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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与一般的商号账册不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团账本具有社群属性，是华

人社团为所属社群建立与书写的经济档案，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本文以一个在新加坡华人社会

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华人社团———应和会馆为研究个案，运用该社团及其他相关华人社团保留下来

的账本账册，透过对这些账本细致的爬梳、整理、分类与解读，并结合会议记录、章程等文献，在移民时代

新加坡的时空环境下，具体考察与讨论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社团。本文首次提出华人社团经济的概念，

并讨论华人社团经济所具有的维持华人社会运作与凝聚整合华人社群的双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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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华人史研究领域，华人社团是海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所以如此，主

要是因为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华人社团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殖民政府

统治的移民时代，由于那一时期的东南亚各殖民政府实施半自治的政策，会馆等各类社团就像华人

社会的"政府"，不仅是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承与发展的最重要载体之一，亦为华人社会运作提供

基本的组织架构。为了让南来拓荒的闽粤移民在新土地上重建家园，华人社团不仅设立会馆，为不

断南来的新客同乡提供最初的落脚点与聚合中心; 也办华校、建医院、设坟山，以教育南来移民的子

弟与传承中华文化，以及解决华人的医疗与身后丧葬祭祀等问题。为了承担上述社会功能，作为民

间性质的华人社团，必须拥有足以支撑其各项运作的经费来源与财务制度。换言之，建立经济运作

系统与财务管理制度，对于移民时代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团至关重要。
然而，受制于文献缺乏等原因，迄今为止的东南亚华人社团研究，多从社会文化视角，考察华人

移民的社群结构、方言群认同、华人社团功能等问题，对华人社团的财务制度与经济问题的讨论则

基本不见涉及。本文以一个在新加坡华人社会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华人社团———应和会馆为研

究个案，运用该社团及其他相关华人社团保留下来的账册并结合会议记录、章程等文献，透过对这

些账本细致的爬梳、整理、分类与解读，在移民时代新加坡的时空环境下，从社团经济的视角具体考

察与讨论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社团。

一、应和会馆: 新加坡嘉应五属社群总机构

创立于 1822 年的应和会馆，是作为嘉应五属移民社群总机构出现在新加坡华人社会舞台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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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祖籍为中国广东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五县之华人被称之为“嘉应五属”或

“嘉应客家人”。新加坡开埠之后的第三年即 1822 年，嘉应五属移民成立应和会馆作为该社群的

总机构。之后，伴随嘉应五属同乡不断南来拓荒，作为应和会馆属下的“五华同乡总会”、“嘉侨同

乡会”、“兴宁同乡会”、“嘉应五属公会”、“梅蕉平同乡会”等社团相继成立。这五个同乡会和总机

构构成新加坡嘉应社群的基本组织架构，并从移民时代延续至今。
为了照顾南来的移民同乡，殖民地时代的应和会馆先后设立坟山、医院、华文小学等，以承担其

作为社群总机构之职能。光绪十三年( 1887 ) ，应和会馆购置一百多英亩的土地作为安葬先人的

“五属义山”，并在坟山内设“五属义祠”，以安放五属先人的神主牌位①。1905 年②，应和会馆创办

应新学校。这是一所经英殖民政府正式注册、开新加坡现代教育之先河的华文小学，在包括新加坡

在内的东南亚现代华文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26 年会馆还在“五属义祠”内设立应新

分校，以因应更多华人子弟入学的需求③。此外，为了帮助五属移民解决医疗问题，应和会馆还于

1920 年代设立嘉应留医院④。
1965 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因新加坡社会发展和市区重建需要，“五属义山”在 1965 年后被政

府征用。应新学校也因建国后新加坡社会和教育制度的改变而在 1969 年被迫停办。面对社会变

迁的新形势，1969 年应和会馆在政府拨回的四英亩土地上重建整齐划一的新型坟场，同时将保留

下来的“五属义祠”重新修整以继续安放五属先人神主牌位，另外新建二层楼的“嘉应五属纪念

堂”。纪念堂的一层安放骨灰瓮，二楼则作为礼堂之用。1998 年应和会馆会所在确定作为新加坡

国家古迹被保留( 但部分应新学校校舍因公路建设需要被拆除) 后进行翻修。历经新加坡从移民

时代到本土社会的时代变迁，翻修后的应和会馆仍作为嘉应五属社群的总机构，且为适应当代新加

坡社会发展的时空环境，在社会功能与运作方式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⑤。
笔者在多年的新加坡田野研究中，收集到一批二战前新加坡各类华人社团的历史文献，其中包

括近二百部应和会馆和其所创办与管理的应新学校的章程、议案簿⑥、账本等。这些保存下来的文

献尤以账本账册占绝大部分。应和会馆账本始于民国七年( 1918 ) ，到 1965 年新加坡建国前共计

有一百多册。其中从民国七年至二战后初期的各类账本有近六十册。除了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文

献资料，作为移民时代新加坡广、客两移民帮群总机构的海唇福德祠绿野亭⑦、与“嘉应五属”同属

客帮的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丰永大”⑧等会馆、庙宇、坟山等，也都有相当部分涉及与应和会馆相

关的文献记载。
从上述收集到的账本看，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华人社团承传中国传统会计的记账方式，建立一个

以“进”、“支”为主要内容的账目登陆系统。账本的“码”是传统中国的“商码”，且以毛笔“由上而

下”、“从右往左”书写账目。账目的登录，则为传统中国“天地账”的格式。账册的每一面分成

“上、下两阙”，“上阕”为“天”，登录社团收入即“进”之账目。“下阕”为“地”，登录社团开销即

“支”的款项。收集到的账本账册种类繁多，既有“日清簿”、“草记簿”、“草清簿”，亦有“进支月结

簿”、“月清簿”、“逐月结册簿”，还有“往来总簿”、“杂费总簿”、“大总簿”、“总清簿”等等不同形

态，十分复杂⑨。
本文主要以上述账册为基本文献，并结合议案簿、章程等其他华人社团档案，透过对这些账册

“进”、“支”账目的细致分类、整理并进行列表统计与解读，在二战前新加坡社会的时空环境下，具

体考察二战前新加坡应和会馆运作的经费来源与财务系统。

二、账本中所见应和会馆的经费来源⑩

这一节，笔者从账本的“进款项”入手，讨论应和会馆运作的经费来源。
以下是笔者根据应和账本“进款项”列表整理的四份表格。表一是民国七年“进款”账目一览

表。这是到目前为止保留下来的有关应和会馆财务的最早记录。其它三份表格是笔者从二十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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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十、四十年代应和会馆账本中，随意选取其中一年的“进款项”进行的列表整理与统计。

表 1 应和会馆民国七年( 1918) 进款一览表瑏瑡

月份 类别 内容 金额( 元)

一月至二月 店租 11 条 417

三月

店租 9 条共 360 元

银行 “四海通”1500 元

香油钱 大伯公庙 750 元

2610

四月 店租 11 条 408

五月 店租 10 条 366

六月
店租 九条 336 元

银行 “四海通”进 329． 5 元
665． 5

七月 店租 10 条 401

八月 店租 11 条 429

九月 店租 10 条 345

十月 店租 10 条 460

十一月 店租 11 条 443

十二月
店租 10 条: 415 元

银行 “四海通”来 100 元
515

总计
店租
银行

大伯公庙

店租计: 4380 元
银行进款: 1929． 50 元
庙宇香油钱: 750 元

7059． 5

表 2 应和会馆民国十五年( 1926) 进款一览表瑏瑢

类别 内容 金额( 元)

上年结存
承乙丑日清部存来: 740． 81 元

承乙丑“四海通”存: 10959． 9 元
11700． 71

店租 全年收来 9410

利息
李登朗来: 700 元

黄云辉来: 615 元
1315

双龙山( 坟山)

地租: 287． 5 元

开坟: 150 元

安葬: 53 元

490． 50

祭祀 会底银 17

还款 客属总会还来 1900

其它 美朱律广告费 24

总计 11 条 24857． 21

表 3 应和馆民国二十年( 1931) 进款一览表瑏瑣

内容 金额( 元) 内容 金额( 元)

店租 8731 坟山地租 1363．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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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款 390 牌位与开坟 105

安葬费 39 总计: 10628． 08

表 4 应和会馆民国三十四年( 1945) 进款一览表瑏瑤

内容 金额( 元) 内容 金额( 元)

店租 7163 地租 273． 80

留医院租金 260 会底银 87

开坟费 995 安葬费 43

溢息( 整会馆存款得利息) 2700 总计: 11521． 80

上述表格内容显示二战前应和会馆财务运作中的主要经费来源:

其一、店租收入

从以上四份表格的统计，可以看出应和会馆在二战前的 1918、1926、1931、1945 四个年份的财

务来源中，店租收入所占比重最大。其中最低为 1918 年 1945 年的 62%，最高为 1931 年的 82%。
见以下表格的统计。

表 5 店租在应和会馆财务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览表

( 1918、1926、1931、1945)

年代 店租( 元) 总收入( 元) 所占比例( % )

民国七年( 1918) 4380 7059． 5 62

民国十五年( 1926) 9410
24827． 21

( 扣除上年结存的 11700． 71 元)
72

民国二十年( 1931) 8731 10628． 08 82

民国三十四年( 1945) 7163 11521． 80 62

之所以有店租收入，是因为会馆拥有产业。根据民国十四年( 1925) 九月十五日瑏瑥的记录，当时

应和会馆有如下产业:

( 1) 双龙山新旧呀兰瑏瑦共八张;

( 2) 长江寮日本街新旧呀兰共四张( 店三间，门牌 481 号、483 号、28 号) ;

( 3) 鹅槽路新旧呀兰共十四张( 屋三间，门牌十五、十六、十七号) ;

( 4) 缴场街新旧呀兰共四张( 屋一间，门牌八号) ，又新旧呀兰共五张，( 屋一间，门牌九号) ;

( 5) 本馆“五城福地”三，共新旧呀兰二贴共九张。
此后，会馆所拥有的产业不断扩展。到了 1958 年在重新修订章程的第十一章“产业”中，明确

列出“本会馆所有之产业”的具体条文。其中涉及房产的有:

( 1) 直落亚逸街门牌九十八号及一○二号店屋两间;

( 2) 中国街门牌八号及九号店屋两间;

( 3) 马来街门牌二号店屋一间;

( 4) 小坡大马路门牌四八一号及四八三号店屋两间;

( 5) 爪亚街门牌一四○号及一四二号店屋两间;

( 6) 墨根西律门牌七○，七二及七四号店屋三间;

( 7) 美芝律门牌五二三号及五二五号店屋两间;

( 8) 直落亚逸街九十八号及一○二号对面之空地一块;

( 9) 纽马吉街门牌一三○号店屋一间。
由于文献的不完整，笔者看不到民国七年以前有关会馆购买产业的记录。但保留下来的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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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了 1958 年章程中会馆拥有房产的状况瑏瑧。
事实上，在笔者所整理的账本中，拥有店屋房产并出租，是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团的普遍做

法，应和会馆并非特例。例如，根据新加坡永定会馆保留下来的“民国六年大总簿”、“民国十二年

大总簿”、“民国十三年大总簿”、“民国十四年大总簿”、“民国十九年月清册”、“民国三十一年大总

簿”等账本瑏瑨，都有“店租集”的目录。而与“店租集”相关的记录购置产业资金情况的“置产业集”
则是另外一项。例如在永定会馆“民国六年大总簿”的“置业”条中，有“丁巳年英 1917 年闰二月十

二日买牛车水店去银 6600 元”的款项。此外，因店租而产生的纠纷也出现在账册中。永定会馆民

国十二年立“大总簿”的目录中有“逐租店集”条“支租讼费去 450 元”的账目。即使是殖民地时代

的新加坡华校，也有相当部分是以店租作为学校运作经费的来源之一。以应和会馆创办与管理的

应新学校为例，从 1928 年至 1941 年，店租在该校总收入中所占的平均比重为 12% 瑏瑩。从以上这些

账册记录的内容，说明购买店屋并出租以获取店租收入，不仅是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团运作资金

的一个重要来源，亦是华人社会普遍存在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
其二、利息收入

如果说“店租”是华人会馆等社团以经营房产而获得的租金收入，那么“利息”则是二十世纪上

半叶新加坡华人社团的一种理财方式。
上述四表，都显示应和会馆的财务来源中包括利息收入。利息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银行利息。
从账本看，二战前应和会馆多将款项存在四海通银行以获取利息。如表一，民国七年的三月、

六月、十二月，来自四海通银行的款项分别为 1500 元、329． 5 元、100 元。表二，民国乙丑即 1926 年

会馆在四海通银行里存有 10959． 9 元。
第二、会馆出借款项所得之利息瑐瑠。
在保留下来的二战以前的应和会馆账本中，涉及相当多有关会馆出借款项以收取利息的记录。

根据这些记录，应和会馆出借款项的对象主要是嘉应社群的侨领、嘉应商家及当铺、会馆兴办的学

校、医院等。换言之，这是在嘉应五属社群内部展开的经济行为。从应和会馆借出款项者，不论个

人还是团体均隶属于嘉应五属，即在社群的内部。
在表二，有李登朗和黄云辉瑐瑡支付会馆 1315 元息款的记录。查阅“应和馆戊午逐日流水草

簿”，这笔款项来自民国八年八月初八李登朗所借会馆 1500 元、民国九年四月初五黄云辉所借会馆

2000 元所支付的利息。
将款项借给嘉应商家、当铺以收取利息，这是应和会馆出借款项的另一对象。笔者整理了应和

会馆保存下来的最早账本“戊午逐日流水草簿”，涉及此类借款与利息的记录就有以下数条:

●民国七年戊午十月十六日: 同益兴借去大银 2000 元;

●民国九年庚申二月三十日，大和当借去大英银 2000 元，每月利息 8 厘;

●民国九年庚申八月二十三:

收邱瑞昌隆( 向会馆借 1000 元) 乙巳十二月十一日至庚申八月十一日 8 个月来息款: 80 元;

收同益兴公司( 向会馆借 2000 元) 乙巳十二月初一至庚申八月初一 8 个月来息款 160 元;

●民国九年庚申八月二十五日:

收大和当( 向会馆借 2000 元) 庚申三月初一起至八月初一止，五个月来息款 80 元。
除了嘉应社群的侨领与商家，二战前应和会馆还借出款项给其创办管理的应新学校与留医院。

从收集到的账本、会议记录、叻报等华文报刊报道等文献看，应新学校与嘉属留医院在建设与发展

过程中，其所需较大笔之经费均主要来自会馆。例如，民国九年应新学校新建校舍，据“戊午年逐

日流水草薄”记载，这一年学校向会馆借款 1600 元。再如，根据应和馆民国二十四年立“来往总

簿”“应新学校条”: 民国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应新学校因买店屋向应和会馆借 4000 元。过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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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还利息 30 元，每年则支付会馆利息 360 元，直至民国二十七年才将本金及利息全部还清。在二

战前应和会馆账本中有“校款”条，专门记录会馆与学校之间的借贷经费之往来瑐瑢。
与出租店屋一样，应和会馆出借款项收取利息的做法，在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社团亦具有一定

的普遍性，一些社团还将此项经济活动写入章程及董事部会议记录。如丰顺会馆民国三年章程第

十六条规定，“本会馆如存银若干———务由总理、财政、董事、职员议交何处生息”。章程中还载明，

“议决将丰永大三邑众银五百大元正，每月贴息银一分两厘正，交由当铺生息”瑐瑣。永定会馆民国六

年章程第十二条规定，“财政处仅得存银壹佰元。如百元以上即当储入银号生息”瑐瑤。丰永大公会

民国十四年二月九日董事会议案簿里，有“董事会议决将八千元放在大同当月息八厘”的记录瑐瑥。
上述记录显示，二战前华人社团的理财方式不仅透过现代银行，还有当铺及个人等民间渠

道瑐瑦。
其三、与坟山相关的收入

如前所述，作为嘉应五属移民社群的总机构，应和会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设立“五属义

山”与“五属义祠”，以解决本社群先人的丧葬与祭祀问题，由此坟山与祠堂就成为会馆的产业。在

1958 年修订的应和会馆章程的第十一条“产业”项中，包括“新加坡双龙山义山一座及义祠一所、新
加坡双龙山风雨亭一座及纪念亭一所”的内容。而在章程的第十章“坟场”条中，则对葬地尺寸及

价格做了详细的规定。
根据表二至表五的内容，应和会馆与坟山相关的收入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地租。地租的产生，

是因坟山内有些低洼地带仅适合种植果蔬而无法作为葬地，会馆就将这些地段出租。从议案簿对

地租租金的讨论看，承租坟山土地者多来自嘉应五属。在表二、表三、表四中，可见坟山内地租的收

入分别是 287． 50 元、1363． 08 元、273． 80 元。二是先人丧葬与祭祀的费用，包括“开坟”、“安葬”和

春秋二祭的“会底银”瑐瑧等项。
值得提出的是，应和会馆在处理嘉应五属先人的丧葬与祭祀时，所收取的费用非常低廉。“安

葬”与“会底银”均每位先人一元，“开坟”也仅十数元的费用。因此，虽然丧葬与祭祀费在应和会馆

经费来源中属常年收入，但在会馆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非常小。以民国三十四年为例。这一年的

“会底银”、“开坟费”、“安葬费”总计为 1125 元，约占该年总进款数 11521． 80 元的 9． 7%。这充分

显示会馆承担照顾社群所属成员这一基本功能。
其四、庙宇等其他收入

除了上述“店租”、“利息”、“坟山”这三项基本收入，在账册中还可见应和会馆另一项收入，那

就是来自庙宇的分款与香油钱。在新加坡开埠初期，来自华南的闽粤移民因其方言的不同，在新加

坡形成“福建”、“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五大基本的方言帮群。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

等诸因素的制约下，五大帮群为各自的利益或独立成帮，或互相联合，形成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

会的帮群结构。在华人社会帮群对立与互动的舞台上，不少华人庙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

庙宇不仅是宗教场所，往往也作为华人社会的组织机构，承担整合移民社群的重要功能瑐瑨。移民时

代的“嘉应五属”，在方言群上隶属于“客家”，在华人帮群互动的架构上，则与“广惠肇”联合结成

统一阵线瑐瑩。“嘉应五属”与新加坡另一客家社群“丰永大”合作，将丹容巴葛福德祠作为两社群的

总机构瑑瑠。而“嘉应五属”与另一客帮社群“丰永大”和广府帮的“广惠肇”的联合，则以共同管理的

庙宇与坟山组织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作为广、客两帮群的联络中心。“嘉应五属”在新加坡华人移民

社会的方言群与帮群所属对应于会馆的直接影响，就是获得上述两个庙宇的香油钱与分款。在保

留下来的应和会馆账本中有关于这两个庙宇分款的记录。例如应和馆民国十八年己巳岁起立《逐

月结册部( 1929 － 1935) 》，在每个月的“进支数目列表”中，都可见“( 丹容巴葛) 福德祠是月来 22
元”的款项。另一庙宇与坟山组织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对应和会馆的分款记录，则见于应和会馆与

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保留下来的账册中。
以下是笔者根据相关账本账目所整理的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分派应和会馆款项及使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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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新加坡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分派应和会馆款项及使用情况表

( 1906-1933)

年代 款项( 元) 使用情况 文献来源

光绪丙午
1906

2060 应新学校开办费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
星洲应新小学民国二十七年特刊“本校史略”

民国丁巳
1917

625 应新学校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

民国戊午
1918

750 应新学校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
应和馆戊午逐日流水草簿( 1918-1921)

民国己未
1919

1250 应新学校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
应和馆戊午逐日流水草簿( 1918-1921)

民国庚申
1920

1450 入“四海通银行”，作为应新
学校费用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
应和馆戊午逐日流水草簿( 1918-1921)

民国癸亥
1923

2000 应新学校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
应和馆民国十二年立“总清簿”

民国乙丑
1925

1100 应新学校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

民国丁卯
1927

2000 应新学校 应和馆民国十六年立“来往总簿: 应新学校条”

民国己巳
1929 年

5000 应新学 2500 元;
嘉属留医院 2500 元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乙巳岁立“日清簿”: “乙巳拾月
二十九拜五日”、“来往总簿”、“月结簿”

民国癸酉
1933

1000 应新学校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 1887-1933)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起立“逐月结册簿”: “民国二十
二年二月进支”:“息款对绿野亭分来一千元”。

总计 17235 应新学校、嘉属留医院 海唇福德祠绿野亭账本、应和会馆账本

以上内容显示，从 1906 年到 1933 年，应和会馆仅从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得到的十次分款就达到

17235 元之多。这说明，在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应和会馆的财务来源得到来自联合阵线

的广、客两帮群的支持。

三、账本中所见应和会馆的财务支出

在会馆的财务运作系统中，经费支出是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讨论移民时代华人会

馆的财务支出状况，笔者选择与上一节“进款项”相对应的“支出项”账册内容，列表整理成以下四

份表格。

表 7 民国七年( 1918) 十二月应和会馆支出款项一览表瑑瑡

类别 内容 金额( 元)

津贴 应新学校 2 个月( 每个月为 100 元) 200

与庙宇有关的支出

粤海清庙: 167． 86 元
1． 初九老爷宫敬神祭品: 17． 16 元
2． 初九老爷宫做戏本: 109． 50 元
3． 老爷宫题香油钱: 1 元
4． 粤海清庙门前演戏杂用两单: 40． 20 元

北帝诞祭品: 77． 01 元

转神祭品: 14． 39 元

25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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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殖民地政府有关的支出

工部局应新学校火饷费用: 40． 75 元

工部局门牌税: 372． 78 元

贺皇家百年纪念: 150 元

贺皇家百年纪念车费: 0． 25 元

563． 78

与会馆、坟山相关的支出

看公所林三 2 个月薪金: 10 元

新年会馆用费: 20 元

看会馆黄桐薪金: 10 元

看义祠黄福薪金: 5 元

看仓库薪金: 3 元

收店税车费: 4 元

52

与出租店有关的支出
整店两间工料: 124． 65 元

看休整店的车费用: 0． 25 元
124． 90

公益 施彭运粦埋葬棺木 13 元

其他

与绿野亭地事相关的费用: 1． 25 元

买拖把: 2 元

杂费: 1． 25 元

4． 5

总计 1217． 44

表 8 应和会馆民国十五年( 1926) 支出款项一览表瑑瑢

类别 内容 金额( 元)

上年结存 存四海通银行 5063． 09

借款

客属总会借去: 3000 元

应新学校借去: 1500 元

嘉属方便留医院借去: 200 元

4700

津贴 应新学校 3360

公益捐

捐客属总会: 2000 元

捐保良局: 200 元

捐芽笼火灾: 50 元

2250

恤老费 谢老初等四人回唐川资，每人 15 元 60

行政费

公事费: 82 元

薪金: 1414． 01 元

买桌凳: 200 元

杂用: 877． 25 元

2573． 26

筹办费 嘉属方便留医院 400

休整费
休整会馆、双龙义( 坟) 山、出租店屋、水沟、绿野亭坟山
等的工料银

637． 97

福酌费 关帝诞、财神诞、中元节、大伯公诞、董事部交代宴席等 426． 51

祭祀费 春秋二祭、会底拨牲、会馆与双龙义山中元节度孤等 32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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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殖民地政府相关的费用

水饷: 170 元

火饷: 446 元

纳地税: 26 元

抽街( 店税) 三季: 3844． 80 元

4486． 80

保险费 先施保会馆 159

总计 24438． 32

表 9 民国二十年( 1931) 应和会馆支出款项一览表瑑瑣

内容 金额( 元) 内容 金额( 元)

津贴应校
( 每月 165 元，共计 12 个月)

1980 分校
( 每月 20 月，共计 12 个月)

240

恤老( 每名 15 元) 15 开销 27

公益捐 无 印刷 63． 90

报费 38． 40 电话 175

休整 412． 82 车仿 160

纳地税 21． 5 抽介 353． 92

保险
( 投保“亚洲保险公司”)

221． 65 置物 38． 61

薪金 1182 福酌 72

祭祀 690． 15 会底 12

杂用 297． 17 总计 6001． 12

表 10 民国三十四年( 1945) 应和馆支出款项一览表瑑瑤

内容 金额( 元) 内容 金额( 元)

津贴应校
( 每月 80 元，共计 3 个月)

240 战时生活津贴 1020

公益捐
( 3 月 7 日捐本区救济金)

20 分校
( 每月 20 元，总计 3 个月)

60

印刷费 59． 40
报费( 1-8 月买“昭南日报”、
“南洋”、“星洲”、“华侨”、

“新民”各报)
329． 60

广告费
( 9 月 30 日星洲日报
登“选举大会启示”)

4． 05 水火费 108

电火费 220 休整费 979． 20

门牌税 1632． 48 地税 282． 50

电话 163． 63 薪金 2344

应酬费
( 主要为接待来宾与

发给贫难侨)
222 福酌 515． 70

祭祀 412． 60 贺仪 3

车费 270． 90 杂费 327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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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费 619． 52 文具费 108． 8

整义祠 1750 整会馆 1200

开销 660． 92 总计: 16504． 9

上述表格显示二十世纪上半叶应和会馆财务运作中，经费支出的主要内容:

其一、与嘉应五属社群相关的支出

在应和会馆的支出经费中，最大的一项是常年津贴应新学校办学。根据应新学校校董会章

程瑑瑥，“本校每月经常费由应和会馆酌拨款项津贴”。从保留下来的各类账本账目的内容看，应和会

馆主要以两种方式津贴应新学校。一为不定期地为学校缴纳包括水费、电火费、地税等各种费用，

以及为学校设备的建造与修缮提供经费。以《戊午年立逐日流水草簿( 1918 － 1921) 》为例，从民国

七年至民国十年，应和会馆为学校缴纳各项费用的账目有数十条之多，其内容包括学校的“水饷”、
“火饷”、“电费”、“马打瑑瑦薪金”、殖民政府工部局征收的各种税款等。此外，会馆还出资为学校进

行“整堂屋”、“建浴房”、“扫灰水”、“改建厕所”等项。应和会馆另一种提供经费的方式是定期拨

款“津贴”应新学校。应和会馆保留下来的账本，详细记录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近半个世纪里会

馆每月不间断地津贴应新学校的款项，其数目从每月 80 元至 280 元不等。根据笔者的统计，从

1928 － 1943 年，这些津贴数额平均约占当时应新学校经费来源的 23% 瑑瑧。
除了应新学校，对会馆所属的“嘉应留医院”、“五属义山”以及会馆产业管理修葺等项的支出，

在账册中亦留下记录。正如表 8“筹办留医院去银 400 元”。其他如休整“嘉应五属义山”、与会馆

产业相关的“整店”等账目，亦大量出现上述四表与应和会馆保留下来的其他账册中。此外，在上

述支出款项表中，还有“恤老”条目。所谓“恤老”，即资助贫困的同乡回返祖籍地的费用，每人的份

额为 15 元。这是会馆照顾社群成员的开支。
在会馆支出款项中，与祭祀先人、神明相关的款项，也是一项常年的开支。账本的条目显示，每

年“清明”和“重阳”前后，会馆都会举行祭拜先人的“春秋二祭”。此外，会馆每年还会定期举办

“关帝诞”和“中元普渡”民间宗教活动。相关活动的开支多记录在账本的“福酌”条中。
作为“嘉应五属”总机构，应和会馆的行政与办公等费用在支出款项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在

上述的四个表格中，这些费用最大项的支出是“薪金”。其它方面包括订阅报刊的费用、电话费、印
刷费、文具费、交通费、水电费、购买保险以及购买办公用品等一些杂费。

其二、与华人社会相关的开支

与华人社会各项相关事务的开支，是上述应和会馆支出款项账册表格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这

些“开支”主要包括捐款、参与其他社团华人民间宗教活动等项的费用。
在捐款方面，如表 8 中的“公益捐”条“捐客属总会 2000 元”。表 10 中的“公益捐”条“捐本区

救济金 20 元”等。再如应和会馆民国十九年“进支月结簿”有“特捐客总 8000 元”的款项记录。事

实上，在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永定会馆等其他华人社团账本中，“公益捐”、“特捐”等均是其中不

可或缺的条目，显示各类捐款在华人社会所呈现的常态化特点。
应和会馆与华人社会相关的另一项开支，涉及华人民间宗教活动。如表 7，民国七年十二月，

应和会馆四次参与潮州社群所属的粤海清庙活动，支出 167． 86 元; 参与三水会馆的北帝诞活动，支

出祭品 77． 01 元。这类款项的记录，在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账本中还有不少。
上述内容显示，二战以前，应和会馆主要是透过捐助款项与参、其他社团民间宗教这两种方式，

与“嘉应五属”以外的华人社群发生关系。不过，受制于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帮群结构，应

和会馆所参与的均是其所隶属的海唇福德祠绿野亭总机构内广客两帮群，如客属总会、广帮的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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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等。而与潮州社群的关系，则主要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在这之后，在账本、议案簿

等文献中，已基本不见嘉应五属参与潮州社群活动的相关记录瑑瑨。
其三、与殖民政府相关的开支

上述表格的内容，还显示应和会馆另有一项是与殖民地政府相关的开支。这些开支主要涉及

两部分: 一部分是殖民政府向华人社团收取的各项税。如社团税、地税、门牌税等等不同的项目; 另

一部分是会馆参与殖民政府经济与社会活动而支付的费用。如表 7“贺皇家百年纪念及车费总计

150． 25 元”。另，《应和馆民国二十七年戊寅立“进支月结簿”》有购买政府公债 505 元的账目。

四、结语与讨论

本文主要运用新加坡应和会馆账本等其他历史文献，并以该社团为个案，从经济层面考察与讨

论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社团。这项研究虽然还有许多需要深入了解的内容瑑瑩，但本文的研究已显

示出，与一般的商号账册不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团账本具有社群属性，是华人社团

为所属社群建立与书写的经济档案。透过对这些账本细致的爬梳、整理、分类与解读，有助于研究

者深入与具体地了解移民时代华人社团经济的历史图像。
在这幅历史图像中，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半自治的殖民地时代，建立了一个足以支撑华人社会各

项运作的经济系统。这个系统重要与基本的功能，是透过对地产、坟山、借贷款项等经营，为包括应

和会馆在内的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华人社团承担诸如设坟山、办医院、建华校等社会功能提供经费支

持与经济保障。
另一方面，华人社团的经济系统亦具有整合与凝聚社群的重要功能。在本文的考察中，二战前

新加坡应和会馆所建构的财务系统，具有明确的嘉应五属社群与广府、客家的帮群边界。透过应和

会馆与嘉应五属侨领、商家、应新学校、嘉应留医院之间的款项往来、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对应和会馆

的分款，以及应和会馆参与所属帮群内社团各项活动而支付的经费款项，从经济层面维系与强化了

作为嘉应五属总机构的应和会馆与属下社团以及与所属帮群内其他社团之间的凝聚与认同。
上述有关移民时代华人社团经济系统双重功能的讨论，有助于思考华人社团账本的文献价值。

众所周知，记录自己历史的华人社会文献，大致可分成文字类的碑铭、会议记录、章程、名册等文字

记录与数字类的社团账本账册等两大类。这两类文献在记录内容与方式等方面差异很大。文字类

的“碑铭”镌刻了华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会议记录”记载了华人社团每年、每月或

数月一次举行的董事会、理监事会、“同人大会”等各类会议的内容。而华人社团账本则是以具有

计量学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的方式，透过账本所属社团对其管理运作中所有往来账目系统、
细致的登录，真实、具体且不间断地保留了账本所涉及年代华人社会内部的社群关系、认同形态、管
理系统、运作方式、华人社会与殖民地政府、与祖籍地及祖籍国中国的关系等记录。换言之，账本是

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它不仅为研究者提供可与碑铭、会议记录等互为映证的文

献，亦因其记录的内容与方式具有真实、具体、细致、全面、连续等特点而能够给予研究者以新资料

与考察视角。
本文运用社团账本研究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社团，期盼可以为学界提供一项有益的尝试。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光绪十三年( 1887) 双龙山嘉应五属义祠碑记》，载陈育崧、陈荆合《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1970

年出版，第 247-248 页。

②关于应新学校创办的年代，学界有 1906 和 1905 年两种说法。笔者根据该学校编撰的特刊，采用 1905 年创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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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③该分校在日本 1942 年南侵新加坡后停办。

④该医院在 20 年代末因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影响而被迫停办。

⑤上述有关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的记录，都见《星洲应新小学特刊: 本校史略》，新加坡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出

版;《应和会馆一百四十一周年纪念特刊: 新加坡应和会馆史略》，新加坡应和会馆 1956 年出版，第 10-15、15-16、

39 页。《应和会馆纪念特刊》，新加坡应和会馆 1987 年出版，第 25-32 页，《应和会馆纪念特刊》，新加坡应和会馆

2003 年出版，第 33-37 页，《新加坡应和会馆双龙义山暨产业征用概况》，新加坡应和会馆 1969 出版，第 1-6 页。

上述特刊均为非卖品。

⑥即会议记录。以下所提议案簿，均指“会议记录”。

⑦曾玲《移民社群整合与华人社团建构的制度化: 新加坡福徳祠绿野亭( 1824-1927) 研究》、北京《史学理论研究》

2008 年第 3 期、《庙宇、坟山的社群化与新加坡华人移民帮群组织之建构: 兼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研究的新思

考》，《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15 年第 1 期

⑧在东南亚，作为一个社群及其社团形态的“丰永大”仅存在于新加坡华人社会。根据碑文的记录，该社群至少在

咸丰十一年( 1861) 已出现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舞台上。不过，“丰永大”在新加坡有多重的指涉，既是祖籍地为

广东丰顺、大埔和福建永定的客家移民及其后裔的简称，亦指三地移民在殖民地时代所建立的社群组织。此种

社群组织又分成两种形态。其一是指自移民时代以来，丰顺、大埔、永定三属移民以祖籍地缘为纽带建立的“丰

顺会馆”、“茶阳( 大埔) 会馆”和“永定会馆”。其二是丰顺、茶阳( 大埔) 、永定三会馆合作建立的坟山组织“丰永

大公会”。

⑨有关新加坡华人社团账本的形态与分类，笔者将另文讨论。

⑩本文所用的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账本，原件均保留在应和会馆资料室

瑏瑡应和会馆戊午年逐日流水草簿( 1918-1921)

瑏瑢应和馆民国十五年丙寅正月立“日清簿”

瑏瑣应和馆民国二十年辛未岁立“进支月结簿”

瑏瑤应和馆民国三十四年立“杂费总簿”

瑏瑥应和馆民国十四年来往总簿: 九月十五日查点本馆呀兰。

瑏瑦马来语，“地契”之意。

瑏瑧有关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团购买产业的资金来源及其相关问题，将另文讨论。

瑏瑨上述账本的原件均保存在新加坡永定会馆资料室

瑏瑩曾玲:《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 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文史哲》2015 年第 1 期，第

96-97 页，表七。

瑐瑠以下有关应和会馆借款利息的利率等问题，将另文讨论。

瑐瑡根据笔者查阅到的资料，李登朗情况不明，黄云辉在 1926 年去世以前则是新加坡客帮与嘉应五属的一个重要侨

领。他曾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多年，也曾任广客两帮总机构福德祠绿野亭的总理，亦是应新学校的创办

人之一，对应和会馆发展有诸多贡献。

瑐瑢有关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之间的经济关系，将另文详细讨论。

瑐瑣该章程原件保存在新加坡丰顺会馆资料室。

瑐瑤该章程原件保存在新加坡永定会馆资料室。

瑐瑥该议案簿保存在新加坡丰永大公会资料室。

瑐瑦在收集到的二战前新加坡华人社团的账册中，涉及华人社团与当铺、个人的借贷关系实际上是双向的，不仅华人

社团将款项放置钱庄、当铺等处生息，当有需要时，华人社团也向钱庄、当铺等借款还息。因限于文章的篇幅及

讨论的问题，有关华人社团与钱庄、当铺、个人等的借贷问题，以及由此所显示的移民社群关系之建构、当商在二

战前华人社会领导层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等问题，笔者将另文深入讨论。

瑐瑧关于会底银，根据所收集到的账本，这一款项在二战前广、客社团普遍存在，主要与对坟山内先人的祭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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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社团的总坟设置与对总坟的祭祀，也是从会底银发展而来。有关这一问题，将另文讨论。

瑐瑨例如，在十九世纪早期，天福宫曾经是新加坡福建帮的总机构。粤海清庙在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未建立之前，是

潮州移民的信仰与凝聚中心等。

瑐瑩有关“嘉应五属”与“丰永大”、“广惠肇”三社群的关系，见曾玲《坟山组织与华人移民之整合—十九世纪新加坡

华人建构帮群社会的历史考察》，载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年出版。

瑑瑠迄今为止有关该庙建立的时间无从得知。道光十一年“客社八邑立《重修丹容吧葛大伯公祠宇碑》”的碑文显

示，该庙在 1861 年由“嘉应五属”和“丰永大”重建。客社八邑即指“嘉应五属”与“丰永大”三属。碑文收录在陈

育崧、陈荆和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 94-98，香港中文大学 1970 年出版。

瑑瑡应和馆戊午年逐日流水草簿( 1918-1921) 。

瑑瑢应和会馆民国十五年丙寅正月立“日清簿”。

瑑瑣应和馆民国二十年辛未岁立《进支月结簿》。

瑑瑤应和馆民国三十四年立《杂费总簿》。

瑑瑥《星洲应新学校特刊: 本校校董会章程》，第 85-87 页，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出版，第 85-87 页，非卖品。

瑑瑦马来语，门卫、校警之意。

瑑瑧曾玲:《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 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文史哲》2015 年第 1 期表

一与表七。

瑑瑨此一情况，也出现在同属新加坡客家社群的“丰永大”坟山组织的账本中。相关的问题，将另文研究与讨论。

瑑瑩如有关账本的形态、分类、会馆购买地产的资金来源、应和会馆与其创办及管理的应新学校等之间的经济关系与

处理方式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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