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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三和会馆”为一地缘性之组织，1883 年创立至今，已有 104 年的悠

久历史，名扬海内外。其创立与发展，同新加坡的博白乡贤大有关系。

新加坡“三和会馆”来由如何？早期先辈到海外，多以会馆为栖身之所，然

后才四处寻觅工作。1883 年以前，从高州、廉州、广西三属到海外的人，为数不

多，初时没有乡会组织。因为三属毗邻，语言、风俗人情比较接近，所以三属同

乡彼此都有亲切之感，来往甚密。到 1883 年，旅居新加坡的广西博白人庞敦武

‘广东高州人揭志松，廉州（现属广西）人许爱廷、张祺福及廖贰合等人深感三

属同乡南来日益增加，极有组织会馆之必要，于是共同协商，发起筹组会馆。当

时响应而参加为会员的，有来自高州的石城（现称廉江县）、水东（现称电白县）、

梅绿（现称吴川县）、廉州府的合浦县及广西的博白县 5 个县份人士，所以馆名

初定“五合公司”，含义五县联合。早期新加坡的会馆，多号称公司。日后，三

属其他县份人士加入会馆的增加，先贤们有感"五合”之名已不切实际，经众议

决，乃扩大组织，以高州一府、廉州一府及广西一省为基础，广招会员，遂改名

为“三和公司”，其义是三属同仁、“和衷共济”、“和睦团结”、“和气生财”。到

了 1891 年又易名为“三和会馆”，此后即沿用此名至今。1970 年该届董事会有感

“三和会馆”之名，不易为外人了解，因此在“三和会馆”名称之前冠以“高、

廉、桂”，三字，这便是“三和会馆”的史略。“三和会馆”的宗旨：联络三属之

乡谊，本团结之精神，实行互相合作。

“三合会馆”成立后，按照宗旨行事。抗日战争爆发，新马各地社团及工商

各界踊跃开展多种方式的筹款救国活动，“三和会馆”亦不落人后，邀得热心人

士及快乐世界游艺场业主相助，并征得有关慈善剧社同意义演一晚，获义款 2800

余元。1946 年获会员及各界热忱人士鼎力支持，开办了三和学校，养育英才。1947

年因鉴于乡侨以工商雇员为多，遇有身故，常感殡葬无力，为利济贫病起见，组

织了三和互相会。1953 年建造三和会馆总坟及三和义山亭一座，春秋二祭省墓，

以表哀思。1954 年资助南洋大学的发展。1979 年创设会员子女勤学奖励金，并



响应政府开展的安老运动，筹办了康龄安老院，专门安顿年老无依之同乡及社会

人士……。

博白乡贤于“三和会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三和会馆”创办人之一庞敦

武于清光绪年间出国，为新加坡的先贤侨领，其人其事非凡。历任“三和会馆”

总理(1959 年改称会长)和重要职位达二三十年，竭力领导发展会务。庞公为人豪

爽刚直，诚实忠厚，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热心社会公益及同乡福利事业，德高

望重，片言解纷，深得群众及同乡衷诚拥护，因此有“庞大王”之雅号，驰誉各

地，遐迩同钦。庞公敦武幼年双亲早亡，到 19 岁时只身搭帆船（也称大眼鸡）

在大海中漂荡数月方达新加坡。初时为人佣工，含辛茹苦，勤俭工作，白手兴家，

渐有积蓄，便开办源和客栈，为当时南渡同乡新客投宿之所，并为之介绍职业，

使工作有所着落，生活得以安定。1903 年庞公再创源和记砖瓦窑，事业更进一步

发展。其时新加坡、马来亚一带亟需劳工，由英殖民地华民厅商请庞公敦武回国

招募工人，由其扶掖南往的乡亲为数甚众，协助开发新加坡、马来亚，促进繁荣。

后乡亲多成家立业，繁枝枝叶。庞公敦武之功德，诚不可忘，永载“三和会馆”

之史册！此外，其它多贤如庞文德，为庞公敦武后代，1903 年出生于新加坡，续

任“三和会馆”副总理、总务及其他重要职位 30 多届，建树良多，曾发起创办

三和学校与三和互助会，至 1983 年已登 80 高龄，尚精神矍铄，常到会馆关心、

帮助、指导会务。王从坚为博白三滩白中人，于宣统年间到桂林优级师范学堂读

书时与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反清斗争有关系，所以博白第一个剪辫子的是他，后

远去海外，初到印尼爪哇执教鞭，后转移邦加岛烈港埠、勿里洋埠经商，30年代

后期迁居新加坡继续经商,1947 年曾任“三和会馆”副总理，三和学校委员会主

任，当年作古。秦旭超博白东圩入,30 年代初到新加坡，生前耿耿为同乡团结服

务，曾任“三和会馆”副总理及财政等要职；其子秦达生于新加坡开设泰成制衣

公司，历任“三和会馆”名誉会长、总务、财政等职多届，现任副会长，为重建

会馆新会所献捐巨款外，更戮力四出号召募捐，深得同乡敬戴。

于新加坡的博白乡贤，既发展了自己事业，又成了“三和会馆”的“中流砥

柱”，出了大力，费了心血，成绩斐然。他们对家乡眷眷于怀，在“三和会馆”～



百周年纪念特刊上，，秦达生题了“群策群力，造福桑梓”，言恳意挚，并刊载海

内外广为流传的博白美女绿珠的娓娓动人的历史事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