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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蓄 水 池 最 高 蓄 水
量约为12.亿升,可供全
市20多万居民使用9个
月。同年10月28日,公
司召开成立大会,制订
章程,规定资本为200万
元,黄奕住当选为公司
董事。

虽 然 基 本 解 决 了
厦 门 民 众 的 自 来 水 问
题,但鼓浪屿因为地理
原因,孤悬海上,自来水
暂 时 还 不 能 输 送 到 岛
上,岛上居民仍深受饮
用 水 问 题 的 困 扰 。 经
黄奕住的倡议, 1929年,
人 们 在 鼓 浪 屿 日 光 岩
和 鸡 冠 山 分 别 建 了 两
座水池,还配备了三艘
运水船和一艘拖船,每
天 从 厦 门 把 自 来 水 运
到鼓浪屿的水池,再输
送 到 民 居 。 厦 门 人 有
史 以 来 第 一 次 用 上 了
干净的自来水,这是真
正的“上善若水”,惠
泽无穷。

黄 奕 住 对 家 乡
建 设 的 贡 献 , 非 止 一
项。1923年,他斥资收
购 了 日 商 的 “ 川 北 电
话 公 司 " , 对 原 有 的 话
机 、 电 杆 线 路 等 进 行
了升级改造,采用美国
卡洛公司的新式机件,
将 最 大 通 话 容 量 提 高
到2500门,使用户数量
大 大 增 加 。 他 还 投 资
铺 设 了 厦 门 至 鼓 浪 屿
海 底 电 话 电 缆 。 1 9 2 4
年 1 月 , 厦 门 与 鼓 浪 屿
之 间 正 式 开 通 电 话 服
务。1925年,他在漳州
市投资设立"通敏电话
公司" ,并在海澄、石
码 、 浮 宫 及 南 靖 县 等

地设立分线,进一步扩
大 了 厦 门 与 周 边 地 区
的电话联系。

1927年以后,厦门
开 展 大 规 模 的 市 政 建
设 。 一 批 由 华 侨 投 资
建 造 的 崭 新 楼 房 纷 纷
建 成 , 建 设 范 围 包 括
厦 门 、 泉 州 、 晋 江 等
地,其中以厦门的规模
最 大 , 占 全 部 投 资 的
90.19%。投资厦门房
地产的建设资金,黄奕
住 是 独 占 鳌 头 的 佼 佼
者。

1930年,黄奕住组
建 黄 聚 德 堂 房 地 产 股
份公司,投资金额为245
万元,约占当年厦门全
部 房 地 产 投 资 的 三 分
之 一 。 黄 聚 德 堂 房 地
产 公 司 建 筑 和 购 置 的
房屋达160空,面积为41 
457.7平方米。黄奕住
还 投 资 助 建 了 厦 门 海
滨 堤 岸 及 部 分 街 道 。
鼓 浪 屿 的 日 兴 街 就 是
他捐资修筑的。

黄 奕 住 没 有 忘 记
自 己 童 年 时 因 家 贫 读
不起书,不得不以剃头

为业的经历,曾深有感
触地对人说: “吾幼失
学,为大憾事,今于吾父
吾母卯基之乡,吾身数
十年经营衣食之地,晚
岁游历之区,为青年学
子略尽吾情,弥吾阙憾
焉。”因此,他对捐资
兴办教育特别热心。

1912年,黄奕住在
鼓 浪 屿 创 办 了 慈 勤 女
子中学,并承担了该校
每 年 三 分 之 二 的 办 学
经费,一直到抗日战争
时 期 厦 门 沦 陷 , 慈 勒
女 子 中 学 被 迫 停 办 为
止。

1920年,黄奕住在
家 乡 南 安 县 楼 下 乡 创
办 了 斗 南 小 学 , 又 在
1923年创建了斗南初级
师 范 学 校 。 他 还 独 资
捐 建 厦 门 同 文 学 院 一
座教学楼,被命名为“
奕 住 楼 ” 。 陈 嘉 庚 创
办 厦 门 大 学 时 , 黄 奕
住慷慨解囊,捐赠10万
元。1927年他又捐赠厦
门大学图书设备费3万
元。

为 了 纪 念 和 表 彰

黄 奕 住 热 心 教 育 的 义
举,1931年6月,厦门大
学 在 主 楼 “ 群 贤 楼 ”
镶嵌了一块石碑,上面
刻着“黄君奕住,慷慨
相助,有益图书,其谊可
著”16个醒目的大字,
碑 文 至 今 尚 存 。 他 还
先 后 对 新 加 坡 华 侨 中
学 、 广 东 岭 南 大 学 、
上 海 复 旦 大 学 等 “ 倡
捐 巨 资 , 累 数 十 余 万
金” ,并购置大批图书
捐 给 厦 门 鼓 浪 屿 中 山
图 书 馆 。 黄 奕 住 的 慷
慨善行,在社会上树立
了一个崇高的榜样,得
到了公众的推崇。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
有 人 劝 黄 奕 住 加 入 外
国籍,以保全生命及财
产。他断然拒绝,并斩
钉截铁地表示:“绝不
加 入 外 国 籍 , 依 赖 外
人 。 吾 无 意 时 髦 。 共
赴国难,何惧之有? …岳
飞"还我河山, ,血红四
字,精诚威严,墨舞心声,
流 芳 干 古 。 ” 其 赤 诚
爱国之心,可昭日月。

1945年6月15日,抗

日战争胜利在望,黄奕
住却不幸病逝于上海,
终年77岁。他临终前为
儿女留下遗嘱: "余来自
田间,深知社会疾苦,赋
性质直,见义思为,生平
关 于 教 育 、 慈 善 诸 端
赞助,向不后人。亦指
定专款,俾能继续供（
贡）献人群。"

黄 奕 住 的 儿 子 黄
钦 书 历 任 第 三 届 全 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
央侨务委员会委员,全
国 归 国 华 侨 联 合 会 第
一届常委,上海市第一
至 第 五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代表,上海市归国华
侨 联 合 会 第 二 、 第 三
届 主 席 。 女 儿 黄 萱 从
1951年开始在广州担任
著 名 学 者 陈 寅 恪 的 助
手,协助陈寅恪撰写《
论〈再生缘》 》 《钱
柳 因 缘 诗 释 证 稿 》 《
元 白 诗 笺 证 稿 》 等 作
品 。 陈 寅 恪 晚 年 双 目
失明,行动不便,著作只
能口述,由黄萱记录。
陈寅恪曾感慨表示: “
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
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
助力。若非她帮助,我
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
成矣。

黄氏两代人,在经
济 、 文 化 、 公 益 等 各
个领域,无论在侨居地
还是在祖国,都留下了
令人敬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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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头匠出身的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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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奕住在鼓浪屿的别墅
——黄家花园中南银行发行的纸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