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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2年2月，新加坡被日本占领，英国丧失对马来亚的统治权力；1957年8月，马来亚摆脱英国殖
民统治，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英国对马来亚政策的演变（1942-1957）》研究的就是这段时期英国对马来亚政策的演变过程。

　　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殖民当局从长期统治马来亚的目标出发，以促进自治和促进种族融合为借
口，炮制了马来亚联盟及其公民权计划、对新加坡实行单独统治等政策。
面对激烈的反对，英国放弃了马来亚联盟计划，重新回到联合马来上层人物、强调保护马来人特殊地
位、在马来族群和华社之间制造矛盾的战前政策路线上，其实质是继续沿用传统的“分而治之”政策
，延续其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
英国殖民当局对马来民族主义的让步引起华社的不满，在马共武装斗争的压力下，英国又不得不寻求
华社的支持，促成了以马来亚为政治导向的华人民族主义的形成。
由马来族群和华社两大族裔汇合而成的马来亚民族主义成为争取马来亚独立的主导力量。
英国结束对马来亚殖民统治的过程正是马来亚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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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联盟计划于1946年4月1日正式建立之前，东南亚军管当局的一些高级官员即对联盟计划表
示不满。
1946年1月4日，蒙巴顿致信殖民大臣说，英国政府在宣布马来亚政策时必须表明，新宪制安排仅仅是
临时性的过渡安排，英国将在1946年内任命一个“皇家委员会”赴马来亚征求各方意见，提出适合当
地情况并与英国政府长期政策相一致的建议。
蒙巴顿认为，如果不表明这一点，马来亚人民会认为：伦敦方面在没有征求当地意见的情况下将新宪
制强加给马来亚人民；英国重新回到了过去殖民统治的老路而漠视民主原则。
在此信的结尾，蒙巴顿慎重指出：“我相信，（只有这样做，）马来亚联盟才有可能被马来亚和全世
界看成一个进步的计划而受到欢迎。
”蒙巴顿批评新政策的语气听起来像马共发言人的讲话。
军管当局民政事务总长霍恩将军在致殖民部政务次长盖特（ SirG.Gater）的信中表示，他同意蒙巴顿关
于派遣“皇家委员会”征求当地意见的观点。
霍恩在信中说：“华人和马来人的政治觉醒程度比以往大大提高⋯⋯宪制安排细节不能被视为完全由
殖民部决定然后强加给当地人民，这一点很重要。
” 2月23日，霍恩致电战争部并转到殖民部，正式提出中止实施公民权计划的建议。
霍恩指出：“华人和印度人既不赞扬也不批评，看来是漠不关心。
马来人因担心未来而强烈反对⋯⋯我和纽波特并不建议放弃公民权计划。
你们可能想在恢复文官政府前颁布公民权法令，我们强烈地认为，这既无必要也不合适。
我们认为，马来人的批评是实质性的，马来亚联盟和新加坡总督需要时间设法应付。
如果采取过激行动的话，我们一定会失去马来亚人民的友谊。
”霍恩的建议显示出英国殖民当局开始考虑对马来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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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英国对马来亚政策的演变(1942-1957)》由张祖兴著。
英国只会在马来亚巧取豪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又不想保卫马来亚，致使马来亚落入日本法西斯手中
。
马来亚各族人民为抗击日寇侵略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二战”结束后，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英国又企图卷土重来，重建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
为了重新控制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在马来亚重建殖民统治，战后逐步衰落的英国耍了哪些花招，抛
出了什么计划和方案，提出过要实行哪些政策？
这正是《英国对马来亚政策的演变(1942-1957)》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英国对马来亚政策的演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