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禄第

1900年，华北数省发生灾荒，黄河决口，泛滥成灾。清廷把张弼士从海外召

回，委派督办直、顺赈捐，兼办河南南郑工赈。张弼士在南洋募捐了百余万

两银款解救受苦的同胞，清政府特御赐 “急公好施”牌坊，立在故乡大埔。

张弼士故居光禄第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在广东省大埔县西河

镇车龙村。正门上的“光禄第”匾额为光绪皇帝赐名，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书。这里

是没有寒冬的南方，河水清澈，两岸悬壁，花草丛生，硕大的牡丹天然生长，在蓝天

白云下艳丽无比。故居“光禄第”由三堂四横一围构成，是客家围龙屋的一种。屋

内有99间房、18个厅、13个天井，还有前后庭院及后山花园，占地几十亩，背山面

水，前有宽广的地坪，外墙加有欧式铁枝栏杆，栽种着高大橄榄树的后花园更是张

家人眼中的世外桃源。

当年因在河滩边上填土筑堤而建，整整花费了5年时间，材料全部水运进来，还专

门请了医生为建筑工人看病，而这套房子最多时住了100多人。整座建筑工艺精致，

雕绘并齐，气派豪华。

大埔乡下还有“吃大户”的习俗，每逢年节老宅宽阔的前院都会摆满大圆桌，

备上酒菜，以两边靠墙几十只盛满八宝粥的大缸待客，足够这十里八乡的人食用。

最壮观的是当乡亲们酒足饭饱回家之际，众人点燃松香火炬，排成单行沿山路曲径

回家时，站在光禄第门口眺望，火炬光在月色和黝黑起伏的山影衬托下，犹如条条

火龙向四面八方慢慢游去。现在，光禄第已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