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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注新加坡华人以$祖神%之名进行宗族实践的过程#本

文运用新加坡福建人&闽南人(的例子!探究华人在海外环境中以

祖神信仰与姓氏庙实践宗族关的现象#其现象可以分作三类"

$以神
#

重%+ $亦神亦祖%和$神+祖?存%!又以第一种类型

居多#新加坡政府
#

了在土地有限的情癋下!提高土地使用成效和

兴修公共建设!陆续颁?土地利用相关的政令!重新安排土地的使

用#这使得
5

大部份的庙宇在"#世纪七八十年代都面临搬迁和重建

的问题#常见的重建方式是数间庙宇组成$联合庙%!因此!重建

之姓氏庙空间再现於两种形式"独立庙和联合庙#本文亦探讨在姓

氏庙搬迁之後!人们如何重新规划庙宇空间和因应宗族活动空间的

改变#研究显示!是否拥有独立庙宇空间确实影响姓氏庙运作与宗

族意识之展演#本文以
#

上述讨论有助於我们概念化新加坡华人以

祖神信仰实践宗族关+维宗族认同的过程!以及能对姓氏庙适

应新加坡社会变迁和国家政策挑战的能动性有进一步的认识#

<=>

$新加坡华人+福建人+宗族实践+祖神信仰+姓氏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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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华人移民因缘际会下!将祖籍地之祖神信仰
v

至新加坡!祖神演变

#

其宗族成员在此地的整合中心!承载宗族认同与记忆#随着宗族成员在星

洲的发展情癋与祖神性质之不同!人们运用祖神信仰实践宗族关+维持族

人联结的现象呈现出数种形式#本文以新加坡福建人 &闽南人 (的例子!

*>KB

!

探究华人在移民社会中运用祖神信仰与 $姓氏庙 %

*>KC

!!而非依恃祖先祭祀!

整合族人和维宗族认同的多样形态!?且予以分类#本文称供奉祖神的新

加坡庙宇
#

$姓氏庙%#

本文亦关注在姓氏庙搬迁之後!人们如何因应宗族活动空间改变和重新

组构+规划庙宇空间#新加坡於$(+'年独立後!政府面对土地不足的情癋!

#

了提高土地使用成效和兴修公共建设!於$(++年颁? $土地徵用法令 %

31(%> [,T*#=#9#$% [,9C!使政府机构可以在兴建公共建设和增进公
2

利益的

前题下!合法地以有偿方式从私人手中
0

制徵收土地#新加坡政府陆续颁?

与土地利用相关的政令!重新安排土地的使用!这使得
5

大部份的庙宇!不

限於华人庙宇!在"#世纪七八十年代面临拆迁+搬移的问题#常见的重建方

式是数间庙宇组成 $联合庙 %!成
#

新加坡的特殊
.

物#两间或以上的庙

宇!共同联名!或是以其中一间庙宇!以联合庙的名义向政府申请租赁
#

期

,#年的地段!建立新庙#当快
l

满,#年时!必须重新集资租地费用!?与政

府协商!更新土地使用年限#假使这块地段被预定作其它发展之用!政府有

权不再续约#一般联合庙的格局
#

一间大庙容纳
2

多庙宇!或是在共同购得

$"&

ñòR

*>KB

*>KC

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语境中!福建人指的是操闽南方言!来自漳州府+泉州府和永春州

的移民!他们以$福建人%&用闽南方言发音(而非$闽南人%自称!福建人最高代表

机构称
#

$福建会馆%#来自闽北的福州+福清和兴化等籍人士!被排除在福建人之

外#福建人是新加坡华人数量比例中的相对多数!$(,$年?&&?+`!$(&)年?&#?(`!

"#$#年尚维持在&#?#`#人口比例
>

算资料参见/H5Q-@65QT;AASab_84R6I65;8<WAJL<H7

-@654F4Z4;L48F@6B 65 W65Q;BH84S$(##1$(&$ScO/53%$0/9</5+#,$*+!*'$% P'*+/3)(8"

3$(+%C8"'(1/5Q(:9-5%9$;29(9#=9#,=?O#%#=9:' $;M:(>5^K%>*=9:'?",%*5*/9:/A50$+'/%

QRFR <+$+'*+';$0?,0,$*,F-(,1/&3$A#';"#$3$;+,3'*+';*IC75;$+'/%I.$%&5$&,$%7 ?,0'&'/%

32#%&(Q$:58/5Q9+$;29(9#=9#,=?O#%#=9:' $;M:(>5(%> K%>*=9:'?"#$$C?%$ Q(&5#

$姓氏庙%一词是借用曾玲的用法#参见曾玲! ,祖神崇拜"东南亚华人与祖籍地文化

纽带之建构'''以新加坡蓬莱寺的六个姓氏庙
#

例.!陈志明等编! )跨国网路与华南

侨乡"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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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之上!各自建造相邻的独立庙宇#

*>KD

!平均来
(

!三间庙宇形成一间联

合庙!联合庙的命名方式各有千秋!且不一定会有 $联合 %两字#

*>KE

!对於无

充足财力重新觅地或重建单独建筑的庙宇的组织来
(

!联合庙是一种折衷选

项#因此!受到土地徵用影响而搬迁或合?的姓氏庙空间以两种形式再现"

独立庙和联合庙#此处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独立庙宇和联合庙不同空间的

型态如何影响各族对庙宇空间的理解与运用#

上述讨论有助於了解新加坡华人以祖神信仰进行整合族人和维宗族认

同!即宗族实践3Q:(,9#,5$;6#%5(&5C的过程!?且能对人们调整祖神信仰的展

演方式!以适应新加坡社会变迁和国家政策挑战的能动性有更多认识#

B

%

pÄ*+

本文中的$祖神信仰%是指一处地域性宗族後裔在新加坡共同敬祀的神

明信仰!不论这些源自於祖籍地的神明!本是属於全宗族信仰!或是单属某

一房派的房头神!抑或是村落
}

角头乡土神#曾玲认
#

" $4祖神5也称
#

4祖佛5!最初是指伴随华人南来拓荒而4移居5到东南亚的华人祖籍原乡

的神明# %

*>KF

!在闽台社会!庄英章与李翘宏观察到 $祖神 %用词略有差?!

例如$房头神%+福建惠东的$刊头佛%或是台湾鹿港的$祖佛%!祭祀情

癋
#

$共同奉祀者有宗亲关的资格限制!必须是同一个宗族或宗族分支的

成员才可以参加%#

*>KG

!施振民在鹿港的研究眧指出祖佛有两种语意"一是当

作祖先奉祀的神明!二是祖先所奉祀的神#

*>KH

!承上!曾玲对祖神之
(

明注重

神明的南向移动!庄+李二人关注祭祀者的身份!施振民则将焦点放在祖先

和神明的关#

ÍÓó�#>ÆÀO�Ú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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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

*>KE

*>KF

*>KG

*>KH

林纬毅! ,国家发展与乡区庙宇的整合"以淡滨尼联合
Z#

例.!载林纬毅编! )民间

文化与华人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页$)&#

XJ;5 U@<4VJ4SaU@4\NHRJA6H5 H7A@4W65Q;BH84d56A4L U4IBR4CU@4U8;5F7H8I;A6H5 H7

-@654F4U4IBR4F65 A@4-@654F4WHJA@485 e6;FBH8;Sc"#'%,*,</5+#,3% ('$*A/3$ <+57',*'

3"#$$!"#$"C8$'(!$+,+

曾玲! ,祖神崇拜"东南亚华人与祖籍地文化纽带之建构'''以新加坡蓬莱寺的六个姓

氏庙
#

例.!页$&##

庄英章+李翘宏! ,房头神与宗族分支"以惠东与鹿港
#

例.!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

究所集刊*!第%%期&$(((秋季(!页"#'#

施振民! ,鹿港的氏族庙.!载洪玉华编! )华人移民"施振民教授纪念文集*&马尼

拉"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拉
~

大学中国研究!$((" (!页&+,#

-

.

/

0



$乡土神%是祖神信仰在祖籍地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在侨乡!居於某些

村落
}

角头的同一地域性宗族成员&不一定限於同一房派或是宗族分支(共

同进行乡土神崇拜!有着$

>

个村落
}

角头!

>

个乡土神%的情癋!

0

调的

是参与者的区域限制特性#

*>KI

!另外!陈志明提醒我们必须区
/

祖神3(%,5=9:(6

>5#9'C和地方神36$,(6#9' >5#9'C的差?!两者都与祖籍地有关#前者是特定宗

族成员侍奉的神明!後者
#

具有地域代表性的神明!例如南安人与广泽尊王

等#

*>L@

!

本文认
#

在理解新加坡华人的祖神信仰与宗族实践之关时!需要参考

的!是他们身在祖籍地之外的社会
I

络!一是与祖籍地之相对性!二是祖神

信仰在新加坡的$信徒扩大性%#以$一地域性宗族的新加坡後裔共祀源於

祖籍地的神明%

#

$祖神%之定义!有其必要性#原因一!有一定的可能性

会发生新加坡族人与祖籍地族人对祖神有不同诠释的情癋#原因二!新加坡

的祖神信仰具有包容性!从後面论及的例子可以观察到祖神信仰在新加坡社

会的变迁下!会逐步纳入非族人信徒!但是多数信徒还是以该族人
#

主#原

因三!此定义的祖神信仰着重的是$神'人%和$人'人%之关#共享祖

神信仰代表某一神&或某些神(背後的主要人群之$血缘连结%!即彼此的

地域性宗族亲属关#祖神信仰象徵了成员$血缘共性%!亦承载了与祖籍

地的文化联#

姓氏庙的原始成员或是核心成员以庙宇作
#

联合平台!以祖神之名团结

族人#2(%&:5%提醒我们将注意力从关注不同类型华人组织之相同性!转移

至组织成员如何建立关!人们形成组织背後的联结才是关键#

*>LA

!新加坡族

人之间的联结亦来自於祖籍地开基始祖传下的姓氏和血缘关!是属於同一

宗族的人!而非仅是因
#

共同的神明信仰#但是!祖神信仰
;

是团结族人的

$"+

ñòR

*>KI

*>L@

*>LA

在某些情癋下!房头神和乡土神可能是重砯的指涉!均指同一庙宇之神明#当某一房派

子孙集中居住在某一村落或角头共同供奉一庙宇时!庙
%

信仰可称房头神!亦可称乡土

神#

祖神和地方神驱动的人群属性不同!祖神驱动的是同一地域性宗族之衍下!例如惠泽尊

王与南安诗山社坛叶氏族人1而地方神驱动的是祖籍同一地方之人!例如广泽尊王与南

安人 # U;5 -@441f45QS ab5G4FA8;RXHLS ZHG;R6A<XHLS ;5L -@654F4U8;5F5;A6H5;R

_6RQ86I;Q4Sc65 !9+,38'&3$+'/% $%7 ?,0'&'/5*!99'0'$+'/%-?,0'&'/%*I"#'%,*,L7,%+'+',*$%7

23$%*%$+'/%$0J,+H/3S*?5>+M(% 0755!45%& 32#%&(Q$:58@$:6> 2,#5%9#;#,G*E6#=7#%& 0$+

G95+19>+?"#$&C?,'$!,)++

_:WA4N45 W;5Q845SaU8;L6A6H5;R-@654F4-H8BH8;A6H5FCf4<H5L 065F@6BScO/53%$0/9!*'$%

<+57',*&,8, 3$(%&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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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平台#

Y:55>-(%认
#

宗族组织不易出现在新加坡!新加坡华人不会利用宗族概

念来组织自己或是不关心自身宗族的源流#

*>LB

!这种看法是将中国宗族组织视

#

一套固定不变框架!而忽略人在面对不同环境!转化表达宗族亲属关的

方式#宋怡明32S$%'#C建议将宗族亲属关看作是一种概念系统!是一套制

度结构与社会环境互动下的
.

物!

0

调弹性实践宗族的过程#

*>LC

!或许我们应

该进一步关注同一地域性宗族成员如何利用文化资源在海外环境凝聚彼此!

让海外生活可以得到相互
�

援#曾玲指出宗族无法移植!不可能举族迁移!

海外华人宗族社会是重新建构!而非移植#例如!南安炉
%

潘氏族人从祖籍

地的
X

山庙$分香%到新加坡潘家村建立同名之
X

山庙!

%

祀潘府大人#新

加坡潘氏族人认
#

潘府大人是明代潘季驯!与炉
%

潘氏族人诠释迥?#两地

潘氏族人对於两
X

山庙主祀神明的诠释不同!显示文化资源被重新调整以符

合实际需要#

*>LD

!新加坡华人会以祖神信仰整合族人和维持宗族认同!在重新

建构海外宗族秩序#

学者们以个案探讨的方式!关注地域性宗族成员南来新加坡後!如何进

行姓氏庙的建立以及族人凝聚之重构#曾玲以新加坡蓬莱寺下的数间姓氏庙

#

例!梳理祖神信仰成
#

地域性宗族成员之祖籍认同象徵的过程!她
0

调祖

神承载祖籍地的记忆和文化联!介乎$祖%和$神%之间!具有$亦祖亦

神%的性质#

*>LE

!曾玲也指出祖神能
N

承担整合移民的功能!在於 $它与一般

民间信仰形态不同的亦祖+亦神特徵// 4祖神5在作
#

4神明5的同时也

在某种程度上具有4祖先5的意涵 %#

*>LF

!亦有研究者与曾玲持相似看法!以

新加坡的福清江兜王氏族人与昭灵庙
#

例!

(

明祖神在地化的过程!形成了

ÍÓó�#>ÆÀO�ÚÁ�¶¬

$")

*>LB

*>LC

*>LD

*>LE

*>LF

.;J86G4T844LI;5S"#'%,*,E$1'0)$%7 8$33'$&,'% <'%&$A/3,31$%>$%8FO2H?$(')C?),+

.6G@;4RWgH5<6S:3$;+';'%& T'%*#'A-.'%,$&,$%7 (,*;,%+'% .$+,L1A,3'$0"#'%$ 329(%;$:>8

29(%;$:> A%#B5:=#9' G:5==?"##"C+

曾玲! )越洋再建家园*&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 (!页''1'+1曾玲! ,华南

海外移民与宗族社会再建"以新加坡潘家村
#

研究个案.! )世界历史*!"##,年!第

+期!页%,#

曾玲! ,祖神崇拜"东南亚华人与祖籍地文化纽带之建构'''以新加坡蓬莱寺的六个姓

氏庙
#

例 .!页$&%#

曾玲! ,社群整合的历史记忆与$祖籍认同%象徵"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 )文史

哲*!"##+年!第$期!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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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祖亦神%的特质!勾勒出江兜王氏社群边界的意义#

*>LG

!以上两位认
#

祖

神$亦祖%是因
#

神明象徵祖籍认同和承载对祖籍地的历史记忆!神明崇拜

具有祖先崇拜的概念#然而!如此一来容易使祖神和祖先两者概念与祭祀礼

仪的界瞃模糊化#在实际情癋中!祖神皆会被所属人群理解成祖先吗0当人

们祭拜祖神时!心中会有祭拜祖先的想法存在吗0本文以下的例子显示我们

可能要更细地思考上述学者的分析!祖神不一定会被理解成$亦4祖5亦

4神5%! $亦神亦祖%&神先行於祖的表述方式(是在有条件的境癋下发

生#

具比较视野的相关研究
#

许齐雄和王昌伟之论文!两人检视宗族概念如

何被实践在当代新加坡的社会与文化经验中!即来自同一地域性宗族的成员

面对新加坡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动!如何反映与整合族人的现象#许+王利

用两个宗族个案"南安翁山洪氏和安溪榜头白氏!

(

明在海外背景下的两种

宗族整合策略#翁山洪氏展现出运用神明凝聚宗族意识的模式!将宗族意识

实践於信仰空间!神明成
#

联族人之核心!在海外缺乏祖先记忆和祭祖仪

式情癋下!他们依靠信仰空间融合房派+维宗族认同#榜头白氏先建立玄

女妈
Z

!後发展姓氏公会!面对$()#年代都市发展计划的徵地影响!榜头白

氏族人捐资买地!重新建立$九仙
Z

%!?将宗祠与神庙整合在同一建筑物

中!宗族认同得以在两个相邻但分开的空间中?根+延续#

*>LH

!许+王比较新

加坡华人重构宗族方式!论述宗族意识在信仰空间变迁中的实践过程#他们

所举的两个例子都属於独立庙!而需要与他群共组联合庙的宗族如何在共用

空间中展演宗族意识!值得进一步探究#

以下?非
0

调文中论及的群体至今尚拥有
0

烈的宗族意识!也不代表群

体的成员与庙宇之连结性从头至尾不曾动过#不过!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姓

氏庙历经搬迁或合?後!还是带有宗族色彩!例如我们可以观察到神明庆典

与庙务管理的中心主控权和活动人群有一定的范围性!以某地域性宗族之後

代
#

主#

本文将结合过去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田野个案!对祖神信仰

整合宗族的现象进行分类与分析#以此!反思过去研究对祖神
#

$亦祖亦

$"%

ñòR

*>LG

*>LH

孟庆梓! )东南亚华人社群的建构与演化"以新加坡江兜王氏社群
#

中心的历史研究*

&

w

门"

w

门大学历史系未刊博士论文!"##% (1孟庆梓! ,历史记忆+仪式场景与社

群整合"新加坡华人社群保护神崇拜.! )东南亚研究*!"#$"年!第'期!页%"1%)#

0@44V4H5Q0H@ ;5L -@;5Q9H46h5QSaXHLF;5LDH8b5G4FAH8FC_8;GA6G65QZ654;Q465

-H5A4IBH8;8<W65Q;BH84ScO/53%$0/9"#'%,*,UB,3*,$*$# 3"#$&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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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论述!?且深化宗族整合在不同庙宇空间型态的实践过程之讨论#整

体而言!以概念分类的方式诠释新加坡华人宗族实践的多元性!可分成三种

类型"以神
#

重!亦神亦祖!神+祖?存#

I

%

�ÄD.

$

r�s[

!

{tuÇváSXwx[

!

�yá

在$以神
#

重%类型眧!人们以祖神凝聚宗族认同#在此分类之下!人

们之间的关是来自$血缘关%&共享祖籍地宗族祖先(!但是祖先始终

隐而不见#人们在整合宗族成员时!仰赖神明形成联结网络!不
0

调以祖先

祭祀
#

团结中心!祖先记忆在认同整合过程中缺席#

&

?

'

r�s[S{tuÇvá

据翁山洪氏族谱所记!其宗族始祖
M

斋公原姓陈!入赘於洪门!其子从

母姓!自此洪氏瓜瓞绵延!以
M

斋公下第三世孙两兄弟
#

始!分东+西轩房

派!时约明朝初年#後来!东轩分八房!西轩则分四房#翁山洪氏所在地称

#

英都!位於南安境
%

!该姓
#

英都第一大姓#翁山洪氏认
#

早在明朝万

年间已有族人出洋谋生!族人移往海外的高峰是在清朝末年#

*>LI

!

新加坡翁山洪氏族人代表$以神
#

重%类型!翁山洪姓移民从分裂到统

合!逐步将宗族意识落实於星洲的信仰空间之中#在新加坡独立之前!不同

房派的翁山洪氏各自在岛上建造数间庙宇!以庙分派#最早的洪氏庙宇可以

追溯到$(#'年的$和皗馆五王府爷清庙 %!於$("#年搬迁!改名
#

$水沟

馆%!後又经历两次迁建#期间亦出现其他数间$水沟馆%和$葛岸馆%!

但是建立时间与地点缺乏详细资料记载#在新加坡!旧水沟馆掌握在东轩族

人手中!旧葛岸馆则聚集西轩族人!而在英都似乎
6

有这种相对应的情

癋#

*>M@

!$()+年受到都市发展计划的徵地影响!水沟馆和葛岸馆必须迁移!由

族中菁英洪恭兰
#

首!号召购地建庙!将所有的翁山洪氏的姓氏庙宇集合在

同一屋砃下&三间水沟馆!一间葛岸馆(!重整
#

$新加坡水沟葛岸馆庙%#

洪氏族人成立$翁山社有限公司%!处理新建此庙的一切事宜#翁山社有限

公司之设立主旨
#

团结宗亲的人力及财力!在$()(年盰
4

!有,,&人认购股份

ÍÓó�#>ÆÀO�ÚÁ�¶¬

$"(

*>LI

*>M@

南安市翁山洪氏家庙管理委员会编! )翁山谱志*&南安!"##+ (!页(1$$+,%+"$'#

0@44V4H5Q0H@ ;5L -@;5Q9H46h5QSaXHLF;5LDH8b5G4FAH8FC_8;GA6G65QZ654;Q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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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一元(!成
#

股东!共计有&)$>+#&股!仅有一位股东非洪姓人士#

*>MA

!

$(%,年举行竣工开幕仪式!水沟葛岸馆庙坐落在宏茂桥!是一独立庙宇#

水沟葛岸馆庙
%

供奉之神明经历过一段整合过程#在英都!有独立的

$水沟馆%和$葛岸馆%各奉祀不同神明!但是水沟葛岸馆庙
%

奉的神明?

不是两庙的总和!有增加新的神明!稍早之时亦有些神明?未南移#在"##(

年之前!水沟葛岸馆庙
%

主祀清水祖师+刘府大人+金府大人和李府大人以

及杨府真人#李府大人来自於新加坡葛岸馆!刘府大人和金府大人来自於新

加坡水沟馆!清水祖师与杨府真人则是新加坡葛岸馆和水沟馆都有供奉之神

明#溯源回英都!刘府大人和金府大人源自英都水沟馆!李府大人则源自英

都葛岸馆#清水祖师和杨府真人在新加坡才被加入#"##(年!水沟葛岸馆庙

管理委员会
<

议将所有奉祀在祖籍地英都葛岸馆和水沟馆之
2

神明!都恭迎

至水沟葛岸馆庙设置!以供祭拜#

*>MB

!

翁山洪氏在重建水沟葛岸馆庙的基础上!尝试以新的信仰空间融合房派

隔阂+维宗族认同#新庙章程表明希望大家融合一起的宗旨" $促进与维

持已经合?之水沟馆与葛岸馆之和谐与友谊!以及崇拜在此两寺庙既有之神

明和委员会随後
<

定之神明# %

*>MC

!以参加其他相关姓氏组织的情癋来看!翁

山洪氏族人会以个人名义加入$南洋洪氏总会%!然而水沟葛岸馆庙与该总

会
6

有上下隶属关#洪氏总会初名$新加坡洪氏公会%!此姓氏组织发起

人有闽人与潮人!可见此是一个跨方言群之姓氏公会#

*>MD

!个
/

翁山洪氏族人

会参加总会的祭祖大典!而该总会?未取代水沟葛岸馆庙!成
#

翁山洪氏宗

族中心#

*>ME

!

水沟葛岸馆庙开放给?姓公
2

参拜以及加入会员!希望有更多信徒维持

庙
%

香火!庙宇领导权和管理权依然掌握在翁山洪氏族人手中#申请会员的

资格必须得到一位会员推荐!另一位会员附议!再将申请者姓名公告於庙

$,#

ñòR

*>MA

*>MB

*>MC

*>MD

*>ME

新加坡水沟葛岸馆庙特刊编委会编! )新加坡水沟葛岸馆庙落成开幕纪念特刊*&新加

坡"新加坡水沟葛岸馆庙!$(%+ (!页$&,+$&&1$&+1陈来水等编! )新加坡民俗导

览"庙宇文化&第二本(*&新加坡"焦点出版有限公司!"##) (!页'"1'&#

陈来水等编! )新加坡民俗导览"庙宇文化*!页'&1 0@44V4H5Q0H@ ;5L -@;5Q9H46

h5QSaXHLF;5LDH8b5G4FAH8FC_8;GA6G65QZ654;Q465 -H5A4IBH8;8<W65Q;BH84Sc$,1$'#

新加坡水沟葛岸馆庙特刊编委会编!)新加坡水沟葛岸馆庙落成开幕纪念特刊*!页%##

南洋洪氏总会特刊编委会编! )南洋洪氏总会复兴廿四盷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南洋

洪氏总会!$(), (!页&#1&"#

0@44V4H5Q0H@ ;5L -@;5Q9H46h5QSaXHLF;5LDH8b5G4FAH8FC_8;GA6G65QZ654;Q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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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星期
%

若无人反对!获得委员会批
�

後才得加入#

*>MF

!如此繁的申请

手续有助於翁山洪氏掌握会员属性!维持多数之势#

&

B

'

Xwx[S�yá

林氏族人自安溪县蓬莱镇大觧村开基始祖佛孙公传衍而来!一部份的族

%

重要信仰是自开基始祖传下#据大觧林氏族谱所载!佛孙公生於明洪武末

期!稍长後!因视生地瘠薄!遂牧鸭群出门离开永春祖地!於担头随带子龙公

神像!?牧至蓬莱先托足於溪南埔顶!後经大觧!定居於此!

#

大觧始祖#

*>MG

!

子龙公即蜀汉赵子龙!顺平圣侯!林氏族人尊称$祖佛%!供奉在大觧$忠

义庙%#另一与林氏族人有关之庙宇
#

大觧$中亭庙%!主祀朱+刑+李府

大人!在族谱上?无相关记载三位神明与林氏族人之关#在大觧祖籍地!

只有本族人会去祭拜忠义庙!中亭庙则亦受到外姓人士的崇敬!香火较
#

兴

旺#

*>MH

!

大觧林氏族人南移新加坡!家乡神明跟随族人南迁!聚居在淡申路六哩

半的乌桥村!

2

人筹资在此建立$中亭庙%#新加坡中亭庙砯合了大觧的忠

义庙和中亭庙主神信仰!祀奉顺平圣侯和朱+刑+李府大人於同一空间之

中#神明南来与中亭庙建立的时间与经过!以及
#

什
+

亦使用中亭庙
#

庙

名!而非忠义庙!无法得知确切答案#

*>MI

!顺平圣侯在大觧享有 $祖佛 %之尊

誉!但是新加坡大觧林氏对筣和朱+刑+李府大人一视同仁!神位平等#中

亭庙神明庆祝活动一年有二!分
/

是正月十六&顺平圣侯(与十月初三&朱+

刑+李府大人(#这两天以十月初三的千秋庆祝规模较大!因
#

当天是
#

三

位神明举行庆典!故较
#

盛大#

*>N@

!大觧林氏视这两天
#

大日子!大宴族人或

亲朋好友!是族人相聚的场合#大觧林氏在新加坡
6

有集体在宗祠或是在总

坟祭祖之春+秋祭活动#在新加坡!中亭庙的神明庆典是整合林氏族人的固

ÍÓó�#>ÆÀO�ÚÁ�¶¬

$,$

*>MF

*>MG

*>MH

*>MI

*>N@

新加坡水沟葛岸馆庙特刊编委会编!)新加坡水沟葛岸馆庙落成开幕纪念特刊*!页%##

大觧林氏族谱编委会编! )福建省安溪县蓬莱大觧林氏族谱*&安溪!$((' (!页%%#

访谈笔记"报导人b!"#$&年$$月"&日!新加坡中亭庙#

关於以中亭庙
#

庙名!笔者收集到两种
(

法# &$ (

#

大觧中亭庙因
#

位於大路旁!比

较热闹!外姓人士也会前往祭拜!比忠义庙香火兴旺!旧时新加坡族人可能认
#

以香火

较旺的庙名命名之较
#

适当#访谈笔记"报导人b!"#$&年$#月"+日!新加坡中亭庙#

&" (与新加坡有多间$忠义庙%庙宇的现象有关!中亭庙庙名有独特性!才能代表大

觧林氏#曾玲! ,祖神崇拜"东南亚华人与祖籍地文化纽带之建构'''以新加坡蓬莱寺

的六个姓氏庙
#

例.!页$&+#

访谈笔记"报导人b!"#$&年$#月"+日!新加坡中亭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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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重要活动!林氏族人在新加坡
6

有明显的共享祖先记忆与纪念仪式或象

徵#

$(($年後的新加坡中亭庙!以联合庙的形式提供大觧林氏族人血缘与安

溪蓬莱地缘认同的联结#乌桥村土地在$()#年代被徵用!林氏族人必须移居

四方!搬迁中亭庙!後来族人
<

议迁移至蓬莱寺之
%

!与之合炉!成
#

蓬莱

寺的属庙#

*>NA

!原蓬莱寺座落於淡申路上段!附近是安溪人聚居之处!安溪人

在$(&#年代末从蓬莱镇清水岩分香清水祖师於新加坡供奉#$(%'年原蓬莱寺

受到新加坡政府发展计划的影响!必须搬迁!同时中亭庙和名山庙也在筹谋

重建事宜!三庙负责人遂
<

议兴建联合庙#兴建过程中陆续又有其他四庙的

加入!

2

庙愿意与蓬莱寺合炉!纳入其体系下!与
2

庙背後的人群都是安溪

蓬莱人#

*>NB

!新蓬莱寺
#

一联合庙!不仅让林氏族人的宗族认同和祖籍地认同

&大觧认同(能
N

依靠信仰继续运作!同时也加
0

另一层次的地缘认同!即

安溪蓬莱认同#新蓬莱寺信仰空间集合安溪人庙宇!在合?过程中
0

化了安

溪蓬莱认同#新蓬莱寺$(($年落成於後港!对外的财务+行政和法律行
#

!

例如开立捐献收据!皆是以蓬莱寺之名行使之#

新蓬莱寺
%

部共有七个龛位#原蓬莱寺的清水祖师置中龛!六间庙宇由左

至右分
/

是"魁头柯姓人士的$祥福亭%1蓬溪李姓人士的$普盭
Z

%1善益

回龙廖姓人士的$水口
Z

%1美滨刘姓人士的$名山
Z

%1岭美张姓人士的

$慈济堂%1大觧林姓人士的$中亭庙 %#

*>NC

!各属庙的神明庆典是由该族人

主导和总筹!仪式要角也多
#

该族人!但是也可见到其他属庙的人一起欢

庆!互相支援#建庙当时以抽方式
<

定何庙位於何龛!巧合的是左边三庙

都有祭拜朱+刑和李府大人! $名山
Z

%祀朱+刑+李府大人与福德正神!

$慈济堂%拜保生大帝和朱+刑+李府大人以及福德正神#

除了配祀福德正神以外!包括中亭庙在
%

的三庙皆有敬拜朱+刑+李府

大人!

#

什
+

不合组
#

一新庙!仍然必须分开敬拜0新加坡庙宇的地契限期

#

,#年!各庙宇都必须分担更新地契费用#如果名山
Z

+慈济堂和中亭庙合

$,"

ñòR

*>NA

*>NB

*>NC

雪隆安溪蓬莱寺大觧林氏家族会编!)雪隆安溪蓬莱寺大觧林氏家族会*&雪隆!$((( (!

页("#

新加坡安溪会馆特刊编委会编! )新加坡安溪会馆成立七十盷年暨第一
l

世界安溪乡亲

联谊会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安溪会馆!$((& (!页$%$#

曾玲! ,祖神崇拜"东南亚华人与祖籍地文化纽带之建构'''以新加坡蓬莱寺的六个姓

氏庙
#

例.!页$&##笔者於"#$&年$#月"+日田野调查发现!普盭
Z

和水口
Z

已经搬离

蓬莱寺!原
Z

庙名依然标示在龛位上!龛位
%;

是神去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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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单位!主祀朱+刑+李府大人!对於三庙信徒来
(

!似乎较符合经济

效益#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经济效益之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考量#因
#

每间
Z

庙背後都有一群人!庙殿的存在代表了各自的宗族及祖籍地认同!中

亭庙是新加坡大觧林氏的信仰和宗族结合之唯一载体!大觧林氏族人的集体

认同需要中亭庙的存在以延续下去#以活动空间来
(

!中亭庙仅是?蓬莱寺

中的一龛!但是中亭庙以依附在蓬莱寺下的方式!同中存?!维持大觧林氏

的宗族认同#

在缺乏共同祭祖仪式的情癋下!祖神信仰$挑大睴%!在新加坡翁山洪

氏以及大觧林氏宗族认同型塑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两者差
/

在

於信仰空间的独立性#水沟葛岸馆庙是单独庙宇!在信仰空间中被崇祀之神

明与翁山洪氏有历史关联性!翁山洪氏尚可以保持正式信徒入会的同意权!

能维持族人在水沟葛岸馆庙会员中的一定比例#中亭庙则
6

有办法
<

定谁可

以加入蓬莱寺成
#

会员#进入蓬莱寺後!依照寺
%

安排的拜祭方式和人们的

祭拜习惯!大觧林氏和一般信
2

不可能仅拜祭中亭庙的神明#从庙务管理+

信仰空间配置到敬拜方式!大觧林氏都无法
0

化其宗族意识#

>

言之!大觧

林氏主要在祖神千秋圣诞活动动员或号召族人!祖神千秋圣诞活动是宗族意

识凝聚与实践的重要机会!平时的庙宇空间不易标示大觧林氏宗族认同#

1

%

zÄzp

$

{;|[

!

}�áS~;h[

!

Î��

在$亦神亦祖%类型眧!祖神被称
#

$祖叔公%!名称上承载了些许祖

先之意涵! $亦祖%体现於$祖叔公%名词之中#该姓氏庙背後人群的宗族

开基始祖或是其他真有其人的祖先被淡化了!这些祖先们与祭祖活动不是人

们凝聚宗族认同的焦点#在仪式中!人们是以神明之礼奉祀$祖叔公%#

&

?

'

{;|[S}�á

$(%#年代以前的新加坡义顺区兴利芭潘家村之炉
%

潘氏!以
X

山庙
#

宗

族中心!重建宗族聚居的环境#潘家村成员来自福建南安的乐峰乡炉
%

村!

由炉
%

开基始祖佛惠公传下!相传他是於明宣德年间入居炉
%

#

*>ND

!新加坡炉

%

潘氏最早聚居在淡申路七哩牛担湾!在茅屋建置$

X

山庙%前身!供奉从

ÍÓó�#>ÆÀO�Ú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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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南安市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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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炉
%

分来之香火#$($&年炉
%

潘氏搬到兴利芭!随着聚集的族人越来越

多!$("#年
<

议在此定居!开始集体筹资买地建盖
X

山庙和建立潘家村#

*>NE

!

X

山庙於$(,$年左右建毕#二战前!

X

山庙是潘家村的宗族领导中心! $凡

是有发生什
+

事都是在这个庙宇解
<

%#

*>NF

!新加坡炉
%

潘氏延续原炉
%

宗族

的房派分系!分成四房#各房依人数比例原则推选出代表&二房人丁较多!

代表数亦相对较多(!组成理事会?且选出理事会会长!共同管理
X

山庙!

理事会会长即是实质上之族长!担任族长者
#

经济及才兼备者#

*>NG

!

潘家村$

X

山庙%庙名是从南安炉
%

的原庙$

X

山庙%而来!现今庙
%

主神是潘府大人!副神
#

陈+李二位将军!被视
#

潘府大人之部下!另有陪

祀神大伯公与五营将军#据传潘家村
X

山庙香火是由第一任族长潘春膑从南

安炉
%X

山庙
v

来#

*>NH

!在新加坡炉
%

潘氏的记忆眧!潘府大人?非炉
%

潘氏

族人的开基祖先!而是被尊称
#

$祖叔公%的明朝工部尚书潘季驯!因
#

他

治水有功!死後被奉
#

神明#

*>NI

!严格来
(

! $潘家村
X

山庙 %後来已非 $南

安炉
%X

山庙%之分香庙!两庙祭拜的神明不同#南安炉
%X

山庙供奉的是

潘洙+潘澜和陈太尉等神明!

*>O@

!但是新加坡
X

山庙
;

主祀潘府大人潘季驯#

报导人不详新加坡
X

山庙的主祀神明何时被置
>

!而在个人历史记忆中!他

将神明置
>

原因诠释
#

与潘季驯官职位阶较高有关#

*>OA

!$((%年重建於义顺工

业区的
X

山庙庙柱对联
(

明潘府大人的身份! $由进士起家治河功高加太子

$,&

ñòR

*>NE

*>NF

*>NG

*>NH

*>NI

*>O@

*>OA

南洋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华人史调查小组! )传统延伸!落地不生根'''兴利芭潘家族历

史调查报告初稿*&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 (!页$)+"#1"$#

@h8;RV6FAH8<i5A48N64OH7_db/H5QVH<&潘扬会 (A! j;A6H5;Rb8G@6N4FH7W65Q;BH84S

bGG4FF6H5 5JIE48C###+$$:转引自林孝胜编! )潘家村史 *&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

学会!$(($ (!页,(#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

的潘扬会口述历史非瞃上开放型
$

音档案!

也无整理出口述稿!供大
2

使用!林孝胜在)潘家村史*一书中整理?润饰访谈文稿
%

容!笔者依该书
%

容
#

引用来源#

族长是由潘春膑和潘南山父子依序担任# @h8;RV6FAH8<i5A48N64OH7_db/H5QVH<&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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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潘氏族谱所记!潘洙和潘澜
#

堂兄弟!他们两人的高祖父之父亲佛逊公与炉
%

潘氏开

基始祖佛惠公
#

同胞兄弟#潘洙亦被南安炉
%

潘氏称
#

$祖叔公%#福建省南安市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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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保!从御史秉笔弹劾持正擢工部尚书%!而潘家村时期的
X

山庙已经有此

对联出现#

*>OB

!

在潘府大人$亦神亦祖%的性质之下!潘家村
X

山庙具有$亦神庙亦宗

祠%之双层意义#新加坡炉
%

潘氏共同购置族
.

!举行宗族活动!

X

山庙是

最大的地主#族人集资购地!土地所有权归於
X

山庙名下1随着移入潘家村

的族人越来越多!这些土地被拿来放租!族人缴交少许地租予
X

山庙!便可

在其上建房居住或种地#地租收入被用来照顾孤苦无依的年老族人+帮助贫

苦族眷+支付潘族子弟教育费和接济初来乍到的单身族人等!甚至备有简便

宿舍!供族人暂时使用#

*>OC

!除此之外!地租收入尚提供潘家村每年最隆重活

动'''潘府大人圣诞庆典&农九月廿七日(的部份花费#族
.#

新加坡炉

%

潘氏族人提供了宗族活动的基本经济基础#

在潘家村族人称潘府大人潘季驯
#

$祖叔公%!赋予筣祖先的意义!此

意义是在新加坡发展出来的#南安炉
%X

山庙仅有庙宇的功能!南安炉
%

潘

氏族人?未祭拜潘季驯!更遑论将之视
#

祖先#新加坡
X

山庙的潘府大人象

徵着双重意义!但是新加坡炉
%

潘氏是以祭祀神明之礼仪规格来对待筣!在

其圣诞举行大型祭拜活动!不会在华人祭祖之春+秋祭时举办祀典#?
6

有

共同祭祖的活动!皆是以个
/

家
^

祭拜公妈的方式进行#虽然
X

山庙兼具宗

祠功能!依然是一间非限定性庙宇!从未限制外人入
%

祭拜!居住在潘家村

%

的外姓姻亲亦会前往拜祭#二战之後因
#

潘家村的人口流动!外姓信徒於

是逐渐增加#

*>OD

!与新加坡炉
%

潘氏相比!对於外姓信徒来
(

!潘府大人就仅

仅是神明而已#

潘家村和
X

山庙在$(%#年代初期面临拆迁的危机!新加坡炉
%

潘氏试图

重建
X

山庙!维宗族认同和网络#$(%$年!政府徵用潘家村土地!

X

山庙

被迫迁移!族人搬离潘家村!瓦解了聚族而居!唯一不变的是
X

山庙作
#

宗

族纽带的地位!族人们
#

了重建
X

山庙!不遗馀力#新
X

山庙是一独立庙

宇#从
g

上装饰可知!潘氏族人在重建
X

山庙时!有将其庙宇空间作
#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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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活动空间之考量#庙殿两侧
g

上共镶有八幅潘姓历代先祖图像和介绍

&左右壁各四幅 (!这些历代先祖与炉
%

潘氏宗族?无直接谱系和血缘关

!但是新加坡炉
%

潘氏利用这些画像象徵潘姓历史源远流长#这些先祖跨

越年代从周代授姓始祖到宋代#潘氏族人对止於宋代之解释
#

潘季驯是明代

人!真有其人!炉
%

潘氏源流从宋代传到明代!再从潘季驯接到炉
%

潘氏!

故不需要放置明代以後的潘氏名人祖先#

*>OE

!因此!在新加坡炉
%

潘氏的诠释

中!从潘季驯连接到炉
%

潘氏!潘府大人兼具神明和祖先的双重特质#

$南洋潘氏总会%是否成
#X

山庙以外!新加坡炉
%

潘氏的认同凝聚平

台0翻开该总会的纪念特刊!潘府大人潘季驯位列在历代先祖图像中!亦有

潘季驯+潘家村与
X

山庙之简介#

*>OF

!然而!潘季驯在潘氏历史源流
6

有被特

/0

调
#

$潘府大人%的神明性质!或将其地位抬高!仅是位列其中的一个

有名望之先祖#其次!收
$

潘家村与
X

山庙之简介!是因
#

两者与新加坡的

潘姓族人有关!因
#

该特刊同时也收
$

了琼崖潘氏社的介绍#

*>OG

!二战前总会史

已不可考!於$('#年复兴!主要复会发起人潘霖端
#

广东省南海县人士!在

其他响应人中!亦有炉
%

潘氏的身影!例如潘南山!他曾经位居炉
%

潘氏族

长之职#

*>OH

!当$(%#年代
X

山庙去留未定时!新加坡炉
%

潘氏表示虽然大家还

有潘氏总会可以依靠!但是遗憾的是它不
#

单属於炉
%

潘氏族人的组织#

*>OI

!

虽然新加坡炉
%

潘氏愿意加入南洋潘氏总会!形成$泛潘认同%!但是因
#

是总会成员祖籍之杂性!该总会无法取代
X

山庙之炉
%

潘氏宗族和祖神信

仰意义!

6

有成
#

他们精神寄皏以及宗族认同联的另一空间#

新加坡炉
%

潘氏运用潘府大人$亦神亦祖%之形象!在海外环境中整合

炉
%

潘氏族人!建立起宗族网络#南安炉
%

和新加坡两地潘氏族人对於
X

山

庙神明身份的认知不同!潘府大人在新加坡虽然被赋予其祖先之意义!新加

坡炉
%

潘氏还是运用神明的形象来凝聚族人#炉
%

潘氏在潘氏总会?有一定

的比例!但是潘氏总会与
X

山庙不存在上下隶属的关#两者提供炉
%

潘氏

不同的认同取向!潘氏总会是泛潘认同的载体!

X

山庙则象徵了炉
%

潘氏的

$,+

ñò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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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笔记"报导人f!"#$&年$$月$'日!新加坡
X

山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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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认同#

&

B

'

~;h[SÎ��

新加坡围
%

施氏来自安溪县龙门镇#写於万年间之围
%

施氏族谱谱序

记载开基始祖梦华公$宋初由盫江入清溪!卜居於依仁之华封%#族谱中?

无注明具体
#

盫江何处!清溪县依仁里所在即现今龙门镇! $华封%

#

後人

所取!意
#

梦华公
)

封以居#

*>P@

!

施府大人是围
%

施氏宗族
%

部的重要信仰!随着施氏移民南来新加坡#

祖籍地族人流传着关於施府大人显灵的故事#传
(

有一年在官林头!施氏宗

族正在演戏酬神!人群中出现一位外地人!题了一首诗$河南衍派居河东!

吾身大宋受敕封#代天巡视察善恶!眼看吾侄亦大宗%之後!隐身不见!轰

动全村#族人将此事视
#

佳兆!

<

议设庙供奉!即
#

华灵府!?订十月初六

日
#

宴庆演戏之日#

*>PA

!围
%

施氏认
#

他们与施府大人同宗!所以尊称筣
#

$祖叔公%#施府大人信仰何时出现在施氏村落中以及如何流?暂时无可考

据!可以肯定的是在围
%

施氏聚居的村落
%

有三间庙宇供奉施府大人"华灵

府+华山府和华堂府!这三庙的施府大人庆典是分开举办#山美村华堂府於

民国初年又分炉至新加坡!沿用原庙名#山美村华堂府分成前+後二殿!前

殿主祀施府大人!後殿又称$华二殿%供奉朱府大人+金府大人+清水祖师

和保生大帝!但是仅施府大人分香至新加坡#施府大人被安溪和新加坡的围

%

施氏称
#

祖叔公!然而两地施氏族人皆以神明之礼侍奉筣#

$(%#年代以前的新加坡围
%

施氏!以华堂府
#

宗族中心!在新加坡乡村

建立宗族聚居的型态#早期福建地区频频发生动乱!族人施旺於$($%年
v

带

施府大人金身前来新加坡#施府大人原本供奉在河水山施旺住处!全族会在

神明庆典时团聚!族
%

大事尽在施府大人前拈香
<

定#$(,#年代!施氏族人

经济能力有所提升!多
^

人家於杨厝港角头後&今宏茂桥(购置园穈居住!

由施班献地!联合数位族人建成华堂府!乡村时期的华堂府是围
%

施氏宗族

活动的聚集地#$()%年!华堂府因政府徵用土地!面临搬迁危机!遂与当时

ÍÓó�#>ÆÀO�Ú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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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氏族谱理事会编! )安溪围
%

施氏族谱*&泉州!"##% (!页%+$##

施议旌! ,供奉祖叔公的华堂府.!载南洋施氏公会特刊出版委员会编! )新加坡南洋

施氏公会卅九盷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南洋施氏公会!$(%' (!页,+#此文将$华灵

府%记
#

$华龙府%!本文认
#

是音译问题!灵+龙二字於当地方言中发音相近!?且

根据笔者於"#$&年$"月田野调查结果!当地只有 $华灵府 %#笔者於後文皆用 $华灵

府%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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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受到徵地问题影响的非属一地人或一姓人的集福
Z

和南安王姓人士的龙

泉岩组建联合庙#$(%$年!联合庙$聚圣庙%落成#

*>PB

!

三庙人员共治聚圣庙!亦有自治事务#三庙合成聚圣庙之因有二!一是

原先三庙所在有地缘关!二是由於各自皆无足
N

的经济能力形成单独庙

宇#集福
Z

主祀神是萧府大人+林府大人和朱府大人以及董公真人!龙泉岩

则
#

法主公和清水祖师#聚圣庙
%

神龛分成三部份!集福
Z

置中位!华堂府

位右边!龙泉岩安左边#所有香油钱归聚圣庙名下!三庙各自神明庆典时!

彼此会相互支援和参与#三庙以聚圣庙
#

盰
4

单位!其下有$##多名会员!

从中选出&'人参与庙宇管理事务!分成三个小组代表各庙!一组有$'名代

表#三庙另外自行从这$'名代表中选出七名代表!成立聚圣庙管理委员会!

共"$位人士成
#

聚圣庙执行委员!两年一
l

#由会员大会投票
<

定聚圣庙最

高权力中心的主席&候选人需
#

"$名执委之一(#有意加入聚圣庙会员者必

须积极参与庙宇事务!?获得现任会员的推荐!始得申请会员!最终还需要

管委会批核认可!现有$##多名会员全归属聚圣庙之下#代表华堂府的$'名代

表几乎全是围
%

施氏!仅有一位外姓人士名列其中&因其学历高!可协助管

理事务(!华堂府神明庆典由这$'人协调处理!庆典经费由华堂府自行筹备

&例如酬神戏(!多馀的费用可以存入华堂府帐
^

!不需要上缴聚圣庙#

根据熟稔庙务之围
%

施氏族人的估计!参与千秋活动的信徒中!施氏人

士逾半!以围
%

施氏
#

主!有(#_之势#

*>PC

!每年成
#

施府大人千秋炉主和头

家的几乎都是施氏&极少数者
#

非围
%

派下(#虽然华堂府
6

有明文规定只

有围
%

施氏可以成
#

炉主或头家!但是因
#

领头者都是围
%

施氏!自然对外

姓人士或是非围
%

的施姓宗亲成
#

炉主或头家形成无形阻隔#华堂府炉主和

头家的选择过程更可以清楚看到围
%

施氏的运作#以"#$&年施府大人千秋
#

例!由三名年长的围
%

施氏族人负责选出下个年头轮值的炉主和头家#一人

拿着候选名单和向神明唱名!一人负责掷
b

!一人帮忙捡拾落地的
b

杯#三

人有时会在唱名之前!会互相讨论某人适不适合或是有无时间参与!如果
<

定?此人!则不会将此人唱名出来#围
%

施氏把握一定程度的主控权!影

响炉主和头家的人选#因此!新加坡华堂府从乡村小庙变成联合庙一部份!

尚可见围
%

施氏宗族网络的延续#

二战之前!新加坡施姓人士分
/

以泉和合公约所与华堂府
#

聚集场所!

$,%

ñòR

*>PB

*>PC

施议旌! ,供奉祖叔公的华堂府.!页,'1,)#

访谈笔记"报导人-!"#$&年$$月%日!南洋施氏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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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施氏公会成立於$(&+年#泉和合公约所是一估俚间+

1

江籍施氏宗亲的

单身船员宿舍!可谓施氏公会之前身! $本会之创办!即由合约所的宗亲所

发起%#

*>PD

!缺乏有效资料
(

明早期聚居泉和合的施氏宗亲是否都
#

同一地域

性宗族之後裔!合理的推测是此估俚间
#

不分支系的
1

江籍施氏宗亲聚集

地! $因
#

大家都是一家人!不分前港後港!都是一家亲 %#

*>PE

!

1

江施氏分

成两大支系!一是钱江派!另一是浔江派!两派开基祖不同!入闽时间亦不

同!钱江派开枝散叶於前港!而浔江派生根发芽於後港 &相对於南面的前

港(#

*>PF

!围
%

施氏族谱记载他们是由钱江支派而来!

*>PG

!但是他们
6

有因此与

钱江派下子孙形成较
#

紧密的联结#公会
%

部之祖籍依照县级单位!

1

江或

安溪籍分类#施氏公会成员一直以
1

江籍者
#2

#"#$,至"#$&年会员祖籍比

例仍然是以
1

江籍
#

多!)"人?&"?$_1安溪籍
#

'&人?,$?+_!其中大概

有,)人
#

围
%

施氏子孙!?+%?'_#

*>PH

!

施氏公会与华堂府不存在直接上下属关!是
#

分立单位!随着时间的

推移!双方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现今施氏公会盷年庆活动会发请帖至华堂

府!邀其共襄盛举!反之亦然#围
%

施氏以个人名义参加施氏公会!他们也

会以个人邀请的方式!让其他公会成员来参加华堂府庆典!甚至是成
#

聚圣

庙会员#

成
#

联合庙一份子的华堂府!

#

新加坡围
%

施氏的宗族信仰地位不变#

不论是乡村时期或是联合庙之後!围
%

施氏始终
6

有集体祭祖之仪式!宗族

集体活动以施府大人千秋之日
#

主#乡村时期与後来成
#

联合庙的华堂府!

在凝聚族人的力度上!固然存在前
0

後弱的相对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筣

至今还象徵着一定程度的宗族联结与认同#当安溪围
%

施氏欲修新族谱

&"##%年出版(!派了一位族人南来新加坡收集资料!除了由族
%

耆老带着

他环星岛挨家挨
^

抄谱!他亦固定时间待在聚圣庙收集族人的入谱资料#

ÍÓó�#>ÆÀO�ÚÁ�¶¬

$,(

*>PD

*>PE

*>PF

*>PG

*>PH

施家晓! ,泉和合公约所简史.! )新加坡南洋施氏公会卅九盷年纪念特刊*!页,%#

施家晓! ,泉和合公约所简史.!页,%#

钱江始祖
#

施典!於唐昭宗末年&%%%1(#, (随王潮入闽!後代发展於前港1浔江始祖

#

施炳!於南宋时期入闽!先居於福清县!其子迁居及发展於南浔&衙口+後港(#两

支派依照不同字辈命名!浔江派下最
#

人熟知者
#

施琅#施振民! ,菲律滨华人文化的

持续"宗亲与同乡组织在海外的演变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 *!第&"期

&$()+年&月(!页$($1$("#

施氏族谱理事会编! )安溪围
%

施氏族谱*!页$)#

"#$,至"#$&年施氏公会部以
1

江籍?')?+`!安溪籍
#

")?,`#笔者据南洋施氏公会

编! )"#$,1"#$&新加坡南洋施氏公会通讯
$

*&新加坡"南洋施氏公会!"#$,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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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亦神亦祖%类型!同一地域性宗族派下子孙崇祀与自己同姓氏的祖

神!祖神被称
#

$祖叔公%#祖神带有祖先的成份!潘府大人被视
#

明代潘

季驯!史上真有其人!故其祖先身份比施府大人更
#

明确!但是新加坡的炉

%

潘氏和围
%

施氏都是以神明之礼祭拜祖叔公#

X

山庙和华堂府有一差?!

前者有属於自己的庙宇空间!把潘姓族史融入於重建的庙宇壁画中!入庙者

能感受庙宇和潘氏族人有关之氛围!

X

山庙比华堂府具有更浓厚的姓氏色

彩#相较之下!华堂府则被缩至聚圣庙神龛一处!庙
%

陈设无法
0

调华堂府

和施氏族人之渊源#在星洲!炉
%

潘氏和围
%

施氏都缺乏共同的祖先祭祀活

动!缺少祭祖活动不影响他们各自宗族联与认同!族人间重要的联平台

是祖叔公千秋祭典#对围
%

施氏族人来
(

!施府大人千秋祭典更是展现和
0

化宗族联的特定时间#

g

%

Ä

%

p��

$

�P�[S���

新加坡榜头白氏族人拥有自己的姓氏庙以及姓氏宗祠'''白氏宗祠#此

外!榜头白氏和上述例子不同的是他们有自己的姓氏公会'''白氏公会!祭

祖活动是由公会负责#他们会将宗族认同实践於庙宇和宗祠厅堂之
%

#榜头

白氏之例子
(

明$神+祖?存%类型的意义!其发展过程也体现了人们面对

国家政策时!策略性改变庙宇和公会的上下隶属关!以达成两者之存续#

新加坡榜头白氏源於今天的福建省安溪县龙门镇榜头村#根据白氏族谱所

示!始迁祖应顺公&又称逸宇公!$,+&!$&"% (在明朝永乐二十二年&$&"& (

间从同安
�

头迁移过来!起初落
F

在榜头的福海後林!其次子
M

泉公以
#

此

地
6

有发展空间!

<

定徙居到榜头华汤!华汤祖居遂成
#

白氏宗族生聚繁衍

之地#

*>PI

!自明中叶起!白氏族人陆续向外地发展!迁移的主要据点是今浙江

省
M

州市平阳县一带+

w

门+台湾以及南洋!南洋地区以新加坡
#

重点#南

来新加坡的人数最多!?来南洋的总人数的&,?+_#

*>Q@

!

在榜头!白氏宗族拥有属於全宗族的祖神信仰#在大宗祠华汤祖祠旁筑

有一座小庙$华汤府%!主祀田都元帅!也祀奉苏妈夫人与奎星爷#相传田

$&#

ñòR

*>PI

*>Q@

白凤毛! ,榜头白氏族史.!载白清泉+白春晖编! )福建省安溪县榜头白氏族谱 *

&新加坡"新加坡白氏公会!$(%( (!页''#

此数据是笔者依据族谱统计资料计算而来!不包含後来在外繁衍的子孙!原始数据将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 (分开计算#白凤毛! ,榜头白氏族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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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元帅是应顺公最崇拜的神明之一!白氏族裔
#

了追念祖德!建造祖祠时也

一起修建华汤府!以皍纪念!他们尊称田都元帅
#

$祖奉相公 %#

*>QA

!除了华

汤府之外!灵应
Z

亦
#

榜头白氏的宗族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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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

!

族谱?未盰明分奉祖神之时间瞃索#分奉祖佛之後!位於後沟的灵应
Z

之信仰庆祝活动就以九天玄女和圣祖道母之诞辰
#

主#此外!以榜头白氏
#

主的角头亦有地方信仰!即乡土神!例如位於榜头坑
%

的圣济庙!供奉着

朱+荣与池三府王爷!是附近白氏族人的信仰中心#三位神明们也与榜头白

氏一起飘洋过海!分香至新加坡#

&

?

'

���SpÄ*+

九仙
Z

是白氏族人在新加坡最早的宗族活动据点之一#九仙
Z

位於旧淡

滨尼!此处是白氏族人聚居之处#新加坡白氏族人对九仙
Z

有个亲切的福建

话称呼$玄女妈
Z

%!始建於$("%年#

*>QC

!$()#年九仙
Z

接获政府来函!要徵

用
Z

址地段扩建巴爷礼簔机场1$()+年九仙
Z

两度搬迁!神佛们先暂居族人

家中!同年末又搬至白氏公会新置会所1$(%"年成立重建委员会!在淡滨尼

士路九哩半觅得重建土地!亦正式获得政府批
�

1$(%'年新的九仙
Z

正式完

工#

*>QD

!$(%'年完工之新九仙
Z

合?了 $玉天
Z

%#玉天
Z

属於白氏族人所

有!主祀九天玄女!是$()#年代面临土地被政府徵收之问题!才与新九仙
Z

ÍÓó�#>ÆÀO�ÚÁ�¶¬

$&$

*>QA

*>QB

*>QC

*>QD

白凤毛! ,榜头白氏族史.!页))1)%+%+#

白凤毛! ,榜头白氏族史.!页%+#此段
C

述需要
(

明的是族谱记载各房系分奉的祖佛

有误!实际上应
#

後沟族人奉祀九天玄女和圣祖道母!下寨族人拜祭人师大帝和惠应祖

师#此勘误是根据笔者"#$,年$"月在榜头田野调查的结果#

新加坡白氏公会特刊编委会编! )新加坡白氏公会五十盷年纪念特刊*!页,")#

白清泉! ,九仙
Z

&玄女妈
Z

(重建经过.! )新加坡白氏公会五十盷年纪念特刊*!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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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现今九仙
Z

的神明信仰规模是经过砯加+整合的结果#可以肯定的是!

$("%年旧九仙
Z%

供奉至少三尊神佛!九天玄女+田都元帅与天师大帝等#

*>QE

!

新加坡白氏族人於一个空间共同祀奉在祖籍地分属於不同庙宇空间的祖神"

九天玄女+天师大帝和田都元帅#在新加坡白氏族人心中!九天玄女地位崇

高!从$九仙
Z

%命名庙殿和神像摆放位置即可窥见端倪#"#$,年的九仙
Z

主龛
%

置有超过$#座神像 &九天玄女神像数量最多 (!神明分
/#

九天玄

女+田都元帅+齐天大圣+善财童子+观音+大伯公+天师大帝+如来佛

祖+和朱+荣+池三府王爷等!置神龛中间之神像
#

九天玄女#

2

多神明

中!与白氏族人有乡土渊源的有九天玄女+田都元帅+天师大帝和朱+荣+

池三王府大人!大型庆祝神明诞辰活动也以这些神明
#

主!举办闽剧酬神#

Z%

神明
2

多!大型庆祝神明诞辰日期
#

"田都元帅!农正月十五+十六

日1九天玄女!农四月十五+十六日1朱+荣+池三王府大人!农十月

十五+十六日#

来自不同白氏祖籍地的
Z

庙之神明信仰到了此地後!

#

了适应海外环

境!重新被整合至一间庙宇中#九仙
Z%

以$空间砯合%的方式!供奉源自

白氏祖籍地不同
Z

庙之神明信仰与纳入玉天
Z

!整合了白氏族人的祖神信

仰#

&

B

'

�[�~S�p67

白氏族人在$(,,年成立了$香山白氏公所 %!初期会员仅&#名#从会员

人数可推测当时公所非宗族活动中心!多数族人?无参与其中#公所一度缺

乏中坚份子领导!财政困难!於$(,%年迁至九仙
Z

办公!所务几近停顿#二

战後!公所活动复盨!於$(&(年重新举行成立大会!?重新定名
#

$香山白

氏公会%!把$公所%改成$公会%!会员有一百馀人#二十馀年後!$()+

年白氏族人购置了永久会所!同年公会改名
#

$新加坡白氏公会%#

*>QF

!

白氏公会的正式会员祖籍背景雷同#现今拥有五百多名会员!公会会员

分成两种"正式会员和准会员#准会员可以参加公会所有活动!但是
6

有选

举权和参选理事权!投票和参选理事必须
#

正式会员#准会员可以是其他姓

氏&通常是白氏姻亲(!正式会员则必
#

白姓!正式会员的祖籍几乎均
#

安

$&"

ñòR

*>QE

*>QF

访谈笔记"报导人e!"#$"年+月%日!新加坡九仙
Z

#

白春晖! ,本会史略.! )新加坡白氏公会五十盷年纪念特刊*!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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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榜头#公会正式会员高达((_是榜头逸宇公之後裔!其中的((_左右的人

是以榜头地区
#

祖籍地!其馀是从
M

州而来#

*>QG

!

M

州白氏族人亦
#

榜头白氏

衍下子孙#

新加坡白氏族人在中簔鲁四
F

亭'麟记山福建公眆找到有关族人的最早

??#

%

有数座白氏祖坟!其上所刻的最早年代
#

同治六年&$%+) (!他们

指出这是至今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新加坡白氏族人活动纪
$

#

*>QH

!关於白氏春祭

活动确切起始时间!

6

有留下任何记载!但是有组织规律性的春祭活动可以

追溯到$(,,年成立的$香山白氏公所%!每逢清明便动员族人参加#$(+&年!

四
F

亭'麟记山福建公眆地段被政府徵收!土地作
#

发展组屋建设之用!白氏

祖坟被迫迁移!所幸有白金安捐献武林山地段!让白氏祖先得以安居斯土!

白氏族人在$(+'年以公会名义立$安溪榜头白氏祖先纪念碑%於此#

*>QI

!白氏

族人在武林山时期开始拥有正式形制之姓氏总坟#

白氏宗祠是新加坡白氏族人凝聚宗族认同的另一个空间!白氏宗祠的出

现与国家土地政策有关#在九仙
Z

兴建的过程中!白氏总坟也面临土地徵收

的困境!所以公会
<

定将九仙
Z

的後殿置
#

白氏宗祠#宗祠大门与九仙
Z

大门
#

相反方向!宗祠与庙宇是一
g

之隔!

g

上有一门可以互通#白氏宗祠

取代了$(+'年武林山之白氏总坟$安溪榜头白氏祖先纪念碑%!这是榜头白

氏在新加坡设有宗祠之始#白氏宗祠
6

有另设管理委员会!由公会直接负

责!春祭活动日期是公会发?和通知!而平时的整理和准备祭祀用品则由九

仙
Z

负责#白氏宗祠担负起祭祀先人的重责大任!春+秋祭办理集体祭祖!

以春祭仪式较
#

盛大#白氏宗祠提供族人置放先人神主牌位!利用春+秋祭

将牌位
1

主#祭祖仪式全程由外聘闽籍道士引领!

2

人在祭祖之前由道士带

领!集体走向前殿拜神!手持香枝向神明
t

报即将要进行祭祖仪式!仪式结

束後也必须回到前殿告知神明#

>

句话
(

!白氏宗祠在行政位阶上不亚於九

仙
Z

!归公会直接管理!然而在仪式
}

宗教位阶上则要尊重九仙
Z

#

白氏宗祠的牌位摆放位置告诉我们新加坡白氏族史的建构过程#白氏族

人清楚将自己的源头指向安溪榜头!先祖牌位从开基始祖应顺公的父亲兴公

开始设置!终止在第五世祖#然而!置中的牌位!也
#

体积最大的牌位!不

ÍÓó�#>ÆÀO�ÚÁ�¶¬

$&,

*>QG

*>QH

*>QI

访谈笔记"报导人\!"#$"年&月)日!新加坡白氏公会#

白春晖! ,本会史略.!页+(1白振华! ,新加坡白氏祖先纪念碑的由来.! )新加坡

白氏公会五十盷年纪念特刊*!页%'#

白振华! ,新加坡白氏祖先纪念碑的由来.!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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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榜头的兴公与应顺公!而是四
F

亭'麟记山福建公眆的白氏列祖牌位!在

牌位上
6

有刻写上$始祖%两字!但是在旁边的九仙
Z

白氏宗祠椟龛神位排

列表将这个牌位列入 $始祖 %之位#椟龛中
6

有 $安溪榜头白氏祖先纪念

碑%的牌位或代表!暗示着白氏族人将武林山白氏总坟视
#

过渡时期!是四

F

亭'麟记山福建公眆的白氏祖坟之延续#新加坡族史的建构和$始迁新加

坡祖%之象徵!从四
F

亭'麟记山福建公眆的数座白氏祖坟开始#

6

有人确

切知道原来四
F

亭'麟记山公眆中埋葬的白姓人士身份
#

何!以及是否
#

榜

头白氏的一份子!更遑论了解他们在宗族眧的房系和辈份!但是族人认
#

这

是榜头白氏宗族最早在新加坡发展的??#这样一个牌位放在宗祠眧!是

$始迁新加坡祖%的象徵!白氏宗族在新加坡开枝散叶从这眧开始#新加坡

白氏族人的共祖意象不只从安溪榜头追溯!他们在新加坡也拥有共同始祖#

&

I

'

�[�~S���<Ü

九仙
Z

的重建提供白氏公会与九仙
Z

建立直接从属关的机会!也更加

确立了白氏公会领导权的地位#缺乏有效档案
(

明白氏公所与九仙
Z

在$()#

年代之前的行政关如何!仅能从收集到的会务大总簿 &帐簿 (知道!从

$(&#年代末至$(+#年代中期!九仙
Z

每年都会在公所存入结馀#依照帐目来

看!九仙
Z

的存入属於$借存%!因
#

归类到公所之$负债款项%!故可以

推知这段时间眧!两者财务
6

有正式从属关#面对新九
Z

重建!将白氏公

会作
#

申请土地的单位可视
#

一种策略#利用公会名义申请土地!意味九仙

Z

的土地属於公会名下财
.

!因此当时拿到的土地使用合约!

#

期((年!不

需变更土地使用项目!故其土地的使用年限和一般庙宇的,#年不同!但是往

後必须以公会名义更新使用权#

*>R@

!因
#

土地使用权的关!九仙
Z

成
#

公会

的属下团体!也就不受新加坡社团盰
4

法的规范管理!不需要另外独立盰
4

#

合法宗教组织#

九仙
Z

管理委员会条例反映了它的从属地位以及与公会密不可分的关

#相关条例有"第六条!会员! $凡属新加坡白氏公会会员!即
#

本
Z

会

员%1第七条!权力及义务! $本
Z

会员之权力及义务!概以新加坡白氏公

$&&

ñòR

*>R@

九仙
Z

的所在土地使用权限是((年!但这是从原地主&白氏族人(获得土地使用权开始

算起!转卖给白氏公会之後不会继续重新计算!因此九仙
Z

?
6

有完整享有((年的权

限!"#$&年时还剩下&&年的使用期限#访谈笔记"报导人\!"#$"年&月)日!新加坡白

氏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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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员
#

准则%1第八条! $本会根据新加坡白氏公会之管辖权力!由新加

坡白氏公会
.

生管理委员会%#

*>RA

!有些条约
%

容难以落实!例如第六条!公

会会员不可能全部成
#

九仙
Z

信徒!但是可以看出设置条例者当时对於白氏

公会和九仙
Z

关的
0

调#九仙
Z

?非白氏专属的封闭性庙宇!然而透过这

些条例!不仅是公会会员与九仙
Z

信徒!九仙
Z

管理委员会的部也与公会

部有高度重复性!差
/

是在公会和九仙
Z

会担任不同的职务#九仙
Z

设有

$诚心会%!全部的信
2

都可以参加!不限制姓氏#举办活动时!诚心会的

会员皆能给予意见!?且担任筹备工作#九仙
Z

宗教活动
6

有成员限制性!

#

了让所有的信徒加入
Z%

活动!亦不至於影响到白氏族人对庙
%

事务的掌

握!避免以白氏族人
#

主导的委员会力量被稀释!诚心会的设置可以看作是

让其他姓氏的虔诚信徒参与
Z%

活动的一种管道!藉以平衡委员会都是白氏

族人职掌的情癋#

"#$'年$$月"%日是白氏公会和九仙
Z

得以比邻的重要历史时刻''' $九

天楼%落成#过去!白氏公会会所和九仙
Z

位於不同处!往来交通不甚方

便#白氏公会号召族人筹措巨资!向政府买下九仙
Z

旁的空地!耗时三年半

兴建$九天楼%#白氏公会迁移至九天楼办公!成
#

新会所!白氏族人突破

过去地理空间之限制!完成白氏公会与九仙
Z

的位置接邻!空间整合实属不

易#

九仙
Z

+白氏宗祠和九天楼现今皆是白氏族人在新加坡不可分割的宗族

活动空间# $神+祖?存%在整合白氏宗族认同扮演重要角色!也是白氏公

会的责任和权力基础#新加坡社会变迁和土地徵用计划!提供了白氏族人重

新安排祭祖的对象范畴之机会!在制度和支配权上调整九仙
Z

和公会的关!

也
#

白氏族人的神明信仰和祭祖空间提供重整的契机#新九仙
Z

的建筑规划

#

一独立庙宇!?有空间!允许白氏族人将宗祠设置於九仙
Z

後殿#近年!

在多方面的配合下!白氏公会建起九天楼!缩短会所与庙宇+宗祠的物理距

离!白氏族人在新加坡的宗族活动空间更进一步整合在一起#

x

%

Ó�Syí

本文将福建人以祖神之名维宗族网络的型态分成三类!分
/

是" $以神

ÍÓó�#>ÆÀO�Ú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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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新加坡九仙
Z

! ,新加坡九仙
Z

&玄女妈
Z

(管理委员会条例.! )新加坡白氏公会五

十盷年纪念特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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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亦神亦祖%和$神+祖?存 %类型!以此有助於我们理解新加坡

华人以祖神信仰作
#

实践宗族关之多元性与弹性#这眧需要
(

明的是!新

加坡华人宗族实践?非仅有这三种类型!但是其他情癋尚待更多後续研究#

初步所见!以榜头白氏
#

例的$神+祖?存%类型最少见1 $以神
#

重%类

型则较
#

常见!蓬莱寺的属庙均可归类於此类型1 $神+祖?存%类型需要

在该族之人力+财力以及土地空间都有一定的规模和发展之下!才有较高的

机会
.

生!故此类型在新加坡社会眧较
#

少见#

此三种类型又可以归纳出两个范畴" $亦神亦祖 %和 $以神
#

重 %一

类!另一类
#

$神+祖?存 %#因
#

在 $亦神亦祖 %和 $以神
#

重 %类型

下!人群背後的宗族开基始祖或是其他真有其人的祖先隐形了!祖先不是人

们在新加坡进行宗族实践的焦点#神明在$亦神亦祖%中!除了称谓带有祖

先和先辈的成份!通常被以 $祖叔公 %称之!在人们的诠释上有所区
/

之

外! $亦神亦祖%的祖神是被以神明祭祀的礼仪方式崇敬!而不是以祭祖仪

式奉之#

本文与过去 $亦 4祖 5亦 4神 5%的研究对话!区分 $亦神亦祖 %与

$以神
#

重%两种模式!进而指出$亦神亦祖%是在特定情癋下出现!?非

祖神信仰皆能以此来概括解释# $亦神%+ $亦祖%的双重特徵是建立在神

明具备祖先成份的情癋中发生!关键在於神明与该族人同姓!或
#

?姓祖

先#有学者曾经指出" $祖神崇拜在形态上具有4亦祖54亦神5的双重特

徵!它主要存在於来自同一祖籍地缘和相同姓氏的地缘性宗亲会和以姓氏庙

#

凝聚中心的华人社群# %

*>RB

!本文欲
(

明祖神崇拜固然暗示了人们与祖籍地

的历史'文化关!不过!祖神不一定带有祖先的意义!也不一定是完全由

真实的祖先$神化%成神#

>

句话
(

! $亦神%又$亦祖%的特徵只同时?

存在$亦神亦祖%类型中!以$神在前+祖在後%的表述方式!自成一类!

例如炉
%

潘氏和围
%

施氏的类型#本文认
#

以此分类有助於深化祖神信仰的

概念化研究#

拥有独立庙宇空间与否确实影响姓氏庙运作与宗族意识之展演#独立姓

氏庙试图运用相似方式维持宗族色彩!大家在积极向外拓展信徒来源的同

时!透过谨慎把关入庙会员资格以及选举部&包括炉主和头家(的方式!

使行政管理权力不被稀释!同时又可以拉拢更多?姓信徒共襄盛举!以维持

$&+

ñòR

*>RB

曾玲! ,祖神崇拜"东南亚华人与祖籍地文化纽带之建构'''以新加坡蓬莱寺的六个姓

氏庙
#

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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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兴盛#拥有独立庙宇空间的姓氏庙可以将姓氏
}

宗族符号融入其中#炉

%

潘氏将潘姓祖先意象&以图像形式存在(和神明信仰揉合在
X

山庙之
%

!

榜头白氏在姓氏庙空间许可下!将宗祠与祖神信仰空间整?!另一方面也将

祭祖仪式之前後加入祭告祖神的步骤#近年!白氏族人动员宗族力量!在多

方面配合下!在九仙
Z

旁兴建九天楼!将宗族活动空间向外扩展!榜头白氏

宗族意识的实践
0

度实属少见#相较之下!丧失独立庙宇空间的姓氏庙!神

明节庆的筹办成
#

该宗族活动的动力#联合庙让人数较少或财力较单薄的某

姓族人之祖神信仰得以继续维持!但是在共用神龛或神龛相连的情癋下!联

合庙空间不专属於任何宗族!该空间亦难以让族人在建筑物
%

表现宗族符号

与象徵#华堂府和中亭庙不
#

新加坡盰
4

社团一员!

6

有法律身份向外发

展!分
/

需要依附於聚圣庙和蓬莱寺之下#华堂府和中亭庙缺少独立的信仰

空间!宗族成员难以全权掌控庙务管理!不具空间使用的支配权!无法将宗

族的历史背景和姓氏象徵嵌入建筑物中!宗族认同平常较难找到投射或外显

的实体或空间!主要是在神明千秋圣诞活动才能观察到神明背後的那群人之

间的宗族联与网络#

&责任编辑"唐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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