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本陞，生于1859年，卒于1906年，原籍金门

官澳（宋旺相 《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并没

记载杨本陞来自金门何处，葬于咖啡山的

杨本陞母亲黄氏及儿子杨诚和的墓碑上铭刻金门官

澳）。

杨本陞（《浯江孚济庙碑记》上作杨本升。1897

年的《叻报》先作杨本生，后来双林寺创建时作杨本

陞）为孚济庙大董事黄英伟的女婿，也是其锯木厂新

合兴号（Sin Hup Hin）的得力助手。1876年孚济庙

创建时杨本陞捐银100元。此时他虽然还不在孚济庙

领导层，然后来的禄位碑上他的名字却位列其中。

根据《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记述，黄英伟离世后杨

本陞继承其新合兴锯木厂，新合兴位于加冷的丹戎禺

（Tanjong Rhu），后来改商号为锦丰号（《新加坡华

人百年史》（中文翻译本）作锦芳号，查阅《叻报》等

文献为锦丰号）（Chop Gim Hong）。锦丰号火锯厂

不幸毁于一场大火。杨本陞并不因此灰心，反而加倍

奋斗，筹得资金将锦丰号重建，另外还增设一家锦发

号锯木厂。

报纸文献显示，除了锦丰号，杨本陞还曾与广东

人梁敏修合创丰茂公司（火锯厂）、锦泰源公司（九八

行）。杨本陞于1888年7月入籍英国，此年他29岁。

1903年刘金榜创建莲山双林禅寺，杨本陞是十一

位董事之一，捐银2,000元（详见1903年《叻报》“实

叻梧槽莲山双林寺缘款初册”）。从《叻报》刊登的缘

款排名，杨本陞的捐款数额，除了刘金榜，与颜仕份

（金门人）齐名，令人瞩目。莲山双林寺于1903年动

工，1909年全体建筑完竣，耗资50万叻币。

19世纪以来的新华社会领袖，需结合神权与绅

权，方能成为帮权核心。1906年，天福宫重修完工，

中华商务总会成立，刘金榜都扮演积极角色。学界认

为刘金榜积极创建双林寺有其特殊意义，很可能是

以此社会力量，问鼎新华社会的超帮权领导核心。然

而，有意思的是，金门人的孚济庙创立时，《浯江孚济

庙碑记》载刘金榜曾捐银10元。一般地缘会馆或庙

宇的创建，鲜有打破帮权与族群界限，接受外来的捐

献。来自漳州南靖的刘金榜捐银10元予孚济庙的创

建，虽然无法说明什么，却可能暗示早在孚济庙创立

之初，他与杨本陞及孚济庙所结下的情谊非浅。

莲山双林寺的开山住持贤惠法师来自福州怡山长

庆寺（俗称西禅寺），故双林寺的建筑格局亦仿效西

禅寺。福州怡山西禅寺建于隋代，唐咸通年间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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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林寺现貌。

双林寺钟铭显示杨本陞为董事之一。

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

1904年，长庆寺在新加坡募捐重修缘金，刘金榜捐银

1,200元。杨本陞也捐献200元予福州怡山长庆寺。

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双林寺隔邻的广福宫（城隍

庙）。光绪廿九年（1903年）的广福宫缘碑上，有杨锦

丰捐银100元铭刻，此杨锦丰当是杨本陞以锦丰号的

名誉捐献。

杨本陞由于轻率地为同行作担保，导致1904年

时，需要为过世后的同行清理债务。为了偿还债务，杨

本陞变卖了锯木厂。1906年，杨本陞离世，是年47岁。

杨本陞有三个女儿，次女杨喜娘嫁给宋旺相。

另两个分别嫁龚振英（Kiong Chin Eng）和陈思敏

（Tan Soo Bin）。杨本陞的母亲黄氏，与儿子杨诚和

（又作杨诚河，杨诚河曾与曾典三合创锦利号杂货生

意，后曾典三退出，股份由杨本生承受。详见1897年

《叻报》）皆下葬于咖啡山。2013年咖啡山因修路迁

冢，这两座墓葬皆须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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