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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面临海、西接陆地的侨乡厦门集美，碧海蓝

天之间，仰卧着一座如同洁白睡莲般的建筑——鳌
园。在这里，长眠着一位从大海而来又归大海而去的
巨人。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
爱国侨领陈嘉庚。

1920 年 2 月 ，陈 嘉 庚 义 无 反 顾 地 负 起“ 直 追 之
责”，在自己创办的集美学校开办水产科，渔航兼修，
旨在“造就渔业航业中坚人才，以此内利民生，外振国
权”，开始了百年嘉庚“集美水产”教育，为中国海洋人
才培养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辰 150周年，5月 15日，集美
学校委员会启动厦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陈嘉庚
先生故居的保护修缮和室内复原工作，工期预计 5 个
多月，修缮完毕后，故居室内布局和陈设将恢复陈嘉
庚先生 1958 年至 1960 年居住时的样子。届时，游客漫
步其中，可以看到老式热水壶、手摇电话机、老式手电
筒等物品，在简单朴实的陈设中感受陈嘉庚先生公而
忘私的高尚品质。这里，也可以强烈感受到陈嘉庚一
生对海洋强国梦的不懈追求。

忧心海权 创设航海水产学科

在陈嘉庚传奇的一生中，被人们传为美谈的事迹
很多，倾资兴学是其主要功绩之一。他一生办学时间
之长、创办及资助学校之多、捐资之巨、成绩之著，堪
称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人。

“集美学校水产科是陈嘉庚创办的第一个职业教
育机构，这与他的成长经历、航运经历有关。”集美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集美校友总会陈嘉庚研究
工作委员会主任董立功介绍说。

陈嘉庚于 1874 年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
（今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1890 年，16 岁的陈嘉庚
远渡重洋到南洋经商，经商的见闻及经历使他意识
到海洋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一战期间，陈嘉庚涉
足航运业，而这，也成为他海洋意识觉醒的一个转
折点。

“陈嘉庚先生曾指出，‘海洋事业为世重视，各国
无不皆然，其技术之重要，前途之远大，生活之安定，
为各业冠’。”董立功说，在培养海洋人才、力挽海权
上，陈嘉庚先生总是不遗余力。

当时，国内航海教育颇为落后。办学过程中，陈嘉
庚殚精竭虑，多方请教，在他看来，办好学校的一个重
要条件是“严选良师”。

何为良师？陈嘉庚认为，“教员要聘有相当学识与
经验”者，“设万事俱备，若能言而不计能行则一缺可
破万全矣”。因此，良师必须既“能言”又“能行”，既要
有“学识”，还要有“经验”。“这也与先生坚持的‘知行
合一’的教学理念相吻合。”董立功说。

1917 年，陈嘉庚致信上海吴淞水产学校，要求代
聘航海教师，并资助三位高才生赴日本留学，学成后
到集美任教。两年后，其中一名学生冯立民学成归来，
如约到集美参与集美学校水产科的筹办。

1920 年 2 月，集美学校实业部水产科正式开办，
渔业、航业兼修。此后学校建设虽经历了一系列改革
演变，但在培养应用型航海人才方面，陈嘉庚始终定
位明确，坚持其向海图强的理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后，全国水产航海类学校陆续停办，只有集美水产航
海学校办学不辍，辗转迁至安溪、大田等地，在艰苦的
条件下坚持办学。这些成长于战争年代的学子，相继
成为共和国航运业的中坚力量。

倾资兴学 优待贫寒家庭学子

陈嘉庚“素以诚挚待教师，又以优俸酬其劳”，对
于教师的薪酬“按月必交，无缺分毫，俾仰事俯畜，无
内顾之忧”。对于教师的生活和住房问题，陈嘉庚在建
校舍时也有充分考虑，并且不断改善。

1949 年，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期间，陈嘉庚
作为华侨民主人士首席代表提交了 7 份提案，其中一
份便是“在沿海各重要地区设立水产航海学校案”。
19561956 年年，，陈嘉庚又提交了一份提案陈嘉庚又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恢复福建航建议恢复福建航
海专科学校和上海航务学院海专科学校和上海航务学院。。

除了严选良师、厚待教师外，陈嘉庚坚持优待学
生。1921 年 2 月，陈嘉庚决定，水产科学生每月再另外
资助纸笔费二元，可见其对水产专业的重视。

现年 90 岁高龄的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永远名誉
会长任镜波，是 1954 年 7 月毕业于集美水产航海学校
29组乙的知名校友，也是解放后集美学校第一个学生
党员。“嘉庚先生自己生活朴实，在办教育上却很舍
得。”任镜波说，“先生创办水产航海教育时，特地规定
水产航海学生‘待遇同师范生，学膳宿费均免’，学生
不但不用交学杂费和膳食费，连所需的被席蚊帐也都
由学校供给。正因为有这项优待水产航海学生的规
定，吸引了很多沿海地区的贫寒子弟前来报考，生源
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保证。”

1953年的一天，陈嘉庚找任镜波了解学校情况，首
先问的就是“伙食好不好”“饭够不够吃”。任镜波如实
说，同学们的饭量都很大，一餐都要三碗饭，有时饭不
够。事后，陈嘉庚交代校长，学生的伙食一定要办好，饭
要够，菜要好，读水产航海的一定要有好的体魄。

任镜波说：“从当时的校长和学生们口中了解到
大家的情况后，陈嘉庚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马叙
伦，经批准水产航海学生的助学金从人均大米 50 斤
提高到 100 斤。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优待贫寒子弟、
关心学生的生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重金购船 培养学生实操能力

“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教育不振则
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在位于集美区鳌园
景区的陈嘉庚纪念馆里，墙上悬挂的这些话语是昔日
陈嘉庚常提起的。人们从陈嘉庚纪念馆展出的来往信
件、老照片、毕业证书等珍贵藏品中，可以窥见当年陈
嘉庚倾资办学的生动画面。

很多游客对展馆里的两艘船模型很感兴趣。“这
两艘船，左边是‘集美第一’号，右边是‘集美第二’号。

‘集美第二’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拖网渔船。”集美校
委会副主任、陈嘉庚纪念馆馆长翁荣标向记者讲述了
背后的故事。

在办学过程中，陈嘉庚反对学生“如机械一样”地
“读死书”。他规定，水产、航海和农林类学校的学生平常
的实践时间要不少于三分之一。

为了保证学生的实习条件，陈嘉庚在硬件设施方
面下了重金：1922 年 1 月，陈嘉庚向英国购买渔船机
器，由本校教师张柱尊设计，雇请船匠在集美建造实
习船，耗资 2 万元，于 1924 年 6 月建成下水，定名为

“集美第一”号，作为航海实习及厦集交通载客用。
1925年 6月，集美学校航海部师生驾驶仅有 31吨

的小型汽油发动机船“集美第一”号，由集美开赴上海，
航线达 2000里，后又在江浙沿海实习达 5个月之久，创
造了轰动当时航海界的“片舟渡重洋”远航实习的壮举。

1925年，时任校长的叶渊写信给在新加坡的陈嘉
庚，要求购置更大的渔轮，陈嘉庚立即回信表示赞成。

第二年 5 月，他就耗资 5.8 万元从法国买进一艘铁壳
拖网渔轮，定名为“集美第二”号。学校还先后建造或
委托建造了“郑和号”“祖逖号”“海鸥号”等多艘端艇，
作为学生操艇练习和采集海上标本之用。

今天，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拥有先进的航海模拟
器，不仅可以展示船舶仪表，还可以显示不同的海上
信号标志。学生们通过模拟不同天气情况，在不同海
域“行驶”，沉浸式开展船舶驾驶操作。“从当年的‘集
美第一’号、‘集美第二’号，到如今我们投用了更高科
技含量的模拟器设备，都是铭记了嘉庚先生‘知识为
体、技能为用’的教诲，只为培养真正有能力的航海人
才。”董立功说。

薪火相传 成就海洋人才摇篮

“厦门海运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猛发展，集美航
海人在这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厦门交通、海事、航运企业的主要领导、骨干，几
乎都是集美航海培养出来的……”在“厦门活字典”、
厦门地方史专家——洪卜仁先生的遗作《厦门航运百
年》一书中，记录着这样一段文字。

1994 年，集美航海学院、集美水产学院等专科学
校合并组建成立集美大学。如今，集美航海教育以多
科性大学为依托，迎来了崭新的发展局面。建设海洋
强国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背景，为集美大
学航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百年来，“集美航海”培养了3万多名中高级航海专
门人才，走出了许多我国现代航海业的先驱：宣伟，1935
年7月毕业于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渔航第十一组，曾
担任亚洲第一艘超级油轮“东亚巨人”号和当时世界最
大的油轮“伊丽莎白皇后”号的船长；林维棋，1947年 7
月毕业于集美水产航海学校高十五组，曾任中国最高
级远洋客轮“耀华”号船长；柳辉，1949年 7月毕业于集
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高十九组，1979年被录取为美国
国家货物局验船师，成为第一位被录取为美国验船师的中
国人……改革开放以来，广大校友成为我国航运事业的
中坚力量，在高级船员特别是船长、轮机长和引航员队
伍中，“集美航海”的校友“三分天下有其一”，集美学校
因此赢得了“航海水产家摇篮”的美誉。

自 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以来，他对海洋相
关学科的重视得以延续，而海洋相关学科也逐渐发展
成规模，厦门大学海洋学科见证了中国海洋科学发展
的光辉历程，被誉为我国海洋科教的“蓝色摇篮”。1946
年秋，厦门大学设立了我国第一个海洋学系。

承先贤之志，铸海洋之魂。2016年5月8日，作为我
国首艘采用国外方案设计、国内转化详细设计，由厦门
大学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

“嘉庚”号正式下水。其“嘉庚”之名是由厦门大学的全
体师生、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一致票选所得，
2017年，“嘉庚”号交付使用。

在历经集美学校水产科、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
集美水产专科学校和福建省集美水产学校等办学阶段
后最终成立的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如今在厦门市
思明区和翔安区均设有校区，学校将陈嘉庚创校及陈
嘉庚“开拓海洋、挽回海权、培育专才”的建校初心写入
学校章程。作为“嘉庚系”职业教育体系中水产这一分
支的传承者，百年间，无论校名和校址如何变化，学校
都带着几样“传家宝”——永远秉承嘉庚精神、永远践
行“诚毅”校训，以“嘉庚精神”为底色，为国家海洋强国
战略实施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撑。

“陈嘉庚先生在他所在的时代，就给出了他对于
‘海洋强国’的指引与建设。”董立功说，嘉庚精神犹如
一座灯塔，指引着无数航海人乘风破浪、勇毅前行。

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
嘉庚先生，百年前在倾囊创办厦门大学
及集美系列学校时，就把海洋人才培养
列入重要选项，这一高瞻远瞩的决策，为
我省崛起为海洋强省，提供了不竭的人
才支撑。

历史将永远铭记陈嘉庚先生在培养
海洋人才上的孜孜追求和杰出贡献。

1920 年 2 月，集美学校实业部水产
科正式开办，渔业、航业兼修。此后学校
建设虽经历了一系列改革演变，但在培
养应用型航海人才方面，陈嘉庚始终定
位明确，坚持其向海图强的理想。

1921 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他
对海洋相关学科的重视得以延续，而海
洋相关学科也逐渐发展成规模，厦门大
学海洋学科见证了中国海洋科学发展的
光辉历程，被誉为我国海洋科教的“蓝色
摇篮”。1946 年秋，厦门大学设立了我国
第一个海洋学系。

1949 年，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
期间，陈嘉庚作为华侨民主人士首席代
表提交了 7 份提案，其中一份便是“在沿
海各重要地区设立水产航海学校案”。
1956 年，陈嘉庚又提交了一份提案，建
议恢复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和上海航务学
院，并要求多招收福建籍学生，保证福建
航海人才的培养。

百年来，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培
养的中高级航海人才就达 3万多名。

陈嘉庚先生对海洋教育的高度重
视，与他长期奔波海上、游历各国的经历
密切相关。放眼看世界的他，深知近世以
来强国必兴海、兴海必靠人才的道理，以
其胸怀天下之眼光，办现代之教育，必定
不能忽视海洋交通（如航海）、海洋水产、
海洋生物等学科体系的构建和深化。

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兴海
之道，皆始于人才。明代前期，明成祖朱
棣重用郑和、王景弘，组织大规模舰队下
西洋，因而极大拓展了中国通往东南亚、
南亚、西亚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15
世纪末，葡萄牙因有哥伦布等人，率领船
队劈波斩浪，首次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
新大陆；随后，西班牙的麦哲伦在渡过大
西洋后，又越过南美洲南端的麦哲伦海
峡，进入茫茫太平洋，抵达东南亚和印度
洋，并绕过非洲好望角，返回欧洲，成功
实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正因
为葡萄牙、西班牙航海家最早发现美洲
大陆和进行环球航行，两国的势力才最
早渗透到拉丁美洲。

海洋世界，变幻莫测，既充满无限
风险，又蕴藏无上机遇。15 世纪以来，
随 着 大 航 海 带 来 全 球 贸 易 格 局 的 重
构，世界力量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东方
禁海重陆的国家，渐行渐弱，西方欧洲
列强，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荷兰、英
国 、法 国 、德 国 相 继 成 为 海 洋 强 国 ，登
上 世 界 舞 台 ，特 别 是 国 土 面 积 甚 小 的
荷兰和英国，一个成为 17 世纪“海上马
车夫”，一个崛起为 18 至 19 世纪的“日
不落帝国”。

海洋的力量，由此略见一斑。
中国拥有 3.2万多公里海岸线（包括

沿海岛屿岸线），是名符其实的海洋大
国，但在明朝中期的倭乱之后，基本上走
上禁海的保守发展道路。当西方大兴海

洋、加速全球贸易一体化时，天朝帝国却
关起门来，只有少数几个钦定的沿海口
岸被允许从事国际贸易。就这样，第一波
全球化浪潮，中国在眼睛半睁半闭之间，
遗憾地错过了！

1840 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
中国先进分子睁开大眼，一下子发现天
朝帝国已经被世界远远抛在后面了。从
此，有了林则徐、魏源等睁眼看世界，师
夷长技以制夷；有了左宗棠、沈葆桢兴办
福建船政，延聘洋人为师培养海军人才，
大造新式船舰，建立新式海军；更有了严
复等启蒙思想家译介《天演论》，传播“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新理念……他们，
都是近代向海看世界、推动国家进步融
入全球化的先驱，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
的精英。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证明，在
全球化时代，欲使国家强，绝不能关起门
来，孤芳自赏搞建设。一个现代的强国，
必须放眼全球，善用世界陆海资源及太
空乃至外太空资源，合力推进本国的发
展，整体提升自己的文明层次和核心竞
争力。

在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中，福建始
终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古代，泉州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泉州瓷、茶畅销
世界。近代，福州、厦门均为通商口岸，是
中国学习西方的桥头堡。当代，福建领开
放风气之先，是外向型经济最发达省份
之一。

海是龙世界，天是云故乡。在浩瀚无
垠的海洋，只有充满龙一般精气神的优
秀人才，才能胸藏勇气与智慧，有信心有
能力沉着应对大海的种种挑战，自如应
变各种难以意料的形势，成为面海竞争
的赢者。

海洋事业是科学技术密集型和人才
密集型事业，培养造就宏大的海洋人才
大军，并形成科学合理的人才结构和梯
队，是发展海洋事业的人才资源基础。

我国是海洋大国，但还不是海洋强
国。辽阔的海洋，将是我国走向繁荣富强
的重要资源和最大优势，而这一资源是
需要人把它转化为真正的优势来支撑我
国可持续发展，支撑海洋强国建设。因
此，海洋人才培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战
略性问题。在新时期，国家大力实施海洋
强国战略，提出把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高地。沿海各地纷纷出台培养海
洋人才政策，海南省提出要全面推进人
才强省战略，大力实施“科技兴海”和海
洋人才战略，提高海洋科技对发展海洋
经济的贡献率，调整生产方式，实现海洋
经济的新跨越。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扶
持海洋人才培养、推进海洋强省建设的
力度也很大。我省把海洋经济提升到与
绿色经济、数字经济、文旅经济并重的四
大战略性增长性经济板块，予以相关政
策扶持。

长风浩荡，大潮奔涌。当前，面海发
展，向海兴闽，呼唤更强大的人才支撑体
系。相关部门要加快制定海洋人才发展
规划，统筹教育部门、涉海院校、科研院
所、海洋主管部门、人才需求部门等力
量，加快海洋事业发展需求的多层次、多
类型人才的培养，形成建设海洋强省的
人才合力。

强海之道 重在人才
□刘益清

兴学育才兴学育才 逐梦深蓝逐梦深蓝
——陈嘉庚创办航海教育培养海洋人才侧记陈嘉庚创办航海教育培养海洋人才侧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田圆田圆

当年的集美学校水产科学生在进行水产解剖实验当年的集美学校水产科学生在进行水产解剖实验。。（（资料图片资料图片））建成于建成于 19231923年年 88月的允恭楼月的允恭楼，，时为集美水产科教学楼时为集美水产科教学楼。。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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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庚嘉庚””号科考船号科考船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