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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桂桢 通讯员 叶
佳敏 陈柏辉）铺满红色瓦片的闽南
式屋顶，罗马圆柱装点的西式屋身，
这幢“藏”在天马山下的98岁嘉庚建
筑——集美农林学校务本楼经过修
缮，已焕发新生，重现芳华。

集美农林学校由陈嘉庚先生于
20世纪20年代创办，是集美学校的
一部分。去年3月，“集美农林学校”
保护修缮工程启动，让残缺不全、破损
严重的古老建筑“摇身一变”，成为集
美农林学校校史展馆、集美嘉庚乡村
振兴学堂、厦门市集美区乡村振兴研
究院，并引进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
铁军先生落地工作室，联合高校（科研
院所）共同组建乡村振兴智库联盟，让
陈嘉庚农林教育思想在新时代继续
熠熠生辉，助力我市乡村振兴。

据悉，集美嘉庚乡村振兴学堂、
集美农林学校校史展馆、温铁军工作
室、厦门市集美区乡村振兴研究院、
集美乡村振兴智库联盟将于今日揭
牌，集美嘉庚乡村振兴学堂也将迎来
首期培训——集美区深入学习千万
工程经验建设集美美丽乡村现场推
进会暨各级领导干部力量培训班。

大家庭“纳新”
集美校友总会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

本报讯（记者 应洁）昨天下午，集美校
友总会举行青年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青
委会”）成立大会，产生首届27名青委会常
委。据介绍，青委会成立后，将进一步凝聚
海内外校友，尤其是青年校友的智慧力量，
为嘉庚精神弘扬传承、嘉庚事业延绵发展注
入不竭动力。

“作为首届青委会的一分子，我们觉得
很光荣，也觉得责任重大，接下来，青委会将
充分发挥青年校友的特色和优势，进一步拓
展和丰富集美校友总会的业务领域和工作内
容，构建多样化、信息化的互动交流渠道，努
力做好校友服务，吸引更多青年校友加入。”
集美校友总会首届青委会主任刘达兵说。

1920年，陈嘉庚创办了集美学校校友
会（即“集美校友总会”前身），这是全国最早
的校友会之一。长期以来，集美校友总会坚
持特色、发挥优势，促进各校、各地校友会
的合作，共建“嘉庚学子遍天下，集美校友是
一家”的大家庭。

1950年，陈嘉庚先生回国定居，
主持集美学校扩建工程。经过数年
建设，集美学校气象一新。嘉庚先生
心生欢喜，决定请人绘制集美学校、
厦门大学全景油画，送往南洋各地的
侨团、集美校友会，向海外侨胞展现
祖国建设的卓越成果，向广大校友介
绍母校发展的大好局势。

陈嘉庚将目光锁定在曾经担任
集美学校美术教员的许其骏身上。
许其骏是惠安人，1925年从集美学
校毕业后，由学校举荐赞助考入上海
美专深造，毕业后回母校从事美术教
育数十年。许其骏不负重托，于
1956年完成《集美学校全景图》，作
品应用透视法绘制，细节处纤毫毕
现、惟妙惟肖，整体上气势磅礴、宏伟
壮观。

这幅作品原本有数十幅，被陈嘉
庚分送海外集美校友会以及华人社

团。1966年，在陈嘉庚倡办华侨博
物院10周年之际，集美学校请许其
骏又画了一幅《集美学校全景图》，长
3.95米、宽1.28米。这幅画被收藏在
华侨博物院。

半个多世纪后，许其骏后人拿着
一张黑白照片来到陈嘉庚纪念馆，询
问是否有照片上的这幅作品——《集
美学校全景图》。陈嘉庚纪念馆向新
加坡福建会馆、怡和轩、马来西亚校
友会、香港集美校友会多方打听，几
经周折，最终在华侨博物院找到了该
幅作品。这是目前发现的仅有的一
幅《集美学校全景图》。由于年代久
远，画作老化严重，无法原件展示，此
次展出为仿制品，长2.5米、宽0.8米。

“你们帮我们圆了一个梦。”终于
找到父亲作品的下落，许其骏的后人
激动不已，将父亲的两幅画慷慨借给
陈嘉庚纪念馆展出。

诚毅学院庆生
昨举行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
本报讯（记者 刘博）昨日下午，集美

大学诚毅学院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
集美大学党委书记沈灿煌、校长谢潮添，集
美区委、市教育局及兄弟院校领导，历届董
事监事和老领导、师生代表、校友2000多人
参加大会。陈嘉庚长孙陈立人先生为学院
20岁生日发来祝福视频。

会上，校领导还分别为捐赠单位、校友
代表授牌，为“南顺诚毅奖教金”获得者颁
奖。当天，学院还举办了20周年办学成果
展、校友经济论坛、文艺晚会等系列活动。

“侨生摇篮”70华诞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举行庆祝大会

本报讯（记者 应洁）昨日，龙舟池畔的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
校）举行建校70周年庆祝大会，迎来一批批
回集美为母校庆生的校友，其中包括许多年
过花甲、白发苍苍的老校友、海外侨生。

“20世纪60年代初，还在襁褓中的我跟
着父母从印尼回到祖国，1978年我来到侨
校修读文科，老师们非常关心侨生，常常把
我们带到自己家里吃饭，待我们如同家人。
就是这样一个个夜晚，这样一种近乎家人的
关系，把我们侨生和侨校紧紧维系在一起。”
庆祝大会上，1978级校友、香港太平绅士周
联侨深情回忆自己的求学故事，他说，自己
的名字是一名老侨联工作者起的，“起‘联
侨’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能联系海内外华
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贡献。”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集美华侨学生补习
学校）被誉为“侨生摇篮”。1953年，中央政
府采纳陈嘉庚的建议并委托陈嘉庚主持筹
建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1997年，国务
院侨办将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成建制并
入华侨大学，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华文学院。
据介绍，70年来，华侨大学华文学院（集美
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已为103个国家和地区
培养了6万多名毕业生。

一批嘉庚文物首度亮相

2023年10月21日 星期六
责编/陈露露 美编/张宁

听老物件
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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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开幕

两本新书首发
回眸学村校史

开幕式上举行了《厦门集美学村》
和《集美学校校史（2013-2023）》两书
首发仪式。

由市政协牵头，集美区政协、集美
学校委员会共同发起编写的文史丛书

《厦门集美学村》一书，从历史、风物、
人文的视角，博观约取，整合提炼，用

“学村缘起”“百年沧桑”“庠序雍穆”
“人文荟萃”四章来呈现集美学村、集
美学校的前世今生、沧海桑田。由集
美学校委员会和集美校友总会联合编
撰的《集美学校校史（2013-2023）》一
书，记录了集美各校新百年、新十年嘉
庚精神的传承赓续，总结了嘉庚教育
事业发展成果，记录了嘉庚弟子的光
辉足迹。

义成公司约章为首次展出。由
集美乡亲陈同福孙女陈瑜莹捐赠。
陈同福13岁就到南洋谋生，从一个
毫不起眼的胶工，一步一步晋升为陈
嘉庚公司的总巡。后来，他自行经
商，当选为吡呖州树胶公会会长。

陈嘉庚公司收盘以后，为了维持
集美学校的校费，陈嘉庚竭尽心力，
1934年3月1日出资3.85万元与陈
同福等人合资在怡宝成立义成公司，
规定将公司得利三成用于补助集美
学校、厦门大学。

本报讯（记者 林桂桢 通讯员 叶
琳娜）昨日下午，由市委统战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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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市政
协副主席薛祺安出席开幕式。

本次展览分为“和平学村 美成在
久”“百年荣光 胜冠南疆”“文脉绵延
嘉风永恒”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陈
嘉庚家乡集美社的历史讲起，介绍陈
嘉庚兴学报国，缔造规模宏大的集美
学校的史实，重点展示“集美学村”得名
始末。第二部分全面展示集美学村得
名后的一百年间，学村与学校经历的艰
难曲折与书写的灿烂篇章。第三部分
创新展示集美学村17栋被列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嘉庚建筑，以多媒体
形式展示集美学村的华侨文化、闽南文
化与学村文化，体现其独特的人文氛
围；重点展现厦门市、集美学村搭建宣
传平台、创新传播模式，传承嘉庚精
神，汲取磅礴伟力，奋进新的征程。

本次展览展出近500幅图片、40
余件实物展品，其中200余幅图片与
30余件展品为首次展出。本次展览
将持续至2024年2月25日，欢迎市民
朋友前往参观。

样式精美、制作精良，虽经百
年而风采犹存……这顶头盔是陈
嘉庚纪念馆工作人员整理陈嘉庚
故居阁楼的物品时，在一处角落发
现的。该阁楼此前由陈嘉庚的儿
子陈国怀、孙子陈联辉居住。

20世纪20年代，集美学校成立
了救火队，配备喷水车等先进的消防
设备，成员都是学生。救火队成立的
十多年间，从未中断过日常训练。

每次训练前，时间和地点都是
保密的，目的在于“训练敏捷临警
之习惯”。

1931年 1月 26日夜，同安县
城失火，延烧大小店屋三百余间。
集美学校救火队连夜驰援，虽然火
势凶猛难以靠近，但队员们奋勇救
援毫不畏惧，历经一个多小时将大
火扑灭。同安各界赠送给救火队
一枚“急公好义”大银盾。

展品中有15封书信，是陈嘉庚
新加坡好友林崇鹤先生的后人林
传贤捐赠的。林崇鹤是陈嘉庚先
生入主怡和轩时的管家，也是陈嘉
庚的至交好友。

陈嘉庚在给林崇鹤的信中，提
到托美术家作《集美学校全景图》
赠新加坡福建会馆及怡和轩俱乐
部。他还在信中充当宣传大使，向
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宣传集美学
校招收侨生情况，并赠与两张集美
学校照片。

经过修缮，“集美农林学校”被用于开办集美嘉庚乡村振兴学堂等

集美学校
救火队头盔

陈嘉庚先生亲笔信

义成公司约章

《集美学校全景图》

看老建筑
焕新生

陈嘉庚先生十分关注农民及农
村生产生活问题，认为“欲振兴闽南
农林业，则农林学校之设立尤亟亟”，
计划在天马山或美人山麓择地开办
一所农林学校。1925年，集美学校校
长叶渊等人按照校主指示前往考察，
议定农林学校校址和农林场场址，并
在得到嘉庚先生同意后购地建设校
舍。1925年12月，农林学校校舍务本
楼及附属用房建成，并开辟农林试验
场。1926年3月11日，集美学校农林
部正式开学，并于1927年改为集美农
林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1930 年春，集美
农林学校开办农林专科。这可能是
福建省最早开办的农林高等教育。

集美农林学校于 1947 年 2 月停
办，存续时间21年，抗日战争时期还
曾迁往安溪县、大田县办学。1954
年，陈嘉庚先生接受了省农业厅的计
划，将集美学校农场的土地无偿献给
国家，改建国营种猪场。

项目组专门调配了一批经验丰富的老
工匠，秉持“不改变文物原貌、尽可能减少
干预”的原则，按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
原工艺进行修复，让一梁一柱、一砖一瓦都
延续着嘉庚建筑风貌。

修旧如旧，但旧应该旧到什么程度？
在修复务本楼木质楼梯、二楼栏杆宝瓶护
栏前，项目组人员制定了专项保护措施，在
施工中尽可能保护原有材料，并充分使用
原材料进行修复，让建筑保持着原有时代
特征的“古早味”。

如今，沿着务本楼的木质楼梯登上二

楼，脚下传来轻微的“咯吱咯吱”声，抬头仰
望，是布满岁月痕迹的木质房梁。工作人
员介绍，修缮过的务本楼保留着原来的木
质楼梯，颜色较深的房梁是原来的木头，颜
色较亮的是新的木头。

嘉庚瓦，是集美农林学校楼群最大的
特色之一。如果采用其他瓦片替换，就失去
原有的味道了。因此，工匠们对屋面原有的
瓦片尽收尽护，在搬运过程中采用相对完善
的保护措施，尽量保存屋面每一片旧瓦片。
同时，按照原有瓦片1:1定制了7000多片嘉
庚瓦，从开模到铺装耗时3个多月。

保留木质楼梯 沿用嘉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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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农林学校
存续21年

交响乐响起
纪念集美学校创办110周年
本报讯（记者 卫琳 通讯员 丁鑫）昨晚，

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110周年交响
音乐会在厦门嘉庚剧院举行，以一场动听动
情的演出，纪念陈嘉庚先生爱国担当、团结奉
献、诚毅创新的伟大一生和崇高精神。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
任张武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雪敏，以
及陈嘉庚先生后裔、海内外嘉宾、集美学校
师生代表等600多人观看演出。

音乐会由厦门爱乐乐团演奏，青年指挥
家尹炯杰执棒，男高音歌唱家周选超、钢琴
演奏家周宇博、小提琴演奏家袁瀛寰、华侨
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合唱团等共同参演，演出
曲目有《陈嘉庚》《勿忘》《思念》《鼓浪屿之
波》等11个曲目。

一首首交响曲，带着真挚的情感和浓厚
的思念，深情讴歌了陈嘉庚先生一生关心祖
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传承和
弘扬了永绽时代光辉的“嘉庚精神”，为集美
学校创办110周年和集美学村命名100周
年献上贺礼。

▲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110
周年交响音乐会在嘉庚剧院举行。

（本报记者 黄晓珍 摄）

▲《集美学校全景图》

▲义成公司约章（本组图/陈嘉庚纪念馆 提供）

▶集美学校救火队头盔

▲陈嘉庚
先生亲笔信

◀修缮过的
务本楼保留
着原来的木
质楼梯，部
分房梁用的
也是原来的
木头。（本报
记者 黄 晓
珍 摄）

揭秘

1

2

3

4

98岁务本楼重新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