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誅慶華*

摘要

新加坡於 1965 年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是一個面積僅有 690 平公

哩的小島圈 。 從 1 970 年代初開始，新固和l 定了發展大籃固，開始推行全面性國家發展，

以便逐步落實工業化計釗及解決人民的住屋問題 。 為此，新囡政府陸績征用 T 市郊和

鄉村的土地，以便分階段發展工業區和組屋區 。 在土地的征用過程中， 許多鄉區的廟

宇因土地被征用而面臨逼邊的命運 。 與此同時，有關廟宇還必須設法籌備動輒近百萬

甚至數百萬的昂貴地價和新廟宇建築費的沉重負擔 。 在此關鍵時刻，許多經濟能力有

限的廟宇得於繼續生存抑或被淘汰之間作出抉擇 。 而眼前的出路，似乎只有主動進行

堅合，群策群力、共享資源、的建築起聯合形式之新廟宇 一一「聯合廟 」。

這種新加坡特有的「聯合廟 」 又叫 「 聯合宮 J '是新加坡自 1970 年代初期至 1 990

年代全島性國家發展下的時代產物 。 在廟宇進行登合的過程中，甚至會出現整合中的

再整合現象 。 一些廟宇在加入成為某個聯合廠成員峙， 先行將在地的數問廟宇或其屬

下數問子廟 (單位)整合為單一個體 ，然後再以此個體參與其他廟 宇 ，進一步登合為

本文提探討的新形式 「 聯合廟 」。 類比神界新格局，肯定對信眾的神明信仰視，與乎

對新城鎮社區信仰笠問下居民宗教活動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 。 本文擬由此t刀入，嘗試

對新城錯空閑下出現的眾神新 「邦聯」組構和意義力。以解說 。

關鍵詞.新「邦聯 J '聯合廟，登合，繼續生存

. 吉隆坡馬來且巨大學中文系副教f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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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Heavenly Union" For the Deities: 

Study on the “united temples" in 

Singapore 

Khin-W泊， 800 • 

Abstract 

singapore is a small island nation with an area of 690 square ki lometers. Since its 

independence in J 965 , affected by the government 's is land-wide development pJan, 

many temples were continuously forced to shift to a Jternative s ites. In addition to that , 

these temples were to tender for land from the relevant authoriti es to build their new 

temples, the cost for acquisition of new sites and the high cost of temple construction 

is usually beyond the capability of each and indi vidlla l tempJe. To strike for 

continuous existenc巴， many of these temples were therefore forced to “ merge" with 

other tempJes to form the so ca lled “ united temples" (Iianhe gong). These “ 1I11ited 

temples" a re commonJy fOllnd in Sin且apore especially during the J 980s and J 990s 

To be sure, prior to the present merger, many sma lJ tempJes or shrines had 

experienced the first round of merger for survival and a lso to better serve their 

devotees . Further merger occurred when the land use of these temples were to give 

way to redevelopment plans for new towns. Eventually, many of those survived 

temples appeared in the fornl of “ united temples" consisting of several to ten 

participating temples that housed w ith pantheon of all gods and deities lInder common 

roofwith or withollt separate wall partition 

Assoc. Professor Dr. Soo Khin Wah Dcpanmcnt of ChinesεStudie s Un iversity of Mal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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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innovative act of temples' merger had lead to the creation of what 1 

described as a uniqlle new “heaven ly union" on earth that con芭regates many deities in 

one temple. The resllltant impact of which, are changes in religious belief among the 

devotees, and space for community 's sp iritual practice in new town areas.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structuring of these “ heavenly un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Singapore. 

Key words: new “ heaven ly union",“united temples弋 merger， contmuous eX l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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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神的新「邦聯 J 以新加坡聯合廟為

探討中心

蘇慶華

一、前言

新加坡於 1 965 年脫離馬來西亞 ，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 ， 是一個面積僅有 690

平公哩的小島國 。 從 1 970 年代初開始，新國制定了發展大藍圖 ， 開始推行全面

性國家發展 ， 以便逐步落實工業化計劉及解決人民的住屋問題 。 為此 ， 新國政府

在土地征用法令l 下降緻征用了市郊和鄉村的土地 ，以便分階段發展工業區和組

屋區 。 在強制性土地征用過程中 ， 許多鄉區的廟宇囚土地被征用而面臨逼遷的命

運 。 與此同時，有關廟字還必須設法籌備動輒近百萬甚至激百萬的昂貴地{質和新

廟宇建築費的沉重負擔 。 在此關鍵時刻 ， 許多經濟能力有限的廟宇得於繼續生存

抑或被淘汰之間作出抉擇 。 而眼前的出路，似乎只有主動進行整合，群策群力、

共享資源的建築起聯合形式之新廟宇一一 「聯合廟」。

這種新』日1皮特有的 「聯合廟」又叫 「聯合宮 J .是新加坡白 1970 年代初期

至 1 990 年代全島'1生國家發展下的時代產物 。 顯示了作為「歷史遺部」延伸的鄉

鎮傳統華人廟宇於此一丹在史階段中所作出的調適性整合和重新出發 。在廟宇進行

整合的過程中，甚至會出現整合中的再整合現象 。 一些廟宇在加入成為某個聯合

廟成員時 ， 先行將在地的教間廟宇或其屬下數間子廟(單位)楚合為單一個體，

然後再以此個體參與其他廟宇 ，進一步整合為本文擬探討的新形式 「聯合廟」。

l 新圳坡國會於 1966 年 10 月 26 日通過 1966 年土地征用法令 ， 並tr同年 11 月 3 f=1正式成為法

律條文. 1967 年 6 月 17 n開始質施 。 新的法令規定以下三個目的可以征用有關土地一 、 任

何公共冉的的 ， 二 、任何人 、 公司或法定機格需要有關土地，以進行任何_U里，而部長認為該

工程是為 f公~'K利益 ﹒ 或作為公共用途 ， 或對公眾有利， 三 、 任何住宅 、 函業或工業用途 ﹒ E

參引白徐李鎖著 {九十春秋 新加坡主"*芭城隍廟史記〉 ﹒ 新IJU披挂采古城隍廟月雖說會

卅版. 2007 年 ，第 9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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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於新城鎮社區的這些新形式聯合廟(尤其是參與整合的個體廟宇將各

自神為置放於「聯合廟 」無間隔、開放式殿堂，並共同使用一扇廟宇大門的案例) , 

使原本已是 「萬神殿 J 1的格局更進 步擴大為筆者所謂的眾神的新 「邦聯」 。 以

新加坡鎮山天福宮為例 ， 由石竹廟 、 龍鎮宮 、 安山廟 、 萬褔宮及吉龍山五個宮廟

整合組構而成的「鎮山天褔宮(聯合廟) J 內，就供舉了 90 餘尊的神明 ! 類此

村l界新格局，肯定對信眾的神明信仰觀 ， 與乎對新城鎮社區的信仰空間和居民宗

教活動產生影響 。 本文擬由此切入，嘗試對新城鎮空間下出現的眾神新 「邦聯」

組構和意義加以解諦 。

二、新加坡新形式「聯合廟」的產生

誠如林綠毅指山作為整合的一種形式 ， 聯合莒或聯合廠是新加坡國家

發展與鄉區廟宇整合的重要標誌 。 它也是新加坡從(上世紀) 70 年代初期至 90

年代末期這將近三十年重要發展的產物 。 J

獨立後的新加坡 ， 為了實行工業化計劃及解決人民的住屋問題而不得不征

用市郊和鄉區的土地以發展工業區和新鎮組屋區。伴隨著建國以來發展計割的大

力推行，被征用的土地上興建起新鎮 、 高速公路及各種設施的提升 ， 使人民的生

活環境獲得很大的改善。 但無可諱言的事實便是 ， 土地被征用的廟宇均面對逼遷

的命運:尤有進者這些廟宇得應付動輒近百萬的昂貴地價和籌建新廟的建築費。

個別廟宇無法自行將地建廟者 ， 面臨了被淘汰抑或與其他廟宇進行整合的抉擇 。

於是乎演變自整合概念的新形式廟宇 「聯合廟」於焉產生。

這種新加坡特有的 「聯合廟 J ' 叉稱「聯合宮 」 、 「 聯合殿」 、 「 聯聖廟 J ' 

「是集合兩間以上有善信基礎 、 有經濟條件與有整合意願的廟宇 ， 聯合向建屋發

展局或裕廊鎮管理局申請購買租貨期三十年的地段以建造新廟宇 。」 3 這些新形

式廟宇一般的格局乃建造一間大廟宇容納所有參與整合的廟宇於其中;也有在共

同購得的地段上營建各自獨立式的廟宇者 。

就「聯合廟」橋建的類別而言 ， 大抵可分為三類﹒其一為以新遷廟址所處

新鎮命名經整合後之聯合宮廟名者 ， 這一類別的例子最多。其二為借神緣而整

2 參引自林綠毅(國家發展與鄉區廟宇的整合 : 以淡演尼聯合宮為例〉 巴 林緯毅主編 《民間文化

lfiJ~I\;人社會} ﹒ 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2∞6 年，第 173 頁 ﹒

1 同上，林綠毅前1日文，第 17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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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組惰的聯合廟宇 ， 其三為結合參與整合廟宇廟名以組構的聯合廟宇。以下以

各類個案為例 ， 詳論其組織結構和特色 。

1 . 0 以新遷廟址所處新鎮命名經整合後之聯合宮廟名者

歸入此類別的聯合廟包括 : 蔡厝港 ( Choa Chu Kang ) 聯合殿 、 蔡厝港聯聖

宮 、 蔡厝港油池村聯合廟 、 ?炎演尼 ( Tampines ) 聯合宮 、 兀蘭( Woodlands )聯

~廟 、 義順鎮 ( Nee Soon Avenue) 聯合廟、 三巴旺( Sembawang ) 聯合宮、波

東巴西( Potong Pas ir ) 聯合廟 、 宏茂橋 (Ang Mo Kio ) 聯合廟 、裕廊西 ( Juron且

West ) 聯合宮 、裕廊總宮 、 芽籠 ( Gey l ang ) 聯合宮 、 巴爺體( Paya Leba r ) 聯合

廟 、 菜市( Chai Chee Lane ) 聯合宮 、 早在?在 ( Seng Kang New Town ) 聯合廟等 。

本文擬以淡泊，尼聯合宮、蔡厝港聯合殿以及盛港聯合宮作為此類別之案例加以討

三A
面冊 。

1 . 1 淡潰尼聯合宮

淡演尼區乃位於新加坡東北部的市郊淡潰尼，早期是一片廣闊的郊外地

區 ， 華族先輩在這里開芭地從事各種耕種、割膠 、 畜養家禽為生 。 上世紀 60 年

代初為配合新國建築業之發展， 許多商人遂於此地開始采沙石之行棠 ， 形成許多

大大小小的村落 。當時散布在區內各角落、作為居民祈求平安的大小神廟不下二

十間，供奉著不同的神明 。 經歷 1 980 年代的大整合，如今矗立在淡演尼新鎮的

「淡演尼聯合宮 J '是集合區內受拆遷影響的 1 2 間廟宇共處於同一屋詹下的新

建大廟宇 。 由於牽涉到管理 、 錢財和文化保留等複雜問題 ， 廟宇的整合過程并非

一帆風順，前後花了好幾年時間才完成。有的廟宇決定加入聯合宮後，叉因種種

問題而退出 。

面立在淡演尼新鎮第二十一街的淡演尼聯合宮 ， 於 1 992 年落成 。 最終加入

聯合宮的 1 2 間廟宇是﹒天公壇 、 福安殿 、 後池廳、順興古廟 、 吉星亭 、濟陽堂 、

慈靈宮、新芭大伯公、洛陽大伯公 、漢陽大伯公、淡7賓尼九哩大伯公以及地萬大

伯公 。 4 在整合過程中，聯合宮大堂內保留了各廟宇的特色及其所供奉的神明 。

每間廟宇不是各自為政，而是由各廟宇組成小組理事管理 ， 再由聯合宮委員會統

一行政 。 所以，淡演尼聯合宮不僅是在整體硬體設備上加以統合 ; 連行政管理上

也加以強合。為方便一窺其營運操作方式， 茲將該聯合宮各組委員系統表暨聯合

宮委員會組織系統表圖示如下﹒

4 可|述鬥謝燕司法(淡泊尼古神背駐大間) , (新加坡闕才﹒文化) ，新加坡焦點卅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 第 52 - 5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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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淡演尼聯合宮管理委員會組織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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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淡i賓尼聯合宮慶成典禮紀念特刊> ' 1992 年，第 44 頁。)

料舊制的查脹、副查!軒訟 ， 今已改為正 、副交際。

但據淡i賓尼聯合宮的官方資料 ， 聯合宮採取開放式通殿格局於內設立了十

個神盒， 分別為 : 供奉玉皇大帝的 「天公壇供奉郁、朱 、 李三府王爺的主神

的 「褔安殿 J .由四間大伯公廟(新芭大伯公、洛陽大伯公 、 淡潰尼九哩大伯公

以及地萬大伯公)整合為一 、 供奉大伯公的 「福德正神(廟)」 5 : 供奉普俺古

{ij~與清水而且師為主神的 「後池廳 J 供奉洪仙大帝為主神的 「順興古鸝」 ﹒供奉

觀音菩薩為主神的 「吉星亭 J 供奉蔡府王爺為主神的 「濟|場堂 J 供奉張公聖

君(文稱法主公)為主神的 「慈靈盒IJ 供奉值年太歲星君為主神的 「太歲壇 J ' 

以及供奉東南西北中營「五營軍將」的 「五軍將 (壇 ) J 。 淡演尼聯合宮以統一

方式聯合慶祝各神廟代表性主神圭誕的做法， 不但節省第辦神誕慶典的資源 、 擴

大固有的祭品巴圈範圈 ， 成功整合所有加盟聯合宮廟宇的信徒、使大家不分彼此的

融為一體 。這種似乎不可能完成的發合任務 ， 淡i賓尼聯合宮，卻辦到了 。 以 F為聯

合宮所有加盟成員共同慶祝宮內各廟宇主神之千秋聖誕日期:

東神聖號 慶祝日期

天公厄玉皇上'1)'J 農!自 11':川 fJJ九刊

札i注:殿朱 JHl李大人公 J:甚 j肖 J、 JJ -1• u 
桐t且正于'1' 人:11'1 公 )~~Jt5十 J J+JJ → 日
A.!ÞÆ. J面A.!i1.爺公 ):~)斤 ，七 J~ -11L U 
1至1也廳普降，!j' HI: j退居十一 J J -I- ]; 日

f丘地IIIWí水利U:'I; ;:!1: )~ïl二 J~ 辛YJ;、 U
l咐與古陶iiJ\1I !i)、泊， J災Jß 1叮 μ l ' ,1:1 
ift似堂祭 }{f王爺 j;2腦 I- J~ -I- J\' I:I

JI L，1平時î i每慨 :1 佛祖 ~:t屑一 JJ ' I' 1L 11 、人 )-J 1'1Ln 
慈~:~Ê!;~t~公 ~1l ;U' j垃阱 )\， H 十 一 11
lL 'T(將玉 :~1 ~1每 'j[i j足 Jl:'. lIIH 仙一 11& 1 入 口 才~':j íf(

資料來源<淡演尼聯合宮晉宮十周年紀念、特刊( 1992 - 200 1) ) ，頁 l詣 。

由於所有加盟該聯合宮的廟宇均能放棄對各自廟宇原先「主體性」的堅持;

并接受在開放式通殿上以單一之統一神食代表各自的廟宇。 同時 ， 也認同「褔安

殿」居聯合宮之主導地位 ， 在安排各廟宇神氣排列次序與位置時， 全由 「褔安殿」

5 此說據 {淡i賓尼聯合宮晉宮 1-周年紀念、特干IJ ( 1992 - 200 1) } ， 新力[敞 : ì吳法尼聯合宮 .2002

年 ， 第 9 1 頁 。 o千 3 ) 謝燕煎文除此凶間大伯公廂外，向另加上第五間漢陽大伯公翩 。 此例
子可視為整合1\'的再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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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朱那李大人公降~L定奪 。 G 在成功整合的基礎上 ， 淡演尼聯合宮力保其傳統華

人廟宇特色，更通過其Z皇宮資源扮演多元功能為當地社區、人群謀求諸多褔利 。

7 無怪乎林綠毅一再讚譽淡演尼聯合宮，是新加坡廟宇整合成功的典範 !

1 . 2 蔡厝港聯合殿

蔡厝港聯合殿位處蔡厝港 51 街 ( Choa Chu Kang Street 51 ) ，是由受逼遷的

原處蔡厝港境內的 「八龍元帥殿」 、 「 關帝廟 」 和「關云殿」三間廟宇，連同亦

面對遷移的原林厝港 「齊神宮」 和正擎村政府組屋內的「善興壇」這五間廟宇整

合興建的一座規模龐大 、 宏偉壯觀的新廟宇 「蔡厝港聯合殿 」 。聯合殿前

建有精美 、壯觀的大牌坊，新殿於 2002 年 9 月 25 日舉行落成開幕大典 ， 並以聯

合殿全體理事名義出版了 《新殿落成開幕大典紀念特刊}。

「八龍元帥殿」供奉中壇元帥為主tl~以及善財盒子 、 濟公活佛等于'1'明 ; 後

殿設 「森羅寶殿」供奉安溪Ti.殿大、 二伯爺 o 慶典日期包括 : 農曆正月初十或十

一日慶祝玉皇上帝(天公)聖誕千秋 、 四月初四至初六日慶祝中壇元帥聖誕千秋、

七月初一至初三日慶祝大 、 二伯爺聖誕千秋。 「齊神宮」亦供奉中壇元帥(叉稱

蓮花三太子)為主神以及觀音佛祖、福德正神等神明 。 該宮，慶典日期包括﹒農曆

六月初八或初九日慶祝中壇元帥聖誕千秋與十一月份慶祝顯佑伯主及大、二爺聖

誕千秋 。「 關帝廟 」 供奉主神關聖帝君以及玄天上帝 、 五營軍將等神明 。該廟慶

典門i的包括 ﹒ 農曆三月初J三日慶祝玄天上帝千秋 、 五月廿或廿一日慶祝關聖帝君

聖誕千秋以及七月初九日慶祝中元會 。「善興壇 」 供奉主神善財爺公及藥師佛、

包公 、 大 、 二伯爺等眾神明 。該壇慶典日期包括:農曆四月十八日慶祝善財爺公

聖誕千秋、七月初九日慶祝大、 二伯爺聖誕千秋及十二月初八日慶祝藥師佛誕。

「關云殿 J供奉主神關聖帝君及觀音佛祖 ‘ 五營軍，將諸神明。該殿慶典日期包括 .

農曆頁。月初十五=.+二日慶祝關聖帝君及眾神聖誕千秋 、七月十一或十二日慶祝安

溪大 、 二伯爺千秋 。

有意思的是 聯合殿各廟宇慶祝各自供奉同樣的神明的聖誕日期卻不一

樣 。 例如「八龍元帥殿」於四月初四至初六日慶祝該般中壇元帥聖誕千秋 ; 而 「 齊

神宮 」 的中壇元帥聖誕則訂於農曆六月初八或初九日舉行 。「八龍元帥殿」於七

(，參引向林綠毅(國家發展與鄉恆廟宇的整合以淡泊尼聯合莒為秒l仆，林綠毅主編 {民間文化

與華人而l 會 ) ，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 2006 年，第 185 頁 。 林氏也指出有些聯合

宮的參與(加盟)廟宇為了神為(壇) 擺設，甚至不惜間上法庭。

7 除 f每逢神誕喜俊士生j攻自由餐招待鄰jfr區lλ{貧苦老人﹒並派發紅包外，還頒發慈善金給慈善緝
利國稍與社區福利機幟 。尤其是籌備巨款設立淡演尼聯合宮 全國科臟基令會洗野中心 ， 以

及nD)J趙立大眾醫院(淡泊尼)分院等著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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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一至初三日慶祝大 ﹒ 二伯爺聖誕千秋 r善興壇」與「關去殿」 的大 、 二伯

爺聖誕千秋則分別訂於七月初九日和七月十一或十二日舉行 。這種安排或許是聯

合殿的廟宇之間划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競爭 J '以致傷7和氣 。

1 . 3 盛港聯合宮

位處盛港新鎮( Sengkang New Town )的盛港聯合宮乃由崇義勵與半港天后

宮整合後於 200 1 年新建的兩棟獨立式關字聯合宮 。 崇義廟於上世紀 60 年代削

建 ， 供奉的主神是關公。遷入聯合宮後的崇義廟 ， 除了作為繼拜神明的廟宇，也

提供補習、免費義診和施藥服務。 廟建築的二樓 、 三樓宛如一所教育中心 ，讓有

須要的小學生報讀教育補習班 。 自從該關抄列的眾神千秋慶典日可見其所供奉的

神明眾多 ， 除了關聖帝君外尚包括 . 大伯公 、 觀音 、 玄天上帝、中壇元帥 、 太歲

星君 、 張公聖君 、 齊天大聖 、 城隍伯主、大二爺伯及孝子爺 、 虎爺將軍 、 馬爺將

軍及拿督公等神。茲將有關資料表列如下 :

神誕、慶典活動 日期

大伯公干秋 j泣屑一)~有J一 I~I

虎爺~寄撩開口 為墊 11
觀音菩薩型誕 j是屑一 }-J I~九 I~I

玄天上帝千秋 j退路二 )J 何j二 FI

r.I'扭7G帥干秋 ~:H百川 川刊1J)\ll

附坐梯，主!啟眾于' 1 '千秋 J~ r."i 3,.) J +!J :!Lfri ~Iγ\LI 
協天大咐干秋 且是!當六刊 四 n

Á歲早君干秋 J:!i曆七 )J十九 11
}監獄中 7[; ~!H丹七)~
張公坐:r-t千秋 j已曆七叫一一1 工 H
}豈 '"\-'秋 )~!J. J向M.J

ff天太埠n.秋 j是j巨八)L~ I . IJ4 1J 

mTi 手干時:\i"it~ j足蹈九川 IJLLI

f1r叫i l:起災 rt會 j;2倍十 ) J 十.1，奄 I -t、 H
胡j)、成 冬至 11 ')
城p"l{( 1 煮 、 太一爺f白紋，于 f爺千秋 良1M十一 ).J ~I 九至一 I~H

聯合，皂，另一成員乃 「 半港天后宮 J ' 供奉的主神乃天后壁母及配把神祇大

伯公和註生娘娘 。 早在 1 927 年 ， 天后宮就建在榜鵝附近的甘榜登加(俗稱半，港)

的漁村 。 上世紀 80 年代 ， 半港天后宮還在鳥敏島舊址時，每逢天后誕成千上萬

的信眾紛紛搭乘船艇過海進香 。 2001 年 11 月新廟建好後 ， 才遷移至盛港新鎮聯

"吳淑賢攘 (且在港崇義廟 最大門神迎香客 ) , {新加坡廟宇文化} ﹒新加坡焦點出版有

限公司 '2∞5 年 ， 第 112 - 1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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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宮 。 9該宮每年於正月十五至十六日一連兩天慶祝元宵，並備仁1師、大桔、紅

包供信眾求受，農曆三月廿日至廿五日慶祝天后聖母 、 三記伯公(大伯公)及註

生娘娘聖壽千秋 ， 以及農曆十一月舉行答謝神恩儀式 。 從鳥敏島遷回新加坡本島

後 ， 每年的元宵節與農曆三月慶祝天后聖母千秋，該宮的香火更是旺盛 。天后宮

理事會近年來也本看取諸社會 、 用諸社會的精神 ， 在天后誕慶典上撥款捐助教育

與慈善團體 o

與崇義廟幾乎每個月都有慶典活動的情況不同的是﹒半港天后宮每年一連

五天趁慶祝天后聖誕的當兒， 一起為該宮的兩位配把神慶祝聖壽千秋 。

2.0 借神緣整合、組構的聯合廟宇

歸納入此類別的聯合廟，可以 「龍合山七泰廟」與 「蓬萊寺聯合廟」為例 。

2.1 龍合山七察廟

「龍合山七築廟」乃由林厝港的阿媽莒路的 「七察﹒廟」和萬禮路 「龍合山

富 」聯合組成 o 龍合山宮所供奉的主:fl/l ' 山西夫子」 叉稱關聖帝君 、協天

大部 ， 是從福建省泉州府涂門街通准關帝公廟請來香火安奉的 。 上世紀 60 年代

初，龍合山宮已在;的路路虎頭山9í廟: 80 年代 ，與之有神緣關系(即同樣供奉

關帝 )的林厝港七築翩因廟地被征用而搬來與龍合山聯合組成「龍合山七察廟 J ' 

復於 1 996 年遷入位處蔡厝港德蔥、巷的新聯合廟。自 1 998 年起 ， <D\供奉孔子和月

下老人兩位神祇 ， 成為了近年來的最大特色。該廟在孔誕時贈送書包 ， 祭孔的目

的乃為學生祈福 ， 祈求學業進步，早日 「金榜題名 J 拜月下老人則希望為時下

青年牽引紅線，早日找到佳偶成親， 為新加坡增添更多的 「生力軍 J 0 1 0 此外 ，

該聯合廟也於農曆七月廿七日慶祝大二伯爺千秋暨慶中元 ;農曆八月吉日舉行

「釋迦火供財神」。

2.2 蓬萊寺聯合廟

「蓬萊寺聯合廟」乃由建立於新加坡殖民地時代的安溪移民社群廟宇一一

「蓬隸寺」 在 1 985 年與受新加坡政府發展計劃影響而逼遷的、祖籍安溪蓬萊鎮

9 參司 1m東坤綱撰 (半港天后宮 一一 拜天后不用再過海 ) , ( 潤的11\皮廟宇文化} ， 新加坡焦

Wli出版有限公司 ， 2005 年，第 11 6 -11 8 頁﹒

1 0 參51 肉 ri羊方基撰 (龍合山七君主廟 一一 祭孔送書包，發揚傳統 〉 ﹒ {新加坡廟宇文化} ﹒ 新
力11圾 ， 焦點卅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 第 1 08 - 1 09. 11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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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村落的六個宗親社群所代表的姓氏廟整合而新建的聯合廟 。這六個姓氏及;與

所代表廟宇個別為 :柯氏 「祥褔亭 」 、廖氏 「水口宮 」 、張氏「名山宮」 、 李氏

「普掩宮 」 、劉氏 「慈濟堂 」 及林氏 「 中亭廟 J 0 1 1 此一聯合廟的整合情形，

要比 「龍合山七察廟」複雜得多 。 除了而且籍安溪蓬萊鎮認同的清水祖師崇祖神緣

以外 ， 它還涉及了原鄉各村落具血緣(姓氏宗親社1\羊)認同象征符號意義的多元

「祖籍神明」。

「蓬萊寺 」 供奉的主神乃安溪的鄉土神祇 一一清水祖師，配把科包括褔

德正神 、觀音和上帝公(玄天上帝) 。 另六個加盟 「蓮萊寺聯合廟」的姓氏廟宇

所供譽的神明，基本是由安溪人南移時以各種方式相繼分香到新加坡的 。 例如:

「祥福亭 」 供奉周朱齊三王府大人及池府大人水口宮」 供春廖府大人及清水

而且師、會府大人和黃二大使名山宮 」 供奉朱那李三府大人 r普降宮 」 供奉

章三相公為主神及廣澤尊王、李府元帥等慈濟堂」供奉朱tf~李三府大人及保

生大帝中亭廟」則供奉那府大人及順平聖侯 。 12

上述源自安徽各村落 「祖籍神明 」 當中的絕大部分鮮少為人所知 ，更不必

說設廟供奉的了 。 雖然 ， 借新加坡廟宇整合行動的機緣，這些散布原鄉各村落的

「祖籍神明」居然在海外的新加坡團聚於聯合廟同一屋詹下， 形成所謂的眾鄉土

神的「新邦聯 J .也將安徽原鄉各村落的鄉親，在神緣下凝聚在一起 。

3.0 結合參與整合廟宇廟名而命名的新建聯合廟

「龍合山七築廟」雖被本文歸入偕神緣整合的聯合廟，但亦合適歸入結合

參與整合廟宇廟名這一類別的聯合廟 ， 其他例子還包括位處義順環路 、 由原「 聚

善堂關帝廟 J (原名「五虎廟 J )與華順芭「華山苗I J 兩間廟宇的勵名整合起來

命名新建的聯合廟一一一「聚善華山宮」及整合 「真人宮」 與 「 介谷殿」 、 「龍

山亭」 、 「萬仙廟 」 四間廟宇而成立的聯合莒 「真龍宮」 。

3.1聚善誓山宮

「 聚茗，華山宮 」 的整合廟宇之一乃 「聚善堂 J 該堂供奉的主神是關聖帝

君 ， 其他神紙包括朱郭二府大人、大伯公、觀音娘娘、太上老君和齊天大聖等 。

該堂每年的慶典活動如下﹒

11 參引自曾玲撰 ( iïô: RF整合的歷史記憶與「祖籍認同 」 象征 新加坡華人的祖神崇拜 ) .林市1

毅主編 {民間來化與學人社會 ) . 新』日被新加坡~~洲研究學會 . 2006 年，第 1 19 頁 。
J2參引臼曾玲撰前揭文 ， 第 1 20一 1 22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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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神的新邦聯，以新加坡聯合廟為探討 中心

慶典日期
j進曆五 )J 寸 三 日

起腦八JJ二十日

起l臼t 川十七日

另一參與整合的廟宇 「華山宮」供奉的主神是大伯公，該宮每年的慶

典如下

神祇聖誕 慶典日期

大KI公千秋寶誕
!先爺挺

且是!當三 JJ 二 Ih日

RE蟄|三|

新春酬扣l' 口
Jßi誠中元

1~J莒正μ初五至初六日

起倍七JJ十Ji至十六日

雖然這兩間廟宇共處在同一新建聯合廟的屋管下，但兩廠之間建有培壁隔

開;廟慶典和活動方面亦似各自為政而未見有任何互動 。

3.2 真龍宮

「 真龍宮」乃以供奉吳真人 一一一保生大帝的「真人莒」為主而建立起與

另三問廟宇，即， ï介谷殿」 、 「 龍山亭」 、 「萬仙廟」共處同一屋詹的一所聯

合宮 。 目前 ， 該聯合宮內各廟宇供奉的神明如下 ﹒

廟宇 供奉神明

介谷殿 于1 干'ift ll 的、5k m大咐
能 111于 大伯公、廣澤尊主、的H這 111;相 1、討生紋。I~ 、對天大型

!~(人們 f~~生大 a的、 ~!r~[.人、 f示了I人、二4日大帝、斗l垃兀自1I、蕭H守主爺、司正王爺、'1
1 爺、朱主爺、那主爺、 l.u丙夫卡、三Á ( 、立起山敵百仰剖l、岡山王爺、大

爺仙、大使公、 二位公、林姑娘、古姑娘、齊天大型、五倍將軍。 (2 1 位神

很)

~l; 1111 助j 1-i~天m帥、 i.1:~面熾兀f\ljJ、 1' 1 有八靈州、天后:iL'él 、消姑娘娘、關音菩離、

梅111 1 大"的、齊天大學!、 三六元帥、福德正神、五告將軍 。 ( 11 位+巾紙)

上世紀 70 年代初期 ， 新加坡政府正式發展紅山區市中心 o 在城市規劃大藍圖發

展下，已有百年歷史的「真人宮」面臨第二次搬遷的命運 。 由於資金不足，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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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土地局的規定與其他三間廟宇﹒「介谷殿」 、 「龍山亭」 、 「萬仙廟」成立新

的組屋區聯合廟 。在命名的細節上 ， 是由四問廟宇派出代表，就各自收集不同的

名稱，然後通過大會裁決正式命名為「真龍宮」。」13 位處紅山巷- 98T ( Redhi ll 

Close ) 組屋區的新廟於 1 978 年落成 ， 並於 1 2 月 22 日遷入 。 在盤合聯合宮絡局

上，真人宮與龍山亭似經「再聽合 1 4 而共居大殿中央位置、萬仙廟居大骰左

傾Jj、介谷殿則居大殿右側 。 上表所列舉的真龍宮聯合當眾神紙 ， 其數目多達三十

餘尊。 萬仙廟似為海南籍人士的廟宇 ， 這一點可從其所供奉的萬天祖師、 一百有

八靈神 、 天后元君 、 梅仙大帝諸鄉土神祇看出 。

茲將佔聯合宮主導地位的真人莒所慶祝的傳統節日日期和活動內容表列如

下.

節慶日期 節慶活動內容

且主Jß十一J-J 1 - ;、 口 至|喙夕 f尋訪1常年Ài炭爺

j約百.iE J-J 初一日 迎新年 1011旱 ' 1 :.大的'f'iù娃、按I l1 f'l '
I主Jßi[)HIJ 至十 11 1::1 拜訪 {lôÀ ，i我爺

K~JMJI 川初八日 J.I天公
且是!自七川十五 1-1 縱 g.討會 ← 祭阱，叫?三孤魂

J~J!ULJ Jr叮1 日 放以 1亨，大 1iHi1毛 主IL :þ:;肌

j足JfHJJ 1-于i 至|→八日 Jjl'f兄保生大咐、服7守仰視、肅H~f T::舔千秋時間句ô}J!!

此 _LM酬JiIt人J鼠 、 1 ， 'i酷 、 做俠、的~l*llj位于去
偽、自巡 o 1 七日周年~會舉行樑制物川;' lU; ， 先例:
活動主~1Jt o

1 9 1 2 年間， 一群青少年從原鄉福建惠安竹西村請來醫藥神保生大帝神袍 1 5

(而非其金身)攜身漂洋過海南來 。 他們平安拯達新加坡後 ， 於次年塑造一座高

十二寸金身之保生大帝安奉于亨德中路 (本所坡)一間簡陋的棚屋內 。 保生大帝

以凹人抬的神轎(扶鷺)替病人看診 : 亦抬轎上山采藥 。 憑著其靈驗和高超的啟

f甜， f!-k生大帝為廣大信眾所虔誠信奉 。 目前，真人寓，保生大帝濟世時間安排在每

星期一至六，晚上八點半開始 。 碰上其他三間廟宇慶祝神誕峙， 其人宮的濟世事

務將暫停 。 lfi 至少，這一動作顯示了真人宮對參與真龍宮聯合宮的其他廟宇的

配合與尊重 。

13 參圳|斗 {于 市\\:i.們世神盤一一 保生大帝 } ， 新加坡真人宮， 2007 年，第 50 頁 。
14 由於聯合廟有|垠的空間和殿堂的整體布局，龍山亭與其人常基于福建籍貫的地緣關系而再整

合 、使這兩間廟宇共居大殿中1犬的影顯地位，可謂達致雙鼠的局面 。 何說，聯合廟妓終以 「 真 J

「能」二字命名，似亦1 \室的有此二問廟宇於此聯合廟扮演主導t生之角色 。

15 這草草神袍被裝置於一盒子惶，非保生大帝IT J 囑信徒不能打開 。 只有在信徒患上重病的時候，

才能由神明指派的人取出部分( ? )交給信徒保身，並負責收回。此神袍令已成為其人宮鎮常
之賀 。 E 參'.l l 白 {千司在濟世神醫一一 保生大帝 ) .新加坡真人宮 .2007 年，第 36 頁 。 E

M 參引臼 {千誠濟世神啟 一一 保生大苟i ) ， 新加坡真人宮 .2007 年 ﹒ 第 55 :t: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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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宮會於 2005 年、 2006 年及 2007 年一連三年舉辦了三屆 「保生大帝文

化節 J ; 2007 年者更涉及整個亞太區，邀請中國、 臺灣、香港 、 菲律賓 、 馬來

西亞 、 印尼和泰國等地的廟宇代表前來新加坡參加各宮廟資料展出和參與該宮慶

典活動 ， 並出版了圖文版的精美《千載濟世神醫 保生大帝〉特刊 。該宮也

通過「舉辦中國保生大帝進香圖等活動來引進新一代的年輕接班人 。 1 7 從上

舉真人宮各類活動，足見其為一香火鼎盛 、 動員能力極強的廟宇。真人宮所有保

生大帝弟子針對聯合廟地三十年租期已屆滿但獲得當局再延長卡年的情況，經作

出了更長遠的打算 。 目前他們已開始為期待中建立新的「一問單獨的廟宇」展開

了「籌集重建基金」 。

在既有政策下 ， 固然使面臨逼遷而一時籌集不到足夠購地和興建新廟宇所

需巨款的廟宇被迫接受當局安排而與其他面臨同樣問題的廟宇進行「速配」 式的

室主合和共戚，形成新加坡特有的聯合宮現象。 一旦有條件興建本身單獨的廟宇

時，有些廟宇仍會選擇不與其他廟宇共建聯合宮 。 但這樣的蔥、頤，恐怕得以落實

的例子不多。因為在土地區乏的新加坡島國，擁有建廟的經濟條件只不過是被當

局考量 、 批準的其中一個因素而已。

三、小結

無可諱言 ， 在新加坡城市大藍圖發展規劃和國家土地征用法令下 ， 除了極

少數被列為國家古蹟與著名旅游景點的廟宇如天褔宮，眼前不斷受發展計劃影響

而被迫遷移至新鎮或組屋區建立聯合宮(廟)的情況 ， 恐怕是一般在新加坡的廟

宇必須面對 、 且不可逆轉的現實 ( rea l i ty ) 。

以新鎮命名宮名的案例，佔新加坡各類型聯合宮的大多數。這是否意昧著

信反對聯合廟所處的新地緣或新鎮組屋區之認同巾被整合在新格局下形成的「新

邦聯 」 聯合廟內的各籍貫鄉土神祇 ， 能否因共處同一廟宇屋草草下而成功令

信反「拆除」過去信仰隔閔的藩籬? 18 換句話說，聯合廟信眾能否無區分的 、

全盟主性接受和認同廟內所有的神祇?這些問題，仍有待日後更廣泛和深入的田野

調查成果加以論證。另外一點就是，住在新地緣(這襄指新鎮)或組屋區內聯合

廟的信眾群經歷搬遷，並非完全是舊區原來的居民。結合上述種種新「變數

"參引自{千我濟世神瞥 {呆生大帝 } 傅成金先生(開刊獻詞 ) ，新加坡真人宮 ， 2007 年，

第 3 頁。

的較之於之前il國別廟宇各處西* 、 完全分闊的情況 、 至少楚合於聯合廟下的廟宇如今乃處於同

一糊宇建築的~rg下 ， 或將個別廟宇建立在聯合廂同一地段內 ，而形成彼此間近距離的「接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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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新社區群眾和信仰空間方面的「碰撞」叉將擦出甚麼樣的「火花 J ? 這，思怕

不是現階段進行的新加坡聯合廟案例研究所能夠清楚論析的 。

但可以肯定的是 像淡演尼聯合宮所展現的神明 「邦聯」大整合、宮行政

和神誕慶典的完全統一化 ， 以及全力投入淡演尼新鎮社區的慈善、醫讓福利事業

所樹立之聯合宮典範模式 ， 無疑對在地居民於新地緣認同和眾神新「邦聯」 所形

成的新格局神緣認同，能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這只是筆者所知和目前所

見的少數新加坡聯合宮(廟)之特殊案例。而個別廟宇參與整合建立的其他

聯合宮，則鮮少作出如此大刀闊斧的配合與興草。

在面對新加坡所有廟地僅有三十年使用樣的期限(但似可申請延長) ，現

有的聯合廟整合結橋乃屬「短暫性 」 的 。三十年廟宇地段使用權的時限，將考驗

這些經歷加盟 、 整合的聯合顱，在新一輪(三十年後? )的再遷移和再整合下能

否持續存在?抑或面臨最終被淘汰的厄運?換句話說，個別廟宇目前的營運方式

以及廟務拓展之可能性 'H等對該廟宇未來的存廢起關鍵性作用 。 若墨守陳纜，未

能對外開放門戶、成功引進年輕一代的信眾加入義工的行列，並積極參與廟務和

廠所主辦的活動 ， 則有關廟宇的管理層恐將後繼無人 。 再加上營運不佳，致使廟

宇的香火逐漸疏稀冷落，惡怕不必等下一個三十年，有關廟宇難免在劇烈競爭的

浪潮中自動消失 。

「人能弘道 J 這句話，強調了「人」在弘道(此指興關)方面所起的決定

性因素。某一廟宇的興廢，乃至于廟宇神明靈驗性的被認同 ， 居廟宇營運高位之

理事會在 「人事」方面21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 新一輪聽合的聯合廟(宮)

加盟廟宇成員和其所形成的眾神「邦聯 J ' 是在將一仍如醬 、維持不變?抑或是

1吵林綠毅即ttJH\: 成功盤合的淡泊尼聯合宮縱使其信仰間進一步擴大、整總結1濟力最增強 ﹒ 同

時，借兩超越祭紀事務。大步跨進社區民眾生活 、 投入社l-.hfu主主持事業和醫療服務 ， 約1使其成為

家戶H俞燒和1資被群%<認同的區域性宗教慈善組織 ﹒ 參引 l司林氏撰 〈 國家發展與鄉區間寸的整

合﹒以淡淡尼聯合肯為1J1仆，林綠毅主編 {民間火化ViJ-!Vi人前|會 } 新加坡-新肌紋5~洲研究

學會. 2006 年 ，第 185 頁 -

M 另一成功例子為 r主采芭lj正隍廟 J • 19 78 年該府所在的綠非主采地區的土地也被政府征間 ，
為了通過合法途徑使廟宇順利重建﹒主茱芭「的管理者申請成立合法制倒一一一擺弄在菜城防

廟聯誼會 ( 1 999 年改名益來芭城煜關聯誼會 ) 。 經麼多方爭取 ， 成功與聯合l臥玄宮共迫 r j成

風聯合廟 J 、 于 1 988 年 6 月 2 日取行諸神升降眉目光儀式 . 1 993 年恨據信眾要求，在廟1111中附

設大肚笑佛，并于年底I會加類接財神儀式 。 從 2005 年開始 。 為響應政府對促進傳統文化的號

召，將辛辛節慶祝活動擴大成為 F 春節廟會」 。 在社區慈善事業方面 ， 主菜芭城隍廟也投入了力

度成功設立 「社區教育基金及慈善機你基金」 捐獻社區內各慈善機梢 。 200 年 4 月1起來芭城隍

廟註川成立「城隍慈善墓。令會」 、作為主菜芭城隍廟聯誼會l到卡的福利機徜﹒ 孩;lt金專門用于

該廠所資助的慈善事業 。 如今，與風玄且整合為「城l鼠聯合蝴 」 的主ZE芭版~!.l廟已成為響l噶H常

常的在地慈善性宗教廟宇 . [參5 1 自徐李穎才會 {九十春秋 新力II!，波主菜芭城院翩史記 ) . 

新加坡主菜芭城隍廟聯誼會出版 . 2007 年. 'ifj 1 0 - 29 頁 . ] 

2剖1 這王衷甚的 『人Z耶)+七J ，)乃b汁f指眉通過媒體宣俾 ‘舉辦類似大耳砂\

以提高廟字的形象刑圳w打干']響廟宇的女知日:7，皮皮e諸世世!俗l↑卡悅F門哇可i 廟可寸-: r叮f于銷 」 司策~ U略各而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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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再整合而重組形成另一新的眾神 「邦聯 J ?除了涉及上述提及 「人事 」 的問

題，還有賴于 「邦聯 」 神祇神力(靈驗|生)的持續以及神祇功能是否具被更新和

多元化的可能 。 未具此 「競爭條件」的 「邦聯 」 神祇 ' 日 IJ令被供奉于神壇上繼續

享受倩眾香火 ， 亦難免遭受冷落、甚至進一步面臨被取代的命運 。 這一點，可從

「邦聯 」眾神當中往往僅限某些居主神地位的神祇享有相關廟宇為其慶祝千秋寶

誕優惠待遇 J 而有些神祇竟完全不為信眾所知的懸殊情況看山 。

另一值得觀察的現象便是 ﹒ 在現今廟宇營運和 「市場行銷」 策略下，聯合

廟的反神 「邦聯」壇上常見有新 「增益 」 神祇的現象 。 伴隨著時代與信眾需求

的改變以及眾廟宇之間的劇烈競爭 ， 不光是特殊廟宇整合因素而形成的眾神新

「邦聯 J 即令個別廟宇的 「眾神殿」壇上也常見新神祇逐年增益的現象 。 顯示

了華人在信仰方面 「世俗功利 」 與「神力認同」二元因素互補和互為對立的現貫

面 。 這一問題並非本文的討論中心，針對此現實面呈現的 「悸論 J ( paradox ) 

作出專門之研討只好等待與日 。

新加坡的特殊聯合廟現象、乃至於聯合廟整合下形成的眾神新 「邦聯 」

目下仍經歷持蝦將變和有待定型的進程 。 本文對此特殊現象所作仙的論述，僅止

於現階段個人所收集到的資料和觀察而已 。 失當之處 ， 尚詰方家惠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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