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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林爱玲

厦门中华城北门一侧，静静

地伫立着一座古朴的“孝阙增光”

老牌坊，与闹市形成鲜明对比。

不少老厦门人习惯将牌坊和它身

后的建筑称为“黄家老宅”。这座

牌坊，不仅见证了黄氏的家族故

事，也见证了厦门一段鲜为人知

的历史。

“孝阙增光”老牌坊是黄庆元

故居的一部分，也是目前岛内少

数保存较为完整的老牌坊之一。

黄庆元是厦门近代史上著名工商

实业家，对厦门市政建设和民族

工业起步做出过杰出贡献。

作为黄庆元孙女，黄阿娜对

于这座牌坊有着极深的感情。近

日，她与晨报记者故地重游，并向

记者讲述黄庆元生平二三事，回

望久远的厦门城市建设记忆。

孝子牌坊 光耀黄庆元故居
黄庆元的父亲黄传昌从小懂

事孝顺，远近闻名，人称“黄孝

子”。其人其事，《厦门市志·孝友

传》有记载。黄家老宅前这座孝

子牌坊就是为了旌表他的孝行。

牌坊门两边的石柱上刻有

“江夏宗风千秋名不朽，中华褒典

百行孝为先”的对联，其左右还有

另一副对联“荣问策名保世滋大，

孝思锡类垂后无疆”。牌坊后面，

原是两栋黄家老宅，堂皇精美，现

在的建筑是后来易址重建的。

比起父亲黄传昌，黄庆元更

为 厦 门 人 所 熟 知 。 黄 庆 元

（1869-1937），字世金，祖籍福建

泉州。因家境贫寒，黄庆元16岁

就在厦门富商黄书传的仁记洋行

当伙计。因勤奋好学、聪明能干

而备受老板赏识，黄庆元后来得

到黄书传资助，开起了自己的“建

源钱庄”，从此事业蒸蒸日上。

据悉，黄庆元先后任厦门商

会协理、会长，市政会副会长，厦

门三堂（慈善机构）董事、厦门电

灯电力公司董事长、自来水公司

副董事长、同文中学董事长等，是

当时厦门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

一。

110年前 厦门民间首亮灯
黄庆元生平热心地方事务和

实业，不乏建树，对厦门的城市建

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中，发起倡办厦门电灯电力公

司尤其值得一说。

鸦片战争后，厦门被辟为通

商口岸。尽管城市在发展，厦门的

基础设施却很落后。1908年，美

国舰队访问厦门，清政府当局为接

待舰队，特地从上海借来发电机，

从现在的思明南路一路架设电灯

至南普陀会场，厦门市民第一次见

到了电灯。这一事件也激发了厦

门实业家设立电灯公司的决心。

1911年，黄庆元与厦门绅商

陈祖琛、叶鸿翔等人发起创办电

灯公司，先期筹集资金5万银元，

公司定名为厦门电灯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并在厦门港沙坡尾建发

电所。1912年，发电所建成，安

装了一台300千瓦时的火力发电

机，并在市区架设电线。厦门民

间第一次亮灯，距今正好110年。

1914年，黄庆元担任公司董

事长后，全身心投入到厦门电灯

电力公司的发展和建设，扩大规

模、加强管理，使得公司得到快速

发展，一举扭转公司成立初期经

营管理不当、业务发展缓慢的局

面。他还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和华

侨资本发行股票，是当时厦门最

早的股票品种之一。

上世纪20年代，黄庆元再次

扩大公司规模，以满足大量增加

的市政用电和市民用电。1933

年，为满足日益扩大的城市用电

需求，黄庆元增加发电机组，扩大

发电容量，发电总量增加到3800

千瓦时。连当时的城市郊区曾厝

垵、文灶和西北沿海一带住户都

用上了电。

学界普遍认为，厦门电灯电力

股份公司的创办是厦门城市建设

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极大改善了

市民的生活条件，更为当时城市开

发建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市政建设 筹办自来水公司
厦门是一个海岛城市，岛上

水资源匮乏，曾经，居民用水多靠

水船从石码运来九龙江水，或从

后江埭等市郊运来井水，时称“船

仔水”。

鉴于此，1921年，黄庆元与

著名华侨黄奕住等发起筹办自来

水厂，募股集资 110 万银元，于

1924年创办了厦门自来水公司，

黄奕住担任董事长，黄庆元担任

副董事长。

1926年11月，自来水公司开

始向厦门本岛居民供水。1927

年，工程全面竣工，厦门本岛居民

饮用水供给困难问题得到改善。

1930年，公司为向鼓浪屿供水，建

筑鼓浪屿供水工程，到1932年，供

水工程完成，开始向鼓浪屿供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厦门城市建设

迅猛发展，用水量激增，厦门自来

水公司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有

利条件。

热心公益 不遗余力做善事
“除了兴办实业外，先祖父还

热心厦门地方事务。”黄阿娜告诉

记者，1906年黄庆元就捐资创办

了鸿麓小学。“他不仅自己捐赠教

育款，还发挥厦门商会会长的影

响力，号召有识之士为厦门地方

教育募捐。”1926年，黄庆元担任

同文中学董事长，一直到他去世

的1937年。在这期间，同文中学

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黄庆元也十分热心地方公益

事业。厦门历史上的“三堂”（育

婴堂、恤无告堂、义仓）是救济弃

婴、孤寡贫苦和灾民、难民的慈善

机构。黄庆元长期董理“三堂”业

务，发展公益事业。

已故厦门知名文史专家洪卜

仁先生主编的《黄世金生平事略》

一书中，曾概括黄庆元“一生倾资

创办实业，充满爱国情怀，是爱国

敬业的一生，是慈善奉献的一生，

为厦门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实实在

在的贡献。”黄阿娜说：“许多关于

先祖父的史料、资料已散佚。作

为后人，我们尽力去还原真实的

历史，让更多人了解先祖父的故

事的同时，铭记、传承先祖父爱国

爱乡、博济为怀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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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自来水公司旧址，位于现在的上李水库。卢志明供图

厦
门
电
灯
电
力
公
司
发
电

所
旧
址
，
位
于
现
在
的
沙

坡
尾
一
带
。
卢
志
明
供
图

本
版
图
片
记
者
唐
光
峰
摄
（
除
供
图
外
）

闹
市
老
牌
坊
背
后
的
鹭
岛
城
建
史

老
宅
主
人
黄
庆
元
对
厦
门
近
代
市
政
建
设
和
民
族
工
业
做
出
杰
出
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