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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百年
见证中国教育走向开放

厦门大学，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6日迎来建校百年校庆日。

这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100年来，学校秉持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

立校志向，形成了“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优良校风，打造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培养

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厦大

与大海一起见证了中国教育走向开放。 新华社记者_许雪毅 付敏 邓倩倩

100年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
办厦大时曾说过：要让外国的轮船来往
厦门港时，能从海上一眼就看到一所壮
观的学府。

从诞生之日起，厦大与民族共命
运、与时代相偕行，以“海”的胸怀博集
东西、兼容并蓄。

当时，陈嘉庚聘请了一批中外教
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科技界有影响

的人物到校任教、讲学，如蔡元培、黄
炎培、马寅初、鲁迅、林语堂、杜威等
人。

厦大人文学院教授朱水涌介绍：
1926年，鲁迅到厦大任教，与当时在广
州的许广平互诉衷肠，成为《两地书》里
的动人篇章。尽管鲁迅在厦大只待了4
个多月，却写下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藤野先生》等名篇。

抗战时期，萨本栋校长临危受
命，带领全体师生将学校迁往闽西长
汀，烽火中坚持办学，成为外国专家
眼 中“ 加 尔 各 答 以 东 最 完 善 的 大
学”。

100年来，厦门大学先后为国家培
养了 40多万名优秀人才，造就了一大
批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和社
会活动家。

从吉隆坡机场搭乘快轨列车驶出
不久，一个错落有致、红顶白墙的嘉庚
风格建筑群映入眼帘。这就是厦大
2013年开始建设的马来西亚分校。

“我们应马来西亚政府之邀，建设
马来西亚分校，这是感恩陈嘉庚的回馈
之举，又和‘一带一路’倡议很契合。”厦
大党委书记张彦说。

厦大地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
心区，在对外交流合作方面具有独特的
海丝、海峡、海洋“三海”优势。

“我们马来西亚人都知道陈嘉庚创
办厦大的故事。”厦大 2017级马来西亚
籍学生赖傧富说。

厦大马来西亚分校被誉为镶嵌在
“一带一路”上的明珠。分校面向马来
西亚、其他东盟国家和中国大陆及港澳
台地区招生，目前已有 900多名学生毕
业。

厦大马来西亚分校校长王瑞芳表
示，马来西亚现有 600多万华侨华人，
其中近半数来自中国福建省，家乡情

结深厚，对厦大满怀感情。厦大的前
沿研究，如东南亚研究、海洋科学、工
科、商科等都是中西兼容，深受学生
欢迎。

开放办学是厦大一贯传统。新中
国成立初期，厦大华侨函授部成立，它
是我国高校最早设立的海外教育机构
之一。至 1960年，海外函授生达 3600
多人，遍布五大洲 21 个国家和地区。
20世纪80年代，厦大开始“迎进来”，接
收来华留学生。

1988年，美国人潘维廉博士一毕
业，就做出改变一生的决定：携妻带
子来到厦门。他在厦大一待就是 30
多年。2018 年年底，他首发《我不见
外——老潘的中国来信》一书，通过
30年来的信件，记录中国改革开放的
历史进程和伟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高等

教育走向世界，具有开放办学传统的厦
大获得新机遇。

目前，厦大有 1900余名外国留学
生及港澳台地区学生。在厦大学习海
洋事务专业的孟加拉国留学生张世表
示，毕业后，希望用所学知识，架起中国
与孟加拉国海洋研究的桥梁。

截至 2020年年底，厦大已与全球

257所高校建立了伙伴关系，还发起全
球八校联盟等，参与 10多个多边合作
平台。

厦大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一个
缩影。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学
生生源国和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
成为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推
动者。 （新华社厦门4月6日电）

向海而生 为国育才

“一带一路”璀璨明珠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100年前
陈嘉庚在厦大奠基石下埋下了什么？

闽南人有在奠基石下埋东西的习惯，当时那个年代通常是埋银元，寄望子子孙孙银钱不缺。作为闽南人的陈嘉
庚，在将四方形的奠基碑石嵌上大楼墙基时埋了什么？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心中的疑问。

近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水涌告诉记
者，厦门大学奠基石下，埋藏着陈嘉庚筹办厦门大
学的演讲词。

“我最近研究陈嘉庚，看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的《陈嘉庚研究之二：回忆陈嘉庚文选》一书，里
面有一篇文章说道，陈嘉庚在这块奠基石下面埋
的是一个精致的石头雕刻的盒子。”朱水涌说，“这
个石雕盒子里装的是什么？装的就是陈嘉庚筹办
厦门大学的演讲词。”

朱水涌说，“终有贯彻目的之日”，就是终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一天，厦门大学终有成为“世
界之大学”的那一天。

这篇演讲介绍陈嘉庚为什么创办厦门大学，
他阐述了教育不兴则国遭淘汰的现实，既表达出
陈嘉庚内心的疼痛，也透露出他藏于深层的那份
焦虑。

踏着五四运动的浪潮，1919年5月，著名爱国
侨领陈嘉庚回到故乡倡办厦门大学。1921年4月
6日，中国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厦门大
学宣告成立。当时校舍还未建成，厦大借集美学
村的校舍开学。

厦大奠基是在 1921年 5月 9日。当天，厦大
群贤楼群奠基开工。当年的奠基石镌刻了陈嘉庚
手书“厦门大学校舍开工”，至今仍完好嵌于厦大
群贤楼中厅墙根下。“这块石头看起来很小，但是
它非常厚重。”在朱水涌看来，这块奠基石中有三
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一是时间。

为什么要在5月9日？朱水涌说，当时的袁世
凯政府于 1915年 5月 9日承认了丧权辱国的“二
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此后人们将
5月 9日确定为国耻纪念日。揣摩陈嘉庚将厦大
奠基日选在5月9日的动因，朱水涌认为，这是为
了以示厦大学子不忘国耻，发奋为国。

第二个元素，即前文所述，奠基石下面埋着陈
嘉庚筹办厦门大学的演讲词。

“第三个，这块石头是整个厦门大学几千亩土
地上、多少万平方米的建筑中，唯一留下‘陈嘉庚’
三个字的地方。”朱水涌告诉记者说，“你在其他地
方都看不到，虽然这个学校是他建的，但是他从不
在哪一个楼体建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只在这块
奠基石上，留下‘陈嘉庚奠基题’。”

群贤楼群是厦门大学的“祖厝”——
厦门大学诞生发源之地，是厦门大学建
校之初陈嘉庚先生倾资、主持修建的第
一批建筑楼群。

五座大楼，“一”字摆开，位于演武场
北部中点，面向大海的连廊贯通各自独
立的五栋楼房，居中的主楼群贤楼曾是
厦大办公与集会的中心。厦门大学创建
之时，兴建校舍是学校建设首当其冲的
要事。事实上，起初茂旦洋行为厦大设
计的校舍图纸，作为学校主要建筑的五
座大楼安排在演武场西北的一角上，构
成“品”字形组合，陈嘉庚亲手将“品”字
形改为“一”字形。

他说：“我要站在长廊的尽头，看那
从第一栋大楼到第五栋大楼下面走过的
厦大学生。”“‘一’字摆开，是‘嘉庚建筑’
最重要的特色，使整个楼前留下一片开
阔的广场。”朱水涌说，“这是一种非常
大、非常深沉的情怀。”

这些中西合璧、雄伟壮观的建筑楼
群，远不只是一座座楼房那般简单，其间
积淀了一百年来一代代厦大人深沉的家
国情怀，堪称是著名爱国侨领、厦大校主
陈嘉庚爱国兴学精神的折射和中华传统
文化内涵的厚载。

如今，群贤楼群被辟为厦大校史馆、
鲁迅纪念馆等场地。厦大百年校史展正
在群贤楼举办，集中展示了学校百年发
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重要事件、重要成
果，描绘了厦门大学一个世纪以来教育
报国、立德树人的宏伟画卷，彰显厦门大
学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坚守、勇立时
代潮头的担当。

后人追思校主，为陈嘉庚立像铭
文。群贤楼前广场正中央，1984年落成
的厦大创始人陈嘉庚雕像矗立，雕像基
石上刻着“陈嘉庚 (1874—1961)”“华侨
旗帜 民族光辉”等金色大字。这或有违
校主虚怀低调之初衷，却也成为今天我
们寄怀天地，情牵南洋的一处图腾。

陈嘉庚雕像正前方，是 2017年 8月
完成改造的演武运动场及正对着大海的
新校门；新校门与陈嘉庚雕像、群贤楼群
主楼和五老峰最高处正好在一条直线
上，蔚为壮观。

“新校门和校牌的揭幕启用，实现了
校主建校之初建设一所‘从海上一眼就
看到’的‘壮观的学府’的宏愿。”一位厦

大老师颇为自豪，她说，被列为第六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集美学村和厦
门大学早期建筑”中，群贤楼就包括在
内，“作为厦大人，深感与有荣焉。”

对于迄今犹存的“嘉庚建筑”，厦大
教授、博士生导师邬大光认为，“嘉庚建
筑”不但外形美观，内在和谐，尤其是每
栋建筑冠以独特的名字，有的源自经典
著作，有的出自典故，有的则与历史人物
有关，透着典雅，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穿
行于这一座座建筑，就如置身于中华古
典文化的殿堂。”

“群贤”楼，取王羲之《兰亭序》中“群
贤毕至，少长咸集”之句，寓意对厦大师
生的赞誉和期望；主楼两边各是“集美”
楼与“同安”楼，用的是陈嘉庚先生故乡
的地名；东西两端的两座各取名为“映
雪”“囊萤”，引用的是晋代孙康冬月映雪
读书与车胤囊萤照书的勤学典故。

厦大建校80周年之际，泰国校友丁
政曾、蔡悦诗伉俪，中国香港校友黄保
欣、吴丽英伉俪，新加坡华侨吴定基、李
织霞伉俪，以及侨居菲律宾、新加坡等地
的侨胞和中国香港同胞共同捐资建造的
嘉庚楼群落成启用，彰显嘉庚精神接续
传承、历久弥新。

陈嘉庚心系桑梓、倾资兴学的大爱
精神，影响着一代代厦大人，激励校友、
侨胞和社会热心人士薪火相传。厦大海
外教育学院原副院长陈荣岚说，菲律宾
中文函授生佘明培先生及其夫人捐资为
母校兴建体育馆；印尼中文函授生林联
兴先生为海外教育学院捐建多功能教学
大楼，展现了知恩图报的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

当年嘉庚先生倾注心血最多，也是
“嘉庚建筑”中最为壮美的建南楼群，亦
是赫然入目的“一主四从”格局，却更为
雄浑壮阔。建南楼群主楼为颇具中西合
璧独特魅力的建南大礼堂，每年毕业盛
典均在此举办，见证了一代代厦大学子
惜别母校走向社会。

厦门大学成立之时就悬挂着一口大
钟，厦大敲钟传统已从建校之初延续至
今。100年来，这口钟发出的声音一直
陪伴着厦大的成长年华，召唤着师生们
上课下课、休息奋斗，成为中国高校里的
一道独特风景。

（来源：中国新闻社）

厦门大学奠基石下
埋藏着一份珍贵的演讲词

“嘉庚建筑”，不只是那一座座楼

厦门大学里的陈嘉庚雕像。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解读

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
维持者，唯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
之人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致
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夫
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行;如必
待富而后行，则一生终无可为之
日。救亡图存，匹夫有责。我厦
中人士其可不猛省乎？且财自我
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认
捐十分之二三或十分之三四，则
亦无损于富。

鄙人深愧棉力，负担有限，唯
具无限诚意。希望内地诸君及海

外侨胞，负国民之责任，同舟共
济，见义勇为，则数千万元之基
金，不难立集。

欧美先进各国，统计男女不识
字者不及百分之六七，日本为新进
之邦，亦不满百分之二十，我国则
占百分之九十余，彼此相衡，奚啻
霄壤。国民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
演之淘汰，其可得乎！？嗟嗟!我国
不竞，强邻生心，而最痛巨创深者，
尤莫我闽若也。试观吾闽左臂，二
十年前固己断送。野心家得陇望
蜀，伺隙而动，吾人若不早自猛省，

后悔何及！诚能抱定宗旨，毅力进
行，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
伤我之生；能断我之臂，而不能得
我之心。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
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
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
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
之移山，终有贯彻之日。勿自馁其
志，而视为杯水车薪，无裨大局。
须知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深
望诸海内外同胞也。

（原载《厦门大学十二周年纪
念专号》，1933年4月6日）

演讲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