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肖岩，祖籍金门后浦头，生于1887年。在众

多南来的金侨当中，黄肖岩是少数受过高

等教育的金门邑人。据《金门县志》载，黄

肖岩弱冠时负笈北京大学。1911年在日本加入同盟

会，这年他年方23岁。辛亥革命后，在厦门参与光复

厦门的工作。

黄肖岩南来的年代不详，但南来之初曾任职于金

侨圈子里著名的商号——金福和号，1917年金福和有

限公司在《叻报》所刊登的启事，声明黄肖岩是公司

理事，所有货单需要有他的签署，方能生效。金福和

有限公司之前身即黄良檀所创的金福和号。

也因其特殊教育背景，他与张永福、陈楚楠、庄希

泉、林瑞轩等人于1917年，发起创立南洋女子小学。

黄肖岩对南洋女子小学作每月捐20元。南洋女子小学

以后改为中学，并设立高中部，成为南洋最高的女子

学府。1919年11月，厦门鼓浪屿英华书院在南洋募款

兴学，新加坡金侨踊跃捐钱协助，黄肖岩曾捐献100

元。隔年，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创立，黄肖岩亦是创办人

之一。当年11月，工商补习学校推选黄肖岩为总理，黄

肖岩谦辞，改任协理。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为培养学生

的创业精神，在校内设立商品陈列所。学校还曾邀请

黄肖岩到校为学生讲授南洋经济作物——凤梨。由

于就读于工商补习学校的学生当中，有150多名学生

（占40%）是来自金侨的贫寒子弟，因此黄肖岩对于

工商补习学校的校务颇为关怀。因此1934年初，工商

补习学校还致函金门会馆，要求津贴学校的金门籍

先生。可惜由于津贴的要求有违金门会馆章程，无法

通过董事会议而作罢。

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后，本地华社掀起一

股抵制日货的浪潮。遗憾的是，这场爱国及抵制日货

的浪潮，演变为一场暴动。6月19日，牛车水的许多华

人商店内，被一群作学生装束的滋事者捣毁，还殃及

无辜商户与民宅。巡警开枪镇压滋事者，酿成四死八

伤。《叻报》于1919年7月23日刊登一则关于组织华

货商社的缘起，其中黄肖岩的名字亦出现在创建者名

单中。由于当时的中国工业落后，产品不多，且价格

与品质不及日货，因此华货商社的组织事务，无疾而

终。

南洋英属华侨教育总会创立后，黄肖岩被推选为

会长，并租用工商补习学校课室为会所。1929年，陈

嘉庚改组福建会馆，陈氏出任福建会馆总理后，积

极兴办教育，遂设立教育科。黄肖岩亦曾任教育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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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协助福建会馆兴学。为推动华侨教育系统化，福

建会馆教育科发起成立“新加坡华侨小学生会考委

员会”，华侨小学生会考委员会由十九人组成，黄肖

岩任考试股主任。1930年12月14日，第一届华侨小学

生会考在工商补习学校举行，考生人数达475位。

黄肖岩曾主理创刊于1930年1月1日的《民国日

报》。该报为国民党党报，其筹备委员包括张永福、

郑古悦、谢文进、郑螺生、何思观等人。《民国日报》

的出版只维持了五年，便因为亏损而停刊。

黄肖岩何时涉足金门会馆尚不清楚。根据现存

的金门会馆会议记录，黄肖岩至少在民国18年（1929

年）时已经担任金门会馆的董事。立碑于民国20年

（1931年）的《重建孚济庙碑记》上的董事名单亦镌

刻黄肖岩之名。至此黄肖岩已经是金门会馆领导班子

里重要的成员。

上世纪20年代，金门会馆由于出现唐山派（即中

国南来诸人）与侨生派的争执，于1929年2月3日召开

特别大会。此次的特别大会，由于1927年当选的所有

董事执委缺席，因此大会推选黄肖岩为特别大会的

主席，主持此次会议。大会通过投票表决修改章程一

事，结果以52票对2票通过对修改章程的议决；并将

章程第21条所规定之慈善范围除去，及第6条选举规

定每次选举职员须有三分之一为侨生方可生效之规

定废除。

1932年3月20日，金门会馆开会选举职员，黄肖

岩被推举为金门会馆正总理（会长），据秘书许允之

的会议记录，黄肖岩当日并没出席会议，依然被金侨

举荐，足见其人在金侨圈子及会馆内的地位。金门

会馆会议记录显示，黄肖岩连续担任1933年及1934

年两届的总理（会长），1935年时则任副总理（副会

长）。

1933年7月29日，中华总商会召开商品（国货）陈

列所计划委员会会议，黄肖岩被推举为委员会主席。

委员会以后议决国货陈列所改为国货公司。

1933年8月22日，马来亚闽侨救乡会派出四位代

表赴闽考察。黄肖岩代表新加坡闽侨，与来自马六

甲、槟城及怡保的代表，一起返回闽南。走访及考察

了福建省二十余县，了解乡情。回新后，1934年1月21

日金门会馆召开第十八次会议，黄肖岩在金门董事会

上，详细报告金门的乡情。

民国23年（1934年）12月，金门会馆鉴于家乡屡

遭内地盗匪蹂躏，成立金门海港保安会，派黄肖岩、

林则杨二人回金门协助县政府构筑自卫碉堡。在返乡

之前，保安会还在南洋各处如峇株巴辖、马六甲及峇

眼等地筹募款项。黄肖岩与林则杨于1935年1月10日

出发。经过十个月的经营，金门的各项保安建设大致

落实。之前林则杨已经先行返新。后因黄夫人健康欠

佳，黄肖岩才于1935年11月1日返抵新加坡。

1936年1月，黄肖岩在金门会馆董事会上报告金

门路政，并发起修筑公路（后浦至官澳之公路）捐

款。此年黄肖岩再度返乡，负责处理金门修路事务。

不幸的是，隔年金门被日军侵占，金门公路的修建被

迫中断。1937年10月26日，金门会馆收到厦门电报，

金门被日军占领，难民涌入厦门。金门会馆电告人在

厦门的黄肖岩组织金门难民救济会。1938年2月，厦

门金门轮船公司致函金门会馆，谓厦门港禁止国内壮

丁出国，难民进出两难。3月10日，黄肖岩致函金门会

馆主席郑古悦及陈受益报告金门沦陷后，前往马巷

接洽难民织布及垦荒事宜。

黄肖岩于1938年6月14日返新，金门会馆主席郑

古悦、工商补习学校校长林则杨及黄肖岩的子女和亲

友，包括《南洋商报》记者，都亲自前往码头迎接。黄

肖岩向《南洋商报》记者述说，金门难民万余人走避

鼓浪屿，日军在鼓浪屿随意逮捕市民，难民及女教员

被绑去不知所踪。黄肖岩还透露，他到鼓浪屿的金门

难民收容所时，正好遇到大批日军闯入收容所，在台

籍汉奸的指示下，先命令难民跪下，在逐一搜查。当日

军查问他时，他答复日军自己是南洋水客，来此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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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才逃过一劫。

1939年4月24日，福建会馆召开大会，选举委员，

黄肖岩受委候补委员。1940年7月2日凌晨，操劳过度

的黄肖岩因病逝世，享年53岁。黄肖岩与夫人王翠云

育有二男二女，长男钟华、次男钟国，长女菊侬、次女

梅侬。王夫人于1971年离世，与黄肖岩合葬于新加坡

咖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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