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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林春晖楼：盛满赤子乡愁的闽南洋楼

晋江市龙湖镇福林村
被誉为“侨乡中的侨乡”，村内

有许多番客楼，造型各异、错落有致。
在这些番客楼中，春晖楼显得尤为雄伟
壮观。它的建设者，是曾为抗日战争作
出巨大贡献的爱国华侨、菲律宾中华总
商会会长许友超。流风遗韵的春晖楼是
侨乡建筑的一方瑰宝，同时也承载着
福林村先贤满满的乡愁记忆。

□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陈
小阳 通讯员 蔡奕良 文/图

（除署名外）

核心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友超继续
担任菲律宾中华商会多届名誉理事长，更
与华商中的金融巨贾吴道盛一起，联合创
办了菲律宾建南银行，历任副董事长兼副
总经理。之后，建南银行跻身菲华十大银行
之一，不仅在菲律宾设立了27家分行，还
在香港和上海设有分行。许友超的子嗣，沿
袭家业，继续缔造着新的财富传说。

智慧过人的许友超精通外语，他利用
业余时间，倾注心力，编写了一本集中文、
英文、西班牙语、菲律宾母语“塔加洛语”于
一体的多语言对照的译文典籍《英华西菲
会话》。该书曾经影响深远，促进了中、菲、
西文化的交流。如今该书被菲律宾国家馆
所收藏。

许友超还十分关心教育，曾任菲檀声

学校（董事会）总理。对于子孙后辈的教诲，
他也从来不曾懈怠，树立了严格的家教，严
以规范家人的行为。许家子孙中出类拔萃
者不乏其人，特别是许友超的孙女许尔琦，
她担任过菲律宾大马尼拉区计顺市议员、
菲律宾众议院参议员、众议院人权委员会
主席等职，是菲律宾史上首位华裔女众议
员和参议员，也是菲政坛杰出的女政治活
动家。

许友超兴建的春晖楼，如今亦是“龙
湖·福林侨史馆”，馆内展览分为镇级和村
级两大板块：一部分是龙湖镇侨史，另一部
分是福林村侨史。在镇级区域，侨史馆分别
设置“侨乡之光”“潮涌弦歌”“百舸争流”

“侨乡故里”“扬帆起航”五个板块，介绍龙
湖镇侨胞出海发展脉络和地域分布，讲述

他们艰辛创业的历程及回馈祖国家乡的感
人事迹。在村级区域，侨史馆规划了“侨中
之侨”“侨乡福林”“檀香林郁”“情深义重”

“报效祖国”“敦睦乡谊”“弦歌之声”“德泽
桑梓”八大区域，以侨乡风貌和旅外乡贤为
明暗两条线索，介绍“福林五古”文化和华
侨心系祖国家乡的情怀。另外，侨史馆还辟
有两个许友超家族史的展室，将该家族侨
史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向世人娓娓道来。

据许景景介绍，保护并活化利用春晖
楼等华侨建筑，是当下福林村文化及旅游
资源规划的重点之一，这项工作有助于增
强福林村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也对弘
扬地方历史文化产生积极作用，“让番客楼
重新焕发活力，既能道出海外游子的沧桑
心曲，也能让他们的思乡之情有所寄托。”

保护并活化利用 番客楼重焕活力

阔别故乡多年的许友超，始终牵挂
着独居于老家的母亲。1946 年，他独力
出资，请国外设计师绘制了一份中西合
璧的洋楼建筑图纸，然后委托故乡的堂
哥，在福林村中为母亲建造一座高大的、
坚固的、可以挡风遮雨的闽南洋楼建筑。
历经两年时间，这座楼方才建成。许友超
将这栋楼命名为春晖楼，取“谁言寸草
心，报得三春晖”之意，借以报答母亲含
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弥补长期未能承欢
膝下之痛。同时，也寄托自己对福林故园
的浓浓乡愁。

而今，当游客来到龙湖镇福林村，依然
能见到这栋壮观的春晖楼屹立于村内。这
是一座双突龟式两层洋楼，坐北朝南，钢
筋水泥结构，外墙由红砖和花岗石堆砌。
楼顶山花正中嵌有泉州举人、书法家曾遒
题写的“春晖楼”三个大字，四周由葫芦栏
杆红砖压顶进行围护，正立面做晒台装
饰，坡屋顶为双坡筒瓦屋面。整座房子豪
华大气，既有闽南民居精雕细镂的传统精
髓，又有欧式的风流遗韵，两者紧密结合，
浑然一体。

春晖楼一楼两厢共有8个房间，四角

红砖铺陈其间。前厅背后中部设有梯级，上
到二楼，只见后厅有一处显眼的镜匾，里面
裱装一纸素笺“为国义务”，正是抗战时期
蔡廷锴赠予许友超的那份亲笔题词。

春晖楼最独特之处，莫过于二楼三面
（东、西、北）的“角楼”，居高望远，村庄、田
园、峰岭等尽收眼底。楼内一些亦中亦西的
亭台楼阁，如大鹏展翅般飞翘而出，设计之
巧妙，令人啧啧称奇。细观建筑中古希腊柯

林斯式的廊柱、欧洲古堡式的八角房、法式
宽敞明亮的阳台、闽南式红砖墙体和红瓦
屋顶等，更觉春晖楼内外都透着一股非凡
的气质。除了外观上的气派、内部的精巧之
外，春晖楼的各种墨宝门匾亦是吸睛之物。
这些门匾书写着“恒忍居安”“存吾诚”“善
其行”“孝友为瑞”“慎为行基”“恭为德首”
等等家风家训，今天看来仍脍炙人口，且富
含积极的寓意。

始终牵挂母亲 兴建壮观春晖楼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制造
九一八事变，随后迅速占领我国东北全
境。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撼中华大地，激
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远在菲律宾
的许友超闻讯，积极响应国内抗战呼声，
与爱国华侨李清泉等有识之士一道组织
成立了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这是
抗战爆发后，东南亚最早出现的华侨抗日
救国团体。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成
立后，李清泉任主席，许友超任副主席。他
们在菲律宾各地成立分会，为东北义勇军
筹款，支援祖国抗战。

1932年 11月 7日，曾经参加淞沪抗
战的国民第十九路军将领翁照恒，到访菲
律宾中华总商会。他与李清泉、许友超等
华商侨领会面，呼吁菲律宾华侨发起“航
空救国”运动。会后，李清泉、许友超等人
立即组建了“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
会”。随后的数月内，他们在菲律宾各地组
织了35个航空建设分会，筹款达300万

元，一共购买了15架飞机，并设法将这批
飞机送到国内抗战部队的手上。

同年，许友超与好友桂华山飞抵香港，
同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会面。蔡对许等
人支援国内抗战深表谢意，同时力邀许友
超回福建，服务于百废待兴的厦门。得到许
友超的允诺后，蔡廷锴立即做出安排，与许
友超一同乘客轮前往厦门。在客轮上，蔡题
词“为国义务”四字赠与许友超。抵达厦门
后，许友超立马被任命为厦门市市政筹备
处处长，主持规划厦门的建设宏图。

1933年11月，蔡廷锴、徐名鸿等人发
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
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并设立
厦门特别市。1933年11月，许友超上任厦
门市市长兼思明县县长，成为厦门市历史
上第一位市长。同年12月，革命政府把福
建划分为闽海、延建、兴泉、龙汀四个省，
许友超荣任新成立的龙汀省省长。1934
年，在国民政府军的围剿下，“福建事变”

宣告失败。蔡廷锴远走香港避难，徐名鸿
被杀害。黯然神伤的许友超则悄然返回菲
律宾，继续经商。

1942年1月，日军攻陷菲律宾大马尼
拉区。1月8日，许友超与数十位爱国侨领
被日寇逮捕，大量财产被没收。之后，许友
超遭判处十二年监禁。直到1943年4月，
许友超以及数十位爱国侨领，才等来了出
狱的机会。

1945年2月初，菲律宾华商社团从多
方渠道获悉，日本人即将撤出马尼拉，恐
怕会狗急跳墙做最后挣扎。许友超与华商
领导层成员商议，为安全起见，迅速组织
华人撤往马尼拉附近的省市。果然，不久
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马尼拉大屠杀”事
件。一个多月内，马尼拉超过10万名无辜
市民惨遭日寇屠杀。日本宣告投降后，许
友超组织华商社团回到马尼拉，慰问和帮
助当地菲律宾人民重整家园。不久，中菲
交通和书信逐渐恢复畅通。

组建抗日救国团体 购买飞机支援抗战

在晋江市龙湖镇的西北部，有座人文
古村落——福林村，其肇始年代可溯至南
宋，迄今已有700余年历史。据说，该村古
时以陈氏开基于山林而名“陈林”；又因村
子檀树成片，常有檀香飘逸，而称“檀林”；
后弘一法师长时间驻锡村内的福林寺，村
子遂被海内外民众称为“福林”，并沿用至
今。福林村是晋江侨乡一颗璀璨的明珠，
被誉为“侨乡中的侨乡”。它历史文化悠
久，涉侨文化资源丰富，境内古村、古厝、
古寺、古校、古街交相辉映，合称“福林五
古”。2016年11月，福林村被列入第四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1月又被列入
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据福林村党支部书记许景景介绍，全
村今有人口约2600人，旅居海外华侨近
万人，其中以菲律宾居多。从清初，福林先
人们就开始移民海外了，他们驾舟前往东
南亚，在菲律宾吕宋岛和宿务群岛等地安
营扎寨，艰苦创业，开创了一番新天地。像
所有闽南人一样，福林侨民在海外事业有
成后，又先后回归故里，为故土原乡奉献
许多令人钦佩的公益事业，以善举弘扬传
统美德，用真情和汗水谱写着创业富民、
回报家乡与社会的华美乐章。爱国华侨许
友超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许友超，原名许书丁，字友超，晋江福
林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他出生那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
大事——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列强掀起瓜
分中国狂潮的同时，也加速了清王朝的土
崩瓦解。战火虽然没有烧到闽南，但国内
形势的混乱，使得寻常百姓的生计日蹙。
友超4岁时，父亲病逝，他由寡母一手抚
养成人。在福林的私立学堂中，友超完成
了相当于小学课程的学业。但在12岁那
年，家中窘迫的经济情况还是迫使他背上
行囊，跟随叔父，搭船前往菲律宾谋生。到
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后，友超一边在叔父
的木厂中帮工，一边抽空在当地华文学校
上学。知识的累积开阔了少年友超的眼
界。随着岁数渐长，他深知要想在异域出
人头地，必须付出比普通人更多的努力，
尽量去掌握更多的技能和资源。

后来，由于友超精明能干，叔父便安
心地让他管理木厂。在其位则谋其职，许
友超为拓展木厂业务日夜奔走，足迹遍布
东南亚各国。在他的努力下，木厂经营如
火如荼，不久即在东南亚诸国市场都占有
一定份额，许友超的知名度也节节攀升。
1930年前后，他已是菲律宾最古老华侨
社团“中华木商会”会长，同时也是东方共
济俱乐部总理、中华青年会董事。1932
年，年仅32岁的许友超当选菲律宾中华
总商会会长。该会成立于1904年，原来叫
作“中华商务局”，是华商在菲最大的社团
组织。迄今，许友超仍是该会百余年来最
年轻的会长。

驰骋菲律宾商界
成为最年轻会长

壮观大气的春晖楼屹立于村中壮观大气的春晖楼屹立于村中

许友超许友超（（翻拍翻拍））

前厅背后中部设有梯级前厅背后中部设有梯级

门匾书写着门匾书写着““慎为行基慎为行基””家训家训

楼顶山花正中嵌有书法家曾遒题写的楼顶山花正中嵌有书法家曾遒题写的““春晖楼春晖楼””三字三字

建筑构造十分精巧建筑构造十分精巧

房屋构件已经刻满光阴的痕迹房屋构件已经刻满光阴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