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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聚落1[6\备的元素，可谓是典型的华人移植市镇。 透过文献征集、田

野调查和口述采访，本志尝试将华人从移植到落地生根的全过程拼凑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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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力-忐素有"地方百科全书"、 "' jf之古今总览"的美称。方

志的书 'tJ 在中同 IIJ ì自源地流长， "力-忐"词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周

礼>> L二约出现，尽管《周礼》的 )J忐与现代意义上的方志仍有机I~大的

差异， {|1从先秦的因别史和地理书，无疑 IIJ 以觅得方志的痕迹 。 秦汉以

来，罕:南北朝的地志和郡书的兴盛， IIJ谓是方忐的滥恼 。 隋唐出现的图

经 . 发展手 Jt宋不仅在质量上有所突破， )t- 且树IZ了史、地、文并重的

书写范例.是 ìi忐成熟和|定型时期 。 应志的若述进入|归中叶，己经发展

气唁骂 ")夭二 I~、.\.牒君剖郡1节i忖忖1州州州J户川忡川‘才+刊l'川‘1| H 英不有忐忐.

草学诚提出 : "方忐月 ìI之全)/2山"，认为"方志如古国虫，本非地

理专 |3·' ，开阔了万志的内容和伍国，奠定方志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

加上洁相]修忐的质量和对方志的研究考证更是太大超迈前代，清代可谓

是方，ι书写研究的顶峰期。

依据 1 11 囡 jJ忐的学术传统，方忐不仅内容上无所不包，体裁上也须

兼备件体之长。明永乐年 rllJ 颁布的《修志儿例》列出了 21项内容，往

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有所增加，方志可谓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事无大

小，物无巨细，人无古今，只要与地方有关，皆在搜集采纳之列。体例

方面则阁表以外，编年、纪传、随宫杂著，各有千秋。此外，修志有如

修谱，必须有所延续，股二二十年 一修。战此方志有四大特性，即地区

性、综合性、资料性和连续性 。 ( J叫 i卫(( r!，同的地方志 ìì ， 台北 : 台湾商务

印归饵 ，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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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明确点出方志的重要，绝不亚于国

史。方志既然如此重要，有如此深远的传统，应大力鼓吹国内修志。早

在 1960年代，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在麻坡进行调研，后撰有《一个移植

的市镇一一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一书 。 接着美国人类学者柯

雪润 (Sharon A. Carstens) 在吉兰丹客家聚落布赖 (Pulai) 调研，完成其

博士论文 "The Spiritual World ofa Hakka Village" ( ( 客家村庄的精神世

界) )。除了上述学术研究的成果，晚近一二十年，坊问涌现了不少民

间学人收集整理和l记录研究地方上人事物的著述，似有方兴未艾之势，

如温故知的《吉隆坡华人史话》、张木钦的《荷兰街口夕阳斜:杏杏文化:

一次文化统合的奇异经验》、万家安校编的《英烈千秋一一力I~影地区及牛骨

头 IIJ殉难烈士简介》、林雁的《永恒的虹影》、张少宽的《槟挪屿华人史

话》、李永球的《移国一一太平华人史活》、|琼高杰的《森美兰华人史

话》等是。这是华社已经意识到对地方华人文物和史料保存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开始注重治理地方志 。 综观这些成绩，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为以著述为主，不论是学术专论或短篇文章，文献资料整理出版不

足:二为偏重州属或大城镇， 二三级等较小市镇往往被忽略: 三为强调

地方性个别主题或议题，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面向。

基于上述的经验，我们有必要制定更为完整全面，能永续经营，行

之久远的地方志研究方向和办法 。 首先，必须将目光转向较不为人注意

的小市镇，这些星罗棋布的市集不少开埠已经百年，它是国家历史组成

不可或缺的部分，参与了国家的发展，为国家历史做出了贡献 。 其次，

这些市镇内里丰富的历史文化蕴含，我们有责任去发掘，搜集即将理灭

的文献，采访即将故去的警老，这是抢救史料的神圣工作 。 其三，在文

献搜集过程中，尽量全面，无论方位舆图、政经文教、文物博物等，皆

在搜集之列，尽可能从各角度呈现市慎的面貌。最后将这些资料分门圳

类整理出版，除了保存一方之史料，也为往后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 至于

大城市，在人力物力医乏的情况下，则可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即以主

题，如庙宇、社团、学校和人物等为搜集对象，最后整合为一体，亦可

为一方之志。或者亦可化整为零，以大城市中的村落或市聚为对象，最

后再整合成一方之志。事实上，上述的工作是为篡修一方之志进行的准

备工作，期望在将来人力和物力等条件的许可下，能产生严格意义，属

于本土的方志。

地方资料的搜集，所以可能， 并且重要，还可以从如下两个因素

考虑。首先，各种不同研究成果的涌现，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方法、理论

框架和现象解释。早期华人移民的过程，不仅仅是人的移动，同时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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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信仰和宗族也搬移过来，故此，就有"移人移和jl移鬼"的说法。 I 结

移民为了祈求风平浪静、顺利谋生、健康平安，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寄 l 起
托， 一般上那会将原乡的神抵带来，待得一切安顿，并在营生有余后

建造寺庙以为神明安顿之所在，并受当地人所崇奉膜拜。再者，移民事

业有成后， -1世会回到原乡，将亲朋邻里一并带来，逐渐繁衍成聚族而

居的村落形式，例如槟城的姓氏桥、麻坡的郑氏、直凉的余姓和廖姓等

是，这吁以验证除了猪仔制度以外，带动邻里亲属的移民也是其中一个

相当普边的移民方式。而特定的职业为特定的方言群所垄断，或某些地

区以某一方育群为主，皆可透过地方志的资料收集看个真切。通过地方

志的资科收集，不仅可以验证学界的研究成果，甚至修正既有的论述。

其次，地方志的研究如果只是依靠传统的史学方法，依据文献资

料重建地方的历史，恐怕将流于表面，只能平面论述当地会馆、庙宇和

学校的发展演变，或是简单堆砌不完整的华人移民过程，却无法呈现这

些现象背后的人群和意义。诸如为何移民?如何进来?神庙、会馆、宗

祠等组织何有为先?彼此间可有关联?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一

般文献所无法反映的。再者，许多的华人市镇属于规模较小的二三级市

镇，文献的记载有限，甚写气宅向。故此， 16'得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直

接进入历史场景，深入了解，尤其是给当地的誓老进行口述历史，在填

补无数历史空肉之余，还可为国家族群抢救和保存丰富的史料。在现今

大部分课题己经开发殆尽的时刻，能有所修正补充，己经不容易，要有

所开拓和创新，恐怕难女rI登末，而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与其

它学科有机结合的方志研究，或许可以给马来西亚的华人研究有所添砖

加瓦 。

清代吴汝纶谓 : "方志之作尚矣，网罗散快，撰集旧闻，为史者

资焉。" (((安徽通志 ·序 )) )为此，新纪元大学学院大力|呼吁推动

"我们的地方书写"计划，由马来西亚与区域研究所主催，提供思路和

人员，经费则由地方团体承担，将成果出版为"马来西亚方志系列丛

书"，如此不仅可以走出地方，还可进入国际。

磨文辉

2013年8月 1 日

定稿于新纪元学院

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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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在中国皂帝制度时期已经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同时也是收存地

方业料和"资治"的T具之一 。 在马来 ，fy哑，虽然没有这种传统，但修

志无疑是有效保存华杜文~资料，和华人文化的方法之

马来西亚向独立以来，产生了不少地右研究的著述和|成果，但广泛

搜罗地方资料的方忐，仍然不可多得 。 只J此，我们以小山镇为对象， p

细靡遗搜罗采集相关资料，参照中罔万忐体例和编篡子法，修篡深具本

土特色的方志 。 为了贯彻这个理念，内凉成了实践的试金朽 。

直凉( Triang) 位于彭亨州百乐( Bera ) 县，早期附属 r淡马 鲁

CTemerlob) 县， 1992年2 月 1 日百乐县成立，成为其县署之 A o 直凉除

了符合上述小市慎的要素，它还是一个具有百年开埠历虫的市慎，也

是紧急法令时期最后一批成为向区的地方 。 由于直凉属于内陆市慎，不

似与大城市比邻的新村，其形态变迁不大，基本j圣维持早 tDJ I'I~样式，不

致支离破碎，较易于拼凑出其原始情况 。 更为重要的是，在马新华人移

民史上有其特殊性。 这里的居民主要为华人，其中 1霄达70%为闽南人，

闽南人中超过二半为安溪人，形成聚族而担; (1<]聚落 。 而且凉的庙宇、宗

祠、社团和义山的存在，很明显地表示它己具备了早期移民聚落必备的

元素，可谓是典型的华人移植市镇。 透过文献征集、田野调查和门述采

访，本志尝试将直凉华人从移植到落地生恨的全过程拼凑出来。

由于时代国情的差异，中国方忐修练ìJ法容有参照之处，但内容则

不可一概而论。当代著名方忐学家傅振伦 lb~ : "修忐之道，先严体例，

VIII 



义不先立，伊IJ Jë由起，战志家必以儿例冠之。"我们没有传统包袱， 一 I J.于

切从头开始， nJ fl 行底定体例。芮先我们强调且非|为主，论j在为辅 ， 不

仅是资料的堆砌排列，也在全书之前撰有(直凉华人志|略) 一文加以论

述分析，尝试解读资料的，意义，提供一偏之间。其次将类型各异的材

料，依据其内容编入相关的编日，而非机橄式i也按~~~I 性质分类 o 涉及

的资料类型尽量全面，涵盖传统文献，如 : 特刊、报章、著述和口述采

讪 D I斗前较不为人性意的义山记录簿、社 IJJ 会员名单、新村住户和l商号

的船员'姓氏等，也是本稿极为重视的史料 。 殊为可惜的是，国家档案馆

馆藏的数十笔与直凉相关的档案文献中，战们依据内容摘要挑选出 1950

年代较为重要的五顷，其中的四项竟然已经损坏，无法借阅，余下的一

项归类为机密文件，不能公开 。 利案文献的厥如，是本和的缺憾 。

体例既定，下一步骤则为拟定编i=j，另 一著名方志学家李泰菜曾

iiil: "篆忐之道固多，而门类标题，则为背耍，其旨在阳"。全志共分
1-卷，即舆图、历史、政泊、经济、社会、社团、教育、宗教、文化和

人物，以及三个附录。

事实上，在 Ltl 新 地，好些地方都在进行地方文献史料的鬼集整

理 ， 有者己经付梓出版，如|余悦胜编的((1回电街省华族史和| 集)) (诗

巫:砂拉走出华族文化协会出版)、 1沙拉越华族文化协会站起的《斯里阿曼

省华族史料集)) (诗巫:砂拉越毕族文化协会， 1999) 、 《沙令地方史

l略)) (占>K : 柔例;沙令村民协会， 2009) 、许 U 1-阳的《诗巫的古田芭》

(ì1= Æ: ro、罗Æl& lií III 公会， 2012) ，以及张晓威和黄文斌著的《柔佛州

毕人地 jf志 -1î来再也县新村(第一册))) (八打灵:拉曼大学中华

研究院， 2013) 等是。然而，这些史料集的文献资料基本上较为偏重于

社团会馆、学校和宗教团体等的史略和发展，或者是地方的开埠史略，

这些资料问然可以电现华人杜会的主要面貌，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地

方上华丰 I~ l' I"J迁移虫，方言群结构和活动、口常的生活礼俗，无疑是这些

传统史料所无法展现的，这也是目前华人史研究中极为匮乏的史料。这

些材料的获得必须依据地方的特殊性，并深入草根，接触当地人群，尤

其地方曹老珩| 乡生中，口 j在历史无疑是个极好的方法。除此以外，义山记

录taT 内往生者的名姓、籍贯和岁数 : 紧急状态时期新村内各户的名姓、

籍贯和职业，以及街市商店的调查访问，无疑都是急需整理的资料，而

这些资料也只有选过当地人的协助才有办法取得。

为此，本书某些内容或许可为往后修志之参照。首先是警卫团的资

料，有关警卫 1]:1 的研究成果，目前仍然鲜见，我们很幸运地得以采访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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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团的成员， 一位是直凉警~团督察，虽然已经移民台湾，但我们仍

然先后两次给他迸行了口述历史，事后他还补上一篇自传，详述警卫团

的情况。这些访谈稿和自传，让我们对直凉新村警卫团组织和活动有个

较明|晰的认识 。 另 一位则是直凉区警卫团的队长，在给他访谈后一个星

期就与世长辞，所幸透过其口述，直凉警卫团的基本面貌得以保存，这

也反映了抢救文献刻不容缓的事实。另一位是警卫团的班长，也提供了

宝贵的警且团信息 。

其次，利用义山记录簿的材料，加以整理分析，基本整理出E凉的

方言群体和姓氏结构。义山记录簿用于学术研究，在国内还算新颖 。 就

目前所知，仅有郑名烈使用麻坡永德公家的记录梅竹二研究分析之用。从

记录?在中发现直凉华人移民主要来自去溪、永春和德化，基本确认是个

闽南的村落 。 姓氏方面则以林、陈、苏、廖和余等姓氏居多，尤其是廖

氏基本来自中国侨乡同一个村庄，其它各姓氏也存在这个现象 。 由此可

见，宗亲移民的痕迹极为明显，这是内陆以垦殖为主要经济活动之村落

的基本发展模式，当垦殖面积扩大后，急需入手，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招

揽同乡亲友，这与矿产开采以猪仔作为.人力资源最大的不同 。

lt三，透过对住户的调查，基本确认出直凉新村两百多户人家的

姓氏，这对姓氏分布结构的分析大有助益，不无口J惜的是，省籍的确认

只完成部分，否则还可据此分析方言群体的结构，以强化义山记录簿的

分析结果。此外， 一些目前还没有进入学界眼帘的资料，虫11会馆会员名

单、学校点名单，都是我们分析方言群体和姓氏结构的辅助材料 。 年鉴

学派其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方法，就是采用地/J上医院和治疗所的

病历卡上的病例记录来分析地方医疗、人口迁移等问题 。 故此，尽量使

用不起眼、最平常的资料，进行深度分析，将是未来本土华人研究的趋

势。

其四，本志另一特点是有意识的搜集民俗资料，进行采风工作，

诸如战前的吸食鸦片情况、 童养媳、新村的日常生活等，所得固然极为

有限，但千里之行，始于足 f，这是个尝试，也是个起步，并可以为往

后开展民俗研究累积材料。地方资料的收集，如果仅及于传统社团、华

校、庙宇、人物等材料，在现今的研究上，恐怕己经有所不足， I市民俗

是群众的生活相，尤其表现在中下阶层的庶民日常生活，进入宝山空手

而归，无疑殊为可惜，如果不趁己届辈辈之龄的长者还健在时，探访整

理出战前和战后老百姓的生活礼俗情况，随着世间的推移，这些资料将

成广陵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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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凉不过是个弹丸小慎 ， 却蕴含如此丰厚的虫料，反映如此多的

现象，在史料的应用有所推陈出新 ， 这是始料不及的 。 围于人力物力，

本志无法如中国传统修志般巨细靡遗、求全责备 ， 动植物的博物学领域

和其它族群的资料，我们无法兼顾，这是本志不足之处 。 在书前的 (志

11自 ) ，对且 bhid华人迸行总体的分析'和论述 ， 冀望能与文献史料有相辅

相成的作用 。((丘凉毕人志暨资料~I二编 》 的出版除了填补本土研究的不

足，也括望能藉此带动其它市镇进行修志，贝IJ于愿足矣 。

寥寥数语，略灰色莞，是为序 。

彦文辉

2013年7月 5 日

定稿子新纪元学院

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

XI 

J 



《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 编委会

缘起

序

表目录

图目录

直凉华人志略·廖文辉

卷一:舆图

卷二:历史

卷三:政治

卷囚:经济

卷五:社会

卷六:社团

卷七:教育

卷八:宗教

卷九:文化

卷十:人物

附录

参考文献

征信录

后记

XI1 

-1 ·1 ·l 

v 

VIII 

XIII 

XIV 

33 

55 

73 

165 

209 

241 

269 

305 

333 

365 

385 

422 

424 

425 



‘ 

1 直)京华侨义山墓塌登记簿 ( 1946-1976 ) 籍贯统计比例表 6 

2 直凉华侨义山墓域登记簿 ( 1977-2002 ) 籍贯统计比例表 7 

3 直凉华侨义山墓域登记簿 ( 1946-2002 ) 姓氏统计比例表 10 

4 彭亨州安溪同乡会会员姓氏分布表 ( 1996-2012 ) 13 

5 直;京大街商号演变表 40-43 

6. 直凉新村人口成长表 ( 1950-1995 ) 65 

7 直;京大街店铺表 78 

8. 1951 年直凉设立县署、 警察暑及乡村警卫团的 81 

职务与人员表

9. 1939年彭亨城镇及商业中心及人口表 173 

10 . 直凉华人社团分类表 243-244 

11 直凉华小一校历任校长 290 

12 直凉华小一校历任董事长和家协主席 290 

13 直凉华小二校历届董事长与校长名表 295 

14 历年学生人数统计表 ( 1982-1992 ) 295 

15 开南寺历任主席、财政、总务和文书名表 ( 1962-2012 ) 320 

16 胡玉华社团职务一览表 380-381 

17 直凉新闻选编 ( 1957-1971 ) 393-418 

18. <(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 口述历史采访记录表 419-421 

XIII 



1. 直凉廖氏族谱草图 ( 之一 )

2. 直凉廖氏族谱草图 (之二 〉

3. 彭亨主要城镇位置图

4. 直;京及其周边四个华人新村位置图

5. 市政局市区规划图

6. 直凉新村草图
• 

呵
，ι

肉
，
晶

F
D

户
。
『

f
n
n
w
n
H
d

d
E
-
A
E
·

崎
‘u
w

吨
‘d
w

饨
‘
"
‘
‘
回
句
‘

d
'

7. 直凉大街图
' 

8. 直}京新村籍贯与姓氏图 ( 新村时期至1 970年代 ) 44-48 

9. 直凉新村籍贯与姓氏图 ( 1 980年以后 ) 49-53 

10. 紧急法令时期的新村入口 61 

11. 旧时的巴士 63 

12. 警卫团督察一一陈国平 82 

13. 1954年7月 16 日陈国平摄于米色拉警卫团训练所海滨 83 

14. 颁赠勋章信函 85 

15. 停放在球场上的直升机 94 

16. 穿戴在左手的臂章 105 

17. 直;京特别队队员驻防于明光 刊1

18. 直凉民主行动党的支部 153 

19. 直凉民政党的支部 159 

20. 1923年直凉土地测量图 167 

21.直凉园丘工人合同 171 

22. 直凉火车站等待运送的树桐 172 

23. 1963年以前装满运载货品的罗里 194 

XIV 



24. 光华理发店的"手动式风扇"

25. 黄世禄的中华民国侨民登记证

26. 徐淑兰的中华民国侨民登记证

27. 1949年种植稻米临时执照

195 

196 

197 

197 

电
目
录

28. 荣利退股合同 207 

29. 紧急法令时期的米牌 226 

30. 大街街灯 227 

31. 1936年邮局全貌 231 

32. 寄自中国以华文书写的无门牌地址函件 232 

33. 谭绍麟退休前与局长及三位邮差合照 232 

34. 谭绍麟与邮局局长、警局局长、电讯局局长等合照 233 

35. 直凉现今邮政局面貌 233 

36. 直凉华夏大会堂图书馆 247 

37. 彭亨州安溪同乡会 248 

38. 彭亨德化会馆

39. 直凉区客属工会

40. 直凉中小学校友会

41.参娘善心老人院

42. 直凉爱心慈善社

43. 直凉特殊培训关怀中心

• 

253 

255 

262 

265 

266 

268 

288 

291 

293 

296 

303 

307 

309 

314 

• 

44. 直凉国民型华文小学一校

45. 1924年直凉埠华侨组织日新学校全体合照

46. 直凉国民型华文小学二校

47. 直凉华小二校迁校后的照片

48. 直)京华侨中学

49. 直凉基督教会

50. 直凉天主教圣若望教堂

51.慈光寺

『

xv 



: 52 珍宝觉心林 川
jf I 53. 彭字最高的观世声音萨雕像 316 

; 54 开南守 318 

暨 55. 真宇教真灵道堂 321 

2 56 玄云殿 n 
汇 57. 直凉中元普渡场所 328 

编 58. 1可曼石墨迹 362-363 

59. 叶阴墨迹 364 

60. 古拉央新村 387 

• 

XV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