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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和自媒体，两国人民可以更便捷地相互了解对方的文

化活动动态，举行节庆活动、学术研讨会及宗亲组织文化交流

活动等。这些互动使得双边的民间文化交流与合作更加高效、

便捷，有助于增进彼此的民心相通。

文协活动与宗祠文化

自古中国与马来西亚有着源远流长的情谊，中国明朝航海

家郑和七下西洋期间曾多次造访的马来西亚马六甲，成为当时

东西方文化及贸易的中心枢纽，部分华人也在此开始繁衍发展。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阿

明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指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由三大民族组成：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的最大特色就是既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坚持中华文化底色；

又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生根发展，与其他族群文化多元融合，

包容发展。

马来西亚华人一直在努力和坚持续传中华文化的精髓。在

马来西亚教育环境中，华文小学和独中直至大学院校设有中华

文化或中文系，构成了传承中华文化的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通过普及华文教育，加深社会大众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尤其近

些年来，越来越多友族同胞在华文小学乃至中学就读，接触和

了解华人文化。

此外，当地华人通过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展示中国当代文

明成果，让马来西亚社会更加认识到华人文化的重要性，加深

了马来西亚各族民众对华人文化的了解，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加速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基础。其中，三年一届的华人文化大

奖，被认为是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薪火传承、不断创新发展的

重要象征。这项由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创办的奖项已经持续

了将近三十年，将奖项颁发给在文学、教育、音乐、历史研究、

社会活动、艺术创作等方面做出杰出成就的华人，以激励后辈。

近年来，文协也特别增设多个青年奖项，鼓励青年人才使中华

文化在马来西亚薪传不息。

当年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1977 年成立时，发起人李三春

致辞列举马来西亚槟城多种宗教庙宇并存的景象；并指出这展

现马来西亚历史发展过程中，华人文化和各族群文化多元共生

的景象。“这是马来西亚社会文化的缩影，在不同文化影响之地，

在人民生活中留下深刻痕迹。”

华人文化协会不但弘扬中华文化，也将维护和发展马来西

亚文化遗产作为目标之一。协会举办文化活动及出版与马来西

亚文化有关的书籍。在文协四十多年历程中，不但持续将中华

文化推广和介绍给友族同胞，也不断吸收友族文化精髓来丰富

和发展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文协举办歌唱、戏剧等文化活动，都始终开放给马来西

亚各民族，并在华人文化之外，展现各民族优秀文化，以便使

各民族之间能了解彼此的文化传统，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

互促进。马来西亚闻名于世的高桩舞狮、二十四节令鼓等都是

在中华文化基础上，与本地文化融合发展的成果。”刘阿明说。

马来西亚不少城市保留了很多百年历史的宗祠，这些宗祠

都是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大量来自福建的中国移民为

了帮助亲朋好友尽快融入当地而设立的。如今，这些百年建筑

内部有许多精美的雕刻和装饰，包括宝塔、石雕、瓷器和绘画等，

体现了中式文化的精髓和艺术价值。不同的宗祠展示着不同家

族的历史和文化，包括家族文物、传统器具、家谱、照片等等。

它们历经百年的沧桑，见证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深厚底蕴和

历史沉淀。

“好声音”与“一剪梅”

泰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的人口构成非常复杂，包

括泰族、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等多个民族。近 7000 万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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