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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永吉

“诚毅”校训，是爱国侨领陈嘉

庚与其胞弟陈敬贤于 1918 年 4月

为集美学校亲立。两年后，嘉庚先

生出资在其母亲的故乡集美孙厝

创办小学，命校名为“私立乐安学

校”（现乐安小学），并亲自题写了

“诚毅”校训。从此，诚以待人，毅以

处事，勤奋求学，勤勉工作，热爱桑

梓，报效祖国，成为乐安学校众多

莘莘学子的毕生追求。

乐安小学里的“诚毅”校训
陈嘉庚母亲孙秀妹系厦门市

集美区侨英街道孙厝社区人（原

同安县仁德里孙厝村），母亲从小

就以“教子读书、治家勤俭”的家

训教导嘉庚先生，为其成为“华侨

旗帜、民族光辉”一代侨领奠定了

基础。

为感恩母亲的养育与教诲，

也因忧虑孙厝学子就读集美小学

路远不便，嘉庚先生出资创办“私

立乐安学校”，亲任学校董事会董

事长，“诚毅”校训被描在教室的

大木窗扇上。而校名“乐安学校”

四个大字，则是陈嘉庚后来委派

孙炳炎敬请清朝福山总兵、广东

水师提督孙全谋的五世孙、旅居

新加坡的书法家孙雪庵先生题

写，寄回描摹在校壁上，做为校

匾，此匾至今仍完好保留在旧校

墙壁上。

据集美学校校史档案记载：

“1920年 1月 14日，由集美学校函

请南安县蓬岛乡郭家驹、晋江县暗

彬乡林前央为孙厝国民学校教员，

30日，又函定郭家驹来校。3月 9

日，乐安小学校长黄锡侯到校，岁

俸约定 360大洋。11日，托集美学

校小学部教员洪筹三函聘徐可亭

为乐安小学教员，岁俸 160大洋。

13 日，乐安小学挑去椅桌及校用

具八十余件。17日下午二时，乐安

小学开学，校主陈嘉庚偕校长池尚

同、监舍郑济率同本校军乐队前往

助兴。该校学生到者 38人。”

抗日战争期间，集美小学曾

迁孙厝，与乐安学校合办为集美

小学分校。1947 年，孙厝乡贤、旅

居新加坡的爱国侨领孙炳炎接办

乐安学校，直到 1971 年由政府接

办并更名“孙厝小学”，1983 年起

又恢复“乐安小学”校名。

乐安学校创办时，仅有两个

复式班，60 多名学生，3 名教师。

如今开设 15 个教学班，学生 700

余名，教师 40 余名。百年来，乐安

小学培养了众多学有所成的学

生，他们活跃在社会的各行各业，

为国家建设发展、祖国统一大业、

增强国际交流等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他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何

时，都永远铭记着“诚毅”校训。

“诚毅”校训蕴育中国心
创建乐安学校，使孙厝告别私

塾，人文鹊起。在“诚毅”校训激励

下，众多学子心怀感恩，以陈嘉庚

为榜样，心系桑梓，热爱祖国，乐善

好施，捐资助学。其中的佼佼者当

数乐安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孙炳炎。

孙炳炎 1920 年 4 月入读乐

安学校，1926 年从该校高小毕业

后到新加坡谋生。1932 年用当学

徒、伙计积攒的 2000 元资本创立

森林公司，经营枋材，后发展为森

林企业集团，下属 20 多家分支企

业和子公司，涉及建筑、金融、电

子、商业等行业。孙炳炎暮年常

说，“我这个人是会想的，我想怎

样帮助中国强大起来。我是有感

情的，对故乡的感情越来越深”。

孙炳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他创业有成后，于 1947

年接办乐安学校，1958 年新建乐

安小学，1962 年建乐安幼儿园。

至 1971 年交由国家公办，期间一

切费用皆由孙炳炎和侨亲承担。

上世纪 60 年代末，孙炳炎提出要

增办乐安中学，但受“文化大革

命”影响，其在国内银行的存款被

冻结，兴建中学之事只能搁置。上

世纪 80 年代初，侨务机构恢复正

常工作，针对华侨华人的相关政

策得到恢复、完善，孙炳炎重拾创

建“乐安中学”这一未圆之梦，带

头捐资 40 万元，发动旅居新加坡

的宗亲先后捐资 20 余万元，动员

孙厝村民献地 34.5 亩。1986 年，

乐安中学终于在孙厝兴建并招

生，圆了孙炳炎三十年的夙愿。

1999 年，他又捐资 200 万元设立

厦门“孙炳炎教育基金”，利息收

入用于全市教师及学生的奖教奖

学，其一生捐资 5000 余万元，其

中捐赠厦门达 1000 多万元。

孙炳炎自 1938 年起就追随

陈嘉庚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任南

侨筹赈总会新加坡芽笼区分会主

席。1956 年作为星马工商考察团

团员，在访华期间曾两次受到周

恩来总理的接见和陈毅副总理的

一次特别接见，期间与中国矿产

公司签订五羊牌水泥总经销合

约。1981 年 5 月率新加坡华商访

闽团一行 29 人，访问厦门、泉州、

漳州、福州、武夷山五市，与有关方

面签订合作协议。此后每年，他都

多次带领海外商家往来于新加坡

和厦门、北京、哈尔滨等地，寻找投

资机会。1985 年与厦门开元饭店

合作经营新加坡酒店。他是改革开

放以来，最早推动海外华商及华人

社团与中国开展文化、经济交流和

合作的华人领袖之一。

孙炳炎 1940 年任新加坡福

建会馆理事，1941 年参与创办孙

氏公会，之后成为多个社团的中

坚分子。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至

2001 年，连任孙氏公会、怡和轩

俱乐部、中华游泳会、同安会馆主

席和福建会馆副主席等职。孙炳

炎任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会长期

间(1960-1969 年)，组织领导了维

护华商合法权益，推动区域经济

交流，向日本讨还血债和建立蒙

难人民纪念碑等活动。进入上世

纪 90 年代，他努力推动全球同安

乡亲与故乡的联络联谊，促成了

世界同安联谊大会的召开。

孙炳炎的一生，是近代中国

人民移居海外成为华侨，又由华

侨入籍居住国成为外籍华人的历

史缩影。他以自己毕生的智慧和

汗水，滋养着他的住在国，却又魂

牵梦绕着远隔重洋的祖籍国。我

们不难触摸到这位老人那永远不

变的中国心。在他走到人生旅程

的终点时，他仍然那样殷殷地恋

着自己的中华故土，仍然那样深

深地爱着故乡的亲人和孩子们。

让我们满怀信心地以这样一句肺

腑之言告慰他老人家：中国的明

天一定会更好，一定会越来越好!

“诚毅”校训激励我前行
我出生于 1950 年，家住集美

孙厝村，世代务农，爷爷、奶奶、母

亲都是文盲。感恩嘉庚先生创办

的乐安小学，感恩孙炳炎薪火相

传接力办学，使我一家能就近读

书，告别文盲。我父亲、哥哥、弟

弟、妹妹、女儿、儿子都就读过乐

安小学。我于 1957 年进入乐安小

学，1963 年考入集美中学，1973

年进入厦门大学海洋系专业，成

为家族第一个大学生。

小学六年间，我在“诚毅”校

训感召下，努力学习、诚实做人，

学习成绩一直保持良好，名列前

三。当时全班 61 名同学，考入中

学的只有 10 名，其中灌口中学 3

名、厦门三中 1 名、集美中学 6

名，我是有幸考入集美中学中的

一员。我曾和同学们一起与孙炳

炎合影过，还收到了孙炳炎赠送

的铅笔盒，这段珍贵的记忆陪伴

了我 60 多年。

我在集美中学读书时，是走

读生，每天来回四趟，约四小时。

只为了回家吃地瓜稀饭，这样能省

点钱。作业也是在教室做完才回

家，因为家中只有煤油灯。但在“诚

毅”校训教导下，我克服学习生活

中的诸多困难，保持良好成绩。当

时我所在的班级共 53人，考入大

学且是厦门大学的也只有我和另

一位同学，非常地幸运。更为幸运

的是，在孙厝的 500名大学生中，

完整读完陈嘉庚创办的小学、中

学、大学，即乐安小学、集美中学、

厦门大学的只有 3人，我是其中之

一，为此我感到自豪和骄傲。

“诚毅”校训伴我走过 72 年的

人生路。回顾过往，每当我在学习

和工作中遇到困难，给予我前进

的动力和毅力，指导我人生的正

确方向，便是“诚以待人、毅以处

事”，也是“诚以为国，诚以为民，

诚实做人，忠诚于党；毅以处事，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厦门

郊区水产局当技术员，负责水产养

殖推广，在那里工作了 6年后，成

为一名助理工程师。1982年，集美

区检察院、公安等系统扩招，我被

选入到检察院，从助理检察员到检

察员，再到副科长，直至加入中国

共产党，晋升为副处级检察官，这

一干就是 28年，直到退休。

退休后，我有了更多的个人

时间，便深入研读关于陈嘉庚和

孙炳炎的各类书籍，加入社团，积

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我先后在

“世孙联”总会担任副秘书长，福建

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孙氏委员会担

任常务理事，厦门姓氏源流研究会

担任副会长等，为海内外宗族姓氏

文化研究交流，奉献自己的微薄之

力。在担任集美区政协文史顾问期

间，我写了近 30篇关于校主和乐

安小学的文章，以此感谢和纪念。

正如集美学校校歌中唱到：

“诚毅二字中心藏，大家勿忘，大

家勿忘。”“诚毅”二字，永远陪伴

和激励着我的平凡人生。

（作者系厦门市集美区政协

文史顾问）

南洋英贤陈嘉庚，新元头像纪念他。

除了南大嘉庚路，还有华中嘉庚站。

中国更是人人晓，游到厦门必参观，

嘉庚故居纪念馆，厦大集大龙舟池。

还有小小志愿者，地铁邮局图书馆，

剧场楼群博物院，处处都有嘉庚名。

要想知道为什么？人们怀念嘉庚魂！

倾资办学为教育，爱国爱乡人敬仰。

嘉庚出生在中国，年少来到新加坡。

在此生活六十载，艰苦创业成先贤。

回想嘉庚年轻时，米行倒闭房价跌。

父亲欠下巨额债，债主纷纷讨上门。

按照当时的法典，破产儿子不必还。

嘉庚坚定许心愿，欠债还钱守诺言。

言必信来行必果，传统经典记心间。

搬进草屋不气馁，拼命工作还父债。

守职勤俭大孝子，面对困难有智慧。

认认真真做交易，自己吃亏也愿意。

皇天不负苦心人，替父还债成佳话。

生意越做越广大，诚信传遍东南亚。

华人先贤林文庆，英皇奖学第一人。

留学归来成博士，创立华人好学会。

嘉庚支持林文庆，禁烟运动成至交。

博士教他种橡胶，产品越来越畅销。

胶鞋轮胎日用品，凤梨罐头样样好，

雇佣职员三万名，生意远销五大洲。

他说教育国之本，国民天职乃兴学。

自身克勤又克俭，倾家荡产办学校。

小学中学和师范，集美学村与厦大，

还有轮机和水产，数算起来百余间。

遥想一九二一年，先后筹集七十万。

南洋华中求告急，嘉庚亲自来理顺。

百名学生六个班，班班需要六七万，

世界经济不景气，薪水费用别奢侈。

眼看华中要破产，嘉庚卖掉橡胶园。

支持厦大和华中，毅然决然卖大厦。

祖国有难他支援，捐钱抗战振臂呼。

馈赠汽车和飞机，派送机工运物资。

万里迢迢到延安，窑洞拜会毛泽东。

心中感慨连声赞，中国希望在延安。

日军侵略新加坡，逃亡印尼去避难。

嘉庚铁肩担道义，妙手至诚著文章。

写好南侨回忆录，留下海外华侨史。

字字珠玑写民生，满腹经纶为社稷。

到了一九四九年，嘉庚受邀去北京。

告别至亲回祖国，开国大典天安门。

任职政协副主席，中央政府陈委员，

全国人大做常委，发展教育为己任。

番薯稀饭小咸鱼，每天只限五角钱。

薪水全都捐学校，学生吃住不用钱。

事必躬亲为学子，运筹帷幄为社会。

公益捐出万万金，未给儿孙留一些。

他有独特爱子观，品德塑造胜金钱。

贤而多财损其志，愚而多财益其过。

难忘一九六二年，嘉庚北京留遗愿：

厦门大学继续办，台湾必须回祖国。

恩来总理重承诺，派人筑造归来堂。

主席亲笔题八字: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带动亲属李光前，六使共存和永和，

乐善好施成典范，捐资助学办企业。

转眼厦大已百年，莘莘学子回校园，

纷纷解囊助母校，动则捐款上亿元。

羔羊跪乳鸦反哺，忠公诚毅天下先。

浩空闪烁嘉庚星，嘉庚精神永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