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连排是创建浯江孚济庙的大董事。立碑于

光绪二年（1876年）的浯江孚济庙碑记上

记载，李连排捐银1,100元，只排在黄英伟

（捐银1,300元）及杨振都（捐银1,100元）之后，足见

其财力之雄厚。

李连排为金门山西人。据金门《浯洲山西李氏族

谱》载，，李连排为李武盛（一名武轩，又名武昂，生

于嘉庆壬戌年即公元1802年，卒于咸丰辛酉年即公元

1861年）的次子。李连排的生卒年暂不清楚。李武盛

共有六个儿子，其中长子连科，次子连排、三子连聚、

四子连走、五子连格皆南来新加坡发展。

《浯洲山西李氏族谱》记载李连排在新加坡创

立东成号。查阅本地19世纪报章文献，1893年6月的

《星报》上，有两则关于东成号的商业启事：

（一）

启者敝号万益泰开张在源顺街第一百三十六号，乃承

顶东成号之货物家器店底也，顶价银项经如数交清收清

楚，悉由公亲林清、丁仁台，酌核议妥，两情允洽。至东成

号从前与人交易，往来账目，未经清结者，限本月初十日

止，务须列单前来理会，迟系自误，不得异言，嗣后万益泰

号生理盈亏不干东成号之事，凡  各宝号、亲友，无论交涉

各账赊欠认对等情，惟经手是问，不相牵涉。  此佈

大清光绪十九年五月初二日

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六月十四号

新嘉坡源顺街万益泰号谨启

（二）

启者李连排自昔在新嘉坡源顺街第一百三十六号门

牌，开创东成号，贩卖上海绸缎洋货生理，多历春秋，颇

称顺遂，迩因年力就衰，情殷回梓，故将店底顶予万益泰

号承受经营，已于本年四月二十三日交卸清楚，嗣后万益

泰号生意盈亏及与人交易各账项，均与李连排无干，至东

成号自前迄今，并无拖欠亲友分文，颇堪自信，所有被人

欠去之项，现已托交李仓、陈赌代为收讨，有单可据，附

此佈知统祈。  钧亮

大清光绪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八号

新嘉坡源顺街东成号李连排谨启

李连排
LEE PIE
生卒年不详

商人 
创建浯江孚济庙大董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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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揭李连排创立的东成号店址位于源顺街136

号，即今直落亚逸街。启事同时透露，东成号经营上

海绸缎及洋货生意，且经营多年，颇为成功。1893年

时，李连排因“年气就衰”，欲返乡养老，因此决定将

东成号顶让予万益泰号经营。顶、承双方为了慎重起

见，各自都在《星报》上刊登启事，向社会交代彼此的

商业责任。

东成号在新加坡何时创立，暂时无法考证，然似

乎不晚于同治六年（1867年）。这年，位于直落亚逸

街的崇文阁创建，同年立碑的《兴建崇文阁碑记》上

载东成号捐银8元。如果比较捐献崇文阁创建的其他

捐款，例如陈金声捐金800元、陈金钟捐金100元等

等，东成号的8元捐献虽然是微不足道，可是这也恰

恰体现了李连排作为小众的金门人（地缘属泉州府

同安县），为融入本地闽帮（漳州、泉州及永春州三大

派系）所作的努力。20年后，1887年崇文阁重修，李

连排再度以李东成之名，捐献11元。除了捐献崇文阁

李连排故居残留部分。

创建与重修，1879年东成号也捐银4元予恒山亭的重

修。

光绪十二年（1886年），金门乡绅林豪倡议筹建浯

江节孝祠，由于资金有限，1889年在新加坡募款，李

连排是浯江孚济庙五位劝捐的董事之一。1897年家

乡金门发生瘟疫，病逝者众多。然因事发突然，穷苦

的人家无法自备棺木让亲人入殓。以黄良檀为首的浯

江众董事发动捐献，黄良檀领头捐出300元，施棺济

贫，此时李连排依然以东成号之名义，捐银20元。

《浯洲山西李氏族谱》载，李 连排娶琼林蔡宜

娘，蔡氏生于道光癸卯年（1843年），卒于光绪乙亥

年（1875年），生三子，长子公维、次子公宰、三子进

生。李连排在家乡亦曾与堂兄弟设立“顶书房”私

塾，教育李氏子弟。

李连排的姐姐李未（1832-1901年）嫁给碧山的

陈明本族陈明濯（1829-1869年）。陈氏夫妇育有三

子，第三子就是陈睿友。作为陈睿友的舅舅，李连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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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姐姐住处稍小，便在碧山兴建一座双落大厝给姐

姐居住，足见李连排姐弟情深。外甥陈睿友年长后亦

南来奋斗，最初在舅舅的东成号学习，以后自创金和

美号，经营木材业。陈睿友致富后返乡，其后人为了

实现他兴学的遗志，在碧山创建了睿友学校。

金门山西李氏族人南来新加坡发展的年代较早。

近年于咖啡山发现与李连排同一曾祖父的李璇之迁

葬墓，其下葬年代为同治壬申年（1872年）。此外李

连排的两位胞弟连聚、连格亦葬于新加坡。

李连排与新加坡浯江孚济庙其他60位先贤，名字

在生前已经位列于孚济庙的禄位碑上。至于李连排

何时离世，族谱无载。宣统元年（1909年），金门丰莲

山庵前牧马侯祠（创建年代不详，相传建于元代。目

前的建筑于道光23年即公元1843年）重修，作为曾经

是新加坡浯江孚济庙的大董事，李连排捐银20元，说

明他此时还在世。只是相比此时船运事业如日方中的

汶浦黄家，山西李家似乎已经日暮西山了（1876年新

加坡浯江孚济庙创建时，黄良檀捐银160元。1909年

家乡金门的牧马侯祠重修，黄良檀捐金300元，一跃

成为捐献金额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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