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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集美学村 1

今年是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110周
年，也是集美学村命名100周年。百余年来，

“诚以待人、毅以处事”的校训滋养着一代又
一代莘莘学子，无数青年秉承嘉庚之志，在集
美学习、成长、奋斗，以实际行动践行“嘉庚精
神”。为进一步凝心聚力，征文主办方诚邀广
大市民朋友，通过自己的亲历或眼见耳闻的

“身边人身边事”，分享发生在百年学村中的
学习、成长、创业、成就故事，特别是近年来建
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的励志故事，为推动
集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汇聚新合力。

●征文主题：“我心中的集美学村”
●征文要求：作品切合主题，观点鲜明、

故事真实、情感真挚，以记叙文、散文为主，
900字左右，最长不超过1200字。

●备选角度：作者围绕主题自选角度，以
下角度仅供参考：1.一段集美学村的难忘往
事；2.记集美学村的一位恩师（同窗学友）；3.
那年我回学村看变化；4.学村是我创业加油
站；5.安居在学村，幸福的选择；6.在集美，台
湾青年遇见人生的美好；7.与学村结缘，开启
人生新航向；8.“诚以待人、毅以处事”校训激
励成长；9.学村唤你“回家看看”；10.学村最
美的景观（建筑）；11.学深悟透学村校训；12.
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吸引天下创业者，等等。

●征文时间：2023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投稿邮箱：厦门日报城市副刊邮箱
csfk@xmrb.com，请注明“百年学村征文”字
样，并附上作者的姓名、联系方式等。

●征文评奖：征文投稿截止后，将组织专
家评出一等奖2篇，各奖励1200元；二等奖4
篇，各奖励 800 元；三等奖 6 篇，各奖励 500
元；优秀奖10篇，各奖励200元。获奖者将获
得奖金和相应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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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区宣传事务中心
厦门日报社

投稿邮箱：csfk@xmrb.com

活动
主办

时隔多年，再次踏着石板路，穿过归来园
北门枝繁叶茂的浓荫，步入陈嘉庚先生的故居
时，我已从懵懂无知的孩童成长为即将奔赴远
方求学的青年。一切仿佛如昨，但内心却涌动
着不同的情感。

站在陈嘉庚先生故居前，我对他充满了敬
意。踏入故居，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陈嘉
庚先生的年代，与这位伟人近在咫尺。故居内
部陈列着他的日常用品、生平事迹和著作，这
些都是他智慧的结晶，也是他对教育、慈善事
业的热爱与奉献的见证。

故居的展馆里，陈列着陈嘉庚先生生前用
过的手电筒、皮带、钢笔、时钟、鞋帽、手杖雨伞
等日常物品。但让我印象最深刻始终是那个
烛台，五岁时见到它的第一眼，已让我铭刻在
心。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烛台，只是一只倒置
的、断了手柄的旧茶杯。据说，当时陈嘉庚先
生家里人都劝说他把破茶杯扔掉，但陈嘉庚先
生坚定地拒绝了，他说：“该用的钱几千几万都
得花，不该用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

物件虽已久远，温暖依旧留存。透过杯
壁，我仿佛看到他静坐于此，细细品茶，又仿佛
看到他在烛光下为了集美学校的未来而运笔
谋划，殚精竭虑，孜孜以求。一个普通的茶杯
承载了陈嘉庚先生不平凡的一生，而他的一生
也丰富了这个茶杯的意义。陈嘉庚先生用一

生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却把大部分财富都留给
了家乡和集美学村、厦门大学。我不禁感慨：
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中华民族“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美德。

杯中日月乾坤大。茶杯里的日月，见证着
陈嘉庚先生如何在日新月异的历史变革中坚
守信仰和坚定理想。茶杯里的清茶，象征着节
俭精神，告诫我在外求学时要保持节俭，铭记
传统美德；茶杯里的蜡烛，象征着奉献精神，告
诉我要在追求个人梦想的同时，不忘回报社
会，为他人带去温暖与希望。

我沉浸在故居的氛围中，久久不愿离去，
嘉庚先生的博大胸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时刻
激励着我——陈嘉庚先生永远是我心中的明
灯，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在踏上新的征程前，我特来故地重游，只为
了再看一眼那个茶杯，它已然成为一种象征，承
载着岁月的痕迹、光阴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
回首望去，陈嘉庚先生的故居已渐渐不在我的
视线中，但嘉庚精神给我的力量却在心中奔涌。

求学路上，我一定牢记陈嘉庚先生的教
诲，坚持追求真善美，踏实前行，勇往直前，不
辜负青春韶华，在“生命”这一杯茶里注满对家
国的情怀。让我们一同怀揣家国情怀，努力前
行，让茶杯中的日月，在我们的岁月里绽放耀
眼的光芒。

每当我行走在集美学村，心中总会涌起一
些别样的感觉，总会久久沉浸在集美学村那迷
人的魅力中——嘉庚建筑的美丽，还有与嘉庚
建筑相关故事的美丽。

1921年，在集美的一个小渔村，出现了一
座引人注目的红房子，与平常见到的中式房屋
不同，它显得新潮时髦——外墙红砖配花岗岩
镶嵌，西式装饰的门楼、栏杆和窗套。这座楼
名叫尚忠楼，它与左右两侧的敦书楼和诵诗楼
并称为尚忠楼群。除了楼房的美丽大气，更引
人注目的是，这是一所专门招收女生的师范学
院——集美女子师范学院的校舍，在当时，可
谓是开风气之先。而这些非凡的手笔出自爱
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嘉庚先生一生倾资
办学，先后投资兴办并亲自规划了集美小学、
集美中学、师范、航海、商科、农林等校（统称集
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建成了一批具有独特风
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筑，被称为“嘉庚建筑”，嘉
庚先生也被各校师生尊称为“校主”。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嘉庚建筑
就是一部回响着传统文化的史诗般的音乐。
闽南式屋顶、西洋式屋身、南洋建筑的装饰元
素——这些犹如看得见的音符，音符里传递的

是嘉庚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允恭
楼群，为五幢“一”字形排列的楼群，分别为红
色嘉庚瓦的即温楼，南洋、闽南双重建筑风格
的明良楼，仿美国白宫建筑的允恭楼，还有崇
俭楼和克让楼，楼名取自《论语》“夫之温、良、
恭、俭、让以得之。”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是南
薰楼名的出处。南薰楼是嘉庚建筑的经典之
作，楼顶为穹窿式钟亭，两护楼形似鸟翼，翼两
端为八角亭，与主楼顶钟亭交相辉映，呈“山”
字形架构，整座楼威武挺拔。

集美学村的每一幢楼都有着统一的嘉庚
风格，又有着各自的特色，尤为独特的还有，嘉
庚精神赋予嘉庚建筑非凡的气质、精神与灵
魂。一幢幢嘉庚建筑，它们承载的往事，无不
在诠释着嘉庚精神。品读一幢幢嘉庚楼，也像
读一本本厚重的书，令人一读再读，回味无穷。

微风习习，龙舟池旁，集美学村，水与楼相
依相傍，相得益彰。水的温润滋养着学村，学
村以浓厚的文化给予水以内涵。时光慢慢流
逝，水依旧，而嘉庚建筑也丝毫没有褪色，那些
建筑里的故事、那些一代代传承的嘉庚精神依
然熠熠发光。

暑假来临，大学班级群讨论起
毕业十周年聚会的事情，大家兴致
勃勃地谈论着在集美上大学的美好
点滴，往昔流连在集大校园，游弋于
集美学村的场景历历在目，让我们
不禁对即将到来的聚会期待不已。

2009年新生报到，我第一次走
进集大，校门口的陈嘉庚先生塑像
令我印象深刻，嘉庚先生目光炯炯，
挺步向前，像是在迎接来自五湖四
海的学子。此前，我都是在父辈口
中听闻校主的故事，能在他创办的
学校就读，心中难以抑制激动之
情。送我前来报到的母亲，在校门
口叮嘱我保重身体，继续勤勉学习，
她挥手和我告别，也似和嘉庚先生
致意。入学前，学校统一为新生开
设了有关嘉庚精神的课程，老师们
详细、系统地讲述了嘉庚先生倾资
办学、爱国爱乡的故事，“诚毅”精神
由此深深根植在我们心中。

我们大学修习的课程丰富多
样，经常要往返于各个学院之间，漫
步在集美学村，我们曾在南薰楼上
眺望，于道南楼边驻足，在延平楼旁
的台阶上望海，于允恭楼前的操场
奔跑……移步换景间，我们领略着
嘉庚瓦、燕尾脊、红砖墙、坡屋顶的
魅力，这些巍峨俊秀、端庄典雅的嘉
庚建筑，是我心中最美的建筑。陈
嘉庚先生选择中西合璧的建筑风
格，中式传统屋顶建在西式楼上，是
他自信中华民族能赶超西方，独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他自强不息
深情表白，也是强烈民族精神的宣
示。嘉庚建筑在中外建筑史上，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06年，集美
学村的17幢建筑被列为国家重点保
护文物，集美学村早期建筑也入选

“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嘉庚建筑在集美大学新校区矗立，
如今更成为集美区众多新建中小学
建筑样式的不二之选。陈嘉庚先生
的乡情国思跃然建筑物之上，而后
来人也在观览、思索中不断学习、继
承。

大学四年，在嘉庚精神的浸润
下，我认真学习，2013年毕业后，我
成了集美区的一名教师。近年来，
集美教育迅猛发展，一所所新学校
拔地而起，孩子们坐在敞亮的教室
里学习，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
干。“学于斯，教于斯”，我带着孩子
们去嘉庚先生的故居参观，将时光
回溯百年，一起深入感受这位爱国
华侨领袖的非凡人生；我们在端午
时节，临于龙舟池畔，为列阵竞渡的
龙舟呐喊；我们欢聚在尚大湖边，看
湖光树影，鸥鹭腾飞，畅谈人生理想
……一位位从集美大学走出的学
子，有的继续在集美这片沃土上书
写自己的故事，有的将嘉庚精神带
到了五湖四海，他们都秉承着校主
的谆谆教诲，将“诚毅”精神发扬光
大，薪火相传。在集美学习的莘莘
学子，是幸福的；在集美工作的人
们，是幸福的。

现在，我在集美已安了家，成了
货真价实的“集美郎”，一路走来，嘉
庚精神充盈着我学习、成长、奋斗的
历程，我的集美故事，未完待续。

我是1992年来到集美学村的，之所以记得
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年我在集美小学一年级得
到了我人生的第一张奖状——被评为“1992-
1993年优秀班干部”，而那张奖状现在依然保
存在我的奖状册里。

说起集美，我们真的是满满的爱。身为数
学教授的爷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来到集美
学村工作了。我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级，也来到
了集美，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我的老家在
漳州，记得那时来到集美，印象很深的是下了
客车，看到一个非常高大的石牌坊，上面赫然
写着“集美学村”四个大字。

记忆如同碎片一般，我记得现在的地铁站
在以前是火车站；我记得以前的道路是泥土
路；我记得学村进来有一排排店铺；我记得那
时集美小学的北校区是儿童乐园，每天晚上吃
完饭，爷爷奶奶会带我们到儿童乐园玩滑梯；
我记得当时的海边没有这么多房子，倒是有很
多土堆，在土堆上我们这些小伙伴烤地瓜、玩
游戏；我记得那时的海边时不时停着些小渔
船，调皮的我们会爬上船去玩；我记得我们偶
尔会到海边抓螃蟹，小小的我们便知道什么是
寄居蟹，什么是涨潮，什么是退潮；我记得小学
的时光是那么美好，我们努力学习知识，在体
育课奋力奔跑，我们在敬贤堂表演节目，看好

看的演出……
记忆飘向从前，眼泪也已夺眶而出。时间

的车轮在转动，奶奶已离去好些年，我们不断
长大、成长，而集美也不断蜕变。我的高中是
在老家漳州读的，高中毕业，我又考上了集美
大学，回到了我启蒙成长的地方。这次，我发
现学村的路变了，铺上了石板路；公交车多了，
记得从前公交车不多，959路公交车穿过石鼓
路驶到厦大，是我最爱的公交线路；石鼓路越
来越热闹了；海边的路都修整了，一切都变得
那么新。

四年大学生活很快过去，我在岛内找到了
工作。后来，我结婚，有了孩子，我们的生活重
心又转移到集美学村。我带着孩子参加学村
的志愿服务活动，参加学村组织的科普、手工
活动，着实感叹学村的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
当孩子开始进入学校学习，更是让我感受到集
美学村的变化，护学岗井井有条，维护交通、协
调管理的志愿者认真负责地为小朋友们指挥
交通，学校老师用心为孩子们的学习、成长指
导、护航……

我们的学村，我们的集美，我们永远的家，
变化的是更加平坦的道路，更加便捷的交通，
更加优良的学习环境，不变的是我们学村人爱
集美、爱学村、爱生活的心！

我在集美中学度过了六年的美好时光，对集美
学校校歌是天天听、经常唱，耳熟能详，但对校歌最
深刻的记忆却是在上大学以后。

记得那是大学的第一个寒假，上大学后第一次
回家，我的心情格外激动。没想到在北京站上车的
时候，居然碰到了在大连读书的高中同班同学和集
美中学高中66组的王师兄，他是我们高中数学老
师的儿子，也在大连读书。他乡遇故知，我们三个
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热聊一路。在列车经停上海
时，我们竟然还遇到了在西安上学的高中同学，别
提有多高兴了！

一路的奇遇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四个人一路
聊天，夜幕降临，看着车窗外面偶尔闪现的灯火，我
们坐在温暖、明亮的车厢里，倍感温馨。不知道是
谁提议，我们一起唱歌吧？我们四个人就开始唱，
革命歌曲、流行歌曲，一曲接着一曲。旁边会唱的
乘客也跟着我们一起唱。一时间，此起彼伏的歌声
在飞驰的列车里飘荡。

唱了十几首歌以后，大家开始找歌唱。有人提
议：“我们唱集美中学校歌吧？”“闽海之滨，有我集
美乡，山明兮水秀，圣地冠南疆……”我们高声歌
唱，歌还没唱完，就听到车厢两头有人在喊：“我也
是集美中学的！我也是集美中学的……”不一会
儿，我们所在的车厢就又来了四五个集美中学的校
友。“这么多人？我们大家一起唱校歌吧！”新来的
校友齐声应好，于是，我们又齐声唱了一遍校歌。
没有想到，在校歌声中，又有几位集美的校友聚拢
过来，有在沈阳读书的，有在天津读书的……“你是
哪一组的？你又是哪一组的？”大家开始“对暗
号”。毕竟是集美中学的校友，我们很快就能找到
共同的老师和朋友，那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车厢
里气氛热烈，校友们久别重逢别提有多亲热了！

这温馨的一幕，就像是校歌的“神龙召唤”，让
我们这些在天南海北读书的校友齐聚一堂。尽管
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每每回想起来，我依然
心潮澎湃，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列车奇遇是校歌
的“神龙召唤”，但细细想来，这应该更是我们集美
学子心中深深的爱校情结吧？感恩校主陈嘉庚先
生，感恩集美中学给我们良好的教育，与集美学村
的情缘，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也是最美好的情缘。

征 文 启 事

在这里，诗和远方不是梦
●木语

我的集美故事，未完待续
●杨跃强

学村是我们永远的家
●陈静怡

品读嘉庚建筑
●向日葵

杯中日月乾坤大
●洪宇轩

校歌的“神龙召唤”
●孙先明

如果去外地创业，你会选择去
哪儿？北上广深一线大城市，还是
亲朋好友所在的某个城市？一直在
路上、走过许许多多地方的一位文
友，她被集美学村所吸引，入驻学村
的大社创业，至今已有数年。

集美大社，是华侨领袖陈嘉庚
先生的家乡，已有七百多年的历
史。一日，应文友之邀，我们来到她
在大社的工作室。一扇黑漆木门，
一对铁门环嵌在门中央，看一眼，仿
佛时光倏地穿越到至少半个世纪以
前。老屋古旧，然而，门侧墙壁的彩
色涂鸦透露着青春气息，米色墙面
上绘着灵动的花草，窗台下一只海
豚雕塑调皮地顶着皮球，时尚活力
让老屋飘荡起文艺的气息。

文友迎我们在木沙发上落座，
然后取来一把茶壶，咕嘟咕嘟煮起
了白茶，一人一杯，边饮边聊。屋内
不过几十平方米，在此，竟然还拍过
电影。我们好奇这个文艺小天地以
何为生？总不可能天天拍电影吧。
文友说：“古法茶饮、古装租售等。”

老屋坐拥一方迷你小院，墙角
种着一盆翠竹，默默地诠释着“不可
居无竹”的含义，在如此小院，翠竹
似乎亦生暗香。打开小院绘着卡通
的门，回头一看，连门带墙是一整幅
涂鸦作品，须髯飘飘的诗人伫立于
海边，遥望碧波万顷、鸥鹭齐飞，门

框两侧如对联般赫然书写着：海内
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文友道：“这
里也是一个驿站，天南地北诗人的
驿站。”我想不是同好，不会在此相
遇。谁不希望有那么一个地方，能
与知己相遇。这个地方，竟然大隐
于学村里的大社，这真是一个诗意
盛开的地方。

文友带我们去参观驿站的另一
处门店。我们走在大社的青石板路
上，路过一处红砖低矮建筑，瞧见靓
丽的美少女们纷纷以此为背景拍摄
美照。文友神秘地问我：“你知道从
前那是什么吗？是猪圈！想不到
吧？”我们哈哈大笑，估计猪圈的主
人怎么也没料到，有朝一日，猪圈也
会华丽变身为网红地。

大社其他老屋的墙面也十分精
彩，许多墙面都有艺术涂鸦，色彩鲜
艳、主题鲜明、风格各异，它们是连
续三年海峡论坛创意涂鸦大赛留下
的作品，出自两岸青年之手。

曾经宁静传统的大社，变身为
潮流文创地，如文友这样的艺术家
和创意者入驻，是功不可没的，他们
专注于摄影、陶艺等，一些古厝被辟
为西餐厅、咖啡厅、甜品店，别致时
髦的风格与悠悠古村默契贴合，谱
写着新与旧交融的动人乐章。

为何他们都选择来集美学村创
业？各人或许各有理由。文友还将
老母亲接了过来。在一个喜欢的地
方，做自己喜欢的事，陪伴最爱的亲
人，将幸福落到实处——在这里，诗
和远方不是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