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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福炎

中華民國政府自 1950 年代初開始實

施『僑生教育政策』，為華裔馬來（西）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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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華社民間興辦的『獨立中學』畢業生）

提供了跨海來臺的升學管道。在來臺華裔學子當

中，有人來臺之前已是文藝青年，有的則是在來

臺之後受到臺灣文學環境氛圍的感染而提筆創

作。這些留臺學生在臺灣生產的文學文庫，一方

面是在國境之外營運馬華文學作品，另一方面也

為臺灣文學文庫開展了一片論者多名之為「在臺

馬華文學」的「臺灣熱帶文學」風景

馬華

文學一向被看做是星馬華人最主要的文化創造之



108

一。準此，它必然從屬華人史—它在華人史的

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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