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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金宝海南会馆研究（1936-1970）

学生姓名：苏映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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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论文里将会分为五章。首先是绪论部分，其中被分为六节，即前

言、研究对象与动机、研究难题、前人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方法。在以上节录

中，笔者将会对金宝海南会馆做出简单的介绍其历史、成立等事迹。紧接着笔

者再会透过各校图书馆网页进行搜索，以便能够从中整理以及查找对本论文有

可取之处的资料。再者，笔者亦将已搜获的资料列出于前人研究成果中，并加

以简单叙述书籍内容以及其对本论文的作用。最后，笔者将以三个研究方法为

此论文主要的研究方式，即文献分析、田野调查以及口述历史。

本论文第二章为金宝与海南人的移居史略。在此篇章中，笔者将其分为

两节，其中第一节为金宝简史。此节将会以金宝为背景探讨金宝的开辟以及当

时所发生之大事与海南人的关系以及影响。第二节为金宝海南人史略，即探讨

海南人移居金宝乃甚至马来亚的原因、方法以及早期后期的活动等。

第三章则为金宝海南会馆的成立与变迁。笔者将把此篇章分为三个章

节，其一为金宝海南会馆成立前后所发生之事。笔者在第一节中将会探讨金宝

海南会馆成立之前所遭遇的困难以及诸位先贤如何合力解决之、金宝海南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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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之后所经历的中日战争与马来亚日治时期对会馆造成的影响等。第二节中

笔者将会叙述金宝海南会馆早期成立的宗旨和成立期间对会员的功能以及服

务。而第三节中笔者则将会重点探讨金宝海南会馆的社区互动。在此节中，笔

者将以务边海南会馆为主要探讨其与金宝海南会馆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此外，

笔者亦将会透过务边海南会馆内所设有的天后宫述说海南人的宗教信仰以及金

宝海南会馆所有参与的历年祭祀盛典概况。

在第四章中笔者将会探讨金宝海南会馆的贡献以及影响。此章共分为两

节，第一节为金宝海南人的经济活动。笔者在此节中主要探讨金宝海南人的就

业情况，其中包括海南人最初移民至金宝时占多数所从事的行业以及他们的就

业情况等。第二节则为金宝海南会馆对华社的贡献。在此节中，笔者将会透过

探讨金宝海南名人或领袖为切入点，述说金宝海南会馆对金宝社会的贡献以及

影响。

本论文的最后一章为结语部分。在结语部分笔者将会对整篇论文做出一

个总结并且将着重指出本论文的实质性内容和研究成果。最后笔者一将会在此

部分整理出在完成此论文之时所无法解决的局限性、缺陷和困难，以便能够为

日后研究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金宝；海南会馆；海南人；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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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辞地抽出时间陪伴笔者到从未去过的务边，以至于不让笔者感到害怕与迷

茫。为此，笔者深感荣幸能够在这大学生涯中遇到了此等良友。

最后，笔者要感谢的还有最重要家人。在笔者完成这份论文的期间，每

当笔者觉得失落或沮丧的时候，家人总会给予笔者最大的支持与鼓励。虽然对

论文上的帮助不大，但是因为有他们的关心，笔者才有动力继续完成这份论

文。他们也让笔者知道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家里永远都是笔者的避风港，无论

在外面遇到了什么困难，家里的大门将会永远为笔者而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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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 前言

据金宝县官方网站记载，金宝开辟于 1886年1
，位于马来西亚霹雳州，

由于其地理位置坐落在近打河流域，所以是一个具有丰富锡矿的城市。对于当

时南来的华裔前辈来说，他们离乡背井来到马来亚除了是为了避难之外也是为

了寻找生计，能够让仍留在中国大陆的亲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早期采矿业是一

份相较于其它职业来说更能获得高利益的行业，所以这对于当时的移民者来说

这些具有丰富锡矿的城市便是他们向往的城市。因此许多移民者纷纷为了锡矿

来到金宝，于是便使得金宝华人人口不断增加，逐渐发展成华人占大多数的城

市。他们将这些钱都用在了地方建设上，把赚到的钱都用在了开辟马来亚各个

地方。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大多在慈善领域都会出一份绵薄之力，而其中

以华社为主。这些慈善领域有比如创办华文教育、各族群会馆、医院等等。

金宝海南会馆在 1936 年成立之时是以金宝琼州会馆为名。（见附录 1）

“因海南于 1988 年设立海南省，定为海南经济特区，省会海口市的原因”2
，

在 1990年马来西亚联会举办了特别大会，通过了当时所提议案，将‘琼州’改

名为‘海南’。随即，金宝海南会馆也从原名为金宝琼州会馆易名为现今的海

南会馆。

1 “Latar belakang Kampar,” Portal rasmi majilis daerah Kampar, assesded by March 12, 2021,
https://bit.ly/3DI53Ne.
2 黄宏荫，<海南省概况>，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上），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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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的研究年限限定于 1936年到 1970年。1936年是金宝海南会馆最

初开始有一些雏形,而选择研究年限止于 1970年除了是马来西亚成功独立以

外，还是因为在 1960年初马来西亚海南人的经济地位渐渐开始有所改善
3
。由

于当时前辈生活艰苦、缺乏文字的记载，为了不让他们的努力被后代所遗忘，

因此笔者撰写了本篇论文，这也是笔者主要动机之一。本篇论文将以金宝海南

会馆为个案研究例子，探讨霹雳州金宝县与海南人的移居史略、金宝海南会馆

的背景和发展以及其对金宝的贡献与影响。

第二节研究对象与动机

对于早期来到马来亚生活的前辈来说，会馆的成立成为了他们为数不多

的依靠。笔者将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定为金宝海南会馆是因为其的成立不仅为当

时南来的海南华裔前辈提供了庇护所，并且也为他们解决了一些无法独立解决

的困难，比如金钱和人事纠纷等。不但如此，金宝海南会馆的成立在当时对华

社的贡献以及影响，就比如说当时的王先楫先贤（1892年-1946年）是如何成

为金宝海南族群在锡矿业最为出色的人以及其如何带动金宝当地的发展。

然，笔者之所以会选择以海南人为主要探讨族群是因为当时海南族群是

最为迟抵达金宝，甚至是马来亚的，并且人数也是最少的。那么，海南人究竟

是如何在此种逆境中成功存活下去也是笔者希望能够探讨的问题。最后，金宝

海南会馆与当地之社区互动也是另一个笔者感兴趣研究的问题，其中探讨务边

3 安焕然，<落地生根的海南人>，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上），

页 377。



3

海南会馆的逐渐没落从而导致管理权落入了金宝海南会馆手中之来龙去脉。两

所会馆之间的渊源让笔者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第三节 研究难题

在撰写这本论文时，笔者遇到最大的阻碍是由新冠肺炎引起的全国行动

管制。在这期间，笔者的行动被限制导致于许多事情也蒙受牵连。比如在课题

研究前期无法亲身回到金宝进行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为此笔者无奈只好通过

网上搜寻资料以及利用社交软件和电话进行访谈。这种透过科技的访谈让笔者

失去了观察的机会，也因为无法到现场考察的原因让笔者觉得所进行的访谈都

缺少了“在地感”。而且对于所进行口头叙述历史，尽管叙述者或许已经尽全

力地在回忆并且尽可能还原事情的经过，可是因为历史久远和没有明确的文献

记载作为证据印证，因此这些说辞亦是存在着漏洞，他们或许也只是口耳相

传，实事难辨真伪。为了能够解决以上所面对的问题以及更准确地获得印证信

息，笔者最终成功得到了批准，如愿回到了金宝以便得以进行实地考察以及线

下访谈。

再者，对于每一个以华人社会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都会面对的一

个窘境，那就是文献资料的匮乏。首先，由于金宝海南会馆成立历史悠久，金

宝海南会馆也曾在 1941年因为日寇侵袭南洋，马来西亚失陷而被勒令关闭，会

馆活动也因此而停顿。
4
除了日寇侵袭，金宝海南会馆正式成立后也曾经历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等大大小小的战争，史料大多都因战火而遭受到了破坏和遗失，

4 黄宏荫，<金宝海南会馆史略>，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下），

页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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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导致了早期的史料没办法寻获和考证。为了解决这些难题，笔者只好透过

访问现今海南人，以他们的口述尽力追溯当年的历史和事件经过。

除此之外，虽然笔者在网上以及现有的资料中寻获了许多金宝海南先辈

的姓名，可是由于资料匮乏的关系许多先辈都仅存有着姓名却没有文献详细记

载他们的生卒年、南来马来亚的生活经历、家世背景等资料。因此笔者也只能

尽力在网上搜寻关于他们的身份资料。虽然最终还是无法寻得他们的详细资

料，可是却发现他们的名字经常被提及于报章和刊文中，由此笔者可以推断他

们以前为金宝海南会馆甚至是金宝华人社会有着一定的贡献和付出。由于资料

的匮乏导致无法进一步探讨这些劳苦功高的先辈们是笔者在完成这份论文的过

程中其中一个遗憾。

最后，笔者深刻自知本身学术修养不足以及因为疫情耽搁了的时间也成

为了这份论文不足的原因之一。完成论文期间，笔者遭遇到了许多学术上的困

难和障碍，因此无法更深入地探讨金宝海南会馆和海南人到金宝的历史成为了

笔者一大遗憾。

第四节 前人研究成果

截至目前为止，笔者发现专注于研究金宝海南会馆的发展和贡献的学者

在学术界是严重缺乏的。在得知金宝海南会馆与务边海南会馆之间有密切关

系，笔者便开始搜寻有关务边海南会馆资料，从而发现了拉曼大学 2013年毕业

生黄淑敏的学士论文。在细读其论文后发现虽论文题目为“务边海南会馆”可

是内容却和金宝海南会馆息息相关，并且拥有许多照片是取自金宝海南会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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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值得关注的是其论文有提及于 1955年以前务边海南会馆已和金宝海南会

馆合并，并且管理权交由金宝海南会馆全权负责。为此，笔者在撰写金宝与务

边海南会馆之间的联系之时，将其论文作为参考，再结合人物访谈、田野调查

为佐证进行续写。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前人研究文献，笔者利用网络浏览了拉曼大学图书

馆网站系统（OPAC）、华艺线上图书馆（Airity Library）、香港大学图书馆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南方学院图书馆（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Library）、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NUS Library）等数间大学与学院图

书馆。据悉，丘思东曾于 201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金宝：欲火重生的火凤凰》

的书籍。内容是以丘思东的亲身经历讲述着金宝如何从开辟锡矿直到锡矿的发

达使金宝居民能够安居乐业、在后来锡矿无价而崩溃，金宝人民顿时失去收入

来源等等的金宝历史。此书的内容紧扣着金宝发展而展开叙述，内容与本论文

题目息息相关，因此受到了笔者的注意。由于本论文涉及到了金宝发展史，因

此在撰写此章节需要利用此书所写历史进行续写本论文内容。

除此之外，在网上搜寻资料时笔者发现诸多有与金宝华社有关的论文中

已有提及张长兴于 200年出版的《金宝 100年 1886-1986》。此书于之所以会

引起笔者注意是因为内容是围绕着 1886年至 1986年的金宝华人如何在金宝这

块土地上扎根续写，而本论文所研究的金宝海南会馆年限是 1936年至 1970

年，因此笔者相信此书内容将会有笔者所能用以印证的文献。可惜此书于笔者

上述所列出的图书馆中结果皆显示无此书，为此深感惋惜。

另，笔者至今仍未发现对此会馆进行深入考究的文献，反观对于研究马

来亚海南人发展历史的文献则有数本。其中便有由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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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此书为黄宏荫先生为主编，编委则有安焕然

博士、林延辉博士、祝家丰博士等学者。书籍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主要专注

于编写关于海南历史、教育、民族精神、信仰等较为广泛的内容，而下册则是

较为集中于南来马来亚发展的海南先辈历史、足迹、生活情况以及各个地方的

海南会馆简介与发展概况。其中便有略微提及了关于金宝海南会馆的历史概况

及对会馆有所贡献的海南先贤姓名。因此本论文大量使用了此书作为参考，以

续写有关于海南人的事迹以及金宝海南会馆的历史。笔者将在此书里所提到的

海南先贤姓名进行追溯，成功鉴定到了以前对金宝海南会馆贡献较多的先贤身

份以及发起人、首届会长与副会长姓名等重要资料。

第五节 研究方法

为完成此论文笔者使用了三种方法进行研究，即文献分析法、实地考察

以及口述历史。

一、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是笔者在完成本论文最主要的研究方法。首先，笔者将对在网

上所搜索到有关本论文题目的前人研究成果，即是一些前人所撰写过的报章、

文章、论文、期刊等进行分析和详读。如黄淑敏所完成的《务边海南会馆

（1902-2013）》、黄文斌博士所撰写的<增城客家人的移居与发展：以马来西

亚金宝增龙会馆为例>，收录于黄贤强主编的《会馆、社群与网络：客家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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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论集》、张期钧的<锡壤上的法国：马来西亚金宝历史、记忆与国族>等。这

些文献对于笔者来说在了解金宝发展史、金宝海南会馆历史以及金宝海南籍贯

的华人群上是最为有效的。并且在分析这些文献时，笔者采用了作者在内容中

对于金宝华人社区的理论以及他们所采用的历史研究概念作为本论文之参考。

在进行分析后，笔者便也可以从中确定本论文所要研究的方向以及所需收集的

史料内容。

紧接着，笔者除了运用网络的利便之外也尽力得到一些与本题目息息相

关的电子版或复印版书籍。譬如说在金宝拉曼大学图书馆中笔者发现了一本名

为《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的书籍。此书使笔者了解了海南族群到马来西亚

的历史、宗教信仰、生活情况等。在详读此书后笔者发现内容其中有记载着金

宝海南会馆的创始年份、发起人姓名、会馆历史等等暂时无处可觅的资料。由

此可见此书对本论文亦是极为重要。

再者，在研究一家会馆的历史时其历年会议记录和会刊是极其重要的文

献来源。可是基于疫情至今都尚未完全褪去，导致现今笔者仍无法亲自前往会

馆查看，因此笔者只好借助网络以盼能够寻获。在笔者寻访金宝海南会馆现任

总务后，笔者成功得到了一本霹雳海南会馆所出版的《霹雳海南会馆 100周年

会庆》。会刊内容除了参考自会馆档案、文献和前辈们口述之外，编辑小组亦

将会从霹雳各地方的海南会馆中收集史实、图片、文档等。此特刊内容概括创

办人名录图片、历届会长名单照片、会馆简史、霹雳州杰出海南乡贤等。其中

最为吸引读者的是词特刊内容含有金宝海南会馆史略，内容除了提及金宝海南

会馆 1938年、1945年、1954年等的正副会长外，也叙述了关于金宝海南会馆

当时的动向，比如金宝海南会馆在 1978年筹获第一笔用以奖励会员学习优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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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奖学金、为了响应琼联青之召唤而于 1984年 5月 12日青年部正式成立

等。因此笔者在书写内容时有兴获得此特刊，以能够深入地了解有关金宝海南

会馆的资料。

除此之外，为了更能够了解当时南来马来亚讨生活的华人历史事件以及

当时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会馆的成立和形成原因，笔者也使用了一些相关书

籍。比如说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新

编》。此书涵盖了马来西亚独立前后华人政治、经济、教育、社团、社区等多

方面的史事。借此书使笔者了解海南人到马来西亚时在独立以前和独立以后所

面对的困境以及他们如何解决并且排除困难。

最后，由于关于金宝海南会馆的资料严重缺乏，因此笔者也在透过搜寻

网上的电子报章从而作为了解金宝海南会馆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情的其中一个途

径。在笔者搜索的过程中发现“NewspaperSG”中的《南洋商报》及《星洲日

报》里收藏了许多年代久远有关于金宝海南会馆的报导。笔者在分析了早期旧

报章《南洋商报》时发现有几则新闻内容是报道有关金宝海南会馆早期召开会

议时的内容。譬如《南洋商报》曾报导于 1962年 4月 5日“金宝海南会馆举办

了关于决庆天后诞以及有关三圣娘庙管理权的讨论。”5
笔者便是借由此报章得

知在此之前金宝海南会馆一直拥有着管理务边三圣娘庙的权利。不仅如此，透

过阅读这些就报章笔者也将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对金宝海南会馆有贡献的先辈们

之名称、职位、事迹等资料。报章内容有提及一些笔者在查看书籍时所没有看

到的海南先辈姓名。如王先楫、莫克铨、何和瑞等人。借此笔者在报章上能够

知晓这些先贤当时在金宝海南会馆的职位以及使笔者对他们的事迹有初步的了

5 <金宝琼州公会决庆天后诞>，《南洋商报》，1962 年 4 月 19 日。https://bit.ly/30RISpz 取用日

期：2021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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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另外，报章中也会有提及当时金宝海南会馆所举办过的一些盛典、会议、

运动等等事件，借由这些报导中笔者便可以从中推测金宝海南会馆当时在金宝

的地位、贡献以及发展。

二、实地考察

根据黄淑敏的论文中提及由于务边海南会馆与金宝海南会馆之间的渊源

颇深，因此她在撰写论文之时曾到访过金宝海南会馆，并且进行了摄影收录进

论文中。无奈之下，笔者也只能利用其所留下的照片进行分析。除此之外，在

撰写内容部分之时笔者曾亲自到务边海南会馆了解了会馆的历史、观察会馆的

格局设计以及内部设计。由于疫情关系，金宝海南会馆无法接待客人，因此笔

者只能到务边海南会馆进行实地考察。这是因为金宝海南会馆大多数的节庆都

会在务边海南会馆举行，因此笔者在务边海南会馆也得到了不少与金宝海南会

馆息息相关的文物，如牌匾、先贤照片等。会馆中所保留至今的文物是笔者完

成这份论文最重要的佐证之一，透过观察这些历史悠久的文物，笔者便能知晓

当时金宝海南会馆在金宝的影响力以及探讨会馆的辉煌时期。

此外，笔者也亲自到了务边三圣庙进行实地考察。在实地考察之前，曾

于多份报章、书籍以及论文中得知，由于金宝并没有设有属于海南人的庙宇，

因此每年的宝诞与节庆，金宝海南人都会前往务边三圣庙一同进行参拜仪式。

所以笔者认为务边三圣庙与金宝海南人必有联系，所幸最后于务边三圣庙找到

了许多金宝海南人所赠送的牌匾等文物。从这些文物上所留下的名字中也成功

让笔者在了解金宝海南会馆先贤身份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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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述历史

金宝海南会馆历史悠久，其中经历了日据时期，因此很多文物和文献都

已销毁，为此只能依据先辈一代一代以叙述的方式流传至今。为此，在完成这

份论文之时，笔者也将以口述历史的方法进行以便论文能够更加完善。首先，

笔者联系了金宝海南会馆现任会长蔡仁荣（1951-）、务边文物馆创办人之一彭

西康（1940-）以及一些仍居住于金宝的理事们，比如现任总务杜有瑞（1943-

），笔者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金宝海南会馆以及金宝海南族群的历史事迹。现

任会长蔡仁荣先生乃是务边琼美茶餐室老板。（见附录 3）琼美茶餐室创立于

1952 年（见附录 4），从祖辈开始传承至今已有三代。在 1948 年，蔡兴民

（1926-2010）与其父亲蔡时文（1895-1960）便已经来到了马来亚（见附录

5、6）。因为当时人生地不熟，因此只能在路边泡咖啡。当时他们泡咖啡所用

的咖啡粉皆由蔡时文亲自所炒，期间不断专研改进，最终成功获得了专属于自

己的咖啡配方。在 1953 年，蔡兴民手握家传配方在务边开设了琼美茶餐室。直

至 1987 年方才由蔡仁荣接手，继续营业至今。（见附录 7）6
蔡仁荣三代人居于

务边已然有八十四年之久，可见其定对金宝和务边的海南人有着一定的了解，

并且笔者有幸从他们口中定能知晓关于金宝海南会馆与务边海南会馆之间的关

系以及历史。除此之外，因为金宝与务边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务边文物馆发起

人之一兼现任副馆长彭西康先生也成为了笔者重点采访对象之一。务边的开埠

早在怡保以及金宝之前，早期有一些先贤在抵达金宝之前曾于务边逗留发展，

6 受访者：蔡仁荣，采访者：苏映彤，日期：2021 年 11 月 5 日，时间：中午 12 时，地点：务

边琼美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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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金宝锡矿被发现才到金宝发展。为此，笔者希望能够在与其访谈之时能够

得知金宝与务边海南人之间的联系。

除了探访金宝海南会馆会长和其他理事之外，笔者也到了己子当归茶室

拜访其第三代继承人陈春燕（1981-）。据悉，己子当归创始人陈颖贵（1920-

2004）以前亦是从海南漂洋过海到金宝寻求生计，期间却因为手艺了得从一家

规模极小的咖啡馆渐渐地发展成现今的茶室。在这期间历经了一百多年的洗

礼，笔者非常有幸能够从继承人陈春燕口中得知己子当归茶室成立年份、名字

由来、茶室继承经过、己子当归茶室前身等。最可贵的是，笔者也从中得知己

子当归茶室创始人陈颖贵曾为金宝海南会馆会员之一，随后更被推选为会馆名

誉会长。由此可见，己子当归茶室创始人与金宝海南会馆渊源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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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金宝与海南人的移居史略

在 19世纪，许多华人被招募来到了马来亚，从事都是艰苦万状的拓荒工

作。
7
经过整百年之久，他们与其他种族先贤合力把原为原始大森林的马来亚慢

慢开发，为马来亚经济做好了奠基的工作。

当时南来的华人背井离乡，从中国移居到了马来亚必须面对人生地不熟

的问题，还需要适应新土地的气候。马来亚与中国的气候大相径庭，中国一年

拥有四季，反之马来亚则常年如夏，炎热的气候使得他们或会出现水土不服的

情况，甚至有些不幸染上森林瘴气、疟疾、霍乱等顽疾就此客死异乡的也不在

少数。因此这对于早期南来打拼的华人来说这是一项非常大的挑战而也相当值

得后代铭记。

除此之外，当年来到马来亚寻求生计的华人除了需要适应气候差异之

外，他们还需要自食其力为当时仍为荒山野岭的马来亚开荒僻地。随着南来的

华人矿工在“采锡热”
8
的吸引下前来金宝，越来越多人聚集在此地，因此日常

需求也越发的多。这也开启了贩商们与居民进行买卖活动，刺激金宝经济增

长，渐渐地金宝从一个荒地逐渐形成了一个小乡镇。
9

就因如此，有人群的地方，一定就少不了有争执与冲突。早期的华人刚

踏入这片土地时，在生活上必然会遇到种种或大或小的问题。比如金钱和人事

7 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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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v。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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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9 同上，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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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等都是初来乍到的华工们无法独立解决的。因此在这个时候一个能够为他

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同乡会组织或是有能力或社会地位高的人就会显得尤其重

要。

为此，笔者将会在本章把内容分为两节进行叙述。首节将以金宝为背景

探讨金宝的开辟以及当时所发生之大事与海南人的关系以及影响。第二节为金

宝海南人史略，即探讨海南人移居金宝乃甚至马来亚的原因、方法以及早期后

期的经济活动等。

第一节 金宝简史

金宝自 1886 年开埠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因为其地理位置恰好坐落在

具有丰富锡矿石的近打河流域，因此在矿石被发现后吸引了大量南来寻求生计

的劳工，使得这本是一片荒凉的地方逐渐增添了许多生气。在金宝创立开埠时

原是被称为Mambang Di Awan（今译为“万邦刁湾”），也就是在云端的仙女

的意思。以前的金宝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金宝山经常在雨后的影响下出现山岚

和云气，相当漂亮，就犹如仙女一般，这也就是“Mambang Di Awan”名称的

由来。
10

在 1880年到 1985年期间是金宝锡矿业的“辉煌年代”，金宝因为藏有

丰富的锡苗，从而使得此地繁华昌盛长达百年，而锡矿业也顺势成为了金宝最

10 丘思东，《金宝——浴火重生的火凤凰》，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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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经济来源。11近打谷锡产区的锡矿产量非常的多甚至是闻名全世界，

“甚至促使马来亚于 1880 年开始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锡产国长达一百多年

（1880-1987）”12。由于看见了金宝自带的天然商机，许多华人也漂洋过海来到

了金宝。而金宝的各个行业也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发展蓬勃，间接性地带动了整

个金宝的经济发展。金宝的锡矿产业生产量使得当地在这段辉煌的时间段有不

少著名的锡矿家也相继崛起。

由于金宝当时锡矿被发现，各个籍贯的华人都纷纷来到了这里生活，而

海南族群是所有南来华人中最为后到的群体，因此在此前大多数的行业都已经

被占据，导致了当时南来的海南人陷入了工作难寻的窘境。所幸因为金宝矿业

发掘了全新的商机，吸引到了许多来自国外的公司来此投资发展，为那时的海

南人提供了一线生机。在 1880年，一家来自法国的采锡公司（Societe Anonyme

Des Etains de Kinta（简称 S.E.K）来到了金宝采矿，并且在 1883 年便开始产

锡。13因为该公司的到来，成功为金宝掀起了矿业的序幕，引起了许多来自其

他国家的开矿公司的注意和兴趣。在这期间，S.E.K在金宝拥有了最大的矿区，

在 1949年甚至还和霹雳政府签下了采锡合同。14“为了拥有足够的人力采矿，

S.E.K 矿场的受雇者在 1950 年至 1953 年甚至高达 1万五千人”15。如此，越来

越多的华人开始来到了金宝，在金宝落地生根。不仅如此，“S.E.K 在引进采

矿机械时甚至兴建了霹雳州内第一间发电厂”16，成功将金宝的发展更推上了

一层楼。

11 <金宝锡矿业（上篇）：鼎盛期拥逾百座锡矿场·金宝靠锡风光百年>，星洲日报，2019年 4
月 1日。参阅 https://bit.ly/2Z6EVfR。
12 丘思东，《金宝——浴火重生的火凤凰》，页 23。
13 丘思东，《金宝-浴火重生的火凤凰》，页 2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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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族群与文化硕士班硕士论文，2018），页 35。
15 同上，页 37。
16 陈长兴，《金宝 100年（1886-1986）》（直落英丹：瑞文印务有限公司，2001），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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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金宝的经济发展逐渐繁荣，越来越多商人开始向金宝迈进。而这也

使得当时较为晚到金宝的海南先贤们找到了工作的方向，那便是接手其他族群

所不愿从事的工作，即替洋人打工。那时候的海南先贤为了讨生活最终被迫到

了洋人的家庭、餐厅或军营从事“下人”的工作，比如餐馆或旅馆服务员、厨

师、管家或海员等。17较后许多洋人逐渐从金宝撤离后，这一些海南人即将他

们业务上所得的经验“自立门户”，陆续开设了许多独有海南风味的咖啡店。

可见一开始替洋人打工的讨生活途径也将海南人与饮食业之间画勾上了百年来

的不解之缘，甚至让海南族群在马来亚经济中终于占有一席之位。

渐渐地，因为有了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多海南人陆陆续续地来到了金宝

生活，而这也使得海南人在金宝形成了一个方言群体并成立了会馆。

第二节金宝海南人史略

继上一节所述，海南人因为在马来亚寻找到了生活出路后，越来越多的

海南人开始汇聚在金宝，甚至在金宝形成了一个不大的小方言群体。那么在这

一节笔者将会探讨海南人的历史、他们移居到马来亚和金宝的种种遭遇以及海

南人在金宝早期和后期的经济活动。

海南岛是海南省的主体，其历代的称谓面对了多次的演变，“西汉元丰

年海南置珠崖、儋耳两郡，因此海南岛初称珠崖儋耳郡。”
18
再者，“《汉书》

援引了东汉学者应劭的解释：‘二郡（珠崖、儋耳）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

17 黄宏荫，<海南省概况>，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上），页

277。
18 黄宏荫，<海南省概况>，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上），（吉隆

坡：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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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故曰珠崖’”
19
以前生活在儋耳郡的人由于其耳下垂，因此便有了开始的

“离耳国”之称。“离耳国人的耳下垂貌取《国语·齐语》‘觅任儋何’之

说，提出‘珠崖任儋耳’，所以两郡取名珠崖、儋耳。”
20
随后于“唐朝贞观五

年增设了琼州”
21
，海南岛简称为“琼”就是跟据此事而来的。所以有一些人会

称它为琼管、琼台、琼州、琼崖等名。至于“海南”这个称谓最早是出现于南

北朝时期，“据《北史》卷八十记载，当时的谯国夫人（冼夫人）是岭南少数

民族的首领，‘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峒’。”
22
直至唐宋以后，“海南”一词方

才被定下用作今日海南岛的专称。

因为“海南岛位于中国广东省西南部，因为地理位置相当优越，琼州人

方便出洋，海南岛的帆船很早就来往马来半岛。”
23
对于史书所记载海南人前往

马来半岛的最早资料是在《明实录》一书中。书中记载“卷二百十七载，成化

十七年(1481 年)，遣礼部给事中文昌人林荣赴满刺加24充正使。”
25
明代时，

“南洋诸国的贡船，多由琼州诸港转赴广州。”由于当时海南岛对外的贸易相

较发达，所以有许多的海南人也会随之来到了南洋进行贸易活动。而在大约 19

世纪初之时，由琼州前往暹罗
26
的货船（叫戎克（见附录 8）或沙船），已经增

加迅速，随这船只前往暹罗和马来亚谋生的人也逐渐有所增加。
27
由此可见，因

为外出贸易的船逐渐增多，因此跟随这船只下南洋贸易的海南人在 19世纪初的

19 <珠崖，海南最早的名字>，海南省人民政府，2020年 3月 1日。参阅 https://bit.ly/30Gi4sx。
20 <儋州民间民俗文化>，海南省人民政府，2015年 8月 4日。参阅 https://bit.ly/30O9RlZ。
21 黄宏荫，<海南省概况>，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上），页 3。
22 海南省委宣传部及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的由来>，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

料汇编》（上），页 10。
23 海南省委宣传部及海南省教育厅编，<海南人移民马来西亚的历史与社会活动>，收录黄宏荫

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上），页 258。
24 现为马六甲。
25 佚名，《明宪宗实录》（北京：中研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不详），页 3767。
26 中国对现泰国的古称。
27 海南省委宣传部及海南省教育厅编，<东南亚琼侨移民史>，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

南族群史料汇编》（上），页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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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也渐渐增加，而真正出现大量下南洋则是发生于 19 世纪中叶后。即 1926

年至 1930年期间因福建与广东的内部动乱以至于居住在海南的民众生活不安

定、在 1935年至 1939年因为日寇侵略中国，各省接连沦陷，民众纷纷逃生至

南洋生活。
28

海南人在来到马来亚之前是散居于东南亚各国，“但其重要登陆点仅有

三处：新加坡、曼谷与西贡29
。”他们在前往马来亚之前一般都将停留在新加坡

区域，接着再转赴马来亚以及南洋其它地方。虽然海南人初次踏足南洋的时间

非常早，可是当时他们也仅是进行贸易，而非长期居留。这是因为除了“海南

之西、南地区，乃是人口稀少的地区”
30
。之外，也是因为出洋者都有着一项共

同的约定，那便是不能携带妇女出洋
31
。

海南人在金宝，甚至是马来亚落地生根的时间相较于其它籍贯是比较

迟，并且人数也是相对于少的。据 1911年霹雳州金宝人口调查指出到金宝的人

口共有 9952人，其中海南人人数共为 115人，相较于当时拥有 6909人的广东

人、1245 人的福建人和 971人的客家人来说，人数明显是偏少的。
32
不仅如

此，根据 1970年人口调查统计，马来西亚“琼州人的人数仅占了华人总人口的

4.5%”33
，而“1980 年则是 3.9%”34

。

不仅如此，金宝是因为锡矿的发现和开采关系，吸引了大批华人到金宝

采矿谋生，有些更是拖家带口一起到了金宝，而笔者相信后期选择在此落地生

28 海南省委宣传部及海南省教育厅，<海南人移民马来西亚的历史与社会活动>，收录黄宏荫主

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上），页 259。
29 现为胡志市，曾为越南共和国首都。
30 海南省委宣传部及海南省教育厅，<东南亚琼侨移民史>，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

族群史料汇编》（上），页 235。
31 同上，页 23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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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on, and
Occupation”, (London: Darling&Son, Ltd. 1911), 120-121.
33 安焕然、吴华合著，《远观沧海阔》，（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9），页 122
34 同上，页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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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的海南人亦不例外。虽然当海南族群进入金宝时，大部分有关锡矿的职业都

被其它早到的籍贯所占据，可是仍有一些坚强拼搏的海南人成功从中脱颖而

出。比如金宝海南会馆发起人之一的王先楫（1892年-1946年）。据《中国

报》记载，近打锡矿（砂泵）工业博物馆副馆长周承隆指出“近打谷的锡产量

于 1884 年至 1889 年之间，从 5000 担35（pikuls）增加至 4 万 4700 担，5 年时

间增加了 794%。”
36
当时的金宝因锡矿旺盛，被其吸引至此地发展的不只有华

人，还有许多洋人。根据海南族群到马来亚大多数所干的职业从而可以推断他

们到金宝最初用以维持生计的主要工作是为当时被锡矿所吸引到金宝发展的洋

人打工。

当海南人来到马来亚谋生的时候，所能选择从事的行业少之又少，无奈

之下他们只能选择当劳工亦或是其他籍贯的华人不愿意做的辛苦职业。
37
。显而

易见，海南人在金宝的处境也不怎么好，他们因为人数较少，导致与其他族群

在工作竞争的困难增加了。虽然如此，他们却屹立不倒，在为洋人打工的时

候，努力积极学习各种知识、手艺等。这最后也将成为他们日后在金宝的生计

源泉之一。

35 一担等于 100斤，相等于五十公斤。
36 <近打谷采锡量占世界 50%>，《中国报》霹雳版，2020年 1月 3日。https://bit.ly/3cyPye 取

用日期：2021年 3月 26日。
37 李雄之，<马来西亚海南族群的发展及其乡土情结>，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

史料汇编》（上），页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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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金宝海南会馆成立与变迁

早期移民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在一个地方聚集，人数众多之后为了相互之

间能有个照应、联络感情的情况下自发建立起了社会组织。“在马来西亚，华

人的同乡会馆或乡团主要基于共同地缘原则或同乡原则，即在中国原籍为同

省、同府、同县、同乡、同村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传统性组织。”
38
金宝海南会馆

的成立是以同省关系而建立的一个互助、联谊和自治的组织。

南来华人刚踏入马来亚这片新土地的时候，在生活上无可避免地会遇到

很多无法独立解决的困难。因此一个能够协助他们解决这些难题的组织或是有

能力或社会地位高的人就会显得尤其重要。而会馆的成立目的就是为了提供同

乡们解决问题。“这些会馆（早期称为公所、公司、社等等）最早的功能是作

为安置‘新客’，即安顿出从中国来到此地谋生的劳工之重要场所。”
39
随着金

宝人口越来越多，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南来同乡的福利以及为新同乡到金宝介

绍工作，便有人开始倡议组织同乡会和会馆。
40
当然，金宝海南会馆也不例外。

可见，对于早期南来的的华人来说，一个会馆的成立给予他们内心上的安心和

照顾。

38 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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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黄文斌，<论吉隆坡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客家人的参与（1859-1920）>，《亚洲文化》2008年第

32 期，页 11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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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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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探讨金宝海南会馆，笔者将把此篇章分为三个章节，其一为

金宝海南会馆成立前后所发生之事。笔者在第一节中将会探讨金宝海南会馆成

立之前所遭遇的困难和金宝海南会馆成立之后所经历的中日战争与马来亚日治

时期对会馆造成的影响等。第二节中笔者将会叙述金宝海南会馆早期成立的宗

旨和成立期间对会员的功能以及服务。而第三节中笔者则将会重点探讨金宝海

南会馆的社区互动。在此节中，笔者将以务边海南会馆为主要探讨其与金宝海

南会馆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此外，笔者亦将会透过务边海南会馆内所设有的天

后宫述说海南人的宗教信仰以及金宝海南会馆所有参与的历年祭祀盛典概况。

第一节 金宝海南会馆成立

金宝海南会馆拥有两个成立年份，即 1936年和 1938年。在 1936年之

前，海南先贤王先楫、莫克铨（生卒年不详）（见附录 9）、王启甲（1891年-

卒年不详）、何和瑞（生卒年不详）、王先德（生卒年不详）等人已经开始发

起组织。当时不仅面临了资金不足，甚至人力也相当的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只

能无奈将在金宝成立海南会馆的想法搁置。可是在这期间随着越来越多海南人

开始聚集在金宝，诸位海南先贤终于筹齐了少数资金，成功在 1936年租下了赁

楼下的一个厅作为他们当时的筹备办事处。海南先贤们设立此办事处的主要原

因是为了能够有组织地征求来到金宝的海南同乡积极地登记入会，并且同时进

行募捐基金。
41

41 黄宏荫，<金宝海南会馆史略>，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下），

页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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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年的号召，1937年海南会馆成功在同乡们的捐助下在金宝购置

了一所楼宇。可是由于当时所购的楼宇相当陈旧，不适合应用，因此他们携手

修整楼宇内外，并且加以刷新。当时的海南会馆虽已有了足够的会员以及资

金，可是尚未完成注册，因此在装修楼宇的期间，他们亦“同时着手草拟章

程，申请注册”
42
。最终于“1938 年 5 月 12 日正式成立，名为‘琼州公

会’。”
43
（见附录 10）随后，在经过两年的整修下，金宝海南会馆成功于

1939年 6月 10日迁入新楼，并于当晚举办了茶会以贺乔迁之喜。
44
（见附录

11）

在翻阅金宝海南会馆较旧的资料时，笔者发现本会馆原称“金宝琼州会

馆”。这是因为如前篇所述海南岛最初名为珠崖儋耳郡，直至唐朝方改为琼

州，后又称琼崖，因此海南人在此之前一般都称为琼州会馆或是琼崖会馆。尔

后，“于 1982 年海南岛建省之史无前例的政改而进行新编制，令海南岛由‘广

东省特别行政区’升格为‘海南省经济特区’的现实趋势走向，促使海南籍贯

的海外侨团的称谓也随之改变。”
45
而马来西亚海南联会为了迎合祖籍地在

1990 年举办了特别大会更改全马会馆称谓，随即便通过议案决定将原称“琼

州”更换为“海南”。
46
在 1991年，“金宝琼州会馆”也因此改成了“金宝海

南会馆”。
47

42 霹雳海南会馆，<金宝海南会馆史略>，《霹雳海南会馆 100周年会庆》（霹雳：霹雳海南会

馆，2012）页 126。
43 霹雳海南会馆，<金宝海南会馆史略>，《霹雳海南会馆 100周年会庆》，页 126。
44 <金保琼州公会自置新会所并举行乔迁典礼>，《南洋商报》，1939年 6月 12日。

https://bit.ly/3FzlTyu 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3日。
45 霹雳海南会馆，<会史>，《霹雳海南会馆 100周年会庆》，页 35。
46 霹雳海南会馆，<会史>，《霹雳海南会馆 100周年会庆》，页 35。
47 受访者：蔡仁荣，采访者：苏映彤，日期：2021年 11月 5日，时间：中午 12时，地点：务

边琼美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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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海南会馆自成立至今已有 85年之久，在这期间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

的战争，这些战争都会对会馆造成或多或少的伤害。由于 1941年日寇侵略马来

亚，全马失陷，会馆也造到日军没收，会务也只能随之停顿。当时候日军侵袭

马来亚，所有华人四处逃命，导致会馆所有的活动暂停。不仅如此，因为在这

期间因为战火不断，会馆内部遭受破坏，甚至导致会馆被没收，所幸最后获得

同乡集资租回会所。在 1945年 8月 15日日寇投降后，金宝海南会馆开始恢复

会务，在同年再次召开大会，推选理事。
48

第二节 金宝海南会馆功能

在金宝旧街上有许多拥有多年历史的会馆，当时南来的华人大多对自身

的传统地域或籍贯观念非常浓厚。尽管他们漂洋过海来到了南洋落地生根，可

是他们仍不忘自己的根，因此金宝乃甚至整个马来西亚各州都建有不同传统性

社团组织。人们组织会馆的目的不外乎就是团结同乡，替同乡谋取利益，祭拜

神明，排难解纷，造福大众等等。
49
当然，金宝海南会馆成立的宗旨也是大同小

异。海南人早期在马来亚的经济地位处于下方，时常被其人看不起，所以这就

促使了海南人之间的团结，彼此凝聚力强
50
，笔者相信这是使他们下定决心建立

同乡会馆，一起为同乡谋福利最大的推动力。

当时海南先贤之所以不辞艰辛也要成立海南会馆，最初目的是为了让南

来的琼州人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能够凝聚成一体，相互关照。除此之外，有

48 黄宏荫，<金宝海南会馆史略>，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下），

页 839。
49 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页 xxxiv。
50 莫河主编，《海南社会风貌》（新加坡：新加坡武吉知马琼崖 联谊会海南作家作品出版室，

2005），页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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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会馆的照顾和提供栖身之处以及介绍工作，初来到金宝的海南先贤也能够在

此地存活下去。
51
就以金宝海南会馆为例，在 1964年 5月 25日金宝海南会馆会

曾贴出文告，会馆将提供低价且暂时性住宿给同乡，希望他们来到马来亚找工

作时有个落脚之处。过后更是开放给同乡以外的华人借住，可是前提是必须要

有来自会馆会员的推荐，方能入住。（见附录 12）如此一来，那些南来讨生活

的海南乡亲们在初来之时便有了栖身之地，他们无需过着风餐露宿，漂泊不定

的生活。最值得一提的是，海南会馆在确定自家乡亲在得到妥善的照顾后，他

们更向金宝华社伸出援手，开放宿舍予海南以外的华人，并且仅需获得会员推

荐，即可入住。足以见得，金宝海南会馆除了照顾同乡之外，他们也会协助同

是南来讨生活的华人。

不仅如此，金宝海南会馆除了救济在金宝内的同乡以外，他们甚至在得

知其他州属的海南人遇到困难后也积极出手相助。《南洋商报》曾于 1960年 7

月 3日报导过一篇以<金宝琼州公会捐助流落柔州琼籍人士>为题的新闻。（见

附录 13）内容所述金宝海南会馆于 1960年召开第四次理事会议，决定捐助二

十五元予流落在柔佛州尚未遣送回去的男女老少十五名以及捐助二十元予登加

楼琼州会馆兴建馆宇基金。
52
可见，金宝海南会馆成立后确实遵循了会馆成立的

历史意义，即团结一致，造福乡人。

早期的华人移民大多为劳工，教育水平十分低落从而导致生活艰苦。因

此大多华族，包括海南人都相当重视后代的教育。由于“海南教育出现过繁荣

51 黄宏荫，<琼州人南来苍桑史>，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上），

页 256。
52 <金宝琼州公会捐助流落柔州琼籍人士>，《南洋商报》，1960年 7月 3日。

https://bit.ly/3r0E3oC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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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因此也曾经被誉为‘海外衣冠胜事53’”
54
。以至于来到马来亚讨生活的

海南人宁愿穷生活也不愿意穷读书。所以，金宝海南会馆在确定会馆各个方面

都进入正轨后决定培育英才，设立“会员子女学习优异奖励金”。据《马来西

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记载，“金宝海南会馆在 1978 年常年大会中曾建立了

‘筹募奖励金基金委员会’以负责筹募款项，作为永久奖励基金。经半载之募

捐，共筹获九千四百五十九元，存放银行生息，每届周年纪念日颁发一次以鼓

励会员子女勤奋向学，以便将来能够接受管理会馆，甚至服务国家社会。”
55
可

值得关注的是，笔者在翻阅报章时发现早在 1957年，金宝海南会馆便已经开始

颁发奖学金予成绩优秀的会员子女。（见附录 14）可见在很早以前，来到金宝

生活的海南先贤就已经深知学习的重要性。

不仅仅是颁发奖学金以作鼓励，笔者也发现在 1946年据《南洋商报》报

导，金宝海南会馆提倡举办国语夜学。金宝海南会馆发现金宝越来越多超学龄

儿童因为生活所逼，为了工作赚钱从而选择辍学。由于此前东安会馆所办的夜

学相当成功，因此金宝海南会馆亦决定为他们开设“琼州公会国语夜学”，希

望可以借助他们的业余时间进行教学。随即金宝海南会馆便开始着手准备教室

修理、教员聘请等事物，并且在完成准备后即注册开办夜学。
56
（见附录 15）

至于往后的夜学的一系列操作与事情则无法得知，为此笔者深感遗憾。

第三节 金宝海南会馆的社区互动

53 “海外衣冠胜事”的说法，出自《广东新语·事语·衣冠胜事》，指：因海南本为海州的一

大州且离中国很远，并且曾出现过繁荣时期，因此被称为“海外衣冠胜事”。
54 黄宏荫，<海南教育史略>，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上），页

32。
55 黄宏荫，<金宝海南会馆史略>，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下），

页 840。
56 <金宝琼州会馆倡办国语夜学>，《南洋商报》，1946年 10月 8日。https://bit.ly/3kVqq6y 取
用日期：2021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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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海南会馆与社区的互动可谓是相当的多，无论是与其他地区的海南

会馆或是其他会馆都互动频繁。谈到金宝海南会馆不能不提到务边海南会馆

（见附录 16），提到务边海南会馆则不能不提到三圣庙（见附录 17）。之所以

笔者会说谈到金宝海南会馆就不能不提以及务边海南会馆，是因为由于海南人

下南洋讨生活的人数本就少，然后随着时代不停的改变，一些华人渐渐离开务

边和金宝，前往大城市或国外生活，这就导致了能够继承管理会馆的年轻人越

来越少。所以促使务边海南会馆需要做出与其它海南会馆合併的决定。据现任

金宝海南会馆会长蔡仁荣表示，最初务边海南会馆曾与怡保海南会馆以及华都

牙海南会馆合併，可是因为距离问题，最后决定与金宝海南会馆合併。一直到

了今日，务边海南会馆的所有事物以及管理事项皆还是与金宝海南会馆管理。
57

务边于 1870年间便有人士来到此处有谋生，是一个比怡保（1880 年）

和金宝更早开埠地小镇
58
，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在 1902 年，莫克铨与广明华

（生卒年不详）（见附录 18）、周国泰（生卒年不详）（见附录 19）以及华明

聪（生卒年不详）（见附录 20）一同发起并且成立了务边海南会馆，目的是为

了团结同乡，互助互利。
59
就如“1906 年的重修（务边海南）会馆捐提芳名

录：‘琼侨团结之心坚且固则有数十年之久而安矣’。”
60

据彭西康先生所述，当初来到金宝生活的海南人大致分为两批，一批是

先到务边落脚，并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再搬至金宝继续发展。而另一批则是初此

57 受访者：蔡仁荣，采访者：苏映彤，日期：2021年 11月 5日，时间：中午 12时，地点：务

边琼美咖啡馆。
58 黄文斌，<开拓地方志的书写>，收录彭西康主编：《重拾历史的记忆：务边华人先贤的故事

（1850-2000）》，（霹雳：务边文物馆，2016），页 II。
59 彭西康，<务边琼州会馆之创立与发展>，《重拾历史的记忆：务边华人先贤的故事（1850-
2000）》，页 180。
60 同上，页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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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马来亚，以金宝为第一个落脚地的海南人。
61
然而莫克铨先贤则是隶属于第

一批人，即是先到务边，后到金宝。这是因为莫克铨除了是务边海南会馆创办

人之一的同时他亦也是金宝海南人创办人之一。莫克铨曾于 1938年 5月 12日

成立之时与何和瑞一同出任金宝海南会馆副会长，当时会长为王先楫。由此可

见，金宝海南会馆与务边海南会馆之间的联系早在金宝海南会馆成立之时甚至

在尚未注册成功之前便已经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早期海南人经常往来务边与

金宝两地，互通讯息，相互帮助，因此笔者相信曾经在务边海南会馆任职的委

员也许有些便是来自金宝。

务边海南会馆与其他会馆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务边唯一一间在馆内设立了

神殿，用以供奉神明。
62
据悉，此种会馆与庙宇结合一起的形式，目的是为了照

顾以及凝聚南来的同乡，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在神明的保佑下获得到精神上的慰

藉和安全感。
63
早期南来的华人除了需要解决三餐温饱，他们还需要拥有精神上

的依靠，因此有一些籍贯的人士便会将自己远在故乡所祭拜的神明带到马来

亚，以便能够继续供奉，祈求平安顺遂。海南人主要供奉三圣娘，即天后娘娘

（见附录 21、22）、冼太娘娘（见附录 23）以及水尾娘娘（见附录 24、

25）。据笔者在务边三圣庙中所看到的一则有关于天后娘娘的文章所述，天后

又称天上圣母，为海南人最崇信的海神，是海南岛汉族人的先祖。由于传闻她

常飞翔海上，安定波澜，所以靠海居民将其奉为水神，凡是航海和到海外谋生

的人都要祭拜她，以求平安。（见附录 26）冼太娘娘乃是历史上第一位巾帼英

雄，曾带兵平定海南动乱，恢复与中原联系，因此在元宵后便是为了纪念其的

61 受访者：彭西康，采访者：苏映彤，日期：2021 年 11 月 5 日，时间：上午 10 是，地点：务

边文物馆。
62 受访者：彭西康，采访者：苏映彤，日期：2021 年 11 月 5 日，时间：上午 10 时，地点：务

边文物馆。
63 彭西康，<务边琼州会馆之创立与发展>，《重拾历史的记忆：务边华人先贤的故事（1850-
2000）》，页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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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特殊民俗“军坡节”。每年军坡节海南人都会有不同的活动以祭拜冼太娘

娘，虽金宝与务边海南会馆都没过军坡节，但是依旧在每年都会有冼太娘宝

诞。64至于南天水尾娘娘，她是海南本土所供奉的海神。海南人认为在远涉重

洋之时，带上水尾娘娘神位或雕像便能保平安。为此随着海南人移居海外，他

们都会继续祭拜水尾娘娘以祈求平安。65

此外，在神殿处海岸放了七个神主牌，其中一个为英烈 108诸神兄弟

（见附录 27）的神主牌。108兄弟的由来是在早期有一百零八位海南人因为从

海南岛乘坐帆船到南洋的途中被大海吞噬，他们的身躯都沉入大海。为了纪念

这些先驱者的冒险精神，南洋海南人便专门为他们立了一个神牌拜祭。
66
不仅如

此，庙宇中还为那些客死异乡，无人拜祭的同乡立了一个神位（见附录 28），

以便得以祭拜。

由于金宝海南会馆并没有如务边海南会馆一般设有海南人庙宇，因此从

成立会馆开始，所有居住在金宝的海南人都将会前往务边三圣娘庙进行参拜仪

式。笔者在寺庙内发现一张详细写下了祭拜秩序，在会员们进行祭拜时，是需

要完全依据上面所述执行参拜仪式。可见，这些海南人相当重视参拜秩序，详

细列明应该便是为了避免后辈遗忘。（见附录 29）金宝以及务边海南人每年所

会进行祭拜的宝诞（见附录 30）有“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娘宝诞（见附录

31）、六月十二日冼太娘宝诞、十月十二日水尾娘宝诞（见附录 32）以及春秋

两季（春祭：清明节第二天，秋祭：七月后）。”
67

64 卢炳，<海南军坡节>，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上），页 399。
65 路曼，<水尾圣娘神迹简述>，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上）页

398。
66 吴华，<琼州人寺庙与奉祀>，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上）页

393。
67 彭西康，<务边琼州会馆之创立与发展>，《重拾历史的记忆：务边华人先贤的故事（1850-
2000）》，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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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寺庙内，还可以看到很多信徒所赠送的牌匾，牌匾上大多名字都无法

得知他们是否与金宝海南会馆有关系，这是一大遗憾。不过幸运的是笔者发现

其中一个牌匾上注明“金宝弟子”四字（见附录 33），在赠送人名中的其中十

位先贤乃是金宝海南会馆会员，甚至曾为理事。这十名先贤为王浩、王士卿、

王士琏、林学光、林明照、林雄、李会森、曾传栢、黄世诚和刑谷洲。
68
（见附

录 34）在 1964年 6月期间，因为会所残旧简陋，而会员人数也日渐增多，因

此诸位会员决定扩建会所。会员们在召开会议后，决定成立“扩建筹备委员

会”，当席便推荐了几十位会员为筹备扩建员，被推荐之会员其中就包括了上

面所述的十位先贤。
69
不仅如此，王士卿曾于 1947 年被推选为金宝海南会馆查

账员（见附录 35），于 1954年又再次被推选为查账员，而王士琏为候补员、

李会森为文读员、曾传栢为调察员。（见附录 36）虽牌匾上其余赠送人身份无

法查明，但笔者推测其他人皆与金宝海南会馆有关系，也许是会员乃至于是理

事。是以，这也可以印证当时金宝海南人与务边三圣庙之间是有密切往来的。

不但如此，笔者亦发现庙宇入口牌匾上刻着“三大娘庙”四个字的牌匾

赠送人乃何和敬于 1963年 8月 25日赠送（见附录 37）。何和敬曾多次担任金

宝海南会馆会长一职，其于 1956年被公举为会长后，由于领导有力，获得蝉联

数届至 1972年。
70
他是继何和瑞之后获得会员蝉联会长一职之人选。何和瑞是

金宝海南会馆发起人之一，他也曾是金宝海南会馆第一届副会长以及连任多届

68 此等十位先贤生卒年皆为不详。
69 黄宏荫，<金宝海南会馆史略>，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下），

页 840。
70黄宏荫，<金宝海南会馆史略>，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下），

页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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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见附录 38、39）。此外，何和敬也被推选成为 1964年的“扩建筹备委

员会”委员之一。
71
可见，早年金宝海南会馆与务边海南会馆之间的互动匪浅。

除此之外，笔者在金宝古庙亦意外发现金宝海南会馆曾于 1904年在金宝

古庙重建之时所赠送的楹联（见附录 40）和牌匾（见附录 41）。在楹联和牌匾

上皆刻有“琼州众等敬奉”以及赠送年份“光绪三十年仲冬吉旦(1904年 12月

7日)”（见附录 42、43）。是以，这便可以证明金宝海南人在光绪年期间是曾

于此留下足迹，并且与金宝古庙也有往来。由此便也得以印证，早期南来的华

人对神明的敬重以及神明对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71 同上，页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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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金宝海南人的经济活动与社区参与

会馆的成立从一开始的照顾乡亲生活上的需求，谋求同乡的利益以及介

绍工作外，会馆在确定各方面稳定后渐渐地开始回馈社会，甚至是南来先贤们

的出生地。在 1941年至 1945年期间是马来亚华人会馆的停顿时期，当时因为

日军的侵袭，马来亚在 1942年 2月 15日正式宣告沦陷。
72
日军随即在马来亚展

开大屠杀，并且把所有的华人聚集在一起看守。因此在这期间，大家四处躲

难，刚建立起来的会馆以及积攒的资金也随之消失。会馆资金之所以会流失，

是因为“日军强迫各地华侨协会向当地的华团（包括乡团）和华人筹集 5000 万

元奉纳金以作为华人保命之赎命钱。”
73
为了避免惨遭日军毒手，所有华团都变

卖家当，可惜最后却还是无法筹齐，导致所有的华人都纷纷逃命，以至于当时

的会馆皆人去楼空。

终于度过了黑暗的三年零八个月，日军投降后所有的华人会馆、社团等

纷纷开始恢复组织。可惜经过了日军侵袭马来亚这段时期，许多乡团的记录以

及档案都被销毁于战乱中，荡然无存，其中也包括金宝海南会馆。随着战争的

结束，经济开始稳定，人口开始上升，华人开始意识到团结和加强凝聚力的重

要性。因此在此时有许多会馆在重振后开始对社会伸出暖手，提供帮助。

为此，在这个章节笔者将其分为两节，第一节为金宝海南人的经济活

动，笔者将在这节中以金宝百年历史的茶室“己子当归”作为例子探讨金宝海

南人的就业情况，同时也将谈及海南人最初移民到金宝是所占多数的行业。第

72 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吉隆坡：马

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 365。
73同上，页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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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则将以金宝海南会馆发起人之一以及蝉联第一与第二任会长的王先楫为切

入点，述说金宝海南人的社会参与。

第一节 金宝海南人的经济活动

就如前面所提到的，当海南人来到马来亚谋生的时候，多数获利丰厚的

职业都被其他族群垄断。在早期的华人社会中存有一个非常特别现象，不同的

籍贯群都有不同的职业领域，比如广府人经营杂货店、客家人锡矿业等。由于

当时候大部分的海南人都是从事劳力工作，从商者则比较少，大都是开设咖啡

店和规模小的茶餐室，所以导致一直以来的海南人的经济地位都是居在其它籍

贯之后
74
。虽然如此，但据彭西康先生所述，海南人一般都比较刻苦耐劳，起早

贪黑，对所做的职业非常的勤奋，因此才能有了如今的海南餐饮业盛况。
75
这也

就成为了他们日后在金宝甚至是整个马来西亚的生计源泉之一。比如说位于金

宝新街海南人所开的“己子当归”茶室（见附录 44）。

己子当归原名是“南美茶室”，成立于 1938年。己子当归的创始人陈颖

贵（兴贵）（1920-2004）因为家里贫苦又碰巧遇上了海南岛大旱，农作物严重

失，大约于 1936年跟随其父亲陈封焯（生卒年不详）从中国海南岛琼山县洋塘

港村。因为当时在锡矿场工作时茶艺经常被同事称赞，于是他决定和其弟弟陈

封昌（生卒年不详）一起合伙开设了一家茶室。可数年后陈封昌不幸病逝，由

陈颖贵独一人自掌管南美茶室。一直到了现在，己子当归一共传承了三代人。

74 李雄之，<马来西亚海南族群的发展及其乡土情结>，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

史料汇编》（上），页 279。
75 受访者：彭西康，采访者：苏映彤，日期：2021年 11月 5日，时间：上午 10时，地点：务

边文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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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8年陈颖贵选择退休，决定将南美茶室正式传于其长子陈川正（1953-）

一直到 2010 年。因陈川正无后人继承，因此现如今的第三代继承人陈春燕

（1981-）于 2010年从陈川正（大伯）手上接管己子当归茶室一直到了现在。
76

据己子当归现任继承人陈春燕所所述，早期的南美茶室原址是于金保

（宝）督公街门牌 14号，是一条有着百年历史的矮仔铺
77
。

78
南美茶室在矮仔铺

营业已有 73 年之久，在当时可以说是那条街上最受当地老人青睐的茶室。当年

那里有许多大树，居民喜欢聚集在那里喝茶聊天，因此南美茶室便恰好提供他

们一个喝茶之处。可惜在 2011年，因为矮仔铺已经越发残旧，因此最终决定搬

迁至如今的店铺，并且改名为己子当归。如今的茶室坐落在大学城，因为这里

有许多学子离乡背井到此求学，因此为了使他们有家一样的感觉从而决定将本

为中药名的“杞子”与“当归”改名为“己子当归”，即有自己的孩子回家的

含义。
79

身为海南人的陈颖贵在来到马来亚安居后他也不忘帮助其它同乡以及金

宝海南会馆。陈颖贵除了积极响应金宝海南会馆的各种活动之外，也曾带领一

班乡里一同筹款以便能够帮助金宝海南会馆重建。在 1964年 6月金宝海南会馆

曾召开会员大会成立“扩建筹备委员会”，陈颖贵当时成为了筹备扩建委员之

一，负责进行工作，不到一年时间便成功完成扩建。
80
因为他的积极贡献，金宝

海南会馆将其选为金宝海南会馆名誉会长以感谢他的贡献。一直到了今日，己

76 受访者：陈春燕，采访者：苏映彤，日期：2021年 11月 4日，时间：中午 12时，地点：己

子当归茶室。
77 因为当时大多铺子都是双层，而这条街上的铺子是单层，所以被大家称为“矮脚铺”。
78 同注 76。
79 同注 76。
80 黄宏荫，<金宝海南会馆史略>，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上），

页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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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当归继承人亦仍偶尔参与金宝海南会馆的活动，虽然不如从前一般活跃，但

依旧是金宝海南会馆中的其中一位会员。
81

己子当归如今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洗礼却仍旧能够坐立不倒，笔者相信他

们依靠的便是海南人对事情的独有坚持，而陈颖贵独有的传统手艺和海南文化

也传承至今，成为了海南人在金宝最显而易见的经济活动例子。

第二节 金宝海南人的社会贡献

就如前面所说，海南人在马来亚因为人数少并且来到此地也较为迟，所

以所能从事的职业选择非常的少。为了能够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存活下去，

他们无奈只能从事较为辛苦的工作，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低

下，常受人欺负被人瞧不起。是以，在后来不管是金宝海南会馆或是金宝海南

先贤们在自身有所成就后，都会对金宝和其它地方华人社会甚至是中国海南地

区尽己之力，提供帮忙。

以金宝海南会馆第一任以及第二任会长王先楫为例，其是一位相当热心

之人。他出生于广东省乐会县，也就是今日的海南省琼海市九曲联光管理区仙

窟村。据悉，他在 6岁之时双亲相继离世，当时生活可谓非常艰苦。在 1917

年，年仅 15岁的他为了寻求生记跟随同乡来到了南洋打工。一开始他是先抵达

了新加坡，成为当地人的家仆，后来因为为人诚恳而被赏识，成为了管工。不

久后他存获少量资金，因此决定离开新加坡来到了马来亚。他用手头上少量的

资金在太平做小本生意，随后发现了金宝的生机后转至金宝将其生意扩大，由

81 受访者：陈春燕，采访者：苏映彤，日期：2021年 11月 4日，时间：中午 12时，地点：己

子当归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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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小本生意逐渐发展成公司。经过王先楫的努力，他成功成为了金宝海南

人中少数的锡矿家。
82

金宝海南会馆在 1936年因为经济尚不足，因此无法购置屋宇以作会馆，

所以无奈之下只能暂且租下一厅。王先楫在得知金宝海南会馆正筹募基金以建

会馆之时，其秉着益众之心，自发捐献 1千元为倡举，鼓励其它同乡积极捐

款。是以，在会馆成功成立后，王先楫被会员们推为首任金宝海南会馆会长。

可惜在经过日寇侵袭，其在成为第二任会长不久便罹难身亡。
83
据后来星洲日报

所述，王先楫在紧急状态初期，在其矿场中被几名暴动者击杀身亡。（见附录

45）

王先楫生前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其相当积极参与救助。王先楫于 1941

年曾为霹雳华人筹账公会金宝分会副财政（见附录 46），他曾于 1939年以个

人名义捐助 100元，最终筹得叻币
842500余元。（见附录 47）此外，隔年 1940

年 7月王先楫为了持续支持中国战役，以千元购入“七七建国纪念章”。（见

附录 48）由此可见，其身为金宝海南人中可谓最为成功之人在成功上岸后，也

不忘回馈社会。

82 <马来西亚著名华侨王先楫遗产纠纷案>，中国侨网，2011年 3月 19日。参阅

https://bit.ly/32qcevX。
83 黄宏荫，<金宝海南会馆史略>，收录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下），

页 839。
84 叻屿呷国库银票，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英殖民地时由英政府所发行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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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在早期华人社会里，他们漂洋过海来到南洋寻求生计，在陌生的土地上

举目无亲，此时的华人会馆就成为了其唯一的寄望，因此会馆便成为华人历史

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金宝海南会馆虽不是金宝最富裕的会馆，甚至海南人

在金宝的人数也不似其他族群一般多，可是会馆在先贤们的努力耕耘下，方才

能坚持至今。金宝海南会馆的屹立不倒象征着海南人南来金宝时的情况，同乡

们一同共度患难，团结一致在艰难中生存下来。每年神诞之时，金宝海南会馆

会员们都会集体前往务边三圣娘庙宇进行祭拜，它的存在提供了海南先贤信仰

以及心灵上的慰藉，更是华人文化中对神明敬畏的一部分。过去会馆为了让同

乡能够在此地更好地生存，他们不断进行改变和发展，希望借己绵薄之力提升

社会经济。因此会馆的历史对现在的后辈来说是提醒也是警戒，时刻提醒后辈

理应记得前辈的付出以及贡献。

海南人抵达金宝时所能够选择的行业已经所剩无几，而且人数也不如其

他族群，在这样极其劣势的情况下，他们积极寻找新的出路，最终成功在餐饮

业闯出一片天。当时的海南人不怕苦，不怕累，为了能够存活下去他们干着其

他人都不愿意干的粗活，而这份隐忍坚持也成为了海南人的标志。因此，尔后

的海南人在对于后代的教育是相当的看重。他们坚信教育方能使后代富裕，所

以无论自己有多贫穷，他们都必会让下一代接受高级教育，并且希望他们往后

能够为国家社会服务。



36

金宝海南会馆的成立可谓历经千辛万苦，困难重重，它的成立用了两年

之久方能成功。在这期间海南先贤到处筹募基金，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成功购

下了一所残旧不堪的屋宇。随着会馆的正式成立，这也表示着金宝海南人拥有

了属于自己的“家”，不再是一盘散沙。虽然非常遗憾的随着人口逐渐减少，

年轻人都为了寻求更好的出路，从而离开了金宝这个老乡镇。并且随着现今社

会越来越发达，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因此使得会馆不再是人们的依靠进而

导致金宝海南会馆出现了缺乏年轻会员的窘状。如今金宝海南会馆已经逐渐步

向没落，所幸仍有一群人仍然坚守会馆职务，坚信能恢复会馆往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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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考察记录-览表

表 1：人物访谈

日期 地点与时间 受访者身份与姓名 采访者

1. 5/11/2021 上午 10 时

务边文物馆

务边文物馆发起人兼现任

副馆长

彭西康

苏映彤

2. 5/11/2021 中午 12 时

务边琼美咖啡馆

金宝海南会馆现任会长兼

务边琼美咖啡馆继承人

蔡仁荣

苏映彤

3. 4/11/2021 中午 12 时 己子当归茶室继承人

陈春燕

苏映彤

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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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金宝海南会馆。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年 10月 27日。

附录 2：中国劳工（新客）受雇于霹雳州（矿场）的雇佣契约样本。拍摄：苏

映彤。拍摄于：2021年 10月 27日。

附录 3：蔡仁荣会长传承了海南人擅长泡咖啡的技巧，务求让顾客尝到正宗海

南咖啡。取自：马新咖啡茶业联合总会网页，https://bit.ly/3oN6weV。取用日

期：2021年 4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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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1952年琼美茶餐室获得开业准证。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年 11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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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蔡时文先贤。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年 10月 27日。

附录 6：蔡兴民先贤。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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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1987年由蔡仁荣先生为继承人。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年 10月

27日。

附录 8：西方人描绘 16世纪航行于亚洲海域的中国戎克船。取自：台史博线上

博物馆网页，https://bit.ly/3HFG53k。取用日期：2021年 10月 30日。

附录 9：莫克铨先贤照。拍摄：黄淑敏。拍摄于：2013年 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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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金宝海南会馆成立。<马来西亚琼联会>，《南洋商报》，1977年 2月

1日。https://bit.ly/3FzlTyu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19日。

附录 11：金宝海南会馆搬迁至新会所，并举行乔迁典礼。<金宝琼州会馆自置

新 会 所 并 举 行 乔 迁 典 礼 > ， 《 南 洋 商 报 》 ， 1939 年 6 月 12 日 。

https://bit.ly/3FzlTyu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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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投宿会馆通告。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 年 11月 5日。

附录 13：金宝海南会馆召开第四次理事会议，议决三项事项。<金宝琼州公会

捐 助 流 落 柔 州 琼 籍 人 士 > ， 《 南 洋 商 报 》 ， 1960 年 7 月 3 日 。

https://bit.ly/3r0E3oC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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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4：金宝海南会馆召开新职员就职仪式，同时颁发奖学金。<金宝琼州公

会 新 职 员 就 职 颁 发 奖 学 金 > ， 《 南 洋 商 报 》 ， 1957 年 2 月 6 日 。

https://bit.ly/32aN2sW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4日。

附录 15：金宝海南会馆决定为超学龄儿童创办国语夜学。<金宝琼州会馆倡办

国语夜学>，《南洋商报》，1946 年 10月 8日。https://bit.ly/3kVqq6y 取用日

期：2021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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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6：务边海南会馆外观。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年 11月 5日。

附录 17：务边三圣娘庙牌匾。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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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8：广明华先贤照。拍摄：黄淑敏。拍摄于：2013年 10月 19日。

附录 19：周国泰先贤照。拍摄：黄淑敏。拍摄于：2013年 10月 19日。

附录 20：华明聪先贤照。拍摄：黄淑敏。拍摄于：2013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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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1：天后娘娘神像。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年 11月 5日。

附录 22：天后娘娘神主牌。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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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3：冼太娘娘神像。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 年 11 月 5 日。

附录 24：水尾娘娘神像。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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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5：水尾娘娘神主牌。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年 11月 5日。

附录 26：天后诞与天后会的组织。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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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7：昭烈 108诸神兄弟神主牌。拍摄：苏映彤 拍摄于：2021年 11月 5

日。

附录 28：本境列姓男女孤魂之神位。拍摄：苏映彤 拍摄于：2021年 11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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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祭典礼秩序

1 齐集

2 全体肃立

3 奏乐

4 主祭者就位

5 陪祭者就位

6 执事各司其事

7 盥洗

8 行迎神礼（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9 奏乐

10 一献香、一上香、二上香、三上香

11 献茶

12 献酒（一酌酒、二酌酒、三酌酒）

13 献筷子

14 献饌、献饭、献鲜果、献财宝

15 烧祝文（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16 烧祝文、烧服装（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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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饮寿酒、受福昨

18 化财宝

19 行辞神礼（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20 奏乐

21 礼成

附录 29：祝祭典礼秩序。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年 11月 5日。

附录 30：三圣庙神明宝诞。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年 11月 5日。

附录 31：金宝海南会馆决定于务边三圣庙庆祝天后宝诞（农历三月二十三）。

<金宝琼州公会决庆天后诞>，《南洋商报》， 1962 年 4 月 19 日。

https://bit.ly/3oQ75V9 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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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2：金宝海南会馆决定于务边三圣庙庆祝水尾娘宝诞（农历十月十二）。

<金宝琼州公会召开理事会议>，《南洋商报》， 1964 年 11 月 9 日。

https://bit.ly/3qW4BqZ 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6日。

附录 33：由金宝弟子赠送予务边三圣庙的牌匾。拍摄：苏映彤 拍摄于：2021

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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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4：金宝弟子赠送的牌匾上所能查获身份的名字。拍摄：苏映彤拍摄于：

2021年 11月 5日。

附录 35：查账为王士卿先贤。<金宝琼州公会选新职员>，《南洋商报》，1947

年 1月 11日 https://bit.ly/3kULlGJ 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14日。

附录 36：文读员李会森、查账员王士卿、调察员曾传栢、候补王士琏。<金宝

琼州公会正会长何和瑞，《南洋商报》，1954年 1月 21日 https://bit.ly/3HJztkv

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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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7：由何和敬先贤于 1963年 8月 25日赠送。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

年 11月 5日。

附录 38：何和瑞先贤任金宝海南会馆会长一职。<金宝琼州公会选新职员>，

《南洋商报》，1947年 1月 11日 https://bit.ly/3HJztkv取用日期：2021年 1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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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9：何和瑞先贤蝉联金宝海南会馆正会长一职。<金宝琼州公会正会长何

和瑞>，《南洋商报》，1954年 1月 21日 https://bit.ly/3HJztkv取用日期：2021

年 11月 6日。

附录 40：金宝海南会馆赠送予金宝古庙之楹联。拍摄：苏映彤 拍摄于：2021

年 11月 14日。

附录 41：金宝海南会馆赠送予金宝古庙之牌匾。拍摄：苏映彤 拍摄于：2021

年 1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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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2：楹联上刻有“光绪三十年仲冬吉旦”和“琼州众等敬奉”。拍摄：苏

映彤拍摄于：2021年 11月 14日。

附录 43：牌匾上刻有“光绪三十年仲冬吉旦”和“琼州众等敬奉”。拍摄：苏

映彤拍摄于：2021年 1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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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4：己子当归茶室。拍摄：苏映彤拍摄于：2021年 11月 14日。

附录 45：王先楫因暴动死于自身矿场中。<金宝王先楫德配刘夫人遗体昨安

葬>，《星洲日报》，1959年 6月 18日 https://bit.ly/32qfBmB 取用日期：

2021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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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6：王先楫捐献一百元。<金宝同侨七七献金得叻币两千五百余元另得国

币四千二百余元>，《南洋商报》，1939年 7月 10日 https://bit.ly/3kWuZxk取

用日期：2021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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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7：王先楫被选为金宝筹赈会副财政。<霹雳各区筹赈分会加强组织改选

职员>，《南洋商报》，1941年 6月 15日 https://bit.ly/3kWuZxk取用日期：

2021年 11月 19日。

附录 48：王先楫购七七建国纪念章千元。<孔七丘炳福伍荣芳王先楫各购七七

章千元>，《南洋商报》，1940年 7月 5日，https://bit.ly/3kWuZxk取用日期：

2021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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