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安基，祖籍金门汶浦（又称后浦头），生于

1864年，卒于1914年。黄安基是孚济庙与

金门会馆领袖黄良檀的儿子。黄良檀共有

七位子嗣：熙敏、承先（螟蛉）、君培、安基、利泽、金

钟、深渊。黄安基排名第四。

黄 良 檀 南 来 后 ，先 到 苏 门 答 腊 望 加 丽

（Bengkalis）创金福和号（Kim Hock Hoe），经

营鸦片生意，并于1893年创金福和号船务生意。除

了望加丽的生意，金福和还经营苏门答腊峇眼亚比

（Bagan Siapiapi）的渔产。后来并入另一家公司，

改称金福和黄氏兄弟轮船有限公司（Wee Brother`s 

Steamship Co.）。

1906年新加坡闽帮兴办道南学堂，黄良檀首捐

3,000元，为所有捐献金额之冠。1911年，道南学堂

第二次募捐，黄良檀再度捐献2,000元。黄家在短短

四年内一共对道南学堂捐出5,000银元，贡献之钜，

可想而知。黄安基于1909年出任道南学堂的协理，黄

金钟则于1910年任校董。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创立后，

金福和加入成为商号会员，黄安基于1907年10月以议

员的名义，捐献500元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创建。

黄安基一生最重要的一项建树就是以新加坡金

门会馆总理之名义，为金门设立县治向福建省政府

请愿。金门原属同安县辖，派县丞管理。民国成立后，

厦门及金门独立为思明县。金门政务由思明县派员

管理。金门的政务也因此管理松弛，造成治安混乱。

1913年，黄安基与陈芳岁等123人联名电呈福建巡按

许世英，请愿金门设立县治。值得一提的是，黄安基

等人向许世英电呈时，是以金门会馆之名上呈的。这

是新加坡浯江孚济庙向金门会馆演变发展的开始。

金门会馆秘书会许允之所撰的《金门会馆史略》

一稿颇为详细记载了孚济庙与金门会馆从创建到重

修的过程，尤其是孚济庙在民国八年重修前后的事

迹。《金门会馆史略》在谈及金门会馆的创建时载：

“民国二年间，金门公司总理黄安基，协理陈芳岁改

公司为会馆名义具呈福建巡按许世英，清准金门设立

县治，由此为金门会馆之滥觞。”另外刊载于《金门

县志》内的黄安基、陈芳岁等之《议金门改县原呈》

亦载：“具呈南洋新加坡福建金门会馆总理黄安基、

陈芳岁及侨商一百二十三号，为金门地方，闽南重镇，

恳请设简县，保卫闾阎事……”民国四年（1915年），

金门正式改为县治。上呈福建省政府之公函为正式

公文，因此金门会馆之名应是由此确立。由此可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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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会馆之名，主要是孚济庙董事（金门公司）为了上

呈福建省政府请求金门设县治，而在公函里将孚济庙

（金门公司）改称金门会馆。然而不幸的是，黄安基

还没看到金门设立县治，便在1914年7月26日逝世于

新加坡，年仅40岁，后归葬望加丽。

附记：

汶浦黄家并没有因为黄良檀及黄安基的离世而减

少对本地公益事业的付出。1919年华侨中学创建，从

《叻报》的报道，可以看到黄金钟捐献2,000元。这

是一笔不小的捐款，足见黄家为善不落人后。1926年

养正学校演剧筹款，黄金钟还曾捐献100元.

1926年，金福和向法院申请降低其营业资本，从

150,000叻元降至45,000元。这或意味着黄氏在新

加坡的生意已经开始萎缩了。1931年，黄金钟依然

是金门会馆的董事。黄金钟逝世于1950年，归葬苏

门答腊望加丽。中峇鲁区有条金钟街（Kim Cheng 

Street）就是为了纪念黄金钟而命名的。

参考资料：

1. 《叻报》

2. 《总汇新报》

3. 《南洋商报》

4. 《南洋年鉴》

5.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0年

6. 傅吾康编《印度尼西亚华文碑刻彚编》第一卷

7. 《金门县志》（上册）（民国68年版）

《金门县志》里所刊载的黄安基等人的请设县治原呈。 宣统元年（1909年）刊登于《叻报》的道南学校公告，显示黄安基是捐

款代收人及担保人之一。

139138

jinmen 01-173 KHL.indd   138 2/12/15   9:14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