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a Payoh Heritage Trail 

大巴窑历史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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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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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或玩乐的人们唤回美好回忆，也能为访客和新居民提供实用信息，探索大巴

窑的独特魅力。 

 

Block 53, The “VIP Block” 

第 53 座组屋“贵宾楼” 

第 53 座组屋在 1967 年竣工，长期以来被视为新加坡公共住屋的典范。这座组屋外观

呈独特的 Y 形，常迎来本地和外国政要的参访，因此被称为“贵宾楼”。 

1960 年代初，新加坡面临人口快速增长和住屋短缺的压力。为了迅速满足住屋需求，

建屋局专注于建造直线长形组屋。 

大巴窑市镇是在建屋局的第二个五年建屋计划下建成的。当时，很多新加坡人已分配

到组屋，因此建屋局的建筑设计师可以在大巴窑尝试各种组屋设计风格，例如 Y 形的

第 53 座组屋、蝙蝠形的第 116 座组屋，以及弯曲的第 157 座组屋。19 层楼高的第 53

座组屋顶楼有一个显眼突出的水箱，曾用来展示广告。 

第 53 座组屋顶楼还有一个观景台（目前不对外开放），让访客欣赏大巴窑新镇的全

景。1968 年 4 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戈顿是第一位参访第 53 组屋的外国政要。这里

也迎接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安妮公主和菲利普亲王、斯里兰卡前总理班达拉奈

克和新加坡第二任总统薛尔思。 

如今，虽然新组屋在周围平地而起，但第 53 座组屋仍是创新建筑设计和新加坡公共住

屋历史上的典范。 

 
外观呈 Y 形的第 53 座组屋，1967 年 

新闻及艺术部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第 53 座组屋居民和准屋主，1967 年 

新闻及艺术部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建屋局前主席李喜盛的陪同下，参观第 53 座组屋顶楼的观景台，

1972 年 

新闻及艺术部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外观呈蝙蝠形的第 116 座组屋，1969 年 

建屋发展局提供 

 

Chung Hwa Medical Institution 

中华医院 



由新加坡中医师公会成立的中华医院（前称中华施诊所）在直落亚逸街开设会所。 

新加坡中医师公会由一群中医师在 1946 年创立，旨在推广本地中医行业。1952 年，

中医师公会为救济贫病，在中山会馆开设第一间施诊所。诊所在 1956 年迁至直落亚

逸街 202 号。1970 年代，政府征用中医师公会在芽笼的第二间分院，并以大巴窑现址

的土地作为交换。 

大巴窑总院的筹建获得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响应，上自商界领袖，下至德士司

机，大家纷纷出钱出力，通过义卖、义演等方式，为建院筹集超过 500 万元。 

大巴窑总院建成后，中华医院扩大针灸等中医药研发工作和医疗业务。1978 年 10 月

27 日开诊时，中华医院吸引了 400 多名不同种族的病人前来求诊，他们只须支付象征

性的看诊费，就可获得免费医疗服务和中药。 

如今，中华医院继续提供价格廉宜、受津贴或免费的医疗服务，同时发展各种疾病和

病症的中医专科，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大巴窑总院也设有中医师公会总

部、中医学院和两个研究所。 

 
坐落在直落亚逸街的中华医院（前称中华施诊所），约 1950 年代 

中华医院提供 
 

 
中华医院的医师为病人看诊，约 1950 年代 

中华医院提供 



 
病人等候看诊，1963 年 

中华医院提供 
 

 
中华医院候诊区，1995 年 

中华医院提供 

 

Church of the Risen Christ 

耶稣复活堂 

耶稣复活堂是大巴窑第一座天主教堂，在 1971 年由新加坡第一任总主教孟弥额尔主

持开幕。教堂的名称出自基督教对耶稣被钉十字架受难和复活的信仰。 

1960 年代后期，大巴窑的天主教徒在大巴窑 4 巷第 82 座的一家中心和建屋局的多功

能厅举行宗教和社交活动。在第一任堂主纳渔民神父的带领下，信众筹集约 45 万元善

款，建造了现有的教堂。 

自 1970 年代以来，耶稣复活堂一直提供英语、华话和淡米尔语弥撒。除了圣诞节和

复活节等主要节日外，耶稣复活堂也庆祝韦兰康尼圣母节。近几十年来，教堂也举行

菲律宾教区盛行的圣诞节前九日敬礼弥撒。 

与大巴窑的其他宗教组织一样，耶稣复活堂是大巴窑社区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在早

期发起了托儿服务、补习班和其他社区关怀活动。 



 
耶稣复活堂建成之前，纳渔民神父在建屋局东区分局的多功能厅主持弥撒，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 

耶稣复活堂提供 

 

 
耶稣复活堂原有的圣殿和祭坛，1970 年代 

耶稣复活堂提供 
 

 
信众欢庆韦兰康尼圣母节，2022 年 

耶稣复活堂提供 

 

Former 1973 SEAP Games Village 

1973 年东南亚半岛运动会选手村 

1973 年举行的第七届东南亚半岛运动会（现称东南亚运动会）是新加坡举办的第一个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虽然大多数国际运动会的选手村都是为赛事量身打造和远离闹



市，但新加坡却把大巴窑定为 1973 年东南亚半岛运动会选手村，让各国运动员和代

表团成员体验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 

大巴窑被选为选手村，因为它靠近用作比赛和训练场地的国家体育馆和当时新建成的

大巴窑体育中心。来自七个国家的 1500 多名运动员入住大巴窑中路的四座点式组

屋，每座组屋有 96 个设备齐全的单位和休闲楼层。 

作为一个新开发的市镇，大巴窑拥有各种设施，例如商店、电影院、小贩中心、超

市、邮局和巴士转换站等，是设立选手村的理想地点。选手村也设有可容纳 1800 人

的食堂，据说这里的伙食令人胃口大开，让各国代表团担心他们的运动员吃太多导致

体重增加。 

如今，原有的东南亚半岛运动会秘书处大楼已用作大巴窑公共图书馆，而点式组屋在

运动会结束后公开发售，比赛场地则开放给公众进行各种体育和社区活动。 

 
坐落在大巴窑中路的 1973 年东南亚半岛运动会选手村包括图中的三座点式组屋——第

193 座组屋（左）、第 191 座组屋（中）和第 179 座组屋（右，显示部分建筑），以及设

在组屋之间的东南亚半岛运动会秘书处大楼，约 1970 年代 

国家文物局提供 
 

 
时任副总理吴庆瑞（身穿白色西装）出席在选手村举行的东南亚半岛运动会开幕式招待

会，1973 年 

新闻及艺术部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时任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渥（Othman Wok）到选手村参访，1973 年 

新闻及艺术部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运动员在大巴窑游泳池进行的水球比赛中一较高低，1973 年 

新闻及艺术部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Lian Shan Shuang Lin Monastery  

莲山双林禅寺 

莲山双林禅寺（又称双林寺）在 1909 年竣工，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佛教禅寺。寺

名“双林”是纪念释迦牟尼佛在双树下入寂。1980 年，双林寺的天王殿和大雄宝殿被

列为国家古迹。 

1898 年，富商兼华社领袖刘金榜联同来自中国惠安的 12 位僧尼创建了双林寺。刘金

榜和儿子不约而同梦见一道从西方闪耀的金色光芒，深信必有启示，醒来后到海滨等

待，遇见了以贤慧法师为首的朝圣团。刘金榜挽留他们在新加坡传播佛法，并捐出 12

英亩土地，积极倡建双林寺，邀请贤慧法师为开山住持，获得海内外人士的热心捐

助。 

寺院的设计参考了中国福州怡山西禅寺的丛林建筑格局，错落有致，院内有院，可供

僧伽修行诵经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 

如今，莲山双林禅寺远近闻名，信众来自四面八方，在弘扬佛法上不遗余力。 



 
刘金榜，约 1907 年 

波顿·克劳斯（Boden-Kloss）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天王殿及庭院，1900 年代 

李急麟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大雄宝殿，1950 年代 

李急麟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大雄宝殿内供奉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和药师佛，1920 年代 

林庆材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Masjid Muhajirin 

穆哈芝林回教堂 

穆哈芝林回教堂在 1977 年 4 月 8 日启用，是大巴窑市镇的第一座回教堂。它也是第

一座在回教堂建设基金（现称回教堂建设与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基金）捐助下建造的

回教堂，期间也获得社会人士的热心捐款。 

回教堂的名称取自“Muhajirun”，在阿拉伯语中是“移民”的意思，指的是在七世纪

追随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一群回教徒。 

穆哈芝林回教堂起源于大巴窑回教慈善协会。这个协会成立于 1960 年代后期，旨在

为弱势家庭提供援助。从 1971 年起，协会和社区义工为建造回教堂展开募款活动，

通过沿家挨户募捐、小贩和商家捐款、义卖等方式，筹集近 90 万元，相当于回教堂建

设经费的一半。 

最初，这座回教堂的宣礼塔有一个洋葱形状的圆顶，融合了波斯和印度建筑风格。它

之后重建成为新加坡回教综合大厦的一部分，在 2009 年重新启用。现在的穆哈芝林

回教堂采用了回教建筑设计常见的拱门、花卉和几何图案。其层状屋顶以赭色瓷砖铺

盖，充满了浓厚的马来设计风格。 

如今，穆哈芝林回教堂已成为回教社群团结自立的象征。作为回教集会和教育中心，

它继续为大巴窑及其他地区的回教社群服务。 



 
从布莱德路对面拍摄的回教堂原貌，1970 年代 
新加坡回教理事会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在斋戒月期间，穆哈芝林回教堂向民众派粥，约 1980 年代 

穆哈芝林回教堂提供 
 

 
开斋节（标志着斋戒月结束）礼拜集会，约 1980 年代 

穆哈芝林回教堂提供 



 
回教堂内的讲坛刻有《可兰经》第九章“忏悔”的经文，2022 年 

国家文物局提供 

 

Sri Vairavimada Kaliamman Temple 

维达帕提雅卡拉曼印度庙 

维达帕提雅卡拉曼印度庙建于 1860 年代，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印度庙之一，它起

源于乌节一带的印度信徒休息区，后来演变成供奉迦梨女神的印度庙。 

这座印度庙最初建于基里尼路和乌节路的交界处，1921 年迁至索美塞路，1982 年再

迁至大巴窑。印度庙的第一次开光仪式在 1986 年 3 月举行。在印度教基金管理局的

倡议下，印度庙在 1990 年开办新加坡第一所提供淡米尔语和英语课的莎拉瓦蒂幼稚

园。 

维达帕提雅卡拉曼印度庙的塔门放置了迦梨女神的雕像，庙内供奉着迦梨、维那雅

加、穆鲁干、阿亚潘、古鲁瓦耶、杜尔迦、佩里雅琪、安加拉和马杜赖等诸神。 

如今，维达帕提雅卡拉曼印度庙庆祝的主要节日包括为迦梨女神九种化身而举行的火

祭仪式，以及一年一度的梵天节。梵天节纪念迦梨女神，除了象征性地清洗或翻新印

度庙外，还会举行升旗仪式和穿行于大巴窑等地的车队游行。 

 
坐落在索美塞路的维达帕提雅卡拉曼印度庙，日期不详 

维达帕提雅卡拉曼印度庙提供 



 
祭司们进行火祭仪式，日期不详 

维达帕提雅卡拉曼印度庙提供 

 

 
祭司们在梵天节游行前装饰一辆载着神像的银色车队，日期不详 

维达帕提雅卡拉曼印度庙提供 

 

 

Toa Payoh Dragon Playground 

大巴窑龙头游乐场 

1960 年代，政府组屋游乐场着重功能性设计，例如滑梯、秋千和跷跷板。为了激发孩

童在玩乐时的想象力，建屋局在 1970 年代推出新系列的游乐场设计。第一系列的游

乐场以动物为主题，第二系列则以新加坡人熟悉的标志为主题，例如亚洲神话中的

龙。 

大巴窑龙头游乐场建于 1979 年，是建屋局设计师许延义设计的第二系列游乐场。游

乐场参照了大巴窑市镇花园（现称大巴窑市镇公园）的龙头游乐场设计。这个已被拆

除的游乐场，龙头由金属制造，龙身较长，有一个圆形攀爬架，可惜难以复制。 

经过重新设计的龙头游乐场坐落在大巴窑 6 巷，马赛克彩砖砌成的龙头较大，有滑梯

和让孩童攀爬的彩色环形龙身。这款设计深受欢迎，后来全岛各组屋区纷纷建造了类

似版本不过大小不一的龙头游乐场，包括大巴窑 1 巷和宏茂桥 3 道第 570 座组屋前的

游乐场。 



作为新加坡仅存的龙头游乐场之一，大巴窑龙头游乐场承载着许许多多新加坡人的集

体回忆，成为男女老少喜爱的标志性景点。 

 
一群孩童在大巴窑的游乐场玩乐，1972 年 

建屋发展局提供 

 

 
市镇公园（左）和大巴窑 6 巷（右）的龙头游乐场设计图，1970 年至 1979 年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收藏，国家文物局提供。许延义赠。建屋发展局版权所有。 

 

 
大巴窑 6 巷的龙头游乐场参照了这座大巴窑市镇花园（现称大巴窑市镇公园）的龙头游乐

场设计，1970 年代中 

建屋发展局提供 

 



 
大巴窑 1 巷的龙头游乐场，2022 年 

国家文物局提供 

 

Toa Payoh Town Park 

大巴窑市镇公园 

大巴窑市镇公园由建屋局设计，在 1970 年代竣工，开创了组屋区保留绿色空间的先

河，此后公园成了政府规划组屋区的必备元素。公园原称大巴窑市镇花园，2002 年改

称大巴窑市镇公园，占地 4.8 公顷，园内绿意葱茏，除了赏心悦目的池塘外，还有供

访客歇脚的凉亭等设施。 

公园内设有标志性的瞭望塔，成为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拍摄婚纱照的热门地点。直

到今天，这座在许多居民心中留下特别回忆的公园，仍是他们进行各种休闲活动的好

去处。 

公园的历史价值获得市区重建局的认可，部分地区被划为保留区，而瞭望塔也在 2009

年被列为受保留的地标。遥想当年，瞭望塔是公园内的主要景点，只要登上 25 米高的

瞭望塔，周围美景就可一览无遗。 

由于大巴窑市镇公园深受欢迎，因此建屋局随后在每个新组屋区预留大片土地建设公

园，以更好地为居民和广大社群服务。1997 年，公园进行翻新，增添了步道和座椅等

设施。 

如今，大巴窑市镇公园魅力依旧，是居民和家人休闲聚会的好去处。 



 
访客在市镇公园的桥上欣赏美景，远处为瞭望塔，约 1970 年代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收藏，国家文物局提供 

 

 
市镇公园内的瀑布，约 1970 年代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收藏，国家文物局提供 

 

 
市镇公园四周柳树环绕，日期不详 

大巴窑中民众俱乐部提供 



 
访客在池塘边享受公园的宁静祥和，约 1970 年代 

国家文物局提供 

 

United Five Temples of Toa Payoh 

大芭窑伍合庙 

大芭窑伍合庙在 1974 年竣工，是新加坡第一座联合庙，把不同方言群的庙宇聚集在

一起，供奉不同的神祗。这五座庙建于大巴窑甘榜时期，1960 年代随着大巴窑市镇的

发展而迁址。 

聚天宫 

聚天宫最初坐落在大巴窑最大的甘榜之一——飞天宫村，由福建和潮州村民于 1900

年代初创建，供奉大伯公。这间庙曾资助组织消防队和创办学校。 

昭应祠 

昭应祠最初坐落在惹兰拉惹，由海南村民于 1940 年创建，供奉 108 兄弟，据说是早

期被海盗杀害的海南侨民，后来被奉为神明。 

福德祠 

福德祠由广东人于 1940 年代初创建，最初坐落在文德路，供奉土地公和土地婆。 

亚佛路通兴港神会 

亚佛路通兴港神会由潮州人于 1864 年创建，最初坐落在亚佛路，供奉感天大帝和大

伯公。 

无极宫 

无极宫的创建资料不详，后来退出伍合庙。 



 
聚天宫庆典，1980 年代 

聚天宫提供 

 

 
游行用的抬神轿子，日期不详 

聚天宫提供 

 

 
聚天宫信徒和飞天宫村民在 1950 年代自发组织消防队，日期不详 

聚天宫提供 



 
公立聚华学校的年终师生团体照，这所学校由聚天宫创办，1951 年 

聚天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