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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区委宣传部、集美区文化和
旅游局主办，厦门晚报社、集美区教育
局、集美区妇联、集美区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集美区文化体育事业服务发展
中心、集美区融媒体中心等承办。本次
征文奖金最高1万元（含税）。
征文主题：集美学村的女童和妇女教育
征文对象：面向全球各界人士
征文时间：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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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美，最早支持女童和妇女教育
的是缅甸侨领杜艮。杜艮字子山，灌口镇
黄庄人，自小丧父，母亲守寡。虽是农户
人家，但家里没有耕牛、农具，从小家里
就十分贫苦，只靠母亲务农难维持生活。
杜艮十三四岁开始半农半工，挑起谋生
持家的重担。他经常跟随大人们从灌口
翻山越岭到长泰县山重村挑炭、砍柴做
些重活，多少赚点小钱补贴家用。

16岁时，杜艮辞别母亲跟着一位缅
甸华侨到南洋谋生。到了仰光后，杜艮先
是在一家米店做小工。杜艮工作很勤快，
天天忙着整理内务、接待顾客，里里外外
的事情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杜艮做事，深
受主人的信赖和赞赏。有了杜艮的帮忙，
店里生意日益兴隆。后来杜艮开始经商，
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实力，经营米业获得
巨额利润，最终成为远近闻名的富商，家
产有20多万。

杜艮虽然寄居南洋，但心怀故乡，他
热衷于公益，修建了灌口到长泰山重的
石阶路，还在灌口观音亭设立救济站赈
灾济困，在漳州捐款修筑了龙江上的中
山桥。1893年，顺天、直隶等地遭受水
灾，难民无家可归，杜艮也慷慨捐赠。晚
清重臣李鸿章在奏折中称“福建同安县
人杜艮，捐顺直赈银五千元”，李鸿章还
请朝廷为杜艮建功德牌坊，并赐“乐善好
施”牌匾，以示嘉奖。

杜艮还热衷于教育，在同安县城捐
款办学，设立小学堂。1905年，陈宝琛、周
寿卿等邀请杜艮一起开设女学堂，教育青
年女子。当时的报纸称：“杜艮氏慨然引为
己任，喜捐银一万元，其好义可风，洵足为
富豪家钦式。”另一说法是杜艮捐了2万
元，是捐款最多的一位。学校于第二年开
办，被命名为“厦门高等女学堂”，这是鼓
浪屿上最早由华人创办的女子学校。

杰出侨领推动女童和妇女教育
百年前就认识到其重要性，最为突出的三位华侨分别是陈嘉庚、杜艮、曾广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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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是陈嘉庚的故乡，
也是著名的文教区。在
集美的教育历史上，女

童和妇女教育得到特别重视。早在
百年前，南洋华侨开拓视野后，认
识到女童和妇女教育的重要性，长
期支持家乡的女童和妇女教育。其
中最为突出的三位华侨分别是陈
嘉庚、杜艮、曾广庇。

文/图记者陈满意

另一位与女学有关的侨领是曾广
庇。曾广庇是曾营人。14岁赴马来亚
槟榔屿操航海业，后到缅甸，经商二十
余载，成为巨富。

为让本村和邻村的女孩能读上
书，曾广庇于清光绪年间在曾营创设

龙山女子两等学堂，这所学堂也成为
厦门最早的一所侨办小学，这是百年
前厦门少有的专门为女童开办的学校
之一。1911年，曾广庇还在家乡倡设
龙山学堂，捐款2万元为办学基金，这
就是现在曾营小学的前身。

创办“厦门高等女学堂”

陈嘉庚非常重视女子教育，打破
“女子无才便是德”“重男轻女”的陈腐
观念，大力提倡男女平等，主张给予女
子受教育的权利。他提出：“居今时世，
非但男儿当受教育，女子亦当受教育。
在浅识之人，多云女子受教育乃为他
姓造福，而不知其未嫁之前，能教其弟
侄，既嫁之后更能顾爱父母家以及造
成女子自身之幸福也。”

1916年 10月，陈嘉庚委派胞弟
陈敬贤回家乡筹办师范与中学，同时
计划创办一所女子小学。对长期受封
建思想禁锢的集美社乡亲来说，女子
上学是一件稀奇并且令人难以接受的
事情。集美人主要以讨海为主，女孩子
因为剖海蛎，可得微利帮助家庭，不少
家长只顾眼前利益，不肯让女孩上学。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让女孩也享有受
教育的权利，陈敬贤携夫人王碧莲深
入各家各户，苦口婆心地做动员，有时
为了让一个女孩子上学，要说服三代
人。为了鼓励女孩子上学，陈嘉庚决定
给每个女孩每月补助两元。这在私人
创办的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

1917 年 2 月，集美女子小学借
“向西书房”做校舍，正式开学，校名

定为“私立集美女子两等小学校”，让
女童接受现代教育。为了进一步打破
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束缚，大力提倡
女子上学，陈嘉庚决定在集美学校设
立女子师范部，招收女子师范讲习科
和预科，首期100名学生。1921年 2
月，集美学校女子师范开学，辖女子
小学。女子师范学生的待遇与男子师
范一样。

由于当时妇女文化程度低，妇女
中能进入学校读书的人更是寥若晨
星。在妇女教育上，集美学校开设“妇
女夜学”。刚开始，集美学校的教师到
各家“劝招”，没想到报名学习的妇女
十分踊跃。后来妇女夜学改名为“集美
民众妇女夜校”，招收15岁以上50岁
以下的妇女，教授文化知识。求学妇女
人数从40多人增加到100多人，对家
境清贫的求学妇女，不仅不收学费，还
会给予补贴。

集美学校先后培养出抗日女英雄
李林，现代女词人、中央文史馆馆员黄
墨谷（黄潜），开国大典时登上天安门
城楼的电影表演艺术家陈波儿，体坛
名将陈白雪、陈荣棠以及掩护陈嘉庚
避难的女中豪杰林翠锦等杰出人才。

创设厦门最早的侨办小学 专为女童开办

鼓励女孩上学 每人每月补助两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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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集美女子中学的土风舞。

■1927 年，集美女子中学学生跳
爱尔兰舞。

■集美走出来的体坛名将陈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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