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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寄深情 船趁东风行
2021 年 9 月，在同安疫情最吃紧之际，一篇题为《飞鸟听得见，

同安的呼唤》的文章刷屏，感动、激励和叩问了无数人。文章作者将其

发在自己的朋友圈，没想到被广为散播。她，正是同安学子刘雨姗。

2023 年 5 月 1 日，翔安大桥铭牌揭牌，“翔安大桥”四个字熠熠

闪光。经过全市中小学生层层选拔脱颖而出、为大桥题写铭牌的他，

就是同安学子林胤祺。

人杰地灵的同安，正向世人展示它崭新的面貌。

□林红晖

细数千年文脉历史

海滨邹鲁，钟灵毓秀，自晋太

康三年置县以来，同安，诸多光芒

不断闪耀在历史的星空，展示“古

同安今厦门”的文化底蕴。

同安大轮山，层峦起伏，横亘

数里，八景旖旎，南麓梵天禅寺，

隋代开皇元年敕建，比厦门南普

陀寺早 300 多年，乃八闽最古老

的寺庙之一。

同安孔庙，五代后唐长兴四

年始建，南宗绍兴十年迁建今址，

历经沧桑，文雅肃穆，是古同安科

学教育中心和文教昌明的标志。

以文笔塔为核心，周边是厦

门文物古迹遗存密度最高且无断

代的历史文化区，天兴寺、东岳

庙、郡马府、文昌阁、古驿道、献臣

墓，东溪之畔，熠熠生辉。

同安人苏颂，官至北宋宰相，

杰出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

家、药物学家，被誉为“中国古代

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

学家之一”。他领导制造的“水运

仪象台”，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

钟，被称为“钟表鼻祖”。

理学大儒朱熹，从政七年六个

月，在同安却有四年时间。初仕泉

州府同安县主簿期间，积极整顿县

学，创办书院，首创讲学之风，也完

成了“逃禅归儒”的思想裂变。

勇立百舸争流潮头

闽山闽水物华新，同心同力

且看今。潘涂站、智谷云谷站、

小西门站、同安一中站……同

安第一条地铁将穿过环东海域

新城，连接同安老城，一条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地铁 6 号线已经

动工。

宁德时代、海辰新能源、弘

信电子新能源等一批高能级

项目落地同安，蓄势打造新能

源产业千亿集群，与同安的

新兴产业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将为同安经济腾飞提供不竭动

力。

在新城，银城智谷、环东云

谷、美峰创谷和厦门科学城迅

速崛起，肩负起践行跨岛发展

战略的使命，将成为厦门产业

转型发展的智慧核心，经济转

型发展的全新引擎。

厦门首座爱琴海购物公园

正式封顶，欧丽洛雅家居广场

商业综合体很快也将封顶，同

安新城片区即将迎来高品质的

商业新地标、消费新中心。海上

歌剧院已经开工，景观慢行桥

今年完工，环东海域医院年底

竣工，新建扩建学校陆续交付

使用……

“修身心，养浩气，四维八德

矢毋忘。移风化，图自强，前程

万里大道康庄”。有了古文明，

有了新教育，有了地铁线，有了

生活圈，有了快速路，有了新能

源，勤劳质朴、勇敢智慧的同安

人创优争先，再谱新篇。

凝聚山海发展嘱托

“商旅银水竞泛舟，船过城

墙不眠桅”，同安自古通海，水

系相当发达，码头星罗棋布，造

船技术过人，对外商贸繁荣，远

航已经融入海上丝绸之路，不

断向海而生，开拓进取。“精感

石没羽，岂云惮险艰”，同安这

座古城，可进山，可出海，同安

精神，如山坚毅，同安前程，似

海广阔。

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文化

志愿者、教育工作者、建设见证

者和发展受益者，我看到千年

银城，不但有历史、有颜值，而

且有魅力、有质量，不论是扩大

有效投资、稳住经济大盘，还是

改善民生质量、提升城区品质，

都大有可为。

经略海洋，潮涌同安。这座

著名的文化之邦、闽南侨乡，在

新时代浪潮的奔涌之下扬帆起

航，劈波斩浪。党的二十大以

来，同安百姓正在得到越来越

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正在感

受越来越强的发展前景和前进

动力。同安人民更是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对厦门经济特区的明

确要求，“勇立潮头，勇毅前

行”。山海寄深情，船趁东风行，

同安未来可期。

陈嘉庚和孙厝的不了情
□龙哥 编撰

日前，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

会会长、福建省政协教科卫体委

员会原副主任、漳州市委原常

委、原宣传部部长、闽南师大原

党委书记林晓峰，厦门市委宣传

部原副部长、厦门日报原党委书

记、原社长李泉佃，以及厦门市

委宣传部、集美区政府等相关负

责人一行，冒着酷暑来到侨领陈

嘉庚先生母亲的故居所在地及

学生孙炳炎先生故里孙厝村参

观学习。

孙厝村在历史上属同安县仁

德里，现属集美区侨英街道。清朝

和民国期间因瘟疫及社会动荡，

孙厝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离乡背

井到东南亚和中国台湾、香港一

带谋生。世易时移，而今，孙厝人

安居乐业，3000 多人口中，鲜有

到境外定居者。

参观团第一站来到集美乐

安中学。乐安中学是孙炳炎践行

陈嘉庚遗志而创办的，于 1983

年筹建，1986 年招生开学。由孙

炳炎教育基金管理领导小组建

立的孙炳炎铜像座立于校内，

“大德不孤”四个字概括了孙炳

炎先生的一生。乐安中学秉持

弘扬华侨文化的办学理念，爱国

奉献精神已根植在师生们的心

中。

从乐安中学出来后，参观团

一行来到孙厝村参观陈嘉庚母

亲孙秀妹的故居。故居是闽南

常见的“一厅二房二巷头二伸

脚”的房子，在大厅神龛两侧镌

刻着一对楹联：“教子读书无致

临时搁笔，治家勤俭勿使开口告

人”。孙秀妹在书香之家的熏陶

下，养成了明事理、知善恶、与

人为善的好家风。早年陈嘉庚

的父亲常年忙于海外的生意，无

暇顾及家庭事务，陈嘉庚由母亲

孙秀妹抚养长大，对母亲非常依

赖，感情深厚。

母亲孙秀妹经常带陈嘉庚到

孙厝参拜惠应真異大师，惠应真

異大师无私奉献的精神和有求必

应的事迹感动了陈嘉庚。孙秀妹

在 1897 年染上瘟疫不幸逝世，陈

嘉庚择日隆重安葬母亲。为纪念

母恩及寄托对孙厝的亲情，陈嘉

庚在母亲墓亭碑柱上镌刻了一副

对联：山卧青牛陈门厥大，地飞白

鹤孙氏之祥。横批：彤管碣石留

芳。

陈嘉庚感念母恩，决定凡孙

厝人到集美读书免交学杂费，困

难者还有奖学金补助，并对母亲

的族亲按月发给生活补助。陈嘉

庚时常到孙厝视察探亲，他的路

线是先到云龙岩，站在云龙岩大

门前，摘下礼帽向惠应真異大师

像敬三个礼，再到乐安学校看望

师生，接着回到母亲孙秀妹的家

中一并探望亲人亲戚。这种时候，

陈嘉庚一般只带两个人，一个是

司机，一个是警卫员。

参观团一行第三站来到望北

厝祖厅旁的佛公井，井侧立有一

座石碑，上面刻着“佛公井”三个

字。相传当年惠应真異大师的母

亲生病急需水煎药，情急之下大

师用脚在地上顿了三下，只见一

股清泉喷涌而出，大师取水煎药

给母亲服用，母亲的病马上就好

了。从此佛公井的水源源不断供

应村民，虽然现在用上自来水，但

一些村民还有食用此井水的习

惯。

参观团第四站来到云龙岩。

云龙岩是古代同安县出西门第一

岩，是古代同安县三个地方神之

一的庙（另外两个是马銮有应公

和白礁保生大帝）。云龙岩主神是

惠应真異大师。惠应真異大师，俗

名孙应（1196-1292 年），集美孙

厝人氏。宋明时期的名僧，少具慧

眼，异于常人，年长云游四方，后

结庐安溪泰湖岩，儒释道兼修，历

数十载而终悟大道。大师生前弘

法说偈，教化大众，弥灾消厄，德

泽苍生，坐化后屡显灵迹。宋敇封

为“真異大师”，明敇封为“惠应大

师”。信众尊称其为泰湖祖师、祖

师公、孙真人，孙氏族人尊称“俺

祖”。

第五站到乐安学校旧址。乐

安学校是陈嘉庚先生于 1920 年

5 月创办的，校内刻有陈嘉庚亲

笔书写“诚毅”二字。原本，陈嘉庚

就计划建成有幼儿园、小学、初中、

高中、技术职业这样的完整学校。

乐安学校创办时没有校舍，受陈

嘉庚影响，族人孙嘉槌、孙念来、

孙守己捐出房子作为校舍，陈嘉

庚亲任学校董事长。1947 年，乐

安学校的第一届学生孙炳炎接力

办校。两代侨领同办一所学校，成

为爱国华侨在国内捐资助学的一

段佳话。

在第六站乐安小学，参观团

一进校门就看到孙中山先生的

铜像矗立于清廉楼前。铜像右

侧并排有乐安小学碑记，在学校

操场北侧则立着孙炳炎铜像。乐

安小学校舍是 1958 年孙炳炎出

资兴建的，1963 年新建幼儿园

后又续建礼堂，新校舍建成后曾

有浒井、叶厝、凤林的学子前来

就学。师生牢记“诚毅”校训，传

承爱国奉献精神，培养了一批批

优秀学子。他们中有国务院津贴

领取者，还有化学博士和中医博

士。

乐安小学也是在陈嘉庚的关

心支持下成长起来的。新校区的

建设凝聚着陈嘉庚的心血，从设

计到发展规划均由陈嘉庚策划。

1961 年 1 月 30 日，陈嘉庚染恙，

在京住院。在得知孙炳炎欲再拓

建校舍，创办幼稚园时，自京发信

函示孙炳炎：“近闻先生拟在贵乡

建幼儿园一座，我建议将小学旧

校舍改作幼儿园，再将新建小学

校舍左右扩建教室各一间，连前

共六间，并将后面接建礼堂一座，

大约可容七八百人，估价全部工

料费约二万余元。如照此计划进

行，不但教学方便，而且发展亦较

容易。添建礼堂是贵乡群众所要

求，因贵乡未有大厦可作开会场

所也……”

1961 年 3 月 3 日，孙炳炎复

函陈嘉庚表示：“……遵照来示计

划进行，所需经费已汇存集友银

行。家乡教育福利事业素蒙鼎力

协助，感激莫名，谨此致谢！闻老

伯染恙，侄及此间亲友，均甚关

怀，谅吉人天相，早沾勿药，恢复

健康为祝！”就此足知，陈嘉庚及

孙炳炎对乐安学校的发展，何其

用尽心思。

赓续文教兴邦传统

同安拥有厚重的历史底蕴与

优质的教育资源。“碧海滚滚，双

溪泱泱，黉舍开圣地，紫阳邹鲁遗

风长”。这里有百年名校同安一

中，朱熹曾在此设堂讲学。科技创

新领衔，清北重点不断，成绩辉

煌，享誉八闽。

2017 年同安一中滨海新校区

落成，初中、小学、高中部陆续开

办，轮山、滨海两个校区师生已近

万人，短短几年，各个学部都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学校克服

重重困难，为增学位、补短板、保

民生、促经济做出贡献。

同为厦门市直属公办学校

的厦门实验中学位于同安，2014

年创办，仅用 5 年时间就成为

了省一级达标高中，实现由未

定级至一级校的华丽蜕变，是

福建省成长发展速度最快的

学校。

“名校跨岛”工程持续深化，

2022 年厦门市教科院新院区及

其附属中小学落地同安，厦门

六中同安校区、厦门五缘实验

学校同安校区、厦门五缘第二

实验学校同安分校也将落户同

安，为同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力。

教育是民生工程，多年来，

同安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

领导，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举全区之力建设现代化教

育强区，持续探索创新，全面促

进同安教育均衡发展和优质发

展，用心用情做好每件实事，积

极回应群众对优质教育的美好

期盼。近年来全力推进 42 个学

校项目建设，仅 2022 年就完成

15 个，新增学位 1.2 万个。

陈嘉庚和孙炳炎

侨乡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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