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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霹雳哲仁新村堂号研究 

学生姓名：郭芷君 

指导老师：陈爱梅师/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本论文主要以霹雳哲仁新村为研究对象，并以田野调查、口述方式以及一些书籍

文献探究哲仁新村及新村堂号的概况。新村，是作为马来亚长达 12 年紧急状态下的产

物，主要形成目的是作为阻断当地华人与马来亚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而形成一个个的集

中区，避免人们继续给予马来西亚共产党援助。其次是堂号，是作为一个家族的代称，

主要功能便包括了可以通过堂号来辨识姓氏。其中华人最为注重的便是根，既自己的

故土。早年从中国南来到马来西亚的先辈们便继续将堂号文化传承下去，希望通过堂

号让后代们谨记且莫忘了根。其次，本论文之中也包括了通过田野调查哲仁新村得到

的堂号资料，并已作出表格，以了解新村房屋概况及堂号与姓氏的关联。本论文的研

究贡献主要为实体访问了哲仁新村村民，也发现到马来西亚堂号与堂号的起源地既中

国的堂号还是有所不同之处的，包括了展现方式、外形、字数上等都形成了马来西亚

独有的堂号特色。本论文主要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主要的小章节包括了研

究目的、研究方法及文献回顾。第二章哲仁新村概况，主要对新村作出基本的概述，

以全方面了解哲仁新村。其中的小章节包括了哲仁新村地理位置、哲仁新村简史、人

口及房屋构造、哲仁新村团体、政党及社团及经济活动。第三章节哲仁新村堂号论述

则侧重于分析各家堂号的类型及对应到相应的姓氏。其中的小章节包括了何谓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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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仁新村堂号类别及堂号于中国的所在地。第四章结语主要描写本篇论文中的发现、

意义及难点所在。 

 

关键词：新村；马共份子；《毕利斯计划》;堂号；姓氏；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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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堂号，原指厅堂的名称，一般悬于厅堂的正厅之上，其中的含义又有广义及狭义

之分。广义而言，便是指悬挂于正厅、祠堂的匾额，亦指一些文人为书斋所取的斋名，

或是悬挂于商铺门楣之上的商号，皆被称作为堂号。1而狭义而言，堂号又是作为标识

一个家族身份的家族代称，是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堂号产生的宗旨主要有三

点，一是为了歌颂祖先的功业道德、二是为了彰显出家族宗亲的特点所在、最后则是

为了训诫后人继续发扬先祖之余烈，也是另一方式希望通过堂号，后人能将祖辈的优

良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2后来，先辈们纷纷移民的过往也造就了堂号文化开始流传

至世界，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其中便包括了仍保留着堂号文化的马来西亚，保留着

先辈们所流传下来的堂号文化，但与中国的堂号也有了稍微的不同之处。 

 

而新村又获称为“华人新村”，是马来西亚长达 12 年紧急状态时期之下的产物，

主要目的便是为了阻止当地华人与马来西亚共产党所领导的马来西亚人民解放军接触

而设立的华人集中定居点。纵观整个马来西亚半岛而言，当中仍有 120万人居住于 452

个华人新村之内。其中又以华人的数量最多，占了总数约 85%；其次是马来人，约有

10%左右的数量；5%左右的印度人居住于华人新村里。3部分华人新村中的住家中仍保

存着堂号的牌匾，在华人比例最高的一个州属中，既槟城街头中更是处处可见中文碑

 
1 马丽慧，<宁夏南部山区回族家族堂号特点探析>,《回族研究》2020年第 1期，页 55。 

2 谭汝为，<堂号和斋名>，《语文知识》2002 年第 2期，页 18。 

3 张慧，《马华文学中的“新村”叙事》（中国：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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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及堂号由此也能看出海外华人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度不亚于中国大陆的华人，对于

堂号的保存坚持更是毫不逊色于中国。而本文将着重以马来西亚华人新村，既以哲仁

新村为例探讨新村的堂号文化。 

 

 

（一）研究目的 

 

撰写本论文的目的：一是为了对堂号文化的现状进行深入的研究。堂号是中国大

陆宗法社会时期的产物，也是作为汉族文化的重要标志所在，因此堂号对于华人而言

无疑是必要继续保存及承传下去的重要历史文化。再者，中国人民也因鸦片战争的到

来甚至是二战的开始而被迫下南洋赚取生计，此类情况致使了大量的华人下南洋的情

况频频不断的发生，也成功让堂号文化得以流传到世界各处之中。以马来西亚为例，

马来亚的华人新村便是早前华人在马来亚主要的集聚地，为了避免华人与马共份子接

触，马来亚发布了紧急状态，并有了新村的产生。而目前在马来西亚华人住宅区甚至

是附近的街头小巷中依旧能看见堂号的存在。也可得知的是相比于中国对于堂号文化

的重视度，海外华人对于堂号文化的重视及保存也毫不逊色于中国地区。那对于堂号

文化会被如此重视的现象无疑是值得大众去关注及探讨的。但综上所述的历史文化研

究却仍处于一种薄弱的状态之中，无论是对于学者们对于堂号的研究论文或是各方面

的资料可说是屈指可数。因此，本文也将以所收集到的论文、报章资料及田野调查中

所得到的资料为基础继而对马来西亚堂号文化的流传度、特点及其内涵所在进行分析。 

 

二是因地方研究近年来不断的被加以重视。而在近年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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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大陆许多宗祠被恢复，族谱被续修，堂号也随之再次出

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成为了华人寻根寻祖的依据。4而华族在马来西亚又是作为第二大

种族居住于此，因此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的密集的聚居处，华人新村无疑便成为了很好

研究堂号地点。因此笔者将以哲仁新村为研究地点以对当地的堂号文化进行深入的研

究。而主要目的也是希望马来西亚华族可以对自己家乡的历史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

且加强各宗族的文化认同。 

 

(二)研究方法 

 

本论文将采用三种研究方法，既田野考察法、历史文献法以及口述法。堂号文化

的资料记载多收入于碑刻、家谱、地方志等的文献资料以及口述史料当中。而为了能

对当地的堂号文化有着更深入的了解，笔者将先了解该地域的历史事件，以更全面的

了解堂号文化的由来历史等。期间，笔者将会进行多次的田野调查，并以马来西亚的

哲仁新村为调查地点，去实地访问哲仁新村的村民。当中包括采访一些有过相关经历

或是从父辈之中听过该村子历史事件的建在者；再者，笔者也将访问对该村子事件有

着非常深刻了解的村长，以通过新村村民的故事、亦是相关照片等，再现哲仁新村的

各个方面。此外，笔者将使用历史文献法，既使用国内外所出版的论文、著作或是当

时所刊登的报章为主要的参考文献，并希望通过收集及整理相关的中文文献并结合田

野调查的情况以研究新村的堂号文化。除了使用田野调查法及历史文献法，笔者也将

使用口述法，询问哲仁新村村民有关经历、姓氏和所有有关于自家堂号的由来方面等。 

 
4 何米，《土家族宗族堂号研究 — 以 渝东南与黔东北为中心的探讨》（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8）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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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回顾 

 

       近年来，研究领域一直被学者们不断的开拓着因而致使了对于堂号文化的角度

也在不断的被拓展，并使得对于堂号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也在一直不断的被加以揭示于

公众。例如，于马丽慧在《宁夏南部山区回族家族堂号特点探析》5、何米的《土家族

宗族堂号研究—以渝东南与黔东北为中心的探讨》6中便有以堂号的历史及文化为角度

对堂号文化进行详细的探讨。学者认为堂号一般在历史上的塑期短，而一般的家族都

尽可能会将自家的家族历史追溯至最早时期，并且多以口耳相传的承载方式流传。7再

者，姓氏堂号虽有各式各样的，但总归而言不外乎有郡望总堂号，既以祖上发源或是

发迹地为堂号之名，一般以“地名（郡名）+姓氏/堂”的方式作为家族堂号。再来，

便是自立堂号，其中包含郡望分堂号和典故堂号。这些堂号主要反映出人们寻根追祖、

表彰先贤、训勉后人的情怀。8而于陈爱梅及雷博的《马来西亚槟城堂号现状概述——

以河南堂号为例》一文则详细谈及了堂号之所以被保存下来的原因，学者们认为堂号

文化之所以会被保存下来是因人类对溯源的追求。当然，这不仅限于搬迁至海外国家

的人民，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当搬迁到他乡之后，也会对自己，或祖先的来处有所忆

念。因此堂号文化作为文化载体的一部分，无疑是值得华族去用心保存的。9再者，文

中也对马来西亚槟城乡区中所拥有的堂号类别、郡望总堂堂号在中国的所在地、堂号

名称的异别等对堂号展开别样的分析。 

 

 
5 马丽慧，<宁夏南部山区回族家族堂号特点探析>,页 55。 
6 何米，《土家族宗族堂号研究 — 以 渝东南与黔东北为中心的探讨》，页 1。 
7 马丽慧，<宁夏南部山区回族家族堂号特点探析>,页 55。 
8 马丽慧，<宁夏南部山区回族家族堂号特点探析>,页 55。 
9 陈爱梅&雷博，<马来西亚槟城堂号现状概述——以河南堂号为例>，《第一届河南——砂拉越大河文化

论坛论文集》，页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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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春燕的《客家祠堂堂号的文化意义阐释》一文中主要阐述了堂号文化于社会

中的主要功能及其作用。当中包括普遍学界中对于堂号文化的功能认定，既为了表彰

了先祖的德望、功业、科第、文学等，有的表达了先祖对后人的殷切期望等，而学者

也认为堂号至今都还可发挥着维持一个家族的凝聚力，也能从中感受到不同宗族的文

化理念和价值取向。10再者，陈兰于其论文《清代以来巴蜀地区部分汉族谱牒所见宗族

文化研究》中则对巴蜀地区中的堂号进行了整理，并对堂号文化与宗族文化之间的联

系作出了分析。11于候月祥的《客家族谱中的堂号、堂联对客家人文化意识的诊释一一 

以客家姓为例》则阐述出客家人的堂号历史形成原因，其中包括了是子秦朝以来的战

乱不断、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了百姓开始往南经闽、赣而入粤的历史。由此，在客家

人的族谱，亦是家谱中都会有堂号及堂联，用以缅怀祖先的功业道德、家风、族风等。

再者，文中也阐述了家族族谱与堂号及堂联等标识家族的物品之间的关系。12例如，文

中一个家族十分的注意强调“清源正本”，而其堂号、堂联恰巧也体现了这一原则。而

每到除夕时期，客家人也一定将自家的堂号书写于大红色的灯笼上，并悬挂于大门，

而着也成为客家人生活中的一大特点所在。13而李齐在《姓氏堂号中蕴含的中国传统伦

理思想》一文中则阐述了堂号除了有彰显功业、美德、 敦宗睦族的基本功能以外，同

时还在于教育族人如何居官、治家、读书及和做人的作用等。例如，中国人民崇尚孝

道，认为孝便是贯穿于各种道德规范的根本所在，不论是从侍奉父母至治国安邦，亦

是从君王至百姓都离不开所谓的孝道，也就是所谓的“百善孝为先”。由此，大多人会

以家族先人孝顺父母的故事来想堂号名称，其中包括韩姓的 “泣杖堂 ”、魄姓的 

 
10 安春燕，<客家祠堂堂号的文化意义阐释>,《龙岩学院学报》2017 年第 3 期，页 13。 
11 页 15。 
12 候月祥，<客家族谱中的堂号、堂联对客家人文化意识的诊释 一一 以客 家 姓为例>,《岭南文史》

2011 年第 2 期，页 20。 
13 候月祥，<客家族谱中的堂号、堂联对客家人文化意识的诊释 一一 以客 家 姓为例>,页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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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石堂 ”、司姓的“孝梯堂 ”等都来源于自家先人孝顺父母的故事。14除此之外，

“忠君爱国”、“一诺千金”、“勤奋好学”等的故事多会被列为堂号名称的取名由来，

由此也可看出的是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而华人作为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族群，更是海外保存中文教育及中华文化最为之完

整的国家之一，因此作为马来西亚华人族群的聚集处新村无疑是学者要研究海外堂号

文化必考察的地点。其中 NGUYEN PHUONG UYEN 在《马来亚“紧急状态”：新村华人的

集体记忆——以峇冬丁宜新村为例》一文中便有针对新村的产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新村可以说是马来西亚“紧急状态“之下的产物。在二战结束后，马来西亚便处于经

济不稳定、各种民族矛盾突出的状况发生。再者，当时马来西亚的政府又将优先权给

予马来人，丝毫不顾及其它种族的生活状况。而与之相反的便是马来亚共产党，代表

的是马来亚华人，尤其以贫穷阶级为主，希望能处于一个公平的社会之中，消除特权

及不平等待遇。也因马共游击队的反抗，而致使了马来亚开启了长达 12 年的“紧急状

态”，并建立了 480个新村。15 

 

于新村网中则有详细记载着本论文着重研究的地点，既哲仁新村。当中记载了哲

仁新村的历史、民俗文化、教育、村民籍贯等的资料。文中谈及哲仁新村是于一九四

八年至一九六零年，紧急法令的实施下而产生的华人新村。当时所居住的居民多为广

东及广西人，于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期间，福州古田人才由临近地区搬入哲仁新村。

 
14 李乔，<姓氏堂号中蕴含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2020 年第 2 期，页

95。 
15 NGUYEN PHUONG UYEN，《马来亚“紧急状态”：新村华人的集体记忆——以峇冬丁宜新村为例》（内

蒙古：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19），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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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的马来亚政府为了帮助移民重迠家园，而特别“交代”了马华公会提供二百元

建造房子。不仅如此，居民（大人）亦获每月六十五元，小孩十五元当作生活费用，

此津贴共维持六个月。16居住问题得以解决之后，政府便开始分派土地给居民，以便居

民能靠土地维持生计。而南洋商报中标题为《愛大華哲仁新村數十戶未獲土地吡土地

特委會决代交涉》、《天定縣政府决分發土地予貧苦農民》等则有谈及哲仁新村的土地

分派情况及提供了解决方案，既对于未分配到土地权的华人家庭进行下一步审查。17而

对于较为贫穷的华人，政府则又设立了一个标准，既符合条件者又能获得另一土地权，

由此得以了解出华人会于新村中逐渐稳定的原因，也能了解华人新村一些突出的问题，

如贫穷、 地契、所处马来亚的尴尬地位问题等。18 

     

上述学者多是以多个角度对堂号及新村进行探讨，而本篇论文将通过以上的论述

及田野调查，以堂号为研究重点，对马来亚的华人新村，既哲仁新村的堂号进行研究。 

 

 

 

 

 

 

 

 
16<霹雳 - 哲仁新村> ,新村网，浏览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

https://newvillage.com.my/v?PageId=app_home&action=village&state=%E9%9C%B9%E9%9B%B3&village=%

E5%93%B2%E4%BB%81%E6%96%B0%E6%9D%91。 
17 南洋商报，1962 年 12 月 23 日。 
18 南洋商报，1964 年 1 月 24 日。 

https://newvillage.com.my/v?PageId=app_home&action=village&state=%E9%9C%B9%E9%9B%B3&village=%E5%93%B2%E4%BB%81%E6%96%B0%E6%9D%91
https://newvillage.com.my/v?PageId=app_home&action=village&state=%E9%9C%B9%E9%9B%B3&village=%E5%93%B2%E4%BB%81%E6%96%B0%E6%9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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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哲仁新村概况 

 

 

     新村是作为马来西亚华人所聚居的村落。根据马来西亚政府对于新村的定义，既

为 1948 年至 1960 年紧急法令时期所临时成立的各个华人集中区。马来亚于 1948 年 6

月 18日进入紧急状态，并于 1949年 5月 28日开启《毕利斯计划》(The Briggs Plan)，

用作阻断马来西亚共产党与村民们的联系。根据资料记载于 1954 里期间，马来西亚的

新村总数量已达至 439 个村子。最新的资料则是于 2019 年期间，隶属房屋与地方政府

部的新村发展部所记载到新村数量最新的数据则为 613个，既包括将传统新村(436个)、

渔村(43 个)和重组村(134 个)一起纳入新村管理。目前马来西亚人口及土地面积最大

最广的新村则为位于吉隆坡的增江新村。19而于本章之中，笔者也将以马来西亚霹雳州

属的哲仁新村为例，探讨哲仁新村的地理位置、哲仁新村简史、人口及房屋构造、哲

仁新村团体、政党及社团、经济活动等方面，以更了解新村的基本概况。 

 

（一）地理位置 

 

哲仁新村（Kampung Jering），也被称作第三村，是位于马来西亚霹雳斯里曼绒县

的一个华人新村。曼绒县中共有 12 个华人新村，而哲仁新村则是爱大华市区（Ayer 

tawar)5个华人新村之一，与爱大华市之间的距离仅有 4英里距离之远。其中，邻近的

新村分别有爱大华（Ayer Tawar）、拉也依淡（第一村）（Raja Hitam）、甘光马坡（第

 
19 马瑛&潘碧丝，<马来西亚史里肯邦安（沙登）客家新村现状调查>，《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报》2020 年第九卷第一期，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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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Kampung Merbau）、莫珍歪（Changkat Keruing）等新村。20村民数量也是爱大

华市区中位列第二的村子，仅次于爱大华新村。再者，哲仁新村具体的地理位置是处

于霹雳州中部爱大华市区赶往木歪途中约四英里处一个较为偏僻的位置。根据房屋及

地方部政府的资料记载中，并未发现哲仁新村成立时的人口资料记载，最早的资料则

是记载到 1954 年时期的人口达 1320 村民居住于此新村。21 

 

（二）哲仁新村简史 

 

    为了脱离英国人于我国马来西亚的殖民统治，各大政党包括马来西亚共产党与

各种族的左派党组织等都毅然参与了由陈祯禄所领导的《全国联合行动理事会》，一同

响应了人民总罢市行动。22其中，由马来西亚共产党所操控的职工会更是不畏惧的发起

了一系列具有反殖民政治意味的工潮，严重使英殖民政府于马来西亚的地位产生了动

摇甚至是威胁性。231948年 6月期间，马来西亚共产党于霹雳州和丰杀害三名英籍园丘

主管。
24
由此，英殖民政府迅速颁布了新法令，并正式宣布马来西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

并取消了许多职工会的注册只为避免祸端再生。例如，英殖民政府开始对马来西亚共

产党（马共）以及亲共组织，展开大肆逮捕行动。最终，马共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

关系恶劣至双方采取武力对抗的场面。例如，马共对矿场、园丘等的管理层展开了攻

击行动，想以此方法分裂工人。而针对此事件，英殖民政府宣布实施紧急法令，也间

 
20 <小镇新村的桃花源（下篇）>，观火，2023 年 10 月 23 日， 

https://www.firewatch.my/article/%E5%B0%8F%E9%95%87%E6%96%B0%E6%9D%91%E7%9A%84%E6%A1%83%E8%8

A%B1%E6%BA%90%EF%BC%88%E4%B8%8B%E7%AF%87%EF%BC%89。 
21 林廷辉&宋婉莹，《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修订版》（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2），页 173。 
22 林廷辉&宋婉莹，《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修订版》，页 5。  
23 林廷辉&宋婉莹，《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修订版》，页 5。 
24 未注明作者，<黄大志：世界政局走势与马共的武装斗争>,《东方日报》，2023 年 1 月 5 日。 

https://www.firewatch.my/article/%E5%B0%8F%E9%95%87%E6%96%B0%E6%9D%91%E7%9A%84%E6%A1%83%E8%8A%B1%E6%BA%90%EF%BC%88%E4%B8%8B%E7%AF%87%EF%BC%89
https://www.firewatch.my/article/%E5%B0%8F%E9%95%87%E6%96%B0%E6%9D%91%E7%9A%84%E6%A1%83%E8%8A%B1%E6%BA%90%EF%BC%88%E4%B8%8B%E7%AF%87%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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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促使了垦耕者委员会的成立。其中，居住在森林边缘的垦耕者社群被马共份子威胁，

给予他们金钱、药物、粮食、英军移动的情报等种种援助马共份子的行为便很快引起

了关注。25最终，另一项政策既《毕利斯计划》（The Briggs Plan）的颁布用作阻断马

共与乡民之间的联系，也间接使一个个新村诞生于马来西亚各个州属之中。根据马华

公会的资料记载 1950 年至 1954 年期间，共有几百个新村被成立，移殖人数更是高达

半百万人，26哲仁新村便是其中之一被成立的新村。 

 

据访问哲仁新村村民林开明先生（60 岁）了解到，早期的哲仁新村被成立之时被

称作为甘榜哲仁（Kampung Jering），后期随着新村一词的产生而改至为哲仁新村。27

该新村于一九五一年成立，人口数量不多，目前以福州古田人籍贯的占多数。28据资料

记载，只因英殖民地官员及当地的梁宇皋司法部长的一道谕令之下，便逼迫原居住于

上吡叻‘玲珑’、下吡叻‘水闸’、冷甲等地区的所有居民都必须服从谕令，迁移至

指定之处，既现下的哲仁新村因此而成立。当时的迁移补偿为答应给每户搬迁至新村

的居民都各自分发九英亩的土地，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居民不愿意放弃他们原有的不动

资产离开。其次，所种植的烟园还未达收成之日，要此时离开无疑是项非常大的损失。

奈何，谕令一下，居民们只能被迫服从，收拾好一切扶老携幼地乘坐军车到达目的地。 

   

    早期，哲仁新村的人口稀少，以广东及广西人占多数。为了协助刚迁移到村子的

移民们能够重迠家园，马来西亚政府可谓是煞费苦心，特嘱咐了马华公会给予每户的

 
25 林廷辉&宋婉莹，《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修订版》，页 9。 
26 林廷辉&宋婉莹，《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修订版》，页 9。 
27 林开明先生口述，郭芷君采访，2023 年 11 月 9 日，傍晚 6 时 30 分，哲仁新村店铺。 
28 林廷辉&宋婉莹，《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修订版》，页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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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二百令吉以建居所。再者，根据资料记载每个居民都将获得长达六个月的津贴作

为生活费用。其中给予成人与小孩的津贴又有所不同，每位成人都将获得六十五令吉，

而儿童将每人得十五令吉作为生活费用。29后来，居住于邻近地区的福州古田人也随之

于一九五一年及五二年期间迁入哲仁新村，由此福州古田也成为该村子占数最大的籍

贯。村民的房屋问题解决后，政府便于一九五三年期间开始分发临时两英亩地予居民，

因此当时的村民多靠农业为生，包括种植木薯、香蕉、蔬菜、辣椒等农作物。当然，

期间也遭遇了种种困难，包括因村子的地势本身过低，因此雨季一到便会涨水起来，

导致所种植的农作物欠收。也因水患所造成的种种传染病，迫使一些居民于次年便搬

走，只剩下十多户人家在此谋生。30 

 

    1956 年，拱桥新村中十九户居民被迁至天定的四个新村，其中便包括哲仁新村。

村民同样获得二百令吉以建居所，而稍微不同之处则在于生活费用的降低。成人将每

月获得十二令吉，而小孩将获得七元五角，为期五个月。随后，处于勿伦牙、六百基、

十九碑等一带地区的居民们开始陆陆续续的搬进哲仁新村。31因此，当时占地八十一英

亩的哲仁新村的人口开始逐渐增加，约有三千名以上，住家有四百户左右，成为三个

新村之冠。32 

（三）人口及房屋构造 

 

 
29 <霹雳 - 哲仁新村> ,新村网，浏览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

https://newvillage.com.my/v?PageId=app_home&action=village&state=%E9%9C%B9%E9%9B%B3&village=%

E5%93%B2%E4%BB%81%E6%96%B0%E6%9D%91。 
30 新村网，<霹雳 - 哲仁新村>。 
31 未注明作者，<梵拱橋村十九家村民遷至天定四新村天定馬華區贫派員慰刖>，《NewspaperSG》，

1956 年 3 月 7 日。 
32 新村网，<霹雳 - 哲仁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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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年轻人都举家搬迁到较为发展的地区，因而致使了哲仁新村人口的减少。

根据马来西亚国家统计局于 2010年的人口统计结果，哲仁新村的人口数量是 1375人，

拥有的住宅区数量是 403 户，共 378 户人家，25 户空置房。其中，华人族群占总人数

的 92 巴仙左右，其次是印度族群、马来族群及一些非马来西亚人居住于此村子。33根

据以上所述，新村的华人大部分是福州古田人，因而村民惯用方言多为福州古田话。34

新村整体呈四方型，村中的双层店屋如杂货店及餐饮店等店屋都聚集在同一处。根据

华社中心所记载的资料，早期新村的房屋构造是服从粗糙简陋的格式，主要是为了达

到殖民政权的目的，迅速解决马共所带来的问题。因此，新村的房屋是在非常仓促的

情况之下完成的。由于没有进行土地规划，而造就了新村简陋的小巷及凌乱的房屋排

序，时间越久就越不符合现代生活的标准。而哲仁新村也与其他新村一般，大部分的

房屋都重建翻新了，但仍就走不出那又乱又窄的格局。35 

 

除了房屋格局简陋以外，新村最早期的第一代房屋也建造得略为简陋对比现代房

屋。根据资料记载，新村第一代房屋如图 2.1 是纯木板屋，纯以木板亚答叶等较为简

单的材料建造而成；而第二代房屋则是增设了砖块，既半砖半木板的样式，房屋下加

入了三尺砖；而第三代房屋已是 70 巴仙的砖造房屋，到了第四代已是全砖、瓦片屋顶，

出现两层结构。
36
哲仁新村中仍保留着一些这类有年代的房屋，但随着新村城市化发展，

目前大多房屋已被重修或拆迁重建为符合现代的独立式别墅，造就了一系列高达二、

三层楼层的房屋，已在新村中占多数，反而木屋则越来越少见于新村之中。其中，通

 
33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2010. 
34 新村网，<霹雳 - 哲仁新村>。 
35 <略论华人新村研究>，华社研究中心，2023 年 11 月 1 日，http://www.malaysian-

chinese.net/d/file/p/2009-10-06/d9a184518a9fa11af5c3f44fa3aff3c6.pdf。 
36 马瑛&潘碧丝，<马来西亚史里肯邦安（沙登）客家新村现状调查>，页 12。 

http://www.malaysian-chinese.net/d/file/p/2009-10-06/d9a184518a9fa11af5c3f44fa3aff3c6.pdf
http://www.malaysian-chinese.net/d/file/p/2009-10-06/d9a184518a9fa11af5c3f44fa3aff3c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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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走访哲仁新村还可发现到村子中较为老旧的房子都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如图 2.2，既

都可见识到华人传统文化之一，写着堂号的牌匾高挂于门楣之上。但堂号于此新村中

不达三成之上，这些堂号主要出现于第一至第三代的房屋，而目前翻新或重建的房屋

之中，已无堂号的存在。 

 

图 2.1：哲仁新村木屋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图 2.2：哲仁新村中仍保留堂号的住家之一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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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比新村成立初期的状况，目前哲仁新村的各项设备都相当齐全。例如，新村

中建设了广灵宫、基督教堂、美化礼堂、美化公园、新旧篮球场、足球场以及市集排

卖场等基本设施。目前，也增建了有盖篮球场、羽球场、公共健身场所等供村民们使

用。除了以上所述，哲仁新村还有一个最令人瞩目的特点，既村子里所建的公园（原

名美化公园）。 公园主题主要是打造一个侏罗纪公园为主，里头建造了一个大恐龙，

故而有了“恐龙村”之称，后也由哲仁美化公园改至为哲仁侏罗纪公园。该公园也因

景色优美，而被喻为“像一座美丽的花园”，也是近年来全国新村美化比赛的亚军。

目前，村子里还增设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风车、一些小动物雕像用以美化公园。

美化公园的做法也于无形之中凝聚了村民的向心力，这样象征性的标誌，也让新村名

声不脛而走。37 

 

（四）哲仁新村团体、政党及社团 

 

哲仁新村中组合着不同的团体，包括各宗教团体、卫理公会、政党及其他社团于

新村之中。首先是宗教团体，哲仁新村村民的信仰多为佛教及基督教。因此，早前哲

仁新村中便早已建设了庙宇及教堂，既广灵宫以及哲仁堂。根据新村网（iVillage）

所记载的新村资料中了解到这些宗教团体也给村子带来了非常大的贡献。首先是哲仁

新村中的庙宇，既广灵宫，主神为福德正神。福德正神也被客家人称作为大伯公，是

管理土地的神仙，也就是土地公。而土地公又被视作财神与福神，信徒们也相信大伯

公能保佑信徒们都能五谷丰收。38因此，作为大多村民都以农耕为生的哲仁新村也建立

 
37 观火，<小镇新村的桃花源（下篇）>。 
38 <大伯公庙的历史>，福德正神大伯公，2023 年 11 月 30 日，https://tuapekkong.com.my/zh/history-

https://tuapekkong.com.my/zh/history-of-tua-pek-kong-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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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大伯公为主神的庙宇，并定名为广灵宫。庙宇的建立让信徒们有了心灵上的寄托，

无论是希望保学业进步、平安、财运等的村民们都会到访广灵宫烧香拜佛。其中，神

诞时也可见源源不绝的村民到访庙宇烧香，拿着各自的保温盒来领取庙宇的白粥，以

求食用后可保平安。不仅如此，广灵宫每年也不忘拨款协助村子里学校的教育费用。39 

 

再来是卫理公会，它是作为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于哲仁新村中也建立了一

所名唤哲仁堂的卫理公会。而卫理公会也不落人后，创办了一间基督教幼儿园，使村

内幼小的儿童得启蒙之教育。40作为宗教学校，学生们在校用餐前，老师都会带领着他

们闭眼祷告。这也同庙宇般是作为村民们的一种信仰，不仅作为一间教授知识、传授

教育的学校，期间更是会教导孩童们该宗教一些基本知识。 

 

    而根据访问林开明先生，因而得知哲仁新村中目前共有四个政党，包括马华公会、

民政党、公正党以及民主行动党。41政党方面主要以谋求新村福利及发展各地方为主，

其中根据新村网中对于哲仁新村的记载，马华公会对于新村发展形成方面是有着较为

突出的表现。马华公会（Party MCA），既马来西亚华人公会（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的简称。它是代表着马来西亚华人的单一种族政党，纯粹于马来西亚华

人及具有华人血统的公民所组成，因此被定名为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
42
根据马华

公会所记载的资料，马华公会成立宗旨便是要捍卫民主自由、争取各族平等地位、伸

 
of-tua-pek-kong-temple/。 
39 新村网，<霹雳 - 哲仁新村>。 
40 新村网，<霹雳 - 哲仁新村>。 
41 林开明先生口述。同上。 
42 <党简介>，马华公会 MCA，2015 年 2 月 9 日，

https://www.mca.org.my/1/Content/SinglePage?_param1=22-022019-78-02-201922&_param2=M。 

https://tuapekkong.com.my/zh/history-of-tua-pek-kong-temple/
https://www.mca.org.my/1/Content/SinglePage?_param1=22-022019-78-02-201922&_param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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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社会正义等，最主要的还包括了要维护华族的合法权益。43因此，华人新村之中自然

也包括了马华政党的存在。根据南洋商报 (Nanyang Siang Pau)44 中报章记载，哲仁

新村是于 1961 年成立的马华公会部门，并将该部门的会所设立于店屋区域，但目前已

遭废置。其中，根据早期的新闻报导也能了解到马华公会对于哲仁新村的一些贡献，

包括在早前时马来亚政府曾答应所有移居到哲仁新村的村民们，每家都可获得四依葛

的土地。但村中仍有三十七户家庭迟迟未获得土地分配，于此事件中马华公会也积极

跟进消息，确认好每家每户的状况。报章记载，马华公会致函给霹雳土地特别委员会

要求政府补发土地给尚未获得土地的村民们，此事才得以解决。45 

 

    除此之外，哲仁新村之中还有着各种的社团，如：哲仁华小董事部、哲仁华小校

友会、哲仁人民警卫团、哲仁自愿消防队、哲仁美化委员会、哲仁睦邻计划、曼绒华

人福利会等社团造福村民。例如，哲仁新村的社团，既哲仁睦邻计划的其中一项计划

便是于 2012 年成立专属哲仁新村的志巡队。其中，哲仁睦邻计划的主席为刘必清先生，

志巡队成立的主要宗旨便是要维护村内治安，避免犯罪案的发生。根据星洲日报报导，

哲仁新村志巡队共有 39 名队员，由村民黄龙标先生出任队长，负起巡逻、打击罪案、

维护新村安宁及推动村民福利的工作。报导也指出，哲仁新村志巡队成立至今，已多

次建功，获得过警方及村民们的一致好评。
46
 

（五）哲仁新村经济活动 

 

 
43 马华公会，<党简介>。 
44 未注明作者，<天定哲仁新村成立馬華支會>，《NewspaperSG》，1961 年 8 月 11 日。 
45 未注明作者，<愛大華哲仁新村數十戶未獲土地吡土地特委會决代交涉>，《NewspaperSG》，1962 年

12 月 23 日。 
46 未注明作者，<哲仁新村志巡队屡建功>，《星洲日报》2012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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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纯朴生活指的便是在哲仁新村的生活了。根据

访问居住于哲仁新村且同时担任过哲仁新村村委会前任秘书及哲仁华小董事部前任财

政的林开明先生而了解到哲仁新村的居民大部分从事的行业都与农耕业息息相关。林

先生说到，早期的居民都是以耕种橡胶为生，目前因油棕的经济价值上涨、成熟及采

摘期早，而间接致使了大多数园主把自家的橡胶园翻种为油棕园。 47而根据新村网

2012 年所记载的资料，一般哲仁新村稍年老上了年纪的居民仍会继续自家祖业，耕种

油棕或是橡胶为生。而当时村子里的青少年们则是选择开张店铺，以做生意维持生计。

其中，包括杂货店、更多的则为餐饮店，如售卖干捞面、福州红酒面线、包点等维持

生计。 

 

    不仅如此，哲仁新村大部分的村民都会于自家田土之中栽种各种蔬菜或是水果等

以减低每月的开销，包括木瓜、菠萝蜜、芒果、辣椒等蔬果。一些村民更是会开着自

家的私家车到店屋前的档口如图 2.3 售卖蔬果以贴补家用。 

 

图 2.3：哲仁新村售卖蔬果的档口之一 

 
47 林先生口述。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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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23年 11月 23 日 

    除此之外，根据新村网的记载，哲仁新村早前还存留着唯一一间板厂名，板厂的

材料来源自森林，可用作手工艺品、燃料用材、建筑材料等。48据了解，该板厂老板便

是该新村村民，目前已停止营业，因此无法得知更详细之消息。再者，哲仁新村中还

有另一产业的出现，因村民多为农耕职业，村中也开了一家名作郭美企业（Koh Mi 

holding sdn bhd）的油棕产业。而目前该产业老板郭美庆先生也于村口外建立了自家

的油站如图 2.4、图 2.5的奶茶店等，为村民们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给村民们带

来许多的便利。 

 

 

 

 

 

 
48 新村网，<霹雳 - 哲仁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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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Shell 油站                    图 2.5：JOM CHA 奶茶店 

   

摄于 2023年 11月 23 日                摄于 2023年 11月 23日 

 

    目前，由于人人都望着要向外发展而间接致使了村内大部分的青年人都纷纷往外

发展，不愿留在村内。再者，哲仁新村的工作发展机会可谓是少之又少，在面临僧多

粥少的情况之下，年轻人也只能选择另谋出路，争取向外发展。由此也造就了哲仁新

村村民逐渐稀少的原因，大部分村民在外发展成功后，多会选择举家搬迁以求更好的

生活。但目前的哲仁新村虽说工作机会不多，但也逐渐迈向先进化。例如，如上所述

哲仁新村里增设了羽毛球馆、篮球场、免费的健身场所，让村民闲暇之余也能兼顾身

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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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哲仁新村堂号论述 

 

 

任何文化都具备着传承性，是作为沟通人与人、上代与下代、群体与群体 、 社

区与社区等之间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 。因此，每一代人都需从上一代人之中

承接社会文化的遗产，且将文化继续传承下去，让该文化成为一个不间断的存在。而

每一个社会、民族、群体甚至是民众都在通过自身不断继承形成文化传统，再以传统

文化为基础，创造出独特的新文化。其中，家族文化便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一种特殊存

在，影响着每一位家族成员。它记录着该家族的发源、生息、荣衰、升沉与变迁，成 

为一种群体的共通文化心理积淀与行为规范，深深地印记在各自的家族史上。家族文

化也会因姓氏的不同，而造就出各自不同且独特的姓氏家族文化。49其中，堂号便是作

为家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作为姓氏的一种血缘标记或延伸， 且具有自己的

鲜明特征。在家族谱系中，凭借记载的“郡望+堂号” 基本能揭示出家族的人文、地

域起源，历史文化。本章也将以哲仁新村堂号为研究地点，着重对堂号意义、类别及

于中国的所在地等作出详细研究及分析。50 

 

（一）何谓堂号 

 

堂号，一般所指的是悬挂于厅堂之上的匾额。而根据资料记载，中国历史上各个

 
49 王泉根，<中国民间姓氏堂号堂联的文化透视>，《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 年第 5 期，页 1。 
50 李爱军，牛君仪，王宝红，<汝南姓氏源流及郡望堂号文化初探>，《天中学刊》2011 年第 26 卷第 4

期，页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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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望族一般都有各自家族的“堂号”。而这些书写着各自家族“堂号”的匾额，都悬

挂于家中高大宽敞的厅堂之上。51此外，旧时中国各姓氏的祠堂正门上方也多会悬挂着

一块写着“某某堂”的匾额。其次，就连于世界各地的宗亲社团和各姓联谊会所往往

都会挂上书写着“某某堂”的匾额亦或是灯笼。简单而言，堂号可谓是祠堂的名称亦

或是称号。52当然，堂号普遍而言所指的是书写于匾额的姓氏代称，但它的用途不仅于

厅堂及祠堂，还多用于店铺、书斋、族谱、礼簿等之处。不仅如此，人们常见的生活

器具上页可瞧见堂号的踪迹，包括大红灯笼、口袋、钱袋上都书写着堂号，以作标明

姓氏及族别用途 。53 

而中国当地百姓们在聊天讨论某一家族时也多会以“某某堂”来称呼所讨论之家族。

例如：李四光祖家被称为“立本堂李家”、 瞿秋白祖家被称为“八桂堂瞿家”、吴昌

硕祖家被称为“三让堂吴家”、恽代英祖家被称为“承荫堂恽家”等等。54再者，根据

资料记载中国之中著名的家族堂号便包括了杨姓的四知堂、丁姓的御书堂、赵姓的半

部堂、张姓的百忍堂、王姓的三槐堂、景姓的念祖堂、周姓的爱莲堂、鲁姓的三异堂、

贾姓的积善堂、丁姓的御书堂、郑姓的玉麟堂、黄姓的江夏堂、陈姓的三益堂、谢姓

的宝树堂、冯姓的善德堂、高姓的聚庆堂、彭姓的述古堂等等。而这些堂号的由来则

是多源自于各自本姓祖上某一位同姓历史名人的一些典故、事迹亦或是趣闻佳话。55因

此，这些堂号背后其实各个都蕴含属于各自姓氏的一段历史典故。以谢姓的“东山堂”

为例，它是出自于东晋时期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谢安的典故。在国家面临非常危难

的境地之时，他意志坚定的辞别了东山，选择出任宰相帮助国家度过危难。据记载，

 
51 <堂号>，马来西亚华裔族谱中心，2023 年 11 月 9 日，

http://www.mychinesefamilytree.net/database/junwangtanghao/80.html。 
52 王永宏，<趣话堂号文化>，《哲学与人文科学》2005 年第 4 期，页 123。 
53 王永宏，<趣话堂号文化>，页 123。 
54 马来西亚华裔族谱中心，<堂号>。 
55 马来西亚华裔族谱中心，<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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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所指挥的军队于淝水之战之中大获全胜，不仅如此他又接连参与北伐，收复了青、

兖、徐、豫等州。由此，谢安这号人物成为了流芳千古的英雄人物。其中，成语所说

的“东山再起”所指的便是英雄人物，谢安。56 

 

再者，堂号之所以被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为彰扬祖先的功业道德，二则为

显示家族宗亲的特点，三为训诫子弟继承发扬先祖之余烈。57加上受到历史文化所影响，

因此人们谈及与自己相同姓氏的历史有名人物之时，往往都会有一种尊崇、自豪之情。 

 

（二）哲仁新村堂号类别 

 

      堂号作为独特的民间文化流传于中国内地，而随着华人下南洋也促使了堂号的

流传。早年南来的华人先辈们，深怕自己的后辈们会忘了根。因此，当时家家户户都

会于住家门前挂上属于各自的堂号，提醒着自家祖先的起源，同时也方便外来人辨识

同宗。现今堂号的意义，少了宗族主义的作用，主要是让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

同时激励后人。58可惜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堂号文化的流传已逐渐式微。    

 

根据访问哲仁新村村委会前任秘书及哲仁华小董事部前任财政的林开明先生而了

解到哲仁新村的房屋目前已建有 534间房子，居住人口近 1千人。据了解，目前共有 7

个房屋为印度种族所居住，少数住家为到马来西亚工作的印尼劳工，其余大部分都为

 
56 马来西亚华裔族谱中心，<堂号>。 
57 马来西亚华裔族谱中心，<堂号>。 
58 未注明作者，<认主归宗不忘根本·堂号传承中华文化>，《星洲日报》2020 年 1 月 21 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00121/na/3014675。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00121/na/301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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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所居住。59而本报告新村堂号的调查主要集中于老住户及外来户，既于早前 20 世

纪 80 年代之前便已居住在哲仁新村的居民。而这些居民便是居住于当地所称的“甘榜

厝”约有 171 间，其中共有 35 间仍保留着自家的堂号，而其中则包括了 1 间被租借给

马来人所居住、1间被租借给印尼劳工所居住、1间为废弃的警察局、6间为空置房等 。 

 

如上所述，中国堂号一般都书写在一个匾额，悬挂于厅堂之上。与之不同的是，

哲仁新村的堂号并非书写于匾额之中，而是如图 3.1 和图 3.2 所示般，早已于建造房

屋时便已刻在了前门上方或是在铁花门上镶上各自的堂号。因而形成了前门上方位置

及铁花门上刻有堂号的特色。 

 

图 3.1：刻在铁花门的鲁国堂号              图 3.2：刻在前门上方的颍川堂号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1.1 哲仁新村陇西堂号 

根据表 3.1 所示，哲仁新村仍有 35 栋房子保留着自家的堂号，占了哲仁新村总房

 
59 林开明先生口述。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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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约 6.55 巴仙。其中，河南堂号占最多数，而千乘、敦煌、清河、下邳、汝南、太原

等堂号都占最少数，在哲仁新村之中各别有一间门前有着各自的堂号。而一个姓氏之

中大致都有着一个亦或是数个堂号，而这种现象于哲仁新村中了解到。例如，图 3.3、

3.4、3.5 的堂号虽同为陇西堂号，但笔者经过询问住家主人，因而了解到一些住家村

民的姓氏，分别是图四家族为姓氏李及图五家族为姓氏彭两种不同的姓氏；其中，图

一的住家房子已被转卖给他人，因而无法得知原屋主的姓氏。说到陇西堂号必先提及

中国的陇西郡，根据记载历史上的陇西郡可说是英豪辈出。例如，飞将军李广便是陇

西成纪（天水）人、唐朝诗人李白也一直称自己为“陇西布衣”。于公元 618 年，李

渊灭隋，陇西郡成为李姓故里。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也立即下旨诏告天下钦定陇西为

李姓的郡望。自此，天下李姓的堂号均以陇西堂命名。60因而谈及李姓堂号，必会联想

到陇西堂。而此次笔者走访哲仁新村过程中，便成功问到了一家姓氏为李的村民，既

居住于图四的村民，便是以陇西为自家堂号。再者，访问过程中笔者发现到陇西堂号

不仅仅是李姓，还包括了彭姓。 

 

 

 

 

 

 

 

 
60 未注明作者，<陇西堂，溯皇家血脉之源，阅李姓前世今生>，《澎湃新闻》，2023 年 11 月 12 日，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5531099。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553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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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哲仁新村陇西堂号                 图 3.4：哲仁新村陇西堂号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摄于 2023年 11月 9 日 

图 3.5：哲仁新村陇西堂号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1.2 哲仁新村河南堂号 

如表 3.1 所示，河南堂号是作为哲仁新村之中数量最多的堂号，其中又以萧姓居

多。笔者通过走访哲仁新村询问 5 家既图 3.6 至图 3.10 前门上方亦或是铁花门上刻有

河南堂号的居民了解到共有 4 家萧姓居民仍保留着南河堂号，而有着 1 家姓氏则为邱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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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哲仁新村河南堂号                 图 3.7：哲仁新村河南堂号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图 3.8：哲仁新村河南堂号               图 3.9：哲仁新村河南堂号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图 3.10：哲仁新村河南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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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1.3 哲仁新村西河堂号 

其次，于哲仁新村之中数量位列第 2 的堂号，分别是西河堂号以及鲁国堂号。如

表 3.1 所示，西河堂号及鲁国堂号各有 4 间。根据史料记载林姓的堂号之所以是西河

堂原因则为当时殷商太师，既干被商纣王所害，而其夫人陈氏已有身孕且成功逃出，

于长林石室之中诞下一男婴，名泉,字长恩（林氏受姓始祖）;之后,周武王姬发灭商建

周后，旌表比干忠烈，便徵觅其后嗣，命闳夭给太师比干于朝歌南汲境内（今卫辉）

封墓。其夫人也携带其子回周，也因生于长林石室，而被周武王赐姓林名坚。而后念

他为商汤之后先王之胄，且能远避纣乱而不绝其世，而封其为大夫；后有封其为博陵

公，食采二千户，采邑博陵(今河北安平县)，故林氏总堂号为西河堂。61而笔者通过走

访了解新村保留着河西堂号的村民也都为林姓，而其中有一家既图 3.11 则是空置屋，

找不到房主而无法得知此堂号的姓氏是否同为林姓。 

 

图 3.11：哲仁新村西河堂号              图 3.12：哲仁新村西河堂号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61 <林氏>，便民查询网，2023 年 11 月 13 日，https://baijiaxing.bmcx.com/lin__baijiaxing/。 

https://baijiaxing.bmcx.com/lin__baijia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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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哲仁新村西河堂号                图 3.14：哲仁新村西河堂号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1.4 哲仁新村鲁国堂号  

再者，根据表 3.1 所示哲仁新村的鲁国堂号数量同与西河堂号处于数量第二的位

置，都有四间房屋仍保留着自家的堂号。而通过走访哲仁新村了解到鲁国堂号的姓氏

则包括颜姓，如图 3.16 及图 3.18 房屋的住家主人都是颜姓，而图 3.15 房屋则是出租

房，被租给了到此打工的马来工人，而无法得知房屋原持有者的姓氏。而在访问图

3.16 房主颜志爱先生（67 岁）的过程之中，颜先生也感慨道“现今的人根本都不知道

何谓堂号，也对于堂号的来源及意义完全不明。在早前六十年代的时候几乎家家都有

堂号，但现今的房子几乎是看不见堂号的存在了。”62 

 

 

 

 

 

 
62 颜志爱先生口述，郭芷君采访，2023 年 11 月 9 日，傍晚 6 时，哲仁新村 34 号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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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哲仁新村鲁国堂号              图 3.16：哲仁新村鲁国堂号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图 3.17：哲仁新村鲁国堂号              图 3.18：哲仁新村鲁国堂号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1.5 哲仁新村颍川堂号 

  其次，在哲仁新村的颍川堂号及陇西堂号都各有三间。颍川堂号于在马来西亚华

人种族最多的州属，既槟城槟城美湖“甘榜厝”中，可谓是每三户挂上堂号的住家之

中，就有一户是挂着颍川堂号的住家。
63
而与哲仁新村相比之下，哲仁新村中仍保留着

 
63 陈爱梅&雷博，<马来西亚槟城堂号现状概述——以河南堂号为例>，《第一届河南——砂拉越大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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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川堂号的房屋可谓是非常稀少，仅有着区区 3间。颍川，古称，现今的河南禹县，

是中国秦朝到唐在河南所置的一个郡，在汉晋三国时期，是豪门士族聚集地之一。64不

仅如此，颍川于历史之中一直是大郡，设立以来一直都是京师之外人口最多，最为繁

华的地方。根据历史记载，颍川可谓是人才辈出，是作为中华民族主要的发祥地。其

中有黄帝生于此，夏禹也建都于颍川。颍川因此成为中国众多姓氏的发祥地。65而陈姓

便是以颍川为堂号，表示陈姓的先祖是作为当时颍川地域的望族。因此，刻有颍川堂

号的住家、村子亦或是祠堂等人士都极大可能是源自颍川迁徙而来的某姓氏后裔。66通

过走访哲仁新村了解到，哲仁新村之中保留着颍川堂号的房屋都为陈姓，其中图 3.19

的住家则因被租给印尼劳工，而无法得知原住家主人的姓氏。而值得关注的是，这些

家户堂号所使用的颍川堂号，都纷纷出现了错别字，如图 3.19至图 3.21所示般，都

将颍川写成了颕川。 

 

图 3.19：哲仁新村颍川堂号              图 3.20：哲仁新村颍川堂号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化论坛论文集》，页 223。 
64 陈爱梅&雷博，<马来西亚槟城堂号现状概述——以河南堂号为例>，页 223。 
65 未注明作者，<“颍川郡”“颍川堂”是颍还是颖或颕，你写对了吗？>，《凤凰新闻》，2019 年 5 月 5 日，

https://ishare.ifeng.com/c/s/7mR93708N2b。 
66 《凤凰新闻》，<“颍川郡”“颍川堂”是颍还是颖或颕，你写对了吗？>。 

https://ishare.ifeng.com/c/s/7mR93708N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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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哲仁新村颍川堂号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1.6 哲仁新村之中少数的堂号 

哲仁之中较为少数的堂号分别包括了表 3.1所示图 3.22的清河（张姓）、图 3.23

的京兆（杜姓）、图 3.24 的江夏（黄姓）、图 3.25的济阳（蔡姓）等。 

 

图 3.22：哲仁新村清河堂号            图 3.23：哲仁新村京兆堂号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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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哲仁新村江夏堂号          图 3.25：哲仁新村阳济堂号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而其中也有因房屋已成空置屋，找不到房屋持有者而无法得知该堂号的姓氏，如

图 3.26的汝南、图 3.27 的冯翊、图 3.28的彭城等堂号都仅仅只有一间，却因空置而

无法得知房主姓氏。 

 

图 3.26：哲仁新村汝南堂号           图 3.27：哲仁新村冯翊堂号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图 3.28：哲仁新村彭城堂号 



 

33 

 

`1`  

摄于 2023年 11月 9日 

 

其次，笔者走访哲仁新村后发现了一家废弃的警察局，既图 3.29 也保留了堂号。

通过访问当地居民而了解到此房屋早期时被租借给政府部门，作为哲仁新村第一所警

察局，营业了长达几十年之久。据访问村民林先生，该警察局最终因房主不愿再租借

给政府部门而遭废置，其中的私人原因不得而知。目前，该房屋已成空置屋，无人居

住于此。但通过访问了当地居民而成功了解房屋持有者的姓氏为洪，现仍居住于哲仁

新村另一套房屋。67而于近期哲仁新村也将迎来第二所警察局，这无疑是对村子的安全

保障起了很大的作用。 

 

 

 

 

 

 

 
67 林开明口述。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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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哲仁新村燉煌堂号 

 

（摄于 2023 年） 

 

表 3.1：霹雳哲仁新村堂号类别 

堂号 数量 姓氏（数量） 备注 

颖川 3 陈（2） 1家为出租房 

千乘 1 倪（1）  

燉煌 1 洪（1） 1为废置的警察局 

鲁国 4 颜（3） 1家为出租房 

清河 2 张（1） 1家为空置屋 

京兆 2 杜（2）  

下邳 1 余（1）  

西河 4 林（3） 1家为空置屋 

江夏 2 黄（2）  

汝南 1  1家为空置屋 

太原 1 王（1）  

河南 5 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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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1） 

冯翊 2  2家为空置屋 

陇西 3 李（1） 

彭（1） 

1家已被转卖他人 

济阳 2 蔡（1） 1家为空置屋 

彭城 1  1家为空置屋 

总数量 35   

 

1.7 各堂号在中国的所在地 

    如上所述，堂号主要是中国早前用以区别姓氏、宗族亦或是各自的家族。据资料

记载，堂号名称最早是源自于一个个的行政区域，就如同现今的省、县、乡镇一般。

而堂号的由来则是因魏晋南北朝期间，朝廷都会任命一地区之中最为有名的人物为官

吏，由此造就了该宗族日益庞大。他们就根据自己居住地名称为家族的代称，后演变

为以祖籍地为各自的堂号，悬挂于厅堂之上。而后堂号命名来源也增至血缘关系、典

故、训词命名堂号。68因此，一个地区之中也可能产出更多的姓氏及堂号。根据表 3.2

所示，哲仁新村中堂号的源流更多是源自于中国河南省,共占了村中堂号数量的 31 巴

仙左右。 

 

    河南，位置处于华北大平原，被誉为天下之中，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69据

资料记载，中国被称作人文始祖的黄帝便是生于今河南新郑，其中无论是中华文明的

 
68 <认主归宗不忘根本·堂号传承中华文化>，《星洲日报》。 
69 陈爱梅&雷博，<马来西亚槟城堂号现状概述——以河南堂号为例>，页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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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亦或是中国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形成和统一国家的建立等，大多都与河南省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河南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之中是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长达三千多年之久。其中更是多达二十多个朝代是在河南省建都、多达两百多

位皇帝曾在此执政。不仅如此，中国所拥有的八大古都中，河南省便占了其中四个古

都。例如，九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殷商古都安阳、商都郑州。70 

 

其次，中国更是作为中华姓氏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据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从古

至今产生出的姓氏已达上万个。其中，中国三百个大姓之中，根于河南省的便占了一

百七十一个，依人口数量多少而排列的 100 个大姓中有 78 个姓氏的源头或部分源头在

河南，有“陈林半天下，黄郑排满街”之称的海外四大姓氏均起源于河南。71例如，表

3.2 所示，河南省的堂号也是其中占据最多的，堂号类型包括了颍川，既陈姓。当中

还包括了京兆、汝南及河南等四种堂号。其中又以地域名称为堂号名称的河南堂号占

数最多，十一间的河南省堂号中，便占据了五间数量之多。 

 

表 3.2：霹雳哲仁新村郡望总堂堂号的中国所在地 

省份 堂号 总数量 

河南  颍川（3）、京兆（2）、汝南

（1）、河南（5） 

11 

河北 清河（2） 2 

湖北 江夏（2） 2 

 
70 林英海，<河南是华夏姓氏的主要发祥地>,《河南省情与统计》1995 年第 12 期，页 32。 
71 <省情>，河南政府网，2023 年 6 月 7 日，https://www.henan.gov.cn/2023/06-07/2757295.html。 

https://www.henan.gov.cn/2023/06-07/27572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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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鲁国（4）、济阳（2）、千乘

（1） 

7 

山西 太原（1） 1 

甘肃 陇西（3）、敦煌（1） 4 

内蒙古、陕北、山西 西河（4） 4 

江苏 彭城（1）、下邳（1） 2 

陕西 冯翊（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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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结语 

 

 

    20世纪 40年代初，移居至世界各地的华侨们已达至 850万人，其中迁居至东南亚

的先辈们更是占了九十巴仙以上，包括迁至我国既马来西亚。72华人，最为注重的便是

根，既故土。因此，早年从中国南来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先辈们，深怕自己的后代们忘

了根，造就了华人住家的门上都会有一个匾额，既堂号的存在。而华侨们带动堂号流

传于世界各地，不仅是为了要提醒着自家祖先的起源，更是为了让后辈们莫忘了自己

的根。因此，于海外国家包括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之中仍会看见各种类型的堂号悬挂

于住家门前。稍微可惜的点则在于这些具有中华文化意义的堂号牌匾随着时代的变迁

而逐渐被后辈们所淡忘，造就了传承悬挂堂号牌匾文化的华裔后代也逐渐稀少。73 

 

    再者，仍保留着堂号于马来西亚国家的多为华人新村，主要是因聚集了大部分马

来西亚的华族，而华人又最注重根，间接使得堂号流传至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华人新

村，早前作为阻断马来西亚华族与马来西亚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而促使了一个个临时

建立的集中区，既现今华人新村的形成。它是马来西亚历史中的一部分，更是作为专

属马来西亚国家独有的特色之一。因此，本篇论文的意义首先在于则在于通过走访及

访问哲仁新村村民，继而对新村的历史包括造就新村形成的原因以及新村早前的状况

对比现今的状况，以了解华人新村的基本状况。其次，论文的意义则在于通过对于哲

仁新村堂号地毯式的一个调查，继而了解马来西亚堂号与中国堂号之区别、姓氏与堂

 
72 <海外华人：漫长的历史>,UNESCO，2021 年 4 月，https://zh.unesco.org/courier/2021-4/hai-wai-

hua-ren-man-chang-li-shi。 
73 <认主归宗不忘根本·堂号传承中华文化>，《星洲日报》。 

https://zh.unesco.org/courier/2021-4/hai-wai-hua-ren-man-chang-li-shi
https://zh.unesco.org/courier/2021-4/hai-wai-hua-ren-man-chang-l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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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关系、堂号于中国的所在地及堂号在马来西亚的流传度等。 

 

    而通过走访哲仁新村，首先了解到新村发展已越来越好，根据资料所记载的新村

早前仅有一些简单的基本设备。走访新村后，可了解到现今哲仁新村发展逃不过村民

们及各政党、社团，团队对于新村的种种付出。例如，修建沟渠、成立志巡队、建设

新设备等。其次，笔者了解到哲仁新村中保留堂号的住家不及村中房屋的十份之一，

500 多户住家之中，仅有 35 户人家还保留着自家的堂号。根据资料所记载，中国的堂

号多定义为悬挂于厅堂之上的一块书写着自家堂号的牌匾。但哲仁新村之中的堂号，

并未书写于牌匾之上，而是将堂号刻在自家的铁花门上或是书写于前门上方，形成了

马来西亚独有的特色。其次，中国的堂号多为加上某某堂，既堂号后方会有堂字，而

哲仁新村的堂号则不采用堂字，以简易的两字堂号便将之一代代传承下去。在拍摄堂

号相片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所有哲仁新村颍川堂号的持有者，房屋所刻有的颍川堂号都

存在错别字，既将颍川写成颕川。而通过访问哲仁新村中仍保留着堂号的住家主人们

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大部分村民们都不知道何谓堂号、家族堂号的由来及堂号的意

义。这些访问对象多为年龄 40 以上的居民们，对于堂号一词表现出不解，对于姓氏与

堂号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不明。因此，可了解到马来西亚年轻人对于堂号理解的一个

现状，就连老一辈的居民们都没能了解自家堂号的意义，更何况是现今的年轻人们。

访问过程中，也有非常少数居民对于堂号有着深刻的认识。例如，上述所提及的保留

着鲁国堂号的住家主人，颜先生。访问过程之中，颜先生对于笔者问及堂号而表现的

非常诧异，并感慨目前保留着堂号的住家已经非常稀少，知道何谓堂号一词的人包括

中年人士更是少之又少，更不用提及堂号对于华人的意义所在。
74
 

 
74 颜志爱先生口述。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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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报告主要分为新村及堂号的部分，因此难点自然环绕着这两点。首先为新村，

难点首先在于网络上记载的资料可谓是少之又少，对于哲仁新村的成立时间不明。而

后，笔者查找华社中心所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修订版》才了解具体的成立

年份。其次是现今人口数量及房屋数量的记载，网络上仅记载了人口数量，且最新的

资料也已是早年 2010 年的资料。于此，笔者确定了首个访谈对象为同时担任过哲仁新

村村委会前任秘书及哲仁华小董事部前任财政的林开明先生，而得到了新村的人口、

房屋数量及关于政党、社团、团体的资料。哲仁新村堂号部分，难点首先在于要先确

认仍保留着堂号的房屋数量，因一些房屋重修后或新建的房屋，并无保留着堂号文化。

由此，关于此点的资料几乎无。所以，笔者开启了地毯式的调查，首先确认了甘榜厝

的数量，再确认有着堂号房屋的数量。其次，本篇论文中还需拍摄堂号的相片及询问

堂号主人的姓氏，以作出堂号与姓氏的归类表格。此处的难点为一些房屋已遭废置，

无人居住以及一些已被转租，因而无法得知于该堂号相对的姓氏。访谈过程中更多的

为被怀疑是诈骗份子，而遭几经查问、解释才成功获取需要的资料。而本论文之中主

要的研究贡献则在于通过田野调查哲仁新村获得新村及堂号相关资料。不仅如此，笔

者也采用了地毯式调查，对于哲仁新村之中所有保留堂号的住家进行了访问，才得到

了该堂号所属的姓氏，也间接了解堂号与姓氏的关联。其次，报告之中也仍存在不足

之处，包括如表 3.1 所示般，一些住家因各种原因以成废置屋，因而无法打探到关于

该家堂号所属姓氏。 

 

    综上所述，新村的形成关联着马来西亚共产党的历史事迹，不仅是作为华族重要

的回忆，更是作为马来西亚人民都需谨记的重要历史。其次，堂号于马来西亚的传承

更是体现出后代们饮水思源的精神，才让堂号文化得以流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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