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开发于19世纪早期。当时

的吉隆坡发现了丰富的锡矿，吸引了大批的华人矿

工前往开采。对吉隆坡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叶亚来[1]

也是因开采锡矿而来到此地。由此，华人在当时建了

不少建筑物。吉隆坡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的首都，发展

的速度越来越快，被拆除的建筑物也随之增加。

目前，只有少数的华人古建筑保留至今，如广肇

会馆、仙四师爷庙等。这些华人古建筑在保护及修建

的过程中面对各种难题。而这些难题在吉隆坡仙四

师爷庙能较全面地体现出来。因此，本文以此庙（图

一、二）作为探讨的例子。

一、仙四师爷庙的起源及其存在的意义

仙四师爷庙建造于1864年，为吉隆坡历史最悠 久的华人庙宇。庙中主要的供奉对象为仙师爷及四

师爷。仙师爷即是17世纪50年代芙蓉[2]华人甲必

丹[3]盛明利。盛明利于1860年8月26日爆发的战争

中不幸阵亡。传说，当盛明利遇害时，颈溅白血。当

时的人们深信盛明利由于素行仁义才会出现“颈溅

白血”的奇事。因此，把他奉为神明，设庙供奉。最

初设庙于芙蓉的拉沙（Rasah），称千古庙，由盛明

利的旧部于1862年修建。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则由吉隆坡华人甲必丹叶亚

来于1864年建造。叶亚来原为盛明利的下属， 由盛

明利破格提拔，任副队长。在盛明利阵亡后，叶亚来

于1861年接任芙蓉甲必丹。在位期间，叶亚来根据

当时雪兰莪及吉隆坡锡矿的蕴藏量推测吉隆坡将来

必定成为繁华之地。此外，叶亚来还得到仙师爷托

梦，称前往吉隆坡发展必大有作为。于是叶亚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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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秋辞去芙蓉甲必丹的职务前往吉隆坡发展。

由于叶亚来发展得当，使吉隆坡从默默无闻的村落

迅速发展成略具规模的城市。叶亚来为了答谢仙师

爷梦中给予的启示及庇佑，亲自前往芙蓉千古庙恭

迎仙师爷到吉隆坡供奉。此外，庙中还祭奉叶亚来的

战友钟炳来（即四师爷）。因此，此庙称之为“仙四

师爷庙”。由此得知，吉隆坡仙四师爷庙为叶亚来答

谢神恩及纪念战友而修建的。以神灵的渊源而言，则

可追述至芙蓉的千古庙。

仙四师爷庙是神庙及先贤烈士祠的结合体。其

祭拜的对象除了主要神灵——仙师爷及四师爷本地

神灵以外，还有华光大帝、观音菩萨、土地公、关帝、

文昌、金花娘娘等外来神灵。另外，还附有义勇祠，

祭奉因保卫吉隆坡而作出牺牲的先贤烈士。

此庙的起源与发展及其祭拜的神灵是华人自19

世纪至今开拓及发展吉隆坡的见证。同时，它也是研

究当地华人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庙宇建

筑风格的主要依据。

     二、仙四师爷庙历年的维修情况

仙四师爷庙初建成时十分简陋。在吉隆坡四年

战乱平定后（即1873年），民众决定重新修建该庙。

现今仙四师爷庙及附近的土地均由叶亚来当时捐献，

庙宇则是联合侨民筹集资金建造。1875年，仙四师

爷庙正式开光进香。此庙建成后曾进行大约14次的

维修及修建工程，时间如下：1.1881年至1883年。

2.1917年。庙前建一石碑刻记受托人姓名。同年，还

完成了庙前围墙及左右铁门的建造，并设有小花园。

3.1927年。重修神龛，并绘壁画四幅。4.1938年。建

一受托人名表石刻于庙前。5.1949年。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神像及庙宇多处残损。因此，庙宇进行了一

次大规模的修缮。6.1962年。重修庙的中座天面。7.

1965年。修铺庙中座阶砖地台。8.1966年。修铺两

附祠及青云巷花式阶砖及刷新门前牌楼上的金字。

9.1970年。建宝炉两座。10.1972年。粉刷庙宇及建

造宝炉。11.1989年。更换电线、粉刷庙宇及木雕。

12.1993年。庙的墙外铺上瓷砖。13.1999年至2000

年。整座庙进行全面维修，包括更换电线、粉刷木雕

等。14.2001年。换屋瓦（由印度瓦换成本地瓦）及

柱子（由木柱换成钢筋水泥柱）。以上为该庙的主要

维修及修建情况。自1881年至今，该庙的管理层

——受托部还曾根据庙宇损坏及残旧的程度进行小

规模的修葺及粉刷[4]。

三、仙四师爷庙收入的分配对庙宇修缮的影响

修葺古庙所使用的方法、材料、人员均由受托部

全权处理。据悉，古庙在进行修葺的整个过程中，并

没有保护古建筑方面的专家提供修葺方案或进行指

导。因此，受托部是在无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选用修建

材料及聘请维修人员。该部在修葺古庙时主要是从

三个方面考虑所选用的材料，第一为价格，其次为耐

用性，其三为质地。价格在整个修葺方案中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其实，该庙的收入来源除了信徒的捐款以

外，还包括房产[5]的租金。后者固定且丰厚的收入是

该庙的主要收入。这项收入足以维持庙宇的日常运

作，并且还有剩余的款项作为慈善及教育捐款。以该

庙的收入而言，雄厚的资金足以用来保护及维修古

庙。因此，费用不是其决定性的因素。

一直以来，受托部把大部分的收入用于教育捐

款上。他们深感华社办学困难重重，而华人子弟升学

途径崎岖[6]。因此，当务之急应培养更多优秀的华人

子弟，并提供他们继续升学的机会。仙四师爷庙提供

的教育捐款，其受惠者包括华文小学、华文独立中

学。此外，还设有大学（只限于留学中国、台湾及新

加坡的大学生申请）与大专（限于国内大专生申请）图三  仙四师爷庙正门上的匾额及两旁的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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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及华文独中奖励金。在以教育为重的思想理

念下，造成受托部重点发展华文教育而忽略了古庙

的保护工作。虽然他们深知保护古庙的重要性，但基

于上述的因素，古庙的维修费只能占总收入的小部

分。与以往比较，古庙的维修费在近几年来已有所增

加，但还是占总收入的小部分。

维修预算的多寡与修葺材料及维修人员的选用

有着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两者在保护古建筑物上

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选用错误的修葺材料（包括

涂料、加固剂等）将不利于古建筑物长期的保存，同

时也使日后的修复工作面对更多的困难。而非专业

的维修人员使用不正确及急功近利的维修手法将破

坏古建筑的原有装饰及构造。

       四、仙四师爷庙的保存现况

仙四师爷庙为砖与木相结合的建筑物，其墙为

砖所建成，而柱子及屋梁则为木料。庙内还饰有各

式各样的木雕，包括神龛、神桌、屋梁、楹联等。

马来西亚属于热带国家。这里潮湿且炎热的气候不

利于木料的保护。现在古庙中的木质柱子及木雕常

面对白蚁侵害的困扰。庙中的柱子已在白蚁的侵食

下无法继续保留。受托部基于古庙建筑结构安全的

理由，于2001年把木质柱子换上钢筋水泥柱。虽

然柱子的质地已改变，但其外观仍保留原样。木雕

在重新粉刷时，也曾为了防止白蚁的侵害而在涂上

涂料前先抹一层防虫剂。除了虫害以外，还有人为

的破坏。上述提及的木雕原为金色的部分以往都铺

以金箔。而现在除了两位师爷的神牌与正门上的匾

额及两旁的楹联（图三）铺以金箔以外，其他木雕

则以金色的化学涂料代替。主要因素为传统技术及

金箔的费用过高，超出了修复的预算费用。受托部

选用的化学涂料为丙烯酸（Acrylic，产地：英国，

品牌：Winsor & Newton，是一种富有胶质的涂

料），俗称“粉彩”。据悉，这种涂料适用于石灰及

木料。目前，保护木雕的步骤为：1.木雕在清洗后，

涂上防虫剂。2.然后，上一层底漆。3.在底漆的基

图四  左图为1989年时的壁上雕饰

      右图为2002年时的壁上雕饰

图五  上图为1989年时的匾额

      下图为2002年时的匾额

图六  上图为1989年时的梁上木雕

      下图为2002年时的梁上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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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涂上三遍金色的丙烯酸涂料（Acrylic）。4.

最后，喷上光面漆。值得关注的是涂料——丙烯酸

（Acrylic）。虽然它能有效地保护木料，也能用香

蕉水、天拿水、乙酸乙酯等清洗干净，但这种涂料

并未有任何科学数据或经验证明有利于木质文物

的保护。受托部的负责人坦言，“粉彩首次使用于

这些木雕上，是试验性地使用。但效果不错。”毋

庸置疑，这种尝试具有一定的冒险性。

上个世纪80年代的屋梁、匾额及墙壁上雕饰

的颜色到今天已有了明显改变。从1989年出版的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

刊》中的照片就能察觉到其差别。庙中墙壁上的雕

饰由原来的白地、绿叶、红花改为红地、绿叶、粉

红色花（图四），匾额《仙风惠我》由蓝地、红字、

黄色暗八仙纹饰改为暗红地、金字、金色暗八仙纹

饰（图五），庙外梁上的木雕原饰有的各种颜色则

已被红漆所覆盖（图六）。以上这些情况在庙中多

处可见。据悉，壁上雕饰的颜色均由吉隆坡艺术学

院纯美术系的在籍学生于1989年及2000年两次修

缮中自行调配。匾额的颜色则由古庙负责人决定。

另外，古庙正门上左右两侧的4幅壁画（图七），因

年代久远及烟熏灰尘的覆盖早已模糊不清。在

1989年的维修清洗中，壁画已被去除。因此，古

图七  仙四师爷庙正门上左侧的壁画

图八  上图为1989年时的神龛

      下图为2002年时的神龛

图九  神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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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负责人为壁画选择新的题材内容，并由艺术学院

的在籍学生描绘。由于以往在修缮的过程中不重视

建筑物与其装饰的原有纹饰及颜色，以致现在根本

无法得知它们原有的面貌。这为日后研究古建筑、民

俗文化提供了不正确的信息资料，给研究人员带来

了误导性。即使要恢复原貌，也已无所依据。由此可

见，这种破坏是根本性的，而且影响深远。

另外，由于中国匠师薪金价格不菲及壁画所需

的矿物质颜料价格昂贵，受托部只能聘请艺术学院

的在籍学生使用化学涂料重绘壁画。化学涂料鲜艳

的色彩破坏了原有壁画古色古香的格调，造成整体

风格的不谐调。1993年，受托部基于庙宇墙壁易沾

上烟灰难于清洗，而铺上瓷砖。这些维修都违背了修

复古建筑中“整旧如旧”的基本原则。

虽然人为因素已对古庙造成一定的破坏，但近

年来其负责人已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庙的重要性。从

以下的情况能反映出这一点。1989年，在进行仙四

师爷庙粉刷的过程中，将木雕涂上五颜六色的漆料。

在1999年至2000年的维修工程中则将上述木雕恢复

到1989年以前的颜色——即红地金色雕饰（图八）。

此外，目前庙中的神像、神轿（图九）、小型的神龛

（图一○）、铜质烛台（图一一）等均罩以玻璃箱，以

避免香烛烟灰的熏染。

           五、总  结

目前，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的保护情况及所面对

的难题是大部分华人古建筑的缩影。由此，能总结出

以下三点：

1.由于法令的缺陷及执行的不严密，使部分的

华人古建筑物不被列入保护的名单内。

图一○  左图为1989年时的神龛  右图为2002年时的神龛

图一一  左图为1989年时的铜质烛台  右图为2002年时的铜质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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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来西亚 1 9 7 6 年颁布的《古物法令》

（Antiquities Act 168，Akta Bendapurba 168，

1976），建筑物只要超过100年或得到部长的批准就

可以被列为古迹。但这只限于政府建筑及部分华人

古建筑。大部分的华人寺庙、会馆等均属于民间私人

产业。因此不受该法令的保护。另一方面，这些寺庙、

会馆等的业主本身多数也不愿意受该法令的约束。

主要是担心失去管理权与自主权。在无任何相关法

令制约的情况下，大量的华人寺庙、会馆等建筑物在

进行修建及扩建时，可随意更改原有建筑的装饰及

结构，从而破坏了古建筑的完整性。

2.大部分华人业主还没充分意识到古建筑的文

化历史价值

目前，华人寺庙、会馆、宗祠等多数由信理员管

理（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则由受托部管理）。他们掌握

了古建筑的修建、改建及扩建权。由于他们对古建筑

的文化、历史、美学价值缺乏认识，认为旧的建筑构

件难以修复，而把现代建筑装饰材料作为其代替品。

例如铺用现代瓷砖，使用化学涂料等。另一方面，也

正因为没有意识到古建筑的价值，才会使信理员不

愿拨大量的款项用于修缮古建筑上。

3.马来西亚缺乏保护古建筑方面的专家及资深

的维修匠师

由于缺乏专家对古建筑进行调查研究（如考证

古建筑的风格体系，其在历史上的演变等）及误用中

国匠师（认为只要是中国籍的匠师就能修建所有风

格体系的建筑），使古建筑的整体风格遭到破坏。最

常见的错误是任意改变建筑的色彩，简化传统的装

饰，改铺富有中国特色的琉璃瓦等。据悉，吉隆坡仙

四师爷庙受托部原本计划于2001年将印度瓦换成富

有中国特色的琉璃瓦。后来，由于经费的限制而改成

本地瓦。[7]如换上琉璃瓦将破坏古庙的整体风格，失

去了历史及美学价值。

在上述情况下遭到破坏的古建筑不计其数。典

型的案例有吉隆坡广肇会馆、槟城的极乐寺等。值得

庆幸的是，古建筑的保护意识已逐渐普及。目前，已

有一些华人庙宇严格执行修缮古建筑所应遵守的原

则。例如马六甲的青云亭。因此，相信未来华人古建

筑的修缮工作将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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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于当政者的执政偏差，造成许多优秀的华人子

弟无法就读于国立大学。在此前提下，大部分的华人子弟

只能选择出国留学。

[7] 古庙最初采用的屋瓦，称之为“印度瓦”。产地是

印度，现在当地已不生产这种屋瓦。2001年，受托部将破

损不堪的印度瓦一律换成本地瓦。受托部曾考虑换上琉璃

瓦。印度瓦与本地瓦在外形上有很大的差别。前者表面平

坦，后者表面则呈波浪形。但颜色上较为相似。

（作者系上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研

究生）

                        栏目主持/米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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