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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外交官带你看世界》丛书特邀中国驻各国的前任资深外交官执笔，以外
交官的第一人称展开了对世界各国政经文化、风土人情、旅游特色的描写，同时收录了他们若干年生
活在海外的不凡经历和奇趣见闻。
该系列丛书一个国家出版一本，作者既了解中国读者口味，又熟悉所介绍国家的情况，以自己特殊的
身份，用生动的笔触、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内容，在中国读者与所介绍国家之间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
。
各书均附有所介绍国家当年的旅游资讯。
所以该大型系列旅游专题丛书对于想了解各国地理人文、旅游景点、文化习俗的中国读者来说，将是
一部集珍藏价值与实用功能于一身的经典系列丛书。
    本书是丛书之一的《花园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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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德广，1938年生于广东潮州，1965年外交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礼宾司。
1969年3月到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工作，1975年底调回礼宾司，曾任国宾接待处副处长。
1983年9月到中国驻日本使馆任一等秘书。
1987年底调回外交部，1989年12月任礼宾司政工参赞，为司领导成员之一。
1994年3月至1998年8月任中国驻古晋总领事。
现为外交部外交笔会副会长．北京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联谊会顾问、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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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所认识的马来西亚　　社团林立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林立，华人社团组织约4000多个，众多
的华人社团包括各种各样的公会、会馆、联合会等，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其中历史较长且有较大影
响的，如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来西亚槟州华人大会堂、马来西
亚嘉属会馆联合会、马六甲福建会馆、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马来西亚广西总会、诗巫福州公会
等。
华人社团按其性质分类有地缘性、血缘性、业缘性以及学术、娱乐、宗教、慈善等社团。
华人视社团组织为他们的家，参加华团活动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
　　东马与西马一样华人社团林立。
据1996年沙捞越州政府社团注册官公布的数字，沙捞越州社团共有2041个，华人社团占80%。
数以千计的大小社团组织，分布在沙捞越州9个省及所属县、镇，其组织规模与会员人数不一，其中
规模较大的可称地缘、血缘组织，业缘性社团规模也不小。
　　地缘性社团　　地缘性社团是操同一方言的群体所结合的组织，诸如同乡会、乡亲会等。
华人南来沙捞越目的在于谋生，在当地落脚后，引带同乡南来，一遇故乡亲友，倍加亲切，由于语言
和习俗相同，互相帮助，成立互助组织，乡亲社团应运而生。
例如古晋广惠肇公会成立于1853年，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
古晋潮州公会成立于1864年，宗旨在于敦睦乡谊，共谋桑梓福利。
古晋福建公会成立于：1871年，最初称为福建公司。
沙捞越客属公会成立于1933年，目前已有数千名会员，该公会拥有百万计的不动产业。
除外，还有古晋兴安会馆、福州公会、广东会馆、大埔同乡会、海南公会、河婆同乡会、诏安会馆、
陇西公会、雷州公会三江公会等等。
　　1983年第一届沙捞越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成立。
总会的青年团和妇女组织也相应成立。
　　沙捞越宗亲社团以血缘纽带同宗亲为基础。
宗亲社团在发扬华人尊祖敬宗，敦亲睦族，促进社会和谐团结，互助合作等方面做出努九这种以血缘
宗亲联结起来的氏族公会，诸如沙捞越江夏堂黄氏公会古晋舜祖公会、古城公会田氏公会、赖氏公会
吴氏公会&hellip;&hellip;较大的公会有数十个。
　　业缘性社团　　业缘性社团属行业性组织，沙捞越州最健全、规模最大的为中华工商联合会，成
立于1965年。
在州内9个省的较大乡镇均有此组织，共有21个属会。
其宗旨主要在于促进州内各地中华商会间的联系与合作，共同推动工商业及其他经济活动。
联合会的代表性、咨询及服务作用受到各界广泛承认。
除此之外，行业性社团还有古晋马中贸易进出口商会、沙捞越厂商联合会、沙捞越建筑商总会沙捞越
家私工业联合会、古晋渔业公会、沙捞越轮胎同业分会、古晋咖啡茶叶联合会等等。
　　学术、娱乐、宗教、慈善、教育等社团应有尽有，不胜枚举。
大部分社团有自己的会徽、会馆。
有的会馆古老朴素，有的则是现代化高楼大厦，装饰富有中华传统艺术特点，成为会员之家。
　　沙捞越华人社团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那时还称为华侨社团，主要是基于地缘、血缘、业缘基础
的各类同乡会馆、宗亲会馆、同业会馆。
到了20世纪初，出现了超越地缘、血缘、业缘的各地华侨社会最高机构，如沙捞越华人社团总会、沙
捞越中华总商会等等。
　　华人社团影响显著　　随着时代的变迁，绝大多数华侨已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因而公会已非单一
协助解决同乡同宗的困难，也超越慈善救济之目的，华人社团扮演着与当地政府的联系桥梁作用，华
人社团与国家的兴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息息相关。
　　华人社团尤其是业缘性社团在发展和繁荣马来西亚经济过程中，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明显。
华人大多从事工商业，这些保护他们行业利益、经济利益，增强与外人竞争力的社团对于他们来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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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重要。
在现代社会，进一步发挥社团协调华人工商界经济技术合作的功能，提高华人实业界整体实力，以便
适应世界贸易集团化、区域化的强劲态势，十分重要。
　　虽然今天大多数华人是土生土长新的一代，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始终没有割断和中华
文化根性的联系。
他们继续参与华人社团活动。
华人社团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以及发扬海外华人热爱祖籍国，热爱故乡以及
保护华人合法权益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华文学校百年风雨　　世界华文学校办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华文在马来西亚华人中的普及和使
用十分广泛。
华人社会历尽沧桑，艰苦创办华文学校和保存华文教育的故事众多。
马来西亚的华文学校历史悠久，在目前全国共约60所华文独立中学以及1280多所华文小学中，百年历
史者为数不少。
　　百年耕耘结硕果。
马来西亚第一所华文学校为1819年在槟城成立的五福书院，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
吉隆坡尊孔独中创立于1906年，当时陆佑领导华侨创办尊孔学堂，兴学倡儒，至今也有百余年的历史
。
　　在东马，百午历史的华文学校也不少见。
沙捞越的华文教育早期是以书塾式的侨民教育开始出现的，移民至那里的先辈，设立私塾教育子女，
在沙捞越最早建立的华校是1870年在石隆门砂南坡设立的私塾，第二任拉者查尔士&middot;布鲁克于
当年在石隆门砂南坡设立华文学校，目的是要吸引华人前往石隆门开采金矿。
1898年，一批客家人移居到盐柴港。
1899年，他们在盐柴港开办一所华文学校。
后来改名为嘉伦学校。
1958年，迁往石角路。
1965年，改为英校，至今已110年。
　　1903年，诗巫以美教会创办华文英文混合学校，1904年伦乐设立华文小学，1911年成邦江和1912年
林梦分别办起华文学校，1912年古晋福建义校创办，随后其他华文学校纷纷建立，蓬勃发展。
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努力，至1948年沙捞越全境已有205所华校。
沙捞越的华文教育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受到严格管制。
办校艰难，1963年沙捞越加入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教育法令下，华文教育限于小学阶段，大部分华
文中学实施改制，未改制的华文中学则成为今日之&ldquo;独立中学&rdquo;，独中的所有教育费用、
教师薪金、学校教室、课桌等经费全由华人社团自行承担、管理、或由热心华文教育的个人损献、资
助。
华文学校经历近150年的发展历史。
　　沙巴州的亚庇兴南邦的中英学校，原名为津侨华文小学，为沙巴州华北同乡会的祖辈于1915年创
建的，经历90多年的艰苦历程，现已发展成为拥有学生989人，教职员工49人，配置有现代化电脑教学
设备的华文学校。
　　艰辛办校，苦心经营。
在沙捞越办华校是一件艰难的事，但他们以发展华教为己任，对国家、社会以及下一代怀有强烈的使
命感，满腔热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任劳任怨，苦心经营。
　　在沙捞越他们自愿组织华文教育董事会、华校校友会、家教协会等，直接参与华校的建设。
尤其华校校董会对华校的生存和发展&mdash;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校董会发扬办华校的传统，一届传一届，他们的贡献是十分显著的。
从筹划华校的经费、建设校台到聘请教员，关心教职员工的生活待遇等等，无所不包，为了华校筹款
四处奔波。
在古晋，我亲眼看到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为了筹划常年开销经费，举行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得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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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华文教育人士的积极响应，慷慨解囊。
筹建古晋华文第六小学又是一个好范例，古晋华人社团多次掀起捐款热潮，举行义演、义卖、义诊等
活动，捐款办教育成为一种时尚，捐款越多越光荣。
　　华文教育前景光明，百年耕耘结硕果，但有识之士追昔思今，也颇有感慨地说，华文教育的成长
历程，犹如血汗交织的诗篇，今天发展华文教育事业仍是长路漫漫。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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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介绍世界，游览必备。
　　&mdash;&mdash;外交部外交笔会会长、外交部前副部长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
球&mdash;&mdash;外交官带你看世界》是一套与众不同的精品丛书。
身为外交官的作者们，不仅熟悉绚丽多彩的祖国，而且也十分了解卓越多姿的外部世界。
他们用一本本书，通过朴实的语言，流畅的文笔，打开饱览世界之窗，让旅游者和读者在尽享各国秀
丽的自然景色、精彩纷呈的风土人情、色彩斑斓的名胜占迹和引人人胜的奇闻异趣的同时，也能深受
良风益俗和文明亮点的启迪，内容十分丰富，具有较强的趣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
　　&mdash;&mdash;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会长、外交部前副部长　　　　出版《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
球&mdash;&mdash;外交官带你看世界》这套丛书，把我们的一批外交官动员起来了，写他们曾经工作
过的国家，帮助中国读者了解世界，这非常号，等于是把不为人知的宝藏开发了出来。
　　&mdash;&mdash;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中国前驻法国大使 吴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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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此商品有两种印刷封面，随机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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