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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
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主要表现为支持
社会主义建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1949年，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约到北京参加新政

协会议，第二年就回到祖国定居，直到 1961 年逝世。

回国后，他以高龄参政议政，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

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主席，积极参政议政。他关心国

家建设，每年或每次会议都提出一些建议，每次在参

观视察中，发现地方工程中的问题和缺点，都直言不

讳指出问题。他从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做到了“知

无不言，言无不尽”。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陈嘉庚为协助人民政府培

养急需的建设人才，在集美学校扩大办学规模，亲自主持

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校舍修建工作。他每天持杖视察

各个基建工地的工程进度和质量，严寒酷暑毅力坚持，

随身手杖尾部嵌上的铁器都磨损了。他在集美的住宅

只是一座古老而简朴的二层小楼房，且在抗战时候被

炸毁，他在规划清理灾区、建设学村时，首先指示修建

各校校舍和村民宅房，他的住宅终未安排，直至1955年

才由人民政府拨款重建。人民政府给陈嘉庚每个月的工

资是500多元，他规定自己的伙食费为每月15元，节省

下来的每一分钱，都作为建校费用。他说：“人生在世，不

要只为了个人的生活打算，而要为国家民族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

同心愿，也是陈嘉庚先生的毕生追求。晚年的陈嘉庚，

请人在鳌园刻录《台湾省全图》，念念不忘国家统一，这

位老人最后的遗言是：“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台湾必

须回归中国”。

正如陈嘉庚在他1946年撰写的《南侨回忆录弁言》

中写到的：“公——永无止境的奉献；忠——永不动摇

的爱国；毅——永不言败的坚强；诚——永不毁诺的铮

铮傲骨。”他以一生的行动实现了他的信条。

陈嘉庚认为：“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

展，全在乎教育。”因此，他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

国民天职”为信条，自 1913 年在家乡集美兴办小学开

始，一生资助或创办的学校有 118 所。他 1919 年捐助

兴办厦门大学时，公开认捐金额是其当年资产总额的两

倍。有人测算，陈嘉庚一生对教育事业的捐款，在现代

相当于一亿美元。

陈嘉庚兴办实业，不是为了腰缠万贯、贪图享乐，而

是为了报效桑梓、富强祖国，正如他自己所说：“立志一

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虽屡遭困难，未尝

一日忘怀。”

在1929年至193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陈嘉庚的

公司受到严重冲击，陈嘉庚撰写的《南侨回忆录》中记

载：“有人劝余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余不忍放弃义务，

毅力维持。”于是有了后来“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的故

事。企业危难时，陈嘉庚的这个选择，足见其兴办实业

的最终目的。

还有个细节可见陈嘉庚强烈的爱国心。1921 年

5 月 9 日，厦门大学第一座校舍群贤楼奠基，之所以选

择此日，是因为六年前也就是 1915 年 5 月 9 日，袁世凯

签订的《二十一条》生效，陈嘉庚希望以此来提醒厦大

学子——“勿忘国耻”。

尽管陈嘉庚的公司于1931 年被清理收盘，他的资

产不复如前，但陈嘉庚仍一如既往牵挂着祖国的一举一

动。“九·一八”事变后，陈嘉庚在新加坡以福建会馆主席

的名义，召开侨民大会声讨日本。“一·二八”事变后，一

直坚定“守土之责，义所难辞；牺牲虽大，分所甘受”的陈

嘉庚于3月6日致函集美学校秘书处：“时至今日，任何

人皆应抱牺牲精神，各尽所能，以与暴日抗。希勉励学

生，激励勇气，勿畏葸自扰！”

“敌人前方的炮火一日不止，后方筹款工作一日不

停。”1938 年，陈嘉庚担任南侨总会主席，奔走筹款，当

时，厦门大学交给国家公办，集美学校的经费依然紧张，

为了抗日筹赈，陈嘉庚“常月捐，至战事终止，每月国币

贰仟元”。而他平日所带不过 5 元钱，一个月的花费不

过2元钱。自1937年至1945年，华侨捐款达13亿多元

（国币），还不包含各类物力捐款，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

例最大，有力支援了祖国抗战。

1938年底广州沦陷后，抗战物资囤积香港，需要紧

急从西南滇缅通道运往前线。1939年2月，南侨总会发

出通告《征募汽车机修、司机人员回国服务》，陈嘉庚亲

自接见第一批回国服务的 80 名机工。要知道，1939年

的中国，沿海港口全部被日军占领或封锁，滇缅公路成

为抗战前线获得战略物资保障的唯一国际通道，当时滇

缅公路刚刚通车，驾驶员和修理技工奇缺，急需大批汽

车司机和修理人员。3200多名华侨司机和汽车修理工

克服种种困难，日夜驰骋，运送军需物资 450 万吨。南

洋机工回国支援的壮举，无疑是赴汤蹈火、雪中送炭。

1940年，时年67岁的陈嘉庚历时9个月慰劳15个

省份，不顾日军轰炸的危险，亲赴前线慰劳将士，也因为

这次慰问，使他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

表现，对比重庆与延安，开始倾心向往共产党，并在许多

场合一再追忆延安之行。抗战胜利后，陈嘉庚又以严

正、鲜明的政治态度，反对美蒋勾结发动内战，支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在《南侨日报》上多次发表

政论，揭示美蒋罪行，积极支持祖国的和平民主运动。

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爆发
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主要表现为倾资兴学、以商养学

从“九·一八”事变到1949年全国解放
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主要表现为抗战救国、明辨是非

陈嘉庚的爱国情操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

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

分忧，正所谓“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陈嘉庚作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被再次提及。

早在201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就写道：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

帜、民族光辉”。他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他艰苦创

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

爱国，是贯穿陈嘉庚87年生涯的一条主线。可贵的是，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

的发展不断丰富。 □ 蔡怡琳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张仃欲送毕加索门神
张仃是从画妖魔鬼怪、寺庙塑像等民间艺术品爱上绘画的。由

此，他对那些死板的写实主义不太感冒。张仃在北平读书时，深受张

光宇的画风影响，对其高超的艺术技法佩服得五体投地。因这种艺术

之缘，1936年张仃漂流到南京，卖文为生，在张光宇的发现提携下，一

举成名，迎来第一个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喜欢上毕加索，实际上是

后来的事。黄永玉认为他的画是“毕加索古典主义时期风格与中国民

间风格”的结合。

张仃曾经比喻：画家在纸上作画，好比斗牛士斗牛。把作画和

斗牛联系在一起，说明作画在张仃心目中绝非文人墨客的游戏和消

遣，而是生与死的博弈，是激情、力量、技术和勇气的通力合作。如

此大胆想象，在中国画家中恐怕绝无仅有。

1956 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由张仃担任中国

馆总设计师。他一直想拜望毕加索，就是没有机会。5月，正好有

一个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巴黎，团长是化学家侯德榜。张仃接到

文化部的电报，奉命加入该团，一入团他就提议：去法国南部戛纳

拜访毕加索。

他为毕加索准备了两件礼物，木版水印的《齐白石画集》和杨

柳青门神版画。可团中的一位女政工干部认为门神年画是封建迷

信，最后只送了《齐白石画集》。毕加索非常高兴，把他一本刚出版

的画册送给张仃。 □ 沈治鹏 据《人民政协报》

1924 年 4 月 12 日至 5 月 30 日，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泰戈尔一行 6 人应邀来华访问。

4 月 23 日，泰戈尔抵达北京。5 月 7 日，恰逢

他 63 岁生日；10 日，文学团体新月社在东单

三条协和医学院礼堂，用英文演出了泰戈尔

创作的著名话剧《齐德拉》，庆祝他的寿辰，梅

兰芳坐在泰戈尔身边观看了演出。泰戈尔对

梅兰芳的到来深表感谢，同时表达了自己的

心愿：“在中国能看到自己写的戏，我太高兴

了。可是，我更希望在离开北京前，能观赏到

你的表演。”

5 月 19 日，在新落成的珠市口开明戏院，

梅兰芳为泰戈尔一行专演了新编大型神话京剧

《洛神》，泰戈尔特意穿上他创办国际大学时的

红色长袍礼服前往观看。该剧根据三国时代著

名诗人曹植的《洛神赋》改编而成，梅兰芳扮演

的“洛神”，或娇媚，或冷艳，若有情，若无情；翩

若浮云的舞蹈、如珠走盘的歌声，达到了“欲笑

还颦，最断人肠”的境界。泰戈尔边看边听，频

频鼓掌。演出结束后，泰戈尔来到后台向梅兰

芳祝贺、道谢：“我看了这出戏非常愉快，有些感

想明日见面再谈。”

第二天，泰戈尔将赴太原。中午，梅兰芳

和梁启超、齐如山、姚茫父等名流在丰泽园饭庄

为泰戈尔饯行。席间，泰戈尔再次盛赞梅兰芳

的精湛表演，随后对《川上之会》这场戏的布景，

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诚恳的意见。他认为，这个

美丽的神话诗剧应该从各个方面来体现伟大诗

人的想象力，但是，剧中所用的布景显得有些平

淡。他建议梅兰芳在表演和布景上应再浪漫一

些，舞台色彩应更丰富一些，充分突出神话剧的

诗意。例如，布景色彩宜用红、绿、黄、黑、紫各

种颜色，以创造出人间不常见的奇峰、怪石、瑶

草和奇花；通过勾勒金银线框，进一步烘托神话

气氛……

梅兰芳十分赞同泰戈尔的意见。后来，他

重新设计了《洛神赋·川上之会》那场戏的布

景，果然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并一直沿用

了下来。

□ 周惠斌 据《人民政协报》

梅兰芳改布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