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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嘉庚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华侨领袖、中华英杰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海内外亿万中华
儿女和华侨华人学习的好榜样。 李清泉先生是深受海内外中华儿女敬仰的菲律宾著名华
侨企业家、银行家、报业巨子和爱国侨领。 《世纪弦歌(陈嘉庚李清泉文化视野)》为“
文化绿洲”书系的一种，重点研究两位华侨领袖发扬孔子、墨子等先贤教育精神，为建
设祖国，教育兴邦做了很多伟大的贡献。作者阮温凌希望通过本书，以昔鉴今，力图为
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内容简介

阮温凌的《世纪弦歌(陈嘉庚李清泉文化视野)》 为“文化绿洲”书系的一种。全国著名的泉州侨乡诞

生了两位华侨领袖：新加坡橡胶大王陈嘉庚和菲律宾 木材大王李清泉。本稿即重点研究两位华侨领袖发扬

孔子、墨子、朱子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平民教育精神， 率先创办集美学校、成美学校，集美集善，成美成材

，以此为奠基石拓展平民教育大道，培育中国革命和 建设的精英人才。他们追随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

为建设祖国，教育兴邦，抗日救亡，并肩作战，建功 立业。李清泉较短的人生无私奉献于抗日战争、革命

建设、华侨教育、侨乡文化、中菲友谊，教育、培养 了无数革命和建设英才，身后呈现华侨办学千姿百态

的侨乡人文景观。书稿写人之未写、少写，集人物形 象、历史事件、华侨教育、侨乡文化于一体，以昔鉴

今，力图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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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二章五四时代平民教育周恩来称颂华侨领袖陈嘉庚毁家纾难“凭良心和人格”说话办
事，这一评价实际上也是对华侨领袖李清泉的一种写照。
其沐浴中华文化传统道德阳光雨露的光辉一生，与祖国命运紧紧相连，倾资办学之诚毅
精神，平民教育理念，正与周恩来教育思想相辉映。他们追随孙中山辛亥革命，建设祖
国，抗日救亡，华侨教育，振兴中华。
“所能者仅为诚、信、公、忠四字”。诚，即《中庸》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
，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信，即《论语�子路》日：“言必信，行必果。”《老子》日：“信言不美，美言
不信。”公，即《尚书�周官》的“以公灭私”，《礼记�礼运》的“天下为公”，《
淮南子�修务训》的“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贾谊《新书�阶级》的“国而忘家
，公而忘私，利不苟就，惟义所在”。忠，即《说文》言：“忠，敬也，尽心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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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僖公九年》言：“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诚、信、公、忠，乃华侨领
袖实践之信条，本章即可以此审视：先知先觉新文化，新文化星空灿烂，最后平民教育
家。
第一节先知先觉新文化直接推动陈嘉庚、李清泉故乡平民教育发展的，是几千年中华文
化优良传统。南国侨乡宗教文化，五四运动先知先觉新文化，也有积极影响。先知先觉
新文化，追溯历史，即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带来的黄金时期，带来的
文化学术之松绑。从王宫贵族解放出来的诸子百家，其学术主张各有创见，各抒己见，
得以传播神州大地，大多为民间大众所接受。因而贤者聚众讲学，劳者工余听教，平民
师生，互教互学，教学相长，蔚然成风，呈现大众化教育新气象，为中国文明史写下一
篇洋洋大观的序言。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开始书写一部灿烂辉煌的平民教育史诗。
中国平民教育由其源头奔涌而来，到五四运动时期，先知先觉新文化的革命家、教育家
才针对封建贵族教育制度提出革命口号，在世界新潮流的冲击下付诸实践行动，掀起新
文化运动。他们大多来自高等学府和教育界文化界，一开始即主张对劳苦大众进行新文
化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科学知识教育，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在社会底层奔走呼号，发
动劳苦大众投入新文化运动，反暴政、反腐败、反愚昧，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组
织平民教育讲演团、讲习所、演讲会，结合实际，开辟平民教育之路。创办工人夜校、
农民讲习所、妇女夜校、工读学校、业余学校、识字班、扫盲班、读书班、读报社等，
以多种形式的平民教育实体，掀起平民主义运动，出版平民教育书刊。他们公开在《平
民教育》发刊词宣扬“爱的教育”、社会教育、生活教育、全民教育。具有先知先觉新
文化的知识分子倡导的平民教育，接过孔子‘‘有教无类”、墨子“农工同举”、朱子
“书院讲学”的衣钵，以工农群众为对象，以民间办学为基础，驰骋于平民社会，同工
农大众结合成一体。
先知先觉新文化，最早有北京大学三位名校长之指引带动，
⋯⋯P23-24 第二章五四时代平民教育周恩来称颂华侨领袖陈嘉庚毁家纾难“凭良心和人
格”说话办事，这一评价实际上也是对华侨领袖李清泉的一种写照。 其沐浴中华文化传
统道德阳光雨露的光辉一生，与祖国命运紧紧相连，倾资办学之诚毅精神，平民教育理
念，正与周恩来教育思想相辉映。他们追随孙中山辛亥革命，建设祖国，抗日救亡，华
侨教育，振兴中华。 “所能者仅为诚、信、公、忠四字”。诚，即《中庸》道：“诚者
，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
，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信，即《论语�子路》日：“言必信，行必果。”《老子》日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公，即《尚书�周官》的“以公灭私”，《礼记�礼运》
的“天下为公”，《淮南子�修务训》的“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贾谊《新书�
阶级》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利不苟就，惟义所在”。忠，即《说文》言：“忠，
敬也，尽心日忠。”《左传。僖公九年》言：“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诚、信
、公、忠，乃华侨领袖实践之信条，本章即可以此审视：先知先觉新文化，新文化星空
灿烂，最后平民教育家。 第一节先知先觉新文化直接推动陈嘉庚、李清泉故乡平民教育
发展的，是几千年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南国侨乡宗教文化，五四运动先知先觉新文化，
也有积极影响。先知先觉新文化，追溯历史，即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带来的黄金时期，带来的文化学术之松绑。从王宫贵族解放出来的诸子百家，其学术主
张各有创见，各抒己见，得以传播神州大地，大多为民间大众所接受。因而贤者聚众讲
学，劳者工余听教，平民师生，互教互学，教学相长，蔚然成风，呈现大众化教育新气
象，为中国文明史写下一篇洋洋大观的序言。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开始书写一部灿



烂辉煌的平民教育史诗。 中国平民教育由其源头奔涌而来，到五四运动时期，先知先觉
新文化的革命家、教育家才针对封建贵族教育制度提出革命口号，在世界新潮流的冲击
下付诸实践行动，掀起新文化运动。他们大多来自高等学府和教育界文化界，一开始即
主张对劳苦大众进行新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科学知识教育，高举科学、民主大旗，
在社会底层奔走呼号，发动劳苦大众投入新文化运动，反暴政、反腐败、反愚昧，争民
主、争自由、争人权。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讲习所、演讲会，结合实际，开辟平民教
育之路。创办工人夜校、农民讲习所、妇女夜校、工读学校、业余学校、识字班、扫盲
班、读书班、读报社等，以多种形式的平民教育实体，掀起平民主义运动，出版平民教
育书刊。他们公开在《平民教育》发刊词宣扬“爱的教育”、社会教育、生活教育、全
民教育。具有先知先觉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倡导的平民教育，接过孔子‘‘有教无类”、
墨子“农工同举”、朱子“书院讲学”的衣钵，以工农群众为对象，以民间办学为基础
，驰骋于平民社会，同工农大众结合成一体。
先知先觉新文化，最早有北京大学三位名校长之指引带动， ⋯⋯P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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