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连科，祖籍金门下坑乡，出生于新加坡。虽

然出生于新加坡，年幼时陈连科曾随父亲

陈金水返乡疗养。他15岁时，父亲离世，于

是留在金门协助家人料理身后事，极尽孝道。不久

陈连科便只身南来，到苏门答腊的峇眼亚比投靠父

执——峇眼甲必丹黄维淡。黄维淡怜悯其不幸遭遇，

把他留在家中，并供他半工半读，并给予极力栽培，

让他在黄家的金福顺号担任财政。这时陈连科才19

岁。

正当事业有所发展，需要长者提携之际，黄维淡

竟染病，不久便与世长辞。陈连科一时顿失依靠。他

后来离开黄家，重返新加坡谋生。不久后，到陈嘉庚

的工厂任职。最初管理原料仓库，陈嘉庚见其工作勤

奋、刻苦耐劳，三年后委以工厂财政一职。陈嘉庚公

司收盘后，陈连科改任谦益饼干公司财政。太平洋战

争前夕，谦益饼干公司也被迫停业。陈连科深受陈嘉

庚的赏识，一直担任陈嘉庚公司的财政，足见其理财

尤其细心与独到之处，方能受到陈嘉庚的信任。战后

陈连科受聘为新加坡银行出纳主任。

除了任职于陈嘉庚公司，年轻时陈连科也在陈嘉

庚的号召下，为本地闽南社群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

1925年末，陈嘉庚发起星洲公立四校联合筹款会，为

道南、南洋、爱同、中华四校筹款时，陈连科便参与

筹款会服务。战后初期，陈氏宗祠保赤宫开办新华学

校，陈连科出任学校教育股主任。

1934年8月8日，河水山（Bukit Ho Swee）发生

大火，灾情殃及三座村落，数百户人家、数千灾民流

离失所。福建会馆在大世界游艺场举行游艺大会，赈

济受灾民众，陈连科受委为干事，协助筹款赈灾。

战后初期，陈连科凭其杰出的理财能力，被举为

福建会馆经济科主任。身为金侨的他，早在战前时便

投入浯江励进社服务。金侨社团中，除了金门会馆，

尚有浯江公会。浯江公会的前身为成立于十九世纪末

的金浯江，是金侨的地缘社团，团员来自金侨中的劳

动阶层。金浯江当时会所并不固定，曾从直落亚逸街

搬迁的吉灵街。战后由于受社团法令的管制，金浯江

改组，向政府申请注册，并改名为浯江公会。陈连科

被推举为浯江公会第一任主席。由于曾参与许多教育

筹款义务工作，陈连科重视对教育的投入，在浯江公

会成立初期，会董曾建议一种“教育文化礼券”，鼓励

乡贤有喜庆嫁娶时，购买“教育文化礼券”作为贺仪，

增加教育文化活动的基金。

陈连科 浯江公会第一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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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连科（前排左起第五位）参加浯江公会第一届理事就职典礼。

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

除了金侨社团，陈连科也是陈氏宗祠保赤宫的董

事，于1957年担任司理一职。金侨中有不少陈姓先贤

曾担任陈氏宗祠保赤宫的董事，如陈溢插、陈芳岁、

陈清吉等人。五十年代的陈氏宗祠保赤宫会务极为蓬

勃。除了倡办学校，还出版一份月报，称为《陈氏宗祠

保赤宫月报》，以杂志形式出版。《陈氏宗祠保赤宫月

报》的出版，有赖于保赤宫主席陈文确（为南洋大学

创办人陈六使的胞兄）的支持与推动，他邀请陈连科

担任月报经理，负责月报的发行。《陈氏宗祠保赤宫

月报》从1956年创刊，一共出版了22期。《陈氏宗祠

保赤宫月报》内容极为丰富，除了报道陈氏宗祠保赤

宫的例常活动，本地陈氏宗亲新闻，同时也追述本土

陈氏先贤的事迹，并且加插历史典故及小说，是当时

少见的宗亲团体刊物。

1958年8月发生金门炮战，岛民死伤无数。新加

坡金门会馆为了赈济家乡，成立“金门旅外同乡救济

桑梓灾民委员会”，陈连科当时是金门会馆董事，也

是救济委员会委员。

除了浯江公会主席及陈氏宗祠保赤宫董事，陈连

科历任福建会馆执委、金门会馆董事、颍川公所副

总理及名誉董事、浯卿陈氏公会副主席、修身社互助

会副总理、浮光陈氏公会名誉总理、浯江公会监察主

任、星洲陈氏公会名誉会长等社团要职。

陈连科逝世于1960年5月。陈夫人为林悦治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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