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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金宝古冈州会馆研究（1921-1980）

学生姓名：曾恺盈

指导老师：黄文斌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金宝古冈州会馆历史悠久，是一个六邑籍乡亲社团。邑，是指县的意

思， 而六邑则包括了恩平、新会、台山、开平、鹤山（高鹤）和赤溪。古冈州

是六邑集合起来的一个地理名称，又名江门，位于中国广东省南部。笔者在论

文第二章中将探讨金宝开埠及古冈州人移居概况。是以，笔者将在此篇章中分

为金宝开埠简史古冈州人移居金宝之概况两个章节。在此章节中，笔者会介绍

金宝之简史，再以此为背景，探讨古冈州人移居金宝之概况。此外，笔者也将

通过三个主要之研究方法来尽可能地还原当时候古冈州人移居金宝之历史面

貌。

在第三章中，笔者将探讨金宝古冈州会馆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在此篇

章中，笔者将会以三个方面，分别是福利功能、联谊功能及教育功能进行讨

论。首先，笔者将会在此章首节探讨金宝古冈州会馆所提供之福利功能，即疗

养院及殡仪馆。接着，作者亦将会探讨金宝古冈州最特别之处——至今还保有

的婚姻注册服务。之后笔者将会以古冈州义学之为切入点，结合当时马来西亚

之教育背景，探讨古冈州义学在当时扮演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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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则是金宝古冈州人对华社的参与与贡献。同上文，笔者亦将其分

为金宝古冈州人的就业情况分析及金宝古冈州人对华社之贡献。此章首节，笔

者将整理出金宝古冈州于 20 世纪初之金宝古冈州人之就业情况及从事的经济活

动，再以此分析及证明金宝古冈州人对当时华社的参与及价值。在第二节中，

笔者将以金宝古冈州华人领袖的角度为切入点来探讨古冈州人对当时金宝社会

的贡献。

第五章为结语部分。笔者将在此章对整份论文做出总结，并结合整份论

文做出一个宏观之整理。笔者将在此部分中整合出笔者所面对之问题及具体的

解决方法及反思。

【关键词】 金宝、古冈州会馆、社会功能、华社、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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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前言

金宝古冈州会馆成立于 1921 年。当时马来亚为华工提供了不少就业机

会，随着大批华工南来马来亚谋生之时，古冈州人也随之踏上这片土地。但是

在马来亚的古冈州人民散落四方，倘若遇到问题也未必能立刻得到解决。因

此，先贤陈达初、陆佑（陆佑之）（1846-1917）等人便商议成立一所疗养院，

以提供同乡一个容身之所。此外，倘若同乡病重亦可在此休养。尔后，1934年

留医院（后称疗养院）正式成立，但因 “留医院”名讳不雅而易名“金宝古冈

州会馆”，并沿用至今。1

在马来西亚，不少地区都能看见会馆的存在。不管是方言会馆、亦或是

宗亲会馆，仅仅在金宝就有 12间2之多。马来西亚的华人会馆大多分为三种，

地缘性组织、血缘性组织及业缘性组织。地缘性组织就是以相同地区为主要特

征而建立起来的华人团体。3因此，金宝古冈州会馆作为一种地缘性的组织，在

全马来西亚有 33 个属会。在这份论文中，笔者将探讨金宝古冈州会馆自 1921

年成立以来至 1980年历史背景、及在金宝这个地区的社会功能及存在价值等。

1 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安顺：安顺印务局，1974）页

73。
2 古冈州会馆（1934）、增龙会馆（1929）、东安会馆（1927）、广西会馆（1929）、高州会

馆（1930）、福建公会（1934）、南番顺会馆（1938）、海南会馆（1938）、梅江公会

（1950）、会宁同乡会（1957）、清英连花会馆（1958）及高要会馆（1969）。参考自：黄文

斌，<增城客家人的移居与发展：以马来西亚金宝增龙会馆为例> ，收录黄贤强主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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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3 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

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 x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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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 1921年金宝古冈州成立至 1980年之间，集中讨论金宝古冈州在

金宝之历史概况发展。这期间也经历了 1957年马来亚独立，独立前后之历史背

景或多或少也对金宝古冈州会馆，乃至于整个金宝华社都产生了影响。笔者之

所以选择以 1921年至 1980年间作为本报告的主要研究年份，是因为笔者有幸

寻得一本由梁颂唐先生主编，出刊于 1974年之《金宝古冈州会馆 40 周年会庆

纪念特刊》。另，在此期间亦经历了许多的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等。金宝古

冈州人民在马来亚之生活逐渐稳定以后依然心系祖国，多次向中国捐款赈灾。

除此之外，笔者将研究年份断于 1980年，是因为缺乏详细年份记载，故笔者仅

能从陆保林会长在职期间推断金宝古冈州会馆婚姻注册初始年份为 1970年代末

至 1980年代之间。不仅如此，通过这些历史事件，便可探讨金宝古冈州人如何

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及“开枝散叶”的过程及“身份认同”的问

题。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动机

金宝古冈州会馆是马来西亚古冈州六邑的其中一个地区分支。之所以称

为古冈州，是因隋开皇十二年，新会、台山、鹤山（高鹤）、恩平、开平及赤

溪六个区域被赐名“冈州”，唐朝以后因“冈州”在疆土上存在些许变化。为

了与唐朝的“冈州”区分开故而加上“古”字。4“古冈州”也因此得名。本文

研究对象为金宝古冈州会馆，并着重探讨 1921年至 1980年期间金宝古冈州会

馆之发展概况。在这期间，金宝古冈州会馆经历了许多历史事件，而这些历史

背景也对当时候的金宝古冈州会馆产生影响。根据《星洲日报》1940年 4月 15

4 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页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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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报道指出由于国（中国）难当头，因此金宝古冈州会馆对于春秋二祭从去

年开始便已经节约用度，将剩余的钱供祖国（中国）赈灾。由是观之，金宝古

冈州以节约开支，将钱赈难民，以此来“抗日救亡”（见图一）。此外，以古

冈州亦积极响应“七七宣献运动”。其中，金宝古冈州先贤锺祺（生卒年不

详）先生5作为筹赈会副主任发售了义卖入场券等。金宝古冈州会馆则为此捐献

国币一千元以作赈灾之用。6在本论文中，笔者整理出了部分金宝古冈州在当时

所参与及响应之“抗日救亡”活动，并且结合了当时所发生之历史背景。“海

外华侨的抗日运动，早在太平洋战争前就已经存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卢沟桥七七事变等等。”7特别是东南亚一代

的华侨，十分关注中国之战况，并积极地为中国募捐。如此一来，便可相互印

证。虽然身处异乡，但是这些先辈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国，而是在祖国遭遇

日本侵害时，积极筹募救援中国。

除此之外，1942年至 1945年这 3年 08个月的日据时代皆对当时候身在

马来亚，尤其是金宝的华人有着极大的影响。笔者主要研究之动机有三：其

一，当时候许多古冈州华人领袖，如伍英芳（1901-1975）、林瑞湛（1909-不

详）、陈应秩（1883-1971）等备受当时华社肯定之领袖们皆出于此团体；其

三，学者对于此题目研究成果颇为薄弱；其四是与其他会馆不同，金宝古冈州

独有之婚姻注册服务，这引起本人的特别关注，想探究其原因。

5 锺祺，1946-1947及 1956-1959两度担任金宝古冈州会馆正主席。资料取自金宝古冈州会馆文

献。
6 <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 > ,2020年 11月 20日 http://mychhsk.blogspot.com/2020/11/blog-
post_27.html?m=1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12日。
7 何启才，<陈平与马来亚华人抗日运动（1937-1945）> ，收录自郑文泉主编，《绝代英华马来

（西）亚英殖民时期华裔文人与学人研究》，(雪兰莪：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2007年 9月），https://bit.ly/3aWaagJ,取自 2021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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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选择研究金宝古冈州会馆是为了更加了解粤籍华人建立公会的历

史，并探讨先贤和文化历史从何而来。通过研究及梳理，笔者发现有许多古冈

州华人领袖在当时备受肯定之领袖皆出自于金宝古冈州会馆。这些领袖如伍英

芳先生、林瑞湛先生、陈应秩先生等备受当时华社都做出了不少贡献。举例而

言，陈应秩及伍英芳多次连任金宝华人公立接生院总理，为金宝华人谋取福

利。此外，林瑞湛先生则担任金宝政府医院视察员、近打地摩市议员等多个职

位，对金宝当地居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贡献。因此，在推动当时霹雳州华社之

发展之下，这些领袖皆功不可没。由是观之，这些领袖在当时候是备受肯定

的。因此，便可以探讨金宝古冈州在当时的华社处于何等地位。那么，这些领

袖们究竟做了何等的贡献，便引起了笔者之兴趣了。

第三节 研究难题

首先，笔者在研究及收集论文资料的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难题便是疫

情。疫情当前，许多事都相对受到了牵制。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实地考察受到

了考验。因此，笔者在论文准备前期只能通过电话及电邮与受访者进行访谈及

联络，故缺少了一种“在地感”。此外，返回校园及图书馆也成为了笔者研究过

程中的一大难题。因此，要搜寻及应用特定之工具书也不容易。幸得学长姐及

同学们的帮助，才能将电子版及印影版参考书寻得。值得庆幸的是，在笔者最

后一个学期之时得到了跨州申请批准，顺利回到了金宝进行后续之课题研究。

再者便是资料的匮乏。本文之研究年份是 1921年至 1980年之间。间中

经历了日据时代。许多资料也在当时候被尽数烧毁。为了避免日军之为难，当

时的华社也只好将资料毁掉。会馆仅剩的资料亦不多，笔者只能通过会馆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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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记录及特刊进行资料收集。另，笔者也使用“Newspapersg”网站的报章原始资

料相互印证以证明事件之真伪。此外，笔者也通过长辈的口述历史，尽可能还

原事情经过。但基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长辈的说辞也仅是口耳相传，难辨

真伪。

再者，前人对此研究仍有些单薄，因此，也较缺乏能参考的前人之研究

成果，为笔者提供研究方向。缺少前人研究将导致资料上的匮乏，随着岁月的

流逝，这些历史也将逐渐被淡忘。倘若无人为此进行研究，那么这段历史也将

逐渐消失在这段历史长河之中。

第四节前人研究结果

迄今为止，在马来西亚学术界中，学者对于金宝古冈州会馆之研究是极

为匮乏的。笔者为收集前人研究成果，浏览了拉曼大图书馆网站系统

（OPAC）及华艺线上图书馆（Airiti Library）、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NUS

Library）、香港大学图书馆（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及国立台湾

大学图书馆（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其中，笔者成功购得丘思东

所著之《金宝：浴火重生的火凤凰》以作为论文参考书籍之一。此著作对笔者

帮助颇大，让笔者更深刻地了解到了金宝简史。

另，笔者于华艺线上图书馆寻得了一篇由台湾国立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

系族群与文化硕士班张期钧之《锡壤上的法国：马来西亚金宝的历史、记忆与

国族》硕士论文。此论文清楚地勾勒出了金宝之历史发展脉络，并详细地叙述

了金宝老街之格局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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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笔者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以“四州府”作为检索，寻得一本

《马来亚台山会馆联合纪念特刊》。由于笔者的研究对象之一——伍英芳先生

祖籍台山，因此这本特刊助笔者更了解台山。至于香港大学图书馆（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及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笔者暂时并未成功于这两所学府之图书馆系统检索到对笔

者研究帮助较大之参考文献。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在金宝拉曼大学中文研究院论文网中寻获了

一篇由黄文斌所著之<增城客家人的移居与发展：以马来西亚金宝增龙会馆为

例> 论文。此论文虽不是金宝古冈州会馆为主要研究对象，但研究对象为金宝

增龙会馆，对笔者之金宝古冈州会馆研究有着极大的帮助。再者便是 2012年由

许文杰所研究之<金宝古庙与社区研究（1904-2012）>本科论文研究。许文杰在

其论文中讨论了金宝古庙及社区研究。其中，在他的论文中也提及了金宝古冈

州之概况，虽然篇幅不长，但完整。此研究课题虽不是直接性地对于金宝古冈

州会馆进行研究，但其中第 22至 24页中亦有对金宝古冈州之概述。此外，笔

者也查阅了拉曼大学中文研究院中文系毕业生收录之金宝会馆研究之论文作为

参考。如 2014年莫雁慈之<金宝梅江公会研究（1906-2013）>等。

最后，在前人研究缺乏的情况之下，幸得金宝古冈州梁颂唐主编，并出

版于 1974之《金宝古冈州会馆 40 周年会庆纪念特刊》。无奈于资料之不足，

笔者将以此特刊作为原始资料。此特刊对于金宝古冈州历史之内容记载相对完

整，不仅仅记载了金宝古冈州之简史及发展概况，更收录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如义学、留医院等，为笔者之论文研究提供了不少极为珍贵且重要的资讯。

第五节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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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论文中，笔者通过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及口述历史来进行研究。

一、文献分析法

首先，笔者将主要以文献分析作为本论文之主要研究方法。在还未开始

此次研究之前，笔者已事先通过文献来了解金宝历史、金宝华人及金宝古冈州

会馆之发展概况。由于较少学者对金宝古冈州会馆进行研究，故此收集资料变

成为笔者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难题。在了解金宝华人之背景以后，笔者首先将梁

颂唐主编，并出版于 1974之《金宝古冈州会馆 40 周年会庆纪念特刊》进行粗

略比对及分析。大致了解了金宝古冈州会馆由 1921年至 1974年之历史概况以

后，便能知晓金宝古冈州在当时扮演着何等角色。举例而言，在《金宝古冈州

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这本特刊中，记载了金宝古冈州简史、金宝古冈州

义学、疗养院（留医院）等。如此，便能直接证明金宝古冈州对早期金宝华社

之贡献及重要性。这些记载，皆是重要之原始资料来源。但是，纪念特刊在真

实性上仍可能存在偏颇，因此可信度有待考证。故此，笔者便通过研究旧报章

来一一进行比对，以加强历史事件之真实性。

笔者使用了 “Newspapersg”网站来检索《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

之报道以进行参考。此网站收录了《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

《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等报刊。笔者在研究中主要以《南洋商报》及

《星洲日报》两份报章进行研究，再通过报章新闻记载与金宝古冈州之历史事

件做出比对以确保事件之真实性。此外，此网站收录了 1930年至 2019年之报

章，期中相隔年代久远。因此，笔者可以通过追溯新闻报道之年份及内容，推

断出金宝古冈州在金宝之贡献及其在金宝华人社区之地位。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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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papersg”报章新闻进行检索，便也可对金宝古冈州领袖，如伍英芳、林

瑞湛、陈应秩等相关事迹了解一二，从而判断及证明他们为金宝所作之贡献。

二、田野调查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深刻地体会到了一种“在地感”，也亲眼见证

了金宝古冈州会馆之坐落地点、格局设计及内部布置。通过田野调查，可以看

见古冈州会馆之外观。古冈州会馆侧面的指示牌，也写着婚姻注册署。楼梯道

墙上贴着的注册结婚应备文件和注意事项。走到楼梯尽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张大堂”（见图二）。张大8先生作为其中一位对金宝古冈州会馆之复兴发起

人，对金宝古冈州会馆也有一定程度的贡献。因此，会馆里的其中一个大礼堂

便以其命名。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许多张贴在墙上之碑文，于

是，笔者便将其拍下以一一叙述。首先是立於中华民国四十二年（1953）之

《重修金宝古冈州会馆序》牌匾（见图三）。牌匾内文记载了会馆之简史，并

刻满了出资重修会馆之捐款人的名字。

之后，便是一副立于 1971年之《金宝古冈州会馆第二次重修馆宇及疗养

所序文》（见图四）碑文。内容谈及金宝古冈州会馆重修会所疗养院已有二十

年，因此决定再次重修，并于碑文上刻下了乐捐人士名单。再往后，笔者看见

了立于 1979年之碑文（见图五-七）。内容首先记载了十位位创始人，分别为

陈达初（生卒年不详）、陆佑之、陆炳（生卒年不详）、李焯庚（生卒年不

详）等。除此之外，碑文亦记载了会馆简史及先贤们之照片。

8 张大先生（生卒年不详），祖籍台山。自创宝成隆锡矿公司，对经营橡胶、油棕亦颇有心

得。此外，位于金龙花园之金大旅店也是其产业之一。任金宝古庙华人义塚联合会主席、乐融

俱乐部副主席、培元独立中学副董事长、吡叻筹募独立中学发展基金委员会金宝区会财政等。

参考自：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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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口处设置了一个透明玻璃橱柜。透过玻璃，笔者发现了许多写着“乡

情永固”之纪念碑。由此可见，金宝古冈州会馆与沙巴四邑联合会、西海岸四邑

公会、新加坡岡州会馆、霹雳台山会馆、柔佛丰盛港任罗宏古冈州会馆、新加

坡鹤山会馆等均有联系。另，笔者看见悬挂于会馆上方之几幅牌匾，分别为

1957年 2月 17日由马来亚古冈州六邑总会和雪兰莪岡州会馆为庆贺金宝古冈州

公会成立 23周年所赠之“桑梓是赖”9；接着为金宝古冈州全体会员庆贺陆保

林（1918-不详）10会长荣膺吡叻副婚姻注册官（见图八），并提字“梓里之

光”；最后则是 1993年庆贺李景耀（1928-不详）（见图九）11先生及李永恒先

生荣任政府副婚姻注册官之匾额。

此外，金宝古冈州会馆林亚女主席及副总务岑荣兴老师12的带领下，笔

者亦走访了金宝古冈州疗养院旧址（见图十）及金宝华人公立接生院旧址（见

图十一）。金宝古冈州疗养院现已不提供疗养院之功能，而是租借于“永和长

生寿板店”为殡葬服务。此外，疗养院后方亦有供奉古冈州先贤之牌位。根据

林会长口述，每当清明之际，结束于金宝古冈州总坟之祭拜，便会到此地进行

祭奠仪式。13另，林会长指出，金宝华人公立接生院现已不提供接生服务，而

改为老人院，但仍保留“金宝华人公立接生院”之牌匾。14

9
树和梓树。取自《诗经·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意指家乡的桑树和梓树

皆由父母栽种，需对其表示敬意。后借指故乡。
10

陆保林，祖籍广东新会。为金宝乐融俱乐部总务，金宝华人公立接生院董事等。参考自：梁

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 周年会庆纪念特刊》，页 36。
11

李景耀，祖籍鹤山。早年获得政府批准之会计师。任金宝小贩公会及互助部义务查账会计

师。前任金宝古庙华人义塚联合会副总务及第一、第二届奖学金委员会正秘书等。资料参考

自：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页 36。
12

岑荣兴校长（1981-）现任金宝古冈州会馆副总务，打巴宝结百家华小校长。
13

受访者：林亚女，金宝古冈州会馆主席，采访者：曾恺盈，日期：2021年 11月 14日，时

间：中午 1时 30分，地点：金宝古冈州会馆。
14 受访者：林亚女，金宝古冈州会馆主席，采访者：曾恺盈，日期：2021年 11月 14日，时

间：中午 1时 30分，地点：金宝古冈州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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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述历史

日前，笔者有幸与金宝古冈州会馆前总务邝佩珍老师（1944-）进行了三

次电话采访。邝老师乃金宝古冈州会馆先贤邝启亮先生15（生卒年不详）之堂

侄女。此外，邝老师系督亚冷同汉华小校长，于 1999年退休。退休以后，邝老

师亦于 2011年至 2014年于金宝古冈州会馆担任正总务一职。在访谈的过程

中，邝老师提出了许多有用的资料，如金宝古冈州人早期之就业情况、疗养院

及殡仪馆之情况等，对笔者之撰写大有裨益。

很幸运地，笔者于 2021 年 11 月 14 日与金宝古冈州会长林亚女女士

（1948-）、总务黄仲源先生（1950-）及一众理事，如副总务岑荣兴老师

（1981-）等于金宝古冈州会馆进行访谈。访谈过程中，林会长及黄总务热心地

为笔者排忧解惑，让笔者对金宝古冈州会馆发展脉络有了更为清晰之轮廓。根

据回忆、林会长及黄总务于 1980年代入会，但由于年代久远，具体年代已无从

得知。在访谈的过程中，林会长与黄总务提供了不少金宝古冈州人之就业情况

资讯，林会长及副总务岑老师还亲自带领笔者到疗养院旧址、古冈州人所经营

之“四和酱园”及金宝公立接生院旧址进行实地考察。经过考察，笔者得知了

金宝古冈州疗养院之现况，为笔者之论文有了较为清晰之讨论。此外，金宝公

立接生院虽已不再为金宝子民提供接生服务。虽然已没有了当初陈应秩、伍英

芳及林瑞湛担任总理时之辉煌面貌，现在换了一个形式继续为金宝子民服务。

最后则是“四和”酱园。通过实地考察，笔者了解到至今为止仍有金宝古冈州

15 邝启亮 P.J.K、P.P.N，1953-1967连任金宝古冈州会馆查账、1958-1960连任金宝古冈州文

书、1961-1970连任金宝古冈州副会长、1971-1974为金宝古冈州会馆总务。资料参考自：梁颂

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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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事酱园行业，以此证明了笔者在论文中谈及之金宝古冈州人与酱园业之关

系。

再者便是务边文物馆副主席彭西康（1940-）。1940年出生的彭老师曾为

小学老师，因其成长背景及经历，可让笔者对当时马来亚背景有进一步之了

解。虽然彭老师乃务边人，但是务边与金宝无论是在地理位置上，亦或是历史

上都有着不小的渊源。再者，彭西康于 2016年出版了一本《重拾历史的记忆：

务边华人先贤的故事（1850-2000）》一书，其中第 210页至 213页之<（八）

务边古冈州公会与新会乡贤> 篇章中亦对古冈州会馆有所提及。因此，在拜访

彭老师的过程中，笔者大致了解到务边古冈州之情况。虽不能以此为主要研究

对象，但是笔者以此作为旁证，相互推敲以便能更了解古冈州人民之活动轨

迹。

但是，口述历史毕竟是由老一辈长辈们口口相传，经过岁月的流逝，可

信度亦会随之减少。再者，口口相传也可能会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因此，笔

者必须小心过滤有用信息。虽说口述历史不能尽然采信，但是在文献缺失的情

况下，口述便是唯一能记载历史之途径了。是以，笔者采用口述资料之时倍加

谨慎，尽可能地在还原历史事件时保持事件之真实性。在处理口述历史资料

时，笔者结合了文献分析，如“Newspapersg”等，相互结合及印证，尽可能地

保证事件之真实性。举例而言，笔者在与金宝古冈州会馆前总务邝佩珍老师访

谈中得知 1961 年至 1963 年期间金宝古冈州创办了夜校。因此，通过查阅

“Newspapersg”之原始报章资料，便也证明了金宝古冈州会馆于 1956年创办

了夜学。



12

第二章 金宝开埠及古冈州人移居概况

本章将着重探讨广府古冈州人移居金宝及金宝开埠的历史。在金宝这个

拥有丰富锡矿资源的小镇，吸引了不少中国矿工前来谋取生计。其中包括了古

冈州人。在当时，从事锡矿业的以粤籍及客籍人士为主。粤籍又称广府。广府

为一个民族范畴，出生于广州府一代，都可泛称为“广府人”，普遍使用粤语

（白话）于日常交流。广州府指的是一个地域，是清朝政府其中一个管辖区。

在古冈州的六个县包括：新会、高鹤（鹤山）、开平、恩平、台山及赤溪县，

如下图红色圈所显示。

资料来源：清朝广州府地区分布16

第一节金宝简史

金宝坐落于马来西亚霹雳州近打河流域。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

这座小镇蕴藏了珍贵的天然锡矿资源。早在 1800年代开始，该地区就已经有不

16 资料取自：<清朝广州府地区分布>，https://bit.ly/3BCwdmL。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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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矿工进行小规模的人力採锡活动17。在 1880年代，政府在此探测到了极为丰

富锡矿优势。并在同年，官方正式宣布此地为“幅员为宽十四英里，长二十五

公里，面积三百五十平方英里”的锡矿区18。丰富的锡矿资源也提供不少就业

机会，于是在 20世纪末，霹雳州的近打谷锡矿的盛产吸引了大批华工前来谋

生。1886 年金宝开埠初期，其拥有一个气质优雅的名字——“Mambang-di-

awan”，中文译名为“云端上的仙女”。但是，1894 年以后便不再使用

“Mambang-di-awan”，而是改用了其中一条河，即是“金宝河（Sungai

Kampar）”的“金宝(Kampar)”二字为名。19 后来，英殖民政府在 1948-1960年

期间为了抵抗共产党而实施“国家紧急法令”，将华人集中起来生活以方便管

制。这个战略也导致了后来华人新村的形成。而金宝内的其中一个新村便以

“Mambang-di-awan”，中文译名为“桂花村”来纪念这个名字。20金宝的开

埠，提供了当时的华工不少绝佳的就业机会，进而推动了百业昌兴，为我国往

后多年造就了繁荣景象。

谈及锡矿行业，就不得不提到法国 S.E.K公司。这是一家由法国人组织

和创立的公司，其被命名为 Societe Anonyne Des Etains de Kinta(故简称 S.E.K公

司），并在 1880年成立。S.E.K公司的成立扩大了金宝的采锡规模。主要因为

他们引进了大规模的技术、人力与资金，取代了原本的采锡规模。张期钧的论

文中提及：在 1903年之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人们开始认识到锡矿

的用途。因此，锡矿的重要性就被显现出来了。“根据 1903年 3月 18日的

17 丘思东，《金宝——浴火重生的火凤凰》（金宝:近打锡矿工业（砂泵）博物馆，2018）页

13。
18 同上，页 23。
19 同上，页 23。
20 同上，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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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Capital报导，L’information近来刊登系列谈论锡的文章”21中屡次提及锡

矿之用途及重要性，因此锡矿的价格火速被提升，“锡的库存量也锐减至近四

分之一，使得锡价几乎是 1896年锡价的翻倍”22。战争导致了锡矿需求激增，

是以锡矿价格随之水涨船高。

在当时，採锡工作便是金宝人民主要的经济命脉。丰富的就业机会吸引

了不少的南粤籍的华工来到这片土地谋取生计。隶属于粤籍的古冈州人民，也

随之踏上这片土地。通过实地考察发现，金宝古庙门前赫然挂着刻有“光绪三

十年（1904）古冈州众弟子敬送”之金制彩门（见图十二）。彩门上记载的年

份证明了早在 1904年金宝便有了古冈州人之踪迹。虽然日据时期导致会馆许多

文案早已被销毁，但是通过史料证明，古冈州人在金宝开埠以后的十余年后已

在金宝留下足迹。

从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世界面临经济衰退的现象。近百

年中，马来（西）亚经历了许多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锡

矿行业的兴衰。第二次世界大战，锡矿用途被广泛运用，锡矿的价值也随之激

增。但是，战火连绵也将导致经济动荡。在经历了 1929、1931至 1932年间之

世界经济大萧条，甚至是 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以后，锡矿业也逐渐走向没落。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四日（24.10.1985）国际锡矿价格正式宣告崩盘，锡矿业的

崩溃重重影响了金宝人民原本安居乐业的生活。23于是，在锡价骤降的影响之

下，导致了金宝的发展就此停摆。金宝也一时仿佛定格在了曾经的辉煌面貌

中。

21
张期钧，《锡壤上的法国：马来西亚金宝的历史、记忆与国族》（台湾：国立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系族群与文化班硕士论文，2018），页 33。
22 张期钧，《锡壤上的法国：马来西亚金宝的历史、记忆与国族》页 33。
23 丘思东，《金宝——浴火重生的火凤凰》页 17。



15

锡矿业的没落导致大部分职工顿时失去工作，为了维持生计，年青一代

职工大多会选择外出谋生，进而导致金宝变成了“老人城”，失去往日生机。

直到拉曼大学霹雳州分院及拉曼大学总校设于金宝以后24，这两所学府也为金

宝引进了不少年轻的活力，也渐渐恢复这座老城久违的生机。金宝古冈州会馆

成立至今已有百年历史，见证了金宝这个小镇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也可谓是

金宝历史的见证者了。

第二节 古冈州人移居金宝之概况

上文提及，锡矿业的蓬勃发展直接地导致了大量南来的中国矿工。为求

生计，他们离乡背井踏上此地。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

特刊》中有言，当时在金宝的古冈州人大多以从事森林、矿务及杂货业。25在

早期，华人移民马来亚主要原因可以被归纳为内部及外部两个条件。以内部原

因而言，清朝末年，烽火连绵导致民不聊生。战乱导致人民食不果腹，加上当

时人口众多，许多人只好选择另寻他路以求得三餐温饱。另，以外部条件的层

面来说，拥有丰富物质的南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是十分需要具有劳动力

的人群的。26在这种内部与外部的影响之下，遂不少中国沿海地区之华工便移

居马来亚。

中国人移民至新马一带大多是以两种形式、分别是以亲属关系，而另一

种则是“赊单制”之形式。27一些在马来亚取得成就的南来华人便会向中国的

亲戚朋友抛去橄榄枝，邀请他们一同到马来亚谋取生计。一些“赊单制”之华人

24
丘思东，《金宝——浴火重生的火凤凰》页 19。

25 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安顺：安顺印务局，1974）页

212。
26 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益新印刷有限公司，1984） 页 3。
27 颜清湟著，栗明鲜等校，《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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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则是因为无法支付昂贵的船票，并有“由‘客头28’、船长或劳工代理

商”29为他们先支付费用，这些劳工在抵达新马一带以后，必须与之建立合

约，并强制性地以劳力来还清这些“赊单”。尔后，才能自行选择新雇主。这种

“苦力贸易”也逐渐形成了俗称的“卖猪仔”形式。举例而言，作为金宝古冈州会

馆组织创始人之一的陆佑（陆佑之）出生于广东鹤山，13岁时以“卖猪仔”的

形式来到马来亚。因此，笔者推断这一种“卖猪仔”的形式亦其中一种将古冈

州人踏入马来亚这片土地的形式之一。

1886年金宝开埠初期，锡矿业是由客籍及粤籍人士为主。根据 1911年

马来亚联邦州的人口普查显示，当时在金宝的华人共有 9952人。在总人口中，

就有多达 6909人为粤籍人士，占金宝华人总人口比例近七成。而客籍人士也仅

仅占了近一成，即 971名。30由此可见，在 1911年代前后，已有一定的数量广

府人就已经生活在金宝了。在往后的十余年，金宝古冈州会馆便成立了。根据

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中会员名单，笔者整理出

了部分金宝古冈州会员名册籍贯人口分析。名单并非完整，无法达到精准数

据，因此笔者仅能按照现存资料推断一二。

28 客头，南来新移民之领头人。
29 颜清湟著，栗明鲜等校，《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4。
30 A. M. Pountney，《The Census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11: Review of the Census
Operations and Results including Tables Exhibiting the Population by Sex, Age, Race, Birthplace,
Religion, and Occupation》（London: Darling & Son, Ltd. 1911.），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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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古冈州部分会员籍贯人口分析（1934-1974）

表一：资料整理自《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会员名单，出版者

梁颂唐，1974年。

据 1974年之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纪念特刊中发现，尽管名单不完

整，但可以看出金宝古冈州会馆的新会人占了较大比重。紧接着为高鹤人、台

山人、恩平人、开平人以及名单中未详细记载祖籍之会员。虽此分析不能证明

古冈州哪一县的人最先抵达金宝，但是可以证明当时在金宝生活的古冈州人大

多属于新会人。根据金宝古冈州会馆黄仲源总务指出，赤溪县为一个很小的客

籍县，并不属于粤籍县，因此中国江门称“江门五邑”，但是马来西亚的古冈

州六邑仍包括了赤溪31。赤溪县归于古冈州乃历史及地理原因所致。首先是地

理原因，粤籍疆土多为沿海地区，因此土地较为宽广。雍正十年，为了鼓励人

民开耕土地，一些惠州、潮州、嘉应州等人民便移居至新宁（今台山）。日子

久了，一些客籍农工便在此安家落户，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客籍小社会。由

于坐落于台山县内，因此在当时归于古冈州内。32虽然名单不完整，但仍可见

得祖籍为赤溪之会员并不多。当时大批新会区及高鹤区之人民移居于此，并在

31 受访者：黄仲源，金宝古冈州会馆总务，采访者：曾恺盈，日期：2021年 11月 14日，时

间：中午 1时 30分，地点：金宝古冈州会馆。
32 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页 204。

籍贯
总人

口
新会 高鹤 台山 恩平 开平 赤溪

其

他

人口 327 129 66 57 31 24 1 19

百分比 100% 39.40% 20.10% 17.40% 9.40% 7.30
%

0.30
%

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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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开枝散叶，金宝古冈州会馆领袖亦多来自新会县。举例而言，金宝古冈州

会馆林瑞湛、陈应秩等等皆来自广东新会县。

华人方言会馆的主要职能有三、分别是宗教与社会职能、福利职能以及

仲裁职能33人口的剧增，渐渐地便会形成一个小社会。当一个社会形成，就会

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的存在及延伸。在异国生活了一段日子以后，华工们也渐渐

地以自己的方言及祖籍等的共同性成立起了宗族、亦或是方言群体。金宝古冈

州作为一个地缘性社团，在当时也扮演了这一种角色。当时南来的华人们在这

片土地上挣钱、养家糊口，久而久之便在此落地生根。举例而言，金宝古冈州

提供了当时华社的婚姻注册服务（1970-1980年代-今）、殡仪馆、疗养院（留

医院）（1934）、义校（1956）等等，为当时的金宝华人提供服务，也创造了

更优质的生活条件。在岁月的推移中，也推动了金宝华人的发展。这些先贤对

金宝华社的贡献颇大。无论是在教育界、经济及政治各方面都有贡献。

33
颜清湟著，栗明鲜等校，《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41-48。



19

第三章 金宝古冈州会馆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

马来西亚的方言会馆之成立，离不开几项重要的职能，如社会职能、福

利职能及仲裁职能等。金宝古冈州虽不属于宗亲社团，但其提供了证婚服务。

由此可见，虽然当初金宝古冈州人民虽然没有血缘上之联系，但是他们如亲人

一般。如此更证明了金宝古冈州会馆于他们心中之地位。会馆的建立对孤苦无

依的华工们就像一个保护伞，提供了他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根据需求层次

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表示，人之需求可大致分为生理需求、安

全需求、爱与归宿需求、尊严需求以及自我实现之需求。这是一个人类发展心

理学之理论，主要说明人类对于人类成长阶段之各方面需求34。对于刚落脚的

华工们而言，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是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金宝古冈州会馆所提

供的殡仪馆及疗养院正符合了这项需求。

在满足了这些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后，人们就会开始追求爱与归宿。

因此，金宝古冈州会所便提供了证婚之服务。结婚以后，自然会孕育下一代。

为了保证下一代接受良好的教育，受到尊敬，这就符合和人类在生活逐渐稳定

以后所追求的“尊严需求”了。当一个人、亦或是一个族群满足了所有需求以

后，他们就会更倾向于自我实现之需求。当人们开始追求自我实践之需求，便

会开始树立一个相对成熟的价值观，不管对于个人亦或是民族都是一个正面且

深远的影响。

34
参考自：Maslow’s Hierarchy Needs(需求层次理论）A.H.Maslow,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1954),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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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章节中，笔者将会探讨会馆所提供以福利功能、联谊功能及教育功

能及来探讨金宝古冈州会馆在金宝古冈州人乃至于整个金宝华社所担任的角

色。

第一节 福利功能

方言会馆的形成也提供了同乡一个十分重要的福利功能。除了衣食住

行，生老病死也是人们必经的阶段。在一个得不到多方照拂的情况下，这些南

来华人该如何自处？因此会馆就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了。根据金宝古冈

州会馆前总务邝佩珍老师受访时指出，疗养院设立之初，便是为了让没有家人

之南来华人有一个相互照顾的容身之处。渐渐地疗养院已不再被使用，现已改

为殡仪馆。35因为早期南来之华工多为未婚男性，因此倘若他们身故以后，后

事便无人料理。36在华人的传统概念中，身故后需要入土为安，因此殡仪馆中

亦有祭拜一些无家可归之孤魂。因此每年清明之际，在祭拜完总坟以后，理事

们也会到此处祭拜这些先贤们。37

与大多数会馆一样，金宝古冈州会馆早期就设有疗养院及殡仪馆。在当

时，古冈州疗养院分为疗养及殡葬两个部分，疗养院中右水电及相对完善之医

疗设施供贫困病患疗养。殡葬舍除了提供停柩处及祭祀处之外，在早期，金宝

古冈州会馆购置了殡仪车以备不时之需。这些建设除了照顾当时候的古冈州

人，同时也照顾了其他籍贯之华人。根据《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纪念特刊》

35 受访者：邝佩珍，金宝古冈州会馆前总务，采访者：曾恺盈，日期：2021年 11月 10日，时

间：中午 12时，地点：电话访谈。
36 参考自：黄文斌，<增城客家人的移居与发展：以马来西亚金宝增龙会馆为例>，收录黄贤强

主编：《会馆、社群与网络：客家文化学术论集》，页 171。
37 受访者：邝佩珍，金宝古冈州会馆前总务，采访者：曾恺盈，日期：2021年 11月 10日，时

间：中午 12时，地点：电话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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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金宝古冈州会馆成立了互助部以提供善后金于身故之会员继承人。38

金宝的许多会馆皆设有殡仪馆、疗养院等“方便所”，此举便可证明华人在传

统概念中对于“安葬”或“身后事”是如此之看重。早期南来华人在此身故以

后，许多雇主或房主不允许他们在其所办理后事，在诸多不便之下便会租用会

馆之殡仪馆承办后事。另，会馆之疗养院也供一些同乡养病，倘若病故亦在此

一同办丧。39根据邝佩珍老师口述表示，现今之疗养院已逐渐人迹罕至，遂此

地已仅剩下殡仪馆之用。40金宝古冈州会馆疗养院随着时间的变迁已慢慢走向

没落。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笔者得知现在的疗养院已改为殡仪馆，为一些不

便办丧事之会员提供治丧处，而在后半部分则是供奉一些无家可归之古冈州先

贤牌位。疗养院旧址现已租借予“永和长生寿板店”（见图十三）承包殡葬业

务。根据了解，此殡葬业主邓牛亦为古冈州人，如今由第三代所经营。此外，

林会长指出，若古岡州人在此治丧，将会免费租借其所。其他籍贯之华人需要

付费租用。41

金宝古冈州互助部之成立最早可追溯至 1951年以前。根据已有资料显

示，1951年，金宝古冈州修订了互助部章程以及互助部会员证书。由此可见，

金宝古冈州互助部早于 1951年便已经成立，但是具体年代笔者尚无从查证。金

宝古冈州会馆互助部的设立宗旨主要是为了给予逝世会员善后资金协助。凡金

宝古冈州会馆正式会员在逝世之后其继承人皆可获得由互助部发出之善后资

金。除了提供善后金于逝世会员家属，金宝古冈州疗养院也在当时扮演了一个

38 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页 204。
39 参考自：黄文斌，<增城客家人的移居与发展：以马来西亚金宝增龙会馆为例>，收录黄贤强

主编：《会馆、社群与网络：客家文化学术论集》，页 171。
40 受访者：邝佩珍，金宝古冈州会馆前总务，采访者：曾恺盈，日期：2021 年 11 月 10 日，时

间：中午 12 时，地点：电话访谈。
41 受访者：林亚女，金宝古冈州会馆主席，采访者：曾恺盈，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时

间：中午 1时 30 分，地点：金宝古冈州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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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重要的角色。根据《南洋商报》1957年 4月 27日报导指出，前几日一位同

乡送来一名遭人围殴之华人青年，金宝古冈州会馆在帮其疗伤后将其安置在疗

养院中休养。因同情他无端受到伤害，特赠与他医药及膳食费用（见图十四。

此外，金宝古冈州领袖亦在不遗余力地会当地华人谋取福利。举例而言，金宝

古冈州会馆互助部在职员会议中提出改善疗养院设施及减低住疗费用（见图十

五）。由此可见，金宝古冈州会馆互助部通过不断改善设施以提供人民较于优

质的医疗福利。

第二节 联谊功能

家庭使得一个社会逐渐趋向稳定。当初南来先贤基本都是男性，因此，

成家于他们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十九世纪末，越来越多女性开始移民至新马一

带。那么随着这些女性移民的到来，许多华工便在此落地生根。42在当时，华

人之婚礼普遍上都会邀请当地有名的华人领袖为其进行证婚。金宝古冈州会馆

邝启亮 P.J.K、P.P.N先生有亦提及金宝古冈州会馆以有对“婚丧喜庆之襄助”

43，但是根据邝老师受访时表示，金宝古冈州会馆在一开始并没有提供证婚服

务。金宝古冈州会馆之婚姻注册服务最早可追溯至 1978年至 1988年陆保林先

生担任会长之时。通过实地走访发现，悬挂于会所上悬挂庆贺“本会馆正会长

陆保林先生荣膺马来西亚政府官委吡叻州近打县副婚姻注册官志庆”之牌匾。

由此可见，在陆保林担任会长期间，即 70年代末至 80年代期间便已开始了婚

姻注册服务。

42 颜清湟著，栗明鲜等校，《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10。
43 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页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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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以前，马来亚的婚姻法还尚未被普及，到了 1976年改革了新法

令以后，凡在马之南来华人必须正式注册，才能成为合法夫妻。根据马来西亚

婚姻及离婚法（AKTA 164）44在 1976年改革新法令以后，马来西亚也实行了一

夫一妻制。根据马来西亚婚姻法第三部分第五条指出假如一个人在已确定了婚

约的情况之下，多个伴侣是不被允许的。45 再者，根据马来西亚 1976年的婚姻

及离婚法令指出，最高元首可依据名字亦或是职衔，选出一位婚姻登记者（婚

姻注册官）46。于是，金宝古冈州会馆便在依照政府的程序之下，由陆保林会

长首先成功担任金宝古冈州会馆第一位副婚姻注册官。在马来西亚新婚姻法被

实施以后，越来越多的新人到古冈州寻找证婚人。

尔后，1993年之祝贺匾额则可以证明现婚姻注册官李永恒先生与其父亲

李景耀先生皆为副婚姻注册官。在当时，因附近一些小地方（如打巴

（Tapah））等并没有婚姻注册之地方，因此便找到了金宝古冈州会馆进行婚姻

注册，证婚以后之所得捐于会馆为会务之用。47值得注意的事，虽然金宝古冈

州会馆并不是一开始就提供婚姻注册服务，但是这项服务迄今为止一直存在，

可惜因为疫情的关系，金宝古冈州会馆婚姻注册服务暂时搁置了。

第三节 教育功能

44 AKTA 164节取自<Akta Membaharuhi Undang-Undang (Perkhawinan DanPerceraian),1976)
《Undang-Undang Malaysia》,页 12。
45 AKTA 164节取自<Akta Membaharuhi Undang-Undang (Perkhawinan DanPerceraian),1976>
，《Undang-Undang Malaysia》,页 12。https://bit.ly/3vhKGmg 取用自 2021年 3月 12日。
46 AKTA 164节取自< Akta Membaharuhi Undang-Undang (Perkhawinan DanPerceraian),1976> ，

《Undang-Undang Malaysia》,页 25。https://bit.ly/3vhKGmg 取用自 2021年 3月 12日。
47 受访者：邝佩珍，金宝古冈州会馆前总务，采访者：曾恺盈，日期：2021年 11月 10日，时

间：中午 12时，地点：电话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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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许多会馆皆附设义学、学校，聘请教师以便子女能够上学读

书。48普遍而言，通常会馆附设的义学仅开放于会员子弟并不对外开放，因此

局限性是很大的。尽管如此，各个组织的领袖们依然为筹办义学不遗余力，好

让下一代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虽然早期来马之华工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他

们依然秉持着一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在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中，教育是

很重要的。马来西亚作为其中一个历经多年还保持着完整中文教育体系的国

家，先贤们是功不可没的。

1956年开始，金宝古冈州会馆便为失学之会员子女开设义学。作为金宝

古冈州唯一一间义学，成立之初是为了让清寒会员子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再

者，我国为了普及人民的教育，严厉执行并强制性要求儿童办理入学儿童登记

入学。这个政策实施以后，使得古冈州义学报名人数激增。在义学创立之初，

梁颂唐先生便被聘请担任校长一职。纵观整个金宝古冈州会馆的发展史，可以

见得金宝古冈州人在生活趋向稳定以后便开始专注于对下一代的教育。义学校

长梁颂唐先生亦在《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提及义学之成立主

要是让失学儿童有上学的机会之余，更能为国家培育未来之栋梁。49

根据《南洋商报》1957年 4月 19日报道指出，金宝古冈州义学于去年

（1956）年九月正式开幕，已顺利完成一个学期之教学。在当时，义学收留了

四十名学生，其中以女学生为多50。由此可见，金宝古冈州义学创办初期成绩

不俗。同年，金宝古冈州更义务筹办夜学，让更多会员子弟上学（见图十

六）。根据金宝古冈州会馆前总务邝佩珍老师回忆，在其就读于师训学院 1961

48 颜清湟著，栗明鲜等校，《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279。
49 参考自：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页 214。
50 <吡金宝古冈州会馆义学师生董事联欢 >，《星洲日报》，1957年 4月 19日。

https://bit.ly/3c3VImV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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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63期间，金宝古冈州会馆筹办了夜校供会馆子女接受教育。51由是观之，

1956年所创办之夜学皆持续维持到 1963年期间。

非但如此，金宝古冈州也多次向政府提出将华文纳入官方语言之课题

（见图十七）。尽管这个议案直至今日尚未被接纳，但是可以知晓从当时开

始，先辈们就在为此努力着。但好景不长，1970年因为注册原因，导致金宝古

冈州义学奉教育局勒令关闭。关闭原因也因年代久远无从考证。但是，为了让

会员子弟更好地融入大环境，金宝古冈州会馆作为首个响应政府所提倡之沟通

各民族文化、破除民族间隔阂而发起的学习马来西亚语之计划，故 1971年成立

了公民团结班。52可见，为了让会员更好地融入马来西亚这个环境，金宝古冈

州在保卫华文教育之余，也积极响应及配合政府所提倡之公民团结班。

51 受访者：邝佩珍，金宝古冈州会馆前总务，采访者：曾恺盈，日期：2021年 11月 10日，时

间：中午 12时，地点：电话访谈。
52 参考自：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页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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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金宝古冈州人对华社的参与和贡献

金宝古冈州会馆之所以会形成，主要是因为当时候南来的华人因为语言

的共同性而会选择相互聚集。人们往往会和与自己语言文化相近的人聚集，这

不仅仅让他们在身处异乡时感觉到熟悉、亲切，相同的家乡更会让他们团结一

致，相互帮助。身处异乡，举目无亲，同乡之间便只能相互扶持。但是，在这

个陌生的国度，同乡四散，倘若遇到困难也难以立刻得到解决。有鉴于此，

1921年，陈达初（生卒年不详）、陆佑（陆佑之）、李焯赓（生卒年不详）等

先贤便主动发起成立会馆之理念，遂得到不少支持。53此外，金宝古冈州会馆

也设立了留医院，并在 1934年正式成立。但由于“留医院”名称不雅，便易名

为“金宝古冈州会馆”。54

随着时间的流逝，古冈州人民在这片土地也慢慢扎根并开枝散叶。这些

古冈州人民在生活逐渐稳定以后，除了将钱寄回家乡，更不忘回馈社会。金宝

古冈州领袖如陈应秩、伍英芳及林瑞湛等皆对金宝华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首

先，他们皆担任了多届金宝公立华人接生院总理。根据林会长口述，当时许多

金宝的产妇皆是在金宝公立接生院生产55。因此，作为金宝公立华人接生院多

届之总理，陈应秩、伍英芳等人之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除此之外，当时金宝

古冈州领袖如伍英芳等还担任了金宝儿童法庭陪审员、金宝各民族委员会主席

等等之社团职位，积极为华社谋取福利。

53 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安顺：安顺印务局，1974）页 73。
54 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页 73。
55受访者：林亚女，金宝古冈州会馆主席，采访者：曾恺盈，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时

间：中午 1时 30 分，地点：金宝古冈州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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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章节中，笔者将会先着重分析金宝古冈州人的就业情况分析，从而

探讨古冈州人对金宝华社的参与。接着，笔者将会以陈应秩先生、伍英芳先生

及林瑞湛先生三位华人领袖为切入点，探讨古冈州人对金宝华社的贡献。

第一节金宝古冈州人的就业情况分析

上文提及，古冈州人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以后逐渐在金宝站稳脚跟。古冈

州人在金宝大多从事杂货、金铺及酱园。根据文献记载，古冈州人在金宝成立

了许多商号，如万利商、和生号、裕发号等等。根据金宝古冈州黄仲源总务指

出，在当时，大部分的新会人均经营杂货行业及酱园行业，但是现在仅剩金宝

“四和酱园”仍在经营。56笔者发现在 1934-1974年间，登记在册之金宝古冈州

会员大多从事杂货及洋货行，且经营饮食业、茶肆酒家颇多。虽也有大部分古

冈州人从事锡矿行业，但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就较为全面了。

金宝古冈州部分会员就业分析（1934-1974）

56 受访者：邝佩珍，金宝古冈州会馆前总务，采访者：曾恺盈，日期：2021年 11月 10日，时

间：中午 12时，地点：电话访谈。

行业 数量 百分比（%） 行业 数量
百分比

（%）

杂货、洋货 25 6.50% 政府部门 1 0.20%
锡矿 12 3.10% 柴碳 1 0.20%
教育 7 1.80% 武术 1 0.20%
会计师 4 1.00% 汽油 1 0.20%
商业 3 0.70% 洗衣 1 0.20%
摄影 3 0.70% 牙科 1 0.20%
金铺 3 0.70% 玻璃镜桩 1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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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资料整理自《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会员名单，出版者

梁颂唐，1974年。

此资料为非完整名单，因此不能反映全部事实。但仍可确定金宝古冈州

人在 1934至 1974年大多从事杂货及洋货店。其次为餐饮、电器等。其中更不

乏有教师、医生及牙医等。以整体就业分析来看，金宝古冈州人从事的行业更

为全面，而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类型的工作。当然，这也不排除随着时间的发

展，人们为了满足不同的要求而从事不同的领域。因为篇幅关系，未能将所有

职业一一尽录，故笔者将会以杂货及洋货、餐饮两个角度来探讨古冈州人在金

宝的就业情况。

一、杂货、洋货行业

在整理《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不

少的商号广告。因此，笔者将以商号广告及各方论证，加以说明古冈州人从事

之行业。杂货与洋货行业，是最多古冈州人从事的经济活动。根据统计，单单

有记载的杂货行业就有十二家之多，其中包括万丽昌、和生号、裕发号、广生

钟表 3 0.70% 生菓 1 0.20%
饮食 3 0.70% 电理发 1 0.20%
农业 2 0.50% 称磅 1 0.20%
医生 2 0.50% 红烟塑胶 1 0.20%
娱乐 2 0.50% 茶室 1 0.20%
电器 2 0.50% 警察 1 0.20%
运输业 2 0.50% 酒家 1 0.20%
酱园 2 0.50% 酒庄 1 0.20%
屠商 1 0.20% 金属制造厂 1 0.20%
布业 1 0.20% 铁厂 1 0.20%

房屋水泥 1 0.20% 红烟塑胶 1 0.20%
收音机 1 0.20% 鱼栏 1 0.20%



29

祥等等。在这些杂货铺子中，普遍售卖油、糖、米、豆等等日常生活所需用

品。当人们的需求增加，相对的，供应也会变多。换言之，当社会对这些生活

用品有一定程度的需求，才会导致这个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有利可

图，才会使得越来越多人从事这个行业。除了杂货之外，洋货、洋货书局等等

也在这四十年间逐渐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消费水平亦会随之提高。当

人们有能力消费这些昂贵“舶来品”，便也证明了在 1934至 1974四十年间，

金宝古冈州人的生活已经逐渐走向稳定。据邝老师透露，当时大多数的金宝古

冈州人都是从事杂货行业的。迄今为止，金宝还有几家杂货铺，如和生号及合

生号两家杂货铺亦是古冈州人所经营的，但也有许多如裕发号、恒生号、广盛

号、广生祥等因后继无人接手而歇业。57

二、餐饮业

通过分析，当时有不少古冈州人在金宝从事酱园、生菓、茶室、酒家及

酒庄等餐饮业。其中，最家喻户晓的可谓是金宝“金陵酒家”。根据金宝古冈

州林亚女主席及黄仲源总务回忆，金宝金陵酒家创办人冯少鎏先生乃广东鹤山

人，金陵酒家亦有 60余年之历史。58金陵酒家东翁冯少鎏多次以个人（见图十

八）或“金陵酒家”之名义向金宝古冈州捐献款项。从这个举动中，便可看见金

宝金陵酒家对金宝古冈州的桑梓之念。在 1974年出版的纪念特刊中，“金陵冷

气酒家”之平面广告就占据了很大的篇幅59。

57 受访者：黄仲源，金宝古冈州会馆总务，采访者：曾恺盈，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时

间：中午 1时 30 分，地点：金宝古冈州会馆。
58 受访者：林亚女，金宝古冈州会馆主席；黄仲源，金宝古冈州会馆总务，采访者：曾恺盈，

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时间：中午 1 时 30 分，地点：金宝古冈州会馆。
59 金陵酒家占据了会刊一整页的平面广告。资料参考自：《金宝古冈州会馆 40 周年会庆纪念

特刊》拍摄者：曾恺盈，拍摄于：2021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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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酒家，经营酱园亦是当时古冈州人民在金宝的商务活动之一。据黄

仲源总务表示，广栈、味珍及陆奇香便是早期金宝古冈州人所经营之酱园。60一

个小城镇就有多达三家酱园，可见酱油、醋等酿制品在当地是十分受到欢迎

的。

第二节金宝古冈州人对华社之贡献

墨子有言“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当人与人之间互相照顾，互相爱

护，那就不会互相谗害。相互扶持才能越走越远。尤其是当初在马来亚的华

人，离乡背井无依无靠就必须互相帮助。当一些古冈州人得到了较大的成就以

后，他们便开始回馈华社。本论文将以三位古冈州籍华人领袖的角度，探讨古

冈州人对当时华社的贡献。

一、陈应秩的贡献

陈应秩乃新会县石头乡连云里人。出生于 1883年。幼年时期在在中国接

受了中文教育，之后便来到了马来亚。在此，陈应秩开始接受英文教育。在英

殖民时期，英文是主要的官方语言，但是通晓英语的华人可谓是少之又少。遂

毕业以后，陈氏便进入了政府部门就职。此外，其对锡矿业务亦有有涉略。陈

氏为华社鞠躬尽瘁，用心为华社谋取福利，深受爱戴。梁颂唐先生在《金宝古

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中对其之评价为“为人温恭谦逊而慎精微”，

因此，陈氏在当时身兼各大华社要职，可见其在当时华社之响力。在 1933

60 受访者：黄仲源，金宝古冈州会馆总务，采访者：曾恺盈，日期：2021 年 11 月 14 日，时

间：中午 1时 30 分，地点：金宝古冈州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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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61年，因为华社有功受英国政府赐封 J.P勋衔，乃首位金宝华人太平局

绅。62

以金宝古冈州会馆而言，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百业待兴。陈氏

作为其中一位复兴发起人，尽心尽力为金宝古冈州会馆复兴做准备，并在 1949

年担任会馆副主席。除此之外，陈应秩老先生身兼多职，连任了多届金宝华人

公立接生院总理，对当地华人贡献可见一斑。根据《星洲日报》于 1959年 8月

4日报导，金宝去年（1958）年入院之产妇就有多达一千零四名，“其中华籍

占九百九十七名，印妇有三十九名，巫妇仅四名（见图十九）”。一年之内就

高达一千多名孕妇在此生产，由此可见金宝华人公立接生院在金宝之重要地

位。不仅如此，虽名为金宝华人公立接生院，但也为友族同胞提供援助。作为

接生院多年的总理，陈氏对金宝华人乃至于整个社区的贡献可谓是有目共睹

的。如下表所示，陈氏在当时亦担任了不少团体之要职。

陈应秩人物大事记

61 特刊记载年份为 1933年，与报章所记载之 1940年不符。
62 资料参考自：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页 45。
63 <金宝各侨团贺陈应秩荣膺太平局绅 >，《南洋商报》，1940年 11月 1日。

https://bit.ly/3H4lN3s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5日。
64 <金宝接生院改选职员 >，《南洋商报》，1938年 3月 28日。

https://bit.ly/3qbsdry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5日。

年份 事迹、职位 备注

1933
（1940）

受英殖民政府赐封 J.P 勋

衔，成为第一位受封太平

局绅的金宝华人。63

·“Newspapers
g”报道年份为

1940。

1938 金宝华人公立接生院总理

及名誉监督64

1939 金宝援英义会华人组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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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资料整理自《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出版者梁颂唐，

1974年。

二、伍英芳的贡献

伍英芳出生于 1901年，祖籍为台山。少年时期便在马来亚槟城大英义学

接受英文教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考获英皇七世奖学金。原

65 <金保援英义会华人组各职员己选出陈应秩任主席陈南康即席认捐叻币一千元>，《南洋商

报》，1939年 10月 19日。https://bit.ly/3qbsdry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5日。
66 <金宝赈分会主席 陈应秩返国 >，《星洲日报》，1940年 4月 17日。https://bit.ly/31ALbNZy
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5日。
67<金宝马华支会举行复选陈应秩林珠二人当选为正副主席 >，《南洋商报》，1949年 8月 1
日。https://bit.ly/3BPwtiD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5日。
68 <金宝公立中华学校男女二校 补选三产业信托人>，《南洋商报》，1950年 6月 23日。

https://bit.ly/3GUjr6V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5日。
69 <金宝古庙义冢联会举行委员会 >，《南洋商报》，1957年 10月 20日。

https://bit.ly/3mOGcBk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5日。
70 <金宝小商公会复选本年职员 >，《星洲日报》，1957年 1月 18日。https://bit.ly/3BScEHck
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5日。
71 <停办四十年之金宝强亚学校产业受托人举行会议将二间店铺捐赠接生院存欵数千捐与公立

女校 >，《南洋商报》，1958年 5月 26日。https://bit.ly/31McYuL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5
日。

席65

1940 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金宝

分会会长（金宝赈分会）66

1946 金宝古冈会馆复兴发起人

之一

1949 ·金宝古冈州会馆副主席

·金宝马华支会主席67

·金宝福利部职员

1950 金宝公立中华学校及公立

女学校产业受托人兼董事68

1953 金宝精武体育会顾问

1957 ·金宝华人义冢联会顾问69

·金宝小贩公会名誉会长70

1958 金宝强亚学校信托人71

年份不详 近打洁净局议员

年份不详 金宝古冈州会馆产业信托

人

1971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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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打算远赴英国伦敦的他因战争影响而转到香港攻读医学系。后来，因为身体

原因，伍氏不得不放弃学位到怡保中兴银行担任秘书一职。另，其在锡矿业从

事四十余年。之后，他于金宝创立了自己的商号——鸿栈号，主要经营汽油代

理及汽油服务站、铁厂等等。72

提及伍英芳先生，就不得不提其对金宝做出的贡献。与陈应秩老先生一

样，伍英芳先生亦连任多届金宝华人接生院总理，为当时社会贡献良多。除此

之外，他还担任了吡叻孤儿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及金宝儿童法庭陪审员。伍氏

对金宝人民的关怀，最大程度地体现在了其对当地孩子的身上。伍氏对金宝人

民的贡献颇大，根据《星洲日报》1952年 9月 20日之金宝孤儿院秘书报告（见

图二十）显示，伍英芳作为代表，参与了金宝孤儿院管理委员会议。由此可

见，伍英芳对当时金宝人民之付出与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如下表所示，伍氏在

当时亦担任了不少团体之要职。

伍英芳人物大事记

年份 事迹、职位 备注

1925 从事锡矿行业四十余年

1949-
1956

金宝古冈州正会长

1947-
1948

·近打“的士”礼伸咨询委员

·吡叻中华商会及矿务公会委

员

·圣约翰救伤队副会长

1949 公立中学董事长73

1950-
1962

金宝接生院总理74

72 资料参考自：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页 15。
73 伍英芳先生担任公立中学董事长。<金宝二华校选明年董事>，《南洋商报》，1949年 11月
23日。https://bit.ly/39jVV4m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26日。
74<金保华侨接生院 伍英芳蝉联正总理>，《南洋商报》，1950年 4月 17日。

https://bit.ly/2QF9Onc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26日。

<金宝华侨接生院常年会员大会>，《南洋商报》，1951年 6月 9日。https://bit.ly/2NTfsRwc取
用日期：2021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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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1953

·金宝马华公会第二任会长，

区会财政75

1953 ·会馆重修期间捐出巨款

·英女皇加冕荣获有功勋章

1954 ·吡叻州苏丹赐封太平局绅76

·南大支会主席77

1957 ·近打市政局委员78

·金宝政府医院视察员79

·成人教育协会委员80

·吡叻华仁事物咨询委员会委

员

·吡叻作战委员会委员

1961 金宝精武体育会会长

年 份

不详

·金宝儿童法庭陪审员

·金宝各民族委员会主席

·金宝公立女子学校董事长兼

产业信托人

·金宝中华国民华文小学董事

主席兼产业信托人

·金宝精武体育会永远名誉会

长

·吡叻台山会馆主席及产业信

托人

<金宝华侨公立接生院选出今年度职员>，《南洋商报》，1952年 6月 5日。

https://bit.ly/31hFC3s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26日。

<金宝华侨公立接生院常年大会 接纳去年度院务报告 伍英芳卢维光荣膺正副总理>，《南洋商

报》，1957年 5月 26日。https://bit.ly/39gfj2ec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26日。

<金宝华人公立接生院常年大会接纳去年度院务报告书本年职员选出伍英芳膺任总理>

《南洋商报》，1960年 6月 20日。https://bit.ly/2P15cYc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26日。

<金宝华人接生院 本年度职员 伍英芳膺任总理>，《南洋商报》，1961年 6月 24日。

https://bit.ly/31hLDNC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26日。

<金宝华人接生院 伍英芳膺任总理>，《南洋商报》，1962年 8月 5日。https://bit.ly/2NSCPus
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26日。
75 <金宝马华支会伍英芳当选会长>，《南洋商报》，1953年 8月 19日。https://bit.ly/3dnPlLt取
用日期：2021年 3月 26日。
76 <吡台山会馆定期庆贺伍英芳荣膺太平局绅>，《南洋商报》，1954年 2月 19日。

https://bit.ly/3bNH3fa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26日。
77<金宝南大支会议决成立征求会员小组>，《南洋商报》，1954年 3月 25日。

https://bit.ly/2QG8rVjc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26日
78<吡叻古冈州公会庆贺 黄蓉晓获勋衔 暨伍英芳膺市委>，《南洋商报》，1957年 2月 26日。

https://bit.ly/2QF9Onc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26日。
79<金宝政府医院视察员已委定>，《南洋商报》，1957年 2月 26日。https://bit.ly/3cprlIp取用

日期：2021年 3月 26日。
80 <吡成人教育协会金宝分会成立>，《南洋商报》，1957年 9月 8日。https://bit.ly/3tWk6O5取
用日期：2021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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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古冈州会馆永远名誉会

长及产业受托人

·吡叻华人厂商公会产业受托

人

1975 逝世81

表四：资料整理自《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出版者梁颂唐，

1974年。

三、林瑞湛的贡献

林瑞湛出生于 1909年，乃矿商林苍（林晓初）（1869-1956）之子。林

瑞湛祖籍新会，于香港出生，为马来亚公民。在年幼时，母亲将其带来金宝，

肄业于金宝华英及怡保华英学校，其后毕业于香港大学。大学毕业以后，林氏

继承了父亲所创办之义记号。在金宝古冈州会馆创立义学之初，其多次以义记

号名义捐款。不仅如此，林氏更亲身教育许多超龄儿童，善心斐然。82

林氏虽然生活优渥，但其不骄不躁，反而以身作则回馈社会。林瑞湛父

亲逝世于 1956 年，其却没铺张浪费，反而以节葬的形式为其父举办后事。

“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请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

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83墨子认为，厚葬不仅

仅浪费，还会劳民伤财。倘若国家、民族要昌盛，就不应该浪费时间、金钱在

葬礼上。这一点，林瑞湛先生之做法十分符合墨子的“节葬”思想。不仅如此，

其还将多余的费用捐于义学及产房，乃一大善举也！为此，《南洋商报》（见

81 <无标题>，《南洋商报》，1975年 11月 4日。https://bit.ly/3rFbvyE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12日。
82

资料参考自：梁颂唐主编,《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页 23。
83 孫诒让，《墨子闲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页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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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一）与《星洲日报》(见图二十二)皆此事对此事进行报道。如下表所

示，林氏在当时亦担任了不少团体之要职。

林瑞湛人物大事记

年份 事迹、职位 备注

1950 ·金宝古冈州会馆财政

·金宝休闲俱乐部总理84

·近打洁净局议员85

1955 ·近打地摩市议员86

·金宝公立女校董事长87

1957 金宝政府医院视察员88

1961 金宝精武体育会副会

长89

1962 金宝英华中学董事90

1967 受霹雳州赐封 J.P勋衔
91

1968 金宝古冈州会馆主席

年份

不详

·霹雳古冈州公会顾问

兼名誉会长

·怡保扶轮社主席

表五：资料来源整理自《金宝古冈州会馆 40周年会庆纪念特刊》，出版者梁颂

唐，1974年。

84 <金宝闲乐俱乐部正副总理林瑞湛朱金生>，《南洋商报》，1950年 3月 10日。

https://bit.ly/3o09pIZ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6日。
85 <金保林瑞湛荣膺近打洁净局议员各友好设宴庆贺>，《南洋商报》，1950年 1月 25日。

https://bit.ly/2ZWNV7o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6日。
86 <金宝 林晓初病逝 定今日出殡>，《星洲日报》，1956年 1月 31日。https://bit.ly/3mOwjUg
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6日。
87 <金宝公立女校欢送黄校长>，《南洋商报》，1962年 4月 7日。https://bit.ly/3kaxtYD取用日

期：2021年 11月 6日。
88<金宝政府医院视察员已委定>，《南洋商报》，1957年 2月 26日。https://bit.ly/3mMIml2取
用日期：2021年 11月 6日。
89<金宝精武体育会 举行常年会员会 选举明后年职员>，《星洲日报》，1961年 12月 30日。

https://bit.ly/3mNfbOC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6日。
90 <金宝英华中学举行 第卅八届运动会 董事林瑞湛主持开幕>，《星洲日报》，1962年 6月 18
日。https://bit.ly/3CQruQ1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6日。
91 <吡叻苏丹四三华诞受封 JP人土略历>，《南洋商报》，1967年 9月 18日。

https://bit.ly/3q85Xi9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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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篇幅关系，许多事件无法一一举例详述。但是不管是陈应、伍英芳

亦或是林瑞湛都对当时候的金宝社会付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不仅仅是自身民

族，更造福了当地的友族同胞，真切地体现了“兼爱”精神，颇有领导之才。

正如梁颂唐先生所言，他们乃金宝古冈州会馆之骄傲。笔者之所以选择以这三

位人物作为切入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为金宝古冈州人，更是因为他们为了华

社劳心劳力的精神。他们终其一生，任劳任怨为华社服务，实乃华社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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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金宝古冈州会馆成立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恰逢今年 2021年，正巧为金宝

古冈州会馆成立 100周年。这一百年间，金宝古冈州人民从漂洋过海，到落地

生根，其中经历了好几代。一间会馆，承载数万个日夜。正所谓“前人种树，后

人乘凉”，正因祖辈们的辛苦耕耘，后辈们才能生活得安逸。但是随着时间的流

逝，许多历史故事也将被埋葬。令笔者感到万分惋惜的是，倘若这些历史痕迹

不被保存，那么许多历史故事也将被埋葬。在这个过程中，笔者有幸得到了各

界人士的协助，对笔者之论文大有益处。百余年前，古冈州人民踏上这片土

地，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生活稳定以后开始回馈社会。这些举动都是非常值

得我们学习的。先辈们离开熟悉的祖国，独自在异乡拼搏，除了让祖国的亲人

过上好日子之余，也努力让下一代活在幸福和安逸之中。

金宝古冈州会馆最初是为了让同乡相互照应而设，但直至今日仍然照顾

着同乡会员。虽然早在 1970年金宝古冈州就因为注册问题而被勒令停办，但迄

今为止金宝古冈州会馆仍然提供会员子女奖学金。由此可见，纵然早已没有了

义学，但是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还是不减的。在这百年间，金宝古冈州人对华

社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陈应秩、伍英芳及林瑞湛等古冈州人虽然过上了安逸的

生活，但不忘回馈社会。他们担任多届金宝华人公立接生院要职、积极响应民

间团体的成立以确保华社能在马来西亚占领一席之地。再来就是会馆至今仍保

留的婚姻注册服务。一场疫情导致了许多事情受到了牵制，金宝古冈州会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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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注册服务也相对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此希望疫情阴霾散去，金宝古冈

州会馆能尽快恢复昔日辉煌。

虽时隔多年，金宝古冈州人已经逐渐过上安稳日子，对会馆的依赖也相

对减少，但是金宝古冈州会馆对金宝华社的付出是不能被磨灭的。在实地走访

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会馆会员逐渐老龄化，但缺乏新血的现象。也许是因为日

常繁忙的工作、亦或是对祖先的历史事迹已逐渐不感兴趣，导致了许多会员子

女已不热心于会馆事物。笔者相信，不仅仅是金宝古冈州会馆，许多会馆也面

临着同样的问题。为此，笔者深感可惜。正所谓“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

其源”，我们在享受今天的安逸舒适，千万不可忘记先辈们得来不易的成功。希

望我们在享受胜利果实的当儿，不忘先辈们的辛勤耕耘。

通过对金宝古冈州会馆之讨论，笔者深刻意识到在这个历史长河中，我

只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在这个过程中，笔者深刻认识到自己不管是在生活

经验、学术亦或是修养上都存在许多不足。由于时间及学术修养上的不足，导

致笔者对金宝古冈州会馆之研究仍存在多方面的匮乏。在田野调查及学术研究

中，笔者之经验尚浅，以至于未能更好地对此课题进行深究。在此希望往后对

此课题有兴趣者能更加深入地探讨金宝古冈州会馆之研究，好让金宝古冈州会

馆之辉煌不被时间消磨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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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考察记录-览表

日期 受访者身份及姓名 地点与时间 采访者

1. 5/11/2021 务边文物馆副主席

彭西康

务边文物馆

上午 10时半-下午 2
时正

曾恺盈

2. 10/11/2021 金宝古冈州会馆前

总务

邝佩珍

电话访谈

中午 12时正-中午 1
时正。

曾恺盈

3. 17/11/2021 金宝古冈州会馆前

总务

邝佩珍

电话访谈

晚间 8 时正-晚间 8
时 30分。

曾恺盈

4. 14/11/2021 金宝古冈州会馆主

席

林亚女

金宝古冈州会馆

中午午 1 时 30 分 -
下午 4时正。

曾恺盈

5. 14/11/2021 金宝古冈州会馆总

务

黄仲源

金宝古冈州会馆

中午 1 时 30 分 -下
午 4时正。

曾恺盈

6. 14/11/2021 金宝古冈州会馆副

总务

岑长兴

金宝古冈州会馆

中午 1 时 30 分 -下
午 4时正。

曾恺盈

7. 19/11/2021 金宝古冈州会馆前

总务

邝佩珍

电话访谈

晚间 8 时正-晚间 8
时 30分。

曾恺盈

表六：人物访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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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金宝古冈州会馆春祭节约以赈难民报导。<金宝古冈州会馆春祭节约>，

《星洲日报》，1940年 4月 18日。https://bit.ly/3Clqrqh取用日期：2021年 11

月 12日。

图二：张大堂内观。拍摄者：曾恺盈，拍摄于：2021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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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重修金宝古岡州会馆序。

拍摄者：曾恺盈，拍摄于：2021年 11月 3日。

图四：二次重修金宝古岡州会馆序。

拍摄者：曾恺盈，拍摄于：2021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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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金宝古冈州会馆创办人、简史、先贤照片。

拍摄者：曾恺盈，拍摄于：2021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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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金宝古冈州会馆创办人、简史、先贤照片。

拍摄者：曾恺盈，拍摄于：2021年 11月 3日。

图七：金宝古冈州会馆创办人、简史、先贤照片。

拍摄者：曾恺盈，拍摄于：2021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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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金宝古冈州会馆悬挂之庆贺陆保林会长荣膺副婚姻注册官“梓里之光”

牌匾。拍摄者：曾恺盈，拍摄于：2021年 11月 3日。

图九：金宝古冈州会馆悬挂之庆贺李景耀先生及李永恒先生荣膺副婚姻注册官

“梓里之光”牌匾。拍摄者：曾恺盈，拍摄于：2021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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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金宝古冈州疗养院旧址外观。拍摄者：曾恺盈，拍摄于：2021年 1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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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金宝华人公立接生院旧址外观。

拍摄者：曾恺盈，拍摄于：2021年 11月 14日。

:

图十二：金宝古庙门前刻着“光绪三十年古冈州众弟子敬送”之金制彩门。

拍摄者：曾恺盈拍摄于：2021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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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金宝古冈州疗养院旧址现已租借于“永和长生寿板店”殡葬服务业。

拍摄者：曾恺盈拍摄于：2021年 11月 14日。

图十四：协助受伤少年治疗报导。< 金宝古冈州会馆讨论建筑总坟 >，《南洋

商报》，1957 年 4 月 27 日。https://bit.ly/3qbsdry 取用日期：2021 年

11 月 7 日。



55

图十五：争取减少治疗费及改善设施。< 金宝古冈州会馆 互助部选新职员 >，

《星洲日报》，1963 年 12 月 23 日。https://bit.ly/3ET7RYc 取用日期：

2021 年 11 月 7 日。

图十六：金宝古冈州会馆筹办夜学报导。<金宝古冈州会馆办义务夜学 >，《星洲

日报》，1956年 5月 12日。https://bit.ly/3obw3yi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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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金宝古冈州会馆请政府列华文为官方语文提案报导。< 金宝古冈州会

馆向总会提两提案 >，《南洋商报》，1958 年 9 月 28 日。

https://bit.ly/3qfqwZR 取用日期：2021 年 11 月 7 日。

图十八：金陵酒家（大饭店）东主以个人名义向金宝古冈州乐捐十千。

拍摄者：曾恺盈，拍摄于 2021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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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8：金陵酒家（大饭店）东主以个人名义向金宝古冈州乐捐十千。

拍摄者：曾恺盈，拍摄于 2021年 11月 3日。

图十九：金宝华人公立接生院年度总结报告报导。<金宝华人公立接生院 >，

《星洲日报》，1959年 8月 4日。https://bit.ly/3BScEHck取用日期：2021年 11

月 5日。

图二十：伍英芳代表参与金宝孤儿院管理委员会议。<金宝霹雳孤儿院开管理

委员会议该院秘书发表报告>，《星洲日报》，1952年 9月 20日。

https://bit.ly/3ERGg9w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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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一：《星洲日报》林瑞湛父亲节葬报导。<林晓初逝世节丧费二千元助

学校及产院>，《星洲日报》，1956年 2月 18日。https://bit.ly/3EM5hD9取用

日期：2021年 11月 6日。

图二十二：《南洋商报》林瑞湛父亲节葬报导。<金宝林晓初逝世节丧费助

学>，《南洋商报》，1956年 2月 18日。https://bit.ly/3q8axgn取用日期：2021

年 1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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