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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沧首个侨史馆落成

近日，海沧区首个侨史馆———海沧街道锦里村侨史馆

正式建成，将择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该侨史馆依托华侨

林嘉石建造的百年番仔楼，生动讲述海沧华侨远赴南洋的

奋斗历程与家国情怀。

百年番仔楼，承载华侨精神印记

侨史馆坐落于锦里村东片的一幢百年番仔楼。该楼建

于 1920 年，占地 427 平方米，共 2 层，以其融合南洋风情

与闽南特色的建筑风格，彰显着独特的侨文化基因。 主人

林嘉石生于清末时期，早年下南洋经商，经营涉及建筑、火

轮运输等行业，发家后回乡建造番仔楼，倾注其大量心血，

至今已历经四代家族传承。

如今，林嘉石后人将祖宅供作侨史馆使用，旨在让

更多人铭记华侨先辈“爱拼才会赢”的奋斗精神与奉献

桑梓的赤子之心。 化身侨史馆后，这座建筑记载了几代

锦里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足迹，以及锦里乡贤爱国

爱乡的优良传统，让华侨华人漂洋过海、艰苦创业、反哺

家乡的故事更加具体可感，成为华侨精神跨越时空的重

要见证。

四大篇章，再现华侨百年家国路

侨史馆以“铭侨功、扬侨风”为宗旨，精心设计“潮涌月

港”“业立南洋”“忠报家国”“锦侨之心”四大篇章，综合运

用图文、影像、实物等多元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呈现海沧

华侨华人的奋斗史与家国情。

“潮涌月港”单元溯源明代海沧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港口的历史，繁荣的月港贸易为海沧成为闽南重点

侨乡和闽台文化基因库奠定了基础；“业立南洋”单元聚焦

林玉奕、林启文等锦里先辈在异国他乡筚路蓝缕的创业

故事；“忠报家国” 单元展示了华侨捐建锦里小学等公

益慈善事业开展的有关史料，诠释了锦里华侨重教兴学、

回馈桑梓的人文情怀；“锦侨之心”单元围绕当代侨亲与

家乡的紧密联系互动展开， 展现了当代侨胞情系家乡、

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

除侨史主线外， 侨史馆还介绍了海沧区人文溯源、

锦里村历史沿革、侨批文化、林氏“忠孝传家”家风家训

等内容，通过侨批档案、旧物件、老照片等相结合的展

陈方式，激励子孙后代传承优良基因，持续发扬海沧华

侨敢拼善赢的精神。 馆内展出的“锦里房头组织结构

图”，将为海外宗亲寻根问祖、对接交流提供指引。

值得一提的是， 馆内还展示了省级非遗“太祖拳”

“蜈蚣阁” 等本土民俗文化， 通过对非遗民俗的保护和

传承，增强侨胞后代及年轻一代对家乡文化的归属感与

认同感。

联结血脉，赓续侨乡文化薪火

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锦里村先后有近千人下南洋

谋生创业，锦里人在南洋多从事货郎、割胶工人、造船

工人等职业，聚居地遍及槟城、新加坡、雅加达、仰光等

城市。 从落地生根到落叶归根，以林玉奕、林启文为代

表的海沧华侨身上具有“吃苦耐劳闯天下”与“赤子丹

心报家国”的精神品格，这正是侨乡文化的精髓内核所

在。

作为展现华侨文化的窗口， 锦里村侨史馆的落成，不

仅有助于年轻一代了解海沧区侨史、 读懂华侨家国情怀，

也为海内外同胞架起了一座跨越山海的精神桥梁，将推动

凝聚侨心、增进乡谊、传承文化的根脉更加坚实，助力侨乡

故事代代相传。

林玉奕（1875—1933），字德徽，海澄锦里

（今属海沧）人。 年长后前往南洋，先后辗转奔

波，最终在印尼巨港定居。 他先做小商贩，后

来开“林锦德”号商店致富。 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曾被推选为印尼巨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其致富后乐善好施，每隔一两年必回乡一次，

帮助乡亲解决困难，常为贫困的人施棺济药，

并救济孤寡。1919年独资创办锦里小学，每年

承担学校全部经费，免费供应课本、纸张、笔

墨，当时入学的学生免交学费。 1913年至1933

年间独资建“敬德堂”分祖祠。1933年春，海水

冲垮堤岸，危及水田和村庄，他发动并出资抢

修堤坝，挡住大水，后建筑石堤、加高加厚堤

坝，此双抗涵工程竣工至今，仍发挥着防洪和

排水的作用。 1933年，林玉奕病逝，儿子林永

发按照其遗嘱仍照常给学校汇寄经费。

林启文（1901—1973），海澄锦里（今属

海沧）人。 少小家贫，年长后赴印尼巨港做

生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卖掉橡胶、咖啡

园回巨港办公司。 1952 年响应祖国“欢迎爱

国华侨回国，以资金支援建设”的号召，回

国定居广州。 1953 年捐款扩建锦里小学，

1955 年重修海沧中心小学奎星楼， 还参与

捐资建华侨博物院等事业。

（文 / 图 李佳澍 张倩慧 综合资料参考：今

日海沧、 锦里村侨史馆等，海

沧区委统战部、海沧区侨联、海

沧街道、 锦里村等单位提供了

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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