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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爪夷村是威南区的一个华人新村，原是爪夷分割出来的华人新村。爪夷这个名字的由来是随着附近一条河流——爪夷河，由此命名。这个新村位于槟州威省南部。爪夷村华人占了大约 99%，多数村名都用母语以及自己的方言沟通，其中包括潮州话、福建话以及华语。在爪夷村，他们自己特别的文化及美食是极能吸引游客的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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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夷村爪夷村爪夷村爪夷村 PERKAMPUNGAN JAWI     历史与背景历史与背景历史与背景历史与背景        在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历史大多都起源于英国殖民时代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残暴行动，将马来亚半岛落地生根的广大华人群众，从原来祖辈用了逾越百年开拓的土地上驱往集中营,才慢慢演变成“华人新村”。  

  威南爪夷村  爪夷村，位于威南省的一个小镇。50 年代中期，于英殖民政府时代，“马来亚共产党”活跃之时 ，政府欲歼灭共产党组织，杜绝该粮食与药物供应，全国开始宣布紧急法令，之后便采取移民政策，把郊区零零落落的住户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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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特定的土地。而爪夷村，就是由几个邻进的村落分批前后移置，开始而形成的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华人新村。  这一个新村，暂时大约拥有 2000 人口，430 至 440 户人家。其中，华裔占有 90%, 其次是印裔同胞，而巫裔村民又次之。在爪夷村内，很多设备都非常齐全，如：诊疗所、德教会堂、小学、邮政局、篮球场、幼儿园、自愿消防队、自愿治安队、圣母宫、警察局等，唯一缺少的就是菜市场。但是这里的村民也习惯了，把自己种的农作物以开小档口的方式，卖给其它村民，几个卖肉卖菜卖食物的摊子，就聚在一条道公路旁边开始做买卖，让村民方便取得所需物品。  

  最靠近爪夷村的警察局  

  爪夷村室内篮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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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夷村自愿消防队  

 爪夷村德教会赈济阁徳青团义务消防队  

 爪夷村德教会赈济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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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夷村村民大会堂以及公立爪夷村幼稚园  由于爪夷村以华裔为主，在这里，村民之间的沟通语言，都以华语、潮州话为主。尤其是老一辈的村民，他们的第一沟通语言是潮州话，有的甚至不太会以华语沟通。因爪夷村是以华裔为主，各式节日、庆典，都是他们所注重的。在爪夷村内，有一座天母宫，每年新年、端午节、中秋节，这都会聚集很多村民来烧香祈福，以及提灯笼游街等等。至于在爪夷村，对每一位村民来说，最重要的节日，就莫过于华人的农历新年了。  在这一个华人新村里，好似到处可见打开着的篱笆，没上锁的大门。由此可见，这里的自愿治安巡逻队是多么值得村民们去信任和放心。这里的自愿巡逻队队员们，都持有对讲机，既方便又容易联络，以防紧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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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在爪夷村，村民们大多让孩子们在爪夷村国民型华文小学里学习，而中学就会到华都村的学校去上课。  爪夷村国民型华文小学爪夷村国民型华文小学爪夷村国民型华文小学爪夷村国民型华文小学        爪夷村国民型华文小学成立于一个动荡的年代；即在五十年代中期，当时是英殖民政府时代，“马来亚共产党”非常活跃，政府为歼灭该组织，杜绝粮食药物的供应，全国宣布紧急法令，采取移民政策把郊区零零落落之住户移置在一个特定的地区。爪夷村就是由邻近几个村落分批前后移置而成。  爪夷村学校这个开校之名，便由爪夷村之名冠其首而成。学校开课时暂被安置在一所村民暂居之似长屋型的简陋屋宇上课。当时学校正在赶工兴建中；学校建筑费皆由英政府及马华公会一起承担。  1954 年 11 月 1 日，一间面貌全新的爪夷村学校矗立在一片大约 4依格土地的爪夷村内。学校分两排建筑，木板围墙，铅片屋顶，有 7 间教室，3间教务室，学生 103 名；从一年级至四年级，属于小型学校，并只有华、英文课节，马来文尚未授课。  隔年 4月，第二批樟角居民续被移入。樟角村本已有一所学校（振华学校），也随居民之被迁移随之而来，两校合拼，学生激增，壮大了学校。1958年，学生人数增加至 67名，教师 11名，国语开始授课。此时，年级也由四年改为教至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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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 年学生人数增加至 311名，教师 11位。 因此教育局通过，列学校为 C 型学校。在同年，爪夷村国民型华文小学也成为全津贴小学。许多年过去，风霜摧歼，学校呈陈旧破烂，董事部与家教协会议决向政府当局申请重建。 在 1982 年终获得政府拨款，以及社会热心人士的倾囊相助，重建 了现今右侧一座两层拥有 12间教室之建筑物。1984 年 10月 29日由 YB 拿汀周宝琼副教育部长主持开幕。  家教协会主席钟瑞丰先生和其父亲、兄长都是爪夷村华小的父子兵团，爸爸钟木枝曾担任多年董事长，哥哥钟瑞平乃前任家教协会主席，一家两代三口都是热 心华文教育的村民。  现今的爪夷村华文小学有 239 名学生，各个年级一班。家教协会主席钟瑞丰先生和财政陈财文先生指出：学生人数下跌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居住在爪夷村第 三代的村民，因为工作的关系，搬迁在外，造成人口逐渐流失。  爪夷村华文小学虽然不大，但是却是一所求学得好所在，校园绿叶如茵，校长和老师们都是献身教育界的有志之士，他们希望村民可以送他们孩子来这里求学，学习不同的技能，并善用学校资源以达成目标。  为了让学生在更舒适的环境下成长，以及鼓励学生们更勤学读书，提高品德与成绩教育水平，董家教与师长们上下一心，同心协力，无怨无尤的默默付出， 祈愿未来能够将学校办得更有声有色，而他们的学生也将快乐成长，成为社会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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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南爪夷村华文小学（大门）  

   威南爪夷村华文小学 

  威南爪夷村华文小学（从外看到的球场与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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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经济经济经济    爪夷村的经济，从原本的农业慢慢转换成工业。在爪夷村，以前有几间的养猪场，鸡寮，现在就剩下 7至 8家养猪场，几间小型的家私制作商，而鸡寮就没有人再去打理了。  在爪夷村，没有一个特定的菜市场，但是每到早上 6至七点钟，村民们就会集聚在一条公路旁边，开始摆摊子做买卖，有些是自己家种植的农作物，有些是从其他农场买来的肉类，当然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美食。  其中有一档炒粉档，是村民们极力推荐的美食，据说，是爪夷村里最好吃的炒粉档。这位炒粉档的老板娘笑说，他在这里做买卖也应该有十及二十年了吧，自己也忘了真正到底做了多少年的炒粉。每天早上，她七点多就会开始摆摊，大约十点半就会收摊，一天大约会卖九至十大盘的炒粉。除了炒粉，还有一些糕点也是极为可口的。  

  爪夷村早上的炒粉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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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点 在这里，除了炒粉档，当然也有不可缺少的蔬菜。这一位蔬菜当口的老板娘一脸笑容，极力推荐自己自家种的蔬菜。她说，档子里卖的菜，有一些事自己种的，但多数是从其他菜农那里买进来的。  

  爪夷村的蔬菜档口  

  其中一种老板娘自己种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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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流动型的猪肉档口。这位猪肉档口的老板每天早上就会从其他宰猪场再来一些新鲜的猪肉，在爪夷村卖，有时还会到其他村子的菜市场去。一个小型货车后面，放好了刀、砧板、枰子、还有一些猪肉，瘦肉，肥肉，排骨，猪骨样样齐全。 

  爪夷村早上的流动猪肉货车，以及老板  除了菜市场，街口还有一间极为特别的商店—徕俐商行。这间商店从日常生活用品、文具、干粮到保养品、化妆品都让人目不暇给。而，这间商店对大的特点就是，里边还有出售华人传统的结婚用品，以及手工制品。  这家店的老板，是道道地地的爪夷村人，姓方。而老板娘原是华都村的村民，自从嫁给了方先生，就一直在店里帮忙做手工。他说，这间店开了也将近 15 年了，每天早上大约十点开始，到晚上十点。在威南省还有几间卖传统结婚用品的商店，如果没有比其他人特别的手工制品，就没有自己的特点了，所以至今，他还是坚持做一些手工来满足客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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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的手工制品  

  用毛巾加工后的摆设品  

  华人传统的结婚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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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传统传统传统，，，，风风风风俗习惯俗习惯俗习惯俗习惯        在这个以华人为主的爪夷村内，有一间天后宫。这间天后宫是在大约1953 年间，在有爪夷村的时候，村民就开始建起来了。刚开始，这间天后宫只是临时的类似亚答屋的庙宇。经过岁月的摧残，天后宫残就不堪，于是在 1975 年重建翻新，才有现在的面貌。而天后宫对面，有一座戏台，每年都会有三次庆典表演，多数是以潮州戏为主。到时候，村民们都会集聚到这里来，十分热闹。  对这里的村民来说，华人的各种节日是极为重要的，每一个节日都应该以传统的方式与习俗来庆祝。所以每一个华人节日，村民们都会大肆庆祝，到天后宫祈福。而在这间天后宫而言，最大的庆典莫过于 3月 24日的天后诞。除此之外，这一件天后宫也帮忙于教育以及福利工作，每年还布施给这世界上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们。  
      天后宫的外貌         爪夷村天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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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宫对面的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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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美食美食美食     在威南闻名的美食莫过于虾饼叻沙。在槟城岛叻沙是没有虾饼的，所以，一看到有虾饼的叻沙，就是来自威南的。  爪夷村之家族流动亚参叻沙家喻户晓，人人都称他们为“叻沙江（Laksa Kang）”亚参叻沙。叻沙江家族成员吴炎裕说，他家族卖亚参叻沙是从其祖母开始，至今已有 60 个年头，他本身也卖了 23 年。  他们兄弟在外售卖的亚参叻沙汤水都由其母亲在家中准备，然后分配给兄弟。兄弟们会在售卖时在汤水里头做一些调味料上的改变，以适合当地食客胃口的亚参叻沙汤。唯一不改变的是用炭炉。在家中，妈妈是用木柴熬汤，当出外售卖时，大家就会用妈妈亲自下手制造的炭炉来起火保住热腾腾的亚参叻沙汤。  “叻沙 江”亚参叻沙配料有炸虾饼及炸豆腐干，虾饼中还放有 2只小虾。若你喜欢吃较酸的亚参叻沙，可向老板要求加 1小粒桔汁。“叻沙江”是属于流动的叻沙摊子，平时没有固定的店面，每一天都会在不一样的地方摆摊。  周一 - 爪夷村夜市 周二 - 休息 周三 - 双溪爪夷夜市 周四 - 华都村夜市 周五 - 在爪夷一带住宅区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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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 - 百合花园夜市 周日 - 高渊夜市  

    “叻沙江”亚参叻沙的配料有炸虾饼、炸豆腐干。 

    爪夷村“叻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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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卫生与安全卫生与安全卫生与安全卫生与安全：：：：        在爪夷村里边，可看见一些沟渠堆积着一些垃圾，照成污水不能流动。当然，经过附近的地方，也可嗅到少许异味。如果村民可以齐心协力，清理干净，便不会有发生水患的问题了。同时也可减少蚊虫的滋长，还有卫生与环境清洁的问题。 

 垃圾堆积照成阻塞的沟渠  
DISCLAIMER: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was compiled by the University’s students on voluntary basis. 

Although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check the accuracy of the report, the University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errors or omissions, if any, the University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on the information at any time without prior notice.   

 

Should there be any queries regarding contents of the rep ort, please contact:  

 

Department of Soft Skills Competency  

Tel: 03-79551511 ext 157   (Klang Valley Campus) 

    05-4662323 ext 2297 / 2299  (Perak Camp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