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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緣起

🠶 馬來亞大學+興安會館：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小組
（MCRC）進行大馬華人文化研究

🠶 馬來西亞研究裡的華人研究：早期仰賴殖民地官員、
傳教士和學者的報告和研究

🠶 華人社會第一手資料自我書寫

🠶 自我規範，與學界甚少對話、交流

🠶 華社民間學者自力研究



早期著名的人物传：《叶德来传》



為什麼馬大華人研究中心需要撰寫人物誌？

🠶 新材料、新方法、新人、新想法

🠶 歷史可以重寫、改寫、細寫、填補空白處

🠶 許多之前被忽略的人物變得重要，或者未來可
能很重要

🠶 不在馬來西亞官方歷史敘述視線裡的人物

🠶 尋找歷史碎片

🠶 與華團合作，整理他們的史料





為什麼華團需要人物誌

🠶 華團開始注重本身的歷史

🠶 有部分沒有記載團體的歷史

🠶 過去風光一時的領袖今人無一知曉

🠶 當今領導無法傳承文化傳統

🠶 對國家歷史有意見

🠶 現在寫古人，未來寫今人







與華團合作，研究他們的歷史

🠶 華團願意提供若干經費、資料和撰寫自由度

🠶 鮮少干預學者，只需要確認研究的大方向即可

🠶 需要為華團撰寫歷史，不過人物誌更為立體

🠶 可以溝通，現今撰寫成果更倚重史料，不過度主觀正
面

🠶 成果需要公開宣傳、大量分享

🠶 研究工作可以長期進行，需要進一步溝通，接班人意
願



《馬來西亞興化群賢錄》的出版價值

🠶 搜集了百年來對社會產生不同程度影響的馬來西亞興
化籍人士

🠶 以籍貫視角重寫多位已經被歷史記載的人物

🠶 建構大馬興化版的“想象的共同體”

🠶 補充現有的馬來西亞華人史、馬來西亞歷史的部分空
白處

🠶 與世界興化同鄉，尤其是祖鄉莆田的對話和交流

🠶 嘗試讓非興安會館會員的興化籍人士開始認識會館

🠶 跟會館對話交流，鼓勵他們保存或者找出更多史料



《群賢錄》的局限

🠶 資料收集過程獲得非常多資料，至多只用上十分之一而已

🠶 集五百多頁于一輯的書，一般青少年沒有太大興趣閱讀

🠶 傳播管道有限：印刷兩千本，傳主各十本、贈送華校、本地收藏
中文書的高校、友好社團、興安會館屬會、網上售賣、推介禮晚
宴售賣等管道發出，至今庫存三百多本

🠶 沒有後續深掘書內容，擴展延伸意圖和動作

🠶 除了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合作進行人文數位平台



人文數位平台開拓的可能

🠶 書中各種大數據的整理

🠶 人物關係網絡圖

🠶 早期大馬興化人壟斷的行業歷史

🠶 與其他馬來西亞乃至於東南亞人物誌作有機的連接

🠶 可以提供書內用不上的資料

🠶 多位沒有收錄的人物

🠶 還有，還有。。。













結語

🠶 人文數位平台：跳動的數據庫

🠶 海量的資料，需要管理、運用、開放、交
流

🠶 長期營運，不是一次性應用

🠶 學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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