 俱樂部制非常成功

� �

前國手黃建國對羽球十分熱愛，國家隊在鄰近國家打比賽，他若有空檔，一般上他會去現場支持，特

別是在泰國進行的比賽，他去的次數比較多。

黃建國也趁機考察了泰國羽球俱樂部，對當地俱樂部羽球規模與水平十分羨慕。

“泰國的俱樂部可說十分成功，他們可以培訓出很多世界級球員，如前世界冠軍拉查諾與李美妙等。

這些球員從小到大都是在俱樂部訓練，所以他們即使成名后，也不會去國家隊訓練。這也顯示泰國的俱樂

部訓練水平，可以媲美國家隊。”

“不過，當國家隊需要他們的時候，這些球員又會回到國家隊，這個運作方式，是大馬羽球應該學習

的地方。”

�

不是沒能力是沒財力

黃建國認為，由於本地俱樂部缺乏贊助商支

持，這使他們只能扮演基層教練角色，訓練出好的

幼苗，讓他們參加國家隊選拔，而不能直接培養他

們成為世界級球員，就好像泰國俱樂部一樣。

“大馬俱樂部不是沒有能力，只是沒有財力。

要從小到大培養出一個自由人，需要的財力與物力

絕非我們能想像。”

“除了訓練費用，更需要派他們出國參加一系

列比賽，來磨練他們成長。這些都需要錢。要找贊

助商贊助這龐大費用，絕非易事。目前大馬俱樂部

只有能力培訓出小球員，最多也只是到18歲。”

建國失望地說。

他補充說：“無可否認，在這方面泰國俱樂部

比我們成功，而大馬俱樂部，暫時沒有獨自培養出

像泰國這樣的自由人。”

割愛多名資深球員 
羽總會有苦衷

針對羽總最近將多名資深球員掃地出門問題，

黃健國認為，羽總可能有自己的苦衷，因為在奧運

會之前放走世界前十球員，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

另外，疫情的衝擊，可能也影響羽總的收入。

羽總要養這麼多球員，他們放走資深球員，可能是

形勢所逼。

他說：“大馬羽球人才說少不少，你可以觀

察，不需要等太久我們就冒出一兩個好球員出

來。”

“但是，我們培養新人速度卻比不上其他國

家，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太依賴羽總的羽球學院。

如果羽總培訓多人才，大馬羽球就百花齊放。但是

如果羽總培訓出少人才，大馬羽壇就會青黃不接。

我相信如果羽總與俱樂部配合發展，效果肯定更

好。“

“比起其他國家，我們完全只能依靠羽總培訓

出球星，相反的，泰國等國家，除了依靠國家隊，

他們也能依靠私人俱樂部培訓出球星。”

要相信大器晚成 
18歲就不打太可惜

黃建國認為，大馬羽球每年都流失大量人才，

很多有潛質選手打到18歲，因為不能進入國羽，

或各種原因，而宣布提前掛拍。事實上，如果他們

繼續打多五六年，當中一些絕對有可能是“大器晚

成”型球員。

他說：“其實，近年本地俱樂部發展相當蓬

勃，他們都培養出不少年輕好球員，他們甚至是一

代比一代更好。”

“只是問題是，許多有潛質的球員，練到18

歲時，就沒有繼續再練下去。球員到這年齡層，多

數因為上大學或大專，或者有部分因投入就業市

場，而無法再繼續打球生涯，我覺得很可惜。”

他補充說：“我認為有不少球員是有可能大器

晚成，如果他能堅持多幾年，是有可能出成績。你

可以看到日本有不少效力俱樂部的球員，他們是堅

持在24歲或25歲后才出成績。我們缺少這一類型

球員，他們應讓獲得更多機會。”

“如果俱樂部有足夠資金，去培訓這批年輕球

員，有一天他若成功開竅，打出成績，對國家隊

來說也是一件好事。俱樂部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平

台。”

林良生《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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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球員就這樣浪費了

建國總結說：“大馬有很多好球員浪費在

這里，太多好球員只是打到18歲就沒有繼續下

去。”

“俱樂部是很願意幫助這批年輕球員，但遺憾

沒有贊助商。未來若有足夠經費，我們會幫助他們

繼續訓練下去，並送他們出國打比賽，接受更多比

賽磨練，輸了再回來訓練與檢討，才能知道他們能

力去到那里。”

“我認為球員巔峰期是24歲至30歲，因此一

名年輕球員打到18歲就放棄是太浪費，他們應該

至少堅持多5年至6年。”

訓練成職業球員 
從幼稚園就可開始

黃建國認為，父母若要培訓孩子成為職業球

員，應該從幼稚園就要開始入門。他提醒父母們，

要孩子一圓自己達不到國手夢，這是一條漫長且艱

苦的路，父母少一分堅持都不會成功。

他說：“要培訓一個好球員，我認為首先離

不開父母的支持。孩子最好在6歲就開始學習基礎

羽球，每天至少練3個小時，父母長期負責接送，

需要的是堅持，而孩子要養成興趣，並且吃得起

苦。”

“一個球員不管有多高天份，他還是必須非常

努力訓練，並經得起艱苦訓練考驗，否則他還是難

成功。”

自己親身經歷 
19歲才進國家隊

黃建國也以自己例子，勸告選手們要堅持。�

“我12歲的時候，由於當時還沒有發育，身體瘦

小，也是不夠對手打。對手只要打我身后兩個角，

我沒有辦法應付。”

“當我14歲或15歲的時候，開始發育了，球

技也進步神速，當時即使遇到來自羽球學院選手，

都能跟對手打得勢均力敵。我在18歲才拿到全國

冠軍，19歲才進入國家隊。”

“我明白很多州隊選手的心情，很多選手打到

15歲或16歲時還看不到成績時，就想放棄，當時

我就勸告他們說，教練也是這樣，�不要這麼快放

棄。我的徒弟當中，也有幾個到了18歲才拿下全

國冠軍。”

沒有人管理 
更好管好自己

黃建國最后給自由人的建議是，在外面沒有人

管，但依然需要保持在國家隊的紀律，早睡早起，

把自己照顧好，不要受傷，這樣未來的路才能走得

更遠。

他補充說：“在這之外，他們其他方面經驗都

很好，做好訓練，是可以繼續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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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有羽〉系列七�

溫可微與自由人擦肩 醫生反對打激烈職業賽

� �

如果不是醫生建議她不能繼續打激烈的職業羽球，溫可微有可能成為自由人，繼續為大馬隊爭光。

但這世界沒有如果，自2018年12月退役后，溫可微就走上人生一個跑道，成為一名羽球教練，她同

時還是一名網絡紅人，在面子書上有超過7萬名粉絲。

雖然不能繼續站在賽場上比賽，但沒有減低溫可微對羽球的熱愛，她希望能自己培訓出接班人，來完

成她未完成的夢（登上奧運會頒獎台），就好像在梳邦再也開電器店的溫爸爸，當年也是努力培訓女兒

（可微），來完成自己未能完成的羽球國手夢。

�

栽培接班人圓夢

接受本報專訪時，談到今年初一批資深國手被

迫離開國家隊課題，32歲的溫可微說：“他們在

競爭奧運會入場券關鍵時刻，特別是還只剩兩三個

月，就要被迫離開國家隊是有點可惜。”

“在這關鍵時刻才被羽總辭退成為自由人，對

他們來說是很大挑戰。自由人參加比賽需要一腳

踢，除了報名，還要買飛機票與訂酒店等，這些等

等費用都花費不少錢，所以若沒有贊助商支持是很

難生存。”

她說：“但在疫情時期，要找贊助商也不容

易，因為現在很多大公司都在栽員或減少不必要開

支，這時候要他們贊助，肯定會比疫情前困難。”

不清楚內部情況 
東奧後動刀更適當

針對羽總今年初辭退一批資深國手，溫可微

說：“我不知道羽總內部的問題，也不知道羽總辭

退這批資深球員應不應該，只是覺得，如果是在今

年7月東京奧運會后再動刀，屆時的結果相信大家

都可以接受。”

她補充說：“這些選手都是頂尖球員，還在爭

奧運門票時被踢出國家隊，讓人感到很意外。”

“離開國家后，自由人首先失去國家資源的支

持。自由人在外面肯定沒有那麼多福利。

也要學會安排

在國家隊，除了有良好的設備，還有理療師、

營養師、分析師與體能師等等部門工作人員的支

援，這是都是羽總安排好了，他們甚至已在大馬羽

球學院上班，�隨時候命。”

“相反的，外面的自由人，自己要去找理療師

與營養師等專科人員支援，而那些科人員是不會自

己來找你的。自由人所有都要靠自己，所以他不只

是要很有紀律，同時也要會安排，把自己行程在一

天有限時間內排得滿滿。”

免不了“小偷懶” 
最大敵人是自己

這批自由人經驗豐富，溫可微不擔心，但人總

是容易為自己“小偷懶”找藉口，所以可微認為自

由人最大敵人是自己。

可微表示：“對於這批資深自由人，我覺得他

們都相當了解自己的目標，知道如何實現。但是若

要達標，最重要還是保持回自己在國家隊訓練與態

度，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麼，同時也不要忽略任何

東西。”

“一個人累的時候，都會有“小偷懶”的想

法，但在國家隊，你即使累了，教練還是不斷施

壓。在這方面，我覺得自由人的意志力需要很強，

安排訓練計劃時，不要給自己有任何“小偷懶”的

機會。”

“不管怎樣，這批球員在爭取東奧門票關鍵時

刻，我相信他們會堅持之前所做的東西。”

大馬比較注重男選手 
女球員有小吃虧

身為女球員，溫可微對於大馬羽球界普遍有

“重男輕女”傾向是感同身受。

她說：“女球員做自由人，我認為會有小吃虧，

因為畢竟大馬人還是比較注重男子選手，譬如男單

與男雙。女選手做自由人，除非你世界排名很高，

個人名望也很高，這樣贊助商才願意贊助你。”

林良生《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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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第二線還是第三線的女球員，對

於你的贊助費，贊助商需要再三考慮�。潛在贊助

商老板心里一定會問，我為什麼要贊助你，你可

以給我什麼東西?你可以怎樣幫到我的公司等等問

題？”

�“這是我的個人看法，也有我的親身經歷，

我之前在國家隊也是沒有接觸過這些人。所以我希

望自由人需要好好規畫自己的計劃，比如如何達到

目標，這樣他們才能容易拿到贊助商。”可微感同

身受的說。

掌握社交媒體 
保持活躍 更多互動

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成為一名運動員，不只是

場上爭取表現，同時他也要在社交媒體保持活躍，

與粉絲們互動。

只是大牌球員可以一支團隊來管理社交媒體賬

戶，而大馬自由人只能親力親為

溫可微說：”自由人是需要社交媒體保持活

躍，這非常重要。當我還在國家隊的時候，覺得社

交媒體這東西不是很重要，也沒有太多時間去管理

個人社媒如面子書與IG賬戶，�因為當時我只想專

注每一場比賽。”

“但是當你離開國羽成為自由人的時候，就會

發覺社媒十分重要，因為就是社媒可以幫助你拿到

更多贊助，或更容易找到贊助商，贊助商要贊助

你，首要考量是看你有沒有足夠人氣，有多少跟蹤

者等等指標。”

贊助商在商言商

她舉例：“這就像你買一個比較陌生產品，你

也是會看這產品有沒有獲得很多贊，否則你也不會

去買。”

“在商言商，贊助商給出多少贊助費，就會想

收回同等的回報。所以贊助商會考慮你的曝光率，

如果你曝光率高，他們會覺得物有所值，因為你在

社媒上載有贊助商標志衣服圖片，也間接為他們打

廣告。”

“我覺得自由人應該趁著他們還可以打得很好

的時候，就應該用心經營自己社媒賬號。假如有一

天他們退役，但社媒賬號有很多追蹤者，商家還是

會繼續贊助你。”

運動路線吸引粉絲

如何吸引更多粉絲？可微說：“我自己本身還

是走回運動路線，會做一些羽球教學或健身的視頻

或直播，因為我覺得現代的人都比較注重健康。我

設的粉絲目標不只是羽球迷，而是比較全面的東

西，因為每一個人都想健康，不管他喜不喜歡運

動。”

她補充說：“但我不確定其他人適合走什麼路

線，因為每一個人興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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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有羽〉系列八�

溫可微：自由人管好嘴巴 外面美食太誘惑

� �

離開國家隊后，很多前國手身型都會走樣，不管有沒有繼續成為職業選手，對此，溫可微提醒自由

人，要管得住自己的“嘴巴”，因為外面美食誘惑實在太大了。

可微說：“運動員離開國家隊后，一般上都會很容易發胖，因為在外面運動量會比國家隊少很多。所

以你需要很自律，每天都要保持運動，或者吃東西時的份量需要減一點。”

“我本身體質是可以容易變瘦，也容易發胖。很多國手退役后容易發胖，原因他們在國家隊一周練六

天，運動量超大，但離開國家隊，運動量大大減少，但食欲卻沒有因此減少，再加上是外面美食的誘惑，

這時你就慢慢肚子向橫發展。”

�

陳儀慧系統訓練

對於自由人離開國羽后，受到訓練質量可能減

的疑慮，溫可微認為這一批自由人沒有問題。

“我有追蹤這批自由人的社媒賬戶，感覺到他

們（自由人）在一起訓練很好，好像與在國家隊訓

練也沒有分別。”

“同時，他們也找了自己昔日恩師陳儀慧當教

練，並且進行有系統訓練，所以我覺得他們的訓練

質量可以保持。”

“另外，全職訓練也是很重要，你愈練愈多，

表現也會更穩定，所以我覺得他們可以保持離開國

家隊前水平。如果你是一周練三四天，水准就很難

保持，因為其他國家選手，也都是每天在練。”

很想繼續打球 
無奈轉當教練

詢及復出與許嘉雯組最美組合的可能，可微

說：“自己的腳自己最清楚，我很想繼續打球生

涯，但我的雙腳，卻無法負荷職業球員訓練量。無

奈之下，我只能轉當教練。“

她說：“況且，當自由人也特別辛苦，以前在

國家隊受傷，還有龐大醫療資源支持。自由人若受

傷，一切醫療開支都要自己買單。”

“如果受傷太久沒有比賽，即使給你贊助商，

但贊助商也可能因你遲遲沒有復出，而停止贊

助。”

“不過，如果不是去醫院開刀，一些平時按摩

推拿，還容易找到物理治療中心配合，畢竟這些自

由人都有一定的名氣，雙方可互惠互利。”

3字頭不一樣了

她說：“物理治療對資深球員十分重要，這是

因為年長選手在訓練后，肌肉容易僵硬，若不放

松，就很容易受傷。”

她補充說：“以前我年輕時，前輩球員勸我們

趁年輕要保護好身體，那時我還不以為意。當我進

入30歲時候，就懂前輩的話，運動員進入3字頭，

真的無法像年輕球員一樣，一日三練也不會覺得

累。”

對於成立自由人公會的建議，可微說：“我覺

得這建議很好，可以保護他們，如果這公會正式成

立，我也會申請加入。”

波麗依然馳騁賽場 
許嘉雯也沒問題

談到老搭檔許嘉雯（31歲）退出國家隊，能

否以自由人身分繼續職業生涯問題時，可微說：

“盡管女球員過了30歲，恢復體能大不如前，但

我相信只要嘉雯能保持良好狀態，她還是可以繼

續打下去，印尼女雙名將波麗近34歲依然馳騁賽

場，就是最好例子。”

詢及嘉雯若要繼續職業生涯，可能需轉打混

雙，她說：“嘉雯與我搭檔的時候是負責打后場，

但她實力很強，改打前場扮演負責分球角色，也應

該不會難倒她。給她一點時間，我相信她可以打得

更好。”

林良生《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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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不同打球風格 
友誼賽學到更多

溫可微曾在國家隊訓練長達16年，如今在外

教球與打社交羽球，她覺得自己學到很多。可微同

時認為，外面學習環境，有時會比在國家隊更好。

她說：“我個人認為，在外面訓練心態會比較

輕松，沒有這麼緊崩，在國家隊的時候每個人都想

取得成績，而教練給你壓力的時候，你就無法享受

比賽。”

“當你在外面放開心態享受比賽時，你會發

覺，咦！原來我有這樣的技術，咦！原來我可以打

出這樣球。”

“在國家隊，教練緊盯著你的時候，你心里只

是想著我要打得更好，而沒有想打出能打給對手更

多意想不到的東西。在外面訓練，你可能會打出更

多意想不到的東西。”

國家隊千篇一律

她指出：“在國家有很多專業的人，給你頂級

意見，而他們講什麼，你只能記什麼，我是這樣覺

得。感覺上，他們教你這樣多東西，你就是只著跟

著他教的方式去打。在國家隊，你每天做的東西都

是千篇一律。”

“但是自由人出來后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人，這

樣你可能吸收到很多東西，因為外面每個人可以給

你不一樣意見。”

她舉例：“在外面打友誼賽，你可能學到更

多，因為你遇到不一樣的人，也有很多不一樣的打

法。在不一樣打法中，你可能吸引到不一樣球路與

技術等。”

“有時候，我感覺在外面打社交球，你會發覺

為什麼這個人技術這麼厲害，為什麼這個人出手方

式怪怪的，那時你就會學到不一樣東西。”

“我們出去比賽時，面對的對手不是一個人，

有更多與人交手經驗，肯定占優。”

可微補允說：“你在國家隊，每天打同樣的十

個人，但在外面你可以與20個甚至30不同對手過

招。”

老人都打慢球

“打一個比方，就像老人家說，你們國家隊選

手，有空應該跟我們老人家打，因為老人家打的是

慢球，靠的是技術，為什麼呢？往往我們遇到的球

員，未必會跟著我們的節奏打快球。”

“有時候打球不是你想打快就可以，你要學從

快變慢，再從慢變快。其實，民間有很多高手，社

交友賽水平也不低，當然這些高手也是有來頭，他

們是前州手或前國手，比賽經驗也是豐富。”

點評康樂蒂娜 
我個人十分看好

談到最近強勢崛起的國羽女雙陳康樂與蒂娜，

可微說：“我十分看好這組合，她們的球路很全

面，攻守兼備，並且有很多戰術變化。�”

她說：“我要退役的時候，樂娜組合才進國家

隊，當時對2人印象並不深刻。不過，最近在電視

上看她們比賽，覺得這對組合潛力十足”

她補充說：“女雙取勝關鍵還是在防守，這是

因為殺球幾乎每一個人都會，但防守回球方式可以

變幻多端，比較難練，希望兩人可在此下苦工。”

“大馬人的體能也受先天條件影響，我們不能

像韓國人一樣有用不完的體力，只是靠殺球得分，

我們需要依靠戰術與小聰明取勝。”

“球迷一般上都認為，大馬選手都了冠軍后表

現會走樣，我希望樂娜組合能保持低調心態，並且

加倍努力訓練，因為當你奪冠后，就會成為眾矢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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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有羽〉系列九�

很多事情已不一樣 賴潔敏保持堅強

� �

不管從事什麼行業，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人生總是不斷面對挑戰！

和賴潔敏相約采訪這日，她剛結束早上訓練課程，輕裝出席。比起之前還在國家隊的一直掛著笑臉的

她，如今成為自由人的潔敏，看起來有點嚴肅，也更加成熟了！

今年2月7日，大馬羽總在沒有任何預警情況下，通過文告宣布辭退5名資深國手，他們分別是女單謝

抒芽、混雙吳塤閥（順發）與賴潔敏、賴沛君與女雙許嘉雯。

賴沛君的搭檔陳健銘，隨后不久也宣布自行退出國家隊。

�在接受本報訪問時，27歲的潔敏說：“一開始收到我們被國家隊除名的消息，我們是有點嚇到（沒

有想到會被辭退），因為從我們在今年一月份泰國總決賽打入4強成績來看，加上之前一年沒有比賽，然

后很多事現出現了變化，好像教練換人，訓練方法也換了，很多事情不一樣。”

�

有一點迷失方向

“在這種情況下，今年1月泰國3站比賽，其

實是我們的第一個比賽，而且當時很多細節與感覺

沒有穩定下來。那時候心里感覺也是有一點迷失了

方向，因為突然間收到這個消息，更何況我們當時

追著奧運會積分，所以那時候整個人的心情是很慌

張。”

的確，同樣的情況，印尼羽總宣布2021年國

家隊陣容時，沒有一名資深選手落馬。印尼羽總給

出的理由，由於過去一年沒有比賽，他們很難評估

球員，所以只能以不變應萬變。

“我們是沒有想到是這麼快就離開國家隊，畢

竟我們還在爭奪東奧積分，以爭取亮相奧運會。

更何況在疫情下，很多東西是比較特殊的。譬如

我們去參加比賽就面對很多SOP�（標准作業程

序）。”潔敏艱點遺憾的說。

既然已成事實 
第一時間與塤閥商議

既然離開國羽成為了事實，賴潔敏第一時間與

搭檔吳塤閥商議何去何從。

“一向來羽總有什麼決定，都是通過教練先通

知我們，這次也不例外。不過，我們到現在還沒有

收到羽總白紙黑字通知我們離隊的信。”潔敏回憶

被除名那一刻。

經費是當務之急

“由於這是一個羽總已做出的決定，我們沒有

辦法，只能往前看，並想著下一步應該怎樣做。我

們需盡快去找贊助，因為我們最需要的是經費。”

“身為自由人，因為所有東西都要自己負擔，

所以經費上，我們肯定需要很大的幫忙，所以我們

很努力籌經費。”

“我們是在今年2月杪搬離大馬羽球學院，並

在3月1日正式與羽總結束與多年賓主關系。”潔

敏說。

那段時間 
心急如焚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只要心念一轉，逆

境也能成機遇。已在羽壇奮斗超過廿年的賴潔敏，

不想自己職業羽球就此結束，所以他和搭檔吳塤

閥，在知道緣盡國羽后，已第一時間尋求對策。

“一收到教練通知除名消息后，我與塤閥就馬

上討論接下來路應該怎樣走。我們即時決定要去找

贊助商，來延續我們的職業羽球生涯。”

“羽總通知我們的時候，我們只有兩周至三周

時間來備戰下一站瑞士公開賽。所以我們要在這麼

短時間內要找到贊助是一件非常困難難的事。”

“更何況在疫情下進行的比賽，還有很多文件

要准備提交，並且還有很多SOP要遵守，所以我們

那時真的是心急如焚。”潔敏無奈的表示。

林良生《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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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朋友幫忙 
“大中華”解燃眉之急

正式退出國家隊不到一周，就要前往歐洲參

賽，巨大參賽經費如何解決?

這一切對潔敏與塤閥來說太趕了，所以他們決

定向羽總申請緊急援助，同時2人也通過香港友人

幫助下，找到香港的“大中華”贊助，解決了他們

的燒眉之急。

她說:“我們收到消息后，有寫信向羽總求

情，可不可以先贊助我們打德國與瑞士賽。羽總商

議后給出答覆，他們會贊助我們打德國與瑞士賽的

經費，不過德國賽后來取消。”

經費以前的雙倍

“打完瑞士賽后，我們在瑞士待了一周，然后

去英國伯明翰參加全英賽。在瑞士休息與接著參加

全英賽以及法國奧爾良大師賽的費用，都是我們自

己負責。”

“羽總雖幫我們支付了打瑞士賽費用，我們接

著下來也是要應付龐大開支，這主要還是在疫情下

參加比賽，比賽費用是以前參加比賽費用的雙倍。

這當中主要開支是機票與酒店住宿費用，這都是以

前的雙倍價錢。”

“最終我們經香港朋友的介紹，找到大中華公

司解決我們的燃眉之急。球衣上的大中華標志就是

我們的贊助商。大中華雖贊助我們一年，但他們主

要出發點還是要幫忙我們暫時度過難關。”潔敏感

恩的說。

不過，因為塤閥在全英賽受傷，他們最終退出

法國奧爾良大師賽。

去練球從走路到駕車 
潔敏：以前太幸福了

以前是走路去“上班”，現在是駕車“上

班”，身分的轉換，讓賴潔敏感嘆同人不同命。

潔敏說:“現在我們需要自己駕車去訓練場

地，這是讓我感覺疲累的原因之一。一般上我們一

日雙練，早上練到接近中午結束，吃完飯后還需要

駕車回家休息，因為這場地沒有適合地方給我們休

息。回家休息一個小時左右，下午我們還回來接受

第二時段訓練。”

“我住在舊巴生路，我的家距離大城堡訓練中

心還不是很遠，塤閥住在武吉加拉，來這里有點

遠。不過我們去做健身與物理治療地方是在武吉加

拉，從我家去就有點遠。”

訓練已很疲勞

“有時候還會面對塞車等問題，我們在訓練結

束后已非常疲憊，所以駕車前往不同地方訓練，對

我們來說很大的負擔。”

“要知道我們以前住在大馬羽球學院，下樓來

就可以做完所有東西，現在回想起以前，真的是太

幸福了。”她說。

賴潔敏與實際合作4年多的吳塤閥，放眼將自

由人生涯延至2024年巴黎奧運。

弗洛斯獨具慧眼 
撮合她和塤閥

未與吳塤閥合作之前，賴潔敏當時在國家隊還

打不出成績，但在當時的大馬羽總技術總監丹麥人

莫登弗洛斯獨具慧眼，選擇潔敏與當時“棄單從

雙”的塤閥搭檔，這個決定也改變兩人命運。

’我與塤閥已達成共識，除了努力爭取東奧

門票外，我們也會至少再堅持2年。如果一路打

下去，我們表現還不錯，那麼我們希望可以打到

2024年巴黎奧運會。�”

“我與塤閥在2016年年杪才正式合作，但若

扣除去年9個月沒有比賽，其實我們合作參賽都

不到4年。我覺得我們還有進步空間，想走得更

遠。”

自由人真實體驗 
“開荒牛”打好基礎

結束長達16年國家隊生涯，賴潔敏成為自由

人后，才知道要成為自由人不容易，而自己以前在

國家隊是太幸福了。

不過，潔敏慶幸的是，由於“開荒牛”陳炳

順與吳柳瑩打下基礎，讓他們少走了很多“冤枉

路”。

“現在我才第二星期真正體驗自由人生活，我

剛加入他們在大城堡訓練營才兩周。給我感覺，當

一個自由人，很不容易，也很困難。”

“比起炳順與柳瑩，我們是算比較幸運一點，

因為順瑩已把那個訓練系統排好了。我們出來只是

參與，並且分擔訓練費用，應該分擔付還訓練的費

用，我們都會幫忙付。”

她指出：“盡管訓練費用是按人頭平均給，但

是我們要給場地與羽球費用外，還要給陳儀慧教練

的費用，其實也是一個不小的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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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來只有一個 
贊助商遠遠不夠

成為自由人最大挑戰還不是比賽，找贊助商才

最重要，因為正所謂：“三軍未發，糧草先行。”

潔敏說：“通常都是自己親身去找贊助商，也

有通過身邊朋友幫忙找。我們現在贊助商只有大中

華與勝利體育，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固定贊助商。勝

利體育除了贊助我們比賽球衣與球拍等配備外，也

幫忙我們抵消部分比賽開銷。”

“比起炳順與柳瑩，我們的贊助商少很多，他

們的球衣幾乎已放完贊助商的標志，而我們若不包

括勝利體育，真正算起來只有一個贊助商。”

“對我們來說，如果我們能夠找到愈多贊助商

愈好，這樣我們不需要自己出錢應付比賽經費，同

時也能領取一份固定的薪水，不需要再去擔心金錢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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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有羽〉系列十�

潔敏：要處理的實在多 忙到透不過氣

� �

成功的職業運動選手，通常都有自己的團隊去負責比賽以外東西，但大馬自由人剛起步，只能身兼多

職。

“真的是超級忙，不是我誇張的說。就好像你說的一樣，我每天都要應付訓練課，還要抽出時間去找

贊助商，同時我還要上大學。”賴潔敏無奈的說。

“這幾個星期以來，對我來說是非常辛苦的感覺，因為很多時候結束一堂訓練課后，整個人都感覺非

常疲勞與很累。”

“找贊助對我們來說是一定要進行的過程，因為贊助商對我們來說太重要了，所以再累再辛苦，我們

都會撐著不會放過任何贊助商機會。”

�

申請延期畢業

“我們是需要安排時間去見潛在贊助商，並親

自解說我們做好的計劃書，里面有我們的資料，未

來規劃與目標，並列明贊助數目，期望能說服他們

贊助我們。”

她補允說：“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安排接下來

比賽的行程，同時候還要擠出一些時間來做私人事

情，真的是忙到透不到氣。”

目前正在馬大修讀體育科學管理學位的賴潔

敏，直言自己短期內很難畢業。�“其實我基本修

完課程，�現在正寫著畢業論文，同時需要去找與

本科有關聯的公司實習。我已向講師申請延期畢

業，目前正在盡量擠出時間去實習。”

市道不好碰釘子 
以其他形式支持

以前行情好，找贊助商不是問題，如今在疫情

打擊下，各行各業都掙扎求存，這使潔敏在找贊助

商時，也碰了不少釘。

“我們見了不少潛在贊助商，目前也碰了不少

釘，但我們也知道現在經濟不是很好，老板們有自

己的困難，對我們也是愛莫能助，但我們也能理

解。”

“不過，很多老板也知道我們自由人不易當，

他們也盡量通過其他方式幫助我們。就好像DrMos

滅蚊劑在兩個主要網購網站售出的指定產品，就會

把四分之一的盈利捐給我們、以及王耀新與張御

宇。還有陳炳順也把自己品牌口罩售出的廿巴仙盈

利，作為自由人訓練基金。”

缺乏主要贊助商

“這些非直接贊助方式，也會多多少少給我們

幫助。”她感恩的說。

“我們現在月收入基本是零，因為我們現在找

到的贊助費，只能夠勉強應付我們的比賽費用與訓

練經費，這還不包括其也必要開支如交通。”

“我們現在缺乏一個主要贊助商，如果找到主

要贊助商，可以讓我們可以拿到基本薪水，這樣就

會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全英賽一輪游 
賽程安排不周

談到今年3月全英賽首圈出局，潔敏認為主辦

當局安排不周，是造成他們一輪游原因之一。

“我們在伯明翰有長達4天沒有訓練，接著一

到賽場就行比賽。塤閥的身體需要每天進行訓練來

保持，但在全英賽，他連續4天沒有訓練，一上場

就打激烈比賽，難免影響。”

現在需要預約

“由於塤閥在全英賽受傷，我們也被迫退出接

著進行的法國奧爾良大師賽。不過回馬休養后，塤

閥身體逐漸恢復，已完全康復。”

“在護理與醫葯方面，我們得到了位於滿家樂

的SO�Stretch公司幫助，他們除了提供拉筋與物理

治療外，他們也有自己醫療中心，為我們提供看病

服務。”

林良生《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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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與在大馬羽球學院不同的是，以前

這些支援人員隨時給我們提供協助，而我們現在需

要自己提前預約，找他們提供服務。�雖然沒有以

前那麼方便，但也總比沒有好。做為回報，我們在

社交媒體為該公司宣傳。”

以前要對他人負責 
現在只需給自己交代

以前在國家隊，賴潔敏需要向很多人負責，如

今成為自由人，每件事都是為自己而做，無須向任

何人交代。

詢及做自由人這樣辛苦值得嗎？�“如果你問

我，我是認為絕對值得。這是因為我們的努力不是

一兩年，我是從7歲就開始打球，真正開始接受訓

練是8歲。”

多辛苦都要撐下去

“我算8歲開始，到現在我已經28歲了。從8

歲到28歲，我是用20年努力來經營這個事業。如

果我現在放棄，我是認為很不值得，但不管怎樣，

我多辛苦都會撐下去。”

“離開羽總后，雖然獲得很多自由，但我認是

有好有壞。在國家隊，有很多東西，他們會為我們

准備好。成為自由人，所有東西都要自己去動手准

備。”

她說：“好的方面，做自由人真的是自由，就

是說由你自己去選擇，自己去決定你要做的東西。

如果你還在羽總，就要顧慮很多東西。自由人只是

對贊助商，看雙方是有什麼約定。”

要編輯 想題材 
努力經營社交媒體

成為自由人需身兼多職，其中不時更新社媒動

態，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大挑戰。

潔敏說：“贊助商為我們付出這樣多，我們當

然需要做出回報，在各種社交媒體為他們宣傳。不

過為贊助商宣傳，也是花了我們不少時間。這是因

為我們要寫要拍要編輯，還要絞盡腦汁，想出寫什

麼題材，也是很吃時間。

“不過，我認為在數碼時代，不管是自由人還

是國家隊選手，都要會經營自己的社交網站。當然

這些我以前想都沒有想過的東西。”

現在沒有顧忌

“現在時代，很多東西都要以社交媒體的粉絲

人數來決定，所以我希望還在國家隊的后輩，現在

必須努力經營自己的社媒戶口，因為沒有人可以

永遠留在國家隊，終有一天他們也會出來當自由

人。”

“如果他們退出國家隊就退役就另當別論，否

則要為將來當自由人做好打算，后輩從現在開始就

要鋪路了，不能說當自由人才開始經營社媒。”潔

敏苦口婆心的說。

“這也是我的經驗之談，我與塤閥以前也沒有

這方面的概念。我們是成為自由人后才努力學經營

社媒，有點遲了，令我們在應對這方面，感覺有點

手忙腳亂。”

她強調說：“不過話說回頭，以前在羽總，我

們在一個團體里面，也不能說隨意在社媒貼文，因

為必須顧慮到羽總贊助商。不過成為自由人后，我

們在社媒貼文就沒有任何顧慮。”

與國家隊相比 
自行訓練質量不差

自由人訓練質量會比國家隊差嗎？賴潔敏認為

他們現在接受訓練，可以媲美國家隊。

“離開羽總后，很多人認為我們在訓練方面會

放松。在這方面我們需要自己去捉緊，因為我們還

有一個目標要去實現，我們還要用心去打。

在國家隊這方面可能面對更大壓力，因為管得

更嚴。出來之后，很多時候沒有人監督，只能靠自

己去自律。�”

“在訓練質量方面，我認為還不錯，不會比在

國家差。之前我的想像，自由人訓練應該會比較放

松一點，但自己親身體驗后，自由人訓練質量與強

度，與在國羽時比較，不會差很遠。”

她說：“我們的教練陳儀慧也是羽總出身，她

很了解羽總訓練方式與系統，這方面她幫我們很

多，確保我們得到與在國羽同水平的訓練質量。”

感謝《中國報》系列報道

最后潔敏也感謝《中國報》給力自由人的一路

有“羽”系列報導，因為這篇報導，可以讓大家更

了解自由人面對問題。而同樣代表馬來西亞，他們

（自由人）應該獲得與國家隊一樣的贊助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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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有羽〉系列十一�

那年 米士本 第1個自由人

� �

讀了10篇關於馬來西亞羽球自由人的系列，今天來到總結后完結的時刻。

這里也衍生一些球迷很感興趣的問題：到底，大馬羽球自由人是怎樣形成的？什麼時候形成？而“自

由人”這個身分，是不是大馬羽壇獨有？

帶著這些迷惑，本報采訪資深前國手，得到的答案是：大部分羽球界權威人士都一致認為：大馬羽球

自由人的“開山鼻祖”，是目前擔任國青隊總監的名宿拿督米士本西迪。

61歲的米士本，是上世紀70年代尾的國手，也是西迪5男1女家族的老大，1982年，他因為與時任

國家羽球隊總教練陳貽權意見不合，毅然決定離開國家隊。

�

沒有貼上標籤

那時，米士本的職業羽球生涯正在崛起，離開

國家隊以后他並沒有放棄羽球，而是選擇自行訓

練，當時在幾名羽球愛好者朋友支持和資助下，米

士本在吉隆坡一座訓練館每天都展開訓練，自己也

找來一兩名陪練員。

回首當年，羽球界人士認為，那個時候的米士

本，就已經是一名“羽壇自由人”了，只是礙於當

時各方各面都不及今天發達先進，因此沒有給當時

的米士本貼上“自由人”的標簽。

然而，有“怪杰”綽號的米士本，當時在做的

就是今天的自由人正在做的，當然其模式和規模跟

今天有很大差別，但米士本在本質上已經是一個自

由人了。

受聘於私人界 
邊練球邊工作

4年后的1986年，前湯姆斯杯幕后功臣古納蘭

（已故）入主大馬羽球總會，擴大國家隊結構，全

體國手受聘於私人界（絕大多是銀行），實行邊訓

練邊工作的機制，不過，他們跟米士本又有差別，

因為他們隸屬國家隊，是國手，不是自由人。

這個機制就這樣一直帶領著大馬羽球隊，直至

1992年重奪湯杯后才出現另一個分水嶺。

說起來，大馬羽球是在1992年進入“收成

期”，半決賽淘汰中國，決賽擊退印尼而捧起湯

杯，是截至目前仍然無法復制的成就，那時流傳這

麼一句話：1700萬人口的大馬（羽球），打贏了

幾億人口的中國。

1994年，大馬在印尼耶加達舉行的湯杯賽決

賽輸給印尼，衛冕失敗；那段時間前后，龐錚、楊

福景、王友福等男單國手，紛紛離開國家隊，加入

一家名為努沙馬蘇里（Nusa�Mahsuri）的俱樂部，

后者由米士本的弟弟再蘭尼創立。

羽球界人士點出，這是大馬羽運史上“第二

代自由人”，努沙馬蘇里以后再有一家名為Wira�

Tangkis的羽球俱樂部成立，當時離開國羽投入這

家俱樂部懷抱的重量級人物，有1992年湯杯第二

雙打蘇明強（即蘇偉譯的舅舅）。

勸離隊隊員三思 
西蒂哈絲瑪苦口婆心

那一年，“離巢風”席卷國羽，走的走，散的

散，造成國羽成員和數目帶來一定的衝擊，甚至可

以用“分崩離析”來形容，因為每隔幾天就有國家

隊球員宣布離隊。

當時的首相夫人西蒂哈絲瑪，在一次探望國家

隊集訓后受訪時，還苦口婆心勸勉離開國羽當自由

人的球員們三思。

西蒂哈絲瑪是時任大馬羽球總會贊助人，非常

喜歡羽球，有“全國No.1羽球迷”的封號。

她當時給予那些離開的國手們的勸告是，如果

你有名氣和成績，出外當自由人還可理解，但如果

缺乏這兩點，你要考慮清楚，畢竟離開國羽這把保

護傘以后，凡事得靠自己，一切也就變得不容易。

林良生《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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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昌傑告誡球員 
路，是你自己選的

還有，國羽其中一名中國籍教練陳昌杰，也通

過媒體告誡離開的球員們說：“路，是你自己選

的，你要自己走下去。”

從努沙馬蘇里到Wira�Tangkis，過后再次看到

另一家誕生，即吉隆坡球拍俱樂部（Kuala�Lumpur�

Racket�Club/KLRC），加入這家俱樂部的國手們

有王明仲、李傳成和賽魯等等。

算起來，從米士本這“開山鼻祖”開始，大馬

羽球自由人已經有近40年“歷史”，但羽球界資

深人士認為，“自由人”這個角色和定位（因為名

稱各國有所不同），大馬並不是開創先河，更早以

前，日本，泰國和印尼已經有類似的人物。

類似自由人這樣的機制，日本，泰國和印尼已

經“走了很久”，其中在印尼，當年林水鏡（現年

65歲）、路易斯邦戈（現年61歲）等，就是在這

樣的體系下孕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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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在婆羅洲的寶石——砂拉越〉系列一�

3天2夜探索姆祿山

� �

在砂旅遊、藝術及文化部全力支持下，砂旅遊局与星洲日報合作展開“隱藏在婆羅洲的寶石--砂拉

越”全砂走透透活動，發掘砂拉越旅遊特色及風土民情，推廣砂旅遊業。

這項為期12天的旅程，由本報記者沿著泛婆大道及沿海大道一路從古晉至美里探索各地旅遊景點及

各城鎮風俗民情，并整理了5個適合短期假期的行程。

�

姆祿國家公園 
63個洞穴 僅4開放

如果你祇有三天兩夜的短期假期，那不妨飛往

美里的姆祿，探索被譽為皇冠上的明珠“姆祿山國

家公園”，感受經歷億萬年形成的壯觀洞穴，以及

觀賞數以萬計的蝙蝠“列隊”出洞的奇觀。

為什麼姆祿山國家公園會聞名世界，甚至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區。

若你以為來這裡只可以攀登石林尖峰（或稱為

劍鋒，The�Pinnacles），那你就錯了。其實，對於

不爬山的遊客，可以來這裡探索世界級的洞穴。姆

祿山國家公園總共有63個洞穴，目前只開放4個洞

穴供遊客參觀。

行程的第一天，從美里乘搭馬航飛翼航空出

發，深入砂拉越腹地，航程30分鐘左右。在中午

之前抵達姆祿，稍作休息後，在導遊的帶領下，出

發到姆祿山國家公園總部購買門票後，即展開探索

鹿洞及郎洞行程。

從國家公園總部至鹿洞及郎洞擁有完善的木棧

道，為尋幽探秘者提供不少方便，讓遊客可以一邊

欣賞周邊自然美景、聆聽雨林中的蟲鳴鳥叫聲，若

運氣好，沿途還可以遇見許多熱帶雨林小動物及昆

蟲類。

百萬隻蝙蝠住鹿洞 
洞口有林肯側面剪影

鹿洞（Deer�Cave）沒有鹿!那為何被稱為鹿洞

呢?在很久很久以前，這裡是鹿群聚集的地方；而

現在，是百萬隻蝙蝠的家。

據說，由於鹿洞從以前開始就是百萬隻蝙蝠的

棲息地，其糞便佈滿整個山洞；洞口有一條小溪，

蝙蝠糞使溪水含有鹿所需的營養，吸引大批鹿群前

來河水，當地的獵人都會在周圍埋伏捕鹿，也因為

如此，當地人稱該洞為鹿洞。如今的鹿洞雖然已沒

有鹿，不過卻聚集了“林肯”、“亞當及夏娃的蓮

蓬頭”及伊甸園。

世界最大洞穴走廊之一

規模巨大的洞穴走廊全長2公里，高度及寬

度超過90公尺，不親自進去看看永遠都想像不出

來，看似不大的洞口，裡面竟然如此廣闊。據稱其

隧洞可放下5座倫敦聖保羅教堂，是世界最大洞穴

走廊之一。

走到一處，導遊要我們回頭望向逆光的洞口，

邊緣形狀看起來像極了美國已故總統林肯的側面剪

影，讓人不禁驚歎造物者的神奇。

鹿洞的盡頭有個洞口，洞外一片綠茵茵，仿佛

是世外桃源，導遊說，那是伊甸園！而這裡的另一

個特點是“亞當與夏娃的蓮蓬頭”，看起來就像是

長在洞頂的天然“花灑”，讓人歎為觀止。

鐘乳石比人高 
郎洞有拉惹布魯克蝴蝶

與鹿洞相比，毗鄰的郎洞（Lang�Cave）就小

得多，然而卻遍佈各式各樣的鐘乳石，有的甚至比

人還要高，讓人不禁感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在朗洞裡有一種很特別的蟲類，靠著分泌粘液

垂在空中，借此黏一些小昆蟲作為食物。

郎洞是姆祿山國家公園4個對外開放的石灰岩

洞中最小的一個，據悉，是一名為Lang�Belarek的

探險家於1977年所發現，而以其名字命名。洞口

很不起眼，洞內有長長的洞穴走廊，通往山的另一

頭；走廊兩側有很多精緻的、造型各異的石筍及鐘

乳石，幾乎具備了各種石灰岩地形及地質。

在燈光微微的照明下，洞壁上呈現壯觀的石幔

及漂亮的壁紋，還有一些如“水母”的鐘乳石，讓

人嘖嘖稱奇。

鹿洞及朗洞的洞穴遊覽在每天傍晚時分結束，

林向榮、李佩芝《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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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會聚集在一個寬闊的觀景台，等待著重頭戲

一一百萬蝙蝠出洞覓食的奇觀。

每天傍晚5點到6點半左右（視天氣，若下

雨，則無緣觀看此奇景），超過300萬隻蝙蝠會從

山洞裡蜂擁而出，出外覓食。蝙蝠出動的時候，天

空就會出現一條游動著、不斷變換著弧形的“粗線

條”，猶如一縷縷黑煙直衝雲霄，向著落日的方向

飛去，非常壯觀，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地方能夠看

得到的奇觀，而姆祿山國家公園就是其中一個。值

得一提的是，若幸運的話可在觀景台附近看到難得

一見的拉惹布魯克蝴蝶。

洞內洞外氣溫異常 
風洞鐘乳石千姿百態

姆祿山國家公園的第二天，清晨在用過早餐

后，登上長舟出發到清水洞及風洞。

沿途景色明媚，清風拂面，沿岸不少依河而建

的原住民村屋。行程的第一站是前往本南人村落里

設立的手工藝品攤位，這裡販賣各種各樣本南人傳

統工藝品如使用竹編制的包包、帽子及造型精美的

鑰匙扣等。

隨後，繼續行程前往擁有宮殿般雄偉壯麗的鐘

乳柱景觀的風洞（Wind�Cave）。

風洞的入口處就在半山腰，從渡頭需要走一段

梯級才能抵達。根據洞口的指示牌指出，在數百萬

年前，河流曾在此流過，因此是比上清楚可見當年

流水刷過的扇形痕跡。相比於其他的山洞濕噠噠，

很懂屬於旱洞，洞內相對較干。由於洞裡常年有涼

風吹過，因此而得名。据導遊說，若洞外的天氣約

熱，洞里的風就越強勁，反之，洞外的天氣涼快，

洞內則祇有微風。

經過百萬年歲月的洗禮之後，風洞內長滿了令

人嘆為觀止的鐘乳石。從洞口一步一步往前走，

兩旁鐘乳石姿態萬千，有的看似駱駝，有的看似

休息中的老鷹，讓人目不暇給。當中以帝皇之家

（King's�Chamber）最為有名，其磅礡的氣勢，必

須要親臨現場方能感受；另外，還有一處的鐘乳石

像，看起來像一名女皇帶領官女，氣場十足。

世界第8長洞穴系統 
爬200階梯入清水洞

從風洞坐長舟不到5分鐘的航程，就來到清水

洞的渡頭，這裡有一條清水溪和一個搭建在溪邊的

涼亭。根據園區說明牌指出，清水洞系統目前還

在持續“生長”，根據研究記錄顯示，截至2017

年，清水洞全長220公里，是世界上第8長的洞穴

系統。

進入清水洞必須爬上約200級的石級才到達洞

口。洞口生長了一種特別的植物，其形似香蕉葉，

導遊說，這種葉子名稱為“一葉草”。它是從葉中

再長出另外一片葉子，據說，一葉草只有在清水洞

才能找到。

沿樓梯往下走，進入到清水洞，眼前地下河在

腳下奔流不息，捲起陣陣涼風，洞壁有清楚的流水

劃過的扇形痕跡，導遊說，那是百萬年地下河沖刷

留下的。

在參觀完清水洞后，遊客在溪邊涼亭野餐，或

到清澈見底的清水溪戲水，為姆祿山國家公園探索

4個洞穴的遊覽之旅劃下完美的句點。

小貼士：

˙� �交通：� �

遊客可以從砂拉越的美里及古晉國際機場，

或者沙巴亞庇國際機場搭乘馬航飛翼（MAS�

wings）飛到姆祿機場，姆祿山國家公園距離

機場僅5分鐘路程。

˙� �住宿：� �

除了姆祿山國家公園內所提供的住宿以外，遊

客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預算，選擇國際知名5星

級酒店，或入住當地的民宿，體驗當地的風土

民情。

˙� �建議攜帶物品：� �

防蚊液、雨衣、手電筒及防滑鞋子（推薦被譽

為‘甘榜愛迪達’的塑膠包鞋，可有效防滑）。

˙� �三天兩夜行程安排：� �

第一天：�鹿洞、朗洞及觀賞百萬蝙蝠出洞覓食

奇觀

� � � � � � �乘搭馬航飛翼抵達姆祿機場，稍作休

息后，前往距離機場或酒店約5分鐘

的姆祿山國家公園，參觀規模巨大的

洞穴走廊——鹿洞，以及遍佈各式各

樣的鐘乳石的朗洞。傍晚結束鹿洞及

朗洞遊覽后，到觀景台等待著重頭戲

一一百萬蝙蝠出洞覓食的奇觀。

� � �第二天：�本南人手工藝品攤位、風洞及清水洞

� � � � � � �乘搭長舟出發到清水洞及風洞，途中

停靠在本南人村落中設立的手工藝品

攤位。過後繼續行程，前往風洞參觀

后，繼續乘舟約5分鐘抵達清水洞。

在參觀完清水洞后，在小溪旁野餐。

� � �第三天：�返程

� � � � � � �在享用完早餐后，乘搭飛機離開姆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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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在婆羅洲的寶石——砂拉越〉系列二�

尼亞洞國家公園．史前人類珍奇秘境

� �

在砂旅遊、藝術及文化部全力支持下，砂旅遊局与星洲日報合作展開“隱藏在婆羅洲的寶石--砂拉

越”全砂走透透活動，發掘砂拉越旅遊特色及風土民情，推廣砂旅遊業。

這項為期12天的旅程，由本報記者沿著泛婆大道及沿海大道一路從古晉至美里探索各地旅遊景點及

各城鎮風俗民情，并整理了5個適合短期假期的行程。

�

搭船渡河入時光迴廊 
深入雨林 尋幽探秘

如果你祇有3天2夜的短期假期，那不妨到美

里這座沿海城市。美里以豐富多樣化的海底原生態

系統和最原始的珊瑚礁而聞名，被認為是世界上最

健康及最美麗的潛水地點之一；而距離美里市大約

1個小時半路程的尼亞石山小鎮，更是隱藏了擁有

4萬年人類生活遺跡的珍奇秘境-尼亞洞國家公園，

是三天兩夜短假期的好去處。

尼亞洞國家公園（Niah� Caves � Nat iona l�

Park）。在歷史課本上及考古學文獻里常出現的

尼亞洞坐落在距離美里市區約100公里的尼亞石山

鎮，是婆羅洲古老人類文化的遺址。考古學家在這

裡發現了4萬年人頭骸骨和大量的歷史古物。

木棧道設施完善

從國家公園總部出發，首先需要乘搭小船渡河

到對岸，先是一小段水泥路后，迎來的是蜿蜒漫長

的木棧道。完善的木棧道設施，為尋幽探秘者提供

不少方便，讓訪客可以一邊欣賞周邊自然美景、聆

聽雨林中的蟲鳴鳥叫聲，若運氣好，沿途還可以遇

見許多熱帶雨林小動物及昆蟲類。或許是雨林的潮

濕，木棧道有些濕滑，我們不得不放緩腳步，打起

十二分精神小心前行。

步行到尼亞洞約3公里，耗時1小時到1小時15

分左右，終於來到了尼亞洞的入口，映入眼簾的是

一排並列的鹽木搭成的木棚支架，據瞭解，這些木

棚支架做成的小亭子是當年採燕人及家人在採燕窩

季節時休息及交易地點，而該洞也因此被取名為

“交易洞”（Traders'�Cave）。

3.8萬年前考古遺跡 
描繪史前文化圖景

沿著步道繼續前行，可以看到“砂拉越史前早

期”考古項目地點，根據指示牌，該項目是由砂博

物院局及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所展開。在該遺址發

現的文物和骨骼，給考古學家描繪了一幅3萬8000

年前史前文化的圖景。

沿途除了可以看到考古項目地點，國家公園也

很貼心的在每一處以設立講解牌，讓訪客可以更深

入瞭解尼亞洞的歷史故事及考古成果以外，一路上

的風景也讓人無法忽略。

沿著洞穴內的木棧道前往主洞（G r e a t�

Cave），這高達60米寬長250米的洞殿，一眼望

去，讓人歎為觀止。主洞被鐵網圍起來的一角是尼

亞洞最重要的考古遺址。來到尼亞洞，就不得不提

燕窩，而尼亞洞的燕窩採集主要集中在主洞，現場

還可以看到一根根懸掛在洞頂，用於採集燕窩的竹

竿及藤。

月亮洞外綠草如茵

在手電筒的照明下小心翼翼的登上梯級，

穿過黑漆漆的通道，來到了“月亮洞”（Moon�

Cave），並在這裡稍作休息；洞外一片綠草如

茵，仿佛是世外桃源，洞內是震撼人心的考古地

點，讓人在人文歷史間流連，不禁感嘆，怪不得古

人會選擇在這裡生活。

稍作休息后繼續出發前往壁畫洞（Painted�

Cave），也就是尼亞洞國家公園的終點站，可觀

賞到古人留下的壁畫，瞭解丹斯人類生存的環境寫

照。觀賞完壁畫后，我們沿著來時路往回走，結束

尼亞洞國家公園的探索之旅。

離開尼亞洞國家公園后，在返回美里市區時，

建議到著名的杜山海邊听海吹風看夕陽，還可以到

實務的小鎮走走，體驗小鎮風土人情。

林向榮、李佩芝《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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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貼士：

距離美里市區約1小時30分路程，國家公園開

放時間為早上8時至下午3時，入門票價為大馬公

民成人10令吉、樂齡人士5令吉、學生3令吉以及

小於6歲兒童免費（非大馬公民:成人20令吉、樂

齡人士100令吉、學生7令吉及小於6歲兒童則免

費），乘搭小船渡河船費為單程1令吉（若返程時

超過傍晚5時，則為1令吉50仙），整個行程耗時

半天。

建議穿上防滑的鞋子、手套、手電筒及足夠的

飲用水。

美裡逾20潛點 更易抵達 
海底世界 美不勝收

說起潛水，大部分的人想到的是西馬的邦咯

島、刁曼島及停泊島，或沙巴仙本那的西巴丹島

等，實際上，美里也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潛水好去

處，對潛水愛好者來說，這裡可說是個未被過度開

發的潛水寶地。

美里以豐富多樣化的海底原生態系統和最原始

的珊瑚礁而聞名，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健康及最美麗

的潛水地點之一；從美里至尼亞石山一帶有超過

20個潛點。

很適合水肺潛水

既然有那麼多潛點，為何美里的潛水活動看起

來不普遍？實際上，普羅大眾認為有島嶼的地方才

適合潛水，其實不然，海島適合浮潛活動，而沒有

海島的美里其實很適合水肺潛水及休閒潛水活動。

美里在潛水活動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除了其

豐富的海底生態系統及原始的珊瑚礁以外，與其他

潛水名勝地相比，這裡的潛點更容易抵達。美里作

為前往潛水區的必經城市，航班往返亞庇、欣賞、

吉隆坡和古晉，從市區前往碼頭只需10分鐘左右

的路程，再從碼頭出發前往各個潛水景點。

平均4天可完成潛水考證

潛水分很多種，包括水肺潛水、自由潛、休閒

潛水、商業潛水及技術潛水。欲考取潛水准證者，

可選擇報考開放水域潛水課程，平均4天就可以完

成考證，課程包括理論課、泳池及出海考核。在完

成考證后，正式成為潛水員，這也意味著已經拿到

踏入水下深藍世界大門的門票，探索海底世界的奧

秘。至於浮潛，則不需要考證。

小貼士：

美里最好的潛水時間是在每年的3月至9月。

有興趣學習潛水者，可以到美里合格的潛店報讀潛

水課程并考取潛水執照；至於潛水執照持有者，可

直接到當地潛店安排潛水行程。

絕對放鬆好地方 
去Coco Cabana看日落

Coco�Cabana絕對是一個放鬆及看日落的好地

方。在這裡有一座巨大的海馬雕像，作為美里城市

的吉祥物，是遊客們到訪必打卡的景點之一。

訪客可選擇坐在觀景台，吹著海風，看著太陽

慢慢的變成“鹹蛋黃”落入海浬，海上佈滿夕陽的

餘暉，美麗得讓人挪不開眼睛，讓人流連忘返。

三天兩夜行程安排：

˙� �第一天：�尼亞洞國家公園-杜山海邊及周邊小鎮

˙� �第二天：�出海潛水（潛水執照持有者，可直接

到當地潛店安排潛水行程）

˙� �第三天：�美里市區一日遊，到Coco�Cabana看

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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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在婆羅洲的寶石——砂拉越〉系列三�

峇貢水壩新旅遊區．水上浮屋 遠離塵囂

� �

在砂旅遊、藝術及文化部全力支持下，砂旅遊局与星洲日報合作展開“隱藏在婆羅洲的寶石--砂拉

越”全砂走透透活動，發掘砂拉越旅遊特色及風土民情，推廣砂旅遊業。

這項為期12天的旅程，由本報記者沿著泛婆大道及沿海大道一路從古晉至美里探索各地旅遊景點及

各城鎮風俗民情，并整理了5個適合短期假期的行程。

�

浸泡天然山水間 
垂釣 嘗鮮 看星

如果你祇有3天2夜的短期假期，不妨探索民

都魯，前往峇貢水壩尋幽探秘，入住孤島上特色民

宿或水上屋，享受靜謐時光；過後可以到民都魯動

植物園，尋找稀有品種的犀鳥及動物。

忙碌的工作，壓力的生活，壓得現代人喘不過

氣，每當有假期時，大家都期望可以來個出走，離

開自己生活的地方，遠離塵囂去旅行。

峇貢水壩是一個較新的旅遊景區，擁有美麗的

生態環境及原住民文化，由於民宿住宿有限，再加

上還不廣為人知，因此可算是砂拉越的秘境之一。

在導遊的帶領下，在大湖上暢遊，享受不一樣的感

覺。

從民都魯到峇貢渡頭約200公里，路程需要4

個小時左右，我們在導遊的帶領下，乘船準備前往

水上屋。

船隻在湖上飛馳，湖面上波光粼粼，這一刻，

仿佛所有的煩惱、壓力及疲憊都留在岸上，壯觀的

湖光山色，仿佛可以化解身上的負能量，讓心曠神

怡。大約1個小時的船程，終於抵達了水上浮屋。

水上浮屋是一座簡單樸素的民宿，主人家會安

排三餐，料理當地特色美食，讓遊客體驗在地飲食

文化。炎熱的午後，有些人已經迫不及待，直接跳

入湖水里暢遊解暑。

瀑布不大 但非常漂亮

民宿主人下午駕著舢板帶我們到臨近的瀑布玩

水。瀑布雖然不大，但非常漂亮，浸泡在天然山水

間，看著天空好好發呆，暫時忘記生活中的所有煩

惱，是多奢侈的體驗啊!值得一提的是，這裡也是

釣友的天堂。

入夜的峇貢水壩氣溫降低，微風吹來時非常涼

爽。結束一天疲憊行程，與三兩好友圍坐在一起，

放下手機聊天，非常愜意；天氣好的話，還可以看

到滿天的星星呢。

湖光山色 人間仙境

晨起，映入眼簾的是清澈的湖，綠油油的山坡

被雲霧圍繞著，仿佛是人間仙境。

離開後峇貢水壩后，在返回民都魯路上可到當

地特色的市集，那裡販賣各種各樣的土產及食材，

感受當地人生活。

逛一下至少得花2小時 
動植物園 大得驚人

結束峇貢水壩之旅後，駕駛著ISUZU�3.0升旗

艦款的X-Terrain，一路開往民都魯市區。在經過優

化改良的3.0升藍動力渦輪增壓柴油引擎，駕駛起

來一點也不吃力，順暢在蜿蜒的道路上行駛。

不得不提，內置搭載了9英吋的信息娛樂觸控

面板，設有Apple�Car�Play和Android�Auto無線連

接，加上8顆喇叭音響系統提升了質感，享受優質

的影響系統，無論是前座還是後座乘客都可以享受

到一流的音樂。小夥伴們在車裡跟著音樂高歌，疏

解長途跋涉的疲勞，4個小時的路程，彷彿一眨眼

就抵達。

凡到民都魯的遊客，基本上不會錯過民都魯動

植物園（Taman�Tumbina）。民都魯動植物園位於

丹絨峇都海邊休閒區的山丘，擁有不同主題的公園

包括蝴蝶園、仙人掌園、胡姬園、水果園及棕櫚走

道等，也是砂拉越首座類似的動植物園，適合一家

大小來這裡逛一逛。

唯一老虎已逝世

園內飼養了許多野生動物，包括太陽熊、山貓

（雲豹）、猴子、鱷魚、烏龜、爪哇鹿及蟒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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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種品種犀鳥、孔雀、老鷹、貓頭鷹及火烈鳥

等。不過，遺憾的是，該園唯一一隻同時也是全砂

唯一一隻老虎在今年初逝世，讓人無法再見其風

采。

民都魯動植物園區占地57公頃，原本我們此

行預計逗留1個小時，主要目的是為了觀賞犀鳥，

不料園區實際範圍很大，且一路有許多珍奇動物吸

引我們的注意，讓我們無法不停下腳步拍照及欣

賞；其中猴子園有一隻猴子，更是出盡全力，不停

的前滾翻後滾翻，吸引訪客的注意力，在獲得我們

的掌聲鼓勵後也會做一個後滾翻，仿佛在為自己的

表演進行謝幕，非常有靈性。

若以散步的方式參觀動植物園，預計至少得花

上2個小時才能把整個園區逛完，是一個適合一家

大小的好去處，不僅可以帶家裡的孩子見識各種動

植物，還可以促進親子關係。

建議行程：

˙� �第一天：�出發前往峇貢水壩，乘船前往水上屋

˙� �第二天：�結束峇貢水壩行程，返回民都魯，可

選擇在丹絨峇都海邊欣賞日落

˙� �第三天：�參觀民都魯動植物園

小貼士：

峇貢水壩渡頭距離民都魯約三四小時路程，從

渡頭前往民宿或水上木屋約1小時船程，因此受促

及早從民都魯出發。

民都魯動植物園開放時間為早上8時至傍晚5

時，目前免費入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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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在婆羅洲的寶石——砂拉越〉系列四�

風土民情自成一格．新視角看詩巫沐膠

� �

在砂旅遊、藝術及文化部全力支持下，砂旅遊局与星洲日報合作展開“隱藏在婆羅洲的寶石--砂拉

越”全砂走透透活動，發掘砂拉越旅遊特色及風土民情，推廣砂旅遊業。

這項為期12天的旅程，由本報記者沿著泛婆大道及沿海大道一路從古晉至美里探索各地旅遊景點及

各城鎮風俗民情，并整理了5個適合短期假期的行程。

�

東南亞最大室內菜市場 
紙包雞成打卡熱點

如果你祇有三天兩夜的短期假期，不妨到詩巫

美食之旅，再驅車去沐膠探索馬蘭諾族古王朝的文

化歷史。

詩巫是砂第三大城市，因這裡福州人口多被稱

為“新福州”及“小福州”。詩巫也是宗教文化之

都，不僅是全馬最多教堂地方，擁有豐富基督教歷

史，還擁有百年歷史的永安亭大伯公廟及東南亞最

大寺廟之一的玉龍山天恩寺。

來到詩巫，絕對不容錯過東南亞最大室內菜市

場--詩巫中央市場（Central�Market），聚集拉讓江

河流域的農民將農產品送到這裡販賣，有各種本地

水果、野菜、森林產品及手工藝品，有看過的，沒

看過的，讓人眼花繚亂。

這裡最出名非“紙包雞”莫屬，攤販用舊報紙

將生雞包成圓管狀，裹在報紙里的雞朝來來往往的

人群張望，顧客們通常在付錢后就將“紙包雞”提

著離開。不少遊客到中央市場時，都指定到紙包雞

攤位拍照。

干盤面 詩巫人早餐首選

作為美食天堂的詩巫，擁有不少獨有美食，干

盤面可說是大多數詩巫人的早餐首選，配上一碗紅

酒豬肝湯，喚醒還沒完全清醒的胃。光餅也是詩巫

人早餐必備小食，更是到詩巫遊玩必打包的美食之

一。

用過早餐后，我們從詩巫駕駛ISUZU�D-Max�

X-Terrain去沐膠，由於泛婆大道仍在如火如荼進行

中，路面難免會有顛簸。ISUZU�D-Max�X-Terrain

紮實底盤和操控性能，保持出色機動性及舒適性。

全新X-Terrain這次在外觀、內飾、底盤及配置

方面都有革新升級，不僅採用加強版梯形框架設

計，並且加強車身剛性及堅固性，確保更好操控性

及耐用性。即使是連續行駛數百公里，我們在車內

依然可以感受到車子在駕駛時的穩定和安全。

用來安葬貴族 王族 
馬蘭諾“棺柱”負盛名

沐膠是可以令讓人放慢腳步的沿海小鎮，悠

閒、愜意的穿梭在甘榜小巷中，細細欣賞和感受甘

榜里的平靜，每個角落、每個景色都是鏡頭下的美

麗風景。其中，以甘榜特連（Kampung�Tellian）最

負盛名，擁有許多古老傳說及豐富歷史背景。

特連河水悠悠流淌，緩緩流經村落，架高的木

板路將甘榜里家家戶戶連接起來，兩旁木屋錯落有

致，一轉角就是橫跨河流的木橋。從木橋上看去，

白雲、椰子樹、房舍及遠處的木橋，倒映在茶色的

河面，顯得格外鮮亮明晰。

三三兩兩馬蘭諾小孩，在橋上垂釣、放風箏，

形成一道美麗景色。我們向他們問路，尋找馬蘭諾

“棺柱”（Jerunai）。

Jerunai是馬蘭諾人過去用來安葬貴族及王族

的古墓，屍體會先放置在懸木棺內，腐爛后再將骨

頭置入瓷甕，移植到樹身挖空的圓柱中。目前甘榜

特連還有數個Jerunai，每一個都有不同圖騰。

馬蘭諾館 館藏豐富

甘榜特連內的民辦迷你馬蘭諾博物館（Sapan�

Puloh），除了可瞭解馬蘭諾人文化習俗與歷史

外，還有很多令人漬漬稱奇的巫術習俗。博物館雖

小，卻擁有豐富收藏品，有的是館長家族歷代以來

的收藏，有的是館長這些年來收集回來的歷史文

物，包括宋朝陶瓷，是集文化、習俗及文物的博物

館。

博物館完整介紹馬蘭諾民族歷史、文化及習

俗，涵蓋婚嫁及喪禮（貴族、平民及奴隸之間各有

不同）習俗、傳統服裝、禁忌及習俗，以及巫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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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館主湯米為到訪者介紹所有收藏品，敘說馬蘭

諾人的歷史故事，為訪客上了寶貴的一課。

到沐膠漁市集 
嘗酸酸辣辣Umai

有人說，沒有吃到馬蘭諾人最具代表性的美

食Umai（生魚片），就不算來到沐膠，而當地漁

市集更不容錯過，是品嚐新鮮現做Umai的最佳地

點。

Umai採用多骨的魚切片后，以紅辣椒、洋

蔥、鹽及桔子汁等配料醃製而成，趁新鮮入口享

受，味道酸酸辣辣，十分開胃。在沐膠漁市集，有

許多現場製作Umai攤位，隨意挑選一攤，攤主隨

即展現精湛刀工，去骨切片一氣呵成，刀起刀落，

撒上配料，一道馬蘭諾美食就完成。

Umai是馬蘭諾漁民在海上謀生常吃食物。當

地人告訴我們，最道地吃法其實是佐碩莪粒，一湯

匙碩莪粒加上Umai，兩種毫不相干食物在嘴裡交

融，碩莪粒淡淡甜味及香酥口感，配上Umai酸酸

辣辣，併發出火花，讓兩種食物味道昇華。

沐膠海灘 落日餘暉

沐膠海灘是祭海節主辦場地，擁有長長海灘，

可觀賞美麗日落。傍晚時分的海灘，有跑步的居

民、拍拖的情侶、散步的一家人、三五成群人們在

野餐、拿著手機相機拍個不停的遊客，以及靜靜看

著海發呆的人儿。

圍牆及石板椅上畫滿馬蘭諾人故事的壁畫，吸

引人駐足欣賞；斜陽溫柔的照射在人們的身上，海

風徐徐，夕陽西沉，為一天畫下圓滿的句點。

碩莪糊配鹹魚 滋味無窮

在達叻（Dalat），我們特地請朋友安排到

當地居民家裡“蹭飯”，品嚐馬蘭諾人的碩莪糊

（Linut）及其他在地料理。雖說碩莪糊是馬蘭諾

人美食，不過據瞭解，瑪都達佬區支系的馬蘭諾人

自祖輩時期就禁止食用碩莪糊。

熱情居民準備豐富菜肴，包括參巴峇拉煎、親

自抓捕的大頭蝦熬成的酸辣湯、馬來傳統“沙拉”

（Ulam）及鹹魚等。她們說，碩莪糊配上以上菜

肴一起吃，更美味。居民將煮沸的熱水，倒入裝了

碩莪粉的容器內迅速及大力攪拌，不一會兒，碩莪

粉變成了糊狀。

居民教我們將折成兩半的木筷，插入碩莪糊中

旋轉拉起，然後配著參巴峇拉煎或者鹹魚一起吃，

滋味無窮，讓人忍不住一口接著一口吃。說實在

的，參巴峇拉煎絕對是整道菜肴的精華。

建議行程：

˙� �第一天：�在詩巫半日遊，享用道地福州人早餐

及到東南亞最大菜市場--詩巫中央市

場后，出發到沐膠。

� � � � � � �參觀拉敏達娜（Lamin� Dana）文化

中心（同時也是所民宿，開放讓遊客

入住），過後到沐膠海灘散步及觀賞�

日落。

˙� �第二天：�到沐膠漁市集，品嚐漁民現場製作的

生魚片（Umai）。過後去甘榜特連

（Kampung�Tellian），參觀民辦的馬

蘭諾迷你博物館（Sapan�Puloh），以

及尋找“棺柱”（Jerunai）。

˙� �第三天：�出發到達叻，到當地馬蘭諾人家品嚐

道地的碩莪糊（Linut）；或可到烏也

（Oya）品嚐大頭蝦料理。

小貼士：

馬蘭諾社會至今還保留著傳統習俗及巫術，因

此訪客受促以尊敬心態探訪馬蘭諾人村落。馬蘭諾

博物館（Sapan�Puloh）門票為10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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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在婆羅洲的寶石——砂拉越〉系列五�

體驗泥炭沼澤林風情．見識珍奇猴群犀鳥

� �

在砂旅遊、藝術及文化部全力支持下，砂旅遊局与星洲日報合作展開“隱藏在婆羅洲的寶石--砂拉

越”全砂走透透活動，發掘砂拉越旅遊特色及風土民情，推廣砂旅遊業。

這項為期12天的旅程，由本報記者沿著泛婆大道及沿海大道一路從古晉至美里探索各地旅遊景點及

各城鎮風俗民情，并整理了5個適合短期假期的行程。

�

馬魯丹國家公園 
砂最大泥炭沼澤森林

想要探索國家公園，感受被大自然包圍，讓

蟲鳴鳥叫聲治癒緊繃的情緒，但卻沒有體力徒步?

位於木中省的馬魯丹國家公園（Maludam�National�

Park）會是尋幽探秘的不錯選擇，全程坐在船上穿

梭沼澤樹林，幸運的話，還可以與稀有的紅葉猴相

遇。

馬魯丹國家公園是砂拉越最大的泥炭沼澤森

林，主要是為了保護當今世上僅存的紅葉猴（Red�

Banded�Langur）、長鼻猴、銀葉猴和長尾獼猴；

有兩種犀鳥既黑犀鳥和東方花斑犀鳥也生活在此

處。其中紅葉猴是婆羅洲僅有動物，主要活動在馬

魯丹紅樹林一帶，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列為極度瀕

危物種。

該國家公園距離馬魯丹（裕南坡）小鎮約3公

里左右，再乘船前往國家公園總部。與其他國家公

園需要大量的健行相比相比，馬魯丹國家公園顯得

非常獨特，因為整個行程完全不需要步行，適合想

要探索叢林，但不方便行走的人們。

本報記者在該國家公園護林員的帶領下，乘著

小船穿梭在泥炭沼澤叢林，尋找紅葉猴及長鼻猴的

蹤跡。

紅葉猴不易見到

護林員告訴記者，紅葉猴非常敏感及怕人，很

難遇見，馬魯丹國家公園有8名護林員，祇有2人

曾親眼目睹紅葉猴，反之長鼻猴比較不怕人，較容

易遇見。遊客受促放低聲量，以免“嚇跑”野生動

物。

或許我們來得不是時候，所有的動物們都“害

羞”躲起來，不過，一路上的風景如畫，藍天白雲

清晰的倒影在紅樹林河面上，形成一幅美麗的風景

畫，讓人讚歎不已。既然沒有看到紅葉猴，大自然

饋贈我們美麗的景色作為禮物，也算不虛此行。

小貼士：

馬魯丹（裕南坡）距離斯里阿曼約170公里，

需使用渡輪橫越沙里拔河；從古晉出發的遊客，可

使用沿海大道途徑三馬拉漢、砂隆再也、詩巫瑤

后，乘搭特利索渡輪橫越魯巴河抵達馬魯丹。

馬魯丹國家公園開放時間為早上8時至傍晚5

時，需提前通知護林員安排交通及參觀行程。

益星茶室炭烤麵包 
到泗裡街必嘗美食

人們說，來到泗里街不到益星茶室品嚐炭烤麵

包，等於沒到過泗里街。

位於泗里街海唇街名為益星茶室的咖啡店門庭

若市，顧客群里有華人、馬來人及伊班人，儘顯砂

拉越種族之間的融洽；店裡格局及擺設非常具有

年代感，讓人仿佛走進了時光隧道。益星茶室已

有九十多年歷史，目前由第3代繼承人接手，據瞭

解，前砂州元首也是這裡的常客。

益星茶室至今保留木炭烘烤麵包，麵包上散發

出木炭烘烤過的香氣，是任何烤箱都無法複製的味

道，再塗抹上黃油及香蘭咖椰醬，讓人試了還想再

吃。

除了傳統的黃油咖椰口味以外，店家也推出了

創意餐單-沙丁魚以及參巴煎蛋口味，有興趣者不

妨一試。

ISUZU D-MAX X-Terrain 
爬山越嶺 動力強勁

結束在泗里街的行程後，我們駕駛着ISUZU�

D-MAX�X-Terrain前往位於烏魯泗里街山林的玉卡

長屋（Rh�Nyuka），是遊客體驗長屋生活及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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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好去處。

雖然山路崎嶇，路面情況不佳，但完全不影

響ISUZU�D-MAX�X-Terrain的發揮。除了穩定的底

盤，讓行駛更加順暢外，其安全配備，包括搭載

7具安全氣囊、ABS+EBD+BA三合一煞車輔助系

統、循跡控制系統、坡道起步輔助、徒坡緩降功

能、電子穩定控制系統、前後停車傳感器以及倒車

攝像鏡頭，都給駕駛者提供十足的安全性。

遊客住宿玉卡長屋 
體驗伊班民族生活

玉卡長屋距離泗里街約40分鐘路程，途徑綿

延的山間柏油小路，是泗里街省最早參與民宿計

劃的長屋，這座完全使用鹽木所製造的長屋建於

1955年，擁有45戶約300名居民居住於此。這座

在丘陵地區的長屋前有條小溪，群山環繞，風景優

美，一直以來吸引不少國內外的遊客前來享受大自

然及體驗伊班民族文化及生活。

懸掛在橫樑上骷髏頭，展示了長屋居民祖先的

驍勇善戰，也為長屋添上一絲神秘的色彩。遊客可

以入住玉卡長屋兩天一夜，跟著長屋居民一起去割

膠及採摘水果，還可以徒步到附近的兩座瀑布戲

水。

目前不對外開放留宿

玉卡長屋目前不對外開放留宿，直到另行通

知，不過遊客可以前往該長屋附近的魯安瀑布

（Wong�Ruan）野餐戲水。該瀑布已有完善的設

施，從泊車處越過一座吊橋后，步行約15分鐘即

可抵達瀑布，全程都有石灰步道，即安全又輕鬆，

適合一家大小前來玩水及野餐。

建議行程：

˙� �第一天        ：�馬魯丹國家公園（需提前通

知國家公園護林員，安排船

隻接送及導覽）。

˙� �第二天及第三天：�入 住 泗 裡 街 玉 卡 長 屋

（Rumah�Nyuka）及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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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神魔滿天中痛並快樂着〉系列一�

回味尼泊爾之美 塵土路上領略快樂

� �

打從2600年前悉達多太子誕生在藍毗尼園後，尼泊爾就注定是個滿天神佛的國度，只是她同時也可

能是個被詛咒的煉獄。

這也是為何，她擁有世上最美的自然景觀，卻是喜馬拉雅山脈中最貧窮的疆土，哪怕上天給了這裡的

人嚴峻的生活環境，卻也賦予他們信仰。

當看到苦行僧執意想從極苦中超脫，以及當地人試圖從膜拜中得到安慰時，我發現，千年來，或許神

魔在這片土地上的鬥爭仍未分出勝負。在痛並快樂着之際，我意外地收穫着另一種體驗……

�

在貧瘠中領略豐盛

我是在2015年踏足加德滿都的。當時，尼泊

爾還未發生4.25大地震，但從機場到市區的途中，

映入眼簾的都是東歪西倒的陳舊建築，斷瓦殘垣更

是隨處可見，而當地人在塵土四起的環境中更顯得

有些邋遢落魄。如此市容，讓我不敢相信這就是一

個國家的首都，更一度懷疑當地不久前是否發生過

天災或戰亂。

斷電是日常

無疑，尼泊爾是個貧窮的國家，但要精準描繪

她的落後，或許可以從當地的排污及電供談起。首

先，斷電幾乎是當地的日常，而我入住的酒店就溫

馨提醒，由於還是冬天，酒店一天會停電3次。

“五星級酒店會有發電機，不過，你們三星級

的也並不差，幾個小時後就會恢復的了，不必擔

心。”看着客服邊說話，變做出招牌式的搖頭動

作，我完全捉摸不到這是安慰還是諷刺。

這樣的情況在進入郊區時更嚴重，尤其我還是

冬天旅客。除了停電時間更長外，部分民宿洗個熱

水澡還得付費，付了錢後花灑射出的水還是冰的。

另外，當地排污系統有欠完善，若將用過的廁

紙丟進馬桶裡會導致阻塞。就此，酒店廁所會安置

垃圾桶，讓你將用過的廁紙丟在裡頭，好方便清潔

工處理。我就曾在不同民宿及酒店中，或為了測試

當地的排污水平及住宿規格，或一時改不了習慣，

結果每次換回都“悔不當初”。

放低物質要求

有趣的是，由於當地物資短缺，加上徒步一天

需耗上5至8小時，因此即便一碗簡單的快熟面也

能令人吃得心滿意足，而山區最奢侈的莫過於那披

着“意大利面”名義的番茄醬淋面。

但，也就在這樣的環境下，你會發現原來人類

要的其實可以很簡單，很純粹。一旦我們放低了對

物質上的要求，人也比較容易快樂。我就在餓了6

小時後的零下1度，吃過至今最好吃的快熟面。

如今想來，也許是我們以“文明”與“進步”

的名義複雜了生活，更是我們讓“發達”與“先

進”令生命無法從容寫意。看着叼着野草的當地

人，坐在草地上看夕陽，小朋友對着狗狗唱起歌，

我知道，他們比我幸福。

從艱苦中體會美景

必須負責任提提，雖然徒步耗時耗力，甚至是

在吃苦。但，除非你只是想看古跡、體驗當地習

俗，或瞭解古老宗教文化，不然徒步還真的不容錯

過。

你能體驗連綿巍峨的山脈如何與你並駕齊驅、

能肆無忌憚地在怒放野花的草坪上歇息、夜晚與當

地人和各地游客聚在火爐前或聊天，或取暖。

有雅致的話，你也可以在夕陽照射的雪山美景

前用餐，或欣賞晨光如何將山巒照射出分明的層

次，然後靜看民宿主人的貓狗如何演繹午後悠閒。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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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與指引

徒步的7天中，我就發現，哪怕帶我領山徒步

的導遊生活再貧窮，但他擁有最珍貴迷人的風景；

哪怕生活環境再惡劣，他有宗教的安慰與指引。

“因特拉肯也能如此詩意啊”朋友說。是的，

不能否認瑞士的美景更勝一籌，但兩者的不同就在

於，尼泊爾的美是一番冷冽艱辛下換取的，其所帶

來的喜悅無疑更深刻，感動與震撼自然更強烈。

艱苦中淬煉

朋友很難理解我的感受，但，他清楚理解照着

地圖找壁畫，和跟着檳城友人到喬治市看壁畫的差

別，因為只有轉角遇到壁畫的喜悅與興奮才是深刻

的。同樣是巍峨雪山，但從艱苦中淬煉出來的美卻

不同，這點在尼泊爾徒步過的人最能理解。

我就和旅伴曾在大雪中趕路、在途中被毒草蜇

傷、多次在雪地上滑倒、在斷電的零下3度抱着入

睡，但如今這些卻成了我們最難忘的回憶，更讓尼

泊爾深植在心中的某個位置。

寫到這裡，我突然慶幸自己並不是在最稚嫩的

年紀到訪尼泊爾，否則還真的無法領略這趟旅途所

給予的意義。

在塵土中看見斑斕

加德滿都作為千年古都，自然有着悠久且豐富

的歷史景點，而多元宗教的文化背景下，更讓她展

現出絢麗神秘的色彩。惟，缺乏建設，有欠規劃，

該城市常年覆蓋在一層塵土中，讓斑斕與黯澹活生

生地上演着一場角力。

短暫的13天旅程裡，我自然無法理解是怎樣

的一種思維讓他們對影響健康與衛生的塵土，保持

着“無所謂”的態度，但因為宗教，他們卻絢爛繽

紛得可以。

繽紛的調色盤

哪怕建築再殘舊，他們仍能在日常膜拜中以最

鮮艷的色彩去妝點，即便衣服破舊骯髒，傳統慶典

上卻竭盡所能地以最亮麗的色彩去刺激眼球，用最

撞色的配搭去炫耀生命。

尤其是著名的“灑紅節”，見識過的朋友都

說，當彩粉在鬧市人群中四起，在歌舞歡騰中散落

之際，那無疑是世上最繽紛的調色盤。

我沒體驗過“灑紅節”，但我相信若沒有宗教

賦予的色彩，加德滿都就只剩下滿目瘡痍，也幸好

有着千年古跡和豐富的文化底蘊支撐，否則她蒼

白，她空洞。

在加德滿都閒坐時，我多次自忖：作為佛陀的

出生地，尼泊爾究竟被祝福過嗎？同樣是喜馬拉雅

山脈下的國度，不丹自稱最幸福、西藏被中國照顧

其發展，印度也堪稱強國，，為何唯獨尼泊爾似乎

沒被加持……面對生活的困苦與天災的磨難，他們

會認為自己被詛咒了嗎？

小女孩還好嗎？

就在我回來後的一個月，尼泊爾發生了80多

年來最嚴重的地震，8.1級強震奪走近9000多條人

命，傷者也高達2萬3000多人。

我記得還未地震前，加德滿都許多建築就已經

處於危樓階段，我愛去的小吃店其橫樑就傾斜得讓

人觸目驚心，隨時一個搖晃定會坍塌。我還在街

上，為了支持一個小女孩能繼續唸書，所以向她的

母親購買鉛筆盒，然後合照後承諾電郵給她們。

如今，我無法掌握這家店是否安在，我也不曉

得兜售鉛筆盒的母女是否收到了照片，但若珠穆拉

瑪峰都能在這場災難中向西南偏移了3厘米，我不

敢為我的疑問找答案。

從痛苦中解讀快樂

尼泊爾的另一特色是苦行僧。

作為遊客，若不去探一回苦行僧，猶如“到了

梵蒂岡不看教廷士兵”或“去了白金漢宮見不着英

女皇”般的可惜。

擁有數千年歷史的苦行僧，是印度教中一種試

圖以極苦方式來修行的僧人。儘管教派各別，方式

各異，但苦行僧基本上都會將物慾降至最低標準，

然後再以最極端的方式，如長時間赤身露體、或不

吃不喝、或足不出戶、或保持某個姿勢數月等方式

來懺悔贖罪，同時也求取心靈解脫，希望能在凡塵

中達到自我超越肉體感觀的境界。

這樣的超脫是精神上的，但也可能是對社會反

制的表現。數千年來，印度及尼泊爾種姓階級制度

根深蒂固在社會裡，然而苦僧人不僅種姓平等，也

能避過歧視，因此大大加劇這類風氣。

再來，當地貧富懸殊太大，社會物慾構成太多

不必要的煩惱，然而苦行僧的出現則某程度上，讓

民眾知道身處亂世還有另一種存在的可能，並將對

生活的救贖與宗教的信仰，寄托在這些苦行僧的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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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的寬慰

我想，或許就是這樣的大時代下，苦行僧慰藉

了百姓，而百姓則成就了苦行風氣，於是整個尼泊

爾就在宗教氛圍中濃郁出一種集體的寬慰，也幸好

有着不同的宗教（至少6種），才得以讓這片土地

的人們挺過眼前的不堪與磨難，同時更悟出一套人

生哲學與生活步伐。

說來尷尬，對尼泊爾的感知，並不是造訪當下

的體悟，而是自己在管控期間某一場感觸下的想

法。

顯然的，尼泊爾就是這樣一個有魅力的地方，

如後勁十足的佳釀，重新回看時還領略到什麼。哪

怕，那是一種痛並快樂着的存在，而神魔，至今也

仍未在這片土地上分出勝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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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神魔滿天中痛並快樂着〉系列二�

尼泊爾 尋找落入凡間的聖女

� �

滿天神佛的尼泊爾中，有一舉足輕重的代表落入了凡間，並以肉身示人，然後數百年來守護着這個國

家——庫瑪麗聖女。

只要來到加德滿都，這個身穿紅衣、額頭頂着第三隻眼的女孩，總給人致命的吸引力，但也有遊客不

敢造訪。因為據說只要聖女對你或笑或哭，輕則破財、病痛，重則斃命，甚至天災人禍。2015年，我在

庫瑪麗寺廟前見不着聖女，離開後的一個月，珠穆拉瑪峰被震移了3厘米……

我逃過了地震，卻欠聖女一場回眸。

打從17世紀開始，尼泊爾每隔幾年都會從4歲以上的女孩中選出庫瑪麗，只要這些女孩還未來月事，

那麼她將被安置在寺廟裡，成為尼泊爾人敬拜的對象。她們常年足不出戶，一年只有13個節日會被抬出

來受人膜拜，期間更不能有任何表情，否則會對人或國家帶來厄運。

�

打破不公平對待

聖女的遴選過程十分嚴謹，最後一關更堪稱恐

怖，這裡就不多談，畢竟這些都可以谷歌查尋。倒

值得一提的是，女孩一旦被選上就從此雙腳不着

地，直至來月事才後再另選他人接任。然而，據說

4.25大地震時，聖女就被指嚇得雙腳着了地。

對於這點，性別平等組織是雀躍的，他們能認

為聖女雙腳着地後，意味着打破了當地數百年來對

女性不公平的對待。畢竟，這些女孩一旦被選上就

失去了自由、早年前更無法受教育，卸任後更在求

職與戀愛上面對異樣眼光。

過去數年，因為女權意識高漲，加上廉價機票

讓越來越多人接觸到尼泊爾，以及網絡發達提高了

聖女的討論度，質疑聖女傳統的人有增無減。身為

這個古都的過客，我沒資格批評一信仰，尤其任何

科學、人權、民主自由的角度去質疑當地傳統都是

主觀的。

為庫瑪麗而驕傲

我的導遊就因庫瑪麗而驕傲，認為這是當地獨

有的特色。我不確定他是站在旅遊效益的角度出

發，還是打從心裡認同這一傳統，但可以肯定的

是，在尼泊爾這漫天神佛的地域裡，“聖女”的存

在確實豐富了當地的民俗文化，同時也為這片土地

增添了神秘色彩。過去的數百年來如此，未來的數

十年也將依舊。

那年，我曾來回庫瑪麗寺廟幾回，想親眼目睹

這從小就無法自由奔跑的女孩，是否住着一個蒼老

的靈魂，但我又害怕聖女對我表露任何表情。然

而，隨着年歲的增長和經歷了疫情下的許多生死離

別後，我想，若解禁後有機會再到庫瑪麗寺廟，見

到她，我會主動跟她點頭微笑，因為我知道我欠她

一次回眸。

光看天光也很奇特

尼泊爾除了徒步、看古跡外，安坐看天光也是

一種奇特的體驗。你會看到許多當地人悠閒地坐在

古跡廣場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一個人發

呆，有的三三倆倆地有一句沒一句閒坐着，唯一共

同點是，他們似乎有用不完的時間。

巴德崗城市中，我住的民宿陽台能俯瞰古跡廣

場上的人，每一天每個時段，總是聚集了不少當地

人。當時年輕，不解他們究竟是沒有工作，還是不

需要工作，我甚至不解，這些人發着什麼呆？難道

他們沒妻兒要養嗎？旅伴認為這是一種頹廢，沒有

目標地存在着，我倒不好評價，只能帶着問號試圖

理解，學會尊重。

融入在娑婆裡

有趣的是，隨着年紀漸長，我慢慢瞭解當年所

見的尼泊爾人或許更像是在享受當下，畢竟他們對

物慾的要求不高，生命有限下，他們更樂於將自己

融入在娑婆裡。無論是在冬天曬一身暖陽、在誦經

聲中看塵埃飛舞、看纖維如何在流動的語言中斷

裂，還是慢慢體驗時間如何在光影中蒸發，這，都

是詩一般的存在。

下回，若你來到巴德崗，不妨也和當地人一起

靜靜地安坐在廣場上吧，那不是蹉跎，是揮灑歲月。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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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看到一個皮膚白皙的華人男子也獨自坐在

那發呆，別懷疑，那是我。因為我欠尼泊爾一次安

坐，而她，則欠我一場天光。

我欠你一句對不起……

其實，我欠尼泊爾的不只一場安坐，還有一句

“對不起”。

事緣我們徒步的幾天中，都會在山區休息站中

遇到幾位同時間出發的旅客與導遊，間中彼此也會

分享食物，或小聊幾句。

其中一位別人家的導遊得知我來自馬來西亞

後，親切地跟我用馬來話交談，然後娓娓道出自己

在大馬工作幾年的點滴。

僱主騙了血汗錢

他說自己不喜歡大馬，因為我們聘請了他們，

卻瞧不起他們；他們為我們賣命，不法僱主卻騙了

他們的血汗，他們甚至還經常被要求出示證件，然

後基於許多不明就裡的要求，賠上自己熱曬雨淋半

個月的工資。

然而回國後，他在尼泊爾卻是專業人士，導

遊的工作也讓過去瞧不起他的人，變成了“請教

他”“聆聽他”的一群。這種主次顛倒的快感，讓

他心裡平衡了些。

他表示，現在一有時間他就去博卡拉划船、到

加德滿都找樂子、再不就與家人團聚歇息，或朋友

在圍爐前聊天唱歌、在斑斕絢麗的宗教色彩中喜

樂……他也很享受在導遊工作中結識各國朋友，尤

其那對等的關係讓他很是舒坦。

我好奇問他會想再到大馬嗎？他想也不想便秒

速說不。確切的說，對比馬幣，自由、平等、尊

重、家人、朋友、宗教才是他更看重的東西，也因

為有了這些東西，他並不貧窮，而哪怕我可能比他

有錢，卻不一定比他富有。

欣賞自己的家園

過去，我曾認為出國旅遊是為了增廣見聞，而

當社交媒體出來後，我也一度迷失炫耀着美食美景

的快感中，但如今想起來，旅行的真諦或許是讓我

們學會欣賞自己的家園，懂得珍惜身邊的一切最簡

單的美好。一如這位導遊那樣。

其實，帶着期待來，拎着悔恨回的尼泊爾人何

止只他一人，但我相信如今返回家園的他們會比在

異鄉他國來得幸福。

記得與他別離時，他開玩笑地和他帶領的外籍

遊客說：千萬不要來大馬遊玩。然後，謝謝我讓他

有機會溫習國語，我倒希望一天他在生疏國語的同

時，也能順道忘掉在大馬的坎坷。

謝謝他讓我有所反思，同時我也欠他一句對不

起。愧疚中深刻。

藍毗尼園下回再訪

每個旅程都有遺憾，而我那年最遺憾的，莫過

於沒去到佛陀的出世地--藍毗尼園。

據說，當地一些佛教遺址在歷經2600多年後

依然能看到，而後興建的宗教建築也更有看點。去

過藍毗尼的朋友喜歡在菩提樹下靜坐，覺得磁場很

不同，也有人喜歡繞着寺廟走，認為這樣很殊勝。

我沒去過，自然無法分享自己的體驗，倒是回

國後的一個月，3萬多人在80年來最嚴重的地震中

傷亡，讓我一度懷疑佛陀的出生地是否真的被祝福

過？

在信仰中堅強

尼泊爾擁有至少6大宗教，其中一些更支線出

不同教派，如此滿天神佛的地方，究竟是少了誰的

加持？世界10大高峰中8座就在尼泊爾境內，但在

這處處離天最近的聖地，是什麼樣的業力，讓天災

碎了數十萬人的心？

記得得知尼泊爾噩耗的第二天，我人剛好在洪

福寺。當住持文健法師與我談起此事時，竟突然淚

流不止，期間還抽泣起來。當時就只是覺得很悲

涼，畢竟在貧困的生活環境裡，尼泊爾人已經很努

力地在信仰中堅強，在美景中樂天，但他們卻仍的

承受疾苦。

下回，若能來到神聖的藍毗尼，願我能好好地

懺悔一次，並獻上本應在6年前就跪拜出的等身長

頭。為自己的孽，也為這片土地。

後記：

尼泊爾，我欠你的，一定還！

每去一個地方，我都習慣寫上一篇遊記，唯獨

尼泊爾，深埋在心裡6年後我才觸碰。

那是在管控期間某場午後的念頭。當時，雲層

折射出的暖陽將後山打出一輪層次時，我從山間的

光影中感受到熟悉的寧靜。那是尼泊爾才有的一場

天光。曾經，一個驕縱的少年將歲月賦予的不羈揮

灑在喜馬拉雅南麓下，輕狂得不可一世。直到多年

後的一場不經意的片刻，他才恍然發現原來當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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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從未征服過尼泊爾，反倒被她不動聲色地俘虜

了。

那種數年後瞭解尼泊爾的感覺，一如到了某個

年紀突然聽懂李宗盛般。當然，至今我仍不敢說自

己已經將尼泊爾看透徹了，但她確實讓我對現在的

生活有了不同的想法。

行文至此，我想，當年會為尼泊爾落淚，是因

為她真的在我心裡留下一個位置。她給了我不少，

但我卻欠了她很多。我欠雪山一場照會、欠聖女一

次招呼、欠當地一回安坐……我欠妳一場對不起，

也欠妳一聲謝謝。下回，我一併歸還，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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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壩邊尋馬接峇魯〉系列一�

馬接——被水壩改寫命運的新村

� �

在距離馬六甲雞場街約莫30公里處，有一座馬接峇魯新村，是全馬六甲最大的華人新村。因村子就

在水壩邊上，發展備受限制，卻也因此保留了相當原始的新村面貌和風土人情。

望向水壩，或許我們需要一些想像力，構想水底下的舊馬接村子，探見當年華巫親善的神誕盛事。然

而，令人欣慰的是，村裡面最簡單美味的麵包干（Roti�Kok）、原汁原味的手工大包，以及其他舊滋味，

依然流轉在味蕾上；平地而起的茶園令人眼前一亮，探索風土產物和地方品牌的可能。

新村人的凝聚力、堅持、個性與創意，讓新村的人情味、老行業、新品牌得以延續和發光，繼往開

來。在馬接峇魯，總有說不完的老故事和新鮮事，令人回味。

�

位於馬六甲的馬接峇魯新村佔地約100英畝，

有五百多戶房屋，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進村

裡，放眼望去有的是色彩靚麗的現代住宅，有的是

保存已久的傳統板屋。家家戶戶的門口不一定設有

籬笆，但或多或少都會種菜種花，停放汽車、摩

托，和幾張用作閒聊休憩的籐椅，加上門前的大紅

燈籠以及堂號，典型的新村風光。

第一路（Lorong�1）尤其熱鬧，集合民眾會

堂、茶餐室、藥行等店，村民大多以摩托通勤，

“轟轟轟”到茶餐室喝茶閒聊。

轉眼之間，馬接峇魯已走過70年風雨。2020

年，“馬接峇魯遷埠70年週年紀念”順利舉辦推

介禮，並籌劃一系列活動，借此發揚及宣傳馬接峇

魯新村的歷史、文化及精神。

“在我小時的回憶這裡多數是板屋，2000年

有一位新村子民成為行政議員，幫助村民延長地

契，很多村民就把老屋裝修翻新或拆掉重建，讓新

村有了新面貌。隨着時代變遷，農產品開始打入國

際市場，提高了很多小園主村民的收入，屋裡從原

來只有摩托到後來逐漸出現越來越多汽車，村子也

逐漸繁榮起來。”80後村民韓勝衍說，他也是馬

接峇魯遷埠70週年紀念慶祝活動籌委會主席。

每年農曆新年之際，馬接峇魯新村就會掛上紅

彤彤的燈籠。值得一提的是，每年的年景佈置都是

本村子民親自佈置，而不是找承包商。除夕夜煙花

倒數後，村民都會換上新衣新鞋，走在大街小巷跟

其他村民拜年，如同一個大家庭。

“每年初一初二，村裡會有馬拉松式的舞獅拜

年，在兩天裡向整個村子五百多六百戶村民，每家

每戶去拜年，從早上7點到晚上12點，不間斷。”

場面萬人空巷，年味濃郁，多年來更成功打造“過

年要來馬接峇魯新村”的聲望。

馬接峇魯新村的誕生故事

馬接峇魯新村的誕生，和全馬新村一樣。1949

年，英殖民政府頒布緊急法令，在馬來半島成立多

個新村，由軍警集中管制，切斷馬共供應線，因此

把周圍士蘭道、阿依巴西等地區散居的居民遷埠到

村子裡，在1950年間，馬接峇魯新村正式成立。

當時的馬接峇魯新村位於現今榴槤洞葛水壩之

處，來到70年代，政府要建立水壩，所有住在集

水區一帶的村民，必須遷移到現今的馬接峇魯新村

和馬接翁武新村。村民習慣把被淹沒的村子稱作

“舊馬接”（Machap�Lama），把如今的馬接峇

魯新村稱為“馬接峇魯”（Machap�Baru）。

談及馬接的地名由來，不得不提“拿督馬接”

這號人物，原名再拉尼猛迪馬瑟（Jailani�Mendik�

Masap），來自印尼的武吉斯族（Bugis），1500

年左右來到馬六甲經商，曾任“皇家祈禱司”

（Imam� Diraja），協助馬六甲蘇丹抵抗葡萄牙

軍。隨着馬六甲王朝衰弱，他和家人逃難到現今

的甘榜馬接定居，並且被委任為當地村長。1907

年，許多華裔和印裔出資興建清真寺，華人往往稱

其“馬接亭”，新村因此而得名。

相傳，拿督馬接是村民的救命恩人。在日軍侵

佔時期，當時日軍逮捕二十多名村民，把他們集中

在馬接亭前的橋下準備斬首，焦急的家屬祈求拿督

馬接顯靈相救，後來傳出前往行刑的軍車故障，執

行處決任務的軍官也突然鬧肚痛，被捕的村民當場

獲釋。村民認定是拿督公顯靈，把當天農曆八月

十三日，列為拿督公每年的神誕日。

老馬接的集體回憶：拿督公神誕

曾經，神誕日是全村人的重大日子，許多年長

蒙慧賢《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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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馬接”敘述起來，依然清晰如昨。

早期拿督公祭拜的地點就在清真寺裡。每當農

曆八月十三，各地居民都到清真寺祭拜，慶祝拿督

公神誕。有的駕摩托，有的騎腳車，擠個水洩不

通。到了中午就會殺雞宰羊，煮黃姜飯和其他料

理，給到來的村民一同食用。

在週年紀念活動籌委會獻力的幾位村民，回想

起當年拿督公神誕的盛況，查賬黃妙松非常記得：

“以前這裡是很熱鬧的，早在八月十三的前一個星

期，我們就不會吃豬肉，整個新村也沒有人賣豬

肉，家裡碗筷要100%清乾淨。”神誕前幾天，當

地已開始熱鬧起來。

籌委會顧問陳光成表示：“一般上會有這樣的

不明文規定，你要拜拿督，必須戒食豬肉3天，不

能吃豬肉。”他說，這清真寺前面曾經是一條河，

來者必須走過一條橋，拾級而上，才能走進清真寺

的門口，“如果有人吃豬肉或不乾淨，爬上樓梯都

有可能會跌下來。”

有發生過嗎？“有啊，那時候很多人是相信

的。”總秘書陳達留回憶道：“那時我們還很小，

要問事的話必須買黃絲帶，兩毛錢左右吧，然後把

它交給祈禱司，財運啊近況啊都可以問。”

黃妙松說：“在我小時候，華人馬來人都可以

集合在這裡，大家膜拜後一起吃東西，可以燒香、

插蠟燭，燒金銀紙等等，沒有分的。”

晚間節目更是熱鬧，村民一同跳起馬來傳統舞

蹈，樂隊演奏、電影播放、歌台節目等，3大族群

高歌輕舞、一同歡慶，彷彿一個大型嘉年華會，華

巫裔親善事跡是如今許多“老馬接”的集體回憶。

這項盛事直到水壩的建設而不復返。1973年

完成水壩工程後，昔日的村子被淹沒，位於高處的

清真寺雖然沒受影響，但清真寺前的橋樑全被淹

沒，村民要到清真寺膜拜並不方便，加上州政府基

於伊斯蘭法律政策，禁止華人燒香及燒金紙，拿督

公神誕也在80年代之後逐漸沒落。

後來，村民也曾改到對岸的拿督婆廟膜拜，但

最後那裡也被剷平。黃妙松歎道：“從前車水馬龍

的畫面肯定是沒有了，很可惜。以前在馬接峇魯，

除了新年，八月十三是最大的特色。”

水壩淹沒村子，盛世不再

來到今天，我們從馬接峇魯新村驅車前往清真

寺，沿途的水壩地區已成為附近村民釣魚的地方，

盡頭處的清真寺已圍起了新穎的籬笆，顯得相當寧

靜。若不是村民詳細敘述當時盛況，真難想像馬接

人的這段歷史，也不禁令人思考，當前的族群藩籬

該如何跨越。

至今在清真寺後方，屹立着一座石碑〈哪啅建

造亭宇碑記〉，銘刻當年捐款建造的各族人士，碑

前架着一方木製圓長形的馬來鼓，細看建築物外牆

上的圖案，還能清楚辨識出色彩斑斕的花卉、花瓶

等，屋頂有燕尾翹的架勢，具有濃厚的中式風格，

並在多年前列入國家文物遺產。

清真寺仍駐守着一位68歲的馬來婦人，人們

都叫她Nenek�Masitah，自稱丈夫是拿督馬接的第

七代世孫。1969年結婚生子後，她就開始在此看

管，至今超過半世紀，即便是生病或不適，都會來

到清真寺打理，附近居民對她都不陌生。

採訪當日，她如常在清真寺範圍打掃，親切地

述說起馬接亭舊事。看着清真寺數十年的變遷，雖

然比以前清靜，但她認為人多人少並不重要，沒有

人打擾、沒有額外生事，也挺安樂自在。

變也水壩，不變也水壩

如今在馬接峇魯新村外的這座榴槤洞葛

（Durian�Tunggal）水壩，是馬六甲3個水壩之中

歷史最悠久的，馬六甲高達90%的淨水都源自於

此，只要一乾涸，全馬六甲就會鬧水荒。

據悉，1991年馬六甲發生大乾旱，水壩乾涸

見底，水底下的村子風光再次浮出水面，昔日通往

“拿督公亭”的梯子、山門、建築物殘骸等重見天

日，讓年輕一代的村民有機會目睹這歷史奇景。

來到今天，因為水壩馬接峇魯新村發展受限，

有不少年輕人到外謀生。但另一方面，也因為水壩

關係，附近不可有工業發展、建立油站等等，才讓

新村至今都保持新鮮空氣和涼爽氣候，造就新村

“背山面水”的好風水。

雖然馬接峇魯新村免不了人口外流的現象，但

相比其他新村已是十分慶幸。大概新村情意結使

然，很多年輕人都會居住在村裡，白天在附近地區

工作，晚上回到村裡居住，即便中生代村民到外工

作，都會讓孩子留在村裡，因而當地華小每年都維

持在一定的學生人數。

外界此起彼落，這裡淳樸依舊，水壩的建立彷

彿在此設下暫緩鍵，在這裡仍能看到客家人和海南

人早期的生活風貌、傳統技藝與文化的延續、濃郁

的人情味等等。

韓勝衍說：“對於後代或我個人而言，我會希

望它這樣保存下去，期許幾十年後我們退休回來的

時候，這地方還能保持原來的面貌。”

有句話說：上天關了一道門，會開一扇窗給

你，似乎也適合用來形容馬接峇魯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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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壩邊尋馬接峇魯〉系列二�

馬接古早味，看見傳承的力量

� �

在馬接峇魯新村，美食文化保存得相當完整，尤其是人們最日常不過的麵包糧食，屈指一數，村裡面

就有好幾戶人家經營麵包干（Roti�Kok）和手工包的生意，有者傳承三四代，有者經營數十年，讓傳統手

藝和最初的美味得以傳承。

古早味總是令人回味無窮，但更觸動人心和令人欽佩的，是古早味背後那世代相傳的故事。

�

瓊源香麵包乾／傳承四代，風味依舊

位於新村路口不遠處，就是麵包干廠的位置所

在。瓊源香，“瓊”，代表海南人家。

瓊源香麵包餅乾廠原本位於舊馬接阿依巴西，

50年代英殖民政府為了對抗馬共，將村民聚集在

新村，麵包餅乾廠隨着遷入了馬接峇魯新村，一直

經營至今，傳承四代，風味依舊，擁有不少四五十

年的老顧客。

登門拜訪，入門隨即看向牆壁上掛着四代老闆

的相片、幾十年前的包裝紙、新聞報道，令人迅速

瞭解四代家族生意如何走過數十年的變遷。

到訪瓊源香時已下午4點，還沒踏進廠內就已

聞到淡淡香氣，原來大部分的麵包烘烤成金黃色，

不少麵包已包裝完畢，準備上車運到其他地區。

多一個人指點，會快很多

68歲的潘家民是瓊源香第三代老闆，雖然廠

內事務有兒子打理，但仍舊每天幫忙。“一定要有

人做的，手工東西少一個人做，差很遠的，多一個

人指點，會快很多。”

當年他祖父從中國海南島來到馬六甲，落地生

根，從事大多海南人熟悉的麵包生意，製作麵包干

和椰包。到了70年代，因為人手不足，麵包廠選

擇專注於製作麵包餅乾。

瓊源香的麵包早期用炭爐，在第二代經營時

期，慢慢改用電爐烘烤。潘家民分析道：“用柴

爐，要訓練人手，要懂得掌控柴火；電爐就很方

便、很快，時間到了就能拿出來，任何人都可以

做。”如今店內雖已全採用電爐烘烤，但仍保留一

座炭爐，來者還能有機會目睹這古老的麵包爐。

潘家民如常歡迎外人參觀，笑說：“很多人都

以為Roti�Kok是回收滯銷麵包再製成的，但這裡的

是真材實料。”

第四代接手，不讓祖業失傳

麵包廠從早上8點之後開始搓粉，等待發酵。

發酵時間長短不一，平時只需1小時左右，若遇上

冷天氣則要2小時發酵，方能進爐烘烤。約一個半

小時後，香噴噴的麵包就可出爐，此時的麵包鬆軟

可口，員工把熱烘烘的麵包撕成條狀，然後將麵包

放在烤盤推進烤爐，第二次出爐，香脆的麵包干方

成形。

至於糖霜口味的麵包干，會在烘烤後放進一個

轉動機器裡，然後倒進糖漿，讓麵包干均勻地沾附

糖漿。

原味的顏色金黃，糖霜味的顏色淺白，配一杯

黑咖啡，度過日常的午後時光，簡單生活，簡單享

受，莫過於此。

潘家民唯一的兒子潘在輝，是該店第四代老

闆，自小常在麵包廠“玩耍”，偶爾放學後到廠內

幫忙，或跟隨父親到外送貨，畢業後和爸爸一同打

理家族生意，接手至今已有10個年頭。

“這個行業，如果沒人接手就會失傳，是很可

惜的事。父親也沒有多孩子，就我一個。當然另一

方面也是自己有興趣。”29歲的潘在輝一邊處理

包箱，一邊朗聲說道。

“我都跟他說，你可以半退休讓我們接手了，

但他常跟我們說，做什麼都好，要自己親自下手，

自己去動去摸才會知道。”眼看父親凡事親力親

為，每天比他更早來店打理，潘在輝從父親身上學

到的除了是一門手藝，更多的是刻苦耐勞的精神和

待人處事之道。

大多時間他都會親自送貨，送貨回來後就在廠

內幫頭幫尾，“以前是公公在店，父親送貨，如今

傳到下一代，變成父親在店駐守，我在外送貨。”

有生意沒人力

採訪當天，工廠後方正在進行小裝修，詢問之

蒙慧賢《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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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原來是修補年久失修的屋頂，他指向天花板，笑

說：“這店真的很久了，人家進來我們店都知道是

老味道啊。”

打理店內事務整整10年，自覺是時候擴充與

發揮，潘在輝坦言：“很多事情想做，想擴充，想

裝修工廠，加桌子，進人工。”

他分析，麵包干有個好處，能存放較長時間，

但同樣面對其他問題：製作耗時長，生產量有限，

人手不足等。“有時吉隆坡的批發商和我們拿貨，

但就是沒辦法做，因為生產不夠，生意找上門但沒

辦法給貨別人，很可惜。”

沒想過開分店？“分店沒有啦，因為我們在這

邊土生土長，這裡很闊，已經夠用，而且我們在這

地方不是10年，而是幾十年。很多人從外州回來

或出外坡工作，都會特地彎進來買麵包干，已有一

份感情在那了。”

就在今年，麵包工廠有了自家的制服，推出紙

箱包裝，同時也嘗試網賣郵寄。每一次的改變，其

背後的決策過程都不容易，因為有的計劃必須跟父

親談好幾次才能談妥。潘在輝毫不掩飾笑說：“父

親比較保守，你跟他說，當他說一句‘沒有那麼簡

單’，你就沒法說了。”在旁的潘家民則認為，只

要可行的都會讓孩子去做。

儘管訪談之間，兩父子偶爾會吐糟和嘮叨對

方，但眼神和動作之間，足見父子兩人的默契十

足。

哥隆伯手工包／不放手的傳承情結

在馬接峇魯新村，除了鬆脆的麵包干，當地的

手工包尤其是馬接大包，曾溫飽和慰藉許多人的五

臟六腑。

村內有3家手工包點，只要提起“哥隆伯”的

名字，村民肯定不陌生。“哥隆伯”原名戴成輝，

本村子民，80年代大馬經濟蕭條時轉行學習傳統

包點手藝，直到1995年開始在馬接峇魯販賣手工

包，至今有26年歷史。店家本沒有名字，大家要

吃包，就會說“去吃哥隆伯的包”，久而久之外號

就變成了店名。

大包、菜包、豆沙包等，除加央全部餡料都是

自家烹煮。有別於其他大包，哥隆伯的大包材料採

用豬肉片、雞蛋、生蔥、糖、油製作，而這裡售賣

的不是常見的糯米雞，而是“糯米豬”，另外還有

獨特的客家梅菜包。

這家包點“工廠”就在村內哥龍伯的住家旁。

登門拜訪當天，恰好3個小孩圍着桌子，分工

合作揉麵團、分成小粒、包餡料。眼看擺在中央的

麵團比小孩的手掌大好幾倍，負責揉麵團的小孩雖

然嬌小，卻搓得認真，雙手使勁往前搓時，連身子

也跟着微微撐起；負責包餡料的小孩，三兩下就把

餡料完好地包裹起來，大包上的皺褶做得有模有

樣，令採訪團隊相當驚訝。

“他們會做罷了，料還不會啦。”迎接我們的

鍾碧珠靦腆笑道。原來，幾個小孩是戴成輝的孫

子，去年因人手不足，大人就開始訓練小幫手，給

小孩學習手工包手藝，放手讓孩子去做。

傳統包點講究的是“手工”，除了機器攪粉，

其他所有步驟皆人手操作。雖然耗時費力，但手工

包勝在鬆軟不粘牙，新鮮而不含防腐劑。是手工或

機器，在剝開包一層外皮時就能感受到。

隨着哥隆伯年事已高，煮餡料做包的工作交給

太太鍾碧珠負責，兒女在製作包點的家庭環境成

長，天天在火爐和蒸爐旁打轉，與麵粉和餡料做玩

伴，老早學會做包手藝，至今女兒在村裡另開手工

包生意，兩個兒子戴展鵬和戴展耀幫忙母親打理事

務。

大概是對新村的一份情意結，戴氏兄弟雖然有

自己的工作，但從不放下家族生意，打算未來等母

親退下來時才全盤接手。

在這裡，傳統美食的手藝傳承，似乎是一件很

普通的事，就好像代代傳承的擂茶，家家戶戶都會

煮，因而雖是客家村，但村裡賣擂茶的店家並不

多。製作食物或許是這裡的平常事，而外人看馬

接，看見傳承的風景。

492�∕�拿督斯里李益輝旅游報道獎��-�佳作獎



〈水壩邊尋馬接峇魯〉系列三�

愛喝茶——開墾茶園創立自家茶品牌

� �

擂茶是客家人的日常食物，在馬接峇魯新村，許多村民都會在住家範圍種植幾棵茶樹，充當擂茶原料

之一，或自己在家炒茶喝。據悉，這些茶樹原在阿依巴西範圍種植，村民習慣稱為“芭溪茶”，取Pasir

譯音，是烏龍茶類。

因為喜歡喝茶，張聲錦毅然開墾了村裡一片土地，自己種茶炒茶，如今在村內成功打造一片平地烏龍

茶園。

平地茶園在本地並不常見，究竟他如何從零開始，一步一腳印學會種植和處理茶葉的方法？

�

早在80年前，馬接峇魯的村戶人家已開始種茶樹，村裡有的茶樹已有60年樹齡，但都屬於住家式種

植，數量不多。

在村裡長大的張聲錦12歲開始喝芭溪茶，成年後到外工作，一直對家鄉的茶香念念不忘，偶爾向村

裡其他村民買些茶葉。買來的茶葉常常是一丁點，怎能解茶癮呢？“不夠喝，不然找個地方來種茶吧。”

後來在村裡租下一片土地，開闢成茶園。

�

從失敗中摸索，終於苦盡甘來

早晨踏入茶園時，張聲錦早已泡好茶，在旁炒

茶，陣陣茶香縈繞空中。茶園佔地1英畝，種有約

3000棵烏龍茶茶樹，以及零零落落的榴槤樹，至

今茶園將近10年歷史。

有道萬事起頭難，起初開墾種茶時，張聲錦一

方面向別人買茶籽來種茶苗，另一方面買茶葉學習

炒茶，直至兩年後，才真正開始炒自己種的茶葉。

因為缺乏種植經驗，開始種茶幾乎失敗告終，

起初兩次種植，因為天氣太熱，茶苗幾乎干死。

後來聽取他人意見，在園地種些貓山王，讓茶

園土地長些野草，不要那麼“乾淨”，茶樹反而變

得更健壯一些。後來，他聽取工人意見，用椰葉和

棕油葉來遮蓋樹苗，在方方面面細心照料耕種之

下，茶樹茁壯成長、趨向穩定，種植兩年後，終於

能夠炒自家種的茶葉。

採茶炒茶都是學問。張聲錦用的是傳統炒茶

爐，以橡膠樹幹為木柴，因為缺乏炒茶經驗和旁人

指導，炒出來的茶葉品質，時好時壞。雖然信心難

免受打擊，但他只能不斷研究，憑經驗發現其中訣

竅，同時向村內長輩請教。

日子有功，憑着不停摸索和經驗，茶葉品質也

出現變化。他拿起茶杯，笑說：“開始這茶不是這

樣的味道，喝起來很澀，會‘鎖喉’。但現在，有

些茶友跟我說，你的茶變了，有種苦盡甘來的味

道。”亦如慢慢走上軌道的茶葉作業。

他透露，茶園的產量和採茶次數不多，若在清

明節時期，一個月裡面也許只能採茶一次，但採出

來的茶葉品質很好；若在雨季時節，一個

月可以采十次八次，因為雨量會影響茶葉的味

道，往往炒出來的茶葉沒那麼香。早上採茶後涼

置三四個小時，下午開始炒茶青約5小時，然後拿

到太陽底下曬兩天，之後再炒5小時，才可正式出

爐。

從興趣到創業，開拓新村品牌

因為喜歡茶，所以種茶、採茶、炒茶，收穫許

多種茶心得和技藝。儘管種植過程中投入許多心血

和金錢，但張聲錦並不後悔，如今到哪都一定帶自

己的茶去喝。

從個人興趣延伸到銷售和地方推廣，這幾年

來他開創茶葉品牌，命名為“深井茶”，茶罐附

上“芭溪山谷”4字，表現對老家馬接峇魯新村的

情誼。“希望能讓別人知道，我們新村有這個茶

葉。”期許從風土產物變成地方品牌。

本着喜歡喝茶的初衷、買不到茶而想種茶喝的

自給自足精神，張聲錦開闢了一座平地茶園，同時

也像是開拓了一扇門，讓更多人看見新村創業的契

機，為新村打造更多的可能。

蒙慧賢《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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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壩邊尋馬接峇魯〉系列四�

守護母語，留住特姆安族之根

� �

距離馬接峇魯新村15分鐘車程，有一座名為Bukit�Putus的原住民村，是馬接再也區7個原住民村之

一，住着14戶人家，為特姆安族（Temuan）。

在大型森林開發和種植計劃下，原住民面對的問題除了包括土地和資源權益的訴求，語言和文化習俗

的流逝，也不得不重視和採取行動。

有鑒於此，在馬接峇魯遷埠70週年紀念的系列活動中，除了宣傳本村，也包括幫助原住民語言文化

保護工作。

�

“在英殖民時期，我們很自由，可以搬來搬

去，要到哪就住哪，建造亭子、屋子。但現在因

為伐木業和果園開墾，原住民很難再像以往那樣

居住在森林。因為森林已不怎麼‘好’了，到處都

開闢成道路，要找尋傳統草藥都很困難。如今哪

裡有讓我們舒服的地方，我們就只能被逼住在那

裡。”Bukit�Putus原住民村村民代表Aim說道。

他歎道，如今在森林居住、行動、覓食的自由

度，遠不如以往，有的森林地區，原住民還必須向

森利局申請才能進入。

“我們喜歡森林，當我們晨起打開門口，看到

的森林，那裡就是我們覓食之處。但現在很多森林

已被砍伐，已經沒了。”

為了維持生計，年輕一輩的原住民選擇到外工

作，例如當老師，成為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等等，有

的乾脆搬到馬接再也區其他地方居住。由於較少在

森林活動，年輕一輩對森林的情感、對草藥的認

識，也不如老一輩原住民那麼深，使用本族語言的

機會越來越少，讓語言文化習俗的傳承面對越來越

嚴峻的挑戰。

他分享：“在馬六甲，特姆安語和馬來語非常

相似。”例如makan、minum這些詞語非常相似。

“但事實上，如果換作是原原本本的傳統特姆安

語，是不一樣的，它和馬來語有很大差別。”

Aim補充，傳統特姆安語早已在很久很久前被淡

忘。如今大家講的特姆安語，在英殖民時期或更早

期就已出現和盛行，由於和馬來語音相似，更加方便

與他人理解和溝通。對於傳統特姆安語，很多人只

懂得一些簡單的詞彙，能夠完好掌握的人少之又少。

語言彰顯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和族群像征。在他

看來：“傳統習俗和母語都必須保留和傳承，若母

語消失，你就不會知道自己的根源，也不會明白這

些習俗的意義。”

站在保護文化的同樣出發點，在馬接峇魯遷

埠7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中，其中兩項會進行的計

劃，就有關於原住民文化保留。工委會活動總策劃

曾昭智指出，工委會在原住民村建立語言碑林，將

被淡忘的傳統特姆安語及其三語翻譯，刻在原住民

村內的石頭上，保護當地原住民語言文化，同時讓

更多人有機會認識原住民語言文化。

另外，當局也會安排在拿督維拉傅潤添公園，

展示更多原住民精湛的手工藝品，讓更多人在遊覽

馬接峇魯新村的同時，也有機會感受原住民文化之

美，讓各族群和地方文化，相得益彰。

結語：新村歷史不能忘 成立故事文物館

對上一代人而言，馬接峇魯是遷移扎根，是友

族親善的記憶；對下一代人而言，馬接峇魯是繼往

開來，是人情味濃厚的寶地。

“馬接峇魯給人印象就是個華人新村，但從歷

史來看，它其實是蠻多元的。特別是友族親善的部

分，長輩親自走過這段歲月，感受良深，但年輕一

輩可能就沒那麼大的感受。”

因為媽媽老家就在附近的馬接翁武新村，馬接

再也州議員拿督林秀凌對馬接峇魯新村有着一份情

懷。在馬接峇魯遷埠70週年紀念推介禮上，她提

到，工委會將趁着遷埠70週年，成立專屬馬接新

村的故事文物館，讓下一代有機會瞭解馬接峇魯新

村的歷史。

在發展人文旅遊的前提下，希望能把新村原汁

原味的歷史故事、特色和精彩部分展現出來，而不

是刻意製造，讓更多人知道，馬六甲不僅有古城紅

屋雞場街，還有這座值得探索的馬接峇魯客家新

村，以及等待發掘的原住民村落。

馬接不大，沒有讓人打卡的漂亮咖啡館，卻有

最真實淳樸的生活面貌，需要人們把步伐放慢，好

好沉澱、欣賞這個地方。

蒙慧賢《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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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小學〉系列一�

概況．學生人數低至1人 最多150人 逾3千微小 關或留？

� �

根據教育部截至2020年6月的數據，在全國7701所三大源流的小學中，有多達40%或3056所學

校，是學生人數少於150人的微型小學（簡稱微小）。

當中有2所華小和2所淡小是零學生或正在搬遷的學校，人數低至1人的學校則有3所，皆是淡小。儘

管只有一名學生，這些學校仍有3至4名教師，以維持學校運作。

這不禁令人思考，全國超過3000多所的微型小學，是教育普及化的必要，還是資源上的負擔？

�

在探討應該關閉或保留微小之前，我們可以先

瞭解各源流微型小學的趨勢、形成的因素、我國特

殊的多源流教育歷史背景，以及這些學校“關不

得”的原因。

本新聞專題將從全國概況、微型華小、淡小、

國小及解決方案共5個角度，來深入探討此課題。

三大源流微型小學10年間增11.7%

記者根據教總提供的數據，以及教育部官網

公佈的數據進行比較，發現我國在2010年至2020

年6月期間，三大源流的微型小學從2737所增至

3056所，一共增加了319所或11.7%，而且國

小、華小和淡小皆有增加的趨勢。

國小在這近10年間的增幅最大，從1859所增

至2086所，共增227所或12.2%；華小從540所增

至603所，共增63所或11.7%；淡小則從338所增

至367所，共增29所或8.6%。

陳亞才：各源流微小增 原因各不同

歷史學家陳亞才接受訪問時說，微型小學逐年

增加，主要是受到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

不是單一源流學校所面對的問題，而是各源流都出

現此現象。

他解釋，隨着時代發展，越來越多人慢慢離開原

有的鄉下地方，搬到城市或新住宅區生活，因此各源

流學校在城市地區的學生人口逐漸增加，郊外如鄉區

和新村的人口則逐漸減少，有些便演變成微型學校。

印裔遷出園坵芭場

他說，在各源流學校當中，淡小所面對的微型

學校挑戰最大，因為從歷史角度而言，淡小過去的

興建主要是根據印裔的經濟活動，即以園坵、橡膠

園和油棕園為主。

“許多年輕一代不留在橡膠園和油棕園，而是

搬到外面工作，所以從比例上來看，微型淡小的比

例相對的高。再加上有些印裔家長也選擇把孩子送

到國小，甚至是華小就讀。”

截至2020年6月的數據顯示，在各源流學校當

中，微型學校占最大比例的是淡小，高達70%或

367所淡小是微型學校。其次是華小，共有46%或

603所；微型國小則佔全國國小36%或2086所。

練珊恩《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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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學生人口比例越來越小

陳亞才說，華裔家庭新生夫婦生育率下降的顯

著趨勢，也反映在各族學生人口的比例上，即華裔

學生人口比例越來越小，巫裔學生的人口比例越來

越大；這也是一些華小逐漸演變成微型的原因之

一。

他說，馬來社會的生育率則沒有太大的變化，

再加上政府制度化興建國小，因此國小總數逐年增

加，而馬來家庭也有遷移至城市的現象，所以一些

傳統地區的國小學生人數也越來越少。

謝立意：微型淡小情況最嚴峻

教總主席謝立意說，微型學校若每年都有穩定

的學生來源，那麼基本上不會面對學生來源問題。

但是，若目前只有20、30名學生的微型學校，再

面對沒有新生來源的問題，那麼除了在教學上有困

難，也有隨時被關閉的危機。

數據顯示，學生人數在30人以下的微型學校

共有385所，當中以淡小的情況最為嚴峻。在全國

淡小中，多達19.2%或101所學校的學生介於10至

29人（華小79所或6.1%；國小161所或2.7%）。

若進一步看學生在10人以下的學校，微型淡

小仍“領先”於其他源流的學校，共有24所，佔

全國淡小4.6%（華小11所或0.8%；國小9所或

0.2%）

另外，學生人數為零而停辦或正在搬遷的學

校，分別是雪州福隆港華小、雪州武吉依約園坵

淡小（SJKT�Ladang�Bukit� Ijok）、雪州米亞園坵

淡小（SJKT�Ladang�Minyak）和吉州成傑培才華

小。

復級班對師生不公平

謝立意說，教育部2018年起在學生不超過30

人的微型小學推行復級班計劃。在此計劃下，除了

一和六年級不受影響外，二、三年級，以及四、五

年級的學生將被編排在同一班，由一名教師同時教

導。

他說，復級班計劃下，一所學校將減少2至3

名教師，並將他們安排到其他師資不足的學校執

教。這固然能減少教育部開銷，也紓緩師資不足的

問題，但是這對微型學校的教師和學生來說都不公

平。

“教師人數一旦減少，他們就必須身兼更多職

務，而且由於微型學校沒有副校長的正式職位，因

此學校只能自行委任校內教師兼任副校長，所以他

們除了日常教學，還要處理其他行政工作，以及出

席教育局的各項課程和會議。

“對復級班的學生來說，也是不公平的。例如

二和三年級同一班，數學節共30分鐘，但是教師

一邊只能教15分鐘。一整年下來，和其他學生比

較，復級班的學生是不是只上了一半的課？”

城鄉學校學生數量不成正比

隨着國家經濟發展，許多人離開鄉村遷移到城

市或新型住宅區生活與工作，使城市地區的學生人

口逐年增加，鄉村的學生人口逐年減少，然而，城

鄉的學校數量與學生人數比例，並不成正比。

數據顯示，“城市學生人數：鄉區學生人數”

的比例是“77%：23%”，而“城市學校數量：

鄉區學校數量”則是“53%：47%”。

換句話說，77%的學生在城市上學，但是分

佈在城市的學校只有53%，使城市學校要容納的

學生人數更多，這也導致有些學校學生人數低至1

人，有的則“超級”大型至超過3000人。

砂微小最多 占27.6%

全國而言，砂拉越有最多微型小學，共有844

所，佔全國微小27.6%，當中有718所國小和126

所華小。砂同時有34所人數超過1000人的學校，

國小和華小各17所。

接着是沙巴，共有509所微小，佔全國微小

16.7%，分別有486所國小和23所華小。沙巴同

時有37所學生人數超過1000人的學校，即國小29

所，華小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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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429微小 西馬之冠

在半島，最多微小是在霹靂州，共429所，

分別是207所國小、112所華小和110所淡小。同

時，該州有15所超過1000人的學校，分別是8所

國小和7所華小。

接着是柔佛，共有358所微小，即206所國

小、99所華小和51所淡小。同時有64所超過1000

人的學校，即38所國小、25所華小和1所淡小。

雪擁最多逾千人學校

雪蘭莪的情況也值得關注，雪州是全馬擁有最

多所學生人數超過1000人的學校，共有220所，

即171國小、45所華小和4所淡小。雪州的微小則

有110所，即35所國小、26所華小和49所淡小。

陳亞才說，即便國小也有超過1000人的學

校，但是所佔的比例較低，而在華裔人口密集和蓬

勃發展地區的華小，學生人數超過1000，甚至是

3000人的學校比例較高，尤其是“明星學校”。

他說，這是因為國小受到政府更全面的照顧，

包括保留土地和負責經費。只要某個地區達到一定

的人口數量，政府便會安排興建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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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小學〉系列二�

華小．學生少 想遷校 又煩錢…… 華小“一間不能少”挑戰大

� �

基於在大馬建立華校的艱難，華社喊出“一間都不能少”的口號，無論是教育部的華裔代表，還是華

教團體領袖、學校董事長和校長，大家都不希望學校的命運終結在自己手上，因為這將使他們背負上“民

族罪人”的污名。

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生根逾百年，馬來亞半島就有907所華小建於獨立之前。然而，在這64年間，

各地人口對華小的需求早已隨着經濟發展和人口遷移產生變化，但是華校在根據人口需求做出應對上，卻

面對諸多挑戰。

當地社群想要保住學校，卻難敵人口遷移和華裔生育率下降的事實，有的被迫靠非華裔生繼續生存，

有的則希望搬遷，卻又面對申請程序和經費上的重重難關……

�

雪呀吃18哩中華華小 
全非華裔生 學習不理想

位於雪蘭莪呀吃18哩的中華華小，創立於30

年代，一開始以私塾方式授課，後來徵得私人土

地，於1956年正式完成校舍興建。這所曾經擁有

上百名學生的學校，如今只有39名巫裔和5名原住

民，共44人皆是非華裔生。

值得慶幸的是，呀吃18哩中華華小搬遷至班

丹福全山莊的遷校計劃，終於在2021年3月26日

舉行動土禮。

呀吃18哩中華華小董事長張耀漢受訪時感

歎，這一路走來並不容易，該校從籌劃搬遷至今已

超過20年，當時他還是該校的家教協會主席，如

今已擔任董事長達16年。

他說，呀吃18哩中華華小原本的學生來源是

學校對面的18英里新村，當新村搬遷至14英里

後，學校便失去華裔學生來源。

“反而是學校附近的友族家長將孩子送來就

讀，我們這裡從6年前就已沒有華裔新生，唯一的

華裔生去年畢業後，便是100%非華裔生。”

2020年接任校長職的陳淑慧說，她初來報到

時，便看見學校四周都貼上了“多講華語”的標

籤，後來才瞭解到這是為了提升學生的華語水平所

舉辦的運動。

雙語授課 須依學生程度調整

她說，華小是以華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然而

該校的友族學生在進入華小前完全沒有華文基礎，

在校沒有華裔同學能與他們以華語交流，在家父母

更是對華語文一竅不通，因此即便教師以雙語授

課，學生對知識的掌握仍不理想。

“所以老師在進行課堂評估時，會根據學生的

程度調整。我們不能用一般華小的程度來評估，那

樣他們肯定會不及格，信心也會大受打擊。”

為了提升學生的華文水平，陳淑慧在校園的閱

讀角落，放置了許多幼兒園水平的中文圖書和生動

有趣的漫畫，同時也擬定“一起學華語”和“一人

一本中文書”等運動。

她認為，若學校擁有穩定的華裔學生來源，要

繼續留在原址實際上不成問題。只是全非華裔生的

困境，使整體學習環境不健康，學生學習成效欠

佳，教師也很吃力。

張耀漢：等了20年終獲遷校 
“難關重重 沒想過放棄”

呀吃18哩中華華小的搬遷計劃一跑就是約20

年，面對重重難關，學校是否想過放棄？聽到此問

題，董事長張耀漢毫不猶豫地說：“從未想過，這

是不可能的。”

“前輩千辛萬苦，出錢出力建起來的學校，現

在如果在我們手上關閉，我們會愧對先賢，所以必

須堅持下去，直到順利搬遷，能夠發揚光大，才會

安心。”

練珊恩《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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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當18英里新村搬遷至14英里時，學校

董事部實際上已料到終有一日，學校會面對沒有華

裔學生來源的問題，因此當時已着手籌辦搬遷。

直到2006年，時任班登區國會議員翁詩傑獻

議中華華小遷至該區，以應付日後之需。2008年

大選年，時任教育部長希山慕丁宣佈批准7所新華

小及搬遷18所華小，包括該校。

2008至2010年，學校董事部多次與雪州教育

局跟進遷校事宜，堪稱一步一門檻，其中以“校地

只屬國小”與“遷校須獲全體家長同意”的官員說

詞為甚……而這只是開端，過程仍有許多挑戰，直

到2021年才順利動土。

詢及搬遷與興建華小是否必定存在政治因素，

張耀漢說，多少肯定會有政治因素，“事實上，政

黨是華小處理增遷事宜的管道之一，透過政治人物

就會事半功倍。”

謝立意：存政治因素 
“華小遷建校多在選前獲批”

教總主席謝立意受訪時也毫不避諱地說，增遷

華小課題存在很大的政治因素，因為無論是申請搬

遷或興建華小，皆沒有公開的申請條件與標準，而

且過去的數據顯示，許多增遷華小計劃都在大選前

宣佈。

董教總的統計顯示，政府在1999至2008年

間一共批准16所新華小和75所搬遷華小，其中12

所新華小和42所搬遷華小是在大選前宣佈批准。

2017年10月政府一口氣宣佈批准10所新華小，隔

年5月便是全國大選。

謝立意說：“宣佈批准是一回事，要用多少年

建成又是另一個問題。很多時候，可能在這屆大選

宣佈，到下屆大選都還沒有建成。”

他說，在搬遷華小方面，由於政府未制度化撥

款，使想要搬遷的學校不得不考慮經費問題。“有

些學校擔心，即使申請獲得批准，我要去哪裡找

錢？”

無論如何，一些搬遷華小的計劃在近幾年取得

較大的進展，當中有的政府資助華小搬遷後改成政

府華小，因此搬遷經費由政府負責，有的則獲發展

商全資承擔，以便該住宅區內擁有華小的便利。

陳大錦：人口外遷 學生人數跌 
近距離多所華小變微小

基於歷史因素和時代變遷，有些地區在短距離

內有好幾所華小，而且都是學生人數少於150人的

微型學校。

董總主席陳大錦以柔佛笨珍拉律為例指出，當

地有許多歷史悠久的學校，過去因交通不便，而在

近距離內有多所學校，但是後來大量人口往外遷

移，如到新山或新加坡發展，學生人數也隨之減

少。

創辦於1921年的樂育學校最初在文律胡申街

租店屋一間做為校舍，後來學生人數逐漸增加，當

地僑領商討建校，也獲當地人慷慨解囊，興建一所

可容納300人的校舍。

由於當地交通不便，住在山芭裡的學生未能

到樂育學校就讀，因此當地人便在附近設立6所

分校。當時總校和6所分校的學生人數合計逾500

人。

隨着人口遷移，教育部截至2021年10月的數

據顯示，樂育總校有148名學生，一校90人、二校

21人、三校26人、四校20人、六校38人，五校目

前不在記錄當中。

詢及華教團體是否有討論過解決方案，他說，

當地人對學校還是有情意結，無論是搬遷或合併，

都必須獲得所有董事部的同意。

陳大錦也是柔佛董聯會主席。他表示將繼續跟

進已不在記錄中的樂育五校，若准證還在，希望能

遷至學生人口密集的地區，如新山。

“因為柔州有近80%的學生集中在20%的學

校，因此若能將微型小學搬遷至有需要的地方，便

有助舒緩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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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城市 
也面對沒學生來源問題

除了鄉村地區出現微型學校，一些人口老化的

城市地區，實際上也有華小面對沒有學生來源的問

題。當中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吉隆坡的精武華小、

南開華小和辟智華小。

資料顯示，精武華小2021年共有104名學

生，學生人數在10年間減少了80%；辟智華小

2021年有124名學生，10年減幅為36%；南開華

小2021年有160名學生，比10年前少4%。

陳大錦說，此現象與現代人的生活方式有着密

切的關係。過去許多人在城市工作，也在居住於城

市，但是隨着吉隆坡的發展，如今雖然許多人仍在

市中心工作，但是大多已不居住在市中心，而是搬

到外圍的住宅區。

此外，華裔生育率下降、年輕人遲婚、私立與

國際學校的競爭，也是促使華小萎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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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小學〉系列三�

淡小．“內需”不大 又吸引不到異族生 印裔捍衛淡小 難度高

� �

母語教育在馬來西亞的發展歷史，使華印裔社會對各自源流的學校有着非常相似的情意結，因此在關

閉和合併學校的課題上，這兩個族群皆表現出非常堅決的態度。

然而，淡小與華小的處境又不盡相同，大馬華裔人口比率約22%，印裔人口則是7%。董教總指出，

有超過90%的華裔家庭選擇將孩子送到華小就讀，但是根據淡米爾基金會，只有46%的印裔家庭選擇淡

小。

�

除了對各自源流學校支持力度不同，數據顯

示，華小在2020年有近20%的非華裔生，但是淡

小卻鮮少有非印裔生就讀。

當“內需”不大，又吸引不到異族學生，再加

上國家經濟發展和人口遷移等因素，印裔在捍衛母

語學校時，面對更大的挑戰。

多設在園丘 
微型淡小多大367所

教育部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數據顯示，在

三大源流的學校當中，淡小最多微型學校，即學生

人數低於150人的學校，而學生人數低至30人，甚

至是10人以下的情況，淡小也同樣居首。

在全國527所淡小中，多達70%或367所學

校屬於微型（國小36%；華小46%）。學生人數

介於10至29人的淡小占19.2%（國小2.7%，華小

6.1%），0至9人的則有4.6%（國小0.2%，華小

0.8%）。

馬來西亞淡米爾基金會副主席蘇巴受訪時說，

高達70%的學校屬於微型是個嚴重的問題，主因是

淡小過去多設立於園丘，但是印裔社會如今已不再

依賴園丘經濟，並搬到市中心或城市工作與生活。

蘇巴：淡小拒合併建議

他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森州和柔州等部

分州屬的微型淡小近年曾收到教育部要合併學校的

建議，但是和華小一樣，所有淡小都拒絕合併。

“對我們來說，學校是屬於社會的，就和廟宇

一樣。我們要維持學校的數量，不應該關閉，但是

可以搬遷到印裔人口多的地區。”

除了和華社一樣極力捍衛學校數量，蘇巴說，

印裔社會也認為，若淡小數量變少，印裔校長的人

數也會隨之減少。

“這是社會的情緒，因此強烈反對合併，搬遷

倒是可以。”

他促請教育部展開研究，以收集和瞭解527所

微型淡小的情況，並讓利益相關者參與討論，再制

定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促政府擬未來方向計劃

他認同一些地區的學校已不再具備潛力，如吉

打華玲縣的瓜拉吉底（Kuala�Ketil），在短距離內

有約8所淡小，幾乎每所都是微型學校。

“政府應該介入，展開研究。儘管教育部曾

提出未來方向計劃，但是與利益相關者的交流是

零。”

“若搬遷 園丘學校沒了” 
Ladang Bute淡小堅持留守原址

和華社一樣，儘管教育組織的代表認為社會應

該接受微型學校從需求不大的地方，搬遷到需求量

高的地區，舒緩當地擁擠學校的情況，但是有些學

校董事堅持學校應該繼續留在原址，服務當地社

群。

雪邦Ladang�Bute淡小董事長馬魯塔姆都說，

練珊恩《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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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2014年曾接獲轉移學校準證至雙溪比力的獻

議，但是被該校拒絕，因為他始終認為，Ladang�

Bute淡小應該留在Ladang�Bute。

“如果准證轉移到雙溪比力，這裡就沒有學校

了。若他們有需求，可以嘗試申請新的准證。”

他解釋這麼做是為了不想重蹈覆轍。“附近

曾有個名為Lothian�Dalam的園丘，當時興建KLIA

時，所有園丘員工都遷到沙叻丁宜新鎮，該園丘內

的學校便關閉了。

“後來當地人興建學校，想要使用Lothian�

Dalam學校的准證，遭到教育部拒絕，表示准證已

沒有了。我們已經失去那所學校，不想再失去這所

學校。”

董事長：對未來抱希望 
提供各類津貼招生

缺乏學生來源，又想將學校保留於原址，無論

是微型淡小或微型華小，學校董事部往往會竭盡所

能，提供各類福利與津貼吸引學生。

在Ladang�Bute淡小擔任董事長達9年的馬魯

塔說，該校始於1920年，由園丘僱主管理，園丘

工人執教，直到1958年，才轉為由教育部管轄，

擁有教育部培訓的教師。

“當時學校有約90人，附近的小鎮、園丘和

甘榜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這裡。1994年吉隆坡國

際機場（KLIA）開始興建，園丘工人遷移到沙叻

丁宜小鎮，Lothian�Dalam和Lothian� Luar園丘關

閉，學生便開始減少。”

Ladang�Bute淡小2018年有22名學生，2019

年18名，2020年13名，今年則有18名。“去年3

名六年級生畢業後，今年原本只有10人，但是我

們推出招生計劃，成功吸引了8名新生。”

這8名新生不止是一年級生，還包括了二至六

年級生，他們原本在附近約200人的學校就讀；而

所謂的“招生計劃”，除了是擴大宣傳，也為學生

提供校服、書包和交通津貼。

馬魯塔說：“我們願意提供一切我們能給

的。”

令人鼓舞的是，該校在今年的行動管制令期

間，學生人數再添7人，即總共25人。

馬魯塔說，該校曾向教育部申請從園丘遷至大

路旁，但是遭到拒絕，當局表示除非校方能證明可

以擁有足夠的學生人數。

發展計劃有望增學生來源

於是，Ladang�Bute淡小在原址保留至今，校

方只能透過提供各類津貼吸引學生。儘管這非長遠

之計，但是馬魯塔對當地的未來發展始終抱有希

望。

他說，該校土地如今屬於雲頂集團，土地用途

已從種植轉換為房屋。若將來發展成住宅區，便有

望增加學生來源。

“附近森那美公司的土地也有發展計劃，據聞

雪州政府也會發展附近的大道系統。只要這些計劃

落實，我們就有希望。”

華小堅持董事部主權 
淡小可接受轉“政府學校”

華裔和印裔的教育組織在提及搬遷學校的困難

時，皆表示土地和經費是最大的難題，然而，對於

是否接受學校從“政府資助學校”轉為“政府學

校”，華印教育人士持不同態度。

部分華教人士認為應該維持政府資助學校的狀

態，而印裔普遍上不反對政府資助學校轉為政府學

校。

這是因為若學校屬於“政府資助學校”，那麼

土地便屬於學校董事部，也必須負責購買土地、地

稅和搬遷的費用；若是“政府學校”，即土地屬於

政府，那麼所有開銷也由政府承擔，惟董事部不再

擁有校地和學校主權。

董總主席陳大錦受訪時，對此堅決說“不”，

因為董事部是保管學校的主權，此權利也受到教育

法令的保障，“學校董事部必須存在。”

他舉例搬遷至柔佛巴西古當馬賽城的新廊華

小，曾接獲將學校轉為政府學校的建議，以豁免逾

百萬令吉地稅，但是董事部選擇維持政府資助學校

的狀態，以保有董事部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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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校合併須校董同意

他也說起當霹靂州的微型華小接獲合併獻議

時，董事部第一時間拒絕，才得以保住學校。在政

府資助華小，合併或搬遷都必須獲得全數董事部同

意。

實際上，也有華小同意從政府資助學校轉為政

府學校，但是這種情況在淡小的搬遷計劃上更為常

見。

蘇巴說，印裔不反對學校轉為政府學校，因為

回歸現實，學校搬遷需要購買土地，若董事部沒有

能力，又無法從社會籌足款項，便只能冀望政府購

買，並負責所有搬遷費用，或撥款讓董事部處理搬

遷事宜。

蘇巴：讓孩子念淡小 
學前教育班發揮作用

蘇巴認為，除了搬遷，再發展計劃也能協助解

決微型淡小的問題，尤其是提升破舊淡小的設施與

設備、發展成寄宿學校或體育學校，以及設立學前

教育班。

他說，目前只有約46%印裔家庭將孩子送到

淡小就讀，原因包括許多淡小缺乏設備、環境不益

於素質教育，以及淡小的地點不符合父母的需求

等。

他說，除了需要政府撥款改善設施、提升教育

素質和學校競爭力外，設立學前教育班也能發揮一

定的作用，因為更多父母願意將孩子送入母語學前

教育班。

“我們已設立了23所學前教育班，證實是有

幫助的。學前教育班的學生很大可能會在同樣的學

校繼續上小學。”

他說，雖然各族群，包括印裔的生育率都呈下

降趨勢，但是他相信社會對淡小仍有需求，城市地

區實際上也有學生人數過多的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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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小學〉系列四�

國小．微型國小沒去留問題 華印社會被不公情緒籠罩

� �

每當談及“微型小學”，許多人基於各族人口比例與資源分配，第一時間會聯想到“微型華小”和

“微型淡小”，但是實際上，我國也有“微型國小”，而且數量還不少。

數據顯示，全國36%國小屬於微型學校，共2086所。當中以砂拉越和沙巴占最多數，分別有720所

和487所微型國小，許多都是偏遠和內陸地區的學校，因此即便學生人數不多，仍有保存的必要。

此外，在三大源流的學校中，只有國小在鄉村地區的數量比城市地區還多，而且鄉村國小生佔整體國

小生26%，比鄉村華淡小生的各10%高出許多。

由於國小獲得政府制度化管理，不面對學校供不應求的困境，因此合併或關閉微型學校對巫裔社會來

說不是個“問題”，也不存在搬遷學校的需要。此現象使華印社會始終被不獲公平對待的情緒籠罩着。

�

學生少易受教師關注 
仍有家長偏愛微小

儘管董教總和教育部的數據顯示，三大源流的

微型學校在近10年內皆有所增加，而最主要的原

因是人口往城市地區遷移，但是從城鄉學校的分佈

來看，各族群的城市化程度有所差異。

截至2020年6月，位於鄉區的國小共有3070

所或占52%，城市地區的國小則有2805所或

48%。在三大源流的學校中，只有國小在鄉區的

數量比在城市的多，分佈也更為平均。

在學生分佈方面，鄉區國小生占26%，也比

鄉區華淡小生各10%的比例多，其餘90%的華淡

小生都在城市地區的學校上學。

目前有約106名學生的甘榜士拉央國小，雖然被

歸類為城市裡的微型小學，但是卻扮演着為當地社

群和小孩提供上學便利的重要角色，而人數少也被

視為學校優勢，因為孩子能得到教師更多的關注。

艾瑪：“數量”不代表“質量”

艾瑪（43歲）說，她今年就讀二年級的孩子

原本被教育部派到附近的St�Mary國小就讀，但是

她選擇把孩子轉到甘榜士拉央國小，兩所學校距離

約4公里。

“我沒有把孩子送去那所學校，我選擇更好

的，因為更加方便，除了載送容易，不用塞車，不

用等很久，這裡的學生人數沒那麼多。”

她直指“數量”不代表“質量”。雖然甘榜士

拉央國小被列為微型學校，但是學生人數少對教學

沒有負面影響，因為無論是優秀生或學習較慢的學

生，都得到教師的關注。

她說，孩子二年級的班上有約15人，在冠病

疫情嚴峻的時刻，學生人數少更能保障學生的安全

與健康，而且學生、家長和教師的關係更加密切。

“實際上，老師就好像學生的媽媽一樣，若孩

子遲到，還未去學校，老師甚至會到家裡幫忙孩子

梳洗，帶他們上學。”

另一名不願具名的家長也說：“我若工作很

忙，他們放學了可以自己走路回家。”對交通不便

的家庭來說，把孩子送到步行範圍內的學校接受教

育，是最大的便利。

哈那菲：轉讀微小學習有進步

不屬於甘榜士拉央居民的哈那菲（39歲）

說，由於孩子在原本學校的學習欠佳，因此決定將

孩子轉到微型學校，即甘榜士拉央國小上課。

“我不住在這個甘榜內，我住在批發公市一

帶。孩子原本在公市附近的學校上課，但是那所學

校的學生眾多，一個年級有2、3班，一個班級有

練珊恩《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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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40人。”

他表示孩子在學習上比較難專注，在學生人數

多的班級，老師無法注意到每名學生，因此他決定

幫孩子轉校。

在甘榜士拉央國小，哈那菲的孩子班上有約

25人，學生人數比原來的班級少了將近一半。或

許是學習環境的影響，孩子的學習表現有所提升。

他說，該校還有另一個優勢，即設有華文課。

“學生可以選擇阿拉伯文或華文課，我讓孩子選擇

華文，就算不會讀或寫，至少會說一點。阿拉伯文

則可以從宗教課補上。”

他也說，在疫情之前，甘榜士拉央國小和其他

學校一樣，有課外活動、運動會和各類比賽。“除

了人數較少，其他的實際上都沒有分別。”

7教職員“服務”9學生 
馬漢順：微小人力資源一樣多

儘管有的家長認為孩子在學生人數少的環境裡

上課，能獲得教師更多的關注和更有素質的教育，

但是有者則認為微型學校的學習環境缺乏競爭。

從管理角度而言，教育部副部長拿督馬漢順

說，微型學校與師資等全國整體學校的資源管理息

息相關。若能圓滿處理微型學校的問題，不僅有助

緩解師資短缺，也能提升學校的教育素質。

他舉例：“霹靂仕林河的Ladang�Kelapa�Bali淡

小以前有500多名學生，現在只有9名學生，教職

員有7人。意思是，即便是1至10名學生的學校，

仍需要這麼多人力資源去維持。

根據教育部的數據，在學生人數介於30至149

人的學校，最少有7名教師，最多有36名教師；10

至29名學生的學校，教師人數介於4至14名；1至

9名學生的學校，則最少有3名，最多有9名教師。

他說，硬體設備也一樣，教育部同樣會撥款給

微型學校進行維修，如興建或維修廁所和禮堂等。

最重要的是，如何能最好地利用這些資源，為學生

提供有素質的教育，才是關鍵。 無法辦比賽 
學生少未必佔優勢

馬漢順認為必須從時代需求看待教育，“學生

必須有競爭，但是如果學校的人數很少，只有20

多人，他們無法舉辦比賽，無法集體討論和互相鼓

勵，學生學習會面對問題，競爭能力少。

“社會有時也會誤解，認為微型學校教師人

數對學生的比例，對學生來說比較好，但是未必

如此，因為教師還得兼顧其他工作，無法面面俱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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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瞭解，教育部2020年10月曾召開會議討論

微型學校的問題，並鑒定適合合併的學校，及須符

合四個條件，即學校在5公里範圍內、學生少於30

人、屬於同一源流，以及須獲得所有家長同意。

合併學校在國小沒有面對太大阻力，但是接獲

建議的華淡小皆已拒絕。

教育界人士：學生增學校反減 
“華淡小受不公待遇”

“國小能開就開，所以關閉或合併不是問

題”、“國小獲得政府相對全面的照顧”、“政

府制度化興建國小，但是華淡小卻不是這麼一回

事”……

接受訪問的華印裔教育界人士，無一不提及國

小與華淡小的“不同待遇”。

董總主席陳大錦說，全國七大華團在2018年

提呈備忘錄給時任首相納吉，當中提出沒有生源的

華小應搬到人口密集地區，依據國家城鄉規劃發展

指南，在0.4至0.8公里地區步行10分鐘，鄰里人口

超過3000人就應該要有一所學校。

政府於2013年修訂的《社會設備規劃指南》

闡明，小學的規劃須依據人口需求，當中提及小

學的類型共有3種，即國小、國民型小學和宗教小

學。至於在社區裡應該興建哪種類型的小學，則須

依據需求與教育部的批准。

由於缺乏明確的指南，再加上政府欲關閉華淡

小的一些歷史事件，以及至今建校和遷校的困難，

華印社會對政府缺乏信任。

陳大錦吁撥款留住微校

陳大錦呼籲教育部制度化依據國家城鄉規劃發

展指南，撥地撥款讓有需要的國民型學校順利搬

遷，延續微型學校的生命，也照顧學生接受母語教

育的權利。

他說，若以1970和2020年的數據比較，三大

源流的學校學生人數都有所增加，國小增約109萬

人，華小逾7萬人，淡小則增約1500人，但是只有

國小的數量增加，華淡小的數量不增反減，即國小

共增1603所，華小減少了47所，淡小則少了130

所。

“這顯示政府對多源流學校沒有給予公平合理

的對待。政府保留地都是給國小的，很少給華淡

小，有也是鳳毛麟角，都是撞破頭爭取或政治考

量，不是根據學生人數和制度化的。”

拿督陳友信教育報道獎��-�大獎�∕�507



〈微型小學〉系列五�

解決方案．憂准證無法保留 “合併”“關閉”是禁忌

� �

解決微型小學常見的方案是關閉、合併、搬遷和維持。在這當中，“合併”與“關閉”被喻為是華、

印社會禁談的課題，“搬遷”需要面對校地和經費問題，而“維持”的挑戰是必須尋找學生來源。

華印社會拒絕“關閉”與“合併”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在大馬興辦母語教育並非易事，而政府至今未

依據人口需求興建華淡小，在校地和撥款上也未給予和國小相同待遇。

更何況，若合併後所涉及的學校準證無法保留，那麼合併與關閉實際上沒有分別。基於種種因素，教

育部在處理國小和華淡小的微型學校課題上，並無統一方案。

華印社會除了認為“辛苦一點無所謂，搬遷或維持是最佳方案”之外，也從未把溝通大門關上。他們

呼籲教育部開啟對話，尋找共識。對此，教育部副部長拿督馬漢順在接受星洲日報訪問時，捎來了好消

息。

�

馬漢順：聯合華教團體 
設“微小委會”爭權益

教育部副部長拿督馬漢順宣佈，他將聯合各華

教團體成立“微型華小委員會”，同時也將推動和

堅持教育部必須明文規定，若合併微型華小，所涉

及的學校準證將被保留。

他說，此聯合各華教團體成立的委員會將收集

各別微型華小詳細的資料，並提出符合有關學校董

事部和當地居民意願的方案。

“我會去設立這個委員會，然後定期開會討

論，已在籌劃當中。這不是簡單的任務，微型華小

遍佈全國各州，每所學校的情況都不同，華教團體

在各州的分會，肯定可以協助。”

扮演委會與教部溝通橋樑

他指出，此委員會不包括教育部的官員，但是

他本身將成為委員會和教育部的“橋樑”，讓兩方

面的溝通同時進行。

“我們不是等到收集完資料再拿到教育部內去

討論，而是同時進行。也就是說，當收集資料到某

個階段時，有需要就可以跟官員即時溝通，我會作

為橋樑、協調的角色。”

至於董教總呼籲教育部效仿過去為了解決師資

問題而成立圓桌會議的建議，馬漢順說，在微型小

學的課題上，即便沒有圓桌會議，也能透過即將成

立的委員會展開許多工作。

他解釋，過去在拿督斯裡魏家祥擔任教育部副

部長的年代，教育部是為了解決當時嚴峻的師資問

題，而透過內閣成立了圓桌會議。由於該圓桌會議

被內閣賦予權力，因此能非常有效地解決問題。

“當時是因為師資出現約4000人短缺，為了

解決危機，所以成立圓桌會議，但是現在微型學校

還不至於那麼迫切，所以重要的是未雨綢繆，不要

等問題變成危機。”

無論是合併、關閉、搬遷或維持微型學校，他

說，教育部最希望落實的，是最適合當地情況的方

案。

微小若合併須保留准證 
未來有需要可使用

提及合併微型華小時，馬漢順說，他將推動教

育部明文規定，所涉及的學校準證必須獲得保留，

以便將來能在有需要的地方使用。

“這是底線，也是我將堅持和推動的事。”

他說，教育部在處理微型國小時，一般會採取

合併學校的模式，並為合併後學校離住家更遠的學

生提供交通津貼。國小的家長普遍上都能接受，但

是華淡小卻截然不同。

合併國小的阻力較小，還有另一個主要原因，

那就是國小獲得政府更全面的照顧。馬漢順坦承：

“國小的情況不同，我們都知道，國小能在有需要

的情況下興建。”

練珊恩《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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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華社對華小的情意結

對華淡小來說，先賢辛苦興建學校，爭取母語

教育的權利，因此一間都不能少。許多華小校名也

有特殊含義，並非如國小或淡小可能取自街道或園

丘的名字，因此華小提及合併，保留哪所學校的校

名也會引起爭議。

他表示瞭解華社對華小的情意結，尤其他也來

自新村，學校往往是祖輩設立保留至今，所以即便

學生非常少，甚至漸漸沒有學生了，大家還是把學

校當作社區的資產。

“也有一些人擔心，學校沒有學生而自然關閉

後，很難說將來該社區突然又再發展起來，有了

（學校）的需求呢？實際上真的有這樣的例子。”

他舉例砂拉越峇哥中華公學，2010年因缺乏

學生來源而被迫停辦，但是在2018年5月全國大選

前夕，獲得遷校批文。

然而，在遷校的過程中，該校董事部才發現學

校準證的教師配額早在2013年已被“靜悄悄”地

挪到另一所學校。

所幸後來找到另一所即將關閉的學校，獲准使

用該校準證的教師配額後，才順利在2020年5月正

式完成搬遷到三馬拉漢新址。

這是“自然死亡”又獲得搬遷“重生”的例

子。

董教總：不敢貿然接受合併建議

無論學校因沒有生源而自然關閉，或是將兩所

或以上的學校合併，董總和教總主席受訪時皆表

示，教育部沒有明確說將如何處理學校準證。

這也導致一些董事部儘管不排斥合併學校，卻

不敢貿貿然接受合併獻議。若教育部能明文規定保

留合併學校的准證，該所暫時不運作的學校，未來

就有可能在需要的地方重生。

謝立意：費用自己籌 
遷校反映不公平政策

在搬遷方案方面，教總主席謝立意說，搬遷學

校恰恰反映出政府不公平和不合理的教育政策。

“為何華小必須千辛萬苦，甚至跨州跨縣，以

遷校的方式換取在華裔人口密集的地方建華小，而

且費用是要我們自己籌款，但是國小卻不需要？”

他說，無論國小還是華淡小，大家都在同一個

國家裡，若各源流都能在有需求的地方獲得批准興

建，那麼想必大家也能同意關閉或合併面對生源問

題的學校。

“和國小一樣，應該開就開，應該關就關，這

樣我們絕對同意，可是現在（華淡小）關了就開不

到，所以關一間，少一間。這是不公平、不合理

的。如果是相同的政策，就可能可以真的解決微型

學校的問題。”

他說，即便如今教育部將搬遷微型華小作為解

決方案，但是華社依然沒有獲得政府制度化撥地和

撥款，因此許多搬遷計劃面對重重挑戰，很多時候

也須靠政治力量去爭取。

他認為，華社對關閉或合併華小那麼敏感，主

要是因為華社要求增建華小的意願沒有獲得政府的

尊重，因為有些地區確實還需要華小。

平均一所390學生 
華小數量非常足夠

馬漢順說，全國華小的數量實際上已非常足

夠，除非未來華小學生人口突然暴增，因為若以

目前的1301所華小，除以50萬7177名華小學生總

數，平均一所華小是390名學生。

“問題只是在於分配不均，小的學校可以低至

10人以下，大型的則可以到二三千人。”

“實際上我們看到政府也允許我們興建新華

小，從數據上，從1999年到今天，推動了29所新

華小計劃。”

他說，在華小數量足夠的前提下，教育部近年

常用以處理微型華小的方案便是搬遷。

他認為，國小在不需要時關閉，有需求時興建

的做法，實際上和搬遷華小，或合併但保留准證以

供未來需要時使用的做法，只是名義上的不同，實

際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所以我一直盡量讓他們（官員）接受我的看

法，能否也允許（華淡小）和國小一樣，在有需要

時興建。但是問題是，要如何定義‘需要’？

“如果我們可以協助使這個（過程）更容易，

那麼其實對大家都更好，意味着華社不必再擔憂，

萬一關了，你不給我再開怎麼辦。

“因此，我同意‘合併但保留准證’。在我的

認知內，教育部沒有明文規定，但是我認為一定要

堅持，我會去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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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小學生人數顯著下滑

馬漢順也說，華小學生人數逐年下滑的數據頗

為顯著，在2010至2021年間就減少了逾9萬名學

生。

“華小有那麼多優點，注重成績、紀律、肩負

民族傳承的使命，有那麼強的優勢，但是學生人

數一直在下滑，而且幅度那麼塊，原因是多方面

的。”

他認為，除了生育率、經濟活動的改變，華小

也面對私立和國際學校的競爭，因此必須嚴正看待

問題，想辦法克服，以加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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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失衡網課看迷惘的新一代〉系列一�

疫情阻求學．面對多重隱憂 青少年成迷惘一代

� �

約100年前，西方國家出現過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現況不滿、失望，陷入一種道德迷失，更找不到

生活方向。他們被海明威冠上“迷惘一代”（Lost�Generation）。

這些成長於一戰後的群體，完全無法與世界接軌，然而約100年後的今天，全球各地因冠病疫情，出

現了另一群“迷惘一代”。

他們不僅面對知識匱乏、技術不足，也缺乏人格五育、待人處事的培育；而令人遺憾的是，單是在我

國，這群人就可能超過100萬名，而他們年紀最小的不過6歲，最大的還不及24歲。

�

疫情下的“迷惘一代”其實是指一群因疫情

無法上正規課，或連網課也上不了的一代。國

際上也有人將這群人稱為“新冠一代”（Covid�

Generation）或者“被封鎖的一代”（Lockdown�

Generation)，無論哪一種稱呼，他們都是在求學歲

月中被疫情深深影響的新生代。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世

界銀行的報告顯示，中低收入國家的學子因疫情失

學了4個月，高收入國家學子則損失學了6周。這

還不包括硬體設施不足而從此失學的一群。

尤值一提的是，這群橫跨小學、中學、大專的

“迷惘一代”並不是少數，根據教科文組織數據顯

示，全球因疫情而失學的學子至少達2400萬，而

前教育部長馬智禮早前也預測，我國受影響的學生

保守估計超過100人萬，其隱憂更衝擊着個人、家

庭，甚至關乎國家發展。

隱憂1：課業跟不上

據世衛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銀行報

告指出，因無法如常上課，許多學生嚴重影響了學

習進度，特別是學前教育、一年級和二年級學生需

要在這段期間打好學習基礎，例如閱讀及書寫，但

當下情況讓學子很難打下穩健基礎。

賽酷雅東南亞有限公司是全球少數積極投入線

上教育的機構，公司在馬來西亞的總執行長林億芳

受訪時就向本報表示，原本不愛學習、不配合課

程，或成績不理想的學生會出現學習積極性和學習

就會變差，學習態度散漫，學習行動力變弱。

“短期學習成績下降和學習動力不足，長遠來

看可能會輟學。”

儘管網課被指能讓學子“停課不停學”，但充

其量只能填補學習上的空白，居家上課一年後，不

少家長發現孩子們的漢字書寫，逐漸被拼音給取

代，不僅筆畫不正確，甚至許多字也落得“能認不

會寫”的情況。

另外，基於無法長時間對着電腦，這群學子的

學習時間自然也較過去不同，知識含量更明顯少於

過往。不得不提的是，上述情況僅發生在能上網課

的一群，但還有許多人因為硬體不足，而無法上網

課。

隱憂2：影響性格塑造

無法面對面上課確實讓學子少了接觸外人的機

會，而這將導致他們變得不懂得與人溝通相處。這

群人可能面對螢光屏不會生疏，但在線下時卻可能

不懂得如何適應。再者，由於缺少課外活動的培

訓，“迷惘一代”也少了歷練自己待人處事，以及

培養團隊精神的機會。

人際關係變差

林億芳點出，人際溝通會變差，主要是無法面

對面交流，雖然時效性不長，但效果可能不會特別

理想。

“團隊合作精神也會受到影響，有些活動需要

大家一起集思廣益。無法面對面交流，很多時候線

上團體活動或舉辦交流會，也有出現組員思想不集

中，推卸責任的情況。”

她說，缺少溝通與合作精神，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就會疏遠，冷淡無情，不愛交談，更不願意與人

接觸，活在自己的虛擬世界。

“類似情況就發生在日本，許多青年因為習慣

宅在家，喪失了社交能力，更對團體生活、職場互

動產生抗拒，部分還出現自我中心的極端情況。”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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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憂3：軟技能拓展受阻

課外活動向來能培訓學生的領導才能、組織能

力、團隊精神，乃至紀律與口才，是正規課堂上所

學不到的，而超過一年的網課正讓學子們錯失了這

些機會。

馬大新青年主席葉紋清發現，長達一年半無法

舉辦線下活動，不只是學生無法發揮及訓練本身的

領導能力，更讓學弟妹們錯失了體驗大學生活的機

會，尤其第一年生就只能在家過大專生活。

對組織而言，由於無法培養起凝聚力和團隊的

默契，因此一些團體就出現萎縮的情況，當中規模

與運營都不錯的團體面對3至4個月的“癱瘓”，

而較不活躍且會員不多的組織則面對更大的挑戰，

也幾近解散。

“儘管目前各大組織嘗試將活動搬到線上，但

是始終沒有線下來得理想，組織理念也無法很好地

傳承。”

理大華文學會卸任主席李沺沺也坦言，目前線

上活動聊勝於無的一種方案，即便能讓組織如常運

作、會員能參與活動，但卻不如線下活動來得強。

“尤其是線上始終沒有溫度，而且線上人設與

線下可能會有很大的落差，彼此線下見面後反而出

現磨合問題。”

隱憂4：人力職場受影響

許多人認為，超過1年半的居家學習，其實不足

以對學子構成影響，但由於過去的1年半學生的學

習都屬於精華濃縮，加上不一定能確保學習品質，

所以“迷惘一代”的知識含量、技術掌握、溝通技

巧等軟技能自然不足。即便校方或家長嘗試追回課

程，但是，當中的學習品質儼然成為一大問號。

此外，林億芳認為，因為居家上課沒有獲得太

大的鞭策，對不自律的學生來說很容易比較任性、

我行我素。更甚的是，初入職場的人，也可能會變

成說一套做一套，在別人的面前唯唯諾諾，一沒有

人管制就為所欲為。

隱憂5：對未來迷惘不安|

“迷惘一代”其實也包括即將升學或就業的一

群，其中想要繼續深造的一群會因為家庭經濟受挫

而面對升學的難題。

俄羅斯國家研究型高等經濟大學校長卡薩馬拉

就曾指出，因經濟困境而失去進入大學的學生會變

得恐懼、迷茫、對未來沒有信心。一些學生還可能

因此對現況不滿，復以反叛行為來回應大時代。

此外，畢業在即的大專生也將面對僧多粥少的

現象，即便成功覓職，這些準備掙錢謀生的Z世代

也適逢就業起薪創新低的窘境。

根據統計局數據顯示，因疫情的關係，我國大

學畢業生初入社會的薪水在2020年就創下新低，

其中，文憑生僅獲得每月1001至1500令吉，比

2019年的2001至2500令吉還要少。

林億芳就指出，疫情大大減少年輕人的機會，

加上工資低，這群人對於自身前程感到渺茫，甚至

在職場上不認真，導致部分年輕人謀求其他捷徑賺

快錢，甚至不在乎什麼是“專業”。

“失去信心，可能會導致他們荒廢前程，做個

閒人，不務正業。”不過，她也表示，競爭大可能

會使自己自信心有點受挫，但是也會激發需要更加

努力學習，全面提高自己。

隱憂6：重挫地方發展、拖累世界經濟

撇開疫情導致的失業率不談，“迷惘一代”少

了超過一年的正規教育培訓，畢業後的職場表現自

然令人擔心。

此外，疫情未發生前，兒童學習危機就已經嚴

重，聯合國就發現中低收入國家半數10歲兒童無

法理解簡單的書面句子。

據教科文組織數據，超過2.5億兒童已經失

學，這一數字很可能因疫情而至少上升2400萬，

而這對學齡兒童在其成年後的整個工作生涯中累計

損失10萬億美元收入，相當於全球GDP的10%。

隱憂7：加劇貧富懸殊，拉大全球鴻溝

根據聯合國去年6至10月份調查150個國家的

報告顯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的學生接受遠程

學習的可能性最小，其學習損失情況最難監測。遠

的不說，本地就出現城鄉網課差距的情況。

然而，90%以上受訪的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

家要求教師在學校關閉期間繼續教學，而受訪的低

收入國家中只有不到40%。

這反映的不只是各國國力與應對能力上的差

距，更在在地預言着未來5至10年內國與國之間的勢

力懸殊將進一步拉大，全球貧富鴻溝也會不斷加劇。

世界銀行全球教育事務就曾提到點出，疫情

前，全球擔心的是學習機會不平等，然而如今學習基

線降低了，但機會不平等的加劇卻可能是災難性的。

令人擔憂的是，受訪的低收入國家認為，他們

是最可能延遲復學的一群，換言之，全球鴻溝只有

不斷擴張的可能，而衝突與矛盾更是可以預見的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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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失衡網課看迷惘的新一代〉系列二�

給予心理輔導．改善網課教學 教育部助學生走出迷惘

� �

“孩子，為了防疫，辛苦大家。希望疫情很快過去”

“當我告訴他們；我還會再來看你們’她回了我一張喜悅的臉。”

上述這段文字，是教育副部長拿督馬漢順早前在面簿上寫下的。疫情期間，他也知道師生需要面對的

挑戰，而對於“迷惘一代”的出現，他很快就意識到問題，更在本報訪問他時，羅列了一系列數據，並分

享該部目前做了哪些舉措。

�

因疫情影響，學生無法回到學校正常上課，而

被迫以線上模式學習。對此，馬漢順坦言線上教學

無法和課堂教學相提並論，尤其線上教學有許多限

制和條件上的不足，造成部分學生沒有辦法參與。

網課局限多

“此外，線上學習有很多局限，造成老師和

學生沒有辦法互動，也造成學習進度及效果欠理

想。”

不僅如此，他說，由於教育談的不單單是學術

科目上的教學，它還需要學生的活動及互動，以讓

教育能成為完整的區塊，在課堂教學無法回復正常

的這段時間，學生有所遺失。

他說，該部在開學階段就和老師們溝通，要求

老師關注學生的心理狀態，在前期給予學生必需的

心理輔導，讓他們能以開朗及積極的心態，重新面

對學校的生活。

“只要給予學生一些時間，當學校的生活回復

正常，學生就可以回復正常的心理狀態。這個部

分，是可以通過時間療愈學生因停課帶來的心理負

擔。”

詢及學生的五育等身心靈培育的真空，他表

示，目前老師是根據正常時間表來上網課，而在線

上，老師能與學生在家進行鍛煉身體的簡單運動，

如體操等。

美術及音樂方面，老師同樣可用線上模式，進

行基本教學，盡量把課堂全面的教學，通過居家學

習讓它得以操作執行。

教育部挑戰大

不說不知，儘管教育部積極減低“迷惘一代”

的影響，但是該部面對的挑戰與局限不少。

首先，教育部面對的是一個近550萬人的龐大

群體，要兼顧所有人的需要，那確實是需要投入巨

大的資源。

馬漢順也透露，目前政府已經逐步發放15萬

台電腦協助B40群體的學生，至於一些地區線路的

問題，則是整個國家通訊基建的問題，而該部已經

與通訊部有頻密討論，還需要一些時間才可能達到

網絡無死角的理想情況。

他也說，作為現階段的短期方案，該部為了彌

補這部分的不足，已經推動教育電視節目，讓相對

比較郊鄉的學生有機會接觸學習內容。

無獨有偶，檳州督學張保旋也認為，我國去年

一開始落實網課時遇到的硬體不足確實是一大挑

戰，其中對電腦應用的技巧、硬體設備、網絡不足

與不穩定的問題等，都曾一度使到老師學生們手忙

腳亂、氣餒不已。

“可是經過大家的努力，這些問題都逐步解

決。缺少硬體設備的有熱心人士的捐助、缺乏電腦

應用技巧的老師也逐步趕上大隊、網絡不穩定可以

改變教學傳達方式。”

“有些老師打印筆記和練習供學生拿回家練

習；有基本網絡的師生也設立社交群組教學與討

論，補回了無法實體面授的缺失。”

線上活動提供軟技能培訓 
中國著重學生心理疏導

我國並不是第一個意識到“迷惘一代”的國

家，疫情爆發這一年多來，世界各地都出現這樣的

新一代，而敏感且有遠見的政府更很快地採取了相

應的步驟。

中國是最早開始網課的國家，本報記者就在訪

問中國中小學生態校園行動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琛

時發現，家庭、政府、私人界、民間組織相輔相成

地合作，絕對能減低“迷惘”的衝擊。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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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坦言，由於中國很快就解禁，因此學子網課

也不過短短2個月左右，但哪怕只是2個月左右時

間，但是各造都在教育上做出很多的努力。

“首先，中國十分看重學生的心理疏導，校內

校外都提供學生輔導，尤其是家人因疫情而離世的

學子。再來，一些中國企業也嘗試與學校合作舉辦

線上活動，為學子們提供軟技能培訓，填補他們缺

少課外活動滋養的不足。”

張琛也是北京高等教育協會生態文明研究院理

事。她分享說，隨着孩子在家的時間多了，�父母

可以在家進行思想與價值教育，如飯桌上與孩子們

傳遞美食相關的知識、餐桌禮儀、溝通技巧，並在

交流中進行身教。

另外，對於畢業在即的學子，她也建議可以利

用這段時間思考未來的方向、或繼續深造，或學習

其他技能來裝備自己，好在經濟復甦時比他人更具

優勢。

歐美提供就業幫助

據悉，歐美也提供職業咨詢，甚至為即將投入

人力市場的在即畢業生提供職業定位培訓，及借由

外部人才市場和校內直聘形式給予就業幫助。

早前，新加坡政府也通過了總額330億新元

（990億令吉）的第四項經濟刺激一攬子計劃，旨

在避免出現由年輕工作人員和大學省組成的“新冠

一代”（Covid�Generation）。據悉，這做法就是

參考了美國一戰時應對“迷惘的一代”的模式而擬

定出來的。

善用視頻演說文稿 
網課也可培訓五育

對張保旋而言，網課一樣可以培訓五育，比如

群組上載視頻、演說文稿教學，過後文字信息討論

的方式，都包含了五育的培訓。

“如何使用合適的文字跟老師和同學溝通、如

何配合老師的教學依照指示去做功課、如何做分組

討論、依照指示定時交功課等，都是正常的五育培

訓。”

他認為，網上溝通跟線下交流的差別不大，

惟，思想負面的孩子面對這樣的改變，可能會產生

很多負面情緒，甚至會自我隔離、怪罪別人沒有重

視他。

若加上家長在孩子面前對老師做出負面評論，

會進一步讓孩子對老師產生抗拒。換言之，孩子五

育是否健全，跟行動限制和網課並沒有直接的關

係，而是在於老師的及時引導、學生的配合度和家

長的關注與配合，才能達致理想的要求。

他認為，不管有沒有疫情，教育都會面對類似

的問題，關鍵在於教育界如何把這些問題減到最低

最少。

“減少1%就是成功了1%。要有大的成果還

得繼續付出更大的努力。”

家長需注意什麼？

張保旋叮嚀，家長與老師在家陪伴孩子上網課

時，若發現有哪些弱點可以改善，切勿在孩子面前

公開批評。

“不是老師不能被批評，而是公開批評後，學

生會對老師產生負面印象，進而對老師的教學接受

度減低，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進度。”

他建議家長私下跟老師溝通，保持對老師的尊

重，提出正面的建議。老師也應該虛懷若谷，好好

聆聽家長的看法和建議，並適時做出改變以改善自

己的教學。

“老師也可以主動與家長溝通，看看如何互相

配合以達致最佳的教學效果。”

他認為，只要學生能好好配合老師的教學跟上

進度，家長配合老師的教學提供孩子協助與支持，

時時鞭策和提醒、提供正能量、引導孩子們正面的

思考與正確處事方式，肯定能塑造出一個正向的學

子。

加強家長輔導角色

平日正規課程，家長扮演的角色本就不可或

缺，如今學生學習的地點改到了家中，父母的角色

扮演無疑更需要提升。

馬漢順說，父母需要監督孩子線上學習的積極

度，以及提供孩子一些必要的輔導。而在孩子無法

上課的時間裡，家長的陪伴及關心，更是孩子的心

理扶持及需要。

“我鼓勵家長利用這樣的時間，與孩子建立

更為親密的親自關係，讓孩子有更健全的人格發

展。”

對於老師，他也表示，該部十分瞭解線上學習

面對的困難及局限，但在這非常時期，該部非常需

要老師們發揮更積極的角色，並有信心教師們能本

着培育棟樑的初衷，協助孩子度過這段艱難的時

期。

他強調，教育部在這部分將作為老師們堅強的

後盾，肯定老師們及支援他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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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各造攜手減緩衝擊

在超過一年的網課裡，“迷惘一代”儼然已經

產生，而這一新生代不僅是我國的單一問題，更是

全球需要面對的挑戰。

值得關注的是，由於“迷惘一代”造成的影響

不僅反映在人力市場、經濟表現，更對貧富懸殊、

國力差距，甚至社會安寧等有程度不一的影響，因

此各國政府都應該加倍關注。

不僅如此，雖然教育課題理應交由教育部解

決，但是校方、老師、家長，全都扮演關鍵的角

色，缺一不可，沒有誰能獨善其身；也唯有各造攜

手，才能把問題的衝擊減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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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經貧窮〉系列一�

窮了衛生棉，飽了肚子 看不見的犧牲背後橫亙着性別鴻溝

� �

糧食、衛生棉，在經濟拮据的情況下二選一，你會犧牲哪一樣？

疫情無盡，許多家庭陷入困頓，三餐溫飽都成問題，生理用品相較下倒成了奢侈品，儘管那確確實實

是女性的生理必需品。白旗運動下，失業家庭無力替女兒購買衛生棉，善心人士發起衛生棉援助，讓人看

見“月經貧窮”（period�poverty）。

然而，月經貧窮存在已久，並非大封鎖引發經濟蕭條所致。月經貧窮更不只是缺乏生理用品，還關乎

月經的正確知識與觀念、乾淨的衛生設施與空間以及女性尊嚴。

�

7月中，一名單親女學生因父親失業，經濟拮

据，不知如何開口向父親要求衛生棉。師長得知後

發起籌募，捐贈衛生棉給她。早在2020年3月18

日行動管制以來，不少慈善團體、機構發起物資籌

募和捐贈活動；6月份白旗運動後，許多人士也發

起食物銀行。唯，這些援助都以糧食物資為主。要

知道，生理用品也是生活必需品。當許多家庭連伙

食都陷入困境，自然也負擔不起生理用品。

布衛生棉工作室“之間文化實驗室”於7月份

開始，在吉隆坡蕉賴11哩長頸鹿故事館的食物銀

行放置拋棄式衛生棉，供有需要的人士領取。“之

間文化”其一創辦人楊潔事後跟進，大約一周衛生

棉就被領完，她又去補貨了2次。

她們每次準備的衛生棉有24、28和32公分3

種長度，都含“翅膀”（側翼，反折黏在內褲底

下，可固定衛生棉，防止側漏），而且是8至10片

小包裝。從女性角度同理設想，每個人經血流量不

同，量多者可取較長的；有“翅膀”的防止側漏，

受助者能安心使用（也有女性認為“翅膀”摩擦大

腿內側，並不舒服）。兩小包不同長度的衛生棉大

概是一次經期的用量，符合食物銀行“拿你所需”

的原則。

“之間文化”是推廣佈衛生棉的工作室，此次

援助卻選擇拋棄式衛生棉。間中她們考量到，疫情

當下無法面對面指導布衛生棉的使用、清洗和晾曬

方式，也無法判斷受助者的生活環境是否適用布衛

生棉。況且，比較重要的前提還是“救急”，因此

她們選擇提供小包裝的拋棄式衛生棉。那些衛生棉

就和其他食品擺在一塊，享有“必需品”的同等地

位。

就在第一次放置衛生棉後隔一兩天，有男性聯

絡長頸鹿故事館館長透露，所接濟的幾個家庭，有

女生看到食物銀行有衛生棉，請他幫忙索取。“那

個女生說需要32cm，32cm是什麼？”救濟者和館

長都是男性，不知衛生棉還有分尺寸，只好請楊潔

幫忙。

原來，那名男生救濟的6個家庭共有19個女

生，明確要求32公分的衛生棉。楊潔和同伴討論

猜想，也許她們經血量多，抑或跟生活環境有關。

“32cm比較長，她們可能覺得可以放比較久，不

用頻密替換，可以比較省。”

後來，“之間文化”發起1000令吉小額眾

籌，為這6個家庭的女生提供3個月份的衛生棉以

及約30人的布口罩，短短一個晚上募集成功。楊

潔為避開人潮不到霸級市場，而是跑了好幾家超市

和藥妝店，才買齊60包24片裝的衛生棉。連店員

都忍不住問“For�charity?”（做慈善嗎？）

跟着楊潔試算，假設一名女生每次來月經5

天，所需用到的衛生棉約10令吉。一個家庭若有

3名來月經的女性，每個月就需30令吉生理用品開

銷。對真正經濟弱勢的家庭來說，30令吉可以買

幾托雞蛋，四五包快熟面，有可能就是半個月的伙

食費。

如此聯想便可知，生理用品對經濟弱勢的女性

而言非常重要。可是為了解決溫飽，生理用品往往

變成可以先被犧牲的，儘管那也是必需品。

在馬來西亞， 
並非所有人都認識月經與生殖系統

希望不只女性明白，所有人都應瞭解，衛生

棉、衛生棉條或月經杯等生理用品對女性，就如食

物、衣服、住宿對人類同等重要。試想，女性每個

月都會來月經，一來4至7天。若無法妥善處理經

血，不只限制行動不能外出就學、工作，還可能造

成陰道感染和心理壓力。

社會學者，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助理教授

法蒂瑪（Dr.�Fatimah�Al-Attas）在田野調查時，訪

白慧琪《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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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一家城市貧戶的幾個姐妹。媽媽每個月都會買一

包衛生棉，“先到先得”，當月較遲來月經的姐妹

可能就沒有衛生棉可使用了。

“可是她們的語氣並不難過，倒像在形容一場

遊戲。”法蒂瑪非常心疼，衛生棉是女性應有的必

需品，女孩們似乎不知道自己的權益。她們不是個

例，不少女性因家裡衛生棉不夠用，就不去上學，

或者提早回家。長期下來，她們錯失多少堂課，不

能參加校內的體育或其他活動，與其他同學的差距

越來越大，性別差距不斷拉大。

法蒂瑪形容她們是隱形的存在。她們在城市，

有一磚一瓦遮風擋雨，沒有“衣衫襤褸”、“流落

街頭”的窮人既定印象。可是她們正在遭受月經貧

窮，影響就學、就業權益。

這個例子也充分說明，“月經貧窮”不單單是

缺乏生理用品，而是有沒有能力好好處理經血。她

們是否有乾淨衛生且足夠的生理用品，不會因來月

經而影響日常生活。一些鄉區或貧困人士使用舊

布，吸收力不足也不衛生，導致她們在經期不能如

常工作或上學。

月經貧窮還包括缺乏正確知識和觀念。法蒂瑪

分享，在我國鄉區，仍有人並不認識月經、生殖系

統，更不知道入如何正確衛生地處理月經。“她們

也不知道什麼情況的疼痛是正常的經痛。”

再來是衛生設備。法蒂瑪指出，一些偏鄉地區

沒有廁所，甚至沒有乾淨水資源。但是在城鎮，家

中、校園或公共廁所又是否備有清水、肥皂和衛生

棉丟棄桶？“我們都經歷過，校內廁所問題多，水

流太小，又很骯髒。”因此，談月經貧窮並非只是

經濟上的貧窮，而是我們有沒有認真思考如何友善

對待來月經的女性。

月經貧窮也關乎女性是否能有隱私、尊嚴地處

理月經。法蒂瑪認為這點非常重要，尤其我國前陣

子才暴出月經檢查風波。在國外，談到月經隱私是

探討有無封閉的廁所讓女性處理月經。“但是在馬

來西亞，我們還得擔心女孩面對月經檢查被觸摸私

處，毫無隱私。”

月經不是benda itu， 
是需要正確看待的生理知識

月經不該由女性獨自面對，男性在月經貧窮的

課題上同樣扮演重要角色。法蒂瑪發現不少母親教

育女兒別向父親、兄弟提起月經。其實男性家庭成

員不只需認識月經，也要重視生理用品需求。

她曾接觸接受政府援助的家庭，援助金其實足

以購買生理用品。然而，掌管金錢的男性一家之主

卻把生理用品視為次要，反而購買香煙。

法蒂瑪認為，從小到大的性教育或月經教育多

是男女分開上課，讓男孩無法正確認識月經。男性

常常拿月經開玩笑，他們不是不知道月經，而是沒

有用正確觀念對待。“從一開始，他們可能就不知

道要善待月經，尊重來月經的女性，而社會一直默

許這樣的風氣。”

當有這類想法的人在社區扮演領導角色，問題

變得更嚴重。法蒂瑪曾請男性社區領袖幫忙統計需

要生理用品援助的女性人數。對方不願意幫忙，認

為月經是很私人的事情，無法過問。“他們甚至

很難開口說‘period’，會改稱‘benda� itu’（那

個），或者完全避而不談。”

我國雖然於2018年取消生理用品課稅，但月

經相關課題在國會進展仍不順利。這有可能是當權

者不認為月經也是重要課題，或者根本不願提起。

6月份關注月經貧窮的組織“Peduli�Merah”

和聯邦直轄區伊斯蘭局商店（Kedai�MAIWP）及馬

來西亞伊斯蘭宣教基金會（YADIM）食物銀行合

作，在巴生河流域提供免費衛生棉。

令法蒂瑪覺得難得的是，首相署（宗教事務）

部長祖基菲裡也在推特呼籲關注月經貧窮，並上傳

在聯邦直轄區伊斯蘭局商店巡視、上架衛生棉的照

片。要知道，有些男性連衛生棉包裝都不肯碰觸。

“那些照片至少傳達了一些訊息，讓人們知道月

經、生理用品不是只關女性的事，也撕掉刻板印象

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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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經貧窮〉系列二�

月經不起玩笑 同理、善待女性月月友

� �

菲特麗亞蒂（Fitriyati�Bakri）在孟加拉參與志工服務時，看見當地因月經缺課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沒想到回到馬來西亞，同樣的事情在偏鄉地區上演；吳寶美長期參與街頭食物分發救濟活動，某次問起女

性街友缺少什麼物資，答案是“衛生棉”。

不管在國外、國內、鄉區、城市，請相信，月經貧窮真的存在。菲特麗亞蒂和吳寶美後來和同伴成立

青年組織，關注月經貧窮，宣導月經知識。

�

“單單提供生理用品是不足的，更重要的是認

識月經，認識自己的身體。”

2017年，菲特麗亞蒂參加青體部MYCorps

志工服務，到孟加拉的“老虎寡婦社會企業”

（Tiger�Widow�Social�Enterprise）計劃擔任志工。

當地許多男性為了生計到森林採集蜂蜜，卻遭遇虎

襲，遺留下的妻子只能在溪裡捕捉河蝦，賺取微薄

收入維持生計。

2個月的服務期間，菲特麗亞蒂也到當地女子

學校參訪，發現有些班級人多，有些少得可憐。這

在馬來西亞是不常見的，一問之下，才知是當地

“正常”的現象。“原來她們來月經時會選擇不來

學校，當地的衛生棉太貴了，根本買不起，而且來

月經時必須和家人分開。”

為解決這個問題，志工們考察後確認當地有乾

淨水資源，且孟加拉人擅長裁縫，又是布匹生產

國，決定指導當地婦女縫製布衛生棉。一來，解決

了經期沒有生理用品的問題，二來幫補婦女收入。

回國後，菲特麗亞蒂一直認為馬來西亞是發展

中國家，不會有月經貧窮的問題。直到有次到彭亨

服務，看見原住民使用舊布充當衛生棉，才意識到

月經貧窮的存在。

2 0 1 9年 7月，她和夥伴阿米爾（Am i r�

Junaidi）、麥莎拉哈（Maisaraha� Razali）成立

BUNGA�Pads布衛生棉工作室，聘請B40經濟弱勢

群體的單親媽媽縫製並販售布衛生棉。她們也開始

到偏鄉地區考察，瞭解各地月經貧窮的概況。

“我們到沙巴仙本那，有女孩甚至不知道月

經是正常生理現象，還以為是疾病。”菲特麗亞

蒂說，很多窮苦家庭必須在糧食和生理用品間二

選一。有女孩坦承，只好偷取老師的手帕充作衛生

棉；也有一家母女用同一塊布重複清洗，輪流使用

來吸收經血。

她們意識到，單單提供生理用品是不足的，更

重要的是認識月經，認識自己的身體。她們為女孩

們講解生殖系統，解釋月經是正常生理現象。“她

們會說‘Ia�kah?’（真的嗎？），一副鬆了一口氣

的樣子，因為一直以來她們都誤會自己生病了。”

菲特麗亞蒂非常心疼。

學校課綱在中三才提及月經，但在偏鄉地區很

多人小學畢業就不再上學了。再加上，不少女生在

小學階段就已經來初經。“每年都有牙醫和護士來

小學講解如何刷牙、照顧牙齒，為何不能也講解月

經？”

雖然推廣佈衛生棉，但菲特麗亞蒂提醒，不是

所有環境都適用。城市貧戶一般住在人民組屋，環

境擁擠幽暗，布衛生棉不易晾曬，容易滋生細菌。

“人們對月經有刻板印象，女性不好意思晾曬布衛

生棉。”

偏鄉地區若有乾淨水資源方便清洗，布衛生棉

會是不錯選擇。“然而有些村落是三四戶人家共用

廁所，女性必須等到晚上或清晨天未亮時才方便清

洗布衛生棉。”菲特麗亞蒂說，這又回到老問題，

月經貧窮不只是缺乏生理用品，還包括有無乾淨衛

生的環境以及女性的隱私。

The Victress Support

“為了下一餐溫飽或孩子的奶粉，女性可能選

擇放棄衛生棉。”

吳寶美長期參與義務補習、食物分發等志工服

務。她心想是不是有些事物總被忽略，想到了生

理用品。她向好友賴嘉誠、陳勇明提起，3人準備

了衛生用品包到吉隆坡流浪者臨時收留所Anjung�

Singgah派發，順便探問究竟。

衛生用品包裡包括衛生棉、衛生護墊、牙膏、

牙刷和肥皂，大約是1個月的用量。他們問女性借

宿者缺乏什麼物資，答案正是衛生棉，與他們設

想的一樣。於是，3人在2018年成立The�Victress�

Support（簡稱TVS），到收留所或庇護所分發衛

白慧琪《星洲日報》

518�∕�拿督陳友信教育報道獎��-�佳作獎



生棉給有需要的女性。

賴嘉誠和陳勇明坦言，一開始對月經的知識非

常有限，也沒想過月經處理不當還會引發感染等問

題。成立之初，賴嘉誠才第一次去商店考察衛生棉

的價格。“我才知道女性要付出多少額外開銷；還

有‘機會成本’，為了下一餐溫飽或孩子的奶粉，

她們可能選擇放棄衛生棉。”

後來，合作的組織找TVS幫忙，有個小女孩關

在房裡不肯出來。“原來她初經來了，但不知道那

是什麼，還以為自己病了。”吳寶美說，小女孩的

父親因家暴入獄，母親忙於工作，小女孩還得身兼

母職照顧弟妹。

他們向小女孩講解什麼是月經，告訴她會面臨

一些痛楚，那是經痛。“我們準備了6個月的衛生

棉和護墊，教她多久要換一次，怎麼防止滲漏。”

小女孩的遭遇讓TVS意識到，她不會是個例。

他們決定開辦衛生工作坊，到人民組屋的免費補習

中心、兒童之家給孩童講解個人衛生和月經知識。

為了讓小女孩理解，他們在紙版上展示不同長度的

衛生棉護墊，以食用色素代表經血滴在上面，解釋

用了多久、什麼情況必須更換。

問及TVS成立以來遇過什麼困難或挑戰，吳寶

美認為，每個文化對月經都有不同詮釋，每個人對

月經的認識也不同。“很多合作夥伴會問，為何不

提供‘月經杯’，一勞永逸？”不是所有人意識

到，有些宗教並不接受月經杯；對無家者而言，她

們不方便水煮消毒月經杯，也難以乾淨儲藏。

兩名男士也呼籲同理善待來月經的女性。賴嘉

誠說：“我們小時候都有開女生月經的玩笑，其實

很可能造成她們的創傷。”

目前，疫情過於嚴重，TVS暫停了衛生棉分發

和衛生工作坊。“我們都很期待與受助者見面，衛

生棉不只是生理用品，也提供了她們尊嚴。”

政策必須因地制宜

月經貧窮其實是極其普遍的問題，發生在城

市、鄉區。即使是受高教育、經濟優勢的群體，也

可能沒有正確的月經知識。是以，解決月經貧窮絕

對不能靠非政府組織一己之力。社會學者，馬來

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助理教授法蒂瑪（Dr.�Fatimah�

Al-Attas）認為，社會方方面面都應有所作為。

“比較正面的是，這一年來有很多組織、個人

陸續分發衛生棉，過去並不常見，就連每年發生水

災，也不見得救濟包裡有衛生棉。”法蒂瑪相信，

這歸功於社會開始暢談月經貧窮，儘管討論層面還

處於整體現象。她希望未來人們可以更仔細探究，

包括衛生設備、教育、經痛的影響等等。而且，在

家中、學校，每個人都能參與這些討論。

教育方面，法蒂瑪建議，校方和家教協會可以

合作，在校園設立衛生棉銀行，供有需要的女生使

用。校方也可統計面對月經貧窮的學生，呈交教育

局尋求關注。更重要的是，除了教導生殖健康教育

的知識，也需訓練老師傳遞這方面知識的態度和方

法。

至於政策，當然交由政府擬定。“前提是要深

入研究，但，我國有這類研究嗎？”法蒂瑪坦言，

我國對月經課題的研究和資料非常缺乏，她和其他

學府的學術人員也是近年才投入研究。她提醒，唯

有搜集資料才能針對需求，擬定良好政策。“其實

不難，我們可以在校園或女性、少女相關的醫療單

位提供服務時，列出一些問題，收集她們回饋。”

資料至關重要，因為政策必須因地制宜，“我

們不能盲目抄襲其他國家的成功案例。”法蒂瑪舉

例，蘇格蘭提供所有女性免費衛生棉，紐西蘭則僅

提供給在學女性，但我國的資源未必充足，不能直

接效仿。但這不代表政府什麼都不用做，有關當局

應瞭解不同女性面對的問題。例如，鄉區女性就未

必適合拋棄式衛生棉，若沒有良好的丟棄設施，又

會引發另一個問題。

“不僅如此，身障女性、難民、無家者又面對

什麼月經問題？”月經貧窮是大課題，法蒂瑪認

為，最重要的是，你我不要避而不談。

拿督陳友信教育報道獎��-�佳作獎�∕�519



丹斯里鄭金炎 

娛樂新聞報道獎

黎添華《南洋商報》

葉洢穎《星洲日報》

林德成《星洲日報》

大　獎∕�〈“獎”不停的影視亂象〉系列

佳作獎∕�〈真人秀秀真人？〉系列

　　　　�〈嘻哈在大馬〉系列



〈“獎”不停的影視亂象〉系列一�

付費參加野雞影展 得獎真的實至名歸嗎?

� �

當媒體報道我國某影視作品在康城得獎時，�舉國歡騰不已。惟，不足1個月後大家卻懵了。因為康城

影展評審陣容這時才出爐，而後宣佈的競賽名單更不見大馬作品。

原來是場所謂的“創大馬歷史”盛典，並非歐洲4大影展之一的“康城影展”，因為在康城舉辦的

影展本就多不勝數，一些甚至付費就能參展，甚至得獎。只是，我們可能不曉得，更可怕的原來還在後

頭……

�

對影視作品有一定認識的人都知道，類似的美

錯從來不是意外。基於媒體普遍對影展的認知不

足、官方機構也沒有很好的審核，加上教育界與文

化圈對影展的灌輸不多，因此不僅媒體擺了烏龍、

就連許多的影視工作者也在有心，或無意下，被混

淆了視聽。

“很多人可能連影展和賽會也不會分，�更不

用說區分哪些是正規影展，哪些是野雞影展。”�

本地著名導演楊毅恆向本報如此說道。

觀摩與合作的對接

所謂“賽會”是指業界頒發殊榮，如俗稱‘奧

斯卡’的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而“影展”

則還包括放映會、觀影座談、選片賣片，有的還有

大師班和創投等活動。也因如此，對熱愛電影事業

的影視業者而言，這也是個觀摩與合作對接的盛

典。

作品曾多次贏得國際殊榮的楊毅恆表示，儘管

拍電影不該是為了得獎，但作品受邀參展是一種榮

譽，多少會對電影宣傳帶來效果，因此監製或出品

人、導演乃至整個班底一般都不抗拒被表揚。

更現實的考量是，一旦導演知名度提升後，申

請官方補助或洽詢投資商也相對容易，而演職員們

更會爭相前來合作，明乎此，不少導演或製作人都

希望作品海報的“桂冠葉”越多越好。

另外，部分影視專業大學則積極鼓勵學生參

賽，除了讓學生一鳴驚人外，大學也能沾光，進而

吸引更多人報讀。

影展代理走捷徑

換言之，無論導演、製片、投資方，甚至是學

生和校方都希望參展，而協助電影報名參展的“影

展代理”一職更是應運而生。不過，也正因如此，

一些看準“業界需求”的不法分子就投其所好地舉

辦“野雞影展”，試圖讓人以捷徑方式參展，甚至

為了虛榮心而花錢買獎。

他本身就坦言，自己曾在報名參加某影展時，

居然被告知一旦付費後就能入圍，因而立即作罷。

“參賽或參展沒有不妥，但若是要花錢購買榮

譽的話，這無疑自欺欺人，也不健康。”

悉數“野雞”特點

除了花錢，來自台灣的策展人兼資深影評人鄭

秉泓在探討有關現象多年後，觀察出“野雞影展”

的幾項特徵。

①� �這些影展沒有評審名單。就算有所謂的評選機

制，也欠缺專業或具知名度的評審陣容；

②� �獎項多不勝數得如“分豬肉”；

③� �影展的官網內容並不豐富，也有欠完整；

④� �選片有欠系統及專業；

⑤� �從新聞發佈、宣傳、到放映及頒獎，都敷衍�

了事；

⑥� �一些影展幾乎每月都有頒獎；

⑦� �部分影展甚至表示若今年沒得獎，來年能以同

一部作品繼續參賽，或允許多年舊作參展。

“這類影展在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存在，然而近

10年來則不斷冒出新的‘問題影展’。”

付費參與非正規

尤為一提的是，所謂“野雞影展”並不是指

二三線規格的正規影展，畢竟小影展也可以具備自

己的專業性，而大影展也是從小做起的。

他坦言，本身不介意影視業者或學生報名參加

二三線的影展，因為若依據本身作品水平來選擇符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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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身門檻的影展來參加的話，這並無不妥。惟，

他不認同的是以付費方式參與，甚至買獎，而這樣

的影展也不會是正規影展。

正規影展要求嚴謹

大馬資深影評人陳偉光透露，一般正規影展不

僅有選片委員會，一些更在選片上設有初選、複審

及決審等關卡。在藝評界30年的陳偉光也曾任影

展評審。他說，正規影展幾個月前就開始籌備，而

選片同樣也花上好一段時間，一眾評審甚至還會有

激烈討論，過程十分嚴謹。

他指出，目前全球共有3000多個大小影展每

年定期舉辦，其中目前只有46個獲得認證，而負

責國際電影節認證的單位，是國際電影業最具權威

的國際電影製片人協會（FIAPF）。這個1933年

成立的機構將影展分成4個認證類別。

A）� �競賽型非專門類電影節；

B）� �競賽型專門類別電影節；

C）� �非競賽型電影節；

D）� �紀錄片和短片電影節。

“目前獲得認證的46個電影節中，A類別佔了

15個，B類別24個，C和D則分別為2和5個。”

認證機制進行審核

這些認證都是依據策展方的組織能力、評審團

份量、媒體表現、財務狀況，乃至防盜版機制等進

行審核。當然，不具備認證的電影節不意味着就不

具威望，比如超過30年歷史，且挖掘許多著名導

演的獨立電影節“日舞影展”。

對製作人的影響 扭曲業界價值

“野雞影展”讓大馬影視作品有機會走上國

際，甚至一炮而紅，但這卻不見得皆大歡喜。

在影視圈超過10年的監製李穎文就透露，儘

管對影壇有認識的大投資商往往會懂得辨識“野雞

影展”，但不排除一些對影視認識不深的企業或投

資商，會因為某些導演經常“得獎”，就誤認為該

導演值得投放資源。這對有實力、且認真拍片的團

隊而言是可惜的。再來，若拍出的水平差強人意，

更會令這些投資商從此止步。

此外，由於首映對一部電影來說十分重要，而

影展本身也希望自己的活動上能發掘好電影，因此

“野雞影展”的出現無疑讓好電影錯放在不對的地

方，同時也讓影展失去介紹好電影的機會。

無法正面發展

另方面，由於影展也會有影片買賣、發行，或

洽談合作，反觀“野雞影展”則無法為導演和製作

人帶來這些正面的發展平台。

對導演的損失 抹殺發揮機會

李穎文就觀察，由於目前社會在意獎項，多過

該典禮是否具有份量。因此若業界、媒體、民眾、

甚至政府機構都不瞭解影展的意義及獎項的來歷，

並任由有心人士刻意魚目混珠的話，那麼這不僅是

業界的一種扭曲，也不利於影視圈的發展。

據悉，一般除非導演執意，不然報名影展多為

監製的工作。

對導演的損失：

李穎文不是唯一一個使用“扭曲”二字的人。

同樣認為這是畸形現象的楊毅恆就表示，當業界普

遍對影展認識不深時，很容易造成急功近利的演職

員錯入團隊，反之認真拍攝的團隊則人手不足。

“演員和製作班底或許為了得獎、沾光，所以

而選擇這些導演，哪怕這些獎是野雞獎，他們也希

望有機會吹噓一番。”

他語重心長表示，演職員需要一份肯定是可以

理解的，尤其品牌（Brandmark）對演員的演藝事

業也有幫助，不過，這品牌應該建立在精良製作、

正規影展，以及具份量的獎項上。反之，自欺欺人

只會被業界當做笑話。

這也是為何，日本媒體從不理會“野雞影

展”，業界更會‘恥笑’這類殊榮，因為他們知道

類似影展將鼓吹歪風，�進而抹殺好導演得以發揮

的機會。

對策展人的破壞 分薄首映機會

雖說“真金不怕火煉”，但大馬國際影展主席

吳佩玲就表示，自己經常被詢問大馬究竟有多少個

影展，顯然的“野雞影展”正影響大馬影視圈形

象。

再來，她表示，儘管製作精良的團隊懂得區分

“野雞影展”，甚至杜絕這類歪風，但始終無法完

全避免“錯投影展”的情況，而這也無疑分薄了策

展人爭取電影首映的機會。

“首映給了‘野雞影展’，而不是我們這裡是

很可惜的。”

除了導演們的支持外，贊助商的支持也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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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此吳佩玲指出，若資源錯投了影展，對正規

影展是一種損失。大馬國際影展即將進入第5屆，

據悉過去每屆開銷不低。

對觀眾的衝擊 誤導鑒賞水平

別以為圈外的我們就不會被這類影展影響，陳

偉光就表示，當觀眾普遍認為得獎就是好片時，

“野雞獎項”加持的電影或會誤導觀眾的鑒賞水

平。

再者，若得獎的是部爛片，那麼觀眾很可能就

不再支持影展電影，這無助於提升本地的藝術鑒賞

水平。

李穎文也認為，雖然行內人及電影愛好者對影

展影片掌握一定的鑒賞水平，然而，普羅大眾卻有

可能因“野雞影展”而錯判了影展電影的水準，一

旦觀眾抗拒影展電影，長期而言就無助於本地影視

業發展。

“業界當然不會因為電影得了野雞獎而被誤

導，但大眾卻可能會誤會如此水平就是得獎電影。

我就有時會被問某某得獎電影是不是很紅很好

看。”

更甚的是，若學生與新導演都沉溺於野雞獎項

在最短時間給予的關注，最終本地影視業將出現一

群急功近利，且能力與水平欠奉的新生代，最終只

會拖垮業界整體的發展。顯然的，影展對業界而言

扮演重要角色，但“野雞影展”卻也同時釋放出無

窮的破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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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不停的影視亂象〉系列二�

教你如何辨識影展與優劣電影！

� �

若將1927年的新加坡視為馬來亞的一部分的話，那麼由郭超文導演拍攝的《新客》無疑是開啟我國

影視業的首部電影，而這也意味着，我國電影正倒數進入百年紀念。

遺憾的是，哪怕經過近百年的淬煉，但業界亂象不斷，就算大馬影視作品頻頻在海外報捷，另一廂的

光怪陸離卻早在數年前精彩上演……

�

為了能吸引投資商入資、讓演職員直降身價加

盟，同時又能一炮而紅，一些導演會試圖通過付費

方式參加“野雞影展”，甚至買獎來自我吹噓；一

些學府在發現學生通過這類影展來嶄露頭角時，更

沒有試圖阻止或批判，反而還為了吸引更多人報

讀，以“引以為榮”的姿態大肆宣傳一番，進一步

助長歪風。

因為極具市場需求，“野雞影展”不但越來越

多，形式更是多變，有的甚至還騎劫正規影展，魚

目混珠的境界令人咋舌。

本地資深藝評人陳偉光就表示，一些影展因為

需要資金入注，因此偶爾會對不具備影展資格的電

影“網開一面”，允許這些電影進行場外放映，或

掛名特別放映的方式呈獻。這些放映可能會在距離

主場不遠處放映，片商也不介意，因為他們要的就

只是以後能對外宣稱自家作品曾在什麼場合放映。

“比如，影展贊助商可能也投資了另一部電

影，然後要求在影展放映。而策展人避免影響水

平，所以在場外進行放映，大家各取所得。”

利用參展者名氣

另外，一名曾入圍創投的本地影視工作者也向

本報透露，自己的得獎作品曾受邀參加一個外國影

展。然而，他不曉得的是，儘管自己的作品是免費

參展的，但其他參展者卻得付費，顯然的，有關影

展試圖借助其人氣來增加自身的含金量，好說服其

他影視業者付費參展，同時也趁機大撈一筆。

“當我知道這影展每個月都頒獎時，我一氣之

下將這項殊榮從我的電影海報中刪除。這不僅是利

用我，更是在欺騙其他人。”

除了上述2中情況外，最令人髮指的莫過於影

視業者顛倒實情，可以誤導的做法。著名影評人兼

策展人鄭秉泓在接受本報越洋訪問時就透露，一些

影視業者花錢買了野雞獎後，就算娛樂記者基於不

恥這種做法而選擇不報道，但有關影視業者卻會圖

文並茂地將素材發給其他領域記者，讓媒體在不知

情下被誤導。

“舉例，有電影在外國得了野雞獎，娛樂記者

不屑的話，他們就交給外交記者，說這是‘本土之

光’，又或交給教育線的記者，說這是某大學的光

榮。”

由於不是該領域的記者，因此只需85歐元註

冊費的康城“短片角落”（Short�Film�Corner）交

流平台便成了大家眼中的康城影展。

殊不知，這個平台不具備競賽性質，更沒有所

謂的“入圍”之說，但凡付費均能納入在數位資料

庫中。直白些說，它根本不是康城影展正式或平行

單元，遺憾的是，這現象發生在台灣，也曾出現在

我國。

王昌松：尊重電影 勿急功近利

除了影視業者及學校在急功近利下選擇捷徑方

式裝裱自己外，對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東盟及華

語影視研究中心主任王昌松副教授而言，如此情況

令人難過，卻也反映出本地影視業的窘境。

他指出，“野雞影展”哪裡都有，但是我國的

情況比較特殊。由於本地市場太小、民眾對本土電

影認同度不高、整體產業鏈不成熟，以及電影缺乏

上映籌碼，因此大家往往會希望通過海外鍍金凱旋

歸來的方式找到市場及個人價值。而在水平未達國

際影展門檻之際，許多急功近利的電影人只好選擇

“野雞影展”。

不過，研究大馬電影發展脈絡多年的他對這樣

的效果感到質疑。首先，對影視有認識的人，早就

摸透了哪些影展不具備份量，想借此吸引優秀的演

職員的話，曉必能被吸引過去的也不會是優秀精良

的團隊。第二，若想借此招攬投資商，恐怕也不會

吸引到長期投資方，因為一次成品便能知曉。第

三，大馬觀眾普遍對影展電影並不熱衷，換言之，

哪怕獲獎再多，也不會化成票房。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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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用來謀利

他表示，電影之所以被稱為“Fine�Art”，那

麼影視工作者就應該在方方面面上有所要求，包括

作品本身，以及團隊的專業性、嚴謹度，以及大家

對這份志業的尊重，非借助“野雞影展”來裝裱自

己；而影展作為交流平台，更應該展現其作為交流

觀摩、引領潮流、技術展示、表揚肯定，以及推動

業界前進的角色，而不是用來謀利。

“電影是多維度的表達，小至娛樂大眾，大至

議題表述、國格的展現，大家都應該尊重它，維護

好這個領域。”

教育學生認識正規影展

全球電影節數量保守估計已經突破3000個，

加上因為種類、主題、風格路線、參賽門檻，甚

至政治傾向各異，因此業界人士必定都知道2個關

鍵，“影展代理”和“Film�Free�Way”。

前者是負責拿電影去報名參展的職人，由於有

收費，加上若遇到的是不在乎影展份量的片商，那

他們便會無所不用其極地確保作品能參展，甚至買

獎。而後者則是一個綜合各大影展的網絡平台，只

要幾個按鍵，便能將作品依據本身資格，一勞永逸

地進行投遞。當然，業界人士就認為，平台裡頭有

一半以上的影展都是“野雞影展”。

大馬中文影視協會主席賴昌銘就表示，為了杜

絕歪風，該會除了早前舉辦對話會來闡述正規影展

的積極角色外，會上也提及了減少通過“Film�Free�

Way”投遞作品。

另外，近年來該會也積極舉辦交流會，讓會員

有機會與國際策展人進行對接。

“我們甚至舉辦工作坊，教育學生認識正規影

展，同時灌輸他們對作品應有的正確價值觀。”

他也說，雖然目前該會或電影局無法對這類導

演製片做出約束，但該會卻嚴厲譴責這樣的做法。

期間，他也強調，就算不是“野雞影展”，影視業

者應該專注在作品上，若沉迷於獎項，恐怕會迷失

自己。

教導新生代辨識影展

大馬國際影展策展人吳佩玲也分享到，過去影

展都會邀請學院生前來參與，期間除了開拓新生代

對影展的見聞，也能教導他們如何辨識影展。

“當影展教育普及化，就不會再有人敢炫耀

自己的野雞獎項了，因為大家都知道是不具份量

的。”

本報在抽樣訪問數間大學時發現，許多電影系

學生都不懂得區分“金馬”與“金像”，當詢及康

城有多少影展時，他們也都回答：1個。顯然的，

若是有人試圖用康城其他影視活動來誤導，是絕對

能偷天換日的。

來自林國榮大學的顏嘉德就坦言，希望大專能

有至少一堂課來教導他們何謂影展，哪些又是正規

電影節。而多媒體大學的王文欽則比較幸運，講師

們都有教導他們影展的運作，同時讓他們掌握各別

屬性。

媒體與群眾：宣導影展提升認知

在杜絕歪風上，影評人陳偉光、監製李穎文，

及導演楊毅恆無獨有偶都提及了媒體與觀眾。

他們都認為媒體在教育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其

中除了不吹捧“野雞影展”外，更應該宣導哪些才

是正規影展，而非隨着有心人士一同誤導民眾。另

外，觀眾對影展的認知也有必要提升。

楊毅恆就建議，觀眾或許可以嘗試接觸影展電

影，並在不限制自己的情況下提升鑒賞水平，同時

也懂得區分精良的作品和劣質的得獎電影。

陳偉光也建議民眾，看到電影海報出現許多的

“桂冠葉”標誌時，不妨花個幾分鐘谷歌這些影展

的真偽，那麼不僅自己長知識，也能知道該部電影

是不是買獎來往自己臉上貼金。

政府角色：依據影展級別提供補助

政府方面也能扮演一定得的角色，其中，馬來

西亞國家電影發展局（FINAS）早前就列出了33個

被承認的國際影展名單，作為一個參展準繩。儘管

有指政府當局仍不時貼文表揚33個影展意外的殊

榮，但FINAS的舉動仍值得肯定。

另一個更值得參考的莫過於台灣，鄭秉泓透

露，該文化部將影展分成4個級別，每隔幾年更會

交由專人（策展人、影評人、影展代理等）進行級

別評估審核，其中最高的一級級別影展就計有康

城、威尼斯影展等。

如此做法除了有助當地影視工作者辨識影展真

偽及等級外，同時也有能效地監督影展亂象。對文

化部而言，更能很好地依據影展級別，來評估參展

補助或輔導金申的請外。

“因為再多的來歷不明獎項也無法逃過大家的

法眼啊”

尤為一提的是，他認為，若“野雞影展”能在

規格上、作業上、專業性上有所要求，始終也能從

默默無名懂得小影展，晉級為有規模的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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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就看不法分子是否真的要“一日為

‘雞’終身為‘雞’了。”

結語：

“影展”本是推動影視業發展的關鍵平台，它

因電影而生，卻也是催生優秀作品的搖籃。或許短

時間內我們無法完全杜絕“野雞影展”，但若各造

提升對影展的認知，勢必能減少它的猖狂，同時推

動本地影視業的發展。

一部爛電影，或許可以因�“野雞影展”�而揚

名立萬，不過，長期而言卻是在扭曲業界價值觀，

更一步步摧毀業界發展。反之，好影展可以發覺更

多的好電影，同時也推動影視業往更健康的方向去

發展，而這過程中，你我，從來都不是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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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秀秀真人？〉系列一�

真人秀，不敗神話

� �

選秀節目《青春有你3》、《創造營2021》已經播出過半，雖然熱度大不如前，但是依舊吸引萬千

迷弟和迷妹追看。

儘管有許多學者、媒體表示選秀類的節目已經讓觀眾感到審美疲勞，只是年復一年，一屆又一屆的選

秀，我方唱罷，那方又粉墨登場，卻又說明了即使再疲勞，充滿戲劇張力的真人秀永遠有人買單。

到底真人秀為什麼如此受歡迎？背後又有什麼樣的故事呢？

�

真人秀，又稱為真人實境秀，雖然包含觀察記

錄、生命體驗、遊戲、肥皂劇等多種元素，可是此

類節目的特色是“真實”的，而“人性”則是核

心；最後通過“秀”，即遊戲或規則將前兩者呈

現、突出。

提起真人秀，自然不得不提首開先河的《老大

哥》（Big�Brother）。這是一檔在1999年於荷蘭

電視台播出的社會實驗類的遊戲真人秀。

一群陌生人入住同一間房子成為“室友”，他

們猶如進入《楚門的世界》，24小時都生活在攝

像機、麥克風環伺的空間裡，一舉一動、喜怒哀樂

全數被記錄在內，通過任務和競賽、提名、淘汰，

最終留下來的人便是勝利者贏走大獎。

他們在這段時間的生活點滴，全程展現在觀眾

眼前，隱私全無卻大大滿足了觀眾的“偷窺”慾

望，因此大受歡迎風靡全球。

隨後，許多真人秀如雨後春筍拔地而起。

生存遊戲類，《倖存者》最強悍

真人秀的形式非常多元，發展到了後來，還有

親子類的《爸爸去哪兒》、戀愛約會類的《戀愛

島》（Love� Island）、互換人生的《變形計》，但

是其中最為盛行的類別是生存遊戲類以及才藝真人

秀。

在《老大哥》吃了第一口螃蟹後，2000年啟

播的生存遊戲類真人秀《倖存者》（Survivor）把

這種模式升級改造，將密閉式空間挪到天高海闊，

原生態的荒野。

節目組將一群來自各個階層和職業的人們“放

逐”到偏遠的荒島上，然後分成數個部落展開各種

競賽，在豁免賽中失利的部落將要淘汰其中一名成

員。

當某個部落已經淘汰8至9人左右，部落將會

合併，從團戰變成個人賽，最終只有一人勝出。

為了贏得勝利，參賽者不僅要與大自然的惡劣

生存條件搏鬥，更要絞盡腦汁選擇合適的夥伴聯

盟，勾心鬥角的戲碼不斷上演，真實又被放大的人

性，以及荒島野外的美景讓觀眾看得直呼過癮。

播出之時榮登美國有線電視網（Amer ican�

Network）黃金檔收視率第一名（2700萬電視觀

眾收看），最後3集估計為CBS大賺5000萬美元廣

告收入，至今已經播出40季，賽制更經過多次優

化和改變，只是目前因疫情關係，第41季的錄製

已經延遲，其生命力之強悍，足見真人秀的魅力。

《學徒》名利雙收

競賽生存類的節目還包括2004年美國全國廣

播公司（NBC）推出，由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監製兼

主持的《學徒》（The�Apprentice）。

該節目的賣點是為特朗普挑選“接班人”，把

戰場設定在美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曼哈頓，通

過“最終面試”脫穎而出的獲勝者，可得到特朗普

公司一份為期一年，年薪25萬美元的合約。

他們設置的環節包括在街上售賣檸檬水、收購

談判、經營好萊塢星球酒店、推銷新品牌礦泉水、

經營車隊或賭場等等各種商業活動。

第一季播出後，該節目榮登2004年度美國成

年觀眾收視率第三，特朗普在節目中的那句“You�

are�fired”更成為他的名言。

這股風潮讓那些參賽者即便沒有勝出，亦可憑

借着在節目裡的表現吸引了眼球，開闢了另一條成

功的途徑，比如轉型當藝人、開設娛樂公司創業等

等。

不過，除了參賽者，收益最高非特朗普莫屬。

所有競賽的項目都與他名下的產業和業務有所關

聯，如給他旗下的賭場招攬客戶、高價出租公司大

樓的頂層等等，不但名利雙收，公司的股票還應聲

而漲。

葉洢穎《星洲日報》

丹斯里鄭金炎娛樂新聞報道獎��-�佳作獎�∕�527



他參與該節目一直到2015年競選美國總統為

止，改由知名演員、前加利福尼亞州長阿諾·舒華

辛力加接任主持棒。

然而成也特朗普，敗也特朗普，因美國掀起

反特朗普抗議運動而導致《學徒》收視率大跌，

阿諾·舒華辛力加在2017年決定下堂求去，已經

播出長達13年的《學徒》也止步於15季，此乃後

話。

平凡人也能操控結局

除了讓人感到腎上腺素高漲的野外求生或商戰

等比賽遊戲類真人秀，當然不會繞過近年來出現頻

率最高的才藝類真人秀。

2001年，由英國金牌製作人西蒙‧富勒

（Simon�Fuller）以及BMG唱片公司製作人西蒙‧

考威爾（Simon� Cowel l）創辦的《流行偶像》

（Pop� Idol），為素人提供了一個舞台，通過有戲

劇衝突的比賽選秀，達到“總統選舉式”的節目高

潮，意即根據觀眾的投票，選出英國的最佳流行歌

手。

根據該節目的製作單位Fremantle�Media國際

傳媒公司時任媒介主管狄布拉‧約翰遜（Debra�

Johnson）在一次接受媒體專訪時透露，《流行偶

像》第一季播出時，平均每集觀眾達到1300萬，

在高峰時段可以達到1400萬。最終總決賽分流了

美國廣播電視台56%的觀眾。

決賽時有近900萬觀眾在兩個小時內參與短信

或電話投票，創造了當時英國短信或電話投票的最

高紀錄。

爾後該公司打鐵趁熱，在2002年推出美國

版，也就是後來風靡全球的《全美偶像大賽》

（American�Idol）。

《全美偶像大賽》第一季最後一場節目，吸引

2300萬電視觀眾，2003年1月更有連續兩晚吸引

2500萬人收看的紀錄，創下當時美國有線電視網

非體育類節目收視率的歷史新高。

節目的評委分別是西門‧考爾、寶拉‧阿巴杜

和蘭迪‧傑克遜，他們負責在海選中篩選出能夠前

往好萊塢繼續比賽的參賽者。

每一名參賽者只有1分鐘的清唱時間，而上千

名的參賽者可能僅數十人脫穎而出。到了好萊塢

後，評委在一百多人裡再選出24至30人（視當屆

賽制而定）左右進入半決賽。

半決賽開始，評委只有評價參賽者表現的作

用，去留此等“生殺大權”交由觀眾來決定，觀眾

可在節目結束後的兩小時內撥通熱線投票，次數不

限，最終勝利者可獲得100萬美元的唱片約。

於是，才藝選秀類成了最快速的造星平台，

《全美偶像大賽》第一季的冠軍得主凱莉‧克萊

森（Kelly�Clarkson）鯉躍龍門，一夜成名晉身當紅

歌手的行列，並在2005年一舉奪下兩座格萊美大

獎。

而第三季的第7名珍妮佛‧哈德遜在賽後參演

電影《夢幻女郎》，憑借此片奪得奧斯卡金像獎最

佳女配角。

這讓許多出身平凡，懷抱着歌手或演員夢想卻

無處展現的人們有了實現夢想的希望，哪怕歌舞不

那麼出色，但是在更重視個性化的真人秀裡，也有

散發光芒的機會。

比如在第三季海選時，一名美籍華人孔慶翔

（William�Hung）形象和歌舞均讓毒舌評委哭笑不

得，質問他：“你不能唱也不能跳，你想我說什

麼？”孔慶翔平和沉穩地回應：“我已盡全力，我

毫不後悔。”儘管沒有通過海選，但不亢不卑的姿

態讓他迅速在美國躥紅，之後還發行了兩張專輯。

平凡人可以圓夢；平凡人可以參與甚至左右結

局；光是這兩點便成了選秀經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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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秀秀真人？〉系列二�

造星舞台變中求新

� �

除卻國外的各類真人秀，《Astro新秀大賽》曾是大馬華人參與度最高的真人秀，該節目始於1997

年，一直到2017年長達20年以來，為大馬中文娛樂圈輸出不少新鮮血液。

該節目的賽制和形式，在20年間隨着選秀潮流趨勢有了相應的改變，乃至於結束，都可以說是全球

選秀變遷和勢弱的縮影。

�

1997年，“真人秀”的概念尚未傳播開來，

甚至連“選秀”一詞都還沒廣泛運用，《Astro新

秀大賽》僅僅是一個素人展現才藝的舞台，因此對

於選手的要求很簡單，亦是最單純和基本的。

“因為它是一個歌唱比賽，首要條件當然是要

唱得好，這是基本的條件。”Astro中文部研發與

製作總監李治成通過視訊採訪解釋道。

爾後漸漸受到國外輸入的“真人秀”概念影

響，《Astro新秀大賽》對於選手的要求也慢慢產

生變化。

“初期的時候完全以歌唱、聲音為標準，慢慢

到了中期、後期，整個娛樂圈的改變，大趨勢的方

向和市場的要求不同了，所以會要求除了聲音的辨

識度，也要有個人特色，意即成為偶像的特質，要

求會越來越高。”

與此同時，評委亦是“真人秀”的一環，在許

多選秀節目中肩負着戲劇效果，甚至有一度盛行

“毒舌”評委，在熱門選手誕生之前，由他們來為

節目吸引眼球和製造話題。

“早期的評審真的是只要到達專業（水平）即

可，他們不需要說太多話，甚至可能是不用說話

的，只是結尾的時候做個結論。”

“到後來，評審要說評語了。因為那時海外的

歌唱比賽就有這樣的風氣，評審也是賣點，要扮演

不同的角色。於是就要求評審要給評語。”

之後，考慮到節目需要火花和戲劇的元素，言

辭尖銳的“毒舌”成了評審“標準配備”，於是他

們亦邀請了活躍的毒舌評委包小松、黃韻玲等等。

“表達能力好、要能玩的，最好還能示範怎麼

唱。後期對評審的要求越來越多元，所以我後期就

沒有繼續再做評審。”

他直言，觀眾的要求越來越高，除了想要觀看

選手唱歌，還有評審之間或評審與選手之間的火花。

“加上海外很多不同節目的衝擊，我們當然希

望能做得更好和更有吸引力，不能很平淡地做一場

比賽就結束了，應該要有很多元素。”

選手：決賽即事業巔峰？

與其他“總決賽即巔峰”的參賽者最大的不同

點在於，當初的“Astro新秀”至今還積極活躍於

螢幕前，如林健輝、林忠彪、趙潔瑩；有的人甚至

衝出國門在海外發展順遂，當中的佼佼者非2002

年的冠軍張棟樑、2006年的亞軍陳勢安莫屬。

這是否意味着早在選秀之初，節目組早已經為

選手鋪路，做好了後續運營的準備呢？

“（當時）沒有特別的考量。我們只是希望提

供一個平台可以讓他們唱歌、主持，發揮各種才

能，這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宗旨。”

李治成指出，雖然他們並非有意而為之，但當

初在挑選選手時所考慮到的個人特色、未來的可塑

性、人氣等元素，讓選手除了歌手，仍有其他出

路。

他以2010年冠軍張詒博為例。在張詒博奪冠

後，李治成發現他的語音標準，口才出眾，非常適

合主持，也認為他無需經過語音訓練就能在電台擔

任DJ。

“如果他沒有去台灣發展，在這裡也能做很好

的主持人。有些人真的不只是一種才華，像香港很

多藝人也是，原本是DJ，後來就做歌手了。”

他認為，一個成功的真人秀需要考慮到節目需

要招攬什麼樣的選手？然後要將這些選手帶往什麼

方向？

“這些選手必須能夠吸引觀眾繼續追看，還要

確認節目的定位，最重要的是選手有哪些不可取代

的特質。”

“現在的真人秀是在節目進行的時候，選手已

經累積了很多粉絲，到決賽時已經很紅了，這才是

成功的真人秀，而不是等到決賽之後大家才知道他

是誰。”

葉洢穎《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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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夢，無分年齡

《Astro新秀大賽》於2016年12月31日成為

過去式，而面向45歲以上選手的《Astro經典名曲

歌唱大賽》仍在進行式。

Ast ro中文部資深節目監製羅逸文提及，

《Astro經典名曲歌唱大賽》的初衷是想要讓“安

娣”、“安哥”級別的人們有另一個精彩的人生。

“很多人到了這個年齡段，就會被困在生活

裡，我們主要是協助他們圓夢，因此不像面向年輕

人的節目需要考量那麼多因素。”

“很多被生活耽誤的夢想，我們想幫他們找回

來。”

頭髮花白，為生活、家庭和事業勞碌半生的

父母，曾經也是年輕人，曾經也有過夢想，於是

《Astro經典名曲歌唱大賽》成為一個圓夢的舞

台。

另外，李治成也表示，他們計劃與海外的選秀

平台合作，以為年輕人提供一個走向國際舞台展現

自我的途徑，但如今礙於疫情，暫時未能付諸於

行。

建立在“真實”上的“劇本”

雖然真人秀的核心是“真實”，但是為了

“秀”的戲劇效果，劇本就變得很有必要。

比如海外的選秀節目，會根據選手的個人特色

設定“劇本”，然後加以放大，亦會通過衍生節目

來加深觀眾的印象。

衍生節目組的編劇會根據主節目給予的人選，

針對個人特質再調整劇本，在錄製之前會提醒選手

該怎麼做。

而有的選手也會跟編劇討論自己的想法，給自

己“加戲”，節目組則根據現場判斷，倘若認為會

讓節目更好看，一般就會允許“加戲”。

李治成坦言，站在電視製作行業的角度，不難

看出海外許多真人秀都有劇本的痕跡，而他們並不

會完全照搬。

“我們會引用一些觀眾喜歡看的元素，但大前

提是選手本身能接受。”

羅逸文補充，某一年的《Astro國際華裔小姐

競選》開始轉型，當時節目組也安排了一些“劇

情”，可能由評審、導師或參賽者來配合效果。

“我們會先顧及參賽者，不會太過火，這是我

們要考量的尺度。無論是什麼劇情，我們要保證不

會影響比賽以及成績。”

她解釋，這些“劇情”並非用來抹黑參賽者的

形象，而是通過一些情節展現她們真實的一面，讓

觀眾能更瞭解她們。

“我個人覺得，電視上的人物跟我們是有距離

感的，我們只能仰望她，但有了真人秀這部分，讓

觀眾能看到她私底下的樣子，能拉近跟觀眾的距

離。可能參賽者的個性會讓她圈粉。”

當然，對於《Astro經典名曲歌唱大賽》以暖

心為基調，闔家觀賞的節目以及已屆天命之年的參

賽者，在這方面會相對保守一點，僅通過評審的講

評和呈現方式，帶出戲劇性成分。

“例如有一個一開始就非常亮眼的選手，大家

都知道他很強，最終會奪冠，但這種是不健康的現

象，所以可能到中間，我們會通過評審點出他的缺

點，再把其他觀眾尚未看到的選手提拔上來，這樣

節目才會好看。”

“當然，那個開始就很強的選手在（賽程）中

途會遭遇挫折，反而我們可以看到他怎麼面對，怎

麼變得更強？可能經過這個挫折，他可塑性更高，

能掌握更多類型的歌曲，他成長了。那些情節是

我們經過精心考量，要達到上述成果才會鋪排出

來。”

那是否有過“劇情”失控的經歷呢？她笑道，

美姐（選美參賽者）都很聰明，基本沒有過失控的

情況。

“在其他選秀節目中，為了凸顯尚未被看到的

選手，而稍微放大強勢選手的缺點時，可能會讓後

者信心受到打擊。那我們私底下就會鼓勵和安撫

他。但沒有去到失控那麼極端，一般都是無傷大雅

的。”

她透露，她在設計情節時一般會預設多個結

局，以確保節目的發展走向不會脫軌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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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秀秀真人？〉系列三�

一場競賽一齣戲

� �

真人秀自誕生伊始，伴隨着而來的除了眼球還有源源不斷的爭議。

其中讓參與者24小時生活在滿佈攝影機和麥克風的空間，以人身自由、隱私來換取經濟和名氣的回

報，近期最有名的例子便是《與卡戴珊同行》。卡戴珊家族靠着“出賣”個人隱私滿足人們的窺私慾，吸

引大量粉絲追捧，因此得到媒體“famous�for�nothing”的評價。

同時，一些真人秀為了節目效果，甚至惡意剪輯拼貼選手的言論製造戲劇衝突，引發選手無法得到公

平待遇的質疑。

韓國101從1999年發展至今，為了跟上觀眾愈發提高的刺激耐受程度，真人秀的尺度越來越大，更

不惜加入腥膻色的元素挑戰大眾的道德底線。

當節目內容的底線越來越低，這是否意味着真人秀已經窮途末路？

�

拉曼大學學院廣播系主任羅美萍提到，所有的

真人秀實際上都是一場有劇本的“戲”，只是它並

非純屬虛構的“電視劇”，而是結合戲劇元素的紀

錄片。

“紀錄片也是把真人放入實況裡，看他們如何

解決問題，只是少了戲劇性的元素，因為它是真實

的，坦蕩蕩地讓人瞭解現實的情況。”

真人秀也一樣，將一個人放在競賽的環境裡，

接受導師的培訓，埋頭苦練，通過重重難關，最後

成為冠軍，但會有一條非常清晰的故事線穿插在其

中，增加大量戲劇性的元素，國外的部分節目組甚

至會依據觀眾的需求調整劇本。

“人類的本性就是喜歡有戲劇衝突的內容，尤

其是在電視節目製作上，no�drama�no�life。”

在她看來，其實紀錄片與真人秀本質有些相

似，但年輕的觀眾顯然更傾向於後者，“戲劇衝

突”功不可沒。

“因為現在年輕觀眾選擇太多，他們可以一手

抓手機，面前開着電腦，耳邊還有電視聲音，他

們能不能有耐心、很專注地看完一檔節目？我懷

疑。”

天下節目一大“抄”

真人秀的風潮由歐美吹起，從一開始讓人感覺

新鮮刺激的《誰敢來挑戰》（Fear�Factor）、《生

存者》，到現在看着題材彷彿越來越多元化，實際

上節目內容的重複性非常高。

“以前《生存者》開播的時候，看着一群普通

人被丟到荒島歷險，會覺得很新鮮。（觀眾）會代

入自己，思考自己當下會怎麼做？如果被要求躺在

滿是蠍子的箱子，自己又會怎麼辦？於是那時候

（節目）就非常火爆。”

接着是給予普通人展現才華的選秀節目不斷冒

出，真人秀忽然遍地開花，令人目不暇接。

相比起其他行業，羅美萍大多與時下年輕人的

距離更接近，她笑稱自己對於近來真人秀節目流行

趨勢的掌握和認知，大多數是來自學生。

“現在的年輕人真的超愛看真人秀，他們看的

都是中國和韓國製作的真人秀節目，對歐美國家的

反而接觸不多。”

當羅美萍根據學生的喜好進一步瞭解現在火紅

的真人秀節目時，便發現同質性很高，天下節目一

大“抄”。

攤開近年來比較熱門的真人秀一看，韓國版的

《爸爸去哪兒》、《Produce�101》、《Running�

Man》，緊接着是中國版的《爸爸去哪兒》、《創

造101》、《青春有你》、《偶像練習生》、《奔

跑吧兄弟》、《乘風破浪的姐姐》等等，你就會發

現實際上輸出的內容是一模一樣，不過是換一種語

言，再換一批臉孔，僅此而已。

儘管如此，她還是認為後來崛起的中國、韓國

真人秀節目，質量如今已經大大地超越歐美國家等

真人秀髮源地。

“美國如今比較注重電視劇，反而真人秀不如

中國來得精彩。”

價值觀——決定真人秀走向

羅美萍指出，現今美國的真人秀題材更多以

性愛，大尺度火辣鏡頭為賣點，如《戀愛島》

（Love�Island）。

葉洢穎《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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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現在已經到了要用18禁內容來吸引

觀眾。”

當綜藝節目或影視劇開始用腥膻色的題材吸引

眼球，這意味着該領域面臨瓶頸，已經無計可施。

“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創新，大家都從這裡拿

10%，那裡拿10%炒在一起。”

那麼歐美國家的真人秀現狀會同樣地發生在未

來的中韓真人秀身上嗎？羅美萍則不這麼認為。

“西方國家和東方國家的風格其實很不同。西

方國家很喜歡用性愛等腥膻色元素，這能反映他們

國家的文化背景，但亞洲國家的真人秀喜歡打溫情

牌，它會讓你有共鳴，讓你覺得很努力。”

溫情脈脈的套路雖老，對於大部分觀眾卻很有

效，這是因為可以精準地擊中觀眾“平凡人”的心

理，令觀眾產生代入感。

“我跟鏡頭前的他／她一樣平凡，我們什麼都

不會，但是我們一樣很努力。”

上台，無需十年功

羅美萍不否認，一些真人秀節目會激勵人們積

極向上，但更多的是鼓吹年輕一輩做明星夢，認為

成名並不難，而非如同過去的人們認為的，需要刻

苦耐勞才能名成利就。

“以前會說要念很多書，要辛苦工作得到上司

賞識才會成功。現在的人不會這麼想，他們會覺得

‘他也可以，我為什麼不可以？只要上舞台就行了

啊’。”

當我們回過頭來審視這些年最火紅的101系選

秀節目，會發現實際上這些節目的賽制，乃至於最

後的結果可能會顛覆我們從小在課本上或父母所傳

遞的價值觀。

從前只有身負“台下十年功”的人，才有“台

上一分鐘”的底氣，爾今即使身無所長，只要懂得

“做節目”，曝光率便會大大增加，也許還能圈粉

無數。

何為懂得“做節目”？

在節目中適時做出誇張的反應或神情；刻意

展現出觀眾會喜歡的樣子；在鏡頭前哭泣；不管

三七二十一，謹記多說話原則等等，以爭取鏡頭

量。

而只懂得埋頭苦練的實力派，也許因為不擅長

“做節目”，很容易就查無此人。

變質的圓夢舞台

另外，選秀曾經是毫無姓名的“素人”圓夢的

舞台，而101系選秀節目的初衷是將各個公司培訓

已久卻苦無機會的訓練生放置在同一個賽場上，得

以展現在觀眾的眼前，再通過觀眾的投票選擇，最

終組成一個為期1年至2年的限定團。

然而，到了中國，101系選秀卻成了自帶粉絲

的“回鍋”選手（意即出道過或參加過多個選秀，

有點名氣的藝人）翻紅，各經紀公司比拚實力的戰

場，這對於賽前毫無知名度的純素人選手來說，是

難以逾越的鴻溝。

再加上資本的介入，沒有絲毫背景或財雄勢厚

的素人選手境遇難上加難。

2019年，韓國Mnet電視台《Produce� X�

101》製作人安俊英承認《Produce》系列的一到

四季部分投票結果造假，將本該晉級或在出道組的

訓練生替換掉，人數多達12人，最終安俊英詐騙

罪成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和追加罰款三千七百多萬韓

元。

這種被各方利益主導的真人秀，不僅消耗觀眾

的信任和參與的熱情，亦讓少年眼裡的光漸漸暗

淡。

當資質平庸卻自帶粉絲的選手、公司或家庭財

雄勢大的選手、空有一副好皮囊卻一無所長的選

手，一字排開站在舞台高處，腳下全是那些實力超

群輸在家世平凡，零粉絲基礎，起跑點就落後了大

半截，於是最後只能仰望的素人選手時，令人不禁

反思這樣的節目到底要傳遞什麼樣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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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在大馬〉系列一�

大馬中文嘻哈音樂，在荒島中孤獨說唱

� �

嘻哈文化存在已久，原是刻畫貧民窟生活困境的饒舌音樂文化，隨後像蒲公英乘風散落在全球，結合

當地文化土壤盛開出百花齊放的景象。如今，歐美嘻哈文化登上殿堂，饒舌更成為樂壇主流音樂形式，中

文嘻哈音樂卻囿於小眾文化之中，未能走入大眾視野。

直至2017年，網絡綜藝節目《中國有嘻哈》（後期改名中國新說唱）誕生，賦予大眾嶄新的視聽覺

體驗。過往無人問津的境遇，現在受到眾人熱烈追捧，在流行音樂產業佔有重要位置。

回首大馬，我們也曾有過短暫的中文嘻哈風潮，無奈僅掀起小浪花，沒有蔚成浪潮，至今都無法營造

一個中文嘻哈社區。

�

20世紀的90年代是一個無法複製的美好年

代，那些年，饒舌仍屬於地下音樂，氤氳着自由叛

逆的氣息。身為大馬中文嘻哈界的OG（元老），

ManHanD饒舌歌手彭義秦（MC�Bee）正好見證嘻

哈文化崛起，接觸了很多友族所醞釀的饒舌卡帶、

混音帶和現場演出，大開眼界。

雖說次文化，嘻哈音樂卻如火燎原，迅速激

起樂迷鼎沸熱情與喜愛，馬來樂壇因此催生眾多

嘻哈團體，如Naughtius�Maximus、KRU、Krash�

Kozz、Tea�Tarik�Crew、Muchachaz、Phlowtron、

Too�Phat和Poetic�Ammo等人。

嘻哈文化有4大元素：饒舌、街舞、塗鴉和打

碟（DJ），大馬嘻哈文化興起與街舞有着密切關

係。MC�Bee依稀記得在80年代末，年輕人開始學

跳街舞，再與嘻哈歌曲相輔相成，進而演變成一股

街舞熱潮，亦為嘻哈文化帶來正面效應。比賽接踵

而來，電視台又願意砸錢製作街舞節目，無形中把

街舞風潮炒到一個高點。

“當年影視節目發揮了很大的渲染力。”本

地女饒舌歌手Supa�Mojo（鄭柔彥）提到，國營電

視台節目會邀請馬來嘻哈團體演出，以及播放嘻

哈歌曲MV。令她印象深刻的是Too�Phat的〈Anak�

Ayam〉視頻，成功將嘻哈與馬來傳統曲調融合一

起，樹立了一種極具大馬特色的嘻哈標誌。

中文嘻哈在大馬的境遇

同年代，台灣校園民歌走進新馬一帶，在中文

樂壇吹起本地創作風，孕育了很多才華橫溢的創作

歌手和組合。反觀搖滾樂和中文饒舌不在主流當

中，令這兩班人馬惺惺相惜，堅持不懈地在這片貧

瘠的土壤扎根深耕。

MC�Bee的成長歲月裡，接觸了很多香港搖滾

和嘻哈歌曲，“一開始是學軟硬天師的饒舌歌詞，

每天跟一位朋友‘對Rap’。唱卡拉OK時，我點

唱軟硬天師歌曲，人家就覺得很奇怪，‘做麼你一

直在講話，這種是什麼歌？’”

千禧年以前，大馬音樂土壤不曾出現中文饒

舌，早期華裔會參與馬來樂壇的嘻哈團體，然而主

要以英語饒舌為主，沒有演唱中文饒舌歌曲。

在90年代末，他偶然聽見本地嘻哈團體Poetic�

Ammo的一首廣東嘻哈歌曲，叫〈Kam�Sang�Tah�

Kong� Chai〉（今生打工仔），恍如找到瑰寶，

“這是本地樂壇第一首廣東嘻哈歌曲。”

在吉隆坡這座城市，地下音樂圈是生機勃勃的

音樂淨土，然而大家缺乏一個大舞台。恰好搖滾音

樂圈有很多幕後推手，當年的黃火、擴音版圖、打

歌會、動態度音樂節承辦了很多中文地下樂隊的音

樂活動，孕育不少出色的音樂人和樂隊。但這麼多

年不曾出現中文饒舌的專場活動。

“在擴音版圖早期活動，我曾見識到一個

真正的廣東饒舌重金屬搖滾（Rapcore）樂團

Mumster。當時他們簽約成為華納唱片旗下藝人，

更遠赴香港製作嘻哈專輯。”可惜，兩年以後，這

支團隊最終面臨解散。期間，擴音版圖還曾出現另

一支Rapcore樂團，是由馬新嘻哈歌手組成的“臭

皮匠”。

ManHanD早在2005年誕生，期間他們一直在

地下音樂演出累積經驗，參與無數次地下搖滾音樂

活動。“我們也有和Silet�Player（地下廣東嘻哈樂

隊）一起在打歌會、動態度的音樂節表演。”MC�

Bee坦言，當時根本沒有中文嘻哈圈，也沒有專屬

中文饒舌的地下音樂活動。

林德成《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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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大馬樂壇有迎來了新氣象。2007年，

大馬嘻哈OG級人物Point�Blanc（王中權，Poetic�

Ammo成員）發行了首張個人專輯《Straight� To�

The� Point》，收錄了不少廣東饒舌歌曲，比如

〈KL�Lheng�Chai〉（KL靚仔）、〈Meng�Wan〉

（命運）等等。隔年，ManHanD亦宣佈出道，成

為大馬第一支粵語饒舌說唱組合。眼看以為大馬中

文饒舌發展會順遂下去，殊不知卻是夜空的絢麗火

花。

籌辦音樂會，壯大嘻哈圈子

2012年，ManHanD憑着《LIFE�GOES�ON�&�

ON》在娛協獎拿下了最具份量的“最佳流行音樂

專輯獎”。“我們根本沒有想過會得獎，我突然覺

得大馬有‘希望’了，以為市場可以接受嘻哈音

樂，而不是偏向流行情歌或抒情歌曲。”

值得驕傲的，馬來樂壇OG級饒舌歌手祖菲舟

（Joe�Flizzow）得知消息後，連忙敲下訪問，讓馬

來嘻哈圈認識這支中文嘻哈組合。

“當初我們從地下走進主流音樂，一心想創造

中文嘻哈圈，尋找更多夥伴。我們出道的時候真

的很孤獨，唯有營造嘻哈社區，圈子才能越做越

大。”當他們默默耕耘的時候，許多大型中文音樂

活動逐漸停擺，擴音版圖隨後亦變成承辦國際音樂

會盛事的獨立廠牌。

滿腔熱血的MC�Bee率先改革，在2013年自掏

腰包籌辦了大馬第一屆中文嘻哈CHING� IT�OUT音

樂會。“我不理對方是否出名，有沒有發行專輯或

歌曲，只要有一兩首作品便能上台表演。我衷心希

望本地中文饒舌團體有一個共享和互相學習的社

區。”

傳承太難？中文嘻哈面臨斷層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他連辦幾場皆面臨

虧損，“每次以為下一場可以抵消上一場的虧損，

結果是一個無止境的深淵。”無奈之下只能停辦，

不過，這場音樂會所泛起的漣漪卻不曾停止，繼續

往外擴散。

Supa�Mojo投入饒舌創作時，不曾碰到任何中

文饒舌同好，很長時間與英語嘻哈圈歌手打成一

片。隨後，她與兩位朋友組了The�Dynasty樂團，

正好趕上CHING� IT�OUT音樂會的列車。“雖然很

短暫，但也很幸運被我遇上，至少有機會認識更多

圈內人，讓我覺得有歸屬感。”

大馬中生代饒舌歌手Dato'�Maw（鄭建威）也

因這場音樂會逐漸認識嘻哈，當時MC�Bee邀請他

加入，一起在幕後推動嘻哈圈發展。“我願意付出

很多心力和代價，可是，後來發現大家的野心（願

景）並沒有這麼大。”

2019年，Dato'�Maw在大馬《中國新說唱》

預選賽奪冠之後，遠赴中國的舞台，在眾多實力強

勁的嘻哈歌手面前，演繹專屬大馬的嘻哈歌曲。

同年發行了《搵食／CARI�MAKAN》專輯，並做

了第二次大馬巡演，從檳城到吉隆坡。巡演結束

後，他便萌生創辦“萬發私人有限公司”的概念。

“它不是一個音樂廠牌，而是匯聚大家的共享資源

平台，我想把萬發變成大馬華人音樂的指標和搖

籃。”

Dato'�Maw認為，本地中文饒舌耕耘者太少

了，即使有契機降臨，也無法掀起一股趨勢。在

ManHanD和溫力銘之後，中文饒舌發展已出現斷

層，似乎後繼無人。

“嘻哈會強大全賴於傳承，從某種程度來

說，ManHanD是第一代嘻哈組合，往前推是Point�

Blanc。外國的嘻哈生態圈是持續發展、擴大和傳

承。因此，為什麼MC�Bee要辦CHING�IT�OUT，正

是要補上這個斷層。”或許太多人沒意識危機，又

或者沒達成共識，最後無法凝聚成一股力量。

Supa�Mojo指出，馬來嘻哈圈也曾面臨斷層，

繼Too�Phat之後沒有出現太大的浪潮，但地下音

樂圈還是持續活躍，只是等待一個時機。當Joe�

Flizzow出現，馬來嘻哈界才翻開新的一頁。MC�

Bee補充，對方還成立獨立廠牌Kartel�Records，栽

培新一批嘻哈歌手，再加上“Raising�The�Bar”地

下嘻哈活動，又慢慢地把嘻哈風起推到高點。

嘻哈音樂的未來走向？

2015年，ManHanD宣佈無限期休息，MC�

Bee本身因面臨經濟壓力，必須專注在家庭和工

作。“那時無法創作，寫不到歌，又或者說寫不

好。”他淡淡地說，然而可看出他內心充滿惆悵和

無奈。

MC� Bee有重新燃起嘻哈魂，在兩年前招徠

了橫跨3大種族的成員，組成“大馬嘻哈計劃SRP�

Project”（Silk� Road� Pirates）。當中包括饒舌

歌手Wo�Shi� Jay、Noyz134、Supa�Mojo、Yang�

Ar iff、塗鴉藝術家Nestwo、音樂製作人Navin�

Navigator和知名的Deejay�Neshtro。

534�∕�丹斯里鄭金炎娛樂新聞報道獎��-�佳作獎



“前後做過兩次表演，第一次在TEDx茨廠街

2019年會，第二次是本地潮牌的商演。後來，

43歲的Deejay�Neshtro逝世，整個計劃也宣佈暫

停。”

現在最直觀的感受是沒有嘻哈文化社區，再怎

麼做都會面臨困境。他認為全世界都有中文嘻哈文

化，唯獨大馬沒有。

“過去10年，大馬中文嘻哈文化不曾變主

流。這個期間湊巧有黃明志、溫力銘等人唱了

很多饒舌歌曲，讓聽眾漸漸可以接受這樣的曲

風。”MC�Bee感歎，姑且不談嘻哈，搖滾音樂在

磨礪之中也遭遇很大挫折。

“現在看到萬發是帶有希望，不知道能不能成

為主流，畢竟是流量時代，他要面對的挑戰，是與

網紅一起爭奪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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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在大馬〉系列二�

為什麼要rap粗口？嬉笑怒罵只為表達情緒

� �

身為嘻哈歌手，彷彿與生俱來要被貼上各種負面標籤，大眾對他們有一種觀感，就是“出口成髒”。

當然，粗口不是必要，歌手可以用粗口烘托演出氣氛，亦可以借助這些強烈字眼，表達自身對周圍事物的

態度和看法。在口誅筆伐之時，不妨先瞭解創作者的動機，究竟是為了逞一時快感？抑或真的有話想說。

�

粗口在地下嘻哈團體的演唱當中幾乎是常態，

他們不是要標新立異，而是作為一種表演形式，抒

發內心情緒、怒氣與狂妄。

MC�Bee曾與人多番討論此事，對他而言，粗

口是一種表現手法，猶如工具，關鍵在於操作者的

手法是否低俗不堪，還是用得很高明和直擊要害。

粗口不應該成為焦點，歌詞內容才是重要的主旨。

當歌手在台上酣暢淋漓地“發洩”之後，歌詞故事

是否有引起共鳴，令人發想和思考。

“沒有規定一定要有粗口，但不可以沒

有。”Dato'�Maw明確表明態度。“以Fxxk這個詞

為例，放在歌詞的語境裡面，可以是貶義詞、語助

詞、名詞或動詞。”他舉例“Fxxk�the�system”，

詞義是敘述跟社會體制對抗，創作者想要強烈表達

不滿，讓聽眾能夠感受歌曲所蘊含的憤怒與激動。

毫無疑問，當歌手想要將歌曲推向主流音樂市

場，媒體自然有社會責任維護健康的價值觀。“可

能你要換成‘damn� the� system’，要是對方覺

得不行，必須換成‘change’，一下子變成口號

了。”為了避免過濾，他選擇將作品發佈在網絡，

無論是YouTube、StreetVoice和Spotify，可以完整

保留音樂藝術創作。

究竟要如何劃分比例和定義何謂粗口歌？他自

己也沒有答案。“我的〈Cari�Makan〉也有粗口，

你會覺得是一首粗口歌？線上很多優秀的饒舌作

品，或多或少都有粗口字眼。與其放大粗口議題，

不如關注歌曲的藝術價值和所傳遞的訊息。當歌曲

價值大於粗口時，你難道要否定整首歌嗎？”

饒舌是唱出生活，不一定要有粗口

“從另一個層面思考，饒舌也是一種文字藝

術。”Supa�Mojo着重在文字呈現，希望每個年齡

層都能聽到她的聲音，試着解讀和進入她的內心

世界。她笑說，自己是個很“peace”（和平）的

人，歌詞不會夾雜粗言穢語。

至於粗口是不是必要，她認為在解讀創作動機

之餘，還得知道創作者的生活背景。“在外國生

活，日常溝通有粗口是稀鬆平常之事。倘若我一直

沉浸在那種文化，每天這樣與友人對話，那麼在創

作裡面放入這些詞彙就是一種‘real’，是真實呈

現本身的生活經歷。”

身為女饒舌歌手，歌曲爆粗口或許瞬間能為她

帶來話題和爆點，但完全偏離了她的創作初衷。

“粗口是一個引子，我可以用來吸引你，可是我不

想這樣做，反而希望你靜心聽完歌曲，接收到我的

訊息後，再給予反饋，這樣我們倆就有一個連接

點。”她說，饒舌是在唱出生活，一個人平時說話

的方式和用詞，均毫無掩飾地表露出來。

嘻哈歌曲是有很多風格，不一定全數是污言穢

語，很多提倡和平與愛，早期ManHanD的作品主

調也是宣揚和平，“呢個地球上有好多種人／有好

人就梗有壞人／有衰人亦有小人／有人外表試正斯

文／點知又系人面獸心／你梗問咁要點分／問題有

冇帶眼識人／識人有無膚色之分……”

“我們探討社會問題，不採取謾罵形式，因為

會製造更多紛爭和辯解。可惜過了這麼多年，人們

還是不明白（嘻哈文化）。”ManHanD宣佈休息

後，他們間中還會在網絡發佈歌曲，MC�Bee同樣

也在持續創作。

意想不到地，一向很“chil l”的他也會“暴

走”，在過去兩年寫下很多“BeeRapLog”的作

品，題材包括諷刺政治現象、人性醜惡和社會議

題，歌詞傾向大膽辛辣，堆滿了不少火藥味。

漫漫長路 從草根走入詩學

2000年代，香港硬核嘻哈團體LMF（大懶

堂）躥紅，頓時收穫很多本地擁躉，夜市集狂播

他們的歌曲。MC�Bee看到人們視LMF歌曲為粗口

歌，實則這些都是香港的街頭文化，鮮少有聽眾去

探討和瞭解歌詞深一層的意義。

LMF很接地氣地用了大家熟悉的共同語言（粗

口），融合嘻哈元素，替草根階層發聲，回應他們

林德成《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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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的民生議題和政治亂象，並打造了一個共同討

論的空間。

Supa�Mojo坦言，市場有個現象，歌詞不能太

講道理。相反地，粗暴語言才能挑動聽眾的胃口，

成為他們可以抒發情緒的管道。嘻哈文化在發展過

程中曾出現轉折點，有些歌手擺脫犯罪、毒品、性

慾和暴力等主題，將作品變成一種詩學，提高觀眾

的藝術審美。

“我原先追求這個饒舌詩學，後期你會發現，

沒有人願意聽（思考）深度的內容。”從草根走向

詩學需要一段漫長過程，這也視乎個別饒舌歌手的

成長經歷，比如已故的2Pac（Tupac�Shakur），

他被譽為嘻哈音樂藝術家，最初以憤怒的形象出

道，後期則醉心於文字，通過研讀詩詞和書籍，在

歌詞創作裡面，關心人民權益、福利，提倡自由和

平等。

引起共鳴，才能對話

社會對嘻哈的觀感都很負面，無論好壞就交由

大眾自行判斷。“在我的經驗中，我們是不會因為

寫了一首禁歌就被封殺。”Dato'�Maw強調，歌曲

內容講述的犯罪行為，未必是真實發生的事，聽眾

需要獨立思考，懂得辨別是非黑白。

“即便真的是（創作者）現實，也不是你的現

實，那麼就抱着欣賞的角度去聆聽他們的歌曲。”

大多人認為嘻哈是一味叛逆，他心中所認為的

嘻哈有很大定義，叛逆不一定要滿嘴粗口懟回對

方，而是擁有忠於自己的精神。同時，不是每一首

嘻哈歌曲都鋒芒畢露，一味衝撞體制或反抗強權。

在嘻哈音樂有太多敘事題材，但無論什麼主題，最

終都圍繞在人，如果歌曲無法打動人心，又怎能提

高社會醒覺意識？

“假設有兩個人過着貧困生活，一個在罵政府

無能，另一個在感恩政府援助，沒有讓他過得比現

在更窮的日子。因此，想用嘻哈歌曲針砭時政，就

必須打造一個common�ground（共同基礎）才能

對話。”

“嘻哈是講求‘real’，我經歷過紙醉金迷和

頹靡的生活，後來發現生活真的很空虛，進而改變

自己。”每一位饒舌歌手都會有成長蛻變的時期，

從〈Feng�Tao〉到〈錢和臉〉，Dato'�Maw亦從

暴躁變得內斂，踏實地規劃自身的嘻哈產業藍圖。

“嘻哈是可以伴你變老的音樂，到了五十多歲你還

是可以唱饒舌。”

挖掘大馬語言特色

黃明志〈麻坡的華語〉有一句歌詞是“語言

沒有標準性，只有地方性”，正是這句話讓Dato'�

Maw對自身語言文化有了不同詮釋。由於嘻哈強

調地域特色，令他想要將大馬華人說話的腔調、俚

語和語言特色寫進歌裡，借由嘻哈媒介，讓大馬華

人以“羅惹語言”為榮。

MC�Bee的內心則有些許矛盾，“大馬不像台

灣、香港採用單一語言，我們未必發揮得到語言優

勢。每個人稱讚大馬華人懂很多語言，然而相比廣

州的年輕饒舌歌手，他們的廣州話和華語都很標

準，反觀我們不是精通每一種語言。”他笑稱自己

熱愛廣東語，偏愛雕琢文字、韻腳和意涵。如果製

作純廣東話的作品，恐怕不夠“大馬”（多元特

色）。

Supa�Mojo倒認為不妨從方言下手，也許是一

個解決之道。她以韓國流行歌曲為例，粉絲會願意

花心思學韓語，認真翻譯和瞭解歌詞內容。倘若有

一首福建饒舌歌曲爆紅，聽眾會不會想學唱？又或

者觸動他們追溯根源，找回正宗的方言鄉音，傳承

和發揚自己獨有的文化特色。

“我真的希望有一個專屬大馬特色的饒舌歌

曲，至少有福建、客家、潮州或混合方言的饒舌歌

曲，本地中文嘻哈應該要遍地開花，每一個人要努

力展現自己獨特的風格。現在，我看到印裔饒舌歌

手WoShiJay，可以流利地演唱中文饒舌。另一位

饒舌歌手Noyz134是華人，唱起國語饒舌歌曲時毫

無難度。”

羅惹語言是個優點

“你看現在的小孩不太會講方言，華語也不見

得正統標準。很多人嘴裡是說着網絡流行語，好

像走起、666、YYDS、蹦迪等等。”Dato'�Maw

說，當年華社推動“多講華語，少說方言”，無形

中讓小孩失去了學習方言的美好時機。

他回想，如果一切重來，大家都會說一點福

建、客家、潮州和廣東話，創造多元方言的社

會，每個人將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大馬華人，具

備容易識別的語言風格特色，更是值得驕傲的特

徵。“bro，這不應該被當成缺點，反而是一個優

點。”

“羅惹語言的饒舌方式是可以維持很久，因為

這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正如椰漿飯，它一定會永遠

存在，因為它是大馬國民食物，不會突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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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在大馬〉系列三�

keep it real，用嘻哈唱出真實的自己

� �

歸功於綜藝節目效應，“Hip�Hop”（嘻哈）成為娛樂熱門話題，“freestyle”、“diss”、

“flow”、“trap”瞬間變成了潮語，嘻哈亦成為標榜“個性”的符號，一種生活態度的精神圖騰。

新世代擁抱嘻哈，把“keep�it�real”掛在嘴邊，紛紛聲稱“做自己”。

綜藝節目是把嘻哈文化推向高峰，但未必肩負推廣嘻哈文化的責任，終究一切還是為了收視率和流

量。面對貧瘠的嘻哈土壤，Dato'�Maw和Supa�Mojo又如何在音樂創作安身立命，找到心目中的嘻哈淨

土。

�

“我在英國打工度假時，曾跟一位黑人DJ

朋友說，我以後要學會饒舌。對方馬上瞪眼看着

我，‘你rap？不可能啦！你可以rap的時候再跟我

講。’”Supa�Mojo笑說，對方估計沒想到，她現

在已經是饒舌歌手。

許多女歌手的既定印象中，也認為饒舌歌曲是

由男性主導。當她從英國返馬參與饒舌創作時，很

多地下音樂人沒想過有女生加入。2013年，The�

Dynasty成軍後，兩位夥伴想唱中文福建嘻哈歌

曲，恰好兩人會說不會寫，最終寫詞重擔壓在她肩

上。

隨後，她進錄音室將這些饒舌歌詞唱出來，讓

他們參考練習。“錄音結束，音樂製作人反過來對

我說，直接採納我演唱的版本。自此，我就意外發

掘了另一個才能。”

初期的音樂創作路上，Supa�Mojo沒有找到借

鑒對象，必須獨立跨越障礙，卻讓她擁有了無限的

創作自由，任意發揮題材和風格。

“我不介意評價，如果有人聽了覺得我唱得不

好，然後站出來一起rap，我反而更加開心。可是

那時期，我想要有人給反應都沒有。”

2014年，Supa�Mojo參與了《#AV》單曲製

作，她是唯一一個中文饒舌歌手，與其他語言的女

饒舌歌手同台演出，讓她真正見識到女饒舌唱將的

實力。

這首歌曲播出後，“女饒舌歌手”的身份頓時

變得吃香，商業單位紛紛邀請她們到吉隆坡時裝周

或品牌發佈活動演出。同年，“Raising�The�Bar”

音樂節帶動了嘻哈風潮，馬來樂壇的嘻哈風起又開

始強盛。然而，她們終究不是一個女團，一年過去

聲勢急劇下滑。合作結束後，她選擇放慢腳步，潛

心學習和創作，細緻地打磨自己的作品。

以文字記錄生活，以誦讀傳遞情感

“我很專注文字，反倒沒有平衡好flow。之後

我重新修飾，將語句變得淺白和口語，聽眾可以馬

上消化。”Supa�Mojo說，好幾年前曾與Noyz134

一起製作〈上火車〉這首饒舌作品。當時獨力撰寫

和演唱了16個小節的歌詞，因為心底有太多話想

說。如果換作現在，年輕人未必有耐心聽下去，甚

至嫌棄囉嗦。

在快速的生活節奏底下，她不斷在文字藝術裡

面尋找安寧和自在；在嘻哈音樂的律動中，通過文

字記錄生活細節和印象。Supa�Mojo彷彿在實驗各

種音樂形式，從最初的憤怒轉向說道理，直至最

近的“Spoken�Word”（誦讀）。她說，“Spoken�

Word”屬於嘻哈音樂的其中一種表演形式，介於

饒舌和演講之間，着重在語言所表達的內容。

“我的‘Spoken�Word’是由音樂烘托，如果

將歌詞抽出來，放入其他類型的音樂，會有不同

的心情感受。”Supa�Mojo去年與韓籍作曲家Dae�

Kim攜手製作名為《家想夢》的個人EP，當中採用

了“Spoken�Word”來訴說自己找回創作初心的過

程。

“試探這城市的節奏音旋／學着節拍和舞步的

空間／尋找方向需要多點時間／頂着個臉／看自己

能走多遠……”

這張專輯與她的哥哥有關，哥哥年輕時選擇自

行了結生命，令她度過一段非常煎熬的哀傷時期。

經過沉澱，她想借由嘻哈音樂帶出一個訊息──不

要輕易走上這條路。無論生活再壓抑痛楚，總要學

習沉着應對，切莫全盤接受任何評價，貶低了自己

的生命價值。

林德成《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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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萬發，打造百家爭鳴的音樂圈

疫情暴發前，Dato'�Maw一直在中國、台灣和

大馬之間來回工作。2019年，他持續接獲商演機

會，決定申請3個月假期返馬參與演出，同時籌辦

《搵食／CARI�MAKAN》大馬巡演。

同年，他構思的萬發私人有限公司也正式登

場。當問及為什麼會叫“萬發”？他笑說，是取

“辦法”的福建發音，遇到困難就得“想辦法”，

若要在大馬推廣嘻哈音樂就要找辦法。從一個角度

想，“萬發”是一個很傳統和充滿古早味的名字，

如果用廣東話發音，又會變成“文化”。

他對萬發的期望不僅是一個獨立音樂廠牌，未

來會有自創潮牌服飾、萬發茶室、萬發影視、萬發

製作團隊，甚至涵蓋更多層面。

“音樂要做起來不能單靠網絡，必須扎根再伸

出各種觸鬚，打造一個生態圈。比方說你到萬發茶

室，會聽到我們推薦播放的歌曲，我們要變成一種

生活模式。”

在Dato'�Maw的嘻哈產業藍圖中，他的視野不

再是大馬中文饒舌，反而想打造一個音樂圈。“如

果只有中文饒舌崛起，整個音樂大環境沒有跟隨發

展崛起，終究還是會變成一潭死水。”

音樂潮流是不斷循環，聽眾經歷了搖滾、

R&B、抒情、嘻哈風潮，現在可能又要回到搖滾。

“我要打造百家爭鳴的景象，不是一枝獨秀的潮

流。”

Dato'�Maw在嘻哈音樂產業深耕多年，直言中

文嘻哈音樂的投資回報率（ROI）不高，叫好不叫

座。反觀馬來樂壇、英文樂壇的受眾願意接納和欣

賞這類歌曲，唱片公司亦肯投放資金製作更多嘻哈

專輯。畢竟群眾的消費能力是不容忽視，商家進一

步看到潛在商機，間接在商品廣告運用嘻哈元素，

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為什麼我會越來越拚命，因為我意識到，想

在大馬發展，必須要有良好的音樂產業和生態圈。

如果我改變不了，最終會跟着一蹶不振。”這也是

他最不想見到的情景。

“其實，沒有《中國新說唱》的話，搞不好5

年後，Dato'�Maw連給人討論的機會都沒有。”

CINA——創作內核，尋找身份認同感

“CINA”是Dato'�Maw的創作內核，多年前

他一直想尋找華人身份認同感，有沒有一首歌是可

以讓他以大馬華人身份為傲。在中國，有來自四面

八方的饒舌歌手，如果對方來自成都，他們會引以

為傲說成都嘻哈很牛。

“我想要有那種榮耀，但如果本地中文饒舌風

氣不盛，你想represent也是你自己說而已，人家未

必認可，因此我的歌詞裡面有很強的地域性。”

“羅惹語言”正好成為了切入點，得以彰顯大

馬華人生動的語言特色。

回想起往事，不少人曾抨擊他的音樂風格有點

四不像，“我在大型音樂節表演時，你就會很要成

為我，站上去表演了。以前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把大馬中文饒舌做起來，可惜沒有人願意相信我的

願景。”Dato'�Maw用了好幾年時間，學會雕琢文

字，才摸出一個獨特的嘻哈風格。

與內在對話，審視自己

嘻哈常說要“real”，Dato'�Maw本身就有

“reality� check”，抽出時間跟自己對話，釐清纏

繞在腦海的思緒。

“我會跟內在的自己對話，現在所做的事是否

言行一致，符合預期計劃目標，不斷反思和用現實

狀況來提醒自己。當然，我可以活在假象裡，認為

自己是大馬最強的中文嘻哈rapper，然後拚命發行

歌曲。我也能夠一直寫〈玩玩Meh你以為〉這類話

題作品，不用製作像《熬過來》這張專輯。我每首

歌背後都有個很有趣的故事，是為了記錄當下的自

己和經歷，以後看回去也算是一種紀念。”

《熬過來》是他長時間自我溝通後製作的成

品，他在國外用了兩三年建立了音樂事業，最後親

手放棄，回到自己的國土從零開始。

“我之前在國外有着優渥的收入，但在這裡做

音樂是賺不到錢。我問自己還要過多久？還想不想

結婚？想買屋子嗎？透過這樣的對話，時時刻刻提

醒自己回來發展的用意。”

他說，很多人喜歡散播負能量，製造各種輿論

和抨擊。“比方說你罵音樂產業不好，即使不好，

你也沒有本事改變。這本來應該是你要去改變那

個產業，這是‘being� real’，‘real’不能光說不

練，而不想付諸行動。”

為大馬嘻哈歷史留下印記

Dato'�Maw希望自己的嘻哈創作可以留下記

錄，往後有人重看大馬中文饒舌這段歷史，至少記

得曾經出現這樣的作品。他以前一直吶喊保護自己

的文化根源，現在不用多說，直接行動來實踐。

“只要把（大馬特色）嘻哈音樂做得有型，我就不

用費盡唇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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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大馬嘻哈土壤出現很多新生代饒舌歌手

和組合，如S.A.C.和Lanxy�Music。“我已經成功在

大馬做過嘻哈巡演，這些新生代看過以後就不會害

怕（虧損），說不定會激勵他們做自己的巡演。”

“未來再多出幾個這樣的團體或歌手，久而久

之就會形成風氣。風氣可以改變市場，市場可以帶

來資金，資金就回到音樂人手上。當我們掌握了市

場的音樂風向，又手握資金，便能定位音樂（風

潮），而不是要做網紅歌曲才能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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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被詛咒的房市夢魘〉系列一�

法庭判決嚴禁收取 業界：訂金是買賣保障

� �

剛過的1月份，一宗看似平平無奇的房屋官司宣判了，但敏銳的業界卻開始坐立不安。

這份來自聯邦法院的判詞指出，基於2015年憲報的房屋發展（控制及執照）法令修訂條例中，嚴禁

包括發展商、房產經紀等任何人收取訂金。就此，法庭認為既然發展商違法收取訂金，那麼購屋者就無需

根據買賣合約上的簽署日期，來追算遲交屋的賠償（滯納金LAD）。作為懲戒，法庭宣判滯納金得從繳

付訂金那天開始算起，換言之，發展商要賠得更多。

這標桿性判決讓業界嘩然，但卻不是唯一讓他們倍感壓力的案件。近5年來，房產界已先後就多起案

件所困擾，活脫脫像是被詛咒了的行業�……

�

情況1：不能收訂金，四造都困擾

在上述的宣判中，聯邦法院首席法官敦東姑麥

文說，由於法律禁止發展商違法收取訂金，任何購

屋者只能在跟發展商簽署合約時，才須繳付10%

首期付款予發展商。

滯納金從付訂金算起

如果嚴格遵守法律，就不會有逾期交屋賠償

金的計算日期，及應從支付訂金還是協議正式日

期計算的問題，因為那10%和買賣協議（Sale�&�

Purchase�Agreement，簡稱S&P）將同時執行。

就此，在法官認為“發展商指購屋者根據S&P

上所註明的原價來追算有關賠償金，是不公平的致

富方式”，以及“購屋者向違約一方索取補償不存

在不公平致富”的前提下，最終發展商被令，賠償

的滯納金需從繳付訂金那天開始算起。

儘管法律嚴禁發展商收取訂金，但這一操作卻

已在業界存在多時，追根究底這或許與其存在價值

有關。馬來西亞房地產中介協會（MIEA�）主席林

文彬就向本報解釋，其實訂金製度在房屋買賣之所

以成為理所當然的一種市場作業方式，是可以理

解的。這主要是因為發展商、購屋者及中介們都希

望，本身能從訂金中獲得保障。

購屋者鎖定鍾意單位

首先，發展商和中介（非二手房屋）能通過訂

金製度，減低因購屋者不講信用而臨時變卦的風

險。

再來，購屋者也可以鎖定自己鍾意的單位，不

讓看中的點位被人橫刀奪愛，更能避免發展商隨意

允許價高者得的亂象。

這也是為何，訂金這一環就列在了馬來

西亞產業中介標準（Malaysian� Estate� Agency�

Standards）裡頭，多年來被中介們視為標準作業

流程一環。

此外，從事這行超過22年的他也發現，很多

時候，一些購屋者恐怕無法一時間拿出10%的首

期，因此訂金至少能視為一種購買的誠意，協助他

們購買鐘意單位。

銀行審批房貸 
也需參考訂金

除了上述3造，銀行其實在審核貸款程序上，

也需要訂金及訂購收據等文件來證明購屋者的購買

誠意，除了銀行存款外，訂金也被視為貸款能力的

其中一種表現。顯然，訂金對中介、購屋者、發展

商，以及銀行都發揮了關鍵作用。

作為第二代房產中介的林文彬也透露，打從其

父輩那一代開始，就已向顧客收取訂金，換言之，

訂金操作在市場至少運作了超過30年。

詢及發展商發出的獻購信是否就能取代訂金，

他認為在未簽署S&P之前，區區幾頁的獻購信或表

格之類文件的約束力並不足。

高炳江：逾期交屋 
“未必是發展商問題”

若MIEA接觸的多以二手房產為主，那麼世界

不動產聯盟（FIABCI）對此課題的看法無疑是更直

接且貼切的。

黎添華《南洋商報》

542�∕�丹斯里梁海金產業報道獎��-�大獎



該會馬來西亞分會主席拿督高炳江也表示，1

月份的判決給了發展商2大震撼彈。首先，由於滯

納金的追算是從收取訂金那天開始算起，意味着一

旦發展商無法如期完工，那麼勢必將賠償更多。

“有時發展商延遲交屋也是‘非戰之罪’，因

為大家會遇到水供安裝不準時、電源供應來得慢，

全球局勢導致建材短缺、政府政策導致外勞不足等

情況，但最後賠償的卻是發展商。”

納悶法庭裁決

值得一提的是，他也納悶，儘管法庭的判詞中

指法律禁止發展商違法收取訂金，但是最後賠償的

滯納金卻是從訂金那天算起。

“如果發展商違例收取訂金，那麼可以直接讓

發展商就自己的過失罰款，可是法庭卻是指示滯納

金從訂金那天追算，這無疑影響了發展商。”

第二，過往發展商在正式推介項目時，都會借

助購屋者提前下訂的舉動來試探市場熱度，以及對

有關項目的支持，若不能繼續收取訂金，那麼這將

導致發展商很難評估自己即將要推介的項目是否能

獲得一定的熱度。

促政府修法允“訂金”存在

從事屋業發展超過30年的高炳江點出，基於

訂金其實對發展商、銀行、經紀來說尤其存在的必

要，而購屋者也能以訂金來保障自身的權益，因此

政府不妨考慮修訂法令，允許業界收取訂金，好讓

它更符合現今的業界環境，真正做到保障購屋者及

業者，乃至整體業界的發展。

“例如，訂金收了不能匯款到發展商的賬戶。

另外，收訂金後，在一段時限內若沒有辦法成交就

當做取消。這只是形式，何況若是最後貸款無法批

准，訂金是可以悉數退還的，購屋者根本沒有損

失。”

本報嘗試向一些中介瞭解後發現，由於意識到

訂金的問題，一些發展商開始將訂金收了轉交律師

或中介，因而避開法律追究風險，也成功顧及各方

利益。惟各造其實更希望看到政府能通過立法，直

接承認�“訂金”�的存在。

付了訂金一定得買？

另一個讓業界思考的是，若法庭認為滯納金可

以從訂金當天開始追算，那是否意味着往後一旦繳

付了訂金，購屋者就得履行購屋承諾？

情況2：一個簽名，500項目受影響 
無權延長期限 房屋管制處變“橡皮圖章”

滯納金的出現，主要是因為延遲交屋所致，而

2019年的另一宗標桿性判決則進一步給了某程度

的預警。

過去，根據1966年房屋發展法令的附表G和H

指出，任何房屋都得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其中高樓

為36個月，而有地房屋則為24個月，一旦逾期則

得賠償滯納金。若發展商能基於客觀因素而需要更

多時間完工，則可以向房政部長申請延長交屋期。

然而，由於部長不可能長時間親自審核，即使

簽名也需胥視部長的時間是否充裕，因此房屋和地

方政府部屬下的房屋管制處（Housing�Controller）

會代為簽署有關延期申請。

看似一般的程序，但2019年一場來自聯邦法

院的判決卻點出，房屋管制處沒有權利延長髮展

商的交房期限。判決指出，根據1989年房屋發展

（控制和許可）條例中的第11條（3）指出，控制

人權力，賦予房屋管制處免除和修改購房者與發展

商之間的銷售合同條款和條件，與1966年房屋發

展（控制和許可）法令相違背。再來，法庭認為，

通過修改已簽訂合約的條款和條件，給予發展商延

長完成工程和交屋，侵犯了購房者就延遲收屋而提

出損失賠償（LAD）的權利。

如此標桿性判決影響的不只是當年的那宗案

件，因為同一時候，或更早之前，許多項目都已經

獲得房屋管制處官員的簽名，根據馬來西亞房地產

發展商會（REDHA）的保守估計，目前全國就可

能擁有500多個項目受到影響。

黃騰亮：法令過時 
建築越高越難準時完工

馬來西亞房地產發展商會（REDHA）前主席

拿督黃騰亮就向本報指出，一旦無法延期，滯納金

將加重整體成本，影響他們的銷售淨利率。

他也說，該法令距離現今的環境數十年，如今

的工程卻因為樓層越建越高、設計越見獨特、工人

短缺、以及平地少見而轉往填海或高地地勢的關

係，所以需要更多時間來完成，換言之，要36個

月完工無疑十分挑戰。

“以前拿督斯裡黃家定出任房政部長的年代是

不允許延長交屋期，但當時的情況和現在不同，不

能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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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不願具名的發展商就向本報表示，過去的

高樓可能只是20樓左右，如今30樓都算普通，而

檳城和吉隆坡更出現50樓，甚至60樓的項目，因

此現有法令是否符合當今的發展局勢，是否與現實

運作嚴重脫節，值得思索。

應考慮外勞等因素

此外，現有的法令是否忽略了許多人為因素，

如外勞短缺、現有勞力的技術水平是否達標等，這

些都左右着完工期，因此法令或許保障了購屋者的

權益，但是卻可能忽略了現實的因素，如此下去，

恐怕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的根本。

“這是治標不治本的，儘管法庭一再下判，但

是發展商、承包商、工程師和建築師始終面對現實

的問題。”

情況3：綜合項目管理費劃一 
未獲分層地契 也需分擔商業單位費用

同樣在2019年，另一起來自上訴庭的案件也

掀起業界漣漪。

儘管早前高等法院裁決，共管機構（JMB）

有權根據分層管理法令向綜合發展項目內，持不同

產業類型的業主們徵收不同費率的管理費；然而，

上訴庭於2019年10月卻裁定JMB不能向不同單位

的業主徵收不同的管理費。換言之，只要綜合項目

裡頭的購屋者還沒獲得分層地契，他們都必須和商

業單位劃一服務或維護等費用。

擁有超過10年房產買賣經驗的產業專欄作者

梁寧芳就認為，這一判決自然會左右綜合項目的買

氣。

不利綜合項目發展

她說，最先出現的問題是，商業用途業者與購

屋者會基於相同服務及維修費，要求彼此使用彼此

的空間，屆時，購屋者會認為隱私被侵犯。再來，

由於商業單位的費用較高，因此購屋者自然也會不

滿為何需要為商業單位分擔。

此外，基於土地逐漸缺乏，綜合項目已成為吉

隆坡、檳城等地的發展趨勢，因此有關判決無疑進

一步挑起投資者及發展商的神經，更甚的是，這可

能會影響未來發展商打造高端綜合項目的意願。不

過，她認為，法庭的判決是有一定的法律依據，無

需置疑。惟，政府是否應針對現有的法令作出修訂

則可能需要與業界人士商討才行，否則可能面對法

律與現今運作不符的窘境，進而引發更多的訴訟，

最終不利整體房產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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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被詛咒的房市夢魘〉系列二�

房產界“計時炸彈” 限製法隨時引發混亂

� �

近年來，我國多宗標桿性判決無疑讓發展商步步為營，但一些發酵在即的法案，更是讓房產界提心

吊膽。然而，這些憂慮，不是因為發展商有錯在先，而是一些現實局限和挑戰，讓他們得承受“非戰之

罪”。

2018年修訂的限製法案（Limitation�Act）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這個被譽為房產界“計時炸彈”的法

案，隨時將引發新一輪亂局，即使看起來保障了購屋者權益，殊不知其影響深遠，甚至令購屋者本身都受

波及。

本報就在瞭解這個法案之際，意外發現其背後牽扯出來的現象，其實是我國房產界長期面對的問題，

只是它被政府忽視了。如果這些發展商遇到的問題不被正視，限製法充其量只能治標不治本，甚至最終帶

來更不堪設想的後果……

�

首先，讓我們瞭解何謂�“限製法”。過去，

購屋者在交屋後的24個月（胥視發展商而定）內

發現缺陷瑕疵可以立即要求發展商免費修復，而任

何肉眼看不到的隱藏性缺陷（Latent�Defect），則

因為一時無法在24個月房屋缺陷責任期（Defect�

Liability�Period）內，通過肉眼檢查發現出來，因此

根據過往的1953年的限製法指出，購屋者有權從

缺陷發生之日起有6年的時間限制，對發展商提出

法律訴訟。

可15年內對提出訴訟

不過，2018年4月，政府通過2018年限製法

案（修訂）則將6年延長至15年，即，缺陷在首次

發生後超過15年，購屋者才無權對發展商提出訴

訟。

顯然的，這對遇到發展商偷工減料的購屋者來

說是一種保障，但是，對於負責任的發展商來說卻

絕對是一場夢魘，甚至對整體房產界帶來一發不可

收拾的災難。

這項2018年修正法案中增訂第6A條文、第

24A條文及第29（2）條文，裡頭允許購屋者可在

發現其單位隱藏缺陷日期算起3年內（24個月房屋

缺陷責任期後）向發展商提出索償。其中，第6A

條文允許購屋者還針對未涉及個人損傷的疏忽個案

索償。

有關法案更特別列出了一些例子闡明這項修

訂，如，例1：C在2000年向D購買房子，豈料卻

在2010年發現牆壁有一裂縫而造成嚴重損壞。

根據專家建築報告顯示，裂縫最初於2002年

產生，那麼C有權從2010年算起的3年內向D提出

訴訟。

例2：C在2000年向D購買房子。2005年發現

牆壁有一裂縫而造成嚴重損壞。根據專家建築報

告顯示，裂縫是在2002年出現的，那麼C有權從

2005年算起的3年內向D提出訴訟。

對發展商帶來壓力

但是，若C在2000年向D購買房子，豈料在

2017年發現牆壁有一裂縫而造成的嚴重損壞。

根據專家建築報告顯示，裂縫是在2001年出

現的，C也無權起訴D。這是因為問題出現開始至

今已經超過15年期限，哪怕C入住第二年便已經悄

悄發生這問題，但其限期早在2016年便結束。

不僅如此，發展商同樣會面對共管機構或管理

機構，就共管產業範圍內，如走廊、大廳、泳池等

空間的缺陷提出隱藏缺陷之索償。

這一修改，看起來保障了購屋者的權益，但是

無疑也對發展商帶來一定的壓力，尤其房屋缺陷不

一定就是發展商所造成的。

PAM：時間點未必準確

大馬建築師協會（PAM）主席拿督依祖米就

向本報指出，結構性的缺陷基本上可能是建築設計

的問題、施工錯誤、人為疏漏、缺乏管理維修，以

及天災。

“確實也有可能是因為管理層的疏忽而導致這

個可能。”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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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及專家是否真的能檢驗出有關缺陷的確切發

生時間，他認為，通過建築剖析調查確實有可能分

析缺陷的表徵、原因，以及預估的事發時間，惟，

在一些情況下也不一定能準確地查出缺陷實際發生

的時間點。

另外，他也強調，有關法令針對的是會帶來結

構性損壞的隱藏式缺陷，反之任何因為刻意破壞、

磨損等損壞則不能在法令下受到保障。

法令針對施工紕漏

“法令針對的是哪些在購買後或檢查時看不

到的缺陷，尤其是施工紕漏，或偷工減料上的問

題。”

值得留意的是，法律保障弱勢群體是情有可原

的，法庭捍衛真相也是理所當然的，但卻可能需要

考量幾個顯示面，如，是否符合現實的業界運作情

況、會否導致購屋者索償無度，肆意訴訟的風氣、

房產界在這樣的環境下會受到怎樣的衝擊，無不備

受關注。

再來，延長至15年的話，其實對於部分不負

責任而被諭令清盤的發展商而言，反而有機會逃脫

法律責任，顯然的，限製法似乎成了雙刃劍。

高炳江：環環相扣 
房屋有瑕疵勿針對發展商

世界不動產聯盟（FIABCI）馬來西亞分會會長

拿督高炳江表示，法令保障購屋者是無可厚非的，

對付不負責任的發展商更是理所當然的，不過，若

要治標又治本的話，始終需要徹底解讀這個現象背

後的原因。

首先，偷工減料的發展商打造的房產自然會出

現隱藏性缺陷，不過，對於負責任的發展商而言卻

可能是‘非戰之罪’。

他解釋，打造一個項目除了發展商外，更涉及

了繪測師、工程師、建築師、承包商，乃至於督工

和工人，這環環相扣的背後，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

隱藏性缺陷，因此將所有責任指向發展商，無疑有

欠公平。

外籍勞工嚴重短缺

“即使發展商一心想打造完美項目、承包商沒

有偷工減料；而建築師的設計更是精準無誤，工程

師也盡心盡力完成，但是卻可能敗在外籍工人的不

熟練上。”

從事這行超過30年的他向本報指出，過去我

國在到本地工人的施工下水平獲得保障，然而，隨

着越來越少人願意從事水泥工，加上受訓練的外籍

勞工嚴重短缺下，不少承包商被迫聘請語言不通、

技術不高、經驗不足，且缺乏專業訓練的外勞，加

上還因為無法獲得延長交屋期，因而導致部分項目

出現手工水平欠奉的窘境。

“過去20至30年來，我們很少出現這些問

題，因為當時的工人都是本地人，再不就是訓練有

素的外勞。”

此外，過去也有不少本地人從事督工，但是隨

着社會普遍認為督工屬於3D工作（骯髒、危險、

艱難），以及薪水與工作壓力不成正比後，有關工

作目前多以外勞為主。

據悉，目前的督工薪水介於3000至5000令

吉，但是承擔的責任卻十分大。悲哀的是，這樣的

情況也發生在工程師、建築師，以及繪測師身上。

據高炳江發現，目前許多本科生都轉往金融領

域發展，其中原因就是因為責任與壓力過大，和薪

水無法成正比所致。

既定印象捆綁發展商

值得一提的是，高炳江也一針見血地點出，很

多人在房產出現問題時，自然會將矛頭指向發展

商，反而忽略了上述的種種現實因素，就此，即使

法庭懲罰了發展商，始終仍無法根治這個現象，因

為問題的根本是種種的現實局限，而非發展商單方

面所引起。

他表示，很多時候，房產界因為這些不負責任

的害群之馬而讓人留下負面的既定印象，加上由於

房屋法令向來是社會福利法，疑點利益一定都會歸

於民眾，並以民眾的權益為優先考量，因此工程師

們往往會在法庭未下判前承受極大的壓力。

“負責任的發展商被起訴的話，即便是贏了也

只是免去堂費，但是繳付的律師費卻遠遠超過這個

數目。這還不包括冗長的審訊壓力，以及信譽的損

傷。”

發展商越做越沮喪

一名不願具名的發展商也向本報指出，由於坊

間對發展商的既定印象都是負面的，因此一旦出現

問題就直接判發展商“死刑”，令他們越做越沮

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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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負責任的發展商被對付是應當的，但

是對認真付出數十年的我們來說，卻是很大的一種

名譽傷害。畢竟，有時可能這不是我們刻意釀成，

而是某些細節在工友那出錯了。”

“我們的無奈沒有人知道，也不會有人同情，

他們只會認為我們賺很多，但這只是好看而已，一

點也不好做。”該發展商如此說道。

關於這點，高炳江就語重心長地重申，違例犯

法的發展商確實應該被對付，但是現有的法令會否

更輕易被濫用？是否忽略了現實的局限與考量？如

何處理才能真正杜絕有關問題？這些都需要政府與

業者們從長計議。

也因如此，他透露，該會將與房屋部做進一步

的商討，看看如何能在保障購屋者權益下，也能為

發展商的發展取得一個相對公平，同時符合現今業

界操作的方案。

據悉，結構崩裂的原因有幾個，比如溫度變化

太大造成熱脹冷縮、承壓度與負載度不足、地震或

土崩、建築材料的化學反應等。

大馬建築師協會（PAM）主席拿督依祖米早

前也指出，結構性的缺陷基本上可能是建築設計的

問題、施工錯誤、人為疏漏、缺乏管理維修，以及

自然災難，因此不一定就是工程師或發展商的問

題，但法律訴訟卻增加了不必要的精神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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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被詛咒的房市夢魘〉系列三�

房產屢受不利因素衝擊 三分一發展商恐結業

� �

從“買賣房屋不能收取訂金”、“綜合項目管理費劃一”、“房屋管制處無權延長交屋期”這些標桿

性判決，到�“限製法從6年期限延長至15年”的法令修改，無不被指將限制了發展商的工程進展，或影

響銷售作業流程，�甚至重挫整個領域。

業界就流傳這樣的說法，指若有關現象再不獲得當局正視，我國至少有三分之一發展商將在壓力下紛

紛結束營業。不過，當我們以為接二連三的震撼彈，看起來針對的只是發展商及房產中介時，殊不知他們

不是唯一的輸家，因為一場場的房市“詛咒”中，“殉葬”的還有包括你我在內的更多人。

�

預見情況1：趕工品質真的能保障？

隨着法庭宣判房屋管制處沒有權利延長髮展商

的交房期限後，換言之，早前獲得該部門批准延長

交屋期的項目首當其衝。

東盟建築商聯合會主席符績理就表示，隨着樓

層越建越高、設計越來越新穎，加上材料高漲、政

府獻金、工人不足、以及地勢險峻的關係，因此一

些承包商已很難如期完工，若無法拉長建築時間則

讓承包商更具挑戰。其中，不排除一些不負責任的

承包商為了趕工而聘請不專業的外勞，例如才抵達

我國不久便開工的菜鳥，或為了降低成本而偷工減

料。

擬策一勞永逸解決

顯然的，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問題，因為一旦

時間不足，隨之而來的便是“滯納金”，但，趕工

出來的房屋會否有缺陷等也備受關注。他表示，逾

期交屋確實對購屋者不公平，發展商也理應賠償，

但一些工程在尚未逾期前提出延長交屋期或許值得

商榷，尤其是那些早前就已獲得房屋管制處批准延

長時間的項目。

他強調，自己不是為承包商找借口，但卻希望

當局能看到目前的實際狀況，以及瞭解業界遇到的

局限，然後在這環環相扣的關係中，找出一勞永逸

的解決方案。

預見情況2：影響市場運作

根據業界保守估計，目前全國因這項政策而受

影響的項目多達500多個，而記者抽樣訪問的發展

商就表示，隨着多項法令限制了他們的發展，多項

政策也降低了他們的利潤，因此不少發展商都坦言

過去5年越做越辛苦，甚至想轉戰其他領域。

理科大學經濟系教授連惠慧博士就指出，儘管

房產界受衝擊不會重挫整體經濟，但確實會對不少

行業帶來影響。

也是國內少數擁有“前沿教授”稱號的她

分析，建築業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不到

10%，然而卻能推動下游工業以及其他連帶的服

務領域，如會計、律師等。

較早前，符績理就表示，一旦屋業發展受阻，

那麼自然將影響到承包領域，以及下游的140多個

相關行業。

預見情況3：隨意起訴恐蔚然成風

另一個讓業界擔心的隱憂是，諸多的標桿性判

決會不會引發民眾矯枉過正，掀起隨意訴訟風氣。

世界不動產聯盟（FIABCI）馬來西亞分會會長

拿督高炳江表示，法庭捍衛真相、法律保障受害者

是無可厚非的，而任何人也都有權提出法律訴訟，

然而這也可能會為部分沒有職業道德的律師提供機

會，去刻意煽動購屋者提出訴訟，以從中撈一筆。

據瞭解，美國就經常出現動轍付諸法律訴訟，

而一些律師甚至會主動獻議，並提出免收費打官

司，勝訴後才收錢來慫恿購屋者打官司。這不僅帶

動了不良風氣，同時也對認真做事的發展商帶來不

必要的壓力。

黎添華《南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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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限製法為例，如今隱藏式缺陷的起訴年份

從過去的6年增加至15年，但是據本報向馬來西亞

建築公會瞭解，由於一般的隱藏式缺陷在3至5年

內便會顯現，因此延長年份後會否讓人濫用有待關

注。

其實，對高炳江而言，不負責任的發展商被對

付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最令他擔心的莫過於隨意起

訴的風氣會否對有志在房產界大展拳腳的年輕人紛

紛打退堂鼓。

工程師責任大

在業界超過30年的高炳江指出，工程師以及

其他相關的專業人士需要承擔的責任很大，而任何

的訴訟也都會對他們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因此近

年來越來越少人選擇這一行。

“工程師及相關專業人士的薪水其實並沒有很

高，打滾10年薪水可能才6000令吉左右，但是在

銀行工作卻能高過這個價碼。他們壓力又那麼大，

真的令人不敢幹這行。”

他擔心，隨意起訴若蔚為風氣，那麼對業界來

說無疑是一種不健康的現象，工程師等相關專業人

士銳減的話，對我國整體房產界的發展也不是件好

事。

預見情況4：屋價不穩定

本報也從一不願具名的發展商處瞭解，其實若

要發展商在工人少、材料貴，以及短促時間內趕工

的話，很可能出現兩種情況，即1）擔心出現偷工

減料，或2）成本提高，最終轉嫁予購屋者，導致

房屋價格攀升，得不償失。

“這是很自然的，一些發展商可能會因為在限

製法下，未來15年得承擔一定的風險，所以成本

自然會轉嫁予購屋者，屋價高企是可能的。”

再來，以滯納金為例，若發展商最終需要給予

的賠償遠遠超出他們的預算，這將令發展商推遲下

來的新項目、或取消新計劃，最終讓市場發展受

阻。

“這不是威脅，但這是可以預見的情況。”

許文思：牴觸業界運作 
過時法令應修改

資深律師許文思指出，政府絕對不會貿然推出

新法案，其中任何法律的制訂、修訂，都有其前因

後果，如當時的一些社會背景或當年發生的一些案

件，讓政府推出這樣的法案，因此不能說法令制訂

得毫無根據。

“房屋法令在1966年推出，正是因為當年很

多發展商欺騙了購屋者。”

惟，擁有多年處理房屋訴訟案件的他認為，確

實一些法令可能因為過時了，也跟不上局勢的發

展，因此出現與業界運作出現牴觸的窘境，而這些

尷尬確實需要通過修改法令來解決。

詢及已經下判的標桿性案件是否能夠重審翻

案，他則表示上訴意義不大，理由不足，最恰當也

最實際的做法始終是讓政府去修改法令。

“法庭這個機構是相對‘保守’的，朝令夕改

不是它的本質，因為這才能讓民眾對司法有信心，

而且法官是依據法律審判的，而不是制訂法令，換

言之最關鍵的根本還是在法律。”

不過，他提醒，房屋法令是社會福利法令，一

切還是會以保障民眾為前提。

謝淑芬：符合社會環境 
法律隨文化需求修改

資深律師謝淑芬有不同看法，她不認為現有的

法令不符合現況，惟，法律是會隨着地方文化、社

會需求等因素不斷更改。

“比如有些國家已經接受同婚，這是舊社會中

不可能有的法律保障。”

她表示每個法案的擬定或修改必然是符合當時

的社會環境，更是為了滿足時代的需求，如，解決

當時出現的某種問題，因此不一定就意味着這些法

案有問題。

法律保障買家權益

她說，法律的首要宗旨是維持社會秩序，保障

弱者權益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其中之一要素，買賣房

屋這件事，發展商跟買家之間本來就實力懸殊，因

此需要法律介入保持平衡的權利，以便保障買家的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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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前，她在與本報會面時就舉例，嚴禁收取

訂金就是因為當時很多不負責任的發展商在收取訂

金後卷款走人，因此才有法令嚴禁訂金。

更重要的一點是，由於我國並不像其他國家那

樣採取先建後售的政策，因此才導致發展商及中介

需要以訂金來保障自己的銷售額，同時確保工程有

繼續下去的可能。

以訂金一事為例，她認為發展商的權益並不會

在沒有預先收訂金下受損，因為都是誰先簽約就賣

給誰。

再來，房屋發展法令第11（2）條列本來就列

明發展商不允許在還沒與買家簽約前不允許以任何

名義收錢（訂金），反之在簽約時發展商就可以依

法依據合約收取10%的。

結語：新法令潛力發酵，全民恐付出代價

社會的運作盤根錯雜，誰都是彼此的命運共同

體，明乎此，多宗標桿性判決以及因新法令而發酵

在即的案件，看似協助了購屋者，但更多的後續隱

憂卻也開始潛伏，而其影響的絕對也不會只是發展

商與中介，反之金融業、服務業等各行各業，乃至

民眾本身都會受到程度不一的衝擊。

如果說，法律的存在旨在解決當時的某種社會

問題，那麼我國的房屋法律是否真的解決了各界的

問題？還是它在協助解決購屋者的問題之際，也協

助了房產界的發展？�尤其，若干年後這些法令是

否還符合時代趨勢，及現今的社會發展，這值得政

府，尤其是房務部正視。

此外，我們的房屋相關法令是否在一昧關照民

眾之餘，卻忽視了房產界的發展？我們在制訂法律

之前，是否又曾與業界全面且有效地溝通？

若法令的制訂建立在某一方坐在冷氣房裡頭的

一廂情願中，那麼不久後有關法令很可能又得因為

不符合現實運作情況，而面對朝令夕改的尷尬。這

樣的局面只會讓房產界淪落得宛如一個被詛咒的領

域，屆時恐怕不僅房產界受到重挫，全民也將付出

代價。這，絕對不會是大家想看見的，只是我們可

能還未意識到。

願一切來得及糾正，一切從這專題出發，從我

們追求理性雙贏與長遠發展的角度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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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商產面面觀〉系列一�

疫間傷很大 商產求變

� �

2019冠病疫情已經邁向第18個月，各行各業都還在掙扎求存，行管令踏入第16個月的現在，國內

商業房產已然傷痕纍纍，尤其以購物商場衝擊最重。

在這段行管的後疫情時代，商場內平均已有20至30%的商舖倒閉，及30萬名員工失業；而在辦公樓

方面，隨著行管令衝擊，整體租金或微跌5%，但隨著A級辦公樓供應增加，或拖慢整體復甦情況。

當網購漸成風氣，居家作業也成趨勢，商業房產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或者該這樣說，商業房產該如何

調整以重新吸引租戶及買家？後疫情時代，商業房產又會迎來怎樣的變化？

�

所謂的“後疫情”是指，我們擺脫了疫情爆發

初期的經濟停擺格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經濟活

動復甦，但因有效藥物未出現無法未完全消除病

毒，疫情起伏不定，偶有小規模爆發的情況，經濟

活動還未能完全恢復正常狀態。

事實上，我國產業鏈多多少少受到疫情衝

擊，根據全國產業資訊中心（NAPIC）最新公佈的

《2020年產業報告》，國內產業成交量及成交值

雙雙走跌，成交量按年下滑9.9%錄得29萬5968

宗；成交值則勁跌15.8%至1190億8000萬令吉。

工業房產成交量探低24% 
商業房產成交值銳減32.6%

各類房產成交量都告跌，跌勢最重是工業房

產，成交量按年探低24%；接下來則是商業房

產，按年勁跌21%。而在成交值方面，商業房

產跌勢尤為顯著，按年銳減32.6%；工業房產少

14%。

疫情來勢洶洶，嚴重打擊商業領域，連帶衝擊

市場對於店舖、零售商場及辦公樓的需求，無論是

購物商場或辦公樓，都在掙扎求存，縱然目前營運

環境挑戰，但房產專家及業界人士一致認為，購物

商場及辦公樓未來仍然被需要，並不會因為一場疫

情蕩然無存！

“冠病的出現改變的不止是人們的生活，而是

整個思維模式及對用戶體驗的追求。”

73%企業鼓勵員工回歸辦公室

國際物業顧問世邦魏理仕（CBRE）今年初的

一項研究顯示，縱觀亞太區的企業，高達73%的

企業高管還是鼓勵員工回歸辦公室；只有11%是

傾向員工居家作業，有需要才回辦公室。

這也說明了辦公樓還有存在的必要，只是東南

亞國家疫苗接種計劃進展不一，辦公室使用率表現

不穩定，隨著疫情反覆，香港及韓國首爾今年初也

轉向彈性工作安排。而在疫情逐漸受到壓制的新加

坡、奧克蘭及澳洲數個城市，員工已逐漸回歸辦公

室。

我國則緊守政府標準作業程序（SOP）的最新

規定，每天到公司上班的總人數，不能超過企業總

員工人數的60%，所以目前也是居家與輪流回公

司的混合作業人力模式（hybrid�workforce）。

林妤芯《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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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辦公未來趨勢

另外，許多國家仍堅持維持人身距離，故部份

企業縱使重開辦公室，仍延長這項居家作業政策，

不過還是有一批來自中國、韓國及日本的企業，還

是希望在擺脫疫情後，能看到員工回歸辦公室。

不過，世邦魏理仕認為，亞太區企業雖然還

是傾向員工在疫情後回歸辦公室，但遠程辦公

（remoteworking）卻會植入未來的企業元素中。

“疫情之前，多數的亞太區企業限制遠程辦公

的比例，即不能超過總員工的10%，但這次調查

後，我們發現遠程辦公比例或在未來幾年飆升至�

50%，三分之一的受訪企業表示，半數員工或可

在2025年遠程辦公。”

應對工作新常態 宜家推企業商對商

宜家家居（IKEA）認為在後疫情的新常態

下，混合辦公的工作模式將成未來職場趨勢，而現

今新常態中的工作空間和文化概念將會不斷改變，

因此抓住這個機會，推出“宜家為企業”（IKEA�

for�Business）的商對商（BB）服務，幫助企業創

造靈活和彈性工作環境，應付新常態工作模式。

政府今年初落實行管令2.0後，調查機構益

普索（Ipsos）一份針對全球28個國家、共1萬

2823名16至74歲員工的調查顯示，高達三分之二

（65%）的大馬人已居家工作；這高於全球平均水

平的52%。不過，住家設備不足及居家工作的孤獨

與孤立感，卻是國人居家工作時面臨的最大挑戰。

辦公空間和佈局成重點

宜家東南亞宜家為企業大馬區全國經理帕威欣

都指出，事實證明精心安排的辦公空間，能夠有效

提高員工生產力和工作質量，尤其是當人們需在兩

個不同工作環境，即住家和辦公室來回切換。

“有鑒於此，在重新打造新常態工作空間方

面，企業應將重點放在辦公空間和佈局的細節上。

我們很高興重新啟動‘宜家為企業’，希望能借助

這項商對商服務幫助企業以員工利益為本，對辦公

空間進行改造。”

疫情反覆，我國冠病新增確診病例今年初“超

速”攀升，使得政府在放寬和收緊政策間來回反

轉，而商界首當其衝蒙受衝擊，最終只有必須服務

行業可營運，同時禁止所有社交活動及多人室內外

運動。

縱然疫情未見緩和，但企業仍堅毅前行，根據

大馬公司委員會（SSM）資料，去年3月至9月期

間，我國共有超過20萬家新企業註冊，帕威欣都

相信，隨著企業重新調整營運模式，將會迫切需要

重新構思辦公空間格局。

商場提供購物新體驗

企業轉向混合辦公模式，而購物商場也在醞釀

轉變。零售空間室內設計規劃及零售策略顧問公

司VisataCreative私人有限公司的聯合創辦人廖慶

坤，告訴《星洲日報》，目前尚未出現購物商場空

間改造潮，不過發展商及購物商場業主已注意到消

費者購物體驗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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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提供娛樂體驗社交互動

“現在的數據還不夠成熟，購物商場業主不能

單憑這些初步的數據，貿然投入進行改造。不過，

比起空間的改造，我的觀察是未來的購物商場不再

只是人們進行‘交易’（transaction）的地方，而

是一個能夠提供娛樂體驗及社交互動的地方。”

93%願解封後回歸商場

該公司早前的一項抽樣調查顯示，高達93%

的人們還是願意在封鎖解除後，回歸購物商場，

而在這群人中，高達82%是想到商場享受一場電

影和用餐，只有12%的人們計劃去添購衣物。�

“52%想到商場看一場電影、30%想到商場用

餐、6%想走馬看花，只有12%傾向消費。�”

抽樣調查也有問到，消費者未來想在商場看

到甚麼類型的商家，53%受訪者投給餐廳及咖啡

館、20%給娛樂類型比如戲院、15%是服裝，剩

下12%給了服務類型（比如修補鞋子）。

廖慶坤直言，參照抽樣結果可發現，人們對於

商場的需求有所不同，畢竟過去1年多，大家都善

用網絡網購衣物雜貨，故對於商場的需要不再只是

為了消費購物。

“不排除商場往後或縮小衣物零售商空間，擴

大餐飲及娛樂服務的比例。”

疫情加速轉型 購物商場不會消失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不至於“謀殺”商業房

產的未來，相反卻是加速企�業和購物商場業主思

維轉型的關鍵。

房產專家及業界人士異口同聲指出，諸如辦公

樓及購物商場等商業房產仍被大家需要，只是空間

用途的轉變，是構建新項目的首要考量。

實體購物體驗無法輕易取代

“現階段，企業及購物商場業主除了積極適應

新常態，在大環境仍充滿不確定性之下，短期內料

維持現有模式，比如企業或續約1年，轉向線上業

務的零售店主若不是真的無法維持，也不會馬上關

閉實體店。”

另一方面，大馬購物中心協會（PPK）主席丹

斯裡張昌國早前曾說，縱然網絡購物成趨勢，但實

體店的購物體驗仍無法被輕易取代，所以購物商場

並不會消失。

“網購消費雖有所增加，但從某種程度上而

言，因人們本質上還是有社交需求，故存在‘報復

性購物’的行為，尤其是在安全的購物商場環境

中。”

須維持身距 控制人流

縱然辦公樓及購物商場還有存在的必要，但在

疫情依舊節節攀升的情況下，企業及消費者首要關

注，在於如何確保室內密閉空間的安全性，即辦公

室的低密度空間，及分散購物商場人潮。�短期料

無法回到疫前好景

短期料無法回到疫前好景

雖然我國加速疫苗接種計劃，但冠病對於人們

心理層面的衝擊已形成，縱使年底有望達致群體免

疫，廖慶坤直言，短期內也無法回到疫情前熱鬧的

購物商場氛圍。

“人們還是會擔心害怕近距離與人接觸，群體

免疫後估計至少半年的時間，商場料還是不會有太

多人潮，人們需要時間克服冠病帶來的心理障礙，

所以商場若想重新吸引人流留住租戶，如何讓消費

者感到安心安全是首要關鍵。”

商場若可重新恢復營運，那麼如何有效維持人

身距離，並控制人流量也是不容忽視的關鍵。對

此，他相信，一旦國人都完成疫苗接種在年底達致

全體免疫，人身距離就不再是問題，就如英國一

般。

公共場所料仍須戴口罩

“不過，相信我國並不會取消戴口罩的管制，

政府料仍會持續鼓勵大家在公共場所戴口罩。”�

英國首相約翰遜本月初宣布，必須學會與病毒共

存，故19日起將放寬疫情管控措施，即不再需要

維持人身距離、不需要戴口罩、不要求居家辦公，

及所有行業可恢復運作。

事實上，英國因疫苗接種削弱了感染與死亡

之間的聯繫，所以才決定放寬管控的舉措。截至7

月6日，86%的英國成年人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

64%�的成年人已完成疫苗接種。

聚焦我國，根據冠病疫苗供應特別委員會

（JKJAV）的數據，截至今年7月13日，接種一劑

疫苗的人口已達25.6%，而完成兩劑疫苗接種則有

11.8%，首相對於年底達致群體免疫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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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料有更多分隔間

人身距離會是辦公樓的主要考量，工程顧問機

構奧雅納（ARUP）在一份報告中披露，這也意味

著人們若回歸辦公室，或需要更多的私人空間或個

人辦公室，及更大的辦公桌間距。

“我們現在可能會以同事背對背、座位中間有

更大距離，而不再是面對面或緊靠辦公桌，而一個

原本可以容納10個人的會議室，現在最多只能放5

張椅子。”

改善室內通風

該機構指出，隨著後疫情時代經濟逐步恢復，

人們對於靈活建築空間的需求將會增加，而這類型

的辦公空間可在波動的市場環境輕鬆適應新用途。

研究也發現，在開放式辦公室的員工，請的病

假比在封閉辦公空間的員工多出62%。

“人們已意識到空氣傳播疾病的嚴重風險，未

來的辦公室可能會更多的分隔和休息間、小隔間和

小型會議室。因此，我們預期公用辦公桌的終結，

並將重新定義共享空間。”

職場仍是我國冠病主要感染源，截至7月14日

新增的26個感染群中，有15�個來自職場。人力資

源部13日宣佈，政府已批准降低室內病毒傳播風

險的室內通風指南，呼籲各造採用有關指南，借此

阻斷病毒傳染鏈。

這項指南適用於有機械通風空調、無機械空調

和自然通風的場所。

在設有機械通風系統的非住宅場所（辦公

室和購物商場），指南建議把戶外空氣制動閥

（outdoor�air�dampers）全面打開，增加流通的新

鮮空氣，若情況許可，在營運前後應過濾空氣。

根據建議，機械通風設備的過濾網應使用

MERV-或以上的標準。

此外，指南也建議在空氣或污塵處理設

備中，設置紫外線殺菌� （UGV I）、離子儀

器（ion i ze r）、兩極離子淨化（co ld� p lasma�

bipolarionisation）、低密度臭氧殺菌等等殺菌技

術，以消滅和降低病毒的�活性，相信將能大大提

高室內密閉空間的安全度。

事實上，世界衛生組織是在3月1日公佈詳細

室內通風指南，冀望能降低冠病傳染率。新加坡政

府緊追其後，在3月25日也出台室內通風指南，當

中涵蓋購物商場、辦公室、餐廳、零售商店、市集

與工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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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商產面面觀〉系列二�

居家工作之後 辦公樓將消失？

� �

疫情之下，企業更需靈活變通，至於是否完全轉向居家、遠程辦公模式或依部門分拆辦事處，房產專

家直言，企業還需展開更為全面的評估，包括審視各部門間的需求再做決定。

隨着單日確診新病例衝破1萬宗，經商前景仍不明朗，企業或繼續按兵不動，下半年辦公樓市場前景

料持續挑戰，尤以吉隆坡市中心辦公樓最甚，預期A級辦公樓全年租金或稍微走跌5%。

�

重新設計辦公空間

我國今年首季國內生產總值（GDP）萎縮

0.5％，雖優於市場預期，但疫情未見緩和，短期

料仍會持續衝擊經商情緒與信心，辦公室雖不至於

消失，但房產專家直言，辦公空間用途或重塑。�

“未來的辦公室空間設計會專注在強化員工合作、

交流及科技部分，以提高生產力。”

事實上，國際物業顧問世邦魏理仕（CBRE）

今年初以《未來職場形態重塑亞太區辦公樓策略》

為題，展開調查研究，當中勾勒了一幅未來辦公

室格局的畫面，即開放辦公室4張桌子一排的工作

台，會變成交叉十字格局，以交叉錯開的形式避開

讓員工與員工面對面。

而原有在開放辦公室的高管個人工作台，則會

轉向獨立間隔辦公間；原本長檯的開放空間討論

室，會分隔成幾張小圓桌的空間，至於長檯會議

室，也會分隔成區，維持一定的社交距離。�JLL房

產咨詢公司仲量聯行大馬區主管劉玉英告訴《星洲

日報》，辦公室始終還是一個接待顧客、打造公司

文化、團隊交流及培養員工最適合的場所，也是吸

引及留住顧客和員工的關鍵，這也凸顯辦公樓還是

有存在的價值。

“沒有任何一個企業可以否認，若能在知名的

吉隆坡市中心商務區（CBD）設立長久辦公據點，

有助提高公司知名度與曝光率，無形中也能提高品

牌的可信度，持續加深現有顧客群對產品的信賴，

同時也能吸引潛在顧客。”

冠病持續長達15個月，不經意間讓企業重新

評估工作方式及工作地點。萊坊大馬企業服務執行

董事鄭揚建指出，我國走過各階段的行管令，使得

企業在日常工作中也已加速科技的應用，包括視訊

會議、雲端服務端及其他通訊工具。

“這些轉變已證明管理層遠程辦公的可行性，

整體而言，辦公室並不會消失，只是在空間用途上

出現轉變。”

他引述萊坊最近出爐的亞太區調查報告點明，

遠程辦公並不會衝擊亞太區辦公樓需求，相反，這

些作為辦公樓租戶的企業，在居家作業安排上展現

更多韌性。

“亞太區先前因疫情受控，在管制一段時期

後，大部分國家已逐步開放經濟並允許員工重回公

司。”

談及辦公空間用途的轉變，劉玉英直言，未來

或轉向共同空間（collaborative�space），讓員工可

自主討論想法、創新和革新的碰撞，同時也能是往

後社交聚會的場所，更能宣揚良好的企業文化。

鼓勵員工回歸辦公室

本地企業堅信，辦公室還是確保員工生產力的

關鍵，至於彈性辦公時間或混合辦公（結合居家辦

公與交替回公司）模式，仍胥視每個企業的工作性

質及業務種類。

世邦魏理仕年初的調查報告也披露，高達

72%的企業高管，還是希望並鼓勵員工回歸辦公

室，CBRE／WTW產業顧問公司董事經理符儒仁受

訪時透露，這顯示擁有專屬的辦公空間對大部分企

業來說還是很重要的事。

“而我們最近的觀察也發現，本地企業堅信，

辦公室還是確保員工生產力的場所。”

林妤芯《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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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每個行業都適用彈性或混合辦公模式，鄭

揚建指出，企業能根據情況做出調整，所以必要的

辦公設施還是不能少，比如讓與員工交流的空間、

培訓、開會、支援等服務。

“當然，我們不排除企業（胥視行業性質）中

短期內或傾向縮小辦公空間，同時也會專注提升空

間用途，強化業務並留住人才。”

居家工作效率有待評估

疫情發展仍充滿變數，企業目前暫無法評估未

來發展，產業顧問公司第一太平戴維斯（Savills）

大馬區董事經理兼主管拿督鄺保羅（Datuk� Paul�

Khong）透露，在邁入第三季的現在，疫情仍相當

猖獗，更沒有人想到，這場疫情會持續超過一年。

我國單日確診新增病例在7月13日衝破1萬宗

大關，截至7月19日中午12�時，全國活躍病例為

12萬8997宗。

他續指，我國6月的全面封鎖，7月3日起大部

分巴生河流域地區又進入加強行管令（EMCO），

全國已習慣居家工作，大部分辦公樓如今也空空如

也，除了必要服務領域。

“結合居家與偶爾返回公司的混合模式是可接

受的新常態，我們相信，縱使疫情緩和，企業也會

延續這個工作模式。我們也發現，多數企業因不確�

定變數，傾向短期更新租約，比如續約1年以更好

評估未來工作模式的轉�變。�”

不過，居家作業對每個行業的影響不一。劉玉

英直言，對於一些行業來說，若能仰賴網絡完成工

作，比如和顧客開會或收取款項，則居家作業是能

提高工作生產力，但對於還需面對面互動的工作而

言，卻未必有幫助。

“舉例，我國的移動銀行交易已從2019年的

2000億令吉，倍增至2020年的4600億令吉。”�

她深入說明，雖然銀行、保險、電訊、科技及跨國

企業等都已轉向數字化，但並非所有部門都能借助

資訊與科技和筆記本電腦工作，比如行銷部門在促

成任何新交易前，還是需要和潛在顧客會面，所以

實體的會議室還是有其作用。

“若這些部門被迫全數居家工作，對於公司未

必能帶來助益。另外，若是小企業，則未必有資本

推行數字化。”

所以說，居家作業雖然會成為趨勢，但未必適

用在所有行業類型與部門，還需企業嚴謹評估。

居家最大挑戰 企業不信任員工

遠程或居家的最大挑戰，在於如何讓企業學會

信任員工。

科技的應用也是企業轉向遠程與居家作業的一

大挑戰，但符儒仁坦言，亞洲國家企業的另一固有

思維，即只有待在辦公室才算辦公，故遠程及居家

工作最主要的障礙，在於企業與員工之間的信任關

係。

“企業要如何判斷員工是否每天分配必要的時

間工作？如何客觀評估所有員工的生產力及表現，

如何確保這對每個員工都公平公正？這些都還是未

知數。”

企業或可通過系列的內部培訓，提升對員工的

信任感，除了能加強員工的幸福感，也能確保日常

工作順利。劉玉英認為，居家作業絕對可行，而回

歸辦公室的需要，則胥視是否有持久會議，或斷斷

續續的討論而定。

“企業需要在居家作業方面培訓員工，確保日

常作業能如常，就不會影響公司整體生產力。”

另一方面，符儒仁也點出遠程與居家辦公的好

處，比如員工無需趕着公司打卡、減少高峰塞車，

及減少通勤時間等，但還需企業或還需要更全面的

評估，且也得留意幾個弊端。

“我們必須意識到，並非所有人都適合居家作

業，有些人還是傾向與公司和同事互動交流，加上

同一屋簷下要處理家事及公事雖是疫情下的新常

態，但目前很多員工可能還未完全適應，需要時間

才能在兩者間取得平衡。”

無論如何，鄭揚建強調，企業在做出任何工作

模式的調整前，應該從現在開始重估公司目標。�

“每個部門都有不同的工作需求及模式，所以企業

有必要認真檢驗每個部門的需求。”

越來越多工作執行平台出現，讓企業能借助數

字化在虛擬及實體平台間相互銜接，他相信辦公空

間的素質也會逐步提升，變得更為先進，同時也會

配合遠程工作配備適合的科技器材。

“設備齊全的辦公空間，也能更好支持及加深

共同空間發展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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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3年仍是租戶天下

供需錯置加上現有及未來新供應，恐繼續為巴

生河流域的辦公樓市場帶來壓力，房產專家直言，

未來2至3年料仍是租戶的天下。

冠病的確打擊辦公樓租賃市場，因大部分公司

都謹慎觀望，使得去年的租賃活動放緩，今年初曾

重拾動力。不過，鄭揚建指出，6月全國封鎖使得

大部分企業無法全面評估辦公樓，因此暫緩租賃決

定，無疑再次衝擊辦公樓。

“巴生河流域（吉隆坡市中心、吉隆坡郊區及

雪蘭莪）的辦公樓平均租金及整體出租率，今年首

季持續面臨下行壓力，平均租金每平方尺5令吉71�

仙，按年下跌4%。而平均出租率為75%，比去年

同期滑落3%。”

明年1228萬平方呎投入市場

他預期，明年約有1228萬平方尺的辦公樓

空間（吉隆坡1082萬平方尺；雪蘭莪146萬平方

尺）竣工。

“隨着大批新供應登場，吉隆坡尤其市中心地

區的辦公樓市場將繼續承壓，至於吉隆坡郊區及雪

蘭莪辦公樓市場料能持穩。”

鄭揚建續指，供需錯置加上現有及未來的新供

應，吉隆坡市中心辦公樓租金與供料繼續受壓，未

來2至3年仍是租戶市場。

“我們相信，任何一個保守的發展商與地主，

短期內料暫緩辦公樓建設。”

世邦魏理仕亞太區租戶市場以及數據訊息與

管理研究部主管蔡詠嘉看淡我國A級辦公樓租金表

現，預期今年全年租金或稍微走跌5%。

“整體辦公樓市場若趨穩，首先會反映在需

求，隨之才是租金回揚。”

疫情未見緩和，新供應持續增加，對辦公樓業

主而言，最大挑戰是該如何留住現有租戶。

Paul�Khong則預期，很多生意及企業可能面臨

倒閉或縮小規模，辦公樓需求勢必受影響，不過因

這場疫情催生的新常態辦公模式，也會創造新的辦

公樓需求。

“對於那些有意探索新常態辦公模式的企業，

現在也許是好時機，但對於辦公樓業主而言，該如

何留住現有租戶確是一大挑戰。”

針對這個問題，符儒仁認為，發展商或需重新

定義辦公樓與構思策略，畢竟未來企業對辦公樓的

需求，或不再是大型開放式空間，而是着重精巧與

彈性空間，加上伸縮性的租約。

“量身訂造辦公樓的需求或走軟，但混合元素

的辦公空間或抵消前者萎靡需求的衝擊，因此我們

不認為，未來辦公樓供應會減少。”

更多舊辦公樓被丟空

另一方面，Paul� Khong相信，未來3年的辦

公樓市場或會出現“安全投資轉移”（flight� to�

quality）現象，即現有租戶會持續轉移至新穎且更

高級的辦公樓，而舊的辦公樓則會被丟空。

“老舊辦公樓在尋找租戶方面會遭遇一定的挑

戰，或被迫進行大型整修及再發展，以保持競爭

力。”

未來辦公趨勢 “中心輻射”

分散辦公室人流成了現今企業考量，而在歐美

國家“中心輻射”（Huband-spoke）確有增長趨

勢，反觀我國多數企業仍以傳統模式營運，分散各

部門的做法或需要更長時間才能成型。

所謂“中心輻射”是指以總部為核心，將企業

內各部門分散到周邊地區的辦公空間，從而分散聚

集風險。

符儒仁指出，這個做法對於大型企業比如油氣

或金融機構並不陌生，這也是業務永續經營模式的

一部分，但對其他行業的企業而言，也許重新設計

辦公空間與重新調整工作模式，減少辦公空間人員

密度更為實際。

“‘中心輻射’這個模式在英國及美國有增長

勢頭，但一般僅適用於大型企業，且胥視城市及個

別公司而定，相比下我國多數企業的營運還是遵循

傳統方法，若要分散部門並非短時間可達成。”

不過，劉玉英披露，本地的確有企業已嘗試將

員工分隔兩個辦事處，目前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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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擁有多餘辦公空間的企業或可考慮這個

方案，額外的成本主要是水電費及往來兩個辦事處

的交通成本，這樣即可節省租金，還能善用閒置空

間，一舉兩得。”

至於這會否成為趨勢仍難說，她解釋，企業只

會在兩個情況考慮這麼做，即企業有能力，比如拓

展迅速的科技及電子商務公司，及經濟前景穩定的

大前提，比如我國經濟會否強勁反彈。

“目前，企業更關注能否維持穩健收入及節省

成本。”

無論如何，企業都必須重新思考及評估哪一種

工作模式長期而言更能惠及業務發展，至於是否落

實分拆營運，鄭揚建認為，很大程度取決於企業生

意性質及模式，所以必須瞭解各部門業務與各員工

情況，展開全面評估才是關鍵。

確保人身距離

另一方面，第一太平戴維斯的獨立室內設計單

位KKS�Savills早前展開調查，企業已將社交距離納

入考量，並落實輪流返回公司機制。

Paul�Khong坦言，在與冠病�“對抗”�一年多

後，我們已學會保持社交距離，同時也採取更為嚴

格的衛生措施，而分拆辦公空間或設立多個辦公據

點料不會那麼快成型，畢竟需要考量額外成本支

出，這需更詳細規劃。

“我們發現實際需要的辦公空間並不大。疫情

讓人們重新定義辦公空間，許多企業已開始重新規

劃辦公空間的需求及標準。企業或選擇和不同地點

的共享空間（co�working�space）配合，觀察員工

的適應情況在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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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商產面面觀〉系列三�

零售商場增值在出發

� �

當網購成為一種習慣後，實體購物商場還有競爭的餘地嗎？

冠病疫情居高不下，自7月中衝破1萬大關後，不見緩和跡象，而在購物商場還是只准許必需服務領

域開業的情況下，許多零售商為求存，也轉向電子商務以維持業務。

這樣的趨勢將會掀起零售業大轉型，未來的購物商場又會以何種形式繼續存在，且看專家剖析零售業

與購物商場現況與未來，點出後疫情時代的購物商場面貌。

�

調整空間 善用科技

早在疫情之前，國內超市及零售商就有轉向網

絡銷售的趨勢，只是疫情的到來顯著加快了這個趨

勢的發展，許多商家更是大舉轉戰電子商務平台，

有打造自家電子商務臂膀，也有通過第三方平台比

如Shopee、Lazada等成為一分子。

Lotus’s是我國首個提供線上購物配送服

務的網上超市之一，早在2013年�就推出Tesco

網購雜貨配送服務，縱然新東家泰國正大集團

（CP�Group）今年2月初開始品牌重塑，但仍保

留自家網購平台，及其他線上銷售管道�Lazada及

Shopee。

隨著零售業遭遇行管令重擊，另一零售兼超市

大品牌永旺（AEON,6599,�主板消費產品服務組）

也積極佈局電商服務，計劃在8月2日推出與美國

公司合作的線上購物平台，放眼5年內可貢獻公司

營收15%。

實體店仍有存在價值

網絡銷售無疑為許多零售商提供新思路，但不

代表購物商場及零售實體店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產業顧問公司第一太平戴維斯（Savills）大馬區董

事經理兼主管拿督鄺保羅（Datuk�Paul�Khong）告

訴《星洲日報》，縱然電子零售和網購現在成為流

行，但人們還是需要一個能夠進行社交活動的地

方。

“對於消費者而言，尤其巴生河流域一帶，購

物商場的意義不止於購物，�而是一個可凝聚家庭

的一站式中心（one�stop�centre），在這裡能滿足�

一家人對於方便、生活和娛樂等各種需求，走一趟

商場全家人都能有收穫，諸如餐飲、娛樂及良好購

物體驗。”

商場出租率料續受壓

所以，永旺雖然佈局電子商務，但還是繼續擴

大實體店的投資，該公司首席執行員兼董事經理沙

菲宜早前披露，考慮今年內擴大13家專賣店，並

對11家商場進行翻新和整修。另外也會提供租金

折扣、分期付款、融資等方案，協助購物商場租戶

渡過難關。

不過，第一太平戴維斯近期發佈《2021年首

半年吉隆坡零售業展望》研究報告指出，疫情無法

獲得緩和，我國購物商場整體出租率料繼續受壓。

“大吉隆坡購物商場出租率今年首季稍微上揚

0.2%，主要是新開業的商場出租活動略有改善，

但疫情未見好轉，整體出租率或繼續萎靡。”

報告披露，偏遠及鄰里社區商場的租戶都在掙

扎求存，而目前未放寬的標準作業程序（SOP）是

商場復甦的一大阻力。

“不過，主要城市的大型商場出租率仍穩定，

很大可能歸功於大部份業主財務穩健。”

報告披露，我國首半年的頂級零售指數

（Prime�Retail� Index）並沒有變化，主要是因為優

質樓層的租賃活動穩定。

明年次季料重振旗鼓

我國今年首季的零售銷售年增1.6%，錄得

1349億2000萬令吉，縱然行管令確壓抑國人消費

需求，但市場觀察者仍有信心，消費情緒有望在明

年次季重振旗鼓再出發，到了年底則可全面恢復元

氣，進而帶穩零售表現。

Paul�Khong直言，待政府放寬管制，餐飲及餐

廳的業務料也能迎來火爆業務，而冠病零售市場的

衝擊料也會逐漸消退，零售業料可在明年次季重振

旗鼓。

林妤芯《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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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商場步伐或放緩

“我們預期或會出現‘報復性購物’現象，畢

竟許多人都在家關了太久，想要好好出門購物放

鬆，或是到周邊的度假村來個短暫的本地游。雖然

未來很難預測，但我們還是抱有期望。”

零售空間室內設計規劃及零售策略顧問公司

Visata�Creative私人有限公司的聯合創辦人廖慶坤

以目前的情況為例，預期發展商或放緩建設新商場

的步伐。

“當政府放寬限制旅客回流後，新商場的建設

也會重拾動力，而現在發展商的關注點是商場整

修，藉以強化資產。在疫情發生以前，巴生河流域

一帶的商場出租率還是相當健康，平均介於80至

90%。”

不過，大馬購物中心協會（PPK）主席丹斯裡

張昌國認為，短期內新商場開幕計劃並不會暫停，

只是受到行管令影響展延開幕。

“一個商場的發展及建設要好幾年的時間，很

多在疫情前已在建設中。事實上，去年初疫情開

始爆發時，國內陸陸續續有幾家新商場開業，包

括麗陽名捷城（Tropicana�Gardens）購物中心及

Quayside廣場（Quayside�Mall）等。”

今年內還有2家購物商場即將開幕，分別是三

井購物廣場旗下的啦啦寶都（Mitsui�Shopping�Park�

LaLaport），及吉隆坡的武吉加裡爾柏威年廣場

（Pavilion�Bukit�Jalil）。

隆未來3年料13新商場竣工

第一太平戴維斯報告披露，光是大吉隆坡地區

未來3年將會有13個新商場竣工，等同將為整個市

場增加至少890萬平方呎的淨出租面積，當中超過

一半（54.3%）坐落在郊區，並且會在今年竣工。

“儘管如此，基於零售市場目前還有許多不確

定性，不排除新商場或延遲開張。”

大馬購物中心協會資料顯示，全馬截至去年底

共有458間購物商場，淨出租面積約1億5570萬平

方呎；其他零售中心（不包含餐館及其他店面的

獨�立霸級市場及商店）則有243間，淨出租面積

3010萬平方呎。

根據該協會定義，購物商場是共享同一個空間

的零售店面群，也能銜接其他高樓建築，比如高樓

住宅或辦公樓。

在這個空間包含零售與批發店面、餐館、娛樂

中心等人們可以聚集的空間，淨出租面積（NLA）

至少5萬平方呎。

挑戰 
嚴格管制恐掀結業潮

我國疫情持續延燒，目前累積病例衝破百萬大

關，張昌國直言，商場最終會變得怎樣，胥視疫情

何時能消退。

“若是疫情持久不下，恐怕會看到更多零售商

及商場業者結業。一旦大量商店倒閉，商場的氛圍

將不復存在，那麼想要重建這般規模及提供良好協

同吸引力的生態體系就會變得更加挑戰。�”

需引進獨特新穎零售概念

他指出，若是到了這個局面，各商場必須競搶

有限的零售業者，而這些零售商本著業務量會變得

更為挑剔，因此商場需致力引進獨特且新穎的零售

概念，甚至還需要創造更多利基價值才能吸引消費

者。

我國5月12日起進入行管令，整個6月又處於

全面封鎖，7月3日起巴生河流域大部份地區則處

於加強行管令（EMCO）兩周，雖然7月16日已結

束�EMCO，但並未壓低疫情曲線，累積病例更在7

月25日衝破百萬。

Paul� Khong坦言，隨著大型購物商場被令關

閉，且除了必需服務行業，其他行業都不被允許開

業，這一輪的行管令對零售業的衝擊料相當顯著。

“許多零售商先前都已在掙扎求存，而5月中

至今的長久關閉，預期會有更�多傷亡慘重的零售

業者。”

另一方面，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報告指出，政

府有條件放寬管制，服飾及娛樂（電影院及家庭室

內娛樂）等零售行業恐會繼續受壓。另外，堂食禁

令也未全面解除，餐飲業料也會繼續蒙受嚴重損

失。

未來變化1：實體超市或縮小空間

後疫情時代電子商務火紅，作為實體店的超

市，未來調整空間後，很大可能縮小空間，介於2

萬5000至4萬平方呎，並且提供配送服務滿足鄰里

要求。

廖慶坤指出，電子商務並非新趨勢，只是疫情

加快了整個進程，但不代表疫情後人們就不去超市

及商場。

“人們還是會去超市，大家還是想要觸碰並且

感受那些物品，尤其是生鮮食品蔬果等，會盡可能

選購新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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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言，親自選購生鮮食品蔬果的思維不會

變，但也許特定的物品比如罐頭食品等有重量的雜

貨，又或是不急著用的東西，人們會轉向網購。

料擴生鮮蔬果日常食品區域

“疫情後，超市改變的部份或許是縮小其他物

品的範圍，擴大生鮮蔬果和日常食品的區域。現在

的情況是我們無法在實體店購物，所以只能網購，

一旦達至群體免疫，則人們會逐漸恢復實體店購物

的習慣。”

網購雜貨為人們提供方便，詢及超市業者是否

也要重新規劃策略時，Paul�Khong表示，人們現在

通過Shopee、Grab等平台輕鬆就能買到蔬果等雜

貨，所以新的超市或許規模會有所調整。�“過去

的1年半，超市因為是必要服務行業，表現相對穩

定，未來（超市）所需空間或變小，比如介於2萬

5000至4萬平方呎，同時業者也會探討提供送貨服

務至周邊的鄰里小區，作為未來的實體店營運模

式。”

未來變化2：引進智能科技

電子商務或多或少會影響實體店營運，但張昌

國堅信，後疫情時代的購物商場仍然有其魅力吸引

消費者，且商場也引進諸如智能試衣間、臉部掃

瞄、智能鏡等新科技。

“因為商場並非只是提供交易的地方，最重要

是娛樂（電影院、卡拉OK、主題樂園等）、生活

化場所（健身房、個人護理等）和餐飲等購物體

驗。”

未來變化3：虛擬實體結合

商場及零售商若想在後疫情時代重新吸引消費

者，需迎合消費者購物習慣的改變做出調整，必須

懂得結合社交媒體平台及會員機制，打造虛擬商場

及線上購物促銷。

若疫苗接種進展順利，我國在年底達到群體免

疫後，張昌國相信，縱然冠病仍在，國人的生活料

可逐步回歸到疫情前。

“消費者購物習慣這一年多已有所變化，為減

少在外的時間，轉向外帶、�路邊取貨和在網購自

取（BOPIS）模式，商場因此也要跟上這個變化，

必須提供相應的設施，比如指定取貨的地點。”

此外，他指出，商家也必須懂得結合社交媒體

平台及會員機制，打造虛擬商場及線上購物促銷。�

“畢竟後疫情時代零售店的用途也有所不同，比起

疫情前購物交易，未來或搖身一變成為訂單處理中

心（fulllment�centres），即是用來儲藏、包裝及發

貨的站點。”

商場零售商店成為訂單處理中心，同時也能兼

顧商品展示廳的角色，不過，廖慶坤直言，在美國

的確是有這個發展趨勢，但我國的購物商場及零售

商店發展仍未達到這個階段。

“最終還是得視商家的行銷策略而定，這一點

我們可以說還是相當傳統，疫情迫使我們不得不轉

向線上購物，而這些並不能成為商家調整營銷策略

的指標，需釐清一點是疫情期間我們別無選擇，唯

有網購需要的商品。”

未來變化4：加入無接觸交易元素

談及整個商場未來的格局及元素，張昌國認

為，或許會加入更多無接觸交易元素，比如停車

場、專櫃結賬、電子錢包及移動應用程序等。

而Paul�Khong相信，發展商未來幾年會謹慎探

討購物商場的發展策略，不再只是千篇一律的標準

大盒子商場（big�box�malls）。

“現有的零售商場或也會從現今標準的大盒子

商場，重新規劃設計，加入電子零售（e-retailing）

的元素。”

網購短板在物流運輸

線上購物雖成趨勢，但還是有其短板，那就是

運輸物流。

廖慶坤指出，人們在第三方平台網購的理由有

兩個，即尋找“好康”價�格，及貨物能送到的保

證。

大馬人口分佈不利物流投資

“凡事都有兩面，網購最常碰到的問題是送

貨員把貨品放在門外就離開，或是來到的貨物有

損壞，這也是電子商務平台最頭痛的事，除非

Lazada及�Shopee設立各自的物流臂膀，就好像美

國電商亞馬遜（AMAZON）一樣一腳踢。”

不過，他坦言，這個模式放在我國並不合理，

單從人口分佈來看，不值得電商投入一大筆資金設

立物流運輸臂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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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人口大約3000萬，而且電商並未完全

取代實體購物，不值得電商投入大筆投資在物流，

最後一哩運送（last�mile�delivery）也會因為成本的

關係，始終是無法改進的問題。”

他以鄰國印尼（人口約4億）及泰國（人口約

8000至9000萬）為例，直言若是要投資電商物

流，也會專注在人口較多的這兩國，畢竟市場更大

機會也更多。

“這也是何以電商無法取代實體店的原因，實

體店面還是有存在的價值。”

結語：

冠病疫情打亂我國商業房產的發展步伐，為應

對後疫情時代，無論是辦公樓還是購物商場，勢必

得在空間和建設做出改動，讓待在裡面辦公及購物

的人們，能更加安心社交互動。

無論是企業還是商家，都得緊跟現今時局，爭

取盡快佈局才能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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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買房去〉系列一�

出乎“疫”料 國外買房熱絡

� �

冠病疫情衝擊房產買賣？或是業主面臨賣壓，必須降價求售？

都不是。

房地產專家原本以為，疫情造成經濟受重創，準備好擁抱房價滑落的最壞情況，因為市場一旦過於不

景氣，失業人數和破產個例將增多，支撐不起房屋貸款的屋主，將會降價求售房屋。

但，這次情況不一樣。

�

2019年Q4~2020年Q4 
OECD成員國房價上漲7%

雖然全球經濟遭遇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不景

氣，可是，房屋價格反而升高，從大洋洲的紐西

蘭、美洲的美國、歐洲的德國、亞洲的中國，以及

南美洲的秘魯，房屋價格都在上漲，有些房產買家

甚至深怕進場晚了，買不到好的房產單位。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不久前的報道

指出，從2019年第四季到2020年第四季之間，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房屋價格，

大約上漲7%，年增長率是過去20年來的最快速增

幅。

有人提及這是否一個會破滅的泡沫？國際房

地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Frank）全球住宅研究

部門主管凱特埃弗雷特-艾倫（Kate�Everett-Allen）

說，並不會。

房地產價格泡沫主要是指土地和房屋價格過

高，與其使用價值不符，雖然賬面上價值上漲得高

且快，可是，實際上，很難可以實現，形成一種表

面上的虛假繁榮，最早可以考證的房地產泡沫是發

生在1923至1926年的美國佛羅里達房地產泡沫，

那次房地產投機狂熱引發華爾街股市大崩跌，最終

導致以美國為首的20世紀30年代全球經濟危機。

一旦房地產泡沫破裂，可能造成經濟結構和社

會結構的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甚至引發政治和社

會危機，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房地產泡沫一般是

指房屋價格持續過高，超過房產本身的真實價值，

這樣的高價並不能長期維持，可能演變為有“泡沫

風險”的資產。

自成立以來，OECD成員國以歐美居多，歐亞

和亞太則有幾個。值得一提的是，OECD成立於

1961年，今年2021年正值成立60週年，當年的

18個創始成員國分別是：美國、英國、法國、德

國、意大利、愛爾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奧

地利、瑞士、挪威、冰島、丹麥、瑞典、西班牙、

葡萄牙和土耳其。

以上這20個成員國都是歐美國家，坦白說，

這些國家的冠病疫情依然嚴峻，可是，房屋價格平

均大約上漲7%，是相當不錯的漲幅，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疾病危機並未削弱人們購買房屋、投資房

產的興致。

隨後陸續加入的18個成員國分別是：日

本（1964年加入）、芬蘭（1969年）、澳洲

（1971年）、紐西蘭（1973年）、墨西哥

（1994年）、捷克（1995年）、匈牙利（1996

年）、波蘭（1996年）、韓國（1996年）、斯

洛伐克（2000年）、智利（2010年）、斯洛文

尼亞（2010年）、愛沙尼亞（2010年）、以色

列（2010年）、拉脫維亞（2016年）、立陶宛

（2018年）、哥倫比亞（2020年，以及哥斯達黎

加（2020年）。

上述這18個國家，以歐洲和南美洲國家佔多

數，亞洲和太平洋有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

中亞有土耳其和以色列。這些國家幾乎都受冠病疫

情衝擊，當中有些的疫情仍面臨嚴峻挑戰。

智利是第一個加入OECD的南美洲國家，以色

列則是繼土耳其之後，第二個加入的中東國家。

IMF：一旦國門全開房市動力加大

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估，

2021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可達6%，疫苗接種人數增

加，如果接下來封鎖措施放寬，料將支撐房地產市

場的發展，再來，一旦開放國門，目前以國內買家

為主的市場，將多了海外投資者，為個別國家的房

產市場，提供進一步的支持力度。

不只是馬來西亞，歐美及其他國家的情況也類

似，低利率向來是推動房產交易，帶動房產價格的

關鍵因素，以2021年3月為例，歐元區19國的平

鄭碧娥《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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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房貸利率是1.3%，即使通貨膨脹率上升，決策

者為確保復甦力道，料將維持利率在偏低水平。

產業顧問指出，房產市場沒有因為疫情受創的

原因包括：全球各國政府紛紛暫停房貸繳款違約的

強制拍賣、提供數兆美元支持勞工和企業，許多國

家降低利率、讓房貸變得比較容易負擔，一些市場

暫時調低購屋置產需繳付的稅務，以刺激市場買

氣。

與此同時，為防疫實行的居家工作，或是遠程

會議，促成住宅變身為辦公室和教室，人們不必每

個工作日都進辦公室，也讓不少人離開城市，選擇

到郊區購買有更大戶外空間、面積較大、建築空間

較寬敞的房屋。

“12個月前，人們搶購衛生紙，如今，似乎

怕買不到房屋，真令人意外。”

過去這一年多，許多人因為國界沒有開放，無

法出國旅行度假，這方面的開銷節省了，因此，有

更多可以消費的錢，可以用來規劃購買房屋。

英國一家房地產經紀商Fine&Country國際部門

主管丹尼爾哈林頓指出：“距離倫敦火車車程一小

時內，任何有居家辦公室的地方，都比市價高出

10%。”

他說，注意到倫敦和巴黎的富裕企業高管普遍

存在一種趨勢，他們會賣掉市中心的房子，然後到

市郊比較遠的地方，買較大間、較便宜的房屋，扣

除在郊區買屋，還有足夠的現金，就在市中心買一

間小公寓，並在其他地方再買度假屋。

他認為，如果這一趨勢持續下去，預料將提高

英國市場對房屋的需求。

英國另一位地產經紀亨利說，他加入產業經紀

這一行業，沒有看過這麼火熱的市況，2020年11

月開始，產業交易宗數超過歷來同期平均水平，3

月的買屋和賣屋達到18萬宗，幾乎是過去20年來

同月平均的兩倍。

他說：“12個月前，他們競相購買衛生紙，

就怕買不到，現在，房產市場的情況很相似，人們

似乎怕買不到房屋，真的令人感到意外。”

英國房價漲8.5% 美國漲9%

2020年，英國房屋價格上漲8.5%，年增幅為

2014年來最大幅度；在美國，2020年的建成房

屋銷售量，上升至2006年來最高，房屋價格上漲

9%，2021年3月，建成房屋的中位價，達到32萬

9100美元的新高水平，而且仍在持續上升中。

在德國，產業經紀才張貼賣屋廣告，兩周內房

屋就賣出了，雖然外國人無法前往葡萄牙看屋，可

是，照樣競相購買，2020年第四季，房屋的價格

比一年前高出6%。回看2020年第四季，冠病疫情

並未消退，估計人們將希望放在接種疫苗，期待能

控制疫情，形勢可以改善。

地產經紀：閉起眼睛都能賣出房子

英國房地產經紀商Fine&Country的管理合夥

人查爾斯羅柏說：“有些時候甚至閉起眼睛就能

賣。”

他表示，海外產業房產買家放眼新鮮空氣、開

放空間，以及風景如畫的避難處，以逃離下一場疫

情，一旦重新開放旅遊，預料會迎來3個月的業務

忙碌期。

印度房價下跌，交易宗數卻激增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升溫的印度，雖然房產價

格因經濟成長萎縮6.9%而下跌，可是，產業的交

易宗數，卻在封鎖期過後激增。

如果大家有留意印度的冠病疫情，估計無法想

像產業的交易不跌反起，也許房產買家、投資者對

有關領域的後市表現看好，選擇趁低入市，否則為

何產業的交易宗數反而顯著增加？

大馬吸引國際豪華房產買家

由豪華組合資產國際，對世界最富裕家庭展開

的研究反映，馬來西亞是亞洲其中一個吸引國際豪

華房產買家目光的國家。

與日本、新加坡、印尼峇裡島，以及大溪地

一樣，國際買家對馬來西亞豪華房產的購興，占

2%。至於中國、台灣和香港，來自國際豪華房產

買家的比率為6%。

豪華組合資產國際是世界領先房地產公司的子

公司，也是住宅產業公司的全球最大網絡。

夏威夷最受歡迎

研究報告顯示，夏威夷是國際豪華房產買家的

首要地點，在每5個人中有1個或20%，尋求在這

個地處熱帶的阿羅哈州，購置住宅單位。阿羅哈州

是美國夏威夷州的別稱。

國際豪華房產買家在一些國家的比率，分別

是：美國8%、法國6%、中國6%、紐西蘭5%、

墨西哥4%、希臘3%，以及加拿大3%，成為全球

幾個主要豪華房產投資的地點。

與此同時，國際豪華房產投資者的研究反映，

推動投資者前往海外購買房產的首要理由是：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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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比較理想的生活質量（75%），然後是在所

選國家擁有房屋、占69%。至少有58%放眼提供

他們目前未享有的選擇，例如有地房產，或是第二

家園單位。

首選靠近大自然、海邊的房子

研究也反映，對國際豪華房產買家來說，住宅

區靠近都市或城市重要性不大，他們最感興趣的

是：房屋靠近大自然、海邊、或是度假村的地點，

例如面向湖泊或河流景致，吸引力最大。

在豪華房產買家當中，他們放眼下一個家園的

中間價預算是：275萬美元，有28%耗資大約500

萬美元購買豪華房產單位。

從區域市場的角度來看，夏威夷是國際豪華房

產投資者最屬意的地點，美國美洲和加勒比海，占

夏威夷國際豪華房產投資者的37%，接下來是歐

洲和中東29%，以及亞洲18%。

夏威夷房產存貨創新低

豪華組合資產國際聯號公司首席執行員瑪特貝

爾說：“在夏威夷，我們看到的情景：史上未曾

有過，該公司繼續觀察，房產存貨減至創新低紀

錄。”

另外，該豪華組合資產國際總裁麥凱阿南說，

夏威夷為國際房產買家的榜首，是有其一定的原

因。

他說：“夏威夷有漂亮的沙灘、茂盛的熱帶雨

林，以及常年極好的氣候，報告顯示，富裕的房產

買家，對於能提供他們需求，例如娛樂、投資機

會，以及豐富生活的房產地點，購買興致比較濃

厚。”

他指出，以夏威夷為例子，國際買家包括日

本、韓國和新加坡，加拿大買家繼續對毛伊島和大

島西邊的房產較有興趣。

他說：“緊隨冠病疫情之後，當市場全面開

放，預料將看到更多買家前來，加大已經熾熱房產

市場的熱度。”

過去12個月因冠病疫情的緣故，國際豪華房

產買家對購買新屋的要求，通常包括可以迎合工

作、居住與休閒幾個條件，就是購買一個房產單

位，可以用來居家工作、作為住房單位，以及有足

夠空間從事休閒活動。

在設備方面，速度超快的寬頻網絡，以及寬敞

的空間，加上質量理想的休閒與娛樂活動，這些都

是吸引產業買家的主因。與此同時，投資型產業也

是促使人們購買房屋（27%），以及假日度假單

位的普遍因素。

此外，房產買家也表示，他們最感興致的是：

相當新的單一家庭住宅，最好是過去5年建好的單

位。

結語：

外國房產市場的熾熱情景，也出現在本地一些

熱門的置產地點，國內主要商業銀行貸款部反映，

過去大半年來，詢問房產貸款的年輕人並不少，在

瞭解貸款者當中，並不排除購買第二間房產，或是

提升房產擁有者的中年買家。

從海外房產市場的好景現象，說明冠病疫情並

未衝擊房產領域的表現，也有不少人甚至因為房產

投資，為自己和家庭的財富做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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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買房去〉系列二�

疫下銷售不減 全球房價漲聲連連

� �

過去一年，大馬主要商業銀行貸款部先後徵聘新員工、加強部門陣容，以應付房貸客戶增多的需求。

這些客戶有不少是首購族，當中以年輕人佔多數，也有一些是購買第二間房屋供投資，或是提升房屋的擁

有，轉換為擁有較大間房屋的業主。

�

投資房產對沖通膨

這樣的情景傳達了相當明確的訊息，仍有不少

人有能力購買房產、看好置產、投資房屋，仍是最

好的對沖通貨膨脹工具。

坦白說，這個期間購買房屋，門檻確實比

較低，如果是購買發展商參與“擁屋運動”

（HOC）計劃下的房產單位，可以享有至少10%

屋價折扣及其他的優惠。

國家銀行較早前宣佈，隔夜利率維持在1.75%

的水平，預計將有利於房產市場的交易。產業顧問

認為，這可為仍有貸款未還清及尋求購買房產，需

要貸款的業主，帶來短期紓緩作用，貸款者可以節

省一些利息開銷。

可以省下的每一令吉，對大馬家庭來說都是重

要的，所謂小數怕長計，日積月累，可以變成一筆

不小的數目，假如有數百令吉，用來購買食品、必

需品也是足夠的。

疫情未削弱購興

對投資房產的業主而言，降低隔夜政策利率，

在償還貸款方面可以節省一些開支，這段期間，由

於保留租戶或尋求新租戶不易，假如是公寓，省下

的數百令吉，可以用來償還管理與維修費。

由於是租戶市場，租戶處於商洽租金的有利地

位，業主被迫降低租金要求，從貸款省下的數百令

吉利息開銷，可用來彌補租金減少的不足。

產業顧問公司iProperty.com.my觀察到，儘管

疫情未消退，不過人們對產業的購買興致並未減

少，更多人尋求購買產業，他們轉向數字平台掌握

資訊。

該顧問公司認為，在可預見的將來，目前的疫

苗接種計劃對經濟和產業市場的復甦乃是重要因

素，加上低利率對貸款者較有利，進一步推動人們

購買房產、瞭解貸款的興致。

“只要冠病確診率下跌，將能提升消費者的信

心，並在2021下半年，激勵產業市場的復甦。”

亞太房市走向復甦

與全球其他地區相比，不少亞太地區的國家對

於疫情的管控較為到位，並已率先走向復甦，因此

未來市場的不確定性也相對較少。

泰澳推新政策催買氣

東南亞各國房產市場的情況略有不同，大馬以

北的泰國產業市場，海外買家占比較大比率，這些

買家主要來自中國、新加坡、日本、英國和美國，

因此受旅行限制的影響較大，產業交易顯示減少，

估計要到2022年才會逐漸復甦。不過，泰國新推

出的買房屋送簽證政策，有望吸引新的海外投資

者。

越南的情況比較好，雖然該國去年經濟成長受

疫情影響而放緩，但仍保持2.91%的增長率，今年

有望回到6.3%的增長率。根據越南有關部門最新

的數據，截至2020年第三季，該國兩個主要城市

河內和胡志明的房屋價格並未下跌，而且出現0.2

至0.85%的微小漲幅。

此外，IQI的調查顯示，越南房產經紀預計，

預料越南的新屋價格平均將上漲7.3%，二手房屋

價格也將增長3.7%。

惠譽國際（Fitch）評估的數據顯示，作為全

球熱門的移民、房產投資目的地之一的澳洲，去

年房產市場大約上漲1%，其中獨立式洋房的平

均價上升0.9%；增幅最大的城市是達爾文，上漲

2.3%；霍巴特和柏斯皆上漲1.6%；墨爾本和悉尼

相對較弱，漲幅分別為0.7%和0.6%。

雖然封鎖旅行限制海外投資者入場，不過澳洲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穩住該國的房產市場。估

計未來兩年該國的房價將繼續上漲，悉尼和墨爾本

以外地區的房價預料漲幅較大、漲勢較迅速，獨立

式洋房的價格漲幅，估計會超過市中心的公寓。

鄭碧娥《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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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一家豪宅經紀公司對記者表示，去年澳

洲房產市場表現良好，有兩類型買家特別活躍：

一、已經在澳洲定居的華人，這批買家趁政府推出

鼓勵購屋政策、低利率，掌握升級換購更好房屋的

機會；二、因為疫情返回澳洲發展的專業人士，這

批人之前在中國香港、美國紐約、英國倫敦等全球

金融中心工作，回到澳洲後，也加入購買房屋的行

列中。

大馬是否也將出現類似的情況，且讓我們拭目

以待吧。

美國房價近年之最

惠譽國際評估公司不久前發佈的“2021年全

球住房與抵押貸款展望”報告指出，疫情雖然影響

人們日常生活、工作，但是由於全球多國政府、中

行提供了足夠的經濟與貨幣政策支持，使到2020

年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房屋價格保持穩定上漲的走

勢。

疫情緣故，中短期內市場表現將繼續受到某些

市場，特別是西方國家買方偏好的變化，例如需要

更大建築面積、更多綠色空間的影響。

從當前的走勢來看，房屋價格展現了較明顯韌

性，因此疫情對房屋價格的影響可能還未完全顯現

出來。即使激勵措施結束、失業率上升，可能對價

格造成下跌壓力，但估計不可能大幅下跌。

2020年疫情造成全球不少資產經歷劇烈波

動，然而全球房產市場卻保持堅穩，尤其是歐美等

先進國家的房價漲幅，更是創下數年來之最。那

麼，2021年全球房產市場是否繼續去年的熾熱走

勢？

產業專家普遍預測，上漲格局是在預期之內，

漲幅是否維持2020年的水平，個別市場會有分

別。

這段日子來，利率持續保持偏低水平，是市場

上漲的主要驅動力，加上政府提供的購屋補貼及疫

情期間暫停房產稅等措施，也是一些主要因素。

儘管2020年美國的紐約、洛杉磯等幾個大城

市的屋價，確實遭到疫情不小的衝擊，可是整體

而言，美國的房屋價格漲速卻是近年來之最。在

2021年1月底公佈的美國標普／CS20大城市房屋

價格指數為9.1%，取得2014年中期以來的最高

位。

美國房產咨詢公司的數據顯示，2020年12

月，美國住宅房價格的中位數已上升至26萬6000

美元的歷史新高，年比上漲8.4%。該咨詢公司對

2021年的美國房屋價格走勢，顯得相當樂觀，並

預測今年房屋價格中位數，繼續上漲10%。

不過，美國房產門戶網站首席經濟學家認為，

當前的房屋水平已經很高，雖然抵押貸款利率處於

歷史低位，同時市場需求保持強勁，可是價格上漲

必然給房屋買家的經濟負擔能力帶來挑戰。因此他

認為，2021年的漲幅估計在5.7%左右，不如去年

的10%；相比之下，惠譽國際的預測顯得更為保

守，其預期漲幅只有1至3%。

千禧一代 買房主力

亞洲房產科技集團居外IQI聯合創辦人，在接

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創新紀錄的低利率料將繼續刺

激市場需求。如今，千禧一代已到了購買房屋年

齡，疫情又使得不少高薪崗位者可以居家工作，從

而增加了轉換房產的需求。

多數行業專家和房產經紀商向記者表示，由於

貸款利率偏低，加上市場保持強勁，2021年全球

房產市場預計保持火熱狀態，不過考量到疫情進展

仍存在不確定性及刺激經濟政策帶來的通貨膨脹，

估計今年的房價漲幅未必能超越2020年。

說到千禧一代購屋者，根據美國產業經紀的

調查，這一組人占美國最大比率的購屋者，比數

為38%，他們等待購買第一間房屋已經有一段時

間。蘇富比國際產業公司首席市場員尼爾森認為，

富裕的千禧一代人預料將有一番作為。

美國投資管理公司黑巖集團不久前對200多家

機構展開調查顯示，有意增持房產資產或保持現

狀的機構大約占90%，只有不到10%表示將會減

持。

供不應求 推高交易價

從澳洲到瑞典，各地房屋價格上漲，通常被政

府視為創造財富的方式，只是過去經驗告訴我們，

潛在泡沫風險及較多的市民買不起房屋帶來的高昂

社會成本。

無論是租金或是維修房屋的費用，許多國家以

不同方式計入通貨膨脹指數，低利率或負利率創造

的廉價資金，推動房屋價格上漲，而通貨膨脹是中

行貨幣政策的關鍵驅動因素之一。

“關於通貨膨脹水平是否得到真正反映的爭

論，估計將越來越多，房屋價格開始受到許多關

注。”

《人口大逆轉》作者之一表示，這本書預計未

來幾年，全球通貨膨脹將上升。”

國際產業顧問公司萊訪（Knight� Frank）指

出，過去10年，全球住宅價格上漲60%，儘管疫

情抑制全球經濟成長，可是房屋價格平均依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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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5.6%，一些市場甚至取得20至30%的雙位數漲

幅。

房產價格能取得增幅，說明仍有不少人在購

買，或者說需求超越供應，進而推高房產的交易

價。

歐盟平均房價年增4%

與美國的情況類似，去年加拿大的房產市場，

迎來一波強勁上漲，對2021年走勢，不同機構的

觀點不大一樣，例如加拿大地產協會就樂觀認為，

受超低利率和供應嚴緊影響，今年的房產市況預料

將更為熾熱，估計可取得9.1%漲幅。

至於看淡者如惠譽則表示，由於疫情封鎖，加

拿大新移民人口已跌至歷史新低，如果政府不再延

長資助政策，市場或不可避免面對下跌，全年跌幅

可能在3至5%之間。

自2016年開始，歐盟國家（不包括英國）的

平均房屋價格，保持每年4%及以上的穩定增長，

2020年的增速有望創下2007年以來的新高。

根據歐盟統計局最新的數據，截至2020年第

三季，歐盟國家的平均房屋價格年比上漲5.2%，

其中盧森堡房價漲幅尤其驚人，達到13.6%，其次

是來自東歐地區的波蘭、斯洛伐克、捷克，年比上

漲10.9%、8.5%、8.4%。

德國房產經濟學家孫楊接受記者採訪時，對德

國房產市場前景，表現出其樂觀態度。他說，德國

政府打破赤字的限制，給予企業和員工提供了實質

性的經濟支持，使到德國社會並未因為疫情發生動

盪。

由於歐盟經濟整體復甦緩慢，通貨膨脹疲軟，

預料在短期內，並沒有上調歐元利率的空間。

“今年，德國房產市場整體行情估計將超越去

年，市場需求保持強勁，因此漲幅可能會更高。”

惠譽預計，歐盟地區的房屋價格整體保持穩定

上揚走勢，其中德國、法國、丹麥等國的漲幅預計

在1至3%之間，至於愛爾蘭、西班牙和意大利，

可能面臨不一的跌幅。

僅2國房價下降

儘管基礎房價並不低，但奧地利、德國與法

國，仍保持8.9%、7.8%及5%的年比漲幅，只有

兩個國家出現跌幅，分別是愛爾蘭（-0.8%）及塞

浦路斯（-1.4%）。

歐洲奧曼加投資有限公司創始合夥人弗萊明，

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受到疫情影響，現在許多歐

盟國家的員工都是居家工作、孩子也在家裡上網

課。由於家庭對居住空間的需求更大，因此市郊大

面積的住宅單位特別受到市場追捧，供不應求導致

整體價格上升。

對於未來走勢，弗萊明認為，現在比較難做出

判斷，一方面是歐盟各國正加速給國民接種疫苗，

不過若要達到“群體免疫”，估計還需要一段較長

的時間，在這之前實施的旅行限制與封鎖政策，不

大可能會被解除，因此利好房屋價格的因素仍在。

另一方面，申請房屋貸款的門檻正在提高，而

且經濟能否持續復甦也存在疑慮，這些因素可能抑

制房屋價格進一步上揚。

房市泡沫隱憂加大

萊坊國際產業顧問公司公佈最新的“全球住宅

房價指數”顯示，疫情期間全球房屋價格創下金融

危機以來最大漲幅，擔心會加大房市泡沫的隱憂。

此外，海外通訊社報道，根據“全球住宅房價

指數”，在截至2021年3月的過去一年內，全球房

屋價格平均上漲7.3%，創下2006年第四季以來最

快增速。其中以土耳其居首，房價漲幅達32%，

其次是紐西蘭22.1%、美國排第五，漲幅為13.2，

創下2005年12月來的最大升幅。

在亞洲地區，以新加坡的房價漲幅最大，為

6.1%；其次是韓國，漲幅為5.8%；接下來是日

本、漲幅為5.7%；作為全球最貴房產市場的香

港，取得2.1%漲幅，該指數是以56個家與地區的

平均房價作為基準。

報道指出，在疫情期間採取大規模財政及貨幣

刺激措施，已在全球掀起房產熱潮，同時加劇市場

對房價泡沫的擔憂，一些國家已採取降溫房產市場

的措施，其中紐西蘭取消房產投資者的稅收優惠、

中國推出一系列措施，管控產業發展商，包括銀行

業者對房產業的放貸。

結語：

疫情反覆確實給市場帶來風險，世界各國政府

應對措施的差異繼續存在，無論政策會否因為疫情

走勢發生而調整，認識到房產市場對當下及未來經

濟復甦中的重要作用，預計將會確保房產市場能夠

維持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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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買房去〉系列三�

疫情拖宕‧房產好景依在

� �

2020年初冠病疫情在全球開始升溫，如今已經超過一年，可是情況尚未顯示好轉跡象，這波疫情衝

擊許多領域，特別是與行動管制有關連的業務，例如旅遊、航空、酒店與休閒業等等，當中也有少數領域

因疫情受惠，主要是醫療產品業務，需求幾乎翻倍增長。

醫藥產品業者因此收購土地增建生產手套的工廠，同時，增加更多的生產線，以應付市場需求，在

本地市場，也有產業發展商，將業務多元化至生產醫藥產品，馬星集團（MAHSING，8583，主板產業

組）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

發展商趁“疫”多元化業務

這是否意味產業發展業務面臨轉換跑道的挑

戰？不是，估計這是發展商掌握醫藥產品業務商

機，趕緊搭上這趟列車，以便擁有多元化業務的收

入。而且馬星集團的手套製造業務，已經獲得商業

執照和相關准證，預計在今年中可以出貨。

過去一年的冠病疫情，並沒有對產業領域造成

明顯衝擊，反而是多國市場的產業買盤增加，價格

也在上升的軌道。

與此同時，由於產業銷售量增加，帶動馬星集

團截至2021年3月31日首季淨利上升40.30%，達

到4028億1000令吉，另外，該集團今年首5個月

取得大約6億5050萬令吉產業銷售，截至3月杪，

首季銷售為4億令吉，主要受策略地點可負擔房屋

需求強勁的推動。

該集團也致力於數字行銷業務，估計2021年

可達16億令吉的銷售目標，說明冠病疫情並沒有

打擊產業發展商銷售與業績表現。

現階段，馬星集團地庫共有2050英畝，剩餘

發展總值和末入賬銷售大約249億5000萬令吉，

預計至少可保有8年的盈利可見度。

48%大馬人看好今年房產

不久前，亞洲房地產科技集團居外IQI，對馬

來西亞消費者展開調查，受訪者當中有48%表

示，預計房屋價格將在2021年上揚，在每5位受訪

者當中，有2位或40%披露，他們考慮在今年內購

買房屋。

僅3%認為房價會大跌

調查報告指出，42%的受訪者宣稱，不準備

在今年內購買房屋，另外18%則說還未做決定，

這一次的調查訪問，更多人認為，房屋價格會上

升，共有48%的受訪者這樣預測，認為房屋價格

會“大幅度下跌”只有3%，預計房屋價格“會下

跌”的有34%，比預測會上升者少。

該公司首席執行員卡西安沙裡認為，那些在

2021年購買房屋者，較後將從屋價的上漲中受

惠，他說：“擁有產業是建立財富的關鍵”，特別

是當我們預測，從現在至2025年，房屋價格將迅

速走高，至於沒有購買房屋者，將會錯失我們預期

出現的產業牛市期。”

他補充，今年有47%的沙巴人表示，計劃或

探討在沙巴購買產業，至於砂拉越，情景顯示樂

觀，有62%的砂拉越人預測，房產價格將在今年

內上升，比全國的48%認為會漲價高了14%，只

有24%認為，房產價格將在今年內下跌。

年輕人買房最樂觀

與此同時，年輕人對產業市場的看法保持正

面，他們可能或考慮在今年購買房屋，關於房屋

價格的預測，他們比年長者的看法較為樂觀，其

中Z世代是最樂觀的世代，有62%的年輕人深信，

屋價會在今年揚升，去年認為價格會下跌的有

21%。

Y世代看法最正面

至於看淡房屋展望的以長者居多，年齡在57

歲至74歲的年長者占42%，比認為房屋價格會上

升的38%比率較高。

鄭碧娥《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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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年齡在24至39歲的Y世代看法最正

面，他們當中的50%預測，房屋價格將在2021年

上升，比認為會下跌的31%高。

除此之外，年齡在41歲至56歲的X世代，樂

觀者比看淡者多，其中47%預測，房屋價格會上

升，35%則預測，房屋價格會下跌。

調查結果反映，有興趣在今年內購買房屋者，

男性比女性多，不肯定是否會在今年購買房屋者，

也是男性比女性多，其中女性占19%、男性占

17%。

全球房產料有強勁漲幅

根據海外媒體的一項調查，全球房產市場將在

今年飛昇，價格處於上揚格局，預計今年會有強勁

漲幅，一些國家的房屋平均售價，今年已經上升至

達到令人張大眼睛的水平，在抵押貸款利率偏低的

情況下，各國人民開始接種疫苗，以及防疫限制措

施放鬆的推動下，估計房屋價格上升的趨勢料將持

續下去。

澳洲加拿大房價 料雙位數增幅

2021年5月中，海外通訊社對100多位房地產

市場專家展開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與3個月前的

情況比較，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和迪拜的房

屋價格將大幅上升，這與3個月前認為屋價會上漲

的比例進一步提高，超越了國內生產總值的預期增

長，以及消費者價格通貨膨脹。

根據報道，澳洲和加拿大的房屋價格，預計將

在2021年內，取得雙位數增幅，而迪拜的房屋價

格，預計將是6年來首次上揚，由於政府的持續支

持，以及對更大居住空間的需求增加，英國的房屋

熱潮也將持續下去。

此外，在供應量偏低的推動，美國政府巨額支

出，以及接近零利率的支撐下，預計美國的房屋價

格將快速上升，漲幅是2月份預期的2倍。可見貸

款低利率、政府提供援助，有助於激勵房產市場。

冠病疫情改變人們對購屋的要求，最好是擁有

較大建築面積，可以應付居家工作空間需求，如果

能有強穩、快速的網絡，即使房產單位坐落在郊

區，都可以納入成為置產的考量。

借鏡加拿大 疫境財富激增

在北美的加拿大，產業好景期推動冠病疫情漲

潮，進而推高加拿大家庭的財富。在嚴重、深化的

經濟危機，不少加拿大人反而比過去較富裕。

失業率寫歷史新高

根據海外媒體的報道，由加拿大統計局發佈

的數據，從2019年尾開始，加拿大的家庭資產淨

值，躍升超過6000億加拿大元，儘管有大約300

萬人失業，而且失業率上升至歷史性高位。

有關數據顯示，加拿大中央銀行及聯邦政府努

力改善經濟，在經濟體系釋放現金，支撐家庭的資

產負債表，提供經濟襯墊，中央銀行削減利率激勵

房產市場，政府的扶持抵消收入下跌的不足。

以人均基礎來說，2020年第三季，家庭的資

產淨值達到32億零441萬加拿大元，比2019年尾

增加1萬2000加拿大元。家庭持有土地和住宅單位

的價值，這一年大約增加4400億加拿大元，可以

說是財富增加的主要來源。

這段期間，抵押貸款債務也同步增加，以融資

其中一些房屋的購買，如今，已接近資產價值的水

平。

大馬買家偏愛高價房產

我們來看亞洲房地產科技集團居外IQI的業務

表現，與2020年首5個月比較，該公司在2021年

的新房產銷售增加超過293%，雖然面臨冠病疫情

衝擊，而且市場基本面保持疲弱，可是，該公司的

銷售業績，卻取得強勁的增長幅度，真的令業者感

到意外。

這家房地產科技集團披露，該集團在馬來西

亞完成價值8800萬美元（1美元=4.14令吉）的新

房產銷售，在截至2021年5月10日的那一周，數

額比去年同一周的超過5000萬美元，大約增加了

75%。

更重視時尚生活特色設備

該公司聯合創辦人卡西安沙裡說，儘管冠

病疫情升溫，不過，這期間有兩項產業計劃

（D'Cosmos及The�Fiddlewoodz），今年的銷售業

績顯示強勁。

上述兩項產業計劃的房產單位，售價皆比被

定位為可負擔房產的價格高，每單位售價在67萬

6000令吉至85萬4800令吉之間。

卡西安沙裡表示：“今天的房產買家，比過去

較重視時尚的生活特色與設備，賣得最理想的單

位，至少擁有兩個臥室、兩個浴室，此外，其中一

些還設有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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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限制跨境旅遊，以及實施行動管制令，

並未影響該集團在馬來西亞的銷售業績。在行動管

制令期間，房產銷售增加，該公司的科技平台，方

便繼續提供買家購買房屋服務。

他補充：“觀察家注意到，經濟與就業情況，

以及收入增長，料將在冠病疫情過後迅速反彈，

而且增幅將比疫情前更大，產業需求與價格皆上

升。”

“擁屋運動”助振興房市

卡西安沙裡說，在貸款利率偏低的情況下，

推動市場對房產需求增加，政府繼續延長“擁屋

運動”（HOC）計劃，加上政府推出產業相關措

施，包括復甦經濟計劃的獎掖，這些皆有助於振興

產業市場的活力。

說到“擁屋運動”（HOC）計劃，這一次與

2019年提呈的重點，基本是一樣的。為了協助

馬來西亞人民購買到自己的房屋，政府在2019年

已開始推介“擁屋運動”（HOC）計劃，就是從

2019年1月1日至6月30日，然後又從7月1日延長

至12月31日。

2020年因為冠病疫情衝擊房產市場，政

府在振興經濟配套中，重新推出“擁屋運動”

（HOC）計劃，首相丹斯裡慕尤汀在2020年6月

5日的演講中，宣佈推出“短期經濟復甦計劃”

（PENJANA），在不少措施當中，其中一項是重

新推行“擁屋運動”（HOC）計劃，有效期是從

2020年6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

在2021年5月31日這一天，首相在“經濟與

人民強化配套”，宣佈“擁屋運動”（HOC）計

劃延長至2021年12月31日。

產業顧問認為，如果尚未敲定購屋計劃，不

過，有準備購買房屋者，這是個機會，應該把握機

會來到眼前，實現購買房屋的夢想。

享有優惠減少支出

如果購買“擁屋運動”（HOC）計劃下的房

產單位，可享有一些好處和優惠，以減少一些財務

上的支出，其中的好處和優惠包括：

①� �豁免房地產轉名文件的印花稅（首100萬令

吉）。購買住宅房產單位，售價的首100萬令

吉可享有100%的豁免印花稅優惠。

②� �如果購買的是售價介於100萬至250萬令吉的

房地產，超過售價100萬令吉的轉名印花稅，

將從4%減少至3%。

③� �豁免房屋貸款文件印花稅，所有在“擁屋運

動”計劃下的房地產，房屋貸款文件都可以享

有豁免印花稅的優惠。

④� �房價折扣10%，除了免印花稅外，購屋者還可

享有房地產售價至少折扣10%的優惠。

這個10%的屋價折扣，是根據有關房地產項目，

已獲得APDL批准的定價進行折扣，至於那些已獲

得入住文件房地產項目，則根據目前的售價給予

10%的折扣。

註：�APDL是Advertising�Permitand�Developer's�

License的縮寫，中文為“廣告與銷售准證”。

這個准證是由馬來西亞城市和諧、房屋及地方

政府部發出，任何想要通過廣告或售賣房屋的房地

產發展商，都必須事先獲得APDL。

結語：

在“擁屋運動”（HOC）計劃下購買房屋，

條件相對較寬鬆，政府此舉旨在刺激房地產的買

氣，購買者的出發點，只限於居住用途，而且必須

是馬來西亞公民，許多大馬人，都希望能擁有自己

的家園，特別是在城市地區，“擁屋運動”的目的

之一，主要是為那些想要購買住宅單位的買家，提

供購屋機會，同時，也期待能協助發展商減輕滯

銷、空置的房產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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