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良檀，祖籍金门汶浦（又名后浦头），生于

道光庚子年（1840年），卒于1913年，享年

73岁。黄良檀名字有两个写法，立碑于1876

年的《浯江孚济庙碑记》与禄位碑皆作“黄良坛”，

《民八重建孚济庙捐款芳名》碑作“黄良檀”。离世

后葬于苏门答腊望加丽（Bengkalis），其墓碑上名字

亦作“黄良檀”。

从汶浦黄氏家谱得知，黄良檀的父亲（生于嘉庆

元年，卒于咸丰七年）字超珠，与妻子王氏生子四人，

长子良画、次子良倚、三子良檀、四子良体。其中黄良

倚及黄良檀南来新加坡发展，两人皆出任浯江孚济庙

的创庙董事。

立碑于1876年的孚济庙碑记上，黄良檀捐献160

元并担任董事（创庙碑记上记载孚济庙共有31名董

事）。另，孚济庙禄位碑上的60位先贤名字，黄良檀亦

位列其中。此时的黄良檀虽然已经是孚济庙董事，然

而捐款数额与排名远在其他董事如黄英伟、李连排

或李仕挞之后，因此推测其生意规模及社会地位在

金门社群之中尚未达至巅峰。

关于黄良檀的生平事迹，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

年史》有简单记载：黄良檀先到苏门答腊望加丽创金

福和号，经营鸦片生意，并于1893年创金福和号船务

生意。《叻报》曾刊登金福和号在新加坡与望加丽之

间转运鱼货等土产的商业启事，这也许说明黄良檀南

来后先从事土产转口贸易，从鱼货土产这类小型买卖

做起，致富后再逐渐延伸船务生意。金福和在新加坡

的店址位于罗敏申路（Robinson Road，俗称老巴杀

口）54号。

1908年，金福和并入另一家公司，改称金福和黄

氏兄弟轮船有限公司。金福和船务自创立以来，至少

拥有11艘轮船，分别命名为：漳福建、福顺美、福美、

福裕、福庆、福兴、福利、福林、福海、福绸、福眼。这

些轮船安排川航于新加坡、苏门答腊、廖内、马来半

岛等港口。以1908年投入服务的福利号轮船为例，这

是一艘从英国订造的现代化轮船，载重量5000吨，定

时穿梭于马来半岛的丁加奴（Trengganu，今改称登

嘉楼）、关丹（Kuantan）、吉兰丹（Kelantan）等埠。

黄良檀先后受封为望加丽的甲必丹（Captain）

及妈腰（Major），这是华人在南洋作为地方侨领的

最高荣誉。1900年还受荷兰威廉明娜女王（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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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浯江孚济庙董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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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helmina）颁赐帝国勋章及金质奖章。关于黄良

檀被封为甲必丹的事迹，1901年的《叻报》有段报

道：

凤毛济美  闽商黄良壇向在孟（望）加丽埠经营商业，

久著贤名，前蒙荷廷授以甲政之职，更能实心任事乐善爱

人，近春秋已高，遂辞重任，荷廷又以黄君之三公子名君

培者，□凤声清，更饶才略，因復推为甲政，俾君父子先

后济美，殊属异数之荣，并闻黄君君培学广中西，素通洋

语，故已久敷众望，洞悉外情。荷廷此举，洵属得人矣。

故志其事于报。

上揭黄良檀于20世纪初卸下望加丽的甲必丹职

位，由其三子黄君培（家谱作“根培”，字熙植）续

任。1908年9月，黄君培曾捐银100元予新加坡善济

医社。据其后裔口述，黄君培于民国初年返乡，欲对

祖居地大事发展，惜于鼓浪屿得急症病逝，后归葬汶

浦。

过去中国的学校称为书院，1901年清政府颁布

改革教育谕旨，将原有的书院改称大学堂。1905年设

立学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取代原有的礼部。

1906年12月26日，新加坡闽帮领袖在天福宫召开大

会，议决兴办蒙小两所学堂，连同以往所办的义学，

遵照清政府的规定，划一教学。1907年2月，清政府

负责教育的官员陈宝琛（后来成为宣统皇帝溥仪帝

师）南来新加坡视察侨民教育，推动创办道南学堂，

并亲自为道南学堂撰写《道南学堂序》，作为创校宣

言；天福宫三大董事及众协理则成为发起人。

道南学堂的创建，黄良檀首捐3,000元，为所有

捐献金额之冠。光绪三十年丁卯三月初三（1907年4

月15日），新加坡福建帮同人在天福宫召开会议，投

票公举道南学堂总理12员、协理48员。黄良檀（金福

和号）为12员总理之一。道南学堂是新加坡乃至马来

半岛闽南人所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即是受到中国

晚清教育制度改革而产生的。1911年，道南学堂第

二次募捐，黄良檀再度捐献2,000元。在短短的四年

内，黄良檀一共对道南学堂捐出5,000银元，贡献之

钜，可想而知。以后黄良檀的两位子嗣黄安基及黄金

钟继续在父亲的基础上，出任道南学堂的协理及校

董。

1911年武昌起义后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在

中国各地需要巨款以支持革命军事活动，尤其是福

建地区。武昌起义后一个月，福州方为革命党光复，

与此同时，新加坡闽帮成立了“福建保安筹款会”，筹

措资金，汇寄福建革命政府以稳定其财政。黄良檀一

次便捐献了2,500元予“福建保安筹款会”，足见他对

孙中山革命的支持。

19世纪以来，凡欲入境新加坡的华人，必须先停

留于本岛南部俗称棋樟山的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检疫站，通过检疫后方能在新加坡上岸。过

去老一辈的华人称之为禁龟屿。当时通过检验后的

新客，许多便上对岸龟屿的小庙谢神祭拜。龟屿岛上

的这座小庙称为福山宫，约建于19世纪末。宣统元年

（1909年），以金福和号为首的善信重修福山宫。

除了龟屿福山宫，万寿山观音堂、麟山亭的重修

碑刻上也可看到有关金福和号捐献的记载。

宣统元年（1909年），家乡的金门丰莲山庵前牧

马侯祠（创建年代不详，相传建于元代。目前的建筑

重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重修，黄良檀

捐银300元。牧马侯陈渊是金门人独有的地方守护

神，奉祀陈渊的孚济庙是金门的象征，对于家乡孚

济庙的建设，出洋打拼致富后的黄良檀，自然不落人

后，修庙扬善。

编撰于1951年的《南洋年鉴》中，有一段关于黄

良檀总理孚济庙的记载：“黄本荷属峇眼埠甲必丹，

老成望众，其寿又最高，故久任总理，未曾改选，其侨

乡即指该庙之理事部为金门公司，设办事处于庙之后

进，矮屋数檐，只为乡人往来寄宿之所，至今金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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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名，尚留人之齿颊也。”

浯江孚济庙创建初期，黄良檀虽然是建庙的31位

董事之一，但无论在金门帮或福建帮内的地位及财

力，都还不是处于领导地位。黄良檀的地位应该是在

金福和号船务生意巩固后，一跃成为孚济庙的领袖。

最明显的就是1897年金门发生瘟疫，黄良檀捐出

300元施棺济贫，为所有捐资者之首。同年，他还曾与

杨振都及李册骞，为同乡所经营之兴利德记杂货行

的拆股事宜充当公亲。1906年，清朝驻海门总领事官

接到福建泉州府的照会，要求新加坡的泉州籍商贾为

泉州设立中学堂劝捐。总领事馆在劝捐启事中，点名

照会金福和号，并称其为“泉属绅商金福和”（金门在

清末属同安县辖，同安县又属泉州府，因此来自金门

的黄良檀被称为泉属绅商）。1911年捐献福建保安筹

款、捐献金门家乡孚济庙的重修及1919年新加坡浯江

孚济庙重修时，黄良檀已经辞世六年，重修碑刻上依

然记载黄公捐献金额1,200元的事迹。目前虽无发现

文献记载黄良檀是否出任孚济庙的大董事（按照新

加坡19世纪以来华社帮权组织结构与惯例，大董事

职位为帮内的权利核心），然而以上述诸事此推论，

19世纪末时黄良檀已经成为孚济庙的最高领导者，

似无问题。

黄良檀的两位夫人分别葬于新加坡咖啡山及苏

门答腊的望加丽。葬于新加坡的是蔡束娘（卒于1927

年，谥勤顺），葬于望加丽的是周氏（卒于1909年，谥

淑慎）。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黄良檀有七位子嗣：熙

敏、承先（螟蛉）、君培、安基、利泽、金钟、深渊。

除了前述三子黄君培续任其在望加丽的甲必丹职

道南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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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外，其中黄安基与黄金钟成为金福和的合伙人。黄

安基后来出任金门会馆总理之职，1913年时与陈芳

岁等123人联名电呈福建巡按许世英，请愿金门设立

县治。另黄金钟则于1919年浯江孚济庙改建时出任

董事。

黄良檀于1913年4月19日在新加坡逝世。黄氏兄

弟轮船公司将黄良檀扶灵望加丽，并于阴历四月十一

日出殡。据宋旺相记述，当时有许多人乘坐金福和号

安排的轮船，到望加丽去执绋。葬礼过后金福和的船

队大放烟火，然后返回新加坡。

金门汶浦黄氏一家，两代人皆对新加坡及金门两

地社会，做出极大的贡献，可谓是积善之家。

附记:

黄良檀的另一位儿子黄深渊与儿媳陈金菊离世后

下葬于新加坡的武吉布朗（咖啡山）公冢，2014年咖

啡山迁冢，黄深渊夫妇的双圹墓受迁冢影响需要迁

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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