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贤亭位于厦门大学思明校

区集美楼后，亭上有著名书法家张

瑞龄书写的“敬贤亭”及对联“敬贤

敬业古今事，崇善崇德前后师。 ”亭

子以敬贤为名，既是对陈嘉庚先生

的胞弟陈敬贤先生的纪念，也表达

了对厦门大学建校、发展的先贤前

辈的崇敬之情。

陈敬贤生于 1889 年， 是陈嘉

庚创业兴业、倾资兴学的忠诚支持

者和最得力的助手，陈嘉庚创办厦

大所捐的款项实际上是由兄弟二

人共同出资。 自 1922 年至 1934

年，在陈嘉庚返回新加坡经营企业

期间，陈敬贤负责管理集美各校和

厦门大学，为厦大的建设和发展作

出了杰出贡献，被尊称为厦门大学

“第二校主”。

敬贤亭整体风格方正而又不失俏

皮，富有闽南传统建筑色彩。周围绿树

环绕、书声琅琅、颇为秀美，吸引了

不少老师、同学、游客驻足停留。

�������文庆亭于 2005 年厦门大学校

庆期间落成，座落在厦大图书馆的

水滨，是为了纪念厦门大学第二任

校长林文庆而建。 同时镌刻《文庆

亭记》：“一九二一年六月， 林文庆

博士应校主陈嘉庚先生之请，接掌

厦门大学，倾其睿智才学，运筹操

劳，主理校政十六载。 学校事业蒸

蒸日上，硕彦咸集，鸿才叠起，声名

远播海内外， 与公办名校并驾齐

驱。 ”亭上对联曰，“十六载耿耿乎

礼门义路， 千百年熙熙矣时雨春

风”。2008年厦门大学校庆期间，林

文庆汉白玉雕像在亭子旁边落成。

林文庆（1869-1957 年），字梦

琴，原籍福建海澄，生于新加坡，是

著名的新加坡华侨，也是著名的社

会改革家和教育家。作为私立厦门

大学时期任期最长的校长，林文庆

殚精竭虑 16 年， 在厦门大学期间

培育专门人才，推动科学教育与国

学研究，对华人教育现代化和儒学

文化传承作出了卓越贡献，将厦大

建成一座规模宏大的学府。

走入亭中，可以看到柱子齐腰

处黑黢黢的蹭痕，那是曾经一个个

微风拂面的夜晚，厦大学子在此倚

靠、背书、休憩留下的斑驳痕迹。

�������在滨海街道曾厝垵仓里路上

的厦门文联院子里，有着一栋漂亮

的红色小楼。 在上世纪 40年代，这

里曾经是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

这所学校是在陈嘉庚先生的积极

倡办下成立的，在历史上留下了辉

煌的篇章。

1940 年 12 月， 陈嘉庚率领南

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圆满完成任务

并返洋之后，建议在闽粤两省尽快

创设两所国立侨师，以补充发展迅

速的各级华侨学校师资。 随后，全

国两所国立侨民师范学校，相继于

1941 年和 1942 年在闽粤

两省创设。 闽省先办，故

称国立第一侨师。

学校初期定址闽

西长汀。 为学校长远

发展计，几辗转后，校

址于 1946 年初再迁

厦门曾厝垵， 即如今旧址。

学生毕业后赴海外华校任

教，他们为弘扬中华文化、为普

及和提高华侨教育所作的努力，备

受海外侨胞称赞和当地政府好评。

国立第一侨师自 1941年创办，

至 1949年停办止，历经 8年风风雨

雨。 抗战期间，广

大师生、员工积极

投入抗日救亡活

动，不少同学还毅

然投笔从戎参加抗战；

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

在校内建立了组织， 到 1949年春，

拥有 3个党支部。 党员总数占当时

在校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全国

也是罕见的。 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

下，师生们踊跃参加爱国运动，并奔

赴内地参加人民游击战争。

岁月悠悠，世事沧桑。 半个多

世纪过去了，如今的旧址上厦门市

民熟悉的滨海红楼，成为了厦门文

联的所在地， 延续一城文化脉络。

厦门市政府特于 2002 年在侨师学

校原址，竖立起一座花岗岩结构的

“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纪念碑”，

让人们瞻仰和缅怀。

�������曾厝垵旧名曾家澳，意思

是曾姓人居住的港湾。 随着

曾氏家族的繁衍， 曾厝垵成

为走向海峡两岸、 海外各国

的曾氏子孙祖籍地， 乃是历

史上著名的侨乡。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曾

氏华侨不忘祖宗，恩泽乡邻，

除了建设自家花园洋房外

（存留的南洋风格“番仔楼”

等），还大力发展乡村公共事

业，开办学校“渔民小学”。 著

名华侨曾文杨、曾举荐、曾江

水、曾国办、曾国聪等人在中

国华侨史上都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风云一时。 特别是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厦门，

曾氏家庭为厦门四大名门望

族之一， 拥有着半条中山路

的钱庄、商店以及轮渡码头、

运输公司、大戏院等产业，富

庶一方， 深刻影响了厦门的

经济发展。

曾厝垵国办街名字取自

乡贤曾国办。 1927年，华侨曾

国办返乡捐建环岛公路，从

镇北关（今白城一带）到曾厝

垵，长达五里，官方为此题刻

“国办路”石碑，予以铭记，后

来路毁碑断。 如今，这块曾经

断裂的石碑被修复， 并用围

栏保护起来。 因曾国办命名

的“国办路”两旁游客如织，

各种小吃、 烧烤正于炭火上

吱吱作响。

现在，曾厝垵社成了曾厝

垵文创村， 设文创街、 国办

街、中山街、文青街、教堂街、

旗杆内街等街巷， 人间烟火

气弥漫。

（来源：东南网、厦门电视

台、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

程学院、厦门大学新闻网、思

明快报、思明侨联、厦门市思

明区档案馆、 中共厦门市思

明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

室、《思明文史资料》《炎黄纵

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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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思明区滨海街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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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楼群→★建南楼群（上弦场）→★芙蓉楼群

（芙蓉一至四）→★敬贤亭→★文庆亭→★厦门市

文联（第一侨师旧址）→★曾厝垵

�������鹭岛东南，碧波荡漾，思明区滨海街道犹

如一颗明珠镶嵌在海岸线上。 这里是知名侨

乡， 有嘉庚先生创办的著名学府厦门大学，原

第一侨师建筑红楼， 还有长 10 公里的沙滩以

及曾厝垵文化渔村、南普陀寺、胡里山炮台等

众多的旅游景点。 华侨们曾在这里生活，留下

了他们奋斗的故事，和他们爱国爱乡的深厚情

怀。

现如今， 滨海街道是知名旅游打卡地，旧

街巷焕发出新的活力。 让我们漫步其中，循着

华侨先贤的足迹， 回忆远渡重洋的赤子深情，

感受闽南文化的历史脉动。

敬贤亭

文庆亭

厦门市文联（第一侨师旧址）

侨乡曾厝垵

敬贤亭

文庆亭

第一侨师红楼

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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