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 ! 岁习琴，"#

岁便成为上海滩夺目的

钢琴演奏家；她师从世界钢琴

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意大

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与中国老一辈钢

琴家吴乐懿、朱工一、周广仁、傅聪同门学艺；她是国

家一级钢琴演奏家，并于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她出身名门望族，

#$岁高龄，却从不带助理和随从，只身一人独步天下……她就是中国第一代钢

琴家、中国钢琴启蒙人之一巫漪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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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教育家、慈善家、橡

胶大王，他创办了厦门大学，他为辛亥革命、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就是

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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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回国慰劳抗日军民

厦门大学
的陈嘉庚

雕像

陈嘉庚与毛泽东的合影

“近代中国寻梦人”
系列报道之

!! ! ! ! !

非常好声音

有的人一辈子可以干很多

事，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能干好

一件事。面对纷繁社会现象，

作家要有自己的标准，任你千

变万化，还是按自己认为正确

的方向前进。

———作家莫言认为
作家需要有定力。

我理解青少

年用手机了解接

受大量信息的需

求，但另一方

面，手机阅读依

然没法代替深度

的阅读。

———史学家
阎崇年谈读书。

如果连看看

精彩的字句都感

到疲劳，那我们

的精神生活就完

蛋了。如果我们

今天连《红楼梦》

都读不下去，那

将是中华民族读

书人的耻辱。

———作家王
蒙谈读书。

为什么

我们的电视

剧总是不如

韩国？就是

制 作 太 粗

糙。电影要

出大片，电

视剧也要出

大片。

———导
演冯小刚认
为。

收藏只是平

添一份生活情

趣。古代文人透

过收藏认识世

界，继而认识自

己。今人却大多

为钱，殊不知文

化本身与钱没什

么关系。

———收藏家马未都说。

在评

价历史题

材 作 品

时，最重

要的是价

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

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

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

———陶东风

教授认为。

（苏 亚辑）

兴办实业 成为橡胶大王

陈嘉庚 （!"#$—%&'%） 早年投身实业救国，他恪守
“国家之富强在实业”的信念，建立起一个遍布世界的企
业王国。他是第一个集橡胶种植、制造和贸易为一体的企
业家，被誉为橡胶大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互相厮杀，给美国经
济腾飞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国工业长足的发展，刺激了
橡胶制品的需求，马来亚成了世界“橡胶王国”。

%&%' 年，陈嘉庚开始种植橡胶。他先后将新加坡土
头桥的菠萝罐头厂和恒美熟米厂改作“谦益”橡胶厂，专
制胶布，实现了橡胶经营从单一的农业垦植到工业制造的
飞跃。接着，他又设法与美国橡胶业协会合作，把“谦
益”橡胶厂的大半产品直接销售到美国。这样，他实现了
第二个飞跃：将橡胶的农、工、贸经营集于一身，而且开
创了在英国统治新加坡百年来华侨不通过洋行而与外国商
家直接进行贸易的先例。

%&%& 年，随着橡胶制品广泛应用，英国投资者不断
到马来亚抢占市场，有实力的华侨商家和小园主也纷纷改
办橡胶种植园或兴办小橡胶厂，竞争越来越激烈。面对挑
战，陈嘉庚做出调整，实现了第三个飞跃：扩充“谦益”

橡胶厂的规模，将粗加工的生胶厂改为深加工的橡胶熟品
厂；退出于两年前投资入股的 (家橡胶公司；组建陈嘉庚

公司，将“谦益”以橡胶总公司的名义列其
麾下。

%&)*年，由于市场萧条，橡胶价连续 +

年下滑，许多小规模的胶园、胶厂被
迫停产。而陈嘉庚断定橡胶业是新兴

产业，在对马来亚各地进行考察
之后，陈嘉庚一下子买下了 &家
橡胶厂。

,&*$ 年，陈嘉庚在
马来亚和印尼设了 %- 多
家橡胶分店，以后又在其

他地方设分行、
分店或办事机
构，目的是扩大

产品销路和原料来源，减少中间环节造成的损失。这一年
英国政府为抬高橡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中独占利
润，在新加坡、马来亚实行限制橡胶生产计划，加上美国
汽车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影响，橡胶价格大幅度上涨。这
一年是陈嘉庚的橡胶事业的巅峰。

投身教育 兴办厦门大学

陈嘉庚还是一位毕生热诚为国兴学育才的教育家。致
富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兴学报国。他说：“国家之富强，全
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
本。”

商业上的成功为陈嘉庚大规模兴学办教奠定了坚实的
经济基础。早在 !"&$年，他就捐献 *---银元，在家乡创
办惕斋学塾。!&!+ 年，他创办集美学校，此后又相继创
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
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
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在昔日偏僻的
渔村里建设起举世闻名的集美学村。

!&*!年，陈嘉庚开始创办厦门大学，有文、理、法、
商、教育五院 !. 个系，这是一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
也是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自 %&*% 年 $ 月 ' 日厦门
大学开学，陈嘉庚独力维持了 %'年。后来世界经济不景
气严重打击了华侨企业，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态度仍很
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
+ 座大厦卖了，用来维持厦大的经费。自 %&*' 年起，陈
嘉庚为了维持厦门大学经费不至于中断，做了许多努力。

在资金紧缺时，他甚至于贱价出卖了橡胶园。
%&*&年 %-月，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美国经

济不景气，造成了橡胶和锡业大萧条。陈嘉庚的公司积欠
银行债款近 $--万元，已是资不抵债。以英国汇丰银行为

首的债权银行要求陈嘉庚停止支持集美、厦大经费，被陈
嘉庚断然拒绝了。

据统计，陈嘉庚一生用于办学的款项约达 %亿美元以
上。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
陈嘉庚为集美和厦门大学兴建数十座雄伟的高楼大厦，自
己的住宅却是一所简朴的二层楼，既小又暗，但他十分怡

然。他的床、写字台、沙发、蚊帐
等都很老旧，甚至于外衣、裤子、
鞋子、袜子都打了补丁还穿。

支援抗战 出钱又出力

%&+.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
总会 （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选
为主席。他带头捐款。在他的影响下，%&+& 年一年，南
洋华侨就向祖国汇款 +/'亿多元。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
战争爆发期间 $ 年多的时间里，南洋华侨共计捐款约 !0

亿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抗日。
,&+"年 ,-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国对外交通

濒于瘫痪。新修建的滇缅公路成为最主要
的军运大动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
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商请陈嘉庚先生
在南洋代招募司机和修理工 （通称“南侨
机工”或“华侨机工”）。陈嘉庚号召华侨
捐款捐物，购买大量汽车和军需物品，同时
还亲自到南洋各埠演说动员，广大华侨
青年热烈响应、纷纷报名参加。同年 *月
,"日，首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名
成员在新加坡集中出发，被赞为“八十先
锋队”。

陈嘉庚除了带头捐款，还
精心筹划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
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
等物资以及在新加坡和重庆投
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
等。

陈嘉庚身居异邦，
心系乡国。正如黄培炎
先生所说：“发
了财的人，肯全
部拿出来的，只
有 陈 先
生。”

卢忠光 林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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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母级钢琴演奏家

,"岁那年，巫漪丽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
次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第一钢
琴协奏曲，全场轰动。此后，她把全部精力
投入到音乐事业中去。,&0$年，她离开上海
交响乐团加入北京中央乐团，北京宽广的平
台让她如鱼得水，她以国家一级钢琴演奏家
的身份在国内巡回表演，并代表国家到波兰、

丹麦、印尼、缅甸等许多国家演出。
上世纪 "- 年代中期，巫漪丽去了美国，

在熟悉的乐迷朋友中消失，令人惦念。其实，
她一直在音乐中，与钢琴相伴，潜心钻研钢
琴演奏及新的教学方法。,&&+ 年，机缘巧
合，她受邀至新加坡教授钢琴演奏技巧，此
后长期定居，担任多个合唱团体的伴奏。于
是在当地舞台上，观众偶尔会见到这位被称
作“曾祖母级钢琴演奏家”的长者用琴声与
他们交流对话。

熟悉巫漪丽的朋友都知道，她的演
奏热情细致、音色饱满华美、节奏铿锵
生动。她和其他演奏者的配合，总是相
得益彰、恰到好处。她所秉承的音乐理
念是前苏联著名声乐家苏石林所教导的
“共同进入音乐的意境”，认为“伴奏应
该是艺术指导，而不仅是演奏音符，是
和合作者共同进入音乐意境，是音乐背
景的共同创造者”。因此，她和著名小
提琴家孔昭晖合作演奏的 0首中国乐曲
的 12专辑，畅销国内外。

创新性表达民族音乐

巫漪丽还擅长西洋古典及浪漫派音
乐的演奏。巫漪丽始终认为，自己身上流
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自己作为一个
西洋乐器演奏家，不能停留于做西洋乐
器的“传教士”，更要敢于用西洋乐器来

创新性地表达中华民族的音乐。于是，钢琴在
她的双手下，不仅是一个演奏工具，更是她表
达和释放中华民族情怀的一个平台。她对中国
音乐作品深入钻研，对乐曲的诠释更有独到之
处。她是著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
曲钢琴部分的首创及首演者。她改编的广东音
乐《娱乐升平》更是广为流传。她每次演奏《松
花江上》都热泪盈眶，倾情之下、指尖之间，有
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悲愤交加的旋律中凝
聚着爱我中华、爱我家乡的深厚情怀，强烈感
染着每一位听众。

巫漪丽还苦心孤诣地给一“少”一“老”
带去音乐人生。定居新加坡以来，她将在美
国学习的新教学法以及自己几十年来的演奏
经验总结贯彻于教学实践。她认为音乐应该
是一个感化和共鸣的过程，所以对于年幼的
孩子不能只是以数拍子的方式强迫他们每天
固定完成数小时的练习任务，而是培养他们
对音乐的感情，让他们沉浸在自己创造的音
乐中。她倡导中老年人也可以学习钢琴演奏，
并积极参加各地中老年人钢琴联谊会的活动。
如今她已桃李满天下，年纪最大的学生已 &-

岁，还有不少学生已取得英国皇家音乐学院
八级考试文凭。

常常一人行走世界

)--"年，."岁高龄的她出版了首张个人
专辑 《一代大师 %》。作品一进入市场即受到
广大音乐爱好者的推崇。)-%+年 " 月，她的
第二部个人专辑 《一代大师 )》 出版。 《松
花江上》、《百鸟朝凤》等 &首“中国风”再
次引起业界强烈反响，许多乐迷和专家纷纷
撰文评论其为“西洋乐器下的中华情”。

如今，"$岁高龄的巫漪丽，为了心爱的
钢琴事业，仍常常一个人乘坐飞机行走世界，
分享音乐。她满头银发，却依然笑容灿烂，
心灵洁净有如孩童，每天弹琴唱歌、看书写
字、聊 33、刷微博、玩微信，生活充实快
乐而又潮人范儿十足。虽已耄耋之年，但身
体硬朗、精神矍铄，音乐更是让她的人生仍
然英姿勃发。她坚信：文化和艺术能使城市
更加优雅、社会更加美好、民族更有涵养。

（据《中国文化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