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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碧山亭 

1870 年  继青山亭（建于 1824 年）及绿野亭（建于 1840年）满额后，三属同人于 1870

年以梅南瑞为首，开始合资购买山地于汤申路旁，命名“广惠肇碧山亭”，以上三亭皆为当时广

客两帮群埋骨专用。 

1890 年  立碑“劝捐碧山亭小引”详细记录二十年来热心人士劝捐所得的款项。分发给以

下坟山办事用。 

- 办碧山亭支银 4,699.50 元 

- 办绿野亭支银 2,158.00 元 

- 办青山亭支银 2,019.50 元 

其间，梅湛轩任碧山亭大总理，督管碧山亭建庙及开车路。 

1914 年  碧山亭公所内装置第一部电话机，方便与参加巡山之值理联络。 

1916 年  吴胜鹏任总理，当时司理是陈锦俦，发起“模范山”制度，即不分贫富，不许自

由选择。一概依序安葬棺木。此制度引起部分人的不满。发传单建议碧山亭应由各行业派代表

共同管碧山亭，吴胜鹏召集九会馆，即南顺、番禺、东安、中山、宁阳、冈州、三水、惠州、

肇庆代表，出示碧山亭地图、地契证明碧山亭坟地，置业又捐献土地者都是属于三府九大会馆

的宗亲,因此，应由九大会馆共同管理为原则，即席议决组织碧山亭公所董事会，由九会馆各

派出二位代表组成。此乃本亭董事会之始。之后，另七会馆，即花县、清远、增龙、顺德、鹤

山、高要和恩平，先后加入而演变成理监事会，由十六会馆共同管理碧山亭至今。 

1920 年  郑秀谦任总理，积极执行碧山亭建设工作，重修青云路、礼亭、茶亭，并倡议

全体董事于星期日一起参加巡山，确定地界，以免地广之坟地遭受被霸占。巡山后在公所设便

餐一顿。从此董事们在星期日集会/工作后，都会惯例地在公所吃一顿午餐。此例继续至今。 

1935 年  花县会馆加入碧山亭为基本成员。 

1947 年  清远会馆加入碧山亭为基本成员。 

1948 年  继本亭成功举办第三届万缘胜会后，为着善用筹得钜款作购买土地用，本亭设

购山委员会，群策群力，购得山地 175 依吉，并且组成小组，落力推行模范坟场计划，无贫富

之别，必需按照排编葬地号码安葬。不得自行选择墓地，因此，当时有句流行语“死得及时，

福人葬福地”。 

1950 年  顺德、鹤山两会馆加入碧山亭为基本成员。 



1951 年  冈州会馆在 8 月 5 日举行之特别同人大会，提议在新购山地中划出部分地段成

为自由选择坟地的议案得到大会通过。自择坟地深受许多三属乡亲欢迎，经济效果良好，收入

剧增，竟成日后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 

1953 年  当年本亭第 60 届理监事会，理事长黄信满、总务廖荣坡、经年前三属同人大会

提出重建新公所议案后，锐意进行，公开招标后，由吴福茂建筑公司以标价 3 万 5100 元承建，

新公所地点选在旧公所后面，由产业受托人曾纪宸主持奠基礼，工程顺利完成后，择于 1953

年 10 月 4 日举行剪彩开幕典礼，为提倡敬老起见，通函三属十三会馆征求各会馆选派一年龄

最高者主持剪彩，计选出三水黄兴元、花县陈福生、东安姚仲璜、南顺许桂荣、番禺莫高义、

宁阳许泽洪、中山邓朝光、惠州黄湘琴、冈州朱伯敏、鹤山吴三和、清远苏瑞南、肇庆刘溥天、

顺德陈象棠、十三会馆中以 98 岁三水黄兴元为领导主持，此次剪彩之特色，表示提倡敬老之

先声，这种精神一直延续至今。这一年,捐献南洋大学建校基金一万元。 

1955 年  开始六常务轮流制度。六常务指理事长、副理事长、正总务、副总务、财务及

监事长等六个理监事会核心职位。1960 年章程将这变动确定下来。章程规定，这六个职位由

碧山亭属下的三属各会馆，按照公所制定的会馆轮值表顺序轮流担任。 

1960 年  1947 年章程规定同人大会提案的提呈以人为单位。每 20 人就可以在同人大会

或特别同人大会上提交一份提案。1960 年的章程规定，提案必须以会馆的名义提出才有效。 

1963 年  本亭第 70 届理监事为庆祝成立本亭 93 周年纪念，新公所重建 10 周年，碧山亭

学校创校 28 周年纪念三庆，订在 1963 年 9 月 14日，在快乐世界体育馆，动员本亭旗下各会

馆百中选一后优秀音乐剧艺成员, 举行为广惠肇留医院义演粤剧“凤血化干城”筹款之游艺大会。

（理事长郭兴业、总务胡锡章）。当时有百多单位社团，均热烈赞助，并代售义演戏票，筹得

善款可观。 

1964 年  恩平会馆加入为碧山亭为基本成员。 

1967 年  5 月 28 日，李光耀总理访问淡申区，驾临碧山亭。本亭除了开会讨论准备欢迎

仪式外，也商讨当时面对有关葬地问题，由三属团体联名起草备忘录向总理申请批准碧山亭清

理原有旧山骸骨，以供重新营葬。 

1970 年  1970 年 11 月 1 日（农历十月初三），假于养正学校礼堂举行宴会庆祝本亭百

周年纪念，定名为“广惠肇碧山亭百周年纪念大会”。柬请本国广惠肇三属注册社团、本亭有关

人士，冢工及土工、十六会馆之主席及总务、本亭理监事、建委会委员、碧山亭学校教职员及

职工等 300余人参加。 

1974-75 年  碧山大厦建于 1974 年。 

- 1974 年 5 月 5 日接受建筑费 835,430 元，由东南企业私人有限公司承建，一座五层楼

20 单位的大厦于 5 月 20日开始建造后于 42 个星期竣工。 

- 1975 年 12 月 14 日举行落成仪式，全部工程总值 977,287.35 元。 

1976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 83 届第 3 次特别同人代表大会讨论修改本亭章程接受理事会

任期由一年一任改为二年一任。 



1977 年  开始二年一任制，第 84届（1977/1979 年）理事长是何国章（顺德会馆）。 

1978 年  为了配合政府教育政策，培养优秀人才为国家效力，每年设奖学金鼓励广惠肇

三属子女努力向学。 

- 1977 年 11 月 27 日第 83 届第六次理监事会议通过议决，本亭应该设立奖学金，并组

织 11 人小组研究细则。 

- 第一次颁发十六会馆会员子女奖学金予三属优秀子女订在 1978 年 4 月 30日，在区域

语文中心举行同人代表大会并颁发第一次颁发十六会馆会员子女奖学金，由理事长何

国章主持，获得奖学金的有小学组 84 名，每名 80元，初中组 27 名，每名 120 元；高

中组 4 名，每名 150 元，大专组 8 名，每名 200 元。总奖金为 12,160 元。之后，本亭

每年都继续至今。 

1978 年  1977 年 11 月 27 日第 83届第六次理监事会联席会议，由公所拨款 1 万元为敬

老贺岁金红包予十六会馆基本会员，年龄 70 岁以上，人数不限。 

1978 年 1 月 19 日 第 84 届第 10 次理监事会议通过由公所拨款 1 万元，再由理监事乐捐为

敬老渡岁金红包，申请人数 883 人。每位红包 20元。借用珍珠坊楼下广场颁发。继后至今，

本亭每年春节前，都会依例颁发敬老贺岁金予十六会馆之年老会员，藉以发扬敬老尊贤之传统

美德。2005年开始，本亭也在每年的团年宴会颁发红包给年达到 65 岁/以上的产业受托人、亭

务顾问、理监事、建委会/投委会委员与雇员。 

1978 年  11 月 19 日第 84 届第 3 次特别同人代表大会通过增设康乐组组织（章程第三章

组织第八条）。 

1979 年  1 月 18 日第 84 届理监事会会议通过议决案为广惠肇留医院筹款义演,由珍珠山

建业有限公司赞助，本亭康乐组为广惠肇留医院筹款义演，于 1979 年 6月 24 日假国家剧场成

功演出，筹得捐款高达 12 万 8 千 6 百 60 余元。 

1979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 85 届第六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卖灵位接受支票付款。 

1980 年  1979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 85 届第一次特别理监事会议通过塑造财帛星君神像

供奉。经过报价后，交王茂成号承造，于 1980 年 7 月 23 日农历六月十二日延请喃呒开光，之

后，本亭每年农历七月廿二日财帛星君宝诞举行庆祝仪式。 

1982 年  金榜大厦建于 1980 年。 

- 1978 年 4 月 30 日第 84 届常年同人代表大会通过继续发展仰光律碧山大厦隔邻地段，

碧山亭理监事会即着手负责策划一切发展事宜。1979 年 7 月 27 日申请图测获得批准后，

接受东洲打桩私人有限公司(Easternland Piling Co Pte Ltd)进行打桩。 

- 1980 年 6 月 8 日接受合华建筑工程私人有限公司承建，这座五层楼 10 个单 位的大厦

被命名为金榜大厦，在 1982 年 7 月 25 日落成举行开幕典礼。全部工程总值为

1,481,206.65 元。 

重建碧山亭 



1973 年  新加坡政府向碧山亭发出封山令，停止一切土葬活动。 

1979 年  新加坡政府通过 4月 7 日宪报正式宣布征用全部碧山亭坟地，同年，本亭通过

4 月 29 常年同人代表大会议决案成立“政府征用本亭地段处理委员会”全权处理地段征收事宜

至任务完成为止。成员计有第八十四届六常务（理事长何国章为委员会主席）、产业受托人、

十六会馆主席/代表及二位专业人士、当届六常务列席。 

1980 年  主席何国章正式宣布“政府征用本亭地段处理委员会”，工作圆满完成。本亭得

到近 5 百万元的赔偿，并且政府还答应划出一块相当于八英亩地段作为碧山亭各项发展用途。

此地段的契约是九十九年。从此，碧山亭的重建由 4 月 27 日常年同人代表大会成立“建设发展

委员会”从零开始策划发展成今日之碧山亭。 

1980 年  3 月 31 日特别同人代表大会通过接受 HDB 提出的政府赔偿条件。 

1983-1990 年  碧山亭重建，于 1983 年 7 月 26 日由八十七届理事长吴文练先生主持奠基典礼

展开。重建工程分六个阶段进行。第一期工程是兴建灵塔。第二期工程是兴建碧山亭办公楼。

第三期工程为兴建福德祠与纪念碑。第四与第五期工程兴建茶亭和安老院；第六期工程则是建

造马路、停车场、部分沟渠及路围等工程。 

- 1984 年 8 月 25 日本亭会徽获得社团注册局批准。 

- 1986 年 9 月 28 日福德祠开光，并为公所门前一对青白石狮子开光。 

- 1988 年 9 月 25 日本亭庆祝 118 周年纪念，邀请我国第二副总理王鼎昌主持庆典仪式。 

- 1990 年 6 月 3 日第 90 届第 1 次常年同人代表大会，接受建委会提案，翻新 及美化大

庙。有关工程，包括建造化宝炉、牌楼、凉亭、鱼池以及整个环境的美化设施。工程

在 1994 年 12 月 9日举行动土仪式，由南北建设与供应私人有限公司负责承建，1996

年 3 月 16 日完成。于 1998 年 11 月 7 日为碧山大庙落成举行开幕典礼。邀请名誉顾问

梁汉基议员、何家良与当届理事长何顺结主持剪彩仪式。 

1991 年  8 月 31 日 第 91 届第 1 次特别同人代表大会，通过应美化礼堂，授权建委会与理

监事会之美化小组，按照计划共同处理。（原料美金 25 万 3 千 2 百 60 元外，其他工资与杂项

开支不得超过 10 万元）。1993 年 2 月由佛山厂方派专人前来安装后完成整个工程。 

1992 年  6 月 7 日 第 91 届第 1 次常年同人代表大会，通过理监事会要求理监事会在适当

时候投资产业之提案，授权理监事会连同产业受托人，在适当时候投资产业。 

1997 年  碧山大庙内原没有设立主神。碧山亭重建大庙后，在 1997 年 10 月立观音为主

神，并请新加坡金塔寺释法照法师主持开光仪式。 

1999 年 1 月 24 日 第 94 届第 1 次特别同人代表大会接受投资发展委员会要求，批准动用

500 万元的权力，以备投资之需。2000 年 6 月 11日第 95 届第 1次常年同人代表大会，同意增

加拨款 100万元（即可动用款项共为 600 万元），以购买超越 500 万元的产业。 

1999 年  1 月 24 日 第 94 届特别同人代表大会通过章程第九条之教育科改为青年团。 



2003 年  投资发展委员会于 6 月 22 日第 96 届第 2 次常年同人代表大会，获得大会同意

接受委员会汇报已经成功买下珍珠坊对面两间的双层楼店铺, 买价 520 万元。目前，继续出租

予安昌珠宝，以获得租金收益。 

2003 年  为了纪念七位曾维护三属同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了宝贵生命的七君子，本亭在

大庙西侧八角凉亭建塔立碑，命名“七君子亭”，另由曾玲博士撰写碑文镌刻在纪念碑上。工程

完成后，延请道士择吉于 2003 年 11 月 17 日举行仪式，请原本供奉在大牌 12 的七君子灵位迁

移，并于 11 月 30 日本亭周年纪念日，敦请本亭名誉顾问曾士生先生及郭城先生联合主持剪彩

开幕仪式。 

2003 年  为响应文化局于 3月 15至 23 日之“2003年文化节”活动，本亭订于 3 月 16日，

首次开放由主办当局组团前来参观。文物局副局长乌玛黛薇与家人也到场参观拍照留念。 

2003 年  4 月 14 日申请征收消费税。8 月 1 日开始增设 Nets，方便主家付款。 

2004 年  本亭于 1985 年重建的福德祠渐显陈旧，屋顶亦开始漏水，并为了使各建筑风格

互相协调。本亭第九十七届理监事会在理事长梁少逵及总务罗荣基之领导下，经过多次周详的

讨论后，再呈 2004 年 7月 4 日同人代表大会通过提案进行重修福德祠。工程完成后，本亭择

定吉日于 2005 年 1 月 9日（星期日）为福德祠重修竣工举行开光恭请大伯公陞座庆典。 

2007 年  随着时代的变迁，本亭除了继续秉承慎终追远，源远流长的华族文化精神，为

社会提供服务外，也需要在新的环境里，重新打造自己适应生存，进一步提升本亭之声誉，于

是，2005 年 11 月理监事会及建设发展委员会各派代表组成的“设施改善小组”成立后，经过 16

次会议，终于提出了一个十年发展构思计划备忘录，呈交 2007 年 7 月同人代表大会通过后，

定下 8 个今后发展的项目： 

(一) 改善拜祭的设施 

(二) 改善与提升现有的建筑物 

(三) 增设展览室 

(四) 特色园林 

(五) 学术研究 

(六) 设立青年委员会 

(七) 发扬庙宇文化 

(八) 发展旅游 

2007 年 12 月 16 日 第 99 届第 1 次特别同人代表大会，通过拨款 180 万元确认建设发展委

员会负责执行发展改善拜祭的设施及提升现有的建筑物的修缮，完成的项目有： 

(一) 改善拜祭的设施： 

• 翻新灵塔旁的拜台与磁砖地面 



• 加建有盖走廊及残障人士厕所，方便坐轮椅人士能直达行政楼。 

• 扩建地藏王菩萨神坛，使之庄严美观 

• 改建坐灵位（即：积德堂）加饰八吉祥图案，使之庄严美观 

• 加建白钢神主牌位及 11个神龛，大大增加本亭的收益 

• 重修 2 个化宝炉  

(二) 改善与提升现有的建筑物 

• 加盖行政楼屋顶配合凉亭屋顶设计华丽庄严，更换全部玻璃窗口，不但解决了礼堂已

久的漏水问题，还使整个礼堂光亮清新 

• 在灵塔停车场入口处上方安装了八个显眼的大字“慎终追远、源远流长”，把本亭的传

统精神画龙点睛呈现出来。 

2007 年  本亭当届总务岑康生于 6月 4 日报章上呼吁学者到本亭作学术研究后，引来了

多位学者到访。有数位应邀为本亭 140 周年纪念特刊写专文探讨有关本亭的文化内涵。 

2009 年  7 月 23 日，本亭努力使碧山亭融入社区的工作下，带头与碧山镇里 9 个组织共

同出版的“碧山镇文化之旅”手册正式完成，本亭邀请新加坡中区市长再努丁先生，为这本共

36 页介绍十个景点的手册与完成十年计划中提升建筑的修缮工程举行发布会与亮灯仪式。 

2009 年 10 月 11 日 总理公署部长暨财政兼交通部第二部长陈惠华部长莅临访问本亭，并为

本亭主持“碧山文化之旅”启动仪式。三个团队为公教中学的小学生 2 0 人、碧山-大芭窑北市民

35 人（市镇理事会负责召集）、本亭成员 45 人，分别乘坐 3 辆巴士，在中午 12 时在部长的

主持启动下开车出发，游览手册里碧山镇的十个重要景点。目的是使国人、游客及学生，除了

了解碧山现有环境外，也知道碧山亭的历史及其传统文化。这是我们成功融入社区的行动重要

的一步，希望大家继续为碧山亭努力将碧山亭的名尽量推出，让越多人知道越好。 

建设发展委员会负责修缮工程中，完成的白钢神主牌位，并打破碧山亭一贯神主牌位

不得选择的惯例，定制各种价格选择，为碧山亭制造另类选择。 

2009 年 6 月 21 日 第 99 届第 2 次常年同人代表大会通过理监事会提案，批准建设大牌 62

灵位，预算约 450,000 元。本亭利用大牌 62 面向布莱德路的优越位置，采用铝合金骨灰箱，

建成 1521 个灵位，分单位与双位两种，让主家有多种选择。 

2010 年  本亭成立迄今达 140 年历史，又适逢第 100 届理监事会，具有双重意义，于是，

理监事会成立筹备工作委员会，经过讨论与研究后，提呈 213,500 元预算案，在 2010 年 2月

28 日召开特别同人大会要求讨论通过举办 140 周年庆典。除了本地政府机关、社区团体、十

六会员会馆外，将广邀马来西亚、泰国，甚至中国等等乡亲参与庆祝。并出版纪念特刊与光碟

等，将我们 140 年以来所做的工作完整的收集起来，还邀请一些学者、专人写专文，使这本书

成为值得尊敬的一本书，或者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甚至在国外，所以，这本书很重要，我们也

会举办研讨会，主要是让会馆参加，将资料向会馆介绍，让会馆成员对碧山亭更深入的认识，

尽量向外再宣传。 



2018 年  碧山亭文物馆于 2018 年 6 月 3 日，由主宾贸工部长陈振声开幕。 

碧山亭学校（1936-1981） 

1936 年  时任总理黄适安于是年 3月 12 日，在第 307 次董事会议动议在本亭碧山大庙内

设立平民义校，免费教育本亭附近住户失学儿童，全体董事会赞成，照案通过，即席成立筹办

平民义校委员会。同年 6月 14 日经同人代表大会通过后，并定名为“广惠肇碧山亭义学”。黄

适安为义务校长，于是年 9 月 1 日正式开课。学生约 40 人。自此以后，由各会馆派代表及当

值的司理、财政、查数等组成「教育委员会」负责管理校务。如此，本亭理事前仆后继办学

45 年，数以千计学子受益，这也是本亭为教育下一代尽过一番绵力。 

1938-1941 年  继黄适安辞职回国后，李文受聘任校长兼主任教员，又得多位慷慨热心教育董

事，捐义款、书籍、学生制服等，校务蒸蒸日上，学生人数剧增至 160 余人，分上下午班，董

事有意计划筹款建新校舍。 

1942 年  是年春，日军南侵，新加坡沦陷，学校被迫停办。 

1942-1945 年  1942 年春，日军南侵，学校停办。时至 1945 年，日军投降后，李文回校主持

复课，学生增至 170 余人。 

1955-1957 年  1955 年 1 月 16 日，假冈州会馆召开广惠肇三属同人代表大会，碧山亭公所理

监事提议建筑碧山亭新校舍案被通过。1956年 1 月 8 日，当年理事长廖平先生主持新校舍奠

基典礼。是年冬，新校舍完成，1957年元月 13日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恭请前立法议员黄富

南先生剪彩。新校舍共有六间课室，分上下午共十二班，学生 450 人。 

1957-1981 年  碧山亭学校在 1957 年后正式纳入政府教育体系，并且得到政府的津贴。由于社

会的变迁，特别是新加坡建国后，政府渐次实施建国大计，特别是普及教育，碧山亭学校于

1981 年停办。 

万缘胜会（1923-2007） 

1921 年  成功举办了第一次广惠肇碧山亭万缘胜会。全归功于当年邱雁宾及董事们倡办

万缘胜会。一方面超度先人，另一方面为本亭筹得可观义款作为多项发展用途。盛大的万缘胜

会终于在各人落力筹备近一年后举行，僧道尼三坛诵经礼懴，通宵七昼夜，筹得善款共计

23,296.50 元，除开支 12,852.20 元外，净得 10,444.30 元，义款主要为重修茶亭祠庙用。自此

之后，每隔数年，本亭都会举行类似的活动，为本亭筹得巨资。不但如此，万缘胜会亦成为本

亭主要活动之一，延行至今。 

1943 年  时值日治进入第二年昭南岛时期，本亭选定重阳节前五日即阴历九月初五晚起

醮至初八晚，一连三昼四夜，集僧道尼三启坛三属七十二行群众，举行第二届万缘胜会，为的

是超度已故亡魂及不幸殉难者，尤其是阵亡三军将士，自此，“海陆空三军阵亡将士神位”成为

以后万缘胜会主要神位之一。时任正主席：梁元浩， 副主席：曾纪宸及胡文钊。 

1946 年  光复后一年碧山亭举行第三届万缘胜会，定阴历七月十五晚至十八晚，三昼四

夜，同样的集僧道尼超度已故亡魂及殉难者。在万缘胜会宣言也特别提及“……惨溯壬午暴敌

南侵，黎元遭戳，籍名检证，肆意凶屠，大人物，则楚囚缨冠，小侨胞，多傅车载道，强征苦



役，诬罪毒刑，人命草菅，生民涂炭，寡人妻，孤人子，何止千百家，新鬼哭，故鬼啼，不下

十万众.......”筹得巨款。盈余将用于购买新山地。时任正主席：黄秉盛，副主席：梁元浩、胡

文钊。 

1952 年  本亭举办第四届万缘胜会，定农历九月初一晚至初四晚，三昼四夜，照例集僧

道尼开坛诵经超度亡魂，收入为整理第一旧山地用。时任正主席：邓炳耀，副主席：林卫民、

黄晋藩、任国源、潘洁夫。 

1958 年  本亭举办第五届万缘胜会，本亭第六十五届董事，由 1958 年 10 月 10 日晚农历

戊戌年八月廿八晚起至 1958 年 10 月 13 日晚农历戊戌年九月初一晚止。一连三昼四夜举办第

五届万缘胜会，集僧、道、尼主持醮建三坛。总收入 143,007 元，总支出 66,330 元，盈余

76,677 元作购山用途。时任主席：李时珍、黄耀富、陈国栋、杨荣兴、潘霖瑞、黄均南、蔡振

华，总务：王维驹、陈章耀 

1964 年  本亭举办第六届万缘胜会，当届理监事会列举三个理由（埋屏、埋葬于本亭山

地约共八千余三属先人遗骸超度、藉此盈余利清山），在 1964 年 1 月 19 日召开第 72 期同人

代表大会，请核准 1964年兴建万缘胜会案获得通过。总收入 110,885.10 元,支出约 72,260.55

元，盈余 38,624.55 元。时任理事长：陈国栋，总务：关耀森。 

1971 年  本亭举办第七届万缘胜会。广惠肇碧山亭重修大庙，古庙两旁建有青山祠及万

安祠两所，以供三属人士放置先人之神主牌位经已满座，故经开会议决择于 10 月 23 日星期六

（即农历九月初五日）下午二时举行重修开光及神主埋屏暨超渡幽魂，一连两日建醮连宵延道

士、尼姑做功德超渡幽魂，供三属人士附荐。总收入 24,580 元，总支出 9,248.96 元，盈余

15,331.04 元。时任理事长：林继祖， 副理事长：黄东河，正总务：郭玉泉， 副总务：陈玉生。 

1974 年  本亭举办第八届万缘胜会。总收入 54,227 元，总支出 34,134.24 元（包括捐助

广惠肇留医院 3 千元，中华医院 1 千元，同济医院 1 千元，甘榜山亭天后会香油 5 百元，合计

5 千 5 百元），盈余 20,092.76 元之款项拨入公所账目。 

1976 年  第 83 届理监事会主办第九届万缘胜会。1975 年 12 月 29 日第 82 届第 11 次理监

事会议提呈同人代表大会提案授权下届理监事会举办附荐超度幽魂胜会，1976 年 4 月 2 日第

83 届第 2 次理监事会议赞成举办，并订定名称“为筹建火化场及骨灰储藏场地举办万缘胜会”，

于 1976 年 10 月 13 日农历九月初一下午 2 时开坛至初四子夜散坛，七昼连宵， 三坛礼诵，法

事与特刊盈余 12 万。时任理事长：罗荣基，总务：李顺森。 

1978 年  第 84 届理监事会主办第十届万缘胜会，并为史拜罗斯号油槽船爆炸的 76名各

籍罹难人士超度。日期： 1978 年 10 月 27 日至 1978 年 10 月 29 日（农历九月廿六-廿八日）。

收入：97,859.93 元，支出：52,356.25 元， 盈余：45,503.68 元。时任理事长：何国章， 总务：

黄炎芳。 

1980 年  第 85 届理监事会主办第十一届万缘胜会。日期：1980 年 10 月 24 日至 1980 年

10 月 27 日（农历九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收入：147,168 元，支出：143,470.68 元，盈余：

3,697.32 元。时任理事长：李顺森，总务：郑桐。 



1982 年  第 86 届理监事会主办第十二届万缘胜会。日期：1982 年 11 月 13 日至 1982 年

11 月 14 日（九月廿八-廿九日）。收入：86,947.50 元，支出：67,721.10 元，盈余：19,226.40

元。时任理事长：黄炎芳， 总务：梁春乐。 

1985 年  第 88 届理监事会主办第十三届万缘胜会。日期：1985 年 7 月 25 日至 1985年 7

月 28 日（农历乙丑年六月初八至十一夜）。收入：190,652.20 元，支出：135,403.29 元， 盈

余： 55,248.91 元。时任理事长：吴文练，总务：陆文权。 

1987 年  第 88 届理监事会主办第十四届超度幽魂。日期：1987 年 8 月 14 日至 1987年 8

月 16 日（润六月廿–廿二日）设僧尼坛法事超度。收入： 78,244 元，支出：73,754.25元，盈

余：4,489.75 元。时任理事长：陆文领， 总务：莫佐生。 

1998 年  第 94 届理监事会主办第十五届万缘胜会。日期：1998 年 6 月 21 日至 1998年 6

月 23 日（农历五月廿七–廿九日）。收入：386,560.10 元，支出：256,547.99 元，盈余：

130,012.11 元。时任理事长：何顺结，总务：郭城。 

2003 年  第 96 届理监事会主办第十六届万缘胜会。日期：2003 年 6 月 5 日至 2003年 6

月 7 日（农历五月初六–初八）。收入：281,467.36 元，支出：208,979.07 元，盈余：72,488.29

元。时任理事长：郭城，总务：曾锡源。 

2007 年  第 98 届理监事会主办第十七届万缘胜会。日期：2007 年 6 月 8 日至 200年 6 月

10 日（农历四月廿三–廿五日）。收入：321,177.91 元，支出：265,239.39 元，盈余：

55,938.52 元。时任理事长：邝元亨/李国威， 总务：岑康生。 

2012 年  第 101 届理监事会主办第十八届万缘胜会，设有传统的僧道尼三坛法事祭拜。

日期：2012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农历七月十五–十七日）。收入：399,935.35 元，支出：

248,754.32 元，盈余：151,181.03 元。时任理事长：施义开，总务：岑安和。 

2017 年  第 104 届理监事会主办第十九届万缘胜会，除了僧道尼三坛法事，还首次增加

了客家斋姑坛。日期：2017 年 10 月 27 日至 29 日（农历九月初八–初十）。收入：563,975.04

元，支出：317,523.03 元，盈余：246,452.01 元。时任理事长：周奕年，总务：陈华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