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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贸 易 ” 。 第 一 届 主
席是郑英昌,副主席林
森 泉 、 周 炳 熙 。 黄 奕
住 蝉 联 第 一 届 董 事 会
至1913年的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1917年至1920
年间,他又多次被选为
该会的副会长。

中华商会的职责,
不 仅 在 于 维 护 当 地 侨
商的权益,而且须对祖
国 的 经 济 建 设 与 公 益
事业尽心尽力。从1907
年至1917年,商会曾先
后 1 0 次 在 侨 商 中 发 起
募捐,救济中国广东、
广 西 、 福 建 、 河 南 、
河 北 、 湖 南 及 山 东 等
地 遭 受 水 灾 、 早 灾 、
地震等灾害的灾民, 6次
募捐支持中国的国库, 
1 5 次 协 助 推 销 中 国 政
府 的 公 债 和 私 营 企 业
的股票。甲午战争中,
中国海军的惨败,对海
外华侨的刺激非常大,
大 家 都 希 望 祖 国 能 够
早日富强起来。因此, 
1 9 0 9 年 当 清 廷 派 人 到
三 宝 垄 募 集 航 运 业 银
行股资,以促进祖国航
运业发展时,黄奕住慨
然认捐了500股。同年,
三 宝 垄 、 巴 城 和 泗 水
的 中 华 商 会 发 起 了 “
捐 助 中 国 海 军 ” 的 活
动。

1911年,辛亥革命
爆发,随后清室倾覆,民
国 肇 创 。 1 9 1 2 年 1 月 1
日,所有热爱自由的中
国 人 都 永 矢 不 忘 的 一
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
临时大总统,改元为,“
中 华 民 国 元 年 ” 。 同
年 2 月 1 2 日 , 清 宣 统 皇

帝正式宣布退位,长达
两千多年君主制,终于
被 时 代 的 洪 流 席 卷 而
去 。 三 宝 垄 中 华 商 会
从2月29日起,发动各社
团及广大侨胞进行了3
天 的 庆 祝 活 动 。 人 们
被锣打鼓,载歌载舞,沉
浸 在 欢 乐 的 狂 潮 里 。
黄 奕 住 担 任 了 庆 祝 活
动筹委会委员,并负责
财务工作。

1912年3月,福建都
督 孙 道 仁 派 代 表 到 三
宝垄征募军务债票,黄
奕 住 和 其 他 商 会 董 事
都 认 为 此 事 关 系 到 家
乡的建设,因此他一个
人就认购了5000元。

1914年,三宝垄举
办 了 一 个 博 览 会 。 这
在 当 地 是 一 件 难 得 的
盛事,黄奕住马上想到
这 是 一 个 宣 传 介 绍 祖
国 的 好 机 会 。 他 与 中
华商会其他董事联手,
兴 建 了 一 个 展 示 华 商
产 品 的 陈 列 室 。 陈 列
室 带 有 浓 郁 的 中 国 传
统 建 筑 风 格 。 与 此 同
时,黄奕住和中华商会

的 董 事 们 还 利 用 博 览
会的机会,分头到各地
向侨胞劝募“国民捐" ,
把筹得的钱汇回中国,
支援国内建设。

1910年,黄奕住在
三 宝 垄 市 中 心 的 繁 华
地 段 买 下 了 一 座 大 型
的店铺,正式成立“日
兴行”。之后,他又在
巴 城 、 泗 水 、 棉 兰 、
巨 港 、 八 加 浪 岸 及 新
加坡等地,陆续设立分
行。至1914年第一次世
界大战爆发前,他的总
资产已超过300万盾。

正 当 日 兴 行 的 生
意 蒸 蒸 日 上 之 际 ,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突 然 爆
发 。 尽 管 战 火 没 有 燃
及爪哇,但由于德国实
行潜艇战,英国皇家海
军 对 海 洋 实 行 了 严 密
的封锁,海路运输大受
影响,许多商人都不敢
轻举妄动,导致蔗糖市
场出现滞销。这时,黄
奕 住 展 现 了 他 过 人 的
眼 光 与 魄 力 , 当 别 人
都 在 持 币 观 望 时 , 他
却 斥 巨 资 大 举 收 购 砂

糖。1914年的糖价是每
百公斤(1公斤等于1千
克) 12.1盾,但到1917年,
已升至每百公斤18.34
盾。

然而,尽管欧洲市
场的砂糖价格可观,但
怎 么 把 爪 哇 的 砂 糖 运
到欧洲,却是一个大难
题 。 许 多 欧 洲 国 家 的
商船,因为战时被征用,
损失惨重,剩余的都被
调 回 国 内 使 用 。 爪 哇
的砂糖虽多,却运不出
去,结果,欧洲糖价虽一
涨再涨,本地的糖价却
一跌再跌,许多糖商都
惊慌失措。

1917年6月,黄奕住
联 合 黄 仲 涵 等 十 几 位
大糖商,在中华商会开
会,商讨办法。大家经
过充分讨论,最后决定
合 股 成 立 一 家 糖 业 股
份公司,借此加强行业
的凝聚力,减低经营风
险 。 该 公 司 原 计 划 筹
措资本100万盾,其中部
分 向 荷 兰 商 业 银 行 贷
款 。 但 这 家 银 行 却 趁
火打劫,提出各种无理
条件,华商无法接受,最
后贷款失败,公司被迫
流 产 。 黄 奕 住 又 约 请
同行一连召开了13次会
议,研精竭虑,苦思应对
之策。而在此期间,一
些 实 力 较 弱 的 糖 商 熬
不住了,或宣布破产,或
转营他业,但黄奕住却
咬牙坚守,甚至把自己
在 新 加 坡 的 房 地 产 抵
押给黄仲涵,以筹措周
转资金。

1918年,欧洲战争
终于尘埃落定,海洋航

运逐步恢复正常,欧洲
各 国 在 经 历 战 争 浩 劫
之后,物资奇缺,糖价暴
升。1919年,蔗糖每百
公斤升至28.4盾, 1920年
更狂升至53.45盾的空
前 水 平 。 黄 奕 住 终 于
守得云开见月明,日兴
行 的 库 存 蔗 糖 一 扫 而
空 。 他 继 续 大 批 购 进
蔗糖,将其源源不断地
销往欧洲市场,几年间
资 产 就 增 长 至 几 千 万
盾。在印尼,说起黄奕
住 的 日 兴 行 、 黄 仲 涵
的 建 源 公 司 、 郭 锦 茂
的 锦 茂 栈 和 张 盛 隆 的
昌隆栈,可谓家喻户晓,
尽人皆知。

经 历 过 第 一 次 世
界大战最艰难的日子,
黄 奕 住 等 华 商 深 感 必
须 团 结 一 致 , 同 舟 共
济,才能应付世界形势
的变化,才能与荷兰的
大 资 本 抗 衡 。 因 此 ,
日 兴 行 和 建 源 公 司 、
锦 茂 栈 、 昌 隆 栈 、 瑞
远 栈 、 信 丰 号 、 合 昌
号 、 联 成 号 、 隆 美 号
及 瑞 庆 号 等 1 0 家 华 侨
公司,在1918年8月25日
联 合 成 立 了 “ 华 商 糖
局 ” 。 他 们 相 约 共 进
共退,共存共赢,共谋发
展,打破荷兰资本的垄
断。据1920年2月4日三
宝 垄 中 华 商 会 会 议 记
录记载,华商糖局成立
后共获利30万盾左右,
除 捐 助 各 埠 中 华 会 馆
经 费 及 各 项 办 事 费 、
律师费等支出外,尚存
实银19万盾,作为华商
糖局永久基金。

荷 印 殖 民 当 局 在

剃头匠出身的巨商
黄奕住（二）

    20世纪印尼三宝垄
中式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