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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论文集，共10部分，由67篇论文组成。每篇介绍、论析一种大马独特的华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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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灵窗是马来西亚籍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出生于1962年。在马来西亚接受和完成高中教育并工作5年
后，先后留学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主修宗教和民族学。作者于1996年从中国内地学成后，曾在
马来西亚的独立中学执过教鞭，当英文教师；之后在报馆做过专题作者和高级记者，也曾在老挝开办
过一所英语学院。目前任教于华侨大学外语学院大英部，专职教授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英文。
获2002-2003学年度华侨大学第一次主办的“外籍模范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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