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册骞又名李继孝，字册骞，金门西山前乡

人。立碑于光绪二年（1876年）的《浯江孚

济庙碑记》上记载，李册骞捐银元100予孚

济庙的创建。李册骞是孚济庙大总理李仕挞的堂弟，

在那个时代能捐100元，足见事业平稳发展。孚济庙

创建之初，李册骞并未跻身孚济庙董事之行列。然而

在孚济庙的禄位碑上却有李册骞的名字，由此推测，

他在孚济庙里的地位还是被认同的。

李册骞的店号为金振美。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到

了十九世纪末，金振美已成了闽帮商界的一家著名商

号，李册骞也成为金侨圈子内具有德望的侨领。乡邑

如遇生意拆股之事，常请其作公亲（公证），主持公

道。例如，1891年，孚济庙董事、协利号（位于老巴刹

口47号，从事鱼赂批发与出入口生意）老板李仕炭在

与股东拆股时，便请李册骞做公亲，主持公道。同年，

金振美捐献52元予同济医院。

十九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群，除了因籍贯的不同

而形成帮权社会，另外也籍神权巩固帮权，进而领导

整个社群。天福宫自创建以来，每三年便举行一次赛

神绕境，凝聚、团结闽帮社群。赛神绕境源自中国传

统农村社会中的祭社活动，不同村落各有其祭祀圈。

新加坡的闽南社群，在举行赛神会时，以天福宫为中

心划分为五个股头，每个股头代表一条街道，包括了

源顺街（直落亚逸街）、顺风街、三美街、兴隆街及

中街（马吉街）。各个股头需要负责安排赛神绕境的

祭祀队伍及相关事务。五股头的协理（代表）需要由

天福宫董事推举。1897年5月，天福宫举行五股头协

理推选，每股推选正副协理两位。源顺街（直落亚逸

街）的股头协理率先由天福宫董事推选，由吴寿珍及

李册骞共同协理源顺街一股事务。当时《叻报》还报

道，其他四个股头可以由各自街道自行推选。

吴寿珍（Goh Siew Tin，1854-1909）又名吴世

奇，祖籍福建诏安。吴寿珍出生于马六甲，1892年继

承父亲吴秀水的商号——安和号，安和号位于源顺

街257号。吴寿珍于1902年出任清朝驻新总领事（第

八任），1906年时为天福宫三大董事之一，同年还

倡办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后改称新加坡中华总商

会），并两度出任中华商务总会会长，1907年时还倡

议创建道南学堂及出任总理一职。足见吴寿珍在本

地华社地位之显赫。作为吴寿珍副手的李册骞，能被

天福宫董事推选为五股头之一的源顺街股头，说明

两个情况：一、金振美号位于源顺街，再是李册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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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时颇获天福宫领导核心的看重，因此得以

与吴寿珍一起负责源顺街股头之重任。每三年的天福

宫赛神绕境，五股头皆需要在天福宫卜杯，选出绕境

日期。金振美成为五股头协理之一，象征小众的金门

社群，早已融入以马六甲侨生为主的天福宫领导层，

共同主事闽帮。

1899年，福州因为风灾导致收成欠收，福州米价

高涨。闽浙总督许应（马癸）致函清朝驻新加坡总领

事，要求采办米石，运闽平粜。由于事关福建事务，本

地闽帮侨领于天福宫议事，推举颜永成、林云龙董理

此事。时任总领事的刘玉麟带头捐银400元，颜永成

与林露各捐1,000元。早已融入闽帮的李册骞，以金

振美号之名义助银120元予此次的福州平粜。金振美

的捐助，获得朝廷褒奖及赐匾，匾额题曰：“推食梓

乡”。李册骞在新加坡经商致富后，曾回乡盖有一座

“大六路”宅第。此匾现依然悬挂于他在金门西山前

的大厝内。除了福州平粜，李册骞也捐献厦门平粜。

1899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逃

亡海外，光绪被慈禧软禁于瀛台。此消息传到新加坡

后，以邱菽园及林文庆为首的保皇派发动联署，于同

年10月11日，邱菽园连同578名商贾（包括南洋各地

的商贾）致电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朝廷请愿解

除对光绪皇帝的软禁。李册骞的名字也排列在请愿

的红禀名单中。隔年邱菽园等还将上书请愿的原呈电

码及所有名单，结集为一本题为《星洲上书记》的册

子，在上海印刷。在《星洲上书记》内的闽帮请愿者之

中，李册骞的名字排列在第11位。从现存李册骞故居

内所悬挂的捐助福州平粜褒匾，与供奉的神主牌，得

知李册骞至少曾捐官两次，官衔分别是州同及宣德郎

（从六品）。从上书清廷、捐助平粜到捐官之举，或多

或少反映出李册骞的保皇政治立场。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李册骞还捐银60元予

广福宫的创建。广福宫位于大巴窑，即今天双林寺毗

邻。广福宫主祀城隍爷，由十九世纪的著名闽帮领袖

刘金榜所创建。从《广福宫缘碑》得知，捐献广福宫

创建的不少信众也是双林寺的题捐者，而且有不少人

还是金门乡邑。广福宫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落

成后，曾于十二月初一举行城隍菩萨巡游坡境的赛

神会。这些金门乡邑题捐主祀城隍爷的广福宫，似乎

和家乡的城隍信仰有间接的关系，金门邑人笃信城隍

爷，每年城隍爷诞辰时都会大事庆祝。

李册骞的生卒年不详，夫人李氏。其神主至今依

然供奉于金门的祖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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