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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存楼

永存楼位于集美区集岑路 7

号，由厦门大学的一位教授在

1970 年代设计建成，当时厦门有

名的书法家罗丹为永存楼题了一

个匾。永存楼是独栋的三层西式

洋楼建筑,面积几百平方米，外观

主要呈灰白色，前有庭院花园，后

有鱼池，并设有院墙和院门。据介

绍，永存楼是纯西式侨楼，在当时

是比较少有的。

1936 年，集美学校的校主、

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约见族

亲陈水萍，指派其回厦门负责集

美学校的财务管理等工作，于是

陈水萍先生带着陈永定、陈永存

等家人从海外回到集美定居。当

时，陈嘉庚先生让陈水萍一家住

到学校教员厝的一座别墅，但陈

水萍为了减轻校主的压力，便谢

绝了，说他们的祖居地就在集美

大社的二房角，因此就在二房角

的祖传老屋住下，并决心靠自己

的力量建一处新房，以改善居住

环境。陈水萍夫妇去世后，陈水萍

的儿子陈永存被陈嘉庚先生派到

香港协助集友银行工作，有了一

些积蓄后，为了却双亲的心愿、告

慰双亲，就汇款回乡，于 1970 年

采用本土花岗岩材料建成了这座

三层洋楼，故称“永存楼”。

进入永存楼，我们便能看到

宽敞明亮的客厅，采光和通风良

好，可见后人对这座老侨房维护

之用心。许多家具始终保持着原

有的模样，矗立在那里。伴随陈家

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与变迁，成

为经典的印记，其中永存楼里独

特的花砖地板令人惊艳。与早期

投资建的侨房如建业楼、再成楼、

泰和楼等红砖材料不同，永存楼

用花岗岩条石砌外墙，而屋内地

面全采用花砖。

花砖乃是一类艺术化的水泥

制品，因此又叫“水泥花砖”。每一

块简而美的小方砖，利用图形对称

的特点，简单拼接在一起，就成了

复古而精美的图案。由于花砖颜色

繁富明艳，纹样里透露出中国文化

的对称之美，在闽南地区，人们昵

称之为“花砖”。除了好看，水泥花

砖还耐磨、防潮，正适合闽南相对

湿热的气候。花砖不容易脏，而且

用得越久越亮。永存楼建成至今已

有半个世纪，但地面上的花砖依然

光洁如新。据悉，花砖颜色多样、形

状复杂、制作费时，无法做到全自

动化，基本是手工制作为主，而后

水泥花砖在工业化的生产下逐渐

被淘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因

此，保存完好的永存楼花砖，十分

具有历史价值。铺满花砖的这座西

式洋楼，凭借独特的建筑风格，留

下那个年代侨胞返乡安居乐业的

印记。

拾阶而上，步入三楼，镶嵌在

墙上的一块石面，刻着一首小诗。

这首诗是陈永存先生亲自题写的

纪念诗，诗句意思是这栋房子不

租不卖，只留给亲人居住。作为陈

家在集美的根，源远流长，体现了

陈永存先生作为华侨的爱国爱乡

之情。

陈水萍先生为集美的学校，

不辞辛苦，做出了许多贡献，一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退休，他

的后裔包括他们子孙，也继承

了父亲爱国爱乡、光荣奉献的

精神，为集美的教育事业做出

杰出贡献。

1950 年，陈嘉庚先生回到

故乡集美定居。重点工作是修

复集美学校遭到日军轰炸损坏

的校舍以及扩建校区。同时，在

厦门大学成立了厦门大学建筑

部，并委任陈永定为建筑部主

任，负责扩建、维护厦门大学楼

群共计 30 余栋。包括当时全国

规模最大的建南礼堂楼群五

座，上弦操场（两万多平方）、芙

蓉楼四栋、丰庭楼三栋（女生宿

舍）、国光楼（教职工宿舍三

栋）、成伟楼（三栋医院）、承义

楼五栋、游泳池一个等。陈永定

先后负责厦门大学扩建与华侨

博物院筹建工作，成为陈嘉庚

先生晚年工作的重要工作助

手。1959 年，华侨博物院建成开

馆，成立了华侨博物院行政委

员会，陈嘉庚担任主任，陈永定

被指定为行政秘书，主持华侨

博物院工作至 1990 年退休。

2021 年初，97 岁高龄的陈

永定去世。在他的遗物中有 250

多封精心保存的信笺，内容都

是陈永定先生在担任厦大建筑

部主任和筹建华侨博物院期

间，陈嘉庚先生给他的指导。从

这些信中，不难看出陈嘉庚先生对

陈永定先生的充分信任和重

托，而陈永定也不负所托。

陈永定先生在工作上一丝

不苟，但在生活上从不讲究。老

先生屋里的书桌，橱柜还是几

十年前的。之前接受媒体采访

时，陈永定先生的小女儿陈亚

彬回忆说，“每次我们提出要把

这些旧家具换掉，父亲都连声

说‘还能用，不用换’，”“他的手

表也用了几十年，吃饭穿衣也

从不讲究。”陈永定就这样不仅

把嘉庚精神融入工作，也把嘉

庚先生勤俭务实的作风融入了

生活。

据悉，陈嘉庚倡建的同集公

路建成后，陈永存在陈嘉庚先

生的同美公司任职，负责交通

运输方面的工作。1950 年陈嘉

庚先生回来后，把集美学校、集

友银行、同美公司等国内主要

的产业都献给人民政府，而政

府并没有全部接收，只接收了

同美公司，没有接收集美学校

和集友银行。周恩来总理指示

说，办学有困难也要坚持办下

去，政府会扶持，于是陈嘉庚先

生就继续办下来了。之后，陈永

存由陈嘉庚安排，到香港去协

助管理集美银行，直到退休。

陈水萍、陈永定、陈永存父

子三人的一生，是为陈嘉庚校

主事业恪尽职守的一生。他们

均是继承了嘉庚精神，始终任

劳任怨，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

建设家乡，完成好陈嘉庚先生

委派的任务，用毕生精力守护

着嘉庚事业。

永存楼房间宽敞，阳台、露

台大，我们感受到楼里阳光充

足、空气新鲜，居住起来非常舒

适、温馨。陈永存的姐姐陈玉华

15 岁随父亲陈水萍回到故乡，

就和家人一直居住在永存楼。

可以说，永存楼，成了归侨在社

会主义祖国安居乐业、幸福生

活的缩影。

（吴俊莹蔡国烟来源：华人头条）

过去，爱拼敢赢的闽南人远下南洋，奋斗打拼讨生活，在衣锦还乡后，有在家

乡兴建西式小洋楼的习尚。他们带回了当时海外先进的建筑理念和异域风格，

自然少不了在地面铺设这些富有西方审美趣味的花砖。

随着时间推移，花砖这种舶来品，在二十世纪初渐渐成为了一种象征和习

俗，就在沿海一带盛行开来了。在著名的侨乡集美，也不乏由华侨华人兴建的花

砖洋房。那些色彩鲜亮、风格独特的花砖，历经漫长的岁月，依然焕发光彩。

父子海归为嘉庚事业奋斗

温馨纯美少有的西式侨楼

古稀花砖竟依然光洁如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