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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分家后两国宗乡会馆的联系与互动 

 

韩山元*
 

 

 

摘 要 

 

一、新马分家前两地宗乡会馆的联系与互动 

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之前，许多新马会馆是一家，

有个总会设在吉隆坡，如马来西亚成立前设在吉隆坡的马来亚琼州会馆

联合总会，新加坡琼州会馆是它的属会。 

二、新马分家初期前两地宗乡会馆仍保持密切联系 

当初新马货币没有分家，新马航空联营，两地人民往来不需要护照，

两地会馆是一家的观念还很顽强。两地会馆举行重要集会（如会庆晚

宴、新厦落成开幕等），都邀请彼岸同乡或同宗会馆派代表出席。以新

加坡琼州（海南）会馆为例，当时还是马来西亚琼州（海南）会馆联合

会的会员团体。 

三、进入 70 年代，新马会馆全面分家后的局面 

组织上分家，心理上仍是一家，互访依然频密，中南马地区的会馆

（尤其是柔佛州）与新加坡会馆的关系依然十分密切。这种难于割舍的

联系是基于新马两地的历史渊源，也体现了两地民间的力量对于维系新

马两国民间友好关系发挥了极大作用。 

四、70 年代末开始的新契机：新马会馆联手推动世界各地宗乡团体

的联谊活动。 

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到 21 世纪的今天，多个新马会馆携手合作，

发起与主办世界宗乡团体的联谊活动，并且成立常设的联谊机构，加强

联系，促进文化教育，提升宗亲与乡亲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这是值

得注意到一个新动向。 

五、新马宗乡会馆共同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新马会馆的合作应着眼于文化，以往的经验证明，经济层面的合作很

难成功。要研究如何避免受新马两国政治因素的干扰。应寻求新的联系

与合作途径，并使联系常态化。应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 

 

                                                           
*
 本文作者退休前为新加坡《联合早报》编辑，现任新加坡海南会馆文教部主任。厦门

大学历史系硕士。 



2012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2 

新马分家前两地会馆的联系与互动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 1963 年 9 月 16 日之前是马来亚联合邦、北婆

罗洲与砂拉越）在历史上曾经是一家，严格地讲是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

坡曾经是一家，两地的华人宗乡会馆由于地缘、血缘相同，更是关系亲

密。 

不少华社的领导人往往是身兼新马两地社团的领导职务，或是两地社

团的赞助人。这里举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是柔佛州华族先贤黄亚

福，他于上世纪初在柔佛州与新加坡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原是广东省台

山人的黄亚福是新山广肇会馆的首任总理，也是宽柔学校首任总理，又

担任新加坡广惠肇方便留医院总理多年，他也是新加坡黄家馆与养正学

校的赞助人。（注一） 

另一个例子是新马海南人领袖郭新（镜川），郭新是早年中国同盟会

的成员，追随孙中山干革命，辛亥革命后他集中力量在商业与种植业发

展，成为巨富。1936 年，郭新出任马六甲琼州会馆（现海南会馆）主

席，他因为在新加坡有庞大业务，经常在新甲两地往来，晚年常住在新

加坡，他对新加坡琼州会馆（现海南会馆）的会务也非常关心，出钱又

出力，战前就被推选为新加坡琼州会馆主席。一人身兼新马两个大会馆

的主席，一时传为佳话。（注二） 

新马两地宗乡会馆长期以来一直互相支援，互通讯息，联办活动。马

来亚各地会馆凡是举行会庆活动或新会所落成典礼，例必邀请新加坡的

同乡或同宗会馆派代表参与其盛，新加坡的宗乡会馆亦然，这已成为一

个传统，一直到今天，尽管新马已分家多年，这一传统并没有“失传”。 

新马两地会馆携手合作办大事的最突出例子是：两地会馆在上世纪

50 年代大力支持南洋大学的创建，两地会馆的不少领导人也担任全马各

地南大委员会的委员。 

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之前，许多新马会馆是一家，

有个总会设在吉隆坡或新加坡，如马来西亚成立前设在吉隆坡的马来亚

琼州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琼州会馆是它的属会。早期新加坡的南洋客

属总会就曾经涵盖整个新马地区，连印度尼西亚、缅甸的一些客属社团

也是南洋客属总会的成员。 

  

 

1973年马来西亚新社团法令的影响 

 

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在独立

后最初几年，新马货币没有分家，新马航空联营，两地人民往来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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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连原来在两地活动的政党也没有分家，新加坡的巫统还是由马来

西亚巫统中央领导，用一样的党名党徽，人民行动党也一样。那时，两

地的会馆依然是亲如一家。两地会馆举行重要集会（如会庆晚宴、新厦

落成开幕等），都邀请彼岸同乡或同宗会馆派代表出席。 

1973 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布新的社团法令，限制外国社团做为马国

社团的成员，新加坡琼州会馆不得不退出马来西亚琼州会馆联合总会，

新马的海南会馆算是分家了。这个法令影响的不仅仅是新马两地的海南

人社团，实际上，两地其他籍贯的会馆也受影响。（注三） 

进入 70 年代的新马两地会馆，在组织上分家，但是心理上仍是一

家，互访依然频密。由于地理上十分接近，一天之内就可以往返，中南

马地区（尤其是柔佛州）的会馆与新加坡会馆的关系依然十分密切，这

种难于割舍的联系是基于新马两地的历史渊源，也体现了两地民间的力

量对于维系新马两国民间友好关系发挥了极大作用。最有意思的是，自

从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之后，新马两国的国家关系时好时坏，但是，新

马华人宗乡会馆则基本上不受影响，依然亲如一家。 

  

 

70年代末开始的新契机： 

新马会馆联手推动世界各地宗乡团体的联谊活动 

 

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到 21 世纪的今天，新马各会馆的合作有了新

契机，出现新气象，那就是多个新马会馆携手合作，发起与主办世界宗

乡团体的联谊活动，并且成立常设的联谊机构，加强联系，促进文化教

育事业的发展，提升宗亲与乡亲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这是值得注意

的一个新动向，这也可以说是新马宗乡团体保持传统联系与互动的重头

戏。 

以下是新马宗乡会馆联合世界各地宗乡团体成立的跨国联谊机构，我

们着重介绍世界广东同乡联谊会的成立经过，其余的联谊组织成立背景

与经过均大同小异，这里只做简介。 

 

¶ 世界广东同乡联谊会 

1997 年 11 月 25 日，新加坡广东会馆配合成立 60 周年庆典，主办世

界广东乡亲代表大会，广邀世界各地乡团代表与知名人士前来参与其

盛，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马来西亚各地的广东乡团代表。当时的新加坡

广东会馆会会长张荣先生在与各地乡亲举行座谈会时倡议成立世界广东

同乡联谊会，借此加强世界各地广东乡亲的联系和团结，这个倡议马上

得到与会乡亲的支持。 



2012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4 

第二年（1998 年）4 月 11 日，新马两地的广东会馆代表在马国首都

吉隆坡召开联席会议，对组建世界广东同乡联谊会的基本原则达致共

识。 

1999 年 7 月 18 日，雪隆广东会馆庆祝成立 60 周年，新加坡广东会

馆组团出席，在乡亲交流会上，大家一致通过了世界广东同乡联谊会的

简章，并推举新加坡广东会馆主办第一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 

由此可见，世界广东同乡联谊会是新马两地广东会馆合作的成果。 

¶ 世界广西同乡联谊会 

1983 年 2 月 18 日成立于曼谷，第一届世界广西同乡联谊大会于同年

5 月 5 日在新加坡举行。 

¶ 世界大埔同乡联谊会 

1995 年 5 月发起于东马的诗巫，以后历次联谊大会都在广东大埔举

行。 

¶ 世界中山同乡恳亲大会 

首届恳亲大会 1996 年 9 月 14 日在吉隆坡召开。 

¶ 世界丰顺同乡联谊会 

新马丰顺会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共同组团访问各地乡亲。1992 年

12 月 6 日，第一届丰顺同乡联谊大会在新加坡举行，大会议决成立世界

丰顺同乡联谊会。 

¶ 世界东安恳亲大会 

首届世界东安恳亲大会 1992 年在吉隆坡举行，以后每两年开一次大

会。 

¶ 世界龙岩恳亲联谊大会 

1991 年 6 月 2 日新加坡龙岩会馆趁成立 50 周年之际，首次主办龙岩

同乡交流座谈会，会上新加坡代表倡议设立世界龙岩联谊中心，得到马

来西亚等地乡团大力支持。1998 年 10 月 3 日，第一届世界龙岩恳亲联谊

大会在福建龙岩举行，以后每三年开一次大会。 

¶ 世界永春社团联谊会 

1993 年 11 月 18 日成立于福建永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永春会馆是

核心成员。 

¶ 世界兴安同乡恳亲大会 

1998 年 12 月在福建莆田召开首届界兴安同乡恳亲大会. 

¶ 世界同安联谊会 

1994 年 5 月 21 日于新加坡成立，每两年开一次联谊大会。 

¶ 世界安溪乡亲联谊会 

1992 年 10 月 15 日由新加坡安溪会馆发起成立。联谊会永久秘书处

设在新加坡安溪会馆。联谊大会每三年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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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南安同乡联谊会 

1992 年 1 月由马来西亚南安社团联合会发起成立。以后每两年开一

次联谊大会。 

¶ 客属恳亲大会 

1971 年 9 月 28 日在香港召开第一届客属恳亲大会，新马两地客属社

团均派代表参加，以后每两年开一次大会。 

¶ 世界顺德联谊总会 

1995 年 10 月 15 日世界顺德联谊总会在广东顺德举行，1998 年 12 月

19 日在顺德举行第一届恳亲大会，以后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 

¶ 世界晋江同乡总会 

1970 年，新加坡晋江会馆发起组织新马晋江同乡联谊会，1988 年扩

大为亚洲晋江同乡会，1997 年再扩大为世界晋江同乡总会。 

¶ 世界海南乡团联谊会 

1989 年 10 月 14 日由新加坡海南会馆（当时称琼州会馆）发起，得

到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的大力支持，以后每两年举办一次联谊大

会。1999 年 11 月 18 日至 20 日，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于云顶高原主

办第 6 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 

¶ 番禺海外联谊会 

1994 年 10 月 22 日成立于广东番禺，海外联谊大会每四年举行一

次。 

¶ 世界惠州同乡恳亲大会 

第一届世界惠州同乡恳亲大会于 1994 年 4 月 15 日在新加坡举行，由

新加坡惠州会馆主办，以后每二或三年举行一次大会。 

¶ 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 

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是新马两地福州社团携手合作的成果，第一届

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于 1990 年 5 月 17 日至 19 日在新加坡召开，马来

西亚的福州社团给予大力支持。 

¶ 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 

1994 年 9 月 17 日第一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初期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后改为三、四年举办一次。 

¶ 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 

成立于 1988 年 10 月，由新加坡福清会馆发起。1989 年 9 月 22 日至

24 日在新加坡福清会馆举行第一届联谊会大会。 

¶ 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1980 年由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发起，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积极

配合与支持。年会每两年举行一次，1987 年与 2003 年的年会由新加坡潮

州八邑会馆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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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马氏宗亲恳亲大会 

由马来西亚马氏宗亲总会于 1986 年发起，新加坡南洋马氏总会配合

与支持。 

¶ 世界六桂宗亲恳亲大会 

前身是东南亚六桂恳亲大会，六桂是洪、江、翁、方、龚、汪六姓的

总称。1982 年 9 月，菲律宾六桂宗亲总会第一次组团访问东南亚宗亲，

在新加坡的欢送会上，首次倡议主办东南亚六桂恳亲大会，得到马来西

亚六桂宗亲团体的热烈响应。 

¶ 世界许氏宗亲总会 

1982 年 10 月 6 日在台北成立。 

¶ 世界庄严宗亲总会 

1990 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在新加坡成立。 

¶ 世界何氏宗亲恳亲大会 

1994 年 9 月 3 日由马来西亚何氏总会在吉隆坡主办第一届世界何氏

宗亲恳亲大会，新加坡何氏宗亲组织热烈响应与支持。 

¶ 世界苏姓宗亲总会 

1994 年 3 月 18 日成立于马尼拉，每两年开一次大会，2000 年的恳亲

大会由新加坡苏氏总会主办，马来西亚苏氏宗亲组织派代表参加。 

¶ 世界何林氏恳亲总会 

1981 年 10 月 8 日成立于台北。每两年开一次恳亲大会。新加坡与马

来西亚的林氏宗亲组织分别主办过三次大会。 

¶ 世界钟姓联宗总会 

1977 年，吉隆坡钟氏公会主席钟毓倡议成立新马钟姓联宗会。1983

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 6 届新马联宗会上，议决将新马钟姓联宗会易名为世

界钟姓联宗总会，1984 年 10 月 7 日，世界钟姓联宗总会于台湾桃园县正

式成立。 

¶ 世界黄氏宗亲总会 

1980 年 4 月 28 日在台北正式成立，以后每三年开一次恳亲大会。新

马黄氏宗亲组织都是它的成员。 

¶ 环球萧氏宗亲恳亲会 

1991 年 6 月 30 日成立于吉隆坡。 

¶ 世界彭氏宗亲联谊会 

1994 年 8 月 20 日成立于马来西亚云顶高原。 

¶ 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 

舜帝后裔有 10 姓，即：姚、虞、陈、胡、王、田、袁、孙、陆、

车。1982 年 8 月在香港举行首届至孝宗亲国际大会，1986 年 5 月在台湾

正式成立至孝笃亲舜裔总会。1992 年正名为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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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谢氏宗亲总会 

1977 年 8 月 10 日正式成立于美国旧金山。 

¶ 全球董杨童宗亲恳亲会 

正式成立于 1995 年。 

¶ 世界赖罗傅宗亲总会 

1981 年正式成立于香港。 

¶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 

1991 年 4 月 3 日正式成立于新加坡，以后每两年举行一次联谊大

会。 

¶ 世界戴氏宗亲联总会 

1996 年 5 月 26 日正式成立与马尼拉，以后每两年举行一次恳亲大

会。（注四） 

 

综观各宗乡团体的跨国联谊活动，我们发现，乡团的跨国联谊组织多

半是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会馆发起的，而跨国的宗亲联谊组织则不一

定，台湾在这方面显得十分积极和热心，究其因，是台湾的地缘性组织

不如新马强大，但血缘组织则声势不小。除了山地原住民外，台湾人的

祖先多半是从中国的福建省渡海过去的，如果有个福建会馆的话，几乎

大半的台湾人都可以加入。而新马华人的先辈大多数来自福建、广东、

海南等省，新马的地缘社团林立，有省级、县级的会馆，甚至还有乡级

的会馆（如新加坡海南人的孟里南旅同乡会、琼崖重兴同乡会），华人

重乡情的传统，不会因为新马分家而失传。 

新马分家后，两地宗乡会馆除了每年派代表出席对方的周年庆典这类

社交性质的活动外，还有很值得注意与大书特书的是联合主办文化与体

育活动，这种办实事的活动不仅有效地延续了两地会馆的宗亲、乡亲的

传统情谊，而且对于文化、体育事业的推广，华文的普及与提升都做出

重要贡献。 

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新马“琼联杯”兵乓赛，一个是新马福州会馆

联办的作文比赛。新马“琼联杯”兵乓赛是新马两国体育界盛事，历来是由

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总会统筹，各州海南会馆轮流主办，虽然新加坡

海南会馆已不再是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的成员，但是，“琼联杯”兵乓

赛还是每年都参加，而且也曾主办过一届。 

新加坡福州会馆与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总会联办的新马小学现场华

文创作精英赛值得大书特书。这项每年举办一次的跨国作文比赛到 2011

年已进行了五届。 

在 2011 年举行的新马小学现场华文创作精英赛评选中，新加坡参赛

学生成绩不俗，囊括了甲组的冠、亚、季军。这项比赛的颁奖典礼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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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届新加坡全国小学现场华文创作比赛的颁奖典礼已于 2011 年 9 月 17

日下午在新加坡福州大厦二楼礼堂举行，新加坡教育部兼律政部高级政

务次长沈颖女士受邀为大会主持颁奖仪式，马来西亚福州会馆的代表与

得奖的学生也到场。 

2011 年的第五届新马小学现场华文创作精英赛小学华文创作比赛阵

容比往年壮大，共有 18 个地区的 190 间小学 3300 多名写作精英参加比

赛。另外，中国福建省侨联也继续受邀，在当地组织了 30 所小学的

19,205 名学生举行了外围賽。 

看看第五届精英赛的得奖者也很有意思，甲组冠、亚、季军由新加坡

学生获得，他们分别是育民小学康嘉琦、依布拉欣小学赵世楚和克勤小

学王榕。乙组冠军由马来西亚古晋中华小学第五小的罗健芃获得，亚军

为新加坡成康小学姜婷藼，季军是马来西亚峇株吧辖爱群二校陈微锶。

丙组冠军为槟城启智小学胡嘉敏，亚军和季军分别是来自新加坡醒南小

学的苏子彦和莱佛士女子小学的黄茗蕾。（注五） 

通过这几届的作文比赛，增进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在华文教育方面的

交流，并通过这，同时也增强了新马两地福州会馆的联系与情谊。2011

年新加坡、马来西亚与中国三国的有关单位成功联办比赛，也为这项比

赛走向更长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让主办当局更有信心将比赛推广延伸

到更大的范围。 

  

 

新马会馆如何加强合作与共同面对的挑战 

 

鉴于华人有重乡情与亲情的传统，新马宗乡会馆的联系不会中断，互

通声息，经常互访依然如故，但如果只是停留在社交层面，交往缺乏实

质内容，不办点实事，其意义与影响就十分有限。一些联谊大会往往开

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每次都通过一些冠冕堂皇的决议，发言者都发

出令人动容的号召，但是大会开过了，那些冠冕堂皇的决议，那些豪言

壮语就随风而逝，长此下去，联谊大会有可能变成例常公事，徒具形

式。以下是我对新马两地宗乡会馆如何加强联系与合作，如何共同面对

挑战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一、我认为，今后新马各宗乡团体开联谊大会，要尽可能办些实事，

提出的建议与提案一定要考虑到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不可否认，在联谊

会上与互访时提出种种的建议，其出发点都是好的，然而，对于可行性

和可持续性往往缺乏研究。 

二、新马会馆的合作应着重于文化，以往的经验证明，经济层面的合

作很难成功。例如，新马的海南会馆曾在 1989 年开始研究合资组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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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联合经营工商业，并将盈利用于发展海南人的文化教育事业，但是

反复谈了几年，最终是不了了之。然而，新马会馆在文化上的合作就能

产生显著效果与很大影响，最好的例子是新马福州会馆联合主办的学生

作文比赛。文化事业是最能持久、积累与沉淀的，文化上的成就能载入

史册。 

三、新马会馆应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我们已经进入电脑网络时代，

然而，新马很多会馆还没有自己的网站，有些会馆开设了网站，却没有

专人管理，及时更新，一些两三年前的讯息还留在网上，变成旧闻。数

年前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曾计划与新加坡海南会馆联合推出共同的

网站，虽然进展缓慢，但是这个计划不应放弃。 

四、要研究如何避免受新马两国政治因素的干扰，应寻求新的联系与

合作途径，并使联系常态化，最好是新马各会馆有个定期的互访，形成

一种制度与惯例，而且不受领导人更换的影响。 

五、要让新马两地的宗乡会馆的联系、合作与互动一代一代延续下

去，就必须高度重视两地会馆年轻成员与领导人的联系与互动。新马许

多会馆都有青年部（组）或青年团，更应该建立联系，合作开展活动，

如联合主办文化营，联合组团到中国寻根问祖，还可以携手合作到较贫

困的地区（包括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穷乡僻壤）去做善事。 

  

 

注释： 

 

注一：舒庆祥著《走过历史》第 21 页，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注二：《马六甲海南会馆千禧年纪念特刊》（2001 年出版）第 189

页《新甲关系纵横谈》。 

注三：《新加坡琼州会馆 135 周年纪念特刊》（1989 年出版）第 102

页。 

注四：《新加坡宗乡会馆史略》附录部分，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2005 年 11 月出版。 

注五：新加坡福州会馆 2011 年至 2012 年各期《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