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丙丁，1892年出生，金门山后人氏，不久父

亲王孝本就带着还是个婴儿的他南来新加

坡谋生。年少时在名校莱佛士书院求学，离

校后就投身商界。

1913年他进入吉昌公司新加坡分行当经理，这是

他一生的转捩点。其东家邱明昶为槟城富商，也是辛

亥革命元老，在槟城创设吉昌公司代理马尼拉的麻

索、帆布及其他船务用品。他非常器重王丙丁，把新

加坡分行的业务交他主管。不数年，吉昌公司新加坡

分行业务突飞猛进，竟超越槟城总公司。1929年吉昌

改组为吉昌有限公司，总行也由槟城迁到新加坡来，

邱明昶当董事主席，王丙丁任总理，全权处理一切业

务。这时，王丙丁在商场上已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翌年适逢世界经济大萧条，新加坡受到波及，导

致许多著名商号工厂倒闭。是年，王丙丁受邀出任华

侨银行高职。他对东家忠心耿耿，但是又不愿失去向

银行界发展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征求邱明昶的意见。

邱明昶是个明理之人，不愿意埋没他的才华，不反对

他加入华侨银行任高职，但要求他仍兼任吉昌总经

理。王丙丁就在这种两全其美的安排下进入银行界发

展。

华侨银行非常重用王丙丁，1931年他出任总经

理。1932年，华侨银行仰光分行发生挤兑风潮。总行

接到仰光分行急电后即刻派王丙丁前往处理。他持

槟城邱、曾两大家族族长的亲笔信，到仰光拜会两姓

大商家，得到他们出面支持，风潮立即平息。

1932年，闽帮三大银行（华侨、和丰及华商）因为

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合并为华侨银行有限公

司。王丙丁在合并后的华侨银行里担任四位经理之

一，负责放款业务。银行董事部鉴于市场颓萎，主张

收缩放款以减低银行贷款风险。王丙丁力排众议，认

为“商家已至山穷水尽的绝路，如再加压迫，势必同

归于尽，应稍假以时日，以待转机”。董事部接受他的

意见，数百家商号因此受惠。

王丙丁对银行界另一贡献是使外国船务公司接

受本地银行的担保书。过去，外国船公司歧视本地银

行，只接受外国银行的货运担保书。王丙丁亲往拜会

新加坡最大的外国船公司，当面交涉后打破成例，其

他外资船公司也就照办，华资银行均受其利。

1935年，世界经济复苏，砂劳越金门人实业家黄

庆昌在新加坡倡办大华银行，担任董事主席，任王丙

丁老东家邱明昶为副董事主席。王丙丁遂辞去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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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2日，大华银行开幕，前排正中为创办人黄庆昌，左四为首任总理王丙丁。 Credit - Ong Piah Teng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银行要职，出任大华银行首任总理。

1945年，他辞去大华银行总理职，但仍留在吉昌

公司。直至1947年邱明昶去世，他才离开吉昌，创立

王丙丁公司，经营出入口及船务用品、麻索、帆布等业

务。凭着他数十年商场经验及交游广阔的人脉关系，

不出数年其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成为重要的华人商

行之一。

王丙丁热心社会服务，战前就成为金门会馆董

事兼永久信托人。1939年至1942年为新加坡华人参

事局闽帮委员。自1935年成为中华总商会董事，历任

义务财政。战后英殖民地政府委任他为汽车优先权

委员会、战险委员会等委员，协助战后复员工作。中

华总商会于1946年推选他为会长，他坚辞不受，但留

任董事。1950年获英王乔治六世颁荣誉SCH勋章。

1955年获英女皇颁赐英帝国四等勋章（OB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1955年，王丙丁被委为立法议会中三名官委议员

之一。列诰总督(John Nicoll) 对他的才华和品德非常

赏识，跟他的关系也很好，中华总商会谒见总督多通

过他安排.

王丙丁于1957年12月31日去世。其葬礼非常隆

重，顾德总督(William Goode)致慰唁函给其家属。

首席部长林有福除致慰唁函外，还连同总督代表、商

界领袖李光前、陈六使等莅临丧家致祭。出殡时官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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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集，百余部汽车，行列长达一里，葬在武吉知马谦

福路王氏公冢。

王丙丁大半生在银行和企业界当高层管理人员，

忠心耿耿为东家发展业务，在其人生最后十年才创

业。其为人和蔼正直，富有高尚商德，被誉为商场君

子。《联合早报》前总编辑莫理光形容他为道地之中

国型长者——忠厚、纯朴、和蔼、可亲、肯帮忙人。

在这个十里洋场中，他出污泥而不染，毫无半点铜臭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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