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旅游集散、文化交流”为一

体的主题式城市公园，其通过

将厦门侨批及其网络分布城市

用雕刻石板拼贴成直径 16 米

的带经纬度的圆形地图，将当

时四通八达的邮路及 105 家侨

批信局的名字和地址通过地刻

展示出来，成为了承载乡愁记

忆的独特景观。

在侨批文化广场上，有一座

特别打造的“代书侨批”文化铜

像。在这条曾经聚集大量侨批

信局的中山路上再现书写侨批

的场景，以唤醒城市记忆，让更

多的人了解侨批文化，再现厦

门作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金融口岸的繁华景象。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文

化内涵的侨批，不仅吸引游客

纷至沓来打卡合影和游览观

光，其诚信经营的核心价值和

爱国情怀，也成为各单位部门

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爱国情

怀教育的重要平台。

南洋风情百年老街：中华街区特色建筑

位于中华街区的中山路，是

中国唯一一条直通大海的历史

文化名街。这条上世纪 20 年代

主要由华侨投资兴建的南洋风

情老街，沿街涉侨房产占比达

75%以上，涉侨建筑占地面积达

53.4 万平方米。华侨们引进的

具有南洋风情、鳞次栉比的骑

楼，成为闽南地区保存最为完

好的风貌建筑。

从花开富贵的牡丹到扬帆

出海的船舶、从百鸟朝凤到子

孝母慈，透露出海洋文化、华侨

文化、中华文化的意蕴，映衬着

中山路“南洋风情商业街”的雅

号。

作为厦门保留较完整的展

现近代历史风貌的旧城街区，

中山路拥有华侨银行 、华侨大

厦、钟楼、天仙旅舍、小走马路、

江夏堂、中华第一圣堂等人文

古迹和“南洋糖王”黄奕住、新

加坡华侨“万金油大王”胡文虎

等众多侨界名人产业，现有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3 处，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5 处，市级涉台文

物古迹 1 处，历史遗址、古迹 10

余处，还有南音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2012 年 6 月，厦门中山路

成功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的称号。

中山路如同片区的一条主

轴，串联起沿街星星点点的侨

房，勾串出侨胞们记忆中的故

事和内心的情感。同时，这些

中西合璧、开放包容、最具特

色的历史文化风貌，每年吸引

近 3000 万人的客流量前来观

光。

拳拳赤子心 报得三春晖：爱国华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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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思明中华街区

近期，在中国侨联公布的第十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名

单中，思明中华街区榜上有名。

中华街区，这个地处鹭岛西南部的思明老城区，是厦门“华侨”的主

要发源地之一。在这片 1.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有归侨侨眷 4900 余

人，海外侨胞 300 多人。

以鹭江道为端，以中山路为轴，中华街区辐射出水仙路、海后路、升

平路、镇邦路、泰山路、新华路、大中路、局口街、定安路、思明南北路、霞

溪路、古城东西路等支路街巷，小巷、弯街、庭院盘桓其中，犹如走进历

史的长廊。

近年来，思明区侨联坚持以“党建带侨建”，充分挖掘侨乡、侨批、南

洋风情、老侨房、旧居建筑等侨文化元素，在不断推动老城有机更新工

作中，与中华街道联合高标准打造“一个展厅、一座广场、一条街、一片

房”（即：侨批展厅、侨批文化广场、“中华十大名街”之一美誉的中山路、

老侨房）的侨文化特色，让华侨历史文化得到更好的展现与传承，塑就

城市文明形象、赋能城市建设发展的最“靓”名片。

海邦剩馥侨史敦煌：侨批展厅
厦门自古就是一个得风气之

先的通商口岸，曾是在世界上起过

重要枢纽作用的国际口岸。厦门系

侨批是福建侨批史上历时最长、规

模最大的一个体系，民国时期信批

局多达170多家，而大约 2/3就分

布在中山片区内水仙路、海后路等

路段，其中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分布最广、经营时间最长的早期民

间侨批局“天一信局”于 1892 年在

水仙路上设立了总局。

2019 年 10 月，思明区侨联以

“侨联 + 街道 + 企业”模式，联合

中华街道、华侨（永亨）银行厦门

分行，在中山路打造“侨批展厅”。

这是全国唯一在百年经营侨批的

银行原址上建设的展厅。侨批展

厅设有文史档案、文物实物、多媒

体区、文创互动区四个区域，通过

侨批实物、多媒体和文创图片等

方式融合 200 件侨批实物原件和

300 多件侨批电子资料，每年更新

两次主题和展品，全年向社会免

费开放。

厦门的侨批以其数量多、历

史跨度长、覆盖范围广、内容丰富

等特点，在世界记忆遗产保护中

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成为厦门

不可多得的“国宝级”文化资源。

在侨批展厅里，曾展出迄今

福建省发现最早的 1861 年的侨

批和最早的盖有水客印章的 1884

年侨批；有最迟的 1988 年的侨

批，有迄今为止收到的侨批款额

最高的 4 亿元的侨批；从吉隆坡

荣誉汇庄寄到南友信局总包封，

不仅在福建省、在全国范围内亦

是极为罕见。

从 2019 年 11 月落成至今，侨

批展厅吸引了国家、省、市、区相

关单位以及金融行业、学校前来

参观视察，接待海内外游客数百

万人参观，吸引而来的客流量近

5000 万人，为讲好中国故事、留住

乡愁创造了更好的人文环境，也

为拓展海外联谊、做好新时代的

华侨文化交流工作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

侨批邮路地刻广场：侨批文化广场
毗邻侨批展厅，一个占地面

积达 5000 多平方米、以“两地书

跨国缘”为轴心的侨批邮路地刻

广场与侨批展厅形成“内实外

虚”、呼应为一体的空间布局。

侨批文化广场是集“服务休

在中华街内，从过去到现

在，一所所学校、一栋栋建筑，

不仅承载着华侨华人的乡愁记

忆，更是见证时代发展脚步、铭

记赤子爱国情怀的最佳载体。

新加坡华侨胡文虎在厦门先

后捐助过厦门中学、双十中学、中

华中学、群惠中学等院校；菲律

宾华侨校友卢祖荫在母校双十

中学捐赠建设配备现代化设备

的科艺馆；至今仍在营业的思

明电影院由华侨曾国办、曾国

聪于 1927 年投资 15 万银元兴

建；由东南亚华侨投资建造的

具有家风家训历史文化渊源的

教育基地江夏堂；以爱国复台为

己任，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

革命的台湾党部主任翁俊明的

故居兰琴古厝......

在中山街区，曾有着一批批

爱国华侨，不仅在

城市建设，对金融经济、文化教

育、特色建筑等行业的贡献也

是巨大的。

有原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副

主席,中国对外经济战线、中国

科学技术战线的杰出领导者方

毅；美国归侨,著名科学家、教育

家、社会活动家卢嘉锡；新加坡

归侨、革命者，著名实业家、教

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全国侨联

第一届代主席、第二届主席庄

希泉；新加坡归侨、原厦门市侨

联主席颜西岳；印尼归侨、曾任

厦门市侨联主席、厦门私立中

级文化学校第一任校长林采

之；创办投资厦门电灯电力、自

来水公司和淘化大同罐头厂的

华侨民族实业家黄世金；著名

教育家、厦门图书馆第一任馆

长、同文中学首位华人校长周

殿熏；印尼华侨诗人、谜家沈观

格；日本华侨、著名教育家、出

资创办和安小学王人骥；菲律

宾华侨、爱国诗人陈桂琛等。

星河璀璨的海内外爱国华

侨，在成就自己精彩的同时，情

系桑梓、心怀故里，以满腔热情

和各种方式投身祖国建设、支

持家乡发展，为厦门经济社会

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时至今天，在这百年的街区

上依然闪耀着侨之精神。侨界

先贤那比大海更壮阔的家国情

怀，深深影响和激励着生活在

这片热土上的一代又一代的厦

门人。

传古今文化，播东方神韵。作

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的中华街区，将做好华侨国际文

化交流，织密海内外华侨的联络

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

外文化交流贡献积极力量。

（来源：思明侨联）

在星河璀璨的爱国华侨中，有新加坡华侨“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菲律宾华侨校友卢祖荫、华侨曾国办、曾国聪等等

福建迄今发现最早的侨批（186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