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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笼罩下，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的106届（2021年
7月至2023年6月）理监事会于2021年7月18日由文化、
社区及青年部长唐振辉顾问主持监誓典礼。

刚应允担任碧山亭顾问的唐振辉部长是第一次踏入
碧山亭的园地，理事长、监事长暨几位受托人陪同唐部长
参观碧山亭，对于碧山亭的园林景物、文物馆内的各项收
藏品及历史陈述，留下深刻的印象。

唐部长在致辞中赞扬广惠肇碧山亭三属同人在过去
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努力，为碧山亭文化
传承作出贡献，更在2018年在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的资助
下，成立了碧山亭文物馆，竭力保留各项碧山亭文物及历
史记录，他也呼吁16会馆同仁精诚团结，为新加坡文化
资产发光发热，源远流长。

碧山亭负责人也借此机会，向唐部长请教发展未来
碧山亭文化资产的计划，及向政府申请延契约的可长行
性等问题，部长也阐述政府的政策及指引碧山亭未来发
展的一些方向。对于唐部长的来访，碧山亭获益良多。

疫 情 下 碧 山 亭 106届 理 监 事
就 职 典 礼

106届理事长陈华昌致辞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唐振辉顾问
致辞

吴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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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6届理事长交接仪式 唐振辉部长在宣誓册上签字认证

本亭产业受托人李国基先生介绍当年捐助碧山亭
建亭基金名单

105/106届总务交接仪式

唐振辉部长参观碧山亭文物馆

唐振辉部长参观碧山亭文物馆后在贵宾名册上
签名留言

本亭产业受托人李国基先生及何国才先生带领
唐振辉部长参观大伯公庙

碧山亭第106届投资发展委员会：
顾问	 ：	何国才BBM	
主席	 ：	陈沼阁(南顺)				
第一副主席	 ：	张权发(恩平)
第二副主席	 ：	王锦顺(东安)
第三副主席	 ：	李明柏(宁阳)
委员	 ：	梁惠昌(三水)、	胡慧仪(番禺)、	曾德源(花县)、	郭福(增龙)、	邓弼文(中山)、
	 	 郑新论(肇庆)、	关汝同(顺德)、	邓锦荣(鹤山)、	戴士福(惠州)、	文崞鸿(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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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惠肇碧山亭第106届（2021-2023年）理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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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山亭150周年纪念特刊》发布会
暨颁发16属会活动基金

区如柏

今年1月29日（辛丑年腊月二十七），广惠肇碧山亭在
M酒店宴会厅举办《广惠肇碧山亭150周年纪念特刊》发
布会。教育部长陈振声在致辞时赞扬当年的碧山亭腾出
土地让国家建设碧山新镇所做的贡献。

他说有150年历史的广惠肇碧山亭在过去一个半世
纪，为照顾新加坡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弱势群体所做的贡
献，这种为国家和社会奉献的精神，值得世世代代传承下
去。

他还说，记得小时候，每年都很期望到广惠肇碧山亭
领取奖学金，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非常感谢碧山亭
这一路来给予有需要家庭的帮助。

陈振声也赞扬碧山亭对国家的贡献，他说，“现在整
个碧山新镇其实以前是碧山亭的土地，如果当年碧山亭

没有把土地腾出来，让国家新建今天的碧山新镇，那么，几万户家庭就没有机会在这个美
好的新区里居住、学习和玩乐。”

碧山亭第106届理事长陈华昌在致辞时说，150周年非常特别，给了我们机会回顾过
去，展望未来。在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碧山亭出版了《150周年纪念特刊》，记载碧山亭的
历史和举办过的许多活动，回顾了许多感人的时刻。

他说，150年来。大家为碧山
亭奉献的热忱与精力，让碧山亭
如此成功，他坚信大家还会继续
这么做。

在《碧山亭150周年纪念特
刊》发布会上，碧山亭颁发活动
基金给组成碧山亭的16会馆，鼓
励16会馆继续推动文化活动，联
络乡情。

《碧山亭1 5 0周年纪念特
刊》是延续12年前140周年纪念
特刊的轨迹，增添了一些之前未

本
亭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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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亭产业受托人李国基、何国才及理事长见证揭幕仪式

与部长合影

陈振声部长在一本《特刊》上签名供碧山亭存念

陈华昌理事长颁发活动基金予东安会馆会长洪广发

曾记载的史料，其中记述了这12年碧山亭的发展与活动，碧山亭文物馆的成立是其中一个
主要项目。

《碧山亭150周年纪念特刊》主编郑伟权特别邀请坟山/文史研究者林志强撰写《梅湛
轩家族》历史文章，梅湛轩是碧山亭的创建者之一。

纪念特刊的主要内容有叙述碧山亭150年的历史，它的前身青山亭与绿野亭的追忆。
广东侨乡居民向海外移民的历史，惠州族群与广府族群的历史情缘，介绍广惠肇三属先贤
对教育、慈善事业的贡献以及碧山亭的建设等文章。

因受疫情影响，出席人数受限制，每座只限五位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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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7日 出席惠州会馆199周年慈善义演2021捐助新加坡红十会虚拟慈善音乐会“黑猫
剧场：人间情”

2月15日 新春年初四，六常务代表向众众神菩萨拜年祈福
3月14日
农历二月初二

大伯公宝诞
（六常务代表主持贺诞仪式）。

3月20日 春祭日，祭祀三属先贤。六常务代表主持祭拜仪式。由于仍在冠病防疫期间，
按照政府的管控限制每区域人数50人，即由理监事预先报名参加。

3月27/4	月25日 清明期间，鉴于全球冠状病毒疫情的关系，本亭有限制性的开放给公众人士前来
拜祭先人。张汉君统筹按实际情况，调动和增加人手协助维持秩序。

3月31日
(农历二月十九日) 观音菩萨圣诞贺诞仪式（六常务代表主持仪式，理监事预先报名出席）

5月15日 出席广惠肇留医院慈善音乐会2021《To	Parents	with
Love	致父母之爱》

6月19日 召开第105届2020与2021年度常年同人代表大会

7月4日 召开十六会馆首长会议

7月18日 举行第106届理监事就职典礼,敦请我国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
长唐振辉先生主持就职监誓仪式

7月28日
(农历六月十九日) 观音菩萨圣诞贺诞仪式	(六常务代表主持仪式）

7月29日 内政部主办《内政部正在检讨私人组织进行赌博活动的豁免制度》交流会
8月29日
(农历七月廿二日)

延请道士诵经，理事长带领六常务出席炉主三水会馆参拜
会后，在本亭大庙为财帛星君举行简单的贺诞仪式

9月11日 出席宗乡总会第36届常年会员大会
10月24日
(农历九月十九日)

观音菩萨圣诞贺诞仪式
（六常务代表主持仪式）

10月30日 出席广惠肇留医院与朱咪咪联手举办慈善音乐会2021《致父母之爱》

11月11日 与莱佛士书院校长、教育部及国家环境部官员会议

2022年1月29日 举行《150周年纪念特刊》发刊仪式暨颁发16属会”活动基金》。
主宾：教育部长陈振声先生主持仪式

2月3日
（农历正月初三）

新春年初三，六常务代表向众神菩萨拜年祈福

2月3日 出席宗乡总会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线上举办2022年新春团拜
3月4日
（农历二月初二）

大伯公宝诞
（六常务代表主持贺诞仪式）

3月20日 春祭日，祭祀三属先贤。六常务代表主持祭拜仪式
3月21日
（农历二月十九）

观音菩萨圣诞贺诞仪式
（六常务代表主持仪式）

3月26日/5月1日 由于冠状病毒疫情关系，清明期间作限制性开放，接受主
家上网预约前来拜祭。张汉君总务负责统筹安排维持秩序工作

广惠肇碧山亭活动表
(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	(Jan	2021	-	Oct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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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参观灵山寺

5月21日 出席惠州会馆庆祝200周年纪念为红十字会筹集善款举办《妈妈的旗袍》慈善歌
舞剧会

5月26日 庆祝端午节

5月29日 出席广惠肇留医院举办《感恩母爱》慈善演唱会

6月11日 参观竹林寺

6月18日 出席岡州会馆庆祝181周年纪念为广惠肇留医院筹善款公演粤剧晚会

6月24日 香港驻新加坡经济贸易办事处为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举《乐融双城
旋律，Twin	Cities	Melodies》音乐会

6月30日 出席富贵代理集团（NEW	VISION	GROUP）开业十周年纪念庆祝会
7月17日
(农历六月十九日) 庆祝观音菩萨宝诞，举行参拜/贺诞仪式

7月22日 出席番禺会馆庆祝144周年纪念晚宴

7月24日 召开第106届第一次常年同人代表大会

8月7日 出席碧山-大巴窑集选区碧山东-汤申公民咨询委员会庆祝我国57周年国庆宴会

8月13日 出席马来西亚广肇联合总会成立44周年纪念暨龙母庙17周年纪念筹募基金欢晚
宴已列入这次理监事会议议程，再作讨论决定。

8月13日 出席大巴窑中心俱乐部	(	Toa	Payoh	Central	Community	Club	)	庆祝57周年国
庆宴会

8月	19日
(农历七月廿二日)

财帛星君宝诞日，延请道士诵经，理事长带领六常务出席
炉主三水会馆参拜会，之后，为本亭财帛星君举行贺诞仪式

8月20日 出席广东会馆庆祝新加坡建国57周年暨广东会馆成立85周年双庆午宴

8月27日 出席马六甲肇庆会馆庆祝165周年暨青年部77周年纪念晚会

9月2日 出席柔佛古来肇庆会馆举行2022-2023年度第32届新理事、青年团及妇女宣誓
就职暨筹备重修会所基金联欢晚宴

9月3日 出席梁氏总会庆祝73周年暨妇女组21周年纪念晚宴

9月17日 出席雪兰莪莎亚南广东会馆举行“三喜同庆共欢乐齐聚一堂贺九载”联欢晚宴庆
祝成立9周年及自置公所开幕典礼和全国高桩舞狮比赛会

9月17日 出席宗乡会馆总会第37届常年会员大会

9月18日 出席同济医院建院155周年纪念，举行大型筹款活动—《同济医院155周年暨同济
医药研究院20周年院庆‘走出疫情•献爱心’慈善晚宴

10月2日 秋祭日，祭祀三属先贤

10月8日中午 宁阳会馆带领马来西亚各台山宁阳会馆乡亲约70人到访与参观本亭

晚 出席宁阳会馆庆祝200周年纪念晚宴
10月14日
(农历九月十九日） 庆祝观音菩萨宝诞，举行参拜/贺诞仪式

10月15日 出席雪隆台山会馆庆祝成立	69	周年纪念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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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因疫情而停课两年 的卡拉OK 班 及粤曲唱功班终于在今年的六月份开课了! 

碧山亭康乐组活动

欢迎理事加入我们的班级，期待你们的
参与！

粤曲班
在每个月的第二及第四个星期日上课。
时间：从12.30pm 到 3.30pm
指导老师－ 甄惠強老师

卡拉OK班是在每个月的第一及第三个星期日上课
时间： 从1.30pm 到 3.30pm
指导老师－方明娟老师

爱国歌曲大家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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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亭代表出席本地的各项活动实录

2022年8月7日晚，本亭代表出席碧山联络所举办的庆祝新加坡国庆57
周年晚宴。

2022年8月20日出席新加坡广东会馆庆祝成立85周年暨新加坡建国
57周年双庆午宴。

2022年9月18日晚，本亭代表出席同济医院成立155周年庆祝晚宴。

卡拉OK班是在每个月的第一及第三个星期日上课
时间： 从1.30pm 到 3.30pm
指导老师－方明娟老师

晚宴上与前内政部长黄根成先生相见言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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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海外交流活动海
外
交
流 2022年8月13日，本亭代表受邀出席马来

西亚广肇联合总会庆祝成立44周年纪念晚
宴，并参观龙母庙。

2022年9月16日，本亭代表受邀出席雪兰
莪莎亚南广东会馆庆祝成立9周年暨新会
所开幕庆典。

  2022年10月15日晚，本亭受邀出席雪隆
台山会館69周年会庆，晚会上的节目表演
丰富，多姿多彩，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2022年10月15日上午，本亭总务张汉君带领董事代表前往柔佛州居峦拜
访柔佛客属惠州会館，受到当地主人热情欢迎并举行交流会。主人以丰盛客
家菜肴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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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州会馆为广惠肇留医院义演
区如柏

今年6月18日晚上，冈州会馆为广惠肇留医院义演，筹得52万2533元，我国卫生部长
陈振声为义演晚会主宾，他赞扬冈州会馆为慈善及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

陈振声莅临牛车水人民剧场看了第一场剧目，《平贵回窑》后，在大会仪式上对观众讲
话，他说。在冠病疫情仍然笼罩之下，政府会继续推出各种措施，帮助人民度过经济紧缩的
日子…。他呼吁请大家支持政府所推出的系列措施，使新加坡能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稳
健向前发展。

他也提到会馆设立奖学金，鼓励学生勤勉求学是很有意义的，也为慈善医院筹款，帮
助医院发展，让病人得到好的照顾。

卢慧敏理事长在致辞时说，会馆有182年的历史，2013年会馆将会所打造成文化中
心，保存会馆的历史和文物，在2020年1月，冠病疫情发生之前，文化中心接待了许多本地
居民，尤其是学生，也让不少外来的游客参观，从而了解我们的历史。

她说，接下来疫情放缓，会馆可以开放供人参观，不过，必须预约，遵守防疫措施。

冈州会馆为广惠肇留医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周奕年在致谢词时说，在疫情笼罩下慈善
医院得到的捐款比往年少，因此筹款委员会会员们带着“尽力而为”的心理去募捐，幸好在
热心人士及会馆同仁的支持下筹得50余万元。他感谢筹款委员会的努力工作以及热心人
士的捐献。

	 当晚演出的剧目有，《平贵回窑》、《朱弁回朝之送别》、《拾玉镯》、《怒碎招夫牌》及《仙
姬送子》，由陈福鸿、刘满钻、巢紫贞、温海余、王碧云、谢锈甄、张桂开、江羽翔，雷淑仪、叶
明生、陈佩妆等数十位艺员联合演出，欧阳炳文导演。在导演、演员及工作人员的努力之
下，当晚的演出水平比往年大大提高，观众的出席率很高，大家非常兴奋的观赏阔别多时
的粤剧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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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冈州会馆理事会成立“岡州会馆庆祝成立180周年庆典委员会，以“传承文化百
八十载，盛哉冈州继谱华章”为主题。订于2020年6月举办多项活动，包括在圣陶沙宴会厅
举办百八十载宴会暨世界新会同乡恳亲大会，并在6月的第4个星期日，在会馆举办交流
会，医药讲座、文化讲座、文化节目表演等，妇女组群育组还联合组团前往马六甲与吉隆
坡，盛情邀请马国乡亲出席百八十载宴庆典活动。

正当筹备工作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冠病疫情来袭，筹备工作被迫停顿，本来打算为广
惠肇留医院筹款的粤剧义演定在2021年12月5日举行，无奈防疫措施未见放宽，不能举办
大型演出。粤剧义演只好展延至2022年6月18日举行，原定在圣淘沙宴会厅举办的庆典晚
宴以及各项在会馆举办的活动无奈取消，《岡州会馆180周年纪念特刊》则延至2021年11
月出版，改为冈州会馆181周年纪念特刊，主题也随着改为“传承文化百八十载，盛哉冈州
继谱华章”，值得庆幸的是，惠登广告及贺词的商家及社团仍旧支持特刊的出版。

因冠病疫情而蒙受的挫折已经过去，粤剧义演成功举行，纪念特刊也顺利出版，期待
2023年冠病疫情消失，庆典活动能顺利举行。

传承文化百八十载，盛哉冈州继谱华章会
馆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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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阳会馆10月8日庆祝成立200周年活动，会馆同仁带领来自马来西亚的宁阳会馆
团队参观碧山亭，大家相互交流，并合照留念。

恩平会馆于2022年9月25日庆祝成立
74周年联欢晚宴，会务顾问黄遂粲PBM与
嘉宾及正副会长、总务、交际、主持切蛋糕
仪式，宾主同欢。

宁阳会馆庆祝200周年

恩平会馆庆祝74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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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会馆在2022年6月12日举办的（母亲节家庭日晚宴）乡亲们之爷、儿、孙三代一起
欢乐同庆。当晚宴会的活动中，主席朱健全与副主席李富南和青年们对话，乡亲们举杯同
敬，也相敬畅饮，乡亲们爷,儿,孙3代同获幸运奖品。

花县会馆和新加坡儒学会联办（参观会馆）活动，组织约40青年,中年大学生到清远会馆拜
访和参观，受到热情欢迎和盛情接待，会馆向来访的大学生详细介绍会馆的历史和发展，图文
并茂，丰富生动，学生们倍感受益良多。

清远会馆举办老、中、青庆祝
母亲节日晚宴

花县会馆与新加坡儒学会联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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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年9月9日，增龙会馆举办中秋联欢活动，除了传统的吃月饼、生果之外，会员们还
即席表演，自弹自唱，大家玩的很开心，老、中、青、幼同欢庆。

活动后还不忘集体留影一张，留下永远的记忆。

新加坡惠州会馆于2022年5月21日为世界红十字会慈善筹款，演出大型歌舞剧“妈妈
的旗袍”，由会长萧立娟策划并亲自领衔演出，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当晚共筹得善款40
万。

增龙会馆庆祝中秋节活动

惠州会馆举办慈善筹款演出



华
族
文
化 

传
承
本
亭
精
神

16

属
会
活
动

2022年8月8日在	M	Hotel	举办会馆185周年庆。晚会安排了丰富
多彩的节目，还为大家精心安排了“photobooth摄影之角”，好久不见
的朋友们一起拍照留念。宴会上，表演嘉宾在现场为大家带来脍炙人口
的粤语歌。我们也通过有趣的游戏环节，让大家更进一步相互认识。

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幸运抽奖，给晚宴增添了许多乐趣。这次能成
功举办会庆，让会员们欢聚在一起，真的太棒了，理事会希望今后有更
多机会能和大家一起庆祝各大传统节日！

三水会馆第	115	届理事会职员及同人、查账，经过复选后，已于	2022年5月21日假红星
酒家举行宣誓就职典礼，恭请冼良	PBM	主持监誓仪式。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人力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陈诗龙医生担任三水会馆的荣誉顾问。
另外，在今年的常年会员大会上已通过上一届理事会的提案，既每一届的理事会有权推选
退任理事或热心会务的会员为当届的名誉理事，以联系乡谊与促进会务活动发展。

新加坡中山会馆庆祝185周年

三水会馆第115届(2022-2025)理事
宣誓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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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19世纪中叶（1840年）至20世纪初（1911年）

的清朝，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屈辱的历史，是中
国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逐步走向国中有国，半
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虽然1912年推翻了清
朝，成立的中华民国，但接踵而来的国共内战，日
本侵华爆发的八年抗战和太平洋战争（1931年至
1945年）的14年，又是另一段血泪史。在这105年
之间，造成了大移民潮，许多青壮少年离开祖国出
外谋生。

	 在广东省新会县一位农民家庭的少年，因生
活困苦，经常三餐不继，时常饿肚子，十多岁时就
跟随远在婆罗洲谋生多年的父亲下南洋，到山打根
（沙巴州）开始他南洋的拼搏生涯，承担起养家的
责任。以分担父亲的重担。这个少年就是本篇中的
主角郑潮炯。

郑潮炯（1904年-1984年）到了山打根后做起
自己的小贩生意，赚到的血汗钱都陆续寄回家乡
供养母亲和弟妹。1925年，21郑潮炯奉父母之命回乡相亲成家，娶了一位葵商的独生女钟
彩合为妻，结婚安家后再继续回南洋挣钱养活家乡的亲人和自己妻儿，这是那一代老华侨
的意识和行为，但郑潮炯选择带妻子一起到山打根去生活，夫妻俩时常在公园、戏院和工
厂等处做买卖，郑潮炯卖瓜子、花生和糖菓，妻子卖香烟，父亲则在面包房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黑龙江），1937年七七
卢沟桥事件，日本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郑父担忧家乡亲人的生命安全，毅然离开打拼
了几十年的山打根，留下郑潮炯两口子，只身回去新会与家人一起生活。

1938广州沦陷，1939江门和新会沦陷，日军到处掠夺放火，家乡与外地失去联系，也
断绝了经济上的支持，许多人连饭也没得吃，郑潮炯在家乡的十三岁弟弟被迫以一箩筐的
番薯为代价，转让给邻村的人家抚养，回到家乡的父亲在一次帮忙救火的行动时被日军开
枪打死，不久妈妈也饿死，这些恶讯传到山打根郑潮炯非常伤心，想起家破人亡，国仇家恨
的怒火顿时燃起，激发起郑潮炯支持祖国抗战的雄心。

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各地华侨成立了不同的群众组织，支援祖国抗战。1938年成立
的“南洋总会”，由侨领陈嘉庚当主席，推动侨胞义捐，不同阶层和界别的华侨纷纷响应，像
郑潮炯这样的小贩也成为了南洋义卖筹款洪流中的涓涓细流。

他选择义卖瓜子，从山打根开始，足迹遍及全市，这位小贩的义举被传媒关注、报道了

大爱无疆新加坡中山会馆庆祝185周年
一位老华侨的血泪史

郑伟权



华
族
文
化 

传
承
本
亭
精
神

18

他的事迹。他不辞劳苦的义卖背后是妻子默默无闻的奉献，她不仅将自己的首饰捐献，更
重要的是在家照料儿女，排除了郑潮炯外出义卖的后顾之忧。

有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郑潮炯不再满足自己的义卖局限在山打根，1939年，他远赴
沙捞越，沿途义卖，宣传抗日。1940年他走遍了古晋、诗巫、美里各地，一路走来，郑潮炯缩
衣简食，他人馈赠的路费也转为捐款。他的事迹感染了沿途的民众，此举更激发了华侨的
捐款热情，据后来《南洋商报》1949年的一篇报道，郑潮炯在沙捞越1940年义卖瓜子所得
之数为2万多元。

郑潮炯在婆罗洲期间，也返回山打根探望妻儿，他告诉妻子，他打算到星洲（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继续他的新征程。1941年5月他来到新加坡，开始他的星马义卖壮举，他在北
婆罗洲义卖的事迹。早为星马侨胞熟知，在当地侨属团体的支持下，跑遍星洲的每一个角
落，然后在续程到柔佛、吉隆坡、雪兰莪、怡宝、吉打和丁家奴华人聚居的城乡，也到过印尼
的巨港。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郑潮炯回返星洲，1942新加坡沦
陷。

自1939郑潮炯走上义卖救国之路后，维持一家生活，抚养子女的重任都压在钟彩合
瘦弱的身体上。她骑着三轮车到处卖香烟与花生糖果，利润很少，赚不到钱的时候就没饭
吃，生了孩子也不能休息，还得到井边挑水。邻居看到她没饭吃就炒一碗饭给她吃，当妻
子怀上第四胎的时候，郑潮炯可能不让妻子加重生活负担，而将她肚子里的孩子转让给人
家，当孩子出世后，钟彩合才知道，虽然不舍，但还是接受事实，所得的80元，郑潮炯全部
捐给救国基金，后来报章就有了“郑潮炯卖子救国”的报道。

钟彩合得知丈夫在新加坡后，决定带着几个儿女到新加坡来。对自己的遭遇，无怨无
悔不等于没有伤心的时候，今年88岁的郑社心告诉我，妈妈带着当年7岁的他和4个哥哥、
姐姐来新加坡的时候，目睹妈妈从山打根下船到新加坡上船，一路不停哭着…

一家团聚不久，1942年，新加坡沦陷，开始了三年六个月的昭南时代，日军到处搜捕
抗日分子，郑潮炯到双林寺避难，养家的重担还是落在钟彩合的身上，还好，得到同乡的协
助，供应酱油和豆瓣酱，让她去售卖，儿女也当无牌小贩，减轻母亲的负担。

1945年新加坡光复，郑潮炯重见天日，在朋友的协助下，全家在新加坡安定下来，落
地生根，直到1984年，郑潮炯离开了人世，结束了他劳碌的一生。

1984年2月8日，郑潮炯去世后的几天，《联合晚报》发表了一篇以“舍己为群，艰苦一
辈子，忧国忧民，遗爱在人间”为题的特写报道，从1937年到1942年初，在短短的5年间，
他一个人筹得的义款多达18万余元，在吃一顿1、2角钱的战前，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款项，
这一大笔钱全都捐给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

当年南洋华侨筹款行动如风起云涌，郑潮炯并非唯一的爱国小贩，但他为了达到他的
意愿。忽略了自己的家庭和儿女的救国举动，是非常特殊的。

人
物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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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的故事和照片，乃由已故郑潮炯现年88岁的儿子郑社心（排行第五）所提供。
郑社心为碧山亭前理事。

当年钟彩合女士从山打根带着
这五个年幼的孩子到新加坡寻

夫与丈夫郑潮炯团聚与合照

当年郑潮炯四处奔走义卖

人
物
介
绍

中国广东省新会市政府为了纪念这位日夜奔波四处发动筹款，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
救国的老华侨，有关单位曾将郑潮炯的事迹拍了特集，并在新会的祖屋原址设建了文物馆
纪念他。

但我觉得，也应该表扬的是，一辈子无怨无悔在后面支持他的妻子钟彩合女士，她是
一位很坚强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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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历史上，广东省是最早开放，面向世界的省份，
不少广东人先辈，在幼童时被派往美国学习或自费到先进的
欧美国家留学，他们学成后，回返祖国，为国家效劳或自己创
业，都取得累累成果，唐廷枢与侄子唐绍仪便是其中的佼佼
者。

唐廷枢（1832-1892），字景星，是唐绍仪的族叔，他是广
东省香山县唐家湾人，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满
清王朝，1925年孙中山逝世，为纪念孙中山，南京民国政府将
香山县易名为中山县，1937年，创立于1821年的新加坡香山
会馆也改称中山会馆，如今中山县又易名为珠海，

唐廷枢是中国杰出的企业家，精通英文、英语，1858年（
清咸丰8年），他到上海担任海关总翻译，1861年他进入怡和
洋行（亦称13行），充当买办，1863年（同治二年）升为总买办，为怡和洋行开展许多经贸活
动。

此外，唐廷枢也投资公正、北清、华海轮船公司并从事丝绸、茶叶的出口贸易。

1873年推动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委派他担任轮船招商局的总办，1877

（光绪三年）他主持创办开平矿务局，1880年（光绪六年）开平矿务局因运煤需要，修建
唐胥铁路。唐胥铁路由唐山矿井至胥各庄（今河北唐山市丰南区西南）的铁路。这是中国人
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与此同时，唐廷枢又自行创办码头堆栈，（仓库），经营轮船保险公
司，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保险公司。

1885年他退出招商局，专注管理开平矿务局，唐廷枢可说是李鸿章办理洋务的得力助
手。

唐绍仪（1862-1938），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政治家、
外交家，他精通平衡权术，是官僚体系的一品大员。

唐绍仪是广东省香山（即中山县）人，他是唐廷枢的同
乡同宗侄儿，他是第三批被满清朝廷派送到美国学习的幼
童，出国学习的那一年，他才12岁，1881年（光绪七年）回国
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工作，过后出任天津海关道、外交
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铁路总公司督办、奉天（今沈阳）巡
抚等。

唐绍仪是将中国的外交理念从古代推向近代的外交
家，他不仅懂得平衡术，也很有急智。1904年英国煽动西藏
独立，从而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以便与英国统治下的印
度衔接起来，唐绍仪很机警地应付英方谈判者，保住中国对
西藏的主权。

唐廷枢、唐绍仪叔侄
区如柏

唐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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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贤二正在听庭长宣读对他的判决

武昌起义后，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内阁参加南北议和，南方代表是广东新会人伍廷芳，北
方接受南方提出的民主共和政体，南北双方停战，袁世凯劝请清帝退位，当时的清朝宣统皇
帝溥仪才6岁，由此看来，唐绍仪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1917年他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财政部长，次年为军政府七总裁之一，此后他出任南京国
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兼中山县县长。

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已经沦陷，国民政府要求唐绍仪离开上海，他没有听从指示，还与
日伪要员有来往，甚至与策划及执行日本侵华的重要人物土肥原贤二见面，当时土肥原贤
二在上海开设立土肥圆机关，也许唐绍仪依然采用一贯的平衡策略，不得罪任何一方。然而
在民族大义面前，这种平衡敌我双方的策略注定是失败的，被认为是投日者，于是，被军统
特务杀害，死在斧头之下，时年76岁，1945年日本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列为甲级战犯，由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时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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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典
故 	 家教，简单的说，就是家庭教育。家庭中长辈给

幼辈灌输关于道德行为、礼节习惯、为人处事等方面
的教育。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的民族，在
其几千年的文化进程中留下了许多相关家庭教育
的经典学说。

从《论语》、《孔子家训》、《司马光家训》、《颜
氏家训》到后期的启蒙读物《千字文》、《三字经》
、《弟子规》等可以佐证。其中有部分思想因随着
时代和环境的变迁，不合时宜而被淘汰，但仍然
弥新。

这里，我们不妨分享两位出生和背景，成长在不同年代，不同个性，都有着非凡成就的
历史人物，他们的家庭教育故事。

（一）孔子的家教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儒家思
想的奠基人，他处理父子关系和
进行家庭教育的基本观点：慈父、
孝子，慈父并非单纯的父爱，更不
是溺爱，而是包括教育他们，孔子
重视早期教育，他在论语中提出“
性相近，习相远”的著名观点，他
认为人性是很接近的，但是环境
和习俗习惯的不同，就会有善恶
差别。孔子也提出择友的标准，“
益者三友”和“损者三友”，指出那
三类朋友可以交，那三类朋友必
须远离。

对儿女施行体罚是封建时代家长专制的表现形式，孔子没有反对，但反对过度体罚。在
《孔子家话》中，他提倡“小杖则过，大杖则逃”，意思是说，当面对父母施行体罚的时候，轻
打就忍受，重打就要赶快逃走。

孔子的家教思想是将爱与教育结合起来。在儿童的启蒙教育，习惯培养，择友标准，体
罚等问题的基本课题上都提出自己的主张，他的教子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家  教
郑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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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典
故（二 ）曹操的家教

曹操是三国时魏国的宰相，也是大将
军，被封为魏王，在《三国演义》小说中被刻
划成反面人物，但事实上，提倡“为才是举，
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子弟也一律唯才是
用。他不但是军事家，政治家，还是文学家。
年轻时被当时的名士许劭评为：“清平之奸
贼，乱世英雄”。

曹操的父亲是汉朝一位官宦的养子，自
小成长在官宦之家的曹操缺少父母的约束，
少年时顽劣成性，游手好闲，后来他在自己
的诗《善哉行其干》中承认，自惜身薄祜，夙
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意
思是说，他自小孤独痛苦,没有孟母三迁的调

教，也没有机会听到像孔子教导儿子那样的训语…。尽管如此，长大后的曹操在家庭教育
上却颇具特色。

曹操有25个儿子，对诸子的要求很严，排行第四的儿子
曹植才华横溢，善诗文，才思敏捷，走了七步就完成了“本是
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七步诗》。曹操很看重曹植，对他期
望很大，好几次准备将王位传给他，但他发现曹植任性而行
（任性），不自雕励(不约束自己的言行)，饮酒无节（饮酒无
节制），特别是私自打开了曹操专用的司马门，曹操曾为此
大怒。因为他觉得曹植有点得意忘形，提前透支了权利，最
后把王位交给曹丕，正因为曹操的严格要求，其儿子们大都
能遵守法度，没有前代诸侯王的骄奢和争权暴乱。

曹操不仅严以教子，而且还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家中
倡导节俭之风，一张床被用了十年，以具体事例教育家人。
曹操还勇于用自己的过失教子，他在晚年的《遗令》（遗嘱）
中对自己的功过做了分析。肯定自己以法治军，同时也承认自己性急易怒和行军治国中所
犯的过失，为了使子弟不重复自己的过错，他毅然放下长辈和魏王的架子，向子弟指出自
己的缺点，让他们引以为戒，这种家庭教育，在当时帝王家中是难能可贵的。

曹植并没有因为父亲不选他为接班人而对父亲产生怨恨，反而在曹操死后为他撰写
了悼文中除表达对父亲的去世感到悲伤之外，在他眼中的父亲，爱国，“虔奉本朝，德美周
文”，对汉庭忠心不二，他的道德品行，可以和周文王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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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长辈对孩子的爱是普世的，这不单只是属于
华族所有。而全人类都有一样。多数的父母都是非常疼爱自
己的子女的，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和传统里面，这种爱的表现
形式会有所不同。

这期我们讲到《弟子规》中的“亲爱我，孝何难，亲憎
我，孝方贤，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
谏，号泣随，挞无怨”。

	 这段话的意思是长辈疼爱我们，我们以孝敬回报，并
不是一件难事，如果长辈基于某种原因讨厌你，不喜欢你的时候，我们还是对长辈孝
顺，这就显得你是贤明的。

	 长辈有时候不是全	 对的，也有犯错的时候，这个错有
可能是在教导的过程中用错了方法，又或者是错怪，让子女
感受到受了伤，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呢？《弟子规》教导我们，“
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意思是说，长辈有些过失
或者做的不当的地方，你应该劝谏让长辈知道改过，但是，
在劝谏的时候，不要板着脸用责备的态度说话。要和颜悦
色，声音要放低一点，以示对长辈的尊敬。如果你进谏境了，
长辈还是不听，那你就等到长辈心情好点的时候进谏吧！这就是“谏不入，悦复谏”的
意思。

《弟子规》告诉我们，如果劝谏还是不听，那小辈就不惜要“号泣随”，意思是说，
就要“哭谏”了。这里我们来分享一个有关哭谏的故事。

国
学
园
地

教人严守规矩的《弟子规》（四）

郑伟权

华人的传统思想向来是不管有没有读过书？识不识字？但是基本的道
德规范准则必须要知道，而且从小就应该给你灌输及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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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学
园
地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还没有建立唐朝的时候。他的儿子李世民
（后来的唐太宗），是跟着父亲东征西伐，他不但是李渊手下的最重要的将领，也是得
力助手。在建朝过程的一次重要的战役中，战情膠着，因为天气恶劣，军粮无法接济得
上，又传来敌军准备联手北方突厥人，乘机从后面攻击自己的老巢，结果军心动摇，李
渊决定撤兵，李世民反对撤军，认为对方偷袭老巢的消息纯属敌军谣传，但李渊并未
听取意见，下令撤军，怎么办呢，李世民想再次规劝，赶到父亲住的帐篷时，李渊已经
睡了，守卫不让他进去，情急之下，李世民于是在帐篷外嚎啕大哭，终于惊动李渊出来
问取情由，李世民再次分析大军可进不可退。进则胜，退则败的利害关系，李渊于是改
变了主意，接受了李世民的建议，并追回撤军令。

这就是“号泣随”的故事，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哭谏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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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Kwan Yue Keng 关汝经
CALLIGRAPY in Fu De Ci

In Peck San Theng’s Fu De Ci (福德祠) Temple of the Tutelary Deity, known commonly as Tua Pek Kong (大伯公) and 
synonymously in Cantonese as Tutelary Land Deity (地主公). there are two plaques inside the temple, one on each side 
flanking the main entrance. The two plaques have identical words engraved on them – they are the universally accepted 
phrase 福德庇祐 – meaning Fu De’s Perpetual Protective Blessings.

On the right hand side, the plaque was engraved as written in Oct.1978 by Luo Rong Ji (罗荣基), describing  him as from 
scholar of Qingyuan county “清遠道人”Actually he w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practitioner with his practice in 
People’s Park Complex. He is also a well respected calligrapher and in 1996 published his own book of Chinese large 
calligraphy.

Left side plaque – written in kai shu 楷书 style

Right side plaque – written in xing shu 行书 style

文
物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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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laque however, does not have the name of the calligrapher engraved on it. Who was this calligrapher?

It was none other than Kwan Siew Chai (關兆濟) from ShunTak Community Guild, who wrote the words on this plaque. 
He served in the 84th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g. It was the then President, the late Ho 
Kok Cheong (何國章) , who encouraged Kwan to serve in the Committee, both being Shun Tak clansman. At the request 
of the Committee, he was requsted to write one of the plaques for the temple. Being a very humble classic gentleman of 
the old order, he refused to have his name engraved on the plaque in spite of entreaties from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is write-up will at least give him some belated recognition.

Mr Kwan emigrated to Singapore in 1928 at the age of nineteen with a younger brother, and together worked in the glazier 
business till they retired. Born in 1909, Kwan loved Chinese classics and was well-read in them. From the time of his 
birth, his father even prepared his head with a queue (or pig-tail 一條辮子) which all males must have in the era of the 
Qing Dynasty. Naturally, the ‘pig-tail’ was remove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which overthrew the Qings.

One of Kwan’s best friend in the Peck San Theng Committee was Mr.Lee Fook Hoong (李福鴻) from the Tung An 
County (东安县), Of course Lee was better known by his pseudonym Lee Dai Suo (李大傻), famous Cantonese story-
teller. Both often sharing a glass of wujiapi and exchanging stories of old, in their spare time.

Kwan Siew Cha 關兆濟

文
物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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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惠肇碧山亭理监事希望碧山亭在将来与政府的租约期满之后，能继续在原址永续经营。在	
2021年8月29日的106届理监事会上通过成立“文化遗产及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发委会	CHDC）。

在本亭产业受托人之一的何国才安排下，于2022年1月24日，连同本亭产业受托人李国基及本届
理事长陈华昌，监事长吴毓均与主管华社及文化及青年部长唐振辉共进午餐，咨询本亭应如何配合我
国的社会发展之下，能永续在原址发展经营，席间，唐部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成立“文化遗产及发展改革委员会”

灵塔扩建工程

委员会名单： 
顾问	 ：李国基	
主席	 ：何国才	
副主席	 ：梁善源
委员	 ：陈华昌、张汉君、吴毓均、
	 		张权发、何仲良
执行秘书	 ：郑伟权

图为本亭总务张汉君与建筑公司代表出席动工仪式，祈求工程顺利如期完成。

为了应对本亭现有骨灰埕安置所即将额满问题，第106届理监事会/同人大会通过了多项发展扩
建计划，发展扩建大牌	64/74	灵塔为第一项工程。

通过招标及筛选后，颁发工程项目予成功得标公司，建筑公司于2022年10月30日展开建造工程。

《扬》半年刊编辑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