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odlands Heritage Trail 

兀兰历史走道 

 

为了记录和介绍新加坡一些具有历史和社会意义的地点，国家文物局多年来规划了多

条历史走道，兀兰历史走道便是其中之一。我们希望这条历史走道能为曾在这里工

作、居住或玩乐的人们带来美好回忆，也能为访客和新居民提供实用信息，探索兀兰

的独特魅力。 

 

 
 
Masjid An-Nur 

安努尔回教堂 

 

安努尔回教堂于1980年4月20日开放，是兀兰第一座回教堂，为这里的回教居民以及

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提供宗教和社交活动的场所。“安努尔”在阿拉伯语中是

“光”的意思，象征带来光明的真主阿拉。 
 

安努尔回教堂建成之前，周围的乡村如甘榜罗弄花蒂玛和甘榜克兰芝，只有小祈祷

室，随着人口和信徒的增长，这些祈祷室变得太拥挤。1960年代，村民们开始募款，

为兀兰回教社群建造一座回教堂，到了1978年已筹集近3万6000元。回教堂建设基金

也拨款资助。安努尔回教堂于1980年竣工，由时任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阿都拉新主持

开幕。 

 

安努尔回教堂由建屋发展局总建筑师陈景如设计，55米高的宣礼塔，成了兀兰的显著

地标。它因天蓝色的外墙，被称为“新加坡蓝色回教堂”。祈祷厅里刻有峇迪图案的

讲坛和金色圆顶，可捕捉和反射光线，就如回教堂的名字般光辉灿烂。 

 

2013年，翻新后的回教堂可容纳多达6000名信徒，还增设斜道和电梯，供残障者和年

长者使用。除了提供祈祷的场所，安努尔回教堂也发起 Qaryah 社区项目，在兀兰举

办宴会、晚间祈祷和伊斯兰吟咏等社区活动。 

 

 
安努尔回教堂，1985年 



新加坡回教理事会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回教堂内雕刻精致的讲坛和金色圆顶，2022年 

国家文物局提供 

 

 
安努尔回教堂建成之前，住在这一区的回教居民在小祈祷室祈祷，如图中的甘榜万礼

克基小祈祷室，1986年 

郭长水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位于长堤附近的甘榜罗弄花蒂玛的小祈祷室，1989年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The Church of St Anthony of Padua 

圣安多尼堂 

 



圣安多尼堂于1994年4月23日由总主教杨瑞元开幕。这座教堂与逃到这里安家落户的

中国难民有一段特殊的历史渊源。 

 

1920年代后期，来自中国南部白冷村的潮州天主教徒，为了躲避共产党的追击逃到新

加坡，得到圣伯多禄圣保禄堂的李斯德望神父及其他显赫的潮州教友救济。1933年，

政府将万礼的一片土地拨给难民开垦安家，这就是万礼天主教村“奉教山”的由来。

他们在村里建造了一座小礼拜堂，供奉帕多瓦的圣安多尼，圣安多尼是葡萄牙—方济

各会圣徒，致力于解救穷人和迷失者。 

 

随着万礼的天主教社群日益壮大，邓若敬神父在1960年协助筹建一座更大的教堂。多

年来，教堂的会众不断扩大，到1970年代后期，它还为附近兀兰新镇的居民服务。万

礼村民在1980年代后期迁徙后，村民在邱焕煜神父的帮助下，在兀兰兴建了现在的圣

安多尼堂。 

 

圣安多尼堂如今仍为兀兰的天主教社群服务。它在2019年至2020年间展开翻新工程，

建造了12个拱门，象征耶稣十二门徒。入口处伫立着一尊圣安多尼铜像。教宗若望保

禄二世于1986年访问新加坡期间主持弥撒时使用过的祭台，目前就放在圣安多尼堂的

礼拜堂。 

 

 
位于万礼的圣安多尼堂，1950年代 

林世平提供 

 

 
李斯德望神父，1940年代至1950年代 



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提供 

 

 
圣安多尼堂的第一座教堂，1960年代 

林世平提供 

 

 
第一座圣安多尼堂的内部设计，1990年 

亨利·科德罗提供 

 

 
 
Sri Arasakesari Sivan Temple 

阿拉沙克沙里西凡庙 

 

阿拉沙克沙里西凡庙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它为当时居住在兀兰的斯里兰卡淡

米尔社群，提供了宗教和社交场所。 

 

1924年，斯里兰卡淡米尔社群在长堤附近兀兰路的一片空地上，建造了一座供奉湿婆

神及其他印度神祇的神坛。1966年，新山居民卡提拉苏捐献神坛所在的土地；1968

年，一座砖砌印度庙便兴建于此。它是新加坡唯一一座在菩提树下供奉湿婆神的印度

庙，庙里有净化池，让印度教徒净化心灵。 

 

1997年，为了给工业发展让路，这座印度庙搬迁至双溪加株现址。由于它在盘沙水道

旁，建筑师把部分水道遮盖起来，为印度教徒建造一座更大的印度庙，还增设净化

池。此外，印度教徒在庙宇四周种满了树苗，营造出绿意盎然的园林环境。 

 



如今，阿拉沙克沙里西凡庙为所有印度教徒服务，除了著名的节日如屠妖节和淡米尔

新年，这座庙宇也庆祝“无月日”和湿婆节。印度教徒在“无月日”这一天为祖先进

行特别的祷告和供奉仪式，在湿婆节则通过舞蹈敬奉宇宙与毁灭之神湿婆。 

 

 
原坐落在兀兰路的印度庙和净化池，1980年代 

阿拉沙克沙里西凡庙提供 

 

 
卡提拉苏捐赠印度庙在兀兰路原址的土地，1960年代至1970年代 

阿拉沙克沙里西凡庙提供 

 



 
原坐落在兀兰路的印度庙有一棵菩提树，1980年代至1990年代 

阿拉沙克沙里西凡庙提供 

 

 
印度教徒在“无月日”进行祷告与供奉仪式，2022年 

国家文物局提供 

 

 
 
Hong Tho Bilw Temple and Shang Di Miao Chai Kong Temple 

凤图庙和上帝庙济公坛 

 

建于1990年代的凤图庙和上帝庙济公坛，起源于兀兰旧村落的道教神坛。 

 

凤图庙供奉的是武财神关帝公，在1920年代由杨林创建。他从中国福建安溪来到新加

坡时，携带了家中供奉的关帝神像。杨林一家人最终在兀兰3道的福春村落户。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福春村的村民被日军俘虏，但最后都死里逃生。他们认为这是关

帝公显灵庇佑，因此在1940年代为关帝公建庙还愿。 

 

上帝庙济公坛建于1935年，主神玄天上帝是掌控元素的道教神灵。该庙原坐落在罗弄

兀兰克基（新加坡赛马公会现址）的大农村。上帝庙济公坛定期在兀兰举办神祇巡境

游行，让神祗视察民情和保佑居民，直到1980年代。 

 



1980年代，这两座庙宇因各自所在的农村重建发展而迁至马西岭工业区现址。如今，

它们仍为兀兰的道教社群服务，接受他们祈福，以及庆祝重要节日。 

 

 
原坐落在福春村的凤图庙，1982年 

凤图庙提供 

 

 
凤图庙原貌，1982年 

凤图庙提供 

 

 
上帝庙济公坛举办神祇巡境游行，1980年代 

上帝庙济公坛提供 

 



 
在兀兰举办的神祇巡境游行，1980年代 

上帝庙济公坛提供 

 

 
 
Sri Siva-Krishna Temple 

西法克萨那庙 

 

西法克萨那庙于1996年竣工，最早是于1962年在三巴旺创建。它是新加坡唯一一座供

奉湿婆神和克萨那神合体的西法克萨那神印度庙。 

 

印度庙的创始人昆朱克里希南开垦一片土地，并搭棚设立了神坛。创始人去世后，一

名印度教徒维劳塔姆继续打理神坛。随着印度教徒越来越多，他们决定成立委员会管

理神坛，并为它取名西法克萨那庙。 

 

1982年，西法克萨那庙迁至马西岭坡现址。印度庙最初只是一栋临时锌板屋，直到

1986年，由西瓦林甘领导的委员会，开始筹建一座完整的庙宇。该庙于1987年举行奠

基仪式，并于1996年竣工和举行开光仪式。主神供奉于圣殿，神位前伫立了两个坐骑

小雕像——湿婆神的公牛和克萨那神的大鹏金翅鸟迦楼罗。 

 

2022年3月，西法克萨那庙增建四层楼，设立多功能礼堂、舞蹈室、教室和屋顶花

园，欢迎所有种族和宗教的民众使用。此外，印度庙每年都会举办巡游，让乘坐战车

的主神环绕兀兰，保佑民众。 

 

 
在马西岭的临时庙宇，1980年代 

西法克萨那庙提供 

 



 
西法克萨那庙刚竣工时的面貌，1996年 

西法克萨那庙提供 

 

 
供奉在庙里的西法克萨那神像，2008年 

西法克萨那庙提供 

 

 
西法克萨那神的两个坐骑——大鹏金翅鸟迦楼罗（左）和公牛南迪（右）。 

国家文物局提供 

 

 
 
Kranji War Cemetery and Kranji State Cemetery 

克兰芝阵亡战士公坟和克兰芝国家公墓 

 



这里有两座具有国家意义的墓地——克兰芝阵亡战士公坟埋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

保卫新加坡和马来亚而牺牲的士兵，而克兰芝国家公墓则是新加坡两位前总统的长眠

之地。 

 

克兰芝阵亡战士公坟起源于日本人在1944年建立的战俘营。死去的战俘被埋葬在战俘

营后一座小山上的墓地。1946年战争结束后，这个墓地被选为盟军阵亡战士的永久墓

地。新加坡其他地方及越南西贡的军事墓地，随后也迁移至此。如今，这里有超过

4400座坟墓。 

 

为了纪念不知葬身何处的士兵，建筑师科林·圣克莱尔·奥克斯设计的新加坡纪念

碑，由当时的总督柏立基爵士于1957年3月2日揭幕。若从高空俯视纪念碑，可看到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机形状。纪念碑的12面墙上刻着2万4000多名不知葬身何处的士

兵姓名。 

 

克兰芝国家公墓位于克兰芝阵亡战士公坟外，由新加坡政府于1970年设立，以纪念

“为国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两位新加坡前总统尤索夫和薛尔思医生长眠于

此。尤索夫是1959年至1965年间的自治邦元首，并在1965年独立后至1970年成为第

一任总统；薛尔思医生则是1971年至1981年间的第二任总统。 

 

 
克兰芝阵亡战士公坟，1957年 

新闻及艺术部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总督柏立基爵士为新加坡纪念碑揭幕，1957年 

新闻及艺术部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尤索夫（1910年至1970年）向克兰芝路的居民致辞，1961年 

尤索夫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薛尔思医生（1907年至1981年），1950年代 

薛尔思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Former Malaysian Base Jetty and KD Malaya 

旧马来西亚基地码头和马来亚皇家海军基地 

 

旧马来西亚基地码头全长400米，于1966年竣工，是马来亚皇家海军基地的一部分。

马来亚皇家海军基地的英文名称为 KD Malaya，KD 是马来语 Kapal DiRaja 的缩写，

意即“皇家船”。马来亚皇家海军基地建于1950年代初，坐落在海军部西路旁，由海

军营房和阅兵广场组成，供马来西亚海军人员使用。 

 

该码头是正式检阅礼和新船下水海试的地点。它建成之前，马来西亚皇家海军使用附

近一个英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造的鲁塞尼亚码头。 

 

马来西亚皇家海军一直以马来亚皇家海军基地为总部，直到1980年代初，才在霹雳州

的红土坎设立新海军基地。海军营房和码头一直由马来西亚掌控，直到1997年，才转



移给新加坡。大部分马来亚皇家海军基地的建筑物随后被拆除，但位于海军部西路呈

装饰艺术风格的行政楼，连同其石瓦砾墙和双楼梯则获得保留。 

 

如今，旧马来西亚基地码头已成为兀兰海滨公园的一部分。公园于2011年开放，翻新

后的码头保留了系缆桩，并将它们改造成供人们歇脚的座椅。另一处旧棚子，如今是

一家餐馆，里头还保存了过去用来提举和搬运重物的卷扬机。码头是兀兰居民喜爱的

休闲和垂钓胜地，可欣赏长堤和柔佛海峡的壮丽景色。 

 

 
马来亚皇家海军基地举行检阅礼，1956年 

新闻及艺术部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在马来西亚基地码头建成之前，马来西亚海军使用鲁塞尼亚码头（现已拆除），1964

年 

新闻及艺术部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旧马来西亚基地码头，现为兀兰海滨公园的一部分，2022年 

国家文物局提供 

 



 
以前用来系泊缆绳的系缆桩，如今改造成供人们歇脚的座椅，2022年 

国家文物局提供 

 

 
 
Ulu Sembawang Park Connector 

乌鲁三巴旺公园连道 

 

乌鲁三巴旺公园连道于2010年开放，是1.3公里长的步行和脚踏车道。这里以前是将

万礼路与兀兰和三巴旺部分地区连接起来的道路，属于惹兰乌鲁三巴旺的一部分。惹

兰乌鲁三巴旺贯穿两个旧农村——万礼泽光村和万礼天主教村。 

 

万礼泽光村从万礼路一直延伸到兀兰南的部分地区，名字取自附近万礼泽光公司的橡

胶园。这里的村民以种植蔬菜和胡姬花为生，他们也养殖鲤鱼和生鱼（蛇头鱼）等食

用鱼。 

 

万礼天主教村建于1920年代末。当时来自潮州的天主教信徒为了躲避中国内乱，逃到

这里。村里的地标包括1932年开办并在1980年代关闭的增志学校，以及1960年在史

蒂芬李路建造的圣安多尼堂（这条路以帮助早期村民在这里安家落户的天主教神父命

名）。 

 

随着兀兰在1980年代重建发展，这两座农村的村民也纷纷搬迁。现在的圣安多尼堂于

1994年在兀兰1道建造，为消失的万礼天主教村留下珍贵印迹。兀兰5道还有一个名为

万礼泽光公园的邻里公园，可让人缅怀旧时的万礼泽光村。如今，乌鲁三巴旺公园连

道的秀丽乡野景观，可让你一窥兀兰的昔日风采。 

 

 



村民在万礼泽光村的池塘捕鱼，1970年代 

陈美华和林世平提供 

 

 
万礼泽光村的村民养殖食用鱼，1970年代 

陈美华和林世平提供 

 

 
万礼的增志学校举行运动会，1950年代 

林世平提供 

 

 
原坐落在史蒂芬李路的圣安多尼堂，1965年 

亨利·科德罗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