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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凡一所名牌大学都有一批学术大师，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大学，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若没有学术大师
照耀其间，学子们就失去了赖以自豪的精神依皈。
人们无论在有形的物质世界中如何拼搏，都不可能失缺精神家园的支撑，而大学时代则是他们驶向茫
茫人海的出发地。
大学时代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黄金时期，无论人生的浪潮把他们推向何处，心中都有一座永恒的精神高
地，母校的一个个学术大师就是精神高地上熠熠闪光的丰碑。
    厦门大学在90年的漫长岁月中，曾出现了萨本栋、王亚南、卢嘉锡、陈景润⋯⋯等一批显赫的大师
，也还有一批因种种原因未能得到畅怀书写而淡出人们视野的大师，就如本书作者所讲述的林文庆、
林语堂、林惠祥在厦大的岁月，厦大的莘莘学子对他们的事迹就知之甚少。
本书作者林坚是厦门大学的校友，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经济学院读研究生。
虽然毕业多年，但对母校依然一往情深。
去年春天，当他回到母校、漫步芙蓉湖畔时，脑海里浮现出“三林”的伟岸身影，萌发了将他们三人
的事迹钩沉爬梳的念头并付诸写作，这实在是一件对母校颇具功德的美事。
    厦门大学于1921年4月6日宣告成立，林文庆于当年6月开始任厦门大学校长直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
发，是厦门大学私立时期的校长，任期长达16年。
且不说万事开头难，90年前厦门演武场还是一片荒冢累累的海边不毛之地，如今成了中国最美的大学
校园，先辈开拓之功多么令人钦敬，作为校长的林文庆宵旰勤劳无疑功不可没！
更不说在林文庆执长厦大期间，设立了文、理、法、商、教育等五院17系，群贤毕至，教学科研焕发
异彩，将厦门大学建成南中国最好的大学。
林文庆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挚友；是英属海峡殖民地第一位华人议员；是马
来亚种植橡胶之父、一位长袖善舞的富商；是第一位获英女王奖学金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的华人
精英；是一位造诣精深、悬壶济世的著名医生；是同盟会早期会员、被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聘
为私人秘书、卫生部顾问。
林文庆受过西方现代科学的系统教育，但他对中国儒家文化却极为认同，听一听他和陈嘉庚所确定的
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就明白一二了。
可是厦门大学建校初期，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古老的神州大地的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鲁迅来到厦大，对这位尊孔崇儒的校长颇有微词。
鲁迅在厦大的地位是何等至尊，校牌校徽凡是带有厦门大学印记之处都有鲁迅的字体，林文庆纵然执
长厦大16年，由于这一原因他的光环也不得不归于消散。
历史转了一圈，如今孔子儒学又大行其道，鲁迅也走下了神坛，林文庆在人们的心目中自然也被“平
反”了。
如今厦大人可以毫无虚饰地说，我们为有这样一位校长而自豪和骄傲！
    192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忘却的一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高歌猛进，北洋军阀的统治也进入最
黑暗的时期，这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直接导致了北京大学一大批著名教授学者相继南下厦门
大学，形成了厦大群贤毕至的壮美景观。
祖籍漳州的林语堂是当时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是年五月他带有政治避难性质地来到厦门大学，
担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国学院总秘书。
这位三十出头的年轻教授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来到厦大，除了文学家鲁迅
，还有国学家沈兼士、古史专家顾颉刚、语言学家罗常培、哲学家张颐、中西交通史家张星娘、考古
学家陈万里、编辑家孙伏园和作家章川岛等。
他们的到来，被当时媒体称为“大有北大南移之势”，让厦大文科盛况非凡。
在革命狂飙突进的年代，作为文化革命旗手的鲁迅把文学当作匕首与投枪，自然在青年学生中深受崇
拜；而主张幽默与闲适，视文学为“性灵表现”的文化大师林语堂，虽然“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
宇宙文章”，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大陆始终处于边缘。
在厦大，人们只知有鲁迅，多不知把鲁迅引荐到厦大的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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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厦门大学国学院在中断近80年后又重新成立，厦门大学的莘莘学子才渐渐知晓文化巨匠林语堂与
厦大的关系，惊诧80多年前厦大文科曾有过的辉煌。
    厦门大学90年教泽深长，真可谓桃李满天下，政界、商界、学界⋯⋯何处精英不在？
就说初创时期毕业的第一届毕业生林惠祥，就是声名显赫的中国人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人们走进美丽的厦大校园，在芙蓉湖畔可以看到一座始建于建校初期的博学楼——人类博物馆，它的
主要陈列品就是林惠祥上世纪20年代末从台湾冒险搜集到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护这些文物，他
不辞辛劳将其转运至南洋，在南洋又搜集了许多文物，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人带着细软回国，而林
惠祥则带着一箱箱的人类学文物和图书从南洋归来捐献给母校，在他的奔走努力下，于1953年成立了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林惠祥一生矢志人类学的研究与教学，著作等身，1934年出版的《文化人类学》是我国第一部文化人
类学专著，1936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开启了当代中国民族系统分类的先声，直到他逝世的前夜，
在他的书桌上还排放着关于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论文的抄正稿和英文提要。
人类学在欧美是显学，在中国好像运命有点不济，或许是由于这一原因，林惠祥这位人类学的开拓者
与奠基人似乎有点落寞，但他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厦门大学的莘莘学子，完全有理由为有这样一位学长而骄傲，前辈先贤的光芒永远照耀着后来者。
    组成本书三篇传记的三位传主，他们的生平、思想和成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行走在厦门大学的大
师的崇高风范。
一位是厦门大学实际上的首任校长，一位是早年在厦门大学从教过的文化大师，一位是厦门大学首届
毕业生和学界泰斗，把这样三位大师放置在一起做生动而深入的记叙与阐述，这本身就是一种十分新
颖的历史文化构建。
作者以对母校的拳拳之心，选取这一特殊视角对一所著名高校进行文化解构，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
流畅洗炼的文笔，徐徐展示出大师在高校精神高地的独特风景，这不仅是一个学子对母校的一份沉甸
甸的情怀，也是近年崛起的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收获。
    本书作者林坚与我相识多年，既是校友，也是邻友和球友。
应作者之邀，不揣浅陋，写了以上这些，权为序。
    2011年2月22日于厦大海滨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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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厦门大学建校初期的三位代表性人物(林文庆、林语堂、林惠祥)，
以准确的史实和生动的笔触再现了三位在厦门大学校史上做出过突出贡献、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一定
影响的历史人物走过的峥嵘岁月。

其中林文庆为厦门大学真正意义上的首任校长，并独力执长校政达16年之久，为厦大成为“南方之强
”奠下了牢固的基石；林语堂为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国学院总秘书，
由于他的到来，使鲁迅、沈兼士、顾颉刚等一批北大名师接踵而来，并把现代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带
到了厦大，对厦大文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惠祥为厦门大学首届毕业生，先后在厦门大学工
作达20年之久，不仅开创了厦门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向，而且是厦门大学研究台湾的第一人
，他还把自己大半生精心收藏的数千件珍贵文物、图书献给了厦大，并在这些文物、图书的基础上创
建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本书既是对三位在海内具有广泛影响的厦大杰出人物的缅怀，也是对厦门大学建校90周年的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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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大师乃莘莘学子永恒的精神高地
引子 芙蓉湖畔
上篇 林文庆：躬耕厦大十六载
 一、鼓浪屿：梦琴别墅
 二、从海澄到狮城
 三、呕心沥血芙蓉园
 四、鹭海学潮
 五、厦大与大夏。

 六、林文庆与鲁迅
 七、中山医院创办者
 八、林氏一家与厦大
 九、从孔教会到“华侨协会”
 十、厦大：文庆亭
中篇 林语堂：国学文章千古事
　一、鼓浪屿：廖家别墅
　二、从龙溪到京城
　三、林语堂和鲁迅(上)
　四、厦大国学院风波
　五、林语堂与鲁迅(下)
　六、两脚踏东西文化
　七、从大学教授到大学校长
　八、林氏家族与厦大
　九、台北阳明山：林语堂故居
　十、厦大：林语堂纪念室
下篇 林惠祥：只为真知岂为名
　一、厦大：人类博物馆
　二、从鹿港到厦门
　三、情归母校
　四、从台北圆山到闽西武平
　五、丹青和泪醒斯民
　六、“南林北裴”
　七、福州昙石山文化遗址
　八、林惠祥与陈嘉庚
　九、观人文以化天下
　十、厦大：林惠祥之墓
附录 “三林”(林文庆、林语堂、林惠祥)生平大事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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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夫人殷碧霞一听陈嘉庚要聘请林文庆去当厦大校长，刚开始有些不悦，心想陈嘉庚种
植橡胶发家还多亏了丈夫帮忙，现在却反过来要聘丈夫当校长？
以丈夫在新加坡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还犯不着要回厦门去受聘他人？
况且新加坡也还有不少资产需要丈夫去打理。
后来，在林文庆的耐心开导之下，殷碧霞才转忧为喜，表示赞成。
其实，她对回厦门生活，内心是十分愿意的，况且此时她母亲正住在鼓浪屿养病，她也很想能有机会
回去好好照顾母亲！
于是，林文庆发电报给孙中山说明有关情况，得到了孙中山的理解与支持。
同时，他也给陈嘉庚回电，告诉陈嘉庚：自己处理完手中事务，一个月后到任。
陈嘉庚接到电报后十分高兴，觉得林文庆如同“及时雨”，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
在陈嘉庚心中，厦大校长应当是一个既有科学水平和管理才干、又有社会声望的知名人士，林文庆无
疑是他理想中的厦大校长。
虽然林文庆没有办过大学，对高等教育缺少经验，但在当时新加坡华侨中，能出这样一个人，是很了
不起的。
在殖民地的新加坡，对留学生和医生都十分崇拜，对留学英国又是医生的人就更加崇拜，林文庆恰恰
两者兼备。
陈嘉庚在英国殖民地从商，对英文十分重视；而林文庆留学英国，英文十分熟稔。
陈嘉庚虽然不懂英文，也不会说国语（即普通话），只会讲闽南话，但却可以和国语不灵光而会说闽
南话的林文庆沟通。
此外，邓萃英辞职事件和集美学校三年四易校长，也给了陈嘉庚一个启示，必须找一个可靠的人来当
校长，而且不能轻易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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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日移疏影来还去，芙蓉湖水绿如染。
    2011年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在键盘上敲完了这部书稿的最后一个字，心里不觉松了一口气。
入秋以来，许多个夜晚，我沉浸在林文庆、林语堂和林惠祥的岁月里，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思
考，一起欢乐一起忧，一起经历他们人生当中的种种成功与失败、兴衰与荣辱⋯⋯写作过程中，我仿
佛走过了厦大90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不仅对三位先生的不平凡经历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而且对厦门
大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厦门大学是美丽的。
当年鲁迅一到厦大，就迫不及待地告诉许广平：“这里依山临海，风景佳绝”。
今天，当你漫步在绿树婆娑的芙蓉湖畔，感受槟榔树下晨读的诗意，或者走进山风徐徐的“情人谷”
，领略“读书恋爱两不误”的惬意；或者登上五老峰颠看喷薄的东海日出，或者站在白城海滨听不息
的涛声拍岸，你一定会情不自禁地赞叹：厦大，太美了！
在诗人海子的梦想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便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而在厦大，在这座五老峰下、东海之滨的东南名学府，所有的房子都“面朝大海”，每一个季节都“
春暖花开”！
    厦门大学是富有的。
她不仅拥有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校主陈嘉庚，可以为厦大“倾家兴学”、捐出巨
资400万；而且拥有被孙中山先生视为“密友”的校长林文庆，可以为厦大含辛茹苦、默默奉献16年！
她不仅拥有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可以在革命年代里教我们如何
去战斗，如何解剖自己，如何认识国民的“劣根性”和痛打“落水狗”；她还拥有曾多次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提名的国际文化大师林语堂，可以在和平年代里教我们如何去生活，如何幽默与宽容，如何欣
赏自然、珍惜生命，使人生过得更有意义。
她不仅拥有化学系毕业的“理科翘楚”卢嘉锡，能够从一名普通的大学助教成长为中国最高科学殿堂
的“掌门人”和国家的领导人；她还拥有历史社会学系毕业的“文科奇才”林惠祥，能够为厦大开拓
出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以及台湾研究、南洋研究等一个个新的研究方向。
    我为厦门大学的美丽和富有而欢欣、而自豪。
但是，除了美丽和富有，厦门大学还应当是包容的。
包容不同的学术思想、学术流派，包容不同风格、特点和个性的学者，包容不同“出身”、不同学历
的行家里手，包容不同阶层学子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方向，包容具有不同理念、有过分歧和矛盾甚至
有过争吵的历史人物⋯⋯“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位于山海之间的厦门大学，不但要有山的厚重，山的刚毅；而且要有海的广博，海的包容。
    在厦大的历史中，林文庆曾经被“湮没”，林语堂曾经被“遗忘”，林惠祥也曾经被“淡忘”。
无疑，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了“委屈”。
但是，在几十年政治风云的变幻中，曾受过“委屈”的又岂止是他们三人呢？
建校之初，邓萃英校长走了，但他在北京高师校长、河南大学校长和河南省教育厅长任上，为中国教
育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后来又为台湾义务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教务主任郑贞文、总务主任
何公敢走了，后来一位成了民国时期的福建省教育厅长，一位成了民国时期的福建省财政厅长和新中
国时期的福建省司法厅长。
在第一次学潮中，教育科主任欧元怀走了，后来他参与创办了大夏大学，先后担任大夏大学校长和贵
州省教育厅长。
大夏大学培养了郭大力，郭大力与王亚南合作翻译了《资本论》，后来王亚南与郭大力又一起成了厦
大著名的进步教授。
在第二次学潮中，理科主任刘树杞走了，后来他参与创办了武汉大学，先后担任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
主任、代理校长、湖北省教育厅长和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
多少年后，武大“还”给了厦大一个易中天！
这历史中的是非、恩怨、机缘、巧合，乃至“千秋功过”，谁人曾与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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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校园里，又有多少学生知道他们曾经为厦大付出的心血和他们一生的贡献呢？
    90年的岁月静静地流淌，它氤氲着这座美丽的滨海校园，造化着所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
在林文庆慧眼所识的“千里马”虞愚笔下，这座与千年古刹南普陀比邻而居的高等学府，应是“广厦
岛连沧海阔，大心量比五峰高。
”或许这也是母校应当更加包容、更加“兼收并蓄”的注解吧！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严春宝的《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林太乙的《林语堂传》、董
大中的《鲁迅与林语堂》等三部著作以及汪毅夫、郭志超主编的《纪念林惠祥文集》、厦门大学校史
编委会编写的《厦门大学校史》和《厦大校史资料》，为本书提供了许多原始素材；海内外新闻媒体
和学术机构的新闻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撰写的相关新闻报道和学术论文，也给了我许多启发、思考和帮
助。
如果说，这部书稿还有值得翻阅之处，功劳理所应当归于他们；而书稿中的不当甚至错误之处，则应
属于自己。
由于成书较为仓促，书稿中仍有许多不成熟或不准确之处，也望读者给予批评及谅解！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厦门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
陈福郎总编辑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宋文艳编审担任了本书责任编辑，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又一个春天将要到来了，厦门大学将在这个春天迎来她的90周年校庆。
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如果把五老峰看作是厦大的脊梁，那么芙蓉湖就如同厦大的眼睛，一湖碧波，让
厦大这个百年学府灵动而又鲜活。
而这一湖碧波的灵性，不正是林文庆、林语堂、林惠祥等一代代的厦大人所塑造的吗？
    谨以此书献给三位杰出的厦大人，献给母校90周年诞辰！
    林坚    2011年2月22日于厦大海滨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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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芙蓉湖畔忆"三林":林文庆、林语堂、林惠祥的厦大岁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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