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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庚精神”的核心内涵是忠公、诚毅、勤俭、创新。
忠公，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与奉献。诚毅，是诚实守
信、坚韧不拔的品质。勤俭，是勤劳节俭的生活态度和价
值观。创新，是敢为人先、勇于开拓的胆量和担当。“嘉庚
精神”的形成离不开陈嘉庚先生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及
家庭的影响，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传统、同安文化与精神
以及陈嘉庚家族家风三者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陈嘉庚自幼就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9岁入本
社的“南轩私塾”接受教育，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幼
学琼林》。14岁转入本社家塾上学，改学南宋理学家朱
熹编注的《四书章句集注》。到16岁时，陈嘉庚对儒家
经典著作已经有了一知半解，不仅为其打下了颇为扎实
的国学功底，更是让其将儒家“入世”思想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儒家“入世”思想认为每个人都要具有爱国主
义思想，对于社会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提出

“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等一系列道德原则，而这些道德原则也
最终成为陈嘉庚先生终生践行的人生信条。

陈嘉庚生活的年代，正逢中国甲午战败的伤痛未
消，日本侵华战争又逐步升级，旧恨新仇的叠加极大激
发了中华儿女“教育救国”“教育报国”的使命感。1894
年，20岁的陈嘉庚有感于列强横行、国弱民贫以及家乡
教育落后的现状，捐资2000银圆在集美创建了“惕斋”
学塾。塾名是取“惕厉其躬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裕有
容”之意。此为陈嘉庚“教育报国”之始。

之后在长达 67年的“倾资兴学”过程中，陈嘉庚先
生直接和间接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捐出的经费约合
1亿美元，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类人才，为中国的教育
事业和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日战争爆
发以后，陈嘉庚更是作为华侨领袖，组织并领导了“南洋
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日。新
中国成立以后，陈嘉庚回到故乡集美定居，全身心地投
入建设之中，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积极参与政治
活动，为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建言献策，贡献自己的
力量。陈嘉庚先生的一生是忠公的一生，对国家和民族
的深厚情感厚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思想传统之中。

历史上，陈嘉庚是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人。在 17
岁之前，陈嘉庚都居住生活在集美，并在当地接受教
育。特有的同安文化和精神对陈嘉庚思想的形成也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同安文化的核心是“以贤为本，以才
为重”，尤其是自宋代“朱熹过化”以来，因出“士君子服
习诗书，敦尚礼仪，贤才奋兴，彬彬日盛”的社会风尚而
被誉为“海滨邹鲁”。同安文化的精华是同安精神。同
安精神的精髓是“诚信”“刚毅”“求是”“创新”，有宋代宰
相苏颂“以国为重，以民为本”的崇高思想，有清代民族
英雄陈化成为捍卫民族尊严而英勇献身的精神。

同安精神还有敢闯敢拼、勇于创新的一面。1906
年，在橡胶业刚开始在马来西亚发展的时候，陈嘉庚就
敏锐捕捉到这一新兴行业的潜力并大胆投入，最终建立
起自己的橡胶王国，取得了个人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同
时，陈嘉庚在故乡集美创办制蚝厂，研制和生产生蚝罐
头，兴建海潮试验发电站，尝试利用潮汐能发电，皆以失
败告终，但陈嘉庚却从未气馁。可以说，同安精神是陈
嘉庚这种坚韧不拔、敢于实践的创新精神的源泉。

陈嘉庚的家族家风，是他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陈母孙秀妹，是一位对陈嘉庚成长和人生道路影
响深远的女性。在丈夫常年在外经商的情况下，孙秀妹
独自承担起了抚养和教育陈嘉庚的重任。她操持家务，
节衣缩食，送陈嘉庚到私塾读书，并时常以娘家的祖训
家风教育子女，使陈嘉庚在幼年时期就受到了良好的品
德教育和文化教育。她常常跟陈嘉庚讲故事，故事中的
英雄人物深深吸引着陈嘉庚，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的
价值观。孙秀妹虽然是位农妇，但深明大义，富有爱
心。她为了平息因建房纠纷引起的械斗，阻止同族相互
残杀，不惜拿出自己多年攒下来的积蓄安抚双方，赢得
了村民的尊敬和赞誉。陈母勇敢慷慨的行为，为陈嘉庚
树立了勇于为民排忧解困、敢于担当的榜样。她以身作
则，言传身教，使陈嘉庚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勤俭节约、
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优良品质。

陈父陈杞柏于 19世纪 70年代南渡新加坡开启他
在海外的创业生涯。在1900年，他的资产达到了40余
万元，成为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佼佼者。陈杞柏不仅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热心公益的社会活动家。
他曾多次捐款支持当地的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如捐
款建设保赤宫陈氏宗祠、同济医院等。此外，他还被推
举为闽帮代表，参与筹办商务局等社会事务。陈杞柏虽
然在新加坡创业，但他始终心怀赤子之心，不忘自己的
根脉所在。陈杞柏一生所经营的商号有18间（包括与
族人合办的在内），其中 13间以“安”字为号，其余 5间
以“美”字为名，米店如复安、顺安、建安，都带一个“安”
字；经纪行金胜美、米店恒美，都带一个“美”字，是为了
教育子孙不忘自己的故乡“同安”“集美”。虽然陈杞柏
在新加坡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但是他在生活上依旧保
持着简朴的作风。陈嘉庚在成长过程中深受父亲的影
响，也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一向“守职勤俭，未尝
妄费一分钱”。父母勤俭、爱乡的家风在陈嘉庚身上得
到了传承和延续。

“嘉庚精神”作为陈嘉庚先生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
财富，在新时代依旧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激励着后人
不断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力量。

（作者：韩存新、刘欣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外国语
学院 来源：《福建日报》）

解 读“ 嘉 庚 精 神 ”

1940年，陈嘉庚访问延安。（图片来源：陈嘉庚纪念馆）

1920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创办水产科，
渔航兼修，为中国海洋人才培养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集美大学被誉为“航海家的摇篮”，从这里走出的学
子，很多成为国家航海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近年来，集
美大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通过与航运企业协
同育人、多载体实践、航海类“双师型”教师制度等，持续
为国家航运事业和海洋强国战略培养高质量人才。

登船实操
让理论跃进现实

在探索海洋的百年时光里，秉承着“诚毅”校训，集
美大学独具特色的海洋人才教育为国家航运事业和海
洋强国战略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赵炎平就是从集美大学走出来的其中一位航海
家。赵炎平原是“雪龙”号和“雪龙2”号船长。在20年
的时间里，他参加了 12次南极科考、3次北极科考，航
行距离将近 40万海里，相当于绕着地球赤道 18圈半，
是我国破冰船舰桥上的领航人、极地考察船的守护人。

如今，集美大学不断创新海洋教育方式，培育出更
多像赵炎平这样的航海人。

9月，又到一年迎新季。迎新广场上，海洋装备与
机械工程学院设计的水下机器人闪耀着前沿科技的光
芒，轮机工程学院实验中心的操作台对外开放，吸引了
学生和家长的目光。在集美大学，教学团队自主研发
的大型船舶操纵模拟器、雷达模拟器、电子海图模拟器
等，构建出“虚拟船舶与海上环境”，不仅被应用于专业
课程的实操训练，也提供了创新开展虚拟海上航行综
合实践和典型海事案例教学的场景。

2023年11月，中国黄海渔区。在经过两个小时的
夜间行船值班后，航海学院大三学生牛成龙在“育德
轮”的船长驾驶舱里，看到金色晨光从遥远的海平线喷
薄而出，上千只海鸥在船身两侧结伴飞行。

“这一刻，所有的疲劳烟消云散。”牛成龙说，在船
上实习的一个月是他入学以来印象最深的一段时光。
操纵避碰、停船靠泊、冲洗甲板等实操，让课本上所学
的理论跃进现实。“这是与课堂完全不同的体验，亲自
操作后才明白什么是实践出真知。”

“育德轮”是集美大学的教学实习船，耗资2.4亿元
打造，具备培训、科研和运输功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教学实习船。截至今年 6月，集美大学共完成 71批次
260个班级 7568名学生船舶教学实习。通过随船实
习，集美大学航海专业的学生开启了长时间、近距离与
船员同吃同住同工作的新体验。

用“双师制”
让海员授前沿知识

为适应行业需求，近年来，集美大学对于海洋人才
的培养方式更加多元。以航海学院的“卓越班 2.0”为
例，“卓越班的学生采用‘3+1’培养模式，19家与集美
大学签订联合培养协议的企业，在航海学院学生大一
下学期时入校宣介挑选。”航海学院院长杨神化介绍，

“企业学生双向选择成功后，卓越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
间压缩为三年，第四年到合作航运企业见习。见习 12
个月后，拿二副证书。”

从过去相对单一的船员技能培训，到如今形成包含
船舶驾驶、轮机工程、电子电气、航运管理等多个学科的
综合性教育体系，集美大学走在推动航海教育的第一
线。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2010
年7月起，集美大学实行航海类“双师型”教师制度，即聘
请持有海船船员适任证书，且有足够航海实践经验的航
海类专业教师，加强学校航海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张锋就是航海学院在“双师制”下引入的第一名老
师。“我从集大毕业之后就开始跑船，在学校进行‘双师
型’教师招聘后，2013年我回校任教。”张锋说，航海类

专业“双师型”教师持证是职称评审的必备条件之一，
“我们要确保证书有效，就必须有足够的、时新的海上
资历，才能不断把航海业界最前沿的知识带回课堂”。

100多年前，陈嘉庚先生为让孩子们走出校门就能
胜任海上作业，斥巨资先后建造、购买了“集美一号”

“集美二号”等多艘船艇，并购置了诸多航海仪器，供学
生实践操作。他明确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提出“服
务实业，首重道德”的德育方针、“知识与技能并重”的
智育原则和“旨在适应海上生活”的体育目标，极端反
对学生“如机械一样地死读书”。

到了今天，培养实践实干能力依然是航海教育的必
修课。在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的动力机械拆装室
里，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柴油机气缸活塞连杆组
件拆装操作。

“这里的机械设备大部分来自实船，1∶1的真实设
备和场景，让学生以第一视角掌握一手资料，为今后登
船操作打下基础。”轮机工程学院副院长范金宇介绍，
实验室内还有一台珍贵的设备——陈嘉庚先生于1960
年重金购买的德国MAN柴油发电机。上世纪80年代之
后的集美航海专科学校、集美航海学院和集美大学轮
机工程学院的轮机工程专业学生，基本上都使用过这
台机器进行拆装实习、测量拐挡差等操作。

随着高等航海教育体系向多学科、多层次、国际化
迈进，集美大学也将航海教育的目光投向对岸。

作为大陆唯一获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批准具有开展
台湾船员适任培训资格的院校，近年来，集美大学与厦
门海事局、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
院、厦门市海员培训中心等联合，共同举办海峡两岸联
合培养国际邮轮船员培训班，为台湾青年提供“来大陆
培训、取得大陆船员适任证书、由大陆船员外派公司派
遣工作”的“一条龙”服务，为更好推动两岸航运人才和
产业交流打下良好基础。

（林丽明 田圆 黄星榕 来源：《福建日报》）

“ 航 海 家 的 摇 篮 ” 今 日 如 先 生 所 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