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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馬的血緣組織分為兩種：一、基於血緣、地緣及方言紐帶形成的地

域性宗親集團，成員共認一個相近的祖先；二、依據大範圍親緣與地緣為

紐帶，或以傳統兄弟結盟的特殊團體為基礎的非地域性宗親集團。馬六甲

作為最早擁有華人落戶的州屬，血緣組織林立，形成「宗祠」 「宗親會」 

「公會」及「家族會」四種類型的血緣組織，其中「家族會」屬地域性宗

親集團，其運作形式保留部分傳統的宗族文化。本文以馬六甲曾厝社恒元

祖陳氏家族會為個案，窺探海外華人傳承中國宗族文化的歷程與機制。研

究發現，地理環境與社會因素的變遷下，宗族文化得到傳承的同時，內部

成員亦進行適當的創造與調整，以迎合在地與時代的需求及挑戰。 

Abstract 

Consanguineous association refers to the association based on blood ties as a 

principle and the same family surname or lineage relationship. As the earliest state 

with Chinese settlements, Melaka has numerous consanguineous associations. 

After Malaya's independence, Melaka's consanguineous association continued to 

flourish, forming four types of consanguineous associations, namely "ancestral 

temple" "clan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and "family association", among which 

the operation form of "family association" retained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clan 

cul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lan culture by overseas Chinese of Chan Choo Siah Heng Guan Choh 

Nam Tan Association in Melaka. The study finds that while changing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factors affect the inheritance of clan culture, internal members also 

create and adapt to meet the needs and challenges of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th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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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早期新馬華人移民多為異域窮困之人，非互助無以自存。自十九世紀

初，新馬華社紛紛設立血緣組織，以期異鄉守望相助，共同謀生存發展。

馬來亞獨立後，許多新興血緣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成立。馬六甲作為華人最

早聚集的地區，當地血緣組織之發展甚為發達，血緣組織不下三十個。二

〇一七年，新紀元大學學院馬來西亞歷史研究中心開展對馬六甲血緣組織

的研究，並對其中十五個血緣組織進行採訪，下表為相關訊息。1 

 

【表一】馬六甲血緣組織清單 

序

號 

名稱 創立

年代 

功能/宗旨 常年活動 

1 馬來西亞

姚氏宗祠 

1957 1. 凝聚所有姚氏宗親 • 常年大會 

• 祭祖 

• 舉辦晚宴 

• 獎助學金 

2 馬六甲植

槐堂王氏

宗祠 

1881 1. 聯絡王氏宗親，促

進宗親團結、互助、

親愛之精神。 

• 常年大會 

• 祭祖 

• 舉辦晚宴 

• 獎助學金 

• 慈善公益 

3 馬六甲西

河堂林氏

宗祠 

1875 1. 敦睦宗誼，促進宗

親聯繫；共謀宗親福

利。 

2. 舉辦教育、文化、

慈善及社會公益事

業。 

3. 推動組織工商企業

機構，配合國家之經

濟發展。 

• 常年大會 

• 祭祖 

• 舉辦晚宴 

• 獎助學金  

• 文化活動 

• 祭神（媽祖誕） 

4 馬六甲濟

陽辛柯蔡

宗親會 

1947 1. 繼承祖業祖德祖

傳，關心族群，凝聚

宗親。（以獎學金、

春祭、聯歡晚會來凝

• 常年大會 

• 祭祖 

• 舉辦晚宴 

• 獎助學金 

 
1 此專案得到陳六使研究所贊助部分經費。本計畫以華人最早抵步居留的馬六甲為對象，進

行資料收集和整理，除了一般的基本資料，也透過口述訪談瞭解血緣組織的運作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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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員，然而更投入

與外州外國關係的建

立 ， 自 身 活 動 較

少。） 

 

5 馬六甲吳

興南陽堂

沈葉尤宗

祠 

1876 1. 繼承祖先良好操行

品德，實踐互助互愛

精神，為族群謀福

利。 

 

• 常年大會 

• 祭祖 

• 舉辦年宴 

• 獎助學金 

• 新年團拜 

6 馬六甲潁

川堂陳氏

宗祠 

1875 1. 辦理陳姓宗親獻祭

事宜，聯絡宗親感

情，鼓勵互助精神，

排解糾紛及困難，改

善宗親福利及促進道

德與文化。 

• 常年大會 

• 祭祖 

• 舉辦晚宴 

• 獎助學金 

• 慈善公益 

7 馬六甲劉

氏宗祠 

1964 1. 祭祀祖先，聯繫宗

親，照顧宗親福利。 

• 常年大會 

• 春祭（清明節） 

• 獎助學金 

• 新春團拜 

8 馬六甲客

屬穎川堂

陳氏宗祠 

1938 1. 安放歷代高曾祖考

妣之神位以為紀念；

聯絡宗族感情、促進

團結；互相親善、互

相扶助。清明節祭祀

祖先。 

2. 舉辦公益慈善事

業，為人群謀福利； 

• 常年大會 

• 祭祖 

• 獎助學金 

9 馬六甲註

禮堂戴氏

宗族會 

1957 1. 祭祀祖先，崇尚禮

教，聯絡宗親，實行

互助。 

• 常年大會 

• 祭祖 

• 聯歡晚宴 

• 獎助學金 

• 新春團拜 

10 馬六甲四

知堂楊氏

宗祠 

1879 1. 祭祀祖先，聯繫宗

親，照顧宗親福利。 

 

• 常年大會 

• 春祭（清明節）、

秋祭  

• 周年晚宴 

• 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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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公益 

11 馬六甲蘇

氏聯宗會 

1999 1. 聯絡宗親感情、提

升互相合作精神、協

助貧苦，病患及無業

的宗親。 

2. 提倡社會福利事業 

• 常年大會 

• 祭祖 

• 獎助學金 

• 祭神 

• 新春團拜 

12 馬六甲同

安曾厝社

禦史熹魯

祖陳氏家

族會 

1968  • 常年大會 

• 周年晚宴 

• 祭祖 

13 馬六甲曾

林社樂安

衍派蔣氏

家族會 

1969 1 團結家族群體，藉

以照顧及謀求成員福

利，通過組織來敦睦

親誼。 

• 常年大會 

• 周年晚宴 

• 獎助學金 

• 祭神 

• 慈善公益 

14 馬六甲官

山陳氏家

族會 

2006 1 團結宗族，聯繫族

親情誼，敦睦宗誼，

弘揚祖德。 

2 推動華族文化之傳

承及社會公益教育事

業。 

• 常年大會 

• 祭祖 

• 獎助學金 

• 新春團拜 

• 祭神（普庵佛祖誕

辰） 

15 馬六甲曾

厝社恒元

祖陳氏家

族會 

1976 1 促進族親們手足相

顧，患難相扶，為同

宗同鄉謀福利的互助

互惠精神。 

• 常年大會 

• 祭祖 

• 獎助學金 

• 祭神（普庵佛祖誕

辰） 

說明一：祭祖包括春秋兩祭、墓祭與冬祭。 

說明二：祭祀對象為同姓氏之神祇、開基祖或原鄉的守護神。 

 

新馬的血緣組織分為兩種：一、基於血緣、地緣及方言紐帶形成的地

域性宗親集團，成員共認一個相近的祖先；二、依據大範圍親緣與地緣為

紐帶，或以傳統兄弟結盟的特殊團體為基礎的非地域性宗親集團。2縱觀馬

六甲的血緣組織，分別以「宗祠」 「宗親會」 「宗族會」 「聯宗」及

 
2 顏清湟著，粟明鮮譯，1991，《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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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會」命名，若要準確判斷其類型，需從內部人員結構窺視。 

 

以「宗祠」 「宗族會」 「宗親會」為名的組織有十間之多，成立年

份較早，少則近六十年，多則可達百年，如馬六甲西河堂林氏宗祠、馬六

甲潁川堂陳氏宗祠及馬六甲四知堂楊氏宗祠。這些組織以同姓為結群紐帶，

內部成員之間並無明確的世係關係。就此現象，顏清湟解讀為當氏族人口

不多，不能組織以氏族為主的宗親會，就會退而求其次，放寬血緣紐帶和

擴大地域而組織非氏族為主的宗親會。3表內只有馬六甲蘇氏聯宗會以「聯

宗」為名。「聯宗」是指基於聯譜而組成新的同世係群體，4馬六甲蘇氏聯

宗會雖名為「聯宗」，卻無聯宗之實，反之採取同姓為結群紐帶，反映出

傳統宗族的實踐及概念在社會結構有的他鄉出現變異。5 

 

另有「家族會」命名的組織四間，包括馬六甲曾林社樂安衍派蔣氏家

族會、馬六甲同安曾厝社禦史熹魯祖陳氏家族會、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

氏家族會及馬六甲官山陳氏家族會。「家族會」的內部結構及形成受到中

國宗族結構的影響，其成員間有可追溯的世係關係。這四個家族會的成立

時間皆介於馬來亞獨立後時期。有學者認為馬來亞在一九五七年獨立後，

基建於中國某一地域的單姓血緣宗族組織相對較少，6然根據表一中的數據

及鄭明烈有關家族會之研究及整理，結果呈現相反的情況。7馮爾康對中國

古代移民與宗族的研究提出:「單個家庭的移民，也熱衷於家庭活動，唯要

經歷一定的時間，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才能組成為宗族……只要有了條件，

無組織的族人就會聯合起來，建立自己的群體，新的宗族就應運而生。」8

 
3  顏清湟，1996，〈從歷史角度看新馬宗親會的發展和前途〉， 潘明智編：《華人社會與

宗鄉會館》，新加坡：玲子大眾傳播中心，頁462。 
4 錢杭，2001，《血緣與地緣之間：中國歷史上的聯宗與聯宗組織》，上海：上海社會科學

院出版社。 
5 筆者曾向馬六甲蘇氏聯宗會成員針對「聯宗」之特性展開討論，該組織對「聯宗」的理解

即為「血緣（同姓）組織」，而這與中國傳統「聯宗」的意函截然不同。當然，「聯宗」

的概念在馬來西亞其他地域或有其它詮釋，然這並非本文的討論重點所在，只能留待另文

討論了。 
6 （日）今堀誠二著、劉果因譯，1974，《馬來亞華人社會》，檳城：檳城嘉應會館擴建委

員會。 
7  鄭明烈，2018，《馬來西亞永春社群研究》，福建：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頁 130-131。 
8 馮爾康等著，1994，《中國宗族社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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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理論較好地闡釋馬六甲「家族會」的設立由來，亦普遍適用于馬來西亞

華社。家族会的名稱除強調姓氏世係關係，亦基於傳統宗族因聚族而居延

伸的地緣性，在名稱上增加了祖籍地的辨識，這種對地緣性的重視使部分

人稱族親為鄉里。 

 

基於「宗祠」一詞已被註冊及佔用，具有世係關係的群體策略性地以

「家族會」命名其組織以示區別。對此，馬六甲關山陳氏家族會會長認為

馬六甲許多宗祠不分籍貫及世係關係，與公會無異，凡同姓者皆可參與。

若要成立一個講究世係關係的組織，發起人皆以「家族會」命名。9此現象

反映宗族文化於馬來西亞的調適。總的來說，「家族會」類屬地域性宗親

集團，而「宗祠」 「宗親會」 「宗族會」「聯宗」則歸於非地域性宗親

集團。然而，這一概括僅適用於筆者在馬六甲所考察的十五個血緣組織。

強調世係關係的組織不必然以「家族會」命名，有者亦使用公會、公所、

宗祠等等的名稱，這點可從鄭明烈針對馬來西亞永春籍家族會組織所整理

的列表，看出一斑。10 

 

本文所關注的對象是地域性宗親集團，即具有清晰世係關係的「家族

會」。學界不乏關於新馬宗族或血緣組織的研究，弗裡德曼在其著作巨細

靡遺地描述了宗族文化在海外的形態及變異。11顏清湟細述了新馬地區宗親

組織的歷史脈絡、結構及職能。12曾玲聚焦於新加坡的「潘家村」，說明在

宗族文化無法全面移殖的情況下，「祖神」亦是一種強化宗族認同的文化

資源。13宋燕鵬則著重探討了檳城邱公司的內部結構及宗族觀念的建構過程，

 
9  陳延東（馬六甲官山陳氏家族會會長），馬六甲官山陳氏家族會會所，2018年2月27日，

下午2.00。另外，筆者亦有採訪馬六甲清河堂張氏公會、馬六甲客屬穎川堂陳氏宗祠，二者

皆說宗祠與姓氏公會並無差異，即其成員單純以姓氏為入會標準。張氏公會受訪者補充說道

兩者之間的差異只在於公會無祭祀活動，但宗祠卻有。資料來源：陳錫安（馬六甲客屬穎川

堂陳氏宗祠主席），馬六甲客屬穎川堂陳氏宗祠會所，2018年2月27日，上午10.00；張名財

（馬六甲清河堂張氏公會總務），馬六甲清河堂張氏公會會所，2018年1月25日，下午2.00。 
10 鄭明烈，2018，《馬來西亞永春社群研究》，福建：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頁 130-131。 
11  （英）弗裡德曼著，郭振羽、羅伊菲譯，1985，《新加坡華人的家庭與婚姻》，台北：

正中書局。 
12  顏清湟，1996，〈從歷史角度看新馬宗親會的發展和前途〉， 潘明智編：《華人社會與

宗鄉會館》，新加坡：玲子大眾傳播中心。 
13  曾玲，2003，《越洋再建家園——新加坡華人社會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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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該宗族於不同層圈結構認同中所呈現的「差序格局」。14鄭明烈是首位

以「家族會」為對象展開討論的學者，作者以柔佛州麻坡永春楊美鄭氏公

所為個案，探討宗族文化在海外的重組歷程。15另鄭氏也於其博士論文中對

馬來西亞永春籍家族會的發展、功能及結構進行概述。16  

 

縱觀現有研究成果，針對「家族會」的個案研究相對匱乏。此課題之

所以重要，是因相關研究有助窺視傳統宗族文化於海外重建的歷程及機制，

進而彰顯馬來西亞華裔為延續傳統文化所展現的韌性及創意。故本文以馬

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簡稱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為研究對象，希

冀為馬來亞西暨海外華人宗族文化研究增瓦添磚，使大眾對「家族會」的

運作、挑戰及前景有更廣泛的認知。以此組織為個案的原因有三：第一，

該組織的領導層擁有良好的文化底蘊，故組織的文物及歷史資料皆得到完

善的保存；第二，相較於馬六甲另外三家家族會，該組織的宗族文化得到

更大的保留及實踐，如世係原則、字行、族譜等，同時在實踐手法上也更

為豐富，包括積極使用網絡平台以增強成員之間的凝聚力；第三，該組織

位處的區域具有不同類型的血緣組織，故有機會一窺研究個案與其它血緣

組織的互動模式及區分機制，進而更深入了解該組織的運作理念及宗族觀

念。 

 

本文以「在地化」的視角分析宗族文化在海外華人社會的傳播及實踐。

弗裡德曼便指出不能視海外華人社會及其組織為中國本土社會的分支，17曾

玲亦強調東南亞華人的宗族社會是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重建的過程，進而形

成本土特色。18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宗族文化伴隨華人的移居而扎根於本土

社會。然宗族文化的傳播並非全盤式的移殖，反之因地制宜地隨在地條件

 
14  宋燕鵬，2018，〈觀念、組織與認同準則——19 世紀英屬檳榔嶼嶼邱氏宗族再建構與社

群形塑〉，《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 2 期，頁 71-80。 

15  鄭明烈，2011，《永春楊美鄭氏宗族在馬來西亞的重建與發展》，吉隆坡：拉曼大學中

文系碩士學位論文。 
16 鄭明烈，2018，《馬來西亞永春社群研究》，福建：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17  （英）弗裡德曼著，郭振羽、羅伊菲譯，1985，《新加坡華人的家庭與婚姻》，台北：

正中書局，頁 259。 
18  曾玲，2003，《越洋再建家園——新加坡華人社會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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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及情景進行適度的調整，此過程及結果即為「在地化」。本文主要以口述

訪談及文獻考究作為研究方法，採取口述訪談為主，並以系統化的採訪表

格為輔，將訪問對象如永久會務顧問陳書佬、主席拿督陳書財局紳、國文

文書陳文圈、財政陳為勤及總務陳天順的口頭講述歷史事蹟及對話內容視

為研究依據。19文獻考究的部分，則將深入解讀該組織的特刊、族譜、官方

網頁等資料。 

 

綜上所述，考察恒元祖陳氏家族會實踐宗族文化的方式及其呈現的面

貌，窺視傳統宗族文化於海外之重建歷程及其背後受到何種因素之作用，

是本文所關註的課題。文章將依序展開討論：首先，「恒元祖陳氏家族會

之形成」將介紹及闡述宗族的開基祖——恒元祖及組織成立過程。其次，

「恒元祖陳氏家族會之內部結構」主要描述該組織的治理模式及家族會的

會員資格，進而窺視宗族文化的繼承、創新及調整。最後，「恒元祖陳氏

家族會”收族”機制」，分析該組織拉近會員認同感及歸屬感的努力及嘗試。 

 

貳、  元祖陳氏家族會之形成 

 

宗族是以父系先祖為共同敬奉對象的集團。此節將介紹恒元祖陳氏家

族會的開基祖——恒元祖及該宗族在原鄉的情況，嗣後說明宗族成員移居

南洋後籌組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的歷程。 

 

一. 、開基祖—— 元祖簡介 

    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的開基祖是恒元公。恒元公祖籍福建

省金門縣金湖鎮正義里夏興村，舊名為浯洲下坑。《浯卿陳氏世譜·恒元祖

派》記載恒元公是下坑六郎公20派下第十六世孫。恒元公與金門下坑九世祖

 
19 筆者於 2018 年 2 月 9 日下午 4.00 在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會所一次性與相關理

事成員進行採訪，故每一筆相關的注釋皆註明同樣的地點、日期及時間。 
20 陳期增主編，2012，《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成立 40 周年暨祖祠奠安盛典紀念

特刊》，馬六甲：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頁 137。六郞公、八郎公和九郎公三兄

弟在宋末期間，從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甆頭（即現在的圍頭）陳卿村徒涉南下同安縣浯洲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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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顯公21有一脈血緣，即是光顯公（又稱南海公）二房三系（第二子的第三

子）的後裔。金門下坑十一世祖景猷公分支「東厝」，成為金門下坑陳氏

分支「東厝派」，開基祖恒元公是金門下坑東厝派的後裔。恒元公移居東

界七里後，故居地（即是現在大夏興三角亭處）現己荒廢。 

 

    恒元公由金門移居到同安縣東界七里村附近「營盤口」居住一段時間，

因生活環境艱難，再次遷居到廈門翔安區內厝鎮曾厝村頂頭定居並開支散

葉，成為曾厝社頂頭陳氏開基祖。恒元公從金門移居到內厝鎮曾厝村22頂頭

定居時，在鄉間還流傳著一段頗為奇特的故事。傳說恒元公由金門遷來時，

身邊帶有一尊普庵佛祖金身，來到七里村附近的「營盤口」住上一段時間，

眼看環境惡劣，生存艱難。恒元公便萌起再次遷移的想法，正在不知該遷

往何處而煩。當晚正在甜睡之際，此尊佛祖托夢相告，要恒元公背著佛祖

金身繼續往南遷，一旦「金身落地，即是陽居」。次日，恒元公醒來，就

依著佛祖的旨意往南遷去。行至曾厝村北部時，佛祖金身突然從恒元公的

背上掉落在地，此時恒元公看到更是大喜，認定佛袓要他在此地落腳。恒

元公辭世後安葬於官路下埔之原，農曆九月初七日是忌辰。 

 

恒元公祖籍的燈號是「忠賢第」，而分支曾厝社頂頭後裔的燈號則是

 
（金門縣）的太武山南面，依山面臨料羅灣，定居開拓事業開支散葉。六郎公屬於漳湖派二

十三世，是「開漳聖王派」，又稱為「漳湖世派」 「元光世係」 「將軍派」和「龍湖世

係」。 「聯宗」 
21 陳期增主編，2012，《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成立 40 周年暨祖祠奠安盛典紀念

特刊》，馬六甲：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頁 141。光顯公榜名「顯」，字「希

文」，別號「南海」，是六郎公派下第九世，浯洲下坑（現是金門縣金湖鎮正義里夏興村）

人。他出生於元朝至元四年（1338 年），日期無法考證，但光顯公逝世於明朝永樂元年

（1403 年）農曆四月二十八日，亨年六十六歲。光顯公一身守操清廉，燕王對光顯公非常

器重和信任。後來因不願與謀權簒位的燕王同謀，辭官歸鄉隱居養病，最終飲藥自盡。皇清

雍正聖旨欽旌光顯公「忠臣」匾額表彰其于燕王靖難時為官貞忠不貳和惕勵後族人。雍正四

年，清庭有感光顯公的忠節，特旨為九世祖光顯公建祠崇祀，春秋致祭。 
22 陳期增主編，2012，《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成立 40 周年暨祖祠奠安盛典紀念

特刊》，馬六甲：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頁 161。曾厝相傳為曾姓聚居處，不知

載於何時，也許是因為村名以同姓聚居而名之故，據族中耆老相傳，原為葉姓居住，恒元祖

由七里營盤口舉族遷居，此後葉姓逐漸衰落，如今已無葉姓人居住，而後浚美陳熹魯祖後人

亦遷居于曾厝南面稱「下頭」並晉明禦史熹魯祖神主于《陳氏家廟》，村北恒元祖族人居住

處稱「頂頭」。熹魯祖後人也在馬六甲開枝散葉，並組織馬六甲禦史熹魯祖陳氏家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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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浯卿衍派」。在曾厝村內的多數家都設置門匾，上刻有「浯江衍派」， 

「浯江分支」， 「浯水流芳」等字樣，要後裔子嗣牢記不忘原籍於「浯

卿」。23 

 

二.、   元祖陳氏家族會正式成立前後 

    恒元公後裔遍佈海內外，到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謀生，尤以旅居馬六甲

州居多。他們落地生根，後裔已成為馬來西亞公民。據《浯卿陳氏世譜·恒

元祖派》的記載，從恒元祖第十世人「可」字行起已在馬六甲工作或定居，

推測其族人最遲于二十世紀初南遷。 

 

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前，馬六甲文化區老街一帶，除了陸路以外，水路

是當時重要的交通工具。背靠河面的店鋪皆依賴船舶運送與補充貨物，因

此當時有兩個重要的職業，一是船舶業，二是搬運業。當地人對這些從事

搬運工作的人稱之為「估俚」。估俚替某一雇主或搬運機構工作，這些機

構統稱為「估俚間」。馬六甲有三間估俚間：洪順堂（在估俚街一號）、

協發（荷蘭街八號）及龍山（板底街十七號）。三間估俚間各據一方，包

辦河口碼頭與老城區商家的搬運工作。分別以同安人居多的協發及廈門、

永春、南安人居多的龍山經常為爭奪地盤而爭執。一九四七年，華社領袖

敦陳禎祿促成協發、龍山和洪順堂三間估俚間聯合成立「馬六甲碼頭工友

聯合會」或合稱「協龍順」，結束了地盤紛爭，目前公會設于吉靈街九十

九號。 

 

據永久會務顧問陳書佬之口述，在一九五〇或六〇年代時，在馬六甲

水運碼頭工作的「估俚」以馬巷一帶的鄉親為主。24在馬巷鄉親中，又以恒

元祖的後裔占多，而且當時恒元祖的後人因團結互助而屬於卓越的一群。

同鄉者一方有難，其他人立刻支援，不讓自己人被欺負。25另一受訪者國文

 
23 陳期增主編，2012，《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成立 40 周年暨祖祠奠安盛典紀念

特刊》，馬六甲：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頁 150頁。 
24 專訪陳書佬，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會所，2018 年 2 月 9 日，下午 4.00。 
25 專訪陳書佬，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會所，2018 年 2 月 9 日，下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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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陳文圖補充只要聽到有人有難，他們即立馬出動幾輛卡車，26並坦承過

去該組織在未成正式組織前「黑幫」色彩濃厚，後期因大環境之改變方成

現今的組織。  

 

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初期，恒元祖後裔開始組織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

氏家族會，奉祀恒元公神位。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的宗旨在於發揚為同鄉同

宗謀福利的互助互惠精神；團結族親；促進族情。一九七六年，恒元祖後

裔成立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籌委會並向馬來西亞社團註冊局申

請註冊。籌委會亦南下新加坡刻制一座恒元公神像，然由於組織成立不久，

未有能力購置會所，故將神像奉祀在馬六甲潁川堂陳氏宗祠。一九七九年，

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成功獲得馬來西亞註冊局批准成為合法社團。為了追思

紀念曾厝社頂頭開基祖恒元公及祭祀祖先，恒元祖陳氏家族於馬六甲潁川

堂陳氏宗祠供奉恒元公神祖牌，循例在每年農曆九月初七恒元公忌日，在

潁川堂陳氏宗祠裡舉行忌日祭祖儀式，蔔聖杯選出值年爐主及頭家。總務

陳天順表示未購置會所前，神祖牌設置在馬六甲陳氏潁川堂的禮堂中，任

何活動包括祭祖、酒宴等皆在他人屋簷下舉辦。將神祖牌寄放他人之處確

實有不便之處，活動場所時常因與其他活動撞期，不易租借。27  二〇一〇

年六月二十日的會員大會通過進行購置會所事項，成功購置位於東街納華

麗園的大樓角頭間第三層樓，作為會所及恒元公陳氏宗祠。二〇一〇年十

月十日是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會所啟用的日子。28（圖一、圖二）

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添購會所後，也把神祖牌請回會所之中。然而潁川堂陳

氏宗祠迄今依舊保留一個恒元祖神祖牌，象徵兩會之間的友誼及歷史，也

對恒元祖祖先表示尊敬，成為潁川堂陳氏宗祠神龕中的特點。二〇一二年

為了配合慶祝成立四十周年紀念，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準備出版紀念特刋及

把家譜放在網路上。為了家族後裔不失祖籍、互相瞭解、聯誼與瞭解族史

等事，理事會重新登記會員的會員籍，收集會員家庭成員資料編緝成冊，

好讓後裔能夠追溯其根源。經過理事們的努力籌組及設計，恒元祖陳氏家

 
26 專訪陳文圖，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會所，2018 年 2 月 9 日，下午 4.00。 
27 專訪陳天順，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會所，2018 年 2 月 9 日，下午 4.00。 
28 地址位於 No, 646-B, Taman Seri Indah, Siantan 1/1, Kampung Lapan, Jalan Tengkera, 75200, 

Melaka,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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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會的網頁已開始啟用。 

 

 

【圖一】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

家族會會所29 

 

【圖二】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

家族會會所招牌30 

 

華人移居南洋時，舉族遷徙是絕少出現的。由於無法利用純粹的世係

關係組成社群，故應用以祖籍地、姓氏、行業、方言為標識的認同紐帶，

實現互助的生活狀態，提供基本的安全及防衛功能。據恒元祖陳氏家族會

發展過程，不難發現其族人在不同的認同準則之中靈活遊走，血緣認同更

經歷「收窄」的過程。恒元祖陳氏族人伊始以地緣及業緣原則聚集，即據

同安人及搬運工人身份為認同。在需要庇護時，同鄉同業者相互照應，甚

至為同鄉的利益而與其他群體爭執。有者將當時的組織比喻成「黑幫」，

此說法不無商榷餘地，然在缺乏法律保障和體制庇護的情況下，唯有團結

互助，以最原始的方法及暴力的方式達至捍衛群體利益的目的。另外，恒

元祖陳氏族人的血緣認同準則，歷經一個由「寬」至「窄」的伸縮過程。

 
29 筆者攝於 2018 年 2 月 9 日。 
30 筆者攝於 2018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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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六甲潁川堂陳氏宗祠屬非地域性宗親集團，成立於一八七五年，遠早於

恒元祖陳氏家族會；而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理事們透露，恒元祖陳氏家族會

成立前，不少族人已參與馬六甲潁川堂陳氏宗祠。然承上文所言，條件許

可之際，無組織的族人便會聯合起來建立自己的群體，新的宗族組織就應

運而生。31這背後實為人們為滿足其自身歷史感、歸屬感需求的體現，32同

時隨著社會愈加龐大以及人際互動已更為便利，便孕育透過追求更小的團

體組織加以辨別人際關係的遠近親疏及重組資源創造更多元的互助機制的

想法。33職是之故，隨著恒元祖陳氏族人歷經數代人口的累計，以及基於同

一行業及馬六甲潁川堂陳氏宗祠強化了族群接觸的機會，漸趨追求世係關

係的共性，成立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儘管恒元祖陳氏家族會

成立初期缺乏資金，需寄人籬下，然其成員最終排除萬難，使組織得以健

全發展，反映出傳承宗族文化的韌性及堅持。無論如何，雖然恒元祖陳氏

家族會主觀上強烈希望傳承宗族文化，但在社會結構有異的環境下，組織

結構及治理模式必須進行調整，嘗試在「傳統」及「在地化」之間取得平

衡。 

 

參、恒元祖陳氏家族會之內部結構 

此章將探討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的會員資格及治理模式，說明宗族文化

的實踐隨著環境改變進行的調整。 

 

一. 、會員資格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尤其在閩粵農村，同世係關係的族人聚族而居，

形成中國社會結構的基礎。在原鄉只要有新生兒誕生，族人就會在宗祠點

燈並在族譜中記錄其名字，採取強制參與制度。34然而，華人移居南洋時，

舉族遷徙是絕少出現的，聚族而居的情況亦不普遍。由於族人遷徙至馬來

 
31 馮爾康等著，1994，《中國宗族社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頁 272。 
32 錢杭，2009，《中國宗族史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13。 
33  宋燕鵬，2018，〈觀念、組織與認同準則——19 世紀英屬檳榔嶼嶼邱氏宗族再建構與社

群形塑〉，《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 2 期，頁 76；鄭明烈，2018，《馬來西亞永春社群研

究》，福建：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頁 135。 
34 專訪陳文圈，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會所，2018 年 2 月 9 日，下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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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時，往往散佈於各地，這導致家族會在徵收會員方面面對挑戰。 

在會員徵收方面，世係關係受到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理事會的高度重視。

總務陳天順透露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擁有一套完善的界定世係關係之機制，

即字行及原鄉祖籍。由於族人散佈於多地，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理事會採取

主動及被動的方式招收會員。主動意指向身邊的陳氏友人進行詢問，問及

父親至祖父的名字，再從字行來評斷是否為族人，爾後再諮詢他們祖輩的

由來。若符合字行及原鄉祖籍的條件就會招收他為會員，以便認祖歸宗；

被動方式為透過報章上的訃告招收會員，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理事會時刻留

意地方報章上的訃告，若發現字行相符，則會擇日登門拜訪瞭解詳情，符

合資格則邀請他加入組織。因從地緣和血緣兩個層面來認證，以上方式的

準確性頗高。他續而補充，對方在知道自己所屬的祖宗及宗族後多成為恒

元祖陳氏家族會的一份子，甚少拒絕他們的邀請。35所有會員皆需給予馬幣

二十令吉的年捐。 

 

就法律地位而言，家族會組織屬於一般華人社會團體，擁有財團法人

地位，故必須向政府社團註冊局註冊，並受轄於馬來西亞社團註冊法令，

除每年必須向社團註冊局提交財務報表，亦必須呈報年度會員大會的會議

記錄和每次理事會改選的結果。36對於會員的徵收，恒元祖陳氏家族會國文

文書文圈坦言社團法令起了很大的影響。社團法令針對年齡之限制及會員

大會法定人數的要求，使該制度不能照搬採用所有族人自動登記的機制。

若所有族人自動成為會員，勢必導致會員大會的法定人數門檻過高，使會

員大會難產。37外在因素的作用下，唯有調整組織結構，只徵收符合資格的

會員。另外，受限於法令的約束，恒元祖陳氏家族會內部的最小單位不再

是戶，而是個人。雖受到上述限制，但其家庭成員，不計年齡，一般也被

視為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的一份子，僅沒有正式會員名分而已，盡可能在現

有法律下維持宗族的完整性。 

 

另外，過去恒元祖陳氏家族會實行不收女性會員的政策。數位理事表

 
35 專訪陳天順，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會所，2018 年 2 月 9 日，下午 4.00。 
36 鄭明烈，2018，《馬來西亞永春社群研究》，福建：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頁 140。 
37 專訪陳文圈，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會所，2018 年 2 月 9 日，下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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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過往在九月初七的祭祖儀式時，女性一概不能參與。後來因觀念嬗變廢

除這一政策。會務顧問主席陳書佬表示過去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確實一直保

持著男尊女卑的政策，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應基於人權之原則進行考量。

除在擔任會長期間廢除此政策，亦于回鄉探親時勸誡族親摒棄這一舊制。38 

 

二. 、  元祖陳氏家族會治理模式 

 

馬來西亞家族會領導人的選舉與祖籍地傳統宗族的考量條件截然不同，

由於所在地的條件與原鄉有異，尤其是本土法律的束縛，傳統的族規不再

全然適用。傳統宗族奉行族長制。族長除了祭祀責任，還有教育族人、決

定祠產分配、懲罰族人的權力。39這類治理模式的宗法性及威權性高，族人

基於內源性或利益上的需求，對族長的命令是絕對服從的。雖為世係群組

織，但受到社團註冊法令針對規章制度的限制，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採取會

員大會與理事會制治理模式。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的領導架構主要由族長、

正副主席、正副財政、正副文書、正副總務、正副福利、正副文教、正副

查帳、理事及後補理事構成。（圖三）理事會成員透過會員大會中公決的

方式產生，即透過民主的方式決議，而非按照當事人在族譜的昭穆關係。

恒元祖陳氏家族會中也有族長一職，族長人選是在理事層成立後投票決定，

一般由家族裡德高望重者或年邁者擔任。無論如何，該族長僅是象徵性的

職位，不具任何實權，組織的決策權及執行權由理事會及會員大會所掌握。 

 

 
38 專訪陳書佬，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會所，2018 年 2 月 9 日，下午 4.00。 
39 馮爾康，2005，《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上海：上海人人出版社，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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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會組織系統圖40 

 

    家族理事會主要處理內務及活動，其中最主要的職責是帶領族親祭祀。

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會所只尊奉開基祖恒元祖之神主牌。每年農曆九月初七

的祭祖活動，並非由族長帶領，而是主席擔任主祭人，並由爐主或頭家陪

祭。除祭祖外，恒元祖陳氏家族會另一重要的祭祀活動即是普庵佛祖千秋

日。普庵佛祖相傳是恒元祖定居曾厝社的關鍵因素，故祂也被稱為恒元祖

陳氏家族會的家鄉神。會所供奉兩尊普庵佛祖，一大一小，前者長久安奉

在會所神龕，供族人膜拜；後者則是當族親家有喜慶之時讓族人帶回家中

安奉數日，祈求家鄉神庇佑。理事會也在節日之際如清明、中元節、中秋

及冬至祭祖。 

 

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的理事會中曾設有「仲裁」一職，協調組織或會員

間的糾紛。陳天順說若與其他姓氏組織發生糾紛時，將由仲裁出面調和。

此外，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成員亦會要求仲裁解決家庭內部的事務。過往會

員把家庭糾紛如夫妻爭吵、兩家庭之間的不悅、乃至家產糾紛帶至恒元祖

陳氏家族會尋求解決之道。然而仲裁往往無法給予圓滿的解決方式，因為

無論立場如何難免偏頗一方，導致另一方不悅。加之，仲裁不瞭解事情的

 
40 筆者依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官方網頁資料繪製，網址：

https://hengguanchoh.gbs2u.com/bd/index3.asp?userid=05945711&id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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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情況，往往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只能憑據雙方的一面之詞來做

評斷，故非常為難。後來部分會員發現組織無法有效解決糾紛或滿足他們

的要求，為此退出組織。後期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清楚自己的許可權及能力

有限，而廢除此角色。41傳統宗族內部的服從關係是牢不可破的，這種內部

的服從關係是源于族人對世係關係所形成的尊卑及親疏位階的無條件默認。

恒元祖陳氏家族會中的仲裁在處理族人內部糾紛時的無力感，反映出宗族

宗法性及威權性淡化的結果。 

 

綜上所述，傳統宗族文化在一個與原鄉截然不同的環境，其於海外的

傳播必然經歷因地適宜的調整，其中內部結構及領導模式的調適是直觀的。

除受到族人分佈格局的差異、移居地法律的約束、民主及性平觀念的崛起

等，宗族譜係離開祖籍地失去了原有的約束力亦為因素之一，42使組織結構

不僅不再受宗法製度約束，宗族內部的宗法性、威權性及服從性也趨於淡

化。在此基礎上，恒元祖陳氏家族會仍積極推行一系列「收族」措施，以

提升會員對組織的認同感，壯大組織。 

 

肆、 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收族」機制 

 

    宗族成員的認同感及向心力，不僅僅依賴世係關係維持，更需透過各

種機制來強化。傳統宗族以祠堂、族譜及祠產作為宗族的外在表現形式，

從中提升族人的自豪感及歸屬感，這一動作稱之為「收族」。此章將詳細

闡釋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收族」之機制。 

 

一. 、編撰族譜 

    族譜的功能是聯絡及教育族人。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目前擁有兩份族譜，

一是原鄉的族譜，另一則是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成立後所編撰的電子族譜。

恒元祖陳氏家族會原先的家譜《浯卿陳氏世譜·恒元祖派》，是六朗公第十

六世後裔，即恒元祖支派的族譜。恒元公祖籍燈號是「忠賢第」，而分支

 
41 專訪陳天順，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會所，2018 年 2 月 9 日，下午 4.00。 
42 鄭明烈，2018，《馬來西亞永春社群研究》，福建：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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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厝社頂頭後裔的燈號則是「浯卿衍派」。在曾厝村內的多數家皆設置門

匾，上刻有「浯江衍派」「浯江分支」「浯水流芳」等字樣，要後裔子嗣

牢記不忘原籍於「浯卿」。 「浯」是指金門，「卿」則是下坑，就是現名

的夏興村。43此譜修訂於二〇〇九，由六朗公第二十九世孫（「為」字輩）

炳南修譜。 

 

    《浯卿陳氏世譜·恒元祖派》結構龐大，內容繁多，主要有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曾厝村簡介及序言。族譜序言裡寫道：「浯全數八卷，至今二、

三百年矣。經清末明初兵荒馬亂之際。能得於流傳。奈恒元祖旅居南洋之

孝子順孫斂資重印。其功至偉矣。文革時破舊立新，亦有如焚書坑儒之舉。

存世之孤冊善本往往附之一炬。時過境遷，悔之莫及。」44恒元祖的族譜重

修于康乾盛世，全數一共八卷，迄今有數百年的歷史，但因文革成為四舊

的文獻被銷毀，故族人無法從茂、堯、舜、禹、伯、子、侯字輩數世稽考

詳情。雖後人在舊書籍中找到了零散之冊，然僅能從「可」字輩建構世係

關係及分明昭穆。除時代因素，恒元祖派亦一直沒有流傳完整的族譜。

「于自始祖六朗公至十六世恒元公，《浯卿陳氏世譜》昭穆昭然，何獨我

恒元祖分居東界七里後即厥而不見譜傳」.45，浯卿衍派一直有完整的族譜

記錄，唯獨恒元祖派沒有完整的族譜流傳。這導致族人除開基祖外，往往

只能追溯至祖父的名字，而知道曾祖輩或更遠者寥寥無幾，讓編者有「知

遠祖而未能近支」的感慨。後來在旅居南洋之族人集資下，得以詳閱《浯

卿陳氏世譜·恒元祖派》。 

 

    第二部分則收錄資訊類及考究類的文章，有家族史、恒元祖史考究、

家廟史、樂捐安祖厝款項芳名記載、曾厝社修建公路碑誌、家廟小修碑記、

曾厝村地理及歷史考，再進入浯卿衍派的世係排列及字行。恒元祖作為開

基祖，「恒」字作為第一世計算，接「茂」 「堯」 「舜」 「禹」 「伯」 

「子」，到第八世接「公侯可期詩書為上」八字，再續「用是振拔千載垂

 
43 陳期增主編，2012，《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成立 40 周年暨祖祠奠安盛典紀念

特刊》，馬六甲：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頁 150。 
44 陳炳南，2009，《浯卿陳氏世譜·恒元祖派》，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廟，頁 2。 
45 陳炳南，2009，《浯卿陳氏世譜·恒元祖派》，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廟，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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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八字，一共二十三字。在此部分，編者收錄了撰于雍正六年戊申六月

三日的《浯卿陳氏世譜》原序。原序之後的章節為「疑」，即編者對家族

的世係關係、歷史、家譜等模糊不清的情況提出的疑問，包括族譜原稿之

去向、恒元祖旁系關係、恒元祖歷史等。同時，收錄了來自《金湖報導》

及《廈門商報》關於恒元祖事蹟及僑鄉情義的報導。緊接著是曾厝陳氏家

廟楹聯共六對。此部分末卷是人物志。人物志中除了恒元祖之記錄外，主

要以至旅居馬六甲的後裔為重心。其中記載得較為詳細的是陳期岳46的家庭

成員，包括其父伯。 

 

    第三部分是家族成員的世係表。基於「茂」字輩至「侯」字輩無從稽

考，故世係表從「侯」字行往下開展。世係表的製作方法是按房分別進行，

即七柱、三落、五柱、前厝、後厝及二房。家族本是聚族而居的，在自然

經濟社會期間，安土重遷，基本沒有移動。到了工商社會，人們離開村落

的可能性大為增加，於是遷徙現象增多，也引起了家族的關注。47故世係表

中有族人遷出本族聚居地，寫明其新居處所，如七柱房的「詩」字輩族人

火眼在名字下注明住新加坡、三落房的「期」字輩族人注明住馬來西亞。

另外，部分族人的職業也有被記載。族譜裡主要記錄的職業皆是白領工作，

如老師、大學教授、職工、公務員，從這可以窺視家族對於白領階層的嚮

往及認可，欲借此增加家族名望，教育族人奮發向上。族內出繼的情況有

著錄於世係表內，七柱族人期漳獨生子詩錐無子，因此期漳之弟期超出繼

其子給詩錐，讓詩錐燈火不絕即為一例。編者嘗試將定居海外的族人聯繫

起來，但海外族人因資料流通問題，一般僅開展一世而已。此外，基於資

料收集不齊全，故部分族人僅寫明孩子的人數，而沒有記錄名字。此譜男

女名字皆有收錄，但僅在沒有兒子時收錄女兒之名字。族譜第四部分則有

村落地圖，還有人口統計表如同安陳姓暨同宗虞、姚、胡、田等號、昭穆

與人口分佈概況。就其體例而言，族譜有史志化的現象。這種體例繁雜，

 
46  陳可鋪之子，祖籍福建同安，1921 年出生於馬六甲。陳期岳在馬來亞獨立期間，為華僑

爭取公民權奉獻良多。陳期岳曾出任馬六甲州國會議員、馬六甲中華商會會長、馬六甲同安

金夏會館會長、馬六甲華人體育會會長、業餘籃球總會會長。 
47  馮爾康，2005，《18 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上海：上海人人出版社，第 3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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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係之外，傳志齊全的族譜，其實在明代已經定型。48《浯卿陳氏世譜·

恒元祖派》可以說延續了這一套制譜方式，在世係表之外，傳記、地方誌、

開基祖史等一概收錄。這種內容豐富，體裁多樣的族譜，從家族史擴充到

地方誌，對社區的原貌建構有其價值。 

 

    據《浯卿陳氏世譜·恒元祖派》對族人遷徙的記載：恒元祖第十世人

「可」字行已在馬六甲工作或定居。如人物志中記載陳可鋪活躍於馬六甲

一帶，其家業著落於馬六甲，並積極參與本土社團，他曾經擔任馬六甲福

建會館主席一職。族人南來時期，缺乏聚居的條件，族人也散居于馬六甲

各地。由於族人未保留太多關於族譜的文獻，除與原鄉保持聯繫或知曉家

族史者，一般族人往往不清楚自己的世係關係及遠祖。經過幾個世代後，

不僅與原鄉的關係越來越疏遠，字行的作用也開始減少，有者甚至出現忘

祖的情況。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理事表示為了避免近親相婚及族人內鬥，便

決議進行修譜工作。 

 

修譜工作主要由總務陳天順負責，各理事皆會主動畫出自己的世係表，

而一般會員則由總務逐個詢問。由於族人散居各地及時間因素，族人往往

只能追溯到祖父或曾祖父一輩的名字，而且族人也不清楚自己歸屬哪個房

支。基於會員人數眾多，理事會無法收齊每個家庭的世係表，故導致世係

表不完整。值得一提的是，族譜以電子化形式製作。恒元祖陳氏家族會在

官方網頁上設置了一個欄目，供家族成員下載《族譜登記表格》。家族成

員回傳表格後，理事會將其圖像化並上載 

至網頁，如此一來便於資訊交流，二來利於保存。 

 

 

 

 

 

 

 
48  馮爾康，2005，《18 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上海：上海人人出版社，第 1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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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族譜登記表格》49 

 

 
49 資料取自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官方網頁，網址：

https://hengguanchoh.gbs2u.com/bd/index3.asp?userid=05945711&id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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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族譜登記表格》圖像化

示例一50 

【圖六】《族譜登記表格》圖像化

示例二51 

 

二. 、回鄉尋根 

理事層扮演號召族親回到家鄉尋根的角色，強化對宗族的認識及認同

感。恒元祖陳氏家族會與原鄉家廟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繫，這可從原鄉族譜

中的記載窺視一二。恒元祖陳氏家族會一直以捐資的形式支持家鄉曾厝各

方面的建設發展。僑居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恒元祖後裔與原鄉之間的聯繫

可以追溯至民國二十三年（1934）仲冬。當年曾厝恒元祖陳氏家廟重修並

舉辦「喊龍」等奠安大典，旅外僑胞十八人共出龍銀二千九百一十圓（銀

元）。52  一九五八年，以僑居馬來西亞的陳可補先生為首的華僑捐建曾厝

中心學校，建設了兩層樓辦公室一座和教室八間等，供曾厝以及周邊共十

多個村莊的孩子上學。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

陳氏家族會謁祖團，回曾厝謁祖，並敬贈「尋根謁祖」及「源遠流長」兩

塊牌匾。一九八一年，僑居馬來西亞馬六甲的族人陳詩財，為振興家鄉教

育事業，出資在曾厝中心學校設立「期蟯杯」及「詩財杯」獎學金，每年

資助在校學生。該獎學金設立人陳詩財先生一九九五年過往後，其長子陳

 
50 資料取自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官方網頁，網址：

https://hengguanchoh.gbs2u.com/bd/index3.asp?userid=05945711&idno=1。 
51 資料取自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官方網頁，網址：

https://hengguanchoh.gbs2u.com/bd/index3.asp?userid=05945711&idno=1。 
52 專訪陳天順，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會所，2018 年 2 月 9 日，下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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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佬先生繼續出資助學延續至今。53陳書佬先生也是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的名

譽會務顧問，鑒於先父及自身的奉獻，陳書佬先生在當地頗有影響力。 

 

三. 、福利康樂 

為聯絡鄉誼、團結族親、照顧族親之福利，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成立了

福利小組處理族親家中喪事。凡是會員的妻子、或父母親不幸逝世，喪府

先向理事會呈報後，福利組隨即分發喪事通告給每一位會員，以便會員們

到喪府呈交福利金、慰問及致祭。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為照顧清貧單身的年

長族親，在每年農曆新年前依照慣例撥出款項。熱心的族親們亦會分派新

春紅包給他們，一同感受春節的歡樂與溫暖。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每年亦發

放獎勵金給會員子女。另外，恒元祖陳氏家族會也會舉辦中秋晚會及冬至

活動，弘揚中華文化。54值得一提的是，恒元祖陳氏家族會非常重視活動參

與者的關係，只開放給族人或有聯繫的姓氏組織，如馬六甲曾林社樂安衍

派蔣氏家族會、馬六甲同安曾厝社禦史熹魯祖陳氏家族會、馬六甲官山陳

氏家族會及馬六甲潁川堂陳氏宗祠參與。這種封閉性政策主要是為免被認

為需要仰賴外族才能存活，而蒙上「敗祖」的駡名。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曾

在二〇一九年舉辦世界恒元祖陳氏家族會聯誼會，參與對象包括來自金門、

天津、湖南等地恒元祖的後裔。 

 

談及福利政策，則也需闡述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的收入來源。傳統宗族

通過設置族產維護族人權益，此概念在海外得到一定的延續。條件許可的

家族會一般透過購置店屋或土地，達到以會養會的效益，並將收益用以回

饋給族人，進而強化族人對家族會的認同。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目前沒有土

地，同時會所位於建築第三樓層，無法通過出租的形式增加收入，故其經

済來源有賴於族親們在喜慶或喪事期間的慷慨捐獻，大部分收入將作為運

作福利政策的資金。在特地情況下，往往需要理事會成員自掏腰包。 

 
53 陳期增主編，2012，《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成立 40 周年暨祖祠奠安盛典紀念

特刊》，馬六甲：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頁 165-166。 
54 陳期增主編，2012，《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成立 40 周年暨祖祠奠安盛典紀念

特刊》，馬六甲：馬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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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祭祀活動 

恒元祖陳氏家族會主席除需帶領及管理組織，另一重要職責即擔任主

祭人，祭祀開基祖恒元祖與普庵佛祖。普庵佛祖相傳是恒元祖定居曾厝社

的關鍵因素，故也被稱為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的家鄉神。會所供奉兩尊普庵

佛祖，一大一小，大者長久安奉在會所神龕，供族人膜拜；小者則是當族

親家有喜慶之時讓族人帶回家中安奉數日，祈求家鄉神庇佑。宗族組織供

奉神明其實與傳統的宗族倫理是背道而馳的。過去規定祠堂只能祭祀及擺

置祖先牌位，並且根據昭穆系統排放祖先牌位的位置，不曾允許供奉神明，

因為祠堂是用來追思祖先功德及教化族人的場所。然而在宗族文化傳播至

福建一帶時，動盪的社會讓人民開始把對祖先的祈求轉向了神明，認為神

明的威力比祖先更加強大，更能滿足他們的需求，因此在祠堂供奉神明開

始盛行。是故，在福建一帶的宗族組織，除了帶有血緣及地緣的屬性，神

緣也成了一個凝聚族人的重要紐帶。55此外，早期從中國南來拓荒的移民，

幾乎都與「移神」相伴隨。56從福建一帶移居至馬來亞的先賢們，家鄉神就

成為其建構宗族的重要機制，是因家鄉神信仰為族人所熟悉的共同歷史記

憶，這點亦可從曾玲關於「橫山廟」及鄭明烈針對永春楊美鄭氏家族的研

究看出一斑。57因此，神緣紐帶是馬來西亞宗族組織中非常特別的象徵，馬

六甲曾厝社恒元祖陳氏家族會即為一例。 

 

恒元祖陳氏家族會內部關係主要源自同一開基祖，即恒元祖的後裔構

成。恒元祖陳氏家族會主席拿督陳書財局紳表示，恒元祖陳氏家族會與馬

六甲其他姓氏宗祠的差異在於家族會只接受同世係及地緣者。雖受限於會

員人數不多，導致難以擴大業務，然恒元祖陳氏家族會仍堅守世係原則。

同時為讓族人對宗族產生更強的向心力，理事會積極推出各種收族策略。

其實相較於其他馬六甲血緣組織，恒元祖陳氏家族會在收族努力上的用心、

 
55  陳支平，1991，《近 500 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分店，頁

170。 
56 顏清湟著，粟明鮮譯，1991，《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頁 10-14。 
57  曾玲，2003，《越洋再建家園——新加坡華人社會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鄭明烈，2011，《永春楊美鄭氏宗族在馬來西亞的重建與發展》，吉隆坡：拉曼大學中文系

碩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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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及多元，尤其在緒譜方面充分運用網絡資源。無論如何，雖已積極通

過各種機製提升族人的凝聚力及認同感，然其成效始終有限。以緒譜為例，

根據筆者的統計，在二百二十九名會員之中，僅有八十一位，即百分之三

十五的會員上載世係表。由於缺乏有效的統籌，加上部分會員對族譜的作

用缺乏理解，故顯得興致闌珊，未給予全力的配合，因此目前恒元祖陳氏

家族會的族譜較為簡略。目前在恒元祖陳氏家族會中，理事會成員的向心

力及對家族的認同感較高，比如理事們的孩子都會根據字輩以伯、祖等稱

呼來稱呼其他理事。相較之下，一般成員對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的認同感較

為薄弱，其因素為宗族觀念淡化及因經濟能力而導致與原鄉互動的機會有

所差異。 

 

伍、結語 

 

對於宗族組織在海外的建構，各種研究皆表明，只要條件許可，無組

織的族人就會聯合起來，建立自己的群體，新的宗族就應運而生。無論如

何，基於移居地環境的落差，致使海外的宗族文化實踐與原鄉存在差異。 

 

宗族文化作為一種文化資源，伴隨華人的移居而扎根於本土社會。然

宗族文化的傳播並非全盤式的移殖，反之因地制宜地隨在地條件及情景進

行適度的調整，而此過程及結果即為「在地化」。本文以馬六甲曾厝社恒

元祖陳氏家族會為個案，窺探海外華人傳承中國宗族文化的歷程與機制。

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由浯卿衍派恒元公後人所設。恒元公後裔遍佈海內外，

尤以旅居馬六甲州居多。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成立前，族人以地緣及業緣原

則聚集，即以同安人及搬運工人身份為認同，族人亦積極參與馬六甲潁川

堂陳氏宗祠。然經歷數代人口的累計後，族人方轉向追求世係關係的共性。 

 

傳統宗族文化之完整性及實踐方式可歸納為以下特點，（一）具同一

宗祠，以供子孫祭祀先人；（二）共享同一族譜；（三）共有土地及產業，

或曰族產；（四）宗族內設有族長；（五）具有分辨昭穆關係的字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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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而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滿足以上條件，可被稱為一個完整的宗族組織，但在

部分細節上存在一些在地化的調適，比如宗祠以公會會所取代，且基於資

金匱乏而僅有會所這一族產；族長不具有實權，且基於社團註冊法令的影

響，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採取會員大會與理事會制治理模式；內部成員以個

人為單位，且不再強制式參與；對於族譜及字行的重視及熱衷，因不同族

人宗族觀念水平的差異而反應不一。以上調試是基於社會結構之變異所導

致，而社會結構之變化亦使宗族的譜係已失去約束力。這不僅導致宗族文

化實踐不再完全依照傳統，宗族內部的宗法性、威權性及服從性也趨於淡

化。為此，恒元祖陳氏家族會推出各類機制進行收族，試圖維持宗族的完

整性及提升族人對恒元祖陳氏家族會的認同感，然其效益就目前之成效可

謂並不樂觀。 

 

整體而言，在地理環境與社會條件之變遷下，傳統宗族文化得到傳承

的同時，亦歷經在地化的創造與調整，反映出馬來西亞華裔為延續傳統文

化展現的韌性及創意。縱觀恒元祖陳氏家族會之發展歷程，可見以在地化

發展之視角分析中國傳統文化的移植及傳承是恰如其分的。值得一提的是，

「家族會」的發展前景是一項值得持續關註的課題。基於對世係關係的堅

守，其會員人數難以擴展，加之宗族觀念之淡化，未來道路充滿挑戰。宗

族組織是否會堅守原則？抑或放寬限制轉向為非地域性宗親集團，最終導

致本土地域性宗親集團的瓦解？抑或強化神緣紐帶的作用以凝聚族人，甚

至擴大整合的範圍及界限？這些課題值得學界加以關註。 

 

 

 

 

 

 

 

 

 
58  （英）弗裡德曼著，郭振羽、羅伊菲譯，1985，《新加坡華人的家庭與婚姻》，台北：

正中書局，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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