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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今天到贵校，蒙诸君欢迎，已竟不敢当啦。再要
演说，那尤其不敢当。因为我是没受过教育的人，没有一
点学识，实在不知道怎样演、怎样说的。况且诸君是高等
学校学生，有的快要毕业啦，鄙人更不敢说。若是小学校
的学生，或者刚才入中学的学生，他们是求普通知识的，
我还可以说几句。因为我（是）没受教育的人，可将我没
受过教育的苦痛，一一告诉他们，或者还可以引起他求学
的心。勉励他们，当怎样立志发奋。今天在诸君有很高
的学识的面前，实在不敢说。但是题目既已出来，缴白卷
却也不好，并且有违诸君好意。

前清福建有个抢中的秀才，后来考举人的时候，他一
句也不能做出，他就随便写些字上去。今我也和他一样，
遂便写些罢。鄙人对于教育是门外汉，一句不懂，怎样能
敢去办教育呢？不过我想，譬如船，有的坐船，有的驾船，
然而坐船的不必会驾船。我以事体只要做，总可做的。
所以不揣鄙陋，冒昧的就做啦。

但是贵校长和黄先生，刚才说我怎样成功，鄙人真是
不敢当的。因为现在也不过算才动手，那能说他是成功
的。譬如华侨从前也尝说对于祖国做什么什么事体，但
是却没做。鄙人是华侨之一，所以现在很不敢当那成功
的赞美。鄙人自己办的集美学校，也不过几年，换了四次
校长，所以也没大成效。至于厦门大学，鄙人不过只能先
提倡提倡罢了。后边还请有钱的捐几千万、几百万才可
以。教育事业大的很，我这几个钱，真是“杯水车薪”，能
沾润多少呢？不过南洋有钱的华侨很多，我先起头做来，
引起他们，那么才可多见些功效。至于我自已回国，参与
筹备厦门大学，也就是想激发有钱的华侨回国做事。

我办的集美师范，是要诸君常时赐教的。并且我想
学校或像工场，要有批发、有人销售等等。我虽不懂教
育，我想总要有联络的。集美学校所以换四次校长，并不
是如做生意一般“见异思迁”，实在有几层原因。其初办
时，鄙人及舍弟对于当地教育界人，不甚熟悉。所以一切

计划，都请在南洋合办的学校里办事的拟定的。后来是
那校介绍第二师范的来做校长，后以他故解职。其后由
侯鸿鉴先生去做。他因在无锡尚有自办的女学，所以半
年即辞去。第三次是黄任之先生荐的，一切办的很好。
后来因意见不同，他就辞去啦。

什么意见呢？第一是他说一校人数不可过多，至多
不可过四五百人。多啦，就办不好。其实我以为中国现
在须受教育的人数实在多，但是师资实在缺乏。普通师
范，每年产出的教师，是很少很少的。怎样多的要受教
育，实在愁的不足供给。若是中等学校的师资，尤其缺。
统计全国高师，也不过九所。坏的还多。就是那计算在
内，每年不过数百毕业。一县平均一个也派不到。要是
再说每校只现几百个学生，都实在难使教育普及。在南
洋见美国教会办的学校有几千以上的学生。然而如果有
一学生今天缺课，明天就有信通知他的家庭。我们中国
人办的学校，我也做校董，人很少。而且学生缺课，一星
期作兴都知不道。就是拿北大比，蔡元培未做校长时，人
很少，却也不好。近来有两千多人，并且很好。

可见学校办得好坏，在放上去的精神充足不充足，而
不在人数的多少。人数少，没有精神，是不会好的。精神
放去充足，人数虽多，也会好的。他第二层要去的（原）
因，是职教员不是他一手组织的，不好办事。我想一校一
二十个职教，还好一手组合。若是过多，是办不到的。前
清做道官的，新上任，总都带去多少人。所有属员，差不
多都一换再换，他们也并做不出好成绩。英国的道官，新
上任，只不过秘书等人，其余更动的很少。他们知道做事
为那一人做的。他在此地和不在此地，都是一样。当教
员的，须知道我为这学校来的，为学校做事体的，不是为
请我来的那一个人来做事的。所以无论他在不在，对于
学校，总是热心才是。请教员的，也只要看他对学校热心
不热心，不要管他是我一手组织的，或者不是。今天我说
的狠不好，希诸君原谅。

1919年6月24日，陈嘉庚怀
着“为吾国放一异彩”的宏愿，从新
加坡返回家乡，着手勘地筹办厦门
大学，并开始考虑厦门大学筹备员
的人选问题。1920年11月1日，

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在聘
请的10位筹备员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
赫然在列。郭秉文是第一位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
中国人。1921年10月25日，陈嘉庚在给集美学校
校长叶渊的一封信里，提到了郭秉文担任校长的南
京高等师范学校：

客年在南高时，郭君曾告弟云，高师生之优待似
反不达，拟来年改章，决收膳宿费云云，未悉已实行
否？

信中的“客年”乃去年之意，“南高”即南京高等
师范学校。可见，陈嘉庚1920年曾到访过南京高等
师范学校。但对于陈嘉庚到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
具体时间，学界长期语焉不详。1986年出版的《陈
嘉庚年谱》也只是提到了陈嘉庚1920年10月曾到
上海邀集厦大筹备委员会开会。

事实上，陈嘉庚不仅到访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而且还在该校发表过一次演讲。笔者最近查阅资料
时发现，1920年11月11日至12日的《民国日报》
不仅对陈嘉庚的这次演讲进行了详细报道，而且全
文刊登了陈嘉庚的演讲辞。只是记者把陈嘉庚的名
字误写成“陈家庚”，一字之差导致陈嘉庚的这篇演
讲辞被尘封百年之久。

一

《民国日报》刊登的这篇陈嘉庚演
讲辞里充满了大量口语化的表达，说
明记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演讲的原
貌。在这篇1500余字的演讲辞中，陈
嘉庚主要谈了4个问题。

第一、自己倡办教育的动机问题。陈嘉庚
称自己是“没受教育的人”，所以他很理解“没受
过教育的苦痛”。陈嘉庚深知，教育事业需要耗
费大量金钱，所以他希望自己“先起头做来”，

“激发有钱的华侨回国做事”。
第二、中国教育师资不足的问题。陈嘉庚

长期在南洋生活，对于美国所办的教会学校动
辄几千人的规模，陈嘉庚感慨道，“中国现在须
受教育的人数实在多，但是师资实在缺乏。”放
眼望去，当时全国范围内用来培养师资的高等
师范学校不过区区九所，“每年不过数百毕业”。

第三、学校规模大小的问题。针对有人认
为学校人数不宜超过四五百人的观点，陈嘉庚
在演讲中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以蔡元培未担
任校长时的北大为例，“人很少，却也不好”。陈
嘉庚认为，一所学校办的好坏，不在于人数的多
少，而在于“精神充足不充足”。这里的“精神”，
既包括老师们呕心沥血的奉献精神，也包括学

生们的废寝忘食的求学精神。
第四、聘请教师的标准问题。陈嘉庚认为，聘请教师

主要看其对教育事业热心不热心。教师必须要明白的
是，其为学校服务不是为“哪一个人来做事的”，而是“为

这学校来的”。
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假集美学校即温楼正式

开学，中国第一所由海外华侨创办的大学诞生。1921年
9月，厦大校长林文庆将“止于至善”确立为厦门大学的校

训。一个月后，南京高师正式更名为国立东南
大学，原南京高师校长郭秉文出任东南大学校
长。郭秉文也把“止于至善”确立为东南大学
的校训。校训是学校的灵魂，集中反映了学校
的办学和理念。东南大学和厦门大学虽然不
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在为把我国建设成
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而努力，
都在为把中国的教育事业推向“至善”而奋斗！

陈嘉庚在南京高师的这篇演讲虽然已被
尘封了百年之久，但其内容并没有过时。陈嘉
庚演讲辞中所提到的一些教育理念，对于我们
在新时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仍有借鉴意
义。陈嘉庚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实业家，也是一
名伟大的教育家。嘉庚精神是伟大中华民族
精神的光辉典范，在新时代的教育实践中必将
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作者为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
授、港澳与海外统战工作理论厦门研究基地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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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国日报》相关报道可知，陈嘉庚
是与时任思明县教育局局长黄孟圭同时到
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具体时间为1920
年11月8日。校方专门为二人举行了一个
欢迎会。陈嘉庚的演讲辞内容不长，照录
如下：

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
政府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会议决定10年之内
在全国建成4个大学区，分别在北京、南京、武昌、广
州设立大学。另外，会议还通过了《划分高等师范学
区案》，拟在全国划分6个高等师范学区，在北京、南
京、武昌、广州、成都、沈阳各设高等师范学校一所。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设立的。

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学时，陈嘉庚与这
所学校并无任何交集。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陈嘉庚敏锐地发现，战时航运业大有可为。他租
下载重1300吨的“万通”和载重2500吨的“万达”
两艘轮船，开始涉足航运业。次年他扩大了航运业
的规模，变租船运输为购船运输。1918年年底，陈
嘉庚已经是一位资产达400万叻币的大企业家。也
是在这一年，陈嘉庚在家乡创办了集美师范学校和
集美中学。大概在这个时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
其校长郭秉文开始进入陈嘉庚的视野。

厦门大学厦门大学 （（许丹许丹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