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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学教育众多学科当中，历史科被赋予重大的责任来塑造学生的国家意

识、爱国精神与思维能力。历史可以分为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而中

学教育中所教授的历史课程主要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即是人类

过去生活的记录。因此历史教科书对历史人物所做的取舍和评述，将直接影响

教学内容，也无形中左右了学生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 

 

         在马来西亚其中两个主要源流的中学，即国民中学（国中）与华文独立中

学（独中），在课程设置、课程宗旨、课程目标等都存在着差异。在这当中，

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更是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鉴于此，本论文将探讨与比较国中

与独中历史教科书中对历史人物的取舍与评述。 

 

         首章将针对有关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探讨。第二章将对两

部历史教科书的人物进行统计，并对书中历史人物的评述、性别、种族做一归

纳，并将之整理成表，从中分析其差异。第三章则针对两部历史教科书中特定

的人物作评述上的比较，以探讨国中与独中历史教科书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评

述会有何差异。第四章则为结论与建议。 

 

本文旨在通过对教科书中的历史人物的比较与分析，找出国中与独中历史

教科书所存在的不足，并进一步完善历史教科书，使历史教学可以精益求精。 

关键字：国民中学、独立中学、历史教科书、历史人物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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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bility to think among the many disciplin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the 

History Division has been given significant responsibility to shape the student'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patriotism, and ability thinking. His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is 

the major concept taught in secondary history courses. 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which record of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erefore, the history textbooks on 

the historical figures made by the trade-offs and comment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it also virtually affect  students ability to think and values. 

 

         In Malaysia, two of the main streams of secondary schools, namely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SMK) and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a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curriculum, course objectives and curriculum objectives. The 

preparation of the history textbook is one of social concer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and compare the selec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 and comments between 

history textbook in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and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 

 

        First chapter will focus on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on historical 

textbooks. Second chapter will base on two different history textbook, analyze the 

characters and looked the comments, gender and race of the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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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Then organize them into a table, looked to the differences which can b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ird chapter, base on selected historical figure and explained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ical figure comment and different which history textbook use 

in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and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been 

wrote. Lastly,  chapter four is the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text book which use in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and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Find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history textbooks and to further 

improvise the history textbooks so that the history teaching can be improved. 

Key words :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history textbooks, comparative of historical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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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教科书1最早是指学生上课使用之课本，后来因随着时代的发展，“教科书”

亦出现了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教科书包括课本、学生习作、教学指引，以

及随同于课本使用之各种媒体教材。狭义的教科书则是指政府所公布之课程标

准（纲要）所编辑之学生课本。（蓝顺德，2006：3）本文将取其狭义之意义，

即根据课程标准（纲要）所编辑之学生课本。 

 

马来西亚的国民中学（国中），附属于国家教育体系，办学经费大致上由政

府承担，学生来自不同的族群。而华文独立中学（独中）则属于民办学校，学

生几乎为华裔。独中的出现，与《1961 年教育法令》有着极大的关系。在

1960 年，马来亚政府成立以教育部长达立为首的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并在成

立半年后发表了检讨报告书，即《达立报告书》。该报告书中其中一项建议：自

1962 年 1 月起，全马只有两类中学，即全津贴中学及独立中学。前者以英、巫

为教学媒介语，由政府全面辅助；后者不符合政府教学媒介语等的要求，由民

间自负盈亏。华文中学自战后逐渐获得政府部分的津贴，政府也为华文中学举

办公共考试，获得政府肯定。自 1962 年 1 月以后，这些津贴全部取消，地位也

不明朗。（郑良树，2007：102）目前，国中的建校经费、师资、硬体设备等都

由政府所承担，其课程亦由教育部所审定。而独中的办学经费则大致上由华社

                                                           
1
 中文“教科书”一词，在中国的官方文书中最早出现于光绪 32 年（公元 1906 年）。当时中国

设立学部，后设立图书局，开始编译及审定教科书，先后公布“第一次审定初高小暂用教科书

凡例”，以及颁布“初小国文教科书”与“修身教科书”。这是中国官方文书中第一次出现

“教科书”一词。（蓝顺德，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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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资助，课程则由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所制定。国中与独中不论在性质

与课程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 

 

在众多学科当中，历史科被赋予重大的责任来塑造学生的国家意识、爱国

精神与思维能力。所谓的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

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已往的经验。至于这经验、

这已往的人生，经文字记载，或因种种关系，保存有许多从前遗下的东西，使

后代人，可以根据这些来了解，来回头认识已往的经验，已往的人生，这叫做

“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我们凭这些材料和记载，来反看已往历史的本身；

再凭这样所得，来预测我们的将来，这叫“历史知识”。（钱穆，2012：2）。因

此，历史就是过去所发生的、并且对人类社会发展有影响、有意义的事件。而

历史教科书，是教师教学的主要依据，是学生学习的主要资源，是实现教学目

标的主要工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密集的使用教科书，学生在教室上课的绝

大部分时间均为教科书所占据，师生在教室里的大部分活动仍是和教科书有关

的讲述、考试、问答和作业。由此可见，历史教科书将直接影响历史教育的质

量。 

 

另外，教育部目前规定，从 2013 年开始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Sijil 

Pelajaran Malaysia，简称 SPM）中历史科需及格才可获得文凭。此举是为了让

学生更加重视历史教育，以及更有效地达到历史教育的目的。这项宣布显示历

史科在国中教育受到高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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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构成的因素有人、时、地、事四项，但不可否认的，在四项之中

人最重要，是其主体（李国祁，1988：122）。所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钱穆亦云：“所谓‘人事’，

乃指一切人为之事，与‘自然’相别。学史学，首先该懂得人，其次该懂得事”

（钱穆，1995：58）。 “人”是历史中的主角，因此在进行历史教育或教科书

编撰时，自然的离不开人的因素。历史教科书对历史人物的取舍、描述、评价

等，都直接影响教学内容及学习成效。对此，本文将集中探讨与比较国中与独

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关马来西亚历史人物的取舍、描述甚至评价。 

 

目前，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备受关注。历史教科书作为学校历史教学的

重要依据，对学生乃至国家日后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历史教

科书中的人物进行比较与分析，找出我国历史教育所存在的不足，并进一步完

善历史教科书，使历史教学可以精益求精，并希望对历史课程的改良有借鉴的

意义。 

 

第二节  研究范围 

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将以从 1999 年至 2012 年期间国中与独中所采用的历史

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独中教育虽在我国已有五十年之久，但却至 1999 年才拥

有一套由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所编纂的完整历史教科书。笔者于 2012 年

开始探讨此课题，故此本论文将以 1999 年至 2012 年间国中与独中所采用的历

史教科书作为比较的对象。本文将从这期间所采用的历史教科书来探讨马来西

亚历史人物在这两个源流的历史教育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形象。本文所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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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历史教科书方面包括：分别于 1996 年、1990 年及 1992 年出版的中一至中

二、中三及中五的国中旧版历史教科书；2002 年开始出版的中一至中三及中五

的国中新版历史教科书。而本文所探讨的独中历史教科书包括：1991 年开始出

版的初一至初三独中旧版历史教科书；1999 年出版的《马来西亚及其东南亚邻

国史》及 2008 年开始出版的初一至初三独中新版历史教科书。表（一）至表

（五）所列为本文所探讨的国中与独中历史教科书。 

 

表（一）国中旧版历史教科书 

国中旧版历史教科书 

 

1. Adnan bin Muhammed, Hjh. Norzita binti Hj. Mansur, Osman bin Soh (1996).               

    Sejarah Tingkatan 1. Kuala Lumpur :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 Jaizah binti Mahamud, Abdul Rahim bin Omar, Md. Yusof bin Ayob (1996).    

    Sejarah Tingkatan 2. Kuala Lumpur :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3. Sabihah Osman, Muzaffar Tate, Ishak Ibrahim (1990). Sejarah Tingkatan 3. Kuala  

    Lumpur :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4. Siti Zuraina Abdul Majid, Muhammad Yusoff Hashim, Abdullah Zakaria Ghazali,  

    Lee Kam Hing, Ahmad Fawzi Basri, Zainal Abidin Abdul Wahid (1992). Sejarah  

    Malaysia Tingkatan 5. Kuala Lumpur :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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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国中新版历史教科书 

国中新版历史教科书 

 

1. Ahmad Fawzi bin Mohd. Basri, Mohd. Fo’ad bin Sakdan, Azami bin Man (2002).   

    Sejarah Tingkatan 1. Kuala Lumpur :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 Masariah binti Mispari, Johara binti Abdul Wahab, Ridzuan bin Hasan (2003).   

    Sejarah Tingkatan 2, Kuala Lumpur :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3. Ramlah binti Adam, Abdul Hakim bin Samuri, Muslimin bin Fadzil (2004) Sejarah  

    Tingkatan 3, Kuala Lumpur :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4. Ramlah binti Adam, Shakila Parween binti Yacob, Abdul Hakim bin Samuri,  

    Muslimin bin Fadzil (2003). Sejarah Tingkatan 5. Kuala Lumpur :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表（三）独中旧版历史教科书 

独中旧版历史教科书 

 

1.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1991），《历史》第一册，加影：马   

    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2.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1992），《历史》第二册，加影：马 

    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3.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1993），《历史》第三册，加影：马   

    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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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独中新版历史教科书 

独中新版历史教科书 

 

1．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2008），《历史》第一册，加影：马  

      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2．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2009），《历史》第二册，加影：马  

      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3．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2010），《历史》第三册，加影：马  

      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表（五）独中高中历史教科书 

独中高中历史教科书 

 

1．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1999），《马来西亚及其东南亚邻国  

      史》，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总会。 

 

第三节  研究回顾 

有关马来西亚历史教科书及历史人物评述比较的相关研究大约如下： 

1．李志贤：《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历史课本之分析》（2001 年） 

               作者在此论文中主要探讨华文独中历史课本的编撰过程及其内容在

1970 年年代至 1990 年代之间的转变。作者按照课本的使用将之分为三期，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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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78 年至 1990 年：旧版初中历史课本与胜利版高中课本； 

（二）1991 年至 1995 年：新版初中历史课本与胜利版高中课本； 

（三）1996 年至 1999 年：新版初中历史课本与新版高中课本。 

根据作者的分析，旧版的初中历史课本中有关本地华人的叙述，如华人经济

活动、华文教育等都相当简略。虽然衔接使用的高中胜利版的课本《新马史》

的内容相对的较为详细，有助于弥补旧版初中课本的不足，然而《新马史》

却没有对马来西亚成立后、沙巴砂拉越以及当代的经济、教育与文化等作任

何的叙述。1991 年后，初中开始采用新版课本。新版课本中关于马来西亚

史及其华人叙述的分量比旧版课本来的多。作者认为这是增强学生关于国家

意识及加强学生对马来西亚史掌握的方法。1995 年后，高中开始采用新版

课本，独中至此才开始拥有自行编纂的且完整的历史教材。新版高中课本的

采用，亦解决了之前关于初中与高中内容不衔接的问题。  

 

2．梁婉薇：《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历史教学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之探讨》（2008） 

               作者在本文中集中探讨马来西亚独中历史教学所存在的问题，并从五   

      个角度切入探讨。这五个角度是：课程以及课程目标设置、教学的角度、学  

      习活动设计、教学评量以及其他不易改变的因素。针对所探讨的问题，作者 

      提出了四个对策来改善马来西亚历史教育，即：重新拟定历史课程与课程目 

      标、改善历史教学的模式以增进学习效果、通过学习活动增加学生对学习历 

      史的兴趣与能力以及实施多元评量以提升学生学习主体的地位与能力。 

 

3．张荣强：〈谈国民中学历史教科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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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此文中主要探讨国中历史教育的功能与目的，以及在历史教科书

中引起华社争论的内容及其原因。作者认为初中阶段的历史教学是通过传授

本国历史的知识和体验去培养国民效忠及以马来西亚国民为荣的精神。而在

高中阶段，作者则认为历史课程的编写主要是促使学生能以更广阔的视角去

认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此外，作者根据历史学者的看法以及综合了报

章上有关国中历史教科书里引起华社争论的课文内容报道，梳理及分析了关

于历史教科书中引起华社争论的内容及其原因。作者认为引起华社争论的课

文内容有以下几项：（一）不够全面地介绍各族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二）

华裔先贤功绩被淡化或没被重视。（三）编撰者对历史事件诠释的问题。（四）

词句使用有欠中性。（五）编撰者过于强调马来民族的英勇和牺牲而不够全

面介绍他族的贡献。（六）回教文明历史篇章太多。（七）历史课程内容不够

多样化。 

 

4．何玉万：〈择善而固执——谈华文独立中学初中历史教科书的编撰〉（2010） 

作者在此文中主要针对 2009 年新编的初中历史教科书来论述其内容取

舍及其呈现方式与目的。作者在文中提及，虽然董总曾出版了两套初中历史

教科书，然而却没有可解释中学历史教育功能的课程纲要。直至 2005 年，

才正式拟出了初中历史课程标准。这初中历史课程标准系统地整理了初中历

史的课程定位、目标和内容大纲。2009 年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就根据了这

课程标准来编撰。作者认为，中学历史教育并不是要培养历史学家，而是要

通过历史知识的传授，使学习者了解所处社会的由来，以及培养未来作为社

会人应具备的基本品德修养和思维能力。有鉴于此，作者认为初中历史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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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应方便学生学习，当中所使用的文字应尽量浅白，同时多穿插图表，以吸

引学生阅读。 

 

5．李宝钻：〈马来西亚国民中学的《世界文化史》教科书评析——兼论后殖民

观点的再现〉（2003） 

作者在此文中以国中中四所使用的历史课本——《世界文化史》（或称

《世界史》）为探讨对象，着重分析其内容取材及编辑技巧。作者认为书中

关于思想史的比重稍大。另外，在于内容编辑方面，因编撰者皆无实际的中

学历史教学经验，因此在书中出现了大量人名、地名的堆砌，使到其内容如

同学术论文。另外，作者认为《世界文化史》的编撰者皆是马来学者，因此

影响了教科书中的内容取舍，如书中过于强调回教文化对人类的重要性。作

者认为此教科书中把马来族群的一切视为“中心”，而把其他族群与文化沦

为“边陲”。 

 

6．华社研究中心暨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国民中学历史课程与教科书的 

      分析与检讨报告》（2011） 

               此报告对国民中学现行的历史教育课程进行全面的分析，并以现有和     

       过去的历史教科书做比较，进而得出教科书中内容出现偏差、有欠中立、    

       不够完整甚至出现扭曲的情况。此报告亦指出国中教科书并没有记载各种  

       族对国家建设贡献，内容缺乏宽宏的世界观，以及没有依据客观的历史轨 

       迹去诠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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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ini Hassan，Siti Hawa Abdullah：Sejarah Perkembangan Kurikulum Sejarah  

      di Malaysia （2008） 

      本文主要对我国独立后的历史课程发展进行分析。作者指出我国独立后  

      的历史课程主要出现两个变化，即课程内容的变化及教学方式方面的改变。 

      内容方面的改变是从我国独立起就逐渐出现改变，而教学方式方面的改变是 

      直至八十年代 KBSM 实行后才出现。 

 

8．赖怡静：《两岸国（初）中历史教科书人物描述之比较研究》（2005） 

              本文主要探讨台湾与中国初中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人物的编选、描述与评  

      价。在台湾拥有多个版本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作者首先将台湾国立编译局版、 

      康轩版和南一进行比较，以探讨台湾初中历史教科书之人物评述。随后，作 

      者进一步将台湾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与中国人教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进行比较， 

      以探讨两岸历史教科书对人物描述与评价之差异。 

 

纵观以上所列之教科书研究著作，可得知关于本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研究

并不多。以上几篇的著作主要在于探讨各自源流的历史教科书，并无将我国两

个源流的中学，即国中与独中的历史教科书放在同一平台上进行比较。因此，

笔者将从比较的角度着手，试图解决先前所提出的问题。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以内容分析法与比较研究法的方式对国中与独中历史教科书中

的进行研究，以期得出国中与独中历史教科书人物之比较分析。笔者将通过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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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国中与独中历史教科书对人物的叙述，并从中理解两个源流学校在历史人物

编选、描述、评价所存在的差异。 

 

至于比较研究法将贯穿全文。比较研究法可分为纵向比较（Vertical 

Comparison）和横向比较（Horizontal Comparison），而本文则采用横向比较的

方式，即对我国国中与独中在 1999 年至 2012 年间所应用的历史教科书进行比

较，并从中探讨马来西亚历史人物在叙述、评价方面的分别，以便从中挖掘有

借鉴价值的地方。 

 

第五节  研究架构 

        第一章 绪论 

本章将交待本论文所要探讨的课题及其范围，并说明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笔者亦陈述与本论文相关的前人研究。另外，笔者将说明本论文所应用的研究

方法。 

 

         第二章 历史教科书人物统计分析 

本章将对国中与独中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进行计算，将该历史人物的性别、

种族、描述状况作一归纳，并将之整理成表。笔者亦对相关统计结果进行分析

与探讨，并提出适当的解说。 

 

         第三章 历史教科书人物评述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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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将对在国中与独中历史教科书所出现的人物进行比较。比较的对象将

是在国中与独中历史教科书中都有出现并且都有评述的人物。通过这比较可以

看出两个源流的历史教科书对同一个人物的评述存在着怎样的差异。 

     

        第四章 结语 

   （一）总结研究成果。 

   （二）研究的检讨与评价，指出本身的局限与不足之处。 

   （三）研究的展望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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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教科书人物统计分析 

 

         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数量甚多，有些在该历史事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并且带出深远的历史意义；有些人物则只是扮演着一种角色——名字的介绍。

对于在教科书中的人物，笔者进行了统计，对该人物的性别、种族、身份等等

作一归纳，将之整理成表。 

 

         从附录中的列表中可得知，国民中学的旧版教科书中，共有 656 位历史人

物；而新版的教科书中则有 579 位。从这旧版及新版各四本的教科书中就记载

了如此众多的历史人物，可想而知对学生学习历史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而独

中的旧版初中教科书则有 207 位人物，初中新版则有 158 位人物，高中则有

164 位。跟国中的比较起来，显然国中教科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人物数量比独中

教科书多出了近一倍。 

 

第一节  历史人物之评述统计分析 

         在历史教科书中，历史人物出现的次数是非常频密的。然而，编者并非对

每个记载在教科书中的历史人物都有做出描述或评价。笔者将教科书中的人物

归类为两类，即有评述和无评述。所谓的评述即是编者在教科书中对该人物的

性格、思想、功绩或影响有作一介绍或评价。以下的表（六）和表（七）分别

统计了国中和独中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评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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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国中历史教科书人物评述统计 

 旧版 新版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有评述 40 6.10% 86 14.85% 

无评述 616 93.90% 493 85.15% 

总数 656 100% 579 100% 

资料来源：整理自国中旧版及新版历史教科书 

 

表（七）独中历史教科书人物评述统计 

 初中旧版 初中新版 高中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有评述 25 12.08% 41 25.95% 29 17.68% 

无评述 182 87.92% 117 74.05% 135 82.32% 

总数 207 100% 158 100% 164 100% 

资料来源：整理自独中旧版、新版及高中历史教科书 

 

一、历史人物评述分析概况 

         针对上表的分析，无论是国中或独中的教科书，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均少。

国中旧版四本教科书的人物总数为 656 人，而当中只有 40 人位人物有作评述。

而新版四本教科书人物总数则是 579 人，而当中只有 86 位人物有作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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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中方面，初中旧版三本教科书的人物总数为 207 人，而当中只有 25 人有

作评述；初中新版三本教科书的人物总数是 158 人，当中有 41 人有作评述。至

于高中一本教科书的人物总数是 164 人，其中 29 人有作评述。 

 

         按照这统计，我们可得知，历史教科书中所记载的人物数量众多，但有评

述的却很少。因此，绝大多数的历史人物在教科书中都只扮演着一种角色，即

名字的介绍。编者并没有对该历史人物的形象或影响加以描述。出现这种情况

的原因，笔者认为目前教科书是以历史事件为主，编写方式自然是以事系人的

写法。因此教科书编者主要是描述历史事件，人物的出现只是为了让编者可以

更清楚交代该事件的来龙去脉。目前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几乎都以叙述事件

为主。  

 

二、历史人物评述之探讨 

         虽然历史人物并非是历史的全部，也不能代表整个历史，然而，“人”却

是历史的主角、是历史的主体。钱穆曾说，所谓“人事”，乃指一切人为之事，

与“自然”相别。学史学，首先该懂得人，其次该懂得事。（钱穆，1995：58）

目前的历史教科书主要以叙述事件为主，忽略了人物的叙述。但是，历史事件

正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思想的产物。因此历史教科书必须重视历史人物编

写的形象性，当前教科书忽视人物活动编写的做法并不可取。学生只有认识到

历史事件当时的时代背景，认识到历史人物的思想，通过古人的某些具体行为，

才能感悟到历史人物的精神，最终在思想上受到震撼。也只有在一次次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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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中，学生才有可能认识到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精髓，产生民族认同。

（陈志刚，2012：163） 

 

         笔者认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乃学史之其中一项目的。学习

历史，是为了要回望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而历史人物则有其学习与借

鉴之处，因此教科书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则显得非常重要。没有了评述，历史人

物的名字，就只是一堆文字的堆砌，对学生的学习来说意义不大。 

  

         中学的历史教育应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对历史发展有系统的认识，而非

将学生栽培成历史学家。因此在教科书中记载过多没有评述的历史人物不能有

效地让学生学习历史。因此，笔者认为在历史教科书正文中没有评述的历史人

物，可将之在附录中列出，并对该人物作一解说，这将有助于学生并不会对该

历史人物一无所知，同时又达到尊重史实的目的。 

 

第二节  历史人物之性别统计分析 

         在认识人物的过程中，人物的外在形象是被他人认知的第一印象。而在外

在形象中，性别往往是给人们留下的第一印象。笔者在两个源流的教科书中，

将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以性别归类，进而分析历史人物的性别分布概况。以下的

表（八）和表（九）分别统计了国中和独中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性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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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国中历史教科书人物性别统计 

 旧版 新版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男 643 98.02% 567 98.10% 

女 13 1.98% 11 1.90% 

总数 656 100% 578 100% 

资料来源：整理自国中旧版及新版历史教科书 

 

表（九）独中历史教科书人物性别统计 

 初中旧版 初中新版 高中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男 207 100% 158 99.37% 164 100% 

女 0 0% 1 0.63% 0 0% 

总数 207 100% 158 100% 164 100% 

资料来源：整理自独中旧版、新版及高中历史教科书 

 

一、性别分析概况 

         针对上表的分析，女性历史人物在教科书中所记载的数量是少之又少的。

国中旧版教科书中有 13 位女性，而国中新版教科书中则是有 11 位女性，这数

量分别仅占总数的 1.98%和 2.07%。除去重复的人物，两个版本的国中教科书

合共 20 位女性历史人物。这 20 位女性历史人物当中，有 12 位仅是名字的记载，

并无详细的描述或评价其作为或影响。这 12 位女性人物人物包括：Tun Fati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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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gku Senai，Raja Lijah，Tengku Arfah，Shamsiah Sutan Fatah，Nik Safiah bt. 

Abdul Karim，Tengku Ampuan Mariam，Tengku Dalam Kalthum binti Tengku 

Khazaki，Raja Arfah，Che Maznah，Datin Halimah Hussein，Tun Sharifah Rodiah。 

 

         国中历史教科书所记载的女性虽少，但当中所记载的部分人物反映了女性

在政治上并非是莫不出声的一群，女性亦会为国家民族而站出来争取应有的权

益。国中教科书中记载了其中 4 位女性历史人物在对抗马来亚联邦时所付出的

努力，这 4 位女性历史人物包括：Zaharah bt. Abdullah，Puan Saleha bt. Ali，

Halimahton Majid，Datin Puteh Mariah bt. Abdul Rashid。 

 

如国中初中旧版教科书中所记载的： 

 

“Di Batu Pahat, Johor, seorang guru sekolah yang bernama Zahara 

bt. Abdullah, telah memberi ucapan yang bersemangat menentang 

Malayan Union.” 

 

“Salah seorang daripada mereka ialah Puan Saleha bt. Ali yang 

telah memberi ucapan yang bersemangat dan menyeru kaum wanita 

supaya berganding bahu bersama-sama kaum lelaki menentang Malayan 

Union supaya orang Melayu tidak kecewa di kemudian hari. ”（Sabihah 

Osman，Muzaffar Tate，Ishak Ibrahim，199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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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中新版初中历史教科书中亦记载了： 

 

“Kaum wanita juga tidak ketinggalan memainkan peranan penting 

menentang Malayan Union. Misalnya di Batu Pahat, Cikgu Zahara 

Abdullah telah berucap menentang Malayan Union. Di Rembau pula, 

Halimahton Majid telah berucap dalam perhimpunan kaum ibu 

membantah Malayan Union. Datin Puteh Mariah pula telah mengetuai 

Bahagian Wanita Perikatan Melayu Perak dan telah bergabung tenaga 

dengan kaum lelaki menyokong Kongres Melayu pada tahun 1946 bagi 

menentang Malayan Union.” (Ramlah binti Adam, Abdul Hakim bin 

Samuri, Muslimin bin Fadzil, 2011：62) 

 

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乃是二战后英国在马来半岛所推行的一项计划，

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对马来半岛各邦进行直接统治，同

时放宽公民权条件予非马来人。然而该计划引起了马来社会的忧虑，进而激发

了马来民族主义的高涨。在 1946 年 5 月，巫人全国统一机构（the Pertubuhan 

Kebangsaan Melayu Bersatu，简称 UMNO，即巫统）成立，拿督翁（Onn Ja’afar）

担当第一任主席。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历史事件。 

 

Hisroty of Malaysia 这部书籍记载了女性在反抗马来亚联邦活动中所凸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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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e time Malays had been brought together in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was supported by virtually all the key components in 

Malay society, from aristocrats and civil servants to radicals and Islamic 

leaders. In a major pronouncement, the Congress declared the 

MacMichael treaties to be invalid and demanded the repeal of the 

Malayan Union. The „remarkable‟ fact that women were also participating 

in protest rallies and political demonstrations, „going up on political 

platforms and making speeches‟ was persuasive evidence of the extent of 

Malay feeling. ”（B.W.Andaya，L.Y. Andaya， 2001： 267）  

 

马来人第一次组织团结在一个政治运动中，它得到马来社会里所有重要人物的

支持，从贵族、国家政府官员到激进主义者、伊斯兰教的领导人。在一项重要

声明中，大会宣布麦克米歇尔签订的条约无效，要求撤马来亚联邦。妇女也参

加了抗议集会和政治游行示威，“走上政治舞台”，这个“显著”事实有力证

明了马来人民族情绪影响范围之大。该国中教科书叙述了 Zahara bt. Abdullah 和

Halimahton Majid 等人在对抗马来亚联邦成立的抗议集会中发表演说，而 Puan 

Saleha bt. Ali 和 Datin Puteh Mariah 则呼吁及带领女性与男性共同合作对抗马来

亚联邦。这些描述都显示了女性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是足以与男性肩并肩共

同对抗马来亚联邦，以维护马来民族的尊严。 

 

         此外，该国中教科书亦记载了当时英国国会代表 Kapten Gammans 肯定马

来女性积极抗争所展现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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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atu perkara yang telah menarik hati saya ialah saya dapati 

wanita Melayu, yang masa saya berada di sini dahulu, tidak pernah 

mengambil bahagian sama sekali di dalam hal-ehwal orang ramai, 

sekarang , mereka memberi ucapan di tengah-tengah orang ramai. Tidak 

syak lagi orang Melayu telah mempunyai semangat politik yang begitu 

capat sekali.” （Sabihah Osman，Muzaffar Tate，Ishak Ibrahim，1990：

27） 

 

马来亚联邦计划，激起了马来民族主义，同时亦激发了女性对民族权利、国家

主权的关心。国中教科书记载这段历史，展现了女性在对抗不平等、追求本身

民族权益时所展现的精神。这段历史亦为马来民族女性掀开了新的篇章，颠覆

了过去传统女性长期缺席政治民族斗争的印象。 

 

        除了马来亚联邦的事件之外，1946 年砂拉越政权移交英国政府的事件亦出

现了关于女性为政治主权抗争奋斗的历史记载。自 1842 年起，布洛克家族

（Brooke）开始统治砂拉越。直到二战后，由于当时的白人拉惹温纳布洛克

（Wyner Brooke）没有经济能力重建受到战争破坏的砂拉越，以及面对没有继

承人的局面，在英国的压力下，将砂拉越的政权割让给英国政府。在二战爆发

前，温纳布洛克曾颁布《砂拉越宪法》，并保证将来会让砂拉越独立。然而二

战后温纳布洛克却把砂拉越政权移交英国政府，因此引起了砂拉越人民的强烈

反对。砂拉越人民纷纷发动抗议示威，当中女性也不落人后，纷纷站出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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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强烈的反对声浪。在国中新版教科书就有记载了其中四位女性历史人物，即

Sharifah Hajh Sipah Tuanku Othman，Lily Eberwein，Dayang Fauziah 和 Cikgu 

Ajibah Abol 在这段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Kaum wanita juga turut terlibat dalam demonstrasi menentang 

penyerahan. Misalnya, kaum ibu PKMS yang diketuai oleh Cikgu Lily 

Eberwein telah pergi ke kawasan pedalaman untuk mendapatkan simpati 

dan sokongan orang Iban. Begitu juga Puan Sharifah Hajah Sipah 

Tuanku Othman, Dayang Fauziah dan Cikgu Ajibah Abol yang mewakili 

kaum ibu BPM sanggup mengorbankan masa dan tenaga mengatur 

demonstrasi menentang penyerahan Sarawak kepada British. (Ramlah 

binti Adam, Abdul Hakim bin Samuri, Muslimin bin Fadzil, 2011：62) 

 

         独中方面，初中旧版和高中的教科书，所记载的历史人物全数都是男性，

而在初中新版中仅有一位女性，即卡迪卡素夫人（Sybil Kathigasu）。独中教科

书对这位女性给予极高的评价： 

 

一位欧亚混血的卡迪卡素医生夫人，不顾生命危险，为当地华人

和抗日军提供各种医药协助，即使后来被日军所俘并受尽虐待，仍不

泄露任何抗日军的行踪，颇受当地人的敬重。（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

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20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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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中教科书介绍了这位女性历史人物在抗日时期所作出的贡献，展现了女性的

在战争时期也可在保卫国家方面出一份力。通过这一位历史人物的介绍，传达

了保家卫国不再是男性专属的职责，女性也可在这一方面显露其伟大情操。 

 

二、历史人物性别差异的原因 

（一）传统伦理观念 

         历史教科书男多女少的情况，其原因主要是传统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男

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所导致。从古至今，男性往往都被认为是社会的核心，女性

则只是男性的依附者。在传统性别歧视的角度之下，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

或文化上，男性都是扮演着领导的角色，极少数会有女性涉及上述领域。即使

有女性在该领域有出色的表现与贡献，往往都会被认为是牝鸡司晨，因此不被

记录在史册当中。 

 

         在人类历史中，远古时代的人类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因此母系社会自然形

成。在人类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使得男性在农业社会上有着主导的地位，因此

社会制度逐渐被父系制度所取代。在父系制度下，男性具有继承家族财产的权

利，社会以男性为主导，经济与生活方面亦被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在马来半岛

各邦，除了森美兰之外，其余都是以马六甲王国的政制作为蓝本，即“天猛公

法”2（Adat Temenggung）。天猛公法即是父系制度。此制度下，男性地位比

                                                           
2
 天猛公法或天猛公制度，在马来西亚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制度除了森美兰之外，为马来

各邦所沿用。此制度是专制模式，苏丹或统治者拥有最高的权力。在天猛公制度下，男性被认

为比女性拥有更大的责任与职责，因此男性拥有继承财产的权利。（Ismail Hamid,19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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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来得高。男性占据主导权，并在家庭社会扮演着领导的角色，同时男性拥

有继承家族财产的权利。 

 

         马来各邦的国家制度、社会思想，法律政策都加强了父权统治的系统，进

而形成了人民共同拥有的心理状态。因此，在 20 世纪以前，女性在马来各邦的

历史记载上几乎是一片空白。马来各邦从古至今，掌握国家领导权力的都是男

性，无论是古代的苏丹（Sultan）、宰相（Bendahara）或现今的国家元首

（Yang Dipertuan Agong ），首相（Perdana Menteri），州务大臣（Menteri 

Besar）等，都是由男性所担任。这种传统观念似乎已既定了国家政治必然是由

男性所主宰。即使是发展到现在讲求男女平等的社会，女性的地位仍未能突破

这种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观念。从马六甲王国至今六百余年，重男轻女的思想

在社会已经根深蒂固，不易改变。它会不自觉地影响人们判断的标准。在这样

的传统伦理观念之下，教科书的编撰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出现历史人物性

别不平衡的现象。 

 

（二）传统史学材料 

         传统的伦理观念呈现出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再加上女性历史研究

很少，成果单薄，进而影响传统史料的记载出现偏差。目前的教科书，乃是编

撰者从成千上万的史料中选取内容进行编撰。因此，过去的史料影响着现今教

科书的内容，而现今教科书的内容则被过去的史料记载所约束。如前个部分所

述，从古至今，男性在政治、社会、经济都扮演着主导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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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史家自然地就只是将这些所谓的“精英”载入史册，名留青史，至于那

些包括妇女在内的草根阶层就只能默默耕耘，无缘进入历史这个大舞台。 

 

         有史以来，历史已成为一部史学，以社会生活为场景，以政治沿革为主线，

以革命斗争为主要内容，帝王将相和男性精英一直在历史著作中担当主角，而

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相对隔绝的女性便整个的从历史中消失了。因而，传统历

史学科框架中没有女性的位置。这种史学观念植根于历史编撰者的头脑中，使

他们在记载历史事件、记录历史活动和描绘历史人物过程中造成具有历史传承

性的史料本身就是不完整的。以往的记录制约着今天史料的收集和研究，而现

今能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又制约着历史教科书内容的选择。所以说，怎样的资料

得以在一代代的史学工作者手中记载和传递下来，跟它是否符合了人们的历史

观念关系密切，有关女性的史料记载是残缺不全的。（冯怡，2008：18） 

 

（三）编纂者与审定的标准 

         教科书的编写框架、内容选材都与编撰者息息相关。独中与国中教科书所

出现的性别不平衡，自然地与该书编撰者有着不可切割的关系。一般上会认为

教科书编撰者本身的性别会影响该书中人物的性别比例。例如田旭敏这位学者

在其论文中提及，中国所采用的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者总共 102 位，

女性编辑只有 11 位，其余 91 位全部是男编辑，在这编辑群里出现了严重男女

比例失衡的问题。这进而导致该教科书在编制过程中，会不自觉的渗透传统的

性别文化，导致该历史教科书出现男多女少的问题。（田旭敏，2012：32）该

学者认为历史教科书编撰者本身的性别影响历史教科书中历史人物的性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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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笔者并不苟同这个说法。笔者认为教科书编撰者的性别意识、是否有

注重现代社会性别公平，才是关键的因素。即使所有的教科书编撰者是女性，

如果缺乏性别意识，只是惯性的遵循过去的编写模式，教科书性别失衡的问题

还是一样会出现。独中与国中教科书性别失衡的问题，也不是因为编撰者男多

女少而引起的。举个例子，在独中新版教科书中，第一册编撰者的性别为 3 男

6 女，第二册为 3 男 7 女，第三册为 3 男 6 女，高中的则为 5 男 4 女。3至于国

中新版教科书中，中一编撰者的性别为 3 男，中二为 1 男 2 女，中三为 2 男 1

女，中五的则为 3 男 1 女。4从以上例子可看出，独中或国中教科书的编撰者性

别并没有出现男多女少的现象，独中教科书的编撰者甚至女性多于男性。因此，

编撰者本身的性别并非是构成教科书中性别失衡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独中与国中教科书编撰者并没有把性别公平作为编写历史教科书

的主要考量之一。他们普遍上受到了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忽略了现今社会提

倡的性别公平、男女平等的要求，只是按照以往传统的模式来编写教科书。 

 

三、历史人物性别差异之探讨 

                                                           
3
 独中第一册历史教科书编委：郑瑞玉、马季勋、黄松奎、陈亚才、梁怀蔚、庄似萍、曾玉琳、

庄丽美、何玉万。独中第二册历史教科书编委：郑瑞玉、马季勋、黄松奎、陈亚才、梁怀蔚、

庄似萍、曾玉琳、庄丽美、唐莱温、何玉万。独中第三册历史教科书编委：马季勋、黄松奎、

陈亚才、梁怀蔚、庄似萍、曾玉琳、庄丽美、唐莱温、何玉万。 
4
 国中中一历史教科书编委：Ahmad Fawzi Bin Mohd. Basri、Mohd. Fo’ad Bin Sakdan、Azami 

Bin Man。国中中二历史教科书编委：Masariah Binti Mispari、Johara Binti Wahab、Ridzuan Bin 

Hasan。国中中三历史教科书编委：Ramlah Binti Adam、Abdul Hakim Bin Samuri、Muslimin Bin 

Fadzil。国中中五历史教科书编委：Ramlah Binti Adam、Shakila Parween Binti Yacob、Abdul 

Hakim Bin Samuri、Muslimin Bin Fad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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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古籍鲜少记载女性，进而导致现代的历史著作乃至历史教科书都有重

男轻女的阴影存在。作为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者，应当关注性别偏见这问题。笔

者并非要刻意在教科书中强硬加入女性人物，而是笔者认为，从古至今几百年

的时光当中，女性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必定有值得列入史册的代

表人物。现今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为了教育下一代正确的观念，历史

教科书有必要更改过去一味跟着传统走的态度。教科书的性别倾向是一种隐性

课程，它不会直接告知学生在两性认识上的偏颇，但却通过“润物无声”的方

式作用于学生。（冯怡，2008：25） 

 

         笔者认为独中教科书对女性历史人物的记载是严重失衡，完全无法展现女

性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传统上都认为男强女弱，倘若教科书亦出现此等现

象，那根本就不符合历史教育的目的。过去史籍关于女性历史人物的记载虽少，

但也不至于完全没有。作为例子，笔者认为林碧颜5乃是其中一位值得写进历史

教科书的女性历史人物。大家对林碧颜的认识主要是她为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

的案件抗辩。林碧颜的一生，以担任协助弱势群体的律师身份，最能彰显她追

求公正、平等与捍卫法治的精神。她处于当时国家独立前后的动荡年代，所展

现的正义、为公正挑战权威的勇气和先进的维权律师形象，为马来西亚独立至

                                                           
5
 林碧颜（1915-2013），出生于英国伦敦，其家世是在槟城显赫的峇峇家庭。他毕业于英国剑

桥大学法律系，是槟城第一位华人推事，曾任槟城乔治市地方议会议员，槟城华人大会堂理事

及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成员。1934 年因英殖民政府拒绝为华裔与印裔提供免费母语教育，愤而

辞去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成员一职。林碧颜是一名公平、平等与法治精神的践行者。她所协助

过的著名案件，包括：为马来亚共产党女子李明争取豁免死刑；为林连玉公民权遭褫夺案义务

抗辩三年，从本国法庭上诉到英国枢密院；为 11 名潜入印尼接受武装训练，后随印尼志愿军登

陆被俘并判死刑的华裔青年死囚和后来加入的 2 位马来青年死囚向柔佛州与霹雳州苏丹请愿，

要求豁免死刑；和为钟灵 11.23 学潮事件学生上诉等。（周美芬，2014：765） 



 28 

今无出其右的女性代表。（周美芬，2014：765）对于一位如此杰出、形象正面、

并且让学生有学习与借鉴之处的女性代表，如不列入历史教科书中，实属可惜。 

 

第三节  历史人物之种族统计分析 

         历史人物的种族特征，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体现出整个族群在这个

国家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笔者在两个源流的教科书中，将所记载的历史人

物以种族归类，进而分析历史人物的种族分布概况。以下的表（十）和表（十

一）分别统计了国中和独中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评述情况。 

 

表（十）国中历史教科书人物种族统计 

 旧版 新版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巫裔 455 69.36% 383 66.15% 

华裔 47 7.16% 40 6.91% 

印裔 9 1.37% 6 1.04% 

其他 145 22.1% 150 25.91% 

总数 656 100% 579 100% 

资料来源：整理自国中旧版及新版历史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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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独中历史教科书人物种族统计 

 初中旧版 初中新版 高中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巫裔 98 47.34 74 46.84 91 55.49 

华裔 68 32.85 50 31.65 36 21.95 

印裔 4 1.93 4 2.53 3 1.83 

其他 37 17.87 30 18.99 34 20.73 

总数 207 100% 158 100% 164 100% 

资料来源：整理自独中旧版、新版及高中历史教科书 

 

一、历史人物种族分析概况 

         根据统计，国中旧版和新版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种族占最多比例的是巫裔，

分别是 69.36%和 66.15%。其次是其他，分别占 22.1%和 25.91%。华裔则分别占

7.16%和 6.91%，印裔数量最少分别占 1.37%和 1.04%。至于独中教科书方面，

巫裔的比例依然是最多，但明显地比国中教科书来的低，即初中旧版 47.34%，

初中新版 46.84%，高中 55.49%。其次是华裔，分别占 32.85%、31.65%和

21.95%。其他种族在独中历史教科书中分别占 17.87%、18.99%和 20.73%。印

裔依然是占最少比例的，分别是 1.93%、2.53%和 1.83%。 

 

         从表（十）和表（十一）中可以清楚看到国中和独中历史教科书中人物的

种族比例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国中旧版和新版历史教科书的巫裔历史人物均超

过半数，多达 69.36%和 66.15%。而华裔的数量却不多，仅占 7.16%和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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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可理解巫裔民族比其他民族更早在马来亚这片土地上生活，然而国中历史

教科书中的马来西亚历史主要是只追溯到马六甲王朝，而在马六甲王朝时期，

已有华裔在这片土地上活动，因此，笔者认为巫裔和华裔的比例不应该相差这

么大。再者，华裔在马来西亚的建设中付出了极大的贡献，无论是在政治、经

济、教育、对抗殖民等方面，多位华裔历史人物理应被记载。然而，这些华裔

历史人物却缺席了国中历史教科书。6 

 

二、历史人物种族之探讨 

         中学历史教育的功能主要是借鉴、教化、启智，让学生能够从过去的事件

中更好地认识社会以及吸取教训。因此历史教科书在选取历史人物时应该尽可

能做到不偏不倚。笔者认为国中历史教科书遗漏了一些值得记载的华裔历史人

物。国中历史教科书的巫裔人物偏多，而且大多数只是名字上的介绍，根本无

法让学生从该人物身上学习到任何知识。一堆人名的堆砌，倒不如集中介绍一

些有在历史上有影响、有价值的历史人物。国中历史课程纲要中列明： 

 

“Patriotisme adalah perasaan cinta yang kuat terhadap tanah air. 

Perasaan ini perlu wujud di hati setiap individu rakyat Malaysia yang 

berbilang kaum. Sehubungan itu, semangat patriotik dapat membentuk 

rakyat Malaysia yang bersatu padu dan harmoni. Justeru, berdasarkan 

pengetahuan dan pemahaman aspek-aspek sejarah negara, para murid 

dibimbing untuk menganalisis dan menilai fakta-fakta sejarah secara 

                                                           
6
 这些华裔历史人物包括陈旭年、陈开顺、黄亚福、刘善邦、王甲、陈嘉庚、林连玉、林苍佑

等等。有关人物的介绍请参阅接下来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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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ional. Natijah daripada pemahaman dan penghayatan sejarah negara, 

para murid dapat membina kekuatan semangat cinta akan negara.” 

（Pusat Perkembangan Kurikulum ，2000：1） 

 

“ Menghargai usaha dan sumbangan tokoh-tokoh yang 

memperjuangkan kedaulatan, kemerdekaan dan pembangunan negara.” 

（Pusat Perkembangan Kurikulum ，2000：3） 

 

课程纲要清楚列明了，爱国精神必须存在于马来西亚各种族的人民之间，这爱

国精神可以让马来西亚的人民团结与和谐相处。因此学生将通过学习与客观分

析国家的历史来达致以上目的，以加强人民的爱国情操。此外，课纲也说明了

珍惜前人在为国家主权、国家独立、国家发展上所做出的贡献。因此笔者认为

华裔历史人物在国中历史教科书中比例不应该只是 7.16%或 6.91%，因为这并

无法体现华裔在马来西亚这片国土上所付出的努力与心血，更剥夺了学生认识

与学习部分华裔历史人物的精神与爱国情操。这与课程纲要中所列的目标是背

道而驰的。笔者认为一些华裔历史人物应该被写进历史教科书中，当中包括了

以下这些人物： 

 

（一）陈旭年 7、陈开顺 8、黄亚福 9 

                                                           
7
 陈旭年（1827-1902），原名陈毓宜，生于广东潮州市彩塘区。幼年生活平凡，成年后在家乡

当油贩，生活困苦，又嗜赌。在贫穷、生活困难和孤独的情况之下，他便决定远走他乡，出洋

谋生。在直落布兰雅（Telok Blangah）一带沿家逐户卖布匹，因而结识了马来王族成员，天猛

公阿武峇加一家也是他的顾客。他与阿武峇加交情深笃，成了莫逆之交，结拜为义兄弟。1868

年，当阿武峇加正式升为“柔佛大君”（Maharaja）陈旭年便被封为“华侨侨长”（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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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佛是马来半岛最后一个被英国殖民的邦属。这有赖于柔佛统治者英明的

领导及其现代化的措施，当然也少不了其经济的发达。柔佛当时的经济发展取

得辉煌的成就，主要是天猛公达因依布拉欣（Temenggung Daeng Ibrahim）所推

行的港主制度。在港主制度下，天猛公招引了大量的华人，授予他们港契，委

任他们为港主，以便在柔佛进行农业开发。港主主要在其港区种植胡椒和甘蜜。

至 19 世纪 60 年代初，柔佛境内已有 1200 个甘蜜种植园，雇用华工将近 1.5 万

人（安焕然，1998：297），致使柔佛成为世界最大的胡椒和甘蜜输出地。在港

主之中，以陈旭年、陈开顺及黄亚福最为著名。陈开顺乃是柔佛州的首位甲必

丹、柔佛首府新山的开埠功臣；陈旭年是继陈开顺之后，领导义兴公司的首领，

与苏丹阿布巴卡（Abu Bakar）是莫逆之交，并曾受封为“华侨侨长”；而黄亚

福不仅是一名港主同时也是一名建筑商，深受苏丹阿布巴卡信任，并替其建造

新山大王宫。这三名港主在当时侯都是属于叱咤风云的人物，对柔佛的经济政

治都起着一定的影响。他们白手起家，披荆斩刺的精神，更是后人学习的模范。 

                                                                                                                                                                      

China），并授予资政衔。他乐善好施，对中国救灾筹赈义举，热心支持，慷慨捐献。（吴华，

2014：215） 
8
 陈开顺（1803-1857），出生于广东海阳县，成年后来到新加坡当劳工。1830 年代加入义兴公

司活动，后因感于新加坡难以立足，而 1844 年，柔佛天猛公依布拉欣正推行港主制度，大事开

拓柔佛。陈开顺于 1844 年 10 月 20 日取得第二张港契，便率领众同志前来新山地不佬河

（Tebrau River）沿岸开拓荒地，种植胡椒甘蜜。陈开顺是义兴公司的首领，他的势力很大。据

说当年麻坡一隅蠢蠢欲动时，他协助苏丹平定乱事，居功不少，深得苏丹的器重，被封为甲必

丹的荣衔，并委任他负责地方上的防卫工作，同时特许义兴公司公开活动。（吴华，2014：104） 
9
 黄亚福（1837-1918），原名黄福，于 1837 年在中国广东省台山县诞生。幼年时生活困苦，17

岁那年便跟随泥水木匠赵师傅南来谋生，最终从木匠发迹成为建筑承包商。婚后，他在同乡店

中掌理店务，稍为在社会活动，因而结识了同乡的胡亚基。胡氏便介绍他认识天猛公阿武峇卡，

他又与马哈拉惹王妃黄亚娇结拜义兄妹，因为这种关系，而得到马哈拉惹的信任。1864 年，他

为柔佛马哈拉惹建造新山大王宫，其后，他又继续替马哈拉惹建造八座宫殿。黄亚福在柔佛及

新加坡两地拥有许多房屋及园丘。他是 19 世纪末新马两地著名的建筑商、种植家、银行家及港

主。他抱着“取自社会，用诸社会”的宗旨，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1878 年，他倡组新山广肇

会馆，并出任该会首届总理，随后蝉联该职多年。1911 年，该馆创办育才学堂。1913 年，宽柔

学校创立，黄亚福出任首届总理。（吴华，201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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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善邦 10 

         在国中历史教科书中，大量记载了巫裔民族对抗殖民势力的事迹，当中包

括仁答（Rentap）、沙立夫马沙荷（Sharif Masahor）、拿督马哈拉惹李拉

（ Dato’ Maharaja Lela ）、严端安达（ Yamtuan Antah ）、督央谷（ Tok 

Janggut）、哈芝阿都拉曼林梦（Haji Abdul Rahman Limbong）、末沙烈（Mat 

Salleh）等等。然而却不见有关华裔对抗殖民势力的叙述。刘善邦是砂拉越华工

首领，因不满布洛克（Brooke）的税收制度，于是与王甲带领当地华人对抗白

人拉惹。其对抗行动最终虽然失败，但其反抗殖民势力的精神与上述几位反抗

殖民势力的英雄并驾齐驱。 

 

（三）陈嘉庚 11 

         陈嘉庚，一位受教育不多，但却非常重视教育的企业家。在经济上，陈嘉

庚在当时候是马来亚主要的橡胶种植者，提供了无数的就业机会；在教育上，

陈嘉庚积极办学，捐出大部分的身家财产，创建学校，培养人才；政治上，陈

                                                           
10

 刘善邦（1802-1857），又名刘善伯，清嘉庆七年（1802）生于广东陆丰县。1821 年，他与乡

村友人结伴南来，并来到石隆门茅山，并发现金矿，正式在此组织义兴公司。他有系统地组织

和团结矿工，逐渐以自力更生的原则发展经济，开辟农园、开矿及重建家园，后将义兴公司改

组为“十二公司”，并将业务范围扩大到其他地方。1857 年，因不满白人拉惹的抽税制度，同

时为抗议英殖民统治者的压迫与强行施政，华工们推举刘善邦为起义军首领。总司令王甲带领

六百多名敢死队，采取水陆两路进攻的方式，结果攻克古晋，布洛克仓皇出逃。占领古晋后，

刘善邦召集各方领袖签署和平相处互不侵犯的条约。但是没想到白人拉惹重整旗鼓，联合当时

签约的各方领袖攻打起义军。此时刘善邦和王甲孤军作战，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壮烈牺牲。

（廖文辉，2014：931） 
11

 陈嘉庚（1874-1961），生于中国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他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抱负而倾财兴

学。他 20 岁开始首次捐资办学，所持理念是“竭力兴学，以尽国民天职”。从此以后，他在办

学方面矢志不移，勇往直前，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如此奋斗了 60 年。在马来亚甚至整个南洋

华侨社会，重视教育和自力办学虽然不是始于陈嘉庚，然而能够有这么大规模的建树，贡献又

对后人影响深远的，说陈嘉庚是第一人，并不夸张。（谢川成，2014：83） 



 34 

嘉庚领导“南侨爱国无党派”的救亡运动，其深度与广度，史无前例，浩气长

流。（杨进发，2003：44）陈嘉庚在经商方面的能力、对教育的坚持、其牺牲

的精神，是后人奋斗的楷模，理应收录在历史教科书中。 

 

（四）林连玉 12 

         林连玉，拥有“族魂”的尊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领航者，在马来西亚

华教史上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林连玉组织教总，团结教师，反抗不合理的教育

政策。他重视华文教育，捍卫母语，积极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然而，这位

华教泰斗却被冠上煽动种族情绪的罪名，最终被吊销教师准证与被褫夺公民权。

站在政府官方的立场，这位人物的行为似乎没有值得学习之处，其理念更不符

合国家教育政策，要国中历史教科书收录林连玉这位人物，似乎有点不太可能。

然而，站在历史教育的角度，林连玉绝对应该被收录在历史教科书中，其为民

族、为教育、为母语奋斗的精神，值得让后人所学习。 

 

（五）林苍佑 13 

                                                           
12

 林连玉（1901-1985），原名林采居，生于福建永春。他 7 岁开始随祖父和父亲读中国经典，

随后曾在厦门中药店学习经商，不过最终他选择了教育工作。1931 年，他到巴生共和学校任教，

半年后去育华学校当教务主任。1935 年转到尊孔中学执教。他于 1946 年成立吉隆坡华校教师

福利基金，并于 1949 年组织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林连玉担任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主席 8 年。

1956 年，马来亚政府制定《拉萨报告书》，排斥华文中学。身为教总主席的他领导各界提出反

对，并向时任教育部长拉萨交涉，最后争取到教育部长应允不把“最终目标”列入《1957 年教

育法令》中。时隔几年，马来亚政府在 1961 年又推出《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其中规定华文

中学必须改制成为英文中学，否则取消津贴。由于他领导华教人士大力反对《1961 年教育法

令》，在该法令通过前被马来亚政府教育部以故意歪曲与颠倒政府教育政策，煽动种族情绪等

罪名，吊销其教师注册证，内政部则发函褫夺其公民权。（谢川成，2014：819） 
13

 林苍佑（1919-2010），祖籍福建厦门，出生于槟城。1937 年获得女皇奖学金赴英国深造，并

于 1944 年考获医学士学位。1951 年开始涉足政坛。由于其父早期曾受英殖民政府委为华人参

事局议员以及林苍佑本身的经验，他以 32 岁之龄便被委为槟城殖民地议会议员。林苍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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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苍佑，槟城州第二任首席部长，素有“槟城州发展之父的美誉”，槟城

在他的领导之下，一度成为世界产量最高的电子晶片制造地。他曾领导过四个

政党，包括急进党、马华公会、民主联合党以及民政党。林苍佑虽受受英文教

育，但却积极争取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的发展机会。他鼓励华人申

请公民权，并参与国家争取独立行动的行列，因此，林苍佑在马来西亚华人政

治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贡献更是不可磨灭。 

 

 

 

 

 

 

 

 

 

 

 

 

 

 

                                                                                                                                                                      

1955 年槟城殖民地议员选举时，鼓励华人申请公民，以便投入争取国家独立的行列。1969 年大

选，民政党夺下槟州的政权，同时林苍佑成为槟城第二任的首席部长。1971 年，林苍佑成为了

民政党的主席。在 1990 年的大选中，林苍佑被林吉祥击败，从此他便卸下槟州首席部长一职。

（林水檺，201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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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历史教科书人物评述之比较 

         从上一章的统计，可得知两个源流的历史教科书在历史人物评述方面是非

常地少。历史人物的出现，往往只是名字上的介绍。然而，同样的历史人物，

同时在两个源流的教科书都有评述，却是更加地贫乏。根据笔者的统计，在两

个源流历史教科书中出现且有评述的历史人物只有 13 位14。国中与独中所记载

的历史人物众多，然而共同有评述的却只有区区的 13 位，显示国中与独中对历

史人物的所要凸现的人物特质有着不同的标准。在这 13 位历史人物中，笔者选

择了当中的 7 位来比较他们在国中与独中历史教科书内的评述。笔者根据以下

的标准来选取这位历史人物来作比较： 

          1．在两部历史教科书中都有评述； 

          2．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及关键的角色； 

          3．在两部历史教科书中的评述有明显的差异。 

 

         笔者将以这 7 位历史人物来作来比较，探讨两部历史教科书在人物评述上

的差异。这 7 位历史人物包括苏丹马末沙（Sultan Mahmud Shah）、敦吡叻

（Tun Perak）、汉都亚（Hang Tuah）、叶亚来、苏丹阿布巴卡（Sultan Abu 

Bakar）、翁渣化（Onn Ja’afar）和陈祯禄。 

 

一、苏丹马末沙（Sultan Mahmud Shah） 

                                                           
14

 这 13 位历史人物是：苏丹马末沙（Sultan Mahmud Shah）、敦吡叻（Tun Perak）、汉都亚

（Hang Tuah）、敦墨太希（Tun Mutahir）、叶亚来、苏丹阿布巴卡（Sultan Abu Bakar）、仁

答（Rentap）、沙立夫马沙荷（Syarif Masahor）、末沙烈（Mat Salleh）、依布拉欣耶谷

（Ibrahim Yaacob）、翁渣化（Onn Ja’afar）、陈祯禄和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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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马末沙，是马六甲被葡萄牙占领前的最后一任苏丹15，在位达 23 年之

久，其对马六甲王国的存亡起着关键性的影响。苏丹马末沙这人物具争议性，

两个源流的历史教科书对其褒贬不一。 

 

（一）正面评述 

         国中历史教科书描述了苏丹马末沙在面对亚伯奎（Alfonso de Albuquerque）

时所展现勇敢： 

 

Sultan Mahmud Shah bertindak berani dengan menolak semua 

tuntutan Alfonso. Tindakan Sultan Mahmud Shah yang menolak 

permintaan tersebut menyebabkan Alfonso mengambil keputusan untuk 

menyerang Melaka. ( Ahmad Fawzi bin Mohd. Basri，Mohd. Fo’ad bin 

Sakdan， Azami bin Man，2002:96) 

 

        当时亚伯奎率领战舰、士兵，持着精良的武器，来到马六甲，向苏丹马末

沙索偿以及做出各项的要求，当时面对亚伯奎的索偿和要求。然而苏丹马末沙

依然坚决勇敢地拒绝了葡萄牙人的要求。 

 

        此外，国中历史教科书亦记载了： 

 

                                                           
15

 对于马六甲王朝的最后一位苏丹，国中历史教科书与独中历史教科书的诠释有所差别。国中

历史教科书认为马六甲王朝最后一位苏丹是苏丹阿末沙（Sultan Ahmad Shah，1511 至 1513 年

在位），而独中历史教科书则认为马六甲王朝最后一位苏丹是苏丹马末沙（Sultan Mahmud 

S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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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aupun Melaka sudah jatuh di tangan Portugis, Sultan Mahmud 

Shah masih berusaha mendapatkan semula Melaka. Beberpa siri serangan 

balas telah dilakukan oleh Sultan Mahmud Shah terhadap Portugis di 

Melaka……Usaha mempertahankan kedaulatan bangsa yang ditunjukkan 

oleh Sultan Mahmud Shah, Sultan Ahmad Shah serta rakyat Melaka 

merupakan perjuangan yang wajar disanjung. ( Ahmad Fawzi bin Mohd. 

Basri，Mohd. Fo’ad bin Sakdan， Azami bin Man，2012:98) 

 

         1511 年，马六甲被葡萄牙占领，苏丹马末沙率领部队退守柔佛，并且展开

多次的反攻，以捍卫马六甲王国的主权。国中历史教科书在这一部分给予了苏

丹马末沙正面的评价，认为其捍卫国家及种族权益的精神是值得让后人所学习

的。 

 

（二）负面评述 

        除了正面的评述之外，两个源流的历史教科书对苏丹马末沙都有负面的评

述，其中国中历史教科书记载了： 

 

“Semasa menjalankan tugasnya, Tun Mutahir bersikap pilih kasih. 

Oleh yang demikian, timbul perasaan iri hati di kalangan pembesar lain 

terhadap Bendahara Tun Mutahir. Beliau telah difitnah cuba mengatasi 

kekayaan sultan Melaka. Sultan Mahmud Shah amat murka dan tanpa usul 

periksa, baginda telah menjatuhkan hukuman bunuh terhadap T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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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hir dan ahli keluarganya.” ( Ahmad Fawzi bin Mohd. Basri，Mohd. 

Fo’ad bin Sakdan， Azami bin Man，2012:91) 

 

        国中历史教科书指出了苏丹马末沙的偏私以及在未查明真相的情况之下将

首相敦墨太希及全家处死。 

 

        独中历史教科书对苏丹马末沙的负面评述更加地严厉： 

 

苏丹马末沙在位时，由于他荒淫无道，不理政务，又大肆挥霍，

漠视民间疾苦，引起人民不满。……后来，苏丹马末沙跟首相敦墨

太希发生冲突，竟把首相全家抄斩，造成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2008：100） 

 

在葡萄牙人进攻马六甲前夕，昏庸骄纵的苏丹马末沙仍不理朝政，

而统治阶级内部派系之间展开剧烈的斗争，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也

日趋尖锐。（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1999：

54） 

 

         除了国中历史教科书中所描述的之外，独中历史教科书还描述了苏丹马末

沙的昏君形象。因为苏丹马末沙的昏庸无能，导致马六甲王国统治阶层内部展

开派系之争，最终也因为苏丹马末沙昏庸骄纵，导致葡萄牙有机可乘，进而使

马六甲王国步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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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的说明可看出，两个源流的历史教科书对苏丹马末沙的评述有明显

的差别。虽然双方都有记载苏丹马末沙的负面形象，然而国中历史教科书对其

的褒多于贬。反观独中历史教科书的记载则完全是负面形象。 

 

二、敦吡叻（Tun Perak） 

         敦吡叻是马六甲王国最著名的首相。普遍认为，马六甲王国的强大，与敦

吡叻有很大的关系。从 1456 年至 1498 年，敦吡叻担任四位苏丹的首相。在马

六甲王国的历史中，两个源流的历史教科书都用了最多的篇幅来记述敦吡叻的

事迹。笔者将历史教科书所记载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即身世方面、内政方面、

外交方面及军事方面。 

 

（一）关于敦吡叻身世方面的评述 

         关于身世方面，国中历史教科书记载了： 

 

“ Kebijaksanaan Tun Perak menyerlah sejak beliau menjadi 

Penghulu di Klang lagi. Apabila Siam menyerang Melaka pada tahun 

1445, beliau membawa pengikutnya bersama anak dan isteri masing-

masing untuk mempertahankan Melaka. ”（Adnan bin Muhammed，Hjh. 

Norzita binti Hj. Mansur，Osman bin Soh，2001：45） 

 

         至于独中历史教科书则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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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吡叻原是马来贵族集团的领袖，是首相敦勃巴代舍当（Tun 

Perpatih Sedang）之子。敦勃巴代在一场政治斗争中失败后自杀，

敦吡叻则被贬居巴生担任村长。1446 年暹罗入侵，敦吡叻奉命抗敌，

立下战功，为苏丹目札法沙委任为首相。（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

独中工委会课程局，1999：51-53） 

 

        两部历史教科书都描述了敦吡叻曾担任巴生村长，并在暹罗入侵时，敦吡

叻奉命抗敌。惟不同的是，国中历史教科书记载暹罗入侵的年份是 1445 年，而

独中历史教科书记载的则是 1446 年。而独中历史教科书在这部分的描述也出现

矛盾。书中描述敦吡叻在 1446 年对抗暹罗立下战功，而受委任为首相，但实际

上敦吡叻是在 1456 年才开始担任首相（廖文辉，2017：100），时间点上相差

了整 10 年。 

 

（二）关于敦吡叻在军事方面的评述 

        敦吡叻是一名政治家，更是一名军事家，特别是对抗暹罗方面，使之声名

大噪。关于军事方面，国中历史教科书记载了： 

 

“Apabila Siam cuba menyerang Melaka sekali lagi pada tahun 1456, 

Tun Perak membawa tetera Melaka ke Batu Pahat. Pada waktu malam 

mereka mengikat berates-ratus obor pada pokok di sepanjang pantai. 

Tentera Siam menyangka obor itu adalah angkatan laut Melaka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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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ar hendak menyerang mereka. Oleh sebab ketakutan mereka terus 

kembali ke Siam.” 

“Keberanian Tun Perak terbukti apabila beliau sendiri mengetuai 

serangan ke atas Pahang dan berjaya mengalahkan Pahang. Ketika itu 

Pahang adalah di bawah naungan Siam. Beliau beroleh kejayaan.” 

 

         至于独中历史教科书则记载了： 

 

苏丹芒速沙即位后，派敦吡叻为元帅领兵征伐彭亨，俘虏其苏丹

及王族等，彭亨成为马六甲领土的一部分；之后，收复柔佛、麻坡

和丁加奴、吉打、吉兰丹、北大年、宾丹岛（Pulau Bintan）、吉利

门（Kerimun）等；此外，苏门答腊岛上的甘巴、英得其利、锡国、

占卑和望加利岛（Pulau Bangkalis）等都先后被征服，尽入王国的版

图，马六甲王国成为 15 世纪时岛屿东南亚最强盛的国家。（马来西

亚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1999：51-53） 

 

苏丹目札法沙在位时，任命敦吡叻为首相，在他辅佐下，两次击

败暹罗的侵略，马六甲国力开始强盛。（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

独中工委会课程局，20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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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部历史教科书在这方面的评述大致相同，主要描述敦吡叻对抗暹罗及征

伐彭亨的事迹。惟国中历史教科书较详细说明敦吡叻是以智谋的方式取胜，而

非与暹罗硬碰硬。这更凸显了敦吡叻在军事上的智慧与能力。 

 

（三）关于敦吡叻在外交方面的评述 

        独中历史教科书对敦吡叻在外交方面的评述如下： 

 

在任期间，敦吡叻极力推动商业发展，使马六甲成为东南亚一个

大商港。当时的商人有来自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各邻国，甚至远自

阿拉伯或欧洲，商贾络绎不绝。除了上述的成就外，敦吡叻在处理对

外关系上也甚具远见，他劝苏丹目札法沙向中国朝贡，以借助中国的

力量来镇压暹罗的侵略野心。（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

课程局，1999：51-53） 

 

敦吡叻前后辅佐四任苏丹，他通过军事力量扩大马六甲的版图，

同时积极开发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暹罗等地的友好关系，以推

动马六甲的商业发展，促使马六甲成为东南亚的重要转口贸易中心。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2008：94） 

 

        马六甲建国初期，常受到满者伯夷（Majapahit）的威胁。除了满者伯夷，

北方的暹罗更是对马六甲虎视眈眈，以致马六甲每年需向暹罗进贡以换取和平。

敦吡叻受委为首相后，劝苏丹苏丹向中国朝贡，以便借助中国明朝的力量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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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暹罗。此外，独中历史教科书也提及了马六甲贸易的兴盛，敦吡叻居功不少。

从独中历史教科书的描述可得知，敦吡叻对马六甲在外交及商业的发展上做出

了极大的贡献，使马六甲在当时成为数一数二的贸易中心。在外交方面的部分，

国中历史教科书是没有提及的。 

 

（四）其他方面的评述 

        敦吡叻除了拥有过人的军事和外交能力外，他更是一名忠臣。国中历史教

科书描述了敦吡叻的儿子虽然被苏丹满速沙的儿子杀害，但他依然没有背叛王

室。国中历史教科书的这一记述凸显了马来传统所非常重视的价值观——忠君。 

 

Tun Perak juga ialah seorang pemimpin yang amat setia kepada 

raja. Beliau tidak menderhaka atau menuntut bela atas pembunuhan 

anaknya oleh Raja Muhammad putera Sultan Mansur Syah. 

Bagaimanapun Raja Muhammad tidak dilantik sebagai pengganti Sultan 

Melaka oleh Tun Perak. Kata Tun Perak“Adat hamba Melayu tidak 

pernah derhaka, tetapi akan kita bertuankan raja seorang ini janganlah.”

（Adnan bin Muhammed，Hjh. Norzita binti Hj. Mansur，Osman bin 

Soh，2001：45） 

 

        从以上的描述可知道拉惹莫哈默最终没有被敦吡叻委任为马六甲苏丹的继

承人。这说明了敦吡叻拥有极大的权力，包括马六甲苏丹的废立都掌控在其手

中。这部分在独中历史教科书中亦有做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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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独中历史教科书也描述了敦吡叻的其他优点： 

 

敦吡叻也善于用人，他的得力助手汉都亚就是连任三朝的水师提

督；在他们的合作下，马六甲王国称雄一时。 

在内政方面，敦吡叻竭力平衡马来派系与淡米尔派系的势力。使

两派不致公开冲突而危害国家安宁。他不但掌握国家大权，甚至苏丹

的废立也控制在他手中。 

从 1456 到 1498 年敦吡叻担任首相期间，马六甲王国无论在国力

上、经济上、宗教上都达到了最高峰，是王国的黄金时代。（马来西

亚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1999：51-53） 

 

        独中历史教科书描述敦吡叻善于用人，致力维护马六甲内部的团结，甚至

对敦吡叻寄予了最高的评价，马六甲的成功与辉煌，敦吡叻居功至伟。 

 

三、汉都亚（Hang Tuah） 

        汉都亚是马六甲王国时期著名的水师提督（Laksamana）。传说汉都亚这人

物非常能干，对苏丹无比忠诚。对于汉都亚，国中历史教科书的描述并不详细，

只是一句带过。 

 

        国中历史教科书对汉都亚的评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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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samana Hang Tuah adalah pahlawan Melaka yang gagah 

perkasa.”  （Adnan bin Muhammed，Hjh. Norzita binti Hj. Mansur，

Osman bin Soh，2001：36） 

 

国中历史教科书只说明汉都亚是马六甲一位魁伟的英雄，至于其生平与功绩并

无做多解说。 

 

         至于独中历史教科书对汉都亚的评述如下： 

 

汉都亚是马来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历史上确有其人，惟传说

中之英雄事迹在《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中过分夸大。汉都

亚原是首相敦吡叻的封邑宾丹岛上一个樵夫的儿子，精明机警，尚

习武。少年时曾与友伴汉基拔（Hang Jebat）、汉卡斯都里（Hang 

Kasturi）、汉勒基（Hang Lekir）打败海盗。后来受敦吡叻重用，当

上宫廷守卫，传说履立奇功而受到赏识，擢升为水师提督。以后还

曾多次立下战功，至马六甲王国灭亡后才去世。《汉都亚传》一书

记述了其生平事迹。（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

1999：52） 

 

        两个源流的历史教科书都认为汉都亚在历史上真有其人，但独中历史教科

书则有特别强调，汉都亚是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其英雄事迹有过分夸大的

成分。而国中历史教科书对汉都亚只有短短的描述，并没有说明汉都亚这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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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存在的争议性。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在处理这一类争议性人物时必须特别

谨慎。汉都亚首次出现是在《汉都亚传》（Hikayat Hang Tuah）中，而《汉都

亚传》是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而非历史典籍。因此汉都亚事迹真实与否，在

学术界尚未有定论。16对于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载入历史教科书中，则有必要说

明此人物的争议性，再让学生去分析和判断。 

 

四、叶亚来 

        叶亚来，被普遍认为是吉隆坡的开埠功臣，对吉隆坡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

响。国中历史教科书对叶亚来的评述如下： 

 

“Yap Ah Loy berketurunan Hakka. Yap Ah Loy telah dilantik sebagai 

Kapitan Cina di Kuala Lumpur pada tahun 1869 oleh Raja Mahadi. Beliau 

adalah antara orang yang memainkan peranan penting dalam 

pembangunan Kuala Lumpur pada ketika itu.” （Jaizah binti Mahamud，

Abdul Rahim bin Omar，Md. Yusof bin Ayob，2000：32） 

 

“Yap Ah Loy adalah orang yang bertanggungjawab membangunkan 

Kuala Lumpur.” （Masariah binti Mispari，Johara binti Abdul Wahab，

Ridzuan bin Hasan，2003：153） 

 

                                                           
16

 马来亚大学文学及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客座名誉教授阿末阿当博士（Prof Emeritus Dr 

Ahmat Adam）认为，汉都亚只是一名存在经典书籍《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及《汉都

亚传》（Hikayat Hang Tuah）里的虚构人物而已。（星洲日报，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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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中历史教科书对叶亚来的贡献是抱持着肯定的态度。书中描述了叶亚来

是其中一位对吉隆坡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人，但至于叶亚来做了什么贡献，对

吉隆坡发展有何影响，则不作进一步的解释。 

 

        而独中历史教科书对叶亚来的评述则较为详细： 

 

广东惠州人，本名茂兰，字德来，亚来是俗称。17 岁南来马来

亚，原在芦骨采矿，1862 年转到暗邦发展。因在雪兰莪内战中立下大

功，于 1869 年受苏丹封为雪兰莪华人甲必丹。叶亚来在内战中耗去

了他大部分的财产，同时许多矿工不是在战争中身亡，就是因矿场破

损而离开，但他以坚定的信念和勇于拼搏的决心，坚持留下，并借贷

巨款，将吉隆坡从废墟中重建起来。除了基本建设外，叶亚来也建立

医院、安老院和学校等，为以后吉隆坡的繁荣发展奠下了基础。今天

吉隆坡市区保留有一条叶亚来街（Jalan Yap Ah Loy），当年他的木茨

厂所在地成了现在市中心的茨厂街（Jalan Petaling）。（马来西亚 董

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2009：123） 

 

内战后的吉隆坡满目疮痍，过去的建设全遭破坏，矿场也多被废

弃。叶亚来便向苏丹和英商借贷巨款，并招募大批华工到来，重开矿

场，修路建屋，鼓励马来人开发耕地，使吉隆坡经济恢复起来，因此

被誉为吉隆坡开埠功臣。（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

局，200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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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的描述当中，可发现国中历史教科书记载叶亚来是由拉惹马哈地

（Raja Mahadi）册封为甲必丹，而独中历史教科书则记载是受苏丹册封为甲必

丹。当时第一阶段的雪兰莪内战结束后，拉惹马哈地获胜，成为雪兰莪最有实

权的人物。他以苏丹代表的身份于 1869 年 6 月正式册封叶亚来为甲必丹。（黄

贤强，2003：12）笔者认为，按照史实，国中历史教科书的描述较为妥当。 

 

        此外，独中历史教科书对叶亚来功绩的描述比国中历史教科书来得详细。

相较于国中历史教科书的含糊，独中历史教科书直接说明了吉隆坡乃由叶亚来

所开埠。书中描述雪兰莪内战后的吉隆坡遭到很严重的破坏，叶亚来凭着过人

的勇气和毅力，重新建立起这个城市，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甚至英国参政

司将行政中心从巴生迁至吉隆坡。籍着吉隆坡蕴藏着丰富的锡矿，叶亚来开辟

吉隆坡（G.P. Dartford,1959：136），为吉隆坡奠下基础，使之成为目前我国最

大的城市。 

 

五、苏丹阿布巴卡（Sultan Abu Bakar） 

        在历史教科书中，记载了众多的马来统治者。在这么多的马来统治者当中，

描述篇幅最多且评价最高的，当属苏丹阿布巴卡。苏丹阿布巴卡为天猛公达因

依布拉欣（Temenggung Daeng Ibrahim）之子。在 19 世纪，马来半岛各邦都已

被英国控制的情况之下，柔佛仍能保持其独立的地位，苏丹阿布巴卡居功不少。 

 

（一）关于苏丹阿布巴卡在内政方面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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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阿布巴卡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柔佛的内政上，因此国中和独中的历史教

科书都在这一部分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国中历史教科书对苏丹阿布巴卡在内政方面的评述如下： 

“Pentadbiran Johor yang berpusat di Johor Bahru diperkemaskan 

lagi oleh Sultan Abu Bakar. Sistem pentadbiran Johor dilaksanakan 

mengikut sistem  pentadbiran British di Singapura. Sultan Abu Bakar 

menubuhkan beberapa jabatan kerajaan di Johor Bahru pada tahun 1873. 

Antaranya ialah Jabatan Kewangan, Undang-undang, Polis, Penjara Ukur, 

Kesihatan, Pelajaran dan Kerata Api. Beberapa orang pengawai Eropah 

khususnya British dilantik untuk berkhidmat dalam pelbagai jabatan 

kerajaan tersebut.” 

“Pada tahun 1895, Sultan Abu Bakar memperkenalkan Undang-

undang Tubuh Kerajaan Johor. Baginda adalah raja Melayu pertama yang 

menggubal perlembagaan bertulis. Perlembagaan ini adalah asas 

pemerintahan negeri Johor yang digunakan sehingga ke hari ini.” 

（Jaizah binti Mahamud，Abdul Rahim bin Omar，Md. Yusof bin Ayob，

2000：98） 

 

“Baginda sering ke England untuk mempelajari cara pentadbiran 

terbaik bagi membangunkan Johor.” 

“Sultan Abu Bakar telah memodenkan pentadbiran Johor dengan 

mengadakan mahkamah, perkhidmatan, pos dan Jabatan Kerja R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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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uk menjaga kebajikan rakyat baginda membina sekolah, hospital dan 

jalan raya. Bagi menjamin keamanan negeri Johor, pasukan polis dan 

tentera telah ditubuhkan.” （Masariah binti Mispari，Johara binti Abdul 

Wahab，Ridzuan bin Hasan，2003：65） 

 

        独中历史教科书对苏丹阿布巴卡在内政方面的评述如下： 

 

他常出国访问考察，尤其常到英国，对英国的律政制度非常熟悉，

因此而有《柔佛宪法》的制定。这部宪法内容详尽，乃委托新加坡

的律师馆协助执笔，法律用词专精，成为当时第一部成文的宪法。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1999：118） 

 

在公共设施上，他在柔佛的重要市镇建立邮政局、医院、学校和

法庭；并且设立公共工程局，修造道路。此外，他也建立起一支现

代化的军队和警察部队，负责维持治安。1866 年，他把柔佛首府从

旧柔佛迁至现在的新山市。 

1895 年，苏丹阿布巴卡拟订柔佛的第一部成文宪法，规定设立

内阁和柔佛议会，协助苏丹处理政事。（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

独中工委会课程局，2009：148） 

 

对于苏丹阿布巴卡在内政上的评述，国中与独中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都非常

接近。两个源流的历史教科书都描述了苏丹阿布巴卡常向英国取经，特别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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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法律方面，并将之用在柔佛的统治上。苏丹阿布巴卡在柔佛建立了邮政局、

法庭、公共工程局等，这在一百多年前的马来半岛上是一项非常进步的举措。

在法律上，凭籍苏丹阿布巴卡对英国法律的认识而拟定了第一部成文宪法。这

部宪法后来亦成为了马来各邦宪法的蓝本。对于苏丹阿布巴卡在内政上的评述，

笔者认为国中和独中的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是大致相同及详细的。 

 

（二）关于苏丹阿布巴卡在外交方面的评述 

        苏丹阿布巴卡是位精通英语的马来统治者，因此他常到欧洲参访考察，尤

其是英国，并且与英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国中历史教科书对苏丹阿布巴卡在外交方面的评述如下： 

 

“Usaha gigih Sultan Abu Bakar yang dibantu oleh pengawai kanan 

kerajaan menjamin kedaulatan negeri Johor. Kecekapan pemerintahan ini 

tidak memberi peluang kepada British untuk mengusai Johor.”（Jaizah 

binti Mahamud，Abdul Rahim bin Omar，Md. Yusof bin Ayob，2000：

98） 

 

“Kedudukan sultan Johor lebih tinggi daripada Pesuruhjaya Tinggi 

di Singapura. Baginda boleh berhubung terus dengan kerajaan British di 

London tanpa melalui Pesuruhjaya Tinggi. Baginda berjaya menyekat 

penguasaan British terhadap Johor dengan hanya menerima seor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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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awai British yang bertugas sebagai Konsul dan bukannya Penasihat 

British.” （Masariah binti Mispari，Johara binti Abdul Wahab，Ridzuan 

bin Hasan，2003：65） 

 

         独中历史教科书对苏丹阿布巴卡在外交方面的评述如下： 

1885 年，英国正式承认阿布巴卡为柔佛苏丹，并规定柔佛的外

交权交由英国控制。 

苏丹阿布巴卡精通英文，与新加坡的海峡殖民地官员关系良好。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1999：118） 

 

1885 年，英国承认阿布巴卡为柔佛苏丹，拥有自主权，但柔佛

的国防和外交事务交由英国掌管，接受英国的保护。（马来西亚董

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2009：148） 

 

        两部历史教科书都描述苏丹阿布巴卡与英国的关系良好。国中历史教科书

描述了苏丹阿布巴卡的地位比在新加坡的海峡殖民地总督还要高，并且可以与

在伦敦的英国政府直接联系。这显示苏丹阿布巴卡与英国的关系良好，而这也

是为何柔佛可以在当时保持独立的原因之一。另外，独中历史教科书记载了英

国承认苏丹阿布巴卡为柔佛苏丹时，英国已从苏丹手中获得了柔佛的国防和外

交的事务的掌控权。根据笔者所搜集的资料，英国在 1885 年时与柔佛签订条约，

阿布巴卡获英国承认为柔佛苏丹，而英国则获得柔佛的外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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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ly formal tie between Johor and the British was a treaty 

signed in 1885, which gave Britain control of Johor‟s foreign affairs and 

elevated Abu Bakar from maharaja to sultan. ”（Jim Baker，2014：133） 

 

国中历史教科书说苏丹阿布巴卡成功阻止英国势力的渗入，而独中历史教科书

则强调柔佛拥有自主权。笔者认为苏丹阿布巴卡在 1885 年将柔佛的外交权交予

英国已经是英国势力入侵的开端。笔者认为这两部历史教科书在这方面并没有

好好地解释及交代清楚，一个国家的国防和外交被其他国家控制，这算不算是

侵犯主权？笔者认为教科书有必要对这一部分做一说明，以免混淆。 

 

（三）关于苏丹阿布巴卡在经济方面的评述 

        对于苏丹阿布巴卡在经济方面的评述，两部历史教科书主要都是以胡椒和

甘蜜业来叙述。 

 

        国中历史教科书对苏丹阿布巴卡在经济方面的评述如下： 

 

“Selain kemajuan dalam pentadbiran, Sultan Abu Bakar juga 

meningkatkan kemajuan ekonomi. Sistem Kangcu telah diteruskan. Pada 

tahun 1880-an, Johor adalah pengeksport utama lada hitam dan gambir di 

dunia. Dengan ini, hasil ekonomi negeri Johor semakin bertambah.” 

（Jaizah binti Mahamud，Abdul Rahim bin Omar，Md. Yusof bin Ayob，

20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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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inda meneruskan Sistem Kangcu untuk memantapkan ekonomi 

negeri Johor. Johor adalah antara pengeksport lada hitam dan gambir 

yang terbesar di dunia.” （Masariah binti Mispari，Johara binti Abdul 

Wahab，Ridzuan bin Hasan，2003：65） 

 

        独中历史教科书对苏丹阿布巴卡在经济方面的评述如下： 

 

19世纪 80年代，柔佛成为世界上胡椒和甘蜜的主要产区。 

在经济上，苏丹阿布巴卡除了继续推行港主制度，巩固柔佛的胡

椒和甘蜜业外，也鼓励种植咖啡、茶和豆蔻，使农业多元化。（马来

西亚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2009：148） 

 

        苏丹阿布巴卡在经济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积极推动港主制度，使胡椒和甘蜜

大量种植，并且出口到国外，带动柔佛的经济发展。两部历史教科书都提及了

这一部分，并且说明柔佛因此而成为了最大的甘蜜和胡椒的生产地。另外，独

中历史教科书提及了苏丹阿布巴卡除了推动种植胡椒和甘蜜，他还鼓励种植其

他的农作物。这内容在国中历史教科书是没有提及的。 

 

（四）其他 

        基于苏丹阿布巴卡在统治柔佛期间取得极大的成就，因此被誉为“柔佛近

代化之父”。两部历史教科书对这位人物做了以下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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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inda juga bertanggungjawab memodenkan Johor sehingga diberi 

gelaran „Bapa Johor Moden‟.”  （Jaizah binti Mahamud，Abdul Rahim 

bin Omar，Md. Yusof bin Ayob，2000：98） 

 

苏丹阿布巴卡是 19 世纪最具行政才华的马来统治者。他在 1862

年继位后，就积极和身边大臣策划一系列新的行政措施，励精图治。 

苏丹阿布巴卡的这些政策，使柔佛成为繁荣之邦，因此被誉为

“柔佛近代化之父”。（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

2009：148） 

 

        两部历史教科书都对苏丹阿布巴卡寄予了极高的评价，凸显了苏丹阿布巴

卡在柔佛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六、翁渣化（Onn Ja’afar） 

        翁渣化，又称拿督翁，马来西亚第一大政党——巫统（UMNO）的创办人。

他领导马来人积极对抗马来亚联邦计划，最终使英国殖民政府作出让步，将马

来亚联邦计划搁置。 

 

（一）关于翁渣化的简介 

         关于翁渣化的个人简介方面，国中历史教科书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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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au mendapat pendidikan di Maktab Melayu Kuala Kangsar dan di 

England. Sebelum memimpin UMNO, beliau menjawat jawatan sebagai 

Pengawai Tadbir Johor dan seorang wartawan yang terkenal.”（Ramlah 

binti Adam，Abdul Hakim bin Samuri，Muslimin bin Fadzil，2004：66）       

 

        至于独中历史教科书则记载了： 

 

他早年在柔佛新山马来学校受教育，之后到江沙马来学院就读。

1920 年代进入柔佛的民事服务；1930 年代他先后进入《马来亚新

闻》、《Lembaga Malaysia》及《Lembaga》担任编辑。（马来西亚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1999：218） 

 

著名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与政治家，父亲是柔佛第一任州务大臣。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2010：72） 

 

        关于翁渣化的简介方面，两部历史教科书都做了较为简短的介绍。但相比

之下，独中历史教科书则相对较为仔细，包括翁渣化曾在新山受教育、他所任

职的报馆名称以及他是来自于政治世家。 

 

（二）关于翁渣化的贡献之评述 

        翁渣化主要的贡献是成立巫统反对马来亚联邦的成立，两部历史教科书主

要都是叙述这一部分的历史，只是国中历史教科书叙述的内容较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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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中历史教科书对翁渣化的贡献之评述如下： 

 

“Dato‟ Onn Ja‟afar merupakan orang yang pertama menyeru orang 

Melayu bersatu padu secara berorganisasi di peringkat nasional. Beliau 

turut mencadangkan agar ditubuhkan sebuah parti politik kebangsaan 

menentang Malayan Union. Dengan kerjasama beberapa orang pemimpin 

Melayu yang lain, Dato‟ Onn Ja‟afar telah berjaya menganjurkan 

Kongres Melayu yang diadakan pada tahun 1946 di Kuala Lumpur.” 

“Selain itu, sumbangan terbesar beliau ialah menyatukan orang 

Melayu di seluruh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dan akhirnya 

menumbangkan Malayan Union. Beliau telah menjelajah ke seluruh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untuk menunjukkan kepada British tentang 

bantahan orang Melayu terhadap Malayan Union. Beliau turut berjaya 

memujuk raja-raja Melayu supaya memulaukan upacara pelantikan Sir 

Edward Gent sebagai Gabenor Malayan Union.” 

“Dato‟ Onn Ja‟afar juga menjadi ahli jawatankuasa yang menggubal 

Perlembagaan UMNO pada tahun 1949. Beliau telah mengambil beberapa 

perlembagaan parti yang terkenal dari luar negara untuk dijadikan 

panduan. Dengan perlembagaan pertama itu, UMNO menjadi sebuah 

parti politik yang sepenuhnya.” （Ramlah binti Adam，Abdul Hakim bin 

Samuri，Muslimin bin Fadzil，20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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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中历史教科书对翁渣化的贡献之评述如下： 

 

马来民族在拿督翁的领导下，积极反对英国的新体制剥夺马来统

治者的主权，同时也抗议非马来人在宽容的条件下取得公民权，与

马来人平起平坐。（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

1999：217） 

 

他于 1946 年创立巫统，领导反对马来亚联邦计划。（马来西亚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2010：72） 

 

        相较于独中历史教科书，国中历史教科书较为仔细地阐述翁渣化的贡献。

翁渣化作为马来民族的领袖，他团结了当时马来半岛的马来民族，建议成立政

党组织来反抗马来亚联邦。他参照了其他国家政党的章程，拟定了巫统的第一

部章程，使巫统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政党。而独中历史教科书的则简略地描述翁

渣化成立巫统，反对马来亚联邦。笔者认为独中历史教科书在这一部分有需要

加强，毕竟翁渣化载入史册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积极反抗马来亚联邦，对马来

民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关于翁渣化的政治理念及其仕途之评述 

         国中历史教科书对翁渣化的政治理念及其仕途之评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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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au telah dilantik menjadi Menteri Besar Johor pada tahun 1946 

kerana keupayaannya memulihkan keamanan di Batu Pahat semasa 

berlakunya pergaduhan kaum yang dahsyat.”（Ramlah binti Adam，

Abdul Hakim bin Samuri，Muslimin bin Fadzil，2004：66）       

 

          独中历史教科书对翁渣化的政治理念及其仕途之评述如下： 

 

后来他认为基于多元民族的社会现实，主张马来亚不应该只有单

一民族的政党，因此曾以巫统党主席的身份要求巫统开放入党的限制，

却被大部分理事反对，而于 1951 年辞去巫统主席职位，离开巫统，

另组马来亚独立党。然而，当时各族无法接受这种多元民族色彩的政

党，尤其是马来民众，故在 1952 年的市议会选举中失败。（马来西

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2010：72） 

 

        国中历史教科书讲述了翁渣化曾在 1946 年开始担任柔佛州务大臣。而独中

历史教科书则其政治理念。巫统从创立以来都是一个种族性质的政党，即只有

马来族才可加入巫统。然而翁渣化认为马来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理应将

巫统开放让其他种族的人民加入，然而却不获其他巫统党员的支持。翁渣化为

了实现其政治理念，只好离开了由他所创立的巫统，另组其他多元种族的政党。

对于翁渣化政治理念这一部分的历史，国中历史教科书倒是没有提及的。 

 

七、陈祯禄 



 61 

        陈祯禄，马华公会的创办人，在 20 世纪上半叶对马来亚华人有着很大的影

响。国中历史教科书对他的评述如下： 

 

“Tan Cheng Lock dilahirkan di Melaka. Beliau mendapat pendidikan 

Inggeris di Sekolah Tinggi Melaka dan di Raffles Institution, Singapura. 

Beliau dilantik sebagai Ahli Tidak Rasmi Majlis Perundangan Negeri-

Negeri Selat pada tahun 1923 hingga tahun 1934.” （Masariah binti 

Mispari，Johara binti Abdul Wahab，Ridzuan bin Hasan，2003：65） 

 

国中历史教科书对陈祯禄的叙述极为简短，只说明他是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的

议员。 

 

         至于独中历史教科书对陈祯禄的叙述则较为详细： 

 

马华公会创办人之一，祖籍福建漳州，自高祖起，就已定居马六

甲，至陈祯禄诞生，已超过两百年。作为一名海峡侨生，他从小接受

英文教育，只会说福建话、英语和马来语，但通过英文翻译著作，他

熟悉孔孟经典和中华文化，并认为这是身为华人必须具备的知识。由

于自小在马来亚成长，他并没有一般华人以中国为祖国的想法，反而

认为华人应该以马来亚为他们的家乡，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争取合法

的权益，因此他不参与任何与中国政治相关的活动，包括孙中山的革

命运动和 20 世纪三十年代的抗日救援运动。对于马来亚的政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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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英殖民政府过于亲马来人的政策，认为华人应该争取公民地位，

在政治上与马来人合作，以建设属于华、巫、印的马来亚。他一生鼓

吹华巫印合作，备受巫统领袖的尊敬。（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

中工委会课程局，2010：75） 

 

在独中历史教科书中，对陈祯禄的叙述主要是三大部分：第一，他本身不懂华

文，但却非常支持中华文化；第二，以居住地马来亚为祖国，积极参与及关心

马来亚的政治活动；第三，鼓吹各族平等，并在政治上与巫、印族群合作。 

 

1960 年陈祯禄逝世时，东姑阿都拉曼在国会发表追悼演词时说： 

 

倘若没有敦陈在当时给予我的巨大支持，我必须承认，我领导争

取独立的使命，将无法成功，或许须付出流血和麻烦的代价。我们永

远记得，这位献出一生为马来亚人民服务的人，他的确是我国一位伟

大的领袖，一位独立之父” (马华公会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1969：

178） 

 

陈祯禄由始致终都坚持自己是马来亚人，他以身为马来亚人民为荣。他积

极从事争取华人公民权，华巫民族合作，以及国家独立的斗争。正如国父所说

的，陈祯禄是我国一名伟大领袖，一位独立之父。对于一位在国家建设上如此

重要的人物，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应该给予尊重，将其贡献载入，已成为后

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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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 

         历史教育，是人类成长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人们通过历史可以鉴前世

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历史的主角——人物，更是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当

中所要关注的对象。人物是构成历史的主要因素，因此学习历史，不可不注重

历史人物的教学。本文以马来西亚其中两个源流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例，分析

及比较其对历史人物的记载、形象与评述。 

 

         就数量而言，两个源流的历史教科书都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人物。相比之下，

国中历史教科书则比独中历史教科书记载了较多的历史人物。然而，笔者认为，

历史人物的数量多并非是一个好现象。历史人物名字的堆砌对历史学习者而言

并没有好处，人物本身的名字并不是重要的知识点。有人名，无描述、无解释，

并不会达到鉴往知来的效果。历史教科书中大量的历史人物对中学生来说是一

个沉重的负担，甚至会让学生觉得历史学习只是一种背诵求分数的模式。因此

笔者建议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记载应该大量的减少，无关紧要的人物应避免写

入历史教科书中，以免弄巧反拙。中学历史教育并非要栽培学生成为历史学家，

因此历史教科书中所记载的人物应该是要在某历史事件中扮演主要关键角色的

人物。而教科书编撰者亦应该对历史人物的形象、性格、思想、贡献多着笔墨，

让历史学习者可以有所借鉴，避免历史人物在教科书的出现只是名字上的介绍

而已。 

 

         在历史人物性别方面，可看出男女是严重失衡的。必须知道的是，历史教

科书的内容是对学生的思想灌输，他是一门思想教育。如果在现今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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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教育还是根据以往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模式来进行的话，那笔者认为这门

教育是失败的。传统观念和传统史料的局限是导致现今历史教科书出现男多女

少的原因，但笔者认为这可以是原因，但绝不可成为借口。近现代的女性在各

方面都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绝对是有值得载入史册的女性。女性历史人物的

记载绝对是对学生思想教育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历史人物的种族分布方面，国中和独中的历史教科书是有所差异的，最

明显的是巫裔和华裔的比例差距。在国中历史教科书，巫裔的历史人物占大部

分，华裔则偏低，而独中历史教科书方面，华裔历史人物的比例则比国中历史

教科书来得高。笔者亦发现一些对国家社会发展或有历史价值的华裔人物没被

记载在国中历史教科书中，如陈嘉庚、林连玉、林苍佑等等，因此笔者建议将

这些人物载入历史教科书内。中学历史教科书是一部全民的历史教科书，并不

可侧重叙述某个族群的历史，这才符合马来西亚多元的国情。即使是独中，学

生绝大部分是华裔，但其历史教科书亦必须体现马来西亚多元的文化，对各族

的历史人物、文化等，都必须妥善的分配与编选。 

 

         在历史人物的评述方面，国中和独中历史教科书所选择的对象则存在着差

距。两个源流教科书有出现且有评述的历史人物只有 13 位而已。笔者对这些历

史人物的评述做一比较及分析，当中一些评述有所差别。较为明显的是苏丹马

末沙、汉都亚、陈祯禄和叶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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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中历史教科书描述了苏丹马末沙的正面与负面形象，反观独中历史教科

书只是凸显其负面形象而已。至于汉都亚这个具争议性的人物，在国中历史教

科书仅仅只有一句简单的描述。这一位马来传统英雄人物，在国中历史教科书

中并没有多着笔墨，笔者认为其原因是汉都亚在史上是否真有其人，还有待商

榷。因此汉都亚在国中历史教科书的篇幅已逐渐缩小。至于独中教科书则有对

汉都亚的争议作了一些说明。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除了记载史实，同时也必须

对历史上所存在的争议作解释，然后由学生自行去分析思考该段历史的真相应

该是如何。因此笔者认为汉都亚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好的材料，可以提供学生在

学习历史的同时，也学习思辨探究，而不是只是死读硬背。 

 

         至于陈祯禄，一位在国家建设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是马来亚的开国元

勋，然而国中历史教科书却忽视了他，笔者认为这是极为不合理的。陈祯禄的

贡献并不只局限在华人，而是马来亚各族人民。他致力于结合三大民族的力量，

通过结盟与选举，共同争取一个独立自主的马来亚。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

历史教科书应该好好把握这机会将陈祯禄的精神传达给学生。 

 

         至于叶亚来在国中和独中历史教科书中的差别，是在于其叙述的内容的多

寡。在独中历史教科书中，较为详细介绍叶亚来的功绩，而在国中历史教科书

中，虽对叶亚来的贡献是持肯定的态度，但对其贡献及努力并没有多作解释。

另外几位历史人物的评述，包括敦吡叻、苏丹阿布巴卡、翁渣化，他们在国中

与独中历史教科书中的评述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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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本文所述，国中与独中历史教科书对历史人物的编选、评述有些差异，

但两者都各有利弊。通过比较，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进一步改善教学活动中

的不足之处。 

 

    本文在国中和独中历史教科书人物的编选评述方面做出了梳理，并探讨其

之间的差异。然而，碍于学养的关系，本文未能在各方面作详尽的探讨，尤其

是探讨如何改善利用历史人物在教学方面的问题，乃本文不足之处。望未来有

志于研究者，可就本文所论，更全面深入地探讨此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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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国民中学旧版历史教科书人物统计 

 初中一     

序 人物 页数 评述 性别 民族 

1 Dato Seri Dr. Mahathir Mohamad 2 无 男 巫裔 

2 Tun Abdul Razak bin Dato Hussein 8 无 男 巫裔 

3 Tok Janggut 9 无 男 巫裔 

4 Mat Kilau 9 无 男 巫裔 

5 Mat Salleh 9 无 男 巫裔 

6 Dato Maharaja Lela 9 无 男 巫裔 

7 Tunku Abdul Rahman Putera Al-Haj 10 无 男 巫裔 

8 Tun Hussein bin Dato Onn 10 无 男 巫裔 

9 Tun V.T. Sambanthan 10 无 男 印裔 

10 Tun Tan Siew Sin 10 无 男 华裔 

11 Tun Datu Mustapha bin Datu Harun 10 无 男 巫裔 

12 Datu Patinggi Tun Abdul Rahman bin Ya'kub 10 无 男 巫裔 

13 Parameswara 21 有 男 巫裔 

14 Yin Ching 24 无 男 华裔 

15 Cheng Ho 24 无 男 华裔 

16 Sultan Muzaffar Syah 31 有 男 巫裔 

17 Megat Iskandar Syah 34 有 男 巫裔 

18 Hang Li Po 35 无 男 华裔 

19 Hang Tuah 36 有 男 巫裔 

20 Hang Jebat 40 有 男 巫裔 

21 Hang Kasturi 40 有 男 巫裔 

22 Hang Lekir 40 有 男 巫裔 

23 Hang Lekiu 40 有 男 巫裔 

24 Tun Perak 40 有 男 巫裔 

25 Sultan Zainal Abidin 43 无 男 巫裔 

26 Sultan Mahmud 43 无 男 巫裔 

27 Sultan Mansur Syah 44 有 男 巫裔 

28 Sultan Alauddin Riayat Syah 44 有 男 巫裔 

29 Tun Ali 44 无 男 巫裔 

30 Tun Kudu 44 无 男 巫裔 

31 Raja Muhammad 45 无 男 巫裔 

32 Sayid Abdul Aziz 50 无 男 巫裔 

33 Sultan Muhammad Syah (Sri Maharaja) 50 无 男 巫裔 

34 Muhammad Kabungsuan  52 无 男 巫裔 

35 Karim al-Makhdum 52 无 男 巫裔 

36 Tun Muhammad 52 无 男 巫裔 

37 Lopez de Sequeira 59 无 男 其他 

38 Sultan Mahmud 60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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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Tun Mutahir 60 无 男 巫裔 

40 Ruy de Araujo 60 无 男 其他 

41 Tun Putih 61 无 男 巫裔 

42 Tun Fatimah 62 无 女 巫裔 

43 Raja Mandeliar 62 无 男 巫裔 

44 Alfonso d'Albuquerque 63 无 男 其他 

45 Diego Mendez 63 无 男 其他 

46 Sultan Muzaffar Syah (Raja Muzaffar) 70 无 男 巫裔 

47 Sultan Alauddin (Raja Alauddin)  70 无 男 巫裔 

48 Sultan Ali Mughayat Syah 71 无 男 巫裔 

49 Sultan Iskandar Thani 73 无 男 巫裔 

50 Sultan Abdul Jalil Syah II 73 无 男 巫裔 

51 Sultan Mahmud 75 无 男 巫裔 

52 Thomas Slicher 75 无 男 其他 

53 Laksamana Abdul Jamil 76 无 男 巫裔 

54 Tun Sri Lanang 76 无 男 巫裔 

55 Raja Sulaiman (Sultan Sulaiman Badrul Alam 

Syah) 

76 无 男 巫裔 

56 Abdul Jalil Syah 77 无 男 巫裔 

57 Sultan Abdul Jalil Rahmat Syah 77 无 男 巫裔 

58 Daeng Merewah 77 无 男 巫裔 

59 Sultan Muzaffar 77 无 男 巫裔 

60 Sultan Jalla Abdul Riayat Syah 77 无 男 巫裔 

61 Sultan Alauddin 77 无 男 巫裔 

62 Sultan Abdullah Maayat 77 无 男 巫裔 

63 Sultan Ibrahim 77 无 男 巫裔 

64 Raja Haji 78 无 男 巫裔 

65 Syeikh Abdullah bin Syeikh Ja'far Qumri 81 无 男 巫裔 

66 Raja Merong Mahawangsa 82 无 男 巫裔 

67 Daeng Parani 82 无 男 巫裔 

68 Hsinbysin 82 无 男 其他 

69 Sultan Muhammad Jiwa 82 无 男 巫裔 

70 Francis Light 82 无 男 其他 

71 Syed Husain Jamalullail 82 无 男 巫裔 

72 Chou Jou Kua 83 无 男 华裔 

73 Lela Wangsa 83 无 男 其他 

74 Sultan Ahmad Syah 83 无 男 巫裔 

75 Tun Teja 83 无 男 巫裔 

76 Hang Nadim 83 无 男 巫裔 

77 Raja Mansur 83 无 男 巫裔 

78 Raja Jamil (Sultan Abdul Jamil) 83 无 男 巫裔 

79 Sultan Sulaiman  84 无 男 巫裔 

80 Tun Abbas 84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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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Tun Abdul Majid 84 无 男 巫裔 

82 Tun Ali  84 无 男 巫裔 

83 Wan Ahmad 84 无 男 巫裔 

84 Wan Mutahir 84 无 男 巫裔 

85 Sultan Iskandar Zulkarnain 85 无 男 巫裔 

86 Thomas Acheppers 85 无 男 其他 

87 Long Yunus 86 无 男 巫裔 

88 Tengku Muhamad 86 无 男 巫裔 

89 Long Muhamad 86 无 男 巫裔 

90 Wang Tan Yuan 87 无 男 华裔 

91 Tun Telani 87 无 男 巫裔 

92 Raja Mandulika 87 无 男 巫裔 

93 Sultan Zainal Abidin 87 无 男 巫裔 

94 Sultan Mansur Syah 87 无 男 巫裔 

95 Raja Melewar 88 无 男 巫裔 

96 Raja Labu 88 无 男 巫裔 

97 Raja Adil 88 无 男 巫裔 

98 Raja Hitam 88 无 男 巫裔 

99 Raja Lenggang Laut 88 无 男 巫裔 

100 Sultan Salehuddin 89 无 男 巫裔 

101 Sultan Ibrahim 89 无 男 巫裔 

 

 初中二     

序 人物 页数 评述 性别 民族 

1 Sultan Muhammad Jiwa 3 无 男 巫裔 

2 Tunku Abdullah 3 无 男 巫裔 

3 Edward Monckton 3 无 男 巫裔 

4 Francis Light 4 无 男 其他 

5 Tunku Shariff Muhammad  6 无 男 巫裔 

6 Tunku Alang Ibrahim 6 无 男 巫裔 

7 Dato Penggawa Telebon 6 无 男 巫裔 

8 Tunku Dziauddin (Sultan Dziauddin) 7 无 男 巫裔 

9 George Leith 7 无 男 其他 

10 Stamford Raffles 10 无 男 其他 

11 Sultan Mahmud Syah III 11 无 男 巫裔 

12 Tengku Hussain 11 无 男 巫裔 

13 Tengku Abdul Rahman 11 无 男 巫裔 

14 Raja Jaafar 11 无 男 巫裔 

15 Temenggung Abdul Rahman 11 无 男 巫裔 

16 Long Jaafar 23 无 男 巫裔 

17 Raja Abdullah 23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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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ultan Muhammad Syah 26 无 男 巫裔 

19 Raja Jaafar 26 无 男 巫裔 

20 Raja Ali 26 无 男 巫裔 

21 Raja Ismail 26 无 男 巫裔 

22 Raja Abdullah 26 无 男 巫裔 

23 Raja Yusof 26 无 男 巫裔 

24 Harry Ord 28 无 男 其他 

25 Andrew Clarke 28 无 男 其他 

26 Sultan Muhammad Syah 30 无 男 巫裔 

27 Sultan Abdul Samad 30 无 男 巫裔 

28 Raja Sulaiman 30 无 男 巫裔 

29 Raja Mahadi 30 无 男 巫裔 

30 Raja Abdullah 30 无 男 巫裔 

31 Raja Ismail 30 无 男 巫裔 

32 Tunku Kudin 30 无 男 巫裔 

33 Yap Ah Loy 30 有 男 华裔 

34 Frank Swettenham 30 无 男 其他 

35 J.G. Davidson 30 无 男 其他 

36 Raja Laut 30 无 男 巫裔 

37 Raja Mahmud 30 无 男 巫裔 

38 Tengku Senai 30 无 女 巫裔 

39 Raja Bot 30 无 男 巫裔 

40 Raja Yahya 30 无 男 巫裔 

41 Raja Lijah 30 无 女 巫裔 

42 Tengku Arfah 30 无 女 巫裔 

43 Raja Musa 30 无 男 巫裔 

44 Dato Kelana Sendang 33 无 男 巫裔 

45 Dato Bandar Kulop Tunggal 33 无 男 巫裔 

46 Dato Kelana Sayid Abdul Rahman 33 无 男 巫裔 

47 Kapten Tatham 33 无 男 其他 

48 Tunku Antah 33 无 男 巫裔 

49 Tunku Muhammad ibni Yamtuan Antah 33 无 男 巫裔 

50 Martin Lister 33 无 男 其他 

51 Tun Ali 35 无 男 巫裔 

52 Wan Mutahir 35 无 男 巫裔 

53 Wan Ahmad 35 无 男 巫裔 

54 Goh Hui 35 无 男 华裔 

55 Sultan Abu Bakar 35 有 男 巫裔 

56 J.P. Rodger 35 无 男 其他 

57 Hugh Clifford 35 无 男 其他 

58 J.W.W. Birch 36 无 男 其他 

59 James Brooke 44 无 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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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Charles Vyner Brooke 45 无 男 其他 

61 Datu Patinggi Ali 46 无 男 巫裔 

62 Sultan Omar Ali Saifuddin 46 无 男 巫裔 

63 Pangeran Mahkota 46 无 男 巫裔 

64 Pangeran Muda Hashim 46 无 男 巫裔 

65 Charles Brooke 50 无 男 其他 

66 Margaret de Windt 50 无 男 其他 

67 Anthony Brooke 55 无 男 其他 

68 William Hood Treacher 67 无 男 其他 

69 Charles Lee Moses 67 无 男 其他 

70 Joseph Torrey 67 无 男 其他 

71 Thomas Harris 67 无 男 其他 

72 Baron Von Overbeck 67 无 男 其他 

73 Alfred Dent 67 无 男 其他 

74 Edward Dent 67 无 男 其他 

75 Haji Mohammad Arshad 72 无 男 巫裔 

76 Sultan Ahmad Tajuddin 86 无 男 巫裔 

77 John Crawfurd 86 无 男 其他 

78 Henry Burney 86 无 男 其他 

79 James Low 86 无 男 其他 

80 Tunku Daei 87 无 男 巫裔 

81 Robert William Duff 90 无 男 其他 

82 Sultan Muhammad IV (Tuan Long Senik bin Long 

Kundur) 

90 无 男 巫裔 

83 Tuan Zainal Abidin bin Long Kundur 90 无 男 巫裔 

84 J.S. Mason 92 无 男 其他 

85 Sultan Zainal Abidin III 92 无 男 巫裔 

86 W.L. Conlay 92 无 男 其他 

87 Phya Raj Phinitchai 92 无 男 其他 

88 Sultan Muhammad Syah II 92 无 男 巫裔 

89 J.L. Humphreys 92 无 男 其他 

90 Sultan Abdul Hamid Halim Syah 94 无 男 巫裔 

91 William George Maxwell 94 无 男 其他 

92 W. Peel 94 无 男 其他 

93 Tunku Mahmud ibni Almarhum Sultan Ahmad 

Tajuddin 

94 无 男 巫裔 

94 Raja Syed Alwi Jamalulail 95 无 男 巫裔 

95 Meadows Frost 95 无 男 其他 

96 L.A. Allen 95 无 男 其他 

97 Temenggung Ibrahim 96 有 男 巫裔 

98 Sultan Ibrahim 96 有 男 巫裔 

99 Dato' Jaafar bin Haji Muhammad 96 有 男 巫裔 

100 Dato' Abdul Rahman bin Andak 96 有 男 巫裔 



 76 

101 Dato' Muhammad Salleh bin Perang 96 有 男 巫裔 

102 Dato' Muhammad Ibrahim bin Munshi 96 有 男 巫裔 

103 Tengku Ali  96 无 男 巫裔 

104 Sultan Hussain 96 无 男 巫裔 

105 Haji Mohammed Arif bin Punak 100 无 男 巫裔 

106 Dato' Yahaya bin Awalluddin 100 无 男 巫裔 

107 John Anderson 101 无 男 其他 

108 Douglas Campbell 101 无 男 其他 

109 Dol Said 108 有 男 巫裔 

110 Rentap 108 有 男 巫裔 

111 Syarif Masahor 108 有 男 巫裔 

112 Dato' Maharaja Lela* 108 有 男 巫裔 

113 Yamtuan Antah 108 有 男 巫裔 

114 Dato' Bahaman 108 有 男 巫裔 

115 Mat Salleh* 108 有 男 巫裔 

116 Tok Janggut 108 有 男 巫裔 

117 Antanom  108 有 男 巫裔 

118 Haji Abdul Rahman Limbong 108 有 男 巫裔 

119 Raja Ali 109 无 男 巫裔 

120 Sayid Shaaban 109 无 男 巫裔 

121 Datu Patinggi Abdul Gapur 113 无 男 巫裔 

122 Dato' Sagor 114 无 男 巫裔 

123 Pandak Indut 114 无 男 巫裔 

124 Seputum 114 无 男 巫裔 

125 Dato' Kelana 115 无 男 巫裔 

126 E.A. Wise 117 无 男 其他 

127 Tok Gajah 117 无 男 巫裔 

128 Mat Kilau 117 无 男 巫裔 

129 Awang Nong 117 无 男 巫裔 

130 Mat Kelubi 117 无 男 巫裔 

131 William Cowie 119 无 男 其他 

132 Encik Latiff 120 无 男 巫裔 

133 Sarjan Che' Wan  120 无 男 巫裔 

134 Engku Besar Jeram 121 无 男 巫裔 

135 Encik Ishak 121 无 男 巫裔 

136 Haji Said 121 无 男 巫裔 

137 Engku Besar Tuan Ahmad 121 无 男 巫裔 

138 Henry Wickham 132 无 男 其他 

139 Hugh Low 132 无 男 其他 

140 H.N. Ridley 132 无 男 其他 

141 Dato' Wan Muhammad Saman 147 有 男 巫裔 

142 Sultan Zainal Rashid Mu'adzam Syah 147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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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Ustaz Abu Bakar al-Bakir 151 无 男 巫裔 

144 Syeikh Muhammad Salim al-Kalali 161 无 男 巫裔 

145 Haji Abbas bin Muhammad Taha 161 无 男 巫裔 

146 Syed Syeikh Ahmad al-Hadi 161 无 男 巫裔 

147 Syeikh Muhammad Tahir bin Jalaluddin 161 无 男 巫裔 

148 Muhammad Yunus bin Abdul Hamid 162 无 男 巫裔 

149 Othman bin Kalam 162 无 男 巫裔 

150 Haji Othman bin Abdullah 162 无 男 巫裔 

151 Tok Kenali 162 无 男 巫裔 

152 Syed Hussein Ali al-Sagoff 162 无 男 巫裔 

153 Muhammad Rakawi bin Yusuf 162 无 男 巫裔 

154 Abdul Rahim bin Kajai 162 无 男 巫裔 

155 Muhammad Eunus bin Abdullah 162 无 男 巫裔 

156 Raja Mansor bin Raja Abdul Kadir 162 无 男 巫裔 

157 Onn bin Jaafar 162 无 男 巫裔 

158 Ahmad Nawawi bin Muhammad Ali 162 无 男 巫裔 

159 Harun Aminurrashid 166 无 男 巫裔 

160 Muhammad Yusuf Harun 166 无 男 巫裔 

161 Omar Mustaffa 166 无 男 巫裔 

162 Melati Pahang 166 无 男 巫裔 

163 Abdul Samad Ahmad 166 无 男 巫裔 

164 Ishak Haji Muhammad 167 无 男 巫裔 

165 Abdul Kadir bin Ahmad 168 无 男 巫裔 

166 Shamsuddin bin Salleh 168 无 男 巫裔 

167 Haji Ahmad bin Ismail 168 无 男 巫裔 

168 Ahmad bin Abdullah 168 无 男 巫裔 

169 Abdullah bin Sidek 168 无 男 巫裔 

170 Zainal Abidin bin Ahmad 168 无 男 巫裔 

171 Ahmad bin Haji Muhammad Rashid Talu 168 无 男 巫裔 

172 Daud bin Mohd. Shah 170 无 男 巫裔 

173 Embok Suloh 170 无 男 巫裔 

174 Tengku Kadir  170 无 男 巫裔 

175 Imam Haji Mohd Yusof bin Haji Said 170 无 男 巫裔 

176 Tengku Ismail bin Tengku Mohd. Yasin 171 无 男 巫裔 

177 Ibrahim Haji Yaacob 172 有 男 巫裔 

178 Tan Jiak Kim 173 无 男 华裔 

179 Seah Liang Seah 173 无 男 华裔 

180 Pao Huang Hui 173 无 男 华裔 

181 Hsing Chung Hui 173 无 男 华裔 

183 Chung Ho Tang 173 无 男 华裔 

182 Dr. A.M. Soosay 173 无 男 印裔 

 



 78 

 初中三     

序 人物 页数 评述 性别 民族 

1 Leftenan Adnan  5 有 男 巫裔 

2 Leftenan Jeneral Yamashita 5 无 男 其他 

3 Ibrahim Hj. Yaacob* 12 无 男 巫裔 

4 Dr. Burhanuddin Al-Helmi 12 无 男 巫裔 

5 Eliab Bay 12 无 男 巫裔 

6 Empenit Adam 12 无 男 巫裔 

7 Abang Openg 12 无 男 巫裔 

8 Satem 12 无 男 巫裔 

9 Mejar Hasler 13 无 男 其他 

10 Musa 14 无 男 巫裔 

11 Korom 14 无 男 巫裔 

12 Albert Kwok 14 无 男 华裔 

13 Tun Datu Mustapha 14 无 男 巫裔 

14 Richard Broome 14 无 男 其他 

15 John Davis 14 无 男 其他 

16 Tengku Mahmud Mahyiddeen 14 无 男 巫裔 

17 Haji Ibrahim Bima 14 无 男 巫裔 

18 Kapten Mohd Salleh Haji Sulaiman 14 无 男 巫裔 

19 Sultan Abu Bakar 15 无 男 巫裔 

20 Jeneral Itagaki 16 无 男 其他 

21 Masao Baba 16 无 男 其他 

22 Kiyai Salleh 21 无 男 巫裔 

23 Dato' Onn bin Jaafar 21 有 男 巫裔 

24 Sir Harold MacMichael 23 无 男 其他 

25 Sir Alec Newboult 23 无 男 其他 

26 Frank Swettenham 24 无 男 其他 

27 George Maxwell 24 无 男 其他 

28 Richard Winstedt 24 无 男 其他 

29 Cecil Clementi Smith 24 无 男 其他 

30 Datuk Panglima Bukit Gantang 25 无 男 巫裔 

31 Encik Zainal Abidin bin Ahmad 25 无 男 巫裔 

32 Dato' Nik Ahmad Kamil 25 无 男 巫裔 

33 Dato' Hamzah Abdullah 25 无 男 巫裔 

34 Clement Attlee 25 无 男 其他 

35 Kapten L.D. Gammans 25 无 男 其他 

36 Leftenan Kolonel Rees Williams 25 无 男 其他 

37 Zaharah bt. Abdullah 27 无 女 巫裔 

38 Puan Saleha bt. Ali 27 无 女 巫裔 

39 Edward Gent 29 无 男 其他 

40 Datin Puteh Mariah bt. Abdul Rashid 30 无 女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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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hin Peng 39 无 男 华裔 

42 Sir Henry Gurney 42 无 男 其他 

43 Leftenan Sir Harold Rowdon Briggs 42 无 男 其他 

44 E.E.C. Thuraisingham  44 无 男 印裔 

45 Tan Cheng Lock 44 无 男 华裔 

46 Sir Gerald Templer 44 无 男 其他 

47 Sir Donald MacGillivray 45 无 男 其他 

48 Tunku Abdul Rahman 45 无 男 巫裔 

49 David Marshall 46 无 男 印裔 

50 Chen Tien 46 无 男 华裔 

51 Rashid Mahideen 46 无 男 巫裔 

52 L.J. Barnes 53 无 男 其他 

53 P. Fenn 53 无 男 华裔 

54 Wu Teh Yao 53 无 男 华裔 

55 C.C. Tan 54 无 男 华裔 

56 Lee Tiang Keng 54 无 男 华裔 

57 Yong Shook Lim 54 无 男 华裔 

58 Khoo Teik Ee 54 无 男 华裔 

59 Malcolm Macdonald 54 无 男 其他 

60 Mustapha Osman Saleh Hakim 54 无 男 巫裔 

61 Zainal Abidin Hj. Abas 54 无 男 巫裔 

62 Roland Braddell 54 无 男 其他 

63 P.P. Narayanan 54 无 男 印裔 

64 Ahmad Boestamam 58 无 男 巫裔 

65 Shamsiah Sutan  Fatah 58 无 女 巫裔 

66 Wahi Anwar 58 无 男 巫裔 

67 Hj. Abu Bakar Al-Baqir 58 无 男 巫裔 

68 John Thivy 58 无 男 印裔 

69 M. Mustaza 58 无 男 巫裔 

70 Mokhtaruddin Lasso 58 无 男 巫裔 

71 Lee Hau Shik 60 无 男 华裔 

72 Leong Yew Koh 60 无 男 华裔 

73 Ismail Abdul Rahman 61 无 男 巫裔 

74 Sardon Hj. Jubir 61 无 男 巫裔 

75 Yahya bin Dato' Abdul Razak 62 无 男 巫裔 

76 Bahaman Samsuddin 62 无 男 巫裔 

77 Syed Nasir Ismail 62 无 男 巫裔 

78 S.M. Yong 62 无 男 华裔 

79 Ong Yoke Lin 62 无 男 华裔 

80 T.H. Tan 62 无 男 华裔 

81 Tun Abdul Razak (Dato' Abdul Razak) 68   男 巫裔 

82 Donald MacGillivray 69 无 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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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Chelvasingam Maclntyre 70 无 男 其他 

84 Reid 73 无 男 其他 

85 Tengku Nordin 81 无 男 巫裔 

86 Zakaria Gunn 81 无 男 巫裔 

87 Gerald MacBryan 83 无 男 其他 

88 Datu Patinggi Abang Hj. Abdillah 83 无 男 巫裔 

89 Sharifah Hajh Sipah Tuanku Othman 86 无 女 巫裔 

90 Lily Eberwein 86 无 女 巫裔 

91 Duncan Stewart 88 无 男 其他 

92 Roslie Dhobie 88 无 男 巫裔 

93 Datu Pahlawan Abang Hj. Mustapha 88 无 男 巫裔 

94 Awang Rambli Mohd Deli 89 无 男 巫裔 

95 Lee Kuan Yew 98 无 男 华裔 

96 Lim Chin Siong 98 无 男 华裔 

97 Ong Kee Hui 99 无 男 华裔 

98 Stephen Yong 99 无 男 华裔 

99 A.M. Azahari 100 无 男 巫裔 

100 Donald Stephens 101 无 男 其他 

101 Datu Mustapha Datu Harun 101 无 男 巫裔 

102 Khoo Siak Chiew 102 无 男 华裔 

103 G.S. Sundang 102 无 男 巫裔 

104 Tun Datu Tuanku Haji Bujang bin Tuanku Haji 

Othman 

103 无 男 巫裔 

105 Datu Bandar Abang Mustapha 103 无 男 巫裔 

106 Datuk Stephen Kalong Ningkan 103 无 男 巫裔 

107 Abdul Rahman Ya'kub 104 无 男 巫裔 

108 Abdul Taib Mahmud 104 无 男 巫裔 

109 Datuk Temenggung Jugah 105 无 男 巫裔 

110 Lord Cobbold 113 无 男 其他 

111 Mohd Ghazalie Shafie 113 无 男 巫裔 

112 Wong Poh Nee 113 无 男 华裔 

113 Lord Lansdowne 115 无 男 其他 

114 Subandrio 116 无 男 其他 

115 Laurence Michaelmore 116 无 男 其他 

116 Mohd Khir Johari 117 无 男 巫裔 

117 Tun Abang Haji Openg 117 无 男 巫裔 

118 Dato' Dr.Ismail Abdul Rahman 118 无 男 巫裔 

119 Adam Malek 119 无 男 巫裔 

120 Tuanku Abd. Rahman 150 无 男 巫裔 

121 Tuanku Hisamuddin Alam Shah Al-Haj 150 无 男 巫裔 

122 Tuanku Syed Putra Al-Haj 150 无 男 巫裔 

123 Tuanku Ismail Nasiruddin Shah 150 无 男 巫裔 

124 Tuanku Abdul Halim Mu'adzam Shah 150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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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Tuanku Yahya Petra 150 无 男 巫裔 

126 Tuanku Haji Ahmad Shah 150 无 男 巫裔 

127 Sultan Iskandar  150 无 男 巫裔 

128 Sultan Azlan Muhibbuddin Shah 150 无 男 巫裔 

129 Tun Hussein bin Onn 153 无 男 巫裔 

130 Dato' Seri Dr. Mahathir bin Mohamad 153 无 男 巫裔 

131 Tun V.T. Sambanthan 157 无 男 印裔 

132 L.J. Barnes 178 无 男 其他 

133 Dr. W.P. Fenn 178 无 男 华裔 

134 Dr. Wu Teh Yao 178 无 男 华裔 

135 Abdul Rahman bin Talib 180 无 男 巫裔 

136 E.W. Woodhead 180 无 男 其他 

137 Ungku Abdul Aziz 185 无 男 巫裔 

138 Dr.Abdul Halim Ismail 188 无 男 巫裔 

140 Syed Muhammad Naguib 188 无 男 巫裔 

139 Nik Safiah bt. Abdul Karim 188 无 女 巫裔 

    

 高中     

序 人物 页数 评述 性别 民族 

1 Parameswara 23 无 男 巫裔 

2 Sultan Muhammad 23 无 男 巫裔 

3 Sultan Mansor Shah 23 无 男 巫裔 

4 Sultan Muzaffar Shah I 23 无 男 巫裔 

5 Sultan Mahmud Shah 23 无 男 巫裔 

6 Sultan Alauddin Riayat Shah II 23 无 男 巫裔 

7 Sultan Muhammad I 24 无 男 巫裔 

8 Sultan Muhammad II 24 无 男 巫裔 

9 Syed Husain bin Syed Haron Jamalullail 24 无 男 巫裔 

10 Sultan Ahmad Tajuddin Halim Shah II 24 无 男 巫裔 

11 Raja Iskandar Shah 25 无 男 巫裔 

12 Long Jenal 27 无 男 巫裔 

13 Long Ismail 27 无 男 巫裔 

14 Long Yusof 27 无 男 巫裔 

15 Tengku Long Muda 27 无 男 巫裔 

16 Long Tan  27 无 男 巫裔 

17 Anak Penghulu Adas 27 无 男 巫裔 

18 Anak Mandor Mes 27 无 男 巫裔 

19 James Brooke 30 无 男 其他 

20 Yin Ching  33 无 男 华裔 

21 Sultan Iskandar Muda Mahkota Alam Shah 35 无 男 巫裔 

22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III 35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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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ultan Salehuddin 35 无 男 巫裔 

24 Sultan Sulaiman Badrul Alam Shah 36 无 男 巫裔 

25 Sultan Ibrahim 36 无 男 巫裔 

26 Raja Haji Yamtuan Muda Riau  IV 36 无 男 巫裔 

27 Francis Light 36 无 男 其他 

28 J.G. Scott 36 无 男 其他 

29 Hang Tuah 37 无 男 巫裔 

30 R.O. Winstedt 37 无 男 其他 

31 Tun Abdul Jamil 37 无 男 巫裔 

32 Tun Bahara 44 无 男 巫裔 

33 Tun Sri Lanang 45 无 男 巫裔 

34 Raja Chulan ibnu Raja Hamid 45 无 男 巫裔 

35 Tengku Ampuan Mariam 45 无 女 巫裔 

36 Tengku Dalam Kalthum binti Tengku Khazaki 45 无 女 巫裔 

37 Tokku Paloh 45 无 男 巫裔 

38 Tun Muhammad 46 无 男 巫裔 

39 Engku Sayid Abdul Rahman bin Muhammad Al-

Idrus 

47 无 男 巫裔 

40 Sayid Muhammad bin Zainal-Abidin  47 无 男 巫裔 

41 Tuan Syekh Abdul Malik bin Abdullah 47 无 男 巫裔 

42 Raja Ali Haji ibnu Raja Ahmad 47 无 男 巫裔 

43 Haji Muhammad Nor 47 无 男 巫裔 

44 Munsyi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50 无 男 巫裔 

45 Sultan Zainal Abidin  III 52 无 男 巫裔 

46 Sultan Ali Mughayat Shah 55 无 男 巫裔 

47 Sultan Alauddin Riayat Shah al-Mukammil 57 无 男 巫裔 

48 Sultan Iskandar Muda Thani 57 无 男 巫裔 

49 Sultanah Tajul Alam Safiatuddin Shah 57 无 男 巫裔 

50 Panglima Kulup 59 无 男 巫裔 

51 Laksamana Toger Aboe 59 无 男 其他 

52 Raja Haji 59 无 男 巫裔 

53 Raja Muhammad Ali 59 无 男 巫裔 

54 Syed Ali 59 无 男 巫裔 

55 Sultan Mahmud II 59 无 男 巫裔 

56 David Ruhde 59 无 男 其他 

57 Sultan Abdullah 59 无 男 巫裔 

58 Raffles 60 无 男 其他 

59 Warren Hastings 60 无 男 其他 

60 Temenggung Abdul Rahman  60 无 男 巫裔 

61 Tengku Husin 60 无 男 巫裔 

62 Pangeran Indera Mahkota 61 无 男 巫裔 

63 Henry Keppel 61 无 男 其他 

64 Pengeran Matusin 61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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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Pangeran Nipa 61 无 男 巫裔 

66 Alexander Dalrymple 61 无 男 其他 

67 Sultan Muizuddin 61 无 男 巫裔 

68 Datu Tating 61 无 男 巫裔 

69 Sultan Israel Sulu 61 无 男 巫裔 

70 John Herbert 61 无 男 其他 

71 C.L. Moses 61 无 男 其他 

72 William Torrey 61 无 男 其他 

73 Baron von Overbeck 61 无 男 其他 

74 Alfred Dent 61 无 男 其他 

75 Robert Fullerton 62 无 男 其他 

76 John Anderson 62 无 男 其他 

77 Kapten Henry Burney 62 无 男 其他 

78 James Low 62 无 男 其他 

79 Dol Said  63 有 男 巫裔 

80 J.B. Westerhout 63 无 男 其他 

81 Wan Ali  63 无 男 巫裔 

82 Wan Ahmad 63 无 男 巫裔 

83 Wan Mutahir 63 无 男 巫裔 

84 Sultan Omar 63 无 男 巫裔 

85 Sultan Mahmud III 63 无 男 巫裔 

86 Andrew Clarke 64 无 男 其他 

87 Harry Ord 64 无 男 其他 

88 Raja Abdullah  64 无 男 巫裔 

89 Sultan Ismail 64 无 男 巫裔 

90 J.W.W. Birch 64 无 男 其他 

91 Kapten Speedy 64 无 男 其他 

92 Datuk Kelana Putra Syed Abdul Rahman 64 无 男 巫裔 

93 Datuk Syahbandar Abdullah Tunggal 64 无 男 巫裔 

94 Haji Mustapha 64 无 男 巫裔 

95 Datuk Perba Haji Sahil 64 无 男 巫裔 

96 W.J.J. Tatham 64 无 男 其他 

97 Yamtuan Antah 64 无 男 巫裔 

98 Frederick Weld 64 无 男 其他 

99 Sultan Abdul Samad 65 无 男 巫裔 

100 J.G. Davidson 65 无 男 其他 

101 Frank Swettenham 65 无 男 其他 

102 J.P. Rodger 65 无 男 其他 

103 W.A. Graham 65 无 男 其他 

104 J.S. Mason 65 无 男 其他 

105 W.L. Conlay 65 无 男 其他 

106 D.G. Campbell 65 无 男 其他 



 84 

107 Lee Cheng Tee 66 无 男 华裔 

108 Raja Kahar 67 无 男 巫裔 

109 Raja Laut 67 无 男 巫裔 

110 W.E. Maxwell 67 无 男 其他 

111 Gabenor Lawrence Guillemard 70 无 男 其他 

112 Cecil Clementi 70 无 男 其他 

113 Hugh Clifford 70 无 男 其他 

114 Ibrahim 70 无 男 巫裔 

115 Sarjan Che Wan 70 无 男 巫裔 

116 Tok Kweng 70 无 男 巫裔 

117 Tok Nibeng 70 无 男 巫裔 

118 Charles Brooke 71 无 男 其他 

119 Charles Vyner Brooke 71 无 男 其他 

120 William Hood Treacher 71 无 男 其他 

121 C.W. Parr 73 无 男 其他 

122 D.J. Jardine 73 无 男 其他 

123 Rentap 73 有 男 巫裔 

124 Syarif Masahor 73 有 男 巫裔 

125 Tuanku Antah 73 有 男 巫裔 

126 Menteri Ngah Ibrahim 73 无 男 巫裔 

127 Mat Salleh 73 有 男 巫裔 

128 William Cowie 73 无 男 其他 

129 Dato Bahaman  73 无 男 巫裔 

130 Engku Besar Jeram Tuan Ahmad 73 无 男 巫裔 

131 Haji Abdul Rahman Limbong 74 无 男 巫裔 

132 Haji Musa Minangkabau 74 无 男 巫裔 

133 Yamtuan Ali Rembau 74 无 男 巫裔 

134 Syed Sa'aban 74 无 男 巫裔 

135 Kapten Wyllie 74 无 男 其他 

136 Kolonel Herbert 74 无 男 其他 

137 Linggir 74 无 男 巫裔 

138 Abang Apong 74 无 男 巫裔 

139 Kapten Farquhar 74 无 男 其他 

140 William Brereton 74 无 男 其他 

141 Datu Patinggi Abdul Gapur 75 有 男 巫裔 

142 Sultan Abdullah 75 无 男 巫裔 

143 Sultan Ismail 75 无 男 巫裔 

144 Laksamana Wan Muhammad Amin 75 无 男 巫裔 

145 Dato' Sagor 75 无 男 巫裔 

146 Dato' Maharaja Lela 75 无 男 巫裔 

147 Pandak Lam 75 无 男 巫裔 

148 Penghulu Mat Ali  75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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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Pandak Induk 75 无 男 巫裔 

150 Seputum 75 无 男 巫裔 

151 Mat Sator 76 无 男 巫裔 

152 Antanum 76 无 男 巫裔 

153 Tok Gajah 76 无 男 巫裔 

154 Mat Kilau 76 无 男 巫裔 

155 Syed Abdul Rahman al-Idrus 76 无 男 巫裔 

156 Haji Mat Hassan bin Munus 77 无 男 巫裔 

157 Tok Janggut 77 无 男 巫裔 

158 Che Abdul Latiff 78 无 男 巫裔 

159 Penghulu Adam 78 无 男 巫裔 

160 Haji Said  78 无 男 巫裔 

161 Che Ishak 78 无 男 巫裔 

162 Tengku Nik Maimunah ibn Sultan Zainal Abidin 

III 

80 无 男 巫裔 

163 Sheikh Tahir Jalaluddin 80 无 男 巫裔 

164 Mohd. Yunus bin Abdul Hamid 80 无 男 巫裔 

165 Syed Sheikh al-Hadi 80 无 男 巫裔 

166 Haji Abas bin Mohd. Taha  80 无 男 巫裔 

167 Sheikh Mohd. Salim al-Kalili  80 无 男 巫裔 

168 Ahmat Lutfi 81 无 男 巫裔 

169 Ustaz Abu Bakar al-Bakir 81 无 男 巫裔 

170 Haji Osman bin Abdullah 83 无 男 巫裔 

171 Datuk Undang Rembau 83 无 男 巫裔 

172 Abdullah bin Haji Dahan 83 无 男 巫裔 

173 Mohamad Eunos Abdullah 83 无 男 巫裔 

174 Abdul Kadir Adabi 84 无 男 巫裔 

175 Dato' Onn bin Jaafar 84 有 男 巫裔 

176 Tengku Ahmad 85 无 男 巫裔 

177 Tengku Ismail bin Tengku Mohd. Yasin 85 无 男 巫裔 

178 Ibrahim bin Haji Yaakob 85 无 男 巫裔 

179 Ishak bin Haji Muhammad  85 无 男 巫裔 

180 Ahmad Boestamam 85 无 男 巫裔 

181 Datuk Panglima Bukit Gantang 85 无 男 巫裔 

182 Mohamad Rakawi Yusof 85 无 男 巫裔 

183 Datu Patinggi Abang Haji Abdillah 85 无 男 巫裔 

184 Hassan bin Manan 87 无 男 巫裔 

185 Isa Mohd. bin Mahmud 87 无 男 巫裔 

186 Long Jaafar 93 无 男 巫裔 

187 Temenggung Ibrahim 96 无 男 巫裔 

188 Maharaja Abu Bakar 96 无 男 巫裔 

189 H.N. Ridley 98 无 男 其他 

190 Shum Yip Leong 102 无 男 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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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Wong Nai Siong 115 无 男 华裔 

192 Harold MacMichael 123 无 男 其他 

193 Edward Gent 123 无 男 其他 

194 MacBryan 125 无 男 其他 

195 Tan Cheng Lock 125 无 男 华裔 

196 Malcom MacDonald 127 无 男 其他 

197 Dr. Lee Tiang Keng  128 无 男 华裔 

198 Dato' E.E.C. Thuraisingham 128 无 男 印裔 

199 Dato' Nik Ahmad Kamil 128 无 男 巫裔 

200 Kolonel H.S. Lee 128 无 男 华裔 

201 Dr. Ismail Abdul Rahman 128 无 男 巫裔 

202 Mustafa Albakri Hassan 128 无 男 巫裔 

203 V.M.N. Menon 128 无 男 印裔 

204 Tunku Abdul Rahman 128 无 男 巫裔 

205 Lord Reid 129 无 男 其他 

206 Osman Siru 138 无 男 巫裔 

207 Mohamad Sopiee Ibrahim 138 无 男 巫裔 

208 Dr. Lim Chong Eu 138 无 男 华裔 

209 Ong Kee Hui 139 无 男 华裔 

210 Datu Bandar Abang Mustapha 139 无 男 巫裔 

211 Datuk Tuanku Haji Bujang 139 无 男 巫裔 

212 Stephen Kalong Ningkan 139 无 男 巫裔 

213 Temenggung Jugah Anak Barieng 139 无 男 巫裔 

214 Abdul Rahman Ya'kub 139 无 男 巫裔 

215 Leo Moggie 139 无 男 巫裔 

216 Donald Stephens 139 无 男 巫裔 

217 Datu Mustapha bin Datu Harun 139 无 男 巫裔 

218 Haris Salleh 139 无 男 巫裔 

219 Joseph Pairin Kitingan 139 无 男 巫裔 

220 Dato' Abdul Razak bin Dato' Hussein 150 无 男 巫裔 

221 Mejar Perry 162 无 男 其他 

222 E.M. Woodhead 162 无 男 其他 

223 L.J. Barnes 163 无 男 其他 

224 William Fenn 164 无 男 华裔 

225 Dr. Wu The Yao 164 无 男 华裔 

226 Henry Gurney 164 无 男 其他 

227 McLellan 164 无 男 其他 

228 Hamdan Sheikh Tahir 170 无 男 巫裔 

229 Dr. Mahathir bin Mohamad 170 无 男 巫裔 

230 Sukarno 182 无 男 巫裔 

231 Diosdado Macapagal 185 无 男 其他 

232 Suharto 187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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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Anwar Ibrahim 195 无 男 巫裔 

234 Tan Sri Mohd. Ghazali bin Shafie 197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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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国民中学新版历史教科书人物统计 

 初中一     

序 人物 页数 评述 性别 民族 

1 Mahathir bin Mohamad 5 无 男 巫裔 

2 J.W.W. Birch 13 无 男 其他 

3 Datuk Bahaman  13 无 男 巫裔 

4 Mat Kilau 13 无 男 巫裔 

5 Datuk Maharajalela 13 无 男 巫裔 

6 Tunku Abdul Rahman  16 无 男 巫裔 

7 Tun Abdul Razak bin Dato Hussein 16 无 男 巫裔 

8 Tun Hussein  bin Dato Onn 16 无 男 巫裔 

9 I Ching 37 无 男 华裔 

10 Sultan al-Mutawakil 39 无 男 巫裔 

11 Parameswara 47 有 男 巫裔 

12 Temagi 47 无 男 巫裔 

13 Yin Ching 51 无 男 华裔 

14 Cheng Ho 51 无 男 华裔 

15 Tun Perpatih Besar 60 无 男 巫裔 

16 Seri Amar Diraja 60 无 男 巫裔 

17 Tun Perpatih Sedang 60 无 男 巫裔 

18 Tun Ali 60 无 男 巫裔 

19 Tun Perak 60 无 男 巫裔 

20 Tun Perpatih Putih 60 无 男 巫裔 

21 Tun Mutahir 60 有 男 巫裔 

22 Paduka Tuan  60 无 男 巫裔 

23 Hang Tuah 61 无 男 巫裔 

24 Megat Iskandar Shah 69 无 男 巫裔 

25 Tun Telanai  70 无 男 巫裔 

26 Menteri Jana Putera 70 无 男 巫裔 

27 Sultan Mansor Shah 70 有 男 巫裔 

28 Syeikh Abdul Aziz  73 无 男 巫裔 

29 Raja Sri Maharaja  73 无 男 巫裔 

30 Tun Bija Wangsa 74 无 男 巫裔 

31 Abdul Karim al-Jili 74 无 男 巫裔 

32 Sultan Alauddin Riayat Shah 76 有 男 巫裔 

33 Sultan Muhammad Shah 77 无 男 巫裔 

34 Sultan Zainal Abidin 82 无 男 巫裔 

35 Sultan Muzaffar Shah 82 有 男 巫裔 

36 Sultan Mahmud Shah 91 有 男 巫裔 

37 Sultan Ahmad Shah 92 有 男 巫裔 

38 Laksaman Khoja Hassan 92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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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Raja Mendeliar 92 无 男 巫裔 

40 Alfonso de Albuquerque 92 无 男 其他 

41 Lopez de Sequeira 95 无 男 其他 

42 Ruy de Arauja 96 无 男 其他 

43 Sultan Alauddin Riayat Shah II 103 无 男 巫裔 

44 Laksamana Tun Abdul Jamil 103 有 男 巫裔 

45 Sultan Muzaffar Shah 104 无 男 巫裔 

46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104 无 男 巫裔 

47 Sultan Ali Jalla Abdul Jalil Shah II 104 无 男 巫裔 

48 Sultan Abdullah Muayat Shah 104 无 男 巫裔 

49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III 104 无 男 巫裔 

50 Sultan Ibrahim Shah 104 无 男 巫裔 

51 Sultan Mahmud Shah II 104 有 男 巫裔 

52 Tun Sri Lanang  105 有 男 巫裔 

53 Sultan Iskandar Muda Mahkota Alam 106 无 男 巫裔 

54 Thomas Silcher 109 无 男 其他 

55 Raja Haji Ahmad 112 无 男 巫裔 

56 Raja Ali Haji 112 无 男 巫裔 

57 Tun Habib Abdul Majid 114 无 男 巫裔 

58 Sultan Abdul Jalil Riayat Shah IV (Tun Abdul Jalil) 115 无 男 巫裔 

59 Sultan Abdul Jalil Rahmat Shah (Raja Kechil) 115 无 男 巫裔 

60 Raja Sulaiman  116 无 男 巫裔 

61 Daeng Merewah 116 无 男 巫裔 

62 Daeng Menampok 116 无 男 巫裔 

63 Daeng Chelak 117 无 男 巫裔 

64 Daeng Kemboja 117 无 男 巫裔 

65 Raja Haji 117 无 男 巫裔 

66 Raja Ali 117 无 男 巫裔 

67 Raja Jaafar 117 无 男 巫裔 

68 Raja Abdul Rahman 117 无 男 巫裔 

69 Sultan Muzaffar Shah 123 无 男 巫裔 

70 Sultan Husain Jamalullail 124 无 男 巫裔 

71 Tun Saban  125 无 男 巫裔 

72 Sultan Muzaffar Shah 125 无 男 巫裔 

73 Sultan Iskandar Zulkarnain 126 无 男 巫裔 

74 Thomas Acheppers 126 无 男 其他 

75 Megat Terawis 126 无 男 其他 

76 Sultan Muhammad Shah 127 无 男 巫裔 

77 Raja Bajau 127 无 男 巫裔 

78 Sultan Ahmad al-Muadzam Shah (Wan Ahmad) 128 无 男 巫裔 

79 Long Yunus 129 无 男 巫裔 

80 Sultan Muhammad I (Long Muhammad) 129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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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Sultan Umar 131 无 男 巫裔 

82 Sultan Zainal Abidin I (Tun Zainal Abidin Paduka 

Maharaja) 

131 无 男 巫裔 

83 Sultan Sulaiman Badrul Alam Shah 131 无 男 巫裔 

84 Sultan Mansor Shah I 131 无 男 巫裔 

85 Sultan Omar 132 有 男 巫裔 

86 Raja Ligor 132 无 男 巫裔 

87 Sultan Mahmud 134 无 男 巫裔 

88 Sultan Salehuddin Shah (Raja Lumu) 134 无 男 巫裔 

89 Sultan Ibrahim Shah 134 有 男 巫裔 

90 Raja Melewar 135 无 男 巫裔 

91 Raja Lenggang 135 无 男 巫裔 

 

 

 

 初中二     

序 人物 页数 评述 性别 民族 

1 Sultan Muhammad Jiwa 5 无 男 巫裔 

2 Sultan Abdullah (Tunku Abdullah) 5 无 男 巫裔 

3 Raja Haji 5 无 男 巫裔 

4 Francis Light 6 无 男 其他 

5 King George III 8 无 男 其他 

6 George Leith 9 无 男 其他 

7 Sultan Dziauddin 10 无 男 巫裔 

8 Rama III 11 无 男 其他 

9 Henry Burney 11 无 男 其他 

10 Stamford Raffles 13 无 男 其他 

11 Sultan Abdul Rahman (Tengku Abdul Rahman) 14 无 男 巫裔 

12 Temenggung Abdul Rahman 14 无 男 巫裔 

13 Bendahara Ali 14 无 男 巫裔 

14 Sultan Hussein (Tengku Hussein) 14 无 男 巫裔 

15 William Farquhar 16 无 男 其他 

16 John Crawfurd 16 无 男 其他 

17 Lord Kimberley 32 无 男 其他 

18 Long Jaafar 33 无 男 巫裔 

19 Kapten Speedy 33 无 男 巫裔 

20 Sultan Ali 34 无 男 巫裔 

21 Raja Ismail 34 无 男 巫裔 

22 Raja Abdullah 34 无 男 巫裔 

23 Raja Yusuf 34 无 男 巫裔 

24 Dato Maharajalela 34 无 男 巫裔 

25 Dato Sagor 34 无 男 巫裔 

26 Sultan Jaafar 34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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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Sultan Muhammad Syah 34 无 男 巫裔 

28 Andrew Clarke 35 无 男 其他 

29 Ngah Ibrahim 35 无 男 其他 

30 Chung Ah Kwee 36 有 男 华裔 

31 Sultan Abdul Samad 37 无 男 巫裔 

32 Raja Sulaiman  37 无 男 巫裔 

33 Raja Abdullah 37 无 男 巫裔 

34 Raja Mahadi 37 无 男 巫裔 

35 Tengku Kudin 38 无 男 巫裔 

36 Raja Arfah 38 无 女 巫裔 

37 J.G. Davidson 39 无 男 其他 

38 Frank Swettenham 39 无 男 其他 

39 Dato Kelana Syed Abdul Rahman 40 无 男 巫裔 

40 Dato Bandar Kulop 40 无 男 巫裔 

41 P.J. Murray 41 无 男 其他 

42 Tunku Muhammad ibni Yamtuan Antah 41 无 男 巫裔 

43 Martin Lister 41 无 男 其他 

44 Sultan Ahmad 42 无 男 巫裔 

45 Frederick Weid 43 无 男 其他 

46 Sultan Abu Bakar 65 有 男 巫裔 

47 Hugh Clifford 43 无 男 其他 

48 Go Hui 43 无 男 华裔 

49 J.P. Rodger 43 无 男 其他 

50 J.W.W. Birch 44 有 男 其他 

51 Sultan Idris Shah ibni Raja Alang Iskandar  48 有 男 巫裔 

52 W.A. Graham 56 无 男 其他 

53 Meadowe Frost 56 无 男 其他 

54 H.E. Duke 56 无 男 其他 

55 Sultan Muhammad IV 57 无 男 巫裔 

56 Raja Syed Alwi 58 无 男 巫裔 

57 Sultan Abdul Hamid Halim Shah 58 无 男 巫裔 

58 Sultan Muhammad II 58 无 男 巫裔 

59 George Maxwell 59 无 男 其他 

60 Tunku Mahmud 59 有 男 巫裔 

61 J.S. Mason 60 无 男 其他 

62 W.L. Conlay 61 无 男 其他 

63 J.L. Humphreys 61 无 男 其他 

64 Daeng Ibrahim 63 有 男 巫裔 

65 Temenggung Abdul Rahman 63 无 男 巫裔 

66 Sultan Hussein (Tengku Hussein) 63 无 男 巫裔 

67 Sultan Ali 63 无 男 巫裔 

68 Sultan Ibrahim 66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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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Dato Abdul Rahman bin Andak 67 有 男 巫裔 

70 Dato Jaafar bin Muhammad 67 有 男 巫裔 

71 Dato Muhammad Salleh bin Perang 67 有 男 巫裔 

72 Dato Muhammad Ibrahim Munsyi 67 有 男 巫裔 

73 John Anderson 69 无 男 其他 

74 Douglas Campbell 69 无 男 其他 

75 James Brooke 75 有 男 其他 

76 Charles Brooke 75 无 男 其他 

77 Charles Vyner Brooke 75 无 男 其他 

78 Pangeran Indera Mahkota 76 有 男 巫裔 

79 Pangeran Raja Muda Hashim  77 无 男 巫裔 

80 Datu Patinggi Ali 77 无 男 巫裔 

81 Sultan Omar Ali Saifuddin 79 无 男 巫裔 

82 Sultan Abdul Mu'mein 81 无 男 巫裔 

83 Datu Patinggi 83 无 男 巫裔 

84 Datu Bandar 83 无 男 巫裔 

85 Datu Temenggung 83 无 男 巫裔 

86 Baron Von Overbeck 101 无 男 其他 

87 Alfred Dent 101 无 男 其他 

88 C.L. Moses 102 无 男 其他 

89 J.W. Torrey 102 无 男 其他 

90 T.B. Harris 102 无 男 其他 

91 Edward Dent 102 无 男 其他 

92 W.H. Treacher 102 无 男 其他 

93 Sultan Jamalul Alam 103 无 男 巫裔 

94 Haji Mohammad Arshad 107 无 男 巫裔 

95 William Pryer 118 无 男 其他 

96 Charles Jessel 119 无 男 其他 

97 H.N. Ridley 130 无 男 其他 

98 Henry Wickham 130 无 男 其他 

99 Wan Mat Saman bin Wan Ismail 151 无 男 巫裔 

100 Yap Ah Loy 153 有 男 华裔 

101 Tun Abdul Razak Hussein 154 无 男 巫裔 

102 Sultan Ahmad Tajuddin 163 无 男 巫裔 

103 Dol Said 163 有 男 巫裔 

104 Rentap 163 有 男 巫裔 

105 Sharif Masahor 163 有 男 巫裔 

106 Dato Maharajalela  163 有 男 巫裔 

107 Yamtuan Antah 163 有 男 巫裔 

108 Dato Bahaman 163 有 男 巫裔 

109 Mat Salleh 163 有 男 巫裔 

110 Antanom 163 有 男 巫裔 



 93 

111 Tok Janggut 163 有 男 巫裔 

112 Haji Abdul Rahman Limbong 163 有 男 巫裔 

113 Tunku Abdullah 164 无 男 巫裔 

114 Tunku Kudin 164 无 男 巫裔 

115 Tunku Long 164 无 男 巫裔 

116 Tunku Muhammad Saad 164 无 男 巫裔 

117 Tok Mo Ris 164 无 男 巫裔 

118 Syeikh Abdul Kadir 164 无 男 巫裔 

119 Kapten Wyllie 167 无 男 其他 

120 Yamtuan Muda Raja Ali 167 无 男 巫裔 

121 Syed Sha'aban 167 无 男 巫裔 

122 Kolonel Herbert 168 无 男 其他 

123 Allan Lee 169 无 男 其他 

124 Datu Patinggi Abdul Ghapur 172 无 男 巫裔 

125 Temenggung Hashim 173 无 男 巫裔 

126 Pandak Indut 176 无 男 巫裔 

127 Sepuntum 176 无 男 巫裔 

128 Dato Siamang Gagap 178 无 男 巫裔 

129 William Jervois 178 无 男 其他 

130 Tok Gajah 180 无 男 巫裔 

131 Mat Kilau 180 无 男 巫裔 

132 Kolonel Walker 181 无 男 其他 

133 C.V. Creagh 182 无 男 其他 

134 William Cowie 183 无 男 其他 

135 Abdul Latif 188 无 男 巫裔 

136 Che Wan 188 无 男 巫裔 

137 W.L. Carter 188 无 男 其他 

138 Penghulu Adam 188 无 男 巫裔 

139 Che Sahak Merbol 188 无 男 巫裔 

140 Tuan Ahmad 188 无 男 巫裔 

141 Haji Musa Abdul Ghani 190 无 男 巫裔 

142 Sultan Sulaiman 191 无 男 巫裔 

143 Syeikh Muhammad Tahir bin Jalaluddin 203 有 男 巫裔 

144 Haji Abbas bin Muhammad Taha 203 有 男 巫裔 

145 Syed Syeikh Ahmad al-Hadi 203 有 男 巫裔 

146 Harun Aminurrashid 205 有 男 巫裔 

147 Ibrahim Haji Yaacob 205 有 男 巫裔 

148 Abdul Hadi Hasan 205 有 男 巫裔 

149 Raja Chulan  206 有 男 巫裔 

150 Mohammad Eunos Abdullah 206 有 男 巫裔 

151 Dato Onn Jaafar 206 有 男 巫裔 

152 Ishak Haji Muhammad 206 有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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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Abdul Rahim Kajai 208 有 男 巫裔 

154 Abdul Samad Ahmad 211 无 男 巫裔 

155 Ahmad Rashid Talu 212 无 男 巫裔 

156 Abdullah Sidek 212 无 男 巫裔 

157 Abdul Kadir Adabi 212 无 男 巫裔 

158 Shamsuddin Salleh 212 无 男 巫裔 

159 Rashidi bin Muslim 214 无 男 巫裔 

160 Haji Abdul Rahman 214 无 男 巫裔 

161 Nor Haji Hassan  214 无 男 巫裔 

162 Johari Anang 214 无 男 巫裔 

163 Datu Patinggi Abang Haji Abdillah 214 无 男 巫裔 

164 Mustapha Hussain 216 无 男 巫裔 

165 Ahmad Boestamam 216 无 男 巫裔 

166 Tan Jiak Kim  217 无 男 华裔 

167 Lim Boon Keng 217 无 男 华裔 

168 Song Ong Siang 217 无 男 华裔 

169 Seah Liang Seah 217 无 男 华裔 

170 Tan Cheng Lock 217 有 男 华裔 

171 A.M. Soosay 218 无 男 印裔 

 

 

 

 初中三     

序 人物 页数 评述 性别 民族 

1 Leftenan Adnan 11 有 男 巫裔 

2 A.E Percival 12 无 男 其他 

3 Yamashita Tomoyuki 12 有 男 其他 

4 Ibrahim Haji Yaacob 22 有 男 巫裔 

5 Yeop Mahidin 25 无 男 巫裔 

6 Albert Kwok 25 无 男 华裔 

7 Sultan Abu Bakar 26 无 男 巫裔 

8 Abdul Razak bin Hussein (Tun Abdul Razak) 26 有 男 巫裔 

9 Seishiro Itagaki 27 无 男 其他 

10 Louis Mountbatten 27 无 男 其他 

11 Abang Haji Openg 30 无 男 巫裔 

12 Kapten Mohd. Salleh Haji Sulaiman 30 无 男 巫裔 

13 Dr. Burhanuddin al-Helmy 31 有 男 巫裔 

14 Dato' Onn Ja'afar 31 有 男 巫裔 

15 Kiai Salleh Karim 48 无 男 巫裔 

16 Sir Ralph Hone 48 无 男 其他 

17 Sir Edward Gent 49 无 男 其他 

18 Sir Harold MacMichael 52 无 男 其他 

19 Tun Tan Cheng Lock 54 无 男 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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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Frank Swettenham 56 无 男 其他 

21 R.O. Winstedt 56 无 男 其他 

22 Sir Frederick Weld 56 无 男 其他 

23 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56 无 男 其他 

24 Che Maznah 60 无 女 巫裔 

25 Sultan Hishamuddin Alam Shah 60 无 男 巫裔 

26 L.D. Gammans 62 无 男 其他 

27 David Rees Williams 62 无 男 其他 

28 Cikgu Zahara Abdullah 62 有 女 巫裔 

29 Halimahton Majid 62 有 女 巫裔 

30 Datin Puteh Mariah 62 有 女 巫裔 

31 Dato' Panglima Bukit Gantang 66 有 男 巫裔 

32 Dato' Nik Ahmed Kamil Nik Mahmud 66 有 男 巫裔 

33 Zainal Abidin bin Ahmad 66 有 男 巫裔 

34 Datin Halimah Hussein 66 无 女 巫裔 

35 Syeikh Gharieb Raub 72 无 男 巫裔 

36 Sultan Ibrahim 76 无 男 巫裔 

37 Tuanku Abdul Rahman 76 无 男 巫裔 

38 Sultan Abdul Aziz Shah 76 无 男 巫裔 

39 Sultan Badlishah  76 无 男 巫裔 

40 Sultan Ismail 76 无 男 巫裔 

41 Tuanku Syed Putra Jamalullail 76 无 男 巫裔 

42 Tuanku Ismail 76 无 男 巫裔 

43 Chin Peng 89 无 男 华裔 

44 Sir Henry Gurney 93 无 男 其他 

45 Sir Harold Rowdon Briggs 94 有 男 其他 

46 Sir Gerald Templer 98 无 男 其他 

47 Tunku Abdul Rahman 104 无 男 巫裔 

48 David Marshall 105 无 男 其他 

49 Chien Tien 105 无 男 华裔 

50 Rashid Maidin 105 无 男 巫裔 

51 Dato' E.E.C. Thuraisingam 121 无 男 印裔 

52 Sir Malcolm MacDonald 121 无 男 其他 

53 K.L. Devaser 124 无 男 其他 

54 Haji Ahmad Fuad 124 无 男 巫裔 

55 Dato' Mahmud Mat 131 无 男 巫裔 

56 Tunku Yaakob Almarhum Sultan Abdul Hamid 

Halim Shah 

131 无 男 巫裔 

57 Dr. Lee Tiang Keng 131 无 男 华裔 

58 Tun Dr. Ismail Abdul Rahman  132 无 男 巫裔 

59 Tun H.S. Lee 132 有 男 华裔 

60 Dato' Haji Noah 135 无 男 巫裔 

61 Dato' Yahya Razak 137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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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Abdul Aziz Othman 148 无 男 巫裔 

63 Dato' Mohd. Seth 148 无 男 巫裔 

64 Tun Sharifah Rodiah 149 无 女 巫裔 

65 Lord Lennox-Boyd 150 无 男 其他 

66 Lord William Reid 153 无 男 其他 

67 Tun V.T. Sambanthan 158 有 男 印裔 

68 Duke of Wellington 162 无 男 其他 

69 Charles Vyner Brooke 174 无 男 其他 

70 Gerard T. MacBryan 176 有 男 其他 

71 Sir Charles Arden Clarke 177 无 男 其他 

72 Datu Patinggi Abang Haji Abdillah 177 有 男 巫裔 

73 Lily Eberwein 180 无 女 巫裔 

74 Sharifah Hajah Sipah Tuanku Othman 180 无 女 巫裔 

75 Dayang Fauziah  180 无 女 巫裔 

76 Cikgu Ajibah Abol 180 无 女 巫裔 

77 Rosli Dhobi 183 有 男 巫裔 

78 Sir Duncan Stewart 183 无 男 其他 

79 Morshidi Sidek 184 无 男 巫裔 

80 Awang Rambli 184 无 男 巫裔 

81 Bujang Suntong 184 无 男 巫裔 

82 Datu Patinggi Abang Haji Mustapha 187 无 男 巫裔 

83 William Tan 187 无 男 华裔 

84 Stephen Kalong Ningkan 187 无 男 巫裔 

85 Temenggung Jugah 187 无 男 巫裔 

86 Ong Kee Hui 187 无 男 华裔 

87 Stephen Young 187 无 男 华裔 

88 Datu Tuanku Haji Bujang bin Tuanku Othman 187 无 男 巫裔 

89 Donald Stephens 190 无 男 其他 

90 Tun Datu Mustapha Datu Harun 190 无 男 巫裔 

91 G.S. Sundang 191 无 男 巫裔 

92 Khoo Siak Chiew 191 无 男 华裔 

93 Peter Chin 191 无 男 华裔 

94 Lee Kuan Yew 206 无 男 华裔 

95 Sultan Omar Ali Saifuddin 210 无 男 巫裔 

96 A.M. Azahari 210 无 男 巫裔 

97 Dr. Subandrio 212 无 男 巫裔 

98 Soekarno 212 无 男 巫裔 

99 Muhammad Ghazali bin Shafie 215 无 男 巫裔 

100 Wong Pow Nee 215 无 男 华裔 

101 Lord Cobbold 215 无 男 其他 

102 David Watherson 215 无 男 其他 

103 Anthony 215 无 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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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Soeharto 222 无 男 巫裔 

105 Adam Malik 224 无 男 巫裔 

 

 

 

 高中     

序 人物 页数 评述 性别 民族 

1 Dol Said 29 有 男 巫裔 

2 Dato' Maharaja Lela 29 有 男 巫裔 

3 Rentap 29 有 男 巫裔 

4 Mat Salleh 29 有 男 巫裔 

5 J.W.W. Birch 31 无 男 其他 

6 Yam Tuan Ali 32 无 男 巫裔 

7 Syed Shaban 32 无 男 巫裔 

8 Dato' Kelana 32 无 男 巫裔 

9 Kapten Wyllie 32 无 男 其他 

10 Linggir 33 无 男 巫裔 

11 Syarif Masahor 33 有 男 巫裔 

12 James Brooke 33 无 男 其他 

13 Kapten Farquhar 33 无 男 其他 

14 Datu Patinggi Abdul Gapur 34 有 男 巫裔 

15 Sultan Abdullah 38 无 男 巫裔 

16 Andrew Clarke 38 无 男 其他 

17 Mat Arshad 38 无 男 巫裔 

18 Seputum 38 无 男 巫裔 

19 Pandak Lam 38 无 男 巫裔 

20 Dato' Sagor 38 无 男 巫裔 

21 Raja Idris 38 无 男 巫裔 

22 Frank Swettenham 38 无 男 其他 

23 Pandak Indut 38 无 男 巫裔 

24 Sultan Ismail 38 无 男 巫裔 

25 Menteri Ngah Ibrahim 38 无 男 巫裔 

26 Yam Tuan Antah 39 有 男 巫裔 

27 Abdullah Tunggal 39 无 男 巫裔 

28 Dato' Kelana Syed Abdul Rahman 39 无 男 巫裔 

29 J.P. Rodgers 40 无 男 其他 

30 Dato' Bahaman 40 有 男 巫裔 

31 Tok Gajah 41 无 男 巫裔 

32 Raja Chulalongkorn 41 无 男 其他 

33 Tok Janggut 41 有 男 巫裔 

34 Engku Besar Jeram 41 无 男 巫裔 

35 Tuan Ahmad 41 无 男 巫裔 

36 Penghulu Adam  41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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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Haji Said 41 无 男 巫裔 

38 Che Ishak 41 无 男 巫裔 

39 Haji Abdul Rahman Limbong 42 有 男 巫裔 

40 Tengku Nik Maimunah ibni Sultan Zainal Abidin III 42 无 男 巫裔 

41 Syeikh Muhammad Abduh 48 无 男 巫裔 

42 Sheikh Tahir Jalaludin 49 无 男 巫裔 

43 Syed Syeikh al-Hadi 49 无 男 巫裔 

44 Dr. Burhanuddin al-Helmy 49 无 男 巫裔 

45 Zainal Abidin bin Ahmad 50 有 男 巫裔 

46 Dato' Onn Ja'afar 50 有 男 巫裔 

47 Abdul Rahim Kajai 50 有 男 巫裔 

48 Muhamad Dato' Muda Linggi 52 无 男 巫裔 

49 Yusuf Ahmad 52 无 男 巫裔 

50 Mohd. Sidin Rashid 52 无 男 巫裔 

51 Dato' Nik Mohamad 52 无 男 巫裔 

52 Zainon Sulaiman 52 无 男 巫裔 

53 Ahmad Bakhtiar 53 无 男 巫裔 

54 Ishak Haji Muhammad 53 无 男 巫裔 

55 Harun Aminurrashid 53 无 男 巫裔 

56 Mohammad Eunos Abdullah 54 无 男 巫裔 

57 Tengku Kadir Ali 54 无 男 巫裔 

58 Embok Suloh 54 无 男 巫裔 

59 S.M. Zainal Abidin 55 无 男 巫裔 

60 Ibrahim Haji Yaakob 56 无 男 巫裔 

61 Mustapha Husein 56 无 男 巫裔 

62 Ahmad Boestamam 58 无 男 巫裔 

63 Soekarno 59 无 男 巫裔 

64 Messary 59 无 男 其他 

65 Itakagi 59 无 男 其他 

66 Dato Seri Dr. Mahathir Muhamad 66 无 男 巫裔 

67 Sultan Abu Bakar 80 无 男 巫裔 

68 Sultan Muhammad I 82 无 男 巫裔 

69 Sultan Muhammad II 82 无 男 巫裔 

70 Sultan Zainal Abidin III 84 无 男 巫裔 

71 Mokhtaruddin Lasso 100 无 男 巫裔 

72 Sir Harold MacMichael 100 无 男 其他 

73 L.D. Gammans 101 无 男 其他 

74 David Reese Williams 101 无 男 其他 

75 Sir R.O. Winstedt 103 无 男 其他 

76 Sir George Maxwell 103 无 男 其他 

77 Sir Cecil Clementi 103 无 男 其他 

78 Sir Malcolm MacDonald 104 无 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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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Sir Edward Gent 104 无 男 其他 

80 Sir Theodore Adams 105 无 男 其他 

81 R.O.Connor 105 无 男 其他 

82 A.T. Newboult 105 无 男 其他 

83 Haji Muhammad Sheriff Osman 105 无 男 巫裔 

84 Raja Kamaralzaman bin Raja Mansur 105 无 男 巫裔 

85 C. Watherston 105 无 男 其他 

86 Sir Ralph Hone 105 无 男 其他 

87 W.D. Godsall 105 无 男 其他 

88 Dato' Nik Ahmed Kamil 105 无 男 巫裔 

89 Dato' Hamzah Abdullah 105 无 男 巫裔 

90 Dato' Abdul Rahman Muhammad Yasin 105 无 男 巫裔 

91 Dato' Roland Braddell 105 无 男 其他 

92 Dr. W. Linehan 105 无 男 其他 

93 Sultan Badlishah 108 有 男 巫裔 

94 Sultan Abdul Aziz 108 有 男 巫裔 

95 Sultan Ibrahim 108 有 男 巫裔 

96 Sultan Ibrahim Yahya Petra 109 无 男 巫裔 

97 Sultan Ismail 109 无 男 巫裔 

98 Tuanku Abdul Rahman 109 无 男 巫裔 

99 Sultan Hishamudin 109 无 男 巫裔 

100 Tuanku Syed Putra 109 无 男 巫裔 

101 W.D. Godsall 109 无 男 其他 

102 Alec Newboult 109 无 男 其他 

103 K.K.O' Connor 109 无 男 其他 

104 Sir Roland Braddell 109 无 男 其他 

105 Datin Puteh Mariah 109 无 女 巫裔 

106 Dato' Abdul Malek 109 无 男 巫裔 

107 Tengku Mohamed 109 无 男 巫裔 

108 Dato' Haji Mohamad Shariff 109 无 男 巫裔 

109 Dato' Zainal Abidin Abbas 109 无 男 巫裔 

110 Kol. Raja Lope 109 无 男 其他 

111 W. Wisdom 109 无 男 其他 

112 Dato' Mahmud Mat 109 无 男 巫裔 

113 D.C. Watherston 109 无 男 其他 

114 Pateh Akhir 109 无 男 巫裔 

115 Vyner Brooke 110 无 男 其他 

116 Gerald MacBryan 110 无 男 其他 

117 Datu Patinggi Abang Haji Abdillah 110 无 男 巫裔 

118 Sir Duncan Stewart 111 无 男 其他 

119 Rosli Dhobi 111 有 男 巫裔 

120 Sir Henry Gurney 117 无 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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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Raja Uda 117 无 男 巫裔 

122 Dato' E.E.C. Thuraisingam 117 无 男 印裔 

123 Yong Shook Lin 117 无 男 华裔 

124 Dr. Lee Tiang Keng 117 无 男 华裔 

125 O.A. Spencer 118 无 男 其他 

126 Tunku Yaakob ibni Sultan Abdul Hamid 118 无 男 巫裔 

127 J.D. Hodgkinson 118 无 男 其他 

128 J.D. Mead 118 无 男 其他 

129 Tan Cheng Lock 120 无 男 华裔 

130 Tunku Abdul Rahman 121 有 男 巫裔 

131 Dr. Ismail Abdul Rahman 123 无 男 巫裔 

132 Dato' Abdul Razak Hussein (Tun Abdul Razak) 123 有 男 巫裔 

133 Kolonel H.S. Lee 123 有 男 华裔 

134 Dato' Panglima Bukit Gantang 123 无 男 巫裔 

135 Abdul Aziz Majid 123 无 男 巫裔 

136 Dato' Mohd. Seth 123 无 男 巫裔 

137 Lord Lennox-Boyd 123 无 男 其他 

138 Lord Reid 125 无 男 其他 

139 Sir Ivor Jennings 125 无 男 其他 

140 Sir Williams McKell 125 无 男 其他 

141 Tuan B. Malik 125 无 男 其他 

142 Tuan Abdul Hamid 125 无 男 其他 

143 Alnico Lennox-Boyd 126 无 男 其他 

144 Tuanku Abdul Rahman ibni Tuanku Mohammad 130 无 男 巫裔 

145 Sir Donald MacGillvany 130 无 男 其他 

146 Tun V.T. Sambanthan 132 有 男 印裔 

147 Lord Brassey 137 无 男 其他 

148 Lim Yew Hock 137 无 男 华裔 

149 David Marshall 137 无 男 其他 

150 Lee Kuan Yew 137 无 男 华裔 

151 Ong Eng Guan  141 无 男 华裔 

152 Ong Kee Hui 142 无 男 华裔 

153 Stephen Kalong Ningkan 142 无 男 巫裔 

154 Dato' Bandar Abang Haji Mustapha 142 无 男 巫裔 

155 Abdul Rahman Yaakub 142 无 男 巫裔 

156 Abdul Taib Mahmud 142 无 男 巫裔 

157 Temenggung Jugah Anak Barieng 142 无 男 巫裔 

158 Datu Mustapha Datu Harun 143 无 男 巫裔 

159 G.S. Sundang 143 无 男 巫裔 

160 Khoo Siak Chew 143 无 男 华裔 

161 Peter Chin 143 无 男 华裔 

162 Tun Tan Siew Sin 145 无 男 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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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Donald Stephen 145 无 男 巫裔 

164 A.M. Azahari 145 无 男 巫裔 

165 Sultan Omar Ali Saifuddin 145 无 男 巫裔 

166 Soeharto 147 无 男 巫裔 

167 Soekarno 147 无 男 巫裔 

168 Macapagal 148 无 男 其他 

169 Sultan Jamalul Alam 148 无 男 巫裔 

170 Baron Von Overbeck 148 无 男 其他 

171 Alfred Dent 148 无 男 其他 

172 Sultan Esmail Kiram 148 无 男 巫裔 

173 Ong Yoke Lin 149 无 男 华裔 

174 Khir Johari 149 无 男 巫裔 

175 Lord Cobbold 149 无 男 其他 

176 Sir Anthony Abell 150 无 男 其他 

177 Sir David Watherston 150 无 男 其他 

178 Dato' Wong Pow Nee 150 无 男 华裔 

179 Tan Sri Ghazali Shafie 150 无 男 巫裔 

180 Lord Landsdowne 150 无 男 其他 

181 U Thant 151 无 男 其他 

182 Lawrence Michaelmore 151 无 男 其他 

183 Sir Harold MacMilan 153 无 男 其他 

184 Duncam Sandys 153 无 男 其他 

185 Tuanku Syed Sirajuddin ibni Almarhum Syed Putra 

Jamallullail 

167 无 男 巫裔 

186 Al-Marhum Tuanku Abdul Rahman  169 无 男 巫裔 

187 Al-Marhum Tuanku Hisamuddin Alam Shah Al-Haj 169 无 男 巫裔 

188 Al-Marhum Tuaku Syed Putra 169 无 男 巫裔 

189 Al-Marhum Tuanku Ismail Nasiruddin Shah 170 无 男 巫裔 

190 Tuanku Alhaj Abdul Halim Muadzam Shah 170 无 男 巫裔 

191 Al-Marhum Tuanku Yahya Petra 170 无 男 巫裔 

192 Sultan Haji Ahmad Shah Al-Mustain Billah 170 无 男 巫裔 

193 Sultan Iskandar ibni Al-Marhum Sultan Ismail 170 无 男 巫裔 

194 Sultan Azlan Muhibbuddin Shah 170 无 男 巫裔 

195 Tunku Jaafar ibni Al-Marhum Tuanku Abdul 

Rahman 

170 无 男 巫裔 

196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Alhaj 170 无 男 巫裔 

197 John Thivy 181 无 男 印裔 

198 John Eber 181 无 男 其他 

199 Haji Abu Bakar al-Baqir 181 无 男 巫裔 

200 Leong Yew Koh 181 无 男 华裔 

201 Haji Ahmad Fuad bin Hassan  182 无 男 巫裔 

202 Mohamad Sopiee Ibrahim 182 无 男 巫裔 

203 Stephen Yong 182 无 男 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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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Datu Tuanku Haji Bujang Tuanku Othman  183 无 男 巫裔 

205 Williams Tan 183 无 男 华裔 

206 Datu Bandar Abang Haji Mustapha 183 无 男 巫裔 

207 Tun Datu Mustapha Datu Harun  183 无 男 巫裔 

208 O.K.K. Sedomon 184 无 男 巫裔 

209 King George VI 190 无 男 其他 

210 Dato Seri Abdullah Ahmad Badawi 208 无 男 巫裔 

211 Abdul Rahman Haji Talib 213 无 男 巫裔 

212 Aminuddin Baki 214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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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独立中学旧版历史教科书人物统计 

 初中一     

序 人物 页数 评述 性别 民族 

1 拜里米苏拉 Parameswara 123 无 男 巫裔 

2 伊斯干陀沙 Megat Iskandar Shah 123 无 男 巫裔 

3 斯里马哈拉加 Seri Maharaja 123 无 男 巫裔 

4 斯里拜里米苏拉帝瓦沙 Seri Parameswara 

Dewa Shah 

123 无 男 巫裔 

5 苏丹目札法沙 Sultan Muzaffar Shah 123 无 男 巫裔 

6 苏丹芒速沙 Sultan Mansur Shah 123 无 男 巫裔 

7 苏丹阿拉乌丁利雅沙 Sultan Alauddin Shah 123 无 男 巫裔 

8 苏丹马末沙 Sultan Mahmud Shah 123 有 男 巫裔 

9 敦吡叻 Tun Perak 124 无 男 巫裔 

10 敦奥玛 Tun Omar 124 无 男 巫裔 

11 敦达拉尼 Tun Talani 124 无 男 巫裔 

12 尹庆 124 无 男 华裔 

13 明成祖 124 无 男 华裔 

14 郑和 124 无 男 华裔 

15 敦墨太希 Tun Mutahir 134 无 男 印裔 

16 薛魁拉 Lopez de Sequeira 135 无 男 其他 

17 亚伯奎 Alfonso de Albuquerque 135 无 男 其他 

18 圣芳济 St Francis Xavier 138 无 男 其他 

19 阿拉乌丁利雅沙二世 Alauddin Riayat Syah 2 139 无 男 巫裔 

20 苏丹阿都查利沙三世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3 140 无 男 巫裔 

21 苏丹阿都者利沙 Sultan Abdul Jalil Syah 140 无 男 巫裔 

22 伊布拉欣沙 Ibrahim Syah 141 无 男 巫裔 

23 马末 Sultan Mahmud 141 无 男 巫裔 

24 苏丹阿都查利利雅沙 Sultan Abdul Jalil Riayat 

Shah 

141 无 男 巫裔 

25 郑芳杨 144 无 男 华裔 

26 李为经 144 无 男 华裔 

27 苏丹目札法沙 Sultan Muzaffar Syah 149 无 男 巫裔 

28 苏丹莫哈末智化 Sultan Muhammad Jiwa 150 无 男 巫裔 

29 苏丹莫哈末沙 Sultan Muhammad Syah 151 无 男 巫裔 

30 苏丹阿都卡迪沙 Sultan Abdul Kadir Syah 151 无 男 巫裔 

31 拉惹布章 Raja Bujang 151 无 男 巫裔 

32 拉惹巴爪 Raja Bajau 151 无 男 巫裔 

33 拉惹阿都拉 Raja Abdullah   151 无 男 巫裔 

34 苏丹阿末达朱丁 Sultan Ahmad Tajuddin 152 无 男 巫裔 

35 苏丹目札法沙三世 Sultan Muzaffar Syah 3 152 无 男 巫裔 

36 拉惹默勒化 Raja Melewar 152 无 男 巫裔 

37 拉惹拉务 Raja Labu 153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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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拉惹阿里 Raja Ali 153 无 男 巫裔 

39 苏丹再拿阿比丁一世 Sultan Zainal Abidin 1 153 无 男 巫裔 

40 苏丹芒速 Sultan Mansur 153 无 男 巫裔 

41 隆尤努斯 Long Yunus 153 无 男 巫裔 

42 隆莫哈末 Long Muhammad 153 无 男 巫裔 

43 莫哈末沙曼 Wan Muhammad Saman 161 无 男 巫裔 

44 文西阿都拉 Munshi Abdullah 176 有 男 巫裔 

45 敦士里拉让 Tun Sri Lanang 177 无 男 巫裔 

 

 

 

 初中二     

序 人物 页数 评述 性别 民族 

1 苏丹莫哈末智化 Sultan Muhamad Jiwa 155 无 男 巫裔 

2 东姑阿都拉 Tengku Abdullah 155 无 男 巫裔 

3 莱特 Francis Light 156 无 男 其他 

4 赫斯丁斯 Warren Hastings 156 无 男 其他 

5 蒙克登 Edward Monckton 156 无 男 其他 

6 苏丹马末三世 Sultan Mahmud 3 158 无 男 巫裔 

7 东姑胡申 Tengku Hussein 158 无 男 巫裔 

8 东姑阿都拉曼 Tengku Abdul Rahman  158 无 男 巫裔 

9 莱佛士  158 无 男 其他 

10 天猛公阿都拉曼 Temenggung Abdul Rahman 159 无 男 巫裔 

11 法夸尔 William Farquhar 159 无 男 其他 

12 利特 W.H Read 161 无 男 其他 

13 邱天德  161 无 男 华裔 

14 李心钘 162 无 男 华裔 

15 许栳合 162 无 男 华裔 

16 许武安 162 无 男 华裔 

17 佘有进 162 无 男 华裔 

18 薛佛记 164 无 男 华裔 

19 陈笃生 164 无 男 华裔 

20 陈旭年 164 无 男 华裔 

21 林嵩泮 164 无 男 华裔 

22 胡宗宁 164 无 男 华裔 

23 辜礼欢 166 无 男 华裔 

24 胡始明 166 无 男 华裔 

25 蔡士章 166 无 男 华裔 

26 陈浩盛 166 无 男 华裔 

27 卡迪莫胡丁 166 无 男 印裔 

28 郑景贵 171 无 男 华裔 

29 叶亚来 171 有 男 华裔 

30 徐炎泉 171 无 男 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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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隆渣法 Long Jaafar 172 无 男 巫裔 

32 苏丹阿里 Sultan Ali 172 无 男 巫裔 

33 拉惹阿都拉 Raja Abdullah   172 无 男 巫裔 

34 拉惹伊斯迈 Raja Ismail 172 无 男 巫裔 

35 卡伊布拉欣 Ngah Ibrahim 172 无 男 巫裔 

36 克拉克 Andrew Clarke 174 无 男 其他 

37 拉惹阿都拉 Raja Abdullah   175 无 男 巫裔 

38 拉惹马哈地 Raja Mahadi 175 无 男 巫裔 

39 苏丹阿都沙末 Sultan Abdul Samad 175 无 男 巫裔 

40 东姑古丁 Tengku Kudin 175 无 男 巫裔 

41 张昌 177 无 男 华裔 

42 旺阿末 177 无 男 巫裔 

43 拿督克拉那 Dato Klana 178 无 男 巫裔 

44 拿督万达 Dato Bandar 178 无 男 巫裔 

45 伯治 J.W.W. Birch 180 无 男 其他 

46 拿督马哈拉惹李拉 Dato Maharaja Lela 180 无 男 巫裔 

47 拉惹尤索夫 Raja Yusuf 180 无 男 巫裔 

48 罗泽尔 J.P. Rodger 181 无 男 其他 

49 拿督巴哈曼 Dato Bahaman  181 无 男 巫裔 

50 督卡查 Tok Gajah 181 无 男 巫裔 

51 末基劳 Mat Kilau 181 无 男 巫裔 

52 苏丹依德利斯 Sultan Idris 184 无 男 巫裔 

53 拉惹朱兰 184 无 男 巫裔 

54 哈芝阿都拉曼林梦 Haji Abdul Rahman 

Limbong 

187 无 男 巫裔 

55 天猛公达因依布拉欣 Temenggung Daeng 

Ibrahim 

187 无 男 巫裔 

56 刘立庆 188 无 男 华裔 

57 陈开顺 188 无 男 华裔 

58 佘云亭 189 无 男 华裔 

59 黄亚福 189 无 男 华裔 

60 苏丹阿布巴卡 Sultan Abu Bakar 190 有 男 巫裔 

61 拿督渣法 Dato Jaafar 191 无 男 巫裔 

62 拿督阿都拉曼 Dato Abdul Rahman 191 无 男 巫裔 

63 拿督莫哈末沙列 Dato Mohd Salleh 191 无 男 巫裔 

64 苏丹依布拉欣 Sultan Ibrahim 191 无 男 巫裔 

65 马可打 Pengeran Indera Mahkota 197 有 男 巫裔 

66 拉惹穆达哈森 Raja Muda Hashim 197 无 男 巫裔 

67 詹姆士布洛克 James Brooke 197 无 男 其他 

68 查理士布洛克 Charles Brooke 200 无 男 其他 

69 温纳布洛克 Charles Vyner Brooke 201 无 男 其他 

70 仁答 Rentap 202 有 男 巫裔 

71 沙立夫马沙荷 Syarif Masahor  202 有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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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罗芳伯 202 无 男 华裔 

73 刘善邦 202 无 男 华裔 

74 王甲 202 无 男 华裔 

75 王友海 205 有 男 华裔 

76 田考 205 有 男 华裔 

77 刘建发 205 有 男 华裔 

78 黄乃裳 205 有 男 华裔 

79 王长水 205 无 男 华裔 

80 邓恭叔 206 有 男 华裔 

81 蒲鲁士特 Rev. William N. Brewster 206 无 男 其他 

82 摩西斯 Charles Lee Moses 207 无 男 其他 

83 丹特 Alfred Dent 207 无 男 其他 

84 德里泽 William Hood Treacher 208 无 男 其他 

85 末沙烈 Mat Salleh 209 有 男 巫裔 

86 威廉维 William Cowie 210 无 男 其他 

87 安达农 Antanum 210 无 男 巫裔 

88 郑大平 216 无 男 华裔 

89 胡子春 216 无 男 华裔 

90 陈秀连 216 有 男 华裔 

91 陆佑 216 有 男 华裔 

92 李德利 Henry Ridley 219 有 男 其他 

93 金德斯里兄弟 Kindersley Brothers 219 无 男 其他 

94 陈齐贤 219 无 男 华裔 

95 陈嘉庚 219 无 男 华裔 

96 姚德胜 222 无 男 华裔 

97 锡达喜渣拉鲁丁 Syeikh Tahir Jalaluddin 232 无 男 巫裔 

98 赛锡哈地 Syed Sheikh al-Hadi 233 无 男 巫裔 

99 哈仑阿米鲁拉昔 Harun Aminurashid 233 无 男 巫裔 

100 阿都拉欣卡蔡 Abdul Rahim Kajai 233 无 男 巫裔 

101 薛有礼 234 无 男 华裔 

102 叶季允 234 无 男 华裔 

 

 

 

 初中三     

序 人物 页数 评述 性别 民族 

1 阿都拉欣卡蔡 Abdul Rahim Kajai 171 无 男 巫裔 

2 锡达喜渣拉鲁丁 Syeikh Tahir Jalaluddin 172 无 男 巫裔 

3 赛锡哈地 Syed Sheikh al-Hadi 172 无 男 巫裔 

4 默哈末尤奴斯 Mohd. Eunos Yusof 172 无 男 巫裔 

5 依布拉欣耶谷 173 无 男 巫裔 

6 布斯达曼 Ahmad Boestamam 173 无 男 巫裔 

7 阿邦莱曼 Abang Sulaiman bin Datuk Amar 174 无 男 巫裔 



 107 

8 陈楚楠 175 无 男 华裔 

9 张永福 175 无 男 华裔 

10 林文庆 175 无 男 华裔 

11 林义顺 175 无 男 华裔 

12 陈嘉庚 176 有 男 华裔 

13 林清渊 178 有 男 华裔 

14 陈祯禄 178 有 男 华裔 

15 维那三美 179 无 男 印裔 

16 白思华 General A.E. Percival 184 无 男 其他 

17 山下奉文 General Yamshita 184 无 男 其他 

18 林谋盛  188 无 男 华裔 

19 育马希 Yeop Mahidin 189 无 男 巫裔 

20 郭衡南 189 无 男 华裔 

21 麦迈克 Harold MacMichael 190 无 男 其他 

22 拿督翁  191 有 男 巫裔 

23 瑞天咸 Sir Frank Swettenham 191 无 男 其他 

24 布哈鲁丁 Burhanuddin Al-Helmy 193 无 男 巫裔 

25 东姑阿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195 有 男 巫裔 

26 葛尼爵士 Sir Henry Gurney 196 无 男 其他 

27 邓普勒 General Gerald Templer 196 无 男 其他 

28 陈平 197 无 男 华裔 

29 马绍尔 David Marshall 197 无 男 印裔 

30 拉昔迈丁 Rashid Maidin 197 无 男 巫裔 

31 陈田 197 无 男 华裔 

32 李特勋爵 Lord Reid 198 无 男 其他 

33 端姑阿都拉曼 Tuanku Abdul Rahman 199 无 男 巫裔 

34 林德爵士 Sir George Rendel 200 无 男 其他 

35 李光耀 200 无 男 华裔 

36 葛波勋爵 Lord Cobbold 202 无 男 其他 

37 加沙里 Ghazalie Shafie 202 无 男 其他 

38 王保尼 202 无 男 华裔 

39 苏卡诺 203 无 男 巫裔 

40 陈六使 218 有 男 华裔 

41 林连玉 218 有 男 华裔 

42 巴恩 L.J. Barnes  219 无 男 其他 

43 威廉方 William P. Fenn 219 无 男 其他 

44 吴德耀 219 无 男 华裔 

45 拉萨 Tun Abdul Razak bin Hussein 222 有 男 巫裔 

46 拉曼达立 222 无 男 巫裔 

47 胡万铎 225 无 男 华裔 

48 沈亭 225 无 男 华裔 

49 陈孟利 225 无 男 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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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林晃昇 226 无 男 华裔 

51 沈慕羽 226 无 男 华裔 

52 马哈迪 226 有 男 巫裔 

53 拿督胡先翁 244 无 男 巫裔 

54 苏哈多  248 无 男 巫裔 

55 马可斯 248 无 男 其他 

56 库克立巴拉莫 248 无 男 其他 

57 东姑拉沙里 Tengku Razaleigh Hamzah 251 无 男 巫裔 

58 周恩来 251 无 男 华裔 

59 毛泽东 251 无 男 华裔 

60 明仁天皇 253 无 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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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独立中学新版历史教科书人物统计 

 初中一     

序 人物 页数 评述 性别 民族 

1 拜里米苏拉 Parameswara 92 无 男 巫裔 

2 伊斯干陀沙 Megat Iskandar Shah 92 无 男 巫裔 

3 斯里马哈拉加 Seri Maharaja 92 无 男 巫裔 

4 斯里拜里米苏拉帝瓦沙 Seri Parameswara Dewa 

Shah 

92 无 男 巫裔 

5 苏丹目札法沙 Sultan Muzaffar Shah 92 无 男 巫裔 

6 苏丹芒速沙 Sultan Mansur Shah 92 无 男 巫裔 

7 苏丹阿拉乌丁利雅沙 Sultan Alauddin Shah 92 无 男 巫裔 

8 苏丹马末沙 Sultan Mahmud Shah 92 有 男 巫裔 

9 敦吡叻 Tun Perak 94 有 男 巫裔 

10 尹庆 96 无 男 华裔 

11 明成祖 96 无 男 华裔 

12 郑和 96 无 男 华裔 

13 敦墨太希 Tun Mutahir 100 无 男 其他 

14 薛魁拉 Lopez de Sequeira 100 无 男 其他 

15 亚伯奎 Alfonso de Albuquerque 101 无 男 其他 

16 圣芳济 St Francis Xavier 102 无 男 其他 

17 郑芳杨 104 无 男 华裔 

18 李为经 104 无 男 华裔 

19 阿拉乌丁利雅沙二世 Alauddin Riayat Syah 2 106 无 男 巫裔 

20 苏丹阿都查利沙三世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3 108 无 男 巫裔 

21 苏丹伊布拉欣沙 Sultan Ibrahim Syah 108 无 男 巫裔 

22 苏丹马末 Sultan Mahmud Shah 3 109 无 男 巫裔 

23 苏丹阿都查利利雅沙 Sultan Abdul Jalil Riayat 

Shah 

109 无 男 巫裔 

 

 

 

 初中二     

序 人物 页数 评述 性别 民族 

1 苏丹莫哈末智化 Sultan Muhammad Jiwa 103 无 男 巫裔 

2 苏丹阿都拉 Sultan Abdullah 103 无 男 巫裔 

3 莱特 Francis Light 104 有 男 其他 

4 莱佛士 Stamford Raffles 107 有 男 其他 

5 苏丹马末三世 108 无 男 巫裔 

6 东姑胡申 108 无 男 巫裔 

7 东姑阿都拉曼 108 无 男 巫裔 

8 天猛公阿都拉曼 108 无 男 巫裔 

9 曹亚志 109 无 男 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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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许栳合 112 有 男 华裔 

11 许武安 112 有 男 华裔 

12 薛佛记 112 无 男 华裔 

13 陈笃生 112 无 男 华裔 

14 陈旭年 112 无 男 华裔 

15 林嵩泮 112 无 男 华裔 

16 胡宗宁 112 无 男 华裔 

17 辜礼欢 113 无 男 华裔 

18 卡迪莫胡丁 Cauder Mohuddeen 113 无 男 印裔 

19 隆查法 Long Jaafar 116 无 男 巫裔 

20 苏丹目札法沙一世 Sultan Muzaffar Shah 1 117 无 男 巫裔 

21 苏丹阿末达朱丁 Sultan Ahmad Tajuddin 117 无 男 巫裔 

22 苏丹阿里 Sultan Ali 118 无 男 巫裔 

23 拉惹阿都拉 Raja Abdullah 118 无 男 巫裔 

24 拉惹伊斯迈 Raja Ismail 118 无 男 巫裔 

25 郑景贵 119 有 男 华裔 

26 克拉克 Sir Andrew Clarke 120 无 男 其他 

27 拉惹阿都拉 Raja Abdullah 122 无 男 巫裔 

28 拉惹马哈地 Raja Mahadi 122 无 男 巫裔 

29 东姑古丁 Tengku Kudin 122 无 男 巫裔 

30 叶亚来 123 有 男 华裔 

31 拿督克拉那 Dato Klana 125 无 男 巫裔 

32 拿督班达 Dato Bandar 125 无 男 巫裔 

33 旺阿末 Wan Ahmad 126 无 男 巫裔 

34 隆尤努斯 Long Yunus 143 无 男 巫裔 

35 隆莫哈末 Long Muhammad 143 无 男 巫裔 

36 天猛公达因伊布拉欣 Temenggung Daeng 

Ibrahim 

144 有 男 巫裔 

37 陈开顺 144 有 男 华裔 

38 陈旭年 144 有 男 华裔 

39 黄亚福 144 有 男 华裔 

40 苏丹阿布巴卡 Sultan Abu Bakar 147 有 男 巫裔 

41 马可打 Pengeran Indera Mahkota 152 无 男 巫裔 

42 拉惹穆达哈森 Raja Muda Hashim 152 无 男 巫裔 

43 詹姆士布洛克 James Brooke 153 无 男 其他 

44 查理士布洛克 Charles Brooke 155 无 男 其他 

45 温纳布洛克 Charles Vyner Brooke 155 无 男 其他 

46 摩西斯 Charles Lee Moses 157 无 男 其他 

47 丹特 Alfred Dent 157 无 男 其他 

48 威廉科威 William Clarke Cowie 158 无 男 其他 

49 安达农 Antanum 160 无 男 巫裔 

50 查理士杰色 Charles Jessel 161 无 男 其他 

51 刘善邦 162 有 男 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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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王甲 162 无 男 华裔 

53 伯治 164 无 男 其他 

54 拿督马哈拉惹李拉 Dato' Maharaja Lela 164 无 男 巫裔 

55 拉惹尤索夫 Raja Yusuf 164 无 男 巫裔 

56 末沙烈 Mat Salleh 165 无 男 巫裔 

57 罗泽尔 J.P. Rodger 165 无 男 巫裔 

58 督卡查 Tok Gajah 165 无 男 巫裔 

59 末基劳 Mat Kilau 165 无 男 巫裔 

60 督央谷 Tok Janggut 166 无 男 巫裔 

61 哈芝阿都拉曼林梦 Haji Abdul Rahman Limbong 166 无 男 巫裔 

62 严端安达 Yamtuan Antah 167 无 男 巫裔 

63 拿督杜赛益 Dato Dol Said 167 无 男 巫裔 

64 沙立夫马沙荷 Sharif Masahor 167 无 男 巫裔 

65 李豹 Libau 167 无 男 巫裔 

66 郑大平 180 有 男 华裔 

67 胡子春 181 有 男 华裔 

68 陈秀连 181 有 男 华裔 

69 陆佑 181 有 男 华裔 

70 李德利 H.N. Ridley 183 有 男 其他 

71 亨利维克汉 Henry Wickham 184 无 男 其他 

72 休罗 Hugh Low 184 无 男 其他 

73 陈齐贤 185 有 男 华裔 

74 陈嘉庚 185 有 男 华裔 

75 李光前 185 有 男 华裔 

76 黄乃裳 187 无 男 华裔 

77 锡达喜渣拉鲁丁 Syeikh Tahir Jalaluddin 203 无 男 巫裔 

78 叶季允 203 无 男 华裔 

79 薛有礼 204 无 男 华裔 

80 哈仑阿米鲁拉昔 Harun Aminurashid 205 无 男 巫裔 

81 赛锡哈地 Syid Sheikh bin Ahmad alhadi 205 无 男 巫裔 

82 拓哥 205 无 男 华裔 

83 浪花 205 无 男 华裔 

84 海底山 205 无 男 华裔 

85 M. Srinivasagam Selvathurai 205 无 男 印裔 

      

 初中三     

序 人物 页数 评述 性别 民族 

1 陈嘉庚 53 无 男 华裔 

2 阿南中尉 Lieutenant Adnan bin Saidi 53 无 男 巫裔 

3 白思华 General A.E. Percival 53 无 男 其他 

4 山下奉文 General Yamashita Tomoyuki 53 无 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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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卡迪卡素 Sybil Kathigasu 61 有 女 其他 

6 依布拉欣耶谷 Ibrahim Yaakob 63 有 男 巫裔 

7 郭衡南 66 有 男 华裔 

8 麦迈克 Harold MacMichael 70 无 男 其他 

9 翁渣化 Onn Ja'affar 70 有 男 巫裔 

10 锡达喜渣拉鲁丁 71 无 男 巫裔 

11 赛锡哈地 71 无 男 巫裔 

12 陈祯禄 74 有 男 华裔 

13 葛尼 Sir Henry Gurney 90 无 男 其他 

14 邓普勒 General Gerald Templer 90 有 男 其他 

15 东姑阿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amn 91 有 男 巫裔 

16 善班丹 Tun V.T. Sambanthan 93 无 男 印裔 

17 陈平 93 有 男 华裔 

18 马绍尔 David Marshall 93 无 男 印裔 

19 拉昔迈丁 Rashid Maidin 93 有 男 巫裔 

20 陈田 93 有 男 华裔 

21 陈东海 96 无 男 华裔 

22 李孝式 96 无 男 华裔 

23 利特 Lord William Reid 97 无 男 其他 

24 葛罗斯特 The Duke of Gloucester 98 无 男 其他 

25 林德 Sir George Rendel 101 无 男 其他 

26 李光耀 101 无 男 华裔 

27 亚邦哈芝阿都拉 Datu Patinggi Abang Haji 

Abdullah 

102 无 男 巫裔 

28 罗斯利 Rosli Dhobi 102 无 男 巫裔 

29 葛波 Lord Cobbold 106 无 男 其他 

30 苏丹哈山纳波基亚 Sultan Haji Hassanal Bolkiah 107 无 男 巫裔 

31 苏卡诺 Soekarno 108 无 男 巫裔 

32 敦拉萨 Tun Abdul Razak 123 有 男 巫裔 

33 马哈迪 Tun Mahathir bin Mohamad 124 有 男 巫裔 

34 安华 Anwar Ibrahim 124 无 男 巫裔 

35 胡先翁 125 有 男 巫裔 

36 阿都拉 Tun Abdullah Ahmad Badawi 125 有 男 巫裔 

37 纳吉 Mohamad Najib Abdul Razak 125 有 男 巫裔 

38 巴恩 L.J. Barnes 134 无 男 其他 

39 威廉方 William P. Fenn 134 无 男 其他 

40 吴德耀 134 无 男 华裔 

41 阿都拉曼达立 Abdul Rahman Talib 135 无 男 巫裔 

42 苏莱曼 Sulaiman 137 无 男 巫裔 

43 陈六使 139 有 男 华裔 

44 林连玉 141 有 男 华裔 

45 胡万铎 143 无 男 华裔 

46 沈亭 143 无 男 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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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甄供 143 无 男 华裔 

48 林晃昇 145 有 男 华裔 

49 沈慕羽 145 有 男 华裔 

50 毛泽东 150 无 男 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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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独立中学高中历史教科书人物统计 

序 人物 页数 评述 性别 民族 

1 拜里米苏拉 Parameswara 46 无 男 巫裔 

2 伊斯干陀沙 Megat Iskandar Shah 47 无 男 巫裔 

3 斯里马哈拉加 Seri Maharaja 47 无 男 巫裔 

4 斯里拜里米苏拉帝瓦沙 （拉惹伊布拉欣）Seri 

Parameswara Dewa Shah 

47 无  男 巫裔 

5 苏丹目札法沙（拉惹卡沁） Sultan Muzaffar Shah 39 无 男 巫裔 

6 苏丹芒速沙 Sultan Mansur Shah 47 无 男 巫裔 

7 苏丹阿拉乌丁利雅沙 Sultan Alauddin Shah 47 无 男 巫裔 

8 苏丹马末沙 Sultan Mahmud Shah 47 无 男 巫裔 

9 明成祖 47 无 男 华裔 

10 尹庆 47 无 男 华裔 

11 敦吡叻 Tun Perak 48 有 男 巫裔 

12 敦奥玛 Tun Omar 48 无 男 巫裔 

13 敦他拉尼 Tun Talani 49 无 男 巫裔 

14 郑和 49 无 男 华裔 

15 敦勃巴代舍当 Tun Perpatih Sedang 51 无 男 巫裔 

16 汉都亚 Hang Tuah 52 有  男 巫裔 

17 罗根 Rokan 53 无  男 巫裔 

18 敦阿里 Tun Ali 53 无 男 巫裔 

19 阿玛尔 Amar 53 无 男 巫裔 

20 敦墨太希 Tun Mutahir 54 有 男 印裔 

21 薛魁拉 Lopez de Sequeira 58 无 男 其他 

22 亚伯奎 Alfonso de Albuquerque 59 无 男 其他 

23 圣芳济 St. Francis Xavier 61 有 男 其他 

24 阿拉乌丁利雅沙二世 Alauddin Riayat Syah II 64 无 男 巫裔 

25 目札法沙二世 Sultan Muzaffar Syah II 66 无 男 巫裔 

26 苏丹阿都查利拉雅沙 Abdul Jalil Riayat Syah 66 无 男 巫裔 

27 阿拉乌丁利雅沙三世 Alauddin Riayat Syah III 66 无 男 巫裔 

28 苏丹马可打阿蓝 Mahkota Alam 67 无 男 巫裔 

29 苏丹阿都拉马雅沙 Abdullah Ma'ayat Syah 67 无 男 巫裔 

30 苏丹阿都查利沙 Abdul Jalil Syah 67 无 男 巫裔 

31 郑芳扬 76 无 男 华裔 

32 李为经 76 无 男 华裔 

33 苏丹伊伯拉欣 Sultan Ibrahim 78 无 男 巫裔 

34 苏丹玛末 78 无 男 巫裔 

35 敦阿都查利 Tun Abdul Jalil 78 无 男 巫裔 

36 拉惹穆达 78 无 男 巫裔 

37 拉惹克己 Raja Kecil 78 无 男 巫裔 

38 苏莱曼 Sulaiman 79 无 男 巫裔 

39 邓马里瓦 Daeng Merewah 79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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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拉惹鲁牟 Raja Rumu 79 无 男 巫裔 

41 拉惹默勒化 Raja Melewar 81 无 男 巫裔 

42 拉惹阿里 Raja Ali 81 无 男 巫裔 

43 苏丹莫哈末智化 Sultan Muhamad Jiwa 82 无 男 巫裔 

44 莱特 Francis Light 82 有 男 其他 

45 苏丹阿都拉 Sultan Abdullah 82 无 男 巫裔 

46 莱佛士  83 有 男 其他 

47 天猛公阿都拉曼 Temenggung Abdul Rahman 84 无 男 巫裔 

48 曹亚志 84 无 男 华裔 

49 苏丹胡申 （东姑隆）Sultan Hussein（Tengku 

Long） 

84 无  男 巫裔 

50 法夸尔 William Farquhar 85 无 男 其他 

51 克劳福 John Crawford 86 无 男 其他 

52 佛勒敦 Robert Fullerton 86 无 男 其他 

53 苏丹阿里 Sultan Ali 105 无 男 巫裔 

54 拉惹阿都拉 Raja Abdullah   105 无 男 巫裔 

55 拉惹伊斯迈 Raja Ismail 105 无 男 巫裔 

56 拉惹尤索夫 Raja Yusuf 105 无 男 巫裔 

57 隆查法 Long Jaafar 106 无 男 巫裔 

58 卡伊布拉欣 Ngah Ibrahim 106 无 男 巫裔 

59 克拉克 Andrew Clarke 107 无 男 其他 

60 伯治 J.W.W. Birch 107 有 男 其他 

61 拉惹阿都拉 Raja Abdullah   108 无 男 巫裔 

62 徐炎泉 108 无 男 华裔 

63 林西河 108 无 男 华裔 

64 苏丹阿都沙末 Sultan Abdul Samad 108 无 男 巫裔 

65 东姑古丁 Tengku Kudin 108 无 男 巫裔 

66 拉惹马哈地 Raja Mahadi 109 无 男 巫裔 

67 张昌 109 无 男 华裔 

68 戴卫逊 J.G. Davidson 109 无 男 其他 

69 叶亚来 109 有  男 华裔 

70 拿督克拉那 Dato Kelana Sayid Abdul Rahman 110 无 男 巫裔 

71 拿督班达 Dato Bandar Kulop Tunggal 110 无 男 巫裔 

72 马丁李斯特 Martin Lister 110 无 男 其他 

73 旺阿末 Wan Ahmad  111 无 男 巫裔 

74 罗泽尔 J.P. Rodger 111 无 男 其他 

75 苏丹伊布拉欣 Sultan Ibrahim 114 无 男 巫裔 

76 巴哈曼 Dato Bahaman 115 无 男 巫裔 

77 督卡查 Tok Gajah 115 无 男 巫裔 

78 末基劳 Mat Kilau 116 无 男 巫裔 

79 督央谷 Tok Janggut 116 无 男 巫裔 

80 哈芝阿都拉曼林梦 Haji Abdul Rahman Limbong 116 无 男 巫裔 

81 达因伊布拉欣 Temenggung Daeng Ibrahim 117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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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黄亚福 117 有 男 华裔 

83 陈旭年 117 有 男 华裔 

84 苏丹阿布巴卡 Sultan Abu Bakar 118 有 男 巫裔 

85 詹姆士布洛克 James Brooke 119 无 男 其他 

86 拉惹穆达哈森 Raja Muda Hashim 119 无 男 其他 

87 查理士布洛克 Charles Brooke 120 无 男 其他 

88 温纳布洛克 Wyner Brooke 121 无 男 其他 

89 丹特 Alfred Dent 122 无 男 其他 

90 刘善邦 122 无 男 华裔 

91 王甲 122 无 男 华裔 

92 仁答 Rentap 123 有 男 巫裔 

93 末沙烈 Mat Salleh 123 有 男 巫裔 

94 李德利 125 有 男 华裔 

95 林文庆 125 有 男 华裔 

96 陈齐贤 125 有 男 华裔 

97 郑大平 126 有 男 华裔 

98 陆佑 126 有 男 华裔 

99 黄乃裳 129 有 男 华裔 

100 哈京士牧师 Rev. R.S. Hutchins 137 无 男 其他 

101 马礼逊博士 Dr. Robert Marrison 138 无 男 其他 

102 张弼士 142 无 男 华裔 

103 锡达喜渣拉鲁丁 Syeikh Mohd Tahir bin Jalaluddin 

al-Azhari 

193 无 男 巫裔 

104 赛锡哈地 Sayid Sheikh bin Ahmad al-Hadi 193 有 男 巫裔 

105 华京逊 R.J. Walkinson 194 无 男 其他 

106 特里切尔 W.H.Treacher 194 无 男 其他 

107 苏丹依德利斯 194 无 男 巫裔 

108 哈芝阿巴斯 Haji Abbas bin Mohd Taha 196 有 男 巫裔 

109 锡莫哈末沙林 Sheikh Mohd Salim al-kalali 196 有 男 巫裔 

110 默哈末尤奴斯 Mohd. Eunos bin Abdullah 197 有 男 巫裔 

111 拉惹朱兰 Raja Chulan 198 无 男 巫裔 

112 拿督阿都拉 Dato Abdullah bin Haji Dahlan 198 无 男 巫裔 

113 拿督翁渣化 Dato Onn bin Jaafar 198 有 男 巫裔 

114 伊布拉欣耶谷 Ibrahim Yaacob 198 无 男 巫裔 

115 奥南 Onan bin Haji Siraj 198 无 男 巫裔 

116 阿末布斯达曼 Ahmad Boestamam 198 无 男 巫裔 

117 东姑伊斯迈 Tengku Ismail 199 无 男 巫裔 

118 伊萨 Ishak Haji Muhammad 199 无 男 巫裔 

119 阿邦苏莱曼 Abang Sulaiman bin Datuk Amar 199 无 男 巫裔 

120 康有为 199 无 男 华裔 

121 梁启超 199 无 男 华裔 

122 孙中山 200 无 男 华裔 

123 阿里敏 Alimin 201 无 男 巫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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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丹马六甲 Tan Malaka 201 无 男 巫裔 

125 查马鲁丁丹敏 Djamaludin Tamin 201 无 男 巫裔 

126 南拜耶 P.K. Nambyar 203 无 男 印裔 

127 维那三美 S.N. Veenasamy 203 无 男 印裔 

128 山下奉文 Yamashita Tomoyuki 206 无 男 其他 

129 白思华 A.E. Percival 207 无 男 其他 

130 陈嘉庚 212 无 男 华裔 

131 林谋盛 212 有 男 华裔 

132 育马希丁 Yeop Mahidin 213 无 男 巫裔 

133 郭衡南 214 无 男 华裔 

134 麦迈克 Harold MacMichael 216 无 男 其他 

135 爱德华肯特 Edward Gent 216 无 男 其他 

136 瑞天咸 217 无 男 其他 

137 温士德 Richard Winstedt 217 无 男 其他 

138 胡先翁 Hussein Onn 218 有 男 巫裔 

139 陈祯禄 219 无 男 华裔 

140 布哈奴丁 Burhanuddin Al-Helmy 220 无 男 巫裔 

141 依萨莫哈末 Ishak Haji Muhammad 220 无 男 巫裔 

142 葛尼爵士 Sir Herry Gurney 223 无 男 其他 

143 邓普勒 General Gerald Templer 223 无 男 其他 

144 东姑阿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224 有 男 巫裔 

145 马绍尔 David Marshall 224 无 男 其他 

146 陈平 224 无 男 华裔 

147 拉昔迈丁 Rashid Maidin 224 无 男 巫裔 

148 陈田 224 无 男 华裔 

149 李孝式 282 无 男 华裔 

150 拉萨 Dato' Abdul Razak 282 无 男 巫裔 

151 伊斯迈 Dr. Ismail Abdul Rahman 282 无 男 巫裔 

152 李德勋爵 282 无 男 其他 

153 端姑阿都拉曼 Tuanku Abdul Rahman 285 无 男 巫裔 

154 李光耀 289 无 男 华裔 

155 苏丹波基亚 Sultan Bolkiah 290 无 男 巫裔 

156 葛波 Lord Cobbold 291 无 男 其他 

157 东姑拉沙里 Tengku Razaleigh Hamzah 301 无 男 巫裔 

158 马哈迪  301 有 男 巫裔 

159 林连玉 311 有 男 华裔 

160 陈修信 313 无 男 华裔 

161 林德 George Rendel 315 无 男 其他 

162 林有福 316 无 男 华裔 

163 尤索夫伊萨 Yusof bin Ishak 316 无 男 巫裔 

164 吴作栋 319 无 男 华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