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兴化话是福建的七大方言之一，流行的地区面积最小，主要通行于

莆田仙游、福清南部和惠安北部各一小部分，却饱含着独特的韵味和色
彩，也连缀着许多兴化人根植于故乡的情感。已故兴总会长林金树和抗
日军领导王文华（也就是后来的马共总书记陈平）便是乡音情结浓郁的
两位前辈。林笃信妈祖天后，王是无神论者，两个素昧平生的兴化人，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伴随他们一生的乡音。

《群贤录》的出版，背后是时任兴总会长拿督翁清玉的决断和魄
力。身为研究计划主任，他以丰沛的人脉，广邀全马各分会推荐传主人
选，还亲自开车载编委会成员到各地访问传主，出资出力，令人钦佩。
本书也离不开另一位幕后功臣，那就是编委会秘书兼主编林德顺博士。
他除了搜集大量资料之外，还带领参与计划的马大学生们外出采访，特
约学者撰稿，争分夺秒地进行编写工作，值得点赞。在此也感谢现任总
会长拿督斯里吴金华的积极鼓励和支持。

经过无数次会议，编委会终于从一长串的候选名单中挑出85位传
主，进行书写工作。令人遗憾的是，或因资料稀缺，或因联络失畅，不
得不对好几位传主忍痛割爱。

回眸兴化人的移民史，是一个筚路蓝缕、血泪交织的悲壮历程。从
前的人们家里脚车出现漏气或爆胎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到兴化人开
的脚车店去修补。早期的人力车夫和三轮车夫，后来的车行主，人们曾
总是把兴化人和交通业联想到一起。今天，时过境迁，几乎各个领域都
可以看到兴化人的身影。从同乡同业传统到多元发展，兴化人用踏实的
脚步走出了拼搏奋进的足迹，是自强不息、令人自豪的历程。 

《群贤录》在兴总成立五十周年的背景下面世别具意义。记述兴化
老中青三代的事迹，是维系兴化同乡的精神纽带，更象征着与故土连接
的脐带。也盼此书能助研究华社族群的文史学者更好地认识兴化乡贤的
非凡功绩，成为探寻文化血脉、承延乡贤文化的一小股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