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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哲仁新村（KampungJering）俗称第三村,位于霹雳州，与爱大华约四公里距离

之远。这新村成立于一九零年，目前以福州古田人占大多数，并以种植油棕和

橡胶维生。该村的人口不多。村子里设有一些基本公共设施。另外，村民们的

小孩在小学毕业后必须到爱大华市区才能接受到中学程度的教育。村内就业机

会不多，除了种植油棕和橡胶，就只有一间工厂。由于该村大多数都是福州古

田人，所以福州美食就成了旅游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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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历史 

 
哲仁新村 

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零年，紧急法令的实施下，哲仁新村

（KampungJering）俗称第三村就此成立。哲仁新村座落在离爱大华市（Ayer 

Tawar）往木歪途中约四英里处。 

一九五零年，英殖民地官员以及当地的梁宇皋司法部长；将上吡叻‘玲

珑’，下吡叻‘水闸’，冷甲等地方居民迁移到爱大华的一个较偏僻地方，并

答应每户分发九英亩的土地种植农作物。当时许多居民都不愿意离开家乡，因

为他们所种植的烟园尚未收割，所以迁离无疑是项大损失。奈何，一接到谕令

后，居民们只好收拾细软，扶老携幼，乘坐军车到达目的地。 

当时皆届广东，广西两人，福州古田人於一九五一年及五二年才由邻近

地区迁入。政府为协助移民重迠家园，特别“交代”马华公会津贴每户二百元

以建居所。那时村民所建的全是简陋的亚答屋和茅草屋，四周多以竹片为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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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居民（大人）亦获每月六十五元，小孩十五元当作生活费用，此津贴共维

持六个月。 

屋住问题解决后，政府就开始在一九五三年分发临时两英亩地予居民，

以栽种木薯，烟叶，香蕉，辣椒，蔬菜等农作物，以安定生活，斯时该村地势

低，雨季一到便涨水起来，导致所种植的农作物欠收。加上水患时常造成传染

病，居民生活顿时陷入水深火热状况，迫使一些居民於是年搬回原住地，僅剩

十余户人家留在该地继续谋生。 

随后，附近的古田人，尤其勿伦牙也一带地区居民，以及六百基，十九

碑等陆续搬进哲仁新村。住户与人口也就此逐渐增加。在当时，占地八十一英

亩的哲仁新的人口约三千名以上，住家有四百户左右，为三新村之冠。 

在早期村委会成立时，村民尊守当局之意，民选出第一任村长主理村内

事务。由雷日旺当任，期限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 

第二任黄宗炳；期限由一九五六年直到一九六二年。 

第三任村长张云南接任；任期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 

第四任：陈必为任村长，由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 

继后：张云南再接任第五任村长，由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七年。 

一九五七年英殖民地政府实现诺言，该村每户获得分发四英亩土地，予

居民种植树胶，七年后即一九六四年在黄国泰州议员争取下，获政府补发二英

亩土以作耕种，生活总算安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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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房屋构造 

随着年轻人往首都发展或举家搬迁至其它较发展的地方，目前哲仁新村

的村民已减少至大约二千人至三千人左右。大部分村民是华人，而印裔同胞只

有二、三户。哲仁新村的华人大部分是福州古田人，所以在哲仁新村的惯用方

言乃福州古田话。 

大部分村民都是从事农耕行业的小园主或以农耕行业为副业的小园主，

随着油棕及橡胶经济价值不断的上涨，芭地的村民每个月都会赚取一笔可观的

收入。住在小村子的花费不比城市高，村民把原本小小的木屋改建成砖制房屋

或时尚美观的大洋房，因此大洋房在村子里如雨后春笋，反而木屋则越来越少。 

 

 

 

 

 

图表 2 图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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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哲仁新村设立了电话系统，目前该村的各项设备可谓相当齐全。

哲仁新村有组合不同的团体，有宗教团体、卫理公会、政党方面、其它社团和

游览地方都协助建立与提供不同的设备。宗教方面则建设广灵宫与基督教堂。

广灵宫神庙在庆喜庆神诞时，不忘每年拨款与协助给本村学校的教育费用；而

卫理公会也不落人后，则创办一间基督教幼稚园，使幼小儿童得启蒙之教育；

政党方面则是由马华公会兴民政党，各有本身突出的表现，其公会则谋求新村

福利及发展各地方；其它社团方面则社有「哲仁校友会」、「人民警卫团」、

「志愿消防队」以及「美化委员会」等。游览地方方面则设有美化礼堂、美化

公园、新旧篮球场、足球场以及市集排卖场等设备。 

 

 

 

 

图表 4 图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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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 

哲仁新村的村民过着纯朴又规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由

于成立哲仁新村时，每户村民都获得分配约十七英亩的芭地，大部分的村民都

从事农耕行业或以农耕行业为副业。图表 6和图表 7则是油棕树，而油棕经济

价值较高、成熟期较早，因此大部分的村民都种植油棕，则少数的村民选择种

植橡胶为生。当然，这几年橡胶的经济价值也持续地上涨，一些村民则保留橡

胶园或把油棕园翻种为橡胶园。 

 

 

 

 

 

 

 

图表 6 图表 7 

图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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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8是哲仁新村种植的橡胶园，而新村把种植后的橡胶变卖成一宗生

意。橡胶的用途则可制造成手套、轮胎等物品。年老的居民则会选择油棕及橡

胶的职业，而青少年则选择开张店铺生意的职业。 

 在哲仁新村唯一的板厂，板厂的材料来源自森林。其材料可用途于燃料

用材、手工艺品、建筑材料等。在手工艺品上可制造成藤制篮子及家具。 

 除此之外，一些村民更是在自己的小摊位贩卖所栽种的蔬果，以赚取额

外的收入。 

 哲仁新村少不了从事餐饮业的居民，如：福州红酒面线、干捞面、包点

等。这些商店都聚集在同一条街。 

 

 

 

图表 9 图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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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哲仁华小是由当地的十二位热心教育人士

于一九五三年创办。当年校名位哲仁公立学校，

共有七十位学生。校舍是板墙锌顶的五间教室及

三间宿舍。董事会是由当地热心人士组成，以雷

贤国为主席，由程昌颂校长掌校。 

      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期间，教职员

（包括校长及老师）都是由政府支付一百二十元

的月薪。学校的一切开支则以学生所缴付的学费

来负担。到了一九五八年，教职员的薪金及学校

的开销和津贴才全面由政府支付。当年校名改名

为哲仁国民型学校，而在一九六二年后，校名再度易名为人国民型（华文）小

学。 

      一九六一年，村民人口逐增，学生人数也随着添增到一百八十人。政府

批准校方的申请，增建一间独立式的砖墙教室。从此，教室也增至六间。  

      当时，大多数村民为割胶工人，子女们（学生）都必须帮助父母割收胶

汁或料理家务。因此学校只好实行下午班。一九七一年，校方向政府申请并获

准资助三千零吉围筑篱笆。 

    一九七三年四月，程昌颂校长荣休。霹雳州教育局于同年委派来自怡保德

周光荣校长接任掌管校政。一九七四年，上课制度改为上午班。一九七五年，

获得政府拨款兴建一间校长室、一间教员办公室、一间书记室、两间教室、两

间卫生厕所及一间两所式的食堂。 

图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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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七年，周光荣校长调职，有刘久腾校长接任。当年学生人数已增至

三百六十人，共有十一班。由于当时只有九间教室，所以一、二年级的学生必

须上下五班；三、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则上上午班。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刘久腾校长调职。一九八零年一月，校长职位空缺

由实兆远格尼市华小的张文南校长（前任副校长）填补。一九八零年初，获准

霹雳州教育局批准，所有班级的学生都在上午班上课。食堂的其中一所及三间

储藏室被用来取代不足够的教室。 

 长久以来，由于没有真正的图书馆能让学生们好好的阅读，学生们被逼

利用陈旧破烂不堪的储藏室充当图书馆。一九八零年年尾，爱大华慈善家颜清

文先生赞助一万七千零吉兴建一座图书馆并命名为颜标坤图书馆。一九八一年

五月二十二日，有校方、董事部、家教协会及校友会联办晚宴以购置图书馆设

备。 

      一九八四年，第三学棋活的霹雳州教育局资助安装电线获取电流供应。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六日或校友会赠送一架钢琴。 

      一九九八年二月，曼绒县教育署成功推行满容县小学电脑计划。校方购

买了五台“MEC”电脑，一切经费由家教协会向学生家长征收为期四年的月捐负

担。 

 一九八八年，企业家丹斯里拿督雷贤雄乡绅（前村民）赞助一切建筑经

费一万五千零吉，兴建一座行政室并命名为罗何镜行政室。 

      一九九零年九月，霹雳州州务大臣拿督斯里南利雅达立莅访本校。州政

府攻击九千零吉的经费更新陈旧破毁的篱笆。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五日，张文南校长荣休，并委任马文麟副校长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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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八日，由林玉松校长出任掌管校务。在林玉松校长管

理期间，校方、董事部、家教协会及校友会，大力共同应战木歪区国会议员暨

原产业部长拿督斯里林敬益医生的挑战，以一对一方式筹款，成功添购七台

‘MTC’电脑和一台电脑列印机，该校学生自小就能接触到电脑，追上资讯的新

时代。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林玉松校长荣休，并由易仁铭副校长代任。 

一九九五年一月三日，教育部委派刘月娟校长出任掌校。 

      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九日，板墙建筑物因遭白蚁侵袭而摇摇欲坠，被曼绒

县公共工程部宣布为危楼。楼内的九间教室必须空置，学生们只好暂用科学室、

图书馆和音乐室来充当教室。 

      一九九六年，木歪区国会议员林敬益医生拨款添购四台电脑。 

 一九九六年，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陈祖派博士拨款增购两台电脑。  

 一九九六年二月三日，校方接获通知，重建校舍被列入第七大马计划内，

并将兴建一座两层楼的新校舍，内有六间教室，两间储藏室和两间卫生厕所。 

 一九九七年五月，板墙危楼被拆毁，新校舍预算可在一九九八年会完成。 

 一九九七年五月，学校食堂获得提升水准，饭厅及厨房到地板都铺上 8”

×8”磁砖。一九九七年六月，班台区州议员黄宗双先生拨款二千零吉砍伐草场

四周九棵危机四伏枯老大树。一九九七年十月，本佳兰区州议员端哈芝函拨款

五千零吉维修行政室屋顶。 

 一九九八年五月中，新校舍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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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12乃哲仁华小的校徽。校徽的颜色象征了不同的意思 – 蓝色象征

团结；红色象征勇敢；青色象征永垂不朽的生命；而黄色象征崇高及和谐的思

想。火炬象征追随学习炽热先进的新知识；书本象征深索寻求深广无际的学问；

稻穗象征勤奋不懈的成果；青线条象征往成功的康庄大道迈进。 

哲仁华小目前有十七名教师，其中包括一名校长和三位副校长；育有大

约 194 名学生。 

 

 

 

 

 

 

 

图表 13 -哲仁华小男篮队在 2011 年再次夺冠 

 

图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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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仁华小在 2010 年的小六评估（UPSR）考试中，分别有一名学生考获

7A 及两名学生考获 5A；而该校学生的总及格率，从去年的 55%提升至今年的

57%。该校的 7A考生是蔡洁琦，而两名 5A考生是丁雪琪及张和穩。 

 

 

 

 

图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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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文化及宗教信仰 

哲仁新村里的村民过得纯朴，生活习惯也非常简单。目前大部分居住在

村里的居民都是退休人士。他们的生活圈子都围绕在家庭和邻居们之间。村民

们彼此的认识与了解很深，大家都不分你我的彼此守望相助。相较于城市的小

孩，村里的小孩个个都很活泼，也比较自由，在下课后都能有戏耍的空间。村

内的公园 – 哲仁公园是成为村民们联络感情和休闲的好去处。哲仁公园是由 

LONG CHEONG F’ORY SDN BHD 负责捐建的。 

 

 

此外，一些退休的老年人都会聚集在茶室闲聊，以打发空闲的时间，同

时又增进彼此间的感情。 

 

 

 

 

 

图表 15 图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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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居住在哲仁新村的居民大多数是福州人，所以在每户房屋的门口前

都贴着姓氏联婚，比如：黄叶联婚，黄、叶为姓氏，就是说黄家与叶家良结婚

姻。在福州人的传统，联婚代表父母之命的婚姻，双方的父母达成了共识。除

此之外，结婚这样的喜庆的日子，少不了大红的结婚对联的烘托。据说，婚联

是按对联所题的内容和对象等的不同划分的一大类，是指人们用于为他人祝贺

结婚这一人生乐事时所题的对联。婚联存在的原因除了美好的祝福外，还有就

是习俗。家家结婚都贴对联，图个吉祥。 

 

 

 

图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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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华人文化节日如华人农历新年，端午节，清明节和冬至等具代表性

的节日，村里的每家户都会与家人一起欢庆。游子都纷纷返回家乡与家人一同

欢庆，间接把福州文化传承下去；同时也让想念儿孙的老长辈一解思念之愁。 

以古田人居多的哲仁新村非常重视一年一度的团圆饭，因此在除夕夜晚

吃的年才都非常的讲究，既要有鱼有肉之外，更要吃的有“彩头”，比如，福

州红酒面线是不可缺的，俗称长寿面，意味着长命百岁。其中红酒还是自己家

里酿造的。 

此外，宗教信仰也是哲仁新村居民生活中不可缺乏的。村民们的宗教大

致上分为基督教，道教及佛教。佛教的信徒在该村占据较多，其他则是道教及

基督教。 

 

 

 

  

图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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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 

图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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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 -大部分的铁架都已经生锈 

问题与建议 

 哲仁新村唯一的公园 – 哲仁公园设施大部分已经生锈残旧不

堪。村民希望有关当局能进行维修，并增加更多的设施，如秋千，滑梯等；以

让小朋友们有个安全又美观的公园或游乐场所。此外，有关当局也可以建设一

些康乐设施以提供长者可以到此地来强身健体。 

 

 

 

 

 

 

 

 

 

 

 

 

 
图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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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村内的就业机会有限，大部分的青年人都纷纷往较发达的城市发展，

如新加坡，吉隆坡等，造成哲仁新村里的人口逐渐往下滑。当地村民希望有关

当局可以在村内兴建更多的工广，如油棕厂，好让年轻一辈的可以留在村内发

展。  

除此之外，由于村内的人口不足，造成剥夺了建设巴刹、医疗所或诊疗

所等机会。就因缺乏这些设施，大部分的村民们都乘搭公共巴士到邻近的村子

享用这些设施，路程大约 30-40 公里。这对急需到诊疗所的村民带来许多的不

便，所以村民们希望有关当局可以在该村建设小型的诊疗所及巴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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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观点 

由于哲仁新村的居民大多数是福州古田人，所以他们特别的美食都成了

旅游的观点，尤其是红酒鸡汤面线，俗称“红糟鸡面线”。所谓面线，即是采

自优质面粉加盐等补助料精制而成，色泽洁白，线条细均，质地柔润，落汤不

糊，香爽可口。福州面线拉开长度可达 180 厘米，细仅 0.6 至 0.7 毫米直径，

由于面线时面类中最长的面，又叫“长面”和“寿面”。更由于福州话“长面”

和“长命”谐音，故福州人又叫它“长命”。 

线面广为民众喜爱，大年初一，人们都要吃一碗线面，祝福健康长寿。

线面还有以下别称：祝寿送线面称“寿面”，妇女分娩坐月子以其为主食，佐

以蛋酒、鸡汤而称“诞面”，结婚订亲男方送女家的叫“喜面”，远离家门返

归或远客入门煮线面加两个蛋款待，谓“太平面”。 

 

 

 

 

 

此外，福州小吃 - 光饼也成为了旅游观点。它的原料仅为面粉、碱面、

盐巴，另加一点芝麻，形状如银元般大。据福州府志记载：明嘉靖四十二年

（公元 1563年），民族英雄戚继光率军入闽追歼倭寇，不想连日阴雨，军中不

能举灶，戚继光便命烤制一种最简单的小饼，用麻绳串起挂在将士身上充当干

图表 23 图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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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大大方便了作战歼敌。后来，这小饼流入民间，不但普遍食用，而且还成

为祭祀神灵祖先必备的供品。后人感念戚公，便把这种小饼叫作“光饼”。在

福州，人们通常把饼面没有芝麻的叫“光饼”，有芝麻的叫“福清饼”。 他们

烤光饼用的是一口高近两米、直径约有一米的外裹黄泥的大缸。先用成捆的松

枝在缸内点起冲天大火把缸壁烧“白”，缸底只剩余烬，然后把做好的饼胚，

由两人合作，伸手入缸，飞快准确地贴在缸壁之上，若是迟缓一点，就怕那光

着的手臂要烤出泡来。由于烤光饼时面对着的是一只大火缸，所以不分冬夏，

两人都打着赤膊。他们一个递胚，一个接胚往缸里贴，身子一伸一欠，一俯一

仰，动作敏捷，加噼噼啪啪的贴饼声，仿佛音乐伴奏，节奏感十分强烈。不消

十分钟，几百只光饼便全部贴完，然后再用炭火慢慢把饼烤熟，真是叫人大开

眼界。在这种大缸里烤出的光饼，只只金黄，十分香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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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机会 

正所以有人的地方，就不怕没有生意做。虽然哲仁新村的人口不多，但

是也能发展一些小型的超级市场、商店、菜市场、工厂等。 

 

1. 菜市场 

大多数哲仁新村的村民们都在自己的田土栽种一些蔬菜和水果以减低每

月的开销。一些更是用私家车贩卖蔬菜及水果以赚取而外的收入。如果

哲仁新村能拥有一间小型的菜市场，这对村民们带来很大的就业机会，

也带给村民们许多的方便，村民们也无需乘搭公共巴士到邻近的村子去

购买新鲜的蔬果。由此可见，在哲仁新村建设小型的菜市场是有利而无

害的，是一项值得发展的计划。 

 

2. 目前哲仁新村的茶餐室或茶馆并不多，所以有意在该村创业的朋友们可

以在这里下手。正所谓民以食为天，有人的地方就不怕饿着；只要厨艺

好，价钱公道，自然客似云来得到村民们的支持。 

 

3. 若村里能设有属于自己的小型超市场，那就对村民们带来许多的方便。

原本需要到其它村子购买杂货的村民们可以很方便地取得所需的货物。

除此之外，也为村子带来许多的创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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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于村内的青年人都纷纷往外发展，造成了村内的人口一直往下滑。据

村内的其中一名村民说到，目前哲仁新村只设有一间工厂，谈若能在该

村建有更多的工厂，就会带来许多的创业机会。这样一来，就能吸引住

更多的青年人留在村内发展，同时也能吸引到外边人来该村发展。 

 

 

 

 

 

 

 

 

 

 

 

 

 

 

 

 

 

 

 

 

 

 

 

 

 

 

 

 

DISCLAIMER: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was compiled by the University’s students on voluntary basis. 

Although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check the accuracy of the report, the University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errors or omissions, if any, the University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on the information at any time without prior notice. 

 

Should there be any queries regarding contents of the report, please contact: 

 

Department of Soft Skills Competency 

Tel:  03-78582628 ext 8274, 8656, 8269  (Klang Valley Campus) 

05- 4688888  ext 2297/2299/2300   (Perak Camp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