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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素有“中国最美大学”之社

会赞誉，这与其依山傍海的自然环境、深

沉厚重的人文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其中

西合璧、韵味独具的建筑文化紧密相连。

“伟大的建筑师”

1992 年，世界著名的美国

建筑大师格雷夫斯在厦大演讲，

他的第一句话便是“陈嘉庚是位

伟大的建筑师”，他感慨地惊叹

道：厦门大学与集美学村，是最

具世界经典的建筑之一。

谁都不会想到，“这些最具

世界经典的建筑”却原来并非出

自于专业建筑师之手。

从选址演武场那天开始，陈

嘉庚就亲自在这两千多亩土地

上描绘起厦大的校园：“北虽高

山，若开辟车路，建师生住宅，可

作许多层级，由下而上，清爽美

观。至于东向方面，虽多阜陵起

伏，然地势不高，全面可以建筑，

颇为适宜。”

而南面面对大海，是厦大得

天独厚的风景，陈嘉庚禁不住内

心的喜悦说道：“厦门港阔水深，

数万吨巨轮出入便利，为我国沿

海各省之冠。”他向往着“将来闽

省铁路通达，矿产农工各业兴盛”

之后，“厦门必发展为更繁盛的商

埠，为闽赣两省唯一出口”，而且

造船业、港口业也将得以重要发

展，成为“不亚于沿海他省”的口

岸，到那个时候，“凡川走南洋欧

美及本国东北洋轮船出入厦门

者概当由厦门大学前经过”。

山海风景，栋宇巍峨，弦歌

之声，与海潮相答，海内外轮船，

概由门前经过，这就是陈嘉庚先

生在一片荒冢累累、怪石错立的

演武场上描绘出来的厦大。

更改方案

然而，一件与陈嘉庚愿望不

相吻合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建

校中首要的校舍建设方案。

厦门大学创建时，兴建校舍

自然由首任校长邓萃英负责，邓

萃英校长也尽职而为，他经陈嘉

庚的赞同后，及时请美国商人在

上海开设的茂旦洋行为厦大校

舍勘测设计和承包建设。

1921 年 1 月，邓萃英由北京

返回厦门，茂旦洋行的外籍代表

墨菲带着设计好的图纸和四个

工程人员也来到厦门，准备交图

取款，图纸包括厦大首批校舍的

平面图总图、立体简图和凭图建

筑工程的预算表。这份设计方

案，作为学校主要建筑的五座大

楼安排在演武场西北的一角上，

构成“品”字形组合，而演武场的

大部分用地则设计成农事实验

场，学校形成一个大圆圈模式，

整个建筑群排列局促而难展开。

听完墨菲的设计说明后，陈

嘉庚毫不犹豫地否决了洋人的

方案与设计，要求设计方更改方

案。于是双方磋商了几天，无法

达成共识，陈嘉庚给了茂旦洋行

设计费，据说有七八千元，双方

不欢而散。

陈嘉庚是一个有自己的建

筑理念和见地的人，他坚持自己

心中的厦大宏图，这宏图蕴含着

桑梓之情、民族之志和“世界之

大学”的宏伟愿景。但茂旦洋行

的墨菲设计师，仅仅只能从外在

的美观上做出楼房的设计，没能

将校舍的设计与演武场的地理

与历史文化有机融合。陈嘉庚这

样评价茂旦的这份设计：“其图

式每三座作品字形，谓必须如此

方不失美观，极力如是主张。然

余则不赞成品字形校舍，以其多

占演武场地位，妨碍将来运动会

或纪念会之用。”

在陈嘉庚的思考中，厦大校

舍的设计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是校舍的位置安排，首批

校舍的空间方案一定要考虑到

将来厦大的发展壮大。他对于厦

大校址位于船舶进出的港口特

别重视，他希望厦大的栋宇巍

峨，弦歌之声，与海潮相答，无论

外国的轮船还是南来北往的船

舶，来往厦门港的时候，能从海

上一眼就看到厦门大学。

二是教室、办公场所空间要

大，光线要好。

三是要求校舍外观上美观

大方，粗中带雅，要能节省建设

费用。

独特的“嘉庚风格”

对于茂旦洋行提出的一千

多万元的工程承包费，陈嘉庚也

认为“索价过昂”，表示学校可以

自己购料雇工，节省开支。于是

陈嘉庚亲自与本土负责泥水的

林论师傅和负责木工的郑布师

傅重新设计，根据厦门古海湾滩

地的特点，通过场地排水坚固基

础，以地下淤积沙层为地基，就

地取花岗岩、红砖、灰和福建杉

木为材料，就地招雇土木匠兴工

建筑。

1921 年 5 月 9 日，厦大首座

校舍群贤楼群奠基，陈嘉庚冒着

风雨主持奠基仪式。1922 年 2

月，群贤楼群部分落成，寄居集

美中学的师生全部迁到厦门上

课。群贤楼的落成，奠定了厦大

校舍的建筑基调，陈嘉庚从中国

传统建筑的大气典雅与西式洋

楼的丰富考究中吸取灵感，因地

制宜地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建筑

风格。

这个建筑风格的特征其一

是校舍的整体结构形态。陈嘉庚

自己动手，将首座校舍移至演武

场北部中点，楼群从品字形改为

一字形。楼群五栋，一主四从，坐

北朝南一字摆开，面朝大海直面

南太武高峰，主楼中轴背靠五老

主峰，从楼两翼对称展开，并以

一条笔直的连廊一以贯通整栋

大楼，灵感来自厦门及东南亚一

带的骑楼却又与骑楼不同。陈嘉

庚说：“我要站在连廊的这头，看

厦大的学生从大楼的那头向我

走来。”整排大楼的前面开辟为

开阔的运动场，运动场与海滩相

衔接，由此形成了尊重广场、以

学生活动为主体的建筑布局。原

本茂旦设计中占据大半的演武

场的农事实验圈被移在了演武

场后面。

其二是中西合璧的建筑美

学。主楼西洋石砌的墙体上覆盖

着闽南民居式的“三川脊”歇山

顶，屋面琉璃泛绿，屋脊燕尾上

扬，山墙饰以云纹花草，屋檐装

以雕宫灯垂。主楼左右是同安、

集美二楼，建筑以中式风格为

主，与主楼相互映衬；东西两端

分别是“映雪”“囊萤”二楼，风格

趋于西式，构成与主楼的联系与

对比。整个楼群在广阔水天之

下，石板悬挑，清水雕砌，中式的

飞脊彩檐和琉璃屋顶，西式的廊

柱房间与大门窗棂，不仅气派恢

宏，而且秀丽雅致，呈现出别致

的中西合璧特色。

其三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

的建筑思路。闽南是花岗岩的产

地，石板悬挑、清水雕砌是厦门

大学建筑的主要特征，它以闽南

花岗岩为主要建筑材料。首栋校

舍建设时，陈嘉庚就让工人将演

武场周边的石头切割雕琢成条

石石块，直接用以群贤楼群的建

设。至于红砖与房瓦，陈嘉庚则

选择临近厦门的漳州建立砖瓦

厂，自行设计。当年，水泥瓦以其

有别于泥土烧制瓦的坚固开始

流行起来，但陈嘉庚却认为，水

泥瓦一是昂贵，二是不易散热。

他亲手指导工人仿照水泥瓦样

式，以传统的瓦土烧制出本土红

建南楼群

20 世纪 50 年代初建设的建

南楼群，是嘉庚建筑的经典之作，

它矗立在上弦场上，面朝无际海

洋，一样的一主四从，一样的中西

合璧，但那在天水之间腾空而立

的楼群，气势却更加雄伟壮丽。这

是陈嘉庚倾注最多心血的杰作，

主楼建南大会堂雍容大气，方形

的柱础，圆形的罗马式石柱，撑起

庄严秀丽的传统宫殿般的大屋

顶，左右对称的门窗，装饰着各种

浮雕、透空雕、板圆雕，会堂的四

楼设置外廊，登楼远眺，厦门港湾

的繁华与厦金海峡的隽美豪气尽

收眼底。

建南大会堂可以容纳 4200

个座位，至今依然是全国高校容

量最大的会堂之一。以会堂为中

心，四大从楼分东西两侧弧线对

称摆开，白的花岗岩与红砖的花

式砌筑相衬，橙红色的屋顶与礼

堂绿色琉璃屋面映照，使得楼群

在雄伟中又增添了几分绚丽，更

将那凝固的旋律演奏得多彩多

姿。陈嘉庚还利用了楼群与上弦

场的落差，砌造出足以容纳 2 万

人的石砌看台，在楼群、棕榈和石

阶看台的拥抱下，构建出厦门大

学最大的运动场和大集会广场。

建南楼群不仅是厦大建筑的

典范，也是厦门港口风景城市的

地标性建筑，它向人们显示出一

个崛起的伟大民族，一座慷慨雄

健的“南方之强”学府。

群贤毕至海纳百川

厦大校舍建筑，不仅仅在于

中西合璧的美学特征，也不仅仅

在于它的结构形态所体现出来的

陈嘉庚的高远胆识，还在于这些

建筑都蕴含了一个生命的高尚人

格与品行，流露着陈嘉庚的文化

理想与道德情操。

厦大首栋校舍主楼落成后，

人们提出以创建者的名字命名，

陈嘉庚坚决反对，他将“敬贤”改

为“群贤”，源于《兰亭集序》中的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取“群贤

毕至”之意，突出了厦门大学海纳

百川、荟萃英才的办学指向。主楼

两边从楼各是“集美”楼与“同安”

楼，用的是陈嘉庚先生故乡的地

名；东西两端的两座楼各取名为

“映雪”“囊萤”，引用的是晋代孙

康冬月映雪读书与车胤囊萤照书

的勤学典故，体现的是校主与他

创办的大学的情怀与意志。

实际上，无论是厦大，还是集

美学校，无论是两校的建设初期，

还是两校之后的重大发展，乃至

在新马一带、在其他国家其他区

域，陈嘉庚为教育捐建大楼无数，

楼名也都有所讲究，就是从未有

一座楼房是用他的名字或家属的

名字命名。这诸多大楼的名字不

是出自故乡地名，就是出自中国

的文化典籍，这在传承嘉庚精神

的陈嘉庚女婿李光前身上也是如

此。

集美学校的航海大楼叫允恭

楼，它源于《尚书·尧典》的“帝尧

……允恭克俭，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集美学校图书馆叫博文楼，

是从《论语·雍也》中的“君子博学

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

夫”；早期集美师范部旧址为三立

楼，指的是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

立德、立言、立功，取自《左传·襄

公二十四年》的一段名言：“太上

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

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以家乡取名，呈现了中华赤

子的桑梓之情、家国情怀；从传统

文化典籍中汲取楼名，这意味着

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敬重与自

信，慎终追远。陈嘉庚虽然多年生

活在新加坡，却有着最为深厚的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与

精神追求，他欣赏同时一以贯之

地践行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

念与人格品行。

鹭江东去，逝者如斯。一个世

纪的时光过去了，厦门已经成为

世界瞩目的国际性港口风景城

市，而百年来的集美学子、厦大学

子都很感激自己的校主，给了大

家如此美丽的学习授业环境。

（朱水涌 来源：《陈嘉庚传》）

与橙的瓦，并在漳州开窑设厂，以

自家研制的砖瓦供应厦门大学与

集美学校的建设，有效地降低了

建筑成本，更好更节约地完成校

舍的建设，后人将陈嘉庚为厦大、

集美学校建设需要而创制的瓦称

作“嘉庚瓦”。

从此，借助大自然造化的环

境，因地制宜地以广场为中心，

线性展开“一主四从”的建筑群

楼，成为厦大校园建设的主思

路；以精美的建筑为音符、开阔

的广场为空板，构成了校园设计

的主旋律，充满了一种民族的豪

气与庄重，宏伟中蕴含着隽永的

秀丽。

陈嘉庚（左一）、林义顺（左三）、林文庆（右一）视察厦门大学建筑工地

“自饶远势波千顷”的建南楼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