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仕挞（《建造金门石桥碑》作李达），字史

秦，号克恭，金门西山前人，生于1839年，

卒于1911年。李仕挞的父亲李銮（字钟金）

育有三子，李仕挞排行第三。

李仕挞是新加坡浯江孚济庙的创始人之一，立碑

于光绪二年（1876年）的《浯江孚济庙碑记》上记载，

李仕挞任大总理并捐银1,000元。

西山前乡位于金门县金沙镇，因地处于虎螺山之

前而名。西山前居民以李姓多，是金门典型的氏族聚

落。明代初年，西山前李氏祖先李孙助派驻小嶝岛防

御倭寇，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来犯小嶝岛，李孙

助殉职，其妻携子投靠西山黄家。次子李宗显长大后

迁居山前，并以“桂林”为家号，后裔在西山前逐渐发

展为一宗族聚落。19世纪中叶，部分西山李氏族人曾

下南洋经商，其中最为称著的是李仕挞家族。

李仕挞随父亲李銮南来新加坡后，1887年在电报

街（Telegraph Street俗称老巴刹）创立金裕美号。

关于金裕美的创立，《叻报》上有段启事：

承股声明

启者 老巴杀第四十一号门牌金裕美号系于前年正月

开张，计开十六股，而协利号应得二股，现协利号志图别

业，自愿将名下股份抽出，作为退股，业经核算清楚，截

止却岁底止，所有应得本利银，一概交楚，嗣后金裕美号

生理，盈亏不关协利号之事，特此声明，免滋后论。

大清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上揭李仕挞的金裕美号位于老巴刹41号。金裕美

是合股生意，计分16股。1889年时，股东之一的协利

号退出金裕美。金裕美从事经营九八行生意，也承包

马来半岛柔佛边佳兰（Pengerang）地区的烟酒及渔

网饷码。

根据《浯江孚济庙碑记》上的记录，李仕挞的捐

款额在所有的捐款人中排名第四位，然而他的名字并

没有列入大董事的名单，而是出任大总理一职，说明

李仕挞在新加坡的金门族群中，有崇高的地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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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挞的捐官诰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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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推举他主事孚济庙。

还有一事可以证明李仕挞在新加坡的社会地位，

1897年11月，李仕挞曾与邱新再等华社侨领为杨恒

茂商号的拆股事宜做公亲。邱新再是漳州海澄县人，

开设瑞昌号于新加坡河边的垫枋路，他乐善好施，在

社会上经常施棺赠药。1897年4月10日邱新再当选为

天福宫的董事。与天福宫董事一齐出面为商家拆股做

公亲，说明李仕挞处事公正，在本地的金门族群乃至

华社，德高望重（详见《叻报》1897-11-4）。

光绪十二年（1886年），金门乡绅林豪倡议筹建

浯江节孝祠，然由于所筹的建祠资金有限，于光绪

十五年（1889年）二月由林维化写信给《星报》，呼吁

同乡在新加坡协助募款。同年4月，林豪、洪作舟、许

赞商、林资杰、许克家、许朝绅、林慰萱等金门乡绅

再联名写信给新加坡的金门乡亲，请求协助筹资兴建

节孝祠。以李仕挞为首的本地金门乡人，在《星报》

上刊登启事，呼吁新加坡的金门人社群，捐资回乡兴

建祠庙。据《星报》报道，节孝祠于隔年落成，并于正

月17日举行进主典礼。

除了协助筹资修建浯江节孝祠，1881年李仕挞以

李达之名，捐银修造家乡的石桥。此外李仕挞也曾对

新加坡同济医院、中国山西赈捐作贡献。

19世纪的海外华商，在生意成功后，除了造桥修

路外，大多捐官买爵、以求光宗耀祖。李仕挞亦不例

外，他曾向清廷捐买五品同知奉正大夫的官衔（官名

李钟金）。据金门的李氏后人透露，李仕挞于1880

年从新加坡返乡，建造一栋五开间，二进式的“六大

路”宅第来迎接诰命，以示对朝廷的效忠。

据1891年的《星报》报道，李仕挞因生意繁忙，

卸任孚济庙大总理之职位。孚济庙董事遂推选刘君

培为孚济庙总理。

1897年6月，李仕挞的金裕美号与柔佛王室发生

一起商业纠纷，事缘金裕美承充柔佛一个称为帆黎

弄之五湾斗地方（帆黎弄之五湾斗应该是今天柔佛

西南沿海小镇边佳兰-Pengerang）的烟酒及渔网

饷码，还未到期就被柔佛王室成员强行终止合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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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挞故居外观。 李仕挞神主，其字及号清晰可见，十分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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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承包权转授予一位潮州商人，造成经济损失两

千多元，为此李仕挞多次到柔佛官署，向官员告发此

事，并提出控诉。然而碍于王室享有豁免权，无需出

庭面控。李仕挞虽无奈却情有不甘，于是再转向新加

坡总督署申诉。此事闹到柔佛苏丹知晓后，结果苏丹

召见李仕挞，抚平此事。可见华人在海外的经营，并

非一帆风顺，常有意想不到之事。然李仕挞却处事有

方，实属难得。体现了海外的金门人不屈不饶的精神

（详见《叻报》1897年9月3日）。

1901年的《天南新报》刊登一则鸣谢及推荐启

事，告知社会金门书法家李毓川南来，且住宿在位于

老巴刹的金裕美号。可见金裕美号在20世纪初还在

老巴刹继续经营。

李仕挞共娶妻妾三门，张氏丁娘，螟一子纯就，

生一女一娘，黄氏玉娘生四子纯瑞、纯福、纯入、纯

泗（早夭），一女匹娘。梁氏亚梭生。李仕挞于1911逝

世，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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