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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俗称第一村的拉也依淡新村位于霹雳州中部, 与爱大华市区有约八公

里距离之遥。这个新村成立于 1949 年，目前以福州古田人占大多数并以种

植橡胶和油棕维生。由于离市区较远，当地村民民风朴素。虽然我国马来西

亚不断地在发展并改变，但这个村子至今还是保有它浓厚的文化及宗教色

彩。村民仍旧看重本身的文化和宗教节日。第一村的人口不多，村子里只设

有最基本的公共设施。另外，村民们的小孩在小学毕业后必须到爱大华市区

才能接受到中学程度的教育。村内的就业机会不多, 也没有旅游景点。 

 
图 1：村内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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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图 2：拉也依淡新村路标 

 

拉也依淡新村（第一村）是位于霹雳州曼绒县爱大华区内，五个新村

的其中一个小新村。1948 年期间，马来亚共产党的暴动，英殖民政府颁布

了紧急法令，在多个州属建立华人新村。新村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要隔绝居民

与马共分子的来往。 

 

在拉也依淡新村于 1949 年正式成立，首批迁入的村民大多数来自宜

力与玲珑的广西华裔，1950 及 1951 年时才迁入第一村的古田籍贯居民，大

部分是来自附近的“家昌匡”及“自修匡”。第一村前任村长与马华支会主

席的卓乙模（82 岁）接受访问时说，第一村时，从宜力一带迁来的广西人

被称为“迁居移民”，而从临近地区般到第一村的古田人者被称为“集中移

民”。起初，新村内一共拥有 300 余户的住宅屋，其中有 200 户以上是广西

人，古田人只占 100 余户。但过后随着一些广西人不适应这里的生活而般离

后，目前村内是以古田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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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老先生回忆说，在紧急法令实施时期，居民们的生活都过得很苦，

尤其在新村成立初期，因戒严的关系，村民只能在早上 6 时至晚上 6 是自由

进出，其他时间都不能离开新村。卓老也表示，第一村与邻近的两个新村即

甘光马坡新村和哲仁新村的村民都经历了两次的土地分配。第一次是英政府

为了补偿被迫从其他地方迁来新村的村民，而在 1957 年 7 月 31 日分配给每

户村民 4 英苗的芭地。第二次则是在我国独立之后的 1968 年，由当时的木

歪区州议员拿督黄国泰向州政府争取到每户村民获派两英苗的芭地。 

 

马来西亚建国后，国民脱离了被其他国家占领时水生火热的日子，也

摆脱了马来亚共产党统治时期的恶梦。村民们的生活虽然辛苦但至少得以平

安快乐地过日子。我国发展至今，这里依然是一个纯朴温馨的小新村，村民

们都保有互相帮助与扶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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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房屋构造 

 随着年轻人往首都发展或举家搬迁至其他较发展的地方，目前拉也依

淡新村村民已减少至大约 850 人。大部分村民是华人，而印裔同胞只有三、

四户。新村的华人大部分是福州古田人，所以这里的惯用方言是福州古田

话。村里只有不到十户属于其他籍贯如广西、客家和广东村民。新村的路很

容易认而且也容易找到出口，新村整体呈四方型，不容易迷路。此外村里的

双层店屋如杂货店和餐饮店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 

 
（左）图 3 聚集在同一条主街的双层店屋 

（右）图 4 三层店屋，底楼为杂货店，顶楼作为养燕子用途 

 

大部分村民都是从事农耕行业的小园主或以农耕行业为副业的小园

主，随着油棕及橡胶经济价值不断上涨，有芭地的村民每个月都会赚取一笔

可观的收入。加上住在小村子的花费不如城市高，村民在省吃俭用下都存下

了一大笔钱来把原本小小的木屋改建成砖制房屋或时尚美观的大洋房，因此

大洋房在村子里如雨后春笋而木屋则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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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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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图 8 
 

图 5-8：如雨后春笋的大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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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图 10 

图 9-10：村民不断提升的生活素质，小木屋的数量已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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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 

拉也依淡新村村民过着纯朴又规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

活。由于成立新村时每户有新村屋地的村民都获分配约 10 依格的芭地，大

部分的村民都从事农耕行业或以农耕行业为副业。 油棕经济价值较高、成

熟期较早，因此大部分的村民都种植油棕。当然，这几年橡胶经济价值也继

续上涨，一些村民则保留橡胶园或把油棕园翻种橡胶园。 

 

一些小园主也利用一块芭地作为两种经济用途，即在油棕园或橡胶园

种植可食用的蘑菇、香蕉或养殖肉鸡。随着菌类食物如蘑菇的食用需求提

升，一些村民利用油棕园种植可食用的蘑菇以增加额外收入。70 年代时一

些村民看到养殖肉鸡的商机，在各自的芭地养殖肉鸡。到后来在各自的芭地

搭起高脚楼的养殖肉鸡农场以减低成本。随着养殖技术的进步及为了符合环

境卫生的条件，一些园主采用了从国外引进的“密封式”养鸡场。 

 
图 11：橡胶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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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等待橡胶到为期 7 年成熟期的同时也种植香蕉 

 

 
图 13：小空地被村民善用以种植一些水果如黄梨和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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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村民饲养的家乡鸡自家食用 

 

燕窝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短短几年内这小小的新村建立了三栋三层的

店屋作为养燕子用途，目前三层店屋不断在兴建中。一些居民则利用自己离

新村较偏远的芭地建立养燕的建筑。多数居民也利用自己屋外或屋后的小空

地种植蔬菜水果和饲养家乡鸡供自己食用。有些家庭主妇则把这些自己栽种

的蔬菜兜售或兜售自己饲养的家乡鸡以增加收入。“民以食为天”，拉也依

淡新村自然少不了从事餐饮业的村民。可以在拉也依淡新村寻获的美食有福

州枕头包、包点、干捞面等。从事餐饮业者都聚集在同一条主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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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建立中的三层店屋以作为养燕用途 

 
图 16：村民兜售家乡鸡或鸭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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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图 17-18：聚集在同一条主街的餐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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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拉也依淡新村只有一所学校，就是拉也依淡培民华小。因为这里是华

人新村，所以没有其他源流的小学，即使是印裔也把他们的子女送来拉也依

淡培民华小，因此都说得一口流利的华语。 

 

拉也依淡培民华小与拉也依淡新村同样成立于 1949 年，至今已 62 年

了。早期的村民生活艰苦，缺乏物质，虽然如此，秉着“再穷也不能穷教

育”，村民还是不忘创办华文小学，启蒙稚子，让孩子们接受教育以改善生

活。拉也依淡培民华小位于新村正中心，学生往返学校也不及 1 公里，非常

方便。此校的校训是忠诚勤朴。 

 

刚成立的拉也依淡培民华小是以木头建立再由亚答叶搭成屋顶。直到

1983 年才以洋灰矗立三层的校舍。由于学生人数逐年下降，这一栋的校舍

也足以使用。拉也依淡培民华小共有六班，每个年级各一班。拉也依淡培民

华小于 2000 年成立电脑班以便纯朴的学生有机会接触电脑，以免莘莘学子

追不上科技的发展而日后被时代淘汰。 

 

拉也依淡培民华小目前是微型华小，学生人数曾一度下降到 65 位，

这也是最少学生人数的一次。目前拉也依淡培民华小共有 1 位校长，10 位

教师和 85 位学生。虽然学生人数少，但每年的 UPSR 及格率总是在曼绒县

24 所华小排名前五名。由于新村村民不多，这里没有中学。小六毕业的学生都

到 7 公里远的爱大华市镇升读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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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图 17 

图 16-17： 拉也依淡培民华小，1983 年建立的新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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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文化及宗教信仰 

拉也依淡新村里的村民都很的纯朴，生活习惯也非常的简单。目前，

大部分还住在村里的居民是老奶奶老公公或退休人士了。 他们的生活圈子

都围绕在家庭和邻居之间。村民们彼此的认识与了解很深，大家都不分你我

的彼此照顾。相较于城市的小孩，村里的小孩都很活泼，也比较自由，在下

课后都能有戏耍的空间。儿童或青少年还会大伙儿相约一起打篮球，踢足球

或打羽毛球等，不会受到父母的约束。村内的主题公园与游乐场也成为村民

联络感情和休闲的好去处。 

 
图 18：篮球场  

 

 
图 19：主题公园-康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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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主题公园的另一边 (村里的情人桥） 

 

另外，第一村内也设有民众会堂。作为马来西亚的其中一分子，村民

们还是很关注国家的发展动向，不因居住的地方较为偏远而对国家时事漠不

关心，也借此加强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虽然大部分老一辈的村民没有接受

过正统教育，但他们从来不轻看他们的权益以及自己对国家的重要性。第一

村也设有小型医疗诊所。如遇上小病痛， 村民都会到这儿来求诊。这诊所

提供免费服务于村民。外劳或女佣则需要付费。 

 

 
图 21：民众会堂 

 



KAMPUNG RAJA HITAM 

18 
 

 
图 22：小型医疗诊所 

 

 每逢华人文化节日如华人农历新年，端午节，清明节和冬至等具代表

性的节日，村子里每家每户都会与家人一起欢庆。一家大小一同裹粽子，搓

汤圆的习惯让难得聚在一起的家人有了共同的回忆。华人农历新年更是让这

个人口不多的村子有如大型购物市场大减价时一般热闹！而那些在村下长大

后在外地打拚的青年都一定会在农历新年期间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间接把

中华文化传承下去，也让想念儿孙的老长辈一解思念之愁。最特别的是在除

夕夜凌晨 12 时，除了家家户户门前的鞭炮声之外，村里两三个地点同时放

烟花的景象也让新年的气氛更加的强烈，有时还会长达半小时哦！ 

 

以古田人居多的拉也依淡新村非常重视每年一次的团圆饭，因此在除

夕夜晚吃的年菜就非常讲究了，既要有鱼有肉之外，更要吃的有“彩头”，

比如在年菜中就绝对少不了祝福家中吃后生体健康，长寿百岁的福州红酒面

线，俗称长寿面。其中红酒还是自己家里酿的。还有其它福州美食如蛋燕，

鱼漂酸辣汤和酸辣排骨等都是村里福州人餐桌上必吃的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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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福州红酒面线 

 
图 24：鱼漂酸辣汤 

 

  除此之外，信仰也是村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村民们的宗教大致

上分为两大类，即基督教或佛教。其实，除了主题公园和一所华小外，爱大

华的五个新村都有设在自己村里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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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拉也依淡卫理布道所 

 
图 26：佛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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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机会 

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意做。虽然村子小，但也有其创业机会。 

1.菜市场 

每个早晨村里的主街都会有小贩们在售卖蔬菜，水果和海鲜类。 虽然菜市

场的规模小，但也为村民带来了方便。村民不需到市镇上就能够买到所需的

食材。这里所售卖的食材不但新鲜，价格也很公道。 

 

2.餐饮业 

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肯定少不了。目前村里的茶餐室或餐馆并不多，有意

创业的朋友可以从这里下手。例如开面摊，茶餐室或餐馆。若厨艺好，必定

能够得到村民的支持与光顾。 

 

3.小型超级市场 

若村里设有自己的小型超级市场，那就太好不过了。这样一来，许多原本需

要到镇上购买的杂货就可以很方便地够取。此外，这也可以给村里带来就业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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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建议 

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霹雳州州政府开始在曼绒县各城镇新村提供

新的公共巴士服务路线。川行路线包括爱大华、莫珍歪、斯里曼绒等地。拉

也依淡村民最主要使用的路线便是由莫珍歪通往爱大华的路线。相较于原有

服务长达 25 年的公共巴士一天 9 趟的服务，这条路线一天只有 5 趟。这对

需要到爱大华市镇办事、复诊、补习等的村民带来许多不便。公共巴士服务

公司应该提供一些小型巴士服务，即可以较少成本费用，也可以增加服务次

数。 

 

再者，新村内唯一的游乐场设施部分已经生锈残旧不堪。村民希望有

关当局能维修， 增加游乐场设施，让小朋友们可以有个安全的游乐场所。

另外，也可以建设一些康乐设施以提供于长者可以到此地来强身健体。 

 
图 27：残旧不堪的滑梯 

 

村内并没设有警察局或警卫停。为确保村民的安全，应建立小型的警

察局，好让警员定时巡逻，减少罪案的发生， 确保村民能够有安定的生

活。此外，村民也投诉越来越多印尼非法外劳在村内落地生根，组织家庭。

曾经有一大帮印尼外劳手拿刀到茶餐室恐吓村民。这样的情况难免让村民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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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村内安全。因此，政府应该加强非法外劳取缔行动，以避免不愉快的事件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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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rt, please contact: 

 

Department of Soft Skills Competency 

Tel: 03-79582628 ext  8274  (Klang Valley Campus) 

        05- 4688888 ext 2297/2299  (Perak Camp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