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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馬來西亞的檳城有一百六十多個華人社團。血緣的宗族(lineage)組織及非血緣

性的氏族(clan)組織團體為數甚多。在幾個大的同姓宗族或氏族組織，當地人慣

以「公司」稱之。其中以邱、謝、楊、林，及陳號稱為五大公司。事實上，王公

司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司。這些親屬組織大約可分成兩大類，一是純血緣關係的

宗族，另一類則是同姓的氏族宗親會組織。五大公司中的邱、謝，及楊公司屬前

者，林及陳公司屬後者。易言之，前三大公司的成員是排他性的，成員只限於原

有族親及其後代；而後兩大公司則是有包容性的，只要同姓就可加入。但檳城的

華人親屬團體以後者居多。本次的田野調查發現到有 14 個姓林的宗親會組成的

聯合宗親會活動，而其主要的聯合依據不只是因為姓林，而是因為媽祖也姓林；

也就是說以天后聖母媽祖做為結盟的根基。筆者會將此14個林姓宗親會的形成、

組織，及活動發展作為本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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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本研究計劃的目的在於探討在檳城華人親屬組織的形成、運作及發展的狀

況。許多學者對海外華人的社會組織做過研究，但少有人對檳城的華人親

屬組織做過研究。筆者原來想以五大公司的華人親屬社團做研究，了解宗

族及氏族在檳城的運作發展。但在走訪之後，日後想改以 14 個林姓的宗族

及氏族組織做為研究對象。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 檳城華人親屬社團得組織基礎是甚麼? 是有血緣性的宗族還只是同姓

的氏族?有沒有可能是兩者皆有的親屬組織? 

2. 這些親屬團體是如何發展的?在發展過程中，它能繼續運作到今天的依

據是甚麼?它的組織及凝聚族人的活動又是甚麼? 

 

二、 過程： 

在抵達檳城的第二天，朋友開車載我到他自己所屬的王公司去參觀。雖然

它沒有名列在檳城華人五大公司(邱、謝、楊、林、陳)之列，但卻也是很重

要的一華人親屬社團。它和五大公司一樣，都有傳統華人祠堂的雄偉建築。

在擺置祖先牌位的正廳上，除了祖先牌位外，兩邊牆壁上有捐獻建蓋或修

復祠堂人士的照片，也有一些王家得了官位或高學位(碩博士)的祝賀匾額掛

在牆壁上。每年有春秋二祭，農曆二月十二日和九月二日。另外有清明及

冬至的拜拜，其中包含有進主的活動。王公司是一同姓的氏族親屬團體。

只要姓王，即可加入王公司為會員。王公司有網頁，包含有臉書(face book)，

可供會員或一般人士查詢。 

 

在爾後的日子裏，我去了數家大小規模不一的祠堂(公司)。首先談談邱公司。

它是檳城華人親屬社團中建築最為宏偉、最壯觀的一棟建築物。祖先來自

福建漳州海澄現新江社(現改為廈門市杏林區杏林鎮新垵村)。據說 1775 年

左右就可能已有邱家成員在檳城居住。道光二年(1835)邱家 102 人成立「詒

穀堂」，籌募基金見蓋祖祠。終於在 1850 年購買龍山堂現址，占地九萬七

千零三十五方尺( 檳城龍山堂公司 2003: 10)。據邱家的說法，「『公司』是

個合作性的組織，可以商業團體、私會黨、會館或姓氏團體等等，帶有自

治的性質。….公司是指組織同時也包括宗祠建築等場所。」(同上引:14)。

邱公司很注重子弟的教育，希望子孫能考取功名，榮宗耀祖。因此很早就

辦有學堂，免費教育邱家族內子女，先在祠堂內辦理小學，後因規模擴大，

才搬離祠堂，1950 年代並開放給其他姓氏華人子弟就讀。邱公司也發放獎

學金鼓勵子弟繼續升學，或到國外深造，因此子弟人才眾多。在詒穀堂內

就掛有多面獲得官位功名(例如被封為拿督)或博士學位等高學歷的匾額。 

在中國社會的富有宗族，常會有祖產或祭祀公業，以這些祖產(主要是田地)

的收入來維持祠堂及其他有關宗族福利事業的推動。在邱公司及其他幾個

大公司的例子，田產則變為房地產。邱公司的公產有兩百多間的房子，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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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的收入就用來維持公司的營運，包括整修祠堂、教育支出，及其他各項

福利費用。譬如在 2000 年就花費了四百萬馬幣來重修祠堂。房子也優先出

租給自己族人，戰前在龍山堂入口處的兩排房子就出租改自己的族人。但

日本人來時，有些族人就搬走，後來出租給外姓，收費低廉，一個月才 20

馬幣的租金。2007 年我去參觀邱公司時，這些房子都已是人去樓空，擺置

在走廊牆柱上的天官及土地神明都被請走了。不過最近為了配合檳城成為

世界遺址的美稱，已把這些房子包給商人，準備做為旅館，現正在修建中，

完工後將出租給外來的觀光客。其實邱公司是被列入檳城的文化觀光景點

的唯一華人公司。每天觀光客一堆，須買門票才能進入遊覽。其他公司都

沒有此特權，例如謝公司及陳公司雖然開放參觀，但都不賣門票。遊客也

比到邱公司的為少。 

 

邱公司自己有稱為新江邱氏家冢的家族墓園，最特殊的是有給未出嫁女性

安葬的墓地。這是和我們所熟悉的華人家族墓園不同的地方。事實上，在

檳城郊區，有許多華人墓園，例如有福建墓園，廣東墓園等等。這種華人

墓園在美國華人社區也有，但卻沒有單獨姓氏的墓園。這很明顯和華人在

不同移民地區的財富有關。 

 

在上述所說的五家公司及王公司等共六家規模較大的公司。其中邱、謝、

楊三公司是以血緣做為公司組成的基礎，換句話說，這三公司都屬於人類

學家所說的「宗族」(lineage)組織，是一可以追溯到有共祖的一群嗣系群。

但林、陳、及王公司卻是以同姓做為公司組成的基礎，也就是所謂「氏族」

(clan)的團體。前者是一有較有排他性的血緣團體，後者則是一較有保容性

的同姓團體。但這幾個大公司都有不少的祖產出租，已收入來維持祠堂的

運作。即使是被認魏五大公司之末的陳公司，也有四、五十間房子出租。

因此收入相對穩定，每年祭祖的規模都相當不小。 

 

但是在其他規模較小的宗親會可能就沒有如此幸運了。譬如駱氏同宗社的

執行秘書在訪問中告知下列信息。檳城駱氏同宗社目前約有 800 成員。男

女皆可加入同宗社，但年輕人不加入，老的卻逐漸凋零。為了吸引年輕人，

成立青年團及輔導組，正想成立卡拉 OK、舉辦青年運動及書法活動。為了

獎勵年輕子弟繼續求學，提供大學貸學金，今已有 96 人申請過，其中已有

49 人還清貸款了。為了提升大家的參與熱度及對祖先的緬懷，還舉辦尋根

活動。幾年前舉辦義烏(駱賓王的老家)尋根，2009 年組團去河南內黃(屬安

陽)，但參加者還是以老年為多，年輕人甚少。缺少年輕成員是駱氏宗親會

幾位老者的憂心，但其實在其他一些宗親社團，也是有這種憂慮在內。即

使是前面的六大公司也有類似問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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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氏同宗社在清明及冬至都有祭祖活動。兩者規模差不多，清明節祭拜完

後吃自助餐，冬至在晚上會有晚宴，比較正式。雖然在冬至也會邀請別性

來參加宴會，但都不會來，因為各姓氏團體在冬至時都會有自己的活動。

駱氏同宗設並無祖墓，因此沒有清明節去掃祖墓的活動。駱氏同宗社的二

樓供奉著神主牌位，可以供人為祖先進主，一對「夫媽坑」是 1200 馬幣。 

 

駱氏同宗社和其他公司有來往，去年祠堂落成兼 81 周年慶，席開 250 桌，

邀請全檳州的各姓氏宗親會、鄉會、中華總商會、華裔議員等人來共襄盛

舉。 

 

駱氏同宗社的大庭院內有一棟房子，出租給人開餐館，以此來增加同宗社

的收入。我還看到郭氏汾陽堂、顏氏祠堂，及曾氏三省堂將其禮堂租給中

國商人賣陶瓷器及古玩之類的東西。梁氏家廟則將二樓做為羽球場出租。

當然也有些宗族或宗親會除了一棟建築物外，沒有收入來源的也有。因此

檳城各宗族及氏族組織的形態及財富資產的差異是非常大的。 

 

郭氏汾陽堂的二樓供奉祖先牌位，但其分類是非常獨特，也是非常有意義

的。郭氏是一同姓的宗親會，其主要成員來自泉州惠安縣的白奇鄉的回族

後裔及來自泉州的非回族後裔。兩者在祭拜的供品上最大的差異在於白奇

郭不拜豬肉，泉州郭拜豬肉。因此在二樓神主牌位的四大區塊裏，面對神

主牌位左手邊的兩區塊是不拜豬肉，右手邊的兩區塊則是拜豬肉的。因此

可在同一祭祖的場合裏發現拜與不拜豬肉的場景同時並存著。 

 

這次有機會巧遇林春煌先生，也因知有機會參與倆林氏宗親會的聚餐。根

據林春煌先生說檳城有 14 個林姓宗會，有的是同血緣的宗族，有的只是同

姓的林姓宗親會。但促成這 14 個林姓宗親會形成一有結盟性質的宗親組織

是因為媽祖也姓林。這 14 個林姓宗親會在請客時就會互相邀請，也都會回

請。有一晚上，我們十人代表溪東林家公會到西南區聖母堂的林姓宗親會

參加聚餐。這是在海邊的一個村落，林姓居民以捕魚為生，和馬來人同村

居住，相處甚歡。今晚還雇請馬來人幫忙指揮交通。酒席約有 50 桌。村李

有一二樓的媽祖廟。除了聖母堂林姓宗親會外，還請了馬來籍的州議員，

也有其他林姓宗親會的成員來參加。中間請一位歌星來唱歌，還穿插著義

賣活動。這些東西是今年買了，拿了，明年才付錢。聖母堂的林姓宗親會

有爐主制度。原來沒廟時，有一媽祖神像是每年在爐主家供奉著。及至建

廟後，有一媽祖神像擺在廟裏鎮殿，原先的媽祖還是每年在爐主家輪流供

奉著。第二天晚上輪到溪東林家公會的聚餐。溪東的林家公會是一有共祖

的血緣宗族，它的會館並不很大，就是一棟二樓的樓房建築，裏面也侍奉

著媽祖神像。由於昨天溪東林家公會去聖母堂的人數有十人，因此今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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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請聖母堂一桌，另有邀請其他地方的林姓宗會來參加，例如忠孝堂也來

了一桌。據說原來並沒有互相邀請的習慣，但林春煌先生當總務時，推動

互相邀請的行動，所以才有今日的 14 個林星宗親會的互訪。 

 

除了親屬所組成的公司，寺廟外，在檳城的華人社區很有名的就是所謂姓

氏橋。原先有姓郭橋、姓林橋、姓周橋、雜姓橋、姓陳橋、姓李橋、姓楊

橋等七座橋。姓郭橋已因附近一場火災厚而拆掉，改建成 17 樓的兩棟公寓，

約有 2000 住戶。當年郭姓橋的 32 戶也都分配到房屋。基本上在每座姓氏

橋的入口都有一 廟宇，大小不一。另在入口處或橋上的住戶家裡也有拿督

公的小廟。有關姓氏橋的研究，本所有一學生正在著手寫碩士論文。 

 

 

三、 心得與建議 

此次田野調查，主要心得如下: 

3. 檳城華人社團為數甚多，據說有 165 個社團。規模大小不一，性質

也有所不同。但宗親會、會館頗多。 

4. 大型的宗親會常被冠於「公司」，也真的像人類學研究所稱的

corporate group。而這些大公司的財富都相當雄厚，小的宗親會在財

力上就顯得不足。因此可說財富的雄厚是公司運作的重要依據。隨

著科技的發達，電腦類的工具都被拿來做為族內連繫、族外文宣的

利器。  

5. 這些宗親會可以分成同血緣的宗族及只是同姓的氏族兩類型。 

6. 傳統上我們貶低女性在宗親會的地位，尤其是未婚女性的牌位及埋

葬處理方式。但在檳城卻有不同的發現，例如邱公司的天德園內有

給邱家未婚女性埋葬的地方，陳公司及梁氏家廟裏有淨女的牌位。 

7. 華人好拜，不論是華人的神明、馬來的拿督公、印度的象神都有華

人祭拜。在廣福宮旁邊樹下的印度象神，有華人認為是財神，因此

私下去拜拜，或是參與公開儀式的祭拜都有。甚至我發現在樹上有

一中文牌子，寫著「請勿插香條於樹上」。至於馬來神明拿督公的

敬拜，現在馬來人已不拜，而是成為華人的重要祭拜神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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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錄 

   

王公司外貌                    王公司內祖先牌位 

   

邱公司外貌                     邱公司內之功名牌位 

   

     拿督公                         姓氏橋 

 

 

五、關鍵字   檳城、公司、宗親會、姓氏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