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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厝是清末旅菲华侨卢

安邦历时三年构筑的一座

近代红砖民居。位于厦港街

道福海社区围仔内 5 号，始

建于 1906 年，距今 118 年历

史。卢厝坐北朝南，由中轴

对称的横向两落大厝、两列

护厝及前埕组成，整体布局

结构及屋顶样式保留北方

四合院和宋代曲线屋顶的

特点。

卢安邦原名卢国梁，在

菲律宾从事航海货运、地

产、橡胶贸易等，生意十分

成功，秉承华侨爱国传统，

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侵华期

间，卢国梁陆续捐赠黄金

200 万两给清廷。卢安邦闻

听蒋厝有女初长成，出落得

妩媚动人，便托人前去为自

己的儿子卢文彪说亲。无奈

蒋氏家长就是不允，认为卢

安邦虽然有钱，但是在厦门

没有盖大房子。于是，卢安

邦邀请名师设计，备料施

工，并于蒋厝对面购买了十

几处民居，全部推平成一块

1000 多平方米的坡地，大兴

土木。三年后，新厝落成，比

蒋厝更漂亮，建筑理念更为

“现代化”。蒋氏诚信践约，

将千金嫁到卢厝，从此留下

数十年来，沙坡尾开起了

许多文创店铺，门头颜色丰富、

风格迥异，色彩碰撞造就出童

话般的浪漫，让这儿成为了厦

门的新地标，热爱自由与艺术

的人们汇聚于此。而这一带的

非遗文创，也与华侨文化息息

相关，相映成趣。

沙坡尾活态展示馆于

2019年 6 月正式开放，厦门港

那些留存在记忆和文献里的场

景在此得以复苏。展示馆里近

百张老照片、地理图画等真实

再现了沙坡尾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演变过程———从军港到商港

再到渔港。一代代的闽南人从

这里扬帆起航下南洋，又从海

外回来，闽南文化、海洋文化在

此交织，孕育了华侨文化，也是

厦港片区城市文化的发端。

厦港海洋文化展示厅，这

里也叫“王船厂”。厦门“造王

船”技艺传承人钟庆丰建造了

一艘最大的“观赏性王船”。

“送王船”是闽南沿海村落的民

俗活动，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尊重生命的理念，起源于

同安，跟随着外迁的闽南人在

中国台湾、东南亚如马来西亚

等地扎根，至今已有 600 多年

的历史，2020 年由中马两国联

合申遗成功。

民族路旧时俗称沙坡

头，筑于上世纪 30 年代初，

路名取自孙中山“三民主

义”的政纲。民族路 86-1号

是厦门发电厂遗址，前身是

1911 年创立的厦门电灯电

力股份公司；与发电厂相邻

的是造船厂遗址。不同于沙

坡尾的人潮涌动，民族路静

静地藏在热闹背后，小巷里

的居民楼还是曾经的模样，

旧时的信箱，复古的铁门，

文艺的小店，还有侨乡风味

美食。

“沙茶”系马来西亚语

satay 的译音，源出于东南

亚。它是用芝麻、葱蒜、香

草、花生油、虾以及辣椒等

制成的调味品，因有辣味，

故称“沙茶辣”。厦门的沙茶

面妙处在于沙茶酱与汤头

的制作。据考证，华侨陈有

香是沙茶辣引进闽南的传

带人之一。

厦门是民国时期华侨

出入祖国的重要口岸。咖喱

作为一种南洋调味品，源自

南洋诸国，由海外华侨传入

厦门。咖喱肉饭、咖喱鸡饭

等因为香辣美味又经济方

便，慢慢演化成厦门名小

吃。

民族路上，一栋老建筑

将 80 多年光阴凝固其中。

鹦哥楼始建于 1937 年。在

厦门城区还只以中山路一

片为主的时候，附近住宅几

乎都是平房，三层楼高的鹦

哥楼，已经是厦门第一高

楼。

鹦哥楼的建设是传奇

故事。越南华侨谢画锦，福

建惠安人，少时在乡，与骆

马稳世交甚笃，友情甚重。

后谢远赴安南（今越南）发

展，做大米生意发了财，而

骆则到国外学习建筑，且

成绩甚优。骆常受聘于商

家造房建屋，曾参与上海

高层建筑的设计建造，名

声颇大，他俩虽各奔东西，

但均事业有成，仍保持通

信往来。谢感到虽有钱财，

但不愿漂泊异乡，便萌生

返乡建造别墅住宅的想

法，以便晚年休养居住。于

是全权委托骆马稳设计建

造，并汇给骆建筑费用。骆

接受委托后，辞去了上海

的聘约，专门在厦门为好

友觅地设计建造别墅。

因谢特别喜欢鹦哥，在

越南养了好多只美丽鹦哥，

骆特意在新建洋楼正中顶

上塑一只欲飞的鹦哥，一则

为洋楼增加美感，二则见鹦

哥如见好友，两全其美。没

想到厦港民众见形取名，直

呼洋楼为鹦哥楼，其所在地

段也称“鹦哥楼”，这一习惯

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鹦哥楼接近完工时，谢

画锦专程回乡视察，还在

楼前照了相。别墅建成后，

骆马稳住了进去，一方面

管理别墅，一方面请谢办

理回国手续，准备把别墅

交给好友。但当谢办理回

国手续时，因当时越南是

法国的殖民地，谢画锦回

中国必须得到法国总督的

批准，因事搁置没有办成。

后又因厦门沦陷，日军铁

蹄践踏厦门，谢画锦始终

没能回到故乡，自然没有

住过鹦哥楼。

沦陷期间，日军欲将

大生里到海边的所有民房

包括鹦哥楼都拆除，作为

军事用地。骆马稳则以华

侨委托名义，多次和日军

交涉，最后，鹦哥楼得以保

存了下来。

鹦哥楼为厦门港一带历

史地标，底层为骑楼，其北

侧跨顶山花采用的是典型

的装饰艺术风格，使用几何

状装饰构成盾徽、翅膀等装

饰形状，至今看来仍显前

卫。如今鹦哥楼已成为一家

餐厅，店家将楼内修缮一

新。大楼临近海边，登楼顶

而望，蜂巢山路、鼓浪屿的

景色尽收眼底，它见证了民

族路和厦门港的岁月变更，

87 年来一直以独特魅力示

人。

（部分内容参考自思明

区委统战部、厦港街道提供

的文史资料）

提及厦门的华侨文

化，咖啡是不可忽视的一

大因素。南华路华侨新

村，是厦门的第二个华侨

新村，位于五老峰脚下，

毗邻厦门大学、南普陀寺

和华侨博物院。这里的华

侨建筑风格简约大方，一

座座闽南红砖石墙别墅

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地排

列开来。这里是厦门咖啡

馆的发源地之一，有着别

致院落的咖啡馆洋溢着

南洋气息。

南华路 31 号是旅

菲爱国华侨李天阶先

生的旧居。李天阶早年

因生活所迫，携母亲兄

弟背井离乡远赴菲律

宾，艰苦创业。经过多

年努力，于 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创立菲律宾

“马楷机械公司”，曾是

东南亚地区的机器大

王。事业有成后，李天

阶无私捐款捐物帮助

家乡建设，回馈父老乡

亲。

1960 年代末，为方

便联系家乡人，李天阶

置业于厦门市南华路

31 号。1984 年 10 月 1

日李天阶随旅菲爱国华

侨代表团一起受邀到北

京，参加“建国 35 周年

国庆庆典”，观礼期间受

到时任全国侨联主席张

国基的亲切接见和褒

奖。南华路 31 号的“侨

界楷模”是张国基为李

天阶题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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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委统战部（市侨办）厦门鹭风报社
联合出品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规

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

述，展现全国重点侨乡厦门的历史文化，围绕“加强华侨历

史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即日起，厦门市委统战

部（市侨办）联合鹭风报社，开展“鹭岛·侨乡故事”文化路

线宣传试点活动，推出专栏系列报道。

用行走的方式和侨乡互动，静下心来，沉浸式阅读鹭岛，

在路线中体会侨乡故事，在漫步中感受侨乡文化。以厦门华

侨历史建筑为载体，挖掘梳理具有侨乡魅力、能够体现重要

纪念意义、承载侨胞特殊记忆，展现家国情怀、赤子深情的可

展示宣传的侨乡文化旅游路线，深入挖掘和弘扬侨乡文化，

推动建立侨乡故事文化路线品牌，追寻侨乡足迹，讲述侨乡

故事，传承华侨文化。宣传试点工作得到了思明区委统战部、

思明区各街道，以及各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侨乡故事源远流长 非遗文创走向世界
———漫步思明区厦港街道

厦门老城区的思明区厦港街道，有一条本地人皆知的老街，老市

民与新移民生活在此，这就是民族路，奔腾着厦港血液的脉搏。厦港为

厦门港的简称，郑成功曾在此建演武亭练兵。数百年来，这里民居错

落、小巷纵横，南洋与海洋文化影响下的华侨文化在此流淌。

厦港街道地处厦门岛西南部，主要的历史特色涉侨建筑有华

侨博物院、鹦哥楼、卢厝与南华路 31 号李天阶故居等等。

当市民、游客走到厦港街道，来一次 citywalk，就能感受到华侨文

化与非遗文创的碰撞。作为有岁月沉淀的文化街区，厦门港、民族路是

历史留给厦门的礼物，这里的建筑、民俗、美食等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

色。每年“投洽会”期间，或者春节、国庆等等旅游旺季，中外媒体时常

聚焦报道沙坡尾、猫街、南华路等景点，盛赞这里是“一座传统与现代

完美融合、兼具渔港文化韵味和多元建筑风格的活态博物馆”。

★卢厝→★华侨博物院→★南华路→★沙坡尾→★沙坡尾活态展示馆→★艺术西区

→★厦港海洋文化展示厅→★鹦哥楼→★民族路

位于思明南路永福宫

巷口的华侨博物院，由著名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

于 1956 年倡办，1959 年落

成开放，是中国第一座由华

侨集资兴建的文博机构。这

座巍峨壮丽、洁白庄重的大

楼，既是中国第一家全面系

统收集、研究、展示华侨华

人历史和业绩的博物馆，也

是包括有古代文物展、自然

标本展的综合性博物馆。

嘉庚先生说：“博物馆

是文化教育机构的一种，与

图书馆、学校等同样重要，

而施教的范围更为广阔

……我建议由华侨设立一

所大规模的博物馆。馆址可

设在华侨故乡出入国的港

口，可合国内人民公共应

用，又可给归国华侨观览。

两者均受其益……至于名

称，我拟为华侨博物院。因

为它是华侨设立的，故应以

华侨为名。侨胞们：这是我

们效力祖国建设的绝好机

会，无论你们已回到国内，

或还在海外，应该各尽各人

的力量，负起责任来帮助祖

国做好这一建设，或把珍奇

的陈列品以及有关公私纪

念的文物捐献出来，以丰富

本博物院的内容，无任欢

迎。如荷惠下，请交厦门集

友银行代收转。”

这是嘉庚先生于 1956

年发出的《倡办华侨博物院

缘起》，时隔近 70 年，我们

从这封信里，仍可看出嘉庚

先生当年的高瞻远瞩和踏

实细致，字里行间，饱含滚

烫的赤子情。在华侨博物院

修建期间，嘉庚先生每星期

都要从集美寓所前来工地

巡视，对每项工作都一一加

以指导，考虑得十分具体、

周到。华侨博物院与集美学

校、厦门大学、在海外创办

的华文学校，以及晚年建设

的露天博物馆———集美鳌

园，共同构成践行陈嘉庚先

生教育理念的庞大体系，也

是他最后留给世人的华侨

纪念物。

陈永定先生出生于马来

西亚，祖籍集美，上世纪 50

年代先后负责厦门大学扩

建及华侨博物院筹建工作，

1959 年至 1990 年任华侨博

物院负责人，后被聘为华侨

博物院终身名誉院长。他收

藏有近 200 封精心保存的

信件，都是在担任厦大建筑

部主任和筹建华侨博物院

期间，陈嘉庚先生写给他的

亲笔信。从这些信中不难看

出嘉庚先生的充分信任和

重托，陈永定先生也用毕生

精力守护着嘉庚事业。

2023 年 7 月，著名侨

领、“民间大使”唐裕先生

生前所用以及其收藏的 43

件(套)艺术品，从新加坡漂

洋过海运抵华侨博物院。

陈嘉庚长孙陈立人先生

说，文物“落户”华侨博物

院，正是唐裕先生生前的

意愿。此批文物重达 5 吨，

包括 17 世纪的铜钟、百年

的油画、红木家具、新几内

亚天堂鸟标本等，其中年

代最久远的是一对史前猛

犸象的象牙化石。

华侨华人与华侨博物院

的动人故事还有很多，举不

胜举。时至今日，华侨博物

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社

会科学普及基地。馆藏文物

8000 多件，另有大量侨史文

物、实物和大量侨史资料，

以及 2 万余张侨史照片、底

片和部分族谱、音像资料

等。现有《华侨华人》《陈嘉

庚珍藏文物展》《自然馆》三

个基本陈列常年对外免费

开放。时代在前进，环境在

改变，但华侨博物院所蕴藏

的嘉庚精神、华侨精神是不

变的，它将在中国文化教育

发展史上不断地放射出光

芒和异彩。

了一段传颂至今的佳话。

百年古厝养育了六代

人，目前，卢家大厝里还住

着三代卢家后人，分别是

卢安邦的第四代、第五代

和第六代后人。

相较于闻名遐迩的鹦

哥楼，卢厝藏于深巷，实际

上集闽南石雕艺术之大

成，又含有中西合璧的文

化元素。据卢家第四代传

人卢合浦说，卢厝在 2013

年被认定成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被一些厦门文史

学家认为乃岛内闽南古厝

经典之最。如今再次走进

卢厝，发现建筑工人正在

对屋顶进行保护修缮。

开栏的话

□ 本报记者 林硕

华侨博物院

华侨博物院大楼 《华侨华人》陈列展

卢 厝

南华路 31号

鹦哥楼

南华路的咖啡文化

民族路的侨乡风味美食
沙坡尾的非遗文创

华侨博物院展出的嘉庚先生画像

卢厝的门廊保存完好 卢厝的闽南石雕艺术

南华路 31号李天阶故居

厦港海洋文化展示厅内的王船

沙坡尾入口处

艺术西区内满是文创店铺 小街一隅

南华路华侨新村的咖啡馆

沙茶面的调料是华侨引进

咖喱料理也是由海外华侨

传入厦门

鹦哥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