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仙旅社

江夏堂位于思明区钱炉灰埕 2 号

文安小学内。江夏堂系黄氏大宗祠的祭

祖堂。黄氏大宗祠由清末南安武状元黄

培松倡建，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 年），

1918 年竣工，今仅存祭祖堂和宗亲会

馆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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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作为当时华侨进出中国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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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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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

为“厦门最具艺术价值的老建筑”。2004

年，江夏堂被列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2009 年先后被列为市级第二批

涉台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第七批文物

保护单位。

距离江夏堂几百米的兰琴古厝位

于厦门市中山路附近定安路大字酒巷

25 号，系厦门现今保存最完整的一座

典型闽南风格古建筑之一，至今已有

200 多年历史。古厝坐落于厦门市繁华

的中山路段，提供配套设施齐全的高档

客房及休闲茶舍，有清朝的门窗家具，

百年的牌匾器皿，随处可见富有闽南特

色的砖雕、木雕、石雕，游客可在喧嚣的

城市外体味闽南古厝里不一样的平和。

盐溪街、苏厝街一带的街头巷

尾，仅不过千米范围，就曾涌现出吕

世宜、李禧等中国近现代名人和林

采之、陈桂琛、沈观格、陈江海、邱世

定、叶清池等著名华侨，其故居至今

依在。

盐溪街 18 号，是民国初年教育

家、诗人陈桂琛旧居。抗战时期，旅

菲诗人陈桂琛以诗篇抨击日寇暴

行，反映百姓苦难，歌颂志人壮举，

揭露汉奸嘴脸，构成一部华侨抗战

史。

陈桂琛字丹初，号漱石山人，厦

门人，从事教育工作达 40 年。1916

年在厦门创办励志女校，开创厦门

妇女接受现代教育之先河。后在思

明、厦南、同文等中学校任教。1931

年任上海漳泉中学校长。1937 年应

聘前往菲律宾宿务中华中学执教，后

改在古达描岛华侨中学任教。

故居系陈桂琛购置于清末民初，

砖木结构两落传统民居建筑，坐北朝

南，门边围墙为石块基石，上有绿色

南洋陶瓷花框。院内地铺闽南红砖，

厅堂为主人接待宾客之用，厅后有一

小天井及芒果树一棵。

盐溪街 29 号，是华侨诗人、谜家

沈观格故居。沈观格字锡标，自号拙

庐主人，20 世纪初到印尼谋生，兼任

《泗滨日报》特约记者。其间曾组织工

党，创办《真理》半月刊，设平民日夜

学校，为当地侨胞服务。1927 年回厦

门定居。从事诗词和灯谜创作，常以

厦门民谚、俗语制作灯谜。著有《拙庐

谈虎集》《物谜·画谜》。

盐溪街 32 号是社会活动家、原

厦门市侨联主席林采之故居。林采之

为印尼归侨，1950 年任厦门市政协

秘书长，1954 年出任厦门市首届人

民代表大会副主任委员。1956 年任

省侨联副主席、市政协副主席。他还

曾参与创办集美华侨补习学校（现华

侨大学华文学院）、华侨中学、厦门六

中等。

苏厝街 45 号，则是印尼

华侨陈江海故居。陈江海与大

哥陈江和共同创业，成立新加

坡金鹰国际集团。这是一家以

资源为基础的多元化跨国工

业集团，现总资产已超 350 亿

美元，在全球范围有员工 8 万

余人，旗下企业和公司遍及新

加坡、印尼、中国内地、中国香

港、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等

地。

陈江海故居建筑系近代中

西合璧的民居建筑，楼顶是闽

南特色的红瓦，墙体结合西式

的构建，虽然仅有两层，但整体

恢弘。从门口进入庭院，扑面而

来的是清新好闻的花香。院内

有花池两个，整个庭院生机盎

然。庭院内不仅有花草绿化，还

有一处景观鱼池，动静皆具，给

人一种舒适之感。

外清巷 22 号，是厦门近

代名商邱世定的大宅。公馆建

于 1932 年，曾被厦门媒体评

选为“老厦门 100 栋经典建

筑”。邱世定曾是高级洋行买

办，其公馆门楼处一座大铁门

虚掩着，却关不住它的豪华气

派。最为醒目的为两个欧式圆

柱型大立柱，门外一口蚝壳

井。墙上与石柱上都刻着精致

雕花，彰显着宅子主人的生活

过往。

吴厝巷 4 号是华侨领袖

爱国实业家叶清池祖厝。叶崇

禄原名叶清池，字寿堂，著名

华侨领袖，爱国实业家。叶清

池少年时孤身前往东南亚地

区发展，经过多年的奋斗建立

了捷丰号商铺，数年间就发展

成为实力雄厚的大商行。返乡

后热心教育事业创办厦门同

文书院并出任该校董事长。叶

清池同时还捐助厦门女子公

学、华侨女学、群惠小学的经

费，主持厦门慈善机关同善

堂，并捐款创设犯罪习艺所，

曾被选为厦门商会会长。

随着城市发展变迁，这些

旧时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已成

了游客们津津乐道的旅游打

卡地，留下的老房子经历了时

光的洗礼，静静诉说着过往的

故事。

（部分资料来源：思明区

委统战部、中华街道提供的文

史资料，以及思明侨联、厦门

卫视、思明快报、《厦门日报》

《海西晨报》《海峡导报》、台海

网、厦门文旅、厦门党史方志

网、林良材先生著述等，在此

一并感谢。）

近代以来，厦门就是中国东南

沿海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港口林

立，商贾如云，也是华侨华人出入祖

（籍）国的重要门户。鹭江两岸遍布

的码头和大同路、中山路一带商业

的繁荣也催生了旅店业的发达。据

20 世纪 30 年代初史料记载，厦门当

时著名的旅社主要分布在市内各大

马路，比如鹭江道、海后路、中山路、

思明西路、寮仔后和水仙宫一带，主

要分为旅馆和客栈两类。天仙旅社

是当时旅馆的典型代表之一。

1933 年，新加坡华侨吕天保在

繁华的中山路与局口街口处创办了

天仙旅社。天仙旅社楼高 5层，因位

置极佳，旅客游览访友出入均极便

利，因此颇受欢迎。著名文人郁达夫

就曾下榻于此，使得天仙旅社名声

大噪。

1936 年冬，郁达夫从日本前往

台湾地区，途经厦门中转，在天仙

旅社 432 号房间住了 3 天。天仙旅

社主人吕天保盛情款待，天仙旅社

因而声名鹊起。此后，许多社会名

流也曾下榻于此，天仙旅社逐渐声

名远播。当年，郁达夫曾为《厦门天

仙旅社特刊》作序，同时与吕天保

及文化界人士合影，并将照片收录

在《郁达夫全集》第四卷卷首。序言

中，郁达夫写下“庐舍洁净、肴馔精

美、设备齐全，竟有出人意料外处”

的赞词，为这家当时现代设施非常

完备、服务先进的旅社留下宝贵的

历史印迹。

天仙旅社此前一直经营到 21

世纪初，于 2007 年停业。最近，天仙

旅社重新装修投入经营使用，目前

有 30 间房，如今仍有许多游客慕名

而来，下榻当年郁达夫曾住过的 432

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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