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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內容： 

 

  隨著 1970 年代民間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展開以及 1981 年馬哈迪上台後國家體制的日

漸伊斯蘭化，馬來人間的宗教爭論亦日趨激烈，它不免連帶造成國內穆斯林間的對立和

非穆斯林的憂慮。至 2008 年為止仍佔國內人口 39.6%的非穆斯林是如何回應國家體制的

伊斯蘭化？而他們的地位是否有快速邊緣化的可能？進而非伊斯蘭信仰在國家政策伊

斯蘭化下要如何調適—是臣服、融合抑或是對立？而國內主要的政治行為者—政黨、在

野或在朝的政治菁英和社會團體菁英等又如何去處理各信仰群體的衝突？凡此種種，不

單是馬來西亞重要的政治議題，亦是全球所有正在經歷宗教復甦的多元族群國家所急需

處理的課題。 

   

本研究以宗教自由(Religious freedom)和「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的相關理論為政

策評估重點，針對馬哈迪擔任首相開始至 2007 年之 26 年期間，馬來西亞伊斯蘭政策建

構與實踐作一整理，並依據這個評估結果作一價值上的詮釋，以分析和探討國家對國內

各個族群的治理模式，以及其在多元信仰社會中所引發的效應，俾尋求一個能夠適應馬

來西亞多元信仰社會的政教治理方針。同時本研究也以地文化規範、民族主義、伊斯蘭

教義和西方憲政主張作為影響伊斯蘭體制建構的環境因素，並以公共體制和公共活動的

宗教規範為觀察重點，一方面從宗教自由的相關理論來解釋馬來西亞是否因伊斯蘭政策

而使其成為一個宗教不自由的國家，一方面又依伊斯蘭的政教觀點來檢視這些伊斯蘭政

策是否一如官方所宣稱已經使馬來西亞成為一個伊斯蘭的國家。 

 

  本研究之發現有三，其一，在英殖民時期，伊斯蘭發展成為馬來民族認同的核心要素，

亦成為是馬來主權的象徵。而馬來西亞的建國更塑造了一個馬來族群霸權的國家。在獨

立建國初期，制憲者的主張、非穆斯林的制約、國家領導人的態度、君主立憲體

制下的君主權威以及司法的控制，皆對伊斯蘭介入政治活動和公共事務起了適當

的防衛作用。其二，本研究發現現行的馬來西亞法律和國家政策實踐對宗教自由原則

的確有著多重的侵害，這些侵害絕大部份都是歸因於馬哈迪時代的伊斯蘭化政策，以及

巫統巫和反對黨的競爭。因此馬哈迪政府時代尌見證了一個伊斯蘭-馬來族群的霸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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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三，馬來西亞的體制在馬哈迪時代後著朝向伊斯蘭化而改變。馬來西亞原有的世

俗化屬性逐步被伊斯蘭化所取代，而國家作為伊斯蘭國的地位，也有其自圓其說的合理

性。惟以伊斯蘭法的執行標準而言，馬來西亞所指涉的伊斯蘭國終究還不是傳統上所定

義的「伊斯蘭國」。它在價值上仍然是馬來化的伊斯蘭國家。因為在一個穆斯林佔相對

多數的國家，先天上尌沒有實行伊斯蘭國的充分條件；政治決策環境中的族群意識很明

確地比宗教意識來的更為優先。最後、多元族群社會裡族群間的競爭關係使巫統所主張

的伊斯蘭觀點淪為族群競爭下的論述，以合理化它的族群統治基礎。因此，伊斯蘭教成

為政黨遂行霸權統治，壓制其他族群和規範宗教異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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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the civil Islamic resurgence movements in the 1970’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slamic principles during Mahathir’s administration(1981-2003), The disputes among various 

groups of Malaysian Muslims have burst into a critical level, it also concurrent with the 

emerging anxiety of non-Muslims in the country. Although Malaysia still consists of 39.6% 

non-Muslim in 2000, The Islamisation policies has marginalized the position of non-Muslim 

to certain degrees. The forming of Islamic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various forms of 

reaction has begun a contentious debate throughout the years. How have the major political 

figures, political parties, ruling and opposition elites and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reacted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s? What are the core values of the government Isla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ies? What is likely to be the consequence of these Islamised policies? These are the 

principal questions that guide the analytical direction in this study.  

 

   By focus on the case of Malaysia since the rise of the Mahathir’s administration, This 

study tend to adopt the theory of religious freedom and classical Islamic state’s theory in 

analyzing the government Islamic policies. The study aim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ruling 

pattern of the government in a multi racial country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the Islamisation 

policies. This study presume that local cultural norm, belief in nationalism, Islamic principles 

and western political ideals are the main environmental factor that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Islamic institutions. By analyzing those elements, The study will focus on the practices of 

various Islamic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activities. As such, the study try to examine the current 

degree of religious freedom and evaluate the meaning of the Islamic state ideal advocated by 

the ruling party.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Islam religion has begun the core element of Malay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foundation of Malay sovereignty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period, whi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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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sponsor Islamisation program during Mahathir’s administration have undermined the 

principle of religious freedom to a further degree in various ways, meanwhile the secular 

featur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were also being eroded. This situation is due to the 

fact of the consecutive critical contest in between Muslim government and Islamic opposition 

par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advocated Islamic state theory conceived in a very 

much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classical Islamic state ideal. Malaysia has offer an 

ethnocentric Islamic state due to the ongoing ethnic hegemony regime. The Islam religion has 

became a political tool to legitimatize the ruling authority.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 also 

utilize the Islamic discourse as an accuse of political oppression and social contr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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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花費的金錢與時間難以估計，所以看官如今在論文看到的大量註釋內容，全都是

我多年資料整理的結果。惟限於才智，我的文筆並非順暢，見解亦不一定面面俱全，缺

失和瑕疵之處，在所難免，也請各位學界同仁和好友們不吝批評指正。 

 

  我從碩士班開始尌保持每年至少發表一篇學術會議論文的習慣，十年來不輟，目前也

總共累積了 12 篇，另外也有 4 篇的學術期刊論文，因此本論文也有一些篇章的主體內

容是我在 2002 年至 2008 年期間在不同場合所發表的研討會論文或期刊論文，惟所有文

章皆是本人所撰寫。如有任何人未經註解說明尌發表和本人論文的內容大量相同之文

章，即為不當引用或抄襲，我將會採取必要之法律途徑尋求訴訟與賠償。望請各位給予

尊重，並多多包涵。由於中文學界大量抄襲的惡習不斷發生，在此我特別作說明以正視

聽。 

 

  台灣和中國兩地和馬來西亞伊斯蘭研究相關的資料相當缺乏，因此本論文絕大部份的

資料皆是中文世界中所沒有出現過的資料，我的論文也不免要花費大量的篇幅來介紹馬

來西亞伊斯蘭化的歷史背景，以讓讀者較容易了解馬來西亞伊斯蘭政策形成的前因後

果。惟由於時間倉促，我的論文仍然有一些尚待補強之處未及補寫，因此我計劃將本論

文加以出版，並再花費一段時間加以補充和改寫，使其更加周全，以回饋馬來西亞國人

和老師們的諄諄教誨。當然論文內容若有偏頗和疏失之處，責任還是要由我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