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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渔村”变身“大学堂”

“集美村（社）原是一个小渔村。”陈嘉庚
纪念馆馆长翁荣标谈道，“清末时期，沿海
地区像这样的小渔村有千千万万，但就是
这座曾经毫不起眼的小渔村，日后成为中
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阵地之一。”

此次展览题名“集美学村”，内设“和平
学村 美成在久”“百年荣光 胜冠南疆”“文
脉绵延 嘉风永恒”3个主题，按时间分段讲
述集美学村从“小渔村”变身“大学堂”的百
年发展故事。

“陈嘉庚先生是集美学村的缔造者。他
曾经说过，‘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
职’。1912 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故乡集
美村（社），经过几个月筹备，于 1913年正式
创立集美小学。”翁荣标说。

何为集美学村？这个命名蕴含一段和
平佳话。“1923 年，集美学校已发展为综合
性现代学校。当年，厦门战事激烈，对学
校造成严重困扰。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在陈
嘉庚函准下，派代表分别向南北军政当局
请愿承认‘集美学村’为和平村。这是‘集美
学村’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陈嘉庚纪念
馆研究中心馆员李冰洋介绍道，“成立‘永久
和平村’，保护集美学村，成了当时全国各
界的共同呼声。从那时起，这个名字保留
下来，到今年刚好100年。”

《时报》曾载：“将来设施完备，集美学
村不特为中国之永久和平村，实可称为中
国之模范村也。”

“我们不仅想讲集美学村发展的故事，
更想在这次展览中，将集美学村的文化底蕴
展现出来，为此，策展着实费了一番心力。”
翁荣标说，集美学村的校舍建筑是中国传统
建筑与西方、东南亚建筑风格有机结合，现
代化风格的楼体配以琉璃盖顶、龙脊凤檐、
雕梁画栋。2016 年，“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
旧址”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
名录”。

“建校时，集美小学没有校舍，借用陈
氏宗祠开展教学。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好的
环境读书，让学校朝着正规化方向发展，
陈嘉庚花费近万银元建造了一座木质校
舍，那是集美学校的第一栋建筑。之后，

在集美村（社）内，校舍不断兴建，形成了
‘村校混合’的格局。可以说，集美学校的
校舍成了一种标志，凝结着陈嘉庚的心
血、见证着集美学村的成长、书写着‘村’

‘校’共同体的故事。”翁荣标说。

侨界助力展现学村历史

此次展览上，在众人视野消失多年的
油画《集美学校全景图》再次展现在观众面
前。该幅作品描绘了上世纪 50年代集美学
校的全貌，具有重要历史价值。陈嘉庚纪
念馆文物保护科科长陈辉煌讲述了陈嘉庚
纪念馆与兄弟单位、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使这幅作品得以出现在展览中的过程。

“文物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
得知《集美学校全景图》的存在，是因为许
其骏后人向我们纪念馆捐赠了一张《厦门大
学全景图》。我们了解到，许其骏受陈嘉庚

所托，在 1954 年至 1956 年先后创作了《厦
门大学全景图》《集美学校全景图》等作
品，目的是赠送给海内外各地校友会与华
侨社团，宣传学校建设成果并号召海外华
侨回国建设。得知此幅画作存在后，我们
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社团多方联
系，但并未在海外找到这幅作品的讯息。
经过海量资料查阅，我们发现，1966 年华
侨博物院建立 10周年时，集美学校曾赠予
华侨博物院一幅《集美学校全景图》。我们
联系华侨博物院，确认了这正是我们寻找
的作品。”

此次展览筹备过程中，陈嘉庚纪念馆
工作人员广泛搜集相关材料、查阅历史
档案，并向海内外发布文物征集公告。许
多集美学校校友、校友后人和社会人士纷
纷提供线索，展现了集美校友的凝聚力和
集美学校、陈嘉庚先生的强大号召力。截
至展览开展前，陈嘉庚纪念馆总计收到 30
余条线索和 300 余件/套文物史料、艺术作

品。经过论证、鉴定，专家确认征集成果中
与集美学村相关的文物史料共有 145 件/
套。展览最终展出14件/套。

“这次陈嘉庚纪念馆征集文物的过程，
得到了华侨华人各界广泛协助。我们非常
感动。”翁荣标说。

中国侨商会副主席、香港集美校友会监
事长王钦贤热心帮忙寻找线索，还发动香港
校友捐赠文物。陈嘉庚身边的重要工作人
员、集美校委会原主任陈朱明的女儿居住在
香港，她捐赠了一批陈朱明珍藏的资料，包
含陈嘉庚签名并交给陈朱明的《集美学校建
筑账本》《集美社公业基金管理简则》等珍贵
史料以及数量众多的老照片。这些资料再
现了陈嘉庚回国定居后亲力亲为倾心建设
集美学校、规划集美学村发展蓝图的历史。

远在新加坡的林传贤是陈嘉庚多年好
友、新加坡怡和轩管家林崇鹤的后人，他将
15封陈嘉庚先生给林崇鹤的亲笔信以及一
批珍贵老照片、书刊通过嘉庚先生后裔亲属
陈佩仪、王理带到陈嘉庚纪念馆。这些书信
是陈嘉庚回国定居期间写给林崇鹤的，信中
频频向这位老友介绍集美学校建设情况，不
遗余力宣传祖国家乡的发展成就。

把陈嘉庚的故事讲下去

陈辉煌说：“这次文物征集活动中，新加
坡华人陈来华先生让我十分感动。他在新
加坡致力于收集华侨文物，特别是与陈嘉庚
相关的文物，多年来陆续捐赠给我们 30 余
件文物。2020年，他拒绝了别人的多次高价
收购请求，将两块十分珍贵的‘钟标’招牌捐
赠给陈嘉庚纪念馆。今年，看到我们的征集
公告，他又帮忙寻找线索，捐给我们一批陈
嘉庚以及南洋大学的老照片。虽然身体不
再强健，他还是在展厅为观众和媒体讲解了
近两个小时。他说，他希望让文物开口说
话，把海外华侨的故事说给大家听。”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秘书长、马来西亚
陈嘉庚纪念馆馆长庄诒晶表示，她希望把这
个展览带到马来西亚，把陈嘉庚的故事讲下
去。虽然陈嘉庚在南洋长期落脚的地方是
新加坡，但马来西亚老一辈华侨华人也由衷
敬仰这位华侨楷模，希望能传扬其无私奉献
的精神。

陈嘉庚纪念馆举办“集美学村——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110周年暨集美学村命名100周年”展览

华侨兴教，助力中国教育现代化
本报记者 徐令缘

1913年1月27日，在集美村（社）的陈氏大宗祠
前，热闹的爆竹声打破乡村的宁静。从这天起，集美
村（社）的135名陈姓儿童走进新式学堂，集美学校现
代教育的第一声上课铃声在这里响起。

近日，由厦门市委统战部、厦门市教育局指导，
陈嘉庚纪念馆主办的“集美学村——纪念陈嘉庚先生

创办集美学校110周年暨集美学村命名100周年”展
览在陈嘉庚纪念馆举办。此次展览介绍了心系祖国的
华侨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陈嘉庚兴办集美学
校的曲折历程，系统梳理了集美学校与集美学村的发
展历史，全面展现了集美学校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

“以凤凰装为代表
的畲族服饰、妙趣横
生的畲族婚嫁以及唇
齿 留 香 的 畲 家 美 食 ，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捷克华人华侨妇
女联合会会长、浙江
省丽水市青田县侨联
兼 职 副 主 席 陈 金 妹
说，海外侨胞应该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推
动畲族传统文化走向
世界，让更多人了解
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近日，来自意大
利、西班牙、捷克等7
个国家的侨领通过网
络参加了丽水市景宁
畲族自治县政协举办
的“畲侨共商共富路”
远程协商活动，感受
畲乡丰富多彩的旅游
资源、极具特色的人
文风俗、别具韵味的
民族风情，共议“金点
子”，推动景宁文旅“破
圈”“出海”。

景宁畲族自治县
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
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是
中国唯一的畲族自治
县、华东地区唯一的少
数民族自治县。10 名
侨领受邀担任景宁首
批“海外推介官”，向海
外传播畲乡好声音，讲
述景宁好故事，助力提
升畲乡文旅在海外的
影响力和传播力。

秀美的自然景观、独特的畲族文
化给意大利青田同乡总会会长徐孟胜
留下深刻印象。他建议，在每年春节
等重要节点，组织侨二代、侨三代走
进畲乡，开展畲族文化、茶文化交流
体验活动。

柬埔寨青田同乡会监事长、丽水
市侨联副主席施海平和德国青田同乡
会名誉会长、中德共创中心董事长赖
成敏表示，将当好民间推介官，带动
更多华侨华人、国际友人前来感受畲
乡的好山好水和独特文化。

丽水市侨联副主席、青田侨乡进
口商品城商会会长周勇结合自身在意
大利的工作生活经历表示，景宁的惠
明茶是历史文化名茶，青田的咖啡文
化氛围日渐浓厚，建议在“惠明茶+咖
啡”融合创新上下功夫，串联中国传统
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创造独有的品
牌形象。

西班牙华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主
席张晓荣是土生土长的景宁人。他感
叹，家乡近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他
建议继续深化“一村一品”“一村一韵”，
将农业生态、自然风光、农耕及民族
文化有机结合，打造农文旅融合的乡
村旅游升级版。

意大利罗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执
行会长、意大利白帝国际旅游文化促
进会理事长陈鹏表示，将进一步与景
宁当地加强交流，在品牌驱动、项目
联动、产业支持方面加深合作。意大
利白帝国际旅游文化促进会、法国巴
黎中法文化旅游公司与景宁旅游集散
中心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愿，线上签
订了畲侨旅游业务深度合作框架协
议，携手推动文旅产业联动发展。

会后，景宁文旅宣传片在外媒发
布，向更多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展示
畲族的文化魅力。

海
外
侨
胞
推
动
畬
乡
文
旅
﹃
出
海
﹄

□

张

晔

近日，2023 广州海珠华侨华人
交流合作大会在广州市海珠区举
行。本次大会以“侨助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来自 37个国家和地区的侨
领侨胞、归侨侨眷以及海外、港澳
爱国友好社团、商会代表共计 400
多人参加此次大会。

共享机遇

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合
作理念，秉承“互利互惠、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互助共赢、共同发展”的合
作宗旨，以“侨助广州（海珠）高质量
发展”合作签约仪式为契机，海珠区
围绕“走进海珠、读懂海珠、投资海
珠”进行了招商推介演讲，并就城区
的投资环境和合作商机进行详细解
说。海珠区期待海外华侨华人发挥
技术和资本优势，加强与海珠资源
对接，共同推动合作向更宽领域、
更高层次发展，共享海珠发展成果
与机遇。

广州趣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静雯表示，海珠区是人工智

能与数字经济的集聚地，潜力无
限。希望今后与海外华侨华人进一
步在移动互联网、互联网和物联网
等领域深入合作，共享大机遇、共图
大发展、共建大湾区。

为侨服务

大会期间，海珠区侨商会第四
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换届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同时举
行第四届理事会授牌仪式，海珠区
委书记蔡澍出席并进行授牌。

广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
世彤在会上表示，衷心希望广大侨
胞抓住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充
分发挥融通中外、联系广泛的优势
作用，更好地把个人事业与祖国和
家乡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引领带
动更多侨胞朋友来穗投资兴业、交
流合作。广州市政府也将一如既往
地秉承为侨服务理念，与时俱进地
做好“侨”文章，用心用情用力地为
大家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好的
服务，共同书写美好的未来。

创新发展

近年来，海珠区坚持“以侨为
本、为侨服务”，不断推进侨务工作
创新发展，做好新时代“侨”的文
章：建立“五侨”部门联席会议机
制，加强侨联基层建设，成立 20个
基层侨联；建设“海珠区侨胞之家”
和“海珠区侨联法律援助中心”，开辟
涉侨法律援助服务“绿色通道”，切实
维护好华侨华人合法权益，有效助
推海珠经济发展。

海珠区侨务资源汇集。比如，黄
埔古村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
始发地之一，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重要的历史承载地和南粤水驿道文
化的历史见证地，华侨历史文化资源
丰富且独具特色，是广州市弘扬华侨
精神、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
台；每年在海珠区举办的广交会也是
海珠区吸引海外侨胞开展贸易合作
的平台，见证着海珠区日新月异的发
展变化。

（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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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侨为“桥”，共谋发展 德天瀑布冬景美
▼游客乘坐竹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德天瀑布景区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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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在陈嘉庚纪念馆内参观“集美学村”展。
陈嘉庚纪念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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