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多年前，我站在夕阳下的龙舟池
畔，听着年轻学子的演讲——

那是百年前，风尘仆仆的陈嘉庚先生
来到这里的那个傍晚——那是百年前社
会凋零，家国衰弱的中国。在混乱的社会
背景下，陈嘉庚先生放弃了新加坡的优渥
生活，抱着“为吾国放一异彩”的宏愿，毅
然回国。没有校舍？那就借用陈氏宗祠
作为校舍；战祸蔓延？呈上请愿书，倡议
划集美学校为“永久和平学村”，为校内师
生创造一个永久和平的“世外桃源”；需要
老师？那便重金聘请黄炎培、叶渊等知名
先生为学生授课。

那是毕业时，每个心怀壮志、来自五
湖四海的学子来到此地的那个傍晚——
高大的千层树，晃眼的夕阳，湿润的海风，
风里传来远方海鸥的叫声——我成了小
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刚从教，我只是按部
就班传授课本上的知识。但我发现学生
们并不喜欢上我的课，我苦恼地向老教师
请教。她不仅给予我教学方式上的指导，
还带我去参观陈嘉庚故居。那个下午，我
被陈嘉庚先生的“诚以待人，毅以处事”深
深打动。从此，我以此为人生格言，严于
律己，经常出入图书馆提升自我学识，向
前辈请教教学经验。虽然一开始并没有
太明显的成效，但慢慢地，学生也爱上了
我的课堂，我也有了一些教书心得。

那是多年后，行走在人生旅途不同阶
段的我们抬头看见的那个傍晚——如今
的我已经在教师岗位上任教三年。这三
年来，我看着学生一点点长大，调解过学
生之间的“小矛盾”，和学生们围坐一起话
过家常……教书育人，我坚持陈嘉庚先生

“诚毅”精神的谆谆教导，真正明白“育人”
所含的沉重意义。还记得开导班上伤心
落泪的学生，她抬起头对我说：“老师，我
以后也想做您这样的人。”那模样与多年
前的我、与百年前的陈嘉庚先生好像有了
一丝相通之处。陈嘉庚先生的精神一直
引领着我，而在不知不觉间，我的行为又
影响着新一代学子，我想，这就是“诚毅”
精神代代传承的意义。

不再稚嫩的我戴上耳机，熟悉的音乐
穿过漫长的时间。身份的转换让我也成
了学村中的一名建设者，集美学村却还是
那个循循善诱的“师长”。不论身处何地，
集美学村中所遇见的人、所经历的事，是
我一生的精神财富。

身/ 边/ 人/ 身/ 边/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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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学村
品嘉庚

●蔡怡琳

嘉庚精神
引领我结缘集大

●洪姗姗

家住学村很惬意 ●李国良

以“诚毅”育人
●洪佳娴

赤子丹心向云端 ●李胜春

榕荫满地的九月，台
湾表舅又回厦门。这次，
他仍点名要去集美学村看
嘉庚建筑。

表舅在台湾当大学教
授，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化
人。他说厦门吸引他的东
西很多，红砖古厝、骑楼，
但最摄他心魄的是嘉庚建
筑。

第一站去的是集美大
学航海学院，因为表舅的
父亲，我姑丈公生前就是
集美航海学院的学生。表
舅一直想探究他父亲心心
念念的学村是怎样一个地
方，嘉庚先生又是怎样一
个人。

航海学院的“允恭楼
群”，以“温良恭俭让”分别
命名的五幢楼房，包括即
温楼、明良楼、允恭楼、崇
俭楼、克让楼。表舅走得
很慢，边走边拍照。我知
道，拴住他脚步的不仅是
这几座国保建筑，还因为
他在寻找父亲的影子。

那些已经成为学生宿
舍的楼宇，曾经是教学楼，
是不是有个神采飞扬的少
年夹着书本，从里边飞奔
而出？九月的厦门，植物
依旧生长得喧哗，高耸入
云的大王椰和亭亭如盖的
榕树在风里起舞。在红砖
白墙的楼前，表舅却是如
此安静。我轻轻说道：“这
些建筑，都是嘉庚先生参
与设计建造的。他除了是
举世皆知的教育家，还是
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

表舅的脸上先是惊
诧，随后请我展开具体说
说。

我告诉他，楼名出自
《论语·里仁》“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的尚忠楼，如
同一位霸气王者坐北朝
南，“一”字形架构，走廊及
房间通风采光俱佳。而这
样的楼，最初是为了让女
子接受更好教育而专门设
立的女子师范。

再说楼名源自《论语》
“我道南矣”的道南楼，立
面以传统的白石红砖加入
青石，远看像给楼添了细
致的藤编装饰，极富闽南
特色。而楼名取自虞舜时
南风诗“南风之薰兮，可以
解吾民之愠兮”的南薰楼，
从下到上、由大变小的塔
楼结构建筑，每隔几层，建
筑的结构就发生变化。最
耀眼的是主楼的顶端，中
式八角亭飞檐翘脊屋面与
西式抹灰穹顶组合“混
搭”，独特又少见。

不知不觉走到延平
楼，我请表舅到石阶高台
上坐一坐。头顶是200多
年的老榕树，眼前是大海
和星星点点的渔舟，身后
是赭红色的教学楼。下课
铃响，一群群学子倚靠围
栏聊天看书，红墙蓝窗映
衬下，那样明媚，画一样的
青春。

“妹妹（闽南对女孩的
称呼），我同意你说的，嘉
庚先生还是一名优秀的建
筑设计师。”表舅缓缓开
口，“他胸中有丘壑，你看
他的设计，充满前瞻性和
国际视野。但最可贵的是
他内心深沉的爱。他不仅
建楼，还筑魂。你看，连为
每一座楼命名，他都如此
用心。而我们都是他的受
益者。我相信他的受益者
不仅在中国，还遍布全世
界。”

2022年12月23日凌晨，105岁的集大
学子陈炳靖过世。至此，中国最后一位“飞
虎”英雄消逝在尘世里。然而，他抗日爱国的
英勇故事依然在世间流传不息。

集大航海学院多年来一直保留着陈炳靖
入学时的学籍簿，照片上的英俊少年目光炯
炯、意气风发。1933年，集美高级水产航海
学校录取18人，陈炳靖就是其中之一。在校
期间，他刻苦学习，“诚毅”二字融入血脉。毕
业时，优秀的陈炳靖成绩名列前茅。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当时陈炳靖正
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条商船上见习。如果不出
意外，他将以海为生。然而，战争改变了许多
人的人生轨迹，包括陈炳靖。日军一次次的
轰炸，满街都是无辜平民的尸首，有些甚至是
刚放学的幼童，他们再也见不到父母和明天
的太阳。这使陈炳靖决定弃海从军，去抗日、
去救国。他和全国各地的三千热血青年一起
报考中央航校，期待飞上天和日军一战到
底。经过多轮筛选，陈炳靖脱颖而出，成为航
校的一名学员。

当时战况极其惨烈，亟须新生力量加入，
从三千青年筛选出的100名空军学员全部学
飞战斗机。训练异常艰苦，高空旋转是日常
训练项目，飞机上升到一定高度，关掉发动
机，下坠时翻跟斗、急转弯，转得快一点，头就
会剧痛。没有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完
全无法成为中国空军的一员。毕业时，仅50
人有资格飞战斗机。

1943年，赴美受训过的陈炳靖进入“中
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也就是我们熟
知的“飞虎队”，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与日

军正面交战。同年10月，他最后一次执行任
务，为21架B-24轰炸机飞往越南海防轰炸
日军军舰和补给站护航。在他后来的梦里，
无数次回到战斗现场。那次激战，他遭遇了
30多架日军战机围追堵截。重重包围里，他
把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犹豫，俯冲、射击，
左下方的一架敌机被他击落。然而，他也被
敌机发射的子弹打中右肩。飞机下坠时，他
加速一路向北。因为，北面是祖国。

跳伞后的陈炳靖靠着顽强意志和一点巧
克力在丛林中走了6天，鲜血浸透了飞行夹
克。在越法军发现并救护了他，但迫于形势，
将他引渡给日军。关押期间，陈炳靖在审讯
中一次又一次铿锵有力地回答：“我是中国空
军。”尽管有人告诉他，如果说自己是美国空
军会得到优待，但他拒绝了。为此，他遭到了
非人的待遇。日军为规避国际引渡公约，将
他右肩的伤口切开，假意医治，实际弹片未取
又缝合，也未上药，等待他的将是自然病亡。
后来他被转至上海江湾美军集中营，由于条
件有限，美军军医只为他取出了其中的一块
弹片。长期未得到彻底医治，陈炳靖的右臂
从此无法举高。

2017年，在一次集大校友会上，这位昔
日可以驾驶战斗机的“飞虎队”英雄伸出左手
和我握手，他遗憾地对我说：“右手抬不起
来。”又很高兴地告诉我：“2015年我回过集
美航院，我回‘家’了。”

陈炳靖深情地把集美学村这个滋养过他
的地方称为“家”。历经九死一生的英雄，曾
为集大人，一生中国魂！

1998年，8岁的我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
地，从此，我的梦里，多了一个叫故乡的地方
——集美。2011年，高中毕业后，我毅然决
然填报了坐落在集美学村的华侨大学华文学
院，开启跨越1700公里的求学路。

在这座秉承“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
为办学宗旨的华文学院，我如同饥饿之人扑
在面包上，“贪婪”而又执着地“补”着我极度
渴望的华夏文化。汉语口语课上，听着老师
们流利地道的普通话，我的内心无比焦灼。
然而，越是着急，越是结巴，我甚至连基本的
短句都说不清楚。老师看出了我的窘迫，她
放慢语速，肯定我的每一次细微进步：“不急，
你可以的！”

从简单的“你好”“吃饭了吗”到熟练的日
常聊天唠嗑，从简单的“我看见他”到情景交
融的“泪眼婆娑中，我仿佛又看到了他那孱弱
的身子”，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悄然融入我的
血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碧海蓝天成一色，心潮共鸣在集美。当
咸咸的海风迎面吹来，火红的凤凰花生机盎
然，我的朋友圈已被学村的优美景色占领。
身在缅甸的小伙伴们迫不及待表示也想来学

村看。2012年，一支由30名缅甸华裔组成
的研学团来到集美学村，身着红马甲、手持小
红旗的我俨然一副“地主”模样。鳌园、集美
大学、集美中学……白天，简约沉稳的红色墙
体和石头、苔藓相得益彰；黑夜，白蓝黄的灯
光给静谧的学村增添了几许神秘……

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缅甸，就职于中国
驻缅大使馆，为中缅友谊发展贡献绵薄之
力。夜深人静时，校主的“诚毅”精神似乎在
无声地召唤我。“荷国家仔肩”的文化传播使
命是感召，更是动力。

再一次，我毅然辞去大使馆的优渥职位，
转任华文教师，为缅甸华裔上中文课。迎接
新生的第一节课，我会将精心剪辑的集美学
村照片图集以视频的方式向孩子们展示：“这
里是中国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我的故乡
……”

“闽海之滨，有我集美乡，山明兮水秀，胜
地冠南疆。”当深沉深情的校歌传来，那一刻，
我更深刻解读了自己。山海那边，有我魂牵
梦萦的故土；山海这边，有我传唱乡音的舞
台。朝着故乡的方向，我感慨万千：心潮共
鸣，我们同频共振。

和学村同频共振 ●浦岩

拥有百年历史的集美学
村，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在绿
树掩映、花木扶疏的石板街巷
中，掩映着一座座中西合璧、红
墙橘瓦的校园，每天学生迎着
朝阳、踏着落日穿梭其间。令
人惊喜的是，在集美学村，只需
一个转角，又会遇见不同的风
景，那是专属学村的“烟火气”。

“藏”在集美学村中的大
社，是个有着700年历史的渔
村，这里保留着宗祠、戏台、古
厝，五花八门的市井小店林立
在街道两旁，烘焙店、咖啡馆、
甜品店、小酒馆也散落在巷中，
传统与现代在学村交错，又相
互交融。不同的脉搏与呼吸，
吸引了不少青年艺术工作者和
创业者入驻于此，不管是求学，
还是创业、生活，他们在学村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写意空间。

深夜食堂“更也酒肆”的老
板王圣棻是来自台湾高雄的年
轻人，餐厅不大，但每一个角落
都是他自己设计。装修期间，
他就交到了不少朋友，很快就
融入了极具人情味的本地生活
圈。在他的巧思设计下，“更也
酒肆”营造“治愈系”氛围，高兴
时就在店里自弹自唱，王圣棻
有自己独特的经营方式。下班
后的年轻人可以进店吃夜宵，
喝口热汤。“更也酒肆”开业不
久，便成了网红美食打卡店。

入驻大社的青年人，以独
特的视角和表达，为学村带来
多元创意与勃勃生机。大社小
黑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他的母
亲在大社经营炒面店三十余
年，炒面店是没有招牌的“隐藏
店”，只接受预订，生意却十分
红火。爱好独特、交友甚广的
小黑，几年前就在自家对面开
起咖啡店，用心烘焙的咖啡豆、
咖啡粉大多卖给熟客，店里摆
放着飞盘、冲浪桨板和现代油
画，随时欢迎兴趣相投的人进
来“话仙”。这两年，小黑带动
引入“半条街”的青年人喜爱的
美食、潮流艺术店铺，“不是千
篇一律的景区纪念品，而是国
潮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原创集合
店。”

带着怀旧滤镜，越来越多
人喜欢上学村和大社的闲适与
美好。在这里开店的青年人，
与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总能
迅速找到共鸣，美食咖啡、文创
手作、闲话家常……这里有抚
慰人心的“人间烟火味”。在社
交平台上，有网友分享，走进一
家名为“不万能杂货铺”的店，

“在里面待了一小时，前半小时
在研究这店到底是卖啥的，后
半小时在店里看起了电视
……”据说，这是家无人看守的
店，来去随意，却让人待到不想
走。其实，这份从容自在的背
后，是学村深厚的人文积淀。

有空就来学村走走，可以
欣赏静谧的校园风光，也可以
逛逛有趣的小店，喝杯手冲咖
啡，听场芗剧歌仔戏，治愈平日
繁忙工作的身心，找回热爱生
活的自己。

耐人寻味的
专属“烟火气”

●郭妮妮

身为一个“新厦门人”，我与亲朋好友寒
暄时，常会被问起家住哪里。我担心说集美
范围太广，具体位置又说不清，常以集美学村
告之，往往都能收获“我知道那里”的回应，总
能泛起一些幸福的涟漪。

令我惊讶的是，自从安家到集美学村后，
回老家探亲与长辈们闲聊，发现有年轻时在
厦门当兵，参加过海堤建设的；有跟着工程队
来过集美，修缮过嘉庚建筑的；还有在集美学
村求过学、游玩过的……共同话题不由地就
多了起来。

让我欣慰的是，每次攀谈到类似话题时，
一旁的孩子也时不时插上几句。读三年级的
儿子说：“我的学校就在龙舟池旁边，今年成
立110周年了。”才上幼儿园的女儿也会补
充：“我们学校是嘉庚爷爷创办的，他办了很
多学校。”

每次，我更是抓住时机，滔滔不绝介绍集
美学村的历史渊源和现状。集美学村是被毛
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的

故乡，这里是个可以从幼儿园读到博士的“大
学校”，“南薰楼”曾是福建省的地标建筑……

如今的集美学村，以“流光溢彩、朝气蓬
勃”来形容，毫不夸张。这里人文底蕴丰厚，
一栋栋留有时代印迹的嘉庚风貌建筑、一个
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街区，吸引海内
外游客前来游览。这里充满青春气息，一批
批青年学生慕名而来，成为令人骄傲的“嘉庚
学子”，穿梭在集美学村的各个校区求知求
学。这里风景优美，一树一木、一花一草皆是
风景，网红打卡地“十里长堤”“石鼓路小吃
街”更是让人流连忘返。这里交通便利，毗邻
高崎机场、厦门北站，厦门大桥、集美大桥两
条进出岛通道犹如巨龙横卧两端，地铁1号
线更是直接从学村穿过。为此，集美学村总
被我作为推介给来厦旅游友人的第一站。

当然，每次畅聊集美学村魅力，我都会再
次告诉他们，我家就住在集美学村，欢迎大家
到学村来做客，亲自领略和感受集美学村的
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

小时候，我就经常听爸爸讲述在集美
学村上学的故事。家住同安，爸爸每周骑
自行车或乘公交车来回，带着菜脯或葱油
配饭，省吃俭用，完成了学业。爸爸对集
美学村深厚的感情，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
经历，深深影响我、也激励我。

带着对嘉庚先生的景仰，我考入厦门
大学。在南强校园，每每听到嘉庚先生的
办学事迹，我常常潸然泪下。感动我的，
不仅是嘉庚先生在海外创业拼搏的奋斗
精神，更是他心系桑梓的爱国情怀和社会
责任。嘉庚先生艰辛创业、倾资办学，生
活自律节俭，办学大气执着，创业诚信拼
搏，投入慈善事业无私大爱，他的精神滋
养了我、引领着我。

大学期间，我积极参加各种志愿活
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爱传递，让慈善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2009年，机缘巧合，
我成为“凤凰花助飞成长营”实践队的第
一届志愿者，与集美大学初次结缘。那一
年，来自厦门各高校的志愿者们齐聚集
大，在校园内培训交流学习生活，为翔安
区农村儿童青少年服务开展做准备。熟
悉的嘉庚建筑，热情的集大学子，亲和的
集大老师，是镌刻在心中的集大记忆。未
承想到，当年与集大的缘分就此种下。

2021年，我入职集美大学社会学系
任教，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任老师，第
一个任务就是带学生深入基层实践，开展
服务，我成为“凤凰花助飞成长营”实践队
的指导老师。实践队扎根革命老区三明
宁化，为当地儿童青少年开展与社会工作
专业理念相结合的成长营。身份的转换，
让我深感肩上的责任，我不再是当年知识
的接收者，而是传道授业解惑者。作为老
师，除了解答专业知识上的困惑，开展实
践服务上的指导，还要身体力行，成为学
生成长路上的同行者和指路人，这是传承
也是使命。

正因为嘉庚先生心怀祖国、爱国兴
学，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才有现
在的集美学村，培养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
为国效力，让嘉庚精神得以赓续、让教育
理念得以传承。如今，我也站上集美大学
的三尺讲台，成为集美学村的一名教育工
作者。愿与百年学村嘉庚故里，看时代更
迭，品精神延续。嘉庚精神，永远是指引
我奋发前进、拼搏进取的一盏明灯。

龙舟池畔的南薰楼龙舟池畔的南薰楼，，系陈嘉庚先生亲自主持兴建系陈嘉庚先生亲自主持兴建，，融合了中西建筑的特色和优点融合了中西建筑的特色和优点，，乃集美学村标志性建筑之一乃集美学村标志性建筑之一。（。（通讯员通讯员 林志杰林志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