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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沙巴的 ?半唐番 ?名制眧的唐与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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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Ｓｉｎｏ是马来西亚唯一拥有土著地位的混血族裔是华人和沙巴

原住民的通婚後代 ?半唐番 ?是沙巴华人对 Ｓｉｎｏ的称呼之一

揭示Ｓｉｎｏ被部份华人及原住民界定的状态然而Ｓｉｎｏ仍未统一

的多元名制表明该状态有很大的协商空间其中华人姓氏是关键的

?唐?元素自１９８０年代Ｓｉｎｏ的权益受到官方阻扰许多 Ｓｉｎｏ

!

保障土著地位进而
~

?华人姓氏牗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牘修改其法定族

裔流向原住民族裔体现文化认同的流动性本文认
!

姓名的华

文发音和华人的父系原则?非华人姓氏成
!

关键族群边界的原

因拥有华人血统的卡达山人及塔达那人的名字沿革显示关键在

於华人姓氏与沙巴居住地的关比起中国的时空关联相对较弱

名制是成
!

当地社群的会籍的重要依据进而享用土地等资源从

微观认知人类学而言当个体面临 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与否的抉择时则

会受到?实用主义?和?纯粹地跟随?两种基模左右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

者?用实用主义保留华人姓氏者则多以跟从先辈的文化习俗
!

准

关键词婆罗洲南岛语族Ｓｉｎｏ卡达山东南亚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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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２０１８年８月９日马来西亚联邦沙巴州牗Ｓａｂａｈ牘首次举办州级的世界原住民

日庆典庆典地点在距离沙巴首府亚庇牗ＫｏｔａＫｉｎａｂａｌｕ牘一小时车程的山间小

镇九鲁牗Ｋｉｕｌｕ牘当时新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执政不足百日现场漫着期

待改变的新希望代表州
#

非穆斯林原住民社群担任副首席部长的邓高

牗ＷｉｌｆｒｅｄＭａｄｉｕｓＴａｎｇａｕ牘在致辞上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解
E

沙巴人名字与族

裔身份突的现象沙巴人名字与族裔身份之间的?突?显然已经成
!

州政府执政官员宣示其原住民政策的重要
#

容邓高举例若名字有 ｂｉｎ和

ｂｉｎｔｉ①　未必是穆斯林若有受洗名牗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ｎａｍｅ牘则未必是基督宗教

徒若有华人姓氏则未必是华人因此需要纠正以上现象语毕全场给

予热烈掌声以示赞同②　

在普遍认知眧沙巴人可根据名字而分成三大类穆斯林原住民

牗ＭｕｓｌｉｍＮａｔｉｖｅ牘③　非穆斯林原住民牗ＮｏｎＭｕｓｌｉｍＮａｔｉｖｅ牘和华人因名字而

0

生?身份混淆?的现象和前任州政府所推行伊斯兰化牗Ｉｓｌａｍｉｚａｔｉｏｎ牘政策有

关１８至１９世纪英殖民者逐渐将现代普通法系牗ＣｏｍｍｏｎＬａｗ牘引入马来西

亚各个土邦取代了伊斯兰法系牗Ｓｙａｒｉａｈｌａｗ牘和原住民法系牗Ｎａｔｉｖｅ／Ａｄａｔ

ｌａｗ牘的地位④　後两者在马来西亚建国之时仅能处理私领域纠纷是属人法

牗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ａｗ牘由州政府各自负责联邦政府不能干涉受到中东伊斯兰复

兴运动的影响马来西亚於１９８０年代开
G

伊斯兰化政策由当时的联邦执政

联盟国民阵瞃牗ＢａｒｉｓａｎＮａｓｉｏｎａｌ牘政府推行把伊斯兰的宗教元素大量融入政

治法律等公领域⑤　自此政府通过利诱的方式使沙巴和砂拉越原住民

?转教?部份非穆斯林
!

保留自身宗教又更想接近穆斯林於是接受穆

斯林的名制另一部份非穆斯林?被改信?
!

穆斯林後依然保留先前所使

用的受洗名由此沙巴出现邓高所言的?突?拥有 ｂｉｎ和ｂｉｎｔｉ名字的人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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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ｉｎ和Ｂｉｎｔｉ是依循阿拉伯人的命名方式普遍於穆斯林Ｂｉｎ用於男生（子名 ＋ｂｉｎ＋
父名）如ＡｂｉｎＢＢｉｎ代表Ａ是Ｂ的儿子Ｂｉｎｔｉ用於女生 （如 ＣｂｉｎｔｉＤ）代表 Ｃ
是Ｄ的女儿
田野笔记２０１８年８月９日九鲁
本文把Ｎａｔｉｖｅ一律翻作?原住民?
ＩｓｍａｉｌｂｉｎＭａｔ牞ＡｄａｔａｎｄＩｓｌａｍｉｎＭａｌａｙｓｉａ牶ＡＳｔｕｄｙｉｎ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牗Ｐｈ．Ｄ
Ｔｈｅｓｉｓ牞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牞１９８５牘牞ｉｖｖ．
陈中和〈从对女同性恋的惩罚看马来西亚当前的伊斯兰刑法 〉 《透视大马 》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２日牗ｈｔｔｐｓ牶／／ｗｗｗ．ｔｈｅ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ｃｏ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１０５４７９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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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是穆斯林拥有受洗名的也未必是基督宗教徒最後 ?拥有华人姓

氏
6

是原住民?所指涉的群体无疑就是Ｓｉｎｏ

Ｓｉｎｏ是指沙巴原住民与华人通婚的後代是东南亚少数承认双重文化

同时拥有宪法原住民地位的群体自英国殖民的１９世纪末起大批华人男性

选择与原住民女性结婚生子其中大部份是非穆斯林的原住民女性至１９５１

年英政府在人口报告中正式承认 Ｓｉｎｏ
!

官方群体⑥　?解释道 ?Ｓｉｎｏ

Ｎａｔｉｖｅ於１９５１年首次被纳成新的亚族该群体被认
!

拥有足
-

且显著的人数

（６４６８人）足以解释
!

何被纳入?⑦　的确在地广人稀且族群多元的北

婆罗洲（ＮｏｒｔｈＢｏｒｎｅｏ沙巴在英殖民时期的前称 ）散?於沙巴各地的

Ｓｉｎｏ人口甚至比其他久居当地的族群如伊拉农人牗Ｉｒａｎｕｎ牘和帝东人

牗Ｔｉｄｏｎｇ牘多出近一倍⑧　

１９５２年英政府进一步允许Ｓｉｎｏ通过原住民法庭⑨　牗Ｎａｔｉｖｅｃｏｕｒｔ牘申请原

住民身份该政策於１９６３年马来西亚成立後延续至今随後马来西亚政府把

马来人牗Ｍａｌａｙ牘砂拉越原住民牗ＳａｒａｗａｋＮａｔｉｖｅ牘和沙巴原住民牗ＳａｂａｈＮａｔｉｖｅ牘

合称?土著 ?牗Ｂｕｍｉｐｕｔｅｒａ牘尚无一套系统分类的沙巴原住民在语言学上

皆是南岛语族  可分成 四 大 类
;

 北 婆 罗 洲 语 群 牗ＮｏｒｔｈＢｏｒｎｅ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牘瑏瑠　马来语群牗Ｍａｌａｙｉ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牘泛巴利多语群牗ＧｒｅａｔｅｒＢａｒｉ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牘和泛中菲律宾语群牗Ｇｒｅａｔ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牘瑏瑡　 （见

附图１）其中北婆罗洲语群?沙巴原住民多数华人多与之通婚是本文

关注的重点沙巴华人以客家籍贯居多在殖民时期
s

家带眷落地生根

面对非客家籍贯的华人与原住民的後裔客家社群多会带有贬义地称之
!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３１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ＤａｎｎｙＷｏｎｇＴｚｅＫｅｎ牞Ａ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ＥａｓｔＭａｌａｙｓｉａ牶ＴｈｅＳｉｎｏＫａｄａｚａｎｓｏｆＳａｂａｈ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牞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８４牗２０１２牘牶１１０．
原文Ａ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ｉｎ１９５１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ｗａｓｔｈａｔｃａｌｌｅｄＳｉｎｏｎａｔｉｖｅ．Ｉｔｗａ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ｎｏｕｇｈｉ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ｔｏｊｕｓｔｉｆｙｉｔｓ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ｔ
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ｆａｃｔｔｏａｍｏｕｎｔｔｏ６牞４６８ｐｅｒｓｏｎｓ．引自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ＷａｌｔｅｒＪｏｎｅｓ牞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ｓｕｓ
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ｅｌｄｏｎ４ｔｈＪｕｎｅ牞１９５１牗Ｌｏｎｄｏｎ牶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ｏｎｙｏｆＮｏｒｔｈ
Ｂｏｒｎｅｏ牞１９５３牘牞４２．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ＷａｌｔｅｒＪｏｎｅｓ牞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ｓｕ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ｅｌｄｏｎ４ｔｈＪｕｎｅ牞１９５１牞５１．
根据各个社群与区域的习俗法牗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ｒｕｌｅｓ或马来文 ａｄａｔ牘用於解

E

原住民私领域

纠纷的法庭

在沙巴被称
!

ＫＤＭＲ群是 Ｋａｄａｚａｎ（卡达山 ）Ｄｕｓｕｎ（杜顺 ）Ｍｕｒｕｔ（姆律 ）和
Ｒｕｎｇｕｓ（龙骨斯）人的合称只有ＫＤＭＲ群眧的卡达央人在语言学上属於马来语群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Ｓｍｉｔｈ牞Ｔｈ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ｏｆＢｏｒｎｅｏ牶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牗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牞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牞２０１７牘牞４２９牞４４０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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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唐番?或?十一点?瑏瑢　

'

佳翰建议以重视先天和後天因素的?文化认同?牗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牘而

非单纯只看先天因素的?族群性?（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来形容沙巴原住民多重且流

动的身份认同瑏瑣　早期名制?非是影响沙巴原住民文化认同的主要因素

但自１９８０年代尤其是?习俗地?牗ＮａｔｉｖｅＴｉｔｌｅｌａｎｄ牘议题崛起之後名制逐

渐和三大社群的分类关联瑏瑤　习俗地自英殖民时期起就一直是原住民最关注

的议题该类型的土地仅能在原住民社群以低於市价的价格买卖或在原住

民家族
#

部继承１９７０年马来西亚政府推出新经济政策牗Ｎｅｗ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ｏｌｉｃｙ牘给予土著更多经济教育方面的优惠不少外州人士和非原住民得

以通过贿赂原住民法庭获取?洛阳纸贵?的原住民证书１９８２年时任州政

府以杜
>

?假原住民 ?牗ｆａｋｅＮａｔｉｖｅ牘
!

名冻结原住民法庭发出证书的权

力瑏瑥　

!B

少政府官员的刁难部份Ｓｉｎｏ只好向政府单位申请修改自身的名字

及族裔?华人姓氏用外祖父的名字替代瑏瑦　他们将族裔改
!

母亲那一

方的原住民族裔当地人称此
!

?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Ｂｕａｎｇ是马来文?
~

??

之意而Ｓｉａｎｇ则是客语?姓?的发音代表华人的姓氏本文田野期间获

取的信息显示Ｓｉｎｏ与其他原住民的差
;

在於Ｓｉｎｏ有华人姓氏其他原住

民
(

有华人姓氏或已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的现象日益普遍２１世纪初

的兵南邦县每盷约有１０人到相关机构宣誓
~

姓改名瑏瑧　

从事原住民文化研究的博士候选人Ｊａｃｉｎｔａ亦认同上述观点拥有华人血

统的她补充当无法从外表辨认你我时名制成
!

重要的依据相对於宗教

上的联名制与文化认同的关联更加紧密逐渐成
!

沙巴人在书面上的初

１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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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使用时钟作
!

意象把?十二点?形容成纯正的华人而?十一点?则代表Ｓｉｎｏ因
!

?一点原住民血统?而无法堂堂正正

'

佳翰〈核心与边缘———马来西亚沙巴原民性的形塑〉《历史人类学学刊》第１８
卷第２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页１０４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Ｒｅｇｉｓ牞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牞ｉｎＳａｂａｈ２５ｙｅａｒｓｌａｔｅｒ牞１９６３１９８８牞ｅｄｓ．Ｊ．Ｇ．Ｋｉｔｉｎｇａｎａｎｄ
Ｍ．Ｊ．Ｏｎｇｋｉｌｉ牗ＫｏｔａＫｉｎａｂａｌｕ牶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牗Ｓａｂａｈ牘牞１９８９牘牞４１３．
ＤａｙｕＳａｎｓａｌｕ牞ＫａｄａｚａｎｄｕｓｕｎＤｉＳａｂａｈ牶ＰｅｎｄｉｄｉｋａｎＤａｎＰｒｏｓｅｓＰｅｍｏｄｅｎａｎ１８８１１９６７牞ｉｎ
ＫａｄａｚａｎｄｕｓｕｎｉｎＳａｂａｈ牶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８８１１９６７牗ＫｕａｌａＬｕｍｐｕｒ牶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ｄａｎＰｕｓａｋａ牞２００８牘牞４０７．
ＤａｙｕＳａｎｓａｌｕ牞ＫａｄａｚａｎｄｕｓｕｎＤｉＳａｂａｈ牶ＰｅｎｄｉｄｉｋａｎＤａｎＰｒｏｓｅｓＰｅｍｏｄｅｎａｎ１８８１１９６７牞ｉｎ
ＫａｄａｚａｎｄｕｓｕｎｉｎＳａｂａｈ牶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８８１１９６７牞４１４．
访谈笔记

I

子坚（沙巴历史学者客家籍）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亚庇一间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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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分类即?有华人姓名的应被视
!

华人穆斯林的名字像马来人其他的

包括有西方名字的不符合以上两种的是卡达山人 （Ｋａｄａｚａｎ）瑏瑨　这种分类

事实上充满随意性那些陌生且不符合以上三类名字的人则被归入 ?其

他??瑏瑩　华人姓名被视
!

非本土的元素因此部份拥有华人血统的原住民通

过使用非华人名字加速本土化进程好比泰国和印尼对当地华人的官方操

作瑐瑠　

身
!

南岛语族北婆罗洲语群对名字的个人意义与联想自然和大部份

南岛语族类似Ｌｉｎｄｓｔｒｏｍ和 Ｋｕ注意到大部份南岛语族询问名字的方式

是———?你的名字是谁?瑐瑡　———而不是?你的名字是什
J

 ?名字是一

个社会角色牗ｐｅｒｓｏｎａｇｅ牘不是一个 ?事物 ?它辨认个体本身如何作
!

个体以及个体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南岛社会的名制与人系统以及系

统中的人有关瑐瑢　名制令我们对该地区的文化有更广泛地理解包括名

字身份和人观牗ｐｅｒｓｏｎｈｏｏｄ瑐瑣　牘之间的关命名和结构的再生
0

牗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牘以及如何改变命名的实践进而在不同
&

络中重新配置个

体和系统
#

的位置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其实包含许多面向本文集中在

名制对文化认同的讨论———这对经常以族裔作
!

思考方向的马来西亚社

会显得格外重要

顺应着?半唐番?的称呼针对?唐?和?番?的概念进行核心分析

尤其是Ｓｉｎｏ对?唐?与?番?的协商与
�

持如何在名制的形式体现Ｓｉｎｏ

的名制也会被放入受华人名制影响的卡达山人和塔达那牗Ｔａｔａｎａ牘人中做比

较之所以选用?唐?和?番?的概念也是
!

清楚界定这组概念所隐含的

华人本位因
!

对於原住民而言其本土性和外来性其实和华人的?唐?与

?番?相反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３３

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访谈笔记Ｊａｃｉｎｔａ（人类学博士生４０多岁）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４日亚庇一间图书馆这眧
?卡达山人?所指的包含所有北婆罗洲语群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Ｒｅｇｉｓ牞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牞４１３．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Ｒｅｇｉｓ牞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牞４２０牞４３１．
马来人和北婆罗洲语群都是如此的问法ＬａｍｏｎｔＬｉｎｄｓｔｒｏｍ牞ＫｕＫｕｎＨｕｉ牞Ｎａｍｅｓ
Ｒｅｄｕｘ牶Ｐｅｒｓｏｎ牞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牞Ｃｈａｎｇｅ牞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９牶１／２牗２０１６牘牞２．
ＬａｍｏｎｔＬｉｎｄｓｔｒｏｍ牞ＫｕＫｕｎＨｕｉ牞ＮａｍｅｓＲｅｄｕｘ牶Ｐｅｒｓｏｎ牞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牞Ｃｈａｎｇｅ牞２．
一个社会文化之中对於人的基本想像与假设人观指导着该社群各个成员的角色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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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野地点与方法论

本文的田野调查时间点是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地点
!

沙巴州的西海岸省瑐瑤　

牗ＷｅｓｔＣｏａｓ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牘和
#

陆省牗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ｄｉｖｉｓｉｏｎ牘该地理范围
#

有克里亚斯半

岛牗Ｋｌｉａｓ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牘和全马最高的山
&

———克洛克山
&

牗ＣｒｏｃｋｅｒＲａｎｇｅ牘（见

附图２）以克洛克山
&

而言以卡达山人
!

主的原住民居住在山
&

面海的狭

窄平原以杜顺人牗Ｄｕｓｕｎ牘和姆律人牗Ｍｕｒｕｔ牘
!

主的原住民居住在山
&

面向
#

陆的高原和山区卡达山人和杜顺人语言非常接近是北婆罗洲语群的主要

成员多
!

基督宗教徒卡达山人因居住地靠近城区与华人的通婚比例相

对高其名制与杜顺人有所差?

克里亚斯半岛被汶莱湾牗ＢｒｕｎｅｉＢａｙ牘和金马利湾牗ＫｉｍａｎｉｓＢａｙ牘包围主

要的原住民是塔达那人和比萨雅人牗Ｂｉｓａｙａ牘两者的语言也非常接近前者

多是非穆斯林後者则是穆斯林名制也有差?塔达那人多与华人通婚

受华人文化的影响极大甚至视农新年
!

最重要的节日过去塔达那人

属於卡达山人的亚族牗ｓｕｂｅｔｈｎｉｃ牘２０１４年成功独立
!

一个单独的族裔

牗ｅｔｈｎｉｃ牘受此影响ＳｉｎｏＫａｄａｚａｎ（华人和卡达山人混血裔）比ＳｉｎｏＴａｔａｎａ

（华人和塔达那人混血裔）更广
!

人知也使有关後者的研究少之又少

在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以外本文适时引入 ＳｉＬａｓａｋ等报导人的族谱

让报导人参与讨论 （见附表１）笔者从报导人的观点与评语进一步探寻

华人姓氏作
!

Ｓｉｎｏ与其他原住民的族群边界牗ｅｔｈｎ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ｙ牘的原因Ｓｉ

Ｌａｓａｋ族谱是以１８世纪中叶踏入克里亚斯半岛的华人ＳｉＬａｓａｋ与当地塔达那

妇女通婚的故事作
!

开始另外历史学家
I

子坚分析的《
I

龙族谱》（始

於１９世纪中叶与卡达山妇女通婚）也是本研究的参照组瑐瑥　

经过对田野材料的整理笔者从当地社群所定义的?唐?（华人性）阶

序爬梳六种名制形式Ｖ６ＡＶ６ＣＶ６ＢＶ１ＢＶ５Ｂ和 ＩＩ１Ｂ （见附表

２）
!

凸显姓名本身 ?番 ?的程度Ｓｉｎｏ可选择增加受洗名或?华人

名或增加亲名／原住民姓氏或增加在地名字 （ｎａｍａｋａｍｐｕｎｇ乡村社群

所给予的名字）或不取中文名字由此可见Ｓｉｎｏ取名过程本身是一种协

１３４
+

佳翰

瑐瑤
瑐瑥

沙巴原本有五个省省的行政架构已经在１９７６年正式废除但民间仍保留此用法
ＤａｎｎｙＷｏｎｇＴｚｅＫｅｎ牞Ａ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ＥａｓｔＭａｌａｙｓｉａ牶ＴｈｅＳｉｎｏＫａｄａｚａｎｓｏｆＳａｂａｈ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牞１０７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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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方式的展现相较於簔簔娘惹瑐瑦　 （ＢａｂａＮｙｏｎｙａ）与一般华人无?的姓

名Ｓｉｎｏ的姓名无疑更凸显其?番?之特性

三卡达山人塔达那人和 Ｓｉｎｏ的名制

（一）卡达山人的名制

据记载卡达山人与华人的通婚历史应该始於１８世纪中叶１７６０至１７９０

年代
!

应对全球市场汶莱王朝引进上千名华农前来种植胡椒瑐瑧　这些华

农跟随汶莱地主来到沙巴西海岸开垦胡椒园英国探险家 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曾记
)

沙巴西海岸的斗亚兰（Ｔｕａｒａｎ）河口有着５０名来自汶莱的华人与杜顺人瑐瑨　杂

居１７７６年另一位探险家 ＴｈｏｍａｓＦｏｒｒｅｓｔ也观察到必打丹牗Ｐｕｔａｔａｎ牘河口有

许多华人开垦的胡椒园瑐瑩　

《
I

龙族谱》的主角
I

阿龙牗ＷｏｎｇＡｈＬｏｏｎｇ牞牽１８９５牘在１８６０年代左右从

中国广东省抵达沙巴时华人与卡达山人通婚已不再特殊１８４６年英国人

从汶莱苏丹手中夺取汶莱湾上的纳闽岛牗Ｌａｂｕａｎ牘作
!

英属新加坡和英属香港

之间的中继站十年後纳闽蜕变成沙巴东部的苏
?

王朝牗ＳｕｌｕＳｕｌｔａｎａｔｅ牘瑑瑠　

和新加坡之间的转口商港瑑瑡　不少苏
?

人划着小船从沙巴东海岸出发沿河

口走走停停来到西海岸的纳闽这些小商船顺道在河口与
#

陆的原住民交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３５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又称土生华人或海峡华人指的是中国移民和海峡殖民地的原住民女人所生出来的後

裔

ＳｐｅｎｓｅｒＳｔ．Ｊｏｈｎ牞Ｌｉｆ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ａｒＥａｓｔ牞ＶｏｌＩＩ牗Ｌｏｎｄｏｎ牶Ｓｍｉｔｈ牞Ｅｌｄｅｒ＆Ｃｏ．牞
１８６２牘牞３１０牷ＡｎｔｈｏｎｙＲｅｉｄ牞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牶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牗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牶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牞２０１５牘牞１９４．
杜顺人是汶莱人的他称这群杜顺人极有可能自称卡达山人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牞Ａ
Ｐｌａｎｆｏｒ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ｏｆＴｈｉｓＫｉｎｇｄｏｍ牞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牗Ｌｏｎｄｏｎ牶
Ｓｔｒａｎｄ牞１７６９牘牞３．
ＴｈｏｍａｓＦｏｒｒｅｓｔ牞ＡＶｏｙａｇｅｔｏＮｅｗＧｕｉｎｅａ牞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ｌｕｃｃａｓ牞ｆｒｏｍＢａｌａｍｂａｎｇａｎ牶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Ｍａｇｉｎｄａｎｏ牞Ｓｏｏｌｏｏ牞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Ｉｓｌａｎｄ牗Ｄｕｂｌｉｎ牶Ｐｒｉｃｅ牞Ｗ．ａｎｄＨ．Ｗｈｉｔｅｓｔｏｎｅ牞
１７７９牘牞４０１．
苏

?

王朝是１５世纪初至２０世纪初出现於今菲律宾南部和马来西亚东部的伊斯兰政权主
要势力范围

!

苏
?

海流域

ＪａｍｅｓＦｒａｎｃｉｓＷａｒｒｅｎ牞ＴｈｅＳｕｌｕＺｏｎｅ１７６８１８９８牶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ｒａｄｅ牞Ｓｌａｖｅｒｙ牞
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ｔａｔｅ牗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牶ＮＵＳ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８１牘牞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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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逐渐於１８６０年或１８７０年代发展出定期的传统市集———斗磨瑑瑢　牗Ｔａｍｕ牘瑑瑣　
不少华人因此移入纳闽再来到沙巴西海岸活动瑑瑤　

虽然不确定
I

阿龙是否经由纳闽来到沙巴西海岸但他极有可能与斗磨

等商业活动有关他先後在吧巴河牗Ｐａｐａｒ牘上游必打丹河上游迎娶卡达山妻
子Ｓｉａｐａ和 Ｍｕａｔａ他与大妻子 Ｓｉａｐａ生有儿子 ＷｏｎｇＰｕｎｇｕｎ（後来改称
ＡｎｔｏｎｉｕｓＰｕｎｇｕｎ牞１８６７１９３１）女儿 ＬｉｎＯｉ与 Ｍｕａｔａ生有三位女儿
ＵｍｂｉｋａｎＭｕｓａｙａｍ和Ｔｏｍｂｉｉ瑑瑥　 （见附图３）

I

子坚通过 ＷｏｎｇＰｕｎｇｕｎ的
次子ＬｏｔｈａｒＭａｎｊａｊｉ牗１８９８１９４５牘的案例指出改信 （天主教 ）是一时改姓
（放?华人姓氏 ）则是一世的漫长过程 （１９１０至１９４０年代 ）瑑瑦　Ｌｏｔｈａｒ
Ｍａｎｊａｊｉ出生时沙巴已经

N

离汶莱王朝和苏
?

王朝的势力由英属北婆罗洲

特许公司（简称?特许公司?）瑑瑧　间接治理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特许公司
的默许下传入原住民社群改变了 ＷｏｎｇＰｕｎｇｕｎ一家的信仰ＷｏｎｇＰｕｎｇｕｎ
的次子原名ＷｏｎｇＫａｈＫｅｅ（汉语拼音ＨｕｎｇＪīａＱí）後来逐渐随卡达山发
音变成Ｍａｎｊａｊｉ瑑瑨　的在地名字受洗後改名 ＬｏｔｈａｒＷｏｎｇ再经历 Ｌｏｔｈａｒ
ＷｏｎｇＭａｎｊａｊｉＬｏｔｈａｒＷ．Ｍａｎｊａｊｉ而定型成 ＬｏｔｈａｒＭａｎｊａｊｉＬｏｔｈａｒ的兄弟
与之类似分

;

创造ＬｉｇｕｎｊａｎｇＴｏｉｓｉｍ和Ｌｅｉｋｉｎｇ的卡达山姓氏
ＬｏｔｈａｒＭａｎｊａｊｉ出生之时

I

阿龙已经去世ＷｏｎｇＫａｈＫｅｅ的华人姓名
应该由Ｐｕｎｇｕｎ所取而Ｐｕｎｇｕｎ也极有可能拥有自己的华人姓名但可能因

!

不常使用而被後代遗忘审视 Ｍａｎｊａｊｉ从华人姓名变成卡达山人姓氏的过
程足以推测Ｐｕｎｇｕｎ或Ｂｕｎｇｏｎ或Ｐｕｎｇｏｎ是源自华人名字的在地音译名

１３６
+

佳翰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如此的定期市集在苏
?

海地区和棉兰老岛被称作 ｔｉａｎｇｕｉｔｉａｎｇｕｉ制度是当地习俗和西
班牙殖民势力影响的结合?斗磨?（客语发音）是沙巴的称呼方式如今已演变成沙

巴每一个城镇每盷一次的经济活动摊贩会随着聚会日期?走於各县市的斗磨

ＲａｎｊｉｔＳｉｎｇｈＤａｒｓｈａｎＳｉｎｇｈ牞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Ｓａｂａｈ１８６５１９４１牶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牗ＫｏｔａＫｉｎａｂａｌｕ牶ＳａｂａｈＣｈｉｅｆ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Ｏｆｆｉｃｅ牞２０００牘牞７５．
ＤａｎｎｙＷｏｎｇＴｚｅＫｅｎ牞Ａ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ＥａｓｔＭａｌａｙｓｉａ牶ＴｈｅＳｉｎｏＫａｄａｚａｎｓｏｆＳａｂａｈ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牞１１４．
ＪａｎｅＭａｎｊａｊｉ牞ＢｌａｓｉｕｓＢｉｎｊｕａ牞ＷｏｎｇＬｏｏｎｇＩｍｍｅｒ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ＫａｄａｚａｎＰｅｏｐｌｅ牞ｉｎＫＳＳ
ＨｏｎｔｏｇＫａａｍａｔａｎ２０１７．ｅｄ．Ｂ．Ｂｉｎｊｕａ牗ＫｏｔａＫｉｎａｂａｌｕ牶Ｋａｄａｚ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ａｂａｈ牞２０１７牘牞５４．
ＤａｎｎｙＷｏｎｇＴｚｅＫｅｎ牞Ａ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ＥａｓｔＭａｌａｙｓｉａ牶ＴｈｅＳｉｎｏＫａｄａｚａｎｓｏｆＳａｂａｈ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牞１１７１１９．
ＢｒｉｔｉｓｈＮｏｒｔｈＢｏｒｎｅｏ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ｙ是受到英国外交和军事保护的商业公司类似英
国东印度公司的运作模式於１８８１年至１９４１年间治理北婆罗洲
卡达山杜顺语

(

有Ｗ和Ｑ的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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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瑑瑩　同理Ｍａｎｊａｊｉ的兄弟如ＬｉｇｕｎｊａｎｇＴｏｉｓｉｍ和Ｌｅｉｋｉｎｇ亦有可能是

华人名字的在地化发音参考 Ｓｉａｐａ和 Ｍｕａｔａ的名制卡达山人在１９世纪仍

以单源个人名制式（Ｉ１）居多人的取名与双亲名字或与家族无关卡达山

人塔达那人在
#

的沙巴
#

陆原住民瑒瑠　落实平等主义牗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牘和?系

继嗣牗ｃｏｇｎａｔｉｃｄｅｓｃｅｎｔ牘缺乏明显的社会阶级瑒瑡　
I

阿龙的案例在名制上呈

现父系继嗣展现出华人如何影响卡达山人?系继嗣的传统
I

阿龙把华人

重视的父系宗族概念通过姓氏的形式展现在其唯一儿子的身上相反他

的四位女儿
(

有继承
I

姓仍保留Ｉ１的名制究其原因很可能与华人重男

轻女认
!

只有男性可以继承姓氏的观念有关

ＷｏｎｇＰｕｎｇｕｎ和卡达山人 Ｓｉａｈａｍ结婚後带着父亲 ?传宗接代 ?的期

许也让儿子们继承?
I

?的姓氏但 Ｐｕｎｇｕｎ的儿子 ＭａｎｊａｊｉＬｉｇｕｎｊａｎｇ

Ｔｏｉｓｉｍ Ｌｅｉｋｉｎｇ自小生长在卡达山人居多的社群皆有与卡达山人一样的Ｉ１

名制１９世纪末天主教开始传入 Ｐｕｎｇｕｎ一家居住的兵南邦牗Ｐｅｎａｍｐａｎｇ牘

区受此影响Ｍａｎｊａｊｉ取了新的受洗名原有的在地化名字多放置其後华

人姓氏在新名制中找不到位置经几番更动後最终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新天主教

徒则参考英国人的命名方式将在地化名字比作Ｆａｍｉｌｙｎａｍｅ取代华人姓氏

?永续性的姓名制类?的地位在一般情癋下根据父系原则传下去瑒瑢　最终

在１９２０年代左右卡达山人的名制定型
!

?永续性的姓名制类—个人姓名制

式—姓後列型?牗Ｖ６Ｂ牘

ＷｏｎｇＰｕｎｇｕｎ於去世前一年改信天主教改名
!

ＡｎｔｏｎｉｕｓＰｕｎｇｕｎ可视

!I

阿龙後代彻底放??唐?而拥抱 ?番 ?的表象瑒瑣　?且其後代在官方

文件眧皆改认原住民瑒瑤　Ｐｕｎｇｕｎ一家
(

有坚持?唐?的认同与当时的社会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３７

瑑瑩

瑒瑠
瑒瑡

瑒瑢

瑒瑣

瑒瑤

ＤａｎｎｙＷｏｎｇＴｚｅＫｅｎ牞Ａ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ＥａｓｔＭａｌａｙｓｉａ牶ＴｈｅＳｉｎｏＫａｄａｚａｎｓｏｆＳａｂａｈ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牞１１８．
?不包括巴

�

人（Ｂａｊａｕ）伊拉农人（Ｉｒａｎｕｎ）汶莱人牗Ｂｒｕｎａｉ牘等海洋民族
ＦａｕｓｔｏＢａｒｌｏｃｃｏ牞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牶Ｌｏｃａｌｉｓｍ牞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ＫａｄａｚａｎｏｆＳａｂａｈ牗ＥａｓｔＭａｌａｙｓｉａ牘牗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牶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牞２０１４牘牞３５．
除非遇到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的案例孩子会选择继承外祖父的卡达山姓氏而不是祖父的华
人姓氏ＤａｎｎｙＷｏｎｇＴｚｅＫｅｎ牞Ａ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ＥａｓｔＭａｌａｙｓｉａ牶ＴｈｅＳｉｎｏＫａｄａｚａｎｓ
ｏｆＳａｂａｈ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牞１１９．
近年也有卡达山人在己名和姓氏之间加入父亲的名字呈?己名＋亲名＋姓氏?属於
?永续性的姓名制类－亲子联名姓名制式－姓後联型?牗Ｖ１Ｂ牘
当时还未有卡达山人的官方划分因此写的是 ?杜顺 ?牗Ｄｕｓｕｎ牘而不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ｕｓｕｎ?．ＤａｎｎｙＷｏｎｇＴｚｅＫｅｎ牞Ａ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ＥａｓｔＭａｌａｙｓｉａ牶ＴｈｅＳｉｎｏＫａｄａｚａｎｓｏｆ
Ｓａｂａｈ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牞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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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有莫大关一方面生活在原住民社群英国殖民者的文化?优势

另一方面当时华人与原住民存在经济利益突双方关?不融洽有文

化优越感的华人看不起?半唐番?瑒瑥　虽然重新拥抱 ?番 ?但卡达山的名

制历经华人和天主教文化的洗礼早期现代化的卡达山菁英牗Ｋａｄａｚ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ｉａ牘瑒瑦　的名制?未回归 Ｉ１形式反而在吸收华人英人姓氏永续性

的宗族观念後自创宗族姓氏（卡达山姓氏）大部份卡达山菁英曾拥有华

人姓氏是
$

所皆知的秘密坚持
!

子女保留华人姓氏的 Ｓｉｎｏ报导人阿福

（化名）对此语带不屑地评论 ?ＢｅｒｎａｒｄＤｏｍｐｏｋ姓李ＨｅｒｍａｎＬｕｐｉｎｇ也

有姓ＭａｒｃｅｌＬｅｉｋｉｎｇ姓黄瑒瑧　他们?自己的姓是自己的选择如今不认自

己
!

Ｓｉｎｏ而是杜顺人或卡达山人?瑒瑨　

当代仍有极少数卡达山人保留华人姓名的案例曾在英国修读人类学的

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Ｙａｐ（化名）将其称之
!

?姓名歧视 ?Ｃｅｌｅｓｔｉａ来自兵南邦县祖

父姓叶祖母是卡达山人从小被父母以卡达山人的方式带着长大牗ｂｒｏｕｇｈｔ

ｍｅｕｐａｓａＫａｄａｚａｎ牘?卡达山性?（她的用词Ｋａｄａｚａｎｎｅｓｓ）比较
"

有

趣的是受殖民时期崇洋思维的影响Ｃｅｌｅｓｔｉａ双亲平日与她只用英语交流

其不会
*

卡达山语但再三
"

调自己听懂卡达山语的能力瑒瑩　而华人姓氏的

特徵使Ｃｅｌｅｓｔｉａ常被人误会
!

华人她回顾１９６０年代在兵南邦县的小学生

活每当老师统计班级人数提到华人时她?不主动站起来待提到卡达山

人时她会站起来示意然而老师
6

命令她坐下表示她不应是卡达山人

随後老师逼迫她在Ｓｉｎｏ的选项时站起来但她
6

不愿站起来此後类似的

?姓名歧视?经历仍然持续最近在沙巴大学求职的过程中她也饱受姓氏

带来的突由於履历表?不能表明她的原住民身份在一系列马来化

牗Ｍａｌａｙ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牘瑓瑠　和伊斯兰化的政策下她也经历着 Ｓｉｎｏ一样的委屈最终

１３８
+

佳翰

瑒瑥

瑒瑦

瑒瑧

瑒瑨
瑒瑩
瑓瑠

ＤａｎｎｙＷｏｎｇＴｚｅＫｅｎ牞Ａ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ＥａｓｔＭａｌａｙｓｉａ牶ＴｈｅＳｉｎｏＫａｄａｚａｎｓｏｆＳａｂａｈ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牞１１６．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Ｒｏｆｆ牞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ＤｅｍｉｓｅｏｆＫａｄａｚ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牞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０牶２牗１９６９牘牶３３２．
以上都是政治人物的名字ＢｅｒｎａｒｄＤｏｍｐｏｋ是第十一任沙巴首席部长ＨｅｒｍａｎＬｕｐｉｎｇ
是著名的卡达山人长老学者和政治人物ＭａｒｃｅｌＬｅｉｋｉｎｇ是

I

阿龙的曾孙是１９７０年
代的州议员其儿子Ｄａｒｒｅｌ曾是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部长（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访谈笔记阿福（Ｓｉｎｏ６０多岁）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５日前往必达士路途的车

q#



访谈笔记Ｃｅｌｅｓｔｉａ（卡达山人近６０岁）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８日兵南邦县一间饭店
让东马和西马的穆斯林原住民接受马来人的文化承认马来语

!

母语自认 ?马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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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

遴选委员恰好是她的朋友才得以被
)

取毫无疑问此类日常生活的

突时常令她感到无奈但也藉此凸显出华人姓氏作
!

关键性文化特徵的社

会现象

所谓的姓名歧视不止是来自於原住民也来自於华人尤其是对Ｓｉｎｏ不

甚了解的非沙巴华人一般马来西亚华人认
!

华人必定有华人姓氏当西

马华人遇到拥有华人姓氏的Ｓｉｎｏ时也会
0

生不解甚至反感报导人阿国

有一位Ｓｉｎｏ的亲戚在西马求学拥有华人姓氏的他常与华人群体共处有一

次校方要求学生根据土著和非土著列队他的华人朋友发现其土著身份後开

始远离由此可见不同的名制逐渐和不同的民族特徵??形成一道?清

楚划分不可跨越?的界瞃

（二）塔达那人的名制

塔达那人的文化虽然受到华人很大的影响瑓瑡　但仍能在２０１４年成功独立

!

一个单独的族裔关键在於塔达那人早在２０世纪初起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最终?

用?联名制类－亲子联名制式－亲名後联制?（ＩＩ１Ｂ）

塔达那人的命名形式受到三波影响汶莱穆斯林瑓瑢　华人和近期的天主

教这与其在不同时期频密接触的文化有关作
!

塔达那人名制演变的案

例ＳｉＬａｓａｋ的族谱将印证早期华人姓名的本地化与多样性以及它如何最

终演变成当今的形式需要
*

明的是该族谱是作者参照学者记
)

瑓瑣　加上

Ｍａｋａｎｇ後代ＧｕａｎｂｅｅＥｎｇｋｕａｎ（化名）记忆所建构（见附图４）瑓瑤　

ＳｉＬａｓａｋ来自中国於１８世纪中叶汶莱招募华农种植胡椒时抵达克里亚

斯半岛当地原住民觉得其中文姓名难记给了他一个在地绰号———Ｓｉ

Ｌａｓａｋ马来文的Ｌａｓａｋ是刻苦耐劳ＳｉＬａｓａｋ指的是 ?刻苦耐劳的伙 ?

当时的克里亚斯半岛由汶莱苏丹的代理人统治这些代理人有的是当地人

有的是汶莱贵族负责在河口抽
@

治安裁
E

等事务ＳｉＬａｓａｋ与其随从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３９

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ＫａｌｓｉａＭａｔｒｉｎ牞ＰｅｎｇａｒｕｈＢｕｄａｙａＣｉｎａｄａｌａｍ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ｔｎｉｋＴａｔａｎａｄｉＳａｂａｈ牞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ａｔａｎａＥｔｈｎｉｃ牗Ｍ．Ａ．ｔｈｅｓｉｓ．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ａｂａｈ牞
２０１５牘牞ｖ．
Ｄ．Ｄ．Ｄａｌｙ牞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ｅｎｔ．Ｂｕｎｄｕ牞ｉ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ＮｏｒｔｈＢｏｒｎｅｏＨｅｒａｌｄａｎｄＯｆｆｉｃａｌＧａｚｅｔｔｅ牞１ｓｔ
Ｊｕｎｅ１８８６．
Ｄ．Ｄ．Ｄａｌｙ牞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ｅｎｔ．Ｂｕｎｄｕ牞Ｓｈｉｍ牞Ｐ．Ｓ．牞Ｉｎｌ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ｏｆＳａｂａｈ牶Ｂｅｆｏｒｅ牞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ＮｕｎｕｋＲａｇａｎｇ牗ＫｏｔａＫｉｎａｂａｌｕ牶Ｂｏｒｎｅ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牞２００７牘牞３５３６．
访谈笔记ＧｕａｎｂｅｅＥｎｇｋｕａｎ（天主教徒塔达那人６０多岁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４日
Ｇｕａｎｂｅ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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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刻苦耐劳在当地开了一片胡椒园随後和当地一名杜顺瑓瑥　酋长的女儿

结婚与中国开展贸易?接棒成
!

酋长被汶莱苏丹
R

封ＯｒａｎｇＫａｙａ（直

译?富有的人 ?是汶莱王朝封衔称号之一 ）其子孙後来也受封 Ｏｒａｎｇ

Ｋａｙａ或ＯｒａｎｇＳｙａｈｂａｎｄａｒ牗Ｓｙａｈｂａｎｄａｒ是汶莱的官职和封衔称号负责管理

港口即 Ｂａｎｄａｒ的事务 ）他们发展出两个闽南或闽东瑓瑦　音节的名如

ＡｈｋｏｏｎＴｅｇｕａｎＭａｋａｎｇ和Ｋｉｍｓｏｙ这种称呼的
&

络非常接近上一节

所提的Ｉ１名制与华人名的本土化发音但?未发展出?联名制额—亲子联名

制—亲名後联型?牗ＩＩ１Ｂ牘

Ｍａｋａｎｇ的坟墓是典型的中国坟墓碑文写道?福建妣显考讳○○江

傅府君之墓光绪丙子年孟夏吉旦立?Ｇｕａｎｂｅｅ宣称Ｍａｋａｎｇ的中文全名是

ＰｏｈＭａｋａｎｇ（傅○江）因会写汉字而受到汶莱苏丹重用瑓瑧　由此可见从

ＳｉＬａｓａｋ到Ｍａｋａｎｇ虽然都和塔达那妇女通婚但这些华裔後代仍保留中文

姓名另外根据碑文阴刻的笔划推测无法辨认的字体有可能是?三簔?

两字Ｍａｋａｎｇ的中文姓名可能是 ?傅簔江 ?南洋华人称 ?簔 ?
!

?ｂā?原住民可能在转译过程把?ｂā?转化成?ｍā?早期新加坡簔簔娘

惹男性的名字常有?簔?一词而?三簔?也是常见名字代表家中第三位

儿子瑓瑨　虽然 Ｍａｋａｎｇ出生之时新加坡未受英国殖民但 ?簔 ?的用法可能

可以追溯至槟城马六甲等地Ａｈｋｏｏｎ很可能因此把 ?簔 ?纳入儿子的姓

名碑文的?三簔?应指Ｍａｋａｎｇ是家中第三位儿子

１８世纪末清王朝式微汶莱暂停引进华农的政策华人的影响在塔达

那社群转弱受汶莱文化的影响?三代成簔?的 ＳｉＬａｓａｋ家族开始改用马

来化的名字Ｒｉｎｊｅｗａｒ的发音显然无关傅姓或闽音Ｒｉｎｊｅｗａｒ的女儿 Ｅｂｕｎ

ｂｉｎｔｉＲｉｎｊｅｗａｒ?用穆斯林的亲子联名制牗ＩＩ１Ｂ牘据 Ｇｕａｎｂｅｅ回忆Ｒｉｎｊｅｗａｒ

已不谙中文
6

曾在砂拉越布洛克王朝（１８４２１９４６）习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拥有大片稻田椰子园和西米棕榈园瑓瑩　英人在１８８５年从汶莱王朝手中取得

１４０
+

佳翰

瑓瑥
瑓瑦
瑓瑧

瑓瑨

瑓瑩

杜顺是汶莱人的他称极有可能指的是今天的塔达那人

塔达那人称祖父母
!

ＩＫｏｎｇ和ＩＭａ和闽东语的?依公?和?依
�

?非常接近

访谈笔记ＧｕａｎｂｅｅＥｎｇｋｕａｎ（天主教徒塔达那人６０多岁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４日
Ｇｕａｎｂｅｅ家

#



ＬｅｅＣｈｅｒＬｅｎｇ牞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ｓ牶 Ｒａｃｅ牞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牞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牞Ｌｏｄｚ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７牶１牗２０１１牘牶１１４．
Ｄ．Ｄ．Ｄａｌｙ牞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ｅｎｔ．Ｂｕｎｄｕ．

Ｃ
Ｍ
Ｙ
Ｋ



克里亚斯半岛後委任Ｒｉｎｊｅｗａｒ
!

当地县酋长负责习俗和原住民法庭瑔瑠　

１９世纪中叶英人夺取克里亚斯半岛对面的纳闽岛不少华工和华商来

到沙巴循着类似的路径ＳｏｏｎＴｅｃｋＫｅｅ亦或是出於 Ｒｉｎｊｅｗａｒ的财富娶

ＥｂｕｎｂｉｎｔｉＲｉｎｊｅｗａｒ
!

妻起初可能是ＳｏｏｎＴｅｃｋＫｅｅ
"

烈的华人文化他

和Ｅｂｕｎ的子孙名字又恢复
!

典型华人的姓名 ?永续性的姓名制类 －个人

姓名制式－姓前列型?牗Ｖ６Ａ牘直到２０世纪中叶在马来西亚建国後的伊斯

兰化及马来化政策影响下ＳｏｏｎＫｉｍＫｕａｎ才愿意让儿子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选择

使用ＩＩ１Ｂ的名制改称ＧｕａｎｂｅｅｂｉｎＥｎｇｋｕａｎＩＩ１Ｂ的名制虽刻意隐藏华人姓

氏
6

在己名与亲名保留与华人名类似的发音如 Ｅｎｇｋｕａｎ这本土化的亲名

其实源自ＫｉｍＫｕａｎ可见取名者仍想保留部份的华人身份

华人姓名本土化之後的形式多样发展至今由共四个闽南音节所组成

的己名和亲名是塔达那社群不断协商後的共识自１９８０年代开始大批塔达

那人由华人宗教和祖灵信仰改信天主教新一代的塔达那人又改用受洗名来

取代两个闽南音节的己名以此类推这一代的塔达那人若是沿用类似的模

式下一代很可能会呈现由两个受洗名所组成的亲子联名制当然还需要

更多的时间印证这种推论

沙巴卡达山裔学者ＤａｙｕＳａｎｓａｌｕ认
!

原住民 （卡达山人
!

主 ）华人和

Ｓｉｎｏ互相通婚後其孩子的族裔多是追随父系原则瑔瑡　同时他把华人姓氏

的去留与保留父系或母系原则??沙巴Ｓｉｎｏ裔学者Ｆｏｏ把传承华人姓氏及

对祖先尊重视作华人重要文化特徵继承华人姓氏成
!

华人社会重男轻女

的表现瑔瑢　因此他将继承华人姓氏?以此
!

豪的Ｓｉｎｏ视
!

偏向华人认同

的群体将以上论述和塔达那人及卡达山人的名制变化相比较可见摒?父

系原则?非是 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的主因大部份卡达山人根据祖先的名字自创本

土的父系姓氏和华人姓氏一样是永续性的姓名制类另一方面塔达那人

的名字和华人发音有关只是
(

有华人姓氏这两者的命名形式能被接受

其结点不在於华语翻译父系原则或姓氏的永续性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４１

瑔瑠
瑔瑡

瑔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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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姓氏无法被其他原住民接受的原因在於它的外来性沙巴原住民的

文化认同与居住地密切相关沙巴大学民族学教授ＰｕｇｈＫｉｔｉｎｇａｎ认
!

沙巴

原住民过去习惯以居住地作
!

我族辨认的基础同时习惯以不同的族名来区

分居住地的人群瑔瑣　马来西亚北方大学教授ＲａｎｊｉｔＳｉｎｇｈ在此基础之上提议使

用马来文ｓｕｋｕ来指涉共享同个认同的群体他认
!

每个 ｓｕｋｕ都宣称拥有

同个祖源地的居住区域习俗和宗教信仰成
!

黏着彼此成员的力量瑔瑤　再

者相较於西马和砂拉越沙巴的原民性牗ｉｎｄｉｇｅｎｅｉｔｙ／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ｎｅｓｓ牘尤其

是 Ｎａｔｉｖｅ这 一 概 念 和 生 物 性 的 种 族 牗ｒａｃｅ牘相 比  更 加 接 近 国 籍

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牘瑔瑥　延伸来
*

同个国籍的人其实共享着同一片边界清楚的居住

地———国土而不会是生物性的血统或母语等特质完整诠释沙巴原住民定

义的《１９５２年原住民诠释法 》牗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ｖｅ?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

１９５２牘在１９５８年修改时延伸了生物性的种族观念
"

调原住民与?北婆罗洲

的连结?牗ＮｏｒｔｈＢｏｒｎｅｏｌｉｎｋｓ牘体现原民性与居住地的连结瑔瑦　

名制作
!

辨认沙巴原住民认同的重要族群边界它与居住地的关又

折射出原住民对华人姓氏的态度塔达那人的名字只能追溯至其父亲无法

再往前追溯而卡达山人自创的姓氏至多只能追溯到在沙巴出生的第一

代与中国无关以 Ｍａｎｊａｊｉ的卡达山後代
!

例他们的姓名只能追溯至

ＬｏｔｈａｒＭａｎｊａｊｉ（在沙巴土生土长的祖先）若他们还保留Ｗｏｎｇ的姓氏则

可以追溯至
I

阿龙在中国的亲属及後代可见?华人姓氏的主张未必隐

含放?父系原则而是更
"

调与居住地沙巴的连结放?与沙巴之外 （中

国）的联

（三）Ｓｉｎｏ的名制

在当今国家重视土著的
&

络下Ｓｉｎｏ根据?唐?的高低在名制系统与

其他族裔进行协商重新配置自己或下一代的位置企图保持 ?唐 ?与

１４２
+

佳翰

瑔瑣

瑔瑤

瑔瑥
瑔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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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的双重性如持Ｓｉｎｏ认同的报导人阿明和他的堂外甥阿聪坚持自己的

华人姓氏维持自己的双重性阿明曾
*

有
(

有华人姓氏对他来
*

都是一

样但
(

有必要
!

了更多的?好处?而?华人姓氏阿聪的父亲因
!

１９８０

年代州政府的伊斯兰化政策
(

在身份证上给阿聪写上正式的华人姓氏呈

?ＴｅｃＣｈｕｎｇ＠ ＴｏｍｍｙＤｉｃｋｓｏｎ?但阿聪
6

坚持在其他银行或驾驶执照证

件上放上自己的姓氏不过笔者未在田野地点看到 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後又正式

向盰
R

局要求恢复华人姓氏的案例

除了保留华人姓氏Ｓｉｎｏ
#

部的拼音命名形式尚未统一呈现多元状

态本文依据沙巴原住民对华人性（或外来性）的想像整合出华人性的高

低排列需要
*

明的是如此排列在华人与卡达山人及华人与塔达那人之

间不同本文仅聚焦於华人与塔达那人的协商整合出具有６种形式的名

制Ｖ６ＡＶ６ＣＶ６ＢＶ１ＢＶ５Ｂ和ＩＩ１Ｂ其中Ｖ６Ａ的华人性最高由高

到低ＩＩ１Ｂ无华人性

１永续性的姓名制类－个人姓名制式－姓前列型（Ｖ６Ａ）华人姓氏＋

华人名华人性最高

２永续性的姓名制类－个人姓名制式－姓中列型（Ｖ６Ｃ）受洗名 ＋华

人姓氏＋华人名

３永续性的姓名制类－个人姓名制式－姓後列型（Ｖ６Ｂ）己名 （受洗

名）＋华人姓氏

４永续性的姓名制类－亲子联名姓名制－姓後联型（Ｖ１Ｂ）己名 （受

洗名）＋父／母亲名＋华人姓氏

５永续性的姓名制类－双系姓名制－父姓後列型（Ｖ５Ｂ）己名 （受洗

名）＋原住民姓氏＋华人姓氏

６联名制类－亲子联名制式－亲名後联型（ＩＩ１Ｂ）己名 ＋亲名 （多是

父亲名）无华人性

华人姓氏是永续性的故第一至第五形式 （Ｖ６ＡＶ６ＣＶ６ＢＶ１Ｂ

Ｖ５Ｂ）都属於?永续性的姓名制类 ?华人姓氏的位置也是分类的方法

Ｓｉｎｏ的命名形式常见於第二至第五形式

以阿聪
!

例Ｓｉｎｏ常见的形式 （见附表３）阿聪父母双方的族谱可以

追溯至１９世纪末抵达沙巴的两位中国移民Ｇａｎｔａｒｕｎ瑔瑧　和
I

高阳牗Ｗｏｎｇ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４３

瑔瑧 笔者透过阿聪父亲ＤｉｃｋｓｏｎＧｏｈＨｏｃｋＬｅｏｎｇ和伯伯ＪｏｓｅｐｈＡｎｊｉｎ追溯Ｇａｎｔａｒｕｎ的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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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ｎｇ牘瑔瑨　（见附图５）Ｇａｎｔａｒｕｎ的取名应和上一节所提的 Ｍａｎｊａｊｉ类似是

华人姓名在地化後的Ｉ１名制英国官员兼民族学学者ＧｅｏｒｇｅＣａｔｈｃａｒｔＷｏｏｌｌｅｙ

曾在１９１５年８月１５日的日?中简短提及Ｇａｎｔａｒｕｎ瑔瑩　Ｗｏｌｌｅｙ应是和其土地测量

官牗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ｏｒ牘Ｍｉｋａｉｌ一同与Ｇａｎｔａｒｕｎ会面处理土地纠纷或是土地测量等事

务瑖瑠　由此可见当时的Ｇａｎｔａｒｕｎ应是名地主及地方领袖
I

高阳和阿聪的

外祖父ＴａｙＳｉｎＴｉａｐ皆是商人在中国已有原配又分
;

迎娶当地权贵的大

女儿（Ｌａｔｉｎｉ和ＷｏｎｇＡｎｇｇｕｔ）以太太的名义购买?继承土地藉此拓展

商业与亲属
&

络瑖瑡　阿聪父母的Ｓｉｎｏ背景加上其父亲被另一个家庭领养的

家族史使阿聪的名制成
!

最合适的讨论案例

在六种名制形式当中第一种形式Ｖ６Ａ华人性最高只有华人姓名与

一般华人无?阿聪的 Ｖ６Ａ形式呈 ?华人姓氏 （Ｇｏｈ
'

）和华人名 （Ｔｅｃ

Ｃｈｕｎｇ德聪）?

若按照第二种Ｖ６Ｃ的命名阿聪的全名是ＴｏｍｍｙＧｏｈＴｅｃＣｈｕｎｇ可被

理解成三个元素受洗名牗Ｔｏｍｍｙ牘华人姓氏和华人名

若要改成第三种 Ｖ６Ｂ则必须?象徵部份华人性的华人名呈

?ＴｏｍｍｙＧｏｈ?

若要改成第四种Ｖ１Ｂ则必须把父亲名（或母亲名）纳入接近亲子联

名制ＩＩ１Ｂ阿聪的父亲名和母亲名分
;

是 ＤｉｃｋｓｏｎＧｏｈＨｏｃｋＬｅｏｎｇ（
'

福

良）和ＩｒｅｎｅＴａｙＳｅｗＥｎｇＶ１Ｂ呈?ＴｏｍｍｙＤｉｃｋｓｏｎＧｏｈ?或?ＴｏｍｍｙＩｒｅｎｅ

Ｇｏｈ?

第五种则需追溯阿聪的原住民祖籍按阿聪父亲 Ｄｉｃｋｓｏｎ被领养的状癋

又分成亲生家和领养家两种状癋Ｄｉｃｋｓｏｎ从小被
'

亚邦领养因此拥有

Ｇｏｈ（
'

）的姓氏
'

亚邦的父亲
'

秋财来自福建省同安县从父系原则出

发阿聪的亲生祖父的名字
!

ＰａｕｌｕｓＡｎｊｉｎＧａｕｍａｎｓａｒ是 ?受洗名 ＋华人

１４４
+

佳翰

瑔瑨

瑔瑩

瑖瑠
瑖瑡

笔者透过阿聪阿明和
I

高阳的後代出版的 《
I

高阳族谱 》追溯
I

高阳的族谱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Ｆｕｎｇ牞ＲａｙｍｏｎｄＬｉｍ牞ＭｅｌｉｓｓａＬｉｍ牞ＨｅｌｅｎＴｅｏ牞ＷｏｎｇＹｏｎｇ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Ｔｒｅｅ牗ＫｏｔａＫｉｎａｂａｌｕ牶ＴｈｅＷｏｎｇＹｏ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Ｍｅｍｂｅｒｓ牞２００４牘．
ＤａｎｎｙＷｏｎｇＴｚｅＫｅｎ牞ＴｈｅＤｉａｒｉｅｓｏｆＧｅｏｒｇｅＣ．ＷｏｏｌｌｅｙＶｏｌｕｍｅ３牶１９１３１９１９牗Ｋｏｔａ
Ｋｉｎａｂａｌｕ牶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ａｂａｈＭｕｓｅｕｍ牞２０１８牘牞１３７．
原文ＴｏＢｕｎｄｕ牞ｔｏｃｈｅｃｋｗｏｒｋ．ＳａｗＳａｇａｍ牞Ｇａｎｔａｒｕ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牞ａｎｄＭｉｋａｉｌ．
ＴｈｏｍａｓＦｕｎｇ牞ＲａｙｍｏｎｄＬｉｍ牞ＭｅｌｉｓｓａＬｉｍ牞ＨｅｌｅｎＴｅｏ牞ＷｏｎｇＹｏｎｇ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Ｔｒｅｅ牞２２．访谈笔记阿明（华人宗教徒 Ｓｉｎｏ６０多岁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６日
瓜拉班尤一间熟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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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父亲姓名?的形式Ｇａｕｍａｎｓａｒ是阿聪亲生曾祖父的名字瑖瑢　
!

华人姓

名本土化的Ｉ１名制Ａｎｊｉｎ应该是阿聪祖父的华人名（已经 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

Ｐａｕｌｕｓ则是Ｐａｕｌ的拉丁形式是天主教受洗名授名者通常会追溯家族的原

住民祖籍把原住民的己名或亲名当作受名者的原住民姓氏瑖瑣　因此

Ｐａｕｌｕｓ／Ａｎｊｉｎ／Ｇａｕｍａｎｓａｒ的三个名字段都有可能成
!

阿聪的原住民姓氏进

而呈现三种 ?双姓氏 ?的可能 ?ＴｏｍｍｙＰａｕｌｕｓＧｏｈ? ?ＴｏｍｍｙＡｎｊｉｎ

Ｇｏｈ?或?ＴｏｍｍｙＧａｕｍａｎｓａｒＧｏｈ?若从领养端找寻阿聪的原住民姓氏

则是其塔达那籍的外祖母 ＴｉａｍＬｉｍｂｉｎｔｉＢａｃｈｅ有两种双姓氏的可能

?ＴｏｍｍｙＴｉａｍｌｉｍＧｏｈ?或 ?ＴｏｍｍｙＢａｃｈｅＧｏｈ?结果是无论从亲生端抑

或领养端出发的Ｖ５Ｂ名制阿聪的华人姓氏均位於末尾

最後第六种形式ＩＩ１Ｂ无华人性阿聪的名制呈?ＴｏｍｍｙＤｉｃｋｓｏｎ?

意味着受名者不被认
!

拥有华人祖籍或血统

沙巴基督宗教徒
$

多华人父母
!

小孩取?受洗名?是普遍现象但法

定名字有受洗名的华人不一定信奉基督宗教更多的是父母出於令子女名字

?更容易被非华裔记得?的目的而取瑖瑤　在笔者就读的中学几乎所有华人

都拥有?受洗名?无论基督宗教徒与否由於大部份原住民都是基督宗教

徒拥有?受洗名??受洗名?因此可被视作?番?元素?受洗名 ＋华

人姓氏＋华人名?是沙巴华人或?华人性高?Ｓｉｎｏ常见的命名形式一般而

言很少引起社会讨论但对西马华人而言有时会因?保存华人文化?而引

起讨论瑖瑥　Ｖ６Ｃ和Ｖ６Ａ形式是沙巴华人与西马华人的差
;


6

难以凸显出

Ｓｉｎｏ和沙巴华人的不同

Ｖ６Ｂ形式是?华人名保留华人姓氏和受洗名这种命名形式备受

Ｓｉｎｏ权益组织———华嘉混血公会牗ＳａｂａｈＳｉｎｏＮａｔｉｖｅＫａｄａｚａｎｄｕｓｕｎＭｕｒｔ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４５

瑖瑢

瑖瑣

瑖瑤

瑖瑥

Ｇａｕｍａｎｓａｒ的後代不清楚Ｇａｎｔａｒｕｎ姓什
J

理应 Ｇａｕ和 Ｇａｎ应该是同音 （同个华人姓
氏）但作者聆听Ｐａｕｌｕｓ对Ｇａｕ的发音非常接近闽南语Ｇｏｈ（

'

）因此推测
'

亚

邦很有可能是知道Ｐａｕｌｕｓ和自己同姓
'

才领养Ｄｉｃｋｓｏｎ（
'

福良）

ＤａｙｕＳａｎｓａｌｕ牞ＫａｄａｚａｎｄｕｓｕｎＤｉＳａｂａｈ牶ＰｅｎｄｉｄｉｋａｎＤａｎＰｒｏｓｅｓＰｅｍｏｄｅｎａｎ１８８１１９６７牞ｉｎ
ＫａｄａｚａｎｄｕｓｕｎｉｎＳａｂａｈ牶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８８１１９６７牞４１４．
曾昭智〈〈华人取英文名的现象 〉读後感 〉 《星洲日报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９日
牗ｈｔｔｐ牶／／ｗｗｗ．ｓｉｎｃｈｅｗ．ｃｏｍ．ｍ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８８３４．ｈｔｍｌ牘
江立芙 〈喜欢用英文名的华人 〉 《东方日报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牗ｈｔｔｐ牶／／ｗｗｗ．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ｍｙ／ｓ／５９６３７＃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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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牘推崇瑖瑦　且是大部份公会筹委选择的名制如公会主席
'

清乐在

报章上常以?ＪｏｈｎｎｙＧｏｈ?的形式示人据时任公会副主席阿龙称公会曾

讨论Ｓｉｎｏ统一的命名形式
'

清乐所选择的 Ｖ６Ｂ形式受到推崇符合公会

对自身华人性的期待但目前还未真正达成共识Ｖ１Ｂ和 Ｖ５Ｂ皆是在 Ｖ６Ｂ

形式中间加上亲名或原住民姓氏（?番?元素）报导人阿聪非常推崇这两

种命名形式据称单从名字就能知道对方保留?唐?与?番?的元素肯定

是Ｓｉｎｏ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 Ｖ６Ｂ至 Ｖ５Ｂ形式的 Ｓｉｎｏ或许仅保留中文拼音书

写而
(

有相对应的汉字姓名笔者的陈氏好友便是其中一例（Ｖ１Ｂ）他

的妻子是华裔基督徒但本身
(

有受洗名名字是典型的华人形式

（Ｖ６Ａ）两人的孩子已经四岁仍在
!

该不该取汉字姓名而烦恼最终两

人折中取中度华人性的形式加上是基督徒进而选择 Ｖ６Ｂ形式 ?受洗

名＋华人姓氏?（
(

有汉字姓名）瑖瑧　由此可见新生儿的名制形式是一种

协商一种基於父母亲名制形式调和一高牗Ｖ６Ａ牘一低牗Ｖ１Ｂ牘华人性的形式

後最终选择中度华人性的形式 （Ｖ６Ｂ）与父亲相比孩子?亲名增加

华人性与母亲相比孩子增加受洗名?华人名及汉字姓名降低华人

性

此外北婆罗洲语群
!

其社群成员所给予的在地名字如前文曾提及的

ＭａｎｊａｊｉＡｈｋｏｏｎＧａｕｍａｎｓａｒ等亦令人注目公会最高领袖张正平几乎在

所有的出版品上
"

调他的在地名字ＡｈＫｏｎｇ牗ＴｅｏＣｈｉｎｇＰｉｎｇ＠瑖瑨　ＡｈＫｏｎｇ牘

可见在地名字?不一定与中文名的发音有关相对於中文姓名在地名字更

易於被记住在地名字通常只用於北婆罗洲语群的彼此称呼中代表受名者

是社群中的一员部份报导人在法定证件上拥有两个名字用 ?［Ｓｉｎｏ姓

名］＠ ［在地名字／伊斯兰名］?的方式衔接与呈现这种做法也见於美拉

尼西亚（Ｍｅｌａｎｅｓｉａ）的法国海外属地新喀里多尼亚牗Ｎｅｗ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牘的卡纳克

（ＰａｉｃＫａｎａｋ）社群?一个人拥有多个命名身份这些身份在不同的关

环境中
N

颖而出?瑖瑩　Ｓｉｎｏ的案例中两种名字与一些南岛社群有所不同

只会随着不同
&

络的使用改变而不会因
!

生命阶段或亲属位置发生改变

１４６
+

佳翰

瑖瑦

瑖瑧
瑖瑨
瑖瑩

访谈笔记阿龙（天主教徒Ｓｉｎｏ可以用华语沟通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亚庇一间快餐
店

访谈笔记陈氏朋友（基督新教徒Ｓｉｎｏ可以用华语沟通）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３日亚庇
前後名字?列同是指涉同一个人

ＬａｍｏｎｔＬｉｎｄｓｔｒｏｍ牞ＫｕＫｕｎＨｕｉ牞ＮａｍｅｓＲｅｄｕｘ牶Ｐｅｒｓｏｎ牞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牞Ｃｈａｎｇｅ牞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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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亚斯半岛的一场Ｓｉｎｏ婚礼上发生一件趣事担任主持人的新娘弟弟

特地呼
f

母亲牗Ｓｉｎｏ牘的中文拼音姓名待其母赶至台前主持人特地一边调

侃母亲一边向来宾解释?大家一定很奇怪刚才我叫谁其实我母亲身份

证只有中文姓名但是在乡下大家都习惯叫她的在地名字 ?瑘瑠　整个过程轻

愉快来宾对在地名字更广
!

人知的现象也习以
!

常然而这?不代表

沙巴华人
(

有
!

自己孩子取睲称的习惯只是华人家长所取的睲称多是基於

汉藏语系而且常在家庭
#

部称呼?非南岛语系式的社群称呼

Ｓｉｎｏ可以根据家族长辈的姓名组合成六种形式的名制Ｖ６ＡＶ６Ｃ

Ｖ６ＢＶ１ＢＶ５Ｂ和ＩＩ１Ｂ除了华人性最高的Ｖ６Ａ和无华人性的ＩＩ１Ｂ其馀

四种形式都是常见的Ｓｉｎｏ名制Ｓｉｎｏ新生儿通常会因
!

父母不同的名制与其

背後的华人性被协商成中度华人性的名制除以上用拉丁字母拼音的名制

以外Ｓｉｎｏ也可以通过不取汉字姓名或
"

调在地名字来降低自己的华人性

四名制的文化逻辑

（一）名字与会籍

回顾文章开头有关副首席部长邓高的言论邓高曾在１９９５年针对北婆罗

洲语群的命名发言?
(

有人可以
(

有名字而活着
(

有名字我们无法辨

认形容或是将他介绍给社群眧的其他成员……一个
(

有身份的社群或社会

很有可能成
!

嘲讽的对象……该社群很有可能
(

有尊严以及自尊心?瑘瑡　

对北婆罗洲语群而言每一个个体或群体都必须被命名名字不仅仅用

於辨认一个人的身份它还是一种群组或社群的?会籍 ?牗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牘方

便社群眧的成员辨认彼此有了恰当的名字才是社群眧的一份子在很多

南岛社会眧名字是群体或该群体成员所拥有的 ?财
0

?瑘瑢　有的人类学家

将这些（基於亲属氏族等的）群体称
!

?家屋?牗ｈｏｕｓｅ牘?一个个体可透

过命名而加入一个家屋……最终授予指定家屋会籍的（因素）是个人名字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４７

瑘瑠
瑘瑡

瑘瑢

田野笔记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８日
ＪｅａｎｎｅｔＳｔｅｐｈｅｎ牞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Ｌａｂｅｌｓ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Ｓａｂａｈ牶ＴｈｅＣ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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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ｏｌ．１牞ｅｄ．Ｍ．Ｌｅｉｇｈ牗Ｋｕｃｈｉｎｇ牶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ａｒａｗａｋ牞２０００牘牞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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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亲属关?瑘瑣　

因命名方式而拥有集体土地和其他资源权利的现象存在於美拉尼西亚

万那杜牗Ｖａｎｕａｔｕ牘共和国的阿奈顿人牗Ａｎｅｉｔｙｕｍ牘瑘瑤　
!

加入族
#

其中一个?图

腾群?（ｔｏｔｅｍｉｃｇｒｏｕｐ瑘瑥　或当地的义译?ｃａｎｏｅ?）阿奈顿人的小孩只需通

过继承该群已逝成员所留下来的名字就可享有该群的集体土地和资源权

利如此重视名字继承而非血统的社群会籍同时也存在於美拉尼西亚的巴

布亚新几
#

亚当地瓦姆帕牗Ｗａｍｐａｒ牘社群与非瓦姆帕社群（来自其他岛屿）

通婚後大多会选择让孩子拥有对土地权利宣称有利的名字这些後代有的

同时拥有瓦姆帕和非瓦姆帕两种名字以便於回到非瓦姆帕的社群享有土地

和其他资源或者较高的社会地位瑘瑦　同理大部份Ｓｉｎｏ报导人都宣称改

名增加在地名字和 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是
!

符合政府政策
!

继续享有习俗地和原

住民的权利从第三节的讨论推论永久性父系姓氏（卡达山人）或类似华

人名的名字（塔达那人）都可以做
!

申请原住民会籍的名制唯独华人姓氏

是最关键的例外

参照邓高的言论华人姓名在沙巴被视
!

是陌生且外来的它不是北婆

罗洲语群眧方便辨认彼此的方式他们无法将该个体的华人姓名介绍和形容

给其他共享同个社群会籍的人於是原住民社群给予在地名字 （如

Ｇａｎｔａｒｕｎ Ｇａｕｍａｎｓａｒ Ｍａｎｊａｊｉ ＡｈＫｏｎｇ等 ）一方面是
!

克服以上挑

战另一方面则承认受名者已拥有该社群的会籍同理部份原住民也会认

!

若Ｓｉｎｏ要拥有永久性的 ?完整会籍 ?则应该要 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以方便

?会员?之间互相辨认

改名後即能拥有会籍的思维普遍存在於沙巴的民间认知马来西亚的

法律仅允许一种改名者改变族裔的情癋Ｓｉｎｏ透过 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成
!

非 Ｓｉｎｏ

原住民但是沙巴民间普遍认
!

改名就可以改变文化认同如一名来自兰脑

县的杜顺人改信伊斯兰教改用穆斯林名字後即自认拥有马来人的会籍

可以进一步修改自己的法定民族瑘瑧　事实上根据 《马来西亚宪法 》的马来

人定义名制不是关键只要母语
!

马来语信奉伊斯兰教落实马来习俗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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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得到马来人的会籍另一个例子是殖民时期华人和卡达山人的案例英

国官员当时比较重视较能发展经济的华人华人拥有比较好的待遇因此部

份嫁给华人的北婆罗洲语群女性
!

让孩子的族裔从原本的 Ｓｉｎｏ变成 ?华

人?会改用华人姓名瑘瑨　例如嫁给华人的卡达山人 （在地名字是 Ｔｕｂｏｎｇ

Ａｊａｋ受洗名是 ＴｈｅｒｅｓａＴｕｂｏｎｇ）因
!

丈夫羞於其卡达山身份於是她在

华人居多的社群居住时改称ＬｉｍＳｕｉＬｉｎ但当搬到卡达山人和杜顺人居多的

社群後她又用回原本的名字期待融入当地社群

北婆罗洲语群改名与国家优惠政策有关体现出族群理论的?情境论?

牗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牘即个体根据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去调整自身的位置

选择有利於自己的族裔但前面所提的例子也能看到居住地和当地社群对个

体族裔的影响呈现後天的认同流动性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的现象更是凸显出另一

个族群理论族群边界牗ｅｔｈｎ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牘论即界定我族和他族的关键不是

在於我拥有什
J

特徵而是我?
(

有?对方的关键特徵华人姓氏对原住民

来
*

是区分Ｓｉｎｏ和其他原住民的族群边界如同 Ｂａｒｔｈ所言这种族群边界

是被当地社会所建构的对其他社会来
*

未必有意义瑘瑩　部份文化面向如华

人宗教祭祖或庆祝华人传统节日对华人来
*

可能具有族群划分意义但

对当地的塔达那人来
*

则
(

有华人姓名是具有文化意义的族群边界它是

基於沙巴原住民对名字理解的基础上建构的尤其是１９８０年代之後名字的

在地化受到国家政策（原住民证书被冻结）以及印尼泰国对华政策（鼓励在

地化名字）的影响华人姓氏在辨
;

文化认同方面显得更加重要瑝瑠　

相较之下族群边界论比情境论更能解释 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的现象但沙巴

原住民对认同的流动性和多重性更能诠释?改名
~

姓?的行
!

新的命名形

式犹如新的文化认同之?会籍申请表?人的一生可以多次改名或拥有两个

法定姓名进而凸显不同的文化认同报导人阿清的法定姓名是?［华人姓

名］＠ ［伊斯兰名 ］?她的祖父和母亲是客家人祖母是卡达山或杜顺

人阿清本人在嫁给穆斯林 Ｓｕｎｔｉｎ後而拥有穆斯林名瑝瑡　Ｓｕｎｔｉｎ的家庭也很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４９

瑘瑨

瑘瑩

瑝瑠
瑝瑡

ＤａｙｕＳａｎｓａｌｕ牞ＫａｄａｚａｎｄｕｓｕｎＤｉＳａｂａｈ牶ＰｅｎｄｉｄｉｋａｎＤａｎＰｒｏｓｅｓＰｅｍｏｄｅｎａｎ１８８１１９６７牞ｉｎ
ＫａｄａｚａｎｄｕｓｕｎｉｎＳａｂａｈ牶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８８１１９６７牞４１３．
ＦｒｅｄｒｉｋＢａｒｔｈ牞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牞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牶Ｂｅｙｏ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牞ｅｄｓ．Ｈ．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ａｎｄＣ．Ｇｏｖｅｒｓ
牗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牶ＨｅｔＳｐｉｎｈｕｉｓ牞１９９４牘牞１２．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Ｒｅｇｉｓ牞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牞４３１．
访谈笔记阿清的儿子（Ｓｉｎｏ可用华语沟通）２０１８年８月７日网络

Ｃ
Ｍ
Ｙ
Ｋ



特殊其原生家庭是塔达那人原本信仰华人宗教母语是塔达那语１９６０

年代末Ｓｕｎｔｉｎ的父亲受利诱而改信伊斯兰教全家随之改教法定宗教虽

然改变Ｓｕｎｔｉｎ和阿清一家私下
6(

有奉行伊斯兰的生活方式依然食用非

清真食品或在斋戒月?不斋戒

建国前比萨雅人从穆斯林的生活方式改
!

非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後社

群会将之视
!

塔达那人同理塔达那人遵从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後就会被

认
!

是比萨雅人瑝瑢　建国後由於流动的认同不利於人口统计Ｓｕｎｔｉｎ的法

定族裔?
(

有改
!

比萨雅私下Ｓｕｎｔｉｎ?塔达那裔穆斯林 ?的身份仍被当

地人解读
!

?比萨雅人?加上居住在比萨雅人居多的乡村和拥有穆斯林名

字Ｓｕｎｔｉｎ夫妇因此拥有比萨雅人的会籍得以加入比萨雅的文化协会而

且夫妇二人曾多次
!

协会主席ＬａｊｉｍＵｋｉｎ助选议员该候选人在偶尔拜访之

际亦?未对他们家庭的非穆斯林生活方式给予压力事实上阿清因
!

祖

籍宗教名字和婚姻其文化认同是多重且流动的她可以是客家人也

可以因
!

祖母的关是Ｓｉｎｏ又因
!

婚姻的关增添塔达那人和比萨雅人的

文化认同最终这些关网络使她具备多重会籍例如她可以是该区客家

公会华嘉混血公会比萨雅文化协会等的会员如此这般拥有多重名字

又因
!

社会地位（Ｓｕｎｔｉｎ的太太）而拥有多重会籍的案例也和先前所提的

卡纳克社群的案例相呼应

克里亚斯半岛社会中是否存在
(

有改名的情癋下只通过改变生活方式

而拿到?会籍?的案例Ｇｉｍｓｉｔ先生（化名）是一位非常接近Ｓｉｎｏ认同的塔

达那籍报导人他
(

有华人姓氏但通过生活方式与专业知识挑战成功?拿

到甲必丹牗Ｋａｐｉｔａｎ牘?会籍?甲必丹制度源自马来西亚和印尼殖民时期?以

华管华?的间接治理技术瑝瑣　目前仅存在於沙巴和砂拉越马来文
!

Ｋｅｔｕａ

ＭａｓｙａｒａｋａｔＣｉｎａ（华人社群的领袖）如今甲必丹的管辖权限和职责已不如

过去般重大在原住民事务会瑝瑤　下和村长同等级主要作
!

政府和华人社群

的信息桥睴瑝瑥　透过非常接近?半唐番?的?番?视角我们可以检视 Ｓｉ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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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兴《传承与延续福德正神的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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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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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巫砂拉越诗巫永安亭大伯公庙２０１４）页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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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塔达那人之间的族群边界以及华人姓氏作
!

族群边界的关键原因

事实上部份塔达那人改信天主教後仍私下实践祖先所信奉的华人宗教

和闽人习俗当地独特的文化
&

络使得克里亚斯半岛的甲必丹一职具有弹

性Ｇｉｍｓｉｔ的曾祖父姓黎 （全名 ＬｉＧｕａｎＨｅｉ）其家族自祖父 Ｉｎｔａｒ开始

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但日常生活仍就保留很多华人习俗 （族谱见附图６）Ｇｉｍｓｉｔ

是少数自豪於自己是塔达那人又是Ｓｉｎｏ的报导人他也是华嘉混血公会的会

员当地人自豪地称Ｇｉｍｓｉｔ是?马来西亚唯一土著籍的甲必丹??对他的

委任感到光荣言称当地州议员委任 Ｇｉｍｓｉｔ的原因在於他对华人宗教的熟

悉唯有另一位同区的甲必丹张先生提及此事时少有埋怨称甲必丹原本

只有一位也只有?华人?能
-

充当Ｇｉｍｓｉｔ只是一个特例

严格来
*

当地人把Ｇｉｍｓｉｔ当成?土著籍的甲必丹?或张先生所认
!

的

?只有华人能当甲必丹?都具有偏见一方面忽视
$

多Ｓｉｎｏ成
!

甲必丹的案

例瑝瑦　另一方面也把Ｓｉｎｏ放在土著的正常理解之外什
J

族裔能当甲必丹?

(

有明文规定但Ｇｉｍｓｉｔ这位?
(

有华人姓氏的甲必丹?的确挑战了所有人

的认知有趣的是报导人在谈论Ｇｉｍｓｉｔ的甲必丹资格时总是
"

调他对华

人宗教和华人文化的了解与实践特
;

是当地州议员在委任的官方文件上特

地同样如此
"

调瑝瑧　可见Ｇｉｍｓｉｔ被委任的原因可能是基於非常实用主义的需

求———当地其他的甲必丹不了解郊区混合了塔达那人祖灵信仰和华人宗教的

实践因此需要一位了解且具有人
&

的人选

Ｇｉｍｓｉｔ对华人文化的
"

调是有目共睹的他在２０１６年特地翻新父母的坟

墓以加
"

?唐?元素（见附图７）瑝瑨　?且黎氏家族唯一的祖先牌也被安置

在Ｇｉｍｓｉｔ家循从标准的日常祭祖仪式早晚两拜黎氏家族後人藉由华人

宗教或文化节庆凝聚彼此上百年来皆维持中元节家族祭祖的仪式即使部

份後代已改信天主教但中元节祭祖之前仍纷纷从外地赶回Ｇｉｍｓｉｔ在社区

眧就扮演着维持传统的角色比如当他看到不愿握香祭祖的改教亲友时会

现场告诫?拜的不是一条木头而是你的父母或祖先
!

什
J

不能拜?

他曾自豪地宣称全家都信仰华人宗教但细问之下才发现一子因通婚已改信

伊斯兰教不过他
"

调改教仅仅是一种程序此子仍然吃
�

肉家庭的精神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５１

瑝瑦
瑝瑧

瑝瑨

以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年保佛县的九位甲必丹
!

例至少三位Ｓｉｎｏ
访谈笔记Ｇｉｍｓｉｔ的哥哥Ｇｉｍｊｕａｔ（化名６０多岁马来语沟通）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７日瓜
拉班尤一间茶餐室

访谈笔记Ｇｉｍｓｉｔ（６０多岁马来语沟通）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２日瓜拉班尤Ｇｉｍｓｉｔ家眧和其
父母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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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仍是华人宗教

实际上Ｇｉｍｓｉｔ大多数时刻是以塔达那人的认同
!

主比如他在拜神的过

程中还是用塔达那语向神明沟通当他接受外界媒体?访时也选择穿上塔

达那人的族服而非Ｓｉｎｏ另外他常受到塔达那文化协会的邀约在公
$

场合展示塔达那的文化仪式在这些场景眧Ｇｉｍｓｉｔ成
!

真真实实的塔达那

人虽然
(

有华人姓氏Ｇｉｍｓｉｔ透过
$

多实践不断
"

调 ?唐 ?的元素最

终跨越文化认同的藩篱成
!

Ｓｉｎｏ但塔达那人和Ｓｉｎｏ的文化认同?存Ｓｉｎｏ

的认同不会独立存在实践附属於塔达那认同的Ｓｉｎｏ认同或许也是他突破

甲必丹?会籍?的原因

笔者曾请Ｇｉｍｓｉｔ及其兄长 Ｇｉｍｊｕａｔ瑝瑩　绘画家族族谱其曾祖父 ＬｉＧｕａｎ

Ｈｅｉ均被定义
!

最早能追溯的父系祖先他们对曾祖母 （ＬｉＧｕａｎＨｅｉ的太

太）毫无印象究其原因或许与 ＬｉＧｕａｎＨｅｉ仍旧非常
"

烈的重男轻女思想

有关他们无法向上追溯ＬｉＧｕａｎＨｅｉ以上的中国祖先或许与ＬｉＧｕａｎＨｅｉ

後代不重视中国空间以及清朝历史时间有关重视沙巴居住地的连结或许

切断了ＬｉＧｕａｎＨｅｉ孩子向下一代
:

述中国时空的必要性Ｇｉｍｓｉｔ更是信誓旦

旦地表示自己的?第一任祖先?就是 ＬｉＧｕａｎＨｅｉ而不是ＬｉＧｕａｎＨｅｉ来

沙巴之前在中国且不可追溯的黎氏先祖　由此可见对於已经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

的Ｇｉｍｓｉｔ来
*

即使他很努力地接近华人文化但他与中国的时空联已经

确然无疑地被斩断

对沙巴原住民来
*

改名以取得群体的会籍後作
!

成员也必须有维持

同一个群体名称赋予的期许的义务群体的名称带着期许自创族名的群体

需共享同一个期许创造新的族名是北婆罗洲语群常见的现象Ｓｈｉｍ提及

若一群体发现族名不吉利也会及时改变族名　塔达那名字的由来是典型

的范例相同的故事也在田野调查眧流传

比萨雅人和塔达那人的祖先发生战
/


%

了躲避比萨雅人的追

杀塔达那人的祖先挖土把自己隐藏在泥土底下当比萨雅人找

不到他们後
0

定离开这群从土眧出来的人
%

了纪念这次的劫

１５２
+

佳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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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留意Ｇｉｍｓｉｔ和Ｇｉｍｊｕａｔ的华人名设定完全符合华人把三字姓名中间字 （如 Ｇｉｍ）
作

!

兄弟姐妹共享的字同样在这个案例眧作
!

第一个字的华人姓氏已被
�

?

访谈笔记Ｇｉｍｓｉｔ（６０多岁马来语沟通）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２日瓜拉班尤Ｇｉｍｓｉｔ家眧和其
父母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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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馀生把自己称
%

Ｔａｔａｎａ（塔达那）人?从土眧来的人 ?之意

（马来语?泥土?是Ｔａｎａｈ）　

塔达那人的自称是
!

了相对区分比萨雅人的他称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塔

达那和比萨雅籍报导人都认
!

他们在很久以前是同一群人共享同样的文化

和语言只是後来比萨雅人的生活方式受到汶莱的影响改信伊斯兰教而

塔达那人则信奉祖灵信仰华人宗教和天主教　更名
!

塔达那人暗含着斩

断早期与比萨雅人联的意味同理当个体已经 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也应该意味

着切断受名者与中国的连结更名代表着更改群体
#

部的实质期许期许的

层级可大可小小至个人大至群体

Ｌａｓｉｍｂａｎｇ和Ｍｉｌｌｅｒ认
!

只要群体认同会籍的价值群体会员应该极

力维护该群体的标牗ｌａｂｅｌｌｉｎｇ牘　北婆罗洲语群对共享族裔会籍的群体拥有

社会期许对语言文化和传统应有一定的掌握程度而成员则应该共享族

裔的名字　Ｓｉｎｏ自２０１４年即开始通过华嘉混血公会向政府
=

取从附属於

卡达山人的亚族独立
!

主要族裔如此一来除非Ｓｉｎｏ创作出自己的语言

文化和传统否则该群体掌握的?番?元素（原住民语言文化和传统）会

因
!

显著的地理差?而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与Ｓｉｎｏ的形成历史有关华人在

各个县市与不同的原住民族群通婚　?
(

有共同的祖源地语言或习俗

英殖民者基於其双重血统和行政方便进而把这一散居的群体冠以Ｓｉｎｏ或类

似　的名称甚至Ｓｉｎｏ的研究者都无法整合出同一套文化特徵仅能粗略分

成?高华人性 ? ?中华人性 ?和 ?低华人性 ?三大类
;

　因此反对

Ｓｉｎｏ独立的原住民群体除质疑 Ｓｉｎｏ的华人姓氏 （唐 ）以外也对 Ｓｉｎｏ是否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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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接近且独特的文化和?传统?（番）抱有迟疑

简言之北婆罗洲语群对名制的理解与大部份南岛社会类似名字除代

表个体和群体的身份也代表他们是否拥有该社群的会籍如若被当成社群

的一份子则必须拥有易於辨认的名字以便能
-

享有一定的资源和文化特

徵同时该个体也需共同维护该群体的名字Ｓｉｎｏ保留的华人姓氏至少在

卡达山人和塔达那人的北婆罗洲语群眼中有着时空上的外来性因
!

它可以

追溯至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中国

（二）姓氏去留的微观认知

?非每一名拥有华人姓氏的Ｓｉｎｏ都会
!

获得原住民的完整会籍以及其背

後的资源而选择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
%

言之华人姓氏虽然作
!

族群边界但?非

每一位 Ｓｉｎｏ都会在情境论的诠释下而 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有些坚持华人姓氏的

Ｓｉｎｏ会投入华嘉混血公会以积极
=

取权益那又该如何诠释其保留华人姓氏

的选择从认知人类学的角度理解
I

宣卫提出认知人类学有利於族群理

论尤其是源自心理学的基模牗ｓｃｈｅｍａ牘被认
!

和布尔迪厄牗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牘的

习癖牗ｈａｂｉｔｕｓ牘类似　了解不同个体面对选择的基模可以解释同一社群中

不同成员之间的差?尤其是习癖记忆等面向与之前的讨论不同它属

於Ｂａｒｔｈ所谈及的微观牗ｍｉｃｒｏ牘层次　着重在影响个人经验的过程及个人认

同的层次

沙巴原住民法庭贯彻习俗法习俗法与个体或群体的习癖相关它的运

作原则很难转化成明确的法规布尔迪厄认
!

习俗法 ?被群体记忆所保

存是一小批基模的
0

物让行动者生成无限的实习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来适应不

断变化的情境　这些基模从不被制定
!

明确的原则 ?习俗法的运作无法

完全依据文字化的法典反而由原住民法庭的酋长或村长的经验以及人格判

断　据笔者有限的观察?实用主义 ?和 ?纯粹地跟随 ?是这些习俗重要

（但不是所有）的基模

１５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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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实用主义是当行动者在尝试不同的方法仍然无效後
6

因
!

改

变或自创一些做法而见效因此延续使用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者
!

了习俗地等政治

经济资源而选择不受政治干预的文化认同展现出实用主义的弹性思维比

如所有报导人都以保留原住民权益作
!

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的理由卡达山人和塔

达那人在历经几代人不断尝试後自创具有华人特色的名制技巧性地避开

华人姓氏以获取原住民的完整会籍应是实用主义的最佳示范

?纯粹地跟随?则可以化成报导人的日常用词?ｉｋｕｔｉｋｕｔ?Ｉｋｕｔ在马来

语是?跟随 ?重砯起来有重复和数之意即 ?不断跟随 ?和 ?一起跟

随?延伸
!

?跟着学习不需考虑太多?每当问起报导人
!

何遵守某种

习惯（不管来自华人或原住民）时回覆通常是?ｉｋｕｔｉｋｕｔｓａｈａｊａ?（直译

跟随跟随而已）跟随的对象通常是父母或是（外）祖父母美拉尼西亚

的凯南图牗Ｋａｉｎａｎｔｕ牘社群亦存在跟随祖先教导的习俗现象　即使凯南图社

群搬离原本的居住地但仍保持旧有父母祖先教导的做事方式人类学家

Ｗａｔｓｏｎ认
!

?不同人群做不同事 ?是当地对人群形成和辨认的原始假

设　纵然面对实用主义的考量部份Ｓｉｎｏ人仍然坚持保留华人姓氏在宪

法与干预的力量之间周旋他们之中
>

大部份无法从文化逻辑上解释清楚保

留华人姓氏的必要性仅能用?ｉｋｕｔｉｋｕｔ?或?这是父亲和祖父传下来且必须

遵守?的方式解释无法
*

清楚遵守理由的基模是部份Ｓｉｎｏ人之所以保留

华人姓氏的主要原因

Ｇｉｍｓｉｔ双亲的墓地设计亦体现出?ｉｋｕｔｉｋｕｔ?Ｇｉｍｓｉｔ曾自豪地提及其曾

祖父ＬｉＧｕａｎＨｅｉ（见附图６）初次抵达汶莱湾经商的时间是１８８６年在中国

?未娶妻因此迎娶塔达那妇女後便定居克里亚斯河河口?埋葬於此与

I

高阳归葬中国不同Ｇｉｍｓｉｔ的父系祖先均未 ?落叶归根 ?其曾祖父祖

父和父亲都葬於克里亚斯半岛Ｇｉｍｓｉｔ本人对此十分自豪?认
!

这是展现

家族?番 ?元素的重点体现出埋葬地与居住地的连结　Ｇｉｍｓｉｔ的祖父

Ｉｎｔａｒ极有可能在晚年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１９５２年原住民诠释法》同样在第二节第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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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节的第三条凸显祖先墓地葬在沙巴的重要性在苏
?

群岛汶莱或砂拉

越出生的原住民只要符合条件可通过原住民法庭申请
!

沙巴原住民若

申请者的父母或（外）祖父母打算或已经葬在沙巴他们申请前需住在原住

民社区?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时间可从三年缩短
!

两年　Ｇｉｍｓｉｔ祖父和父

母延续着曾祖父的墓碑设计　但其父母的墓碑名字已经是ＩＩ１Ｂ的亲子联名

制随後Ｇｉｍｓｉｔ特地加
"

父母墓地的华人特色加入?后土?龙凤图案

中国山水画?金玉满堂?与?风生水起?等字样
6

无法逐一解释背後的

用意展现出纯粹跟随沙巴华人墓地设计的?ｉｋｕｔｉｋｕｔ?作
!

以塔达那人认

同
!

主的甲必丹Ｇｉｍｓｉｔ的行
!

寓意墓地设计?非是比名制和埋葬地点更加

重要的族群边界
%

言之即使是在华人姓氏上?取实用主义基模的家族

在一些习俗上（如墓地设计）仍会保持?ｉｋｕｔｉｋｕｔ?的基模

五小结

通过
I

阿龙（卡达山名制 ）ＳｉＬａｓａｋ（塔达那名制 ）
I

高阳 （Ｓｉｎｏ

名制）和ＬｉＧｕａｎＨｅｉ（塔达那名制最接近 Ｓｉｎｏ认同的报导人角度 ）来到

沙巴及其後代的故事本文分析了卡达山人塔达那人和Ｓｉｎｏ的名制改变

这些名制的演变受到华人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的影响其原住民最初使用

单源个人名制式（Ｉ１）後来如卡达山人受到华人和天主教的影响把原本

由华人发音演变的卡达山名字创造
!

永续性的姓名制类再选择受洗名作

!

己名卡达山人由华人发音演变而成的永续性姓氏无疑受到华人姓氏的

影响

另一方面塔达那人後期选择亲子联名制式 －亲名後联型 （ＩＩ１Ｂ）但

不论己名还是亲名大部份都模仿华人名字的拼音而成值得一提的是无

论是卡达山人或塔达那人的名制都避开华人姓氏的元素
*

明在协商过程

中华人姓氏是获得原住民会籍的最大障碍这也是
!

什
J

部份沙巴原住民

质疑拥有华人姓氏的 Ｓｉｎｏ能享有原住民地位的原因如此想要放? Ｓｉｎｏ

身份而流向母系原住民身份的个体最终以放?华人姓氏牗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牘的方

１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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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获得拥有不受质疑的完整原住民会籍从微观认知的角度理解

ＢｕａｎｇＳｉａｎｇ者受到实用主义的基模影响而保留姓氏者则以?纯粹地跟随?

的基模
!

主

Ｓｉｎｏ在这个过程眧仍未发展出统一的名制而是拥有四种常见的可能

性在其他原住民的眼?唐?与?番?的比例
E

定该个体是否有资格成

!

原住民由此可见纵然Ｓｉｎｏ被一般华人称
!

?半唐番?但事实上仍然

存在很大的协商空间在部份Ｓｉｎｏ案例中（如阿清）个体除保留华人姓氏

以外也拥有另一个法定名字两种名字的状态使个体有多重且流动的文

化认同拥有多个会籍

本文认
!

华人姓氏之所以成
!

关键性族群边界元素不仅是其隐含的

父系原则或华人性卡达山人名制的父系原则和塔达那人名制的华人性即

是很好的反例华人姓氏之所以引起
=

议是因
!

它拥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外

来性与沙巴的关联性不大甚至可以追溯至中国的帝王时代和当代当地的

亲属联通过文献和《１９５２年原住民诠释法》
"

调居住地和沙巴原民性的

紧密关同时透过邓高的言论提出北婆罗洲语群重视族
#

可以相互辨认的

名字提出共享族名者被授予一定的期许Ｇｉｍｓｉｔ诠释第一祖先的方式也

有助於推论华人姓氏被认
!

和沙巴居住地关不大以上推论符合南岛语

族（尤其是美拉尼西亚原住民）认
!

名字与享用当地资源的会籍关密切的

观点如今沙巴原住民社群越来越重视名制和族裔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

挑战Ｓｉｎｏ作
!

?拥有华人姓氏的原住民?的特殊性

（责任编辑冯慧鑫实习编辑康　婕）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５７

Ｃ
Ｍ
Ｙ
Ｋ



附图１本文所提到的土著或原住民概念

图片
*

明实瞃表示清晰的法律界限
D

瞃表示无清晰的法律界限

附图２克洛克山
(

和克里亚斯半岛的所在地

图片
*

明作者绘自谷歌地图（２０２１）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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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３
)

阿龙与卡达山妇女的两个家庭

图片
*

明浅色图形代表来自中国

附图４ＧｕａｎｂｅｅＥｎｇｋｕａｎ和ＳｉＬａｓａｋ的族谱关

图片
*

明浅色图形代表来自中国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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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５阿聪（ＴｅｃＣｈｕｎｇ＠ ＴｏｍｍｙＤｉｃｋｓｏｎ）的族谱

附图６Ｇｉｍｓｉｔ先生的族谱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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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７翻新後的Ｇｉｍｓｉｔ双亲华人式墓地

图片
*

明２０１６年翻新作者２０１８年访谈时所摄

附表１本文报导人可追溯的血统

名字 祖父 ＦＦ 祖母ＦＭ 外祖父ＭＦ 外祖母ＭＭ

阿福 华福州　 华 杜顺 塔达那

阿国 华闽南 塔达那 母华闽南

阿聪
ＦＦＦＳｉｎｏ　

ＦＦＭ塔达那
华闽南

ＭＦＦ华闽南

ＭＦＭＳｉｎｏ　
塔达那

领养方 华闽南 华客家 注阿聪的父亲是养子

阿明 华闽南
ＦＭＦ华广东

ＦＭＭ塔达那

ＭＦＦ华

ＭＦＭ塔达那

ＭＭＦ塔达那

ＭＭＭ日本

阿龙 华闽南 比萨雅 华 塔达那

'

清乐 华闽南 杜顺 母杜顺

张正平 华闽南 塔达那 华 马来

阿清 ＦＦ华客家 ＦＭ卡达山或杜顺 母华客家

Ｇｉｍｓｉｔ
ＦＦＦ华

ＦＦＭ

ＦＭＦ塔达那

ＦＭＭ
Ｓｉｎｏ

ＭＭＦ塔达那

ＭＭＭ塔达那

马来西亚沙巴的?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６１






华人後面代表籍贯意即阿福的祖父
!

福州籍贯的华人

（本地化）名字
!

Ｇａｕｍａｎｓａｒ其父亲Ｇａｎｔａｒｕｎ（本地化名字 ）来自中国 （闽南或潮州
或闽东）其母亲Ｌｕｎｓｏｋ是塔达那人
名字

!

ＷｏｎｇＡｎｇｇｕｔ其父亲
I

高阳来自中国广东省其母亲Ｌａｔｉｎｉ是塔达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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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２名制的结构

代码 名称 族
;

Ｉ１

Ｉ２

Ｉ３Ａ

Ｉ３Ｂ

个人名制类

１单源个人名制式 早期的北婆罗洲语群

２双元个人名制式

３从名制式
Ａ亲从子名型

Ｂ子从亲名型

ＩＩ１Ａ

ＩＩ１Ｂ

ＩＩ１Ｃ

ＩＩ２

ＩＩ３

联名制类

１亲子联名制式

Ａ亲名前联型

Ｂ亲名後联型

马来人穆斯林原住

民塔达那多数的

北婆罗洲语群

Ｃ亲名子名混联型

２夫妻联名制式

３己名联名制式

ＩＩＩ 世代排名制类

ＩＶ１

ＩＶ２

非永续性家名

姓名制类

１非永续性的家名制式

２非永续性的姓名制式

Ｖ１Ａ

Ｖ１Ｂ

Ｖ２

Ｖ３

Ｖ４

Ｖ５Ａ

Ｖ５Ｂ

Ｖ６Ａ

Ｖ６Ｂ

Ｖ６Ｃ

永续性的姓名制类

１亲子联名姓名制式
Ａ姓前联型

Ｂ姓後联型 Ｓｉｎｏ卡达山

２夫妻联名姓名制式

３世代排名姓名制式

４行辈排名姓名制式

５双系姓名制式
Ａ父姓中列型

Ｂ父姓後列型 Ｓｉｎｏ

６个人姓名制式

Ａ姓前列型 典型华人簔簔娘惹

Ｂ姓後列型 卡达山Ｓｉｎｏ华人

Ｃ姓中列型 华人Ｓｉｎｏ

　　表格
*

明改编自林修澈〈名制的结构 〉 《东方杂? 》第１０期 （１９７６）页５２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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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３命名代码形式和例子

代码 成分 例子

Ｖ６Ａ 华人姓氏＋华人名 Ｇｏｈ＋ＴｅｃＣｈｕｎｇ

Ｖ６Ｃ 己名＋华人姓氏＋华人名 Ｔｏｍｍｙ＋Ｇｏｈ＋ＴｅｃＣｈｕｎｇ

Ｖ６Ｂ 己名＋华人姓氏 Ｔｏｍｍｙ＋Ｇｏｈ

Ｖ１Ｂ 己名＋父／母亲名＋华人姓氏 Ｔｏｍｍｙ＋ ［Ｄｉｃｋｓｏｎ／Ｉｒｅｎｅ］ ＋Ｇｏｈ

Ｖ５Ｂ 己名＋原住民姓氏＋华人姓氏
亲生Ｔｏｍｍｙ＋［Ｐａｕｌｕｓ／Ａｎｊｉｎ／Ｇａｕｍａｎｓａｒ］ ＋Ｇｏｈ

领养Ｔｏｍｍｙ＋ ［Ｔｉａｍｌｉｍ／Ｂａｃｈｅ］ ＋Ｇｏｈ

ＩＩ１Ｂ 己名＋亲名 Ｔｏｍｍｙ＋Ｄｉｃｋｓｏｎ

　　表格
*

明以阿聪
!

例

马来西亚沙巴的 ?半唐番?：名制眧的唐与番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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