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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前殖民"殖民时期和国族国家时期探讨马来西亚沙巴州

原民性的形塑&其原民性虽源自殖民知识!但基於前殖民时期的非

类属性文化认同&此认同
6

调後天环境和行
!

的影响&英殖民者把

6

调先天的祖籍及血统的类属性文化认同带入!形成类属性和非类

属性的混杂认同&卡达山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把沙巴原民性推向类属

性文化认同&沙巴当地人3V75:A(;的概念在二战前倾向於国籍!不

包括砂拉越当地人和西马马来人!使沙巴的原民性有
(

於砂拉越和

西马&马来西亚成立後!沙巴原民性面对马来化和伊斯兰化两种面

向的影响!进而发展出地方主义和多元主义&近年来!沙巴汉

3@7B7G7*;的地方认同高涨!使得当地原民性不被
6

调&地方主义

者因回应核心的权威而弱化原民性&纵观历史!核心与边缘是形塑

沙巴原民性的主轴&

89:

"非类属性"地方主义"多元主义"伊斯兰化"马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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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处理马来西亚沙巴州杂且多重的原民性3:*):$(*(:5<2:*):$(*>&9*(99;

如何因多层#核心与边缘$的关而相互交错&随着原住民概念的国际化!

原民性成
!

人类学的探讨方向&原民性可以被简单指涉
!

#和原住民相关的

特性$&原民性广义上可被定义
!

少数群体和在地性3%>"7%:5<;的直接关

联&

!

!在国际
5

络下!原住民的意义也被扩张成因
!

非人道"不平等和受排挤

的对待!可以向国际社会或国族国家要求更多道德主张的人群&O(6%7*认
!

%

y!zº{|!"âò>}~

%

�HÁ¾��³��v�y

'

��º�¢

( 39:=?%< 5G(6(;

¾zº

%

u³��v�µ\ðß�c

¾

'

�<H

(

o�

+

²��DèÜ¾`/��

%

�HÁS��

&

�

�â!"¾�;

+

:Ð9Å$�â9Á�ñ

%

�HÁur�ô�'

��Ð�v�M#ì�D#i�¾e���

+

"

!

原民性的建构虽然具有特定的社会
5

络和历史条件!但在一些社会
&

是

B

离原本#部落$的
5

络而重新建构的&原民性出现在各个
5

络的社会文化

意义须被重新思考&

#

!每一个政体都有相对不同的原民性!拥有各自 #随

机"互动和历史$的发展
5

络!大致可分成#前殖民$" #殖民$和#国族

国家$的历史层面'沙巴近代史参见附表$和附图$ (&

在马来西亚!拥有原民性的最广义群体
!

土著3/&=:?&5(67

$

!;!惟此概念

不存在於*马来西亚联邦宪法+&根据*$0+&年马来西亚协定+!东马地区的

沙巴和砂拉越在原住民事务上拥有自主权&因此!马来西亚的原民性可被理解

成三个独立的系统%'西马的(马来人3O7%7<;"沙巴当地人%

!3@7B7G V75:A(;

和砂拉越当地人3@767K7F V75:A(;&三者各有定义!享有宪法第$(&条&

!所赋

0*

v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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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BS6=S?-638?B9CLBE476B64DAaY8H5?8?BE _HS?89K1#$$+%)4%)*$"?"'"/7(#L& 3"##0;L&#)'

J3?BS6=S?-638?B9CLBE476B64DAaY8H5?8?BE _HS?89K&$0:

徐国明! ,弱势族裔的协商困境///从台湾原住民族文学
g

来谈#原住民性$与#文学

性$的辩证.! *台湾文学研究学报+!第$"期'"#$$年)月(!页"$)1"$(&

源自梵文!即#大地之子$& #土著$在马来西亚无贬义&

笔者所译&

宪法第$(&条
$

容
#

明!授予马来西亚最高元首
!

马来人和其他土著民族保障马来西亚

公民权利和特
(

地位&这些群体透过配额!进入公务员体系!获得
g

学金和教育机会&

它往往被论述
!

马来西亚的#社会契约$!被引申成#马来主权$O-?8?AW2Z36G?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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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其他民族3=7:* (5G*:";无法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的 #特殊地位 $

39?(":7%?>9:5:>*;&另外!三者各自无法获取在自己领域以外的马来保留地

3O7%7< 6(9(6A(%7*);或习俗地3V75:A(%7*);&举例来
#

!手持西马护照的马来

人无法获取沙巴或砂拉越的习俗地&

其中! #马来人$的宪法定义和血统无关!须符合三个条件%母语
!

马

来语"宗教
!

伊斯兰教和日常实践
!

马来人习俗&只要符合以上定义的马来

西亚人!不管是华人"印度人"卡达山人或是刚取得马来西亚公民权的印尼

或菲律宾原住民!都可以被联邦政府归
!

马来人&

'

!如此宽的定义!被视

!

是
!

了扩大马来人的人口库而设&

(

!因此!国家积极同化沙巴当地人"砂

拉越当地人以及西马原住民37B>6:$:*7%?(>?%(;

)

!

!

马来人& '马来西亚常见

的人群分类范畴与解释见附表" (

扩大马来人口库是马来西亚国族主义的主要议程!亦可称
!

#土著主

义$3/&=:?&5(67%:9=;!旨在建立一个以马来人文化及伊斯兰教
!

核心价值的

国族国家&但是!土著主义在沙巴和砂拉越受到阻碍!两地在不同的历史
5

络下皆形成地方主义3+>"7%:9=;&地方主义一般指重视地方的政治哲学光谱!

常见於国家和地方关的处理!倾向於保护地方的政治"文化"经济等面向&

/76%>"">提出!沙巴主要当地人'卡达山人 (在日常生活层面论述和实

践地方主义!抵抗伊斯兰化3J9%7=:975:>*;和马来化3O7%7<*:975:>*;&

*+,

!所谓伊

斯兰化!是让国民改信伊斯兰教)而马来化则是让穆斯林当地人认
!

自己是

#马来人$&H(%%(6则进一步提出!对抗马来性3O7%7<*(99;的地方主义者还

包括创造#沙巴汉$3@7B7G7*;的地方认同&

*+-

!

!

了回应土著主义!东马地区

推崇非马来和非伊斯兰
!

主的多元主义3N%&67%:9=;&这两股力量博弈多年!

一直形塑着东马的原民性&因此!边缘理论3=76$:*7%:5<;成
!

理解沙巴原民

性的主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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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Gb"##%b#+b$$b4D14=16?=A1DH156SHG61?1G?8?Ab:

]46k?T?G23?9C]?S6H3ID>B4SY3H2ZrVH84D4S=H@]?S64B -?8?A=4?9K2"6."'"/7&%3

4%)*$"?"'"/7&L* 3"#$(;L&0)!&0('

马来文
!

C$&%/ 4-'.!直译
!

#原始人 $!主要分成三大组
(

V($6:5>"@(*>:和 N6>5>!

O7%7<&西马原住民不符合宪法上马来人的定义!只有少数的特殊权利&

J?2=DHU?38HSSH903+%).)7&%3 )*+2)&)+Ft"6&'.-BH=)*%.6.)7&%3 P&)."%UD#.'3.%/ &B"%/ )*+

O&3&9&% "(2&D&* z=&-)K&'&7-.&{3+>*)>* 7*) V(K]>6FLQ>&5%()$(M"#$);M$"*'

]A?B /68863903+%).)7E"$B&)."% .% 2&D&*HK&'&7-.&F<+-.-)&%6+&%3 P+/").&)."% "()*+

I"B.%&%)2)&)+P&$$&).8+3O795(65G(9:9MV>65G(6* J%%:*>:9-*:A(69: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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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所提出的边陲3?(6:?G(67%;相关!对应着核心

3">6(;的概念&8*)6(R&*)(6X67*F 和 J==7*&(%07%%(695(:* 所提出的世界体

系多集中在经济的面向!即核心地区所生
7

的#高工资"高利润和高资本密

集$货物!交
f

在边缘地区的#低工资"低利润和低密集资本 $货物&

*+.

!就

政治和经济面向!殖民力量和国族国家所建构的核心与边缘影响着当地人群

原有的身份认同理论&

何
!

边缘0只要被认定
!

边缘!即承认与核心的权力阶序关&透过适

应和?历核心的空间!被边缘的人群顿时就能发觉他们不是体系中的核心&经

历过核心的边缘人群总是意识到居住在核心的人能
H

享有特权"机会和经

历)Q>B(659提及#被边缘者永远能察觉到他们的位置是和核心相对的&33

在核心那眧!他们是缺席"无声或隐形的 $&

*+/

!如同 G>>F9所
#

的! #在边

缘中!即整体的一部份!但在主体之外$&

*+0

!

东南亚的族群也存在着核心与边缘的阶序关&身份认同在互动和跨境

5

络中
7

生!如情境论提出者 U)=&*) +(7"G 在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 +所

揭示的高地克钦人3H7"G:*;和低地掸人3@G7*;的关&

*+1

!这样的高地和低地

认同差?也出现在印尼!在将人群形容得越是山区和越
$

陆3A+3&'&B&%;时!

连结着越是落後的意象&

*+2

!边缘的人群发现他们只能透过发展自己的社会和

政治身份认同!与核心进行有限的对话&他们被迫改信核心的宗教!在核心

寻求政治庇护&

*+3

!

在南婆罗洲!8**7C9:*$ 也透过 O(675&9人的边缘性!展示居於山区的

非穆斯林和海岸穆斯林的族群阶序!以及印尼婆罗洲和爪哇岛的政治阶

$##

vwx

*+.

*+/

*+0

*+1

*+2

*+3

I34S]:PH8@著!贾士蘅译! *欧洲与
%

有历史的人+'台北%麦田出版社!"##& (!

页&)&

Q2E4D> I:U:]H563D=9Ĉ4=S4Z86=>4Z X4D> D>6-?374B?84[6E ?DD>6,6BD369K0%)+$%&)."%&'<+8.+G

"(K.--."% $#&L" 3"#$);L$0$!$0"'

U688>HHT=9E+B.%.-);*+"$7FE$"BK&$/.% )"1+%)+$3/>95>*L@>&5G U*) N6(99M$0*);M:Y'

s4SDH3F23B63/4B79CLE6BD4D46=4B UH3B6Ha,HB=D32SD4HB=?BE F3?B=@H3G?D4HB=9K4B @"$%+"

2)#3.+-.% 5.-)"$7H2"6.+)7&%3 1#')#$+96E=:s:F:/4B79;:L53?>4Gtk:\:\?==?B

OW4B7?ZH36aWZ34B7639"#$%R9*:

F?B4?-233?A_49CLBD3HE2SD4HB9K4B ;$&%-("$B.%/ )*+0%3"%+-.& [?'&%3-FK&$/.%&'.)7HA"G+$

&%3 A$"3#6)."%M()'C'O'+:3+>*)>*LQ>&5%()$(M$000;MYA:!YA::'

QH>B ]:UHX6B9CF>6JH3G=,28D236F?T6=a<WD?D61H@1D>61J468E I==?AHB D>6<BD>3HZH8H7AH@

WH2D>6?=D<=4?9K;*+!"#$%&'"(4-.&% 2)#3.+-()L) 3$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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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4

!O(675&9人不喜欢被统治者划分成#某类$人群!他们宣称自己所想像

的人群差?是受到外来力量而引起的&他们倾向促进?质性和
+

议!且对

#共同体$的形成
%

有共识!有的只是评论的杂音&

*+5

!以上的现象和当代沙

巴当地人的人群分类类似!他们否认过去殖民者或民族主义者所赋予的统

称!而且倾向於碎片化3D67$=(*575:>*;///不断从过去单一的官方社会分

类!分裂成多个民族&

沙巴当地人的族群阶序来自前殖民所形成的经济世界体系&岛屿东南亚

在前殖民时期因依靠航海与世界经济联!以致越靠近海岸则越都市化&前

殖民时期!沙巴长期受到汶莱王朝 '西海岸 (和苏
h

王朝 '东海岸 (的影

响!早已入当时的世界体系&两个王朝的核心分
(

是汶莱河3/6&*(:6:A(6;

流域及霍洛岛3.>%> :9%7*);!沙巴当今的领土对汶莱和苏
h

苏丹而言也是属於

支
Q

核心运作的边缘之地&沙巴与外界的边缘关仅在殖民时期稍微缓和!

尤其二战前仅受公司形式的政权殖民!受英国间接殖民&马来西亚成立後!

沙巴在联邦层次的政经地位又回到边缘&

*6,

!

联邦的土著主义之所以会在东马面对抵抗!是因
!

联邦政府常处於#西

马本位$3O7%7<7!"(*56:";&其中人口比例和历史因素是导致以上现象的主要

原因&马来西亚八成的人口居住在西马!虽然西马的面积仅?马来西亚四成&

东马的经济"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与西马存在很大的落差! #许多西马人

30(95O7%7<9:7*;对沙巴和砂拉越知之甚少37* >"(7* >D:$*>67*"(;$&

*6-

!$0(%

年!马来亚联合邦3X()(675:>* >DO7%7<7;独立!由$$州属组成&许多西马人

仅把$0+&年成立的马来西亚联合邦当成#马来亚联合邦的扩大版$!

*6.

!只是

多了新加坡'$0+(年退出("沙巴和砂拉越的#加入$&

沙巴的原民性受到核心与边缘相互作用的影响&其原民性的范畴变得

杂!有HIOQ群"原住民3J*):$(*>&9;"当地人3V75:A(;"卡达山3H7)7#7*;"

土著"泛土著3A$.D#B.;和丛群3<#B?#%;&这些概念是随着时间发展的!前四

�?ììV

$#$

*+4

*+5

*6,

*6-

*6.

]H563DP6==4B79C]6̀46X6E PH3TO=Ra0% )*+<+&'B"()*+I.&B"%3 \#++%FK&$/.%&'.)7.% &%

C#)U"(U)*+U,&7A'&6+HN4-.&% E"'J'"$+2)#3.+-(&L" 3$00);L&%%'

<BB?_HX6B>?2ZDF=4B790% )*+<+&'B"()*+I.&B"%3 \#++%FK&$/.%&'.)7.% &% C#)U"(U)*+U

,&7A'&6+3N6:*"(5>*LN6:*"(5>* -*:A(69:5< N6(99M$00&;M"*+'

沙巴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地位?不差!$0%#年的人均 Ŷ V全国$)个州属中排名第三!

$0*#年和$00#年则排名第七!"###年和之後则在末三名之间徘徊&

_4G/4DW4?B79;*+1$.+-"(2&D&* 3N(57%:*$ .7<7LI7&* O(67G C67):*$M"##*;M)'

杨建成! *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之探讨!$0(%1$0%*年 +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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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建国前的概念&-()7探讨了#当地人$这个概念在殖民时期的演变!认

!

#1当地人2概念是个不断修正的
7

物!?会根据时代需求额外增设的
#

辞$&

*6/

!

然而!沙巴当代的地方主义 '见附图" (已经
B

离 Q(:) 所定义的
5

络&

*60

!面对伊斯兰化!非穆斯林当地人放?过去脆弱的 N7$7*

*61

!身份!选择

改信基督宗教)沙巴的非穆斯林当地人同时选择碎片化!不断分裂成更多民

族&面对马来化!穆斯林当地人拒
9

统一成联邦政府定义下的#马来人$!

他们选择碎片化!自立文化协会和进行一系列的文化再造运动&文化再造运

动也出现於非穆斯林当地人!此现象可透过#丛群$这一概念加以阐述&需

留意的是!沙巴和砂拉越当代的地方主义存有差
(

!有
(

於碎片化!砂拉越

非穆斯林当地人选择统一成#达雅$3I7<7F;这一民族&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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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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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次点出沙巴原住民所具有的非类属性文化认同3_&*F:*)()`

"&%5&67%:)(*5:5<;!?透过以下方式论证&此认同理论的发展建立在族群认同

理论3CG(>6< >DU5G*:":5<;和文化认同理论3CG(>6< >D4&%5&67%J)(*5:5<;上&这

主要源自西方通用的集体认同理论和西方社会科学家所建构的理论&

*63

!经过

多年的磨合!目前族群认同研究?取根基论3?6:=>6):7%:9=;和建构论

3">*956&"5:A:9=;两大途径&根基论常见於官方的族群分类!把地域"亲属"语

言"宗教"习俗"血缘或祖源等作
!

认同的基础&这些基础被根基论者视
!

#自然$的连带!族群被定义成享有共同起源!宣称有共同和特殊历史与命

$#"

vwx

*6/

*60

*61

*62

*63

FH32 p6E?9CJH3G?D4HB ?BE ,>?B76=H@D>6k?D4̀6,HBS6ZD4B kH3D> UH3B6HE234B7,H8HB4?8

V634HE9K4J&3+B.J& +* 3"##+;L+(!++'

<BD>HBA]64E9CIBE?B7636E LE6BD4DAa/?E?[?B H3̂ 2=2B 4B W?5?> OI?=D-?8?A=4?R9K!"#$%&'

"(2"#)*+&-)4-.&% 2)#3.+-"*L$ 3$00%;L$"#!$&+'

源自於拉丁语乡下之意!是早期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对乡下实践多神信仰的人群称呼!

而殖民者把这套带有自我优越感的贬称带入马来西亚&

J?2=DHU?38HSSH903+%).)7&%3 )*+2)&)+Ft"6&'.-BH=)*%.6.)7&%3 P&)."%UD#.'3.%/ &B"%/ )*+

O&3&9&% "(2&D&* z=&-)K&'&7-.&{M+"'

QHS68AB _4BB6T4B9_4B VHA6391#')#$&'03+%).)7&%3 =)*%.6.)7.% )*+A&6.(.63E>*>%&%&L

-*:A(69:5< >DE7K7::N6(99M$00#;M"'

,

-

.

/



运!拥有一个或多个特徵!以及感觉集体特殊与团结感的社会群组&

*64

!认同

研究随後转向建构论!试图拆解根基论中原生"本质的连带&

*65

!建构论者认

!

族群源自社会概念的建构!?非与生俱来或真实的!而是着重於政治发展

和权力关&

+:**(F:* 和 N><(6指出族群认同理论仍把族群视
!

相互排斥3=&5&7%%<

(Y"%&9:A(;或无法重砯的群组&简言之!虽然我者可以流动成他者!反之亦

然!但是不存在#我者认
!

自己同时是他者$的多重认同&认同的多重性和

转
f

认同的自愿性!可透过太平洋民族?展现&

*7,

!+:**(F:* 和 N><(6提出西

方的族群认同理论和太平洋的文化认同理论有着根本上的差?&

*7-

!他们提出

文化认同来取代族群认同!?把文化认同定义
!6

调居住环境"行
!

和情境

弹性的模式&

同时!.7=(90759>* 借用遗传学的概念!把以上西方的族群理论称
!

#孟德尔型$3O(*)(%:7* =>)(%;!同时提出崭新的#拉马克型$3+7=76"F:7*

=>)(%;文化认同&

*7.

! #孟德尔型$把先天和後天对认同的影响清楚划分
!

两套

质性因素!但#拉马克型$则把先天和後天的因素连接起来&O:"G(7%+:(B(6

则提出#社会性人观$3">*9>":7%?(69>*G>>);的概念!认
!

人的社会位置和在

人际网络中的位置可以形塑个体的身份与认同&简单来
#

! #拉马克型$文化

认同
6

调#你做了什
)G

定了你是谁!而不是你是谁
G

定你能做什
)

$&

*7/

!

895&5:在马达加斯加斐索人3c(#>;的研究中!提出 #非类属性 $认同模

式)

6

调当下'而非过去(和践行3?(6D>6=75:A(;的认同模式&

*70

!透过游泳"

吃鱼的方式"晕船"捕鱼技巧"收鱼瞃的痕?"面对海难的冷
N

"造船"卖

鱼的策略等都能让一个人成
!

#依海之人$斐索人&斐索人的文化认同对应

的是依山"农耕
!

主的玛希孔罗人3O79:F>6>;&斐索社会同时存在两种认同

模式!人死後因无法行动且成
!

过去!最终必然依据墓穴的选择而被归类!

�?ììV

$#&

*64

*65

*7,

*7-

*7.

*7/

*70

<BD>HBÂ :WG4D>9;*+=)*%.6<+8.8&'3+>*)>*L47=B6:)$(-*:A(69:5< N6(99M$0*$;M++'

郭佩宜!,导读%当下南岛!未来非洲.!]4D?<=D2D4著!郭佩宜译! *依海之人%马达加

斯加的斐索人!一本
b

跨南岛与非洲的民族?+'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 (!页"&&

太平洋%笔者不选用大洋洲!因
!

所指涉的对像不包括澳大利亚&QHS68AB _4BB6T4B9_4B

VHA6391#')#$&'03+%).)7&%3 =)*%.6.)7.% )*+A&6.(.6M"M0'

QHS68AB _4BB6T4B9_4B VHA6391#')#$&'03+%).)7&%3 =)*%.6.)7.% )*+A&6.(.M+'

QHS68AB _4BB6T4B9_4B VHA6391#')#$&'03+%).)7&%3 =)*%.6.)7.% )*+A&6.(.6M*'

QHS68AB _4BB6T4B9_4B VHA6391#')#$&'03+%).)7&%3 =)*%.6.)7.% )*+A&6.(.6M%M$&'

]4D?<=D2D4著!郭佩宜译! *依海之人%马达加斯加的斐索人!一本
b

跨南岛与非洲的

民族?+!页"%0&

,

-

.

/



接受承认继嗣"血统而个体化的#类属性$认同模式&简单而言!类属性模

式
6

调存有3B(:*$;的状态!非类属性模式
6

调实作3)>:*$;的方式&

*71

!

郭佩宜指出!非类属性模式跨越太平洋!适用於美拉尼西亚的郎加郎加

人3+7*$7%7*$7;和凯南图人3H7:*7*5&;等南岛社会&

*72

!郎加郎加人认
!

#让土

地与人无法分割的连结是社会的核心$)凯南图人认
!

#在一个地方居住!

会吸收"浸润环境与地景$&

*73

!然而!

6

调当下的行
!

与表现?非忽视历史

因素!历史的影响能
H

改变人群原初的非类属性模式&文化认同的演变需从

两个观点切入%文化群体理解社会世界和整理自身经验的方式)社会事实与

行动所发生的历史
5

络&

*74

!因此! #当下的文化认同是当地理论和历史过程

互动的结果!每一个民族?案例都是独特的 $&

*75

!在现实世界眧!人群的划

分很难呈现#类属性
S

非类属$这般截然二分的模式&因此!笔者选择使用

#文化认同$3"&%5&67%:)(*5:5<;一词!而不是常用的 #族群认同 $3(5G*:":5<;

来指涉本文的认同模式&

沙巴当地人可据祖先移居的时间点分成%自认世代久居和$+世纪前後移

居&

*8,

!前者可用当今最政治正确的名称 #HIOQ群 $

*8-

!来指称)後者
%

有统

称!

!

了对应HIOQ群!本文称他们
!

#非HIOQ群$!几乎全是穆斯林&

这两群南岛语族底下的族名更是繁杂!有的是自称"互称!或是重新赋予新意

的旧称&

*8.

!他们早期的人群划分和命名方式!实属非类属性文化认同模式&

$#)

vwx

*71

*72

*73

*74

*75

*8,

*8-

*8.

]4D?<=D2D4著!郭佩宜译! *依海之人%马达加斯加的斐索人!一本
b

跨南岛与非洲的

民族?+页("""%+&

郭佩宜! ,导读%当下南岛!未来非洲.!]4D?<=D2D4著!郭佩宜译! *依海之人%马

达加斯加的斐索人!一本
b

跨南岛与非洲的民族?+!页"*&

郭佩宜! ,导读%当下南岛!未来非洲.!]4D?<=D2D4著!郭佩宜译! *依海之人%马

达加斯加的斐索人!一本
b

跨南岛与非洲的民族?+!页"*1"0&

QHS68AB _4BB6T4B9_4B VHA639C,28D23?8LE6BD4DA?BE ID>B4S4DA4B D>6V?S4@4S9K"+#:

QHS68AB _4BB6T4B9_4B VHA639C,28D23?8LE6BD4DA?BE ID>B4S4DA4B D>6V?S4@4S9K%:

]?Bc4DW4B7> ?̂3=>?B W4B7>9;*+K&J.%/ "(2&D&* RWmXURYlRF;*+I7%&B.6-"(0%3./+%"#-

2"6.+)73H>57H:*7B7%&L@7B7G 4G:(DO:*:95(6WDD:"(M"###;M('

/?E?[?B 2̂=2B -232D和]2B72=族的合称&他们早期信奉祖灵信仰!相信宇宙拥有一个

非全知全能的创造神OO.%".%/&%]O.%"$"*.%/&%;!创造神底下的万物
&

有各种各样的灵魂

与祖魂!即是一神论3=>*>5G(:9=;!也是泛灵论37*:=:9=;&自英殖民时期!大部份改

信天主教!部份改信伊斯兰教!但他们私下
&

实践部份祖灵信仰&

]?Bc4DW4B7> ?̂3=>?B W4B7>9;*+K&J.%/ "(2&D&* RWmXURYlRF;*+I7%&B.6-"(0%3./+%"#-

2"6.+)7M%!*^/(*():"5C>?:*MO&3&9&%3#-#%FC#$2&6$+3 03+%).)73N(*7=?7*$LH>:977*

N&B%:"75:>*9M"#$%;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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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OQ群的口述历史和神话中
%

有移居沙巴的典故&

*8/

!"#$#年後!他们

分
!

四大群体%卡达山"杜顺3I&9&*;"姆律3O&6&5;和龙骨斯3Q&*$&9;!因

此简称 HIOQ&

*80

!若照语言学分类!HIOQ群皆属马来/玻里尼西亚

3O7%7<>!N>%<*(9:7*;分支下的北婆罗语群3V>65G />6*(7* +7*$&7$(9;&

*81

!

HIOQ群原本居住在海岸或山区!依循着习惯法高度自治&$+世纪起!非

HIOQ群迁移至海岸!迫使原本的HIOQ群往
$

陆移居'见附图& (&$0世

纪!欧洲殖民者根据居住地点把这两群人分
!

#海岸
S$

陆居民$!或根据

宗教信仰分
!

#穆斯林
S

N7$7*

*82

! $&

如今!随着人群的移动和伊斯兰教的传播!以上的分类已经无法清楚

地划分这两群人&如何统称这群自认世代久居的当地人0这在沙巴是个仍

未解
G

!或是不太可能解
G

的问题&这个统称从殖民时期的 I&9&*"

H7)7#7*!或建国後的 H7)7#7*)&9&* 3HI;;H7)7#7*)&9&*!O&6&53HIO;和

H7)7#7*)&9&*!O&6&5!Q&*$&93HIOQ;!都是随着社会
5

络而改变&笔者认

!

!与其找出最合适的统称!不如承认HIOQ群拥有不愿意被命名和定型的

倾向&这和 O(675&9I7<7F 一样!大部份 HIOQ群拒
9

外来人所给予的统

称&

*83

!

HIOQ群在殖民前倾向於用生活方式命名群体&人们过去的行动范围

有限!加上随意闯入其他方言群的人随时会被猎头!因此生活方式和居住

环境有着密切的关&在HIOQ群的自我分类眧!不同地区的自我命名方

式和地理位置"地方名"树名"山名"河名等有关&最常见的类型有指涉

#山区之人$" #近岸或平原之人 $以及 #河流之人 $的方言!这些方言

群所指涉的对象随着彼此相对的居住地而变化&山区之人的称谓有%

�?ììV

$#(

*8/

*80

*81

*82

*83

但是都有大洪水的传
#

!或是人群在 P#%#J<&/&%/ '卡达山杜顺语!意
!

红色的大榕

树(下聚集!形成文化後再度移居到其他地方&参见 Q7<=>*) O7a&=7GM<#%/#-F

A+$.D#B.K"B"/#% 2&D&* z<#%/#-FK"B"/#% P&).8+"(2&D&*{3H&7%7+&=?&6LJ*95:5&5(>D

+7*$&7$(7*) +:5(675&6(M"#$(;M$(&

]?AGHBE -?c2G?>9<#%/#-FA+$.D#B.K"B"/#% 2&D&* z<#%/#-FK"B"/#% P&).8+"(2&D&*{M

&"'

除了卡达央人O/?E?A?BR的身份比较暧昧!不属於北婆罗洲语群!

&

被卡达山社群纳入

/̂ -]群&<86h?BE63̂ :WG4D>9;*+t&%/#&/+-"(@"$%+"F41"B?$+*+%-.8+1'&--.(.6&)."%

3NGI'5G(9:9M-*:A(69:5< >DE7K7:\:M"#$%;M))#!))$'

需注意的是!部份 /̂ -]群长时间和穆斯林互动!在殖民者抵达之时!部份方言群已

经改信伊斯兰教!如比萨雅人OU4=?A?R"卡达央人等&

<BB?_HX6B>?2ZDF=4B790% )*+<+&'B"()*+I.&B"%3 \#++%FK&$/.%&'.)7.% &% C#)U"(U)*+U

,&7A'&6+M("!(&'

,

-

.

/



;&/&*&-";#*#% ;.3"%/";#*#% 2"J.3 和 ;#'#% ;.%3&'&

*84

!近岸或平原之人的

称谓有%;&%/&$&";&%/&&"O&)&%/&&%

*85

!"O&3&9&% '卡达山 (和 ;#*#%

2"%3")&

*9,

!

其中!;#'#% ;.%3&'和 ;#*#% 2"%3")的自称
T

述了他们的迁移史!因
!

;.%3&'也有#从水到乾地$" #从低处到高处 $的意思&

*9-

!如此的人群划分

和继嗣或与血统无关!它反而和环境及其变迁有关&早期;.%3&'居住在西海

岸北侧!後来巴
i

人3/7a7&;

*9.

!移居海岸!把他们生活空间迁入
$

陆)伊拉农

人3J67*&*;

*9/

!之後再迁至海岸!把巴
i

人和;#'#% ;.%3&'的生活空间压缩至更

$

陆和高地&以此类推!-"%3")的意思包含从高地抵达低地的意思!

*90

!极可

能暗示了人群的迁移路径&如今被归类
!

姆律人的人群眧!有至少七个自

称*91

! #河流之人$&HIOQ群的居住地!依然是自称的主要依据!也是非类

属性的重要特徵&

非HIOQ群和HIOQ群有着几乎一样的文化认同模式&来自南中国海

和苏
h

海3@&%& @(7;的他们!随着汶莱王朝和苏
h

王朝的势力移居至沙巴的

西海岸和东海岸&这群穆斯林主要分
!

汶莱人3/6&*7:;"巴
i

人"伊拉农人

和苏
h

人3@&%&F;&

*92

!前者来自汶莱湾!後三者来自苏
h

海区域&汶莱人的观

点可进一步论述非类属性文化认同&汶莱人称居住在平地或河谷"从事农耕的

人群
!

#杜顺人$3I&9&*;&I&9&* 在马来语
!

#果园或庄园$或#乡下$&

$#+

vwx

*84

*85

*9,

*9-

*9.

*9/

*90

*91

*92

;#*#% 或 ;#'#% 都是 #人 $的意思& I7<& @7*97%&M,&$.-&% 2+V&$&* O&3&9&%3#-#%

z5+$.)&/+"(O&3&9&%3#-#% 5.-)"$7{3H>57H:*7B7%&LH7)7#7* I&9&* 4&%5&67%899>":75:>*M

"#$%;M()'

以上三个自称
!

#中间$的意思!对山区的人来
#

!他们居住在海岸和山区之间的平原

或河谷&

?̂A2 W?B=?829,&$.-&% 2+V&$&* O&3&9&%3#-#% z5+$.)&/+"(O&3&9&%3#-#% 5.-)"$7{M("'

访谈笔记%V?28VH3HEHB7'沙巴人类学家(!"#$*年$$月$&日!亚庇&

他们所
#

的 W?G?1U?c?X语!属於泛巴利多OY36?D63U?34DH84BT?76R语群分支&

他们所
#

的-?3?B?HL3?B2B语!属於泛中菲律宾OY36?D63,6BD3?8V>484ZZ4B6_?B72?76=R分

支!比kH3D> UH3B6?B _?B72?76=更接近塔加洛语OF?7?8H7R&

/̂ ,<6E:9O&3&9&%UI#-#%UK&'&7U=%/'.-* I.6)."%&$73N(*7=?7*$LH7)7#7* I&9&* 4&%5&67%

899>":75:>*M"#$(;M+&)'

根地咬的 P&D&."丹南的 ;.B"/#%"@>>F 河上游的 @"&J&%"I7%:5河的 ;&/&'"/>%(和

O(%:$7*河附近的 O"'"$&参照 Q7*a:5@:*$G I769G7* @:*$GM;*+K&J.%/ "(2&D&* RWmXU

RYlRF;*+I7%&B.6-"(0%3./+%"#-2"6.+)7M$$&

他们所
#

的F?2=27或苏
h

语!属泛中菲律宾语群&

,

-

.

/



#杜顺人$是#庄园之人$或#乡区之人 $的意思&

*93

!他们称居住在
$

陆山

区的人群
!

#姆律人$3O&6&5;&

*94

!英殖民者抵达沙巴时!接触了会
#

通用语

马来语的汶莱人!?用汶莱人的人群命名方式!影响至今&

跳
B

汶莱人的视角!沙巴第二大民族巴
i

人的称呼方式也非常类似&来

自菲律宾南部的巴
i

人称HIOQ

!

03&Z&%!意指居住在海岸"

%

有信仰或自

然信仰的人&

*95

!杜顺人同样称巴
i

人
!

2&B&!意指信奉伊斯兰教的海洋游牧

族群&

*:,

!这群近代住在船上的游牧人群自称 2&B& I.'&#)

*:-

!或 2&B& K&%3+'&#)!

即#海洋巴
i

人$的意思&他们也自称 &Z& 3.'&#)'海上之人(!?称定居在

陆上或岸边的人
!

&Z& 3 &̀ '陆上之人(&

*:.

!和HIOQ群类似!巴
i

人和汶莱

人一样!多以居住的地理环境称呼对方
!

#果园
S

山上
S

海岸
S

海上
S

陆

上$等的人&

在面对相同族群时!当地人倾向於在自称或族语#人$之後加上修饰的

地方名词&巴
i

人彼此自我介绍时!会在自称 2&B& 之後加上他居住的岛屿

或是海岸名称&

*:/

!居住在
$

陆的姆律人则会在['#% '人(之後加上附近河流

的名字&

*:0

! 'HIOQ群"巴
i

人和汶莱人之间的自称和互称见附表& (

居住地和生活方式是划分人群的标准!也是族名的由来&沙巴大学民族

学N&$G!H:5:*$7*教授提出!沙巴当地人自古以居住地区作
!

自我辨认的基

�?ììV

$#%

*93

*94

*95

*:,

*:-

*:.

*:/

*:0

6̂X?B U?>?=?E?B V2=D?T?9C-6?B4B7H@̂ 2=2B9-?8?AXH3E4B736@636BS6S6BD369K"#$*9

>DDZabbZ3ZG̀$:E5Z:7H̀:GAbW6?3S>:?=ZhrT q E2=2Bt@5S84E q LX<]"-$TFD̀H=>(E?=1

g\I;IQ;;]gh;S% u =sI6>D@gFX?&UÙv?B& +̀S;]S6h*f ?̂A2 W?B=?829,&$.-&% 2+V&$&*

O&3&9&%3#-#% z5+$.)&/+"(O&3&9&%3#-#% 5.-)"$7{M)*'

关於-232D或是]2B72=名称的来源!目前还
%

有统一的
#

辞&gX6B ]2DD63

#

-232D来

自於巴
i

语的#山$O@+'#3;!进而把 O&6&5形容成 #山区之人 $&然而!不管从发音

上!或是从巴
i

人与姆律人地理上接触较少上考虑!这种
#

法都缺乏
#

服力&WK(*

Q&55(6M@$.).-* P"$)* @"$%+"F4% 466"#%)"(.)-5.-)"$7H<+-"#$6+-H&%3 P&).8+;$.D+-3+>*)>*L

4>*957B%(T4>=?7*< +:=:5()M$0"";M+('

]?Bc4DW4B7> ?̂3=>?B W4B7>9;*+K&J.%/ "(2&D&* RWmXURYlRF;*+I7%&B.6-"(0%3./+%"#-

2"6.+)7M$)'

gX6B ]2DD639;*+A&/&%-"(P"$)* @"$%+"M&#'

马来语 3.是方位词 #在 $!t&#)是 #海 $&t&#)源自古马来亚玻里尼西亚语3N6>5>

O7%7<>!N>%<*(9:7*;的'&5#)!意思是#向海$&

,84@@H3E W?D>639;*+@&V&# t&#)F43&?)&)."%H5.-)"$7H&%3 E&)+.% & K&$.).B+E.-*.%/ 2"6.+)7"(

2"#)*U=&-)+$% 2&D&* 3H&7%7+&=?&6LWYD>6) -*:A(69:5< N6(99M$00%;M(!+'

,84@@H3E W?D>639;*+@&V&# t&#)F43&?)&)."%H5.-)"$7H&%3 E&)+.% & K&$.).B+E.-*.%/ 2"6.+)7"(

2"#)*U=&-)+$% 2&D&*M('

gX6B ]2DD639;*+A&/&%-"(P"$)*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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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同时他们也清楚彼此的方言"习俗和其他文化实践之差?!?透过族名

来区分&

*:1

!殖民前的人群流动性不高!而他所居住的地点通常也
G

定生活方

式&在?集四周的天然资源外!居住在山区的人以轮耕维生)居住在近岸平

原的人以水稻维生)居住在岸边的以贸易和渔业维生)海上游牧的以贸易"渔

业"贩卖奴隶和劫持商船维生&

*:2

!这些划分和 895&5:所描述的非类属性文化

认同极
!

相似!与其
#

是人群的#类
(

$!不如
#

是人群的#状态$!惟这

些状态在过去因人群移动低而较
!

稳定&

前殖民时期的互称彼此存在着政经面向的边缘性&汶莱人多是汶莱王朝

的贵族或商人的後裔!自认比 HIOQ群优越&汶莱人的称呼存在着贬义!

#杜顺$有着#乡下"无信仰者和原始$之意) #姆律$则更加#落後$!

是被隔
9

的 #低文明人 $&

*:3

!在$0世纪中叶前!处在下游的 HIOQ群是非

HIOQ群和
$

陆HIOQ群的中间商&因此!下游的HIOQ群因
!

经济能力

而自觉比
$

陆HIOQ群优越&自认在政治经济比#他族$更优越的划分!是

定义#我族$的方式&掌握政治和经济优势的群体!可以透过边缘他族!进

而自我核心化&

前殖民的HIOQ群和非HIOQ群的人群划分方式呈现高度的非类属性

文化认同%一种根据生活方式和居住地而定义彼此的模式&上游的 HIOQ

群"下游的HIOQ群"非HIOQ群等彼此之间根据核心与边缘的关!建

构我群和他群的称呼&这些群体?
%

有根据抵达沙巴的早晚来定义谁更具有

原民性&沙巴原民性的生成和英国殖民者有关&

$

K

%

OPý1\T

"

O]P

3J*):$(*>&9;

ìØiG

3V75:A(;

人口普查"地图和博物馆这三个制度是殖民政府的治理手段! #深刻地

形塑了殖民政府想像其领地的方式$&殖民者对自身的分类逻辑其实也感到

困惑!但这些认同
&

透过行政的穿透力!促成这些认同的实体化&

*:4

!殖民前

$#*

vwx

*:1

*:2

*:3

*:4

Q?Si2684B6V27>1/4D4B7?B9C]6̀46XH@03+%).)7&%3 )*+2)&)+.% K&'&7-.&HN@"$%+"<+-+&$6*

@#''+).% )+ 3"#$);L&*0'

]?Bc4DW4B7> ?̂3=>?B W4B7>9;*+K&J.%/ "(2&D&* RWmXURYlRF;*+I7%&B.6-"(0%3./+%"#-

2"6.+)7M$('

<BD>HBA]64E9CIBE?B7636E LE6BD4DAa/?E?[?B H3̂ 2=2B 4B W?5?> OI?=D-?8?A=4?R9K$"$1

$"":

U6B6E4SD<BE63=HB著!

<

轈人译! *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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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巴各族?
%

有原民性的概念&透过人口普查制度以及政策的施行!殖民

者把原民性的概念带给各族&这原民性可分成原住民和当地人两大类&相较

於不同历史
5

络的西马和砂拉越!沙巴的原民性独立於前两者!当地人的定

义比较接近国籍3*75:>*7%:5<;&

殖民者英属北婆罗洲特许公司'以下简称特许公司(对沙巴'时称北婆

罗洲(进行了五次人口统计 '$*0$"$0#$"$0$$"$0"$"$0&$ (&

*:5

!这期间

的人口划分是以国籍
!

主!直到战後英国直接殖民的$0($年和$0+#年普查才

改由具有生物性的#种族$367"(;

!

主&此改变是因
!

#统计员无法分辨国

籍和种族$&如此的做法比马来联邦*;,

!迟了(#年&在砂拉越!首次的人口普

查'$0)%年(则直接?用 #种族 $的分类概念&

*;-

!简言之!殖民者对沙巴

#种族$的想像!迟至$0($年才转移至沙巴各族&

!

了追求细度!笔者选择透过$0$$年至$0+#年的普查资料'见附表) (!

进一步讨论原住民3:*):$(*>&9;和当地人3V75:A(;的概念&特许公司把人群分

成四大类
(

///欧洲人"原住民"中国人和其他国籍&

*;.

!

f

句话
#

!原住民

的概念不包括欧洲人"中国人和其他非沙巴国籍的人群&殖民者同时让大批

中国人移入沙巴!从而改变人口结构!也让原住民有了非原住民的参考群

体&

以$0&$年的普查
!

标准!原住民包括杜顺人"姆律人"巴
i

人"双溪

人*;/

!"汶莱人"卡达央人"比萨雅人"苏
h

人和帝东人3C:)>*$;&

*;0

!这些人

群是上一节所
#

的HIOQ群和非HIOQ群&需注意的是!沙巴原民性的概

�?ììV

$#0

*:5

*;,

*;-

*;.

*;/

*;0

$0)$年因
!

二战而
%

有进行&

J6E63?D6E -?8?AWD?D6=O$*0+1$0)+R!由四个英国保护的马来王朝组成的联邦!分
(

是雪

兰莪"霹雳"彭亨和森美兰&後来和另五个马来王朝 '玻璃市"吉打"吉兰丹"登嘉

楼"柔佛("槟城和马六甲共组#马来亚联合邦$'$0)*1$0+& (&

W>A?G?8?k?7?3?c6D:9C,H2BD4B7ID>B4S4DA4B -?8?A=4?aF>6,HGZ86h4DAH@-6?=234B7

4̂̀63=4DA9K4B 2"6.&'2)&).-).6&%3 =)*%.6I.8+$-.)7F1$"--UP&)."%&'A+$-?+6).8+-.% 1'&--.(.6&)."%-

&%3 03+%).)7A"'.).6-M()'N756:"F @:=>*Mc:"5>6N:"GgM8=g%:(8'R7$*>* 3V(K]>6FL

@?6:*$(6W?(*M"#$(;M$(#M$+)'

_?X36BS6P?8D63QHB6=9P"$)* @"$%+"H1+%-#-"(A"?#'&)."% ;&J+% "% RT)* 4#/#-)RYmTH

433.)."%&')&D'+-3H&"G:*$LR>A(6*=(*5N6:*5:*$ WDD:"(M$0+";M")!"(M()M$##'

C$&%/ 2#%/&.!居住在沙巴东海岸的穆斯林!因受到苏
h

王朝的影响!在英殖民势力抵

达时!大部份已改信伊斯兰教&2#%/&.指河流)双溪人指的是#河流之人$&

_?X36BS6P?8D63QHB6=94<+?"$)"% )*+1+%-#-"(A"?#'&)."% 5+'3 "% l)* !#%+HRYXR

3+>*)>*LCG(R>A(6*=(*5>D5G(4>%>*< >DV>65G />6*(>M$0(&;M)&^+7K6(*"(07%5(6

.>*(9MP"$)* @"$%+"H1+%-#-"(A"?#'&)."% ;&J+% "% RT)* 4#/#-)RYmTH433.)."%&')&D'+-M"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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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自$0$$年开始即排除当时属於不同政体的砂拉越当地人和马来人!此概念

影响至今&这源自人口普查的诠释极
!

重要!因
!

沙巴之後
%

有再进一步定

义原住民的民族清单&

当地人概念的形塑则比较杂&在 *$0("年当地人定义诠释法 +'以下

简称*当地人诠释法+(制定之前!当地人在各个法令呈现不同的定义&这

些定义在最宽的*$0$0年基督宗教结婚法令+包含中国人!而在最严谨的

*$0)0年劳工法令+则只包括英属婆罗洲地区的原住民&当地人的概念是殖

民者
!

了控制被殖民者!

!

了满足个
(

法令而定义的!是一种殖民知识

34>%>*:7%H*>K%()$(;!随着需求而变化&

*;1

!然而!当地人的概念非常接近国

籍&在战前的教育程度普查眧!人群又被分成#北婆罗洲的当地人$" #马

来群岛*;2

!的其他当地人$"中国人和其他&

*;3

!当地人的概念常和政体或区域

连接使用!应是统称这些地域的非移民&

殖民的力量同时影响当地人先前的认同模式!呈现类属性和非类属性的

混杂模式&二战後!直接殖民的英政府统一之前杂多样的当地人定义!推

出*当地人诠释法 +&人群可透过出生3B< B:65G;或法律及当地人法庭3B<

c:65&(>DW?(675:>* >D+7K;的途径获得当地人地位&

*;4

!前者定义无
+

议!其双

亲'含习俗定义下的领养 (必须是原住民!这无疑是
6

调天生祖籍的 B(:*$

模式&法律途径的定义则
6

调个体的 B(:*$ 和 )>:*$&/(:*$ 指涉个体必须是

马来群岛原住民的後代))>:*$

6

调的是申请者必须原居在当地人酋长

3V75:A("G:(D;管辖下"当地人居多的社群&

但此定义还是引起人民的
+

议!导致$0(*年英政府修案缩小当地人的定

义& #不断增加的移工可能宣称自己符合此定义$!英政府称此修案是#

!

了矨清他们的地位$&

*;5

!透过法律途径!$0(*年的版本更加
6

调 )>:*$!及沙

巴这个居住地的优先性&其他马来群岛原住民的後代需要更多的#北婆罗洲

连结$3V>65G />6*(> %:*F;才能成
!

当地人&这些连结是 )>:*$!如推崇居住

$$#

vwx

*;1

*;2

*;3

*;4

*;5

FH32 p6E?9CJH3G?D4HB ?BE ,>?B76=H@D>6k?D4̀6,HBS6ZD4B kH3D> UH3B6HE234B7,H8HB4?8

V634HE9K4J&3+B.J& +* 3"##+;L*+'

今新马汶印和菲南&

_?X36BS6P?8D63QHB6=9P"$)* @"$%+"H1+%-#-"(A"?#'&)."% ;&J+% "% RT)* 4#/#-)RYmTH

433.)."%&')&D'+-M"*'

k?[43pE249=>?'&%&)."% "(0%)+$?$+)&)."% zI+(.%.)."% "(P&).8+{C$3.%&%6+z2&D&* 1&?Qml{

3H>57H:*7B7%&L@7B7G @575(R>A(6*=(*5M$00(;M*'

Y36?DU34D?4B91"'"%7"(P"$)* @"$%+"4%%#&'<+?"$)HRYXW 3+>*)>*LE(6O7a(95<\9@575:>*(6<

WDD:"(M$0(0;M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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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长度和良好品性的培养& *当地人诠释法 +的修订和$0(&年成立的

#卡达山协会$3@>":(5< >DH7)7#7*9;息息相关&它代表当地人受到殖民知识

的影响!建立跨方言群的民族认同!也开始
+

取自己的原民性权利&在进入

卡达山的概念之前!殖民初期的当地人
$

部依然是非HIOQ群
!

政经核心!

HIOQ群
!

边缘&同时!华人的经济地位在殖民後期逐渐成熟!进一步让

HIOQ群自觉处於社会的边缘&

$

_

%

oL^_1`.

"

abc

3H7)7#7*;

卡达山民族主义3H7)7#7* V75:>*7%:9=;是沙巴首个具有民族意识的运动&

*<,

!它让沙巴的 HIOQ群自我想像成 #拥有共同祖源"共同 '客体化的 (文

化"语言和传统$的卡达山人&

*<-

!卡达山民族主义成功让HIOQ群从边缘地

位翻转成核心的一部份&推动民族主义的卡达山菁英3H7)7#7* :*5(%%:$(*59:7;

多是来自沙巴的兵南邦县和吧巴县*<.

!"拥有卡达山和华人血统*</

!"接受西方

教育的天主教徒&他们自认是 @:*>!H7)7#7* '拥有华人和卡达山双血统 (!

是属於卡达山民族底下的方言群&此民族主义对沙巴的影响深远!促成$0+&

年马来西亚的成立&

*<0

!

在$0(#年代前的沙巴! #卡达山 $这一自称?不普遍!是兵南邦县和吧

巴县'见附图) (种植水稻维生的方言群&他们在$0+#年或之前!仍被英殖民

者划分
!

#杜顺人$&居住位置和教会学校对这群卡达山菁英的崛起影响甚

大&二战间!殖民政府把首府从东海岸的山打根迁至西海岸的亚庇&因兵南

邦县非常接近亚庇!这群菁英经常与外界互动!在兵南邦县的圣迈克尔学校

3@5'O:"G7(%\9@"G>>%;就学!在学校隔壁的教堂改信天主教!接受现代化洗

�?ììV

$$$

*<,

*<-

*<.

*</

*<0

-?37?36D]H@@9CF>6]4=6?BE 6̂G4=6H@/?E?[?B k?D4HB?84=G9K!"#$%&'"(2"#)*U=&-)4-.&%

5.-)"$7$#a" O$0+0Ra&"0:

J?2=DHU?38HSSH903+%).)7&%3 )*+2)&)+Ft"6&'.-BH=)*%.6.)7&%3 P&)."%UD#.'3.%/ &B"%/ )*+

O&3&9&% "(2&D&* z=&-)K&'&7-.&{M+(M%+'

因
!

吧巴县的代表比例较少!本文追随着大部份英文和马来文文献!只专注在兵南邦县&

文中
%

有提到的有]4S>?3E .?ZZ;,A348JHB7;P488?G,>?B;J36E634ST F?B;JHB7V6B7_H4;s:

Q:_4G;_4G\HB7Y>66;-?B=26D.?ZZ;_6HZH8E ,>2?B;J3?BS4=PHB7;<86hk7;,8?E42=.?Z;

<G?E42=_6HB7;<8HA=42=_46X;<B4B7_66;,86G6BD.?ZZ等&以上人物都是透过沙巴文献馆

藏的旧报纸找到的!皆在卡达山协会担任职位&除了田野调查!本文的历史资料来源涵

盖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的公共或大学图书馆和文献馆&

-?3S68_64T4B79C-6==?76@3HGV36=4E6BDH@/?E?[?B WHS46DAW?5?>K4B O22 5"%)"/ O&&B&)&%

nTRuM()9'8)6:7* O7a7K7:M/%79:&9/:*a&73N(*7=?7*$LH7)7#7* @>":(5< @7B7GM"#$%;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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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源自伦敦的米尔山宣教机构3O:%%E:%%O:99:>*76:(9;於$*0#年创办该天主

教学校!除了英语!教职人员也使用卡达山语授课"?道!编圣经!吸引

卡达山方言群前来就读&

*<1

!和政府学校毕业生不同!教会学校毕业生的英语

能力
6

!更容易升学!进入政府机构工作&

*<2

!兵南邦县卡达山方言群的特殊

处境!让他们比其他方言群更具优势!更早发起民族主义运动&

卡达山协会是沙巴第一个当地人文化协会!其目标有三%第一!照顾卡达山人

的文化语言!提升卡达山人的生活水平)第二!让卡达山丰收节3O&&B&)&%

*<3

!;成

!

官方节日)第三!让混血的@:*>!H7)7#7*和当地人一样享有拥有和继承习

俗地的权利&

*<4

!卡达山菁英透过卡达山协会"自创的报章和电台把卡达山方

言标准化和文字化&$0+#年!协会成功让丰收节成
!

全沙巴的公共假期和节

庆&卡达山菁英重新赋予#H7)7#7* $一词#现代$的意义!取代具有贬义的

#杜顺$&

*<5

!杜顺人是被汶莱人边缘化的他称!卡达山人其实是自我核心化

的自称&卡达山对他们来
#

就是#人$或#住在海边的人$的意思&

*=,

!

#卡达山$取代#杜顺$的倡议虽然成功!但仍遭受部份反对声浪&来

自斗亚兰县"兰脑县"担布南县和根地咬县 '见附图) (的方言群已经
$

化

了杜顺这名称!以致卡达山协会无法在这些郊区设立支会&

*=-

!他们声称卡达

山一词也是来自外来的马来语 #J+3&.$'商店 (!而 J+3&.&%

*=.

!是 #住在商

店住屋的$!J&3&9&%只是海岸方言的变调&

*=/

!@7*97%&指J&3&9&%与卡达山语

$$"

vwx

*<1

*<2

*<3

*<4

*<5

*=,

*=-

*=.

*=/

?̂A2 W?B=?829O&3&9&%3#-#% I.2&D&*FA+%3.3.J&% I&% A$"-+-A+B"3+%&% RWWRURYmu

zO&3&9&%3#-#% .% 2&D&*F=3#6&)."% &%3 B"3+$%.9&)."% RWWRURYmu{3H&7%7+&=?&6LI(K7*

/7G797)7* N&97F7M"##*;M&*+'

]?Bc4DW4B7> ?̂3=>?B W4B7>9;*+K&J.%/ "(2&D&* RWmXURYlRF;*+I7%&B.6-"(0%3./+%"#-

2"6.+)7M"*0!"0#'

卡达山杜顺语&词根CB")!是割稻的意思!O&&B&)&%是割稻的名词化&

J?2=DHU?38HSSH903+%).)7&%3 )*+2)&)+Ft"6&'.-BH=)*%.6.)7&%3 P&)."%UD#.'3.%/ &B"%/ )*+

O&3&9&% "(2&D&* z=&-)K&'&7-.&{M++!+%'

?̂A2 W?B=?829O&3&9&%3#-#% I.2&D&*FA+%3.3.J&% I&% A$"-+-A+B"3+%&% RWWRURYmu

zO&3&9&%3#-#% .% 2&D&*F=3#6&)."% &%3 K"3+$%.9&)."% RWWRURYmu{M&*&!&*('

?̂A2 W?B=?829,&$.-&% 2+V&$&* O&3&9&%3#-#% z5+$.)&/+"(O&3&9&%3#-#% 5.-)"$7{M(&'

?̂A2 W?B=?829O&3&9&%3#-#% I.2&D&*FA+%3.3.J&% I&% A$"-+-A+B"3+%&% RWWRURYmu

zO&3&9&%3#-#% .% 2&D&*F=3#6&)."% &%3 K"3+$%.9&)."% RWWRURYmu{M&*('

O+3&.U&%!!7*是南岛语系的处所焦点!直译是 #住在店眧的 $&根据汶莱人 #人 w

4居住地5$的命名方式!C$&%/ O+3&.&%直译就是#住在店眧的人$&

<BD>HBA]64E9CIBE?B7636E LE6BD4DAa/?E?[?B H3̂ 2=2B 4B W?5?> OI?=D-?8?A=4?R9K$"+1$"%:

,

-

.

/



T?T?E?[?B

*=0

!有关!指的是#商店$或#城区$的意思&

*=1

!反对者除了对卡达

山这自称感到陌生外!也可能不愿承认自己过去相对於#城区$的#落後$

形象&随後!反对者模仿卡达山协会成立提倡杜顺的文化协会*=2

!!

!

後来卡

达山民族主义的消逝埋下伏笔&

卡达山民族的#创造$!借鉴了华人的经验&拥有双重文化背景的@:*>!

H7)7#7*!担任文化中介者的角色!挪用华人底下的#方言群$划分方式来
!

卡达山#正名$&当地人酋长X()(%:9C7* N:*$ E:*$

6

调% #

%

有杜顺!我们

都是卡达山&33正如华人有海南人"客家人"福建人"潮州人!卡达山人

也一样!我们也有像;&/&|*}&-";&%/&*"t")#3等分支!但我们都是卡达山

人& $

*=3

!

在$0&#至$0(#年代!兵南邦县卡达山人和华人的关紧张!导致 @:*>!

H7)7#7*选择接近卡达山人&虽然高度通婚!但华商在当地的经济活动影响

土地使用和卡达山人的习俗&$0&%年!双方曾就此发生突&

*=4

!这期间!当

地酋长们多次希望特许公司限制华人的经济活动!禁止华人在乡村设商店!

禁止华人借钱给当地人!改?用以物易物!惟政府
&%

有?取任何行动&

*=5

!

$0+#年!华人的人口增长至卡达山人人口的七成!

*>?@

!掌握着重要的经济命

5

&随着英国的解殖议程!卡达山菁英对华人的担忧达到高峰)讽刺的是!

当卡达山人进入到马来西亚这个更高更大的权力架构时!卡达山人和华人顿

时成了边缘群体!两者的紧张关才大
!

缓和&

�?ììV

$$&

*=0

*=1

*=2

*=3

*=4

*=5

*>?@

O&3&.'卡达山语(是店!加上处所焦点!7*!和名词化前缀 F!!则延伸成#很多商店的

地方$&

?̂A2 W?B=?829,&$.-&% 2+V&$&* O&3&9&%3#-#% z5+$.)&/+"(O&3&9&%3#-#% 5.-)"$7{M(&'

2̂=2B _HD2E <==HS4?D4HB OH@F2?3?BR!成立於$0+#年&

ĤB?8E WD6Z>6B9ĈpWpkH3/<̂ <;<krK4B ;*+P"$)* @"$%+"P+G-~2&D&* ;.B+-M&#5G

.&*(M$0+#'

?̂BBAPHB7F[6/6B9C<\A534E ,HGG2B4DA4B I?=D-?8?A=4?aF>6W4BH1/?E?[?B=H@W?5?>

?BE D>643W6?3S> @H3LE6BD4DA9K46*.?+'*)L3"#$";L$"#!$"&'

]?Bc4DW4B7> ?̂3=>?B W4B7>9;*+K&J.%/ "(2&D&* RWmXURYlRF;*+I7%&B.6-"(0%3./+%"#-

2"6.+)7M"0"'

V?D34S4?]674=9Ĉ 6GH73?Z>A9K4B 2&D&* nX �+&$-t&)+$HRYmSURYWWM()9'.(DD6(< R'

H:5:*$7* TO7Y:=&9.'W*$F:%:hH>57H:*7B7%&LJ*95:5&5(D>6I(A(%>?=(*5@5&):(93@7B7G;M

$0*0iM))('

,

-

.

/



_

#

ºÖ��defg01OPý

$ $0+&

ò*h

%

$

;

%

ij

$ /&=:?&5(67%

马来西亚国族的想像可透过#土著$这概念!重组不同群体之间相对的

边缘地位&本小节的核心与边缘!也呈现在马来西亚的联邦层级和沙巴的
$

部层级&国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一直是沙巴的政治和文化认同主轴!管政党

和文化协会的名称多变!仍离不开这一主轴&这些政党在不同执政时期推行

不同的原民性政策!且与联邦政府关时而疏远 '见附表( (&粗略地
#

!

支持土著主义的多是非HIOQ群!支持多元主义的多是 HIOQ群&沙巴华

社多是以#造王者$自居!在不同关键时刻支持不同的理念&

$0+$年!沉睡中的沙巴政治环境!突然被一提案震醒/// #大马来西

亚*>?A

! $3R6(75(6O7%7<9:7;提案&提案者来自南中国海另一端!是方才
B

离英

国殖民五年的马来亚联合邦&把马来亚联合邦"英属新加坡"英属砂拉越"

英属沙巴和英保护国汶莱*>?B

!共组成马来西亚的提案!对沙巴来
#

或许突然!

但是对当时的大英帝国"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来
#

!则讨论已久!有着反

共"解殖"资源分配"国族建构政策等多重考量&

*>?C

!

!

了回应此提议!卡达山协会转型成
!

沙巴第一个政党%卡达山民族统

一机构'卡统!-*:5() V75:>*7%H7)7#7* W6$7*:975:>*M$0+$!$0+) (&卡达山菁

英随後成立另一个文化协会///卡达山文化协会 3H7)7#7* 4&%5&67%

899>":75:>*;&史蒂芬斯3I>*7%) @5(?G(*;成
!

卡统和卡达山文化协会的主

席!亦被封
!

卡达山人的首任最高领袖35#/#&% 2."#;&史蒂芬斯带领沙巴参

与马来西亚的成立过程!成
!

沙巴第一任首席部长34G:(DO:*:95(6;&

在$0+"年至$0+%年之间!卡统最大的竞
+

对手是#沙巴民族统一机构*>?D

! $

'沙统!-*:5() @7B7G V75:>*7%W6$7*:975:>*M$0+$!$00+ (&两个政党所维护的

主要群体不同%前者是以HIOQ群
!

主!而後者则是非 HIOQ群
!

主&卡

$$)

vwx

*>?A

*>?B

*>?C

*>?D

因此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马来西亚的简称变成#大马$&

因
!

汶莱只是英国的保护国!英国必须徵询汶莱苏丹的意见!汶莱最终选择不共组马来

西亚&

;?BB4?8<c?G?4B9;*+\#++%Z-CD'./&)."% ~ 0%)+$/"8+$%B+%)&'1"BB.))++<+?"$)3H>57

H:*7B7%&L/6&4>** @)* /G)M"#$(;M(%!(*'

$00+年!沙统解散!集体加入来自西马的政党%马来人统一机构 'pB4D6E -?8?Ak?D4HB?8

g37?B4[?D4HB!巫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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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沙统对马来西亚有着不同的国族想像!前者倾向於多元主义的国族)而

後者倾向於和西马融合&对於马来西亚的提案!沙统一开始即无条件支持!

因马来亚联合邦的国家政策和非HIOQ群的理念几乎一致!沙统支持伊斯兰

教和马来语成
!

沙巴的官方宗教和语言&

*>?E

!反观!卡统早期因担心马来西亚

将成
!

穆斯林主导的国家!而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後因英国和马来亚联合邦

承诺给予沙巴'和砂拉越(

3

多保障'原住民"语言"宗教"文化等(!卡

统
G

定暂时放下歧见!和沙统合作!支持马来西亚的提议&

*>?F

!

马来西亚的成立让HIOQ群和非 HIOQ群对於国族的想像进入到联邦

层级的核心与边缘关&马来西亚成立之初!约*"b的人口集中在西马*>?G

!!

马来人与穆斯林当地人')#N+b (比华人')"N"b (略少&西马主要执政党

巫统
!

了提升代表权!把非穆斯林当地人'(N(b (纳入原本的)#N+b!

*>?H

!提

出#土著$的概念&

*>?I

!土著对应的是无法享有特
(

地位的华人"印度人等少

数民族的群体&此外!联邦政府可自行操作土著可含纳的群体&和砂拉越当

地人的定义相比'见附表+ (!沙巴的定义比较宽!在特定条件下接纳非

原住民和原住民的混血儿&沙巴州宪法
%

有明确列出民族名单!这
!

沙巴当

地人的定义和民族生成带来很大的弹性&

西马的人口结构和它的夥伴们不同%沙巴和砂拉越多数是非马来"非穆

斯林的当地人!新加坡则是华人居多&这些地区的主要执政党拥有不同的国

族想像!发生了国族意识形态的突&沙统在巫统的滋养下壮大!和沙巴华

人政党共同排挤卡统&卡统则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合作!提倡#马来西亚

人的马来西亚$&

*>J@

!HIOQ群底下不同的文化认同成
!

两种国族想像的角力

场域&$0+)年!卡统进一步统合姆律人的政党!成立 #卡姆统*>JA

! $3-*:5()

A&-"JO>=>$&* H7)7#7* W6$7*:975:>*M$0+)!$0+%;)沙统则拉拢不认同卡达山

的杜顺势力!成立沙巴杜顺统一协会3-*:5() @7B7G I&9&* 899>":75:>*;&自

�?ììV

$$(

*>?E

*>?F

*>?G

*>?H

*>?I

*>J@

*>JA

-?37?36D]H@@9CF>6]4=6?BE 6̂G4=6H@/?E?[?B k?D4HB?84=G9K&&(:

-?37?36D]H@@9CF>6]4=6?BE 6̂G4=6H@/?E?[?B k?D4HB?84=G9K&&&1&&):

笔者根据$0(%年和$0%#年新加坡及西马人口!还有$0+#年沙巴和砂拉越人口估算&

]?G6=> ,>?BE639;*+A"?#'&)."% "(K&'&7-.& 3N76:9L4>==:55((D>6J*5(6*75:>*7%4>>?(675:>*

:* V75:>*7%Q(9(76"G :* I(=>$67?G<M$0%(;M0'

YH3EHB V?28-6?B=9K&'&7-.&% ?"'.).6-3+>*)>*LE>))(67*) @5>&$G5>*M$0%+;M)"0'

-?37?36D]H@@9CF>6]4=6?BE 6̂G4=6H@/?E?[?B k?D4HB?84=G9K&&#:

-?37?36D]H@@9CF>6]4=6?BE 6̂G4=6H@/?E?[?B k?D4HB?84=G9K&)#:

全称
!

卡达山巴索摩摩根统一机构&该姆律政党是巴索摩摩根机构&卡统时期只开放党

籍给 /̂ -]群!卡姆统时期开放党籍给所有民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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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沙巴杜顺统一协会成
!

与卡达山文化协会长期竞
+

的文化协会&

*>JB

!$0+$

年至$0+%年间沙巴两种国族想像的合作团体见附表%&

$0+(年!新加坡
B

离马来西亚!加剧卡姆统的边缘性&面对巫统和沙

统!卡姆统在一系列的权力
+

中妥协! #

!

了土著团结的利益 $!

*>JC

!史蒂

芬斯於$0+%年宣?解散卡姆统!鼓励其党员加入沙统!认同土著必须由马来

人和穆斯林来领导&沙统在$0+%年掌权後!实施土著化3@#B.?#)+$&'.9&)."%;和

伊斯兰化的政策&需注意的是!土著化和马来化之间仍存在差
(

!虽然两者

都认
!

土著应该由马来人和穆斯林领导!但土著化允许穆斯林当地人认
!

自

己的民族'如比萨雅人"巴
i

人等(是和马来人平等且不同的&反观!马来

化则是让穆斯林当地人直接认同自己
!

马来人&

在宗教方面!沙巴的基督宗教传教活动被压制!

3

多外国神职人员被驱

逐&$0%&年!伊斯兰教成
!

沙巴的官方宗教&

*>JD

!除了马来语和英语!所有语

言皆被禁止在大
3

媒体使用&

*>JE

!在一场场官方的 #转教仪式 $上!几千名非

穆斯林当地人在各种手段和利诱下改信伊斯兰教&

*>JF

!在此期间!卡达山人脆

弱的文化认同仍在卡达山文化协会底下维持&

$0+0年选举後!西马西海岸发生#五一三种族突事件$

*>JG

!!联邦政府

以弥补土著和华人经济落差作
!

理由!一盷後颁?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

新教育政策以及国家文化政策&土著在宪法所享有的权益进一步扩大成经济

和社会文化的领域!土著的特殊地位提升至#特
(

权利$39?(":7%6:$G59;&柯

嘉逊3H&7H:7@>>$;认
!

!#1土著2不过是巫统新国家资本家在$0%#年以後

所构思出来的诡计和意识形态!以便利用新经济政策来服务自己的议程$&

*>JH

!

土著私下是利惠巫统朋党的概念)但表面上!联邦政府透过政策!把土著这

$$+

vwx

*>JB

*>JC

*>JD

*>JE

*>JF

*>JG

*>JH

<BD>HBA]64E9CIBE?B7636E LE6BD4DAa/?E?[?B H3̂ 2=2B 4B W?5?> OI?=D-?8?A=4?R9K$&&:

-?37?36D]H@@9CF>6]4=6?BE 6̂G4=6H@/?E?[?B k?D4HB?84=G9K&)&:

砂拉越至今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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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官方解释此事件主要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突!但对於其发生原因仍有其他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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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变成马来西亚人生活中轻易感受到的#实体$!促进东马当地人对土著

的认同与往&

沙统虽然推行符合联邦的国族政策!但变得越来越专制与贪腐!甚至威

胁吉隆坡要退出马来西亚&当时的联邦政府
!

了压制沙统日益膨胀的地方主

义!私下分裂沙统!联合史蒂芬斯另组多元民族的新党%沙巴人民党3@7B7G

N(>?%(\9-*:5() X6>*5;&在$0%+年的选举中!人民党获得非穆斯林和部份穆斯

林的支持!推翻沙统&这场选举见证了HIOQ群和华人之间的合作!两群之

前的紧张关!在经历伊斯兰化和土著化的过程後!成
!

联邦制度下的互相

合作的边缘群体&史蒂芬斯等卡达山领袖再度担任首席部长等要职&两个月

後!史蒂芬斯及一半
$

阁死於一场空难)

*>JI

!非HIOQ群随後主导
$

阁&人民

党在执政期间'$0%+!$0*( (!?取亲联邦的政策!沙巴的经济得以发展&他

们仍?取泛土著化和积极的伊斯兰化政策!只是手段
%

有沙统那
)

激烈&

*>K@

!

建国後!沙巴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很大程度受到联邦政府的牵制!重回到

前殖民时期的边缘地位&?沙巴人口比例最高的卡达山人!在马来西亚的结

构下!突然变成边缘少数&联邦政府结合州
$

的穆斯林领袖有意识地进行土

著化和伊斯兰化的政策!也让州
$

的非HIOQ群回到权力的核心&

$

K

%

kij

3N6:B&=:;

若
#

土著的概念是联邦层级底下的
7

物!那#泛土著$的概念则是国际

地缘政治下的
7

物&沙巴处於马来西亚的地理边缘!接近印尼北部和菲律宾

南部&三国在苏
h

海的边界防卫微弱&苏
h

海的人群自$+世纪起即流动自

如&同时! *当地人诠释法 +对苏
h

群岛和印尼原住民的申请条件相对宽

&这导致$0%#至$00#年代曾有大批菲南和印尼穆斯林透过非法的途径成
!

非HIOQ群!大大降低HIOQ群的人口比例&

$0%#至$00$年间!沙巴居民的人口比例发生巨变'见附表* (&

*>KA

!卡达山

和杜顺的人口比例从三成降至两成)印尼人和菲律宾人'含公民和非公民(

则增长&N(倍&从$0%#年至"###年!马来西亚的人口共增长$$&b!但沙巴
&

�?ììV

$$%

*>JI

*>K@

*>KA

<BD>HBA]64E9CIBE?B7636E LE6BD4DAa/?E?[?B H3̂ 2=2B 4B W?5?> OI?=D-?8?A=4?R9K$&$:

J?2=DHU?38HSSH903+%).)7&%3 )*+2)&)+Ft"6&'.-BH=)*%.6.)7&%3 P&)."%UD#.'3.%/ &B"%/ )*+

O&3&9&% "(2&D&* z=&-)K&'&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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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奇地增长"*(b&学者詹运豪直指这?非自然增长!肯定是大批移民的归

化!欲让沙巴成
!

穆斯林居多的州属&

*>KB

!沙巴的穆斯林人口也从$0+&年的

&%b提升至"##+年的+&N%b&

来自菲律宾和印尼的#非法穆斯林公民$!都和沙巴汉的认同或地方主

义紧密相连&

*>KC

!作
!

边地!移民的大举盠入是影响沙巴物质生活最重要的元

素&

*>KD

!这些移民的出现
!

沙巴的社会资源与治安观感造成极大的压力!

*>KE

!也

造成沙巴汉'尤其是HIOQ群(的反感&如此共享的生活经验!对沙巴各个

群体和县市来
#

是独特的!反而促成了沙巴汉的认同!是政治边地认同的特

徵之一&

*>KF

!

#泛土著$的议程是在此
5

络下展开!与伊斯兰教的关联性
6

&人民党

的第二任任期'$0*$!$0*( (被视
!

是贪腐且专制&其领导人哈里斯3E766:9

@7%%(G;

!

了迎合巫统的土著主义!放任甚至鼓励邻国穆斯林的移民!一场场

转教仪式在$0*$至$0*)年间举行&

*>KG

!哈里斯清楚一群受过教育的HIOQ群对

#土著$一词感到敏感!於是借用印尼政府使用的 N6:B&=:'本文称 #泛土

著$(一词来指涉#马来人和相关的人群$!包括这些来自菲南和印尼的新

移民&

面对泛土著化和伊斯兰化!卡达山人和杜顺人的领袖停止多年的
+

吵!

发起#卡达山杜顺民族主义$3H7)7#7*)&9&* V75:>*7%:9=;&这时的卡达山文

化协会主席"时任副首席部长拜林3.>9(?G N7:6:* H:5:*$7*;於$0*)年受封
!

卡

达山人的#最高领袖$!也是史蒂芬斯逝世後的#继承人$&$0*(年的州选

$$*

vwx

*>KB

*>KC

*>KD

*>KE

*>KF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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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拜林带着新成立的沙巴团结党3-*:5() @7B7G N765<;

*>KH

!赢得州政权&

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杜顺社群在基督新教的协助下!罗马化另一套文

字系统!不停要求
!

杜顺正名&

*>KI

!粗略地
#

!卡达山人的认同和天主教相

关!而杜顺人的认同则与基督新教相关&无法
6

势的卡达山人於$0*0年妥

协!卡达山文化协会改称 #卡达山杜顺文化协会 $3H7)7#7* I&9&* 4&%5&67%

899>":75:>*;&$00(年!卡达山杜顺文化协会和沙巴杜顺统一协会终於同意合

称
!

#卡达山杜顺$群3H7)7#7*)&9&*;!制定结合两套发音系统的卡达山杜

顺语&

*>L@

!

时隔$*年!HIOQ群再次回到权力的中心!团结党
!

了稳定政局加入联

邦执政联盟国阵&

*>LA

!但碍於拜林鲜明的天主教徒和卡达山杜顺认同!联邦政

府处处对沙巴给予经济上的刁难&$00#年选举期间!国阵面对
6

大的在野联

盟挑战!团结党瞄准时机!退出国阵!加入联邦在野联盟&然而!此联盟未

能赢取联邦政权&赢得沙巴州政权的团结党政府成
!

联邦的在野政府!面对

联邦政府更
6

大的#报复$&

*>LB

!此时期的州与联邦层级呈现相反的边缘性!

在州层级眧非HIOQ群和在联邦层级眧HIOQ群皆处於边缘&

!

了永远弱化沙巴的地方主义和反联邦的情绪!联邦政府於$0*(年开
X

有系统地提升穆斯林人口的#身份证计划$3N6>a("5J4;!即透过分发公民权

给非法移民而
f

取国阵的选票&唯一有权力分发身份证的单位是由联邦控制

的国民登记局!而当时负责管辖此部门的
$

政部部长就是时任首相马哈迪

3O7G75G:6O>G7==7);&

*>LC

!因此此计划也被称
!

#O计划 $!取自马哈迪的

名字&"#$#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沙巴的非公民人数多达"%N%b!这数字仍未计

算所谓的#非法公民$&

种种计划把HIOQ群再度从州层级上的核心变成边缘&作
!

报复的手段

之一! #沙巴政党管沙巴 $睶规矩就此打破!源自西马的巫统等国阵政党

#东渡$沙巴!试图直接管理沙巴&$00)年团结党险胜国阵!後因国阵政治

�?ììV

$$0

*>KH

*>KI

*>L@

*>LA

*>LB

*>LC

多元主义政党!成立於$0*(年!至今仍活跃於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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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长期执政的联盟'$0%)1"#$* (!全称国民阵瞃!其前身是联盟'$0(%1$0%) (

执政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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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大批团结党议员倒戈&

*>LD

!团结党政府垮台!国阵就此执政沙巴至"#$*

年&

在进入最後一个概念?丛3<#B?#%;之前!笔者把前述的原民性概念绘

成示意图!见附图(&图中
0

瞃显示的是未有法律定义的概念!如土著"泛

土著以及HIOQ群&泛土著包含土著
%

有涵盖的#非法公民$&沙巴当地人

和原住民的差
(

在於!前者包含 @:*>!H7)7#7*"原住民和其他马来群岛原住

民的通婚後代!原住民则包含HIOQ群和非HIOQ群&

联邦政府对沙巴的干预!体现在借助跨国移民力量的#身份证计划$和

透过政治和经济对沙巴本土政党的打压上&如此的共同经验造成沙巴各群体

对於所谓#西马人$和#非法公民$这两种#外来者$的谨慎态度&这共同

经验和情感进而促进#沙巴汉 $这个跨越当地人和非当地人的地方认同&

*>LE

!

这两个群体皆建立沙巴在联邦层级的边缘性!西马人是直接来自核心地区的

人群)而非法移民则是来自其他国度的边缘群体!但在土著主义下转
f

成马

来西亚的核心群体&

如此联邦层级的边缘性以及外部的干预!造就沙巴汉的地方认同&这种

地方认同间接削弱当地的原民性!尤其是当地人对於土著特
(

权利39?(":7%

?6:A:%($(;

*>LF

!的重视&"#$%年的一份民调显示!高达((b的沙巴汉 '含()b的

穆斯林(认
!

所有沙巴汉应该被公平对待!只有)(b认
!

特
(

权利应该保留

给土著&

*>LG

!这份民调发现有高达+&b的沙巴公民首先以#沙巴汉$自居!仅

有"%b以#马来西亚人$

!

先&反而在西马!同批调查揭示((b的西马人的

认同以各自的宗教
!

先&同时!西马马来人对特
(

权力的主张在希望联盟

'希盟*>LH

! (上台後特
(

明显&尤其是希盟政府欲签署*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国际公约+3J4UQI;的举动!引发马来/穆斯林团体的极大不安&他们认
!

此

公约会破坏马来特权3O7%7< N6:A:%($(;和伊斯兰的优势3J9%7=9&?(6:>6:5<;&

*>LI

!

$"#

vwx

*>LD

*>LE

*>LF

*>LG

*>LH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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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BS6H@\HZ6!"#$(年0月成立!是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国家诚信党和土著

团结党'"#"#年"月退出(组成的政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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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沙巴和西马在同一时间轴上!因
!

核心与边缘性!以及外部力

量的干涉等因素!对於原民性的
6

调呈现完全相反的方向&沙巴当地人对原

民性的
6

调削弱!

&

转
f

成地方主义!即沙巴汉的认同)而西马马来人对原

民性更加
6

调!?和伊斯兰教密不可分&

$

_

%

lm

?丛这一概念?非指涉原民性!而是协助理解原民性的工具!尤其地方

主义者如何利用?丛这一概念回应土著主义&?丛的概念源自当地人对植物

的理解!接着辅以亲属观!再应用在人群分类上&此概念一开始是用来理解发

生在$000年之後/76%>"">所称的#後族群$现象3N>95!(5G*:"?G(*>=(*>*;!

*>M@

!

即HIOQ群这种想像的共同体碎片化或更完整化的开端&"##*年後!穆斯林

当地人似乎也呈现类似的趋势)笔者将之诠释
!

穆斯林当地人抗拒 #马来

化$的趋势&

马来语的?丛有两种主要意义%其一!看起来同根 '因
!

子株不断生

长(的植物群3"%&=?;!如竹丛和稻丛)其二!拥有同一个祖先!同祖籍的

人群!同样源头和种类的民族'或语言 (大群&

*>MA

!比起父子或母子关!岛

屿东南亚南岛社会
6

调同胞情谊39:B%:*$9G:?;

*>MB

!对家屋3G>&9(;团结的重要

性&

*>MC

!岛屿东南亚#中心型社会$34(*56:95@>":(5<;

*>MD

!借用同根植物群来隐喻

自身的亲属观!不断繁衍的子株则是离根部越来越疏远的#同胞$!位於中心

的根部代表共同的祖先&此概念也延伸至民族之间!用於形容#民族大群$&

面对不断#生长$的民族!与其
6

调民族的源头!南岛语族更
6

调子株或民

�?ììV

$"$

*>M@

*>MA

*>MB

*>MC

*>MD

J?2=DHU?38HSSH903+%).)7&%3 )*+2)&)+Ft"6&'.-BH=)*%.6.)7&%3 P&)."%UD#.'3.%/ &B"%/ )*+

O&3&9&% "(2&D&* z=&-)K&'&7-.&{M00'

6̂X?B U?>?=?E?B V2=D?T?9C/?G2=̂ 6X?B IE4=4/66GZ?Da]2GZ2B9K"#$%9>DDZabbZ3ZG:

E5Z:7H̀:GAb,?34?BU6=D?34rGHE6q6hDtT6AXH3E q32GZ2B:

不译
!

手足&手足是 [63H1E67366=4584B7=!第一表亲是 @43=D1E67366=4584B7=!第二表亲是

=6SHBE1E67366=4584B7=!以此类推&

Q?B6D,?3=D6B9CF>6W25=D?BS6H@/4B=>4Z ?BE D>6\6?DH@D>6\6?3D>aJ66E4B79V63=HB>HHE9

?BE ]68?D6EB6==?GHB7-?8?A=4B V28?2 _?B7T?X49K4B+$.6&% =)*%"'"/.-)"&L" 3$00(;L

""+)蒋斌! ,墓葬与袭名%排湾族的两个记忆机制 .!载
/

应贵编! *时间"历史和

记忆+'台北% 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000 (!页&*+&

存在於马来半岛"婆罗洲"爪哇"苏拉威西"菲律宾与北摩鹿加群岛的南岛语族&此社

会的家屋存在中心与边陲的阶序性关&家屋的中心倾向和表亲通婚!被视
!

是较疏远

同胞的表亲得以於中心再生
7

&W>688AI334B7DHB9K+&%.%/ &%3 A"G+$.% & 2"#)*+&-)4-.&%

<+&'B3N6:*"(5>*LN6:*"(5>* -*:A(69:5< N6(99M$0*0;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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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类似同胞的同等地位&

?丛也是地方主义者回应政府文化认同政策的方式&沙巴当地人透过不

断碎片化或生成的方式来回应伊斯兰化和马来化&笔者认
!

!他们避免将全

部群体统一在一个民族之下&因
!

他们认
!

!若全部群体统一
!

一个民族!

而此民族被官方操作而同化成马来人或穆斯林将#万劫不复$&因此!他们

?取官方人群划分定义上民族的独立!

&

透过?丛这比官方定义更高阶的民

族大群来连结彼此&HIOQ群开始
6

调 #卡达山杜顺群 $3<#B?#%

H7)7#7*)&9&*;" #HIO 群 $3<#B?#% HIO;或 #HIOQ群 $3<#B?#%

HIOQ;)非HIOQ群则
6

调 #马来群 $3<#B?#% K+'&7#;!避免自己成
!

#马来民族$3@&%/-& K+'&7#;或#马来族裔$3=)%.JK+'&7#;的一份子&

此现象首先发生在国阵执政沙巴的两个时期%巫统与其他国阵成员党轮

流执政'$00)!"##) (时期和巫统一党独大 '"##)!"#$* (时期&前者指的是

巫统和其他沙巴国阵成员党每两年轮流担任首席部长)而後者则是巫统长期

担任首席部长!掌握沙巴过半议席&从文化认同的面向上!沙巴国阵在上半

时期鼓吹马来化政策!鼓励穆斯林当地人成
!

#马来人$)但在下半时期则

缓和至土著化的政策%

6

调自己是土著或马来群的同时!容忍穆斯林当地人

成立各自的文化协会!进行文化再造运动&笔者认
!

!转变的关键在於马哈

迪的首次卸任'"##& (!以及沙巴国阵政权因团结党的回归而变得十分稳

定!无需透过增加马来人来
f

取选票&"##*年的选举!国阵失去修宪的议席

门槛!同时失去四个西马州政权*>ME

!&其中!东马国阵成员党#贡献$&0b的

国阵总体议席!成
!

保权的大功臣)来自东马的
$

阁成员比例也因此增

加&

*>MF

!东马政党陆续挑起
3

多东马议题!让东马自主权的议题自此发酵&

*>MG

!

沙巴当地人的文化认同因此受重视!弱势的首相无法透过联邦的力量进一步

马来化沙巴当地人&

当地人同化政策的转向也反映在沙巴马来人的比例%从$00$年的+N"b!

提升至"###年的$$N%b!再降至"#$#年的(N%b '见附表% (&虽然
%

有相关

学者针对此现象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根据笔者观察!"#$#年的人口普查多了

$""

vwx

*>ME

*>MF

*>MG

分
(

是槟城"吉打"霹雳和雪兰莪!加上$000年由在野党伊斯兰党执政的吉兰丹&

当今大马! ,阿都拉
$

阁瘦身只
-

$部门!废除次长团队剧降至+*人 .! *当今大

马+!"##*年&月$*日!>DDZabbXXX:G?8?A=4?T4B4:SHGbB6X=b%000*&

康世人! ,沙巴进步党退出马国执政联盟!点燃政坛风暴 .! *大纪元 +!"##*年0月

$%日!>DDZabbXXX:6ZHS>D4G6=:SHGb75b*b0b$%bB""++)+0:>DG&

,

-

.

/



汶莱人"@&'&D&J]K"'D"/和@#'"%/&%

*>MH

!三类在"###年普查所
%

有的民族&

*>MI

!

笔者认
!

!这三个民族过去都被归纳成马来人!但他们在"#$#年不接受此归

纳!导致马来人比例下降&

受到挑战的不仅是在穆斯林当地人范畴下的马来人核心地位!还包括非

穆斯林当地人之下卡达山杜顺人的核心地位&$00#年代末!卡达山杜顺人的

正统性受到其他 #方言群 $的挑战!要求成
!

和卡达山杜顺人同等级的民

族&

*>N@

!其中!龙骨斯人和塔达那人3C757*7;

*>NA

!成功向沙巴文化局申请
B

离卡

达山杜顺人!成
!

#独立$的民族&如此碎片化的过程似乎发自民间!HIO

的使用源自$000年选举前的一名专栏作家!

*>NB

!五个月後!一本土国阵成员党

借用此名!改称 #沙巴卡达山杜顺姆律民族统一机构 $'民统!-*:5()

A&-"JB"B"/#% H7)7#7*)&9&* O&6&5W6$7*:#75:>* (

*>NC

!!正式正统化 HIO一

词&卡达山杜顺民族主义因此消逝!开
X

HIOQ各方言群文化再造运动的旅

程&据"#$#年的人口普查!?
%

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比例超过"#b!这也让沙

巴的原民性
%

有被一
6

势民族引领方向!进而
-

弱沙巴原民性的
6

调&

*>ND

!

"#$*年大选!马来西亚联邦层级实践首次的政党轮替!由四党联合组成

的联盟希盟执政&国阵执政的沙巴州政府也因此倒台!改由沙巴政党民族复

兴党'@7B7G E(6:57$(N765<!民兴党(及民统和希盟成员党'人民公正党和民

主行动党(联合执政&民兴党的州政府与希盟的联邦政府关密切!?取比

国阵时期更加多元及世俗的政策&然而!和卡姆统时期'$0+&!$0+% (及团结

党时期'$0*(!$00) (相比!民兴党的多元民族文化认同政策不再侧重於西海

�?ììV

$"&

*>MH

*>MI

*>N@

*>NA

*>NB

*>NC

*>ND

@&'&D&J]K"'D"/来自菲律宾巴拉望岛3N7%7K7*;!目前居住在沙巴北部!有自己的文化

协会3A+$-&)#&% =)%.JK"'D"/{&@#'"%/&%来自印尼北加里曼丹省!过去是 @#'"%/&% 苏丹

王国的子民!目前居住在沙巴的斗湖县&

ĝW9A"?#'&)."% I.-)$.D#)."% &%3 @&-.6I+B"/$&?*.61*&$&6)+$.-).6-3N&567a7<7LI(?765=(*5>D

@575:95:"9M"#$#;M$"0'

]?AGHBE -?c2G?>9<#%/#-FA+$.D#B.K"B"/#% 2&D&* z<#%/#-FK"B"/#% %&).8+"(2&D&*{M

&$!&"'

龙骨斯人和塔达那人皆在"#$#年代
B

离&

Q6?BB6DWD6Z>6B9CF>6s?826H@ID>B4S_?568=4B ]68?D4HB DHID>B4SLE6BD4DA4B W?5?>aF>6

,?=6H@D>6/?E?[?BE2=2B=9K4B ;*+@"$%+"nTTTFA$"6++3.%/-"()*+2.>)* @.+%%.&'@"$%+"

<+-+&$6* 1"%(+$+%6+3H&"G:*$L-*:A(69:5< O7%7<9:7@767K7FM"###;M$'

注意此英文缩写pV/g和卡姆统一模一样&民统声称继承了卡姆统的精神!英文全称只

多了1E2=2B和-232D&"#$0年!其英文名称改
!

pB4D6E V3H736==4̀6/4B?5?82 g37?B4=?D4HB!

中文缩写维持一样&

ĝW9A"?#'&)."% I.-)$.D#)."% &%3 @&-.6I+B"/$&?*.61*&$&6)+$.-).6-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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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民兴党的主要势力在长期被边缘化的沙巴东海岸&此地也是大部份非

HIOQ群的集聚之地!有着大量印尼和菲律宾移民的後裔&民兴党的执政引

发西海岸HIOQ群的不安!担心东海岸大批的非法移民会透过民兴党的
$

部

关而合法化&"#$0年!民兴党政府欲对长居沙巴的政治难民及非法移民的

後代推动#沙巴临时准证$!方便人口流动的管理& #沙巴临时准证$议题加

上马哈迪的二度拜相'"#$*!"#"# (引发民间对重
X

#身份证计划$的担忧&

*>NE

!

民兴党深知自身#亲移民$

*>NF

!的观感!极力提倡多元民族及沙巴汉的认

同感!以
+

取西海岸HIOQ群的支持&"#$0年所举办的马来西亚日嘉年华会

6

调的是多元民族和宗教共存共荣的精神&这嘉年华邀请了&#个不同宗教与

文化的社区组织!主办人I&9:*$在致辞中
6

调% #在沙巴!我们拒
9

所有形

式的极端主义"种族主义"仇恨及暴力& $

*>NG

!这无形间透露了地方主义和多

元主义的结合&接下来!笔者将透过世界原住民日30>6%) J*):$(*>&9N(>?%(

I7<;这一民族?案例!来阐述沙巴当代的原民性&

"#$*年*月*日至0日!克洛克山
5

*>NH

!的小镇九鲁3H:&%&;吸引了上千人前

来&这眧是杜顺人的大本营!山
5

把他们和靠海平原的卡达山人隔阂!形成

所谓的核心与边缘关 '见附图+ (&新政府新作风!这是沙巴州政府首次

举办世界原住民日!由民统主导&在这後族群时代!参展的文化协会近"#

个!含东西两岸的非HIOQ群&之中!有八个文化协会成立於 "##*年或之

後*>NI

!!选择同盟於卡达山杜顺文化协会&他们称同盟成员
!

团体成员3R6>&?

=(=B(6;!是马来西亚社团法令下的成员类
(

&

*>O@

!笔者认
!

!这好比同胞的

$")

vwx

*>NE

*>NF

*>NG

*>NH

*>NI

*>O@

,#临时准证$成最大关键 &大要素定金马利补选胜负 .! *诗华日报 +!"#"#年$月

$0日!>DDZabbB6X=:=66>2?:SHGbrZ q($%$"0&

主张让大批长居沙巴的非法移民或无国籍的移民後裔自然归化成
!

合法的工作证持有

者"永久居民或是公民&对应的#反移民$则主张?取严格标准!把这些非法移民或移

民後裔遣送回菲律宾或印尼!或仅持有难民证!同时提高他们获取合法拘留证件或公民

的标准&

C<88]4=6@H3pB4DAH@̂ 4̀63=6,28D236=9K;*+2)&$M$+5G @(?5(=B(6M"#$0MG55?9L22KKK'

5G(9576'">='=<2*(K92*75:>*2"#$02#02$+27%%!6:9(!D>6!&*:5<!>D!):A(69(!"&%5&6(9'

,3HST63]?B76!沿着沙巴西海岸的山
5

!是马来西亚最高的山
5

'平均高度$*##米(!

马来群岛最高的山神山'-H2BD/4B?5?82!)#0(米(坐落於此&

其中包括 _HD2E '"##0 ("F?D?B?'"#$# ("]2B72='"#$) (" 2̂GZ?='"#$( ("

W?BE?AH'"#$( ("F4B?7?='"#$+ ("/2?c2"Y?B?k?5?4'"#$+ ("WHB=H7HB '"#$+ (和

_4X?B '"#$% (&

/̂ ,<9C<5H2Dp=a-6G563=>4Z=9K"#$09>DDZabbXXX:TES?:H37:GAb?5H2DbG6G563=>4Z=:

,

-

.

/



关!惟#同胞的大哥$仍是卡达山杜顺文化协会&由此可见!?丛的概念

随着
3

多文化再造运动已转移到文化协会的层面&

这一州级庆典也试图平衡东海岸的边缘性!让东海岸的当地人共襄盛

举&和着重於西海岸HIOQ群的丰收节活动相比!此节庆更
6

调沙巴当地人

的原民性&*日晚上!沙巴文化局"州立博物馆等机构也主办关於联合国文

化遗
7

以及世界原住民权利的讲座!回应联合国於"##%年所提出的*联合国

原住民族权利宣言+&

*>OA

!有一民
3

曾就沙巴的後族群现象询问!能否明确列

下沙巴所有的当地人民族名单!避免非当地人能
H

乘
0

而入)同时建议
!

HIOQ群的统称定案&然而!主讲者O>*:G U?:*亦承认这是个棘手的提问!

他无法代表所有人回答&

事实上!O>*:G U?:*正是来自刚刚
B

离卡达山杜顺人的塔达那社群&他

在阐述当地人母语保存的面向时!曾
#

% #虽然现在学校已经有教卡达山杜

顺语!但是发音和语法是以/&*)&%:K7*方言
!

准!其他地区的方言是否得以

保存也是值得关注的事& $就塔达那语而言!它的发音和语法与官方的卡达

山杜顺语有一定程度上的差
(

!若仅是附属在卡达山杜顺人之下!反而会不

利於塔达那语的保存&因此!他能了解塔达那人选择#独立$的原因!但又

必须顾虑在场卡达山杜顺人代表的立场!进而避开对话的机制&

隔天的开幕典礼除了有官方致辞!也有文
j

表演&其中一首 C$./.%&'

2&D&*&% '道地沙巴汉(的歌曲!大受现场民
3

的欢迎&如何定义#道地沙巴

汉$0歌词其实隐藏了当地人的非类属性文化认同&在音乐
,

影带眧!歌手

面对朋友的质疑!透过行动来证明自己的#道地性$%背着重物?走地景!

如家乡附近的山河!以示他与居住地的行
!

连结与熟悉度)

#

母语的流畅

度!用口音腔调来证明自己来自的居住地&

*>OB

!歌曲受欢迎的程度!印证日常

生活面向的非类属性模式&歌词
6

调的是#沙巴汉$的认同!而非当地人或

原住民的层次&这代表原先属於当地人的非类属性模式!逐渐渗入沙巴汉这

个更广大"更具包容性的范畴眧&这也显示沙巴的原民性逐渐转入地方认同

眧&

当地倾向於用语言流畅度和口音来辨认彼此!而非外表'如肤色(和祖

�?ììV

$"(

*>OA

*>OB

,>34=-?=T48HB69CPH38E LBE476BH2=̂ ?A@3HG<27*10 4B /42829K2&D&* P+G-;"3&7M*5G

8&$&95M"#$*MG55?L22KKK'97B7G*(K95>)7<'">=2(*2K>6%)!:*):$(*>&9!)7<!D6>=!7&$!*!

0!:*!F:&%&2'

<

佳翰! ,如何定义#道地沙巴人$.! *当今大马 +!"#$0年$月$+日!>DDZabbXXX:

G?8?A=4?T4B4:SHGbSH82G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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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这也能透过笔者在参与该讲座的经验得知&笔者用沙巴口音的马来语和

坐在前排的两位杜顺阿姨聊天&直到笔者和父亲
#

华语的时候!她们才突然

醒觉笔者是华人&

f

句话
#

!在听见笔者流畅的华语之前!她们从马来语的

流畅度与口音判断!认
!

笔者和他们共享着高度的#原民性$&

当晚也来了一位民兴党的候选人祖安娜3.>!8**7@&(E(*%(< Q7=?79;&

这位政治人物是前述两位阿姨的亲戚!来自同一个村庄&祖安娜的父亲是英

国人!有着精深邃的五官与白皙的皮肤&严格来
#

!她应属於早期人口普

查的#欧亚裔$3U&679:7*;&但在两位阿姨的眼眧!她因
!

从小在杜顺村庄长

大!讲得一口流利的卡达山杜顺语!与她们共享着一套习惯法!曾经出过卡

达山杜顺歌唱专辑!因此完全能被HIOQ群接纳&

*>OC

!

简言之!?丛的概念在$000年开始抬头!作
!

反土著主义的一种策略&

同时!它也进一步瓦解卡达山民族主义以来!兵南邦县卡达山方言群作
!

HIOQ群核心的思维&碎片化的同时!也有部份HIOQ群尝试效仿砂拉越的

达雅人!?民族等级的统称来回应土著主义&如南婆罗洲的O(675&9I7<7F!

他们对於统称无法取得共识!有的建议使用#卡达山杜顺姆律$" #卡达山

杜顺姆律龙骨斯$3HIOQ;或历史悠久的名称 #摩摩根 $3O>=>$&*;

*>OD

!&

3

多的统称进一步分散彼此的力量!进而助长?丛概念和後族群现象&

�

#

n·

"

oLý�OP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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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的原民性可略分
!

文化认同和宗教两个元素&此原民性生於殖民时

期!但基於前殖民时期的非类属性文化认同&非类属性模式解释了沙巴原民

性多重且流动的面向&之前的研究忽略此面向!无法用西方学者常用的类属

$"+

vwx

*>OC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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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29W?5?>9K;*+2)&$M$+5G 8?6:%M"#$*MG55?L22KKK'5G(9576'">='=<2*(K9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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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有人成立文化协会-HGH72B k?D4HB?8,HB736==!想把 /̂ -]群的名字统一成

-HGH72B&见 ,?=6A_669C/?E?[?BE2=2B=4B W?5?> G?AS>?B76D>643B?G6r\636m=X>?D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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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认同'或族群性(全面理解&汶莱和苏
h

王朝透过代理人的方式间接

治理沙巴!彼此政经关具有核心和边缘之差&汶莱人作
!

核心群体!其命

名方式随後被殖民者借用&

殖民者所引入的原民性多是
!

了行政方便!让原住民保留原有的制度!

同时也方便习俗地管理&殖民者把基於继嗣和血统的类属性文化认同带入殖

民政策!沙巴原民性就此呈现非类属性和类属性的混杂状态&在特许公司管

理期间!当地人这原民性比较倾向於国籍的范畴!同时可因政策而变&战

後!英政府才把当地人视
!

具有生物性的类属性类
(

&这时期沙巴的边缘性

较低!但仍受英国这核心殖民母国的殖民知识影响&大量引入的华人引发当

地人的担忧!也激发当地人对原民性的
6

调&

教育"宗教和亲属的资源能
H

改变原民性的方向!以及政治和经济边缘

群体的地位&教会学校"天主教教会和与华人的通婚让原本处於边缘的卡达

山人发起民族主义运动!进而翻转成带领沙巴参组马来西亚的核心群体&透

过外部力量的翻转定义沙巴在$0(#至$0+#年代的原民性%应以卡达山人和天

主教
!

主&同时!国族国家
$

部权力架构的改变!足以改变边缘地区的原民

性&马来西亚建国初期的原民性介於土著主义和多元主义之间&新加坡的退

出定义沙巴的边缘性!而其原民性必须受到马来化和伊斯兰化的长期影响&

原民性更不受限於国族国家
$

部!

!

了弱化边缘群体民族主义的反扑!

国族国家的核心善用地缘政治的边缘群体!进而改变边缘地区的人口结构!

让边缘地区的原民性更加核心化&泛土著的提倡和身份证计划是透过邻国边

缘群体的大量引入!加
6

沙巴原民性的方向!使之更伊斯兰化和马来化&本

来!人口迁移的政策较容易透过迁移国
$

核心地区的主要群体而达成&但

*$0+&年马来西亚协定+所赋予沙巴的移民权!让沙巴能
H

避开国
$

的人口

迁移议程&然而!沙巴
%

有自主的公民权!让改变人口结构的议程必须藉由

邻国群体的移入而达致&

原民性的形塑除了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也会受到文化群体理解社会世

界和整理自身经验的影响&如沙巴原民性除了有非类属性文化认同的基础!

也有?丛的文化逻辑&?丛是从植物群延伸至民族和文化协会关的概念&

它允许民族如子株般不断生成!与非类属文化认同概念结合&即使沙巴原民

性受到土著和泛土著两个政治概念的干预!仍无法统一在一个名称下&殖民

前!沙巴不似西马
%

有统一的政权'如马六甲王朝(!

%

有政治打造的统一

认同!人们对统一名称无法取得共识!以致民族一直不断碎片化&恰好!碎

片化也能回应核心地区所致力的伊斯兰化和马来化议程&多元在近期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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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汉认同论述自己的角度&西马人和非法移民的日常经验所打造的沙巴汉认

同!进而弱化沙巴当地人对原民性的
6

调&核心对边缘地区
6

加的原民性!

让边缘地区的地方主义增
6

!进而削弱自身对原民性的
6

调&

$

K

%

oLýì-%

宗教是探讨沙巴原民性的第二个元素&英殖民时期!沙巴呈现高度的宗

教自由及平等!?无官方宗教&基督宗教因属於殖民者的宗教而在民间受到

推崇!信徒在$0($年'*N%b (至$0+#年'$+N+b (间翻倍&但英国官员?
%

有透过政治力量!让英国国教38*$%:":7*:9=;的地位高於其他宗教或教派&反

之!天主教因较早传入而在HIOQ群眧较?优势&据$0+#年的统计!?当地

人信仰比例最高的是伊斯兰教 ')(b (!基督宗教则?$)N((b&

*>OE

!管如

此!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当时?无明显的核心和边缘关&

边缘地区的原民性容易受到核心地区的宗教影响&沙巴原民性和宗教的

镶嵌与马来西亚的建国有关&沙巴在谈判共组马来西亚时!维持
%

有州官方

宗教的条件!惟承认伊斯兰教是联邦的官方宗教&卡姆统'$0+&!$0+% (和部

份团结党'$0*(!$00) (党要皆维持以上主张!在执政期间
%

有落实伊斯兰化

政策&如上所
#

!沙统 '$0+%!$0%+ (认
!

的沙巴原民性应和政治核心地区

'西马(一样!因此开
X6

烈的伊斯兰化政策&当时!沙巴伊斯兰化的
6

度

甚至比西马严重&

宗教与原民性的关联也受到国际宗教运动的影响&$0%#年代!马来西亚

受到世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影响&人民党'$0%+!$0*( (仍认
!

沙巴原民性

'泛土著(应与伊斯兰教相关&这时期的积极伊斯兰化政策是和发展主义

3)(A(%>?=(*57%:9=;镶嵌的&

*>OF

!在联邦层次!虽然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国

教!但建国之初?用#政教制衡$体制!伊斯兰教和原民性的关联不大&受

到国际社会的影响!马哈迪在首次任相期间 '$0*$!"##& (导引至 #以政领

教$体制&马哈迪的继承者则保留类似的伊斯兰化政策!鼓吹伊斯兰思想和

文明!尤其和原民性??! #

!

马来民族主义寻找一个信仰的出路$&

*>O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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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运动"联邦和地方政府层次的政策影响!让与原民性??的宗教成

!

边缘地区的核心宗教!同时也引发边缘宗教群体的反弹&$0*#年!沙巴的

穆斯林人口刚好过半'($b (!

*>OH

!足以引发地方主义者!尤其是HIOQ群的

不安&他们过去大部份信仰祖灵信仰3N7$7*;!

&

在核心宗教迅速发展之际!

选择改信基督宗教&$0+#年只有约")b的HIOQ群信奉基督宗教!这比例在

"#$#年增加至%(b&

*>OI

!

f

言之!基督宗教已经和HIOQ群的原民性??!而

伊斯兰教则和非HIOQ群的原民性??&

边缘地区的地方主义!能缓和核心宗教与原民性的??
6

度&卡达山杜

顺民族主义的崛起!以及随後的?丛概念下所形成的多元主义!缓和了沙巴

伊斯兰化的速度&在团结党倒台後的国阵时期!沙巴的伊斯兰化政策虽然仍

是主要议程!但和沙统及人民党时期相比已属非积极&

*>P@

!这体现在国阵州政

府仍把资源投入在清真寺的建设!州
$

代表性的建筑也有明显的伊斯兰风

格&

"#$*年後的泛民兴党政府!

!

了赢取西海岸HIOQ群的支持!伊斯兰化

政策转入被动形态&虽然仍承认伊斯兰教是沙巴的官方宗教!

&

无大型伊斯

兰风格的建筑物!甚至宣?平安夜
!

公共假期&这意味着!沙巴也是全马唯

一州属让圣诞节和开斋节拥有连续两天的假期&

*>PA

!近年来!随着文化认同和

宗教两元素与沙巴原民性的关联逐渐转弱&沙巴原民性已经转入地方认同

'沙巴汉(的
6

调&

伊斯兰化政策如何影响沙巴原民性!可以透过以下田野实例印证&在沙

巴!语言非常接近的族群!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来区隔彼此?非罕见!如在

沙巴东北部的双溪人和担巴诺人3C7=B7*&>;的语言非常接近!但是穆斯林倾

向於前者!非穆斯林则倾向後者&

同理!所有田野报导人皆提出比萨雅人和塔达那人的语言非常相似!过

去曾是同一族&在汶莱王朝时期!宗教司把伊斯兰教传给比萨雅人後!非穆

斯林的一方则自称塔达那人&然而!这样的划分在过去应以非类属性文化认

�?ììV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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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准!两族因生活方式而不同!但具有双向的认同流动性&报导人在
T

述

家族史时!曾提出比萨雅妇女嫁给塔达那丈夫後!需追随丈夫的生活方式!

认同因此流动成塔达那妇女&相反!塔达那妇女嫁给比萨雅丈夫後!也会被

社群接受成比萨雅妇女&在"#世纪中叶以前!跨宗教的通婚一般上以丈夫的

生活方式
!

准&

然而!$0*#年代起!联邦政府?用 #以政领教 $体制!凡是和穆斯林通

婚的女性或男性!都必须改信伊斯兰教&改教者的生活方式受到政府单位的

监察!比萨雅和塔达那之间的认同流动性遭到制止&然而!与比萨雅人通婚

的塔达那男性或女性?
%

有因穆斯林的生活方式而成
!

比萨雅人!反而各自

保留原本的族裔!形成官方登记上#穆斯林塔达那人$的新可能&

#穆斯林塔达那人$

%

有自愿在官方登记上成
!

#比萨雅人$!很大的

原因和$0*#年代末沙巴地方主义的高涨有关&如前述般!地方主义抵抗伊斯

兰化和马来化的进程&因此!改教者不愿追随过去非类属性文化认同的标

准!不愿成
!

比萨雅人&笔者曾在"#$*年遇见比萨雅地方领袖I:F:* O&97G!

因其所属的人民公正党提倡多元文化主义!因此他坚持当地人不会因
!

改教

而改变其文化认同&身
!

穆斯林的他
#

!现在的塔达那人改信伊斯兰教後!

不会成
!

比萨雅人或是马来人!虽然这在过去是行得通的&他
6

调改变的只

是宗教!而不是族裔3(5G*:";&

在塔达那人那一方!

!

了避免自己进一步被伊斯兰化!他们的官方宗教

信仰比例也从祖灵和民间信仰转
f

成天主教徒
!

主&$0(#年代!塔达那人乐

於接受卡达山民族主义!自认
!

卡达山人!因此大批改信天主教&虽然他们

在後族群现象倾向於过去的塔达那人认同!但仍保留天主教
!

主的信仰&根

据沙巴塔达那文化协会於"#$#年的调查!高达0)b的塔达那人已经改信天主

教*>PB

!&因通婚而改信天主教的比例逐渐增加!如今仅有不到(##名塔达那人是

祖灵或民间信仰者&相对於伊斯兰教!天主教属於边缘&然而祖灵或民间信

仰在塔达那社群眧!则是边缘中的边缘&

ª

#

0j

本文从多层次的核心与边缘角度!探讨沙巴原民性的形塑&文中所探讨

的边缘性层级有%前殖民时期'HIOQ群("殖民时期'殖民地("地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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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苏
h

海区域 ("联邦层级 '沙巴 ("州层级 '东海岸 ("沙巴当地人

'HIOQ群(和HIOQ群'非兵南邦方言群(&沙巴原民性和边缘性的连结

较
6

!而可分成文化认同及宗教两个元素&

如上所
#

!原民性的概念是随机"互动且历史的!是不断根据时代的需

求而修正的&HIOQ群"当地人"原住民"卡达山"土著"泛土著等!这些

名相都是不断修正的
7

物&沙巴原民性的随机性最能透过卡达山的概念理

解!因卡达山妇女作
!

华裔的通婚对象"卡达山的居住位置和教会学校的地

点都具有随机性&这些随机性相互作用让卡达山方言群能
H

发起民族主义&

原民性的互动性则最能用以上多种层级的核心与边缘关理解&其历史的面

向则展现在前殖民"殖民和国族国家的
T

述编排眧&

然而!沙巴原民性与非人道对待的关联较少&在殖民和国族国家时期!

当地人或许受到某程度的排挤!或不平等对待!但称不上非人道&

C6($>**:*$认
!

!特许公司摆
B

过去其他特许公司'如%荷兰东印度公司或

英国东印度公司(亏待原住民的刻板印象&

*>PC

!特许公司受到
3

多有经验与学

术背景的殖民官员的协助!在原住民政策上!比其他英国殖民地来得出色&

然而!殖民者仍从当地人手中夺取大量土地!同时殖民者也确保被当地人宣

称的土地受到保留&

*>PD

!沙巴当地人一直是该州的多数群体!因此沙巴原民性

与少数群体无关&反观!沙巴的原民性和在地性有很大的关联!且透过行

!

"生活方式与居住地的关联等展现&

马来西亚建国後!HIOQ群在大量伊斯兰化政策的过程中失去选择宗教

的自由!非穆斯林当地人担任高官的机率被认
!

比穆斯林少&这凸显HIOQ

群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自称
!

#第二等土著$3@(">*) "%799/&=:?&5(67;&

但!HIOQ群无法代表整体沙巴当地人!其不平等待遇也不比西马原住民严

重&因此!沙巴当地人能向国际社会或国族国家要求更多道德主张的基础较

弱&沙巴汉认同也包括当地华人!此地方认同的加
6

更道出原民性本身不能

只被理解
!

当地人和其他人'华人(之间的对立关&较弱的道德诉求或许

也是近年来沙巴原民性较不被
6

调的原因之一&

边缘理论和非类属性文化认同的关虽被重视!

*>PE

!但缺乏详细的案例研

�?ììV

$&$

*>PC

*>PD

*>PE

/6BB6EAYH3EHB F367HBB4B79[%3+$1*&$)+$+3 1"B?&%7<#'+zP"$)* @"$%+"RWWRURYlm{

3@:*$7?>6(L-*:A(69:5< >DO7%7<7N6(99M$0(*;M$#"'

<G4DA<ZZ688̂ HH84DD869C,H884E4B7 4̂=SH23=6=aP6=D63B _?BE _?X=?BE k?D4̀6,2=DHG?3A

]47>D=4B kH3D> UH3B6H9$**$1$0$*9K!"#$%&'"(2"#)*+&-)4-.&% 2)#3.+-&)L$ 3"##&;L$"$'

QHS68AB _4BB6T4B9_4B VHA6391#')#$&'03+%).)7&%3 =)*%.6.)7.% )*+A&6.(.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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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地方主义的反动!也对边缘地区的原民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沙巴的案

例!核心与边缘的关已在前殖民时期影响原民性&这和太平洋岛屿的情癋

不同!这些岛屿因
!

地理位置偏远!互动较少!仅在殖民时期互动增加!形

成政经核心与边缘的关&

*>PF

!沙巴因接近海上丝绸之路!商业中心早在前殖

民时期形成政经核心&因此!核心与边缘对人群的划分比原民性来得早!更

具影响力&当地人理解社会世界和整理自身经验的方式!也会影响人群划分

模式&在此案例即是#丛群$的概念!形塑着当地的原民性&

非类属性文化认同模式的变迁!虽然有
3

多因受世界性宗教影响的民族

?范例&过去非类属性文化认同的讨论多在太平洋"台湾和马达加斯加!缺

乏伊斯兰教作
!

核心宗教的案例&本文补充伊斯兰教对文化认同的影响力!

尤其是当代国际伊斯兰主义崛起下!伊斯兰教如何作
!

核心宗教影响边缘的

原民性&

'责任编辑%唐金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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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0:F:=():7M_I:956:B&5:>* >DO7%7<9:7X7=:%:(9+7*$&7$(9M̀ "#$&MG55?9L22

">==>*9'K:F:=():7'>6$2K:F:2X:%(LI:956:B&5:>* u >Du O7%7<9:7u X7=:%:(9u

+7*$&7$(9'?*$ @̂7B7G 4&%5&67%/>76)M@7B7G\9O&9(&=7*) @7B7G V75:A(8DD7:69

4>&*":%M_@7B7G\9U5G*:":5:(9I:956:B&5:>*M̀ "#$$^8%(Y7*)(6I'@=:5GM;*+

t&%/#&/+-"(@"$%+"F41"B?$+*+%-.8+1'&--.(.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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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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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亚庇市实际面积
!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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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明%实瞃表示具法律定义!

0

瞃表示无法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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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 时期 政体 首都现今所在地

汶莱苏丹王朝'西( $(世纪至$**$年 君主制 汶莱河'汶莱(

苏
h

苏丹王朝'东( $+(*至$**$年 君主制 霍洛岛'菲律宾(

英属北婆罗洲 $**$至$0)$年 英属特许公司 山打根'沙巴(

日?北婆罗洲 $0)$至$0)(年 军事?领 山打根
!

亚庇

英属直辖北婆罗洲 $0)+至$0+&年 英属皇家殖民地 亚庇'沙巴(

马来西亚 $0+&年至今 君主立宪 吉隆坡'西马(

l�

""

ºÖ��ù�1G^û¨���½

中文 英文 解释

!

土著 /&=:?&5(67

不存在於宪法的词!是
!

"

"

"

$

的统称!

时而包括
#

"

沙巴和砂拉越

当地人
@7B7G 7*) @767K7F V75:A(

南岛语族!可以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官方认

定近六十族

#

西马原住民 8B>6:$:*7%?(>?%(

南岛和南亚语族!十八族有各自的母语!非穆

斯林

$

马来人 O7%7<

南岛语族!母语
!

马来语!穆斯林!实践马来

习俗

%

沙巴汉 @7B7G7* 出生在沙巴的马来西亚人

&

马来西亚人 O7%7<9:7* 国族概念!非民族概念

l�

&"HIOQ

^

#

N�Gì��G:�1��ì��

他称2自称 称%HIOQ群 称%巴
i

人

HIOQ群 K"B"/#% 2&B&

巴
i

人 03&Z&%H&Z& 3 &̀ 2&B&H&Z& 3.'&#)

汶莱人 I#-#% @&V&#

表格说明%汶莱人?沙巴原住民人数的比例不如两个比例最大的HIOQ群和巴
i

人&

!

了

聚焦!汶莱人的自称或HIOQ群和巴
i

人对汶莱人的他称?
%

有纳入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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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类 细分

原住民

3J*):$(*>&9;

主要原住民%杜顺人"姆律人"巴
i

人

其他原住民%双溪人"汶莱人"卡达央人"比萨雅人"苏
h

人"帝东人

中国人 客家人"广东人"闽南人"潮州人"海南人"其他中国人

欧洲人 欧洲人"欧亚裔

其他
砂拉越当地人3@767K7F V75:A(;"马来人"印尼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菲律

宾当地人"其他

资料来源%+7K6(*"(07%5(6.>*(9MP"$)* @"$%+"H1+%-#-"(A"?#'&)."% ;&J+% "% RT)* 4#/#-)

RYmTH433.)."%&')&D'+-M"(!"0M$&)'

表格说明%表中#中国人$是$0($年後才被视
!

华人&其中 #其他中国人 $包括来自
/

河

北部的移民!是东南亚二战前少数被引进的华北移民後代&

l�

("

MN�[�f]V1OPýf�ìoL8¦

年份 执政联盟 文化认同政策 伊斯兰化政策 与联邦政府的关

$0+& 泛卡姆统联盟 多元民族 无 疏远

$0+% 沙统 土著化
6

烈 先近後远

$0%+ 沙巴人民党 泛土著化 积极 亲近

$0*( 沙巴团结党 多元民族 无 疏远

$00) 国阵各成员党 马来化 非积极 亲近

"##) 国阵巫统独大 土著化 非积极 亲近

"#$* 泛民兴党联盟 多元民族 被动 先近後远

表格说明%"#"#年&月!国民联盟3V75:>*7%8%%:7*"(;执政联邦政府後! #泛民兴党联盟$与

联邦政府的关变得疏远&0月闪电选举後!泛民兴党联盟被沙巴人民阵瞃

3R7B&*$7* Q7F<75@7B7G;取代&後者由国民联盟"国阵和沙巴团结党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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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l�

+"

�u�ìMNØiG�de�I�Ò: ¡

范畴 砂拉越 沙巴

定义
是公民)属於以下的种族名单)是

州的原住民!或这些种族的混血

是公民)是州
$

原住民的儿子或孙子)在

沙巴出生!或出生的时候父亲在沙巴定居

民族名单
比萨雅"杜顺"卡达央"马来"姆

律等十五族
无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宪法$+$8条文之六和七&

表格说明%表中#民族名单 $仅列下和沙巴共有的种族!

%

有列下的有%/&F:57*9"@(7

I7<7F9"+7*) I7<7F9"H7%7B:5" H7<7*9"H(*<7$9'含 @7B&?9和 @:?(*$9("

H7a7*$9'含@(F7?7*9"H(a7=7*9"+7G7*7*9"N&*7*9"C7*a>*$9和H7*>K:59("

+&$759"+:9&=9"O(%7*>9"N(*7*9"@:7*9"C7$7%9"C7B&*9和-F:59&

l�

%"$0+$!$0+%

ò�MN¢{ws£O1a¤¥_

国族想像 主要政党 联邦合作政党 文化协会

土著主义 沙统 巫统 沙巴杜顺统一协会等

多元主义 卡统2卡姆统 人民行动党 卡达山文化协会

表格说明%

!

了简化!砂拉越的合作政党与文化协会
%

有放入表中&

l�

*"$0%#!"#$#

òMNPsG� ¦

民族 $0%# $0*# $00$ "### "#$#

卡达山2杜顺 "0N0

姆律 )N*

巴
i

$$N*

马来 "N*

其他原住民 $&N(

泛土著

*&N)

$0N+ $*N) $%N*

"N0 &N& &N"

$$N% $&N" $)N#

+N" $$N% (N%

$&N+ $(N# "#N+

华人 "$N) $+N& $$N( $#N$ 0N$

其他'包括印度人( +N+ #N& &)N( )N* $N%

印尼人 +N$

菲律宾人 &N$

")N&

"

*N"

"

"&N+

#

"%N*

#

总人口'千( +(& 0(+ $%&( "+#& &$$%

表格说明%$N表格中带
"

号的数字来自 Q(:) 的推测)带#号的数字统计时不包括公民&

"N$0%#年民族是卡达山!而$00#年至"#$#年则是卡达山杜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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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O76$:*6

@G7?:*$ 5G(J*):$(*>&9*(99>D@7B7G:O7%7<9:7

/(6*76) VR.:7E7*

I(?765=(*5>D8*5G6>?>%>$<

C7:K7* -*:A(69:5<

!"#$%&'$

CG:9765:"%(:*A(95:$75(95G(?6>"(99>D9G7?:*$ 5G(:*):$(*>&9*(99>D

5G(@7B7G 9575(:* O7%7<9:75G6>&$G ?6(!">%>*:7%M">%>*:7%M7*) *75:>*!

9575(?(6:>)9'CG(">*"(?5>D:*):$(*>&9*(99>6:$:*75(9D6>= ">%>*:7%

F*>K%()$(B&5:9B79() >* 5G(_&*F:*)() "̀&%5&67%:)(*5:5< 9:*"(5G(?6(!

">%>*:7%(67'CG(/6:5:9G ">%>*:959B6>&$G5:* 5G(_F:*)()`"&%5&67%

:)(*5:5< 5G75(=?G79:#(97*"(956< 7*) %:*(7$(MKG:"G (957B%:9G() 5G(

G<B6:) "&%5&67%:)(*5:5< >D_&*F:*)()`7*) _F:*)() '̀/(D>6(0>6%) 076

JJM5G(">*"(?5>D_@7B7G V75:A(̀ K79"%>9(%< 6(%75() 5> *75:>*7%:5<'

CG(6(D>6(M5G(:*):$(*>&9*(99>D@7B7G K79&*:[&(7*) G7) (Y"%&)()

@767K7F V75:A(7*) O7%7<9>D5G(N(*:*9&%7'8D5(65G(D>6=75:>* >D

O7%7<9:7M5G(:*):$(*>&9*(99K797DD("5() B< 5K> *75:>*7%7$(*)79L

O7%7<:975:>* 7*) J9%7=:975:>*'+>"7%:9=7*) ?%&67%:9=5G&9(=(6$()M7*)

5G(6("(*5_@7B7G7* :̀)(*5:5< %() 5> %(99(=?G79:9>* :*):$(*>&9*(99'CG(

%>"7%:959K(7F(*() 5G(:6:*):$(*>&9*(99:* 6(9?>*9(5> 5G(7&5G>6:5< D6>=

5G(">6(76(7'J* 9G>65M5G(:*5(67"5:>* B(5K((* 5G(">6(76(77*) 5G(

=76$:* :95G(=7:* 7Y:95G759G7?(9@7B7G\9:*):$(*>&9*(995G6>&$G>&5

G:95>6<'

()*+,%-#. &*F:*)()*(99M +>"7%:9=M N%&67%:9=M J9%7=:975:>*M

O7%7<*: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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