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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针对新山 14 条以华社领导人物、会党、店铺命名的街道作为研究

重点，从街名上发掘背后的历史意义，并简单地为这 14 条街做一个划分归类并

探讨当时候的街道方言族群特色。 

本论文一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个章节为绪论，为本论文掀开序幕，阐

明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及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此外这章节也会论述此论文的

研究方法并说明关于论文的架构排列以及书写时所论文面对的难题。第二章节

将简短的介绍“新山”这个名字的由来，以及为新山华人史做一个粗略地回顾。 

第三章节，本文将为这 14 条街名划分为两大类：个人功绩和其他，并逐

一地介绍每一条街名的由来。第四章节是研究街道的方言族群特色以及描写新

山街道的命名方式。在这章节，我们将这 14 条街道分为 3 大类即：潮州、广府

和福建，以及探讨当时候的客家人与海南人的社会地位。 

第五章节为结语，将以上各个章节做一个小小的讨论与归纳，尝试为本

论文做个总结。 

 

【关键字】新山  华人  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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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中国古籍记载，在公元年初华人便与柔佛有密切的往来与接触。但在 1844

年左右，华人才大规模涌入柔佛。华人对柔佛开埠与发展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

是不可忽视的！新山--柔佛之首府，现如今仍保留了 14以华社重要领导人物、

会党、店铺命名的街道，即是其中的一个明确的证据。这是因为能以其名字命

为街名的先贤全绝非平庸之辈，他们肯定都是在一些方面对新山有卓越贡献的

华人。随着时代的转变，这些华族先贤的功绩，渐渐不为人知；所以增加了街

名研究的困难度。一些街名也因当权者的独裁而被易名或缩短，也因此激起了 

更多人对这些街名背后的由来感到兴趣。 

  马来西亚独立至今，街道被易名在我国是常有的事。为的不外乎是要巩

固其政治权力，通过街道易名让当地人民逐渐遗忘某個年代的重要（非土著）

领导人物，如吉隆坡的“隆興路”（Jalan Loong Hin）被易名为“蒂蒂旺沙 4

巷 ”（Lorong Titiwangsa 4）及“趙煜路”（Jalan Chiew Yoke/ Jalan Chew Yok）

被易名为“蒂蒂旺沙 2巷”（Lorong Titiwangsa 2）。 

而这些街名最大的特色都是以华人命名的街道，在新山其中的一条街名更

是以早期新山合法的会党命名，以会党命名在我国或是仅有的。在这仅有的街

名被易名前，将其一切历史事件记载下来，这研究是迫在眉间的！因此，本论

文尝试尽微薄之力收集全新山有关华族先贤的街名并一一尝试解读每一条的街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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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动机 

华人足迹早已遍布全马来西亚各个角落，其中以华族先贤命名的街名就是

一个缩影。但何谓街名？街名，从来不是個简单的名字。街名是一个人們认识

地方、记住地方，是一个地方历史与情感投射的载体。街道易名引起众怒，当

权者在没有咨询当地居民意愿下，独裁仓促地随意为街道易名。除了引起各种

的不便，当权者最主要的目的便是抹去所有当地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并或建构属

意的政治倾向与文化认同。这完全漠视了当地居民的历史记忆和地方认同感！ 

  既是用以为街道命名，便证明了这些华族先贤在新山发展建设上的功勋；

也证明了华族在這裡的生存，不是无功受祿，不是平白获得施捨的情況下在这

里落戶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血有泪，离乡背井南下讨生活；披荆斩棘开创

新天地。 

  但当我国华族历史遇上了独裁的执政者，华族历史注定受到威胁。而执

政者通過街道易名进行散播与巩固意识形态，并配合精心编入的历史教科书，

让执政者得以重写历史，抹除特定对象或群体存在的历史痕跡。就如本论文研

究的街名之一泰兴街 Jalan Tai Heng，在被当权者易名后，官方历史丝毫无记

载任何关于这位先贤的生平事迹，就这样让这位曾经对新山有莫大贡献的一代

功臣被遗忘在历史洪流中。因此，本论文希望通过对这 14 条街名的浅析能引起

华社对街道易名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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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学者研究成果 

近几年，对本土研究感兴趣的学者越来越多；但比起槟城、马六甲等其他

州属有关于新山地区的研究其实并不多见。其中研究新山地区最多的学者乃南

方大学学院中文系主任安焕然，他的许多著作与论文都对本论文有莫大的帮助。

其中《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汇集编》1和《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工作纪行》2撇

除其书籍厚度不说，当中全是安焕然带领他的学生到各地收集的口述历史资料

里面不凡是珍贵鲜为人知的地方历史记载。安焕然还有一本与刘莉晶一同编写

的《柔佛客家人的移殖与拓垦》，让笔者了解早期客家人在新山的生活状况以

致于没有客家先贤被命名街名。此外，安焕然也与其他新山前辈—吴华与舒庆

祥一起做田调收集史料并编为一本又一本的著作。而他们三人共同创作的《柔

佛义兴史料集》3里面收集了许多关于义兴公司、潮籍港主与新山的资料。4在其

他专书方面的研究，相关的著作有舒庆祥编写的《走过历史》5，与吴华合著的

《新山历史图片集》6和《柔佛新山华文史料汇编》7都对本论文有莫大的帮助。

此外，也参考了吴华先生的《新山今与昔》8、《新山华族人物誌》9当中收录了

许多对新山开埠史有莫大功绩的先贤生平资料。而郑良树学者的《马来西亚华

社文史论集》10、《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史稿》11也记载了新山的大小人事物

                                                           
1
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汇集编》，新山：南方学院，2003 

2
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工作纪行》，新山：南方学院，

2003 
3
吴华安焕然舒庆祥：《柔佛义兴史料集 1844-1916》，马来西亚：新山华族历史博物馆，2013 

4
安焕然刘莉晶：《柔佛客家人的移殖与拓垦》，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新山客家公会，2007 

5
舒庆祥：《走过历史》，马来西亚：新山彩虹出版社，2000 

6
吴华舒庆祥：《新山历史图片集》，马来西亚：新山中华公会，2007 

7
吴华舒庆祥：《柔佛新山华文史料汇编》，马来西亚：新山陶德书香楼，2008 

8
吴华：《新山今与昔》，马来西亚：新山海南会馆，2000 

9
吴华：《新山华族人物誌》，马来西亚：新山陶德书香楼，2006 

10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社文史论集》，新山：南方学院，1999 

11
郑良树：《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史稿》，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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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笔者在书写此论文时从中得到了不少资料。当然，做新山本土研究

也少不了参考许云樵先生的多篇论文以确保史料来源的准确性！ 

在翻阅学者研究成果时，最让人意外地是寻获一本英文书籍而其作者便是

此论文的重点之一—黄亚福的曾孙女拿汀黄佩萱！她的著作”Johor,1855-

1957:local history , local landscapes 12”耗时逾 10 年完成 ,从第一章

1855 年 3 月 10 日天猛公达因依布拉欣（Temenggong Daeng Ibrahim）与苏丹

阿里（Sultan Ali）签订合约始，直到最后一章我国迈向独立之路止。高达

200 多页的新山百年史写到 1957 年，里面收录的不止是新山的“成长史”更有

许多珍贵的漫漶地图，斑驳照片。 

  但在阅读由何启良教授主编的《马来西亚华人人物誌》13时发现这本著作

收录了马来西亚海内外的杰出先贤，包括作家马汉、政治人物黄家定甚至连新

加坡副总理吴庆瑞也被编入这本著作。但，新山众多被命为街名的华社重要人

物却遗漏在这本著作里，其中包括：卓亚文、郭钦鉴、佘任桂及佘泰兴。这著

作的疏漏让人深感惋惜。 

 

 

 

 

  

                                                           
12

Lim , Patricia Pui Huen ,Johor, 1855-1957 : local history, local landscapes .,Singapore : Straits Times 
Press, c2009. 
13
何启良：《马来西亚华人人物誌》，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2015 

http://www.nlb.gov.sg/newarrivals/item_holding.aspx?bid=1319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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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难题 

  华人一向来重视教育与经济，却无形中忽视了史料的保存。许多华族先

贤开埠这片土地的珍贵历史，随着环境的变迁与光阴的流逝而渐渐被淹没，实

属可惜。早期关于华人开拓柔佛的文字记载非常少，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由于历史悠久，史料阙如，主要的资料来源都是诸书史籍、报章及会馆特刊等。

此外，笔者发现现如今可以进行口诉历史访谈的对象越来越少。很多二战前出

生的长辈也因年迈记忆衰退，更多的是早已离开人世。在论文中有的先贤略长

有的简短，有的先贤连籍贯生卒年都不详，只写两三行事迹。这都是基于资料

的多寡并非偏爱或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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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山与华人 

 

资料显示，华人海商很早以前就已经来到了柔佛新山。1617 年明代万历年间

张燮《东西洋考》就曾写道：在柔佛“我舟至止，都有常输”。清代乾隆年间谢清高口述

的《海录》记载着，在当时的柔佛与廖内群岛一带“土蕃较强盛，潮州人多贸易于此”。

（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2003，623）这一切都显示华人在很早期就与

柔佛新山此区域有着频密的联系。 

 

第一节 新山一名简史 

柔佛新山（Johor Bahru）于 1855 年才开辟，初期名字叫“依斯干达百帝利”

（Iskandar Putri）。但早期华人称新山为“惹呀玻”，此乃阿拉伯文但其含义

就不得而知了。现存柔佛古庙的一座古铜钟上亦刻着“同治乙亥年春月（1875）

吉旦，惹呀玻众弟子合敬”的字样。 

“依士干达百帝利”这名称一直到 1866年才被易名为“柔佛新山”

（Johor Bahru）。於 1866 年，正月一日苏丹阿布峇卡在一项隆重的仪式中宣布

“Iskandar Putri”易名为“Johor Bahru”，於皇宫附近竖立着一座纪念碑。该纪

念碑用中巫英印四种文字刻着有关开的纪念文字。（吴华：2000， 1） 

依 Johor Bahru 的原文应该译为“新柔佛”。但，华人都从未此称这地方为

“新柔佛”反称为“新山”。“Johor Bahru”的原文中并不带有”山”的含义

也亦非“山城”之意，那新“山”又从何而来呢？这有待考证。但，询问一般

新山居民都说：新山一名由来可能是因为，早期这到处都是山芭，树木林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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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点点的村落。后来天猛公实施港主制度后，大批南来华人引入进行拓殖业，

开芭除草，建立一个新的市镇。因此，当地华人就称作为“新山”？新山更有

一些长辈将这名字由来做一个很有趣的解释：因为柔佛州苏丹很喜欢下令砍伐

几十年的老树木然后再种植全新美化环境的绿色树木，所以称作“新”“山”！ 

  

第二节 新山华人简史 

自十九世纪开始，柔佛州的苏丹及天猛公（Temenggong）实施了港主制度14，

引进了大批华人到各条河流协助垦殖开荒，在马来西亚半岛开创了官民合作的

先河，建立起华人与马来同胞的友好和谐关系。 

在华族港主百年来的领导下，一批又一批的华人披荆斩棘，在艰辛的环境

开拓属于南来华人的生活新天地。根据史料记载，大部分的港主都是潮州人，

这些潮州籍港主带领着同乡一起南来创天下。因此新山被称为“小汕头”实在

不为过，且进一步证明了新山的开埠与华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始自 19 世纪 40 年代，华人大规模南下柔佛。1819 年英国人莱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登陆新加坡，在 1824年时英国与荷兰两国便

签署了“英荷条约”（Anglo-Dutch Treaty），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随之，天

猛公王朝在柔佛崛起，这就引发华人大规模迁居柔佛的契机。 

天猛公依布拉欣(Temenggong Ibrahim)长居于新加坡，眼见华人在新加坡种

植胡椒与甘蜜日见繁荣，出于自身统治之需便积极向华人大开方便门，吸引大
                                                           
14
港主制度（Kangchu System），脱胎于廖内当时风行一时的耕种制度。在 19 世纪中期，港主

制度便由柔佛天猛公王朝继承并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简言之即为开发垦殖柔佛，通常选择在河

与河（主要支流）交汇的地带发展。港主在其港脚拥有承包税饷、拥有刑罚权、包赌包娼，以

及烟酒鸦片的专卖特权。 



8 
 

批南下的华人前来。而港主制度的成功造成对华裔劳工的需求极殷；此外，在

新加坡华人私会党的活动日受限制，这时适逢天猛公依布拉欣发出号召前来新

山。（郑良树：2004，XI）所谓“时势造英雄”，后来义兴公司在新山化身为

一个合法的组织并深得苏丹的信任！ 

随着华人相继移入，此时此刻的柔佛州在人口结构上出现极大的变化。

1835 年，根据学者 Newbold 所载柔佛州人口仅有区区的 2 万 5 千人；而到了

1884 年，另一名学者 A. M. Skinner 的记载，此时的柔佛州人口已增加到 10 万

人！不到 10 年的时间，增加了将近八万人口！随后，一名学者 Harry Lake 在

1894 年做了一个计算，柔佛州的人口已跃增到三十万人口，而当中以华人占多

数。（舒庆祥：2000，258）虽然这项调查可靠性与科学性偏低，但随着天猛公

的号召、港口的开发，华族人口日益剧增列居首位那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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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山华人街名类型 

 

这个章节将新山其中 14条街道做个粗略的分析与分类，针对这些街名分为

两大类：个人功绩及其他（当时候的著名店铺及会党）。而本论文不足之处，

虽经笔者多趟来回国家档案局及我国各个大学图书馆找寻资料，但最终还是因

时间与资金关系无法找出这些街名被正式命名的时间点，所以仅能提供两张来

自国家档案局的区域地图。 

 
第一节 个人功绩 

苏丹阿布峇卡于 1866年 1月 1日把“依斯干达百帝利”（Iskandar Putri）

改称为新山（马来语译音：柔佛峇鲁，Johor Bahru）后，并在其管理之下迅速

的发展成一个城市。有许多大型的建筑物都是在苏丹阿布峇卡的领导期间建成

的，如国家回教堂，大皇宫等等。而且，这些建筑物都是由当时候一位富裕的

华商黄亚福一手包办建成的，黄亚福更成为苏丹的左右红人。此时此刻的新山

也因此涌进了大批从中国南下的华人。 

 

一、黄亚福街 Jalan Wong Ah Fook 

新山市区内有一条著名且热闹非凡的街道—黄亚福街，它从崇侨银行一直

延伸到地不佬汽车天桥底下，长约四分之一哩。 

黄亚福（1837-1918）黄亚福原名叫黄福，字彦廷，字莆田，讳福基，祖籍

广东台山县都斛区松堡眼镜村。他是一名建筑商种植家亦是著名港主，在新山

开辟柔盛港（Segget）是十九世纪末建设新山的粤籍功程。起初在新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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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福从事木匠、水泥浆，后来成为承包商。在现如今的黄亚福街一带很多屋

宇，柔佛皇宫和监狱等都是他一手承建的。同时，他也在丰盛港种植胡椒、甘

密等。（Lim, Patricia Pui Huen：2009，74） 

传说，黄亚福的飞黄腾达乃得力于其义妹黄亚娇不少，黄亚娇国色天香受

天猛公垂青并纳她为妃。由于黄亚福是妃子的义兄所以经常出入皇宫，为皇室

所重用。当时新山方大兴木，建筑皇宫及码头，届为黄亚娇所推荐方得其承包

工程。从此事业一帆风顺。1865年，州政府急需用款，拟想办法征收亦与黄亚

福商讨对策，黄亚福便献议开放饷马，开设赌馆解决了州政府的燃眉之急。 

黄亚福也对慈善事业及教育事业贡献良多。他曾将自己在新山的三间屋宇

捐献出来充作安老院，收容贫老无依靠者；他也倡建新山广肇会馆，该馆的馆

址就是他捐赠的。他亦是宽柔学校发起人之一，一生中造福不少人。 

黄亚福对新山的开拓有诸多贡献。在 1903 年，柔佛苏丹赐予他准拿督

（S.M.J）头衔，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封他为太平局坤（J.P）。后来，黄亚福引导

苏丹赴中国观光，两广总督岑春煊迎於宾馆，并奏请清廷赐苏丹二品顶戴，而

黄亚福则向清廷捐官衔--同知衔（吴华：2000，81-82） 

新山人都谣传着一个故事黄亚福街的由来。一天，黄亚福与苏丹阿布峇卡

（Sultan Abu Bakar）赛跑。黄亚福跑在前面，然后到了陈旭年街就停了下来；

苏丹阿布峇卡就把黄亚福跑过的路线地方送给黄亚福。黄亚福还说：“为什么

你不早讲，那么我就跑远一点！”由此可见黄亚福与苏丹的交情非一般深厚。

而当时候的黄亚福街全都是“Balak 芭”15 而不是现如今的油柏路。 

                                                           
15

Balak 芭：树桐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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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兆楠路 Jalan Siu Nam 

  新山广肇会馆的所在地就在现今的兆楠路，广肇会馆创办于 1879 年，亦

是新山唯一一间超过百年历史的会馆并由黄亚福创办。 

黄兆楠（？-1915），名景棠，字绍平，祖籍广东台山，黄亚福长子。

（Lim, Patricia Pui Huen：2009，88）出生于新加坡，12岁返回中国接受传统教

育并获得拔贡生的学衔。他致力于推进改革工作。他办报同时参与收复粤汉铁

路首任总理。他精于诗词，长于理学，享誉于文坛。他还创办广州第一女子学

校，并有他的妻子马励芸担任校长。（吴华：2006，216） 

 

三、兆坤路 Jalan Siu Koon 

  现如今新山中央警察局前的一条街道。 

黄兆坤，黄亚福的次子，长期协助他打理生意。（Lim, Patricia Pui Huen：

2009，88）关于黄兆坤的生平事迹并不清楚，所有的文献来源都是寥寥数字带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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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兆镇路 Jalan Siu Chin 

早期这条街以卖榴莲而闻名，因此在早年的时候这条街有榴莲街的别称。 

黄兆镇（1887-？），乃黄亚福三公子，字子静。毕业于牛津大学法律系，

1913 年考获律师资格，负责管理其父（黄亚福）设在罗敏申路（Robinson Road）

的谦源公司。向来居住在香港，南来新加坡和新山仅数次。 

  黄亚福遗有 5子 4女，儿子为黄兆南、黄兆焜、黄兆镇、黄兆珪及黄兆

源，女儿为黄丽珊、黄典娴、黄蕙纕和黄美焕。黄亚福四父子一齐被命为街名，

在我国仅此一例一时传为佳话！这三名儿子虽然南来的次数不多，但却因有个

伟大的父亲而命为街名流芳百世！反之，在柔佛新山比较有名的是黄亚福的四

公子黃兆珪。他是当时候新山少数的华人律师之一也曾担任柔佛州参政议员、

柔佛州行政议员及新加坡参政议员，深受柔佛州苏丹和殖民当局器重。黄兆珪

都以拿督 S. Q. Wong 著称于新山社会（Lim, Patricia Pui Huen：2009，74）；但

他却不被命为街名，十分可惜！ 

 

五、拿督卓亚文路 Jalan Dato Toh Ah Boon 

淡杯（Tampoi）的拿督卓亚文路是为了纪念新山最富有的閩商卓亚文而命

名。卓亚文，又名卓天文、卓文荣（1860-1932），祖籍福建省南安县。由于他

在新山开创了一个店舖并且名为文荣号，所以当地居民又俗称他为卓文荣。拿

督卓亚文在新山发展历史上，并非港主而是一位白手成家的实业家。当年，卓

亚文在新山淡杯（Tampoi）和士古来（Skudai）一带都有属于自己的产业，而

如今的新山市区内也有不少店铺是他遗留下来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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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丹斯里郭鹤尧的口述，当时多为潮州人在新山工作，福建人为数不多。

卓亚文初期是经营杂货舖，后来才从事建筑材料生意及承包商，是当时候新山

拥有最多产业的一位华族实业家。卓亚文不止拥有百馀间房屋还有将近千馀亩

的橡胶园，此外承包了许多政府及民间建筑工程。这一切都是柔佛苏丹依布拉

欣（Sultan Ibrahim）对卓亚文的器重。他也获委为宫庭委员会成员，苏丹依布

拉欣还封赐他为高级拿督（S.P.M.J）同时也是新山首位受封高级拿督的华人16。 

 多数老一辈的新山人都知道卓亚文经营的杂货舖--“文荣号”。“文荣

号”位于依布拉欣路（Jalan Ibrahim），即华侨银行斜对面，曾被喻为新山最高

建筑物。 

1918年他率众成立柔佛华侨公所，1919 年被柔佛苏丹委任为政府议会的华

裔议员代表，1920 年他是柔佛华侨公所正式注册后的首任总理；他对社会有功，

在 1926 年获得马来统治者封赐高级拿督勋衔。他也在 1927年捐出笔二万元巨

款设立名叫卓亚文奖学金并由政府管理供柔佛华巫子民在新加坡修读医科。卓

亚文是宽柔学校发起人之一，他在 1918年开始就担起宽柔学校总理的重任，为

期 10 年，到 1927 年为止。 

宋蕴璞《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1930）记说卓亚文家财万贯，却

“未尝示人以豪富色。”但其为人“乐善好施，于贫穷多周恤，至公益慈善事

业，尤力提倡举办”。该书作者还特别指出，1913年新山宽柔学校创建以来，

为建校发展，卓亚文“捐特别捐，前后凡输数万金，又与同志共倡华侨公所，

                                                           

16资料来源自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884-1942), 12 April 1932, Page 

3 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aspx?articleid=singfreepressb19320412-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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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捐巨金。”由此可窥，卓亚文在宽柔初创时期出力尤多，而且是柔佛华侨公

所的主要倡办人。（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 2003，36-38） 

 

六、 陈合吉路（Jalan Tan Hak Kiat） 

陈合吉路（Jalan Tan Hak Kiat）位于淡杯新村内，此路是用来纪念日治

华裔壮士陈合吉，当年他一家九口皆惨遭日军屠杀。 

陈合吉（1890-1942）字邵祥，祖籍广东省澄海县官埭外属金砂乡。按照吴

华编着的《新山今与昔》记载，陈合吉十七岁南来新山，二十岁曾返回中国两

年后又再次南下。初时在菜市场营贩，后来合股创正合号。嗣后开设“陈合兴”

号，经营京果什货，他也曾获苏丹封赐准拿督勳衔。（吴华：2000，，29） 

在早期，陈合吉与洪松宽、黄泰有、郑至川有“新山潮州人四大家族”之称。 

陈合吉历任宽柔中学总理、董事长、财政各职。他乃柔佛潮州八邑会馆其中

一位倡办人并连任该馆总理多年，也连任了华侨公所总理十余年，他亦为宽柔

女校之创立发声。历任柔佛筹赈会财政、新山区分会主席，并被中国侨务委员

会聘为顾问。广东省政府聘为名誉参议，第四路军聘为名誉顾问。原本生活顺

遂，但因卢沟桥事变，陈合吉因此担任新山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主席，成

为日军的眼中钉。1942 年日军成功侵入大马时，追捕筹赈会职员，陈合吉就名

列榜首。（吴华、舒庆祥：2008，278-279） 

 根据新山华社元老洪细透露，陈合吉在被日军捉走后，他的一家九口也

一併处死，其中陈合吉的佣人和亲友也前后遭到毒手。据悉，陈合吉被日军逮

捕时曾向人透露，日军曾要求他开枪射杀他的同胞，但他以不懂得开枪为由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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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了日军。但最后陈合吉和他的家人还是被日军杀害。根据记载，陈合吉遗骨

是于 1947年被挖出，他的夫人凭金牙和手表确认身分。17 

 

七、 黃羲初巷 Jalan Wong Hee Choo 

在淡杯新村里有一条小巷---黄羲初巷乃纪念“新山华小之首倡者”和“宽

柔学校之保母”黄羲初而设。 

黄羲初，名兆伦字延屏（1885-1961），祖籍广东省台山县瀛洲村出生于新

加坡。8岁前赴中国接受教育，1907年返回新山，继承父业；他父亲是新山早

期著名的建筑商，专门承包政府建筑工程，中年后转营树胶种植。 

黄羲初热爱教育，1911年他与粤籍富商骆雨生创设育才学堂，为新山华校

的开始。之后更努力协助创办宽柔，1913 年他与骆雨生、陈迎祥、郑亚吉四位

成功倡办宽柔学校。而他甚至担任董事部要职长达四十多年之久，在反对宽中

改制更是举足轻重！黄羲初对华人教育绝对有莫大贡献。（吴华、舒庆祥：

2007，205） 

1919年义兴公司被令解散，黄羲初当时作为宽柔学校的代表，要求义兴公

司拨出剩余的存款作为宽柔学校的教育基金；与此同时由潮州人士所组成的椒

蜜公局也在争取义兴公司剩余的存款。当初若没有黄羲初的实际行动为宽柔学

校发声，义兴公司也不会将 2万令吉（相等于那时候四条港的全年收入）存款

捐献给宽柔学校。随后并将这笔 2万令吉在新山市中心购买 3间店屋，并将所

得来的屋租从当学校经费。 

                                                           
17
资料源自中国报 2014 年 8 月 23 日报道《零秘密‧非港主曾参与赈济活动抗日先贤道路命名》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554301 

http://www.chinapress.com.my/20140823/%E9%9B%B6%E7%A7%98%E5%AF%86%E9%9D%9E%E6%B8%AF%E4%B8%BB%E6%9B%BE%E5%8F%83%E8%88%87%E8%B3%91%E6%BF%9F%E6%B4%BB%E5%8B%95%E6%8A%97%E6%97%A5%E5%85%88%E8%B3%A2%E9%81%93%E8%B7%AF%E5%91%BD/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55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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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羲初除了在教育尽心尽力，对于华社活动也非常活跃。他担任过广肇会

馆会、华侨公所总务、中华公会副理事长以及志声书报社社长。黄羲初更曾被

苏丹依布拉欣爵士封赐 PIS 有功勳章，新山中华公会也曾推举他为华人有功人

士之一。（吴华 舒庆祥：2008，293-306） 

 

八、陈旭年街 Jalan Tan Hiok Nee 

陈旭年（1827-1902）祖籍潮安上莆金砂鄉，是早期柔佛州拥有最多条港的

港主（第一到第七条港），在 1868年被苏丹委任为“华侨侨长”（Major China）

（吴华、安焕然、舒庆祥：2013，46）一般相信柔佛古庙是陈旭年联合其他人

士一起倡建的。 

根据新山金鹰体育会会长叶迎章先生口述历史资料来看，陈旭年最初是在

新加坡直落布兰雅（Telok Blangah）以贩布为业。在 1855 年新山开埠，结识了

苏丹阿布峇卡，两人交情甚笃传说还结拜为弟兄，并陪同苏丹阿布巴卡访问中

国。（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2003，68） 

1853 年，陈旭年连同陈万泰（Tan Boon Tye）取得柔佛河支流武吉比兰甘

河 ( Bukit Beranjang )的港契。在 1863 年 9 月 5 日至 11 日，陈旭年在短短的

一个星期内取得另外四项特权，其中包括港契使他有权开发邻近的三条河，即

吉灵金河（Keringkim 或称金金港）、贡贡河和杜港河（Tukang）。这项特许权

使到陈旭年能控制柔佛海岸一片相当大的土地。在同一天，陈旭年与他的合伙

人陈万泰又取得一项开发武吉比兰甘河的新港契以取代 1853 年所获得的旧港契。

后来，9 月 8 日苏丹阿布巴卡又分发一份港契，使陈旭年和另外两个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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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是哥打丁宜丹绒苏叻 Tonjong Surat 地方的马来驻扎官农雅哈雅

Nong Yahaya）有权控制柔佛右岸大支流双池港（Santi River）。（吴华、舒庆

祥：2008，272）从此，陈旭年所拥有的土地便与新港地区接邻了，换句话说陈

旭年获得了整个左岸的港主权，风头一时无两！ 

陈旭年拥有那么多港契自然成为了柔佛第一号大头家，更是当时候新山唯

一一位税收承包人!可说是，当时候在柔佛新山与新加坡拥有巨大权势的杰出华

人。 

 

九、郭钦鉴 Jalan Quck Keng Kang  

郭钦鉴路是一条小路，它与亚相路（Jalan Ah Siang）相衔接。在新山有好

几条以华族先贤命名的街道，而它是在战后才被命名的！Jalan Quck Keng Kang

乃为了纪念新山福帮闻人已故郭钦鉴。郭钦鉴（1890-1948），祖籍福建福州。

17 岁南来在新山定居，开创东昇号经营杂货。东昇号已有多年历史，现如今的

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前身便是东昇号。郭钦鉴与苏丹易卜拉欣私下交情甚好，苏

丹曾将自己的一辆车送给他，郭钦鉴可说是当时候最早拥有私家汽车的华人商

家，而且是苏丹亲自赠送的！苏丹也赐封他为准拿督 S.M.J 的勋衔。战后，郭

氏担任福建会馆主席及出任宽柔学校董事长。（吴华：2006，192） 

郭钦鉴遗有三子，他的长子郭鹤举，学问渊博为我国政府器重，曾被任为

外交使节更一度担任驻美国大使。战后初期，次男郭鹤龄为新山马共其中的重

要会员，但在紧急法令时期因理想而失去生命；另一个儿子则是亚洲糖王郭鹤

年，名扬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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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亚相路 Jalan Ah Siang 

林亚相原名保臣（1853-1917）祖籍广东潮阳县，年少时从中国南下新加坡

独自谋生。据说当时一贫如洗的林亚相穷得连船票都买不起，唯有偷偷地躲入

船舱内。一开始，林亚相在粥档当伙计，起火煮粥赚钱换取温饱。后来，到另

一处打工，因为他的勤劳而获老板器重。老板逝世后留了一笔钱给他，而林亚

相就用这笔钱前来新山开设赌館。之后，他在哥打丁宜和兴楼两地开辟新长兴

港、新兴港、新和兴港、新和林港、新德兴港，从事种植胡椒甘蜜外，并在港

内开设当铺、赌館，又拥有售卖鸦片、烟酒的特权，凡米粮入口及胡椒和甘蜜

出口都可收取佣金。（Lim, Patricia Pui Huen：2009，88）从此，事业越做越大，

白手起家。林亚相是大港主也是义兴公司的“二兄”，由此可见他在当时的社

会地位了！1913年，宽柔学校创立，他出任首届副总理一职，积极参与发展华

教事物。他对新山开拓有功，苏丹阿布巴卡也曾赐予他拿督头衔。 

亚相路一带的地段，在十九世纪末时，属于显赫一时的港主林亚相的土地，

就是为了纪念这一位对开拓新山有功的港主便以这条街命名为“亚相路”。亚

相路一端与 Jalan Lumba Kuda 相通，另一端则与 Jalan Bukit Beldrum 相连。很

多外地人都不知晓这条街道的存在，因为亚相路并非处于热闹的市街内。亚相

路两旁都是私人住宅和一排店铺，而平时较少车辆往来。在亚相路左边，有一

个小山坡；山坡上有一座坟墓，那就是林亚相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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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泰兴街 Jalan Tai Heng 

新山佘泰兴路位于新山中央医院前的海边路路段，它于 1970 年为了纪念我

国已故副首相敦依斯迈医生，将之易名为 Jalan Tun Dr.Ismail。这也是本论文唯

一一条记载已被易名不复存在的街道！ 

 佘泰兴的生平记载并不多，在众多资料中仅记录着佘泰兴乃新山最后一

位甲必丹18和士姑来（Skudai）港主。早年新山由大皇宫至中央医院前的一大段

海边路，取用他余泰兴之名作为街名是因为这条街道由他出资兴建的。（吴华 

舒庆祥：2007，187） 

 

十二、佘任桂 Jalan Jim Quee 

佘任桂路（Jalan Jim Quee）--新山一条旧街道，一路从新山客家公会延伸

至鲁马固打路（Jalan Lumba Kuda 俗称跑马坡）。但，随着时代的演变新山翻

新面貌后，余任桂路贯穿新马新关卡与中央车站之间，以全新姿态出现在新山

地图上！ 

佘任桂原名宜炎（生卒年不详），广东省澄海县月浦村人，是新山早年开

功臣之一。根据史料记载：1885 年，政府发绵裕亭义山的地契给予“乾坤公司”

的三名信托人：Sai Leng Chai、Sai Jim Kui 和 Ku Kiak。其中的 Sai Jim Kui 即是

佘任桂。由此可见佘任桂是乾坤公司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当时候更是新山杰

                                                           
18甲必丹（Kapitan）有首领或队长之含义。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在西方殖民统

治期由殖民统治者委任的华人领袖，以协助管理华人社区的人事物。此制度由葡萄牙

人在马六甲首创，以后的西方殖民者相继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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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富商之一。他创办振茂公司，也是洪港的港主。他曾在清朝买官，封授为奉

政大夫而他的妻妾庄敬贤及林敬良等人都被封为五品宜人。（吴华：2006，139）

现如今葬在义兴路绵裕亭老义山内。 

 

第二节 其他 

在这个章节，将要探讨 2个很有趣的街名由来。“它们”不是人但却与早

期华社息息相关—怡泰兴巷和义兴路，前者是早年家喻户晓的杂货铺后者则是

当时候的合法组织。以店铺和会党命名街道，看来只有新山才有这么一个有趣

的现象！虽然这两者的风光史已无法在新山寻获，但唯有靠着这仅仅两条街来

缅怀当时的盛景。 

 

一、怡泰兴巷 Jalan Lee Thye Heng 

怡泰兴巷 Jalan Lee Thye Heng 是新山市区的老街之一，它是位于百老汇戏

院旁边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一头接直律街而另一头则衔接着纱玉街。 

怡泰兴是个店号而不是人名，是早期的新山潮人士所开创的一家杂货店，

在当时候可说是新山规模最大的杂货店。大约在 19世纪末或 20世纪初，洪松

宽和黄泰有，从中国的广东省潮安县南下新山，他们两人在纱玉街的老巴刹内

联合创立“怡泰隆”，经营杂货、干粮生意。“怡泰隆”的生意十分兴旺，生

意越做越大，在新山拥有十多家店屋。黄泰有与洪松宽对营业地点的选择十分

讲究，专挑街边角头间的店面。 1935年，黄泰有与洪松宽为了把业务交给下

一代管理而决定拆伙。他们俩立下了一个协定，即双方都不能采用“怡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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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号。但为了纪念两人当初创业的艰辛，洪松宽取“怡泰隆”中的“怡泰”

二字，在后头加一个“兴”字，将新店号命名为“怡泰兴”；然而黄泰有将杂

货店号命名为“广泰隆”，取“怡泰隆”中的“泰隆”二字，前面再加上一个

“广”字。此后，在巴刹街的“广泰隆”又黄泰有的后人黄振杰接手，经营酒

类米粮，也是各品牌的香烟的代理。当时候，在新山直律街有许多店屋斗属

“广泰隆”家族所有。而洪松宽的后人继承了“怡泰兴”，又将其分为“怡泰

兴”和“怡泰隆”，但“怡泰隆”不久后就宣告结业。在纱玉街的后巷，有一

整排的货仓都属于“怡泰兴”所拥有。从此，这条巷子便称为“怡泰兴巷”。

（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2003，69） 

 

二、义兴路 JalanNgiHeng 

义兴公司是一个会党组织，但是个合法的会党组织！在 1919 年之前，义兴

公司是获得地方政府首肯进行公开活动的。这可说是马新历史上的头一遭！ 

柔佛于 1873 年通过《柔佛统治港主法令》（Kanun Kangchu），其第十三

条说：“港主应遵守先王颁布之命令，不得于义兴之外另立会党。”（郑良树：

1999，39）可见义兴公司当时候在柔佛的“独尊”地位！ 

   义兴公司作为柔佛州开辟的总司令台，带领着成千上万的子弟南下踏入

这片土地后，开始蝉蜕脱壳。在陈开顺、陈清丰、林亚相及陈旭年的先后领导

下，义兴公司再也不是那个喊打喊杀并且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私会党了。

港主制度与义兴公司实为一体，义兴公司的建立是为了确保建设工作顺利进行

及维护社会安宁。不仅如此，义兴公司在经过无数的风雨历练开垦整个柔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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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柔佛州成为了西马最早开发及最先进的一州。义兴公司成为了新山维持治安

及巩固政权的一股可靠力量。此外义兴公司也身负着团结新山五大方言群的使

命！（Lim, Patricia Pui Huen：2009，72） 

1916 年 7 月 1 日，义兴公司奉命解散，据说这是英殖民政府在新马一贯打

压会党的做风。后来，义兴公司的首领林进和发起成立华侨公所，并且被推选

为第一任会长，既为义兴公司的替身变相地统领新山华社。一直到 1934 年，潮

州义兴公司依然以“隐形的身份”坐镇新山，通过华侨公所、中华公会，主理

华社事务以及生（古庙）、死（义山）两大要事。 

义兴公司虽最终面临解散的命运，但作为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秘密组

织，义兴公司公司最终完成其时代使命。义兴公司对新山开拓功不可没，如今

新山市区内还保有一条义兴路，算是其最后的纪念路标。但从 1977 年起，原本

很长的义兴路被政府部门大大缩短，大部分的路段已经被易名为 Jalan Tun 

Abdul Razak。义兴路如今只保留了一小段，道路的一端和直律街 Jalan Trus 相

通而另一端则与 Jalan Tun Abdul Razak 衔接。（吴华 安焕然 舒庆祥：2013，

63） 

新山其实很幸运也非常特殊。如今，全柔佛只有新山保留了一条街名为

“义兴街”道路。记录了新山有幸曾经有过这么特别的合法会党，也为新山保

留了这么一页特殊的历史事件，让人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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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解读新山华人街名 

 

  在了解了每一个街名的由来后，将再次为这 14 条街名做个方言族群特色

分类。新山向来有“小汕头”之称，那在这 14 条街名潮州人占了几条呢？而除

了潮州人，其他籍贯的先贤有哪些？本论文将做了图表为街名做个分类。 

 

第一节 街道的方言群特色 

这一章节为街道的“籍贯”做了一个分类：潮州、广府及福建。早期的新

山虽以潮州人居多，但广府和福建的有功先贤也不少！ 

表（1）：新山方言族群特色分类。 

潮州帮 广府帮 福建帮 

• 陈旭年 

• 怡泰兴 

• 义兴公司 

• 陈合吉 

• 佘泰兴 

 

• 黄亚福 

• 黄兆楠 

• 黄兆坤 

• 黄兆镇 

• 黄羲初 

• 佘任桂 

 

• 卓亚文 

• 郭钦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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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旭年、陈合吉和佘泰兴都属于潮籍有功人士；而怡泰兴也是又潮籍人

士黄泰有和洪松宽所创办也理所当然的被归纳为潮州帮。义兴公司虽并非任何

方言群组织，而且任何籍贯的人都可加入该组织，但因义兴公司创办人乃潮州

人陈开顺并且此组织以潮州人为主，因此笔者将义兴公司归纳为潮州帮。在潮

州人称霸的新山，其实也出现也不少粤籍重要人物：黄亚福四父子、“新山华

小之首倡者”黄羲初以及佘任桂。福建籍贯的先贤则占少数只占了总数的七分

之一：卓亚文和郭钦鉴。 

  但，让人疑惑的是新山一向来秉持着“五帮共存”的理念。那海南与客

家人的地位在那时候又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这些街名，客家人与海南人无法占

据一二呢？是否因为潮籍人士善于从商，所以在华社的地位较为稳固而名留青

史？经田调与口述历史资料发现，早期的新山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洪、陈、

纪，穷子免饿死”（用潮州话发音）意思是当时候新山所有姓洪、姓陈和姓纪

的潮州人都不怕会饿死，因为新山区属这三姓的人都是开杂货店或是做生意的，

如果这三姓的人经济出了问题，随时可以去找同姓的人帮忙。他们的经济状况

基本上都不算是拮据，如姓纪的人会去找从事运输业的纪祥美（店号），他们

就会帮忙找一份差事给他帮忙。（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2003，6） 

早期新山所有较强势的行业如：杂货、土地收购、港主等早已被潮、閩籍

人士垄断，而這些后期移入的客家人只能从事传统行业、小资本的小本生意或

是种植业；海南人则多数是经营咖啡店。这是否就是使到客家人和海南人无法

在新山开埠史上留名？ 

柔佛客家人的移民源流主要是“多次迁徙”的移植。在 19 世纪港主时代，

柔佛的开垦以潮州人为主，客家人表现尚未突出。然而，我们却不能断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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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群在此时尚未移植柔佛。新山柔佛古庙拥有百年历史，是华人宗教的焦点，

也是新山华人精神寄托、华社团结的象征。古庙内供奉有：元天上帝、洪仙大

帝、感天大帝、华光大帝和赵大元帅。这五尊神，分别由“五帮”：潮、福、

客、广肇及海南帮共同奉祀。因此，庙内存有不少各帮人士赠送的牌匾。年代

最早的是由“中国潮州众治子”于“同治庚午”（1870）赠送的“总握天枢”。

次之，则有“广肇府士信”所赠的“同沾帝德”（同治十二年，1873 年）。但，

潮州与广肇两帮是早期新山势力较庞大的帮群，这两面牌匾的出现不足为奇。

然而，柔佛古庙现存第三个年代久远的，竟是由“客社众信等敬立”之“极德

咸沾”。而牌匾上的年份是“同治 13 年”，既是 1874 年。换句话说，早在一

百三十年前，柔佛已经有了“客家社群”！（安焕然 刘莉晶：2007，172-

174）。 

  笔者唯一能推断的就是在 19 世纪末，新山早已有了客家社群的足迹，只

是人数不多，帮群力量也不大甚至可能出现“断层”。关于早期客家人的历史

非常模糊，是客家族群实力弱还是有其他原因，这在目前是无从考察的。但这

一切都是笔者最初步的分析，关于这一点，是有待考察与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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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山街道命名方式 

以上提及的华族先贤都是华社的重要领导人物，他们都很富有并且积极回

馈社会和热衷于华教事业。陈旭年、黄義初、林亚相、黄亚福等人皆为宽柔学

校的奠基者。与此同时，陈旭年、黄亚福等人都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黄亚福

是新加坡的太平局坤（J.P.），佘泰兴和陈旭年则是州议会的议员， 

一般而言，道路的命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由当权者正式命名，一般

上会倾向于选择某些特定的人物名字，纪念这些对当地有极为重要贡献的先贤；

第二，大众的使用或是其他的本土因素。在其他州属，这两种命名系统会使到

产生两组街名，一组官方版的和另一组非官方版。官方会采用自身决定的街名

并显示在道路指南上和街牌，而不采纳普遍当地居民日常使用的非官方版街名，

在槟城这样的街名比比皆是！当地居民对于街名的叫法与官方名称相差十万八

千里。例如 Love Lane II变成孖水喉、Market Lane 变成二奶巷、Chulia Lane 成

了牛干冬以及 Prangin Lane 变成咸鱼埕等等19。但，此现象似乎从未在柔佛新山

出现。 

于拓殖时期，新山处在未开发阶段，而早期的落户者，如果要有条街道能

直通自己的产业处，自己就必须出资建造道路。陈旭年街的建造也是为了方便

那些从纱玉河上岸的货物能直接被载送到他的店铺。而原本的义兴路长数哩，

在那时候也只有义兴公司负担得起这责任和费用以建造一条道路直通义兴会所。 

此外，据已故的吴德洲（Goh Teck Chow）夫人回忆描述道，曾经看着她的

祖辈黄亚福在烈日当空下拿着一把大洋伞，监督着工人为黄亚福街铺路修补的

情景。（Lim, Patricia Pui Huen：2009，165）这些街名也因为当地居民的认知

                                                           
19
杜忠全：《老槟城路志铭：路名的故事》，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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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而流传到现在。就比如，义兴路的命名是因为此路是义兴公司出资建造

的；而黄亚福建造的路每个人都称为黄亚福路，这已根深蒂固在每个新山人的

脑海里。但不管这些街名因何而来，这些街名已是新山历史的一部分。为了彰

显对华族先贤在柔佛开埠史中所扮演角色的尊敬，柔佛州政府至今还未正式抹

灭所有与华族先贤息息相关的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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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道路命名条规，如中国是不允许出现以人物名字

命名街道，所以在这文化大国里我们无法看到康有为街、光绪巷之类的。反观，

我国拥有多达 77 条以华人命名的街名20，我们实属幸运！ 

根据新山一名市政局官員透露，只有早期的街名才有以一些特定人物命名，

在我国独立后就沒有再用人物名字为街道命名，因此新山以人物命名的路牌更

显得珍贵。不過随着市区的发展，有的以华族先贤命名的街道，走向被撤换名

字或缩减距离的命运，华社需几经抗议争取，才得以将一些街名保留。虽然，

更多时候华社的抗议在面对独裁的当权者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但只要华社懂得

维护自己民族的尊严与文化，有时候抗议并非痴人说梦话。例如：位于淡杯新

村的卓亚文街、陈合吉街和黄羲初街都是在战后，经过前中华公会会长拿督黄

树芬力争而被命名保留至今的。 

笔者以个人立场不反对政府对街名作出更改，但希望政府在更改街名前必

须考虑到新山的历史发展背景和实际情况并且询问当地人民的意愿。尤其是要

顾及我国属于多元种族的社会，不要过于儿戏地任意更改街名。在更改街名前

最好能有不同种族的有功人士，而不是一味地偏向某个种族。具有历史意义或

能让人因街名想起当地历史街名是最应该被完善地保存，而不是任由其街牌经

过风雨摧残变得破烂不堪甚至不知所踪。如：新山的郭钦鉴街牌，若不是因笔

者做田野调查而前往当地寻找此街道，都不晓得曾经哪吒风云的郭钦鉴先贤在

命为街名后，其街牌不知何时早已跌落任由路人践踏。 

                                                           
20
马来西亚拥有多达 77 条以华人命名的街名？这是一个未经科学认证的数据，有者认为早已超

过这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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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条华人街名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长年以来记录着无数当地人最真实

的生活面貌。这些新山华人街名中有的已随时代发展而换上新貌、有的早已被

易名消失在历史中、有的依然保留最原始的面貌。无论经历多大的改变，这些

华人街名都是新山发展史中不能被遗忘和替代的重要角色，也是一座城镇最珍

贵的标志和文化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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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一：1887 年柔佛新山市区地图 

 

资料来源：“Johor, 1855-1957 : local history, local landscapes”，由

当时候的政府测量师与工程师 Dato’Yahya bin Awaluddin 绘制。中间为黄亚

福街，左为直律街（Jalan Trus）右为明里南街（Jalan Meld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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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1944 年柔佛新山地图 

 

资料来源：国家档案局 “Johor Bahru”:1944 , 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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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1969 年柔佛新山市中心地图 

 

资料来源：国家档案局，“Town Council Area of Johor Baharu”:1969 , 

J251 (JZ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