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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商人、旅者与移民之间的邂逅，还是不同帝国与社群之间的接触，抑或是不同文化的交

流，这种种际遇持续撰写着新加坡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土生华人（亦称为海峡华人）在新

加坡和毗邻区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作为跨越传统界限的先驱，土生华人摈弃单一效忠的观念——不仅对英、中两国耿耿寸心，同

时也对他们在新加坡建立的社群至忠至诚。 
 

土生华人在许多领域都颇有成就。他们身兼多职，在本地商业和执政领域可谓开路先锋，在教

育、卫生、宗教、文化等范畴也扮演领导的角色。由于土生华人精通英语（其后代亦陆续接受

正规英文教育），此先决条件让他们自然成为殖民社会的中介和桥梁。他们在海外也人脉通达，

其网络布及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区域。 
 

接下来的展厅将介绍 50 位土生社群先驱的非凡人生。 
 
 
 

复合文化 
 

自接管新加坡起，英国殖民政府就认为需要由华人领袖来管制商人及劳工。十九世纪期间，土

生华人生活普遍富裕，并在主要的寺庙及社团担任领导，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当时华人社群的

领袖。除了保护自身的商业利益，他们同时也为华人争取权利。 
 

马来语中的 “Peranakan” 一词（也就是土生华人）泛指居住在东南亚岛屿的混血华人。他们

多数为早期华族移民与马来群岛当地妇女结合的后裔，其中男性被称为“峇峇”而女性则为

“娘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南洋一带安居乐业、长养子孙的土生华人和华侨移民

也被通称为“海峡华人”。这称谓也间接联系着位于马六甲海峡沿岸的三个英属殖民地——槟

城 、马六甲和新加坡。 
 

到了二十世纪，尽管许多土生华人已不擅华语，但他们仍然支持着华校的建立及华文报章的出

版。当中，有的改信基督教，也有的像林文庆先生重归儒家思想。这多元化的现象在以往频频 

饱受争议，但如今已屡见不鲜。此外，土生华人在政治领域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对建立今天

的新加坡功不可抹。 
 
  



1819 年至 1889 年：商务与社群的发展 
 

1819 年，英国在新加坡设立港口之际，土生华人开始陆续移民而来。当时最富有及最具权势

的华商是来自马六甲、以说福建话为主的土生华人。当中，热衷慈善事业的家族往往担任社群

领导，这也为当时的英国政府所意识到。 
 

1854 年，福建和潮州社群之间的紧张关系演变成一连串的暴动。英国政府借助土生华人领袖

的力量化解了这场纠纷。这事件致使英国政府委任华人担任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的咨询委员，

从而协助治理殖民地。 
 

在早期，许多土生华人能操流利的华语方言、马来语及英语，普遍为大规模的英国贸易公司充

当中介人。后来他们设立自己的公司，当起提供华族劳工的供应商，开始栽种甘蜜等农作物，

并经营船运公司。当中，一些富裕的土生华人向政府购买了垄断鸦片贸易的经营权，以牟取厚

利。 
 
 
 

佘有进 

生于 1805 年，中国汕头；卒于 1883 年，新加坡 
 

甘蜜王兼潮州社群领袖 
 

佘有进于 1823 年移民到南洋，与霹雳州一土生华人富商的女儿成婚。其岳父亦为殖民政府所

委任的华侨领袖（甲必单）。尽管本身并非土生华人，佘有进凭借他的婚姻及生意人脉，成功

融入了海峡华人社群。他通过种植用于药物及染料的甘蜜致富。 
 

佘有进在 19 世纪初期领导新加坡最大的方言群体——潮州社群。他建立起义安公司，并接管

粤海清庙（新加坡最古老的华人庙宇之一）。他也帮助调解 1854 年福建与潮州社群之间的纷

争。 
 

因出身书香门第、坐拥大量财富，连同其岳父的政治地位等因素，佘有进获得了众人的敬重。

他于 1853 年成为英国公民，并被封为太平绅士。1850 年，他带领华人社群欢迎达豪施侯爵访

问新加坡。 
 

 
 

陈金锭 

生于 1832 年，马六甲；卒于 1882 年，新加坡 
 

航运巨头 
 

1871 年，陈金锭创办了一蒸汽轮船公司，为新加坡最早购置与建造蒸汽轮船的华裔公司之一，

并在鼎盛时期坐拥 11 艘船只。陈金锭亦为陈氏宗祠的首任主席。他在尼路和克力路的转角处

兴建了一座豪宅（Botan House）。1882 年，他将多样具有自然与人文历史价值的珍品赠予莱

佛士博物馆。 
 
 
 

 



陈金钟 

生于 1829 年，新加坡；卒于 1892 年，新加坡 
 

泰国皇室之友 
 

陈金钟为陈笃生长子。虽然曾有谣言指他是地下帮会组织的首领，但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仍继承

了父亲的社会地位。他将父亲的米粮生意扩张至越南和泰国，并于 1863 年购买了两艘蒸汽轮

船（名为“暹罗”和“星洲”），成立了丹戎百葛船坞有限公司。1860 年，他被任命为福建

会馆的会长，之后加入市议会并被封赐太平绅士一衔。 
 

由于生意上的往来，陈金钟与泰国皇室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受委成为首任暹罗驻新加坡领事，

也成功为当时的泰王拉玛四世物色一名英语家教。陈金钟与泰国私交甚笃，乃至于把在新加坡

桥北路的私宅取名为“暹罗居”。1890 年，泰王拉玛五世到访新加坡时曾在这栋房屋居宿。 
 

 
 

陈明水 

生于 1828 年，新加坡；卒于 1884 年，新加坡 
 

陈氏宗祠创办人 
 

陈明水是陈金声的长子，在父亲去世后接管金声公司。他与陈金钟携手出资，在新加坡建立了

陈氏宗祠。他曾经因为觉得自己的英语不达标而婉拒立法议会一席。陈明水步其父亲后尘，与

马六甲保持紧密的联系，并曾担任当地青云亭的亭主。 
 
 

 

陈金声 

生于 1805 马六甲；卒于 1864 年，马六甲 
 

新加坡贸易先驱及自来水供应支持者 
 

陈金声曾就读于马六甲一间私立华校，并能操流利的英语与荷兰语。他在新加坡成功经营的金

声公司与欧洲的贸易公司有着大量的业务往来。 
 

陈笃生于 1850 年逝世后，陈金声被委任为太平绅士，此举肯定了他在新加坡福建社群中的领

袖地位。他竭力地为华人社群争取更多权益，曾请愿要求政府允许更多开放式的 华人宗教仪

式。与此同时，他也不忘做出亲殖民政府的举动，例如与佘有进一同出资建立达豪施纪念碑。 
 
 
 

 
 
 
 
 
 
 
 
 



陈笃生 

生于 1798 年，马六甲；卒于 1850 年，新加坡 
 

首位福建社群领袖 
 

1819 年，陈笃生于新加坡开埠之初迁居此地。最初，他以贩卖蔬果与家禽为业，后坐拥地产，

与英商怀特黑德（J. H. Whitehead）合伙经营业务，遂成巨富。 
 

作为新加坡福建社群的领袖，陈笃生带头成立天福宫，此处亦成为了当时福建社群的聚集点。

他是新加坡第一位被受封为太平绅士的亚洲人，并创建了首间帮助穷苦华侨的医院，至今仍被

世人所称颂。 
 
 

 

黄敏 

生于 1823 年，中国福建；卒于 1868 年，新加坡 
 

新加坡早期船运公司业主 
 

黄敏与家境显赫的妻子共结连理，后者是马六甲土生华人龚光传的女儿。黄敏公司最初与荷兰

东印度群岛开展贸易，随后投资于航运事业。公司在鼎盛时期曾拥有 20 艘船只往来于马来群

岛和中国之间。 
 

黄敏的独子黄文德（1850—1888）接手家族生意后，将其规模扩大，同时也积极投身慈善并

曾捐赠 4000 元予陈笃生医院。黄敏的曾孙黄永清（1895—1928）在尼路 157 号兴建了一座华

丽的住宅，现为峇峇屋。 
 

 
 

颜永成 

生于 1844 年，马六甲；卒于 1899 年，新加坡 
 

本地一中英双语学校之创办人 
 

颜永成出生于马六甲一户贫穷家庭，十六岁时迁移至新加坡。他加入本地一家顶尖贸易公司—

—牙直利公司（Guthrie and Co.），最终成为该公司的主买办。通过提供劳工予丹戎百葛船坞

有限公司以及经营地产业，颜永成累计了不少财富。 
 

颜永成热衷于教育事业，并于 1885 年创办了英华义学为贫穷家庭提供免费教育。该校别出心

裁地采用双语授课，后来于 1923 年更名为颜永成学校。 
 
 
 
 
 

 
 
 
 
 



陈恭锡 

生于 1850 年，马六甲；卒于 1909 年，新加坡 
 

船运公司老板 
 

陈恭锡初到新加坡工作时，曾经当过运务员。1890 年，他与陈若锦和李清渊联手成立了一蒸

汽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是当时首家新欧联合创办的航运企业。此公司于

1983 年被吉宝企业收购。陈恭锡亦为丹戎百葛船坞有限公司的董事之一。 
 

1906 年，陈恭锡协助创立中华总商会。他鼓励女子教育，并为保良局的初期委员。该局以保

护妇女和孩童为旨。美以美女校的创办人苏菲亚•布莱克摩尔曾经担任陈恭锡女儿的家教。 
 

陈恭锡在牛车水拥有几栋房子，而如今位于这一区的恭锡路也于 1926 年以他的名字命名。 
 
 
 

章芳琳 

生于 1825 年，新加坡；卒于 1893 年，新加坡 
 

鸦片王 
 

作为当代鸦片霸主，章芳琳亦为众所周知的慈善家。这位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大量扩充父亲所垄

断的鸦片市场， 并借助秘密会社的势力来巩固其市场地位。虽然殖民地政府鼓励鸦片贸易，

但章芳琳此举仍旧被视为违法。 
 

1869 年，章芳琳通过金钱交易成为首位拥有中国朝廷封号的新加坡人。他也是南洋一带清朝

封号的最大买家。因使用收买与献媚等手法来获得殖民地政府及中国朝廷的荣誉封号，章芳琳

被描述为一不择手段的商人。 
 

章芳琳慷慨捐赠并救济穷人之举转移了众人的视线。据说，他所捐赠的数额高达十万元。除此

之外，他也帮助建设学校、市场和新加坡当时少数的公园之一——芳林公园。 
 
 
 

黄仲涵 

生于 1866 年，三宝垄（印尼爪哇岛）；卒于 1924 年，新加坡 
 

甘蔗大亨 
 

黄仲涵坐拥庞大的企业集团，旗下的业务包括船运、鸦片买卖及甘蔗生意。黄仲涵财团（Oei 

Tiong Ham Concern）的蔗糖产量在当时的荷兰东印度群岛居首，该公司也成为亚洲最大的华人

企业。 
 

李云龙，即李珠娘医生的父亲、李光耀的祖父，曾在黄仲涵的新加坡船务公司担任事务长。

1920 年，黄仲涵或为了躲避荷兰的法定税务及继承法，选择永久居留于新加坡。他曾捐赠 15

万元予莱佛士书院，亦捐出一地皮用以建立道南学校。 
 

黄仲涵逝世时，有传言道，其身家高达 1.4 亿元，但实际上比较可信的遗产价值估计为 5 千万

元。 
 



李清渊 

生于 1841 年，马六甲；卒于 1911 年，新加坡 
 

船业大亨 
 

李清渊于 1858 年来到新加坡，不久便设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他与欧洲企业在生意上紧密合作。

据说，他是第一位到英国出差的海峡华人。1890 年，李清渊、陈若锦与陈恭锡三人联手成立

了一蒸汽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为首家新欧联合的航运企业。 
 

为了推广华文教育，他创办了凤裕义学，为悻悻学子提供免费教育，并捐款予颜永成及道南两

所学校。除此之外，他为建立维多利亚纪念馆而积极筹款，并于 1911 年到伦敦出席爱德华七

世的追悼会，以表他对英国君主的忠诚。他在新加坡拥有四栋欧式别墅，其主要故居位于基尼

里路的东陵振裕园。 
 
 
 

佘连城 

生于 1850 年，新加坡；卒于 1925 年，新加坡 
 

英殖民时期的重要政治家 
 

佘连城继承父亲佘有进所创办的义安公司，成为当时潮州社群的领导人。义安公司以其影响力

照顾着潮州社群的福利。佘连城经常带领华族社群参加殖民地政府的各种典礼，并曾于 1887

年维多利亚英女王登基的金禧庆典上以英语演说。他与其他几位知名人士共同创办了英籍海峡

华人协会，并帮忙资助新加坡医学院。 
 

身为英国政府的支持者，佘连城致力于在受管辖的大环境中维持社会安定。他极力争取保留华

人传统习俗，让其不受政府干涉，其中包括私人葬礼及华人传统店屋设计。 
 
 
 

陈若锦 

生于 1859 年，新加坡；卒于 1917 年，新加坡 
 

殖民地时期著名土生华人 
 

陈若锦是陈金声之孙、陈明水之子。他加入金声公司，并在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以及其他政府

组织任职。1900 年，他创办了英籍海峡华人协会，成为首任会长。 
 

身为英国政府的忠实盟友，陈若锦在 1911 年出席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并组织一支海峡华人自

愿队伍。不仅如此，他也曾捐赠近两万元为英国添置战斗机。他大力支持教育，不但捐款予新

加坡女子学校，同时也协助在本地开办医学院。1915 年，达尔比希尔（C. W. Darbishire）称赞

陈若锦“思想开放，并能将东、西两方观念融会贯通、结合应用”。 
 
 
 
 
 
 
 



曾锦文 

生于 1851 年，槟城；卒于 1920 年，新加坡 
 

中国文学作品马来文译者 
 

曾锦文从槟城搬迁至新加坡，任职记账兼出纳员。他精通英语、马来语及华语，并将中国文学

作品译成马来文，使不识中文的群众也能接触中国古代寓言故事。 
 

1880 年代，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马来译本首次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出版，随后类似的版

本也于 1889 年在新加坡发行。曾锦文的译本保留原中文书名及人物名称，并附历史注释（偶

以英语书写）。此类译本以类似杂志的系列形式出版，其中包含新闻报导、诙谐故事及读者来

信等专栏，其读者群亦遍布马来群岛。 
 
 
 

冯德润 

生于 1844 年，马六甲；卒于 1928 年，新加坡 
 

峇峇马来语翻译工作者 
 

继曾锦文之后，冯德润也尝试将中国的经典故事译为马来文。他先后在吉时公司（Getz 

Company）与亨利•窝夫有限公司（Henry Waugh and Company）任职仓库管理员，最终靠投资

房地产而致富。 
 

1899 年初，位于直落亚逸街的一印刷公司（Kim Seck Chye Press），着手出版冯德润的许多译

本。这些书籍成为重要的峇峇马来语早期文字纪录。峇峇马来语是一种综合福建方言及马来语

的混合式语言，为新马土生华人所使用。 
 
 
 

薛有礼 

生于 1851 年，马六甲；卒于 1906 年，新加坡 
 

新加坡首个大型中文报章创办人 
 

薛有礼是马六甲一户早期土生华人家族的后嗣。他搬迁至新加坡，后来成为汇丰银行的买办，

协助与外国企业进行双边贸易。薛有礼于 1881 年在新加坡创办了首个大型中文日报《叻报》，

该报章持续出版至 1934 年。尽管惯用英语，土生华人与华语的密切关系仍可见一斑。 
 
 
 

 
 
 
 
 
 
 
 
 



1890 年至 1945 年：土生华人与殖民政府的合作 
 

官职 

当时所有允许华人任职的重要无薪政府岗位 (包括了立法议会、市议会以及华人咨询局的委员）

都由一小群有权势的土生华人轮流担任。同时，他们也各自是英籍海峡华人协会的领导人；该

协会致力于华人社群的改革与现代化。一直以来，华人都被拒于领薪公务员门外，直至 1934

年，亚裔才被允许担任一些职位较低的公务员。 
 

教育 

英女皇奖学金的创办激励了许多学生继续升学，以争取到英国大学就读的荣誉。土生华人社群

于 1899 年开办了新加坡女子学校，也于 1905 年在马来亚设立一所医科学院。 
 

荣誉 

中国政府于 1877 年在新加坡设立了领事馆并通过此处售卖朝廷封号。中国对海峡华人的关注

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担忧，随后他们也开始颁发封号给当时的土生华人。1936 年，宋旺相成为

第一位受封为爵士的海峡华人，之后陈祯禄也于 1952 年受封。 
 
 

 

陈庆直 

生于 1882 年，新加坡；卒于 1939 年， 新加坡 
 

电影企业家 
 

陈庆直为陈恭锡之子，是新加坡电影业的先驱。新娱乐剧院（Alhambra）、曼舞罗戏院

（Marlborough）、百乐厅戏院（Palladium）及月神园（Luna Park）都为他所有。1914 年，新

娱乐剧院开始建设新大厅，工程直至 1916 年才竣工。此大厅是由本地欧亚混血建筑师 J. B. 

Westerhout 所设计的，里头展示了英国国王及女王的油画肖像。1930 年代，新娱乐剧院被邵

氏兄弟买下，于 1938 年成为了新加坡第一间装有冷气设备的戏院。 
 
 
 

王文达 

生于 1888 年，新加坡；卒于 1941 年，新加坡 
 

综合娱乐场所先驱 
 

王文达于 1923 年在新加坡开设了第一间名为“新世界”的综合娱乐场所。新世界里提供多种

娱乐设施及项目，其中包括了拥有大型舞池的歌舞表演厅、电影放映、拳击赛、龙根舞

（ronggeng）、马来歌剧（bangsawan）、粤剧以及选美活动。不仅如此，访客还能够买票

“租借”舞伴共舞。新世界提供西方及东方娱乐设施，为不同种族的访客提供一个消闲的好去

处。 
 

随着新世界的成功，不少类似的综合娱乐场所，譬如大世界、繁华世界及欢乐谷，也相继涌现。

新世界最终于 1987 年停止营业。 
 
 
 
 



吴福庆 

生于 1888 年，新加坡；卒于 1961 年，新加坡 
 

卫理公会传道士 
 

吴福庆生前于海峡华人卫理公会（现为甘榜加卜卫理公会）任职牧师多年，许多土生华人为该

公会会众。他是首位受按立为卫理公会牧师的海峡华人。据他所言，其父母亲皆为虔诚的佛教

徒，起初反对他信奉基督教，但后来也接受了他的决定。 
 

卫理公会为新加坡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公会前后设立了不少学校，例如英华学校以

及传教士苏菲亚•布莱克摩尔为印度籍和华籍女子所创办的学校。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有不少土生华人成为基督教徒，其中包括了林文庆和宋旺相。此外，

孙中山及蒋介石等知名华人也都为基督教徒。这趋势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华人精英阶层。 
 
 

 

宋旺相 

生于 1871 年，新加坡；卒于 1941 年， 新加坡 
 

海峡华人历史学家兼新加坡首位华人爵士 
 

宋旺相是首位获得英国爵士头衔的马来亚华人。他致力于海峡华人社群的改革，同时也强烈支

持着英国政府。这行为恰好反映了当时新加坡在朝往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处的夹心局面。 
 

宋旺相荣获英女皇奖学金，并远赴英国剑桥大学修读法律。回返新加坡后，他与同是英女皇奖

学金得主的占姆士•艾谨（James Aitken）共同成立了“艾谨与旺相律师馆”。 
 

1894 年，他创办了新加坡史无前例的马来文报章《东方之星》（Bintang Timor），后于 1923

年出版了具代表性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他与林文庆携手带头发起了一连串渐进式的倡议，

其中包括创办了英籍海峡华人协会以及《海峡华人杂志》。宋旺相曾担任海峡华人教会（现为

布连拾街长老会磐石堂）的长老长达 41 年，亦为中华基督教协会（Chinese Christian 

Association）之会长。 
 
 
 
 
 
 
 
 
 
 
 
 
 
 
 
 
 



陈齐贤 

生于 1871 年，马六甲；卒于 1916 年，马六甲 
 

橡胶王 
 

1895 年，陈笃生的孙子陈齐贤向新加坡植物园获取了九颗橡胶树苗（橡胶树种原自于巴西），

并将这些树苗种植在其父亲位于马六甲武吉林当（Bukit Lintang）的旧木薯农场，从而开发了

橡胶园。马来亚的橡胶工业也就此发展开来，橡胶园地于 1920 年已达 220 万英亩，成为当时

本区域的主要经济作物。陈齐贤位于武吉亚沙汉（Bukit Asahan）的橡胶园，占地 3000 英亩，

一度为世界最大的橡胶园。1916 年，他因在橡胶园长期工作而患上疟疾，不幸病逝。 
 

除了橡胶工业，陈齐贤也从事金融及保险业，并协助设立联东水火保险有限公司。他曾在马六

甲市议会任职，创办了英籍海峡华人协会在马六甲的分支，却也同时参加了由孙中山领导的同

盟会。陈齐贤出资为新加坡医学院增建大楼，并以其父亲陈德源命名。 
 
 
 

林秉祥 

生于 1872 年，中国厦门；卒于 1944 年，新加坡 
 

银行家兼中华总商会会长 
 

林秉祥是黄敏的外孙，其父亲林和坂曾经受黄敏雇佣。林秉祥为和丰集团的主要创办人，该公

司的业务包括航运、米粮、水泥、食油及银行。他曾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华人参事

局的委员。他与李浚源为连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人向英国捐赠了一架战斗机。 
 
 
 

林义顺 

生于 1879 年，新加坡； 卒于 1936 年，中国上海 
 

黄梨王兼国民党成员 
 

林义顺的太太阮碧霞是名土生华人。据说，她的父亲是当时巴厘岛的一名甲必单。1911 年，

林义顺成立公司，经营起橡胶和黄梨生意。当时黄梨种植业非常蓬勃，他也因为拥有辽阔的黄

梨园而被冠为“黄梨王”。 
 

林义顺积极参与国民党的政治活动，为孙中山好友。他与张永福和陈楚楠联手创办了革命报章

《图南日報》并建立了国民党在新加坡的秘密分支——同盟会。 
 

此外，义顺新镇正是以林义顺的名字命名。 
 
 

 
 
 
 
 
 
 



陈武烈 

生于 1875 年，新加坡；卒于 1934 年，中国上海 
 

赛马爱好者 
 

陈武烈为陈笃生曾孙，并继承了祖先的衣钵成为福建会馆和天福宫的领导。具有强大国际人脉

的他也曾在泰国进行商业投资。身为孙中山的支持者，他也为国民党新加坡支部的主席。 
 

陈武烈敬仰其祖父陈金钟，将位于秉德路的住宅取名为金钟别墅。这栋别墅是本地少数仍存留

的土生华人房屋。孙中山也曾在此处落脚。 
 
 
 

林文庆 

生于 1869 年，槟城；卒于 1957 年， 新加坡 
 

知识分子兼社会活动家 
 

林文庆可谓 1900 年代土生华人中的代表人物。他略懂华语并能操一口流利的马来语及英语，

穿梭于英国人、中国人和土生华人三个不同社群，如鱼得水。他信奉基督教，同时也接受儒家

思想。 
 

林文庆在英国修读医科，后参与新加坡的政治及银行投资活动，并提倡海峡殖民地和中国的教

育与政治改革。他采纳折衷策略，一方面致力于改变英国殖民地的政治结构，另一方面则尝试

推广新儒家思想。 
 

林文庆是首位荣获英女皇奖学金的华人得主，并且在爱丁堡大学医学系获颁一等荣誉学位。之

后，他加入海峡殖民地的立法议会并协助创办《海峡华人杂志》及英籍海峡华人协会。 
 
 
 

周如切 

生于 1857 年，中国厦门；卒于 1926 年，新加坡 
 

加东之王 
 

周如切移居新加坡后，迎娶一土生华人为妻，其名为陈颧娘。他通过经营栽种甘蜜、肉豆蔻以

及椰子的生意成功致富。周如切在加东一带购置了大片土地，并于 1917 年允许政府在其私有

地建造公路，而该区如今亦被称为“如切”。 
 
 
 

 

 

 

 

 

 

 



钟坤成 

生于 1880 年，新加坡；卒于 1934 年， 新加坡 
 

马来歌剧院经理人 
 

钟坤成建立了新加坡第一间专门演出马来歌剧的大型剧院（Theatre Royal），其中的演出包括

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国文学经典以及来自各种文化的童话故事。除此之外，表演中还穿

插了不同单元，譬如舞蹈、音乐、魔术、摔跤及小丑表演等，为演出锦上添花、增添娱乐性。 
 

剧院拥有相当广泛的观众群，不分种族，只需懂得马来语便可参与。登嘉楼州长与苏丹也曾慕

名来到剧院观赏演出。 
 
 
 

薛中华 

生于 1886 年，新加坡；卒于 1940 年， 新加坡 
 

武吉布朗坟场之设立委员 
 

薛中华曾经在汇丰银行于 1877 年所开设的新加坡分公司任职。身为大东方保险公司的创办董

事，他也是众多在银行和保险业界打拼的土生华人之一。薛中华曾为各政府机构效劳，也担任

过中华总商会的会长。武吉布朗坟场建立于 1922 年，薛中华是当时的设立委员之一。 
 
 
 

刘溪松 

生于 1889 年，新加坡；卒于 1982 年，新加坡 
 

画家 
 

刘溪松无师自通，擅长描绘当时新加坡与马来亚社会名人的肖像，因而为人津津乐道。他是新

加坡业余绘画协会（Singapore Amateur Drawing Society）的会员，经常组织并参与在新马两地

举行的画展。刘溪松为名人所绘的肖像画，包括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孙中山、胡文虎以及马

来西亚的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据报道，他于 1927 年为黄仲涵画肖像，成为新加坡首位获

得四位数酬劳的画家。他也曾是《Eastern Illustrated Review》画报的漫画家。 
 

刘溪松对表演艺术也颇有心得，并为成立于 1923 年的一土生华人表演剧社（Merrilads Musical 

and Dramatic Association）之创始成员。 
 
 
 
 
 
 
 
 
 
 
 

 



李浚源 

生于 1868 年，新加坡；卒于 1924 年，新加坡 
 

银行家 
 

李浚源为李清渊之子。他通过银行业和船运业使家族的财富倍增，同时也是当时华商银行的主

席。该银行后来与和丰银行合并成为华侨银行。 
 

李浚源担任过市议会和华人参事局的委员，亦为英籍海峡华人协会的活跃成员。为人慷慨的他

曾大方地为教育事业出资，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林秉祥共同捐赠一架战斗机予英国。 
 
 
 

李浚源夫人（ 陈德娘） 

生于 1877 年，新加坡；卒于 1978 年，新加坡 
 

社交名流兼华人妇女协会的创始会长 
 

陈德娘为陈恭锡之女。陈恭锡协助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苏菲亚•布莱克摩尔设立一所女子学校，

并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在那受到良好的教育。1990 年，陈德娘嫁给李浚源，成为他的第二任

妻子。 
 

身为李太太的她致力支持妇女事业，其中包括设立助产士奖学金及新加坡女子学校基金。她也

是华人妇女协会的创办人之一兼首任会长。该协会举办课程教导妇女打理家务的技能，之后扩

展至慈善领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她前往印度为英军提供福利并活跃于红十字会的救援项目。1918 年，

她成为第一位受封大英帝国勋章的华人妇女。 
 

 
 

许云德 

生于 1878 年，新加坡；卒于 1956 年，新加坡 
 

马来诗歌大师 
 

许云德非常擅长演唱 pantun（“班顿”，传统马来四行诗）及 dondang sayang（马来抒情歌

曲），其职业生涯始于 1904 年。当时，他隶属于康沃尔音乐团（Cornwall Minstrels），该团

成员皆为年轻有为的土生华人。他们经常在婚礼、派对和慈善活动场合演唱诙谐的英语歌曲。

1910 年，许云德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抒情歌曲协会（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该协会为最

早期的土生华人歌剧团体之一，至今仍然活跃着。许云德经常邀请成员到家里排练，并在排练

时担任小提琴手。热衷这门表演艺术的他，甚至要求在自己的葬礼中有 dondang sayang 伴随。 
 

除了音乐事业，许云德也在勿拉士巴沙路创办了一印刷与文具公司（Koh and Company）。该

公司专门出版印有新加坡遗迹及日常生活情景的明信片。 
 
 
 
 
 



1946 年至 1965 年：建国时期 
 

政治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新加坡的新兴领袖皆来自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社群。他们当中

有些选择继续与英国政府合作以逐渐改善民生，有些则深受独立运动启发而向往独立之道。土

生华人妇女也开始为女性争取权益，并促成了《妇女宪章》的施行。 
 

银行与经济重建 

土生华人帮助重振被战争摧毁的新加坡经济。本地各家银行放宽贷款条例，让许多旧企业能够

重新运作，也促使新企业的创立。1960 年代，不少商业银行也出资协助发展新加坡的新兴工

业。 
 

艺术与流行文化 

提起二十世纪初的海峡华人改革运动，不免让人联系起土生华人及奢华的悠闲生活。自殖民地

时期以来，土生华人社群便一直活跃于艺术领域，尤其是音乐和歌剧。战后，业余音乐及戏剧

社团继续为土生华人所喜爱及参与。 
 
 
 

柯玉芝 

生于 1920 年，新加坡；卒于 2010 年， 新加坡 
 

律师兼妇女权利倡导者 
 

柯玉芝出生于土生华人家庭，其父亲为柯守智。她荣获了英女皇奖学金，并到英国剑桥大学修

读法律，并成为了马来亚首位获得法律系一等荣誉学位的女性。1947 年 12 月，柯玉芝与李光

耀在英国低调结婚。 
 

身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办人之一，柯玉芝协助李光耀拟定该党的章程。她虽然出席了行动党的首

次会议，但不属于核心成员。1965 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离在即，柯玉芝也帮忙草拟了关

键的水供协定，以确保与马来西亚分离后，新加坡仍有足够的水源供应。 
 

柯玉芝热衷于倡导妇女权利。她负责起草 1961 年的妇女宪章，为新加坡女性争取权益，其中

包括一夫一妻制、离婚赡养费以及杜绝暴力虐待。除此之外，她也倡导废除男女薪金不平等的

作法。 
 
 
 

 
 
 
 
 
 
 
 
 
 
 
 



萧白龙夫人 （蔡成金） 

生于 1911 年，新加坡；卒于 2007 年，新加坡 
 

妇女权利倡导者 
 

萧白龙夫人是新加坡妇女协会的创始人兼会长，曾就读于新加坡女子学校及莱佛士女校，毕业

后执教于直落古楼英文学校并在广东民学校担任校长。她是新加坡教师工会的第一位女性秘书

长及副主席，并竭力为已婚女教师争取加入政府当时新拟定的教育服务方案。 
 

作为新加坡首位女性反对党议员，萧白龙夫人在 1959 年至 1963 年期间担任人民联盟蒙巴登

区的议员。她坚持不懈地为妇女争取权利，并提议立法禁止一夫多妻的行为，最终顺利促成了

1961 年妇女宪章的通过。她还提倡，当时作为新兴多元种族国家的马来西亚应以类似土生华

人的“融合性”文化概念作为典范。1965 年，她退出政坛，全身投入于社会工作。 
 

 
 

许黄仙妹 

生于 1917 年，马来西亚康情；卒于 2013 年，新加坡 
 

婚纱设计师 
 

许黄仙妹是 1960 至 1980 年代期间新加坡最知名的婚纱设计师。她的客户主要是来自于本区

域的富人或名流。许黄仙妹的母亲为土生华人。她自幼便向其母亲学习缝纫及珠绣，九岁时已

经能设计、剪裁及缝纫衣服。在新加坡求学的她曾在新加坡中央医院任职护士，直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暴发后才到印尼三宝垄市与其未婚夫会合。在那里，她上课进修，学习烹饪、烘培以及

缝纫衣服的技巧。 
 

1946 年回返新加坡后，许黄仙妹在自己的家里开始了婚纱生意，并于 1968 年在东陵购物中心

开设了她的第一间婚纱店。她亲自从美国和欧洲采购高级蕾丝和布料，用以缝制婚纱。 
 
 

 

郑连德夫人（陈秋娘） 

生于 1898 年，新加坡；卒于 1986 年，新加坡 
 

社会活动家 
 

陈秋娘是华人妇女协会的创办人之一。1939 年，她组织了一个为战争集资的筹款委员会。随

后，她在 1948 年成为了华人妇女协会会长。 
 

1922 年，陈秋娘嫁给了郑连德（1899—1941）。他是立法议会的成员之一，不幸在日本侵占

新加坡期间丧命，但陈秋娘最终成功携女逃离到澳大利亚。 
 

战后，陈秋娘致力于推广女性参政，不仅成为了华人参事局首两位女性委员之一，亦被赐封为

太平绅士。她也曾担任电影检查委员会之一员。 
 
 
 
 

 



李珠娘 

生于 1895 年，新加坡；卒于 1947 年，新加坡 
 

新加坡首位女医生 
 

李珠娘成功突破传统，借助自己的优势从社会改革中获益，不当与社会隔离的守旧娘惹。她的

父亲是名土生华人，曾协助管理黄仲涵在新加坡的船务公司。李珠娘的弟弟李进坤是李光耀的

父亲。 
 

李珠娘曾就读于新加坡女子学校及莱佛士女校，1911 年成为首位获得高级剑桥证书的海峡华

人女性。之后，她在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修读医科，1920 年成为新加坡首位华人女医生。 
 

李珠娘对马来戏剧情有独钟。1912 年，她与艺人刘溪士联合编导了一部喜剧《慕斯达发》

（Mustapha），并参与了在维多利亚剧场的演出。 
 

 
 

林陈美仪 

生于 1913 年，新加坡；卒于 1995 年，新加坡 
 

家庭计划先驱 
 

林陈美仪为福建社群领袖陈笃生的后裔。她是第一位荣获英女皇奖学金的女性，并赴英就读于

伦敦女子医学院，随后在英国皇家自由医院行医。 
 

1940 年，林陈美仪回到新加坡，成为了专研孕产妇及儿童健康的公共卫生官员，并致力于提

升人们对节育的意识。1949 年，她加入了新成立的家庭计划协会，负责管理诊所、招募医生

以及向大众推广避孕方法。她于 1963 年担任卫生部妇幼福利部门主管及家庭计划协会主席。

之后，她移至海外，在夏威夷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以及东西方中心等地工作。 
 
 

 

柯守智 

生于 1888 年，三宝垄（印尼爪哇岛）；卒于 1977 年，新加坡 
 

银行家 
 

柯守智在十岁时，为了学习英语及谋求财富而来到了新加坡。他曾在莱佛士书院任教，之后在

马来亚的橡胶园和锡矿打工。后来，他与伙伴联手创办了一间会计公司（Chan Sze Onn and 

Co.）。1932 年，他加入华侨银行并任外汇经理一职，最终升迁至总经理。 
 

柯守智亦曾在新加坡市议会及公共服务委员会任职。柯玉芝为柯守智与阮有娘之女。 
 
 
 
 

 
 
 
 



萧友仁 

生于 1920 年，新加坡；卒于 1993 年，珀斯 
 

古迹保存捍卫者兼首位峇峇建筑师 
 

萧友仁在位于翡翠山的一栋大宅中长大。母亲 Polly Tan （音译：陈葆丽）是陈武烈的女儿、

陈笃生的后裔，而父亲是银行家萧保龄。他先赴珀斯修读工程系，再到墨尔本修读建筑学。毕

业后，萧友仁在吉隆坡的一建筑公司（Booty and Edwards）展开了职业生涯，随后于 1951 年

自立门户，创办了公司 E. J. Seow Associates，后更名为 Seow, Lee and Heah. 
 

萧友仁是新加坡建筑师学会的首位会长，也是古迹保存局的副会长。他生前不断地鼓励国人推

荐该受保存的古迹。1974 年，他成为了新加坡大学建筑系的主任。萧友仁的建筑公司以国际

现代化的设计风格为主，在新加坡设计了不少房子及住宅大楼，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于 1971 年

竣工的香格里来酒店塔楼翼。 
 
 
 

林有福 

生于 1914 年，新加坡；卒于 1984 年，沙特阿拉伯吉达 
 

新加坡第二任首席部长 
 

林有福为第三代土生华人，是新加坡独立以前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同时也是英籍海峡华人协

会的委员之一。在大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离任后，林有福成为新加坡的第二任首席部

长。 
 

在 1956 年至 1959 年任职期间，他面对了一连串的罢工示威事件，曾下令逮捕多个工会领袖、

记者、教师和学生。尽管林有福得到了工会的信任并协助新加坡获得自治权，由于他持续压制

学生及左翼分子，导致他失去大部分华族选民的支持。林有福也因被视为采纳英国政府的高压

作风，最终于 1959 年败给了人民行动党。 
 

林有福成为反对党领袖后，开始对新加坡的政治兴趣缺缺。新加坡于 1965 年独立时，他选择

了入籍马来西亚。他如此形容自己：“我如同一名父母离异的小孩，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言归

于好之际，我将再次成为一个开心的人。” 
 
 

 
 
 
 
 
 
 
 
 
 
 
 
 
 



陈祯禄 

生于 1883 年，马六甲； 卒于 1960 年，马六甲 
 

马来亚政治家 
 

陈祯禄是海峡殖民地首位真正意义上的华族政治人物。1923 年，他受委加入立法议会，并在

任职期间竭力终结在公务领域、警队里及移民政策上对华人的歧视。他呼吁建立一个不分种族、

团结自治，并由联邦政府和议会所管辖的英属马来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陈祯禄成立了马来亚华人公会。后来，该公会与巫统（UMNO）联盟，于

1955 年在马来亚第一次的大选中获胜，同时也赢得新加坡大选的三个席位。他曾出席人民行

动党在新加坡的首次会议，并不断表示希望新马两地能够合并。 
 

陈祯禄于 1950 年代中期从政治渐渐隐退，并且也不加入马来亚议会。其子陈修信先后出任马

来亚商务部与财政部的部长。 
 

 
 

陈振传 

生于 1908 年，新加坡；卒于 2005 年，新加坡 
 

华侨银行掌舵人 
 

陈振传为银行家陈祯祥之子。他赴英国修读法律的计划因其父亲的早逝而落空。后来，他于华

商银行任职初级文员，凭借自身努力在 34 岁时成为华侨银行总裁，并于 1966 年当上主席之

位。他远虑深谋，协助华侨银行在经济动荡不稳时期投资蓝筹股。 
 

陈振传与英国殖民地政府紧密合作，力求让新加坡逐步自治。1951 年，他成为立法议会的副

议长，该职位为亚洲人在英殖民时代所达到的最高政治级别。 
 
 
 

林金山 

生于 1916 年，新加坡；卒于 2006 年，新加坡 
 

建屋发展局元老 
 

为了加速公共住房发展，新加坡于 1960 年设立了建屋发展局，而林金山便是该局的首任主席。

曾就读于英华学校和莱佛士书院的林金山，在生意上精明睿智，不但经营着家族的橡胶、食盐

和汽油等业务，也接管其岳父的西米和当铺生意。其资产在他 34 岁那年就已达一百万元。 
 

林金山在 1960 年至 1963 年期间担任建屋发展局之主席。在他领导的短短三年里，建屋发展

局兴建了超过两万六千个组屋单位，此数量远超于建屋发展局的前身——改良信托局，在过去

三十二年里所建单位的总和。 
 

1962 年，林金山成为首位获颁新加坡淡马锡勋章的国人。次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此后连

续在国家发展部、财政部、国防部、教育部及环境部担任部长，直至 1981 年退休为止。 
 
 
 



杜进才 

生于 1921 年，霹雳； 卒于 2012 年， 新加坡 
 

人民行动党建党主席 
 

杜进才在伦敦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后，于 1953 年回返新加坡。在踏入政坛前，他曾在马来亚

大学任教。 
 

杜进才提议成立人民行动党，并担任党主席长达 27 年。1959 年，在人民行动党获得大选胜利

后，李光耀被委任为新加坡的首任总理。据说，杜进才当时把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他。身为新

加坡的首任副总理，杜进才强烈支持新马合并，后来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事件中，他和李

光耀产生歧见。 
 

1981 年，杜进才退出内阁，但他仍然以一名后座议员的身份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致力

于争取更多的政治宽容及媒体自由，直到 1988 年才退出政坛。李光耀曾经这么形容杜进才：

“当有坚定信念的人处在一起，难免会有意见上的冲突。但是我们之间的冲突是有原则性的，

是所谓的‘君子和而不同’……” 
 

 
 

吴庆瑞 

生于 1918 年，马六甲；卒于 2010 年，新加坡 
 

新加坡公共政策总规划者 
 

吴庆瑞当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和一群来自新马地区的学生共同组织了“马来亚

论坛”，同时也与李光耀和杜进才建立了深厚的交情。 
 

吴庆瑞于 1956 年加入人民行动党，并于 1959 年进入国会。在于殖民地政府里任职公务员的

期间，他目睹了许多新加坡人贫困的生活状况。1959 年，他出任新加坡财政部长，这为他改

善人民生活的使命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他制定了国家发展计划，其内容包括了新加坡经济

发展的长远蓝图。 
 

自 1959 年起，长达 25 年的岁月里，吴庆瑞在新加坡公共政策的各领域都作出了贡献。他曾

先后出任国家财政部长、国防部长、教育部长及副总理等要职。李光耀曾说道：“在我所有内

阁同僚之中，吴庆瑞博士对于新加坡的成就影响最大。” 
 
 
 

 
 
 
 
 
 
 
 
 
 
 



陈威廉 

生于 1928 年，新加坡；卒于 2009 年，新加坡 
 

表演艺术先驱 
 

陈威廉身兼演员、剧作家、导演及制作人多职，可谓土生华人中表演艺术的先驱。1950 至

1960 年代，他以土生华人戏剧《Wayang Peranakan》中的角色闻名，并常反串女性。他出演

了许多著名戏剧，譬如《Satu Darah》, 《Janda Kaya》, 《Tidak Berdosa》及《Air Mata Ibu》。 
 

陈威廉擅长演唱抒情歌曲 dondang sayang，这是一种结合了 pantun（“班顿”，传统马来四

行诗）以及马来与西洋乐器的传统表演艺术。在“班顿”演唱导师 Gwee Peng Kwee 的指点下，

陈威廉将其驾驭得出神入化，甚至能够当场即兴创作。他也是抒情歌曲协会（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为保存 dondang sayang 文化而创办的土生华人协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该协会创

立于 1910 年，原本只收男性会员，但到了 1980 年代后期也开始接纳女性会员，至今仍然活

跃着。 
 
 
 

吴顺畴 

生于 1911 年，巴东（印尼苏门答腊）；卒于 1982 年，新加坡 
 

音乐大师 
 

吴顺畴是新加坡古典乐坛的先驱。他 13 岁那年来到新加坡，15 岁才开始学习小提琴，却在短

时间内展现了其天赋潜质。1932 年，他到瑞士留学，加入了日内瓦音乐学院。他也曾在布鲁

塞尔皇家音乐学院接受 Alfred Marchot 的栽培。 
 

1954 年，他成立了吴顺畴弦乐团。1950 及 1960 年代期间，吴顺畴在新加坡积极推广音乐会，

并集结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于狮城演出。新加坡许多音乐奇才如小提琴家佘美幸、Lee Pan Hon，

钢琴家萧弈庆、陈万荣和指挥家朱晖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吴顺畴于 1963 年获颁卓越功绩服务

勋章以表扬他对新加坡乐坛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李光耀 

生于 1923 年，新加坡；卒于 2015 年，新加坡 
 

首任总理 
 

李光耀为李进坤与蔡壬娘之长子。他的外祖父蔡金鼎是一名土生华人，祖籍福建。李光耀曾就

读于莱佛士书院，继而赴英国剑桥修读法律。在伦敦期间，他参与了“马来亚论坛”，一个以

争取马来亚独立为目标的学生团体。由于李光耀和吴庆瑞越发介入政治，两人最终被列入了英

国警察部门政治保安处的监视名单。 
 

李光耀与其夫人柯玉芝从伦敦学成归国，加入了黎觉与王律师馆（Laycock and Ong），之后创

办了自己的李及李律师事务所（Lee and Lee）。他接手处理了当时几个受瞩目的工会案件，之

后成为工会、会馆和学生的法律顾问。这给予了他与处于打工阶级的华人社群进一步接触的机

会。李光耀曾为了组织新政党而加入英籍海峡华人协会，但以失败告终。他于 1954 年成立了

人民行动党并成为首任秘书长。 
 

在 1955 年的立法议会选举中，李光耀成功赢得了丹戎巴葛选区。人民行动党在 1959 年获得

压倒性的胜利，在 51 席中囊括 43 席，李光耀遂成为新加坡首任总理，并连任至 1990 年。 
 

1961 年，李光耀积极争取让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人民行动党的分裂以

及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的成立。1963 年马来西亚政府成立时，李光耀成为新国会

中 15 名新加坡代表的其中一员。然而之后新马双方的关系迅速恶化。直至 1965 年，当新加

坡脱离马来西亚后，双方剑拔弩张的人民关系及恶言相加的政治局势才得以平息。 
 

由于旨在培育能跨越种族的国民集体认同感，李光耀从未在公开场合表明其土生华人的身份。

尽管如此，李夫人曾经说道：“我和光耀皆来自于土生华人家庭，我们不会说华语，甚至也不

晓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