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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明曾以世界最大且深的地底采锡场而闻名于世，开埠百余年以来都依靠产

锡为当地主要的经济命脉，为地方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最原始

“山老鼠”1危险的露天采矿法，到“地底矿场”式的使用大量先进机械进行开

采并加工提炼，林明锡矿业可谓盛极一时。林明锡矿业的开采权归属于彭亨州苏

丹，他以租借形式辗转于多间外资发展，其中最为庞大规模的锡米开采活动就属

英资的彭亨联合有限公司（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所以，本文

在研究林明矿业发展时就以这家公司为研究对象。

据林明居民的回忆，当时华人社会的发展大多都离不开该公司的管控。笔者

将以 P.C.C.L公司在林明各阶段的发展来了解到底该公司对林明华人社会所带来

的影响。然而，历经百年辉煌的林明最终却随着世界锡价的暴跌，英国锡矿公司

因管理不当且入不敷出破产而逐渐没落。在无法寻得新投资者的情况下，林明锡

矿开采活动被正式宣告“寿终正寝”。其地底矿场也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于 1988

年正式关闭，结束了过去光辉璀璨的锡矿历史岁月。

【关键字】林明、锡矿、彭亨联合有限公司（P.C.C.L）、华人社会

1 这里指的“山老鼠”即是三三两两结伴，准备足够整个月的粮食到深山密林河流中淘洗锡米为

生者。（曾国来主编，201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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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研究动机

林明开埠百余年，充满先辈们的辛酸血泪，这个曾因地底锡矿而闻名于世的

小乡镇，如今没落引人不胜唏嘘。笔者曾多次翻阅资料，得知林明小镇的开辟与

发展，都离不开其正处于得天独厚的矿脉位置。林明的地底锡矿场最深达至 2150

尺，不仅资源丰富，锡米产量更甚可说掌控了这个小镇发展的主要经济来源，而

其中从事开采锡矿的矿工主要为华人。

固此，笔者希望通过对主要经济命脉的探讨，了解当时锡矿业与林明华人社

会之间的关系。其中，本文会以彭亨联合有限公司（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后简称 P.C.C.L）作为主要探讨对象。该公司于林明开采锡矿活动中，

不但历时最为长久且规模非常庞大，更对林明的发展影响甚远。当时林明区域内

的土地和产业都附属于该公司，权利极大，所以自然拥有决定林明行政事务上的

绝对管理权。当地居民想筹办任何活动都必须经公司总经理的许可，因此这公司

对林明的华人社会发展是影响甚远的。笔者希望透过本文的深入探讨，能简略了

解 P.C.C.L公司与林明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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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笔者发现对于林明锡矿业历史的主要研究成果是来自于一直致力

于发展文化传承的林明民众图书馆。该馆于 1954 年成立，不但活跃于文化活动，

更承担起记载和整理林明历史的任务。其中由林明民众图书馆自费出版的《50

周年金禧纪念特刊》（2004）和《璀璨 60 周年纪念特刊》（2014）大多以当地

矿工先辈们凭记忆所述，加之多方所得资料和照片为证进行汇编而成。当中不仅

详细记录了早期林明开辟锡矿先辈的艰辛劳苦，也讲述了当时英资对林明带来的

巨大影响，侧面点出了当时社会在锡矿业辉煌时期的先进发展与没落之缘故（曾

国来：2014：120-290）。因资料完整程度上的考量，笔者会以曾国来先生主编

的《璀璨 60 周年纪念特刊》为主要参考，而《50 周年金禧纪念特刊》为其辅助，

希望透过整合两本书的资讯能最大程度上了解林明锡矿业的历史。但由于该馆成

立时间较晚，也因林明于 1912 年曾发生一场空前的大火灾，所以许多早期资料

和照片都被烧毁了，导致这两本书在对林明早期资料掌控上因为缺少凭证而出现

了一定的困难。

此外，由 P.C.C.L公司出版于 1966 年的 Sixty years of tin mining: A history of

the 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1906-1966） 记载了该公司在林明开

发并发展锡矿业的情形（P.C.C.L，1966）。这是 P.C.C.L公司唯一出版有关林明

锡矿的专书，也是笔者认为最不可或缺的主要参考资料。此书的出版很大程度上

弥补了林明民众图书馆所缺失的林明开埠历史，而且曾国来先生于已出版《璀璨

60周年纪念特刊》中所整理的早年历史记录大多也源自此书。这本书不但详细

记录了 P.C.C.L公司在执掌林明时大致发生的事情，其中包涵锡矿出产量，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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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开采，公司体制和福利等等，让笔者可从中观察并了解该公司对林明锡矿发

展过程的记载。

另外，对于马来亚半岛早年的专书锡矿研究，黄麟根和 Yip Yat Hoong各别

著写了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ates of

Perak, Selangor, Negri Sembilan, and Pahang（Wong Lin Ken， 1965）和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n Mining Industry of Malaya（Yip Yat Hoong，1969）经典之

作。笔者希望透过他们对马来亚 19世纪锡矿业的资料整合，能以多元视角对林

明采锡活动发展做出进一步的了解。此外，通过两位学者对马来亚半岛锡矿区的

研究，笔者亦可从中探讨锡矿的开采与出产在当时世界上的重要性。

除了专书，笔者也希望透过前人对彭亨州华族的研究，从中探索林明于 19

世纪时大致华人社会的情形。本论文也通过《彭亨州发展史略》（古南霖，1970）

和《彭亨州华人的开疆拓土》（古南霖，2004）与《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刘

崇汉，1992）来了解整个华人族群在彭亨州发展锡矿的历史，其中就以林明为主

要探讨地区。笔者希望通过对华族在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上的探讨，能够了解

林明华人社会与锡矿公司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三本书的内容偶尔各有出入，

这使笔者需花费更多时间对此进行考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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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范围与方法

这项研究时间范围设限于 1906 年至 1988 年，从 P.C.C.L公司获得林明租借

地的权利为始，1988 年公司宣告清盘为终。该英国公司致力于大型地底锡矿开

采，对当地社会影响颇深。在马来西亚独立后，锡矿公司因受 1969 年“新经济

政策”的影响，而将股权进行重组。投资上接连失利和锡价的暴跌，导致了该公

司在八十年代逐渐走向了没落。

笔者为了采集所需资料，透过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的方法，以对相关课题进

行深入的探讨和了解。

1.文献研究

有关文献研究的部分，本文除了主要对于锡矿专书的参考，也透过多方前人

研究成果作为辅助资料的收集，希望能在最大程度上还原林明锡矿业的历史事

迹。另外，笔者也通过收集早期林明的剪报与林明民众图书馆的纪念特刊，进一

步探讨先辈们的艰苦与林明锡矿业的发展，并对其内容进行分析与过滤。

2.实地考察

为了能进一步了解 P.C.C.L公司与林明的华人社会，笔者亲自到访了林明小

镇。透过对当地锡矿博物馆与现今已开发为观光地的林明地底矿场的隧道进行实

地考察，笔者能够从多方面得知除文献记载外的资讯，如林明市区的发展、锡矿

业的历史遗迹、交通情况以及一些地方碑铭。此外，笔者也走访了林明小镇内大

多的庙宇和会馆以收集早期华人于林明活动的历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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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口述历史

由于所收集的文献资料有限且各有出入，笔者亲身到访林明并与当地居民进

行口述历史的访谈，以便能在最大程度上还原林明历史的原貌。有鉴于现今较为

活跃整理林明历史资料为林明民众图书馆，所以笔者对其主席周益仁先生和总务

曾国来先生进行了深入的访谈。他们以亲身旧时矿工的经历提供了许多林明锡矿

业的历史发展资料，填补了笔者在文献整理上的不足之处。透过他们多次的口述

历史以及当地居民热情的解说，笔者才能更为了解锡矿业早年对林明华人社会所

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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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文架构

本论文主要探讨 1906 年至 1988 年间，P.C.C.L公司为林明华人社会所带来

之影响。英资的到来后不仅为林明引来了大量人口流入，也为小镇发展带来了巨

大的转变。首先，笔者一共会将本论文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分别论述

研究动机、文献回顾、研究范围与方法和论文架构。

另外，笔者为能够理清林明锡矿业的发展，将按照采锡公司到来的先后顺序

将之分为四个小节。其中涵盖了林明早期采矿活动、于 1888年投资林明矿场的

Pahang Corporation Limited、1906年的 P.C.C.L公司和 1969年 Pahang Investment

Public Limited Company。这些英资公司的到来，为林明锡矿开采活动带来了深远

的影响。

除此之外，本论文于第四章则主要探讨 P.C.C.L公司为林明华人社会所带来

的影响。笔者也同样将之分为四个时期，主要以马来西亚独立前后的重要事件为

划分。首先第一小节为英殖民时期的林明（1888-1940），接着是林明在 1941 年

至 1945 年间所面临日军的统治的时期。而第三节则叙写了林明华人社会在 1946

年日军撤退后而进入“紧急法令”时期前后的发展与演变。而因林明紧急法令实

施时期于 1955 年 4 月已经解除（曾国来，2014：196），所以笔者将会以此为断

限年份。第四节则叙写林明采矿活动的夕阳岁月。

此外，笔者于第五章主要论述 P.C.C.L公司与林明的小城故事。笔者透过文

献的收集和林明当地居民的口述历史，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城故事与遗迹记录

于文中，如百年大树、百年邮筒和傻仔医生。最后，笔者将会于第六章为本文研

究做一个整体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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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明锡矿业的发展

（一）林明早期采矿活动

林明位于马来西亚彭亨州境内的关丹首府，是个四面高山环绕，丛林密布且

人烟稀少之地。林明地处中央山脉南下，其境内因锡米资源丰富，采之不竭闻而

名遐迩。林明的土地是属彭亨苏丹的私有地，而 1887 年彭亨苏丹阿末沙（Sultan

Ahmad Al-Muadzam Shah，1836-1914）在柔佛苏丹阿布峇卡（Sultan Abu Bakar，

1833-1895）的劝说下，接受英国的保护，并接纳英国参政司（Resident）罗泽尔

（J.P. Rodger，1851-1910）常驻彭亨以维护司法和秩序。其主要职责是给予苏丹

在政事上的咨询，稳定州内治安并推行有效的收税制度以发展经济。虽说只作为

苏丹行政顾问，实际却在许多州内行政上（除宗教及习俗事务外）都拥有实权。

英殖民政府在彭亨州内建立了统治权，不仅有助于林明的经济发展，自身也受惠

不少。

林明原为森林密布，林明早年处于较为偏僻乡镇，因而没有公路能通临近城

区，交通的往来仅赖水路。早期不少华人以非法“山老鼠”方式到深山中淘洗锡

米，然后用竹筏顺河流载到关丹卖给锡米收购商以换取收入（刘崇汉，1992：108）。

直到 18 世纪，林明才出现了稍有规模的露天采锡矿活动。据古南霖于《彭亨州：

华人的开疆辟土》所走访考察
2
，锡矿开采至 1883 年之前，林明矿场的开发实际

已有约 20 余年之久，主要以人力采锡，外来劳工不多，镇上仅居有数百余人（古

南霖，2004：116）。

2 古南霖探访昔日为林明矿场仅存的 85 岁高龄包工头——曾万寿先生进行口述历史后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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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华人是林明早期锡矿的开发和先驱者，在当时众多的采矿者当中，权势

最大的是一位来自印尼“勿里洞”（Billiton）的华人甲必丹林明，又名林亚三（Lim

Assam/ Lim Ah Sam）。据说，当时的彭亨苏丹娶了林亚三的女儿为妻，所以就

曾把林明这个区域当作结婚礼物赠与了妻子，而后来这块土地的开矿权被她转让

给了父亲（PCCL，1966：12）。

1883 年 11 月 8 日，由林亚三与新加坡头家吴苏瑞（Goo Soo Sooee）、何亚

言（Ho Ah Yen）和新加坡士绅路易斯.登.得克（Louis den Dekker）等人所组成

的彭亨公司（The Pahang Company）签订了为期 75 年的租借契约。其中区域包

括了关丹河（Sungai Kuantan）、直凉河（Sungai Triang）、云冰河（Sungai Rumpen）

和兴楼河（Sungai Endau），总面积为 2500平方英里。租借契约中的条件包涵了

需缴付所输出锡矿和其他矿产的所得十巴仙。而所获得好处为将一律全免所有码

头税以及其他抽税、包括木材税，并且给予该公司在彭亨州境内任意地方砍伐木

材的权利（PCCL，1966：12）。

彭亨公司与苏丹签订租约后，就成为了当时林明唯一合法开采锡矿的公司。

1886年，曾有于伦敦组成的彭亨锡矿公司（The Pahang Mining Company）有意

购买此为期 75年租借地的契约，并且已派人开始深入森林探矿。经探测林明大

量锡藏实为潜藏于地底 100尺至 2000尺之间更深的地层，然而该公司却因无法

筹集资金而作罢（刘崇汉，199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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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彭亨有限公司（Pahang Corporation Limited）

1887 年，彭亨公司在征集股本与抛售股票之时，因未能筹集预定的资金，

导致矿场运作曾一度面临停滞。手续处理上的不当，也让该公司先前与彭亨苏丹

所签订的租借地契约被撤回（刘崇汉，1992：111）。于此之际，另一新公司即

彭亨有限公司（Pahang Corporation Limited）成立于英国伦敦。其公司主管威廉.

菲瑟（William Fraser）以“所要经营事业规模较大”为由，于 1888 年 9 月 1 日

从彭亨苏丹手中取得了新的租约（PCCL，1966：13）。

彭亨苏丹将之前与林亚三等人所签署的租约转让于彭亨有限公司，并授予另

一为期 80 年的新租借合约。新租约的不同之处，在于剔除了直凉河（Sungai

Triang）区域，却也增添了甘邦河谷（Valleys of Sungai Gambang）及它的支流，

总面积相较前者小，共 2000平方英里。而该公司驻扎本地的负责人为威廉.菲瑟

和詹姆斯.贺斯金（James Hosking）。在彭亨有限公司的发展下，林明采矿业可

说已稍有规模。据记载，1888 年以合约为彭亨有限公司矿场工作大多是华人

（PCCL，1966：13）。1890年初期，彭亨州境内也引来不少投资者于本地成立

锡矿公司，以便进行零散的采矿活动。

彭亨有限公司在林明持续发展下，意识到锡矿开采需要巨大的资本支撑，因

而以各 100,000英镑前后相继收购了彭亨加邦有限公司（The Pahang-Kabang Ltd）

和 The Pahang-Semeliang Co. 为其附属公司（PCCL，1966：13）。当时所开采

的锡苗大多会被运往关丹码头，然后出口到伦敦进行加工。1892年，该公司开

始了位于大陂塘（Tai Pei Tong）横坑道（Adit）地下矿层的开采工程，生产了大

约 259 吨的浓缩锡苗。根据记载，林明于 1897 年在油麻登（Jeram Batang）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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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ocks区的地底锡矿开采已达 400尺深，为马来半岛当年最深的矿井（PCCL，

1966：20）。

彭亨州政府为了鼓励更多外资，防止境内土地被长期锁定，于是在 1890年

对租借地的特许经营权实行了强制的管控（Wong Lin Ken，1965：142）。1898

年 12月 8日，彭亨有限公司在被取消了 1888年与彭亨苏丹签订租约的情况下，

再次由当时驻彭亨的英国公使克利福（Sir Hugh Clifford，1866-1941）出面，与

彭亨州苏丹再次签订了从 1891年 9月 1日为始计算的 77年租约（PCCL，1966：

23）。此条约让该公司的租借范围被限制在关丹河流域和爪拉里曼（Kuala Reman）

以上的支流以及流域，面积共 400平方英里，而每年租金为一分3。虽然过程一

波三折，但彭亨有限公司曾尝试为林明锡矿业引进现代化的采矿机械。据记载，

林明于 1897年已有碎石机 40台，其附属的彭亨加邦有限公司亦有 36台，大多

用于开凿矿井（曾国来主编，2014：129）。

然而，该公司却于此时却面临资金严重不足，无法应付庞大锡矿开采。经过

多次审议，彭亨有限公司于 1906年 10正式宣告破产。而其名下矿产、采矿权、

财产以及其附属公司皆被重组。除了该公司在 1898年所签署的租约，其附属的

彭亨加邦有限公司也一并以 63500英镑转让给之后接管的 P.C.C.L公司（PCCL，

1966：23）。其实马来亚早期锡矿业的运作就一直面临很大的困境，除资金上的

不足，更缺乏现代化的探矿技术人员与开采机械（Wong Lin Ken，1965：138）。

此外，许多矿场员工皆因工作繁重，再加上伙食差，难以适应气候变化而患病，

且医药的缺乏更导致了死亡率极高。

3 见附录：文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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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彭亨联合有限公司（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

P.C.C.L公司是于 1906年 7月 6日在英格兰所组成并注册的。P.C.C.L公司

在受到当时英殖民政府的支持下，加之其雄厚的财力，便一跃成了林明发展锡矿

开采活动垄断性的公司。P.C.C.L公司当时所拥有的租借地相等于彭亨州土地总

面积的五分之一（约 518000公顷）（曾国来主编，2014：130）。该公司不但有

着土地内绝对的管理权，更拥有随时驱逐区域内任何居民的特权，而区内的产业

都属于公司。此外，P.C.C.L公司还拥有征收地方税务，豁免纳税以及印制钱币

的权利。这是英国利用其在彭亨州行政实权掌控下，为自身商业集团服务的显著

例子。

林明共有三大矿区，为大陂塘（Tai Pei Tong）的“威林克斯”（Willinks Mine）

矿区、麻元矿区（Mayah Mine）和加格矿区（Gakak Mine），最深达至 2150 尺。

除此之外，亦有零散八个小矿区
4
（图 2-1），每一矿区之间相距离大约五英里，

其地底隧道大多皆相通。

4 八个小矿区有：Gakak Greek Shaft、Waterfall、Semeling West、Gunong Mine、Pallocks Shaft、
Teagues、Kabang、Jaram Batang Shaft. （曾国来主编，201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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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林明矿场分布图（照片取自 P.C.C.L，Sixty years of tin mining：A history of

the 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1906-1966），1966 年：无页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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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窿地底地层以每 100 尺深为一坪，并安装升降机，以便于运载锡米与输送

矿工下地底窟窿工作。林明的早期地底开采式的窟窿矿场是以炸药引爆地底岩石

层，并用采挖井开凿隧道式来获取锡矿石。经炸药炸后，地底隧道内会呈现松弛

进而坍塌，所以必须使用巨大的枋木搭支撑，以策工作安全。P.C.C.L公司在林

明矿场开采设备上做了巨额的投资，使用蒸汽机来推动机械，实行半机械化工事

（Yip Yat Hoong，1969：145）。当时较为普遍开采方式即为坪埂5（Drive）、竖

井6（Rise）、凿井7（Winze）和大棚8（Stope）（图 2-2）。其中大陂塘为矿场总行

政处，负责 P.C.C.L公司的锡矿开采、矿场探矿与测量。此外，其公司运作范围

也包涵了发电厂、电房、机械维修部、炸药部、轨道部、工程部等等。

5 俗称“打窿”，安装压缩空气为动力的风钻机以钻炮眼，引爆后以锄头清除洞内石头。(曾国

来主编，2014：142)
6 也称“洞井”，先搭枋木撑架，再架一道楼梯以工作。接着以风洞钻孔机向上钻炮眼，接着装

上炸药以引爆，清出开采的隧道。(曾国来主编，2014：142)
7 也称“砍井”，以电雷管装入炸药，手摇发电机引爆。然后矿工爬到井底以锄头和畚箕清石，

然后再以绞车吊到井面。当向下开掘深度达 100 尺时，除以井架四壁加木板以支撑，也会开“坪

埂”探寻矿脉。(曾国来主编，2014：143)
8 以木板为“撑架”，中间设有铁轨车道供通车及工人行走。矿工会将炸碎后掘取的矿石以“车

镬”运到锡米仓储存。再向上开掘前，为避免发生倒塌危险，矿工需从另一处的坪埂运来普通岩

石以填满已挖空的地层，而凿掘 100 尺的岩层才算开完一个“大棚”。(曾国来主编，201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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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林明地底矿场工作剖面图（照片由林明民众图书馆提供，绘图年份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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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林明面临一场空前大火，导致全市镇化为灰烬。经此次火灾后，

P.C.C.L公司为了矿场的长远打算而接手规划整个市镇，并提供材料重建林明。

该公司于 1913年建了一条由林明直通巴西格姆地（Pasir Kemudi）的铁路，主要

是为应付与日俱增的运输工作。13 年后，林明又遭水神光临，连续五天豪雨，

以致山洪暴发，林明全市被洪水淹没。P.C.C.L公司也因此蒙受巨大损失，不但

交通运输几乎断绝，开采锡矿的工作也被迫停顿数月。后来，该公司在不断的努

力下，才于随后几年间逐渐恢复元气。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却出现锡产供过于求的现象导致了锡价下

滑。为了阻止情况恶化，国际锡产机构于 1931 年经济大萧条时期成立，主要为

控制当时锡的出产量（Yip Yat Hoong，1969：388）。而 P.C.C.L公司受国际锡

与锡矿（开采限制）法令（International Tin and Tin Ore (Restriction) Enactment

1931）所限，导致无法大量生产锡矿（P.C.C.L，1966：35）。公司因此提出诉

讼， 9 但无奈并不成功。而为了资金考虑，当时的总经理贝克（V.B.C

Baker，?-1944）只能被迫采取裁员、减薪和减工的方式来度过此难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挥军南下攻陷马来亚。当时以英国为首的联

军因一直认为日军会从海上进攻，因此将防务重点设在新加坡而忽略北马的防

务，导致了马来半岛迅速沦陷。12月 10日，英国两艘主力战舰“威尔斯太子号”

（Prince of Wales）和“击退号”（Repulse）在关丹外海被日本空军击沉。而在

战争前夕，日军早就运用外交和政治压力暗中拉拢泰国，以此借道迅速攻陷马来

半岛。12月 20日，英军因战败连连而退至霹雳河防线，而当时担任英国总司令

9 以租约条款中关于锡产部分：“公司赋予完全的，自由的开采权”为由，而给予其对 1931 年

颁布的锡与锡矿（开采限制）法令的豁免权。（P.C.C.L，19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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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思华中将（A. E. Percival，1887-1966）也决定放弃关丹（陆培春编著，2015：

240）。而英国与日军对抗不至半月，也于新加坡正式举白旗投降。

1942年 3月 1日，关丹因无法得到英军的应援而失守，林明的居民也因遭

战火波及而完全停工。矿场总经理贝克在接收到伦敦总公司发来“所有的矿场皆

应给予淹没或摧毁”的指令后，便安排所有欧籍职员分批回伦敦（P.C.C.L，1966：

44）。而总经理和他的妹妹白娜（Nona Baker，1905-1993）留待最后撤退，以

便指挥封闭矿场的工作。当日军攻占关丹之际，眼看大势已去，他便命人将堆积

数万吨锡米运往窿底储存，随后将三架发电机及升降机等用炸药炸毁，让水淹没

整个地底矿场，不给予日军留下任何物资。据小镇居民曾国来先生所述：“林明

在日治时期虽没进行锡矿开采，但却在威林克斯（Willinks Mine）矿区开采矿石

以提炼铜，产量并不大。”10 日军将矿石所剩弃之铜质用以制造炮弹枪械。为运

输便利，所以便从关丹开辟一条 19 英里的公路，以衔接班珍直通林明（古南霖，

1970：无页码）。日军统治期间镇上居民人心惶惶，虽未有过大屠杀，但无辜受

害者亦不少。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终于结束了其对马来亚 3 年 8 个月的

统治时期。P.C.C.L公司也于 1946 年重新恢复矿场的运作，由菲密特先生（Mr. G.

H. Fairmaid）出任公司总经理。当时地底矿场的积水已深达 1100 英尺，需要先

以潜水泵将水全部排空以使矿场能正常运作。该公司前后耗费了大约 3年时间，

才于 1949 年 7 月将矿区内的积水完全排空（P.C.C.L，1966：52）。林明矿场重

开后，P.C.C.L公司也开始招募大批工人以重新恢复开采锡矿的工作，小镇也逐

渐恢复昔日繁荣。

10受访者：曾国来先生，访谈日期：2018 年 10 月 5 日，访谈地点：林明民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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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平静的日子不久，马来半岛于 1948 年却爆发了以马来亚共产党为主导

的罢工示威活动，有许多的英国和马来人的橡胶庄园主、矿主和企业家遭到暗杀，

引发动乱（陈鸿瑜，2012：269）。为了维护马来半岛的秩序，英国殖民政府采

取了强力镇压，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并颁布“紧急法令”
11
，将马共及其

相关组织列为非法组织。此外，英政府更推行“新村”（New Village）计划，将

所有华人集中在新村，并限制其居住和出入，以阻止马共透过华人而获得经济上

的支援。

林明的三大矿区，除大陂塘的“威林克斯”矿区因靠近市区不受影响外，其

余矿区皆遭受波及。加格矿区因在其区域内的英国工程师及管理人员被马共突

击，伤亡惨重而被迫停止开采。麻元矿区因较为靠近森林山区，所以该公司用铁

丝网在其区域外围起篱笆，将附近零散的居民集中安顿于矿区，并安装高压电流

与派军队守卫。此外，P.C.C.L公司也在林明市区一方里左右围起篱笆，通上高

压电流，并在五座山上设立哨岗楼，安装探照灯，每天也于晚上七时至早上七时

宣布戒严。林明的紧急法令在 1955 年 4 月就已解除。

1958 年，国际锡市因受美国国防战略物资公司（DLA Strategic Materials）大

量抛售军事囤锡影响，导致锡价再次崩毁。P.C.C.L公司被迫采取裁员减工措施，

以每月仅十六个工作日来减缩开支，而许多矿工也因被裁而离开林明到外地谋

生。这样的情况至次年适逢锡限取消，价格因有需求而暴涨才恢复“廿六工制”

12
，加紧生产。当时，P.C.C.L公司在加格矿区往下开井，从原有的 300 多尺加深

到 1400 尺，麻元矿区则另开一新矿井“园井”（Baker Shaft），井深至 2100 尺，

11为了对付当时组织武装斗争和游击战的马来亚共产党，实施宵禁，关闭道路、通道和水路，征

用所有交通工具以及物资。（陈鸿瑜，2012：269）
12即每个月工作 26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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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威林克斯矿区也深入开采至 1400 尺（曾国来主编，2014：133）。随着开采活

动的扩展，公司亦增雇不少新工，锡矿的产量也日益上升。据曾国来先生所述：

“当时居民人数曾一度达到约十五、六千人，整个林明无论昼夜都非常热闹，可

说是林明的鼎盛时期。”
13

（四）彭亨投资有限公司（Pahang Investment Public Limited Company）

1971 年，马来西亚在独立后受“513 事件”影响，实行了“新经济政策”。

P.C.C.L公司为了能在马股上市，便进行股权重组。在此期间，公司面临一些欧

籍股东脱售其股票，而该公司的股权让马来西亚几间挂牌公司予以收购（古南霖，

2004：110）。在 1973 年 7 月 26 日正式重组股权后，吉隆坡股票交易所批准其

为挂牌公司，而公司的注册也从英国转至马来西亚。1984 年，P.C.C.L公司因股

权本地化而正式易名为彭亨投资有限公司（Pahang Investments Public Limited

Company，后简称 P.I.P.L.C）。10 月 15 日，P.I.P.L.C公司正式开始以彭亨投资

的名称进行各项交易，不但在行政上大改革，更展开了多元化的投资业务。该公

司将储备基金动用于投资酒店业、建筑业、贸易业和土地发展等等。

P.I.P.L.C 公司在多项的投资和收购业务中，几乎均为亏损。而公司在经历

多重管理变更下，导致了锡米产量快速下降。采矿区的开发也从 1973 年的 18476

英尺减少到 1986 年的 1416 英尺（曾国来主编，2014：136），足见该公司的运

作每况愈下。1985 年，锡价又因市场崩溃而暴跌，导致了收益减少。为了挽救

13受访者：曾国来先生，访谈日期：2018 年 12 月 26 日，访谈地点：林明美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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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经济危机，管理层只能进行裁员以阻止亏损。此外，P.I.P.L.C公司又因持

续亏本而无法呈报财务报告，导致被勒令暂停挂牌公司的股票交易。矿场行政管

理层的滥权舞弊和贪污行为，加上工人的怠工和几次罢工，使锡矿出产直线下跌，

公司财政也面临了崩盘的危机。不但拖欠矿工的工资和花红，更负外债近千万。

最终，林明矿场被迫在 1987 年停止生产，除去一批机械部门操作的工人外，其

他矿工则被安排无限期休假。

1987 年 12 月 19 日，在无法为矿场寻得新的投资人情况下，P.I.P.L.C公司

在吉隆坡高庭的指令下强制清盘。次年 2 月 29 日，P.I.P.L.C公司也正式被吉隆

坡股票行停牌。据悉当时公司背有 119 个债主，拖欠 776 名矿工薪资，总计超出

一千万（曾国来主编，2014：210）。由于没有公司愿意接受开采，彭亨州政府

便停止了其对林明矿场的援助。在所有机械都停止操作的情况下，地底矿场也随

之因水泵的停工而遭水淹没。至此，也为林明带来百余年兴旺的锡矿业也正式“寿

终正寝”。而 P.I.P.L.C 公司大部分的采矿设备皆被拆除与售卖以供还清债务。

至此之后，虽有些小公司接受林明矿场的开采，但无奈锡价低落，所以规模都不

大，无法媲美 P.C.C.L公司在林明发展的黄金年代，实属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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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C.C.L对林明华人社会造成的影响

（一）英殖民时期（1888-1940）

彭亨位于东海岸中部，是马来半岛面积最大的州属。虽地形辽阔，但境内早

期的土地大多为原始森林。彭亨州的发展离不开其州内丰富的资源，不仅有以橡

胶和棕油为主的农业、更包括了带来许多盈利的锡矿业以及伐木业等。其中，锡

矿早期的盛产引起了许多本地商家与西方资本家的注意。这让许多商人企业家在

预见商机后，都致力向彭亨苏丹争取土地开发权以进行锡矿开采的活动。为了能

获取丰富的天然资源，英国在占领马来亚后，也插手干预彭亨的政事。他们不仅

强势让彭亨苏丹接受参政司制度，更利用职权之便进军投资以开拓州内的锡矿

业。

林明作为彭亨境内盛产锡矿的小镇，很快就成了资本家的目标，而 P.C.C.L

公司更是其中之一。为发展开采活动，不仅需前期投入大量资金，人手不足也是

主要问题。当时据传说由林亚三带领的彭亨公司（The Pahang Company）在获得

矿场的开发权后，所召集之矿工除原先发现锡米的华人外，亦另雇请其他华人从

事开辟矿地的工作。然而，大量采锡往外销售导致了林明在沼泽与河流区表层的

锡米已采罄。实际上，林明之矿藏实质为潜伏在地底，但由于资金的短绌，未能

继续此项庞大的开采工程（古南霖，1970，无页码）。之后虽有另一彭亨有限公

司（Pahang Corporation Limited）接手开采，但最终也因面临严重资金问题而宣

告破产。

1906年，P.C.C.L公司在英殖民政府的协助下，取得了林明租借地的权利。

该公司因其在林明大型开采地底锡矿而需要大量劳工，导致了许多华人为生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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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林明工作。P.C.C.L公司的管理层亦吸取了早期外资难以控制华工的经验，

通过“水客”
14
来寻找华人劳工前来林明工作，而在矿物各项工作方面都采用“包

工制”
15
，由包工头来控制华人矿工。据记载，林明矿工于 1909 年达约 1629 名，

大多均为华人，而矿场的高级行政人员及工程师则为欧洲籍人士（曾国来主编，

2014：130）。由于外地迁来的华工与日俱增，不少擅于经商的华人亦开始在林明

市区以杂货铺模式经营生意。据小镇居民曾国来先生回忆：“那时凡跑码头、走

江湖和唱大戏的都喜欢到我们这里来！”
16

随着马来亚言锡矿业的发展，英殖民政府从中国引进了许多华裔劳工到矿场

工作。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环境，让许多华人为了求个心安而供奉他们认为凡是

能带来庇佑的神明。因此，神庙的设立在华人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林明最早的

庙宇应是成立于 1889 年的飞云山安乐洞的佛爷庙（图 3-1）。该庙宇座落高山

上，其创庙主持为钟新有（法名钟法明），庙内奉祀主神为燃灯古佛（图 3-2）。

图 3-1：飞云山安乐洞 图 3-2：庙内祭祀主神-燃灯古佛

（笔者摄于 2018 年 10 月 5 日） （笔者摄于 2018 年 10 月 5 日）

14大多为以水路贩运货物至林明的行商。
15按照双方约定的条件，P.C.C.L 公司将矿场采锡任务交由包工头，而承包工头则负责带领工人

开采锡矿。
16受访者：曾国来先生，访谈日期：2018 年 10 月 5 日，访谈地点：林明民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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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林明在这期间也设有许多庙宇，有民间神祗“圣德堂妈祖”、慈航普

渡观音庙、金英坛、天后宫和六壬先师等等。锡矿公司对于林明华人的宗教信仰

一向给予放任自由的态度，即不参与也不行干涉。这些庙宇大多现今还算活跃，

除了一些祭祀、庆典和主神诞辰外，平时也会有居民或游客来们参佛与求签。林

明妈祖天后宫近期更进行了翻修和美化的工程，以期望能发展成为游客观光的景

点（图 3-3）。

图 3-3：林明妈祖天后宫庙宇（笔者摄于 2018 年 10 月 5 日）

1912 年，向繁荣迈进的林明竟发生一场大火灾，一日之间整个市镇被焚毁

一尽。据知当时林明街上全是亚答排屋，起火缘由不详，大体上应是一家失火。

但由于当时的林明完全没有灭火的设备，因此让火势顺着大风催化而迅速蔓延，

导致了全镇遭殃。经此次火灾洗劫后，P.C.C.L公司为了长远打算，稍有协助华

人经商，并在市镇中心建了一座中央公市（即现今巴刹），以供受火灾影响人士

营业（图 3-4）。公司也规划重建市区模式，不但将开拓矿场的溪水引入大沟渠，

更以此为中心点，分出南大街和北大街，南广东街和北广东街，还有一道爪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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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wa Street）（曾国来主编，2014：187）。在公司妥善的安排下，林明市镇也

逐渐恢复旧观，甚而超越旧貌。

图 3-4：水灾后所建的中央公市（笔者摄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

此外，早期的迁移来林明的华人先辈们为了让下一代能传承中华文化，便以

各自籍贯方言为媒介语来开设私塾教学。据记载，林明最早私塾设立于 1902 年，

是由一位琼籍人士曾访禹先生所创办，并以琼语授课（曾国来主编，2013：60）。

此外，也有许多以客家，广西和广东等方言授课所设立的私塾。他们都是以方言

为媒介来传授三字经、百家姓或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传统中华文化。但随着外地

迁来的华人子弟日益俱增，居民们认为需要有间正式的学校来教育子女。最终在

古凤和先生的推动和居民们的支持下，于 1913 年正式成立中华学校。该学校除

得到锡矿公司每月 850 元津贴外，亦获处于南大街 18、20 号之两间双层板店铺

作为校舍（曾国来主编，2013：81）。然而随着之后学生人数不断攀升，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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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两层店铺已不敷应用，所以在 P.C.C.L公司的协助下，中华学校于 1939 年

迁至在爪哇街新建的校舍（图 3-5）。

图 3-5：中华学校现今遗址（笔者摄于 2018 年 10 月 5 日）

1926 年，发展中的林明遭大水袭击，不仅严重影响锡矿公司运作，还因地

处孤立山区，让对外的联系变得更艰难。林明全市很快就被洪水淹没，水深直逼

50 余尺（曾国来主编，2014：188）。一些住在离市区较远的居民都罹难，而居

住较高地区的欧籍员工将他们的住所提供给华人成为避难所。除此之外，P.C.C.L

公司更将“乌让”17（Gudang）中的贮藏的粮食发给林明的居民们。这样的情况

一直持续到 1930 年，林明才渐渐恢复兴旺。除了工作外，林明矿工们并没有太

多的消遣活动。为了使居民们有些娱乐活动得以解闷，P C.C.L公司于 1930 年在

市镇建立了一间电影院，每天晚上放映两场，周日早上则加映一场。据曾国来先

生回忆：“当时的林明有先进的括荧幕，也播许多国外大片，有乱世佳人，色戒

和绿野仙踪等等，种类很多。”18

17 早期是为了欧籍职员而设立，主要卖的都是来自英国的免税品，如酒类，香烟和日常用品等

等，规模似百货公司，而矿工也能凭借工作的铜牌买物品。
18受访者：曾国来先生，访谈日期：2018 年 12 月 26 日，访谈地点：林明美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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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不长，P.C.C.L公司在 1931 年因面临国际锡限的缘故，故采取减薪和裁

员的政策来度过难关。许多华人矿工因失业而前往临近的城市关丹工作，由此可

见锡矿公司决策和发展深深影响着林明的社会。几年后，萧条时期渐过，马来亚

却迎来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导致了才刚恢复运作不久的林明矿场再度陷入危机。

（二）日军的统治时期（1941-1945）

早在战争爆发初期，P.C.C.L公司对林明已有所准备。当时的总经理贝克先

生大约在 1937 年派人徒步进入双溪英（Sungai Jing）的“新路”森林区开辟稻

田、运河、水闸等，建立垦殖区，以备万一林明遭受战争影响，也可让居民农业

以维持生计。1938 年，公司为居民生活上的便利而建设大木桥，更开辟直达垦

殖区 3哩半的公路。此外，P.C.C.L公司更将旗下“乌让”之存粮在日军抵达林

明前夕，开放给居民们取之一空，才能让他们勉强挨过一段艰辛的日子。在该公

司妥善的安排下，除了极少数的人仍留在市镇做生意外，其余约 90% 的居民都

在马来亚沦陷后纷纷迁至“新路”，过着自耕自给的平淡生活（曾国来主编，2014：

191）。

1941 年日本挥军攻占马来亚后，开始了为期 3 年 8 个月的统治时期。林明

在日治时期出现了一位传奇抗日的英国妇女——白娜（图 3-6）。在日军侵占林

明之时，白娜为了陪伴哥哥，也就是当时矿场总经理贝克指挥矿场炸毁工作而留

待最后撤退。但由于日军先一步占据了关丹机场，所以兄妹俩无法离开，在居民

的帮助下他们藏匿丛林中。贝克对英军在新加坡兵力的布防是非常有自信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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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前的困难只会是暂时，英军必定能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此外，他也认为如

果林明居民知道他在附近，肯定能士气大增（Dorothy Thatcher、Robert Cross，

1993：23）。而最终传来英军投降的消息让他大受打击，而恶劣的环境也让兄妹

俩都病倒了。

在躲藏了至少 14 个月后，因唯恐行踪暴露，贝克和白娜于 1943 年投靠加入

了活跃在林明附近的抗日军（图 3-7）。不久后，贝克因重病而于 1944 年死在

森林中。后来，白娜也渐渐参与编写出版宣传抗日活动的“七独”19机关报和《民

意报》英文版工作（林明民众图书馆金禧特刊编辑委员，2004：186）。在白娜回

到英国后中所出版的一本名为《The Story of an Englishwoman’s Survival in the

Malayan Jungle》（图 3-8）回忆录中，笔者阅而可见她对于自己在马来亚有过这

样一段抗日的经历而感到非常自豪。

图 3-6：白娜（Nona Baker） 图 3-7：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白娜的会员卡

19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第七独立队，自 1941 年展开抗日活动，活跃于林明矿场一带。

（照片取自 Dorothy Thatcher、Robert Cross，Refugee from the Japanese，199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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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的华人在日军的统治下受到了不少压迫，不仅战战兢兢度日，更取消了

一切镇上的文娱活动。日军不但把锡矿公司所遗留下来的总经理住处（现今博物

馆）改作宪兵部，也征用镇上已停办的中华学校作为日文学校，并强制 20 多个

华人小孩上学（曾国来主编，2014：191）。在新路垦殖区的华人情况则比较好，

除因驻有东彭关丹抗日军，居民之间也会相互支援。而为了避免遭受同化，居民

们在抗日军的协助下私自开办学校及夜学班。白娜在参与抗日援助的活动时，也

会在大家的掩护下过来教孩子们唱歌，好让居民们在这段艰辛的日子里能得到一

些精神上的慰藉。

笔者认为其实虽为互利互惠关系，但当时的矿场欧籍员工实际上与林明华人

关系非常好。P.C.C.L公司虽处于领导地位，不过却为林明的居民下了不少心思。

他们深知一旦战争爆发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粮食上的短缺。总经理贝克不仅

提早为居民安排了垦殖区耕种，更免费给予了他们许多存粮。林明的居民们在知

道贝克俩兄妹遇到困难时，也无偿地对他们伸出援手，更是处处维护，甚至尊称

图 3-8：《The Story of an Englishwoman’s

Survival in the Malayan Jungle》书本封面。

（笔者摄于 2019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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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Tuan Besar”和“Missie” 。由此可见，林明的居民们对欧籍管理层的

尊敬和维护，实际上并不仅仅只因经济上的联系，更为主要的是相处已久的真挚

情感。

随着日军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布投降，全马来亚人民都热烈欢呼抗日战争

的胜利。同年 9月 3日，英国回归，而马来半岛也再次成为了英属殖民地，林明

矿场也重归 P.C.C.L公司执掌。日军投降后，大多的华人都回到矿场工作，而一

部分居民则认为农耕可也谋生，便决定继续留在新路垦殖区发展。经历了苦难的

日治时期，身处马来亚华人深深体会到必须抛弃固有的移民思想，提高了华人的

国家意识。除了关心居留地的政治与经济，也需与其他民族共同建立一个独立自

主的国家20。这使华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积极争取马来亚公民权，并参与政治

活动以捍卫自身权益。这也是华人在思想上觉醒的重要转折点，从原有过客“落

叶归根”的心态过度至扎根马来亚“落地生根”的过程。

（三）“紧急法令”时期（1946-1955）

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矿工们的权益，彭亨矿场劳工组织一跃而起。

1946 年，华人矿工因接受了鼓动而成立了机建工联
21
。为了改善生活，林明的华

人矿工与资方谈判要求加薪，但并不成功，尔后矿工们集体展开罢工行动。经过

两个多星期的工潮后，P.C.C.L公司最终做出让步，双方达到协议而复工。随罢

20 蔡史君：《战时马来亚的华人》，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留

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1984 年出版，第 87 页。
21 机械工人和建筑工人职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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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风波过去后，锡矿公司却以一纸通令驱逐一名华校英文老师周汉生离境。

P.C.C.L公司以该名教师帮助职工会书写发动工潮的英文信件为由，怀疑其从事

煽动矿工们罢工（古南霖，1970：无页码）。矿工们为了抗议而再次展开罢工行

动，起初公司坚决拒绝，但后来不抵群情激愤而收回成命。由此可见，华人在心

态的转变下，也开始学会了维护自身利益。

大多华人移民独自来到马来亚工作，因语言无法沟通，也只能投靠拥有共同

语言的乡亲以相互帮助。林明华团的成立主要以地缘性方言会馆为主，矿场的华

工除客家人先驱者，也有琼州人和广西人等。而地缘性会馆的成立，主要大多也

是因为华人自身带有强烈的地域观念（廖文辉，2017：266）。林明最早的乡团

是琼州会馆，成立于 1910 年，至今已有超过百年历史。该馆于 2002 年依全国琼

州会馆总会指示，正式易名为海南会馆。当时华人矿工较多为客家人，而客属公

会的创办于主要籍以传播客家文化与精神（曾国来主编，2018：54）。

作为林明活跃的文化团体，林明民众图书馆是在 1955 年附设客属公会而创

办，并于 1959 年申请注册获准（图 3-9）。当时图书馆在林明致力于推广健康

的文娱活动，因此大受居民们的欢迎，入会者众多。除了组织合唱团、管弦乐小

组外，还不时举办野餐和联欢晚会等等。1968 年，在 P.C.C.L公司管理层的批准

下，建馆于爪哇街一号，并请了其副总经理高威先生（A.B.Cowie）来主持开幕

（图 3-10）。实际上，林明华团的成立不仅是让乡亲之间多多交流，也为了推

动教育和健康的文娱活动。此外，林明也有广肇会馆和广西会馆等，每逢春节更

有舞狮沿街踩青，热闹非常。会馆除了协助林明的乡亲处理殡葬事务，同时也会

帮忙安排宴会康乐活动等等。在宣扬华人文化的过程中，虽 P.C.C.L公司没有特

别干预，但却也拨出地皮给予华人矿工们建立会馆以示支持。



30

图 3-9：林明民众图书馆注册证书（笔者摄于 2018 年 10 月 5 日）

图 3-10：P.C.C.L公司副总经理高威先生（A.B.Cowie）于为林明民众图书馆剪

彩开幕。（照片由林明民众图书馆提供，摄于 1968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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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由于马来亚共产党试图通过武装斗争来取得政权，导致英殖民政

府颁布紧急法令。当局基于军事上的策略实行“毕礼斯计划”（Briggs Plan）22
，

采取高压手段将住在郊区和偏远地区的居民迁徙集中到市区，以便杜绝华人支援

马共斗争。据居民周益仁先生所述，当时的林明并没有建立新村，只是要求居民

搬迁至镇上市区范围内居住。23 P.C.C.L公司只在林明市区外围起铁篱笆以戒严，

凡年龄 21 至 55 岁的男性居民必须登记执勤守夜，而镇上华人居民和出入车辆则

需拥有当时委任包工头的潘先旻签署的通行证（良民证）才能通行（曾国来主编，

2014：132）。当时的林明虽没有强制实行“新村”政策，但一举一动都掌控在锡

矿公司背后的英殖民政府手中。林明在 1952 年就被宣布为白区
24
，而紧急法令也

于 1955 年 4 月解除。

林明在战后经多次锡限和裁员下，公司的雇员一直保持在 1300 人左右（曾

国来主编，2014：202）。所有的华人矿工都会被给予一个工作的铜牌（图 3-11），

凭借此还能获得许多公司的福利，不仅能以免税的价格买到进口烟酒，还能分期

付款购买贵重的电器用品。

图 3-11：P.C.C.L公司的矿工铜牌（笔者摄于 2018 年 10 月 5 日）

22也被称之为“新村”计划，将散落郊区的华人集中好方便掌控。
23受访者：周益仁先生，访谈日期：2018 年 10 月 4 日，访谈地点：林明民众图书馆。
24已解除戒严的区域，再也不需轮更值夜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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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进与华人矿工们的感情，P.C.C.L公司也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和篮球场

等设施，好让居民们有个玩乐的场所。锡矿公司每年都会举办运动会（图 3-12），

不仅提供机会让欧籍员工和华人矿工们多多交流，也让林明居民们凑凑热闹。此

外，P.C.C.L公司也于矿区另一边的山坡上建立了设备齐全的医院，有男女病房、

产房、X光室和化验室等等，所有林明的居民都能免费诊病拿药。据曾任 P.C.C.L

公司的矿工周益仁先生所述：“当时林明医疗技术可以说是非常先进的，就连关

丹的医院也无法与之媲美。”
25

图 3-12：P.C.C.L公司运动会，工友搭撑架比赛（照片由林明民众图书馆提供，

拍摄年份不详）

25受访者：周益仁先生，访谈日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访谈地点：林明美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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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锡矿的夕阳岁月（1956-1988）

1957 年 8 月 31 日，马来亚正式脱离英殖民政府宣告独立。次年，林明锡矿

业因受锡限而导致许多矿工面临失业，一些没被裁者每月也仅有十六个工作日。

许多华人矿工们为了生计，只好回到新路垦殖区去耕种。P.C.C.L公司也派遣三

架罗厘在早上将他们运载到新路去，下午再把他们载回市区。由于资金上的不足，

让锡矿公司也只能在交通上给予微薄的协助。当时的新路垦殖区非常热闹，只要

肯劳动，无论伐木，烧芭或耕种都不会有人干涉（刘崇汉，1992：118）。他们

会把收成的农作物放在本地销售，另外更有些年轻人也会出去打猎与捕鱼。这样

除了能自给自足外，还能将余剩出售以增加收入。

近六十年代，P.C.C.L公司因国际锡限取消，再加上价格暴涨而决定扩展开

采锡米的范围。为了加紧生产，锡矿公司重新招聘了不少新工，整个林明也处于

了锡矿业的鼎盛时期。据周益仁先生形容：“当时林明入夜非常热闹，不仅有唱

大戏的（图 3-13），逢年过节还有在市区的中心开赌局（图 3-14），娱乐和休

闲的活动非常多，也热闹！”
26

26受访者：周益仁先生，访谈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访谈地点：林明民众图书馆。

图 3-13：1953 年邓国庆杂技团在林明剧院

表演。（照片由林明民众图书馆

提供，拍摄年份不详）

图 3-14：赌博筹码

（笔者摄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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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林明社会的风气纯朴，彼此之间不仅熟悉也互相信任。许多华人经营的

杂货铺都流行赊账，矿工们买东西大多记账，等到月尾发薪时才还钱。据曾国来

先生回忆：“那时每到出糧的日子，市区的杂货店都人山人海，很多人都会来买

米、罐头、日常用品等等，好不热闹。”
27
当时林明市镇因锡矿业而发展迅速，

毫不夸张地说只要肯拼搏，居民们的日子都不会难过。

然而，P.C.C.L公司随后在进行股权本地化为 P.I.P.L.C公司后，因面临投资

失误和管理不当，导致了锡矿出产直线下降。此时正逢八十年代锡价频繁下跌，

尤其在 1986 年直接从每公斤 RM 29.67降至 RM 15.39，导致了马来亚许多矿场

遭到严重冲击（曾国来主编，2014：207）。因受锡价大跌的影响，让本就处于

资金周转不灵的锡矿公司接连亏损，惨淡经营。为了节省源流，P.I.P.L.C公司只

能采取裁员政策以止损。这项决策引来了华人矿工们的抗议，通过职工会与资方

的协商和力争，公司才放弃其裁员计划，并就情况再做安排。虽然经过调整，但

无奈业绩还是下滑，导致公司面临被清盘倒闭的命运。

1988 年，在无法为矿场寻得投资企业的状况下，P.C.C.L公司结束了在林明

近百年的开采锡矿活动。在锡矿场被下令关闭后，很多华人矿工为了生计而迁移

外地工作。林明锡矿业的没落导致昔日繁荣风光的市镇一夜间人去楼空，深深地

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林明华团与社区文娱活动大多也随着居民们的离去而濒临

解散。由此可见，锡矿公司的繁盛和衰退会直接影响林明的华人社会与地方发展。

27受访者：曾国来先生，访谈日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访谈地点：林明美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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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C.C.L与林明的小城故事

P.C.C.L公司自 1906 年接手林明锡矿业以来，虽在行政事务上拥有绝对的管

理权，但对于当地居民还算给予较为自由的管理态度。而 P.C.C.L公司也因开发

锡矿的关系，促进了林明地方上的发展。当时的林明比起临近关丹，其发展更为

蓬勃与先进。这离不开 P.C.C.L公司对林明的规划和影响，也为这座小镇留下了

许多历史遗迹和为人津津乐道的小镇故事。

（一）百年大树

1912 年，林明曾发生一场大火灾，在一日之间将市区的亚答排屋烧毁。

P.C.C.L公司于 1913 年对林明市区进行了重新的规划。为了调节马来半岛干燥炎

热的气候，锡矿公司远从伦敦运来 18 棵雨树（Rain Tree）在市区中心栽种，好

让居民乘凉。公司早期都会定期派人对雨树进行维护和保养。后来，P.C.C.L公

司业绩下滑，为了节约开支而将此费用删减。而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导致了树

桐遭白蚁侵蚀，造成树枝干枯而倒塌，危及到了市民的安全。为了安全着想，居

民们团结一致，向公司申请砍伐枯枝。锡矿公司答应供给罗厘帮忙，而居民则由

志愿义务者参与砍伐工作。在居民长久以来努力的维护下，18 棵雨树保留至今

也已有上百年历史，已成了林明标志性的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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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林明百年大树（笔者摄于 2018 年 10 月 5 日）

图 4-2：居民在林明市区砍除危险枝桠

（照片由林明民众图书馆提供，摄于 1984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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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红邮筒

1928 年，P.C.C.L公司从英国申请一个大红邮筒运抵林明，好方便邮件信息对

内外的传递。当时的马来亚仅有 3个同型的大邮筒，分布槟城、马六甲及林明。由

此可见，当时锡矿公司颇为注重林明对外的通讯，同时亦为居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因公司管理层并未设限，所以当地居民能把寄给亲友的信件一起投入这个大红

邮筒，再由邮差收集后寄出。

据传，大马邮局曾因要成立大马邮政博物馆而想把英式老红邮筒移至博物馆展

出。但对于林明的居民而言，这个红邮筒见证了林明的风风雨雨，可说感情深厚，

所以不予让步。最终在众人的坚持下，才成功保住了这个古老的大红邮筒。这个已

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红邮筒至今仍矗立于南广东街的空地上，继续为林明居民服务。

图 4-3：林明百年大红邮筒（笔者摄于 2018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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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傻仔医生

P.C.C.L公司为了管控矿场工人因环境问题引起疾病丛生的情况，早在大陂塘矿

区对面的山坡上设立了一间设备齐全，规模宏大的医院。1954 年，公司更特地从英

国聘请了一位医生菲尔门（Dr. B. Freeman）来到林明当驻院医生，同时亦负责矿区

卫生。据说他曾是一名军医，外科很在行，凡接生、驳骨等都行，连拔牙都有一手，

尤其精通治疗当时横行矿场的“肺痨病”。自从菲尔门医生到来后，就强制所有工

人每年需进行 X光检查，这才渐渐地将矿工多年来致命的肺痨病控制住。

菲尔门医生在工作上是一个很认真且负责的人，不但时常抽空巡视市区，尤其

巴刹和小贩中心的卫生情况，并确保所有小贩必须注射预防针和进行健康检查。他

每天凌晨五点开始巡视病房，六点半就开始门诊服务。而在早期，所有为 P.C.C.L

公司工作的矿工及其家属都能在医院免费诊病和拿药。菲尔门医生也于 1966 年创立

了林明红十字会
28
，每年雨季时，他都会亲自到灾区将老人背运到医院安置。他虽看

起来稍显严肃，但私下却非常和善，常常给予了居民们许多关怀，因而非常受林明

居民的欢迎。据周益仁先生所述：“如果说要去露营，他会提前给你准备许多必备药

物。如果被发现你生病没去医院也会被他骂，他待我们是极好的。”
29
当时的菲尔门

医生在林明居民眼中地位非常高，而其不计较得失且无论昼夜为居民热心的服务，

让他被称之为“傻仔医生”。

28 见附录：文件二。
29受访者：周益仁先生，访谈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访谈地点：林明民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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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门医生在林明服务至 1991 年 12 月才离开。虽然被称为“傻仔医生”，但

他对林明的贡献从未被遗忘，还被居民们所传颂至今。林明老一辈的居民只要提起

他，话语中全都是赞美。菲尔门医生也曾在 1995 年以及 2005 年重游林明，受到了

林明居民们热烈的设宴欢迎。

图 4-5：菲尔门医生与红十字会成员在欢送会上的合影。（照片由林明民众图书馆

提供，摄于 1971 年 12 月 12 日）

图 4-4：菲尔门医生（Dr. B. Freeman）

（照片由林明民众图书馆提供，拍摄年份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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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林明市镇的发展与锡矿业有着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凭借先辈们不懈的努力，

才为林明的地底窟窿采矿写下辉煌的历史。据曾国来先生所述：“当时的先辈们天

未亮就进入矿场，每天十多小时都在暗无天日的地底工作，太阳下山了才回家。矿

洞内不仅热，还容易发生意外，堪称在阎王爷手下讨生活。”30 他的这一段回忆，

深刻描述地底采锡的工作的非常艰辛和危险。著名英国殖民官员瑞天咸（Frank

Athelstane Swettenham，1850-1946）曾言：“因华人的努力，世界用锡的一大半都是

由马来亚来供给……”（Swettenham，1907：231）。锡矿业的发展带动了马来亚的经

济，华人为此所付出的贡献也受到了英殖民政府所认同。

林明的开埠离不开对锡矿业的仰仗，其中也不能忽略英资企业家，尤其 P.C.C.L

公司的巨额投资。该公司在林明开采锡矿近百年，为当地的华人社会发展带来极大

影响。P.C.C.L公司为了扩大开采锡矿的工程，引进了许多华工。为了生计，许多华

人也纷纷迁至林明。锡矿公司虽身为资方，但也一直致力于发展小镇。除为居民规

划市区，建立公共设施外，P.C.C.L公司管理层也给予了华人社会在传扬中华文化上

的协助。虽面临信仰与文化上的差异，但在相互尊重和包容的情况下，彼此之间感

情还算不错。就客观而言，笔者认为如果没有 P.C.C.L公司的巨额投资，或许林明

锡矿的地底开采活动规模不能发展得如此庞大，先辈们也无法得以寻得工作并安居

此处。然如若没有林明这个丰富矿源的绝佳地理位置，或许也不能在锡价之高时为

公司带来巨额的盈利。

30
受访者：曾国来先生，访谈日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访谈地点：林明民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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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锡矿业的发展随着八十年代锡价下滑，而逐渐走向了下坡。P.C.C.L公司在

股权本地化为 P.I.P.L.C公司后，又因投资不当而面临巨额欠债。在资金无法支撑的

情况下，这个叱咤林明锡矿业近百余年的英资公司倒闭了。P.I.P.L.C公司不仅欠下

许多外债，更拖欠矿工们数月的工资。随着该公司的清盘，林明辉煌近百年的锡矿

业也逐渐没落了。这深深影响了小镇居民的生活，许多失业的矿工和年轻人都纷纷

离开当地到外工作。原先繁荣的市镇，因此几乎人去楼空，只遗留下了老弱妇孺。

林明矿场经多年停工后，才在彭亨州政府的协助下，投资发展成为现今的旅游区。

锡矿公司遗留在林明小镇百年的历史遗迹，也被重新整修为观光景点。

经研究后发现，P.C.C.L公司为这个小镇留下珍贵的遗产，也许不仅是林明

锡矿的百年辉煌，更是华人来到当地所创建的历史记忆。当时因同为一个锡矿公司

工作，所以感情都非常好，彼此也熟悉。据周益仁先生回忆：“当时林明虽人多，

但是彼此都认识，可以说如果有陌生人到来，一看就会知道。”31 在锡矿公司的管

控和记载下，华人才能在林明锡矿历史中留有足迹。林明现今致力于发展成旅游景

点，其得天独厚的山水美景更为世人所赞美。然而，许多人却忘却了锡矿业在林明

的辉煌历史，年轻一辈更甚。作为活跃的文化团体，林明民众图书馆一直致力于传

承林明锡矿的历史。笔者也希望通过微薄的努力，能为这个以锡矿而闻名于世的小

镇，记录下它璀璨的历史。

31受访者：周益仁先生，访谈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访谈地点：林明民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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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件

文件一：Notes on the Pahang Corporation Concession，No File：PAHANG 902/1904

（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典藏，编号 1957/058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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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二：The Sungei Lembing Blood Donor’s Society. C/O The 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td，No File：R.S.M. 2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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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三：P.C.C.L公司 1908-1966 年的财务报表

（资料来源：P.C.C.L，Sixty years of tin mining：A history of the 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1906-1966），1966 年：无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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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片

图一：林明 Pollock矿区遗迹

（笔者实地考察，摄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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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林明大陂塘矿区（现今已开发为旅游景点）

（笔者实地考察，摄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



49

图三：P.C.C.L公司管理层与亚洲员工合影（1941 年）

（照片取自 P.C.C.L，Sixty years of tin mining：A history of the 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1906-1966），1966 年：22-23 页）

图四：P.C.C.L公司员工与家属合照（1966 年）

（照片取自 P.C.C.L，Sixty years of tin mining：A history of the 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1906-1966），1966 年：68-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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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林明矿工旧照

（照片由林明民众图书馆提供，拍摄年份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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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笔者在访谈后与受访者

的合影。

左：曾国来先生

右：周益仁先生

地点：林明美食中心

（摄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

图七：笔者与周益仁先生进行访

谈。

地点：林明民众图书馆

（摄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