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1920 年 1 月 25 日到 1921 年 5 月 25 日，
陈嘉庚为迅速打开市场，几乎以每日一则广
告的频率在《申报》发布广告，笔者认为这也

是陈嘉庚为筹建厦门大学造势的一大举措。
此时，陈嘉庚为筹建厦门大学四处奔走，通过

《申报》的曝光率提高公司及个人的知名度，

以此吸引更多的关注来为筹捐奠定基础。
1926 年的广告数量为 262 则，为配合橡胶

产品的销售，开始投放分类广告。这一年，陈
嘉庚在给林文庆、陈延庭的相关回信中也常
说到橡胶产业的情况，多是提到橡胶产业的
艰难。是年橡胶价格暴跌，对于厦大建筑的拨
款也是从这年开始变得困难。

陈嘉庚的《申报》广告，除体现其销售意识
外，还表现出两种意识，一为爱国爱乡的情怀，
一为对于民生民权的关照。这种商业宣传的思
维方式也运用在书信纸张“厦门大学筹备处用
笺”上，以图为厦大创立及建设创造条件。

“厦门大学筹备处用笺”上所印的“附属
高等师范学校”“西应殿集通号”“厦门大学筹
备处用笺”，实际是陈嘉庚广告意识的一种体
现。“筹备”是其倾尽家产、回报家国的愿望，

“高等师范学校”是对集美学校学制的延续，
“集通号”则是专门为集美学校与厦门大学筹
建开通的。

在一张小小的便笺上，运用理性诉求、感
性诉求、混合诉求广告的方式，将自己的需
求、理想全部放在之上，直抒胸臆。随着书信
辗转各地，寄到不同的人手中，其上的文字也
会被广而告之，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关注到厦
门大学，了解到筹备背后的故事，加之《申报》
多次报道陈嘉庚倾尽家产办学的事迹，广告
效应为后续筹建、筹款做了很好的铺垫。

信笺亦是陈嘉庚设计思想、审美观念的体
现。集美学校与厦门大学建筑风格的统一，既
是对闽南建筑风格的继承，也是对中国传统建
筑与西洋建筑融合的延续。信笺设计元素并不
是无迹可寻，这种美的统一、设计的统一源于
陈嘉庚务实、专注的品质和守真、创新的思想。

信笺还是陈嘉庚儒商精神的展现。时局
动荡的年代，身居南洋的陈嘉庚毅然决然回
国创办大学，让人在不得不感叹其非凡勇气、
丰厚家底的同时，更对他的商业奇才佩服有
加。对于厦门大学的建筑，事无巨细，亲力亲
为，一砖一瓦的价格了然于胸，一厘一毫的建
筑尺寸如数家珍，对于建筑材料价格质量货
比三家，尽显商人的精明，但在建筑用途上却
从不吝啬，只要对教育有用的，无论建筑、教
具都要配备齐全，丝毫不惜钱财。

侨生以及国外学生也可报名厦大，生源
包罗全球。不仅要办中国的大学，更要办世界
名校，他请大师、留洋归国学者为学生授课，
让学生受到更好的教育；关注教师的生计，薪
资在同类学校亦是较高的。

为增加厦门大学知名度，陈嘉庚于当时
各大报纸上增加厦门大学的曝光率，提高厦
门大学知名度，用时下流行的语言说：“让厦
门大学成为当时全国高校的顶流”，不禁让人
感佩陈嘉庚的商业运营模式与商业思维之博
大精深。

从小小便笺看陈嘉庚的商业思维
□贺笑一 秦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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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2 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龙岩市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化石”专题队调查时发现奇和
洞，并在该洞的北支洞东壁地层内发现中国犀、鹿和
小哺乳类骨骼等少量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在东南
支洞尽头的堆积层上部两层钙板中发现小哺乳类碎
骨及哺乳动物牙齿化石。

在调查期间，因周边及北支洞北侧地带开山采
石，奇和洞面临即将被毁的境遇，根据当时调查的情
况判断，奇和洞洞口大厅堆积层较厚，既宽敞又明亮，
非常适合古人类繁衍生息。为此，考古队及时向龙岩
市文化与出版局作了急报件，并建议立即对洞口大厅
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在各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下，由龙岩市提供10万
元发掘经费，由福建博物院、龙岩市文化与出版局、漳平
市博物馆联合组成的考古发掘队，正式拉开了对奇和洞
遗址试掘的序幕。从2009年11月21日开始至12月17日
结束，历时 28天，开挖面积计 32平方米。此次考古试掘
初步成果喜人，除出土一批重要的遗物外，还揭露了一
个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末期、一个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面
遗迹，显示出了这个遗址的重要性和科学价值。

首次试掘表明，奇和洞洞口大厅的两个探方和一
条探沟中至少存在四期文化遗存：年代最晚的第四期
为唐宋明清时期的遗物和建筑基址；第三期为新石器
时代早期文化层，底部有红烧土居住面遗迹，出土大
量文化遗物和 1 具残破人类幼年颅骨；第二期为新石
器时代初期文化层，除大量遗物外，还出土 2 具人类颅
骨和部分肢骨；第一期为旧石器时代末向新石器时代
过渡期文化层，除出土大量打制石制品、动物化石外，
还揭露出 3处人工石铺地面遗迹。

根据第一次发掘初步成果，足以证明奇和洞遗址
是福建省境内迄今发现的最重要的史前遗址之一。随
后，考古发掘队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供实物资料，建议
进一步扩大发掘面积，以期有更多发现。获得批准后，
考古发掘队于 2010 年、2011 年分阶段扩大发掘面积

（实际发掘总面积约 130 平方米，从而全面了解了奇和
洞文化的实质内涵。

奇和洞遗址的发现是福建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的一项重要发现，也是近年东南沿海地区史前考古
的重大突破。经学者们多年来的研究，对奇和洞遗址
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形成了以下几点认识：

根据已揭露的文化堆积层分析，遗址的时代从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一 直 延 续 到 新 石 器 初 、早 期（距 今
17000~7000 年）。以往我国虽然发现过不少旧石器时
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但像奇和洞遗址这样
具有跨越新、旧石器时代连续堆积的遗址却极少。虽
然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发生重大变
化已有定论，但对于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
确切时间还存在不同见解，倘若能够找到一处遗址不
仅在地层上具有连续性，而且在出土器物特征上也具
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无疑能提供更
加可靠的依据，奇和洞遗址恰好具备解决这一国际关
注的学术课题之条件。

文化内涵极富地域特色。遗址出土的器形有釜、
罐、盆、钵、盘等；口沿部位的压印条纹、锯齿纹、放射
线篦纹，以及锯齿纹、戳点纹、压印条纹和放射线篦纹
组合极具区域特色。第⑥层出土的打制石器与台湾长
滨旧石器时代文化中的石制品在制作水平、制作风格
上都具有很多的可比性。奇和洞出土的陶片纹饰与平
潭壳丘头及台湾大坌坑等遗址类似，但年代上早于上
述遗址，与越南的和平文化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年代
也相近。奇和洞遗址是福建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土
著文化，对探讨闽台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及南岛语族的
起源与扩散等课题极具重要意义。

奇和洞揭露的旧石器时代人工石铺活动面、新石
器时代早期房址，表明早在距今 1 万多年前，人类已经
开始在奇和洞定居，并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留下大量
烧石、烧土、烧骨、灰烬等遗存。对于研究当时人类开发
和利用自然资源能力、末次冰期以来福建乃至华南地
区的生态环境变迁过程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遗址出土的 3 具古人类的颅骨和部分肢骨及牙
齿，分别出自不同层位，代表了生活在奇和洞内不同
时期的居民。这将为探讨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
转变过程中人类体质特征、南北方人种差异等问题提
供新的资料和证据。

2020 年 5 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付巧妹团队创新开发利用古DNA技术，从遗传学
角度深入探索奇和洞人和亮岛人密切关系，确认 8400
年前的奇和洞人与台湾岛的阿美和泰雅人群具有最
强的遗传联系，论证现今主要生活在中国台湾岛及太
平洋岛屿等地的南岛语系人群，他们的祖先是福建及
毗邻地区距今 8400 年的古南方人群，这对分析海峡两
岸古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奇和洞遗址的发掘，不仅填补了福建乃至
中国东南区域史前文化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
白，而且对探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间人
类生存技术发展与生计模式的转变，对研究远古人群
在该地区的体质演化和生存状态，对分析海峡两岸古
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对探索农业起源、陶器起源
和早期燃煤历史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为
福建、中国、东南亚乃至世界范围的考古研究提供了
不可多得的科学文化资源。因而其研究潜力巨大，是
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经过多年的努力，奇和洞遗址的保护利用事业蒸
蒸日上。2012 年奇和洞遗址被评为“2011 年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之一；2013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七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 年成功举办奇和洞遗址国
际学术研讨会，对奇和洞史前遗址及其相关文化遗
存、闽台史前文化渊源及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关系等
学术问题进行研讨；2018 年入列第一批省级考古遗址
公园立项名单；2021 年 12 月 1 日，《龙岩市奇和洞遗址
保护条例》正式施行；2021 年 12 月 14 日圆满举办第十
届海峡两岸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共同探讨南岛语族的
迁徙发展历程以及两岸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等学术问
题；2022 年 5 月 20 日，省政府同意公布《福建漳平奇和
洞遗址保护规划》。2022 年 3 月 10 日，国务院台办批复
同意在奇和洞遗址设立“海峡两岸南岛语族考古教学
实习基地工作站”。

奇和洞：

跨越“新旧石器”的
连续堆积
□雷震建 杨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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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以石观史”石刻专题陈列展在漳
州市龙文区博物馆开展。现场展出的漳州末任
知府陈嘉言墓志铭石碑引起许多观众的注意，
此碑由陈嘉言之孙陈长龙捐赠。陈嘉言在漳任
职 9 年期间，在水利、兴学、督政等诸多方面作
出了突出贡献，但鲜为人知的是，陈嘉言还是

“砍头不要紧”的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外祖父。

翰林赋诗闹洞房

1000 多年来，漳州这片土地上共有过数
百名封建王朝的最高行政长官，而陈嘉言就
是最后一任知府。《漳州市志》对陈嘉言的记
载并不多，没有单独的人物词条，只是在“唐
至清政府”中简单记载：知府陈嘉言，任职时
间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至宣统三年（1911
年）。连籍贯一栏都是空白的。

事实上，陈嘉言是湖南衡山人。《衡东县
志》记 载 较 丰 ：陈 嘉 言 号 梅 生 ，清 咸 丰 元 年

（1851年）生于湖南霞流平田。
陈嘉言从小聪明伶俐，读书过目不忘。

1882 年，31 岁的陈嘉言在光绪壬午科（1882
年）的乡试中第一名解元，其胞兄陈毓光与其
同榜，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遗憾的是，第二
年，其兄陈毓光高中进士，得主事，而陈嘉言
两赴春闱不第，于是回湘。己丑年（1889 年），
陈嘉言终于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掌京畿
道监察御史。

年轻时候的陈嘉言文采好，有名气，并且
留下许多轶事。《衡东县志》就记载一则“翰林
赋诗闹洞房”的轶事：清代翰林陈嘉言科场得
意，青云直上，名噪一时，但他不恃才傲物，哗
众取宠，而能虚怀若谷。一次，在友人新婚之
夜去闹洞房，新娘是位才女，在满房宾客的欢
笑声中说：“诸位贵客，承来道贺，不可无诗!”
陈嘉言见新娘索诗，即兴吟成七言绝句一首：

“尖尖十指捧银笺，初赋桃夭第一篇。昨日琼
林新宴罢，一身犹带御炉烟。”新娘听罢，含笑
说：“陈翰林的诗好是好，可惜乱了一点套。

《诗经》里面只讲桃夭几章，而不讲几篇，应改
‘篇’字为‘章’字才妥。”她随即将翰林的诗改
为：“尖尖十指捧缣湘，初赋桃夭第一章。”陈
嘉言不但不感到有失尊严，而且为之敲案击
节，表示佩服。

陈嘉言任监察御史，以李白诗句“松柏本
孤直，难为桃李颜”作座右铭。他对违法者绝
不留情，一提起他，贪官污吏无不谈虎色变，
故有“铁面御史”之称。

在京师为官的十五年间，陈嘉言从京察
一 等 升 迁 至 工 科 掌 印 给 事 中 记 名 。癸 卯 年

（1903 年）福建漳州府出缺，陈嘉言奉命出任，
千里迢迢来到漳州。

清风两袖常随我

正当陈嘉言来到漳州之时，清政府刚制
订好关于学制系统的文件《奏定学堂章程》，
并于 1904年 1月公布施行，该章程是中国近代
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
制。一年后，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 1300 多年的
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而自唐陈元光开漳以
来，漳州历代共产生文科进士 835名。

陈嘉言虽然仕出旧式科举，但对新式教育
并不排斥，甚至还很重视。据《漳州市志》记载，
漳州府在终止书院、废科举之后，分级开办新
学制的中、小学。在漳州，创办漳州府中学堂及
汀漳龙师范传习所（后改为师范简易科并附设
小学堂）；教会创办漳州中西学堂（后改为华英
中学堂）及小学堂 3 所。漳属各县创办初、高等
小学堂各 1 所，并允许教会在各县城创办新学
制的中、小学堂。传统的私塾逐渐被废除。

这些新式教育项目的兴建均在陈嘉言任
上。漳州市图书馆原馆长张大伟曾出示一张
老照片，是陈嘉言参加漳郡教育讲习所第一
班的毕业典礼并合影留念，可见他对新式教
育的重视程度。

由于漳州地处九龙江下游，地势较低，每
年汛期较长，易发洪涝是这个城市的短板，而
在陈嘉言治漳几年里，适巧遭遇几次大洪灾。
据《漳州市志》记载，20 世纪以（清光绪三十四
年）1908 年 10 月 16 日洪水最大，相当于一百
一十年一遇；其次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 8
月 29日，相当于七十九年一遇。

据《衡山陈梅生太史事略》记载，当时的
漳州水灾严重，陈嘉言筹集资金，购买机器，
还创造性地聘请英国、日本的工程技术人员，
考察九龙江北溪 220 多公里沿岸，制定方案并
实施疏通河道、蓄水灌溉、排水分洪等项目，
这些水利工程至今仍造福着漳州百姓。

在漳期间，陈嘉言虽然励精图治，力求国泰
民安，奈何朝廷的这艘大船已风雨飘摇、岌岌可
危。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漳州一时间人
心浮动。“是发兵弹压本地逐渐兴起的革命火
苗，还是顺应革命的时代潮流”，陈嘉言身处人
生的十字关口，千年古城也处在战火的边沿。

“顺应革命，挂印辞官！”经过一番思量，
陈嘉言毅然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漳州辛亥革
命》一书这样评价：“就当时形势而言，漳州的
顺利光复与清朝地方政府首脑陈嘉言放弃抵
抗有关。陈嘉言召漳郡父老协商安抚事宜，听
其自治，挂印辞官返湘。”正因如此，漳州不费
一枪一炮，和平走进共和。

“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此谚放在陈
嘉言身上却是格格不入。整理好行装，要离开
漳州回湖南老家的陈嘉言，却发现居然连路
费都没有了，只能向朋友筹措。《漳州市志》

“大事记”记载：漳州知府陈嘉言（字梅生）将
二女分送给士绅孙宗蔡、蔡同昌，各得赆仪
400银圆，携眷归乡。

陈嘉言有一自勉联“甘为拙吏安贫贱，不
作贪官害子孙”。《衡东县志》则记载其出任江
州（今江西省九江市）知府 10余年，为官清正廉
明。“《衡东县志》里的个别记载可能有误！”记
者经查《九江市志》，并无陈嘉言任职知府的记
载。《衡山陈梅生太史事略》里亦无陈嘉言在江
州任职知府的经历。所以，《衡东县志》里的“江
州”疑为“漳州”之误。陈嘉言之孙陈长龙说，陈
嘉言离任漳州时写下题为《离任福建漳州知
府》的诗：“莅任九州越十年，愧无德政慰先贤。
清风两袖常随我，不负闾阎不负天。”

在回乡路过长沙南的昭潭小镇时，陈嘉
言惘然若失，写下《辛亥冬自漳州弃印还湘舟
泊昭潭》一诗：“千里飞归似塞鸿，家园将近迫
残冬。远携沧海千山月，来泊昭潭半夜钟。是
处粉榆满乡社，何时斥埃罢边烽。东陵明岁瓜
田守，故国新添一老农。半生浪迹走天涯，今
日邮亭便是家。乱后还乡贫亦乐，老来逢酒醉
无哗。留人海上乌头白，对客尊前绿鬃华。多
谢江干梅万树，汉阳相送到长沙。”

夏明翰的好母亲

陈嘉言自漳州弃印辞官返乡后，由于没
什么积蓄，生活清贫拮据，靠卖诗文和书籍甚
至亲友接济过日子，但他仍怡然自得，从不折
节取财。袁世凯欲改制称帝，曾遣人以二万金
请他作表劝进，他严词拒绝；后受聘为国史馆
编纂，被湖南省推举为国会议员，旅京期间任

湖广会馆董事长。
晚年，陈嘉言从京回故乡，靠朋友帮助和

陈姓祠租接济以维持生活。他在《七十自寿》
诗中说：“……傲骨欲除偏激在，名心已尽自
陶然。眼中乐事知多少，喜见孙曾绕膝前。”

陈嘉言有众多子女，且教子女有方。如一代
山水人物画大师陈少梅是其第五子，出生在漳
州。陈嘉言本来就善于诗文书法，从漳州辞官回
乡时陈少梅三岁，他把少梅带在身边，督导他研
读诗文经史，学习书法绘画。在耳濡目染及陈嘉
言亲自督导下，陈少梅终成一代国画大师。

长女陈云凤更值得一提，她就是夏明翰
的母亲，《衡东县志》对其有专门的人物简介。
陈云凤出生在 1870 年，自小在父亲陈嘉言的
影响下，博览群书有文才，尤精于诗词，后许
配给陈嘉言衡阳同榜进士夏时济之子夏绍范
为妻。夏绍范在湖北几个县任过知县，1911 年
辛亥革命时，夏绍范正在南漳县任上，得陈云
凤协助，高举义旗，响应革命。在历史的重要
转折关头，父女俩同时作出正确的抉择，一时
传为佳话。

陈云凤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教育子女上，
夏明翰等受到启迪，思想进步，常常与守旧的
祖父夏时济发生冲突，但在革命一事上却得
到外祖父陈嘉言的大力支持。

《衡东县志》记载：陈云凤不但支持青少
年的革命活动，而且自己直接参加社会活动。
1922 年，她以自己的学识和威望，当选为衡阳
县议会议员，曾说：“今日之中国，军阀混战，
万民涂炭，沉疴痼疾，非共产主义莫可医也！”
她陆续支持将夏明翰、夏明震、夏明衡、夏明
霹等子女送上革命的道路。

1928 年初，因叛徒出卖，夏明翰被反动派
逮捕，于 3 月 20 日被杀害，留下“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就
义诗》。彼时的陈嘉言已 78岁了。《衡东县志》记
载：“明翰兄妹牺牲后，陈云凤回到衡阳县礼梓
山老家居住，从事教学工作。1946年病逝。毛泽
东与何叔衡都说过‘夏明翰有一位好母亲’。”
而这位好母亲又何尝不是有个好父亲。

1934 年 4 月 20 日，陈嘉言病逝，享年 84
岁，葬于衡东城关镇鹤桥村。当时的地方军政
要员李觉、鲁涤平、刘建绪、曹伯文、张开琏等
赋诗题词，熊希龄、萧荣爵等撰写《衡山陈梅
生太史事略》。

据漳州市龙文区政协文史委的沈文辉介
绍，由其后人捐赠的陈嘉言墓志铭石碑及陈嘉
言画像现已落户漳州市龙文区博物馆，使得这
位末任漳州知府重新走进了漳州市民的视野。

漳州末任知府是夏明翰的外祖父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林聪华 文/图

陈嘉言后人将陈嘉言画像捐赠给龙文区
博物馆。

漳州市龙文区博物馆展出的漳州末任知府陈嘉言墓志铭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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