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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在教育

尚不发达的福建沿海，由爱国侨

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

凭借着一流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成

绩，成为闽南地区备受瞩目的文

教中心，其影响力辐射东南诸省，

甚至远达海外，吸引了众多学子

负笈而来。当时，有一位南洋富

商，也因仰慕学校盛名，托人辗转

找到陈嘉庚，希望将其子送到集

美小学就读。但他的请求却未得

到陈嘉庚的应允，一时意气之下，

他索性自出资金，另办学校，以方

便儿子入学。而事后，陈嘉庚谈及

此事，却欣然坦承：“我之意愿，正

是要他这样。”

陈嘉庚始终认为，兴办教育

是“国民一份子”的天职所在，他

自忖“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

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

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

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因此，

自 1913 年创办集美小学以来，十

余年间，他与胞弟陈敬贤苦心经

营，先后在集美开办了女子小学、

中学、师范、幼稚园、大学以及水

产航海、商业、农业等职业教育，

逐渐建立了层次分明、结构完备

的教育体系。

1921 年 12 月，陈嘉庚亲撰

《集美小学记》，说明创办集美小

学的动机和经过。同时，为避免教

育资源为“富人豪绅之子弟”所垄

断，鼓励贫寒学子和侨生入学，集

美学校对学生的膳费、学宿费均

有不同程度减免，不但免费提供

被褥、制服，甚至给予女子小学

生、师范生额外补贴。可以说，陈

嘉庚的办学实践，是推动闽南地

区教育资源阶层间均衡分布的一

次成功探索。

诚然，特殊的招生政策可缩

小不同阶层、性别人群就学机会

的差异，却很难改变地域间教育

资源分布不均的状况。陈嘉庚

深知“众擎易举，独力难支”的

道理，他将希望寄托于在南洋经

商的本县华侨，提出了一个“全

县十年普及教育”的宏伟计划，

设想“按每年创办小学二十校，

每校平均至多助费一千元”，十

年内即可新建两百间学校。起

初，该计划颇受华侨支持，两年

间先后建成四十余所小学，而

后，大家逐渐“互相观望或推

诿”，致使该计划最终搁浅。陈

嘉庚对此感到失望，他反思自己

多年来的募捐经历，认为失败的

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人的传统

思维习惯，因为华人“生平艰难

辛苦多为子孙计”，因而即使“血

脉已绝，尚复代人吝啬，一毛不

拔。既不为社会计，亦不为自身名

誉计，真愚不可及。”

如此看来，陈嘉庚婉拒富商

之子就读集美小学，正是希望借

其“望子成龙”的愿望，为闽南基

础教育发展略尽绵力。他曾在《南

侨回忆录》中对集美小学“不收客

生”的原因作出解释，“小学校应

鼓励各乡自办为最要，集校如收

纳，不但不能容多人，如外乡有钱

子弟多遣来学，便失在乡提倡之

义，反有损无益，且能占去中学生

寄宿位。”

陈嘉庚也将这种“就近入学”

的办学理念，传递给了集美学校

的历任领导者。1937 年，陈村牧

初任校董，陈嘉庚即向其去信，再

三强调“小学校应须各乡、各村有

殷实家提倡开办”。同年，《集美学

校学生纳费规程》修订颁布，其中

规定，除中学、商业两校学生每学

期应缴纳 5元入学金外，中等各

校学生一律免缴各类费用，而小

学外地生却需足额缴交每学期十

余元的学杂费、入学金、住宿费，

这亦可视为对陈嘉庚“教育公平”

理念的准确诠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发展

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而

实现教育公平，正在于弥合阶层

间、地域间、城乡间的资源和机

会差异。百年前，陈嘉庚先生以

自己的智慧与经验，在集美学村

实践着其“教育公平”的思想理

念。而今，在嘉庚故里，分布于

各个镇街、社区的幼儿园、小

学，真正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落

到了实处，也为嘉庚精神时代价

值写下又一生动注脚。

□王起鹍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强调：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

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

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解放台湾”，这也是几十年

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念念不忘

的国家统一的心愿。

1950 年，陈嘉庚回国不久，他

在创建集美解放纪念碑时，在鳌

园“博物观”照壁石屏正中，刻录

了五幅地图。上面一幅是“世界地

图”，其下面并列四幅地图，即“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福建省全

图”“台湾省全图”及“同安县全

图”，并在图中刻下亲撰的《台湾

史略》，在第一句话中写道:“台湾

为我国东南一大岛”。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

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统

一大业。针对美国的侵略行径，

1950 年 7 月 4日，陈嘉庚通过《福

建日报》发表谈话，明确表示台湾

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外国干

涉。此后，他又发表一系列对记者

的谈话和声明，一再阐明台湾是

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外国侵占

或干涉，并号召海外华侨华人为

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力

量。

1953 年 2 月初，陈嘉庚在全

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发言时，

再次强调：“我们的国家除了台湾

被美帝国主义者侵略之外，早已

全国统一。我在福建乡居的二、三

年中，蒋军已有多次向闽南海岸

登陆骚扰，每次至多四、五百人，

但立即被我军民发现，彻底歼灭干

净，无一人能够回去。那些被强迫

带往台湾的士兵，大部分思乡心

切，愿意回到祖国来，不愿意为蒋

介石当炮灰。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

种蒋军登陆骚扰，只会受到更大的

打击，招致更多的失败的。”

1956年 10月，陈嘉庚在中国

侨联成立大会上当选侨联主席，并

在致词时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

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1958 年“八·二三”金门炮战

不久，陈嘉庚召集在北京的归侨

举行和平解放台湾座谈会。陈嘉

庚希望广大归侨认清形势，把握

前途，表示：“我们不能忘记台湾

还在外国势力的控制之下，台湾

是我国领土，爱国的侨胞应该同

祖国全体人民一道，担当起推动

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应负的责

任。”

作为归侨学生，我们始终没

有忘记，自 1953 年集美侨校创办

以来，陈嘉庚要求侨生：“辨别是

非，是做人的基本条件，侨生也不

能例外”。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

和“诚毅”之光，激励我们无数侨

生前行。

1955 年元旦，一群回国不久

的华侨学生，怀着激动的心情在

新建的校舍前合影，背对简易的

校门，在“庆祝元旦”横幅下的两

条标语写下“拥护周外长的声明，

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

明”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不

达目的决不收兵”，表示拥护周恩

来总理(兼外长)关于美蒋“共同

防御条约”的声明，坚决反对美国

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武装

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条约”

是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中国人民严重的战争挑衅。侨生

们的行为，体现了集美侨校在党

和政府的关怀下，在陈嘉庚教育

思想的指引下，对侨生进行一系

列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厦门作

为海防前线，面对金门。集美侨校

设有保卫科和武装部，保卫科负

责学校内部学生组成的纠察队、

消防队和救护队，武装部负责组

织学校民兵连。1964 年，我回国

就读集美侨校，先后担任侨校纠

察队队长和民兵连副连长。每年

暑期，学校都组织基干民兵到厦

门黄厝、何厝一带在解放军指导

下进行野外训练。当年厦门前线

乡村（前线公社）是由江头、五

通、何厝三乡等 115 个自然村组

成，与大小金门岛隔海相峙，是

海防最前哨。史海浮沉，世事变

迁，如今，从曾厝垵至黄厝，已是

一条美丽的环岛路。但我们不会

忘记历史，祖国必将统一，台湾

终将回归。

祖国统一是陈嘉庚临终遗嘱

的第一件大事。他在病重期间交

代儿子说：“人固有一死，时间早

晚不要紧，但国家大事要紧。应该

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中国”。

陈嘉庚最后的遗言“台湾必

须归中国”表达了他对台湾回归

中国的殷切盼望，相信他的这个

愿望一定会实现。

嘉庚风

1921 年 12 月，陈嘉庚亲撰《集美小学记》

《集美学校学生纳费规程》（1937.8）陈嘉庚（3排右 11）与集美学校师生合影

年 月陈嘉庚在中国侨联成立大会上当选侨联主席，

并在致词时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不收客生”的集美小学:

陈嘉庚“教育公平”理念的实践与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