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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00 字） 

    本研究計劃在於探討和分析華人親屬團體在檳城的發展和組織的變化。檳城的

華人親屬團體也稱為「公司」。可以分成兩大類， 一是有血緣關係，可以追溯一共

同祖先的宗族團體(lineage)；另一種則是只要是同姓(或有特別關係的數姓)就可以加

入的宗親會(clan)。由於檳城的姓氏宗親會多達 165 個，所以只能擇其中數個來訪問。

我此次的作法是收集下列數個親屬團體的資料：1.檳州各姓氏宗祠聯委會，2.檳州林

氏宗親會聯合會，及 3. 林聯會屬下的溪東公會、長林社，及忠孝堂。另外也訪問了

邱公司及王公司，收集了一些相關資料。但本報告只集中於上數數個親屬團體的大

會運作、青年團及婦女組的活動。這也許是台灣親屬團體沒有的現象，檳成的這些

親屬團體發現青年團及婦女組對余宗親會的延續是很重要的，因此都很希望可以成

立這兩個工作小組，但卻不是每個團體都可以辦到的。有人說祠堂會項檳城「入遺(進

入世界遺產)」一樣，成為古蹟罷了。我倒是覺得從宗親會所舉辦的活動來看，應該

可以從 Francis Hsu 的“Clan, Caste, and Club”的 club 來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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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就像其他海外華人社會，親屬組織在早期的檳城華人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

隨著時代的變遷，宗親會可以說已是式微了，原先的一些功能已被政府取代了。

但是一些有心人士卻一直想要繼續維持宗親會的運作，因此也就努力想出各種

機制，例如中小學生的獎勵金發放、成立青年團及婦女組。因此本次田野工作

的目的在於收集這些宗親會的各種不同的振興活動，想了解這些活動對宗親會

的運作有多少的幫助。真的是可以讓宗親會活絡起來還是只是聊備一格而已? 

 

二、 過程                  

 

一、前言 

    此次田野調查時間共 15 天，自民國 101 年 1 月 29 日至同年 2 月 12 日為止。本

次田野調查，請到郭小姐幫忙提供一些基本資料，並帶領去訪問這些宗親會的主要

幹部或主席。郭小姐是檳州各姓氏宗祠聯委會的執行秘書，對宗親會的組織頗為清

楚，對本研究助益很大。這兩星期內最重要的工作視訪問檳州林氏宗族聯合會會長、

及數個林氏分會的重要幹部，參加林氏宗親會的春節團拜聚餐。除了林氏宗親會外，

也訪問了王氏太原堂，也就是俗稱的王公司；及邱公司，檳城地區最富有的親屬團

體，也還去了幾個宗親會找資料。 

 

    農曆一月九日晚上到姓周橋看拜天公，除了華人外，也有印度人及不少外來觀

光客湧入參觀。這個祭拜的典故是來自周姓祖先被人追殺，躲到柑仔園，後來敵人

離開，當天剛好是農曆年初九，周姓祖先們就認為這是天公保佑他們，因此她們每

年的年初久就在姓周橋前設壇祭拜。其他姓氏橋的人家並無此習俗。不過我個人覺

得有點遺憾，因為主辦單位的人告訴我說，往年都有請道士來主持儀式，但今年就

是自己拜。因此小小的神壇前是有許多男女老幼信徒點著長長的香條祭拜，中間也

穿插有兩隻小獅的餘興表演，但沒有道士主持儀式，感覺上不是很完整的一個慶典。 

 

    二月五日下午約六點左右還在 Penang Road 上看到由 43 個回教團體，2500 信徒

在街上的遊行，慶祝教主穆罕默德的生日及回教新年的開始。中間還有一小白牌上

用中文寫著「回覺是愛好和平的宗教」。這個遊行是相當的有秩序。在馬來西亞的穆

斯林婦女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蠻多的，今天更是成群湧出。男女老少，服裝色澤的

繽紛更是我以前沒想到，也沒見過的。後來她們走到附近一個大的回教清真寺前解

散。拿到便當就或站或坐在地上吃晚餐了。 

 

    二月六日及七日還去參觀印度神明的大寶森節慶典活動。也是人山人海，許多

印度神明都被裝飾擺設在路上供人膜拜。這些神明常是由一些店家提供，因此在神

名後面常是販賣飲料的飲食攤。但有一些印度食物卻是免費供應的，帶我前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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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公司管理人王福財先生就去拿了兩盤食物，與我分享。我們看到不同族群的人

民對余宗教信仰的虔誠與狂熱。印度童乩的表現方式和台灣的童乩不一樣，打辦得

更俏麗。雖然族群不同，但華人在檳城靜拜印度神明的人也不少，此次大寶森節慶

不僅有華人參加，我更在地上看到用椰子擺飾，寫著「2012 旺」的字眼。 

 

    不同於台灣，檳城的土地公壽誕是在農曆一月十五日，因此每個區的土地公都

會演戲慶祝。有些福德正神是沒有廟的，因此就林十在街頭上設個壇，供奉土地公

及他神明的神像(有的則只是書寫神明的名字於紙上)。其實當地人對於大伯公還是土

地公的概念似乎還是很籠統的，雖然在有人認為功能上有所區隔，但實際上卻是一

尊神像而已。她們給我的解釋是土地公管土地，大伯公管錢財。但旗幟上寫的常是

福德正神，舉一兩個例：「打石街區福德正神」，「汕頭街區福德正神」，「新街頭萬山

各行業福德正神（市場）」。譬如說寶福社的廟門上明明寫著福德祠，但在裏面牆上

的一張捐款名單上卻寫著「寶福社大伯公」。更很幸運地看到我的那些福建報導人或

朋友們都不知道的檳城廣東人早期的冥婚現象。不過本份報告重點集中在林氏宗親

聯合會的幾個分會的田野資料收集。 

 

    在我抵達的當天是檳州各姓氏宗祠聯委會舉辦慶祝龍年春節的廟會文化活動。

地點是在邱公司附近一帶的稱為古蹟去的街坊上。表演著一些傳統華人民俗活動，

但也有印度人參與在內的繪畫活動。在本地華人和印度人比較接近，因為都屬少數

民族，所以這些活動鮮少馬來人參加。在路上也有許多飲食攤，販賣著各種不同的

炸烤食物。秋公司內的細台上則是表演著歌唱之類的活動節目，廣場上拜了多張桌

椅，坐得滿滿的人群。旁邊也兜售著各種不同的食物。但邱公司的家廟及祠堂並沒

有因隻兒免費開放供人參觀，要進去參觀還是需要買門票的。 

 

二、華人親屬公司的資料收集。 

    檳城共有 165 個姓氏宗親團體。其中邱、謝、楊、林，和陳等五大公司是檳城

最有名的五大華人親屬團體。除此外，還有不少有名的親屬團體，例如王公司也曾

是一響噹噹的親屬團體。王公司當年也是風雲一時的主要公司之一，在檳城司法界

的許多成員皆來自王公司，因此有人認為判生判死都操在王家手上。檳城的大公司

都有建蓋雄偉的祠堂，家族財產雄厚，且有些家族裏有人做過清朝的官員，或是經

商有成。因此權勢及財富都是顯赫一時，威不可擋。據說當時由於王公司的氣燄很

盛，英政府還在馬路對面建立消防局來壓制它。後來因拓寬路面，消防局就遷走了。 

 

A. 檳州各姓氏宗祠聯委會: 

在檳城有一個稱為「檳州各姓氏宗祠聯委會」的組織。1987 年時有郭氏青年團

召集十二個祠堂的青年團聯合舉辦「檳城兒童假日活動」，成績相當良好，因此在 1988

年就成立青年團聯委會。1997 年葉公司主席葉良發博士(只講英文)找了活動發起人謝

志驊先生及郭ˋ林等數家公司的成員討論後，在 1999 年 1 月 1 日成立「檳州各姓氏

宗祠聯委會」。當時約有 10 個宗祠加入，現已有 68 公司加入。開會時每個公司派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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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代表來參加，通常事主席和總務，因此在各社團及政府都有其影響力。每一公司

是一會員，但有兩名代表，兩票，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本組織設有主席一人，屬

理主席一人，五名副主席，一名秘書，兩名副祕書，三個聯絡主任，及理事代表數

名(代表可被選為理事)。入會費是每人 100 元。若要舉辦活動時，主席及會員都可資

助活動經費，現在已進入第十三年了。 

 

對於宗聯會來說，這數年來的文化廟會變成是一很重要的活動。1999 年開始時

是每兩年辦一次，但後來變成每年都辦。向政府申請辦理華人活動，稱為旅遊活動，

吸引遊客參加，像今年的活動就吸引了許多中外遊客來參加。由於活動愈辦愈大，

連印度人都被邀請來參加此項活動。以前是賣門票的，由青年團負責推銷門票，他

們可得一半的收入。2001 年被政府選定為全國大團拜活動，當年首相等人皆來參觀，

爾後每年舉辦經費全部由政府來負責，所以經費上已沒問題了。檳城宗聯會每年舉

辦的廟會活動，大約都有二十個左右的宗親會來參加。 

 

2003 年，檳州宗聯會開會決定修復名英祠倒塌的部份，終於在 2006 年修復完

畢。宗聯會也向名英祠信理人承諾每年清明節、七月二十二日(洪門成立)，及冬至到

名英祠祭拜。宗聯會也決定每年七月七日配合 George Town 的進入世界遺產活動而開

放名英祠，供人參觀景仰先烈。 

 

    2006 年，宗聯會青年團到泰國參加泰華各姓氏宗親總會聯合會的成立儀式，簽

訂合作備忘錄，成為兄弟會。2007 年泰國舉辦東南亞各姓氏座談會，邀請馬來西亞、

越南、新加坡及菲律賓各地宗親會聯合會參加。2008 年在檳城舉辦東南亞各姓氏親

善交流會。邀請柬埔寨、越南、寮國、星家坡、印尼百家姓協會、菲律賓、泰國等

地宗親會在檳城舉辦三天兩夜的交流活動。2009 年在泰國正式成立秘書處，加強各

地宗親會的交流活動。隨後 2011 年在印尼，並訂於 2012 年 10 月在菲律賓舉辦親善

交流會。 

 

    各地宗聯會的主要工作是如何促進不同國家間宗聯會的文化交流及相互間的協

助及合作，若有需要也會和政府交涉一些相關事宜。譬如 a. 最近泰國的水災問題，

各地宗聯會就寄錢過去賑災。b. 印尼百家姓協會辦印尼華人公園，各國會員也都寄

錢過去。 

 

    他們也成立文化工作隊，給那些無宗祠但熱心的社會人士，包括文藝家ˋ裁縫

ˋ木工等各界人士，幫忙處理一些七月七日開放日的工作。宗聯會也會帶文化工作

隊去參觀文化教育活動，例如去欣賞古蹟，或舉辦文化講座，療解雇有文化或文化

歷史。去年七月三日還邀請泰國亞拉省青少年銷響樂團到檳城，由文化工作隊負責

招待。對青委會來說，兒童假日營為青委會的重要工作，利用小學生放假時間辦哩，

教學生一些課堂理沒有教過的東西，如作糕點等。對於中學生則舉辦青少年生活營，

辦街頭參訪、田野調查，及種菜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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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檳州林氏宗親聯合會: 

     檳州林氏宗親聯合會(林聯會)是由檳城十四個大小林氏宗親會合組而成的(現

有一個退出，因此只剩十三個)。被稱為檳城五大公司的林公司九龍堂也名列其中。

這讓人感到有些驚訝，因為林氏九龍堂、敦本堂和勉述堂等三堂其實是有共祖的血

緣團體，也是林氏宗親聯合會中最有錢的祠堂。其成員很多是受英式教育，和一般

講華語的其他林氏團體並無交集。原來當初九龍堂主席林蒼祐醫生也是國家首席部

長，官高權重，因此在他號召下，大家就只能接受他的建議。事實上各個團體是財

政獨立，所以這三個堂和其他幾個團體並沒有甚麼來往。但其他幾個林聯會的會員

團體卻會互相邀請作客，參與宴會或其他慶祝活動。林聯會的許多活動常就是由其

所屬的各宗親會來實際參與的。尤其是忠孝堂更是林聯會的主體。林聯會本身並沒

有辦公室或會所，它就是以忠孝堂作為開會及辦一些活動的場地。目前主席林玉唐

先生也是忠孝堂主席，婦女組主任林俐利女士也是忠孝堂婦女組主任。其實林聯會

的理事們也常常同時是各個分會的理事，這就回到 Skinner 所說的 interlocking of 

leadership。據說理事的重疊使得許多人都疲於奔命，也造成檳島雙桂堂的退出林聯

會。 

 

 

B. 檳城林氏溪東公會: 

溪東公會也是檳城林聯會的成員之一。它也是一個具有共祖的血緣團體。祖先

世居福建南安市詩山縣溪東鄉。祖先金山公有四子。長房(住聲東村)和三房(住西尚

村)子孫人數較多；二房和四房人數少，現狀不是很清楚。林春煌先生的祖父約於一

百年前先到南洋，再回去帶 13 歲的兒子前來，所以他祖父和父親兩人都是在大陸出

生的。他本人則是在檳州誕生的。他們的親人當時在檳城有不少是賣布料、開雜貨

店、鞋店，和日常生活用品店的。 

 

    溪東公會的成員大概只有二到三百人左右，增加速度緩慢，因為有血緣關係的

限制條件。溪東公會青年團因受 45 歲的年齡限制，現在人數寥寥無幾，活動甚少，

對宗親會的成長是有不好的影響。主席雖然很努力鼓勵青年參加，也有獎勵金分發

給青年子弟，但效果都不顯著。雖有貸學金的設置，但意義卻愈來愈不重要了。譬

如溪東公會利用本身的基金及族人家屬所設的貸學金來幫助上進求學的學生，貸款

可分數年償還。早期利用春節團拜時班發學生獎勵金，最多人時也來了百位。然林

宗逸先生說現在大家都去向銀行貸款了，因為溪東公會只利用機金利息的部份來作

此用途，額度太小，無法滿足需求。對於溪東公會而言，他們和政府並沒有甚麼來

往，也不會向政府申請補助。他們認為能申請的補助款並不多，而層層關卡及表格

的填寫，令人繁不勝煩。還不如大家一兩百元分攤捐出來得簡單。但事實上，我發

現如果漢州政府的政要有所來往，還是可以得到幫助的。譬如駱氏工會的翻修就申

請到政府的補助，另外威省林氏西河堂的冷氣也是因為透過印度籍州議員的協助而

獲得補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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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東公會是一棟位於大路邊的兩層樓洋房，外表一般，並不特別顯眼。它的的

正式創會日期並不清楚，因為資料在二次大戰時遭日機轟炸而燒毀。1981 年鄉親捐

錢購買溪東分會現址，以前公會的場地是用租的。溪東公會一樓大廳除了當開會的

場地外，並沒有擺放祖先牌位，但在旁邊一側卻宮奉有已為神明，主神是媽祖、另

有法主公、三王府(王、李、張)，廣澤尊王等神祇。本來祭拜媽祖是在農曆三月二十

三日，但卻連續有兩年的兩位爐主於任內過世，因此問了神明，才改為三月二十四

日慶祝天后聖姑誕辰。有爐主制度，每年由爐主在家祭拜香爐(? 哪一尊神明)，所需

開支由溪東公會補助。原先公會內也有扶乩，但多年前就沒再繼續出乩了。除了媽

祖壽誕外，也就是其他神明生辰時，如法主公是七月三日、三王府則在九月初才會

有拜拜。以前三王公聖誕還會演布袋戲，但現在因為沒人看，所以也不在請人來演

了。。平常偶而會有會員來點香膜拜。當然農曆過年的春節團拜是很重要的會員團

員見面的日子。另外對溪東公會很重要的祭祖活動就是清明掃墓。早期掃墓是在三

個公墓區輪流掃，但現在因為要掃的墓數愈來愈多，相約不易，所以現在只在一處(巴

督淡江?)祭拜祖先。其實並沒有墓，只是一個亭而已。現在來參加團拜的人也不多，

辦桌吃筵席，也大概是一百多人來參加。年輕人隨父母來的還有一些，自己來的就

很少了。每年開一次會員大會，但每兩年改選一次。易言之，一屆兩年。林主席說

溪東公會有族譜(?何年編的)，共計十本，但可惜有的不見了。他對於宗親會的看法

是會變成老年會館。王公司的一位先生則說宗祠就像夕陽工業，將會日漸式微，成

為古蹟罷了。 

 

C. 長林社: 

 長林社是海南林氏宗親會，只要是從海南島來的林姓宗親都可以加入成會員。

據《檳城長林社五十五周年紀念特刊》所說，該社原稱為琼林社，成立於 1896 年。

1921 年左右，長林宗親在上葉上頗有成就，且很成功的承租經營升旗山酒店、茶亭，

火車站酒店及聯邦火車站之餐車等生意，因此就業宗親來往就更加頻繁。原二奶巷

(Lorong Chulia)之舍宇，頓形狹小。因此當 1923 年會員大會改名為長林社後，也同時

成立購置社宇委員會，計畫購屋作為永久社址。尋覓現址，時值約需七千餘元。發

動募捐，全馬各地宗親群起響應，終購下現址。1923 年開始啟用此新社宇。長林社

也是一棟兩層樓的店面或住家建築物，一樓作為開會或閒談之用，二樓的前面是空

空的空間，中間部份也有一空空的隔間，在後面的間則是擺放祖先牌位的櫃子，這

些祖先牌位的擺飾很有趣，只有最上面一排偶個而已。這些牌位和其他祠堂裏的牌

位，在性質上也非常不一樣。一般而言，我在檳城祠堂裏的所見到的祖先牌位，常

常包含遠帶和近代的個人或夫婦合牌類型的祖先牌位，但是長林社的祖先牌位不僅

數量不多，只有九塊；而且都是早期從大陸渡琼州的顯考妣的合牌祖先牌位。都是

遠祖遠祖了。譬如有周朝、或宋代，或唐代和明代入琼始祖的牌位。至於這幾個牌

位和現在這些房支的關係可能還有待說明，而且到底當時是如何被請進來的，可能

還有待瞭解。另祀奉有天后祖姑暨百零八英烈神庵的牌位(其實是 109 名海南移民在

登陸時，其中 108 人為越南王所殺害。因而祭拜之。每年依例奉祀天后聖姑及昭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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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英烈神位。每年也循例舉行春秋祀典。選定 1924 年農曆三月二十氏慶祝天后寶

誕暨第一周年社慶紀念 p. 23)。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軍南侵，星馬淪陷，社物因此

停頓，而長林社所有資亦盡失無遺。每年農曆 3 月 20 日及 7 月 13 日為春秋祀典，設

宴聯歡。 

 

在長林社章程裏有一有關月捐的規定，寫著：「不論種別，除失業及離埠者外，每月

每名至少應繳月捐銀伍角，多則益善。….倘未繳者，取消社員資格。」我看現在會

員人數很少，大約不超過三百人。因此這條規定可能是當年一批熱血的長林社林氏

宗親們所萬萬沒想到的吧! 

 

宗親會體認到年輕一代的成員對宗親會的存續是很重要的，因此幾乎每個宗親

會都會有子女獎學金的設立。各個宗親會的申請資格也都不太相同，讓我們以長林

社來作說明。長林社的子女獎學金委員會簡則上寫著: 申請資格:1.入會已滿六個月社

員子女，2.已故一年內之社員，其子女得由家長或保護人代為申請(非社員亦可)，..4.

社員之螟蛉子女，經政府註冊者，亦得申請。5.獎學金知給噢，只限於在本邦國華文

日間學校之中小學生。 

 

這項獎學金是在 1971 年 12 月 10 日社員大會通過而成立的。1973 年 2 月 11 日開

始分發第一屆社員子女獎學金。在 1980 年前社員們捐獻獎學金總數有四萬九千五百

多元，距五萬元的目標很近。存入銀行生息，以每年所得利息，按額分配予得獎者。

在 1980 年發放第八屆，八戒所發隻款額達 6025 元，受惠社員子女寄 292 名。因為是

由利息所得分發，因此額度不大，且因每年申請人數多寡不同，因此每年的金額也

不相同，另外高低年級學生所得亦有不同。以 1973 年為例，發了 8 名，總額為 260

元。最高的是 70 元，最低的小學二年級學生為 20 元。1974 年發了 21 名，總數為 328

元，最高 30 元，最低是一年級的 12 元。 其中以第七屆發放 50 人為最多人的一次，

發放的總金額是 1150 元。最高 50 元，最低則是小學一、二年級的 18 元。 

 

根據社員通訊錄上的登記有會員 258 人，其中 237 人籍貫都是海南文昌縣。長林

社也參加馬來西亞海南林氏公會。每年清明節馬來西亞、星加坡，和泰國等三地的

海南林氏宗親會會連袂祖團會海南島謁祖。 

 

D. 檳城林氏忠孝堂： 

2008 年林氏忠孝堂成立 90 周年，因此宗親會特別出版《檳城林氏忠孝堂 90 周

年紀念特刊》。同年也是青年團成立 24 周年，婦女團成立 14 周年的一年。不過對於

血緣團體的認定，林氏宗親會的相關人士的看法可以說是相當分歧的。忠孝堂主席

丹斯禮拿督斯理林玉唐主席說:「檳城林氏忠孝堂乃血緣組織之一…。」檳州首席部

長林冠英的致詞也說林氏忠孝堂是一個血緣性組織。也許對於他們來說，他們的祖

先是商朝比干，因此就如此算下來，忠孝堂的子孫就都是有血緣關係的。但對於一

些人來說，在這林聯會的十四個宗親團體中，只有四個是屬於血緣團體，九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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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述堂、敦本堂，和溪東公會。其餘的是屬於同姓的會員組織罷了。即使有位林先

生告訴我說他是比干的 137 代子孫，但他也不認為忠孝堂是屬於同一血緣親屬團體，

也就是不是人類學家口中的一個可以追溯到有一相同共祖的宗族(lineage)组織，而只

是屬於同姓組成的氏族(clan)而已。根據林廷佾先生在〈檳城林氏忠孝堂史略〉的說

法，忠孝堂是在 1919 年成立，1930 年堂所建峻，易名為林氏忠孝堂。 

 

    1974 年 2 月 17 日的忠孝堂堂友大會上，通過設立獎學基金，以鼓勵子女努力向

學，獎學金小組並募款六萬餘元。後來將之改稱為教育基金，每年頒發子女獎勵金。

就像長林社或溪東公會，儘管數量小，但頒發給年輕子弟的獎學金變成不可或缺的。

第一屆是 1977 年，發給 27 名，第二屆 1978 年，發給了 41 名。這屆都只發給小學生

而已。第三屆(1979)開始就加發給中學生了，人數由 58 名增加到第五屆(1981 年)的

95 名。此後大都維持在百名左右。1992 年還多達 117 名。從特看上來看，1998 年前

都只有雄生名字及年及級，但到了 1999 年後就有發出的總額數，譬如 1999 年發了

RM5,850。不過自此屆起也增加了一個“政府考試華文特優特別獎”，為的是鼓勵宗

親的子女們多多注意華文的訓練。但這個獎是可以和獎學斤重複申請的。所發的額

度以 2008 年的 RM8,410 最多，得獎人有 118 名。但不像長林社，忠孝堂並沒有列每

名的獎學金額度是多少。但是忠孝堂所發放的總人數應該是算龐大的。但錢額卻也

是很微少的，應該說鼓勵的意義比較重大些。 

 

    1984 年為鼓勵宗親會中年輕人加入，因此成立青年團，1994 年並成立婦女組。

每年依例慶祝天后聖姑寶誕暨堂慶和青年團、婦女組成立周年紀念，慶賀會員榮膺

勛銜，招待七十歲以上會員及其父母，以表孝親敬祖。清明節、冬至節拜祭祖先，

追源報本，勿忘祖德。頒發會員子女獎勵金，鼓勵子女努力向學，以期造就英才，

此外青年團、婦女團經常舉辦有益身心的活動，表現良佳(林廷佾 2008:71-72)。 

 

 

    忠孝堂的青年團成立於 1984 年。似乎華人公司或宗親會都很重視親年團的組

織，而且年齡都是限制在 45 歲以下，據說這是政府對於青年的年齡界定。因此華人

公司就循此來訂出青年團的會員年齡限制。但由於年輕人不多，所以有些人都超齡

了。像魯仲就說他是青年團裏最年輕的理事，但已超齡了。林安邦先生說沒有人，

做來做去永遠都是這幾個人罷了! 

 

    林聯會現任青年團團長林安邦先生說，在他當青年團團長的這些年裏，每年都

會辦一些活動。一月份就配合辦理廟會及團拜活動，三月份辦華語中學的辯論賽，

中秋節的慶祝活動，舉辦球類活動，舉辦醫藥、法律講座，拜訪會館。他很希望可

以恢復以前辦過的書法班，希望可由此再辦理國畫班等活動。事實上，林氏忠孝堂

的青年團也辦過北馬歌王歌后歌唱比賽，各姓氏兒童歡樂營、各姓氏保齡球錦標賽 

、清明節孝親敬老慈善宴、卡拉 OK 比賽，講座會等等。其實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活動

常常不是單一的一個宗親會舉辦的，而是與「林聯會」或「檳州各姓氏宗祠聯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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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辦理的。基本上來說，青年團本身並無獨立的財政預算，而是由各母會或其

他單位資助。就像上面提到的廟會文化活動，各姓氏保齡球緊錦標賽。這也不只發

生在青年團的活動，即使是婦女組的活動也是如此。 

 

    忠孝堂的婦女組成立於 1994 年。其宗旨是連絡林氏宗親姊妹及宗親夫人之感

情，家強彼此間的合作，促進堂務，推動婦運，服務社會等等。現任婦女組主任是

林俐利女士，連任第五、六兩屆。現有會員約 130 人。林俐利女士身兼忠孝堂和林聯

會婦女組主任兩職。她說婦女組的工作主要是配合忠孝堂或林聯會舉辦堂慶活動、

清明掃墓、中秋節晚會、端午節、冬至等活動。掃墓是到廣州及檳城公塚。掃墓原

本是忠孝堂在辦理，但因覺得都是幸聯的，而且理事也大都重複，所以就變成林聯

會來辦，一起去拜總墳。 

 

    在慈善活動的舉辦上，林主任說。她捫每年會固定辦 1.義賣: 義賣食物，如餅乾

之類的物品。所得之款就捐給殘障中心。2.敬老: 訪問安老院，唱卡拉 OK，聚餐。

這些活動的對象是不分姓氏的。3. 捐血活動：公開給大眾參與。4.繪畫比賽：公開活

動。5.農曆十二月舉辦到泰南林氏宗親會拜訪交流。6.慶祝母親節，舉辦卡拉 OK，

聚餐等活動。有時候也會參加馬來西亞總會所辦的活動。 

 

    基本上林聯會的婦女組是由威省西河堂、大山腳西河堂、林氏聖母堂、和忠孝

堂等四個堂組成的。由於人數關係，有些宗親會並沒有婦女組，例如溪東公會；有

些則準備要開始招收女會員，如長林社。林聯會婦女組理事會則是由四個堂各派八

個代表組成的。設有主任一名、署理一名、副主任兩名、正副秘書、正副財政、正

副康樂、正副福利，及正副聯絡等職務。三個月開會一次，一年有四次理事會及一

次會員大會。主任連選得連任一屆。各署會主任都有機會參與競選。 

     

E. 小結 

在此次田野調查中，除了上述的資料收集外，在數個有祖先牌位的祠堂裏(長林社除

外)，都有未婚女性的牌位，這在傳統父系社會是不可能的。在台灣雖然在個別家裏

也可能找到閨女的牌位，但為數甚少，且是在個別家庭裏。似乎在祠堂裏還沒聽說

過。他們告訴我說畢竟也是我們同姓的家人，不擺這裏，要去哪裡呢?可是我卻在廣

東順德的人家裏看到她們為早夭的叔叔在地上擺彩花祭拜，每年還得更換彩花。有

些家庭還會未他們(不論男女)舉行冥婚。這習俗只有廣東人有，但在 70 年代後就逐

漸消失。所以我的福建報導人也很訝異，因她們都不知有此事。 也看到這些宗親會

對於婦女組的主任人選的猶豫，因為這些婦女是否會永遠只是單一姓氏是個未知數?

因此一位宗親會主席請我吃飯時也提到此問題，眾人意見也紛紛。有的林氏宗親會

是可以讓嫁入的媳婦(稱為宗嫂)當婦女組主任，有的就不行。因此華人社會隨著時間

的改變在改變中，也許會有更多的問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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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及建議 

     對人類學家來說，十二、三天的田野是一個蜻蜓點水或蝴蝶弄花的短暫片刻。

在這段期間，對於檳城華人宗親會組織的瞭解也可以只是片斷的。我看到有些華人，

尤其是宗親會的幹部們都非常關心宗親會的發展及式微。他們雖很努力想把宗親會

維持下去，但卻發現似乎是力不從心，因為年輕一代的流失是相當普遍。檳城的工

作環境和待遇比不上許多地方，尤其是到國外留學的年輕人，更可能就留在異國他

鄉。許多年輕人都到新加坡去工作，就不回來了。對於宗親會的遠景，有位王先生

就說，祠堂將來會成為古蹟，就像「檳城入遺」一樣，供人參觀罷了! 看看宗親會目

前的許多活動，都是卡拉ＯＫ、繪畫或其他比較屬於餘興或娛樂性質的活動。小孩

去祠堂或是去領取獎學金，或是去參加繪畫活動，連在二樓的祖先牌位長的是甚麼

樣子都不知道。因為他們的父母都沒想到要帶她們上樓去看看祖先牌位。我想到人

類學家許琅光（Hsu, Francis）早期一本書，”Clan, Caste, and Club”。也許許琅光當

時並沒有意識到宗親會靜然會有如此的轉變，在我看來，在這些地區的宗親會，有

一天年輕人記得的是類似 Club 的玩樂活動，而不是傳統中國人慎終追遠、紀念祖先

的聖殿了。 

 

四、 關鍵字 

檳城，華人宗親會，獎勵金，青年團，婦女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