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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有写日记的习惯，始于 1894 年，止于
1940 年。在蔡元培日记中，有多处提到了陈嘉庚。
这些记载是两人长达 20年深厚友谊的见证。

创办厦大“结缘”

1918 年 3 月创办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后，陈嘉
庚并未满足。当年 6 月，他在《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演
词》中说：“勿谓海外侨居，与祖国全无关系也。有志
者更当再希望进一筹，他日于相当地点，续办专门
大学，庶乎达到教育完全之目的。”第一次流露出要
创办大学的想法。

1919 年，陈嘉庚抱着“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
乃国民天职”的信念，从新加坡返回故乡创办厦门
大学。但是，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被陈嘉庚聘为
厦大筹备会成员）对陈嘉庚即将创办的厦门大学并
不看好，并试图通过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叶渊“力劝”
陈嘉庚改变主意。

1920 年 6 月 27 日，陈嘉庚在给叶渊的一封信
中谈了他的看法：至于蔡、蒋二君之言，不过因他少
数人及北大一校所经验而揣度全国之人才，岂遍国
中之人物皆荟萃于京都，及皆为二君所选剩者乎？
不宁唯是，二君虽有数人物，总或难免于一己之见。

信中的“蔡”即蔡元培，“蒋”指蒋梦麟。1920 年
时的陈嘉庚，其在国内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还无法
与蔡元培、蒋梦麟相提并论。但是在创办厦大的过
程中，即使是面对蔡元培、蒋梦麟这样的教育界权
威，陈嘉庚并没有盲从，而是坚持己见。

为了加快创办进程，陈嘉庚曾于 1920 年专程
赶赴上海。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对此行语焉不详，甚
至连抵达上海的具体时间都搞不清楚。1986 年版

《陈嘉庚年谱》并未记载，而《厦门大学嘉庚建筑》一
书称抵达时间为 1920 年旧历三月，显然有误。事实
上，当时上海的报纸有过追踪报道。1920年 10月 30
日，上海《申报》刊登《华侨巨商陈嘉庚将抵沪》的新
闻：本埠华侨联合会，昨得消息，有捐资创办厦门大
学之华侨巨商陈嘉庚君，将于星期日（三十一日）乘
绥阳轮抵埠，商办厦门大学手续。

可见，陈嘉庚 1920 年抵达上海的具体时间是
10 月 31 日，而蔡元培并不在上海。据《蔡元培年谱
长编》载，蔡当天正陪同杜威、章太炎等人在湖南长
沙游览，自然无缘与陈嘉庚见面。

虽然蔡元培缺席，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还是于 1920 年 11 月 1 日在老靶子路（今武进
路）华侨联合会如期召开。

11月 3日，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在江苏省教育
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主要讨论厦门大学设科、章程
起草等问题。陈嘉庚在会上提出，厦门大学应办成
一综合性大学，所以“文理农工商各科，均应设立”。
为了培养教员，“并须设高等师范科”。大家一致决
定厦大于 1921年春季开学。

两人首次会面

虽然有学者称蔡元培和陈嘉庚于 1920 年 12
月 5 日在新加坡见了一面，但综合《陈嘉庚年谱》

《蔡元培日记》《蔡元培年谱长编》等材料，我们可
以肯定，蔡元培 1920 年 12 月 5 日抵达了新加坡，
但当时陈嘉庚并不在新加坡，而是在厦门。直到
1923 年，蔡元培才在新加坡与陈嘉庚有了一次面
对面的接触。

1923 年春，因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
干涉司法的行为，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离京南下，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当年 8 月途
经新加坡时，蔡元培终于和陈嘉庚会面了。蔡元培

8月 2日的日记记载：四时，至陈嘉庚公司……晤陈
嘉庚君，朴实可亲，不能作普通语，由其子厥福传
译，厥福曾肄业北大预科二年也。询办学校事颇详，
彼所最注意者，为学生罢课与延请好教员不易二
事；对于有高级中学后不办大学预科，亦怀疑。

蔡元培称陈嘉庚“不能作普通语”，是指陈嘉庚
只会讲闽南语，其长子陈厥福充当了陈、蔡交流的
翻译。此次见面时，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刚满两
年，办学过程中所遇到的“学生罢课”和“延请好教
员不易”等问题，让他很是头疼。蔡元培耐心地给予
答复：第一事，答以学校当于平日考察学生意见，先
为安排；如彼等已发难，而学校自审无错误，则当坚
持之，不必因挟制而迁就。第二事，告以先划定款设
备图籍仪器，使教员得研究学问之凭借，则学者肯
来。第三事，告以如高级中学毕业生程度不能即入
大学本科，可设补习班。

交谈结束后，陈嘉庚又将蔡元培请至新加坡中
华总商会位于海滨的一幢别墅参观，并介绍别墅

“本一侨商所建，费二十余万，破产后，以十余万售
诸中华俱乐部”。在旁边充当翻译的陈厥福评论说，

“人何必一意赚钱，钱多而不善用，己身或子孙终不
免破产”。蔡元培听后，对这位尚不满 30 岁的年轻
人很是欣赏，在日记中留下了“殊不愧为嘉庚之子”
的评价。

在 8 月 3 日的日记中，蔡元培“六时，船行”的
记载，表明他当天已经乘船离开新加坡。第一次
会面就此结束，陈嘉庚给蔡元培留下“朴实可亲”
的印象。

厦门之行所遇

1926 年 1 月 22 日，蔡元培从欧洲返国途经新
加坡时，再次与陈嘉庚会面，因只停留了一天，也
仅在日记写下“到新加坡，访林义顺、陈嘉庚”寥
寥数笔。

北伐如火如荼，蔡元培主张用“联省自治”来代
替军阀统治，北洋军阀孙传芳下令通缉蔡元培、马
叙伦、沈钧儒、褚辅成等人，蔡元培、马叙伦等决定
到已经被北伐军收复的福州暂避一时。1927 年 1月

20日上午 10时，蔡元培所乘之船“进福州港口”。厦
大校长林文庆得知后，即遣顾颉刚等人前去拜访，
并邀请访问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

1 月 30 日，蔡元培乘船抵达厦门，正值厦门大
学第二次风潮和集美学校第三次风潮爆发之际。这
是蔡元培第一次踏上厦门的土地，当天“寓鼓浪屿
厦门酒店”。第二天，蔡元培在顾颉刚等人的陪同下
参观了他曾建议“不宜速办”的厦门大学。当时校长
林文庆已南渡新加坡，找陈嘉庚商量对策。蔡元培
在日记中对厦大之行记载极简：“到厦大。晚，顾、
潘、黄招饮南普陀。”

不过，他在给妻子周峻的信中写得非常详细：
往厦门大学。十点，为在厦门之北大同学招待。先参
观国学研究院及生物学院等。有一种鱼，在沙中钻
行白色而无目，为各种记述鱼类者所未见，而土人
亦不知其为何物，故无名。现由厦大学者名为“嘉庚
鱼”，以作为陈嘉庚之纪念。鱼甚小，略如最小之银
鱼或缦线也。

所提到的“嘉庚鱼”，厦门民间俗称文昌鱼。文
昌鱼其实并不是鱼，而是无脊椎动物向脊椎动物进
化过程中的一种脊索动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
际生物界以为它已灭绝。不料厦大的美籍教授莱特
在厦门的刘五店海区中发现了这种脊索动物，并写
成《中国厦门大学附近的文昌鱼渔业》一文发表在

《科学》杂志上，引起世界关注。
在 厦 门 大 学 参 观 期 间 ，蔡 元 培 和 马 叙 伦 均

有 发 表 演 说 。午 餐 后 到 厦 门 大 学 浙 江 同 乡 会 交
流 。晚 上 ，顾 颉 刚 、黄 坚 等 人“ 约 饮 南 普 陀 佛 寺 ，
吃素餐”。

2 月 1 日 ，蔡 元 培 、马 叙 伦 等 人 从 厦 门 乘 船
来 到 集 美 学 村 参 观 ，当 天 日 记 仅 留 下“ 到 集 美 ”
三字记载，在给妻子的信中仍写得比较详细：今
日 ，参 观 集 美 学 校 。学 生 一 部 分 尚 反 对 校 长 ，我
亦想为他们调和，看情形如何耳……午间，在集
美 吃 饭 。晚 间 ，集 美 校 长 叶 君 又 邀 往 其 家 中 晚
餐 。厦 大 及 集 美 所 在 ，既 无 车 ，又 无 轿 。两 日 内 ，
走路颇多，然脚尚好，请勿念。

蔡元培到访集美学校时，第三次风潮已持续大
半年，仍未结束。面对风潮，陈嘉庚的态度很坚决。2

月 8 日，他在给叶渊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之宗旨在
办学尽天职，能办则办，不能办则罢。”

在第三次风潮期间，适值北伐军光复同安。
受到革命形势的鼓舞，学生决议成立“校务革新
委员会”，并拟出《校务革新会章程草案》十二条，
其中第四条的内容是“凡本校一切校务皆由本会
议决施行之”。这显然是叶渊不愿意看到的。身在
南洋的陈嘉庚虽然赞成改进集美学校校务，但反
对学生罢课，更反对更换校长，于是电告：“集美
各主任鉴：进退校长，主权在余，不准学生干涉，
校长决不更动。各生如不满意，即日停课放假，切
布告实行。”

蔡元培既不愿看到陈嘉庚停办集美学校，也不
愿意看到学生被开除，竭力在两者之间斡旋。1927
年 2 月 11 日《申报》一则报道写道：“蔡元培电陈嘉
庚，劝勿停办集美校，陈复对蔡办法表示容纳，但提
三条：一、叶渊改任监督，仍留校。二、政府明令保护
以后，不再受任何扰乱。三、主动风潮学生查明决开
除，否仍决停办。蔡已转省政府。”

为了让陈嘉庚回心转意，蔡元培要求学生向陈
嘉庚道歉。大概是出于对蔡元培的敬重，集美学校
学生发了一封电报，恳请陈嘉庚把集美学校继续办
下去：“校事已承蔡元培先生商处，生等向承培植，
仍恳始终维持，俾学有成，至为感幸。”2月 12日《申
报》一则报道写道：“蔡元培对陈开除学生条件斡
旋，令学生于真电陈道歉，候复可解决。”

从陈嘉庚的回电可知，陈嘉庚对学生作了让
步。后来的事实是，他并未因为学生的风潮而停办
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只是由于经费短缺的原因，
停办了厦门大学工科、医科、矿科和国学研究院，这
也说明蔡元培的调解确实发挥了作用。

“集美第二”送归

蔡元培、马叙伦于 2月 14日赴漳州游历，“十时
抵漳州，寓西园，游公园”。2 月 15 日，两人“乘汽车
直达南靖县，游南山寺。午后 2 时，往礼拜寺演讲”。
2月 16日下午 5时，返回厦门。

2 月 17 日，北伐军攻占杭州。消息传来，蔡元
培、马叙伦决定即刻返回浙江，继续筹划和召开浙
江省政务会议。2 月 18 日晨 8 时，集美学校特地派

“集美第二”号渔轮护送蔡元培、马叙伦返回浙江。
“集美第二”号是陈嘉庚 1926 年 5 月花重金从法国
买的一艘铁壳渔船，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拖网渔
轮。2月 20日夜，两人在温州登岸，“集美第二”号才
返回厦门。

1927 年 6 月 13 日，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政治
会议上提出应在国民政府设大学院、大学区的提案
获得通过。7 月 4 日，国民政府公布《大学院组织
法》，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10 月 1 日，
蔡元培正式出任大学院院长。

1928 年初，成立不久的大学院开始对厦门大
学进行全面调查，3 月 26 日，蔡元培签署国民政府
大学院 131 号训令：“该私立厦门大学应即准予立
案，除令行福建教育厅遵照外，合行令该校长即便
遵照。”厦门大学因此成为国民政府批准立案的第
一所私立大学。

蔡元培与陈嘉庚 1926 年 1 月在新加坡分别后
未再见面，但是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928 年
6 月，蔡元培与吴稚晖联名致函陈嘉庚，对其捐款
六十万元表达感谢。1938 年 3 月 10 日，中国战时儿
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蔡元培和陈嘉庚共同受邀出
任名誉理事……他们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永载
史册，激励后人。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蔡元培与陈嘉庚因教育而结交
□董立功 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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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蔡元培和马叙伦回浙江的“集美第二”号渔轮

清代是妈祖信仰在台湾迅速传
播发展并奠定第一大民间信仰地位
的重要历史期。清康熙年间，因施琅
收复台湾的军事行动，清代台湾修
建妈祖庙进入了第一个历史高峰
期。康熙年间所建立的妈祖庙，几乎
均位于台湾西海岸重要的水陆要
冲、港口地带，主要坐落在台湾三县
（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县署范围
内较早开发的重要位置。

清雍正年间，随着蓝氏家族入
垦台中，妈祖信仰由此打开台中盆
地的腹地大门，在台中地区广泛发
展传播。与此同时，北部新庄地区因
平定“番乱”后需要补充新移民，允
许携眷入台，妈祖信仰也因此得以
在新庄地区发展传播。

清乾隆年间，随着经济贸易的
发展和移民的垦拓开发，妈祖信仰
逐渐向周边地区的交通要道、军事
要地等处渗透拓展，成为第二个发
展高峰期。清嘉庆年间，清政府在葛
玛兰厅实施有效管理后，葛玛兰厅
前所未有地修建了妈祖庙，妈祖信
仰突破原有信奉区域，开始在台湾
东北域发展传播。清道光年间，妈祖
信仰已经开始向开发较晚、经济落
后的偏远地区渗透传播。清咸丰、同
治年间，妈祖信仰在新兴的经济贸
易发展地传播发展，同时也在闽粤
籍民众聚集的地方深度发展，承担
起调和族群矛盾冲突的整合功能。
清光绪年间，妈祖信仰开始向台湾
极南极东位置传播，出于“平乱”和

“开山抚番”的需要，修建台南恒春
猴洞山南麓天后宫和台东直隶州卑
南马兰街天后宫。有清一代，妈祖信
仰在台湾几乎实现了全域的覆盖。

妈祖信仰作为盛行于民间社会
的思想文化，以润物细无声的隐形
方式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用。妈祖
经书在妈祖庙的空间场域内对信众
发挥着劝善戒恶、规范行为的直接
功用。清代台湾流行的李仕学《昭应
录》、林清标《敕封天后志》、赖玄海
《湄洲慈济经》等经书，是在借鉴参
考其他宗教经书的基础上编撰而成
的。这些经书大多结合当时台湾社
会实际情况，内容义理通俗易懂，且
音律朗朗上口，适合面向普通大众
宣达晓义，因而在民间社会发挥了
独特的教化功能。妈祖经书等文本
体系是台湾民间社会在政府官方教
育体系之外，发展出的一套以妈祖
等神明善书、劝善经文为内容的教
化辅助系统，展现了台湾民间社会
时人的智慧，对于稳定柔化人心、维
护社会秩序发挥了一定作用。

妈祖庙作为神明祭祀的神圣空
间场域，也成为地方俗世事务的处
理场所，由此成为皇权在地方社会
的延伸。古代中国寺庙的背后靠的
是国家力量的支持，是国家机器运
转的一部分。清代台湾妈祖寺庙中
所竖立的示禁、示谕碑刻揭示了地
方社会俗世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
通过在神圣的寺庙空间场域对俗世
事务加以约束示禁，体现了寺庙作
为皇权细胞在地方社会的延伸，展
示了妈祖等寺庙连接官方政府和地
方社会的纽带作用。清代台湾妈祖
庙中所竖立的示禁碑刻涉及移民社
会时期的台湾所存在的罗汉脚、奸
盗、争水、借尸吓诈、族群纠纷等具体
问题，在清代台湾士绅化和宗族化整
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妈祖庙以独特
的组织形式引入官方政府权力，参与
到地方社会事务的治理过程。

妈祖信仰在台湾民间社会的实
践表达方式是其能够与台湾社会融
合共生发展的重要原因。妈祖信仰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本土宗教
的南方源流，不仅呈现了中国历史
的南方脉络，同时也展现了台湾本
土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清代台湾
移民将妈祖信仰融于其家族社会的
祭祀行为、商人的经商活动以及普
通民众的土地开垦种植过程中，从
而为妈祖信仰在台湾民间的传播提
供了厚植的土壤。移民初期，台湾同
乡庄民众出于安全保障的考虑结合
在一起，进而促成宗族的发展，由此
衍生出祭祀公业、结盟、父母会、神
明 会 等 组 织 。乾 隆 五 十 年（1785
年），彰化县与理番衙门的官方文书
以及清代中期岸里社“番民”与汉民
的土地等经济交易契约文书，都展
示了“番社”与汉民联合组成妈祖
会、文昌会等神明会，进行土地出租
及放贷取利的行为。

由此可见，妈祖信仰贯穿民间
社会的土地交易及商业活动，完成
了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融合共生的
发展模式。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

清代妈祖信仰
与台湾社会整合
□赵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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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桥又称通仙桥，位于永春县东关镇东美
村东 200 米处，横跨于福建六大河流之一的晋江上
游湖洋溪上，是闽南一带罕见的长廊屋盖梁式桥。
桥长 85米、宽 5米，为四墩五孔石墩木梁长廊屋桥。

桥本体由桥墩、桥面、桥屋三部分组成。有 4 座
船形青色花岗岩条石砌船形桥墩，墩下以大松木
卧桩做基础，古称“睡木沉基”。桥墩上用巨石叠涩
三层砖墙砌体，上架两层大梁，共 22 根，每根大梁
长 16米至 18米，直径 30厘米至 40厘米。

上铺木板作为桥面。桥上架木屋，高 4.8 米，25
开间、78 柱，抬梁、穿斗式木构架，悬山顶、覆青瓦。
桥内第三墩一侧设置了观音佛龛，长 2.6 米、宽 1.6
米。龛额书“观自在”。龛下有青石雕刻双狮戏球、
荷莲花卉、麒麟图案。桥头北面有清代石碑四座，

分别为《重修东关通仙古桥碑记》（1739 年）、《重修
东 关 桥 序》（1868 年）、《重 修 东 关 桥 碑 记》（1875
年）、《重修东关桥收支账目碑》（1875年）。

东关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 年）。《重
修东关通仙古桥碑记》载，“旧有桥名通仙，建于宋
之绍兴”。明弘治十三年（1500 年），里人颜尚朝“重
建石桥六间，伐木为梁，盖亭于上，翼之以槛”，东
关桥始有桥屋。清光绪年间，在桥中间设置了佛
龛，供奉观音菩萨像。历代多次修葺，桥墩为宋代
遗物，桥面、桥屋为清代、民国时期根据明代风格
重修。1991 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 年 9
月 15日，受台风“莫兰蒂”影响，中段 20多米桥面被
洪水冲毁，后按照修旧如旧原则修缮受损部位。

东关桥突出的结构设计特点是采用“睡木沉
基”“双边船形石墩”“伸臂石墩”“长廊桥屋”技术。

“睡木沉基”即以大松木卧桩做基础，然后在上垒
筑礅石形成基础。相较于洛阳桥利用牡蛎加固桥
基、桥墩“筏型基础”，这种方法更简单，又省工省
料，且松木在水下淤泥内历经千年不烂。

桥墩分两台，下台采用“双边船形石桥墩”，即
用大块青色花岗岩条石交错干砌成船形，船头尖
形上翘，以分水势并减少河水对桥墩的冲击；上台
采用“伸臂石墩”，即在船型石墩上再用巨大的石
头叠涩二层（即二层石梁伸臂外挑），增加支撑受
力面积，减轻桥梁荷载。桥屋除了出于重力平衡原
理增加桥跨度外，还具有增加桥重、保护桥体、行
人休憩、设庙祭神、设置关卡、文人宴饮、商人设
肆、增添景观等 8种功能。

东关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位于古代永春、大
田、德化三县通往泉州的古道上，历史上附近分别有
长安铺、东关塘、东关隘和铺口渡。清乾隆《永春州
志》插图“乐山图”描绘了在东关桥附近，不远处有东
关隘。在桥头的多方古代碑记也对东关桥进行地理
位置描述，从中可窥见一斑，如清代知州杜昌丁在

《重修东关通仙古桥碑记》中说：“桃源向隶温陵城东

三十里为东关，乃孔道也。德化、大田二邑，文檄往
来，兹桥尤为要津。”邑人朱明亮在《重修东关桥序》
中说：“永春溪流东注泉南，其自湖洋趋东关者，势尤
悍急，以其为南通泉郡要道。”清代知府翁学本在《重
修东关桥碑记》中说：“桥据泉永之冲，不可一日无。”

东关桥作为宋代石墩木梁长廊屋桥保存至今
为数不多的实物之一，为宋代桥梁研究提供了实
物佐证，在我国桥梁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被载入卢
嘉锡编、唐寰澄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罗
哲文著《中国名桥》等桥梁领域重要著作。作为古
代晋江上游闽南山区与泉州水陆交通枢纽，东关
桥也见证了泉州海丝文化的辉煌历史。从宋代至

明清，德化瓷器经东关桥下的铺口渡顺溪而下至
泉州港，又经海上丝绸之路流向世界。

东关桥还留下许多名人足迹、故事传说和诗
词，如清王光华《通仙桥诗》、民国郑翘松《摸鱼儿》
等数十篇。明代日本黄蘗宗二祖木庵、中国三位佛
教泰斗虚云法师、印光法师、弘一大师都与东关桥
观音龛结下不解之缘。据《虚云老和尚自述年谱》
载，虚云大师（1840—1959 年）因母亲颜氏在永春
州东关桥观音龛祈子而生。印光法师撰写《永春重
修东关桥观音灵感记》。弘一大师曾乘船多次经东
关桥朝圣观音。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永春东关桥：桥墩为宋代遗物
□胡赛强 肖安鹏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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