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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力争。如此一来，他并没有留下多少
私人时间。每年政府提供的国会拨款，
他都用来协助安顺三民独中、当地多家
华小以及选区的民生建设，如困扰当地
百年的水患及土崩问题等。8王添庆的人

缘好，性格随和、健谈、没有架子及生
活简朴。9他问政但凭良知，不对当权
者奉承阿谀，因此他鲜少受到在野党
团的攻讦和指责。他被认为是真正贯
彻当初从政的“三结合精神”，赢得
华社的尊崇。

1987年1月发生合作社事件，王添
庆担任党的合作社存款人三人小组主
任。他积极会见多家合作社代表及存款
人委员会，公开反对政府接管全部合作
社并进行清盘。他认为国家银行应该让
营运健全的合作社恢复正常营业，有问
题的合作社则进行接管，调查个别舞弊
现象并法办。10同年在天后宫的华小高
职问题大集会上，他代表民政党出席及
在台上发表反对“不具华文资格出任华
小高职”的言论。但不幸此集会招致政
府在10月27日发动茅草行动（Operasi 
La lang），动用内安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把参与事件人士不拘朝野
共107人进行无审讯式扣留，其中包括
王添庆律师。11 

据报章资料显示，“茅草行动”
展开后，当天下午，王氏还到国会聆听
马哈迪医生解释大逮捕的原因。惟国会
散会后他即被政治部官员带走，随后也

积极捍卫母语教育，是使王添庆获得
1998年度“林连玉精神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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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后政府才解释说只禁止政治性的集会，民间的私人集会如宴会等不被禁止。“大马再捕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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