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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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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在厦门
王起鹍

1954年 2月 23日，集美华侨学生
补习学校（集美侨校）在集美敬贤堂举
行建校典礼，参加典礼的有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陈嘉庚，厦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郭金海、中共市委统战部部长李文陵，
市侨联主席林采之等。陈嘉庚委员在典
礼大会上说：人民政府非常关心侨生。
从各方面予以入微的照顾，并介绍该校
建设情况及运动场所的扩充计划，号召
侨生们要厉行节约，养成优良品德。厦
门市侨联主席林采之对侨生热爱祖国，
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回国学习的精神，表
示赞扬，鼓励侨生们，要遵照陈嘉庚委员
的教导，克服在南洋与回国后在生活上的
某些习惯不同的困难，好好学习。建校典
礼在严肃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各方面的伟
大成就，海外华侨全心向往祖国，纷纷
把子女送回祖国就学，另一方面帝国主
义对海外华侨的迫害和对教育的摧残日
益残酷，因此回国就学的华侨学生逐年
增多。为了适应这一客观上的要求和解
决回国赶不上祖国各校招生考试与部分
虽然参加考试，但未被录取的华侨学生
的就学困难，陈嘉庚根据海外华侨和归
侨侨眷的意见，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
在集美创办华侨补习学校。

中央人民政府很快采纳了他的建
议，于1953年特别拨款60亿元委托时
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
副主席陈嘉庚在集美建筑校舍，并于同
年10月开始筹建工作。

陈嘉庚亲自选址、计划和设计，并亲
临工地指导，仅用两个多月，部分校舍便
投入使用，1954年1月4日正式上课，至
2月20日就有来自泰国、印尼、马来亚、
缅甸、菲律宾、日本等国的281名侨生在
新建校舍开始了学习、膳宿。

根据陈嘉庚先生的建校建楼要旨，
历经4年，以“南侨”为名的具有南国
风味的建筑群拔地而起。四座一排，逐
排层层加高，16座校舍，如同层峦叠
嶂，务实又美观的侨校校园，体现了民
族风格。

该校与一般中学有些不同，是从初
中预备班至大学先修班的一种补习学
校。他的目的是照顾华侨学生，帮助回
国华侨学生顺利就学。其任务是提高华
侨学生的文化和政治水平，作为投考正
规学校的准备。凡是回国而未考进正规
学校的华侨学生均可随时进入该校，按
不同程度，编入不同班级。通过一定时
间的补习以后，由该校介绍投考适合于
其程度的学校和班级。

同时，陈嘉庚对侨生要求非常严格，
强调说：“辨别是非，是做人的基本条
件，侨生也不能例外。侨生回国，政府有
特别优待，但是非仍要分清，不能因为他
们在国内没有亲戚，就可以随便容许胡为
乱作，就可以宽恕，就可以不讲是非。”
他希望侨生“必须遵守纪律，培养优良品
德，认真学习，发扬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
的精神”。

遵照陈嘉庚意愿，厦门市侨联也协助
集美侨校做好招生工作，及侨生的思想教
育、辅导华侨学生升学、介绍归侨就业
等工作。每逢寒暑假，大批在侨校无家
可回的侨生，市侨联积极配合学校安排
好假日的各种文体活动，过好节日，并
拨出活动经费，组织他们到外地参观。
五一、六一、端午等节日，侨校还举行
大会餐。侨校校长陈曲水先后也兼任厦
门市侨联名誉主席、省侨联名誉主席，
并出席全国侨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
为全国侨联委员。

许多侨生来到侨校，在新校舍中学
习、膳宿，无不感到舒适。加以生活上、
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民政府及时替他们解
决，享受人民助学金、生活费或医疗扶
助，以及领到棉被、棉衣。侨生占全校人
数的35%，因此侨生们深深感激人民政府
对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纷纷表示要学好
功课报答祖国。

没有陈嘉庚的倾资办学，就不会有集
美学校；没有陈嘉庚克己奉公的伟大爱国
主义思想、坚韧不拔的兴学毅力，就不会
有集美侨校 （现更名为华大华文学院），
也不会有我们众多的华侨学生……

南侨之光 永照后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国观光的侨胞
日益增多，厦门市侨联接待工作也随之
增加，而且来厦门的多数华侨都想到集
美拜访陈嘉庚先生，陈嘉庚自然也把侨
联接待的工作当成自己的大事，总是热
情接待来访的侨胞，认真倾听他们的意
见，介绍祖国的建设情况，解释有关侨
务政策，热心支持他们在家乡创办教育
文化、卫生及其他福利事业，甚至亲自
带他们参观集美学村，帮助他们解决和
反映有关问题。

1952 年 7 月，第二批缅甸华侨观
光团共30多人，在徐四民团长的率领
下来到集美，受到陈嘉庚的热情接待。

1952年 9月 25日，以陈福顺为团
长的第三批(37人)缅甸回国观光团带着
缅甸广大华侨爱国热情离开缅甸，回国
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庆盛典后，并与印
尼、印度、朝鲜华侨回国观光团，及马
来亚、泰国归侨代表团共120多人，经
历 80 天，经过 14 个省份，参观了 15
个大小城市，之后他们分别回到自己的
家乡。陈福顺一行回到厦门后，在市侨
联主席林采之的陪同下，乘坐专轮从厦
门到集美浏览，受到了陈嘉庚的热情接
待，陈嘉庚亲自带领团员们参观集美学
校，新的建筑和新的人文风貌给观光团
留下说不尽的话题，也让他们带走了祖
国政府和人民对海外侨胞的关怀。陈福
顺祖籍厦门，集美商科学校毕业，
1925年跟随陈嘉庚赴缅甸，在陈嘉庚

创办的公司任职，曾参与创办南洋中学
和仰光集美学校，并兼任两校副校长。
1971年回国定居，1977年后历任中国
侨联常委、致公党中央委员、致公党北
京市委会副主委。

1952年12月，印尼观光团团长司
徒赞回到印尼后，在侨界广泛宣传祖国
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我对新厦门的
印象》一文中写道：“在集美，我们会
晤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创办人陈嘉
庚老先生，今年已是80高龄，但是精
神却非常矍铄，陪同我们参观集美学校
近两个半小时，巡视集美全校及复兴后
的集美工程。他老人家精神非常好，走
路无须人家扶持，一路当先，健步如
飞，拾级上四五层高楼，也无倦容，他
老人家那种热心教育，服务桑梓，为国
家造育人才，始终如一的精神，尤其令
人肃然起敬。”

1956年10月，新加坡、马来亚一
个庞大的星马工业贸易考察团访问我
国。刚刚上任的全国侨联主席陈嘉庚在
北京会见他们，许多成员都是他的老朋
友，有同事和亲戚 （家族）。对于他

们，陈嘉庚先生，既作为自己家人又以贵
宾相待，在公开场合以主人身份，称“贵
我”两国；私下交谈，则以长辈、平辈、自
己人相称，一见如故，毫无拘束，他唯恐考
察团不熟悉中国的国情，处处加以指点；他
极关心考察团与国家贸易部门的贸易合作，
使考察团成员深受感动，称赞陈嘉庚主席对
考察团的“关怀备至，鼓励有加”。

10月18日考察团抵达厦门，陈嘉庚
提早一天赶回集美。20日考察团和观光
团（共200余人）分批到集美参观，陈嘉
庚亲自介绍，亲自带领参观集美学校近两
个多小时，10月天气闷热，累坏了不少考
察团成员，但他们在长辈面前又不好意思
停下来休息。陈嘉庚向观光团介绍了海堤
建设情况和集美侨校发展情况，观光团对
厦门连接集美海堤的工程极感兴趣，曾经
出资建设漳厦铁路的60余岁的华侨苏公杰
说：“在海外听说祖国建设一日千里，回来
一看祖国的前进可以说是一日万里。”

中午陈嘉庚主席在集美侨校食堂设宴
招待，吃的是集美本地的普通菜肴，但对
陈嘉庚嘉来说，这是他自己回国以来最隆
重的一次宴请。

热情接待回国华侨

关于陈嘉庚主席与侨联的史记，
由于资料欠缺研究者并不多……

本文作者1963年从缅甸回国就读
集美侨校，在统战、侨务岗位上工作
40年，利用所掌握的史料，力求做到

真实，较完整的记述陈嘉庚先生从
1950年回国定居，暨厦门侨联诞生之
日起，以及陈嘉庚任全国侨联主席之
后，为侨联事业做出的许多至今鲜为
人知的贡献……1949年12月，陈嘉庚在北京参加完全国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后，便先后到沈阳、哈尔
滨、济南、长沙、福州等14个省、40个城市参观
考察，于12月27日回到故乡集美。

1950年1月23日，厦门市侨联筹委会隆重
聚会欢迎陈嘉庚先生回乡，陈嘉庚向大家介绍
亲自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的经过，介
绍新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成就，经过
考察所见所闻，他看到共产党能打天下，也能治
理天下，自己感到欣慰，信心百倍，更加向往新
中国，也让家乡的乡亲和侨胞们了解祖国，参加
祖国建设。从这一天开始陈嘉庚与厦门侨联结
下了不解之缘……

厦门侨联在陈嘉庚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鼓舞下，积极团结和组织归侨侨眷加强社会主
义教育，鼓励和协助归侨侨眷、海外华侨参加祖
国建设；广大归侨侨眷与厦门人民一道，同甘共
苦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并在陈嘉
庚的号召下举办了一批地方公益和文化教育、
福利事业，还创办了几个工厂和农场，及发展亚
热带作物等等。

1950年5月21日，陈嘉庚离开了曾经居住
长达60年的新加坡回国定居。陈嘉庚先到北京
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中
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之后，又前往山西、青岛、
南京、上海等地考察，于9月5日回到故乡集美
居住。

1956年10月5日，全国侨联成立大会在北
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侨联筹委会主任陈
嘉庚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国务院副总理邓子
恢出席开幕式。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31名委员

回国定居 荣任主席
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陈嘉庚提出修建福建

铁路的提案获得通过后，鹰厦铁路于1953年1月投入设计，次年动工
兴建，1957年4月12日正式通车……

1957年12月11日，150多个归侨、侨眷和侨务工作者，从全国各
地通过鹰厦线路来到厦门，参加全国侨联第一届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
这是新中国诞生8年来首次在福建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因而受到省市
政府的重视。会议期间，福建省长叶飞、厦门市长李文陵以及省市政协
和厦门市侨联、工商联等有关团体，都先后协助并设宴招待来自全国各
地的侨联委员和列席代表，不但欣赏了厦门、漳州、泉州、龙岩的地方戏
剧，还品尝了蚝仔煎、土笋冻、炒面线等厦门传统风味。有人说这次会议
有“三饱”，不仅思想上丰收，还大饱口福和眼福！

从12月11日起，委员们共聚一堂，开了8天会议，通过听报告、小
组讨论和大会发言等形式，认真探讨中央政府制定的国内外侨务工作
的方针政策，并研究贯彻的具体做法。

委员们根据陈嘉庚主席在开幕式上指出的：“……归国华侨及侨眷
必须向国内人民看齐，把参加劳动生产作为自己的光荣任务。”针对归
侨侨眷所存在的“特殊感”，及要求不合理的特殊照顾，一些思想问题和
实际问题进行讨论。

张楚琨委员在《照顾华侨的界限问题》的专题发言中指出：照顾要
有界限，应该根据“从六亿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来照
顾。为了正确认识特殊照顾的意义，会议还对物资供应、劳动生产和侨
生、侨属子女升学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讨论时，同安县侨联主席柯朝阳感慨地说：“这种风气实在要不
得。我有个儿子在南京读书，品学一向很好，没想到近来也跟人家一起
申请助学金。我知道以后就立即去信要他退还。他却回信说学校已发
了，不好退还。我再去信给学校，要求对他严加教育。”柯朝阳的这一番
话，确实使那些只想享受国家照顾、不愿担负儿女教育费用的人们听了
也会感到惭愧。

全国侨联副主席黄长水说：宪法上人人平等，不管归侨、侨生，都要
遵守法纪，不能过分迁就，因为送子女回国，都希望成为好孩子。庄明理
副主席认为今后侨联可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侨生的思想教育,并要多
与海外家长联系，共同来做好侨生的教育工作。

全国侨联副主席方方常用浅显生动的比喻来说明问题。他说：华侨
初回国犹如新娘子，照顾只能二三天，总不能长期不参加家务劳动。而
所谓照顾，主要是照顾华侨初回国的不习惯，而不是说华侨比工人、农
民等国内各阶层人民的功劳大。他还引用闽南俗谚“第一代是点盐滴
醋，第二代是宽衣阔裤，第三代是典田卖厝”这句话来说明加强侨生教
育的重要性。

会议期间，委员和列席代表们在陈嘉庚主席的陪同下参观了集美学
校。还参加了厦门口岸出口商品展览会，参观华侨博物院、厦门大学以及
鼓浪屿、南普陀等名胜风光。在参观厦大生物系学生、印尼侨生周才喜(他
向厦门市侨联倡议的)开辟的热带作物试验园地时，连贯委员看到蚁美厚、
王源兴、罗理实等老归侨摸着含羞草不见立刻有反应时，便打趣地说：它
们看你们都是南洋的老朋友，才不含羞哩！这话逗得人们开怀大笑。

整个会议和活动，都体现在陈嘉庚倡办的集美侨校校门上左右两
侧的8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带动归侨侨眷与全国人民一道前进

创办华侨博物院，是陈嘉庚先生兴办教育事业的又一重要贡献。
陈嘉庚一生致力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同时也将教育理念成功

融入了我国文博事业的发展和建设,为我国的文博事业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

陈嘉庚在创办华侨博物院缘起中写道：“博物馆是文化教育机构的
一种，与图书馆、学校等同样重要，而施教的范围更为广阔。”由于“学校
为学生而设，图书馆为知识分子而设”，而“博物馆的对象则不限于学生
或知识分子”，而且还具有“用形象来表现内容，不假文字间接传达”的
特点，因此“无论男女老幼，文野雅俗，一入其间，都可由直观获得必要
的常识”。他认为厦门是福建华侨出入的门户，很有必要设置华侨博物
院，以使他们有机会重温自己的历史，因此陈嘉庚带头，捐赠10万元人
民币，全国侨联领导、厦门侨联领导和归侨侨眷庄希泉、王源兴、尤扬
祖、洪丝丝、黄钦书、颜西岳等20多人也积极响应，踊跃捐赠，共得资金
人民币37万元。1956年9月在蜂巢山麓破土动工，1959年5月落成开
幕，牌坊式、仿古石雕建筑的正门门额上雕刻的“华侨博物院”五个镏金
大字，是廖承志同志所题，五层高的宫殿式院楼，斗拱飞檐，气势轩昂，
都是陈嘉庚亲自策划和设计。

关于名称，之所以称“院”，是因为陈嘉庚当年的设想宏大，准备日
后扩建为4个馆。作为首期工程，华侨博物院这座具有民族风格的建
筑，不仅开创中国华侨博物馆的先河，即使在世界上也是第一家。

陈嘉庚一开始就与厦大人类博物馆馆长林惠祥（厦门侨联筹备委
员会主任）教授策划华侨博物院和商谈厦大人类博物馆并入华侨博物
院的具体事宜，似聘请他为首任院长，不幸林惠祥教授于1958年去世，
使原计划落空。

1958年陈嘉庚虽然患了鳞状上皮肤癌，但对华侨博物院的建设仍
没放松，首期工程基本完成后，他安排在1959年5月14日举行开幕典
礼，坚持从北京回到厦门参加，以86岁高龄，右眼基本失明，每天要服
药止痛的病弱之躯，亲自主持了开幕式，会上他讲了博物院的创办、筹
备过程、意义、总的设想。会后他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带领来宾参观，
并介绍陈列内容，高度负责的事业心和顽强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在场
的每一位来宾。

华侨博物院建院60多年来，对传播知识，系统介绍华侨华人的历
史和现状，对促进学术研究，开展海内外华文交流，对外联络，团结海外
华侨华人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它是对外联络的窗口，又是爱国主
义教育的基地，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与发展，将在国内外产生越来越重
要的影响。

1961年8月12日凌晨零时15分，杰出的华侨领袖，一代伟人陈嘉
庚主席，因全身机能衰竭，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参考资料：《厦门日报》《鹭风报》《张楚琨诗文选》、张其华编著《陈
嘉庚在归来的岁月里》《厦门政协文史丛书》）

（本文作者为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致公党
中央理论与学习委员会顾问、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理事、政协厦门市委
员会特邀研究员、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名誉教授、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原专
职副主委、厦门市侨联原副主席）

响应倡议筹建华侨博物院

1957年 12月 12日陈嘉庚带领出席全国侨
联第一届第二次会议的委员参观集美学校。左
起方方、陈其瑗、陈嘉庚、庄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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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11月 18日，旅渝福建同乡会、厦
大集美校友会等团体在重庆发起召开“陈嘉
庚安全脱险庆祝大会”，毛泽东送来一幅单
条，上面题“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八个
字。图为：1984 年，邓小平视察厦门，也欣
然命笔，用同一评价为陈嘉庚题词。

组成的全国侨联第一届委员会，陈嘉庚当选主
席，方方、尤扬祖、王源兴、庄希泉、庄明理、李铁
民、陈其瑗、罗理实、高明轩、蚁美厚等14人为副主
席，大会通过了全国侨联章程。会议确定了全国侨
联的工作方针和基本任务，会议号召全国各地侨
联组织，团结和组织归侨侨眷，加强社会主义教
育，反映归侨侨眷和国外华侨的意见，向有关部
门提出建议；要加强联系国外华侨，促进国外华
侨的爱国大团结，鼓励和协助归侨侨眷和国外华
侨参加祖国建设；为归侨侨眷和国外华侨服务，
举办和协助举办有关归侨侨眷的文教、福利及其
他公益事业。

1959年 8月7日，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在福州成立，参加大会的有各地侨联负责人和
归侨侨眷代表200多人，全国侨联主席陈嘉庚
到会作了指示。会上全体代表听取和讨论了关
于目前形势、一年来全省侨务工作，省侨联筹委
会工作的报告，一致表示拥护。大会选举王汉杰
为省侨联主席，郭瑞人、林采之（厦门）、林珠光
（永春）、柯朝阳（同安）、刘成鹏（致公党）、郭健
等6人为副主席，林珠光兼秘书长，魏文基、陈
德润（厦门）为副秘书长。大会期间，中国致公党
福建省工委副主委刘成鹏，印尼中华总会副主
席、生活报社社长黄周规在会上谈了他们参加
大会的感想和今后开展侨务工作的意见。

上世纪 50 年代，在厦门、在福建、在广东
乃至在全国侨联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与陈嘉庚
的“爱国、敬业、诚信”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