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根留住”———陈文确陈六使陈列馆

“这幢楼是家族在集美唯一

的硬件，如果没了就永远没了。”

这是陈六使曾外孙、新加坡魏达

人先生说过的一句话。2005 年深

秋的一天，率家族后裔返乡的陈

六使儿媳妇、马来西亚拿汀张梅

的耳畔不停地回响着这句话，她

非常伤感，吃不下午餐，一个人

独自在那破败的楼里呆了一个

中午。过后，她责问儿子，“我们

在新加坡都快没有了祖辈的记

忆，那我们还有什么留给下一

代？”不是其儿子陈锡远拿督不

想修啊，而是整个家族后人都不

知怎么修，并且也不知道祖辈为

集美到底做了啥。

后来，他们逐步了解到，曾

祖是集美社清宅尾角的渔民陈

缨隣夫妇，生育儿子七人，依次

名为文倚、文寝、文确、文斗、文

知、六使、文章，家庭贫苦。1902

年的一个夜晚，夫妇俩同时被

瘟疫夺去生命，生活雪上加霜。

以捕鱼为生的兄弟相议后，由

老三文确首先出洋谋生，他到

新加坡后进入宗兄陈嘉庚的工

厂做工，站稳脚跟后，又先将四

弟文斗与五弟文知，后再把六

弟六使与七弟文章都带到南

洋，也都在陈嘉庚公司工作。到

1920 年代初，文确、六使兄弟才

独自经营，发迹后于 1937 年修

建了位于集美浔江路 115 号的

大楼。当时，老大、老二都已离

开人间，老三成为家族的长者，

故宗亲尊称该楼为“文确楼”。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

代，文确六使家族儿辈先后多

次返乡谒祖省亲，都有修缮祖

屋的意向，但因涉及家族后裔

人数多、祖屋产权分散、国内政

策规定等多方面的因素，一直没

能达成共识。2001 年，六使儿子

陈永顺拿督、儿媳张梅和文确儿

子永兴第一次回乡，正式提出了

修楼的设想。直到 2006 年，家族

后裔凝聚共识提出倡议不要该

楼的产权，把祖屋捐给政府代为

管理后，通过集美区、集美街道

和区侨联的关心支持，终于办理

了修房的相关手续，家族股东大

会也集资投入 600 万元修缮资

金，才有了今天看到的以图文、

浮雕、影像等方式生动介绍陈文

确陈六使生平的陈列馆。

“家人一看到房子就哭了，

很感动。”“我们这次特地带了

儿孙们过来，就是要让他们了

解祖辈为家乡做过什么、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要让孩

子们记住故乡，记住自己的

根。”这是陈锡远随家族后裔恳

亲团特意从海外赶回见证开馆

仪式时说过的话。

修好一幢楼———夯筑四块“地”

文确楼犹如联结集美乡亲、

海外侨胞、南洋大学校友的桥

梁与纽带。陈文确陈六使家族

后裔每年坚持组团返乡参观

故居、捐赠公益，南大校友经

常组团或独自前来瞻仰缅怀，

设立在这里的嘉庚邮局和被

福建省侨联命名的“五好侨胞

之家”及举办的各项文化、公

益活动，把嘉庚精神、华人文

化传播向海内外，使文确楼成

为其家族后裔的心灵圣地、南

大校友的精神高地、嘉庚精神

的传播基地、为侨服务的示范

阵地。

这里是文确六使家族后裔

的心灵圣地。“厝在家就在”。自

2006 年至 2019 年，文确六使家

族后裔连续 14 年组团返乡参

加集美海外华裔子女冬（夏）令

营，带领新生代参观缅怀嘉庚

先生和先辈事迹。他们二十年

如一日坚持做慈善、献爱心，特

别是陈嘉谋至今还坚持每年牵

头陈嘉禾、嘉涧、嘉福、嘉智昆

仲和弟媳苏诗琳募集 5 万元人

民币，从新加坡汇来充实李厚

公益基金，难能可贵。

2021 年 11 月 22 日，在更名

成立集美社陈永和基金 20 周年

之际，李厚公益基金、陈永和基

金、陈嘉麟奖学基金暨医疗资

助、助学奖学颁发仪式在集美

社如期举行。当天，72 名集美社

陈氏族亲、学子受助达 12 多万

元。据魏达人介绍，由于当天是

小雪节气，又是在大社祖祠堂

活动，所以大家都穿上红色衣

服，不仅是对祖先的缅怀与敬

仰，更代表了希望的中国红。陈

嘉谋在观看视频分享时相当激

动，全程看录像直到结束，“脚

步不能到的地方眼睛能看到，

眼睛看不到的地方理想能达

到。今午在集美大社的活动，就

体现了理想与牵挂。”

这里是南大校友的精神高

地。自 2014 年在这里设立南洋

大学校友会中国联络处以来，

众多的南大校友纷纷前来瞻仰

缅怀他们心中永远的校主。2015

年 11 月 23 日，近 400 名南洋大

学校友及其眷属走进了这座融

艺术性、知识性、观赏性为一体

的陈列馆，聆听着陈六使的生

平介绍，了解其昆仲闯荡南洋

的奋斗历程，特别是看到那仿

制的南洋大学校门牌坊时，无

不眼泛泪光，纷纷在牌坊下留

影纪念。南洋大学联委会主席

周增禧说到，在纪念南大建校

60 周年的特殊日子里，我们来

到校主的诞生地瞻仰缅怀，就

是怀着一颗敬仰之心，学习他

对国家、民族忠贞热爱的精神，

学习他努力奋斗、回馈社会的

精神。

这里是嘉庚精神的传播基

地。走进陈文确陈六使陈列馆，

“华族翘楚，乡贤楷模”八个铜

雕大字熠熠生辉。这里不仅展

示着文确六使及其家族后裔践

行嘉庚精神的大事年表、图文

和影像解说，还成为南洋大学

校友会中国联络处、厦门市科

普教育基地、集美区社会科学

普及基地、嘉庚文化志愿者驿

站、集美街道“侨胞之家”，更有

全国首家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

“嘉庚邮局”。这里经常举办各

类社会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

活跃在义务导游、嘉庚精神宣

讲等领域的志愿者行动，大家

都在用各自的方法向海内外传

播着嘉庚精神、华侨文化、人文

集美的丰富内涵。

这里是为侨服务的示范阵

地。当年，文确六使家族后裔凝

聚共识定下将故居无偿捐赠给

集美，托付家乡政府代为保管。

集美区海外联谊会、区侨联积

极联络、召集、协调有关部门，

配合街道对重建风貌建筑“文

确楼”申办了手续，并以“修旧

如旧”为原则，邀请福建省建研

勘察设计院进行设计，在完成

修缮工程设计和资金预算后，

还多次组织到海外征求其后裔

意见，突显了集美区各级在接

受海外侨胞委托事宜中一贯秉

持的慎重、严谨的作风和高度

负责的态度，也进一步赢得广

大海外侨胞的信任。而今，设置

在集美街道的“侨胞之家”，正

积极发挥着“凝聚侨心，汇集侨

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的作

用，先后被福建省侨联命名为

省级“侨胞之家”、省级“五好侨

胞之家”。

（作者系厦门市集美区侨联

副主席、厦门市陈嘉庚研究会

理事）

陈文确陈六使家族是指厦

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浔江社区

清宅尾五柱祠下七兄弟及其后

裔。陈文确、陈六使昆仲是陈嘉

庚事业的支持者和襄助者，也

是嘉庚精神的忠实践行者，是

集美社继陈嘉庚先生之后，又

一做出巨大贡献的家族。其以

振兴中华为己任，虽历艰难而

不悔，谋求侨胞在海外的生存

发展，竭力维护侨胞在海外的

正当权益。他们以保护母语教

育为诉求，虽经百折而不挠，切

实拓展华人子女升学出路，尽

心传承中华文化；襄助嘉庚先

生办学，募款支持祖国抗战，汇

巨款救济、安置集美难民、乐育

英才、热心公益，有口皆碑。

“乐育英才”———嘉庚精神的忠实践行者

在集美大社陈氏祖祠主殿

的大梁上，悬挂着一块红色木

匾，牌匾上显赫题着“陈六使先

生乐育英才福建省人民政府

赠 1984 年 12 月”。这是祖国人

民对已故爱国侨领陈六使昆

仲及其家族后裔长期热心祖

国教育、造福桑梓的高度赞

誉。集美社乡亲感念陈文确陈

六使家族为陈嘉庚先生事业、

为家乡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在祖祠内供奉陈文确陈六使

家族三位先辈：陈文确、陈六

使、陈永和，将其列为“大宗祠

昭穆”。

集美校友总会永远名誉

会长任镜波讲到，我们尊敬校

主陈嘉庚先生，也崇敬南大之

父陈六使先生，因为六使先生

是嘉庚倾资兴学的支持者和

襄助者。我们在研究陈嘉庚创

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过

程中发现，每当嘉庚先生为筹

措两校经费遇到困难时，首先

想到的就是陈文确陈六使昆

仲。对嘉庚先生的兴学善举，

文确六使昆仲始终如一，竭尽

全力支持。每次捐款，六使先

生都出大钱。有一次，为了替

嘉庚先生排忧解难，他甚至

“损失其家资几达半数之多”。

对此，嘉庚先生十分感激，在

《南侨回忆录》中写道：“六使

君之慷慨宏量，余万分钦佩，

铭感无任！”

不仅文确六使先贤是这样

做的，其家族后裔更是继承发

扬了祖辈急公好义、乐善好施

的精神，现虽居住在世界各地，

但造福桑梓、报效社会的理念

不变，深受社会各界敬佩。据不

完全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以

来，文确六使家族后裔先后设

立了集美区李厚公益基金会、

集美社陈永和基金、集美第二

小学素香奖教奖学基金、集美

社陈嘉麟奖学基金、集美社陈

六使后裔公益基金等，致力于

奖学、助教、济困，累计捐资达

2000 多万元人民币，并资助建

设华侨博物院、集美师专图书

馆、集美大学“陈文确陈六使图

书馆”、“永和楼”、“嘉麟楼”、集

美二小“永进楼”、“素香楼”，还

在集美社捐资兴建托儿所、集

美礼拜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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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泽

十里海堤情

□吴伟静

碧海镶明月，月色照波澜。

长堤入天际，星坠高集湾。

金沙归赤子，半生披荣光。

海是故乡蓝，千里最思乡。

往昔峥嵘多，今日好景长。

绝美海岸线，雅俗能共赏。

袅袅弄潮女，美目盼风来。

逐浪湿裙摆，眺海皆忘怀。

曾记约定否，月下誓白头。

扬帆梦中华，风雨亦同舟。

黄昏中的杏林湾
□吴明

不需水面荡漾的汀洲，

不需空中飞翔的海鸥，

不需天边灿烂的晚霞，

只需轻轻地依偎着海风就够。

不需鳞次栉比的高楼，

不需灯火辉煌的码头，

不需凌空飞架的大桥，

只需静静地倚靠着石栏就够。

不需芍红菊黄的画轴，

不需造型各异的雕镂，

不需光影斑驳的绿茵，

只需慢慢地徜徉着栈道就够。

不需优美动听的歌喉，

不需矫健有力的快走，

不需翩跹曼妙的舞姿，

只需默默地欣赏着倩影就够。

夕阳带走紧张的节奏，

明月送来轻柔的问候，

星星哼着欢快的民谣，

夜色悄悄地酝酿着新歌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