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任总会长－－丹斯里翁诗杰 

（任期：2008 年 10 月至 2010 年 3 月） 

 

1986 年 辞卸企业界工程师的优薪工作，接受委任为劳工部长拿督李金狮的政治

秘书，成为全职的从政者。 

1987 年 在务边补选选战中受委为宣传主任，全面负责文宣战。过后更在一场舆

论界空前激烈的”学者是否应该参政？”的论战中，奋力跟反对党人周旋

到底。前后长达两个月。 

1988 年 受委为马青总团中委，负责策略研析与文宣工作。 

1989 年 临危授命，出征安邦再也国会议席补选，几经力战，成功守土，击败强

敌前雪州大臣拿督哈仑。代表马华参与第一届国家经济协商理事会，在

人力资源与教育组里为民族权益仗义执言，据理力争。 

在文冬补选中积极参战，负责文宣与政见会演讲。 

1990 年 被推选为国会下议院副议长，成为开国以来担任此职的第二位华裔议

员，也是英联邦国家议会里当时最年轻的副议长。 

在党选中不被纳入”菜单”的情况下，几经奋战，终连中双元，中选为马

青总秘书与马华中委。 

在第八届全国大选中，力敌挫败四六精神党工运强人 Zainal Rampak，

蝉联国会议员职，并连任副议长。 

1991 年 代表马来西亚出席假印度新德里举行的英联邦议会协会大会，并初试啼

声，首次在国际论坛发表演说，为国争光。是年被推选为该协会的常务

委员，成为该会中唯一的华裔代表。 



1993-1995 年 努力开拓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议会关系，奠定两国议会外交的基石。 

1995 年 在第九届全国大选中第三度蝉联安邦再也国会议席，并第三度连任副议

长。 

1999 年 在马华党选中，在不受看好及孤军作战下，以 807 票对 604 票，当选为

马青总团长。 

1999 年 再度中选为安邦再也国会议员，并受委为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 

2000 年 呼吁马华党中央尽速启动张明添基金的发放机制，照顾贫寒子弟。 

2001 年 公开表态反对政党收购南洋报业股份，鉴于报章乃人民的喉舌，社会的

公器。 

2003 年 严辞抨击一些犯罪勾当受到某些政治势力的庇护。 

2004 年 在第十一届全国大选中，当选为雪州班登区国会议员，再受委为青年及

体育部副部长。 

2006 年 在内阁改组下，调任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勇于揭露华小拨款干捞事件，政治生涯备受考验，在巨大压力下，依然

坚持，最后证明翁氏所言非虚。 

2008 年 在第十二届全国大选中，再次蝉联雪州班登区国会议员，并受委为马来

西亚交通部部长。 

随着大选结束后，受委为雪州马华联委会主席。 

在 10 月 18 日的马华党选，以 1429 票对 917 票击败对手，担任马华第

8 任总会长，肩负重振马华党威的使命。 

在 2009 年马华 60 周年党庆上，总会长丹斯里翁诗杰提出“三拼”的奋斗

纲领，疾呼全体同志为改革打拼。 

1）拼经济民生 

马华身为负责任的执政党，在国家经济面临大考验时，协助国家稳定

经济，责无旁贷。 

在这方面，马华公会审度时势，选择在“推广微贷、购买国货、招商引

资”这三个层面主动进行工作。以活络国家经济命脉。 



 我们必须确保所有的经济配套以及援助，真正照顾到那些有需要的

人士。我们如何保证他们最终受惠？透明化和稽查制度必须得到落

实，遏阻官僚作风、延宕、泄密等不当行为，以及破坏我们阻止获

得不当收入的努力。 

 为了确保工作机会，我们会协助那些有心进行重组、立志迈向成功

的中小企业，推介小额信贷以及中小企业融资计划，而这些优惠是

對症下药，不是通过裙带关系就可以上下其手。 

 与此同时，马华也通过政府内部的机制，积极催化与全球化经济开

放接轨的大趋势，国人要拼上经济开放的列车，就必须具备足够的

竞争能力。 

 因此积极培育各技术领域的人才，及通过国际技术水平认证，为他

们在职场上的竞争力增值，乃当务之急。 

2）拼政治 

拼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不能远离政治的主轴。 

马华作为一个政党，当然必须勇于面对政治上的挑战。我们不单形式上

如此，实质内涵上更应如此。马华参与执政，就必须踏实地反映民意、

纾解民困打造民愿。因此我们在执政主流中需要发挥有效的参与决策的

角色，才能影响政策，并在制度上催化改革。 

 马华在吹响改革转型的号角后，首先在学校建设维修的拨款发放机

制上取得突破。中央政府接纳马华的建议模式，将拨款直接发放给

受惠的学校董事部，本身就是一种“赋权”（empowerment）行动。

同时也肯定了华小董事部在建设学校方面所扮演的守护角色。 

 针对长期困扰华社的公共服务领域种族比率严重失衡的现象，政府

已应马华的要求，作出根本性的探讨，及设定目标以反映本国的多

元种族比率。 

 在政府奖贷学金的配发方面，马华继成为让高等教育贷学金公平开

放予国立、私立大专院校的各族学子后，最近再次在政府内部发挥

了作用，进一步拓展了 JPA 公共服务局奖学金的发放层面。马华坚

持优秀学子，不分族群贫富，均须一律给予支柱培育的主张，已获

得政府的积极回应，并设定机制来贯彻。 

 此外，新的配发标准机制也将打破过去旧有的框限，人间兼顾不同

族群、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需求。与此同时，它所保送本国各族

优秀学子就读的大专院校，将会涵盖国内外的知名大学。 

 对青年社群而言，马华不单致力于不断开拓成人成材的空间与机



会，也同时成功催化政府对青年团体，包括华青组织的“赋权”政

策。各族青年团体，包括乡团附属性的青年团，已正式被政府列为

直接发放活动援助拨款的对象。 

3）拼和谐社会 

拼和谐共享的社会，重新定位及打造健康的种族和谐关系。 

马华向来秉持一个信念，即：马来西亚要长治久安，就必须认真地经营

种族之间的和谐关系。独立初期的互相容忍，固然是建国的基石，但缺

乏实质互谅、互重精神支撑的容忍，其基础是脆弱的。今天我们所欠缺

的是彼此尚未走进对方的内心世界。 

 308 政治大海啸走过的政党对峙，也有意无意牵动了种族和谐的神

经。我们不能任由无良政客，不论来自何党，一再的嘲弄种族与宗

教情绪，让这个国家的基业毁于一旦。 

 马华敢对不公不义的事件公然呛声，为族群权利的合理对待仗义执

言，出发点只为要建立一个真正以公义为基础的公平合理的社会。 

 这里是我们共同居住、共同拥有的土地。我们既然是这个国家的开

拓者、建设者，就没有理由不为这里的二千六百万人的福祉说话。

我们反对任何形式，包括权力与资源的垄断和支配，只因我们都不

是坐享其成的寄居者。 

 感念创党人已故敦陈祯禄的高瞻远瞩，引领当时的华社由根深蒂固

的侨民思想，转向本土的认同。及后，出于武装斗争与议会民主的

两大选项夹缝中，马华毅然选择了后者，同时也正式奠立了华巫两

族的政治合作基础。及至争取国家的独立与不同时期的参与建设，

马华始终都是站在最前线。 

 这一切的历史事实，不容任何人刻意的扭曲和否定，因此马华要致

力还原历史，主张掌握历史的诠释话语权，并不是当权者的专利。

民间华社应同样认真对待、肯定和行使这项权力，才有望让后世子

孙有尊严的在这片土地上拼下去。 

 我们坚信各族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建立一种健康合理的兄弟伙伴关

系，而不是支配者与受支配者的主仆关系。这不应沦为理念口号，

而应该是切切实实贯彻的一个奋斗打拼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