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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家陈嘉庚赋予他举办的私人教育事业以公益性质，视私立学校为公共事业;他倡导国民的公
益教育行为，尤为强调国民负有兴办教育的义务; 在经济富有与投资公益先后次序上，他力倡公益不应等待富而后
行;在家庭利益与公益事业的轻重程度上，他主张以公益事业为重;他秉承金钱取之于社会和金钱用之于社会的思
想，以后者为毕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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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私立厦门大学得到政府的鼎力扶

植。1929 年至 1937 年，中央与地方政府给予私立

厦门大学的津贴与基金共计百万。1935 至 1936 年

度，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补助约占该校办学经费比例

的 40%［1］。这一支持得益于该校创办者陈嘉庚绝无

仅有的倾资办学义举，仅仅以爱国精神和乡土情怀

来解释教育家兼慈善家陈嘉庚这一超越凡俗之义

举，尚显不够全面。
“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的陈嘉庚言论

中，数十次提及“公益”一词。陈嘉庚早年便提出

“公益”概念，认为“公益事业当尽力勇往，若寸寸计

较，无一可成”［2］。他是民国时期社会公益事业的侨

界领袖。1915 年，天津发生水灾，他担任新加坡华

侨筹款救济会主席，计募 20 余万元［3］。1928 年，日

军占领山东济南，陈嘉庚担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

赈会”主席［4］。

一、赋予私人教育以公益性质:

视私立学校为公共事业
陈嘉庚一生从不认为其倾资兴办的教育事业

是私人财产，反之，他视私立学校为公益事业。他

说:“敝人之创设厦大，并非欲视该大学如私己之所

有。……厦大之为公共事业。”［5］

陈嘉庚不曾以他或他亲属的名字冠名私立厦门

大学等校的建筑物。厦大早期有一座楼原以“敬

贤”命名，旨在纪念曾为厦大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而英年早逝的“二校主”( 陈嘉庚的胞弟陈敬

贤，笔者注) ，陈嘉庚知道后即予干涉制止，后来那

楼改名“群贤”［6］。
陈嘉庚的公益思想，深受西方文化影 响。他

“久客南洋”，一生大多时间生活在英属殖民地新加

坡，耳濡目染西方文化，致使其公益思想带有浓厚的

西方文化色彩。他推崇西方国家人民有治国治教育

的权力; 认为西方国人踊跃捐资兴学，是因为其拥有

兴办教育为国民天职的意识; 并一再地表示他倾资

兴办私立厦门大学等公益事业，不过是如西方国人

一样，聊尽国民天职而已。他说: “尝观欧美各国教

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

于全体人民。”［7］ 指出: “至国民应负私立学校经费

之义务，乃民族之天职，……其他列强，凡教育或慈

善诸费，大半出之国民私财。”［8］他指出: “西洋捐资

兴学已蔚成风气，是以余虽办有集美、厦大两校，不

足资宣扬，实聊尽国民之天职而已。”［9］

陈嘉庚以公益事业为毕生追求。他曾经明确谈

到:“余之经营商业，不过聊以度日，初非素封之家，

惟自来抱社会主义，愿为公众服务，却为一生不移之

宗旨。”［10］公益思想，是陈嘉庚倾资兴学的一个动

因。

二、倡导国民的公益教育行为: 强调

国民负有兴办教育义务
鉴于中国素有政府兴办教育的传统，陈嘉庚力

倡国民的公益教育行为，尤为强调国民负有兴办教

育的义务。
他称赞西方国家的公益文化。认为西方国人懂

得竞相履行捐助教育事业义务［11］，越是富有的人，

越是踊跃承担教育责任，所以国富民强［12］。
秉承公益思想，陈嘉庚批评一般国人将教育事

业推诿于政府，而不知自身负有兴办教育义务的弊

病。说道:“窃吾人每开口便推责政府，不肯全担负

担之不是，其大意似乎教育事业，不关国民义务。吾

人正因由此错误观念，所以未能慷慨多输，有之亦勉

041 江苏高教 2013 年第 2 期


DOI:10.13236/j.cnki.jshe.2013.02.002



作情面而已，不知政府自身何能生利，所依靠者全属

国民之财源。”［13］

陈嘉庚关于国民负有兴办教育义务的公益思想

在私立厦门大学等校濒临危机时，展示得淋漓尽致。
1934 年陈嘉庚企业陷于困境，有人力劝陈嘉庚停止

厦门大学、集美学校两校的校费支出。对于此种劝

说，陈嘉庚明确回答道: “余不忍放弃义务，毅力支

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少，影响社会之

罪大……”［14］1936 年陈嘉庚因为经费困难被迫将私

立厦门大学移交政府接办，他深表愧疚:“每念竭力

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

政府，抱歉无似”［15］。这些言行，体现了陈嘉庚对于

国民负有兴办教育义务这一公益思想的深刻理解。

三、富有与公益的先后次序: 力倡

公益不待富而后行
陈嘉庚在经济富有与投资公益的先后次序上，

力倡公益不应等待富而后行的思想。他指出，“夫

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行，如必待富而后行，则一生

终无可为之日。”［16］他认为，“公益义务，能输吾财，

令子孙贤，何须吾富。”［17］ 此番言论，表达了他置公

益事务于个人物质满足之上的价值观念［18］。
秉承公益不待富而后行的公益思想，陈嘉庚检

讨一般华侨追求奢华排场而淡漠于公益的弊病［19］，

力倡个人将资财用于教育公益事业［20］［21］。
陈嘉庚的公益思想，既融合了西方文化要义，又

带有陈嘉庚独特的个人人格特征、家庭家族文化特

性和家乡同安文化的特性。
对陈嘉庚深有研究的学者杨进发认为，陈嘉庚

的父亲陈杞柏便热心于公益事业，认为，“陈杞柏虽

然并非巨富，其社会活动力与责任感还是相当强烈

与可观的”［22］。陈嘉庚的家族信奉佛教［23］。由此可

见，家庭家族文化，是陈嘉庚公益思想的成因之一。
陈嘉庚早年并无资财之时便热衷于公益事业，

显示出他独特的人格特性。陈嘉庚自述其“生平志

趣，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

具热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24］ 他

年轻时在父亲店里做助手，接触了一些民间治病的

秘方，于是不惜费用，登报征求，结集成册，四处分

送。由此可见，独特的人格特性，是陈嘉庚公益思想

的又一成因。
陈嘉庚的公益思想，不仅带有个人个性特征和

家庭家族文化特性，而且带有家乡同安文化之特性。
根据学者杨进发的研究，陈嘉庚的家乡同安地区，山

脉陡峭，海景多变，造成了同安人民性格中多变与坚

毅的特征，山脉积淀着节俭、简朴与诚挚等特质，航

海传统则助长了同安人独立、冒险、奋发、顽固、正义

与矛盾等品性的形成。陈嘉庚长期居住的新加坡生

活着许多同安人，形成独特的同安精神。同安精神

被认为是坚忍不拔、勇往直前、骁勇善战等特质与倾

向，其意味着一种独立、献身、节制、灵活、无情与大

无畏的特性，这一切乃是一个坚强、坚定与魄力十足

之领袖人物所不可或缺的气质。而另一方面，慈善

为怀与慷慨豁达又意味着一种公众意识，一种达至

共同目标的忘我精神，一种有所为的行动举止及高

风亮节，嘉德懿行［25］。陈嘉庚正是“同安精神”的代

表，他的公益思想中，带有同安家乡文化中献身忘我

和公众意识的特征。

四、家庭利益与公益事业的轻重程度:

主张以公益事业为重
秉承看重教育等社会公益而看淡家庭私利的

公益思想，陈嘉庚反复向一般国人阐述其关于家庭

儿女的真知灼见。他认为做父母者应该给予儿女道

德之爱，而非金钱之爱; 他认为过多的财富会减损富

有贤能儿女的志向，会增加生性愚钝儿女的过错。
他说:“祈诸君明白此义，切信余言，勿视余为未能

免俗，亦将为儿子图享。固然，父之爱子，实出天性，

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

爱，且贤而多财则损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乃害

之，非爱之也。”［26］

陈嘉庚否定了一般国人只知家族利益而不知教

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传统习惯。指出: “所可怪者

我国人传统习惯，生平艰难辛苦多为子孙计，若夫血

脉已绝，尚复代人吝啬，一毛不拔。既不为社会计，

亦不为自身名誉计，真愚不可及。”［27］

秉承以公益为重的思想，陈嘉庚看轻家庭的利

益。他于 1904 年至 1931 年间支出的 1321 万元中，

捐资办学费用占 92%，家用开支仅占 2． 2%［28］。他

对公益慷慨，而对于家用近乎苛求，这一公而忘私之

举体现了陈嘉庚公益思想中不同凡响之特质。
陈嘉庚的公益思想，也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

的精髓。陈嘉庚曾经指出: “兴学即所以兴国，兴国

即所以兴家。世之积金钱以遗子孙者，莫非为兴家

计，既 要 兴 家 则 对 于 兴 国 之 教 育 不 可 不 加 注 意

焉。”［29］此番话语，说明陈嘉庚的教育公益思想受到

儒家家国文化的影响［30］［31］。
陈嘉庚的义利观、金钱观，无不充分体现出中国

传统 道 德 中 重 公 义 轻 利 益、大 公 无 私 的 高 尚 品

格［32］。大公无私，是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理想人格的

价值诉求，陈嘉庚则是这种理想人格的化身。
不容否认，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负面效应，容易导

致一般国人忽视社会公益而注重家族利益。但毋庸

置疑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正面效应，成就了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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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私乃至大公无私的国人楷模，铸就了超越家族私

利而热心社会公益的民族栋梁。支持后一论断的事

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胜枚举。陈嘉庚当之

无愧为民国时期国人楷模与民族栋梁中的一份子，

其公益思想中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五、金钱取之于和用之于社会:

以后者为毕生理念
陈嘉庚尤为喜欢引用如下两句西哲的名言

“财既由我辛苦得来，亦由我慷慨输出”［33］，“金钱如

肥料，散播才有用”［34］。
秉承上述公益思想，他批评一般国人有私心而

无公心，认为这是中国教育事业不能振兴的原因之

一。他说到:“我国不乏殷富之家，然以金钱用于教

育者甚少。教育普及，固可救国，然国人私心太重，

恐五十年后尚未普及。……但愿人人注重道德二

字，自私自利之心亟宜捐除。”［35］

本着“用之于社会”的公益思想，陈嘉庚倾资兴

学，感动并带动一般华侨投入教育公益事业。他声

明:“兹出家财之半，或十分之三四，恐仍不能动其

心，故将所有家财尽出之，以办教育，并亲来中国经

营，以冀 将 来 事 或 成 功，使 其 他 华 侨，有 所 感 动

也。”［36］由于陈嘉庚身体力行公益思想于华人华侨

社会，黄奕住、曾江水、叶玉堆、李光前、黄廷元、陈六

使、陈延谦、李俊等多位华侨成为公益思想的践行

者。
陈嘉庚作为民族文化的杰出承载者，他公益思

想中的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一定意义上超越了西方

有私有公、由私而公的公益文化; 他作为西方文化的

传播者，公益思想中关于国民和公民的观念，一定意

义上丰富并发展了由官绅士大夫而非平民百姓担当

天下重任的中国传统文化。他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与西方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其内涵丰

富的公益思想。

六、余论
尽管作为“人”而非“神”的陈嘉庚也拥有“人”

的弱点，但是，瑕不掩瑜，陈嘉庚毋庸置疑是华人社

会和亚洲近代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深入探讨这一

传奇人物和举世闻名教育家兼慈善家的公益思想，

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社会现实意义。陈嘉庚内涵丰

富且价值观点鲜明的公益思想，留给后人的思考如

下:

1． 私立教育机构的公益特性
陈嘉庚赋予他所举办的私立学校以公益特性。

其视私立教育机构为公共事业的思想，其关于私立

学校建筑从不以他或他的亲属命名的行为，对于将

学校作为私产传给子女的当代民办高校办学者而

言，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2． 金钱财富的社会公益价值
当代中国富有的人们日益增多，渐成奢侈浪费

讲求排场的生活风气。有鉴于此，陈嘉庚去奢从俭

举办教育公益事业的毕生追求，关于“财既由我辛

苦得来，亦由我慷慨输出”的公益意识，关于“金钱

如肥料，散播才有用”的公益观念，关于金钱“取之

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公益思想，有助于提升人们

关于金钱财富的认识境界。

3． 家庭儿女的真知灼见
由于中国养老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够健全和传统

家族观念的影响，当代中国人容易看重家庭利益而

看淡社会公益事业。陈嘉庚则反其道而行之，其对

于儿女“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的

认识，对于儿女“贤而多财则损志，愚而多财则益其

过”的见解，耐人寻味。

4．融合西方文化要义的公益思想
陈嘉庚关于金钱财富的社会公益价值理念，关

于公益不应等待富而后行的观点，关于国民负有兴

办教育义务的公益思想，带有西方文化的意蕴，发人

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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