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鱼石上排金车，此是

公侯宰相家。 ”洗墨池路边的

古厝芦山堂， 走出过数位古

代官至公、侯、宰相的人物。

芦山堂始建于五代后晋

开运年间， 是苏氏芦山派入

闽发祥地，1020 年，同安县人

苏颂诞生于此，10 岁随父入

都。 后成长为一代名臣的苏颂，任职期间曾两

次被授命领导科技工作， 创造了七项世界第

一的奇迹，被称为“中国版的达·芬奇”。

现存的芦山堂为清代重建。 多年来，新加

坡、马来西亚的苏氏宗亲回乡祭祖，都会来到芦

山堂，在这海内外苏氏芦山衍派的宗祠祭拜。

芦山堂

�������松柏林街，据

说明代建街之时，

此地松柏成林。 沿

溪设有水运码头

以集散货物，街内

集中了货栈、土特

产批发行及铁铺、

竹作、木作、农具

店、 灯笼店等商

铺。 1930年改造为骑楼街。

如今走进松柏林街，虽不见松柏，却可见极

具华侨范儿的骑楼楼群。 骑楼是侨乡文化的一

种体现，松柏林街的骑楼与厦门老城区大同路、

中山路的骑楼为同一年代，具有南洋风格，窗眉

上有考究而美观的装饰图案。 这种建筑样式常

见于东南亚各国和中国东南沿海城市。

������在大同街道的

中山路、 南门路、

大横街、 西安路、

三秀路等街巷，零

星散落着几栋南

洋风格侨房，是华

侨带回家乡的建

筑元素。 其中位于

三秀路的侨建筑

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

两层骑楼式侨建筑，由闽南清水红砖砌成，是

闽南文化与华侨文化融合的体现。

�������同安银城影剧院，位于

三秀路上， 毗邻许氏祖庙，

是华侨苏根柱于 1953 年捐

款兴建。银城影剧院是具有

苏联风格的宏伟气派的华

侨建筑，历经 72 载，而今已

修葺一新。

澳头苏氏家族是同安

芦山堂一个支脉。海墘里的

百年古厝走出了许多苏家

的风云人物， 出生于 1907

年的苏根柱就是其中一位

佼佼者。 1923 年，父亲带着

17 岁的苏根柱和弟弟苏根

明到越南谋生，翌年辗转到

新加坡。 苏根柱工作认真，

对顾客服务好，获得老板信

任，一年后升任由陈六使担

任经理的益和公司树胶厂

车间管理员。

苏根柱时刻关注祖国

的抗日战争进程，响应陈嘉

庚先生的号召，积极捐款捐

物， 支持国内抗战救国工

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百业待兴，苏根柱了解

到祖国建设急需树胶材料，

便设法把材料尽快运回祖

国。 他还投资在泰国创立泰

生糖厂，把大部分白糖优先

销往祖国。

苏根柱与陈嘉庚之子

陈厥祥交情颇深，与庄希泉

也有较深的情谊。 苏根柱曾

任新加坡同安会馆骨干，一

生简朴淡泊，对子女教育有

方，在东南亚华侨中威望很

高。

�������这里是福建省第一家

民间陈嘉庚纪念馆。 民国时

期，陈嘉庚先生曾两次捐资

修缮同安陈太傅祠，并亲临

现场指导。 1994 年，为纪念

陈嘉庚先生为开拓同安教

育事业作出的贡献，同安乡

贤在陈太傅祠内建立了一

�������大同街道古庄村大社里， 有一栋具有浓

厚闽南民居风格的两进双护厝砖木建筑，从

外墙望去，红砖与石板相间，古厝门楣上悬挂

着金漆匾额，四周缀满了汉语拼音。 据《同安

文物》 记载， 这座古厝距今已有 200 余年历

史。1854年，“开中国拼音字母之先河”的卢戆

章就出生在这里。

20岁时，卢戆章开始学习西洋科学知识，

从此“感欧美各国皆拼音成文，便恍然发改造

汉字的宏愿”。 1875年，21岁的卢戆章南渡新

加坡，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英文。 25 岁时，卢戆

章从新加坡回到厦门， 教授语言学， 颇具声

名。 其间，他应英国传教士马约翰的聘请，帮

助翻译《英华字典》。

经过十几年苦心钻研，1892 年，卢戆章写

成了厦门话的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

此书的出版， 揭开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语文

现代化运动———切音字运动的序幕。

（林硕 /整理，林硕 /图，部分资料来源：《同

安县志》《厦门华侨志》《同安侨情》《同安文物》、

同安文旅、同安区图书馆等，在此一并致谢）

�������因其城关形似宋朝“束腰银锭”，故又名

“银城”的同安，在海外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也是海外侨胞和台港澳同胞的重要祖籍地。

1994 年以来，“世界同安联谊大会” 在全球

各地轮流举办，今年第十二届盛会亦将回到

同安。 而侨胞们近百年来心目中的“同安地

标”之一，就是耸立在城关中心的同安钟楼。

同安钟楼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后在护

国讨袁战争中牺牲的庄尊贤、潘节文两位烈

士而建造的。 钟楼坐北朝南，通高 23米。 第

三层正面额墙镌刻着楷书“庄潘二烈士纪念

钟楼”。 第四层四个立面原各嵌圆形时钟一

面，今已不存。

庄尊贤是灌口人，由华侨

庄依瓦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在陈嘉庚、庄银安、张永福

等海外侨领的资助下，

购买武器弹药，秘密开

展军事训练，并于武昌

起义爆发后率灌口革

命军参加光复漳州、泉

州的战役。后袁世凯窃

取辛亥革命果实，同安

县城再次易帜， 庄尊贤遂

召集旧部重建讨袁护国军，并

以潘节文为军事教练官。 1916年，庄尊贤、潘节文在率领革

命军进攻同安县城时，与北洋守军激战中壮烈牺牲，史称同

安“护国之役”。

1930 年，辛亥元老陈延香募集资金，由同安县长邱俊

主持，在同安城中心建造了这座钟楼，纪念两位民主革命先

驱。 这座“银城守卫”历经风雨沧桑，矗立了近百年时光，成

为这座老城的文化符号与时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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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钟楼

银城影剧院

乡邻嘉庚馆

卢戆章故居

三秀路侨建筑

松柏林街骑楼

座小而简朴的纪念馆， 希望借

此将陈嘉庚先生开拓进取、爱

国爱乡的精神传承下去。

在去年陈嘉庚先生诞辰

150 周年之际， 闽都陈嘉庚公

益基金会捐赠 40 万元支持同

安乡邻嘉庚馆修缮改造， 以期

挖掘更多陈嘉庚先生的事迹，

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嘉庚精神。

�������人来人往的

同安

老街巷，充满了银城无尽

的人间烟火气。“许濙开疆二千载，朱熹过化八百年”

这一句话浓缩了同安千年文明史，“古同安， 今厦门”

更是演绎出了侨乡故里的钟灵毓秀、人文荟萃。

大同街道作为同安的老城关，拥有丰富的历史

人文景观，同安孔庙、苏颂故居芦山堂等文物古迹

见证着千年沧海桑田，延续着古县城历史文脉。

大同街道更是著名侨乡，早年间过番下南洋的乡

亲们远赴异国他乡，开创新生、延续血脉，却难忘故

土。 多年来，他们回乡或捐资助学或兴建土木……同

安骑楼、南门路、三秀路侨房等华侨建筑，生动展现了

建筑背后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 侨建筑既是珍贵

文化遗产，也是联结海外侨胞的精神纽带。

★同安钟楼→★银城影剧院→★乡邻嘉庚馆→★芦山堂

→★三秀路侨建筑→★松柏林街骑楼→★卢戆章故居

大同街道游览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