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92022 年第 4 卷第 23 期 教育前沿

风雨中前行：论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
吴燕红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550）

摘要：慈善公益事业是陈嘉庚一生被赞颂的重要部分，他以实业为依托，以福建为据点，层层推进，并将慈善与实业、教育连为一体。

由于陈嘉庚实业的衰败和近代中国时局的双重影响，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出现了扩展与停滞不前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开始

对慈善公益事业进行新的探索，取得了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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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1874—1961），又名甲庚，字科次，生于福建省同

安县集美社。陈嘉庚是中国近现代史和近现代华侨华人史上一位

伟大的传奇人物，他集实业家、教育家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等重

身份于一身，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早年陈嘉庚以学

私塾读书为业，间有一段经营、学商、管理货银账项经历。成年

后的陈嘉庚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他都在致力于经营实业、教育、

慈善。1894 年在故乡集美创办“惕斋学塾”伊始，开启了“教育

乃兴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传奇之旅，先后在国内和侨居

地热衷教育事业，兴办教育教育事业长达 67 年之久。

学界对于陈嘉庚的研究，围绕陈嘉庚的人物生平、教育思想、

爱国精神等各个方面展开的学术研究，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研

究成果显著。另外有关陈嘉庚的研究已跨越了史学，拓展到经济学、

建筑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研究新突破的亮点。

学界对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涉及，并取得一些

成果。本文主要从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构建，实业衰败和中国

近代社会对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影响及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建

设的尝试进行论述。

一、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梳理

对于慈善公益，陈嘉庚未必有仔细的考究和科学的认识，但

他却在动荡的时局、战乱的烽火、祖国建设的探索时期，他将自

己几乎全部的资金奉献在地方的建设和慈善事业，囊括赈灾济民、

学校教育、卫生健康等各个方面。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是近现

代慈善公益事业的一面飘扬的旗帜，引领着社会的风尚，指导着

慈善公益事业的继往开来。

（一）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建构

1887 年—1888 年（清光绪十三年至十四年），同安县年景不

好，瘟疫肆虐。1889 年，陈嘉庚仍在私塾读书。因学业的断断续

续，教学的传统古板，十六岁的陈嘉庚识字甚少，学业进步迟缓。

正值对知识的渴望，囿于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加之陈嘉庚日常

所学的知识大多是源于族里乡亲的口口相传，对传授的古文知识

及报刊文字一知半解，这使他对旧式教育的弊病有深刻的认识。

从学科来说，由于学习的知识没有分门别类，只知“天下”，甚

至对其他各国的情况一无所知。陈嘉庚对更多知识的学习得益于

母亲的言传身教。母亲孙氏，一介农妇，但深明大义，极富爱心，

在村里有极高声望。母亲的身教言传，潜移默化，在陈嘉庚幼小

的心里播下了“重公利，重道义”的观念，长辈的善行对于陈嘉

庚来说起着一种导向性的作用。清末，动荡的时局，颠危的国运，

使他认识到报国的关键在于教育。教育兴，则国家兴。近代以来，

由于国家积贫积弱与政府的无能与不作为，结果是民不聊生、民

治不开、民心不齐。通过教育，可以启迪民智，凝聚国民力量。

陈嘉庚的出国经历与实业经验，使他愈发觉得教育的重要性，这

也是他不惜一切金钱殚精竭虑兴办教育的缘由。1890 年 17 岁的陈

嘉庚首次出洋来到新加坡，历经了父亲的破产，一贫如洗的生活，

陈嘉庚开始探索自己的实业生涯。1904 年春陈嘉庚购置土地，种

植菠萝，创立菠萝罐头厂。他睿智的商业头脑，敏锐的商业直觉，

后涉猎多项实业。有了原始的积累及经营经验，1916 年把目光转

向橡胶实业，经营有方、管理有度，盈利超乎预期，成为南洋橡

胶大王之一。至此，他的实业探索走上了快车道，走向了新的高峰。

（二）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辉煌成就

有了实业的坚强后盾，陈嘉庚解决了慈善实业的资金来源，

这让他认真思考思考、合理规划并践行他的慈善事业蓝图。1894

年他在故乡集美创办惕斋学塾。兴办慈善公益离不开资金来源，

对此陈嘉庚十分清楚，慈善公益的发展，皆靠他的实业发展。他

依靠自己的实业为依托，在集美创办了小学、中学、师范、女子

学校、水产航海、商科、农林等学校。1921 年 4 月 6 日独资开办

厦门大学，并亲自指导和设计厦门大学的校舍，并承担厦门大学

经费。同时陈嘉庚也在海外投资办学，他相继为新加坡同安县和

仙门郊区创办学校积极捐资，后捐助同安县阳翟小学，创办了道

南学堂。据资料显示，从 1915 年—1949 年的 34 年间，福建华侨

捐资兴办的中学就有 48 所，几乎遍布福建各地侨乡。陈嘉庚的慈

善公益事业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以点带面、辐射身边的特点，这也

说明他的慈善模式得到了认可。

兴办慈善公益，陈嘉庚考虑的是集美、福建需要什么，什么

样的适合集美、福建，而非盲目的追求新颖。对福建乃至整个中

国而言，在危机四伏、人心惶恐的战乱时代，群体渴望提供生存

下来的条件，不仅包括温饱问题的解决、团体的保护而且包括心

理依托。1917 年直隶境内遭遇百年一遇特大水灾。堤岸相继冲溃，

决口数百道，洪水滔滔，泛滥各地，京幾一带顿成泽国。陈嘉庚

改变了他原来只兴办教育的慈善公益建构，改为赈灾济民、救急

民众，通过成立救济会，筹募赈款活动，急救受祸难胞，保证民

众能活下来，渡过难关。在此基础上，陈嘉庚又将慈善公益、实业、

教育、救国连为一体，以期改变社会旧貌。

卢沟桥事变，极富有爱国情怀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华人

纷纷成立救亡团体。为更好援助祖国抗战，海外华侨成立了“南

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选

举为主席。根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统计，整个抗战期间（1937—

1945 年），海外华侨一共捐 1322592652 元国币。其中南洋华侨的

捐款“约占三分之二”。除了巨款外，南侨总会也为抗战捐献了

大量的物资，如汽车、衣服、药品等以备祖国抗战之需。南侨总

会筹赈祖国，为祖国的抗战胜利提供巨额资金及大量物资。这些

资金的筹募，物资的捐赠与陈嘉庚本人具有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

分不开的。

陈嘉庚的倾资办学，首先是从自己的家乡集美开始，随着实

业的扩大，他将自己的慈善教育拓展到了厦门，创办了厦门大学。

陈嘉庚从教育无国界到慈善救济无国界，无不体现了他慈善公益

事业由点及线，由线到面层层递进，层层辐射的特点。陈嘉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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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公益事业也由原来单一的教育慈善到社会救济，赈灾等多维

方向的突破，是近现代慈善公益事业的独创。

二、实业衰败和中国近代时局对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双重

影响

1931 年以后，陈嘉庚的实业开始走下坡路，以实业为依托慈

善公益事业开始缩小范围。加之中国近代的社会环境，陈嘉庚的

慈善公益事业烙上时代的深深印记，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呈现

了慈善公益的扩展及停滞不前的局面。

（一）实业下坡路：改变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

1928 年，陈嘉庚的胶品制造业受到严重打击。加上 1929 年

世界经济大危机，物价暴跌，陈嘉庚的实业首当其冲，这也促使

着着他对慈善事业做出相应的改变，以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即

使在经济危机和外来力量的压迫下，陷入实业、慈善两难境地市，

陈嘉庚仍一心致力耕耘教育。当朋友建议他停办学校或缩小学校

规模，他断然拒绝。1934 年，所有营业收盘之后，他亲自向侨胞

募款，买马来西亚橡胶园充作厦大建校的资金。

1937 年，集美、厦大虽能维持现状，但设备缺乏，难以发展，

深恐误及青年，陈嘉庚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将厦大无条件移交国

民党政府接办，改为“国立”。虽然实业的下坡路，这并没有挫

伤他对慈善教育的热情。即使身在国外，可陈嘉庚依旧关心着集

美的教育，他通过书信，关心着集美教育的效果、学校的治安、

卫生和管理等等。陈嘉庚个人实业的下坡路，慈善事业也由原来

的由点及线，由线到面的辐射结构向内紧缩，以及到后来的缩减

只投资集美慈善公益事业。因实业的影响，他再也没有雄厚的资

本倾资兴学，他的实业者身份，限制了他慈善公益事业向更宽，

更广的领域拓展。

（二）时局影响：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扩展与停滞不前

慈善公益救济，往往与灾荒，时局动荡连一起。近代的中国，

国家危难，政府财政困乏救济力度有限，那样民间个人慈善就有

了生长的缝隙，为受灾的百姓提供了生存的可能。动荡的近代中国，

内忧外患，人民经受战争，贫困与灾荒的折磨。这促使了陈嘉庚

慈善公益事业的扩展，另一方面，也使他慈善公益事业停滞不前

的境地。

1917 年的天津水灾，与此同时，加拿大夏里碧水灾、火灾。

1928 年的山东惨祸，1934 年，新加坡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火灾，

七千多人无家可归。1935 年，漳泉各地发生水灾，9 月，他在“救

济闽南水灾游艺会”上的开幕词对慈善公益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

的高度。他认为慈善公益重在人人参与，能力强则可多贡献，能

力较弱者，亦可贡献一份力，众人的参与即可达到慈善公益的目的。

卢沟桥事变后，陈嘉庚以个人的身份就行捐款，或以福建会馆名

义组织赈济，积极领导筹募救济款的活动，将募得国币汇回祖国。

近代中国的时局，改变着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扩展了他慈善

公益的广度。陈嘉庚从教育无国界到慈善救济无国界，由原来单

一的教育慈善到社会救济、赈灾等多维方向转向。

中国幅员辽阔，灾害现象时有发生。著名史学家邓云特在

《中国救荒史》一书中阐述中国“灾荒之多，世界罕见”。大难

当前，政府应该肩负起救灾的工作，可国家时局动荡，政府在灾

荒面前也无能为力。如 1917 年的天津水灾。此次京直水灾为数十

年来未见，灾区广达 103 县（京直地区所属共 140 县），受灾率

达 73.57%。大水灾发生时，北洋政府集团忙于内部权力的争夺和

军阀之间的混战，无暇顾及灾区难民的死活。灾区之广，难民之多，

政府的救济款 10 万元只是九牛一毛。陈嘉庚认为，人应自动赈济，

力量较大者多出，力量较少者少出，则救灾之目的亦可以达。陈

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他将慈善公益扩展

了它的广度，囊括了筹款救济，赈灾组成筹款团体等。囿于实业

的影响，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

三、建设的尝试：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

1949 年后，归国的陈嘉庚，以敏锐的政治触觉感受到家乡的

前景，在脑子构思着日后集美和厦大及中国的发展蓝图。回国后

的陈嘉庚，把慈善公益事业上升到一个新阶段。

（一）身份改变：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建构

回国后，陈嘉庚的身份开始改变，由原来的实业家升级为政

府官员，这是陈嘉庚参与政治的开始。新的身份推进了他的慈善

公益事业。以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来看，他的官员身份和政治

光环确实为福建民众带来诸多实惠，并在一定时期内确保他慈善

公益的扩展。对于地方慈善之事，他更是牵挂心上，主动作为担当。

陈嘉庚回国后，决定回乡定居。1955 年，启程到主要城市参观考

察，开启规划并设计建设祖国的蓝图。他一手抓家乡祖国的建设

和发展，另一手将自己熟悉的慈善公益事业大胆构建，大胆实施。

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由原来的慈善教育、筹款赈灾、卫生等方

面向教育、赈灾、卫生环境、建博物馆、捐献文物等多方面的展开。

此时的他不仅是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动者，还是慈善公益事业的领

导者。

（二）新突破：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新攀登

慈善事业的拓展，是陈嘉庚在实践中实现理想抱负的结果，

更是时代推力的结果。新时代呼唤着新的事物，“变”成为时代

发展的自身要求。百废待举的中国，是对传统社会的部分否定，

这时需要注入新的内容及活力，以适应社会需要。他拟订了一个

重建集美学校的计划。第一步，清理受灾现场，修筑道路，救济

灾民。第二步是建筑新村，除原有学校外，将恢复农林师范，增

办华侨师范和工矿学校。这给战后的集美师生鼓舞，给大变革中

的社会新的方向，这也激励着他自己在新的岗位上践履他的职责

和使命。

1956 年 9 月，他撰写了《倡办华侨博物馆缘起》，文中阐

述了博物馆应是人民群众获得知识的场所。陈嘉庚的慈善教育由

原来的学校教育扩展到普通大众潜移默化的教育。华侨博物馆于

1959 年 5 月建成，它融合了祖国文化与侨居国文化。馆中的绝大

部分陈列品是陈嘉庚搜集，他呼吁国内外华侨踊跃捐献文物。陈

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与祖国的建设同时进行，相互促进。新中国

成立后，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由集美向厦门再到福建展开。形

成了由小范围到大范围的辐射建构。他的慈善公益事业打破了原

来的教育、卫生、救助筹款的局限，向建博物馆、捐献文物，普

及大众教育等多方面的展开。

四、余论

陈嘉庚的一生，从晚清、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无

不印上时代的深深烙印，时局改变着陈嘉庚的思想，也影响着他

慈善公益事业的建构。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以实业的盈利为依

托，以福建为据点，层层铺开。由于时代及实业下坡的双重影响，

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出现了缩减和停滞不前的双重局面。新中

国成立后，他把慈善公益事业看成是他建设祖国、发展祖国事业

的重要部分。他言传身教，将慈善公益事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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