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天仙旅社

变化主要在内部。迈

入酒店大堂，映入眼帘的

酒店前台是闽南渔船造

型。前台同时也是茶台，

以闽南茶文化致敬远道

而来的客人，当人们悠闲

品茗时，入住手续已悄然

完成，轻松开启一段厦门

之旅。

酒店大堂西侧的空

间，已经变身为时光长

廊，中山路竣工、鹭江大

厦建设、厦门经济特区获

批、鼓浪屿成为世界文化

遗产地等时间节点，以老

照片的形式出现在地面的

透光砖上，致敬历史。在

老照片做成的屏风旁，聆

听城市的心跳，感受时空

的故事。市民、游客在此

可以邂逅一场高颜值下午

茶，或一杯香浓的咖啡，

或一罐冰爽的老啤酒，让

味蕾荡漾在老厦门的时光

里。

大堂里、客房内，地面

的闽南花砖令人眼前一

亮。这些花砖是 60 多年前

大楼初建时所铺设的，图

案非常精美，如同艺术

品。改造时经过摸排，文

保专家组在鹭江宾馆发现

了 8 种不同花色的水泥花

砖，并指导

工匠原地

精细修复。

除了花砖

元素，还有

骑 楼 、茶

艺、藤编、陶瓷、戏曲等元

素，隐藏在酒店的各个角

落，等待宾客去寻找发

现。

年回国探亲，他

的第一站和最后

一站必选鹭江宾

馆。

“曾经，有位

马来西亚的老

华侨，在鹭江宾

馆一年住 200 天以上，

我和他成了朋友，每次

到酒店他都会邀我喝

杯咖啡。”邓海军说，对

于一些常住的华侨，前

厅部会提前安排好房

间，个别华侨有自己的

生活习惯，酒店便会按

其要求，备好他专属的

寝室用品，摆放好柜子

的朝向，尽量把房间布

置得温馨舒适。

住在鹭江、食在鹭

江……时光变迁，承载

着厦门人无数记忆的鹭

江宾馆，是很多海外游

子心中的乡愁。

2013 年，鹭江宾馆

被公布为未定级不可

移动文物，酒店中厦门

仅此一栋。时至今日，

鹭江道上来来往往的

市民、游客端详这座建

筑，与记忆中的样子做

对比，发现外观上似乎

没有任何变化：绿色琉

璃瓦、红砖墙、贯穿楼

身的石砌柱壁、转角

柱，甚至是阳台上的镂

空云纹等细微之处，都

与记忆中一样，如昨日

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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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让厦门市民与中外宾客翘首以盼，如老友

归来。今年鹭江宾馆喜迎 40 周年庆，同期正式重

装开业。经过一年多的提升改造，焕新回归的鹭江

宾馆，呈现的是厦门城市文化与历史风貌，也是闽

南调性与华侨文化结合的嘉庚建筑代表。

经典的嘉庚风格建筑

鼓浪屿对岸的鹭江道一

侧，历史风貌建筑物众多。鹭

江宾馆初始时叫鹭江大厦，

由陈嘉庚先生向周恩来总理

打报告后特批建设，并指挥

建造。外观细节充满侨文化

美学：红砖楼体和白色石柱，

如西装背带般笔挺；而绿色

的琉璃瓦屋顶，恰似充满“民

族风”的中式斗笠。这就是嘉

庚式建筑“穿西装、戴斗笠”

的中西合璧，是中山路历史

文化街区的地标建筑。

鹭江大厦于 1958 年建设，

两年后建成开业。开业后，海

内外各界名流、华侨华人纷至

沓来，许多人在这里第一次乘

坐电梯、喝咖啡、泡舞厅、吃茶

点。

1985 年 1 月，鹭江大厦正

式更名“鹭江宾馆”营业。改

革开放之初，它是福建省第一

家引进外资改造的旅游酒

店，聚焦当时餐饮消费前

沿，作为首批引入港式茶点

的酒店，还开设了咖啡厅、酒

吧等。

“晚上的时间，华侨住客们

喜欢到咖啡厅，把烤面包蘸着

热咖啡吃，和我们聊聊天。”厦

门鹭江宾馆副总经理邓海军回

忆，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

初，这里 40%的住客是华侨。还

有一位鼓浪屿籍老华侨，十余

闽南元素与南洋风情装饰

记忆中的“黄桃小伞”与鹭江茶点

在 7

楼观海餐

厅，一块

青石板上刻

有“鹭江大厦”四

个字，但没有落

款。这块青石牌匾老物件，是著名

书法家罗丹先生的字。

观海餐厅可以眺望对岸的

鼓浪屿，鹭江两岸景色美不胜

收。不少宾客刚落座，就问：“有

没有黄桃小伞？”在鹭江宾馆吃

“黄桃小伞”甜点，是独属于厦门

“80 后”“90 后”的回忆。除了这

道甜品，各种闽南的煎炸小吃、

厦门薄饼，也都摆在 C 位，十分

吸引人。

资深厨师黄祺正在后厨忙

碌。鹭江宾馆 1984 年底试营业

期间，黄祺是后厨实习生，40 年

过去，他仍坚守在这里。“我还记

得鹭江宾馆当时引入港式茶点，

以月薪 2 万元聘请香港厨师，那

几乎是整个后厨所有本地厨师

月工资的总和。大投入，打响了

鹭江茶点的品牌，并留下了精工

细作的优良传统。”黄祺回忆，鹭

江宾馆在创新同时没有丢掉闽

南古早味，如油葱粿、芋枣、面线

糊、沙茶面、肉粽、五香卷、扁食

汤，制作工艺几十年未曾改变。

（摄影：林硕 综合资料参考：厦门

日报、思明快报、鹭江宾馆）

天仙旅社
1933 年，新加坡华侨吕天宝

在中山路与局口街口创办了天

仙旅社。天仙旅社楼高 5 层，顶

楼设有花园，占尽地利。在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厦门“吃绿岛

（绿岛饭店），住天仙”一度被认

为是“顶配”。

如今天仙旅社已重装开业，

喜迎海内外宾客。

大千旅社
厦门海后路春光酒店旧名

“大千旅社”，由缅甸华侨曾上

苑创办于 20 世纪 30 年代。杏林

人曾上苑年少家贫，下南洋谋

生，从业米行，发展成为缅甸巨

富。1919 年，曾上苑携巨资返

乡，定居鼓浪屿安海路，建西式

别墅数幢。

除了旅社业务之外，大千还

经营有中西餐饮。1933 年，增设

世界酒家，西餐室便是其重要组

成部分，在《江声报》等媒体的

各种宣传广告中，“闽沪粤港山

珍海错奇馔、西餐厅”和“升降

电梯、电灯电扇、冷热水喉、摩

登家私、西式浴室”等一起成为

大千旅社的亮点。

厦门华侨大厦（大酒店）

1949 年 11 月，解放初的厦

门诞生了中国第一家为海外侨

胞、港澳台同胞和国际友人服务

的旅行社———“厦门华侨服务

社”，它是今日华侨大厦的前

身，开展外事接待，促进民间交

流，成为有口皆碑的“华侨之

家”。

20 世纪 80 年代初，厦门华

侨大厦又在其东南侧新建一栋

13 层大楼，是中山路一带最高的

建筑物，可将老城区、鼓浪屿一览

到底。

酒店接待过许多国内外政

要，充分发挥了侨务工作基地与

对外开放窗口的作用，为促进中

外交流、繁荣旅游事业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美丽华大酒店

厦门美丽华大酒店是一家侨

企，由新加坡侨商郑

秀福老先生创立。

2023 年酒店被

授牌为“八闽侨

家乐”品牌单

位。

美丽华大

酒店从 1991 年

就开始致力于

为厦门带来最正宗的

新加坡美食，其中声名远扬的新

加坡肉骨茶、海南鸡饭在厦门已

享誉多年，售卖至今，

得到了众多市民、游客

的认可。

（综合资料参考：湖里区侨

联、福建旅发、《厦门饮食文化》

《厦门旧影》《厦门华侨纪事》）

嘉庚先生
策划建造

嘉庚风格的外墙

酒店前台是闽南渔船造型

鹭江宾馆门头

“黄桃小伞”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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