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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之统计与分析报告 
廖文辉（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高级讲师） 

（初稿，切勿引用） 
 
摘要： 
会馆为华社三宝之一，遍布全马，在各方言群中，闽南人的比重也较大，故此闽南地缘会馆

林立。然而确实的数据是多少，目前仍无一明确的统计。本文的目的除了使用现有的文献资

料，也通过各种管道收集整理闽南地缘会馆的名称、创办年份，进而以计量方式针对其在全

马和各州的分布情况，以及创办年代，加以统计分析，以见闽南会馆这两百年来在马来西亚

发展的情况。 
  
 
一、前言 

华校、社团和报章三者向来被华社誉为三宝，这三宝实际上就是马来西亚华

社文化得以延续的三根支柱。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出现相当的早，颜清湟认为“19
世纪，来自同一地域、操同一种方言的新马华人，引人注目地聚居一处”，“由于

大多数中国移民带着强烈的多方观念到达新加坡和马来亚，为了安全、娱乐和互

助起见，操同一方言者便很自然地会和谐地聚集在一起”，社团在这种前提下就

自然形成了。1资料显示，在 19 世纪初期，相关的会馆或其前身组织已经出现了，

如槟城广东暨汀州会馆（成立于 1795 年或 1801 年，原名广东义冢）、槟城嘉应

会馆（1801）、香邑馆（1805 年前后，即槟城中山会馆）、马六甲惠州会馆（1805，
原名海山会馆）、槟榔屿联合福建公冢（1805）、槟城番禺会馆（1819 年以前，

原名番欲公司）、槟城五福堂（1819，广州会馆）。2目前，依据马来西亚社团注

册局的统计数字，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数量已经多达一万一千多个，其中四千多

个为宗教组织。有此可见马来西亚华人人口虽然只有六百万，但华人结社的能力

和数量，恐怕是个创举。 
    有关马来西亚华团的研究，连篇累牍，专著方面早期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吴华 3

和颜清湟 4，晚近则有石沧金 5的研究著述。论文方面有刘崇汉 6和郑达的成果 7。

目前有关马来西亚华团研究涉及的内容极广，有整体论述、个别会馆研究、社团

趋势和功能研究等。 
    至于马来西亚闽南社团的资料，目前有两三分文件最为完整。首先是傅孙中

编《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属会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

1996），总共收集了全马来西亚 157 个福建地缘会馆的简史，其中 138 个为闽南

地缘社团，19 个为闽南以外的地缘社团，通读此书，基本可以让人大致掌握马

来西亚福建地缘社团的情况。其次是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的第五章，

整理了 18 世纪以来至 2003 年间全马来西亚福建地缘会馆的名录，西马 161 个，

                                                        
1 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页 33、35。 
2 据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页 323－327 整理。 
3 《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柔佛新山华族会馆志》（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77）和《柔佛州华

族组织概述》（新山：陶德书香楼，2002） 
4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 
5《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6刘崇汉<独立前华人乡团组织>，《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弟 3 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1998），
页 347－378。 
7 郑达<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新发展>，庄国土、清水纯、潘立宏等《近 30 年来东亚华人社团的新变化》（厦

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页 13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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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马 32 个，共 193 个。8但这两份文件的资料和名录仍有不少缺漏，有待补充。

另有《马来西亚华团总名册》9整理的全马地缘名单，应该是最为完整的。迄今，

又有一些新的闽南地缘社团成立，不在这份名册内，故此，本文在这基础上，继

续收集整理，并以计量统计的方法加以分析，观察近两百年来，闽南地缘社团在

马来西亚发展的情况。 
 
二、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名称与类属析论 
    福建幅员广阔，基本可以分为六大民系，即福州、兴化、闽南、闽北、客家

和龙岩。10由于闽南移民是马来西亚福建方言群中的主体移民，人数众多，本文

之分析对象仅以闽南为主，其他则不在分析范围内。闽南是指现在的泉州市、漳

州市、厦门市以及漳平、大田县，辖下的县市有惠安、永春、安溪、德化、金门、

诏安、漳浦、华安、东山、长泰、云霄等。依据福建县市建制，马来西亚的闽南

地缘社团大致有如下几种分类，首先以省会为名，即遍布全国，同时也是数量最

多的地缘社团——福建会馆。事实上，马来西亚的福建人以闽南人为多数，故此

福建会馆的领导层和会员主要以闽南人为主，故此理所当然将之视为闽南地缘会

馆。其次是以区域为名的闽南地缘社团，仅有漳泉公会一种。其三是几个县市联

合组成的社团，计有同安金厦会馆、诏安东会馆和永德会馆三种，后者一般归为

永春会馆。其四是为数最众的单一县市的闽南地缘会馆，计有永春会馆、南安会

馆、晋江会馆、安溪会馆、惠安会馆和德化会馆六种，这类会馆也是闽南地缘会

馆的主要构成份子。最后是全国性质的总会，目前只有两个，即马来西亚福建社

团联合会和闽南乡团联合会，至于前述各类闽南地缘社团所组成的联合会，则归

入其各自类别，不在此计。迄今，除了诏安东和德化会馆外，其他各属皆有组织

联合会。 
    此外，永春会馆、南安会馆和安溪会馆也涵盖各自的宗亲会或家族会，皆视

为属会之一。事实上，不论宗亲或家族会，是属地缘和血缘结合的社团，甚至有

者是如假包换的血缘组织，如黄氏登进家族会和马来西亚举溪陈氏家族会，皆为

显例。这些社团不论在组织动机、活动性质等，其性质更为偏向血缘社团，与地

缘社团不尽相同，故此，这类社团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为了明晰掌握资料，以下将各类属的地缘会馆名称、数量和百分比，以及各

自最早创办的会馆和最新成立的会馆年份和名称表列如下： 
 
地缘社团 数量（百分比） 最早创会（名称） 最新创办（名称） 
总会 2   
福建会馆 100（42.9） 1840 年代（马六甲福

建会馆） 
2003（兰瑙福建会馆） 

永春会馆 34（14.6） 1785（马六甲永春会

馆） 
2012（新邦令金永春会

馆） 
南安会馆 17（7.3） 1894（槟榔州南安会

馆） 
2010（下霹雳南安会馆） 

同安金厦 17（7.3） 1920（浮罗吉胆金浯江

会馆） 
2009（下霹雳同安金厦

会馆） 

                                                        
8 页 322-378。 
9 赖益盛、罗正文《马来西亚华团总名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星洲日报，2005） 
10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页 7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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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泉公会 15（6.4） 1928（槟榔屿漳州公

会） 
1991（砂拉越漳泉社团

联合会） 
安溪会馆 13（5.6） 1919（槟城安溪会馆） 2000（乌雪区安溪会馆） 
晋江会馆 13（5.6） 1883（太平仁和公所） 2009（关丹晋江会馆） 
惠安会馆 12（5.2） 1914（槟榔屿惠安会

馆） 
1996（霹雳惠安会馆） 

德化会馆 7（3） 1923（柔佛德化会馆） 2003（雪隆德化会馆） 
云诏东会馆 5（2.1） 1936（砂拉越诏安会

馆） 
1970（雪兰莪诏安东山

会馆） 
总数 233（100%）   

表一：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数量表 
 
    从上表可知，福建会馆占了四成，另外的六成由各属闽南会馆组成。马来西

亚闽南各属最早的地缘会馆基本集中在槟城和马六甲，占了各属数量的一半以上，

共 6 个。马六甲两个，即福建会馆（1840）和永春会馆（1875），也是闽南各属

会馆中最早的两个。槟城 4 个，即南安会馆、漳州公会、安溪会馆、惠安会馆。

这如实反映马六甲是闽南人最早移入定居并繁衍成社区的事实。槟城是另一个闽

南人移入较早，人数也较多的州属，故闽南会馆的成立相较其他地区也较早。闽

南各属会馆中最迟成立的是云诏东会馆（1936），这表示闽南各属会馆在战前已

经全部出现。虽然，不时仍有会馆领导老化，青黄不接的问题，但从上表最新创

办一栏可见地缘社团仍有其市场和需要。1990 年代共成立了三个，千禧年后的

第一个十年也是三个，2010 年代迄今已有两个成立，其发展极为平稳。 
    从闽南各属会馆的总数来看，以永春会馆数量最多，共 34 个，这是因为马

来西亚拥有比中国永春原乡还要多的永春人之故，所以在会馆数量上独占鳌头。

其次是南安、同安金厦、漳泉、晋江、安溪和惠安，属会总数皆超过十个。数量

最少的是德化和云诏东，分别为 7 个和 5 个。 
    福建会馆的名称使用也值得注意，早期有不少会馆以公司命名，具有会党的

性质，后来会党成为非法组织，故此改名为会馆，目前通用的是会馆或公会，也

有以公所命名，如叻思暨峇东加里福建公所、乌鲁音峇鲁福建公所和蕉赖区福建

公所，也有以联谊社命名，如安邦福建联谊社。另有两所福建会馆，以“闽南公

会”命名，它们是永平闽南公会和曼绒闽南公会 11。 
 
三、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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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丹 1 1 1  1      3 4  
登嘉楼 3  1  1      2 5  
玻璃市 1  

1 
 

1 1 
     1  

吉打 5    1   4 9  

                                                        
11 据永平当地人的说法是因为这两地以福州人为多，不敢以福建会馆命名，担心领导层由福州人主导，故

有此一举，是否如此，附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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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 18 3 2 2 5  2 2   16 34  
雪兰莪 16 3 1 10   2 2 1  19 35  
吉隆坡 1 2 2  2  2 1  1 10 11  
柔佛 13 16 3 1 1 1 2 2 2 3 31 48  
槟城 5  1 1  1 1 3  1 8 12  
马六甲 6 2 2 2 1 1 1 1  1 13 17  
砂拉越 4   1  11   2  14 17  
彭亨 8 2 1    1   1 5 13  
森美兰 7 3 1        4 11  
沙巴 12 1 1    1    3 15  
纳闽  1     1    2 2  
总数 100 34 17 17 13 15 13 12 5 7    

表二：马来西亚各州闽南会馆数量表 
     

在分析前，几个分类的标准必须加以说明。隆雪往往被视为一区，是因为这

两区不论在任何领域皆血脉联通，难以分割，故此社团组织往往隆雪连称。纳闽

虽为直辖市，但幅员甚小，一般将之纳入沙巴。玻璃市华人极少，其社团往往与

吉打合组，故此两者视为一个单位。再者是各州闽南人数量的多寡和各州幅员的

大小，都成为分析考量的因素，能左右分析情况。     
    首先，先来了解福建会馆的发展情况。福建会馆的功能主要在抟聚来自福建

原乡的移民，故此全马各州皆有福建会馆的创立，其在各州的分布有如下几种情

况。第一、福建会馆较少，闽南各属会馆也较少的州属，如吉打、玻璃市、吉兰

丹和登嘉楼，这些州属华人本就不多，闽人自然也不会太多，少量的福建会馆，

已足够处理和满足同乡所需，即便是其他各属会馆也不易组织起来。玻璃市的闽

南会馆皆与吉打合组，如南安、晋江和泉漳会馆。而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情况也相

似，前者只有永春、南安、晋江会馆各一所，后者只有南安和晋江会馆各一所。 
    第二、福建会馆数量少但各属闽南会馆数量较多，其加总多于福建会馆者，

如马六甲、槟城和砂拉越。闽南人较早进入发展的马六甲和槟城，却分别只有区

区的 6 和 5 间福建会馆，值得进一步深究。马六甲早期的永春人最众，影响力很

大，并远至新加坡发展，且和土著通婚，形成峇峇次族群。除了云诏东会馆，各

属的闽南地缘会馆皆有在马六甲创立，这些会馆基本分摊了福建会馆的功能。加

上后来大量闽南人，包括峇峇外移，以致福建会馆无法进一步在数量上有所增加。

至于槟城的情况有异于马六甲，槟城闽南宗族力量强大，有数量庞大的宗祠、宗

亲和家族团体来为族人谋利益，团结族亲。尤其是槟城的五大姓氏所组成的五大

公司，总计槟城迄今已有 165 个血缘姓氏团体，而且大部分为闽南的宗亲组织。

加上其他闽南各属地缘会馆也分摊福建会馆的功能，故此福建会馆的出现难免显

得多余。至于砂拉越则是福州人的天下，人口众多，主要凝聚在福州公会底下，

故此以砂拉越庞大的幅员，也只得 3 间福建会馆。但漳泉公会数量较多，基本也

取代了福建会馆的功能。 
    第三，福建会馆较多，各属闽南地缘会馆相对较少的州属，如彭亨、吉打、

森美兰和沙巴，这些州属各属会馆加总数量皆不及福建会馆。彭亨属内陆山区，

以采矿和伐木业为主，广东客家人为多；森美兰为锡矿盛产地，也是以客家广东

人为主，但幅员小，有七间福建会馆其实也属数量较多者。沙巴更是客家人的天

下，各属闽南人不多，故团聚在福建会馆名下，而不需另组各属闽南会馆，沙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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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虽大，但闽南人较少，故有 12 间福建会馆，应属较多者。上述数个州属，

各属闽南人相对较少，不易组织会馆，故此皆团聚在福建会馆名下。 
    第四，福建会馆数量庞大，闽南各属会馆分布也平均，这些州属是柔佛（13）、
霹雳（18）和雪隆（17）。隆雪为马来西亚首善之区，经济最为发达，自然成为

长袖善舞的闽南人聚集所在，而柔佛刚好位处华人最早移入的新加坡和马六甲，

故此有不少闽潮人士进入。 
    其次，是各属会馆分布情况，有几点值得注意。各属在各州分布，稍加整理

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其属会几乎遍布各州，分布最广的是南安（11 州），各州

皆有，其次是永春（10 州）和安溪（9 州）。第二种是大量集中于某一州属，形

成一枝独秀者，计有柔佛的永春会馆、雪兰莪的同安金厦公会、霹雳的晋江会馆

和砂拉越的漳泉公会，而惠安公会则在北马居多，形成会馆区域分布的现象，闽

南会馆在各州属分布情况，可以看见各属闽南移民落户所在。 
    各州各属会馆的分布，也值得留意。北马的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登嘉楼

闽南人数较少，相关会馆也最少。由于玻璃市的闽南会馆与吉打合组，故此是目

前唯一没有任何闽南地缘会馆的州属。柔佛是所有州属中各地缘会馆分布最均匀，

各类地缘会馆皆有在此成立，其次为马六甲，除了云诏东会馆，其他各属会馆就

有成立。至于各州属会加总数量最多的是柔佛，共 31 个，往下依序是雪兰莪（19）、
霹雳（16）和砂拉越（14）。 
    最后，除了云诏东和德化会馆，其他各属会馆皆有联合会的组织。而柔佛永

春会馆因为属会众多，故此又有柔佛永春联合会的组织，砂拉越的漳泉公会和沙

巴的福建会馆也是类似的情况，皆有州属本身的联合会。 
 
四、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创办年份分析 
 

 福建

会馆 
永

春

会

馆 

南

安

会

馆 

晋

江

会

馆 

安

溪

会

馆 

惠

安

会

馆 

同安

金厦 
漳泉

会馆 
云

诏

东 

德

化

会

馆 

总

数 
百 分

比 

1750-1799  1         1  
1800-1849 1          1  
1850-1879 3          3  
1880-1889 4 1  1       6  
1890-1899 5 3 1        9  
1900-1909 3          3  
1910-1919 2 2 2 1 1 1     9  
1920-1929 11 10 2 2 1 2 3 1  2 34  
1930-1939 6 5 1   4 1 3 1 1 22  
1940-1949 4 1 1   2 4  2 1 15  
1950-1959 14 5 1 1 2  2  1  26  
1960-1969 19 3 1 3 1  2   1 30  
1970-1979 6 1 1 5 1 2 1  1  18  
1980-1989 7  5     9   21  
1990-1999 6    6 1 1 1   15  
2000-2013 4 2 3 1 1  3   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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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95 34 17 13 13 12 17 15 5 7   
表三；马来西亚闽南社团年代分布表 

     
本表各会馆的创办年份，目前仅望万福建会馆、亚沙汉福建会馆、新邦木阁

福建会馆、榴莲东葛福建会馆、珠宝福建会馆和吉打漳泉公所六间无法取得，文

冬福建会馆则创办年份不详，这些都不纳入计算范围内。另有部分会馆由于档案

文件损毁等因素，以致无法确认创办年份，但可从其现存简史中推定其大致创会

年代。此外少数会馆，成立较早，有相当的历史渊源，但却迟至晚近才注册，如

新古毛福建会馆，他们为了成为福联会的会员，在 1996 年注册，将原有的名称

“工余俱乐部”改换，其创会年份仍以较早的年份为准。 
    若依据闽南会馆成立时间先后来分析，可以区分为几个时期。第一期是 18
世纪末期至 1879 年以前，只有 4 间福建会馆和两间永春会馆成立，可以视为草

创期。第二期是 1880 年到 1919 年，这段时间福建会馆的数量逐步在增长，共有

14 间。闽南各属会馆共有 13 间，除了永春有 6 间新属会成立，南安、安溪和惠

安会馆也相继成立，可以视为发展期。 
    第三期是 1920 年代到 1960 年代，这时不论是福建会馆或闽南各属会馆，成

立的数量皆翻倍增长，平均每个十年皆有 25 所会馆成立，共 126 个，即便在 1940
年代，曾经历三年 8 个月的日据时期，会馆发展停顿，在战后短短的数年间都有

十余所会馆成立，可见其发展势头。这期间，尤以福建会馆、永春会馆、惠安会

馆和同安金厦会馆的成立最为迅猛。同时，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也就是颜

清湟所谓的“华人方言组织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十年”12，闽南各属会馆也全数成

立，可谓遍地开花，尤其是 1920 年代，闽南各属和福建会馆成立的数量共 33
个，是成立数量最多的十年。值得注意的是 1950 和 1960 年代的两个十年，福建

会馆的成立，可谓翻了几番，共 24 个，可以视为蓬勃发展期。第四期是 1970
年迄今，属平稳发展时期。福建会馆和各属会馆皆陆续稳定增长，平均每个十年

皆有十余间的会馆成立。其他各属会馆则在某个特定的十年内，数量翻倍增长，

如 1940 年代的同安金厦、1950 年代的永春会馆、1980 年代的南安会馆和漳泉公

会、1990 年代的安溪会馆。这时期，各会馆开始扩大组织、功能转换和转型。 
 
五、小结 
    从上述的计量分析，除了可补充学界主要以文献进行的社团研究之不足，同

时也可修订一些论点。例如颜清湟认为 1920 和 1930 年代为社团成立最为蓬勃发

展时期，基本上是正确无误，但据表三的数据显示，在闽南社团的情况，这个蓬

勃发展时期应该还可延续至 1960 年代。此外，表二显示以闽南人居主的槟城，

竟然是马来西亚州属中福建会馆较少的其中一个，透过这些数据，让我们队闽南

社团在我国发展的面貌，无疑有个比较真实的了解。 
 
 
*** 任 何 资 料 和 意 见 提 供 ， 请 联 系 廖 文 辉 012-2739022 （ HP ）， 或
03-87392770-6204（O），电邮：bonhoi.lew@gmail.com。 

 

                                                        
12 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页 36。颜清湟认为“共

组织了至少 11 个方言会馆”，恐怕过于保守。 

mailto:bonhoi.le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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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人的家族会组织 
鄭名烈 

(華社研究中心) 

 
一.前言 
 

国内的宗亲组织不计其数，但在分类上可分为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组成的

家族会组织，以及以姓氏做纽带的姓氏组织。这里所指的宗族在定义上是一个以

血缘做纽带，由一个共同祖先所繁衍后代所组成的群体。在清末民初时期，福建

广东地区许多人民迁徒到马来亚，一些宗族的大量口也随之迁徒到马来亚，在人

数和经济条件成熟时，有些群体在马来亚就会建构家族会组织。 

 

家族会组织的特点在于能够追溯所有会员们的谱系。倘若中国原乡的宗祠仍

然保持完好，更或者族谱仍然流传下来(文革时期，许多宗族的家庙和族谱均遭

到破坏)，即能清楚辨识族亲们之间关系的亲疏。 

 

家族会因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因而仍然保有很强的凝聚力。按照笔者所做调

查，在槟城以外的霹雳、雪兰莪、彭亨、森美兰，以及柔佛州这些开发时间较海

峡殖民地更冕开发的地区，也出现大量家族会组织。目前已确认的永春籍家族会

组织有 33个，南安籍 15个、安溪籍 6个、厦门籍 2个、兴化籍 1个、潮州籍 1

个。显示闽南籍的宗族文化响较其他社群深远，原乡的宗族网络在马来西亚再建

家园之时起著很大的作用。 

 

在传统的闽南社会，社群认同有一定的层次性。笔者认为，移民马来亚初期，

闽南人的认同层次依序是血缘、地缘、方言。而业缘和学缘是后来社会发展后的

衍生物。对于第一代渡马始祖的差序格局，血缘的认同优先于地缘。但第二代因

地缘改变，血缘关系逐渐失去原有作用。家族会的产生，往往是在第一代缅怀乡

情，以及对传统宗族文化的认同才成立的。但随着社会变迁，宗族成员的国内再

移民，这种家族会组织也面临著钜大的挑战。必须透过籍贯意识的再建构，提升

组织的内涵，才能赋予家族会新的生命力。 

 

 

 
二. 姓氏會館與血緣性組織的差異 
 
 

1.姓氏會館不能與血緣性組織劃上等號 

 

国内的宗亲组织不计其数，但在分类上可分為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组成的

家族会组织，以及以姓氏做纽带的姓氏组织。家族會的前身是宗族組織，而姓氏

会馆不等於血缘性组织。这裡所指的宗族在定义上是一个以血缘做纽带，由一个

共同祖先所繁衍后代所组成的群体。但也可能是由超过两位同姓氏但无血缘关系

者，因住在同一地区的地缘因素，他们所繁衍的后代子孙基于互利与生存需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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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联宗的族群。姓氏總會、姓氏會館這類組織與家族會容易區別之處，乃前者

的會員之間沒有譜系可循，要修族譜也不知從何修起。而後者，祖宗十八代皆有

跡奇循。      

 

在清末民初时期，福建广东地区许多人迁徒到马来亚，一些宗族的大量口也

随之迁徒到马来亚，并重新再组织家族会组织。而姓氏組織，會員們並沒有共同

的近祖關係，一般都以姓氏發源地的郡望號來做為結社的共同紐帶。同姓者但不

同籍贯，均有资格成為姓氏会馆的会员。但年代久遠，不同籍貫者，除了姓氏以

外，還有多少共同的歷史記憶? 大多数这类组织都会牵强付会把故事从盘古开天

地说起。至於近祖為何出现在广东、福建，因為不清不楚，所以多半隻字不提。

即便要建構歷史記憶，或者造成結構性失憶，能夠利用的“材料”也非常有限。

即便是祖籍地為永春人的同姓者，因姓林、姓陳或姓鄭，各別擁有五、六十個宗

族，同姓者的祖源未必相同，所能擁有的共同歷史記憶必然有限，更何況是不同

籍貫的同姓者。 

          

 

2.國內各籍貫家族會組織的分佈 

 

馬來西亞的家族會組織除了槟城的漳州籍的幾個宗族組織外，在霹雳、雪兰

莪、彭亨、森美兰，以及柔佛州这些开发时间较海峡殖民地更晚开发的地区，出

現了較檳城更多的家族会组织。但值得關注的是，客籍、粵籍和琼籍的家族會尚

未被發現，潮籍和兴安籍的僅只是少數，數量最多的仍然是閩南籍，尤其是永春

人。 

 

(1)潮州籍 

 

潮州下鯤江張氏家族會(麻坡) 

 

(2)莆田籍 

 

莆田華亭鎮西許村徐家族會(巴生) 

 

(3)廈門籍 

 

林佳萬家族會(麻坡) 

  

(4)同安籍 

 

檳城姓周橋公司(同安縣杏林社周氏) 

马六甲曾厝社御史喜鲁陈氏家族会(同安縣曾厝社) 

 

(5)漳州籍 

 

檳城龍山堂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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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九龍堂林公司 

檳城霞陽楊府植德堂 

檳城謝氏石塘世德堂 

  

(6)安溪籍 

 

舉溪陳氏宗親會(直涼) 

真山陳氏家族會(吉隆坡甲洞) 

藍田鄭氏家族會(萬津) 

蓬莱刘氏公会(吉隆坡?) 

马来西亚安溪芸美李氏家族会。 

马来西亚安溪蓬莱大亁林氏家族会 

 

(7)南安籍 

 

霹靂戴氏家族會(南安洪瀨鎮) 

马六甲注礼堂戴氏宗族会 

槟城戴氏家族会 

槟城黄氏访前诗峰社 

萬津洪宜邦內外家族會 

马来西亚南安刘氏公会 

柔佛州南安东方张氏公会 

槟城尤氏卿田堂 

槟城陈氏潮唐社 

槟城李氏内益社 

槟城林氏溪东公会 

巴生溪东林氏公会 

王氏家族龙泳社 

祖奉家公司族社 

南陽叶氏宗族 

 

(8)永春籍家族會的分佈地區 

 

家族會名稱 柔佛 馬六甲 森美蘭 彭亨 雪蘭莪 霹靂 

1.石鼓黃氏登進     x  

2石鼓桃場林氏     x  

3.石鼓南湖鄭氏   x    

4.岵山南幢郭氏      x 

5.岵山小姑南山陈氏     x  

6.东关外碧陳氏     x  

7.东关美升黃墘鄭氏     x  

8.东关伟公陈氏     x  

9.東平鴻榜陳氏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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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東平肇永公李氏 x  x  x  

11五里街龍頭陳氏 x      

12五里街霞陵林氏 x  x    

13桃城邱肇基   x  x  

14桃城周氏公會 x    x  

15桃源崇魁陈氏 x      

16桃城外坵社前李氏 x      

17桃城鹏翔郑氏 x    x  

18桃城鎮高陽余氏(麻) x      

19桃城鎮高陽余氏(峇) x      

20桃城湖堀王氏  x     

21五里街貴仁顏氏  x     

22湖洋彭城劉氏 x      

23湖洋仙溪鄭氏 x      

24湖洋蓬萊黃氏 x      

25介福揚美鄭氏 x      

26介福大坵頭林氏 x      

27介福穎龍津陳氏 x      

28介福紫美鄉鄭氏 x      

29仙夾夹漈郑氏  x      

30蓬壺美山林氏     x  

31外山云峰內外鄉林氏 x      

32達埔钱山张氏      x 

33達埔葉氏福卿公     x  

 

照片 1.位於麻坡武吉甘蜜的永春揚美鄭氏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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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屹立於麻坡武吉巴西鎮的穎龍津陳氏家族會的會所 
 
 
 
 
 
 
 
 
 
 
 
 
 
 
 
 
 
 
 
 
 
三. 家族會的前生--宗族的基本特質與結構 
 
 

1.宗族的基本结构:房派与堂号 

 

中国闽粤的许多农村仍然保存着宗族社会的特质，中国的农村村落的形成，

是由家庭人口分支、迁徙、开基、繁衍、发展而成，13特别是明清时期。因此，

中国的农村基本上是一姓一族一村，或一大姓兼及几个小姓形成一村。这种现象

的产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闽粤地区在民国以前距离中央政府太远，较少受

到政府的约束，宗族的力量也因此比较发达。另一方面。农村因为靠着土地生活，

人口也就不太会流动，很自然的逐渐发展出聚村而居的现像。而闽南地区由于山

多地少的地理环境影响，集结人群力量来争夺耕地、水源更是一种生存的必要条

件，也因此强化了聚族而居的文化。目前的永春乡二十几个乡镇的农村，基本上

仍然保存宗族社会的面貌。 

 

宗族在定义上是一个以血缘做纽带，由一个共同祖先所繁衍后代所组成的群

体。在组织结构上，宗族可透过明确的谱系来辨识成员之间血缘关系的亲疏。在

文化上，因为世代聚族而居而具有本身的特殊性。 

 

                                                        
13
 施由明(江西省科院) ，〈明清时期宗族与农村社会控制—以江西安义县千年古村为例〉，《农业

考古》，2006 年第 04 期，页 90。 

http://www.ilib2.com/P-QCode~nykg.html
http://www.ilib2.com/P-QCode~nyk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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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的結構，一般在縱軸可再區分房派和堂號。在縱軸上，則是字輩譜，又

稱為昭穆系統，在族譜上均會清楚記載。有些宗族把這幅字輩譜寫在宗祠內顯眼

處。家族会组织的特点在於能够追溯所有会员们的宗族谱系。倘若中国原乡的宗

祠仍然保持完好，更或者族谱仍然流传下来(文革时期，许多宗族的家庙和族谱

均遭到破坏)，即能清楚辨识族亲们之间关系的亲疏。一般上，在原乡来自同一

堂号者，基本上大多数是五服内(即高祖父是同一人)的亲属。按照我们上一代的

观念，五服内的关系已算是近亲关系。家族会因為共同的歷史记忆，因而仍然保

有很强的凝聚力。 

 

宗族形成之前，先是因一个家庭的人口繁衍而进行的分房。也即是房派的划

分的开始。一般上在分房时的那个家庭有几个孩子即可分为几个房派，每一人即

是各房派的始祖。宗族分房后，各房繁衍子孙在人数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必会再进

行分房。随着时间的推移，房(Sub-lineage)的代际不断增加，但由于中心点是永久

的，房依旧保持结构上的稳定。14 

 

分房的机制不几在每个家庭重复，经过几代的衍繁，初始的房派也会再析分

出新的房派。从开基者往下开展，最后的结构如古埃及金字塔，而且基座随着时

间逐渐在扩大。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的形成，是经由家族及家庭相裂变

的结果。 

 

只要宗族的族谱保存完好，整个宗族的谱系请晰可辨识，往上追溯即能找到

自己所隶属的房派。但房派并不足以说明血缘关系的亲疏，必须再往下透过房派

底下的堂号，搭配宗族昭穆系统的字辈谱，才能按五服关系找族中有那些再从兄

弟、族兄弟等高祖底下，堂兄弟以外的近亲有那些成员。例如永春大坵头林氏宗

族在独立前就有50几个堂号的抵达马来亚。永春扬美郑氏在堂号也有了29个堂号

的成员在马来亚定居。堂号让他们辨示了族亲关系的亲疏。 

 

宗族的堂号有别于郡望号。郡望号是姓氏源流的一种代号，例如“荥阳堂”

是郑、潘、池的郡望号。“颖川堂”是陈姓的郡望号。但宗族的堂号则是宗族境内

每一栋房子的一种代号。这些堂号应是族中有学之士所命名，其含意有富贵或者所

处地理环境来命名。堂号在宗族的产生除了显示族中出了有学之士或读书人之外，

也反应了一个宗族对文化的重视。堂号的发明，除了解决中国在古时候的地区政理

没有门牌制度的管理问题之外，也建立了宗族亲内各户人家的亲疏关系的辨识系统。

更体现了宗族社会对血缘系统的重视。一般上，同一堂号可由一户或超过一户人

家所组成。同堂号者都具有五服内的亲属关系，即是同一高祖所繁衍的后代。当某

堂号的人口增加到一定程时，就开始有人搬离祖宇在附近另辟新居建立新堂号。

因此堂号与堂号之间也有从属关系。即使到了海外，永春人仍然保有堂号的观念，

例如麻坡永春龙津陈氏公所创办人陈光前在他的新居落成时，就以“永源兴”做

为堂号。 
 

在传统宗族社会，除了族谱之外，大家庭有自身的家谱，各堂号也可能有自

                                                        
14
莫理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着，刘晓春译:《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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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堂号谱，财势强大的房派本身亦可能设有本身的房谱。势力较大的宗族，甚

至有本身的宗祠、书斋、仓库及房产，所具备的条件已足以自行建立宗族组织。

唯中国的宗族往海外迁移再进行重建之后，因地理条件与社会因素的差异，房派的

功能与意义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房派底下的堂号，更具凝聚族人的功能，尤

其亲族移民模式下，堂号更是中国人清末民初时期往海外移民的重要基础。 

 

 

2.族亲关系的辨识系统—世系汇志的历史意义 

 

在麻坡有三個永春的家族會組織曾編列族親的《世系汇志》，分別為揚美鄭

氏公所、大坵頭林氏公所，以及穎龍津陳氏公所。在体例上，《世系汇志》有别

于传统的族谱。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族谱记载的是历代祖先的基本资料，宗族的

结构、有功勋的历代祖先，甚至祖先迁徙的过程。简单的来说，族谱即是一部家

族史。而《世系汇志》则是在编志时将在这里能够收集到的族亲的基本资料汇集，

有关渡馬始祖祖辈的资料至多可追溯至上两代。從中仅能看出概括性看出房派、

堂号的谱系，却未能明确掌握五服亲属关系。但字辈一般都完整保留，每位族人

的在宗族内的辈份排序仍然有迹可循。 

 

 世系汇志是为凝聚散居全马各地的扬美郑氏族亲而作。当年倡议编志者均是

从中国的家乡南来，保有很强的族亲观念。《马来亚联合邦永春大坵头林氏世系

汇志》在讓滙志的〈匯誌緣起〉的篇章即提到:“譜牒之作，其義殊大，足以正綱

常，敦風化，明世系，使後世子孫，能知宗識祖，追本溯源，而各親其親，長其

長，承先啟後，繼祖宗之遺志，勵精向往，得發揚而光大之。”15目的是避免数百

年后代子孙相见时如同陌生人。在完成族谱谱笈的动机上，仍然脱离不了明清时

期福建社会的“溯其源、分疏戚、序尊卑”目的性。 

 

    1949 年之后，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马来亚的中国移民要返回中国祖籍地

已经很困难，那时候留在马来亚的族人已将马来亚视为第二故乡，但源自中国原

乡的宗族观念仍然坚韧，对族亲关系的维系非常重视，在马来亚进行宗族组织的

重建工作酝酿已久，因而才有本地宗族的世系汇志或族亲志的产生，藉此建立宗

族成员的连系网络，来达到将散居各地的族人团结起来的目的。 

 

宗族的《世系汇志》或族亲志以马来亚的族亲为主体，将南来的第一代当作

第一世，再追叙父母亲的资料及故乡所居屋子之堂名，以清楚辨识这些族亲的在

故乡的根源所在。在扬美郑氏和大坵头的世系汇志里，每一位南来的族亲除了辈

份排序与原乡堂号的归属均清楚记录之外。龙津陈氏宗族则按居住在马来亚的族

亲们的房派归属清楚记录，对于这些南迁者在马来西亚的后人而言，这世系汇志

是族人辈份排序、堂号归属及追根溯源的的查阅典籍。也是族亲间血缘关系的亲

疏辨识依据。许多人在马来西亚出生者后来都是根据这些汇志的资料，回到祖籍

地找到自己的祖宇。 

 

                                                        
15
《马来亚联合邦永春大坵头林氏世系汇志》(上集)，麻坡: 马来亚联合邦永春大坵头林氏公所，1958，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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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后，因经济水平的提升，地方兴起修谱热，永春桃城鎮

洋上村的高阳余氏宗族已完成修族谱的大工程，高阳余氏宗族的谱系脉络因此清

晰可查询。透过族谱资料，可获知武吉巴西高阳余氏宗族主要是珊房（四）官仓

派的子孙。第十五世的祖仪有三子，长子为德论，次子为德盾，三子为德地。“苦

力贸易”。“德”字为高阳余氏宗族第十六世的行第。祖仪的孙子为行第排第十七

的“自”字辈。16目前武吉巴西的余姓族人的祖父辈即是“自”字辈。从《高阳

余氏族谱》可清楚看出目前武吉巴西余氏族人的五服族亲关系。也获悉台湾著名

诗人余光中原来亦是来自洋上村的高阳余氏宗族的族亲。17 

 

照片 3 龙津陈氏宗族的族亲汇志 

 

 

 

 

 

 

 

 

 

 

 

 

 

 

 

 

 

 

 

 

 

 

 

 

 

 

 

 

 

 

 

                                                        
16
《高阳余氏族谱》，頁 625-662。 

17
《高阳余氏族谱》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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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 高阳余氏族譜 

  

 

 

 

 

 

 

 

 

 

 

 

 

 

 

 

 

 

四.結論:   

 

在传统的闽南社会，社群认同有一定的层次性。笔者认为，移民马来亚初期，

闽南人的认同层次依序是血缘、地缘、方言。而业缘和学缘是后来社会发展后的

衍生物。对于第一代渡马始祖的差序格局，血缘的认同优先于地缘。因此，姓氏

會館的會員們對組織的認同一般不遠遠不如家族會和地緣性會館和方言群。但第

二代因地缘改变，血缘关系逐渐失去原有作用。家族会的产生，往往是在第一代

缅怀乡情，以及对传统宗族文化的认同才成立的。但随着社会变迁，宗族成员的

国内再移民，这种家族会组织也面临著钜大的挑战。必须透过籍贯意识的再建构，

提升组织的内涵，才能赋予家族会新的生命力。 

 
宗族迁徙到海外还能重建宗族组织，虽然在形式上已经转换，但当初渡马始

祖的那一代成立家族会、购地建会所的目的，应具有传承宗族文化的意图。家族

会组织能够追溯宗族的谱系，除了昭穆系統的字輩譜之外，與祖籍地所屬宗族的

房派、堂號亦能進行對應，族亲们之间关系的亲疏能夠清楚辨识。家族会因为共

同的历史记忆，因而仍然保有很强的凝聚力。在这些宗族组织里，只要进一步追

溯，仍然可找到本身的字辈谱、房派与堂号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只要经过梳理，

宗族的谱系均能在所屬的祖籍地完整的对应出来。 
 

宗族从原乡迁徙过桯、参与地方拓殖的历史基本上即是华社先贤南来的奋斗

过程。各个宗族组织若能为本身的宗族南渡历史投入心力进行详细的研究，综合

起来，就是一部大马华裔南迁马来亚的历史缩影。 
 
        

(**本論文仍未發表，請勿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