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永春会馆简史（1867~2022） 

155年历史 薪火相传 

 1819年，新加坡的奠基者莱佛士从柔佛苏丹手中取得新加坡的治理权，四年后他便赋予新加坡

自由港的地位。 

 这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策略一公布，给从中国南来的华裔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其中最早捷足

登上这块土地并迅速富甲一方的，便有永春人在内。 

 新加坡早期的永春人，有许多是从马六甲南下，其中最赫赫有名的便是，陈金声和李清渊这两

个家族。他们都在这个弹丸之地找到商机，很快便在商业上取得成就，成为社会闻人。因此，很自

然的便成为永春族群的领导人，也在华社享有极高的地位。 

 

创会廿一载 买下会所来 

 

 永春人向有克勤克俭、刻苦耐劳的美德，无论在任何行业，都有许多成功的例子，所以博得了

“无永不开市”的美誉。 

 随着新加坡的永春人与日俱增，而且又鉴于地方多故，为了保护族群在整个华社的利益，以及

联络乡谊，于是先贤们便有成立永春会馆的倡议。 

 在永春社群领导人陈明水的带领下，永春会馆于1867年（即清同治六年）正式成立。经过一番

筹募之后，在1888年买下美芝路（Beach Road）457号店屋作为会址，并推举陈馨先、李清池、李登

坚、陈应权、陈佐、林缘、黄悟等人为产业信托人。 

 

 会馆最初创立之宗旨为互爱互助、联系乡情、振穷救乏、排难解纷、举行慈善公益事业等。对

于从永春初到新加坡又无处安身者，则给予安顿，暂时寄宿在同乡店里，并为他们觅职谋生，或资

助他们前往马来亚内地投靠亲友。 

 会馆成立后，在陈若锦、李清渊两位乡贤的领导下，会务日臻发展，深得乡亲的信任。永春人

除发展个人事业外，也积极推动教育事业，兴办学校、嘉惠学子。 

 新加坡最早的两所华文学校崇文阁和萃英书院，都是陈金声的儿子陈明水倡导成立，并带头捐

款，其孙陈若锦更是新加坡大学教育的第一大推手，新马第一所医学院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原称七

州府医学堂）便是由他向英殖民地政府请愿并带头捐款而于1905年成立，这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前身。而李清渊和李浚源父子则创办了凤裕义学和浚源学校。这两个家族为永春人办学树立了良好

的典范。 

 

筹款置会所 基业永丰硕 

 

 1898年英殖民地政府推出社团注册法令，会馆便由李清渊负责注册。当时由于原址店屋（此店

屋因政府征用已经拆除）狭窄不敷使用，乃发动筹款募捐。由陈若锦和李清渊两位乡贤领导，筹得

巨款购置厦门街105号现址，并修葺一新。 

 



 会馆于1905年迁入办公，并举行落成典礼，勒碑留念，奠下本会目前拥有宏伟会所的基础。至

今，会所周边有历史悠久的闽人主要庙宇天福宫、早期义学萃英书院旧址（已停办）、新建的福建

会馆大厦等。为追思永春人百余年来的社会活动，留下珍贵的痕迹。 

 

 步入20世纪，会馆主席一职先后由桑梓南来的陈辉相、李俊承、王声世等继任。在他们任内，

会馆在会所内开办了鼎新学校，收纳乡亲及外乡子弟就读，为新加坡的教育事业再度作出贡献。 

 

 1933年永春家乡因土匪猖獗，治安不宁，民不聊生，会馆乃致函各地永春乡团，呼吁各派代表

来新共商良策。议后成立永春救乡总会，致电国民政府十九路军，请其剿平匪乱，以安定民心，并

推举王肃丹、李铁民、郑兼三和李家耀四位乡贤为代表，赴故里进行救乡活动。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由泰国南下，迅速穿越马来亚，次年2月便直抵新加坡，于是整个

马来半岛完全沦陷。在这三年零八个月期间，会馆活动遂告停止。 

 

 1945年8月新加坡光复之后，会务重新启动。林采为等乡贤接任执委，着手战后的会务开展活

动。 

 

 鉴于会所已经历四十余年的风雨剥蚀，早已破陋陈旧不堪，于是倡议募捐重建，并与住户商议

迁移事宜。会馆先后将会所楼下供奉的张公圣君神像迁移别处，继之聘请绘测师绘图向官方申请兴

建。但是其中一个租户不肯搬迁，诉诸法律亦无效，整个重建计划只好搁置下来。 

 

 直到1957年，当陈承丕接任主席后，与有关租户洽商，努力调解，并得到桃源俱乐部之同意，

将俱乐部所在之二楼与之交换，症结问题终于圆满解决。重建计划之障碍一消除，整个工程便随即

开展。会所原有三层楼，重建后增建一层，变成四楼，上辟天台，作为晨昏憩息及宴会之用，比以

前更显宏伟壮观。 

 

 重建工程于1958年竣工，旋即迁入办事，并邀请前主席李俊承主持开幕。为装饰会所内部，陈

承丕煞费苦心，通过关系，请当时台湾监察院院长、大书法家于右任、书画名家溥儒、台湾政治要

人贾景德、本地书法家潘国渠等书写对联，并请人将对联刻字，挂在会馆礼堂内，为会馆增添浓厚

的文化气氛。（参见《镇馆之宝说由来》） 

 

 在陈承丕任内，李俊承之媳妇郑玉叶女士等乡贤倡议成立互助会，以照顾邑人之福利。互助会

于1962年注册成立。步入21世纪，由于大环境与社会变迁，新加坡也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族人生活

也大幅度提升。2004年10月，已运行42年的互助会获得政府批准后解散。 

 

族人重教育 设基金嘉许 

 

 自1960年代以来，继任会馆主席/会长一职的为陈泰美、（已故）、李尚维（已故）、陈贵善

（已故）、陈义明、陈新荣（已故）、林曼椿、刘文良、郑桂发、郑炳贤、郑建成PBM和颜彣桦。

他们均属社会贤达之士，或为成功商人，或为专业人士，会务在他们的领导下，励精图治，不断发



展，可说达到与时并进的目标。 

 

 会馆为鼓励会员子女勤奋向学，于1984年由当时的主席陈义明发起，设立教育福利基金，以嘉

惠会员子女和照顾乡亲福利，获得乡亲们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共筹得19余万元，成绩斐然。1987年

陈义明主席领导执委，筹办会馆成立120周年纪念庆典，又出版图文并茂的精装版纪念特刊。 

 

 1989年陈新荣接任主席，会务在他的领导及精心策划下，积极展开一系列活动，包括设立卡拉

OK 歌唱班、聘请故里永春白鹤拳师到新加坡授艺、组团访问马来西亚乡团、主办中国旅游探亲

团、开办书法班和气功班、举办三代同堂庆中秋和新春团拜等等，让会务朝多方面发展开来。 

 

 1992年，为配合会馆125周年庆典，陈新荣主席发动筹款重修会所的活动，他以身作则，获得乡

亲鼎力支持，踊跃捐款，共筹得80余万元，充分发挥永春邑人互助友爱的精神。庆典嘉宾是时任我

国总理的吴作栋乡贤。 

 

成立世永联 扩大联络网 

  

 永春会馆支持成立世界永春社团联谊会（简称世永联）。1993年，世界永春社团联谊会正式成

立，永春会馆是创始会员之一，加强了会馆与世界各地乡团的联系。 

 

 1995年林曼椿继任主席。他除了勤力推动会务之外，还积极招收新会员，在1996年一年内便招

收了200多名新会员，充实会馆人才。 

 1995年8月，世永联在马六甲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新加坡永春会馆是当值会馆，林曼椿被推举

为世永联会长。 

 1997年10月，在会馆庆祝成立130周年之际，同时主办世永联第三届代表大会，世界各地永春乡

团代表云集新加坡出席这一盛典。 

 

 2003年刘文良接任会长，除继续推动华族传统活动之外，还发起联合泉属友会，主办首届“青年

竞艺展才华”，并于2005年中再度组团访问马来西亚多家永春乡团，以加强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两地永

春邑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物业供出租 会馆增收入 

  

 2006年5月郑桂发接任会长。2005年会所自地面层搬迁至三楼，并将一楼、二楼出租，增进会

馆的财政收入。会馆也进行整修，是年11月工程完成。 

 2007年会馆庆祝成立140周年，举行盛大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2008年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世永联第八届会员大会，新加坡再次成为轮值会馆，郑桂发被推举

为世永联新一届会长。2010年 10月20日于假圣淘沙名胜世界主办世永联第九届会员大会。 



 

 2011年郑炳贤当选为会长。他致力于推动会务发展，并主办第六届永春会馆杯高尔夫球赛。当

年年底，他率团走访永春及福建诸县市。在他的支持下，会馆于2012年成立新春合唱团。 

 

筹巨款翻新 大厦更精进 

 

 2013年3月执委会改选，郑建成PBM当选会长。带领第73届执委会改革会务，吸纳新会员。两

年后，会馆会员人数增加近一倍，约2000人。这时，会馆成立了青年团和妇女组。  

 2015年3月，永春会馆首次获颁“2014年度优秀会馆奖”的美誉。会馆也再接再厉， 夺得“2015年

度优秀会馆奖”的称号。  

 2015年3月，郑建成蝉联会长，他发起筹资150万翻新会馆大厦。工程历时15个月，翻新整栋大

楼，加固基础，增添电梯及太阳能发电等。提供绿能供电是本地社团之首创，为会馆基业再创辉

煌。 

2016 年 12 月 17 日会馆举行新大厦落成典礼，敦请新加坡共和国政府时任卫生部长颜金勇乡

贤主持开幕仪式，会馆焕然一新，屹立在市中心保留区，为新的百年基业再创辉煌。 

2017 年 4 月，永春会馆 75 届执委会与桃源俱乐部 87 届执委会联合举行就职典礼，敦请时任

卫生部长及本会荣誉顾问颜金勇主持仪式。这是两家永春兄弟组织百年来首度共聚一堂，举办就职

活动。 

 

150周年庆 迎世界嘉宾 

 

2017年 11月 24日，会馆成立 150 周年，在莱佛士城会展中心席开 150 桌，举行盛大庆祝晚

宴，并出版 150 周年纪念专集【永日长春】以资庆贺。并乐捐款项给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民众俱

乐部乐龄中心基金，成立“永春会馆大学助学金”等。 

新加坡前总理、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乡贤是大会主宾。本地政界、工商界、学界、媒体、社

团领导等社会贤达，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永春乡亲如中国、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

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尼、日本、澳洲、加拿大、美国、巴西、德国等 1500 人受邀参与见证这一

历史性的一刻。 

同一天也举办讲座，邀请知名学者胡逸山博士（马国前首相前政治秘书）就“宗乡活动与世界

形势挑战与机遇“发表专题演讲，获得热烈反响。 

 

设维修基金 立大厦更新 

 

2019 年 3 月，颜彣桦乡贤当选第 76 届会长；郑建成 PBM 受委为前会长，潘金财乡贤被选为

署理会长。 

2019年 4月，永春会馆 76届执委会与桃源俱乐部 88届执委会第二次联合举行就职典礼。朝

“永春 · 桃源一家亲”方向前进。 



2021 年 5 月，颜彣桦会长获选担任桃源俱乐部第 89 届执委会主席。百年历史的桃源俱乐

部，与永春会馆一脉相承，也在同一个屋檐下。部员都是来自于永春会馆会员。 

 

捐抗疫物资 会员齐支持 

2020 年春，全球爆发新冠病毒（COVID-19），会馆积极投入抗疫。除了购买防疫物资医用

口罩驰援永春，也捐赠防疫物资、礼包给新加坡宗乡总会分发至前线工作人员。 

除此之外，在节日期间，会馆也给多个慈善团体、老人院送温暖，献上会馆的一点绵力。 

疫情期间，会馆也停止一切实体活动。但也与时俱进，把会务转为在线上举行。如通过视讯

（ZOOM）举行执委会、会员大会，参与线上会议，让会务不中断。 

 

疫情虽带来不便，乡亲也无法来会馆参与活动、见面。但会务还是继续开展。多年来，在历

届执委会的开源节流下，如今会馆财务健全，76 届执委会也拨款$50,000 作为设立大厦维修的种子

基金，今后每年将拨入 10%的盈余到基金户口作为储备金。执委会也成立投资委员会，探讨为会馆

的资产增值，来为会馆增加收益。 

 

疫情虽不便 会员线上见 

2021年，本地疫情时好时坏，我国推动疫苗接种运动，会馆也呼吁会员乡亲接种疫苗，以保

护自己、家人，让社区更安全。会馆也继续利用科技带来的便捷，开展会务。 

与此同时，会馆也参与多个政府机构在线上举行的活动。如文物局、市建局，把会馆文化、

永春美食在线上推广开来。会馆也不忘弱势群体，节日送暖总是不遗余力。活动都得到本地主要报

章的报道。 

 

2022 年，新一届（77 届）会长，将带领执委会筹备会馆成立 155 周年庆典，并与桃源俱乐

部共同汇编《世伴乡缘》专辑的出版，薪火相传。 

 

目前，会馆会员人数有 2200多人，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海外来新加坡工作的家乡人。 

 

永春会馆，永放光芒!  桃源俱乐部，永远一家亲！永春 · 桃源，手足情、心连心！ 

 

Updated by Chenwp on 03/10/2021  

 

照片：莱佛士、1907 年旧照片、陈金声和李清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