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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庙里流传着凡人的故事

漫步集美，邂逅一幢幢充满历史美学的侨房，既有“穿西装、戴斗笠”式的陈嘉庚故居，也

有古天井与洋屋顶合璧的文确楼。今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一座闽南传统木构建筑的宗祠，

聆听侨胞返乡重修家庙，弘扬家族荣耀、赓续奋斗传统的故事。

马銮杜氏家庙始建年代不

详。根据族谱记载，首修于明代

万历（1572 年），又经过清康熙

（1713 年）、乾隆（1739 年）、民

国时期三次重修，改革开放后

1984 年第四次重修。据介绍，马

銮杜氏家庙从建造至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总建筑面积有

400 多平方米，总占地面积有

1000 多平方米。马銮杜氏家庙

建筑风格独特，前有鱼池，后有

花园，面向西南。三进面阔，轩

敞明亮，共设有三座落，坐落有

三个方向。三座落各有寓意，前

落为财，中落为登，后落是贵，

皆代表了祖辈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期许。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唐末，

官任山南节度使杜让能，因遇

战乱，避居越州山阴（今浙江省

绍兴）。南宋末年，为避元军乱

华，杜让能的一支后裔杜仁被

迫南迁。相传杜仁率族人行至

福建境内某地时，马铃忽然坠

落，勒缰受铃，环顾当地依山临

水，觉得“可聚族为子孙长久

计”，于是携家族就地栖居，繁

衍生息。这个地方便是现今的

厦门市集美区马銮村。“马銮”

也就是“马铃”，村名以此典故

有关，谱称杜仁为马銮杜姓始

祖。

继明清以来几次重修后，

1981 年，缅甸仰光杜氏京兆堂

宗亲回乡祭祖，见家庙颓败，于

是倡议海内外族人齐心协力重

建家庙，家庙 1982 年动工，

1984 年完工。2020 年，集美区

政府对杜氏家庙又进行了“修

旧如旧”的翻修，让杜氏家庙保

留着原样历史风骨，老建筑在

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历经

百年风雨，杜氏家庙更显光彩。

杜氏家庙前有两排旗杆石

十分瞩目。每竖一根旗杆代表

着家族里出了一个名人，这里

留存着历代十七座旗杆石，也

就是杜家出了十七个名人，这

也是杜氏家族的光荣和骄傲。

走近前落，我们看到了家

庙的宏伟壮观。马銮杜氏家庙

采用闽南传统建筑常用的红色

板瓦屋面和典型的插梁式木结

构，包含了精美的石雕、木雕、

堆剪灰塑、油漆彩画、燕尾脊及

前埕独具特色的旗杆石等，以

青石砌造施以雕镂，顶架铺设

木结构，雕梁画栋，工艺精致。

大门正额四个漆金大字“杜氏

家庙”，威严肃穆。

杜氏家庙遗存有石碑、匾

额、族谱等物。所有遗物被岁月

打磨过，反映了马銮杜氏家族

的奋斗史。

马銮杜氏家庙祭祖仪式

每年春秋各有一次，非常独

特。为继承和弘扬优秀家风、

保护闽南文化生态，“马銮杜

氏祭祖信俗”被列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保护。宗祠祭祖，

其他地方通常一年一次，或者

五年一次。杜氏家庙一年有两

次，这表明杜氏对先祖的敬

仰，重视传承。每到祭祖的日

子，所有海内外的宗亲都会回

到马銮杜氏家庙，齐聚一堂，

祭祀祖先，新加坡、马来西亚、

缅甸、美国以及港澳台地区的

宗亲们都会回来。

踏入中殿，抬头见一块“乐善

好施”匾额。这是光绪 26 年，慈禧

太后命李鸿章跋山涉水送来的，

表彰杜氏先人对社会的贡献。

乐善好施不仅是刻在匾额

上，更是被杜家的先辈刻在家规

祖训里。先人鼓励子孙们要遵照

家训家规来做人，诚实、向善、努

力对社会有所贡献。

杜氏子孙牢记祖训，延续着

祖先们乐善好施的美德，一直积

极地为社会做出贡献。为了凝聚

宗亲，加强海内外裔孙联系，马銮

杜氏族人于 1988 年成立了杜氏

马銮华侨理事会，后来又设立了

爱心基金会，筹集公益善款用于

帮助或奖励族人。

基金会帮助了很多人，不仅

给大学生颁发奖学金，还用于扶

贫、救急、敬老、赞助文体活动等

多方面的资助。据悉，从 2008 年

成立至今，基金会给马銮社区的

老人每年都发放过节费，给大学

生发放奖学金，年底还会举办大

学生座谈会，让他们分享学习的

经验和心得，还会救济当地的贫

困家庭。

说到乐善好施的杜氏族人，

就必须提到杜氏小宗。这是一个

雕梁画栋的三落大厝，由两落大

厝、双护厝、后界及回向组成，系

闽南传统居民大厝建筑，占地面

积 400 多平方米。杜氏小宗于清

光绪（1888 年）年间由侨胞杜四

端建造，尘封多年后，今由政府出

资重修，再现风采。

这是一处砖木结构的建筑，

门额置青石门匾，上镌“杜氏小

宗”四字，墙身为八角形红色清水

砖贴面，左右墙身中间镶嵌线雕

松鹤、花鸟图青石雕。第二落明间

设隔扇门，门扇镶嵌进口彩色拼

图花玻璃，这是厦门地区迄今所

见最早采用进口玻璃做装饰的中

式民居建筑。

杜氏小宗的业主杜四端是著

名侨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乐善

好施，凡遇兴修道路或赈灾救济，

必慷慨捐输。遇乡邻族亲或贫困

者或争讼不息者，辄出资出力排

解平息。因其善举，光绪皇帝授予

杜四端“中宪大夫”头衔。

杜四端的事迹激励着后辈奋

发上进。今天，华侨大学厦门校区

有一处四端文物馆，于 2009 年 6

月正式启用。倡建者就是杜四端

后人、华侨大学董事、香港中文大

学荣誉讲座教授杜祖贻。杜祖贻

在 2004 年曾捐赠杜四端先生的

一批价值不菲的文物，并捐资倡

建。杜祖贻倡建四端文物馆，为境

内外学生学习、了解、研究和传播

中华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窗口和平

台。

目光回到杜氏家庙的后落，

与前中落的辉煌相比，后落让人

感觉更加宁静。

家庙的后厅墙面嵌有明嘉靖

二十五年（1546 年）《杜氏复业

记》行楷石碑一方，高 2.32 米，宽

0.85 米。碑刻为明两京大理寺林

希元所撰，记载了当年杜氏族人

几经努力，重新夺回先祖得禄公

在德化屯田产业的故事。

在这座院落里，能感受到马

銮杜氏传承百年的历史痕迹，绵

延数百年对家乡的奉献、对祖先

的思念，都寄托在这家庙里。家庙

如同杜氏的根，枝叶繁茂，离不开

根的滋养，杜氏族人不断发展，离

不开家族的教育和培养。

杜氏对子孙的管教甚为严

格，子孙们也谨遵教诲，努力在社

会上发光发热。如今马銮杜氏不

仅对自己家族做出着贡献，在村

子里，在社会中，处处都能看到杜

氏子孙奉献的身影，这就是杜氏

最好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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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坠地成福居家庙三落财登贵

留存旗杆耀门楣春秋祭祖入非遗

善举获清帝赐匾后裔承祖训乐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