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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坟（日据时期殉难同胞纪念碑） 
 

缘起于 1946 年 5 月，根据碑文刻

载，它是由“无名氏”建立。2005

年 7 月 23 日，时任雪兰莪福建会

馆会长林忠强博士代表本会与 

“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 

签署献地扩建死难同胞纪念碑协议，

由时任雪华堂（隆雪华堂前名）会

长拿督黄汉良见证。由于埋葬超过

60 年，扩建期间挖掘出来的许多

骨骸已经腐化，根据掘出的骨骸

（以大腿骨为依据）计算，共超过

800 位罹难者的骨骸。同年的 9 月

13 日，13 个华团联合举办抗日悼念大会，配合为集体埋葬于纪念碑底下之 800 余位抗

日惨死烈士遗骨进行超度仪式。据统计，马来亚含冤被屠杀黎民逾七万人，遭无辜逮

捕、受刑致死、被监禁摧残致死近八万人，被迫服劳役致死、饥饿死亡人数约 30 万人。

其中华人首当其冲、受害最惨重，近 40 万人死亡，占当时马来亚华族人口总数约 17%。

（雪隆福建会馆 120 纪念特刊 66 页、125 纪念特刊 161 页） 

 
 

第二站：凤山寺（大伯公庙） 
 

凤山寺为吉隆坡福建义山境内的一座

逾百年古庙。庙内设神龛奉祀大伯公

等神灵。神龛两侧各悬挂木雕对联，

写道：“風紀宜乎增添福壽康寜皆是

德，山靈長之保護聪明正直即爲神。”

个别联字虽已朽坏，惟日期字样仍完

好，是 “光绪辛丑年荔月谷旦”，即

1901 年。古庙当时是供作殡葬、拜祭

仪式的场所。（雪隆福建会馆 100 纪念特刊 433

页、115 纪念特刊 61 页、125 纪念特刊 163 页） 
 

 

 

 

 

 

 

 



第三站：义山境内失名落位/无人祭奉之义冢 
 

吉隆坡福建义山历史悠久，埋葬的

福建籍先人无数。在这之中，有许

多早期的先人坟墓，只有墓碑，没

有姓名与子孙姓名，或是墓碑上有

名有姓，但多年来没有人祭拜，可

能是子孙移居外国或是没有子孙后

人。这些坟墓达数千个之多。会馆

当局不忍心看到入土为安的先人无

人祭拜。在 1996 年间，将这些多达

5 千个的坟墓进行启攒，然后集体

安葬在境内的一个总坟。2006 年，

会馆决定在总坟耗资 2 万 3 千令吉

建墓碑，同年 6 月 7 日落成。墓碑上的文字是“吉隆坡福建义山境内无名落位/无人祭

奉之义冢” ，两旁的对联是 “福建毓秀存道义，建坟立碑噶邕山” 。 
（雪隆福建会馆 120 纪念特刊 64 页、125 纪念特刊 162 页） 

 
 

第四站：中华民国日治侨胞殉难者总墓 
 

1942 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

本邦沦陷；在 3 年 8 个月黑暗时期里，宁

静的吉隆坡福建义山沦为惨绝人寰的屠宰

场所。当时有部分日军驻扎在义山范围内，

隐秘进行残害人民的勾当。据年纪较长的

居民回忆，义山内有 3 处集体埋葬的场所。

最早一批受掳者被日军捆绑押送至低洼处，

硬迫各人自行挖掘土坑，以机关枪扫射杀

害，然后就地掩埋。另一批则为在别处经

灌水、拷打等各种酷刑致死后，运此集中

埋葬。还有一批为在半山芭监狱或别处刑

场以电流殛毙，然后在此挖洞瘗葬。义山境内有 3 处纪念碑，其一为 “纪念中华民国

男女侨胞殉难碑” ，其二为 “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坟” ，另有一碑淹没于沼泽中未

能寻获。此 3 座纪念碑都竖立于蒙难同胞遇害或被埋葬的现场。此总碑重新立于 1989

年期间。（雪隆福建会馆 115 纪念特刊 6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