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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少林主席
新加坡安海公会

新加坡安海公会自1948年成立以来，已迈入第75个年头，历届理事乡亲对于公会的无

私奉献，造就了今日的新加坡安海公会，我们不仅有着自己的会所，更有着活跃的会

务活动。正所谓饮水不忘掘井人，在此我对先辈理事们致以万二分的感激，没有他们

那些年的付出，就没有今日的安海公会。

多年来，公会各部理事们都本着敦睦乡谊、促进会员福利的宗旨，尽心尽力地扮演好

自己的角色，使得会务的发展大致上都一帆风顺，虽然有许多意外的小插曲，但都在

理事们合力克服下得到最好的结果。特别是在过去的三年里，因新冠肺炎的肆虐，但

理事们依旧不辞劳苦，在不触犯条例下进行着各项活动，为了让会员能参与其中，我

们也尝试在线上线下同步活动。同时也由理事们小规模挨家挨户地为乡亲送上各节日

礼包，甚至从家乡购入道地的安海面线随节日礼包送给乡亲，以慰乡亲们思乡之情。

而今冠病疫情已经转好，我们将再度放眼未来，适逢75周年的盛典，也将是我们的一

个新起点，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期盼所有安海公会会员能一起推动会务的发展，使

新加坡安海公会步入一个新的征程。在此也祝愿大家安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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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振辉先生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

律政部第二部长
马林百列集选区国会议员

欣悉安海公会欢庆成立75年周年，谨此送上最热烈的祝贺。

成立于1948年的安海公会，多年来会馆执委同仁都本着敦睦乡谊的精神，尽心尽力为

乡亲谋求福利。从早期的帮助乡人安家立业、排忧解难、施医赠药，到今日引领乡亲

传承文化， 安海公会所做出的贡献，值得赞赏。

新冠疫情推进了宗乡会馆数码化的进程，当中就包括通过线上举行会议和活动，保持

与会员之间的联系，善用科技更新会员管理系统。安海公会也不落人后，联合新加坡

数码化转型办事处主办讲座，提高会员在日新月异数码环境里，运用科技时所需要拥

有的知识。

世界局势变幻莫测，本地宗乡团体也应该顺应时代变迁，在各个领域进行自我更新，

才能确保不会被抛在后头，尤其在吸引会员方面，会馆也可以利用科技招揽年轻人的

加入，想出新的点子分享我们独特的文化，培育会馆下一代的年轻领袖。

我希望安海公会能够坚持先贤的精神和初心，继续为会员和社会服务做出贡献。在

此，祝愿安海公会会务鼎盛，75周年会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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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Edwin Tong
Minister for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Law

MP for Marine Parade GRC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An Hai Associ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your 75th anniversary!

Founded in 1948, An Hai Association has done well in caring for the welfare of its members. From early 
years of helping fellow clansmen who migrated from An Hai to settle down in Singapore, to resolving daily 
struggles, including taking steps to improve their health, to the An Hai Association of today which serves 
to promote and proliferate Chinese culture in modern society - the contributions of An Hai Association 
are commendable. 

The COVID-19 pandemic brought about a wave of digitalisation which caught most of the world by 
surprise. In Singapore, clan associations leveraged on this wave to accelerate their 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ride the wave. In place of traditional and physical events, online meetings and engagements 
were organised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clans to check in on the wellbeing of members and to facilitate 
fellowship and networking platforms. Some clans also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digitise their membership 
management systems and develop new systems and platforms. An Hai Association worked with the 
Singapore Digital Office to conduct workshops, arming its members with useful skills and knowledge to 
address these technological trends and adapt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 It led in its 
drive to keep up with technology and to transform clan operations.   

In a dynamic and ever-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 clan association continue to find ways to adapt and 
renew to keep up with changes in trends and societal behaviour. In this way, they are able to continue 
renewing clan membership by attracting younger members who bring fresh ideas on how to continue 
sharing our cultural uniqueness with all of society, and laying the ground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lan 
leaders. 

I hope that An Hai Association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the spirit and fundamentals of its pioneers and 
continue to serve and contribute to its members and the society. I wish the association every success in 
your 75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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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8年成立以来，新加坡安海公会经历了漫长风雨路，此际欢庆75周年纪念，真是

可喜可贺。

 

宗乡会馆在新加坡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年，先辈们离乡背井来到南洋

谋生。他们互相扶持，出钱出力成立了会馆，帮助同乡融入本地生活，并照顾他们的

福祉。后来，许多先辈也决定留在新加坡， 把远在他乡的亲人接来这里一起生活，在

这里落地生根, 为新加坡的繁荣与进步做出贡献。    

 

随着国家的发展，宗乡会馆也有了新的使命，成为推广华文教育、华族文化和传统的

重要支柱。我很高兴安海公会每年都会举办活动来推广本地华族文化。在此，我要鼓

励安海公会不断自我更新，加强与青年的交流，帮助年轻一代以“新加坡华人”身份

感到自豪。 

我希望安海公会再接再厉，在推进新加坡社会发展出一份力，让我们能够在多元文化

和多元种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新加坡。

 

最后，我衷心祝贺安海公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创辉煌。

徐芳达先生
交通部代部长兼

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
碧山—大巴窑集选区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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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d in 1948, An Hai Association has come a long way.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associ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your 75th anniversary. 

Over the years, clan association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ingapore’s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years, many left their homes for “Nanyang” in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Our pioneers supported one another, 
and pooled resources and money to set up clan associations. They supported fellow clansmen to enable 
them to find their footing here and integrate into society. Later, many of them decided to stay in Singapore 
and brought their loved ones over to settle down here, contributing to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As Singapore progressed, clan associations responded to the changing needs of society and took on the 
role of promoting Chinese education as well as our unique Chinese culture and heritage. I am glad that An 
Hai Association regularly organises cultural activities in conjunction with festive celebrations to promot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values. I encourage An Hai Association to continue to reach out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ir pride of being a Singaporean Chinese.

Singapore can continue to draw strength from the unity we have built in our multicultural and multiracial 
society. I hope that An Hai Association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part in building a more inclusive society 
for all Singaporeans.  

Once again, I extend my deepest congratulations to An Hai Association for your 75th anniversary.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as you embark on future endeavours.

Mr Chee Hong Tat
Acting Minister for Transport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Finance
MP for Bishan-Toa Payoh G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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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Mohd Fahmi Bin Aliman
Adviser to Marine Parade GRC 

GROS (Geylang Serai)
Mayor of South East District

MR MOHD FAHMI BIN ALIMAN 

ADVISER TO MARINE PARADE GRC GROS (GEYLANG SERAI) 

MAYOR OF SOUTH EAST DISTRIC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warmest congratula�ons to the An Hai Associa�on on this 
momentous occasion of your 75th Anniversary.  

As we celebrate the rich history and roots of the An Hai Associa�on, it is essen�al to also take 
a moment and reflect on its humble beginnings and the significant role it has played in the lives of An 
Hai's diaspora here in Singapore and across the globe. Founded in 1948, the An Hai Associa�on 
emerged from the ash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striving to unite and support the inhabitants from 
An Hai, as well as the new wave of immigrants who sought a beter life in Singapore. It is inspiring to 
see how the associa�on's original objec�ve has evolved over �me, broadening its mission to help An 
Hai's diaspora discover their ancestral roots in China and foster connec�ons with brethren from Hong 
Kong, Macau, and other Southeast Asian na�ons. 

The pioneers and early members of the associa�on laid the founda�on for what it is today, 
and their unwavering dedica�on and commitment helped the associa�on grow into what it is now—a 
beacon of unity and support for the An Hai community. 

The journey of the An Hai Associa�on has not been without challenges. The Japanese 
occupa�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economic changes, and Singapore's rapid development 
presented hurdles that the associa�on had to overcome. But through perseverance and solidarity, it 
not only survived but flourished, providing aid, camaraderie,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its members. 

It is heartening to note how the An Hai Associa�on has embraced change and seized 
opportuni�es to strengthen its bonds with An Hai in China, especially during China's opening up in the 
1980s. The establishment of educa�onal funds, cultural exchanges, and various collabora�ons not only 
enriched the lives of its members but also fostered deeper connec�ons between Singapore and China. 

As we enter the new millennium, we must con�nue to keep pace with the �mes, adap�ng to 
the changing needs and aspira�ons of our community. Embracing the younger genera�on, 
encouraging new memberships, and engaging in community-building efforts will be vital to ensure the 
con�nuity and growth of the An Hai Associa�on. 

May the Associa�on con�nue to thrive, serving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connec�ng genera�ons, and preserving the rich legacy of An Hai. 

 

6

新
加
坡
安
海
公
会
七
十
五
周
年



献 

词

蔡其生会长
新加坡宗乡会馆

联合总会

新新加加坡坡宗宗乡乡会会馆馆联联合合总总会会蔡蔡其其生生会会长长献献词词 

新新加加坡坡安安海海公公会会 75 周周年年纪纪念念特特刊刊          2023 年年 9 月月 16 日日  

献献词词  

欣闻新加坡安海公会欢庆七十五周年庆典，我谨代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向贵会致以热烈的祝贺！ 

安海公会自 1948年创建于新加坡，是本地历史悠久的会馆之一。早在 70年代，

极具前瞻性的领导层便购置会所，为公会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近年，

贵会更是积极号召年轻乡亲加入，运用科技推动会务发展及保存史料。这些富

有远见的举措，值得嘉奖！ 

除了年轻会员的加入，贵会妇女组亦是带动会务发展的重要力量。贵会在主办

各项华人传统节日的庆典时，妇女组组员热心参与其中，并带动全家大小支持，

让老中青三代会员欢聚一堂。此类活动除了可以凝聚乡亲向心力，还把中华文

化传承给下一代，意义非凡。 

纵观安海公会这几年的发展，贵会除了推动会务，也不忘联系乡谊，经常出席

各地安海乡亲组织的交流拜访活动，与国内外乡亲交往密切，充分体现安海人

团结互助，敦睦乡谊的精神。 

迈入新里程之际，冀盼贵会同仁继续秉承开拓进取的精神，再创辉煌！与此同

时，衷心祝愿安海公会会务蒸蒸日上，也祝贵会 75 周年庆典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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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成伻BBM(L)

新加坡安海公会
会务顾问

新加坡安海公会庆祝成立75周年纪念，我衷心祝贺庆典顺利成功举行，会务更上一

层楼。

早期先辈辛勤努力创会至今，历经风雨历程，75年来在历届主席与执委不辞劳苦，群

策群力，共同努力下及名誉主席鼎力赞助，会员的支持，会务不断的发展。多年来举

办各项传统节日活动，分发奖助学金及乐龄度岁金。在两年的疫情期间，在安全情况

下也响应与配合宗乡会馆及福建会馆的活动，值得赞扬。对于推动慈善福利，不遗余

力。同时，与安海同乡及海外乡团保持联系并促进乡亲间的交流。

随着时代与环境不断的变迁，新一代的新加坡人的人生与社会价值观有所不同，对于

参加公会，社团组织不大感兴趣。因此，如何吸引和鼓励年轻人的加入并参与活动，

是目前社团组织的一大挑战 。

我们在发扬优良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与时并进，尤其现今高科技资讯发达及数码化

的时代，会务上可作适度的调整活动方针。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并加强公会年轻化，

培养年轻会员将来成为接班领导人，以便公会永续传承持续发展。同时尽力为会员及

社会上较弱势的人士，扶危济贫，使新加坡成为富有温心的社会，并进一步地为国家

社会做出贡献。

我深信在主席的领导及各执委的合作努力下，会务将朝向更美好的康庄大道向前迈进。

藉此成立75周年纪念，略具数言共勉，敬祝大家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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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利奇先生
新加坡安海公会

正总务

2023年9月16日是新加坡安海公会迈进75周年崭新的里程碑！由於地域的局限，我们

不折不扣地属於地缘性的乡团组织。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涵盖鸿江公所历史的百

年来，我们是一步一脚印踩着先贤们的足迹才走到今天，无论在资产的管理，推广会

务或社团交流，我们都有着不俗的表现。在此我由衷地感谢新加坡安海先辈们的无私

奉献，才让我们有立足至今的资本，我深深地以安海人为傲。

历经三年的疫情封闭，本会为了配合卫生部门的管控政策，停办了一些常年会务活

动，造成许多会员内心的失落。甫一开放就有许多会员要求本会一如既往，举办各种

传统和非传统的活动，本届理事会为了会员身心健康，过去一年多逐步恢复常年活

动。一年前，主席和理事们经过慎重的研讨及考虑，决定举办七十五周年的庆典，重

新架设海内外安海乡亲面对面的交流平台。期盼今日过后，安海乡亲能一如既往地支

持公会，让我们一起将安海公会带入一个新的层次。

恭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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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Lor 28 Geylang, 
Singapore 398442
Tel : 6744 5370  
Website : www.sg-anhai.org   
email : info@sg-anha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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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年，宋朝时的安海已发展为相当繁荣的通商口岸，因此朝

廷在此建立“石井津”以征收关税，过后更把安海改称“石井镇”由

朱熹之父朱松为首任镇官，安海镇建制由此开始。直至明代时期因倭

寇入侵，居民为祈求乡镇平安，遂而把石井镇改称安平镇。清代才又

恢复安海镇旧称。1729年，清政府在此设户部税官，称鸿江澳，鸿

江也因此成为安海的别称之一。时至今日位於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下

辖的安海镇，就有了「湾海」、「安平」、「石井」、「鸿江」等别

称。

新加坡安海公会史略

家国情怀飘洋谋生  	
	 1946年，二战结束后满目疮痍的星洲，居民正积极地投入重建

家园的工作。由于过去数年因战争而导致许多居民与家乡亲人的联系

中断，因此乘此时纷纷重新联系乡里，或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或安

排家人一起前来星洲定居，形成了新一波的移民浪潮。晋江也因地处

沿海地区，县内各乡、村、镇早有许多居民“过番吃头路”或过番从

事小众事业，因而纷纷安排乡里乡亲到南洋一起共谋发展。

 由于过番人数众多，又以从事劳务的“估俚”为主，因而纷纷

以同住在“估俚间”的乡邻成立互助组织，以便在业内立足。由于

业缘差异，来自晋江安海镇的居民多以小众事业及手工技艺为主，为

整合同乡资源抱团取暖，乡人苏秋生及黄天铎便倡导以1914年安海乡

亲所设立的“星洲鸿江公所”为基础改制成立“新加坡安海公会”，

几经波折终于在1948年获准注册。

乡情史记传留文化
 安海于汉代时因海湾航道弯曲之故被定称为「湾海」。唐朝时

隶属泉州晋江县，尔后名臣后裔安连济徒居于此，并把「湾海」改名

为「安海」，同时开始进行开发，此后“安海”地名就传沿至今。

而安海港的海外交通贸易也逐渐进入鼎盛时期，出现“港通天下商

船，贾胡与居民互市”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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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江立所乡谊互助 
 约在1914年，晋邑同乡移居石叻坡人数众多，除了按乡镇及行

业成立了不少“估俚间”组织外，晋邑同乡更成立两个乡团联谊组

织：一为“寅宾俱乐部”，设于丹绒巴葛，后迁海山街，其部友即为

各估俚间的主要发起人，俱乐部以学习为目的，鼓励晋邑乡亲学习各

种生活技能及知识。一为以安海别称为名的“鸿江公所”，最初设置

于丹绒巴葛路中段——俗称“菜市仔”的一家蔬果杂货铺二楼，为安

海鸿江区域之同乡组织，主要是为了便利从故乡初来乍到的“新客”

以及为侨居本地失业的“老客”提供临时栖身之所才成立的组织，但

由于彼时的安海乡亲人数不多，团体规模不大，活动也不是很活跃，

因而并未正式注册为社团，会务也由黄大树乡贤全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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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代初，旅居石叻坡的安海乡亲逐年增加，到“鸿江公

所”求助的乡人也越来越多，侨居石叻坡的乡人决定扩大社团规

模，并把社团更名为“鸿江公会”，除了增加人手负责会务外，会址

也搬到余东璇街南天酒楼背后的北路（Park Road），逐渐建立起较

有组织性的华人地缘社团体系，奈何经费有限又无经济基础，因而

无法全面开展会务，直至太平洋战争的暴风雨前夕，会务几乎完全停

顿，乡亲黄天铎个人乃不遗余力，以其位于梧槽路的南全永记商店屋

二楼，继续为新客寄宿提供方便。

心系安海共创会所 
 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许多晋邑人士纷纷把家乡亲友安排

到石叻坡定居团聚，南来的安海同乡更是超过战前数倍。由於“新

客”南来机遇各有不同，更甚者是许多“番边无人”的乡亲，也为了

改善家乡生活而不顾一切地随着

下南洋的大军前来星洲，期待他

日能衣锦还乡，光耀门楣。无奈

造化弄人，他们初到石叻坡，人

生地不熟，无论是生活环境、言

语沟通、工作温饱等都碰到不少

困难，也不知如何向人求助，只

得茫然地无语问苍天。

 曾任晋江县佐的安海文创

界闻人苏秋生乡贤与早已在石叻

坡落地生根又急公好义的安海蔬

果业者黄天铎乡贤，早在战前就已经活跃于晋邑社团，除了从同乡聚

会中取得因离乡思念的心灵慰藉外，也积极地尽己所能帮助早期的移

民同乡寻找工作，安家落户，彼时已然成为安海同乡的侨领代表。为

图片C：梧槽路41号南全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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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协助突然间纷踊而至的安海乡亲，苏、黄二人于1946

年在黄天铎的“南全永记”蔬果店内聚旅居星洲的乡亲商

讨如何为同乡提供可以立足星洲的帮助，几经议论研究，

商议如何兼顾“新客与旧客”的各方面求助需求，与会同

乡一致认为应该成立一个较完善的社团组织，全面而有

序地协助同乡，最终商定在鸿江公会基础上改制为安海公

会。

 议案一经确立，乡贤们就立即著手根

据殖民地政府的新注册法令，拟定公会章

程，重新发起组织安海公会，获得乡亲们热

烈响应和支持，并于1948年正式注册为地缘

性社团组织，会址也迁至俗称“大门内”的

任美街18A（Gemmill Lane）二楼为会所，

公会宗旨设定为：敦睦乡谊、促进会员福

利。至此落戶星洲的安海乡亲终于有了一个

正式的乡团组织，大大地提升乡亲们的向

心力与归属感。

新加坡安海公会注册社团。

社团传承风俗民情
 社团成功注册后，会务发展迅速，登记会员很快就达到180名，

除了延续鸿江公会素来对乡亲们寄宿、寻职的帮助外，安家、公亲、

施医、赠药、排忧、解难等杂项事务也成了公会的会务选项，更为照

顾会员的身心健康而成立安海篮球队，不定时地与其他篮球队举办交

流赛，活络了安海篮球队声名也大大提高了安海公会的声誉，同时公

会还出版《星鸿》半月刊，以八开张纸面世，内容有通讯和文艺副刊

等。这份杂志的稿件由新加坡方面提供，印刷则由家乡的陈益诸书局

承印。书局主人陈炎书古道热肠，他除了免费印刷外，还负责邮寄各

地，让散居各地的安海乡亲分享了安海社群在南洋各地的生活概况，

也让安海乡亲能在第一时间了解远在万里之外的桑梓事故，更是鼓

励乡人读报识字，以便更容易融入南洋社群，增加生活空间与商务机

会。

 公会也开始在新春、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等华

族节气假日举办联谊活动，大大促进定居于星洲的安海乡亲相互之间

的联系，也带领乡亲渡过新加坡建国前后的困难局面。

基业为乡能者多劳
 光阴似箭，安海公会在历届理事们苦心的经营及众乡亲的支持

下，见证了新加坡独立前后的风云幻变，也渡过了风雨飘摇的廿载，

奠定了公会在安海乡亲心目中的地位。1970年，时任主席的颜期巢感

受到新加坡社会不断进步，发展更是一日千里，土地与楼市价格不断

上涨，眼光独到的他认为若不及早为公会购置产业，日后必将为此付

出巨大的租赁费用，因此认为购置会所仍公会的当前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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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所开幕前执监委员

准备迎接嘉宾之影。 

左起：1. 吴少湖         2. 侯贤敬        3. 颜   绿        4. 吴垂勲       5. 许溪源      6. 黄福渊     

  8. 颜乾侯        9. 施龙标      11. 赖琼瑶     12. 黄大树     13. 苏秋生     14. 王修德    

           15.黄呈坛       16. 李火球     18. 颜贻沯      19. 颜子基     20.丁天场      21.黄天赏

 颜期巢主席于会议时向理事会提出购置会所的建议，构思一经提

出，就得到执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时任总务的丁文稽乡贤更是带头

募捐，也得到会员的热烈响应，筹足了首付款项后，就立即买下颜呈

亮副主席早已自掏腰包预付定金的排屋，地址位於芽笼28 巷两层楼排

屋角头间，也就是沿用至今的会所。过后继续向会员劝捐，直至1971

年12月1日为止，以姚庆烧，颜期巢等乡亲为首的带领下，共收到101

条捐款，总数为6万9千4百60元整，为永怀乡贤贡献，应届理事决定

立碑感恩永怀乡贤的远瞻贡献。

 历经2年多的筹措与奔波，终于在1972年3月26日，在众人的见证

下为新会所举办了隆重的开幕典礼，是日在当时的星洲日报及南洋商

报刊登了新会所开幕暨庆祝本会银禧庆典特辑，除了邀请安海乡亲到

场观礼外，也邀请了社团友好前来同欢，并推举本会发起人之一兼首

任会长苏秋生乡贤为会所主持开幕剪彩，场面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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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出海外联谊乡梓
 迁入新会所后，安海公会的会务越发蓬勃。除了传统的传承活

动外，也几乎每年都举行安海会庆，邀请本地及邻近国家的晋邑社团

前来共襄盛举。

 1978年，安海公会正筹备三十周年庆典之际，也受邀主催“马

星晋江同乡团体1978年联谊大会”及“东南亚安海同乡联欢大会”。

甫接此重任，应届理事同仁在王修德主席的带领下，即刻拿出十二分

的魄力，在全体理事会员及新加坡晋邑同仁的协助下，无论在费用筹

款、场地安排、人员接待、酒店住宿、餐饮招待、活动流程及岛国旅

游等都力求尽善尽美，全力办好本会历来最大型的国际活动，所幸不

负乡亲的期盼，联谊与联欢大会得以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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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家乡的近况，重新了解安海，拉近了海外安海人与家乡的距离。

过后更组团见证了安海建镇866周年庆典活动，受到热烈欢迎和亲切

接待。

 

 本 会 也 同 时 出 版 三 十 周 年 纪 念 特

刊，并力邀书法家顏绿乡亲为封面提字，

详叙公会成立始末及晋邑风情及风流人

物，为大会增添色彩。受邀前来参加庆典

的有台湾、香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

马来西亚各州的晋江团体代表。来宾都汇

集在狮城大酒店，宴会则在公会大门外的

马路上举行，一时整条马路都摆满酒席，

热闹非常。第二天，各界来宾也参加了在

中华总商会举行的研讨会，彼此交流创造

安海同乡会的共同价值观，并形成议案通过。

 此后，安海公会便加强了与海外团体的联系，特别是与马来西

亚各州及香港等地同乡会的来往就比以前密切得多。

思乡念情改造生话  
 198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已经抵达安海，两国往来日趋频

繁，重新接驳了两地亲友的相互往来，在中国的安海乡亲也经常组团

前来访问考察及开展各种商务活动，应届理事会都不遗余力的招待，

从而加强本会与安海家乡的联系，把会务提升至另一个层次。时任

会长的黄加种乡亲也带团对家乡进行不少投资，在安海创办安平开

发区，兴建安平港码头，把一片荒废的海滩，建设成现代化的商贸新

城，同时也大力支持安海养正学校的重建，为家乡的繁荣、经济的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此外公会还配合故乡编印《安海风光》专刊，拍摄

《故乡—安海》电视纪录片，介绍安海，让久居南洋的乡亲们能亲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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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在发展家乡之余，黄加种乡贤也

带头高呼新加坡的安海乡亲们慷慨捐款，设立新

加坡安海公会教育基金，获得乡亲张天章，姚庆烧

等乡贤踊跃支持，直至1984年底，共收到52笔教

育捐款，合计8万元整，用以鼓励会员子女勤奋好

学，努力进取，为新加坡安海学子创造一个更好的

起跑点。为表扬乡贤仁翁，应届理事制作牌匾为

凭，以示后世子弟。

前排左起：1. 颜乾侯    4. 侯贤辉     6. 主宾 奥士曼渥     8. 高泉乐     9. 黄嘉种    10. 蔡锦淞   

后排左起：1. 吴天春    2. 颜呈註     3. 颜振忠   4. 姚道德     5. 颜金镇     6.  郑庆扬  

                   7. 吴少湖    8. 黄民强     9. 李火球               11. 蔡其发    12.颜振元    13. 颜期巢     14. 颜期伟

五十春秋再续篇章
 临近千禧年，安海公会也渡过五十春秋，社会的富裕发展使公会会务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例常的会务活动依旧进行着，但抵不过会员们生活作息的忙碌。应届理事

会认为有必要检讨会务发展的新方向，几经研讨，理事们认为应该乘金禧之际，为先

贤们过去的努力做一个肯定，以告慰先贤们长久以来的付出，同时划出时代的变更逗

号。

 时任主席颜呈瑞在理事会提出了举办五十周年会庆活动，得到与会理事一致的支

持。首先于1997年10月，组织了40多位乡亲回晋江安海访问，除加强与乡亲的联系交

流，同时也向晋邑及安海乡亲发出邀请到本坡见证新加坡安海公会的金禧庆典，过后

更到东南亚各国拜访晋邑同乡会并同时发出邀请。

30 31

新
加
坡
安
海
公
会
史
略



 经过一年的筹备，终於在1998年10月假新加坡宗乡总会，完美

地主办了安海公会五十周年金禧庆典，与会者除了来自晋邑各地及

港澳外，东南亚各地的安海同乡会均有派人出席观礼，本地的泉属社

团，晋江、同安、安溪、永春、南安、惠安、诏安等纷纷派人前来道

贺，本会也出版一本金禧纪念特刊，内容详叙了本会的发展心路历

程，让与会者及各地同乡分享本会半个世纪的点点滴滴。

任会长高泉乐乡贤带头高呼，很快就筹得28,460元的装修捐款。  

 由於公会已经不需要为乡亲提供临时住宿，因此除了修补破损屋

顶砖瓦，加盖水泥外墙杜绝鼠患，更把楼上小房间改为会员活动室，

为会员提供唱唱小曲的场所及貯物间，楼下则改为开放式大厅，在打

开门后让大厅与门埕相结合，形成一个可延伸的礼堂，至此重新吸引

了新一批的会员前来參与活动。公会也开始主办除了固有传承活动之

外的其他选项。例如：寻根之旅，认识安海等神州万里行活动得到了

许多乡亲们的认可；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且行且珍惜的寻

亲访友活动，也得到很大的回响，几乎年年成团。

修改设施与时俱进
 历经千禧的洗礼，理事会已经逐渐摸索出会务发展的新方向，

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应届理事们认为，即要为会务开拓新的方

向，就必须重新吸新会员的加入，若要吸引新会员的加入，则需要提

供有吸引力的硬体设备及软体活动。先贤们在1972年为我们提供遮风

蔽雨会所，历经了快30年的风雨洗涤，早已破旧不堪。2001年，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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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同步青年接程
 2020年，全世界在新冠肺炎的肆虐下，各行各业几乎停顿，各

种社会活动也跟著停摆，安海公会也遵守卫生部发出的指示，暂停了

公会所有活动。随后两年里虽然逐步开放会务活动，但顾及会员的身

心健康，公会依旧把参与会务的人员减到最少，转而为年长乡亲提供

了上门到访的关怀活动以及在国家复兴政策的推动下带领会员重游新

加坡，但这远远满足不了会员依赖公会的强烈需求。

 几经会员的强烈要求，应届理事会在主席蔡少林乡贤的带动

下，决定在2023年隆重举办安海公会七十五周年会庆，总务黄利奇乡

贤更是大张旗鼓的联系海内外晋邑乡团组织，大力邀请各地乡亲前来

新加坡与安海乡亲叙旧，同时也力邀本地著名画家黄耀天乡贤、

 2019年，屋龄超过五十的会所，虽不至千疮百孔不蔽风雨，但

也显青砖破瓦上漏下湿，同时鼠患横行是时候该做出重大修整，於是

应届会长蔡少林乡贤再度发起筹款翻新活动，很快就得到乡亲们踊跃

的支持，短短数月就得到乡亲们40,000元的捐款，把会所里里外外都

做了重大整修。两次修整皆有牌匾留印，以兹对献捐乡亲表示感谢。

可惜翻新后的新会所尚未推荐给会员使用，就碰上百年来最严重的冠

病疫情，会馆、庙宇等团体组织都在政府的政策下关闭起来，进入了

冬眠的三年困境。

从铁网改做固墙，新装上坚固的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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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别开生面的彩笔传情，丹青达意的方式，勾勒出早年安海人的生活环境，为七

十五周年特刊增添光辉的亮点，更积极组织安海青年团，让他们在本次庆典中负

起重要的联系与招待工作，以便熟悉来自海内外的安海乡亲，相信在这庆典后，

安海公会将扫除冠病瘟疫的阴霾，继续为安海传承书写历史。

南洋亚答子

会员大会议程

年长学习数码与时并进

引进年青子女接程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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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e modern Singapore An Hai Association was born out of adversit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1948 modelling itself on an earlier mutual 
aid association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35 years earlier.

Its original objective was simple: To connect inhabitants originally from An Hai 
and to help a fresh wave of immigrants coming from there to seek a living here to 
settle down.

But 75 years on, its mission has changed.

The Association now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elping the An Hai diaspora here 
and overseas to discover their ancestral roots in China as well as to link up with 
brethren and their descendants from Hongkong, Macau and all over Southeast Asia.

We now take a look at the many changing roles of An Hai Association as it caters 
to the needs of its members in tandem with Singapo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ise of China as an economic powerhous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AN HAI
Records showed that An Hai existed as far back as the Han Dynasty (202 BC-9 
AD, 25-220 AD)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It was then named “Wan Hai” 
because of the curvature of the bay where it was located along the southern coastal 
region of Fujian Province, China.

ROOTS IN AN HAI, HOME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618 to 907 AD), An Hai formed part of Jinjiang County in 
Quanzhou city. Its name was then changed to “An Hai” by Anlian Jitu, a descendant 
of a famous official.

During this period, An Hai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port of call in Southern 
China for merchant ships all over the world.

In 1087, during the succeeding Song Dynasty (960-1279 AD), An Hai reached the 
zenith of its glory, becoming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ports as it dominated the 
maritime trade on the Southern Seas (Nanyang).

Recognising its importance, the imperial court set up “Shijingjin” to collect customs 
duties in An Hai, and renaming the town as “Shijing Town”.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An Hai became a town, with Zhu Song becoming the 
first town official. His son, Zhu Xi, established a school in An Hai which spawned a 
flourishing in learning in the area.

However,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1368 to 1644 AD), the 
fortunes of the town changed 
again, as the coastal region of 
Fujian suffered relentless raids 
from Japanese pirates.

To pray for the safety of the 
inhabitants, the town’s name 
was changed from “Shijing” to 
“An Ping”.

It was not until the succeeding 
Qing Dynasty (1644 to 1911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modified by Goh Eng Yeow
17 Jun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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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that the old name of “An Hai” was restored.

In 1729, the Qing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tax bureau in An Hai and named it 
“Hong Kang”. As such, “Hong Kang” also became one of the names for the town.

THE EARLY 1900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gapore as a free port by the British in 1819, there was 
a steady stream of immigrants from Chin Kang and An Hai into the then newly set-
up British colony. Arriving in Singapore, these immigrants stayed in overcrowded 
lodging called “cooli keng”.

As a result, a number of “mutual aid” organisations were established to help them 
to settle and find jobs in Singapore.

In particular, two bodies were prominent:
•  The “Yinbin” Club, which was located in Tanjong Pager and later moved to  
 Upper Cross Street. It primarily aimed to encourage Chin Kang brethren to   
 learn various useful life-skills and knowledge. The club has now transformed  
 into the Chin Kang Huay Kuan in Bukit Pasoh;

•  The “Hong Kang Society” which was named after An Hai’s nickname, Hong 
 Kang. This society was first located on the second floor of a provision shop   
 along a stretch of Tanjong Pagar Road known as “CaiYaKweh”. It offered   
 temporary accommodation to “sing-keh” (newcomers) from China and “lau- 
 keh” (old timers) who were unemployed.

By the 1930s, as the number of An Hai villagers in Singapore steadily increased in 
number, more and more of them turned to the Hong Kang Society for assistance. To 
facilitate their requests, the members decided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body and 
rename it as “Hong Kang Association”. The newly-named association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staff to cope with the demand of the community and moved its premises 
to a location on Park Crescent behind what is now Yue Hwa Emporium along Eu 
Tong Sen Street.

But the Association was short of funds and unable to sustain itself financially. When 
the Japanese invaded Singapore in 1939, activities in the Association were almost 
completely suspended.

Fortunately, a brethren Ng Tian Tok took it upon himself to extend a helping hand 
to members of the An Hai community in his house on the second floor of his shop 
Nam Chuan Eng Kee on Rochor Road.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ended in 1945.

This led to many Chin Kang and An Hai brethren arranging for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from China to settle down in Singapore.

They were joined by “sing-keh” (newcomers ) who were unfamiliar with Singapore 
and did not have friends or relatives here, but were enticed by the prospects of 
better job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Singapore.

Not surprisingly, many of them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in coping with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problems in communications as well as looking for jobs.

In particular, two brethren were outstanding in their efforts in helping sing-keh to 
settle in.

One of them was Soh Chew Seng, a well-known figure in the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circles who once served as an official in An Hai.

The other was Ng Tian Tok who was mentioned earlier. He was a businessman in 
the perishable vegetable and fruits trade, who had offered the local Chin Kang/An 
Hai community invaluable assistance since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1946, 
the two gentlemen spearheaded efforts to discuss how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 
“sing-keh” in order to help them to integrate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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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s with other like-minded brethren resulted in an agreement to 
establish a community-based organisation along the line of the earlier Hong Kang 
Association.

Its objective was to establish friendship among An Hai brethren and promote their 
welfare.

The Association was formally registered in 1948. It was located on the second floor 
of a building at 18A Gemmill Lane.

In so doing, the settlers from An Hai in Singapore finally had an association where 
they could gather to promote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THE ASSOCIATION’S INITITAL YEARS
After the An Hai Association was registered in 1948,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members quickly rose to 180.

Its scope of activities included giving members a helping hand in looking for jobs 
and finding accommodation.

Additionally, the association became a platform for members to come together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and solve problems.

Leisure activities were introduced, with the Association forming a basketball team 
which took part in games with other clan associations from time to time.

To keep members in the loop, a fortnightly eight-page “Xing Hong” (translated 
as Singapore-Anhai ) newsletter was published which offered a breakdown of the 
club’s events and activities as well as magazine articles.

The newsletter was published by Tan Aik Choo Bookstore whose owner, Tan Guan 
Soo, was a fervent supporter of the Association.

Apart from printing the newsletter free-of-charge, Tan Guan Soo also mailed it 
to various An Hai communities around Southeast Asia to keep them updated on 
current affair matters.

As the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itself, it started to host events for members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the mid-Autumn festival, Qing M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Winter Solstice and other Chinese festivities.

These activities helped to promote ties among An Hai brethren who had settled in 
Singapore and enabled them to keep in touch with one another.

THE 1970S AND ESTABLISHMENT OF A PERMANENT HOME
Singapore became independent in 1965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ensued.

This resulted in an escalation in land and property prices.

The Association’s then chairman, Gan Kee Cheow, was concerned that if the 
Association did not purchase its premises, it might have to pay a hefty price if it 
wanted to do so further down the road.

As such, he considered the purchase of premises for a clubhouse to be the top 
priority for the Association.

Accordingly, Gan Kee Cheow proposed 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o buy a 
clubhouse. This received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ing Boon Kay, who was then in charge of general affairs, led the charge in raising 
monies for the purchase which elicited a strong response from members.

A two-storey terrace house along Lorong 28, Geylang was identified as the ideal 
location and the purchase was made when enough monies were raised for the down-
payment made in advance by vice-chairman Gan Thin L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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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ogether, a total of 101 donations were received from members totalling $69,460 
to fund the purchase of the terrace house which houses the club-house used by the 
Association today.

Finally, on 26 March, 1972, more than two years after the idea of a permanent home 
for the Association was mooted, members gathered for the grand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new club-house.

The opening was presided by the first chairman and co-founder of the Association, 
Soh Chew Seng.

Besides members, friends from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were also invited. The 
event was reported by the then two Chinese dailies–Sin Chew Jit Poh and Nanyang 
Siang Pau.

THE 3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In 1978, the Association turned 30 years old. Besides commemorating this happy 
occasion, the Association was also invited to host the “1978 Friendship Conference 
of Malaysia–Singapore Jinjiang Clansmen Fellowship Groups”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Anhai Fellowship Gathering”.

This was the biggest-ever international event hosted by the Associ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n chairman Wong Sau Tak, considerable efforts were 
made to ensure that the event took place smoothly– whether in the area of fund-
raising, arrangement of venue, hotel accommodation, catering and sight-seeing for 
conference visitors.

Representatives from Chin Kang groups in Taiwan, Hongkong,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and different states in Malaysia were put up in the now-defunct Lion City 
Hotel in Katong.

They were hosted to dinner outside the Association’s premises along Lorong 28, 
Geylang in what was described as a boisterous event for the neighbourhood.

The next day, these participants took part in the seminar organised by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to discuss how to share common values 
and strengthen ties.

This, in turn, helped the Association to strengthen its links with sister associations 
in Malaysia and Hongkong.

To mark its 30th anniversary, the Association also published a commemorative 
book which described in detail the history of the association up till then and the 
customs of the Chin Kang community.

It also invited renowned calligrapher and educator Gan Kee Leong (a.k.a. Gan 
Loke) to write an inscription on the cover of the commemorative book. Gan Kee 
Leong is also a migrant from An Hai.

THE 1980S AND CHINA’S OPENING UP
China’s opening up in the early 1980s provided yet another exciting opportunity for 
the Association.

Exchanges between Singapore and China became more frequent.
This led to people with roots in An Hai reconnecting with their friends and relatives 
in China.

There were also many tours organised by folks in An Hai, China to visit Singapore 
for sight-seeing and businesses.

In view of the upsurge in interest to strengthen ties between people in the two 
communities, the Association spared no efforts in extending a warm welcome to 
our brethren from China.

In particular, the then chairman, Ng Kar Cheong, was a big investor in An Hai, 
building the town’s first water purification plant.

36 37



He founded the Anping Development Zone in An Hai, built the Anping Wharf and 
turned a stretch of beach into a modern commercial city.

In addition, he strongly suppor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 Hai Yang Zheng School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n Hai.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ssociation also collaborated with An Hai to compile a 
special book “Sceneries of An Hai” and film a documentary “An Hai – Our 
Ancestral Home”. The objective was to allow the An Hai diaspora scattered all over 
Southeast Asia to learn more about their ancestral hometown and draw them back 
into the fold again.

Ng also took the lead in promoting education among the An Hai folk in Singapore 
by gathering donations to set up the Singapore An Hai Association Education Fund.

At end-1984, the Association received a total of 52 donations which raised $80,000 
for scholarships for members’ children.

50TH ANNIVERSARY AND THE NEW MILLENNIUM
The Association turned 50 with the approach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is turned out to be a watershed moment as the Association acknowledged the 
invaluable contributions made by pioneer members and forge new directions to 
keep up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Then chairman Gan Teng Swee proposed a series of activities to commemorate the 
Association’s Golden Jubilee.

A trip was organised for more than 40 members to visit Chin Kang and An Hai in 
October 1997 to strengthen ties with brethren in China and to invite them over to 
Singapore to participate in the Association’s Golden Jubilee celebrations.

At the same time, invitations were issued to sister An Hai associations.

The celebrations climaxed with a big dinner at th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attended by Association member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China, Hongkong, Macau and An Hai associations all over Southeast Asia.

The function was also attended by representatives from other Quanzhou related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 Chin Kang, Tung Ann, Ann Kway, Eng Choon, 
Lam Ann, Hui Ann and Chao Ann.

To mark the Golden Jubilee, the Association commissioned a special book put 
together by committee member Goh Tiam Choon which painted a colourful history 
of the Association in the past 50 years.

THE NEXT LAP –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As the club matured and members aged, one over-riding objective was to attract 
new members to join the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 had been fortunate to have a far-sighted leadership early on which 
raised money to enable it to buy its own facilities in 1972.

In the early years, this had enabled the Association to offer temporary accommodation 
for homeless “sing-keh” brethren.

But as Singapore prospered, the priority changed an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recognised that new activities had to be introduced in order to attract new members.

After 30 years, the club-house was beginning to look dilapidated.

Two fund-raising efforts were made to repair and modernise the facilities of the 
clubhouse.

The first effort was made in 2001 by then Chairman Koh Chuan Lok who helped to 
raise $28,460 to repair the damaged roof tiles andexterior w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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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s were removed on the ground floor to turn it into an extendable auditorium to 
accommodate more participants in activities organised by the Association.
Another effort was made in 2019 under Chairman Chua Siau Lim which raised 
$40,000 from members to renovate the clubhouse to give it a fresh look.

Additionally, the Association started to organise “root-seeking” tours to the 
ancestral An Hai home-town almost every year. This proved to be very popular 
among members.

COVID OUTBREAK AND RE-OPENING
Members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using the revamped facilities in the club-house 
but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2020 caused almost all activities in the Association to 
be suspended in compliance with Government’s regulations.

The Association kept in touch with elderly members with door-to door visits and 
organised trips to places of interest within Singapore with the suspension of air 
travel.

With the relaxation of pandemic measures in 2022, the Association looks forward 
to re-connect members and attract fresh blood.

This opening up in Singapore also coincides with the Association’s upcoming 75th 
or Diamond Jubilee.

As such, current Chairman Chua Siau Lim an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plan to 
celebrate the Association’s Diamond Jubilee in a big way.

To mark the occasion, Ng Lee Kee, Head of General Affairs, is also inviting sister 
An Hai associations from oversea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elebrations.

A special commemorative book will also be published to mark the occasion.

Prominent local artist Ng Yeow Tiam (Huang Yaotian) who is also a An Hai 
descendant has been invited to put up paintings outlining how An Hai people 
lived here during Singapore’s early years and providing lively illustrations for the 
commemorative book.

THE FUTURE
To groom a future generation of leadership within the Association, younger 
members have been entrusted with the task of liaising and extending hospitality to 
guests invited for the Diamond Jubilee celebrations.

The Association enjoys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hometown and sister associations 
in Hongkong, Macau and all over Southeast Asia.

It hopes to draw new members to build on the good-will already developed by the 
Associ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close ties here and overseas.

Additionally, there are more than 10,000 Singaporeans of An Hai descent here. 
Many of them are young and upcoming in their career progress.

The Association hopes to draw this folk, especially the younger ones, back into its 
fold and help them to re-discover their roots in China and to progressively handover 
the roles in flying the An Hai flag.

Names in the article reflect the Hokkien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y discrepancy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version is uninten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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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安海公会

第42届（2022-2023）执行委员会

会务顾问
陈成伻BBM(L)

荣誉主席

丁增嘉JP BBM 

会务顾问
赖国标

荣誉主席
高泉乐

法律顾问
蔡良兴

主席
蔡少林

荣誉主席
黄加种

副主席
黄日新

副主席
颜呈明

副主席
颜福进

40 41

第
四
十
二
届
执
行
委
员



英文书 
蔡超富

执行委员 
王庆烈

正福利
黄星辉

常委委员
颜晓阳

常委委员
吴葆青

常委委员
丁仁义

正总务
黄利奇

正财政
陈志强

副财政
李碧萱

副总务
吴定洲

副福利
黄伟利

执行委员 
张育民

副妇女组主任
苏素莲

副妇女组主任
黄秀美

查账
张文进

副查账
蔡钰玲

执行委员
杨火成

执行委员
蔡超华

执行委员
陈子滨

青年团团长
黄家严

副青年团长
黄思敏

副青年团长
颜晓猛 

妇女组主任
刘华珊

副教育
林飞燕

正交际
颜怡霨

副交际
颜金镇

正教育 
颜联友

中文书 
黄永昌

新加坡安海公会

第42届（2022-2023）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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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秋生先生遗照
本会创会人

（第1至12届主席）

赖琼瑶先生遗照
（第13至14届主席）

颜期巢先生遗照
（第15至16届主席）

王修德先生遗照
著名中医师

（第17至22届主席）

新加坡安海公会历届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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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加种先生
创立本会教育基金

（第23至27届主席）

蔡少辉先生遗照
（第28至29届主席） 

（第36届主席）

颜呈瑞先生遗照
（第30至31届主席）

高泉乐先生
对本会会务有特殊贡献
（第32至33届主席）

蔡少林先生
（第39至42届主席）

陈鸿俊先生
（第38届主席）

颜呈明先生
（第37届主席）

颜振忠先生遗照
（第34至35届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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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安海公会
历届执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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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安海公会第十届职员就职摄影记念

前排左起第七位苏秋生

新加坡安海公会首届职员就职名单（1948年）

正主席：苏秋生  副主席：黄天鐸
正财政：颜期清  副财政：王光凯

正总务：陈伯文  副总务：黄福渊

正文书：伍文舉  副文书：黄天赏

英文书：颜福全

正交际：许礼寿  副交际：苏金練
正教育：汪    瀚 副教育：黄年章

正慈善：李清时  副慈善：颜澤来

正互助：颜子基  副互助：高铭道

正查账：颜玉琳  副查账：杨烈基

记   录：汪   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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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安海公会庆祝银禧暨
新会所开幕双庆纪念全体执委合影

前排左起
1. 姚庆燒 2. 侯贤敬    3. 颜呈亮       4.  赖琼瑶  
6. 王修德 8. 颜贻沯    9. 颜    绿    10. 颜期清 

后排左起
2. 施龙标 3. 黄呈坛  4. 黄燕祥  5. 许礼寿     
6. 颜乾侯 7. 吴垂勲  8. 黄福渊

新加坡安海公会第十二届职员就职摄影记念

前排左起
1. 黄天赏   3. 丁文稽 4. 苏秋生  6. 颜呈亮  
7. 赖琼瑶 8. 颜乾侯  9. 施铁树

第二排左起
3. 蔡长趁 4. 施龙标  5. 侯贤敬  
6. 吴序福  8. 卜清河

第三排左起
1. 吴少湖 3. 黄呈坛 5. 黄燕祥  6. 许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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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安海公会第十三届职员就职摄影记念

前排左起
1. 颜呈亮  2. 黄燕祥  3.  苏秋生 4.  赖琼瑶 
5. 颜期巢  6. 许礼寿  7.  丁文稽 

中排左起
1. 丁天场  2. 蔡长趁  3.  吴少湖 4.  黄呈坛 
5.卜清河   

后排左起
3. 颜乾侯   4. 吴垂勲

新加坡安海公会第十四届职员就职摄影记念

前排左起
1. 颜    绿  2. 赖琼瑶  3. 颜期巢 4.  苏秋生 
5. 王修德  7. 丁文稽 8. 颜呈亮 

中排左起
1. 吴少湖 4. 颜乾侯 6. 丁天场
 
后排左起
3. 黄燕祥   4. 吴序福  5. 许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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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安海公会第十七届职员就职摄影记念

前排左起
  1. 颜期清     2. 颜     绿   3. 颜呈亮   4. 王修德
  5. 黄大树   7. 赖琼瑶   8. 颜贻沯    9. 侯贤敬 
10. 施龙标 11. 颜子基

后排左起
  1. 黄燕祥   4. 吴少湖   5. 黄呈坛   9. 黄福渊 
10. 颜乾侯 11. 黄天赏 12.丁天场  

新加坡安海公会第十六届
职员就职摄影记念

前排左起
2. 姚庆燒  3. 黄大树 4. 苏秋生  
5. 赖琼瑶 6. 王修德  7. 许礼寿
8. 颜乾侯 9. 颜呈亮 

后排左起
1. 丁文稽   2. 丁文露    3. 黄呈坛  
4. 施龙标 5. 黄燕祥     6. 黄福渊 
8. 颜期清  9. 黄天赏 10. 卜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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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安海公会第二十二届执行理事合照

前排左起
1. 颜乾侯 2. 汪    瀚 3. 张克彩   4. 颜福全  5.  姚庆燒 
6. 王修德 8. 颜呈亮 9. 颜昌富 10. 侯贤敬 11. 颜期伟

后排左起
  1. 陈礼伦   2. 丁文稽  3. 杨春树   4. 萧先忠    5. 颜振忠 
  6. 黄燕祥   7. 吴世添  9. 颜天振 10. 黄福渊  11. 黄金星 
12. 卜清河 13. 吴序福

新加坡安海公会第二十届职员就职摄影记念

前排左起
1. 颜福全    2.卜清河    3. 颜子基   4. 张克彩 
5. 吴垂勲    6. 颜呈亮    7. 王修德   8. 颜贻沯  
9. 施龙标 10. 颜昌富  11. 汪    瀚 12. 颜    绿

后排左起
  1. 颜期伟    2. 杨春树   3. 萧先忠    4. 侯贤敬  
  5. 颜振忠   6. 颜寿华   7. 吴少湖    8. 黄燕祥  
  9. 黄呈坛 10. 黄金星  11.黄福渊  12. 黄天赏  
14. 丁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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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安海公会第二十八届
职员就职摄影记念

前排左起
1. 颜呈註   2. 吴世添  3. 侯贤辉  4. 颜呈瑞  
5. 蔡少辉   6. 黄加种 7. 颜期巢 8. 张克彩 
9. 吴序福 10. 吴天春  

后排左起
1. 吴少湖    2. 颜振忠 3. 洪德和 4. 颜乾侯  
5. 黄志成    6. 黄金星 7. 颜金镇 8. 颜意棠
9. 黄日新  

新加坡安海公会第二十三届执行理事合照

前排左起
1. 丁文露 2. 颜昌富 3. 颜期伟 4.  黄加种 5.  蔡世柑 
6. 颜呈亮 7. 姚庆燒 8. 蔡少辉 9. 丁文稽

后排左起
1. 汪    瀚 2. 杨春树 3. 黄金星 4. 颜庆源 
5. 黄呈坛 6. 许溪源 7.  吴世添 8. 吴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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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安海公会第二十九届职员就职摄影记念

前排左起
1. 侯贤辉 2. 颜呈註  3. 颜乾侯  4. 颜期伟     5. 颜呈瑞 
6. 蔡少辉 7. 颜期巢 8. 吴世添 9. 吴少湖 10. 洪德和 

后排左起
  1. 黄山河    2. 高泉乐 3. 丁增嘉 4. 吴祖蓄    5. 侯贤敬 
  6. 颜金镇   7. 吴天春 8. 陈礼伦 9. 颜文钟 10. 李火球 
11. 颜意棠 12. 颜振忠

新加坡安海公会第三十届执委合影

前排左起
1. 侯贤辉  2. 颜期巢  3.  颜呈註 4. 颜期伟 
5. 颜呈瑞     6. 高泉乐 7. 张克彩 8. 颜乾侯  
9. 吴世添

后排左起
  2. 颜振元     3. 吴祖蓄    4. 颜振忠   5. 黄民强 
  6. 侯贤敬   8. 蔡其发    9. 吴少湖 11. 黄山河  
12. 郑庆扬 13. 陈礼伦  15. 丁增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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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安海公会第三十二届执行理事合照

前排左起
1. 侯贤辉 2. 颜呈註 3. 刘团礼    4. 颜期伟
5. 颜呈瑞 6. 高泉乐 8. 颜均泽 10. 施龙标

后排左起
1. 黄利奇 2. 吴少湖 3. 陈礼伦 4. 吴祖蓄  5. 颜振元 
6. 吴天春 7. 吴祖管 8. 蔡其发 9. 颜振忠 10.陈子滨 

新加坡安海公会第三十三届执行理事合照

前排左起
 1.  颜金镇 2. 黄民强 3. 吴少湖  4. 颜呈註    5. 颜期巢      
 6.  高泉乐 7. 颜期伟 8. 刘团礼   9. 侯贤辉  10. 颜振忠 
11. 吴祖管

后排左起
1. 颜晓阳 2. 黄利奇 3. 颜兆雄 4. 颜振元   5. 陈礼伦 
6. 黄山河 7. 吴祖蓄 8. 陈子滨 9. 张文进 10. 颜意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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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安海公会第三十四届执行理事合照

前排左起
  1. 吴少湖   2. 陈子滨   3. 张国新 4. 颜振忠  
  5. 颜期伟   7. 颜期巢   8. 侯贤辉 9. 吴天春 
11. 施龙标 12. 陈礼伦 

后排左起
1. 黄山河 2. 颜兆雄 3. 张文进 4. 黄利奇 
5. 颜怡霨 6. 颜意棠 8. 颜亚峇  9. 颜晓阳

新加坡安海公会第三十五届执行理事合照

前排左起
1. 吴祖管 2. 吴少湖 3. 颜意棠 4. 颜兆雄   5. 高泉乐
6. 颜期巢 7. 颜振忠 8. 侯贤辉 9. 吴天春 10. 陈礼伦

后排左起
1. 陈子滨   2. 颜晓猛 3. 颜怡霨   4. 张文进 
5. 颜亚峇   6. 颜燕萍 7. 黄山河   8. 杜    却 
9. 黄利奇 10. 郑庆扬 11. 颜晓阳 12. 刘团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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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安海公会第三十六届执行理事合照

前排左起
1. 陈礼伦 2. 黄山河 3. 吴祖管 
4. 颜振忠 5. 蔡少辉 6. 高泉乐 
7. 吴天春 8. 侯贤辉 9. 吴少湖

后排左起
1. 郑庆扬 2. 杜    却 3. 黄利奇 
4. 颜意棠 5. 颜燕萍 6. 张文进 
7. 颜亚峇 8. 颜怡霨 9. 陈子滨

新加坡安海公会第三十七届执行理事合照

前排左起
1. 黄山河   2. 颜怡霨 3. 陈鸿俊 4. 颜意棠   
5. 颜呈明   6. 颜振忠 7. 吴天春 8. 黄利奇 
9. 陈礼伦 10. 张文进

后排左起
  1. 苏素莲    4. 林瑞兰    5. 吴少湖     6. 吴祖管  
  7. 吴世添  10. 郑庆扬  11. 陈子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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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安海公会第三十九届执行理事合照

前排左起
2. 杜    却      3. 颜呈明          4.  陈鸿俊       5. 蔡良兴 
6. 蔡少林      7. 陈成伻BBM(L)                  8. 颜乾侯      
9. 吴天春    10. 吴少湖         

后排左起
  2. 蔡超华       3. 张文进         4. 陈志强      5. 颜怡霨     
  6. 黄日新       7. 黄利奇         8. 郑庆扬         9. 曾志猛   
10. 颜金辉       11. 颜意棠       12. 赖国标    13. 颜亚峇   
14. 颜晓阳 

新加坡安海公会第四十届执行理事合照

前排左起
 1. 杜    却       2. 蔡超华       3. 丁仁义  4. 黄利奇 
 5. 蔡良兴    6. 陈成伻BBM(L)  7. 蔡少林 
 8. 丁增嘉JP BBM     9. 黄日新       11. 颜意棠 

后排左起
   1. 赖国标   2. 黄山河   3.蔡少铭 4. 张文进   
   5. 颜联友   6. 黄星辉   7. 颜晓阳 8. 李碧萱 
10. 苏素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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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届执委（1977-1978）名单

监察委员 ：张克彩 颜期巢 颜贻沯
名誉主席 ：张天章 黄大树 

     施铁树 陈和木

会务顾问 ：蔡崇语 何振春

正  主 席：王修德 副 主 席：颜呈亮

正  总 务：施龙标 副 总 务：卜清河 

总务助理 ：黄金星     颜振忠

正  财 政：吴垂勋 副 财 政：颜期伟

正  康 乐：吴少湖 副 康 乐：侯贤敬

正  交 际：姚庆燒 副 交 际：颜乾侯

正  福 利：颜子基 副 福 利：颜寿华

英  文 书：颜福全 中 文 书：颜    绿

     汪    瀚 

正  查 账：黄燕祥 副 查 账：颜昌富

执行委员：颜期清 黄天赏 许溪源  

     丁文露 黄福渊 桂秉煌  

      杨春树 黄呈坛 萧先忠

候补委员 ：侯贤辉 吴序福 吴庭勋  

      施能斌 蔡剑强 蔡长趁

金禧 / 第25届执委（1987-1988）名单

监察委员 ： 颜乾侯 汪    瀚 侯贤辉

名誉主席 ： 张天章 姚庆烧 颜期巢 

正 主 席 ： 黄加种 副 主 席：张克彩

正 总 务 ： 黄志成 副 总 务：吴少湖 

正 财 政 ： 李火球 副 财 政：蔡少辉

正 教 育 ： 吴世添 副 教 育：侯贤敬

正 交 际 ： 姚道德 副 交 际：黄日新

正 福 利 ： 黄金星 副 福 利：蔡其发

中 文 书 ： 吴序福 英 文 书：吴垂勋

查  账 ： 颜寿华

执行委员 ： 颜帮助 颜均泽 

    陈礼伦 黄友朋 

候补委员 ：施能斌 蔡长趁 颜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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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届执委（1989-1990）名单

监察委员 ：颜乾侯 汪    瀚 施能斌

名誉主席 ：张天章 姚庆烧 颜期巢 

正 主 席 ：黄加种 副 主 席：张克彩

正 总 务 ：黄志成 副 总 务：吴世添 

正 财 政 ：黄友朋 副 财 政：李火球

正 教 育 ：吴少湖 副 教 育：侯贤敬

正 交 际 ：蔡少辉 副 交 际：姚道德

正 福 利 ：黄金星 副 福 利：蔡其发

中 文 书 ：侯贤辉 英 文 书：吴垂勋

查  账 ：颜亚峇
执行委员 ：颜帮助 黄日新 

    蔡长趁 张昭英 

候补委员： 颜均泽 陈礼伦 杨春树

第27届执委（1991-1992）名单

监察委员 ：颜期伟  颜乾侯  汪    瀚 

名誉主席 ：张天章 姚庆烧  颜期巢 

正 主 席 ：黄加种 副 主 席：张克彩

正 总 务 ：黄志成 副 总 务：吴少湖 

正 财 政 ：李火球 副 财 政：黄友朋

正 教 育 ：吴世添 副 教 育：侯贤敬

正 交 际 ：蔡少辉 副 交 际：姚道德

正 福 利 ：黄金星 副 福 利：蔡其发

中 文 书 ：侯贤辉 英 文 书：吴垂勋

查   账 ：颜亚峇
执行委员 ：黄日新 蔡长趁  吴序福 

候补委员 ：颜帮助  颜均泽 

     杨春树  陈礼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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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届执委（1993-1994）名单

监察委员 ：颜期伟 吴世添 颜乾侯

名誉主席 ： 张天章 姚庆烧 黄加种 

    颜期巢 张克彩

正 主 席 ： 蔡少辉 副 主 席：颜呈瑞

正 总 务 ： 颜呈註 副 总 务：吴少湖 

正 财 政 ：侯贤辉 副 财 政：黄志成

正 教 育 ： 洪德和 副 教 育：颜振忠

正 交 际 ： 吴祖蓄 副 交 际：黄日新

正 福 利 ：颜意棠 副 福 利：蔡其发

中 文 书 ：吴天春 英 文 书：颜金镇

查  账 ：吴垂勋

执行委员 ： 侯贤敬 黄金星 

    李火球 颜志海 

候补委员 ： 陈礼伦 颜均泽 颜帮助

第29届执委（1995-1996）名单

监察委员 ：颜期伟 吴世添  颜乾侯

名誉主席 ：张天章 姚庆烧  黄加种 

    颜期巢 张克彩

正 主 席 ：蔡少辉 副 主 席：颜呈瑞

正 总 务 ：颜呈註 副 总 务：颜意棠 

正 财 政 ：黄民强 副 财 政：李火球

正 教 育 ：吴少湖 副 教 育：吴天春

正 交 际 ：高泉乐 副 交 际：姚道德

正 福 利 ：颜振忠 副 福 利：侯贤辉

中 文 书 ：洪德和 英 文 书：丁增加

查  账 ：颜金镇

执行委员 ：颜天振 黄日新  陈礼伦 

    吴祖蓄 侯贤敬  

候补委员 ：杨春树 颜钰标 

    颜文钟 黄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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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届执委（1997-1998）名单

监察委员 ：吴世添 黄民强 姚道德 

名誉主席 ：张克彩 颜期伟 张天章 

     姚庆烧 颜期巢 

     黄加种 颜乾侯   

正 主 席 ：颜呈瑞 副 主 席：高泉乐

正 总 务 ：颜呈註 副 总 务：颜振忠 

正 财 政 ：李火球 副 财 政：颜振元

正 教 育 ：侯贤辉 副 教 育：吴少湖

正 交 际 ：丁增嘉 副 交 际：吴祖蓄 

正 福 利 ：颜意棠 副 福 利：侯贤辉 

福利助理 ：蔡其发

中 文 书 ：吴天春 英 文 书：颜金镇

查   账 ：吴祖蓄

执行委员 ：颜天振 黄日新 黄山河  

     陈礼伦 郑庆扬  

候补委员 ：颜均泽 颜辉煌 桂威廉 

第38届执委（2013-2014）名单

主  席： 陈鸿俊 

副 主 席： 蔡少林 

常务委员： 颜振元PBM 黄民强   吴少湖 

总  务：颜意棠 

副 总 务：黄利奇 

财  政： 张文进 副  财 政： 曾志猛 

福  利： 杜    却 副  福 利： 陈礼伦 

教  育： 颜燕萍  副  教 育： 颜晓阳 

交  际： 蔡思敬  副  交 际： 颜怡霨 
中 文 书： 颜亚峇 英  文 书： 颜金镇 

执行委员： 颜文正  吴祖蓄   郑庆扬   

     黄日新   洪世界   黄山河 

正 查 账： 颜金辉 副  查 账： 陈子滨

第41届（2020-2021）名单

主      席： 蔡少林 

副 主 席： 颜呈明  黄日新 吴葆青

总    务： 黄利奇  副 总 务： 颜福进 

财    政： 李碧萱  副 财 政： 陈志强

常务委员： 颜晓阳  吴少湖 姚道义

福    利： 黄永昌  副 福 利： 黄星辉

交    际： 丁仁义 副 交 际： 颜怡霨 

教    育： 颜联友  副 教 育： 林飞燕 

中 文 书： 吴定洲  英 文 书： 蔡超富

执事委员： 陈子滨  张育民 王庆烈

     黄山河 蔡超华

查    账： 张文进  副 查 账： 蔡钰玲 

青年团团长： 黄家严  副 团 长： 黄伟利 

           颜晓猛 

妇女组主任： 刘华珊  副 主 任： 黄秀美 

           李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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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秋生先生遗照
本会创会人

 苏秋生（1900年-1976年）出生于安海，少年时代便参加革命活动。他18

岁赴菲律宾谋生，曾任马尼拉《平民日报》记者，1922年任华侨学校校长，

翌年返回故乡。1927年，就任安海县佐（副县长），提倡新文化，力主发展

教育，以启迪民知，革除陋俗。夫人王湘凌为菲律宾侨裔，曾加盟进化女学及

养正小学教授英文，为安海第一位女教师。

 1928年，乡贤王宣化和黄福泽创立南洋影业公司，力邀苏秋生来新加坡

共事，遂携眷南渡，就任该公司《电影周刊》主编。日据时期，秋生“持节蛰

伏”以诗酒自娱，直至光复立即复振旧业，再次组织“光华影片公司”和“南华

影片公司”，秋生总揽大局，并出任光华戏院经理，他为人谦和，行事果断，

信誉卓然，业务遍及新马，为东南亚影业巨子。

 秋生在侨社被称为“文化团体活动家”。他善诗文精词令，倜傥风流，

谦蔼可亲，广交乐游，30年代就鸿江公所会务活动。1946年，秋生与黄天铎

等人积极倡组“新加坡安海公会”，几经风波，两年后获准注册，正式成立。

他众望所归，被推选为第一任主席，并连任十二届。他在任内不但出钱出力，

积极推动会务，对一般乡人及桑梓福利，无不克己尽心襄助，即他乡人士，亦

有蒙其惠泽者。

 新加坡晋江会馆复兴时，受首届主席洪宝桂力邀加入理事会，出任教育

股长，任劳任怨，极力推动晋江学校的发展，对会馆贡献良多。及后出任晋江

会馆主席八年，任内大力推动会馆扩建会所工作，1960年建设新会所大厦，

奠立会馆今日之宏范，秋生功不可没。

 60年代，安海侨联向海外乡亲募款筹建电厂，秋生得知后就联同苏紫听

协同旅居香港的高铭钦乡贤共同出资捐助安海建第一座电厂，有效地提升了安

海乡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再多拉垄苏承球及谢光华一起合捐建安海养正中学学

星马堂。晚年息影家园，星槟晋江会馆及本会，皆推举先生为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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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铎（生年不详-1952年）祖籍安

海，少时在家乡受教育，壮年南渡石

叻 坡 。 他 最 初 经 营 肥 皂 制 造 业 ， 后

来在梧槽路创立南全号，经营蔬果业

务。由于经营得法，广结人缘，不久

便成为蔬果业的佼佼者。

 黄天铎秉性豪爽，且急公好义，

早在3 0 年 代 就 积 极 参 与 鸿 江 公 会 的

运作（安海社群所创建的社团），如

同乡贫病，必解囊相助，如同乡有纷

争，必挺身主持公道。他交游广阔，识者满星洲，当年不

只是安海乡民，连晋江各镇同乡，鲜有不知其名者。二战前

夕，鸿江公会无力进行运作，他更是在自己的商铺楼上为安

海乡亲提供住宿。

 他一向关心桑梓的福利，极富有乡土情，为团结乡人，

共谋福利，1946年与苏秋生乡贤登高一呼，倡议组织安海公

会。筹备期间，多次的会议便是在南全永记的店铺内举行，

几经波折，终使得公会在1948 年得以成功注册，后辈乡亲子

弟，承先启后，发扬光大。

黄天铎先生遗照
本会创会人

张天章先生
特殊贡献

 张天章 （1912年-2002年）出生于

安海咸德境，自幼父母双亡，在长嫂

的 照 料 下 成 长 ， 因 而 对 长 嫂 极 其 尊

敬，并奉养终生，乃敦厚笃义的性情

中人。壮年南渡后，便在星洲投入土

产贸易行业。战后与友人在桥南路成

立 “ 激 成 公 司 ” ， 奔 波 于 印 尼 、 越

南、泰国、柬埔寨等国。他行事以重

承诺，守信用见称，因而声誉卓著，

业务蒸蒸日上，蔚然成为同业中的佼

佼者。

 1959年，天章与友人合作创立大众金融有限公司，旋又

建立东南亚区最现代化的化工厂，产品遍及亚欧大陆，奠定

了他在商界的传奇。1991年与安海乡贤黄加种，姚庆烧创立

安平开发公司，投资开发安海海埭，把荒芜的海滩化为工业

区和高级住宅区；并投资数千万美元生产高品质人工钻石，

供销国内外，促进故乡经济发展，增加乡人的就业机会，造

福桑梓。

 天章卓尔不群，事业饶有成就，不但任职数公司机构要

职，也受邀担任不少社团名誉主席，他秉性豁达敦厚，急公

好义，排难解纷，扶危济困对社会公益，教育，医药事业之

捐献从不落人后，贡献良多。尤令人敬佩的是为善而不扬名

的胸襟，诚堪为同乡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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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绿先生
著名书法家

 颜绿，字期隆，（1908年10月-1982年

12月）出生于安海西安村，少时就读于

集美中学，见证了瘟疫，兵灾，内忧

外患之苦，由于极度的愤青行为而被

开除学籍。1926年转往上海学习美术

及文学。时值革命战争，他迫切追求

民主与真理，因而加入地下党组织宣

传救国。

 1930年，颜绿毕业返安海任教，抗日战

争时期，任《抗建新报》总编辑，他笔

锋如剑，痛斥日军侵华暴行，激起抗日热潮，并深受弘一

法师“念佛莫忘救国”思维的影响。同时兼任晋江“二抗剧

团”副团长，亲自编导排演各种抗日救国剧目。新中国成立

以后，被选为第一届人大代表。

 战后南渡受聘于新加坡中正总校文史地教员近二十年，

期间他大力倡导中华书法，并兼任《南洋商报》资料室主

任，分担撰写社论工作。

 颜绿爱好艺术，时以书画自娱，擅长各体书法，尤善行

书，草书，笔法苍劲有神，英姿秀骨，有独特风格，驰名东

南亚，他曾任中华书法研究会顾问，培养大批书坛新秀。他

的文学，历史和地理知识十分渊博，曾被委以星马两国华校

地理教程起草委员。1954-1955年，兼任南洋大学先修班地

理讲师及许多社团要职。

 1981年7月，颜绿在新加坡举办个人的书法告别展，过

后便返回安海静养身体，在病中还主持安海片区首届“海星

奖”书画竞赛，为造就艺苑新人贡献最后一份力量。

 颜期巢(1927年-2014年)，出生于安海

西垵村，小时曾就读于乡中私塾，直

至抗日战争爆发只得辍学。1947年南

渡星洲，初时在宗人颜期汀经营的商

店当店员。过后在他的帮助下独立经

营零售水果，1955年改行从事香港塑

胶玩具进出口业务。

 1960年，期巢和友人集资创办茂

成公司，经营蔬果，杂货、玩具进出

口业务，不久便扩展到马来西亚、台

湾、日本等地。70年代还独资开发印尼甘巴港，并购置了一

片月产2万吨木材的40万英亩的林场，运销日本。其后在台

湾开设木材进口公司，并与船运公司合作，采取“先试用，

后付款”来促销南洋木材，取得良好效果，几年后便成为

蜚声商界的“木材大王”。直至1983年才结束生意返回新

加坡，协助儿女创办大东兴发展有限公司，向房地产方面发

展。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期巢先后担任新加坡玩具糖果

商公会及安海公会主席，同时也兼任许多社团的理事代表。

期巢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他在安海捐献巨款，兴建大型碾

米加工厂，为四周的农村服务，减轻了农户的劳动量，同时

也捐资维修龙山寺中殿及兴建了教师宿舍楼，深获乡人好

评。

颜期巢先生
建设安海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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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庆烧（1925年-2002年）出生于安

海后埭头，父亲姚嘉勇早先务农，后

在安海下墟巷经营米店，兼售米粉等

货品。姚家兄弟6人，庆烧居第五，8

岁时丧母，少年就读养正中学，离校

后就在家乡主理父亲所经营之米店，

自少谙熟商场业务。其兄庆尧南渡星

洲 与 同 乡 合 创 福 南 公 司 于 大 坡 二 马

路，经营玩具糖果业，由于业务发展

迅速，特地写信到家乡让庆烧前来协助。

 1947年，庆烧南渡星洲，协助庆尧管理福南公司。由于

经营有道，姚氏两兄弟渐渐在当地站稳脚跟，并拓宽业务，

最终成为“东南亚蜜饯大王”，为商界所敬重，后又联合同

区各商店合建高达21层的福海大厦于大坡大马路。 

 事业有成的姚庆烧也十分热心公益事业，为新加坡安海

公会发起人之一，是70年代购置芽笼新会所主要支持者，他

向来关心公会之活动事宜，历任安海公会要职。对于家乡公

益，他早在1974年便捐资发电设备给家乡后埭头、安海侨联

和养正中学。90年更成为安平开发区的股东。在教育方面，

他也捐资协助养正小学、安海职校等学校。1988年，姚庆烧

与兄弟捐资设立以其父亲为名的“姚嘉勇先生奖学金”，旨

在鼓励安海镇区中、小学，幼儿园以及五埭小学就读的优秀

学生。

姚庆烧先生
设立新会所负责人

颜呈亮（1911年-1991年）出生于安

海西安村，同年爆发“辛亥革命”，

推翻清廷，因此其父视他为带领国家

进入新时代的幸运儿。1934年，呈

亮南下星洲，跟随同乡学做生意。

他刻苦勤俭，自勉自励，前后积累

了八年的经验。终在1943年于梧槽

律创立鸿安公司，专门经营糖果，

蜜饯，初由门市买卖，进而代理各

种糖果，批发印尼各地，成为糖果业的大批发商。

 1963年，印马对抗，鸿安公司在印属各岛的生意也随之

中断，失去广大市场，打击至重，然而鸿安公司却凭着在市

场的卓越信誉，应变得宜之功，屹然而立。及至对抗结束，

新印贸易恢复，鸿安公司则鸿图大展，各地代理商争相与其

交易，营业额猛增数倍。

 呈亮对社会公益极为热心，也是安海公会的中坚份

子，70年代协助策划购置会所，是会馆功勋人物。他育有

五男五女，均受高等教育，一门俊彦，为社会良材，令人钦

慕，他常语乡人：“投子千金，不如薄艺一技，对子孙留有

财产并非重要，培养其学有所长，可为社会服务，始是上

策”，其子女皆成大器。

颜呈亮先生
设立新会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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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彩
设立新会所负责人

张克彩（1911年-2006年），生于晋

江南门外四都土埯乡，1937年南渡星

洲，受聘于陈嘉庚机构之砖厂主任，

忠诚勤谨，深受倚重。1942年，先生

脱颖而出，合创“庆记柴商”，经营

木材及建筑材料，业务蓬勃，蔚成基

范，后又发展屋业及建筑业，信誉大

驰于市。1965年更创设＂庆记打椿

（私人）有限公司，出任董事主席兼

总经理，购置欧美制造之最新机械，

承接大规模之打椿建筑工程。

 1946年，张克彩出任晋江会馆总务一职，后接任会长，

当时的会务主要为乡亲们排难解困，克彩以其个人的魅力及

实力，力挺乡亲，为会馆及乡亲贡献良多。教育方面，张克

彩先后发动捐增新生全年的课本及文具，张克彩也为贫. 困

家庭子弟缴交全年学什费， 张克彩曾任湘灵音乐社副社长，

仿古楹联相信是由他出资打造，1970年，安海公会购置新会

所时，克彩也出钱出力，使安海公会得以顺利购置会所，奠

定了安海公会的百年基业。

吴世添（吴适）
著名教育家

吴世添(吴适)，（1925年-2023年）

出生于安海，就读于铸英小学和养正

中学，毕业后投身教育工作。1947年

中，世添南渡星洲在蔬果店当学徒，

隔年转任教职，任武吉知马树群学校

体育主任，后升任教务主任。1952年

转任培华学校教务主任，1960年升任

校长后重组校政，强化各竞争力，使

培华学校在小学会考中脱颖而出，学

生人数逐年增加。由于超强的工作能力得教育部重视，在新

加坡任教职共40年，桃李满星洲，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成

绩有目共睹，曾受邀到电台和报社做学术演讲，国家历史档

案馆也邀其作教育录音留存。

 世添为人谦和，平易近人，爱国心强，年青时在安海

就参与文工团并到各地巡回演出，以唤起国民的抗战意志，

战后移居新加坡也积极参与社会工作，曾任教师总会及福建

会馆理事，也担任南侨、道南、爱同、崇福、光华学校副监

理员等要职，同时也是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俱乐部，安海

公会等社团名誉主席。基于对教育与社会的贡献殊多，使他

三度获得总统颁赐奖，1974年获得薛尔思总统颁发行政功绩

奖章(PPA)，1981年获得蒂凡娜总统颁发社会服务奖(PBM)，

1987年获得黄金辉总统颁发长期服务奖(P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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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中国正值兵戈扰攘民生凋敝的动荡年代，局势风云幻

变，造成了多少家庭支离破碎，但也造就了英雄的崛起。地处东南沿

海的晋江县安海小镇，虽没有直接面对战火的摧残，但原就靠着港口

贸易发展的安海镇，面对着这双重不利因素的夹击下，虽不至十室九

空，但居民大都仓皇失措，惶惶不可终日。

峰火儿女命运多舛
 1934年，黄加种出生于时局动荡的福建省晋江县，安海镇金厝

围，家中屋瓦虽尚可挡风遮雨，但生活物资匮乏，一日三餐难以为

继，加上时刻担忧着硝烟飘扬，居民整天都要提心吊胆寝食不安。父

亲黄永禄在与妻子及祖父黄有土的商议下，决定冒险跟随着移民大

军“过番”寻找新的出路，彼时的加种刚及4岁，就不得不收起那说

不清道不明的离情别绪，目送父亲跟随乡亲南渡。一别数月才收到父

亲报平安的侨批，得知他已经安全抵达马来半岛的柔佛投靠族伯黄福

祥，并在新山寻得一份足以温饱的工作。

 1941年，受到父亲来函嘱咐，年值7岁的加种才欢天喜地的与母

亲南渡到新山与父亲团聚，为节省路费，母子俩只能和许多苦力大众

一起购买位于机轮嚤哆边的船仓坐票，仓内不见天日，空气污浊密

不透风，全仓夹杂着众人多日未曾清洗的汗臭味，污渍斑斑令人作呕

负重前行
     ——黄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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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又只能伴随着啪啦啪啦的机轮噪音，摇摇晃晃地坐在仓内。苦难由

来不会单一而至，南渡途中的加种突然发病，幸得同船的印度医生救

急，才得以幸免病死在海上。辛苦的熬过七昼夜，机轮才抵达星洲，

但尚未登岸却被送到棋樟山岛接受隔离，历经了三天圈养式的隔离观

察，才允许上岸与父亲团聚，本想就此可开始新的生活，无奈过不了

多久，又面临了3年零8个月黑暗的昭南时代，全家只得流亡于新山与

星洲之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苦难从来就不是贫苦大众可以挂在嘴上的借口，铁蹄的蹂躏换

来的也只是无奈的承受，所幸最终还能见到曙光的出现。光复后，

加种的弟妹们也相续出世，一家人决定便落户星洲，并在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租赁一个小单位，父亲因战乱而失业，只得依靠母亲打

些零工来维持生计兼照顾弟妹。身处其境，年仅11岁但却又是家中长

子的加种，不得不担负起养家重担。天生倔犟又聪慧的他，迷迷糊糊

地徒步于繁忙的新加坡河畔，看到许许多多劳务大众为了抢工抢时，

不敢随意离开工作岗位，饭点也只能在等候工作的空闲时刻，随意地

拿起自家带来的清粥干饭，狼吞虎咽地下肚后又急着上工，深怕迟了

就会少赚了按件计酬的工资，灵机一动的加种，就兴起了为这些劳务

工作者提供含有饱足感的外卖配食。

 他首先向在住家楼下的小档口购买糕饼油条，然后挑着装满糕

饼、油条的包袱筐篓，徙步走向位于新加坡河畔的各个码头及货仓，

以两分钱的差价售卖糕饼油条，生意十分红火，无论风雨阴霾他都夙

兴夜寐、起早贪黑，一天来回跑了好几趟，工作16-17小时，把脚板都

磨起泡，就为了赚取每天约4.5元的差价费，每个月就可赚取135元，在

当时可谓是不菲的收入，解决了一家几口人的三餐温饱，也为他带来

了经商的成就感。

贵人点拨幡然醒悟
 1946年，祖母蔡苏治也从桑梓渡洋，祖孙见面后晃如隔世，见

到小小年级就为家人负重千斤的嘉种，心底回肠百转但内心却万分欣

慰，在与加种就油条事业条分缕析后，就建议他另找一份可傍技于身

的工作。正值少年得意的加种得此良言，刹那间茅塞顿开，不久后就

在族亲舅公蔡子洲的介绍下，于文达街商铺的金城发五金行找到一

份销售工作，虽然月薪只有三十元，但有机会了解各类五金工具的用

途，奠定了他日后事业基础，过后转战位于美芝路的大型五金店，勤

奋好学的加种不断地在工作中为自己的工程常识打造基础，更自学了

商业经营机制与开拓自己的视野及人脉，几年下来声名鹊起，在美芝

路的五金界也小有名气，赢得了邻家小妹王月英的青睐，更在22岁时

与她缘定终生。婚后在祖母与岳母的支持下，用700元购置了一台小货

车，准备以劳务运输为基础，同时也作机动销售，俨然有单干成行的

小众企业架式。

历经磨砺始得玉成
 历经三年在商场上的浸濡，练就了加种沉稳大气的性格，眼界

的提高也让他有了举目千里的辽阔视野，目光如炬更勾勒出他远大见

识。1958年，加种在祖母的帮助下，凑了3500新币，同朋友合股创

办了“协顺五金公司”正式踏入他在商界传奇的一生。从“协顺”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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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销售五金工具用品开始，足足用了五年筑基固本，为他的事业王

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之后再用10年的时间逐渐扩展到海内外土木工

程，以厚积薄发的理念，一步一脚印地登上行业翘楚，更成为当时新

加坡最大预拌混凝土供应商。

 加种从来就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少年的成长历程造就了他

凡事谨慎但又不惧挑战的性格，入行的十年磨剑便让他十分清楚，唯

有不断地创新前进才能保住以前的努力，机会是留给随时做好准备的

人。1974年，“协顺”开始接触海事工业，载沙填土的运输工程，让

他揭开了海事行业的大门，此后逐步涉猎各类的海事工业，从运输、

修船、造船、港口建设，海运物流，以及基础建材等，最终发展到形

成集团的泛联公司，也奠定了他民营船王的称谓。1993年，泛联集团

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上市之际，加种也正式荣休。

胸怀世界心系安海
 1981年，加种回到阔别了40年的安海，心中百感交集，幼年的苦

难一幕幕地闪过脑海，乡亲们的艰难生活也历历在目，虽然景物依旧

但人事已非，但心中割舍不下的是那首桑梓的摇篮曲。眼见中国的改

革开放尚未扩及安海，全镇尚在使用古井供水，镇民常因水源卫生问

题而引发各种疾病。加种立即在此创办了安平供水公司，从南安石壁

水库架起水管引水，途经13个村庄才将水引到安海，同时也设立安平

开发公司、安平电力公司、安平酒店、安平车站、安平码头。此外，

他还带头招商引资，投资创办了安平工业公司、兴源塑料公司、守时

五金公司等，他也慷慨捐资文教与医疗事业，大大改善了安海学子的

求学环境及居民的就医环境，实实在在的为安海乡亲带来就业与就学

的机会。

 与此同时，他也在回国后积极参与新加坡安海公会的会务活

动，1983年被选为安海公会主席，并连任两届，期间不但为会务出钱

出力，更设立安海公会奖学金，鼓励新加坡安海子弟勤奋向学也减轻

了他们父母亲的负担，同时也组团带领会员到安海进行交流访问，重

新建立起海内外乡亲之间的情谊。

 加种育有七男三女，他坚信人才必须从基层开始培养，因此很早

就让孩子在公司底层任职，1993年退体后，就把事业交给儿女接棒，

自己只担任顾问工作，年届九十的他，日常在家含饴弄孙安闲自得，

虽不出门却洞悉天下。论起社会，社区或社团，他都能口吐珠玑侃侃

而谈，展现他敏捷的才思，并且豪不犹豫地提供智者的见解。

南洋亚答子
2023-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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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当自强
     ——高泉乐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硝烟逐渐飘散，南洋地区的岛民迎来了自

由的曙光，破巢余卵的喜悦除了推动岛民对家乡的建设，也带来了海

量的战后婴儿潮，冥冥中注定了这波新生儿长大后在社会上的竞争环

境，1946年，高泉乐便是出生在这个充满未知的大时代中。

将相本无种傲然立天地
 父亲高铭道，1912年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安海镇高厝围，自

幼聪慧才识过人，年少时在家乡安海受过几年私塾教育。1928年，家

乡持续受到到天災人祸的威胁，民不聊生，年仅16岁的他不得已便跟

随乡亲过番到石叻坡讨生活。最初在乡亲位于海山街所开设的蔬果店

打杂，由于工作勤奋，深受头家赏识，尔后更是努力自我进修，业毕

受陈嘉庚鞋厂聘为管工，为自己根植石叻坡打下深厚的基础，1936年

与廖秋珍女士共结连理，婚后定居于石叻坡武吉智马九英厘处策士纳

道靠近牛奶场路的甘榜里。

 婚后为方便照顾家庭，就近地加入英资乳牛场当起文员，夫妻

俩同心共挽鹿车安贫乐道，五年抱仨幸福满满，正当小两口喜悦于血

脉相传后继有人时，风云幻变硝烟突起，铁蹄无情蹂躏，夫妻俩只能

带着嗷嗷待哺的三个儿女，忐上忑下跼蹐不安地渡过三年零八个月，

直到日军折戟沉沙，一切才又回归原点，为了家计铭道又回到乡亲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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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店当助手。1953年堂弟从香港来新创立中兴公司，并在厦门街廿一

号经营起九八行业务，由于人地生疏言语有碍，不得已找到对星洲如

指诸掌的铭道前来相助，生意就此日升月恒红红火火，一家人的生活

也开始得以改善。由于长时间的日夜操劳，1978年，年仅67岁的铭道

就已经漏尽钟鸣，遗下五男三女与世长辞。

人生路崎岖穷途似风暴
 1946年，家中排行第四的泉乐，正式成为了安海高家的一员，

但父母却喜忧掺半，喜的是家中的香火又多了一个延续以及南洋战

火终於息灭；忧的则是不仅要面对眼前百废待新的家园建设，更要

面对着整个南洋地区都在深度进行着独立诉求，而产生社会动荡的历

史洪流。泉乐正是在这种环境的背景下逐渐成长，父母深知教育对于

孩子的重要性，因此家境虽不宽裕，家中孩子也多，但依然坚持所有

孩子必须上学以期改变命运，泉乐因而有幸到武吉班让区的正华小学

就读，虽是简陋的乡镇小学，每天提着小腿狂奔也要半小时才能到学

校，口袋中的零用钱永远也买不起食堂的零食点心，常常只能望着美

食吞口水，但他却能以优越的成绩考进了当时名震自冶邦的华侨中

学。

 巍巍学府作育英才，枝繁叶茂绿草如茵，由知名侨领陈嘉庚先生

在1913年倡议成立的华侨中学，在五、六十年代已经是名满南洋，然

而原本应该是书声琅琅窗明几净的校园生活，却伴随着学运、工运、

罢工、罢课、左派、右派、自治、合并、独立等各种社会运动的困

扰，任何血性少年都很容易深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然而时刻伴随着

夏热握火攻苦食俭的高泉乐，却始终不忘初心，认清了学生的本份诉

求是学习，唯有把知识掌握在手中，才能开创自己和家国的未来。因

此不论外部环境如何恶劣，他都朝乾夕惕勤勤恳恳地吸收着海量的知

识，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于华侨中学

高中部，并成功被南洋大学所录取。

十年磨一技天下在我手 
 接到录取通知的泉乐，却是满脸苦笑，喜的是自己多年的努力得

到了大学认可，悲的则是家中虽已步入小康，但兄弟姐妹八人的学习

负担，加上长兄还在日本留学，已经很难让父母再为自己负担学费，

百般无奈的泉乐只得忍痛放弃南洋大学的求学机会。

 彼时刚刚独立的的新加坡，无论是士、农、工、商、几乎是一

片空白，国防体系也只有在自治邦时所建立的步兵团，1967年，新加

坡武装部队开始在圣淘沙（时称“绝后岛”，马来文 Pulau Blakang 

Mati）建立武装部队战斗工兵营（Combat Engineer）。这在当时是一

个全新的军种，武装部队特地重金礼聘海外工程专家前来担任指导教

官，刚加入国民服役的泉乐，正好被分配到工兵团成为第一批学员。

泉乐深知这是一个大好的技术学习与观模机会，便毅然决然地与部队

签了六年的战斗工兵营军官服役合约。

 军旅的生涯铁骨铮铮，刚起步的战斗工兵团因物资缺乏更是艰苦

异常， 做为支援作战的先头部队，战斗工兵是需担负军事工程保障任

务的兵种，无论是执行构筑工事、架桥、筑路、伪装、野战给水、工

程维护、铁道、测绘等都属工兵范畴。因此部队内有许多的重型机械

如推土机、拖拉机、发电机、起重机和预制各类型金属搭桥支架等。

工程兵具有快速遂行多种工程作业和遂行一定战斗任务的能力，是军

70 71



队实施工程保障的技术骨干力量，更需要学习使用和维修各种设备。

常常为了限时达标，队伍都得餐风露宿，日夜抢工抢时以达成任务。

就是这样的磨练让泉乐等军团成员，闭起 眼睛都能熟悉各种工具的使

用及设备的操作，练就了他们一身过硬的技艺傍身，后续更为国家培

养了大批的战斗工兵人才，让新加坡战斗工兵团传承延续至今。

仗剑天崖客始终闯出头
 1973年，泉乐明白六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他今日的体魄与技

艺，但却无法让他永远保持如此巅峰的体能，于是便带着一身的技艺

与胆识离开了战斗工兵团。退伍后的泉乐，在这许多人都缺乏理工知

识的年代，很快就被一家机件销售公司挖掘，成为公司的技术合夥

人，凭着过硬的技能傍身，很快就为公司创收利益，并为自己赚了第

一桶金。过后整整十年，泉乐除了贡献自己的技能也学习公司的管理

及市场营销。1983年，年值38岁的他正步入人生的颠峰，看准了东南

亚地区因星燧贸迁，因而便兴起向外开拓市场的念想，于是便着手组

织了美森企业（私人）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木桐车零件进出口。

 广阔的南洋海域，散布着上万座岛屿，由于地广人稀，岛上森林

密布，是优资木桐最佳产地，泉乐深知自己不可能完全独立地开发森

林资源，于是便在各岛屿寻求合作伙伴，，自己则代理原装日本的木

桐车产品及零件，出口到这些参与开发的小岛。为了抢占商机，他必

须冒着生命的危险，乘着小船沿岛抢攻市场，后更在加里曼丹岛与印

尼商家合夥，批发及零售木桐车机件。由于他办事果断胆大心细，终

于让他迎来事业的春天，奠定了他在行业的基础。 

百战归来扶善回馈社会
 1997年，正当泉乐满袖春风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

让所有国家都遭受打击，泉乐的公司也无法幸免地伤筋动骨，所幸多

年来稳打稳扎的根基稳固，让他撑过了这坚苦的岁月，但也耗尽了之

前的利润，然而事业上的受挫并没有让他丧失斗志，眼见身边的许多

同乡亲友都或多或少也受到影响，正值壮年的泉乐也常常以自身的经

历和大家分享，鼓励大家勇敢渡过眼前的难关，泉乐也因此在乡亲圈

里声名大噪。1999年，泉乐在众乡亲的推举下出任安海公会第31届主

席，并连任两届，期间他一如继往地为乡亲们排忧解难外，更与乡亲

们一起制定了公会千禧年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发起重修会所，增加了

会员的归属感，也带领乡亲走出金融风暴的阴霾。

 至今，年届77的泉乐，虽已退居职场二线，但依旧坚守自己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原则，无论在公会或职场，

他都不遗余力地提点青年诱掖后进，为他们指点迷经。他本着心中对

生活的执念，凡事顺其自然，遇事处于泰然，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

时坦然，艰辛曲折必然，历尽沧桑悟然，这同样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

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并非谁都可以达到的人生境界。

南洋亚答子
2023-05-23

72 73

荣
誉
主
席
访
谈



	 1940年代的星嘉坡，居民正面对着生命的苦难与自由更迭的

大时代，迷雾般的硝烟，血腥的检证浩劫，让身处岛上的居民每每

听到日军部队的号角声都会瑟瑟发抖，深恐下一刻自己就会莫名其

妙地成为无辜的牺牲者。家住在岛屿上偏僻一偶的万里小村（Bukit 

Mandai），岛民蔡剑强一家很幸运地躲过了世纪的浩劫，同时也顺利

地在1944年诞下他们的第一个血脉传承——少林，许是福星的降临，

刚满周岁后的少林，就见证了星洲的光复。

英雄自古多磨难 
 蔡剑强原籍福建省晋江县安海镇，为人耿直老实憨厚，自随移

民大军南渡后，由于番边无人，只得一步一脚印地独自在星洲奋斗，

每天起早贪黑辛勤工作，终于为自己讨了房媳妇。虽然囊中羞涩但为

了建家立业落地生根，只得选址小岛北部，人烟稀少的万里地区，沿

河结起土阶茅屋，草屋虽简但夫妻俩却相濡以沫，一起憧憬未来兴旺

家业。可能也正是这蓬门篳户的残乡破村景色，让他们幸运地避开了

日军铁蹄的蹂躏， 一家人得以幸存。

 年幼的少林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与变数的大时代逐渐成

长，及至入学年龄，家中因清贫如洗，着实无法为少林提供上学的条

件，少林虽然心中渴望学习，但也了解家中的困境，为免父母为难，

薪火相传
     ——蔡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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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装出一副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屌丝少年，父母深感无奈，只得让

他在家中帮忙农务活动。除草、翻土、种菜、灌溉、施肥、收割是他

的日常劳作，养鸡鸭、扫粪便、捡鸡蛋等更是他不可或缺的劳务，除

此之外还要劈柴、烧火、打捞浮萍、烹煮猪食养猪也是少林的必备课

业。由于家中弟妹相继出世，为增加收入，父亲也在工余之时承包了

炒花生的工作，当然，最终那也成为少林的生活技能，在父子俩的努

力下，自家门庭前的一畝三分地也逐渐往小型农场发展。

雄鹰展翅观四海
 1954年，随着家中弟妹的接连降临，原本的茅屋空间已经爆棚，

加上原址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临近也无学校设施，父母便决定搬迁

到后港的甘榜榴梿。原本有机会以超龄入学的少林，眼见童稚十足的

弟妹们将在不久迈入抓髻之年，家中口多粮寡，只得把上学的慾望埋

在心底，跟随父亲担家立业。然而少林内心却并未因此而沉落，反而

拿起弟妹的课本自我学习，观察父亲的言行学习人事交际，更与父亲

一同加入晋江会馆、安海公会、蔡氏公会等籍贯及姓氏相关社团，特

別是晋属的劳务团体，不但从中建立起自己的人脉网络，也从乡亲叔

伯身上学习到许多经商理念，此时的少林早已被父亲当成家中的顶梁

柱，家中事务无论大小都会与他商议，使得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家长的

风范。

 随着自家门埕的发展已呈饱和状态，即使再如何东撙西节也难

以增加家计收入，未及弱冠的少林更在乡亲的介绍下承包了糊纸袋的

外务补貼家用，由于手工完美，交货准时，很快就自行把业务拓展到

马来半岛，由此也结识了半岛上的许多晋江乡亲。与此同时素来谦虚

低调，但性格义薄云天并对宗亲，乡亲极其护短的少林，无论走到那

里，但凡需要施医赠药，公亲论理，安家就业等宗乡亲人的事情，他

都不遗余力地尽己所能，让需要的人得到帮助，逐渐以自己的信誉

及才能在马来半岛的宗，乡社群中建立起自己的声望，一时间虎啸山

林，四方来仪远朋悦兮，大有一遇风云便化龙之势。

骏业启兴惠乡邻 

 60年代中期，新加坡正处建国初期的困境，政府大力推动制造，

贸易与金融业的发展，天然橡膠因市场需求强劲而导致价格不断上

涨，造成了人造塑胶工业的迅速抬头，少林看准了塑料玩具的兴起，

便注册成立了民生玩具（私营）有限公司（Ming Sing Toys Pte Ltd），

从香港进口玩具并分销到东南亚各国，自此开展了他自已传奇的事业

王国，他旰食宵衣鞍马劳顿，饮风咽沙草行露宿，其间所碰到的困难

与挫折波浪起伏，他都强忍泪水始终不渝地勇敢面对，本着上天给人

一份困难时，同时也会给人一份智慧信念，在他的事业逆境的旅程中

寻找光明，塑造了他卓越伟岸的巨人形象。

 长久以来，沉稳务实的少林都默默地支持着各相关宗乡社团的发

展，但碍于自己的事业与社团的活动难以兼顾，因而无法参与其中，

多年来对有需求的社团出钱出力他从不落人后，2014年退居职场二线

的少林，才正式接下安海公会副会长一职，原本抱着退休后服务乡人

的心态，希望能为公会贡献自己一份薄力，不料应届主席半途因故请

辞，身为副会长的少林只得在任内扛起主席职务，继续完成应届理事

所订下的工作目标。由于领导有方，使得第38届理事会在主席缺席的

情況下依然完成会员所托，因此在2016年改选之后，在应届理事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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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下，少林很自然地被推选为第39届理事会主席的唯一人选，消息

一出，应届就职典礼时就收到八方来贺，期盼他能为公会带来新的气

象，传承优良的社团文化及华族生生不息的道义传承。

安海寻根续传承
 少林在接任主席后就与应届理事会商议，大胆地作出许多改革与

加强会员间的联系，首先他了解到安海小镇只是存在于中国大陆沿海

的一隅之地，虽没有气势磅礴的大川名胜，但也有建於1156年，塔身

五层，高达八丈的安海鸿江白塔（俗称西塔）；从隋朝耸立至今已逾

千余年的龙山寺古刹；建於1138年，以天下无桥长此桥美誉的安海五

里桥（又名安平桥），除此之外安海也是宋元时期，泉州港之外的重

要通商口岸，是个值得让年青一代的安海人前往寻古探幽的好地方。

 为加强新加坡安海乡亲对安海身份的认同，少林便开始主动的

与安海侨联组织加强联系，促成安海侨联向海外乡亲发出邀请，特别

主办了安海寻根之旅，让那些从末到过安海的乡亲重新认识安海，激

发了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安海乡亲纷纷组团共

赴安海，并在侨联的帮助下，了解了安海的旧街新景，乡域美食，文

化风俗等传承，让旅居海外的安海乡亲了解家乡习俗传承的由来与典

故。新加坡安海公会也在少林的带领下组团参与了安海侨联的寻根之

旅活动，随后也续程游遍中国大江南北及东南亚诸国，为了减轻乡亲

们的负担，同时鼓励乡亲随同公会出行，参加的会员只需负担基本的

食宿费用，其他明面上的交际费用及额外杂项费都在会员不知情的状

况下，由他自费运作。

安家聚亲旺百年
 2018年，基于会所多年来深受鼠患困扰，历届理事会都无法断其

根源，于是他便请来专家一起研究老鼠的行动套路，果然给他找出症

结所在，于是再度提出重修会所。由于当时的公会银行户口只有300

元现金，因此只得向全体会员公开发起装修筹款，把原本是廉价的铁

丝网围墙改换成水泥砖墙，让老鼠无缝可入，同时也整修厨房，天花

板，楼梯及礼堂的格局，让它看起来大气堂皇，所筹款项不敷之数，

他更是二话不说自掏腰包补上余款，才使得重修工作得以如期完工。

同时他每年也私下拿出5000元来颁发奖学金，积极鼓励会员参与公会

的常年活动。团拜，端午，中元，中秋等传统活动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及他金钱上的支持，郊游，聚餐等活动，他再忙也都会惊艳登场，愣

是把社团聚餐主办成家庭聚会，让会所变成充满温馨的小天地，同时

也把原本不足百名的会员人数，提高了一倍有余，让安海乡亲对公会

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 

 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公会遵守了政府规定，三年来暂停了

各类大型活动，但各类传统活动却从不间断，依旧小规模的进行着，

直至2023年开放管制，才应会员们的要求，主办安海公会成立75周年

庆典，借此团聚海内外安海乡亲，并带领新加坡安海公会踏上一个新

的传承旅途，造就下一个百年辉煌。

南洋亚答子
202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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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活动   包罗万象

新加坡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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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奖学金

就职宣誓

传统端午节

冬至团圆小过年数码课听讲

77



第四十二届执行委就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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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典礼是社团团体最重视的仪式，同时也是最隆重庄严典

礼。

2022年第42届就职典礼。

荣幸敦请到本会会务顾问陈成伻BBM(L)先生为就职典礼主持

监誓仪式。陈先生在致词说道，本会在这数码时代，一定要与时俱

进，召集年青会员，鼓励召集有活力，有想法能担当勇于共同携手

前进，为乡亲团体来发挥来创造更有益为乡亲为社会共谋福利。也

祝福安海公会乡梓共谋，再创新篇。

主席蔡少林以亲切致词，大家秉持群策群力，共同作出贡献让

安海公会创造辉煌，更进一步。在主持监

誓和律师见证下，每位执委们宣誓签名就

任后拍团体照和个人照。同时也特邀晋江

会馆总务，财政和互助部主任与仁和联谊

社社长参与见证，欢聚一堂。

本会与晋江会馆总务，财政与互助部主任合影。

财政陈志强

副教育林飞燕 执行委员王庆烈 青年团团长黄家严

副总务吴定洲

主席赠本会会务顾问陈成伻BBM(L)纪念牌本会法律顾问蔡良兴律师、会务顾问陈成伻BBM(L)、
赖国标及主席蔡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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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团拜互贺

 安海公会秉承着促进同乡情谊，弘

扬传统文化，培育英才的宗旨，常年举

办传统华人节日的会务活动。

 每逢新春佳节，公会举办新春团

拜，并设宴招待会员们，乡亲们欢聚一

堂，问候声祝福语此起彼伏，场面温馨

又热闹。

 蔡主席及总务向会员们致以节日问

候和新春祝福，感谢乡亲们对公会的大

力支持。回顾总结一年来的会务活动及

对新一年的美好展望。公会也颁发奖学

金给学品兼优的乡亲子女，鼓励学生们

努力上进，学有所成，将来加入公会，

回馈社会。

全体新春互相拜年，恭祝大家恭禧发财，大吉大利。

副主席颜福进同女儿向大家拜年 向会员们拜年，祝贺新春快乐，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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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安海一家亲，聚餐团结齐拜年。

荣誉主席丁增嘉JP BBM和副主席颜呈明与乡亲家庭成员合影。晋江会馆总务与常委到访本会用餐齐聚一堂

新春聚餐

捞起发财鱼生常委葆青与会员们一起捞鱼生资深乡贤黄民强、吴少湖夫妇、颜金镇、黄子深、
张育民、黄利奇及丁振倧。

捞到风生水起过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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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奖励

	 本会在前任主席黄加种就任期间，

就认定教育的重要，筹款设立奖学金，

鼓励会员子女勤勉好学，争取攀登学术

高峰，以便将来为国家为社会作出贡献。 

 自2016年第39届以来，蔡少林主席

为了鼓励乡亲会员的子女们努力学习，

发奋图强，更好的向前迈进，每年都自

掏腰包捐款颁发奖学金给学生们，作为

努力用功的动力，最重要是提高学生们

的信心，勇于挑战，学以致用。 

正教育颜联友在颁发
奖学金致辞

2023年颁发中学组奖学金财政Ivan陈志强报告

2019年颁发奖学金

大学组黄思敏同学致
感谢词

2023年小学组

2019年大学组

2023年理工学院组

2023年中学组

2023年初级学院组

2023年奖学金同学与嘉宾合影。左一荣誉主席丁增嘉JP BBM、左二主席蔡少林、
右三会务顾问陈成伻BBM(L)、法律顾问蔡良兴和右一晋江会馆总务吴东钦PBM。

82 83

本
会
活
动
   
包
罗
万
象



活力四射的母亲们

李碧萱一家人 蔡主席献上康乃馨，祝母亲节快乐。

切蛋糕欢庆母亲节快乐

感恩母亲节

 本 会 妇 女 组 积 极 推 动

会务，联络乡谊，协助举办

各种活动，发扬传承传统文

化。借此活动感谢她们为公

会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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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香洋溢乡情

介绍新会员并领取本会T恤 疫情解封时，会员到会所领取粽子和礼包。

安海公会主办亲手教导与新会员一起活动分享

全家‘粽’动员，情浓端午节，晋江市原副市长吴松茂（右三）伉俪同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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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南音雅韵

 端午节，起源可追溯到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华族

传统节日，在现代的新加坡依然一代一代地传承着。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龙舟赛和粽子是端午节最

具特色的两大活动，典故是缅怀诗人屈原伟大的爱国情

怀。时当炎热的夏季，悬挂艾草，送离五瘟神，驱除瘟

疫风俗节日。 

 本会依照传承风俗文化，举办包粽子的活动与会

员分享，也邀请传统南音社前来表演。

来自安海的碧萱外祖母也来参加端午节
活动，听南音，分享欢乐。

2023年端午节与父亲节不期而遇，祝福父亲节快乐。

吴定洲抽到红包笑哈哈 颜怡霨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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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行善心积德

 中元节是新加坡华人独

特的节日风俗。 

 本会依照旧风俗，准备

祭品与福物，在会所举行庆赞

中元祭拜仪式，祈求风调雨顺

合境平安诸事如意！ 

 在2020年七月中元节，

是在疫情限制期间，要遵守政

府规定限政策，在节日期间，

除了自领福物外，也登门送物

品礼券，问候年长乡亲，以表

会馆的关心。

 

普渡祭拜

烧金银冥纸仪式

祭拜后，享用自助餐。 中元节祭拜福物

点大香祈求保佑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和心想事成。

疫情期间领取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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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八字奥妙   

讲座寻求答案

 本会副主席黄日新主讲【易

经、八字入门讲座】吸引多位对易

经有兴趣听众，前来听讲。2小时

解说讨论并准备小点心供大家分享

交流。

副主席黄日新主讲出席讲座有来自永春会馆及歌唱班、黄埔舞蹈班及商店朋友和安海公会乡亲们。

最开心的是吃螃蟹 认真听讲，寻根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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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提灯 与你同乐

 金秋时节，花好月圆。公会张灯结

彩迎中秋，乡亲们携老扶幼出席节庆活

动，相聚一起共度佳节。

 公会为乡亲们准备了自助餐、月

饼、灯笼、礼品和幸运抽奖，还安排了

博饼、猜灯谜和剥柚子具有传统文化特

色的活动。

 中秋博饼是厦门安海闽南一带几百

年来民间特有习俗，以六个骰子轮流投

掷组合数字博取大小不同的月饼。历史

文化在骰子碰瓷碗的清脆悦耳声和乡亲

们的掌声、欢呼声传承下去。

最温馨愉悦全家团圆的中秋佳节

掷骰子，博出状元，秀才。

玩游戏 喝茶品尝月饼得奖者

掷骰子

赠送中秋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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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柚子又好又快就是女士们

一家大小聚一堂，分享佳节的快乐。 提灯笼不是小朋友们的专利，老少咸宜。

聚餐 提灯乐洋洋 剥得快又有红包拿，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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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埭面线情浓

正副主席与财政分派温馨安海面线和礼券。

领一盒面线，带给家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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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冬至节日

 2021年冬至，妇女组与执委们搓汤

圆过冬至小年。 

本会现有强大妇女组员同执委们的

参与，用心同搓制冬至汤圆和安排娱兴

节目，同时招待来领面线礼袋会员乡

亲，本会特地购买安海梧棣面线，与众

不同特别细幼，每盒2.5公斤的手拉面线

赠送给乡亲们，以解思乡之情，让大家

有个温馨，温暖的冬至节日。

执委和会员们都喜爱安海面线 面线与礼券送到年长乡亲吴世添家中颜贵娟来领取她最爱的面线 吃汤圆切蛋糕庆生

冬至吃汤圆庆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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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探索新加坡

 受疫情冠病冲击，旅游业萎靡不振，政

府派发$100元消费券给国人，鼓励民众在国

内游玩和消费，推动本地旅游业。 

 本会组织会员本岛游，舒心解闷来增强

抗疫，同时都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加强

个人防护，保持距离，平安健康出游。

动物园

滨海水坝

棋樟山岛

龟屿岛拜拿督公河川生态园

滨海游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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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宜奎笼钓鱼，老中青家庭同游。

驳船码头游

圣淘沙缆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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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步行  开心运动 

 副主席黄日新发动步行爬武吉智

马山运动，会员们少睡了2小时提早集

合出发步行爬山，呼吸清新空气，舒

松筋骨，边行边玩2小时，完成后享用

快乐早餐，补充活力。

老中青开始步行运动

青年团团长黄家严 征服武吉知马山

早餐后，步行到蔡主席第二间分店，左二蔡少林夫人。 步行爬山运动后，享受印度餐及肉骨茶。

讲解树的种类名称

94

本
会
活
动
   
包
罗
万
象



拜访聚餐  聚会交流

 本会蔡主席每逢过年或生日，都会邀请执委

及会员们到府上并亲自下厨款待。 

 本会执委们也经常与乡亲聚餐并了解关心大

家健康和生活状况。

在荣誉主席黄加种府上共享早餐

交流拜访大白兔福南公司店前合影。  
左起本会副主席颜福进、颜呈明、福南公司姚道义、总务
黄利奇、财政李碧萱和本会荣誉主席丁增嘉JP BBM。

本会执委们在蔡少林主席府上聚餐庆生

新年拜访蔡少林主席，他亲自下厨为大家准备丰富的晚餐。 享用肉骨茶早餐聚会

在疫情限制时，副主席和顾问与前总务颜意棠夫妇一起
享用肉骨肉，关心慰问。

蔡少林主席设宴款待来访的菲律宾安海公会前理事长蔡新华夫妇
及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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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来访

当时公会正在装修，对本会热心关注也捐出新币$2仟元作为装修之用。 与主席享用传统肉骨茶午餐

本会副主席和执委们与澳门乡亲黄永富与其堂兄弟姐妹在晋江会馆欢聚。

澳门永久名誉理事长拜访安海公会，再探访家兄黄永权家人。 澳门永久名誉理事长黄永富先生与本会副主席颜福进，常务颜晓阳共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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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   关怀年长
 

 三年疫情，本会对年长乡亲家庭生活情况都

十分关心，每逢佳节都会准备礼品上门。拜访年

长乡亲，静听诉说，让年长乡亲都十分欣慰。

执委们再次拜访关心颜期巢夫人

颜意棠夫妇拜访颜期巢夫人，同乡见面有说不完心里话。

探访吴世添校长及家人

副主席黄日新探访黄永权 疫情时黄山河住院

吴定洲与资深乡亲吴少湖见面

年长乡亲杜却不良于行，每次到访都十
分高兴。

疫情时不能探访只能送食物用品在楼下见面拜访颜期巢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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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联谊   安海侨联

安海侨联简介

 安海侨联成立于1951年4月15日，在前十年的时间

内艰难起步，七迁会所，并办起了桂圆干加工厂和华侨

纺织厂，带领归侨侨眷实现生产自救。自20世纪60年

代，安海侨联相继建设会所、开办华侨旅行社以及出租

店面等方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产业收入，是最早成为

晋江经济效益较好的社团组织之一。

 安海侨联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侨务部

门的关心指导下，通过历届侨委会的辛勤努力，以服务

华侨、服务家乡建设为宗旨，广泛联络、团结海内外各

埠，凝聚侨心、发挥侨力，为支持家乡各项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立足镇区，侨联向周边辐射，建立了村（社区）、重

点侨企、侨校、侨医院等侨联小组共计67个，实现安海

区域内基层侨联组织网络全覆盖。同时，充分利用安海

三大节庆、校庆、寻根之旅等活动，在加强海外联谊、

增进乡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

誉。 先后三次被福建省人事厅和省侨联评为全省侨联

系统“先进单位”，被中共晋江市委、市政府评为“先

进集体”，在厦、漳、泉侨联系统经验交流会上作典型

安海侨联全景

侨联大堂门口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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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同时被省政府和省侨联授予“侨友之

家”、“侨胞之家”、“侨胞之家示范点”

称号。2023年1月，安海侨联被中国侨联确定

为2021-2022年度全国侨联系统“侨胞之家”

典型选树单位。

 2018年9月安海侨史馆正式开馆，并于

2021年进一步升级，总面积达到210平方米，

形成图文+实物+影像的三维布局，铭侨功

于馆阁，人民日报海外版曾以《安海的华人

华侨了不起》做专题报道。依托史馆，侨联

组建专门团队，挖掘、收集、撰写华侨家族

往事、侨村侨厝故事；编纂《家山万里共安

平》特刊，留住华侨珍贵资料。

 72年来，安海侨联立足国内夯实基础，

面向海外拓展空间，搭建平台发挥侨力，继

承传统创新优势。坚持以侨为本、为侨服务

的理念，主动维权、依法维权、科学维权的

方式方法，全心全意做好为侨服务工作，并

以决策科学化、履职规范化、运作制度化为

方向，拓展侨联工作领域，丰富侨联工作载

体，努力开创新时期侨联工作新局面。

到侨联之家，香港、澳门、菲律宾，理事乡亲们合影。 侨联侨史馆内的海外新加坡展览馆

2016年第一次到养正中学，倾听养正中学理事讲解要建造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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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寻根之旅

 2016年蔡少林接任主席，他率领全体执

委成员，重整会务，招募新会员，让公会步

入年轻化。并在会所举办常年活动，增强会

员们的凝聚力。 

 由于经常和乡亲们相聚，执委们知道一

些年长会员许久没回故乡，有些年轻会员未

曾到过安海。总务黄利奇提议主办一次安海

寻根之旅，让年长会员回去看看故乡，让年

轻人知道自己根在何处，认识了解先辈的家

乡，培养归属感。提议得到副主席黄日新支

持及会员们的热烈响应，都认为是非常有意

义的旅程。 

 借着回乡之际，大家也前往泉州，晋江

青阳，武夷山等景点旅游，在游览中体验福

建文化的魅力

在欢迎会上，受到镇政府侨联、商会部门的热烈欢迎和招待。

到龙山寺祈福张健龙镇长热忱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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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开元寺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 泉州清真寺，在1961年列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元寺大雄宝殿

2016年在前侨联办公室与许清海主席及侨委们会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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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  门晋 江

晋江马甲仙公山

晋江五店市 晋江陈埭丁氏祠堂 集美大学 南普陀寺

鼓浪屿的安海路晋江草菴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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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

武夷山美丽的景点 武夷山竹筏游 武夷山山明水秀，景色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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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寻根之旅

 2017年4月9日在新加坡安海公会蔡

少林主席的带领下，出席了晋江市政府

及安海镇归国华侨联合会、安海商会、

安 海 青 年 中 心 、 安 海 文 创 协 会 （ 新 加

坡、菲律宾、香港、澳门、台湾）主办

的五地“第一届寻根之旅”。 

 本会财政李碧萱代表在创业论坛上

以“一个农家女孩在新加坡生活，讲述

了她的创业经历。 

 本 会 总 务 在 迎 宾 文 艺 晚 会 发 言 时

指出，这次寻根之旅，希望通过游教结

合，让年青会员借这五地创业论坛，研

讨交流学习及参观考察，建立彼此之间

紧密的联系与了解，增进五地间的紧密

合作。 

 “寻根之旅”，让新加坡土生土长

的同乡后裔，亲身感受远渡重洋来到异

乡谋生的先辈对家乡及亲人的思念，从

而让后辈有所启发，饮水思源，传承根

的文化。

出席寻根之旅晚宴

安海侨联海外侨史馆

由李碧萱代表安海公会参加创业论坛寻根之旅欢迎会

李碧萱在创业论坛上分享她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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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参观安海名校养正中学安平桥留影

安平桥合影在龙山寺与侨联主席侨委们合影 侨联陈榕瑜老师带本会游五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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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安

 崇武古城坐落于福建省惠安

县。濒临台湾海峡。明洪武廿年

1387年建成是中国仅存最完整的

丁字型石砌古城。

永 春

 福建永春县是中国绿

色食品原料茶叶。永春柑桔

标准化的生产基地。

永春制香手艺世代相传惠安三轮车游街 街上买鱼和海鲜 惠安石雕鱼尾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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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 洲

 福 建 省 莆 田 市 湄

洲 镇 辖 岛 是 妈 祖 成 神

地，素有“南国蓬莱”

美称。农历三月廿三妈

祖诞辰日，前来进香祭

拜的游客络绎不绝。

德 化

湄洲岛上晒海带

恰巧是妈祖诞辰，非常有缘能参与热闹的进香仪式。

到妈祖庙祈福

游德化正当杜鹃花盛开时

德化岱山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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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寻根之旅 

 2019年4月在安海举办起第二届寻根之旅活动。 

 安海侨联与其他商会机构安排了三天非常丰富的

行程，带大家走进安海历史文化景点，了解家乡民俗

风情，感受安海传统文化。 

 本会第二届寻根之旅，阵容强大，同行的老、

中、青乡亲们在安海镇穿街走巷，寻找古蹟、古厝，

参观古老行业并了解民情，特别是安海街名（如巷、

围、境、崎等等的街名、巷名），各景点都有解说

员，每位都听到津津有味并约定会再回到安海。  

 

香港、新马安海同乡会与安海领导们合影。养正中学门口合影

本会安海寻根之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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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里街走过龙山寺——中山路——馆口巷到安海镇

侨史馆，石井书院，爱国侨领陈清机故居和安平桥景区。当

晚在欢迎晚宴上认识了许多各国年长及青年的乡亲们，共同

欢度美好的夜晚。 

 参观兆泰1988文创园，在那还体验了“巧手绘灯笼“听

灯谜讲座，猜灯谜。 

 午餐后参观全国名校养正中学。 

 晚餐后，特地为我们呈献的《乡音乡情乡愁》文艺晚

会，节目环环相扣多姿多采，令大家感动和难忘。 

 笫三天，走进美丽乡村一一新店村看木偶戏表演，午

后走进下洪村，受到踏街奏乐和领导的迎接，再步行至曾埭

村，美丽田园风光令人舒心陶醉。 

 在惜别晚宴上，大家有说不完的乡情，依依不舍的道

别，希望会再相聚交流。

在文创学会一起合影

在美丽的乡村新店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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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基督教堂

聆听解说五里桥景点 安海的传统行业打铁

走在安海街上

安海传统行业制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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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校内的小学生 养正中学室内讲解 受到击鼓踩街的迎接仪式

观赏安海寻根之旅文娱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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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海

副主席黄日新一家人许清海主席在寻根之旅踩街与马来西亚安海乡亲沈墨义馆长和欧
阳乡妹合影。

参观养正学校 侨联主席，蔡主席在吴世义打
铁店里合影。

副主席黄日新带领兄妹与家人回乡寻根探亲，同故乡安海的家人合影。 在五里桥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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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婺源三清山庆典游

江湾镇是江西省婺源县下辖的一个镇 三清山风景秀美，道教名山，也是5星级的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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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宗乡社团 

增强人脉交流

 大家围聚在一起，互道新年贺语 本会执委

非常积极参与大型社团活动，广结人脉交流，开

拓见识。

 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新加坡华族

文化中心携手举办的“新春团拜2023”于1月24

日（星期二），大年初三，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

心举行。这也是阔别两年后，首次恢复实体形式

进行。主宾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

部长唐振辉先生与约700位嘉宾齐聚一堂，一同

欢庆兔年。 

在团拜聚餐与晋江左起晋江会馆总务、会长及本会副主席、
会务顾问和总务合影。

本会主席蔡少林和总务黄利奇与晋江会馆前任会长卜清锺合影。

新春团拜2023 本会参与宗乡活动

新春团拜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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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足迹知多少

 2021年11月份，本会首次
开放参与福建会馆主办【福建足
迹知多少】家庭日活动。福建会
馆各会员团体开放会馆互访，介
绍各自会馆的历史简介，风俗民
情，风景胜地，家乡民俗传统美
食等等。
 主要是让年青会员家庭扶老
携幼一起来认识更多的福建宗乡
团体，从而更了解体会不同地方
的民情风俗，更能融合一起为国
家谋福利建造和谐的社会。

参加福建会馆主办的宴席
 
 本会执委会代表出席由新加坡福建会馆联合闽
属会馆假泛太平洋酒店设宴接待【福建省委书记周祖
翼先生暨福建省代表团】，主宾是新加坡财政部兼交
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先生（祖籍福建同安）。

第七届新加坡福建文化节开幕
主宾黄循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致词。

与晋江会馆会长张振铭
合影

本会出席宴会与新加坡财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
先生合影。

福建会馆副会长方百成先生及晋江会馆总务及财政一起与副
主席合影。

巧遇艺人陈澍城 晋江会馆会员参观安海公会

本会参与福建会馆活动

 由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各闽属会馆、属校
及附属机构支持的第七届福建文化节，主题为“闽
风·闽艺·闽昧”，亮点项目包括建筑及文物展
览、本地华族与福建文化表演，以及大家最爱的美
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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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颜氏公会互访

 2022年3月27日，本会执委们受邀前往

颜氏公会拜访交流及参观颜氏文化馆，受到

颜长江会长和理事们的热情欢迎。

 此次交流促进两会之间的了解，加强联

系。同时共同分享会务经验，相互学习，并

讨论了如何吸引年轻一代加入公会，加强活

力才能有长远发展的问题。

 当天，颜长江会长及理事们回访安海公

会并相互交换纪念品。 

 

与颜氏公会会长颜长江先生交流和分享本会拜访颜氏公会，与会长颜长江先生及各位理事们合影

参观颜氏公会著名的文史馆

颜回又称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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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公会会长颜长江带队到安海公会访问交流

会务顾问代表赠纪念品给颜氏公会会长

交流讨论

与本会交流介绍资深安海颜氏乡贤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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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安海公会到访本会

 2017年8月菲律宾安海公会理事长陈柏材先生率交流

团一行41人莅临新加坡安海公会进行三天的交流访问。本

会感到非常荣幸，蔡少林会长自费在会所设宴款待。

 此次交流促进双方理事、乡亲相互认识，了解会务活

动，增进乡谊，加强彼此的联系度。

   在本会执委们的陪同下，交流团参观了旅游景点并品尝道

地美食。

全体抵达安海公会由蔡少林主席主持欢迎会热忱欢迎接待菲律宾安海公会各位理事长

执委们到机场迎接菲律宾安海公会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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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滨海花园第二天晚宴由副主席黄日新在百龄麦旋转餐厅宴请，出席者有晋江会馆会长卜清锺先生。

交换证书仪式

分享菲律宾报纸的报道

互赠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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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异国庆典   交流增进乡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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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安海公会庆典
 

 菲 律 宾 安 海 公 会 与 新 加 坡 安 海 公 会 关 系 来 往 密

切，乡谊如兄弟。1971年由安海公会苏秋生主席见证创

立菲律宾安海公会，历届就职庆典本会都会组团出席，

敦睦乡谊。

 2018年5月13日出席菲律宾安海公会、商会56周年

新届就职典礼。
交换纪念品

出席菲律宾安海公会庆典。中国、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安海同乡会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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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为原安海镇镇长张健龙先生、左三本会主席蔡少林先生，右三副会长黄日新先生。

菲律宾安海公会理事暨商会理事们合影

菲律宾安海公会会所礼堂 菲律宾安海公会会所外观

与菲律宾安海理事们喝咖啡畅谈 准备出席晚宴安海公会与菲律宾安海公会理事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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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陈志强与太太举起安海公会布条在宿务

的海中

享用菲律宾烧猪大餐菲律宾海边沙滩游玩

菲律宾游玩

 非常感谢菲律宾安海公会特别安

排在理事们的陪同介绍许多游玩景点

和风景怡人旅游胜地和品尝各地区道

地的美食大餐。

 许多美丽的岛屿，洁白的海滩，

特别的海上工具并参与土著的娱乐表

演，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

 在优雅的音乐表演中，同时享用

他们准备的大只烧猪餐，非常享受。

 乘搭短程飞机到宿务，乘坐独特

的海上八爪船并享用现买现煮的美味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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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菲 律 宾 乡 亲 带 领

下 游 了 许 多 美 丽 的

景点，如 Tagay Tay , 

Canyou  Cove , Bohol

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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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 澳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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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典上，遇见菲律宾安海公会团队共同欢聚欢庆，不亦乐乎。

隆重的香港安海同乡联谊会五十周年庆典

互赠纪念品盛装出席庆典晚宴

介绍交流

香港安海
同乡联谊会庆典

 受邀参加香港安海同乡联谊会成立五十周

年庆典。新加坡安海公会组成团队庆贺香港安

海同乡会庆典圆满成功，业务蒸蒸日上。

出席庆典团队：主席蔡少林、副主席黄日新、颜呈明、会务顾问陈成伻BBM(L)
伉俪、常务丁仁义、颜晓阳、教育林飞燕、财政李碧萱及家人、妇女组刘华珊
和执行委员陈子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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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摆个漂亮姿式

安海公会到此一游 留下手印

参加香港安海同乡联谊会庆典同时游玩香港景点留下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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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安海同乡会庆典

 澳门安海同乡会成立时，邀请新加坡安海

公会出席庆典会，拜访澳门会长和各理事并一

同聚餐交流游景点。

 第十五届的晚宴场面庄严气势浩大，令人

大开眼界， 记忆犹新！

出席庆典晚宴合照

交换纪念品 接机合影 澳门金沙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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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阁庙 澳门著名大三巴牌坊

著名景点欢迎午餐

130 131



与马国晋江乡亲   庆典相聚系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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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晋联总会与安海公会交流

 新加坡安海公会交流访问团的到来恰好遇上马晋联就职典

礼的好日子，本会主席祝贺马晋联会务蒸蒸日上，再创辉煌。

 本会执委们，与马晋联各地区社团领导见面握手，交流乡

谊，联谊合作，传承风俗民情，令本会感到十分温馨和珍惜。

 蔡少林主席向马晋联各社团宣布将在16.9.2023日举办安海

公会75周年庆典。

赠送安海面线给马晋联总会长

马晋联三机构就职典礼

捐赠会务基金

晚宴合照

与马国晋江乡亲   庆典相聚系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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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玻晋江会馆40周年庆典

共同祝贺 亚罗士打的稻米展览馆合影

乡亲们在机场迎接我们

吉玻晋江会馆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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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打 亚罗士打

 2022年6月，本会组团30位，夜车直奔北

马，途经槟榔屿晋江会馆，受到吴会长与理事等

人热情招侍，不仅安排早餐还带大家到吴会长好

友拿督榴莲园里，享用特种榴梿，后再继续前往

吉打的吉玻晋江会馆。

吉打乡亲推荐安海乡亲吃道地早餐 与马晋联青年团合影

吉打日莱峰，气候如云顶高原。 请问这位是谁？

吉打稻米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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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丹晋江会馆庆典

 吉兰丹早期就有晋江安海人在此落地生根。

 本会到访吉兰丹晋江会馆出席40周年庆典晚宴与马晋联各社团领

导见面交流，获益甚多。

 在会长叶子栋先生理事们带领下，游玩当地景点与佛寺享用著名

的马来食物和特产。

 最难忘是遇上新加坡晋江会馆永久荣誉会长谢安桐先生，一起参

观吉兰丹石矿开发场，真的不虚此行，多增广知识见闻。 左三谢安桐乡贤公子左四蔡少林主席，左五谢安桐乡贤。

石矿开发场 吉兰丹名胜地景点

吉兰丹晋江会馆会所吉兰丹晋江会馆40周年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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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屿晋江会馆庆典

 槟榔屿晋江会馆早期会长与本会创会人苏秋

生提议下至今成立超出百年历史，有着手足之情

的会馆。

 交通方便美丽景点及特色美食的诱惑，是本

会常到打卡的地方，槟榔屿！

槟榔屿晋江会馆100周年庆典

全体嘉宾出席槟榔屿晋江会馆100周年庆典大合影到访槟榔屿晋江会馆合照

正福利黄星辉和正交际颜怡霨

南音仪式

出席槟榔屿晋江会馆100周年庆典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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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庆典旅游

接待庆典早餐

庆典旅游庆典旅游

槟榔屿晋江会馆

庆典旅游

庆典旅游

槟城拿督榴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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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怡保晋江会馆庆典

 霹雳怡保晋江会馆是北上喜爱必到拜访的地方，本会

常参加跨年庆典晚宴与乡亲倒数同庆，共叙乡情。

霹雳晋江会馆43周年庆典晚宴合照 拿督黄东海到宴桌上问候大家

举杯同饮 与艺人李茵珠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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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怡保

霹雳怡保晋江会馆庆典旅游（天空之镜）

霹雳怡保晋江会馆庆典旅游 霹雳怡保晋江会馆庆典旅游吃榴梿

在霹雳怡保晋江乡亲的干粮店前合影

与拿督黄东海夫人拿汀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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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江沙仁和公所

 拜访江沙仁和公所。

 与本会早期来往最为密切久远。此次的拜访让我们结识

了更多乡亲，增强凝聚力。

与江沙仁和公所会长及总务合影

与江沙仁和公所会长及吉兰丹晋江会馆会长合影 体验制作陶瓷器具江沙景点旅游

瓜拉江沙清真寺

120年历史的维多利亚火车桥

江沙肯那岸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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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伦

  

感受蜂蜜文化

金马伦酒店 想拿走吗？

休息一下吧，喝杯咖啡。 到金马伦高原一定要打卡的茶园之一 第一次喂羊吃饲料，怕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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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仁和公所/

仁爱音乐社庆典

安顺晋江会馆庆典

 太平仁和公所，成立百多年历

史悠久，经商人才众多。

 太平仁爱音乐社是马来西亚唯

一延续承传南音锦曲的民间组织。

 本会到安顺晋江会馆交流次数

不多，但印象深刻，著名斜塔，当

地美食，尤其是会长理事们都十分

热情款待，令大家赞好又难忘。

参加太平仁爱音乐社庆典太平仁和公所庆典

参加太平仁爱音乐社庆典 参加太平仁爱音乐社庆典 庆典游安顺著名斜塔

参加安顺晋江会馆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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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晋江会馆庆典

难忘的卡拉OK庆典比赛 包全程巴士，出席马六甲晋江会馆庆典。

全程分享赞好 马六甲著名景点全体打扮美美出席晚宴

椰子汁生意超好 马六甲娘惹糕点 传统式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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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

13-6-22拜访马六甲晋江会馆，受到苏德招主席、前任主席史亚狮乡贤及理事
们的热情招待，午餐在北京楼酒楼设宴。酒楼是安海人柯梦磊乡贤开创，以独
特美味佳肴吸引无数食客，深受好评。

景点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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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慕羽书法文物馆

 介 绍 马 六 甲 沈 慕 羽 书 法 文 物

馆，就要从祖藉晋江市安海镇的马

来西亚华侨沈鸿柏先生谈起。

 受到父亲教诲与影响沈慕羽先

生一生为教育事业做贡献。

 现任馆长沈墨义先生也子承父

志，传承中华文化，是世代子孙学

习的好榜样。

沈慕羽书法文物馆馆长沈墨义、新加
坡安海公会主席蔡少林、黄利奇和陈
清泉合影。

沈慕羽先生墨宝赠献给安海公会主席
苏秋生先生。

出席沈慕羽书法文物馆成立十周年。
沈慕羽106岁冥诞暨逝世十周年纪念晚宴。

马六甲三宝山游览成立十周年晚宴，共聚一桌交流联谊。

捐赠面线与运作基金 听沈墨义馆长解说文物馆家族史录

“士志有邻”沈慕羽文物馆成立10周年庆典晚宴，祝贺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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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庆典

峇株吧辖晋江会馆101庆典晚宴

庆典晚宴交流

欢迎会上同聚畅饮

峇株吧辖晋江会馆庆典

 本会最常参加典庆会馆之一，大致上是在每年的9月

30日。

 马来西亚历史悠久的峇株吧辖晋江会馆与本会往来甚

为密切，因为最靠近新加坡，是早期安海先贤乡亲与马来

西亚有商业及企业发展及经商往来互通的第一站。

 忘不了晋江乡亲的热情和互相交流的乡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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峇株吧辖济癫庙

峇株吧辖晋江会馆财政求财，许愿。

海口石文丁崇龙宫摸鱼摸摸好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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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勿洞合艾游

每一次参加庆典都有不同景点旅游

合艾

在勿洞坐啰哩车

勿洞

148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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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短文分享   温馨回忆感言

◆  曾月丽 乡音远去何所忆

◆ 黄耀天  贴近家人的脉搏心跳

◆  黄凤影  安海寻根之旅

◆  陈佩英  安海乡情

◆ 张文进  晋邑工友（估俚间）忆旧

◆  许金苗   安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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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没见面，你外婆怕自

己变老了，我这个女儿认不出来。”

母 亲 回 述 当 时 重 聚 情 景 ， 眼 眶 也 泛

红。那一回她见到外婆， 真成了最后

一面，过不久传来外婆病故的消息，

母亲就很少再提起回乡，彻彻底底把

新加坡当成永远的归宿了。 

 迢遥万里路，父亲虽然不返乡，

却时时与乡亲通信，也常念那边的书

信给母亲听，内容几乎都离不开祠堂

祭祖、建坟、盖房、汇钱等等。听在

小孩子耳里，那边是一个我们不懂的世界，亲戚很多，但我们一个也

没见过。 

 勤于写信的父亲，后来给了我一个任务，那就是在信封上填写乡

下地址，然后贴邮票寄出去。对一个中学生来说，为父亲做这件事，

感觉还挺好的，起码说我的字迹见得了人。 

 我当记者后，父亲有时也叫我写信，他用福建话口述大意，我改

写成中文，落笔时想象自己是父亲在跟远方的“亲人”说话，语气刻

意带点威严。

异乡
1983年当我决定赴美国读大学时，临行前父亲把他收藏多年的

几十元美钞全部给了我，领着一家人到樟宜机场送我上机。当时太年

轻，感觉不到他心里是不舍还是骄傲。 

孤身在外时，常会收到父亲的信，总是勉励我要专心读书、无需

牵挂家人，也不要给自己压力。父亲的用字半文半白、好似福建话的

语句，在长途电话费高昂的 1980年代，蓝色信笺上的一字一句给他身

小时候住在竹脚巴杀一带，街坊邻里中有爸妈的同乡，各自经营

着生意，一年到头几乎天天碰面，交情相当深。 

我们家也常有上年纪的客人来，男的找父亲叙旧，女的找母亲诉

苦，说到激动处，有的爆出粗口，有的泪水直流。他们以口音浓重的

福建话交谈，当时不懂那就叫乡音，只晓得他们都是从中国过来的，

住在新加坡不同角落，都是爸妈口中的“亲人”。

乡情
 爸妈俩也是亲人一样的“同乡里”，一样出生于中国福建安海，

自小见过面，对彼此有点印象。国共内战时期，父亲离乡来南洋讨生

活，年过三十才回老家娶亲，生下我大姐。 

 1953 年父亲带着妻儿来到新加坡，此后数十载直到离世，不再踏

足回乡的路。父亲生前没解释不回去的原因，倒是母亲说过: “你阿

爸的老家已无亲人，回去有什么意思？ “ 

 相对于父亲的淡然，母亲回乡的渴望却十分殷切。她二十多岁南

来后，没再见过外婆一面，从小我们就听妈妈念念叨叨要回唐山看外

婆，也隐隐知道那是非常重要但困难的大事。每当年长亲人上门来跟

爸妈告别，说要坐船回唐山探亲，母亲就显得焦急，好几天忙着收集

旧衣服、风油等药品，好拜托他们带去给外婆和她的兄弟姐妹们。

 千等万盼，一直等到1974年，母亲终于了却回乡的心愿。但她回

返家门那一刻，外婆竟躲在房里哭，不敢出来见她。 

乡音远去何所忆

◎ 曾月丽

曾府尾作者双亲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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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乡的女儿无限温暖，让她定心完成了学业。 

1986年大学毕业后回来，第一眼看见父亲，眼泪不禁掉下来，胖

胖的他瘦了一大圈，剩下三分之一的身躯。原来父亲担心影响我的学

业，隐瞒了自己动手术的病况，不让懵懂的女儿知道。 

隔年，父亲病情加重，匆匆走了，家里墙壁挂上他的遗照。此

后，乡下的书信都写给了母亲，我也开始读信给她听。

下乡
 2001年，新加坡安海公会组织回乡团，特意游说母亲和大姐参

加。听到消息后，我心念一动，也决定下乡去看看父母的老家。 

 那一天到了安海，穿过低矮的旧屋舍、祠堂，左拐右转，来到爸

妈故居门前，脑海里忽然浮现父亲叮嘱我用笔反复写过的几行字：中

国福建安海西垵乡二甲巷曾府尾。原来在此! 

 跟着母亲和大姐入屋，空空荡荡的土房土墙简陋无比，除了一口

古井，就只有一个小房间。大姐兴奋地说，她出世的房间还在。母亲

则显得平静，手指头指这里那里，有一句没一句地忆说从前的状况。

反倒是我，看着空空四壁，心里有一丝丝的伤感，父亲的字迹、厚

重的声音似乎在眼前召唤。顷刻间，顿然领悟了父亲叫我写乡址的心

意。 

 父亲早年丧母，童年过得不顺遂，迫使他飘洋过海，寄托他乡。

他与母亲携手在新加坡筑造了自己的窝，勤俭劳碌一生，把七个儿女

抚育成人，只叹离世太早，没享多少清福，也没见到孙子的诞生，但

他心里始终希望后人记得他的来处。

 2017年母亲也撒手走了，熟悉的乡音恍如绝响。2019年9月，我

们姐弟五人与配偶邀约马来西亚的堂兄弟与嫂子们在厦门机场碰头，

开始约一周的祭祖旅游。 

 时隔十八年，再到爸妈的祖籍地安海，沧海桑田的变化太大，历

史悠久的五里桥周

围建起豪华高楼，

从一位亲戚的高楼

住家俯瞰五里桥，

波光粼粼，景致优

美，已非昔日的简

朴乡土。 

 安 海 乡 镇 内 矮

矮的旧楼舍剩下无

几，虽然曾府尾爸妈的故居还在，但已出租给外地来的打工青年居

住， 陌生的人影和口音，抹去了故人的一切。 

 母亲常提到的安海街还相当热闹，新旧店铺并存，一边卖生活用

品， 一边卖粮食杂货。这儿曾是母亲少女时爱溜达的地方，走在街巷

里，我们也试着寻索她曾经的踪迹。 

 在与不在，如同远去的双亲，感觉遥远缥缈，却永远在心头。偶

尔梦中相会，仍以为他们未曾走远。人间天上，气息互通，走回他们

的来时路，感觉更强烈微妙。

2001年安海公会回乡团

2019年新马两地亲人同游安海

完笔于2023年5月

152 153



父亲遗留下那一张半世纪前殖民地时期的粉红色入境卡，一个船

号、一丁点的线索，一股强烈的渴望，掀开我那份迟来的寻根念头。

再见祖厝 
1984年6月伴同父亲乘飞机入境香港，由天星码头乘坐鹭江号渡

轮，午夜开航，清晨9点扺达厦门港，在鼓浪屿叔公家小住数日后，

再乘公交车回到他那魂牵梦縈的安海。

老祖厝面向湾海，400米外是五里桥，古老的安平西水由古田、

西安流经徒门冲泻而出尖尾港入海，港道深隧适宜航泊，由厦门前来

的火轮多会泊靠尖尾港，再经小舢板将客货载入水心亭码头上岸，甚

为不便，于是族人齐力在永安庄外滩挖土筑坞，开辟了三座船坞及仓

库……回乡那年我站在厝前，无法想象那里会是名噪一时的金墩码

头，白云苍狗古渡头，如今只留下几个石阶！

贴近家人的脉搏心跳
◎ 黄耀天

告别家乡
1 9 3 7 年 卢 沟 桥 事 变 ， 同 年 8

月，日寇5天内在漳州投下60棵炸

弹，9月距离祖厝400米处的五里

桥、安海车站、水头街尾与衙口街

遭日军陆续遭炮弹轰炸，天妃宫中

殿受损，多处民房被震塌，烟硝弹

壳波及住家门口，安海南面东石村

人仓促逃向南安，战争全面爆发，

安海各地动员，已经组织成抗敌后援如防空队、救护队、宣传队、挖

防空洞设置防空哨和警报台，及举行防空演习，驻军把5艘停泊在东

石港轮船装载上巨石，击沉于石井江心，沿海公路如泉安公路依令自

毁，交通陷入混乱。外患加上国共内斗，村人相继逃亡避难、市场瘫

痪、地方出现粮食恐慌，福建沿海地区局势非常紧张。

1939年海外交通近乎断绝，只剩下万国租界的厦门鼓浪屿可出入

境，6月凌晨，日军出动飞机数十架次，对汕头大规模轰炸，汕头也

沦陷了，码头仓库严重损毁，船只被掠夺，外洋航线中止。

1940年5月父亲于香港乘搭中型蒸汽客轮 “SS Hong Kheng丰庆” 

号南下新加坡与兄长会合，那年父亲25岁。

落地生根
在兄长年峰好友陈树泉先生协助下，父亲落脚财启村街口陈协

成咖啡店屋。陈氏家族是财启村拓荒先峰，其第二代陈树泉是位地方

领袖，在村子拥有店屋、果园与农场，30年代末他邀请黄年峰创办了

励正小学。财启村在40年代，巳经发展成一个典型的纯华族农畜业村

庄。

太平洋战事爆发，二伯年峰积极参于筹赈救国活动，奔波于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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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各村落，分身无术，一抵达财启村，父亲立即接手处理校务，那

是励正小学办校第2个年头，一间简陋的乡村学校。

1942年，日军挥军迅速由柔佛南下，新加坡沦陷，学校停办，活

跃的抗日份子二伯年峰失去联络。

父亲一生从事教育工作，65岁退休后，仍继续到市区如联胜玩具

店、大同等安海同乡店鋪打理簿记補贴家用，儿时常见父亲夜晚挑灯

拨弄算盘，整理着一堆堆厚厚蓝色帐簿，辛勤的挨到孩子们完成学业

才安心卸下工作！

清淡俭樸不求闻达，简单自律的生活，每天坚持阅读书报、散步

运动，父亲以一生健康安享晚年，踏实平稳走完一生，享年90！

一条汉子一个故事
童年生长在三巴旺财启村，每逢清明，一家人会到广德山，在励

德小学前财启路拐进一条小径，行经古老的潮州公墓立碑，穿越一片

枝节交错的白色鸡蛋花林，就是林府福建墓园，墓园零乱无章杂草丛

生，一番努力清除杂草后显露出一座平平无奇的小坟堆，有位亲人长

眠此处！

据父亲的描述，他豪迈、领导能力强、交遊广阔、黑白两道、

浑身是胆、知识分子、民族先峰队…增添我对这亲人无限好奇！黄趋

世，生于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正月初三日，在光復前夕（1945年9月

22日），病逝于日本宪兵牢营中，那是二伯年峰。

黄年峰于1927年6月毕业于安海养正小学，1935年离开家乡南下

到新加坡。是新加坡义顺十英里汫水港实里达学校第一批老师。

1937年7月日本侵略中国，激起华侨强烈抗日情绪，由陈嘉庚领

导的“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于1937年8月15日

于怡和轩俱乐部成立，1938年9月汫水港华林俱乐部总理李玉麟响应

呼吁，于俱乐部楼下成立了汫水港筹赈分会，活动范围涵盖义顺村通

益路至华顺芭，推选出理事与常委共31名，正主任戴康来，副主任李

玉麟、蒋壬江，正文书黄年峰，理事会在

筹赈代表侯西反监誓下，在实里达学校宣

誓就职。

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坚定决心，

新婚的年峰，义无反顾投入救国活动！

根据1986年出版的“义顺社区发展史

The Development of Nee Soon Community” 

陈鸣鸾一文第60页记录：“…黄年峰，

晋江人，是实里达学校的教员，也是善友

社的发起人，分会宣传活动大部份由他策

划推动，他还兼教导话剧、歌诵口琴及球

类，能编能导，实是多才多艺，在日本侵

略新加坡之前，曾被聘到十二条石（财启

村）的励正学校出任校长，他也是民族解

放先锋队的成员，那是一个未经注册，备

受殖民地政府关注的团体，专门对付采购

日货的本地商人，他一共任了两届分会正

秘书一届副秘书，自1940年5月便不见他参与分会会务，总之分会筹

赈工作能如火如荼的展开，归功於他及善友社成员搞宣传得力⋯”

筹赈活动让他踏遍义顺个各角落，处处有其踪影，套陈协成咖

啡店陈大力先生1986年接受新明日报访问时说的话，“…全尼顺

（义顺）港脚，无人不认识黄年

峰…”。

 安海人”雄凛”（闽南语指最有
胆识）的又一个铁证，一位真性情、
爱国知识分子，义无反顾以宝贵的
一生，短短30年走完他坚持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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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受 家 乡 风 土 人 情 和 日

新月异的变化。观看“乡

音·乡韵·乡情”文艺晚

会，感动人心的演出。

感 谢 乡 亲 们 的 热 情

带领，才能有机会与海外

华裔新生代们漫步在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体会家乡

风俗民情，感受家乡传统

文化，一寺一街一长桥， 

追寻故土的根。为家乡发

展呐喊喝彩。

我且行且珍惜。也将旅程的美好故事带回家，并与岛国人分享。

安海寻根之旅

17-4-2019年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

澳门、台湾海外华裔新生代们相约出席安海镇侨联、安海镇商会、安

海镇青年中心、安海镇文创协会联合主办第二届“寻根之旅”。荣幸

的能与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馆长沈墨义伉丽及公子，同行出席此

次活动。

跟随乡亲的脚步，浩浩荡荡地走进千年古刹龙山寺—深远的文

化纽带，承载着海内外侨胞对故乡的思念。游走于百年历史老街，了

解传统工艺，近距离观匠人识匠心。走进石井书院—见证“朱松、朱

熹”古代教育，对教育意义的深远影响。前往养正中心小学，聆听百

拾年校史。参观养正中学新校区，看雄伟的校园景观。在课室里一起

学习书法，新科技教育理念。在学生食堂排队拿饭盒，排排坐享用美

食，重温校园生活，感受“学在安海”的魅力。走进安海侨史馆、陈

清机故居瞻仰缅怀先人伟业，追忆侨亲爱国爱乡的事迹。一睹“天下

无桥长此桥”安平桥的壮观景象，和石将军拍个照留下美丽回忆。

到新店村聆听许集美的革命故事，观看97岁老人表演提线木偶，

领略新店乡村振兴的发展成果。到下洪村，了解安海“两高”沿线环

境整治情况及乡村的发展与变化，被村民组成的妇女锣鼓迎宾队伍触

动心弦。领受曾埭村迷人的田园风光，与小记者亲切互动，享受被访

时那开心的心情与乐趣。通过玩、看、体验攻炮城、博状元饼、绘灯

笼、猜灯迷等传统民俗活动增进对家乡的感情。品尝家乡风味美食，

◎ 黄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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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佩英

从未踏入中国土地的我，很荣幸在2001 年6 月23日随新加坡安

海公会庆贺团出席安海侨联成立五十周年庆典。由当时安海公会主

席高泉乐先生及已故安海公会总务颜呈柱先生率领一行人浩浩荡荡

前往助兴。抵达厦门机场受到热烈欢迎。车子驶到侨联大厦侨友之

家，只见一群身穿整齐表演服装的小朋友，并列两旁，跳起舞，打

起鼓迎接我们的到来。我从未见面的亲人也在会客厅等待，欢迎我

们回乡。见到亲人，感触良多，感恩有此机会陪伴着家婆同行出席

庆典活动，回乡探亲叙旧，一起踩街，观看安海端午锣鼓喧天热闹

非凡的民俗“嗦啰嗹”（亦称采莲）与水上掠鸭竞技活动。可家翁

安海乡情
安海～家翁黄福团和家婆丁紫雪的故乡

自南来之后，从未返乡，但却从不间断的汇钱给安海亲人。家翁于1985

年离世后，家婆更负起与安海公会和安海乡亲联系的责任。2011年海东

鸿塔片区旧城改造，她老人家回乡处理好家乡祖屋，于2013年秋天仙游

了。传承延续与公会和安海联系的使命就落在身为长子的大伯身上，即

现任安海公会总务黄利奇先生。感恩弟弟妹妹们也很配合支持。有安海

人才有安海公会。如今年轻一辈的安海人也加入安海公会大家庭，增添

活力，发扬光大安海精神。今年迎来安海公会75周年庆。祝公会会务蒸

蒸日上，更上一层楼。

安海黄氏家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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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乡亲参加泉声音乐社人数很多，音乐社的前身是泉结诚估俚

间组织，颜期巢与颜乾侯曾任社長之职，其他安海乡亲也都曾担任要

职。 

估俚间后来多数陸续解散，目前正式注册为社团的有泉菌江公所

（泉菌江）亨洲联谊社（泉兴源）仁和联谊社（仁和轩）泉協轩联谊

会（泉協轩）泉声音乐社（泉结诚）。 

我在1963年辍学后到安海乡亲颜期巢先生在梧槽路的茂成公司分

店工作，当年经营玩具、糖菓生意的商号分佈在大坡新桥路与小坡梧

槽路一带。 

1974年我在晋江会館
任职收捐员，工作是向会员

鸠收年捐和互助捐，会员有

的住甘榜（乡村）和工作店

铺 ， 多 数 是 住 宿 在 估 俚 间

（工友宿舍），由于工作关

系认识许多晋江籍的乡亲，

尤其是安海乡亲。后来在早

期安海公会颜呈註总务介绍

下参与安海公会活动，在前

任总务颜意棠和现任主席蔡

少林爱戴继续参加公会。现

在总务黄利奇与众理事们的

尽力，无私奉献的精神继续

推动公会各项活动，令人敬

佩。 

衷心期盼，公会会务，

蒸蒸日上，造福桑梓。 

安海乡人早于1918年即组织星洲鸿

江公所，后于1948年正式注册为新加坡

安海公会。 

晋邑乡人离乡背井南来新加坡，多

数聚居在工友宿舍俗称估俚间，据说多

达56间，分佈在大坡新桥路、小坡梧槽

路及火城一带。 

1957年，我当时13岁隨母亲和弟弟

远渡重洋到新加坡与父亲团聚。家父早

于1938年就到‘新加坡落脚在火城泉结

诚估俚间，从事造木船的工作，在二战

新加坡淪陷前回家乡，和平后在1947年

再到新加坡，我们乘坐公交车经泉安公

路到泉州住宿一晚，次日坐车到了潮州

直接上渡轮过韩江到汕头，在那里等了一个星期，上了大宝安号客货

轮船，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甲板舖，每人有一個席位，三天后突遇大

风雨，在甲板上待不住了，只好躲到艙底避风雨，雨停后又回到甲板

上，航程一星期抵达棋樟山，在島上住了一星期俗称（禁龟屿），后

来乘渡轮在红灯码头上岸，途中老番客介绍说道前方左边的高楼是亚

洲保险大厦，右边高楼是中国银行，上了岸父亲友人开车接我们到小

坡火城泉结诚估俚间，那是一套二层楼的屋子，楼上楼下住宿的工友

有二十多位。他们从事工作有造木船，枋廊（锯木厂），码头搬运和

建築工人，在家眷到来后多数搬离宿舍在外面租房子住。 

晋邑工友（估俚间）忆旧 
◎ 张文进 

（资料来源：新加坡晋江会馆六十周
年纪念特刊）

安海公会理事们欢庆生日。
左起：理事杨火成、张育民、顾问赖国标、理事张文
进、总务黄利奇及理事丁振倧。

出席泉菌江公所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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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卡，就看到表弟，不用介绍，不用问

候，就两双手紧握着说：“我们终于见

面了！”一句话道尽了长久的思念，当

时心情是很激动的，也看到大舅、大舅

母和阿姨了，初次相见，却是那么熟

悉。 

过后我和妈妈就住在安海型厝大舅

的家，短短的几天旅程，就跟着妈妈走

亲戚，认识亲人。多年来帮妈妈读家书

也互传照片，和亲人们就像久别重逢，

格外的熟络，旁人看了都说我不像蕃

客，更像回乡探亲的游子！ 

安 海 的 山 水 之 优 美 ， 不 在 话 下 ，

安海的小食，令人回味，让我更不能忘怀的是亲人的热情款待。临

别之际，带不完的是亲人送来的家乡土产，装得满满的是亲人们的

声声嘱咐：“要常来走走啊！”大舅对我说：“国内物资不缺乏，

以后什么都别带，就常来看看。”这不禁让我想起七十年代父母亲

第 一 次 返 乡 时，大舅对妈

妈说：“姐，以后返乡别带

这么多东西，您这样太辛苦

了！”这些话让我十分感

动。 

会的，我会再来和你

们见面，一起促膝品茶，

话家常，共畅安海情！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安海情

◎ 许金苗 

我和表弟许晓平合影

妈妈在井林和亲人合影

这是一首中国民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曲中唱的情景，

恰恰就是我们家庭的写照。我们兄妹小时候，就常听妈妈聊着家乡

事，我们就当听故事听着，知道父亲是东石井林村人，母亲是安海型

厝人。当年父母亲在井林结婚后，父亲就和阿公下南洋谋生。母亲和

年幼的大哥在家乡相依为命，十多年后才带着大哥来新加坡和父亲以

及阿公团聚。 

从妈妈的口中我们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多的亲人。帮妈妈读家

书后，我们认识了中国的叔叔、姑姑、舅舅、阿姨、以及堂兄弟姐妹

和表兄弟姐妹。读着家书，看着照片，感觉就像在一起长大，十分亲

切，因此想见面的感觉特别强烈。 

终于，在千禧年乘着清明节，妈妈带我一起走了一趟安海寻根

之旅。当天从樟宜机场登机到厦门机场下机，一切都很顺利。过了
三年后，我们一家人去安海，
带孩子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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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概况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安海位于福建省晋江市

的西南部，与台湾一水相隔，是海峡西岸的著

名侨乡和经济重镇。 

 安海，古称“湾海”。为古代泉州海外

交通之重要港口，“安平商人足迹遍天下”是

其真实的写照。南宋建炎四年（1130）安海建

制，名为“石井镇”，著名理学家朱熹之父朱

松为镇监，后朱熹任同安主簿时常来此讲学，

是为“二朱过化”之地，故有“海滨邹鲁”之

誉。 

 安海名胜古迹甚多，有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安平桥、龙山寺，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星

塔、石井书院，都是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资

源。安海端午“嗦啰嗹”民俗活动，列入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著名的文化古镇、经济强镇和商贸重

镇，安海经济综合实力位居福建省前茅，连续

五届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镇”称号，

并纳入全省首批“镇级小城市”培育试点。古

韵新风，文明气象，继往开来，安海正向着新

的高度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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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桥
 

 安平桥，全长约五华里，俗称五里

桥，素有“天下无桥长此桥”的称誉。始

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历时十四载

告成，是中古时代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

也是我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1961年

3月，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16年，以安平桥为主体的景

区晋升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21年，

安平桥成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组成部

分。

 相传，建桥工匠们通过海船的运载，

从安海港外咫尺相望的金门岛和大佰岛上

采来石材，又利用潮汐浮涨的自然力，一

次次把重达数吨，甚至数十吨的大石梁

架到桥墩上，仅直铺的巨石梁就达两千多

条。桥上筑有石护栏，并雕刻了石狮子、

石将军、石塔，还建了五座憩亭，以便利

往来的商旅歇脚避雨。安平桥是当时海外

交通发达，社会经济繁荣的实物标志，同

时也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建筑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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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山寺

 安海龙山寺，又名天竺寺、普现殿，俗称观

音殿。始建于隋皇泰年间（618-619年），是闽

南著名的千年古刹，为全国汉传重点佛教寺院、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建筑为清康

熙二十三年（1684）靖海侯施琅等捐资修葺，以

后历有扩建。

 寺中供奉“千手千眼观音”立像，木雕金

漆，通高4.2米，端庄慈祥，肩膀两侧旁生出1008

只手，每只手掌心各雕一只慧眼，姿态各异，无

一雷同，是古代佛雕艺术的稀世珍品。寺内雕梁

画栋，精美绝伦，有朱熹、张瑞图、弘一法师、

赵朴初等历代大家的题匾墨宝。龙山寺香火伴随

安平商人的足迹，传灯海峡两岸及东南亚诸岛国

侨居地，为台湾鹿港、艋岬等五大龙山寺和众多

同名寺宇的祖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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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光塔

  俗称“白塔”，为安平桥附属建筑。清举

人柯琮璜的《西塔记》载云：“宋绍兴二十二年

（1152），里人以造桥余资造砖塔于西桥头，日

瑞光塔。”塔高22.55米，五层矗立，六角飞檐，

顶压宝葫芦，遂成为船舶出入港湾的航标。明、

清间多次重修，最后一次大修是在2016年。古代

曾有白塔点灯的风俗，由是“白塔点灯，金榜题

名”的美好祝福，诚为古镇文化教育兴旺发达的

象征。

 八月十五中秋节，在这花好月圆之夜，在

晋江安海的白塔旁，传统民俗“白塔点灯”“烧

塔仔”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

赏。

 石井书院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安海始设镇

级建制，名为“石井镇”。迪功郎朱松尝为镇

监，乃公事外于鳌头精舍讲学。绍兴二十三年

（1153），朱松之子朱熹赴任同安主簿，经常

来安海讲学。宋乾道年间（1165-1174年），

朱熹门生傅伯成把鳌头精舍辟建为“二朱先生

祠”。嘉定四年（1211年），扩建为“如州郡

学之制”的石井书院，由命通判朱在（朱熹季

子）董其事，始因地取名为“石井书院”。顺

治十八年（1661）迁界，石井书院遭毁。直至

康熙三十九年（1700）晋江知县陈琰就其遗址

再次重建。2007年，政府斥资重修，现列为福

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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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塔

 星塔位于安海东北郊星塔村前，是一座方形五层实心楼

阁式砖塔，高16.6米。塔上第三层西面，嵌有明崇祯十六年

（1643年）郑芝鹏撰书的《重建星塔小引》碑记一方。郑芝

鹏是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的同乡族弟，曾授封“太师昭明侯”

。 

 当时郑芝龙拥兵守安平镇，因此，郑芝鹏得就近于星塔

村建府立圃自居，并重建星塔。郑成功曾读书其间，是以称星

塔为“郑成功少年读书处”，民间流传着《郑成功鞭打卧牛

穴》的故事。列为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64 165



嗦啰嗹
 “ 嗦啰嗹” 又 称 “ 采 莲 ” ， 源 于

古时“驱疫傩”及唐、宋宫廷“采莲舞

队 ” ， 是 安 海 完 整 遗 存 的 端 午 民 俗 活

动。农历五月初五是古代劳动人民心目

中龙王的诞辰，于是人们抬出供奉的龙

王塑像，走街串巷，敲锣打鼓，载歌载

舞，手撑幡旗，挨家挨户挥旗拂扫，驱

走邪气，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整个巡游队伍踏着“嗦啰嗹”

的节拍，高唱歌谣，徐徐行进，粗犷自

在，生动诙谐。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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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掠鸭”

 端午水上“掠鸭”，相传始自民族英雄

郑成功在安海港操练水师，戏海练胆，考验

毅力。后来传承为妙趣横生的民间体育竞技活

动。端午时节，人们会在水边高台绑上一根十

米多长，涂满油料的粗竹竿，在竹竿尾部绑上

鸭笼。参赛者如能保持平衡，赤足走到竹竿

尽头探笼取鸭即为优胜。一不小心鸭子落入水

中，参赛者便跳入水中捉鸭，一时间人捉鸭，

鸭戏人，惹得岸边观众笑声连连，不亦乐乎。

此活动可谓集健身与娱乐为一体，备受喜爱而

沿袭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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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博饼

	 安 海 中 秋 节 “ 博 状 元 饼 ” 的

节俗由来已久。相传是郑成功为解

士兵的中秋思亲之情创办的娱乐游

戏。每逢中秋佳节，活动以亲友或

社团聚会自发举办，参加者以六个

骰子轮流投掷，按科举等第获取月

饼，博取状元，饶有生活情趣。老

百姓借助于中秋“博状元饼”的习

俗，把重视教育的良好传统融入中

秋佳节的风俗。三百多年来，一直

深受民众喜爱。

烧塔仔
 

 “烧塔仔”民俗在安海一带广

为流传。据传此民俗始于元末，为

反抗元兵,当地百姓以烧塔仔为暗

号，定于中秋起义。因纪念这一反

压迫事件，每年中秋节安海一带便

有“烧塔仔”习俗的传承，以唤起

人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受到

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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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发展
 近年来，安海被列为全国50个乡镇企业示范区之一，

有规模以上企业超100家，形成纸制品、装备制造、食品

调味、皮革服装、玩具文具、建筑陶瓷等支柱产业，知名

企业众多，并向专业化、规模化、高端化方向发展，成

为“品牌之都”晋江的重要制造基地。

 

二、城镇建设
 安海是晋西工贸中心、文化宜居新城。纵横交错的交

通设施，构成了城市的血脉和骨架。镇区绿化覆盖率25%

以上。总投资3.8亿元的安平桥生态文化公园建成，展现

了长桥凌波的壮美画卷，成为市民休闲旅游的好去处。拥

有一大批星级酒店及商住小区。省级装备制造业重点基地

落户安海，吸引第一批48家优质企业入驻；安海品牌工业

城及－批工业小区日渐成熟，新型工业平台渐成规模。

家乡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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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育事业
 安海现有中学5所、职业学校1所、小学29所、幼儿园28

所，吸纳了42000余名学子就读。辖区中小学全部通过“福建省

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的评估验收，高中、初中、小学、幼儿

园均达到省级标准办学系列。安海幼儿园被评为“福建省示范

性幼儿园”。养正中学被授予“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中小

学德育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可谓烛光璀璨辉千载，桃

李芬芳绽万丛。

 

 欣逢盛世沐春风，千年古镇焕新颜。在新的征程里，勤劳

的安海人民必将众志成城，打造环安海湾城镇群核心增长点，

建设更高水平的“安平古镇，海丝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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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笋冻
	 安海土笋冻是闽南一带知名小吃。

土笋是生长于沿海江河入海处咸淡水交汇

的滩涂上，学名叫做“星虫”的一种环节

软体动物。从滩涂中挖出土笋，放养一天

后入锅烹煮，待熬出胶汁后自然冷却便成

为“土笋冻”，有丰富胶原蛋白，滑溜爽

口，清香软嫩，配上调料，就成色香味俱

佳的风味小吃。

菜粿
	 安海菜粿是闽南一带盛行的的风味小食，也称萝卜糕。菜

粿以米浆和白萝卜为主要原料，蒸制成糕，再经油炸而成。刚出

锅的菜粿外酥内嫩，表皮呈金黄微

焦；一口咬下，内馅洁白，质地柔

软鲜美、软滑甘香，稻米的爽口和

萝卜的清甜溢开满嘴，给人以简朴

实惠又甘醇的满足感。

食珍糕
	 安海食珍糕，又叫桔红糕，是种佐茶佳品。每包若干小方

块，颜色润泽如玉。每块略沾一层稀薄的正清粉，入口软而不粘

齿，味美润喉，甘甜可口。安海桔红

糕是安海百年老店“食珍祖铺”独家

经营的名点。据说170多年前，该店店

主是个肩挑小贩，手艺精细，所卖自

制米发糕鲜嫩柔韧，有金桔佳味。现

为传统食珍。

家乡风味

捆蹄
	 捆蹄，对大多数人来说并

不陌生，很多闽南人家举办婚宴

时，通常会把捆蹄做成拼盘，作

为第一道菜宴请客人。

 捆蹄是选用带蹄的猪前脚，

加上精选猪肉，配上高粱酒、香

料等佐料，慢火蒸熟而成。色泽

酱红，咸鲜香甜，鲜嫩可口，食

之不腻，细嚼慢品，回味无穷，

初尝食味，久嚼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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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私人有限公司
KEAN ANN CO.  PTE LTD
YOUR CANDIES AND DISTRIBUTOR

179 Kaki Bukit Ave 1 Shun Li Industrial Park Singapore 416024
Tel: (65) 6748 5869 / 6748 6736  Fax : (65) 6747 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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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Engineering Pte Ltd and 
Commercial Air-Con Service are 
engineering based companies that 
specializes in providing Engineering 
Services in the field of air-conditioning, 
refrigeration, electrical, mechanical 
ventilation, system design,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services to the 
commercial, industrial and residentia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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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pong Ubi Industrial Park 3027 Ubi Road 1 #03-102 Singapore 408720
Tel : 8321 8989 Hp : 8321 8989 Email : KeithNG@octave-av.com 

黄琡瀚
Keith Ng

WHOLESALER AND RETAILER FOR ALL KINDS OF TOYS, BIRTHDAY PARTY DECORATIONS 
FANCY STATIONERY, CHRISTMAS&NEW YEAR DECORATIONS, EDUCATIONAL TOYS LANTERNS 



SIN TAT TOYS
BIk 462 CRAWFORD LANE #01-39 SINGAPORE 190462 

NEAR JALAN SULTAN/NORTH BRIDGE ROAD 
TEL : 6339 3693, 6297 9012  FAX : 6339 9030 

EMAIL: sintat@singnet.com.sg

玩  具   文  具   生日装饰品   

中秋灯笼   新年装饰品   圣旦装饰用品 

WHOLESALER AND RETAILER FOR ALL KINDS OF TOYS, BIRTHDAY PARTY DECORATIONS 
FANCY STATIONERY, CHRISTMAS&NEW YEAR DECORATIONS, EDUCATIONAL TOYS LANTERNS 

新达玩具进出口贸易
大牌462哥罗福巷中心 #01-39 

邮区190462（近惹蓝苏丹-桥北路）
电话：6339 3693, 6297 9012
电邮：sintat@singnet.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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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感言

 新 加 坡 安 海 公 会 成 立 於 1 9 4 8 年 。

于1998年庆祝50周年庆典至今也已经渡

过了25个年头。时代的改变，人事的变

迁，安海同乡们也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前

进，求新求变，迅速的融入如今的数码

网络时代，配合国家发展的新方向。在

我国多元种族的大环境里，为了提倡中

华文化与延续安海传统民间习俗，通过

举办各种活动，如新春团拜，端午节，

中元节以及中秋节等节日庆祝活动，鼓

励会员与家庭成员一起出席活动，共享美好的日子。通过与同乡们

互动拉近彼此之间的敦睦。借助合家动员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我

会也积极参与海内外各宗乡会馆活动并与各会馆保持密切联系沟通

与交流，建立以诚信为核心的价值观强固友谊。 

 感谢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碧山一大巴窑集选

区国会议员徐芳达先生为新加坡安海公会75周年庆典主宾。 

 今年新加坡安海公会特邀海内外乡亲共同庆祝75周年，喜见老

中青少各会员们齐心协力共同协商筹备晚宴，编辑75周年记念特刊

而努力。为配合我国双语教育政策，纪念特刊以中英文版来呈现本

会的成立及各阶段的成长过程。英文版由会员吴荣耀翻译，让青少

年通过阅读更了解安海地理位置与历史。也能明瞭先辈飘洋过海南

来的拼博精神；因前人种树，努力培育下一代，我们才有今天的辉

煌成就。 

 感谢中国晋江市原副书记吴松茂先生题字，让75周年记念特刊

增添光彩。 

 感谢安海侨联提供珍贵资料和图片。

 感 谢 编 委 黄 耀 天 的 奉 献 与 付 出 宝 贵 的 时 间 为 7 5 周 年 特 刊 封

面、Logo设计绘图和美丽生动插图。 

 感谢编委张文进对早期乡贤的确认和资料提供。 

 感恩75周年庆典筹委会及特刊编辑们的辛勤付出，努力不懈完

成使命，如有疏漏错误之处，敬祈雅正。 

 感谢参与盛会的海内外贵宾及乡亲们，各界人士的鼎立赞助。 

 于此祝我会会务再创新高。 

 恭祝各位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执行编辑 黄利奇
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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