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鹭岛·侨乡故事”文化路线系列报道之五

世界文化遗产
★英国领事馆旧址→★博爱医院旧址→★日本领事馆旧址→★自来水公司旧址

→★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旧址→★菽庄花园、钢琴博物馆→★四落大厝、黄氏小宗→★延平戏院旧址

→★鼓新路23号（淘化公司旧址）→★私立鼓浪屿医院旧址→★最美转角→★美国领事馆旧址

→★鼓浪屿电话公司旧址→★中南银行旧址→★鼓浪屿华侨文化展馆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建筑

的四落大厝，是鼓浪屿现存规模

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红砖厝

建筑群。原主人黄勗斋家族经营

红茶为主，靠着贩卖茶叶和丝绸，

积累了大量财富。鸦片战争期间，

四落大厝被英军占领。

清朝末期，中华路23号、25号

两落大厝，被茶商陈玉露收购作为

宅邸。陈玉露与儿子陈朝骏以鼓浪

屿为据点，在印尼开设“义裕茶

行”，在台湾地区经营“永裕茶行”，

优质的茶叶和诚信的经营，让陈氏

成为鼓浪屿上声名显赫的茶商世

家，也让福建茶香飘扬四海。陈氏

父子出口的福建“包种茶”，又叫

“侨销茶”，在东南亚一带，很受下

南洋的同胞欢迎。

如今的中华路 25 号，被打造

成了茶文化体验空间：二三丛。四

落大厝焕发新生，市民、游客来到

这里，可以品茶汤甘甜，更可以品

福建茶文化的历史韵味。

四落大厝旁的黄氏小宗，是

一座历史悠久的老祠堂，题有黎

元洪所书“松筠励节”四个鎏金大

字的木匾醒目地悬挂

着。1842 年，这里曾

作为鼓浪屿岛上最早

的西式诊所；后来黄

氏族人在此开设私

塾，并于 1898 年戊戌

变法后将私塾改名为

“普育小学堂”，向封

建教育宣战，当时在此就读的多

为鼓浪屿的平民百姓子女。

历经两个世纪

风雨，它见证了岛上

传统聚落的变迁、西

方文化的传播，以及

原住民在外来文化

影响下对近代文化

的接纳与追求。如今

的黄氏小宗，也被改

造成了一处茶空间。

（下转第 4版）

菽庄花园建于 1913

年，坐落于港仔后路 7

号，是全世界唯一一座

集山、海、湖为一体的私

家园林。原园主为林尔

嘉。

1914 年 7 月，林尔

嘉在菽庄花园成立菽庄

吟社，鼎盛时期参与人数

近千人，与同时代的扬州

冶春诗社遥相辉映，并称

“南北两大诗社”。吟社最

为人称道的是它“抗日复

台”的创立宗旨，是海峡

两岸同抒抗日之志、挥洒

爱国热情的桥梁。

昔日的菽庄花园听

涛轩，如今成为钢琴博物

馆，馆内收藏着由爱国华

侨胡友义捐赠的 100 多

架世界名古钢琴和百盏

古钢琴灯台。

厦门开埠之后，风光宜

人、海运交通便利的良好自

然环境吸引了大批来到厦门

的外商、传教士和官员及其

家属在鼓浪屿定居。各国商

人陆续来厦开设洋行、公司

及工厂后，也多把其经营决

策部门和主要经营者的住宅

设在鼓浪屿。而 20 世纪初的

海外华侨返乡大潮，更是为

厦鼓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注

入一股新的活力。

华侨们首先致力于私人

住所的建造，随之大力经营

并推动了鼓浪屿房地产业的

发展，进而带动了包括工商

业在内的产业发展，其中尤

以公用事业和金融业最为显

著。这一时期电话公司、自来

水公司等相继问世，大大改

善了社区的生活条件，惠及

鼓浪屿及周边地区。

返乡的侨商们怀抱着爱

国爱乡之心，又具有多年海

外打拼积累下来的实战经验

和丰厚资金，创办了数量众

多、经营范围广泛的近代侨

商企业，积极探索实业救国

道路。

1921 年，黄奕住发起募

股创建了厦门自来水公司。

从 1917 年动议以来，众多闽

南返乡华侨有感于厦门饮用

水的落后现状，从“文明”与

“卫生”的角度提倡改善，陆

续响应兴办近代食用水的实

业计划，经历四年终有成效。

1929 年，应鼓浪屿工部

局要求，厦门自来水公司开

始寻求办法供水上岛。自此，

近代鼓浪屿使用自来水的历

程拉开了序幕，改变了昔日

岛上居民取水只能依靠水井

汲水或购买“船仔水”，以及

原有生活用水系统随着人口

渐增而日益捉襟见肘的局

面。如今的自来水公司旧址，

部分改造成为鼓浪屿摄影陈

列馆。
在百年之前，鼓浪

屿有三所声名远播的

医院：一是由美籍荷兰

人郁约翰创办的救世

医院，一是由岛上的华

侨华人投资创办的鼓

浪屿私立医院，另一所

就是博爱医院。

博爱医院位于鹿

礁路 1 号，实际由日本人创建，但有专业的财

团董事负责资金的投入及使用，而这些董事多

为当时鼓浪屿岛上的华侨华人与富绅，林尔

嘉、黄秀烺、黄奕住都名列其中。而医护人员之

中，还有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文学家赖和。

他们共同保障了中国居民的医疗需求。

时光回到 180 多年前，厦门是中国最早的

“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于 1843 年正式开埠。

1843 年，英国在厦门设立领事事务所，这是外

国在厦设立领事机构之始。到二十世纪初，先后

共 13 个国家在鼓浪屿设立领馆。

位于鼓浪屿鹿礁路的英国驻厦领事馆旧址，

曾因着火而有所损坏，20世纪末，在旧址仿原楼

风格建造三层楼房，作为鼓浪屿历史博物馆。

美国驻厦门领事馆领区兼管闽南、闽西。

1901 年，美国驻厦门领事提出把鼓浪屿开辟为

“万国公地”的要求。1902 年，《厦门鼓浪屿公地

章程》和《续订公地章程》开始生效，从此，鼓浪

屿沦为各国的“公共租界”。现存的原美国领事

馆翻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是保存最为完整的

领事馆建筑。

“世界文化遗产”

老建筑里的光阴与故事
———漫步思明区鼓浪屿街道

厦门市委统战部（市侨办）厦门鹭风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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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医院旧址

自来水公司旧址

菽庄花园、钢琴博物馆

四落大厝、黄氏小宗

博爱医院旧址正在进行修缮

自来水公司旧址

钢琴博物馆厦门文旅 /图

黄氏小宗

原日本驻厦门领事馆位于鼓浪屿鹿礁路，是一

座仿英国维多利亚式住宅建筑。1938年，日军占领

厦门，总领事馆移到深田路兴亚院。1945年，日本无

条件投降，日本驻厦门总领事馆停止一切活动。

丹麦大北电报公司，1871 年初由丹麦国际

电报公司在鼓浪屿田尾路开办。这是中国最早

收发电报的场所之一。依托电报通讯技术的发

展，鼓浪屿作为离岛与全球众多国家建立起紧

密联系。它见证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期鼓

浪屿中外文化、外交、商贸的交流。除此之外，

这里也曾代行丹麦领事馆职能。1962 年 3 月，

厦门邮电局派员接收该公司在厦财产，大北电

报公司在厦历史宣告结束。

鼓浪屿上的各国领事馆旧址，见证了当时鼓

浪屿在外交领域与西方各国交往的历史，是鼓浪

屿历史国际社区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者。

美国领事馆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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