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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区中华街道位于厦门岛的西南部，东临中山公园，西至

鹭江道、轮渡码头，南靠鸿山公园，北接大同路，辖区内有被誉为

“中华十大名街”之一的厦门中山路，西面与世界文化遗产、“海

上花园”鼓浪屿隔海相望，浓郁的华侨文化与华侨建筑风格铭刻

历史，流淌百年，著名的黄氏宗族“江夏堂”、爱国侨领胡文虎的

“永安堂”就在中华街道。

名片点击

思明区中华街道

1925 年，当时的民国政

府要求各地修建以革命之父

孙中山命名的建筑物。厦门

于 1926 年开工建设，原拟命

名为树庄路的新马路（新华

路至思明南路）适逢其时，得

以命名为“中山路”。厦门中

山路 1929 年初投入使用，九

十年来历经风雨，交织着华

侨资本与对外商贸，见证了

厦门的变迁。

中山路起于鹭江畔，止于

新华路；新华路原是衙口街，

厦门古城所在地；鹭江畔是厦

门面向海洋、对外开放的门

户，“厦庇五洲客，门泊万里

船”正是当年繁华景象的写

照。

中山路开设之前，侨资金

融与贸易洋行就在此片区萌

芽、发展。现在的大中路、定安

路一带，商肆繁华的街道盘根

交错，有二十多条。靠近厦门

城的桥亭、局口街、塔仔街（今

定安路）称内街，靠近大海的

岛美路头街、和凤街、港仔口

街（今镇邦路）称外街。

中山路一路串联，把内

街、外街串在一起，盘活全局，

使得整个片区生机勃勃。

近海的外街是贸易洋行

和金融商业集中区。1949 年以

前，中央银行、地方银行、商业

银行和外资、侨资、合资银行

在厦门开设了几十家分行，在

中山路和滨海的外街共有 31

家之多。

中山路上有知名的大清

银行、中南银行、中国实业银

行等六家银行的分号；当时只

有两百米长的镇邦路，设有中

国银行、厦门商业银行、华侨

银行等 9 家银行的分行；海后

路上，有汇丰、中央、交通等等

13 家银行的分行；街市更短的

升平路上也有 3家银行。

这就是老厦门人所讲的：

“厦门的银行比米店多”。

而今按图索骥，想逐一拍

摄、探访这些银行，已基本不

可能了。许多银行因当年的地

址记录不详，或者因街道多次

改名易号、拆迁重建，早已面

目全非。

交通银行厦门分行于

1910 年在海后路开办，中国银

行厦门分行于 1915 年在镇邦

路设立，分别于 1910 年和

1919 年发行过厦门地名版的

钞票，在厦门地方志和中国金

融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

1930 年，厦门金店银楼共

67 家，其中镇邦路、霞溪路、中

山路共 23 家。1949 年，厦门钱

庄超过 50 多家，中山路、镇邦

路、升平路、海后路共有 27

家。

今天老虎城商场西门，文

渊井 21 号的原玉屏别墅，在

1919 年曾诞生了厦门第一家

图书馆。文渊井旧名蚊香井，

首任馆长周殿薰认为名称不

雅，用其谐音改称文渊井。

无论外贸、金融、人文，中

山路都满载着历史记忆。

位于中华街道的钱炉灰埕巷

2号，矗立着黄氏宗亲总祠堂江夏

堂。在古代中国只有皇帝准许才

能兴建江夏堂，如今只有福建、江

西和陕西三地才有分布。

厦门江夏堂的由来，可追溯到

福建海关的历史。据《厦门志》记载，

清政府收复台湾后，于公元 1684年

起，分别设立闽、粤、江、浙四个海

关。闽海关就设立在厦门养元宫旁，

即现址钱炉灰埕巷2号。

其实早在 1674 年之前，江夏堂

所在的位置便是英国商馆，据黄氏

后人黄千忠所言，彼时作为繁华地

带，当地渔民和外国商人都在那里

做交易，才有了海关选址。从 1684

年一直到 1909年海关迁址，这个海

关建筑存在了200多年。

当时的海关归户部衙管辖，又

因闽海关所在地为黄姓族人聚集

地，一度闽海关被称为“户部黄”。

光绪六年（1880 年），黄培松中了

庚辰科武科殿试第一甲第一名，

钦点状元及第，成为中国历史上

最后一位武状元，钦赐建状元府

和江夏黄氏宗祠各一座。

厦门作为清朝华侨进出中国的

中心港，以及过渡台湾的出发点，华

侨出洋、归国前后都要在厦门找一

个歇脚点，以便办理手续等待船期。

海内外黄氏宗亲一致认为，若在厦

门设立一个江夏堂，可以实现上述

目的，并及时把各侨居国的情况反

映到国内。因此海内外黄氏宗亲一

致敦请黄培松将江夏堂建在厦门作

为总堂，黄培松欣然答应。

恰逢当时海关迁址，于是黄氏

宗族便出面赎回闽海关地皮，由

多位黄氏宗亲共同出资，于 1910

年开始兴建江夏堂，由于工程浩

大，8年后才竣工。竣工后，在新加

坡的《振南报》上专门刊登了题为

《厦门江夏堂黄氏大宗祠落成广

告》的广告，告知海外黄姓人士。

厦门江夏堂过去曾经是大陆、

尤其是闽南的黄氏宗亲、乡亲“过

台湾”、“下南洋”的出发地；如今，

这里又成为台湾地区和海外尤其

是东南亚各国族人后裔回大陆寻

根访祖首选的落脚点。

厦门江夏堂，在很多海外黄

姓人士的观念里就是“家”。

2010 年，厦门思明区遵循古

建筑维护“修旧如旧”的原则，针

对江夏堂进行了修缮。施工过程

中尽量保持建筑原貌，注重传统

工艺和传统材料的使用，以确保

修复前后建筑风格一致。

2018 年中秋节之前，来自海峡

两岸的 1000 多位黄氏宗亲聚首厦

门江夏堂，在江夏堂落成百年之际，

共同参与中秋祭祀、拜谒先祖。

本次活动也吸引了上百名来自

新加坡、菲律宾、韩国的黄氏宗亲参

与。来自菲律宾的世界黄氏总商会

会长黄明顶表示，希望通过联谊活

动，组织黄氏宗亲、企业家整合资

源，共同投资“一带一路”。印尼中华

总商会永远名誉主席黄印华也表示：

“当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黄

氏宗亲创造了商机，大家互惠共赢。”

中山路留给厦门人最深刻的印

记，除了商业中心，还有在这里萌发

和生存过的文化事业。有资料记载，

民国初年至抗战之前，厦门先后创

办过24种报纸，有相当一部分就在

中山路或附近的商业圈。

历史上有过四家《厦门日报》，

其中三家选址与今天的中华街道

相关。第一家于 1933 年由当时的

厦门商校校长陈式锐创办，社址

在中山路 180 号。第二家《厦门日

报》社址在距中山路不到五百米

的升平路，1945 年创办时名《厦门

青年日报》，后改为《厦门日报》。

第三家就是今天的《厦门日报》，

1949 年 10 月 22 日诞生于中山路

67 至 71 号，原永安堂药局旧址。

爱国侨领、万金油大王胡文虎，

1932 年在厦门中山路设立虎标万

金油永安堂药局。1935年 9月 1日

在此创办《星光日报》，1937 年再办

《星星晚报》，随同《星光日报》赠阅。

悬壶济世的医生商人，想以他的万

灵药膏，为千疮百孔的祖国疗伤。他

曾慷慨昂扬地说：“不以营利为目

的，专以服务为前提，宣传抗日救

国，树民众之信念。”

以商业立场办报，立志为民众

发声，报业入不敷出时，由虎标永

安堂津贴补助。

阴雨绵绵的惊蛰时节，来到中

山路，驻足于永安堂旧址，遥想当

年，这里曾是中山路上最高的建

筑。永安堂左侧的中山路 63 至 65

号，当年是丽池舞厅；右侧的 73 至

75 号，是原国民党厦门市党部机

关报《立人日报》社址。

这是一块风水宝地，谁都想占

有或沾一点灵气。厦门沦陷时，永

安堂被日本人占用，他们创办的

《全闽新日报》鸠占鹊巢。日寇投

降，永安堂收归主人，1946 年 3 月

《星光日报》重新登记复刊。20 世

纪 80 年代这里是厦门市图书馆，

后来又做过华侨友谊商场，现如

今一家厦门特产伴手礼店正筹备

开业。只有永安堂旧址的拱形钟

楼尖顶，还依稀保留旧时模样。

（部分资料综合自《厦门日

报》、《海西晨报》报道, 以及林良

材先生著述，在此表示感谢）

侨史荟萃中山路

黄氏宗亲江夏堂

药局报馆永安堂

中山路一角

依稀可见 20世纪初的风貌

如今的江夏堂于 2010年修缮 武状元黄培松像

江夏黄氏状元榜 彭一万为厦门江夏堂写的《状元广场赋》

永安堂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