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容谷别墅，即李清泉别墅，

是由一座主楼和一座附楼组

成的中西合璧风格花园别墅。

鼓浪屿上的老别墅大多已经

改头换面，而容谷别墅是岛上

为数不多得到良好保护的老

宅之一。建筑布局基本保持完

整，依稀还能感受到当年华侨

在此生活的细节。

现在容谷别墅还是私

宅，因此并不完全对外开

放。因为常年有人居住和打

理，其庭院、花园干净整洁，

富有生活气息。别墅坐落在

鼓浪屿升旗山麓，始建于

1926 年，占地 36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花

园面积达 2000 多平方米。

别墅原主人是著名的爱国

华侨李清泉。

李清泉原籍晋江，是名

动一时的木材大王。1901

年，13 岁的李清泉随父到菲

律宾经商，在其父的“成美

木厂”学会了经营木材生

意，18 岁就主持木厂。数年

之间，李清泉就成为控制全

菲木业的巨商，“全菲木业

无出其右”。他又把菲律宾

木材制品推向国际市场，大

批出口，成为菲律宾最大的

木材出口商，因此被誉为

“木材大王”。

李清泉在菲律宾颇有

影响，其财力当年可影响菲

律宾的经济和政治，被称为

“菲律宾经济发展史上占有

永久地位的人”，又是菲律

宾华侨史上声誉卓著的爱

国华侨领袖。

在菲律宾成功创业后，

李清泉随父从菲律宾回厦，

投资开创了“李民兴置业公

司”，大兴市政工程和房地

产开发。他先后在国内成立

了中兴银行和福建造纸厂，

后者成为当时国内十大化

学工厂之一。之后他又出资

为厦门修建海堤和码头，在

中山路、大同路投资兴建十

余座商业大厦。1926 年李清

泉在鼓浪屿升旗山麓购地

皮建容谷别墅，在这座别墅

的房契上李清泉将妻子颜

敕注册为户主，体现了这位

豪杰柔情的一面。

李清泉在厦门有多处别

墅，容谷别墅是其众多别墅

中最漂亮豪华的一座，高大

的铁门上写着“容谷”二字，

据传取意于“有容乃大”，是

李清泉心迹的体现。但据李

清泉夫人颜敕的外甥孙女李

清月回忆，由于大门口有一

株数百年的老榕树庇荫着建

筑，同时也由于整幢建筑全

部是由山石打造，宛如山谷，

因而取名“榕谷”，现在铁门

上的“容谷”字样是不解其意

之人误写的。

容谷别墅是由旅美中

国设计师模仿电影《飘》中

内战前高楼而设计，耗时三

年竣工，设计精巧、用料上

乘，虽历经风雨，至今仍然

坚固如昔。因为李清泉先生

是著名的木材大王，所以别

墅采用名贵木材进行装饰，

门窗、楼梯等均使用高级赤

楠，榕谷大楼的装修材料均

选用南洋杉等名贵木材。其

大片楠木地板，至今仍十分

平整，完好如初。如今别墅

内进口名贵家具、楼梯、门

窗等设施依然保存完好。

容谷选址极好，离码头

并不远，十分清幽静谧。这

幢三层中西合壁的现代化

别墅，正面为壮美的罗马式

大圆柱，剁斧凹槽柱面，爱

奥尼式柱头，巨柱魁梧挺

拔，庄严稳重。外墙系密缝

清水红砖，门窗装百叶、双

层玻璃，每层建筑均有套

间，大厅宽敞，厅外设廊，可

纳凉观景。

别墅庭院主体建筑前

种植名贵南洋杉五棵和多

款花木，南洋杉杉尖超过别

墅而刺入蓝天，据说其与别

墅同龄。庭院中心为西洋风

格喷水池，四周曲径均铺制

彩色花岗岩鹅卵石，组成美

丽的图案。庭院还有假山、

观景亭，可登高望远。

主楼为三层，赤楠木制

成的地板、楼梯和门窗至今

仍完好。一层为李清泉的书

房，辅以休息间和客房；二层

是李清泉夫妇和子女的卧

室，中厅置真皮长沙发；三层

是议事厅和招待大厅。在后

厅至今仍保留着一张直径达

2米的整块赤楠圆桌，未经任

何拼接，据说是菲律宾当时

最大的一张原木桌，得过亚

洲博览会金奖。

李夫人颜敕年幼时由姐

姐颜雪抚养长大，为了报答

姐姐的养育之恩，李清泉夫

妇特意为颜雪建造了附楼。

由于整座建筑和房屋

的装饰完整地保留了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的风格，不少

反映民国时期背景的电影、

电视剧都在别墅拍摄。

位于漳州路 40 号和 42

号的李家庄也是李清泉所建。

“七七事变”后，李清泉挺身而

出，肩负起领导在菲华侨抗

日救国的重任，筹款近 1500

万元支援祖国抗战。李清泉

和夫人亦投入巨款参与厦门

城市建设，参与闽南大旱的

赈灾活动。李清泉临终前，仍

不忘在遗嘱中交代将10万美

元遗产捐献用于抚养战争

难童。其爱国爱乡的华侨精

神令人敬佩，流传至今。

（部分资料参考自《厦

门日报》、《海峡导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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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街道辖区范围即鼓浪屿岛屿范围，面积1.91 平

方千米。百年来由外国侨民及华侨群体共同营建，有

“国际花园”美誉，如今岛上人口约 16000人。

2017年7月8日，在波兰古城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厦门鼓浪屿以“历史国际社区”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处世界遗产项目。

鼓浪屿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瑰宝。作为世界遗产，

鼓浪屿所展现的“厦门艺术风格”，是一百多年来西方

建筑文化、华侨建筑文化与自然环境智慧融合的结晶。

名片点击

座落于“海上花园”鼓

浪屿岛上西南面的厦门华

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是

中国唯一一座由华侨倡议

并捐资开发的引种科学基

地。它东倚日光岩，北依鸡

母山，南面朝海，成马蹄形

谷地，占地面积 8.9 万平方

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四季绽放的奇花异草，错

落有致的园林，成就了它

“园中之园”的美称。

从 1959 年创园以来，上千个异域物种在这里引

种、驯化，然后再向厦门乃至全国各地推广。可以说，

这里是海外物种进入国内的一个重要桥头堡。引种

园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见证了改革开放

40年的点点滴滴。因侨而生、因侨而荣，这座引种园

与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更有着不可复制的华侨

文化创办背景。

厦门市侨联名誉主席、印尼归侨陈联合曾任华

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主任。“引种园里的每棵引种

植物都有‘侨’的身影，倾注了海外侨胞的无私爱国

情……”陈联合曾这样谈论引种园。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国处在困难时期，农业歉

收、粮油短缺、品种单一，急需高产优质的粮油作物

良种，来发展农业经济和解决人民温饱问题。

“许多华侨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各种途径，支持

家乡经济植物引种，有的从境外带回名贵苗木、种

子，有的捐款盖玻璃温室，赠送拖拉机、电冰箱与仪

器设备，都希望经济植物良种能尽快在家乡落地生

长，帮助家乡人民渡过难关。”1959 年 3 月，引种园

前身———华侨引种试验场应运而生，通过厦门市侨

联与东南亚等地侨胞建立了海外华侨引种联络网，

海外侨胞凝心聚力，纷纷为引种园的创办积极出力。

祖籍福建泉州的植物栽培工作者李芳洲，是引

种园创建人之一。1961 年初引种园创建时，为引进

优良品种和科研仪器设备，李芳洲广泛联络海外侨

胞和亲朋好友，引进近 300 个优良品种，尤其是引进

的稻种“科情 3 号”驯化成功，推广到全国 13 个省

市，为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1977 年 1 月，陈联合被调至引种园任技术员，

负责引进海外优良的植物品种，也就是这段经历，让

他亲眼见证了许多海外侨胞的爱国心，与他们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

在陈联合看来，改革开放的春风更给复办后的

引种园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多方重视之下，引种

园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了加强，先后新建两座玻

璃温室和一座科研楼，园区面貌焕然一新。

“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我们

引种经济作物也从原来解决温饱目的，慢慢转变为

改善生活类作物。”乘着改革开放东风，引种园恢复

了华侨引种联络网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升任

引种园主任的陈联合继续通过自己的海外亲友引

育良种，带领全园职工把引种园建成一个既是植物

引种中心，又具有热带、亚热带特色的植物公园的游

览胜地。

改革开放 40 年来，引种园逐步壮大，蜕变成

集引种驯化、隔离检疫、示范栽培和开发利用等功

能于一身的科研机构。那段与侨血肉相连的引种

经历，如引种园的累累硕果一般，生生不息，昭示

着后人。

科学引种中国唯一

容谷别墅侨领史迹

厦门市侨联名誉主席陈联合

爱国华侨李清泉 李清泉夫人颜敕

李清泉夫人与女儿在容谷别墅副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