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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洋华綜：马来西亚霧需
怡保岩洞庙宇史录与传说》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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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马来西亚中文碑铭题刻，最早有所关注的是饶宗颐教授。他
认为"碑刻为史料之最足征信者"，故在新、马地区搜集中文碑刻资料
撰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书目季刊》第5卷第2期，1970
年），开辟了用中文碑铭资料研究新马华人历史的领域。几乎同时，陈铁
凡、陈璋在1971年发表《榜城闽侨嵩里遗文录》一文（《班苔学报》第5
期，1971年），对榜城福建人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W前的碑铭做了文字整
理。随后是1975年傅吾康、陈铁凡编纂，1980年代先后出版的兰册《马来
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分别由马来亚大学出版部于1982、1985、1987年出
版），该书依照州属，尽可能将重要的碑铭搜集，成为马来西亚华人史研
究领域的经典。但由于条件所限，依然有大量的碑铭被遗漏，而且近王十

年来的研究者对该书重视也很不够。随后在1990年代，先后有庄钦永《马

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98年版）和张
少宽《巧御均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铭集》，各自对马六甲、新加坡和棋御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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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建公冢、家冢的碑铭做了整理研究。进入21世纪，张少宽又有《榜柳

峭华人寺庙碑铭集录》（南洋田野研究室2013年版），对検挪蜗华人寺庙
的碑铭做了整理和研究。2013年黄文斌出版了《马六甲兰宝山墓碑集录》

(华社研究中也2013年版），是专口针对兰宝山墓碑的整理，但是籍贯错

误较为明显。除了马六甲和榜柳均的碑铭题刻先后有所整理外，其他州属

的碑铭题刻的深度搜集整理较为罕见。

2017年出版，由陈爱梅和杜忠全主编的《南洋华踪：马来西亚露震怡

保岩洞庙宇史录与传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首次对譚

震州首府怡保市周边的岩洞庙宇中的碑铭题刻进行了地毯式的搜集整理，

文字整理校对精良，堪称最近少有的佳作。除了两位主编，这本书另两位

作者是廖明威和陈昭慧，主要摄影师是邓巧康，且获得著名学者陈志明和

黄贤强，及时任露房行政议员暨露房州非伊斯兰事务委员会主席马汉顺

写序。

全书分前言、正文十篇、后记、附录，W及索引。前言交代了这本书

的缘起一一露房州非伊斯兰事务局的推动，全书团队的良好合作，W及致

谢支持者。这是第一次由马来西亚官方资助，在中国著名学术出版社出版

的学术成果。

第一篇是《露房怡保岩洞庙宇调查报普》，这是一个对怡保地区岩洞

庙宇的总的调查概述。调查团队成员分两次沿着怡保一带的岩石山脉进行

寻访，发现39座岩涧庙宇和10座化邻山脉或岩洞的庙宇，总共49座庙宇列

入名单。这个数字，第一次真实反映了怡保一带岩洞庙宇的情况。

第二篇《露房庙宇史料概述》，历史研巧，史料先行，没有充足的史

料做支撑，历史研究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作者说："不重视史

料，就没有历史的发言权。因此，从事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者，收集一

手资料是有意义且迫切的事。"（第13页）这一部分作者通过对英文政府

宪报注册的庙宇名称和庙宇的中文碑铭进行梳理，由庙宇的注册时间和中

文碑铭所显示的历史时间，来判断怡保庙宇的早期时间分布。这一部分虽

然在讲露需怡保，其实大马其他地方的华人历史研究也是适用的。这部分

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尤其是本篇还附录了 1874年1月20日英国殖民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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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帮派签署的《邦咯协定》英文原文，极具史料价值。

第兰篇到第九篇，分别对广福岩、南道岩、龙头岩、南天洞、东华

洞、兰宝洞、露需洞进行了地毯式考察。这些岩洞庙宇的考察内容，牵涉

汉传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等华人信仰内容，揭示了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历

史。庙宇的顺序，是W编年的方式，按照所发现的史料前后排列。

第兰篇，新邦波赖的广福岩由来自福建蒂田梅峰光孝寺的微嘉法师经

营而具规模。微嘉法师为广福岩龙岩法师与常来法师所剌度的徒弟。微嘉

法师出家后，返回鼓山祖庭求戒，得妙莲法师赏识，收为法子，而后成为

重振梅峰光孝寺的"重兴始祖"。而怡保著名的兰宝洞则是微嘉法师徒弟

清屯、法师所创。显示了靑田梅峰法脉在马来亚的传承。在对各位法师历史

事迹做了学术性的考证后，本书对庙宇的文物进行了描述，碑铭區额也悉

数录入，使得本书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包括圣像、牌區、古钟、仪仗、神

主。然后还描述了寺庙的管理制度和庆诞、传说软闻。

第四篇，南道岩是道教东华山海云派的发迹之地。海云派由客家道±

钟善坤创立，是马来西亚第一个本王全真道派。首先叙述了庙宇简史，而

后对现存文物进行了记录，从柱子上的極联、神座、神桌、區额，乃至岩

壁题诗，悉数收录。然后对庙宇庆典、传说铁闻进行了整理。

第五篇，龙头岩是全马唯一尚有传承的本:t全真道支派。作者首先

叙述了庙宇的地化，庙宇的发展历史，而后介绍供奉的W关圣帝君为主祀

的神明。接着叙述了从开山祖师钟善长道长，到第五任，即现任主持李修

清道长的事迹。龙头岩现存的文物史料有：民国八年《德建名立》石碑、
钟、區额、石壁题字、度牒和神主墓园等。

第六篇，南天洞，又名南道院的百年道观遗迹和传奇。笔者在2013
年第一次拜访这座庙宇的时候，发现二楼粪善德道长在光绪末年所手绘的

屏风，惊讶不已。尤其是屏风上还有大量手题的诗句。先不去论文学和书
法水准，仅仅这些文字能保留一百年之后，就已经使南天洞成为怡保岩洞
庙宇保存文字资料最多的庙宇了。几年后，读到丘逢甲1900年下南洋时写
的诗歌《南道院》，多年来众多学者不知在何方。南天洞口 口的铜钟上，
就刻有"南道院"兰个字，丘逢甲所见就是南天洞。上化问题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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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分从基本简介、庙宇简史、供奉神明、历任主持、文物概况（包括题

画、题诗、神像、牌位、神明画像、印章、古钟）、神主/墓园、庆典、

管理制度、铁闻等巨细靡遗做了记录。南天洞竟供有329尊神明，或堪称

马来西亚供奉最多神明的庙宇。

第尤篇，东华洞是20世纪二兰十年代与政商关系密切的庙宇。该庙

地段原属于余东雜所有，梁藥南也曾居區额捐赠者么首。露需州其他的华

人侨领也曾多次到东华洞。逸里可谓是侨领云集的怡保名胜地之一。在庙

宇简史之后，本篇分别叙述了供奉神明、神主、现存文物、庆诞、管理制

度、软事等做了资料整理。

第八篇，兰宝洞是怡保现存的岩洞佛寺，作为怡保著名的景点，已经

传了^代住持。兰宝洞由清也法师开山，他是微嘉法师的弟子。本篇从寺

庙简史、奉祀对象、历任住持、文物概况、神主牌位、庆典、管理制度、

重要历史事迹做了交代。

第九篇，露房洞，是全马保存最多字画的山洞佛寺。创始人张仙如居

±，1926年到达怡保后，落地生根，喜好作诗。由于露房洞吸引了众多书

画文人到此题词、撰联，绘制壁画，因此到1957年便W "南岛敦煌"之名

称于世。吸引了张大千到访，书法家于右任、学者胡适也应邀为露房洞题

词，甚至蒋中正的题字也有留存，形成露需洞特有的文化景观。本篇分别

从庙宇简史、历任主持简史、神主、现存文物、传说铁闻等加W论述。

第十篇，结论。作者通过整理上述庙宇的经过，反思什么是"史料"？

器物铭刻在研究中如何使用。交代传说在历史研巧中所应有的价值。

我与本书颇为有缘，深度介入了这本书的撰写、编辑加工和出版的全

过程，甚至2017年1月作为出版方还来怡保参加了露房州非伊斯兰事务局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因此，我想阐述一下自己的一些浅见。

第一，官方的推动，是推动大马华人研究的一条路径。在传统由华团

资助研究计划之外，本书课题本身是在露需州非伊斯兰事务局主席拿督马

汉顺先生的直接推动下实现的，并且提供了研究经费，保证了课题能够支

付助理费用和调研开支，从而顺利进行。尤其是最后非伊斯兰事务还支付

了本书在中国著名学术出版社出版的费用，最终促成本书问世。因此，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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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州非伊斯兰事务局厥功甚伟，也给大马其他州属带了一个好头。希望其

他州属也能跟上，资助类似的课题研巧。

第二，艰辛田野调查的收获。这本书是一本调查资料集，最先要摸

清楚的是怡保到底有多少岩洞庙宇，这个数字连怡保当地人都不清楚，露

需州非伊斯兰事务局也不清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者团队长达一

年的间断调查，不仅留下了准确的岩洞庙宇的数据，也给世人留下怡保岩

洞庙宇继续调查研究的空间。这项研究工作，起码在这一点上，就已经是

填补学术空白了。在大马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不仅饱受天气炎热之苦，还

要面对野狗、蚊子的侵扰，在调查收获喜悦的时候，这些都可W忽略，最

难过的是经过艰苦跋涉，却发现岩洞庙宇大口紧闭，无由得入。这些艰辛

和失望，年轻的作者廖明威和陈昭慧W轻松活泼的笔法略述其挑战和困

境。在与研究团队私下沟通得知，有更多也酸并未写入文字，不足为外人

道，但凡从事田野调查工作的，皆会感同身受。因此，有没有深入的、持

续的、大量的田野调查，决定了做大马华人研究的学者能够做到什么深度

和层次。其实，早在这项研巧计划开展之前，陈爱梅已在收集靈房庙宇资

料，一些如今已佚失的资料，如"南道院1925年太上老君诞祷词"已保留

在她的资料库中了。做大马华人研巧，只坐在书斋里吹冷气，是无法做出

令人信服的成绩的。

第兰，爬梳史料、严谨考证的成果。如果仅仅是对看到的碑铭题刻

等文字进行整理，如傅吾康先生主持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已经是

功德无量了。兰十多年后的今天，《南洋华踪》并未停留在这个层面，而

是在国家档案局查找的英殖民时期的露房州政府的宪报，对所重点考察的

7座岩洞庙宇进行历史定位，而且对当事人的历史事迹进行认真仔细的考
证，尤其是对庙宇主（住）持和區额捐赠者的历史考证尤为精彩。这种考

证使庙宇的历史更为丰满，更为具体，更有说服力。尤其是如广福岩的微

嘉法师这样，从中国南来，并且带来了梅峰光孝寺的法脉，也就使庙宇与

中国发生了历史的联系。作者杜忠全博±为了追寻微嘉法师的事迹，亲赴

中国福建省靑田市梅峰光孝寺观礼，获得了第一手的史料，为其分析微嘉

法师的历史事迹增加了新的面相，使本书更具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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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专业学术团队的合作。两位主编先后获得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和

中文系的博:t学位，虽然是完成露房州非伊斯兰事务局的课题，但是两位

主编从一开始就定位本书的出发点就立足于学术。搜集史料不仅停留在看

得见的碑铭、區额、对联、铜钟、岩壁题诗等，也将口述传说记录下来，

保留了丰富的口头史料，使本书的资料价值大为提高。作者撰写本书的立

意，不仅为了推动露震州岩洞庙宇的现状调查，也是为了推动露需州华人

信仰的研巧，乃至大马华人历史的研巧。所W远本书将会有积极的学术和

现实意义。

为了确保资料论述的正确性，这本书邀请了释开i帝、谢志明和严家建

当学术评审。层层的检查，在出版后还是发现小瑕疵，如"广福岩"篇，

杜忠全远赴福建蒂田光孝寺拍摄的云版，就和文字说明不符（第42页）。

这本书也只是介绍个别的庙宇，并没有将其串成而战前露房怡保华人史。

虽然如此，《南洋华踪》还是为大马华人史料调查研究开辟了一条新

路，就是档案史料和中文碑铭史料相结合，该书不仅对历史学研巧很有帮
助，对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学科介入大马华人研究，甚至文学研

究，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这本书的成书过程虽然艰辛，但是回头来

看，却是非常值得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类似的著作，在不远的未来会
不断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