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任总会长－－丹斯里李三春 

（任期：1974 年 4 月至 1983 年 3 月） 

 
出生及教育背景： 

丹斯里李三春，祖籍湖北省，1935 年 3 月 24 日出生于彭亨州北根，家中弟妹 12

人，12 岁时全家移居柔佛新山，在新山英文书院肄业，考获高级剑桥文凭后，本

拟前往澳洲攻读工程，但因当时家境贫苦，不得已放弃出国深造的念头。此外，他

也考获新加坡政府举办的华文高中会考文凭。 

政治生涯及仕途： 

李三春于 24 岁时开始从事政治工作，1957 年初参加新山马青团活动，从此之后，

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奉献了给党和人民，并显示出他卓越的政治才华。 

1959 年 8 月 19 日，我国举行独立后首次大选，李三春以一名“ 新雀”的身份获得提

名为联盟候选人，奉命上阵在柔佛州居銮北区国会议席竞选，直接和社阵强人魏利

煌医生对垒，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利他的情况下，结果竟以 1458 张多数票取胜，

众望所归首次中选为居銮北区国会议员，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从此便

在政坛上崭露头角，步上仕途。 

26 岁那年，李三春当上了马青全国秘书长，1961 年 8 月受联盟总部委任为执行秘

书。 

1962 年，李三春在全国马青代表大会上，中选为全国马青总团长。 

1963 年，李三春受马华总会长敦陈修信委任为政治秘书。1964 年全国举行第二届

大选，他从居銮北区调换到昔加末南区参加国会竞选，面对社阵及人民联合党两位

候选人的挑战，结果获得压倒性胜利，旋即被任为劳工部政务次长，当时他也是马

华中央宣传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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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全国举行第三届大选，李三春再度中选为昔加末南区国会议员，「 513 」

不幸事件发生，政府组织紧急内阁，他被擢升为副特别任务部长。1971 年，国会

恢复召开，并重新改组内阁，李三春改任劳工部长。 

1972 年，原任马华署理会长许启谟逝世，李三春接任马华署理会长，并担任全国

篮总理事会主席及拉曼学院信托委员。1973 年 7 月升任为特别任务部长，一个月

后这个部长名称改为工艺研究暨新村协调部长。 

1974 年 4 月 8 日，敦陈修信由于健康理由辞去马华总会长职位。中委会在力挽不

果后接受他的辞职。李三春在敦陈修信引退政坛后，出任马华公会代总会长，即挑

起马华既艰且钜的党务，取代了敦陈修信担任历时 13 年的马华总会长。当年适值

联盟扩大为国民阵线，李三春率领马华加进国阵。 

1975 年 8 月，马华举行中央代表大会及选举，李三春中选马华总会长，领导马华

中央拟订五大计划，同年改组内阁时，李三春获调任劳工暨人力部长。1976 年，

再改任工程暨公用事业部长。 

1978 年 4 月 21 日，李三春针对独立大学问题及独大运动，表明了马华对独大及创

办高等学府的立场。 

他说：「马华的立场是：第一，马华绝对支持任何人士创办高等学院，愈多高等学

府，我们的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愈多，这是马华向来声明的政策。第二，虽然我

们接受国语为官方语文以及承认英文的重要性，但是今天的马华的成员，由中委至

普通党员，大多数是受华文教育的，对华文的维护是不容置疑的，任何为维护华文

发展的运动，必须受到全力的支持。第三，我们知道，涉及最近独大运动的人士绝

大多数是为了维护华文教育以及高等就学机会的动机作出发点，对这个问题，我们

不但有同感，而且也表示支持。第四，这一项独大的运动是根据 1971 年大学及大

专法令而向最高元首陛下请求恩准。这个行动是合法的，因为这是法令下之条文所

需要的步骤。」但问题是，独大既遵循 1971 年大学及大专法令向最高元首陛下请

求恩准设立，就必须遵从和符合此法令条文，和其他大学一样，于 1983 年开始以

马来文做为教学媒介，而不是此运动所要的华文，因此马华不敢妄从，自欺欺人去

支持不可能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独立大学。 

1978 年 7 月 8 日，第五届全国大选，马华面对严峻的考验，反对党利用教育问题，

包括 1961 年教育法令第 21(B)及独立大学问题，工业协调法令以及施政偏差等课题

挑起华人群众之情绪，导致这些情绪在竞选期间对马华产生极不利的舆论。 

大选的成绩结果，马华在竞选的 28 个国会议席中，只赢取了 17 个，占 60.7%，而

角逐 60 个州议席，赢得了 44 席，占 66.66%. 



李三春在这次大选中第五次中选国会议员，同年再调任为交通部长，上任不久处理

马航照章工作表现特出，受各方面之赞许。 

建树： 

李三春是一位实际体验政治生活，从基层奋斗成功之领袖，他在党内建下不少的功

绩。当他担任马青总团长时，发起推动「马来西亚多元化合作社」，通过合作社运

动领导华裔向经济领域进军。该合作社是于 1968 年 8 月筹备与成立，首尾经过约

14 年的时间，合作社资金数千万，发展计划和营业范围遍布西马各州，社员超过

十万名。 

1979 年 6 月 28 日，李三春率领马华代表团，与以首相拿督胡先翁为首的巫统代表

团举行了一项历时 4 小时的谈判。这次谈判主要是针对我国多元种族社会中各种不

平衡现象，特别是华裔子弟受高等教育机会不足的问题。 

这项谈判确定了当时我国五间大学的收生额根据种族比例，那就是由 1979 年开始

逐渐增加非土著的收生额至土著 55%，非土著 45%。 

这项谈判是在和谐友善的气氛中进行，彻底地讨论了存在我国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各

种不平衡现象，尤其是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衡问题，详细地研究了采取各种各样

的纠正步骤，双方终于达致了一项矫正这个不平衡现象的方案。它也展示了国阵政

府的协商典范。 

李三春担任马华总会长期间，把马华因 1969 年选举失利及 1972 年党争纷乱所产

生党与华社的低落士气一扫而空。李三春在党务方面积极发动各种实际工作，于一

九七五年领导马华中央发动党的第一个五大计划：(1) 筹建马华总部新大厦 (2)拉曼

学院建校基金 (3)马华公会展开广招党员运动 (4)设立马化控股有限公司 (5) 成立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这五大计划构成马华公会政治蓝本的基础，在大马华人社会中产生了一股冲力，并

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一种催化作用，为华裔开辟一个新的境界，尤其在迅速变动

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中，也重申华裔社会自力更生精神下的务实处事方式。 

1979 年 8 月，马华举行中央代表大会及选举，李三春与对手曾永森共同竞选马华

总会长之职，结果李三春中选，蝉联马华总会长。 

1981 年 11 月 15 日，李三春亲自主持掀开「孝亲敬老」运动，是项运动获得华社

的赞扬及友族之好评。「孝亲敬老」运动通过马华中央领导全国马华、马青及妇女

组普遍展开宣传工作，这项运动灌输年轻一代的大马人中良好的价值观，反应良好。

同时，领导马华中央推动第二个五大计划的工作。 



第二个五大计划是第一个五大计划的延续，是马华公会实施其政治蓝本第二阶段的

工作。第二个五大计划为：(1) 成立自立合作社 (2) 成立州控股公司 (3) 成立干

训中心 (4) 成立马华公会教育基金 (5) 成立华人文物馆。 

第二个五大计划强调马华公会实际和现实的政治哲学，以处理华裔社会所面对的挑

战，它也是一股动力，指引华裔社会应走的正确道路。 

李三春在担任九年的总会长期间，任劳任怨，把马华的声势及党员的人数由廿万名

增加至四十万名，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马华在他的领导之下，摆脱了 60 年代末

期的困境，也启发了大马华裔社会，以一种崭新的角度看待华裔在政经文教各领域

所面对的问题及所扮演的角色。 

李三春成功的秘诀是：「少说话，多做事」，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逻辑。 

1982 年 2 月 27 日，李三春荣获美国北加罗纳郡的康贝尔大学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

生，康贝尔大学校长由美飞抵我国首都吉隆坡，同时主持拉曼学院毕业典礼颁发文

凭。 

领导马华，突破困境： 

1982 年 4 月 22 日，办事当机立断，临危不乱的李三春第六次参加大选，接受行动

党秘书长林吉祥的挑战，到林吉祥所划定的 12 个华裔选民占多数的选区的其中一

个竞选，以证明马华领袖不必靠马来选民的支持就能当选。李三春为寻求华人政治

突破，特从柔佛州昔加末选区移师森美兰州的芙蓉区，芙蓉区是行动党自认势力最

强的国会选区之一，也是行动党全国主席曾敏兴医生的选区，此区选民以华人占多

数，但是林吉祥却临阵退缩，转由行动党全国主席曾敏兴医生上阵，引起举国人民

关注，震撼了国内外政坛，结果李三春以 845 张多数票取胜，中选第六任国会议员，

仍旧执掌交通部长。而马华候选人也成功攻破行动党保垒区，如：怡保、八打灵、

华都牙也、万里望、居銮、白沙罗、大山脚等。 

1982 年大选是马华公会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选的胜利是空前的。这一年

的大选，对马华公会来说，意义深运！马华的表现十分超卓，创下了历来令人鼓舞

的成绩，在所角逐的 28 个国会议席中，马华赢取了 24 个席位，在州选举方面，

马华在所角逐的 62 个议席中，赢取了 55 个议席，马华在国会议席及州议席分别

获得 85.7 %及 88.7 %的成功率，这是马华公会一项突破性的胜利。 

从这项大选，反映了华人接受马华的务实政治及表现，热烈响应马华号召华人大团

结及增加政治代表权的愿望。 



1983 年 3 月 25 日，在党内外声望达到最高峰的在任总会长丹斯里李三春突然宣布

决定从政坛引退，他的辞职是马华的一项重大损失。 

尽管马华各级组织中的大多数领袖竭力挽留，但是李三春去意坚决，不仅辞卸马华

总会长的党职，连芙蓉区国会议员和交通部长的公职也一并辞掉，并订于当年五月

一日正式告别政坛。 

马华公会中委会为了表示对丹斯里李三春博士为马华公会作出丰功伟绩的贡献致以

最崇高的敬意，特把马华大厦礼堂命名为「三春礼堂」，以使丹斯里李三春的彪炳

功绩光辉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