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光枰，又名朝枰（在新加坡多使用光枰，在

金门则常见朝枰），字锦章，1853年出生于

金门西南隅的小西门。

他幼孤家贫，赖母耕织维生。弱冠只身远渡重

洋，辗转至荷属之苏门答腊北边盛产玻璃的海港阿

沙汉（Tanjung Balai Asahan，今名Kota Tanjung 

Balai），于承顺福商号工作。数十年间，蔚为商界

巨擘，被 受 任当地“甲必丹”（荷 语K apit a n，即

Captain），其子廷金膺“雷珍兰”（荷语Luitenant，

即Lieutenant），俱为华侨领袖。

吴光枰成功之后，乐于扶危济困，排难解纷，对社

会教育慈善事业，莫不悉力以赴。他感受幼年失学之

苦，曾于苏岛设立培善学校，教育华侨子弟。20世纪

初，他转往新加坡发展，也积极参与、捐输浯江孚济

庙（金门会馆前身）的活动。1919年，新加坡浯江孚济

庙改建，吴光枰捐资500银元，仅次于时任总理的黄

良檀1,200元及副总理陈芳岁的1,000元，与陈芳窗、

吴继辇、长发号、欧阳景聪、黄文汀、陈景兰等等额

（详见《重建孚济庙捐款芳名》碑）。

1922年底，新加坡的金门侨商发起入股金门轮

船有限公司，希望可以为家乡往来厦门的交通，贡献

一份心力，当时，以4,000股、每股10元、总额40,000

元叻币为目标，获得多位乡侨的支持，吴光枰认股

1,000元；陈芳窗750元；陈景兰、吴继辇、蔡嘉种、

陈芳岁、陈睿友、黄云钟、林春水等人叻币500元；款

项并由蔡嘉种、黄肖岩、陈景兰等人签收，资金存入

当时的华侨银行。吴光枰的认股，是当时侨商之最，

一方面显现他财力之丰厚，一方面也表现其对公益事

业的重视。

吴光枰生性至孝，即使在南洋发达，但常思念家

乡，每回谈到幼时母亲的艰辛，辄潸然泪下。为了照顾

金门亲族，1900年起，他返乡构思兴建宅第。首先是

1903年竣工的“中翰第”（现为小西门33号）；再者

为位于中间的“延陵世胄”（现为小西门32号），1905

年落成；最后一座是1916年落成的“延陵世胄”（现

为小西门31号）。三幢并排的双落大厝，气势磅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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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隘门保护之，是衣锦还乡、光耀门楣的经典。

与此同时，屋前原有22个屎礐（传统厕池），由于

临近住宅，不仅有碍观瞻，气味更是难闻。为了解决

公共卫生的问题，吴光枰与屎礐所有权人吴氏、戴氏

族人沟通，将屎礐移于村郊西南处，由吴光枰购地兴

建新式屎礐。1917年，坐落于小西门村口的模范厕完

成，有22坑，四周均有矮墙遮盖，其中二坑是西洋式

立面的番仔厝。这座厕池因为具备华侨历史、公共卫

生及农业灌溉的文化资产价值，2007年被指定为金

门县定古迹，永久保护下来。

晚年的吴光枰返乡，落叶归根，经常在金门修桥

造路、施药济贫。除生平善举向为邑人所称道之外，

吴光枰发达之后犹俭朴如常人，粗衣澹饭，实属难

得。1933年，居于小西门的他及其他四位家人被匪

掳劫，赎金数十万元，震惊海内外，连《南洋商报》

（1933年6月17日）也有报导。幸全桉破获，救回肉

票。遭逢劫难的他，转往鼓浪屿寓所定居，1936年11

月2日卒，享年83岁，迁葬回小西门村外，长眠乡里。

吴光枰儿孙满堂，除留在金门发展之外，分散于

印尼、新加坡与厦门各地，俱有很好的成就。1985年

吴光枰子嗣廷麟、廷润、廷焕兄弟为纪念父亲先前

关怀乡亲福利之精神，特地献捐一笔50,000元基金

予金门会馆奖学金，旨在资助一般资质聪明之乡亲子

女，能继续努力，以期在学业上获得更优越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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