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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女
友
吃
下
午
茶
餐
，
對
方
選
擇
食

物
，
大
費
周
章
，
倒
是
大
開
眼
界
。

本
來
提
議
來
個﹁
西
多
士﹂
，
對
方

說﹁
西
多
士﹂
油
炸
不
健
康
；
於
是
改

為
建
議﹁
奶
油
豬
仔
包﹂
，
她
說
，
煉

奶
甜
膩
高
糖
；
於
是
找
到
了﹁
田
園
沙

律﹂
，
對
方
認
為
沙
律
未
必
乾
淨
；
那
麼
，

久
違
了﹁
菠
蘿
油﹂
，
朋
友
興
奮
了
兩
秒
，

問﹁
菠
蘿
油﹂
是
否
在
微
波
爐
翻
熱
的
？
她

最
怕
微
波
爐
翻
熱
食
物
…
…

如
是
者
，
選
擇
了
十
分
鐘
還
下
不
了
決

定
，
最
後
還
是
無
可
奈
何
選
擇
了﹁
西
多

士﹂
。
如
果
對
食
物
製
作
要
求
太
多
，
確
是

很
難
上
館
子
的
。

當
然
在
家
吃
是
最
有
保
障
的
，
食
物
要
新

鮮
、
製
法
要
健
康
，
都
由
自
己
作
主
。
但
現

在
除
了
食
物
安
全
之
外
，
問
題
日
日
新
，
有

報
道
指
，
經
科
學
測
試
，
隔
夜
菜
放
在
雪

櫃
，
亞
硝
酸
鹽
含
量
上
升
，
長
期
食
用
易
胃
癌
，
隔
夜

菜
只
宜
吃
一
天
為
限
。
即
煮
即
食
對
都
市
人
談
何
容

易
，
帶
飯
上
班
、
上
學
的
，
都
無
可
避
免
提
前
一
天
操

作
。我

們
的
上
一
代
，
天
天
吃
隔
夜
菜
，
不
以
為
苦
，
尤

其
在
物
質
匱
乏
的
年
代
，
連
冰
箱
也
沒
有
，
存
放
隔
夜

菜
，
全
靠
一
個
紗
櫃
︵
通
風
紗
門
的
櫃
子
︶
，
吃
了
一

輩
子
隔
夜
菜
的
老
人
，
得
享
高
壽
，
八
十
高
齡
以
上
大

不
乏
人
。

年
輕
人
添
了
寶
寶
，
孩
子
開
始
學
習
吞
嚥
，
新
媽
媽

指
定
孩
子
要
吃
有
機
食
物
，
有
機
菜
、
有
機
雞
、
有
機

水
果
、
有
機
米
，
連
吃
魚
也
只
能
是
刺
身
煮
的
魚
…
…

為
了
家
中﹁
有
機
孩﹂
，
夫
婦
倆
跑
市
場
採
購
倒
也
盡

心
盡
力
。
當
然
，
未
必﹁
有
機﹂
時
，
也
只
好
放
棄
。

老
人
家
看
在
眼
裡
，
即
使
難
以
理
解
，
也
不
好
多
言
。

新
人
類
在
科
學
規
範
下
，
有
新
的
生
活
態
度
，
壽
命

可
能
更
長
久
，
但
我
們
為
生
活
過
分
規
範
，
疲
於
奔

命
，
付
出
更
多
，
是
否
值
得
呢
？

吃得健康

樓
下
最
近
熱
鬧
起
來
，
聽
說
是
新
開
辦
的
傳

統
文
化
孝
道
班
，
每
天
一
大
清
早
就
有
人
在
大

聲
反
覆
地
誦
讀
︽
孝
經
︾
，
從
窗
口
窺
望
，
還

能
看
見
孝
道
班
的
學
員
們
在
練
習
跪
地
叩
首
的

禮
儀
。

孝
道
班
的
開
辦
引
起
了
周
圍
居
民
的
熱
議
，
對
於

誦
讀
︽
孝
經
︾
大
家
還
算
認
可
，
談
到
跪
拜
的
禮
儀

很
多
人
就
難
以
接
受
了
，
認
為
過
於
封
建
傳
統
。
而

對
於
出
生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的
我
來
說
，
對
此
卻

有
另
一
番
感
受
。

﹁
跪﹂
是
中
國
傳
統
的
一
種
大
禮
，
祭
拜
祖
宗
、

祭
拜
天
地
、
跪
父
母
、
跪
師
長
，
自
古
以
來
都
是
自

然
而
然
的
事
。﹁
跪﹂
代
表
着
對
受
跪
對
象
的
尊
崇

和
敬
愛
。

在
我
成
長
的
年
代
，
有
許
多
的
東
西
已
經
逐
漸
被

扼
殺
，
以
至
於
消
失
，
早
已
經
沒
有
了
舊
時
眾
多
所

謂
封
建
的
繁
文
縟
節
，
對
長
輩
的
問
候
僅
限
於
鞠

躬
，
少
見
跪
地
叩
首
之
禮
。
但
是
每
年
大
年
初
一
的

早
晨
，
小
孩
子
們
都
要
早
早
地
起
床
，
穿
戴
整
齊
地

去
給
父
母
長
輩
拜
年
，
拜
年
必
須
要
恭
恭
敬
敬
地
、

端
端
正
正
地
下
跪
、
磕
頭
，
說
一
些
祝
福
語
，
才
算

完
成
這
一
年
一
度
的
儀
式
，
才
能
從
父
母
手
中
領
到

紅
包
，
開
始
新
年
的
狂
歡
。

被
父
母
帶
着
回
鄉
去
探
望
久
不
見
面
的
外
祖
父
、
外
祖
母

時
，
跪
拜
的
禮
節
更
為
隆
重
，
半
點
也
敷
衍
不
得
，
有
時
候
過

於
大
力
，
叩
得
額
頭
腫
了
，
外
祖
母
反
而
心
疼
不
已
。
外
祖
母

私
下
對
於﹁
伏
地
叩
首﹂
、﹁
五
體
投
地﹂
自
有
她
獨
特
的
詩

意
的
解
讀
，
她
說
人
原
本
來
自
於
土
地
，
最
終
也
要
歸
於
土

地
，
當
人
匍
匐
於
地
，
在
與
土
地
最
接
近
的
時
候
，
就
是
最
本

真
的
時
刻
，
也
最
能
聽
到
自
己
內
心
的
聲
音
。

我
拜
師
的
時
候
，
也
曾
鄭
重
地
向
師
父
下
跪
奉
茶
。
除
卻
自

幼
就
接
受
的
觀
念
之
外
，
我
覺
得
，
當
一
個
人
帶
着
滿
心
崇
拜

和
敬
愛
跪
在
自
己
所
尊
敬
的
人
面
前
，
仰
視
他
，
心
裡
便
有
了

安
全
、
溫
暖
、
踏
實
的
感
覺
。
如
同
外
祖
母
的
解
讀
，
那
是
最

接
近
土
地
的
感
覺
。

微
博
上
有
一
位
網
友
，
看
似
五
大
三
粗
，
動
輒
口
吐
粗
話
，

實
則
是
一
個
熱
心
、
善
良
的
男
子
，
對
自
己
的
妻
子
細
心
呵

護
，
和
孩
子
常
沒
大
沒
小
地
嬉
鬧
。
大
約
是
因
為
在﹁
魔
都﹂

上
海
長
住
，
又
從
事
時
裝
業
，
所
以
言
行
頗
為
時
尚
。
這
樣
的

一
個
人
，
逢
年
過
節
回
老
家
，
卻
必
須
認
真
虔
誠
地
帶
着
妻
兒

給
父
母
下
跪
叩
首
請
安
。
據
說
他
的
妻
子
早
前
並
不
理
解
他
的

行
為
，
久
而
久
之
就
接
受
和
認
可
了
，
因
為
她
明
白
了
丈
夫
所

說
的
，
對
父
母
的
尊
敬
和
愛
，
用
一
種
儀
式
來
表
達
比
用
言
語

表
達
更
加
直
接
，
更
加
有
分
量
。

不
過
在
中
國
文
化
中
，
有
另
一
種
下
跪
卻
成
為
一
種
恥
辱
、

卑
微
的
象
徵
。
比
如
犯
人
被
殺
頭
必
然
要
跪
，
被
捕
的
俘
虜
也

要
下
跪
，
逐
漸
引
申
為
犯
了
錯
也
要
下
跪
，
最
終
逐
漸
成
為
了

一
種
人
人
避
而
遠
之
的
行
為
。
尤
其
是
在
推
翻
滿
清
王
朝
、
砸

爛
孔
家
店
之
後
的
中
國
，
下
跪
原
有
的
尊
崇
、
神
聖
意
義
已
經

被
懲
罰
、
侮
辱
所
替
代
，
更
經
過
後
來
反
右
、
文
革
的
洗
禮
，

下
跪
變
成
了
黑
五
類
的
規
定
動
作
，
因
此
更
進
一
步
地
讓
中
國

人
拒
絕
下
跪
。
另
外
從
道
德
層
面
，﹁
寧
可
站
着
死
，
豈
可
跪

着
生﹂
成
為
節
操
的
模
板
，
因
此﹁
男
兒
膝
下
有
黃
金﹂
使
得

下
跪
幾
乎
絕
跡
了
。

當
今
各
地
傳
統
文
化
孝
道
班
悄
然
興
起
，
培
訓
中
必
不
可
少

的
跪
拜
之
禮
又
讓
這
種
禮
節
得
到
了
延
續
。
但
是
學
習
並
實
施

了
這
種
禮
節
的
人
們
，
並
非
全
部
都
是
真
心
孝
敬
父
母
和
愛
護

小
孩
的
，
曾
聽
說
其
中
的
一
個
學
員
在
外
是
個
公
認
的
謙
謙
君

子
，
實
則
在
家
虐
待
父
母
。
他
們
在
孝
道
班
上
下
跪
也
便
徒
有

形
式
而
已
。
如
果
內
心
沒
有
真
正
的
敬
愛
和
真
誠
的
尊
崇
，
即

便
跪
得
再
久
，
拜
得
再
深
，
有
再
高
的
形
式
，
也
是
沒
有
任
何

的
意
義
。

膝蓋底下是什麼？

隨
着
具
有
指
標
性
的
希
拉
里
敗
選
，
由

︽
經
濟
學
人
︾
於
一
年
前
預
測
的﹁
女
性

之
年﹂
也
將
走
到
盡
頭
。
過
去
熙
熙
攘
攘

了
幾
年
的
女
領
袖
話
題
也
將
告
一
段
落
，

領
袖
之
位
再
次
落
到
強
人
或
狂
人
手
中
。

總
結
回
望
，
︽
經
人
︾
的
預
測
倒
像
咒
語
，
形

勢
的
發
展
似
乎
跟
預
測
相
反
，
今
年
多
位
女
將

在
政
爭
漩
渦
中
失
足
或
失
分
，
以
致
近
年
冒
起

的
女
領
袖
熱
潮
由
旺
而
衰
。

除
了
希
拉
里
外
，
另
一
位
遭
遇
重
大
挫
折
的

女
領
袖
是
韓
國
總
統
朴
槿
惠
，
由
於
對
閨
蜜
崔

順
實
的
過
分
信
賴
而
涉
嫌
縱
容
對
方
斂
財
，
她

成
為
首
位
被
調
查
的
在
任
總
統
；
最
近
更
升
級

為﹁
同
謀﹂
，
令
這
位
聲
稱﹁
嫁
給
國
家﹂
的

三
無
女
總
統
面
臨
國
會
彈
劾
。

而
四
個
月
前
遠
在
巴
西
，
自
二
零
一
零
年
上

台
的
首
位
女
總
統
羅
塞
夫
則
因
為
被
控
非
法
操

縱
預
算
以
隱
藏
日
益
增
加
的
財
政
赤
字
而
遭
到

國
會
彈
劾
，
黯
然
下
台
。
再
回
看
五
年
前
上
台

的
泰
國
女
總
理
英
拉
和
更
早
前
的
烏
克
蘭
女
總

理
季
莫
申
科
等
，
都
同
樣
在
任
期
未
完
的
情
況

下
被
迫
下
台
，
後
者
甚
至
因
為
涉
嫌
簽
署﹁
天

然
氣
協
議﹂
時
瀆
職
而
入
獄
和
遭
毆
打
。
反
映

政
治
這
蹚
渾
水
不
適
合
女
人
？
還
是
站
在
權
力

之
巔
的
女
人
同
樣
擺
脫
不
了
人
性
貪
婪
一
面
？

其
他
在
任
者
如
台
灣
的
蔡
英
文
、
緬
甸
的
昂

山
素
姬
雖
然
沒
有
政
治
上
的﹁
污
點﹂
，
但
也

都
陷
入﹁
孤
身
作
戰﹂
的
窘
態
。

蔡
英
文
今
年
大
選
時
，
由
於﹁
躺
着
都
會
贏﹂
，
她
並

沒
有
打
出﹁
女
性
牌﹂
，
但
她
作
為
第
一
位
女
性
攀
上
台

灣
政
壇
最
高
峰
，
仍
然
令
女
性
團
體
對
她
懷
抱
期
望
，
希

望
在
她
的
內
閣
中
多
幾
道
女
聲
；
尤
其
是
她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競
選
時
，
曾
以
︽
性
別
政
策
白
皮
書
︾
作
為
其
性
別
政

見
，
並
承
諾﹁
各
級
政
府
首
長
等
公
職
與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任
一
性
別
比
例
不
低
於
三
分
之
一﹂
。
然
而
，
到
今
年
五

月
上
台
前
宣
佈
的﹁
老
藍
男﹂
內
閣
，
女
性
比
例
卻
只
佔

十
分
之
一
，
令
女
性
團
體
大
失
所
望
：﹁
一
個
女
人
升

天
，
女
人
並
沒
有
得
到
平
等
。﹂
可
見
，
女
性
平
權
之
路

的
崎
嶇
。

不
過
，
能
在
政
壇
上﹁
脫
穎
而
出﹂
的
女
性
仍
以
單
身

者
居
多(

包
括
離
異
和
寡
居)

，
即
使
有
伴
侶
，
也
不
如
男
領

袖
般
，
得
到
另
一
半
的
真
誠
輔
助
。
這
多
少
給
生
活
上
帶

來
不
便
，
否
則
，
也
不
會
出
現
如
朴
槿
惠
般
的﹁
閨
蜜
干

政﹂
了
。﹁
孤
單﹂
有
助﹁
超
然﹂
地
處
事
，
卻
也
因
為

﹁
勢
弱﹂
而
難
展
拳
腳
。

女性之年到盡頭？

學
習
英
語
沒
有
特
別
捷
徑
，
多
聽
、
多

講
、
多
讀
、
多
寫
均
是
老
生
常
談
。
而
電

子
學
習
有
助
自
學
語
言
。
坊
間
有
很
多
免

費
網
上
資
源
可
利
用
，
英
語
平
台
出
現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令
學
生
能
透
過
遊
戲
或
視
頻

去
學
習
英
文
，
提
升
學
習
英
文
的
趣
味
性
，
令

學
生
寓
學
習
於
娛
樂
，
供
學
生
學
習
英
語
的
平

台
。看

視
頻
學
英
文
，
較
生
活
化
，
學
生
同
時
也

可
學
習
到
很
多
口
語
，
當
然
家
長
和
老
師
們
也

意
識
到
學
生
上
網
成
癮
或
資
訊
素
養(Inform

a-
tion
Literacy)

問
題
。
資
訊
素
養
大
家
可
能
只

會
想
到
觀
看
內
容
是
否
健
康
，
有
否
粗
俗
內

容
。
其
實
資
訊
素
養
亦
包
含
內
容
版
權
、
如
何

使
用
資
料
等
，
這
些
情
況
都
是
廿
一
世
紀
學
生

需
要
面
對
的
問
題
。

有
些
英
語
平
台
，
他
們
資
訊
全
是
有
版
權
，

還
在
全
港
學
校
提
供
免
費
攤
位
遊
戲
，
讓
學
生

們
搶
先
體
驗
與ST

EM

相
關
模
型
，
在
場
會

有
兩
個
攤
位
遊
戲
，
第
一
個
攤
位
遊
戲
是
英
語

搶
答
遊
戲
，
外
籍
導
師
會
先
讓
四
個
學
生
一
同

觀
看
一
段
長
約
四
十
秒
的
英
語
視
頻
，
再
有
三

條
問
題
供
他
們
搶
答
，
勝
出
者
均
有
豐
富
的
獎

品
；
第
二
個
攤
位
遊
戲
是3D

打
印
筆
，
旨
在

讓
學
生
接
觸
及
認
識
這
項
新
的
打
印
技
術
，
之

後
外
籍
導
師
每
次
將
會
帶
領
及
指
導
兩
位
學
生
一
同
使
用

3D

打
印
筆
，
去
畫
一
些
簡
單
的
圖
案
，
製
作
一
個
簡
單

的
製
成
品
並
可
給
學
生
帶
走
以
供
留
念
。

不
論
中
學
或
小
學
都
十
分
踴
躍
支
持
，
學
生
們
在
參
與

活
動
時
表
現
積
極
，
他
們
均
表
示
透
過
應
用
程
式
或
網
頁

版
來
看
視
頻
學
英
文
很
有
趣
，
因
為
他
們
認
為
這
種
學
習

英
文
的
模
式
很
方
便
，
當
中
的
視
頻
均
會
有
中
英
文
字
幕

對
照
，
方
便
得
很
。

電子平台趣學英文

家
裡
每
個
月
總
會
有
兩
三
天
是
吃
粥
的
，
說
是

粥
，
其
實
是
台
灣
式
比
較
濃
稠
的
稀
飯
，
拌
着
稀
飯

吃
的
小
菜
，
就
是
醬
瓜
、
腐
乳
、
鹹
蛋
或
皮
蛋
，
還

有
就
是
兒
子
喜
歡
吃
的
肉
鬆
。
肉
鬆
買
的
都
是
台
灣

產
品
，
並
不
便
宜
。

我
一
直
以
為
肉
鬆
是
工
廠
才
能
製
造
出
來
的
食
品
，
但

有
一
天
在
一
個
場
合
裡
，
看
到
有
人
示
範
自
製
肉
鬆
，
讓

我
大
開
眼
界
。
方
法
其
實
一
點
也
不
難
，
只
要
擁
有
一
個

樂
聲
牌
麵
包
機
就
可
以
。
先
將
一
百
六
十
克
煮
過
湯
的
瘦

肉
︵
喝
湯
不
吃
肉
的
話
，
這
可
算
是
廢
物
利
用
了
︶
，
拿

出
瀝
乾
，
撕
成
幼
細
的
肉
絲
，
放
到
冰
箱
裡
幾
個
小
時
令

肉
絲
乾
爽
。
然
後
把
三
克
老
抽
、
生
抽
和
蠔
油
各
六
克
、

砂
糖
二
十
克
和
幼
鹽
一
克
，
通
通
放
進
麵
包
機
裡
，
再
加

入
肉
絲
。
用
麵
包
機
的﹁
果
醬﹂
模
式
烘
烤
到
乾
身
和
呈

現
金
黃
色
澤
，
每
半
小
時
翻
炒
一
下
，
等
機
身
的
面
板
顯

示
尚
餘
三
十
分
鐘
，
亦
即
九
十
分
鐘
就
完
成
自
製
美
味
可

口
的
肉
鬆
了
。

記
得
我
小
時
候
看
長
輩
煮
皮
蛋
瘦
肉
粥
，
是
先
把
整
塊

瘦
肉
放
進
加
了
鹽
的
水
中
煮
熟
，
拿
出
來
用
手
撕
成
肉

絲
，
再
一
起
用
湯
匙
把
皮
蛋
一
勺
一
勺
放
進
滾
開
的
粥

裡
，
就
是
美
味
的
一
鍋
皮
蛋
瘦
肉
粥
了
。
現
在
市
售
的
皮

蛋
瘦
肉
粥
，
一
點
也
不
美
味
，
想
來
是
沒
有
人
會
用
手
撕

肉
了
。
所
以
，
看
到
自
製
肉
鬆
是
用
手
撕
肉
時
，
我
想
起

童
年
吃
粥
的
味
道
。
這
自
製
肉
鬆
，
想
必
也
會
帶
回
在
台
灣
吃
稀
飯

拌
肉
鬆
的
記
憶
吧
。

肉
鬆
的
產
生
，
據
說
和
一
個
名
叫
林
鼎
鼎
的
廚
師
有
關
。
這
林
鼎

鼎
在
清
朝
咸
豐
年
間
，
擔
任
福
州
知
府
的
廚
師
，
知
府
有
一
天
要
宴

請
外
國
駐
福
州
使
節
，
宴
請
菜
單
裡
有
一
道﹁
紅
燒
肉﹂
，
但
林
鼎

鼎
一
時
不
察
，
讓
紅
繞
肉
的
水
燒
乾
了
。
怎
麼
辦
？
他
即
時
的
反

應
，
是
把
乾
巴
巴
的
整
塊
肉
，
弄
成
鬆
鬆
散
散
的
肉
茸
上
桌
，
沒
想

到
使
節
連
聲
叫
好
。
於
是
肉
鬆
的
名
聲
傳
開
了
。
而
林
鼎
鼎
於
光
緒

年
間
，
在
福
州
開
了
一
家
專
賣
肉
鬆
的
店
，
店
叫﹁
鼎
日
有﹂
。
未

知
此
店
還
在
否
？

自製肉鬆

世界華文作家采風團的首個景點，就是貼近檳
州華人大會堂隔鄰的「廣福宮」，作家們聽到導
遊提起「福德正神」，說是沒聽過。這位東南亞
華人民間信仰的地方保護神，卻是檳城華人社會
最鍾愛的「福神」。
1786年7月17日，英國人萊特在他的日記裡記
載：「隨行人員伐樹木，設帳幕，有一小艇來自
吉打，由CAPTAIN CHINA帶頭，並有印度基督
教徒數人，亦攜有魚網一具。」這一天，代表東
印度公司的萊特，乘軍艦抵檳榔嶼，隨行有五名
軍官、炮兵十五名和土人水兵百名。
日記裡的CAPTAIN CHINA（華人領袖）是原
住在吉打州的首位華人甲必丹（即CAPTAIN譯
音，意為領袖）辜禮歡。我們可能不知道誰是辜
禮歡，他是福建人，送魚網給萊特，據說帶有
「希望」的意義。（「魚網」閩南語與「希望」
同音）不到一個月後的8月11日萊特正式登陸並
宣佈佔據檳榔嶼，改名韋爾斯太子島，並把他已
經開闢的那個地段命名為喬治市，用以表彰當時
的喬治三世國王。喬治市就是今日檳島的老城
區，也是遊客眾多的世遺區。1787年5月7日，辜
禮歡的魚網果然希望成真，被委任為甲必丹，管
理當時的一二百個華人。他索性從北部的吉打遷
移到檳榔嶼居住。1805年，檳島設立市政府，辜
禮歡被委為市議員，是英國政府管轄下的檳榔嶼
第一位華人代表。這些都是屬於南洋華人的驕
傲。中國人比較熟悉的辜姓人士，是辜禮歡的曾
孫子，辜鴻銘。
後來華文的記錄是吉打州早期的社會僑領林友
祥在一篇序文中寫的：「前賢篳路藍縷，艱難締

造，幾經擴展，始有今日之史載。自1786年，萊
特氏抵檳榔嶼，有一個吉打華人甲必丹曾攜帶魚
網及米贈送……」這份根據萊特日記作出的序文
指出的華人甲必丹想必就是辜禮歡。可是，18世
紀，沒有手機，沒有電腦，沒有網絡，是誰告訴
華人甲必丹辜禮歡某年某月某日英國人萊特即將
抵達檳榔嶼？真是神奇。不過，後來辜禮歡的致
富之道，也就是今天許多企業家的致富之道，同
樣是和政府官員攀上關係以後，生意愈做愈大。
也許不用官商勾結，但確實是依靠政治關係獲得
許多商業利益。今天都說，要致富，先修路，意
思就是交通方便將會帶來許多商業好處。這路，
其實也包括了人際網絡。當年住在吉打州的辜禮
歡必定有許多人際關係，人面比其他人更廣闊，
才有這第一手消息，讓他從吉打州海邊「迢迢千
里」搭乘小艇往南走到檳榔嶼，且送上一具魚網
和米，讓英國人萊特對他，一上岸便相識的第一
個華人，留下深刻的好印象。
林友祥的序文重點說的是「……證明華人居留

此間已先於萊特氏矣。」萊特初抵檳榔嶼時，居
民只有 58人，其中有三個，就在有廟的海角
（TANJUNG TOKONG）居住。有記錄說居住
在海角的三人都是漁夫，也有說「一個姓張的是
教書先生、一位姓邱的是鐵匠、另一位姓馬的是
燒炭人」。他們都在1745年來到檳城，巧合的同
是客家人。這三人都被尊奉為華僑的開闢者。而
且，在《馬星華人志》裡記載，「比萊特早來了
41年的這三人，死後化身成為大伯公。」
來自世界各地的二十幾位作家，在 JALAN

TANJUNG TOKONG (丹絨道光路)下車，這條

路是馬來文名字，翻譯華文的意思是：「有廟的
海角」。由於旅遊巴士沒法直接開到海岸邊，下
車得走一小段路，踅進小巷，站在小檔口做買賣
的，坐在咖啡小店吃下午茶的，以馬來人居多，
再往前便見一入口的牌樓，紅磚綠瓦的樓頂有雕
砌的雙魚，四平八穩的中文題字「海珠嶼大伯公
廟」告訴我們觀光景點到了。然而，真要走到海
邊，還得穿過一條兩旁都是華人小店的小巷子。
下午的風很大，空氣中帶鹹鹹的海鮮味道。半磚
半板的房子門口，擺着紅花綠葉在迎接海外來
客。閒閒無事的老人家坐在自家門口看報紙。檳
城華人特別喜歡看報紙。不論是在家裡或者在咖
啡店都要捧一份報紙長坐。許多咖啡店業者，都
訂好幾份報紙供顧客閱讀，這不是星巴克來了以
後才有的文化。兩排簡單樸素的住家之後，聽見
作家的歡呼聲，原來是蔚藍色的大海平靜地在陽
光下發出粼粼波光，是光彩耀眼，也可能是微微
揚起的浪花鼓動了作家的情緒。岸邊有個臨時搭
起來的戲台，掛在台上的布條說明遠渡重洋而來
的是中國福建漳州的歌仔戲班，到檳城海珠嶼大
伯公廟為農曆七月盂蘭勝會的慶典演出。漳州的
作家蔡文原鄉情頓湧，到台上尋鄉親去。
農曆七月俗稱鬼月，南洋華人傳承了當年祖先

南來時帶來的祭拜祖先、普度孤魂習俗。中元節
原本落在七月十五日那天，但在檳城幾乎每一條
街都在慶祝，慶典各自訂在七月裡的不同日期以
免相撞。祭拜的不僅是自家祖先，為普度孤魂野
鬼，祭台擺在街邊讓全條街的人都參與，並把祭
拜的東西分予親戚朋友或窮困者共享。檳城慶祝
盂蘭勝會除了佈施給人和鬼之外，還順便利用人
們到來祭拜的當兒，要求籌款捐給華文小學和華
文獨中。有人嘗笑言：在檳城辦華文教育，不只
是人要努力盡心，有機會的時候，神也要幫忙效
力，甚至在農曆七月期間，連鬼也不得不來為華
文教育籌錢。

2016年8月，作家們站在檳城最古老的廟宇，
海珠嶼大伯公廟前，望着大海，1792年建廟時的
大海，和今天一樣平靜蔚藍嗎？大伯公廟會長劉
志榮律師為我們解說大伯公。跟着他手指的地方
一看，才發現古廟旁的三個老墳墓，便是比英國
人萊特早來了41年的三個客家人死後埋葬的地
方，難怪有化身為大伯公之說。大伯公俗稱「福
德正神」，是民間的福神。檳城人相信是大伯公
的保佑，讓檳城興旺至今。每年農曆二月十六日
為大伯公慶典，信眾和大伯公廟的董事們在拜祭
大伯公的時候，也在老墳墓前舉行拜祭儀式，祈
求全民順利平安。今天不是節慶日，廟裡照樣香
煙繚繞，小小的廟裡高高懸掛的立於宣統元年乙
酉仲冬吉日「福德正神」牌匾黑得發亮，就是香
火鼎盛的結果。
旅遊車離開有廟的海角，作家們在車上開始翻

閱由海珠嶼大伯公劉會長贈送的《圖話大伯公》
一書，並細細探詢大伯公的故事。也許有人覺得
檳城華人真迷信，然而，當年華人從中國南來，
這裡仍為蠻荒之地，面對未知的瘟疫、疾病、天
災、人禍，拓荒的人不得不尋求神明的庇佑和心
靈的慰藉，正是大伯公這位福神，給了他們心靈
的溫暖和美好的希望。

有廟的海角
百
家
廊

朵
拉

那
天
跟
表
兄
一
家
吃
自
助
餐
，

他
們
一
對
兒
女
只
顧
埋
頭
玩
手

機
，
懶
於
挑
選
食
物
，
吃
得
最
多

的
還
是
德
國
腸
和
不
同
類
型
的
迷

你
腸
，
表
兄
問
他
們
，
這
些
東
西

平
日
都
吃
慣
了
，
還
不
厭
嗎
？
兄
妹

倆
不
答
話
，
表
嫂
說
他
們
這
一
代
沒

有
我
們
年
輕
時
的
口
味
了
，
什
麼
老

火
湯\

豬
肉
餅\

釀
鯪
魚
全
看
不
上

眼
，
帶
骨
的
雞
魚
肉
從
不
沾
箸
，
就

是
怕
麻
煩
，
閉
着
眼
睛
腸
仔
魚
蛋
送

入
口
，
不
是
因
為
愛
吃
，
而
是
貪
方

便
，
天
天
手
機
送
飯
。

世
衛
警
告
過
西
方
香
腸
最
具
致
癌

風
險
，
就
算
自
我
安
慰
以
為
少
吃
無

害
，
滋
味
也
跟
我
們
傳
統
的
臘
腸
差

得
太
遠
，
臘
腸
嘛
，
我
們
這
一
代
從

小
就
吃
過
不
少
，
臘
腸
腸
衣
透
明
，

裡
頭
肉
粒
新
鮮
不
新
鮮
容
易
看
得
出

來
，
感
覺
就
比
任
何
不
知
什
麼
肉
醬

攪
成
的
西
方
香
腸
較
有
安
全
感
。
說

到
臘
腸
，
十
年
前
溫
哥
華
四
個
火
字

頭
那
家
寶
號
口
碑
就
不
錯
，
賣
相
飽

滿
入
口
鬆
化
不
肥
膩
；
不
知
是
否
養

豬
講
究
飼
料
，
肉
味
特
別
清
香
可

口
。

去
年
冬
天
忽
然
看
到
有
家
海
味
店
子
廣
告
聲

明
獨
家
售
賣
那
個
牌
子
的
臘
腸
，
一
口
氣
便
買
備

幾
包
，
享
受
一
下
久
已
遺
忘
的
瓦
罉
臘
腸
飯
，
並

且
與
同
樣
喜
歡
臘
腸
的
女
友
分
甘
同
味
。
女
友
事

後
來
電
笑
說
：﹁
你
思
鄉
情
切
罷
了
，
跟
大
路
貨

色
沒
什
麼
分
別
呀
！﹂

其
實
不
用
她
揶
揄
，
我
們
第
一
時
間
已
發
覺

與
在
加
拿
大
品
嚐
到
的
味
道
有
異
，
既
不
鬆
軟
，

腸
衣
也
不
甘
脆
。
正
後
悔
不
應
事
前
過
於
興
奮
，

未
經
品
嚐
，
就
為
它
說
盡
好
處
，
無
端
扮
演
了
不

負
責
任
的
無
牌﹁
未
知
連﹂
。

老
店
號
，
老
包
裝
，
宣
傳
得
那
麼
隆
重
，
不

可
能
冒
牌
吧
，
想
不
到
南
橘
過
江
成
枳
，
臘
腸
過

江
也
味
變
，
不
過
儘
管
是﹁
大
路
貨﹂
，
味
道
仍

然
差
不
過
什
麼
德
國
美
國
意
大
利
等﹁
腸
國﹂
，

甚
至
鐘
點
朋
友
從
佛
山
帶
來
她
老
媽
自
製
的
臘

腸
，
味
道
也
勝
過
不
少
名
牌
。
我
們
各
地
家
鄉
風

味
的
臘
腸
可
以
申
遺
嗎
？

家鄉腸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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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最古老的廟宇海珠嶼大伯公廟。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