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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自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
置县，历来是泉州首邑，素享“海滨邹
鲁”美誉，“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
晋江民间慈善事业可追溯到唐代。

唐代，日辉禅师建造位于潘湖南
畔的吟啸桥。宋代，安平商人黄护捐
钱万缗倡建晋江通衢南安的跨海大桥
——安平桥；青阳海商王元建开元寺
佛殿，造苏埭石桥。明代，凤池商人李
英（李五）独资修葺洛阳桥。清代及民
国时期，民间自发地收养弃婴、赈济灾
民、救治瘟疫等慈善活动蔚然成风，社
会慈善人士层出不穷……

千年来，慈善之光照耀着晋江，
家国情怀更是深深植入晋江人的根
脉，润物无声地滋养着这片大地。

为善得福
人多好义的朴素缘起

说起晋江慈善，李五是一位绕不
开的人物。

“之前重阳节我捐了点钱，他们
今天还送了牌匾过来。”李桂林是李
五纪念馆的副馆长，也是李五的第十
七世孙。从教育岗位退休后，他便一
直在纪念馆工作。12月 6日下午，他
拿着刚收到的池店镇老年协会送来
的感谢牌匾仔细端详着，并向记者讲
述了李五的传奇故事。

如今的池店镇池店村就是明代
的凤池所在地。当年的凤池是泉州
南门外水陆交通最便捷的村庄。它
南临晋江平原，有数千顷良田，加上
气候温暖，为种植甘蔗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

年少时的李五随兄长从商，精于
商务的他察觉到了巨大商机，利用家
乡优越的地理条件，大力发动村民种
甘蔗，然后大量收购甘蔗榨取蔗糖，再
将这些蔗糖由船运送到江浙、京津等
地贩卖。返乡时，李五又从江浙收购
大量棉花，请北方师傅一起回到家乡，
让其传授家乡妇女纺纱织布和制作绸
缎的技术，教男人弹棉花、染布，再将
织造成的丝绸纱布销售至海外各地。
这一南一北、一进一出，踏实经营数十
年，李五成为泉南商界的一代富贾，

“富不过李五”成为当时的俗谚。
明朝开放的环境使得泉州一带

的商贸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造就了
不少富贾商人。但为何李五的芳名
能广为流传？这便源于俗谚的下半
句——“善不过李五”。

“修了将近六尺，这是从来没有
的！”李桂林比画着纪念馆内展图上
的洛阳桥说道，言语间尽是自豪。建
于北宋的洛阳桥，历史上有过大小重
修20次，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重修工
程，便是李五独资资助的。

据《泉州府志》等史书记载，明宣
德六年（公元1431年），洛阳桥由于长
时间没有重修，已难以通行。当时新
上任的泉州太守冯祯和晋江县尹刘
珪商量后决定，只有把桥墩修高，才
能解决被潮水淹没的问题。但是修
桥得有资金，可地方财政拮据。后
来，他们听说池店有个李五能修成，
于是请他来帮忙。本就有意修桥的
李五，当即就接下了这个“大活”。用
时三年，耗费巨资，洛阳桥的桥墩增
高将近 6尺，从而消除了涨潮淹桥的
危险，造福一方百姓。

李五一生善举不计其数：捐建六
里陂排灌工程、修造吟啸桥、重修洛
阳桥、建桂岩书院雕塑……除泉晋一
带外，当年李五主要的经商地浙江宁
波鄞县，至今仍留有纪念李五的“恩
公井”“恩公祠”。乐善好施的李五精
神不仅影响了其子孙后代，更促使晋
江人将慈善嵌入基因里。

在晋江，不单是家拥巨资者才能
成为慈善家，许多平民百姓遇有义
举，也竭力而为。有文献这样记载：

“人多好义，凡邑中兴建大事，及寻常
施舍，家非富饶，亦耻为人后。”

时至清代及民国时期，晋江人在
异国他乡打拼，为了谋求生存，组成
了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和纽带
的各种社团，守望相助。随着与外界
交流互动的增强，海外晋江人的慈善
文化也深深影响到了晋江本土，逐渐
形成海内外互相呼应、互帮互助的良
好局面，并成立了一些具有近代特色

的慈善机构。
1844年，晋江安海育婴院（原名

养生堂）成立，这是闽南最早的侨办
慈善机构，至今已有178年的历史。

“古代的中国社会重男轻女，贫苦
家庭生下的女婴有时会被抛弃。有书
记载，仅 1844年，安海一带弃婴就达
453人。”晋江安海育婴院院长陈祖昭
介绍，当年，正准备赴京赶考的倪人俊
得知情况后，恻隐之心顿生。于是，他
放弃个人功名，邀集乡贤好友出资建
立了养生堂（后改名为育婴堂）。

在掌管育婴堂的17年间，倪人俊
救活的女婴不下 3000人。由于长期
辛勤经营，他积劳成疾，去世时年仅
47岁。据记载，临终之时，倪人俊把
两个儿子叫到床头，拼尽了全身力
气，说出一句遗言：“济世利人，办好
育婴堂。”

遵循着先祖留下的遗训，倪氏家
族的一代代后人把心血倾注到育婴
堂中，先后有 4个人担任育婴堂负责
人。从 1844年到 1949年间，育婴堂
累计收养弃婴 21500多人。1949年
后，育婴堂改为公立，用以收养失去
父母的孤儿和残障儿童。

“如今，育婴院接收比较多的是
孤残儿童、留守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等困境儿童，还有公安系统送来
的打拐解救的孩子。”陈祖昭说，由于
集体养育的模式，孤残儿童普遍缺乏
家庭温暖。他们大多自卑、敏感，渴
望获得支持和陪伴。因此，育婴院引
入社工机构，委托其开展青少年儿童
抗逆力提升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通过
能力提升、才艺培养、心理健康教育、
作业辅导、社会融入等五大模块提升
孩子的合作与交流能力、同感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等，为孩子接受正常的
教育或融入正常家庭铺路。

育儿之路漫漫，任重而道远。虽
然父母缺席了这些孩子的人生，但在
育婴院这个大家庭里，他们应有的照
料、教育和关爱并没有缺席。每隔一
段时间，社会团体或者个人都会前来
探望、关心育婴院里的孩子。晋江市
女企业家联谊会会长陈省奎就是其
中之一。

“每次看到这些孩子脸上露出喜
悦和微笑，内心就感到非常欣慰。”陈
省奎说，女企联的每一位成员，既是
企业家，也是母亲，她们深知育婴院
是社会最需要帮助和关爱的地方，定
向捐赠育婴院是女企联定下的常规
捐赠项目。“只要育婴院孩子有需要，
我们都将给予大力支持。”陈省奎说。

华侨反哺
乡愁润养慈善种子

如果说，晋江慈善的基因早在唐
宋就已种下，在清末民国时期出现了
现代慈善事业的萌芽。那么，改革开
放后，依靠侨资力量、利用“三闲”起步
的晋江走上经济腾飞之路，同时慈善
这颗种子则被打上了“华侨印记”：他
们身居海外，却始终心系“摇篮血迹”。

冬日暖阳下，位于晋江和平中路
的机场贵宾楼更显熠熠生辉。走进
这座今年 7月正式投用的VIP楼内，

能看到不远处的停机坪上，飞机不时
腾空而起，与正在建设的扩能改造工
程项目，交映成一片繁忙的景象。

26年前，这个由政府民间齐心协
力、海外乡贤鼎力相助，捐资接近1亿
元（人民币，下同）打造的机场，不仅
是海内外晋江人的创举，也是细说晋
江慈善不可跳过的精彩篇章。

时光回到1992年，晋江迈开步子
发展经济，迫切与外界“做生意”的晋
江人，久藏心中的“机场梦”日益升
腾。以至于1993年，当晋江机场建设
项目获批时，晋江全市上下都沸腾了。

但面对 2.6 亿元的巨额建设资
金，让当年财政收入只有 2.2亿元的
晋江“捉襟见肘”。“仅靠财政投入，哪
怕是把一整年的收入都投进去，也不
足以支撑机场的长期建设。”恒安集
团创始人许连捷想起当年很是感慨。

在资金异常短缺的情况下，广大
海外乡贤、台港澳同胞，怀着繁荣家
乡的赤子之心和桑梓情怀，与家乡人
民一起将“晒谷场”铺就成了飞往世
界各地的“通天路”，造就了全中国唯
一的“众筹机场”。这其中，捐资数额
最多的，当属金保利有限公司董事
长、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顾问洪祖
杭先生。1994年，得知家乡要建机场
的洪祖杭很兴奋，毫不犹豫地捐资
500万元支持，他说这就是无法割舍
的家乡情怀。

而在菲律宾的侨领陈祖昌先生，
在家乡工作人员联系他时，就立马答
应捐献100万元。“晋江机场是海外华
侨跟家乡连接的一个平台，我们无论
走得多远，都会和家乡的亲人紧紧连
在一起。”陈祖昌说道。

“在那个时候，华侨是主要力量。
当时国内的晋江企业都还处于萌芽状
态。”许连捷说，上世纪 90年代，万元
户都十分稀少，而华侨一捐就是几十
万元、几百万元。“这也激发了我们众
多在晋企业家的热心。”许连捷说，彼
时，恒安注册资金也仅 136万元。但
为了支持晋江机场建设，公司最终捐
出了200万元，“有力都尽出了。”

“上个世纪 90年代初，晋江民营
企业的规模普遍很小，大部分企业一
年的利润只有几万元，但不计回报的
晋江企业家捐出了利润的很大部
分。”一名参与机场筹建工作的资深
人士回忆道，这期间，有5位磁灶镇的
民营企业家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各捐
出人民币 55万元、54万元、53万元、
52万元、51万元，留下一段佳话。

为了实现“机场梦”，晋江人除了
有钱出钱，还有地出地。在机场边的
高霞村，村民们同意无偿捐献价值
100多万元的 269亩土地。彼时，晋
江人建机场的热情很高，不仅晋江市
主要领导率先垂范，带头捐资 2000
元，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也纷纷
捐款。“那个时候，体制内的工资三四
百元，基本人均捐了一个月的工资。
就连普通百姓和在校学生都争先恐
后地将平日里省吃俭用的 5元、2元、
1元放进了捐款箱，点燃了侨乡人逐
梦蓝天的梦想。”

“我一直记得母亲从抽屉里取出

30元，小心翼翼递给我们姐弟三人的
场景。”今年 40岁的晋江市中和中心
小学副校长李炜芯，参与过26年前那
场史无前例的捐赠。李炜芯说，小时
候家里穷，10元可以顶得上自己一周
的生活费。母亲给三姐弟的30元，是
一个小家庭对家乡最深切的爱。

晋江华侨华人有浓厚的故土情
结，在海外创业一有成就，便倾力家
乡的慈善事业，其中医疗、教育投入
可谓最多。

始建于1946年的南侨中学，从校
名就能看出华侨的参与。而历经四
更的校门，更是见证了无数华侨的慈
善事迹，从借址定光庵作为校门，到
连登门、修国门，以及如今的雨水纪
念门，这一道校门，便浓缩着 70多年
来海外乡贤捐资助教的历史画卷。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校门还是
修国门，是1986年一位名叫施雨霜的
旅菲校友捐资修建的。‘修国’就是取
自他的父亲施修国之名。后来学校
扩建，施修国家族又捐建了新校门，
就是现在的雨水纪念门。”施纯长在
1998年进入南侨中学就读初中，在这
里度过了 6年的学习时光，后又回到
母校成为一名教师。

在他的记忆里，校园生活和华侨
是紧密相连的。从学习的教学楼、运
动的田径场，到用餐的食堂、脚下的道
路，每一处都镌刻着华侨的印迹。施
纯长调侃说：“我们学校除了公共厕
所，校园内每一处建筑都刻着捐资华
侨的姓名。”事实也确实如此，“雨水纪
念门”“雨霜楼”“纯转纪念楼”……踏
入校门放眼望去，这座由华侨和当地
热心教育人士倡议创办的中学，每一
栋烫金字镌刻的楼宇，都凝聚着一颗
颗爱国爱乡和慈善之心。

“不管我身在哪里，都改变不了
我的晋江心，我永远忘不了家乡的父
老乡亲。”这是南侨中学高中 1975届
校友施能狮说的一句话，这也是无数
乡贤反哺家乡的朴实心理。

每一位海外侨胞都有一部艰苦
创业的奋斗史，反哺故里，是一份乡
愁；捐资兴教，是家国情怀，慈善事迹
接续不断更是文化的沉淀与传承。

在华侨文化中成长，浸润于慈善
文化的一代代南侨学子，也不断接过
前辈旗帜，将慈善接力棒传递下去。
1999年落成的纯转楼由南侨中学高
中1979届校友施维雄捐建、2000年竣
工的园丁楼由高中 1976届同学联谊
会捐建、2001年竣工的排球场由初中
1960届、高中1963届同学会捐建……

“每栋楼都有故事，华侨文化蕴含
的是家国情怀，也是慈善文化的传
递。我们应该向学生传授这样的内
容。”2018年，施纯长萌生了编撰一本
讲述每一栋楼背后故事书籍的想法，
也就是现如今南侨中学的校本课程用
书——《以楼说侨》，“我们今年还要修
订一次，还有很多侨捐内容要更新。”这
本书的编撰没有定稿，正如侨背景下
的慈善文化，源远流长奔流不息……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
晋江的侨捐总额已超 40亿元。2010
年以来，晋江的年侨捐金额连续多年

超 1亿元，其中近半流向教育领域。
侨捐教育就像“一盏灯”，照亮了晋江
学子的求学路，也将慈善的种子播撒
在每一位晋江学子的心中。

政府引导
文化自觉化风成俗

从“商行天下”到“善行天下”，晋
江慈善的基因不断发展壮大，慈善义
举薪火相传、蔚然成风。2002年 12
月，中国第一家县级慈善总会——晋
江市慈善总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晋江
慈善事业进入一个与时代同频共振
的崭新阶段。

2003年，晋江将每年的 12月 18
日作为“晋江慈善日”。慈善日的系
列活动，对宣传慈善文化起到了良好
的效果，提高了晋江慈善事业的知名
度。晋江还将构建良风美俗与弘扬
慈善精神结合起来，先后向全社会发
出“简办俗事，捐资行善”“最炫公益，
不炫嫁妆”等倡议，号召全市人民弘
扬感恩孝道，担起社会责任，把节约
下来的礼金开支捐献给公益事业，

“保民俗、破陋俗、改旧俗、树新俗”引
领慈善新风。

如今，不比排场比慈善，民风向
俭向德向善，群众自我教化逐步上升
为文化自觉。厚养薄丧、喜事新办、
遵德守时等新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今年9月11日，英林镇马山村党
群服务中心一派喜气，一摞摞百元大
钞被摆上案头，提前闻知喜讯的老人
们已经等候在一旁。“伊真有福气！
80岁了，身体还很健康。”“做人好，自
然有福气啊！”……聚在一起的村民
自然地聊了起来，话题中心就是寿星
施玉霜。

原来，当天是施玉霜的八十大
寿。施阿婆不办寿宴，反而将“办酒
钱”发给村里 60 岁以上老人，每人
1000元，还捐给村老人会 5万元，总
计 38万元。施阿婆直言：“这样过寿
更有意义！”

施阿婆一家的举动，不仅是晋江
慈善之都、爱心之城的缩影，也是慈善
实践与移风易俗的互动。早年晋江，
每逢老人做寿、婚丧嫁娶、孩子满月，
摆宴席、讲排场，浪费多。近几年来，
情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市民不
比婚礼场面多大、红包多少，而是把

“办酒钱”“庆贺钱”捐出来做公益。
据统计，截至2022年10月31日，

晋江市慈善总会接受的民俗捐资已达
18.54亿元，占慈善捐资总额近一半。

在晋江市慈善馆，珍藏了晋江自
唐代以来慈善事业发展的印记。其
中，一整面墙上悬挂的“热心公益”“急
公好义”“诚心保赤”“今之仲连”等数
块匾额，正是历朝历代慈善人物的慈
行善举，受到乡里称道、官府肯定的力
证。延续传统的匾额文化，晋江在
2004年出台了关于命名表彰慈善事
业突出贡献人士的决定，并向获奖人
员颁发牌匾。截至2021年12月，晋江
已累计命名表彰38个“慈善世家”、80
名“慈善家”和38名“慈善大使”。

种德施惠，无关名，无关利。随
着时代的变迁，晋江慈善文化的内涵
进一步拓展，突破了曾经的地缘、血
缘特征，演化成“拉帮带”不分亲疏远
近，形成“人人谋慈善、人人做慈善、
人人享慈善”的新风尚。

在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慈善
不仅是一种救人于贫困危难的仁义
之举，更是一种贯穿于人心的仁德文
化。宋元“东方亚历山大港”的盛况
犹然在耳，新时代的“晋江经验”又令
人击节赞叹。从小作坊到大企业，从
爱拼到善拼，从激情到理性，从品质
到品牌再到品位，从单纯求富到富而
有礼、富而好仁，晋江人的每一步都
是这么自信、这么从容。晋江，与发
展同步；晋江，与文明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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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文化，来路往往决定它的走向。
晋江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源于中原的儒家文化与来自海洋的拼搏精神、多元宗教和侨乡风土相结合，孕育了兼爱怀仁、崇德尚

义的慈善传统。回望来路，找寻晋江薪火相传的慈善根脉，探寻“达则兼济天下”的基因是如何深深地融入晋江人的血脉——

家国情怀 厚植根脉
本报记者 常励煊 李玲玲 杨静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