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卓善，字性甫，金门后浦村人，于1891年在

家乡出生，父亲黄振领，母亲蔡氏。家境清

贫，年轻时就出洋谋生。最初来到新加坡，

在金和兴号当店员习商四年，随后到印尼寻求发展，

先在苏门答腊峇眼工作两年，然后到爪哇三宝垄任职

于糖王黄仲涵的旗舰商号建源贸易有限公司。这是他

一生重要的转捩点，他在建源公司任职五年之久，学

习和掌获了宝贵的经营土产贸易的窍门。五年后，他

回到新加坡继续在经营糖业贸易的商号工作。

回新工作了三四年后，黄卓善觉得辗转在新加坡

与印尼之间打拼了近15年，对土产出入口贸易已有心

得，遂决定创业，于是他募资在新加坡土产贸易大本

营的源顺街（今直落亚逸街）设立恒美商行，自任董

事长，经营大宗树胶出入口九八行贸易。

所谓九八行就是从事买卖时，抽取百分之二的佣

金，例如代卖 100 元的货物，即可赚取 2 元的利润。

金门同乡大多从事九八行生意。黄卓善何时创业？新

加坡历史学者林孝胜根据下列资料推测他是在1910

年代中创业：首先，孚济庙1919年重建时，28岁的黄

卓善已列名为15名董事之一；其次，当南洋工商补习

学校于1920年创办时，他是赞助人之一，事业已有

成，开始参与社会服务了。

虽遭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恒美在他主持

下业务顺利渡过，并且稳键发展。1930年代他在商界

和华社已有名气了。1924年至1941年，林博爱主编的

五集《南洋名人集传》（槟城民史纂修馆出版），黄卓

善列名于1939年出版的第四集。

事业有成后，他热心参与侨乡及本地同乡与族人

的福利工作。1933年黄卓善与郑古悦等倡组金门私

立金中中学，在金门会馆内设五人校董会，郑古悦为

董事长。同年，金门侨乡治安不好，珠山郭昌文县长

来函金门会馆，建议治安自保方案，补充枪械，建碉

堡等，金门会馆遂发起金门海陆保安捐，并成立金门

会馆海陆保安会，公举黄卓善连同郑古悦、陈清吉、

陈景兰等侨领为董事。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后爆

发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他积极响应陈嘉庚领导的南侨

筹赈会的筹款运动。

二战后，黄卓善除了仍以恒美商行从事树胶土产

出入口为主要业务外，扩展业务到金融业领域，成为

崇侨银行、大华金融及大华银行董事。

他继续热心公益，积极参与教育和社会服务。

1953年2月代表华侨出入口商公会出席在中华总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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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卓善夫妇。1980年6月6日新加坡福建会馆第25届执监委员就职典礼，前排左一为黄卓善。

举行的214个侨团大会，一致议决支持陈六使倡办南

洋大学，并被选为南洋大学新加坡委员会委员。1983

年，黄卓善及其他50余金门金沙镇汶沙里、后浦村旅

星黄氏宗亲合捐200万元充作黄氏子弟助学金。

他历任福建会馆副主席、金门会馆执行委员会委

员及信托委员会委员。他自1952年起至1978年，曾担

任福建会馆经济科主任连续17年，随后担任执行委员

会委员。从1946年起黄卓善的恒美商行先后担任树

胶公会副总务，监察委员、监察主任及执行委员等。

他也历任中华中学董事、兴亚启蒙学校董事、怡和轩

俱乐部董事、吾庐俱乐部名誉主席等

黄卓善于1985年12月19日去世，享年94岁。留下8

名子女，37名孙子和11名曾孙。元配卢氏及长子瑞利

都比他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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