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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是以实兆远为研究对象，大量使用官方档案文献来探究实兆远的行政归属变迁，

研究年限从 1874 年（邦咯条约）至 1963 年马来西亚成立为止。实兆远是由霹雳曼绒县管

辖的区（Mukim）之一。从英殖民时期到马来亚独立后，实兆远经历了一次行政变迁。本

论文中着重查看官方地图和政府宪报的记录，从中厘清实兆远在英属马来亚时期的行政划

分。此外，早前一度引发前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出生地及国籍问题，本文将会以实兆远的行

政归属来分析并以行政划分来立证陈平出生在实兆远是否即英属天定？本文的结论是，陈

平出生于霹雳的实兆远而非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天定，故而研究了有关陈平为英籍民的问题。 

 

【关键词】马来联邦、实兆远、天定、陈平、行政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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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实兆远（Sitiawan）是一座已开垦百年历史，以福州籍华人占多数地区。1实兆远坐落

于霹雳州，土地面积是大约于 270 平方公里，而它是隶属曼绒县管辖。在目前的行政区分

之下，实兆远并不是一座城镇，而是一个区（Mukim）。根据马来西亚的行政划区，国家

底下的行政单位就是“州”（Negeri），“州” 底下所管辖的行政区首先是“县”（Daerah），

“县”底下则是“区”（Mukim） ,2区是官方行政区划最底层的行政区了。3以目前来说，实兆

远作为官方行政区（Mukim），是在 1937 年正式合拼了英国殖民时代的天定，形成更大

的一个天定县（Daerah Dinding），4也就是今天的曼绒县（Daerah Manjung）。5 

        本论文以曼绒县的实兆远区（Mukim Sitiawan）为研究范围，6集中探讨实兆远地区在

马来亚独立前，也就是英国殖民时期所历经的行政区划变迁。这一研究主要根据档案资料，

包括英国、霹雳政府宪报等查询，来确认实兆远区的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 

 
1 Chan, K. E, Khoo, S. H, and CHO, G, “Spatial aspects of Foochow settlement in West Malay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tiawan, Perak: Since 1902,”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0: 2(1972): 93, t.ly/w7gd   
2 Mukim 是马来西亚的最底层的行政单位，由于没常用使得没统一的中文翻译词，因此多数会被中文平面媒

体翻译为“区”或者直接音译为“巫金”，在本论文将只用“区”来表示实兆远区（Mukim Sitiawan）。 
3 白伟权，〈Mukim：被遗忘的行政区划〉，《当今大马》，2020 年 10 月 30 日，
https://m.malaysiakini.com/news/548719. 
4 Majlis Perbandaran Manjung, LaporanTahunan 2015: Majlis Perbandaran Manjung (Perak: Majlis Perbandaran 

Manjung), 3, http://www.mpm.gov.my/ms/laporan-tahun-mpm. 
5 曼绒县底下有五个区，分别是木威（Beruas）、实兆远（Sitiawan）、红土坎（Lumut）、力侨（Lekir）和

孟加兰峇哈鲁（Pengkalan Baharu）。 
6 在本论文中的实兆远在中文地名亦别名为实吊远以及英文地名是 Setiawan、Sitiawan 和 S’tiawan，这些都

属于同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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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动机 

 

        实兆远目前是隶属曼绒县(Daerah Manjung)的管辖区之一，由 10个村所组成的区。7十

字路是在实兆远的市中心，可通往斯里曼绒（Seri Manjung）。8 斯里曼绒是曼绒县的商业

与行政中心，大约于 20 世纪 80 年代规划而成的。 

         以前还未取名为实兆远之地名之前是有几种不同称法，其一是一开始是被叫做十字

路（Simpang Ampat），主要为了方便辨认此地区。后来是因为霹雳警察总部需要寄发邮

件给此地警局，每次却等几个月后才收到邮件，因为邮差看到地址是写着十字路，都会误

送到其他州属的“十字路”。在 1929 年，霹雳警察总局把此区的地名一律改为“实兆远警察

局”，因为每一次需要一直兜一大圈和经年累月来才能寄到的信件，真的是实在远原因，

才因得此名。9 其二是福州移民来到的华人用福州话称叫“Shei-Ki-Luo”（十字路）.10其三

是关于当地传说讲述两头白象的忠心不离弃彼此的故事，因此当地居民以马来语的忠诚之

 
7 实兆远由它是由甘文阁新村（Kampung Koh）、二条路新村（Kampung Simpang Dua）、格尼市新村（三

条路）（Kampung Pekan Gurney）、五条路新村（Kampung Simpang Lima）、爱大华（七条路）（Ayer 

Tawar）、十字路（Simpang Ampat）、福清洋（Kampung Cina）、实兆远港口（Kampung Sitiawan）、甘

榜马波（Kampung Merbau）和甘榜拉惹依谈（Kampung Raja Hitam） 
8 十字路（Simpang Ampat）是前马共总书记陈平出生与童年居住的地区，其地址将在第四章节详细说明。 
9 Shih Toong Siong, The Foochows Of Sitiawa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itiawan: Persatuan Kutien Daerah 

Manjung; 2004), 3.   
10 在 1903 年，福州籍贯的华人移民到来实兆远是由卫理美里美差会（美国）基督教先驱的林称美牧师和柳

依美博士从福州带领到实兆远这里开垦，因此当时才取之名是代表了基督教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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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Setia Kawan）来命名当地为 Setiawan，在中文则是叫实兆远或实吊远，11而演变今天

到统一称呼为实兆远（Sitiawan）。12 

        本论文以实兆远区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在马来亚独立前的实兆远行政区划变迁还

很少人研究，以致我国著名历史学者已故邱家金教授（1937-2019）都以为实兆远一直是

划分在天定底下的区。作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的邱家金教授甚少研究实兆远，因此本论文

就以这地区来研究实兆远的行政变迁。每询问实兆远居民或者其他霹雳州的居民，他们也

以为实兆远就一直隶属于天定，籍著实兆远区划课题研究，以可以厘清实兆远自 19 世纪

末至 20 世纪的行政变迁。此外，一些已出版的书籍上，发现其内容都提及实兆远在历史

上都是属于天定，因此大家一致认为实兆远是天定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这一

问题。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实兆远的行政归属是经过合并与重新命名，当在官方文献可查证，但是此乃研究学术

成果不多。由于时代变迁迅速，而史料研究亦会逐年消失在时光长流河当中，甚至经过一

 
11 据说实兆远地名来由是福州先辈从福州（Foochow）和马尾区（Ma-mui）在 1903 年 8 月 15 日坐船，历经

一个星期后到达南洋，第一个到达地是新加坡的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来进行隔离避免传染霍乱症，

在同年 9 月 7 日前夕离开圣约翰岛后，在 9 月 9 日成功抵达目的地（上岸区是现如今的实兆远港口），第

一批移民者是 303 位，第二批则是 60 位，一共初期的开垦者是 363 位先辈。他们在中国家乡各地聚集在马

尾路程就耗费几天，在马尾就待上 12 天等待船，从马尾漂洋到南洋就耗时 12 天，在圣约翰岛隔离 14 天，

最后使用 3 天时间从新加坡到达霹雳实兆远，历经了 2 个月才到达目的地（还未加上垦民从家乡地去往马

尾码头的路程），因此垦民一下船就感慨说实在远，所以逐渐流传成为现如今的实兆远地名为称。详见于
Shih Toong Siong, The Foochows Of Sitiawa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itiawan: Persatuan Kutien Daerah 

Manjung; 2004), 52-55. 
12 Shih Toong Siong, The Foochows Of Sitiawa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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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确定因素动荡亦会使得研究资料销声匿迹。在马来西亚的本土研究依然有一页一页的

空白尚未补足，较多的学者都是集中研究马来西亚著名地方，例如槟城（Pulau Pinang）、

吉隆坡（Kuala Lumpur）、怡保（Ipoh）等地区，而相反的就如小区的研究则是较少学者

研究，因此选择实兆远区来作为研究。13 

        《星报》（The Star）网路版（mStar）还能看到一则讲述前马共总书记陈平（原名王

文华）是英国国籍的报导，该报导附在附录的图（1）。14 该报导指陈平是英国籍，而不

是霹雳苏丹子民。该报导写到陈平是在 1923 年在实兆远出生，历史学家邱家金认为，那

时的实兆远是由天定管辖。在 1874 年至 1935 年期间，天定是由海峡殖民地政府直接管辖。

15 邱家金认为，凡出生在海峡殖民地的人都自动成为英籍民，这有海峡殖民地条例可据。

这是因为根据海峡殖民地立法会的法令和条例（The acts and ordinanc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中相关于归化入籍成为大英籍民的条例。16 

        按邱家金在这一段说明，陈平不是在当时的霹雳出生，而是在海峡殖民地的天定实兆

远出生的，这是有关前马共总书记陈平申请返国的争议引起的课题。陈平究竟是英籍民还

是霹雳苏丹的子民？这是关乎他晚年归国权的争议，也是引起这一研究的动机。要解答这

一疑惑，得厘清当时陈平的出生地的行政归属问题，也就是属于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还是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的霹雳州？解答了上述问题，也就能

 
13 连慧茵，《霹雳角头渔村的历史沿革及产业发展初探》，（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学士论

文，2016），页 4。 
14 The Star, “Chin Peng rakyat Britain, kata pakar sejarah,”mStar, May 28, 2009, 

https://www.mstar.com.my/lokal/semasa/2009/05/28/chin-peng-rakyat-britain-kata-pakar-sejarah 
15 在马来半岛的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分别是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后来天定（Dindings）加

入。这是因为霹雳政府在 1874 年与英国政府签订邦咯岛条约，其中一条条约就是分割天定的土地成为皇家

海峡殖民地。 
16 The acts and ordinanc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rom the 1st April 1867 to the 7th 

March 1898, 1898, Volume 1, Digital E-Book microfilm,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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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陈平究竟是英籍民还是霹雳苏丹子民，以及为他晚年的回国申请提供法理依据了。        

本研究通过大量书籍和网上数据来搜集更多的资料来充作论证这一课题。在通过翻阅英国

政府的官方文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进行详细的整合与归纳。 

 

第三节  文献回顾 

 

        在本论文是需要阅览前人的研究文献来获取有关资料，这样可以更加全面了解研究对

象的范畴。透过前人的研究成果，把它们梳理后并进行观察我国学者对于马来（西）亚霹

雳的研究成果。本文将采用各个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笔者是将参考资料来源即细分成三

个方面，分别是专书、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 

        在马来西亚有许多位学者在档案局翻查官方档案资料为主要搜查，这是因为地方的行

政划分与管理体系资料，最直接的搜集方式就是透过查阅第一手资料即是档案，例如政府

宪报、官员来往公函、政府政策与法令报告书等。在马来西亚有不少的学者都是使用档案

资料来进行研究，例如施敦祥、张集强、邱家金、钱进逸等人。 

 一、专书 

        钱进逸（2010）编写的《从山区到橡胶园：古田人移民拓土路》来作为参考之一。在

内容中是提到关于在 1925 年前的实兆远场景，里面述到实兆远在 1890 年前还是一片森林，

荒无人烟的存在。因此这样可以帮助推算实兆远是在几年前才开始有居民居住。在钱进逸

这一本研究成果中也是有提到中国史料中的马来半岛与实兆远，这样一来使到本研究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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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在中国古籍史料上查找实兆远的资料，从不同角度来探究。17此外，作者以县政府

的档案报告、霹雳政府宪报与实兆远卫理公会在早期所记录的文件来作为参考文献，因此

可以从中获取相关数据来梳理论文的疑问。 

        此外，张集强（2007）的《英参政时期的吉隆坡》。虽然是一本研究吉隆坡，但是其

内容有对搜集资料即是启发性，因此可以通过这一本书的作者是使用如何的方式来收集资

料，并且来分析出英参政马来半岛所施行的地方管理制度。18这也是因为吉隆坡是当时的

马来联邦的总部，因此可以从中找到相关的行政制度的框架。在此专书是使用公馆档案及

政府公报为参考文献，马来西亚与英国档案局所提供的地图鉴定。这样一来使得在搜集资

料上少走一些冤枉路，了解到应该如何使用这些档案公文及政府宪报的内容作为本论文的

论证。 

        廖文辉（2017）编写的《马来西亚史》，在内容中是编写马来西亚史，从马六甲王朝

至到马来亚独立后的历史。本论文主要是参考这本书的其中一章，是有关英国势力介入的

历史，并且阅览来了解英属马来亚时期所发生的历史脉络，及理解到英国在马来土邦的政

策干预介入马来王朝。在文中提到英政府建立英属马来亚管理体系来管理马来土邦，使得

近代马来亚雏形，如海峡殖民地的建立、马来联邦的成立和马来属邦的形成，英国亦三种

不同的行政单位来全面统治马来半岛。19 

 
17 钱进逸，《从山区到橡胶园：古田人移民拓土路》（实兆远：曼绒县古田会馆，2010），页 75-77。 
18 张集强，《英参政时期的吉隆坡》（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07），页 38-39。 
19 廖文辉，《马来西亚史》（雪兰莪：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页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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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敦祥(2004）编写的《实兆远的福州人：从历史角度探讨》（The Foochows Of 

Sitiawa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其内容是大约在 1980 至 2000 年之间，作者透过档案

搜集资料，并且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伦敦档案局进行资料搜索与分析后，而透过这些

资料来分析出关于实兆远的背景资料。在这一本著作中是针对福州人在实兆远的开垦历史

脉络，写述关于整个实兆远的背景和实兆远开垦的形成。20在实兆远的历史虽然历史悠久，

不过在历史文档上还是依然有空缺，因此施敦祥透过档案来进行资料填补与增加关于实兆

远的行政划分。在其内容中是作者提供关于实兆远的由来，内容中提起关于它处于在什么

行政管辖和关于实兆远的扩展范围所产生的繁荣。在此书籍中亦提到了关于海峡殖民地天

定的因由。21 因此，通过此书了解到实兆远在开垦至今所处于的行政划分，更加全面的了

解实兆远的开垦历史实在历程。最重要是此书在文中提到实兆远一直以来都是霹雳的领土，

并未分割给任何的行政管理，如海峡殖民地，而天定则是因为邦咯条约签订才被分割给海

峡殖民地政府直接管辖。 

        然后， Abdur Razzaq Lubis, Malcolm Wade 和 Khoo Salma Nasution（2010）合作编写

的《从 1890 年至 1940 年的霹雳明信片》（Perak Postcrads 1890s- 1940s）。这本书籍的内

容虽是讲述关于霹雳州作为马来联邦，里面是收集关于 1890 年至 1940 年的霹雳明信片，

并且是以整个霹雳为主，从上霹雳、太平、江沙、实兆远至到下霹雳。22作者写述霹雳的

历史概略，从中是写到关于霹雳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的英殖民时期所施行的电讯装置设

 
20 Shih Toong Siong, The Foochows Of Sitiawa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2. 
21 颜清湟，《森美兰史》（新加坡：世界书局），1962，页 91。 
22 Abdur-Razzaq Lubis, Malcolm Wade and Khoo Salma Nasution, Perak Postcrads 1890s- 1940s (Penang: Areca 

Books; 201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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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里面概述英政府所管理的行政划分来分辨每一个地区的邮政和电报来源区，所以文中

亦会列出不同县里面涵盖的区，因此了解到霹雳的各个县的行政划分。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的行政划分是专注于马来亚英殖民时期。弗兰克•瑞天咸（Sir 

Frank Swettenham）（1906）所著的作品《英属马来亚：叙述关于英国在马来亚影响的起

源与进展》（British Malaya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British Influence In 

Malaya）。这一本主要是分析出英国政府在马来亚所进行的殖民影响，例如在马六甲、槟

城、霹雳等州属，并且在里面讲述到英国如何施行他们的语言文化等。此外，瑞天咸在书

本写到英殖民政府如何推行行政管理来控制整个马来半岛，例如推行参政司的制度来管理

马来联邦等，他亦在 19 世纪末担过两任霹雳参政司。23 瑞天咸作为海峡殖民地总督和马

来联邦高级专员一职，24 亦可以明确的写出马来亚在当时的行政事务以及英政府所做的改

进土地、教育、行政等。这一本上附上了一份在 1906 年的整个马来半岛的地图，可以从

中获取相关资料。25 

        本论文当中亦参考数本专书，例如陈鸿瑜（2012）编著的《马来西亚史》和陶德甫

（G.P.Dartford）（1959）编写的《马来亚史略》（A Short History of Malaya）等来作为参

考。亨利 ·萨克维尔 ·巴洛（Henry Sackville Barlow）（ 1995）编写的《瑞天咸》

（Swettenham），这是一本有关瑞天咸的一生经历，这是因为他在霹雳、雪兰莪等马来联

 
23 Jelani Harun, Umpana Sebuah Bahtera Kajian Naskhah Melayu Sejarah Kesultanan Negeri Perak (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2011), 283. 
24 弗兰克•瑞天咸（Sir Frank Swettenham）在 1874 年的邦咯条约时，被奉命担任特派考察员

（Commissioner）来考察霹雳境内情况，并且传达邦咯岛条约内容转达给在霹雳的土候。在 1975 年则是担

任霹雳代理最高专员（Deputy Commissioner），他对于英殖民马来亚的行政事务接触甚多。 
25 Sir Frank Swettenham, British Malaya: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British Influence In Malaya 

(New York: John Lane Company; 1907),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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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和海峡殖民地担任参政司与总督统的职位。26因此透过此书可以了解在 1850 年至 1946

年的英殖民政府在马来土邦所施行的地方行政制度和行政体系事务。 

        Othman Mohd Yatim 著的作品（1994）是《天定：霹雳最特别的殖民地》（Dinding：

Jajahan Istimewa Di Perak）。内容是讲述整个天定因为邦咯岛条约使得被分割出去成为了

海峡殖民地，所以知道天定县在 1935 年正式回归霹雳政府。这本书籍可以清楚表明到天

定在 1874 年直到 1935 年所发生的事情。透过此书可以查找到在 1935 年前的天定是否有

把实兆远区划分入进。透过此研究成果查阅到天定在 19 世纪历史脉络，使而可以清楚天

定在何时被英政府所管辖，以便在档案局查阅地图时候可以更加明确查找哪一年的地图作

为本论文论证。在文中亦提到实兆远并不是由海峡殖民地天定来管辖，后来天定回归霹雳

后才被其管辖。27因此这本书使得作者有方向来立证实兆远在英殖民时期的行政变迁。 

        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Barbara Watson Andaya, Leonard Y. Andaya）

（2016）著的《马来西亚史》（A History of Malaysia）， 在其内容是马来亚古史的发展，

当中探讨马六甲王朝的兴衰过程，直到 1874 年的英属马来亚形成。从这里就会清楚了解

整个马来半岛在英殖民时期所被施行的制度、行政体系、以及整个社会在殖民的运转。28

《马来西亚史》也提到马来联合邦雏形，经过了一系列谈判，马来西亚正式在 1957 年建

国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这也使得本研究可以理解整个马来亚历史的进程，这样可以更加了

解英殖民行政体系。 

 
26 Henry Sackville Barlow, Swettenham (Kuala Lumpur: Southdene, 1995). 
27 Othman Mohd. Yatim, Dinding: Jajahan Istimewa Di Perak (Kuala Lumpur: Persatuan Muzium Malaysia, 1994), 

50. 
28 Andaya, Barbara Watson and Andaya, Leonard Y,  A History of Malaysi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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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期刊论文 

        聂德宁（1999）的<试论“邦咯条约”的签订及其后果>，提到 1874 年邦咯条约产生

的历史背景与因由，这也是天定在 1874 年至 1935 年之间属于海峡殖民地的历史背景。在    

内文中分析出邦咯岛条约所产生的原因，从而使得一系列的影响与后果。29作者也提起关

于邦咯岛条约的内容条件，条件的形式中表明与标明了分割土地（天定）的界线，将划分

入海峡殖民地范围。接下来是林志清（2009）的<浅谈 1914 年之前的英属马来亚华侨社

会>，在文中是探究了英政府在马来半岛所施行的土地扩展。其内容研究着英国政府在

1786 年一直至到 1914 年将整个马来亚管理起来，分成了三个行政，即是由英国直接管辖

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的行政管理体系。30 

         Khoo Soo Hock、George Cho 与 Chan K. E 等人（1971）所合编的<霹雳实兆远区的地

名>（Place Names in the Sitiawan Area, Perak），里面的期刊提供详细有关实兆远的不同叫

法的地名来由，并且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让笔者放入研究对象背景。实兆远地名在历史上有

许多叫法，但是却不知道地名的来源，所以透过阅览这一篇期刊论文后有一定的了解，并

且文中不止提到实兆远的地名，也提到天定与邦咯岛屿的地名在马来文来由，其中包含的

故事典故来述说，所以可将它放入研究背景当中以充实地方背景。31 

        接下来是 Khoo Soo Hock、George Cho 和 Chan K.E 等人（1972）合著的<Spatial 

Aspects Of Foochow Settlement In West Malay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tiawan, Perak, 

 
29 聂德宁，<试论 “邦咯条约” 的签订及其后果>，《厦门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页 91。 
30 林志清，<浅谈 1914 年之前的英属马来亚华侨社会>，《东南亚纵横》2009 年第 5 期，页 81-82。   
31 Chan, K.E., C. H. Cho and S.H. Khoo, “Place Names In The Sitiawan Are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 2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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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1902>。这篇论文提到了实兆远在 1900 年至 1935 年之间是是属于哪一个县管辖，也

提到实兆远出现居民的年份。32另外，作者在文中有交代关于实兆远第一批到达此区的籍

贯，并以他们作为当地的开拓者。在这一篇期刊论文中写到英殖民时期在实兆远所进行的

管辖，并且在文中提供了一份关于实兆远区绘制地图，可以一目了然的看见区的范围。 

 三、学位论文 

        周立锋（2011）的《马来西亚地方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在其内容当中是以马来

西亚历史概述和政治制度的概述，以及马来西亚地方制度，例如马来西亚行政划分与管辖

区划分等。此外，杨秀珍（2014）的《从实兆远双九节的形成和意义: 探讨基督教会与实

兆远社区的互动关系》的学士学位论文，这是有关本论文的研究对象调查，因此透过阅览

知道有关实兆远区的发展。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时间段是在 1874 年至到 1963 年之间，并且是使用地方史33（Local History），

本文使用地方史研究方法来进行实兆远该地区进行考察、分析实兆远区的行政划区在历史

变迁的史学工作。34实兆远在霹雳州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存在，本论文透过地方史研究来进

 
32 Chan, K. E, Khoo, S. H, and CHO, G, “Spatial aspects of Foochow settlement in West Malay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tiawan, Perak: Since 1902, 93.   
33 地方史是在历史学科中存在着重要的分支，地方史研究本身就是用来专门考察一个地区以及来分析某一

个地方如某一个行政区划在历史中变迁的史学工作。 
34 叶舟，<民国以来国内地方史研究综述>，《中国地方志》2005 年第 8 期，页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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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探究和总结实兆远的行政归属，并且是采用档案文献以及地方志的史料为主要基础，这

是本文通过地方史研究方法来整合实兆远的资料，即是文献搜集和实地考察来进行弥补实

兆远行政归属确实证据的不足，以厘清实兆远的行政归属历史研究。在使用地方史研究方

法可以更加利用史料来加强对实兆远的行政规划的发展与变迁。 

 一、文献搜集 

文献搜集研究法是最基础的资料搜集与整理法。透过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及国家图书馆

所藏英国殖民时期的官方档案，来厘清实兆远行政划分的归属。官方档案包括了不同年代

的官方地图、宪报、年鉴报告等等。此外，许多关于实兆远区的相关资料，例如曼绒县官

方年度报告、学位论文、中英巫语言的研究专书、官方档案资料、官方地图、报章和期刊

论文等资料来作为此论文的辅助，以便可以加强理据。本研究会根据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

并加以厘清整个实兆远的地区与行政划分。本文将会使用官方档案来进行梳理与整合当时

的行政划分，并且分析与鉴定实兆远在马来（西）亚还未独立的行政规划。本论文将会界

定研究的目标，进而一步来了解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实兆远区，并还原当时的地理位置与

行政划分，这是因为从而达到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与动机。 

        此外，本文在文献搜集主要是来自于官方档案记录，因此是从第一手资料下手即是英

殖民的官方档案、官方绘制地图和政府年度报告。文献搜集法会分成三个部分，分别：其

一，通过在英殖民时期官员所编写政府公开文件和官方档案，里面包含了当时行政规划，

地方行政的划分资料。档案文献资料是属于第一手资料或可以称作是原始资料。通过查阅

二战前的公开档案文献，例如海峡殖民地宪报（Straits Settlements Gazette）、马来联邦政

府宪报（Federated Malay States Gazette）、马来联邦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s of Fed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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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 States），政务司长年度报告（Chief Secretary’s Annual Report）和海峡殖民地年度

报告（Annual Report of Straits Settlements）。 

        本文是专门在这一系列档案中翻阅关于 1874 年至 1937 年之间的资料，35 主要透过国

家档案局中搜索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马来亚地图，这是处于英殖民时期所绘制的马来半

岛地图，里面会显示各州各县的划分。在地图里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实兆远的地理位置，

亦可以看出英国殖民政府所管辖海峡殖民地的范围，对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有关键性影响。

此外，在本论文亦专注研究马来联邦宪报，以海峡殖民地宪报为辅来论证历史。然后，在

英殖民马来半岛时期的所施行的行政管理体系，36 分别是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和海峡殖民

地。37所以笔者就专注研究马来联邦宪报，以海峡殖民地宪报为辅来论证历史。 

        其二是搜集第二手资料，本研究通过新家坡国家图书馆网站（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来搜索 20 世纪初的报章，例如是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和星报（The Star））等中英文报章。本文主要是参考关于研究实兆远的书籍，例

如施敦祥所编写《实兆远的福州人：从历史角度探讨》和《天定在霹雳属于特别殖民地》。 

 二、实地考察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实兆远，因此需要前往该此地做实地考察的研究方式来进行考察

现场，并且是在当地调查地理和收集有关地方行政资料。这是因为实地考察是直接触碰和

 
35 李金生，〈新加坡馆藏槟榔屿华人研究文献述略〉，页 230. 
36 英殖民在马来半岛的管理体系，在 1896 年成立马来联邦，分别包含霹雳、彭亨、雪兰莪和森美兰；在 20

世纪初（1909 年- 1914 年）形成马来属邦，分别包含玻璃市、登嘉楼、吉兰丹以及柔佛；而在 1826 年组成

海峡殖民地，当中是包含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 
37 张集强，《英参政时期的吉隆坡》，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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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的研究对象，正所谓眼见为实，而透过实地考察可以直接拿到最原始的资料来源之一。

38在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将锁定于实兆远区而已，是以当地地区进行实查,例如十字路、三条

路、二条路和爱大华等地点进行观察，其中也包括兆远垦场博物馆等地方。过后把实兆远

地区所进行实地考察记录下来后，并且依据地区的划分和行政区域来记录，然后再到档案

局与图书馆进行资料对比。这样的实地考察方法可以研究出在未独立前的行政管理划分从

中为研究目的加据论证。 

  

 
38 翁丽珠，《槟城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功能演变: 以郑景贵、张弼士及叶祖意故居为例》，（金宝：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博士论文，2017），页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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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殖民时代的霹雳 

 

        19 世纪至到 20 世纪时期的马来亚是由英国殖民，这是因为 1824 年的《英荷条约》

（Anglo- Dutch Treaty）签订使得英国与荷兰的势力范围画下一个界线，是以马六甲海峡

和新加坡海峡为分界线， 39这条界线就是以如今的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划定版图。 

        新加坡在 1867 年脱离印度（India）后，就由英国殖民部直接管辖。原先英国进入马

来半岛后原是采取不干预当地马来统治者的政策为主，过后就改变政策并且趁着各个马来

统治者在进行纷争时候开始逐渐渗透影响力，如派遣参政司（Resident）或顾问（Advisor）

来协助马来苏丹管理州。40 

         1893 年，英国殖民部听取霹雳参政司瑞天咸的建议以划一行政区的统治，可以从中

节省费用。因此英国殖民部决定将马来亚分为三种行政体系来进行统治。在本研究中将会

探讨关于殖民时代马来半岛的体系建立与历史背景有关，以及霹雳的在英殖民处于的行政

划分。此外，在本论文也会详细的介绍霹雳实兆远在马来亚独立前和建国后的行政划分使

得厘清实兆远的行政区。 

  

 
39 廖文辉，《马来西亚史》，页 20。 
40 马来联邦是由各州的参政司向总参政司（Resident General）负责，并且有中央部门统筹全部四州事务后

向海峡殖民地总督负责；马来属邦是没有统一中央部门来统筹五州事务，而是交由五州的顾问官直接向海

峡殖民地总督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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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英殖管理体系建立与历史背景 

 

 一、海峡殖民地 

       《英荷条约》是在 1824 年 3 月 17 日的伦敦签订，这亦称《伦敦条约》（The Treaty of 

London）。这一项的签订来由是因为英国占领新加坡后大力发展该地并得到许多其利，

而荷兰人认为新加坡领土权应该属于主权范围因此与英国要回此地。过后为了维持双方在

欧洲的关系而解决利益上的冲突，双方才签订条约来解决长期贸易与势力纠纷，条约上有

十七条列。这一份条例其中是荷兰割让马六甲以及新加坡以北的土地给予英国；英国则将

明古连（Benkulen,亦称 Bencoolen）以及全部的苏门答腊（Sumatra）的属地交给荷兰等。 

41 

《英荷条约》的签订使得英国势力开始在马来半岛渗入当中，再加上马六甲

（Malacca）和槟城（Penang）是英国的势力中心，所以英国开始先将其地管控。英国东

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亦称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为了节省行政开支、统

一行政管理及税收，因此决定在 1826 年 11 月 27 日将新加坡与槟榔屿（包括威斯利省）

及马六甲组合成为海峡殖民地，亦成为印度的第四省，其他三省是孟加拉（Bengal）、马

 
41 关于《英荷条约》相关条文详参 Harry Joe Marks, The first contest for Singapore: 1819–1824, (Germany: 

Springer, 1959), 235-262. 



17 

 

德拉斯（Madras）和孟买（Bombay）。42在那时是由印度总督管辖，并且派遣富勒敦

（Robert Fullerton）作为三州府的第一任参政司管理事务，43 而总督府设在槟榔屿。44  

        由于三州府属于省，因此需要耗费许多人员与开支，再加上收入不抵支出，所以在

1830 年 5 月 25 日正式降格为府治，并由孟加拉省管辖。位于槟榔屿康华利斯堡（Fort 

Cornwallis）作为海峡殖民地的首府正式搬迁到新加坡。在 1851 年，海峡殖民地就脱离由

孟加拉省管辖，反而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总督直接管辖。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

解散了45，因此印度和海峡殖民地的权力交给伦敦政府的印度公署（India Office）来管辖。

46 总督府设在新加坡，47而第一任总督是奥德（Sir Harry Ord）来担任。 

 二、马来联邦 

        英国在霹雳、彭亨（Pahang）、雪兰莪（Selangor）和森美兰（Negeri Sembilan）参

政是派遣参政司驻扎管理各个州，一开始是没有完整的英殖民体系与方法，不过在参政的

过程就一步一步建立起管理方法。过后由海峡殖民地总督耶和斯（Sir William Jervois）建

 
42 在 1600 年 12 月 31 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认可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为伦敦商人对东印度贸易联合体与

管理者的法人地位，并且该公司被女王正式授予其皇家特许状。该公司在 1602 年 2 月开始从伦敦起航出

发。详见于浅田实 著、顾姗姗 译，《东印度公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3 Australian Joint Copying Project, 1960, East India Company: Straits Settlements Factory Records, 1769-1830, 

Reels M470-535: 2,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44 三州府是俗称，是指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 
45 在 1857 年 8 月因为印度佣兵大叛乱和种种问题所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随之被解散了，因此印度和海峡殖

民地的权力交给伦敦政府的印度公署（India Office）来管辖。后来因为商民不反对，所以 1860 年初由印度

和英国殖民部商讨同意交由殖民部直接管辖。 
46 印度全国起义使得东印度公司被迫求助英国政府派遣军队前来镇压各个的地方进军，如阿瓦德部队，这

一场镇压一直至到 1859 年 7 月才成功镇压，而这期间东印度公司被政府勒令解散，是因为印度爆发的兵变

与动乱是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方法有缺才导致这一系列问题。在 1858 年 8 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印度统治

法》，并且根据《印度统治法》在同年 11 月 1 日期就由英国政府来直辖，而东印度公司是彻底解散了。详

见于浅田实 著、顾姗姗 译，《东印度公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7 商民不反对，在 1860 年初由印度和英国殖民部商讨同意交由殖民部直接管辖，在 1867 年 4 月 1 日是由伦

敦英国殖民部来直接管理，并成为皇家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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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华人领袖中一起建立州咨询会议，这是因为苏丹与马来统治者在 1875 年就与英殖民政

府共同成立。州议会是英殖民政府为了稳固参政司制度在马来半岛可以顺利施展，可以和

马来人及华人有一条管道来进行沟通。 

        英殖民政府为了在各州的统治与体系可以使得顺畅，参政司将各州里都划分几个区域，

在每一个区域则是有一位区域长官来管理（职务包括收税和执法），亦可以监管政府单位、

管理区域财务开支以及土地局。在经历一段参政司制度在四州，由于英国殖民政府没有制

度一套有划一的管理体系、目标和统治方针，因此在治理四州上有存在问题。 

        当这一系列问题出现的时候，霹雳参政司瑞天咸就提议将四州合组成为马来联邦。这

是可以使得行政管理统一、划一发展四州、人员减少、行政费用开支减少等。在马来联邦

的行政组织是由英国政府委任的钦差大臣（High Commissioner），这一职位会由海峡殖

民地总督兼任。另外政府也设立一位总参政司来作为四州的行政首长，48 是由瑞天咸作为

首任马来联邦总参政司（1896-1901 年）。49  

        然后，四州的马来统治者开始对总参政司的权力甚大感到不满，所以使得提议施行中

央行政分权，在 1909 年将总参政司一职改为辅参政司（Chief Secretary）来解决马来统治

者反对对于总参政司权力甚大。英国殖民政府对于四州掌控权力坐大，英国殖民部想要马

来属邦加入马来联邦，但马来属邦鉴于会像四州的权利地位消失，所以五州都没一个加入。

 
48 总参政司驻守在吉隆坡（Kuala Lumpur）来统理马来联邦的政务，向钦差大臣负责，在之下则是有分成有

专门执行的部门，如联邦部门、警察局、法庭、地方土地局、测量局、会计局等部门。总政参政司拥有各

州的归划权力，从而使得马来苏丹的权力被架空。 
49 Chew, Ernest, “Sir Frank Swettenham and the Federation of the Malay States,” Modern Asian Studies 2, no. 1 

(1968)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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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30，英国殖民部再次颁布有关新的体制，那就是地方分权制，以及将原本是总参政

司改为为辅政司降格为联邦政务司（Federal Secretary），并且位置权力低于参政司。 

 三、马来属邦  

       在英殖民政府在四州（马来联邦）参政后，开始锁定另外马来半岛北部的四州，分别

是吉兰丹（Kelantan）、吉打（Kedah）、玻璃市（Perlis）、登嘉楼（Terengganu）。在

1909年 3月 10日，英国和暹罗（Siam，现如今的泰国Thailand）签订一项条约，即是《曼

谷条约》（Bangkok Treaty）。50 由于英暹双方是各取所需的益处，因此暹罗将马来半岛

的北方四州的管辖权力归入给英国政府的统治下。在一开始的马来属邦最早接受英殖民政

府委派的顾问官是吉兰丹，51 首任的顾问官是梅申（J.S.Mason）在 1909 年 7 月 15 日上任。 

        然而，在吉打和玻璃市马来苏丹拒绝英国殖民政府派驻顾问官，因此花费一段时间来

才将英国势力进入其两州。后来，吉打在英国政府的帮助来解决财务后，就在 1923 年正

式接受英国派遣的顾问官——麦司威尔（George Maxwell）来担任。52 在玻璃市的情况与

吉打一样，一开始在 1909 年是不接受顾问官委任，反而接受英国派遣的财经顾问

（Financial Adviser）前来玻璃市协助解决州内财务问题（在 1930 年可还请暹罗的债务）

 
50 Su-ming, Chan, “Kelantan and Trengganu, 1909-1939,”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8, no. 1 (1965) :159. 
51 马来属邦与马来联邦的不同之处是，英国虽是得到可干预北部四州的政治权力，不过是派遣顾问官但无

法如参政司一样的权力可以直接管制该州，不直接来负责州的行政事务，属于施行间接统治，一些州如吉

打拒绝英方委任顾问官前来。 
52 吉打州的苏丹、顾问官和三位马来人来组成州议会协助来治理州行政，并且议会主席是由吉打苏丹担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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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行政体系上改变使得完善。53所以玻璃市在 1930年才正式承认英殖民政府的统治，

接纳财经顾问弗罗斯特（Meadows Frost）来成为玻璃市的首任顾问官。  

        在登嘉楼要方面，马来苏丹坚持要维护州的独立以及统治权力。在 1918 年，英国政

府派遣委员前来调查当地的行政管理、当地治安等，并提议应该委派一位顾问官前来，因

为认为除了宗教问题以外，其他事务都需要征求顾问官的建议与意见。后来在 1919 年，

登嘉楼州马来苏丹接受英殖民政府委派的顾问官——J.L. Humphreys 入驻登嘉楼，并且是

第一任顾问官入驻其州进行英势力扩张。54 

        接下来最后一个进入马来属邦的是柔佛（在马来半岛最南端），这是因为柔佛那时有

两位英明能干的马来苏丹，因此使得州可以长年兴盛。在世界第一大战爆发后（1914

年），柔佛被迫接受英国政府委派的顾问官——坎贝尔（D.C.Campell）。自此，柔佛正

式成为英国保护州（British Protected States），马来半岛在那时成为英属马来亚。 

 

  

 
53 Julie Tang Su Chin, Sejarah Kerajaan Perlis 1841-1957 (Kuala Lumpur: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02), 191. 
54 Hasbollah Bin Mat Saad, A Brief History Of Malaysia: Texts And Materials (Melaka: Pena Hijrah Resources, 

202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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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英殖马来亚霹雳行政划分 

 

        在马来亚时期的霹雳州是在 1895 年正式被组成进入马来联邦，即是英国保护州。霹

雳的行政将与其他三州统一起进行，故作为马来半岛出产许多丰富资源来补助其他州，因

为其他州如彭亨是缺乏资源或钱财困境。霹雳作为马来半岛是第二大州属，东相邻于彭亨

和吉兰丹、南接壤与雪兰莪、西面临马六甲海峡。 

        在马来联邦时期的霹雳，在行政划分上有分为七个县（除了 1935 年前的天定县），

如吉辇（Krian）、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拉律峇登、近打、下霹雳、上霹雳和马

登巴冷等县。55 那时英国殖民部亦画成一份霹雳州的地图，并且在地图上注明好县、区的

位置，因此也是英殖民划分马来亚霹雳的行政管辖。 

        英国亦在 1874 年 11 月派遣司伯治（J.W.W.Birch）担任霹雳第一任参政司来，56这是

因为受到邦咯条约所影响才使得霹雳成为英国保护州。1876 年，在拉律峇登县（Larut and 

Matang District）的太平（Taiping）作为在霹雳英殖民行政中心。57 而瓜拉江沙则是被英

国政府选为霹雳皇家城镇（Royal Town）。在近打县的怡保在 1945 年后被选为霹雳州州

首府（State Capital），起初是 1942 年的日据时期，日军占领霹雳后将怡保作为州首府，

 
55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21, Supplement to the F.M.S Government Gazatte 1921, xvi, 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56 在 1923 辅参政年度报告（Chief Secretary‘s Annual Report）中所编写司伯治担任霹雳参政司隔年就被谋

杀，1975 年英国政府派军队来调查与逮捕凶手，过后霹雳依旧成为英国保护邦。详见于 Federated Malay 

States, Supplement To The F.M.S Government Gazette 1924 (Kuala Lumpur: 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5) , 1. 
57 Abdur-Razzaq Lubis, Malcolm Wade and Khoo Salma Nasution, Perak Postcrads 1890s- 1940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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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为马来亚军事行政区，后来英政府延续。瑞天咸爵士作为马来联邦的架构者以及第一

任总参政司，他描述马来联邦的霹雳是第一州（Premier State）。58 

 

第三节  实兆远在英殖民与独立后的行政划分 

 

        实兆远坐落于霹雳州，现如今是由曼绒县管辖。实兆远位于靠近西海岸的小镇，距离

海边只有 12 公里。59 实兆远的北边是连接木威区；南边去往安顺的方向则是连接力乔；

东方是连接中霹雳（Perak Tengah）的区如波打（Bota）、兰堡（Lambor）和再也峇鲁

（Jaya Baru）；西边则由连接红土坎。 

        实兆远在历史上一直都保持是由霹雳州来管辖的区域。60根据档案与地图所提供，在

19世纪至 20世纪的实兆远就一直是由霹雳苏丹来管辖的地区。即使在 1874年，英殖民政

府与霹雳马来统治者签订《邦咯条约》，在条约其中之一是要割让天定一地给予英殖民政

府来管辖。61   

        实兆远在英殖民时期是划分在下霹雳，并由下霹雳县来进行管辖。虽是最靠近天定之

地，仅仅距离 7 英里半，但是从未划分进天定当中。后来，在天定正式从皇家海峡殖民地

回归到霹雳后，霹雳政府就有打算把天定和实兆远合为一地来进行管辖。这是因为这两之

 
58 霹雳州对中央政府所作出贡献是很多，如有马来联邦铁路，但是最后选定吉隆坡作为联邦首府（Federal 

Capital）而不是怡保，原因是吉隆坡在马来半岛最中心地带。 
59 实兆远靠海的距离，是以网上谷歌地图（Google Map）为标准测算，从实兆远市中心（十字路）到红土

坎海军基地（Tentera Laut Diraja Malaysia）为距离。 
60 Shih Toong Siong, The Foochows Of Sitiawa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2. 
61 根据地图与海峡殖民地官方宪报所显示 1874 所划分的天定范围是现如今红土坎（包含邦咯岛和九屿岛 

Pulau Sembilan）和孟加兰峇哈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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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距离靠近缘故，再加上那时实兆远在 1935 年建立飞机场，而实兆远没被发展起来，只

有建立一条公路干线，因此为了节约行政费用才有此打算。62因此在 1937年，霹雳政府正

式将实兆远与天定合并为一县，所以实兆远从此是由天定县管辖。63  

        实兆远区自从 1937 年天定县被管辖后，在行政归属上再也没有变迁了。在 1957 年马

来亚独立后，实兆远依然是由天定县所管辖，后来在 1982 年 1 月 1 日天定县名称正式改

成曼绒县，因此现如今实兆远由曼绒县市议会来进行管辖。64 

        从上文来叙述，实兆远在历史上从未被英国殖民部列入为海峡殖民地，因此在行政上

是属于马来联邦（霹雳）来进行管辖。由于在 1937 年天定县将实兆远合并为一县后，并

且成为天定县之下的其中一区（Mukim）因此会照成大家误解为实兆远一直都是天定县的

关联，因此在档案与地图的查阅之下才得知实兆远在英属马来亚时期是由马来联邦管辖，

从始至终是属于霹雳，从未被分割给海峡殖民地。 

  

 
62 不著撰人，〈节省政费致力建设实兆远机场开辟中天定实兆远巴力将有互并说实兆远县府拟并于天定天

定望加兰分署并木歪吡叻参政司莅实视察传与此事有关〉，《南洋商报》，1935 年 4 月 20 日 

(第 3513 号) 
63 不著撰人, 〈明年实天合并后甘文阁将日臻繁荣行商麕集店租已日增〉,《南洋商报》,1936 

年 12 月 7 日(第 4010 号)。 
64 64 Othman Mohd. Yatim, Dinding: Jajahan Istimewa Di Perak, 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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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实兆远行政归属的变迁 

 

实兆远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的行政变迁，为了厘清这一段的归属的变迁历史，在本

研究上将会使用旧地图、官方出版物和报纸为主要研究论证。在本文中将会根据官方的资

料和当时的历史记录整理出实兆远的行政划分，并且针对当时的行政归属的划分证据来进

行论述与厘清。在这一章节是本研究中的重要一章，这是因为会论述实兆远在马来亚独立

前与独立后的行政归属的状况，而且利用档案地图和英属马来亚官方出版物来作为探究的

例证，并作为厘清实兆远的行政划分。在本论文中将会以官方地图为主要论述，而官方出

版物，如政府宪报等以及报章来作为辅助,此外亦使用明信片上的地址来作为论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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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官方地图 

 

 一、马来西亚 21 世纪地图 

 

 

图（ 一 ）：实兆远谷歌地图 

 

资料来源：（Google Maps,2021） 

Lekir 

Siti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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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二 ）：曼绒县谷歌地图 

 

资料来源：（Google Maps，2021） 

       在此研究中是会使用到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的地图作为探究，因此需要 21 世纪现代地

图，它是由卫星拍摄的地图来作为例证之一。在图（一）上是在 2021 年 1 月 3 日在网上

的谷歌地图（Google Maps）所截拍的实兆远地图，在图上是的红框界线是显示了实兆远

的土地划分。在图（二）则是在 2020 年 1 月 3 日在网上的谷歌地图（Google Maps）所截

拍的整个曼绒县地图，而实兆远的行政归属是属于曼绒县（2020 年）。在本论文中只是

在此小节清楚的显示目前的实兆远区的现代地图，但在研究的重点倾向十九世纪至二十世

Daerah Manj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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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绘制地图关于马来半岛，这样可以更加厘清实兆远区在 1874年65至到 1963年66，基本上

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就对行政划分并未太多改变，因此可以透过十九世纪至 20 世纪的绘

制来探究从英殖民时期 1874 年的《邦咯条约》和独立后 1963 年马来西亚联邦组成中实兆

远区的行政划分与归属。 

 

 

 

 

 

 
65 1874 年 1 月 20 日，霹雳马来统治者与英政府签订《邦咯条约》（Perjanjian Pangkor），详见于 Othman 

Mohd Yatim, Dinding：Jajahan Istimewa Di Perak (Kuala Lumpur: Persatuan Muzium Malaysia, 1994), 23-36. 
66 在 1963 年 9 月 16 是马来西亚日，因这一天是马来亚联合邦（The Federation of Malaya）、新加坡

（Singapore）与沙巴（前身名为北婆罗洲 North Borneo）和砂拉越组成为马来西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至到如今，除了在 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退出后自行独立国。详见于 Malaysia Act 1963：
Chapter 35,31 July 1963, UK Public General Acts,35:1,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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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 ）：2015年市政局计划报告的曼绒县地图 

 

资料来源：（Ringkasan Eksekutif Rancangan Tempatan Daerah Manjung 203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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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ingkasan Eksekutif Rancangan Tempatan Daerah Manjung 2030，2015） 

        这是根据曼绒县市政局所编写的曼绒县地方行政计划 2030 年（Ringkasan Eksekutif 

Rancangan Tempatan Daerah Manjung 2030），这是一份关于曼绒县在未来 2030 年前要完

成计划的简化草稿，当中包括计划目的、行政土地地图（是由测量局提供）。在图（三）

是展现整个曼绒县所管辖的五个区的范围，而在图（四）则是显示了实兆远在整个曼绒县

Sitiawan 

图（ 四 ）：市政局计划报告的实兆远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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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这是最正确精准的范围地图，因为这是马来西亚的测量局测量土地后所提供的。

从以上图来看，实兆远的土地范围还扩大。 

 二、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绘制地图 

        接下来是关于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的地图，在这些地图当中多数是由英国殖民马

来亚时期是由官方所绘制的，并且为了明确分配行政管理，因此有在马来亚半岛地图划分

行政区域，例如有州、县和区。 

图（ 五 ）：1879年马来半岛地图 

 

资源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o 2017HDN0003 - 0095） 

Siti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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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份绘制地图是由英国皇家工兵（Her Majesty's Royal Engineer）、炮兵服务

（Artillery Services）和皇家海军（Royal Navy）来在 1879 年正式合作编辑出来的马来半

岛（Malay Perninsula）地图。在当时马来亚海峡殖民地总督，罗敏申爵士（Sir William 

Cleaver Francis Robinson）作为当地的行政官员来管理各州。在这一份绘制地图的图（五）

是一目了然在 19 世纪末的马来半岛，在放大地图来观察，从中看到了当时还未有实兆远

地名，而这里属于一片森林与沼泽地，本研究推论当时实兆远未划入进天定（海峡殖民地）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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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六 ）：1887 年马来半岛地图 

资源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o 20050000698 - AccNo991） 

        这图（六）上的地图显示是由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支持出版，由斯坦福大学的地理机构（ Stanford's Geographical 

Establishment）在 1887 年制作出版马来亚半岛绘制地图。在这一张地图上显示在 19 世纪

Sitiawan Siti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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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马来土邦的土地，并且明显显示土地划分。这就如图中显示红色画框写着天定

（Dindings）67的土地区划，这是显示它属于皇家海峡殖民地，而红色框以外的土地则是

属于霹雳苏丹。本论文从这一张地图可以探究到当时实兆远没有被划分进天定，甚至那时

还没出现实兆远地方，否则是会在地图显示。 

        在 1891 年，是由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支持出版的马来半岛绘制地图，在当时的海

峡殖民地总督是金文泰爵士（Sir Cecil Clementi Smith），而那时的天定依旧是属于海峡殖

民地，实兆远地名却还未出现在地图上，与如今的马来西亚霹雳实兆远对比，那时那一片

土地还是依然保持森林状态，未在地图上面标签任何地名，而是空白一片。 

 

 

 

 

 

  

 
67 在本论文中将文中提起的 Dinding 和 Dindings 是指示同样地方，只不过是马来文与英文拼音差别，因此本

文会用这两个名字用来指示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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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七 ）：1911 年马来半岛地图 

 

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o 20050000698 - AccNo990 ） 

Siti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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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八 ）：霹雳下霹雳县和海峡殖民地天定范围 

 

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o 20050000698 - AccNo990） 

        在图（七）上所显示的这一张地图是由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新加坡）在编绘和出

版的马来半岛绘制地图，这一张地图是在 1911 年 3 月 1 日正式出版。在图（八）地图标

上的箭头图标是指实兆远的地名，而且那时多数都是属于沼泽地比较多。从中它分为几个

行政划分，如是英国领土（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其他马来州属是由英国政府保护地。

在图上显示了天定是属于海峡殖民地的范围，而图上则是标着（Stiawan）实兆远是在霹

雳（马来联邦）当中，而这个位置刚好就在霹雳靠近天定的边界，就是因为差之毫厘，谬

以千里，使得大家因为实兆远本是天定（海峡殖民地），但真正一直是属于霹雳（马来联



36 

 

邦）。因此从地图上的图（八）显示实兆远是属于下霹雳县的管辖，并且是在马来联邦范

围之中，因此地图上很明显可以显示实兆远不包含海峡殖民地的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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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o 2016HDD0001 - 0160_CO1047_899） 

Sitiawan 

图（ 九 ）：1916 年英属马来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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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联邦测量部门（FMS Survey Department）在 1916 年对马来半岛进行土地测量，

因为在地图中有分成几个行政划分，例就是海峡殖民地、马来属邦和马来联邦边界框画上

不同颜色来分别。在当时，实兆远就划分在马来联邦的霹雳，而隶属下霹雳县管辖。根据

图（九）的这一份绘制地图是在吉隆坡（Kuala Lumpur）的马来联邦测量部门进行影像摄

影。而且是有马来联邦测量局（Surveyor General，FMS）出版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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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o 2016HDD0001 - 0166 _CO1047_918） 

Sitiawan 

图（ 十 ）：1924 年英属马来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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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十）上的绘制地图中所显示是 1924 年的英属马来亚地图，这是马来联邦测量局

所出版的 1924 年地图，在当中显示了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在地图的参考

是海峡殖民地边界属于红色，而马来联邦属于黄色，因此可以清楚看到实兆远距离天定仅

仅几英里，但是行政归属还是属于马来联邦霹雳州下霹雳县所管辖。在这一年的 10 月 21

日正是陈平出生在霹雳实兆远，所以那时的实兆远并不是归属于天定。 

 

图（ 十一 ）：1927 年马来亚地图 

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o 20120001649 – 0001/2） 

Siti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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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十二 ）：1927 年下霹雳县实兆远区 

 

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o 20120001649 – 0002） 

        在图（十一）的绘制地图是在 1927 年出版，是由马来联邦和海峡殖民地测量局

（General Surveyor FMS & SS）来进行编辑，并且出版的绘制地图。这一张绘制地图是在

显示了当时 1927 年的马来亚半岛，并且上面明示标上州、县、区甚至到村落都有。在本

研究上放大了实兆远的那一块地方，根据图（十二）的绘制地图显示中，本文放大地图后

就发现实兆远与天定距离非常靠近，不过依然不是属于天定范围，而是由下霹雳县来管辖。

这是因为在县的分界线中，天定就在实兆远前自围一圈，而实兆远（包括如今的力乔）则

是划分在下霹雳县。68 

 
68 如今木威（Beruas）在图（12）上是被划分在瓜来江沙县管辖，当时的下霹雳县亦管辖现如今的中霹雳

（Perak Tengah）的地区，如兰堡（Lambor）和甘榜牙也 （Kampung Gajah）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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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o 20050000697 - AccNo956） 

 

图（ 十三 ）：1931 年的马来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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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十四 ）：1931 年下霹雳县实兆远 

 

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20050000697 - AccNo956） 

        在图（十三）是在 1931 年出版，这一份绘制地图是由马来联邦和海峡殖民地测量局

（General Surveyor FMS & SS）下令的指示出版此地图。根据在地图上指标所显示天定县，

它在 1931 年虽然在霹雳，但是是由英国海峡殖民地的槟城管辖，并且霹雳政府将邻近的

实兆远划分在下霹雳县，就如图（十四）的红色框中所显示实兆远归属下霹雳行政规划管

辖。因此在 1931 年的绘制地图所见，实兆远是下霹雳所管辖，而是未归属天定县来管辖。 

Siti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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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o 20050000688 – 0077/78） 

  

Sitiawan 

图（ 十五 ）：1950 年的马来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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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十六 ）：天定县实兆远 

 

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o 20050000688 - 0077） 

        图（十五）是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1950 年的地图，这是由马来亚联

合邦测量部门（Survey Department, Federation of Malaya）在 1949 年进行绘制，并且是由

马来亚测量局出版的绘制地图。图（十六）所示是天定县依然管辖实兆远地区，而且很明

显在天定县与下霹雳县之间画上了县的边界来作为管辖区的范围。 

Siti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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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o 

20080000022 - 0028_Acc._No._2264_3_GM000383 ） 

  

Sitiawan 

图（ 十七 ）：1958 年马来亚联合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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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十八 ）：天定县管辖五个区（Mukim）的范围 

 

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o 20080000022 - 

0028_Acc._No._2264_3_GM000383 ） 

        图（十七）是 1958 年马来亚联合邦地图，这一份地图是由测量局局长指示，并由马

来西亚测量部门进行测量与考查等一系列工作后所出版的。地图当中已经放大了天定县的

管辖范围，那时实兆远已经划入天定县所管辖的区之一，所以可明显看出下霹雳县与天定

Siti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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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之间的边界划分。图（十八）显示了整个天定行政划分范围，69实兆远就在其中之一。

因此在这里可以例证说明实兆远在 1937 年（英属马来亚）至 1958 年（马来亚联合邦），

一直都隶属于天定县行政管辖。 

  

 
69 在 1958 年的天定县所管辖的范围是分别是木威（Beruas）、实兆远（Sitiawan）、红土坎（Lumut）、力

侨（Lekir）和孟加兰峇哈鲁（Pengkalan Baharu），与如今的曼绒县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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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o 20120001411 - 0002_GM000490） 

Sitiawan 

图（ 十九 ）：1963 年马来西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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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二十 ）：1963 年天定县管辖的范围 

 

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o 20120001411 - 0002_GM000490） 

图（十九）显示 1963 年马来西亚的地图，这是由马来亚联合邦测量局出版的绘制地

图。地图里面清楚地划分国际分界线、州的分界线和县的分界线，指标所指为霹雳天定县。



51 

 

因此图（二十）中的红框的线条是显示天定县范围，所以在天定县内中是管辖实兆远区，

一直至到今天的 2021 年依然是一样的划分，就连另外四区也包含在当中。70 

 

 

 

 

 

 

 

 

 

 

 

 

  

 
70 四区是分别指木威（Beruas）、红土坎（Lumut）、力侨（Lekir）和孟加兰峇哈鲁（Pengkalan 

Bah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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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海峡殖民地的天定领土地图 

图（ 二十一 ）：1892 年海峡殖民地天定地图 

 

资料来源：（E. M. Merewether: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ti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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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据本论文的论证，在本研究中翻阅关于海峡殖民地政府部门在 1891 年所编写

有关的海峡殖民地人口普查报告书。在这一本报告书是附上了有关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

其中是包括威斯利省（Province Wellesley）和天定（Dindings）。71 在这一份报告书在人

口普查关于天定县方面划分五个地区，分别如图（二十一）上，其中包含了邦咯岛

（Pulau Pangkor）、红土坎（Lumut）等。在 1891 年的海峡殖民地天定县地图当中所显示，

并未把实兆远划入进天定县之一，而是实兆远从而之中都是在霹雳的领地之中。 

  

 
71 在本论文中的 Province Wellesley 的中译文分别是威斯利省或者是威省来此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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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二十二 ）：1898 年天定地图 

 

资料来源：（Charles Walter Sneyd Kynnersley: Straits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a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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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亦从于 1898 年出版的海峡殖民地政府宪报（Straits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atte）

获知海峡殖民政府的行政划分事务，如马六甲、槟榔屿（包括威省和天定），这份宪报中

附录了一张海峡殖民地天定的地图，当中就划分了与霹雳的范围界线。根据宪报中的天定

地图范围可确定，凡是出生在天定居民都可以归化成为大英子民。所以从政府宪报所提供

的地方中图（二十二）当中显示并未把霹雳实兆远划入进天定当中，因此实兆远并不是天

定来管辖，而是依然划分在霹雳土邦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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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 of Singapore: No 2016HDD0001 - 0158_CO1047_896(4)） 

Sitiawan 

图（ 二十三 ）：1915 年天定领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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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十三）是由副测量局办公室(Deputy Surveyor General’s Office)所绘制的天定地

图。这一份地图是在 1915 年英殖民的年度报告上所附录，从地图中可以明确显示整个天

定的范围，天定划分到什么地区等，在绘制地图上都一一详细展示出来，如岛屿

（Pulau）、乡村（Kampung）等。因此从中并未显示实兆远划分在天定之内。 

 

图（ 二十四 ）：1923 年天定和霹雳实兆远地图 

 

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 of Singapore: No 20050000689 - 0078_AccNo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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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二十五 ）：天定与下霹雳县实兆远的边界线 

 

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 of Singapore: No 20050000689 - 0078_AccNo174）72 

        图（二十四）显示海峡殖民地天定领土（Dindings Territory）与霹雳州的下霹雳县的

行政领土划分。这一份绘制地图在 1912 年已经测量过了，在 1923 年经过一些修订以及重

新打印，然后由马来联邦和海峡殖民地测量局命令出版。图（二十五））经过放大可以清

楚看实兆远和红土坎之间的界线（马来联邦与海峡殖民地的界线），因此更加确定实兆远

并不属于天定的行政区管辖范围之内。红色指标所指为陈平出生地，所以更加推论为陈平

出生地并不在天定管辖范围。 

 
72 这一份地图是在 1912 年由马来联邦和海峡殖民地测量局进行绘制，后来在 1923 年及 1933 年中都是以这

一份地图为主要参考，并只是修改一部分，但是 1912 至 1933 年的实兆远还未进入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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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新加坡档案局官网上所公开的旧地图显示，1879 年至 1931 年期间的实兆远

一直处于下霹雳县所管辖的区域之一，后来 1949 年马来半岛地图显示实兆远已隶属于天

定县。这是因为在 1935 年，海峡殖民地将天定一地归还给霹雳，使得实兆远后期的行政

归属更改。根据以上地图所显示，1935 年前的实兆远确实未进入天定县，并以最后一张

官方地图，即图（二十五）来加以论证本研究的发现。 

 

第二节  官方出版物 

 

        官方出版物是英殖民时期的长官向殖民部汇报关于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和海峡殖民地

的一切行政事务的资料。这些官方出版物通常记录行政上的处理进度、官员请假通知、法

律条规、税收、医院等事务，并会被写进政府宪报，如马来联邦宪报、海峡殖民地宪报。

本论文将会使用官方出版物来作为辅助，以厘清实兆远在英殖民时期所处于的行政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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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马来联邦政府宪报 

 

资料来源：（J. F. Owen, 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Gazette ） 

图（ 二十六 ）：1914 年马来联邦政府宪报的霹雳州评估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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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十六）是在 1914年 1月 8日所出版的马来联邦政府宪报（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Gazatte），其中所显示这份宪报是在马来联邦首席秘书（F.M.S Chief 

Secretary）的指示下所颁布的。上图所显示的第一百一十九编号记录了 1914 年霹雳评估

者的名单，当中列出全部霹雳的县（District），例如拉律（Larut）、吉辇（Krian）、江

沙（Kuala Kangsar）、上霹雳（Upper Perak）、近打（Kinta）、马登巴冷（Batang 

Padang）和下霹雳（Lower Perak）；并且在每一个县的评估者资料都会显示每一个区

（Mukim）的地名，在下霹雳县那边就显示了实兆远（Sitiawan）的字眼，因此可以推定

那时实兆远还是属于下霹雳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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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J. F. Owen, 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 

        在图上是马来联邦政府宪报的第 901 号的事件，这是关于 1909 年联邦政府的橡胶经

营商法令（The Federal Rubber Dealers Enactment），凡是要购买橡胶是需要有执照的，并

且政府会记录有执照者资料。因此图（二十七）的表格数据就是显示了 1914 年霹雳州购

买橡胶的持有执照者名单资料，清楚了写出来其什么县、执照编码、名字和家里住址。在

图（ 二十七 ）：1914 年马来联邦政府宪报的橡胶经营商执照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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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份表格当中显示下霹雳县的名字资料者都是住在实兆远甘文阁（Kampong Koh）、安

顺丹尼森路（Denison Road）。根据政府宪报所提供资料，因此可以推定为在 1914年时期

的实兆远依然是属于下霹雳县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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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二十八 ）：1923 年马来联邦政府宪报的实兆远居民土地变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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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W.H. Cochran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Gazette） 

        图（二十八）的以上红色框中是记录关于马来联邦土地转让的通告，这是一份出版物

上取自于 1923年马来联邦宪报。在这一份宪报中显示实兆远区（Mukim of Sitiawan）是由

下霹雳来管辖，因为图上其内容是实兆远人 Kannappa Chetty 和 M.S Alagapa Chetty 正在处

理在实兆远的土地，而他们需要与下霹雳地方行政长官（Collector）申请，因此显示实兆

远依然由下霹雳管辖，所以可以推定实兆远就是在霹雳，并且隔年正是陈平出生地与年份，

再次可以证明到当时在实兆远出生的华人理所当然不是海峡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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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W.Harrison, 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Gazette） 

        图（二十九）所显示的是在 1925 年 7 月 10 日所编写的马来联邦宪报，在红色框中是

英政府在处理保留公共土地的事宜。霹雳参政司将实兆远十字路村作为政府的办公大楼，

因此将下霹雳县的实兆远区作为选择地。从马来联邦宪报中显示实兆远区（Mukim of 

图（ 二十九 ）：1925 年马来联邦政府宪报的保留公共土地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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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iawan）是属于下霹雳县（District of Lower Perak），因此可以正确推定实兆远是在马来

联邦当中。 

 二、海峡殖民地政府宪报 

图（ 三十 ）：1929 年海峡殖民地宪报 

 

资料来源：（John Scott, Straits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et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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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929 年由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所出版的海峡殖民地宪报当中，其中一个写述了

关于 1930 的槟榔屿、威省和天定的投标棕榈酒商店的执照。图（三十）上显示了成功竞

标成功的地方商店。当中显示天定那一区中标的地区地名，但是并未显示有关实兆远的地

名，73 而以上列出来名单都是属于在海峡殖民地的天定当中，本论文也依据图（二十三）

来一一对照以上地方皆在天定，因此推断实兆远并不是划分入海峡殖民地天定当中。 

  

 
73 Straits Settlements, 1929, Straits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ette, Volume 64: 1967,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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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伦敦宪报 

 

资料来源：（The Gazette: No Issue:33037） 

图（ 三十一 ）：1925 年伦敦宪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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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十一）是在 1925 年 4 月 10 日出版，由莫里斯·汉基（Sir Maurice Hankey）74编

写的伦敦宪报。文中写着一位内外全科医学士身在马来联邦的霹雳实兆远，而且年份是

1924 年，刚好对应了陈平出生的年份，因此推定是实兆远一直是属于马来联邦霹雳实兆

远，而非海峡殖民地所管辖。 

 

 

 

 

 

 

 

 
74 莫里斯·汉基是在 1916 年担任英国首位的内阁秘书长（Cabinet Secretary），是时任期间最长时间的秘书

长，主要是负责战争时期的会议记录、将会议决议传达给各个部门、处理行政文件和记录会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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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he Gazette: No Issue 33404） 

        在图（三十二）的红色框中显示了双溪万宜园区（Sungei Wangi Estate）（即现如今

爱大华附近）就在马来联邦的霹雳实兆远中种植园主逝世的消息。在这一份伦敦宪报是在

1928 年出版的，在英国政府也将实兆远列为马来联邦的霹雳，因此推定为实兆远一直是

属于马来联邦的霹雳，而不是海峡殖民地的天定。 

图（ 三十二 ）：1925 年伦敦宪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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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报纸 

        报纸是在本研究中探究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的所发生事件。这是因为在那时报章是

大众传播的主要载体之一，再加上当时的信息不发达的时代，报章就是刊载了重要的新闻

事件和时事动态为主，来定期向大众发行出版物。例如南洋商报（NanYang Shang Bao）、

叻报（LatPau）、星洲日报（Sin Chew Jit Poh）、昭南时报（Shonan Times）、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等报纸。报纸作为大众的传播载体之一，报章的内容具有反映与引导

社会舆论，因此刊登的新闻、消息、时事论坛为主要报章内容来描写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事

情。75 

 

 

 

  

 

 

 

 

 
75 孙玉君，<浅谈报纸资料作用的发挥>，《科技与企业》2012 年第 21 期，页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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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文报章 

 

 

资料来源：（《南洋商报》1935 年 4 月 20） 

图（ 三十三 ）：《南洋商报》刊登关于实兆远县府拟并于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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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三）显示是南洋商报在 1935 年 4 月 20 日所刊登的报章，76而那一年刚好是

天定回归给霹雳政府。77在那时霹雳政府打算为了节省行政开支再加上开辟实兆远飞机场

关系，因此县府有意将实兆远合并与天定的计划。在图上所画上的红框中有显示天定是即

红土坑（即是如今红土坎）的地方，因此根据以上的报章内容所显示实兆远一直保持在霹

雳州的地位，从未被海峡殖民地政府管辖。 

 

 

 

 

 

 

 

 

 
76 《南洋商报》是在 1923 年 9 月 6 日创刊，由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的报刊，首任编辑是由方怀南担任，而

经理则是由林青山担任。初期的英文名字是使用“Chinese daily journal of commerce”,中文名字报头是“南洋商

报”是从右到左横写，后来就改为直写，英文名字亦改为“The Nanyang Siang Pau Press ”（原本英文名字本就

保留在副名）。《南洋商报》是以服务华人商业以及教育为主，在报章内容是报道有关商业动态，在内容

中有刊登大量广告之外，在其内容中也有本报专电、南洋消息、世界新闻及中国新闻（是以福建、广东和

上海为主要新闻内容）。在政府的政策之下，在 1970 年 1 月 5 日开始使用简体字，后来在 1983 年 3 月 15

日与《星洲日报》合并后，改为《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一直到至今。 
77 不著撰人，〈节省政费致力建设实兆远机场开辟中天定实兆远巴力将有互并说实兆远县府拟并于天定天

定望加兰分署并木歪吡叻参政司莅实视察传与此事有关〉，（第 35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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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十四 ）：《南洋商报》刊登天定和实兆远合并 

 

资料来源：（《南洋商报》1936 年 12 月 7 日） 

        根据以上的图（三十四）是由南洋商报在 1936 年 12 月 7 日所刊登的报章，在报章其

标题是写明年实天合并后甘文阁将日臻繁荣行商麕集店租已日增，78并且在红色画框上画

上的内容写着是实兆远将于明年起并归天定，因此可以推断天定在 1936 年前还未与实兆

远合并，而是属于不一样的行政管辖，因此霹雳县府为了节省行政开支，就将实兆远与天

定合并为一县。 

 

 
78 不著撰人, 〈明年实天合并后甘文阁将日臻繁荣行商麕集店租已日增〉，(第 40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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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英文报章  

图（ 三十五 ）：《海峡时报》刊登霹雳的橡胶经理度假通知 

 

资料来源：（The Straits Times, 15 September 1908） 

        《海峡时报》在 1908 年 9 月 15 日刊登一则新闻，79 标题是社会与个人（Social And 

Personal）。在图（27）的其内容当中是写明关于汤因比先生（Mr.F.Toynbee）身为下霹

雳实兆远的双溪万宜（Sungei Wangie）和天定的红土坎（Lumut）橡胶园经理马上就要回

国享受他的假期日子。根据报纸的新闻内容所示实兆远和红土坎是属于不同的县，各自分

别所属下霹雳县与天定县，因此可以推定实兆远在 1908 依然在霹雳，而天定红土坎则是

属于海峡殖民地所管辖。 

 
79 《海峡时报》是新加坡英文报纸，在创刊英文全名是 The Straits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Commerce，是创刊于 1845 年 7 月 15 日，而这是侨居新加坡的亚美尼亚人（Armenian）吉席·摩西

（Catchick Moses）作为《海峡时报》的创办人，但在 1858 年改成日报。在 1942 年 2 月 20 日期间是因为日

本占领新加坡缘故使得更名为《昭南时报》（The Shonan Times ）和《昭南新闻》（The Syonan 

Shimbun）。不过在 1945 年 9 月时期，日本正式投降撤退新加坡，英国再次恢复统治后，报章名字再次复

名为 The Straits Times。详见黄贤强 编：《会馆、社群与网络：客家文化学术论集》，新加坡：新加坡国立

大学中文系，2018，页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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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he Straits Times, 11 May 1912） 

根据《海峡时报》在 1912 年 5 月 11 日所刊登的报章中有一则新闻是有关在下霹雳县

的实兆远所属十字路村（Simpang Ampat Village）正式由下霹雳洁净局（Lower Perak 

Sanitary Board）管理。因此这也显示了当时的实兆远是下霹雳县所管辖，所以可以说明在

1912 年是属于霹雳所属。 

 

 

   资料来源：（Malaya Tribune,19 August 1922） 

图（ 三十六 ）：《海峡时报》刊登下霹雳县实兆远事宜 

图（ 三十七 ）：《马来亚论坛报》刊登天定去往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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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十七）是《马来亚论坛报》（Malaya Tribune）在 1922年 8月 19日刊登的一则

新闻，标题是天定去新加坡，而副标题是航运运费之间的竞争。其内容是一位天定记者写

进槟城宪报有关海运的比赛事件，以及关于东邦航运有限公司（The Eastern Shipping 

Co.,Lrd.）迄今为止负责运送所有槟城（Penang）、邦咯岛(Pangkor)、天定红土坎和霹雳

实兆远的货物。从以上的报章内容所写两个地方的位置就有不同，一个直接写明红土坎属

于天定，而实兆远则是属于霹雳，由此可见这两个地方是属于不同的县管辖，并且一个属

于霹雳苏丹的领地，而另外一个则是属于海峡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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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7 July 1931） 

        《新加坡自由西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在 1931 年 7

月 27 日出版一则新闻，其新闻就是图（三十八），其标题是写马来亚在伦敦。80 其小标

题是写机构访客，而其内容是写马来亚中介（Malayan Agency）在这个星期的访客是有

Mr. J.P.Mead 身为马来联邦林业部人员目前在泰丁顿（Teddington）和 Mr.L.Eagle Scott 来

自于下霹雳实兆远的目前身在在温克顿（Winkton）等。这也是另外一份报纸所显示在

 
80 《新加坡自由西报》是在于 1835 年创刊，这是在那时新加坡出现的第二份英文报纸。现如今的原件及缩

微胶卷现庋藏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以及新加坡线上报纸档案（NewspaperSG）搜索报纸档案。这一份报刊在

1869 停刊，后来在 1884 年查尔斯·巴克利（Charles Buckley）复兴起来。 

图（ 三十八 ）：《新加坡自由西报》刊登马来亚半岛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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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的实兆远依旧是属于下霹雳县所管辖的，而且那时的实兆远还未进入天定管辖，

而是属于马来联邦的霹雳。 

 

第四节  明信片 

图（ 三十九 ）：1929 年实兆远甘文阁寄去菲律宾的明信片 

 

资料来源：（Abdur-Razzaq Lubis, Malcolm Wade and Khoo Salma Nasution, 2010） 

        这是在 1929 年 11 月 1 日从实兆远寄去菲律宾（Philippines）的明信片。明信片中写

的是一位 Ngoi Bang Gi 从马来联邦霹雳实兆远甘文阁寄明信片给在菲律宾伊洛伊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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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ilo）牌照局的 Dr.Antonio N.Jaladoni。文中明显写出的地址可以显示实兆远是在马来

联邦当中管辖，利用地址作为辅助资料来立据这一系列实兆远行政归属81 

  

 
81 在图（31）的图中文字是“Dr. Antonio N. Jaladoni, Bureau of Licence, Iloilo, Philippine Island. “Dear Member, 

I have the pleasure to write you & asking you, if you are agree to exchange some postage stamps with me. If so send 

me some of your country & I will send mine ”. Ngoi Bang Gi, Kampong Koh, Sitiawan, Perak, F.M.S, R.E.C.P. 

19950, U.S.C.P. 1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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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实兆远居民的身份归属问题 

 

        实兆远在本次研究中探讨出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所处于的行政归属是一直处

于霹雳，因此在本论文中明确的厘清实兆远的行政规划。虽然在行政划分上已经在第三章

节中显示正确的理据，而在这一章节则是显先实兆远在英属马来亚时期直到马来亚独立后

的实兆远出生居民身份归属，以及在天定出生居民所处于的身份归属问题。在本研究中即

将把马来联邦的居民身份和海峡殖民地居民公民权条例一一列出。英国在殖民马来半岛时

期曾经在 1946 年推行马来亚联盟（或者名联邦）计划（Malayan Union），以这一项计划

来扩大马来半岛的居民取得公民权资格。在 1948 年，英国撤回马来联邦计划后又推出马

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至到 1963 年 2 月。因此本文将会探究实兆远与天定华

人所处于的身份归属问题，以此来形成一个对比。 

 

第一节  实兆远与天定华人的身份问题 

 

马来亚战前时期，英属马来亚政府所执行的行政管理体系分为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

和马来属邦。根据第二章节所写英属马来亚的历史背景当中，在 1867 年 4 月 1 日时海峡

殖民地（俗称三州府）正式由伦敦（London）英国殖民部（Colonial Office）直接管辖。

海峡殖民地成为了英国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那时殖民地居民人口的国籍地位将

是由英国国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Law）。在 1867 年时期的海峡殖民地居民确认成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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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英子民（British Subject），是由《1867 年归化法案》（Naturalisation Act of 1867）而

宪定。根据《海峡殖民地立法委员会的法令》（The acts and ordinanc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所显示只要效忠英国女王陛下（Her Majesty）就是大英

子民，不论是在英殖民地方所出生。 

 在 1874至到 1919年间，这是近代马来亚的雏形形成，这是因为从中成立马来联邦和

马来属邦（马来半岛的九个州）。英国通过 45 年期间来向九州的马来统治者即是苏丹

（Malay Sultan as ruler）签订一系列的条约与协定，因此九个州分别是马来联邦和马来属

邦正式成为英国保护国家（British- Protected States）。82在马来半岛的九个州成为了英国

受保护的国家，因此也是施行英国国籍法，这是因为在当时的马来亚州土著人和当地人是

属于马来统治者或苏丹的臣民，虽然这是属于不成文的国籍法。马来联邦在 1896 年统一

后，在 1904 年就颁布《1904 归化法令》，83不过在马来属邦在 1914 年统一后却没有颁布

这样的归化法令在这五个州。 

         根据劳里·弗兰斯曼的《英国国籍法律》（British Nationality Law）记录的列表所示在

1946 年以前的马来半岛是没有国籍法律，因此在半岛上的居民是没有国籍。由于马来亚

没有国籍法案，因此在那时的下南洋华人与南印度来的印度人都是属于外国人。84在晚清

 
82 Ching Fatt Yong and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90), 1. 
83 这一项归化法令是规定外国人或外籍国籍人士申请归化成为马来统治者（Malay Ruler）的臣民

（Subjects），在马来联邦土地住上超过 5 年后便可以申请享有入籍的特权，这样使得他们拥有成为英国受

保护的人士权利。 
84 在 19 世纪后期英国大量引进南印度人来到马来半岛，以解决劳工不足的问题，而那时大多数被引进的当

地南印度人已经属于大英子民了，因此有了确定的公民籍。详见芭芭拉·沃森·安达娅和伦纳德·安达娅

（Andaya, Barbara Watson and Andaya, Leonard Y, A History of Malaysia (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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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有大量华人移民来到马来亚，所以那时南来华人的后代国籍有不确定的性质存在，不

知道是否属于中国籍民还是大英子民。英国殖民部无法在马来亚提供护照证明或者外交保

护令给予本地出生的外国居民（Local-born alien resident），尤其是指本地华人在出国旅行

时期的问题。所以在上述所写述到 1904 年正式在马来联邦推出《1904 归化法令》的条例，

这是来使得归化非马来统治者的臣民，可以享受身为马来统治者臣民的一切权利，以及获

取英国护照。在马来州（马来半岛）的马来苏丹臣民出国旅行可享有英籍护照和领事馆援

助。 

二战以后，英国又再次回到马来亚后就在 1946 年合并全部州如马来联邦、马来属邦、

槟城（梹城）和马六甲（麻六甲）成为一个联邦政府的结构，即是马来亚联盟计划。85英

殖民政府希望通过此计划将整个马来亚领土统一起来，因此要建立国家公民身份。马来联

盟计划在公民权部分所列出的申请是资格是任何人在马来联盟计划实施前出生在马来亚联

邦或者新加坡者、凡是年龄已满 18 岁并且是在 1942 年 2 月 15 日前的已居住在马来亚联

邦或新加坡 10 到 15 年者、在这项计划实施前的当天或者在其后出生于马来亚联邦和新加

坡者、在此计划实施中或其后，有关人士是出生在马来亚联邦或者新加坡，而出生者的父

亲是马来亚联邦公民者、尚未 18 岁者隶属第一项和第二项的法令为主。 

 
85 槟城和马六甲都加入进马来联盟计划，而新加坡则是被单独设立为皇家殖民地，同时在 1946 年的纳闽

（Labuan）、北婆罗州（North Borneo）和砂拉越（Sarawak）亦设立为皇家殖民地，而天定在 1934 年正式

归还给霹雳。详见于 Andaya, Barbara Watson and Andaya, Leonard Y, A History of Malaysia,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016,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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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联盟计划受到太多声浪反对，因此在 1948年 2月 1日设立马来联合邦来取代 1946

年所颁布的马来联邦的计划。这是因为为了倾向马来社会的反映意见，所亦英殖民政府公

民权的门槛逐一提高条件，借此来巩固马来族群在马来半岛的地位与权利。86 

在马来联合邦的公民权条件是为了迎合马来社会的关系，因此英殖民政府所颁布的公

民权条件是有四项，第一项是恢复马来统治者或苏丹的地位、马来亚联合邦所出生者必须

要住八年以上才可去申请当公民、马来亚联合邦以外地方出生者必须在马来亚住十五年以

上才可申请、全部申请者需要通过马来语或英语考试，除非是住二十年以上的四十五岁者

才能免于考试。 

1948 年由英国政府宣布有关《1948 年英国国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48）针

对于海峡殖民地，当中包括了槟城和马六甲。透过国籍法所显示不论是在英国领土还是在

英殖民的公民权国籍所在，因此槟城与马六甲身为殖民地的居民自动是属于大英子民。根

据英国国籍法所列的资格是在 1948 年前已经是归化英国国籍籍民了或者是出生在英国领

土（包括殖民地）已经生效的大英子民身份者都是英国女王陛下的臣民。 

后来在 1952 年英殖民政府颁布一项法令是针对于马来半岛（即是西马），那是《马

来亚联合邦公民权修订法令》（State Nationality Enactment of 1952）。在这一项法令的申

请资格是凡是马来州邦的籍民是自动成为联合邦的公民，而凡是出生在马六甲以及槟城的

英籍民也是自动成为联合邦公民、在外地出生到来的移民需住满十年后便可以申请归化成

为公民、在本法令实施后的五年内所申请者，在语言考试的方面就可被优待。 

 
86 何启才，〈国家认同的虚与实：以全国华团争取公民权大会为例〉，《台湾东南亚学刊》2018 年 13 卷第

一期，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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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后在1956年时期，英国有意让马来亚独立成为一国，因此在1956年时候东姑阿都拉

曼（Tunku Abdul Rahman）带领代表团前往英国伦敦谈判，最后成功取得马来亚在1957年

8月31日（Merdeka Day）独立。87 马来西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在1963年结合了

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Sabah），成为如今的马来西亚。88 

        首先，在天定出生的居民分为两种，主要是依据年份来鉴定与厘清。天定是在 1874

年因为邦咯条约使得称为英国殖民地之一，后来在 1935 年又再次回归到霹雳马来苏丹，

当时霹雳已经属于马来联邦，即是英国保护地之一的州。所以从 1874 至 1935 年在天定出

生的华人（包括马来人、印度人和土著）或者申请归化的居民一律都是属于英籍民的国籍，

尤其华人是称作为英籍华人。不过在 1934 年后，霹雳政府与英殖民政府达成协议，由英

国国会通过后就正式在 1935 年正式归还天定给霹雳，因此在 1934 年后所出生在天定的华

人需要通过申请归化成为霹雳苏丹子民。过后在 1946 年天定居民成为马来联邦公民，不

过需要符合马来亚联邦公民资格才能获取公民。接下来在两年后因为计划改变，所以天定

县的华人成为了马来亚联合邦公民，不过需要符合资格才能成功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 

        在 1954 年 9 月 23 日，中国方面的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的会议上讨论关于华侨与

华侨后代的国籍问题。周恩来主张有关解决方式是鼓励华侨自愿选择归化所在国籍，当然

在中国法律上是不可双重国籍，因此会丧失中国国籍，而是效忠所在国。89第二是华侨想

 
87 在 1955 年的选举成功后，东姑阿都拉曼担任首席部长，在 1956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8 日飞到伦敦与英国

政府展开了独立谈判关于马来亚联合邦宪法问题，经过三个星期谈判后，双方达成协议使得马来亚成功获

取独立。详见廖文辉 编《马来西亚史》，雪兰莪：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页 328-331。 
88 新加坡在 1965 年 8 月 9 日正式宣布脱离马来西亚后，就即日宣布独立建国。 
89 刘正英，〈周恩来对解决华侨双重国籍的贡献〉，《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页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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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留原有的中国国籍却长期呆在国外，中国国籍华侨就禁止参与所在国的一切政治相关

活动但是要遵守他国法律。 

        接下来是实兆远华人居民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国籍身份问题。根据《海峡时报》中，

本研究透过此研究得知实兆远在 1903年后才有华人居民（福州籍贯）。90在本论文中所论

述的实兆远在英属马来亚时期一直都是处于霹雳州或者是马来联邦的行政划分，因此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出生在实兆远的本地华人可以透过申请成为霹雳苏丹的臣民，在马来邦

上住上 5 年以上才可以。所以可以断定实兆远的子民不可变成英籍华人，而是可以透过归

化法令成为霹雳苏丹的子民。 

 

第二节  陈平出生年份与出生地 

      陈平是在 1924年出生在霹雳实兆远的马来亚居民，他住在实兆远镇十字路（Simpang 

Ampat）甘文阁路（Jalan Kampong Koh）门牌 36 号的双层排楼店屋楼上的后房（附上陈

平以前居住的房子）。陈平童年出生与居住房子已荒废，在 2003 年前还有经营多多博彩。

根据《陈平：我方的历史》所写述，陈平在 23 岁时候被委派追查莱特（Lai Te），因此需

要前往国外调查，而申请办理护照的重要证件是报生纸，所以他透过合法的政府管道获得

了报生纸的副本。陈平的报生纸中写着王文华、出生于 1924 年 10 月 21 日。91 

 
90 在 1903 年，由 363 位福州籍华人成功来到实兆远，并在那里开垦来完成英政府委派的种稻米工程。详见

于 The Straits Times, “ Dr. Luerinq's Colonists,” 14 December, 1903, pg1. 
91 Chin Peng, Ian Ward, and Norma Miraflor, My side of history (Singapore : Media Masters, 200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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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邮报》（Malay Mail）在 2013 年 9 月 16 日刊登了一则由记者（Debra Chong）

访问陈平关于他在马来西亚政治因素与想要回大马的意愿话题为主要内容的新闻。92马来

邮报记者访问陈平关于 “你觉得自己是马来西亚人（Malaysian）还是马来亚人

（Malayan），陈平则是笑着回答说“这个国家一直是一样的，首先我本是马来亚人，不过

后来这个国家成为了马来西亚后，那我肯定是马来西亚人，但是我不能说我不想成为马来

西亚人。”93 

        马来亚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在二战后因为党员在马来亚杀害了英国

籍的橡胶园经理等人后，英国将这一组织列为非法组织并且开始进行军事打击。94在 1948

年后，陈平为了避免被英军捉捕，所以就开始在森林与英军进行游击战。马共一直与英军

包括马来亚独立后的军队进行森林游击战，而后陈平于 1961 年北上撤离马来亚到中国北

京，后来就居住在泰国曼谷直到逝世。 

        根据以上的证据与英国政府在殖民马来亚时期所颁布的法令所显示，陈平（王文华）

出生的地区是在霹雳实兆远，所以凡是出生在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的华人，在英国法律上

并不是可以直接成为海峡华人，即英籍民，因此他理所当然不是英籍民。由于当时马来土

邦没有国籍的概念，只有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居民才会自动拥有英籍民的身份；而根据那时

1904 年颁布的《归化法令》，在马来联邦的州属出生居民申请达标后，则属于苏丹子民。  

 
92 《马来邮报》（Malay Mail）创刊于 1896 年 12 月 1 日，这是一份历史悠久的本地英文报章，不过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作为最后一天来出版纸本的报纸，翌日就主攻在新闻网站业务来吸引顾客，全面的转型来成为

新闻数码媒体，弃守纸本，专攻网站。 
93 Debra Chong, “An Interview with Chin Peng: Debra Chong,” Malay Mail, 16 September, 2013, 

https://www.malaymail.com/news/what-you-think/2013/09/16/an-interview-with-chin-peng/525915 
94 陈剑 编，《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雪兰莪：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6），页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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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整个马来半岛是英国囊中之物，那时亦称为英属马来亚。在这

之前，实兆远只是霹雳的蕞尔小区，其东界于巴力；南与安顺毗邻；西边则是接壤天定，

总面积不过十英里。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周遭土地的开发使得面积变得越来越大。由于

实兆远是霹雳的其中小城镇之一，再加上西边接着天定的原因缘故，因此许多人都误以为

实兆远一直是天定的一部分。本论文透过地图、官方出版物和旧报纸的研究文献来论实兆

远并不是一直为天定所管辖。 

     在实兆远的行政划分需要透过英殖民政府所颁布的宪报以及官方行政档案进行查阅才

能确定整个地区的管辖体系。为了厘清整个英殖民的管理体系，首先是需要了解其分为三

种体系，即是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以及马来属邦。在二战结束后，英殖民政府再次回归

马来亚后，再次颁布新的管理体系，分别是马来亚联邦以及后来的马来亚联合邦的计划。

这些的管理体系不止影响整个行政划分，亦影响马来亚的公民权或国籍问题。 

        邱家金教授在几年前接受有关陈平国籍问题的采访时候，就以陈平出生地点来指定他

理论上是大英籍民。不过本论文就抛开国籍问题研究，因为当时除了海峡殖民地的出生者，

南来华人对于国籍也毫无概念。根据王赓武提出马来亚华人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他将其分

为三个集团，如 A 组别就是要与中国政治保持联系，把自己与中国捆绑一起；B 组别的华

人是主要以自身利益为主，摇摆不定的立场，但有认同所在国的倾向；C 组则指当地出生

者接受英文教育，如海峡华人以及马来亚民族主义者，都坚持认同自己是属于马来亚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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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一。95 华人在英殖民的状态之下，固然可以有不同的身份认同，但按出生地的行政区

划，我们只能推测陈平在国籍上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大英子民，他的出生地从来都不曾属于

海峡殖民地管辖。 

       在马来（西）亚独立前，实兆远虽然经历了行政划分的变迁，但一直都是在霹雳州的

管辖范围之内。在英殖民时期，实兆远最初是由下霹雳县管辖，一直至到 1937 年划归天

定管辖，惟此时的天定已经回归霹雳，不再属于海峡殖民地管辖。在划入天定县之前，实

兆远一直都是霹雳的辖区，不曾在海峡殖民地的境内。官方档案及旧地图的核查，都可证

明这一点。这样，1924 年出生的陈平，是在下霹雳县管辖的实兆远，而不是海峡殖民地

的天定州出生。按此，他并没有理所当然取得英籍民身份的先决条件，也不能以他出生在

天定县的实兆远，来判断陈平的英籍民身份。认为陈平出生在天定县实兆远而具备英籍民

的身份，实际上是混淆了海峡殖民地辖下的天定州与回归霹雳的天定县，这两者在区划界

线与历史事件点上，都是有区别的。 

     在进行探究实兆远在英殖民时期以及独立后的行政划分课题时，本研究是聚焦于实兆

远在行政上的归属。本论文原拟翻阅马来联邦政府宪报、霹雳政府年度报告等档案资料来

作为论文内容，但由于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本研究刚好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四处蔓延的

危机，马来西亚进入行动管制状态及禁跨州，国家档案局和国家图书馆被迫关闭，因此无

法参阅档案资料，只好使用新加坡国家档案局官网搜寻旧地图作为本论文最重要论据。本

论文无法完全使用马来西亚的档案局资料或政府宪报为主要参考内容，实属遗憾至极。本

 
95 Gungwu, Wang.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3 (197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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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着重于讨论实兆远的行政归属变迁历史，但尚有空缺之处，因此希望此课题还可有机会

进行进一步研究以将更加完整的内容搬上台面。 

        基于无法搜集充足的档案资料，即官方出版物为本论文主要内容的论据，因此只能使

用一小部分的官方出版物来梳理资料而已，无法从 1874 年至 1940 年之间的马来联邦政府

宪报以及霹雳行政报告书（Perak Administration Report）获取有关资料，目前只能参考

1914 年、1921 年、1924 年和 1925 年等的马来联邦政府宪报电子版本，故只能提取微小的

研究资料。由于政府档案资料无法全部在网络上检索，因此很多相关的数据资料需要参考

其他著作书籍或期刊论文所引用档案资料来进行查证，因此在结语中需要对未来有一些建

议。 

        无论如何，本研究可作如下的阶段性结论，实兆远一直都在霹雳的管辖范围，不曾与

海峡殖民地的天定州有关联。实兆远与天定合并为天定县，已经是回归霹雳的天定，与陈

平的出生年代的天定不是一回事。因此，陈平并不存在英籍民的出生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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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报导  

图（1）：mStar 关于陈平报导 

资料来源：mStar, 28 May 2009. 这是报导关于陈平，并且标题是历史学家说                        

陈平是英籍民（Chin Peng rakyat Britain, kata pakar seja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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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图片 

图（2）：陈平的出生与成长的老家就坐落在实兆远十字路（一） 

 

资料来源：取自于《实兆远的福州人：从历史角度探讨》（The Foochows of Sitiawan :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这是在霹雳实兆远十字路的两层店屋，由陈平（王文华）父亲王

声彪和母亲关芹治一起成立“万丰隆”贸易公司来售卖汽车轮胎以及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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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陈平的出生与成长的老家就坐落在实兆远十字路（二） 

资料来源：取自于《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的陈平老家照片，拍摄时间大约

是在 2003 年前，这时陈平老家已经是由博彩公司（多多博彩 Sports Toto）经营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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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陈平的出生与成长的老家就坐落在实兆远十字路（三） 

资料来源：取自于谷歌地图，这是拍摄于 2020 年 7 月，目前是无人的店铺。属于荒废。

地址是 No. 16, Jalan Raja Omar, Taman Lekir Baru, 32000 Sitiawan, Per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