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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110周年，也是“集
美学村”正式命名100周年。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集美学村和集美学校
既经历了艰难曲折，也抒写了灿烂篇章——一起走过艰
难缔造和发展改进岁月，经历了播迁和复员，迎来了新
生，又历经磨难，终于在改革开放中振兴跨越，在新时代
开创新局。

作为集美学校的缔造者，陈嘉庚在集美学村留下的
不仅有大量以学校形态、建筑形态为代表的物质遗产，
更有极其丰富的以嘉庚精神为代表的精神遗产。他艰
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
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风范长存、精
神永驻。

1913—1936年：从成立集美小学到
拥有12所学校，开启集美教育新纪元

2023年，“集美学村第一校”集美小学迎来了建校
110周年。

1912年9月，在南洋创业的陈嘉庚怀揣报国抱负，
从新加坡回到故乡集美筹办教育。当时，要在一个贫穷
落后的小渔村创办新学，困难重重。陈嘉庚不懈游说，
劝说族人消除宿怨，设立新学，终于让大家同意将7间私
塾关停，其中就包括陈嘉庚自己于1894年出资开办的
惕斋学塾。

1913年2月，乡立集美两等小学校“假集美祠堂为
临时校舍，行开幕式”，学生135名。陈嘉庚参加了开学
典礼，他在致辞中讲了私塾的弊端和新学的意义，希望
大家好好学习，成为有用之才。

这就是集美小学的前身，也是集美学校的“起点”。
最初的集美小学借用大宗祠、诰驿（宗祠的照屋，曾

为驿站）、二房角祖厝办学。一所学校的五间教室分散于
三处，春季多雨水，师生上课很不方便，陈嘉庚就想建自
己的校舍。他以两千元买下了村西的废弃鱼塘（海埭），

“填池建校”，建设小学校舍。当年8月，7间平屋的木质
新校舍落成，这就是集美学校的第一处校舍和操场。

1917年2月，集美女子小学开办。在当时，这是闽
南一带前所未有的“开创之举”，著名教育家、厦门大学
教授潘懋元称之为“在闽南首开女禁”。这也是中国较
早开办的女校之一。

1935年 1月，女子小学改为集美师范附属第一小
学，1936年 8月，一附小（女子小学）和二附小（男子小
学）脱离师范独立，合并为集美小学。

“闽海之滨，有我集美乡……全国士，聚一堂，师中
实小共提倡。”《集美学校校歌》传唱百年，至今仍在无
数海内外集美学校校友心中久久回响。其中“师中实
小共提倡”一句，体现了嘉庚办学的深邃思想和科学规
划——既有学前教育、小学、中学等基础教育，又有师
范、实业教育等专门职业教育。

以集美小学为起点，陈嘉庚创办了一系列学校。
1918年3月10日，集美师范、中学同时开学，陈嘉庚、陈
敬贤亲自定的校训“诚毅”颁布。“诚”含有忠诚祖国、诚
信做人之意，“毅”则含有刚毅顽强、百折不挠之意。校
歌也同日颁布。

1919年2月，集美幼稚园成立，这是福建省第一所
由华侨开办的幼儿园，也是国内最早由国人自己创办的
幼稚园之一。

1919年6月，陈嘉庚回到集美，一边紧锣密鼓筹办

厦门大学，一边解决集美学校的师资难题，遴选校长，建
设校舍，同时开办实业教育。1920年起，水产航海、商
科、农林等职业教育相继开办。

1921年2月，集美学校设立女子师范部，辖女子小
学，招收女子师范讲习科和预科。这时，学校确定“福建
私立集美学校”为总校名，内分师范、中实（包括中学、水
产科、商科）、女师（女小隶之）、小学、幼稚园5个部，形成
了“师中实小共提倡”的局面。

1923年至1925年，陈嘉庚企业蒸蒸日上，是他一
生得利最多和资产最巨之时。陈嘉庚认为这是发展学
校的难得机会，一再函促校长加速校舍建设和增添设
备，延揽名师，扩大规模，大量招生。这时期，还增办了
农林部、国学专门部和幼稚师范学校。

1927年至1936年，集美学校进入改进时期，变更
组织，改部为校。当时，集美学村有12所学校。各校虽
几经变更，但教学不断改进，管理更加规范，形成了优良
的校风。

1937—1948年：辗转播迁多地，烽火
中艰苦办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集美成为福建的最前线，集
美学校师生被迫离开集美学村，走上了艰难的内迁之
路——师范、中学、商业、农林、水产航海等各校师生翻
山越岭来到安溪县，创造了全体师生零伤亡，数以万计
册图书、千余件教学设备零损失的奇迹。集美小学则
移至孙厝、后溪石兜村。

1938年1月，各中等学校在安溪县文庙合并办理，
名为“集美联合中学”，各校改设为科。

1939年1月，沿海局势进一步恶化，赴内陆上学的
学生剧增，水产航海、商业、农林各科脱离联合中学，再
一次踏上“旅途”，迁移至三明市大田县，合并为“集美职
业学校”。

1941年，由于集美中学学生数量猛增，学校分设高
中、初中部，安溪的校舍已容纳不下，因此高中部迁到南
安诗山。

内迁期间，集美学校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
学。

在大田，日寇飞机时常骚扰、轰炸，空袭警报一响，师
生们5分钟内就登上仙亭山，隐藏在绿树丛中。于是，高
山顶上出现了神奇的“森林课堂”——头顶上敌机盘旋，
黑板挂在树上，教师站在树前授课，学生席地而坐听课。

航海训练要搭台跳水，师生们选定河段，集体掏筑
深池；水产科要搞淡水养殖，大田乡亲们帮忙物色地盘，
挖掘鱼池；农科所办实验农场没土地，乡亲们让出20多
亩水田……烽火岁月里，集美师生和大田人民结下了深
厚的情谊，大田县玉田村因此被誉为“第二集美学村”。

内迁期间，集美学校师资短缺，许多校友响应母校
号召，放弃安定工作和优厚待遇，奔赴大田，留下了“千
里走单骑”“离船从教”等感人故事——在广东汕尾水产
学校任教导主任的校友陈维风，听说母校需要专业人
才，义无反顾地提交辞呈，挑着一根扁担，一头放行李，
一头坐着幼小的女儿，从广东徒步来到大田。原来，陈
维风在集美毕业后，曾受陈嘉庚资助赴日本留学。

抗战胜利后，各校相继复员，迁回集美，直到 1946
年全部迁回厦门，结束了这段校史上最为艰难困苦的播
迁时期。

1949—2023年：构筑完整教育体系，
实现校主“世纪之梦”

1949年9月23日，集美解放，集美学校迎来新生。
在陈嘉庚亲自主持下，集美学校积极修复被战火毁

坏的校舍，同时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学校迅速得以
恢复并有了很大发展，新办水产商船专科学校，省立水产
职业学校和省高级航空机械商船学校的航海科并入，厦
门大学航海专修科与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国
立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开办，学村面貌
焕然一新。后来，各校逐步由人民政府全面负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集美学校步入新的发展
时期。各中等学校和小学、幼儿园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下，实现教育振兴。1994年 10月，集美学村五所高校
合并组建为集美大学。

其实，早在1923年，陈嘉庚在给时任集美学校校长
叶渊的三封书信中，就提及要把集美学校办成集美大学
的设想。他在第一封信（1923年1月27日）中明确提出：
本校将来应改为大学。在学科建设方面，他考虑“厦大办
不到之科而由本校承办，并助吾闽各科学之完备也”。同
时他还就师资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愿往欧美留学或调
查考察，以一年为限。应开各费，由本校负责。薪俸与优
待费，仍旧准（原来的标准）给。”“若于普通学毕业（指大
学毕业）后，有意再留一、二年更求高深之学问者，本校可
助其学费，俾他年回国得尽本校之职务，而壮名称实于集
大（指拟办的集美大学）也。”在第二封信（1923年2月23
日）中，陈嘉庚先生提到，预算过几年如能获利250万元，
可供两大学（指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之费。

在第三封信（1923年2月28日）中，先生则详细表
达了关于校舍建设的设想：“故今日计划集美全部，宜以
大学规模宏伟之气象，按二十年内，扩充校界至印斗山
（在集美学村北面）。建中央大礼堂于内头社边南向之佳
地……至于大学校舍之地址，弟意非内头社，后则许唐社
后诸近处，另独立山岗，建较美观座座独立之校舍。”

由此可见，陈嘉庚先生当年对办集美大学有过很周密
的考虑。集美大学的成立，算是圆了校主的“世纪之梦”。

陈嘉庚创办的职业教育，经历多次改革演变，也有
了长足的发展。集美水产、航海“分家”，孕育出今天的
集大航海学院、轮机工程学院，以及厦门海洋职业技术
学院。

集美商科发展成为如今的集大财经学院，并“孵化”
出集美工业学校，弥补了原来“嘉庚系”职业教育独缺工
业教育的遗憾。如今，集大航海、财经学院被称为“航海
家的摇篮”“福建财经人才的摇篮”。

一百多年来，集美学村已形成了从学前教育到博士
生培养的完整教育体系。2016年，集美学村入选“首批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倾资办学：企业可以收盘 学校决不
能停办

陈嘉庚创办并维持集美学校近半个世纪，倡办并支
撑厦门大学16年。他抱定“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
民天职”，“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

1919年，陈嘉庚计划回国长住，专心致志办教育。
在启程回国前，他将在南洋的所有不动产全部捐作集美
学校永久基金，并宣示此后其经营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

“虽至数百万元，亦决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
20世纪30年代，陈嘉庚企业惨淡收盘。虽然企业

倒闭了，但是他对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资助并没有停
止。企业收盘前，汇丰银行的副总经理找到陈嘉庚，表
示可以继续支持陈嘉庚的企业，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
陈嘉庚停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陈嘉庚干脆地拒绝
了：“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

1961年，陈嘉庚在北京逝世，将遗产300多万元全
部捐于学校和乡社建设。人民教育家黄炎培感叹：“发
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嘉庚）先生！”

百余年来，集美学校聘请的教师成千上万，可谓名
师荟萃，教泽绵长。史学泰斗钱穆，哲学名师吴康，文史
地学家范毓桂，语言学家吴文祺，图书学家蒋希曾，诗坛
才俊白采，幼教先驱张宗麟，美术巨匠张书旂，体坛名将
吴德懋，童子军总教练顾拯来，音乐大家蔡继琨等，他们
都曾经是“集美学村的先生们”。

名家云集，使集美学校被誉为我国南方的“文化重
镇”。

（林桂桢 林斯丰 来源：学习强国“福建学习平台”）

百年学村与陈嘉庚的“世纪之梦”

集美学村是多个院校集美学村是多个院校、、文化机构的聚集地文化机构的聚集地，，这里拥有独具风这里拥有独具风
格的嘉庚建筑群格的嘉庚建筑群，，将中西方建筑风格融为一体将中西方建筑风格融为一体。。 （（廖稼业廖稼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