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侨新村洋楼变身为网红咖啡店

洪载德旧居 中山公园

公园南路 7号

20 世纪前后，海外移民潮蓬

勃兴起，众多华侨怀揣着对家乡

的思念和对新生活的憧憬，纷纷

从海外归来并定居厦门。在这片

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他们大兴土

木，建造了大量以欧式洋楼风格

为主的近代建筑。

然而，由于当时缺乏专业的设

计人员，这些建筑的设计意向大多

源自侨胞们对海外生活的回忆，或

者是他们手中有限的参考图册。与

此同时，参与建造的建筑工匠又都

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虽技艺

精湛，但对纯粹的西式建筑风格的

理解和把握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

因此，最终建成的洋楼并非原汁原

味的西式建筑，而是在诸多细节之

处融入了中式元素，诸如精美的雕

花图案以及独具特色的平面布局

等，使得这些建筑呈现出独特的中

西合璧的风格。

厦门地铁 1 号线对面的公园

南路 3号别墅，是一座白色四层

小洋房，是民国时期厦门市市长

黄天爵公馆。毕业于厦门大学的

黄天爵，擅长诗文字画，1927 年

任菲律宾宿务中山学校校长，后

任国民党驻菲总支部常务委员等

职务。抗战胜利前夕，黄天爵调任

国民政府福建省政府委员兼厦门

市市长。

公园南路7号，是一座精致的

三层白色别墅。整栋楼立体感极强，

正面右侧，有一处楼梯蜿蜒而上，

从一楼延伸至二楼。这座别墅承载

着一段特殊的历史，它曾是日伪机构

“共荣会”的办公场所。时过境迁，如

今它已回归平常，成了一处民宅。

坐落于公园南路 9 号的别

墅，是爱国华侨黄长水、黄光汉的

祖居所在。此别墅建于 20 世纪

初，共有三层。外墙用大面积烟炙

砖，梁柱山花等用白灰粉刷，红白

色的对比显得十分清晰和谐。黄

光汉曾荣获“厦门市荣誉市民”称

号，生前执掌香港泉昌有限公司，

始终怀揣着炽热的家国情怀，热

衷捐资助学。同时，他还积极投身

国家事务，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在

香港与内地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

的桥梁，将港人的心声与诉求，转

达给中央政府。他的父亲黄长水，

曾出任广州市副市长、中国侨联

副主席以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

主任。在 1949 年那个意义非凡的

时刻，黄长水还曾在香港亲手升

起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

旗，让爱国的光辉映照港岛。

（部分资料来源：思明区委统

战部、开元街道提供的文史资料，

以及厦门手绘地图、厦门日报、思

明快报等，在此一并感谢。）

公园南路老洋楼

开元街道前身为公园街道，这一名称源于辖区

内的中山公园。过去，只要厦门市民提及“公园”，

所指的必然是此处。回溯到 1926 年，厦门开启旧城

改造工程，当时，南洋各国的华侨们热情高涨，纷纷

踊跃汇款，大力投资厦门的房地产项目。毫不夸张

地讲，近现代厦门的城市建设进程中，华侨的力量

不容小觑，他们或是投入资金，或是亲身参与建设，

而公园周边区域，更是将华侨助力城市建设的印记

彰显得淋漓尽致。

厦门中山公园落成于 1927 年，它承载着对革

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深切缅怀，故而得名。公园的

建设历时整整四年，期间，为了给工程腾地，有上百

户居民被妥善迁徙至东侧的百家村安置。整个工程

耗费近百万银元，这些资金皆由厦门的华侨贤达们

慷慨解囊，洪晓春、林金殿、黄奕住等就是其中的代

表人物。

最终，一座规模宏大、设计精妙、布局雅致，还

巧妙融合了中西特色的综合性公园出现在世人眼

前，它也成为厦门的第一座综合性公园。凭借着秀

美的自然风光与独具匠心的人文景致，中山公园还

曾荣获“华南第一园”的美称。

中山公园

岁月铭刻乡愁情怀 感受侨乡文化脉络
———漫步思明区开元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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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出品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华侨华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早年间，他

们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打拼事业，致富后不忘桑梓，积极回馈家乡。他们将

海外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技术引入，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发展。

开元街道作为厦门重点侨乡之一，拥有着兴盛的侨文化，侨房数量众

多。在中山公园四周，分布着近百栋风格各异的侨房，这些建筑建于民国

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今，这里已然成为热门的电影取景地，也是备

受欢迎的网红打卡点。

★华新路华侨新村→★公园西路 57号（洪载德旧居）

→★中山公园→★公园南路老洋楼

解放伊始，为吸引侨汇，鼓励华侨归国定

居，中国南方掀起了一股建设“华侨新村”的

热潮。彼时，但凡侨胞数量较为可观的城市，

大多设有华侨新村。1956 年，厦门市华侨新村

筹建会应运而生，该筹建会协助华侨将汇款

用于厦门的建房事宜，厦门市政府还专门划

出地块，以便依照华侨的意愿开展设计与建

造工作，力求解决华侨归国安居、落叶归根的

诉求。所建成的房屋主要散布于华新路、公园

西路、白鹤路、南华路等区域，其中，华新路 -

公园西路的华侨新村以及南华路的华侨新村

颇具规模。

据当年媒体报道，领导华侨新村设计工

作的是工程师杨章器。杨章器是缅甸归侨，回

国后曾主持和参加集美侨校（现为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等的设计工作。厦门城建部门专门

成立华侨新村建筑队负责施工。1957 年位于

华新路的华侨新村建设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这条道路取名“华新”，即“华侨新村”之意。

公园西路 57 号，是

印尼著名侨领洪载德的

旧居所在。该旧居坐北

朝南，楼高三层，占地面

积达 600 平方米。建筑

基础和墙裙为花岗岩条

石砌成，墙身为红色清

水砖，开窗处以横砌条

石做装饰。屋顶为四坡

顶，上铺灰色机平瓦。内

部结构以内廊为中心，

室内地面铺设彩色花

砖，样式达六七种。

在 1955 年万隆亚

非会议期间，洪载德肩

负着周恩来总理贴身护

卫的重要职责。旧居院

内的西洋橄榄树，在经

历莫兰蒂台风的肆虐

后，原本高耸茂密的枝

干虽被吹倒，然而如今

却又重新生长出了新的

枝芽。这座保存完好的

老宅，还曾是《烈日灼

心》《一起来看流星雨》

等影视作品的拍摄地，

承载着诸多的故事与记

忆。

华新路华侨新村

洪载德旧居

□翁舒昕 / 整理

公园南路 3号

公园南路 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