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连科，1834年出生于金门山西，为山西李氏

德宗派下第十七世裔孙。其父李武盛公生

六子，长子李周甲（字连科，1834-1895）、

次子李连排、三子李周类（字聚，1841-1888）、四

子李周骏（字连走，1845-1893）、五子李连格（字

德格，1851-1891）、六子李周璋（字连珪，1857-

1896）。

山西是金门东北隅寨子山之西的一个小村落，邻

近山坳处有着数栋双落大厝，其中山西21号即为山西

李氏五祧六家的世代祖居；而其他数栋双落大厝则是

19世纪末期五祧六家的六个兄弟下南洋辛苦经营、努

力奋斗后的精神象征，为山西逾半李氏子弟赴南洋之

先河，这不仅仅为体现奋斗之精神，更为后世山西李

氏子弟立下努力的标竿。

李连科青年时期于家乡务农，而后深觉发展有

限，遂与二弟李连排共同下南洋寻求发展。他们先至

印尼，再至新加坡，后转往马来亚，最后回到新加坡

落脚，尔后兄弟李周类、李周骏、李连格、李周璋再赴

南洋共同发展。

初赴新加坡的李连科、李连排兄弟仅勉强经营

小生意且居住于高脚屋之上，然而勤奋努力、经营有

成，累积相当财富之后，李连科开设泉顺商号，李连

排则开设东成商号。尔后李连科所经营之泉顺商号事

业蒸蒸日上，事业版图更扩及杂货、航运、九八行、木

材、橡胶等。

清末，李连科返乡时，见当时金门社会环境，遂兴

起回馈乡里之想法。于是，他在19世纪末陆续对于乡

里及新加坡乡团进行公益事业，造福后人。

李连科擅长经商，货物运输南来北往，在努力经

营泉顺商号事业有成后，深觉透过知识方能成就大事

业之道理，遂与兄弟及堂兄弟共同创办“顶书房”，后

礼聘私塾教席指导李式子弟，透过义举福荫后人。

1870年，一群早期下南洋且经商有成致富的乡

侨倡议兴建祠庙，透过祠庙联络乡情以达团结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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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能，尔后于1876年以“浯江孚济庙”（即新加

坡金门会馆前身）名称正式成立，其中于林衡南所

书之《浯江孚济庙碑记》（1876年）之记载由李仕挞

（1839-1911）担任大总理，李连排、黄英伟、杨振

都、洪文聪、陈清泰、黄良川、黄超和等出任大董事，

其中董事李连科亦响应捐资。

李连科于1895年过世后，整体事业版图后代无人

顺利接手，其中据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4月8日

之《叻报》刊出李连科长子李公沙（1858-1926）最

后以泉顺号名义登报，告知泉顺号将结束新加坡之

事业，并变卖相关物产于他人，整个过程由张劳、李

册骞、李连排做公证；后来李连科家族旋即返回金门

山西家乡。事业版图消落过程令人不禁唏嘘。

李连科故居及其后代。 李连科祖坟。

李连科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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