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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總商會看馬來西亞華商角色的演變

摘   要 1904年成立的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總商會（簡稱隆雪中總）是馬來西
亞最具政治經濟影響力的商業社團組織之一。它超越方言群的限制，
在統籌華人社會的集體力量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通過重新審
視隆雪中總的歷史，探討馬來西亞華商一個世紀以來的角色演變。早
期的商會領袖不僅代表華人商界，還會代表華人社會，成為與地方及
國家領導人溝通以謀求福祉的橋樑。經歷過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二戰
的洗禮、戰後的重建、國家的獨立、政府政策的改變，以及重大經濟
危機帶來的挑戰之後，商會領袖與華商的角色發生了轉變，在促進社
會經濟、文化與教育的發展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於商會曾經歷戰
爭與數度搬遷會所，大部分商會的史料已失，本文主要以早期報章的
報導、國家檔案局的檔案資料及後期商會的檔案資料重新建構這段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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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許 多 學 者 的 研 究 顯 示， 海 內 外 包 括 馬 來 西
亞 與 新 加 坡 的 中 華 商 會， 是 在 二 十 世 紀 初 開 始
成 立， 並 受 到 當 時 厲 行“ 新 政 ” 的 清 朝 政 府 大
力支持和倡導，是清末政府的產物。 1 相對於中
國 商 會 史 豐 碩 的 研 究 成 果， 學 界 長 期 以 來 對 與
中 國 商 會 具 有 深 度 淵 源 的 海 外 華 人 商 會， 尤 其
是 馬 來 西 亞 商 會 的 研 究 並 不 充 分， 僅 有 小 部 分
成果問世。這包括面向整體華人的商會， 2 以及
個別地方上的商會，例如：詩巫中華總商會 3、
檳州中華總商會 4、和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總商
會 5。馬來西亞那些幾乎與中國同時期成立的商
會 組 織， 如 何 與 海 外 的 華 人 社 會 和 所 處 的 環 境
結 合， 經 歷 政 局 動 蕩， 政 權 更 迭， 一 直 延 續 到
今天，值得學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其 中， 最 接 近 行 政 中 心 的 吉 隆 坡 暨 雪 蘭 莪
中華總商會（簡稱“隆雪中總”） 6 是馬來西亞
首 府 吉 隆 坡 最 具 政 治 經 濟 影 響 力 的 商 業 社 團 組

織。 它 同 時 扮 演 着 維 護 中 華 文 化、 照 顧 華 人 社
群 福 利 等 角 色， 且 往 往 超 越 方 言 群 的 限 制， 在
統 籌 華 人 社 會 的 集 體 力 量 方 面 扮 演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早 期 的 商 會 領 袖 不 僅 代 表 華 人 商 界， 還 會
代 表 華 人 社 會， 成 為 與 地 方 及 國 家 領 導 人 溝 通
謀 求 福 祉 的 橋 樑。 經 歷 過 英 國 殖 民 政 府 統 治、
二 戰 的 洗 禮、 戰 後 的 重 建、 國 家 的 獨 立、 政 府
政 策 的 改 變， 以 及 重 大 經 濟 危 機 帶 來 的 挑 戰 之
後， 商 會 領 袖 與 華 商 的 角 色 發 生 了 轉 變。 本 文
旨 在 重 新 審 視 隆 雪 中 總 的 成 立， 並 通 過 回 顧 歷
任 會 長 的 領 導 方 向 和 商 會 的 活 動， 探 討 華 商 角
色 的 演 變， 了 解 這 些 商 人 如 何 在 不 同 時 期 發 揮
其 經 濟、 政 治 與 社 會 影 響 力。 本 文 將 分 為 以 下
四 個 部 分 探 討 一 個 世 紀 以 來 華 商 角 色 的 演 變：
（ 一 ） 商 會 的 成 立；（ 二 ） 二 戰 前 商 會 領 袖 扮
演 的 角 色；（ 三 ） 獨 立 前 後 參 與 建 國 的 過 程；
（ 四 ） 以 工 商 經 濟 作 為 導 向。 大 部 分 的 相 關 史
料 因 戰 爭 與 商 會 數 度 搬 遷 會 所 而 丟 失， 本 文 只
能以早期報章的報導、國家檔案局的檔案資料，
以 及 後 期 商 會 的 檔 案 資 料 為 主 要 文 獻， 重 新 建
構相關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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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會的成立（1904—1908）

隆 雪 中 總 的 成 立， 與 當 時 中 國 的 政 治 局 勢
的發展有很大關係。1894 年甲午戰爭之後，清
政府開始重視工商實業，並於翌年議設商務局，
但 後 來 不 了 了 之。 戊 戌 變 法 期 間， 光 緒 皇 帝 採
納 康 有 為 的 建 議， 在 上 海、 漢 口 試 辦 商 會， 後
因 變 法 失 敗， 擬 議 中 的 商 會 亦 隨 之 流 產。 直 到
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在慈禧的命令下，
清 政 府 在 上 海 設 立 官 辦 的 上 海 商 務 總 局， 又 在
局 下 組 成 一 個 商 務 公 所。 7 至 於 民 辦 的 商 會 則
可 以 追 溯 至《 辛 丑 條 約 》 簽 署 後， 各 業 董 事 於
1902 年成立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成為與西方列
強修訂商約的參謀機構。 8 這影響到同時期的馬
來 亞 的 華 商， 他 們 也 陸 續 在 各 商 埠 成 立 商 會。
1903 年馬來亞第一所商會 —— 檳榔嶼華人商務
局 成 立， 幾 個 月 後 又 成 立 了 關 丹 華 僑 商 會， 次
年 成 立 了 雪 蘭 莪 商 務 局。 與 檳 榔 嶼 一 樣， 雪 蘭
莪華商將商會取名為商務局，這或許是以 1898
年 成 立 的 上 海 商 務 總 局 為 藍 本。 同 一 時 期， 清
政 府 設 立 了 商 部， 並 在 光 緒 二 十 九 年（1903
年 ）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頒 佈 了《 商 會 簡 明 章 程 》
26 款，並在各地商埠以及海外華埠勸辦商會。
於是，中國各大城市與南洋各地在這股“新政”
的 浪 潮 下 紛 紛 設 立 商 會。 新 加 坡 的 商 會 就 是 在
1906 年設立的。

隆 雪 中 總 的 成 立， 不 但 與 中 國 局 勢 發 展 有
關，而且與吉隆坡本土的發展有關。根據 1904 年
《 雪 蘭 岳 華 人 商 務 局 條 規 》 內 的“ 倡 設 雪 蘭 岳
商 務 局 引 ”（ 以 下 簡 稱《 商 務 局 引 》） 所 述，
組 織 華 人 商 務 局 的 目 的 為：（ 一 ） 提 供 交 流 的
空 間；（ 二 ） 增 廣 見 聞 和 啟 迪 民 智；（ 三 ） 向
西 方 商 人 看 齊。 由 於 籍 貫 不 同， 當 時 的 吉 隆 坡
華 人 社 會 使 用 的 語 言 也 不 相 通， 導 致 人 們 平 常
鮮 少 來 往。 據《 商 務 局 引 》 記 載， 殖 民 地 政 府
曾 在 憲 報 和 報 刊 上 刊 登 禁 止 運 貨 手 車 停 在 商 店
前 的 公 告 達 四 個 月 之 久， 卻 未 被 商 人 們 理 會。
直 到 禁 令 正 式 實 施 之 後， 商 人 們 想 要 反 對， 卻
已 經 無 法 改 變 政 府 的 決 策 了。 這 類 事 件 讓 商 人
們 意 識 到 團 結 的 重 要 性。 此 外，《 商 務 局 引 》
提 到“ 西 人 經 商 所 到 之 處 皆 有 商 會 ”， 這 讓 西

方 商 人 有 平 台 可 以“ 齊 集 詳 議 ” 和“ 閱 報 取
益 ”， 從 而 導 致 商 務 日 興。 因 此， 華 人 成 立 商
務局是一項“略仿西商”的辦法。《商務局引》
中 提 到 的 西 方 商 會 或 許 是 指 1837 年 海 峽 殖 民
地 的 西 方 商 人 在 檳 城 和 新 加 坡 成 立 的 商 會， 這
是 馬 來 亞 最 早 的 商 會 組 織。 不 過， 西 方 商 人 正
式 在 雪 蘭 莪 成 立 商 會 的 時 間 是 1908 年， 比 當
地華人成立商會晚了四年。

基 於 上 述 內 在 和 外 在 因 素 的 驅 使， 當 時 吉
隆 坡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商 人（ 包 括 陸 佑、 陳 秀 連、
辛 亞 榮 等 ） 發 出 通 函， 並 在 吉 隆 坡 當 時 唯 一 的
報 章《 馬 來 郵 報 》 上 刊 登 啟 事， 邀 請 各 行 業 的
商家出席 1904 年 2 月 19 日的初步會議，以討
論 組 織 商 會 的 事 宜。 該 籌 備 會 議 在 陸 佑 的“ 東
興 隆 ” 號 舉 行， 由 陳 秀 連 主 持 會 議， 辛 亞 榮 向
眾 人 解 釋 成 立 商 會 的 目 的， 杜 南 宣 讀 起 草 的 章
程。 出 席 者 一 致 支 持 成 立 商 務 局， 並 決 定 盡 快
召 開 首 次 會 議。 陸 佑 和 Hop Toh Sang 亦 分
別 捐 了 500 元 和 100 元， 作 為 商 會 的 啟 動 基
金。9

一個月後，商會章程在《馬來郵報》刊出，
商 會 的 首 次 會 議 也 於 同 年 3 月 27 日 在 雪 蘭 莪
礦 商 公 會 舉 行， 約 有 80 位 華 商 出 席。 會 上 經
投 票 一 致 通 過 成 立 商 務 局 的 決 議， 於 是 隆 雪 中
總 的 前 身 ——“ 雪 蘭 岳 華 人 商 務 局 ” 成 立 了。

圖 1. 1904 年 2 月 18 日，辛亞榮在吉隆坡當時唯一的報章《馬
來郵報》刊登啟事，邀請商家出席 2 月 19 日的初步會議。（圖
片來源：《馬來郵報》1904 年 2 月 18 日，第 2 版，筆者複製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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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8 頁的中英版《雪蘭岳華人商務局條規》（圖片來源：馬
來西亞國家檔案局，編號：1957/0115476，筆者複製提供）

圖 2. 1904 年 2 月 22 日的《馬來郵報》報導籌備會議在陸佑的
“東興隆”號舉行。（圖片來源：《馬來郵報》1904 年 2 月 22 日，
第 2 版，筆者複製提供。）

陸 佑（1846—1917） 被 公 推 為 商 務 局 首 屆 領
袖， 時 稱 總 理（Chairman）； 其 副 手 為 陳 秀
連 及 陸 秋 傑， 時 稱 協理（Vice-chairman）；
其下為辛亞榮，時稱司理（Secretary），杜南
為總書記；還有其他委員，包括陳春、李廣霖、
劉良顏、葉隆興、黃合龍、邱福種、王聚秀、黃
雲帆、黃彬三、馮遂知、麥澤生、新就記、陳新
禧、 馬 藹 芝、Hoi Guan、Eng Hoh Seong、
Seng Soon、Fong On（Hong Onn）、Kan 
Choon 和 San Kee。 商 務 局 首 任 領 袖 陸 佑 是
馬 來 亞 的 首 富， 其 影 響 力 甚 至 遍 佈 東 南 亞 和 香
港。 首 屆 委 員 多 是 陸 佑 手 下 班 底， 如 陳 秀 連 曾
掌 管 陸 佑 的 餉 碼 生 意 並 任 其 礦 場 經 理； 陸 秋 傑
協助陸佑在萬撓、古毛、雙文丹承辦煙酒餉碼；
李廣霖擔任陸佑的機要秘書 、法律顧問和經理；
朱 嘉 炳 初 時 擔 任 陸 佑 的 英 文 秘 書， 後 晉 升 為 經
理。 此 外， 辛 亞 榮、 朱 晴 溪 等 都 曾 在 陸 佑 的 商
鋪“東興隆”號旗下做事。 10

與 中 文 版 的《 雪 蘭 岳 華 人 商 務 局 條 規 》
不 同， 英 語 版 的 條 規 參 考 了 檳 榔 嶼 華 人 商 務 局
的 章 程， 提 出 成 立 雪 蘭 莪 華 人 商 務 與 種 植 局
（ T h e  S e l a n g o r  C h i n e s e  C h a m b e r  o f 
Commerce and Agricul ture）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保 護 州 內 的 一 般 商 業 利 益， 收 集 和 分 類 商
業 信 息， 成 立 仲 裁 庭 以 協 助 調 停 商 業 糾 紛， 以
及就影響共同利益的課題與當局溝通。1904 年
4 月 6 日，商務局按《1900 年社團法令》規定，
將共 18 頁的中英版《雪蘭岳華人商務局條規》
呈 交 英 國 殖 民 政 府 審 查， 並 申 請 豁 免 註 冊， 後
於同月 12 日獲政府覆函批准。商務局在條規裡
闡明，凡各商家或代理，不拘來自任何方言群，
只 要 涉 及 雪 蘭 莪 州 的 商 務 及 種 植 的“ 華 人 ” 便
可以申請加入商務局，入會費為 10 元，年費為
12 元。商務局在創立初期沒有自己的會所，只
能臨時在雪蘭莪錫礦總局裡辦公。

三、二戰前商會領袖扮演的角色
（1909—1942）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美 國 人 類 學 家 和 漢 學 家
施 堅 雅（G. Wi l l iam Skinner） 在 研 究 泰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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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商會早期的辦事處設於羅爺街，會員人數 112 人。（圖片
來源：Arnold Wright and H. A Cart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 London, Durban, Colombo, 
Perth (W. A.), Singapore, Hongkong, and Shanghai,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08, p. 855. 
筆者複製提供。）

華 人 社 會 時， 提 出 了 一 種 名 為“ 甲 必 丹 系 統 ”
（Kapitan System） 的 華 人 領 袖 模 式。 11 這
一 模 式 也 能 十 分 貼 切 地 描 述 同 處 在 東 南 亞 的 早
期馬來亞華人領袖所扮演的角色。12 在這種華人
甲 必 丹 模 式 中， 新 移 民 通 過 獲 得 稅 收 承 包 制 度
（ 餉 碼 ） 的 經 營 權 而 累 積 財 富， 進 而 獲 得 當 地
政府的認可，被委任為“甲必丹”（華人領袖）。
一 般 而 言， 他 們 要 獲 得 承 包 餉 碼 的 經 營 權， 就
得 向 當 地 政 府 顯 示 其 能 力， 所 以 早 期 的 餉 碼 承
包 商 大 多 為 幫 會 的 領 袖。 他 們 能 夠 倚 仗 在 秘 密
會 社 的 影 響 力 或 武 力， 代 表 政 府 向 華 人 社 會 徵
收稅務。

顏 清 湟 曾 經 將 早 期 新 加 坡 華 人 方 言 群 中 的
權 力 結 構 劃 分 成 三 個 類 型： 社 會 權 力（Social  
Power）、 非 正 式 的 政 治 權 力（ Informal 
Pol i t ical  Power） 和 強 制 權 力（Coercive 
Power）。 社會權力主要存在於控制方言群的
社 團 組 織， 如 會 館； 非 正 式 的 政 治 權 力 建 構 於
英 國 殖 民 地 政 府 與 中 國 政 府 的 關 係 之 間； 而 強
制權力則依賴秘密會社的勢力。13 擁有其中兩種
或 三 種 權 力 的 人， 就 能 成 為 最 具 有 權 力 的 華 人
社會領袖，而這種情況同樣發生在雪蘭莪。

在 英 國 殖 民 地 政 府 還 未 介 入 雪 蘭 莪 內 政
時， 位 於 雪 蘭 莪 州 內 的 吉 隆 坡 已 經 有 了 華 人 甲
必 丹， 他 們 分 別 是 邱 秀（1858 至 1861 年 在
任 ）、 劉 壬 光（1862 至 1868 年 在 任 ） 和 葉
亞 來（1868 至 1885 年 在 任 ）。 英 國 與 霹 靂
州 蘇 丹 在 1874 年 簽 署“ 邦 咯 條 約 ” 之 後， 就
緊 接 着 與 雪 蘭 莪 州 簽 署 了 條 約。 雪 蘭 莪 州 接 受
英 國 委 派 的 參 政 司， 協 助 蘇 丹 處 理 政 務。 雪 蘭
莪 第 一 任 參 政 司 是 大 衛 遜（James Guthr ie 
Davidson，1875 至 1876 年在任 ）。 英國殖
民 地 政 府 仍 允 許 華 人 甲 必 丹 的 設 立， 所 以 接 着
委任了葉致英（又名葉亞石，1885 至 1889 年
在任）和葉觀盛（1889 至 1902 年在任）為華
人 甲 必 丹。 這 些 甲 必 丹 都 是 客 家 人， 他 們 既 是
幫 派（ 海 山 派 ） 的 領 袖， 又 是 餉 碼 承 包 商。 早
期 的 吉 隆 坡 都 是 客 家 人 的 天 下， 隨 着 吉 隆 坡 的
發 展， 加 上 英 國 人 在 1880 年 將 雪 蘭 莪 的 行 政
中 心 從 巴 生 遷 到 吉 隆 坡， 其 他 籍 貫 的 人 士 就 逐

圖 5. 十九紀末，全雪蘭莪有 103 座礦廠，華人礦工 26,000 人，
在全盛時期，產錫量佔世界生產總額的三分之一。（圖片來源：
隆雪中總授權，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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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 湧 現， 14 這 些 勢 力 後 來 甚 至 超 過 客 家 人， 如
1894 年成立的大華樓基金會 15 和在葉觀盛擔任
甲必丹時期斥資成立的培善堂 16。1891 年開始
讓 其 他 幫 群 領 袖 參 與 領 導 的 同 善 醫 院 董 事 會 和
大 華 樓 基 金 會， 是 吉 隆 坡 最 早 的 兩 個 跨 幫 群 機
構，不過這些合作僅見於福利組織。

當第五任甲必丹葉觀盛於 1902 年逝世後，
英 國 殖 民 地 政 府 就 終 止 了 甲 必 丹 制 度， 並 設 置
了 華 民 護 衛 司 署（Chinese Protectorate）
直 接 管 理 華 僑 的 事 務。 同 時， 英 國 殖 民 地 政 府
又 設 立 了 華 人 參 事 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 該 局 後 於 1914 年 改 名 為 華 民 政 務
局。 其 時， 英 國 殖 民 地 政 府 會 委 派 不 同 籍 貫 的
代 表 進 入 華 人 參 事 局， 為 政 府 提 供 諮 詢 服 務，
但 是 他 們 本 身 並 沒 有 執 行 權。 在 上 述 種 種 事 件
的鋪墊下，首個以經濟為主的跨幫群組織——雪
蘭 莪 中 華 總 商 會 就 應 運 而 生 了。 直 到 1936 年
雪 蘭 莪 中 華 大 會 堂 成 立 之 前， 雪 蘭 莪 中 華 總 商
會 一 直 是 雪 蘭 莪 和 吉 隆 坡 的 最 高 華 人 機 構。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商 會 首 屆 委 員 會 與 過 往 的 甲 必 丹
有 着 密 切 的 聯 繫： 王 聚 秀 是 第 三 任 甲 必 丹 葉 亞
來 主 政 吉 隆 坡 時 的“ 稅 務 兼 司 秤 ”； 葉 隆 興 是
吉 隆 坡 第 四 任 甲 必 丹 葉 致 英 的 長 子； 新 就 記 是
第 五 任 甲 必 丹 葉 觀 盛 的 商 號， 而 黃 合 龍 是 其 秘
書兼助理。17 他們成為銜接甲必丹時代與新一代
華商的橋樑。

在 甲 必 丹 領 袖 模 式 之 下， 馬 來 西 亞 華 人 社
群 領 導 人 充 當 了 溝 通 政 府 和 華 人 社 群 的 橋 樑。
他 們 是 華 人 社 團 的 領 導 者 和 保 護 者， 同 時 也 是
直 接 或 間 接 代 表 政 府 的 管 理 者 或 代 理 人。 他 們
通 過 參 與 各 種 社 團 組 織 而 被 推 舉 為 領 袖， 而 這
些 社 團 組 織 亦 為 那 些 願 意 投 入 時 間、 精 力 和 財
力 從 事 非 營 利 活 動 以 提 高 自 己 社 會 地 位 的 人 提
供 了 制 度 基 礎。 根 據 施 堅 雅 的 說 法， 這 是 一 種
“ 內 部 權 力 結 構 ”。 任 何 一 個 在 華 人 總 商 會、
中 華 大 會 堂 等“ 傘 形 組 織 ” 18 中 擔 任 委 員 或 理
事 者， 都 具 有 更 高 的 地 位， 因 為 他 們 位 於 社 團
網 絡 的 頂 端。 在 施 堅 雅 看 來， 他 們 是 在 經 歷 了
“ 完 全 內 部 合 法 化 ” 的 過 程 之 後， 才 被 自 己 的
社 群 接 受 為 領 導 人， 才 能 夠 代 表 其 所 在 的 社 群

“ 發 聲 ”。 例 如， 馬 來 聯 邦 鐵 路 局 在 1904 年
初 嘗 試 實 施 亞 洲 人 與 歐 洲 人 座 位 分 隔 制 度 時，
陸佑就以商會會長的名義抗議“只准歐人車廂”
（Europeans only carr iage）的設立，並印
發 了 一 千 本 手 冊， 向 華 人 說 明 坐 火 車 應 有 的 禮
儀。最終在商會的抗議下，鐵道局變相地妥協，
將車廂分為 A 和 B 兩類，但賣票時會限制乘客
乘 搭 特 定 的 車 廂， 該 條 例 直 到 1911 年 才 被 修
改。19 又例如，黃重吉在 1938 至 1939 年擔任
會 長 期 間， 曾 向 殖 民 地 政 府 提 呈 修 改 營 業 註 冊
律例，並將律例譯為中文，刊登於《馬華日報》
及 印 發 給 會 友； 他 為 了 協 助 小 販 營 生 免 遭 當 局
拘 捕 驅 趕， 與 吉 隆 坡 潔 淨 局 協 商， 制 定 出 規 範
章 程； 又 曾 代 表 商 會， 就 中 國 修 改 回 國 護 照 申
請 的 規 定 提 呈 意 見， 得 到 中 國 領 事 館 的 接 納；
他 還 曾 代 表 華 人 社 群 成 立 慶 賀 雪 蘭 莪 蘇 丹 加 冕
大典委員會，負責在巴生搭建牌樓、宣讀賀詞，
並通知華人升旗慶祝。身為商會會長的黃重吉，
不 僅 代 表 華 商， 也 代 表 華 人 社 群 周 旋 在 殖 民 地
政府、中國政府和雪蘭莪皇室之間。

商 會 領 袖 還 因 為 經 常 被 政 府 要 求 充 當 政
策 執 行 人 及 代 理 人 的 角 色， 而 被 大 眾 視 為“ 外
部 當 局 ”。 許 多 商 會 董 事 不 但 被 委 任 為 太 平
局 紳， 擁 有 仲 裁 小 型 案 件 的 權 利， 還 被 吸 納
到 四 州 府 議 會（Federal  Counci l）、 雪 蘭
莪 州 議 會、 雪 州 華 人 咨 詢 理 事 會（Selangor 
Chinese Advisory Counci l）、吉隆坡潔淨
局（Sani tary Board） 等 官 方 機 構 成 為 非 官
吏委員（Unoff ic ia l  Member），從而直接參
與 州 內 行 政。 曾 經 參 與 華 人 咨 詢 理 事 會 協 助 政
府 處 理 華 人 重 大 事 務 的 商 會 領 袖 有 陳 秀 連、 李
廣 霖、 陸 佑、 朱 嘉 炳 等 人； 四 州 府 議 會 中， 有
隆 雪 中 總 委 員 黃 益 堂 和 朱 嘉 炳； 雪 蘭 莪 州 議 會
中， 有 會 長 黎 德 祿 和 楊 旭 齡。 此 外， 商 會 也 負
責 推 薦 代 表 出 任 吉 隆 坡 潔 淨 局（ 現 市 議 會 ） 的
成 員， 如 1911 年 提 名 葉 隆 興 代 替 請 辭 的 拿 督
李 廣 霖。 上 述 委 任 使 他 們 有 機 會 參 與 政 府 的 決
策 工 作， 從 而 代 表 商 會 和 華 人 社 群 發 聲。 雖 然
他 們 的 聲 音 經 常 被 政 府 忽 略， 但 也 有 成 功 的 例
子， 如 商 會 曾 於 1932 年 召 開 各 團 體 代 表 大 會
反 對 金 文 泰 爵 士 的 地 方 分 權 政 策； 翌 年 商 會 又



從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總商會看馬來西亞華商角色的演變       陳妙恩

南洋研究

632022年•第116期•文化雜誌 RC

呈 請 政 府 取 消 入 口 米 稅， 結 果 該 稅 項 於 兩 年 後
被取消。

此 外， 商 會 還 獲 得 了 清 政 府 授 予 的“ 關
防 ”， 也 就 是 官 方 印 章， 方 便 處 理 商 貿、 通 關
等 事 務。 20 在 第 一 位 中 國 駐 吉 隆 坡 領 事 呂 子 勤
上 任 前， 隆 雪 中 總 一 直 扮 演 着 領 事 館 的 角 色，
例 如 申 請 護 照， 發 放 商 照， 或 者 代 表 華 僑 直 接
與 中 國 政 府 交 涉 等， 其 在 處 理 這 些 事 務 時 都 使
用 了 關 防。 其 他 總 商 會 如 霹 靂、 新 加 坡 和 柔 佛
州 峇 株 巴 轄 的 商 會 也 曾 獲 賜 關 防。 早 期 華 人 雖
然生活在馬來亞，但念茲在茲的是中國原故鄉，
因 此 對 中 國 政 局 的 演 變、 各 種 勢 力 的 入 侵 感 到
憤 慨。1905 年， 馬 來 亞 華 人 就 曾 響 應 上 海 商
會 發 起 的 抵 制 美 貨 運 動， 以 抗 議 美 國 的 排 華 法
案。 21 抗 日 戰 爭 爆 發 後， 蔣 介 石 曾 致 函 隆 雪 中
總， 呼 籲 雪 州 華 人 參 與“ 救 國 ”。 22 其 時， 當
地 華 人 在 隆 雪 中 總 的 帶 領 下 成 立 了“ 雪 蘭 莪 華
僑 籌 賑 會 ”， 積 極 展 開“ 抗 日 救 亡 ” 運 動。 時
任 隆 雪 中 總 會 長 的 李 孝 式， 就 是“ 雪 蘭 莪 華 僑
籌 賑 祖 國 難 民 委 員 會 ” 的 會 長。 在 戰 火 陰 影 籠
罩 下 的 馬 來 亞， 有 許 多 商 會 董 事 為 保 護 家 園 而
加入吉隆坡防空救護隊。

這 場 戰 爭 之 後， 馬 來 亞 華 人 的 國 家 認 同 才

圖 6. 圖為《檳城新報》刊登的《雪蘭莪商務總會初定章程略述》，內文提到改名後的商會將向清朝商部稟請立案，並申請關防（印章）
一枚。（圖片來源：《檳城新報》1907 年 10 月 14 日，第 4 版，筆者複製提供。）

圖 7. 1909 年 4 月 15 日發行的《商務官報》，刊載了《清廷商
部具奏雪蘭莪設立華商總會援案請給關防摺》。（圖片來源：《商
務官報》1909 年 4 月 14 日，第 7 期，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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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909 年 7 月 22 日的《南洋總匯新報》記載雪蘭莪中華商
務總會於宣統元年六月初一（1909 年 7 月 19 日）舉行盛大的
啟用關防典禮。（圖片來源：《南洋總匯新報》1909 年 7 月
22 日，第 3 版，筆者複製提供。）

從“ 落 葉 歸 根 ” 轉 變 為“ 落 地 生 根 ”， 逐 漸 轉
向他們居留的地方。

四、華商參與建國的過程

由 於 華 人 社 群 曾 大 力 支 持 中 國 和 英 國 政
府 與 日 軍 作 戰， 因 而 在 日 據 期 間 遭 到 迫 害。 為
了 免 遭 日 軍 逮 捕， 商 會 領 袖 被 迫 逃 離 馬 來 亞，
如 雪 蘭 莪 華 僑 籌 賑 會 主 席 兼 商 會 會 長 李 孝 式 逃
至 印 度， 商 會 委 員 陳 永 則 去 往 澳 洲。 同 時， 雪
蘭 莪 華 人 社 群（ 包 括 富 戶、 商 店、 居 民 等 ） 被
迫 繳 交 共 一 千 萬 元 不 同 款 項 的 奉 納 金， 以 懲 罰
他 們 之 前 曾 積 極 支 持 抗 日 運 動。 為 了 籌 集 這 筆
奉 納 金， 當 時 的 華 商 成 立 了“ 雪 蘭 莪 華 僑 籌 集
奉 納 金 借 款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奉 納 金 委 員
會 ”）。 雪 隆 中 總 至 今 還 收 藏 着《 雪 蘭 莪 華 僑
籌 集 奉 納 金 借 款 委 員 會 議 案 部（ 附 各 種 專 員 會
議 議 案 錄 ）》。 這 本 議 案 錄 顯 示， 奉 納 金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亦 是 商 會 成 員， 例 如 黃 重 吉、 張 郁 才
等。 此 外， 華 人 社 群 領 袖 還 被 日 本 人 強 迫 組 織
起 來， 成 立“ 雪 蘭 莪 華 僑 協 會 ”； 之 前 擔 任 過
商 會 會 長 的 楊 旭 齡， 在 日 據 時 期 則 被 委 任 為 雪
蘭莪高等法庭的法官。

歷 史 學 家 王 賡 武 認 為， 施 堅 雅 採 用 的 甲 必
丹 模 式 只 適 合 描 述 二 戰 前 馬 來 亞 的 情 況， 後 甲
必丹時期被王賡武稱為“商人領袖”時期。23 徐
威雄則在《移山圖鑑——雪隆華族歷史圖片集》
下 冊 的《 政 治 翻 新 天 》 中 將 後 甲 必 丹 時 期 稱 為
“ 頭 家（Towkay） 政 治 ”， 頭 家 即 福 建 話 和
客 家 話 裡“ 老 闆 ” 的 別 稱。 光 復 後， 除 了 像 李
孝 式 那 樣 在 日 據 時 期 離 開 馬 來 亞 的 領 袖 得 以 重
新 獲 得 華 人 社 群 的 支 持 外， 那 些 在 日 據 時 期 曾
經 和 日 本 人 合 作 的 商 人 頭 家 大 多 遭 到 華 人 社 群
的 唾 棄， 這 就 導 致 華 人 社 群 出 現 權 力 真 空， 於
是 出 現 了 一 批 取 代 商 人 頭 家 的 新 興 領 導 者。 對
於 二 戰 後 的 華 人 社 群 來 說， 這 批 新 興 領 導 者 往
往是受過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知識精英。
所 以， 王 賡 武 提 出， 對 這 群 領 導 者 可 用“ 仕 ”
稱之。 24

其 實 在 商 會 內 部， 早 在 二 戰 前 就 有 五 任 會

圖 9. 武昌起義爆發後，以陸佑為首的商會各派頭家領袖，在
1911 年 11 月 20 日召開“大集會議”商討時局，支持新政府。
（圖片來源：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編號：1957/0162060，筆
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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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1923 年，中華大會堂在美芝路的一片泥淖中開始興建。
因前期工程耗費過多，建築費款項不繼，後由商會帶領眾華僑
籌集款項才能復工完成。1934 年 10 月 29 日，中華大會堂隆重
開幕，邀得雪蘭莪蘇丹蒞臨主持，是當時華人社群最大的盛事。
時稱“雪蘭莪中華總商會”的隆雪中總隨即遷入。（圖片來源：
筆者收藏圖片）

長 曾 接 受 過 英 文 教 育。 他 們 分 別 畢 業 於 檳 城 大
英 義 學、 吉 隆 坡 維 多 利 亞 書 院 等 以 英 語 為 媒 介
語 的 學 校， 楊 旭 齡 與 李 孝 式 甚 至 是 英 國 劍 橋 大
學 的 畢 業 生， 不 過 這 二 例 是 非 常 罕 見 的。 二 戰
後 的 商 會 領 袖 則 大 部 分 受 過 高 等 教 育， 至 少 也
完 成 了 中 學 教 育 ， 如 第 1 7 任 會 長 李 潤 添 是 留
學 歐 洲 的 建 築 師 ； 第 1 9 任 會 長 黃 琢 齊 畢 業 於
廣 州 嶺 南 大 學 ； 第 2 1 任 會 長 顏 清 文 畢 業 於 新
加 坡 南 洋 大 學 經 濟 系 和 新 加 坡 大 學 法 學 院 ；
第 22 任 會 長 林 源 德 畢 業 於 新 加 坡 南 洋 大 學 工
商 學 系； 第 24 任 會 長 戴 良 業 畢 業 於 馬 來 亞 大
學 工 程 系。 他 們 精 通 中 英 雙 語， 乃 至 中 英 巫 三
種語言或以上。

馬 來 亞 光 復 後， 商 會 積 極 地 參 與 了 戰 後
的 重 建 工 作， 如 協 助 政 府 處 理 糧 食 配 給， 追 討
戰 爭 賠 款， 以 及 釐 定 淪 陷 時 期 的 土 地 買 賣 法 案
等。當時，有更多商會領袖被吸納進政府部門，
成 為 非 官 方 委 員； 且 在 商 會 的 領 導 下， 成 立 了
第 一 個 華 裔 政 黨 —— 馬 華 公 會。 其 時 由 商 會 主
席 李 孝 式 擔 任 雪 蘭 莪 州 馬 華 公 會 的 主 席， 進 而
與“ 馬 來 民 族 統 一 機 構 ”（United Malays 
Nat ional  Organizat ion， 又 譯“ 巫 來 由 人 統

一 組 織 ”， 簡 稱“ 巫 統 ”） 結 盟， 在 1952 年
贏 得 首 次 大 選。 李 孝 式 先 後 擔 任 立 法 議 員、 行
政 議 員、 海 港 鐵 道 部 長 和 交 通 部 長。 卸 下 會 長
職 務 後， 李 孝 式 代 表 馬 來 亞 赴 英 國 爭 取 獨 立，
並 成 為 獨 立 後 首 屆 財 政 部 長。 接 下 來 的 商 會 主
席 皆 受 到 英 殖 民 地 政 府 和 獨 立 後 馬 來（ 西 ） 亞
政 府 的 認 可 和 重 視， 分 別 被 賜 封 爵 士、 拿 督、
丹 斯 里、 敦 等 勳 銜；25 也 有 人 加 入 政 黨， 參 與
國 家 政 治， 擔 任 議 員 或 上 議 員。 他 們 既 有 官 銜
（ 仕 紳 ）， 又 涉 及 商 業 活 動（ 商 人 ）， 因 此 本
文 套 用 這 兩 個 詞 將 這 批 商 會 領 袖 稱 為“ 紳 商 ”
（Merchant-gentry）。 26

圖 11. 《雪蘭莪華僑籌集奉納金借款委員會議案部》的記錄本至
今仍保存完好（資料來源：隆雪中總授權，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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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日軍投降撤退後，隆雪中總在英國軍方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BMA) 管治期間，協助控制米糧分配。（圖片
來源：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編號：1957/0620754，筆者複製
提供。）

表一. 戰後（1946—1975）的商會會長列表

人物 商會職務 擔任政府職務 勳銜

李孝式
（1901—1988）

第 12 任會長（1940—1941）
第 13 任會長（1946—1955）

先 後 擔 任 立 法 議 員、 行 政 議 員、
海 港 鐵 道 部 長、 交 通 部 長 和 財 政
部長

爵士、敦

張崑靈
（1893—1962） 第 14 任會長（1955—1959）

吉 隆 坡 市 政 局 議 員 和 馬 來 亞 聯 合
邦立法院議員（1955—1959）

無

陳光漢
（1909—1978）

第 15 任會長（1959—1965）
吉 隆 坡 市 議 員、 雪 蘭 莪 州 議 員 及
國會上議員 拿督

陳東海
（1914—1985）

第 16 任會長（1965—1973）
出 任 馬 華 公 會 執 行 總 秘 書 及 聯 盟
義務秘書 丹斯里

李潤添
（1905—1977）

第 17 任會長（1973—1975） 吉隆坡市議員和雪蘭莪州議員 拿督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二 戰 結 束 後， 戰 前 會 長 李 孝 式 召 集 昔 日 會
友 和 董 事， 復 辦 雪 蘭 莪 中 華 總 商 會。 他 也 大 力
促成馬來亞中華商會聯合會（今馬來西亞中總）
的 成 立， 該 會 成 為 團 結 華 人 社 群 向 政 府 反 映 民
意 的 重 要 組 織。 27 此 外， 商 會 也 積 極 參 與 建 國
的 過 程， 並 努 力 維 護 華 人 社 群 的 權 益。 例 如，
隆 雪 中 總 在 1947 年 審 閱《 馬 來 亞 聯 邦 憲 制 建
議 書 》 後， 要 求 政 府 改 善 相 關 憲 法 草 案， 包 括
立 法 會 的 華 人 議 員 應 與 馬 來 議 員 人 數 相 同； 土
生 華 人 應 為 當 然 公 民； 申 請 公 民 權 無 需 受 語 言
資 格 限 制。 又 如， 隆 雪 中 總 配 合 商 聯 會 發 動 全
國 休 業， 抗 議 新 憲 制 書。 雖 然 最 終 未 能 如 願，
但 大 總 督 唐 納 最 終 答 允 將 抗 議 聲 音 轉 達 給 英 政
府。儘管雪蘭莪中華總商會反對馬來聯邦憲制，
但 是 當 商 會 接 獲 時 任 聯 邦 總 督 來 函， 要 求 推 舉
代 表 為 馬 來 亞 聯 合 邦 立 法 會 議 員 時， 該 會 經 討
論 後 決 定 派 邱 德 意、 陳 光 漢 和 梁 長 齡 為 代 表，
出 任 聯 合 邦 立 法 會 議 員。 還 有 一 個 例 子， 即
1954 年英殖民政府發佈《聯合邦民選白皮書》
後，華巫兩族都對其中第 21 條有關選舉的內容
不 滿 意， 其 後 要 求 英 政 府 派 人 來 馬 調 查 卻 遭 拒
絕。隆雪中總於 1954 年 6 月 18 日舉行緊急會
議， 議 決 將 兩 名 代 表 商 聯 會 出 席 立 法 會 的 議 員
梁 長 齡 和 辜 承 福 撤 回， 其 餘 擔 任 官 方 各 種 委 員
的 商 會 會 員， 除 慈 善 事 業 以 外 一 律 辭 職。 當 時
雪州共有 132 華人團體響應此次行動， 最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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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同意修正白皮書第 21 條。

馬 來 亞 頒 佈 緊 急 法 令 初 期， 商 會 扮 演 了 英
殖 民 政 府 和 華 人 社 群 之 間 的 溝 通 橋 樑。1949
年， 時 任 商 會 會 長 李 孝 式 也 是 聯 邦 立 法 議 會 成
員， 他 呼 籲 英 國 政 府 要 以 道 理 而 勿 以 武 力 爭 取
底層華人社群的效忠。1955 年，當反共青年聯
盟 警 告 吉 隆 坡 雜 貨 商 莫 販 賣 任 何 從 共 產 黨 中 國
進 口 的 產 品 時， 商 會 亦 挺 身 而 出 捍 衛 商 家 和 民
眾 利 益， 稱 人 民 其 實 已 經 習 慣 購 買 來 自 中 國 的
廉價物品。

1969 年 5 月 的 馬 來 西 亞 第 三 屆 全 國 大 選
後，馬來半島幾個主要城市發生了一場持續近半
月 的 街 頭 暴 力 事 件。 在 這 場“ 五 一 三 ” 種 族 衝
突事件中，商會成為協助政府處理善後的重要渠
道，尤其是解決糧食配給的問題。最後，由商會
認購米糧，讓警方護送交付各零售商，並將救濟
食品派往各救濟中心。當時擔任副會長的拿督李
潤添受邀在電台廣播和電視節目中呼籲商人勿趁
機抬高物價。“五一三事件”後，華人在政治上
被邊緣化，在商業方面也面對許多不利華商的政
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提出重整各族群在經濟上
所佔份額的“新經濟政策”。由於當時的華裔政
黨馬華公會無法為華人繼續發聲，商會也就漸漸
脫離政治，將精力更多地投放於商業和經濟活動
上。

五、以工商經濟作為導向（1975年至今）

丹 斯 里 李 延 年 博 士（1906—1983） 當 選
隆 雪 中 總 的 會 長 可 以 說 是 商 會 發 展 的 分 水 嶺。
和以前的會長相比，李延年不是一名政治人物，
但 從 七 十 年 代 中 期 到 八 十 年 代 初 期， 他 可 以 說
是 馬 來 西 亞 華 人 社 會 中 最 有 代 表 性 的 華 人 社 團
領 袖。 在 那 將 近 十 年 的 時 間 裡， 他 是 多 個 重 要
華 人 社 團 的 最 高 領 導 人， 其 中 包 括 雪 蘭 莪 中 華
大 會 堂 會 長、 雪 蘭 莪 中 華 總 商 會 會 長、 馬 來 西
亞 中 華 商 會 聯 合 會 會 長、 馬 來 西 亞 福 建 社 團 聯
合會主席等。

李 延 年 祖 籍 福 建 永 春，1926 年 南 渡 新 加
坡， 後 遷 居 吉 隆 坡， 創 業 前 曾 擔 任 書 記、 橡 膠
買 辦 等 職。 二 戰 後， 他 的 生 意 從 橡 膠 業 擴 展 至
經 營 橡 膠 園、 房 地 產 建 築、 礦 場 工 廠 等， 業 務
遍佈星、馬、港。

丹 斯 里 李 延 年 接 任 會 長 之 後， 積 極 革 新 會
務：對內，他力求擴大與健全組織，增聘職員，
廣 招 會 員， 每 月 出 版 會 訊， 每 兩 年 編 印 會 員 行
業 名 冊， 購 買 會 所 地 段， 舉 辦 工 商 管 理 課 程，
設立文教基金及大專助學金，擴充經濟資料室，
主 催 工 商 研 討 會， 推 廣 為 會 員 簽 署 產 地 證 明 書
事 宜， 擇 譯 政 府 法 令 與 條 例， 發 佈 商 業 詢 問 與
貿 易 機 會 的 消 息； 對 外， 則 向 政 府 交 涉 各 項 不

圖 13. 商會積極支持籌辦馬來亞第一所中文大學——南洋大學，
並成功籌募 170,000 元。圖為 1955 年南洋大學開幕的盛況。（圖
片來源：筆者收藏圖片）

圖 14. 卸任會長李孝式（右一）隨團前往英國倫敦參與馬來亞
獨立談判，是當時簽署獨立協議的唯一華人代表。（圖片來源：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筆者複製提供。）



南洋研究

從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總商會看馬來西亞華商角色的演變       陳妙恩

68 RC 文化雜誌•第112期•2021年68 RC 文化雜誌•第116期•2022年

合 理 條 例 與 限 制， 及 時 反 映 會 員 心 聲， 爭 取 華
商 應 有 的 公 平 合 理 權 益。 由 於 各 方 面 的 支 持 合
作， 會 務 進 展 極 有 成 效， 使 商 會 會 員 總 數 由 原
有 的 五 百 餘 名 增 加 至 接 近 一 千 八 百 名。 他 針 對
政 府 實 施 的 新 經 濟 政 策， 帶 領 華 人 進 行 自 救 和
團 結 運 動。 這 包 括 號 召 華 人 鄉 團、 工 商 團 體 共
同 推 廣 講 華 語 運 動， 以 及 發 動 各 州 華 人 組 織 大
會堂，並提出成立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華
總 ） 的 申 請。 身 兼 隆 雪 中 總 與 馬 華 工 商 聯 合 會
會 長 的 他， 在 1978 年 召 開 了“ 全 國 華 人 經 濟
大 會 ”。 這 是 華 人 工 商 界 首 次 全 國 性 的 大 會，
旨 在 深 入 地 討 論 華 人 在 國 家 經 濟 發 展 中 的 地 位
問 題。 從 他 接 任 會 長 開 始， 就 奠 定 了 商 會 以 工
商經濟為主的方向。

1980 年， 馬 來 西 亞 的 經 濟 受 到 世 界 經 濟

蕭 條 的 影 響， 政 府 開 始 實 施 樽 節 措 施， 私 人 企
業 界 也 深 感 有 未 雨 綢 繆 的 必 要。 與 此 同 時， 馬
來 西 亞 也 在 追 趕 民 主 國 家 的 腳 步， 走 向 工 業 化
和 全 球 化 時 代。 隆 雪 中 總 不 斷 思 考 在 這 個 轉 變
的 年 代 中 能 扮 演 的 角 色， 也 經 常 對 國 家 發 展 計
劃與政策提出建言。1985 年，為了支持政府推
動 的 購 買 國 貨 運 動， 鼓 勵 人 們 支 持 馬 來 西 亞 國
內 工 業 發 展， 隆 雪 中 總 籌 劃 了 一 系 列 座 談 會。
除 了 推 介 本 國 產 品 外， 也 意 在 探 討 本 國 相 關 行
業 的 前 景 和 面 對 的 難 題， 且 在 商 家 之 間 搭 建 良
好 的 互 動 橋 樑。 亞 洲 金 融 風 暴 期 間， 為 了 經 濟
自救，隆雪中總發起“馬來西亞愛國工委會”，
主 辦“ 愛 馬 來 西 亞 國 貨 展 銷 會 ”， 鼓 勵 國 民 購
買國貨，從 1998 年至 2009 年共籌辦了八屆。
商 會 對 外 也 扮 演 了 與 國 外 商 界， 尤 其 是 與 世 界
各 地 華 商 溝 通 的 橋 樑。 除 了 主 動 率 領 考 察 團 赴
海 外 訪 問 外， 也 曾 參 與 舉 辦 第 七 屆 世 界 華 商 大
會， 並 在 推 動 馬 來 西 亞 與 中 國 經 貿 關 係 方 面 一
直貢獻良多。

隆 雪 中 總 角 色 多 重， 除 了 重 視 工 商 經 濟 以
外，也積極推動教育和中華文化。1976 年，李
延 年 擔 任 隆 雪 中 總 會 長 期 間， 內 部 已 有 聲 音 主
張 設 立 教 育 基 金， 並 在 同 年 第 九 次 董 事 會 議 通
過接納教育組提呈的“教育基金工作計劃書”。
繼 任 者 黃 琢 齊 擔 任 會 長 期 間， 商 會 推 行 以 工 商
經 濟 為 主、 文 教 福 利 為 輔 的 會 務 方 針。 在 他 的
帶領下，商會為教育基金設定了百萬籌款目標，
不 分 族 群 地 發 放 助 學 金 予 馬 來 西 亞 的 中 學 生 和
大專生，並在 1995 年設立貸學金。1989 年，
商 會 與 其 他 文 教 團 體 發 起“ 馬 華 文 學 節 ”， 至
今隆雪中總共舉辦了 16 屆馬華文學獎活動。

結語

綜 合 上 文 所 述， 在 過 去 的 一 個 世 紀 裡， 華
商 作 為 華 人 社 群 領 袖 一 直 是 他 們 與 政 府 溝 通 的
重 要 橋 樑。 縱 觀 隆 雪 中 總 成 立 的 歷 史， 其 實 商
會 最 初 是 華 商 為 了 應 對 或 回 應 殖 民 地 與 中 國 政
府 的 政 策 而 成 立 的 一 個 跨 幫 群 組 織。 新 移 民 通
過 商 業 活 動 累 積 了 財 富， 其 後 通 過 參 與 商 會 被
推 舉 為 領 袖， 進 而 獲 得 當 地 政 府 的 認 可， 並被

圖 15. 1985 年 4 月 4 日，為響應馬來西亞第四任首相馬哈迪在
經濟逆境中的號召，隆雪中總展開“購買國貨運動”。（圖片
來源：《隆雪中總會訊》1988 年第 200 期，第 4 頁，隆雪中總
授權，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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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以官職或勳銜。因其官職或勳銜，這些商人又
被華人社群視為領導者和保護者，同時也是直接
或間接代表政府的管理者或代理人。通過這樣的
循環，這群領導商會的商人被各界視為理所當然
的領袖，也就是施堅雅提出的甲必丹領袖模式。

二 戰 後， 僅 僅 累 積 財 富 已 不 足 以 讓 一 個 商
人 獲 得 成 為 領 袖 的 資 格， 其 受 教 育 的 程 度 亦 受
到 了 重 視。 同 時， 由 於 當 時 的 馬 來 亞 正 邁 入 國
家 獨 立 的 進 程， 更 加 需 要 政 治 力 量 的 參 與。 此
時 的 商 會， 作 為 一 個 非 盈 利 組 織， 開 始 與 政 治

切 割， 商 人 需 要 另 一 個 平 台 以 獲 得 領 導 權。 華
商 通 過 其 在 商 界 和 作 為 社 團 領 袖 的 財 力 和 號 召
力， 組 織 政 黨 以 獲 得 政 治 權 利， 開 闢 了 商 人 成
為 領 袖 的 另 一 條 途 徑。 但 在 剛 開 始 的 過 渡 期，
商 會 領 袖 仍 舊 既 當“ 官 ” 又 從“ 商 ”， 有“ 以
商 謀 權， 以 權 謀 利 ” 的 現 象。 隨 着 社 會 的 分 工
逐 漸 明 確， 商 會 開 始 擺 脫 政 治， 實 施 以 工 商 經
濟 為 主 軸、 文 教 福 利 為 輔 助 的 方 針。 如 今， 隨
着 商 業 已 邁 入 全 球 化 的 時 代， 雪 隆 華 商 的 着 重
點， 不 僅 僅 是 對 內， 也 需 要 放 眼 世 界， 接 軌 國
際，繼續發揮其影響力。

附錄：歷任會長名單（1904─2022）

任期 會長

第 1 任 1904—1907 陸佑（Loke Yew ）

第 2 任 1907—1909 陳秀連（Chan Sow Lin）

第 3 任 1909—1911 朱晴溪（Choo Cheng Kay）

第 4 任 1911—1912 陸秋傑（Loke Chow Kit）

第 5 任 1912—1914 陸秋泰（Loke Chow Thye）

第 6 任 1914—1922 葉隆興（Yap Loong Hin）

第 7 任 1922—1930 陸秋泰（Loke Chow Thye）

第 8 任 1930—1932 劉良顏（Low Leong Gan）

第 9 任 1932—1936 黎德祿（Lai Tet Loke）

第 10 任 1936—1938 楊旭齡（Yong Shook Lin）

第 11 任 1938—1940 黃重吉［Ng Teong (Tiong) Kiat］

第 12 任 1940—1941 李孝式（Lee Hau Shik）

第 13 任 1946—1955 李孝式（Lee Hau Shik）

第 14 任 1955—1959 張崑靈（Chong Khoon Lin）

第 15 任 1959—1965 陳光漢（Chan Kwong Hon）

第 16 任 1965—1973 陳東海（Tan Tong Hye）

第 17 任 1973—1975 李潤添（Lee Yoon Thim）

第 18 任 1975—1983 李延年（Lee Yan Lian）

第 19 任 1983—1987 黃琢齊（Wong Tok Chai）

第 20 任 1987—1991 林玉靜（Lim Geok Chan /  L im Yock Ching）

第 21 任 1991—1995 顏清文（Ngan Ching Wen）

第 22 任 1995—2003 林源德（Lim Guan Teik）

第 23 任 2003—2012 鍾廷森（Cheng Heng Jem）

第 24 任 2012—2021 戴良業（Ter Leong Yap）

第 25 任 2021 至今 吳逸平（Ng Yih Py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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