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人类学学刊" 第十七卷!第二期 #"#$% 年 $# 月$ %页&$!*$

庄仁盓!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吉隆坡!马来西亚!电邮#/&'*.1"1*+)/%$)#+>01%)$

匿名审稿人与编辑部对本文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从中获益良多!修改本文时尽力?纳这

些建议!?在此深深感谢$也感谢所遇见的每一位报导人!在研究过程中所给予的大力帮

助$

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

!!!以新山华人社会
"

例

庄仁盓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提要

本文以新山华人社会
!

例!探讨人们如何塑造与传播开埠故

事!以及谁在诉
?

"

!

何诉
?

这个开埠故事$本文以新山中华公会

的会刊"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的展览以及新山柔佛古庙与其?神
!

材料!指出新山华人社会的开埠故事如何藉由文本与仪式来打造和

传播!以及新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自$%1#年代以来的变化等

&

外因素!如何影响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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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马各地华人社会都有各自的开埠故事$一些开埠故事中!华人主导开

埠活动!统治者无太多干涉!例如砂劳越的罗芳伯"吉隆坡的叶亚来及霹雳

的义兴和海山公司等$另一种开埠故事则是统治者主导垦殖活动!但华人?

有重要地位!例如由英国人开的新加坡的曹亚志!或由柔佛天猛公开的

柔佛州的义兴公司$

这些故事的主要
&

容"

D

述主旨"

D

述主体和传播因素尚未获得更细

的解读$本文以新山华人社会的开埠故事
!

例!通过考察开埠故事的情节!

考证编纂者的身份!追溯故事建构的目的!探寻故事的传播和影响!来追溯

故事演变过程中所体现的新山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常常解构开埠故事$例如科大卫4S#@+( :#-*&8曾指

出!开埠故事显示何人具有使用当地资源的权利!?且通过故事和仪式来巩

固地方资源与权利的分配方式)

!

!萧凤霞也指出!当资源和权利的分配方式

改变时!故事和仪式也将随之改变$

"

!离开华南!台湾的六堆地区也有讲述

客家人在当地扎根的开庄传
?

$

#

!

相比之下!新马史和海外华人史研究较少尝试解构开埠故事!往往将开埠故

事作
!

当地社会的背景资料来呈现$例如论及槟城华人社会时!槟城的开埠故事

?非研究对象!而只是研究的背景资料!用以协助读者了解槟城早期发展$

$

!

马来西亚的新山45%/%*=#/*-8是一个由政府主导"但华人在开发中扮演

重要角色的城市$虽然新山华人社会有丰富的开埠故事!?有迷人且深入民

心的传播管道!但探讨新山开埠故事是如何建构的研究?不多$安
c

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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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凤霞! +传统的循环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5! 6历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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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埠故事的形成与$%*#年代新山华人社会领导层的
&

部纠纷有关$新山

华社领导层"学者与媒体人
!

此而重塑开埠故事来平息纷
N

$

%

!安氏的文章

虽然探讨了塑造开埠故事的原因!但只提及新山华人的
&

部因素!?未讨论

外部因素***柔南当时的社会与经济变迁与全国政治的变化***如何塑造开

埠故事)亦未讨论开埠故事藉由何种方法和管道来打造和传播!使其深入民

心!成
!

今日许多新山华人深信不疑的故事$此外!曾有学者提及柔佛古庙

?神中的部份传统与
^

含的开埠故事如何被建构与传播!

&

!但是开埠故事的

建构与传播!不只通过古庙?神%仪式&的方式!文本%例如新山各个华人

会馆的会刊!以及文物馆的展览等&也是建构与传播开埠故事的重要管道$

中国本土的开埠故事常常以族谱和县志%文本&!以及在祠堂和神庙举

行的仪式!塑造?重新肯定原有的故事!也藉此重新肯定当下的社会结

构$

'

!与此类似!新山也通过仪式 %古庙?神 &和文本 %会刊和文物馆展

览&!

?

出自己的开埠故事!?巩固当下的社会结构$那
>

!新马华人社会

的开埠故事!体现了怎样的社会结构P

本文将以笔者个人在"#$+年和"#$&年对新山柔佛古庙?神的考察"新山

中华公会出版的刊物!以及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的展览作
!

资料!指出新山

华人社会的开埠故事如何藉由文本 %会刊和文物馆 &与仪式 %柔佛古庙?

神&来打造和传播$笔者亦指出谁在诉
?

"

!

何诉
?

这个开埠故事!以及新

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
&

外因素!如何影响开埠故事)?试图

揭示新山华人社会这个案例!体现了怎样的新马华人社会结构$

二#新山华人社会的结构与开埠故事

新山自$*&&年开埠以後!许多华人到此定居?形成华人社会$本节除了

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 &+

%

&

'

安
c

然! +柔佛古庙研究与'古庙精神(的建构5!载廖文辉主编! 6马来西亚华人民

俗研究论文集7%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新纪元大学学院!"#$1 &!页%1B$$"$

安
c

然! +神人嘉年华#柔佛古庙?神文化的承传与再造5!载氏著! 6文化新山#华

人社会文化研究7%新山#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社!"#$1 &!页$*1B"$&)庄仁盓! +传

统的创新与发明#以新山柔佛古庙?神
!

例5! 6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 7!第$期

%"#$*年+月&!页22B&#)庄仁盓! +客家传统的形成与变迁#以新山柔佛古庙?神的

客家公会
!

例5!载
0

贤
,

编! 6会馆"社群与网络#客家文化学术论集7%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新加坡茶阳 %大埔 &会馆客家文化研究室"新加坡茶阳 %大

埔&基金会"八方文化!"#$* &!页""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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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述新山开埠的原因!也将指出新山华人社会的组织与结构!?阐释剖析其

历史变迁!最後
?

明今日在新山流传的开埠故事
&

容$

新山的开埠与$%世纪中叶柔佛州的土地开发密切相关$ %柔佛州地图见

附图$ &当时柔佛王国的实际统治者***天猛公达因伊布拉欣4S#+'D

J,*#/+)8!把注意力从海上转往陆上!招募大量华工从新加坡北上到柔佛开

垦$

(

!当时柔佛政府设立港主制度4E#'D1/- 6."$&)8来开发柔佛$港主制度

是透过发放 '港契46-*#$6-'D#+8(给有势力和能力开发的华人领袖 %港

主&!让他们在特定区域建立港
h

%垦殖区&!种植胡椒和甘蜜$港主自行

掌控当地的行政与司法权力等!?给柔佛政府缴付
M

收$

)

!当时的港
h

主要

集中在柔佛南部的埔莱河"士古来河"地不佬河与柔佛河的河岸!新山不但

位居这四条河流的中间位置!也靠近新加坡$在这种情形下!新山从开发前

哨站逐渐变成柔佛的政治与商业中心!成
!

当时甘蜜与胡椒的收集站与中转

站%这些商品通过新加坡出口&$

*+,

!

华人是开发柔佛的主力!因此新山自开埠起就有大批华人移入$最初来

到柔佛的华人以潮州人居多!

*+-

!但其他籍贯的华人如广肇"客家与福建等方

言群自$%世纪下半叶起也开始移入新山$

0

亚福等非潮州帮群的新山华人领

袖在天猛公的扶持下崛起!与原先的潮州华人领袖分庭抗礼$但因
!

帮群在

经济上的分工!以及共同使用庙宇与义山等公共系统与公共空间!新山各方

言群之间未发生械等突!而能相处共生$

*+.

!

柔佛政府只允许华人会党***来自新加坡的潮郡义兴 %以下称 '义兴公

司(&进入柔佛!使得义兴公司成
!

柔佛唯一的合法华人组织$在新山的义

兴公司也因此成
!

早期新山华人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且其领袖陈开顺*+/

!

也成
!

柔佛第一位甲必丹$$%世纪的新马华人社会中!会党是重要的经济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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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不但掌握华人社会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生
#

与分配!也是统治者

藉以控制华人社群的组织$

*+0

!$%世纪!槟城"新加坡与太平等地因会党的彼

此竞
N

而引发械!所以柔佛天猛公只允许义兴公司进入柔佛!以避免华人

械重演$同时柔佛政府通过义兴公司来处理华人社会的相关事务!促使它

成
!

早期新山的华人最高组织$

*+1

!进入"#世纪!由於胡椒和甘蜜种植业衰退

及柔佛政府力量加
,

!柔佛政府不再需要藉助华人会党控制社会与经济!於

是在$%$,年下令解散义兴公司!?於三年後正式解散$

*+2

!

义兴公司解散後!新山华社的权力真空由$%""年成立的华侨公所顶

替$

*+4

!华侨公所在二战後分
!

新山中华公会与新山中华总商会!

*+5

!中华公会

随後逐渐成
!

新山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华公会与中华总商会在战後共用

同一会址与员工!?且互相合作!但在分工上日渐分离$中华公会成
!

新山

华人的代表!以全体新山华人
!

服务对象)中华总商会则以团结新山华商
!

目的!业务以处理华商事务
!

主!?成
!

新山中华公会的一个附属会员$後

来两会在$%%*年因不合而分道扬镳$

*+6

!中华总商会随後逐渐淡出新山华社公

共事务的舞台!专心处理与华商相关事务)中华公会则继续担任新山华社的

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 &&

*+0

*+1

*+2

*+4

*+5

*+6

虽然现今官方论述认
!

$%世纪的会党是以暴力获取利益的集团!甚至有时也出现在历史

课本中!但是许多马来西亚华人对此
?

法?不认同$

D'"'7/B$$+%,I/K'74>'74"/E/%79Z9< C$#)白伟权! 6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

合#$*&&!$%2" 7!页*$!$#+$

白伟权! 6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B$%2" 7!页$"$B$""$

现今另有
?

法是$%$*年或$%"#年成立$见张礼铭! 6柔佛地方史话7%新山#新山宽柔

中学!"#$+ &!页$++B$2$)叶汶鑫! +南洋柔佛华侨公所时代史料初探 5!载
B

华

编! 6新山中华公会九十周年纪念特辑7%新山#新山中华公会!"#$+ &!页2"#B22#$

叶汶鑫指出!华侨公所早期有联络华商以及作
!

政府与新山华人间桥睴的功能$当时华

侨公所的英文印章上有 'T]̂ 0_CT 0N;Z GN̂ (和 '-̂ _;CGC-̂ ].kC7NR

-N..C7-CKN̂ N7k]̂ 7i(字样$见叶汶鑫! +本会史料文档 %二 &5! 6新山华

讯7!第,2期%"#$1年$B,月&!页,,B1"$

$%%1年!新山中华总商会筹建会所!要求新山中华公会捐助&#万元!当时的新山中华公

会青年团团长赖益盛在$%%*年2月$+日撰文公开指责新山中华总商会向中华公会要钱!

进而导致五帮会馆反对中华公会拨款帮助总商会$新山中华公会於同年1月+日召开特
"

会员大会!

g

定不捐助新山中华总商会建筑新会所$这导致两会之间关交恶!随後

6新山华讯7也改由新山中华公会单独出版!甚至新山中华总商会一气之下控告中华公

会与赖益盛等$见
B

华编! 6新山中华公会九十周年纪念特辑 7!页$$,B$$1) 安
c

然! +柔佛古庙研究与'古庙精神(的建构5!页$#+!盰$%) +诉讼无条件撤销!新

山商会与中华公会和解5! 6星洲日报7!"##1年$#月$"日!HAALbllXXXI65D<H@XI<3PI

PSlD3E@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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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领导机关$

新山各个华人方言群自$%世纪末开始成立自己的会馆!以代表自己所属

的方言群$新山最主要的五大方言群***广东"海南"客家"潮州和福建!

分
"

组织自己的会馆$这五大方言群的会馆分
"

是#广东人的新山广肇会馆

%$*1*年成立&"海南人的新山海南会馆 %$**+年成立!最早名
!

琼州会

馆&"客家人的新山客家公会%$%",年成立!最初名
!

客属同源社 &"潮州

人的潮州八邑会馆%$%++年成立&!以及福建人的新山福建会馆 %$%2#年成

立&$

*7,

!其中除了新山海南会馆和新山广肇会馆!另三家会馆都是在义兴公

司解散之後成立的社会组织$

新山五大方言群的会馆合称'五帮会馆(!今天他们不但是各自方言群

的代表!也是新山中华公会的属会成员与重要盟友$

*7-

!新山中华公会面临困

难时!五帮会馆给予支持)五帮会馆有难时!新山中华公会
!

其
l

腰$近年

新山宽柔中学的诸多
N

议中!新山中华公会与五帮会馆都共同召开记者会?

表达同一立场)

*7.

!新山中华公会与柔佛中华总会意见不合?
U

离总会时!五

帮会馆力
l

中华公会)

*7/

!新山中华公会与新山中华总商会有纷
N

时!五帮会

馆一致支持新山中华公会)

*70

!新山客家公会双胞案中!新山中华公会与另四

&, 庄仁盓

*7,

*7-

*7.

*7/

*70

B

华! 6柔佛新山华族会馆志7%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1 &!页*B$*$

新山中华公会的会员可分
!

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五帮会馆是新山中华公会的团体会

员$

宽柔中学是新山的华文中学!被视
!

新山华社的代表之一$宽柔中学董事会近年来建

新大楼与修改章程等重大事件引起许多
N

议!新山中华公会与五帮会馆对此都?取同

一立场$ +中华公会五帮会馆!促宽中展延建大楼 5! 6东方日报 7!"#$,年$月$+

日!HAALbllXXXI345@DA8=E85=SI<3PIPSl6l$"""&") +新山中华公会与五帮会馆发表声

明呼理性解
g

宽中修章 5! 6中国报 7!"#$1年$$月2日!HAALbll[3H34I<H5D8L4@66I

<3PIPSl"#$1$$#2l新山中华公会与五帮会馆发声明B吁理性解
g

宽中修lme8458DAnoHB

H8DA$

+新山华社最高领导新山中华公会!被柔佛州中华总会%简称柔华总&冻结会员籍两年

後!早宣?退出柔华总 5! 6中国报 7!"#$&年,月"日!HAALbllXXXI<H5D8L4@66I

<3PIPSl"#$&#,#"l新山华社最高领导新山中华公会被柔佛州中华总lme8458DAnoHBH8D6)

+新山中华公会推出柔佛州中华总会5! 6新山华讯 7!第,#期 %"#$&年$B,月 &!页

2"B2+$

+认同新山中华公会领导!五帮会促息战5" +商会应自力筹建会所!新山五帮会馆誓

保中华公会资
#

5" +五帮一致反对捐款!公会会员投反对票5! 6新山华讯7!第

"&期%$%%*年*月&!页+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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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会馆也支持?承认新山客家公会代表新山客家人$

*71

!

新山中华公会是新山华人社会的代表与最高领导机构!不但获得五帮会

馆的支持!?且担任新山华社
&

部纠纷的仲裁者$虽然新山中华公会的权力

貌似
,

大!且许多新山华人社团也希望加入新山中华公会!以提升自己在华

社
&

部的地位!?获得认可)可是实际上!新山中华公会不论对自己的会员

还是新山华人社会的控制力都不
,

$新山中华公会对外代表新山华社!对
&

则是
&

部纠纷仲裁者!可是新山华社各个华团与个人在法律上都是独立的个

体!对於新山中华公会的代表身份和纠纷调解!有权利选择是否接受!中华

公会只能对其进行道德劝
?

或施予社会压力$例如!在宽柔中学兴建大楼一

事中!新山小商公会支持宽柔中学董事会建大楼!而不认同新山中华公会要

求暂缓建楼的意见!

*72

!可视
!

新山小商公会拒
3

让新山中华公会代表它$在

客家公会双胞案中!新山%大马花园&客家公会对於新山中华公会支持新山

客家公会屡次不服从!

*74

!可视
!

是拒
3

中华公会的调解$

$

言之!新山中华

公会不是控制力严谨
,

大的组织!新山华社的各个团体和个人不一定要听命

於新山中华公会$因此!新山中华公会虽然代表新山华社!但是它与各华团

的关?非一成不变$

*75

! %见附图" &

$%世纪新山华人建立绵裕亭与柔佛古庙!以满足当地华人的殡葬与宗教

等需求!现今他们都是新山中华公会的资
#

$绵裕亭建於$%世纪中叶!是新

山华人最早的坟场$现今它不但是新山中华公会的重要资
#

!而且五帮会馆

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 &1

*71

*72

*74

*75

新山客属同源社%今日的新山客家公会&在$%*#年代末时因
!

帐目不清的问题而分裂!

一批会员出走!成立另一客家公会!即今日的新山%大马花园&客家公会$客家公会分

裂的问题甚至一度闹上法庭$虽然两个客家公会曾经握手言和!但是时至今日两会的纷

N

仍然持续$ +新山客家公会闹双胞!盼客联会正名 5! 6东方日报 7!"#$1年2月1

日!HAALbllXXXI345@DA8=E85=SI<3PIPSl6l$%$*$2) +'仅承认新山客家公会 (5! 6东

方日报7!"#$1年2月"&日!HAALbllXXXI345@DA8=E85=SI<3PIPSl6l$%2$1*$

+新山小商公会力挺宽中董事会 5! 6中国报 7!"#$1年$$月2日! HAALbllXXXI

@D8DS8D ÌPSlD@X6l"#$1$$#2l新山小商公会力挺宽中董事会l$

+新山客家公会闹双胞!盼客联会正名 5! 6东方日报 7!"#$1年2月1日!HAALbll

XXXI345@DA8=E85=SI<3PIPSl6l$%$*$2) +'仅承认新山客家公会 (5! 6东方日报 7!

"#$1年2月"&日!HAALbllXXXI345@DA8=E85=SI<3PIPSl6l$%2$1*$

关於新山中华公会与新山华社和华团之间的关!见庄仁盓! +雨伞式组织#以新山华

人团体与新山柔佛古庙?神
!

例5! 6华人研究国际学报7!第*卷!第"期%"#$,年$"

月&!页2%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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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绵裕亭墓园管理委员会中也各有一位代表$

*76

!

坐落在新山直律街45#>#' R-#"8的柔佛古庙建於$*1#年或之前$相传柔佛

古庙是由陈旭年*8,

!所建!但也有
?

法是陈开顺建立$

*8-

!柔佛古庙供奉元天上

帝
!

主神!神像位於主神桌的正中间$陪祀於元天上帝两旁的华光大帝和赵

大元帅也位於主神桌!主桌两旁的神桌上分
"

祭祀洪仙大帝和感天大帝$除

此之外!庙
&

还供奉速报老爷等神明!?在庙旁分
"

奉祀观音和风雨圣

者$

*8.

! %见附图+ &

现今新山中华公会主导柔佛古庙的日常祭祀与?神活动!其属下的柔佛

古庙管理委员会负责执行$五帮会馆在此委员会不但有代表!而且在日常祭

祀与?神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分
"

负责古庙的五尊神明之一$柔佛潮州八

邑会馆负责主神元天上帝!新山福建会馆负责洪仙大帝!新山客家公会负责

感天大帝!新山广肇会馆负责华光大帝!新山海南会馆负责赵大元帅$相传

这样由一帮奉祀一尊神明的分工方式是新山五帮领袖在$%""年商议的结

果$

*8/

!由於当时潮州人是新山最大的方言群!对新山华人社会有极大影响

力!因此潮帮负责主神元天上帝$

*80

!

古庙?神在每年农正月十八至二十二举行!元天上帝"洪仙大帝"感

天大帝"华光大帝与赵大元帅五尊神明的神轿绕行新山市区一周$正月十八

晚上举行的亮灯仪式是自$%%%年才增加的仪式$

*81

!现今此仪式的目的是推广

&* 庄仁盓

*76

*8,

*8-

*8.

*8/

*80

*81

绵裕亭墓园管理委员会现任委员名单!见 HAALbll[9BA53D H̀M8I34̀IPSlP85Dl绵裕亭墓园

管理委员会现届委员名表%"#$1B"#$%年&l$

陈旭年是在$*&#至$**#年代活跃於新山的潮州商人$他与天猛公阿布巴卡V]9M W8?84

59D5a85D _̀948H5PY关良好!在$*&#年代已经在柔佛州从事投资港
h

!$*,+年取得新山

的饷码权VA8pO84PY!且在$*,#年代取得好几个地方的开港权!从事胡椒与甘蜜种植!成

!

柔佛州的重要港主!更於$*1#年受封
!

柔佛的华侨侨长V.8[34Y$见白伟权! 6柔佛

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B$%2" 7!页*1B**$

新山中华公会! 6新山中华公会1&周年纪念史料专辑 7%新山#新山中华公会!

"### &!页&1$

风雨圣者亭原先独立於古庙之外!但在$%%$年政府
,

行拆除古庙山门时亦被拆
m

$$%%&

年古庙重修之後!风雨圣者亭变成古庙的一部份$

在建立此协议时!柔佛潮州八邑会馆"福建会馆和客家公会尚未成立$因此五帮的分配

结果如何演变成现今由五帮会馆负责!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安
c

然! 6'文化新山(的边城风景***战後马来西亚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7%

_

门#

_

门大学历史系未刊博士论文!"##% &!页",%B"1#$

+?神路瞃获圆满解
g

!古庙亮灯礼更显意义 5! 6新山华讯 7!第"1期 %$%%%年&

月&!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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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让更多人关注?神?吸引?客!古庙?神也因此从原本的四天%一天

准备"一天出銮"一天夜?!以及一天回銮&变成五天的活动$正月十九早

上!新山中华公会会长率领中华公会的开路车与志工!沿着正月二十一的?

神夜?路瞃除秽)当天下午!各帮会馆的会长率领会
.

!把所负责的神明从

神桌请下!放入神轿
&

?绑好神轿$正月二十早上!五尊神明的神轿被抬往

行
[

!接受善信朝拜$正月二十一的夜?是?神重头戏!五尊神明环?新山

市区一圈的途中!善信轮流抬轿!?有许多人沿街驻足观看$正月二十二早

上!神明回到古庙!各帮会长把神明放回神桌上!一年一度的柔佛古庙?神

活动宣告结束$

整个?神过程都按照顺序?秩序井然$在出銮"夜?与回銮中!队伍都

按照赵大元帅"华光大帝"感天大帝"洪仙大帝与元天上帝的先後次序!在

新山中华公会的率领下进出古庙与行
[

$

*82

!此外!?神的工作人员和参与抬

神轿的民
.

!都必须穿上?神制服!?且听从中华公会与五帮负责人的指

挥$

现今的新山华人的开埠故事!可分
"D

述
!

'古庙精神 (!还是 '一

山"一庙"一校($新山华社五大方言群和睦共处!进而促成新山华人社会

的壮大!这种华团合作团结的精神即
!

'古庙精神 (

*84

!$这种精神与合作方

式具体表现在'一山"一庙"一校(上$

!

了满足新山华人社会对丧葬"宗

教和教育的需求!新山华人社会衍生三个组织#绵裕亭"柔佛古庙与宽柔学

校*85

!$这三个组织是新山全体华人共享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系统!?无区分彼

此$

$

言之! '古庙精神(是新山华人合作团结的精髓! '一山"一庙"一

校(则是这精髓的具体化表现$

简言之!这套开埠故事认
!

!义兴公司是新山开埠的功臣!?与新山华

人社会的形成息息相关$义兴公司不但象徵着五帮共同合作!?且创设新山

的绵裕亭"柔佛古庙和宽柔学校$不论是 '古庙精神 (!还是 '一山"一

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 &%

*82

*84

*85

?神时!由新山中华公会控制的开路车在队伍前方开路!後继才是神明与其他团队$

'古庙精神(衍生了'五帮共和 (的
?

法!意即新山五大方言群彼此合作团结和睦共

处$

宽柔学校由由
0

羲初"骆雨生"陈迎祥和郑亚吉四位华商在$%$+年创建$今日的宽柔学

村至今发展成具有五所小学"两所中学和一所大学%南方大学学院&的规模%前文提及

的新山宽柔中学即
!

两所中学之一&$宽柔学村现在分
"

由三个独立的董事会所管理$

宽柔五间小学由新山宽柔小学五校董事会管理!宽柔两所中学由宽柔中学董事会管理!

南方大学学院则由南方大学学院董事会所管理$见郑良树"安
c

然! 6宽柔记事本末7

%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 &!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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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一校(!都不断
,

调新山华人社会
&

部相互合作且和平共存!把新山华

人社会描绘成一副
&

部平和"歌舞癉平?同声同气的模样$

三#开埠故事的建构与接受

本节将按照时间顺序介绍新山中华公会出版的三本会刊"古庙与其?神

活动的演变以及文物馆的展览)?指出这些文本与仪式所构成的开埠故事的

建构过程)最後
D

述新山华人社会的领袖"一般大
.

与主流之外的大
.

!如

何展示他们对这个开埠故事的接受$

因应&#盷年会庆与新会所落成!新山中华公会在$%1&年出版 6新山区中

华公会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7%以下简称6&#盷年纪念会刊7&$此会刊

记
<

了中华公会的过去!?寄予
+

迪後辈的厚望!但也显示新山中华公会战

前资料的缺乏$ 6&#盷年纪念会刊7编辑陈宝锦%也是中华公会教育组副主

任&在+编後话5中引用副理事长刘南辉的话# '编印金禧纪念特刊!确属

必要!一则纪念先贤创会之丰功伟绩)二则籍t藉u之鼓励青年晚辈!继承

先贤遗风!

!

社会人群造福(!

*86

!指出这本会刊将记
<

过去&#年来新山中华

公会的事矦与领袖$随後陈宝锦列出所知的诸位战前名誉总理"正总理"副

总理"司理"财政与
#

业信皏者的名单$

*9,

!可是!陈宝锦也指出! '盖因一

九四一年日军南侵之时!本会一切重要文件!皆?於火!是故无从稽考!虽

有元老口述!惟亦略焉不详($

*9-

!可见新山中华公会的战前资料严重缺乏!

主要靠耆老的口述资料重构历史$

$%1#年代的新山中华公会知道义兴公司!可是认
!

自己领导新山华社的

权力源自於新山港主制度!而不是义兴公司$$%世纪的新山华社领袖及绵裕

亭"柔佛古庙和宽柔学校都与义兴公司无关$在6&#盷年纪念会刊7的+本

会史略5中记
D

柔佛与新山的开发过程#当年天猛公伊布拉欣实施港主制

度!?招聘华人到柔佛开荒务农)当时义兴是唯一允许进入柔佛的华人会

党!义兴领袖陈开顺响应号召!率领华人%潮州人&到柔佛开荒种植甘蜜和

胡椒!?且协助柔佛政府平定麻坡的叛变$陈开顺"陈旭年"

0

亚福"林亚

相"佘壬癸等新山华社名人不只有功於柔佛王室和政府!也有功於华人社

,# 庄仁盓

*86

*9,

*9-

中华公会金禧特刊编辑委员会! 6新山区中华公会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7!页"#2$

中华公会金禧特刊编辑委员会! 6新山区中华公会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7!页"#2$

中华公会金禧特刊编辑委员会! 6新山区中华公会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7!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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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柔佛古庙"绵裕亭和宽柔学校都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成立的$作者陈宝锦

进一步指出# '在当年特殊环境之下!其 %按#义兴公司 &声威有如土皇

帝!全柔港主则酷似封建时代之小诸侯!而且拥有政府赋给有限度之特权$

先後共达八十馀年!所有华侨皆受港主领导!直至一九一七年!港主制度废

止!後之柔佛华侨公所!盖继承新山港主领导华侨之正统机关也$ (

*9.

!宣

告新山中华公会领导新山华人社会的权力是继承自新山港主制度!而新山港

主则听令於义兴公司$作者也
?

'殊不知新山之开!我华人先贤乃具有汗

马功劳者!可癋本会之创办实绍承港主之馀绪$因此!先
D

开埠史实!後

述立会经过!固未尝失其连贯性也($

*9/

!以上
&

容显示$%1&年的新山中华公

会知道自己与义兴公司?无直接关)另一方面!开埠故事的基本
&

容在当

时已经具备$

$%1#年代末之前!柔佛古庙?神处於低潮期$自开埠到"#世纪初时!柔

佛古庙?神是临近地区的重大盛事!柔佛州各个港
h

也会派人参加$

*90

!自"#

世纪初!胡椒甘蜜种植业走向
=

落!导致?神的重要性与参与人数开始下

跌!?且?神的迷信与铺张受到一些非议$

*91

!可是?神每年仍然吸引许多人

前来参与!例如铁道局会
!

此安排班次接送到新山?玩的客人$

*92

!可实际参

与?神工作的人数?不多!甚至一度聘请穷人或印度人来抬神轿$

*94

!到了战

後!由於?神具有迷信色彩!因此新山华人领袖与?神保持距离$

但从$%1#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新山华人自愿参与?神!主动抬轿$笔

者曾询问一些?神参与者参与?神的意义$他们指出曾有某位穷人因
!

抬神

轿而转运成
!

富翁的传言$因此!许多人希望藉由抬神轿!得到神明保佑而

发达$另一个
?

法是抬神轿可获得神明保佑而享有好运!甚至还有版本
?

必

须连抬三年神轿!才能
5

真正获得神明保佑等$不论这些故事真实与否!都

体现出抬神轿与获得神明保佑两者互相??$因此许多人
!

了获得神明保佑

而参与?神!进而促成?神复兴$

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 ,$

*9.

*9/

*90

*91

*92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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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复兴时!恰好新山中华公会开始注重柔佛古庙的土地
#

权!?要求

政府保留古庙$柔佛州政府在$%*#年宣?重新规划新山市区!古庙山门受到

影响$因此新山中华公会取得古庙所在地的正式地契!以保障自己对古庙的

拥有和控制权$新山中华公会在$%*$年成立柔佛古庙重修委员会!要求柔佛

州政府完整保留古庙!不可拆除古庙山门$$%*%年郭鹤尧再度担任新山中华

公会会长时!宣?任
&

三大任务之一是修复古庙$

*95

!由於马来西亚第八
d

选

举即将来临%$%%#年举行&!州政府?取
n

和态度!坦言不会徵用古庙地段

以保留该古庙$

*96

!但是$%%$年年中!柔佛州政府改变主意!

g

定拆除古庙山

门!把该地段改
!

马路$新山华人大
.!

此哗然!郭鹤尧也因无法与州政府

达成共识而下台$最後!柔佛州政府在$%%$年$"月
,

行拆除山门$

*:,

!随後新

山中华公会向柔佛州政府抗议之馀!也开始修复古庙!?於$%%&年年底完成

修复工作$

古庙山门拆除事件後!新山中华公会进一步控制古庙$战後!古庙实行

承包制度!由得标的庙祝负责处理古庙的大小事务$在此情癋下!名义上是

古庙管理委员会处理古庙的日常祭祀和?神!实际上是庙祝管理古庙的一

切$古庙修复完成後!古庙管理委员会取消承包制度!由管委会直接管理古

庙$

*:-

!

这时的新山中华公会提出'古庙精神(与'一山"一庙"一校(的开埠

故事论述$$%%,年!举办柔佛古庙修复竣工庆典!?迎接
.

神回驾就坐$在

庆典的最後一天%$#月"*日&!五帮会馆的领导人认
!

! '以柔佛古庙
!

发

扬根基的新山华社团结精神!必须持续下去!从而使新山华族社群的力量更

凝聚"更坚固($

*:.

!虽然
=

提及任何故事!但认
!

五帮和睦共处与合作团结

的精神!促成宽柔学村与古庙的成功$随後!以'古庙精神(指称这种团结

合作的精神$新山中华公会在$%%1年,月举办'追寻古庙精神(座谈会!进一

步丰富'古庙精神(的
D

述$

*:/

!新山中华公会资研组的赖益盛指出古庙精神

," 庄仁盓

*95

*9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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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 &宗教上不分籍贯!共同团结维护香火传承) %二 &不分义山)

%三&教育上不分籍贯 ($

*:0

! $%%%年$月"日!中华公会新任理事就职典礼

上!新任会长张文
,

的致辞中
?

# '

=

有帮派之分的义兴公司
,

调的就是一

个义兴"一座古庙"一间学校的精神OO即是 <古庙精神 =$ (

*:1

!可见今日

流传的新山开埠故事在当时虽已具雏形!其中 '古庙精神 (已经出现!但

'一山"一庙"一校(仍然未完全定型$另一方面!这些开埠故事也不断地

被新闻媒体大肆报导与宣传!开始深入民心$

*:2

!

新山中华公会於在"###年出版的 6新山中华公会1&周年纪念史料专辑 7

%以下简称61&盷年纪念会刊7&!奠定'古庙精神(与'一山"一庙"一

校(的开埠故事的基本框架!?赋予其丰富的血肉$在61&盷年纪念会刊7

的+新山中华公会七十五年光辉的历程5一文中!作者赖益盛把新山中华公

会的会史!上溯至中国移民与马来半岛之间的悠久历史!?且特
"

交代中国

$%世纪时的动乱如何促成移民的形成!以及早期华人移民在马来半岛的活动

等事)随後讲述陈开顺如何率领义兴弟兄来到柔佛州开荒!以及在$*&&年新

山开埠期间建立柔佛古庙等事)

*:4

!接着特
"

指出绵裕亭 %一山 &"柔佛古庙

%一庙&和宽柔学校%一校&在新山的出现过程"陈旭年对新山华社的贡献

与其在$*1#年扩建柔佛古庙的功劳"$%世纪末到"#世纪初的新山华社领袖的

介绍!以及五帮会馆的成立过程)

*:5

!随後则开始讲述义兴最後一任领袖林进

和在$%""年成立新山中华公会?出任第一任总理!以及新山中华公会到$%%1

年
!

止的发展$

*:6

!这是今日流传的开埠故事第一次完整地出现在
.

人面前$

赖益盛整合?梳理之前零散四处的材料与
?

法!按照时间顺序
?

明各事件!

?且把各事件连接起来!其中不但
,

调新山中华公会的历史可上溯至义兴公

司"突出 '古庙精神 (!?且第一次明确提出 '一山"一庙"一校 (的论

述$

经过多年筹备!新山中华公会成立的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於"##%年$#月

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 ,+

*:0

*:1

*:2

*:4

*:5

*:6

+柔佛古庙精神探讨5! 6新山华讯7!第""期%$%%1年*月&!页$1B$*$

+新
d

历史就职典礼会长致辞!誓贯彻古庙精神 5! 6新山华讯 7!第",期 %$%%%年$

月&!页+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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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
.

开放$

*;,

!此文物馆'以<保留祖先历史!留给子孙未来 =

!

宗旨!来

呈现新山特殊的经济"文教以及社会的发展概癋 ($

*;-

!因此!文物馆也是述

?

开埠故事的重要文本$

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沿用61&盷年纪念会刊7的开埠故事框架与血肉来

?置展览$展览
&

容
,

调义兴公司的地位!?暗示其地位由新山中华公会继

承)突显新山中华公会和五帮会馆互相合作领导新山华人社会!且合作促成

绵裕亭"柔佛古庙和宽柔学校的建立$一楼大厅以时间表的方式!诉
?

新山

华社从$*22至"##2年间的变化#$*22年!大批华人来到柔佛种植胡椒和甘

蜜!随後把焦点集中在新山$$*&&年!新山开埠!随後陈开顺"陈旭年"

0

亚福"义兴公司和新山中华公会等新山华社的重要人物和机构陆续登场$

"##2年!新山中华公会搬迁至今日会址$

二楼和三楼的展览进一步详细
?

明开埠故事$二楼以$%世纪的柔佛经济

和华人
!

主题$首先
,

调'华巫合作 (

*;.

!的意义!指出 '华人经济
Q

马来人

政治(的双元结构)接着告诉参观者现今柔佛苏丹家族
g

定引入港主制度开

发柔佛州!?且华人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随後指出甘蜜"港主制度

和义兴公司的特点!?且特
"

标出几个华人港主)此外!展览展示义兴公司

在$%世纪的地位!突显义兴公司在当时经济体制中的重要性$

自二楼通往三楼的转角处!开始详述新山华人社会!?特
",

调'古庙

精神(与 '一山"一庙"一校 (的元素$首先介绍$%世纪下半叶的新山市

貌!以及重要地标的位置$在此处有一个以'义兴精神(

!

标题的看板!特

"

指出'新山华社在义兴公司和後来成立的南洋柔佛华侨公所%战後易名
!

新山区中华公会&的领导下!与新山<五帮=%潮州"福建"客家"广肇和

海南&协调合作(!突显'古庙精神(的概念$

三楼的展览首先介绍新山中华公会!

,

调它的前身是战前成立的华侨公

所!还继承义兴公司领导新山华社的地位$此处展区也介绍五帮会馆!每帮

各有一个展示牌介绍它们的历史$其他新山华人社会中的团体***例如新山

中华总商会等***则草草带过$紧接着介绍新山华人文化!突显柔佛古庙和

宽柔学村$在柔佛古庙与?神的介绍中附上两个古庙的旧牌匾!以突出柔佛

,2 庄仁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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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庙和其?神在新山华人社会中的地位$宽柔学村的展览不但摆放宽柔相关

的展览品%毕业证书"校刊与账簿&!也告诉参观者宽柔学校如何从$%$+年

开设时只有小学部!到现今不但有五所小学"两间中学和一间大学!甚至还

有一看板专门介绍南方大学学院$最後一部份介绍新山华人在$%*#年代创设

的两大文化
#

物***二十四节令鼓%$%**年创设&与中秋园?会 %$%*,年创

设&!以及获得马来西亚文化大
S

的新山人***陈徽崇$新山华族历史文物

馆的四楼空间则用於特展!每年
$

展不同的主题!现今的展览主题是甘蜜$

新山中华公会在"#$"年出版6新山中华公会九十周年纪念特辑 7%以下

简称6%#盷年纪念会刊 7&以庆祝会庆!?继续打造开埠故事$ '专题论

著(一章是打造开埠故事的主力!以新山中华公会有关的事物
!

主!包括

'各学者以不同角度论述有关新山华文教育"新山华社 <一山"一庙"一

校=的特色)本会%按#新山中华公会&对文教的贡献!新山文化活动!义

兴公司的历史等($

*;/

!其中多篇文章
,

调义兴公司的角色之外!也论述中华

公会对於'一山"一庙"一校(的贡献$此外!两篇文章在提及陈旭年时!

都认
!

他是义兴领袖)其中
B

华更直言他是继陈开顺之後的义兴第二代领

袖!进一步凸显陈旭年是义兴领袖一事$

*;0

!

进入"$世纪!古庙?神在仪式上有所变化$$%%%年增加的亮灯仪式把?

神从四天变成五天$在"#$&年的亮灯仪式中!柔佛古庙管理委员会主席"新

山中华公会会长和州政府代表%柔佛州旅?商贸与消费事物委员会副主席的

代表&分
"

上台致辞$随後新山中华公会的执行顾问和五帮会馆的代表也上

台!同已致辞的三位一同进行亮灯仪式$按下按钮之後!会场
&

的灯笼亮

起!鞭炮和眕花同时燃放$之後舞台上表演舞狮舞龙"锣鼓和武术表演"音

乐节目等$"#$+年的文
o

表演同前後年份的表演有所不同!其中有一简单

的音乐剧!

&

容是以新山华人社会的历史
!

主轴!从开埠一直演到现代$

亮灯仪式充份展示新山中华公会和五帮会馆的主权$三位致辞者分
"

代

表柔佛古庙"新山中华公会和柔佛州政府$前两位展现中华公会对於古庙的

控制权!後者则显示新山中华公会拉拢州政府的支持$五帮会馆的代表一起

亮灯!显示五帮会馆在古庙?神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在新山中华公会和柔佛

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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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庙中的角色和关$表演的节目华人文化特色浓厚!突显新山华人文化中

的华人特色$"#$+年的音乐剧表演虽然是特例!但是从新山华人文化演出的

角度来看!过去"#年来的三次新山华人大型演出!都以此
&

容作
!

表演主

轴!

*;1

!因此!这?不意外!反而可视
!

新山中华公会想通过这些表演显示自

己的权力源自新山华人社会!以及自己是新山华人社会的代表$

许多新山华人领袖接受了新山中华公会述
?

的开埠故事$如同李亦园笔

下的麻坡和'执事关联 (理论!

*;2

!新山华团领袖大多兼任好几个华团的理

事!形成杂的关网络?互相支持$

*;4

!在6%#盷年纪念会刊7中!新山华

团领袖如林奕钦与张润安等的献辞与感言眧!提及'古庙精神(与'一山"

一庙"一校(!显示他们承认这个开埠故事$此外!一位在"#$+年的?神中

担任福建会馆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新山中华总商会的理事)新山广西会

馆"柔南区南安会馆与柔南兴安会馆每年都派出花车加入古庙?神的队伍$

这些华团及其领袖的言行!均表示他们接受这个开埠故事$

从一些新山华人提及这些开埠故事与相关事情!可知这些故事已经深入

一般新山华人的思维$笔者在与义兴三巷*;5

!的人交谈时!报导人
?

义兴三巷

的五尊神明%元天上帝"洪仙大帝"感天大帝"华光大帝和赵大元帅&是古

庙的分香$他们年年参与?神!是作
!

古庙分支向古庙本支致敬与支持的行

!

$义兴三巷代表的是一般的新山民
.

!报导人的
?

法显示柔佛古庙与新山

中华公会在新山华人社会中的地位!?且显示开埠故事已被一些新山华人接

受$

,, 庄仁盓

*;1

*;2

*;4

*;5

三次演出分
"

在"###年""##"年和"#$#年进行$"###年的6南方之路 7的表演者是新山

宽柔中学的师生!

&

容是以华人社会历史作
!

表演主轴!共演出三场)其中两场分
"

在

新山宽柔中学校庆与筹建分校晚宴上进行!最後一场则由新山中华公会赞助!在全国华

人文化节中演出$"##"年是宽柔中学
!

庆祝*%盷年校庆所办的6走出校园7!虽然也以

新山华社历史
!

主!但
&

容侧重华文教育的发展$"#$#年则是在全国华人文化节中演

出!与6南方之路7类似!以华人社会历史作
!

表演主轴$

李亦园! 6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 7%台北#中正书局!

$%*& &$

萧诗平! 6边城堡垒#马来西亚新山华人的学校与社会7%台北#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

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 &!页&,B&1$

义兴三巷是位於绵裕亭附近的华人聚居区!居民以新山中下阶层
!

主$但是後来因
!

"#

世纪末市区发展!义兴三巷被拆除!居民也四散$每当?神举行时!义兴三巷的居民会

在义兴三巷旧址%位於?神路瞃上&搭起棚子!把旧时义兴三巷所祭祀的元天上帝"洪

仙大帝"感天大帝"华光大帝和赵大元帅五尊神明请出来祭祀 %平时收於前村长家

中&!?且也
!

善信提供饮食与休息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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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主流之外的人!也接受开埠故事的论述$ '?完神才算过完新年(

是随着开埠故事一同出现的
?

法)这是把古庙?神与华人农新年结合!以

凸显古庙象徵华人文化的特色$每到农新年或?神之前!许多新山华人都

?口同声地重述这一
?

法$在笔者接触的新山华人中!一个报导人是居住新

山多年的华人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属於新山华人社会中的非主流&!在多次

言谈中都表示新山华人与其他地方不同!要?完神才算过完年$一位研究新

山华人社会的外国人!也认
!

?神结束後新山华人才过完新年$

*;6

!华人天主

教徒和外国学者分
"

代表着新山华人社会主流之外的人群!他们接受开埠故

事的论述!象徵着开埠故事广泛被新山华人社会所接受$

简言之!新山中华公会自$%%#年代起!通过文本和仪式!开始
D

述含有

'古庙精神(和'一山"一庙"一校(等元素的开埠故事!?且得到新山华

人的接受$$%1#年代出版的 6&#盷年纪念会刊 7中
=

这
?

法!经过$%*#至

$%%#年代的
p

酿!这个开埠故事在"###年出版的61&盷年纪念会刊7中获得

完整的骨架与血肉$时至今日!这个开埠故事已广
!

流传与接受!但其
&

容

充满对过去的重新诠释与重塑!也反映了这段时间新山的变迁$

四#新山局势变迁与开埠故事的问题

本节将指出当时的局势***$%*#年代末到$%%#年代马来西亚的政治局

势"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发展"柔佛州南部的经济与人口增长!以及新山华

人社会
&

部的纠纷***如何影响新山中华公会所打造的开埠故事)?从中讨

论新山中华公会如何重新组合与诠释过去!打造出所需的开埠故事!以巩固

自己在新山华社的领导地位)以及一些不被提及或忽略的资料!如何揭示开

埠故事的塑造痕?$

$%,%年马来西亚选举後!爆发史称 '五一三事件 (的华巫突!马来西

亚进入戒严状态!直到$%1$年戒严才宣告结束$

*<,

!此後马来西亚华人对政治

的热衷
O

退!社会风气变得保守!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政党

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 ,1

*;6

*<,

'?完神才算过完新年 (的
?

法!见安
c

然! 6'文化新山 (的边城风景 7!页","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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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有所淡化!华人社团的地位
6

上升$

*<-

!这样的转变形成

'马来人主掌政治!华人控制经济(的思维!?一直留存至今$新山华族历

史文物馆展示的开埠故事!默默肯定 '华人经济*马来人政治 (的双元结

构$文物馆的展览略过新山华人与政治之间的关!只着重在经济"社会与

文化上!正好反映马来西亚华人自$%1#年代起对政治趋向保守!以及着重经

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变化$

*<.

!

自$%1#年代起!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文化政策令马来西亚华人十分焦

虑!因此发起多项文化运动加以抗衡$$%1$年!中央政府发表 6国家文化政

策7!要求国家文化必须以马来文化和伊斯兰价值
!

主$这引起华人社会的

反弹!认
!

违背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现象$$%*+年!十五华团发表6国家文

化备忘
<

7来抗衡 6国家文化政策 7!认
!

国家文化应该是多元而非单元

的$此後!马来西亚的华团开始举办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宣扬马来西亚华

人文化!以对抗政府的国家文化政策$

*</

!在此情形下!许多以华人文化
!

主

题的表演艺术"文学和研讨会等成
!

抗衡国家文化政策的方式$

*<0

!例如自

$%1%年开始举办的马来西亚全国华人舞蹈节!就是此类华人文化活动之一$

$%1#年代的新山对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动与相关焦虑无太大反

应!因此新山中华公会在6&#盷年纪念会刊7中未特
",

调自己的权力和新

山华人文化特色$中华公会认
!

自己继承新山港主制度!不是名望与地位更

高的义兴公司)也不
,

调柔佛古庙"绵裕亭和宽柔学校是新山华人的重要机

构以及是历史与文化的象徵$

自$%1#年代起!柔佛南部地区%以下简称 '柔南 (&经济快速发展!新

山成
!

其经济中心$$%*#年代!柔南北部的士乃46&'#+8和柔南东部的巴西古

当47#"+*P-(#'D8被规划
!

工业区$位於士乃的士乃机场於$%12年
+

用)位於

巴西古当的巴西古当港口也在$%*#年代成
!

自由港)地处柔南中心的新山则

成
!

柔南地区的金融中心$由於运输业在$%*#至$%%#年代蓬勃发展!带动柔

南的金融业"保险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

*<1

!促成柔南经济与社会快速成

,* 庄仁盓

*<-

*<.

*</

*<0

*<1

潘永
,

! +抗与顺从#马哈迪时代的马来西亚华人政治 5!载何国忠编! 6百年回

眸#马华社会与政治7%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页"#+B"+"$

潘永
,

! +抗与顺从5!页"#+B"+"$

莫顺宗! +铁屋眧的
q

喊#论$%1#与*#年代马来西亚华团的四个大会5!载何国忠编!

6百年回眸#马华社会与政治7!页"%*B+#"$

潘永
,

! +抗与顺从5!页"$+$

6新山华讯7!第$&期%$%%&年+月&!页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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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这一系列的发展在新山於$%%2年升格
!

市时达到顶峰!新山一跃成
!

柔

佛南部的经济中心$

由於经济迅速发展!吸引许多人移居新山!从而推动文化发展$当时许

多人从马来半岛中北部移居新山!以寻求发展与工作机会!导致新山人口快

速攀升$由於人口增加促成规模经济发展!许多商人因此大发利市!特
"

是

房地
#

商因快速增长的住屋需求而发达$财富增加後!许多新山华商参加华

人社团以提升自己的名声与社会地位!各种文化活动也获得资助$新山宽柔

中学在$%1%年开始实行入学考试!

*<2

!以及新山中华公会自$%11年以後活动快

速增加!均反映新山华商在文化方面的发展$

*<4

!

新山华人社会在$%*#至$%%#年代急速成长的同时!

&

部
6

矛盾重重$

*<5

!

例如新山中华公会与新山中华总商会的
N

端"新山中华公会青年团的
N

议*<6

!

与新山客家公会的分裂等$新山在"#年间从小城市快速扩张成富裕大城市!

令新山华人社会的量与质
#

生巨大转变$许多新的权力空间因此出现!进而

导致权力纠纷$这些权力纠纷打击新山中华公会的领导权威与信誉!也促使

中华公会试图借助各种渠道重振声威$

此外!进入$%*#和$%%#年代!新山华社开始感受到中央政府单元文化政

策的威胁以及柔佛州政府的不友善$除了前述单元文化政策对华人文化的影

响外!柔佛州政府在$%*#年代因重新发展市区而要徵收柔佛古庙部份土地!

这让新山华人社会陷入焦虑与
N

论!?认
!

新山华社被政府打压$

!

了与政

府抗衡!新山华人社会以复兴柔佛古庙?神"举办中秋园?会 %始於$%*,

年&!以及创立二十四节令鼓乐团 %於$%*%年创立 &!宣扬华人文化与权

利$在此过程中!新山华人的文化"历史与身份认同也被重新塑造$

*?,

!

柔佛古庙及其?神活动在这种情癋下成
!

抵抗政府以及展示新山华人开

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 ,%

*<2

*<4

*<5

*<6

*?,

萧诗平! 6边城堡垒7!页2&$

B

华编! 6新山中华公会九十周年纪念特辑7!页,,B1,$

安
c

然对此已有一些讨论!见安
c

然! +柔佛古庙研究与 '古庙精神 (的建构 5!页

%1B$$"$

新山中华公会青年团在$%%"年%月遭&%名会员联名投诉%+l%2年度青年团委员选举不民主

%随後五名退出联署&!$$月时中华公会理监事联会议
g

定暂停青年团一切活动?解

除青年团理事职务$这造成新山中华公会青年团与理事会不和!甚至公开相互指责$最

後事情以青年团在$%%+年%月重组?於$"月重选%+l%2年度执委告结$ 6新山华讯7!第

$#期%$%%+年$"月&!页%B$$"&&",#B,1) 6新山华讯 7!第$$期%$%%2年+月&!页

2*$

安
c

然! 6'文化新山(的边城风景7$

-

.

/

0



埠故事的平台$除了复兴?神!新山中华公会$%*#年代在古庙举办许多文化

活动!运用历史重申新山中华公会对柔佛古庙的主权$例如$%**年全国舞蹈

节在新山举办时!是在柔佛古庙举行开幕仪式)$%*%年6地动吟7也在柔佛

古庙演出$这和秘鲁中部的印第安老人带小孩参观有
N

议的牧地!向後代灌

输这片土地是祖传牧地的方式有些相似$

*?-

!这些活动可增加柔佛古庙的曝光

度!进一步推动古庙?神的复兴!使新山中华公会在古庙土地徵收"同政府

谈判与对抗一事上!有更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古庙?神的诸多仪式不断显示中华公会与五帮的权力$中华公会会长和

五帮会馆会长在?神中的仪式!例如亮灯仪式"公会会长带领洗街队伍"五

帮会馆会长负责把神像放入与移出神轿等!都突出他们在古庙?神中的主导

地位$古庙?神中的这些仪式!虽然象徵着五帮共同合作管理古庙以及体现

'古庙精神(!但更突显与肯定新山中华公会和五帮会馆在新山华人社会中

的领导地位$

现今新山华社认
!

!柔佛古庙的日常祭祀与?神都以五帮
!

单位的分配

方式!不但理所当然!而且也体现了'古庙精神($但这种分配方式的出现

很可能与新山华人的合作团结无关!而与柔佛州政府在$%""年时的
g

定有

关$$%""年!由於柔佛古庙与绵裕亭的
#

权归属不清!华侨公所应柔佛州政

府的要求!把五帮代表纳入柔佛古庙和绵裕亭的管理委员会当中$

*?.

!今天新

山华社解释五帮在古庙及其?神的分工方式时!宣称这是$%""年五帮共同商

议的结果$因此五帮在柔佛古庙和?神上的分工!极可能是由政府促成!而

非华侨公所主动把五帮纳入$五帮被纳入古庙的管理委员会!提供日後打造

开埠故事的元素$

?神时!神轿按顺序进出行
[

与古庙!以及全体人员遵守秩序的现象!

被视
!

是'古庙精神(的表现!但是这样的顺序与秩序?非始终如一$战前

6新国民日报7中所提及的神轿顺序不但与今日不同!

*?/

!甚至各神轿队伍
N

夺进 b出庙门的事情也时有耳闻$

!

了配合警方的安全规定!自$%*#年代起

规定?神的工作人员和参与抬神轿的人必须穿上制服!以防止闹事与突等

发生$因此!今日的?神顺序与秩序?无悠久历史!而是对过去有意识地?

1# 庄仁盓

*?-

*?.

*?/

霍布斯邦VC45<̂ 39698XPY著!

0

煜文译! 6论历史7%台北#麦田出版社!"##" &!页

&%B,#$

有关
#

权问题!见後文有关柔佛古庙与绵裕亭的
#

权与管理权的讨论$

有关此顺序的讨论!见庄仁盓! +雨伞式组织5!页2%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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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与诠释!?以此打造开埠故事的结果$

$%%,年!以'古庙精神(与'一山"一庙"一校 (

!

元素的开埠故事雏

形开始出现$"###年出版的 61&盷年纪念会刊 7确立开埠故事的骨架与血

肉!?继续存留至今$不同於6&#盷年纪念会刊7草草带过柔佛古庙和绵裕

亭! 61&盷年纪念会刊7特
"

介绍柔佛古庙"绵裕亭和宽柔学校!甚至专

篇章
?

明柔佛古庙和绵裕亭 %宽柔中小学则放入 '教育史料 (的篇章

中&$

*?0

! 6%#盷年纪念会刊7的+本会史略5虽然
=

有特
"

介绍这些机构!

但是在'专题论著(中有好些文章专门讨论与这三个机构有关的问题!以及

它们与新山中华公会的关$这些做法都突显 '一山"一庙"一校 (的概

念!?且肯定新山中华公会在新山华人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虽然会刊提及的开埠故事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对历史进行了重构$

61&盷年纪念会刊7的义务主编赖益盛宣称编辑委员会'抱着<史料是
!

了

下一代人而保存!历史是
!

百年後的读者而写 =的信念 (来编这本会刊)

*?1

!

?且'这专辑在保存的历史价值方面!有
"

於一般的纪念特刊(!因此定名

!

'1&盷年纪念史料专辑($

*?2

!可是!他也宣称 '整个编辑小组!都不是专

业的本土史料研究者!力所不逮!尚需各方见谅 ($

*?4

!从赖益盛的文字中!

可知会刊编辑者对於保存新山华人历史有极大热情!但这种立场影响他们对

史料的解读!使得这本会刊有些
&

容值得商榷$

在这些被重构的历史中!陈开顺的地位"陈旭年与柔佛古庙的关!以

及义兴公司和华侨公所 b新山中华公会的继承关等问题是最明显的$ 61&

盷年纪念会刊7一改6&#盷年纪念会刊7的
?

法!开始
,

调义兴公司领袖陈

开顺在新山华人社会中的地位!?赋予他可能是柔佛古庙创办人的角色$

!

了使各个相互突的资料之间取得一致性! 61&盷年纪念会刊7把陈开顺
?

成是古庙的建立者!陈旭年则是扩建者 %但相传陈旭年是建立柔佛古庙的

人&$

*?5

!

更
!

明显的历史重构是陈旭年在三本会刊中的地位不断被提升$在文

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 1$

*?0

*?1

*?2

*?4

*?5

新山中华公会! 6新山中华公会1&周年纪念史料专辑7!页&1B&*"*&B$#$"$#"B$#1"

$1+B$*$""$%B"""$

新山中华公会! 6新山中华公会1&周年纪念史料专辑7!页&&%$

新山中华公会! 6新山中华公会1&周年纪念史料专辑7!页&&%$

新山中华公会! 6新山中华公会1&周年纪念史料专辑7!页&&%$

中华公会金禧特刊编辑委员会! 6新山区中华公会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7!页,&)新

山中华公会! 6新山中华公会1&周年纪念史料专辑7!页&1$

-

.

/

0



中!他不但是义兴公司的领袖!还是柔佛古庙土地的购买者$陈旭年在三本

会刊中的记
<

不断变长!?且自61&盷年纪念会刊7起就被赋予义兴领袖的

地位$但?
=

有文献证明陈旭年是义兴领袖$根据郭鹤尧的记忆!古庙的土

地交易是在$*%#年进行!但是陈旭年当时已经离开新山!所以是否陈旭年购

买仍有疑问)

*?6

! 61&盷年纪念会刊 7中也未提及当时购买古庙土地的负责人

是否陈旭年$

*@,

!

陈旭年的身份变化显示新山中华公会意欲通过柔佛古庙的
#

权归属!来

显示自己是义兴公司的继承人!以及自己控制古庙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相传

陈旭年是柔佛古庙的创始人!但如果他不是义兴领袖!柔佛古庙就很可能不

是义兴公司所掌控的机构$这对自诩
!

义兴公司继承者的新山中华公会而

言!自己掌控柔佛古庙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会被削弱$在这种情癋下!新山

中华公会必须抬高陈旭年!赋予他义兴领袖和土地的购买人的身份!才能
5

控制柔佛古庙$

新山中华公会是义兴公司的继承者的
?

法!是非常有问题的$显示这问

题的第一个关键是林进和身份模糊$当这三本会刊中提及林进和时!都声称

他是义兴公司的最後一任领袖与华侨公所的第一任总理$

*@-

!由於林进和的双

重身份!使得义兴公司和新山中华公会具有承前
+

後的关!?且新山中华

公会顺理成章地继承义兴公司对柔佛古庙与绵裕亭的拥有与控制权$但根据

张礼铭考证!林进和在$%$1年已过世!

*@.

!不可能是$%""年成立的华侨公所的

第一位总理$此外!林进和是否义兴公司最後一位领袖仍然有疑问$ 6&#盷

年纪念会刊7声称许多战前史料已经遗失!因此依赖耆老的口述来重构战前

的历史$

*@/

! 6%#盷年纪念会刊7声称 '日治期间!本会文件档案失散!以致

後人撰写<本会会史=!只靠口述得来!难免有疏漏或传误之处 ($

*@0

!这些

都间接证明新山中华公会在战前的历史仍然有许多讨论空间$

B

华指出林进

和的确切史料不多!只能模糊地
?

'据
?

!他是柔佛义兴公司末代首

1" 庄仁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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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1

!白伟权整合各种
?

法後指出!虽然耆老
0

树芬和文史工作者
B

华等

人都认
!

他是义兴领袖!但张礼铭发现的文件证明他只是义兴解散时的清盘

师!而不是义兴领袖$

*@2

!由於林进和的身份模糊!因此华侨公所和义兴公司

是否具有继承关!必须打上大大的问号$

即使撇开林进和的身份问题!义兴公司和华侨公所的关仍然扑朔迷

离$华侨公所的六位发起人与义兴公司的关非常淡薄!义兴公司和华侨公

所之间也可能
=

有关$华侨公所发起人分
"

是卓亚文 %福建 &"

0

亚炎

%广肇&"林天赐 %潮州 &"郭钦端 %福建 &"

0

海筹 %广肇 &和佘敬光

%潮州&$

*@4

!其中卓亚文"

0

亚炎"郭钦端和
0

海筹与义兴公司
=

有关!

他们的身份如同陈旭年般!属於非义兴公司的新山华商与华社领袖$佘敬光

是新山佘家的家族成员!林天赐则是林亚相的家族成员%两人
!

叔侄&以及

其生意上的重要助手$

*@5

!虽然佘家是新山义兴公司的重要领袖家族!林亚相

是义兴公司的末代领袖之一!

*@6

!但根据现有资料!佘敬光和林天赐两人与义

兴公司?无直接关$此外!义兴公司领袖在$%世纪末与其他非义兴的华商

=

有多大差
"

!所以华侨公所的义兴色彩可
?

非常淡薄$因此!华侨公所发

起人的身份!恰好证明义兴公司的地位在"#世纪初的新山华人社会已经衰

退!反之非义兴的华人领袖逐渐成
!

新山华人社会的主要领导者$

*ABC

!因此!

华侨公所是由一批非义兴的华人领袖!或义兴色彩非常淡薄的华人领袖共同

成立$更
!

重要的是!张礼铭根据现有资料指出!华侨公所是在$%$&年向柔

佛政府申请成立!而後在$%"#年获得政府批准正式成立$

*ABD

!如果这一
?

法成

立!义兴公司与华侨公所之间的继承关则更是薄弱$

即使如此!这些会刊依旧
,

调林进和是最後一任义兴领袖!以及他成立

华侨公所?担任第一任总理$如此做法是
!

了凸显'义兴公司*华侨公所*

新山中华公会(的连续性与继承关!让新山中华公会的领导地位具有悠久

历史$由於义兴公司与华侨公所的早期史料不多!且义兴公司解散和华侨公

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 1+

*@1

*@2

*@4

*@5

*@6

*ABC

*AB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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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成立在时间上有所重砯!因此把两者连接在一起有可操作性$

*ABE

!如此一

来!新山中华公会就可合法正当地拥有柔佛古庙和绵裕亭!?且领导与代表

新山华社$

柔佛古庙和绵裕亭的管理权与
#

权问题!也令新山中华公会是否义兴公

司的继承人存疑$新山中华公会声称!柔佛古庙的管理权自建立以来就由义

兴公司所掌控!在义兴公司解散後!转移至华侨公所$

*ABF

!但实际上!华侨公

所?未一直拥有柔佛古庙的管理权$柔佛州政府在$%"#年代规定!华民护卫

司4R/&B/+'&"&7*%$&1$%*#$&8必须担任柔佛古庙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且管理

委员会中必须有五帮的代表$

*ABG

!今天中华公会宣称!古庙管理委员会成立於

$%2#年!?不再以华民护卫司
!

主席$

*ABH

!

柔佛古庙地段的
#

权归属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模糊不清!直到$%*#年代

才解
g

$中华公会宣称!华侨公所在$%"#年代取得柔佛古庙的
#

权$

*ABI

!根据

现在的记
<

!柔佛古庙在$*%$年向 9#2+F%/( R#+, 6->&+)#' 和 6.&( 9#""#'

=+' K/)#( K>#$#"买下柔佛古庙所在地段的土地!但是?
=

有修改地契上的

业主名字$虽然 7-#/ 6&'D a%'D"R#' =%%' R/.&和华民护卫司 F0B09#.

在$%"&年成
!

古庙所在地段的
#

业信皏人!但是这三人?
=

把古庙所在地段

申请成
!

华侨公所的
#

业$

*ABJ

!直到$%*#年!古庙山门的土地因市区规划受影

响!当时新山中华公会会长郭鹤尧才申请正式地契!证明新山中华公会拥有

古庙所在地段$

*ABK

!对此!中华公会宣称一直
=

有正式的地契!是因
!

陈旭年

购买此段土地时!只有一张收据作
!

交易证明!?未向政府登记取得正式地

契$新山中华公会前会长
0

淑芬一直负责保管这张收据!最後以此收据申请

12 庄仁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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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契!确立中华公会拥有古庙所在地段$

*ABL

!

绵裕亭的
#

权与管理权也面对类似的问题$$**&年!柔佛天猛公把绵裕

亭的土地交给乾坤公司!佘壬葵46+#5+)E-+8"佘能财46&#/ G+'D B/#+8与E-

E+#;出任
#

业信皏人$但柔佛政府在$%"1年收回这块土地的拥有权!?在

$%"%年列
!

新山华人义山保留地$

*AMC

!虽然新山中华公会宣称自己拥有此地的

#

权!但是
#

权归属到$%%1年时仍然有所
N

议$中华公会在$%%#年代通过律

师处理相关事务!再度申明自己拥有这土地的
#

权$

*AMD

!$%"#年代政府规定!

华民护卫司必须担任绵裕亭的管理委员会主席!?且五帮必须列入委员会

中$

*AME

!直到$%2,年!华民护卫司不再担任绵裕亭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中华公

会才正式自行管理义山!直到今天$

*AMF

!

柔佛古庙和绵裕亭的拥有权和管理权模糊不清!直到近代才彻底解
g

!

间接证明中华公会不像是义兴公司的继承者!而比较像是因
!

政府委皏等原

因才掌控柔佛古庙和绵裕亭$开埠故事的
?

服力将因此而动
`

$

!

解
g

这一

问题!中华公会在会刊中特
",

调自己拥有柔佛古庙与绵裕亭的控制权$在

此情癋下! 61&盷年纪念会刊7中有好些篇幅讲述这些问题!?重申中华公

会掌控这些资
#

!

*AMG

!以加
,

开埠故事的
?

服力$ 6%#盷年纪念会刊 7出版

时!这些问题已经解
g

!且开埠故事已经深入民心!因此就不再提及这些
#

权
N

议$

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的展览试图把新山华人开埠故事
?

成'英雄祖先(

的故事!?以此
?

明新山华人的
&

部关$王明珂指出'英雄祖先(的故事

可分
!

'英雄征程记(与'英雄徙边记(两种$前者的故事模式是祖先在一

片土地上?历与征服的经过)後者则是一个失意的英雄迁往边界与发展的故

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 1&

*ABL

*AMC

*AMD

*AME

*AMF

*AMG

这段历史是根据郭鹤尧的口述!但是
!

柔佛古庙购买土地的负责人是否陈旭年!仍然有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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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者多用於形容自己的族群!後者则多用来形容其他族群$

*AMH

!新山华人

的开埠故事则结合了这两种模式$

'英雄祖先(的故事是#英雄祖先陈开顺与陈旭年等人带领潮州人来到

柔佛州开荒!所以潮州人成
!

新山最早与最大的华人社群!?且有开发新山

的功劳$因此!潮州人具有新山老住民的资格!?有不可动
`

的地位)不论

其他籍贯的华人在新山具有多大的影响力!他们是较後才来到此地的新住

民$此观念放入柔佛古庙的
T

络!可知由於潮州人最早移居新山且人数最

多!因此具有掌握古庙主神元天上帝的资格!在新山华人社群中有特
"

地

位$其他籍贯的华人!例如广府人"客家人与福建人!即使有影响力极大的

领袖!例如
0

亚福%广府&"萧宛香%客家&"郭鹤年家族%福州&!潮州

人的地位始终不被动
`

$

$

言之!文物馆的展览不但肯定新山中华公会的领

导地位!也肯定潮州人对新山的贡献$

综上所述!新山华人开埠故事的塑造!与新山华社自$%1#年代以来所面

对的诸多问题和环境变化有关$由於政府政策!以及新山社会与经济大幅度

提升後的副作用!新山中华公会用文本和仪式打造新的开埠故事!以重申自

己的领导权!?以此化解
&

部突与抗衡政府$虽然开埠故事有许多破

绽***新山中华公会与义兴公司的继承关模糊!以及绵裕亭和柔佛古庙
#

权长期不确定!但仍然得到
.

人的认同$

五#结论

新山中华公会借助它控制的仪式%柔佛古庙和古庙?神&和文本%会刊

和华族历史文物馆的展览&!运用已知的事实!根据自己的需要打造出'古

庙精神 (与 '一山"一庙"一校 (的开埠故事!来塑造新山华人社会的历

史$

不论是仪式还是文本!都可以看见新山中华公会不断对着
.

人述
?

这样

的开埠故事#以潮州人
!

主的义兴公司因柔佛天猛公的号召来到柔佛州开

垦!许多华人也移入新山!新山华人社会与焉诞生$义兴公司是新山华人社

会的最高领导机构!但柔佛政府在"#世纪初下令解散义兴公司$这时义兴公

司最後一位领袖林进和成立华侨公所%即後来的新山中华公会&!接收柔佛

1, 庄仁盓

*AMH

王明珂! 6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徵分析 7%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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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庙和绵裕亭的
#

权!接替义兴公司成
!

新山华社最高领导机构$因
!

义兴

公司是唯一的华人会党!使新山华人避开
&

!团结所有新山华人)各方言

群也互相合作与扶持!令新山华人社会和谐壮大$这也就是'古庙精神(的

由来$这些合作团结与不分彼此的方式体现在社会"宗教与教育机构上!促

成'一山"一庙"一校(的出现$ %见附图2 &

实际上!新山华人开埠故事在$%%#年代才出现!?且
&

容也有许多漏

洞$柔佛古庙的可能创立人陈旭年?不是义兴领袖"华侨公所很长一段时间

未能掌握柔佛古庙与绵裕亭的
#

权和管理权"义兴公司与华侨公所之间的继

承关不但扑朔迷离且薄弱等!都显示这开埠故事有许多可疑之处$但因
!

资料少?且较少人知晓!使得後人可运用这些少数资料!打造出这个开埠故

事$

新山华人社会自$%1#年代以来必须面对
&

外兼困的局面!促成这个开埠

故事的诞生$$%1#年代的柔南经济快速发展与大量人口移入!使得新山华人

社会在质与量上都迅速发展$华团因有钱商人的加入而蓬勃发展!?且大力

赞助各项文化活动$但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华人社会
&

部发生许多突!

动
`

新山中华公会的领导地位$此外!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单元文化政策!

以及柔佛州政府想要收回柔佛古庙所在的部份土地!也让新山华人社会困顿

不已!甚至加剧
&

部突$面对这样的局面!新山中华公会需要一个方法终

结这种混乱局面!重新
f

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与信誉!於是开埠故事与焉诞

生$

新山中华公会通过柔佛古庙和古庙?神"中华公会的会刊和新山华族历

史文物馆的展览不断诉
?

这个开埠故事!报纸与网络等媒体也持续
!

传播提

供协助%每年媒体都大肆报导古庙?神&!使得新山开埠故事至今在新山已

经深入民心!成
!

新山华人朗朗上口的事物$即使不去?神的人%非主流的

新山华人&!也嚷着古庙?神结束了新山华人才过完年$许多新山人抱持这

类想法!显示新山中华公会与五帮会馆所述
?

的开埠故事非常深入民心$

*AMI

!

新山华人开埠故事所反映的华人社会结构!是某个社会组织
!

最高领导

机构!?领导当地其他华人社会组织$这样的结构与新马其他地方的华人社

会一样%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马来西亚各州的中华大会堂&!都被视
!

当

地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可是这些领导机构和其属下机构?
=

有严格的

阶层关!而是一个散且不断变动的联盟$它们领导下的华人社会组织不

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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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完全听从它们的命令$因此当环境变化时!这些领导机构的权威将会动

`

$不听号令与纠纷四起的状癋!就出现在"#世纪末的新山华人社会$面对

这种局面的新山中华公会!则以新的开埠故事来解
g

问题$

华南学派的研究之中!县志和族谱是构成开埠故事的重要文本!同时地

方上的神庙和祖祠的祭祀仪式!也不断
,

化这些开埠故事的
D

述$但是在海

外华人社会中!打造开埠故事的重要文本?非族谱与县志!而是各地会馆等

地方组织所出版的会刊等$神庙虽然依旧?有重要地位!但是必须从当地社

会的整体架构!才能得知神庙的地位$因此!会馆的会刊"当地的庙宇与其

祭祀!甚至包括新近成立的博物馆等!成
!

研究海外华人社会的重要管道$

现今新山中华公会的地位非常稳固!已不再需要
!

新山华人开埠故事添

加更多的色彩$

*AMJ

!管如此!新山中华公会仍然继续通过各种仪式和文本!

重申这个故事以巩固自己对新山华人社会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唐金英&

1* 庄仁盓

*AMJ

义兴公司的解散与华侨公所成立这段期间的新山华人权力结构的变化!至今未有研究$

此外!战前华人社会的权力结构"绵裕亭和柔佛古庙的控制权!以及五帮会馆的成立过

程和它们与华侨公所的权力分配等!也是有趣且有探讨空间的课题!因此是未来研究可

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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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柔佛州地图

资料来源#白伟权! 6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2" 7!页++$

附图""新山华人社会各组织关图

资料来源#本图由笔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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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柔佛古庙示意图

资料来源#本图由笔者绘$

附图2"新山华人机构所在位置图

图片
?

明#本图由笔者以谷歌地图
!

底图标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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