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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林爱玲

找个闲暇的周末，沿着中山

公园西门方向信步游走，到厦门

市口腔医院右转，你会拐进一条

风景如画的小路。路两旁，一栋

栋融合了闽南特色和南洋风格的

老别墅错落有致，周边花木繁盛、

清幽静雅。这就是华新路，也是

老厦门口中的“华侨新村”。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首

个动工兴建的归侨别墅区。一草

一木、一砖一瓦承载了一代人的

乡愁。”厦门市历史影像研究会常

务副会长、新侨代表杨羽翔告诉

记者。

侨乡文化孕育“华侨新村”
杨羽翔告诉记者，“华侨新

村”并非厦门独有。“若问起厦门

的‘华侨新村’在哪？恐怕会难倒

许多年轻人与新厦门人。”指着绿

树掩映下的一处处小庭院和两三

层的老别墅，杨羽翔娓娓道来。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

中国人出国历史悠久，足迹遍布

世界各地。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侨

华人同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华侨华人将西洋、南洋文化带回

家乡，使侨乡开风气之先，在经

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逐渐形成鲜

明的地域人文特点，进而形成了

独特的侨乡文化。

在杨羽翔看来，侨乡厦门的

文化特色之一在于侨乡建筑。据

他介绍，华侨在海外艰苦拼搏，赚

钱汇回厦门买地建房，以供自己

“落叶归根”时使用，或供亲属居

住，形成了早期的华侨历史建筑，

分布于厦门各地。

厦门最早的“华侨新村”——

美头山“华侨新村”就建设于这个

时期。

美头山位于思明区开元街道

辖内美仁山通道附近，是一座高

度不到24米的小山。抗日战争

胜利后，安溪县籍的印尼华侨陈

丙丁等投资，在美头山开拓一块

坡地，兴建“华侨新村”。可是只

建了三栋楼房，就因物价暴涨而

中止。如今沿着美仁山通道左侧

的坡上行，还能找到这三栋楼房，

门牌号依旧写的是“华侨新村”。

“其中一栋前几年按照原样翻建，

另两栋基本保留了旧时的模样。

美头山‘华侨新村’虽然规模小，

却为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市政府

建设‘华侨新村’提供了参照。”杨

羽翔告诉记者。

《小城春秋》作者家人曾住
不过，老厦门人所说的“华侨

新村”，一般指中山公园西门外的

别墅小区，其以悠然恬静的气质

无声地诉说着历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华

侨回归建设祖国的热情高涨。为

了吸引侨汇及解决华侨归国居住

问题，中国南方沿海兴起了建设

“华侨新村”的高潮。

杨羽翔告诉记者，“厦门市华

侨新村筹建会”于1956年成立，

厦门市政府专门划地，按华侨的

生活习惯设计、建造“华侨新村”。

杨羽翔告诉记者，1949年至

改革开放前，厦门一直是“海防前

线”，城市中心移至文化宫—中山

公园一带。因此，1957年，厦门

首个动工兴建的“华侨新村”就选

址在中山公园西门外。新村的道

路以“华新路”命名，即“华侨新

村”之略。

“当时，有特种、甲种、乙种、

丙种以及公寓等共14种户型，供

不同需求的华侨选择。价格从人

民币8000元到63500元不等。”

提起这段历史，作为新侨人士，杨

羽翔如数家珍。

至1963年，华新路及周边共

建成别墅30余栋。“印尼爱国侨

领洪载德、《小城春秋》作者高云

览的家人等都是‘华侨新村’的第

一批居民。”杨羽翔说。

除此之外，厦门另一大型“华

侨新村”位于厦大西北侧的赤岭，

因位置靠南，故名南华路“华侨新

村”。白鹤岭西侧也建有一小型

的“华侨新村”。至上世纪60年

代中期，全市共建造“华侨新村”

房屋近百栋。

如今成为“网红”取景地
钢筋混凝土结构，清水红砖

外墙，加以花岗岩点缀，出砖入

石，屋面多为水泥瓦坡顶……杨

羽翔说，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洋房相比，“华侨新村”的别墅在

设计上更为清爽，少了繁复的水

泥雕花与铁艺。新村房屋密度较

低，道路宽敞有序，每栋别墅还带

有独立花园。这里有浓浓的老厦

门氛围，但又远离商业区的喧嚣，

更为宜居。

探访过“华侨新村”多栋老别

墅的杨羽翔告诉记者，这里的别

墅内设有卧室、客厅、餐厅、书房、

厨房、浴厕、储藏间、晾衣间、阳台

等空间。不同户型，房间的数量、

样式、大小各不相同，可以满足不

同规模家庭的不同需求。

因其闹中取静的环境，闽南、

南洋相结合的建筑风格，近年来，

华新路成为影视热门取景地，《西

虹市首富》《以家人之名》等电影

电视剧都曾在华新路取景。

近年来，华新路一带也吸引

了不少咖啡店、民宿进驻，成为年

轻人拍照打卡的“网红点”。“承载

着旧时光的华新路，也在不断改

变自己，顺应这个时代的变迁。”

杨羽翔笑着说。

看着这些变化，从小在中山

公园门口长大的杨羽翔说，这里

是厦门最有历史沉淀、文化底蕴

的区域之一。“在街巷中寻觅历史

的踪迹，在行走中讲述老城记忆

与乡愁。”杨羽翔期待为更多人讲

述厦门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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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路上，一栋栋融合闽南特

色和南洋风格的老别墅错落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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